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 110 學年度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課程名稱 大稻埕的前世與今生 
課程 

類別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其他類課程 

實施年級 
▓7年級  □8年級 □9年級 

▓上學期 ▓下學期(若上下學期均開設者，請均註記) 
節數 每週 2 節。 

設計理念 

本校座落於「大稻埕」，鄰近承恩門（北門），且緊鄰淡水河畔，地理位置相當特殊，不但見證了臺北城從清代至今日的

歷史發展，以及臺北市經濟重心的轉移，更具有豐富的自然環境及多樣性的生態。所以本課程希望從學生的在地生活出發，

透過古今地理環境與地標的比對和現場的觀察與訪談，瞭解大稻埕及忠孝國中之今昔對比與變遷。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校1-1-1】善用科技、資訊與各類媒體等資源，進行檢索、統整、分析、解釋及省思。 

【社-J-A3】主動學習與探究人類生活相關議題，善用資源並規劃相對應的行動方案及創新突破的可能性。 

【社-J-B3】欣賞不同時空環境下形塑的自然、族群與文化之美，增進生活的豐富性。 

【綜-J-A1】探索與開發自我潛能，善用資源促進生涯適性發展，省思自我價值，實踐生命意義。 

【數-J-B3】具備辨認藝術作品中的幾何形體或數量關係的素養，並能在數學的推導中，享受數學之美。 

學習重點 

學習 

表現 

1.社【1b-Ⅳ-1】應用社會領域內容知識解析生活經驗或社會現象。 

2.社【2a-Ⅳ-2】關注生活周遭的重要議題及其脈絡，發展本土意識與在地關懷。 

3.綜【2b-IV-2】體會參與團體活動的歷程，發揮個人正向影響，並提升團體效能。 

4.綜【2c-IV-2】有效蒐集、分析及開發各項資源，做出合宜的決定與應用。 

5.數【s-IV-5】理解線對稱的意義和線對稱圖形的幾何性質，並能應用於解決幾何與日常生活的問題。 

6.進行大稻埕實地踏查、訪談與紀錄。 

學習 

內容 

Ca-Ⅱ-1居住地方的環境隨著社會與經濟的發展而改變。 

輔 Bb-IV-2學習資源探索與資訊整合運用 

輔 Ca-IV-1 生涯發展、生涯轉折與生命意義的探索。 

數 S-7-5 線對稱的基本圖形：等腰三角形；正方形；菱形；箏形；正多邊形。 

大稻埕的歷史文化與產業背景。 



結合大稻埕傳統產業與現代產業需求文創小物的設計發想。 

課程目標 

以大稻埕的地理環境、歷史發展、人物故事、社區組織及社區文化為題材，統整「學習經驗」、「社會文化」、「知識素

養」，善用科技、資訊及媒體，蒐集資料和分析，使用文字、照片、圖表、地圖、言語、踏查及合作學習等方式，呈現結果及

分享，並透過有計畫的觀察以覺察問題，進而嘗試以創新的思考和方式完成各項任務，讓學生從課程中實踐，藉由在地探

索、學習和文化扎根，進而發展社區關懷、社區營造的素養。 
同時以大稻埕的產業為主軸，透過實地踏查及訪問深入了解大稻埕產業狀況及民眾想法，並藉由親手實作香囊和文創小

物體會創意、創造力的重要性，最後放眼未來，開發創新產品、建構未來大稻埕樣貌圖，進一步反思面對瞬息萬變的社會，

我們可以如何培養自己「帶得走的能力」以因應未來。 

表現任務 

(總結性評

量) 

第一學期： 

1. 大稻埕史蹟導覽專題報告。 

2. 創意香囊製作並發表製作理念。 

第二學期： 

1. 能挑選大稻埕史蹟深入探究並口頭導覽介紹社區史蹟。 

2. 完成未來的大稻埕的樣貌圖。 

學習進度 

週次/節數 
單元/子題 單元內容與學習活動 檢核點(形成性評量) 

第 

1 

學 

期 

第 

1-3 

週 
大稻埕演義 

1.小隊分工與命名(融入大稻埕特色) 

2.認識大稻埕的歷史 

3.認識大稻埕的的改變與發展 

4.介紹大稻埕的史蹟 

學習單 

發表 

分組合作學習 

第 

4-6 

週 

啟「埕」 

1. 向學生簡介大稻埕，例如：在臺北發展史上的關鍵地位、有

哪些相關的人事物等。 

2. 帶學生實地踏查、逛逛大稻埕。分成三組：中藥／南北貨、

文創店、永樂布業商場，搭配學習單認識這些地方。 

3. 走查大稻埕街道，找尋線對稱相關建築、小物或風景。拍攝

線對稱圖形相片。 

4. 請學生將上週所見繪製成海報，並輪流向全班分享。 

分組競賽 

拍攝線對稱圖形相片並找出對稱

軸。 

學習單 

實作評量 

發表 

分組合作學習 



第 

7-9 

週 

大稻埕史蹟 

1. 大稻埕史蹟導覽實作 

2. 大稻埕史蹟導覽發表 

分組發表大稻埕線對稱照片，並簡單介紹照片內容。 

欣賞不同民族建築與標誌的線對稱圖形之美。 

學習單 

專題報告 

田野實察 

實作評量 

分組合作學習 

第 

10-12 

週 

實地「稻」訪 

1. 引導學生設計問卷（用以訪問店家、觀光客）。 

2. 請學生自行設計訪問時用的贈品及看板。 

3. 訓練學生訪問時的隨機應變力。 

4. 帶學生到大稻埕訪問店家或觀光客、回贈贈品、並將結果記

錄下來。 

5. 請學生分享訪問過程中印象深刻之事、所記下的內容以及有

什麼發現？ 

學習單 

實作評量 

發表 

分組合作學習 

第 

13-15 

週 

大稻埕之生命故

事博覽會 

1.認識自我活動 

2.影片欣賞「大稻埕的人物故事」 

3.生命故事博覽會 

學習單 

專題報告 

檔案評量 

分組合作學習 

第 

16-20 

週 

從「馨」出發 

1. 讓學生認識大稻埕「草盛園」的香茅、艾草及樟葉等香草，

聞聞味道、摸摸觸感、了解各香草背後的含意並認識他們的

功效，最後依自己的喜好配製香草包。 

2. 讓學生用老師從永樂市場帶回來的布及緞帶，將上週配製好

的香草包做出美麗的外觀（若搭配家政課所學的手縫技巧更

佳）。 

3. 大稻埕的布跟草盛園的香草即成了香囊，用「學習單輪轉腦

力激盪」的方式，讓學生天馬行空地思考大稻埕還有哪些東

西經過變化後能變出新產品？ 

實作評量 

學習單 

分組合作學習 

第 

2 

學 

期 

第 

1-3 

週 

大稻埕特色搜查 

1.認識自己的社區 

2.介紹社區總體營造 

3.影片欣賞社區故事 

4.搜查大稻埕社區特色 

5.發表大稻埕社區特色 

學習單 

專題報告 

分組合作學習 



第 

4-6 

週 

面面俱「稻」 

1. 帶領學生認識大稻埕的文創產業。 

2. 走訪大稻埕取材，參考店家商標。 

3. 找尋設計商標或符號的元素 

4. 讓學生實際體驗、製作文創作品。 

5. 互相觀摩彼此的作品，並進一步思考文創產業在現今社會上

的角色與重要性。 

實作評量 

學習單 

發表 

分組合作學習 

第 

7-9 

週 

大稻埕變遷 

1. 大稻埕變遷面面觀 

2. 大稻埕變遷搜查本實作 

3. 將商標的內容轉化設計成幾何圖案 

4. 完成商標草圖(可手繪或利用電腦繪圖軟體) 

5. 將商標草圖使用直尺與圓規繪製完成。 

6. 大稻埕文化傳承與創新 

學習單 

完成商標草圖 

專題報告 

分組合作學習 

第 

10-12 

週 

見異思「變」 

1. 帶學生思考大稻埕哪些產業已不似以往興盛？如今尚在的店

家是否做了哪些改變以因應時代的變遷？（答案的重點在於

應變與創新） 

2. 融合上學期末全班腦力激盪出的「大稻埕新產品」，讓學生思

考若要讓這些想法付諸實現，過程中可能會遇到哪些問題？

如何克服？需要提升自己的哪些能力以因應未來？又能從哪

些管道獲得／增強這些能力呢？ 

3. 請各組將上週討論的新產品、可能遇到的挫折、克服方法、

所需能力、可用管道、以及「產品外觀概念圖」繪製於海報

上，並輪流向全班分享。 

實作評量 

學習單 

發表 

分組合作學習 

第 

13-15 

週 

大稻啟埕 

1.認識人民團體 

2.大稻埕社區組織 

3.大稻啟程演唱會 

學習單 

歌曲創作與發表 

實作評量 

檔案評量 

分組合作學習 

第 

16-20 

週 

「埕」先啟後 

1. 帶領學生體認社會的瞬息萬變，並覺察「前瞻性思考」的重

要性。 

2. 啟發學生的創造力思考力，遙想未來的大稻埕樣貌。 

實作評量 

學習單 

發表 



3. 各組腦力激盪，合力完成一幅「未來的大稻埕」。 分組合作學習 

議題融入實

質內涵 

人 J5 了解社會上有不同的群體和文化，尊重並欣賞其差異。 

生 J1 思考生活、學校與社區的公共議題，培養與他人理性溝通的素養。 

環 J3 經由環境美學與自然文學了解自然環境的倫理價值。 

涯 J9 社會變遷與工作/教育環境的關係。 

多 J2 關懷我族文化遺產的傳承與興革。 

多 J11 增加實地體驗與行動學習，落實文化實踐力。 

戶 J1 描述、測量、紀錄觀察所得。 

戶 J2 從環境中捕獲心靈面的喜悅。 

評量規劃 

多元評量方式 

上學期 

☆日常評量：60% 口頭發言、小組競賽參與程度、個人上課表現、分組合作學習。 

☆定期評量：40% 課堂表現、作業完成程度、實作評量、田野實察、專題報告、檔案評量 

下學期 
☆日常評量：60% 口頭發言、小組競賽參與程度、個人上課表現、分組合作學習。 

☆定期評量：40% 課堂表現、作業完成程度、實作評量、田野實察、專題報告、檔案評量 

教學設施 

設備需求 
電腦、投影機、文具（海報紙、圖畫紙、蠟筆、彩色鉛筆、香草、布飾、材料包等） 

教材來源 自編教材 網路影音資料 師資來源 
社會領域–公民科教師、綜合領域–輔導科教師、

藝文領域–視覺藝術教師、數學領域教師 

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