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區的好鄰居

～美哉榮星～

三年級上學期螢向榮星特色課程



深度巡禮之一
(尋找老樹行動)

2節課

3節課

五常國小和
榮星公園的誕生

1節課

2節課

預定16週教學

深度巡禮之二
(探訪生態池)

深度巡禮之一
(尋找老樹行動)

1節課生態池中的寶貝

3節課

2節課
深度巡禮之二
(探訪生態池)

社區的好鄰居
~美哉榮星~

發現關係與價值

預定17週教學

預定20週教學

預定21週教學

人對環境的責任

實地探查感受

態度與自發行動



五常國小和榮星公園的
~誕生~

五常國小:民國54年創校

榮星公園:民國57年成立



能觀察五常國小的老照片和影片，體會
早期的社區環境。

能觀察地圖和不同時期的航測影像圖，
發現隨著人口增加，人類為了滿足生活
各種需求，導致農田和綠地大量消失。

能發現並察覺榮星公園是學區附近僅存
的大型綠地，有其重要的保育價值。

教學目標



觀賞50週年校慶的老照片(影片)，
發現五常國小早期的社區環境。

教學實施(活動一)

學校四周空曠，可以直接看
到松山機場內的飛機。



觀察台北市歷史圖資系統各時期的航測影
像圖，發現因應社區人口增加的生活需求

，榮星公園和五常國小有其成立的必要性。

民國34年(美軍轟炸前)

教學實施(活動二)

民國37年(美軍轟炸後)民國45年民國54年(五常國小建校)民國56年(榮星公園施工)民國62年(舊明德樓出現)民國73年(快樂樓出現)民國80年(勤學樓出現)民國100年(PU跑道出現)民國104年(屋頂防漏工程)民國106年(榮星公園是僅存的大型綠地)民國107年(最新的航測影像圖)回到民國37年(對照不同時空的地貌改變)



班級教學實況

教學實施(活動二)



班級教學實況

教學實施(活動二)



省思自然環境因人類行為造成的巨大
改變，覺察榮星公園的價值和重要性。

教學實施(隱藏版活動三)

實際操作台北市歷史圖資系統(新舊比對功能)

http://www.historygis.udd.taipei.gov.tw/urban/swipe/index.aspx
http://www.historygis.udd.taipei.gov.tw/urban/swipe/index.aspx


教學成效



教學成效



教學成效



教學省思之一：學生反應與回饋

學生看到五常國小的老照片，第一個反應就是~
學校四周好空喔!教室怎麼只有一棟?為什麼沒有
升旗桿呢?旁邊的房子好矮……真實感受早期臺灣
的社會環境。

雖然只有三年級(完全沒學過如何判讀地圖)，但
老師們普遍反應課堂上學生興趣高昂（很High）
、觀察仔細，發現許多連老師們也沒看到的細節。

從課堂發表與學習單回饋中可以發現，學生或許
喜歡現在環境的改變(農地變為公園、馬路、房子、
學校……)，但卻都不希望榮星公園也變為建地，
他們相當珍惜這唯一的大型綠地。



教學省思之二：學年老師的回饋

因為已統一將老照片、各時期的航照圖以及提問
、參考答案製作成ppt檔，供學年老師進行教學，
不用自行操作台北市歷史圖資系統，因此教學過
程相當流暢。

學生課堂反應良好，興趣濃厚，皆能專注觀察照
片和航照圖，與同學分享自己的發現。

孩子們上課時會想到這是長輩小時候曾經居住過
的地方，因此充滿情感與好奇心，學習相當積極。



教學省思之三：教學設計者的嘗試

 台北市歷史圖資系統最早使用在五年級進行
50週年校慶的校史教學，後來在四年級的榮星課
程嘗試過(學生已具備各類地圖的判讀能力和經
驗，教學上並不困難)。

學習內容適當轉化 幫助學習者理解

這是第一次將台北市歷史圖資系統運用在完
全沒有地圖學習經驗的三年級學生身上，能得到
孩子如此正面的反應和回饋，相當振奮人心。

有效教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