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領域/科目 國語、社會 設計者 
文化資產教育課程發展小組- 

黃彥慈、吳怡蒨、潘仕勤、陳韋如、張純瑋、李岱玟 

實施年級 中高年級 總節數 2 節 

單元名稱 熱蘭遮城的前世今生 

核心素養 

領綱核心素養 總綱核心素養 

社-E-A2敏覺居住地方的社會、自然與人文環境變遷，關

注生活問題及其影響，並思考解決方法。 

社-E-C3了解自我文化，尊重與欣賞多元文化，關心本土

及全球議題。 

國-E-C1透過文本的閱讀，培養是非判斷的能力，以了解

自己與所處社會的關係，培養同理心與責任 感，關懷自

然生態與增進公民意 識。 

E-A2 具備探索問題的思考能力，並透過

體驗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問題。 

E-C2 具備理解他人感受，樂於與人互

動，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之素養。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2a-Ⅱ-1 關注居住地方社會事物與環境的互動、差異與變遷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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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Ⅲ-1 選定學習主題或社會議題，進行探究與實作。 

3c-Ⅲ-1 聆聽他人意見，表達自我觀點，並能與他人討論。 

3c-Ⅲ-2 發揮各人不同的專長，透過分工進行團隊合作。 

1-Ⅳ-3 分辨聆聽內容的邏輯性，找出解決問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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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Ⅱ-1 不同文化的接觸和交流，可能產生衝突、合作和創新，並影響在地的生活

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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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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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史前文化、原住民族文化、中華文化及世界其他文化隨著時代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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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題

融入 

環境教育─環 E1 參與戶外學習與自然體驗，覺知自然環境的美、平衡、與完整性。 

戶外教育─戶 E7 參加學校校外教學活動，認識地方環境，如生態、環保、地質、文化等 的戶

外學習。 

多元文化教育─多 E2 建立自己的文化認同與意識。 

教材

來源 

 

學習

資源 

學習單、紀錄版、測量工具 

學習目標 

1. 練習觀察能力，並將觀察結果記錄下來。 

2. 學習者可以透過邏輯推理，找出答案 

3. 學習者可以透過線索完成學習單 



 

課程架構 

 

 
學習活動設計 

關

名 
教師指引 教案內容 學習單/教具 

時

間 

引

起

動

機 

以荷蘭長

官揆一的

後代子孫

寫的信為

開場 

揆一的孫子寫信表示

想知道當年揆一生活

的熱蘭遮城的樣子，

並請大家幫忙解答熱

蘭遮城在漫長歷史中

經過了那些事情。 

Hi~臺灣的朋友們： 

我是麥可，是三百多年前管理臺灣時被稱之為「揆一

王」的弗雷德瑞克‧揆一的第十四代子孫。幾年前，我

曾受曾祖父託夢請託前來臺灣祭祀鄭成功，轉達我曾祖

父對鄭成功當時擊敗他後的不殺之恩。 

我也趁著那次難得的機會遊歷了據說曾是我曾祖父在管

理臺灣時住過的熱蘭遮城，我對那座建築印象深刻！但

是其中也有讓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若按照曾祖父在

夢中的敘述，熱蘭遮城的樣子似乎和現在的模樣有許多

不同之處。我很好奇，熱蘭遮城究竟在這漫長歷史中經

歷了什麼事？這樣的請求或許很突然，但能不能請你們

為我解答呢？讓我能夠更加認識熱蘭遮城。由衷的感謝

你們，並祝 平安喜樂！ 

10 

min 

熱

蘭

遮

城

找出熱蘭

遮城經過

各個時代

一、從圖片與現場

的對比發現古今地

貌的不同(現場證

一、1624年荷蘭人佔據大員，為了統治及軍事防禦的目

的，興建新的堡壘，並於 1627年正式定名為熱蘭遮城。

1634年完工後，成為荷蘭人在台灣的軍事、貿易及行政

40 

min 



的

前

世

今

生

(上

層) 

的現場證

據。 

共有九個

任務須完

成，上層

建築共五

個任務，

下層建築

共四個任

務。學生

須分組進

行，請依

照學習單

或教師給

的提示找

到正確的

現場證

據，完成

任務後即

可獲得解

鎖故事卡

一張。 

 

 

據：現代海岸線距

離) 

二、以現場軍裝局

石碑及武器等，作

為清朝時期設立軍

裝局的證據，得出

清朝時期熱蘭遮城

的使用目的。(現場

證據：軍裝局石碑

及大砲) 

 

三、說明鄭氏時期

熱蘭遮城的歷史演

變(現場證據：鄭成

功商品、安平地名) 

 

四、透過舊照片發

現古今差異，並了

解日治時期的使用

目的。(現場證據：

升旗台、階梯) 

 

五、透過日治時期

的總督府技師栗山

俊一的臆測線了解

當時人們對最初的

熱蘭遮城的推測(現

場證據：上層臆測

線) 

中心。熱蘭遮城可說是台灣作為十七世紀大航海時代東

亞轉運站最重要的歷史證物。 

●荷蘭時期以軍事用途所建立的堡壘——熱蘭遮城，駐

紮在海邊作為防禦，和現在我們所見的熱蘭遮城所在

地，有很大的地景變化，請問不同的地景指的可能是什

麼？ 

  

二、熱蘭遮城在某個時期被稱為「台灣城」，有軍事上

的價值與地位，故有水師駐防於此，海防砲更是當時少

不了的防禦配備。後續又因為有儲備軍火及兵器的需

求，而設立軍裝局。 

●請找出當時「水師」駐防、以及「軍裝局」設立於此

的證據。 

 

三、荷蘭人在臺灣開始經營貿易，事業做得有聲有色。

在西元 1661年這一年，有一名鄭將軍在中國因為反清復

明失利，在找尋撤退點時看中了臺灣。這位鄭將軍巧妙

的利用漲潮的策略打敗了荷蘭人，成功奪下臺灣的統治

權。 

●這位鄭將軍指的是誰？  

●請從熱蘭遮城中找出與這位鄭將軍有關的證據。 

1662年鄭成功趕走荷蘭人後，也住在熱蘭遮城。為表達

懷鄉之情，乃以鄭氏祖籍中國福建泉州府南安縣「安平

鎮」代替「大員」之名。而鄭成功三代皆住在熱蘭遮

城，而民間乃稱其為「延平王城」，或簡稱為王城。 

●當時的地名改成「安平」，熱蘭遮城改成鄭氏王室的

居住城堡，而也因為這個原因，民國後期原本的「熱蘭

遮城」被改名叫作(    )。 

●與老師確定答案後，請找出這層當中有此字樣的石

碑，並拍照回來給關主老師確認，即可過關。 

 

四、這是一張在日治時期拍的照片，請仔細觀察，找出

當時攝影師所站的拍攝的位置。 

●請觀察這張照片中的建築物，並對照現場你所見。有

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五、在這個時期，因荷蘭所建城牆大部分已損毀消失，

所以重新蓋了此座階梯狀的建築物。而當時有一位台灣

總督府技師－栗山俊一，他根據當時還留下的一些荷蘭

舊城牆，推測了當時熱蘭遮城的原貌。 

熱

蘭

遮

城

的

前

世

今

生

(下

層) 

每完成一

個任務即

可獲得一

張解鎖故

事卡，收

集到所有

解鎖故事

卡後，方

能進行最

後階段。 

六、透過砌磚的形

式判斷哪一座牆是

荷蘭時期建造的(現

場證據：台灣城殘

跡、半圓殘跡) 

七、透過觀察發現

不同地方的臆測

線，並與地圖對照

(現場證據：下層臆

測線) 

 

八、了解現在的安

平古堡的用途(現場

證據：遊客、售票

亭) 

 

九、透過考古探

坑，了解為何要進

行考古發掘，以及

考古發掘所發現的

新證據所帶來的結

果(現場證據：五號

探坑城牆方向) 

 

六、要辨認這座城牆出自哪個時期的工匠之手，可以從

材料以及磚砌法著手判別，請你依照以下線索推敲並說

明，這座城牆是哪個時期建造? 

 

七、仔細觀察地面的地磚鋪設，地面上有兩條磚面大小

明顯不同且交叉的地磚鋪設，請你推測地面上的哪條線

是按照臺灣總督府技師栗山俊一所臆測而鋪設的磚面步

道，並說明理由 

 

八、安平古堡儼然已成為來到安平區必拜訪的名勝古

蹟，請你依照下列敘述估算每年安平古堡預計會有多少

來客量與門票收入? 

●根據觀光局統計 2018 年安平古堡的遊客每個月平均約

50000 人，其中大約有 60%是全票入場，20%成是半票入

場，剩下的 20%人數是免費進場。 

 

九、 

1.觀察地面坑洞，猜想可能的用途。 

2.將坑洞上的線，方向不變向兩端延伸，重建以前的城

牆。 

3.在地圖上找到探坑，並依據相對位置將延伸的線標示在

地圖上。 

40 

min 



4.說明自己延伸完牆面、觀察地圖後發現了什麼？為何會

這樣？ 

綜

合

活

動 

收集到所

有解鎖故

事卡後，

各組學生

須將故事

卡依據時

代順序排

列，並依

據剛剛學

到的內容

完成學習

單上的彙

整表格。 

最後寫一

封回覆信

給揆一的

後代，並

加上自己

的話。 

透過表格整理來統

整學生的學習經

過，並讓他們說說

自己的想法。 

 

彙整表格 

 

親愛的麥可‧揆一先生您好： 

收到您的信我感到很________，我跟我的夥伴們依照您

的請求做了上面這個表格，希望有解答您的疑惑，另外

我們還想告訴您… 

30 

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