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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稻埕校本數位課程整合了民國93年起原有自編課程及民國100年後新自編

課程，結合創新學習內容及實務設計，並發展新的數位學習應用程式，強調在地

人文數位學習課程，規劃一至六年級綜合課程為主要實施領域，每學期6~12節課

不等。規畫講述式課程外，更運用行動輔具(三~六年級)提升學習興趣與樂趣，

透過行動體驗過程，數位內容設計之平台，整合文化浸潤結合古蹟踏查課程之旅，

把遊戲化、探究化、故事化學習概念植入導覽過程，讓使用者從做中學，做中覺，

成為生活中的認同者、研究者、解說者與學習歷程建構者。回饋修正方法上採觀

察記錄、設計思維、課程微調與定期會議架構進行，透過設計實驗實作，在評量、

問卷與行動載具端具備紀錄程式，後傳資料庫做評估分析。主要特色如下： 

1.課程發展：共構課程願景，成立課程內容發展與遊學創意實務社群。 

2.課程領導：發展自編教材教案、線上導覽兼遊學系統及平台，結合自由軟

體、雲端服務、社群網路，發展教學素材介面設計整合性系統。 

3.課程設計：發展螺旋式全年級校本課程，結合在社區商家資源(>50個)，

發展體驗、協同學習與體驗在地深度小旅行。 

4.課程實施：發展多元創新學習形式(MPBL模式及3-3模組)針對不同對象來

學習數位內容與認識大稻埕文化。 

5.課程應用：高效能應用資訊載具與科技包括：數位平板、QRcode、GPS（全

球定位系統及地理系統感應技術）系統進行數位學習踏查，以及整合技術開發永

樂大稻埕APP應用程式。 

6.課程評鑑：擬定課程實驗主題，實施課程評鑑計畫，發表成果期刊論文，

持續回饋修正數位課程實作內容。 

關鍵詞：課程發展、數位學習、大稻埕、永樂國小 

 
圖一永樂國小總體課程發展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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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本現況 

一、設校歷史  

永樂國小的前身是在西元1896年即成立日(國)語傳習所。西元1898年大稻埕

公學校創立，校區涵括現今的永樂及太平國小。西元1909年市街改正 (開闢延平

北路) 將校區分為東西兩側。行政辦公室在東側，西側教室(即永樂國小)則成為

分校或新校設立時暫用的校區，包括大稻埕公學校女子分教場、大稻埕女子公學

校、大稻埕公學校分校、大稻埕第二公學校及現今的蓬萊國小、日新國小及大橋

國小暫用校區。直至西元1930年，才正式以永樂公學校之名延續至今，也因此獲

得「稻江文化的母胎，初等教育的搖籃」美稱。 

百年老校所孕育的人文質量必然可觀，特別在藝術與體育人才上。童謠「造

飛機」的作者吳開芽先生是本校教師；創作「阿三哥與大嬸婆」的劉興欽先生與

出版超過200多本童書的兒童文學工作者曹俊彥先生均是本校教師。台灣文學兼

兩性作家廖輝英女士則曾就讀本校，為本校榮譽校友。 

體育活動的蓬勃源自日本教育體制下所鼓勵發展的棒球運動，光復後仍延續，

年年均有佳績，為人稱道的是西元1972年由林祥瑞等永樂四傑獲選國家代表隊，

林祥瑞先於遠東區選拔賽與日本隊的冠軍戰當中擊出全壘打，打進第26屆威廉波

特世界少年棒球錦標賽後，又在冠軍戰對戰美國北區代表隊的比賽當中擊出全壘

打，帶領中華隊拿下世界少棒冠軍。林祥瑞與永樂國小，瞬間成為舉國皆知，卻

在隔年因血癌而逝，也成為台灣棒球英雄史上令人惋惜的一頁，在校內也塑立了

一尊紀念銅像，迄今仍有老球迷至校緬懷。另一名傑出校友林朝煌先生，是1992

年巴賽隆納奧運會銀牌國手，與郭李建夫同為當屆中華隊的當家投手。 

二、社區環境  

(一)地理位置：永樂國小位於臺北市大同區，鄰近台北橋、大橋頭捷運站，

各項交通十分便利。 

(二)學區概況：本校位處舊社區，人口外移及少子化影響嚴重，但因歷來學

風良善，教學成效卓著，深受家長肯定。 

(三)社區資源：學校位於大稻埕歷史風貌保留區內，人文古蹟資源豐富。附

近店家與學校合作無間，提供豐富的課程發展與學習題材。 

三、學校規模  

(一)班級類型多元：小學部28班（普通班24班舞蹈藝才班4班），資源、資優

各2班，幼兒園5班，成人補校3班。 

(二)師資優期許高：全校教師計76人，由於歷來學風嚴謹，教師團隊有感擔

負承先啟後之責，均主動發展小型、主題、多元性課程。 

(三)社團多照顧全：學生熱愛社團，家長積極鼓勵，造就社團蓬勃發展；兼

顧弱勢學生補救教學，開立課後照顧班、攜手激勵班及永齡基金會扶助

班。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E5%85%A8%E5%A3%98%E6%89%93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E7%AC%AC%E4%BA%8C%E5%8D%81%E5%85%AD%E5%B1%86%E4%B8%96%E7%95%8C%E5%B0%91%E5%B9%B4%E6%A3%92%E7%90%83%E9%8C%A6%E6%A8%99%E8%B3%BD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E7%AC%AC%E4%BA%8C%E5%8D%81%E5%85%AD%E5%B1%86%E4%B8%96%E7%95%8C%E5%B0%91%E5%B9%B4%E6%A3%92%E7%90%83%E9%8C%A6%E6%A8%99%E8%B3%BD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E7%AC%AC%E4%BA%8C%E5%8D%81%E5%85%AD%E5%B1%86%E4%B8%96%E7%95%8C%E5%B0%91%E5%B9%B4%E6%A3%92%E7%90%83%E9%8C%A6%E6%A8%99%E8%B3%BD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E7%AC%AC%E4%BA%8C%E5%8D%81%E5%85%AD%E5%B1%86%E4%B8%96%E7%95%8C%E5%B0%91%E5%B9%B4%E6%A3%92%E7%90%83%E9%8C%A6%E6%A8%99%E8%B3%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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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優質目標 

一、背景分析  

(一)課程發展SWOT分析表 

表一 永樂國小課程發展SWOT分析表 

 項目 優勢 S 劣勢 W 

 

內   

部   

因   

素 

學生

特質 

1.樂於學習素質佳 
2.語文程度佳 
→適合多元能力發展 

1.少子化影響，缺少自理能力 
2.自我主觀意識強 
→應強化服務學習教育 

教師

資源 

1.教育專業度高 
2.傳承及輔導制度完善 
→專業且合作能力強 

1.減班超額狀況持續 
2.未來教師年齡恐偏高 
→應持續強化教師專業能力 

行政

團隊 

1.落實行政服務教學理念 
2.各處室合作能力強 
→有利方案申請與推展 

1.行政人員輪替率高 
2.可能縮減至小校行政規模 
→應提升行政專業素質 

校園

環境 

1.百年建物，環境典雅 
2.精緻校園，五臟俱全 
→發展資訊融入，成效卓著 

1.校舍維護不易 
2.受限法規，無法新建校舍 
→宜朝數位空間發展 

 項目 機會O 威脅T 

 

外   

部   

因   

素 

家長

特質 

1.家長熱心教育 
2.志工團組織健全 
→可引導成為教學資源 

1.對孩子過度保護 
2.關心教育，難免過度干涉 
→應強化家庭教育及合作機制 

環境

資源 

1.百年大稻埕，人文薈萃 
2.交通便利，捷運公車交會 
→宜發展校本及社區課程 

1.交通複雜，車流量大 
2.街道較窄，建物老舊 
→校外教學須增加人力 

社區

資源 

1.可結合資源，建立校本教學 
2.社區商業關係緊密，商會組
織強 

→社區資源，可豐富學生學習
活動 

1.社區商會派系，利益紛雜 
2.社區學校化理念難以推展 
 
→加強資源整合與拓展社區營
造 

本校班級規模適中，利於課程發展。為達成學校總體課程目標，課程發展委員會

依照學校發展方向、社區條件、學生、教師及家長需求充分討論後，已整合20

﹪彈性課程，並將低年級生活課程、中高年級之綜合活動領域及社會領域，並延

伸至資訊、藝術與人文等領域作為「百年大稻埕、數位遊學趣」深具人文歷史價

值之學校本位課程。 

(二)課程發展緣起 

來到永樂大稻埕，你很難不立刻感受到在地人的熱能與熱情。 

在地居民發自內心的期盼，永遠是綿遠流長的，期待孩子們未來能將大稻埕

的文化傳承、風華再現。對於可能路過自己家的甲乙丙丁，也總是以貴客遠朋之

禮相待，總是企盼到過自己家的貴客能不只是看看煙花、買買年貨而已，而是真

能探尋這百年風華所欲訴說的古往今來啊！讓在地的孩子了解自己家，就是在地

人的首要期待！ 

(三)大稻埕數位遊學校本課程發展思維 

大稻埕文化又稱為「稻江文化」。此地區有著先民渡海拓植的陳跡，在台灣

發展的近代史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不論是干茶布藥的商業特色，多樣面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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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美學，還是奠定台灣茶的世界地位；劉銘傳巡撫所擘畫的現代化思考陳跡；

號稱「台灣孫中山」-蔣渭水組織的台灣第一個政黨、民報；引領當時權貴時尚

風氣的建築風尚；或是到那個日本兵永遠抓不到的廖添丁，刻下了文化美學和英

雄傳奇。這段跨越三世紀的過往文化富含歷史知識、人文體驗與文化美學。 

「發現在地文化，遊學世界角落」也是發展此課程的目標。把大稻埕文化課

程以遊戲化、數位化、探究化學習概念植入課程，發展更多元、創意的學習方式，

讓學習者成為課程中的認同者、研究者、解說者，從數位學習→在地認同→國際

視野，即是本課程計畫願景的課程實踐。 

二、具體目標  

以CIPP評鑑模式來訂定本課程發展的品質、產出、內涵及方法。在整體發展

過程中，著重整體歷程的評鑑，兼採質性與量化研究方法，以期客觀紀錄、觀察

及提供相關資訊的回饋。教師針對任教內容，共同填寫「本位課程實施評鑑檢核

表」，著重課程設計、實施、評量及行政支援評估等面向，於學期結束前兩週完

成提送期末課發會，再由課發會委員針對此評鑑內容，審酌與學校總體課程目標

及實施層面，能否有效連結，透過對話反思進行課程評鑑，以每學年一次。讓「百

年大稻埕、數位遊學趣」之課程發展不斷地進行研發、實作、回饋、省思，再循

環，也把每一個小循環運作過程，結合外部資源，施以科學化研究，再回饋至教

學現場與學習實境。 

 
圖二 本課程方案發展實施脈絡圖 

課程目標為符應本校願景培育四力全球公民，以六大設計策略展延六大實施

面向，並致力重點發展層面評鑑，歷程條列如下： 

1.課程設計策略：社群、專業、人文、科技、交流、研究。 

2.課程實施面向：課程發展、專業對話、課程創新、數位學習、跨界交流、

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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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課程評鑑重點：ICT環境建置、ADDIE教學設計、創意遊學模式、PDCA品質

管理、全球夥伴互動、教育專業創新。 

讓學生在此課程學習中，具備關鍵能力(真)、人文情懷(美)與國際視野(善)。 

 

圖三本方案「背景－輸入-執行-輸出」課程發展檢核圖 

參、具體做法 

一、實施內容 

 (一)課程領導 

1-1明確的學校課程願景 

1.1.1有敘寫清楚的課程願景，並能與學校課程相連結而具實踐性 

實施策略 實施內容 具體成果 

1.1.1.1 

願景具體化 

（90-92 學年

度） 

校長透過各種機會與教師及家長們討論

學校課程的發展方向，課發會決議通過

將「大稻埕文化課程」列為學校的重點

發展課程，並著手相關課程研究。 

1.課程發展委員會

通過將「大稻埕課

程」列為學校重點特

色發展課程 

1.1.1.2 

訂定明確課

程目標 

（93-96學年

度） 

依據本校願景與圖像，發展主題式課程

教材「孩子眼中的大稻埕」自編教材於

社會領域中教授，重視各分組的合作學

習及目標導向學習模式。並且舉辦班

級、學年成果分享會，讓孩子在彼此分

享互動中成長。 

1.發展「孩子眼中的

大稻埕」自編教材 

2.發展學生分組合

作學習並建置學生

學習網頁 

1.1.2課程願景具教育性、時代性及前瞻性 

實施策略 實施內容 具體成果 

1.1.2.1 

發展教育前

瞻連結 

前任周瑞雲校長致力校際交流及國際交

流，展延課程學習對象與互動模式。並

組織教師課程社群與香港中文大學資訊

1.組織課程發展社群 

2.成立創意教學社群 

3.與香港中文大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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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99學年

度) 

科技教育促進中心取得合作，朝向研發

數位課程與數位學習的方向。 

作 

4.研發平板融入教學 

1.1.2.2 

實踐跨時代

課程方案 

（100學年度

迄今） 

現任校長張永欽先生就任後，再次與教

師、家長充分溝通後，保持原願景之三

大目標並加入資訊科技而訂定願景為：

「培育學生具備帶的走的 4力：知識

力、資訊力、社會力、創新力」。此外，

鼓勵教師社群團隊持續發展「大稻埕數

位遊學課程」，並從螺旋式數位教材教案

研發、教師教學型態改變、創新學生學

習方式、購置行動學習輔具、建置校園

行動學習角、數位學習情境教室、班班

有智慧(教室)等逐項完成，並於全校綜

合領域課程中實施。 

1.訂定知識力、資訊

力、社會力、創新力

為帶的走能力 

2. 以校本課程架構

發展一~六年級「大

稻埕數位遊學課程」 

3.完成全自編 106

個教材教案，200個

以上學習網頁、教學

素材及題庫、光碟 

1-2完整的學校課程架構 

1.2.1有學校課程的總體架構 

實施策略 實施內容 具體成果 

1.2.1.1 

學校願景結

合校本課程

架構 

大稻埕數位遊學課程符應學校願景，培育

學生具備帶的走的 4項能力的具體內容

目標： 

知識力-對在地人文歷史的脈絡深入了解 

資訊力-高效能使用資訊載具助主動學習 

社會力-經由合作學習小組探究培育群性 

創新力-立根地方放眼全球形塑創新觀點 

1.完成具體實踐願

景的課程實施目標 

2.課程發展以數位

學習、行動學習為發

展基礎 

3.課程實施以學習

共同體為教學歷程 

1.2.1.2 

課程發展統

整學校資源 

1.課研團隊：成立課程發展專業社群，

運用部落格(自由軟體)作為社群討論平

臺以建置課程，並結合教育理論及創新

科技。 

2.課程發展：發展光碟、運用線上遊學

課程平臺，教師進行多媒體教學，也成

為教學素材庫。 

3.雲端資源：使用雲端服務架構圖文、

影音實境遊戲化課程。 

4.多元創意：發展實境體驗、遊戲闖關、

自主探究課程形式。 

5.科技運用：結合數位、行動學習及自

由軟體、研發永樂大稻埕APP，進行數位

踏查課程。 

1.課程團隊討論區

(http://local.ylp

s.tp.edu.tw/) 

2.線上課程成果平

臺(http://dadaoch

en.ylps.tp.edu.tw

/) 

3.公有雲、私有雲交

互運用 

 

http://local.ylps.tp.edu.tw/
http://local.ylps.tp.edu.tw/
http://dadaochen.ylps.tp.edu.tw/
http://dadaochen.ylps.tp.edu.tw/
http://dadaochen.ylps.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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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學校課程架構之內涵符合政府課程制，且呼應學校需求 

實施策略 實施內容 具體成果 

1.2.2.1 

呼應學校條

件整合六大

向度 

 

1.「大稻埕數位遊學

課程」整合六大向度 

2.以綜合領域、生活

領域為主要課程實

施領域，輔以社會、

資訊、藝文、語文等

領域。 

1.2.2.2 

結合學校願

景及融合學

習理論 

 

1.本方案結合學校

願景與培育學生四

項能力為目標。 

2.以鷹架、體驗、數

位、行動、合作、社

群、創思學習為教學

實務，並以導覽解說

為目標，培養小小在

地解說員，讓學生成

為課程中的認同者 

、研究者、解說者。 

1-3有效的課程運作機制 

1.3.1有法制化之課程運作機制 

實施策略 實施內容 具體成果 

1.3.1.1 

課程運作機

制法制化 

課程發展委員會是學校教師、家長及行

政人員共同組成，是學校規畫、執行、

發展各項課程的重要單位。本校大稻埕

校本課程發展於90、93及101學年度三次

課程決議及課程方案均提案至「課程發

展委員會」通過。 

1.本課程經歷三次

課程發展委員會決

議通過 

2.本課程於校務會

議、家長會員大會中

報告發展狀況 

1.3.1.2 

課程發展重視

成員參與落實

橫縱連結 

大稻埕數位遊學課程經「學年」及「領

域」課程中落實，新的數位課程架構除

規畫在綜合領域實施，並延伸自電腦、

社會、藝文、生活等領域配合實施。 

1.發展大稻埕校本

課程教案教材 

2.進行學年及領域

專業對話 

1.3.2課程運作良好，且富連結性與參與性 

實施策略 實施內容 具體成果 

1.3.2.1 

教師社群分

課程發展初期以課程發展及創意教學兩

種團隊來分工課程建構及執行；後期，

1.成立課程發展團隊 

2.組織創意教學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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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合作化 發展全校性校本課程需擴大執行和對話

面，即以課程研發社群、多向專業對話、

教育行動研究及領域學年研討。 

3.運用學年、領域組

織針對研發教案對話

討論 

 

1-4適切的課程領導運作 

1.4.1領導者具良好之課程素養 

實施策略 實施內容 具體成果 

1.4.1.1  

以學習共同

體領導課程

運作 

本校以「學習共同體」的實質內涵作為

課程領導的主軸，倡導永樂成為學習共

同體之典範學校。經由公開觀課、評課

及研討會議、對話、評鑑，促成學習共

同體之形塑，以教師專業發展為基礎，

期能讓教師發揮最大教學效益、學生獲

得深刻學習經驗為前提。在大稻埕校本

數位課程的三種學習模組下，包括實境

體驗學習、遊戲闖關學習、自主探究學

習，特別重視學生協同及探究學習。 

1.本校為「學習共同

體」中心學校。 

2.發表全市性公開

觀課。 

3.103.5發表全市性

數位教學觀課及APP

遊學體驗營，超過

350人(含社區民眾) 

4.發展「學習共同

體」、「MPBL模式」

及「3-3模式」 

1.4.1.2  

配合學習理

論建立專業

學習社群 

運用以下理論，進行本方案的發展： 

1.無所不在的學習：Mark Weiser於1991

年提出，稱為無所不在的運算

(ubiquitous computing)。其目的是運

用電腦融入日常生活中，並且依據使用

者需求而自動提供服務。此一概念最大

獨特處在於以使用者為中心，由電腦主

動提供使用者情境資訊。本校大稻埕校

本數位課程概念中符應Quintana, Hong, 

Norris, & Soloway(2006)等指出學習科

技工具的研究發展，近年轉向學習者為

中心之發展，強調從原有教師為主體的

1.高效能使用資訊

載具協助學生主動

學習 

2.從原有教師為主

體的講授方式，轉變

為創造符合學生學

習需要的主動學習

情境 

3.建置數位化及行

動化的學習情境，結

合軟、硬體的發展及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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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授方式，轉變為創造符合學生學習需

要的主動學習情境。 

2.行動學習：行動學習(Mobile 

Learning)就是透過行動運算裝置來進

行學習，行動學習具備數位化與移動的

特性，強調隨時隨地的學習，行動載具

及無線網路環境，提供資訊並作為達到

學習探索。 

3.科技鷹架：Vygotsky的學習鷹架理

論，是指在通過可能發展區(ZPD)時，由

教師提供暫時性的支持為導引，以數位

學習模式來搭建科技鷹架，透過自由軟

體與雲端服務建置課程及網頁平臺，規

劃運用行動載具，提升學習興趣，將文

化古蹟踏查之旅，透過遊戲化、探究化、

故事化學習概念植入課程中，讓學生，

成為課程中的認同者、研究者、解說者。 

4.三年內購置超過

100臺平板 

5.建置大稻埕數位

學習角 

6.建置班班均有智

慧教室系統 

7.建置教學網頁、多

媒體教案、教材、影

片及線上題庫 

8.組織課程發展團

隊與組織創意教學

團隊 

 

1.4.2領導者能充分支持課程發展與實施 

實施策略 實施內容 具體成果 

1.4.2.1 

安排課程運

作組織循序

漸進帶動課

程發展 

本課程運用數位學習概念發展階段歷程

如下: 

1.Assisted Learning電腦輔助學習（數

位學習光碟） 

2. On-line Learning線上學習（網路學

習平臺） 

3. M- Learning行動化學習（平板電腦、

二維條碼、線上測驗） 

4. Distributed Learning分散式學習

（自主學習） 

1.完成學習光碟 

2.完成網頁平臺 

3.完成線上學習連

結公有、私有雲系統 

4.完成個性化學習

系統(peasonal lea

rnning) 

(二)課程設計 

2-1實踐願景的具體課程方案 

2.1.1有明確且適切的課程方案 

實施策略 實施內容 具體成果 

2.1.1.1  

依據學校願

景架構各學

年課程方案 

「發現在地文化，e世代M(Mobile)探索」

是我校經營發展特色學校的目標策略，

難能可貴的是大稻埕文化直至今日仍活

生生的在每日上演中。因此運用本校研

發之MPBL(Mobile-based PBL)創新教學

1.整合民國93年起

原有自編及民國100

年後新自編課程 

2.結合創新學習內

容及實務設計，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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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把遊戲化、探究化、數位化的學

習概念植入課程，發展更多元、更有創

意的學習方式，以Mobile行動上網方

式，透過GPS、QR code、Cloud、APP等

資訊科技，結合MPBL創新教學模式，進

行數位學習、戶外專題調查及導覽任

務，讓學習者從在地認同→M化學習→國

際視野，實踐本課程計畫的願景。 

新的數位學習應用

程式，強調在地人文

數位學習課程 

3.於一至六年級生

活、綜合領域實施，

每學期6~12節課。四

~六年級規劃加入運

用行動輔具 

2.1.2課程方案能實踐願景 

實施策略 實施內容 具體成果 

2.1.2.1  

課程方案結

合九年一貫

發展重點 

在九年一貫課程中，以話我家鄉、社區

大小事、臺灣近代發展史，作課程主題

延伸，包括看見社區中的人們、生活在

這裡及家鄉守護等單元。 

本課程方案即以社會及綜合領域部編本

綱要來作為校本課程地圖，歸納成四主

軸：歷史沿革、藝術人文、商業活動、

建築特色，彰顯社區在地特色，實踐學

校課程願景。 

1.以綜合及社會領

域綱要作為校本課

程地圖 

2.結合社會領域 9

項、綜合領域 4項課

程綱要 

3.大稻埕課程以四

項主軸課程，作為螺

旋式課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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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稻埕校本數位課程與九年一貫課程地圖關係 

2-2完善的各項課程計畫 

2.2.1課程計畫周備完善 

實施策略 實施內容 具體成果 

2.2.1.1  

擬定四大

主軸綱要 

在課程設計上先擬定出四大主軸綱要：歷史

沿革、藝術人文、商業活動及建築特色，並

對照綜合、生活的能力指標。 

依照四大主軸再擬定出相關課程內容要點 

 歷史 

沿革 

藝術 

人文 

商業 

活動 

建築 

特色 

1 
頂下 

郊拼 

古蹟 

建物 
茶 閩南式 

2 
稻江 

崛起 

富豪、

士紳 
干 巴洛克 

3 
宗教 

信仰 

民族 

思想 
布 

現代 

主義 

4 
三個 

時期 

音樂、

美術 
藥 洋樓式 

 

1.成立課程發展社群 

2.開立線上討論部落 

3.經過多次會議研討

定案 

4.修正課程主軸，將

歷史人物歸入藝

術人文，並更名歷

史沿革 

2.2.2各課程計畫列明具邏輯關連的重要課程要素 

實施策略 實施內容 具體成果 

2.2.2.1  

建立課程

魚骨圖 

 

其歷程如下： 

成立課程發展社群

→開立線上討論部

落格→建置線上課

程平臺→經過多次

會議研討定案→發

展課程教案 

2.2.2.2 

羅列課程

重要時間

要素 
清領 日治(1895~1945) 光復

19
00
台
北
烏
龍
茶

揚
名
萬
國
博
覽
會

1895年 1945年

19
47

二
二
八
事
件

1860
同治
年間
淡水
開港

光
緒
2
1
年
馬
關
條
約

1851
林藍
田於
迪化
街一
段
151
號開
店

1853
頂下
郊拼

1885
劉銘
傳巡
撫進
行台
灣現
代化

1866
李春
生

引進
茶樹

1927
蔣渭
水組
台灣
民眾
黨

1
9
1
6
大
安
醫
院
開
立

1
9
2
4
永
樂
座
啟
用

1891
錦記
茶行
(陳
天來)

1
9
3
1
蔣
渭
水
逝
世

1
9
3
4
波
麗
路
開
張

1
9
2
9
葉
家
古
宅
完
工

1
9
2
0
辜
家
鹽
館
完
工

2001
文化
局選
出大
稻埕
十大
歷史
建築

1909
廖添
丁刼
大稻
埕富
商數
起

由課程發展團隊歸納出重要代表史實事件 

1.討論課程時間要

素 

2.討論時間軸線 

3.運用學年會議、領

域會議討論課程研

發成果 

4.課程發展重視全

校教師參與落實橫

縱連結對話 

2-3合適的課程教材內容 

2.3.1具有達成課程目標所需的課程教材內容 

實施策略 實施內容 具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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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1 

建置數位

課程之軟

硬體 

建置各種軟硬體平臺來搭構教、學的鷹架

(http://dadaochen.ylps.tp.edu.tw)。包

括增購平板、研發遊學 APP、建置數位學習

角以及發展數位學習光碟與網頁，提供成為

教師教學可運用資源，智慧教室系統中直接

進行多媒體教學，內容包括有圖、文、影音、

動畫，完成建構大稻埕教學雲端的目標。 

1.完成數位課程光碟 

2.完成遊學網頁平臺 

3.完成數位學習角 

4.完成大稻埕數位遊

學並運用平板電

腦學習 

5.完成智慧教室系統 

 

自編「大稻埕課程光碟」    建置「大稻埕課程網頁平臺」 

2.3.2課程教材內容能彰顯學校特色及社區特性 

實施策略 實施內容 具體成果 

2.3.2.1 

課程編製

掌握學校

特色及社

區特性 

大稻埕數位校本課程是藉由學校人力整合

和社區資源的運用，由學校自編一至六年級

學生學習內容，進行的 6-12節課程教材設

計。由課發團隊以數位學習理論，編寫出全

年級四大主軸完整34個參考教案、63個PPT

教材及線上教學平臺，也置入學生網界 PBL

專題研究結果及線上測驗，搭建學生學習鷹

架，提高學習動機及成就。配合課程中話我

家鄉及家鄉守護單元；社區是學校本位課程

發展的資源，自課程規畫與教學設計，讓課

程從學校走出去，也把社區資源拉進來。 

1.發展在地社區人

文數位課程 

2.參酌綜合、社會領

域課綱發展 

3.實施領域：綜合、

生活、社會 

4.延伸電腦、藝文、

語文 

5.統整校內外 10大

資源，分階段進行

課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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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發展四階段 

2-4能反映學生學習需要的課程 

2.4.1課程設計以學生為主體 

實施策略 實施內容 具體成果 

2.4.1.1  

秉持螺旋

式課程理

論 

發展大稻埕校本數位課程時，首先以秉持

螺旋式課程理論，建立基礎的橫、縱向課

程發展與自編 107 個教學教案素材，再讓

教師依據學生學習需求，以自己、班群或

學年加以轉換或修改為適合的教學內容。 

透過學年領域專業

對話，發展螺旋式課

程，先訂定總體課程

主軸、再編擬各年級

目標及內容。 

2.4.1.2  

結合社會

脈動，訂定

大稻埕校

本數位課

程核心概

念 

訂定大稻埕校本數位課程的核心概念是

「歷史、藝文、商業、建築」，再建立「舊

時代倫理傳統」、「新時代人文傳承」、「國

際化全球視野」的順序性層次遞疊架構。

在課程教案與內容的設計上，應用網際網

路輔助建構鷹架教學模式；在教學內容上

以教學網頁的型態來建構。一來讓老師可

以在教室中直接運用瀏覽網頁模式進行多

媒體教學，二來能依學生背景選擇適性發

展教材。 

1.訂定四大主軸 

2.訂定課程架構 

3.發展數位課程 

4.訂定創意遊學 

5.訂定 MPBL 導向課

程 

6.發展 3-3 課程模

式 

7.發展個性自主化

課程 

2.4.2課程內容具價值性與意義性 

實施策略 實施內容 具體成果 

2.4.2.1  

系統化教

學設計實

施 

本課程運用系統化教學設計（Instruction

al Systems Design）：以ADDIE模式的分析

(analysis)、設計(design)、發展(develo

pment)、應用(implementation)、評鑑(ev

aluation)。 

1.採用系統化教學

設計（ADDIE） 

2.採PDCA方案循環

回饋 

形成性評鑑
總結性評鑑

軟硬體應用
美工 ( phot os hop)
動畫 ( f l as h)
影音處理(威力導演)
網頁平臺

分析分析
AAnal ys esnal ys es

設計設計
DDes i gnes i gn

發展發展
DDevel opmentevel opment

實施實施
II mpl ementmpl ement

評鑑評鑑
EEval uat i onval uat i on

需求分析：需求分析：
1. 學習者
2. 目標、任務
3. 環境、科技、媒體
4. 現有資源
5. 成本效益

教學設計
內容設計
踏查設計
評量設計

採用教學策略
進行教學活動

ADDIEADDIE教學設計流程教學設計流程

 
本課程運用ADDIE系統模式進行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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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實施 

3-1妥適的課程實施準備 

3.1.1教學者參與適當的專業成長活動 

實施策略 實施內容 具體成果 

3.1.1.1 

種子團隊

與全校教

師培訓 

教師增能，才是數位學習課程不斷創新、確

保學生學習成效的必要途徑。運用備課，辦

理數位課程概念、設計、實施與回饋修正等

研習，也包括行動載具、智慧教室的操作。 

1.辦理課程工作坊 

2.運用學年領域會議 

3.校本課程培訓及課

程研討 

3.1.2妥善準備課程實施所需的教材與設施 

實施策略 實施內容 具體成果 

3.1.2.1 

教學軟、

硬體的提

升 

1.後端介面—教材教案數位化(整合並設計

內容管理系統)線上影片轉檔、線上字幕編

輯、網頁編輯、QRCode出(php QR code)。 

2.軟體整合：研發永樂大稻埕數位課程導

覽、結合自由軟體雲端服務。 

3.硬體建置：校園學習角、體感學習設備、

戶外學習系統。 

4.數位資源網：教育部歷史文化網、臺北市

益教網。 

1.建置雲端課程系統 

2.完成數位課程光碟 

3.完成遊學網頁平臺 

4.完成大稻埕數位學

習角 

5.購置平板電腦 

6.完成智慧教室系統 

3.1.2.2 

分析並整

合運用校

內外10大

資源系統

支援課程

計畫 

本課程方案，將資源區分為統整校內與校外

資源兩大策略進行，並區分類成人力、物

力、財力、自然、文史、科技、智慧等型態。 

校內資源 

課程發展中心、教師

專業社群、閱讀志工

團、教學環境建置、

數位教材發展 

校外資源 

社區產業、官方單

位、研究合作、文創

空間、跨校聯盟 

3-2有效能的課程與教學 

3.2.1教學策略及其運作能掌握課程與教學目標 

實施策略 實施內容 具體成果 

3.2.1.1  

擬定課程

目標內容 

選擇合適的教學內容，建立課程中四大主軸

之學習主題、目標及領域課程。 

訂定四主軸之各年

級課程學習目標 

1.主軸一﹕歷史 

年級 主題 學習目標 領域 

一 1.我的家在這裡 1.認識本校位於大稻埕地區的地理位置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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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彩繪拼圖大稻埕 2.能繪出大稻埕的景像。 藝文 

二 
1.大家來找碴 

2.永樂以前是個町 

1.能表達出大稻埕地區古今之不同處。 

2.知道大稻埕古、今的行政區域劃分。 

生活 

藝文 

三 
1.淡水河巡禮 

2.美麗大稻埕碼頭 

1.認識淡水河流經區域及臺北的關係。 

2.瞭解碼頭對大稻埕地區的影響。 

綜合 

社會 

四 

1.茶鹽中藥生活應

用方式多 

2.大稻埕臥虎藏龍 

1.瞭解影響大稻埕發展的重要家族。 

2.瞭解各家族致富的方式。 

綜合 

社會 

五 

1.建設臺北幕後推

手－劉銘傳 

2.寧靜而致遠之臺

灣民報 

1.明白臺灣巡撫劉銘傳對臺北城的貢

獻。 

2.瞭解大稻埕志士對臺灣民主、教育發

展之影響。 

綜合 

社會 

六 
1.日據臺灣一頁史 

2.燒香拜佛求平安 

1.明白日治時期，對大稻埕地區的影響。 

2.認識大稻埕地區的宗教信仰的發展。 

綜合 

社會 

2.主軸二﹕人文 

年級 主題 學習目標 領域 

一 拜訪古早人 
1.認識大稻埕各類型主要名人的背景。 

2.能正確回答出學習單的內容。 
生活 

二 義士與醫事 
1.能聆聽廖添丁的俠士事蹟與義民故事 

2.認識蔣渭水的生平與大安醫院。 

生活 

社會 

三 賣茶致富我最行 

1.認識大稻埕的開基人物-林右藻的貢

獻。 

2.認識茶葉之父李春生與接班人陳天來

對大稻埕的影響。 

綜合 

社會 

四 戲曲藝術真奇妙 
1.認識布袋戲及大師李天祿。 

2.明白黃土水(知名的雕刻家)的生平。 

綜合 

社會 

五 傳唱百年望春風 

1.欣賞李臨秋背景與作品。 

2.明白劉銘傳的貢獻。 

3.認識大稻埕三大首富。 

綜合 

社會 

六 藝文人生文化豐 
1.能賞析李臨秋的歌曲。 

2.能賞析黃土水的作品。 

綜合 

藝文 

3.主軸三﹕商業 

年級 主題 學習目標 領域 

一 
1.萬種風情迪化街 

2.大江南北匯迪化 

1.認識大稻埕商業活動崛起與發展。 

2.明白大稻埕主要商業活動。 

3.認識常見南北貨及其在生活上的應用 

生活 

綜合 

二 
1.布能說的秘密 

2.葫蘆裡賣甚麼藥 

1.認識大稻埕地區的商業場所。 

2.了解布的用途及種類。 

3.認識生活中常見中藥材。 

生活 

綜合 

三 大稻埕茶裏王 

1.瞭解大稻埕地區的重要茶商。 

2.了解大稻埕碼頭的發展與功能。 

3.認識常見茶種及泡茶、品茶步驟。 

綜合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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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茶葉飄香傳千里 
1.認識常見茶種及各茶種用途。 

2.說明茶製品─茶葉蛋的製作流程。 

綜合 

社會 

五 
百年風華，永續經

營 

1.了解大稻埕商業製品種類及用途。 

2.能將大稻埕的商品進行推廣行銷。 

綜合 

社會 

六 遊學大稻埕 

1.能介紹迪化街內常見的商業行為。 

2.能以大稻埕商業活動為題，設計一日

行程。 

綜合 

4.主軸四﹕建築 
年級 主題 學習目標 領域 

一 
1.小小觀察家 

2.大稻埕探險 

1.欣賞大稻埕地區的街景特色。 

2.觀察大稻埕各種的建築型態。 

綜合 

藝文 

二 

1.中美大不同(閩南&

洋樓建築) 

2.迪化、永樂走透透 

1.能區分閩南及洋樓式建築。 

2.認識本校及迪化街的特色建築。 

綜合 

藝文 

三 
1.豪華貴氣巴洛克 

2.小小醫院，大大醫師 

1.認識大稻埕巴洛克式建築特色。 

2.認識仁安醫院及其建築古今用途 

綜合 

藝文 

四 

1.現代主義建築 

2.食尚玩家(茶行、波

麗路) 

1.欣賞大稻埕地區的現代主義式建

築特色。 

2.能明白本區其它用途的建築。 

綜合 

藝文 

五 
1 中美大不同-進階 

2.巡訪古蹟-停看聽 

1.區分中式、美式的建築特色。 

2.從 127 公店瞭解街屋型態的建築

特色。 

綜合 

藝文 

六 
1.建築模式大拼盤 

2.保庇!(城隍、慈聖) 

1.分辨出大稻埕地區建築型態。 

2.認識道教廟宇的建築特色。 

綜合 

藝文 
 

3.2.2課程與教學的實施能達成目標彰顯效能 

實施策略 實施內容 具體成果 

3.2.2.1 

進行有效

的教學活

動 

大稻埕課程在本校實施迄今，區分為草創

期、昂首期、躍升期，現今進入再蛻變期，

主要的改變有三：首先，教學者從社會領域

老師變成各班導師；再者，是研發數位學習

的課程。這兩項改變的決定因素是在於人。

此外，還必須在教學環境有所提升，換言之，

是提升全校ICT人境介面。ICT教學環境系統

中，分為教室數位學習、戶外行動學習及課

後學習三部分。首先，利用學校server及數

位資訊設備，再加上在課室學習中整合原有

建置的電子白板及IRS系統來進行外，再加上

運用自由軟體及雲端服務來支持此課程實

施，包括雲端影片、資料庫平台等。行動學

習部分，包括行動載具、QRcode等雲端服務

與行動學習來架構圖文影音行動學習課程。 

本課程於所建立

教學環境系統

中，達成三項目

標： 

1.定向定量化教

師所教、學生所學

之內容並發展學

習光碟、課程網頁 

2.教學教材教案

數位化及應用自

由軟體及雲端服

務概念。 

3.建置校園戶外

大稻埕數位學習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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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互動性的課程管理機制 

3.3.1具有足以協助課程實施之管理機制 

實施策略 實施內容 具體成果 

3.3.1.1  

形成教師

專業團隊 

1.定期會議：利用週三召開社群會議，針對

課程研發進行意見交換及檢視回饋修正。 

2.專業對話：邀請研發種子教師群於教師晨

會，將設計理念及實際運用的方式進行分享

報告，與全體教師討論省思。 

1.教師主動召開

社群會議 

2.培訓種子教師

於會議報告課程

發展狀況 

3.3.2課程管理機制富有互動性，能提高教學品質與成效 

實施策略 實施內容 具體成果 

3.3.2.1 

建立合作

夥伴關係 

 

 

 

保持課程研發動力，向國內外學者請益，與

國內外學校進行課程交流並持續保持聯繫。 

教師自費至香港

參加系統培訓 
 

學年度 合作單位 研究合作內容 

98- 
香港中文大學資訊科

技教育促進中心 

提供「Eagle Eye」數位戶外

學習系統，並簽訂合作意向書 

100- 國立台北大學資工系 AR實境探索場域研究 

100- 國立交通大學 數位田野調查實務 

101- 台北市立大學 
ICT環境建置實務 

教育與科技理論架構 

102- 私立淡江大學資創系 合作開發大稻埕 App(安卓) 

103- 國立政治大學 合作開發大稻埕 App(IOS) 

103- 私立靜修女中 
合作開發大稻埕多語國際化

導覽 

3-4適切的教學評量 

3.4.1具有足以評估學習成效的評量方法 

實施策略 實施內容 具體成果 

3.4.1.1  

以MPBL模

式設計大

稻埕M探

索課程 

1.課程進度以建立背景知識、遊戲學習、製

作學習成果簡報為三個學習階段。 

2.課程實施依自編擬定的 MPBL步驟：觀察情

境察覺問題、引導問題確定問題、分工合作

進行探究、分享經驗整合成果 

3.教學後檢討為：綜合評鑑推廣應用 

訂定 MPBL教學程序

如下： 

觀察情境察覺問題 

引導問題確定問題 

分工合作進行探究 

分享經驗整合成果 



參選編號 1051H006 
 

19 
 

課程舉隅：設計綜合領域 16節 

學習階段 課程內容 授課時間 MPBL應用階
段 

1 

建立背景

知識 (教

室數位學

習) 

風雲流變的大稻埕 

(頂下郊拼、清治、

日治、民國) 

1節(40分) 

觀察情境察

覺、引導問題

確定問題 

2 

干茶布藥的崛起與

茶葉蛋製作(河港崛

起、內外需求、茶葉) 

1節(40分) 

觀察情境察

覺、引導問題

確定問題 

3 

多元宗教的聚集地 

(道教、基督教、迎

城隍、地方戲曲) 

1節(40分) 

觀察情境察

覺、引導問題

確定問題 

4 

名人軼事多與教唱

望春風(李春生、蔣

渭水、李臨秋……) 

1節(40分) 

觀察情境察

覺、引導問題

確定問題 

5 
實地戶外

行動學習 
數位學習活動 4節(200分) 

分工合作進

行探究 

6 

製作學習

成果簡報 

如何製作與解說一

份簡報 
2節(80分) 

分享經驗整

合成果 

7 
製作學習簡報並上

傳 
3節(120分) 

分享經驗整

合成果 

8 學習發表會 3節(120分) 
分享經驗整

合成果 

9 修正回饋 

大稻埕課程團隊檢

討回饋(行動研究、

實驗研究) 

----- 
綜合評鑑推

廣應用 
 

3.4.2評量結果回饋於教學和學生學習 

實施策略 實施內容 具體成果 

3.4.2.1  

評量內涵

與課程目

標具一致

性關聯 

評量內容緊扣九年一貫課綱及學生帶得走的

四項能力，運用質化、量化及紙筆、線上等

多元方式，評量結果藉以評量學生學習表現。 

 

1.課程評量內容

符應課綱 

2.課程評量方式

採多元性，紙筆、

小組合作、即席發

問、分組討論、線

上評量、實境探

索、專題探究、成

果發表、參與競賽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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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評鑑 

4-1適切的評鑑課程之規劃與設計 

4.1.1具適切、可行課程評鑑規劃與設計 

實施策略 實施內容 具體成果 

4.1.1.1 

以PDCA循

環圈模式

確保課程

目標之達

成 

 

以PDCA循環圈來執

行並修正課程方案： 

P 分析各項因素

(SWOT)研發校本

課程 

D 實施課程內

容，建置課程軟硬

體建設 

C 進行課程、實施

檢核、對話、回饋

修正 

A 反思再循環、融

入各相關領域教

學，納入課程行事

曆 

4.1.2 採適切、有效方法進行課程設計之評鑑 

實施策略 實施內容 具體成果 

4.1.2.1  

擬定妥切

課程評鑑

流程 

 

 

 

發展大稻埕全年級校本課程教案後，提供全

校教師進行編寫課程計畫，交課發會審查，

再實施課程教學與檢核，期末發表成果及社

群會議中修正意見，提供所有教師再編寫課

程的省思回饋。 

擬定適切可行的

課程評鑑流程循

環 

 
 課程評鑑流程循環圖 

4-2妥適的評鑑課程運作與實施 

4.2.1 能採用適當方法了解課程計畫在教學現場中的運作情形 

實施策略 實施內容 具體成果 

4.2.1.1  

以後設認

知理論監

控、學習

者認知負

採用鷹架理論貫穿整體課程，再根據

Koole(2009)指出行動學習的教學設計必須

考量到裝置、學習者以及社會三方面的關

係，以數位科技搭建學習鷹架，考量教室、

校園及校外學習模式，最後以後設認知理論

來監控學習者的認知負荷與評鑑課程是否給

1.利用綜合領域會

議發展各年級教案 

2.課程試做奠基 

3.利用認知理論與

鷹架理論設計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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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以修正

課程計畫

並發展前

導性實驗

教案 

予學習者合適的課程深度、廣度，以做為不

斷修正與回饋的依據。 

於 99學年度發展 6個前導性實驗教案先進行

各年級實驗教案的編擬與試教，並進行教師

自我評核(自評、他評與互評)，成為研發本

課程的重要基礎。 

本課程所運用的教育評鑑脈絡圖 

架構(含資訊輔助

學習) 

4.利用認知負荷理

論，設計與不斷修

正各年級學生的數

位學習內容與方式 

5.階段性總結實施

成果，參與國內外

學術研究及研討會

議 

4.2.2課程設計者、教學者和評鑑者能以積極、開放的態度 

處理課程實施之評鑑及其評鑑結果 

實施策略 實施內容 具體成果 

4.2.2.1  

與教授合作

論文探討 

以嚴謹的科學化研究，進行多次實驗流程，

與大學教授合作進行論文探討，以專業實驗

數據作為課程再修正的重要依據。 

五年來，與五所大

學進行研究合作

發表論文與期刊 

4.2.2.2 

教師自我及

互評回饋 

在每次教學後，均讓授課教師自評與社群教

師互評，填寫教學省思表與互評回饋單，針

對課前準備工作、數位教學進度、流程、目

標、成效等教學內容來作省思與回饋。 

取自教師專業評

鑑精神與方式，進

行課程實施的自

評、互評、他評 

 
教師實施課程後自評與互評機制 

4-3整全的評鑑課程效果 

4.3.1 課程效果之評鑑能涵括主要的課程目標 

實施策略 實施內容 具體成果 

4.3.1.1   

以多元評

量方式進

學生關鍵能力評估上，教師以多元評量方式

進行，除了紙筆測驗、學習單、IRS智慧教室

即時評量系統；中高年級並運用戶外行動學

1.完成智慧教室

系統暨行動學習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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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習時的線上測驗、製作個人或小組學習簡

報、假期作業等，來進行多元評量。 

 

4.3.1.2  

課程評鑑

能展現課

程效益 

本課程評鑑更與政治大學、台北大學、淡江

大學等教授合作，以科學性的論文研究形式

來針對數位學習模組內容的設計、圖文影片

解說的編排、個別化學習的施行成效及行動

教學模組與傳統教學模組的成就比較等，來

作為整全性的評鑑本課程的回饋修正的指標

建議。 

1. 獲 邀 於

2012.2013.2014 

GCCCE GIGCC 研討

會分享課程效益 

2.獲邀於臺北華

人資訊研討會分

享課程成果 

4.3.2課程效果能促進學生能力持續成長 

實施策略 實施內容 具體成果 

4.3.2.1  

檢視學習

者外在認

知負荷 

因為在課程中運用圖、文、影片、動畫等多

媒體呈現，必須檢視是否對學習者造成外在

認知負荷，以致影響學習成效。其中包括 

1.監控數位教材對學習者的認知負荷情形。 

2.針對學習者調整數位教材內容與呈現方式 

，以達成結論與反饋修正。 

1.自製影片長度

以 1分 30秒為佳 

2.QRcode 依學生

程度分為圖文、影

片及線上測驗 

3.APP應用再研發 

項
次 經歷時間 達成結論與反饋修正 

1 100.05-100.09 
1.達成行動學習所有圖、文、影片教材二維條碼連結 
2.對五、六年級學生，必須區分至少兩個 Qrcode 。 

2 100.09-100.12 
1.對三、四年級學生，必須區分至少三個 Qrcode  
2.線上測驗的連結方式應該更直覺化。 

3 101.03-101.08 
1.圖+文為一組，解說影片為一組、線上題庫測驗為
一組，分為 3組 Qrcode可適用三~六年級學生。 

2.文字說明應該在 300字以內為佳。 

4 101.10-102.03 
1.適合學生的學習的方式是先看「圖+文」、「解說影
片」、「線上測驗」為最佳順序。 

2.解說影片超過 2分鐘，學生的專注力明顯降低。 

5 102.07-103.02 
1.針對親子共學的自主探究作上述數位教材測試。 
2.線上測驗的即時反饋學習系統的建立。 

6 103.02-104.01 

1.發展學習版 APP (含帳號、登入、離線學習、資料
回傳)。 

2.發展觀光版 APP (含 3G路線規劃、IBeacon近距觸
發)。 

7 104.09－ 課程內容與實地踏查體驗的規劃與融合。 
 

4-4有效的使用課程評鑑各種發現 

4.4.1有明確資料顯示課程評鑑結果之應用 

實施策略 實施內容 具體成果 

4.4.1.1    

依據評鑑

結果回饋

經過團隊成員們多次會議統整，在幾次的課

程循環評鑑中，討論之回饋如下： 

1．教師教學型態必須改變。 

1.本課程藉由教

學的實踐，自由軟

體的蓬勃發展、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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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於教

學 

2．數位教與學是趨勢，規畫有效增能。 

3．適當的行動輔具：平板電腦是新一代的輔

具，在教室中適合 10吋左右，戶外學習則為

7吋較合適。 

4．線上課程與教材的持續擴充：必須組成團

隊持續浥注研發，才能支持現場教師的教學

活動。 

5．數位化教學提高學習興趣：在本校的課程

的實驗研究中。發現採用數位教學對應傳統

教學確能提高學生學習興趣。 

6．課程研發的交棒傳承：發展大稻埕校本課

程已歷經多個階段，曾參與的教師超過 50

位，傾全校之力完成，後續仍必須持續精進

發展，擴大參與。 

7．活化學校教師社群的成長：數位學習模式

中關鍵因素仍在於，教學的設計與內容仍是

教師專業及群體智慧的產能，是自由軟體與

雲端無法取代的。 

8．可否無條件的信任雲端：公有雲端是降低

了數位學習有形成本，但必須思考大量的資

料與教材均置於雲端後，也意謂著雲端業者

「合法」取得學校或個人的智慧財產。另外，

無法要求雲端業者系統須運轉無虞。 

端介面的成熟，平

板電腦的技術日

新，加上活化學校

教師學習社群的

力量，在有系統的

整合運用下，創造

另類的藍海教育 

2.本課程將紙本

的教材電子化、網

路化，課程數位化 

 

3.有效運用自由

軟體及雲端：有效

整合自由軟體與

雲端來建構學校

個別化數位課程

是簡易可行、降低

成本的 

4.4.2 課程評鑑結果之應用，利於學生學習、教師專業與課程發展 

實施策略 實施內容 具體成果 

4.4.2.1  

構築課程

整體目

標，廣納

多元資

源，發展

跨校課程

聯盟，籌

組在地產

學社群，

達成提升

學生學

習、教師

本課程以在地文化為課程基礎，發展提升教

師教學、學生學習的數位策略，包含： 

1.應用校內資源提升數位教學成效:運用本

校課程發展社群、創意遊學社群及閱讀志工

團來發展數位教案、教材與教具，建置互動

課程與有系統學習活動，以建立大稻埕數位

導覽中心、ICT 教學環境等多媒體影音，引

導孩子領略社區文化的學習，對各年級學生

自主學習方面都能提升其興趣與動機。 

2.利用「MPBL」激盪學生思考能力:以創新數

位行動教學模式- MPBL，其說明為：應用網

路主題探究 Big6模式，結合 PBL教學模式的

特徵(學習者為學習歷程中的主體、學習須在

1.舞臺耀眼，課程

亮點：教學卓越金

質獎，學生製作大

稻埕探索網頁連

續 6年獲獎、2013

國際學校網界博

覽 會 國 際 白 金

獎、課程教師獲教

育部服務學習計

畫績優行政人員

獎 

2. 服 務 學 習 體

驗：培育導覽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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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與課

程專業效

能 

真實的社會情境中進行、重視建構性知識，

學生必須主動探究、與同儕群體討論，從做

中學，整合內化自己)。發展成創新的運用數

位探索問題模式稱為「MPBL教學模式」。 

3.鼓勵學生創作、發表，提升共同學習能力:

基於學習夥伴的概念，讓學生分組運用平板

電腦操作軟體，於線上討論會及閱讀分享網

等網頁創作個人或團體心得文章，透過共同

討論、互相協助與欣賞完成目標，並藉由分

組發表、互評及線上評量等方式檢測學習成

效，增進學生團隊合作的共同學習能力。 

4.提供學生線上發表學習平臺，培養自信心

與成就感:運用數位學習平臺（如：Moodle）

提供學生有系統的學習單元和豐富的網路多

媒體素材，開設線上討論區鼓勵學生發表創

作與觀摩，提供閱讀活動各類文字、聲音、

靜態與動態影像成果的線上發表空間，建立

學生在閱讀活動的自信心與成就感，對各科

目的學習亦有助益。 

5.營造無所不在的行動學習環境:配合學校

無線網路的更新與建置，逐年增加圖書及閱

讀空間的學習角落、數位教學資源庫。在本

校圖書館內建立一般學習區和「互動式學習

與 ATAW 自我學習(any time, any where)」

平板電腦教學區，另外，也活化本校中門口

廊道成為大稻埕數位主題閱讀空間，兼顧多

元學習智慧，落實學習管道多元化。 

(2014)、鼓勵探索

體驗學習、參與社

區活動 

3.近三年大稻埕

遊學計畫，實施校

本課程外，接待參

訪人數達 25 個團

體，超過 1500人 

4.分析統整應用

十大資源策略及

七種資源型態支

援本課程方案(詳

述於創新做法) 

5.籌組大稻埕遊

學趣產學社群(支

持課程系統，超過

50 個在地產業)及

大稻埕 K12跨校聯

盟 

6.校長及主任獲

邀擔任 102、103

年度教育部人力

培育專案計畫之

共同主持人及場

域專家 

    

社區產業中藥課程 社區產業茶莊體驗 合作開發遊學 APP 校長發起 K12聯盟 

二、創新做法  

大稻埕校本課程在本校經過多年的實施，已成為本校特色課程，為了讓每一

位永樂學子體驗大稻埕的文化底蘊，我們將校本課程納入綜合領域全面實施，並

融入社會、藝文與生活領域，將三~六年級每一位學生帶往大稻埕的景點進行踏

查教學與文化探索學習，一~二年級則在校內大稻埕學習角落實施，將大稻埕課

程落實於永樂每一位學生的學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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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的質量內涵自然是愈陳愈香；近期的發展在於全體教師運用學習共同體

的教學形式改變，與數位學習、行動學習的來臨，必須有創新的做法，陳敘如下： 

(一)自編校本數位課程、展現在地文化特色 

本校以自編課程出發，規畫由綜合領域為主要實施領域，結合資訊科技、社

會、藝術人文領域配合發展，課程方案符應在地人生於斯、長於斯的期待。 

(二)開發學習光碟、APP應用程式及行動學習模組 

1.發展「大稻埕數位課程光碟」，並建置數位課程網頁平臺。 

2.發展「永樂大稻埕 APP、APK」。 

3.發展可推廣的運用自由軟體及雲端服務的行動學習模式。 

(三)關注差異化學習，結合學習共同體，發展 MPBL行動踏查模式與活動 

利用行動學習，可讓課程成為差異化學習並結合學習共同體。本課程之學習

模式設計有兩大類，命名「3-3模式」： 

1.三種戶外學習模式：實境體驗學習、遊戲闖關學習、自主探究學習。 

2.三種戶外學習活動：尋寶故事探險、線性探究遊學、非線性自主學習。 

善用行動載具及雲端網路的功能，讓戶外行動學習，不論是以團隊線性

學習或是個人非線性學習均能適度融入個別化、個性化學習。此外，兩類課

程設計形式以課程設計四大取向(學科、學生、社會、科技)，作了比例上的

分配與設計，如下圖： 

教學 

型態 

課程 

形式 

課程 4大取向編配比 

(學科、學生、社會、科技) 
概念說明 

遊戲 

學習 

+ 

數位 

學習 

團隊

線性 

學習 

 

逐站導覽、循環跑關 

 

探究 

學習 

+ 

數位 

學習 

個人

非線

性學

習 

 

由學習者規畫個人化自主課程 

 

(四)籌組「大稻埕K12課程聯盟」，並辦理聯盟觀課、分享、體驗研討會： 

自101學年度下學期起，由本校做為主導及聯繫，與政治大學傳播學院、靜

修女中、忠孝國中、太平國小組成大稻埕課程聯盟，以「智慧科技導入生活

課程，融入在地文化」作為整體教學聯盟計畫之發展目標和策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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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大稻埕K12跨校聯盟組織及聯盟目標 

 

肆、優質成果 

一、目標達成  

(一)完整的課程評鑑、修正、回饋、再出發 

學生關鍵能力的評估上，教師採用多元評量方式進行，除了紙筆測驗、學習單、

IRS智慧教室即時評量系統；中高年級還可運用戶外行動學習時的線上測驗、製

作個人或小組學習簡報、假期作業…等，來進行多方評測。 

此外，我校更與政治大學、台北大學、淡江大學等教授合作，以科學性的論文研

究形式來針對數位學習模組內容的設計、圖文影片解說的編排、差異化學習的施

行成效及行動教學模組與傳統教學模組的成就比較等來作為整全性的評鑑本課

程的回饋修正的指標建議。舉列近年來的課程實驗實施摘要： 

時間 對象 研究目的簡述 研究結果 獲致結論 

1 
101.6- 

101.9 

中年級 

32名 

高年級 

83名 

1.以全市性中高年

級學生為招收對象 

2.探討個性化學習

模組的可行性及困

境 

1.95.6%學生喜歡大

稻埕數位課程模組 

2.高年級學生較中

年級學生喜歡個性

化學習的方式 

1.大稻埕課程不僅僅

只適於本校，具向外

推展為遊學課程。 

2.完成個性化學習模

組的建立 

2 
101.9- 

102.4 

五年級 

21名 

1.行動學習與傳統

講述式學習的學生

學習動機、成就比較

(前導性實驗) 

2.數位教材的編排

是否增加學生的認

知負荷 

1.行動學習較傳統

教學的學習興趣高 

2.85.7%未超過認知

負荷 

3.須改善部分影音

檔音質與音量問題 

4.改善永樂大稻埕

App程式細部問題 

1.教學型態須改變，

數位學習是有效提升

學習興趣與成就 

2.應針對學習者程度 

，重新編排數位教材 

3.QRcode scanner軟

體更新 

3 
102.11

-103.6 

五年級 

91名 

1.行動學習與傳統

講述式學習的學生

學習動機、成就比較 

2.學習者對於大稻

埕數位教材設計於

認知負荷情形 

3.學生 IT學習與創

造力人格特質與創

新行為情形，調整教

師教學策略 

1.學生於行動學習

相較於傳統教學的

學習動機與成效高 

2.81.3%學生未超過

認知負荷 

3.學習成就與人格

特質、創新行為有正

相關 

1.行動學習可拓展其

他領域學習 

2.可進一步研究探討

學習者增生認知負荷

的情形 

3.IT學習藉由了解學

生的人格特質、創新

行為的關係與提供學

習動機之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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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持續進行課程教學發展研究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必須軟體、硬體齊下，還需提升教師使用及持續研究的發

展，才能永續活化課程，下表為近年持續進行及發表的課程與教學研究成果： 

研究主題 研究摘要 

遊戲、數位、

探究：無所不

在之行動學

習與 ICT 教

學環境系統

學習成效評

測 

本研究以永樂國小發展校本數位課程為研究對象，研究目的在

探討建構數位課程與行動學習的實務課程模組。研究結果如下 

在資訊融入教學上的做法採建置 ICT教學環境系統，分為教室

數位及行動數位兩部分。運用學校 server及數位資訊設備，

在教室以 10吋平板(一人一機)、電子白板、IRS與即時診斷

系統來實施。行動學習部分，以 7 吋平板電腦作為學習載具，

運用軟體、雲端影片資料庫平台(網頁、測驗、教材庫)、網路

等雲端服務來架構圖文、影音實境遊戲化行動學習課程。另

外，在校園建置數位學習角，讓學生在步出校外進行數位探索

前，可先熟悉行動學習。 

雲端個性化

學習環境線

上測驗之行

動學習成效

評量 

本課程實踐整合個性化學習環境、探究學習、行動學習理論。

在課程中學習者自己安排的戶外學習過程。本課程以 2012年

7月於臺北市永樂國小所辦理暑期遊學營的 86名來自臺北市

16所學校的高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系統中涵蓋文字、圖、

影音及動畫的數位學習內容，讓學習者運用平板電腦、AR導

覽及 QRcode(二維條碼)科技，進行個性化探索課程。 

研究方法上採觀察記錄、教師伴隨學生二對一實驗協助，學習

動機、學習滿意度是透過發展問卷進行施測。學習成就評量是

透過網路連結線上測驗題庫，可後傳資料庫做評估分析。 

專家與生手

教師使用平

板電腦教學

模式與學生

學習成效分

析 

本研究關注於專家與生手教師於使用平板教學與學習模式為

何? 學生學習成效之差異為何? 

本研究目的探討專家與生手教師運用平板數位與傳統講述式

教學對國小高年級學生學習成就的相關性。研究對象為專家與

生手教師各一位，及學生共 85名。兩個單元八節課。以 t檢

定、積差相關統計分析。 

結果顯示：1.專家相較生手老師，學生分數較穩定，使用平板

教學分數較高。推測專家教師熟悉原模式，轉換平板教學也易

上手 2.生手教師使用傳統教學明顯比平板教學有更好效果 3.

若安排專家教師輔導生手教師熟悉平板教學模式，或增加觀

摩，可讓其迅速成長。 

以自由軟體

與雲端概念

設計實境遊

戲探究學習 

以數位學習概念出發，結合實境任務式遊戲學習是教育場域的

新趨勢。其前進的步伐快慢取決於這樣的模式能否簡易、大量

及快速的複製。本研究場域以臺北市永樂國小經營發展特色課

程的目標為例，運用自由軟體與網路雲端來設計行動學習課

程。研究顯示： 

1.整合自由軟體與雲端來建構數位課程是可行、降低成本的。 

2.運用此模式可大量、快速的複製成功經驗到中小學校裡。 

3.模式中關鍵因素在於活化教師社群的成長，教學設計與內容

是教師專業及群體智慧的產能，是自由軟體與雲端無法取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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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增實境之

教學導覽應

用─以大稻

埕文化體驗

營為例 

以臺北市永樂國小的大稻埕體驗營為例，透過行動載具、擴增

實境及教學伺服器等技術開發「大稻埕 app」學習應用程式，

期以故事性、遊戲性及互動性等方式，將影音、動畫及線上測

驗等鄉土教學及文化導覽教材整合應用，達到寓教於樂、記錄

學習軌跡、自主性學習等之數位學習目標。 

 

    

教學主題網頁資

訊豐富 

自製MPBL行動學

習地圖 

網站平臺提供學

生學習 

教學活動結合多

方資源 

 

(三)學生具體能力、課程願景與質化能力指標對照 

本課程依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編擬與配合學校願景下，達成以下能力指標： 

第四條：培養表達、溝通和分享的知能。第七條：增進規劃、組織與實踐的知能。

第八條：運用科技與資訊的能力。第十條：培養獨立思者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表二 大稻埕校本課程與學校願景、學生具體能力之對照 

課程 

願景 

具體質化能力 

培養表達、溝通和分享的知能 

增進規劃、組織與實踐的知能 

運用科技與資訊的能力 

培養獨立思者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知識力 

知

識 

一~六年級大稻埕校本課程：

每學期綜合 6-12節課 

 
小小解說員導覽解說 

情

意 

大稻埕社區活化、社區營造 

史蹟文化保存與創新 

技

能 

小小解說員(3-6年級) 

大稻埕埕史蹟解說員 

資訊力 

知

識 

運用 App、雲端、自由軟體 

平板記錄圖文、影像、聲音 

 
使用平板實境踏查 

情

意 

深入課程點、店家體驗 

記錄人文心得與感動 

技

能 
製作個人電子書、遊記 

社會力 

知

識 

大稻埕在地專題採訪計畫 

(仿科展形式) 

 
發表網界專題網頁 

情

意 

探究與合作學習 

小記者：蒐集、採訪、記錄 

技

能 
大稻埕專題網頁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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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力 

知

識 

遊學地圖 

旅遊手冊 

 
  手作書作品規畫大埕小遊 

    成果展         路線 

情

意 

規畫「大埕小遊」路線 

最佳導遊、旅遊書選拔 

技

能 

製作手作遊學尋寶書 

製作大埕小遊電子景點書 

(四)課程達成之效益 

效益類別 具體成果 

1 量化效益 

(1)完成全年級「大稻埕文化數位課程」內含 107個數位化教

案教材、54個 PPT素材及另設有網路教案教材平臺。 

(2)建置數位遊學網頁平臺、光碟及特色書籤。 

(3)籌組大稻埕遊學趣產學社群，成功整合至少 50項社區資源

進入浥注本課程。 

(4)全校親師生參與本數位校本課程人數達 1200人以上。 

(5)近三年參與本課程的校際、國際性交流團體達 30個。 

2 質化效益 

(1)讓教師從課程教學角色成為持續發展、省思、再創新角色。 

(2)讓學習者成為課程中的認同者、研究者、解說者。 

(3)成功完成自學校校本課程出發，延展至全市性假期梯隊課

程，乃至達成校際、國際性交流課程。 

(4)學校成為社區引領者，社區成為學校助益者，成功凝聚社

區共同意念及願景。 

3 
課程實務

效益 

(1)發展數位學習光碟、建置網頁學習平臺。 

(2)自編全年級大稻埕校本課程模式、課程(教材、教案、教具)

融入綜合領域課程。 

(3)研發三種戶外數位學習模式：實境體驗學習、遊戲闖關學

習、自主探究學習。 

(4)發展三種戶外數位學習活動：尋寶故事探險、線性探究遊

學、非線性自主學習。 

(5)指導學生運用大稻埕課程進行研究，以 MPBL教學模式發展

在地專題成果網頁。 

4 
循環永續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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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新成果 
(一)學生學習成果屢獲佳績 

指導學生發展在地專題研究，截至 2015年為止，產出「布能說的秘密」、「非

泛飯之輩」、「天賦異餅」、「杯中有新機」、「藥中有乾坤」、「佳偶自天成」「南

北饗珍饈—漫談迪化街南北貨」、「巧手奪天工—聶隱娘的裁縫師」等八件

在地研究。並參與相關競賽，均獲致國內外佳績。 

(二)優異課程亮點，行銷在地文化 

近年來，本課程團隊發表數篇論文及論壇分享成果如下： 

1.APP作為行動學習平台探究--教育傳播與科技研究期刊(2015已接受)。 

2.大稻埕少年探險隊課程案-數碼遊戲化學習國際學術研討會最佳課程獎。 

3.「遊戲、數位、探究：無所不在之行動學習與 ICT教學環境系統學習成效

評測」參與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研討會論文發表。 

4.「佳偶自天成」探索網頁 榮獲台灣區網界博覽會金獎 以及 2013國際網

界博覽會地方觀光資源組白金獎第一名。 

5.「百年大稻埕 數位遊學趣」方案 榮獲 教育部教學卓越金質獎。 

6.「以自由軟體與雲端概念設計實境遊戲探究學習」發 2014於全球華人資

訊論壇(GCCCE)中小學論壇。 

7.「學生多元展能」及「課程教學領導」「綜合活動領域」三項獲 2013、 

2014InnoSchool、GreaTeach全國學校經營創新 KDP國際認證獎。 

(三)成功整合「產官學民研」合作 

1.建立大稻埕 k12課程聯盟系統、大稻埕遊學趣產學社群。 

2.引進教育部人才培育計畫，成為大學單位的實作場域。 

3.發展完成「遊學大稻埕 APP」學習版及觀光版。 

4.整合「產官學民研」成功提案經濟部數位內容產業計畫：巷弄 Papago-戲

說台灣的百街人情位。 

伍、結 語 

教師教學型態的翻轉，課程的數位化，紙本的教材電子化、網路化均是未來

趨勢。本課程期望能藉由自編教材的發展，課程教學的實踐，自由軟體的蓬勃運

用、雲端介面的逐步成熟，平板電腦的技術日新，加上持續活化學校教師學習社

群力量，永續經營聯外資源互補成效，在有系統的整合運用下，創造區域性藍海

教育。 

「一路走來，始終如一」，教育是點亮一枝蠟燭，也是一段永無終點的馬拉

松接力賽。本校也期望藉由「十年發展，百年志業」的大稻埕數位課程發展歷程，

能夠推展至本校其他課程之研發進程，在可預見的永樂未來，讓教師永保教育熱

情之火，照亮每位學生頭頂上的那片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