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岸線的美麗與哀愁」教案設計 

壹、教案設計 

教學 

主題 
海岸線的美麗與哀愁 

適用 

年級 
高一、高二 

適用 

科目 
基礎地球科學 

使用 

節數 
2 

設計

者 

林恩瑋 

陳正昌 

所屬 

學校 

新北市立光復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金山高級中學 

設計 

理念 

 

台灣本島海岸線約 1139公里，擁有這麼長的海岸線，但我們生活中卻鮮少有

與海洋的相關經驗。地球科學的課程內容中，有談到海水運動造成海岸線的變化，

但因篇幅較少，無法讓學生深刻體悟，故此教案希望能透過目前擁有的網路資源來

讓學生發現，百年以來的海岸線變化，並且引導學生靠自己的能力去發掘生活中的

海岸新聞，最後教師在課堂中透過情境模擬的方式引導學生討論，讓學生了解海洋

其實離自己並不遠，而且體認到海洋環境議題在不同立場的複雜及具有挑戰，期待

學生在未來人生中會更重視注意海洋議題。 

建構 能力指標 教學目標 

海岸變遷

營力

人為

漁港

堤防

自然

波浪

沿岸流

自然+人為 凸堤效應

現象

海進

海退

影響

海埔新生地

消失的沙灘



教學 

目標 

學習領域 

能力指標 

海洋教育 

能力指標 

（由「設計理念」結合「能

力指標」而形成） 

一、人與地球環境 

 知道人類生存所必須依

賴的條件。 

 察覺人類生活脫離不了

地球現有的環境。 

 欣賞地球環境與生態的

巧妙互動。 

 察覺人類活動已對環境

產生衝擊。  

三、動態的地球 

 知道波浪的特性。  

 知道潮汐的成因與週期，

以及潮汐對海岸環境的

影響。 

五、地球環境變遷 

 知道波浪在近岸處破碎

後會形成沿岸流。 

 知道沿岸流是造成海岸

侵蝕與堆積的重要因素

之一。  

 知道台灣海岸曾因人為

與自然因素而變遷。 

八、地球環境的特徵 

 知道地貌變化的機制，有

些是很快速的，有些是非

常緩慢的。 

1-5-5 從生態旅遊中體認

自然保育與人類生活的息

息相關。  

1-5-6 搜尋並整合生態旅

遊資訊。  

1-5-7 規劃設計生態旅

遊，並能積極參與。 

4-5-5 瞭解洋流（如黑潮、

沿岸流）對氣候、環境的影

響。 

4-5-6 探討海岸環境的變

遷。 

5-5-10 利用不同時期的圖

像分析臺灣海岸線，說明

臺灣海岸曾因人為與自然

因素而變遷，並提出因應

對策。  

5-5-11 瞭解海洋環境變

遷、過度使用對生態環境

的影響，並提出因應對策。 

一、認知 

1-1 知道台灣海岸曾因人為

與自然因素而改變。 

1-2瞭解海流對環境的影響。 

1-3 知道波浪在近岸處破碎

後會形成沿岸流。 

1-4 知道沿岸流是造成海岸

侵蝕與堆積的重要因素之

一。 

 

二、情意 

2-1 了解大自然的力量是很

巨大的，並非一朝一夕能夠

改變。 

2-2 了解人類活動應適應海

岸的變遷。 

 

三、技能 

3-1 可利用不同時期的圖像

分析臺灣海岸線，說明臺灣

海岸曾因人為與自然因素而

變遷，並提出因應對策。 

3-2 可客觀分析大眾傳播媒

體中的真實內容。 

 

學生 

能力 

分析 

根據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所列： 

次主題 110組成地球的物質 

生物圈 

4e.瞭解地球上生物分布的範圍，並體認地球擁有維繫生物生存的環境因素，以及

人類必須珍惜並愛護地球環境的重要性。 

次主題 110組成地球的物質 

岩石圈、氣圈、水圈 

4a.認識地球上陸地與海洋的分布情形。 

4b.利用模型來認識地球的內部結構。 

4d.認識地球上的水圈：地下水、河流、湖泊與海洋。 



教材 

來源 

1.高中基礎地球科學上下冊。 

2.海岸變遷的自然與人文因素，許民陽。 

3.地質學下冊，錢憲和。 

教學 

準備 

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全開海報紙、彩色筆、學習單、電腦簡報。 

對應 

教學 

目標 

教 學 活 動 時間 
教學 

資源 

教學 

評量 

 

 

1-1 

1-2 

1-3 

1-4 

 

 

 

 

 

 

 

 

 

 

 

 

 

 

 

 

 

 

 

 

 

 

 

 

 

第一節課 

 

一、引起動機 

我們現在的海岸地形在數十年前，甚至數百年前的海岸

地形地貌是否有所不同呢？學生可以使用平板電腦查閱台灣

古今地圖

（http://gissrv5.sinica.edu.tw/GoogleApp/JM20K1904_1

.php）比對臺南安平；宜蘭頭城；桃園大園；臺東成功；高

雄旗津等海岸地區的海岸線變化，發現這百年來海岸線是後

退還是前進，另外還有甚麼差異？ 

請同學根據學習單的指示，閱讀完前言後，利用八分鐘

的時間去查詢，並且完成學習單第一、第二題。 

 

二、發展活動 

我們可以發現海岸線的改變會隨著時間而有所變遷，有

可能會前進，也有可能會後退，我們可以來想想看有哪些原因

是造成海岸變遷的成因，目前可以推論出來有關的成因主要

分成兩個部分來討論，分別是：自然因素和人為因素，我們就

這兩個來開始討論： 

(一)自然因素： 

1.海平面上升下降和陸地上升下降造成的海進、海退： 

海平面上升和是下降主要是跟氣候變遷的變冷和變熱

有關，當氣候變得比較冷的時候，大量的冰會留在陸地上不

會融化回到海中，導致海平面下降；反過來說，如果氣候變

熱時，陸地上的融冰會大量注入海中，導致海中的水體增加，

進而使得海平面上升。陸地的上升下降和塊體運動有關，地

球因為板塊運動的原因會導致造山或是陷落產生，造山運動

會造成的陸地抬升會使海岸越來越遠，形成所謂地海退，反

過來說，陷落會導致陸地離海越來越近，形成所謂地海進。 

2.波浪侵蝕和堆積作用造成岬、灣的地形： 

海岸的地形主要受到海水侵蝕、海水搬運及海水堆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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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作用的影響。海水運動像是波浪，對陸地造成的破壞，

稱為海蝕作用，常見的海蝕地形有海蝕洞、海蝕柱、海蝕崖、

海蝕平台等，尤其是在岬的地方，海水侵蝕會特別明顯，著

名的野柳風景區，就有非常發達的海蝕地形。波浪侵蝕下來

的岩屑或是沙泥，堆積於沿海地區，這種地形稱為海積地形，

沿海地區的堆積作用而產生沙灘、沙洲、濱外沙洲、沙嘴、

潟湖等海積地形，而在海灣的地方也會容易因堆積作用形成

海積地形，臺灣西部海岸有非常發達的海積地形。 

3.波浪和海流形成的沿岸流，其成因和特徵（上游堆積、下游

侵蝕）： 

在波浪與沿岸流聯合作用下，使海水近岸區海床上的堆

積物發生在沿岸方向上搬運的現象稱為沿岸輸送或是沿岸

漂沙。沿岸輸沙過程和波浪作用有非常密切的關係。當波浪

向海岸前進時，除非波峰線完全與海岸平行，否則就會因為

有角度的關係，產生沿岸流。在近岸區內，海水亂流運動強

烈，海床如果比較淺，那堆積物容易被攪起，因此水色混濁，

這些被攪起之堆積物會隨沿岸流移動。根據沿岸流的強弱，

每天可以輸送幾十到幾千立方公尺的沙。沿岸輸沙過程可能

會被河川、水道或是突出的海岬地形所打斷，沙粒可能隨水

流沖向外海、陷入深溝、或是在凸出障礙物前發生堆積等較

平靜水域堆積等，而在這些區域之下游因為流速變快則呈現

侵蝕狀況。海灘上細粒堆積物被侵蝕後，最後就剩下比較大

的礫石覆蓋在灘面上形成保護層，這些大的礫石就可以保護

底下的細粒沈積物不致被沖走。沿著海岸各不同區段之侵

蝕、堆積分佈的情形可以判斷出沿岸漂沙之輸送方向。 

4.海床坡度： 

海床的坡度會影響海床堆積的程度，當海床坡度平緩

時，河川帶出的沙容易堆積在海床上，形成沙灘或沙洲等海

積地形，使得海岸得以成長並向外推展；相反的，若海底坡

度陡峭，海床坡面上的堆積物受海流侵蝕帶走而不易保留堆

積，也容易因劇變天氣變化，使得海床上沉積物搬運入深海

堆積。此外，海床的坡度也影響著波浪能量傳遞，若海床坡

度平緩，海浪在外海時就已經逐漸破碎，能量已衰減許多，

到岸邊時，侵蝕海岸的能量就小得多；相反的，若海床坡度

大，由深水區接近陸地的波浪，其行進底部未受阻礙，能量

維持不致衰減太多，就能長驅直入，以較高的能量侵蝕海岸。 

5.海岸寬窄與組成物質： 

海岸的特性也是影響海岸地形改變的因素之一，在寬廣

的海岸，波浪衝撞的力量會被海灘的沙或礫石所吸收，無法

 

 

 

 

 

 

 

 

 

 

 

 

 

 

 

 

 

 

 

 

 

 

 

 

 

 

 

 

 

 

 

 

 

 

 

 

 

 

 

 

 

 

 

 

 

 

 

 

 

 

 

 

 

 

 

 

 

 

 

 

 

 

 

 

 

 

 

 

 

 

 

 

 

 

 

 

 

 

 

 

 

 

 

 

 

 

 

 

 

 

 

 

 

 

 

 

 

 

 

 

 

 

 

 

 

 

 

 

 

 

 

 

 

 

 

 

 



 

 

 

 

 

 

 

 

 

 

 

 

 

 

 

 

 

 

 

 

 

 

 

 

 

 

 

 

 

 

 

 

 

 

 

 

 

 

 

到達崖腳進行侵蝕；而狹窄或沒有海灘的海岸，波浪力量則

可直抵海崖底部，海水便會容易侵蝕海岸。而海岸的組成物

質的堅硬程度也會以影響海水侵蝕的速度，組成較堅硬的海

岸抵抗侵蝕的程度較佳，而組成較軟地海岸則容易被侵蝕，

也因為如此所以我們海岸不會都是每個地方都是平整的。 

6.風化作用： 

海岸地區因為受到海水結晶增壓、鹽分摩擦或乾濕循環

等物力和化學風化作用影響，會使海岸地區的物質結構強度

降低，容易被波浪侵蝕，或是因為季風的關係，被風所帶來

的砂石進行磨蝕或是括蝕，使海岸邊的岩石比內陸的岩石較

容易被風化。 

 

(二)人為因素 

1.水庫建設造成輸沙量改變： 

人們在河川採集砂石、建造水庫或攔沙壩攔截砂石，使

得沿海的漂沙量減少，造成河川出海口附近的海岸堆積物和

被海流帶走地堆積物的收支不平衡，導致海岸線因此產生後

退現象，例如曾文水庫修築完成後，使河口北岸馬沙溝一帶

海岸，八年間海岸被侵蝕使得海岸線後退 1,000至 1,500公

尺；石門及翡翠水庫修築完成，以及淡水河下游開放採沙後，

使淡水河口南側八里附近的海岸後退達 300 公尺左右，我

們從台灣古今地圖都可以發現到這些現象。 

 

2.突堤效應： 

臺灣因為突堤效應造成海岸線改變的例子： 

花東海岸：花蓮縣的鹽寮船澳造成其南側海岸後退。 

宜蘭海岸：烏石港突堤造成南側頭城海水浴場漂沙消失、海

岸後退，而在烏石港北側形成大量漂沙堆積。 

西北海岸：桃園縣觀音鄉大潭火力發電廠修建突堤後，造成

其南側新屋溪口北岸的海岸後退 60 餘公尺。桃園縣大園鄉

竹圍漁港修建遊艇港突堤後，其南側造成 20至 40公尺左右

的後退。  

西部海岸：臺中港北堤攔阻漂沙而形成中部著名的高美溼地 

南部海岸：旗津島臺灣海峽側因為建造離岸堤，使得海岸線

往外推出。 

 

3.海岸線上的人為設施，包含：消波塊、離岸堤防、漁港海

堤等。 

(1)請同學探討在岸邊建造不同的堤防造成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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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3-1 

3-2 

 

2-1 

2-2 

 

(2)港口突堤、電廠冷卻水出海長堤、離岸堤。 

(3)海岸結構物如突堤、離岸堤會改變波浪及沿岸流運動的

情形，進而引起漂沙方向及量的改變，造成在海岸結構物

上游側堆積、下游側侵蝕的現象，稱為突堤效應。當海岸

結構物伸入海中的長度愈長，其所造成的影響也就愈明

顯，在臺灣各處海岸，此種個案造成的後退現象愈來愈多。

目前台灣的海岸線有近 90%有人造設施，影響了台灣沿海

海岸附近的海岸線變遷。 

 

請同學完成學習單三至五題。 

 

三、綜合活動 

(一)分組活動：四人一組，將全班進行分組，並請學生按照

學習單第六題討論組別角色。 

(二)學生的回家作業，收集我關心的海岸新聞（按照角色分

為地方發展、財團建設、環保議題）來製作 3 頁投影片

於下次上課課堂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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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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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教師

提問 

 第二節課 

 

一、先將教室座位分成Ａ、Ｂ、Ｃ三大區塊，請學生按照三

大主題入座。 

二、教師說明本節課的討論方式及流程，並發下海報紙與彩

色筆讓各組在之後的討論中紀錄。 

 

第一階段座位狀況（1-1代表第一組第一位同學）： 

Ａ 1-1 1-2 1-3 1-4 2-1 2-2 2-3 2-4 3-1 3-2 3-3 3-4  

Ｂ 4-1 4-2 4-3 4-4 5-1 5-2 5-3 5-4 6-1 6-2 6-3 6-4  

Ｃ 7-1 7-2 7-3 7-4 8-1 8-2 8-3 8-4 9-1 9-2 9-3 9-4  

第二階段座位狀況： 

Ａ 主人（1-1 1-2 2-1 2-2 3-1 3-2）客人（4-3 5-3 6-3 

7-3 8-3 9-3）  

Ｂ 主人（4-1 4-2 5-1 5-2 6-1 6-2）客人（1-3 2-3 3-3 

7-4 8-4 9-4） 

Ｃ 主人（7-1 7-2 8-1 8-2 9-1 9-2）客人（1-4 2-4 3-4 

4-4 5-4 6-4） 

第三階段座位狀況： 

Ａ 主人（1-1 1-2 2-1 2-2 3-1 3-2）客人（4-4 5-4 6-4 

7-4 8-4 9-4）  

Ｂ 主人（4-1 4-2 5-1 5-2 6-1 6-2）客人（1-4 2-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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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

單、 

筆記型

電腦、

海報

紙、彩

色筆 

 

 



7-3 8-3 9-3） 

Ｃ 主人（7-1 7-2 8-1 8-2 9-1 9-2）客人（1-3 2-3 3-3 

4-3 5-3 6-3） 

 

第一階段：請同一主題不同組別的同學利用桌上的筆電介紹

收集到的海岸新聞（3頁 PPT）。並將各組的新聞標題及內容

概要分別記錄在海報紙上。 

 

第二階段：請組別中的四位成員進行工作分配，兩位留在原座

位（主人）介紹自己的海岸新聞並且記錄別人的意見在海報紙

上。另外兩位（客人）分別去不同主題的座位區聽取別人的新

聞介紹，且以自己扮演的角色立場來對新聞發表評論。 

 

第三階段：作客他組的兩位同學交換座位去聽取另外主題的

海岸新聞並提出意見評論。 

 

總結活動： 

請同學回到原來主題的組別，將剛剛提出的所有意見評論整

理在海報紙上，完成後張貼於黑板上，讓全體同學都可以看

到。 

 

教師針對各主題重點歸納，讚美剛剛表現良好的同學。糾正討

論活動中的錯誤繆思，讓學生了解海岸線變遷的複雜因素及

面對這些問題我們應該用更謙卑的態度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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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學簡報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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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學生學習單 

海岸線的美麗與哀愁 

班級：   座號：  姓名： 

一、利用「臺灣古今地圖」資料，對照海岸線變化，請選擇以下一個地區進行

古今海岸線變化調查。 

A.臺南安平海岸地區 B.宜蘭頭城海岸地區 C.桃園大園海岸地區 D.臺

東成功海岸地區 

E.高雄旗津海岸地區 F.其他：        

我選擇的編號為：       

 

二、海岸古今對照： 

透過臺灣古今地圖所示，請觀察選擇的海岸地區，近百年的海岸線，前後有什

麼變化？試舉出三個變化的狀況，條列寫出。 

1. 

 

2. 

 

3. 

三、根據老師所說，海岸線變化可以分為自然因素和人為因素，包含氣候變

遷、波蝕作用、漂沙與沉積物的收支與供應、人為結構物的改變等原因，

根據上題所述，請討論這些變化是那些原因導致。，並記錄於下方。 

1. 

 

2. 

 

3. 

臺灣，一個四面環海的島嶼，在地底下醞釀千萬年後，逐漸冒出了海面，一面有

連結著大洋－太平洋，一面隔著臺灣海峽連結著大陸－歐亞大陸，使得我們有著

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和氣候，走過臺灣海岸一圈，你會發現截然不同的海岸樣貌

呈現在我們眼前；曾經滄海難為水，現在的海岸，過去真的是這樣嗎？讓我們來

一探臺灣海岸線的美麗與哀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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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根據你選擇的區域，你覺得海岸線的變化對當地居民會造成什麼影響？ 

 

 

 

 

五、經過這節課，我還有什麼地方是還不夠瞭解的？還有哪一段是需要大家再

去討論來釐清的部分？還有哪些疑問是希望可以獲得答案的？寫下這堂課

還想要再深入去了解的部分。 

 

 

 

 

六、分組討論收集資料： 

接下來要選擇身分，並蒐集相關資料，我們將在下一節課進行討論活動，

請與組員商量，接下來要擔任的身分為何？每個選項都會有三組。 Ａ、

當地居民  Ｂ、開發建設財團  Ｃ、環保人士 

 

 我們所擔任的是：            

 

七、回家作業-我關心的海岸新聞： 

請同組同學回家尋找屬於自己扮演角色的海岸新聞，如：以當地居民角度

敘寫的海岸新聞；海岸開發的海岸新聞；與環境保育相關的海岸新聞。記

錄於下方，並製作 3頁 PPT介紹這則新聞（一組一份）。 

新聞標題： 

內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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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學習評量 
 

一、學生學習自評表 

評量項目 
學生自評統計 

很滿意 滿意 普通 一般 待改進 

認

知

部

分 

1.我瞭解海岸線會因為時間發生變遷。      

2.我瞭解海岸線變遷的自然因素。      

3.我瞭解沿岸流是因為波浪所造成。      

4.我瞭解海岸線變遷的人為因素。      

5.我瞭解突堤效應的概念。      

6.我瞭解海岸線變遷的相關案例。      

7.我瞭解人類的活動與海岸線息息相關。      

技

能

部

分 

1.我能從新聞中找到海岸相關新聞。      

2.我能蒐查居住縣市的海岸線變遷狀況。      

3.我能與他人解釋海岸新聞中的內容。      

4.我能與他人表達自己對新聞事件的看法。      

5.我能統合大家意見，並整理條列內容。      

情

意

部

分 

1.我會注意生活週遭的海洋議題。      

2.我會主動關心海岸新聞，並去了解。      

3.面對環境開發問題，我會更從自然環境保護

角度考量。 

     

 

二、教師檢核能力指標達成狀況表 

評量項目 
教師自評 

很滿意 滿意 普通 一般 待改進 

1.學生能瞭解教師於課堂中所教概念。      

2.學生能從媒體中擷取所需訊息。      

3.學生能搜尋跟海洋議題相關內容。      

4.學生能透過小組討論完成學習單。      

5.學生能分享自身與海洋相關的生活經驗。      

6.學生能傾聽同儕間的報告及分享。      

7.學生能積極參與課堂活動並踴躍回答。      

8.學生能針對老師提出的問題審慎思考。      

9.學生能說出海岸變遷的自然及人為因素。      

10.學生能於日常生活中實踐有利海岸保護之行為。      

 

  



25 

 

三、教師教學省思 

(一)學生特性分析：試教對象為新北市立金山高級中學一年級學生，該校

為綜合型高中，到了二年級將有約一半的學生會選擇職科就讀，便與

地球科學相關學習慢慢脫鉤，因此本課程的後半段與生活連結是較能

引起學生興趣及在學生的心中留下印象，不至於學完學科知識後，因

為沒機會用到(升學考試不考)而遺忘。 

這次試教的學校便是坐落在海邊，所以海洋對學生來說是他們每天都

可能會接觸到，不算是陌生的環境，所以在這次教學的過程當中，對

學生來說，就像是在描述自己所生長的土地，對於課程內容的引起動

機是容易且有興趣的；但是對非海邊的學校來說，要怎麼樣去引起學

生的動機和興趣就是我們可以再多做一些積極投入的地方，希望可以

引起學生去瞭解我們所處的海洋環境。 

(二)教師準備分析：對於地球科學教師而言，海岸變遷的內容在現行的教

科書章節篇幅較少，受限教學時數的關係，往往無法花費太多課堂時

間進行教授。但臺灣四面環海是個海島國家，幾乎所有縣市都會有海

岸線，理論上我們應該要有很多的海洋教育相關教材，因此在進行此

教案前可廣泛搜尋瞭解，並盡量在課堂中給予學生實際例子，讓學生

能加強知識與生活間的連結，所以很感謝有這樣的機會可以將這些內

容教予學生，當然海洋教育只有海岸變遷是不夠的，我們海洋可以學

得東西還非常的多，所以還有許多部分的內容是可以轉化為教材，編

輯成一個主題或是補充來教給學生。 

(三)操作課程分析：試教後發現，學生在分組的換組過程較不流暢，可能

是對於小組討論的上課模式較不熟悉，未來可能可對學生換組的指導

語再多加著墨，或是找一組做示範，讓學生對於小組的分組或換組等

流程可以更迅速。另外也可指定學生在小組討論中的各個角色定位，

訓練每一個學生都能進行表達或說明，而非僅是某些”敢講”的學生

是主要發言人，這也是可以訓練學生統整和表達能力，也可以在過程

當中去培養學生去聆聽他人的看法，或是不同角度的想法，對於描述

事件的角度可以更多元，而不僅僅侷限於一個面向，希望可以建立學

生邏輯思考的判斷能力。 

(四)檢討與改進：給學生的回家作業是新聞搜尋，這對學生是一種挑戰，

而學生找到的新聞資料更是第二節課很重要的資訊，所以要拿來討論

的新聞內容優劣幾乎影響第二節小組討論的成敗，因此應該要在前面

的課程中多一些媒體識讀的引導，並且指引學生如何找到適合的新聞

題材。建議若能在每節課以前先試行三到五分鐘的媒體識讀，養成學

生在閱讀理解和發表方面的能力，持續不間斷後，學生在做媒體選讀

可以有更多的判斷方向，這樣也能夠花比較少的時間來指導學生怎麼

樣去選擇媒體素材；另外為了確保各組搜尋的新聞內容是適合課堂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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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教師可以在下次上課前先請學生繳交回家作業，讓教師先了解有

哪幾則新聞內容，可以事先先準備瞭解這些新聞，與學生討論後，可

以先過濾掉不適合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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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教學活動照片 

  
以併桌方式進行小組討論。 學生舉手回答教師提問。 

  
學生進行換組發表，議題討論。 教師走動了解各小組討論狀況。 

  
教師請學生上台分享討論內容。 教師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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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教學補充資料 
 

一、補充資料 

http://twgeoref.moeacgs.gov.tw/GipOpenWeb/imgAction?f=/2013/20134377/

0020.pdf 

   
二、參考資料 

    （一）參考文獻 

          高中基礎地球科學上下冊。 

          地質學下冊，錢憲和。 

    （二）相關網站 

          http://www.beachapedia.org/Longshore_Current 

 

http://www.beachapedia.org/Longshore_Curr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