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陽明藝境中山行 

中山樓戶外教育學習活動課程方案 

單元二十六：找找在哪裡？壽字大集合 

壹、 課程方案的實施對象與場域 

一、  時間 

60 分鐘（50分鐘導覽，10 分鐘操作） 

二、  人數（或分組） 

5-6 人為一組，推派一位為組長（兼各組小老師）。 

三、  教學地點（含動線規劃） 

室內，由帶隊教師或志工視情況決定 

貳、 課程方案的主題與目標 

一、  活動主題 

    26-找找在哪裡？壽字大集合 

二、  課程（學習）目標 

社 4-3-3-6 描述人類社會中出現過的各種藝術形式，並舉例說明人類如何藉由各種藝術形式， 

進行美感的欣賞、溝通與表達。 

美 2-V-2  能分析視覺符號與圖像的意涵，並表達與溝通多元觀點。 

藝 2-V-2  能了解藝術與社會、歷史及文化的關係。 

藝 3-V-1  能認識文化資產，豐富藝術生活。 

三、  學科領域 

■ 社會（歷史、地理、公民與社會）     □ 自然（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 

□ 語文（本國、外國）           □ 數學 

■ 藝術（音樂、美術、藝術生活）      □ 科技（資訊科技、生活科技） 



■ 綜合活動（生命教育、生涯規劃、家政）  □ 健康與體育 

四、  學習單指導方式  □ 自主學習  ■ 志工協助  ■ 教師引導 

參、 課程方案的實施內涵與流程 

一、  活動前準備（教具器材） 

學習單、文具。 

二、  學習活動內容 

中山樓建造初衷為紀念國父百年誕辰，又逢中共的文革時期，藉此發揚中華傳統文化精粹更是

責任重大。所以在樓區內，無處不是吉祥瑞意的安排；尤其「壽」字它不僅有形體的發揮，更隱含

「百」的數量玄機在全樓各地方。 

本學習單活動不僅讓學生感受中山樓「紀念百歲」重大興建意義，讓其探索傳統建築穿插吉祥

喜氣文字圖騰的內涵，有別於現代鋼筋水泥、電梯，及鐵鋁門窗等灰色制式生活。 

本學習活動期待學習者獲得以下三項內容： 

1. 【認知】 認識中式傳統福祿壽文化意義，及「壽」字的藝術與圖騰原理。 

2. 【技能】 運用細心、及專注等技巧，探索、發現館內隱藏「壽」字的各個角落。 

3. 【情意】 培養傳統工藝之美，並與同儕交互欣賞，建立人文融合環境美化的概念。 

三、  教學流程 

1. 授課教師（志工）導覽本課程地點、物件。 

2. 組員依導覽指示隨堂填寫。 

3. 組員完成作品後，交互觀摩、分享與討論。 

4. 各組推派一個代表，從其優秀作品發表感言。 

5. 教師補充其他案例，取長補短以供借鏡。 

四、  單元評量（含答案） 

1. 地點 70%，每格 10分；物件名稱 30%，每格 5分。 

2. 答案（由館方人員提供） 

 



 

代 號 地 點 物 件 名 稱 

A     

B     

C     

D     

E     

F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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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___________________    年 級：______    班 級：______    姓 名：______________ 

一、 紀念百壽 

「福」、「祿」、「壽」是華人社會信仰的三位神仙，分別象徵著幸福、吉利、長壽。

「福星」又稱「福神」，掌管人間福氣的分配；「祿星」又稱作「文昌星」，是讀書人的

保護神，掌管人間功名利祿；「壽星」又稱「南極老人星」，是長壽之神。 

中山樓建造初衷為紀念國父百年冥誕，又逢中共的文革時期，藉此發揚中華傳統

文化精粹更是責任重大。所以在館區內，無處不是吉祥瑞意的安排；尤其「壽」字它

不僅有形體的發揮，更埋藏「百」的數量玄機在全館各地方。 

在過去，能夠出入中山樓者皆為國家政府要員，故不需刻意強調「祿」，而將重點

集中於「福」或「壽」的吉祥意象。 

 

各種「壽」字的藝術變形體 



二、 文字藏在哪裡 

 

 

這裡是： 

   ；    

這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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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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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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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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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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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地點和物件名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