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楔子 
      出身外省家庭卻在台灣人社會中長大的導演侯孝賢、從小在眷村長大的外

省第二代作家朱天文及九份礦工之子吳念真在因緣際會下成為合作伙伴，1986

年推出了電影「戀戀風塵」，之後繼續合作推出的「悲情城市」、「戲夢人生」、「好

男好女」合稱「台灣三部曲」，也讓侯孝賢成為台灣新電影的代表人物，而「戀

戀風塵」被認為是侯孝賢最有藝術性的電影。 

      1985 年由眷村出身的李祐寧執導，鍾楚紅、費翔及蘇明明主演的「竹籬笆外

的春天」上映，從此「竹籬笆」成為眷村的代名詞。 

      希望「戀戀竹籬笆」這個教學活動可以讓參與的師生不僅可以在水交社找到

「竹籬笆內的春天」，更能跨越心中的竹籬笆，共同為留住及再現竹籬笆的春天提

出自己的看法，為學校的鄰居「水交社」及台灣社會尋找「第二個春天」。 
 

貳、課程說明 

一、設計理念： 

本校二面緊鄰全國保存最好的眷村「水交社」（志開新村），而在社會劇

烈的變遷下，眷村文化已逐漸式微；眷村改建的腳步已讓全國多處的眷村變

成現代化的國宅高樓，我們的鄰居「水交社」眷村也即將在今年十一月拆遷，

古蹟保存及眷村人士開始積極奔走爭取成立眷村博物館及眷村文化園區。 

今年來實行的「九年一貫」課程改革，將「環境教育」列為六大議題之

一，因此培養學生對周遭環境的覺察能力及敏感度是很重要的，對於本校師

生來說，自創校以來即身為學校芳鄰的「水交社」，絕對值得我們去深入了解、

探討，除了留下最後的人文及美感印象外，也應積極思考如何兼顧保存古蹟

文化及創新再利用。 

目前台灣社會由於有心人士藉由媒體炒作族群意識，導致學生對不同族

群產生偏差的觀念，也藉由這次的教學活動讓學生了解不同族群的獨特文

化，也了解現在的文化及生活方式是多元族群融合的成果，如果跨越心中的

那一道竹籬笆，生活將更美好。 

二、課程目標： 
1. 了解學校的鄰居「水交社」的歷史人文，藉由實地探訪為師生留下拆遷前

的眷村印象，並為催生中的眷村文化園區提出自己的看法及建議。 

2. 認識和欣賞以眷村與台灣社會接觸為題材的「新電影」及六○年代風行的

大陸各省民謠，並體會當時族群接觸的融合過程。 

3. 在了解眷村居民獨特的生活背景及文化的融合以後，能體認外省文化已是



台灣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份，並以自己的角度看待族群議題，不要隨政治

人物及媒體起舞。 

三、教學對象：國中二年級 

四、教學時數：總共 6 節，每週 3 節 

五、教學領域或科目：藝術與人文、社會領域 

六、單元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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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課程架構表： 

 

 

 

 

 

 

 

 

 

 

 

 

 

 

 

 

 

 

 

 

 

 

教學 

資源 

 

 

 

 

 

 

主要 

教學 

活動 

時間 

子題 

戀戀竹籬笆 

 

1.了解學校的鄰居「水交社」的歷史人文，藉由實地探訪為師生留下拆遷前的眷村印象，
並為催生中的眷村文化園區提出自己的看法及建議。 

2.認識和欣賞以眷村與台灣社會接觸為題材的「新電影」及六○年代風行的大陸各省民
謠，並體會當時族群接觸的融合過程。 

3.在了解眷村居民獨特的生活背景及文化的融合以後，能體認外省文化已是台灣文化不
可或缺的一部份，並以自己的角度看待族群議題，不要隨政治人物及媒體起舞。 

1.了解台灣眷
村形成的歷
史背景 

2.了解水交社
（志開新村）
的歷史演變 

3.了解水交社
的人文現況 

1.能體會不同
族群的鄉愁
及族群融合
的過程 

2.認識台灣「新
電影」的代表
人物及風格 

3.能欣賞大陸
各省懷舊民謠 

1.認識國外及台
灣古蹟再利用
的成功案例 

2.了解市政府
的水交社古蹟
保存計畫 

3.運用創意思
考如何讓水交
社風華再現 

 

1.藉由實地探
訪了解眷村的
人文、地貌 

2.訪問眷村的
居民，了解他
們的心聲 

3.透過眷村地
圖、攝影、素
描留下眷村印
象 

1. 介紹台灣

眷村的形成

背景 

2.講解水交

社地名的由

來及歷史演

變 

3.介紹水交社

的人文現況 

4.同學分享對

眷村的印象 

 

1.介紹「新電
影」的起源、
風格及代表
人物 

2.介紹以眷村
為題材的電
影 

3.播放「小畢
的故事」片段 

4.播放六○年
代流行的大
陸民謠及說
明流行的原
因 

5.習唱懷舊大
陸民謠及直
笛吹奏 

1.介紹國內外

古蹟再利用

的成功案例 

2.說明市政府

的水交社古

蹟保存計劃 

3.學生運用自

己的創意規

劃水交社文

化園區的樣

子 

1.發「走入眷

村」護照並說

明使用方法 

2.拜訪水交社

市場並訪問

店家及居民 

3.由自治會長

帶領參觀日

式房舍內部 

4.找尋眷村之

美並創作素

描及攝影 

課程

目標 

單元 

目標 

6節 

1.了解台灣的風
俗習慣是由多
文化融合而成 

2.了解眷村居
民與台灣社會
融合過程與影
響 

3.能以包容的
角度看待族群
議題 

1.列舉台灣目
前的飲食、風
俗習慣皆受
到不同文化
的影響 

2.說明眷村文
化與台灣社
會融合的過
程與影響 

3.學生討論生
活中的事物
受到哪些文
化影響 

4.學生發表自
己學習過程
的成長與體
會 

跨越竹籬笆 現代桃花源 另一種鄉愁 走入眷村 再現風華 

教師：簡報、

圖片 

學生：筆記 

教師：簡報、

電影片段 

、音樂帶 

學生：直笛 

 

教師：紙筆、

相機 

學生：眷村護

照、相機 

 

教師：簡報、

圖片 

學生：學習單 

 

教師：簡報 

 

學生：學習單 

 



 

 

 

 

 

 

 

 

 

 

 

 

 

 

 

 

 

參、教學內容 

一、教學活動表： 

（一）現代桃花源 

單元 

目標 

1.了解台灣眷村形成的歷史背景 

2.了解水交社（志開新村）的歷

史演變 

3.了解水交社的人文現況 

能力 

指標 

社會： 

1-3-9 分析個人特質、文化背景、社會

制度以及自然環境等因素對生活

空間設計和環境類型的影響。 

2-2-1 了解居住城鎮的人文環境與經濟

活動的歷史變遷。 

六大

議題 

人權教育： 

1-3-4 瞭解世界上不同的群體、文化

和國家，能尊重欣賞其差異。 

家政教育： 

3-3-1 欣賞多元文化中食衣住行育

樂等不同的傳統與文化。 

十大

基本

能力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課程

目標 
課 程 內 容 圖 片 （文字）示 例 

教學 

資源 

使用 

時間 

教學 

評量 

1-1 
提高

學生

對探

索眷

導入活動： 
晉朝田園詩人陶淵明，以＜桃花

源記＞構築了一個雞犬相聞、與世隔
絕的世界，村民為避秦亂而遷居至桃
花源。現實世界中，人人嚮往桃花
源，卻沒有人真正見到桃花源．．． 

在台灣也有一群人，他們來自大

節錄桃花源記：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

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
近．．．土地平曠，屋舍儼
然。有良田、美池、桑、竹
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

簡報 8 min 認真

聽講 

1.認真聽講 

2.案例分享 

3.創意分享 

4.學習單 

評量 

1.講述 

2.圖片解說 

3.鼓勵分享 

1.媒體收視 

2.講述 

3.歌曲欣賞 

4.歌曲教授 

1.講述 

2.案例圖片解

說 

3.創意分享 

1.導覽 
2.訪問技巧教
授 
3.秩序、安全
維護 

4.參觀 
5.外界支援 
6.創作指導 

1.認真聽講 

2.主動分享 

3.筆記 

4.課後查詢資

料 

1.專心收視及

收聽 

2.認真聽講 

3.認真練習 

1.參觀秩序 

2.團隊精神 

3.訪問成果 

4.創作過程及

成果 

教學 

策略 

1.舉例說明 

2.講述 

3.分組討論 

4.經驗分享 

1.認真聽講 

2.討論投入 

3.勇於發表 

4.學習單 



村的

興趣 

，也 

讓學

生知

道現

在不

去研

究， 

以後

就沒

機會

了 

陸各省，為了逃離戰亂而來到這塊土
地，政府集中安置定居，他們居住的
地方就稱為－「眷村」，在村子裡，
每一戶人家只以竹籬笆或矮牆相
隔，鄰居之間聲息相通；而眷村裡自
成一個生活圈，與眷村外的閩南人甚
少交流．．．桃花源世界中的雞犬相
聞、與世隔絕，竟在這歷史背景下在
台灣形成了。原來，桃花源就在你我
身邊。 

近年來，眷村青壯人口的向外發
展、政府的眷村改建政策，已使眷村
這現代桃花源將不復見，我們學校的
鄰居－「水交社眷村」也不例外，即
將於今年十一月搬遷，讓我們一起來
深入瞭解身邊這個現代桃花源的不
同風貌。 

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
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佁
然自樂．．．自云：「先世避
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
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
隔。」問「今是何世？」乃
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1-2 
了解

台灣

眷村

的形

成背

景及

型態 

西元 1949年（民國 38年）．．． 
那一年，烽火連天、謠言四起．．． 
那一年，山河變色、倉皇逃命．．． 

當時，一百二十多萬來自中國大
陸各省的軍民同胞，帶著不同的鄉
音、記憶和創傷，離鄉背井隨著國民
政府遷來台灣，其中六十萬左右是軍
人，他們隨即進駐各大軍事要地。 

「眷村」是當時政府安置軍人眷
屬的簡陋住屋，是軍屬所居住的集
村，他不是真正的村落，卻是台灣最
早的社區。眷村有依階級劃分的，如
普通軍人村與將軍村；有依軍種劃分
的，包括陸、海、空三種，我們學校
旁的志開新村就是空軍眷村。 
◎「竹籬笆」和「眷村」的關係： 

當時國民政府隨時要反攻大
陸，把眷村當作是臨時居住地，所以
建的房子非常簡陋，最初只以茅草、
泥土和竹子為主要材料，每一家的小
院子，再以竹籬笆做為圍牆，所以「竹
籬笆」就成為眷村最早的代稱。 

眷村狹小的巷弄： 

 
 

 

時時不忘反攻大陸： 

 
 

（攝影/劉偉民） 

簡報 

 

照片 

12 

min 

認真

聽講

及筆

記 

1-3 
了解

水交

社的

歷史

演變 

◎「水交社」日據時期為「日本海軍軍
官親善俱樂部」，台灣民眾簡稱為「水
兵交誼社」，後來就成為「水交社」，聚
落的行成起源於台南機場建成，日本海
軍航空兵進駐，我們現在看到的日式官
舍，就是當時留下來的喔！ 
◎民國三十八年，空軍後勤司令部由
上海搬遷來台南，於水交社設眷村安
置眷屬，為了紀念抗日空戰英雄周志
開，遂把眷村命名為「志開新村」，
並設有「空軍志開新村自治會」；市
政府將其劃分為興中、荔宅、明德三
個里。 

在水交社我們可以看到明顯的
階級劃分，有將軍、上校住的日式庭
院大屋，也有一般軍官的中型眷舍，
更有狹小擁擠的士兵眷舍，而沒有眷

空軍志開新村自治會招牌： 

 
荔宅社區的招牌： 

 

簡報 

 

照片 

10 

min 

認真

聽講

及筆

記 



屬的，就住「空軍退員宿舍」了。 （攝影/劉偉民） 

1-4 
了解

水交

社的

人文

現況

及激

發學

生想

去水

交社

品嚐

風味

美食

的欲

望。 

八○年代以後，眷村的青壯人口
大多遷出，留下第一代的老榮民居
住，甚至還有許多舉家遷移的，所以
居住人口已從全盛時期的六千多人
剩下二千多人，且其中還有許多房舍
是外省家庭遷走後租給本省家庭居
住的。 

◎雖然水交社盛況已不如前，但是來
自大江南北的美食可是一樣也不少
喔！位於興中街的菜市場（原為空軍
志開新村副食供應站）一帶，集合了
各式的美食，從中可以窺見外省族群
的飲食習慣，例如我們常吃的早餐不
是西式的漢堡、三明治就是中式的蛋
餅、包子之類的，但是在水交社的菜
市場附近就有多達四家的燒餅店，卻
看不到其他類的早餐店。 

而一般外面常看到的快餐店，水

交社裡也看不到，取而代之的是家鄉

味的麵店。其他如臘肉店、醬菜攤等

都是道地的大陸美食喔！ 

副食供應站：國防部供應軍

眷或軍營食品的地方，所謂

的副食是相對於主食（稻米）

的，也就是說米飯以外的食

物都叫副食，早期眷村都有

配給麵粉，所以麵粉類食品

特別興盛，至今仍是如此。 

 

水交社市場（原副食供應

站）： 

 
 

（攝影/劉偉民） 

簡報 

 

照片 

15 

min 

認真

聽講

及筆

記、 

課後

查詢

資料 

 

（二）另一種鄉愁 

單元 

目標 

1.能體會不同族群的鄉愁及族群

融合的過程 

2.認識台灣「新電影」的代表人

物及風格 

3.能欣賞大陸各省懷舊民謠 

能力 

指標 

藝文： 

2-3-7 認識環境與生活的關係，反思環

境對藝術表現的影響。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容、形

式與媒體的特性。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

的興趣與習慣。 

六大

議題 

家政教育： 

3-3-1 欣賞多元文化中食衣住行育

樂等不同的傳統與文化 

十大

基本

能力 

一、了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二、欣賞、表現與創新 

三、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課程

目標 
課程內容 圖片（文字）示例 

教學 

資源 

使用 

時間 

教學 

評量 

2-1 
體認

外省

族群

深刻

的鄉

愁， 

進而

導入活動： 
電影＆舞台劇＜暗戀桃花源＞

中，民國三十八年自大陸來到台灣的
江濱柳，終其一生都在想望著故鄉上
海的戀人；住在眷村的外省老榮民也
是一樣，一生中所認定的故鄉就只有
一個－－在大陸的老家。因此，他們
的鄉愁是在千里外的大陸－－只能
暗戀。 

在眷村中出生的外省第二代，自

「暗戀桃花源」是「表
演工作坊」賴聲川構思，
1986 年推出的舞台劇，1991
及 1999 年重新演出，甚至
拍成電影，皆造成廣大迴
響。 

劇情描寫二個劇團同
時在一個舞台排戲，一個是
「暗戀」，描寫在動亂的時
代下的愛情悲劇；一個是描

據照 5 

min 

認真

聽講 



欣賞

反映

鄉愁

的藝

術作

品 

求學時代開始就希望有一天能離開
這擁擠又跟不上時代的眷村，他們努
力的在這塊他們父母口中稱為異鄉
的土地上力爭上游，終於如願地在眷
村之外闖出一片天。但是他們忘不了
的是小時候一起遊戲、一起跟本省小
孩打架的玩伴；他們忘不了的是說著
不同的方言，卻又是那麼親切無距離
的鄰居。當他們聽到了以前常給糖吃
的隔壁老伯伯過逝的消息，當他們聽
到自己長大的眷村即將拆除改
建．．．終於，他們稱這塊土地為故
鄉，他們的鄉愁－－在眷村。 

讓我們來欣賞這一群走出眷村
的小孩思念「故鄉」所創作的電影，
一起來體驗屬於那個年代的眷村生
活吧！ 

寫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古
裝喜劇。一古一今、一悲一
喜，讓觀眾哭完又笑，笑完
又哭。 

「暗戀」的劇情是描寫
民國三十七年在上海相識
的一對浪漫戀人，在動亂的
洪流中被沖散，三十八年各
自逃到了台灣，但彼此都沒
有對方的消息，各自婚嫁。 

主角江濱柳雖然有著
美滿的婚姻，但卻永遠忘不
了在上海的那一場戀情，一
生中都在尋找女主角雲之
凡的影子，上海成了他心靈
世界的桃花源。 

終於，江濱柳死前，台
北醫院的病床上，雲之凡出
現了，他終於圓了他的桃花
源夢，道盡了大時代下小人
物的悲哀。 

2-2 

認識

新電

影的

由來

及風

格 

◎電影，是早期台灣主要的娛樂之
一，台灣光復後一直到七○年代，台
灣的電影風格一直處在一種「逃避現
實」的風格中，大多是武俠片、瓊瑤
式愛情片等幻想的作品，或是描寫抗
日英雄及大陸共產主義下人民的悲
產等政治宣傳電影。 

一直到 1982 年四個年輕新銳導
演創作了實驗性的寫實電影作品「光
陰的故事」，影片由四個互不相關的
段落組成，故事的背景是台灣五○年
代至八○年代。這是台灣第一部社會
寫實電影，之後的電影不再不著邊
際，主題、內容貼合台灣社會，稱為
「新電影」。 

隔年外省第二代的侯孝賢根據
黃春明的同名小說拍攝了「兒子的大
玩偶」，之後侯孝賢與眷村長大的作
家朱天文及九份礦工之子吳念真合
作拍了多部以本省人及外省人衝突
與融合為題材的電影，讓侯孝賢成為
台灣「新電影」的代表導演。 

而同時期的年輕導演也大多為
外省第二代，題材有許多關於眷村，
所以我們可以從部分電影中體會到
眷村子弟跟外界接觸時的那種新奇
與辛苦。 

黃春明： 
宜蘭的鄉土小說家，共

有七部小說被拍成電影，相
較於現代的電影以明星為
票房保證，在當時「黃春明
的原著小說」簡直成了票房
保證，另一耳熟能響的作品
為「看海的日子」。 

 
「兒子的大玩偶」： 

貧窮的主角坤樹為了
養家活口，擔任戲院上映電
影的活廣告－扮成小丑，身
上掛著電影看板成為三明
治人在街上宣傳。 

每天早上坤樹在房間
化完小丑妝以後，出來逗逗
自己的小兒子阿龍，阿龍開
心地笑著，坤樹心滿意足地
外出展開一天的工作，接受
眾人的恥笑，夜晚回到家時
兒子已經睡著了。 

一 天 阿 龍 半 夜 睡 不
著，坤樹第一次以平常的臉
去哄小孩，阿龍看到他嚇得
大哭，坤樹無奈地走到化妝
台前，一邊化小丑妝一邊低
咕著：「認得爸爸，認得爸
爸」．．． 

電 影

海 報

圖 片 

5 

min 

認真

聽講

及筆

記 

2-3 

認識

新電

影的

代表

人物

及描

寫眷

◎導演侯孝賢與編劇朱天文、吳念真
拍攝了三部鄉愁濃厚的電影，1986
「戀戀風塵」是吳念真的自傳，描寫
山城的一對小情侶到台北工作的辛
酸悲戀；「童年往事」是侯孝賢的自
傳，描寫自己小時候跟本省小孩一起
長大的種種趣事；「冬冬的假期」則
是眷村作家朱天文的自傳，描寫自己
第一次走出眷村接觸到本省人的經
歷。 

朱天文： 
出身文學世家，父親是

作家朱西寧，母親是翻譯家
劉慕沙，妹妹則是作家朱天
心，從小在眷村長大，家庭
則是最典型的組合，外省父
親+本省母親。 

高一暑假就完成了第
一部小說，從此展開了作家
生涯，作品題材大多為眷
村，直到遇見侯孝賢及吳念

VCD 15 

min 

認真

聽講 

及欣

賞 



村的

電影 

◎真正描寫眷村生活的，當屬「蕭畢
的故事」與「竹籬笆外的春天」了： 
電影片段欣賞「小畢的故事」：  

由陳坤厚導演，仍然是眷村作家
朱天文的短篇小說改編而成，描寫眷
村少年小畢的成長故事。小畢是一個
私生子，媽媽帶著他嫁給了眷村老榮
民老畢，小畢國中期時十分叛逆，跟
一群不良到處闖禍，直到有一次，小
畢偷了錢又頂撞父親，父親說了重
話，母親心痛竟然開瓦斯自殺，從此
小畢揮別慘綠的少年時光，投考軍校
展開另一種生活。 
◎竹籬笆外的春天： 

李祐寧導演，鍾楚紅主演，描寫
眷村居民往外面的社會發展的故
事，因為其中有眷村女子去酒吧當吧
女的情節，國防部停止補助，金馬獎
也沒被提名，因此沒再發行光碟，現
已絕版。 
◎1984 年，侯孝賢推出了《冬冬的
假期》，同年，羅大佑製作了《家》
的專輯，從歌詞中可以體會到逃離了
眷村的小孩，在台灣社會中打拼，心
繫的還是眷村，因為，眷村是他們的
鄉愁，而不再是父母口中的大陸老
家。 

真，才開始對台灣社會有所
著墨，從此在編劇上大放異
彩。 
冬冬的假期： 

冬 冬 從 小 在 眷 村 長
大，從來沒接觸過眷村以外
的世界，有一天因為冬冬的
母親開刀住院，交代冬冬帶
著妹妹坐火車到外婆家
住，在火車上冬冬第一次看
到台灣這塊土地，接下來與
本省人的接觸更讓冬冬驚
奇不已．．． 
 
 
 
 
 
 
羅大佑《家》歌詞節錄： 
 
我的家庭，我誕生的地方 
有我童年時期最美的時光 
那是後來，我逃出的地方 
也是我現在眼淚歸去的方
向 



2-4 

能欣

賞代

表鄉

愁， 

在台

灣流

行的

大陸

民謠 

◎播放音樂帶「康定情歌」：聽聽看
這是台灣的民謠嗎？還是大陸哪一
省的呢？（西康） 

◎大陸移民到了台灣以後並沒有馬
上流行唱大陸民謠，因為眷村裡的人
來自大陸各省，說著不同方言，他們
一開始並不會說國語，是政府推行國
語後才學會的。 

到了六○年代，政治上穩定下來
了，音樂家也把各省的方言民謠寫成
國語民謠，因此帶動了一股民謠風，
從眷村風行到整個台灣社會，有名的
大陸民謠還有鳳陽花鼓（安徽）、在
那遙遠的地方（青海）、掀起妳的頭
蓋來（新疆）、小毛驢（黃土高原）。
甚至到了七○年代，連大學生也開始
模仿民謠寫起民歌，稱為民歌時代，
「秋蟬」就是那個時代的作品。 

從此可見，眷村真的豐富了台灣
的藝術文化，不管是電影還是音樂，
沒有了眷村的這一群人，我們的心靈
一定缺少了什麼！ 

◎現在我們就來練習唱這首西康民
謠及用直笛吹奏。（演唱及吹奏技巧
教授及練習） 

◎下個單元，我們要實地走入眷村，
體驗他們的飲食，訪問這些住在現代
桃花源的居民。 

「康定情歌」歌詞： 
跑馬溜溜的山上 一朵溜溜的雲喲 

端端溜溜的照在 康定溜溜的城喲 

月亮彎彎 康定溜溜的城喲 

李家溜溜的大姊 人才溜溜的好喲 

張家溜溜的大哥 看上溜溜的她喲 

月亮彎彎 看上溜溜的她喲 

一來溜溜的看上 人才溜溜的好喲 

二來溜溜的看上 會當溜溜的家喲 

月亮彎彎 會當溜溜的家喲 

世間溜溜的女子 任掛溜溜的愛喲 

世間溜溜的男子 任你溜溜的求喲 

月亮彎彎 任你溜溜的求喲 

 
 

◎這是一首西康省的民
謠，「康定」就是西康省的
省會，「康定情歌」為二四
拍、五聲音偕的樂曲。 
    同學有人會覺得很熟
悉，因為本土天后張惠妹唱
過，同學回去可以比較看看
有什麼不同。 

錄音

機、 

鋼琴 

、直

笛 

20 

min 

認真

聽講

及練

習 

 

（三）走入眷村 

教學 

目標 

1.藉由實地探訪了解眷村的人

文、地貌。 

2.訪問眷村的居民，了解他們的

心聲。 

3.透過眷村地圖、攝影、素描留

下眷村印象。 

能力 

指標 

社會： 
1-3-1 了解不同生活環境差異之處，並能

尊重及欣賞其間的不同特色。 
1-3-3 了解人們對地方與環境的認識與

感受有所不同的原因。 
2-2-2 認識居住城鎮的古蹟或考古挖

掘，並欣賞地方民俗之美。 
藝文：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

關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題，運用
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
體情感與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
現。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
動，表現自動、合作、尊重、秩序、
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六大

議題 

環境教育： 
1-3-1 藉由觀察與體驗自然，並能以

創作文章、美勞、音樂、戲劇
表演等形式表現自然環境之

十大

基本

能力 

一、了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二、欣賞、表現與創新 

五、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 



美與對環境的關懷。 
3-2-2 能主動親近並關懷學校暨社

區所處的環境，進而瞭解環境
權的重要。 

人權教育： 
1-3-4 瞭解世界上不同的群體、文化

和國家，能尊重欣賞其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 
3-2-2 培養互助合作的工作態度。 
家政教育： 
1-3-8 認識傳統節慶食物與台灣不

同族群飲食文化。 
3-3-3 從事與欣賞美化生活的藝術

造型活動。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課程

目標 
課程內容 圖片（文字）示例 

教學 

資源 

使用 

時間 

教學 

評量 

3-1 
了解

活動

進行

的目

標及

完成

學習

護照

的方

法 

導入活動： 

學校旁的水交社，又名「志開新
村」，已經在這裡靜靜地走過半個世
紀，如今也跟台灣其他眷村一樣，面
臨拆遷的命運，讓我們一起走入眷
村，探詢老爺爺、老奶奶的故事，找
尋水交社最有特色的小吃，並透過攝
影、素描來留下最深刻的眷村印象。 

活動過程中請注意自身的安全

及採訪時的禮貌！依照「走入眷村」
護照的題目完成眷村地圖、採訪、攝
影及素描（參考藝文老師示範作品）。 

出發前小隊合照： 

 
（攝影/劉偉民） 

走入

眷村

護照 

5 

min 

秩序

及投

入態

度 

3-2 

實地

探訪

水交

社的

人文

及風

貌 

◎拜訪水交社市場，由社會老師示範

訪問的方法。 

◎學生分組品嚐眷村早餐及採訪市

場附近的攤位和店面。 

◎拜訪「空軍志開新村自治會」，由

孫會長帶領導覽眷戶已搬遷的日

式眷舍。 

參觀日式眷舍：

 
（攝影/劉偉民） 

筆記

本、

筆、

學習

護照 

50 

min 

訪問

態度 

、訪

問記

錄、

學習

護照 

3-3 

留下

深刻

的美

感印

象 

◎在水交社公園集合，說明同學必須

去尋找自己覺得眷村最美的景點，拍

下照片，在「走入眷村」護照的最後

一面畫下這美麗的景象，因為這美麗

的景象可能即將消失，希望所有人都

能留下深刻的印象。 

「走入眷村」護照第四題： 

4.走過，又拜訪過，請同學

將自己認為最具特色的景

點，用素描的方式描繪下

來，將”剎那”變為”永恆”。 

素描

筆、

學習

護照 

、相

機 

45 

min 

素描

及攝

影作

品 

 

（四）再現風華 
單元 1.認識國外及台灣古蹟再利用的 能力 藝文： 



目標 成功案例 

2.了解市政府的水交社古蹟保存

計畫 

3.運用創意寫出希望如何讓水交

社風華再現 

指標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
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勢，、增

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3-13 運用學習累積的藝術知能，設
計、規劃並進行美化或改造生活空
間。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
的興趣與習慣。 

六大

議題 

環境教育： 
4-2-4 能運用簡單的科技以及蒐集、

運用資訊來探討、瞭解環境及
相關的議題。 

家政教育 

3-3-3 從事與欣賞美化生活的藝術造
型活動。 

十大

基本

能力 

三、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八、運用科技與資訊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課程

目標 
課程內容 圖片（文字）示例 

教學 

資源 

使用 

時間 

教學 

評量 

4-1 
認識

國內

外古

蹟成

功再

利用

的例

子 

導入活動： 

為了 1889 年在法國巴黎舉行的

萬國博覽會而建的「奧賽火車站」在

1986 年重生了，失去作用的火車站如

今變成了世界上收藏印象派畫作的最

多的「奧賽美術館」。 

日治時代身為政治中心的台南州

廳，光復後曾經成為空軍供應司令

部，後來又成為台南市政府，直至市

政府遷移至安平區，這棟歷經九十年

的西式建築才功成身退。經過改建後

2003 年成為國立台灣文學館及文化

資產保存中心，是大家的享受藝文的

好去處喔！ 

我們的鄰居水交社眷村雖然面臨

拆遷的命運，在此生活了半個世紀的

眷戶都覺得不捨，水交社是否有重生

的機會呢？ 

奧賽美術館內部：（車站

時期的大鐘還保留著） 

 
國立台灣文學館： 

 
（攝影/劉偉民） 

圖片 8 

min 

認真

聽講 

4-2 

了解

水交

社的

古蹟

保存

計畫 

◎今年（2004 年）五月三日台南市古

蹟審查委員會議審查通過將保留水交

社八棟較有特色的日式眷舍做為古

蹟，其餘將拆除成為住、商用地，居

民遷往大林國宅，保留的部分計劃成

立「水交社文化園區」，但詳細的規劃

尚未出爐。 

◎現在讓我們一起來思考，早市政府

同學記得孫會長帶我們去

參觀的日式眷舍吧！保留

成為古蹟的就是這類的房

子。 

保留為古蹟的眷舍： 

圖片 

、學

習單 

4 

min 

認真

聽講 



一步，思考如何在這園區裡，發揮我

們的創意，使我們的鄰居風華再現。

（發下「再現風華」學習單） 

 
（攝影/劉偉民） 

4-3 

了解

文化

園區

的定

義， 

並引

導學

生如

何規

劃水

交社

文化

園區

的創

意 

◎學習單創作指導－何謂文化園區？ 

所謂文化園區，就是在一個範圍
內，透過人為的力量重現某一個時代
或某個族群的生活方式，包括靜態的
展覽建築、文物及動態的表演。比如
「台灣民俗村」就是重現農業社會的
文化園區；「九族文化村」就是高山原
住民的文化園區。 

老師今年去過西歐，特別介紹荷
蘭「風車村」的規劃給大家參考： 

    「風車」是荷蘭十七世紀以來用
來抽湖水造地（荷蘭是低地國，以前
到處是湖泊及沼澤）的主要工具，一
百多年前失去了作用，漸漸被人們遺
忘而拆除，政府於是成立了「風車
村」，保留了數座造型完美的風車，並
在村內設置木鞋工廠（荷蘭的傳統）、
乳酪工廠（荷蘭是世界乳酪最大產
區）、顏料工廠（荷蘭出了許多畫家）、
木船工廠等重現風車時代的生活方式
供遊客參觀，讓遊客認識十九世紀以
前的荷蘭。 

◎如果水交社文化園區成立，將是台
灣，也是世界第一個眷村文化園區，
所以大家為我們美麗的鄰居動一動腦
吧！ 

 

 

 

 

 

 

荷蘭風車村的外觀： 

 
 

 

風車村木鞋工廠的展示： 

 
 

（攝影/劉偉民） 

圖片 

、學

習單 

8 

min 

認真

聽講 

4-4 
啟發
對藝
術文
化的
熱衷
與創
意 

◎學生填寫學習單，教師提示重點及

解答學生問題。 

 學習

單 

25 

min 

認真

思考 

、表現

創意 

 

（五）跨越竹籬笆 

教學 

目標 

1.了解台灣的風俗習慣是由多文

化融合而成 

2.了解眷村居民與台灣社會融合

過程與影響 

3.能以包容的角度看待族群議題 

能力 

指標 

社會： 
3-4-3 舉例指出人類之異質性組合，可產

生同質性組合所不具備的功能。 

3-4-4 說明一個多元的社會為何比一個
劃一的系統，更能應付不同的外在
與內在環境。 

4-4-2 在面對爭議性問題時，能從多元的



觀點與他人進行理性辯證，並為自
己的選擇與判斷提出好理由。 

5-3-5 舉例說明在民主社會中，與人相處
所需的理性溝通、相互尊重與適當
妥協等基本民主素養之重要性。 

6-2-4 說明不同的個人、群體（如性別、
種族、階層等）與文化為何應受到
尊重與保護，以及如何避免偏見與
歧視。 

六大

議題 

人權教育： 

1-2-5 察覺個人偏見與歧視態度，並

避免偏見與歧視之產生。 

1-3-4 瞭解世界上不同的群體、文化

和國家，能尊重欣賞其差異。 

十大

基本

能力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課程

目標 
課程內容 圖片（文字）示例 

教學 

資源 

使用 

時間 

教學 

評量 

5-1 
引發

學生

對族

群融

合的

興趣 

導入活動： 
幾十年來本省人習慣了外省人的

牛肉麵、水餃，外省人也習慣了本省
人的切仔麵、肉丸；本、外省人聯姻
不再有顧忌．．．但一到選舉，族群
議題每每成為政治人物及媒體炒弄的
焦點，許多民眾隨之起舞。 

有形的竹籬笆早已拆除，但無形
的竹籬笆呢？讓我們從瞭解開始，看
見彼此的優點，跨越無形的竹籬笆。 

  3 

min 

認真

聽講 

5-2 

了解

台灣

文化

是由

多元

文化

所組

成， 

而眷

村是

其中

重要

的一

部份 

◎台灣是個多元文化交會的地方，有
真正本土的原住民文化、日治時期留
下來的日本文化、中國邊陲的閩南及
客家文化、光復後由外省人帶進來的
中原文化、國際主流的美式文化，甚
至青少年流行的哈日、哈韓風都是文
化融合的表現，有了這些，台灣才會
如此多采多姿。 
◎以下老師列舉我們生活中習以為常
的事，原來也是多元文化的傑作喔： 
1.早餐：漢堡－美國；三明治－歐洲；
奶茶－台灣發明的；燒餅、油條、
豆漿－華中。 

2.婚禮時母舅坐大位、嚼食檳榔－原
住民。 

3.學校的髮禁、流行的髮型、泡麵－
日本。 

4.大賣場、速食店、牛仔服飾－美國。 
◎依同學在水交社眷村的觀察，哪些
東西是道地的眷村食物，而在眷村之
外也很流行呢？ 

眷村早餐的唯一選擇： 

 
 

 

有名的老鄧牛肉麵： 

 
（攝影/劉偉民） 

圖片 7 

min 

認真

聽講 

5-3 

了解

眷村

人融

入台

◎眷村對台灣社會的影響只止於飲食
嗎？答案是否定的，竹籬笆內的眷村
和竹籬笆外的台灣社會是相互影響
的，眷村人走出竹籬笆跟外界居民接
觸通常經由以下途徑： 
1.求學：有些較大的眷村會有眷村小
學，但上了國、高中就不可避免跟

原為台南市志開新村空軍
子弟小學的「至開國小」校
徽：（圖案為一台戰鬥機及
一個 V 字） 

圖片 15 

min 

認真

聽講 



 

灣社

會的

過程

及用

心 

本省小孩接觸，通常眷村小孩人數
上屬弱勢，為了避免被欺負，通常
打架都一起上，「團結」就是力量，
而這種「團結」也讓一些不讀書的
小孩組成或加入幫派，「竹聯幫」、
「四海幫」都是從眷村發展起來的。 

2.當兵：當兵是每個男孩子必經的歷
程，眷村人上無祖產下無事業，因
此有一大部分投考軍校繼承父業，
繼續保衛國家，軍中畢竟本省人較
多，長期同甘共苦下，培養出深厚
的情誼。 

3.買賣：做生意當然不分族群，眷村
居民常推著自己做的家鄉食物到外
面叫賣，台灣商人也到眷村內的市
場賣起了菜，久而久之，「說台語也
會通」。 

4.通婚：軍職人員自大陸撤退時多半
單身來台，因此結婚的對象多半為
本省婦女，這也是族群融合最快的
一種途徑，因為他們的下一代很自
然地會二種語言，更能大步地走出
眷村，因此，現在的外省第二代、
第三代大多已融入於台灣社會。 

◎現在，台灣文化已經有非常大的獨
特性，飲食也比世界各國豐富得多，
這都是值得驕傲的地方，別忘記，少
了任何一個族群，都無法達到這樣的
成果。 

 
（攝影/劉偉民） 

 

◎現在在眷村遇到的外省

後代青年，大多閩南語講得

滿順的，當事人不說也很難

知道他們出身外省家庭，也

可以看出他們融入台灣社

會的用心。 

 

◎同學回想一下，在水交市

場中聽到小販和顧客的對

話是不是國語跟台語都有

呢？可見市場是語言交流

區喔！ 

 

 

5-4 
思考
族群
和諧
並有
自己
的看
法 

◎發下學習單，引導學生討論、發表

及撰寫學習單的問題。 

 學習

單 

20 

min 

討論

及發

表情

形、 

學習

單 

二、學習評量： 

1.「走入眷村」學習護照：（依序為封面、第一、二頁、封底，皆為 B4） 

 

 

 

 

 

 

 

 

 

 

走 入 眷 村 

隊徽： 

護照 

我是第  小隊的       ，以下是我探訪水交社眷村的所見 
所聞： 
1.一步一腳印凡走過必留下痕跡，這是一張水交社眷村的地理位置
圖，請畫下小隊走過的路線、看過的景觀或造訪的地方（例：公
園、小吃攤、張伯伯的家…），運用圖像化的繪圖方式，完成一張
有個人特色的眷村地圖： 

大成國中 

台
南
高
商 

健 

康 

路 

西 門 路 

大 

成 

路 

新
興
路 

志
開 

國
小 

建
業

中
學 

南 門 路 



 

 

 

 

 

 

 

 

 

 

 

 

 

 

 

 

 

 

 

 

 

 

 

 

 

 

 

2.再現風華學習單： 

                 
             二年     班 

小小文化局長：          
 

1.在欣賞奧賽美術館、台灣文學館等古蹟變身為藝文場所的成果後，
動腦想一想！在你看過或聽過的古蹟中，還有哪些風華再現的例子
呢？ 

時間： 

              地點： 

班級： 

              姓名： 

2.「民以食為天」,「吃」是令人嚮往的，水交社是「美食小天地」，
因為這裡的小吃風味來自大江南北，同學們嘗過哪些？還記得特
殊的口感吧！請用文字記錄下來；店老闆一定有一串的故事，請
寫下來，因為這是生活的篇章，更是傳承的展現。 

3.這塊土地上住有來自大陸各省的老爺爺、老奶奶，他們在這裡居
長達半個世紀之久，人親，土也親了，但是因為「眷村改建」迫
使他們必須搬家，是喜樂？還是憂愁？複雜的心情，根據你的拜
訪，請一一的敘寫下來，最好能和他們在老屋的前面留下”帶不走”
的記憶－－拍張照片，貼上來。 

4.走過，又拜訪過，請同學將自己認為最具特色的景點，用素描的方
式描繪下來，將”剎那”變為”永恆”。（請翻至背面，利用一整頁的空
間繪圖） 

「眷村印象」素描空間 



 

 

 

 
2.如果你是台南市文化局長，你會如何規劃水交社眷村文化園區呢？
請依以下項目分別設計： 
街道： 

 

市場（攤販）： 

 

公園： 

 

日式眷舍： 

 

眷村自治會： 

 

活動中心： 

 
 

3.除了硬體的規劃外，藝文活動也是吸引遊客的關鍵喔！例如宜蘭羅
東運動公園的國際童玩節、墾丁的風鈴季，每年都吸引大量的遊客，
身為文化局長的你，要舉辦什麼樣的活動來推銷台南眷村文化園區
呢？ 

 

 

 

 

 

 

 

3.跨越竹籬笆學習單： 

 

      

                                          二年   班 

                                               姓名： 
 

 



1. 依同學在水交社眷村的觀察，什麼是道地的眷村食物，而在眷村之
外也很流行呢？發現了沒有？原來我們習以為常的日常食物，是眷
村的老爺爺、老奶奶從大陸帶過來的喔! 

 
 
 
 
 
 
 
2. 經過了這一連串的學習，也到過水交社實際走訪，加上自己蒐集的

資料，你對眷村的印象中，跟外界明顯不同的地方有哪些？ 

 

 

 

 

 

 

 

 

3. 每逢選舉，族群議題就一再被炒作，原本生活中不分你我的情感，
因此被撕裂，二分法的結果，本省人才能愛台灣，外省人就是愛中
國．．．依你跟眷村居民接觸的經驗，你覺得這樣的說法正確嗎？
依你的看法，要如何增進族群的和諧及避免這樣的誤解呢？ 
 

 

 

 

 

 

 

 

 

 

4.自評、互評表： 

 

                                                    二年    



班 

                                                       姓名：            

 

自評部分：對自己的認真滿意度 

  滿意度得分 

評量項目 

很認真 

5 

認 真 

  4 

還 好 

  3 

不認真 

    2 

隨 便 

1 
備 註 

資 料 蒐 集       

上 課 表 現       

紀 錄 認 真       

工 具 準 備       

訪 視 態 度       

拍 攝 過 程       

禮 貌 表 現       

眷村護照的完成       

學習單的完成       

總體的學習表現       

得 分 總 計 
 

 

下次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 

 

 

互評部分：對小組其他成員表現滿意度 

        姓名 

評量項目 

組 員 一 

（   ） 

組 員 二 

（          ） 

組 員 三 

（ ） 

資 料 蒐 集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上 課 表 現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紀 錄 認 真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工 具 準 備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訪 視 態 度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拍 攝 過 程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禮 貌 表 現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眷村護照的完成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學習單的完成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總體的學習表現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得 分 總 計    

 

肆、教學評鑑 
一、 教學準備： 



對於不是生長於眷村的我（藝文老師）來說，眷村是一個極陌生的世界，
因此要得到第一手的資料，得先找到住在水交社的人幫忙才行，首先求助於興
中里里長，經過三次的電話聯繫，均無法得到里長的協助，灰心之至。在求助
受挫後決定先行利用假日到眷村走一走，一步一腳印的發現眷村的美，走著走
著就來到位於眷村中的志開國小，校園並不大，但花木扶疏，可以感覺到老師
們的用心。走到辦公室前，就有一位老師笑盈盈地走來，問我是不是小孩想送
到志開就讀而來看校園？在我表明了身份及來找靈感的來意後，她立即建議我
找他們學校退休的教導主任丁孟秋，頓時光明重現。和丁主任聯絡之後，得到
了她的熱情相助，有了資料來源，後來又求助於志開新村自治會長孫桂熹，又
獲得了很多最新的資料，準備工作也得以順利進行。 

除了資料要齊全外，圖片也不能少，前前後後到眷村取景共有五次，每次
拍完一覺得有不足就再找一天再去一次，每次取景就發現又搬走了幾戶，總共
拍了兩百張以上的照片。 

二、走入眷村教學紀實： 
為了見到最熱鬧的水交社，參與「戀戀竹籬笆」的師生在早上六點二十分

即在校門口集合，六點三十分準時出發，步行展開我們的第三單元「走入眷村」
的探訪活動，活動中感覺眷村人是那麼的親切，不僅對於我們的問題詳細地解
答，甚至我們不知到要往哪兒走的時候，還會主動擔任嚮導，就這樣一場充滿
驚奇的眷村之旅展開了。在社會老師帶領下學生實地採訪，藝文老師帶領參觀
眷村之美，經由素描及攝影，還有實地與眷村居民的接觸，讓大家都留下了最
真實的水交社印象： 

       
◎社會老師示範採訪慶雲燒餅 ◎社會老師示範採訪劉家醬菜 ◎趙家早點的炕考燒餅 

 

       
◎學生採訪店家             ◎熱心的侯伯伯擔任導覽     ◎學生依序進入眷戶家中參觀 

 

       
◎自治會長幫我們解說         ◎學生參觀已搬遷眷舍         ◎自治會前集合，準備寫

生 

三、學習成果： 



    1.學習護照封面之隊徽設計： 

    
                 ◎創作者：二年三班 陸欽南              ◎創作者：二年三班 陳玟曲 

    2.學習護照之眷村地圖：              3.學習護照之美食尋跡： 

  
◎創作者：二年三班 陸欽南               ◎創作者：二年三班 陸欽南 

4.學習護照之訪問老眷戶：            5.學習護照之眷村印象： 

  
◎創作者：二年三班 書世宇                ◎創作者：二年三班 陸欽南 



6.再現風華之規劃水交社文化園區： 

 
                                                        ◎創作者：二年三班 林坤德 

伍、參考資料 

     1.台南市空軍志開新村自治會提供之資料。 

    2.台灣電影筆記 http://www4.cca.gov.tw/movie/people/people.asp 

3.本教學活動所使用之所有圖片皆由藝文老師劉偉民所拍攝。 

陸、後記 

    完成「戀戀竹籬笆」這個教學設計，要感謝很多人的幫忙，大多是我們在準備

及探訪過程中主動跳出來幫忙的：空軍志開新村自治會長孫桂熹先生，在百忙之中

為我們解說眷村改建計畫及為師生導覽日式眷舍內部；志開國小前教導主任，為我

們提供資料及導覽；甚至剛做完運動的侯伯伯也主動替我們作嚮導，並帶我們看一

位老伯伯閒暇之餘所做的瓶罐花園。 

    另外，採訪美食過程中，感謝「慶雲燒餅」老闆詳細地示範燒餅製作過程，還

熱情地招待剛出爐的燒餅。「趙家早點」則是為我們示範最傳統的用炕烤燒餅的製作

過程，把剛成形的燒餅貼在火炕的壁上，看著燒餅漸漸考熟，是我們大家最新鮮的

體驗。 

總之，透過「戀戀竹籬笆」，水交社眷村的人、事、物已經深刻地印在所有參與

此次教學活動的師生的心中，當眷村居民遷走，眷村全數改建後，眷村印象還是會

活在我們的腦海的。多年後，當水交社文化園區成立，我們仍可以從少數保留的眷

舍中，找到一點點 2004 年夏天，那裡曾經綠過的樹、曾經熱鬧過的喧囂，以及曾經

瘋狂過的執著。 

 
P.s.在教學活動結束後的八月 27 日，怪手開入眷村邊緣已經完成搬遷的區塊，走過半個世

紀的眷村開始一點一滴地崩解。雖然教學活動已經結束，但「戀戀竹籬笆」才正要開

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