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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度臺北市 101 環教路線徵文 

暨教案設計工作坊活動徵文格式 

編號：（請勿填寫） 
本表僅參考用，作品繳交請至活動網頁 ee.tp.edu.tw    

作品名

稱(必

填) 

城南尋寶訪古蹟 

作品類

別 
(必填 /

擇一) 

▓1.歷史人文 

□2.自然生態 

□3.環教場域(臺北大縱走)     □

4.環境議題 

□5.氣候變遷因應 

教學路

線 

1. 捷運公館站 1號出口→ 汀洲路三段 200巷 →水源町公園 →萬

新鐵路遺址 →「小觀音山木棧道」→寶藏巖觀音亭 →寶藏巖

聚落(信箱區、防空洞、柑仔店…等)→寶村菜園→寶藏巖的歷

史斷面 

2. 台北自來水博物館 → 消壓塔 → 反沖洗砂水池 → 觀音山蓄

水池 → 量水室 → 水光長廊 

3. 古亭河濱公園租借 Ubike→中正河濱公園→馬場町紀念公園→

華江雁鴨公園→延平河濱公園→大稻埕碼頭 

(三段路線可分次進行，也可以一次完成。) 

 

教材教

具 

1. 教師自製 PPT簡報 

2. 自來水園區中文版-全區導覽-地圖 

https://waterpark.water.gov.taipei/ 

 
3. 平板電腦(iPad) 

多元學

習成果

或預期

效益 

1. 學生透過資料蒐集、團體討論、合作學習、實際操作等方式，學

習規劃探索主題，培養與環境互動累積生活能力，與同儕一起探

索累積經驗，增加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 

2. 藉由走讀體驗了解文化資產保存與古蹟維護重要性；瞭解歷史建

築可在不同時空背景下產生轉換和新生。關愛生活環境、拓展對

家鄉土地的認識與情感認同，激發關懷、思考、研究及發展友善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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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的行動。 

3. 騎乘 Ubike低碳交通工具，以不同的視野親近河川，體驗在自然

環境中進行健康休閒活動，了解生長環境，觀察與感受對自然生

態之美，進而具備尊重生命及與大自然共存互好的素養。 

參考資

料 

1. 臺北也有地下水宮殿？一探水道水源地的設計與起源【獨立特派

員】 https://news.pts.org.tw/article/628913 

2. 飲水思源頭，台北好水探秘-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eTeFiACKYk 

3. 寶藏巖聚落-國家文化資產網

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overview/ 

4.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台北市文化局

https://culture.gov.taipei/cp.aspx?n=20994098C3459E18 

5. 角落台北 尋找寶藏巖 (公共電視 我們的島第 277集 

2004-10-2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QxVfwoDJvs 

 

圖文遊記內文(2000字以內) 

 

「唯有了解才會關心，唯有關心才會行動，唯有行動，生命才有希望。」 -- 

珍·古德（Jane Goodall ) 

 

河川為大地之母，淡水河與台北人生活息息相關，而忠孝國中是距離淡

水河最近的國中。我們和孩子一起響應「為淡水河做一件事」，帶領孩子走入

污水處理廠，期待成為「污水小尖兵」。此次我們以孩子的舊經驗尋往新店溪

溯源大稻埕水源地。從學校騎乘 Ubike出發進入延平河濱自行車道沿著淡水

河前行，到達華江雁鴨自然公園可欣賞遠道而來雁鴨及保育候鳥，自行車道

在華江橋之後便進入新店溪，經過馬場町紀念公園，舊稱「南機場」是日治

時期重要的軍事訓練場地。沿著茵茵河畔、對岸高樓林立，宛如身處「城市

綠洲」，一路到達公館。早從日據時代起，公館一帶就與「水」密不可分。早

期人們主要水源是河水或井水，衛生不佳以至流行病頻仍，日本殖民統治後

意識問題嚴重性，進行水利系統規劃，興建臺灣最早的自來水廠，供應全臺

北市用水。來到「台北自來水園區」跟隨著導覽人員，認識台北水源的歷史、

https://news.pts.org.tw/article/62891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eTeFiACKYk
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overview/
https://culture.gov.taipei/cp.aspx?n=20994098C3459E1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QxVfwoDJ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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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百年的地下水宮殿，走訪日治時期台北水道工程設施。 

 

「台北自來水園區」將"水"的故事連貫起歷史發展與生活的足跡，為探

索臺北市水源中樞。其中「臺北水道水源地」市定古蹟建築群包含唧筒室、

觀音山蓄水池、量水室、渾水抽水站等建築為古蹟本體。「臺北水源地唧筒室」

為現在自來水博物館，是放置抽水機的機房，其功能是將抽取來的新店溪原

水，經處理後加壓送至觀音山蓄水池，再流放至家戶管線。為臺灣自來水發

展史上最早期之建築物，主體外觀融合古希臘、羅馬及巴洛克等建築風格。

館內有抽水機組設備、液體啟動器、清水抽水機配電盤…等設備，可透過放

映室的影片瞭解水廠的歷史背景。觀音山蓄水池的功能為貯存經淨化後可飲

用之清水，銜接輸配水管、淨水場及配水池可供應當時大臺北地區 12萬人口

民生用水，對提升當時住民的壽命居功厥偉。蓄水池內保留百年管材，工匠

渡海來台參與臺北水道建設留下手跡。其導流牆柱列整齊壯觀，建築特色媲

美土耳其「地下水宮殿」，保留古蹟原始狀態兼具自來水歷史教育意義。園區

內也陳列因受 921地震擠而壓變形的台中豐原給水廠加壓站地下輸水管幹，

讓我們了解當時大地震可畏的力量及帶來的災害。 

 

小觀音山可能許多人沒聽過，因緊臨新店溪擁有豐富水資源，且為軍事

管制區，未大量開發保存完整的原生闊葉林相及自然生態體如藏身都市的原

始小森林。日據時代經威廉巴爾頓先生的建議，在觀音山麓設置淨水場及觀

音山蓄水池等設備。沿著「小觀音山生態登山步道」參觀淨水設備，沿途經

過反沖洗砂水池是台灣最早快濾操作淨水處理廠的附屬設施，消壓塔、管材

雕塑區、觀音山蓄水池等淨水設備與古蹟建築，以及砲陣地遺跡，增廣見聞。

小觀音山南麓寶藏巖寶因戰後榮民老兵、城鄉移民自力造屋漸漸成的違章建

築聚落，無法拆遷而形成人文特殊景觀，2006年《紐約時報》將該聚落納入

台北最具特色的景點之一，與全世界第六高樓台北 101大樓齊名。2011年由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公告登錄，「寶藏巖聚落」為台北市第一處聚落形態之「歷

史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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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汀洲路 200巷進入水源町公園，出現鐵軌舖面的意象，這是第一條走

進歷史的台鐵支線，解說牌上訴說萬新鐵路的過往，為運送經濟作物茶、米、

樟腦、木材等而興建。接著進入「小觀音山木棧道」尋寶步道，一座藏身城

市裡的天空步道，兼具防災滯洪、人文歷史及生態友善的親山步道，保留原

始生態地貌，穿梭茂盛樹林，經過香楠平台，繼續從山林間尋找寶藏巖。 

「寶藏巖」創建於清朝，因供奉觀音稱此地為觀音亭，已有 250多年歷

史，是閩南先民入墾臺北盆地南區的歷史見證。寶藏巖聚落依山而建，依河

發展，靜謐小山城蘊含聚落豐富的生命力！從日治時期是軍隊駐紮的水源重

地，戰後無處可去的軍人就在軍營旁自力造屋，沿山搭建的簡易房屋，一家

數口的生命就此落地生根，「暫時居所」逐漸蔓生違章聚落，成為老榮民大半

輩子的家。60 年代經濟起飛，大量鄉村移民湧入都市，城市邊緣的寶藏巖聚

落收容許多滿懷台北夢的異鄉客。居民組成多樣，每個人各自緣於不同的歷

史社會因素，帶著自己的故事來到寶藏巖。直到 90年代，都市美化成為整頓

市容的最佳口號，違建聚落面臨拆遷的危機，歷經拆除抗爭而幸運保留，同

時才轉型為國際藝術村。藝術村聚落與原有居民共存，見證台北城從日治時

期到戰後早期發展的低層人民生活痕跡。 

寶藏巖聚落猶如立體迷宮，入口處有做信箱牆體恤郵差送信不易；柑仔

店讓人勾起兒時回憶也是老榮民採買生活必需品的地方，防空洞不定時有展

覽，藝居共生的方式，讓山城的日子更新鮮。寶村柑仔店前的菜園提供居民

及對種菜有興趣的人體驗種菜之樂；豐富自然生態環境，讓昆蟲和鳥兒長年

棲息、菜園豐收，處處充滿驚喜。聚落的家庭電影院開播時，家家戶戶都會

拿一道菜出來共食。探索寶藏巖一起走訪這片充滿生機的家園，思考人與環

境該如何永續發展、找回與土地共生的感動。寶藏巖聚落自力造屋是大台北

地區目前碩果僅存的地景，紀錄城市現代化歷程， 認識寶藏巖文化背景時也

引導孩子重新思考家的意涵，從人文資訊到環境永續，我們一起探索聚落周

邊的日常環境，從水資源到食農體驗，一步步理解環境與生活的永續經營，

造友善環境的空間，創造人類與生物共生、共存、共榮的環境。 

 

臺北市 101 環教路線徵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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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 

 

照片 1說明: 寶藏巖聚落歷史斷面                                                  

 

照片 2說明: 寶藏巖聚落的家庭電影院開播時每月「一家一菜」共食活動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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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說明: 寶村柑仔店前的菜園提供居民及對種菜有興趣的人體驗種菜之樂                                                   

 

照片 4說明: 小觀音山尋寶步道各式解說牌適合學生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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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說明: 萬新鐵路遺跡                                                 

 

照片 6說明: 臺北自來水博物館展示的抽水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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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7說明:  變形的水管訴說 921的震撼                                                

 

照片 8說明: 草地下是觀音山蓄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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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9說明:  蓄水池內部-照片翻拍臺北自來水園區                                                 

 

照片 10說明: 早期為軍事管制區遺留碉堡砲陣地遺跡 

※請繳交繳交 6-10張照片及說明(活動、路線或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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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1 環教路線徵件 教案設計表 

課程主題 城南尋寶訪古蹟 設計者  

實施年級 8年級 課程時間  

實施類別 

單一領域融入 

▓跨領域融入 

（領域/科目：健體/綜合童軍） 

課程實施時

間 

領域/科目：  

校訂必修/選修 

團體活動時間 

▓彈性學習課程/時間 

總綱核心素養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J-C1 培養道德思辨與實踐能力，具備民主素養、法治觀念與環境意識，

並主動參與公益團體活動，關懷生命倫理議題與生態環境。 

領域/學

習重點 

核心

素養 

健體-J-C1 具備生活中有關運動與

健康的道德思辨與實踐能力及環境

意識，並主動參與公益團體活動，

關懷社會。 

綜-J-C1 探索人與環境的關係，規

劃、執行服務學習和戶外學習活

動，落實公民關懷並反思環境永續

的行動價值。 

環境

教育

議題 

核心

素養 

環 C1 能主動關注與環

境相關的公共議題，並

積極參與相關的社會活 

動，關懷自然生態與人

類永續發展。 

學習

表現 

健體 2c-Ⅳ-2 表現利他合群的態

度，與他人理性溝通與和諧互動。 

健體 2b-Ⅳ-2 樂於實踐健康促進

的生活型態。 

綜 2d-IV-2 欣賞多元的生活文

化，運用美學於日常生活中，展現

美感 

綜 3d-IV-1 探索、體驗個人與環境 

的關係，規劃並執行合宜的戶外活

動。                                                                      

學習

主題 

環境倫理 

永續發展 

學習

內容 

健體 Ca-Ⅳ-3 環保永續為基礎的

綠色生活型態。 

童 Db-IV-2 人文環境之美的欣 

實質

內涵 

環 J3經由環境美學與自

然文學了解自然環境的

倫理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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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維護與保護。 

童 Da-IV-2 人類與生活環境互 

動關係的理解，及永續發展策略的

實踐與省思。 

童 Dc-IV-1 戶外休閒活動中的 

環保策略與行動。 

環 J4 了解永續發展的 

意義（環境、社會與經

濟的均衡發展）與原則。 

教學活動 

設計目標 

1. 藉由走讀台北自來水園區，知道文化資產保存與古蹟維護重要性；瞭

解歷史建築可在不同時空背景下產生轉換和新生，關愛生活環境、思

考、研究及發展友善環境的行動。 

2. 透過感官體驗了解寶藏巖歷史文化、人文故事、社區建築及自然生態

開啟對四周人事物關注，激發對社區環境關懷愛護情懷，進而回饋社

區，發展友善環境的行動，體認永續發展重要性。 

3. 能規劃及安排適當戶外休閒活動與環境產生互動，認識社區環境累積

生活能力，對人與環境產生關懷，學習公民責任，尊重多元文化，愛

護自然資源，思考創造人與自然共生、共存、共榮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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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路線 

特色與規劃 

教學路線： 

1. 捷運公館站 1號出口→ 汀洲路三段 200巷 →水源町公園 →萬新鐵

路遺址 →「小觀音山木棧道」→寶藏巖觀音亭 →寶藏巖聚落(信箱

區、防空洞、柑仔店…等)→寶村菜園→寶藏巖的歷史斷面 

2. 台北自來水博物館 → 消壓塔 → 反沖洗砂水池 → 觀音山蓄水池 

→ 量水室 → 水光長廊 

3. 古亭河濱公園租借 Ubike→中正河濱公園→馬場町紀念公園→華江

雁鴨公園→延平河濱公園→大稻埕碼頭 

(三段路線可分次進行，也可以一次完成。) 

 

特色與規劃： 

「告訴我，我會忘記； 教導我，我只是記得；讓我深入其中，我便學會。」 

~ Benjamin Franklin 

1. 學習最佳場域就是生活周遭生活環境，當孩子們走進真實情境感受生

活的痕跡，學習說出自己的觀察和發現，找到屬於自己與地連結的感

動延伸對環境關心，經由「認知-瞭解-欣賞-保護」的過程，進行人與

環境生命感的互動。 

2. 符應 SDGs倡議的環保、社會、經濟三大主軸議題。拓展學生對於土地、

環境的認識與情感認同，讓學生對於自我、社會、環境有更多元更深

刻的關懷與行動能力。 

3. 藉由「跨域共創課程」，從在地出發，彼此合作、帶著孩子走出課堂，

讓孩子能對生活有感，學習將更有意義，共同實踐最「自然」的責任，

一起共生共好。 

4. 走讀是一本最豐富的教科書，利用台北便捷的交通網絡，自己有興趣

踏查主題如生態、建築、歷史或文化，從小範圍開始，由易而難、從

簡單到複雜，利用假日探索培養自主學習能力。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學習評量(表

現) 

一、 活動介紹與引起動機 

(一)播放臺北也有地下水宮殿？一探水道水源地的設計與起源

https://news.pts.org.tw/article/628913，補充說明臺

北最古老的蓄水池在公館，日據時代規劃完成。為台北最

 

5’ 

 

 

觀察評量-認真

觀賞影片 

口語評量-會具

體回答老師問

https://news.pts.org.tw/article/628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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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水源地，最遠供水至大稻埕 ，功成身退後成為台灣

第一座自來水博物館。 

(二)水源地位於小觀音山，南麓有個寶藏巖聚落，2006 年紐約

時報 The New York Times 曾將台北 101大樓與寶藏巖納入

台北最具特色的景點之一。 

(三)說明此次校外踏查以公館自來水園區及寶藏巖為主，請同

學蒐集資料，找出有興趣的主題，規劃路線完成成果報告，

和同學分享。 

 

 

 

5’ 

 

 

 

題 

 

 

 

二、活動流程與實施方式 

活動〈一〉  

地點： 社團教室 

活動主題：地下水宮殿-線上走讀台北自來水園區 

活動內容：線上走讀、分組討論、合作學習 

活動實施： 

1. 播放土耳其伊斯坦堡的地下宮殿，台北也市中心也隱藏著神秘的

百年地下水宮殿！ 

2. 提問 

(1)臺北為何建造地下水宮殿？ 

(2)臺北水道水源地的設計與歷史起源如何? 

(3)自來水的旅程 從原水到淨水要經過哪些關卡？ 

(4)蓄水池昔日風光翻頁 進入觀光、時尚新篇章 

3. 小組討論 

4. 分組發表、綜合討論及回饋 

 

活動〈二〉 

地點： 社團教室 

活動主題：時代迷宮-台北寶藏巖 

活動內容：線上走讀、分組討論、合作學習 

活動實施： 

1. 播放 角落台北 尋找寶藏巖-公共電視 我們的島第 277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QxVfwoDJvs，與自製教學

 

 

 

 

 

 

15’ 

 

 

10’ 

 

 

 

10’ 

5’ 

 

 

 

 

 

 

15’ 

 

 

 

 

 

 

觀察評量-認真

觀賞影片 

 

 

口語評量-會具

體回答老師問

題 

 

 

觀察評量-學生

能認真蒐集及

資料、討論 

 

 

 

 

 

觀察評量-認真

觀賞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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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介紹寶藏巖聚落。 

2. 提問 

(1)紐約時報 The New York Times 曾將台北 101大樓與寶藏巖納

入台北最具特色的景點。原因為何? 

(2)如今的寶藏巖聚落，藝術村、青年會所跟居民家園三者異居

共生，各式各樣的趣事發生在小小的山城聚落。藝術家在此

實驗創意，居民互相扶持；藝術跟生活，觀光與日常，究竟

產生怎樣的火光跟邂逅？。 

(3)如何規劃走讀路線 

3. 小組討論 

各小組以利用使用 iPad蒐集資料 

4. 分組發表 

請各組發表規劃走讀路線，綜合討論及回饋。 

 

活動〈三〉 

地點： 寶藏巖、自來水博物館 

活動主題：探索寶藏巖、走訪自來水園區、微笑河濱追落日 

活動內容：走讀、踏查 

活動實施： 

1. 水源町公園進入，介紹萬新鐵路遺址沿著「小觀音山木棧道」到

達寶藏巖觀音亭 。 

2. 探索寶藏巖-各組可依規畫主題路線參考路捷運公館站寶藏巖觀

音亭 →寶藏巖聚落(信箱區、防空洞、柑仔店…等) →寶村菜園

→寶藏巖的歷史斷面線進行踏查寶藏巖大小事。 

3. 走讀自來水博物館 

「臺北水道-觀音山蓄水池」由導覽人員帶領參觀(約 50分鐘)，

接下來請各組可依規畫主題踏查。 

4. 騎 Ubike 體察河濱公園生態環境。 ⭢ 中正、古亭河濱公園⭢馬

場町紀念公園⭢華江雁鴨公園⭢延平河濱公園⭢大稻埕碼頭沿河

濱。欣賞「城市中的綠地」的感覺，在華江雁鴨公園、馬場町紀

念公園、古亭河濱公園設置檢錄點，引導學生可以在檢錄點休

息、觀賞地景設施及適時記錄雁鴨及保育侯鳥並欣賞落日餘暉。 

 

 

10’ 

 

 

 

 

 

 

 

15’ 

 

5’ 

 

 

 

 

 

 

 

 

 

1.5小

時 

 

 

 

1.5小

時 

 

 

1小時 

 

 

 

口語評量-會具

體回答老師問

題 

 

 

觀察評量-學生

能認真蒐集及

資料、討論 

 

 

 

 

 

 

 

 

 

 

口語評量 

觀察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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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五〉 

地點： 社團教室 

活動主題：創意成果發表。 

活動內容：同學以分組方式，製作活動歷程以繪圖、PPT或微電影並

上台發表。 

活動實施： 

1. 同學 4人一組，彙整本次課程活動拍攝的照片或影音檔案。 

2. 小組同學討論並挑選所需的照片或影音素材，並撰寫文字

腳本(含景點生態的概述、維護現況和環境保護特色、心得

感想等)。 

3. 小組同學將素材和腳本透過影像編輯軟體，製作成影片檔

(MP4檔，長度以 3-5分鐘為限)，並需上傳到 Youtube平台

和透過臉書分享影片連結。 

4. 全體組員上台分享(6-8 分鐘為限)，並採各小組互評(書寫

報告小組的優點、特色)。 

5. 欣賞其他班級同學微電影作品，由老師做本活動總結。 

 

 

 

 

 

 

 

 

90分 

(2節

課) 

 

 

 

 

 

 

 

觀察評量 

口語評量 

實作評量 

 

 

三、活動安全注意事項 

1. 以活動時間為主要考量(含移動時間)，熟悉活動路線，且於課前

進行相關場地勘查與確認。 

2. 視範圍及場地，以小隊編組方式辦理並適當調整師生比。 

3. 視天候提醒學生穿著適合衣物(透氣衣服或外套、雨具等)，並攜

帶水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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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活動總結──心得分享與教師結語 

 

(一)讓孩子打開五感、帶著好奇走進真實情境感受生活的痕跡，感

受在地文化，也感受人和人互動情感，將感動留在心中。 

(二)從歷史的遺跡與新舊建築對話學會如何累積屬於城市的記憶，

夥伴們跨域設計課程，讓學生對土地更有感，共創 「生存、生

活、生態」 的「共好」環境。 

(三)走讀時專注著依學習單找答案常忽略更多事物。鼓勵孩子們自

己探索，引導他找合適方式來處理如查詢地圖、人際溝通、團

隊合作，一起來完成任務！當孩子們說出自己的觀察和發現，

即是改變的起點。 

(四)利用低碳運輸規劃綠色行程來趟城市輕旅行，愛護環境且對健

康有益的綠行動。輕鬆執行淨零綠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