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國民小學 106學年度第 1學期  六年級教師學校特色課程教學計畫(自編） 

(修改自九十三年度第一學期六年級校本課程教案） 

學習領域 綜合活動 
課程

模式 
【  】單元主題 

【】主題統整 
教學

模式 

【  】大班    【  】分組 

【】各班教學【  】其他 

實施層面 
【  】學校層級活動課程【  】學群合作教育活動【  】班級經營教育活動 

【  】校本課程【  】銜接教材【  】補充教材【  】其他:            

主題課

程名稱 
臺北城的故事 

-咱的故鄕‧咱的情 

單元數        共分【 4 】單元 

總節數            【 14 】節 

時  間            【 560 】分鐘 

單元活

動名稱 
臺北開拓史 教學時間 【 3 】節【 120 】分鐘 

教學者 六年級全體教師 合作教學者 無 

對應之學

校願景 

【】多元學習【  】快樂和諧【】服務人群 

結合學校

教育願景

情形(請

勾選) 

▇多元智能 □語言文字智能 □數學邏輯智能 ▇自我內省智能 □人際關係智能 

□身體運動智能 ▇自然博物智能 ▇視覺空間智能 □音樂旋律智能 

□終身學習 □資訊  □科技  □閱讀  □英語 

▇地球村   ▇多元文化理解 ▇環境保護 ▇和平 ▇鄉土情懷 □親師生合作 

教學具體

目標 

1.學生能認識淡水河流域及其支流

的源起、地理位置、河畔之城鎮與

其對臺北發展的重要性。 

2.藉由地方諺語，讓學生了解淡水河

對於早期臺北的影響，及當時的風

土民情。 

3.學生能體認淡水河從古到今的興

衰，比較淡水河今昔不同的面貌，

培養感恩、愛護環境的態度。 

4.能了解三市街〈艋舺、大稻埕、臺

北城〉的由來與演進。 

5.能對艋舺、大稻埕的歷史  及文化

有所認識。 

6.透過認識三市街，更加了解臺北的

歷史與文化，進而培養愛鄉愛土的情

操。 

融入十項指定內涵或

九大議題 

【十項指定內涵】 

2.生命教育活動 

3.社會服務活動 

主要領域 

能力指標 

1-3-5 覺察生命的變化與發展歷程。 

3-3-3 尊重與關懷不同的族群。 

3-3-5 尊重與關懷不同的文化，並分

享在多元文化中彼此相處的方式。 

4-3-2 參與計畫並從事戶外活動，從

體驗中尊重自然及人文環境。 

相關領域 

能力指標 

【社會】 

1-3-1了解不同生活環境差異

之處，並能尊重及欣賞其

間的不同特色。 

1-3-2了解各地風俗民情的形

成背景、傳統的節令、禮

俗的意義及其在生活中的

重要性。 



1-3-5說明人口空間分布的差

異及人口遷移的原因和結

果。 

2-3-1認識今昔臺灣的重要人

物與事件。 

教學活動

流程 

一、課前準備： 

老師：參閱相關書籍、網站搜尋資料、了解臺北市的歷史發展、範圍、教具製作輔助教

學。 

二、學生課前準備  

請學生於課前，蒐集有關艋舺、大稻埕…等相關資料。 

三、教學活動： 

活動一：幽淡情懷‧水舞風雲 

    一、探訪臺北母親河 

       1.教師介紹淡水河之起源與其對臺北發展的重要性；內容包括： 

淡水河流域包括大漢溪、新店溪、基隆河。 

三條主要支流之特色及對臺北發展的影響。 

淡水河對沿岸城鎮（八里、淡水、大稻埕、萬華）發展的影響及其產業。 

著名的五座大橋及其特色（關渡大橋、重陽大橋、臺北大橋、忠孝大橋、中興
大橋）。 

2.教師介紹關於淡水河畔的俚語，讓學生在欣賞的同時，亦可體驗、討論當時時代
背景及生活概況。 

3.教師介紹淡水河豐富的自然生態，包括水生動物、各式鳥類與紅樹林，可說是生

命、生活、及生態的淡水河，孕育許多生命。 

4.教師引導學生思考並回答以下問題： 

你覺得淡水河現在的功能是什麼？和以前有什麼不一樣？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呢？ 

為什麼現在只要一下大雨，大臺北許多地區，包括信義區就容易淹水呢？ 

早期臺北最發達的地區是淡水河流域沿岸，現在則是我們所居住的信義區。這

兩個地方有什麼相同的地方？又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你覺得生活在 21世紀的我們和「水」的關係有疏遠了嗎？ 

活動二：三市街風華 

一、臺北盆地的原住民與「移民」 

1.教師介紹屬於臺北盆地的「原住民」：300多年前，臺北盆地是平埔族「凱達



格蘭人」的地盤，大約有 30多個社〈群落〉，散居各地以漁獵和簡易農耕為生。

因為生性樂天知足，所以一直過著單純的生活。 

2.教師介紹臺北盆地的「移民」：明朝初年才有漢人來到此地，從十七世紀初西

班牙人佔領開始，歷經荷蘭人和明朝鄭成功，到清朝時期之前，此地均荒蕪未

拓，被視為化外之地。荷蘭人、西班牙人入侵，加上漢人移民入臺大量開墾後，

才發生大變化。他們原本的聚落和附近的地區，成為後來漢人移民、開墾、建

立村莊的主要聚點。   

    二、臺北發展的原型 

         1.教師介紹臺北發展的原型…三市街 

           19世紀開始，樟腦、茶的輸出為北部帶來大量的財富，幾個水運便利的聚

點也相繼成為繁華市街，艋舺（Manka）、大稻埕（Dadaocheng）、臺北城，即

合稱為『三市街』，是臺北發展的原型。 

           艋舺，1820年時是臺灣北部政治、經濟及軍事中心，這個由漢人移墾的市

街，經分類械鬥、淡水河淤淺，加上居民保守排外，拒絕外商進入，於是日

漸沒落，被後起的大稻埕取代。 

           大稻埕由於有大片曬稻穀用的空地（稻埕）而得名，是繼艋舺之後，臺北

最繁華的地方。它的位置是今天臺北車站西北方，靠近淡水河濱的一帶，有

知名的茶市文化，特別的地方是迪化街、臺灣第一個火車站等。 

           臺北城的建立在臺灣史上，是重要的里程碑，也是臺北躍為臺灣首府的象

徵。     

2.教師說明大稻埕的興旺與衰退 

 大稻埕的興旺 

    艋舺「頂下郊拼」，造成的人口遷移，促使大稻埕人口愈來愈多，沿著淡水

河邊建立店屋，形成街市。由於淡水河交通與地形便利，很快的吸引了各地

的郊商，西方船舶可以直入，外商便以大稻埕為中心設立洋行，從事茶葉和

樟腦的生意買賣，把大稻埕地區的貨物集散領導地位搶了過來。 

大稻埕的衰退 

            由於淡水河淤積，商業式微，大稻埕也逐漸沒落；此外政府設臺北府城建

於艋舺與大稻埕間，在政策影響之下，臺北城便崛起取代了大稻埕的地位。 

3.教師引導學生思考並進行發表： 

 想想看，臺北盆地如此廣闊，為何臺北的發展會從艋舺開始？說說你的看法。 

         想想看，一個地區的興盛與衰落的原因應該是什麼？ 

學習評量

要點 

1.能瞭解淡水河的來源與對臺灣的重要性。 

2.能瞭解艋舺、大稻埕、臺北城的歷史及文化。 

 

單元活

動名稱 
市城相識 教學時間 【 3 】節【 120 】分鐘 

教學者 六年級全體教師 合作教學者 無 

對應之學

校願景 

【】多元學習【  】快樂和諧【 】服務人群 

結合學校

教育願景

情形(請

勾選) 

▇多元智能 □語言文字智能 □數學邏輯智能 □自我內省智能 □人際關係智能 

□身體運動智能 □自然博物智能 ▇視覺空間智能 □音樂旋律智能 

□終身學習 □資訊  □科技  □閱讀  □英語 

▇地球村   □多元文化理解 □環境保護 □和平 ▇鄉土情懷 □親師生合作 

教學具體

目標 

1. 能瞭解臺北古城的歷史，進而感

受古蹟文化的美妙。 
融入十項指定內涵或

九大議題 

【十項指定內涵】 

3. 社會服務活動 



2. 知曉保存文化資產的重要性，並

學習愛護文化資產。 

 

8.環境教育活動 

主要領域 

能力指標 

3-3-3 尊重與關懷不同的族群。 

3-3-5 尊重與關懷不同的文化，並分

享在多元文化中彼此相處的方式。 

相關領域 

能力指標 

【社會領域】 

1-3-1了解不同生活環境差異

之處，並能尊重及欣賞其

間的不同特色。 

1-3-2了解各地風俗民情的形

成背景、傳統的節令、禮

俗的意義及其在生活中的

重要性。 

1-3-5說明人口空間分布的差

異及人口遷移的原因和結

果。 

2-3-1認識今昔臺灣的重要人

物與事件。 

【藝文領域】 

2-3-6透過分析、描述、討論

等方式，辨認自然物、人

造物與藝術品的特徵及要

素。 

教學活動

流程 

一、教師課前準備 

本活動教學前，教師可先閱讀有關臺北城的歷史沿革、建築特色來輔助教學。 

二、學生課前準備 

1.蒐集臺北古城相關資料，對其歷史背景、地理位置與城門建築有初步的認識。 

2.攜帶並瀏覽信義區地圖。 

三、教學活動流程 

    1.引起動機 

教師介紹童謠： 

        城門、城門雞蛋糕，36把刀，騎白馬，帶把刀，走進城門滑一跤。          

      教師引導學生思考並發表： 

A.城門和雞蛋糕有什麼關係呢？怎麼還有 36把刀？   

        B.猜一猜 36丈高，有多高？大約是幾層樓高呢？ 

          一丈＝90公分，36丈高約是十層樓那麼高！ 

        C.想想看，馮輝岳先生是根據什麼而寫出這首童謠呢？→臺北曾經是一座城。   



2.教師介紹臺北古城的由來 

為什麼要建立臺北城？ 

A.經濟因素：19世紀中葉，臺灣北部所生產的茶葉及樟腦外銷金額逐漸增加，全

臺灣的經濟有北移的趨勢。 

B.國防因素：可練兵置砲、鞏固基隆、淡水一帶，保護北臺灣。 

 臺北城的地點選擇？ 

西元 1875年，沈葆楨奏請清朝在臺北盆地建立臺北城，其原因為： 

A.風水的考量。 

B.建城需要寬大平整的土地。 

C.可平息艋舺、大稻埕的建城之爭，又能將兩市繁榮連成一氣。 

3.教師介紹城門的地理位置介紹 

簡介五座城門。 

A.臺北城一共有五個城門，分別為：北門（承恩門）、東門（景福門）、西門（寶成門）、南門（麗正門）、小南門（重熙門）。 

B.一座城通常開四個城門，臺北城卻有五個，其中的小南門為私人所蓋。 

教師引導學生於地圖中找一找各個城門的地理位置。（城門位置圖） 

北門：在今日忠孝西路、延平南北路、中華路和博愛路的交會點。 

東門：在今日中山南路、仁愛路、信義路和凱達格蘭大道的交會點。 

西門：已被拆除。昔日在今日中華路、寶成路、成都路與漢中街的交會處。 

南門：位於愛國西路，中正紀念堂捷運站附近，總統官邸入口的對面。  

小南門：在今日愛國西路的尾端，小南門捷運站附近。     

4.教師介紹介紹各城門的歷史背景與特色 

北門古今之異同： 

A.『承恩』的由來：北門又名承恩門，其意義為「朝北承受皇恩」。 

B .北門特色：外觀無太大變化，是清代臺北城至今唯一保留原貌的城門。昔日為

重要通.道，光復後淪為政治看板，現在因為保護古蹟意識抬頭而得以保存。 

C.其獨特之處－五座城門中，唯一保留原始風貌。 

東門古今之異同： 

由於古東門逐漸殘敗，於 1966年，因觀光政策城樓部分改建成北方宮殿式建築，

連城座也進行翻修。 

西門古今之異同： 

A.已被日本人拆除，化為烏有。 

B.拆除原因：日本人統治臺灣一方面為了消除人民心中的文化意識，一方面為了

發展都市現代化。 

南門古今之異同： 

A.『麗正』的由來：1884 年(清光緒 10 年)臺北城完工，在五座城門中，正門就

是南門，故又名為『麗正門』。 

B.由於古南門逐漸殘敗，於 1966年，因觀光政策城樓部分改建成北方宮殿式建

築，只有城座維持原樣。 

C.有兩層屋頂。 

      小南門古今之異同： 

A.小南門為板橋富戶『林本源』家族捐贈，林家本籍福建漳州。當時的艋舺是泉



州人的天下，由西門出入臺北城。由於泉、漳移民常有鬥爭發生，於是林家自

行捐建小南門方便出入。 

B.小南門的建築形式，不像其他四個城門有如封閉、肅殺的碉堡一般，反而流露

出秀麗親切的味道，十分特別。 

C.由於古小南門逐漸殘敗，於 1966年，因觀光政策城樓部分改建成北方宮殿式建

築，只有城座維持原樣。 

5、城門城門知多少？  

       教師引導學生回答相關問題： 

         ◎城門樓：五座城門的城門樓，哪一座城門與其他四座城門不同？ 

→4座城門為碉堡式城門樓；唯小南門是樓閣式城門樓。 

◎五座城門中，哪兩座城門有甕城？→北門及東門有甕城，其餘則沒有。 

◎五座城門中，哪兩座城門有屋頂？→西門、南門有兩層屋頂。 

◎哪一城門已被日本人拆除？→西門已被日本人拆除。 

◎哪一座城門改變最少、最具原始風貌？→北門。 

◎哪一座城門曾是臺北城的正門？→南門曾經是臺北城的正門。 

◎哪一座城門市私人捐贈所建？→由私人捐贈所建的是小南門。 

學習評量

要點 
1.能瞭解臺北古城門的歷史及文化。 

 

單元活

動名稱 
繁榮的臺北市 教學時間 【 3 】節【 120 】分鐘 

教學者 六年級全體教師 合作教學者 無 

對應之學

校願景 

【】多元學習【  】快樂和諧【】服務人群 

結合學校

教育願景

情形(請

勾選) 

▇多元智能 □語言文字智能 ▇數學邏輯智能 □自我內省智能 □人際關係智能 

□身體運動智能 ▇自然博物智能 ▇視覺空間智能 □音樂旋律智能 

▇終身學習 ▇資訊  □科技  ▇閱讀  □英語 

▇地球村   □多元文化理解 □環境保護 □和平 ▇鄉土情懷 □親師生合作 

教學具體

目標 

1.能瞭解臺北市六條主要道路的特

色及重要性 

2.認識門牌系統 

3.能發揮想像力規劃學區內對學習

有幫助的設施 

融入十項指定內涵或

九大議題 

【十項指定內涵】 

4. 社會服務活動 

8. 環境教育活動 

主要領域 

能力指標 

2-3-4 熟悉各種社會資源與支援系

統，並分享如何運用資源幫助自己與

他人。 

相關領域 

能力指標 

【社會領域】 

1-3-1了解不同生活環境差異

之處，並能尊重及欣賞其

間的不同特色。 

1-3-2了解各地風俗民情的形

成背景、傳統的節令、禮

俗的意義及其在生活中的

重要性。 



1-3-5說明人口空間分布的差

異及人口遷移的原因和結

果。 

2-3-1認識今昔臺灣的重要人

物與事件。 

教學活動

流程 

一、 教師課前準備 

閱讀有關臺北六條大街的資料及前往臺北探索館一探究竟。 

二、 教學活動： 

1.教師引導學生思考並發表： 

現今的臺北市與剛開始發展時已經大不相同，想一想，如果現在有一位從外地而來

的朋友，你能如何向他介紹有關臺北市的特色？」 

→臺北市的專家認為要介紹臺北市的特色，可從六條主要的道路開始，而這六條道

路分別為：凱達格蘭大道、新生南路、中華路、中山北路、敦化南北路、忠孝東路。                       

2.教師介紹六大街的地理位置 

各組發下臺北市地圖，討論或找出六大街的位置。 

教師總結六條街的地理位置〈南北向、東西向、交叉〉                  

3.教師介紹臺北的六大街六大街的名稱及歷史來源及特色：六大街介紹順序如下，以

各街最重要的特色作為發問的依據，【例】：哪一條路是以平埔族命名？﹝配合照片

或影片說明﹞ 

凱達格蘭大道：《平埔族命名》1946年以慶祝蔣故總統中正六秩大壽，改稱介壽
路，1996年為追本溯源，改為凱達格蘭大道。重要建築物為：總統府。               

新生南路：《曾經是水溝》原為塯公圳圳道，是一條貫穿大臺北南北灌溉用的埤
流，因清幽與寬度，吸引各教派教堂營建於此，將該路點綴成為全臺教堂密度最
高的道路。重要建築物為：大安森林公園。              

中華路：《曾有鐵路》自清代的城垣、日治時期的三線道，1949年隨國民政府遷

臺的軍民在中華路鐵道兩邊空地搭建臨時棚屋，1961年中華商場落成，開啟中華

路及西門町全盛時期。1992年因鐵路地下化及捷運施工，結束中華商場三十年黃

金歲月，今日再以林蔭大道嶄新出現在市民眼前。重要地標為：西門町。              

中山南北路：《依偉人命名》是臺北最風情、最貴氣的一條大街，曾是通往圓山

臺灣神社，供日本皇族參拜的敕使街道。重要地標為：士林官邸、臺北美術館、

臺大醫院、中正紀念堂。              

敦化南北路：象徵臺北的門面，通往臺灣最早的國際機場－松山機場，這條路曾

擁有最多的圓環，林蔭大道旁富豪式沿線空間文化提供了一般市民休閒、逛街的

機能與樂趣。重要地標為：松山機場、環亞百貨、誠品書局、仁愛圓環。               

忠孝東路：全長十二公里餘，是臺北市最長的一條道路，也是最貴的道路，見證

臺北由西向東繁榮發展，其發展歷程正是臺北的縮影。重要地標為：國父紀念館、



市政府、頂好商圈。               

    4.教師引導學生思考並發表： 
      說說看，現今的臺北市除了這六大街之外，還有什麼特色和其他城市不一樣之

處？ 
        →高樓林立、百貨公司林立、外來人口多、公寓多、人與人之間較疏遠… 
      想一想，臺北市繁榮、進步了許多，你覺得這樣的繁榮與進步，為我們帶來哪

些好處與壞處呢？ 

學習評量

要點 
1.能記住臺北市六大街的位置。 

 

單元活

動名稱 

我是建築師 

(歷史古蹟 vs未來) 

教學時間 【 5 】節【 200 】分鐘 

教學者 六年級全體教師 合作教學者 無 

對應之學

校願景 

【】多元學習【 】快樂和諧【】服務人群 

結合學校

教育願景

情形(請

勾選) 

▇多元智能 □語言文字智能 □數學邏輯智能 □自我內省智能 ▇人際關係智能 

▇身體運動智能 □自然博物智能 ▇視覺空間智能 □音樂旋律智能 

▇終身學習 ▇資訊  □科技  □閱讀  □英語 

▇地球村   ▇多元文化理解 □環境保護 □和平 ▇鄉土情懷 □親師生合作 

教學具體

目標 

1. 透過小組討論與實作，表現孩子

的創意作品，使其能夠更進一步

的瞭解臺北城。 

2. 能參與並製作臺北城門模型。 

融入十項指定內涵或

九大議題 

【十項指定內涵】 

3.社會服務活動 

8.環境教育活動 

主要領域 

能力指標 

2-3-4 熟悉各種社會資源與支援系

統，並分享如何運用資源幫助自己與

他人。 

相關領域 

能力指標 

【藝文領域】 

1-3-2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與

內容，選擇適當的媒體、

技法，完成有規劃、有感

情及思想的創作。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

法、形式，表現個人的想

法和情感。  

1-3-4透過集體創作方式，完

成與他人合作的藝術作

品。 

教學活動

流程 

一、準備活動： 

教師：將學生分成五組，分別製作東門、西門、南門、北門、小南門。 

學生：攜帶紙箱、厚紙板、廣告顏料及畫具等。 

二、教學活動 

1.城門模型製作說明與討論  

      將學生分成五組，分別製作東門、西門、南門、北門、小南門。 

      說明模型製作的方法，各組依一定比例縮小城門。 



      城門必須設計能開和關。 

      學生依分組調整課桌椅，按照組別坐。 

各組討論城門的結構及如何製作。 

各組推派 1人記錄大家的構思及所需材料。 

各組分工並於課後進行資料蒐集和材料採購。 

2. 30年後臺北城模型製作 

      學生依分組調整課桌椅，按照組別坐。 

各組攜帶紙箱、厚紙板、廣告顏料及畫具等。 

各組以四開厚紙板當底板，於上面製作臺北城門及附近建築。 

彩繪及裝飾。 

臺北城門模型製作完成。 

3.臺北城模型報告活動 

各組帶城門模型上臺，並派一人報告。 

報告者說明城門的特色和歷史。 

每組報告 3～5分鐘。 

     請同學發表最喜歡的模型及原因。 

請同學舉手選出最佳合作.最佳創意.最佳環保.最佳美化.最佳優質獎。 

三、補充說明：製作 30年後的臺北城模型 (六年級)  

1.使用媒材：環保回收-瓶罐.紙.免洗碗筷.地圖(白色珍珠板全開) 

2.學生分組：進行臺北城規劃～範圍可取東門、西門、南門、北門、小南門 

3.活動流程： 

  分組-討論-規劃繪製草圖-蒐集環保材料-組裝-撰寫說明-發表 

  小組互評-推選各項目冠軍-各班作品完成(含說明)-展覽 

  -頒獎(最佳合作.最佳創意.最佳環保.最佳美化.最佳優質) 

學習評量

要點 

1.能瞭解臺北城門的特色和構造。 

2.能和同學分工合作，完成臺北城模型。 

3.能在活動中學習有效的人際溝通技巧，以增進正確生活管理的能力和良性的人際互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