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案設計總表 

課程名稱 進擊的鐵道部 
場館名稱 

（教案設計者） 
國立臺灣博物館 

課程時間 
第一次，2 節 
第二次，4 節 

共計 6 節課 
( 每 節 課  50 
分鐘) 

授課教師與助教 
教師：本館教育推廣助理 
助教：本館教育推廣助理  

實施年級 國小高年級 課程地點 
鐵道部園區 
鐵道部多功能教室 

課程設計動

機及理念 
理念： 
以多元方式體驗臺北地理時空脈絡的變化，設計館內教育推廣體驗課程。 
透過城市樣貌變化的主題，認識台北城區及臺灣現代性歷程，透過博物館經演活化

在地歷史，延伸適用於教育推廣及深入探索。 
以心智圖、歷史照片及現地展示等場域探索，讓入館體驗能以自主學習方式進行。 
 
特色： 
國立臺灣博物館是臺灣現存最早的博物館，2005 年時啟動臺博系統，將臺北舊城區

的古蹟納入臺博館的營運管理。國定古蹟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臨近清代臺北

機器局，為全臺鐵路交通的管理中心。園區主建築廳舍落成於 1920 年，並於 1989
年臺鐵總局遷出後空間閒置，2006 年起臺博館與臺鐵局合作，將古蹟修復再利用，

轉型成為博物館園區，目前園區共有六座國定古蹟及一處市定古蹟。 
 

議題融入 文化資產保存 
課程簡介 鐵道部園區有許多美麗的建築及人文的歷史記憶，透過導覽解說認識它們的背後精

采故事；課程利用協作心智圖輔助探索學習，結合繪圖體驗及老照片比對，讓學員

能認識臺灣的現代性歷程。 
 

教學目標 1. 認知：探索博物館環境，看見空間風格變化，能體驗歷史的變遷以及探究原因。 
2. 情意：課程結合心智圖操作引發興趣，能有獨立的思考方式及交流想法的意願。 
3. 技能：利用心智圖分析個人參觀體驗，善用學習單解答問題，能分享個人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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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每次 36 人內，成員有共同上課經驗。 

課程需求及

注意事項 

課前事先分組，建議 5-6 組 

課程大綱 

週次 單元名稱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 認識鐵道部園區 認識臺博館 認識臺博系統的背景 



及鐵道部園區 認識鐵道部園區設立的原因 

從學校的角度想像博物館 

分組製作認識鐵道部心智圖 

2 進擊的鐵道部課程 鐵道部園區深度導覽 

鐵道部園區心智圖製作 

踏入博物館並探索學習 

從個人學習單嘗試探索鐵道部

的環境及古今對照 

從分組製作心智圖思考鐵道部

園區參觀經驗 

利用心智圖及便利貼引導學員

思考文化資產保存的意義 

 
  



課程所需經費建議表(範例)： 
費用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小計 編列說明及

備註 
師資交通費 1批 來回   實報實銷 
助教交通費 1批 來回   實報實銷 
門票 團體票 50 元/

人（包含學生、

老師、家長） 

依團體

人數 
團體自行 
購票入館 

 可開立收據 

教材教具 彩色筆、圖畫

紙、便條紙等 
   實報實銷 

總計  
其他費用項目 
講師所需交通費 包含 1次講師、助教入校班級課程往返交通，請申請學校應依學校所在

地點自行評估所需經費 

學校所需交通費 包含 1次校外實地體驗，前往國立臺灣博物館鐵道部園區(臺北市)，請

申請學校應依學校所在地點自行評估所需經費 

學校所需保險費 包含 1次校外實地體驗，前往國立臺灣博物館鐵道部園區(臺北市)，請

申請學校應依來館人數自行評估所需經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