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400主題優良教案甄選 

 

一、 教案名稱：走讀永保安康 

 

二、設計理念： 

以台鐵紀念車票「永保安康」為主軸，探討其中的語言意涵的同時，也帶

領學生認識永康和保安兩火車站的歷史與保存意義，並在當中提取元素，透過

美術教育，以版畫的創作形式，為車站重新定一個新的意向。 

珍視傳統：台南鐵路早期到現在的演變，永康和保安兩火車站分別因為人

口的增加、遺址的發現和製糖業的起落而分別有不同的歷史價值，透過實地走

訪兩站，用情境闖關的方式，引導學生認識歷史，培養學生成為歷史的探索者、

觀察者。 

開創當代：永康和保安兩車站，因吉祥語車票「永保安康」 而連接起來，

一個是具歷史的紀念意義，一個是語言的紀念意義，從實地走訪蒐集的材料中，

重新提取新的意義，引導學生將兩者結合，定義新的紀念價值。 

展望未來：永保安康紀念票已經沒落，只有在遇到特殊日子（雙10，雙11）

才能再現搶票人潮，藉由一系列的探查活動和早期車票的活字印刷術導入到版

畫創作，以版畫的創作形式為永保安康紀念車票重新設計一個圖像。 

  



 

培養學生成為歷史 

的探索者、觀察者。 

 

 

培養學生成為語文的解

讀者。 

 

培養孩子成為圖像的設

計者。 

1. 認識車站和周邊

遺址的歷史 

2. 理解產業發展對

地區的影響 

1. 認識活字印刷術 

2. 理解版畫的特性 

3. 能使用版畫技巧製

作一張版畫作品 

1. 介紹保安和永康

兩車站的歷史。 

2. 介紹早期產業發

展對地名、建設的

影響。 

1. 認識吉祥用語。 

2. 講解吉祥用語的意

涵。 

1. 從車票早期的活字

印刷術出發，帶領孩

子認識活字印刷術。 

2. 教導學生橡皮擦版

的雕刻和印製技法。 

3. 以「我印象中的永保

安康為主題」，製作

一張版畫車票。 

永保安康是永康和保安兩站名

字結合而成的吉祥用語，具紀念

意義。 

將語文的含意融入歷史圖像，藉由

藝術創作的形式，重新結合、設計

成具體的圖文車票。 

1. 認識吉祥用語 

2. 理解並欣賞吉祥用

語 

三、設計架構：含學習目標概念分析與架構圖 

 

 

 

 

 

 

 

 

 

  

走讀永保安康

歷史領域 國文領域 藝術(視覺)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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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活動設計： 

實施年級 國中二年級 總節數 共 8 節，8.5小時 

實施人數 30人 

核心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藝-J-B3 善用多元感官，探索理解藝術與生活的關聯，以展現美感意識。 

學

習

重

點 

學 習

表現 

 視 1-IV-4 能透過議題創作，表達對生活環境及社會文化的理解。 

 視 1-Ⅳ-2 能使用多元媒材與技法，表現個人或社群的觀點。 

 視 2-Ⅳ-3 能理解藝術產物的功能與價值，以拓展多元視野。 

議題 

學

習

主

題 

 戶外教育：有意義的學習 

實

質

內

涵 

 戶 J2 擴充對環境的理解，運用所學的知識到生活當中，具備觀察、描述、

測量、紀錄的能力。 

臺 南

400 

 珍視傳統：台南鐵路早期到現在的演變，永康和保安兩火車站分別因為人口的

增加、遺址的發現和製糖業的起落而分別有不同的歷史價值，透過實地走訪兩

站，用情境闖關的方式，引導學生認識歷史，培養學生成為歷史的探索者、觀

察者。 

 開創當代：永康和保安兩車站，因吉祥語車票「永保安康」 而連接起來，一個

是具歷史的紀念意義，一個是語言和數字的紀念意義，從實地走訪蒐集的材料

中，重新提取新的意義，引導學生將兩者結合，重新定義紀念價值。 

 展望未來：永保安康紀念票已經沒落，只有在遇到特殊日子（雙 10，雙 11等）

才能再現搶票人潮，藉由一系列的探查活動和早期的車票印刷方式的介紹，以

版畫的創作形式為永保安康紀念車票重新設計一個新印象。 

所 融

入 之

學 習

重點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材的表現技法。 

 視 E-Ⅳ-4 環境藝術、社區藝術。 

 視 A-Ⅳ-3 在地及各族群藝術、全球藝術。 



與其他領域

/科目的連

結 

 歷史領域 

 語文領域 

教材來源  永康地政事務所 https://www.facebook.com/YONGKANG.LAND/posts/841785515

929522/?locale=zh_CN 

 國中藝術 翰林版 二年級視覺藝術 第三單元版中有畫 

 國中社會 翰林版 二年級上下冊歷史 

教學設備 /

資源 

PPT(歷史資料)、永康及保安兩站的歷史脈絡相關資料、橡皮章、雕刻工具材料包、

印墨 or印泥、學習單、麥克風、投影設備 

學習目標  認識永康、保安車站及周邊蔦松文化之區域歷史 

 理解並欣賞吉祥用語 

 能運用車站本身或區域特色，設計新的圖案意象 

 能使用版畫雕刻技巧，製作橡皮膠版版畫 

教學型態 □ 個別班級教學 □ 班群教學 □ 全學年教學活動 

□ 跨學年教學活動 ■ 戶外教學 □ 其他 

教學活動 

（單元/節次）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實施時間 

第一節 

 

阿公阿嬤的

通勤時代 

 引導活動： 

1. 引導思考 

(1)讓學生觀看早期蒸汽火車和現今電汽火車

的圖片。 

(2)你們覺得這兩種火車分別是用什麼能源發

動的？ 

(3)你們覺得火車除了載客還有哪些用途呢？ 

2. 介紹台南鐵路發展概況：台南早期糖業發

達，鐵路的用途除了載客，也作為運輸糖業物

料的用途，1909年在仁德區設置了車路墘製糖

所，也就是現在的十鼓文創園區，糖業的發展

也造就了鐵路的發展。 

引導活動20分鐘 

介紹活動流程10分鐘 

共30分鐘 

https://www.facebook.com/YONGKANG.LAND/posts/841785515929522/?locale=zh_CN
https://www.facebook.com/YONGKANG.LAND/posts/841785515929522/?locale=zh_CN


 介紹活動： 

(1)本次活動主題為「走讀永保安康」，讓學生根據

學習單上的線索，逐一到車站指定地點尋找答

案，完成手冊內容。 

(2)下半天，以「我印象中的永保安康」為題，用

學生們收集的車站特色資料為紀念車票設計新

的樣貌。 

(3)提醒學生戶外教學守則：不脫隊、保持禮貌、

貴重物品隨身攜帶。 

第二到四節 

 

走吧！去尋

找火車的軌

跡 

 實地走訪車站： 

 1.永康火車站： 

第一關：跨越時空的對話。教師會先在車站設立指

定地點和指派一位關主老師，關主老師必須擔任歷

史解說員，向學生介紹歷史，而第二關：靈感蒐集，

學生要依手冊上的線索找到對應答案。 

 (1)關主老師任務： 

介紹永康火車站歷史、舊地名由來以及蔦松遺址。 

以口述的方式引導學生完成學習單的問題。 

 (2)探索時間： 

引導讓學生根據學習單提供的線索去蒐集並記錄

車站和周邊店家(限紀念車票發售店)的特色，以作

為下午車票設計的素材。 

 

 2.保安車站: 

 (1)關主老師任務： 

介紹保安火車站歷史、車站設置歷史以及介紹吉祥

用語，讓學生了解永保安康紀念車票意涵和由來，

全程以口述的方式引導學生完成學習單的問題。 

 

 (2)探索與思考時間： 

由於主題是「我印象中的永保安康」，引導學生思

考除了學習單上的靈感資料，還有哪些特色值得記

第一部分 

介紹永康火車站歷史和永

康區名字的由來： 

5分鐘 

蔦松遺址介紹： 

5分鐘 

探索時間： 

40分鐘 

 

共計50分鐘 

 

第二部分 

介紹保安車站歷史 

5分鐘 

吉祥用語和紀念車票介紹 

5分鐘 

 

探索時間： 

38分鐘 



錄下來，比如:紀念碑上的字體很特別、車站的椅

子造型、月台柵欄的設置等等。 

第五~七節 

我印象中的

永保安康 

 1.舊式火車票卡：活字版印刷認識 

(1) 介紹傳統車票的印刷技術 活字印刷： 

以 PPT 形式搭配圖片介紹，讓學生認識活字印

刷技術和版畫的特性。 

(2) 傳統車票的紀念價： 

複習紀念車票的意涵，分析傳統和現代車票的

區別，讓學生理解紀念車票的保存價值。 

 

 2.我印象中的永保安康：設計永康~

保安車站藏書票 

(1)統整資料： 

複習早上的課程內容，引導學生彙整學習單的

靈感素材。 

(2) 草圖設計： 

利用學習單上的素材，可用質感(保安車站的木

頭質感)、特色圖案(蔦松遺址人面陶圖案)、或

是將字體重新設計，製作一張車票尺寸的版畫。 

(3) 刻板製作和印製： 

講解橡皮擦版製作方法。 

(4) 作品發表： 

將作品簽上姓名，讓學生自由上台發表作品，

講述創作理念。 

 

第一部分 

活字版印刷介紹； 

 

第二部分 

藏書票設計: 

 

統整資料 

5分鐘 

草圖設計 

40分鐘 

刻板和印製 

40分鐘 

作品發表 

5分鐘 

 

 

 



五、教學成果與省思：  

永康到保安，剛好都在台南行政區域內的兩個火車站名，因為吉祥的

寓意連接在一起，有趣的是兩站都在不同性質下崛起，人口數逐漸地增加。

身為永康或保安在地的人而言，雖然都是熟悉的地方，兩邊的車站規模也

都不大，但也因吉祥語意的名字曾經也湧入大量人潮。 

藉由這次的課程設計，學生親自走訪，了解所身處的地方，發現兩個

行政區以及車站附近的故事和遺址。帶領學生走讀之餘，能夠看見家鄉的

發展軌跡，了解台南鐵路中的演進歷史，進而去研究其中的脈絡與文化，

另一方面，製作紀念車票的印刷方式”活字版印刷”帶入課程和課本版印

的內容當中，藉由這次課程讓學生設計與永保安康相關的版印作品，讓學

生在課堂中除了學習地方人文，同時更廣泛汲取知識，認識家鄉的人文。 

經過時代的演變影響，忙碌的社會現象，大家對於這樣的特色已是走

馬觀花，很少駐足下來去品味及欣賞，了解其深層意涵，因此逐漸被遺忘

和沒落。在最能夠吸收知識的年紀中，透過實地走訪，更能去增加對於家

鄉特色的記憶點及可看性，同時思考能給予什麼樣的回饋保留當下的環境

及文化特點。 

 

  



 

六、參考資料：（含網路資源，請參考 APA 格式撰寫）： 

周彥廷 (2021)。地名故事 取自永康地政事務所，網址：

https://ykland.tainan.gov.tw/cp.aspx?n=29833 

曾于宣 (2022)。永康火車站下的蔦松遺址：日本時代的發現。發現史前館

電子報，第465期 取自

https://beta.nmp.gov.tw/enews/no465/page_02.html 

 

 

七、附錄： 

PPT教學內容 

     

     

https://ykland.tainan.gov.tw/cp.aspx?n=29833
https://beta.nmp.gov.tw/enews/no465/page_02.html


     

     

     

     

 

 



一、 任務的開端 

    黃羌埔阿公是永康區的居民，在年輕時曾是台鐵的一員，某天身為主角的你，發現羌埔

阿公在盯著一張車票嘆氣，尋問原由，原來是紀念車票的沒落讓阿公感到遺憾，「永保安康」

雖然是極具祝福意義的車票，但現在只有在特殊節日：雙十一或是雙十節等有含意的日子才

會有人潮購買，平常只會是默默無聞的車票，阿公希望永保安康這張紀念車票能夠有更多的

紀念意義，所以他委託你一項任務，那就是蒐集永康和保安兩車站的歷史特色，將這些資料

和永保安康做結合，重新設計一款紀念車票，讓永保安康在平常日子也能光發熱吧！ 

 

二、 任務內容 

1.穿越時空的歷史對話： 

    我們將實地走訪永康和保安兩車站，了解他們的發展歷史和產業對區域發展的影響，到

達車站後，請尋找指定人物(教師)，他會告訴你關於車站的歷史。 

 

(1) 永康車站： 

●在建造永康車站之前這裡本來是什麼？  

●永康區最早的名字叫羌埔頭，是因為荷蘭時期鹿皮變成國際貿易的商品，而永康因為是鹿

皮初產地之一，加上地形特色，所以在閩南語中「   」是平地之意，「   」是鹿的一種，

體積較小，「   」是靠近海邊或水邊的岬角，所以合稱羌埔頭 

●永康火車站的地下有什麼遺址呢？ 

(2) 保安車站： 

●保安車站以前叫做什麼？ 

●當時是為了配合什麼產業發展而設計？ 

●是台灣保留最完整的甚麼車站？ 

●車站建築是用哪裡的木材？ 

(3) 紀念車票： 

●紀念車票靈感來自於哪裡？ 

●永保安康是利用了國文中的什麼用語？ 

  



2、足跡探索： 

(1)永康車站： 

●線索一  神秘的人臉圖案 

 請問他叫做甚麼？在車站的哪裡出現？ 

 

 

●線索二  到此一遊 

請到站內和車邊商店尋找紀念印章。 

 

●線索三  友誼的見證 

請先找到永保安康的紀念碑，並簡單畫出他的樣子。 

  



2、足跡探索： 

(2)保安車站： 

 

●線索一  淡淡檜木香 

請用鉛筆，在木頭上拓印，留下木頭的質感吧 

 

●線索二  到此一遊 

請到站內尋找紀念印章。(有兩種) 

 

●線索三  友誼的見證 

請先找到永保安康的紀念碑，並簡單畫出他的樣子。 

  



三、靈感蒐集: 

蒐集靈感素材，可以從建築外觀、紀念章圖案、特殊擺設和歷史物件去尋找喔!用文字敘述

或是畫圖的方式記錄下來。 

 



四、印刷術 

1. 印刷術起源 

 印刷術起源於古代中國。早在隋唐，雕版印刷大行於市。傳至            代，               

發明了                      印刷術。 

 大約在            年，               發明了膠泥活字印刷術，用以取代雕版印

刷術。 

 電子票券普及前，全國各站發售的紙本車票，都由台鐵票務中心印製，使用的印刷技

術是：                        印刷術。 

 過去沒電腦必須印製全台，一天高達                 車票產出，是傳統的「打洞」

驗票型，現在新票興起，投票感應進站，舊版改年票或紀念車票，一天約莫                         

張。 

 目前                              、                             、                             

都還使用此傳統印刷技術。 

 

2. 換我來試試-印刷版製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