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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課程教案與經費建議表 

 

一、 推廣之體驗課程名稱： 

尋找東糖的甜蜜─走察光明訪古今 

 

二、 教學帶領者： 

 

師資 介紹 

廖秋娥 《經歷》國立臺東大學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副教授 退休 

《學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博士 

《專長》人文地理、區域地理、臺灣地理、鄉土地理、社區

觀光、社區營造、社會科教材教法 

林天財 臺東糖廠土地開發課文化資產人員 退休 

賴素珍 臺東大學華語文學系講師 退休，專長兒童文學。 

林智偉 東糖研究會負責人 

三、 內容說明 

(一)、 課程實施方式說明： 

 

課程摘要：本課程以推廣2021年文化體驗研發的教案「尋找東糖的甜蜜」

其中的第四單元「走察光明訪古今」為主，去年的教案總共有四個單元，

包含引導學生做社區耆老的訪談，還有前期對台東糖廠大歷史的基本認

識，由於進入推廣階段，執行上比較不容易讓每一間學校每個班級都對同

樣的耆老進行訪談，所以我們將去年訪談的成果轉成實際訪查導覽的形式

進行課程。前期的大歷史認識則是會在課程進行前，先到各校演講或是展

覽，也有準備講義附給各個育推廣的學校。 

 

(1) 學生人數:20-40人 

(2) 授課時數:3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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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執行方式: 

團隊從2010年開始，分別在台東高中及台東女中針對社會科教師進行講座，也

於各個學校舉辦「台東糖廠與台東區域發展」展覽，先建構台東糖廠的區域重

要性，再針對東糖生活圈進行實際走訪，東糖生活圈即為現在光明社區一代，

過去這裡曾經包含了東糖的一、二、三宿舍區，也還存在許多歷史建物，像是

醫務室、中山堂、福利大樓等，光明國小前身是當年的台糖代用小學，這個區

域具備了學校、醫療、民間信仰、菜市場、娛樂種種生活機能，從日本時代開

始就已經是一個完整的聚落。 

從1928年的製糖用鐵道圖中可以看到當時台東市的聚落分布，其中製糖工場還是交通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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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1980年代，池上糖漿廠設立後，台東糖廠全盛時期涵蓋範圍北至玉里南至大武。 

自1913－1996年台東糖廠製糖80餘年，作為台東最大的食品加工業，以及

契約栽種甘蔗的農地遍及台東縣，台東糖廠對台東縣的經濟、社會發展具有

深遠的影響。 

即使近20多年來已經不再製糖，但因台東糖廠擁有二千公頃的土地，20多

年來朝向多元產業的發展，並有大面積土地配合政府的政策需求，所以台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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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廠仍影響著台東的區域發展。例如台東廠區、馬蘭農場因位在台東市區，

所以提供了大片土地供都市發展使用。 

    台東糖廠對台東許多鄉鎮的發展，都有很大的影響，如移民聚落的形

成、交通路線的發展、契約種蔗的農業發展等。 

東糖生活圈區域範圍 

在宿舍區的住戶調查過程，於中興路兩側，當年也有許多店家，反映這個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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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是完整的生活圈。 

  

2019/12/03 於台東女中針對社會科教師辦理講座。 

 
 

2020/05/18 對東中的社會科教師進行糖業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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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2021/07 於台東高中圖書館辦理展覽 

  

2021/12-2022/02 於均一國際教育實驗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展覽 

展覽以 A1掛布的形式呈現，針對不同的學校與東糖的關係，調整展覽內容。 

 

 

(二)、 主題內容─走察光明訪古今 

1.目標： 

(1) 認識台東糖廠廠區的空間分布-製糖工場、鳳梨工場、一二三區宿舍。 

(2) 認識東糖一二三宿舍區延伸出的東糖生活圈。 

(3) 了解東糖生活圈周邊的歷史建物之位置﹐及其建物的由來與功用。 

2.流程與互動說明： 

(1) 透過講義及教師講解﹐了解台東糖廠對台東區域發展的重要性。 

(2) 透過地圖與現場踏查﹐了解糖廠及周邊宿舍、建物的空間分布。 

(3) 尋訪東糖人訪談東糖生活圈的故事。 

3.時間：180分鐘 

4.設備：簡報、地圖、老照片、歷史建築導覽展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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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覽順序： 

①福利中心大樓→②醫務室(理髮部)→③中山堂→④光明國小(台糖代用學

校)→⑤招待所→⑥副廠長宿舍→⑦台東糖場冰店 

①福利中心大樓 

課程時間：2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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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57年(1968) 8月完工啟用，鋼筋混凝土結構，建築面積148平方公尺。 

 

建造緣由：民國54年6月18日黛納颱風及7月26日哈莉連續侵襲臺東，臺東糖廠廠區及宿舍

區房舍嚴重損毀，全體員工及眷屬全力搶修，事後臺糖總公司特撥一筆獎勵金慰勞全體員

工；當時經臺東糖廠會議討論，認為廠區復舊是員工應盡之本份，而且在災後重建過程中

員工眷屬奉獻很多，於是決議用此筆獎勵金建造「福利中心大樓」，大樓歸員工福利委員

會管理，以佳惠員工及員眷。 

 

用途：一樓為東糖員工福利社，主要有販賣部、美髮部和理髮部；販賣部販售日常生活用

品，如米油盬、罐頭牙膏香皂、襪子內衣褲、糖果等，提供員工及眷屬賒帳購買，每位員

工設有一本記帳本，購物賒帳登記，賒款再由次月薪資中扣還。 

 

二樓為圖書館及閱覽室，供員工、眷屬閱覽書報及借閱書籍，靠中興路側為簡易桌球室。

民國68年(1979) 閱覽室曾做為臺東糖廠池上糖漿廠興建工程籌備處，桌球室也曾做為光

明里和豐年里的里辦公室。 

 

民國86年(1997) 7月蜜鄰超市開始營業，販賣部停止營業，美髮部和理髮部遷移到隔壁原

醫務室繼續營業。二樓圖書館則於民國91年(2002) 7月關閉。 

 

民國92年(2003) 9月起對外出租，先後租給臺東市衛生所、南島社區大學、臺東友善關懷

協會。 

民國92年(2003) 9月至97年(2008) 7月出租予臺東市衛生所 

民國97年(2008) 9月至106年(2017) 8月出租予南島社區大學 

民國108年2019年1月至110年(2021)12月出租予臺東友善關懷協會。 

 

由呂阿玉設計；昭和3年(1928)出生，臺中州立工業學校(臺中高工)建築科畢業，臺灣光

復後來臺東，在臺東縣政府建設局擔任技士，他沒有正式的建築師執照，但臺東早期建築

師少，在官方默許下，他設計監造了許多官廳、農會大樓、民間建築，如舊縣議會、舊稅

捐處、舊卑南鄉公所、舊鹿野鄉公所、縣農會超市、鹿野地區農會等。針對臺東地區多颱

風、日照強的天候特性，他善於運用遮陽板和空心花磚，建造兼具美感與實用性的臺東在地

特色的建築作品。 

 

福利大樓最大特色就是前後立面的大片「洞洞牆」，空心花磚的牆面設計，兼具防颱、遮

https://zh.wikipedia.org/wiki/臺中市立臺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建築師
https://zh.wikipedia.org/wiki/空心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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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通風等的功能。而正面的拱門造形僅為外觀造形、與傳統羅馬建築中拱門的力學結構

無關。 

 

 

 

 

 

②醫務室(理髮部) 

課程時間：30分鐘 

 

醫務室沿革： 

建造年代尚未確定，推測可能是日治時期糖廠社長宿舍，具圍牆及日式庭園造景，前有小

假山，後有池塘、小拱橋、大假山、大榕樹，這些庭園造景到民國60年代仍完整保留，是

當時糖廠子弟遊玩爬樹最佳地點。目前大門、門柱及圍牆遺跡仍在。 

 

戰後，民國36年(1947)改建為醫務室，內部設有掛號室、診療室、藥局、注射室、候診椅

等。民國52年(1963) 因當時看診人數增加而增建後面的員工診所並設有病床，民國83年

(1994) 12月31日醫務室結束業務，可能與民國84年1月1日全民健保施行及工場即將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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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糖雙重因素有關。 

民國86年(1997) 理髮部及美髮部由福利大樓遷移到醫務室繼續營業。 

 

醫務室的日式木造建築，屋瓦為水泥瓦，形式為少有的六脊五坡的改良型，有別於標準式

五脊四坡的日式建築，牆壁為木造雨淋板與洗石子，內部為本造結構，門樑上有裝飾紋，

目前整體依舊保存完整。 

 

③中山堂 

課程時間：25分鐘 

 

約建造於日治時期1928至1929年（昭和3至4年），建物面積413.5平方公尺，做為臺東製

糖株式會社俱樂部，當時是臺東製糖株式會社的全盛時代，社長為重森確太。臺東有人保

留有一本1939年重森確太與家屬在中山堂前的照片集。 

 

戰後，民國36年（1947）2月，康樂國民小學創設之初曾借用臺東糖廠俱樂部做為創校籌

備處。俱樂部在民國39年（1950）整修之後，才改稱中山堂，做為糖廠員工集會及休閒娛

樂的場所。民國102年（2013）6月起，出租與豐盛教會作為辦公與團契之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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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堂是鋼筋混凝土結構，外觀仿4柱式希臘羅馬古典神廟建築樣式，兩坡水、山牆、立

柱，左右對稱。門廊有4根仿托次坎（Tuscan）柱式的八邊柱，沒有花紋或樣式、是很素

的柱式。額頭樑作灰泥裝飾帶。山牆以線條與矩形線板收邊，牆面以浮雕作裝飾。兩側的

廊道有四邊形立柱設計，屋簷及壁面有精緻的灰泥裝飾，全棟漆成白色。山牆跟線腳的線

條及浮雕裝飾，是當時流行的裝飾風藝術手法。正面現有的金色七燭臺是承租的教會所裝

設的。 

 

中山堂的正立面與美國白宮的北向立面相似，同為4柱式神廟造型，所以有「糖廠小白

宮」的外號 。 

 

內部主要由會堂、舞臺、二樓觀眾席所構成，二樓觀眾席是戰後整修增建的，過去每月定

期邀請臺糖代用國校康樂隊、東糖婦女會舞蹈團，外界演藝團體表演,此外也定期放映電

影或舉辦集會與活動,作為臺東糖廠及光明社區定期集會、投開票所、會議室以及研習教

室等用途。 

 

舞臺後方的獨立空間，早期為糖廠的理髮店及福利社，理髮店及福利社遷移到福利大樓

後，該空間就做為演出者的準備室，民國101年(2012) 12月出租予光明社區發展協會，民

國110年(2021) 起為臺東縣製糖相關從業退休人員協會。 

 

中山堂東側早期有一個中正臺，中正臺前廣場是臺東糖廠與臺糖代用國校辦理各項戶外活

動的場地，如臺糖國校運動會、廠農運動會、國校運動場，有時放映露天電影，春節辦理

新春摸彩。 

④臺東縣光明國小 

課程時間：3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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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立於1947年8月1日，原名「私立臺灣糖業公司臺東糖廠員工子弟小學」，由學校董事會

聘羅觀安先生為首任校長，以原臺東糖廠餐廳為校舍，初創辦時，一至五年級各一班。  

 

1948年夏奉准立案，改名為「臺東縣私立臺糖小學」，並增一班，改建倉庫一間為教室；

同年8月1日羅觀安校長調總爺糖廠服務，由教導主任羅頤升任校長。 

 

1949年春，奉令取消私立小學名義，更名為「臺東縣臺糖代用國民學校」。 

1955年2月增置幼稚班一班。 

 

1968年全面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同年7月31日羅頤校長退休，8月臺糖公司奉令將各廠

附設小學移交地方政府接辦，8月6日改隸臺東縣政府，劃光明里為學區，並改校名為臺東

縣臺東鎮光明國民小學，縣政府令派教導主任段中瑛為改隸後首任校長。 

 

1968年8月﹐國小部改隸臺東縣政府後，幼稚班由臺東糖場續辦，正名為「臺東糖廠幼稚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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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第一招待所 

課程時間：20分鐘 

 

第一宿舍區﹐原來就有日式招待所﹐但1984年﹐東糖卻新建「招待所」。因為二樓有總統

套房﹐許多政要都住過﹐如李登輝、孫運璿、張學良等。 

 

1984年新建完成﹐屬鋼筋水泥的招待所﹐原來一樓為餐廳和廚房﹐二樓為招待所﹐提供外

賓住宿。2006年1月～2008年12月﹐一樓出租給原住民發展協會﹔之後﹐出租給智障者家

長協會。二樓則為職員宿舍。 

 

⑥副廠長宿舍 

課程時間：25分鐘 

 

第一排第五棟，是一區宿舍僅剩的日式宿舍﹐面積為648平方公尺﹐民國44年(1955)王雪

亭廠長為當時三位副廠長所建。最後也有廠長住宿於此﹐如2004～2005年﹐臺東糖廠最後

一位廠長-董鍾棣﹐離開臺東之前即住宿在此。之後﹐2015-2019年曾經出租給「邸臺東」

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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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蜜鄰超市 

課程時間：35分鐘 

 

1996年﹐拆除一區宿舍第一、二排各二棟房屋建造而成。由張戌金建築師設計﹐蓋二棟各

150坪﹐合為300坪。1997年完成﹐建造經費1200萬元。7月開幕﹐第一天營運營收就有80

萬元。半年後﹐因大潤發開張﹐蜜鄰超市的營運就一路下降了。 

 

 

 

四、 經費預算明細表： 

學生人數20人以下 

經費項目 單價 數量 單位 總價 計算方式及說明 

師資鐘點費 2,000 3 小時 6,000 1場3小時 

助教鐘點費 1,000 6 小時 6,000 一場次2個助教，3

小時，共計6小時 

教材教具 3,000 1 式 3,000  

設備租借 2,500 1 式 2,500 麥克風擴音器 

行旅費 5,000 1 式 5,000 學員遊覽車費用 

共計 22,500  

 

學生人數20-40人 

經費項目 單價 數量 單位 總價 計算方式及說明 

師資鐘點費 2,000 6 小時 12,000 分兩組進行，1場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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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教鐘點費 1,000 12 小時 12,000 分兩組進行，一場

次2個助教，3小

時，共計12小時 

教材教具 3,000 2 式 6,000   

設備租借 2,500 2 式 5,000 麥克風擴音器 

行旅費 5,000 1 式 5,000 學員遊覽車費用 

 共計 40,000   

單次課程以學生人數20人為上限，若超出人數，本研究會會安排兩組講師及助

教，分成兩組同時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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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附件：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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