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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聽老時光的低語：與《鹿港乘桴記》共赴報導文學 

楠梓高中 顏嘉儀 

一、摘要： 

我們能否從老時光的濃墨淡染和放手凌空之間，感覺到一點點那個時代的蒙住的心跳？老地

方承載許多的歷史及環境記憶，若沒有放下腳步，走進傾聽，怎麼能夠感受到老屋老街的情懷、

錯亂或無奈？ 

學生在學習〈鹿港乘桴記〉課文後，理解作者今昔對比的地景書寫及藉景抒情的敘事手法，

體會昔盛今衰的議論方式，嘗試去勾勒一個地區的絕代風華。在完成文本閱讀後，從學術情境轉

化為生活情境，結合本校在地日治時期第一座工業化橋頭糖廠，由環境部主辦台灣環保生活協會

協辦在橋頭糖廠的實境解謎活動，讓學生體驗不同於以往課堂中的戶外教育，感受來自歷史、人

文、環境孕育的在地共同空間。在活動過程中完成橋頭糖廠文學地景學習單，查找老照片與新景

點拍攝的照片對比並創作地景新詩後，感受老地方錯落交織的興衰，並由組長將成果呈現在網頁

padlet 中。 

最後學生運用課堂所學，前往自己想製作的老屋地景，結合報導文學的書寫方式，採訪後完

成報導文學作品後繳交至 classroom 中，並於最後一週課堂成果展發表。期望透過教學設計能夠

啟發學生對於老地方的熱愛，尋覓傾聽老屋過往歲月的人，同時培養學生報導文學寫作的技能，

讓他們能夠用筆去傳承老屋老街的故事，並在閱讀中發現生活中無窮的可能。 

二、設計理念：  

（一）問題意識： 

學生的閱讀習慣逐漸受到快速資訊和網路浪潮的影響，對於傳統文學的理解及生活所見所聞

逐漸淡漠。隨著都市更新，許多老屋老街逐漸消失在現代建設的陰影之下。因此，如何引起學生

對於文學及身旁事物的興趣，並且提升其閱讀和寫作能力，運用報導文學的角度去傾聽老屋的低

語，成為我此次發想教案及思考的重要課題。 

（二）選材說明： 

以《鹿港乘桴記》作引，透過作者敏銳的觀察和細膩的筆法，深刻地描繪了一個地區的今昔

風貌。學生在高一時期三民版第二冊第四課〈壯遊〉、課外補充余光中〈雨，落在高雄的港上〉這

些作品皆提供了豐富的敘述素材，同時教師也供給報導文學的經典範例，有助於學生理解報導文

學的特色和寫作技巧，並嘗試書寫報導文學。 

（三）切入角度： 

1. 傾聽老時光的低語： 

透過《鹿港乘桴記》，我們將引導學生觀察自己從小到大附近的老屋老街，探訪與發掘它們背

後的故事，理解它們在歷史長河中的重要性。因此設計戶外教育活動，結合橋頭糖廠與台灣環保

生活協會共同研發的實境解謎活動，使學生能走進橋頭廠區感受老地方的轉型與再造。 

2. 共赴報導文學之旅： 

以報導文學的手法，教導學生如何將所見所聞轉化為文字，呈現真實而感人的故事。透過實

joa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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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走訪，學生將進行素材收集、訪談及策劃等活動，提升他們的觀察和寫作能力。在書寫老地方

的報導文學時，透過學習單認識台灣歷史古蹟修復、台北老屋新生大賞、老屋新溫度等實例分

析，並從報導者等網站，觀察報導文學的書寫方式，能夠看到理論如何在實際問題中發揮作用，

並應用到生活情境中。 

3. 重拾閱讀的樂趣： 

透過文學作品的深入探討，我們旨在讓學生重拾閱讀的樂趣，建立自己的價值觀，培養對於

文學和社會的敏感性。在素養活動中結合戶外教育計劃，設計與橋頭糖廠合作，透過實境解謎的

活動，實地走訪橋頭糖廠，走進五分車、糖廠內的百年風華，理解橋頭糖廠如何在歷史的洪流

中，走出自己的創新路，將老房屋賦予新意義。 

三、教學對象： 

本課程授課時間為國文必修課，對象為高二學術學程社會組 203 班及自然組 204 班，涵蓋了本校

特色班和普通班的學生。高二學術學程自然組 204 班的學生們，作為本校特色班的一員，對科學、

數學等自然科學領域有深入的興趣。在教學中，可以強調深度學習和探究性學習，提供更多的實驗

和專題研究機會，以滿足他們對知識深度和廣度的追求。 

相對而言，高二社會組 203 班的學生涵蓋更廣泛的社會科學領域。在教學中，注重啟發他們的批

判性思維和問題解決能力，因同學的學業成績較為低落，所以在過程會採取較活潑且多元的資源，

例如製糖的過程體驗或是文學地景的深度探索，以提升並滿足他們對知識的廣泛求知欲。 

三、 總表：素養導向對應表 

總表：素養導向對應表 

領域／科目 國語文 設計者 顏嘉儀 

實施年級 高二 總節數    8  週，共  16   節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1-Ⅴ-3 能辨別聆聽內容的核

心論點、議論立場及目的，並

加以包容與尊重。 

2- Ⅴ -6 關 懷 生 活 環 境 的 變

化，同理他人處境，尊重不同

社群文化，做出得體的應對。 

5-Ⅴ-6 在閱讀過程中認識多

元價值、尊重多元文化，思考

生活品質、人類發展及環境永

續經營的意義與關係。 

6-Ⅴ-4 掌握各種⽂學表現手

法，適切地敘寫，抒發個人情

感。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A3「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國 S-

U-A3 

運用國語文培養規劃、執行及檢

討計劃的能力，廣納新知，參與各

類活動，充實生活經驗，發展多元

知能，從中培養創新思維與因應

社會變遷的能力。運用國語文表

達自我的經驗、理念與情意，並學

會從他人的角度思考問題，尋求

共識，具備與他人有效溝通與協

商的能力。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國 S-U-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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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

內容 

Ad-Ⅴ-1 篇章的主旨、結構、

寓意與評述。 

Ba-Ⅴ-3 寫作手法與⽂學美

感的呈現。 

Be-Ⅴ-1 在生活應用方面，以

自傳、新聞稿、報導、評論、

等格式與寫作方法為主。 

Cb-Ⅴ-2 各類⽂本中所反映

的個人與家庭、鄉里、國族及

其他社群的關係。 

善用科技、資訊與各類媒體所提

供的素材，進行閱讀思考，整合資

訊，激發省思及批判媒體倫理與

社會議題的能力。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國  S-U-C2 了解他 人 想法與立

場，學習溝通、相處之道，認知社

會群體生活的重要性，積極參與、

學習協調合作的能力，發揮群策

群力的團隊精神。 

議題

融入

說明 

議題／ 

學習主題 
戶外教育/有意義的學習、環境議題/永續發展、人權/人權與生活實踐 

實質內涵 

戶 U1  

善用環境議題，實地到戶外及校外考察，認識臺灣環境並參訪自然及文化資

產，如國家公園、國家風景區及國家森林公園等。 

環 U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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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U4  

理解人權與世界和平的關係，並在社會中實踐。 

與其他領域／

科目的聯結 
社會科：歷史科、地理科 

教材來源 

一、教科用書：三民版第一冊、第三冊 

二、網路資源： 

(一)因材網：https://adl.edu.tw/HomePage/home/ 

(二)國文科學科中心網站：https://cerclearning.tp.edu.tw/ 

(三)每天為你讀一首詩：余光中〈雨，落在高雄的港上〉： 

https://cendalirit.blogspot.com/2020/09/blog-post_3.html 

(四)橋頭糖廠鴞之宇宙實境解謎活動：

https://epb.chiayi.gov.tw/News_Content.aspx?n=4117&s=791449    

(五)報導者：https://www.twreporter.org/ 

三、書籍： 

(一)威廉．金瑟：《非虛構寫作指南》，臉譜，2023 年 8 月 

(二)馬克‧克雷默 Mark Kramer、溫蒂‧考爾 Wendy Call：《哈佛寫作課》商   

業週刊，2017 年 9 月 

(三)郭佩宜、王宏仁等：《田野的技藝》，左岸文化，2019 年 1 月 

(四)楊渡：《我們如何記憶這時代：報導文學十三講》，南方家園，2024 年 5   

月 

https://adl.edu.tw/HomePage/home/
https://cerclearning.tp.edu.tw/
https://cendalirit.blogspot.com/2020/09/blog-post_3.html
https://epb.chiayi.gov.tw/News_Content.aspx?n=4117&s=791449
https://www.twreporter.org/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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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備／ 

教學資源 

一、教學設備：Ipad、投影機、電腦 

二、教學資源： 

(一)教科用書及自編教材：三民版第三冊第七課〈鹿港乘桴記〉、自編講義(線

上 google 文件、簡報、學習單)、橋頭糖廠鴞之宇宙 RPG 實境解謎活動

探險包 

(二)數位媒材及網路資源：因材網、國文科學科中心網站、google classroom、

google 簡報表單及文件、google site、padlet、canva、slido。 

(三)專科教室：本校專題教室三、生涯規劃教室 

學習目標（課程總目標） 

  學生能透過⽂本閱讀，掌握空間地景書寫及作家生命情懷的關聯，並藉由多元⽂本及實地走

訪，觀察自身成長的地方，透過參與實境解謎活動，在團隊合作的過程中培養溝通協作的能力，

深入體驗與理解空間的獨特性，深入了解老房屋的歷史和文化價值，培養對於古老空間的重新詮

釋與創新思維，進而反思自我在成長過程中與空間、地方的互動，建立⽂化認同。學生能將自身

觀察運用報導文學的寫作脈絡及採訪技巧，完成採訪活動。最後能以分組形式獨立完成一份報導

文學。分述以下單元目標： 

一、認知層面 

（一）學生能辨析文本的主旨、結構及寫作手法。 

（二）學生能解釋統整文本篇章意涵和今昔對比的手法。 

二、技能層面 

（一）學生能構築與書寫【傾聽老時光的低語】，對個人或社會的理想願景進行描繪與想像。 

（二）學生能通過實境解謎及文學地景尋地之旅體驗，培養團隊合作和問題解決能力。 

（三）學生能完成採訪活動，並將採訪內容轉化為報導文學的形式，並掌握書寫脈絡、採訪大綱、

報導文學的寫作技巧。 

三、態度層面 

（一）學生能省思個人理想與困境的矛盾，了解老房屋的歷史和文化價值，並積極面對問題。 

（二）學生能思考群體的理想價值，並協調衝突，促進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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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課程結構心智圖繪製如下： 

2.SDGs 永續發展目標議題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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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週教學大綱：  

各週教學大綱 

週

次 

單元

名稱 
各週主題 教學活動 評量方式 

對應素養及議

題 

1 

傾聽

老時

光的

低語  

過去與現在：

回顧校園的點

滴風景 

1.鹿港乘桴記文本分析與討

論 

2.運用健行筆記 app 完成行

路徑軌跡拍照與校園景象

的紀錄 

形成性評量 

1.「散步時光：楠梓高

中的微醺風景-運用

健行筆記 app 紀錄

行 走 軌 跡 並 完 成

google 學習單 

對應素養：A3

「規劃執行與

創新應變」、

C2 人際關係

與團隊合作 

對應議題：環

境、戶外教育 

2 

解開

老地

方之

謎題 

橋頭糖廠「鴞

之宇宙 RPG」

實境解謎 

1.實境解謎遊戲記者會及遊

戲說明：學生分組，討論

解謎活動規則和安全事項 

2.學生至橋頭糖廠，進行實

境解謎活動 

3.應用所學知識，解開與橋

頭糖廠老房屋有關的謎題 

形成性評量 1.鴞之宇

宙 RPG 實境解謎完

賽 

2.完成 google 簡報學

習單並將成果上傳

至 padlet 中 

對應素養：C2

「人際關係與

團隊合作」、

A3「規劃執行

與創新應變」 

對應議題：戶

外教育、環境 

 

3 

走訪

老地

方的

地圖 

腳印留聲：橋

頭糖廠文學地

景尋「地」遊戲 

1. 至 橋 頭 糖廠 進 行大地 尋

「地」遊戲：運用老師製

作的學習單中文字表述的

線索找到指定的地點。並

運用上節課所學健行 APP

完成任務一：進擊的糖廠 

2.透過橋頭糖廠的老照片找

到現今實地景點作古今呼

應並拍照書寫任務二學習

單：老照片新故事 

3.拍攝令人動心的照片並書

寫「腳印留聲：橋頭糖廠

地景隨筆」新詩創作 

形成性評量：1.運用健

行筆記 app 紀錄橋

頭糖廠的行走軌跡

完成橋頭糖廠文學

地景-老照片說故事

學習單 

2.完成「腳印留聲：橋

頭糖廠地景隨筆」新

詩創作 

對應素養：C2

「人際關係與

團隊合作」、

B2 科技資訊

與媒體素養 

對應議題：戶

外教育、環境 

4 

訴說

老時

光的

回憶 

 

經典回顧與分

享：尋找老街

老屋的印記 

1.分享實境解謎及文學地景

活動的經驗和結果 

2.老屋特色與改進之道- 老

屋特色觀察與分析 

3.完成「老屋的一百種可能」

形成性評量 

1. 完成「訴說老時光

的回憶經典案例觀

察」學習單 

2.完成「老屋的一百種

對應素養：A3

「規劃執行與

創新應變」、

C2「人際關係

與團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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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活化說明書 可能」空間活化說明

書 

對應議題：環

境、人權 

5 

響應

老地

方的

故事 

創作老街老屋

的故事(一)：認

識報導文學 

1.報導文學格式講解 

2.範例報導分析 

3.報導大綱撰寫練習。 

形成性評量 

1.完成 google 報導文

學學習單 

2.完成報導大綱及議

題 融 入 並 上 傳 至

padlet 中 

對應素養：A3

「規劃執行與

創新應變」、

B2「科技資訊

與媒體素養」 

對應議題：環

境、人權 

6 

深入

老街

老屋

的回

憶 

創作老街老屋

的故事(二)：報

導文學採訪技

巧及採訪稿撰

寫 

1.主題選擇 

2.資料搜集 

3.撰寫採訪搞 

4.進行採訪 

形成性評量 

1.完成「深入老街的回

憶(報導文學採訪大

綱)採訪稿」 

對應素養：A3

「規劃執行與

創新應變」、

C2「人際關係

與團隊合作」 

對應議題：環

境、人權 

7 

走進

老街

老屋

的故

事 

創作老街老屋

的故事(三)：報

導文學採訪資

料整理、撰寫

與修正 

1.創作技巧講解 

2.資料歸納與統整 

3.報導文學創作 

4.修訂和校對 

總結性評量 

1.完成「傾聽老時光的

低語：報導文學作

品」 

對應素養：A3

「規劃執行與

創新應變」、

C2「人際關係

與團隊合作」 

對應議題：戶

外、環境、人

權 

8 

回顧

老街

老屋

的反

思 

故事就在老地

方：各組分享

自己的報導心

路歷程 

1.各組發表採訪成果及報導

文學作品 

2.講解各組表現及修正 

總結性評量 

1.完成「老時光的學習

歷程成果發表 PPT」 

2.同儕評論評分 

對應素養：B2

「科技資訊與

媒體素養」、

C2「人際關係

與團隊合作」 

對應議題：環

境、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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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週教案： 

第  一  週素養導向教學設計表 

領域／科目 國語文 設計者 顏嘉儀 

實施年級 高二 總節數 共 2 節，100 分鐘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1-Ⅴ-3 能辨別聆聽內容的核心

論點、議論立場及目的，並加以

包容與尊重。 

2-Ⅴ-6 關懷生活環境的變化，

同理他人處境，尊重不同社群

文化，做出得體的應對。 

5-Ⅴ-6 在閱讀過程中認識多元

價值、尊重多元文化，思考生活

品質、人類發展及環境永續經

營的意義與關係。 核心素

養／具

體內涵 

A3「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國 S-U-A3 

運用國語文培養規劃、執

行及檢討計劃的能力，廣

納新知，參與各類活動，充

實生活經驗，發展多元知

能，從中培養創新思維與

因應社會變遷的能力。運

用 國 語 文 表 達 自 我 的 經

驗、理念與情意，並學會從

他人的角度思考問題，尋

求共識，具備與他人有效

溝通與協商的能力。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國 S-U-C2 

了解他人想法與立場，學

習溝通、相處之道，認知社

會群體生活的重要性，積

極參與、學習協調合作的

能力，發揮群策群力的團

隊精神。 

學習內容 

Ad-Ⅴ-1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

意與評述。 

Be-Ⅴ-1 在生活應用方面，以自

傳、新聞稿、報導、評論、等格 

式與寫作方法為主。 

Cb-Ⅴ-2 各類⽂本中所反映的

個人與家庭、鄉里、國族及其他

社群的關係。 

議題 

融入 

議題／ 

學習主題 
戶外教育/有意義的學習、環境議題/永續發展、人權/人權與生活實踐 

實質內涵 

戶 U1 善用環境議題，實地到戶外及校外考察，認識臺灣環境並參訪

自然及文化資產，如國家公園、國家風景區及國家森林公園等。 

環 U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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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融入之學習重

點 

Ca-Ⅴ-2 各類文本中表現科技文明演進、生存環境發展的文化內涵。 

5-Ⅴ-6 在閱讀過程中認識多元價值、尊重多元文化，思考生活品質、

人類發展及環境永續經營的意義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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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領域／

科目的聯結 
社會科：歷史科、地理科 

教材來源 

一、教科用書：三民版第一冊、第三冊 

二、網路資源： 

(一)健行筆記 APP：https://hiking.biji.co/ 

(二)youtube： 

1.【4K 高畫質】  神遊過往時空 探尋先人身影  - 鹿港的 1930 日治年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XL3Bi-RolY 

2.【歷史街區】搶救鹿港｜留下百年歷史老屋 (我們的島 第 841 集 2016-01-

18)：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G0bVmgxjcQ 

(三)閱讀篇章： 

1.〈老照片｜別看不起你身邊的小村，它們也有可能成為世界名城〉（文章網址：

https://kknews.cc/news/pn9om3p.htm） 

2.〈鏡頭下：全球 15 大城市巨變對比圖〉提升眼球震撼力。 

（文章網址：https://kknews.cc/news/93xjk8l.html） 

學生學習 

背景分析 

一、先備知識：  

(一)學生在國文方面的先備知識偏薄弱，對於古文今昔對比的手法較不熟悉，需要強

調基礎概念，提醒理解文學作品的基本技巧。 

(二)學生對於健行筆記 APP 的使用較為陌生，因此需要先帶領學生使用該 APP，了

解行走時需開啟 APP 並且到達景點後須定點拍攝照片記錄的過程。 

二、學習狀態： 

(一)學生對於今昔對比的寫作手法不太熟悉，需要透過教師自編講義表格化的編排方

式實例引導他們進入思辨的氛圍。且對於文言文的理解較為低落，需要教師在此

階段提升他們的興趣與參與度。 

(二)學生在校園行走時，可能需要更多的引導，提醒照片需要有該組的全體同學或僅

能減一位同學（拍攝者），確保每個學生都能夠參與。 

三、預期的學習難點： 

學生可能在校園行走的過程中使用 APP 有困難，教師難以第一時間解決，需要

和學生抱持溝通和聯絡，因此教師須設置每組找老師拍攝至少一張照片的小挑戰，可

以及時處理學生遇到的困難。另外要提醒學生紀錄的過程中，同時須以個人為單位拍

攝校園喜愛的一隅，練習從圖片轉換成文字的技巧，記錄美的時刻。 

教學設備

／ 

教學資源 

一、教學設備：Ipad、投影機、電腦 

二、教學資源： 

(一)教科用書及自編教材：三民版第三冊第七課〈鹿港乘桴記〉、自編講義(線上

google 文件、簡報、學習單)、 

(二)數位媒材及網路資源：因材網、國文科學科中心網站、google classroom、

google 簡報表單及文件、slido、健行筆記 app。 

(三)專科教室：本校專題教室三、生涯規劃教室、楠梓高中校園 

https://hiking.biji.c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XL3Bi-Rol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G0bVmgxjcQ
https://kknews.cc/news/pn9om3p.htm
https://kknews.cc/news/93xjk8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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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一、認知面：學生能理解作者今昔變遷的表現手法、閱讀與欣賞作者的重要作品。 

二、技能面：學生能善用網路媒體及手機應用程式所提供的素材，評估與整合資訊，完成「散步            

時光：楠梓高中的微醺風景」。 

三、態度面：學生能同理他人處境展現多元價值的尊重以及理解，強化與環境的連接感，養成友 

            善環境的態度。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教師指導注意事項 

一、導入活動(10 分鐘) 

(一)課程暖身—發掘老時光的故事。教師請同學利用 Ipad 查找以下

網站的老照片、閱讀篇章及播放以下歌曲和影片。 

1.歌曲：羅大佑〈鹿港小鎮〉 

2.youtube 影片： 

(1)【4K 高畫質】神遊過往時空探尋先人身影-鹿港的 1930 日

治 年 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XL3Bi-

RolY 

(2)【歷史街區】搶救鹿港｜留下百年歷史老屋 (我們的島 第

841 集 2016-01-1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G0bVmgxjcQ 

3.閱讀篇章 

(1)〈老照片｜別看不起你身邊的小村，它們也有可能成為世界

名 城 〉 （ 文 章 網 址 ：

https://kknews.cc/news/pn9om3p.htm） 

(2)〈鏡頭下：全球 15 大城市巨變對比圖〉提升眼球震撼力。（文

章網址：https://kknews.cc/news/93xjk8l.html） 

(二)提問 1：上述的歌曲或影片及文章皆提及「老時光和舊時代的記

憶」，你覺得「老屋及老時光」的概念是什麼呢？在生活的各面

向，使用「老」這個詞可以傳達什麼嚮往？ 

(三)提問 2：影片中如何呈現鹿港的今昔對比？你家附近有甚麼老地

方嗎？他本來的功能是什麼？有什麼讓你注意的地方？有沒有

改建呢？  

二、開展活動(80 分鐘) 

(一)傾聽老時光的低語 

1.洪繻〈鹿港乘桴記〉鹿港今昔對比的手法 

(1)文本中今昔對比手法分析及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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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能摘要、分類

與歸納資訊，並能

遷移作者今昔對比

的手法，轉化為 IG

老照片敘事指南。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XL3Bi-Rol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XL3Bi-Rol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G0bVmgxjcQ
https://kknews.cc/news/pn9om3p.htm
https://kknews.cc/news/93xjk8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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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請就洪繻〈鹿港乘桴記〉所論，若乘坐時光機來到現今的台

灣社會，你如何幫助他用 5W1H 思考法，整理出他想嘗試建

議政府重視鹿港的建設時需面臨的局勢以及他要克服的困

難： 

(3)〈鹿港乘桴記〉一文要不停地進行今昔對比的目的？ 

2.「散步時光：楠梓高中的微醺風景」分組討論 

(1)教師說明單元表現任務—「散步時光：楠梓高中的微醺風景」

提供示例，並講解重要作品賞析單。 

(2)小組下載健行筆記 app，分配組員工作、校園景致十景選定、

構圖及說明等。 

(3)小組利用 Ipad 及手機運用健行筆記 app 紀錄路徑軌跡，承

(2)選定的校園景致拍照。 

(4)承(3)的紀錄結果以書寫至 google 文件講義中並以小組為單

位繳交至 google classroom 作業上。 

三、綜合活動(10 分鐘) 

(一)教師澄清與回應學生對作業內容的難點、疑惑。 

(二)提供健行筆記 APP 的文章供課後自學，完成單元表現任務。 

(三)發布課後作業與評量規準：請各組依評量規準完成修改，於一

週內完成作業並實施小組互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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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延伸閱讀（以學生的閱讀需求為準） 

1.陳嘉霖〈家園地景的「地方感」初探：奈良今井町與埔里籃城〉

https://www.hisp.ntu.edu.tw/report_paper?id=300 

2.周芬伶〈紅牆歲月〉 

https://tln.nmtl.gov.tw/ch/M12/nmtl_w1_m12_s1_c_1.aspx?sid=129 

3.柯裕棻〈臺北，蘊藏豐富文化與飲食況味〉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public/MMO/READ/508_01.pdf 

 

  

https://www.hisp.ntu.edu.tw/report_paper?id=300
https://tln.nmtl.gov.tw/ch/M12/nmtl_w1_m12_s1_c_1.aspx?sid=129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public/MMO/READ/508_01.pdf


471 
 

附件（學習單、評量暨評分說明） 

一、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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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量暨評分說明 

「形成性評量」：散步時光：楠梓高中的微醺風景 

評量面向 優秀（5 分） 良好（4 分） 尚可（3 分） 待改進（2 分） 

文學 

表現力 

以豐富的語彙和深

刻 的 文 筆 表 達 感

受，引人入勝。 

表達清晰，用詞得

當，但可能稍嫌普

通。 

表達基本，語言簡

單，欠缺深度。 

表達不清晰，語言

使用不當，需要更

多細節。 

地 景 描 寫

能力 

生動描繪出楠梓高

中的微醺風景，讓

人感受到栩栩如生

的畫面。 

能 描 寫 出 景 物 特

色，但描述可能稍

显平淡。 

描寫基本，但細節

不夠生動，欠缺深

度。 

地景描寫模糊，缺

乏具體描述。 

圖文配合 

圖文協調一致，相

輔相成，提升整體

閱讀體驗。 

圖文基本協調，但

可能有些細節不夠

貼切。 

圖文配合基本，但

可 能 缺 乏 某 些 元

素。 

圖文配合不協調，

影響整體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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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果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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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週素養導向教學設計表 

領域／科目 國語文 設計者 顏嘉儀 

實施年級 高二 總節數 共  2   節，  100   分鐘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2-Ⅴ -6 關懷生活環境的

變化，同理他人處境，尊

重不同社群文化，做出得

體的應對。 5-Ⅴ-6 在閱

讀過程中認識多元價值、

尊重多元文化，思考生活

品質、人類發展及環境永

續經營的意義與關係。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A3「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國 S-U-

A3 

運用國語文培養規劃、執行及檢討

計劃的能力，廣納新知，參與各類

活動，充實生活經驗，發展多元知

能，從中培養創新思維與因應社會

變遷的能力。運用國語文表達自我

的經驗、理念與情意，並學會從他

人的角度思考問題，尋求共識，具

備與他人有效溝通與協商的能力。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國 S-U-C2 

了解他人想法與立場，學習溝通、

相處之道，認知社會群體生活的重

要性，積極參與、學習協調合作的

能力，發揮群策群力的團隊精神。 

學習內容 

Ba-Ⅴ-3 寫作手法與文學

美感的呈現。 

Cb-Ⅴ-2 各類文本中所反

映的個人與家庭、鄉里、

國族及其他社群的關係。 

議題

融入 

議題／ 

學習主題 
戶外教育/有意義的學習、環境議題/永續發展 

實質內涵 

戶 U1 善用環境議題，實地到戶外及校外考察，認識臺灣環境並參訪自然及

文化資產，如國家公園、國家風景區及國家森林公園等。 

環 U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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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融入之

學習重點 

5-Ⅴ-6  

在閱讀過程中認識多元價值、尊重多元文化，思考生活品質、人類發展及環

境永續經營的意義與關係。 

與其他領域／科

目的聯結 

社會科：歷史科、地理科 

自然科：化學科 

教材來源 

一、網路資源： 

(一)橋頭糖廠官方網站：https://reurl.cc/RWgoj6 

(二)鴞之宇宙 RPG－內特尼羅（Net Zero）鎮環境教育實境解謎遊戲：

https://epb.chiayi.gov.tw/News_Content.aspx?n=4117&s=791449 

二、影片介紹： 

(一)鴞之宇宙 RPG-內特尼羅鎮： 

https://youtu.be/oLfKbqtneD8?si=6aNKG0a9Jiqr2yIA 

https://reurl.cc/RWgoj6
https://epb.chiayi.gov.tw/News_Content.aspx?n=4117&s=791449
https://youtu.be/oLfKbqtneD8?si=6aNKG0a9Jiqr2y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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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 

背景分析 

一、先備知識： 

    學生對解謎遊戲可能較陌生，特別是實境解謎活動。因此，可能需

要教師提供解謎遊戲的基本概念、歷史背景，以及解謎活動的運作原理。

同時，教師可以藉由引入相關案例或故事，激發學生對解謎活動的興趣。 

學習狀態：學生對於解謎遊戲可能有興趣，特別是當這種活動結合了實

境元素。然而，他們對於遊戲中的解題邏輯和團隊合作可能需要進一步

引導。在活動開展過程中，教師應密切觀察學生的表現，發現他們在解

謎和合作方面的潛在需求，並提供相應的支援。 

二、預期的學習難點： 

    學生可能在解謎遊戲的過程中，遇到難以解決的問題，這可能引發

一些挫折感。教師需要在適當的時機提供一些建議和引導，協助他們克

服困難，同時激發他們的解難與團隊協作意願。此外，學生可能在報告

撰寫方面遇到困難，教師應提供具體的範例和指導，幫助他們有效地整

理和呈現解謎活動的經驗與收穫。 

教學設備／ 

教學資源 

一、教學設備：Ipad 

二、教學資源： 

(一)教科用書及自編教材：三民版第三冊第七課〈鹿港乘桴記〉、自編講義(線

上 google 文件、簡報、學習單)、橋頭糖廠實境解謎活動 

(二)數位媒材及網路資源：鴞之宇宙 RPG-內特尼羅鎮解謎探險： 

https://www.myeco.com.tw/game_index.html 

(三)戶外教育場地：橋頭糖廠園區 

學習目標 

一、認知面： 

(一)學生能透過解謎活動深入瞭解橋頭糖廠的歷史和文化背景，包括其起源、發展歷程，以及對

當地社區的影響。 

(二)學生透過參與解謎，培養解決問題的邏輯思維和推理能力，學會分析線索、串聯信息，發現

隱藏在歷史文化及環境中的謎題。 

二、技能面： 

(一)學生透過活動培養解謎的技能，包括搜尋資訊、解讀線索，同時強化團隊合作和溝通的能力，

以共同完成解謎任務。 

(二)學生學會分析歷史及環境提供的資料，從中提取關鍵信息，理解資料的背後故事，並將這些

資訊運用於解謎過程中。 

三、態度面： 

(一)透過實境解謎的活動，激發學生對橋頭糖廠環境及歷史文化的興趣，培養對歷史的尊重與感

懷，認識文化多樣性的重要性。 

(二)學生透過合作解謎，培養良好的團隊協作態度，同時養成負責任的態度，認識每個成員的重

要性。 

https://www.myeco.com.tw/game_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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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教師指導注意事項 

一、導入活動(15 分鐘) 

(一)解開老地方之謎題—橋頭糖廠「鴞之宇宙 RPG-內特尼羅鎮解

謎實境解謎」。教師播放下列影片及帶領討論： 

1.課程暖身： 

(1) youtube 影片：高雄百年老景點！跟著橋頭糖廠跳進回憶

的漩渦/HIR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2keIxO-ObU，提

供簡要的橋頭糖廠歷史介紹，引導學生觀看老照片，了解

糖廠從過去到現在的發展，激發學生對這個地方的興趣。 

(2)解謎概念： 解釋實境解謎的概念，強調團隊合作和邏輯思考

的重要性。 

(3)遊戲玩法及細節說明：橋頭糖廠和台灣環保生活協會結合辦

理「鴞之宇宙 RPG-內特尼羅鎮解謎實境解謎」遊戲規則、玩

法及介紹等說明。 

2.組隊形成： 學生分成小組，每組擁有一個組名和標誌，營造競

爭和合作的氛圍。 

 

二、開展活動(75 分鐘) 

(一)第一步驟：至橋頭糖廠文化園區開放時間至台糖公司高雄處

冰品展售中心填寫領取領取實境解謎探險包→註冊會員→開

通探險包 

 

 

 

 

 

3 

 

 

 

 

3 

 

6 

 

 

3 

 

 

 

15 

 

 

 

 

 

 

 

 

 

 

 

 

 

 

 

部 分 學 生 尚 未 具 備

橋 頭 糖 廠 踏 查 經 驗

及 相 關 歷 史 背 景 先

備知識，因此可補充

橋 頭 糖 廠 的 時 代 背

景，幫助學生能理解

並 釐 清 著 手 階 段 任

務。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2keIxO-O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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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步驟：實境解謎遊戲開始 

1.實境解謎遊戲流程及內容 

(1)遊戲流程：環境部設計之「鴞之宇宙 RPG」系列遊戲，以 RPG

形式進行。遊戲中玩家扮演在鴞之宇宙進行遊歷訓練的角色

－鴞景，進入遊戲中的鴞景（玩家）協助每個角色完成對應

的關卡任務後，即過關完成角色等級升等。每關遊戲各自獨

立，每隊玩家可自由選擇遊戲順序，解開所有關卡謎題即可

完成遊戲。 

 

2.遊戲設置： 

(1)橋頭糖廠中共有四個地點設置解謎點，每個點有一道與糖廠

歷史、製程或文化相關的謎題。 

(2)解謎過程：學生按照指定順序前往解謎點，團隊合作解決謎

題。每成功解謎，獲得提示前進下一站。 

(3)解謎結束：學生在指定時間內完成解謎，並將過程及心得完

成教師提供的 google 簡報中再以小組為單位彙整成果至

padlet 中。 

三、綜合活動(10 分鐘) 

(一)教師請各組分享心得：每組分享他們在解謎過程中的心得體

會，分享他們對橋頭糖廠的發現和感受，並在分享過程中強

調合作、溝通和解難能力。 

(二)教師分享各組的實境解謎的成果和簡報，提醒學生本週實境

解謎活動所見所聞，將會應用在下次文學地景尋「地」遊戲

中應用，不僅學到了橋頭糖廠的歷史，還培養了團隊合作和

問題解決的能力。 

60 

 

 

 

 

 

 

 

 

 

 

 

 

 

 

 

 

 

 

 

 

 

 

 

7 

 

 

3 

課後延伸閱讀（以學生的閱讀需求為準） 

1.丹尼斯・馬基爾：《遊戲現在開始 Click Here to Start》親子天下，2020 年 11 月 

2.雅莉珊卓‧雅提莫斯卡《海底兩萬里：驚奇探險．邏輯解謎遊戲》小果文創，2020 年 8 月 

3.約翰‧厄里、約拿斯‧拉森《觀光客的凝視 3.0》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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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學習單、評量暨評分說明） 

一、個人學習單：https://reurl.cc/13pRQW 

 

學習單網址 

 

二、鴞之宇宙實境解謎探險包內容  

 

 

 

https://reurl.cc/13pRQ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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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量暨評分說明 

鴞之宇宙實

境解謎活動 

面向 良好(80-100 分) 尚可(60-79 分) 待加強(59 以下) 

實境 

解謎 

40% 

有效運用所學知識解

開大部分謎底，呈現

積 極 主 動 的 參 與 態

度。 

完成部分解謎任務，

但解答可能較基本，

對 謎 題 理 解 有 待 提

升。 

解 答 較 模 糊 或 不 完

整，需要更多的協助

和引導。 

團隊合

作表現 

30% 

適應團隊合作環境，

積極參與解謎活動，

完成分派任務，與團

隊成員良好互動。 

團隊中有一定參與，

完成分派任務，但需

要更多的努力來有效

協作和解決合作中的

問題。 

合作能力有待提升，

可能出現參與不足、

協 作 效 率 低 下 等 情

況，需要更多的指導

和培養。 

活動 

學習單 

30% 

能夠大部分回答學習

單的問題，回答內容

具有一定的深度和理

解。 

能夠回答學習單的部

分問題，但可能需要

更多的努力和集中注

意力。 

回 答 較 模 糊 或 不 完

整，需要更多的引導

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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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果示例 

一、分組學習單成果展覽網址：https://padlet.com/helen870/112-s8za0dy1jk8yab 

 

https://padlet.com/helen870/112-s8za0dy1jk8y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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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週素養導向教學設計表 

領域／科目 國語文 設計者 顏嘉儀 

實施年級 高二 總節數 
共   2  節 ，  100   

分鐘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2-Ⅴ -6 關懷生活環 境的變

化，同理他人處境，尊重不同

社群文化，做出得體的應對。

5-Ⅴ-6 在閱讀過程中認識多

元價值、尊重多元文化，思考

生活品質、人類發展及環境

永續經營的意義與關係。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國 S-U-B2 

善用科技、資訊與各類媒體所

提供的素材，進行閱讀思考，

整合資訊，激發省思及批判媒

體倫理與社會議題的能力。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國 S-U-C2 

了解他人想法與立場，學習溝

通、相處之道，認知社會群體

生活的重要性，積極參與、學

習協調合作的能力，發揮群策

群力的團隊精神。 

學習內容 

Ba-Ⅴ-3 寫作手法與文學美

感的呈現。 

Cb-Ⅴ-2 各類文本中所反映

的個人與家庭、鄉里、國族及

其他社群的關係。 

議題

融入 

議題／ 

學習主題 
戶外教育/有意義的學習、環境議題/永續發展、人權/人權與生活實踐 

實質內涵 

戶 U1  

善用環境議題，實地到戶外及校外考察，認識臺灣環境並參訪自然及文化資

產，如國家公園、國家風景區及國家森林公園等。 

環 U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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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U4  

理解人權與世界和平的關係，並在社會中實踐。 

所融入之

學習重點 

6-V-2 

廣泛嘗試各種文體，發表感懷或見解。 

5-IV-5  

大量閱讀多元文本，理解議題內涵及其與個人生活、社會結構的關聯性。 

Ca-Ⅴ-2  

各類文本中表現科技文明演進、生存環境發展的文化內涵。 

5-Ⅴ-6  

在閱讀過程中認識多元價值、尊重多元文化，思考生活品質、人類發展及環

境永續經營的意義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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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領域／

科目的聯結 
社會科：歷史科、地理科 

教材來源 

一、書籍： 

(一)彭素華：《黑糖的女兒》，小麥田，2023 年 11 月 02 日 

(二)高雄縣政府文化局、台糖公司高雄廠：《橋頭糖廠藝術村規劃報告》，行政院

文化建設委員會，2002 年 07 月 

二、網路資源： 

(一)橋頭糖廠官方網站：https://reurl.cc/RWgoj6 

(二)高雄百年老景點！跟著橋頭糖廠跳進回憶的漩渦/HIR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2keIxO-ObU 

(三)高雄景點一日遊橋頭糖廠 120 週年｜Google 評價 4 顆星景點推薦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y82KluicCw 

學生學習 

背景分析 

一、先備知識： 

本校學生來自不同的學科背景(高二自然組及社會組)，部分學生對於橋頭糖

廠的歷史和文學地景相對陌生。在先備知識方面，可能缺乏對台灣糖業發展歷

史的基本了解，也可能對於文學地景的探索相對欠缺。因此，教學需要考慮如何

提供足夠的背景知識，使所有學生都能參與到活動中，而不會因先備知識的不

足而感到困惑。 

二、學習狀態： 

學生可能對於實地考察的主題理解需要引導，也可能在小組合作方面有不

同程度的表現。需要教師在這階段強調團隊協作的重要性，並提供相應的指導。 

三、預期的學習難點： 

(一)資料處理：學生可能在整理報告的過程中，對於線索的有效運用和報告結

構的建立有難度。教師需要在此強化學生的資料整理能力，以及報告撰寫的

基本原則 

(二)跨學科整合：因本次活動整合歷史、文學、地理等多學科知識，需要學生具

備跨學科思維和整合能力 

(三)新詩創作：部分學生可能對文學創作感到陌生，需要引導他們運用所學知

識創作新詩，表達對文學地景的感受。 

教學設備／ 

教學資源 

一、教學設備：Ipad 

二、教學資源： 

(一)教科用書及自編教材：三民版第三冊第七課〈鹿港乘桴記〉、自編講義(線上

google 文件、簡報、學習單)  

(二)數位媒材及網路資源： google classroom、google 表單及文件、padlet。 

(三)戶外教育場地：橋頭糖廠園區 

  

https://reurl.cc/RWgoj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2keIxO-Ob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y82KluicC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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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一、認知面：  

(一)學生能夠認識橋頭糖廠的歷史演變，理解其在台灣糖業發展中的重要性，並透過文學地景

的探索，深化對橋頭糖廠的認識。 

二、技能面： 

(一)學生能正確使用健行筆記 app 進行實地尋「點」活動，操作地理資訊科技進行尋找、定位

與導覽介面。 

(二)學生透過實地考察和尋「點」活動中所獲取的素材，能夠完成「老時光中的橋頭詩景」，撰

寫新詩。 

三、態度面： 

(一)學生透過尋「地」遊戲的體驗，強化對環境的連接感，培養友善環境的態度，並尊重橋頭

糖廠所代表的歷史文化。 

(二)學生透過小組合作、討論和文學分享，能夠發展社會覺知與互動的技能，培養尊重與關懷

他人的情操。 

(三)學生能掌握空間地景書寫及自我生命情懷的關聯，並藉由多元文本觀察自身成長的地方，

進而反思自我在成長過程中與空間、地方的互動。 

(四)學生能夠認識人權存在的事實、基本概念與價值，同時思考環境議題，進一步了解人類生

存與發展所面對的環境危機。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教師指導注意 

事項 

一、導入活動(10 分鐘) 

(一)走訪老時光的地圖—橋頭糖廠文學地景尋「地」遊戲。教師帶領

討論： 

1.課程暖身：教師揭示本次的活動與〈鹿港乘桴記〉今昔對比的相

互呼應關係，檢核學生文本理解的疑難。 

2.追溯橋頭糖廠舊照片：展示橋頭糖廠的老照片，引發學生對於橋

頭糖廠實地尋「點」踏查的興趣。 

3.小組討論： 

學生分成踏查小組，討論老照片和可能的新地標，並分享他們對

橋頭糖廠歷史的印象及在地情懷。 

二、開展活動(60 分鐘) 

(一)走訪老地方的地圖：橋頭糖廠文學地景尋「地」遊戲，進入橋頭

糖廠 

1.任務一、進擊的糖廠： 

學生以組為單位，從橋頭糖廠的販賣部出發，使用健行筆記

 

2 

 

 

 

5 

 

 

3 

 

 

40 

 

 

 

教師結合上節橋

頭糖廠的實境解

謎的經驗，提醒

學生回憶印象深

刻的景點，並標

注在地圖中，作

為尋「地」遊戲快

速得分關鍵。同

時可思考實境解

謎中經過的景點

是否能從課堂上

老師提供的老照

片找到現今的影

子。 

教師須提醒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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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結合尋「點」活動，學生需根據提示尋找糖廠內外的特定地

點，每找到一處即可了解一段相關的歷史故事。最後完成後請以

組為單位，貼上健行筆記 app 的截圖，完成橋頭糖廠尋點之旅。 

 

根據說明找到景點的目的在於讓學生透過實地探訪，了

解橋頭糖廠的歷史背景與文化意涵，增進對地方歷史的認識與

情感連結。此外，活動還能培養學生以下幾種能力： 

(1)團隊合作能力：學生以小組為單位進行活動，需要相互分工、協

調，共同完成任務，提升團隊合作的精神與溝通技巧。 

(2)問題解決能力：根據提示尋找特定地點，學生需運用邏輯思維和

觀察力來解決問題。 

(3)探索與求知能力：透過對糖廠內外的探索，激發學生的好奇心，

促使他們主動了解周遭環境的歷史與文化。 

 

 

 

 

 

 

 

 

 

 

 

 

 

 

 

 

 

 

 

 

 

 

 

 

 

 

 

 

 

 

 

 

 

 

 

 

 

安全問題，並注

意踏查的活動的

時間和流程。提

醒 務 必 拍 照 記

錄，運用第一節

課所熟習的健行

筆記 app 紀錄行

徑軌跡，實地考

察過程中，親身

感受用心體驗橋

頭糖廠的環境和

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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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數位工具運用能力：使用健行筆記 app 記錄行程，學生在活動

中熟悉科技工具的使用，提升其數位素養。 

(5)自我反思與表達能力：在完成活動後，學生需整理經驗並貼上截

圖，有助於他們反思此次學習過程，並清晰表達成果。 

2.任務二、老照片新故事： 

(1)請找出下列老照片的現代地點，並在現今建築或物象前拍照（需

含小組成員）並將照片貼在新照片欄位，請寫下該地點名稱、功

能及你發現的改變。 

A B 

C D 

(2)學生在橋頭糖廠進行實地考察尋找學習單上的老照片所指的場

景，按圖索驥找到舊照片的地點後使用手機拍攝照片，並寫出發

現地點最少三項改變。 

3.任務三（個人任務）：糖廠情懷總是「詩」 

(1)請學生在尋地遊戲的過程中找出你印象最深刻的其中一個地點

拍一張意境照（可不含自己在照片中），並為這個景點書寫一首

詩，此新詩行數建議 3 行以上最多不超過 20 行，並搭配你的拍

攝照片上傳到 padlet 中。 

(2)資料整理：學生將收集到的新照片、健行筆記 app 尋「點」的

資訊進行整理，為後續的新詩創作和討論做準備。 

(3)詩歌內容的要求： 

○1 行數：新詩行數建議 3 行以上，最多不超過 20 行。 

○2 表達情感：詩中需反映出你對於這個景點的感受，情感可深沉、

抒情、悠閒等不限，但需真實且能打動人心。 

○3 意象與聯想：善用景點中的意象進行聯想，透過描繪自然景物、

建築或氛圍，營造詩意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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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需運用過去

所學新詩創作方

式。但教師需再

次提醒新詩創作

的方法、技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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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具體描述：詩中應包含對景點的具體描寫，如顏色、形狀、聲音、

功能等，以便讀者更好地理解和想像這個地點。 

○5 語言簡潔：使用簡潔而富有詩意的語言，避免過於複雜的表達，

讓詩句通俗易懂，同時富有美感和韻味。 

三、綜合活動(30 分鐘) 

(一)腳印留聲：橋頭糖廠地景隨筆 

1.教師打開 classroom 邀請學生分享本次踏查和文學創作的成果，

各組輪流觀摩。 

2.整合學生的新詩和文學地景的討論，引導他們思考橋頭糖廠在歷

史和文學中的重要性。 

3.對比討論新舊照片的差異，教師引導學生分享他們的觀察橋頭糖

廠如何重新再造歷史場景。 

4.教師引導學生進行個人反思，思考本次活動對他們對橋頭糖廠的

了解和感受有何影響？和過去認知有何差異。 

5.引導學生透過新照片、實地考察和尋「點」活動中的印象，開展

文學地景的創作思考。 

6.新詩創作：學生以橋頭糖廠為題材，創作新詩，表達他們對於這

片地方的感受、觀察和聯想。並於下週上課前上傳至 Padlet 上：

https://padlet.com/helen870/203-ibyswwt6xekh16vo 

(二)教師分享各小組的成果並提出建議，提醒今昔對比的應用，此活

動的練習，是老時光報導文學寫作的創作基礎。 

 

 

 

 

 

 

 

 

 

 

 

 

10 

美感，促使學生

激發更多的創意

和見解，創作出

具有個人風格的

新詩。 

 

課後延伸閱讀（以學生的閱讀需求為準） 

一、網路資源： 

(一)飛越文學地景：https://tln.nmtl.gov.tw/ch/M12/nmtl_w1_m12_s5_l_1.aspx 

(二)文學走讀：https://tln.nmtl.gov.tw/ch/M12/nmtl_w1_m12_s2_c.aspx?sid=93&r=0 

二、書籍： 

(一)闞正宗：《臺灣糖業寫真照片》，臺北：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6 年。 

附件（學習單、評量暨評分說明） 

一、學習單 

https://padlet.com/helen870/203-ibyswwt6xekh16vo
https://tln.nmtl.gov.tw/ch/M12/nmtl_w1_m12_s5_l_1.aspx
https://tln.nmtl.gov.tw/ch/M12/nmtl_w1_m12_s2_c.aspx?sid=93&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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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文件：https://reurl.cc/M4goAK 

 

https://reurl.cc/M4go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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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量說明： 

等第 評分向度 

A+ 

1.完整書寫學習單任務一、任務二之學習單。 

2.必須擇定一個與自我有深刻連結的「地方」。  

3.能以新詩的技法描寫該地方的地景及運用修辭手法來描寫自己的感受外，更能適切運

用情景交融的手法來描繪自己對該地方的感受，至少 5行以上。  

4.用字精準、沒有非必要之口語化的語彙，且靈活運用意象。  

5.新詩取材創新、特別。  

A 

1.部分有誤但完整書寫學習單任務一、任務二之學習單。 

2.必須擇定一個與自我有深刻連結的「地方」。  

3.有超過 1/4 的篇幅描寫該地方的地景，並能運用新詩的技法來描繪。  

4.感受的部分不只平鋪直敘的寫，還能運用修辭手法來描繪，意象運用得當。  

5.新詩取材適當。 

B+ 

1.大致完成書寫學習單任務一、任務二之學習單。 

2.能擇定一個與自我有深刻連結的「地方」。 

3.架構有完整篇幅平均（誤差 3行內） 

4.除了平鋪直敘外能以修辭手法寫出自己的感受，意象運用尚可。 

5.新詩取材普通 

B 

1.能書寫學習單任務一、任務二之學習單，但內容有些許錯誤。 

2.能擇定一個與自我有深刻連結的「地方」  

3.雖有完整架構，但篇幅不平均。  

4.僅以簡單形容詞說明自己的感受，能結合一至兩個意象。 

5.新詩取材有所失誤，但勉強符合要旨。 

C+ 

1.能書寫學習單任務一、任務二之學習單，但內容錯誤。 

2.能擇定一個與自我有連結的「地方」。 

3.架構不完整。 

4.用字偏白話，意象運用不適當。 

5.新詩取材有誤。 

C 

1.未能完成書寫學習單任務一、任務二之學習單，且內容錯誤。 

2.能擇定一個與自我有連結的「地方」。  

3.架構不完整，僅有 1-2 句。  

4.用字極為白話，意象運用有誤。 

5.新詩取材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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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果示例 

一、走訪老地方的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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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糖廠情懷總是「詩」：https://padlet.com/helen870/203-ibyswwt6xekh16vo 

 

 

 

https://padlet.com/helen870/203-ibyswwt6xekh16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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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週素養導向教學設計表 

領域／科目 國語文 設計者 顏嘉儀 

實施年級 高二 總節數 共  2  節，  100  分鐘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1-Ⅴ-3 能辨別聆聽內容的核

心論點、議論立場及目的，並

加以包容與尊重。 

2-Ⅴ-6 關懷生活環境的變化，

同理他人處境，尊重不同社群

文化，做出得體的應對。 

5-Ⅴ-6 在閱讀過程中認識多

元價值、尊重多元文化，思考

生活品質、人類發展及環境永

續經營的意義與關係。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A3「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國 S-U-A3 

運用國語文培養規劃、執行及檢討計

劃的能力，廣納新知，參與各類活動，

充實生活經驗，發展多元知能，從中培

養創新思維與因應社會變遷的能力。

運用國語文表達自我的經驗、理念與

情意，並學會從他人的角度思考問題，

尋求共識，具備與他人有效溝通與協

商的能力。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國 S-U-C2 

了解他人想法與立場，學習溝通、相處

之道，認知社會群體生活的重要性，積

極參與、學習協調合作的能力，發揮群

策群力的團隊精神。 

學習

內容 

Be-Ⅴ-1 在生活應用方面，以

自傳、新聞稿、報導、評論、

等格式與寫作方法為主。 

Cb-Ⅴ-2 各類⽂本中所反映

的個人與家庭、鄉里、國族及

其他社群的關係。 

議題

融入 

議題／ 

學習主題 
環境議題/永續發展、人權/人權與生活實踐 

實質內涵 

環 U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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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U4  

理解人權與世界和平的關係，並在社會中實踐。 

所融入之

學習重點 

6-V-2 

廣泛嘗試各種文體，發表感懷或見解。 

5-Ⅴ-6  

在閱讀過程中認識多元價值、尊重多元文化，思考生活品質、人類發展及環境

永續經營的意義與關係。 

6-Ⅴ-4  

掌握各種文學表現手法，適切地敘寫，關懷當代議題，抒發個人情感，說明知

識或議論事理。 

與其他領域／ 

科目的聯結 
社會科：歷史科、地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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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來源 

一、教科用書：三民版第一冊、第三冊 

二、網路資源： 

(一)國文科學科中心網站：https://cerclearning.tp.edu.tw/ 

(二)臺灣歷史古蹟修復案例： 

http://app.kcis.ntpc.edu.tw/Cyberfair/2017cyberfair/sh/a3.htm 

(三)舊城區：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43039 

(四)台北老屋新生大獎：https://www.taipeiface.com/2021/ 

(五)老屋新溫度： 

https://jibaoviewer.com/project/5810037caf79a39e165f85d8 

(六)老建築轉型：https://sites.google.com/view/lukang-old-house 

三、書籍： 

(一)台灣東販：《走讀老時光：建築、美學聚落與小鎮，染一身溫潤人情》 

(二)辛永勝、楊朝景等《老屋顏：走訪全台老房子，從老屋歷史、建築裝飾與時

代故事，尋訪台灣人的生活足跡》 

學生學習 

背景分析 

一、先備知識： 

學生因具備二次的橋頭糖廠深度踏查，對於老房子的歷史性質和文化

價值應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且對於不同建築風格及結構元素等基本的建築

知識也有初步的認識，但對於老房子的特殊性尚須深度的研究。 

學生對於現代建築和設計趨勢有基本的概念，但對於如何將這些趨勢

應用於老房子的改造還需要進一步的指導。 

二、學習狀態： 

學生對於老房子可能抱持不同程度的興趣，取決於其對歷史、文化和建

築的興趣。學生透過前兩次的踏查，對於老房子老時光的產物產生好奇心，

然而還須進一步引導感知老房子存在的深層意義。 

三、預期的學習難點： 

學生即將面臨對於老房子文化價值的挑戰。老房子存在價值除了建築

結構外，還需要理解其歷史和文化脈絡，深入挖掘老房子的故事。此外，對

於如何保留老房子的歷史特色並結合現代設計趨勢，學生可能需要面對實

際的應用難題，需要綜合不同領域的知識。 

教學設備／ 

教學資源 

一、教學設備：Ipad、投影機、電腦 

二、教學資源： 

(一)教科用書及自編教材：三民版第三冊第七課〈鹿港乘桴記〉、自編講義(線上

google 文件、簡報、學習單)  

(二)數位媒材及網路資源：因材網、國文科學科中心網站、google classroom、

google 簡報表單及文件、padlet、canva、slido。 

(三)專科教室：生涯規劃教室 

  

https://cerclearning.tp.edu.tw/
http://app.kcis.ntpc.edu.tw/Cyberfair/2017cyberfair/sh/a3.htm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43039
https://www.taipeiface.com/2021/
https://jibaoviewer.com/project/5810037caf79a39e165f85d8
https://sites.google.com/view/lukang-old-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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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一、認知面：學生能夠認識老屋的建築年代、歷史背景，以及它在當地文化中的重要性，掌握老

屋保存的價值，理解老屋保存對於保護文化遺產和社區連結的重要性。 

二、技能面：學生能夠觀察老屋的建築特色、環境氛圍等，並用九宮格書寫所觀察到的印象。並

學習以生動的語言表達對老屋的感受，創作具有情感深度的文字。 

三、態度面：學生能夠表現出尊重老屋作為文化遺產的態度，認識到保存老屋對於社區和文化的

貢獻。建立對老屋的情感聯繫，感受其獨特的魅力和價值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教師指導注意事項 

一、導入活動(20 分鐘) 

(一)訴說老時光的回憶-經典回顧 

1.學生分享前兩節參與橋頭糖廠的實境解謎和文學地景活動的經

驗，包括感受、收穫以及對老屋的理解。 

2.教師回饋各組的成果設計，檢核學生對於〈鹿港乘桴記〉今昔

對比寫作手法的運用。 

3.教師引導學生反思老房屋更新後的新魅力有哪些？還是有哪些

你不太欣賞的部分呢？ 

4.學生反思橋頭糖廠老屋更新後的變化，討論新魅力的來源，並

強調合作和問題解決在這過程中的重要性。 

5.提供未來探索老房屋的建議 

6.啟發學生思考未來可能的探索方向，包括如何更深入地了解老

房屋，參與社區活動以及提出改進建議。 

二、開展活動 (60 分鐘) 

(一)訴說老時光的回憶：老屋特色與改進之道 

1.老屋的特色觀察與分析 

 教師提供老房屋的歷史文化資訊，介紹其背後的故事，使

學生更深了解老房屋的重要性。 

 

 2.探討老房屋的保存與廢除 

 

 

9 

 

5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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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提問和討論環節

中，鼓勵學生思考深

入，提出有挑戰性的

問題以促進學生思

辨能力。同時可彙整

兩個活動之間的連

結，幫助學生能夠深

度思考老屋的存在

與價值。 

 

 

 

 

在討論老房屋的歷

史和文化時，提供相

應的資源以支援學

生的研究，幫助他們

深入理解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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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師引導學生討論保留老房屋對社區的意義，包括文化傳承、

建築風格、社會連結等層面。 

(2)分析老房屋的現狀和挑戰：分析老房屋面臨的挑戰，包括老

舊設施、維護成本等問題，引導學生思考可能的解決方案。 

3 歷史在造現場對於老屋改善的出路分析 

 

(1)教師幫助學生探討老房屋的改造方式，如何保留歷史特色的

同時也能使其更適應現代需求。 

(2)教師介紹現代設計趨勢，引導學生思考如何將現代元素融入

老房屋，實現歷史與現代的完美結合。  

(3)教師分享不同國家或城市老房屋成功轉化為不同用途的案

例，啟發學生對老房屋未來利用的多元想像。 

 

 

(二)尋找老時光的印記：「老屋的一百種可能」－古蹟（老屋）修復

／空間活化說明書(小組作業) 

1.請學生上網搜尋一座該組認同、欣賞並具有代表性的老建築，走

訪並探查「它」背後的的生命故事歷史變遷與建築特色，為他寫

一個活絡空間生命的「修復／新生」說明書。 

2.教師補充：(古蹟修復) 重新審視身旁古蹟建築特色、文化歷史、

周邊環境與其價值，修復的過程有什麼困難？為什麼要這樣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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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其意義為何？修復後的古蹟帶來什麼價值？ 

3. (空間活化)可針對原本老建築的閒置空間，討論其優缺點，撰寫

時須注意可行性和文化價值，且須考量原有的建築特色、文化歷

史、周邊環境與其價值，內容包含活化的目標、服務的對象、內

部空間運用與分析執行的困難處。 

4.學生以小組為單位，使用「老屋的一百種可能」－古蹟（老屋）

修復／空間活化說明書九宮格學習單(小組作業)，分享並討論有

興趣的老屋或老街的看法，並依編號的提問提出回應或改進建

議。 

 

三、綜合活動 (20 分鐘) 

    教師總結小組形成性評量。 

(一)公告評量規準及個人作業單，「「老屋的一百種可能」－古蹟（老

屋）修復／空間活化說明書九宮格學習單(小組作業)」於一週

內上傳至 google classroom 作業繳交區。 

(二)報導文學的書寫形式將於下節上課時說明，鼓勵學生繼續探索

老房屋的多元面向，規劃未來老屋採訪的主題、進度和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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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上傳時間與流

程，同時提醒學生蒐

集資料時的歸納統

整能力之運用，幫助

完成此份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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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延伸閱讀（以學生的閱讀需求為準） 

一、網路文章： 

(一)劉致昕：〈鹿港青年拓荒記：「請保留我的家鄉」〉，報導者，2016 年 4 月 29 日： 

(https://www.twreporter.org/a/lukang-renovation) 

(二)戴秀雄：〈危險建物拆除與重建新屋是兩回事──另類角度看老屋條例〉報導者，2017 年 3

月 17 日(https://www.twreporter.org/a/opinion-old-urban-buildings-reconstruction) 

(三)阮怡婷、謝宜臻等：〈老屋留下了，然後呢？居住權與文史保存的拔河〉，政大大學報，2018

年 03 月 21 日(https://reurl.cc/2zeAym) 

二、書籍： 

(一)侯淑姿：《老時光，好時光：左營眷村影像書》，臺北：田園城市，2014 年 4 月 

(二)蔡迪鈞(Dedee365)：《圖解台灣城市懷舊：讓時代色彩帶你重溫美好回憶》，臺北：晨星，

2016 年 4 月 

附件（學習單、評量暨評分說明） 

一、學習單 

 

 

https://reurl.cc/2zeAym


506 
 

 

 

 

 

 



507 
 

二、評量暨評分說明 

    評量說明：個人及小組能運用課堂所學的知識及技巧，完成小組作業「老屋的一百種可能－

古蹟老屋修復／空間活化說明書」。「形成性評量」如下： 

評量

面向 
優秀 良好 尚可 待改進 

內容

深度

與廣

度 

20% 

提供全面、深入的老

屋修復／空間活化

資訊，充分考慮各方

面因素，包括歷史、

文化、技術等。 

提供良好的老屋修

復／空間活化資訊，

涵蓋多方面面向，但

可能有部分缺失。 

提供基本的老屋修

復／空間活化資訊，

但有些內容可能較

為簡單或過於一般。 

提供的老屋修復／

空間活化資訊不夠

全面，缺乏深度，需

要更多的內容補充。 

實例

與案

例分

析 

20% 

提供多樣、具體的實

例與案例，能夠清晰

說明並闡釋不同老

屋修復／活化的情

境。 

提供一些具體的實

例與案例，能夠較清

晰地說明老屋修復

／活化的情境，但可

能不夠多元。 

提供的實例與案例

相對有限，對於老屋

修復／活化的情境

解說較為簡略。 

實例與案例不夠具

體，無法清晰說明老

屋修復／活化的實

際應用情境。 

解決

問題

的能

力 

20% 

能夠深入分析老屋

修復／空間活化中

可能遇到的問題，提

供有效的解決方案。 

能夠分析老屋修復

／空間活化中的問

題，提供較為有效的

解決方案，但可能有

些方面仍需改進。 

對老屋修復／空間

活化中的問題能夠

提供一些解決方案，

但可能缺乏深度或

全面性。 

解決問題的能力有

待提升，對於老屋修

復／空間活化中的

問題提供的解決方

案相對較為表面。 

呈現

方式

與組

織架

構 

20% 

呈現清晰、組織有

序，結構合理，圖文

並茂，易於理解。 

呈現較為清晰，組織

邏輯還算合理，圖文

適度，讓人容易理

解。 

呈現的方式較為基

本，組織邏輯可能較

為混亂，圖文說明不

夠明確。 

呈現方式混亂，組織

不清晰，難以理解。

圖文內容不足以支

持說明。 

創意

與創

新 

20% 

展現對老屋修復／

空間活化的創新思

維，提供新穎、可行

的想法與方法。 

展現對老屋修復／

空間活化的創意思

維，提供一些新穎而

可行的想法與方法，

但可能有些方面較

為常見。 

對老屋修復／空間

活化的創意表現一

般，提供的想法與方

法相對較為普遍。 

對老屋修復／空間

活化的創意表現較

差，提供的想法相對

傳統，缺乏新穎性。 

 

  



508 
 

學生成果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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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週素養導向教學設計表 

領域／科目 國語文 設計者 顏嘉儀 

實施年級 高二 總節數 共  2   節，  100   分鐘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1-Ⅴ-3 能辨別聆聽內容

的核心論點、議論立場及

目的，並加以包容與尊

重。 

2-Ⅴ-6 關懷生活環境的

變化，同理他人處境，尊

重不同社群文化，做出得

體的應對。6-Ⅴ-4 掌握

各種⽂學表現手法，適切

地敘寫，抒發個人情感。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A3「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國 S-U-

A3 

運用國語文培養規劃、執行及檢討計

劃的能力，廣納新知，參與各類活動，

充實生活經驗，發展多元知能，從中

培養創新思維與因應社會變遷的能

力。運用國語文表達自我的經驗、理

念與情意，並學會從他人的角度思考

問題，尋求共識，具備與他人有效溝

通與協商的能力。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國 S-U-B2 

善用科技、資訊與各類媒體所提供的

素材，進行閱讀思考，整合資訊，激

發省思及批判媒體倫理與社會議題

的能力。 

學習內容 

Ad-Ⅴ-1 篇章的主旨、結

構、寓意與評述。 

Be- Ⅴ -1 在 生 活 應 用 方

面，以自傳、新聞稿、報

導、評論、等格式與寫作

方法為主。 

議題

融入 

議題／ 

學習主題 
環境議題/永續發展、人權/人權與生活實踐 

實質內涵 

環 U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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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U4  

理解人權與世界和平的關係，並在社會中實踐。 

所融入之

學習重點 

6-V-2 

廣泛嘗試各種文體，發表感懷或見解。 

Bd-Ⅴ-1  

以事實、理論為論據，達到說服、建構、批判等目的。 

5-IV-5  

大量閱讀多元文本，理解議題內涵及其與個人生活、社會結構的關聯性。 

6-Ⅴ-4  

掌握各種文學表現手法，適切地敘寫，關懷當代議題，抒發個人情感，說明知

識或議論事理。 

與其他領域／科

目的聯結 
社會科：歷史科、地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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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來源 

一、網路資源： 

(一)因材網：https://adl.edu.tw/HomePage/home/ 

(二)國文科學科中心網站：https://cerclearning.tp.edu.tw/ 

(三)報導者：https://www.twreporter.org/ 

二、影片：line today 看世界： 

https://www.youtube.com/results?search_query=line+today 

三、書籍： 

(一)威廉．金瑟：《非虛構寫作指南》臺北：臉譜，2023 年 8 月 

(二)馬克‧克雷默 Mark Kramer, 溫蒂‧考爾 Wendy Call：《哈佛寫作課》，臺北：

商業週刊，2017 年 9 月 

(三)郭佩宜、王宏仁等：《田野的技藝》，臺北：左岸文化，2019 年 1 月 

學生學習 

背景分析 

組別 先備知識 學習狀態 預期學習難點 

高 

二 

自 

然 

組 

具備豐富的科學知

識，熟悉科學報告結

構。 

對科學領域充滿好奇

心，擁有較高閱讀理

解能力。 

適應新的文體和寫作

風格，培養報導文學

的表達方式。 

擅長解析實驗數據和

撰寫科學報告。 

具有高邏輯思維和分

析能力，能夠整合不

同領域的知識。 

在表達觀點和故事性

呈現上可能遇到挑

戰，需要進一步培養

寫作技巧。 

高 

二 

社 

會 

組 

具備社會科學和人文

學科基礎知識。 

對社會議題有高度的

關注，具有較強的分

析和表達能力。 

適應報導文學的結構

和風格，轉換至客

觀、事實導向的寫作

風格。 

熟悉社會科學報告和

評論性文章的撰寫。 

具有豐富的表達能

力，能夠以文字形式

表達觀點。 

在資訊搜集和評估的

過程中可能遇到挑

戰，需要進一步發展

資訊素養。 

具有社會參與意識，

願意參與討論社會議

題。 

對多元觀點持開放態

度。 

在資訊搜集時可能需

要更客觀的角度，保

持事實導向的寫作態

度 
 

教學設備／ 

教學資源 

一、教學設備：Ipad、投影機、電腦 

二、教學資源： 

(一)教科用書及自編教材：自編講義(線上 google 文件、簡報、學習單)  

(二)數位媒材及網路資源：google classroom、google 簡報表單及文件、google  

   site、padlet、canva、slido。 

(三)專科教室：本校專題教室三 

https://adl.edu.tw/HomePage/home/
https://cerclearning.tp.edu.tw/
https://www.twreporter.org/
https://www.youtube.com/results?search_query=line+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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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一、認知面：學生能學習報導文學的結構與格式，理解報導文學的結構（引言、事實陳述、分析

和結論），認識不同風格的報導文學，釐清報導文學的目的（傳達事實、敘述故事或提出評

論）。 

二、技能面： 

(一)學生能發展資訊搜尋和收集的能力，學會使用有效的資訊搜尋技巧，找到信效度較高之資料，

瞭解如何評估資料的可信度，挑選最適合的來源。 

(二)學生能提升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的文字能力，學會使用引用的技巧，維持報導文學的專業性。 

(三)學生能理解文章的結構和邏輯，組織和排版的優化，能夠自行進行文章的修訂和編輯，改進

表達和結構，發展編輯和修訂的技能 

三、態度面： 

(一)能激發對於探索各種主題的熱情，提高對事實的敏感度。並鼓勵學生進行挑戰性的思考，尋

找故事中更深層次的意義，培養深入報導主題的好奇心。 

(二)建立批判性思維和審視觀點的意識： 

   培養分析資訊和評估觀點的能力，培養獨立的思考。並在過程中強調接受和尊重不同觀點的

重要性，提高對多元價值的敏感度。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

間 
教師指導注意事項 

一、導入活動 (15 分鐘): 

(一)發現報導文學的魔力 

1.教師播放「松菸創作者工廠 文創工作者的築夢工廠 part6 台

灣 1001 個故事」https://reurl.cc/E4y5jm 報導文學相關短

片，以學生熟悉傳統與創新議題，引起學生的好奇心。 

(1)引導問題：影片中的報導文學是如何深入挖掘主題的？為什麼

這樣的報導方式能吸引觀眾？ 

(2)小組討論：請學生分享他們的感想和引發的思考。 

二、開展活動 (60 分鐘) 

(一)響應老地方的故事-認識報導文學 

1.報導文學介紹： 

(1)運用學習單簡要介紹報導文學的定義、特點和應用範疇。 

教師解說報導文學的結構，強調引言、敘事、分析和結論的角

色和順序。 

 

 

5 

 

 

 

 

10 

 

 

20 

 

 

 

 

 

 

引導學生選擇能夠

引起讀者興趣且充

滿深度的主題。確

保 主 題 涵 蓋 多 方

面，讓學生能夠深

入挖掘。 

研究和資料搜集： 

 

指導學生進行充分

的 研 究 和 資 料 搜

集，確保他們在撰

寫時擁有豐富且可

信的資料來支持他

們的報導。 

 

 

 

https://reurl.cc/E4y5j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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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展示範例報導文學作品，分析其結構和風格特點，引導學生

理解報導文學的多樣性。強調其多樣性和影響力。 

 

 

 

 

 

 

20 

 

 

 

 

 

 

 

 

 

 

 

 

 

 

 

 

 

 

 

 

 

 

 

 

 

 

 

 

 

 

 

 

 

 

 

 

教導學生如何建構

清晰而引人入勝的

敘事結構，包括引

言、敘事、分析和結

論。確保整體結構

有層次感。 

 

 

 

 

鼓勵學生巧妙運用

感性元素，使報導

文 學 更 加 引 人 入

勝，讓讀者與故事

中的人物建立情感

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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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活動：新聞大綱挑戰賽 

教師提供幾則新聞標題或報導文學主題，要求學生以簡

短的摘要方式概括每則報導的重點。鼓勵創意和批判性思

考，以吸引注意力。 

○2 分享和討論 : 

每組運用 Ipad 無邊記分享他們的新聞摘要，討論不同

組的呈現和觀點。教師詢問學生對報導文學的印象有何改

變，是否有注意到報導文學的結構和特色？ 

2.資訊搜尋和整理： 

(1)教師以「議題融入」為主題引導學生提供實際的搜尋任務，

學生使用電子資源進行主題相關的資訊搜尋。 

(2)分析資訊：引導學生分析搜尋結果，篩選出最相關的資訊，

並概括核心觀點，確保學生能找到多元和可靠的資料。 

(3)教師即時回饋： 

○1 在學生寫作的過程中提供即時的個別化回饋，強調報導文學

寫作技巧和報導資訊使用的正確性。 

○2 小組間進行交流，討論不同主題和風格的報導文學作品，激

發更多思考。 

三、綜合活動(25 分鐘) 

(一)問題引導：你目前在報導文學寫作課中學到了什麼？有哪些方

面令你挑戰？未來的寫作方向是什麼？ 

(二)請學生撰寫一份簡短的個人反思，反映他們在報導文學寫作過

程中的體會、困難和成就。 

1.分享和討論：學生互相分享他們的報導文學可延伸的脈絡和個

人反思，並與同儕進行評論。 

2.學生選擇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報導文學作品進行展示。包括分享

主題選擇、寫作技巧、資訊搜尋方法等。 

3.教師整合學生的寫作經驗，引導全班討論不同主題的報導文學

如何有效地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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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學生進行同儕

評論，讓他們分享

初稿，接受並應用

同儕的建議，進行

必要的修訂。 

 

 

 

 

引導學生思考報導

文學在社會中的價

值和影響，鼓勵他

們意識到寫作的力

量和責任。 

 

 

 

 

教師需要提醒學生

在未來主題上面的

聚焦，期待能發展

學生在報導文學創

作過程中所需的知

識、技能和態度，使

其能夠在這一領域

上繼續深化，並為

下堂課訪談與寫作

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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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組報導文學作業將於月考結束後第二次(堂)國文課進行展

演，請同學規劃進度和練習。 

課後延伸閱讀（以學生的閱讀需求為準） 

從報導者的精選文章幫助學生建立好的報導文學之概念與議題價值，便於下節課書寫報導文

學採訪大綱時能去思索踏查後的書寫脈絡，去反思改造的概念，利用寫作表達對社會的關懷。 

一、房慧真：〈如夢似幻，如露亦如電──專訪台中萬代福影城老闆黃炳熙〉，2023 年 02 月 18 日   

   (https://reurl.cc/MOolyk) 

二、戴秀雄：〈危險建物拆除與重建新屋是兩回事──另類角度看老屋條例〉報導者，2017 年 3

月 17 日(https://reurl.cc/nNM8LD) 

三、林雨佑〈沒有我們辛苦抗爭，後人也沒景點打卡──在華光社區和榕錦園區之間，那些被空

白的聲〉，2022 年 11 月 3 日(https://reurl.cc/p3Rk58) 

附件（學習單、評量暨評分說明） 

一、上課投影片： 

 

 

 

https://reurl.cc/MOolyk
https://reurl.cc/nNM8LD
https://reurl.cc/p3Rk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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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量暨評分說明： 

新聞大綱 

評量面向 優秀 良好 尚可 待改進 

敘事結構(起承轉合) 精要明確 明確掌握 大致正確 不甚清晰或冗贅 

人事時地物摘要 精簡正確 明白清楚 大致正確 
缺漏偏失或繁冗瑣

碎 

文字綜整能力 流暢完整 正確通順 大致通順 不足或冗長 
 

學生成果示例 

一、報導文學示範課堂文字轉繪圖系統思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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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二社會組老時光的報導文學新聞大綱之議題與時事：https://reurl.cc/DjpVld 

 

三、高二自然組老時光的報導文學新聞大綱之議題與時事：https://reurl.cc/bVoOYE 

 

 

 

https://reurl.cc/DjpVld
https://reurl.cc/bVoO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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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週素養導向教學設計表 

領域／科目 國語文 設計者 顏嘉儀 

實施年級 高二 總節數 共  2   節，  100 分鐘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1-Ⅴ-3 能辨別聆聽內容的核

心論點、議論立場及目的，並

加以包容與尊重。 

2-Ⅴ-6 關懷生活環境的變化，

同理他人處境，尊重不同社群

文化，做出得體的應對。5-Ⅴ

-6 在閱讀過程中認識多元價

值、尊重多元文化，思考生活

品質、人類發展及環境永續經

營的意義與關係。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A3「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國 S-U-

A3 

運用國語文培養規劃、執行及檢討計

劃的能力，廣納新知，參與各類活動，

充實生活經驗，發展多元知能，從中

培養創新思維與因應社會變遷的能

力。運用國語文表達自我的經驗、理

念與情意，並學會從他人的角度思考

問題，尋求共識，具備與他人有效溝

通與協商的能力。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國 S-U-C2 

了解他人想法與立場，學習溝通、相

處之道，認知社會群體生活的重要

性，積極參與、學習協調合作的能力，

發揮群策群力的團隊精神。 

學習

內容 

Ad-Ⅴ-1 篇章的主旨、結構、

寓意與評述。 

Be-Ⅴ-1 在生活應用方面，以

自傳、新聞稿、報導、評論、

等格式與寫作方法為主。 

議題

融入 

議題／ 

學習主題 
環境議題/永續發展、人權/人權與生活實踐 

實質內涵 

環 U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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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U4  

理解人權與世界和平的關係，並在社會中實踐。 

所融入之

學習重點 

6-V-2 

廣泛嘗試各種文體，發表感懷或見解。 

Bd-Ⅴ-1  

以事實、理論為論據，達到說服、建構、批判等目的。 

6-Ⅴ-4  

掌握各種文學表現手法，適切地敘寫，關懷當代議題，抒發個人情感，說明知

識或議論事理。 

與其他領域／ 

科目的聯結 
社會科：歷史科、地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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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來源 

一、教科用書：三民版第一冊、第三冊 

二、網路資源： 

(一)因材網：https://adl.edu.tw/HomePage/home/ 

(二)國文科學科中心網站：https://cerclearning.tp.edu.tw/ 

三、書籍： 

(一)威廉．金瑟：《非虛構寫作指南》，臉譜，2023 年 8 月 

(二)馬克‧克雷默 Mark Kramer、溫蒂‧考爾 Wendy Call：《哈佛寫作課》商   

業週刊，2017 年 9 月 

(三)郭佩宜、王宏仁等：《田野的技藝》，左岸文化，2019 年 1 月 

(四)楊渡：《我們如何記憶這時代：報導文學十三講》，南方家園，2024 年 5   

月 

學生學習 

背景分析 

一、先備知識： 

    學生在前一節課程中學習到報導文學的書寫脈絡、結構以及相對應的

知識架構，以及在平時國語文課程中學生具備基本的寫作技能、文章結構和

語法的運用。 

二、學習狀態： 

    學生對於文學和社會科學有一定的理解，雖然已經能夠初步的表達自

己所闡述及在意的議題，但對於新聞寫作和採訪技巧可能相對陌生且對於

如何在非虛構寫作中注入個人風格、情感，以及引用真實故事的技巧還需要

進一步培養。 

三、預期學習難點：學生可能面臨以下挑戰： 

(一)採訪技巧：缺乏實際的訪談經驗，可能不熟悉如何提出深入的問題、處理訪

談對象的反應，以及選擇適當的採訪對象。 

(二)資訊整理：面對豐富的採訪資訊時，可能不習慣整理和篩選，導致結構上的

混亂。 

教學設備／ 

教學資源 

一、教學設備：Ipad、投影機、電腦 

二、教學資源： 

(一)教科用書及自編教材：自編講義(線上 google 文件、簡報、學習單)  

(二)數位媒材及網路資源：因材網、國文科學科中心網站、google classroom、

google 簡報表單及文件、google site、padlet、canva、slido。 

(三)專科教室：本校專題教室三 

  

https://adl.edu.tw/HomePage/home/
https://cerclearning.tp.edu.tw/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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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一、認知面： 

(一)學生認識到報導文學的獨特性，了解其融合事實和文學元素的特質，以及如何透過真實故事

傳達情感和訊息。 

(二)學生能認知到採訪是創作過程中的關鍵步驟，能夠提供真實的資訊和情感，為報導文學注入

生命力。 

二、技能面： 

(一)學生能選擇適當的採訪對象，提出深入且具啟發性的問題，並有效引導訪談以獲取豐富的資

訊。 

(二)學生能夠整理龐大的採訪資訊，組織清晰結構，並運用非虛構寫作中的文學風格、敘事手法

和修辭元素，使作品更具吸引力和深度。 

三、態度面： 

(一)培養學生對採訪和報導文學創作的專業態度，包括尊重事實、樂於學習和改進的心態。能夠

以敏感和負責任的方式處理故事主題，尊重採訪對象的隱私和感受。 

(二)鼓勵敢於挑戰既有的故事呈現方式，追求更具深度和獨特性的報導文學作品。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教師指導注

意事項 

一、導入活動(15 分鐘) 

(一)課程暖身—創作老街老屋的故事(二)：報導文學採訪技巧、撰寫與修

正 

1.教師播放 youtube 影片： 

(1)AsiaHowTo 廣播節目的訪談技巧：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jMifl5p4J0 

關於與學生分享其中的訪談技巧：○1 自我角色定位○2 非語言傳

播○3 空間的擺置 ○4 .適時回應，不搶話 你是否認同？還有什麼是

影片沒說到但你覺得很重要的呢？→激發學生對採訪技巧的興趣

讓學生體驗採訪的真實挑戰。 

(2)《八尺門的辯護人》范逸臣犯下殺人案 全是被逼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Y6L_7PMnAc 

 短短兩分多的節錄你沒有被影中人所說的震撼呢？你看到了

什麼？你是否有觀察到一個滅門血案背後的勢力勾結以及這段影

片當中揭露的議題呢？ 

2.如果以影像的方式來呈現報導文學，那就是所謂的「紀錄片」。早年

台灣引發熱烈迴響的《翻滾吧！男孩》與《無米樂》，就是最好的例

子。如果你想把身邊不為人知的動人事跡或亟待改進的地方，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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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須確保

學生選擇的

主題有足夠

的深度和價

值，能夠引

起 讀 者 興

趣。提供指

導，讓他們

思考主題的

歷史性和社

會性。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jMifl5p4J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Y6L_7PMn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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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的筆法公諸於世，就必須要學習報導文學的書寫方法。 

二、開展活動(70 分鐘) 

(一)深入老街老屋的回憶：創作老街老屋的故事(二)：報導文學採訪技巧 

 1.報導文學怎麼做？ 

步驟 活動 具體內容 

1 
主題 

選擇 

選擇老時光中引人入勝的主題，如獨特事件、人物或

歷史背景。 

2 
資料 

搜集 
進行深入的資料搜集，包括訪談、歷史文件、照片等。 

3 
撰寫 

採訪搞 

使用報導文學結構，撰寫包括引言、敘事、分析和結

論的採訪稿。 

4 
進行 

採訪 

尋問過去：關於老屋的歷史，問題需要引導回過去的

回憶。 

尋問現在：了解當前老屋的狀態和當地居民對其看

法。 

未來展望：探討社區對於老屋未來的規劃和期望。 

5 

資料歸

納與統

整 

整理訪談筆記：將訪談中得到的重要資訊整理成結

構清晰的筆記。 

分類資料：將資料按照主題進行分類，以便更好地統

整。 

選擇引人注目的引述：挑選一些生動的引述，使報導

更引人入勝。 

6 
撰寫報

導文學 
選擇適當的老照片或插圖，增加視覺效果。 

7 
修訂 

和校對 
仔細檢查結構、文法，確保流暢度和清晰度。 

(1)步驟一：選定報導方向 

 ○1 一篇報導文學只能以（一個問題）作為核心，因此撰寫時首先必

須確立報導的主題，而主題的選擇，應以撰作者感興趣、熟知的，

深切關注、長期接觸的方向為優先考量。 

 ○2 請問你想報導什麼題材？你選擇的主題是什麼？為什麼這個主

題引起了你的興趣？→引入學生對報導文學的興趣，啟發學生

對於採訪的好奇心。 

(2)步驟二：資料搜集：判析、檢證、融貫 

 ○1 報導文學以真實人事物作為基礎，除了言之有物外，更須（ 言

之有據 ）。因此資料的蒐集、研讀、檢證，成為撰寫前必備工

作如生態報導文學作家徐如林，為了「古道」之報導，與其夫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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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南郡就曾多次進出國家圖書館、博物館，遍讀清末的「月奏

摺」等相關文獻；並查證日本人有關臺灣古道的相關資料，以確

保內容之詳實性、可靠性。 

 ○2 你計劃如何獲取資料？是否已經開始進行訪談或收集相關文

獻？ 

(3)步驟三：撰寫採訪搞 

 ○1 請同學利用焦點討論法的方式，想想看我們如何去制定採訪

稿？什麼樣的問題才能夠幫助我們距離我們的核心議題更深一

層？ 

 

 教師示範： 

層次 問題內容 

Objective

（客觀） 

1.這座老屋的建築年代、歷史事件和風格是什麼？ 

2.這座老屋的建築材料有何特殊之處？ 

Reflective

（反應） 

1.您對這座老屋的獨特印象和情感回憶是什麼？  

2.是否有特別引人入勝的故事或人物與這座老屋相關？ 

Interpretive

（價值） 

1.這座老屋在社區中的地位和角色有哪些變遷？它對當

地社區的影響是怎樣的？  

2.您認為老屋的保存與文化傳承有何重要性？ 

Decisional

（決定） 

1.您對於這座老屋的未來有什麼期望？  

2.您是否有建議或願意參與保育和發展這座老屋的計

畫？ 

○2 你為訪談制定了計劃嗎？有哪些重要的問題你打算問採訪對

象？請學生書寫本次任務「深入老街的回憶(報導文學採訪大綱)

採訪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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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 史 和 背

景。這有助

於提出更深

入的問題，

使採訪更具

深度。 

 

 

 

 

 

 

 

 

 

 

 

 

 

 

 

 

 

 

 

 

 

 

 

 

 

 

 

 

 

 



526 
 

  

(4)步驟四：進行採訪 

 

 ○1 報導者親自之採訪、調查，是作品信服人、感動人的重要條件，

報導者深入被採訪者之底層，直接與採訪對象共同生活，與之

交談，或長時間觀察其作息、生態，以掌握可貴的第一手資料，

譬如楊渡〈礦坑裡的黑靈魂〉，作者親自下礦坑，仔細描繪了礦

工採礦陰暗狹隘的工作環境，記錄了他們沉重艱險的工作、悲

苦無助的身影。 

 ○2 在訪談時，你打算如何引導對話以獲取有深度的回答？考慮到

訪談對象的感受了嗎？提醒記錄四 TIPs： 

 

○3 小提醒：錄音與不錄音需要因地制宜！ 

 

三、綜合活動(15 分鐘) 

(一)每個小組選擇一個成員代表，展示他們的採訪大綱與提問。教師請

各組分享「深入老街的回憶(報導文學採訪大綱)採訪稿」：每組分享

他們在運用 ORID 方法撰寫採訪稿，其他小組進行評價，老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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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可在此

提醒學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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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情感表

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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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和建議。 

(二)每組討論回顧，進行個別修正，幫助學生回到初稿，根據同儕評論

和老師的指導進行修正，強調問題意識的精確性和表達的豐富性。 

(三)教師提醒以上步驟之運用，各組需著手進行田野調查與採訪，為下

節課的資料統整與撰寫報導文學進行佐證。 

5 

 

2 

 

課後延伸閱讀（以學生的閱讀需求為準） 

一、房慧真：《像我這樣的一個記者：房慧真的人物採訪與記者私語》，臺北：時報出版，2017 年

1 月 

二、歐陽立中：《故事學：學校沒教，你也要會的表達力》，臺北：國語日報，2019 年 10 月 1 日 

三、顧玉玲：《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臺北：印刻，2008 年 10 月 

附件（學習單、評量暨評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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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量暨評分說明： 

形成性評量： 

深

入

老

街

的

回

憶

(報

導

文

學

採

訪

大

綱) 

評量面向 優秀 良好 尚可 待改進 

主題選擇

與設定 

主 題 深 入 且 獨

特，明確突顯老

時光的魅力，讓

讀者有深刻的興

趣。 

主題明確，有足

夠的深度，但可

能稍嫌普遍，有

改進的空間。 

主題尚可，但可能

過於廣泛或缺乏

足夠的深度，需要

更明確的方向。 

主題不夠清晰，

可能與老時光的

魅 力 關 聯 性 薄

弱，需要重新定

位。 

問題設計

和深度 

問題設計具有層

次，能夠引導對

話深入主題，發

掘更多有趣的資

訊。 

問題設計較為合

理，能夠引導對

話，但可能有些

地方缺乏深度。 

問題設計尚可，但

可能有些過於平

面，需要更深入挖

掘主題。 

問題設計較為基

本，缺乏引導對

話深入的結構，

需要重新檢討。 

組織和邏

輯性 

採訪大綱組織清

晰，有明確的流

程，邏輯性強，讓

讀者易於理解。 

採訪大綱組織較

為清晰，但可能

在某些部分的邏

輯銜接可以更加

平順。 

採訪大綱組織尚

可，但存在一些結

構上的不明確之

處，需要更好的組

織。 

採訪大綱組織混

亂，缺乏明確的

結構，需要重新

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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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果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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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週素養導向教學設計表 

領域／科目 國語文 設計者 顏嘉儀 

實施年級 高二 總節數 共  2   節，  100   分鐘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1-Ⅴ-3 能辨別聆聽內容的核

心論點、議論立場及目的，並

加以包容與尊重。 

2-Ⅴ-6 關懷生活環境的變化，

同理他人處境，尊重不同社群

文化，做出得體的應對。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A3「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國 S-U-

A3 

運用國語文培養規劃、執行及檢討計

劃的能力，廣納新知，參與各類活動，

充實生活經驗，發展多元知能，從中

培養創新思維與因應社會變遷的能

力。運用國語文表達自我的經驗、理

念與情意，並學會從他人的角度思考

問題，尋求共識，具備與他人有效溝

通與協商的能力。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國 S-U-B2 

善用科技、資訊與各類媒體所提供的

素材，進行閱讀思考，整合資訊，激

發省思及批判媒體倫理與社會議題

的能力。 

學習

內容 

Ba-Ⅴ-3 寫作手法與⽂學美

感的呈現。 

Be-Ⅴ-1 在生活應用方面，以

自傳、新聞稿、報導、評論、

等格式與寫作方法為主。 

Cb-Ⅴ-2 各類⽂本中所反映

的個人與家庭、鄉里、國族及

其他社群的關係。 

議題

融入 

議題／ 

學習主題 
戶外教育/有意義的學習、環境議題/永續發展、人權/人權與生活實踐 

實質內涵 

戶 U1  

善用環境議題，實地到戶外及校外考察，認識臺灣環境並參訪自然及文化資

產，如國家公園、國家風景區及國家森林公園等。 

環 U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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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U4  

理解人權與世界和平的關係，並在社會中實踐。 

所融入之

學習重點 

6-V-2 

廣泛嘗試各種文體，發表感懷或見解。 

Bd-Ⅴ-1  

以事實、理論為論據，達到說服、建構、批判等目的。 

5-Ⅴ-6  

在閱讀過程中認識多元價值、尊重多元文化，思考生活品質、人類發展及環境

永續經營的意義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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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Ⅴ-4  

掌握各種文學表現手法，適切地敘寫，關懷當代議題，抒發個人情感，說明知

識或議論事理。 

與其他領域／

科目的聯結 
社會科：歷史科、地理科 

教材來源 

一、教科用書：三民版第一冊、第三冊 

二、網路資源： 

(一)因材網：https://adl.edu.tw/HomePage/home/ 

(二)國文科學科中心網站：https://cerclearning.tp.edu.tw/ 

三、書籍： 

(一)威廉．金瑟：《非虛構寫作指南》，臉譜，2023 年 8 月 

(二)馬克‧克雷默 Mark Kramer、溫蒂‧考爾 Wendy Call：《哈佛寫作課》商   

業週刊，2017 年 9 月 

(三)郭佩宜、王宏仁等：《田野的技藝》，左岸文化，2019 年 1 月 

(四)楊渡：《我們如何記憶這時代：報導文學十三講》，南方家園，2024 年 5   

月 

學生學習 

背景分析 

一、先備知識： 

學生運用上節課所產出的採訪稿進行田野調查及採訪，整理報導文學的

材料後，將前兩節課所學習報導文學的書寫脈絡、結構以及相對應的知識，

撰寫本節課的報導文學作品。 

二、學習狀態： 

學生對於文學和社會科學有一定的理解。他們已經學會以較為正式的文

學方式表達思想，但對於如何在非虛構寫作中注入個人書寫風格及情感，以

及引用真實故事的技巧還需要進一步培養。 

三、預期學習難點：學生可能面臨以下挑戰： 

(一)敘事結構： 需要進一步發展將訪談資料組織成引人入勝的敘事的能力，以及

如何在採訪稿中保持敘事的連貫性。 

(二)語言風格： 學習如何運用文學風格，使採訪報導更加深入人心。 

(三)資訊整理： 面對豐富的採訪資訊時，可能不習慣整理和篩選，導致結構上的

混亂。 

教學設備／ 

教學資源 

一、教學設備：Ipad、投影機、電腦 

二、教學資源： 

(一)教科用書及自編教材：自編講義(線上 google 文件、簡報、學習單)  

(二)數位媒材及網路資源：因材網、國文科學科中心網站、google classroom、

google 簡報表單及文件、google site、padlet、canva、slido。 

(三)專科教室：本校專題教室三、生涯規劃教室 

  

https://adl.edu.tw/HomePage/home/
https://cerclearning.tp.edu.tw/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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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一、認知面： 

(一)能夠理解田野調查的目的、步驟和相關工具，包括訪談、觀察、文件分析等。並運用到報導

文學寫作中。 

(二)能夠瞭解報導文學的結構與特色，運用報導文學的寫作風格，包括敘事結構、描寫技巧、人

物刻劃等至報導文學作品中。 

(三)能夠有效整理田野調查中獲得的資料，並進行深入的分析，挑選重要素材，掌握資料整理和

分析的基本能力。 

二、技能面： 

(一)學生能發展撰寫報導文學的寫作技能，包括描寫細節、運用比喻、構建敘事節奏等，並學會

使用具有感染力的語言，使報導文學更加生動有趣。 

(二)學生能改進訪談技巧，學會提問有深度的問題，引導受訪者分享豐富的資訊。 

三、態度面： 

(一)學生能培養敏銳觀察力，對周遭環境的細緻觀察，捕捉生活中的細節和情感。 

(二)學生能加深培養對田野調查主題的情感共鳴，使得報導文學更具深度和情感連結。 

(三)學生能在寫作過程中尊重受訪者的隱私，尊重和關懷議題，並將正面價值融入報導文學作品

中。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教師指導注意事項 

一、導入活動(10 分鐘) 

(一)走進老街老屋的故事：創作老街老屋的故事(三)叩問田野調查 

1.教師提問： 

(1)詢問同學採訪是否順利？你所訂定的問題是否都有使用到

呢？ 

(2)在訪談時，你如何引導對話以獲取有深度的回答？考慮到訪

談對象的感受了嗎？ 

(3)有哪些重要的問題是你原先採訪稿裡面所沒有的呢？ 

2.教師總結上節課程所學如下表，幫助同學提取經驗，並羅列出

此次報導文學撰寫的步驟五、六、七 

步驟 活動 具體內容 

1 
主題 

選擇 

選擇老時光中引人入勝的主題，如獨特事件、

人物或歷史背景。 

2 
資料 

搜集 

進行深入的資料搜集，包括訪談、歷史文件、

照片等。 

3 
撰寫 

採訪搞 

使用報導文學結構，撰寫包括引言、敘事、分

析和結論的採訪稿。 

 

5 

 

 

 

 

 

 

5 

 

 

 

 

 

 

 

 

確保學生選擇的主

題有足夠的深度和

價值，鼓勵他們深入

挖掘背後的故事，使

報導文學更加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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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進行 

採訪 

尋問過去：關於老屋的歷史，問題需要引導回

過去的回憶。 

尋問現在：了解當前老屋的狀態和當地居民對

其看法。 

未來展望： 探討社區對於老屋未來的規劃和

期望。 

5 

資料 

歸納 

與統整 

整理訪談筆記：將訪談中得到的重要資訊整理

成結構清晰的筆記。 

分類資料：將資料按照主題進行分類，以便更

好地統整。 

選擇引人注目的引述：挑選一些生動的引述，

使報導更引人入勝。 

6 
撰寫報

導文學 
選擇適當的老照片或插圖，增加視覺效果。 

7 
修訂 

和校對 
仔細檢查結構、文法，確保流暢度和清晰度。 

二、開展活動(80 分鐘) 

(一)走進老街老屋的故事－創作老街老屋的故事(三)：報導文學採

訪資料整理、撰寫與修正 

1.步驟五：資料歸納與統整  

(1)整理訪談筆記： 將訪談中得到的重要資訊整理成結構清晰

的筆記。並根據上節課的大綱蒐集資料與歸納。譬如「大學

人人念？」的題目，就可以蒐集報章雜誌中的相關報導；到

大考中心網站查詢歷年相關資料，如報考人數、平均成績等

數據；到教育部網站查詢高中、大學的數目、在校學生人數

等數據，甚至實際訪問高中生、大學生甚至家長對這個現象

的看法。 

(2)教師可於此項目提問學生如何確保你所收集到的資料是可

靠和準確的？考慮使用多個來源來驗證信息了嗎？以便於

學生分類與剪裁資料，能將資料按照主題進行分類，並考證

資料真實性。  

2.步驟六：撰寫報導文學 

一篇「報導文學」資料是血，描述是肉，最後的結論是精

神。描述雖然是以文字技巧為重，但不可忽略實質的依據，因

此，描述切不可空泛。 

 

 

 

 

 

 

 

 

 

 

 

 

 

 

 

 

 

20 

 

 

 

 

 

 

 

 

 

 

 

 

 

 

50 

 

 

 

 

 

 

 

 

 

 

 

 

 

 

 

 

 

 

 

 

提供學生報導文學

的結構引導，包括敘

事架構、描寫手法、

人物刻劃等，以確保

報導文學的敘事流

暢而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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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下標題：（ 標題 ）往往是一則新聞抓住讀者閱讀的關鍵。

文字標題要能引發讀者探究之心，可以運用譬喻、警示、驚

悚、揭露、奇趣等手法。如心岱〈大地反撲〉是警示性標題、

翁台生〈痲瘋病院的世界〉是揭露性標題。 

(2)書寫形式：報導文學既是報導，也是文學，且以（ 敘事 ）

為主，一般來說，多以（ 散文 ）的體式出現，特別是以

山川自然為對象的報導，如劉克襄〈石路塔塔加〉等；而事

件類的報導文學，小說體式的運用，使得篇旨在情節安排、

對話、人物刻劃、氛圍營造之下，更能深刻傳達報導者所欲

表述的訊息與意念，如藍博洲〈幌馬車之歌〉（報導白色恐怖

之下受難者悲愴命運）等。 

○1 教師提問：你計劃如何組織你的採訪稿？已經思考好引言、

敘事、分析和結論的擺放順序了嗎？選擇適當的

老照片或插圖，增加視覺效果。 

○2 教師提問：你打算在敘事中加入感性元素嗎？如何讓讀者更

好地理解和共鳴你所呈現的主題？ 

(3)行文結構：架構是文章脈絡的具體呈現。架構明確安穩，脈

絡自能井然清晰。報導文學在敘事的結構安排上，可以配合

內容的需求選擇： 

 

(4)文章筆法：文學筆法的講求、運用，是一般報導晉身為「報

導文學」的關鍵。譬如須文蔚教授曾盛讚原住民作家瓦歷斯

諾幹的〈Losin × Wadan－－殖民族群與個人〉，融合了小

 

 

 

 

 

 

 

 

 

 

 

 

 

 

 

 

 

 

 

 

 

 

 

 

 

 

 

 

 

 

 

 

 

 

 

 

 

 

 

 

 

 

 

 

 

 

 

 

 

 

 

 

 

 

 

 

 

 

 

 

 

 

 

 

 

 

 

 

 

 

 

 

 

 



535 
 

說、散文、現代詩的文學技巧，描寫出現代原住民回歸部落、

追尋祖靈榮光的反省與批判過程。 

(5)圖片和插圖的選擇： 

○1 教師提問：選擇插圖或照片時，你會考慮什麼因素？如何確

保這些視覺元素與你的敘事一致？ 

3.步驟六：修訂和校對 

教師提問：在完成初稿後，你打算如何進行修訂？是否考

慮了同儕的建議和反饋？請同學在此階段仔細檢查結構、文

法，確保流暢度和清晰度。 

三、綜合活動(10 分鐘) 

    教師總結個人及小組總結性評量。 

(一)公告評量規準及個人作業單，「傾聽老時光的低語：與《鹿港乘

桴記》共赴報導文學」小組作業於一週後上傳至 google 

classroom。 

(二)各組報導文學作品請用 PPT 形式發表於本學習階段月考結束後

第二次(堂)國文課進行展演，請同學規劃進度和練習。 

 

 

 

 

 

10 

 

 

 

 

 

5 

 

 

5 

 

 

 

 

 

 

 

 

鼓勵學生在撰寫過

程中進行反思，定期

進行修正，培養持續

改進的學習態度 

課後延伸閱讀（以學生的閱讀需求為準） 

一、劉克襄：〈石路塔塔加〉：https://reurl.cc/OGg91D 

二、林元輝：〈黑熊悲血滿霜天〉：https://reurl.cc/xL2nZV 

三、心岱：《大地反撲》，臺北：時報出版，74 年 

四、藍博洲：《幌馬車之歌【第三版】》，臺北：時報出版，2016 年 1 月 12 日 

五、林雲閣：〈八十萬年奇蹟身世換不來一世尊榮〉，《魚骸(AB0917)──第 18 屆時報文學獎得獎

作品集》，臺北：時報出版，1995 年 12 月 12 日 

六、楊樹清：〈被遺忘的兩岸邊緣人〉，《金門田野檔案》，臺北：稻田出版，2001 年 5 月 

 

  

https://reurl.cc/OGg91D
https://reurl.cc/xL2nZ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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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學習單、評量暨評分說明） 

一、教師引導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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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總結性評量 

傾聽

老時

光的

低語 

(報導

文學

作品) 

評

量

面

向 

優秀 良好 尚可 待改進 

內

容

深

度 

故事內容豐富，細

緻呈現老街老屋的

歷史、人文和特

色，引人入勝。 

故事內容充實，有

較完整的描述老街

老屋的特色，但可

能有些部分缺乏深

度。 

故事內容尚可，但

缺乏一些重要的歷

史或文化細節，需

要更多內容的補

充。 

故事內容簡單，

缺乏深度，未能

全面呈現老街老

屋的吸引力。 

語

言

表

達 

語言流暢自然，用

詞精準生動，能夠

巧妙地表達作者對

老街老屋的感受。 

語言表達流暢，用

詞適切，能夠清晰

地傳達作者對老街

老屋的理解。 

語言表達尚可，但

有些措辭可能不夠

精確，需要更多修

飾和精煉。 

語言表達基本，

使用的詞語較簡

單，缺乏讓人留

下深刻印象的表

現手法。 

結

構

安

排 

故事結構清晰，有

引人入勝的開頭、

發展中的高潮，並

巧妙結尾，使整個

故事有層次感。 

故事結構較為清

晰，但可能在引言

或結尾處有些突

兀，需要更好地銜

接。 

故事結構尚可，但

存在一些內容之間

的邏輯不夠連貫，

需要更好的結構安

排。 

故事結構混亂，

缺乏明確的起

伏，需要更好地

組織內容。 

文

學

風

格 

文學風格獨具特

色，能夠通過生動

的描寫和抒情的筆

法，深刻展現老街

老屋的獨特魅力。 

文學風格較為獨

特，但可能在一些

地方過於陳述，需

要更多修飾和變

化。 

文學風格尚可，但

缺乏一些令人印象

深刻的修辭手法，

需要更多的文學元

素的運用。 

文學風格基本，

缺乏讓人留下深

刻印象的筆觸，

需要更多的文學

技巧的運用。 

情

感

表

達 

情感真摯豐富，作

者通過文字成功地

將自己對老街老屋

的情感傳遞給讀

者。 

情感表達真實，作

者能夠清晰地表達

自己的情感，但有

些情感可能需更深

層次的挖掘。 

情感表達尚可，但

缺乏一些情感的深

度，需要更多情感

元素的加入。 

情感表達基本，

缺乏深刻的情感

描寫，需要更多

感性元素的注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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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果示例 

一、報導文學作品 

(一)左營眷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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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光路 24 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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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鳳儀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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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週素養導向教學設計表 

領域／科目 國語文 設計者 顏嘉儀 

實施年級 高二 總節數 共  2   節，  100   分鐘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1-Ⅴ-3 能辨別聆聽內容的核心

論點、議論立場及目的，並加以

包容與尊重。 

2-Ⅴ-6 關懷生活環境的變化，

同理他人處境，尊重不同社群文

化，做出得體的應對。 

6-Ⅴ-4 掌握各種⽂學表現手

法，適切地敘寫，抒發個人情感。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國 S-U-B2 

善用科技、資訊與各類媒

體所提供的素材，進行閱

讀思考，整合資訊，激發

省思及批判媒體倫理與社

會議題的能力。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國 S-U-C2 

了解他人想法與立場，學

習溝通、相處之道，認知

社會群體生活的重要性，

積極參與、學習協調合作

的能力，發揮群策群力的

團隊精神。 

學習內容 

Ba-Ⅴ-3 寫作手法與⽂學美感

的呈現。 

Be-Ⅴ-1 在生活應用方面，以自

傳、新聞稿、報導、評論、等格

式與寫作方法為主。 

Cb-Ⅴ-2 各類⽂本中所反映的

個人與家庭、鄉里、國族及其他

社群的關係。 

議題

融入 

議題／ 

學習主題 
環境議題/永續發展、人權/人權與生活實踐 

實質內涵 

環 U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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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U4  

理解人權與世界和平的關係，並在社會中實踐。 

所融入之學

習重點 

6-V-2 

廣泛嘗試各種文體，發表感懷或見解。 

5-Ⅴ-6  

在閱讀過程中認識多元價值、尊重多元文化，思考生活品質、人類發展及

環境永續經營的意義與關係。 

6-Ⅴ-4  

掌握各種文學表現手法，適切地敘寫，關懷當代議題，抒發個人情感，說

明知識或議論事理。 

與其他領域／科

目的聯結 
社會科：歷史科、地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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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來源 

一、網路資源： 

(一)因材網：https://adl.edu.tw/HomePage/home/ 

(二)國文科學科中心網站：https://cerclearning.tp.edu.tw/ 

 (三)報導者：https://www.twreporter.org/ 

二、書籍： 

(一)威廉．金瑟：《非虛構寫作指南》，臉譜，2023 年 8 月 

(二)馬克‧克雷默 Mark Kramer、溫蒂‧考爾 Wendy Call：《哈佛寫作課》商   

業週刊，2017 年 9 月 

(三)郭佩宜、王宏仁等：《田野的技藝》，左岸文化，2019 年 1 月 

(四)楊渡：《我們如何記憶這時代：報導文學十三講》，南方家園，2024 年 5 月 

學生學習 

背景分析 

一、先備知識： 

學生運用上節課所產出的報導文學作品後，結合先前所學將學習歷程紀錄後產出

本次「老時光學習歷程成果發表投影片」。 

二、學習狀態： 

學生需要彙整七堂課以來所學，並將報導文學作品和學習單融會貫通後產出本次

公開發表之投影片，並在此投影片後紀錄組別書寫報導文學的經歷與過程反思。 

三、預期學習難點：  

(一)學生可能面臨到大量的資訊，需要學會篩選和整理適當的資料，以保持投影

片內容的精簡和易於理解。需要克服在投影片上有效呈現資訊的設計和佈局

挑戰，以確保觀眾能夠輕鬆理解主題。 

(二)學生需要學習如何在限定的時間內完成整個發表，確保投影片內容充實而不

過度，若有問答環節或討論，學生可能需要練習如何積極參與，回應觀眾提

問或評論。 

教學設備／ 

教學資源 
教學設備：Ipad、投影機、電腦 

學習目標 

一、認知面： 

(一)學生能夠清晰理解老時光的核心主題，並明確了解發表的目標，包括對於老屋、老街的背

景、價值和重要性的認知。 

(二)學生能夠有效地分析從田野調查中獲取的資訊，並有能力篩選、整理並選擇適切的資料，

以支持投影片內容的建立。 

二、技能面： 

(一)學生具備使用投影片製作工具的基本技能，包括排版、插入多媒體元素、設計佈局等，以

製作出具有視覺吸引力的成果發表投影片。 

(二)學生能夠以清晰、有條理的口語方式，有效地將投影片內容呈現給觀眾，展現良好的溝通

和表達技巧。 

三、態度面： 

https://adl.edu.tw/HomePage/home/
https://cerclearning.tp.edu.tw/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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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生能夠積極參與小組合作，有效溝通、分享資訊並協同合作以完成老時光學習歷程成果

發表。 

(二)學生培養對於老屋、老街的探索精神，樂於尋找新資訊、深入了解歷史文化，並提出創新

的見解。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教師指導注意事項 

一、導入活動(10 分鐘) 

(一)回顧老街老屋的反思： 

1.教師總結本次課程，運用懷舊音樂、照片主題式引入老時光

的主題。播放徐譽滕《粉絲記事本》：https://youtu.be/Ez-

ETr1y7yI?si=JAcUnECaCfM49Jjq 帶入老時光… 

2.啟發式的引導語：在這次深入報導老街老屋的旅程中，相信

大家都深刻感受到老時光的沉澱，每一塊老磚、每一道破舊

的木門都是一份珍貴的回憶。相信大家都收穫不少，接下來

是屬於你們的高光時刻，請同學分享或描述一個令他們印象

深刻的老時光瞬間吧！ 

3.解釋今天活動的目標，即以 PPT 呈現他們對老時光的學習

歷程。 

二、開展活動(75 分鐘) 

(一)回顧老街老屋的反思：故事就在老地方：各組分享自己的報

導心路歷程 

1.教師提醒每組發表時間 10 分鐘，流程如下： 

第一組發表→同儕平板即時回饋→第二組發表→同儕

平板即時回饋→第三組發表→同儕平板即時回饋→第四組發

表→同儕平板即時回饋→第五組發表→同儕平板即時回饋→

第六組發表→同儕平板即時回饋→第七組發表→同儕平板即

時回饋 

2.學生以小組為單位逐一進行 PPT 發表，分享他們的學習歷

程和成果。 

三、綜合活動(15 分鐘) 

(一)回顧老街老屋的反思：尾聲 

1.同儕互動時間：學生可以提問或分享自己的看法，進行同儕

間的互動。 

2.教師評價：教師給予每個小組簡單的評價和肯定，強調每組

的優點。 

3.總結和反思：與學生一同總結整個學習歷程，讓學生進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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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70 

 

 

 

5 

 

5 

 

3 

 

教師應鼓勵學生保

持穩定的站姿，表

現自信，同時注意

面帶微笑，引導學

生保持清晰、適中

的聲音，避免太大

或太小。同時提醒

注意語調的變化，

使 發 表 更 具 生 動

感。 

 

 

 

 

 

確保學生的 PPT 內

容清晰可見，字體

大小合適。鼓勵使

用適當的圖片和影

片，但避免過度裝

飾和分心的視覺效

果。教師應提醒學

生 掌 握 發 表 的 節

奏，確保表達內容

流暢有序。 

 

 

鼓勵學生積極參與

問答環節，並提供

即時的反饋。引導

https://youtu.be/Ez-ETr1y7yI?si=JAcUnECaCfM49Jjq
https://youtu.be/Ez-ETr1y7yI?si=JAcUnECaCfM49Jj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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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討論未來可能的改進方向。 

4.尾聲語： 

這次的課程即將告一段落，透過報導文學的書寫我們

聽見了高雄在地老街巷弄間傳承的聲音。每一個老屋都是一

本沉默的歷史書，而我們的使命是將這本書打開，讓每一頁

的文字重新閃耀光芒。期待未來我們共同努力，成為老時光

背後的故事見證者與傳承者。 

 

2 

學生以清晰、有條

理的方式回答觀眾

的問題。 

 

在發表後，鼓勵同

儕 提 供 建 議 和 反

饋，促使學生間的

互動和合作。教師

可引導學生注意接

受反饋的態度，將

其 視 為 成 長 的 機

會。 

課後延伸閱讀（以學生的閱讀需求為準） 

一、楊明交：《行走在戰爭與和平的邊緣：戰地記者的中東紀行》，臺北：三民，2023 年 10 月 

二、藍博洲：《壁：尋找台灣戲劇運動的旗手簡國賢與宋非我》，臺北：印刻，2023 年 8 月 

三、楊牧：《楊牧書簡Ⅰ：致瘂弦》臺北：洪範，2023 年 05 月 

四、李桐豪：《紅房子：圓山大飯店的當時與此刻》，臺北：鏡文學，2022 年 07 月 

五、中央社「文化+」：《做戲的人：新台劇 在路上》，臺北：印刻，2022 年 04 月 

附件（學習單、評量暨評分說明） 

一、教師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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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量暨評分說明： 

(一) 老時光的學習歷程成果發表 

老時光的學

習歷程成果

發表 PPT 

評量面向 優秀 良好 尚可 待改進 

內容深度與

廣度 20% 

呈現深入且

豐富 

具有一定深

度 

較基礎，缺

乏深入 

表面且缺乏深

度 

組織架構

20% 

組織結構清

晰 
邏輯清楚 

基本清晰但

不連貫 

混亂，缺乏組

織架構 

表達技巧與

影音運用

20% 

表達清晰，

運用得宜 

流暢，部分

素材適當 

一般表達，

影音尚可 

不清晰，素材

不當 

資料準確性

與深度 20% 

資料準確且

深入 

基本準確，

有深度 

一些不確

切，深度有

限 

不準確，缺乏

深度 

互動與回應

能力 20% 

積極回應，

展現深思 

有一定互動

能力 

回應基本，

缺乏深入 

薄弱，難以應

對提問 

(二)傾聽老時光的低語（小論文作品） 

傾聽

老時

光的

低語

（小

論文

作

品） 

章節

結構 
評量面向 優秀 良好 尚可 待改進 

前言 

研究背景 

與動機 

研究背景清晰，

動機明確且具吸

引力 

研究背景與動

機明確，但略

有欠缺 

研究背景表述

一般，動機較

模糊 

研 究 背 景 不

清，動機缺乏

說服力 

研究目的 

研究目的清楚，

意義明確，符合

研究需求 

研 究 目 的 明

確，但意義闡

述不足 

研究目的表達

不夠清晰 

研 究 目 的 模

糊，未能清楚

表達研究意圖 

文獻

探討 

文獻的 

完整性 

文獻收集全面，

分析深入，充分

支持研究 

文 獻 收 集 充

分，但部分分

析不夠深入 

文 獻 收 集 有

限，分析欠缺

深度 

文獻匱乏，分

析流於表面 

 理論基礎 

的應用 

理論應用恰當，

能有效支持研究

問題 

理 論 應 用 合

理，但有部分

欠缺明確 

理論基礎應用

不夠透徹 

理 論 應 用 不

當，無法支持

研究問題 

研究

方法 

方法設計 

研究方法設計合

理，符合研究目

標 

方 法 設 計 合

理，但細節描

述不足 

方法設計有待

改進，部分不

夠明確 

方 法 設 計 不

當，無法有效

回答研究問題 

透明度與 

可重複性 

研究方法詳盡，

過程透明，可重

複操作 

研究過程基本

清晰，但細節

略顯不足 

研 究 過 程 模

糊，難以重複 

研究過程缺乏

描述，無法重

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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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分 析

與 結

果 

數據分析 

數據分析精準，

結論合理，充分

解釋研究問題 

數 據 分 析 適

當，但結論略

顯不足 

數據分析欠缺

深入，結論不

夠有力 

數 據 分 析 不

當，結論無法

支持研究問題 

結果呈現 
結果呈現清晰，

圖表輔助有效 

結果呈現基本

清晰，但圖表

有待改進 

結果表達不夠

清晰，圖表使

用不當 

結 果 呈 現 混

亂，缺少圖表

或不夠直觀 

研 究

結 論

與 建

議 

結論的 

總結性 

結論與研究結果

高度一致，總結

完整 

結論與結果基

本一致，但總

結略顯簡單 

結 論 不 夠 有

力，未充分總

結結果 

結論與結果不

一致或缺乏總

結 

建議的 

實用性 

建議具體，具有

實用價值，對未

來研究有啟示 

建議合理，但

不夠具體 

建議籠統，對

實際應用價值

不高 

建議不足或缺

乏實際應用價

值 
 

學生成果示例 

一、心智圖(節錄自學生作品) 

(一)橋頭糖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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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左營孔廟 

1.運用 Xmind 介紹內部空間： 

 

 

 

2.製作紙模型分析孔廟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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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影片 

(一)情人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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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左營孔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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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勝利新村 

 



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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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整體課程反思：  

對一個地方的感情記憶，但地方的意義已經延伸到任何事物與景觀。當我們對空間熟悉且有了

意義之後，它就成為了地方，這種感受就是地方感。(Yi-Fu Tuan, 1977) 

回顧這段期間，以「傾聽老時光的低語：與〈鹿港乘桴記〉共赴報導文學」為主題的一系列課

程，心情既激動又震盪，難以言喻竟然與學生共同完成了如此豐沛而充實的學習旅程。透過這門課

程，我們一同踏查老街老屋，運用報導文學的筆法將老時光的故事娓娓道來，更和學生探索文學、

文化、環境、社會議題等多元層面，讓我有著滿滿的幸福與成就感。 

首先，這堂課程的設計以「傾聽老時光的低語」為主軸，引領學生進入報導文學的世界。藉由

《鹿港乘桴記》作者的今昔對比手法，運用至老屋特色觀察、改進提案討論等，培養了學生的科技

資訊與媒體素養、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以及環境、人權等議題的認知。除了強調了學術情境的建

構，我採用數位融入教學的形式，運用平板來進行授課，讓學生不僅僅是被動地接受知識，更能主

動地尋求並建構自己的多元思考。同時，因為透過跨域學科的結合，使學生在探討文學作品的同時，

能夠更全面地思考與解決問題，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領域的相互激盪，讓生硬的傳統文本，能夠有

不同面向的凝視美學。 

另一方面，因為申請了戶外教育計劃，結合本校鄰近的橋頭糖廠園區，故設計了文學地景實地

考察的尋「地」遊戲和台灣環保協會設計的「鴞之宇宙 RPG 實境解謎」等活動，讓學生能走出教

室，親身感受文史與自然的雙重角度的沉浸式體驗，除了擴展學習視野之外，也讓學生對於老地方

的再生思考有更多元的切入角度，為後來的報導文學書寫有扎實的基礎。 

在教學評量方面，我設計了多元的評量方式，如結合健行筆記 app 紀錄完成的「散步時光：楠

梓高中的微醺風景」、「橋頭糖廠文學地景-老照片說故事」學習單；關於實境解謎的「鴞之宇宙 RPG

實境解謎完賽證明」；「腳印留聲：橋頭糖廠地景隨筆」新詩創作；老時光「老屋的一百種可能」空

間活化說明書以及報導文學「傾聽老時光的低語：報導文學作品」。使學生能夠在不同層面上展現

他們的學習成果，同時也激勵他們發揮創意與批判性思考，利用寫作表達對社會的關懷，體驗老屋

老街的今昔陳述，傾聽老時光的低語。 

在整體課程實施完後，學生整體課程回饋與自評，兩個班共 56 人對於此課程的滿意度，5 分

佔 46.4%、4 分佔 37.5%、3 分佔 16%，兩班對於能進行橋頭糖廠的實境走訪(實境解謎 82.6%、十

景地景探索 35.7%以及導覽 25%都佔極大比例的喜愛，可見能進行戶外實景探索的沉浸式體驗對於

學生的顯著印象。如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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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沉浸式體驗後，回到教室內再進行報導文學的書寫抑或是小論文的整理、企劃書的寫作，

從學生的質性回饋當中，都不難發現學生在書裡文本或是資料時，也能因此有更想探究並挖掘老故

事的心，如同段義孚先生所說的「地方感」，當學生心中已建立的對於這個地方的地方感，那便能

夠直入內心，真切的感受地方的溫度。很幸運的是於此課程之後，本次參與課堂學生參與此次

1130315 梯次中學生網站小論文〈旗山老街：歷史的呼喚與未來的蛻變〉經指導後榮獲全國特優的

佳績，真的很感動更為學生高興！學生的質性回饋整理如下圖及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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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請分享一個在這門課程中讓你感動或啟發的時刻。這門課程有沒有改變你對於傳統文化和老

屋的看法？ 如果有，可以分享一下你的轉變是什麼？ 

永涵：我深刻地感受到了老屋所承載的歷史與文化價值。這讓我重新思考了對於老屋的看法，意

識到它們不僅是建築物，更是文化遺產的一部分。這個體驗讓我更加珍惜傳統文化，並體會到了

保護和保存這些文化遺產的重要性。 

幸誼：團隊合作一起寫企劃書，在合作期間能更清楚的了解那處的故事 

羽宣：以前我以為老屋就是很舊很久沒有人住的房子，但經過這堂課，讓我深深的認知我的想法

是錯的，老屋和傳統文化都是我們要好好了解跟珍惜的歷史文化，讓我對老屋更有興趣，活動時，

也認真聽講解。 

珮慈：透過這門課程讓我更加了解自己所在區域的歷史發展及改變，也改變了對傳統文化和老屋

的看法，不在單單活在過去的框架，也不在被限制住。 

佳婷：老屋新力，讓我最感動的時刻是採訪果貿社區居民的時候，我們採訪了一位外省爺爺，他

跟我們分享了他那時剛到台灣的生活，我才知道那時他們是如此的辛苦 

 

二、你覺得老屋的傳承和創新對於我們的社會有何重要性？ 

宥甫：老屋的傳承和創新對社會有著重要的影響。首先，老屋是文化遺產的一部分，它們承載著

歷史、傳統和價值觀念，是我們的文化記憶。因此，保護和傳承老屋可以幫助我們保護和弘揚自

己的文化身份。 

欣妮：老屋的傳承和創新是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承載著歷史記憶和文化價值，同時也能激

發創新和發展新思維，促進社會的持續進步，最重要的是能夠保存從古自今的歷史 

羽宣：老屋的傳承和創新是對我們非常重要的歷史，了解我們的祖先和以前的人們，是如何生活

以前的故事，都是我們必須尊重和了解的。 

榆蓁：社會上沒有一些以前的人傳承下去的歷史，就不會有現在的我們 

淳茹：傳承可以讓下一代、下下一代了解我們這個時候的一樣。創新能讓現在、未來有不同的樣

子。 

 

三、在教學過程中，你覺得自己有了哪些成長或進步 

書晴：我學會了如何去採訪、如何的去面對失敗、學習培養自己的耐心 

羽宣：從發現自己以前的認知是錯的，到對老屋感到有興趣，以及在教學中認真聽講解和內容。 

志虔：學到了訪問技巧，也知道了要訪問也要找對人，不然只會叫你自己進去建築裡面看介紹 

卜銜：觀察事物時候，能有更多不同的角度，也讓我對歷史的了解有很大的幫助 

淳茹：更知道一些橋頭的事，回家的時候也有跟家人分享，然後就跟家人聊得很開心覺得不錯，

有時間還會再帶我跟弟弟妹妹去一次 

詠芯：讓我認識我所居住的城市中有許多地方訴說著它所經歷的轉變 

柏妤：我在這門課程中去了解橋頭糖廠老屋歷史，對於建築感到好奇時會找到解答解惑，也會

在觀察中用所有感官去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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沛薰：我在橋頭糖廠老照片新故事中，很多老照片和現在模樣已經大不同，讓我驚訝說原來他

們以前是這個模樣，可能我之前對於歷史建築沒有太大的興趣，也不會花時間去了解，可是這

次去橋頭糖廠我和同學一起討論，老師的介紹下讓我實地走訪更印象深刻，希望以後的自己也

可以對於自己就算是沒有興趣的事情，也可以花時間去了解，收穫總會比網上學到的更多。  

 

四、如果你可以為這門課程做出改進，你會建議增加或調整哪些部分？ 

祥愷：在實境解謎中可以多增加一點時間，讓我們去更深入理解糖廠的內部特色 

詠芯：增加訪問他人的心得 

恭良：增加導覽員來專門解說那些建築的詳細內容，並且希望還能體驗以前的人做事情的方式與

情境。 

于桉等８位：時間可以多一點 

心妤：體驗的地方能多一點 

兆偉：在 app 十景活動上希望能有更多提示 

珮嘉：導覽時間可以更長 

 

五、如果你可以用一個詞或一句話來描述這門課程，你會怎麼說？ 

欣妮：創新、充實 
育睫：這門課真的很有趣 希望可以讓更多人知

道 

書晴：對不知道的議題有了新一步的認識 恭良：意義非凡、豐富學習過程更有興趣參與 

士澤：一個詞：perfect 惟晴：很充實完全閒不下來 

泓元：非常喜歡 宇安：非常好玩 

俊杰：邊玩邊學、有一種去野外探險才得到的樂

趣 
羽宣：學習團隊合作和認識老屋歷史 

堉軒：非常的有趣！ 志虔：輕鬆快樂且富含文化意義 

 

六、我想對老師說： 

書晴：老師超棒的‼️希望可以有更多更多的活動，還可以培養班級的向心❤️ 

士澤：老師你好棒，最喜歡你了，感謝讓我們有那麼多活動可以參加 

祥愷：請多多辦理這種活動，增廣見聞的同時，也能紓解在學校的壓力 

詠芯：謝謝老師讓我再一次認識我從小到大居住的城市，而城市中還有許多未被都更的地方。這

些地方的人民可能希望被列入都更的計畫中，但是我們卻會選擇忽略他們的心聲。 

羽宣：謝謝老師安排這個活動，讓我從課堂中認知自己對老屋的想法是錯的，到對老屋和傳統文

化有興趣，到實際體驗認真聽老屋和傳統文化的歷史，也學習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侑軒：在現今有許多老屋翻新，就失去它其中的意義以及歷史，或許建築可以被翻新，但歷史才

是人類存在的根本，很謝謝老師給予這個機會讓我更加了解歷史的重要性。 

惟晴：謝謝老師舉辦這些活動讓我參加，不讓學習變得枯燥乏味，反而對這些知識更加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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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岑：謝謝老師在高中期間給我們一個不一樣的體驗，不再是死板的課程，而是實際走入大地，

親身感受體驗課本中的內容。 

淳如：很感謝老師辛苦的去寫計劃，我也很喜歡老師寫的每個計畫活動讓我們可以去實際踏訪，

每次聽老師口述之後的活動都會很期待，當日實際踏訪時過程、結束回來也都很開心！ 

卜銜：很謝謝老師為我們爭取很多機會，讓我們能到校外走訪很多與傳統文化有關的建築，我從

這些活動中了解到不少的文化歷史，也讓我的高中生涯有很多的體驗！ 

思蓉：老師辛苦了那麼努力的在寫計畫 我覺得老師讓我們出門也是為了知道更多事情 很喜

歡跟老師一起出門 最喜歡去老屋 看到了好多東西 也嘗試走過防空洞 超厲害的 到現在我還

記得 

秀羲：去橋頭糖廠真的蠻有趣的，以前只是經過看看而已，但有導遊講解更知道這屋子的故事，

原來有這麼多故事，很喜歡，然後到處走走很有趣。個人很喜歡古屋的地方，很多故事的地方，

感覺可以感受當時人的感受。 

柏妤：在真正實地走訪橋頭糖廠後我在短短的課程中學習到許多知識和去了解歷史建築的故

事，雖然之前國中小都有體驗過這樣的課程，但這次的感覺並不一樣，希望未來還有許多實地

走訪的活動，謝謝老師~ 

最後，針對學生的質性回饋整理說明如下：我發現在此課程中，時間是極為不夠用的，如果時

間允許，可能需要再多些時間讓學生能夠慢慢地參與其中，將行程安排再彈性一點，讓學生能夠安

放心情，沉浸其中。除此之外教師在進度上的安排亦是有難度的，必須有所取捨，但從學生的回饋

也可以發現，老師的點滴努力，學生是記掛於心的，更從學生的回饋中，感受到他們對於能將教室

所學應用於生活情境，再將戶外所學，帶回課室，進行深化學習，感受與平時不同的體驗，更能夠

挖掘與平時所學不同的議題深度。在學生的回應裡，其中我最喜歡的一句話是：「謝謝老師讓我再

一次認識我從小到大居住的城市！給我們一個不一樣的體驗，不再是死板的課程，而是實際走入大

地，親身感受體驗課本中的內容。」可見這次課程在學生心中的激盪，也讓我的努力不虛此行。 

此系列課程讓我看到在學生眼中久違的光，在採訪老屋的過程中，他們展現出了出色的觀察、

溝通和採訪技巧，對於老屋改進建議更具可行性，顯示他們對議題的關心。我想於我，於學生而言，

這不僅僅是課程，更是一場與老時光對話的契機，而我何其有幸，能與他們一同見證老時光故事與

傳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