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一中：歡樂母語」文史踏查活動計畫 

全教會 113學年度教師專業支持系統暨 

教育部普通高級中學課程藝術生活學科中心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地方政府精進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與教學計畫。 

二、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 113學年度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計畫。 

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級中等學校課程推動工作圈及學科群科中心設置

與運作要點。 

 

貳、目的 
 

一、增進藝術領域教師對在地教育發展及歷史建築的瞭解，了解早期公共建設，

珍惜文化資產。 

二、透過前輩教師增能課程的交流，促進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成長。 

三、透過文史工作者的經驗分享與解說，協助現場教師瞭解臺中市的發展脈絡，

以及與課綱的呼應和運用。 

四、走讀步行臺中水源地連結環境教育，並進行課程模組課程設計。 

五、慶祝臺中一中建校 110週年校慶系列活動，回顧臺中市教育發展歷程。 

 

 

叁、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 

二、協辦單位：教育部普通高級中學課程藝術生活學科中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附屬高級中學 

 

肆、參加對象 
依序錄取「臺中一中：歡樂母語」共備社群教師、藝術生活學科中心中區共備群 

教師、臺中一中教師、全國高中職教師，共 15人。 
伍、辦理日期、課程代碼、地點及主題：  

一、日期：114/4/11(星期五) 課程代碼：4956379 

二、活動流程 

13:00~13:10 報到 

13:10~14:40 用台語講臺中一中的古 (臺中一中校史館)  

14:40~16:00 水源地文史踏查 (水源地「上水塔」)  

三、報到地點：臺中一中校史館 

  



四、課程簡介 

臺中市在日治時期於城市文化、教育方面有幾項創舉： 

1.大正(民國)4年（1915）2月創設唯一收容本省子弟的中學（臺中一

中）。 

2.大正（民國）5年（1916）臺中水道水源地「上水塔」正式啟用。 

近代臺灣自來水設施之建置，可追溯至日治明治 29年（1896）臺灣總督府

聘請英籍工程師威廉巴爾頓（William K. Burton）擔任衛生工程顧問技

師，與衛生課技師濱野彌四郎負責籌劃各大都市自來水（水道水）供給建設

計畫。 

臺中水道水源地於大正 5年（1916）正式啟用，「上水塔」當時一般稱為

「淨水塔」，具有沈澱淨水功能，再利用重力自然留下經地下水管配送往市

區供水。 

當時民眾主要語言是台語與日語，台語佔 80%，本活動用台語來講大正年代

的故事，並輔以華語解說，帶領參與者認識臺中文化城的早期發展。 

 

 

陸、講師簡介 

 

陳幸信 

臺中一中退休教師、資深本土語教師 

 

柒、其他 
 

一、為響應環保，不供應紙杯，請參加者自備飲水用具。 

二、活動當日校園不提供停車。 

三、相關影音資料 

濱野彌四郎（浜野弥四郎／はまの やしろう，1869-1932），曾任台灣總督

府土木部技師，被譽為「台灣水道之父」 

https://zh.m.wikipedia.org/zh-

tw/%E6%BF%B1%E9%87%8E%E5%BD%8C%E5%9B%9B%E9%83%8E 

William Kinninmond Burton (1856-1899) 

https://curation.culture.tw/curation/public?id=79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_K._Burton 

台中文化資產處-水源地上水塔 

https://www.tchac.taichung.gov.tw/historybuilding?uid=3

4&pid=11 

四、研習聯絡人： 

藝術生活學科中心 伍恩慧 電話 02-27075215分機 173，

Email:hsnuartcenter@gs.hs.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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