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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科考古館 戶外教育方案 參考教案 

課程名稱 柯南在南科 設 計 者 黃莉雯、李文志 

適用對象 國小 5、6年級/第三學習階段 課程時間 3節，共 150分鐘 

領 域 別 多元文化融入社會領域 關 鍵 字 考古學、文化層、遺址、史前文化 

課程介紹 

南科地區為曾文溪洪氾區，土壤堆積迅速，以致許多遺址深埋地下，不易被破壞

與發現。此區的考古遺址群，年代最遠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最近則為距今三百

多年前的明清漢人，因為文物數量豐富，亦是目前臺灣史前文化考古發掘面積最

廣、遺址密度最高，以及時間序列最完整的區域。 

南科考古館位於南科園區，是一個展示和研究古代南科文化的博物館，本次課程

的主要內涵在於透過南科考古館的參訪學習，培養學生對考古學的基本素養，其

核心內涵有二： 

一、感受「時間」在考古研究的意義：考古學可比擬為一種時間機器，它幫助我

們理解古代文化、事件和人類活動的發展過程。曾文溪地層中的不同層次能

夠顯示過去的時間序列，比對考古學家在其中發現的古代遺址、文物和化石，

可獲得南科地區的古代文化和先民歷史的重要信息。 

二、瞭解「考古學」基本概念：學生在老師引導下參觀南科地區出土的不同時期

和文化的器物，透過觀察、紀錄、提問、解釋與想像、探究與發表的歷程，

並以陶器碎片的分類與拼組模擬文物重建的活動，培養考古學的基本素養。 

課程目標 

1. 理解及思辨：使學生感受南科五千年之歷史淵源及南科遺址群在臺灣考古研

究中之重要性與獨特性。 

2. 態度及價值：學生能對南科地區出土的文物表現好奇心與求知態度，並培養

他們對南科歷史的興趣和尊重。 

3. 實作及參與：學生能透過展物特徵的觀察、臆測、解釋及模型拼組活動，培

養考古學的基本素養。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相關指標對照 

領綱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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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透過語言、文字及圖像等表徵符號，理解人類生活的豐富面貌，並能運用多樣的表
徵符號解釋相關訊息，達成溝通的目的，促進相互間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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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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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領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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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素養：（社-E-B1）  

透過語言、文字及圖像等表徵
符號，理解人類生活的豐富面
貌，並能運用多樣的表徵符號
解釋相關訊息，達成溝通的目
的，促進相互間的理解。  

核心素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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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內容： 

Ab-Ⅲ-1.臺灣的地理位置、自
環境，與歷史文化的發展有關

聯性。 

學習內容： 

Bc-Ⅲ-1.族群或地區的文化 
特色，各有其產生的背景因

素，因而形塑臺灣多元豐富的
文化內涵。 

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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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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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表現： 

2a-Ⅲ-1.關注社會、自然、人
文環境與生活方式的互動關
係。 

學習表現： 

3d-Ⅲ-1.選定學習主題或社
會 議題，進行探究與實作。 

教學資源 影片、展場資訊、實境展物、圖卡教具、網站資訊、簡報、繪本、學習單 

教學路線 實作教室→入口區(黑色玻璃管廊道)→常設展第 1廳(博物館四樓)→實作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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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南在南科

1.南科五千年 (50分） 2.探訪古奇趣（50分） 3.拼陶尋蹤跡（50分）

150分鐘 

1. 認識南科地區的

地理、氣候和自然

環境，以及對當地

古代文明的形成

和發展產生的影

響。 

2. 理解「時間概念」，

並能與出土器物

及文化層建立連

結，想像並臆測遠

古人類的生活型

態。 

1. 觀察器物的形狀、

大小、材質和紋飾

等特徵，學習解釋

並紀錄器物的功

能和用途。  

2. 觀察展示器物的

特徵及展場資訊，

瞭解這些出土器

物在古代人類生

活中的具體功能

和用途，據此想像

先民的生活型態。  

1. 體驗從破碎的考

古器物中重建完

整物品的過程，

培養觀察、推理

和探究的能力。 

2. 通過觀察和分析

器物的細節和特

徵，培養學生的

觀察和分析能

力，使用語言描

述和解釋他們的

重建過程。 

1.介紹南科地區的地

理、氣候和自然環

境，以及「時間」的

推移對當地文明的

形成和變遷產生的

影響。 

2.透過場館情境引

導，說明南科地區

不同文化時期居民

的生活方式和文物

特徵。 

1.帶領學生觀察南科

地區不同時期出土

的代表器物，透過

小組討論、臆測，記

錄特徵並初步歸納

器物的功用。 

2.引導學生從出土器

物的觀察，進而探

究、想像及歸納不

同文化時期之生活

型態及工藝技術。 

1.每組學生發給三組

出土器物拼圖物

件，學生透過觀察

器物特徵並進行分

類練習。 

2.學生將分類完成的

器物圖片，小組合

作拼湊出完整的器

物，體驗文物重建

的歷程。 

影片(滄海桑田)、展場
資訊、簡報、圖卡教具、
學習單、繪本(與土地
共舞：發掘臺南人文與
環境的古今事) 

影片、展場資訊、實
境展物 

出土器物圖片、器物
模型 

觀察與思考、問答與反應、理解與表達、活動參與、實作完成度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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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一.南科五千年 

教學活動 時間 評量 地點 

引起 

動機 

【說明】 

1. 教師簡單介紹環境(廁所、飲水機等)及今日活動流程。 

2. 教師提示今日學習重點在觀察與思考，鼓勵學生踴躍回

答但提醒應尊重他人發言與必要之秩序規範。 

3. 教師播放「滄海桑田」的影片。 

<<引導重點>> 

臺南具有全台灣獨一無二的地理位置、地質條件、歷史

地位，可說是認識臺灣土地與生命的最佳起點。南部科

學園區在一萬多年以前仍為一片汪洋大海，到六千年前

逐漸露出水面。此後，海岸線在園區周圍迂迴進退，加上

沿岸溪流夾帶沉積物快速堆積，迫使海岸線逐漸向西移

動，土地逐漸形成，也開始出現先民的活動。 

曾文溪的氾濫事件對這片土地造成了相當的影響，也造

就了數千年後南科考古館的設立，透過影片的介紹，我

們可以了解溪流氾濫對文物保存、文化遺產及博物館運

作的影響。接下來到館廳的參觀活動將會帶領大家認識

南科地下五千年的豐富寶藏，開啟我們考古尋根的旅程。 

5分 
專注 

聆聽 

實作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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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

活動 

(一) 

【引導式問答、回應式講述】 

1. 教師以簡報「柯南在南科」（附件一）介紹自 27000年前

至今，臺南地理環境與人文的變遷，引導小朋友觀察與

思考： 

2. 從 27000 年前至今，你注意臺南地區的地理環境在各個

時期有什麼變化？ 

3. 曾文溪是臺灣南部的一條重要河流，流經嘉南地區，歷

經多次洪水氾濫，土壤堆積迅速，南科地區這麼多的出

土文物和考古遺址和曾文溪有什麼關係？ 

4. 南科考古館選址在南部科學園區這個地方有什麼特別的

原因？ 

    <<教學重點>> 

(1)摘要「與土地共舞：發掘臺南人文與環境的古今事」，

介紹臺南地區自 27000 年前至今，歷經末次冰盛期、

海平面上升、海岸平原形成、曾文溪氾濫、沖積扇面積

擴大、成為東亞貿易樞紐、漢人開墾等環境與人文的

洗禮，對照考古六大文化層出土的器物，引導學生感

受「時間」在這片土地留下的珍貴遺跡。 

(2)由於南科為曾文溪洪氾區，土壤堆積迅速，以致許多

遺址多深埋地下，不易被破壞與發現。民國八十五年，

政府在新市、安定、善化這三區的交界規劃了南部科

學園區，工業區開發之時，發現這邊的遺址猶如滿天

星斗一般，在科學園區範圍內就有三十一處遺址，包

含周圍特定區有五十八處，已經登錄的遺物有八百萬

件以上，甚至已經高達一千萬件。臺灣其他地方的考

古遺址，最多跨越一兩個文化層。 

(3)因為文物數量豐富，且是目前臺灣史前文化考古發掘

面積最廣、遺址密度最高，以及時間序列最完整的區

域，因此考古學家希望藉此重新整理臺灣的史前脈絡，

即使無法代表整個臺灣，但至少代表臺灣南部及南科

的史前文化。因此，在政府和在地鄉親的努力奔走之

下，將所有發掘出土文物保留在原本被發現的地方，

為期望提升對於南科史前文化資產的認識與重視及出

土文物之研究與典藏，並促進民眾對臺灣在地歷史文

化的認同與對考古學的認識，因此設立國立臺灣史前

文化博物館南科考古館。 

(4)教師應從發言過程中適度回應以完整延伸小朋友想

表達的概念，並適時釐清曾文溪的地理特徵以及和古

代遺址、考古發現的關聯性。 

(5)教師不須刻意提示所謂正確答案或個人想法，主要引

導學生從各種可能面向進行觀察與思考。 

15分 

專注 

聆聽 

、 

發表 

實作 

教室 



6 

發展 

活動 

(二) 

【回應式講述】 

1. 教師介紹「南科考古文化層期相表」。 

<<教學重點>> 

(1)因為地形上的沉降作用又不斷提供土壤堆積的空間，

使得南科園區內的地層截然分明，反映出的文化分期

更加細緻。且由於陶器的特色為數量多、易保存、且

質地、形式及紋飾變化快，可充分反映時代精神，因

此新石器時代多以陶器差異做為劃分期相的標準。 

(2)藉由地層、陶器及其它遺物的變化，時間由早到晚共

可區分為 6 大考古文化層與 11 個子期。每個文化層

都有獨特的遺址，不同文化層中出土的文物和物質文

化可能有所不同，從陶器、器具到裝飾品等，透過觀

察這些遺址的差異，可以推知不同文化層的居民可能

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包括飲食習慣、居住方式、社會

組織等。  

2. 教師引導學生解讀時間軸圖表，請學生想像自己搭乘時

間機器人，將自己置身在遠古時代，由古到今穿越不同

的文化時期，感受「時間」的推移對當地文明的形成和變

遷產生的影響。。 

15分 
專注 

聆聽 

實作 

教室 

綜合 

活動 

【引導式提問】 

1. 教師將學生分為 6 個小組，發給每個小組一張不同時期

出土的代表性器物圖片以及一塊小白板，請小組進行討

論並推派代表記錄討論結果。 

(1)描述這個器物的外顯特徵？ 

(2)它可能代表什麼意義或是具備什麼功能？ 

(3)各組合作填寫白板上面的問題一、問題二（附件二）。 

<<教學重點>> 

(1)6張圖片為：穿孔人齒、甕棺、巴圖形石斧、人面陶

偶、骨骰、煎藥壺。 

(2)問題(1)的思考引導： 

➢ 外觀和形狀：整體外觀是什麼樣子的？例如：形

狀、大小、顏色、狀態 

➢ 裝飾和紋飾：是否有獨特的設計、圖案、花纹、

文字或其他裝飾性元素？ 

➢ 圖案的主題：是否涉及到宗教、歷史或其他文化

元素？ 

➢ 器物現況：是否有損壞、裂縫或修復的痕跡？ 

➢ 其他描述：還有更多的發現嗎？ 

(3)學生透過小組討論第一、二個問題並完成紀錄，此階

段採開放性的討論，教師要強調沒有正確的答案，應

尊重他人的發言。 

15分 

完成指

定紀錄 

 單 

實作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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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二.探訪古奇趣 

教學活動 時間 評量 地點 

引起 

動機 

【說明】 

1. 老師說明接下參觀活動禮節、回答提問以及發表方式。 

<<教學重點>> 

因為時間限制無法帶領大家認識所有的出土器物，僅會

就六個文化層的器物代表做說明。當老師在介紹展物的

時候，請大家在器物展櫃前席地坐下，專心聆聽。聆聽過

程若有產生疑問，請等老師提問時再舉手發言，提問時

間以 30秒為原則，請想好問題再舉手。 

參觀活動過程也會請各小組代表發表前一個活動的討論

結果，發言請以 1分鐘為原則。各組發表的時候，請其

他組同學專心聆聽。 

2. 教師說明接下來會帶領大家參觀各個文化層出土的代表

器物，時間由早到晚共可區分為 6大考古文化層。 

<<教學重點>> 

(1)新石器時代：大坌坑文化、牛稠子文化、大湖文化 

(2)金屬器時代：蔦松文化 

(3)歷史時代：西拉雅文化、近代漢人文化 

(4)「文化層」通常代表了一個特定時期或一段時間的遺

留物，並提供了有關當時人們生活方式、技術、習俗

和環境的重要信息。 

(5)「遺址」是指地下埋藏的一個或多個地點，包含古代

或過去文化的遺跡、遺物、建築物等。考古學家對遺

址進行研究和挖掘，以了解過去文化和歷史的情況。 

5 
專注 

聆聽 

第一 

展廳 

入口 

發展 

活動 

【講述、提問、引導探究】 

1. 教師介紹大坌坑文化代表器物：穿孔人齒 

(1)教師帶領學生坐在「穿孔人齒」的展示櫃前，請拿到

這個圖片的小組推派代表發表先前小組討論的結果。 

(2)教師說明展物的相關內容以及所代表的文化意義，並

引導學生思考對當時生活型態的可能影響。 

<<教學重點>> 

(1)三顆牙齒皆是上顎犬齒，研究推測大坌坑文化人可能

已存在有馘首(使用刃器割取敵人首級的行為，亦可

稱為獵首)。 

(2)先民製作穿孔人齒的原因推測：第一種可能是把牙齒

拔下來，表示勇敢而當作戰利品。第二種則是成年禮，

因為拔牙的痕跡推測在 16-24歲之間，代表成年、可

以結婚生子。也有可能是當時的審美觀。 

(3)另一種很特別的推測，很多肉食性動物，比如獅子、

老虎，主要利用犬齒來撕裂食物，史前先人主要拔上

顎犬齒，甚至是第二上門齒，藉由拔齒來表現出人與

獸的不同。 

 

40 

專注 

聆聽 

、 

發表 

第一 

展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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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師介紹牛稠子文化代表器物：甕棺 

(1)教師帶領學生坐在「甕棺」的展示櫃前，請拿到這個

圖片的小組推派代表發表先前小組討論的結果。 

(2)教師說明展品的相關內容。 

<<教學重點>> 

(1)所有甕棺出土時皆為橫置於地面，罐口朝南；對象為

三歲以下的嬰幼兒，推測應是因為環境、飲食、醫學

不發達而不幸夭折的幼兒，以一次葬方式放入甕棺。 

(2)大甕底部通常有被打破的痕跡，因此推測遺體是由底

部放入甕內，最後再以大型陶片或另一大甕從底端予

以扣合封存。 

(3)牛稠子時期距今三四千年前，已有能力作出如此大型

的陶甕，圓形瓶口製作既圓且完整，顯示出當時已有

一定的工藝技術。 

3. 教師介紹大湖文化代表器物：巴圖形石斧 

(1)教師帶領學生坐在「巴圖形石斧」展示櫃前，請拿到

這個圖片的小組推派代表發表先前小組討論的結果。 

(2)教師說明展品的相關內容。 

<<教學重點>> 

(1)「巴圖(PATU)」名詞由紐西蘭原住民毛利族語而來，

意指形狀類似飯匙或船槳的手持器物，可能有以石、

木、骨等材質製成，作為武器或祭祀用器具，在南太

平洋的南島語族居住地區也有發現這項物品。 

(2)園區出土之大湖文化石斧，作工非常精美，打磨得相

當細緻又對稱，且並未有如伐木或用作猛力攻擊的痕

跡，因此推測很有可能是作為農耕時鋤地的用具或祭

祀用器具。 

4. 教師介紹蔦松文化代表器物：人面陶偶 

(1)教師帶領學生坐在「人面陶偶」的展示櫃前，請拿到

這個圖片的小組推派代表發表先前小組討論的結果。 

(2)教師說明展品的相關內容。 

<<教學重點>> 

(1)人面陶塑是蔦松文化的一種特色，此時期先民在立體

捏塑方面已有相當成熟的技術，已能清楚的表現出人

面的五官造型及面部表情與神韻。 

(2)由於此文物五官非常明確，髮型也非常特別，像是黑

人的辮子頭，鼻樑也相對高挺，推測或許是當時貿易

交流的外國人，也可能是當時的蔦松人。 

(3)文物底部有不平整的斷裂痕跡，推測原本應該是某個

物件的一部分。 

5. 教師介紹西拉雅文化代表器物：骨骰 

(1)教師帶領學生坐在「骨骰」的展示櫃前，請拿到這個

圖片的小組推派代表發表先前小組討論的結果。 

(2)教師說明展品的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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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重點>> 

(1)以鹿角製成，點數則與現代骰子相同，一點對六點、

三點對四點、二點對五點。 

(2)其用途經多方推測可能是作為占卜或祭祀用品；或也

有可能是博弈（賭博）等用途。 

(3)因為南科園區目前出土且已登錄的文物數量有八百

萬件，但是骨骰卻僅有四顆，由於數量稀少，因此推

測或許是有特殊用途。 

6. 教師介紹近代漢人文化代表器物：煎藥壺 

(1)教師帶領學生坐在「煎藥壺」的展示櫃前，請拿到這

個圖片的小組推派代表發表先前小組討論的結果。 

(2)教師說明展品的相關內容。 

<<教學重點>> 

(1)煎藥壺是指一種古代的煮藥工具，通常由陶瓷或其他

材料製成。 

(2)在古代，人們使用煎藥壺來煮熱水或煎藥物，這在中

國傳統醫學中有很長的歷史。 

綜合 

活動 

【講述、發表】 

1. 教師總結第一展廳活動內容： 

(1)時間線：引導學生將剛剛介紹的器物連結相對的文化

時期，有助於學生感受歷史的時間框架。 

(2)對比古今：引導學生思考古代器物與現代物品之間的

相似性和差異，科技和文化是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發

展和改變。 

(3)文化和技術：引導學生理解古代器物反映的文化和技

術，它們如何反映了人們的需求和價值觀。 

(4)啟發好奇心：請學生發表對哪一項器物印象最深刻？

還想知道什麼知識？激發學生的好奇心，並促使他們

主動學習。 

(5)科學和探索：引導學生思考一些關鍵問題，如「考古

學對我們瞭解古代文化的重要性是什麼？」、「你覺得

南科考古館如何幫助我們更好地了解古代歷史？」、

「在南科考古館參觀過程中學到了什麼？」等。 

2. 鼓勵學生記錄下今天參觀的成果和感想並和家人分享。 

3. 教師說明考古學家就像偵探一樣，通過找到古代線索來

解開過去的謎團。考古館是一個豐富的學習資源，接下

來第二展廳以漁、農、獵、畜、家、器、飾等七個主題

展示南科先民的物質文化、社會文化、精神文化，將可

以看到更多古代工具和技術，以及它們對古代人類的生

活影響。 

4. 鼓勵學生邀請家人到館參觀，透過參觀過程觀察文物，

幫助我們更了解我們的祖先。通過研究他們的生活和工

具，也可以想像他們的日常生活是什麼型態。 

  5 

聆聽 

、 

發表 

第一 

展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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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三.拼陶尋蹤跡 

教學活動 時間 評量 地點 

引起 

動機 

【說明】 

1. 教師提問：說說看，剛剛在第一展廳看到這麼多出土的

器物，考古學家是如何進行鑑定工作的？ 

2. 教師出示不同的器物圖片，請學生觀察這些圖片所代表

的器物有什麼特徵？ 

<<引導重點>> 

(1) 形狀和大小：是否可以從形狀中得出任何信息，例

如器物的用途或可能的文化背景。 

(2) 表面紋飾：討論器物的表面紋飾，包括圖案、圖像、

花紋或裝飾。學生可以思考這些紋飾是否具有特殊的

意義，例如宗教符號或故事元素。 

(3) 釉料和顏色：檢查陶器的釉料種類和顏色。不同的

釉料和顏色可以提供有關文物的信息。某些時期或地

區的陶器可能具有特定的顏色偏好。 

(4) 紋路和刻痕：檢查器物表面是否有紋路、刻痕或其

他特殊的標記。這些可能是由於特定工藝或使用過程

而產生的。 

(5) 口徑和底座：觀察陶器的口徑（頂部開口的大小）和

底座（底部的形狀和特徵）。這可以提供有關陶器的

功能和穩定性的信息。 

15 發表 教室 

發展 

活動 

【遊戲、體驗與實作】 

1. 學生分組，每組發給不同形狀和顏色的器物拼圖物件，

模擬出土的器物碎片。教師要確保每個組別有足夠的碎

片來拼湊一個完整的器物。 

2. 活動一～分類：引導學生將桌上的碎片進行分類。 

(1)分類方式：紋飾、裝飾、釉料、顏色、厚度、質地、

形狀、部位 … 

(2)通過這些分類步驟，考古學家可以將出土的器物碎片

分為不同類別，並開始了解它們的文化背景和歷史。 

3. 活動二～重建：各組學生將器物物件分類後，再嘗試拼

湊出完整的器物形狀。 

文物重建是一個挑戰性的工作，但它可以為考古學家提

供深入了解古代文化的機會。它要求細心、耐心和專業

知識，但可以帶來有價值的發現。 

4. 本活動可以採限時方式進行，在時間內能拼組完成最多

組的小組獲勝。 

20 

操作 

、 

發表 

教室 

綜合 

活動 

【引導、發表】 

1. 每個小組完成器物拼湊後，接著展示並分享他們的成果，

同時說明他們的拼湊策略和觀察重點。 

通過實際操作和探索器物碎片來幫助學生理解考古學的

方法和技巧，培養觀察、推理和探究的能力。 

15 

討論 

、 

發表 

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