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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們之所以會想進行這個主題，是因為我們曾經在一次去磯崎海水浴場玩的時候，意外看

見磯崎國小的舊址，而且附近曾經有些類似大規模餐廳和社區建築的歷史都已經消失。台 11

線馬路邊有些常態給遊覽車或路過旅客的廁所與停車場，也會看見路邊攤販賣烤飛魚和香腸，

深入了解之後，發現這個社區其實還有不錯的民宿和海洋探索活動。 

    就一個小學生的想法，我們會覺得萬一母校若是不存在了會令人十分擔心和惋惜，詢問相

關的大人之後，發現要恢復學校就要恢復社區，而恢復社區必須從很多面向如人口結構與經濟

產業等來解決。磯崎社區也有一些團體在經營營造活動，我們也認為這邊的海洋休閒與部落性

質有些特色，所以想要深入了解是否有機會改善磯崎的生活環境及發展海洋活動。 

 

一、 研究動機(目的) 

    我們想要探討磯崎社區的現況和歷史，並了解為甚麼這個社區會沒落，了解磯崎沒落的原

因之後再經過討論、實地訪查、提議之後再給社區居民建議，看看可以發展哪些建設和活動。 

 

二、文獻探討(資料蒐集) 

    網路搜查發現多為磯崎國小舊址再活化的規劃和想法，以及各類觀光休閒活動如海水浴

場、山林特色民宿、社區部落傳統藝文、廢棄九孔池的浮潛生態觀察等。 

1. 花蓮縣政府原民處 http://ab.hl.gov.tw 

2. <<歷史花蓮>> 

3. 社團的 fb 群組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78731712149554/ 

 

三、 研究設備及器材 

    相機、紙、筆、手機 

 

四、 研究過程或方法 

(1) 專訪(某建設公司)施崇德董事長，建築飯店旅宿投資業:  

以施崇德董事長的觀點，他會想在這投資興建飯店，是希望讓觀光客來磯崎不只是短暫住

宿，還能夠深入社區參觀體驗，順便讓他們知道原住民部落的傳統與習俗特色，以及來參

加這邊的各項海洋活動。他指出： 

1.經濟市場供需問題，是吸引遊客必須思考的原因。 

2.政策問題，例如縣政府規劃在磯崎國小舊址舉辦山海劇場，可提供就業機會，並增加社



區文化能見度。 

3.提供多元化的山海旅遊活動，政策與經濟面並進與結合，相關業者願意在政府的領導下

投資與投入發展，政府視地方與觀光需求配置環保又維持特色的基礎建設。 

4.會在磯崎社區投資的原因，是看到遠景，以及他自己的一個海洋休閒觀光活動推展理念。 

 

(2) 訪問磯崎社區的居民，多半已經是老人退休狀態，偶爾去從事捕撈魚貨和農務。不過也有

些年輕人經營餐廳和小商店，以及進行社區組織營造。 

(3) 遇見花蓮縣政府原住民事務處，希望針對山海劇場的興建訪查社區居民的意見。不過似乎

有遭到一些環保團體阻力，也正在與地方居民溝通。 

(4) 出身當地的青年雖然在市區工作，但是仍對家鄉有情感，希望有管道可以協助家鄉進步。 

 

五、 研究結果與分析 

    沒有能好好利用當地的天然資源，大部分的人因為難有工作機會，都去花蓮市甚至台北外

地。加上區域小，觀光客來只能進行很小的活動，也缺乏人力經營。附近唯一獨具特色的海水

浴場，因為季節氣候因素使沙灘變化太大，所以也很難長期經營海洋活動。曾經興盛的養池產

業，也不知什麼原因消逝，留下廢棄的養殖池和頹圮的餐廳建築。我們歸納沒落的主要原因如

下： 

1 工作機會少 

2 生活機能、交通不方便 

3 人口外移嚴重 

4 偏僻不方便 

5 沒有善加利用天然環境 

6 沒有較具特色的活動規劃能量 

 

六、 討論 

1.漂亮的海岸社區，卻因為某些原因失去了某些東西非常可惜，我們在老師和教練的訓練下可

以在九孔池舊址浮潛，發現生態規模雖小但是一樣令人驚奇，或許可以發展海洋探索遊學課程。 

2.磯崎國小舊址雖然縣政府有在規畫，不過除了提供當地居民的工作機會之外，是否能保存原

住民傳統特色，甚至有活化教育的功能呢? 

3.社區營造需要領導，政府的輔導，地方的自覺，但是很多條件都難達成。 

4.海水浴場可能是當地的一個活動中心指標，若能好好經營，可能需要一些提升能見度方案，

例如類似海洋音樂祭等大型知名活動的帶動。 

5.既然有建設公司願意投入觀光旅館，表示磯崎還是很有恢復繁景的潛力。 

6.我們也去拜訪了社區營造很成功的靜浦部落，發現傳統文化與海洋觀光在偏鄉還是很有發展

潛力的。 

 

七、 結論 

    因為當地的居民說年輕人都跑到都市了，但現在年輕人的數量有稍稍回升，表示應該有機



會從凝聚年輕人的方式開始組織。地方的營造重點在觀光經濟，我們認為從投資眼光到政策及

地方需求，重點應該在海洋與傳統觀光資源的發展。 

    我們認為磯崎的美不輸太魯閣，但是卻沒人利用當地的資源，是很可惜的一件事但如果把

它原本的美呈現出來的話，我覺得很值得。 

 

八、 研究旅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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