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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博士在淡水」教學活動 

設計者：興仁國小  曾慧芬 老師 

一、設計理念 

淡水--是個美麗的山城及河港，因為地理環境的特殊，從早期就是一個歷

史重鎮。一百多年來，家鄉因為開港、貨物轉運，而成為貿易中心，也進

入一段繁榮時期。隨著外來文化的傳入，使得淡水街道、小巷弄處處充滿

異國風情，除了有西洋風格的建築物外，另有一些外國人也帶給家鄉很大

的影響力，在眾多洋人、領事官員、傳教士中，影響淡水最深遠的是馬偕

博士。他將一生奉獻給淡水，開創醫療、傳教、教育等工作，現在淡水鎮

上很多史蹟建物，不論是他親自設計創辦或是繼承者延續他的精神建設

的，這些都成為淡水特殊的風土民情，馬偕精彩傳奇的故事也在家鄉流傳

著。本活動主要是藉由訪察馬偕相關的事蹟，讓學生了解馬偕為家鄉所做

的努力，感受他無私奉獻的精神，學習他愛與服務的情操，使學生能認同

自己的家鄉，做一位真心關愛家鄉的人。 

 

二、教學對象 

七－九年級學生。 

 

三、能力指標 

社會  2-4-1  認識臺灣歷史。 

9-4-2  說明不同文化之接觸和交流如何造成衝突、合作與文化創 

新。 

語文  C-3-4  能自然發表、討論與演說。 

      E-3-5  能主動閱讀古今中外及鄉土文學的名著，擴充閱讀視野。 

 

四、教學目標 

1.了解馬偕對淡水的貢獻。 

2.認識和馬偕有關的史蹟名勝。 

3.學習馬偕無私奉獻的精神。 

4.培養愛護家鄉的情懷。 

 

五、教學時間： 



180 分鐘（為配合六月二日馬偕日，建議本活動可以調整於馬偕日前後時間

進行），教師亦可以先在課堂上做完統整活動後，再於親師活動、戶外教學

時間，聯絡各科教學舉行實地踏察活動。 

 

六、教學準備： 

（1） 教師事先準備書籍、影片、圖片資料讓學生瞭解馬偕的生平事蹟。 

（2） 請學生事先經由網路、老照片、訪問耆老、調查的方式蒐集資料，以

利課堂上進行。 

（3） 師生共同在教室張貼淡水古蹟與名勝照片、圖片、剪貼資料，做為情

境佈置。 

 

七、教學活動： 

【活動一】馬偕博士在淡水 45 分 

（一）說故事：教師講述馬偕生平事蹟，說明他在淡水傳教、行醫、興學辦教

育的經過情形，請學童發表想法。（詳見補充資料） 

1.馬偕對淡水有什麼貢獻？ 

2.馬偕的行為有什麼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二）角色扮演：教師將馬偕在淡水落腳、學習臺語、傳教、建教堂…等事件

發生過程中可能遇到的狀況寫成狀況題（如初來淡水不會說

閩南語、傳教時被罵、教會被暴民燒毀、幫民眾拔牙…），

請學童做角色扮演，感受一下馬偕當時面臨事件時的辛苦情

境。 

（三）統整：馬偕遠從加拿大渡海來臺，以淡水為家，做為傳教、醫療和教育

的基地，歷經千辛萬苦，建立了教會、醫療館、學校，對於淡水

的貢獻良多。 

 

【活動二】尋幽訪勝話馬偕 45 分 

（一）分組討論：教師事先將學生分組，各組蒐集淡水和馬偕有關的史蹟名勝，

以照片、圖片、海報方式呈現，各組上臺報告，並將資料張

貼於教室內做為情境佈置。（跟馬偕相關的建築物有馬偕雕

像、滬尾偕醫館、淡水禮拜堂、馬偕墓、理學堂大書院、淡

水女學堂、馬偕故居…） 

各組討論重點如下： 

1.建築年代 

2.建築起因 

 3.建築特色 



 4.對當時及現在的影響 

（二）統整：馬偕在淡水生活了三十年，淡水鎮上還存留著當年由馬偕創辦的

醫館和學校，許多建築物也都和馬偕的事蹟相關，經由探察這些

史蹟建物，我們可以了解他對淡水所付出的心血，使得我們更加

感佩他的精神。 

 

【活動三】追隨馬偕的足跡 80 分 

（一）製作地圖：教師和學生以書面紙繪製淡水道路簡圖，將前一個活動所完

成的和馬偕相關的建物，以小卡片書寫建物名稱及做簡單介

紹，立體黏貼在道路簡圖上適當位置。（為了方便學生繪製

地圖，可以將街道縮小範圍，以馬偕街和真理街為主，建議

從三民街和中正路口的馬偕雕像為起點，到淡江中學內的馬

偕墓為終點）亦可以將道路簡圖直接畫在黑板上，請學生在

黑板上直接進行活動，但是較不易保存，且無法分組進行。 

（二）玩遊戲：全體學生將馬偕行腳地圖繪製完成後，將各地點編號，玩大富

翁遊戲。（機會牌可以設計為收到家鄉人民捐款、和本地女

子成婚、求見劉銘傳…。命運牌可以設計為傳道時被鬧場、

遇到中法戰爭、罹患喉癌…。教師可以將馬偕在淡水三十年

所發生的事情適時編入遊戲中，以增加學生印象。）此活動

主要目的是經由遊戲方式，讓學生對於馬偕的相關史蹟資料

作統整，在遊戲中學習。 

（三）統整：經由實際製作馬偕在淡水遺留下來的史蹟資料，可以感受馬偕一

步一腳印，艱苦的在淡水走過他傳奇的一生，這些走過的痕跡也

都成為淡水風土人情的一部份。 

 

【活動四】遺愛在臺灣 10 分 

（一）詩詞朗誦：教師揭示馬偕臨終前幾年，寫下對臺灣深厚感情的部份詩詞

內容： 

「我衷心所愛的臺灣啊！我把有生之年全獻給你 

我的生趣在於此； 

我衷心難分難捨的臺灣啊！我把有生之年全獻給你 

我望穿雲霧、看見羣山， 

我從雲中的隙口俯視大地， 

遠眺波濤大海、遠眺彼方－我好喜歡在此遠眺！ 

誠願在我奉獻生涯終了時， 

在那大浪拍岸的聲響、 

在那竹林搖曳的蔭影下， 

找到我的歸宿……」 



朗誦的方式可為： 

1.全班朗誦  

2.個別朗誦  

3.分組朗誦  

4.男女朗誦 

（二）情境分析：教師指導學生朗誦詩詞時，要想像馬偕寫下這首詩時的心情，

以懷念、有感情、真心愛臺灣的語調唸出來。 

（三）統整：馬偕終其畢生精力為臺灣人民付出，他將根留在臺灣，讓這份愛

深根發芽，從他所寫的詩詞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他對臺灣的摯愛。 

 



【補充資料】 

（一）馬偕生平： 

馬偕在 1844 年出生於加拿大安大略省牛津鎮，父母是長老會信徒，他在

十歲時就立下長大後要宣教的決心。他從神學院畢業後，在廿七歲時前往

中國宣教，在偶然的機會下來到臺灣，並且決定在此地宣揚教義。初到淡

水時，因為文化、語言不通，遭遇很多困難和挫折，如被丟石頭、潑糞、

教堂被拆，但是他抱著堅忍不拔的的意志，一一克服困難。他以謙虛的態

度以及精闢的言論，令很多人信服，傳教工作也才慢慢展開，並成立了北

臺灣最大的禮拜堂。當時的教會也是一處醫療站，馬偕二十多年來，親手

拔起了兩萬一千顆以上的牙齒，也免費發送瘧疾特效藥，他的義行贏得大

家的尊敬。後來看病人數愈來愈多，他就親自設計一座醫館作為看病之

用，這座滬尾偕醫館也是全臺灣第一間西式醫院，在醫館內，他和林格醫

生共同發現人體內的「肺蛭蟲」，成為全球第一件「肺蛭蟲」病例。西元

1878 年，馬偕迎娶臺灣女子，成為道地的臺灣女婿。他帶著牽手回到家

鄉做巡迴報告，受到家鄉熱烈歡迎，牛津鎮民募集了六千二百一十五元加

幣，交給馬偕回臺興建一座現代化的書院，名為「牛津學堂」，是臺灣第

一所新式學府。他也創辦了全臺第一所女學堂，並在各地教會設立義學，

免費教育民眾。在西元 1900 年，馬偕因為罹患喉癌而聲音沙啞，在隔年

6 月 2 日病逝，享年五十八歲，家人及教會依照其遺囑將馬偕安葬在淡江

中學後面的私人墓園。 

（二）在淡水傳教 

馬偕二十七歲時，加拿大海外宣道會決定派馬偕到中國宣教。他在家人親

友的歡送下乘船前往中國，途中經過日本、香港，他為了選擇工作地點，

也曾經前往廣州、廈門等地。後來，在一次不是預定行程下搭了一艘帆船

來到臺灣，並且立刻選擇在臺灣北部傳教，就像他在自述的記錄中所寫

下：「好像有無形的線，牽引我到這個美麗島來。」因為當時臺灣北部人

口稠密，卻沒有教會及傳教士，他認為他應該在此地工作。當馬偕搭船前

往臺灣北部淡水港，看到青翠秀麗的山嶺，他在心中告訴自己：「就是這

裡了。」從此展開他在淡水傳教的生活。 

（三）馬偕學台語 

馬偕初到淡水傳福音時，首要工作是學會臺語，可是鎮上居民對於滿臉鬍

鬚的外國人，有畏懼的心理，人人都不想和他接近，他一時之間也沒有對

象可以學習。有一次，馬偕走到砲台埔頂，看到一群放牛的孩子，當他想

要過去和他們說話時，這群孩子一看到馬偕就大喊著「外國番仔」，然後

全部跑走了。第二天也是同樣的情形，到了第三天，馬偕趁機用臺灣話和

他們打招呼，並拿出懷錶吸引他們的注意力，牧童們又驚訝又好奇，就接

近馬偕在他身上東摸摸西瞧瞧，對於馬偕的戒心也慢慢放鬆了。從此，馬

偕每天都來和他們聊天，這群不識字的牧童就成為馬偕的臺語老師了。多



年以後，這群牧童成年，和馬偕仍然是好朋友，牧童之中也有好幾位後來

成為基督徒，其中還有一位成了傳教士。 

（四）發現肺蛭蟲 

西元 1878 年，有一位葡萄牙人前往馬偕的醫館看病，幾天後就過世了，

因為查不出病因，在醫館內幫忙馬偕博士的林格醫生就把病人的屍體解

剖，結果在死者的肺部發現一隻如指甲般大的蟲，這個發現，造成醫學界

的大轟動，因為這是第一次在人體內發現的肺蛭蟲。馬偕博士對於這件事

情很關心，想要找出肺蛭蟲侵入人體的原因，他仔細觀察民眾的生活習

慣，發現很多民眾喜歡吃毛蟹，肺蛭蟲就寄居在毛蟹愛吃的螺獅體內，人

們吃毛蟹，肺蛭蟲的幼蟲就間接傳入人體內。 

（五）淡水第一位教徒 

馬偕在淡水傳教時，當地人對於他的言論嗤之以鼻，有些文人會鄙夷他，

馬偕都以寬容的態度去面對。有一天，一位年輕的讀書人來拜訪馬偕，請

教了一些問題，隔幾天，他帶著當地的舉人再度前來，和馬偕辯論宗教問

題，馬偕以孔孟聖賢的道理迎之，令這些文人無以辯駁而離去。半小時後，

這個年輕人又回來了，他表示相信馬偕所說的話，並且願意做馬偕的學

生，接受基督教。這位年輕人，叫做嚴清華，成為臺灣北部教會第一位信

徒，以後也成為馬偕的好助手。 



   「馬偕博士在淡水」學習單 

     馬偕精神永流傳 

一百多年前，馬偕渡海來臺在淡水落腳，當年他所留下來的建設，現在仍然流傳

在淡水每個角落。請你寫出和馬偕相關的史蹟建物，感受他在淡水播種豐收的成

果。 

 

◎和傳教相關的史蹟建物： 

 

 

 

◎和醫療相關的史蹟建物：  

 

 

 

◎和教育相關的史蹟建物： 

 

 

 

◎如果你有外地朋友想到淡水尋幽、緬懷馬偕精神，你會帶他參觀哪一個地方，

說一說你的理由。 

 

參觀景點介紹： 

 

推薦理由： 

 

 

 

 

 

 

 

 



「馬偕博士在淡水」學習單 

     我的座右銘 

一句好的座右銘，能激勵人心，帶領我們走向光明面。馬偕以「寧為燒盡、不願

銹壞」做為勉勵自己的座右銘，想想看，這句話對馬偕有什麼重要的涵義呢？寫

出你的想法來。你自己有什麼好的座右銘嗎？寫下來供同學做參考。 

 

◎馬偕的座右銘：「寧為燒盡、不願銹壞」 

我覺得這句話代表的意義是： 

 

 

 

請寫出一件馬偕符合這句座右銘精神的事情： 

 

 

 

 

◎我自己的座右銘： 

這句話代表的意義是： 

 

 

我選這句話做為座右銘的用意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