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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10年度戶外教育基地學校  

【一日（或半日）體驗】活動教案 

 

活動名稱 攀樹探洞，體驗六龜生態 
活動人數

乘載量 
20人 

對應之 

模組主題 

攀樹 

十八羅漢山的生態與保育 

 

 

結合之 

領域/科目 

體育、生物 

地理、歷史 

 

 

活動場地 

六龜高中操場旁桃花心木下 

十八羅漢山自然保護區 

 

 

活動時數 

攀樹 2小時 

十八羅漢山的生態與保育 1小時 

 

 

活動目標 

.透過攀樹活動的體驗學習，挑戰自己的耐力與毅力，拉近與大自然的距離 

2.學生能透過十八羅漢山的導覽，了解內營力及外營力如何形塑地形。 

3.能經由實地觀察的過程，認識六龜的生態環境與發展。 

 

活動教材 

1.攀樹相關器材設備，安全須知繩結知識海報 

2.十八羅漢山生態環境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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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流程

與步驟 

 

【攀樹】 

(1)教學準備:攀樹器材設備、場地檢查，繩結技巧複習。 

(2)引起動機:看著本校發展的桃花心木老樹。(10分鐘) 

(3)發展活動:透過攀樹活動的體驗學習，挑戰自己的耐力與毅力，拉近與大自然的

距離，除了學習攀樹的技巧，更能感受周遭的生態環境及森林大樹，因為透過攀樹

活動已經跟『樹』有了不一樣的情感連結，創造與大自然和諧共處的機會。藉由攀

樹學習過程中同學自然增加自我對話、自我認識與挑戰；同時透過團隊活動，增進

分工與合作，強化團隊動力。(30分鐘) 

(4)統整總結:藉由教師解說以及讓學生從校園周遭植物及一般農作物的觀察當中，

培養敏銳的觀察能力及愛護環境的情操。 (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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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學評量:發表攀樹活動操作心得。 

(6)延伸學習:對自然觀察活動產生興趣，讓學生在學校為功課勞心之際，也能體會

大自然化育萬物之美。 

 

 

【十八羅漢山的生態與保育】 

(1)教學準備：蒐集十八羅漢山相關教材 

(2)引起動機：以十八羅漢山為六龜最著名景點切入，是台灣四大惡地地形之一，而

且是由美濃進入六龜的必經之地。(10分鐘) 

(3)發展活動：介紹十八羅漢山的成因。首先引導學生觀察岩壁的層理，說明不同水

流狀況下的沉積環境，造成顆粒不一的分層堆積情形。在地層抬升後因風化及流水

侵蝕，而形成獨立山頭的特殊地景。進入第六隧道，觀察沒有襯砌的原始隧道，尋

找隧道內有風化紋的石頭，說明物理風化與化學風化的差異。提出問題請同學思考

十八羅漢山的六座隧道，為什麼只有第六號隧道沒有襯砌，引導同學連結六隧興建

時正值二戰末期，可能因為趕工或缺乏資源而留下原始洞壁。(30分鐘) 

(4)統整總結：十八羅漢山已劃設為自然保護區，請同學討論其被劃設為保護區的原

因，以及劃設為保護區的意義。(10分鐘) 

(5)教學評量：完成學習單，並發表心得。(10分鐘) 

(6)延伸學習：請學生比較台灣其他惡地地形與十八羅漢山的差異。 

 

活動提醒

與建議 

1.攀樹需要體力、專注度，以及器材安全檢核流程。 

2.十八羅漢山因岩層裸露久經風化，靠近岩壁與進入隧道需戴安全帽，並注意落石

避免被砸傷。 

 

 

附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