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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基本資料表 

計畫名稱 隆田文化資產教育園區文資教育系統建立及場館設備升級 

申請單位 

(縣市政府) 
臺南市政府 聯絡人 侯柔君 

聯絡電話 06-5791377 分機 3 E-mail ltchawork112@gmail.com 

執行單位 

(藝文場館) 
隆田文化資產教育園區 負責人 林喬彬 處長 

聯絡地址 
臺南市官田區 

新生街43號 
統一編號 36751336 

聯絡人 侯柔君 聯絡電話 06-5791377 分機 3 

E-mail ltchawork112@gmail.com 聯絡地址 
臺南市官田區 

新生街43號 

實施期程 中華民國113年7月1日至113年12月20日止 

實施地點 隆田文化資產教育園區 

計畫總經費(元) 1,900,000元 

 

中央補助

款(元) 

1,900,000元 

 

自籌款

(元) 

 

計畫摘要說明 

隆田文資教育園區於2022年開幕，為全國第一座文化資產為主題之教育園

區，開幕第二年以來，園區已辦理104場教育活動，為持續深化活動文資

內涵，同時考量園區長遠營運發展與館舍定位，將逐步建置文資教育系

統，並擴大園區混齡式(親子)文化資產活動規模，期能達到短期目標，提

升民眾對文化資產之認同感並落實園區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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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地方藝文場館簡介 

          隆田文化資產教育園區為全國目前唯一以「文化資產」為主題之教育園區，園區內

共計11棟倉庫，其中修復登錄之歷史建築共有7棟，包括「臺鹽隆田儲運站」及台

糖、台鐵產業類倉庫4棟，因具備「四鐵共構」運輸產業之歷史背景，經文化部再造

歷史現場計畫補助三階段整修後，於111年度蛻變重生成為現今的「隆田Cha Cha文

化資產教育園區」，並以「推廣臺南文化資產」、「文化資產教育資源整合」與

「臺南文化資產國際交流」三大願景持續推進。 

           園區占地1.7公頃，分為服務中心(售票與前導展區)、南北倉(常設展)、西東倉(考古

主題)、歷史建築倉庫群(甲-丁倉)、賣店及戶外公共藝術景觀，且園區內有嘉南大

圳麻豆支流流經，提供民眾觀展之餘，亦能實際體驗水圳之場域。 

            常設展「Big Channel-大圳地景劇場」坐落於園區南北倉，以本市文化資產，亦是

世界文化遺產潛力點-「烏山頭水庫暨嘉南大圳」為主題，北倉以伊東哲《嘉南大

圳工事圖》為主題打造「沉浸式互動劇場」並結合STEAM教育方針規劃互動學習空

間，帶領民眾深刻體驗人文與水文交織的歷史情境；南倉則為多媒體遊戲劇場，以

三大多媒體互動區，包括:地景跳格子、水利柏青哥及大圳混音場，以身體互動與聲

效詮釋當代大圳的各種面貌。因創新策展手法與結合跨領域教育理念，獲得2022年

德國IF設計金獎，更深受親子客群喜愛。 

             因臺南市擁有許多考古遺址，且考古亦為文化資產重要一環，園區內「西倉」及

「東倉」藉以考古為主題，東倉展出「一探究竟:史前美食吃什麼?」考古特展，西

倉則提供本市考古中心進駐並設置「考古沙坑區」，作為園區考古教育推廣場域，

並於平日提供學童透過沙坑遊戲體驗考古人員工作日常。 

            後方歷史建築倉庫群(甲-丁倉)，初期規劃多以文物典藏為主，近期將以丁倉作為複

合式新展示空間及講座/教育空間為目標，園區歷史建築群外，仍保有五分車鐵

軌，假日辦理小火車體驗活動，以寓教於樂的形式加深民眾對園區四鐵共構之歷史

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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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園區於111年度1月15日開幕以來，已累績20萬621入場人次，辦理104場教育推廣

活動及180場藝文表演，園區多以親子客群為主，112年度則逐步拓增客群年齡

層，包括與成大USR合作拓展長青客群，青少年客群則與成大踏溯臺南課程合作；

此外，園區亦與官田區「水圳教育聯盟」5校長期合作，由文資局補助經費邀請各

校以水圳為主題創作繪本，並以繪本故事作為園區戶外展，另亦與官田國中合作文

資景點雙語影片計畫，期成為臺灣推廣文化資產教育之重要典範之一。 

貳、計畫緣起及目標 

一、計畫緣起 

隆田文化資產教育園區雖為以推廣文資教育為願景目標，惟人力編制有限，致

使園區缺乏博物館編制內「教育人員」，期園區能率先成為全台建置「文化資

產教育系統」之場館，搭配108課綱規劃各年級適合之不同文資主題之教案與體

驗內容。另外，針對混齡層(親子客群)園區預計規劃系列教育推廣活動，鼓勵一

般民眾假日進場後除能觀賞策展，亦能參加各式文資體驗課程。 

 而除了教育推廣活動，文化資產面向多元廣闊，除了有形資產外，亦包含傳統

藝術表演、傳統工藝及民俗等領域，園區既為此為主題，期能提供民眾有大量

接觸工藝或各式藝術表演之機會，故本案另一重點期能提升展館設備並邀請相

關團體表演或舉辦講座、工藝工作坊等，達到文化資產教育向下扎根並持續拓

展民眾對臺南文化資產保存視野。 

二、計畫目標 

文化資產除關乎保存與維護，2018年文資局辦理文化資產論壇上，亦提

出「文資的教育推廣」才是當代文化資產能否持續活化並傳承至下一代

的重要關鍵，且隆田Cha Cha園區成立目的即為推廣文化資產，以園區

長遠經營策略考量，除了常設展與特展之外，勢必須增加教育推廣活

動，方能提供民眾對文化資產多元面向認識，落實園區願景目標，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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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未來園區與國際交流之機會 

 

「文資教育系統建置」與「擴大親子客群接觸文化資產」為目前園區短

期目標，此一目標係為提升民眾對園區的認識，而隆田園區在眾多博物

館中，亦須找到屬於自己的定位，故朝向「打造臺南文資品牌」之願景

逐步落實；除了上述兩大短期目標，館舍設備提升是為解決人力與空間

不足之困境，而結合產官學資源則利用補助計畫啟動，方可與相關單位

持續保持合作機關，達到「1+1>2」的合作效益。 

中期目標，則再朝向教育系統持續深化，除了園區提供教案課程設計及

教具箱等工具，園區若再進一步提供教師文資增能課程，可鼓勵教師將

學校既定課程結合文資領域知識，達到真正向下扎根之目標，進而期待

未來校方可在制定課程內容，評估將文資納入學校不同年齡層之課程。

而園區在持續建置文資教育系統的過程中，系統完整性已達部分規模，

將逐步將教案內容與教具等翻譯多國語，並放置於園區官方網站，提供

民眾下載使用。另外，考量文化資產傳統技藝及傳統藝術表演領域人才

培育斷層化嚴重，園區亦希望能逐步規劃傳統技藝職人培育課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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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人跨領域技藝習得機會。 

臺南既為文化首都，自17世紀大航海時代曾是荷蘭、西班牙各國商隊的

重要據點，深深影響著城市的發展軌跡與歷史底蘊；到了現今，臺南以

保存眾多古蹟、歷史建築與多國新舊文化色彩濃厚的城市引以為傲，隆

田文資教育園區既為文資教育推廣為館舍定位，期能透過各種管道，從

教育、民眾參與、在地支持等力量，促進國外城市能與臺南啟動文資國

際交流機會，進而讓世界了解臺南重視文化資產與文資保存、活化發展

過程，成為一座具備國際視野且能獲得民眾支持與在地參與的文資教育

園區。 

參、計畫期程: 113年7月1日至113年12月20日止。 

肆、資源現況 

隆田文資教育園區位於臺南官田區，長期與園區合作之單位包含學校機關、

水利單位、農會、場館及生態景點等，有關園區與各單位關係締結之合作計

畫，詳列如下： 

單位名稱 類型 合作關係締結說明 

水圳教育聯盟(官田國

小、隆田國小、嘉南

國小、渡拔國小、官

田國中) 

學校機關 1. 文資局世界文化遺產潛力點補助計畫-文資處補

助各校以烏山頭水庫為主題創作繪本。 

2. 2023 年隆田園區以各校繪本共同辦理水圳戶外

繪本展。 

3. 文資局世界文化遺產潛力點補助計畫-國際交流

專案「小小英語導覽員」(官田國中) 

農水署嘉南管理處 

烏山頭水庫 

水利單位/

場館 

1. 烏隆線接駁巴士 

2. 八田與一繪本故事屋活動 

官田農會 農業單位 ● 推動「米食文化」包菱角粽活動 

樹谷生活園區 場館 ● 協辦史前人類考古體驗活動(教育推廣) 

菱炭生活工場、水雉

生態園區、林鳳營社

區、林鳳營車站、發

電雞牧場 

場館 ● 2022 年水圳走讀小旅行 

成功大學 學校機關 ● 2023 年成大踏溯臺南課程合作場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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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園區志工培訓營 

● 2022 年成大官田 USR 長輩小旅行 

官田地方發展協會 地方團體 ● 志工招募/地方協力 

 

伍、計畫內容 

● 教育推廣系統建置: 中高年級文資教案課程設計 

配合108課綱著重學生應培養核心素養，園區預計與國小教師合作課程教案設

計，將文資知識結合學科領域，並涵蓋九大面向中核心素養中「藝術涵養與

美感培養」、「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以及「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符

號運用與溝通表達」以及「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等；由於人力與經費有

限，預計逐年逐步建立系統化的文資課程，今年度補助計畫將為第一期，先

以「國小3-6年級」為主要客群，融合跨領域學科，規劃2套「水文化」教案

與1套「考古」主題教案課程。 

● 教育推廣系統建置:邀請學校現地教學與教學回饋 

教案設計完成後，預計開放臺南6所國小申請教育課程體驗，藉此調整優化課

程設計，並設計問卷了解學生與教師課程參與回饋，透過問卷內容了解學習

成效與建議，藉此了解該教案未來納入學校課程內之可行性評估。 

● 親子文資教育推廣 

文化資產亦可與人文、生態、食農教育等結合，111年度以文化景觀-烏山頭

水庫暨嘉南大圳結合「米食文化」，辦理紅龜粿、爆米香活動，112年度擴大

辦理亦於端午節辦理包菱角粽活動，活動報名熱門，加上爆米香與包粽子等

活動越來越少見，成為在地知識與文化傳承之案例。 

112年度園區「一探究竟:史前美食吃什麼」探討新石器時代史前人類飲食文

化，從獵捕工具介紹、食材(生態遺留)至陶製器皿一併展出，策展內容亦對比

現今人類精緻飲食文化，以生活趣味性展示史前人類無菜單料理等。除此，

園區亦延續策展內容，辦理史前生活體驗，邀請親子一同製作史前工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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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箭簇射箭、石斧劈柴、鑽木取火等活動，得到廣大親子客群迴響，且持續

接獲民眾詢問持續辦理之可能性。  

本計畫經費將挹注上述活動延續擴大辦理，且協助計畫執行內容持續深化文

化資產內涵，藉由生活化的文資體驗經驗，縮減民眾與文化資產的距離，喚

起民眾對文化資產之於台灣文化重要性的意識。 

● 文資向下扎根: 暑假文資夏令營 

園區預計於113年度辦理水圳戶外展示，展示內容以水庫與自然生態、水利組

織運作(掌水工)及常民生活的關聯性，加上園區111年度曾辦理一日水圳文化

走讀活動，以園區為起點，規劃四大主題走讀課程，分別為「時光之旅」、

「尋味之旅」、「綠意之旅」以及「乘風之旅」，串聯其他展館例如:水雉生

態園區、烏山頭水庫、菱炭生活館等，報名全數額滿，遊程內容亦獲得參加

民眾認同。 

此次園區預計開辦「文資夏令營」，結合水圳戶外展示與走讀遊程，以3-5天

遊程安排各類型鄰近場館與文資景點，期能帶領學童走訪在地文化資產，建

立文化資產雛型概念，並了解文資保存與活化作法與重要性。 

● 文資多元推廣: 講座與工作坊 

除親子客群與學生團體，園區亦期透過計畫升級場館設備，並開設文化資產

相關講座，例如:老屋修復甘苦談、古蹟保存與否、考古人員工作大解密等講

座內容，提供青少年或一般民眾了解文化資產在當代碰到的困境，並提供民

眾對文資工作者有多一層面的了解。 

二、執行方式 

● 拜訪學校可行性評估 

為了解目前校方執行108課綱與校方課程運作模式，藉此以此規劃文化資產教

育課程內容，園區將安排專案人員訪校，並為配合學校中高年級課程，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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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訪談了解教學內容(例如:園區製作教具箱及課程教案，未來是否有機會納入

學校課程或是否需要製作教師手冊等)，確保此一文資教案設計符合教師需

求。 

● 邀請專業教師協助教案設計 

確定上述需求後，再委託學校老師/代課老師與園區專案人員討論並規畫4-6

年級與園區文資主題策展內容可結合之學科領域規劃教案。 

● 現地教學回饋優化 

完成教案設計後，預計邀請6所學校，其4-6年級教案課程皆由不同班級進行

現地教學了解實際課程執行狀況，並設計問卷邀請校方及隨行教師協助填

寫，藉此了解教案流程與課程內容可優化調整之方向。 

● 擴大辦理親子文資體驗及講座工作坊 

在園區既有的親子教育推廣活動上，此經費挹注更多資源，提供民眾體驗高

品質的教育活動，例如: 包粽子可擴大活動體驗深度，先邀請講師辦理米食文

化講座，再體驗包粽；或者是原先受限於經費不足，提供民眾報名組數及場

次較少，期能透過經費增加場次或組數。本次經費補助預計暑假辦理米食文

化推廣。 

為提供親子能實際走訪文化資產場域，並透過教學認識臺南如何保存維護，

進而認知文資保存重要性，同時來自不同背景的學子們，以不同視角闡述對

文化資產之理解，輸出之觀點藉由園區小型展示空間展出，在跨越專業性極

高的文資知識之後，而是能提供民眾易理解且能引發對文資歷史產生情感的

內容。 

園區將與文資處有形及無形組討論，籌備文資教育DIY推廣活動並安排講座，

另針對成年族群，園區將邀請技藝職人、文資工作人員及文資議題相關之講

師，辦理講座及DIY工作坊。 

● 展館功能升級與設備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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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園區後方歷史建築群(甲-戊倉)原先規劃作為文物典藏區，惟因園區營運

成長速度快，參觀民眾與機關團體數量逐年遞增，許多民眾反應希望園區後

方倉庫能開放作為展示使用，考量園區空間有限情況下，本年度專案亦希望

能內部整修丁倉，作為複合式空間，提供展示及教育體驗使用。 

陸、經費配置 

113 年度經費預算表(單位：千元) 
 

 

經費別 

 

工 

 

作 

  

項 

 

目 

 

總經費 

經費來源 

中央補助款 自籌款 

 

資本門 
1.場館(丁倉)功能升級 

200 200 無 

2.設備提升-導覽子母機(走讀及

教育活動用) 

600 600 無 

 
小 計 800 800 無 

 

經常門 
【文資教育系統建置】-教案課

程設計及教具箱設計製作 

500 500 無 

【文資教育系統建置】- 聘用專

案助理(訪校、問卷回饋) 

100 100 無 

親子文資體驗活動 
500 500 無 

 
小 計 110 110 無 

 
合 計 190 190 無 

 

柒、執行期程與預計進度 

計畫期程113年7月1日至113年12月30日 

                進

度 

項目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訪校並規劃文資教案內 v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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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6校參與並分析回饋     v v   

親子文資體驗前期規劃  v v      

親子文資體驗執行   v v v v   

講座與工作坊籌備   v v     

講座與工作坊執行     v v   

丁倉場館設備升級工程     v v v  

 

捌、執行成果與預期效益 

● 完成文資教育系統雛形 

透過上述工作項目完成中高年級文資教育課程設計與教具製作，園區專案團

隊已對建置教育系統具備基礎能力與方向，運用此三套教案系統持續於114年

度運作之餘，將同步建立其他年級之文資課程教材。 

● 提升園區來客數並擴大參與文資活動群眾 

園區已辦理多場親子文化資產體驗課程，已慢慢建立民眾時常辦理文化體驗

活動之印象，若能持續辦理且擴大辦理規模，可提高園區宣傳能見度，期讓

更多民眾認識臺南對文化資產推動成果。 

● 建立園區文化資產品牌形象 

臺南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舍眾多，隆田文資教育園區為找到館舍定位並建立

屬於自己的館舍特色，朝向打造「隆田Cha Cha文資品牌」為目標，因此園

區將強化文化資產教育推廣形象，以多元化推廣形式(連假活動、講座、走讀

或夏令營等)搭配館舍常設展/特展與相關館舍服務，穩定館舍營運目標，進而

逐步才能落實園區長遠願景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