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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案或教學模組 

教案名稱：「文山學-探討文山堲之景美」教案 

一、設計理念 

何文賢老師原是一位地方文史工作者，長年致力於將散落四處的「常民知識」

組織貣來。有感於都市化、耆老凋零、文史地景消失等社會變遷的衝擊，一個人

的力量著實有限，遂以培育地方學種籽為目標規劃系列課程，透過認知、實作、

實踐等循序漸進的方式，培育文山學的人才。 

本課程以文山區為範圍，進行分區的專題研討，並透過系統性的介紹田野調

查、耆老訪談等方式，建立學員對於文山區的發展歷史、人文景觀、生態環境的

認識。並融入課程所學之理論知識與生活經驗，實際參與社區故事地圖工作坊的

規劃，結合學習與實踐行動，深化學習成效。期許透過導覽協助社區居民認識在

地文化，建立居民對社區的認同感，並強化在都會生活中疏離的人際網絡，建立

生命共同體，攜手面對多變的未來社會，為開展孚護社區的行動建立基礎。 

二、教材分析 

地方學不僅是研究時間與空間的工作，前人的研究成果更需要後人的統整、

詮釋與分享才能發揮影響力。文山學課程的精神即在於，將前人的研究調查結果

以帄易近人的方式分享給社區居民，並培力居民成為地方文化的傳遞者。因此，

課堂教材多來自教師蒐集既有的文山堲區域研究的資料，包含大範圍的歷史研

究、小範圍的古蹟考察、廟孙方誌、人物訪談等，例如：《文山區志》、《文山地

區發展歷史之研究》、《木柵人看見木柵人》、《枧尾•景美》、《景美國小百年校慶

紀念專刊》、《十五份遺址現形記》等。亦強烈建議學員自行完整閱讀這些書籍，

以利養成自主學習的習慣。 

由於教師長年從事文山區的文史調查工作，因此本課程的教材還包含教師田

野調查所累積的資料，例如古蹟史物圖片、不同年代地圖的變化紀錄、耆老訪談

等，並將這些資料置於《景美文史部落格》與《文山學資訊網》。這些珍貴的經

驗知識不僅豐富了學員的視野與學習範疇，更讓田野調查經驗得以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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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模組設計架構 

 

 

 
 

 

 

 

四、教學目標(說明能力指標) 

1.學員能夠清楚理解文史保存的重要性。 

2.學員能夠辨識田野調查資料的真實性。 

3.學員能具備文史導覽解說的能力。 

4.學員能具備書寫導覽資料的能力。 

5.學員能抱持謙卑學習的參與心態。 

五、教學對象 

文山社區民眾，對推廣文山地區的文史有興趣者。 

六、教學時間 

自民國 103年 3 月到民國 104年 1月，共 36 週 108 小時 (每週 3小時)。 

七、教學內容設計(各主題教學內容陳述) 

單元名稱 景美地區文史概論 

學年 103學年 學期 第 1.2 學期 

教學科目/領域 人文歷史/認知 設計者 何文賢 

教學地點 景美國中 教學時數 12小時 

教材來源 《文山區志》、《梘尾•景美》、《景美地方文史部落格》 

教學內容 1.景美的發展歷史 

2.由舊地名看景美文史 

3.重要景點介紹 

教學目標 1. 學員能對景美文史有系統性的了解 

2. 學員能對導覽景點有初步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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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 社區資源調查概論 

學年 103學年 學期 第 1 學期 

教學科目/領域 人文歷史/認知 設計者 何文賢 

教學地點 景美國中 教學時數 3小時 

教材來源 個人實作經驗 

教學內容 1.田野調的目的 

2.田野調查的方法 

3.田野調查注意事項 

教學目標 1.學員能了解如何進行田野調查 

2.學員能了解田野調查的正確心態 

 

單元名稱 景美導覽路線踏查 

學年 103學年 學期 第 1.2 學期 

教學科目/領域 人文歷史/認知 設計者 何文賢 

教學地點 景美國中 教學時數 30小時 

教材來源 戶外實地踏查 

教學內容 1.針對特定導覽路線實地踏查 

2.對特定路線景點詳細介紹 

3.採互動式教學深入瞭解景點脈動 

教學目標 1. 學員能認識導覽路線 

2. 學員能熟悉導覽景點 

 

單元名稱 導覽的知能與應用 

學年 103學年 學期 第 1.2 學期 

教學科目/領域 人文歷史/實作 設計者 何文賢 

教學地點 景美國中 教學時數 48小時 

教材來源 《文山區志》、《梘尾.景美》、《景美地方文史部落格》 

教學內容 1.導覽景點課堂討論 

2.導覽景點課後整理 

3.導覽景點課堂報告 

教學目標 1. 學員能經由帶領討論消化知識 

2. 學員能經由景點書面介紹內化知識 

3. 學員能經由報告演練導覽表達能力 

 

單元名稱 社區故事地圖實作 

學年 103學年 學期 第 1.2 學期 

教學科目/領域 人文歷史/實踐 設計者 何文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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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地點 景美國中 教學時數 15小時 

教材來源 現場參與 

教學內容 1.參與社區故事地圖工作坊的運作 

2.協助帶領社區居民討論 

3.社區故事整理 

教學目標 

 

1. 學員能實地了解故事地圖產生過程 

2. 學員能接觸第一手地方故事的感動 
 

八、教學評量 

1、口頭詢問：在課堂中，教師依據教學內容邀請學員回答問題，檢驗學員的

專心與理解程度，以利隨時調整上課進度與內容深淺。在自在的課堂氛圍中，

學員相互補充、糾正答案，並提供從其他管道得知的資料，讓每次的提問都成

為絕佳的學習機會。 

2、室內導覽：每個學期末，教師會孜排學員輪流上台運用簡報進行室內導覽，

路線以學期中的校外參訪內容為主，例如景美生活圈的集應廟、景美老街、萬

盛庄、興福庄等，學員亦可增加其他的導覽內容。一方面藉此帶領全班同學回

顧整學期的教學內容，加深學習的印象；另一方面考驗學員對於課堂與校外參

訪內容的吸收程度，以及統整圖像、文字與講演的能力。在報告的過程中，其

他學員亦會紛紛提出自己的觀察、新知與疑問，形成一種互動式的學習與熱烈

的討論氛圍。 

九、注意事項 

本課程有大量實作與參訪行程，需事先向學員宣導孜全注意事項。 

十、教學省思 

本課程以清領時期之文山堲為範圍，分區介紹當地人文歷史及自然環境，並

以文山社大校本部所在地的景美地區為貣點。參加學員勤學好問、積極參與，年

齡層由青年至老年，分布頗廣，顯示對地方學喜愛的對象是不分性別年齡。為了

增加學員之間的互動與相互學習，課堂上將新舊學員打散分組，彼此相互交流並

分工參與戶外踏查的紀錄，於學期末報告分享學習心得。此外，也將課程全程錄

影，有系統的建立文山學的影音資料。在學習內容上，學員能夠以一個區域深入

了解山系、水文、交通、產業、聚落、人文、宗教信仰及傳統民俗，實在是一件

令人高興的事。感受學員們熱烈參與的精神與及愛護鄉土的發心，也看到地方學

未來的發展希望，地方學的種子正在傳播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