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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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名稱 大安踏查，走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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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蟾蜍山煥民新村寶藏巖國際藝術村霧裡薛圳大灣生態草圳 

教材教具 大安區介紹簡報、水做的臺北簡報、行前規畫單、採訪紀錄單。 

多元學習

成果或預

期效益 

透過有系統的課程規畫，培養學生蒐集資料與思辯的能力，且能與

同儕溝通合作，規畫家鄉人文與自然路線，並實地踏查。透過採訪，

學習採訪禮儀與技巧，聽取不同面向的看法。 

參考資料 

1.蟾蜍山煥民新村官網 https://huanminvillage.taipei/ 

2.寶藏巖國際藝術村官 https://www.artistvillage.org/ 

3.郭錫瑠先生文教基金會 

  http://www.khl.org.tw/source3.html 

4.大安區大學里官網 

  https://hellotwshu.wixsite.com/daxueli/blank-19 

5.城市新藍帶｜大灣草圳喚醒台北水路記憶 

https://ourisland.pts.org.tw/content/2755 

6.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附件二 

https://huanminvillage.taipei/
https://www.artistvillage.org/
http://www.khl.org.tw/source3.html
https://hellotwshu.wixsite.com/daxueli/blank-19
https://ourisland.pts.org.tw/content/2755


 
14 

https://pkl.gov.taipei/ 

7.臺北市大安社區大學-大安區水圳人文走讀 

https://www.daancc.tw/waterline-ntu-gps 

圖文遊記內文(2000字以內) 

  「旅人的目的地並不是一個地點，而是看待事物的新方式。」美國小說

家亨利．米勒如是說。當帶領學生進行戶外教育時，我總企盼著透過實地踏

查，能觸發學生全新的觀點。 

本校位於大安區，人文薈萃、學府林立，不但位於首都精華地段，還坐 

擁綠地，為宜居適遊的區域。學生們難以想像:在寸土寸金的大安區，竟有山

城聚落隱身其中，且被列為臺北市文化景觀;聳立的高樓大廈，曾是寧靜如鏡

的稻田，當時四通八達的水圳道遍布田間，如今循著城市中的水路遺跡，彷

彿走入舊日尋常人家。 

四年級下學習校訂課程主題為「探索臺北旅行趣」，在本單元實地踏查前， 

教師群設計了一系列課程充實先備知識:採訪家中長輩對臺北的記憶揭開課 

程、介紹臺北市各行政區知名景點、對照臺北市今昔變化、認識臺北捷運以及 

大眾捷運系統以及指導學生運用及判讀網路資訊，再帶領學生分組規畫踏查 

線。「城南有座蟾蜍山」、「遺世的聚落—寶藏巖」為其中一組學生討論出來的路 

線，是以公館為中心的半日踏查路線。 

    「大安踏查，走讀文化」踏查課程，分為四個活動主題，上半天為「城南 

有座蟾蜍山」與「遺世的聚落-寶藏巖」，下半天則是水圳巡禮「社區有條霧裡 

薛圳」以及「生態大教室-大灣草圳」。期盼透過本單元，讓學生能理解家鄉環 

境的變遷，進而關懷自然環境與人文的永續發展;且能透過蒐集與運用各項資 

源，與同儕合作，規畫踏查路線，並實地探索。 

    第一站是「城南有座蟾蜍山」，學生按照規畫，搭上前往師大分部的公車 

，約莫十分鐘後，公車緩緩駛進站，未曾造訪過的蟾蜍山就佇立眼前。蟾蜍山 

https://pkl.gov.taipei/
https://www.daancc.tw/waterline-ntu-g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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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位於臺北盆地南端、臺大公館商圈旁，許多民眾經過千萬次，卻未曾知曉 

此處有座山城聚落，也是臺北市唯一完整保留的空軍眷村—煥民新村。 

    蟾蜍山在日治時期，因瑠公圳闢建流經此處，且於此處設立農業試驗所， 

成為農業發展重地。又因蟾蜍山地形與所處位置具戰略價值，政府遷臺後，在 

此設置空軍作戰司令部，煥民新村亦隨之開展。另有軍階未配發到房舍的軍眷 

以自力營造方式，於周圍山坡地興建家屋，形成公家房舍與自力營造家屋共生 

的特殊形態。走進蟾蜍山，學生彷彿望見公館數百年來的起伏更迭，透過訪問 

當地居民以及參觀「蟾蜍山大客廳」，更了解此地的歷史文化及生態資源。  

    離開蟾蜍山大客廳後，朝圓環方向走，旋即進入熱鬧的公館商圈。沿著綠 

蔭環抱的木棧道，莊嚴的寶藏巖寺映入眼簾。第二站是「遺世的聚落-寶藏巖」 

，學生先行參觀市定古蹟寶藏巖寺，接著從寶藏巖國際藝術村入口遠眺，放眼 

望去是錯落的建築物佇立於於蜿蜒的小徑上，傍著福和橋、基隆路高架橋和水 

源快速道路交織而成的匝道，今昔對比的景象，學生靜靜的凝望許久。 

    學生先在信箱牆前合影，接著參觀寶藏巖自立營造的建物，印證之前查找 

的相關資料。接著訪問當地志工，了解此處曾面臨的考驗以及未來的展望。前 

往第三站「社區有條霧裡薛圳」的路上，途經公館商圈，大啖在地美食小吃稍 

事休息後，下午的水圳巡禮揭開序幕。 

    越過羅斯福路，朝臺灣大學對面的巷弄走，即是霧裡薛圳所在的溫州街。

霧裡薛圳是清代最早闢建的灌溉圳道，是當時的開墾戶興建的，早期引景美溪

的水而得名，後翻譯為霧裡薛圳。霧裡薛圳是人工打造的灌溉系統，能按季節

和時辰調節水量，為開展臺北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基石。後來霧裡薛圳併入瑠公

圳水利，又因都市計畫填平改建為道路，少數留下的水道，是如今臺北市唯一

保存良好的水圳遺址，極具歷史文化意義。 

    在繁華都市的一隅，能見滿枝頭黃花的加羅林魚木昂然挺立、典雅磚屋前

的小橋與垂柳低聲呢喃，錦鯉與烏龜自在優游水道中，何其難得!大學里居民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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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人力與心思，傍著霧裡薛圳打造田園綠地景觀，展現出在地獨特風格，成為

時下年輕族群的熱門景點。學生透過訪問社區居民，更了解霧裡薛圳的歷史意

義，也對大學里建設社區生態觀察教室供居民休憩、學子踏查的付出感動不已。 

    第四站「生態大教室-大灣草圳」為今日踏查最後一個主題，揮別溫州街、 

轉入新生南路後，到訪臺大校園中的醉月湖。醉月湖原名牛湳池，水來自新店 

溪的青潭堰，最早建置是為了調節瑠公圳之用;現今結合臺灣大學相關系所， 

打造帶狀的生態水圳與醉月湖結合。學生在此對照之前查找關於瑠公圳的資 

料，並觀察醉月湖周邊的水質淨化系統，觀察少見的臺灣原生種水生植物「臺 

灣萍蓬草」。 

    最後，學生前往大安森林公園，尋找水圳以及雨撲滿。「大灣」為大安區的 

舊名，「大灣草圳」為政府及民間團體工同規畫古水圳重現的計畫，期盼能在大 

安森林公園打造能調節氣候、改善防洪排雨，且能讓市民休憩的生態親水廊道。 

學生體驗「臺北健森房-活水飛輪」，在綠意環繞之下，悠閒的踩踏飛輪，利用

動能轉化帶動地底水撲滿的水循環，達到活化水質的目的。 

    「大安踏查，走讀文化」的踏查課程到了尾聲，走了一整天的學生略顯疲 

憊，一雙雙眼睛卻閃閃發光。透過「城南有座蟾蜍山」與「遺世的聚落-寶藏巖」 

主題，學生理解家鄉環境變遷帶來的影響，思考是否有聚落創生的新方向;「社 

區有條霧裡薛圳」以及「生態大教室-大灣草圳」主題，則帶領學生走讀早期臺 

北以水圳而生的故事，進而關懷自然環境與人文永續發展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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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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至蟾蜍山訪問自立營造戶之長者，更了解此地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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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說明:蟾蜍山隱身於繁華的大安區一隅，透過實地踏查深入走讀家鄉。 

 

 

 

 

 

 

 

 

 

 

 

照片 3說明:煥民新村二代居民熱心解說幾十年來的變遷，學生聽得入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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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4說明:寶藏巖藝居共生的特殊景貌，值得探訪。 

 

 

 

 

 

 

 

 

 

 

 

照片 5說明:學生在信箱前方留影，對於寶藏巖的運作模式充滿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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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6說明:霧裡薛圳的紅牆、木樁，水道中的魚、龜，讓學生駐足觀察。 

 

 

 

 

 

 

 

 

 

 

 

照片 7說明:大學里賦予霧裡薛圳新的意義，創建生態觀察教室。 

 

 

 

 

 

 

 

 

 

照片 8說明:在臺大醉月湖旁，水圳的故事可以說上好久好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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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 101 環教路線徵件 教案設計表 

課程主題 大安踏查，走讀文化。 設計者 邱郁棻 

實施年級 四年級 課程時間 10節(400分鐘) 

實施類別 

單一領域融入 

■跨領域融入 

（領域/科目：社會、綜合/校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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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具備問題理解、思辨分析、推理批判的系統思考與後設思考素養，並能 

行動與反思，以有效處理及解決生活、生命問題。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具備善用科技、資訊與各類媒體之能力，培養相關倫理及媒體識讀的素

養，俾能分析、思辨、批判人與科技、資訊及媒體之關係。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具備道德實踐的素養，從個人小我到社會公民，循序漸進，養成社會責

任感及公民意識，主動關注公共議題並積極參與社會活動，關懷自然生

態與人類永續發展，而展現知善、樂善與行善的品德。 

領域/學

習重點 

核心

素養 

【社會】 

社-E-A2敏覺居住地方的社會、自

然與人文環境變遷，關注生活問題

及其影響，並思考解決方法。 

社-E-B2認識與運用科技、資訊及

媒體，並探究其與人類社會價值、

信仰及態度的關聯。 

環境

教育

議題 

核心

素養 

環-B-2 

能善用資訊、科技等各

類媒體，進行環境問題

的資訊探索，進行分析、

思辨與批判。 

環-C-1 

能主動關注與環境相關

的公共議題，並積極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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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E-C1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理

解並遵守社會規範，參與公共事

務，養成社會責任感，尊重並維護

自己和他人的人權，關懷自然環境

與人類社會的永續發展。 

 

          【綜合】 

綜-E-A2探索學習方法，培養思考

能力與自律負責的態度，並透過體

驗與實踐解決日常生活問題。 

綜-E-B2蒐集與應用資源，理解各

類媒體內容的意義與影響，用以處

理日常生活問題。 

綜-E-C1關懷生態環境與周遭人事

物，體驗服務歷程與樂趣，理解並

遵守道德規範，培養公民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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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 

2a-Ⅱ-1 關注居住地方社會事物與 

環境的互動、差異與變遷等問題。 

3b-Ⅱ-1 透過適當的管道蒐集與學 

習主題相關的資料，並判讀其正確

性。  

3c-Ⅱ-2 透過同儕合作進行體驗、 

探究與實作。 

【綜合】 

學習

主題 

環境倫理 

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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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II-1 選擇合宜的學習方法，落 

實學習行動。 

2b-II-2 體會團隊合作的意義，並 

能關懷團隊的成員。參加團體活

動，遵守紀律、重視榮譽感，並展

現負責的態度。 

3d-II-1 覺察生活中環境的問題，

探討並執行對環境友善的行動。                                        

學習

內容 

Ab-Ⅱ-1 居民的生活方式與空間 

利用，和其居住地方的自然、人文

環境相互影響。 

Cb-Ⅱ-1 居住地方不同時代的重 

要人物、事件與文物古蹟，可以反

映當地的歷史變遷。 

實質

內涵 

環-U-1 關心居住地區，

因保護所帶來的發展限

制及權益受損，理解補

償正義的重要性。 

環-U-4 思考生活品質與

人類發展的意義，並據

以思考與永續發展的關

係。 

教學活動 

設計目標 

1.能理解家鄉環境的變遷，進而關懷自然環境與人文的永續發展。 

2.能蒐集與運用各項資源，與同儕合作，規畫踏查路線，並實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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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路線 

特色與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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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前回顧與行前叮嚀】 

四年級下學習校訂課程主題為「探索臺北旅行趣」，在本單元實 

地踏查前，設計一系列課程充實先備知識。從採訪家中長輩對臺北的

記憶揭開課程，接著介紹臺北市各行政區知名景點，進而了解家鄉特

色。再來，認識臺北捷運以及大眾捷運系統，指導學生運用及判讀網

路資訊，規畫各組踏查路線。實地踏查前，發下行前通知，再次叮嚀

踏查要點。 

 

 

  5 

課堂參與、專

注程度與物品

攜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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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動流程與實施方式 

 

 

 

 

 

 

【第一節課】臺北的前世今生 

 透過報章雜誌、影像，了解家鄉臺北城的歷史。介紹臺北各行政區 

 重要景點，並且認識臺北地名的變化。 

【第二節課】長輩記憶中的臺北 

 訪問家中長輩關於臺北城的記憶，記錄下來後上臺分享採訪記趣 

 與心得感想。統計班上長輩最懷念的景點，介紹排行榜前幾名的景 

 點。 

 

 

 

 

 

 

 

 

 

 

 

 

 

 

 

 

 

 

 

 

35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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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課】臺北捷運知多少 

 介紹臺北捷運的緣起、路線與轉乘方式，並了解捷運禮儀。 

 

【第四節課】臺北探索旅行趣行前規畫(一) 

 各組協調踏查路線，小組分工規畫踏查路線，訂定交通方式、擬訂 

 旅遊計畫以及採訪問內容。 

 

 

 

 

 

 

 

 

 

 

 

 

 

 

 

 

 

 

 

 

 

 

4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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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課】臺北探索旅行趣行前規畫(二) 

上臺報告踏查計畫，集思廣益修訂細節，讓計畫更臻完美。 

 

 

 

 

 

 

【第六節課】臺北探索旅行趣行前規畫(三) 

 模擬踏查狀況，叮嚀安全守則與危機處理能力，並發下行前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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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節課】大安踏查，走讀文化。 

活動〈一〉 

地點： 蟾蜍山煥民新村 

活動主題：城南有座蟾蜍山 

活動內容：文化景觀巡禮 

活動實施： 

1.從學校搭乘公車，再步行至蟾蜍山進行人文及自然之旅。 

2.觀察臺北市唯一的山城眷村，其生活型態與自然環境。 

3.訪問當地居民，更了解蟾蜍山的歷史文化。 

4.到訪蟾蜍山大客廳，參觀水岸人家常設展，回味蟾蜍山過往風采。 

活動〈二〉 

地點：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活動主題：遺世的聚落-寶藏巖 

活動內容：藝居共生踏查 

活動實施： 

1.從蟾蜍山步行前往寶藏巖，沿途觀察自然步道的植物。 

2.對照先前蒐集的資料，實地踏查寶藏巖的聚落型態。 

3.訪問當地志工，更了解寶藏巖的文化脈絡。 

4.參觀寶藏巖自立營造的建物，且了解此處曾面臨的考驗。 

活動〈三〉 

地點：霧裡薛圳、溫州街、大學里。 

活動主題：社區有條霧裡薛圳 

活動內容：社區生態觀察教室 

活動實施： 

1.從寶藏巖搭乘公車到公館，沿著溫州街探訪霧裡薛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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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實地踏查數百年前建造的人工水圳，了解其歷史意義。 

3.訪問大學里里長及居民，進一步認識社區的故事。 

4.參觀霧裡薛圳及田園教室，與都市中的綠地近距離接觸。 

 

活動〈四〉 

地點：臺大醉月湖、大安森林公園 

活動主題：生態大教室-大灣草圳 

活動內容：社區生態觀察教室 

活動實施： 

1.沿著巷弄步行到臺大，參觀都會親水廊道大灣水圳。 

2.至臺大醉月湖踏查，了解過往為調節瑠公圳之用。 

3.至大安森林公園，認識打造大灣草圳的初衷與成果。 

4.訪問大安森林公園中的民眾，了解民眾對大灣草圳的看法。 

三、課程回顧與成果報告 

    【課後回顧與報告提醒】 

    肯定各組表現，確認行程中全員平安、物品無遺失，並了解各組

特殊狀況。請學生按照先前規畫，利用接下來兩週時間彙整踏查之影

音、文字紀錄，上傳至指定雲端資料夾，再於課堂中與師生分享踏查

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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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安全注意事項 

1.每組安排一位隨行家長，協助維護學生安全與秩序。 

2.事前充分與家長溝通，行前向學生詳細的說明活動目的與要點。 

3.帶其個人所需物品，且隨時留意是否妥善保管。 

4.行進間與採訪過程保持警覺，以安全為第一要務。 

 

 

四、活動總結──心得分享與教師結語 

    「對年輕人來說，旅行是教育的一部分;對長者來說，旅行是閱

歷的一部份。」歌德如是說。 

    「大安踏查，走讀文化。」課程，帶領孩子透過同儕合作進行生

活體驗與探究學習，期盼孩子習得擬定計畫、定位目標、預估乘車路

線、所需金額與責任分工等實作的能力，並從中對於家鄉在地生活空

間與文化產生更深刻的接觸與交流。 

    學生藉由實地踏查，對照家鄉古今差異，探訪保留下來的珍貴文

化、聚落及水圳，也了解社會經濟的變遷，並關心時空挪移後自然與

人文的永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