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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400主題優良教案甄選 

⼀、 教案名稱：〈⽂學是地上之鹽〉鹽分地帶⽂學⾛讀創發	

⼆、 設計理念： 

臺南400「珍視傳統、開創當代、展望未來。」教育路上，協同臺南歷史悠久的

鹽分地帶⽂學及其傳統⽂化價值，透過⽇治時期鹽分地帶現代詩感悟，透過⽂學賞析

教學，窺⾒當時⽂字裡所展現的壓迫、無奈、期望。讓⽇治時期時代吳新榮等北⾨七

⼦於舊北⾨郡帶領學⽣開創當代佳⾥、西港、將軍等鹽分地帶地區資源，更深⼊了解

當地⽂化歷史脈絡，並以⽂創商品創發及 AI 創意協助，展望未來。 

三、 設計架構：學習⽬標分為俯瞰過去、仰望未來兩個主要架構，兩

⼤架構中⼜分⽀為啟發、創作；尋根、新創。透過鹽分地帶⽂學分析，將在地特

⾊攝影成圖，並創作屬於當地⼟地情感⽂學。透過這樣的活動能深⼊了解家鄉不

同時代⾯貌，並完成⽂創展望多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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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活動設計： 

實施年級 ⾼中⼆年級 總節數 共 4  節， 200  分鐘 

實施⼈數 30 

核⼼素養 

【國 S-U-B1】 運⽤國語⽂表達⾃我的經 驗、理念與情意，並學會從他 ⼈的⾓

度思考問題，尋求共 識，具備與他⼈有效溝通與 協商的能⼒。 

【國 S-U-B3】理解⽂本內涵，認識⽂學表現技法，進⾏實際創作，運⽤⽂學歷

史的知識背景，欣賞藝術⽂化之美，並能與他⼈分享⾃⾝的美感體驗。 

【綜 S-U-C3】肯定⾃我⽂化價值，尊重與欣賞多元⽂化，主動關⼼⼈類處境與

全球議題，參與促進世界和平的⾏動。 

學習

重點 

學習表

現 

5-Ⅳ-5 ⼤量閱讀多元⽂本，理解議題內涵及其與個⼈⽣活、社會結構的關聯

性。 

6-Ⅱ-2 培養感受⼒、想像⼒等寫作基本能⼒。 

6-Ⅳ-6 運⽤資訊科技編輯作品，發表個⼈⾒解、分享寫作樂趣。 

議題 

學

習

主

題 

配合總綱⼗九項議題－閱讀素養 

實

質

內

涵 

總綱對於閱讀素養有⾔：「有閱讀素養的讀者，乃是⼀位具有批判思考能⼒

的讀者，他能體察不同的社會、⽂化情境脈絡的差異，了解如何與⽂本、

與作者、與環境及與其他讀者進⾏交流，解決閱讀理解的問題。」本教案

對⽇治時期之鹽分地帶⽂學進⾏社會、⽂化脈絡體察，與環境、作者進⾏

交流，並運⽤現代科技展望未來。 

臺南

400 

學習重點主要架構依循臺南400「珍視傳統、開創當代、展望未來」設計課程 

「珍視傳統」：透過對於鹽分地帶⽂學與吳新榮等北⾨七⼦的⽇治時期臺灣⼟地

珍視。 

「開創當代」：以北⾨的⼟地痕跡開創當代的新詩教學和結合北⾨特⾊進⾏⽂創

商品發想，發揚⽂化。 

「展望未來」：運⽤資訊融⼊課程，結合 AI科技以及 Canva、Instagram等平台

完成作業，讓學⽣能與未來科技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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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領域/

科⽬的連結 

國⽂科、輔導科 

教材來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i97OCqR264 （運⽤影⽚臺南 400形象影⽚

《今昔·驚喜》英⽂版 Tainan 400 - Past, Present, Surprise作為開場媒材） 

教學設備/資

源 

投影⽚、Canva、明信⽚、學習單、⿆克⾵ 

學習⽬標 【認知】 

1.理解⽂學作品及其年代背景知識與⽣活經驗的連結。  

2.認識在地⽂學發展歷史脈絡。  

【情意】 

1.運⽤獨創 3F⽂本賞析法感受⽂學作品中對⼟地的情感。 

 2.體會作者於該時代背景中的情懷與⼼境。 

【技能】 

1.能改寫⽂章作品結合⾃⾝經驗。  

2.能運⽤資訊設備搜尋相關資料。 

3.回答對於在地產業發展之想法。  

4.規劃實地訪查之⾏程。  

5.設計與在地特⾊相符之⽂創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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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i97OCqR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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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節課 

第⼀單元： 

啟發 

 

 

 

 

 

 

 

 

 

 

 

 

 

 

 

 

 

 

 

 

 

 

 

 

 

 

 

 

⼀、 引起動機 

1. 影⽚開場：播放臺南400形象影⽚《今昔·驚喜》英

⽂版 Tainan 400 - Past, Present, Surprise 做為課堂

開場。 

2. ⽂本挖⼟機學習單：發下學習單並說明佳⾥中⼭公

園⾛讀注意事項，並請學⽣在⾛讀後須完成學習單

中的「⽂本挖⼟機」記錄下最深刻與最有感觸的⽂

學步道中的詩。 

3. 簡述北⾨七⼦與鹽分地帶⽂學 

 

⼆、 發展活動 

1. 實際⾛讀佳⾥中⼭公園：實際帶學⽣⾛訪佳⾥中⼭

公園⽂學步道，並請學⽣在步道中踏查⾃⼰最喜歡

的⽯碑上的詩句，抄寫於學習單，並感受詩句中的

感受與內涵。 

2. 簡介北⾨七⼦：教師簡介舊北⾨郡及北⾨七⼦與鹽

分地帶⽂學之關係和歷史⽂化脈絡。 

3. 3F國⽂科與輔導科融合⽂本賞析暖⾝：3F⽂本賞

析分別為 Feel、Find、Focus三個過程，透過 Feel

練習對⽂本感受的暖⾝，步驟如下： 

（1） 兩個⼈為⼀組 

（2） 其中⼀個⼈為 A，另外⼀位為 B 

（3） A先敘述⼀個近期情緒波動最⼤的故事 

（4） A說完故事後閉上眼，B 不斷重複⼦

句：「所以這件事情讓你覺得很＿＿＿＿？」 

4. 3F國⽂科與輔導科融合⽂本賞析進階：透過第⼆

第三階段的 Find（找出感受原因）、Focus（聚焦原

⽂），逆推感受並實際聚焦到原句，了解⾃⼰感受

背後的意涵與主要⽂本的連結。 

 

三、 綜合活動 

20分鐘 

 

 

 

 

 

 

 

 

 

 

60分鐘 

 

 

 

 

 

 

 

 

 

 

 

 

 

 

 

 

 

 

2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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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課 

第⼆單元： 

尋根、創作 

 

 

 

 

 

 

 

 

 

 

 

 

 

 

 

 

 

 

1. Instagram 科技融⼊教學：掃描教學檔案

（Instagram QRcode）進⼊到 Instagram的鹽分地

帶⽂學⾛讀創發⾴⾯回顧佳⾥中⼭公園的所有作

品，並完成以上發展活動教學的練習。 

2. 作品分享及討論預告：預告學⽣下堂課將會對於⽂

本挖⼟機與3F練習進⾏上台分享。 

 

 

 

⼀、 引起動機 

1. 3F⽂本賞析上台發表與分享：透過上台分享作業

暖⾝，並讓學⽣回顧上⼀節課教學。 

2. 底⽚相機運⽤：教師教授底⽚拍攝技巧，並說明底

⽚成像與該年代的歷史脈絡。 

3. 底⽚相機實錄：透過在地⽂學步道⾛讀，結合攝影

技巧，運⽤底⽚拍攝當地⾯貌，呈現當代的時空感

受，並將圖⽚存留以待發展活動創作。 

 

⼆、 發展活動 

1. 攝影詩創發： 

（1） 將拍攝的底⽚相⽚黏貼於學習單中的

「涵養中百花盛放」 

（2） 根據圖像思考⼀個想要創作的主題思想

（例如：離愁、相思、回憶） 

（3） 透過圖⽚中的詞彙搜集將名詞、動詞、

形容詞依照學習單做拼貼成詩 

2. Bing AI 輔助新詩創作： 

（1） 開啟 Bing AI，並將⾃⼰拼湊後的詩句貼

於 AI 上 

（2） 在詩句後附上：「以…的⼝吻」（例如：

徐志摩）幫我修正這⾸新詩；在詩句後附上：

 

 

 

 

 

 

 

 

 

 

15分鐘 

 

 

 

 

 

 

 

 

2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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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課 

第三單元： 

新創 

 

「利⽤…美」（例如：建築美）幫我修正這⾸

新詩 

（3） 將修正後以及⾃⼰再評估後的作品填寫

於學習單並完成新詩創作 

 

三、 綜合活動 

1. 新詩創作作品刊登：請學⽣將新詩與底⽚拍攝上傳

⾄ Padlet圖畫牆，並利⽤按讚的⽅式進⾏同儕互

評。 

2. 課堂分組與成果選擇：將學⽣分為三組，並分別製

作不同與家鄉有關的⽂創商品，讓學⽣分組踏查鹽

分地帶，經過「⽂本挖⼟機」、「⼟壤優質化」、「涵

養中百花綻放」學習單後，創作鹽分地帶區⽂創商

品，分為以下三組： 

（1） ⾵景名信⽚組（運⽤底⽚相機拍攝的照

⽚與詩句轉化成名信⽚） 

（2） 繪本製作組（將底⽚相機拍攝的照⽚變

成⾵景繪圖，並將吳新榮等北⾨七⼦之故事轉

化成繪本） 

 

⼀、引起動機 

1. 展開並分享新詩創作牆：將學⽣創作之新詩牆與同

儕互評成果進⾏討論，並讓學⽣回顧上次所做的課

程內容。 

 

⼆、發展活動 

1. 產業新創能⼒教學： 

（1） 知識⼒：透過北⾨七⼦與鹽分地帶⽂學

的教學與⾛讀後，延伸⾄蕭壠、佳⾥青峰會等

知識 

（2） 媒合⼒：運⽤⾛讀所吸收、整理的知

 

 

 

 

 

 

10分鐘 

 

 

 

 

 

 

 

 

 

 

 

 

 

 

 

10分鐘 

 

 

 

 

3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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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與產業新創（明信⽚、繪本）媒合 

（3） 設計⼒：透過 Instagram、Canva等不同

資訊素養融⼊設計⽂創商品 

（4） 資訊應⽤⼒：實際教學資訊應⽤能⼒，

完成作品 

2. 數位 Canva 美編融⼊創作： 

（1） 將「⽂本挖⼟機」、「⼟壤優質化」、「涵

養中百花綻放」學習單統合 

（2） 運⽤ Canva 美術編輯教學，創作明信⽚

及繪本 

 

三、綜合活動 

1. 作品刊登及推廣：將美術編輯後的作品刊登於

Instagram並撰寫⼼得，發揚在地⽂創及家鄉之鹽

分地帶⽂學。 

 

 

 

 

 

 

 

 

 

 

 

 

10分鐘 

 

⼀、 教學成果與省思： 

1. 學習單紀錄 

分析：將學習單由「⽂本挖⼟機」、「⼟壤優質化」、到「涵養中百花綻放」，以扎

根於臺南的學習單意象呈現，讓學⽣從初階到進階的內容做挑戰，由鹽分地帶⽂

學的⽂學感受、賞析到創作，運⽤情緒詞彙的暖⾝再到3F的賞析，再到圖⽚與詩

句的結合。讓學⽣從臺南景⾊的視覺感受累積詞彙，也幫助⾼職的學⽣補⾜詞彙

量不⾜的問題。最後藉由 AI科技的輔助，讓學⽣了解現當代資訊融⼊的重要

性，並展望城鄉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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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習活動歷程紀錄 

分析：透過佳⾥中⼭公園實際⾛讀，加上 Instagram網格導覽詩作，讓學⽣能透

過數位媒材體驗家鄉當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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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臺南市教育局⾼中國⽂輔導團課程分享（觀課者紀錄） 

以學校所在位置——北⾨進⾏深⼊的課程設計，引起學⽣對上學途中必經的

腳下之⼟地燃起探索的興趣，並且慢慢的理解⼟地故事。 

課程活動兼具理性與感性，⾸先介紹北⾨這⽚⼟地孕育出的⽂學⼈物，分析

各個詩句背後蘊藏的時代故事。接著加⼊理性的 SDGs讓學⽣客觀的分析這些內

容有其結合的社會議題，啟發學⽣思考除了孕育⽣命外，我們能有多元的切⼊點

關懷腳下的⼟地。 

再來學⽣進⾏寫作，試著將⾃⼰從活動中體悟到的情感轉換成⽂字。透過⼀

步步的引導練習從⾃⾝的情感描述到⼟地觀察，由內⽽外的遞進思考讓句式變得

更加豐富。透過有脈絡的練習，學⽣能更容易理解⾃⼰的抽象情感該如何具象的

書寫。 

最後以⼀系列的活動埋下了關懷家鄉的種⼦，在學⽣⼼中慢慢發根，便能開

始有其他的形式展現對⼟地的推廣和熱愛。也或許有機會能夠激發學⽣的創新能

⼒為北⾨帶⼊⼀股新的⽣命⼒！ 

 

課程建議： 

1.攝影詩練習或許可以先選定⾃⼰想創作的主題，再去選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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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名詞練習的部分或許可以留幾個空格讓學⽣⾃⾏填寫 

 

 

⼆、 參考資料：（含網路資源，請參考 APA 格式撰寫） 

1. 王秀珠（2004）⽇治時期鹽分地帶詩作析論—以吳新榮、郭⽔潭、王登⼭為主 

2. 臺南 400（2023）臺南 400形象影⽚《今昔·驚喜》篇 完整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IauEoizPzU 

3. 每⽇為你讀⼀⾸詩（2020）煙囪：

https://cendalirit.blogspot.com/2020/11/20201110.html 

4. 民視台灣學堂（2017）【民視台灣學堂】台灣事件簿:醫⽣作家吳新榮 鹽分地帶

⽂學領航者 2017.8.3—陳芳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EFzcYyHb18&t=1159s 

5. 公視台語台（2021）台語台這間厝 彼个⼈ 吳新榮：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WO_KorFq1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IauEoizPzU
https://cendalirit.blogspot.com/2020/11/20201110.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EFzcYyHb18&t=1159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WO_KorFq1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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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附錄：列出與本教案有關之補充說明或資料。 

1. 教學學習單： 

 

 

（佳⾥⽂學步道⾛讀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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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詞彙表學習單） 

 

2. 教學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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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註 ： 請 依 序 掃 描 成 PDF 並 寄 送 至 以 下 信 箱 ：

tainancitymuseum@gmail.com。 

mailto:tainancitymuseum@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