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年文化部北區「文化體驗教育教案輔導計畫」 

教案設計總表 

課程架構圖 

 

 
 

 

 

 

 

 

 

 

 

 

 



課程名稱 台北老街生活趣 單位名稱 

（教案設計者） 

拾樂文化股份有

限公司 

課程時間 每次__2__節課，共計__6__節課 

(每節課約40-50分鐘) 

授課教師與助教 教師： 

助教： 

實施年級 國小三至六年級 課程地點 大稻埕 

課程設計動機 

及理念 

「走出教室，讓文化學習更真實；走入老店， 讓文化體驗更有感。」 

文化體驗的目的之一：是為了增進學生對於藝術人文的感知能力，而真

正的第一現場，就在教室外頭。透過真正的親身體驗，才能讓所見所學

完全轉化為自己的知識與經驗。 

又聯合國將2017年訂為國際永續旅遊發展年以來，大力推行支持在地經

濟，而其中保存在地文化，創造永續發展的社區經濟，是各國政府正在

努力的方向。而惟有將保存傳統文化的概念落實到教育上，才能在未來

減少對土地、歷使及文化資產的破壞，培養真正屬於台北人的文化自

信。 

於是我們希望設計出能夠透過玩中學的城市探索，連結孩子與土地的關

係，進而建立促進孩子自我認同的在地文化體驗活動。 

議題融入 戶外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環境教育 

課程簡介 每單元兩節課的文化導覽體驗活動將分為兩部份，遊戲式導覽輔以傳

統工藝手作體驗； 第一小時: 我們將帶領學生走讀大稻埕老街區，透

過遊戲式導覽，在活潑有趣的解說及闖關活動中，讓學生能親眼見證

課本上的歷史知識。第二小時：學生將親臨地方的百年老店，體驗傳

統工藝的手作活動，親自感受在地產業的珍貴與變遷，進而去發現各

時代人們的生活思維以及其歷史文化之美感。 

教學目標 透過實際的觀察、提問、討論、欣賞、情境體驗等活動，培養學生具備

對道德、環境與公共議題的思考與對話素養。 



藝文領域 主要領域 □電影      □視覺藝術  □音樂及表演藝術  

□工藝設計  █文化資產  □文學閱讀 

次要領域 □電影   █視覺藝術  □音樂及表演藝術  

□工藝設計  □文化資產  □文學閱讀 

學生背景/人數 國小中年級-高年級/24-28人 

學生學習基礎背景： 

做餅趣、品茶趣、絹印趣三單元，皆能與學校社會科領域互相搭配作延

伸學習。 

中年級：四下單元（三）家鄉的產業、單元（四）產業與生活 

高年級：五下社會單元（三）工作與消費、六上單元（一）日治時代的

經濟發展、六上單元（四）文化與傳承 

藝文領域-六上單元（三）傳藝之美 

課程需求 

及注意事項 

1. 需事先與學校老師確認學生先備知識，以及上課內容，讓學校老師

可以在活動現場提供必要協助。 

2. 活動前事先確認互外活動範圍是否安全適宜，以確保學生行進間的

安全。 

3. 事先與店家聯絡，確認活動進行方式、人數與分享內容，以幫助學

生在學習過程的完整性。 

4. 由於活動需要分組進行，需事先依照隨機分配的方式進行分組，以

男女平均混合在各組的學習效果較佳。 

5. 確認任務單的數量及教具數量是否充足。 

課程大綱 

週次 單元名稱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 做餅趣 1.透過觀察街屋的建築

樣式與地理環境，了解

大稻埕產業的形成原

因。 

2.探究迪化街北段產業

的種類及發展。 

3.藉由手作活動體驗大

稻埕傳統產業的辛勞，

感謝在各種產業為我們

服務的人。 

4.透過文化體驗學習，

建立孩子們對家鄉的文

化自信，進而提倡與保

護文化資產，促成未來

在地資源的永續利用與

傳承。 

了解迪化街北段產業的發展與變

遷，並且藉由手作活動體驗大稻埕

傳統產業的辛勞，感謝在各種產業

為我們服務的人。 

 

2 品茶趣 1.藉由故事導覽認識約

翰陶德、李春生與大稻

埕茶葉興起的歷史故

事。 

2.透過新芳春茶行闖關

活動和揀茶遊戲，了解

製茶方式與茶葉貿易的

相關知識。 

3.藉由品茶活動體驗茶

葉的芬芳氣息，以及能

分辨出不同茶葉種類在

製程及味道上的不同。 

4.透過文化體驗學習，

建立孩子們對家鄉的文

化自信，進而提倡與保

護文化資產，促成未來

在地資源的永續利用與

傳承。 

認識約翰陶德、李春生與大稻埕茶

葉興起的歷史故事，並且藉由茶行

闖關活動、揀茶遊戲與品茶體驗，

進一步了解製茶方式與大稻埕在地

的茶葉文化。  



3 絹印趣 1.透過南、中、北段街

屋形式的差異比較，認

識大稻埕南段產業的種

類及發展。 

2.能知道社會變遷對大

稻埕傳統產業的影響。 

3.藉由創新店家的經驗

分享，了解如何透過創

意幫助傳統產業轉型，

進而發展出新興職業，

並且激發學生自我創新

的態度與能力。 

4.透過文化體驗學習，

建立孩子們對家鄉的文

化自信，進而提倡與保

護文化資產，促成未來

在地資源的永續利用與

傳承。 

了解社會變遷對大稻埕傳統產業的

影響，並且透過創新店家的經驗分

享，學習傳統產業如何透過創意，

在未來發展出新機會，進而激發學

生自我創新的態度與能力。 

 

參考資料  1.社會/藝文科領域課本 

 

 

 

 

 

 

 

 

 

2.大稻埕歷史文化之相關史料 

3.各體驗活動之簡報介紹 

課程需求 

及注意事項 

（教學空間、 

1. 每組學生人數以5-7人為佳，依照實際人數平均分組，並安排足夠的

助教人員帶領學生學習。 

2. 活動前事先確認互外活動範圍是否安全適宜，以確保學生行進間的

安全。 

✦學校課程搭配之單元 

社會- 

四下康軒單元三-家鄉的產業 

五下康軒單元二-臺灣現代化的起步 

銜接六上康軒單元一-東瀛來的統治者 

藝文- 

銜接四上康軒單元三-美就在你身邊 

銜接六上康軒單元三-傳藝之美 



設備、人力等） 3. 事先與店家聯絡，確認活動進行方式、人數與分享內容，以幫助學

生在學習過程的完整性。 

4. 確認任務單的數量及教具數量是否充足。 

5. 各場活動之任務卡上均有星星可計點，除了答對題目者可畫星星加

分之外，也可另外給予積極題目、互相幫助的學生加分。 

  

 

 

 

 

 

 

 

 

 

 

 

 

 

 

 

 

 

 

 

 

 

 

 

 

 

 

 

 

 

 

 

 



1  

課程所需經費建議表【藝拍即合專用】  

費用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小計 編列說明 

師資鐘點費 時 6 2000 12000 
1名講師，共 3次上課 6小時 (6

節課) 

助教鐘點費 時 12 500 6000 
2名助教，共 3次上課，合計 12

小時(6節課*2名助教) 

教材教具 人次 24 50 1200 每位學生一份學習單 

手作體驗費 人次 24 1000 24000 每位學生參加手作體驗，共 3次 

總計 43,200 

其他費用項目 

交通費 
活動地點皆在台北市大同區的大稻埕迪化街一帶進行，請申請學校應依

學校所在地點自行評估所需經費。 

保險費 
課程皆在校外實地體驗，地點皆在台北市大同區的大稻埕迪化街一帶進

行，請學校應自行評估所需經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