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2-2在地溪引力社群（大溪學社群）

成員名單：

廖俊瑋（地理科）、潘俞帆（地理科）、易慶和（歷史科）、
洪莎嫚（公民科）、陳家偉（美術科）、廖慶添（地理科）、
施可為（公民科）、吳淑怡（歷史科）、沈如雯（公民科）、
楊杜煜（歷史科）、黃聖文（國文科）、陳佳琪（化學科）、
林鉅逢（化學科）、陳必豪（生物科）、江筱筠（生物科）



「在地溪引力(大溪學)」社群運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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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大溪學進階專題課程

1.社群全體共備
2.辦理教師增能
3.課程整合平台

群組課程共備
課程試行與修正



「在地溪引力(大溪學)」社群運作情形

9.13社群組成：
社群目標與願景

9.27課程規劃工作坊：
大家想像的大溪學

11.8課程規劃工作坊：
大溪學的內容發想

12.6課程規劃工作坊：
大溪學架構初擬



「在地溪引力(大溪學)」社群運作情形

10.25大溪老茶廠參訪

11.15豆乾工廠參訪



「在地溪引力(大溪學) 」社群具體產出



A-3-2大話溪遊

歷史科：易慶和

地理科：潘俞帆

公民科：洪莎嫚



A-3-2大話溪遊課程內容講述

• 實施對象：高一特色課程

• 課程具體目標：

1、認識大溪在地文化與聚落特色

2、能歸納文獻重點並能判讀地圖

3、能使用雲端硬碟、平版電腦等數位工具來
呈現學習成果。

4、具有拍攝、後製影片能力、提案規劃能力

5、主動關懷在地的文化與發展



A-3-2大話溪遊課程內容講述

• 1、六大主題介紹大溪(木器、宗教陣頭、茶
文化、建築牌樓、美食、觀光)

• 2、認識大溪特色文化、課堂實作加深印象
(繪製心像地圖、陣頭臉譜製作、描繪建築
牌樓、製作木風車)

• 3、課堂體驗在地文化(打陀螺、泡茶品茗)

• 4、利用所學及印象，拍片介紹大溪文化

• 5、另成立Facebook社團平台增加師生互動



心像地圖



陀螺教學示範



彩繪陣頭臉譜



泡茶品茶



手作木風車



整體評估計劃效益與困難

• 自我檢核狀況:

1、教師課程設計能力與師生資訊科技能力皆
有所提升。

2 、課程穿插影片播放與搭配實作、體驗課
程，著實提升學生興趣與參與度。

3 、課程認知與課後地方實察做結合，著實
提升學生對大溪特色的印象。

4、社團網站提升教學便利性，但預期的師生
熱絡互動性卻有限。



• 面臨困難：

1、主題式介紹大溪故能引起學生興趣，但對
於培養學生基礎大溪文化，稍嫌薄弱。

2、因學校離老街尚有一段距離，加上一節課
時間較難以步行方式去老街實察，坐公車機
動性也不強，較為不便。

3、體驗性課程較不易瞭解學生學習的成效

4、教師對影片製作之專業度不足，有待提升



A-3-3大溪人文地理（大嵙崁學）

地理科：廖俊瑋、廖慶添

歷史科：楊杜煜、吳淑怡

公民科：沈如雯、施可為



A-3-3大溪人文地理(大嵙崁學)內容簡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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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3大溪人文地理(大嵙崁學)運作情形與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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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3大溪人文地理(大嵙崁學)運作情形與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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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3大溪人文地理(大嵙崁學)運作情形與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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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3大溪人文地理(大嵙崁學)運作情形與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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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3大溪人文地理(大嵙崁學)運作情形與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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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3大溪人文地理(大嵙崁學)運作情形與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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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評估計劃效益與困難

• 課程文史深度較高，非專長教師共備壓力大。

• 試圖融入文案設計與藝術創作等跨域元素，但目前
開課教師能掌握空間有限，需邀請語文、藝術相關
領域教師協同。

• 校外實察的學生安全，帶隊教師壓力大。實察時間
緊湊，學習活動設計受限。



A-3-6手作大溪
-玩食品科學

社會科 沈如雯、廖俊瑋

生物科 陳必豪

化學科 林鉅逢、陳佳琪



A-3-6手作大溪：玩食品科學
課程內容簡述

• 實施對象：高一特色課程

• 課程具體目標：

– 對生活議題的反思：機械種植的優缺、基改議題的探討。

– 小組分工規劃、合作與問題解決。

– 了解豆製品與科學之間的關係。

– 豆製品食譜製作



A-3-6 玩食品科學
課程內容簡述課程運作情形與產出

1. 認識大溪黃豆淵源
與利用google地圖結合大溪豆製品產業



2. 農業議題討論

(1) 各組提出機械化優缺的看法

(2) 協助各組利用農糧署網頁資訊
搜查台灣黃豆來源與基改比例

A-3-6 玩食品科學
課程內容簡述課程運作情形與產出



3.實作與探究學習單

A-3-6 玩食品科學
課程內容簡述課程運作情形與產出



4. 探究學習單

A-3-6 玩食品科學
課程內容簡述課程運作情形與產出



A-3-7 民以食為天
--從產地到餐桌

生物科 江筱筠、陳必豪



A-3-7 民以食為天課程內容簡述

• 實施對象：高一特色課程

• 課程具體目標：

– 了解及體驗食物從產地到餐桌的製作及傳送過程。

– 評估食物從產地到餐桌的飲食安全。

– 知道生物多樣性對飲食及生活的重要性。

– 實地參訪在地農場，了解作物生產的第一現場。

– 設計飲食產品的品牌與行銷。



A-3-7 民以食為天課程運作情形與產出

1.由市面上常見零食調查內含食品添加物的成分、種類、添
入用途、劑量標準。



A-3-7 民以食為天課程運作情形與產出

2.學生參與人禾基金會辦理的貢寮水梯田小旅行，並設計和
禾米的品牌與行銷通路。



A-3-7 民以食為天課程運作情形與產出

2.學生參與人禾基金會辦理的貢寮水梯田小旅行，並設計和
禾米的品牌與行銷通路。



A-3-7 民以食為天課程運作情形與產出

3.由實際參與農事耕作，
由育苗至收成，製成作物
生長日記，並將作物烹飪
分享共食。



A-3-7 民以食為天課程運作情形與產出

3.由實際參與農事耕作，由育苗至收成，製成作物生長日記，
並將作物烹飪分享共食。



A-3-7 民以食為天課程運作情形與產出

4.參訪大溪在地桃園青農農場，撿拾雞蛋、採集農作、
手作農產品加工。



課程的未來展望

• 動手玩食品科學與民以食為天皆以在地農業、
產業作為課程出發。

• 107學年度，將整併至大溪學的課程當中，
實行為校定必修課程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