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鳶山峽客行─

染繪碧茶鄉的創生傳奇
圖、文／施雅慧、朱肇維

新北市立北大高中創辦之初以「多元、感恩、健康、創意、永續」作為學校發展的核心價值，

以「全人教育•名揚國際」設定學校教育之發展願景，期盼本校學生在三年淬煉中，成為具有「自

主學習、群體關懷、思辨表達、國際參與」之全人發展的鳶山峽客。

鳶揚三角湧，山澗藍草豐；峽茗昔遠

播，客心永留存！

這一首詩句，是本校校訂必修教師社群
的即興創作，也連結了校本課程與學生圖像
的關係。第一句點明課程緣起的地理位置也
帶出在地的鳶山傳說，第二句則敘寫在地的
特產──「藍染」的原料作物與適合生長的
環境，第三句進一步說明在地另一特產──
「茶」曾幾何時也曾聲名遠播，末一句則提
及來此的客旅都將在地的美好經驗長存於
心，而藏頭的「鳶山峽客」更是標註了參與
地方創生的北大高中學生圖像。筆者自105學
年度至111學年度擔任新北市立北大高級中學
校長，在七年任職期間，適逢臺灣課程改革
的契機，帶領教師同仁一起進行108新課綱的
規劃與實踐，七年磨一劍，斐然有成。以下
先介紹北大高中的發展背景，接著，跟各位
分享發展校訂必修課程的點滴故事。

新北市立北大高級中學位於新北市西南隅
北大特區，為一所指標型完全中學，自103學
年度成立迄今已邁入第十年，辦學績效深受好
評。創辦之初以「多元、感恩、健康、創意、

永續」作為學校發展的核心價值，筆者自105
學年度接掌校務之後，即以「全人教育•名揚
國際」設定學校教育之發展願景，在108課綱
推動的過程中，帶領全體教師同仁一起集思廣
益、凝聚共識，期盼本校學生在三年淬鍊中，
成為具有「自主學習、群體關懷、思辨表達、
國際參與」之全人發展的鳶山峽客。

為此，本校積極發展特色校本課程，期
盼從課程的設計到實際運作，皆能扣合創校價
值、發展願景與學生圖像，並以校訂必修─
「三峽學」作為實現理念的重點課程。在設計
課程時，不但導入三峽在地豐富的人文、自然
資源，也引領學生從認識到實作，藉由走出課
室到戶外體驗的過程，產生覺知行思的循環，
活化學習內涵。質言之，本課程運用「多元」
的在地素材與「創意」的學習方法，鼓勵學生
從生活體察中「感恩」前人的付出，並為傳統
產業尋找未來發展的永續之道。在課程實踐方
面，我們鼓勵學生以個人或小組進行主題式
的「自主學習」，經常與同儕討論以展開「思
辨」訓練，在課堂上勇於「表達」想法。筆者
也觀察到：學生能以行動方案落實「群體關
懷」的理念，進而運用在地豐富的文化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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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國際參與」溝通分享的重要素材，最終
看見學生三年有成，成為名符其實的「鳶山峽
客」。

回顧本校發展校訂必修課程的點滴，如同
參與地方創生行動一樣充滿挑戰，卻也處處是
驚奇與喜悅，如果以茶葉的製程而言，可以從
以下「採摘、萎凋、揉捻、發酵」四階段來說
明本校校訂必修──「三峽學」課程的發展脈
絡。分別說明如下：

第一階段：採摘醞釀期 
                  （103-104 學年度）

製茶的第一步便是選擇優良的茶菁作為原
料，出色的課程則需奠基於豐富多元的素材。
本校103學年度開始正式招生，對於一所新成
立的學校，校務經營千緒萬端、百事待舉，而
要如何發展特色課程？這也是學校發展之初要
思考的重點。年輕有創意的教師們期待能夠多
元拓展，因此國際教育、服務學習、在地關懷
都是課程發展的選項，以實驗班的特色課程為
例，教師帶領學生發掘在地議題，深入探究，
並前往三鶯部落進行互動；也有師生共同關注
祖師廟賽豬公的儀典或是返鄉創生的甘樂文
創，這些多元的嘗試開啟本校與地方的連結，
至今回顧，感謝師生群透過一次次的探索與累
積，逐步奠定我們對於在地的認識，並為日後
的校本課程種下希望的種子。（圖1）

第二階段：萎凋轉化期 
                  （105-106 學年度）

製茶的第二步在於將茶菁多餘的水分蒸
散，稱之為「走水」，發展課程的方法亦復如
此，透過去蕪存菁的篩選，才能聚焦與深化。
本校於105學年度正式掛牌成為國家教育研究
院的研究合作學校，並於106學年度獲選成為

教育部高中優質化前導學校，在上述計畫的
支持下，開展有系統的社區資源盤點與課程
設計。筆者為紓緩新課綱加諸教務行政工作的
負擔與壓力，特地邀請本校圖書館擔任校訂課
程的研發中心，並結合多元的內外部資源進行
課程發展。於是，從三峽到樹林、從鶯歌到大
溪都可看見教師們踏查的足跡，拜訪在地的百
工百業與各形各色的職人對話，也成為課程發
展的日常，這些機會均有賴關鍵的地方文史工
作者──林炯任老師的穿針引線；此外，國立
臺北大學海山學研究中心也成為本校重要的諮
詢單位與協作夥伴。教師社群最終以在地的食
（採茶趣）、衣（藍染樂）、住（說建築）、行
（考現學）四大面向，建構校訂必修課程的雛
形，並邀請專家學者給予指導和建議，期待在
新的學年開始著手試行課程。

•  圖1： 天芳茶行採茶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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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揉捻塑形期 
                  （107-108 學年度）

製茶的第三步需透過均勻的施壓塑形，
才能將茶菁中的香氣釋放，並整理出緊實的外
觀，而課程則有賴實際的運作、修正、反思、
再修正才能更貼近學生的學習需求。本校教
師社群在107-108學年度利用多元選修時段，
進行特色課程的試行，也在全校備課日邀請全
體教師進行實作體驗，一起理解校訂必修課程
的內涵。在試行階段，由於每個主題都僅有九
週，時間有一點局促，但也能夠透過觀議課、
學生回饋等方式，提供教師社群可以再精緻化
課程的參考。舉例來說，由於四個課程模組都
是與三峽生活有關，難免有部分內容是互相重
疊的，因此就可以再進行重組與統整，諸如：
將在地的認識轉化成為基礎課程，再逐步進入
主題，而這也確定了「茶」、「染」兩大主題
課程的開展脈絡。

同時，本校將此套特色課程與國際交流
結合，不論是與姊妹校的藍染共學體驗，或是
富含文化底蘊的藏茶雅集，都讓國際學伴驚豔
不已而留下難忘的印象。記得當時日本大阪府
立富田林中學校的校長給我們的回饋是這樣說
的：「這門藍染課程非常成功，因為每位
同學的作品都是獨一無二的，沒有失敗的

作品！」正因為有許多參與者的肯定與回饋，
更增強了教師夥伴的信心，持續朝下一個目標
前進。

第四階段：發酵轉韻期 
                  （109 學年度迄今） 

製茶的第四步就是最關鍵的階段──發
酵，更精準地說，就是兒茶素的氧化作用，不

同程度的氧化，造就不同層次的茶品；以課程
發展的角度來看，則是探究與實作的深度與廣
度，對於學生學習就會產生不同的變化。109
學年度，校訂必修課程正式於高二年級全面
實施，本校採取班群開課，以素養導向進行課
程設計，帶領學生從生活情境展開學習之旅。
以「茶鄉漫步」課程來說，先從學生最熟悉的
手搖飲經驗出發，進一步探索背後可能存在的
問題，再透過分組探索、感官品評、採製茶體
驗、茶席設計、茶陶實作等，讓學生運用五感
深度學習，最終由學生規劃進行茶鄉深度訪
談，完成三峽第一份的茶鄉走讀地圖，也成為
三峽農會的官方文宣品。值得一提的是，教師
社群開發了「大數據品茶」的實驗課程，透過
水溫、茶葉克數、沖泡時間三項變因，由學生
分組進行實作與討論，最終透過數學建模的方
式推算出好茶公式，也讓學生發現，原來品茶
也可以這麼科學化。（圖2）

至於「藍染生活」特色課程，則是從校園
植物的槌染開始，發覺原來不同植物具有豐富
多元的色彩要素，進而理解藍染的基本原理；
接著，學生再以音樂、戲劇、遊戲、專題報告
等多元形式，介紹臺灣與世界許多地區的藍染
文化；在技巧精進方面，從綁、紮、縫、絞等
技法分組練習與創作，最後於學期末進行主題
布展。此外，除了透過實作驗證學理知識外，

•  圖2：茶鄉訪談記錄祥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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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藉由染缸的養護與照顧，讓學生在每一次攪
缸觀察中，發現染液的變化與化學的氧化還原
反應密切相關。（圖3）

令人開心的是，學期結束之際，學生所
提交的學習歷程檔案有將近八成與校本課程相
關，而學生所敘寫的反思與回饋，更是振奮社
群教師夥伴的心，讓這些年的付出獲得最實質
的鼓舞。

有了上述的成功經驗，110學年度本校更
積極與國際教育進行結合，雖然後續受到疫情
的影響，但教師群仍然以線上共學的模式，帶
領學生與國際友人共學分享，其中包括美國、
丹麥、日本、東南亞等地的學校，學伴們皆對
三峽藝文生活留下深刻的印象。接著，教師社
群將課程與新興科技結合，並與國立臺灣科技
大學的新創實驗室合作，導入聊天機器人、凱
比機器人等數位工具創造多樣的學習途徑，也
透過AR、VR技術的應用，讓學生以多元的方
式介紹在地特色。我們還引入數位科技公司的
專業技術指導，結合社區GIS的系統，由學生
發想設計在地議題的數位走讀地圖，再將之前
繪製的「三峽茶鄉走讀地圖」升級成為「三峽
茶鄉數位走讀地圖」，成為地方產業與教育結
合的創舉。而在藍染課程中，教師社群加入了
車縫、設計、打版等實作課程，透過循序漸進
的學習與引導，學生的作品更具實用性，也兼
具個人創新與技法的風格。

課程發展進入111學年度之後，除了強化
鏈結整體課程的完整性，更結合地方創生的概
念，帶領學生以角色帶入的方式去發現在地的
人、文、地、景、產，並進一步以「峽客青創
公司」的設定，透過實際走訪、資料蒐集、小
組共創等模式，為企業、親子、學生、網紅等
不同類型的客群開發專屬的在地遊程設計。此
外，也引領學生分析群眾募資的商品，透過不
同產品類型的差異比較，再賦予小組任務，開
發具有在地特色的文創產品，從設計理念、客
群設定、排版配色、行銷文案、加值服務等方
面，將對於地方的認識與理解融入到期末作品
創作中，成果著實令人驚豔與讚賞。

從以上四個階段的回顧，筆者深深覺得
校訂必修課程成功的關鍵，在於行政、教師社
群、學生與社區四大系統的通力合作，以下將
進一步分析與說明：

  ∣ 行政團隊的全力支持
校長身為首席教師，全力的參與和投入是

課程發展的關鍵。筆者自105學年度接掌本校
以來，即積極推動108新課綱的各項工作，其
中最具創新校務經營的安排就是以圖書館作為
課程研發中心，一方面得以分擔教務處繁重龐
大的業務量，另一方面則是讓圖書館扮演更靈
活的推動課程改革的角色。很感謝本文共同筆
者肇維主任（原任本校教務主任）能信任我這
樣的規劃，帶領團隊樂於參與課程發展，並勇
敢擔起重任。

筆者也鼓勵肇維主任積極爭取各項專案計
畫與經費，例如高中優質化前導學校、高中均
質化、戶外教育、食農教育、國際教育SIEP、

新北創新教育加速器等方案，如此不但能讓課
程研發無後顧之憂，也能及時提供各項經費支
持，期間更是結合課程打造了特色空間，像
是：「峽客染坊」、「聚星茶館」等，在不斷與•  圖3：社區課程學習成果展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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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溝通對話之下，空間也持續演化、更新，
成為校本課程的學習場域。當然，為促進課程
發展，包括課務安排與共備時間的調動，甚至
是協同教學與課程連排的小細節，也有賴校長
居中協調，讓行政團隊全力相助，幫助課程的
運作更加順暢。本校圖書館也因為能稱職分擔
課程發展工作，不斷地累積為讀者服務的能
量，打造成為課程研發的中心、地方創生的基
地、國際教育的平臺、自主學習的搖籃，堪稱
是最忙碌的高中圖書館，而同仁的努力與用心
也被看見了，我們在民國110年獲得教育部圖
書館事業貢獻獎的標竿圖書館獎，這是全國唯
一獲獎的高中學校。

  ∣ 教師社群的群策群力
沒有教師社群就沒有精彩的課程產出，

如何將不同領域的夥伴聚集在一起是一門學
問。首先，社群召集人是關鍵人物，我們很幸
運能擁有不怕苦、不怕難的肇維主任來帶領教
師社群，他不但能夠帶動每個教師投入，更能
以身作則成為教師們跟隨的靈魂人物。我們都
知道，社群召集人往往是付出最多時間與心力
的那一位，況且每位教師的課務壓力本來就
不小，進入108課綱之後，往往大家都需要準
備3-4種不同的課程，如何讓教師在如此壓力
之下，還願意持續進行校訂必修課程的研發與
投入，關鍵就在於召集人自己的全心投入，從
增能研習的規劃、課程諮詢的安排、實作器材
的採買、共備會議的安排等，都需花費很大心
力。此外，甚至必須要有強大的抗壓性，因為
往往教師社群的成員也會流動，很多基本功面
臨必須一再重塑的考驗，但最終留下的就是可
以一起前進的重要夥伴。（圖4）

我們很幸運，校訂必修的社群召集人肇維
主任對於發展在地課程充滿熱情，在他的號召
下，看見教師社群的無限動能，創造共同的課

程經驗與故事，其中令筆者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一起建藍的過程。當時大家一大清早就到三峽
五寮的山區，手忙腳亂地採集藍染的原料──
大菁，在經過半天的努力之後，終於採回了60
公斤的原料，隨後又經過浸泡、過濾、打藍、
沉澱等步驟，當一缸缸的染液完成，好似我們
一起拉拔長大的小孩，對於他們後續的成長會
有著極深的牽掛與羈絆，在建藍過程中，經常
看到每個人的手都染成藍色，這是屬於大家一
同努力的重要印記。

當然，適時提供社群夥伴外部的肯定與
鼓勵，也會成為團隊持續運作下去的養分，所
以，筆者積極鼓勵團隊參與教學卓越獎的競
賽，一開始教師們覺得是不可能的任務，但後
來轉念一想，正因為社群夥伴這麼努力，如果
可以獲得榮譽肯定，不僅能給予夥伴極大的鼓
舞，也可以趁此機會將課程進行更精緻化的統
整。於是，夥伴們毅然投入準備階段，常常忙
到夜深人靜，但卻也培養了深厚的團隊情誼與
默契，最終不僅獲得110年度教育部教學卓越
獎──銀質獎的肯定，也獲得教育部高中優質
化創新教學教案特優的殊榮，更於近日獲得親
子天下2023年創新100的團隊榮譽，本校參賽
的初衷就是期待讓默默付出的老師被更多人看
見，也讓課程能夠經過千錘百鍊，成為學校的
重要特色課程。

•  圖4：鳶山種大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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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生多元展能的舞臺
108課綱的學習主體是學生，如何讓學生

的學習有感，也是校訂必修課程發展的初衷。
因此，從設計之初，教學團隊就在思索要如何
培養學生的能力，甚至適時地展現所學，三
峽茶鄉走讀地圖就是一個很好的嘗試。透過學
生對於地方產業的訪談、影片拍攝，最終可以
獲得農會的支持與肯定，讓學生獲得很大的成
就感。（圖5、圖6）再者，本校也積極連結社
區資源，共同辦理「三峽綠茶季」、「大三鶯
走路節」、「峽客藏茶雅集」等慶典活動，讓
學生能夠一展所學，其中不論是識茶課程的分
享、槌染體驗的學習、文創商品的介紹，皆讓
社區民眾眼睛為之一亮，感恩本校高中學生能
扮演傳承地方文史的關鍵角色。

當學生將這些美好的分享經驗轉化成為
學習歷程檔案，在大學面試時侃侃而談，皆能
讓教授們感受到學生在課程學習中的投入與用
心。此外，我們也積極鼓勵孩子延伸所學參加
競賽，2022年本校師生參與三星創意提案競
賽，以「一心二葉AI辨識系統」提供茶農最
佳採摘決策，（圖7）不但一舉進入決賽，還
以優選獎（第三名）的佳績獲得肯定。筆者深
信，當課程發展能走向精緻化，學生就能獲得

深度學習的機會，就像是給學生一雙翅膀，他
們必能展翅翱翔於天空。

  ∣ 緊密整合社區的資源
如何促進校訂必修課程的內容豐富多元，

關鍵在於適時引入社區的資源，不論是在課程
發展階段引入專家學者的諮詢建議，或是在課
程進行時，邀請專業職人給予更深度的學習
指引，都很重要。非常感謝在本校課程發展期
間，不斷給予我們指導的國立臺北大學相關學
者先進及在地文史工作者；在課程全面進行階
段，則有國家教育研究院的研究員入校觀察與
訪談，我們也陸續邀請製茶職人、藍染專家、
縫紉師、茶藝師成為本校師生共學的教師；此

•  圖5： 學生展現縫染作品。

•  圖7：學生探究一心二葉。

•  圖6：學生走訪茶鄉製茶職人暢談植茶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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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本校還陸續與三峽區農會、新北市客家文
化園區、李梅樹紀念館、天芳茶行、中華全球
視野交流協會、智紳數位文化事業等單位簽署
合作備忘錄，成為學生學習與教師課程諮詢的
重要夥伴。讓筆者最感暖心感恩的是，歷經多
年的產學合作、齊心戮力，這些夥伴們也以能
成為北大高中強大教學團隊的一分子為榮。

我們合作的向度不僅是共同辦理地方的慶
典活動，也進一步投入地方創生的工作，甚至
共同爭取更多教育、產業、文化等跨域整合的
可能。例如：本校在2021年與文史工作者、智
紳數位文化、在地茶農等，共同參與聯發科技
「智在家鄉」數位社會創新競賽，在500多隊
當中脫穎而出，以「青心柑種•數位創生」
的提案，透過GIS進行虛實整合推廣三峽茶產
業，榮獲優等獎（第二名）的殊榮。隔年，聯
發科技公司蔡明介董事長也親自來到三峽茶鄉
體驗，並由本校學生進行數位導覽，再次獲得
智在家鄉「落地計畫」的支持。在疫情期間，
社群還發起「地方創生 & SDGs」的線上讀書
會，協助在地的產業與社團持續成長與進步，
這些與社區合作的種種創舉，都提供了課程成
長更豐富的養分，本校儼然成為社區教學研發
中心。

結語
回首這些年來北大高中教學團隊的付出

與努力，筆者充滿感恩與想念，我們用了很多
時間認識三峽，跟在地每位志同道合的朋友，
一起為三峽留下有溫度的故事。當然，一門精
彩的課程需要經歷時間的淬鍊，所以，社群的
夥伴也從原本是旅遊地方的觀光客，成為對於
在地的人、事、時、地、物如數家珍的專業導
覽員、文化傳承者。本於對於教學專業的堅
持，更驅動了社群教師主動取得多種專業證照

（如：感官品評初級人員、丙級製茶技術技術
士、侍茶師等），展現教師們對於發展校本課
程的深度與廣度的信念與決心。

展望未來，本校校訂必修─「三峽學」
課程已奠定良好的基礎，下一步就是傳承與接
棒的關鍵時刻，這不僅有賴行政團隊的持續支
持，也需要社群夥伴的協力合作。筆者和肇維
主任一起走過這一次校訂課程的風華時代，用
七年的時間去實驗並印證，我們更加深信：唯
有以學生需求為考量，結合地方資源來輔助，
才能讓校訂必修課程永續發展，成為學校歷久
彌新的經典課程，產生具有地方靈性氣質的深
度學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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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外交學系碩士，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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