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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 400 主題優良教案甄選 

 

一、 教案名稱： 

學測後的國文課── 

生命之詩，歷史長河：從臺南 400 眺望古今 

 

二、設計理念：  

本次教案旨在以新的視野重新觀看臺南 400 之於學習者的意義。在課程設計層面，採取

以終為始的思維，先就「臺南 400」的歷史意義、文學脈絡、地景風貌及人文活動等方面，不

偏離國文科學科本質，帶領學生完成基礎課程之學習，逐步建構學生閱讀與表達的能力；接

著以地圖式的進度規劃課程，從臺南市立博物館實地參訪踏查、臺南歌曲文學之解析與體會、

詩歌「陌生化」寫作手法的理解與遷移，到臺南國際電影節／攝影展的觀看、取景與書寫，

不僅給予學生足夠的學習養分，更漸次引導學生具備聽、說、讀、寫的能力。在照應自己的

青春成長與臺南歷史面貌之後，觀照一系列課程的所學、所思與所感，學生亦能進行現代詩

實作，完成小組互評與發表；最後，將本次課程所得濃縮聚斂，完成一份專屬於自己的「成

年禮鑰匙圈」，以應證青春、臺南與書寫的點點滴滴。 

本次課程的實施對象為本校高三學生。在學測前的國文課，學生習慣標準化測驗、國文

課本的知識講授。而高三下學期的國文課，少了分科測驗的羈絆，讓語文表達跳脫考試框架。

此外，在經歷學測、性向測驗後，學生對於自我定位、未來走向有更多思考。學生多數為土

生土長的臺南人，然而對於臺南的認識，卻經常限於住家、學校、補習班的三點一線之間。

透過古典詩學習，能厚實內在的歷史、文學底蘊；透過攝影、現代詩創作，能開啟感官，認

識、詮釋腳下的土地；藉由成年禮活動，學生的內在產生更明確的自我認同，在高三畢業、

離校——甚至是離開臺南之前，烙印深刻且珍貴的記憶。 

「臺南 400」的核心價值，正是珍視傳統、開創當代、展望未來。希望藉由此份教案，引

導學生對臺南這座城市歷史、文化底蘊進行提取與轉化，也不忽略當代臺南的魅力與價值，

進而在十八歲成年之際，呈現新經驗、舊文化整合的內化思考，帶給學生不同的視野與咀嚼；

不管此後身處何地，都能記憶並感受臺南的美好，「一起臺南，世界交陪」，找到自己的認同

感，鐫刻對臺南的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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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計架構：含學習目標概念分析與架構圖 
 

 

 

 

 

 

 

 

 

 

 

 

 

 

 

 

 

 

 

 

 

 

 

 

 

 

 

 

 
 
  

學測後的國文課── 

生命之詩，歷史長河：從臺南 400 眺望古今 

主題 

脈絡 

課時 

教學 

目標 

學習 

策略 

教學 

活動 

學習

評量 

臺南

400

精神 

1節 1節 3節 1節

理解文本意涵
體會歷史脈絡
與風土民情

認識博物館展
區內容，並思
考歷史意義

參觀攝影節並
完成現代詩

製作成年禮鑰
匙圈並書寫設

計理念

學生自學

組內共學

教師導學

學習單

沉浸式教學

組內共學

學習單

社區走讀

創造思考

發表教學

教師導學

學習單

實作教學

藉由小組討論
進行口說發表

現場導覽

搭配學習單

陌生化技巧及
攝影小詩

影片引導搭配
學習單與實作

追本溯源

回顧歷史

珍視傳統

回顧歷史

今昔對比

理解文化

記錄土地
開放觀點
凝聚認同

回顧歷史

建立認同

展望未來

上台分享

學習單與提問

導覽互動

完成學習單

心得報告

攝影詩創作與
互評

實作成果

完成學習單

壹、臺南古
典詩的閱讀
與理解

貳、參觀臺南
市立博物館

參〜伍、攝影
展及小詩創作

陸、成年禮

鑰匙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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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活動設計： 

實施年級 高中三年級 總節數 共 6 節，300 分鐘 

實施人數 90 人 

核心素養 

B 

溝通 

互動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具備理解及使用語言、文字、數理、肢體及藝術等各種符號進行表

達、溝通及互動的能力，並能了解與同理他人，應用在日常生活及工作

上。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具備藝術感知、創作與鑑賞能力，體會藝術文化之美，透過生活美

學的省思，豐富美感體驗，培養對美善的人事物，進行賞析、建構與分享

的態度與能力。 

C 

社會 

參與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具備友善的人際情懷及與他人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並發展與人溝

通協調、包容異己、社會參與及服務等團隊合作的素養。 

學

習

重

點 

學習

表現 

1. 認識臺南發展文化，理解臺南古典詩及臺南歌謠反映的臺南意象。 

2. 透過攝影作品和四行詩的創作，認識、詮釋臺南魅力，深化思考。 

3. 以圖文創作形式設計鑰匙圈圖案，勾勒生命圖像與未來生涯願景。 

4. 觀看臺南 400 形象影片、攝影展、紅球計畫，理解臺南 400 內涵。 

議題 

學

習

主

題 

1. 環境教育：思考個人發展意義、環境倫理內涵與城市永續發展。 

2. 生命教育：瞭解人與土地關係，進行理性反思和終極關懷課題。 

3. 多元文化教育：對我族文化的認同，及理解接受不同文化差異。 

4. 閱讀素養教育：理解多元文本，具詮釋、反思、評鑑文本能力。 

實

質

內

涵 

環境教育： 

環 U4 思考生活品質與人類發展的意義，並據以思考與永續發展的關係。 

生命教育： 

生 U4 思考人類福祉、生命意義、幸福、道德與至善的整體脈絡。  

生 U5 覺察生活與公共事務中的各種迷思，在有關道德、美感、健康、社

會、經濟、政治與國際等領域具爭議性的議題上進行價值思辨，尋求解決

之道。 

多元文化教育： 

多 U1 肯認並樂於宣揚我族的文化。 

多 U3 探討不同群體的文化，並能從各文化群體的觀點進行分析。 

多 U6 培養跨文化互動與交流的能力。 

閱讀素養教育： 

閱 U2 深究文本的內容並發展自己的詮釋，以此豐富自己的知識體系。 

閱 U6 將閱讀視為認識世界與人我的方式之一，以此發展健全的人生觀與

世界公民的意識，成為能獨立思考、尊重自由意志的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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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

400 

1. 珍視傳統：學習者能認識臺南歷史變遷，理解臺南多元文化的底蘊。 

2. 開創當代：學習者能探索臺南當代面貌，透過踏查，感受臺南魅力。 

3. 展望未來：學習者能體會臺南新舊融合之處，見證臺南與世界接軌。 

所融

入之

學習

重點 

1. 臺南 400 活動參與：臺南國際攝影節的現場體驗，及臺南 400 形象影片、主

題曲與官方網站的播放及介紹。 

2. 臺南 400 主視覺運用：以攝影詩結合臺南 400 四大主視覺顏色，並運用臺南

400 視覺識別概念，讓學生構思鑰匙圈圖文。 

3. 臺南 400 核心精神： 

(1) 珍視傳統：臺南古典詩認識與發表、歷史博物館參訪及反思。 

(2) 開創當代：臺南攝影展的今昔對比、臺南街道的路上觀察學。 

(3) 展望未來：成年圖像思考立身處世、歷史回顧展望臺南前景。 

與其他領

域/科目

的連結 

1. 社會領域：結合臺南歷史與地理知識，讓學生認識臺南的發展脈絡，對這

塊土地有更多理解與尊重。 

2. 藝術領域：結合攝影技巧與環境觀察，提升學生美感教育，並透過成長圖

設計，涵養學生創作能力。 

3. 綜合活動領域：結合班級活動的規劃，進行組內共學與組間互學，建立學

生自發、互動、共好精神。 

教材來源 

1. 古典詩歌研習講義。 

2. 臺灣文史相關書籍。 

3. 龍騰版、翰林版高中國文教材。 

4. 網路影音資源。 

5. 自編教材及學習單。 

教學設備

/資源 

1. 臺南 400 國際攝影節。 

2. 臺南 400 網站介紹、形象影片、歷史動畫與主題曲。 

3. 臺南市立博物館常設展、特展。 

4. 文書軟體、電腦、可放映投影機之教室。 

5. 徽章機及鑰匙圈製作材料。 

學習目標 

第一節課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5-V-1 

辨析文本的寫作主旨、風格、結構及寫作手法  
Ad-V-1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

評述 

Cb-V-2 

各類文本中所反映的個人

與家庭、鄉里、國族及其他

社群的關係   

單元或活動名稱：臺南古典詩的閱讀與理解 

學習目標： 

學習者能認知臺灣詩文發展簡史，理解文本意

涵，並能藉由小組合作，完成學習單書寫及口

說發表，進而體會四百年來臺南地景風貌、人

文活動，感知斯土斯民之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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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課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1-Ⅴ-2 聽懂各類文本聲情表達時所營構的時空氛

圍與情感渲染。 

Bb-Ⅴ-2  

對社會群體與家國民族

情感的體會 

Ca-Ⅴ-2  

各類文本中表現科技文

明演進、生存環境發展

的文化內涵 

單元或活動名稱：參觀臺南市立博物館 

學習目標： 

學習者能了解臺南市立博物館的館藏內涵，透過

導覽和學習單的進行，了解臺灣的歷史發展脈

絡，並透過特展中呈現的傳統交易與商品，感受

今昔生活面貌差異。 

第三節課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5-V-1 

辨析文本的寫作主旨、風格、結構及寫作手法 

Ba-Ⅴ-3  

寫作手法與文學美感的

呈現 

Bb-Ⅴ-2  

對社會群體與家國民族

情感的體會 

單元或活動名稱：現代詩陌生化手法說明 

學習目標： 

學習者能理解現代詩的陌生化寫作手法，透過教

師講解與學生實作分析，掌握現代詩分析的切入

點以及創作時可著墨的手法，並藉由舉例的臺南

現代詩作，認識創作時融入地方色彩的技巧。  
第四節課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5-Ⅴ-3  

大量閱讀多元文本，探討文本如何反應文化與社

會現象中的議題，以拓展閱讀視野與生命意境。 

Ca-Ⅴ-1 

各類文本中的飲食、服

飾、建築形式、交通工

具、名勝 古蹟及休閒娛

樂等文化內涵 

單元或活動名稱：參觀臺南國際攝影節 

學習目標： 

學習者能欣賞攝影作品中的內涵，透過觀覽作品

與心得書寫，思考臺南老照片傳達的歷史價值與

當代意義，並結合自身生命經驗，加以闡釋。  
第五節課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6-Ⅴ-5  

運用各種寫作技巧，反覆推敲、修改以深化作品

的內涵層次， 提升藝術價值。 

Ba-Ⅴ-3  

寫作手法與文學美感的

呈現 

Bb-Ⅴ-2  

對社會群體與家國民族

情感的體會 

單元或活動名稱：攝影小詩創作與發表 

學習目標： 

學習者透過鷹架式學習，理解現代詩寫作概念，

並且運用陌生化技巧、九宮格聯想法，將臺南

400 主視覺顏色與攝影作品內涵，化為四行詩，

表現個人真實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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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課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6-Ⅴ-5  

運用各種寫作技巧，反覆推敲、修改以深化作品

的內涵層次， 提升藝術價值。 

Bb-Ⅴ-4  

藉由敘述事件與描寫景

物間接抒情 

單元或活動名稱：製作成年禮鑰匙圈 

學習目標： 

學習者能透過學習單的引導，並以臺南 400 視覺

識別介紹為鷹架，設計象徵自己成長意義的一句

話語一幅圖案，並能夠說明設計理念。  
 

教學型態 ■ 個別班級教學 

教學活動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實施時間 

第 一 節 —

— 臺 南 古

典 詩 的 閱

讀與理解 

 

 

 

 

 

 

 

 

 

 

 

 

 

 

 

 

 

 

 

 

 

 

壹、準備活動 

引起動機： 

西元 1624 年，荷蘭人來到臺灣，開啟臺灣與世界交流的另一

扇門，以多元模式給予臺灣不同的刺激，也影響了我們看待世界

的眼光。以下古地圖，你看得出所標示的地點 A、B 各是哪裡嗎？ 

 

 

 

 

 

 

 

 

 

 

 

 

參考答案：A.澎湖群島  B.臺南／府城／大員／安平 

【說明】教師補充「臺南 400」的起訖年代：西元 1624~2024 年。

1624 年亦即荷蘭人來到臺灣，由安平登陸的那一年，使得臺灣由

邊陲之島走向世界的舞臺。事實上，西元 1622 荷蘭人便在澎湖馬

公風櫃尾興建城堡，建立貿易據點。澎湖與臺南，可謂大航海時代

東亞十分重要的兩個地區；而這四百年間的社會型態與地景風貌，

亦可藉由部分臺灣古典詩窺見一二。 

 

貳、發展活動 

L’ıl̂e de Formosa 福爾摩沙島圖 

 

 

 

 

 

 

 

出處：https://reurl.cc/77gxAb 

 

5 分鐘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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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與臺南有關古典詩，帶入閱讀理解策略，除了進一步認

識臺南時空特色，也鞏固聽說讀寫等知能，深化高中文本之學習。 

1.連結舊經驗，延伸新知識 

    高中文本已學過丘逢甲〈離臺詩〉、張李德和〈畫菊自序〉，以

及連橫〈臺灣通史序〉等詩文，可先喚醒學生的學習經驗，重申臺

灣文學寫作背景；接著說明臺灣古典詩寫作風格之分期，列舉與

臺南相關的詩作，作為本次課程學習之開端。 

本次使用詩作為：高拱乾〈臺灣八景八首之一 安平晚渡〉、羅

大佑〈臺南竹枝詞〉、錢琦〈赤崁樓〉、孫元衡〈七沙鯤〉等，希望

藉此引導學生深入百年前的臺南，體會日常生活場域新、舊之間

的變化。 

【說明】臺灣古典詩風格分期參考成功大學施懿琳教授〈快講臺

灣漢詩史〉講義（2020.10.31，國語文學科中心演講），約略分期

如下： 

 

 

 

 

 

 

 

2.運用 ORID 策略，摘要並解讀詩作 

    「ORID」即為焦點討論法，可將詩歌內容提及作者所見、所

感、所思與所為者，先做重點摘要，以便推論文本或作者觀點： 

 

 

 

 

 

 

 

 

進行閱讀理解時，教師可先說解生難字詞，再示範如何解析詩作。

以高拱乾〈臺灣八景八首之一 安平晚渡〉為例，操作步驟如下： 

(1)處理生難字詞 

日腳紅彞壘，煙中換渡聲。一鉤新月殘，幾幅淡帆輕。岸闊天

遲暝，風微浪不生。漁樵爭去路，總是畫圖情。 

a.紅彞壘：紅彞，即紅夷，舊稱荷蘭人。壘，軍營中防守用的圍牆，

此指紅毛城，即熱蘭遮城，或稱安平鎮城。 

b.暝：音ㄇㄧㄥˋ，天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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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 ORID 解析詩句 

Ｏ(我看到)：夕陽未落／新月初上／數艘淡帆／海岸寬闊／風平

浪靜／漁樵歸去。 

Ｒ(我想到)：日暮時分，安平一帶景色安詳，形塑一幅寧靜平和的

漁村圖。 

Ｉ(我了解)：景色安詳，漁樵爭去，這都發生在經濟無虞、社會安

寧的前提背景之下。 

Ｄ(我決定)：本詩為八景詩之首，勾勒清出臺灣安平一帶的地理

面貌與民眾活動。除了本詩，請找出以下八景中與「臺南」有關的

地景：（圈選即可） 

(A)安平晚渡 (B)沙鯤漁火 (C)鹿耳春潮 (D)斐亭聽濤 

(E)澄臺觀海 (F)雞籠積雪 (G)東溟曉日 (H)西嶼落霞 

【說明】此詩為寫景詩、敘事詩，旨在凸顯安平鎮之寧靜安詳，較

難在「D」層面分析實踐或行動之意涵，是以可運用其他八景詩，

連結生活環境與學習經驗，讓學生想像當時府城地貌之美、人事

之寧，進一步體會詩旨。 

(3)學習遷移，分組實作 

    將學生分成六組，並將羅大佑〈臺南竹枝詞〉、錢琦〈赤崁樓〉、

孫元衡〈七沙鯤〉三首詩，平均分配給各小組，以 ORID 策略解詩，

進行小組討論，最後推選一人上台分享詩旨與意涵。（若時間不足，

每首詩可抽點一組發表即可） 

a.羅大佑〈臺南竹枝詞〉 

城啟牛車入，歸時趁晚霞。祇防逢狹路，爭道互喧嘩。 

b.錢琦〈赤崁樓〉 

舊是紅彞地，今成勾曲天。螺旋盤曲磴，樹古抱寒煙。日腳浮

雲外，潮頭落檻前。牛皮一席地，芳草自年年。 

c.孫元衡〈七沙鯤〉 

海天懸北斗，下照七鯤斜。陰火燃深夜，魚龍自有家。 

(4)澄清解釋，教師釋疑 

〈臺南竹枝詞〉、〈七沙鯤〉字數較少，為純粹寫景、敘事，可

不必硬性規定寫出 D 層次（決定或實踐），以分析 ORI 為佳；〈赤

崁樓〉為五言律詩，詩人在樓臺上眺望臺南這塊土地，俯瞰今昔變

化，想到曩昔誆騙人民的紅彞已遠去，自今而後是春風吹又生的

青青綠草地，充滿盎然生機，也帶出詩人對臺灣抱持的樂觀態度

與想望，可於 D 層次多做說明。 

 

參、總結活動： 

1.以學習單驗收成果 

(1)小組共同完成「臺南 400 暨古典詩文學習單」（學習單一），再

由教師抽點並口頭回答，以驗收本堂課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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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

— 參 觀 臺

南 市 立 博

物館 

 

 

 

 

 

 

 

 

 

 

 

 

 

 

 

 

 

 

 

 

 

 

 

 

 

 

 

 

 

(2)學習單中的「南女八景」可作為回家功課，請各小組利用課餘

逕行討論，並於下次上課前由組長回傳雲端，提供其他同學參考 

2.預告戶外教學 

對四百年來的臺南人、事、時，地、物有基礎的認知之後，下

一節課會由教師帶領至臺南市立博物館進行踏查教學，提醒各小

組攜帶文具，謹記並遵守參訪原則。 

 

壹、準備活動 

引起動機： 

1.請學生先瀏覽臺南市立博物館沿革和館藏展出概況。 

【說明】發下臺南市立博物館簡介、臺南市立博物館學習單。 

2.針對臺南市立博物館進行簡介： 

(1)學生所在的臺南市立博物館，舊名為鄭成功文物館，在疫情

期間歷經兩年多的整修，於 2023 年 12 月 22 日重新開幕。 

(2)臺南市立博物館共有四間，另外三間為收藏化石文物為主的

左鎮化石園區、介紹早期水利設施的山上花園水道博物館，

及展示噍吧哖事件相關照片、武器的噍吧哖事件紀念園區。 

 

貳、發展活動： 

以一樓特展、二樓常設展為主要參觀場所，包含： 

1.入口處塑像包含鄭成功、荷蘭人、臺灣海峽等三大元素，請同

學思考塑像傳達的意涵，及該塑像與延平郡王祠門口鄭成功形

象的差異。 

2.一樓「生活誌系列」特展，主題為傳統商店的介紹： 

(1)向學生介紹商人早期記數的符號，並舉例請同學說明該符號

所代表的數字。 

(2)介紹腳踏車後攤販所承載的流動商店，並請同學想像當時的

叫賣情形。 

(3)帶學生欣賞舊時臺南街頭的老照片，分享照片中的人物形貌

與鄉土民情。 

(4)在招牌陳列區，和學生討論舊時招牌和現代有無差異，及商

品陳設的方式。 

(5)介紹展場擺設的商品，如花露水、麵茶粉等商品的功能，並

請同學思考有哪些是現在還能買到的。 

(6)詢問同學是否實際看過傳統商店，並請同學思考傳統商店和

現代化的便利商店陳列上的差異，及展現的人情樣態。 

2.二樓常設館，用十個主題打造臺南的前世今生，其中前半區的

重點如下： 

(1)在臺江內海的投影場景下，說明和臺南有關的「水」、

「地」、「街」、「城」四大元素，並請同學思考、聯想，這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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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詞分別可以指涉那些意象或物件。 

(2)說明臺南古城舊時海洋文化的內涵：包括「機遇之海」展區

呈現的臺灣樞紐現象、牛稠仔文化反映的先民文物交流、 

(3)詢問同學為何可以看到許多玻璃飾品，並說明當時的舶來品

交易。 

3.介紹荷蘭時期的文化： 

 (1)介紹荷蘭時期留下來的航海地圖，帶領同學觀看當時荷蘭人

的移動軌跡。 

(2)介紹「壁鎖」展示區，說明舊時以壁鎖(又稱為鐵剪刀)的構

造，及荷蘭時期用來鞏固屋樑結構的功能。 

(3)帶領學生認識羅馬拼音福音書，讓學生想像當時宗教傳播的

方式。 

(4)從牆上大量陳設的安平壺，說明當時安平壺的量產方式，是

上半部和下半部分開來生產的。 

4.帶領學生認識鄭成功時期相關文物，如： 

(1)介紹「鄭成功草書」的由來，並帶領學生辨識上面的文字及

意涵。 

(2)透過鄭成功及母親的塑像，帶領學生回顧他的複雜身世及反

清復明的背景 

(3)介紹五妃廟的石碑拓印，及五妃廟的歷史。 

(4)介紹不同畫家筆下的鄭成功樣貌，讓學生觀察與比較。 

5.介紹臺灣早期重要文獻，如： 

 (1)展區同時展示官方文契和民間文契，請同學觀察格式上的

差異。 

(2)透過舊時臺南街道圖，帶領學生認識街道改正的歷史。 

(3)介紹現存唯一祭孔大典佾生證書，並說明舊時擔任佾生者可

以直接參與科舉考試，不用考府縣兩試，近似現在資優班甄

試不用筆試、直接複試的資格。 

(4)當時臺灣沒有發放護照的觀念，因此現存護照乃是外國人製

作的。 

1. 老照片回顧： 

 (1)觀看戰火下的臺南，回想連橫〈台灣通史序〉所敘述「兵馬

倥傯，檔案俱失，私家收拾，半付祝融」的場景。 

 (2)於二樓常設館出口處，帶領學生觀看舊時美軍空拍臺南的

照片，並一一指認地點。 

 

參、總結活動： 

1. 帶領學生閱讀出口處「未完城──共譜一首臺南的歌」，請

同學先討論思考自己心中的臺南記憶與形象。 

2. 請同學用手機上網搜尋謝旻佑、大支主唱之臺南 400 主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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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現代詩

陌生化手

法說明 

 

 

 

 

 

 

 

 

 

 

 

 

 

 

 

 

 

 

 

 

 

 

〈慢慢變臺南〉，討論歌曲中的臺南元素、MV 中時間和空間的

變化。 

Q1.歌曲 MV 中出現哪些臺南元素? 

A.MV 包含臺南許多著名文化景點，如熱蘭遮堡、平埔族街

屋、德記洋行、安平古堡、臺灣文學館、赤崁樓、藍晒文化

園區、林百貨、新化老街、媽祖廟、風神廟、天主堂等。 
Q2.歌曲 MV 帶領我們認識臺南的方式為何? 

A.先透過潛望鏡讓我們感受到荷蘭人登陸臺南前的視角，之

後隨著攝影機運鏡，看到人的移動和鹿的跳躍，呈現臺南豐

富多元的面貌。 

Q3 前半部謝銘祐漢後半部大支所唱的風格有何不同? 

 A.謝銘祐的歌曲旋律較輕緩，抒情性較強；大支唱歌節奏較

快，且有夾雜臺語、RAP。 

 

壹、準備活動 

1.引起動機： 

(1)教師提問：什麼是詩？我們該如何定義一個作品為「詩」？ 

(2)播放影片〈【課本沒教的：】新詩都在搞什麼？為什麼這樣

那樣都是詩？〉，引出詩時常「以陌生化的手法產生距離的

美感」的觀點。 

 

貳、發展活動 

1.現代詩「陌生化」理論說明 

教師說明現代詩「陌生化」理論，並以學生高中所學的詩作舉隅。 

(1)俄國形式主義者認為人在審美欣賞時，會被先前的閱讀和

審美經驗制約，而產生審美的心理「定勢」。當這樣的心理定勢

產生的時候，久而久之就會形成審美的自動化和機械化，而失

去對審美對象的新鮮感和審美興趣。 

(2)陌生化的手法是要利用語言文字的加工——語詞、句子和

形象的變異及修辭手法——打破人們的制式的審美習慣，使人

們重新欣賞事物的藝術性。 

(3)現代詩的陌生化技巧可由幾個面向著手： 

 

 

 

 

 

 

 

 

 

 

 

 

 

 

1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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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學生高中所學的詩作舉隅 

a.節奏感：押韻、重複 

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我輕輕的招手，／作

別西天的雲彩。（徐志摩〈再別康橋〉） 

    b.句法：錯亂詞序 

東風不來，三月的柳絮不飛／你底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恰

若青石的街道向晚／跫音不響，三月的春帷不揭／你底心是

小小的窗扉緊掩（鄭愁予〈錯誤〉） 

 

2.實作：詩作分析 

    教師列舉臺南相關現代詩作品，並抽籤請學生分析其節奏、

意象、句法、修辭及用字遣詞中的巧思與設計，瞭解詩化特色。 

(1)白靈〈億載金城〉 

億載雄心竟咽不下一座金城／逃不走的牆圍住一方歷史／難纏

的西潮背手遠去了嗎／陰霾百年，誰能從我胸口移開／鎖入鏡

頭，仍是睡不著的永恆 

→修辭：雙關「億載」、「金城」 

(2)利玉芳〈葉石濤文學紀念館〉 

取之米街「石鐘臼」的富足／連竹仔巷也巴望著你修長的身影／

武廟的深夜傳來輕巧紅鞋子的叩門聲／哪知經過浪濤滌練的你

／竟成為一塊又圓又滑異質的石材／不符合當代建築規格／棄

置牆／外 

→意象：葉石濤〈紅鞋子〉關鍵字（紅鞋子、石鐘臼）、〈竹仔巷

瑣憶〉、「葉石濤」名字 

羊子喬〈白鷺鷥〉 

風車不願在鹽田留言／□□□磨亮了閒愁／以縮起的單腳練習

孤獨和寂寞 

→讓學生猜方框中的動物 

→意象：鹽田、白鷺鷥 

(3)簡帥文〈府城三味・國姓魚〉 

回望朱紅如血的朝代殞落／前方，是一去不回的黑水溝／江山破

碎了你的身世／注定泛落鹿耳潮水翻湧／繁衍夢想於這座島的

土地／也深深烙印你襟懷中的日月 

→意象：鄭成功、虱目魚典故 

【說明】詩作解讀與創作的課程設計以台南意象為核心，藉由古

典詩與現代詩的對讀，讓學生從文學與文化的角度感受臺南歷史

縱深與文化意涵。之後的現代詩創作活動則將由學生活用本課程

所學，看見並記錄屬於學生視角的臺南意義，寫下現代與未來的

臺南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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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

— 臺 南 國

際攝影節 

 

 

 

 

 

 

 

 

 

 

 

 

 

 

 

 

 

 

 

 

 

 

 

 

 

參、總結活動 

1.攝影的心態與視角——〈好奇的眼睛〉 

教師說明：上學期曾經在〈好奇的眼睛〉中探討攝影者的心態與看

見平凡中的不凡的方法，複習以下重點： 

 攝影時需注意腳步與故事之間的距離 

 要成為攝影師，你得從走路走得很慢很慢開始——攝影時問問

題的方式與誠懇的語氣 

 唯有勇氣、體貼與好奇心才能讓攝影與生活產生更緊密的聯繫 

2.教師結語：接下來的課程將參觀臺南國際攝影展，以及走讀攝影

詩的活動，請大家結合今日課程所學，可以作為攝影展的觀覽切

入點，亦可在自己實際走讀踏查時，作為發想的工具！ 

 

壹、準備活動 

帶領學生到孔廟參觀《城像・成相》──臺南國際攝影節展覽，場

地遍佈孔廟、愛國婦人館、南門公園、自來水公司等南門路沿線。 

 

貳、發展活動：臺南國際攝影節 

發下臺南國際電影節簡介，孔廟展區以「文化流域」為主題，展出

不同世代的孔廟圖像，形成過去與現在古蹟的對話；愛國婦人館

展區以「她所看」為主題，展出臺南街道巷弄之景、標本作品與女

性成為母親的紀錄；自來水公司展區以「偏安-鐵道」為主題，展

出南鐵東移的建築痕跡；南門公園展區則以非都會區的臺南樣貌

為主題，展現臺南各地特殊風貌與歷史和現代樣貌。 

1.參觀路線：學校－南門公園－自來水公司－愛國婦人館－孔廟，

觀看不同時間、空間、歷史背景與人物交織之下的臺南圖像，思索

臺南 400 年間歷史軌跡的現代意義。 

2.在觀覽作品後，揀擇二幅於 google 表單中書寫紀錄與心得。 

Google 表單學習單： 

在臺南這段漫長、豐富而複雜的歷史中，身為新時代的人們，該如

何觀看歷史？歷史為何重要？我們又能如何將歷史軌跡呼應現代

情境？如何藉此觀看、盼望未來？ 

(1)作品名稱、作者、簡述攝影內容（50 字內）。 

(2)這幅作品以什麼視角觀看臺南？以及帶給我的感觸與思考（150

字內）。 

(3)在這幅作品我所見、所思的歷史軌跡，並藉此思考現代意義（150

字內）。 

【說明】結合臺南在地活動——國際攝影節設計課程，讓學生在

觀看老照片的過程中，沉浸於臺南歷史與文化氛圍之中，讓學生

思考臺南 400 年歷史的意義，並回歸自身，思考臺南之於自己的

意義，深化在地認同與自我認同。 

 

5 分鐘 

 

 

 

 

 

 

 

 

 

 

5 分鐘 

 

 

 

5 分鐘 

 

 

 

 

 

20 分鐘 

 

 

1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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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攝影小

詩創作與

發表 

 

 

 

 

 

 

 

 

 

 

 

 

 

 

 

 

 

 

 

 

 

 

 

 

 

 

 
 
 
 

 

參、總結活動 

請學生回家後思考如何結合今日課程所學，現代詩——文字媒介

與攝影展——影像媒介，於課後時間自行前往市區找尋拍攝地

點，於下堂課前帶來課堂，以進行攝影小詩的創作。 

 

壹、準備活動：引起動機 

1.教師播放臺南 400 形象影片，從影片拍攝手法中，和同學分享

攝影取景時捕捉焦點的方法。 

2.以曾進發攝影師《攝影詩》、也斯〈靜物〉、聽雨〈三腳戀〉和

張威龍〈雲〉等作品，示範如何結合照片元素和文字表現。 

 

貳、發展活動： 

1.學生依據「臺南 400」四大主視覺色系，從武廟紅、藍晒圖

藍、鳳凰花橘、鯤鯓沙白中，挑出其中一種顏色為攝影作品主

視覺色系，並呈現在詩作中。 

2.選定照片後，從六個主題擇一進行攝影小詩的主題演示，包含

宗教民俗、文學歴史、建築文化、庶民風貌、地景生態、藝術

人文。 

3.搭配攝影作品的四行詩需要包含兩個上一節課所介紹的陌生化

意象。 

【說明】教師再次提醒陌生化常使用的五大面向：(1)節奏感 

(2)意象 (3)句法 (4)修辭 (5)用字遣詞，請學生運用詩化技

巧，結合臺南 400 主視覺顏色，讓攝影詩能兼顧視覺和文字藝

術表現。 

4.教師引導學生利用九宮格聯想法進行詩意開展，先介紹「實轉

實」、「實轉虛」、「虛轉實」、「虛轉虛」四種詞語聯想概念，再用

顏色或意象為主要思考點，進行相似、相反、水平、垂直的思考，

再把相關詞語、畫面連綴起來。如： 

(1)主視覺顏色 

清爽 追尋 憂鬱 

深邃 藍色 青春 

協調 自由 無限 

(2)意象 

不打擾的溫柔 鄉間漫遊 古今對比 

時間定格 廢墟旁的腳踏車 探訪與駐足 

白頭偕老 持續探索的可能 陰森與活力 

 

5 分鐘 

 

 

 

 

5 分鐘 

 

 

5 分鐘 

 

 

2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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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成年禮

鑰匙圈 

 
 
 
 
 
 
 
 
 
 
 
 
 
 
 
 

 

參、總結活動： 

1.請學生上台發表創作之現代詩，說明詩歌所用顏色、陌生化技

巧、攝影動機及詩意解說。 

2.教師提供評分規準如下： 

 

3.發下互評表，依據評分規準，請同學替下一號學生評分，並書

寫具體評語。 

【說明】評分表給予明確評分規準，並同時有分數、質性書寫兩

部分，讓同學充分表達觀點。 

 

壹、準備活動 

1、關於成年 

(1)教師引言：「成年／18 歲／畢業」對於大家有著什麼樣的意義

呢？是興奮、期待？恐懼、不安？對於未來，大家有什麼樣的想

像呢？ 

(2)播放影片：亨利莫迪 Henry Moodie-18 歲 eighteen 

教師引言：這首歌中，道出處在 18 歲的階段，對於未來的焦慮與

徬徨。既不想被世界束縛，又害怕自己跟不上他人腳步，徬徨與矛

盾構成了成年的圖像。 

(3)播放影片：李玟-18 

教師引言：在這首歌中，以未來的自己回首 18 歲時的懵懂、無畏

與跌跌撞撞，在追夢的過程中，有笑、有淚、有悔恨、有獨一無二

的歷程，在踏實走過後的回首，才發現，原來，夢想不是用來追求

的，而是用來成長的。 

2、複習臺南 400 主視覺設計 

播放影片：「一起臺南・世界交陪」臺南四百年-主視覺設計概念說

明：圖騰設計以西拉雅十字繡、安平夕陽的光芒和熱蘭遮城的圖

案演變而來，象徵族群融合、自由與希望；文字設計則來自孔廟匾

 

 

15 分鐘 

 

 

 

 

 

 

 

 

 

 

 

 

 

5 分鐘 

 

 

 

 

 

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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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與昭和 11 年臺南州文件，保留臺南歷史痕跡；色彩則取自武廟

牆紅、藍曬圖藍、鳳凰花橘與鯤鯓沙白，象徵臺南建築、人文、花

卉與自然景觀。 

3、教師總結前階段課程內容：在前幾堂課中，我們看到了臺南的

歷史，書寫了臺南的現在，也在臺南市立博物館的「未完成」中，

藉由填詞寫出了將共同前往的臺南的未來。身為高三的學生們，

正在跨越成年的階段，又將如何描繪自己的未來？對於屬於自己

的圖像有什麼想像？ 

【說明】此課程設計結合成長與臺南 400 主視覺設計概念，讓學

生思考藉由圖騰、文字字體設計與色調取用的切入點，可以如何

營造專屬於自己／臺南的象徵意義，並將所學實踐於接下來的活

動當中。讓學生不僅止於隨心所欲的繪製圖案，更能夠在有架構

的引導下，加入更多意義與設計概念。 

 

貳、發展活動 

1.發下「給自己的成年禮：鏡子鑰匙圈」學習單。 

2.依據學習單，繪製一個象徵成長的畫面（飛機起飛、花朵綻放或

對自己具象徵意義的事物），並寫下給予自己的一句話。 

3.構圖參考臺南 400 視覺識別介紹，分別就設計圖樣、設計句子與

字體說明，以及標準色說明三項加以說明創作理念。 

4.學生完成「給自己的成年禮：鏡子鑰匙圈」學習單。 

 

參、總結活動 

1.教師輪流帶領學生利用徽章機完成鑰匙圈的製作。 

2.請同學上台介紹自己的設計圖樣與象徵意涵。最終由教師收尾，

期勉學生將鑰匙圈的祝福化為成長動力，見證自己的蛻變。 

 

 

 

 

 

 

 

 

 

 

 

 

 

 

 

35 分鐘 

 

 

 

 

 

 

5 分鐘 

一、 教學成果與省思： 
1. 透過古典詩的賞析，讓學生認識不同時期臺灣詩人對於這塊土地的書寫。 

2. 以臺南 400 形象影片搭配學生個人生命歷程的反思，增加思考深度與廣度。 

3. 臺南市立博物館提供的特展和常設展，給予學生新的知識經驗。 

4. 結合路上觀察學和攝影活動，能讓學生更確實了解學校附近的景點 

5. 在現代詩的詮釋演繹上，因為學生之前已經上過現代詩理論，因此在陌生化的操作上相

對來說較為得心應手。透過學生上台演練，能給予不同面貌。而互評表給予清楚的評分

指標，能讓學生給予更具體、客觀的文字說明。 

6. 透過鑰匙圈設計的活動，學生能充分理解自行設計視覺意象的意義。因為區分成「設計

圖樣說明」、「設計句子與字體說明」、「標準色說明」，學生在構圖時能更清楚思考顏色的

選擇和字體的運用。 

二、 參考資料：  
1. 臺南 400ˇˇ一起臺南  世界交陪 http://tainan400.tainan.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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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起臺南・世界交陪」臺南四百年-主視覺設計概念說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N2zmkvPa4M  

3. 臺南 400 主題曲〈慢慢變臺南〉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Cde_Uc9d84 

4. 亨利莫迪 Henry Moodie-18 歲 eighteen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d-K5g5tpqg 

5. 李玟-18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BC0rB4G2WY 

6. 朱宥勳-【課本沒教的：】新詩都在搞什麼？為什麼這樣那樣都是詩？

https://youtu.be/95c6VcRQE6U?si=HRrOmulEE769fQg9  

7. 利用曼陀羅聯想、九宮格進行虛實思考 

 https://www.managertoday.com.tw/articles/view/33985? 

8.台灣文學網-文學地景 https://tln.nmtl.gov.tw/ch/M12/nmtl_w1_m12_s0.aspx  

9.聯合文學-故事與滋味的纏綿-臺南美食文學 https://www.unitas.me/archives/29831  

10.〈快講臺灣漢詩史〉，成功大學施懿琳教授 2020.10.31 國語文學科中心演講講義 

11.《臺灣漢詩三百首》，吳美玲、施懿琳等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9.10.1 

12.《攝影Ǹ詩：詩情攝意》，曾進發著，時報出版社，2016.10.1 

13.《路上觀察學入門》，赤瀨川原平、藤森照信、南伸坊著，行人出版社，2014.4.22 

三、附錄：列出與本教案有關之補充說明或資料，例：學習單、ppt……等。 

(一)臺南古典詩的閱讀與理解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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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南市立博物館導覽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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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詩歌陌生化技巧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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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臺南國際攝影節學生參觀心得(google 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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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攝影小詩創作注意事項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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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攝影小詩學生佳作 

  

     

(七)現代詩互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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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給自己的成年禮──鏡子鑰匙圈學生學習單及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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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教案活動相關照片 

 

 

 

 

 

 

 

 

 

 

     參觀台南市立博物館    臺南 400 形象影片介紹 

 

 

 

   

   

 

 

 

 

 

         現代詩意象討論        小組討論結果發表 

 

 

 

 

 

 

 

 

 

 

     參觀臺南國際攝影節     課堂進行攝影小詩創作 

 

 

 

 

 

 

         攝影小詩發表        鏡子鑰匙圈製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