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讀海岸桃花源 」(新屋牽罟、走讀草漯沙丘)學習單 

1. 海岸桃花源歷史探究 
(1) (今天參與淨灘的所在地) 

最早時期為平埔族人游耕狩獵之地，乾隆初年，由范姜兄弟歷經

百年開墾，新建華美之屋而得名，至民國 34 年定名為

「       鄉」，103 年升格改制為「        區」。 

   (2)寫出淨灘的感受與學習重點與反思 

 

 

 

2. 《我所知道的牽罟》 耕海文化體驗 
牽罟亦即地曳網，為先民最早發明的網具，也是臺灣古老的捕魚方

式之一。現今的臺灣各地用以舉辦方式，來展現團隊合作之精神。 

早期，每當魚汛來臨時，沿海的居民分派人手，全天候守在海邊，當

發現魚群出沒時，居民以竹筏或舢舨立即出海，並撒網沿海繞一大圈

來包抄魚群，將近海魚類都收進網內，留在岸上的人便腰纏短繩，等

舢舨驅趕到魚群入網後，岸邊的人們合力拉繩，將漁網往岸上拉，凡

是參與的人皆能分到一些漁獲，並用海螺來指揮引導。 

(畫出你今天參與新屋牽罟的最有印象的畫面)。 

 

 

 

 

 



3. 《再見草漯》田野調查 
 
(1) 分析風成沙紋的形

狀特徵，畫出並記
錄草漯沙丘的沙紋

類型 
 
 

 

順直形沙紋 

 

 

 

彎曲形沙紋 

 

 

 

不規則 

 

 

 

新月形沙丘 

 

 

 

 

 

 

(2) 分析沙丘地表沙的礦物組成內容 
 

 
 

(3) 風吹動沙子搬運的的方式受到那些因素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