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年度【安南國中】辦理【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成果摘述表 

學校名稱：安南國中 

執行期間：107年1-6月 經 費：5000元 

社群名稱 自然領域教師專業成長社群-台江自然生態學校本位課程 

社群運作

概述 

1. 透過講述及對話方式，讓教師對台江自然生態及人文史蹟有所瞭解。 

2. 透過自然領域教師專業成長社群的研習及對話，發展本校自然領域的校本課程。 

3. 以實際操作的的方式，了解天文望遠鏡的原理及操作方式。 

達成情形 

1.台江為府城開始發展的濫觴，本校位於台江的發展中心，台江生態文史的豐富度正 

足以發展本校的特色本位課程。 

2.透過自然領域教師專業成長社群的研習及對話，自然領域對台江在地化的人文及生  

  態教學資有更多的認識與了解。 

社群運作

成果 
以學習成效或任務達成面向加以說明或如相關社群活動紀錄或會議紀錄、簽到冊 

活動照片       

6-12張 

 

 

 

 

 

 

 

 

 

 

 
編號：01 

日期：1070307 

 

 

 

 

 

 

 

 

 

編號：03 

日期：1070411 

 

 

 

 

 

 

 

編號：04 

日期：1070411 

編號：02 

日期：1070321 

21 

文字說明：（20字以內） 



 

 

 

 

 

 

 

編號：05 

日期：1070502 

 

 

 

 

 

 

 

編號：06 

日期：1070502 

 

 

 

 

 

 

 

 

 

 

 

 
編號：07 

日期：1070523 

 

 

 

 

 

 

 

編號：08 

日期：1070425 

 

日期：107年6月29日 

 

 

 

 

 

 

 

 

 

 

 

 

 

 

 

 

 

 

 

 

 

 

 

 

 

 

 



臺南市立安南國中106學年度第二學期   自然   領域會議紀錄 

一、時間： 107 年 3月7 日（星期三 下午16:00~16:30  ） 

二、地點：多媒體教室 

三、主題： 1.十二年國教課綱宣導 

           2.精進教學社群1：台江的前生今世 

四、主席：莊崑泉 

五、列席：六、出席：自然科教師 

（如簽到表）                                      

 

六、主席報告： 

七、研習內容會議紀錄： 
      
 
 
 
 
 
 
 
 
 
 
 
 
 
 
 
 
 
 
 
 
 
 
 
 
 
 
 
 
 
 
 
 
 
 
 
 
 
 
 
 
 
 
 
 
 
 
 
 
 
 
 



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的核心素養 
 

為落實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的理念與目標，茲以「核心素養」做為課程發展之主 

軸，以裨益各教育階段間的連貫以及各領域/科目間的統整。核心素養主要應用於國民小 

學、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學校的一般領域/科目，至於技術型、綜合型、單科型高級中等學 

校則依其專業特性及群科特性進行發展，核心素養可整合或彈性納入。 

「核心素養」是指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來挑戰，所應具備的知識、能力與 

態度。「核心素養」強調學習不宜以學科知識及技能為限，而應關注學習與生活的結合， 

透過實踐力行而彰顯學習者的全人發展。 

二、三大面向與九大項目 

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之核心素養，強調培養以人為本的「終身學習者」，分為三大面向： 

「自主行動」、「溝通互動」、「社會參與」。三大面向再細分為九大項目：「身心素質與自我 
精進」、「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科技 
資訊與媒體素養」、「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人際關係與團隊合 
作」、「多元文化與國際理解」。核心素養的內涵，如圖 1 所示。 

 

 
 
 
 
 
 
 
 
 
 

 

 

 

 

 

圖 1  核心素養的滾動圓輪意象 

(三)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各教育階段共同課程之領域課程架構，如表 3 所示。 

 

 

 

 

 

 

 

 

 

 



 

 

 

 

 

 

 

 

 

 

 

 

 

 

 

 

 

 

 

 

 

 

 

 

 

 

 

 

 

 

 

 

 

 

 

 

 



2.精進教學社群1：台江的前生今世 

歷史 
 

源自18世紀以前台灣西南之潟湖台江內海，唯潟湖在18世紀中葉以後逐漸陸化，潟湖外側的鯤鯓（即沙

洲）亦與陸地連為一體，僅餘四草湖、鯤鯓湖與若干濕地等遺蹟，成為重要生物棲息區。另外，台江亦

為歷史上數起關鍵事件發生地；例如鄭成功由鹿耳門水道進入內海，出其不意攻擊更早在此殖民的荷蘭

人，使臺灣發展為漢人優勢社會。 

荷治時期的台江 

西元1624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決定將澎湖城破壞遷來臺灣，在大員島築城，經過8年4個月，終於在1632年

底，完成寬100呎，長140呎，並備有四個稜堡之城堡，作為貿易及行政中心，此城堡興建初期稱奧倫治

（Orange），於1627年改稱熱蘭遮城（Zeelandia），即今日的「安平古堡」。而在相對角的北線

（汕）尾島，因北可扼守鹿耳門水道，南可控制進入台江的南、北兩水道，所以荷人選擇在北線（汕）

尾建立城寨，於1631年底興建完成。其形式為三層樓的設防塔，下面兩層寬6公尺，上層寬9公尺，上層

樓架有6門大砲，牆壁厚2.5公尺。該城寨於1633年由新任長官蒲特曼斯（Hans Putmans）命名為「海

堡（Zeeburg）」。此海堡於1656年因受強烈颱風侵襲而毀損，卻未加以修建，讓後來鄭成功有機可

乘。1661年鄭成功大軍就是從鹿耳門水道進入台江，登陸北線（汕）尾島。 

清領時期的台江 

清道光3年（西元1823年）正月全臺大地震，促使土石鬆散且容易受侵蝕，同年7月連續多日的狂風暴

雨，將原本鬆散的土石大量沖刷而下，促使當年的漚汪溪（現曾文溪）改道，改道後土石流沖入台江，

將台江填為陸地。 風雨過後，台江周邊的鹽水溪及曾文溪等近代河川仍不斷大量地輸沙，促使台江內海

增加不少海埔新生地，吸引大量移民至此開墾，但因土地低濕且含鹽份甚高，地力十分貧瘠不適宜農

耕，加上無豐沛的水源可以灌溉，居民們為了維生僅可種植耐旱耐鹽的作物。但由於台江內海波浪平

穩，適合魚類棲息，居民可從事捕魚及捕撈魚苗，並利用淤積所形成的濕地、沼澤窪地、淺海或溪墘等

處，圍築魚塭放養蚶蚵與適合圈養的魚類。所以沿海的漁撈與圍築魚塭養殖，成為當地居民長期以來因

應環境所能從事的最佳經濟活動。 

戰後的台江 
 

空中所見的台江國家公園（四草附近） 

日治末期及戰後，鹿耳門溪淤塞，鹽水溪上游兩側土地陸續被開發及開闢公路導致河道縮小，因而造成

漂沙大減；而曾文溪上游相繼建築了烏山頭水庫、曾文水庫、南化水庫，將原本曾文溪上游會隨著流水

往下游移動的河沙沉澱在水庫裡，因此河川所能挾帶入海的泥沙量明顯減少。再加上近年於鹽水溪出海

口南側鯤鯓湖建設了遠洋漁港及多功能港口－安平商港，以及在鹽水溪出海口北側處埋設臺南科技工業

區廢水排放管，造成「突堤效應」。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6%B1%9F%E5%85%A7%E6%B5%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D%9F%E6%B9%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F%A4%E9%AF%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4%AD%E6%88%90%E5%8A%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9%BF%E8%80%B3%E9%96%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D%B7%E8%98%AD%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D%B7%E8%98%AD%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C%A2%E4%BA%BA


臺南市立安南國中 106學年度第二學期   自然   領域會議紀錄 

一、時間： 107 年 3月 21日（星期三 下午 16:00~16:30  ） 

二、地點：多媒體教室 

三、主題： 1.段考試題審題 

           2.精進教學社群 2：台江的濕地生態 

四、主席：莊崑泉 

五、列席：六、出席：自然科教師 

（如簽到表）                                      

 

六、主席報告： 

七、研習內容會議紀錄： 
      
 
 
 
 
 
 
 
 
 
 
 
 
 
 
 
 
 
 
 
 
 
 
 
 
 
 
 
 
 
 
 
 
 
 
 
 
 
 
 
 
 
 
 
 
 
 
 
 
 
 
 



 
 

(一) .段考試題審題 
 

七年級：難易適中／科學圖表閱讀稍有變化，測驗學生是否能理解和活用。 

 八年級：鑑別度高／閱讀測驗略有深度 

 九年級：符合會考題型／趨勢 

 
(二)精進教學社群2：台江的濕地生態 
   

    台江國家公園位於台灣西南部，由於台南沿海陸棚平緩，加上為西海岸河川出海
口，河水挾帶大量泥沙淤積，導致河口逐漸向外累積，形成自然的海埔新生地，是台
江國家公園的一大特色。台江國家公園內有四處主要的濕地，包含國際級濕地：四草
濕地、曾文溪口濕地，以及列為國家級濕地的鹽水溪口濕地、七股鹽田濕地等，其
中，河口濕地的生產力遠高於一般的農田，有充分的食物可吸引野生生物、蟹貝、魚
蝦在此繁殖棲息，鹽水溪口更是全台灣目前唯一可以發現招潮蟹數量最多的區域。 
 
    在台江國家公園不只是陸、海域的生態資源豐富，植物種類也非常多樣化，還有獨
特的沙地及鹽地植物，來到這裡不僅可以搭大型管筏漫遊台江，更可觀賞紅樹林、招
潮蟹、彈塗魚、鷺鷥林、拉吊罾等生態環境，是一個相當受到世界矚目的生態區域
噢！除此之外，台江國家公園也富有相當的歷史價值，是先民橫跨黑水溝、勇渡台灣
的歷史紀念地呢！ 
 

 

 

 

 

 

 

 

 

 

 

 

 

 

 

 

 

 

 

 

 

 

 

 

 

 

 



臺南市立安南國中 106學年度第二學期   自然   領域會議紀錄 

一、時間： 107 年 4月 11日（星期三 下午 16:00~16:30  ） 

二、地點：多媒體教室 

三、主題： 1.精進教學社群 3：台江四草的紅樹林生態 

四、主席：莊崑泉 

五、列席：六、出席：自然科教師 

（如簽到表）                                      

 

六、主席報告： 

七、研習內容會議紀錄： 
      
 
 
 
 
 
 
 
 
 
 
 
 
 
 
 
 
 
 
 
 
 
 
 
 
 
 
 
 
 
 
 
 
 
 
 
 
 
 
 
 
 
 
 
 
 
 
 
 
 
 
 
 
 



(一) .四草的紅樹林生態 

「紅樹林」中文名稱源自於紅樹科植物體內含大量單寧，當單寧在空氣中氧化，其附著的枝幹呈紅褐

色，故得名。東南亞常將紅樹的樹皮提煉紅色染料，馬來人於是稱它的樹皮為「紅樹皮」，而中文名稱

則叫做紅樹。英文則以「Mangrove」來通稱所有的紅樹林植物，該字是由西班牙文中的樹（Mangle）

和英文中的樹叢（Grove）所組成。而現在所指的紅樹林僅侷限於生長在熱帶海岸最高潮線以下，及平

均高潮線以上之灌木或喬木，真正紅樹林植物是指「只生活在河口潮間帶之木本植物，而且具有為適應

環境而演化出的氣生根及胎生現象」。世界紅樹林的種類約有 10 科 16 屬 55 種。 

國際紅樹林組織（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Mangrove Ecosystem）依其生育型可以分為： 

 真正紅樹林植物（True mangroves） 

 半紅樹林植物（Minor mangroves） 

 紅樹林伴生植物（Mangrove associates） 

真紅樹林植物（True mangrove）： 

只出現在河口潮間帶之木本植物，具有為適應環境而演化出之氣生根及胎生現象等，以紅樹科

（Rhizophoraceae）的 18 種植物為代表，全世界約有 60 種。 

半紅樹林植物（Minor mangroves）： 

能在潮間帶生長亦能延伸到陸生生態系之植物，因此許多海岸植物均可列入。例如行道樹常選用的黃

槿、海檬果等都是可以在潮間帶及陸地生長的半紅樹林植物。 

紅樹林伴生植物（Mangrove associates）： 

伴隨紅樹林生長的草本、蔓藤及灌木，通常生長在紅樹林的邊緣地帶。馬鞍藤、冬青菊、苦林盤等都是

紅樹林常見伴生植物。 

生長條件[ 

 

紅樹林的水上和水下部分 

 

紅樹林開花 

主要分布於 25∘N 和 25∘S 間的熱帶與亞熱帶地區。西半球最北限可至 32∘N 的百慕達，南限可至 30∘S

的巴西南部海岸；東半球最北可至 32∘N 的日本南部，南可至 33∘S 的東非海岸和 38∘S 的紐澳地區。[2] 

適合紅樹林生長的環境，大致需具備下列五個條件：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6%AE%E5%AF%A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83%E6%A7%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83%E6%A7%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6%AA%AC%E6%9E%9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9%9E%8D%E8%97%A4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6%AC%E9%9D%92%E8%8F%8A&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A6%E6%9E%97%E7%9B%9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Mangroves.jp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E7%B4%85%E6%A8%B9%E6%9E%97%E9%96%8B%E8%8A%B1DSC_4658.jp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9%BE%E6%85%95%E9%81%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8%A5%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7%BA%A2%E6%A0%91%E6%9E%97#cite_note-aa-2


 熱帶型的溫度：最冷月份的平均溫度需高於 20℃，年平均溫差需小於 5℃。 

 細粒沖積扇：在河口或三角洲地區的沖積平原，由細緻的坋粒及黏土所形成的軟泥，是最適合紅

樹林的生長。不過在東南亞地區也有一些紅樹林是生長在海岸岩礁之上。 

 海浪（潮汐）的作用力要小：要浪潮小，沙泥才能夠沉積，紅樹林幼苗也才能夠著床生長。巨大

海浪不但會帶走沙泥，也會沖刷幼苗，使紅樹林難以形成。 

 海水：含鹽份的水對紅樹林本身並非必要條件，但可能因紅樹林具備耐鹽的特性，含鹽分的水會

排除其它陸生植物，使紅樹林成為海岸、河口的優勢植物。 

 寬廣的潮間帶：寬廣平坦的潮間帶，可提供大面積的紅樹林棲地，讓紅樹林可拓展生長。[2] 

從紅樹林對環境的適應和演化，很有啟發。沿著海岸線生長的植物，必須克服很多苛刻的條件，例如海

水鹽度、泥土層不夠厚和穩定、潮汐、海風等。但就在這樣的環境中，紅樹林的相應演化為：有的長出

氣根，幫助呼吸；有的長出板根，幫助支撐；還有的有胚軸（種子先在裡面培育一段時間，能從母體吸

收營養),有的種子也有漂浮組織，方便漂流及插入沙地。 

特性 

根部特性 

 

美國紅樹 

紅樹林生育地的土質鬆軟、受潮水沖刷、缺氧，因此紅樹林植物的根系多分布很淺但很廣，得以支撐樹

體並利於進行呼吸。根部內並有通氣道，在缺氧的土壤中，更利於氣體交換。紅樹林的根系可大別為氣

根和地下根兩類。 

氣根由主幹或較低的分枝長出，懸垂向下生長，進入土壤後形成支持根，可進行呼吸並具有支撐植株作

用。水筆仔、紅海欖屬於此類。水筆仔的氣根還可向側方延伸，最後形成板狀的支持根，有更佳的支撐

作用。 

地下根有由支持根長出的，也有在地下形成縱走根後，由此向上長出散生的呼吸根，直立露出土面。海

茄苳即有分布很廣的呼吸根。 

葉的特性[編輯]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7%BA%A2%E6%A0%91%E6%9E%97#cite_note-a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Mangrove.jp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B4%E7%AC%94%E4%BB%94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5%B7%E8%8C%84%E8%8B%B3&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5%B7%E8%8C%84%E8%8B%B3&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A%A2%E6%A0%91%E6%9E%97&action=edit&section=5


 

布滿鹽結晶的海茄苳葉片 

紅樹林植物葉片的表皮角質層厚，具儲水組織、排水器和栓質層，氣孔凹陷或為密毛狀體所包圍，以減

少水分喪失。有的葉片則具有鹽腺，以調節組織的鹽份。水筆仔可藉由老葉的脫落來排除多餘的鹽份。 

胎生現象 

 

紅樹林的胎生苗 

 

紅樹林的胎生苗 

有些紅樹林植物，其果實仍在母樹上時，胚即自種子長出且伸出果實，最後而形成具胚莖和根的胎生

苗。幼苗垂掛在枝條上，可自母株吸取養份。胚莖上有多數皮孔，可進行氣體交換。當幼苗脫離母株

時，有些可插入泥中，側根再長出，再長成幼樹。 

有些幼苗縱使沒有順利插入泥中，由於胎生苗的細胞間隙大，富含漂浮組織，所以能隨波逐流，再定著

在適當地點。在鹽度高、土質鬆軟、缺氧及水中含氯量高的環境下，胎生現象正是最有利的適應方法

了。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Saltcrystals_on_avicennia_marina_var_resinifera_leaves.JP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E7%B4%85%E6%A8%B9%E6%9E%97%E7%9A%84%E8%83%8E%E7%94%9F%E8%8B%97FUJI0869.jp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Plody_mangrovnika_(Rhizophora_mangle).jpg


物種 

根據 Tomlinson 在 1986 年的統計，全世界的「真紅樹」約有 5 科 9 屬 34 種，所謂「真紅樹」，必須有

胎生現象、特殊的呼吸根，並且能夠適應淡、鹹水（半淡鹹水）交會的環境。 

至於到底有多少種類，則因為分類學家的觀點不同，而或多或少有所差異。[3] 

 

紅樹林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8A%E6%B7%A1%E9%B9%B9%E6%B0%B4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7%BA%A2%E6%A0%91%E6%9E%97#cite_note-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Mangrove-1.JPG


臺南市立安南國中106學年度第二學期   自然   領域會議紀錄 

一、時間： 107 年 4月25日（星期三 下午16:00~16:30  ） 

二、地點：多媒體教室 

三、主題： 1.精進教學社群4：台江四草的野鳥生態 

四、主席：莊崑泉 

五、列席：六、出席：自然科教師 

（如簽到表）                                      

 

六、主席報告： 

七、研習內容會議紀錄： 
      
 
 
 
 
 
 
 
 
 
 
 
 
 
 
 
 
 
 
 
 
 
 
 
 
 
 
 
 
 
 
 
 
 
 
 
 
 
 
 
 
 
 
 
 
 
 
 
 
 
 



 

(一) .四草的野鳥生態 
四草地區原大多屬台江內海，二百多年來，由於淤積陸化逐漸被開發成鹽田、魚

塭及村落，其因位在亞洲水鳥遷徙的路線上，每年秋、冬季節都會有數以萬計的候鳥

經此南下過境，或留在鹽田、魚塭及河口浮覆地度冬。 

根據臺南市野鳥學會所做調查，本區域出現的鳥種近200種，其中保育類鳥類計有

黑面琵鷺等21種，主要棲息地則有曾文溪口、七股溪口、七股鹽田、將軍溪口、北門

鹽田、急水溪口、八掌溪口等。以候鳥的種類及數量最多，約佔75％，另25％為留

鳥。每年9月至11月為水鳥大量南下之遷移期，過境候鳥在此暫駐、覓食並補充體

能，部分候鳥在此過冬。如鷸鴴科、鷹鷲科、鷗科、鷺科、朱鷺科等常見候鳥逾140

種。隔年3月下旬至5月中旬為春季候鳥北返遷徙期，其主要分布在鹽田、魚塭等多

處，茲分別簡述如下： 

 

鹽田 

以往由於晒鹽需要引進潔淨海水，連帶將水中浮游生物、底棲生物、小魚一併引進，

因而吸引鷗科、鷺科、反嘴鴴科、秧雞科等鳥類來此停棲覓食。其中整年可見的有高

蹺鴴、東方環頸鴴、小環頸鴴、青足鷸、小青足鷸、赤足鷸、雲雀鷸、小白鷺、翠

鳥、紅冠水雞、白腹秧雞、緋秧雞等。而屬春秋兩季較容易看到的過境鳥有唐白鷺、

姥鷸、三趾鷸、針尾鷸、寬嘴鷸、斑尾鷸、黑尾鷸、黦鷸、白腰草鷸、紅領瓣足鷸、

半蹼鷸。冬候鳥為蒼鷺、大白鷺、中白鷺、黑面琵鷺、遊隼、濱鷸、滸鷸、雲雀鷸、

磯鷸、長嘴半蹼鷸。屬夏候鳥為小燕鷗、黑腹燕鷗等。目前鹽田雖多已停晒，但面積

最大的安順鹽田、四草鹽田均有部分劃作野生動物保護區，持續發揮以往供鳥類停

棲、覓食的功能。 

 

魚塭 

    在魚塭整年可見的有小白鷺、栗小鷺、夜鷺、紅冠水雞、高蹺鴴、青足鷸、赤足

鷸、喜鵲，由於魚塭隨著經營方式不同，有深水塭與淺水塭之分，在飼養過程添加不

少飼料及有機物質，提供藻類及底棲生物的有利生長環境，比鹽田更適合鳥類棲息、

覓食。如小水鴨、白眉鴨、赤頸鳧、尖尾鴨、琵嘴鴨、赤膀鴨，還有稀有的瀆鳧、花

鳧、羅文鴨、青頭潛鴨。還有很有特色的反嘴鴴、也有成群的高蹺鴴、濱鷸、東方環

頸鴴。 

  

    潮溝 

鹽水溪口、嘉南大圳、曾文溪口流出的淡水在河口和海水相會，形成適合各類底棲、

植物生長的環境，在此繁衍了大量的藻類、底棲生物、紅樹林。可供多數迴游魚類在

此產卵繁衍後代。在退潮時更是鷸鴴科、秧雞科、鷺科大量覓食的時刻，也常可見到

大杓鷸、中杓鷸、濱鷸、東方環頸鴴，以及曾文溪口瀕臨絕種的野生鳥類黑面琵鷺

等。 

  

河口潮間帶 

    鹽田、魚塭水的來源就靠潮溝引水而入，在潮溝兩旁聚集廣大濱海植物，如紅海

欖、欖李、海茄苳、海馬齒、苦林盤、土沉香、毛西番蓮、馬鞍藤、黃槿、銀合歡



等，因具定砂、護岸功能，亦是秧雞科、鷺科、鷸鴴科及陸域性鳥類的天堂。在溪

流、潮溝的水域裡可見到小白鷺、栗小鷺、黃小鷺、翠鳥、灰胸秧雞、紅冠水雞、白

腹秧雞、小水鴨、琵嘴鴨，還有一些鷸鴴科鳥類。陸域性鳥類在這類濕地環境中有翠

鳥、野鴝、黃尾鴝、棕背伯勞、紅尾伯勞、極北柳鶯、大葦鶯、紅鳩、喜鵲等。 

  

灌木叢 

    四草地區的魚塭土堤、鹽田道路兩側經常生長茂盛之灌木叢，包括臺灣海桐、土

沉香、冬青菊、單花蟛蜞菊、銀合歡、黃槿、苦林盤、苦檻藍等，這些種類亦經常成

為溝渠內紅樹林的伴生植物。灌木叢中最常見的鳥類包括綠繡眼、大葦鶯、褐頭鷦

鶯、灰頭鷦鶯、紅尾伯勞等。 

  

防風林 

    為定沙及防止海岸侵蝕，臺灣的西濱地區廣植木麻黃等防風林，但近年因沙源不

足，海水入侵逐漸漫入防風林內形成林間沼澤濕地。木麻黃林區內樹種單一，故環境

較為單調，但為四草地區較易見到的鶇科鳥類及喜鵲的區域，同時亦是著名的鷺鷥

林，另秋冬過境期間偶有灰面鵟鷹、赤腹鷹等遷移性猛禽暫棲。 

 

 

 

 

 

 

 

 

 

 

 

 

 

 

 

 

 

 

 

 

 

 

 

 

 

 

 

 

 

 

 

 



臺南市立安南國中106學年度第二學期   自然   領域會議紀錄 

一、時間： 107 年5月2日（星期三 下午16:00~16:30  ） 

二、地點：多媒體教室 

三、主題： 1.段考試題審題 

           2.精進教學社群5：天文學研習-天文望遠鏡的介紹與使用 

四、主席：蔡崇煌 

五、列席： 

六、出席：自然科教師 

（如簽到表）                                      

 

七、主席報告： 

八、研習內容會議紀錄： 
      
 
 
 
 
 
 
 
 
 
 
 
 
 
 
 
 
 
 
 
 
 
 
 
 
 
 
 
 
 
 
 
 
 
 
 
 
 
 
 
 
 
 
 
 
 



 

(一) 段考審題 
命題原則： 

七年級：難易適中／科學圖表閱讀稍有變化，測驗學生是否能理解和活用。 

八年級：鑑別度高／閱讀測驗略有深度 

九年級：符合會考題型／趨勢 

(二)、精進教學社群5：天文學研習-天文望遠鏡的介紹與使用 

 

 

 

 

 

 

 

 

 

 

 

 

 

 

 

 

 

 

 

 

 

 

 

 

 



 

 

 

 

 

 

 

 

 

 

 

 

 

 

 

 

 

 

 

 

 

 

 

 

 

 

 

 

 

 

 



 

 

 

 

 

 

 

 

 

 

 

 

 

 

 

 

 

 

 

 

 

 

 

 

 

 

 

 

 

 

 



 

 

 

 

 

 

 

 

 

 

 

 

 

 

 

 

 

 

 

 

 

 

 

 

 

 

 

 

 

 

 

 

 

 

 

 

 

 

 

 

 

 

 

 

 

 

 

 

 

 

 

 



臺南市立安南國中106學年度第二學期   自然   領域會議紀錄 

一、時間： 107 年5月23日（星期三 下午16:00~16:30  ） 

二、地點：圖書館二熡 

三、主題： 1.教科書評選 

           2.精進教學社群6：台江的人文史蹟 

四、主席：林榮祥 

五、列席： 

六、出席：自然科教師 

（如簽到表）                                      

 

七、主席報告： 

八、研習內容會議紀錄： 
      
 
 
 
 
 
 
 
 
 
 
 
 
 
 
 
 
 
 
 
 
 
 
 
 
 
 
 
 
 
 
 
 
 
 
 
 
 
 
 
 
 
 
 
 
 



 

(一) 教科書評選 

七年級：難易適中／閱讀稍有變化，測驗學生是否能理解和活用。 

八年級：鑑別度高／重視科學圖表識讀 

九年級：符合會考題型／趨勢 

綜合討論後由各教師投票，教科書評選會議紀另送設備組。 

 (二)、精進教學社群6：台江的人文史蹟 

台江源自18世紀以前台灣西南之潟湖台江內海，唯潟湖在18世紀中葉以後逐漸陸化，潟湖外

側的鯤鯓（即沙洲）亦與陸地連為一體，僅餘四草湖、鯤鯓湖與若干濕地等遺蹟，成為重要生物

棲息區。另外，台江亦為歷史上數起關鍵事件發生地；例如鄭成功由鹿耳門水道進入內海，出其

不意攻擊更早在此殖民的荷蘭人，使臺灣發展為漢人優勢社會。 

有別與其他國家公園由中央政府主導，台江國家公園係由地方政府（臺南市政府）率先

發起。最初構想由臺南市第14、15任臺南市市長許添財（2001－2010年）在競選時提出之政見，

當選後即積極推動，並獲中央政府支持。在多次確認範圍後除增加臺灣海峽海域部份外，亦將

鄰近之七股區一併納入並擬名台江黑水溝國家公園（「黑水溝」為臺灣海峽之俗稱）。2009年6

月29日，內政部通過計畫，為便於國際行銷，確立以台江為名[2]。正巧同日，也是臺南縣市合併

改制直轄市審議通過，在當時被認為是臺南的「雙喜臨門」[3]；同年10月15日，台江國家公園公

告計畫[4][5]12月28日，正式成立。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簡稱台管處）暫設於安平港. 。 

      在台江國家公園成立前，曾規畫四草野生動物保護區（1994年11月30日成立）、雲嘉南濱海

國家風景區等加以管理。後者組織今日尚存，但部份區域移交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而2014年6月

臺灣第9座國家公園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成立後，東吉嶼與周邊海域將劃入該國家公園管

理。 

荷治時期的台江 

西元1624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決定將澎湖城破壞遷來臺灣，在大員島築城，經過8年4個月，終於在1632

年底，完成寬100呎，長140呎，並備有四個稜堡之城堡，作為貿易及行政中心，此城堡興建初期稱

奧倫治（Orange），於1627年改稱熱蘭遮城（Zeelandia），即今日的「安平古堡」。而在相對角的北

線（汕）尾島，因北可扼守鹿耳門水道，南可控制進入台江的南、北兩水道，所以荷人選擇在北線

（汕）尾建立城寨，於1631年底興建完成。其形式為三層樓的設防塔，下面兩層寬6公尺，上層寬9

公尺，上層樓架有6門大砲，牆壁厚2.5公尺。該城寨於1633年由新任長官蒲特曼斯（Hans Putmans）

命名為「海堡（Zeeburg）」。此海堡於1656年因受強烈颱風侵襲而毀損，卻未加以修建，讓後來鄭

成功有機可乘。1661年鄭成功大軍就是從鹿耳門水道進入台江，登陸北線（汕）尾島。 

清領時期的台江 

清道光3年（西元1823年）正月全臺大地震，促使土石鬆散且容易受侵蝕，同年7月連續多日的狂風

暴雨，將原本鬆散的土石大量沖刷而下，促使當年的漚汪溪（現曾文溪）改道，改道後土石流沖入

台江，將台江填為陸地。 風雨過後，台江周邊的鹽水溪及曾文溪等近代河川仍不斷大量地輸沙，促

使台江內海增加不少海埔新生地，吸引大量移民至此開墾，但因土地低濕且含鹽份甚高，地力十分

貧瘠不適宜農耕，加上無豐沛的水源可以灌溉，居民們為了維生僅可種植耐旱耐鹽的作物。但由於

台江內海波浪平穩，適合魚類棲息，居民可從事捕魚及捕撈魚苗，並利用淤積所形成的濕地、沼澤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6%B1%9F%E5%85%A7%E6%B5%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D%9F%E6%B9%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F%A4%E9%AF%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4%AD%E6%88%90%E5%8A%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9%BF%E8%80%B3%E9%96%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D%B7%E8%98%AD%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C%A2%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A4%AE%E6%94%BF%E5%BA%9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D%97%E5%B8%82%E5%B8%82%E9%95%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D%97%E5%B8%82%E5%B8%82%E9%95%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91%E6%B0%B4%E6%BA%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6%B5%B7%E5%B3%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5%85%A7%E6%94%BF%E9%83%A8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5%8F%B0%E6%B1%9F%E5%9C%8B%E5%AE%B6%E5%85%AC%E5%9C%92#cite_note-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10%E5%B9%B4%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7%B8%A3%E5%B8%82%E6%94%B9%E5%88%B6%E7%9B%B4%E8%BD%84%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10%E5%B9%B4%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7%B8%A3%E5%B8%82%E6%94%B9%E5%88%B6%E7%9B%B4%E8%BD%84%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5%8F%B0%E6%B1%9F%E5%9C%8B%E5%AE%B6%E5%85%AC%E5%9C%92#cite_note-3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5%8F%B0%E6%B1%9F%E5%9C%8B%E5%AE%B6%E5%85%AC%E5%9C%92#cite_note-4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5%8F%B0%E6%B1%9F%E5%9C%8B%E5%AE%B6%E5%85%AC%E5%9C%92#cite_note-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9%E5%B9%B3%E6%B8%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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窪地、淺海或溪墘等處，圍築魚塭放養蚶蚵與適合圈養的魚類。所以沿海的漁撈與圍築魚塭養殖，

成為當地居民長期以來因應環境所能從事的最佳經濟活動。 

戰後的台江 

 
空中所見的台江國家公園（四草附近） 

日治末期及戰後，鹿耳門溪淤塞，鹽水溪上游兩側土地陸續被開發及開闢公路導致河道縮小，因而

造成漂沙大減；而曾文溪上游相繼建築了烏山頭水庫、曾文水庫、南化水庫，將原本曾文溪上游會

隨著流水往下游移動的河沙沉澱在水庫裡，因此河川所能挾帶入海的泥沙量明顯減少。再加上近年

於鹽水溪出海口南側鯤鯓湖建設了遠洋漁港及多功能港口－安平商港，以及在鹽水溪出海口北側處

埋設臺南科技工業區廢水排放管，造成「突堤效應」。 

七股曾文溪溪口與頂頭額汕之間於1960年代大多闢為魚塭，而青鯤鯓與青山港汕之間的七股海埔

地，1970年代也大規模開闢為鹽田。隨著大環境的改變，養殖業與鹽業的人工成本提高，缺乏現代

商業競爭力，迫使臺鹽1990年代擬出停止曬鹽的計畫，而魚塭養殖業亦受到成本壓力與環境影響，

年輕的一輩認為養殖工作辛苦、冒險且收入不穩定，因而逐漸放棄從事養殖，以致多數魚塭呈現棄

養狀態，沿海傳統產業的沒落卻讓自然環境得以休養生息，生物生態逐漸豐富多樣化。此時，引進

大煉鋼廠的濱南工業區計畫一度被討論，但因對環境影響過大而中止。而台江孕育出兩個國際級濕

地─曾文溪口濕地與四草濕地，以及兩個國家級濕地─七股鹽田濕地與鹽水溪口濕地。為保留如此

珍貴的生態及文化資源，經地方環保團體許多年的爭取，內政部於2009年10月15日公告成立「台江

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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