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主題教案作品 

【國中—社會∕公民與社會】 

教案名稱 衝突與和解：阿美族和解知識大探索 

設計者 陳祈宏 

實施年級 八年級 總節數 共 4 節，180 分鐘。

課程類型 
■ 議題融入式課程
□ 議題主題式課程
□ 議題特色課程

課程實施時間 
■ 領域∕科目：公民
□ 校訂必修∕選修
□ 彈性學習課程∕時間

核
心 
素
養 

總綱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領域 

綜-J-A2 釐清學習目標，探究多元的思考與學習方法，養成自主學習的能力，
運用適當的策略，解決生活議題。

綜-J-B2 善用科技、資訊與媒體等資源，並能分析及判斷其適切性，進而有效
執行生活中重要事務。

社-J-A2 覺察人類生活相關議題，進而分析判斷及反思，並嘗試改善或解決
問題。

社-J-C1 培養道德思辨與實踐能力、尊重人權的態度，具備民主素養、法治觀
念、環境倫理以及在地與全球意識，參與社會公益活動。

社-J-C3 尊重並欣賞各族群文化的多樣性，了解文化間的相互關聯，以及臺
灣與國際社會的互動關係。

議
題 
融
入 

學習 
主題 

分析公民社會裡，產生紛爭與調解的方式，進而認識阿美族社會裡的和解知
識，理解不同情境下，我們如何解決問題。

實質 
內涵 

1. 公民意識的培養：讓學生透過觀察生活中的社會事件，探究問題發生的原
因與解決的方法，理解身為社會公民應具備的素養。

2. 法律常識的建構：認識「調解」的重要性，乃是透法律常識的建構，透過
具公正力的法律判斷，達到和解。

3. 多元文化的理解與尊重：不同社會情境下，會有不同的解決問題方式，透
過了解不同族群的和解方式，認識與一般社會情境下相似的和解方式或
途徑。

4. 分析與解決問題的能力：透過情境模擬的討論練分析與批判，找到與人和
解的方式。

與其他領域∕ 
科目的連結 

1. 法律知識：
(1) 了解公民社會產生糾紛時，法律如何給予解決的途徑。
(2) 認識產生衝突和糾紛時，可能會觸及的法律議題。
(3) 認識調解糾紛裡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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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原住民族教育： 
(1) 認識阿美族社會發生衝突或糾紛時的解決方式。 
(2) 認識阿美族人處理糾紛或衝突時的重要角色。 

3. 數位學習： 
(1) 引導學生利用網路資源及數位工具，搜尋調解∕和解的方法。 
(2) 教導學生分辨網路的資訊的真偽，資料是否合適取用。 

教材來源 網路資料、康軒國中公民課本、自編教材。 

教學設備∕資源 平板設備、投影幕、slido、Padlet。 

學習目標 

1. 了解公民社會產生糾紛時，調解的概念和重要性。 
2. 探討產生糾紛或衝突時，會觸及的法律議題。 
3. 理解具備公民素養和法律常識的意義。 
4. 培養學生科技素養與媒體資訊視讀的能力。 
5. 培養學生具備批判思考與表達能力。 
6. 尊重不同立場、觀點和文化，判斷合宜的和解方式。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分）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一節 引起動機、建立法律知識活動    
    

1. 教師提供撥放司法院網路公開的影音影片，讓學生們了解
法庭上的各種重要角色。 

   

(1) 【片名：法律教育動畫】第 3 集-法庭上的主角們 
(2) 網址：https://youtu.be/cgyeNQZT-0M 

 

5  Youtube
影片資源 

2. 學生分組討論在法庭上每位角色的重要性，以及提出小組
觀察生活經驗中，舉例與那些角色有關的事件。 

10 分組合作 
實作 

 

3. 教師引導學生思考以下問題： 
(1) 法庭上的角色的重要性？他們都不可或缺嗎？ 
(2) 在生活經驗中，有哪些實際的例子，與他們有關？ 
(3) 那些例子對我們公民社會的影響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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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分） 
評量方式 備註 

4. 以 Padlet 整理各組討論資料，並共同參考各組所提出的討
論想法。 

20 實作 Padlet、平
板 

5. Padlet 示意圖： 
法庭上的角色
的重要性？他
們都不可或缺
嗎？ 

在生活經驗中，
有哪些實際的
例子，與他們有
關？ 

那些例子對我
們公民社會的
影響為何？ 

 

1. 
2. 
3. 

1. 
2. 
3. 

1. 
2. 
3. 

 

   

6. 各組分享自己的想法與看見。 10 口頭發表  
    

第二節 探索糾紛事件與法律的關係    
    

1. 課文理解：第四課 民事刑事紛爭的解決    
(1) 課文導讀： 

請同學分成 3 組，將課文 4-1 如何解決日常生活中的
糾紛；4-2 犯罪追訴和處罰過程為何；4-3 警察、檢察
官及法官有哪些職權。 

10 閱讀 康軒版-八
下公民課
本第四課 

(2) 閱讀文本重點匯整： 
使用 Padlet 

4-1 重點整理示意圖：（參考） 

和解 調解 民事訴訟 

 

1. 
2. 
3. 

1. 
2. 
3. 

1. 
2. 
3. 

 

20 表格 
實作 

Padlet、平
板 

4-2 重點整理示意圖：（參考） 

偵查 起訴 審判 執行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表格 
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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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分） 
評量方式 備註 

4-3 重點整理示意圖：（參考） 

警察 檢察官 法官 

 

1. 
2. 
3. 

1. 
2. 
3. 

1. 
2. 
3. 

 

 表格 
實作 

 

2. 小組分組報告： 
請同學將彙整完的資料，向其他組別同學分享。 

15 口頭發表 投影幕、
平板 

    
第三節 認識阿美族的和解知識    

    
1. 教師引入臺灣總統向原住民族道歉的議題，激發學生思

考。 
   

(1) 新聞名稱： 
向原民道歉六周年！原民日前夕盤點蔡總統九大承諾 

(2) 影片網址： 
https://youtu.be/bwg8GviGvqc 

5  Youtube
影片資源 

2. 臺灣總統向原住民族致歉與原住民族和解的關係。以下提
問： 
(1) 臺灣總統為什麼要向原住民族道歉？ 

答：因為過去臺灣原住民族被許多國家或政府殖民，致
使原住民族流失土地、文化及語言…等，尚有總總
歷史因素對原住民族造成生命安全及人權的迫害，
因此由蔡英文總統代表向臺灣原住民族道歉，企圖
透過各項政策彌補對原住民族過去的虧欠。（答案
僅供參考） 

(2) 道歉後，原住民族有甚麼樣實質生活的改變？ 
答：原住民族教育、福利政策、法律制度…等各面向的

改變。（建議教師事先查找實際的例子，可聚焦於參
考附件參考資料原轉會年度報告書連結網站） 

(3) 和解是甚麼？道歉跟和解有甚麼關聯？ 
答：略。（以學生實際經驗回答） 

10 口頭發表  

3. 教師播放阿美族和解知識的影片。 
(1) 影片名稱： 

【和解筆記本】EP5 Amis 阿美族篇 
(2) 影片網址： 

https://youtu.be/MMEQnCdHZ40 

5  Youtube
影片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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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分） 
評量方式 備註 

 
4. 阿美族和解知識關鍵詞或重要訊息提示。 

(1) Li’ay 和解；Sowkit 解決。 
(2) Fangafang∕marawraw 紛爭；紛擾。 
(3) Kawtaw 進行糾紛和解的人物，他是部落調解事務的最

主要領導者。 
(4) Faking 罰金。 
(5) Komong 顧問。 
(6) 族人選出具公信力者擔任 Kataw，其具備公平公正的

特質，同時善於言表。 
(7) 通常進行和解事務，同時也會邀請頭目與鄰長，共同組

成顧問團，一起解決糾紛。 
(8) 罰金可能是罰錢、一瓶米酒、一甕米酒或是請吃一頓

飯，作為補償，來達到和解儀式。 
(9) 豬隻不能當罰金，僅能以酒和吃飯為主。 
(10) 重要提醒事項： 

集體權與個人權的理解。 
本影片是阿美族個人的犯錯時的和解作為，可以跟課
本的相互對照，各民族的和解方式。但須從原轉會蔡
總統的道歉開始，談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必須注意
轉型正義並非個人式的道歉可以解決，它最大的特點
是：強調國與國的關係（nation to nation）：原住民族
轉型正義牽涉國家與部落之間的關係，甚至因為經歷
不同政權的殖民統治，或者因為涉及轉型議題∕事件
的複雜性，往往具備跨國性。因此，不宜以國家部落
的從屬關係看待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而應採取國與
國之間平等原則，特別處理。強調集體性原住民族轉
型正義並非侷限於單一事件個人受害，而是著重於原
住民族群的集體侵害。強調長時間性涉及轉型正義相
關事件可能橫跨數個世代，涉及不同殖民政權，難以
追溯來源，或難以單一認定加害者的權責關係。強調
族群、文化差異性必須要能理解原住民族的立場，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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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分） 
評量方式 備註 

備族群與文化的敏感度，才能兼顧差異性，客觀且公
平的處理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所以原住民族的轉型
正義是群體而非個人性質，請老師在教案操作時也應
強調此一特色。 

5. 蒐集學生們對和解知識的提問，利用 Slido 即時蒐集學生
們對於和解的想法。 
(1) 文字問答雲產出示意圖。 

 
（圖片來源：網路資料-參‧拾母語） 

(2) 學生可能的提問參考： 
有衝突，經溝通後，達到和平協議；兩方吵架後，有和
平溝通，和好了；對彼此都能體諒諒解；接受對方的道
歉。 

5 實作 Slido、平
板 

6. 阿美族和解知識大蒐集，利用網路搜尋引擎，分組尋找阿
美族的歷史事件或衝突事件，並且找出與現代法律相似的
例子，依照下列提問，填入 Padlet 進行分類。各項提問如
下： 

事件名稱 
衝突或糾紛原因 

事件有關角色∕人物 
與現代法律相似的案例 

和解的方式 
 

20 資料分類 
作業 

Padlet、平
板 

    
第四節 討論阿美族的和解知識與現代法律    

    
1. 課前預備： 

教師於 Padlet 後台一一確認小組和解案例是否有無偏誤，
協助錯誤標記與備註，留住偏誤資料作為課堂討論與即時
知識補充。 

  Padlet、平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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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分） 
評量方式 備註 

2. 小組最後與教師確認資料呈現的結果有否需要增修之處。 10 作業  
3. 分組進行小組報告，分享各組的和解議題。 

(1) 教師須留意並記錄學生分析案例時，容易偏誤的偏見
或歧視的例子，給予即時回饋修正。 

(2) 學生若舉例不全或未詳盡容易產生歧見，教師可即時
給予即時補充，慢慢導正學生可能錯誤的例子。 

25 口頭發表 投影幕、
平板 

4. 教師進行和解案例回饋，並依據現代法律類似的調解方
式，給予正向回饋。 

5. 重要提醒： 
這份教案以強調學生自主蒐集網路資料、判斷與思考資料
的真實性，建議教師在學生使用網路查詢資料時，可多多
利用事實查核中心、政府公開資料，若學生以新聞資料或
網路文章作為討論主題，教師可先協助其過濾資料，降低
資料偏誤的情形，造成誤導或加深偏見歧視的現象。本次
以數位學習的方式，主要是提升學生的媒體素養以及資料
判讀的思辨能力，更多期待學生能自主學習、團體合作和
具備批判思考的能力。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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