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古教育推廣計畫—文化巴士綠 3 線 
一、緣由： 

樹谷文化基金會至 2008 年成立考古中心起，便積極推動考古相關的環境教

育活動。2014 年，樹谷環境教育中心試營運，至今年正式落成，希望更能發揮

教育場所的用意，斯土斯民，成為鄰近的行政區內居民生活和成長的一部分。這

個區域的周圍仍保留大片農村綠地，其中生長的植物在千年以前更是先民們生活

中的各種用品，希望透過課程讓參與者能發掘自己腳下的歷史和發現路旁看似平

凡的植物都有無限的可能，進而愛惜、珍惜土地及先人留給我們的資產。 

因而，藉由連結各校的台南市巴士作為交通工具，透過推廣課程帶領孩子走

進不一樣的場域，發掘課堂課本所學之意涵和體驗，進而愛惜並珍惜屬於自己土

地下的寶藏。 

 

二、計畫執行時間：140 年 12 月 1 日-12 月 31 日 

三、執行單位：財團法人樹谷文化基金會 

聯絡承辦：06-5892400 毛小驊（考古教育專員） 

四、計畫內容： 

(一) 辦理國小學童考古環境教育活動，一校一梯次，一梯次 4 小時。 

對象：國小 4 或 5 年級，以班級為單位。 

(二) 課程內容規劃：認識考古挖掘工作內容，及臺灣史前文化出土的陶器外

型、顏色和紋飾特徵，並藉由自製手工繩運用在美化陶器，去體會「繩

紋」的學術地位為何而來，是一堂結合認知地理風土植物與先民順應自

然、運用自然的體驗課程。 

(三) 規劃：如下表 

 活動名稱 活動簡介 活動內容 

午餐時間：環教中心提供午餐 

60min 

考 古 大 發

掘：模擬探坑

體驗活動 

學習田野現場

基本知識，並體

驗考古發掘，分

類並分析遺物

功能。 

認知—科學研究的基本概念 

-1知道考古發掘器材的用途。 

-2認識考古田野調查紀錄工作。 

-3能分辨考古遺物和遺跡及現象。 

覺知—地底下的文化價值 

-4發覺文化保存和自己的關聯性。 

60min 

樂『陶陶』 

：高、矮、胖、

瘦，有紅有黑

的史前陶器 

觀察發掘出土

的陶片，進而認

識台灣史前文

化各時期的陶

器特徵。 

並推測陶器上

認知--外觀「形」&「色」&「紋」 

-1認識中心展示的史前文化陶器，學習外

觀跟用途的關聯。 

-2土色的差異代表什麼? 

-3修復史前遺物的意義。 

覺知--凡誕生皆有其用意 



 

(四) 預期效果 

 學員將從中具體了解史前文化的地理環境、生活和不同文化的特色，結

合社會科課堂所學習的知識，了解考古學者是如何運用發掘到的遺物進

行觀察和推測。 

 從簡單的「觀察」為出發點，除了習得戶外活動應有的認知，更習得觀

察地景與物的能力，認識地理地質、民俗植物的特性和先民的運用方

式。 

五、執行計畫之交通訊息： 

(一) 搭乘綠 3 巴士至樹谷環境教育中心，若全員人數超過綠 3 中巴可容納的

數量(座位：20，站位：10)，可聯絡承辦人員商討共乘方式。 

(二) 各校巴士站與建議時程表： 

1. 大成國小：起程：大成國小站(11:55)—樹谷活力館站(12:24)/回程：

樹谷活力館站(16:36)—大成國小站(17:05 前)。 

2. 南科實中國小部：起程：南科實中(12:10)—樹谷活力館站(12:24)/

回程：樹谷活力館站(16:36)—南科實中(16:50)。 

(三) 樹谷活力館站步行 4 分鐘內即可抵達樹谷環境教育中心。 

 

的紋是如何成

形? 

-4如何依需求使用的適當工具 

-5體會先民智慧，保存每一片碎片。 

 

60min 

『海陸拼盤』 

老祖宗的家

鄉跟我一樣

嗎? 

-界牆來解答 

透過觀察環教

中心展示的考

古界牆，了解史

前環境。 

並認識園區中

曾經被先民運

用的植物。 

認知—綜觀與微觀 

-1分析考古界牆透露的地理資訊 

-2了解當時的生活場景 

-3認識植物特徵特性與其運用史。 

覺知— 

-4人事時地物皆是流動的。 

-5如何正確做出科學推論。 

60min 
繩與繩紋：紋

飾盆栽 DIY 

總結活動中帶

入的人、地(環

境)、物(器物、

動植物)相輔相

成的關係。 

自己編出香蕉

繩並且美化個

人的陶杯，做出

自己的史前繩

紋容器。 

DIY--紋飾盆栽 

-1 香蕉纖維編繩：自製繩子。 

-2學習先民用各種物品做出紋飾。 

 



六、活動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