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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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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南門走讀－彩虹森林與人文傳承的療癒綠洲 

作品

類別

(必填

/擇

一) 

國中組—自然生態類(主)兼歷史人文(副) 

教學

路線 

小南門捷運站 3 號出口→1.博愛路至臺北植物園博愛門入口→2.植物

名人園區→3.欽差行臺→4.腊葉植物標本館→5.民族植物區→6.荷花

池&文學植物區→7.南門町三二三&療癒庭園→小南門捷運站 3號入口 

教材

教具 

1. 走讀資料(含地圖)及學習單每人一份 

2. 環保垃圾袋(小)*6、外掃用夾子*6 

 

多元

學習

成果

或預

期效

益 

1. 孩子能在生活中注重「自然環境的療癒」及「人文傳承的思考」。 

2. 孩子能瞭解臺北植物園的自然生態景觀及歷史人文，並學會珍惜

愛護自然及歷史建築。 

3. 孩子能透過走讀，統整生活經驗，「以自然為師，療癒身心」，並

培養「愛護與珍惜在地鄉土的情懷」。 

4. 期望結合SDGS的第四項目標，其下的第七條：「確保所有的學子都

習得必要的知識與技能而可以促進永續發展」，讓孩子心中種下對

在地自然及文化的愛護與傳承的種子。 

 

 

參考

資料 

 

1. 臺北市學校環境教育中心網站 

https://ee.tp.edu.tw/(含網站內相關教案資料)  

2.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 

校 議題融入說明手冊》(國家教育研究院編，2020/10) 

3. 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 林業試驗所 臺北植物園網站 

https://tpbg.tfri.gov.tw/ 

 

https://ee.tp.edu.tw/
https://tpbg.tfri.gov.tw/


2 
 

4. 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 

5. 臺北市中正區公所網站 

  https://zzdo.gov.taipei/ 

圖 文 遊 記 內 文(2000 字以內) 

小南門走讀－彩虹森林與人文傳承的療癒綠洲 

中正區，為清代建立的臺北府城之地，發展時間早，故區內古蹟為全市之

冠，有總統府、監察院等國定古蹟，亦有水資源博物館、臺北酒廠(華山藝文)、

建國中學紅樓等市定古蹟，人文鼎盛。而區內的小南門捷運站鄰近呢？則是截

然不同瑰寶般的存在，那是城市中的綠洲，是臺灣第一座植物園，是備有植物

蒐集紀錄並進行科研、保育、展示及教育的場域。其佔地約 8.2公頃，偌大而

豐富的林木樹種，繁英繽紛，於 1895年傳承自然生態至今，區公所文獻︰「堪

稱本區之『肺臟』」，呼吸其間，彷彿逍遙於有彩色果實的「夢幻森林」，且再

遊於古樸的欽差行臺、典雅的腊葉館、轉型的南門町三二三間，正可享受大自

然及人文之披被，療癒身心。 

 

身為北市教師，除了想實踐「國文即生活」的理念，更想帶著孩子以環教

角度來認識在地鄉土。暑假，便擇日探索，途中，猶想上屆孩子的臺北 101之

旅，能自發落實環保行為，那新的導師班呢？期待。從小南門捷運站 3號出口

沿著博愛路，逕走即見斗大的隸書字體，知道植物園博愛門已至。入內，截然

不同的世界，高大健壯的杉樹矗立兩旁，震懾！突然想起四四南村旁因褐根病

而亡的村樹，愛樹之心油然再生。 

 

原產亞馬遜河的金鳥赫蕉正值花期，纍纍分明的黃、紅二色，在「植物名

人園區」外倒垂，陽光灑來，閃爍逼人。而名人們的汗馬功勞，讓植物分類學

更具科學系統，臺灣，從西方探索時代迄今，至少已有四千多個分類群，無論

https://zh.wikipedia.org/
https://zzdo.gov.taipei/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C%E9%A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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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田代安定的石斑木、厄內斯特·亨利·威爾遜的烏來杜鵑、金平亮三的牛樟、

佐佐木舜一的蘭嶼法式薑，還是早田文藏的冇樟等，會讓孩子分組一學，記錄

植物的美及特色，遙想那名人奉獻的熱忱與精神，莘莘學子值得效法。 

走出，穿越椰林大道；休憩，於欖仁廣場，其上葉蔭蔽天，遮擋酷暑，有

民眾乘涼其下，好不快哉。旁有一吸睛大樹，原來是粗皮桉，觀賞之時，嘖嘖

稱嘆，如此七彩，美不勝收；再有一旁，鸚黃赫蕉已翩然起舞，只差「格格價

飛」了。其實，徜徉自然之中，如廣場地上石板：「真值得停歇腳步看看它的

美。」而前方欽差行臺，是臺灣唯一僅存的清領閩南式官署建築，在歷經時代

變遷及各種考驗後，猶能保存，是文化永續的明證。只可惜，現場還在修整中

(近期即將開放)，只能由板縫中窺見護衛官衙的彩繪武門神，等孩子來，我還

想向他們介紹文門神、照壁、椒圖、泥塑、剪黏等精彩的藝術保存呢！ 

 

標本，是時間的凝結，更是土地的記憶。紅磚式典雅建築，始於 1924年，

正是臺灣首座專為貯藏植物腊葉標本而興建的場館。館內有親切的志工：「那

邊有書籍，如介紹佛里神父的生平或《採集人的野帳》漫畫，您可以坐在椅子

上慢慢看」、「您知道這個館重新修復，終於在 2017 年開放，有關製作標本的

影片及科技互動都可以學習喔」。於是，沉浸美好許久……看到遠自 1852 年

「西方來臺探索時期」W.J.Hooker的通脫木標本紀錄、「日治調查時期」川上

瀧彌有用植物調查計畫、「國民政府時期」林業試驗所等的研究，還有「植物

學名裡的臺灣古地名」、「臺灣森林植被帶」等介紹看板，最驚豔的是，1911年

早田文藏在阿里山所採集的臺灣杉標本，這冰河時期遺留下的古老樹種，就正

在我眼前！我心想，若讓孩子發揮「自動好」的素養，分組探索館內各區域，

相信定能發現更多自然環境的密碼、探險家傳奇的人生！ 

 

往「民族植物區」途中，遇見了早花百子蓮盛開，那雅緻的淡紫，著實使

人夢縈，看到工作人員辛勤整理「臺灣原生植物展示區」，才能看見蘭嶼小鞘

蕊的串串盛開，地面上，印花的白磚不知是哪位藝術家之手，那細葉卷丹、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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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油杉、羅山腹水草的彩描皆栩栩如生，令人魂牽神往。轉看泰雅族運用植物

的生活智慧，苧麻莖部外皮織就服飾、天然肥皂及獵捕飛鼠的無患子果實、竹

槍子彈用通脫木髓心、綠豆湯配食茱萸嫩葉、食鹽替代品用羅氏鹽膚木果實、

號稱全身寶的月桃，甚至巫師會口嚼石菖蒲地下莖，以驅走邪靈或疾病等等，

不勝枚舉，植物即生活，處處皆是自然寶庫。 

 

    沿路走著，薑區正盛開著五顏六色的花，如寶石般璀璨，心下真是雀躍極

了，遂漫步至……眼前一大片綠荷，那清新，那淡雅，那亭亭淨植的妍，實在

使人心朗憂散，荷花之美目不暇給，遂在荷花廣場待了許久卻流連忘返啊。後

繞側道緩向「文學植物區」，經一木橋時，聽前方有祖孫二人，祖母對孫說要

帶他去看楊梅樹，有她以前的回憶喔。我心嚮神往，疾步邁前，踏入，植物區

被各式樹種圍繞著，楸、蒲葵、楓香、華山松、麵包樹、山黃梔等，自成一天

地，真的很適合一邊咀嚼文學哲思，一邊享受「綠園」的寧靜。 

 

    再轉彎出，踅一藤之走道，便見那南門町三二三，那枯山水庭園禪境十足，

似見山野樵夫或出世文人的住所，但今之所見，滿是熱鬧，多人進出日式木房，

只見人人歡喜，恐被這靜謐氛圍所染，人之心都平實而舒坦了吧！此屋文化意

涵甚多，內有展示國際小米的介紹及植物園考古之遺址，閱之增廣見聞。末，

走至一旁的療癒庭園，那眼吸飽了綠，那耳動聽了聲，那鼻嗅足了香，心至此

而釋然全解，霪雨正霏霏，水氣結合土地及森林，身形放鬆而心平靜，此趟不

虛，願孩子之後一同享受這自然賦予的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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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1 環教路線徵件活動  照片說明 

 
照片 1 說明: 這環教路線圖，改編自臺北植物園網站地圖，願之後參訪，孩子能健康 

             走讀，療癒身心，徜徉在自然及人文的魅力中 

 

照片 2 說明 : 入門即見兩排矗立的參天衫樹，震懾人心，彷彿置身森林般 



6 
 

臺北市 101 環教路線徵件活動  照片說明 

 

照片 3 說明: 首站至「植物名人園區」，此區紀念十九位名人，上圖是島田彌市相關  

             命名的植物，期許孩子了解名人事蹟及植物特色，興許可以學習效法之 

  

照片 4 說明: 二站欽差行臺目前在整護中，但仍可窺見彩繪武門神威武非凡的神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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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1 環教路線徵件活動  照片說明 

  

照片 5 說明: 紅磚的腊葉館於 2017年修復完成，展示著植物標本，每件都有 

           豐富的故事可以述說，且運用科技的教學影音也引人入勝 

   

照片 6 說明: 泰雅族人運用白茅搭建茅草屋頂，較五節芒來得好用，這實用的植物生 

             活智慧還有許多例子 (於「民族植物區」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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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1 環教路線徵件活動  照片說明 

 

照片 7 說明: 蓮葉何田田，一枝獨秀的美及清香，總讓人心曠神怡，感受自然的芬芳 

 

照片8 說明: 綠意盎然的「森林」中，聽到阿嬤說要帶孫子去看「文學植物區」中 

              的楊梅樹，後來才知道是黃娟女士的大作《楊梅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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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1 環教路線徵件活動  照片說明 

 

照片 9 說明: 古樸寧靜的南門町三二三，今日造訪多位遊客，增添了熱鬧活潑的氣 

              氛，想孩子來時，願也能如此，而後面的禪花園，是靜心的好所在 

 

照片10說明: 療癒庭園一隅，宛如綠洲仙境，在此休憩，享受人與自然的融合 

※請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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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南門走讀— 

彩虹森林與人文傳承 

的療癒綠洲 

設計者 董家興 

實施年級 國八 課程時間 
共4小時20分 

(一周後50分圖文口頭發表) 

實施類別 
■跨領域融入 ( 語文/國語文；

自然科學；社會/歷史；綜合/童軍） 

課程 

實施時間 
■彈性學習課程 

總綱 

核心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        

 

 

 

 

 

 

 

 

 

領域/學習 

重點 

 

 

 

 

 

 

 

 

 

 

 

 

 

 

 

 

 

 

 

 

 

核心

素養 

 

 

 

 

 

國-J-B3 具備欣賞文

學與相關藝術的能

力，並培養創作的興

趣，透過對文本的反

思與分享，印證生活

經驗，提升審美判斷

力。 

 

自-J-B3 透過欣賞山

川大地，體驗自然與

生命之美。 

 

社 -J-B3 欣賞不同

時空環境下形塑的

自然、族群與文化之

美，增進生活的豐富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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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環境

永續的行動價值。 

 

 

 

 

 

 

 

 

 

環境教 

育議題 

 

 

 

 

 

 

 

 

 

 

 

 

 

 

 

 

 

 

 

 

 

核心

素養 

 

 

 

 

環B3 

能欣賞、創作與環境

相關的藝術與文化，

體會自然環境與人

造環境之美，豐富美

感體驗。 

 

 

環C1 

能主動關注與環境相

關的公共議題，關懷

自然生態與人類永續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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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學習

內容 

 

 

 

 

(國)2-IV-1分享自身

經驗 

(國)5-IV-6運用科技

工具，擴充閱讀視野 

 

(自 )an-IV-3體察到

不同性別、背景、族

群科學家們具有堅

毅、嚴謹和講求邏輯

的特質，也具有好奇

心、求知慾和想像

力。 

 

(社 )2a-IV-2發展本

土意識與在地關懷 

(社 )2c-IV-3欣賞並

願意維護自然與人

文之美 

 

(綜 )2b-IV-2體會參

與團體活動的歷程 

(綜 )2d-IV-2欣賞多

元的生活文化 

 

(國 )Cc-IV-1各類文

本中的藝術、信仰、

思想等文化內涵 

 

(自)Ma-IV-2保育工

作所有的公民都有

權利及義務，共同研

究、監控及維護生物

多樣性。 

(自)Mb-IV-2科學史

 

 

 

 

 

 

 

 

 

 

 

 

 

 

 

 

環境教

育議題 

 

 

 

 

 

 

 

 

 

 

 

 

 

 

 

 

 

 

 

 

 

 

 

學習

主題 

 

 

 

 

 

 

 

 

 

 

 

 

 

 

 

 

實質 

內涵 

 

 

 

 

 

 

 

 

 

 

 

 

 

 

環境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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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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

內容 

 

 

 

上重要發現的過程，

以及不同性別、背

景、族群者於其中的

貢獻。 

 

(歷)D-IV-2從主題B

或C或E或F挑選規劃

與執行歷史踏查 

 

(童 )Aa-IV-2小隊制

度的分工、團隊合作

與團體動力的提升 

(童)Db-IV-2人文環

境之美的欣賞、維護

與保護 

(童 )Dc-IV-1戶外休

閒活動中的環保行

動 

 

 

 

 

 

 

 

 

 

 

 

 

 

 

 

 

 

 

 

 

教學活動 

設計目標 

 

 

 

 

 

 

 

一、設計理念 

(一)戶外走讀的環教素養 

環境教育不僅是校園中需要進行，走出校外更可結合生活經驗

養成良好素養，如路上環教，可以隨時注意地上垃圾，也許還可以隨

手做環保，這力行實踐，絕非口號而已。 

(二)自然環境的生命療癒 

    臺北植物園，處處皆美，有落英，有綠象，有人文，透過五感，

或文學，或民族，體現了植物及自然界對人生命的療癒。「天地與我

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興許可以在城市，尤其是中正區的綠洲中，

沉澱心靈。學子在校多有課業壓力，若面臨國九有會考魔王，若能

協助孩子自主發現，喜愛自然所帶來的美好，為其排憂解悶，舒緩

疲憊，身為師長也算圓滿。 

(三)人文古蹟的傳承轉型 

由苗圃而生的園區，1921年正式更名為「臺北植物園」，歷經百

年文史變遷，除了是重要的考古遺址(地底下挖掘出不同時期文化遺

物)，更有清領末期的「欽差行臺」、日本時期的「腊葉館」、「南門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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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活動 

 設計目標 

 

 

 

 

 

 

 

三二三」屹立於今。欽差行臺修復閉館多次，最嚴重的時期「大堂屋

頂破漏可望見天際，屋內燈飾墜地，柱子腐蝕，山牆破損」，至今仍

維護中，可見古蹟保存不易。腊葉館修復亦久，所幸2017年得以重

新開幕，以見證及傳承臺灣植物研究史。南門町三二三本已荒廢為人

淡忘，後恢復其舊有日式建築的樣貌，轉型為展示館，讓學子得以一

窺人文永續之風華。 

(四)簡易可行的實施方式 

    設計讓師長及孩子都能在便利的交通及安全的環境下走讀，是一

件重要的事。此地交通方便，且環教路線地點集中，故無論在時間的

規劃上，甚至金錢的花費上，都不太需要耗損過多心力。加上此設計

可以因材施教，選擇教學的彈性，又寓教於樂，重視教學的趣味及孩

子的觀察思考，故在實施上是簡易可行的。 

二、學習目標 

(一) 讓孩子學習在生活中愛護自然及人文傳承的思考。 

(二) 明瞭整座臺北植物園帶來身心放鬆、消除疲憊及寓教於樂的意義。 

(三) 瞭解欽差行臺、腊葉館、南門町三二三的歷史人文、建築及其轉

型後的永續價值，並珍惜與愛護之。 

(四) 孩子能透過走讀，統整生活經驗，「以自然為師，療癒身心」，並

培養「愛護與珍惜在地鄉土的情懷」。 

 

 

 

 

 

 

教學路線 

特色與規劃 

 

 

 

 

 

 

 

一、路線特色 

(一) 具有環教意義：讓孩子學習感受自然及人文環境的療癒效果及轉

型永續傳承。 

(二) 實踐環保觀念：孩子能確實珍惜及維護生態及人文環境。 

(三) 學習豐富多元：除了了解自然環境及植物等帶來的療癒效果及教

育意義外，歷史人文如清 日建築藝術、文化傳承等亦能學習。 

(四) 提升生活素養：讓孩子了解行萬里路與讀萬卷書一樣有價值，可

以多從生活經驗中觀察及學習。 

(五) 交通及地點便利：搭捷運到小南門捷運站，下車步行5分鐘內即

可到達。且走讀的地點集中，規劃時間非常適合。 

(六) 安全及基本花費：走讀地點相當安全，均會安排師長及導覽人員

陪同。另外臺北植物園不需門票，可盡情享受學習。 

(七) 寓教於樂的彈性：孩子透過師長以故事及導覽性的講解，然後思

考答案，富樂趣及教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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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路線 

特色與規劃 

 

 

二、路線規劃 

小南門捷運站3號出口→1.博愛路至植物園博愛門→臺北植物園

→2.植物名人園區→3.欽差行臺→4.腊葉植物標本館(館史區→植物資

源探索區→植物分類研究書籍展示區→新種發現故事區→植物調查與有用植物區→科技探索與

植物演化樹區→分類學家辦公室與影音區→臺灣森林植被帶區→植物學名裡的臺灣古地名區→

標本展示及製作流程區→教學座位區)→5.民族植物區→6.荷花池&文學植物

區→7.南門町三二三(關守石介紹→國際小米年傳統穀類與部落文化展覽→臺北植物園

歷史漫步考古遺址介紹) &療癒庭園→小南門捷運站3號入口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學習表現 

一、活動介紹與引起動機 

 

（一）小南門走讀 

1.地點 

(1) 老師展示「走讀路線圖」，指著小南門捷運站，並問孩子

看看跟小南門有關的地點？ 

(2) 老師說明我們要參觀臺北植物園幾個區域的植物及欽差

行臺、腊葉植物標本館、南門町三二三等建築，並期待孩

子在走讀中能放鬆及療癒身心，感受自然與人文傳承的美

好。 

 

2.名稱 

(1) 老師詢問孩子對臺北植物園的印象？ 

(2) 老師先說明臺北植物園於1895年就有了歷史，當時是臺

灣總督府殖產課為瞭解臺灣樹木性狀及配合造林需要而

研議成立苗圃，是臺灣第一座植物園，而如今園區內之建

築與植物種類已遠超過以往盛況，蒐羅之植物多達約

2000種，入內彷彿進入小巧多彩的森林。另外，老師繼續

說明中正區其實是為清代建立的臺北府城之地，發展時間

早，故區內古蹟為全市之冠，但大型綠地之少，故植物園

顯得特別重要，有「區之肺臟」之稱，亦是「城市之綠洲」，

以故，是很重要的自然環教場域。 

(3) 老師詢問孩子為何要愛鄉愛土，傳承自然及文化資產，關

懷在地發展呢？ 

 15分 (國)2-IV-1

分享自身經

驗 

( 社 )2a-IV-2

發展本土意

識與在地關

懷 

(綜) 2d-IV-2

欣賞多元的

生活文化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7%B8%BD%E7%9D%A3%E5%BA%9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7%B8%BD%E7%9D%A3%E5%BA%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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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學習表現 

(4) 老師說明在地居民生於斯長於斯，關心生活周遭的環境是

很重要的，且清 日建築保留當時的歷史人文特色，可以

讓我們欣賞臺灣不同時期文化的風貌及此地的歷史變遷。

另外，「自然環境佳」的地方有如森林或綠洲，恰足以讓

人紓解疲勞，而多關注在地發展當然也是愛鄉的表現，希

望孩子感受及了解。 

 

（二）小南門—臺北植物園特色 

1.校外教學說明 

    老師告訴孩子這次要進行走讀式及環教式的校外教學，請

孩子仔細的觀察，看看此地區有哪些特殊的或自己喜愛被吸引

的植物？走讀過程是否有放鬆身心，或被自然療癒呢？以及看

到哪些歷史古蹟及人文傳承的環境？ 

2.自然薈萃人文 

    老師說明植物園有各主題植物區域：名人、生肖、佛教、

文學、民生、民族、裸子、雙子葉、昆蟲、溫室、多肉、草澤

溼地、水生、蕨類、竹、薑、棕櫚、薔薇、豆、殼斗、桑、榆、

茜草、天南星、籐本、樟、荷花池、澳洲、臺灣原生植物等，

且欽差行臺、腊葉植物標本館、南門町三二三等古蹟亦在園區

內，是自然中孕育了歷史人文，環境中充滿了學習與哲理。 

3.「小南門走讀」路線圖及學習單 

    老師發給孩子走讀路線圖，詢問孩子有沒有辦法找出臺北

植物園、欽差行臺、腊葉植物標本館、南門町三二三有哪些特

色，其分別認為是什麼樣的場所呢？ 

  

 

二、活動流程與實施方式 

活動 ( 一 ) 走讀環保行 

1. 地點：小南門捷運站3號出口、博愛路至植物園博愛門、

臺北植物園(除了腊葉標本館內及南門町三二三內) 

2. 活動主題：環保小尖兵 

3. 活動內容：邀請孩子主動做環保，增進環保意識。 

4. 活動實施： 

 

 

 10分 

 

 

( 綜 )2b-IV-2

體會參與團

體活動的歷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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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學習表現 

(1) 出發前，說明環保小尖兵的概念(隨時注意環境)，在學校將

孩子分成六組，給予每組一個垃圾袋及一支外掃用夾子，

也請每個人帶著自己的清潔手套。 

(2) 請孩子在「人行道」、「臺北植物園」看到垃圾，即可以順

道在注意安全的狀態下，協助整理衛生環境。 

(3) 老師詢問孩子為何要愛護環境呢？與同學一起合作時要注

意什麼呢？ 

(4) 老師說明「隨手做環保，環境真正好」；協助社區環境，也

許會有成就感。也可以增進團體合作時的經驗。 

 

活動 ( 二 ) 熱忱的貢獻者—植物名人園區 

1. 地點：植物名人園區 

2. 活動主題：認識「植物名人園區」是為了表彰植物分類學

家為臺灣植物研究立下的功勞，在本區展示臺灣分類學

上重要的研究人員與紀念植物，讓學子瞭解到他們為植

物學奉獻一生的熱忱。 

3. 活動內容：結合「植物名人園區」資源特色，透過師長及

導覽人員導覽、閱讀文字板的體驗等，引導孩子主動學習。 

4. 活動實施： 

(1) 老師先簡要介紹此處有田代安定（1857-1928）、

早田文藏（1874-1934）、厄內斯特·亨利·威爾遜

(1876-1930)、金平亮三（1882-1948）、島田彌市

（1884-1971）、佐佐木舜一（1888-1960）、林渭

訪（1896-1974）、正宗嚴敬 (1899-1993）、初島

住彥（1906-2008）、王仁禮（1908-1988）、鈴木

時夫 (1911-1978)、劉業經（1917-1991）、胡大維

（ 1921-2005）、柳榗（ 1926-1992）、徐國士

（1941-2023）、張惠珠、張慶恩、小山鐵夫、呂

勝由共19位名人。 

(2) 老師預期在學校教室先將孩子分六個學習環保小

組，每組孩子查詢不同名人資料→接著在現場讓

每組孩子自主欣賞名人所配對的植物 (如厄內斯特  

 

 

 

 

 

 

 

 

 

 

 20分 

 

 

 

 

 

 

 

 

 

 

( 自 )an-IV-3

體察到不同

性別、背景、

族群科學家

們具有堅毅、

嚴謹和講求

邏輯的特質，

也具有好奇

心、求知慾和

想像力。 

( 社 )2c-IV-3

欣賞並願意

維護自然之

美 

(綜)2b-IV-2體

會參與團體活

動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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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學習表現 

亨利·威爾遜的烏來杜鵑等 )→紀錄植物的特色及

欣賞植物的美→體會植物名人所帶來的學習熱忱

及貢獻→回校內再做分享。老師補充說明了解及

傳承在地自然環境及人文歷史是很重要的，也正

是明白過去，才能有機會永續未來。  

6. 小小說明(依文章順序，節錄出生前六位名人的簡介)： 

(1) 田代安定：曾任臺灣總督府技師。臺灣植物研究先驅。 

(2) 早田文藏：為「臺灣植物界的奠基之父」。「從1900至1921

年，臺灣植物是他的研究焦點」。 

(3) 厄內斯特·亨利·威爾遜：英國植物採集家。曾用12年

時間深入中國西部，採集了4500種植物標本，並將上千

種植物種子帶回西方。1918年展開為期六個月的臺灣山

林探險，還登上玉山頂峰。 

(4) 金平亮三：臺灣總督府 中央研究所 林業部部長，對臺

灣林業產業與研究奠下基礎。 

(5) 島田彌市：因其師川上瀧彌之關係來臺，任臺灣總督府 

農業試驗所勤務。1928年兼任新竹州 農事試驗場長，其

間引進新種木麻黃，對防風與提高農作物產量有很大幫

助。 

(6) 佐佐木舜一：在臺灣三十餘年，標本採集數為日籍學者

中最豐富者。 

 

活動 ( 三 ) 臺北府城的迎賓館—欽差行臺  

1. 地點：欽差行臺 

2. 活動主題：認識欽差行臺是臺灣唯一僅存的清領時期閩南

式官署建築，並了解其建築藝術特色及被保存的價值。 

3. 活動內容：結合欽差行臺資源特色，透過導覽人員及師長

解說，引導孩子觀察詢問，並主動學習。 

4. 活動實施： 

(1) 老師說明欽差行臺是清治時期原建於臺北府城的迎賓館

(1892-1894)，曾作為臺灣總督府使用(1895-1919)，後

部分拆遷至臺北植物園作林業館之用。 

 

 

 

 

 

 

 

 

 

 

 

 

 

 

 

 

 

 

 

 

 

 

 30分 

 

 

 

 

 

 

 

 

 

 

 

 

 

 

 

 

 

 

 

 

 

 

 

(國 )2-IV-1分

享自身經驗 

(社)2a-IV-2發

展本土意識與

在地關懷 

(社)2c-IV-3欣

賞願意維護人

文之美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7%B8%BD%E7%9D%A3%E5%BA%9C%E4%B8%AD%E5%A4%AE%E7%A0%94%E7%A9%B6%E6%89%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1%8C%E6%94%BF%E9%99%A2%E8%BE%B2%E6%A5%AD%E5%A7%94%E5%93%A1%E6%9C%83%E6%9E%97%E6%A5%AD%E8%A9%A6%E9%A9%97%E6%89%80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F%B0%E7%81%A3%E6%9E%97%E6%A5%AD&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F%B0%E7%81%A3%E6%9E%97%E6%A5%AD&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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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學習表現 

(2) 老師請孩子用心聽導覽人員的解說，尤其是古蹟的建築

美學如護衛官衙的武門神、象徵「榮華、富貴、加冠、晉

祿」的文門神、反光辟邪用的照壁、象徵椒圖的捲螺紋石

鼓、甚至屋脊的泥塑、花草剪黏都有故事。 

(3) 老師請孩子看看在自然懷抱中的古蹟，並靜心學習。問孩

子為何古蹟沒有被拆除，還要保存下來呢？請孩子思考。 

5. 小小說明(依文章順序)： 

(1) 臺北府城：是臺灣在清治時代後期於臺北 大稻埕與艋舺

兩地之間所構築的城廓。 

(2) 臺灣總督府：是臺灣 日本時期的最高統治機關，設於

1895年，首長為臺灣總督。其組織特色為「總督專制」，

由臺灣總督總攬行政、立法、司法、軍事等大權。 

(3) 照壁：影壁，古稱蕭牆，是中國傳統建築中用於遮擋視線

的牆壁。受古代中國文化影響， 越南、沖繩部分建築也能

看到影壁。 

(4) 椒圖：龍生九子之一，形狀像螺蚌，性格好閉、好僻靜，

鋪首銜環為其形象。 

(5) 剪黏：為流行於中國 福建南部、廣東東南部潮 汕地區、

臺灣和越南等地區的一種傳統建築裝飾工藝，以顏色鮮

艷、胎薄質脆的彩瓷器（如碗、盤、壺等）為原材料，將

其剪、敲、磨成形狀大小不一的細小瓷片，進而貼雕人物、

動物、花卉和山水等。 

 

活動 ( 四 )植物調查的發祥地—腊葉植物標本館 

1. 地點：腊葉植物標本館 

2. 活動主題：認識腊葉植物標本館是臺灣第一座專為貯藏植

物腊葉標本而興建之標本館，並了解其館藏特色及被保

存的價值。 

3. 活動內容：結合腊葉植物標本館資源特色，透過導覽人員

及師長解說，引導孩子觀察詢問，並主動學習。 

4. 活動實施： 

 

 

 

 

 

 

 

 

 

 

 

 

 

 

 

 

 

 

 

 

 

 

 

 

 40分 

 

 

 

 

 

 

 

 

 

 

 

 

 

 

 

 

 

 

 

 

 

 

 

(國 )5-IV-6運

用科技工具，

擴充閱讀視野 

(自)an-IV-3體

察到不同性

別、背景、族群

科學家們具有

堅毅、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4%92%E5%9B%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6%B8%85%E6%B2%BB%E6%99%82%E6%9C%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C%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7%A8%BB%E5%9F%9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9%8B%E8%88%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9%8B%E8%88%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8E%E9%83%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6%97%A5%E6%B2%BB%E6%99%82%E6%9C%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4%BF%E5%BA%9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7%B8%BD%E7%9D%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88%E5%88%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1%8C%E6%94%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B%8B%E6%B3%9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8%E6%B3%9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B%8D%E4%BA%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E5%82%B3%E7%B5%B1%E5%BB%BA%E7%AF%89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A7%86%E7%BA%BF&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A7%86%E7%BA%BF&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2%99%E5%A3%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6%8A%E5%8D%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4%92%E5%9B%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E%99%E7%94%9F%E4%B9%9D%E5%AD%90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9E%BA%E8%9A%8C&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3%BA%E9%A6%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BB%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4%B8%9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D%AE%E6%B1%9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6%B9%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6%8A%E5%8D%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3%B7%E5%99%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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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學習表現 

(1) 老師說明此館於1924年興建，原為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

所 林業部 腊葉館」。是日本初期為開發臺灣森林資源，計

畫性從事「臺灣植物調查事業」，野外採集的植物乾燥製成

「腊葉標本」保存，以供鑑定植物種類所用。請孩子依學

習小組自主聆聽及觀摩學習。 

(2) 自主學習部分有幾個區域，如館史及植物資源探索區看

板：「西方來台探索時期(1854-1895)」(介紹W.J.Hooker1852年首

次命名發表的臺灣植物通脫木及R.Fortune1854年途經淡水在海邊紀錄的植物通脫木

及臺灣百合等)→「日治調查時期(1895-1945)」(介紹較前期新增約

1600餘種植物，也是系統科學化研究的黃金期，出版如《臺灣植物誌》、《臺灣植物圖

譜》、《臺灣樹木誌》、《臺灣植物名彙》、《最新臺灣植物總目錄》)→「國民政府

時期(1945-)」(介紹1970年後保育觀念萌芽，對保護區域、母樹林、稀有植物分

布展開調查，有《臺灣稀有及有絕滅危機之植物》、《稀有及瀕危植物之分級彩色圖鑑》

等成果)，可以了解植物採集分類的人文史。 

(3) 而「植物分類研究書籍展示區」則是孩子寧靜閱讀的好所

在。其中李瑞宗先生《臺北植物園與清代欽差行台的新透

視》一書裏頭寫到日本初期臺灣外來景觀植物引種概況，

提及有田正盛於1896年從新加坡引入印度紫檀、鳳凰木等

樹；福羽逸人於1898年從日本引入盾柱木、黃椰子、大王

椰子等樹，這些在各校園裡有時也隨處可見，讓孩子可以

見得生活中植物的故事。另外還有著名的植物採集漫畫

《採集人的野帳》可直接翻閱，相信對部分孩子也有娛樂

學習的吸引力。 

(4) 「新種發現故事區」我認為是本館的亮點，也是最想讓孩

子盡情欣賞植物標本的區域，現場可以看到雷公藤、銳葉

山柑、宜梧、森氏杜鵑等珍藏多年的真實標本，心中無限

感動；還有「植物調查與有用植物區」，保存舊有的裝備及

果實標本等琳瑯滿目；最有趣的「科技探索與植物演化樹

區」，則介紹了「臺灣植物圖譜、臺灣書木誌、蓪草、臺灣

欒樹、土肉桂、菱形奴草、水晶蘭、金線蓮、橡膠植物、

樟腦、金雞納樹」等圖文及書櫃中的實物，讓孩子在觀賞

時可以一目瞭然，教師在講述故事時也較有憑據。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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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學習表現 

「植物演化樹」設計成感應系統，只要將植物標本板放入

感應區中，科技面板會自動告訴你植物是屬於哪個分類系

統，且還有英文與日文介面喔，實在非常好用。 

(5) 而「分類學家辦公室與影音區」採用佐佐木舜一的辦公室，

可以看到當時製作植物標本各種工具；其中也有植物名人

的動畫可看；往後走，那「臺灣森林植被帶區」更依高度

介紹了「高山針葉林、亞熱帶山地森林、熱帶山地森林、

綠島 蘭嶼熱帶森林、海岸林及紅樹林」5大植被帶，並有

落葉落果等實物佐證參看，師長若帶領學子進行山野活動

前，是很棒的授課教材呢！ 

(6) 特展介紹的是「植物學名裡的臺灣古地名」，除了可以了解

植物命名的原則(學名與俗名)外，更有趣的是可以發現有

許多臺灣古地名，比如社寮島女貞是指基隆 和平島發現的

女貞；八芝蘭竹是指士林所發現等。 

(7) 沿著木質階梯走上二樓，又見不同的光景。陳列的古物，

全是前人的貢獻與心血，如此盡心地保存著，使這些自然

人文故事不被遺忘，永續傳承，是一種美好。而各大展示

櫃分別運用影片及實物說明，一步步教導參觀者植物標本

的詳盡製作過程：「植物學家的野外採集」→「標本壓製」

(此面板還運用《採集人的野帳》漫畫來讓參觀者容易理解)→「上台紙製作流

程」(整姿與貼標籤→收集碎片→標本固定→蓋館章與館號→完成品)→「標本建

檔」(運用現代數位化影像建檔，促進科學研究的便利與普及)。 

(8) 結束參觀後，可在一二樓座位區及教學區休憩，享受這份

悠閒，從古窗望外，翠綠如茵，蟲鳴鳥叫，好不自在。 

5. 小小說明(依文章順序)： 

(1) W.J.Hooker(1785-1865)：英國植物學家。受聘擔任格拉

斯哥大學的植物學教授。 

(2) R.Fortune(1812-1880)：蘇格蘭植物學家，受僱於東印度

公司，他曾在中國偷走了茶植株。他是歐洲人裡第一位發

現不同茶種，如紅茶、綠茶其實是由同一種茶依據有無發

酵工序所製成的不同種類。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0%BC%E6%8B%89%E6%96%AF%E5%93%A5%E5%A4%A7%E5%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0%BC%E6%8B%89%E6%96%AF%E5%93%A5%E5%A4%A7%E5%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4%85%E8%8C%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6%A0%E8%8C%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9%BC%E9%85%B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9%BC%E9%85%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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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學習表現 

(3) 李瑞宗：臺灣大學植物學博士，為調查植物而進行古道探

勘，成為古道研究專家。 

(4) 《採集人的野帳》：英張作品。臺灣首部植物採集漫畫。「野

帳」的意思是指採集當下的紀錄。 

 

活動 ( 五 )南島 泰雅的日常—民族植物區 

1. 地點：民族植物區 

2. 活動主題：認識「民族植物區」的植物，舉凡食衣住行育

樂、藥用、祭儀都有原住民及前人運用植物的蹤跡，藉以

理解及傳承祖先的生活智慧。 

3. 活動內容：結合「民族植物區」資源特色，透過導覽人員

及師長解說，引導孩子觀察詢問，並主動學習。 

4. 活動實施： 

(1) 老師說明南島文化中充滿各種民族植物利用的生活智慧。

而泰雅族採食植物，就近在部落裡栽種作物。連衣物織布、

常用的狩獵等工具，亦使用多種民族植物。請孩子分組進

行植物觀察及紀錄欣賞，並試著了解植物對生活的意義。 

(2) 老師舉例如小米混合生的山豬肉，醃漬發酵後稱tmein，

是上山狩獵的食糧；山胡椒果實是極佳香料，且葉片曬乾

燜入煮好的米飯可去除飯中異味；臺灣魚藤的根部搗碎放

入溪裡會讓魚暫時昏厥進而捕抓，是毒魚的招式，而也可

充當有機農藥用。 

(3) 或是裡白葉薯榔的塊莖是重要紅褐色染料的材料；黃藤是

編織藤器的主要材料，可做背籃或魚簍，而幼嫩藤心煮湯

飲用，可迅速恢復體力；山棕的棕毛可供掃帚用；大頭茶

因材質好，獵人會用枝幹做陷阱，或刀柄、杵等；大葉楠、

樟樹可做屋柱、橫梁；臺灣二葉松因全株富含油脂，適合

燃燒，以前婦女夜晚織布用以照明，後「守月節」就以枝

葉做祈福儀式。 

(4) 而五節芒則是泰雅族運用最廣的植物，獵人打結此植物做

路標，以打結數目判斷夥伴方向及人數，芒心甚至可生食

充飢；殼斗科植物果實(大葉石櫟、三斗石櫟、錐果櫟、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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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學習表現 

剛櫟)正是製作陀螺玩具的好材料等等，多如繁星的實用

寶庫，也不禁佩服讚嘆原民的經驗與智慧呢！ 

5. 小小說明(依文章順序)： 

(1) 南島語系：是世界現今唯一主要分布在島嶼上的一個語

系，包括約1300種語言。臺灣是南島語系分化及擴散的源

頭，也是目前南島語系最北部的地區，居住在新北市 烏來

區的泰雅族聚落，目前是全世界南島語系居住地中，是人

口分布上地理最北端的聚落。 

 

活動 ( 六 )香遠益清亭亭淨植—荷花池&文學植物區 

1. 地點：荷花池&文學植物區 

2. 活動主題：認識「荷花池&文學植物區」的植物，結合國語

文文本學習，試著欣賞並體會植物美感及所蘊含的人文及

文化意象，學以致用於人生。 

3. 活動內容：結合「荷花池&文學植物區」資源特色，透過導

覽人員及師長解說，引導孩子觀察詢問，主動學習。 

4. 活動實施： 

(1) 老師說明〈愛蓮說〉是哲人周敦頤(1017-1073)的發想及

哲思。孩子學習文本後，可以一睹荷花數大之美，或亭亭

獨立之秀，以美感為欣賞角度，再沉澱心靈思想人生之態

度，或有會心一笑的時候，身心舒緩放鬆之歡愉。 

(2) 「植物即文學或文學即植物」，兩者似乎密不可分，尤其

四季之化，多能引起文人的靈感與思緒，故來到園區，除

了欣賞這些植物的形態特性外，如能深入了解植物背後

所代表的象徵，興許還可與古典文學家內心世界進行更

進一層的交流。 

(3) 詩詞可以記載所見所聞，也可以是逗趣想像，如檳榔，蘇

東坡(1037-1101)貶謫海南時，曾見配戴茉莉花的黎族少

女吃了檳榔，兩頰殷紅，因此寫下：「兩頰紅潮增嫵媚，

誰知儂是醉檳榔」；李魁賢則寫下：「我是厭倦游牧生活的

長頸鹿，立在天地之間，成為綠色的世紀化石」。而韋應

物(737-791)的「空山松子落，幽人應未眠」，則用松毬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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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A%9E%E7%B3%B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A%9E%E7%B3%B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8C%97%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3%8F%E4%BE%86%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3%8F%E4%BE%86%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B0%E9%9B%85%E6%97%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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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學習表現 

落地面之聲來應對失眠的友人。以見人與自然植物關係

的不同展現。 

(4) 小說寫盡人生，楊梅，道地的客家風味。楊梅區舊稱楊梅

壢，「壢」在客家語是「坑谷」義，滿山遍野的楊梅樹，

清代客家人看了，故名。近代作家黃娟曾寫下《楊梅三部

曲》大河小說，道出了客家的鄉愁。而榕樹，也是臺灣文

學筆下重要的植物代表，如鍾理和(1915-1960)《笠山農

場》：「榕樹生長在河中心，蒼老而且盤曲，氣根雜駁紛生，

好像老祖父沒有修飾過的鬍鬚。」楊逵(1906-1985)〈紅

鼻子〉：「那裡聳立著一顆巨大的榕樹，枝葉舒展，茂密的

氣根垂延而下，它穩如泰山的形象，宛如無所懼怕的巨

人。」真的富有想像又意象鮮明。 

(5) 其他如麵包樹與達悟族的故事，在夏曼·藍波安筆下也有

文學敘述；粿葉樹黃槿在宋澤萊《糶穀日記》小說中飄散

出屬於童年的回憶與芬芳。在「文學植物區」裡，還有柘

樹、楸樹、樧樹(食茱萸)、山黃梔、蒲葵、楓香、蘆葦等，

可見文學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正是植物。這時，期待孩子除

能沐浴於自然之美外，也能帶著文青文學之美的心回校園。 

5. 小小說明(依文章順序)： 

(1) 周敦頤：稱濂溪先生。北宋學者，是宋 明 理學理論基礎

(儒學，但同時借鑒了道家甚至是道教和佛學的思想)的創始人之一。 

(2) 黎族：是中國南方少數民族。海南是黎族世居地。 

(3) 李魁賢：詩人、翻譯家、發明家。詩被譯成各種語文在各

國發表。現為《笠》詩刊及《文學臺灣》顧問。 

(4) 韋應物：詩以寫田園風物而著名，語言簡淡而意蘊深遠。 

(5) 黃娟：1960年代活躍於臺灣文壇，《楊梅三部曲》是她的

代表作，也被譽為臺灣第一部女性書寫的大河小說。它跨

越了三個世代，寫主角幸子從小時候日治時期的童年，到

她出國、臺灣兩千年政黨輪替，是歷史的縮影。 

(6) 鍾理和：是出身臺灣 六堆的客家作家。代表作有《笠山農

場》、《原鄉人》、《貧賤夫妻》等。被稱為「倒在血泊裡的

筆耕者」。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B%E6%98%8E%E7%90%86%E5%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1%93%E5%AE%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1%93%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D%9B%E5%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8E%E5%8D%97%E5%9C%B0%E5%8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91%E6%95%B0%E6%B0%91%E6%97%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5%8D%97%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D%E5%A0%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5%AE%A2%E5%AE%B6%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D%9C%E5%AE%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E%9F%E4%B9%A1%E4%BA%BA_(%E5%B0%8F%E8%AF%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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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學習表現 

(7) 楊逵：自稱「人道的社會主義者」，主張文學必須站在人民

的立場，以樸實的筆觸，揭露社會階級的不公、人民受到

的苦難與壓迫。小說〈壓不扁的玫瑰花〉為著名文章。 

(8) 夏曼·藍波安：達悟族作家。創辦一間以發揚蘭嶼 達悟族

文化為核心的工作室「島嶼民族科學工作坊」。代表作《冷

海情深》。 

(9) 宋澤萊：創作以小說、論述為主。7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末

期的代表性作家。為臺灣本土意識及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推

手。 

 

活動 ( 七 ) 身心舒緩最佳場域—南門町三二三&療癒庭園  

1. 地點：南門町三二三&療癒庭園 

2. 活動主題：了解「南門町三二三&療癒庭園」結合在地素材

(如日式人文庭園或臺灣原生植物)所帶來的五感享受，可

以學習靜心及感受真我。 

3. 活動內容：結合「南門町三二三&療癒庭園」資源特色，透

過導覽人員及師長解說，引導孩子觀察並主動學習。 

4. 活動實施： 

(1) 進入南門町三二三，是個寧靜的空間與乾淨舒服的環境，

此地經過整修，保存保留了自1930年代的殘破不堪的日式

舊建築，而賦予永續新生，成為一美好的展示廳(目前為國際小

米年傳統穀類與部落文化展覽，介紹小米收藏與保種的重要)，而設計的枯山水

庭園，別有靜謐舒服之感，望之使疲憊一掃而空。另外還

看到日本庭園「關守石」(禁止前進)的文化，實在雅致非凡。 

(2) 而療癒庭園的設計要素有「隱私性及控制感」(參訪者均有不被

窺視的空間感)、「社會支持」(具社交功能的空間)、「肢體伸展」(可獨

立使用的伸展平台)、「自然元素」(栽植可食或香草植物，豐富感官體驗)等。

且也種植原生植物，可以串連在地文化。故在此引導孩子

藉由五感與植物的對話，讓自己放鬆身心，學會與自然和

諧共生。並詢問各組孩子體驗五感及環教之旅後的感受。 

5. 小小說明(依文章順序)： 

(1) 枯山水：禪花園，多以堆疊有致的石塊代表「山」，並以 

 

 

 

 

 

 

 

 

 

 

 30分 

 

 

 

 

 

 

 

 

 

 

(國 )2-IV-1分

享自身經驗 

(社)2a-IV-2發

展本土意識與

在地關懷 

(社)2c-IV-3欣

賞並願意維護

自然與人文之

美 

(綜)2d-IV-2欣

賞多元的生活

文化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1%94%E6%82%9F%E6%97%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8F%E8%AA%A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4%89%E5%9C%9F%E6%96%87%E5%AD%B8%E8%AB%96%E6%88%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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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學習表現 

大片面積的淺色碎石表現「水」；此外幾乎不使用鮮豔的開

花植物，這些靜止不變的設計元素有助人達到寧靜的心靈

狀態。這類庭園的管理者，必須每日持木耙以修行般緩慢

的速度，在碎石上拖曳出反射內在心境的水波圈線，搭配

著素雅的苔蘚，草坪及綠葉植物造景，為日本 佛教寂靜空

靈的禪學觀的極致表現。 

(2) 補充說明：南門町三二三中，還有一面牆介紹著植物園的

考古遺址，看完後實在驚豔。原來植物園在9000-7000年

前還淹沒在臺北湖底下，後來陸化的臺北，約4500年前開

始有人類在此區活動。而遺址特色是發掘出多個不同年代

的文化層遺物，這是其他考古遺址少見的，依時間順序為：

4500B.P訊塘埔文化→3200B.P圓山文化→2500B.P植物

園文化(屬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方格印紋厚陶為代表。農具類石器佔高比例，漁獵

工具較少。也挖掘出大量的植物與農作物種實)→1800B.P十三行文化→清

代 日本 戰後等文化。 

 

 

 

 

三、活動安全注意事項 

    以下是預期風險管理及保險的整理說明(學生分三中隊，每中隊兩組，共六組)： 

〈小南門走讀－彩虹森林與人文傳承的療癒綠洲〉活動注意事項單 

○○○班導：董老師 ○○○任課：○老師 ○○○任課：○老師 

行政人員○位 行政人員○位 行政人員○位 

小隊長 2位(學生擔任) 小隊長 2位(學生擔任) 小隊長 2位(學生擔任) 

◎承上表，請導師、任課老師及行政人員隨時注意孩子安全，當天若有孩子身體 

  不適者，請在校或在家休息，並與學務處聯絡。 

◎承上表，請各組小隊長在定點負責點名外，若發現組員有任何危急狀況，快速 

  向隨行師長報告。 

◎全體人員應辦理保險，學生得附家長同意書，師長(總負責人)需申請緊急救護 

  包隨行。 

一、「衣、行、食」注意事項： 

1. 衣著：學生應穿著大直高中國中部的校服，以運動服為主，考慮有蚊蟲叮

咬，可適時穿著長褲，或做好防蟲準備，若有特殊需求，報告導師後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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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交通：全體人員搭乘捷運至小南門捷運站，於3號出口集合點名，下車慢慢

步行，五分鐘內即可到達臺北植物園。 

3. 食物：基本上無需攜帶食物，走讀加回程時間四小時左右，午餐後出發，但

請學生攜帶環保水壺(出發前一日檢查)並裝水。 

二、其他注意事項： 

1. 若當天遇雨，植物園內多可避雨(建築物、涼亭、樹蔭等)，故仍依照時間出

發，但請自行攜帶輕便雨具，以雨衣為佳(出發前一日檢查)。 

2. 學生應遵守交通規則，遇紅綠燈依號誌而行，聽從師長指示，安全通過馬路。 

3. 凡遇走讀地點，請勿破壞動植物，如攀折花木之類行為，亦避免誤食動植物。 

三、當天行程規劃表：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事項 

12:20 一樓川堂 出發點名，發放班級相關物品，並說明活動目標 

12:35 大直捷運站 班級準備乘坐交通工具 

13:00 小南門 

捷運站 

捷運站集合後，走博愛路，協助整理周遭環境，至

植物園 博愛入口。老師說明及引導學生走讀事宜 

13:25 臺北植物園 植物名人園區→欽差行臺→腊葉植物標本館→民

族植物區→荷花池&文學植物區→南門町三二三&

療癒庭園→(路線亦可視情況彈性調整) 

16:00 療癒庭園 各組上台分享時間 

16:15 臺北植物園  

博愛口 

導師交代下節課需做的事。另外，有特別經父母

同意證明者，學生可自行離開 

16:40 大直捷運站 返校後收拾書包安心開心回家 
 

基本上，此環教走讀教學活動是「簡易可行的實施方式」，主要是設計讓師長及孩子

都能在便利的交通及安全的環境下走讀。且臺北植物園亦不需門票及導覽費，孩子

可盡情享受學習的樂趣。 

    附上之前參訪孔廟的圖檔為例：〈孔廟參訪師生通訊錄〉、〈學生保險資料〉、

〈保險證明〉。(之後帶學生來植物園也是參照這樣的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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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學習表現 

    附上學校〈平日校外教學活動申請表〉及〈家長同意書〉格式。 

四、活動總結──心得分享與教師結語 

多元心得發表趣 

1. 老師帶著孩子至植物園 博愛口及捷運站，並叮嚀回家要各

自小心，請孩子聯絡家人說今日行程已結束，除了報平安

也讓家人知道回家的時間。 

2. 老師交代孩子寫下至少200字的戶外走讀小記在聯絡簿，

自由發揮自己的所見所感。 

3. 另外，老師說明一周後，要以圖文的方式於A4學習單呈現

此次環教中所學習到的自然植物及人文特色或療癒心情，

之後再進行口頭發表。 

4. 相信鼓勵之下，孩子會做好作品，並願意秀出自己的圖文

學習單，然後上台跟其他同學分享這次走讀的經驗。 

5. 課程結束後，教師總結並鼓勵表現用心的同學。 

 

 

 5分 

 

 

 

 

 50分 

 

 

 

 

 

 

 

(國 )2-IV-1分

享自身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