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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學和小甲如常到校史室進行打掃工作，打打鬧鬧間，撞倒了獎盃，

此時，從獎盃後飄下了一張泛黃的黑白照片。

照片的背後竟然寫著四句詩：

一炮而紅蔥頭采，

兩袖清風感華宗，

水中悠游國姓魚，

倒風內海現淺灘。



兩人對於照片中的詩句很感興趣，卻不明瞭它的

意思，決定找老師幫忙解答。老師仔細的看完內

容，微笑的詢問二人：「學甲的農特產有哪些？」

「西瓜？虱目魚丸？蜀葵花？蒜頭？…」

兩人七嘴八舌的討論著。



此時，阿學突然大叫：「我知道了，還有紅蔥頭！我看過阿公在

三合院裡曬過。」

「沒錯！紅蔥頭的確是學甲的特產，而且還外銷到國外呢！爆香

後，炒菜、煮麵時搭配，可以增加香氣；不只這樣，像碗粿、滷

肉燥都不能少了它喔！」老師緩緩解釋。

「哇！今天真是長知識了！」※ 1.



放學回家路上，行經華宗路，兩人突然想到第二句詩

中也提到「華宗」二字，打鐵趁熱，於是阿學拉著小

甲衝進剛好住在華宗路上的阿公家。正在庭院修剪花

木的阿公熱情的招呼二人來吃西瓜。

大口吃完甜美多汁的西瓜後，阿學急著問阿公，為什

麼學甲區有這麼多以「華宗」為名的地方呢？



「因為陳華宗是學甲的名人啊 ! 他在日治時期曾擔任過學甲的庄長，也就是我們

現在說的『區長』喔 !」阿公說。

阿公看著睜大眼專注聆聽的兩人繼續說：「因為他為官清廉，急公好義，深受農

民愛戴，為感念其功勞，所以將學甲區將軍溪聯外橋梁命名為『華宗橋』；還有

『華宗路』和『華宗紀念公園』；還有……」

「『華宗盃』排球比賽！」阿學和小甲異口同聲回答。

※ 2.



晚餐時間，小甲回到家後，看到

餐桌上有煎虱目魚。「哇！有我

最愛的『虱目魚』耶！」

妹妹疑惑的問：「啥米魚？」

「不是『啥米魚』，是『虱目魚』

啦 !」小甲大笑。※ 3.



爸爸夾了一塊魚肉品嘗，瞇著眼睛說：「『虱目魚』還真的

是『啥米魚』喔 ! 相傳『虱目魚』這個名稱是當年鄭成功從

鹿耳門登陸臺灣時，受到漁民們的歡迎，便獻上最好吃的魚

種給鄭成功。鄭成功當時問了一句：『什麼魚？』，就因此

諧音而得『虱目魚』之名。」

「鄭成功被尊稱為國姓爺，虱目魚是不是又叫

『國姓魚』呢？」聯想力豐富的妹妹接著問。



「完全正確！不過，『吃飯皇帝大』，別再只顧聊

天囉！」媽媽中斷大家的談話，全家開始津津有味

的吃起飯來。

明天，我要告訴阿學我已經解開第三句詩的意思

了……小甲邊吃邊想。 ※ 4.



隔天，剛好是高年級的校外教學，這次的地點是學甲溼地。

一早，小甲已迫不及待的把昨天得知虱目魚即是國姓魚的消息報告阿學。



嘰嘰喳喳間，聽到導覽員娓娓道來：「1731 年後，急水溪和曾文溪屢

次改道，導致倒風內海逐漸泥沙淤積。急水溪經常氾濫，當地居民早在

二十多年前就已經遷村，所屬的耕地因地層下陷長期浸於溪水中，形成

一大片濕地。在無法耕種下只好休耕。而人為干擾消失後，不少鳥類時

常聚集於此，溼地生態也逐漸豐富。甚至也吸引了來台度冬的黑面琵鷺

到這裡棲息。」



兩人有默契的互看一眼並相視而笑……

原來，「倒風內海現淺灘」，說的就是學甲溼地！



看著優雅漫步的白鷺和被驚擾而倉皇躲避進紅樹林

的招潮蟹，兩人心中豁然開朗：這首詩的含意全都

了解了，多有意義的一首詩呀！ ※ 5. 6.



繪本小智庫
除了虱目魚外，學甲也有養殖台灣鯛，大致分布在豐和里和新達里。台
灣鯛其實是從國外諸多的吳郭魚品種，經過多次的改良而來的。其肉質
鮮嫩，小刺少，多製成鯛魚片供消費者購買食用，也有外銷到國外，是
台灣之光喔。

學甲濕地的鳥類： 
留鳥－紅冠水雞，大中小白鷺，蒼鷺，夜鷺
候鳥－埃及聖環，鷸科鳥類

學甲溼地的招潮蟹：因會舞動螯，
像是在招喚潮水似的，所以得名。
雄蟹擁有一支大螯和一支小螯；雌
蟹兩支螯都是小的。這裡較多的是
弧邊招潮蟹、清白招潮蟹 和北方呼
喚招潮蟹。

學甲近海，土壤鹽分較重，偏鹼性，最適合蔥和蒜的

生長。每年的 9-10 月是紅蔥頭的種植適期，3-4 月就

可以採收。農民會將剛採收的紅蔥頭風乾，能保存六

個月；或者加工成油蔥酥，方便入菜食用。

1.

2.

3.

陳華宗擔任庄長時推動實施都市計畫與土地

區劃整理，將當時還是貧窮落後農村的學甲，

建設為台灣第一個實施都市計畫與完成土地

區劃的市鎮。

學甲虱目魚養殖大部分分布在光華里，其他里也有零星

分布。因為牠是怕冷的魚類，所以，在台灣的虱目魚養

殖季節為 4 － 11 月。

4.

5.

6.



學甲國小繪本故事創作計畫

本繪本由臺南市政府文化局媒合臺南市學甲區學甲國小與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黃盈瑄合作完成。藉由學甲學童親自踏查社區，再透過其
觀察與體驗，描繪出家鄉特色風貌，編輯完成本社區繪本，未來亦將做為學甲國小校本課程教材，推展本土教育，培育學童知鄉、親鄉、
愛鄉的情懷。

營隊初次見面，繪本認識與自我

介紹。以『現實人相互畫』活

動，作為營隊社區踏查的開場暖

身，讓小朋友們練習如何在短時

間內做形體的觀察描繪，也讓大

家在遊戲的心情中放下對繪畫的

壓力，活絡營隊氣氛。

營隊踏查的第一站就從學校出發

來到「學甲濕地生態園區」，在

臺南市生態保育學會詳盡的導覽

解說後，大家開始一邊觀察濕地

生態，一邊寫生。除了整體的濕

地環境描繪之外，也利用望遠鏡

仔細觀察濕地鳥類的飛翔姿態。



繪本故事創作營

學甲國小位於學甲區，學甲區人文薈萃，擁有豐富的文史資源與自然生態美景。本校致力於推動本土教育，並列入為校本課程內容，
希望能培養學童具有「立足本土，邁向國際」的胸懷。因此，本次透過師生共同參與社區繪本創作營，希望藉由實際踏查，盤點社區
資源；並經由實際操作，讓學童更能深入體驗，發現學甲之美，進而共同創作出具童趣且富有教育意義的繪本故事。

濕地的參訪後，來到學甲「廣益虱目魚丸」製作工廠，在老闆及

老闆娘的現場導覽以及示範後，讓大家親自體驗用手捏魚丸，從

魚漿的製作到魚丸一點都不馬乎。踏查的最後一站是飼養台灣鯛

的魚苗場，現場表演流了在地方上傳已久的「數魚歌」。能夠親

自參觀與體驗社區的各個特色產業，並現場觀察寫生，對於社區

繪本的故事深入了解很有幫助，每位參與課程的學員回到學校後，

繪製出來的作品都非常生動有趣。



社區繪本營隊・作品收錄

劉彥葶 蘇筠荏

陳宇陽 ＿＿＿

郭恩綺

劉彥葶 邱品昕

邱品昕 吳庭軒

蘇泳綸

謝宜庭 蘇泳綸

邱筠緹 ＿＿＿

＿＿＿

李秀珍 劉彥葶

蘇筠荏 劉彥甫

吳庭軒 李秀珍 陳亭安 謝宜庭謝宜庭 陳亭安郭恩綺 張安琦



李秀珍 × 張安琦

立體小書製作工作坊

吳庭軒

郭恩綺

劉彥葶

林靖茹

營隊的最後一天，營隊學員們將課程中踏查過的地點以及心得，繪製成四個翻頁的立體小書。

透過畫面的構思繪製過程，同時能一起回顧這幾天來營隊中體驗過的趣事，教室內充滿歡樂

的氣氛。每位小朋友都認真的繪製踏查過程，討論營隊踏查的體驗心得。



林靖茹 × 陳亭安 邱筠緹郭香君 郭恩綺黃德穎劉彥甫 × 蘇泳綸 吳庭軒 × 蘇筠荏 邱品昕 × 謝宜庭

社區繪本營隊・立體小書



繪本美術編輯  黃盈瑄

一九八九年，出生於台北。畢業於元智大學 藝術與

設計學系，目前是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建築藝術研究

所的研究生，同時從事平面設計、繪本等相關創作。

曾參與過的繪本營隊課程設計，以及繪本圖文編輯

作品有：與臺南市文化局和台南市左鎮區澄山發展

協會合作的《深山裡的好朋友》、臺南市善化區大

同國小的鄉土教學繪本《牛仔很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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