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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主題教案作品 

【國中—語文∕國語文】 

教案名稱 原民再出發 

設計者 陳英廷、賴彥均、梁乃琪 

實施年級 國中一年級 總節數 共 5 節，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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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
□ 校訂必修∕選修
□ 彈性學習課程∕時間

核
心
素
養 

總綱 

J-A1 具備良好的身心發展知能與態度，並展現自我潛能、探索人性、自我
價值與生命意義、積極實踐。

J-B2 具備善用科技、資訊與媒體以增進學習的素養，並察覺、思辨人與科
技、資訊、媒體的互動關係。

J-C3 具備敏察和接納多元文化的涵養，關心本土與國際事務，並尊重與欣
賞差異。

領域 

國-J-A1 透過國語文的學習，認識生涯及生命的典範，建立正向價值觀，提
高語文自學的興趣。

國-J-B1 運用國語文表情達意，增進閱讀理解，進而提升欣賞及評析文本的
能力，並能傾聽他人的需求、理解他人的觀點，達到良性的人我溝
通與互動。

國-J-B2 運用科技、資訊與各類媒體所提供的素材，進行檢索、統整、解釋 
及省思，並轉化成生活的能力與素養。

國-J-C3 閱讀各類文本，探索不同文化的內涵，欣賞並尊重各國文化的差異
性，了解與關懷多元文化的價值與意義。

議
題
融
入 

學習 
主題 

人權教育議題-人權與生活實踐。 
原住民族教育議題-原住民族語言文字的保存及傳承。 
原住民族教育議題-原住民族文化內涵與文化資產。 

實質 
內涵 

人 J4 了解平等、正義的原則,並在生活中實踐。 
人 J5 了解社會上有不同的群體和文化,尊重並欣賞其差異。 
原 J1 學習並應用原住民族語言文字的簡易生活溝通。 
原 J2 了解原住民族語言發展的文化脈絡與智慧。 
原 J3 培養對各種語言文化差異的尊重。 
原 J7 認識部落傳統制度運作背後的文化意涵。 
原 J9 學習向他人介紹各種原住民族文化展現。 

與其他領域∕ 
科目的連結 

社會領域-七年級第二單元-台灣的歷史（上）。
自然科學領域-七年級第二單元-食物中的養分。
綜合領域-七年級第四單元-生活好味道。
特殊需求領域-輔助科技應用（盲用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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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來源 

 康軒版九年級國文課本第六課-獵人《瓦歷斯．諾幹》 
 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網站 
 期刊： 

（1）原教界 2009 年 2 月號 25 期-泰雅獵人學校。 
 影音資源： 

（1）公共電視-獨立特派員 187 集（消失的獵人）。 
（2）公共電視-我們的島 421 集（跟著獵人上學去）。 
（3）教育部-泰雅孩子的獵人學校。 

教學設備∕資源 
課本、學習單、電腦與投影設備、樹豆排骨湯材料、鍋具與爐具、點字觸摸
顯示器、NVDA 螢幕報讀軟體。 

學習目標 

認知 
1.能認識泰雅族獵人與織布文化。 
2.能說出原住民族文化流失的原因。 
3.能說出至少三種保留原住民族文化的方法。 
4.能說出基礎山林知識及注意事項。 
5.能說出生態資源的利用原則。 
6.能說出「lokah」、「mhuway」、「msgagay」背後的文化意涵。 
情意 
1.認識及尊重不同族群的文化傳統。 
2.能積極爭取原住民族的權益。 
3.認識原住民文學所表現的族群意識。 
4.能學習原住民族與大自然共處的倫理哲學。 
技能 
1.能製作泰雅族傳統美食「樹豆排骨湯」。 
2.能用泰雅族語進行問候「您好」、「謝謝」、「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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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課【與獵人同行】開始-------    
    
壹、準備活動    

1. 課前點名，複習班級公約。 
幫助學生將心境由下課轉換為上課。 

2. 教師發下本次課程學習單，並且預告四堂課課
程架構。 
接下來的四堂課，我們會以國文第六課為起頭，
從認識泰雅族的的成年禮與狩獵文化開始，接
著會製作泰雅族的勇士湯，最後總結複習轉型
正義的概念。 

3. 引起動機。 
透過本課標題「獵人」，引導學生進行課堂討論。 

3 問答評量 提醒學生專注
聆聽，主動回
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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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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文標題提問。 
問：當你發現課文標題為「獵人」時，在還沒閱

讀文章之前，你認為文章中可能出現哪些
元素？ 

答：狩獵過程、野生動物。 
5. 引導學生分享舊有經驗 

問：過去有沒有曾經在生活中聽過「獵人、打獵」
等詞語，如果有，請和同學分享在什麼情境
下聽到？如果沒有，請分享當你第一次聽
到這些詞語時感受為何？ 

答：曾經在歷史故事、動畫電影（打獵季節）中
聽過狩獵相關的故事。 

    
貳、發展活動    
活動一、原來我們這麼近 

1. 說明泰雅族文化。 
教師向學生簡短介紹泰雅族，泰雅的族性勇敢
堅毅，勇於面對挑戰，重視人口繁衍，是臺灣原
住民分布最廣的一族，主要生活於臺灣北部、中
部、東部山區，包括埔里至花蓮縣以北地區，根
據原住民族委員會統計，目前人口約有九萬三
千多人（民國一一○年數據）。傳統生活以狩獵、
山田燒墾為主。泰雅族是一個平權的社會，由領
導能力強的人出任部落領袖，狩獵、馘（ㄍㄨㄛ
ˊ）首也是由英勇的族人來領導，馘首不僅是征
服敵人，更是要接納人首的靈魂，讓他進入部
落，成為自己的家人，以守護部落。但遇到部落
有重大事情時，則由長老會議來決策。最富有特
色的文化即為「文面」，文面對於男人而言，是
勇武的象徵；對於女人而言，則是善於織布的標
記。傳統的泰雅族的織布技術相當發達，技巧繁
複且花色精巧，泰雅織布是將麻莖內的纖維刮
出後，經過煮沸、曬乾，變成又柔又白的麻絲，
再捻紡成線，最後用天然植物或礦物手工染色
而成。織布時，通常以米白或紅色為底色，再穿
插不同的幾何色線，變化出精巧又繁縟的花紋。 
紅、白、黑是泰雅服飾最常見的配色。紅色象徵
泰雅族的積極、進取和生命力，在部落傳統信仰
中，惡鬼也怕紅色，因此穿上紅衣也有避邪的作
用。傳統宗教信仰上，以祖靈的信仰為主，並以

15 觀察評量 提醒學生專注
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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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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自然的神靈信仰最為重要，泰雅人在治病、消
災祈福時，都會祭祀以請其保佑；目前由於文化
資源共享容易，且憲法保障人民之宗教自由權
利，故目前族人的信仰漸趨多元化。 

2. 引導學生分享印象中泰雅族的藝術品或日常用
具。 

3. 引導學生分享與原住民族相處的經驗。 
活動二、獵人向同行 

1. 帶領學生朗讀課文第一部分（1~6段），並解釋其
中生難字詞。 

2. 引導學生完成學習單上第一大題（1）~（3）題。 
3. 帶領學生朗讀課文第二部分（7~11段），並解釋

其中生難字詞。 
4. 引導學生完成學習單第一大題（4）~（7）題。 
5. 帶領學生朗讀課文第三部分（12~16段），並解釋

其中生難字詞。 
6. 引導學生完成學習單第一大題（8）~（10） 題。 
7. 引導學生說出課程主軸大綱，作者主要想闡述

的內容。 

19 實作評量、
紙 筆 評 量
（點字機、
盲用電腦） 

1. 留意學生朗
讀發音及正
確率。 

2.準 備 輔 具
（放大鏡、
點字機、或
盲用電腦） 

    
參、綜合活動 

1. 教師總結今日課堂重點。 
2. 給予鼓勵與增強學生今日的優良表現。 
3. 公告回家作業。 

教師請學生回家完成學習單的第二大題，並預
告於第三堂課時會請同學輪流分享自己的答
案。 

4. 下次課程預告。 
教師向同學說明第二堂課要烹煮泰雅族風味料
理，因此請同學於下次上課鐘響前，至烹飪教室
集合。 

3 觀察評量 
 

 

    
-------第一節課【與獵人同行】結束-------    

    
-------第二節課【美味勇士湯】開始-------    

    
壹、準備活動 

1. 課前準備。 
（1） 教師需在上課前將樹豆200公克以冷水浸

泡8小時，再將水瀝乾。 

2 實作評量 提醒學生專注
聆聽，並準時
抵達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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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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需在課前先將排骨川燙去血水。 
2. 課堂點名與講解烹飪教室使用注意事項。 
3. 餐前準備。 

請每位學生都穿上圍裙，並以肥皂清潔手部。完
成後依序在餐檯旁排隊。 

    
貳、發展活動    
活動一、烹調勇士湯 

1. 介紹料理「勇士湯」食材。 
讓學生以手觸摸或以鼻子嗅聞乾燥的樹豆、蔥、
薑、蒜苗等食材。 

2. 介紹製作步驟並依流程說明。 
（1） 樹豆200g 洗淨後，浸泡6-10小時。 
（2） 排骨川燙洗淨。 
（3） 將樹豆、排骨、薑片4~5片一起放入電鍋

中。 
（4） 加入清水淹過食材約3公分。 
（5） 電鍋外鍋加入水1.5杯，按下電鍋等待跳

起（約25分鐘）。 
（6） 上桌前加入青蔥、鹽巴、白胡椒、蒜苗少

許，以增添香氣。 
3. 實際依步驟進行操作。 

教師依照學生個別能力（如：生活經驗、精細動
作能力），調整協助、提示模式，輪流引導學生
完成步驟（3）到步驟（5）。 

25 實作評量 提醒學生烹飪
注意事項，及
即時詢問制度 

活動二、勇士們 
1. 說明「勇士湯」的由來。 

傳說中，泰雅族獵人上山，都會帶乾糧充飢，但
當時最猛的勇士沒帶食物卻滿載而歸。 
族人好奇的偷偷到他家去瞧，發現勇士煮了一
鍋樹豆山豬肉湯，阿美族人才知道，樹豆加上山
豬骨頭熬煮，能增強體力與耐力。因此，部落就
稱為「勇士湯」。 

2. 說明樹豆的營養成分。 
在排灣族、魯凱族、泰雅族、阿美族部落，都可
看見樹豆的身影。部落居民在附近的旱田、屋
前、屋後或田埂，種著樹豆灌木，遠望開著黃色
的小花，綠色的豆莢，當豆莢呈現枯黃時，就可
採收了。樹豆又稱為木豆，原產於印度，也是台
灣原住民的主食之一，有的原民稱它「放屁豆」。

10 問答評量 提醒學生專注
聆聽，主動回
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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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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除將樹豆用來燉煮排骨湯，也可當炒菜
配料用，或是好喝的茶飲。樹豆的中藥藥理「甘
微酸，性溫，無毒」。它富含澱粉及蛋白質，有
清熱解毒、補中益氣、利尿消食等等功能。 

    
參、綜合活動 

1. 品嘗美食並發表心得。 
待電鍋跳起後，教師協助學生完成步驟 （6），
並協助學生盛裝品嘗，過程中請學生一人用一
句話形容勇士湯的口感。 

2. 教師回顧今日課程重點。 
今天全班一起製作勇士湯，主要食材為樹豆和
排骨，希望同學在品嘗美味之時，也能體會雖然
原住民在飲食、風俗文化上與漢人有所差異，但
倘若每個人能抱持開放胸懷，依然能互相欣賞。 

3. 餐後清潔。 
教師將學生分成若干小組，分別進行擦拭桌面、
清洗鍋碗等餐後清潔工作。 

4. 預告下次課程內容。 
提醒學生第三堂課需回到原班級，並請學生記
得攜帶第一堂課所指派的回家作業（課程學習
單）。 

8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主動參與清潔
工作 

    
-------第二節課【美味勇士湯】結束-------    

    
-------第三節課【只要我長大】開始-------    

    
壹、準備活動 

1. 課前點名，複習班級教師公約。 
2. 教師簡短回顧前兩堂課課程重點。 

簡要敘述「獵人」課文大意，以及勇士湯的製作
過程。 

2  提醒學生專注
聆聽 

    
貳、發展活動    
活動一、一日泰雅族人 

1. 檢討學習單。 
請學生拿出第一堂課的回家作業，並針對第二
大題的四個題目，教師以抽點方式輪流讓學生
分享答案。 

2. 教師針對學生的口頭報告給予回饋和總結。 

15 問答評量 提醒學生專注
聆聽，主動回
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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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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原住民各族舉辦成年禮的年齡，是根據身
體發育成熟的程度決定，約在十六至二十歲之
間。男子須熟練農耕、狩獵、漁撈等技能，女子
須熟悉紡織、縫紉、家事等工作。有些族群外加
訓誡的儀式，如鄒族成年禮就必須在會所內，由
族中長者以杖擊打成年者的臀部，並大聲教誨
成年人應盡的責任。通過成年禮後，大多會獲得
一套服飾或頭飾，代表全新的開始。 

3. 介紹「lokah」的文化意涵，除了問候「您好」之
外也祝福對方一切「健康」、萬事「加油」。 

4. 介紹「mhuway」的文化意涵，除了「謝謝」的
意思，更具備感謝感恩更深層的與大自然互動
共好的價值觀。 

5. 介紹「msgagay」的文化意涵，泛指「分離」和
「再見」，但平常較少使用，反而在分離時亦會
使用「lokah」來給予祝福。 

6. 教師教學使用泰雅族語進行問候「 lokah」、
「mhuway」、「msgagay」。 

7. 一一引導學生使用正確發音進行「 lokah」、
「mhuway」、「msgagay」。 

8. 邀請學生於近日隨機對他人進行「 lokah」、
「mhuway」、「msgagay」的問候，並於第五次上
課公開法表心得。 

活動二、神秘的同學 
1. 介紹泰雅族織布文化。 

教師向學生簡短介紹泰雅族織布文化與內涵。
泰雅族男子必須學習狩獵的技能，至於女子則
是必須努力學習有關編織的知識與技術，從採
麻、搓麻、織布到縫衣都必須精通，等到有一天
她織布的技巧獲得部落長老的認同之後，才能
於臉頰兩側刺上代表頰紋。 

2. 引導學生吟唱泰雅織布歌。 
讓學生聽賞泰雅族織布歌（tminun），並教導其
中歌詞，讓學生透過吟唱泰雅傳統歌謠，認識其
文化。 

3. 體驗穿著泰雅傳統服裝。 
教師讓學生觸摸泰雅族傳統服飾，讓學生以觸
覺認識「麻」的材質及其編織的紋路，並讓學生
依照性別穿著對應的服裝，體驗泰雅文化。 

20 問答評量 1.提醒學生專
注聆聽，主
動 回 答 問
題。 

2.得邀約族語
教師或是申
請縣市原住
民族教育資
源 中 心 協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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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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綜合活動 
1. 教師總結今日課程重點，針對學生優良表現給

予鼓勵。 
2. 教師預告下次課程內容。 

3   

    
-------第三節課【只要我長大】結束-------    

    
-------第四節課【消失的獵人】開始-------    

    
壹、準備活動 

1. 課前點名，複習班級教師公約。 
2. 複習上一堂課課程重點。 

學唱泰雅織布歌、認識泰雅傳統服裝。 

2 觀察評量 提醒學生專注
聆聽，主動回
答問題。 

    
貳、發展活動    
活動一、消失的獵人 

1. 影片聽賞。 
教師播放「消失的獵人」紀錄片，觀賞影片同時，
給予學生口述影像，敘述影片中所呈現的畫面
與影像，讓學生能更了解影片內容。 

2. 小組討論並進行影片觀後分享。 
針對影片內容，配合學習單上的題目，教師帶領
學生進行團體討論，並讓學生輪流分享個人想
法。 

3. 引導學生發表為什麼原住民族的文化會流失。 
4. 引導學生發表保留原住民族文化的方法。 

15 觀察評量、
問答評量 

提醒觀影注意
事項及認真聽
賞影片、小組
討論。 

活動二、轉型正義我最瞭 
1. 介紹轉型正義。 

教師向學生解釋「轉型正義」的概念，轉型正義
指的是一套已經被不同的國家，以糾正大規模
侵犯人權的歷史實行的司法和非司法措施。這
些措施包括刑事起訴、真相委員會、賠償方案、
以及各種制度上的改革。 

2. 閱讀修正後「蔡英文總統給原住民的八個道歉」
文本。 

3. 引導學生分享文本內容。 
4. 完成學習單：教師引導學生完成讀後學習單。 

25 紙筆評量、
檔案評量 

課程討論、逐
一上台分享、
準備輔具（放
大鏡、點字機、
或盲用電腦） 

    
參、綜合活動 

1. 課程總結。 
3 觀察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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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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學生優良表現給予鼓勵。 
3. 檢核學習單。 

    
-------第四節課【消失的獵人】結束-------    

    
-------第五節課【原民再出發】開始-------    

    
壹、準備活動 

1. 課前點名，複習班級教師公約。 
請學生發表近日逢人使用泰雅族語進行「您
好」、「謝謝」、「再見」的問候。 

2. 教師歸納心得重點。 
文化的保存比你我想得更貼近生活，只要透過
平時的關注及使用，不僅自己，還有他人都可以
更了解原住民族文化，進而為原住民族的權益
進行連署發聲，讓和平正義落實於社會中。 

5   

    
貳、發展活動    
活動一、消失的正義 

1. 引導學生討論近期著名主權正義事件「TAYAL
泰雅爾 Skaru 流域部落群與國家山林治理機關
Sbalay 和解儀式」。 
（1） 應承認及歸還其傳統領域主權。 
（2） 承認觀霧遊客中心前的殉難榮民紀念碑

象徵威權時代對原住民傳統領域森林資
源的掠奪，要求應即刻拆除。 

（3） 改立 Skaru 部落群先祖守護山林的紀念
碑。 

2. 引導學生上臺發表事件如何和平處理。 
3. 歸納學生發表意見。 

和解共生，邁向永續；透過集體的智慧，來釐清
歷史真相、促進社會溝通，然後確認往後的政策
方向，讓整個國家社會，能夠走向族群間的和
解。 

15 觀察評量  

活動二、真相和解 
1. 介紹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的源

起及重要性。 
◎ 緣起： 

2016年8月1日，蔡英文總統代表政府向臺灣
原住民族正式道歉後，宣布成立「總統府原

20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連結學生科技
課技能，使用
NVDA 進行網
路資訊瀏覽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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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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原轉
會）」，作為後續政府與原住民各族族人共同
追求正義、對等協商政策方向的對話平台。 

◎ 重要性： 
組織成員會透過政策的推動，讓下一代的族
人、讓世世代代的族人，以及臺灣這塊土地
上所有族群，都不會再失語，不會再失去記
憶，更不會再與自己的文化傳統疏離，不會
繼續在自己的土地上流浪。 

2. 介紹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的組
織成員及任務。 
◎ 組織成員： 

總統1人、原住民族16族代表各1人、平埔族
群代表3人、相關機關代表、專家學者及具原
住民身分之公民團體代表9-11人，委員共29-
31人，任期三年，不支薪。 

◎ 任務： 
（1） 蒐集、彙整並揭露歷來因外來政權或移

民所導致原住民族與原住民權利受侵
害、剝奪之歷史真相。 

（2） 對原住民族與原住民受侵害、剝奪之權
利，規劃回復、賠償或補償之行政、立
法或其他措施。 

（3） 全面檢視對原住民族造成歧視或違反
原住民族基本法之法律與政策，提出修
改之建議。 

（4） 積極落實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與
各項相關之國際人權公約。 

（5） 其他與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
有關事項之資訊蒐集、意見彙整與協商
討論。 

3. 介紹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的意
見蒐集平台。 

4. 介紹蒐集轉型正義新聞的管道。 
5. 引導學生發表尊重並倡議原住民族正義的方

法。 
    
參、綜合活動 

1. 課程總結，教師針對五堂課課程進行總結。 
這五堂課從國文課本第六課開始，接著透過美

5 觀察評量、
檔案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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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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勇士湯認識原住民飲食文化，緊接著藉由泰
雅族傳統歌謠和服裝更認識泰雅族，最後透過
影片、文章閱讀討論大家一起認識「轉型正義」
的概念，縱然我們不一定是原住民，即便我們努
力，也無法百分百的彌補過去的歷史對台灣原
住民造成的損害，但若要行駛「轉型正義」，一
切得先從彼此認識了解開始。 

2. 依據學生優良表現給予鼓勵。 
    

-------第五節課【原民再出發】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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