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鯉魚潭是花蓮境內最大的天然

湖泊，是花蓮八景「澄潭躍鯉」之

一，且已有遊客服務中心、湖畔景

觀臺、步道、濕地淨水池、綠能廁

所、解說牌等軟硬體設施；一直是

花蓮縣境內許多民間團體推動自然

環境體驗、生態導覽的重要據點，

為維護花東縱谷彌足珍貴之觀光資

源與自然生態體系，同時拓展國民

旅遊空間，為花蓮地區增加結合觀

光休閒與環境教育的優質場域，管

理處每年進行志工培訓，發展螢火

蟲、兩棲類夜間觀察、植物觀察、

環潭解說等不同的導覽解說；尤其

每年4~5月的夜間螢火蟲生態之旅，

已成夜間生態旅遊的熱門據點，適

合作為推廣環境教育的場域。

湖光水色 澄潭躍鯉

鯉魚潭環境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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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4花東縱谷最美麗攝影作品比賽」ㄧ攝影作品114李淑華鯉魚潭晨間美景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 東部 

鯉魚潭環潭自行車道

濕地淨化課程操作

導 覽 地 圖



全球水資源分配不均，加上人類的活動也
對自然環境產生衝擊，水資源受到污染，藉由
課程內容，讓學員思考如何降低人與環境的互
動所產生的影響。
1.人工濕地由來、有關水污染之說明與講解。
2.實地觀察濕地淨水池
  （進流口、淨水流程、放流口）。
3.分組於入水口與出水口採樣、水質檢測教學。
4.檢測潭水、礦泉水等其他樣本。
5.分組討論水污染可能之解決方案與策略。
6.小組報告分享。

課 程 簡 介
課程名稱：濕地淨化
授課對象：國中1~3年級
授課時數：3小時
授課季節：全年
課程簡介：

阿美族的傳統生活與環境的關係十分緊
密，舉凡食（飲食文化）、衣（製作衣服）、
住（建屋）、行（造船）的材料都取之於自
然，然而隨著時代的發展，這些材料與傳統的
生活智慧逐漸被遺忘。本課程藉由認識阿美族
部落常見的植物（刺蔥、月桃、麵包樹、構
樹），瞭解阿美族如何利用這些常見植物；同
時，透過臺灣隨處可見的構樹，延伸說明南島
語族的遷徙與對構樹利用，增加學員在地及國
際視野。
1.瞭解阿美族食衣住行與環境的關係。
2.認識阿美族民俗植物。
3.南島語族的遷徙與構樹的利用。
4.構樹樹皮的製作體驗。
5.樹皮應用DIY。

課程名稱：阿美族傳統文化與民俗植物應用
授課對象：親子
授課時數：1.5小時
授課季節：全年
課程簡介： 

當太陽受中央山脈遮蔽、日光漸漸變的微
弱，鯉魚潭邊人潮逐漸散去時，正是環潭公路
旁的夜間生物準備開始登場的時刻；環潭公路
旁的山溝、潮濕的山壁可見兩棲爬蟲類的蹤
跡，在春季也可觀察到大量的螢火蟲。本教案
設計期學員能感受大自然日夜交替的環境變
化，培養對環境觀察的敏銳度，促進對大自然
的尊重與喜愛。
1.夜間觀察安全注意事項說明。
2.觀察山壁、山溝的夜間生物解說。
3.靜默行走、雙手放在耳邊，聆聽山林的聲音。
4.用心感受與分享。

課程名稱：夜間觀察
授課對象：親子
授課時數：1.5小時
授課季節：全年-夜間觀察
                    季節限定 4~6月-賞螢活動
課程簡介：

E2-04

地        址 ￜ 

聯絡電話 ￜ

客服信箱 ￜ

場所網址 ￜ

開放時間 ￜ

課程參與 ￜ

周邊服務 ￜ

花蓮縣壽豐鄉池南村環潭北路100號

03-8875306 #657

erv830.erv@tbroc.gov.tw
http://www.erv-nsa.gov.tw

濕地淨化、阿美族傳統文化與民俗植物應用

每週一至週五  上午09:00~12:00 、下午13:00~17:00

夜間觀察/春季賞螢

每週一至週五  冬17:00~19:00、夏18:00~20:00

提前預約

停車場、餐飲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 東部

Q ：「Ba-Naw」是什麼意思？
Ａ：池南社區是一個阿美族的部落，部落傳統

場域冷知識

的地名叫做「Ba-Naw」，「Ba-Naw」
在阿美族語是「水池」或「湖泊」的意
思。Ba-Naw部落的族人原屬於七腳川系
統，因為七腳川事件，頭目帶領族人遷徙
至此，選擇在鯉魚潭南側居住下來，因為
位於鯉魚潭南側，所以稱之為「池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