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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我們把學校搬到菜市場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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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逛過
菜市場嗎？
⼀開始只是家豪想帶同學體驗⼀次和奶奶上菜

市場買菜的有趣經驗...沒想到後來，事情越來

越⼤，⼀發不可收拾....



⼀場動態的在地⽂化學習

關於
第二市場小學

的誕生



學期開始，台中舊城⼩隊正在苦惱

新學期的⽂化探究主題是什麼？這

時候，家豪突然想到了⼀個不錯的

點⼦，他說：我們怎麼沒有想過研

究台中舊城⽣活的⽅式，我經常和

我阿嬤去逛第⼆市場，不過我發現

現在逛菜市場的年輕⼈⽐較少耶，

你們有逛過嗎？同學紛紛你看我我

看你，回答：沒有！

逛菜市場很好玩耶！⾛吧！我叫我

阿嬤帶我們去，也許⾛⾛逛逛我們

可以找到想探究的主題。

⼀開始只是約逛個市場

尋找靈感



跟著家豪奶奶
逛市場

這一天，家豪奶奶一早就到學校門口等待我們，阿嬤穿的

很輕便，背著一斜肩包，腳踏休閒鞋，看到我們的時候就

像看到自己孫子一樣，充滿著笑容。

今天到市場，我們滿載而歸喔！阿嬤不管到哪一攤，都會

「順便」買一些我們喜歡吃的，這一天我們聽完了阿嬤常

去的攤位，也帶回了菱角、高級葡萄、蜜地瓜、菜頭粿

等，真的很像自己的阿嬤怕孫子吃不飽一樣，呵呵





天下的媽媽都是一樣的

第一次逛菜市場，
我們發現

住在中區的阿嬤，是台中在地人，結婚前原本住在東

區，以前也會去竹篙市場買菜，不過現在那邊東西少

了，就常常到第二市場來買。阿嬤熟門熟路地介紹他

常去的幾家攤位，聽著阿嬤說這個是家裡兒子喜歡吃

的、那個是孫子喜歡的，這樣那道又是媳婦指定的手

路菜，這樣的日常對話，好像也看見台灣的媽媽，上

市場從來不是為了自己，而是一家子的胃，滿足了每

一個人的胃，就是一生最大的成就！





回到教室後，我們產出了一些構想

大部份的我們逛傳統市場的經驗少之又少，經過這一次的洗
禮，發現市場裡面的叔叔阿姨們好熱情，這是我們在超商和賣
場裡看不到的，另外我們在出發前，老師也向我們介紹第二市
場的在中區舊城的地位，原來第二市場已經是百歲的市場了！
我們也在市場中也看到了傳說中的六角樓建築，我們決定探究
第二市場與台中人的生活，我們擬定了一些計畫：

達人帶路---跟著不同對象的視角來逛第二市場

第二市場歷史探究

市場人物專訪---訪問菜市場的管理員、第二市場裡的特色攤位

從選材到餐桌---小學生的食譜

菜市場的推廣活動



聽逛市場的人
說故事

⽼師幫我們把訊息po上網，我們找

到了⼀位⻝堂的料理者，也吸引了

退休的吳校⻑跟我們分享他們與第

⼆市場的故事





從料理者的視⻆出發

⾛進市場可以感受到四季與時節的變化

啊~是柿⼦的季節、是橘⼦的季節呀

腦海中的畫筆⼀邊繪出餐桌上的⾵光

可以說真正的料理家

是在菜市場上學的

⾁販、菜攤、雜貨的店家

對⾃⼰販售的商品擁有極其專業的認識與實踐

也許你看⾒的只是牌⼦上的數字

料理者看的卻是從產地到餐桌過程中的價值

消費者付的⾦額中包含了每⼀個市場職⼈的⽤⼼

專業值得我們付出更多







跟著校⻑的視⻆

我們聽了許多故事在市場裡發⽣

許多懷舊的零嘴---乖乖桶、⾦沙巧克⼒

是過去帶班時給學⽣最好的獎勵

從⽇治時期開始做⽣意的⽔果攤

也成了校⻑贈送外賓禮盒的最佳選擇

 

過去，不管你缺什麼，想買什麼

只要到市場晃⼀圈必定有所斬獲

你可以循著每⼀家店販售的商品

找到屬於我們台中⼈的故事

到現在故事仍舊傳唱著....



第二市場的
歷史

你知道嗎？第二市場的誕生和台中城市的發展有很大的

關係喔！我們閱讀了幾本關於台中日據時期發展的書

籍。日本時期的小京都--台中，當時日本政府希望將城

市打造成一個現代化且衛生的城市，除了在城市中發展

自來水系統，更重要的是要改善民生問題---也就是興建

一座現代化的菜市場，這裡不僅有良好的排水系統、建

築物也具有方便管理的功能、在當時市場裡就設有洗手

間也是很先進的想法喔！因此我們也整理了這些研究內

容，將之設計為一份穿越古今的時空報，讓大家都能了

解第二市場除了販售商品之外在台中文化與歷史上扮演

多重要的角色



第⼆
市場
⽇報

我們從書中歸納出：市場的歷史

背景、建築特⾊、不同時期的販

售項⽬，進⾏深⼊的介紹



聽市場裡的人
說故事

為了更瞭解第二市場，我們決定找市場管理員聊聊，

也找了幾家較少出現在媒體報導中的攤商，但這些攤

商卻在第二市場駐守了好幾個世代，希望聽他們說有

關第二市場的故事，讓我們更了解這個屬於台中舊城

的傳統市場



在訪談前，我們先做了功

課，從第⼆市場的分粉絲

⾴，看到了許多的活動，

加上先前在第⼆市場中觀

察到的⼀些現象，在課堂

中擬定了⼀些問題，陳叔

叔當天回答了我們關於傳

統市場觀光化轉型的⽅

案，以及在第⼆市場⼯作

的⽢苦談，更說出了他對

第⼆場未來的想像。

第二市場

市仔長

 



丸⼀
鮮⿂⾏

第⼆市場中第⼀家賣鮮⿂的

楊媽媽和他的女兒楊妹對於我們的到
來，非常的熱情，細數了家族在販售
鮮魚的歷史，從過去還沒有興建第二
公有市場的時候，老祖先每天就從彰
化捕魚，走路至台中舊城販售，而老
祖父每天晚上也都需要編織至少三雙
草鞋做一日彰化台中來回的替換。而
在採訪的過程中我們也得知楊媽媽過
去也是一位老師，她總是把每一個顧
客當作自己的孩子一樣照顧著，端上
桌的都是做給女兒吃的料理，抱著一
顆愛的心來做料理，難怪丸一立食的
客人不管工作多遠，都會回來第二市
場找家鄉的味道





T A M P A B U R G E R . C O

那些堅守崗位的⽼店家

玉女裁縫店 - - - 1 7 歲就開始學裁縫的阿嬤，過去

在南屯學習女工，嫁到中區之後才開始做這行

生意，一做就是 6 0餘年，到現在阿嬤已經 7 8

碎了，還是守著這家店，守著老客人。

宏仁製麵廠 - - - 日本時代就開始製作麵條，每天

早上三點就開始作業，提供麵攤、家庭所需，

新鮮現做，營養滿分。

豐隆食品行 - - - 你在第二市場可以看到許多販售

日本商品的雜貨店，豐隆就是其中一家，過去

第二市場位於新富町，多為日本人居住，因此

大多販售較高級的商品，時至今日，你仍可以

找到這些歷史與人互動留下的足跡。



從選材到餐桌
為了成為一個學習的實踐者，從採買到餐桌的歷程，我們

先在課堂討論了想要自己學習的料理，選定了日式咖哩

飯，要做咖哩飯到第二市場採買東西最適合了！因為第二

市場在日治時期時是專門給日本人消費的菜市場，裡面有

許多日式的雜貨店有在販賣日式咖哩塊，而且裡面還有新

鮮的馬鈴薯，紅蘿蔔，洋蔥還有豬肉這些都是非常適合拿

來做咖哩的材料。 因此介紹這道食譜我們想是最適合同

學，也符合第二市場的特色。



圖畫設計：黃愷云同學、林清如同學、賴睿勳同學



小學生食譜試做-日式咖哩



週三下午帶學妹們一起認識菜市場



在第二市場走跳了將近兩個月，

我們發現：

第⼆市場的背景讓這裡簡直是⼀座動態的⽣活博物館，也可以

說這裡就像是⼀所⽣活學校

⾯臨超商、賣場的興起，市府也積極的協助第⼆市場轉型

⾛進第⼆市場裡不僅可以買到品質⾮常優良的⻝材，也可以了

解台中的歷史⽂化，既知性⼜富有趣味

透過我們的問卷發現，離我們這麼近的第⼆市場，卻少有⼈了

解，甚⾄從未⾛進去



為了推廣在地的歷史以及庶民文化，我

們決定把我們在市場見學的收穫，轉譯

成學習活動，把教室搬到市場裡

一起玩課程

第二市場小學校
誕生



推廣活動前的問卷調查

圖表整理：許家豪



推廣活動前的問卷調查

圖表整理：許家豪



推廣活動前的問卷調查

圖表整理：許家豪



推廣活動前的問卷調查

圖表整理：許家豪



活動企劃討論紀錄

圖表紀錄：賴睿勳









市場美學觀察



市場美學觀察



菜市場小學校活動花絮

圖表紀錄：歐景媗、閆宇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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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市場小學校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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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市場小學校參與者回饋

圖表紀錄：賴睿勳



菜市場小學校參與者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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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市場小學校參與者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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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市場小學校參與者回饋

圖表紀錄：賴睿勳



菜市場小學校仍持
續發酵中...

在期末為一週的特展和菜市場小學堂的活動，不僅吸

引了校內的師生，就連第二市場裡的觀光客都被我們

的看板給吸引，市場裡的攤販們也很開心我們可以把

他們當作老師一樣---職人精神。寒假我們也收到東海

大學社會創新實驗計畫的邀請，希望我們接下來能夠

一起參與推廣第二市場的活動....



3⽉份
特展
菜市場裡的器物展

收銀⽅式、烹煮的鍋⼦、

⼑具、碗透過⼩學⽣的視⻆呈現

你不來嗎？



持續發酵...
我們的⾏動結束了嗎？沒有，我們還會繼續下

去，以推廣台中舊城為我們的使命。⼀開始我

們從沒想過會⾛到今天這步，吸引了更多關注

傳統市場⽂化的⼈，讓我們在這條路上仍未停

⽌我們的任務，你想知道到更多關於我們的⾏

動嗎？趕快邀請我們到台北分享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