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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國文單元學習活動設計 

課程名稱：郁永河〈北投硫穴記〉（翰林版）     授課年級：高一 

單元名稱：從郁永河踩硫履跡看見台灣（第一部分）設計者：育成高中鄭毓瓊 

實施時數(小時)：兩節(共 100 分鐘) 

社群成員：劉桂光、鄭美瑜、黃琪、蒲基維、廖美娟、林雅婷 

 

一、設定學習目標和結果 

課程目標  

一、 大致了解郁永河來臺的背景與當時臺灣的開發狀況。 

二、 認識《裨海紀遊》的文獻與文學價值。（以上為第一部分） 

三、 欣賞郁永河對北投地形景觀與硫穴的細膩描寫（第二部分） 

 

大單元的大概念？  大單元的基本問題？ 

1.台灣古典文學（清代散文） 

2.遊記文學 

3.記體文學 

 1.中國（清）人眼中的台灣？ 

2.台灣（古典）文學的特色與價值為

何？ 

3.遊記文學的內涵為何？ 

 

 

小單元知識  小單元的情意和技能 

1.了解郁永河來臺採硫的背景。 

2.認識郁永河遊臺歷程，及當時台灣

的自然環境與人文特色。 

3.認識郁永河眼中的台灣西部風土

民情與文化，並引導思考郁永河

所觀察觀點與角度。 

4.認識《裨海紀遊》的歷史文獻及文

學價值。（以上為第一部分） 

5.理解作者運用順敘寫實筆法，以

「空間轉換」與「不同角度」層

層深入記錄探訪硫穴過程。 

6.學習利用各種感官摹寫來描摹不

同的景觀特色，使讀者有真實感

受。（以上為第二部分） 

 1.體會郁永河的冒險家精神。 

2.思考如何欣賞尊重不同文化。 

3.引導學生能對台灣土地產生觸動及

感動，使學生能從不同角度視野欣

賞台灣之美。 

 

二、學生特性 

先備知識             班級特性 

1.國中曾學習台灣歷史，瞭解清領時  1.116 為本校學藝文創專班，國、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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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台灣發展，應認識台灣古地

名。 

2.學過〈桃花源記〉及〈醉翁亭記〉

兩篇記體文章。 

3.學過劉克襄〈古橋之戀〉，對記錄

台灣鄉土有初步認識。 

 

科及特色選修課程，以小組協同、合

作方式進行學習。 

2.逐漸適應小組對話討論及課堂發表

的課程進行模式。 

3.盡量以教師投影派題、口頭提問，學

生自行記錄筆記方式，取代學生寫學

習單的模式，部分同學已建立主動記

筆記並課後重新統整筆記的習慣。 

 

三、評量方式與規準 

評量                    診斷規準 

(如：實作、測驗、問答、作品、報告、學習單等)  

1.問答 

2.小組活動學習單 

3.個人活動作業 

4.筆記 

 1.良好的對話品質：能聆聽他人意見並

給予回應，並能適當表達己見。 

2.能透過口說或書面方式具體呈現自

己的想法與觀點。 

 

四、使用器材/工具 

電腦、投影機、學生用小白板與白板筆、A4 白紙與彩色筆、小組學習單、補

充講義、作業單、錄影機、相機 

 

五、學習活動 

活動名稱 

(時間) 
內容描述、流程、時間 

學習指導 

注意事項 

「他們」怎麼

看台灣？ 

（20 分鐘） 

第一節課 

【內容描述】 

藉由觀察不同特色的古地圖，引導學生思考這些繪

製地圖者（國家）是用什麼眼光、角度來看台灣？

從地圖上的不同變化，去推測思考繪圖者（國家）

背後所代表的文化社會心理。 

 

【流程】 

1.看地圖 ppt，口頭問答引導。 

(1)不同繪圖角度：橫躺（台灣在上方，中國在下方）

/直立的台灣。 

(2)不同的繪圖身份（不同目的）：荷蘭人/法國人/美

國人/日本人眼中的台灣（軍事戰略、資源掠奪、

1. 引導學生思

考：即便都是

以台灣為焦

點，但每個人

會從各自「不

同角度」、「不

同 觀 點 立

場」、「不同需

求」來觀察、

記錄認識這個

土地。 

2. 如果學生無

法判讀回答地

圖上所呈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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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海、傳教士…）。 

(3)對台灣理解程度不同：台灣輪廓有誤、東部空

白、明確標出生熟番界線、標注各項資源。 

（15 分鐘） 

2.請學生自由發言：看完以上地圖的感想。（5 分鐘） 

資訊，並沒有

關係。 

你好，我是郁

永河！ 

（15 分鐘） 

【內容描述】 

閱讀郁永河資料後統整資訊，能分析：郁永河性好

冒險、來臺原因及目的。 

【流程】 

1.提供三筆關於郁永河的資料（「臺灣通史」卷三四

―流寓列傳（郁永河傳）、「清郁永河採硫處」碑

文、〈裨海紀遊〉），請學生閱讀完畢整理資訊內

容。（5 分鐘） 

2.請小組在 3 分鐘時間限制下，依據資訊內容並發

揮創意，為郁永河設計一張具個人特色的名片（發

A4 紙）。（5 分鐘） 

3.挑選兩到三組分享，下課後請各組張貼牆面分

享。（5 分鐘） 

1.三筆資料各

約百字，素材

重複性高且簡

單，目的讓學

生練習快速歸

納，過濾資

訊。 

2.小組進行名

片設計需限

時，不求精

美，而以精準

傳達資訊為

優。 

3.需準備 A4白

紙與彩色筆。 

三百年前陸客

自由行（1） 

（15 分鐘） 

 

【內容描述】 

節選〈裨海紀遊〉中郁永河來臺採硫的過程片段，

讓學生分段閱讀，以了解其背景。 

【流程】 

1.發給小組每人不同片段（三到四條）資料，請學

生閱讀完畢，並圈出關鍵詞，鼓勵程度佳者可嘗

試歸納資訊重點。（8 分鐘） 

2.傳給右手邊同學，進行第二輪閱讀，可為前位同

學補充關鍵詞或重點。（5 分鐘） 

3.回收紙條並提醒下次上課需講解給同學聽。 

1.13 段選文各

有長短難易，

鼓勵學生找關

鍵詞推測，不

需逐行逐句都

看懂。 

2.每位學生拿

到的片段用不

同顏色區別。 

3. 快速完成的

組別，可繼續

第三輪或自由

討論內容。 

三百年前陸客

自由行（2） 

（40 分鐘） 

第二節課 

【內容描述】 

1.透過對應路線地圖及採硫資料，除排出正確順序

外，更協助了解古今台灣地名。 

2.引導學生掌握郁永河所見自然地貌及人文景觀的

1.補充資料需

提供古今地名

對應表。 

2.左列流程第

三點，是否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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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微變化，進而理解郁永河觀察思考的角度與心

態。 

3.能認識郁永河〈裨海紀遊〉在文學及歷史的價值。 

【流程】 

1.教師簡要說明郁永河來台採硫路線，向全班提

問：郁永河是走水路還是陸路？引導學生思考為

什麼選擇走陸路？。（3 分鐘） 

2.請同學講解自己的資料內容給同學聽，一人 1～2

分鐘。（5 分鐘） 

3.提供路線地圖及上節課的紙條，請各小組將 13 條

資料貼在正確的地圖位置，並寫上代號。（7 分鐘） 

4.向全班口頭提問：郁永河走這條路線時，他一路

的經歷為何？ 

5.請學生從〈裨海紀遊〉選文資料，進行小組討論：

從閱讀郁永河的紀錄中，可知他沿途觀察到什

麼？發現了什麼？做了什麼有意義的事？（8 分

鐘） 

6.發下台灣竹枝詞、土番竹枝詞講義。教師簡單介

紹竹枝詞的概念，說明郁永河曾創作台灣竹枝

詞、土番竹枝詞，請學生閱讀。（7 分鐘） 

7.請學生綜合〈裨海紀遊〉選文與竹枝詞兩項資料，

進行討論： 

(1)郁永河是以什麼角度、觀點（心態）來認識台灣？ 

(2)你怎麼評價郁永河這趟旅程及他所留下來的紀

錄？（5 分鐘） 

8.全班討論，自由發言。（5 分鐘） 

看遙測地圖動

畫？待討論。 

3.左列流程第

六點。希望能

引導學生思考

到： 

(1)郁永河作為

外來者雖然難

脫漢人的優越

感，但他仍能

帶著不同的眼

光來發現欣賞

台灣的特別之

處。 

(2)郁永河沒有

現代人的各種

工具，但他卻

能不畏艱難、

踏實地用腳來

踏查認識台

灣，更見其不

易。 

4.流程第 6.7.點

為本單元

jump 題。 

用腳認識台

灣，用心記

錄台灣 

（10 分鐘） 

【內容描述】 

1.引導學生思考，在郁永河 300 年後的現住民怎麼

看待自己生活的台灣。 

【流程】 

1.播放約 1 分鐘台灣新聞片段，引導學生思考平時

我們是怎麼看台灣。引導學生思考做為台灣現住

民，總帶著批評的眼光來看台灣的不好，多批評

少讚美。 

2.播放：齊伯林〈看見台灣〉（用鳥目看台灣，4 分

鐘）口頭提問：你有想過你會飛嗎？如果我們會

飛，所見的台灣會是什麼樣子。 

引導學生思考：如果我們能拉升高度看台灣，嘗

1.兩段影片引

導思考台灣何

去何從：「巨觀

（鳥目）台

灣」：打開視

野、改變角

度；永續守護

台灣（看見天

地自然）。「微

觀台灣」：聽見

台灣的心跳

聲，引導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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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把生活環境「陌生化」，或許就能以不同眼光與

視野，看見不一樣的風景（更高、更遠、更清楚）。  

3.播放：蔡依林〈台灣的心跳聲〉（用心看台灣，2

分鐘） 

4.口頭提問：在這兩部影片中你分別看到了什麼？

請思考兩者所呈現的內容有什麼不同？（若時間

不夠，請學生寫在筆記當中） 

5.交待作業：請週邊生活環境為素材，拍一張具有

人文或自然特色的照片，並以後製標上「一句話」

作為照片標題。在作業單上，需貼上照片，並以

100 字以內說明創作理念：「用○看台灣」（我用○

看台灣，我為什麼拍這張照片？我看見了什麼？

我要傳達什麼？）（10 分鐘） 

找到觸動及感

動（看見人文

文化） 

2.交待作業引

導時，可提到

深耕閱讀課秀

鳳老師曾分

享：沈芯菱的

草根台灣。 

3.作業繳交後

希望能將全班

作品印成紙本

書或製成簡易

電子書，呈現

學習成果。 

備註：學習活動之進行宜注意 

一、 活動設計融入「導入→開展→挑戰」的教學歷程。 

二、 教學設計重在培養學生探究、合作、表達的能力。 

學生事前預習   課後作業 

無 

 

 

 

 「用○看台灣」作業單 

 

參考資料或學習單 

課程設計參考資料 

備註：學習活動設計宜注意以下要項 

1.哪些學習經驗和指導會使學生能夠達到所期待的結果？ 

2.學生先備知識和興趣有哪些？我對他／她們的期待為何？如何符合個別不同

的需求、興趣和學習者的能力? 

3.如何吸引學生並維持他／她們的興趣?  

3.要提供哪些概念及議題讓學生探究、合作和表達?  

4.要提供哪些再思考和修正理解的學習?  

5.要提供哪些讓學生評估他／她們的作業、任務和意義?  

6.如何找到好的起始點及極大化持續的參與，和幫助學生有效的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