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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國立臺灣博物館 

南門館《煎熬時代》常設展教師研習營 

相信老師們常有帶著孩子到博物館做校外教學的經驗，您是否曾在參觀前

後發出「該從何處獲得博物館的展覽資訊呢？」、「博物館有哪些教育資源？」、

「該看些什麼？」「如何讓參觀經驗更具意義？」等疑問呢？藉著難得的校外教

學活動，老師們都想盡力讓孩子們從中獲得課堂上無法學習到的知識和技能，

不管是培養參觀博物館的素養、還是作為課堂外的另一個教室，老師在活動上

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 

國立臺灣博物館南門館(以下簡稱「南門館」)於 2013年開館，至今已九

年，不過，南門館的前身為日本時期的臺灣總督府專賣局臺北南門工場，創建

於 1899年原為提煉樟腦與加工製造鴉片為主的大型化學工廠。佔地 1萬 7千

坪，由羅斯福路、愛國西路、南昌路、南海路所圍起來的範圍。1998年 6月 10

日將專賣局建築、樟腦倉庫（紅樓）指定為國定古蹟臺北樟腦工廠。目前所見

的範圍，只有全盛時期的八分之一，僅留存小白宮、樟腦倉庫、消防水池。在

2006年 9月 30日臺北樟腦廠移撥臺博館，進行修復規劃，作為產業史博物館

及環境教育相關活動之用。 

「煎熬時代：樟腦產業與南門工場常設展」回顧日本時代臺灣樟腦產業的

歷史(樟腦的生產過程、樟腦戰爭歷史)，以及從全臺唯一公營、東亞規模最大

的樟腦及鴉片加工廠：台北南門工場到今日臺博館南門館的變遷過程，呈現園

區歷史及展示內容，介紹南門館的歷史背景。因為樟腦產業的興起，各地腦療

的設立，在臺灣各地存留許多與採樟有關的地名。從清代到日本時代的「理蕃

政策」，在理蕃戰爭中設置管理原住民的隘寮，當時原住民與日本警察彼此之間

產生不少衝突。樟腦產業的發展以中北部為主，形成採樟沿線新興城鎮的興

起，翻轉日本時代臺灣的政治、經濟中心由中部遷往北部。本次研習課程旨在

分享「煎熬時代：樟腦產業與南門工場常設展」內容及教育資源，希望讓博物

館成為老師教學上的好幫手。千萬不要錯過這個走進博物館的大好機會喔！ 

(一) 日期：10月 26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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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時間︰10/26  14︰00~16︰00  

(三) 地點：國立臺灣博物館南門館（臺北市南昌路一段 1號）小白宮 

(四) 參加對象：國小教師 

(五) 人數：每梯次 30人 

(六) 展覽簡介： 

「煎熬時代：樟腦產業與南門工場常設展」使觀眾對日本時期臺灣樟腦產業

文化認知，深化觀眾對南門館樟腦常設展之理解，回顧臺灣樟腦產業的歷史(樟

腦的生產過程、樟腦戰爭歷史)，以及從全臺唯一公營、東亞規模最大的樟腦及

鴉片加工廠：台北南門工場到今日臺博館南門館的變遷過程，認識日本時代產業

文化及樟腦的經濟價值，宣揚國立臺灣博物館活化古蹟與保存產業歷史之任務。 

(七) 研習費用：免費 

(八) 報名方式︰網路報名，報名網址如下， 

https://www2.inservice.edu.tw/index2-3.aspx 

本活動相關事宜請電洽：02-23822699 分機 5692 陳盈潔小姐。 

(九) 課程內容： 

產業篇 10月 26日 

時間 課程主題與內容 地點 講師 

13:50~14:00 報到領取資料 南門館小白宮  

14:00~14:50 一片樟腦一滴血：再看樟腦產業與臺灣山地統

治史 

南門館小白宮 林一宏 

14:50~15:40 「煎熬時代：樟腦產業與南門工場常設展」  

深度導覽 

南門館紅樓一樓 陳信鈞 

15:40~15:50 

15:50~16:00 

休息一下下 

教學資源分享 

 

 

南門館小白宮 

 

楊佳禎 

16:00 賦歸   

 

    

(十) 講師陣容 

1. 林一宏-臺博館展示企劃組副研究員、「煎熬時代：樟腦產業與南門工場

https://www2.inservice.edu.tw/index2-3.aspx


《臺灣學•學臺灣》學校參訪計畫 

3 

 

常設展」策展人 

2. 陳信鈞-臺博館教育推廣組推廣助理 

3. 楊佳禎-臺博館教育推廣組推廣助理 

(十一) 活動說明： 

1. 參與研習教師可獲得研習時數三小時。 

2. 本館保有修改活動內容，以及視天候、疫情狀況調整行程之權利，不便

之處，敬請見諒。 

3. 臺博館南門館交通資訊及內容請參考：

https://www.ntm.gov.tw/content_173.html。 (捷運中正紀念堂站

1、2、7號出口，步行約 3分鐘)。 

4. 為響應環保敬請自備環保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