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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學年共好合作計畫－ 

新台灣史研習營第 34屆    海山大觀．走讀細探 

壹、依據： 

教育部國教署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歷史學科中心 112學年度工作計畫 

貳、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三、協辦單位：歷史學科中心－國立嘉義女子高級中學 

參、活動內容： 

一、活動日期：113年 8月 10日至 13日（週六至週二，四天三夜） 

二、活動地點：國立臺灣圖書館 B1樂學室（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 85號） 

三峽地區導覽 

三、課程講師（依課程順序排列）： 

李筱峰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名譽教授 

溫振華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兼任教授 

林曜同 國立台北大學民俗藝術與文化資產研究所助理教授 

李進億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林烱任 永續三峽環境文化工作室主持人／海山學研究中心諮詢委員 

張偉郎 法務部資訊處高級分析師／國立台北大學經濟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王怡茹 國立台北大學民俗藝術與文化資產研究所助理教授 

張智傑 智紳數位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執行長兼技術總監／海山學研究中心

數位人文技術指導 

洪健榮 國立台北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海山學研究中心主任 

林佩欣 國立台北大學海山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四、招收對象：高級中等學校教師。 

五、報名方式： 

(一) 報名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Pm1VNgjwUzBw5OCAVGY3PWIGC
Zwh5D3pl8H9aSiNzqG8bGw/closedform 

 
(二) 報名日期： 113年 7月 2日(二)下午 2點開放報名或 80人額滿為止。 

(三) 研習時數：全程參與者，核予研習時數 22小時【課程代碼：4436574】。 

六、聯絡窗口： 

(一)聯絡人：羅佳瑩小姐、成瑜小姐 

(二)網站：https://ghresource.mt.ntnu.edu.tw/nss/p/History 

(三)信箱：history01@email.cygsh.tw 

history02@email.cygsh.tw  

(四)聯絡電話：05-2254603#1271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Pm1VNgjwUzBw5OCAVGY3PWIGCZwh5D3pl8H9aSiNzqG8bGw/closed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Pm1VNgjwUzBw5OCAVGY3PWIGCZwh5D3pl8H9aSiNzqG8bGw/closedform
https://ghresource.mt.ntnu.edu.tw/nss/p/History
mailto:history01@email.cygsh.tw
mailto:history02@email.cygs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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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歡迎加入學科中心官方 LINE，研習不落勾：@chf7505q  

伍、課程內容：  

一、活動主旨： 

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自 1991年成立以來，舉凡史料徵集、書籍出版，以及舉辦

研習活動，目的皆在呼籲重視本土文化，使台灣歷史能真正的回歸土地與人民。巡

迴全國各縣市，以各地民俗、人文、史蹟為主題，建構台灣主體的新史觀，為新一

代歷史文化播種的歷史教育活動—「新台灣史研習營」，便是在這樣的理念下，於

2000年誕生。 

2014年，新台灣史研習營曾走訪新北市東北角的瑞芳、九份、金瓜石地區，而新北

市幅員廣大，每個地區各有其不同的特色文化，因此，2024年，決定再次來到新北

市，探尋舊稱為「海山」地區（包含今日的三峽、鶯歌、樹林、土城、新莊、板

橋、中和及永和）的歷史、文化、產業等特色，帶領學員認識海山，突顯海山地區

所具有的文化資產價值。期待藉由課程的多樣性探索，建立學習台灣歷史與文化的

新方式，再透過參加學員將研習活動中蘊含關懷台灣鄉土的宗旨擴散出去，使更多

人能夠對生活周遭與腳下土地所發生的故事感到興趣，增加社會大眾對台灣鄉土以

及台灣主體性的認同。 

二、課程簡介 

「海山」作為地名被記載於歷史文獻中，首見於清代康熙年間，可能是緣由荷蘭

人，或是原住民對該地區的稱呼。海山地區本是平埔和高山原住民活躍的天地，來

自中國的移民進入開墾後，成為族群勢力角逐與文化競爭舞台，在文明的融合與衝

突之下，成就了海山地區豐富的文化資產。課程一開始，將帶領參加學員從地名認

識海山地區，介紹海山一詞的由來，以及生活周遭地名的沿革變換；海山地區隨土

地開墾有不少水利建設，今日路旁一條不起眼的水溝，在過去可能具有重要的灌溉

功能；而隨著移民入墾，原鄉的宗教信仰也一同來到台灣，住家附近的廟宇，可能

都是百年以上的歷史傳承。希望能從身生活周遭的故事，引發參加學員的興趣。 

海山地區因應自然資源以及不同族群帶來的人文特性，發展出各樣的傳統產業，如

藍染即是因為三峽地區環境適合染料植物生長，來自福建安溪的移民帶來了染布技

術，二者結合成為今日三峽的特色產業。同樣因氣候環境與人文條件契合的特色物

產就是茶葉，從 19世紀開始，海山地區的茶葉就透過發達的水路運輸進入國際市

場，也為海山地區帶來繁榮。 

除了傳統產業，海山地區也是台灣重要的煤礦產地，自日治時期開始採煤，1950～

1960年代達到高峰，隨後因利潤降低，需求量逐漸為石油所取代，以及公安意外頻

傳造成傷亡而逐漸沒落，至 2000年，台灣煤礦的開採正式畫下句點。這次研習營

也將安排課程，介紹這項曾經盛極一時的代表性產業。 

新台灣史研習營第 34屆—，將以上述特色歷史、人文、產業文化為主題，規劃四

天的課程，除了室內課程，並將安排一天的歷史文化巡禮，外出實際走訪海山地區

的重要景點，邀請各領域學有專精的專家學者授課及導覽解說，透過多樣性的課程

安排，以及在實際場域的參訪，擴大學習意願及學習效果。每堂課程均安排時間讓

參加學員與講師互動，最後一天並以座談討論的方式，讓參加學員抒發感想及交換

意見，使學員能更深入認識海山地區，並關心發生在生活周遭的故事。 

三、活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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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2024/8/10

（六） 
2024/8/11（日） 2024/8/12（一） 2024/8/13（二） 

 09:00 
10:30 

海山地區的開發與水利事業

—以後村圳與大安圳為中心 

 

海山歷史文化巡禮 
 

三峽溪南四姓聚落 

橫溪茶鄉走讀 

（午餐） 

三峽祖師廟 / 老街 

海山學文物展覽館 
 

王世慶先生紀念    

特藏室 

 
※行程將視實際情況   

配合調整 

08:30 
10:00 

海山學的知識建構

與在地實踐 

講師 李進億 講師 洪健榮 林佩欣 

10:45 
12:15 

藍茶的黃金歲月— 

三角湧染與海山茶產業今昔 
10:15 
11:30 

綜合座談 

13:30 
14:00 

報   到 講師 林烱任 
11:30 
11:40 

結業式 

14:00 
14:30 

始業式 
12:15 
13:30 

午休 

 

14:30 
16:00 

認地名 探海山 
13:30 
15:00 

海山地區的 

「黑金」礦業史 

講師 李筱峰 講師 張偉郎 

16:20 
17:50 

清代海山及擺接

地區的族群關係 
15:30 
17:00 

海山地區的環境、族群 

與信仰 

講師 溫振華 講師 王怡茹 

 

17:50 
19:00 

晚 餐 
17:30 
18:30 

晚 餐 

19:00 
20:30 

海山地區的 

文化資產 
18:30 
20:00 

海山地區 

數位人文走讀 

講師 林曜同 講師 張智傑 

伍、其他事項： 

一、 已報名並收到錄取通知者，請務必準時參加。 

二、 請各校惠予參加人員公(差)假，差旅費依各校規定支應。 

三、 如當天無法出席或晚到者，請於 3天前以電子郵件通知主辦單位；為維持課程

完整性，可全程參加者，優先錄取。 

四、 為響應環保政策，請自備環保杯與環保筷。 

五、 因應衛生保健，為避免造成感染，請教師配合以下注意事項： 

(一)教師請做好自主健康管理，前往研習前，先行量體溫，若身體不舒服有發燒或

有呼吸道感染情況，請聯絡通知助理，取消該場次之研習。 

(二)若研習過程中，出現發燒情形，會請教師立刻終止該場次的研習。  

六、 如遇颱風或其他天災不可抗力之因素導致停班停課，原則上依縣市分區表，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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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研習中其一縣市停班停課，則取消研習另擇期辦理，相關訊息請留意歷史

學科中心網站或【https://ghresource.mt.ntnu.edu.tw/nss/p/History】或 Facebook粉

絲專頁【https://facebook.com/history.cygsh】。 

七、 因應本次「臺灣美術作品保存修護」實作課程，請穿著較為輕便、容易清洗或

耐髒之衣著。 

 

https://ghresource.mt.ntnu.edu.tw/nss/p/History
https://facebook.com/history.cyg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