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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主題教案作品 

【高中—彈性學習課程】 

教案名稱 從植物利用、土地與文化探討原住民族轉型正義 

設計者 王利文 

實施年級 
高二∕棒球班及普通班學生

（部分為原住民生） 
總節數 共 3 節，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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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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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 U-C1 具備運用族語的積極態度，養成與他人對話尋求共識的公民素養，
主動參與原住民族公共議題的討論及自然生態活動，並實踐與反
思人類永續發展之議題。

社 U-C3 珍視自我文化的價值，尊重並肯認多元文化，關心全球議題，以拓
展國際視野，提升國際移動力。

自 S-U-A2 能從一系列的觀察、實驗中取得自然科學數據，並依據科學理
論、數理演算公式等方法進行比較與判斷科學資料於方法及程

序上的合理性，進而以批判的論點來檢核資料的真實性與可信
性，提出創新與前瞻的思維來解決問題。

自 S-U-B2 能從日常經驗、科技運用、社會中的科學相關議題、學習活動、
自然環境、書刊及網路媒體中，適度運用有助於探究、問題解決
及預測的資訊，進而能察覺問題或反思媒體報導中與科學相關的
內容，以培養求真求實的精神。

自 S-U-C3 能主動關心全球環境議題，同時體認維護地球環境是地球公民
的責任，透過個人實踐，建立多元價值的世界觀。

議

題

融

入 

學習 

主題 

1. 人權教育-人權與生活實踐。
2. 原住民族教育-原住民族土地與生活智慧；原住民族營生模式。
3. 環境教育-永續發展。

實質 

內涵 

人 U5 理解世界上有不同的國家、族群和文化，並尊重其文化權。 
原 U14 思考氣候變遷、災害防治與原住民族傳統生態智慧間的關係。 
原 U15 學習原住民族傳統採集、漁獵、農耕知識的文化內涵。 
環 U4 思考生活品質與人類發展的意義，並據以思考與永續發展的關係。 
戶 U1 善用環境議題，實地到戶外及校外考察，認識臺灣環境並參訪自然

及文化資產，如國家公園、國家風景區及國家森林公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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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 U6 學生參與機構或民間體規劃、執行的活動，以改善永續議題，創造美
好的未來。 

與其他領域∕ 

科目的連結 
生物、公民、地理、歷史 

教材來源 

1. 林務局面對歷史真相及推動原住民族森林資源共管－共管這條路，由衝
突走向和諧（網址 https://reurl.cc/0XvoNA） 

2. 樹構遺傳多樣性成重要拼圖 學者證實南島語族「出臺灣說」（網址 https:
//e-info.org.tw/node/110713） 

3. 散播原鄉好味道！泰雅族常見野菜栽培秘技（網址 https://reurl.cc/oQRD4
M） 

4. 山林是一座大冰箱 臺灣原住民運用植物的智慧（網址 https://reurl.cc/ERj
75R） 

教學設備∕資源 
1. 教學資源：報導文本、植物圖卡、簡報、教學影片、書籍、評量學習單。 
2. 設備：電腦教室、電腦、網路、投影機。 

學習目標 

1. 學生能尊重與認同原住民族之文化與歷史。 
2. 學生能了解並主動分享與原住民族文化有關海洋、山川、湖潭、流等漁獵

故事、禁忌故事、獵具用途、用語、生態知識等。 
3. 學生樂於閱讀、參與、轉述、創作分享與原住民族文化有關的漁獵、文化

祭儀等活動。 
4. 培養對多元族群的及文化的敏感度，以消除刻板印象、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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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課程    
    
壹、準備活動    

一、教師準備： 
蒐集課程資料。課前，請同學分組每組約 4 人，並推舉
主持人、發言長、記錄長。 

2 分組名單  

二、學生概念： 
（一）學生已於國中階段學過生態系。 
（二）學生已具有認識臺灣的原住民族的知識。 
（三）學生已具備友善、關懷及同理之態度。 
（四）學生已知悉原住民族轉型正義議題。 
＊回憶舊經驗： 

民國 105 年 8 月 1 日，總統蔡英文代表政府，為四百
年來國家政權對原住民的種種不公平，提出公開正式
道歉。在眾多原住民的期盼下，成立了直屬總統府的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開
始倡議要翻轉長久以來對原住民族的歧視與不公，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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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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過去以漢人角度看待原住民文化歷史，由原住民的
角度來審視過去四百年來的血淚歷史。 
（參照內文：林務局面對歷史真相及推動原住民族森
林資源共管－共管這條路，由衝突走向和諧教材。網
址 https://reurl.cc/0XvoNA） 

    
貳、發展活動    

一、引起動機    
（一）閱讀文本：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網站內文 

https://reurl.cc/7DDLMd 
1. 臺灣森林的特色。 
2. 森林生態系概述與臺灣森林資源。 
3. 臺灣森林的利用情形及環境影響。 

10 個人閱讀  

（二）老師提問： 
從這篇文章[森林生態系概述與臺灣森林資源]
中，你讀出了麼樣的訊息？有沒有哪個場景與您
家鄉的場景非常相似？ 

3 提問  

（三）學生回答： 
小組上台口頭分享，並說明自己家鄉和土地互動
的關係 

5 小組討論  

（四）教師小結： 
在每個人的家鄉中，有許多你可能未曾發現的動
物、植物、真菌生物，如果我們沒有透過觀察，
可能會忽略與我們息息相關的議題，接著，老師
想從不同的例子當中，帶大家共同認識與討論，
不同的角度看我們的世界。 
特別針對原住民族部落中常見的食用植物與藥
用植物來作探討 

5 小組分享  

二、發展活動    
（一）學生利用平板搜尋原住民族食用植物與藥用植

物 資 料 ， 摘 錄 重 點 並 將 作 業 交 至 google 
classroom。 
＊提示學生： 

可找出相同植物在不同原住民族的食用或藥
用的用途、植物特性及區域分布。 

＊預測回答： 
東海岸平原的阿美族為吃草的民族、臺灣北中
部山區的泰雅族野菜栽培秘技。 

10 學生搜尋資
料 

 

（二）小組上台口頭分享所找尋的資料 5 於投影片展
示學生作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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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師總結：部落傳統領域內植物生態與利用之探討 5 教師播放投

影片並呈現
植物圖片 
統整在原住
民族中常見
的植物用途 

 
（一） 原住民族食用植物介紹 

以泰雅族為例，常見的野菜食用方法： 
山萵苣（Pterocypsela indica （L.）） 
是常見的菊科植物，一年生或多年生的草本植
物。分布範圍廣，在中海拔山路邊、平地郊區或
是海濱開闊地都可見到。傳統將類似的菊科植物
都稱為 Yahuw，包含苦苣菜等，其中山萵苣是最
好吃的一種。對於生長環境條件要求不嚴格，若
生長在較陰涼潮溼之處，葉片形態會較為展開。 
昭和草（Crassocephalum rabens（Benth.）） 
是菊科昭和草屬的一年生植物，原產於南美洲，
自日治時代引進臺灣，現今廣泛分布在全國各
地，在開闊的地方隨處可見。一般以嫩苗或嫩莖
葉為食用部位，有強烈的茼蒿味，又稱為野茼蒿
或山茼蒿，跟其他野菜相較，昭和草不具有苦味，
也有人稱為神仙菜。在日照充足、溫暖的環境下
生長強健，但季節性較明顯，低海拔處生長於冬、
春季；海拔高地區則生長於春、夏季，此時營養
生長較旺盛，食用品質較優。 
以阿美族為例子 
箭竹筍-老饕爭食的美味野蔬 
箭竹筍以光復鄉的太巴塱部落為主要展第，生長
於低海拔山坡地的箭竹筍，是阿美族依賴甚深的
生活材料，除嫩筍可供食用外，箭竹的內桿還可
以用來搭屋、圍籬牆、裝飾，以及做捕魚器等。 
麵包果-令人船舷的巴吉魯（Pacilo）湯 
每到 7、8 月間，在花東地區可以看到高約 10-15
公尺的麵包樹，其上掛滿了黃澄澄的大果實，果
實猶如水果中的麵包，富含澱粉，直接烘烤後味
道與麵包相似，因此得名麵包果。 

  

（二） 原住民族藥用植物介紹 
白茅 
排灣族語 ravuc，學名 Imperata cylindrical，除蓋
茅屋外，葉片搗碎後外敷可止血，根部亦含水可
解渴，水煮可退燒，地下莖煎煮亦可治療頭痛、
腹痛，含有薏苡素、β-穀固醇、山柑子醇，藥理
上具抑菌、凝血、降血糖血脂、改善腎功能等作
用。治療毒蛇咬傷。 

5 教師播放投
影片並呈現
植物圖片 
統整在原住
民族中常見
的藥物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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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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腎蕨 
排 灣 族 語 lavucuvucu ， 學 名 Nephrolepis 
cordifolia，平時用在婦女的頭飾上，將根打碎可
治眼痛，或將嫩葉搗碎治療刀傷，地下莖是山林
解渴的重要植物。含蛋白質、脂肪、還原糖及紅
杉醇和 β-穀固醇等成分，藥理上具抗菌、抗衰
老、降血糖等作用。治療眼病眼疾。 

二、教師提醒學生： 
課後將作業優化後重新整理上傳至 google classroom，
於下週課堂中展示優良作業。 

   

    
第二節課程    

    
壹、準備活動    

一、複習上一堂課程內容與展示優良作業：原住民族食用與
藥用植物 

2 口述評量  

二、引導學生進入：原住民族使用森林資源的傳統權利及轉
型正義 

   

三、引導閱讀與小組討論： 
閱讀教材（1）林務局面對歷史真相及推動原住民族森
林資源共管－共管這條路，由衝突走向和諧。 
（教材網址 https://reurl.cc/0XvoNA） 
閱讀教材（2）原住民族依生活慣俗採取森林產物規則
（全國法規資料庫）。 
（教材網址 https://reurl.cc/NRQjvk） 

10 小組閱讀 
（能從文本
擷取重點） 

 

    
貳、發展活動    

一、原住民族使用森林資源的傳統權利及轉型正義：    
（一）教師提問： 

（針對閱讀教材做提問）原住民族與政府單位之
間的為何有這樣的衝突歷史？請依照過去從民
國 34 年至 106 年期間的歷史演進做說明。 

15 教師講解 
與提問 
投影片 

 

（二）學生小組討論： 
1. 不同時代對於原住民族土地的劃分與利用。 
2. 原住民族的生活範圍。 
3. 林務局所扮演的角色。 
4. 探討目前法規對於原住民族採集等傳統保障。 

15 小組討論 
與歸納，以
小白板方式
呈現各組討
論內容（能
說出文本重
點） 

 

（三）教師說明： 
2019 年 7 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暨原住民族委
會會銜訂定「原住民族依生活慣俗採取森林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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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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則」，原住民族可基於傳統文化、祭儀及非營
利自用等生活慣俗，於國有林及公有林配合管理
經營機關相關規定，合法採取野生植物、菌類等
森林產物。 
1. 如何聰明採集？ 
2. 多集久採一次？ 
3. 一次摘採多少？ 
＊引導學生可依照森林產物特性建立風險評估，

例如： 
1.保護現況 2.地理分布 
3.棲息地 4.棲地種群規模 
5.生長∕更新速率 6.繁殖生物學 
7.物種分類∕野外識別 8.利用的植物部位 
9.單一用途或多種用途 10.採集量 
11.採集週期 12.採集次數 
12.可替代性 14.使用偏好 

 

二、原住民族的生態智慧與環境之平衡： 
取用與環境如何求得平衡？ 
（一）教師提問： 

原住民族的生態智慧與環境之平衡-取用與環境
如何求得平衡？ 

（二）小組討論、查詢資料與分享。 
（三）教師小結： 

對原住民而言，因居住關係，對於自然資源的利
用是靠山吃山，但因其傳統生活領域和國有林具
有高度重疊，因而限制了原住民的自然資源使用
範圍，傳統生態知識的傳承被迫中斷。隨著民主
意識抬頭，《原住民族基本法》和《森林法》創
修，使傳統領域森林採集有法可循。 

（四）教師補充： 
現行森林法對於原住民族採集等傳統使用保障
仍有不足之處。 

10 教師提問 
小組討論 

 

    
參、綜合活動    

一、教師提問： 
小時候生長在部落或是耳聞長者曾經摘採哪些植物，或
是舉行歲時祭儀時，哪些植物常被利用？這些植物是否
有摘採的限制？ 
（一）小組討論及分享。 
（二）預期學生回答： 

8 能統整課程
內容，表達
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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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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泰雅族： 
梅花、山櫻花（緋寒櫻）的開花時間作為泰雅
族播種祭的依據。 

2. .布農族： 
開墾祭、拋石祭、播種祭等，皆需要小米，可
見小米在布農文化上佔有重要地位。 

3. 阿美族： 
漁撈祭時以檳榔葉柄食盒烹煮魚，祈求出海平
安或撈捕魚類滿載而歸。 

二、教師總結： 
部落傳統領域內植物生態與利用之探討，透過不同植
物，連結人與植物、植物與原住民歲時祭儀、慶典文化，
透過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以了解採集規範和原住民族

的生態智慧如何達到平衡。 

   

    
第三節課程    

    
壹、準備活動    

一、探討議題： 
從構樹、土地與文化探討原住民族轉型正義（配合閱讀
教材：樹構遺傳多樣性成重要拼圖學者證實南島語族
「出臺灣說」 
（網址 https://e-info.org.tw/node/110713） 

二、小組閱讀與討論 
三、教師提問： 

如何得知構樹是臺灣原生種？ 
預期回答： 
利用遺傳檢測（DNA 定序），發現臺灣特有的序號 CP-
17 基因單型，明確指出這些太平洋的構樹來自臺灣構
樹，間接支持「臺灣是南島語族起源地」。 

10 下載文本 
能擷取文本
重點 

 

    
貳、發展活動    

一、構樹的重要性及由來    
（一）教師播放影片： 

構樹的重要─打樹成布-南島語族出臺灣 
https://youtu.be/rie89nWbQBY 
提醒各組： 
仔細觀看影片內容，接下來會有提問。 

5 播放影片  

（二）教師提問： 
原住民族如何運用構樹？ 

10 案例探討 
小組討論 

 

https://e-info.org.tw/node/110713
https://youtu.be/rie89nWbQ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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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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預測回答： 
構樹的運用（以鄒族為例） 
─日常使用 例如：頭背帶（Paucu） 

（四）教師提問： 
請由文章及影片分析構樹的由來 

（五）預測回答： 
構樹的身世秘密 
1. 全島皆有構樹： 

以臺灣考古發掘的資料來看，至少有 40 處遺
址出土了樹皮布石拍，幾乎分布於全島，顯示
樹皮布文化曾經在臺灣島上有過全面繁榮的
時期。 

2. 由風與動物傳播： 
構樹是雌雄異株的植物，靠著風傳粉，紅紅的
果實是鳥兒喜愛的食物，因此鳥類吃下果實之
後飛到各地排泄出種子，便成為構樹散播各地
的機制。 

3. 比現代文化更早進入南太平洋群島的南島語
族長期維持種植構樹、拍打樹皮製成「樹皮布」
的習俗。今日樹皮布的實用價值雖被紡織布取
代，但在大洋洲島嶼仍具有南島文化的象徵意
義，是南島語族重要慶典中極具代表的物質文
化。 

4. 1970 年代出產的東加王國樹皮衣，由構樹樹
皮製成，花紋內容包含東加社會重視的動物、
植物以及國徽。 

小組分享 

二、過去的國家政策導致原住民族土地流失，使得原住民族
常用植物受到影響或難以取得 

   

（一）探討案例： 
文獻閱讀（「原住民族文獻」第三十九期，發行
日中華民國 108 年 10 月 30 日）-原住民族土地
流失的四重敘事-鄒族土地的故事 

5 閱讀文本  

（二）引導學生思考與小組討論： 
原住民族的土地流失，對原住民族的傳承有何影
響？ 
預期回答： 
不同政權時期，國家力量介入，失去集體權，導
致土地流失生態棲地被破壞或被迫搬遷，與文化
傳承相關的材料難以取得（如血藤、苧麻、構樹），
使原住民族的文化失根 

10 提問與思考 
小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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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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如何找回流失的文化？ 
1980 年代的原住民運動。1984 年，「臺灣原住民
族權利促進會」發表「臺灣原住民族權利宣言」，
第 8 點指出：「原住民有他們土地和資源的所有
權，一切被非法奪取、霸占的土地應歸還給他
們。」此一主張成為後來三次還我土地運動的核
心訴求。 

   

（四）「傳統領域」的概念出現：傳統領域作為有機的、
會說話的空間，蘊涵著原住民族的土地故事。 

   

（五）原轉會成立土地小組：主要的工作內容包括： 
1. 四百年以來原住民族與平埔族群個時期之土

地內容、範圍、意義、遷徙史及其他民族互動
過程之彙整與公布。 

2. 原住民族與平埔族群個時期使用土地之規範、
流失之經過、遭奪取手段、社會背景及法律、
慣俗之彙整與公布。 

3. 原住民族神話發源地、祖靈地、聖地、獵場、
祭場、採集範圍等各種傳統領域之名稱、地點、
意義、範圍及傳統規範之彙整與公布。 

4. 檢視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與現行法制之衝突，並
提出相關之改進建議。 

5 原轉的精神
與意義 

 

    
參、綜合活動    

一、教師設定各方對象，由各小組組員擔任，進行原住民族
轉型正義對話、溝通對象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不
同族別領袖、原住民族議員、村里長、大學教授、法律
人士等（依照角色定位不同，激發學生各項討論） 

5 討論省思  

二、教師總結：如何進行原住民土地及轉型正義？ 
透過不同族群之間的文化差異及，經由溝通表達自己的
立場，使多元族群能共同參與社會主流的建構。 
（促使學生思考，如何和諧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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