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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10 年度推展校園在地化防災教學模組」 

壹、課程設計理念 

台灣的地表景觀是經年累月的風化、侵蝕及沉積作用所形成，讓學生了解地表變化的原因，並經由

簡單的操作，知道河流上游、中游、下游的景觀特徵，以及海岸地形，都與流水侵蝕、搬運與堆積

的作用有關，藉此了解流水對土地侵蝕與沉積的情形。台灣地區在每年颱風過後，容易形成土石流

及各項災害，而在三民地區，也有一些地方容易發生土石流，近幾年來更造成不少災害，為了增進

學童對圖石流的認識，熟悉土石流警報發布時的各項準備工作，特地安排四節的防災課程，將所學

內化為自身的防災知識，便於日後面臨實際狀況時，能不慌不亂、展現所學的技能。 

貳、課程架構  

(含主題、活動、目標、學習對象年級、學習活動名稱、評量等，以及這些要素的關係) 

 

 

 

 

 

 

 

 

 

 

參、課程內容 

領域/科目 自然與生活科技 設計者 陳坤弘 

實施年級 六 總節數 共 4節，160分鐘 

單元名稱 大地的怒吼 

設計依據 

學習重

點 

學習表

現 

了解流水對土地侵蝕，認識

土石流的危害，養成防災的

意識。 

核

心

素

養 

A 自主行動 

□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 

※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 A3 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習內

容 

1.了解流水對土地侵蝕與沉

積的情形。 

2.實地探訪三民社區土石流

警戒區，了解社區潛藏的災

害。 

3.學習如何預防災害以及面

對災害發生的應變措施。 

議題融入 環境議題、防災議題 

教材來源 自編 

教學設備/資源 簡報 PPT 

課程目標 

大地的怒吼 

流水作用 認識土石流 實地訪察 防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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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流水對土地侵害是一種自然的現象。  

2.透過實驗來認識土石流現象的發生。  

3.認識三民社區土石流的危害。 

4.建立學生正確的防災概念及知識。 

運用之學習策略 

(包含動機策略、後設認知策略、思考策略、一般性學習策略、領域/群科/學程/科目特定的學習策略) 

動機策略、思考策略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分配 評量 

主題一：流水作用 

壹、準備活動 

☆接續前一堂的課程，讓學生說一說： 

  （1）流水的作用有哪三種？（侵蝕、搬運、堆積） 

  （2）黑板上的圖各屬於哪一種作用？ 

  （3）從河川的上游開始到下游的流水作用是？（侵

蝕—搬運—堆積） 

貳、發展活動 

活動一、 

（實驗一） 

☆教師指示：  

（1）將 18位學生分成 3組進行實驗操作。 

（2）請各組學生將小石子、泥土混合，並在淺盤上堆

成一側較陡一側較平緩之土堆。 

（3）在堆頂正上方以澆水器擬正常雨量澆水，請學生

將○1水流速度、○2泥土，小石子流失量、○3泥土，小

石子堆堆積處的變化記錄在學習單中。 

☆學生操作部分： 

（1）依教師指示進行實驗設計。 

（2）以學生過去種植植物、玩泥土、沙子的舊經驗，

塑造出小土堆的樣貌，教師藉由口頭引導、課本圖

示，鼓勵學生主動學習。 

●將泥土與小石子充分在淺盤或袋中混合。 

●將混合後的泥土與小石子一把一把從地基往上成金

字塔狀堆疊。 

●將裝滿水的灑水器往土堆頂端倒下。 

（注意：要慢慢倒水並觀察變化） 

●依學習單的內容逐一觀察填寫紀錄 

活動二、 

（實驗二） 

☆教師指示重複活動一，並將灑水器改擬以較大雨量

往下倒，藉此觀察正常雨量與較大雨量在土堆中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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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變化，並依學習單的內容逐一觀察填寫紀錄。 

※ 教師帶領學生檢視學習單內容。 

參、綜合活動 

☆教師總結： 

（1）水量相同時，在同一個土堆或同一個坡度上沖

水，顆粒較（大或小）的堆積物會堆積在較低、較遠

的位置；堆積物的顆粒較（大或小），則會堆積在較

高、離沖水處較近的位置。 

（2）坡度相同時，水量較（大或小），砂石被侵蝕和

搬運的量較多，土堆或河道末端的堆積物會較多；水

量越（大或小），砂石被侵蝕和搬運的量較少，土堆或

河道末端的堆積物會較少。 

（3）當水量相同，坡度越（高或平緩），砂石被侵

蝕、搬運的量較多，土堆或河道末端堆積物會較多；

坡度越（高或平緩），砂石被侵蝕、搬運的量較少，土

堆或河道末端的堆積物會較少。 

（4）實驗的結果讓我們知道，流水的作用產生侵蝕、

搬運、堆積的現象，地貌景觀因此而改變。 

-第一節課結束- 

主題二：認識土石流 

壹、準備活動 

☆接續前一堂的課程，讓學生說一說： 

（1）流水的作用產生侵蝕、搬運、堆積的 

     現象，地貌景觀產生哪些改變？ 

（2）近年來，在三民社區是否有看過土石 

     流的發生？ 

貳、發展活動 

活動一、播放三民地區土石流災害簡報。 

☆教師題問： 

（1）這些土石流災害的發生，你是否有親 

     自遭遇過？ 

（2）當看到這些災害圖片，你內心的感受 

     為何？ 

活動二、天然災害影片介紹。 

（1）颱風：https://youtu.be/ibZ_noIo6H8 

（2）土石流：https://youtu.be/DitbpH3MGXw 

活動三、內容討論。 

☆教師題問： 

（1）颱風發生的原因？ 

→●颱風是一股強烈的熱帶氣旋。 

    夏天溫度較高，空中充滿水蒸氣，正正有利於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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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的出現。 

    它的形成可分為四個階段： 

    1.積雨雲 

    在熱帶海洋上，海面因受太陽直射，氣溫高達攝 

    氏 26度或以上，在這溫度下海水容易蒸發成水蒸 

    氣，在空中凝結成積雨雲。 

    2.熱帶低氣壓 

    水蒸氣凝結時會釋放熱能，稱為「潛熱」，令空氣 

    溫度進一步提升。空氣受熱後持續膨脹，密度減 

    少而氣壓下降，形成了低壓中心，稱為「熱帶低 

    氣壓」。 

    由於低壓中心的氣壓比外間的低，四周的空氣會 

    急促流向中心，形成一個對流系統。 

    3.熱帶氣旋 

    地球自轉的偏向力，使整個對流系統以旋轉方式 

    流動，形成了一股「熱帶氣旋」。 

    受到地球自轉的偏向力影響，氣旋在北半球會以 

    逆時針方向流動，在南半球則以順時針方向流 

    動。 

    4. 循環作用→颱風形成 

    當空氣流向低壓中心時，它的流動同時令海水翻 

    騰，使儲存於海水的熱釋放出來，進一步提供熱 

    能，令更多空氣膨脹上升，而氣壓下降。這循環 

    作用使已形成的氣旋風力加強，逐漸形成颱風。 

（2）土石流發生的原因？ 

• →●豐富的堆積物：足夠的鬆散土砂提供土石流中所 

    需的固態物質。 

•   ●充份之水分：充分之水分能降低土石流中土砂之 

    間的摩擦力，是很好的潤滑劑，能夠幫助固態物 

    質流動。 

•   ●足夠的坡度：足夠大的斜面坡度讓土石流有流動 

    的動力，使土石流能克服土石的摩擦力後繼續向 

    低處流動。 

（3）應該要如何防範土石流？ 

→●土石流發生前之徵兆： 1.溪水混濁 2.流量變大  

    3.水流聲變得尖銳 4.上游處有巨響發出 

  ●土石流危險區域內居民自救措施： 1.維護山林結 

    構：限制不合法之山坡地濫墾、濫伐、濫建等破 

    壞山林結構之行為，合法使 用山坡地，勿超限利 

    用。 2.監督工程品質：隨時檢驗水土保持設施是 

    否完善。 3.留心異常現象：留意山坡地土石異常 

    滑動。 4.山坡地預防土石流發生：山坡地在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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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會產生土壤滑動，必須構築適當的擋土措施；  

    擋土牆背面需做集水溝聚集雨水，以防大量雨水 

    滲入土壤；擋土牆需設置排水孔，以降 低強體水 

    和壓力。 5.注意氣象報告：隨時注意颱風豪雨預 

    報，留意河水暴漲，山洪爆發現象。 6.建立疏散 

    路線及避難區：平常建立鄰里關懷救援系統，雨 

    季儲備緊急糧食及物品。 

（4）我們現在能為三民社區做些什麼？ 

-第二節課結束- 

主題三：實地訪察 

活動一、 

☆帶領學生前往社區土石流潛在危險地區。 

活動二、 

☆訪問附近居民，土石流發生當時的情景。 

1. →●訪談技巧首先要向被訪者介紹自己，並說明調查 

    的目的、意義及內容。 

2.   ●宜向被訪者講出訪談所需的時間。 

3.   ●應採用有固定答案和沒有固定答案的問題，不論 

    用錄音機或用筆記下談話內容，事先必須徵求被 

    訪者的同意。 

4.   ●在訪談過程中保持應有的禮貎及儀表。 

5.   ●結束訪談後應向對方表示感謝。 

活動三、完成學習單 

-第三節課結束- 

主題四：防災準備 

壹、準備活動 

☆接續前一堂的課程，讓學生說一說： 

（1）說明你看到的景像。 

（2）社區居民對土石流的感受。 

（3）災後環境的改變。 

貳、發展活動 

活動一、播放土石流災害整治的影片。 

https://youtu.be/yEAbK897jmI 

活動二、播放土石流避難影片。 

https://youtu.be/k7aTo1dv20Y 

活動三、說明防災的準備工作。 

活動四、防災海報繪製。 

-第四節課結束- 

參考資料： 

https://youtu.be/yEAbK897jmI
https://youtu.be/k7aTo1dv20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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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ibZ_noIo6H8 

https://youtu.be/DitbpH3MGXw 

https://youtu.be/yEAbK897jmI 

https://youtu.be/k7aTo1dv20Y 

實施歷程：照片配合文字說明，並可說明公開授課後專業回饋之內容。 

 

主題一：流水作用 

  
流水作用實驗-將砂石混合 學生整理實驗盒內砂土 

教師教學省思：運用學生自己創作的山坡地貌，克服場地的限制，這樣的實驗，能誘發學生的學

習興趣，學生們會彼此討論，要製作怎樣的坡地，那邊要放小石頭，過程中，也去假設各種不同

的狀況，去推想流水注入可能發生的事，這是很棒的一個過程。而當流水注入時，大家也能專注

的看著自己精心設計的地貌，如何被流水侵蝕而破壞，並能說出自己的看法。在小組的討論中，

學生能彼此分享意見，交換心得。 

學生心得回饋：這個實驗很有趣，讓我想到我家旁邊的三民溪，有時候很長一段時間沒下雨，河

水很少，也累積一些垃圾或樹枝在上面，而有一次在下大雨後，我看到這些東西都被雨水沖走了，

而且，水裡面也有很多樹枝，還有很大棵樹被沖走，可見水的流動是很大的，老師也有說到石門

水庫淤積的問題，假如每一次下大雨都會有這麼多的東西以及泥砂被沖走，而全部都到石門水庫

裡，那總有一天水庫會暴滿，那我們是不是就沒有水可以喝了，所以我們要注意水土保持，希望

在集水區的居民要遵守政府的法令，不要再破壞環境了。 

 

主題二：認識土石流 

 

 

三民里大窩路段土石崩塌 三民里大窩路段邊坡整治工程 

教師教學省思：學生對於自己居住的地方所發生的災害，反應都特別熱烈，爭先恐後的想發表

意見，所以在秩序上有些失控，要適當控制學生的發言，配合 GOOGLE地圖來上課，讓學生更能

https://youtu.be/ibZ_noIo6H8
https://youtu.be/DitbpH3MGXw
https://youtu.be/yEAbK897jmI
https://youtu.be/k7aTo1dv20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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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三民地區有那地方發生過這些天然災害。 

學生心得回饋：這一段邊坡整治工程，剛好在我上學的路上，我每天都看著他一點一點的蓋好，

上一個颱風的時後，那邊的泥土跟樹木整個都被沖了下來，道路商都是黃土，車子跟人都過不

去，還好，我們的里長很快就找了挖土機，把那裡的泥土跟亂掉的樹木都清走了，但，我每天經

過那邊都還是覺得很恐怖，因為整個山壁光凸凸的，感覺隨時都會有東西滾下來，好險，過沒幾

天就有人來施工，他們做了很長的時間，弄了很多鐵絲鐵網，把整個山坡蓋起來，最後才變成現

在這個樣子，希望，這一個邊坡整治工程能很厲害，不會在發生土石流，這樣我才能有安全的上

學道路。 

 

主題三：實地訪察 

教師教學省思：在活動開始前，要先提醒學生訪談的技巧，還有禮貌，學生常有一些奇怪的問

題，打斷受訪者的談話，要適當的提醒學生，才能讓訪談順利完成，在最後的重點整理匯整，也

要請學生刪掉一些不必要的語助詞，不必將其記錄下來，才不會收到內容冗長，沒重點的學習

單。 

訪談內容概述： 

姓名：姜爺爺 

年齡：60 

我記得在 15 年前有一次颱風，我們全家人晚上在睡覺時，突然被村長叫醒，要我準備一些簡

單的行李，說要我們到三民國小的風雨教室緊急避難，因為我們家旁邊是三民溪，怕溪水暴

漲，發生危險，所以我們就收拾一些貴重的物品，還有幾件衣服，就到風雨教室去，當天晚上

還有很多居民也都在那邊，村長有準備很多防災的物資，讓我們在風雨教室休息睡覺，但我還

是很擔心我的房子，所以整個晚上都睡不著，外面的風雨也很大，聲音很吵，還好，隔天早

上，風雨漸漸變小，我們回到家裡，沒有發生災害，只是溪水還是很高，水流也很大，感覺很

恐怖。 

學生心得回饋：15 年前的大颱風我沒有經歷過，但聽姜爺爺敘述當年的故事，我也能感受到，

那天颱風夜的恐怖氣氛，還好，我們居住的三民社區，在經過政府的修繕工程整建之後，很多地

方都已經變得更安全了，三民溪整個也經過整治，邊坡也加強了很多，只是，有時會看到有一些

垃圾，感覺很髒，希望我們這裡的居民，要好好愛護我們的家鄉的環境，這樣我們才能在一個又

美又安全的地方快樂的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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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教學省思：桃園防災教育館裡面有許多環境教育相關展區，搭配解說員專業的說明，讓

學生學習到很多知識，尤其是裡面的體驗遊戲，讓學生玩到不想離開，戴上 VR滅火體驗、煙

霧體驗室、地震平台感受，還能穿上消防服，當起打火弟兄，拿起水槍滅火。在土石流展示

區，很清楚的模擬大雨沖刷地表的情形，讓學生了解大自然的力量及環境水土保護的重要性，

雖然學生玩的很開心，但還需老師適時的提醒一些學習的重點，不然，參觀活動結束後，學

生只會記得玩的很開心，而忘記了真正要學習的知識。 

學生心得回饋：這次的參訪活動真的是很好玩，我對煙霧體驗室印象最深刻，在煙霧體驗室

裡面都是煙，我們延著牆腳在地上爬行找尋出口，大家都很緊張，因為我們都很害怕。這樣

的體驗活動我就已經很害怕了，那假如真的碰到火災呢？我想應該會更可怕吧，還有，老師

 

 

防災準備海報製作 防災準備海報製作 

教師教學省思：學生會提出很多問題，問有哪些物品需要準備，內容千奇百怪，在每一個物

品被提出來之後，要引導學生說出這些物品的功能有那些，對於防災有什麼貢獻，再請大

家一同決定，是否要留在防災背包中，才不會有奇怪的物品被放進背包中，也要請學生討

論，家庭防災背包擺放的地點，請學生說出自己家中最適合的地方。 

學生心得回饋：防災海報的繪製，是我最喜歡的課程，因為可以把我對於防災的想法，詳細

的畫出來，雖然有很多我想帶的東西，沒辦法放在防災背包裡面，但，這也是經過跟大家一

起討論過後的結果，面對災害，平時就要有一些準備，假如家裡附近剛好有土石流潛在區，

或是在河流旁邊，那更要注意。 

  

延伸活動-桃園防災教育館戶外教育活動 延伸活動-桃園防災教育館戶外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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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跟我們說，火災現場的溫度很高，煙會讓人呼吸不到空氣，真的是太可怕了。面對這些天

然災害，我們都要特別小心注意，平時就要有一些相關的準備，這樣假如真的遇到災害後，

才能把傷害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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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10 年度推展校園在地化防災教學模組」(教學設計及執行成果)評選報名表 

 

作品名稱 大地的怒吼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服務學校 備註 

第一作者 陳坤弘  桃園市三民國小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     

第四作者     

聯絡人 陳坤弘 聯絡電話  

E-mail  

作品內容概述 

透過自然科學領域的課程，讓學生認識土石流產生的過程，並讓學生實地感受，天然災害

對生活環境的影響， 

對應之 

學習領域 

自然科學領域、藝術領域 

字數統計 本教學設計經統計，共計 5324 字。 

＊所附學習單亦請以 A4 格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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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 

第三單元 流水的作用 實驗分組學習單 

                      組別：_______  紀錄：_______ 

 

 

實驗一：不同坡度對水流作用的影響 

 

 

 

 

 

實驗二：不同水量對土堆的影響 

觀  察  項  目 水量大 水量小 

土堆凹陷形情 □不變□不明顯□很明顯 □不變□不明顯□很明顯 

搬運物質的速度 □ 較快 □ 較慢 □ 一樣 □ 較快 □ 較慢 □ 一樣 

搬運物質的距離 □被帶得較近□被帶得較遠 □被帶得較近□被帶得較遠 

被水沖走的東西 □泥沙□小石頭□大石頭 □泥沙□小石頭□大石頭 

水流的作用 □ 侵蝕 □ 搬運 □ 堆積 □ 侵蝕 □ 搬運 □ 堆積 

 

 

 

 

 

觀  察  項  目 坡度高 坡度低 

水流速度 □ 較快 □ 較慢 □ 一樣 □ 較快 □ 較慢 □ 一樣 

泥沙,石頭流失量 □ 較多 □ 較少 □ 一樣 □ 較多 □ 較少 □ 一樣 

泥沙,石頭堆積處 □ 上端 □ 中段 □ 下端 □ 上端 □ 中段 □ 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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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災害社區踏察學習單 
班級：_______  座號：_______  姓名：_______ 

1.標出學校位置與你家的位置 

 

 

 

 

 

 

 

 

 

2.訪談對象： 

 

●姓名：______________     年齡：______________ 

 

●訪談內容概述： 

●時間： 

●地點： 

●經過： 

 

 

 

●感言： 

  

 

土石流災害潛勢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