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西松高級中學課程與教學領先計畫特色課程成果報告 

課程名稱：歷史漫遊                  

 

隸屬子計畫學程：服務學習學程 

 

壹、 實施計畫(P) 

一、 課程目標： 

(一)、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與批判的能力 

(二)、引導學生思考身處社會文化的起源。培育學生探究溯源的能力，不人云亦

云。 

(三)、訓練學生觀察力與與行動力，具體連結生活與課堂知識。 

(四)、提升學生文化感受力，增進多元文化認同，培養全球思維與公民意識。 

二、 實施方式： 

(一)、以主題式授課方式配合高一台灣史課程，以台北市的發展為中心用生活化

的方式引導學生思考歷史與文化的關聯。 

(二)、每周主題課程皆配合討論，課程中無標準答案，鼓勵學生自主發表意見，

以社會時事議題配合台灣史進行開放式討論，培養學生的邏輯與思辯能力。 

(三)、在課程後安排相關景點或博物館參訪，以實地體驗加強學生的學習與討論

內容的驗證。 

(四)參訪過程設計學習單，鼓勵學生回饋課程內容與參訪體驗。 

(五)以有溫度的討論與實地體驗，活化學生的歷史思維，深化學生文化體悟。 

三、 上課時程及內容： 

日期 課程內容 參訪/學習主題 

9/6 
認識活動、分組、課程介紹 

歷史解釋的多元面貌 

歷史人物的多元評價

(以鄭成功為例) 

9/13 多元族群關係與多元尊重 

原住民文化議題 

、原住民基本法、原住

民文化與現代法治社

會的矛盾與共存 

9/20 參訪：保安宮、孔廟 漢人儒家文化 

9/27、10/4 
臺北市鎮發展與族群遷移，大稻埕的文

創與市街再造 

介紹老街重生與都市

再造計畫。 

何謂文創? 

老的一定就比較好? 

10/11 大稻埕歷史漫遊 
大稻埕人權史蹟、 

二二八事件 



10/18 段考  

10/25 臺灣的社會與民主運動史 
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

由與政治權 

11/1/ 參訪：鄭南榕紀念館  

11/08 討論：鄭南榕=言論自由? 

台灣社會運動的發展

與歷史事件代表人物

的選取。歷史人物的代

表性，真實或造神? 

11/15 臺灣醫療發展史 

討論台灣醫療發展，介

紹樂生院的爭執與其

歷史緣由 

11/22 臺大醫院人文博物館參訪 
台灣醫學的演變與研

究的實地參訪 

11/29 臺灣文藝發展史 

介紹台灣的台語電影

文化、廣告、綜藝節

目、音樂發展。生活與

文化關係的討論 

12/06 臺北今昔 

1895、1920、1970、2000

年的台北街頭變遷。中

華路、光華商場、士林

夜市、淡水鐵路 

12/13 參訪：臺灣博物館南門院區 
樟腦的專賣制度與古

蹟修復 

12/20 臺灣經濟發展史 
戰後台灣的經濟奇蹟

與發展 

12/27 參訪：臺灣股票博物館 臺灣的股票與泡沬化 

1/3 參訪：臺灣博物館土地銀行 

臺灣土地銀行與日治

時代的土地政策、古蹟

的新生與利用的創新

思維。 

1/10 學期報告：自己的歷史文化台北小旅行 
規劃並執行台北文化

古蹟一日遊與分享 

 

 

 

 

 

 



貳、 課程實況(D) 

一、 執行情形 

(一) 本課程於 105 年上學期開設為高一選修課程，提供對歷史與文化議題有興趣或有意

探究的學生選修。依學校的選課規定，班上共有 14 位學生，在第一堂課進行學期課

程簡介後，以主題式的教學方式配合討論與參訪讓學生關心在生活周邊的故事 

(二) 本課程內容的結合高一上臺灣史課程，主要包含：儒家與原民文化、社會運動、市

鎮發展與變遷、經濟發展等。各主題透過多元的方式進行教學，除了有課堂的教師

講述教學外，亦安排了專題探究教學、引導討論與發言、實地參訪學習之外另有安

排學生自我規畫台北旅行，進行學期報告與分享。 

(三) 

專題 

(一) 多元文化 原民與移民 

(二) 社會運動 言論自由故事與研析 

(三)醫療、經濟 臺灣社會發展 

參訪 

(一) 孔廟 多元文化 

(二) 大稻埕 大稻埕人權史蹟、政治權 

(三) 鄭南榕紀念館 社會運動 

(四) 土地銀行 臺灣經濟發展與古蹟再利用 

實作 旅行規劃與報告 實作旅行與經驗分享 

 

 

二、課程實況摘錄 

  

孔廟與漢人儒學文化參訪 鄭南榕與社會運動 



  

台大醫院人文博物館與台灣醫療演變  

  

南門園區與樟腦專賣 股票博物館 

  
土地銀行博物館 土地銀行金庫 

 

參、 省思分享(CA) 

一、 檢討修正： 

(一) 本課程以生活中的歷史與文化為主軸核心，強調使學生從日常生活中即能

感受歷史文惠對於生活的影響，並進一步發現其中的獨特性，同時也能針

對不同的議題進行思辨與批判，改變單純吸收與背誦的學習習慣；然而，



實際上，習慣的學習方式仍不可避免，在課堂討論上同學仍較不敢用於表

拔自己的想法，同時議題廣泛，資料篩選上僅能選擇精簡的方式與同學分

享，在預期學生的學習成效上，難以克服時間的限制，仍稍微片面而不深

入。但即使能盡可能將閱讀資料增加討論深入的社會與文化議題，則以高

一學生現有的知識背景與心智成熟度，也很難達到寓學習於生活中的目的。

因此，僅能在追求兩者平衡的狀況下。為兼顧課程目標，未來或許可考慮

再進一步以特定地區或主題帶領研究與討論，使學生的學習能夠既深入又

精彩。 

(二) 為內化學生對於人權概念的省思與批判，課程會先給予學生資料研讀，但

有時礙於時間的限制與資料閱讀的數目，有時學生無法進行精細閱讀與討

論，甚為可惜。因而，也思考未來可與其他教師合作，設計能延長時間的

課程設計模式，或改以區塊式時間來設計更具系列連貫性的課程活動，使

學生的學習不因課堂時間的結束而中斷。 

(三) 參訪活動受限於時間限制，於移動時耗費的時間成本過大，需再仔細研究

與檢討。 

二、 效益評估 

(一) 學生已能針對不同的討論內容提出自己意見，並能對於資料進行簡單

的分析與判斷。 

(二) 讓學生對於台灣文化的理解以及在文化與歷史的認識不單純只留在

過去的人事物的印象中。讓學習可以更生動深化。讓知識不在只是單廚的

紙本的生冷文字，而是有趣的故事和可實地接觸的實物，並且可以在對照

中強化知識的吸收與學習 

(三) 學生評量部分，藉由引導學生進行旅遊與景點的規劃與設計，並說明

設計主題和實地參訪，訓練學生的組織與規劃能力。並以上台報告的方式

培養他們的口語表達能力，在報告中也能與同學互動、討論。 

 

三、 未來展望 

(一) 未來希望能增加不同領域科目的合作與共同備課，使課程內容在深度及廣度上

得到提升與充實。 

(二) 在活化教學上，可以提供學生更多靈活的思維，將生冷的課本中的知識融入日

常的生活中，增加學生對於人權、文化、社會議題的感受力。 

(三) 鼓勵學生應用多元創意的方式呈現個人想法，並能用更寬廣的方式思考，以利

於學生因應未來充滿競爭的社會環境。 

 

 

肆、 附錄――學生作業 



  

參訪大稻埕，配合地圖讓同學了解時空關

係 
參訪臺大醫院人文博物館 

  

鄭南榕紀念館討論言論自由的學習單 資料閱讀與分析 

  



 

同學分組上台報告後的意見回饋與節錄 參訪土地銀行學習單 

  

課程的學期回饋單 課程的學習回饋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