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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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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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行動 

教學路線 地熱谷北投石自然保留區北投溫泉博物館北投圖書館

噴水池小銅鴨新北投車站。 

教材教具 1.富世國小走讀新北投學習單。 

多元學習

成果或預

期效益 

1. 學生能初步認識北投溫泉文化的特色與資源。 

2. 學生能暸解北投溫泉的在地故事。 

3. 學生能欣賞北投溫泉自然與人文之美。 

參考資料 

1. 臺北旅遊網/認識北投。網址：

https://www.travel.taipei/beitou/about 

2. 心聲 ‧ 新生-北投溫泉博物館再發現影片(13 分 14秒)，北

投溫泉博物館。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AVEKRO-lyk&t=16s 

3. 臺北市北投區公所/自然生態特色/地熱谷。網址： 

https://btdo.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 B154724 

D802DC488&sms=759A651A8E9BFAC0&s=83422 AB5F005D50D 

4.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自然保育網/北投石自然保留區。網

址：https://conservation.forest.gov.tw/0000130 

5. 北投溫泉博物館。網址：https://hotspringmuseum.taipei/ 

附件二 

https://www.travel.taipei/beitou/abou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AVEKRO-lyk&t=16s
https://btdo.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
https://conservation.forest.gov.tw/0000130
https://hotspringmuseum.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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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臺北市立圖書館/北投分館簡介。網址：

https://tpml.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 n=4F66F55F 

388033A7&s=8D29886CA91B88A4&sms=CFFFC938B352678A 

7. 文化部/國家文化記憶庫/雁鴨銅雕噴水池。網址： 

https://memory.culture.tw/Home/Detail?Id=622642&Index 

Code=Culture_Place 

8. 臺北市文化局/新北投車站。網址：

https://culture.gov.taipei/cp.aspx?n=8A525F479E319D08 

 

圖文遊記(氣候行動教學實施歷程)內文(2000字以內) 

遠方的友人－－花蓮縣富世國小師生要來拜訪了，剛好學校邀我導覽北投

溫泉文化風物、兼任分組活動帶隊老師，因此得以全程參與此次臺北市文化國

小、花蓮縣富世國小兩校的交流與交情。 

富世學子介紹他們校名「bsngan」太魯閣語的意思是「遇見、交會」之意，

因為「富世」位置剛好位於上山、下山的隘口處；山產、物資的貿易點；大山、

平原的交會帶。 

是呀！是呀！我們到太魯閣的造訪是「遇見」，他們到溫泉鄉的過訪也是

「遇見」，在浩瀚星河、茫茫大地中能夠「bsngan」，一定是有一條看不見的、

纏繫著的線，讓我們彼此能夠在此時此地「交會」一堂。 

 

相遇、相遇、相遇 

第一次與富世國小的相遇，是在 20211020，豐壤老師邀約偕行湖田國小

德魯固校際交流活動，走訪砂卡礑、感受山月村的雲霧與迴響，富世國小招待

我們以射箭、編織、足球、傳統建築與狩獵四項體驗課程。 

第二次與富世國小的相遇，是在 20221207，學校邀約偕行富藏文化遊太

魯、世外桃源砂卡礑校際交流，再訪砂卡礑、山月村，橫越布洛灣吊橋的絕壁

與深谷，富世國小再度熱情款待。 

第三次與富世國小的相遇，是在 20230330 這一天，富世國小回訪文化國

小。 

https://tpml.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
https://memory.culture.tw/Home/Detail?Id
https://culture.gov.taipei/cp.aspx?n=8A525F479E319D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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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交流、交流 

孔夫子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學校安排了本校光彩耀眼的三項分組體驗課程，邀請六年級學子與遠來的

小客人一起交流、一同悅樂。 

一是雙語互動課程，由 Elisa老師教授，主題是各式食物探討；一是飛鏢

擊射課程，由博夫老師指導，並進行遊戲化競賽；一是花式跳繩課程，由政廣

老師指導，並進行混合挑戰賽。 

 

探索、探索、故事，探索、故事、故事 

學校規劃的在地溫泉文化導覽活動，我們與富世師生從地熱谷漫天蒸氣的

青磺源頭出發，沿著蘊蓄北投石的北投溪一路而下，最後在七星公園新北投車

站告一段落。 

我們設計了一張走讀新北投學習單，用三個探索、三個故事，採用問題式

的選項讓富世學子想一想新北投獨特的價值是什麼？ 

第一個探索是地熱谷－－溫泉文化脈絡的源頭。為什麼地熱谷終年熱氣騰

騰、煙霧繚繞？因為這裡是溫度最燙的溫泉；為什麼只有這裡的溫泉稱為「青

磺」？因為高溫溶解的礦物最多，溫泉顏色最深；為什麼石蕊試紙一滴到溫泉

立刻變色？因為這裡的溫泉酸鹼度最酸；為什麼郁永河當年記錄到「水潺潺巉

石間，與石皆作藍靛色」？因為高溫的溪水蘊育了耐高溫、嗜強酸的溫泉紅藻；

為什麼只有地熱谷的溫泉才能孕育北投石？因為溫泉的成分獨特。 

第二個探索是北投石－－唯一以臺灣地名命名的礦物。為什麼研究者岡本

要八郎的底片老是莫名曝光？因為北投石含有微量的放射元素鐳；為什麼展示

的北投石很大顆，北投石礦物只有一點點？因為北投石是溫泉沉澱物，只有石

頭表面皮殼狀的小顆粒是北投石礦物。為什麼北投石自然保留區的罰則金額這

麼高？因為自然保留區須維持原始自然狀態，所以受到最嚴格保護。 

第一個故事是起死回生的溫泉博物館。這棟華麗的歐式建築物是西元 1913

年興建的北投公共浴場，日本戰敗後作為中山堂、招待所、民眾服務社、民防

指揮部、派出所等單位使用，而後無人聞問而荒廢。1994年北投國小師生鄉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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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發現荒廢的公共浴場，與熱心居民、文史工作者陳情連署，期望恢復往日

風華。1998年修復後落成，命名為北投溫泉博物館。 

第三個探索是北投圖書館。目前的北投圖書館在 2006 年落成，是臺灣第

一座綠建築圖書館。建築師按照北半球太陽東昇、偏南、西落的路徑，發現北

面日曬影響最小，所以建物興建成三角形，北側面積大，能收隔熱、通風、採

光、節能之多重功效。 

第二個故事是失而復得的噴水池小銅鴨故事。西元 1913 年設立北投公園

後，北投水道是臺灣第 11 個自來水系統，而後噴水池小銅鴨被人偷走，2013

年，文化國小幼一班學生發現小銅鴨不見了，寫信給臺北市郝龍斌市長請求協

助，之後市府商請雕刻家重塑一尊小銅鴨，讓它回到北投公園噴水池，再開心

地歡迎小銅鴨歸來。 

第三個故事是漂泊返鄉的新北投車站故事。西元 1916 年因應溫泉觀光增

設浴場線，新北投車站設站，而後 1988 年北淡線停駛，面臨拆除報廢命運。

1989年李重耀建築師說服臺灣民俗村施金山董事長收留新北投車站，臺北市政

府以象徵性 1 元賣給臺灣民俗村，車站拆遷至彰化。而後 2003 年在地居民、

文史工作室推動老車站返鄉運動。2013年日榮資產管理公司無償捐贈新北投車

站予臺北市政府，但修復費用達 2000萬元；2017年在七星公園重組竣工。 

 

下一次相會的種子 

校際交流隔天，504有一位代替六年級學長交流的庭語同學，分享獲贈的

種子串禮物。我看了一下，這個種子串價值不斐呀！小松花、銀葉樹、蘭嶼血

藤是本土種植物；關刀豆是綠肥植物；露兜樹、馬拉巴栗、小葉欖仁、小實孔

雀豆是園藝種植物；聖誕椰子、巴西橡膠是外來種植物。 

小小的一串種子，五彩繽紛、姿態多樣，不但匯聚了本地、外來的不同品

種，也串連了文化、富世的一段異地友情。 

看著學生愛不釋手的種子串。我想，種子的寓意也饒有意趣，小小的種子

有著最大的可能性，能萌生出纏繞攀行的蔓藤、挺拔直立的大樹、亭亭伸展的

喬木……。手中的種子串記錄著這一次相遇的因緣，或許也正埋下了下一次相

會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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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1 環教路線徵件活動 

照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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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說明: 在地熱谷淨手礦泉湯檢測溫泉酸鹼性。 

 

照片 2說明: 地熱谷參訪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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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說明: 文化國小迎賓。 

 

照片 4說明: 太魯閣語中的富世是指「相遇、交會」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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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說明: 煙霧繚繞的磺泉玉露。 

 

照片 6說明: 北投石是皮殼狀的結晶礦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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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7說明: 起死回生的北投溫泉博物館。 

 

照片 8說明: 最高等級綠建築認證的北投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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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9說明: 失而復得的噴水池小銅鴨。 

 

照片 10說明: 新北投車站身世坎坷。 



11 

 

臺北市 101 環教路線徵件 教案設計表 

課程主題 地熱谷 設計者 楊志文、徐愛婷 

實施年級 小學五、六年級 課程時間 105分鐘 

實施類別 

單一領域融入：自然科學領域 

□跨領域融入 

（領域/科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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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際交流回訪活動 

總綱核心素養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領域/學

習重點 

核心

素養 

自-E-A1 能運用五官，敏銳的觀察

周遭環境，保持好奇心、想像力持

續探索自然。 

環境

教育

議題 

核心

素養 

環 A1 能從人類發展與

環境負擔的平衡，思考

人類發展的意義與生活

品質的定義，建立合宜

的人生觀，探尋生命意

義 。 

學習

表現 

tc-Ⅲ-1 能就所蒐集的數據或資

料，進行簡單的記錄與分類，並依

據習得的知識，思考資料的正確性

及辨別他人資訊與事實的差異。 

ai-Ⅲ-1 透過科學探索了解現象發

生的原因或機制，滿足好奇心。 

學習

主題 
環境倫理 

學習

內容 

INg-Ⅲ-1 自然景觀和環境一旦被

改變或破壞，極難恢復。 

實質

內涵 

環 E1 參與戶外學習與

自然體驗，覺知自然環

境的美、平衡與完整性。 

教學活動 

設計目標 

1. 學生能認識到自然資源與人文史蹟十分珍貴，一旦被改變或破壞，是

所有世代的重大損失。 

2. 學生能在地熱谷周遭景點的探索與學習中，學會辨識相關景點的特

徵，並得知景點背後的故事或價值。 

3. 學生能透過地熱谷科學探索、溫泉文史導讀活動，瞭解北投溫泉文化

的特色，激發持續探索未知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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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路線 

特色與規劃 

一、路線特色 

1. 一座最高等級的綠建築－－臺北市立圖書館北投分館取得臺灣首件

鑽石級綠建築標章。 

2. 二顆近距離端詳的北投石－－地熱谷小舖與北投溫泉博物館展場是

唯二常態展出北投石的地點。 

3. 三場公民行動－－眾志成城的成功範例。讓溫博館重生、小銅鴨回

來、火車站回家的故事傳唱不停。 

4. 四個北投文史展館各有千秋－－北投溫泉博物館、北投圖書館、北

投水道系統、新北投車站。 

5. 無與倫比的沸泉－－地熱谷。溫度最燙的溫泉、顏色最深的溫泉、

酸鹼度最酸的溫泉、蘊育溫泉紅藻的源頭、孕育北投石的源頭。 

6. 六個在地景點一氣呵成、串聯一氣。步道 1 公里的短短距離，卻有

各具特色的六大景點，溫泉文化禮讚。 

二、教學規劃 

1. 校際交流的分享活動。20221207，文化國小前往花蓮富世國小校際

交流，受到熱忱款待；20230330這一天，富世國小回訪。除了二校

學子表演活動，學校安排了雙語體驗、飛鏢瞄射、花式跳繩等互動

課程，以及地熱谷溫泉文化的戶外導覽。環境資源是我們的寶物，

能夠讓遠來的小客人感知溫泉鄉的奧秘與魅力。 

2. 問題引導的探究活動。教學者設計了富世國小走讀新北投學習單，

帶領富世學子到景點前，進行觀察體驗或聆聽故事，接著讓學生在

學習單上填寫該景點的照片代號，圈選出該景點背後關鍵性的價值

或故事情節，讓學生更清楚北投溫泉鄉的寶藏。 

3. 埋下改變世界的種子。教學活動的焦點是北投國小師生讓北投公共

浴場風華再現、文化國小師生讓水道噴水池銅鴨喚回記憶、北投在

地居民與市政府齊心找回新北投車站的公民運動歷程，讓學子們知

曉自己是具有改變世界的力量的，有願就有力，藉由努力，我們可

以盡力讓世界變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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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地熱谷戶外教學地圖(底圖引用自谷歌地圖)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分) 

學習評量   

(表現) 

一、活動介紹與引起動機 

如果遠方的友人造訪北投，要如何介紹北投風土？北投有什麼

獨特的名產、迷人的風華呢？學校特地安排了地熱谷走讀活動，一

窺北投小鎮真實的樣貌。 

1. 觀察：影片欣賞。播放「心聲 ‧ 新生-北投溫泉博物館再

發現」影片，藉由北投溫泉博物館的重生，介紹北投四大名

產、北投石發現歷程、北投溫泉文化脈絡。 

2. 推論：從影片的介紹內容中，請說說看北投的命名來由是因

為地熱谷的溫泉？是因為凱達格蘭人的女巫？ 

3. 推論：教師介紹外北投、內北投、新北投、舊北投各個地名

的位置與關係，讓學生再討論一下北投的命名意涵是什麼。 

4. 傳達：請學生歸納一下，北投的四大特產有哪些？北投的特

色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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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呼應教學目標 3 

 

 

 

學生能對北投

溫泉文化脈絡

有所認識 

學生能熱烈討

論 

學生能得知北

投地命名意涵 

學生能說出北

投特色 

二、活動流程與實施方式 

活動〈一〉  

地點：地熱谷 

活動主題：戀戀地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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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應教學目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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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認識磺泉玉露－－地熱谷 

活動實施： 

1. 觀察：繞行地熱谷一圈，觀察溫泉露頭，池畔的硫磺、硫化鐵

等礦物。 

2. 分類：女巫石瀑景點有許多錦屏藤懸垂的絲線，請觀察後判斷

是植物的哪一種構造、功用為何？ 

3. 測量：用手掌觸摸淨手礦泉湯，感受青磺質感。再使用紅色、

藍色石蕊試紙，檢測青磺泉酸鹼性，完成學習單第 1題。 

 

活動〈二〉 

地點：地熱谷小舖、北投石自然保留區 

活動主題：看看北投石 

活動內容：認識北投石構造與生成環境 

活動實施： 

1. 觀察：北投石是青磺溫泉降溫時結晶沉澱的礦物，具有微量的

放射性鐳元素。近距離觀察皮殼狀小顆粒的北投石。 

2. 觀察：高溫、強酸的青磺溫泉流入北投溪內，生長著一種外表

藍綠色的溫泉紅藻，是能夠在極端環境下生活的特殊生物。 

3. 解釋資料：閱讀北投石自然保留區公告，搜尋一下採集北投石

的罰則為何？完成學習單第 2題。 

 

活動〈三〉 

地點： 北投溫泉博物館 

活動主題：逛逛溫博館 

活動內容：參訪北投公共浴場當年風華 

活動實施： 

1. 觀察：參觀北投溫泉博物館內的展覽區、公共浴場的器具，欣

賞溫博館百年風華。 

2. 分類：參觀館內告示，北投境內有各種不同顏色、不同泉質的

溫泉，請找出北投三種溫泉的三個源頭。 

3. 解釋資料：參觀溫博館展覽，找出倡議北投公共浴場再生的是

哪一所學校的師生？完成學習單第 3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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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四〉 

地點： 臺北市立圖書館北投分館 

活動主題：涼涼圖書館 

活動內容：瞭解北投圖書館隔熱降溫的措施 

活動實施： 

1. 觀察：北投圖書館的屋頂鋪設太陽能板，阻絕輻射熱又能發

電；種植草皮散熱；傾斜的屋頂又能收集雨水再利用，一舉多

得。 

2. 觀察：北投圖書館的建材大量使用木材，不容易導熱；結構善

用對流原理，讓空氣流通散熱。 

3. 推論：北投圖書館外型是三角形構造，為了減少太陽的輻射

熱，請問圖書館哪一側長度最大？完成學習單第 4題。 

 

活動〈五〉 

地點：北投公園雁鴨銅雕噴水池 

活動主題：念念小銅鴨 

活動內容：欣賞北投水道噴水池中的雁鴨銅雕故事 

活動實施： 

1. 觀察：學生觀察梔子花白色花冠、嗅聞清新香味。 

2. 推論：北投公園成立，噴水池的水源是由北投水道系統供水。

想一想：自來水的使用對現代社會的重要功能為何？ 

3. 傳達：噴水池小銅鴨不翼而飛讓在地人婉惜不已，而後是鄰近

哪所學校師生展開陳情協尋的呼籲？完成學習單第 5題。 

 

活動〈六〉 

地點： 新北投車站 

活動主題：來去火車站 

活動內容：瞭解新北投車站曲折的身世背景 

活動實施： 

1. 觀察：面對面觀看新北投車站屋頂的四個老虎窗，左三右一。

想想看：這樣的排列組合可能的原因為何？ 

2. 觀察：參觀新北投車站的常設展與特展，以及藍色平快車廂內

的舊日廣告展示，彷彿回到舊日時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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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傳達：北淡線鐵路廢線後，新北投車站面臨拆除報廢的命運，

後來臺北市政府將新北投車站賣給臺灣民俗村施金山先生，請

問這座檜木材質的車站價格多少元？完成學習單第 6題。 

 

站的故事 

三、活動安全注意事項 

1. 由斑馬線跨越馬路時，提醒學生確認左右無車輛時快步通

行。並由師長協助指揮學生行進。 

2. 步道中高低起伏的石階，提醒學生須加留意，勿推擠打鬧，

以免受傷。 

  

四、活動總結──心得分享與教師結語 

1. 傳達：自然資源與文化資產的價值需要大家共同保護。珍貴

的自然資源、文化資產往往具有代表性、特殊性、不可取代

性，一旦破壞了往往無法恢復，這是所有世代所共同擁有的

珍貴資產。 

2. 傳達：你認為北投最珍貴的資產是什麼？請說說理由。 

 

    ※楊志文心得分享 

從認知層面來說，在地的環境資源、鄉土的故事陳跡都是

這塊土地上的珍貴財產，需要大家一同珍視。在學校的安排之

下，讓這些珍貴襲產，進一步地可以視為禮物，帶給遠來的小

客人真實而具體的學習體驗，這真是一個創意教學的點子了！ 

從技能層面來看，運用簡單的學習單，讓學子記錄景點的

特徵，接著圈選出溫泉景點透露出的故事與價值。這些當場的

學習記錄，除了形成性的評量，也能在事後的整理或書寫時作

為旅遊素材，成為學子確實而清晰的參考資料。 

從情意層面來想，運用簡單的科學探索方式、蒐羅各地文

化史蹟故事，帶著開放的心靈走訪在地特色的景點與風物，能

帶來新奇的感受與感官的刺激，這樣的體驗也能激發學子探索

的好奇心，並且進一步地前去發現世界、探究未知。 

 

※徐愛婷心得分享 

有一首歌，特別適合住在北投小鎮的我們。當我們要歡迎 

遠道而來的朋友時，只要把鄧麗君「小城故事」這首歌，原歌 

 

5 

 

 

 

10 

呼應教學目標 1 

學生能瞭解珍

貴文物的價值

性 

 

學生能傳達出

北投珍貴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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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中的「小城」一詞改成「北投」即可。你聽…… 

「北投故事多，充滿喜和樂。若是你到北投來，收穫特別

多。 

看似一幅畫，聽像一首歌，人生境界真善美，這裏已包括。 

談的談，說的說，北投故事真不錯，請你的朋友一起來，

北投來做客。」 

沒錯！北投的故事特別多，這些真情、善意、美感的境教，

竟然不知不覺地瀰漫在行旅中的每個轉角、潺潺流水當中。這

份自導式走讀學習單還巧妙地將新北投一帶的人文故事與地景

風貌，濃縮在一張 A4 紙上。選擇題題目看似不容易，答案卻皆

是 3，考驗的不是孩子的記憶力，而是盼望孩子以愉快輕鬆的

心情，來聆聽、來領會新北投渾然天成的真心、善良、美意。 

我想，這條新北投環境教育路線適合文化國小、富世國小

的孩子；這份充滿故事、喜和樂的自導式學習單，也適合每一

位想認識、想探索新北投的旅人。 

歡迎大家一起來北投做客！ 

 

    ※回應評審委員的審查意見 

感謝評審委員青睞，在眾多方案中給予地熱谷方案極高的

肯定，並鼓舞以公民行動故事為切入點的環境教育價值性。 

評審委員在全面審視地熱谷教學方案後，提出了幾項切實

的建議，包括加入開放性的提問、每個景點內涵豐富但停留時

間匆促、增加參訪學校相關文史的連結等等，確實是提升本方

案的針砭藥石。 

本次地熱谷方案的活動緣起，是因為文化國小於 2022 年

12月 7日以校際交流為名拜訪花蓮縣富世國小；而後富世國小

師生禮尚往來地於 2023年 3月 30日回訪文化國小。 

富世國小預計在敝校停留時間僅一個下午。學校感謝之前

受到的熱忱款待，因此也積極地安排了六年級學子與富士學子

共同進行學習與交流活動。 

當天學校規劃了新北投導覽 40分鐘、相見歡 10分鐘、三

項分組活動(飛鏢競賽、花式跳繩、雙語課程)60分鐘、才藝表

演交流 20分鐘、送別 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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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富世國小走讀新北投學習單。 

 

 

附錄二、富世國小走讀新北投學習單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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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熱谷，景點【D】，選項【】。藍色石蕊試紙變紅色、紅色石蕊試紙不變

色。 

2. 北投石，景點【E】，選項【】。新臺幣 100萬元。 

3. 北投溫泉博物館，景點【A】，選項【】。北投國小。 

4. 北投圖書館，景點【B】，選項【】。北側。 

5. 小銅鴨，景點【F】，選項【】。文化國小幼一班。 

6. 新北投車站，景點【C】，選項【】。新臺幣 1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