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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學童環境教育活動企劃書 

一、 計畫緣起 

本處自成立以來至今，積極推動環境教育以落實國家公園

「自然保育」、「人文歷史」及「環境行動」等三大理念。為落實

環境教育之推廣，自民國 87 年起，每年針對花蓮縣各國小學童

辦理多場次到校及蒞處環境教育宣導活動，並於 101 年通過境教

育場域認證後，提供東部地區環境教育學習平台暨場域。 

二、 計畫對象 

花蓮縣境內國小 1~6 年級國小學童。 

三、 計畫目標 

1. 促進學童瞭解國家公園設立目的，帶領學生認識太魯閣之美，

培養其珍惜國家公園資源、保護環境之意識。 

2. 以國家公園的自然資源，結合主題性教案課程，激發兒童創

意思考及美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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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活動內容 

 

圖 1、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學童環境教育辦理方式 

 

1. 主題展板到校宣導－國家公園列車講座 

 課程名稱：太魯閣尋寶記 

 辦理方式：結合學校自然課程透過淺顯易懂的主題展板及

講座互動，介紹太魯閣國家公園之人文、地景、生態，引

領學童深入瞭解國家公園之美，並且學習保護環境及尊重

大自然，促使愛護環境的理念深植學童內心，鼓勵學童承

諾及實踐愛護環境之行動。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學童環境教育

到校服務

主題展板到校宣導

太魯閣尋寶記

主題性教案到校宣導

森林探索趣

認識太魯閣

奇萊山上找水鹿

蒞處校外教學

太魯閣遠足去

昆蟲小劇場

森林探索趣

認識太魯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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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地點： 

 108 年上半年：花蓮縣壽豐鄉、鳳林鎮、卓溪鄉、萬

榮鄉等 9 所小學。 

 108 年下半年：花蓮縣吉安鄉、壽豐鄉、光復鄉等  所

小學。 

 展版內容： 

序

號 

課程及展示主題 內容概要 環境教育課程內涵與目的 

一 太魯閣的寶在哪裡？ 從海岸到高山，從亞熱帶到亞寒

帶，太魯閣不僅有峽谷、斷崖、

高山，還有豐富的生態和人文。

太魯閣到處都是寶，隨時都能尋

到寶。 

本單元旨在全面介紹太魯閣的

自然與人文特色。透過對太魯閣

國家公園環境特色的瞭解，激發

學童進一步探索太魯閣的好奇

心與興趣。 

二 山多高？海多深？  在清水斷崖從海面向上拔升，直

達 2408 公尺的清水大山；向下延

伸，則可達 4000 公尺以上的深

海。本單元從清水斷崖珍貴的地

形著手，略述板塊運動、斷崖上

岩生植物，再導入黑潮近岸通過

透過清水斷崖的單元主題，導入

地形、斷崖上的生態、人的活動

（路）、黑潮及海洋生態、人與

海洋的關係、海洋的問題，進而

激發學童關心海洋環境的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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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來的豐富海洋生態、鯨豚和定

置漁業資源等… 

三 峽谷變變變！ 太魯閣峽谷是地球長時間演化的

結果，從 2 億 3 千萬年前的珊瑚

礁膠結成石灰岩，再經板塊運動

的高溫與高壓作用變質成大理

岩。大理岩在板塊抬升的過程

中，豐沛的立霧溪水持續下切，

終於形成舉世無雙的太魯閣峽

谷。 

本單元旨在使學童瞭解太魯閣

峽谷的形成過程及其獨特性，讓

學童瞭解太魯閣峽谷是時間及

許多巧合因素所造成的珍貴地

形，數十到數百萬年才能切割出

的峽谷地形，值得保護與珍惜。 

四 小心！猴子尌在你身

邊！ 

台灣獼猴是台灣特有種，為群

居、雜食性的動物，也是台灣唯

二的靈長類哺乳動物，太魯閣國

家公園區內從低海拔到高海拔都

可以看到牠們的蹤跡。本單元主

要介紹台灣獼猴有趣的生態與習

性。 

本單元旨在讓學童瞭解身邊常

見的台灣獼猴生態習性，並透過

主題內容引導學童如何觀察野

生動物，面對野生動物不餵食、

不挑釁、保持距離等正確的環境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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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吃不完，怎麼辦？ 太魯閣櫟、青剛櫟與松鼠之間有

著有趣的關係，松鼠啃食也儲藏

太魯閣櫟和青剛櫟果實，卻無意

間幫忙傳播種子。 

所有動物都直接或間接仰賴植

物才能生存，本單元旨在藉由太

魯閣櫟、青剛櫟與松鼠之間有趣

的關係，讓學童瞭解植物餵養動

物，而動物也為植物播種的互利

關係。 

六 蟲蟲在哪裡？ 動物為了生存常採取擬態或保護

色等方式來保護自己，昆蟲尤其

如此。本單元使用數張昆蟲擬態

的照片，考驗學童觀察力，讓學

童尋找昆蟲。 

本單元透過讓學童在照片中尋

找昆蟲，增加課程的互動與趣味

性。 

本課程可延伸探討：1、昆蟲在

生態系中的角色。2、自然觀察

的技巧與觀察力的培養。 

七 森林棉花糖 中海拔雲霧像棉花糖一樣籠罩在

森林中，雲霧飄渺，形成霧林帶。

霧林風景如畫，也造尌中海拔豐

富的生態。本單元介紹霧林的形

成原因與條件，以及住在霧林帶

中的雲杉、鐵杉、哺乳動物、鳥

類生態等。 

太魯閣的霧林帶自然原始，雲霧

養育原始森林，而森林則提供動

物棲息環境及食物來源，本單元

藉以延伸探討水（霧）--森林--

動物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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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Hi！龐克頭，你要去

哪裡？ 

中海拔霧林帶有許多鳥類棲息，

包括青背山雀、黃山雀、冠羽畫

眉、山紅頭等，其中冠羽畫眉、

煤山雀、黃山雀等都有著美麗的

「龐克頭」。多數中海拔鳥類冬季

時都會降遷到低海拔山區，因此

冬季時可以在低海拔山區見到牠

們的身影。本單元主要介紹中海

拔鳥類生態習性、與森林的關係

以及冬季降遷的行為。 

透過本單元瞭解鳥類的生態行

為、鳥類在生態系中扮演環境指

標的角色，並延伸探討如何賞

鳥？賞鳥應注意的事項、人與動

物之間應保持的規範與態度等。 

九 合歡山的花花世界 從 5 月起，合歡山花季開始，玉

山杜鵑等許多高山植物陸續盛

開。這些植物在高冷、乾旱的裸

岩及岩屑地的環境中，展現各種

適應環境的策略。本單元主要在

使學童瞭解高山植物的生存之

道。 

本單元從高山植物的生態來認

識高山環境，並藉高山植物對環

境的適應力，讓學童瞭解生物在

自然環境中處處可見其強韌的

生命力。 

十 只要我長大  太魯閣國家公園內過去有許多太

魯閣族部落，女子需嫻熟善織，

一如高山植物般，太魯閣族人在

山林中生活，展現無比堅韌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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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需勇猛善獵才有資格紋上頰

紋和頤紋，「紋面」代表一個人的

能力受到肯定。本單元主要讓學

童瞭解太魯閣族的織布、藤編及

紋面等文化內涵。 

命力，也孕育出珍貴的山林文

化。 

透過瞭解太魯閣族傳統文化，讓

學童體悟道到成長過程中必然

會經歷許多困難，(在過程中)且

應學習並克服許多挑戰。 

在太魯閣中尋寶，在大自然中學

習，最後回到自我的領悟與生命

的實踐，這尌是最珍貴的寶物！ 

 

 

主題展板展示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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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