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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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地理】 

教案名稱 「空間決策與公眾參與」與「原住民族歷史正義和轉型正義」

設計者 蔡文芳 

實施年級 高三 總節數 共 2 節，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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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地理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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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領域 

社-U-A2 對人類生活相關議題，具備探索、思考、推理、分析、批判、統整
與後設思考的素養，並能提出解決各種問題的可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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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

題

融

入 

學習 

主題 
人權與生活實踐

實質 

內涵 

人 U4 理解人權與世界和平的關係，並在社會中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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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U6 探討歧視少數民族、排除異類、污名化等現象，理解其經常和政治經

濟不平等、種族主義等互為因果，並提出相關的公民行動方案。

與其他領域∕ 

科目的連結 

1.空間資資科技（地理部定選修課程）
F.空間資訊的應用；c.空間決策與民策參與地；
Fc-V-1 公眾參與式地理資訊系統與社區發展 

2.公民與社會（公民與社會部定必修課程）
D.民主社會的理想及現實；a.公平正義；
Da-Ⅴ-1 個人權利跟公平正義（包括程序、匡正等）有什麼關聯？每個人

都受到「無差別對待」對於追求社會公平正義有什麼重要性？ 

教材來源 龍騰版選修地理Ⅰ第三章第三節；南一版選修地理課本Ⅰ第七章三節

教學設備∕資源 
1. 投影機、電腦、網路。
2. 小白板＋麥克筆。
3.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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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1. 能了解公民如何利用地理媒體參與公共事務決策。 
2. 能分辨「平等」、「公平」、「正義」。 
3. 能認識「傳統領域」、「部落地圖」。 
4. 能說出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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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堂課    
    
壹、引起動機： 

教師簡介本節課內容。 
1   

一、學生分組討論 1： 
為什麼需要進行空間規劃？ 

3 課堂討論 指定每組回答值
日生，並將討論
結果書寫於在小
白板上。 

學生分組分享 1： 
請各組發表討論結果。 

5 

 教師說明空間規劃的決策原則，例如：市
場機制、社會正義、公眾參與…。 

2 

二、學生分組討論 2： 
GIS 在空間規劃中可以有什麼貢獻？ 

3 課堂討論 將討論結果書寫
於在小白板上。 

學生分組分享 2： 
請各組發表討論結果。 

5   

 教師說明 GIS 在市場機制、社會正義、公
眾參與上的運用形式，並將焦點置於公眾
參與。 

2   

三、學生分組討論 3： 
地圖最初由誰主導繪製？為什麼？造成什
麼效果？ 

3 課堂討論 將討論結果書寫
於在小白板上。 

學生分組分享 3： 
請各組發表討論結果。 

2   

 教師說明地圖繪製權力結構的改變及介
紹賦權。 

5   

四、學生分組討論 4： 
什麼是「平等」、「公平」、「正義」？ 

3 課堂討論 將討論結果書寫
於在小白板上。 

學生分組分享 4： 
請各組發表討論結果。 

5   

 教師說明「平等」、「公平」、「正義」的差
異。 

2   

    
貳、教師介紹公眾參與式地理資訊系統。 3   

一、 學生分組討論 5： 
透過閱讀課文個案舉例，討論 PPGIS 與 VGI
有何異同？ 

5 課堂討論 將討論結果書寫
於在小白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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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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回顧今日課程重點，並提醒同學下次上課前

需完成討論 5 
1   

    
第二堂課    

    
壹、引起動機： 

教師進行上堂課程的前情提要 
1  指定每組回答值

日生。 
一、 學生分組分享 5： 

請各組發表討論結果 
5   

 教師整理、比較 PPGIS 與 VGI 的異同 5   
    
貳、教師介紹「傳統領域」與「部落地圖」概念，並

提出「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概念 
5   

一、 學生分組討論 6： 
請同學以組為單位共同閱讀「蔡英文總統代
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全文」後，再上網蒐
尋關於「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的
相關資料，並以組為單位討論以下問題： 
（一）何為「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

義」？ 
（二）誰需要認識並實踐∕維護「原住民族

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 

15 學習單 將討論結果書寫
於學習單中。 

學生分組分享 6： 
請各組發表討論結果 

10   

二、 學生分組討論 7： 
回到「傳統領域」與「部落地圖」，反思： 
（一）「傳統領域」、「部落地圖」之於原住

民族的意義為何？ 
（二）在進行空間規劃過程中，我們該思

考、注意到更多的什麼於空間規劃
中？ 

5 課堂討論 將討論結果書寫
於在小白板上。 

學生分組分享 7： 
請各組發表討論結果，最後可提示學生可參
考「部落共管保育非浪漫想像 學者籲：應正
視每個故事的獨特與複雜」（https://e-info.or
g.tw/node/201575）此篇文章。 

3   

    
參、教師回顧今日課程重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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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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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教案學習單 

三年       班    座號：           姓名：          

認識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 

問題一：探究「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原住民族轉型正義」 

請同學以組為單位共同閱讀「蔡英文總統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
全文」後，再上網蒐尋關於「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的相關資
料，並以組為單位討論以下問題： 

1. 請共同討論、定義何為「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原住民族轉型正義」？（小組口頭
發表） 

2. 請問由「蔡英文總統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全文」中可得知造成原住民族歷史不正
義的原因可能有那些？（小組口頭發表） 

3. 請問由「蔡英文總統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全文」中可找出那些敘述符合成原住民
族轉型正義的主張？（小組口頭發表） 

4. 你對「蔡英文總統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全文」中的那些道歉理由或與轉型正義有
關的主張特別有感？請至少摘要出一段，並說明選擇此段敘述的原因。（請至少以 100
字敘明理由） 

問題二：釐清實踐∕維護「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是誰的責任 

請同學以組為單位共同討論誰需要認識並實踐∕維護「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
義」？為什麼？並請至少以 100 字寫下你個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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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答案： 

問題一：探究「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原住民族轉型正義」 

1. 原住民族歷史正義： 
釐清過往國家政權肇致原住民族土地流失與權利剝奪過程的不同歷史階段與真相，並
藉由歷史真相的釐清，理解各民族之間的衝突、文化差異，最終以達成和解。 
原住民族轉型正義： 
從釐清歷史真象開始，探尋不正義的源頭，以處理不同殖民政權，亦即「國家」對原
住民族權利集體性的侵害，如文化、語言、社會、經濟、教育、命名、發展等權力，
並恢復原住民各族是臺灣主人之一的身份地位。 

2. 原住民族的歷史不正義，主要源自於原住民族的社會、文化長期受外來政權或移民而
被邊緣化，導致原住民族與原住民權利受侵害、剝奪，甚至是長期保受歧視而失去了
作為臺灣主人之一的身份地位，而致現在原住民族如同仍處於被殖民的狀態。 

3. 蔡英文總統的八個具體承諾可視為政府實踐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的具體主張，詳情具體
如下： 

（1） 總統府設置「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2） 行政院定期召開「原住民族基本法推動會」 

（3） 建立具有文化敏感度的「原住民族法律服務中心」 

（4） 調查核廢料貯存在蘭嶼的決策過程 

（5） 讓平埔族群得到應有的身分與權利 

（6） 開始劃設、公告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 

（7） 加快腳步推動「原住民族自治法」、「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及「原住民族語言
發展法」 

（8） 往後每年 8 月 1 日，由行政院向全國人民報告原住民族歷史正義及轉型正義的
執行進度 

4. 蔡英文總統的道歉有九個理由，詳情具體如下： 

（1） 為整體的苦痛和不公平待遇道歉 

「我要代表政府，向全體原住民族，致上我們最深的歉意。對於過去四百年來，
各位承受的苦痛和不公平待遇，我代表政府，向各位道歉。」 

（2） 為忽視原住民族的歷史觀點道歉 

「有一本書叫做『臺灣通史』。它的序言的第一段提到：『臺灣固無史也。荷人啟
之，鄭氏作之，清代營之。』這就是典型的漢人史觀。原住民族，早在幾千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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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這塊土地上，有豐富的文化和智慧，代代相傳。不過，我們只會用強勢族群
的角度來書寫歷史，為此，我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 

（3） 為政府的征伐與掠奪道歉 

「荷蘭及鄭成功政權對平埔族群的屠殺和經濟剝削，清朝時代重大的流血衝突
及鎮壓，日本統治時期全面而深入的理番政策，一直到戰後中華民國政府施行
的山地平地化政策。四百年來，每一個曾經來到臺灣的政權，透過武力征伐、土
地掠奪，強烈侵害了原住民族既有的權利。為此，我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 

（4） 為權利的剝奪道歉 

「原住民族依傳統慣習維繫部落的秩序，並以傳統智慧維繫生態的平衡。但是，
在現代國家體制建立的過程中，原住民族對自身事務失去自決、自治的權利。傳
統社會組織瓦解，民族集體權利也不被承認。為此，我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
歉。」 

（5） 為語言與文化的流失道歉 

「原住民族本來有他們的母語，歷經日本時代的同化和皇民化政策，以及 1945
年之後，政府禁止說族語，導致原住民族語言嚴重流失。絕大多數的平埔族語言
已經消失。歷來的政府，對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的維護不夠積極，為此，我代表政
府向原住民族道歉。」 

（6） 向雅美族人道歉 

「當年，政府在雅美族人不知情的情況下，將核廢料存置在蘭嶼。蘭嶼的族人承
受核廢料的傷害。為此，我要代表政府向雅美族人道歉。」 

（7） 向平埔族群道歉 

「自外來者進入臺灣以來，居住在西部平原的平埔族群首當其衝。歷來統治者
消除平埔族群個人及民族身分，為此，我也要代表政府，向平埔族群道歉。」 

（8） 為法規沒有落實道歉 

「民主轉型後，國家曾經回應原住民族運動的訴求。政府做過一些承諾、也做過
一些努力。今天，我們有相當進步的《原住民族基本法》，不過，這部法律，並
沒有獲得政府機關的普遍重視。我們做得不夠快、不夠全面、不夠完善。為此，
我要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 

（9） 為歧視與刻板印象道歉 

「臺灣號稱『多元文化』的社會。但是，一直到今天，原住民族在健康、教育、
經濟生活、政治參與等許多層面的指標，仍然跟非原住民族存在著落差。同時，
對原住民族的刻板印象、甚至是歧視，仍然沒有消失。政府做得不夠多，讓原住
民族承受了一些其他族群沒有經歷過、感受過的痛苦和挫折。為此，我要代表政
府，向原住民族道歉。」 

至於學生的說明合理即可，無標準答案。建議可向學生強調「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
轉型正義」此社會工程的目的在於：暸解∕還原真象、補償、究責，更重要的是避免再
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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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總統於 2016 年之道歉文為認識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之入門，建議教
師可參考其他相關原轉參考書面資料或影音資料，讓學生除了從總統、政府立
場外，更多面性的認識原轉議題。以下提供幾篇文章供教學者參考： 

1.顧玉玲（2021）。歷史的照妖鏡─從原住民抗爭探究紀念碑的轉型正義。臺灣民主季刊，
18 卷 1 期，頁 39-81。 

2.雅柏甦詠．博伊哲努（2019）。接觸的真相：原住民族族的多重敘事。臺灣原住民研究
論叢，26 期，頁 105-128。 

3.施聖文藝（2019）。誰是局內人？從傳統領域到政治領域，一種治理的可能。臺灣社會
研究季刊，112 期，頁 49-98。 

4.吳豪人（2012）。「野蠻」的復權：臺灣修復式正義與轉型正義實踐的困境與脫困之道。
臺灣人權學刊，1 卷 3 期，頁 67-93。 

5.黃雅鴻（2012）。原住民傳統領域權？國家的領域權傳統？：一場對話的啟示。文化研
究月報，132 期，頁 69-87。 

問題二：釐清實踐∕維護「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是誰的責任 

本題無標準答案，但原則上向學生強調「沒有人是局外人」！認識臺灣的歷史，認
識臺灣的土地，也認識臺灣不同族群的文化，這是生長在臺灣這塊土上的我們都可以一
起努力的每日生活實踐。 

另外，若欲再進一步討論原住民空間決策與公眾參與的實踐面課題時。建議可先參
考下列文章：部落共管保育非浪漫想像 學者籲：應正視每個故事的獨特與複雜（https://e-
info.org.tw/node/201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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