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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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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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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案設計 木博館教推組蘇維新、温欣琳 

實施年級 第三學習階段（國小五、六年級） 總節數 共 2 節，80 分鐘 

單元名稱 大溪茶的歷史與文化 

設計依據 

學習目標 

1. 認識家鄉的自然環境，並了解不同的地形區會發展出不同的居住型態與生活方式。 

2. 探討家鄉傳統生活與現代生活的不同風貌。 

3. 引導學童思考如何為家鄉的美好貢獻一己之力。 

學習表現 

1b-Ⅲ-3 解析特定人物、族群與事件在所處時間、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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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b-Ⅲ-1 透過適當的管道（如訪談、調查、實察等），蒐集與社會議題相關的資料。 

3b-Ⅲ-2 摘取及整理社會議題相關資料的重點，並加以描述和解釋。 

3d-Ⅲ-1 選定學習主題或社會議，進行探究與實作。 

學習內容 

Ab-Ⅲ-1 臺灣的地理位置、自然環境，與歷史文化的發展有關聯性。 

Ab-Ⅲ-2 交通運輸與產業發展會影響城鄉與區域間的人口遷移及連結互動。 

Ab-Ⅲ-3 自然環境、災害及經濟活動，和生活空間的使用有關聯性。 

Ae-Ⅲ-1 科學和技術發展對自然與人文環境具有不同層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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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內涵。 

Ca-Ⅲ-2 土地利用反映過去和現在的環境變遷，以及對未來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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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及世界文化隨著時代變遷，都在臺灣留下有形與無的文

化資產，並於生活中展現特色。 

Ce-Ⅲ-1 經濟型態的變遷會影響人們生活。 

Ce-Ⅲ-2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資源的使用會產生意義與價值的轉變，但也可能引發

爭議。 

領綱核心素養 社-E-A2 關注生活問題及其影響，敏覺居住地方的社會、自然與人文環境變遷，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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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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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遵守社會規範，參與公共事務，維護人權，關懷自

然環境與人類社會的永續發展。 

社-E-C3 了解自我文化，尊重與欣賞多元文化，關心全球議題。 

核心素養呼應

說明 

1. 結合實地踏查，至大溪木博館四連棟常設展館藉由「大溪人˙生活與歷史」常

設展之「茶的故事」單元，結合同一展覽之「源自大漢溪」探討大溪的交通運

輸、「誰住在大溪？」之聚落形成，以茶產業為起點，瞭解地理環境、交通、產

業、貿易、聚落之間的關係。 

2. 藉由大溪茶葉外銷，大溪成為世界貿易網絡的一部份，由此議題和學生討論地

方─臺灣─國際間的關係與全球化議題。 

議題融入說明 無 

與其他領域／ 

科目連結 
藝術（視覺藝術） 

教材來源 

1. 校訂課程 

2. 可銜接小學四年級「認識我的家鄉」後於五年級規劃此校訂課程，或配合六年

級「福爾摩沙我的家」單元，於教室課程後安排至木博館、大嵙崁碼頭、大溪

老街實地參訪。 

教學設備／ 

資源 

老照片、投影片、實地踏查、大溪木博館四連棟常設展、大溪木博館刊物《一本大

溪》創刊號及「一本大溪帶著地圖遊學去-百里飄香大溪茶」學習單 

課程規劃 

節次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學習範圍 

一 大溪茶的歷史與文化（室內課或木博館常設展參觀） 校訂課程 

二 實地踏查：碼頭、古道、老街與大溪茶產業 校訂課程 

教學活動設計 講述（教師講述、說故事）、實地踏查、學習單 

教 學 活 動 教材教具 教學時間 

壹、 準備活動 

1. 講師說明本日教學活動的進行方式，讓同學理解本次教學活

動的重點與流程。 

2. 請學生分享自己對於茶文化的認識，使學生能回溯在校所學

和本次教學活動的連繫。 

 5 分鐘 

貳、發展活動 

第一堂課  大溪茶的歷史與文化 

 

 

教室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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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溪茶產業的興起與發展 

1. 河運時代的大溪： 

配合四連棟「源自大漢溪」的展板談起。說明大溪的產業的

興衰與河運密切相關，以及河運時代的產業與交通網絡。 

2. 大溪的產業發展： 

配合四連棟「大溪的產業」展板談起。簡述大溪各產業在清

治迄今的發展，聚焦於茶業、樟腦業的興起。 

 

二、大溪茶產業的發展 

1. 日東紅茶的製程： 

配合四連棟的《南進台灣》總督府宣傳與建設影片，介紹日

東紅茶從採茶製茶、封箱至外銷的過程。 

2. 林本源家族與大溪茶業的發展。 

3. 搭配「大溪茶產業的發展」和「林本源家族」、「通議第」的

展板，說明因茶而興起的大溪仕紳階級。 

 

三、大溪茶產業的產業鏈 

1. 茶產業的分工和地理分布： 

配合四連棟的「茶的故事－展示物件」和「一本大溪－帶著

地圖遊學去‧百里飄香大溪茶」的內容，介紹大溪茶葉的採

集、加工、分級、販賣與外銷的過程，以及地理分布的範

圍。 

2. 大溪茶產業與國內外的連結： 

配合四連棟的「茶的故事－展示物件-1930 年代台灣茶外銷

市場分布圖」和「一本大溪－帶著地圖遊學去‧百里飄香大

溪茶」的內容，介紹大溪茶葉順淡水河而下至台北大稻埕，

再銷往歐洲的過程。 

簡報、投影機、老照

片、《南進台灣》紀

錄片 

 

木博館 

展場內展版、文物、

《南進台灣》紀錄片 

10 分鐘 

 

 

 

 

 

 

 

 

10 分鐘 

 

 

 

 

 

 

10 分鐘 

第二堂課  實地踏查：碼頭、古道、老街與大溪茶產業 

◎踏查路線：大溪木博館四連棟→經中央路(輕便車站點及路線)→和

平路(大溪老街)→石板古道→大嵙崁碼頭→大溪橋 

◎路線規劃： 

1. 以木博館常設展「茶的故事」單元為起點，藉由展覽回顧第一

堂課的內容、透過展品認識大溪過去的茶產葉榮光。 

2. 經由過去曾為輕便軌道經過的中央路、原為輕便車站點的大

溪客運站，往和平路走，此為過去山區物產藉由輕便車運往外

 

四連棟常設展「茶的

故事」單元展版與文

物、學習單 

 

 

 

 

3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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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路線。 

3. 和平路為因應河港功能、物產集散地特性而發展出來的街市，

由和平路／中央路口往溪邊走去，為過去港邊物資上岸、山區

物資藉大漢溪水運出口的運送路線。 

4. 循石板古道往下走至大嵙崁碼頭原址。石板古道為過去挑夫

扛運貨物、往來港邊和街市的重要通道，也是大溪老城區重要

的連外道路。 

5. 大嵙崁碼頭、繫船石遺跡（月眉山觀音寺下方）：從諸多日治

時期老照片，可以看到大溪和復興的茶葉在大溪粗製後，捆包

後堆放在港口邊等待運送的景像。一包包的茶葉從大嵙崁港

以舢舨船往北，運往下游的大稻程或送往廈門再精製加工為

烏龍茶及包種茶，最後從淡水出海，經由香港轉運至美國、英

國、歐洲。 

 

【綜合活動】 

一、教師總結：教師就今天教學內容進行總結說明。 

二、有獎徵答：以「一本大溪－帶著地圖遊學去‧百里飄香大溪茶」

和授課內容為素材，進行有獎徵答活動。 

三、 回家作業：請同學回去完成「一本大溪－帶著地圖遊學去‧茶業

分工知多少」的內容。 

 

 

 

 

 

 

 

 

 

 

 

 

 

 

 

5 分鐘 

【補充教學資源】 

一、 大溪木博「漆器家計畫」特展 

展覽網頁：http://77daxi.weebly.com/  

漆器製作影片：https://www.facebook.com/DaxiWoodartEcomuseum/videos/2081254035442892/  

 

二、 大溪木博館「漆物˙語日常」特展 

建議教學內容： 

(一) 漆器文化的形成：配合工藝交流館漆器文化的特展，體會漆器在日常生活各個環節，如待

客、贈禮和欣賞等功能，以及背後的文化意涵。 

(二) 漆器與茶文化的交會：描述以漆器為材料的「茶則」、「茶倉」的功用與文化意涵。體驗茶

文化在日常生活場域的意涵。 

(三) 可結合藝術領域課程教學。 

 

http://77daxi.weebly.com/
https://www.facebook.com/DaxiWoodartEcomuseum/videos/2081254035442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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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一本大溪遊學去」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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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木博館四連棟常設展-「原自大漢溪」及「茶的故事」單元展品 

 展示物件 展品資訊 說明 

源自大漢溪 

TAKOHAM，是清代大溪地名舊稱「大姑陷」的音譯來源，有一說此為原住民語「大水」之意，一說為漢人對此處

地型的說詞。濤濤溪水串聯了大溪與淡水河沿線市鎮，也是大溪通往世界的臍帶，在地人對河川的依存和情感

已有數百年。 

大溪位於桃園臺地的東南邊緣，大漢溪流貫境內，山區、平地和大河在此交會，河水下切形成了三 層的河階地

形。因鄰近水源與豐富的山林資源，吸引人們來此居住，發展各種產業；水利之便更是 大溪得以發展繁榮市鎮

的原因，周邊地區的茶、樟腦、木材以及各類產品都藉由水運往來交易。大 漢溪形塑了居住在河階上人群的生

活樣貌。 

大漢溪的水運功能隨著公路發展、與桃園大圳的開鑿啟用，逐漸退下歷史舞臺，但舊時大溪河運起 迄點的碼頭

與石板古道，以及連接河東、河西的大溪橋等，都見證了大溪人的生活與時代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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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示物件 展品資訊 說明 

1 

 

舢舨船  

清末至日治初期（1865-1905），

本館館藏 

 

 

清咸豐 10 年（1860 年）淡水開

港，內河水運漸 盛，大溪是內河

航運的最上游碼頭，當時船隻數

百，碼頭工人上千。 

2 

 

〈北部福爾摩沙〉地圖  

清光緒 8 年（1882）， 國立臺

灣歷史博物館提供 

 

 

英人  Patersson 繪製之地圖與清

海關印行內容相同。大漢溪上游註

記產 茶，大嵙崁至「番界」間註明

通往「樟樹區域與野人地」並標明

線內為「番 界」。 

3 

 

1896 年北臺灣植物地圖 

清光緒 22 年（1896），高傳棋

先生提供 

 

 

英文版植披調查地圖，內容記錄

有原始林、茶、糖、大菁、柑等產

物種植區域。 

4 

 

臺灣鳥瞰圖 

昭和 6 年（1931），高傳棋先生

提供 

 

昭和 6 年（1931 年）由見元了繪製

的臺灣鳥瞰圖，當時此類地圖的出現

是為殖民地觀光需要而繪製，標記了

各地的產業與產物。 

5 

 

新竹州鳥瞰圖 

昭和 16 年（1941） 

高傳棋先生提供 

 

大溪附近註有大溪公園、角板山、

茶、鮎（香魚）。 

6 

 

正在裝運茶葉的大稻埕碼頭 

約明治 33 年（1900），高傳棋先

生提供 

收於《The de Formosa》 

（福爾摩沙之茶）中，約 1900 年，

大稻埕碼頭運茶葉之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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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示物件 展品資訊 說明 

7 

 

大嵙崁碼頭裝載粗製茶的貨船 

約明治 33 年（1900） 

高 傳棋先生提供 

 

 

照片中為大崁嵙河東碼頭載運茶葉

情況。大嵙崁（大溪）港口分為

內、外港，外港裝卸貨，內港泊

船，現存影像多為外港。本圖收

於《The de Formosa》（福爾摩沙

之茶）。 

8 

 

大嵙崁的渡船頭 

大正 4 年（1915），中央研究院提

供 

收於《臺灣寫真帖》，此景為河西望

向河東，兩岸對渡的渡船頭。 

 

茶的故事  1866 至今 

大溪農業原以種植水稻為主，淡水開港通商後，開墾者以合資拓墾組織方式，轉向開發經濟作物，如茶與樟

腦。由於生長環境得天獨厚，大溪很快便成為臺灣北部產茶和輸出的重鎮。 

早期茶園多由砍伐樟樹後的丘陵地闢成，日治初期因大溪地區武裝抗日，茶園一度荒蕪，日本政府 掌控政情

後，產區才又蓬勃發展。河東丘陵地帶如慈湖草嶺山、永福烏塗窟、美華里坑底、復興里八結、新峰及石門

水庫上游一帶，皆為主要的產茶區。 

1 

 

《南方的據點：臺灣》  

20 世紀初，本館館藏 

 

備註：新竹州採茶、製茶過程 

臺灣作為日本南進殖民的據點， 

此書中呈現殖民成果，介紹新竹

州採茶與製茶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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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示物件 展品資訊 說明 

2 

 

日東紅茶廣告（仿製） 

昭和 9 年（1934），國立臺灣圖

書館提供 

 

 

1930 年代日東紅茶大量外銷國 

際，是臺灣產高級茶葉出口大宗

之一。此幅廣告中品嚐茶湯的時

尚優雅的仕女，讓觀者將日東紅

茶與高雅的品味印象聯結起來。

廣告中也可見由「三井紅茶」更

名為「日東紅茶」，此品牌今日仍

在。此幅出自 1934 年 9 月號的

臺灣婦人界雜誌。 

3 

 

1930 年代臺灣茶外銷市場分布

圖 

1930 年代，重繪，高傳棋先生提供  

 

 

日本時代臺灣茶出口旺盛，銷售

遍及世界各大洲。本圖呈現當時

外銷臺灣茶三分天下的狀況，紫

色為烏龍茶、紅色為紅茶、綠色

為包種茶。 

4 

 

三井合名會社角板山製茶工場  

昭和 10 年（1935），國立臺灣大

學圖書館提供 

出處： 

大溪郡役所，昭和 10 年 

（1935），《管內概況》。臺北市： 

大溪郡役所。 

5 

 

角板山的鐵道旅行(角板山 : 大 

溪から樟の林をくり茶田をめぐ 

る臺車旅行  三時間) 

昭和 10 年（1935），國立臺灣大學

圖書館提供 

臺車穿梭在樟樹林與茶田中，往

返大溪與角板山之間來回需三小

時。收於昭和 10 年（1935），小 

川嘉一編的《臺灣鐵道旅行案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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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東紅茶罐（仿製）   

1920 年代，秋惠文庫提供 

因茶葉外銷利潤優厚，日本三井

合名會社雇請漢人闢地種茶，從

復興鄉的水源地至百吉遂道兩旁

丘陵，都屬三井合名會社的茶園，

生產「日東紅茶」的茶廠，即今日

的「大溪老茶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