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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內容 

領域/科目 社會領域/地理科 設計者 鄭伉妙 

實施年級 高中一年級 總節數 
共 4 節(含 2 節戶

外實察)，200分鐘。 

主題名稱 賣火柴的小男孩—中工校園週邊下橋子頭產業與聚落變遷 
設計依據 

學

習 
重

點 

學習

表現 

地 1b-V-1 運用地理基本概念、原理原則，解釋相關的地表現象。 

地 2a-Ⅴ-1 敏銳察覺社會及環境變遷的內涵。 

地 2b-Ⅴ-1 具備地方感與鄉土愛，關懷其他地區的社會及環境議題。 

地 3b-Ⅴ-1 從各式地圖、航空照片圖、衛星影像，網路與文獻、實驗、

田野實察等，蒐集和解決問題有關的資料。  

地 3c-Ⅴ-1參與小組討論，與他人共同思考資料的意義並判別資料的可

靠性。 

地 3c-Ⅴ-2參與小組討論，與他人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法。 

地 3c-Ⅴ-3團隊協力共同解決問題。 

歷 1a-Ⅴ-1 比較過去與現在的異同，並說明過去與現在的關聯性。 

歷 3b-Ⅴ-2 研讀或考察歷史資料，分析其生成背景與其內容的關係。 

歷 1b-Ⅴ-1 連結歷史知識與現今生活，並運用歷史知識分析社會現象或

變遷。  

歷 1b-Ⅴ-2 指出歷史現象的成因，推論其因果關係，並分析歷史事件的

影響。 

歷 1c-Ⅴ-1 綜合歷史知識與史料證據，提出個人的分析與詮釋。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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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 2a-Ⅴ-1 運用歷史知識了解環境問題的成因，發展本土歷史意識與地

方關懷。 

學習

內容 

地 Aa-Ⅴ-1 地圖的本質、要素及其用途。 

地 Aa-Ⅴ-2 古地圖與現代地圖。 

地 Ab-Ⅴ-1 地理資訊的查詢與建置。  

地 Ab-Ⅴ-2 地理資訊的分析與解讀。  

地 Ac-V-1 田野在那裡？ 

地 Ac-V-2 實察什麼？  

地 Ac-V-3 從何察起？ 

地 Ac-Ⅴ-4 問題探究：以校園或社區為田野，進行實察並觀察問題進

而提出可能改善建議。 

地 Bc-V-1 產業系統與類別。 

歷 A-V-1 誰的歷史？誰留下的史料？誰寫的歷史？ 

核

心 
素

養 

總綱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領綱 

社-U-B1 運用語言、文字、圖表、影像、肢體等表徵符號，表達經驗、

思想、價值與情意，且能同理他人所表達之意涵，增進與他人溝通。 

社-U-B2 善用各種科技、資訊、媒體，參與公共事務或解決社會議題，

並能對科技、資訊與媒體的倫理問題進行思辨批判。 

社-U-B3 體會地理、歷史及各種人類生活規範間的交互影響，進而賞析

互動關係背後蘊含的美感情境。 

社-U-C2 發展適切的人際互動關係，並展現相互包容、溝通協調、社會

參與及服務等團隊合作的精神與行動。 

議 實質 戶 U5 在團隊合作的過程，發展人際互動的和諧關係，理解並尊重不同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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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融

入 

內涵 的需求，並且主動關懷每位伙伴。 

戶 U6學生參與機構或民間團體規劃、執行的活動，以改善永續議題，

創造美好的未來。 
    實察過程中，透過台灣火柴故事館志工導覽與有獎徵答的活動，教

師可引導學生從社區文化特色保存，思考一個社區之永續發展可從哪

些方面關心與參與；此外，從實察學習任務的分組活動，可訓練小組團

隊的分工合作，發掘每個人不同特質，以及彼此相互協助，藉以達成團

隊目標。 
所融

入之

單元 

1.地理-田野實察 

2.歷史-如何認識過去 

設

計

概

念 

課程

架構 

賣火柴的小男孩—中工校園週邊下橋子頭產業與
聚落之變遷

番仔火的故鄉—
畫說下橋子頭...

人地互動的審視
(環境系統、產業活動、

文化資產)

畫我家鄉-家鄉環境變遷
觀察/手繪實察地圖

台灣火柴故事館 
(土地利用與產業發展) 

 永興社區活動中心、
下橋子頭排水(校外)  

(土地利用與聚落發展)

下橋子頭排水(校內) 
(土地利用與水文變遷)

學習任務第一站

學習任務第一站 學習任務第二站 學習任務第三站

學習任務第四站

閱讀地圖 田野實察 反思與實作

 

說明 

    本課程設計是在技術型高中地理科課程綱要-地理技能中的「田野

實察」單元、並跨域歷史科「如何認識過去」單元，以及融合社會科探

究與實作部分概念而成。 

    田野實察(地理實察)是應用課本相關知識與重新審視真實世界人

地互動的方式，本課程是透過土地利用變遷(日治時期至今)與產業發

展、聚落發展與水文(水資源利用)的關係與探討，期望學生在已經具備

基礎的地理技能與地理系統的相關知識上(如地圖、地理資訊系統、產

業活動、聚落等)，能夠實際運用相關地理資訊平台，蒐集、整理與分

析相關資料，培養學生具備善用科技、資訊與各類媒體之能力，藉以描

述、分析、解釋、判斷校園週邊區域的發展變遷，並作為探究與實作的

基礎。 
與其他領

域/科目的

連結 

社會領域/歷史 

歷 A-V-1 誰的歷史？誰留下的史料？誰寫的歷史？ 

教材來源 自編教材 

教學設備/
資源 

1. 台中市南區區公所-火柴故事館 

2. 台中市南區永興里社區活動中心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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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台灣百年歷史地圖(台中) 

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aichung.aspx 

4. 台中市空間地圖查詢系統 

https://gismap.taichung.gov.tw/address/index.html 

5. 地名資訊服務網 http://gg.gg/vspr3 

6. 地圖對照器 https://mc.basecamp.tw/#15/24.1117/120.6668 

7. 台中高工校友總會-州立工業學校照片 

https://www.tcivsalumni.org/japanese-era-photos/ 

8. 影片(長 8分 50秒)-點燃文明之火‐南區番仔火的故事(台中市南區

區公所) https://youtu.be/y8iYsQXpWBU (4:40~13:30) 

9. 影片(長 2分 37秒)-勝利火柴廠熄燈 老機器點亮記憶(民視新聞) 

https://youtu.be/5yVkZqP-R3A 

10. 許 細 妹 (2011) 。 報 導 文 學 - 大 瓦 厝 ， p.337-342 。 取 自

http://gg.gg/vsgn0 

11. 經濟部水利署(2009)。旱溪排水系統-柳川、土庫溪、下橋子頭、綠

川及大智排水治理計畫。取自 http://gg.gg/vsgj0 

12. 蔣敏全(2014)。臺中市南區臺灣火柴采風錄。臺中市：臺中市南區區

公所。 

13. 蕭景楷(2008)。臺中市經濟志。取自 http://gg.gg/vsfvg 

14. 陳國川(2008)。臺中市地理志。取自 http://gg.gg/vsfvg 

15. Google My Maps (實察地圖設計) 

16. Google 文件 (活動學習單、線上小組共編) 

17. Google Classroom (線上作業發布與繳交) 
各單元學習重點與學習目標 

單元名稱 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 

 

1.地理-田
野實察 

2.歷史-如
何認識過

去 

學

習 

表

現 

地 1b-V-1 運用地理基本概念、原理原則，解

釋相關的地表現象。 

地 2a-Ⅴ-1 敏銳察覺社會及環境變遷的內涵。 

地 2b-Ⅴ-1 具備地方感與鄉土愛，關懷其他地

1. 藉由各種地理

資訊系統、影

像、展覽與導

覽、文獻資料，

觀察、紀錄並蒐

集區域發展相

關資料。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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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的社會及環境議題。 

地 3b-Ⅴ-1 從各式地圖、航空照片圖、衛星影

像，網路與文獻、實驗、田野實察等，蒐集和

解決問題有關的資料。  

地 3c-Ⅴ-1參與小組討論，與他人共同思考資

料的意義並判別資料的可靠性。 

地 3c-Ⅴ-2參與小組討論，與他人共同討論解

決問題的有效方法。 

地 3c-Ⅴ-3團隊協力共同解決問題。 

歷 1a-Ⅴ-1 比較過去與現在的異同，並說明過

去與現在的關聯性。 

歷 3b-Ⅴ-2 研讀或考察歷史資料，分析其生

成背景與其內容的關係。 

歷 1b-Ⅴ-1 連結歷史知識與現今生活，並運用

歷史知識分析社會現象或變遷。  

歷 1b-Ⅴ-2 指出歷史現象的成因，推論其因果

關係，並分析歷史事件的影響。 

歷 1c-Ⅴ-1 綜合歷史知識與史料證據，提出個

人的分析與詮釋。 

歷 2a-Ⅴ-1 運用歷史知識了解環境問題的成

因，發展本土歷史意識與地方關懷。 

2. 比對相關資料，

運用地理基本

概念、原理原

則，分析解釋相

關地表現象。 

3. 與他人分工合

作與參與討論，

提出解決問題

的有效方案。 

4. 總結田野實察

所蒐集到的資

料，共同繪製實

察主題地圖，並

分享成果。 

5. 了解地方發展

變遷，關懷家鄉

的環境。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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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習 

內

容 

地 Aa-Ⅴ-1 地圖的本質、要素及其用途。 

地 Aa-Ⅴ-2 古地圖與現代地圖。 

地 Ab-Ⅴ-1 地理資訊的查詢與建置。  

地 Ab-Ⅴ-2 地理資訊的分析與解讀。  

地 Ac-V-1 田野在那裡？ 

地 Ac-V-2 實察什麼？  

地 Ac-V-3 從何察起？ 

地 Ac-Ⅴ-4 問題探究：以校園或社區為田野，

進行實察並觀察問題進而提出可能改善建

議。 

地 Bc-V-1 產業系統與類別。 

歷 A-V-1 誰的歷史？誰留下的史料？誰寫的

歷史？ 

 

 

 

 

教案單元活動設計 

教學單元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賣火柴的小男孩—中工校園週邊下橋

子頭產業與聚落變遷 時間 
共 4 節(含 2 節戶

外實察 )，200 分

鐘。 
主要 
設計者 

鄭伉妙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7 
 

學習目標 

1. 藉由各種地理資訊系統、影像、展覽與導覽、文獻資料，觀察、

紀錄\並蒐集區域發展相關資料。 

2. 比對相關資料，運用地理基本概念、原理原則，分析解釋相關

地表現象。 

3. 與他人分工合作與參與討論，提出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案。 

4. 總結田野實察所蒐集到的資料，共同繪製實察主題地圖，並分

享成果。 

5. 了解地方發展變遷，關懷家鄉的環境。 

學習表現 

地 1b-V-1 運用地理基本概念、原理原則，解釋相關的地表現象。 

地 2a-Ⅴ-1 敏銳察覺社會及環境變遷的內涵。 

地 2b-Ⅴ-1 具備地方感與鄉土愛，關懷其他地區的社會及環境議

題。 

地 3b-Ⅴ-1 從各式地圖、航空照片圖、衛星影像，網路與文獻、

實驗、田野實察等，蒐集和解決問題有關的資料。  

地 3c-Ⅴ-1 參與小組討論，與他人共同思考資料的意義並判別資

料的可靠性。 

地 3c-Ⅴ-2參與小組討論，與他人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法。 

地 3c-Ⅴ-3團隊協力共同解決問題。 

歷 1a-Ⅴ-1 比較過去與現在的異同，並說明過去與現在的關聯性。 

歷 3b-Ⅴ-2 研讀或考察歷史資料，分析其生成背景與其內容的關

係。 

歷 1b-Ⅴ-1 連結歷史知識與現今生活，並運用歷史知識分析社會

現象或變遷。  

歷 1b-Ⅴ-2 指出歷史現象的成因，推論其因果關係，並分析歷史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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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影響。 

歷 1c-Ⅴ-1 綜合歷史知識與史料證據，提出個人的分析與詮釋。 

歷 2a-Ⅴ-1 運用歷史知識了解環境問題的成因，發展本土歷史意

識與地方關懷。 

學習內容 

地 Aa-Ⅴ-1 地圖的本質、要素及其用途。 

地 Aa-Ⅴ-2 古地圖與現代地圖。 

地 Ab-Ⅴ-1 地理資訊的查詢與建置。  

地 Ab-Ⅴ-2 地理資訊的分析與解讀。  

地 Ac-V-1 田野在那裡？ 

地 Ac-V-2 實察什麼？  

地 Ac-V-3 從何察起？ 

地 Ac-Ⅴ-4 問題探究：以校園或社區為田野，進行實察並觀察問

題進而提出可能改善建議。 

地 Bc-V-1 產業系統與類別。 

歷 A-V-1 誰的歷史？誰留下的史料？誰寫的歷史？ 

領綱核心素養 

社-U-B1 運用語言、文字、圖表、影像、肢體等表徵符號，表達經

驗、思想、價值與情意，且能同理他人所表達之意涵，增進與他

人溝通。 

社-U-B2 善用各種科技、資訊、媒體，參與公共事務或解決社會

議題，並能對科技、資訊與媒體的倫理問題進行思辨批判。 

社-U-B3 體會地理、歷史及各種人類生活規範間的交互影響，進

而賞析互動關係背後蘊含的美感情境。 

社-U-C2 發展適切的人際互動關係，並展現相互包容、溝通協調、

社會參與及服務等團隊合作的精神與行動。 

核心素養呼應說

明 

    本課程設計是在技術型高中地理科課程綱要-地理技能中的

「田野實察」單元、並跨域歷史科「如何認識過去」單元，以及

融合社會科探究與實作部分概念而成。 

    田野實察(地理實察)是應用課本相關知識與重新審視真實世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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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人地互動的方式，本課程是透過土地利用變遷(日治時期至今)

與產業發展、聚落發展與水文(水資源利用)的關係與探討，透過

分組合作完成各項實察學習任務，期望學生在已經具備基礎的地

理技能與地理系統的相關知識上(如地圖、地理資訊系統、產業活

動、聚落等)，能夠實際運用相關地理資訊平台或實地觀察，蒐集

相關資料(史料)、整理與分析，培養學生具備善用科技、資訊與

各類媒體及分工合作之能力，藉以描述、分析、解釋、判斷校園

週邊區域的發展變遷，並作為探究與實作的基礎。 

賣火柴的小男孩—中工校園週邊下橋子頭產業與
聚落之變遷

番仔火的故鄉—
畫說下橋仔頭...

人地互動的審視
(環境系統、產業活動、

文化資產)

畫我家鄉-家鄉環
觀察/手繪實察

台灣火柴故事館 
(土地利用與產業發展) 

 永興社區活動中心、
下橋子頭排水(校外)  

(土地利用與聚落發展)

下橋子頭排水(校內) 
(土地利用與水文變遷)

學習任務第一站

學習任務第一站 學習任務第二站 學習任務第三站

學習任務第四站

閱讀地圖 田野實察 反思與實作

 
課程架構圖 

議題融入說明 

戶 U5 在團隊合作的過程，發展人際互動的和諧關係，理解並尊

重不同的需求，並且主動關懷每位伙伴。 

戶 U6學生參與機構或民間團體規劃、執行的活動，以改善永續議

題，創造美好的未來。 
    實察過程中，透過台灣火柴故事館志工導覽與有獎徵答的活

動，教師可引導學生從社區文化特色保存，思考一個社區之永續

發展可從哪些方面關心與參與；此外，從實察學習任務的分組活

動，可訓練小組團隊的分工合作，發掘每個人不同特質，以及彼

此相互協助，藉以達成團隊目標。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備註 

一、 引起動機 

 

(田野在哪裡？實察什麼？從何察起？) 

1. 本校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學校，不知道大家對學校的歷史瞭解

多少，先利用 Line 來進行一個小小闖關遊戲(5 個關於學校的

題目)！ 

 

 

第一節課-番仔火

的故鄉(室內課程) 

 

【8分鐘】 

教材：Line 官方帳

號-尋寶猜一猜-中

工篇、PPT-畫說下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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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 官方帳號-尋寶猜一猜-中工篇 答題畫面 

 

    本校創建於日治時期昭和 13 年(1938 年)，根據第 4 題，藉由

校園內的排水溝在空間上連結至校園週邊，並追尋最早存在的時

間點，而回到日治時期當時的地圖場景進行探索。 

 

2. 拿出火柴(實物或照片)，提問：這是什麼？是否有同學看過或

用過？什麼時候會使用到？為什麼現在使用機會很少？  

 

3. 播放火柴故事館介紹影片以及台灣最後一家火柴工廠(勝利火

柴)永久歇業的新聞影片，提問：你們知道學校附近曾經有一

座可供應全島的火柴工廠嗎？為何台灣現在不再製造火柴？ 

(1) 影片 1(長 8分 50秒)-點燃文明之火‐南區番仔火的故事(台中市

南區區公所) https://youtu.be/y8iYsQXpWBU (4:40~13:30) 

(2) 影片 2(長 2分 37秒)-勝利火柴廠熄燈 老機器點亮記憶(民視新

聞) 

https://youtu.be/5yVkZqP-R3A 

 

 

4. 承上述活動，請學生查閱台灣百年歷史地圖 -台中市

橋仔頭… 
◎分組活動：每組

4 人進行答題，最

快完成的小組加

分 

 

 

 

 

 

 

 

 

 

 

 

 

 

【3分鐘】 
教具：火柴實物或

照片 

 

【12分鐘】 

 

 

 

 

 

 

 

 

【15分鐘】 
教材：台灣百年歷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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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aichung.aspx)，分組討論 7分

鐘，完成學習單(如附錄一)第一站第一大題之指定問題。 

(1) 何時成立台灣燐寸株式會社？ 

(2) 請查閱台灣百年歷史地圖台中市各時期舊地圖，最早從哪一

張地圖可看到南區被納入都市計畫？火柴廠成立之前是何種

土地利用？(從哪一張舊地圖可以看到？) 

(3) 查看台灣百年歷史地圖(台中市街道圖 1967 年)，火柴廠位於

學校哪個方位？ (了解火柴工廠與學校的相對位置) 

(4) 承(3)題，當時火柴廠週邊還有哪些工廠分布？ 

(5) 若從地理的角度而言，日治時期南區被規劃為工業區的影響

因素可能有哪些(簡短解釋)？ 

 

4.問題討論與實察區域的歷史與地理環境背景簡介。 

(1)行政區沿革：本校位於台中市南區永興里下橋仔頭，此地在清

代光緒年間隸屬於台灣府台灣縣藍興堡下橋仔頭庄，而到日治時

期(1920年)劃分為臺中州臺中市下橋仔頭，光復後整編為永興里。 

(2)教師引導學生可從不同時期的學校附近區域的地圖，了解下橋

子頭的行政區劃、土地利用之變遷與影響因素，包括： 

a.清末時下橋仔頭一帶為農村發展，1935年日本政府擬定第三次

臺中市區改正計畫(都市計畫)，考量當時的位置、交通、氣候與

勞力等因素，南區被納入並規劃為工業區，1938 年(剛好跟本校

創立時間是同一年)，台灣燐寸株式會社(光復後稱為台灣火柴公

司)在下橋子頭復廠並擴大，由當地的地主寶樹堂謝家交換土地

予日本人興建，而當初交易的條件即是該工廠要雇用當地居民。 

    該火柴工廠在地圖上可被看見的時間點，最早可在 1950年的

地形圖找到，1967年的台中市街道圖則可反映當時工業區的土地

利用以及產業發展類型。而台中市也在 1965 年開始逐步進行市

地重劃，將零碎土地整併以提高土地的利用價值及經濟效益；到

了 1981年，政府提出將東南工業區遷移的方案，於是南區的工廠

也逐漸外移至工業區發展，原本工業區土地使用也逐漸轉為住宅

區使用。1994年台灣火柴公司停業後，其土地也改為興建住宅大

樓(台火工學新世界與台火工學苑)。 

史地圖網站 
教具：分組討論板

或 Jamboard 便利

貼 
◎評量：小組口頭

發表 

 

 

 

 

 

 

 

【10分鐘】 

教材：PPT-畫說下

橋仔頭…、台灣百

年歷史地圖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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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1950) 

 
台中市街道圖(1967) 

 

b.教師引導學生從 1944、1976、1998之航照圖與 google街景，

解讀學校、火柴工廠、地主寶樹堂謝家老厝的相對位置，以及比

較環境的變遷(如排水、土地使用、建物…等)。 

1.學校：台中州立台中工業學校→省立台中高工；內部校舍變遷 

2.火柴工廠：台灣燐寸株式會社→台灣火柴公司→台火工學新世

界、台火工學苑(住宅社區)；工業使用→住宅使用 

3.寶樹堂謝家老厝：逐漸變成住宅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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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航照圖 (資料來源：台灣百年歷史地圖網站) 

 
1976年航照圖 (資料來源：台灣百年歷史地圖網站) 

 
1998年航照圖 (寶樹堂老厝僅留下正身與左護龍)  

(資料來源：台灣百年歷史地圖網站) 

 

 

 

 

 

 

 

 

 

 

 

 

 

 

 

 

 

 

 

 

 

 

 

 

 

 

 

 

 

 

 

台中州立台中工業學校 
  (        )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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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Google 街景仍可見寶樹堂老厝僅存的正身背面(今已拆

除)(資料來源：台灣百年歷史地圖網站) 

 

5. 交代下週即將走出教室，進行日治時期下橋仔頭產業與聚落

發展與變遷的探索，利用 Google Classroom公告實察活動流

程、實察路線圖、學習單(請學生事先閱讀)與分組等事宜。 

(1)實察路線圖 

 
 

(2)實察流程表(配合實察地圖) 

地點 時間 內容 備註 

A學校後門 10:05~10:10 集合 
 

前往第一站 B 10:10~10:15 路程 
 

B火柴故事館 10:15~10:45 台灣燐寸株式會

社誕生與發展，火

柴製程 

志工導覽解

說與有獎徵

答 

 

 

【2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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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第二站 C 10:45~10:55 路程 途中指出舊

火柴工廠位

置 

C 永興社區活

動中心、下橋

子頭排水 (校

外) 

10:55~11:10 早期聚落發展與

變遷、社區營造特

色、渠道流路 

 

前往第三站D 11:10~11:15 路程 
 

D下橋子頭排

水(校內) 

11:15~11:30 地形、水文與排水

設施之關係 

 

前往第四站 E 11:30~11:35 路程 
 

E教室 11:35~12:00 綜合討論與反思 
 

 

(3)學生實察分組學習任務分派與安全事項叮嚀： 

a.學生自行分組，並選派小組長 

b.教師將學習單(如附錄一)公告至班級 Google Classroom，各組

可事先閱讀相關資料或進行任務分配，並在班級雲端硬碟建置各

組實察影音資料夾，以供同學上傳當天實察影音資料，作為學習

歷程之參考 

c.教師利用 Line社群功能建置班級聯絡網，並要求至少小組長需

加入該社群 

d.實察相關安全注意事項的提醒 

 

二、 發展活動 

※實察前置作業 

(1)填寫學務處校外活動報告書(告知班級導師、科主任、教官與學

務處主管等相關人員)。 

(2)辦理學生平安保險、繳交家長同意書。 

 

 

 

 

 

 

 

 

 

 

 

 

 

 

 

 

第二、三節課-人
地互動的審視—

田野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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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立班級Line社群，實察當天可作為實察地點移動時，分組行

動之位置回報。 

 

 

 

 

 

 

 

Line社群位置回報功能示意圖 

(4)當天於約定時間在指定地點集合，點完名後、提醒學習單任務

與注意事項，前往實察第一站 

1.實察第一站：台灣火柴故事館 (土地利用與產業發展)  

(1)學生仔細聆聽火柴故事館志工導覽解說、參與有獎徵答，並參

觀展覽，根據學習單(如附錄一)第一站第二大題開始之學習任務，

進行分組討論填答。 

(火柴故事館提供火柴盒 DIY紙板，可供學生帶回自行完成) 

 
 

(2)教師在此引導學生，此站主要目的是了解火柴引進台灣的緣

由、火柴原料來源、火柴製程步驟與全盛時期之發展，以及與火

柴產業相關產業鏈，了解日治時期火柴產業發展區位條件與衰落

之因素。並由古鑑今，目前台灣的哪些類型的產業未來也可能面

臨外移的困境？ 

 

 

 

 

 

 

 

 

 

 

【30分鐘】 
◎評量：觀察學生

分組活動樣態、參

與活動程度、學習

單紙筆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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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師引導學生使用臺中市政府空間地圖查詢系統，查詢台灣火

柴公司舊址在現今土地使用分區及其地價資訊，並查看鄰近土地

使用分區，了解過去工業土地利用為主轉變為住宅使用的今昔變

遷。 

 
(4)前往下一站永興社區活動中心時，途中會經過台中工業試驗所

舊址(今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台中分局)，並且在途經工學二街時，

可指出台灣火柴公司舊址(今台火工學苑社區) 

2.實察第二站：永興社區活動中心、下橋子頭排水(校外) (土地利

用與聚落發展) 

(1)社區營造：教師引導學生觀察永興社區活動中心的設施，解說

「社區總體營造」在台灣首見於 1994 年的發端背景以及內容可

包含「人」「文」「地」「產」「景」五大社區議題。而永興里的社

區營造意象，可與產業活動鏈結，讓學生找到相關意象並合照。 

 
社區營造設施 

(2)地名探究：引導學生查詢地名服務資訊網，找出 1904 年台灣

堡圖下橋子頭庄內的五個舊地名(竹圍、下橋子頭、紅竹圍、瓦窯、

葫蘆埤仔)以及涵義，分析地名的產生會與哪些因素相關。 

 

 

 

 

 

 

【15分鐘】 
◎評量：觀察學生

分組活動樣態、參

與活動程度、學習

單紙筆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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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聚落人口：教師引導學生查詢日治時期(1915)戶口調查資料庫，

下橋子頭庄的人口族群與性別組成，分析自清代以來移墾社會

的聚落特性。 

 

 
(4) 從上述相關資訊平台與地圖查閱的過程中，鏈結地理資訊系統

關於投影座標系統、空間分析方法應用的概念。 

(5) 下橋仔頭排水(支流)：引導學生查看水流方向判斷地勢高低，

以及位於工學二街道路下方箱涵位置，和地圖比對其與校園內

下橋仔頭排水匯流處；並且從舊地圖判斷該水道日治時期已存

在，以及當時在農業社會中所負擔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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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橋仔頭排水東側支流       

 

 

(6) 學生根據學習單(如附錄一)第二站之學習任務，進行分組討論

填答。 

 

3.實察第三站：下橋子頭排水(校內) (土地利用與水文變遷) 

(1)教師引導學生觀察下橋仔頭排水之相關水系圖，以及台中市街

圖(1974)、台中市區圖(1982)，觀察下橋子頭排水過去的河道變遷，

是伴隨著怎麼樣的轉變，而在不同時代下水圳功能及角色又是如

何變遷的？ 

 

 

 

 
      台中市街圖(1974)               台中市區圖(1982) 

 

 

【15分鐘】 
◎評量：觀察學生

分組活動樣態、參

與活動程度、學習

單紙筆測驗 

 

 

 

 

 

 

 

 

 

 

 

 

 

 

 

 

 

 

 

 

 

 

 

 

 

下橋仔頭排水流路(局部)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2009) 

下橋仔頭排水支流與下橋仔頭排水匯

流處(右側道路下方為下橋仔頭排水) 

下橋仔頭排水集水區位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2009)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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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圍牆(靠工學二街)下橋仔頭排水與外部相通之涵洞 

 

(2)學生根據學習單(如附錄一)第三站之學習任務，進行分組討論

填答。 

 

4.實察第四站：教室(綜合討論與反思) 

(1) 教師引導學生進行反思，經過前述的校園週邊區域各項實察

活動，是否能夠運用相關資料搜尋管道進行一區域的探索，包

括空間資料與屬性資料(史料)的蒐集與分析；以及思考了解一

個區域發展的意義，可能會是甚麼？而經過實察活動之後，是

否也會對學校過去的發展產生好奇？ 

(2) 學生根據學習單(如附錄一)第四站之學習任務第一~第五大

題，進行分組討論填答；本學習單為當週回家作業，交代下次

上課前一天繳交於 Google Classroom。 

(3) 第六大題實作作業(二擇一)，作為下次課程發表主要內容： 

a. 每位組員利用台灣百年歷史地圖多視窗比對網站

(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MapCompare/) 或

地圖對照器(https://mc.basecamp.tw)，選擇 1921-日治地形

圖(1:25000)、2015 福衛二號衛星影像進行比對，觀察兩者

差異、圈出自己住家附近區域百年今昔變化的 5個相異處、

簡單文字說明並提出一個問題。 

 

 

 

【20分鐘】 
◎評量：觀察學生

分組活動樣態、參

與活動程度、學習

單書面紙筆測驗 

 

 

 

 

 

 

 

 

 

 

 

 

 

 

 

 

 

 

 

第四節課-畫我家

鄉(室內課程) 

 

【10分鐘】 
教材：各組已完成

之學習單內容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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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一組手繪一張本次校外實察路線圖(B4 大小)，對於沿路哪

些較深刻的景物可另外特別標示。請注意：地圖中必須包

含概略比例尺、方向標與適當圖例及說明等地圖要素。 

 

三、 綜整活動 

 

1. 分享學習單成果，討論在各站學習任務中，容易錯誤的問題並

檢討修正。(學習單各項任務有評量配分參見附錄一、學習能

力評量規準參見附錄二) 

 

2. 家鄉環境新舊地圖觀察比對：由學生分享發表觀察結果。 

 

 

3. 實察地圖展示：由學生分享發表實察地圖繪製結果與教師回

饋，包括以下重點 

(1)地圖要素的呈現(圖名、比例尺、圖例、方向標等) 

(2)地圖內容說明切合度 

(3)地圖設計感及美感 

 

4. 歸納學生學習單之提問、對於區域發展的意義，引導學生進一

步思考以下環境變遷及相關議題，分組討論 8分鐘，並口頭發

表： 

(1) 關於產業變遷：從火柴工廠的沒落，探討目前有哪些傳統

產業可能面臨消失或外移的危機？ 如何再生？ 

(2) 關於聚落變遷：從工業聚落到住宅文教區，下橋仔頭聚落

(社區)應如何永續發展(環境、社會、經濟)？ 

 

5. 教師總整實察活動，透過哪些工具進行實察與認識過去的區

域發展，回應田野在哪裡？實察什麼？從何察起？並鏈結認

識過去的方法。其實從學校本身、附近區域都可以成為田野，

從過去留下的任何資料(如地圖、照片、新聞、影音..等)去尋找

發展的軌跡。 

 

【10分鐘】 
◎評量：書面與口

頭發表 

 

【10分鐘】 
◎評量：書面與口

頭發表 

 

 

 

【15分鐘】 
教具：分組討論板

或 Jamboard 便利

貼 
◎評量：口頭發表 

 

 

 

【5分鐘】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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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教成

果或教

學提醒 

一、 試教成果 

(1)學生實察活動照片 

 

 

  

 
 

(2)學生作業-手繪實察地圖與教師批閱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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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學提醒 

1. 學習單設計：各站實察任務皆分為基礎擷取訊息題(著重在觀察描述、資

訊的查詢與蒐集等)與進階思考題，各題皆有配分標準(滿分 200分)，答

題的任務分配並非所有組別都要完成各站任務，而是將各站任務分配至

各小組，再由全班合作共同完成。此部分可根據教師需求進行任務分配

與配分的調整。 

2. 學習單介面：本課程學習單及其相關資料的發布與填答是以非紙本方式

進行，皆可在行動裝置上進行，實察時學生只要攜帶手機(具備網路與

GPS 定位)，即可在線上完成各種資料查詢、活動紀錄與學習任務(學習

單也可離線編輯)。教師也可以選擇將檔案印出使用。 

3. 學習單批閱與展示：教師使用 google文件設計學習單，發布至 Google 

Clasroom，學生使用手機 google文件 app共編，教師可以直接利用註

解功能進行批閱，並且可看出小組中誰沒有參加討論(填寫學習單)；同

時也可以在課程中投影讓全班同學欣賞。 

4. 實察過程： 

(1) 實察時間：為兩節課(包含下課時間共 110 分鐘)，扣掉路程後學生實

際活動時間約為 80分鐘。 

(2) 台灣火柴故事館：團體預約參觀需一週前向南區區公所人文課洽詢，

以利申請志工導覽；為實察路程中可供廁所與盛裝飲水的地點。 

(3) 安全聯繫網：建立 Line社群聯繫網(小老師、小組長)，所有活動皆為

小組行動(每組 4人為原則)，部分路段沒有騎樓或人行道，行走時須

安排班級幹部、小老師(或秩序糾察)提醒與維護隊伍行走之安全。 

參考 
資料 

1. 台中市南區區公所-火柴故事館 

2. 台中市南區永興里社區活動中心 

3. 台灣百年歷史地圖(台中) 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aichung.aspx 

4. 台中市空間地圖查詢系統  

https://gismap.taichung.gov.tw/address/index.html 

5. 地名資訊服務網 http://gg.gg/vspr3 

6. 地圖對照器 https://mc.basecamp.tw/#15/24.1117/120.6668 

7. 台中高工校友總會-州立工業學校照片 

https://www.tcivsalumni.org/japanese-era-photos/ 

8. 影片(長 8分 50秒)-點燃文明之火‐南區番仔火的故事(台中市南區區公

所) https://youtu.be/y8iYsQXpWBU (4:40~13:30)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aichung.aspx
https://gismap.taichung.gov.tw/address/index.html
http://gg.gg/vspr3
https://mc.basecamp.tw/#15/24.1117/120.6668
https://www.tcivsalumni.org/japanese-era-photos/
https://youtu.be/y8iYsQXpW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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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影片(長 2分 37秒)-勝利火柴廠熄燈 老機器點亮記憶(民視新聞) 

https://youtu.be/5yVkZqP-R3A 

10. 許細妹(2011)。報導文學-大瓦厝，p.337-342。取自 http://gg.gg/vsgn0 

11. 經濟部水利署(2009)。旱溪排水系統-柳川、土庫溪、下橋子頭、綠川及

大智排水治理計畫。取自 http://gg.gg/vsgj0 

12. 蔣敏全(2014)。臺中市南區臺灣火柴采風錄。臺中市：臺中市南區區公

所。 

13. 蕭景楷(2008)。臺中市經濟志。取自 http://gg.gg/vsfvg 

14. 陳國川(2008)。臺中市地理志。取自 http://gg.gg/vsfvg 

附錄 

 

一、 實察活動學習單 https://reurl.cc/noKG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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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g.gg/vsgn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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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eurl.cc/noKG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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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表現之評量規準 

評量向度 
表現特徵 

優(8-10) 良(5-7) 待加強(0-4) 
環境觀察、資料

蒐集與運用能

力 

能夠迅速從周

圍環境、地理資

訊平台或其他

管道搜尋答案，

並正確判讀 

能夠從周圍環

境、地理資訊平

台或其他管道

搜尋答案，但資

訊判讀有些微

錯誤 

較無法從各管

道搜尋正確答

案，且判讀能力

較弱 

對於議題的反

思能力 
能夠對於學校

週邊或住家附

近區域發展提

出有意義、開放

性的問題或觀

點 

能夠對於學校

週邊或住家附

近區域發展提

出有標準答案

或封閉性的問

題或觀點 

未能對於學校

週邊或住家附

近區域發展提

出相關問題或

觀點 

團隊精神與協

力合作能力 
組員積極投入

與充分討論，展

現互助精神 

少部分組員未

參與 
多數組員未參

與，未能相互合

作、行事零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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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高工校園週邊探索與實作學習單- 

下橋子頭聚落與產業發展變遷 

 

班級：                                          組別：                  

 

組員(座號+姓名)： 

 

        本校創立於1938年，位於今台中市南區永興里，此地在清代隸屬於台灣縣藍興堡下橋仔頭庄，

而到日治時期(1920年)劃分為臺中州臺中市老松區下橋仔頭，光復後整編為永興里，而南區也在

都市計畫被規劃為工業區，學校為何在此誕生？你知道這裡的聚落跟產業發展的來龍去脈嗎？讓

我們實地走訪以下景點一探究竟吧！ 

實察地圖 

       本學習單總分為200分，共有四大站，每一站包含基礎題與進階思考題，各組須獨力完成至少

2站任務內容(請見以下分配)，請各組集思廣益、分工合作，仔細閱讀題目與相關參考資料(藍色

底線文字皆為超連結功能)後，利用共用功能，所有成員共同編輯文件回答以下問題，將答案依據

各小題列點寫在各問題方框內，每題配分請查閱括號內說明，學習單在下次上課前一天上傳goog

le classroom繳回。(各組各站未依規定時間到達集合者，每站扣20分！)   

 

ps.有 符號者，為本次實察中地理課程地圖與地理資訊系統單元相關概念 

 

本組實察影音資料夾連結(10%)： 

 

 

※請組長在google雲端硬碟google classroom資料夾內建立共享資料夾(資料夾名稱：2021xxx

x一x甲第n組實察影音，記得開啟檢視權限)，在上方框內附上共享連結。每一站請拍下各組同學

實察過程之照片(1~3張)或影片(1分鐘內)，上傳至該資料夾。 

縮網址超人 

任務分配：請1、2、3組完成第一站；4、5、6組完成第二站；7、8、9、(10)組

(或人數少的組別)完成第三站相關問題；第四站的問題所有組別均須回答。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https://www.south.taichung.gov.tw/media/613094/%E8%87%BA%E4%B8%AD%E5%B8%82%E5%8D%97%E5%8D%80%E8%A1%8C%E6%94%BF%E5%8D%80%E5%9F%9F%E5%9C%96.jpg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8%97%8D%E8%88%88%E5%A0%A1
https://www.google.com/maps/d/u/0/viewer?hl=zh-TW&mid=14PNQJioyxZfAtYApFfTMKvwaVNKO0k90&ll=24.11510566359674%2C120.66293999999999&z=17
http://gg.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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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站  台灣火柴故事館 (土地利用與產業發展) (30分鐘) 

(本站第一(5)、第六題為進階思考題，其餘為基礎擷取訊息題) 

 

火柴故事館簡介影片 

 

一、查閱相關資料，回答以下問題 (21%，1~4題各3分，第5題9分)： 

(1)何時成立台灣磷寸株式會社？ 

(2)請查閱台灣百年歷史地圖台中市各舊地圖，最早從哪一張地圖可看到南區被納入都市計畫？火

柴廠成立之前是何種土地利用？(從哪一張舊地圖可以看到？) 

(3)查看台灣百年歷史地圖(台中市街道圖1967年)，火柴廠位於學校哪個方位？  

(4)承(3)題，當時火柴廠週邊還有哪些工廠分布？  

(5)若從地理的角度而，日治時期都市計畫南區被規劃為工業區的影響因素可能有哪些(包含簡短

解釋)？(提示：形候水土生、人經交聚政；實察地圖火柴廠舊址點位之補充資料) 

(1)1938年 (昭和13年) 

(2)農地 

(3)東方 

(4)洋線廠、化學廠、工業試驗所… 

(5)位置(位於河川下游)、氣候(下風處)、交通(水路)、勞力(來自農村人口) 

 

二、查閱展場資料，回答以下問題(10%)：(1)火柴為何又叫做番仔火？ (2)早期火柴有哪些用

途？ 

(1) 因為火柴是從國外傳進台灣，且誤以為火柴是荷蘭人(早期漢人稱為紅毛番)發

明。 

(2) 犒賞原住民的禮物、勞軍的物品… 

 

三、查閱展場資料，回答以下問題(10%)：(1)火柴廠為何出現？為何消失？(2)整個產業發展從出

現到消失受到哪些因素影響？ (10%) 

(1) 火柴被視為重要戰略物資，後來在時代的轉變及打火機的出現，火柴已非民生

必需品，營運虧損 

(2) 時代轉變、打火機出現、工資上漲、貨幣升值…等因素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8iYsQXpW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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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查閱展場資料，火柴製造還可能帶動當時哪些相關產業發展？ (10%) 

火柴還帶有行銷的效益(廣告火柴)，從印製在火柴盒上面的產業來看，有百貨公

司、飯店、飲料商、電器商…等，當時大同電器的廣告火柴數量最大。 

 

 

五、查看台中市政府空間地圖查詢系統，打開土地使用分區圖層(圖層控制→土地發展→使用分

區)，以前火柴廠分佈的區域現在(1)屬於何種土地使用分區？(2)公告地價是多少？ (3)為何過去工

業使用現今多轉變為住宅區？利用Google Map與街景查看，目前學校週圍500m環域內還有哪

些類型工廠存在？ (6%) 

※小知識：公告地價的用途是在申報地價用，是計算地價稅、以及地租費用的依據。；公告土地現值的用途則是土地

產權移轉、設定典權、徵收、補償土地價格時使用，是計算土地增值稅、遺產稅、贈與稅時的依據。 

 

(1) 住宅區(第三種) 

(2) 5350元 

(3) 工業區成立，吸引工廠外移 

(4) 鐵工廠、切削工具製造、塑膠上光…等 

 

六、了解台灣火柴公司的經營始末後，台灣哪些產業過去或未來也可能像火柴工廠一樣移出台

灣，不在台灣本地生產製造，(1)這樣的結果會有什麼好處或壞處？(2)如何因應？ (10%) 

 

低技術、勞力密集度高、需要較大廠房土地面積的產業，如傳統紡織業、製鞋、

成衣等。 

(1)好處：能夠節省人事、土地等成本… 

   壞處：運費增加… 

(2) 技術升級、提升產品附加價值、 或異業結盟… 

 

※請附上各組同學實察過程之照片(1~3張)或影片(1分鐘內)於共享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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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站  永興社區活動中心、下橋子頭排水(校外)  (土地利用與聚落發展)(15分鐘) 

(本站第二(2)、三(2)題為進階思考題，其餘為基礎擷取訊息題) 

 

一、現今可觀察到有哪些代表社區意象的社區營造設施？(請拍照貼至以下方框內)(5%) 

 

 

 

二、1904年出版的日治時期台灣堡圖是根據清末土地制度所重新調查產製的地形圖，請利用地名

資訊服務網，查閱1904年台灣堡圖下橋仔頭庄內(比例尺出現200公尺為佳)的舊地名(庄底下的小

字)，並透過網站查閱各個地名意義，回答以下問題(第1題10%；第2題5%)： 

(1)請寫下「下橋仔頭庄」內的5個舊地名及其地名意義； 

(2)從這些舊地名的意義中，你認為會有這些地名出現的原因為何？（即清代聚落形成跟什麼有

關？ ）  

※提示1-查閱地圖步驟：圖層管理→介接圖層→1904日治台灣堡圖→座標及門牌定位→門牌定位→輸入地址「台中

市高工路191號」查詢 

※提示2-查閱地名意義步驟：地名查詢→地名資料查詢→輸入地名關鍵字→勾選地名意義與歷史地名併同搜尋→查詢 

※地名補充資料：台灣地名的探究、臺灣地名典故和趣味 

(1) 竹圍：竹子為臺灣常見之植物；竹圍乃是為了防禦、防風或者實用，而栽種房   

                 舍周圍之竹垣。 

     下橋子頭(說法多種)：沿用平埔族的地名「巧考圖(或橋孜圖)」而來，位於巧考 

                                          圖的下方(南方)。 

     瓦窯：日治時期建有磚瓦窯，故貫稱該帶為瓦窯。 

     葫蘆埤仔：形狀如葫蘆般的埤塘。 

    紅竹圍：紅竹所圍成的牆垣。 

(2)植物、水文、產業、附近的地景…等。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http://gn.geog.ntu.edu.tw/GeoNames/GNMap/map_Admin/map/MapMain.aspx
http://gn.geog.ntu.edu.tw/GeoNames/GNMap/map_Admin/map/MapMain.aspx
http://www1.geo.ntnu.edu.tw/webs/teacher/Yan-Zhao%20Wei/course/life_geography/life_geo/chp6_toponymy.pdf
https://www.natgeomedia.com/environment/article/content-11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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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單元補充概念：你知道在座標及門牌定位中，不同座標系統選項(如WGS84跟TWD97、T

WD67)是甚麼意思嗎？(加分題10%) 

 

參考答案 

WGS84：WGS84坐標系統為全球大地座標系統(CTS)的一種表現，. 是美國國防部為全球定位系

統(GPS) 所建立的。 

TWD97、TWD67：1997臺灣大地基準(採用全球測站網之觀測資料成果推算所得之地心坐標系

統)、1967臺灣大地基準(測量原點：虎子山一等三角點)；地圖投影皆為二度分帶投影座標。 

三、承第一題，你認為(1)永興社區為何會以該標誌作為社區意象的代表？(2)產業發展跟聚落有

什麼關係嗎？ (10%) 

※提示：如第一站第一題，請查閱台灣百年歷史地圖，找找學校附近過去曾有哪些產業分布？ 

 

(1)自日治時期1938年至1994年近半世紀的火柴工業發展，具有其意義。 

(2)由於當初設立火柴廠的土地是由寶樹堂謝家以雇用當地人為條件，因此產業發

展，影響當地人的主要經濟收入，是賴以為生的產業，與當地人的生活息息相

關。 

 

四、請利用日治時期戶口調查資料庫，查詢1915年下橋仔頭庄之人口資料，當時(1)以哪一族群

人口為主？(2)來自哪裡？(3)男生多還是女生多？ (9%) 

※提示：  

(1)漢人  (2)福建、廣東 (3)男生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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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藍興堡各庄人口密度圖 

(鄭伉妙老師繪製，資料來源：日治時期戶口調查資料庫、中研院人社中心GIS中心) 

 

上圖主要使用到哪一種地理資訊系統的分析方法？  (加分題5%)（疊圖）分析 

※請附上各組同學實察過程之照片(1~3張)或影片(1分鐘內)於共享資料夾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6                                                         設計：鄭伉妙老師 

第三站  下橋子頭排水(校內)  (土地利用與水文變遷) (15分鐘) 

(本站第二、第三題為進階思考題，其餘為基礎擷取訊息題) 

 

一、觀察水系圖，下橋子頭排水注入那一條河川？ (5%) 

 

旱溪 

 

二、查閱台灣百年歷史地圖(台中市街圖1974、台中市區圖1982)，觀察下橋子頭排水過去的河道

變遷與流向，你認為(1)過去南區因為大雨可能常常有何種災害？(2)除了降雨因素，造成這種災

害的原因為何？(3)應如何解決此問題？ (9%) 

 

(1) 淹水 

(2) 地勢相對較低 

(3) 建立排水系統、定期維護、吸水鋪面… 

 

 

三、觀察相關舊地圖，從清代、日治時期至今，你認為下橋子頭的水圳功能有什麼轉變嗎？ (10

%) 

 

從農業時代的灌溉渠道，轉變為工商業社會、都市化後的排水溝渠。 

 

 

 

※請附上各組同學實察過程之照片(1~3張)或影片(1分鐘內)於共享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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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d/1O7I07MXuwRHB6fJEjL6ym_9DtqpLJhagHbeaKnb_fuQ/edit?usp=sharing
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aichung.aspx
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aichung.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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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站  教室 (綜合討論與反思) (20分鐘) 

 

一、若想要了解住家附近的產業或聚落發展時，(1)你會如何蒐集住家附近的資料？（例如，透過

哪些方式？使用哪些網站或其他資源？） (2)承上題，這些方式所蒐集的資料屬於第一手或第二

手資料？  (10%)  

(1) 各類地理資訊平台、地圖、詢問住在附近的家人親友… 

(2) 各類地理資訊平台、地圖→第二手資料 

     詢問住在附近的家人親友→第一手資料 

 

 

二、承上題，你會蒐集的地圖是大比例尺還是小比例尺？為什麼？ (5%)  

大比例尺。因為調查範圍比較小，大比例尺地圖內容比較詳細。 

 

 

三、經過本次活動，你認為本校在南區設立的原因是什麼？(10%) 

因為日治時期南區為工業區，為了培育工業人才，並選擇當時適當的官有地位

置，而在下橋子頭設立。 

 

 

 

四、從本次實察與探索的過程中，你認為了解一個區域過去的發展有什麼意義嗎？ (10%) 

(自由發揮) 

 

 

 

五、經過本次實察後，請針對學校週邊發展各方面提出任意一個問題。 (5%) 

(自由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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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以下二選1即可) (1)請每位同學利用台灣百年歷史地圖多視窗比對網站或地圖對照器網站，

搜尋你家附近範圍的1921-日治地形圖(1:25000)、2015福衛二號衛星影像，貼上兩張地圖畫面，

在圖上圈出5個不同的地方，加以文字說明，並提出一個問題。 

 

組員一：(姓名) 

(貼上地圖、文字說明與一個提問) 

(自行作答) 

 

 

組員二：(姓名) 

(貼上地圖、文字說明與一個提問) 

 

 

 

組員三：(姓名) 

(貼上地圖、文字說明與一個提問) 

 

 

 

組員四：(姓名) 

(貼上地圖、文字說明與一個提問) 

 

 

 

(2)請小組共同合作，參考本次實察地圖手繪本次校外實察路線圖(B4大小)，對於沿路哪些較深刻

的景物可另外特別標示。請注意：地圖中必須包含概略比例尺、方向標與適當圖例及說明等地圖

要素。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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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火柴的小男孩—中工校園週邊下橋子頭產業與聚落變遷】 

教材教具說明 

臺中市立臺中高工  鄭伉妙 

一、引起動機 

1. Line 官方帳號-尋寶猜一猜-中工篇 

    透過學校創立時間、日治時期大門口位置、學校古蹟、下橋仔頭排水與創校科系等

5個關於學校創立初期的問題設計(如圖一)，預設答案後，以自動回應機器人，進行分

組答題競賽(如圖二)，以此鏈結學校本身即是田野，以及從老照片、校歌、排水溝等各

種有形或無形資料，都是認識過去的媒介。 

 

圖一  Line官方帳號自動回應機器人問題設計畫面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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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進入答題 QRCode與答題畫面 

2. 實察區域的歷史與地理環境背景簡介教材 ppt-畫說下橋子頭… 

  教材 ppt 如圖三所示，從學校的位置以及校園內的下橋仔頭排水談起，鏈結下橋

仔頭從清領、日治到光復之後，尤其是對於下橋仔頭發展關鍵的一個時期-1935年市區

改正，從農業社會逐漸轉為工業發展，並藉由各種地圖、不同時期衛星影像比對、觀察

土地利用與都市規劃的發展與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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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教材 ppt內容-畫說下橋子頭這個地方… 

 

二、發展活動 (實察活動學習單) 

    實察活動學習單是以本課程之整體學習架構，設計四大學習任務，包含校外 2 個

實察點位，即台灣火柴故事館、永興里社區活動中心(含下橋仔頭排水支流)，以及校內

1個實察點位(下橋仔頭排水)，最後回到教室綜合討論，所有任務包括基礎擷取訊息以

及進階思考兩種不同層次之問題。各站學習任務設計對應課綱學習內容如表一所示。 

表一 各站學習任務設計對應課綱學習內容 

實察點位 對應課綱學習內容 

第一站   台灣火柴故事館 

(土地利用與產業發展) 

地 Aa-Ⅴ-2 古地圖與現代地圖。 

地 Ab-Ⅴ-1 地理資訊的查詢與建置。  

地 Bc-V-1 產業系統與類別。 

歷 A-V-1  誰的歷史？誰留下的史料？誰寫的歷史？ 

第二站   永興社區活動中

心、下橋子頭排水 (校外 )  

(土地利用與聚落發展) 

地 Aa-Ⅴ-2 古地圖與現代地圖。 

地 Ab-Ⅴ-1 地理資訊的查詢與建置。 

地 Ab-Ⅴ-2 地理資訊的分析與解讀。 

歷 A-V-1  誰的歷史？誰留下的史料？誰寫的歷史？ 

第三站   下橋子頭排水(校 地 Aa-Ⅴ-2 古地圖與現代地圖。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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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土地利用與水文變遷) 地 Ab-Ⅴ-1 地理資訊的查詢與建置。 

地 Ab-Ⅴ-2 地理資訊的分析與解讀。 

歷 A-V-1  誰的歷史？誰留下的史料？誰寫的歷史？ 

第四站  教室 (綜合討論與

反思) 

地 Aa-Ⅴ-1 地圖的本質、要素及其用途。 

地 Ac-V-1 田野在那裡？ 

地 Ac-V-2 實察什麼？  

地 Ac-V-3 從何察起？ 

地 Ac-Ⅴ-4 問題探究：以校園或社區為田野，進行實察

並觀察問題進而提出可能改善建議。 

歷 A-V-1  誰的歷史？誰留下的史料？誰寫的歷史？ 

    實察地圖設計是以 Google My Maps (我的地圖)進行編輯，除了

實察點位與路線外，也可加入多種圖層(如日治初期下橋子頭庄界、現

今永興里界)作為今昔對比(如圖四)，並可呈現實察路線未安排的相關

補充點位(如臺灣燐寸株式會社/臺灣火柴公司、臺中工業試驗所、寶樹堂謝家、永興宮

等)的位置與文字資料、照片、超連結外部網站等(如圖五)，以及歷史街景與現今的對照

(如圖六)等，使學生對於區域發展變遷有更深入且完整的認識。 

 

圖四  實察地圖圖層示意圖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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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實察補充點位資料示意圖 

 

圖六  寶樹堂謝家 2009年與現今的地景變遷對照 

    實察活動其中在火柴故事館的部分，志工會根據展場展覽物品(大多是由蔣敏全先

生捐贈展出)，從火柴原料(油桐)、火柴製造流程、火柴產業帶動相關產業發展(如火柴

盒上印製的廣告)、員工生活等等進行介紹以及有獎徵答，而早期火柴製造上所使用的

化學物質(磷化合物)、火柴製造相關機具運作、火柴盒上的圖文設計等，可與本校技高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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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群科如化工科、機械科、圖文傳播科相關學習內容結合。 

    在地理資訊應用方面，所有學習任務設計包含至少 5 種相關地理資訊平台的查詢

與應用(如台灣百年歷史地圖、地名資訊服務網、台中市政府空間資訊查詢系統、Google 

地圖、Google街景…等)，並且在學習單中補充說明操作步驟，以使分組討論時，除了

老師引導以外，也能夠自行順利操作以查詢正確答案。 

    最後在實作部分(非當週繳交)：實察地圖的繪製與觀察家鄉變遷，因考量各班學生

特性差異，設計了兩種不同層次的實作，讓同學可彈性選擇。實察地圖是以當天實察路

線為主，記錄環境觀察特色；而利用地圖對照器觀察家鄉變遷，是希望學生能夠藉由此

次課程，再實際演練一次「從何察起？」並提出相關問題，引發學生探究的好奇心。 

    由於實察過程中額外補充資訊量極大，故實察學習單的設計界面是應用 Google文

件，包括實察地圖、相關資訊查詢、地理資訊平台皆附掛於文件中的超連結(淺藍色底

線文字)，因此可作為適當提示，培養學生自學能力，學生也可以及時將拍照立即貼於

頁中；由於此學習單是藉由 Google Classroom發布，因此教師透過 Google文件的註

解方式進行批閱(如圖七)，也可在 Google Classroom中，即時留言給予回應(如圖八)。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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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學習單批閱畫面示意 

 

圖八  Google Classroom批閱留言示意畫面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指導單位：
主辦單位：
承辦單位：臺中市社區營造輔導平臺、臺中市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輔導中心

( 愛社享生活文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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