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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立琉球國中九十七學年度第一學期生涯發展教育 

『琉球巡禮』教學活動實施計畫 
一、依    據：本校生涯發展教育實施計畫 

二、目    的： 

(1) 協助學生探索自我特質、興趣及能力 

(2) 增進學生對本鄉之發展、地理、地質之瞭解 

三、主辦單位：輔導室 

四、協辦單位：教務處、訓導處、總務處 

五、活動時間：97年 12 月 04 日下午 13：10～15：40（行程表如附件一） 

六、活動地點：琉球鄉 

七、參加對象：七、八年級學生（分二組活動） 

八、總領隊：林俊傑校長 

九、工作人員： 

職      稱 工作內容 負  責  人 備   註

總領隊 督導整個活動的進行 林俊傑校長  

行政組 擬訂計畫及安排計畫進行 

洪明慶主任 

王春明主任 

蔡芝妤組長 

 

解說組 
觀音廟、厚石群礁海岸、烏鬼洞、山猪溝

海崖崩裂面、觀落日亭崩崖地形之解說 

蘇傳桔主任 

各年級導師 
 

攝影組 

器材組 
隨隊攝影蒐集資料並提供器材  

蔡芝妤組長 

林寒琳老師 

蔡昌晉老師 

擴音器*5

錄音筆*2

醫護組 隨隊醫護人員 
蔡素雲護士 

李秀麗老師 
急救箱×2

交通組 與該班學生同行並注意學生安全 各年級導師  

 

十、經費：由生涯發展教育經費支出(如附件二) 

 

十一、本計畫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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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七年級活動行程表 

編

號 

項 目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負責人 

備  

註 

 13:05～ 13:10 集合，行前說明 
蔡芝妤組長 

李逸凡組長 

導     師 

 

1 13:10～ 13:20 琉中→碧雲寺 車程  

 13:20～ 13:40 解說碧雲寺 
黃筠婷 

陳映華 
 

2 13:40～ 13:50 碧雲寺→厚石群礁 車程  

 13:50～ 14:10 解說厚石群礁海岸 
蔡瀚嶙 

許蜜倫 
 

3 14:10～ 14:20 厚石群礁→觀落日亭 車程  

 14:20～ 14:40 解說崩崖地形 
高怡瑄 

蔡宛君 
 

4 14:40～ 14:50 觀落日亭→烏鬼洞 車程  

 14:50～ 15:00 解說烏鬼洞 
陳鳳茹 

李一婷 
 

5 15:00~15:10 烏鬼洞→山猪溝 車程  

 15:10～ 15:30 解說山猪溝海崖崩裂面 
蔡岱臻 

洪耀輝 
 

 15:30～ 15:40 返校 車程  

 15:40~ 學校集合放學 
蘇傳桔主任 

導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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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生涯發展教育－琉球巡禮』課程架構圖 

 

 

 

 

 

 

 

 

 

 

 

 

 

琉球巡禮 
社會、自然、藝文、語文

山豬溝海崖崩裂面 
自然、社會 

厚石群礁區 
自然、社會 

   烏鬼洞 
自然、社會 

觀落日亭崩崖地形 
藝術與人文、社會領域、

自然 

碧雲寺 
藝術與人文、社會領域 



 5

參、琉球巡禮教學課程計畫表 

週次 日期 

主題及 

單元名

稱 

學習目標 
對應之 

能力指標 

節

數

評量 

計畫 

社

1-4-2 

4-4-3 

8-4-1 

藝

1-4-1 

2-4-1 

3-4-1 

3-4-2 

3-4-3 

十五 12 月 4 日 

碧雲寺

的歷史

與廟宇

建築 

1. 瞭解有關碧雲寺的傳說。 

2. 瞭解有關碧雲寺建廟的沿革。 
3. 能觀察廟宇建築的美。 

自

2-4-1-2 

2-4-3-2 

7-4-0-1 

1/2
口頭問答

學習單

十五 12 月 4 日 
厚石群

礁區 

1. 觀察沈積岩及珊瑚礁石灰岩的差別 

2. 了解群礁海岸地形及成因 

3. 觀察海蝕溝、潮池，並了解其成因 

4. 比較此地海柱地形與花瓶石成因上的異

同處 

5. 了解此處地殼抬升速度與花瓶石附近地

形的不同 

1-4-1 

2-4-3-2 

6-4-1-1 

6-4-2-1 

1/2
口頭問答

學習單

十五 12 月 4 日 
烏鬼洞 

崩崖區 

1. 認識群礁海岸與崩崖地形分界處 

2. 了解崩崖地形的成因 

3. 了解雨水對石灰岩的溶蝕作用 

2-4-3-2 

2-4-5-3 
1/2
口頭問答

學習單

十五 12 月 4 日 烏鬼洞 

1. 了解烏鬼洞的由來 

2. 了解崩崖地形的成因 

3. 了解雨水對石灰岩的溶蝕作用 

2-4-3-2 

2-4-5-3 
1/2
口頭問答

學習單

十五 12 月 4 日 

山猪溝 

海崖崩

裂面 

1. 認識山猪溝地形 

2. 瞭解海崖崩裂面形成原因 

2-4-3-2 

6-4-1-1 
1/2
口頭問答

學習單

 



 6

肆、 琉球巡禮教學活動路線圖 

 
 
 
 
 
 
 
 
 
 
 
 
 
 
 

 

伍、 琉球巡禮教學活動注意事項 

1.午休完畢到行政大樓三樓會議室集合（按班級坐），13：10 由學校出發，

16：00 前放學。 

    2.全體學生皆騎腳踏車，回校後由輔導室統一將參加名單交由「琉中十大  

      基本能力--腳踏車負責老師」登錄通過名單。 

3.著體育服裝並攜帶帽子，背書包。 

4.車子行進中，請勿在車上嬉鬧，聽從隨隊教師，注意安全。 

5.到達集合地點時，下車迅速集合。 

6.解說員講解或介紹時，要安靜聽講。 

7.出發時攜帶資料、筆，另外學校提供每人一瓶水。 

    8.不要在路邊購買東西吃。 

    9.各站講解後均有『有獎徵答』活動，並有精美小禮物贈送。 

    10.回校後，在中廊集合，完成學習單交給老師後，集體統一放學。 

 

 

 

 

 

烏鬼洞 
山猪溝 

厚石群礁

琉球國中

碧雲寺 

觀落日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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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教學內容： 

一、我們所在的小琉球： 

（一）、我們所處的位置是：東經 120度 20 分，北緯 22度 20 分，在東港西

南方的海面上。 

（二）、面積：約 7平方公里（6.815 平方公里）。 

（三）、與台灣本島的距離：距高雄約 35 公里，東港約 15 公里。 

（四）、島嶼周長與縱橫軸：南北長約 4公里，東西寬約 2公里。 

（五）、最高點：87 公尺（位於東北台地）。 

（六）、台灣唯一珊瑚礁島，島上無常流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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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琉球地質：（採 GSA 1983） 

（一）、基盤：青灰色、塊狀、層理不明顯、夾雜薄層棕黃色砂質頁岩或粉砂

岩構成，地質年代屬上新世（約 5.3 百萬年到 1.6 百萬年，GSA 

1983）。 

（二）、石灰岩：覆蓋在基盤上，厚度各地不等（4公尺至 10 公尺以上），主要

由珊瑚礁、貝類即及有孔蟲組成，地質年代屬中晚更新世（1.6

百萬年至 0.01 百萬年）。 

（三）、海岸：全新世（0.01 百萬年以內）珊瑚礁下連接海域的現生珊瑚礁，

主要由貝殼、珊瑚礁碎片構成，屬於現代沈積層（0.01 百萬年

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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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質發育史： 

漫長時間的發育歷史過程中，不同的區域發育成不同的地質特性及地形特

徵與不同的景觀風貌。 

第一階段：（圖 A） 

上新世晚期（5.3-1.6），大陸棚外緣琉球嶼沉積泥岩地層產生。 

第二階段：（圖 B） 

受板塊碰撞活動影響，局部泥岩層隆起，露出海平面或接近海平

面，受到侵蝕形成蝕面，即島嶼之雛型。 

第三階段：（圖 C） 

更新世中晚期（1.6-0.01），島嶼在沉入海中，生長珊瑚礁並沉積

貝殼，有孔蟲等生物遺骸，形成琉球嶼石灰岩。 

第四階段：（圖 D  島嶼之形成） 

再度受到板塊擠壓，島嶼繼續上升露出水面，同一時期，可能發

生斷層活動，再長期海水侵蝕與邊坡崩塌作用影響下，島嶼周圍

發育較新的珊瑚礁及由珊瑚與貝殼碎屑構成的沙灘，形成現有的

各種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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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 

 

圖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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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 

 

圖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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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形分區：分成七大區域 

島嶼在隆起的過程之中，兩條可能存在的斷層將島嶼切割成四個台地，其

中先活動的斷層略呈東西向（以馬鞍為中心），後活動的斷層呈南北向（白沙至

海子口），構成中央地溝。. 

※ 七大地形分區： 

(1) 四個台地：東北台地（指揮部後高地）、西北台地（上杉、花矸）、 

西南台地（天台）、東南台地（琉中教師宿舍後山至井仔口）、

台地表層土壤是風化後的黃土或少數磚紅土壤。 

(2) 白沙海灘：在中澳，組成物質是珊瑚、貝類及有孔蟲等 

(3) 大福低地：在大寮，主要成分為泥岩層土壤。 

(4) 中央地溝：白沙港至海子口，由泥岩層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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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常見的海岸地形（裙礁） 

（一）海灘：沙灘（顆粒 2-1/16 公厘），礫灘（顆粒大於 2公厘）。. 

地點：白沙國小後方沙灘。 

（二）沙丘：因風積作用，在濱線後方形成與海岸線平行成帶狀之沙質高地。 

地點：白沙第一公墓。 

（三）海蝕崖：海岸受波浪侵蝕而形成的陡崖。 

地點：龍蝦洞至電廠、海子口至岬板、岬板至靈山寺。 

（四）崩崖：海崖底部被海水陶淘空後，因重力因素，崖頂或崖面岩石崩落至 

海水面上，崩崖常與海崖共生。. 

地點：海子口至岬板最發達。. 

（五）海蝕洞：波浪淘洗海岸岩石，遇脆弱易崩或節理發達的地方，深入侵蝕

形成的洞穴。 

地點：海子口、烏鬼洞、龍蝦洞、露營區等。 

（六）海蝕平台（波蝕棚）：波浪日夜不斷陶刷海崖，久而久之，海崖逐漸崩退， 

形成與海平面幾乎同等高度的平坦岩石面。 

地點：厚石海邊最發達。 

（七） 海階：海蝕平台因陸地上升或海平面下降而露出海水面，成為階梯狀而 

略向海洋傾斜的階。 

地點：小琉球海底動物園至露營區之間 

（八） 海蝕柱（又稱顯礁）：海岬受到波浪激烈攻擊，外側一部分岩體被切斷而 

與陸地脫離，形成海中石柱。 

地點：烏尾冬石（死囝坑） 

（九） 壺穴：即岩柱狀洞穴，為海水亂流夾雜沙或石在海水底部磨蝕穿鑿形成， 

呈圓形或橢圓形，直徑由數公分至數公尺，早期鄉民用來引海水曬鹽。 

地點：厚石、露營區等地。 

（十） 蝕溝：波浪日夜前進後退沿著潮間帶岩層的節理與脆弱面，進行侵蝕與 

破壞，最後形成與海岸線垂直之溝狀槽。 

地點：各潮間帶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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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景點巡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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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碧雲寺： 

 

(1)  碧雲寺又稱小南海普陀山 
(2)  宗教屬性：道教、佛教綜合，以
道教為主，佛教為輔 

(3)  宗教傳入小琉球的排序：道教→

基督教（日據時代）→一貫道→

佛教 

(4)  文化：指的是生活態度，包括宗

教、飲食、穿著、建築等 

(5)  碧雲寺的家水：龍目水 

(6)  大福村的井：尖山、五王宮、    

上井、井下、洪錦門口、洪明慶主任家旁邊 

大福村的水源：上井、寮內（大福港源地）、龍目水 

(7)  寺廟慣用色系：金、綠、紅黃 

(8)  碧雲寺龍虎兩邊屋脊上的圖案均為雙龍戲將 

(9)  若雙龍均直直撲向將軍，稱為雙龍護將或雙龍拜將 

(10) 碧雲寺頂的吉祥水果未依古法，加入了罕見的水果，蓮霧、釋迦、芭樂等， 

頗富創意 

(11) 碧雲寺的剪黏藝術，是其頗具可看性的藝術，其中以嘯天獅最成功，但其所 
踏的彩球為磁質馬賽克貼成，乃一敗筆。 

(12) 觀音廟的自動點鈔機：金爐 

     ＊ 原理：熱對流        

＊條件：量體要夠大，空氣入口僅一個，內外溫差夠大 

＊觀音廟的金爐最頂部作法稱為〝通天桶〞（最常見於孔廟） 

(13) 碧雲寺的屋頂 
     ＊瓦間的銜接圓形瓦稱為〝桶瓦〞 

     ＊瓦片的施工方式：笑瓦施作法（凹面朝上）若凹面朝下，稱為哭瓦 

     ＊瓦桶收尾稱為〝瓦當〞，作用為裝飾用及具威武性 

       瓦片收尾稱為〝滴水〞，作用為撿水路 

(14) 兩側的鐘鼓樓 

     ＊鐘鼓樓頂常用的擺設物：葫蘆 

     ＊碧雲寺用〝李鐵拐騎虎〞 

     ＊此改變乃創意，因李鐵拐背葫蘆，有通天之功 

(15) 石雕是碧雲寺最差的一環 
(16) 廟門口使用：石獅   －武廟 
                                  → 作用為托木（門框） 

                 暴鼓石 －文廟 

(17) 暴鼓石的標準格式由上而下為長方形、梯形、圖形 
(18) 騎樓頂的花飾大者稱吊桶，小者稱垂花 

(19) 廟壁的石雕由上而下分為水車堵、頂堵、身堵、腰堵、裙堵、櫃臺腳 

（二）厚石裙礁： 

形成因素如海蝕平台。出現的海岸小地形，有海蝕溝、海壺穴等。 

（三）烏鬼洞崩崖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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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因如前五-（四）崩崖。地點：海子口至岬板。 

（四）烏鬼洞： 

琉球島上珊瑚石灰岩之分布廣，因此洞穴地形遍布，最著名者則為地處琉球嶼西南，天福村

海岸之烏鬼洞。該洞自古即傳說紛紜，相傳明永曆十五年，明遺臣延平郡王鄭成功，光復台

澎，驅走荷人，少數黑奴被棄於此，潛居該洞，洞在岩石隙縫間，俯瞰黯然深黑，不知深長

幾許，據傳清時洞中之石桌、石椅、石床、石碗等器皿，尚俱全，銀器、珠寶等亦時有發現，

可惜於今洞口塌陷已不能進入。民國六十四年琉球鄉公所以公共造產方式開發為風景區，其

建設包括有甘泉、碧濤亭、怡橋、冽池、幽情谷、別有天、浩然亭等名勝據點。 

  據古老流傳之故事，烏鬼洞往昔曾發生一段黑奴血淚史：由於琉球嶼與呂宋島遙遙相對，

來往其間之船隻為避風浪，常於島邊拋錨停泊（該洞北方蛤板外海有錨泊地），該洞之黑奴

則於黑夜，潛行海中，以鏢器把船底穿洞，待船員發覺時，船已入水，載重輪船就此沈沒，

烏鬼即將船上物件、食品悉數搬運一空。後來由於沈船事件屢次發生，引起航海船隻之注意，

經過調查，始悉烏鬼所為，遂另擇地登陸搜查巢窟，乘黑夜之際，將柴草堆積洞外，引火焚

燒，烏鬼盡死洞中，屍體骨灰無數，從此沈船事件即鮮有發生。 

  烏鬼洞附近小坡處有兩隻大蚌化石遺跡，直徑約一公尺，深印入岩壁中，花紋清昕，據

云已有數十萬年之歷史，深具學術研究價值，是以該洞已成為島上最具盛名之觀光勝地，歷

經滄桑數百年，洞穴已閉塞泰半，鄉公所為維護古蹟，發展觀光事業，特於洞外岩壁刻以「烏

鬼洞」三字以資紀念。 

 (五)山猪溝：（海崖崩裂面） 

海崖底部因海水淘空造成崖面崩裂，裂隙會隨重力因素，逐漸擴大並向海面傾斜，山猪

溝即部分未完全崩裂之崖面所產生之裂隙，溝內的裂隙面，初形成時，因雨水夾雜沙土滲入，

部分沙土和含鐵成份的物質沿裂隙面附著，久之形成一道如粉刷過之水泥牆面，山猪溝其實

是一海崖崩裂面。 

七、結語 

鄉土教育是日常生活教育，透過親身的體驗與探索，培養同學愛護鄉土的觀念與熱情，

期望將來每位都是本土派的最佳地理推銷員。 

我們小琉球有顯著的石灰岩地形、標準的台地、壯麗的崩崖以及熱帶小島特有的裙礁等

自然風貌，短短一個下午解說，不知各位能否品嚐出其中的美味。 

八、參考文獻： 

1.普通地質學        何春蓀      五南出版社 

2.地形學            王  鑫      聯經出版社 

3.台灣的地形景觀    王  鑫      渡假出版社 

4.小琉球地質公園   齊士崢      行政院農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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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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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學習單： 

一、經過實地的參觀與講師講解，並參考琉球巡禮學生手冊，回答下列問題： 

1.碧雲寺的家水是？ 

 

2.碧雲寺的瓦片為哪一種瓦？ 

 

3.碧雲寺有點鈔機之稱的金爐，其原理為何？ 

 
 

4.碧雲寺廟壁的石雕由上而下分為？ 

 

5.碧雲寺的兩側鐘鼓樓頂為何用〝李鐵拐騎虎〞？ 

 

二、前進厚石 

厚石是琉球嶼東南隅的小型聚落，有裙礁、壺穴、海蝕溝、蕈狀岩等海岸小地形。其

聚落組織與姓氏相關連，成員間具有血緣的親族關係。在 70年代之前，環島公路未完成，對

外往來不便，生活機能自成系統。從大寮到厚石需翻越海岸礁岩，不然，就需繞道海子口。

環島公路完成後，交通改善，到厚石不再捨近求遠。根據以上敘述請您回答下列幾個問題。 

1. 何謂裙礁、壺穴、蕈狀岩，其形成原因你能說出嗎？ 

 

 

 

 

2. 量量看，每個壺穴大小是否相同？ 

 

 

 

3. 注意觀察，平台的海蝕溝形狀與海浪前進路線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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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何厚石的海蝕平台特別寬廣？ 
 

 

 

 

5. 早期先民對古厝位置的選擇，除風水地理外，最重要的考慮因素還有哪些？ 

 

 

 

 

 

三、岩石透露的秘密（崩崖） 

      從海子口經烏鬼洞到岬板海岸，崩崖地形發達，沿岸流與魚類匯集，在這可看海，又

可釣魚，是釣魚的好場所。以下幾個問題請同學動動腦。 

1. 除海子口到岬板的沿線外，還有哪些地方也有崩崖，你能說出嗎？ 

 

 

 

 

 

2. 早期台灣北海岸居民（金山、野柳地區）為何稱崩崖為跳石？ 

 

 

 

 

 

 

3. 據你瞭解在什麼環境下容易產生崩崖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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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簡單用筆描繪崩崖地形的側面草圖 
 

 

 

 

 

 

 

 

 

 

 

四、山猪溝解讀崩裂地形 

   「溝」在福佬話中是指比溪還小的圳，如溝仔墘、大溝頂（高雄）。但在此是指岩層

的裂隙，字義不同。山猪溝地名由來，請同學參考大鵬灣國家公園管理管處的景點解說。 

山猪溝與崩崖地形相連，兩者互為表裏，溝有崩裂之意。那與重力作用必定相關。

請同學動動腦，想想下列問題。 

1. 岩岸地形的岩石為何會產生崩裂，泥岩頁岩的地層容易產生土石流，為什麼？ 

 

 

2. 逐漸崩裂的岩縫面會產生哪些風貌？為什麼？ 

 

 

 

3. 山猪溝地名由來（自行參閱鵬管處資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