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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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溪流、礦坑、古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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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義國中-泰和公園-新埤溪步道-德興礦坑-糶米古道-糶

米公廟 

教材教具 

學習單(挑戰卡) 

獎勵寶石(琉璃石) 

觀察箱 

走讀心得學習單 

多元學習成果

或預期效益 

1. 學生能說出溪流生態系和低海拔森林生態系的特色。 

2. 學生能分析歸納出節肢動物的特點。 

3. 學生能說出社區溪流可能潛藏那些天然災害。 

4. 學生透過實地踏查，欣賞體驗自然與生命之美。 

5. 學生能主動關心自然環境相關公共議題，尊重生命。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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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Tony 的自然人文旅記（0314）[北市信義]．糶米古道．茶

路古道．土地公嶺古道，取自

http://www.tonyhuang39.com/tony0314.html 

北市礦坑釆風一日遊 推薦信義區德興煤礦、和興炭坑， 

https://www.geo.gov.taipei/ 

臺北市信義社區大學，取自

https://www.xycc.tw/2023/01/31//糶米古道/ 

  

http://www.tonyhuang39.com/tony0314.html
https://www.geo.gov.taipei/
https://www.xycc.tw/2023/01/31/糶米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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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遊記內文(2,000字以內) 

信義區是臺北市最時尚與最國際的區域，有著全臺最密集的摩天高樓與百

貨商圈。在快速發展與蛻變中，居住在這裡的孩子，常常忽略了身邊豐富的自

然資源。生物老師想要有所改變，利用早自修和生物課，和導師攜手協同，改

變原有的晨讀模式，一早便帶領學生前往最大的教室，共同閱讀森林與溪流。

走讀路線從校門口開始，沿途會經過德興礦坑、糶米古道、終點為糶米公廟，

這條路線比象山的步道安全、幽靜，更適合學生探索環境與聆聽自然。 

在晨曦中，學生雀躍地在松仁路和吳興街的巷弄間穿梭，很快到達社區居

民休閒的泰和公園，旁邊有一座「新坡」福德宮，在公園小憩時，老師讓學生

分組討論，為什麼會有「新坡」這個地名，學生答案五花八門，「這裡以前是

一座新的山坡」，「土地公廟來自新加坡」，光怪陸離的答案，令人莞爾。老師

進一步提示，新「坡」代表新「陂」，學生爭相回答:「新坡就是新的埤塘」。

教師進一步說明讓學生理解，在農業社會，埤塘和圳溝如同農地的血脈，有水

源灌溉，荒蕪才能成為良田。 

    走到溪流旁的木棧道時，潺潺水聲讓人暑意全消，這段路程，學生必須小

組合作解決學習單上的挑戰題，才能獲得彩色寶石，挑戰題包括 

1. 找尋信義區門牌上的區花-野牡丹。(提示:紫色、花瓣五枚) 

2. 找尋溪流旁的兩種節肢動物。 

3. 找尋溪流中的兩種非自然物。 

4. 找尋這一條溪流的名稱。 

5. 這一條溪流可能發生的天然災害。 

學生開始討論與觀察，仔細閱讀每一面解說牌，並頻頻詢問老師。來到大

自然，原本被壓抑的好奇心瞬間迸發，學生頭上不斷冒出問號與驚嘆號，臉龐

滿是發現的喜悅，用心觀察後答對挑戰題的學生，拿到彩色寶石時都露出了燦

爛的笑容。 



3 
 

    台北市各行政區的區花多是園藝觀賞花卉，只有信義區是原生的野牡丹，

從區花可以看出信義區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溪流兩旁盡是翩翩飛舞的蝴蝶、

蜻蜓及豆娘，還有人面蜘蛛、螞蟻、金龜子、螳螂等多樣生物。有學生抓了螳

螂放入觀察箱，並問老師:「可不可以帶回家飼養？」最後孩子們討論後，決

定將螳螂原地放回，對話過程中，孩子學習並展現尊重自然與生命的情感。 

為什麼要找溪流中的非自然物呢？在原始森林中沒有任何物質是廢棄

物，「落花不是無情物 化作春泥更護花」，就物質循環觀點而言，大地的分解

者會將生物遺體分解，讓營養物質再回歸自然。然而塑膠等非自然物百年不

爛，進入溪流會造成河道堵塞導致淹水。這條溪看似乾淨，但仔細搜尋，仍在

水流平緩處看到非自然物，例如塑膠袋、飲料杯、寶特瓶，學生很想衝下去淨

溪，但因河道很深，只好作罷，教師看著學生的激動，心中默默為學生讚揚。  

德興礦坑的廣場有多面解說牌，老師在此處交付兩題挑戰題，一題是德興

礦坑的開採時間，另一題是糶米古道當初的用途為何？學生分組進入礦坑進行

體驗，其餘學生透過閱讀解說牌與小組討論找尋挑戰題的答案。這條溪流的名

稱和天然災害的答案也在解說牌上，找到答案「新埤溪」的學生十分興奮，也

進一步提問:「為什麼新埤溪到下游就不見了？」在都市發展過程中，生氣盎

然的溪流不受重視，被迫遁入地下渠道，塵封了往日一切的美好，也讓我們自

此和大自然失去了連結。 

德興礦坑因為礦源枯竭而收坑，採礦曾經帶動當地經濟，但也造成溪流的

汙染與地質的不穩定，使得新埤溪成為土石流的高潛勢區，經過整治，附近居

民才得以安心居住，不禁感嘆人類因經濟活動而改變山林面貌，不僅影響溪流

中生物，也影響到自身安危。附近涼亭頂設置了太陽能板，提供礦坑內的照明

電源，這或許是未來趨勢，使用乾淨的能源，對整體環境更好。 

整治後的溪流，規劃了親水區，可以讓學生就近觀察水中生物，如水蘊草、

睡蓮、蝌蚪等。另一處親水區，我們讓學生找一個舒服的位置站著，安靜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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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後，聆聽並收集大自然的聲音，蟲鳴唧唧、鳥聲啾啾，流水潺潺、輕風拂葉

沙沙。這是一次美妙的體驗，在大自然的懷抱裡，閉上眼睛，讓天籟安頓煩躁

的心，享受定心後的平靜。 

    最後，前往糶米公廟的古道全是陡上的石階，讓每個人都氣喘吁吁，不禁

感慨先民生活的艱困。回程時，老師交代最後的挑戰題：搜尋古道兩旁的分解

者。剛開始，大家都覺得好難，哪有甚麼分解者？當第一位同學發現腐木堆上

的小菇後，其餘同學觸類旁通，沿途「老師，我找到了」聲此起彼落，原來森

林下層有這麼多秘密! 

    返回學校的路上，孩子自主撿拾路旁的垃圾，避免這些垃圾進入河道，看

到學生以行動關懷在地環境，老師也受到感動。孩子，你真棒! 

    實地走讀讓孩子感受到溪流的生命力與生物的多樣性，雖然徒步過程汗水

淋漓，然而那一顆守護環境的種子已經悄然在學生心中種下並萌芽，希望在我

們共同守護下，未來信義區的孩子也可以和我們一樣，除了享有繁華與便利生

活之外，也能同時擁有青山綠水的生機與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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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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流、礦坑及古道走讀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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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說明:  介紹信義區門牌上的區花–野牡丹，花瓣淺紫色，5枚。    

 

照片 3說明: 在社區公園探究「新坡」地名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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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4說明:新埤溪的木棧道可以讓遊客安全無虞地觀察河道。 

 

照片 5說明:教師引導學生觀察溪流生態系的生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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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6說明:礦坑內陰暗潮濕，坑頂還會滴水，是非常難得的體驗。 

 

照片 7說明:德興礦坑旁邊有多面解說牌，學生自主探索後，拍攝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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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8說明:親水區可以靠近水域，就近觀察水生生物。 

 

照片 9說明:糶米古道在森林下層，陰暗潮濕，可以觀察到多樣的蕈類。 



10 
 

 

照片 10說明:德興礦坑旁邊的涼亭頂部設有太陽能板，提供礦坑內的照明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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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溪流、礦坑、古道行 設計者 黃秀英、吳培毓 

實施年級 國中七年級 課程時間  3節課 

實施類別 

單一領域融入 

■跨領域融入 

（領域/科目： 社會） 

課程實施時

間 

■領域/科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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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域/學

習重點 

核心

素養 

自-J-B3 

透過欣賞山川大地、風雲雨露、河

海大洋、日月星辰，體驗自然與生

命之美。 

自-J-C1 

從日常學習中，主動關心自然環境

相關公共議題，尊重生命。 

自-J-C2 

透過合作學習，發展與同儕溝通、

共同參與、共同執行及共同發掘 

科學相關知識與問題解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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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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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 

po-IV-1 能從學習活動、日常經驗

及科技運用、自然環境、書刊及網

路媒體中，進行各種有計畫的觀

察，進而能察覺問題。 

ah-IV-2 應用所學到的科學知識與

科學探究方法，幫助自己做出最佳

學習

主題 

環境倫理、永續發展、

災害防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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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決定。 

社會 

社 2a-Ⅳ-2 

關注生活周遭的重要議題及其脈

絡，發展本土意識與在地關懷。                                                                

學習

內容 

自然 

生物多樣性 (Gc) 

Gc-Ⅳ-1 依據生物形態、構造的特

徵，可以將生物分類。 

Gc- Ⅳ -2 地球上有形形色色的生

物，在生態系中擔任不同的角色，

發揮不同的功能，有助於維持生態

系的穩定。 

Lb-IV-2 人類活動會改變環境，也

可能影響其他生物的生存。 

Lb-IV-3 人類可採取行動來維持生

物的生存環境，使生物能在自然環

境中生長、繁殖、交互作用，以維

持生態平衡。 

歷 Fb-Ⅳ-1經濟發展與社會轉型。 

實質

內涵 

環 J1了解生物多樣性及

環境承載力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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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 J11 了解天然災害的

人為影響因子。 

教學活動 

設計目標 

1. 學生能藉由觀察與探索說出學校附近社區發展脈絡。 

2. 學生能藉由觀察認識新埤溪步道上的動植物及分類特徵。 

3. 引導學生認識學校附近的溪流生態系和森林生態系，了解生物在生態

系中擔任不同的角色，發揮不同的功能，以維持生態系的穩定。 

4. 學生能透過實地踏查，欣賞自然環境的美，體會發現的樂趣。 

5. 學生能了解人類活動可能造成山林環境的改變，而影響到其他生物的

生存，進而產生保護環境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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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路線 

特色與規劃 

一、路線特色 

1. 交通方便:由信義國中出發，沿松仁路約步行 20分鐘可抵達泰和公

園，若搭乘大眾運輸，建議在吳興街公車總站下車，再步行約十分

鐘可至泰和公園。 

2. 生態豐富:可觀察森林生態系與溪流生態系，多樣的昆蟲、鳥類、

植物、蕈類，礦坑附近還設置親水性，便利觀察與探索水域環境。 

3. 安全易走:經大地工程處整治後，沿途有木棧道、石階，指示清楚，

不會迷路，設立多面解說牌，方便自學。 

4. 具在地特色:可以走進老礦坑體驗及走訪糶米古道，緬懷前人生活

的辛苦與艱困。 

二、路線規劃 

信義國中→泰和公園→新埤溪步道→德興礦坑→糶米古道→糶米公

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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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訂課程「信義援環」介紹台灣能源使用現況及優缺點分析。 

社會科介紹三張犁地區百年前主要產業為為礦業與農業。 

(一)路線說明 

教師介紹各類型生態系特色後，提問: 

1. 信義國中周遭可以觀察到那些生態系? 

2. 那些同學的住家鄰近德興礦坑與糶米古道？ 

3. 走在古道可以觀察森林生態系和溪流生態系，這兩個生態系

可能會有甚麼生產者、消費者與分解者？ 

(二)注意事項 

 

 

 

 

 

 

 

 

5分鐘 

 

 

 

 

 

 

 

 

 

 

 

口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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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學習評量 

(表現) 

教師以投影片說明走讀的注意事項，提醒學生要戴帽子、穿運

動服、攜帶開水、結伴同行、注意安全。 

走讀過程以小組為單位，答對問題可以得到三顆彩色寶石(琉璃

石)，走讀完畢，再計算各組寶石數量。 

 

 

 

 

 

5分鐘 

 

二、活動流程與實施方式 

活動〈一〉  

地點： 泰和公園 

活動主題：探究社區特色 

活動內容： 

1.認識信義區區花–野牡丹。 

2.藉由地名了解社區經濟發展脈絡。 

活動實施： 

1. 教師介紹門牌上的區花，請學生透過觀察說出野牡丹的特徵。沿

途若發現野牡丹蹤跡的同學，可以獲得三顆彩色寶石。 

2. 教師引導學生觀察公園旁土地公廟的地名。分組討論新坡地名起

源，答對的同學可以獲得三顆寶石。 

3. 教師提示「坡」字和「陂」相通。引導學生討論埤塘的功能，為

什麼現在埤塘消失了。 

活動〈二〉 

地點： 新埤溪木棧道 

 

 

15分

鐘 

 

 

 

 

 

 

 

 

 

 

 

 

 

 

 

 

 

 

 

依據學生回答

問題的狀況評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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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學習評量 

(表現) 

活動主題：觀察溪流生態 

活動內容： 

1. 認識溪流生態系中常見的生產者。 

2. 認識溪流旁常出現的節肢動物。 

3. 認識在地溪流名稱及可能潛藏的天然災害。 

4. 尋找河道上的非自然物。 

活動實施： 

1. 發挑戰題題目，請各組寫下在河岸邊觀察到的兩種節肢動物，並

描述該動物的行為。 

2. 請學生尋找解說牌上的敘述與觀察河道變化，分組討論溪流可能

的天然災害。 

3. 教師沿途解說溪流旁生物，以及該生物在生態系中扮演的角色。 

4. 引導學生觀察河道上的物品，分辨自然物與非自然物 

5. 沿途答對問題的學生可以獲得三顆彩色寶石。 

活動〈三〉 

地點： 德興礦坑 

活動主題：礦坑體驗 

活動內容： 

1. 認識支撐礦坑的牛條。 

2. 瞭解德興礦坑煤礦開採歷史以及開採過程對環境的影響。 

3. 進入礦坑進行體驗。 

活動實施： 

1. 教師發下挑戰題：礦坑開採歷史以及糶米古道當時的功能。 

20分

鐘 

 

 

 

 

 

 

 

 

 

 

 

 

 

 

 

 

 

 

 

15分

鐘 

 

 

 

 

 

 

 

依據填寫學習

單的狀況評量 

 

 

 

 

 

 

 

 

 

 

 

 

 

 

 

 

 

 

 

依據填寫學習

單狀況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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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學習評量 

(表現) 

2. 分組進入礦坑進行體驗，其餘同學自行閱讀解說牌，找尋挑戰題

的答案。 

3. 進入礦坑體驗前，教師先說明以前礦工會使用相思樹樹幹作為牛

條支撐礦坑，相思樹的樹幹受擠壓會發出「吱吱啞椏」聲音，提

醒礦工逃難，由此可知採礦的危險與艱辛。煤礦挖採出來後會進

行洗煤，煤渣常會造成附近河川的汙染。 

4. 礦坑內的照明由太陽能板提供電力，引導學生討論太陽能發電和

火力發電對環境的影響。 

活動〈四〉 

地點： 親水區 

活動主題：觀察與聆聽 

活動內容： 

1. 觀察水中生物 

2. 收集大自然的聲音。 

活動實施： 

1. 礦坑廣場前的親水區的水流動速率慢，可以就近觀察溪流中的蝌

蚪、魚類與水生植物。 

2. 古道旁的親水區，有階梯和石椅，可以讓學生選舒服的位置站

著，安靜一分鐘，收集大自然的聲音，此區域可以離開古道，在

此停留不會影響其他遊客，因為靠近水邊，除了可以收集到蟲

聲、蛙聲、鳥聲、風聲，還可以收集到溪水流動的聲音。 

活動〈五〉 

地點： 糶米古道 

20 分

鐘 

 

 

 

 

 

 

 

 

 

 

 

 

 

15分

鐘 

 

 

 

 

 

 

 

 

 

 

 

 

 

依據填寫學習

單狀況評量 

 

 

 

 

 

 

 

 

 

 

 

 

 

依據學生口頭

回答的狀況進

行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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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學習評量 

(表現) 

活動主題：搜尋分解者 

活動內容： 

1. 認識分解者的作用。 

2. 認識各類分解者。 

活動實施： 

1. 教師先說明分解者會分解生物遺體、排泄物，將營養物質回歸到

大自然，包含腐生型細菌、真菌、原生菌類。 

2. 教師提醒學生搜尋重點為真菌和原生菌，例如黴菌、蕈類和黏

菌，這些生物喜歡生活在陰暗潮濕的地方，可以特別注意腐木、

落葉及動物遺體。 

 

 

15分

鐘 

 

 

 

 

 

 

 

 

 

 

 

 

 

依據學生觀察

到的分解者情

況進行評量 

 

 

 

 

 

三、活動安全注意事項 

1. 從泰和公園至吳興街 600巷 100弄，巷弄狹窄，大型車不易進入，

步行時盡量靠右行走，提醒學生注意安全。 

2. 礦坑內陰暗潮濕，坑頂有泉水滲出，礦坑口有照明開關，確認開

啟，進入礦坑後會自動感應啟動照明，要留意腳底與頭頂，避免

滑倒與滴到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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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學習評量 

(表現) 

四、活動總結──心得分享與教師結語 

(一)請各小組學生計算走讀過程獲得的彩色寶石數量。 

(二)交代回家功課，分享印象最深刻的事與最想向遊客介紹的特色。 

 

 

 

 

 

 

 

 

 

 

 

 

 

 

 

 

 

 

(三)教師結語 

帶領學生走出校園，進入戶外大教室，在過程中看到學生積極

探索的態度，以及發光的眼神，確信真實的體驗，有助於課本的學

習，雖然費時，但值得。同時藉由實地踏查，也在孩子心中種下守

護環境的種子，這顆種子悄然在學生心中萌芽，期待未來學生能持

續關懷在地與守護社區環境。 

10分

鐘 

依據學習單書

寫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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