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 

課程名稱：注腳雙溪之淡蘭飯包 

 

一、設計理念 
位於新北市雙溪區的「注腳雙溪」，是一個詮釋雙溪文化的空間，以淡蘭古道

雙溪中繼站作為與地方農產連結，結合地方的黑毛豬、山藥、野薑花等友善農產設

計一個淡蘭飯包，並透過解說與實作的歷程，讓學習者實際感受天然的大地食材，

並在過程中倡議環境保護及綠色飲食的重要性。 

本課程實施淡蘭飯包的課程之前老師帶領學員於雙溪老街進行採買、走讀的過

程，讓學習者了解過去淡蘭古道對於當時交通、貿易、防守等的重要性，更透過古

蹟的保留認識雙溪過去的風華歲月，及因經濟、產業的轉移使雙溪從繁華到沒落的

歷程。故本課程將以雙溪農產品作為課程主軸，梳理雙溪的農產及飲食文化。 

 

 

二、課程架構 

 

 
領域/科目 社會、綜合活動 設計者 蕭妘羽 



 

 

實施年級 
國中階段 教學節

次 

2 節，90 分鐘 

單元名稱 注腳雙溪之淡蘭飯包 

設計依據 

 

 

 

 

 

 

 

 

 

學

習 

重

點 

學

習

表

現 

社 1a-Ⅳ-1 

發覺生活經驗或社會現象與社會領

域內容知識的關係。 

社 1b-Ⅳ-1 

應用社會領域內容知識解析生活經

驗或社會現象。 

地 1b-Ⅳ-2 

歸納自然與人文環境互動的結果。 

公 1c-Ⅳ-1 

運用公民知識，提出自己對公共議

題的見解。 

社 2a-Ⅳ-1 

敏銳察覺人與環境的互動關係及其

淵源。 

社 2a-Ⅳ-2 

關注生活周遭的重要議題及其脈

絡，發展本土意識與在地關懷。 

社 2b-Ⅳ-3 

重視環境倫理，並願意維護生態的

多樣性。 

社 2c-Ⅳ-2 

珍視重要的公民價值並願意付諸行

動。 

社 2c-Ⅳ-3 

欣賞並願意維護自然與人文之美。 

核

心 

素

養 

社-J-A2 

覺察人類生活相關議題，進而分析判

斷及反思，並嘗試改善或解決問題。 

社-J-C1 

培養道德思辨與實踐能力、尊重人權

的態度，具備民主素養、法治觀念、

環境倫理以及在地與全球意識，參與

社會公益活動。 

社-J-C2 

具備同理與理性溝通的知能與態度，

發展與人合作的互動 

關係。 

綜-J-B3 

運用創新的能力豐富生活，於個人及

家庭生活環境中展現美感，提升生活

品質。 

綜-J-C1 

探索人與環境的關係，規劃、執行服

務學習和戶外學習活動，落實公民關

懷並反思環境永續的行動價值。 

學

習

內

容 

歷 D-Ⅳ-1 

地方史探究。 

地 Cb-Ⅳ-1 

農業生產與地理環境。 

家Ab-IV-2 



 

 

飲食的製備與創意運用。 

家Cc-IV-2 

生活用品的創意設計與製作，以及

個人興趣與能力的覺察。 

童Da-IV-2 

人類與生活環境互動關係的理解，

及永續發展策略的實踐與省思。 

童 Db-IV-2 

人文環境之美的欣賞、維護與保

護。 

 

家Ca-IV-2 

消費管道的分析比較、資源運用與

風險評估，以及合宜的消費行為。 

家Aa-IV-3 

飲食行為與環境永續之關聯、實踐

策略及行動。 

議

題 

融

入 

實

質

內

涵 

環 J3  

經由環境美學與自然文學了解自然環境的倫理價值。 

環 J5  

了解聯合國推動永續發展的背景與趨勢。 

戶 J4  

理解永續發展的意義與責任，並在參與活動的過程中落實原則。 

食 J5 

探討農業發展與食物生產之社會責任與倫理議題，並能實踐公民責任的行動。 

食 J9 

善用在地、當季食材，設計並製作創意餐點或簡易加工食品。 

食 J12 

探究飲食文化與在地農業及環境的關聯性，運用在地農產品製備餐點，認同並

支持在地飲食文化及農業發展。 

所融入之學習重點 食農教育、環境教育、戶外教育。 

與其他領域/科目的連結 社會科、綜合活動領域 

教材來源 教師自製教具、教師自製圖檔 

教學設備/資源 淡蘭飯包食材。 



 

 

學習目標 
1.認識淡蘭古道中雙溪中繼站對於古道的重要性。 

2.能了解產業經濟轉移的歷程與對地方的影響。 

3.培養發展本土意識與在地關懷的情超。 

4.認識新北市雙溪區的在地飲食文化及地方產業特色。 

5.知道雨食的食材如何從產地到餐桌。 

6.能發揮創意製作出美味的淡蘭飯包。 

7.能確實執行綠色消費減塑行動。 

8.培養珍惜食物的情操。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

間 

備

註 

活動ㄧ、「認識淡蘭古道」 
【引起動機】 

老師說明：「臺灣有很多的古道，你有聽過淡蘭古道嗎？這條古道是通往哪裡的

呢？在當時又有哪些功能呢？我們今天就一起透過實際的走讀來了解真相吧！」 

 

【發展活動】 

一、老師介紹淡蘭古道的歷史脈絡 

(一)清代時北臺灣的行政劃分 

1721年(康熙60年)爆發朱一貴事件，朱一貴以「反清復明」為號召，武裝起

義，攻陷臺灣府城後，自立為王，後遭清廷趁隙之際，一舉覆滅。清廷有鑑於

此，認為原有的「一府三縣」行政區劃已不敷統治需求，便擴編為「一府四縣二

廳」增設「彰化縣」與「淡水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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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引自康軒七上歷史 

1723 年(清朝雍正初年)設置淡水廳成立，疆域包含今日北臺灣的新北市、基

隆市及桃園縣、新竹縣市、苗栗縣的沿海地區。 

    1800 至 1900 年期間，居住在北台灣的漢人開始由西部往東部發展，當時往來

蘭陽平原的交通只能透過海上航運到宜蘭縣烏石港，或是走由官方所設置的淡蘭

古道步行兩地往來，所以淡蘭古道就成為清代時期淡水廳往來噶瑪蘭廳的主要交

通道路。 

清朝時吳沙與蛤仔難的原住民從事番產交易歷經多年，他將草藥、布匹、

鹽、糖、刀等貨物賣給番社，又從番社換回如鳥獸、木材等山產，吳沙的交易有

信用深得蛤仔難人的信任，並獲得番目的頭銜及地位。1796 年(嘉慶元年)，吳沙

率領漳、泉、粵三籍的流民入墾蛤仔難，在頭圍建立據點，也就是現在的宜蘭縣

頭城鎮，成為漢人正式拓墾宜蘭的開始。當時因漢人陸續湧進蛤仔難開闢荒畝，

規模日漸擴大，移民之間以及漢人、原住民的衝突漸多，於是墾民籲請臺灣府將

蛤仔難收歸版圖，設官治理。故在 1810 年(嘉慶十五年)，清廷奏准於蛤仔難設

廳，並將蛤仔難改名為「噶瑪蘭」，納入大清帝國的版圖，1812 年(嘉慶十七年)

噶瑪蘭廳正式設立。 

 

(二)淡蘭古道的功能與重要性 

嘉慶年間噶瑪蘭的治安並不安定，移民的族群中產生衝突，如：漳、泉械

鬥，有海盜的劫掠騷擾，成為噶瑪蘭治安一大困擾。所以淡水與噶瑪蘭之間須保

持交通暢順，萬一噶瑪蘭有發生衝突，淡水廳的兵力可迅速前往支援平亂。故淡

蘭古道成為一條移民、墾殖、軍事防務、交易往來的重要道路。 

 

(三)淡蘭古道的路線 

淡水廳治設立之初，當時評估有三條淡蘭路線，而這三條民間走出來的淡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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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道，分別通過漳州人、泉州人及廣東客籍移民主要的拓墾區域。接下來老師將

介紹這三條道路的用途。 

 1.淡蘭古道北路又稱為官道 

(1)此路發展最早，從先民游獵、遷徙山徑時就開始形成，後來功能逐漸演變

成官府平亂征戰、巡查、海防的通道，並為確保官兵定期巡查的通行安全，

加速民間使用通行、通商、墾拓、修築的機會，進而修整出許多捷徑。 

(2)路線：北路（暖暖至三貂嶺）：暖暖-碇內-楓仔瀨-桀魚坑-伽石（豎石）-

三貂嶺下-三爪子坑（汛）-苧仔潭（食）-三貂嶺。 

2.淡蘭古道中路（民道、山徑） 

(1)此路為生活民道，繞經臺灣東北角的這條為正路，是漳州漳浦縣人吳沙入

墾噶瑪蘭所走的路線。還有一個說法是，平埔族人白蘭氏經狩獵開拓山路，

被視為是淡蘭古道的開闢者， 

 (2) 路線：暖暖至頂雙溪，暖暖-十分寮-楓仔嶺-頂雙溪。現今分為「暖東舊

道」及「蘭入山孔道」二大古徑。 

 

3.淡蘭古道南路（茶道） 

(1)南路為清朝時期重要的經濟茶路。1860 年臺灣開港通商，北台灣植茶大

盛，茶葉成為當時最主要出口商品，影響官府不得不正視，促成臺灣巡撫劉

銘傳循此山徑闢巨道通宜蘭。清朝時利用水路載貨時以石碇楓仔林及深坑為

主要渡口，將貨物集散後，循景美溪、新店溪、淡水河載至大稻埕，再利用

陸路載貨則可由山區耕作地，主要循便道，翻越山嶺，經坪林尾、石碇、深

坑、六張犁等節點抵達大稻埕，形成茶路。     

(2)路線：由萬華、六張犁至深坑、石碇經坪林、石𥕢、石牌到宜蘭礁溪或頭

城，包括現存的外按古道與跑馬古道，現今南路又稱為淡蘭便道。 

 

 
圖二：引自淡蘭古道 https://reurl.cc/8646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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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雙溪渡船頭 

    雙溪渡船頭是清朝時期淡蘭古道重要的關口，因爲水陸交通便利，成為貨物轉

運站，大宗貨物與客船全部順雙溪運到出海口舊社，再換乘帆船轉運各地，回程

利用小型船隻轉運日用品逆行上溯到頂雙溪為當時的雙溪小鎮帶來無盡的繁榮，

全盛時期的長安街上擁有各式商店，雲集戲院、中藥店、米店、布莊，甚至還有

旅館、鞋店等，能想像當時商家林立的熱鬧大鎮，後來火車及公路興建後，渡船

頭漸漸沒落，僅剩矗立百年的石砌房屋見證昔日風華。 

 
圖二：雙溪渡船頭 

(五)雙溪雙貢生莊厝 

這座百年古厝為傳統閩南式建築風格，是雙溪區內仍在使用的古厝，屋內牆

上未做任何現代裝潢修飾，完整呈現早期石砌原貌。古厝外觀雖飽經歲月風霜，

但當年的雕琢裝飾依然清晰可見，如左廂房上象徵花開富貴的茶花浮雕作品，保

存完整。 

二、分享與討論 

(一)老師提問：「同學們聽過淡蘭古道的發展歷程與對當時的重要性後，比對現在

的交通發展，你有什麼想法？」 

(二) 老師提問：「對於清代非常熱門的茶產業及重要經濟，比對現在古道的功

能，你有什麼看法？或可能對地方造成什麼影響？我們可以做哪些努力呢？」 

 

註：教師可依循可能參訪的時間安排路線，或是停留在注腳雙溪工作室觀看牆面

地圖聽導覽解說。 

【統整與總結】 

三、統整 

1.認識淡蘭古道中雙溪中繼站對於古道的重要性。 

2.能了解產業經濟轉移的歷程與對地方的影響。 

3.培養發展本土意識與在地關懷的情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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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手作淡蘭飯包 
【引起動機】 

老師說明：「清代時期淡蘭古道因經商、貿易的需求，雙溪成為淡蘭古道的

中繼站，因聚落形成集市、商鋪及飲食的需求。注腳雙溪工作室落腳於雙溪，盤

點雙溪的農業，收集在地飲食文化，凝聚在地烹飪高手一起研發充滿雙溪故事的

淡蘭飯包，我們今天就跟著注腳雙溪簡淑慧老師一起學習，動手做淡蘭飯包

吧！」 

【發展活動】 

一、活動前先將半成品的餐盒方至學員桌上，並加上蓋子，能保持衛生及神秘

感。 

二、老師說明淡蘭飯包運用哪些在地食材，並詳細說明。 

 
圖一：淡蘭飯包，左邊為實體餐盒，右邊為淡蘭飯包說明。 

 

(ㄧ) 老師介紹環保食器，野薑花葉及野薑花的料理方式 

   1.野薑花葉具有清香，粽子則會帶有野薑的花香味，可取代粽葉。 

2.野薑花的料理： 

野薑花有很多的料理方式喔！野薑花的鮮花經過烘乾，可泡花茶、可解

渴。或是將花切細碎加入蛋和新鮮的花朵一起煎成野薑花蛋，也可以煮成蛋

花湯。野薑花沾酥炸粉油炸也很爽口。將莖剝開後，取其上方嫩芽烹煮肉絲

也能成為美味的一道菜。如果薑的價格上漲時，野薑花的地下莖可取代爆香

材料，能驅寒及預防失溫和感冒。野薑花葉還能包粽子喔！ 

   3.老師分享新鮮的野薑花，讓學生裝飾自己的飯包。 

 

(二) 雙溪雞卷 

1.老師介紹阿娥雞卷：「阿娥雞卷位於雙溪火車站正對面，阿娥家是已經營

三代的豬肉攤商，在當地歷史悠久。阿娥雞卷裡沒有雞肉，而是使用自家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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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黑豬肉做餡，加入芋頭、洋蔥、荸薺、魚漿等食材，用五香粉和一點點糖

調味，裹上麵衣下油鍋炸，口感料多扎實，黑豬肉肥瘦合宜、很多外地觀光

客聞名而來，在地人也很喜歡吃。」 

2.老師說明雞卷名稱的由來：「雞卷裡面雖然沒有雞肉，「雞卷」原意為台

語「加卷」加有多餘的意思。台灣早年物資不豐厚的年代，會把宴席的剩

菜，加入洋蔥、豬肉丁、荸薺、青蔥等食材切碎後，把加(Ke)的東西捲(kńg)

起來，以豬網油包裹在外層，炸過後再切塊來吃，這樣又成為總鋪師的一道

加碼菜餚，後來在製作上因取材不易及健康因素而改成使用腐皮包裹在外

層，腐皮將餡料捲成細長筒狀，所以「加卷」(Ke-kńg)就成為傳統的在地美

食，從臺菜餐館到路邊攤子都可見其身影。」 

    3.老師邀請學員品嚐看看。 

 

(三)茶花莊的茶葉蛋： 

       老師介紹茶花莊的茶葉蛋。茶花莊位於雙溪區梅竹蹊 67 號，是雙溪著名的休

閒農場，園內具有多達 800 種茶花而聞名，具有豐富的生態，道地的雙溪特

產美食。 

 

 

(四)老師介紹馬卡紅串組的食材，並讓學生自己組合自己的餐盤 

1.雙溪黑毛豬: 

黑毛豬肉質甜美，具有白豬沒有的甜味，脂肪油而不膩，黑毛豬與白豬最

大的不同是毛為黑色，但皮一樣是白色的，具本土特性及產品區隔之能力，

能滿足國人之消費需求，另一方面可減少進口豬肉及相關產品所帶來的衝

擊。在雙溪地區豬肉攤除了賣豬肉外，更會將豬肉製作成好吃的黑豬肉香

腸，非常受到顧客的歡迎。 

(五) 微酵開花： 

1.使用厚雨農莊酵素果釀(SGS 認證)的食材。 

2.教師說明厚雨農莊酵素果釀的好處及實用的方式。 

   3.使用小黃瓜設計自己專屬的黃瓜花台，並使用酵素提味及點綴。 

     

(六)山藥蜂蜜地瓜椰泥球： 

1.使用來來有機山藥、羌之谷有機農場友善養殖蜂蜜、吳家兄弟有機農場地 

瓜。 

2.教師示範用山藥蜂蜜地瓜椰泥球的做法，並邀請學員動手做。並解說當地的

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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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草仔粿 

   1.製作草仔粿會使用乾燥的鼠麴草製作，如圖二，鼠麴草是野生的，沒辦法人 

工種植。 

 
圖二：鼠麴草 

2.光復前民生物質缺乏，家中製作的草仔粿，主要做為祭祖供品，為過年過

節時酬神祭祖重要供品，過去在清明時節掃墓祭祖之餘，平時能吃到米食製

品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家庭能夠製作米食加工製品，代表著有好的經濟能

力，所以每逢節慶大街小巷都會有「炊粿」的香味飄散著，是屬於漢人節慶

的味道，草籽粿的草香味、軟Q 的外皮，包過著炒得鹹香的菜脯內餡，用以

表達對已逝親人的思念，並祈求其保佑在世後代子孫平安健康。 

光復後草籽粿除作為墓粿外，草仔粿更普遍以街食小吃出現於傳統市

場，呈現一種俗民化的消費現象，在觀光老街、廚藝教室及時尚禮品中儼然

成為創新伴手禮，藉由文化的可建構性，使在地傳統美食重新獲得重視，至

今已成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 

    3.老師教學生製作草仔粿。 

     

三、學員分享作品並分享口感。 

四、完成祈福卡的撰寫 

    1.老師邀請學員寫下今天製作淡蘭飯包的感受及心情。 

【統整與總結】 

一、統整 

1.認識新北市雙溪區的在地飲食文化及地方產業特色。 

2.知道雨食的食材如何從產地到餐桌。 

3.能發揮創意製作出美味的淡蘭飯包。 

4.能確實執行綠色消費減塑行動。 

5.培養珍惜食物的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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