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溪國小閱悅欲識「大開識界」學習單 

班級 五年 8班 姓名 桃小文 

主題 行動 項目 請填列自選文章相關資訊 

小小識

界大發

現 

請自選 1篇 

網路新聞或文章 
(選文及思考方向
請參補充說明 1) 

出處 公視新聞網 

標題 
印尼將遷都「努山塔拉」 為什麼選

擇在雨林中開闢首都？ 

關鍵字 

(不限一個) 
遷都、永續、原住民 

重點摘要 

(120字內/含標點符號) 

印尼為解決首都雅加達所面對空氣

污染、天災風險等問題，規劃將其

首都遷移至婆羅洲的努山塔拉，期

盼能提升首都生活品質並促進區域

均衡發展。而印尼的遷都願景是否

能實現？不僅令人質疑，也恐將衍

生環境生態保護及原住民生存權益

等爭議，存在不少問題。 

主題 行動 提示/說明 請提出問題 

我的疑

惑／好

奇 

讀完以上這篇文

章，我感到好奇，

並想提出來的問

題是… 

所提問題須與前列自選

網路新聞或文章所談議

題相關，且須把握由外而

內、由遠而近之脈絡連結

(請參補充說明 1) 

台北作為我國首都有什麼問題？遷

都到哪裡會更理想呢？ 

問題思考方向 

(看看別人，再想想
自己/請擇 1 勾選) 

█國外(或全球性)相關議題文章國內(臺灣)相關問題 

□臺灣(非桃園市)相關議題文章桃園(大溪)相關問題 

□其他人經歷感受相關議題文章自己生活需求或困擾 

主題 行動 請填列文章出處 請填列文章標題(精選 3～5篇) 

我是大

搜索家 

請針對自己提出

的問題，網路搜

尋相關背景知識

或案例等，從多

元面向與視角深

入探究。 

1 台灣好新聞 
台北大地震恐滅國 地質學者：遷

都龍潭 

2 
國立中央大學新聞

網 

遷都之議再起 專家：台北難擋巨

災 

3 聯合新聞網 
遷都效益／遷都不是萬靈丹 失敗

案例不少 

4 換日線 CROSSING 
首都該遷嗎？遷哪比較好？從世界

大國歷史找答案 

5 聯合新聞網 
遷都台中？談立法院及中央政府遷

建的可行性及具體方案 

主題 行動 請填列自己的想法、觀點或行動策略 

我的奇 綜合以上議題探 1.想法：遷都至南投中興新村，立法院遷至成功嶺。 



思妙想 究，請提出自己

獨特的想法、觀

點，或能落實生

活中實踐、解決

問題，或能讓生

活更美好之行動

策略，並應提出

能支持自己想法

的理由。 
(發表會通關標準
請參補充說明 2) 

2.理由： 

  (1)經費：充分善用國有土地，節約辦公及官舍租金開支。 

  (2)安全：首都遠離地震、淹水及氣候變遷衍生天然災害。 

  (3)減壓：北部去除首都功能，疏緩人口稠密、房價壓力。 

  (4)交通：中部區域位置適中便利，促進臺灣一日生活圈。 

  (5)均衡：北台經濟中心、中台政治中心、南台工業中心，

符合區域均衡發展方向。 

3.行動策略： 

  (1)應完備環境影響評估，避免環境衝擊，以能永續發展。 

(2)建設捷運網絡連通烏日高鐵站、立法院及新首都，都在

半小時內可達，提升交通便利性。 

(3)於新首都及立法院周邊建設優質公宅，以優惠價格配售

予配合遷移政府人員，降低公務人員抗爭衝擊。 

(4)原台北市中央政府機關(含立法院)用地釋放空出後，改

建為社會住宅及公園，提升雙北民眾生活品質。 

(5)遷都方案應透過全國公民投票取得多數共識及決策正當

性，符合公平正義原則。 

補充說明 

1.學習方向： 

(1)「小小識界大發現」之自選網路新聞或文章，與「我的疑惑」所提問題之關聯性，須

把握由外而內、由遠而近之脈絡連結，請自以下 3種不同思考方向擇 1進行： 

     國外(或全球性)相關議題文章國內(臺灣)相關問題 

     臺灣(非桃園市)相關議題文章桃園(大溪)相關問題 

     其他人經歷感受相關議題文章自身(親友)生活需求或困擾 

  (2)以上多元思考學習方向，請參考本校「閱悅欲識」專網提供之實作範例。 

2.通關標準： 

  (1)能完整製作簡報，且內容切題、充實、完整。 

  (2)能針對議題提出問題，並廣泛搜集相關資訊。 

  (3)能關懷在地、發現問題，發表自己獨特想法。 

  (4)能邏輯思考、自信表達，並回應評審的提問。 

3.成果規範： 

(1)完成學習後，請將成果檔案(學習單及簡報)email給陳雅琳老師。 

   雅琳老師的 Email信箱:happyread@teacher.dsps.tyc.edu.tw 

(2)本學習單版面、字型大小勿任意更動，篇幅不得超出 2頁(含補充說明)。 

(3)所填列內容須依各主題及行動之欄位提示說明，並切合所設定之探究議題。 

(4)未依以上成果規範製作者，將予退回修正；通過審查者，安排於發表會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