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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社會領域（草案）」，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課程研究發展會(第三屆)第三群組 106 年 6 月 22 日召開第 2 次會議確認公告版

本(公聽會版) 

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藝術領域課程手冊（初稿）」，

中華民國 106 年 3月(更新第二版) 

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  教案設計 

領域／科目 社會領域、藝術領域（視覺藝術） 教案設計 
木博館溫欣琳、大溪國小黃蓓文老

師、大溪興安社余柔昕 

實施年級 

第二學習階段以上（國小四年級至六

年級） 

※建議配合五年級第二學期藝術與

人文領域「熱鬧的慶典」單元 

總節數 

共 4 節，160 分鐘 

※可依學校課程、校外教規劃狀況，第一、

第二堂課擇一實施。 

單元名稱 大溪「六月廿四」迎熱鬧 

設計依據 

學習目標 

1. 認識大溪深具地方特色的民俗節慶「六月廿四」（大溪普濟堂關聖帝君聖誕慶

典），以及支撐此慶典、傳承百年的「大溪社頭文化」，說明和討論民間信仰和

大溪歷史及人們生活的關係。 

2. 藉由故事講述、耆老經驗分享，瞭解聖帝公（關聖帝君）信仰及社頭對大溪人

的意義，以及世代參與、眾人齊心合作的社頭文化。 

3. 能欣賞民俗文物（廟宇、社頭等），認識常見的紋樣與寓意，並以大溪社頭文物

上的圖樣為基礎，設計發想自己的旗幟圖樣，實際操作絹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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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表現 

【社會領域】 

第二學習階段 

2a-Ⅱ-2 表達對居住地方社會事物與環境的關懷。 

2b-Ⅱ-2 感受與欣賞不同文化的特色 。 

3a-Ⅱ-1 透過日常觀察與省思，對社會事物與環境提出感興趣的問題。 

第三學習階段 

1b-Ⅲ-3 解析特定人物、族群與事件在所處時間、空間脈絡中的位置與意義。 

2a-Ⅲ-1 關注社會、自然人文環境與生活方式的互動關係。 

2a-Ⅲ-2 表達對在地與全球議題的關懷。 

3c-Ⅲ-1 聆聽他人意見，表達自我觀點，並能與他人討論。 

 

【藝術領域】 

視 1-Ⅲ-2  能學習多元媒材與技法，表現創作主題。 

視 2-Ⅲ-2 能表達對生活物件及藝術作品的看法，並欣賞不同的藝術與文化。 

視 2-Ⅲ-1 能發現藝術作品中的構成要素與形式原理，並表達自己的想法。 

視 3-Ⅲ-1  能觀察、參與和記錄學校、社區的藝文活動，體會藝術與生活的關係。 

學習內容 

【社會領域】 

第二學習階段 

Bc-Ⅱ-1 各個族群有不同的節慶與風俗習慣。 

Cb-Ⅱ-1 居住地方不同時代的重要人物、事件與文古蹟，可以反映當地的歷史變遷。 

Cc-Ⅱ-1 各地居民的生活與工作方式會隨著社變遷而改變。 

 

第三學習階段 

Aa-Ⅲ-2  規範（例如 ：習俗、道德、宗教、法律等）能導引個人與群體行為，並

維持社會秩序與運作。 

Bc-Ⅲ-1 族群或地區的文化差異，各有其產生的背景因素，因而形塑臺灣多元豐

富的文化內涵。 

Cb-Ⅲ-1 不同時期臺灣、世界的重要事件與人物，影響臺灣的歷史變遷。 

Cb-Ⅲ-2 原住民文化、中華文化及世界文化隨著時代變遷，都在臺灣留下有形與

無形的文化資產，並於生活中展現特色。 

 

【藝術領域】 

視 A-Ⅲ-2  生活物品、藝術作品與流行文化的特質。 

視 P-Ⅲ-1 藝文展演、藝術檔案。 

視 E-Ⅲ-2  多元的媒材技法與創作表現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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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綱核心素養 

【社會領域】 

⚫ 社-E-B1 透過語言、文字及圖像等，理解並解釋人類生活相關資訊，促進與他人溝通。 

⚫ 社-E-B3 體驗生活中自然、族群與文化之美，欣賞多元豐富的環境與文化內涵。 

⚫ 社-E-C2 建立良好的人際互動關係，養成尊重差異、關懷他人及團隊合作的態度。 

⚫ 社-E-C3 了解自我文化，尊重與欣賞多元文化，關心全球議題。 

 

【藝術領域】 

⚫ 藝-E-A1  參與藝術活動，探索生活美感。 

⚫ 藝-E-B1 理解藝術符號，以表達情意觀點。 

⚫ 藝-E-C3 體驗在地及全球藝術與文化的多元性。 

⚫ 藝-E-B3 感知藝術與生活的關聯，以豐富美感經驗。 

⚫ 藝-E-C1 識別藝術活動中的社會議題。 

核心素養呼應

說明 

1. 以大溪老街的建築與生活為主題，透過繪本、教具箱等教材，認識大溪老街的形

成背景、與地理環境之關係，以及因時代變遷、公共建設如桃園大圳、陸運發展

等因素，影響大溪老街的興衰。 

2. 從從大溪老街建築融合了西洋、日本、臺灣漢文化傳統築裝飾語彙之特色，體驗

多元文化及文化融合之美。 

3. 藉由探尋街屋牌樓立面(秀面)的圖騰紋樣，培養學生對生活周遭事物的觀察力，

吸引學生認識在地文化資產、傳統建築與紋樣設計的智慧與趣味，探究大溪老街

的歷史與藝術價值。 

議題融入說明 無 

與其他領域／ 

科目連結 
藝術（音樂、表演藝術）、綜合活動 

教材來源 五下「熱鬧的慶典」單元／校本課程 

教學設備／ 

資源 

1. 木博館常設展「大溪人˙生活與歷史」之「誰住在大溪？」單元 

2. 木博館「迎六月廿四─大溪社頭百年特展」展覽專輯 

3. 木博館《一本大溪》第 3 期(「遶」特輯) 

4. 陳俊華，2012，《遶境》(圖畫書)。桃園：桃園縣政府文化局。 

5. 學習單 

6. 簡報：(1)大溪「六月廿四」由來 (2)社頭藝陣文物賞析 (3)絹印 

7. 絹印器材與材料：絹版、壓克力顏料(搭配緩乾劑)或印花漿(搭配色母)、刮板、水

盆、尼龍筆、清潔用品、帆布包(或其他欲印製的物品)、吹風機 

課程規劃 

節次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學習範圍 

一 

認識大溪「六月廿四」 

1. 民間信仰與慶典文化概說 

2. 大溪「六月廿四」的由來 

五下「熱鬧的慶典」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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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溪社頭人：大溪人參與社頭及慶典的經驗分享、社頭

歷史與文物介紹 
五下「熱鬧的慶典」單元 

三、四 遶境動物園：絹印體驗 五下「熱鬧的慶典」單元 

教學活動設計 講述（教師講述、說故事、社區耆老分享）、DIY 手做 

教 學 活 動 教材教具 教學時間 

壹、準備活動 

1. 準備《遶境》繪本、ppt、影片及學習單。 

2. 邀請社頭成員（耆老、幹部、年輕世代皆可）至課堂上分

享，並與之討論分享重點及內容。 

  

貳、發展活動 

第一堂課 認識大溪「六月廿四」 

◎以繪本《遶境》為教學媒介，介紹大溪在地特色民俗慶典大溪普

濟堂關聖帝君聖誕慶典，並請學生分享自己看遶境、甚至參加遶

境的經驗。 

◎1 位教師 

◎地點：教室 

 

(一) 引起動機： 

請學生分享自己看遶境、甚至參加遶境的經驗，回想對遶境印

象最深刻的人事物為何？以大溪本地慶典經驗為主，也可分享

外地案例。 

            

(二)《遶境》繪本導讀欣賞 

1. 讓學生認識大溪社頭從事前準備到遶境的參與過程。 

2. 讓學生認識大溪社頭參與「六月廿四」遶境的基本陣頭及特

色。 

3. 讓學生瞭解到「六月廿四」在大溪成為全城歡慶活動背後的

意義。 

 

(三)討論與反饋 

1. 和學生討論，為何聖帝公(關聖帝君)對大溪人那麼重要？ 

2. 請學生分享家中在遶境期間參與社頭，或準備拜拜的經驗。 

3. 請學生分享、交流對於廟會慶典遶境的觀察與看法。 

 

 

 

 

 

 

 

 

 

播放設備 

ppt 

遶境影片 

 

 

播放設備 

ppt 

《遶境》繪本 

 

 

 

 

播放設備 

ppt 

學習單 

 

 

 

 

 

 

 

 

 

10 分鐘 

 

 

 

 

20 分鐘 

 

 

 

 

 

 

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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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堂課 大溪社頭人 

◎邀請社頭成員至課堂上分享參與社頭及遶境的經驗，瞭解聖帝公

（關聖帝君）信仰及社頭對大溪人的意義，以及世代參與、眾人齊

心合作的社頭文化；並由一件具特色的社頭文物，帶出社頭的故

事和特色。 

◎1 位老師+1 至 2 位社頭成員 

◎地點：教室 

 

(一) 老師說明什麼是大溪社頭，並介紹來分享的社頭成員。 

 

(二) 社頭成員說故事：我是大溪社頭人 

1. 自我介紹 

2. 分享、講述如何及為何加入社頭（家族是代參與，或因鄰居朋

友介紹加入），自己所屬的社頭之特色，個人參與的組別及負

責的工作，參與遶境的經驗和感受。 

3. 大溪社頭和遶境，跟其他地方有何不同？ 

4. 介紹一樣所屬社頭的特色文物，其背景故事、材質、功能、圖

紋意義。 

 

(三) 討論與回饋 

1. 從社頭成員的分享，回顧大溪社頭的特色。 

2. 讓學生和社頭成員提問、分享、交流。 

 

 

 

 

 

 

 

 

 

 

 

播放設備 

ppt 

遶境影片、圖片 

 

 

 

 

 

 

學習單 

 

 

 

 

 

 

 

 

 

 

 

5 分鐘 

 

30 分鐘 

 

 

 

 

 

 

5 分鐘 

第三、四堂課 遶境動物園：絹印體驗 

◎觀察遶境隊伍中，社頭文物上的各種圖案紋樣，認識民俗文物中

吉祥圖案的寓意，欣賞、分析圖案特色，並轉化為創作素材，結

合絹印設計並製作屬於自己的特色紋樣作品。 

◎1 位老師（+1 名助教） 

◎地點：教室 

 

※第三堂課前準備活動： 

請學生於下次上課前，到福仁宮、普濟堂、福安宮…或住家附近的

廟宇，觀察廟宇建築或裡頭陳列的社頭文物，有哪些動物圖案？至

少找出 3 種，並猜猜看這些動物圖案背後代表的意思。 

（可搭配本館規劃之「好大的門牌：認識大溪老街牌樓」教案(適用中年級)。） 

 

(一) 引起動機：請學生分享自己觀察到的 3 種動物，圖案風格或造

型有沒有特殊/奇怪/有趣的地方？認為牠們代表什麼意思？ 

 

 

 

 

 

 

 

 

 

學習單 

 

 

 

 

 

 

學習單 

 

 

 

 

 

 

 

 

 

 

 

 

 

 

 

 

2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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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溪社頭文物上常見紋樣介紹 

1. 常見動物圖樣：龍、麒麟、獅、虎、豹、鯉魚、鳳凰、雉

雞、象、喜雀、松鼠／鼠…等。※特殊動物：貓頭鷹 

2. 常見植物圖樣：荷、竹、松、梅、葡萄、牡丹、菊…等。 

3. 常見人物或戲齣：封神演義、八仙、西遊記、三國演義等。 

 

(三) 操作活動：視教學情形選擇 A 或 B 

操作活動 A：設計自己的繡旗圖樣（1 堂課） 

以社頭文物上的動物圖案為基礎，加上自己的創意，設計、組

合自己的繡旗圖樣。 

1. 可每名學生各自設計自己的圖案。 

2. 分組，每組如同早期成立的社頭般，設定自己的行業別，或

依組員個性，設計可代表自己這組特色的圖案。 

 

操作活動 B、絹印體驗（2 堂課） 

以具特色的社頭文物圖樣製成絹版，讓學生實際操作、體驗絹

印，並利用手繪增添個人風格。 

1. 版畫與絹印介紹：版畫原理與種類、版畫於日常生活中的運

用、絹印原理與操作方法介紹。 

2. 絹印示範。示範過程提醒操作注意事項，並請學生協助壓住

絹框，引導學生於絹印過程互相幫忙。 

3. 學生操作絹印、手繪圖案、以吹風機烘乾。 

※課程規劃建議： 

⚫ 建議結合學生自己設計的圖樣來製版，可分兩次授課。 

⚫ 建議可另外規劃版畫主題課程。 

⚫ 以西洋旗的製作方式為基礎，可另外設計印染/蠟染課程。 

 

(四) 清潔用具及環境 

 

(五) 成果發表與分享 

 

 

播放設備 

ppt 

社頭文物圖片 

 

 

 

A：學習單(圖畫

紙)、繪圖用具 

 

 

 

 

 

 

 

 

B：絹版、絹印用水

性顏料、滾筒、塑膠

盤、清潔用具、棉布

袋 

 

 

10 分鐘 

 

 

 

 

 

20 分鐘 

 

 

 

 

 

 

 

 

 

40 分鐘 

 

 

 

 

 

 

 

 

 

 

 

 

 

5 分鐘 

 

3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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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教學簡報(1)大溪六月廿四與社頭介紹(以興安社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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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教學簡報(2)絹印技法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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