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二股圳、潭底公園校外教學 

十二股圳為樹林地區兩條水圳之一，另一條為張厝圳，日治時期改為後村圳。在台灣經

濟朝向工業化發展後，農田紛紛消失，水圳也淪為家庭廢水排水溝，或是填平 作為道路使用，

學生早已不知水圳為何物了。 樹林區公所在幾年前修築十二股圳木棧道，變成當地居民運

動、休閒的好去處，但對於學生而言，應該只是一條步道而已。因此，樹林國小在發展校本

課程時，將其 納入"認識樹林"的一單元，帶領學生實地走一遭，了解水圳在台灣開墾的歷史，

以及本地區水圳的演變，讓學生可以認識在地的事物，進而愛鄉愛土。  

本次校外教學，帶領學生走到木棧道並做解說時，學生才知道這條每天看到的步道，竟

是清朝時期遺留下來的水圳，百年前腳下是潺潺流水，灌溉樹林地區阡陌良 田，只能說變化

實在太大了。 木棧道沿著民宅後院蜿蜒前行，因此有許多植物可以欣賞，沿途介紹了樟樹、

桂花、朱蕉、變葉木、香蕉、黃椰子、台灣欒樹、茄冬、川七、榕樹、櫻 花......讓學生除

了有歷史古蹟的知識外，對於自然生態也有一些基本的了解。  

來到潭底公園，要看聖蹟亭和附近的豐林煤礦。早期樹林地區煤礦業興盛，除了潭底的

豐林煤礦外，還有備內街、山佳地區的煤礦，目前早已停產，只留下封閉的礦 坑。帶領學生

到礦坑外一遊，讓他們了解樹林經濟發展的過程，煤礦是佔了重要的一頁，也因為這樣，才

會有山佳車站的興建，來載運當地出產的煤礦。  

早期紙張為不易取得之物品，書寫文字後，被先民奉為神物，不可以隨意丟棄、焚毀，

必須收集起來，待過年後集中於聖蹟亭前，經過祭拜程序後，再放入其中點火 焚燒，讓這些

字、紙返回天庭。這些內容對於小朋友來說太過遙遠，因此實地走一遭，自己親眼看一下，

會有更深刻的印象。  

    經過此次校外教學，學生對於自己居住的地方又有進一步的認識，相信在假日時，與家

人漫步於十二股圳木棧道，或是潭底公園，也可以扮演小小解說員，向家人講 述這些歷史，

讓在地的文化可以一帶一帶傳承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