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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ma博屋瑪國⼩⾃105學年度轉型為⺠族實驗⼩學之後，在課程及教學上進⾏⼤幅度的變⾰，老師的「教」

與學⽣的「學」，都起了微妙的化學作⽤。在這段歷程中，老師⾯臨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在「今⽇不做，明⽇就沒

有泰雅族」的危機感下，激發了老師想要為孩⼦做些什麼事的使命感。從⼀個⼩⼩的信念出發，朝著⼤⼤的夢想邁

進，期望培育孩⼦具有泰雅思維、泰雅靈魂的全⼈泰雅。課程⽬標著眼於學⽣的改變，除了讓孩⼦了解⾃⼰的文

化、認同⾃⼰的族群，更是要讓孩⼦學得更好，激發學童的學習動機，點燃學童的學習熱情，發展出學習的能⼒，

開展多元的可能。

壹、博屋瑪國⼩的主題式課程—以族群文化主題取代學科界限

        臺中市博屋瑪國⼩於105年8⽉1⽇轉型為⺠族實驗⼩學，在課程上以泰雅文化作為教學素材，並設計為跨領域

學習的主題式統整課程，引導學童從文化的脈絡中探究⽣活世界中的種種現象，進⾏創新與連結的深度學習，期望

引發學童學習興趣、適才適性發展，尋回學童的文化⾃信，涵育具有「全⼈泰雅」新思維的泰雅⼈。

        我們以「主題式學習」設計P'uma的泰雅文化課程，因為主題式課程是⼀種統整的教學型態，在同⼀主題教學

中，能同時教授如gaga精神文化、倫理道德、⽣活技能、樂舞、飲食文化、部落遷徙、社會組織等等內容，並同時

連結現代知識，學⽣進入部落中，部落就是學校，隨著部落的⽣活節奏學習文化（陳枝烈，2011），不局限於分科

教學，符合泰雅文化特性，可以針對本族的文化進⾏系列性的規劃，對本族的文化能加深加廣的探究，已形成完整

的概念（周⽔珍，2007）。

       在老師們的腦⼒激盪下，規劃以25個主題串聯⼀到六年級的泰雅文化課程，每位老師依據泰雅文化課綱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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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發想教學設計。25個主題分別為：社會組織、織女的夢、⼯藝、我的家、童玩、⼩米文化、巫術文化、飲食文

化－蔬果類、飲食文化－釀酒、飲食文化－醃製類、⼝簧琴、樂舞劇、動物、植物、我們的部落、狩獵文化、建築

文化、文⾯文化、農耕、泰雅樂舞、漁撈文化、神靈觀、婚姻文化、喪葬文化及祖靈祭。P'uma的文化課程，⼀年

在課程的運作上共⽤了2,560節，⽬前25個主題發展出254個教學單元，105、106學年度兩年的時間滾動式修正教

學設計，學校團隊戰戰兢兢、⼩⼼謹慎是為了確保課程能體現以泰雅族文化內涵無主軸的⺠族教育課程。

貳、P’uma學校教師⾯臨的挑戰與解決策略

        課程的變⾰中，P’uma的老師⾯對什麼樣的挑戰？學校採取什麼策略來協助老師⾯對新課程的轉化？

⼀、挑戰⼀：文化素養的提昇

        要發展以泰雅文化為主軸的課程，教師必須提昇泰雅文化素養，才能掌握文化的內涵，文化素養的提昇非⼀蹴

可幾，學校採取的策略是先讓老師「放⼼」，在課程變⾰的路途中如何幫助老師調適與轉化是很重要的課題。

    因應策略：建立文化學習的機制

        課程發展及設計之初，即邀請耆老及文化⼯作者蒞校，擔任文化課程的諮詢者，沒有辦法到學校的耆老，學校

就進入部落向部落學習，建立校內文化學習的機制。

        課程要有效的運作，組織就必須重新調整與配合，學校依據課程發展的需求，尋求資源、申請計畫，因此成為

⺠族實驗⼩學的第⼀年有了「文化指導員」的⼈⼒進入學校。「文化指導員」的任務－建立耆老及文化⼯作者的資

料庫、盤點部落可運⽤的資源、擔負部落與學校的溝通者……。對內，提供教師課程教學所需要的⼈⼒，因為每個

文化⾯向各有擅⻑的耆老及文化⼯作者，文化指導員必須依據所建立的⼈⼒資料庫引介適當的⼈才進入課堂教導學

童文化知識。對外，教師在課程後針對文化內涵若有疑惑之處，文化指導員尚須進⾏⽥野調查並做成紀錄再與校內

教師澄清與釋疑。

       課程進⾏前，教師與耆老及文化⼯作者的「備課」，亦是提昇文化素養相當重要的⼀環，協同教師必須熟悉教

學流程，針對課程有疑問之處或是教學場域、教材等，都必須在課前⼀⼀與耆老溝通，並根據主題課程內容與學校

⾏政端聯繫，安排所需的⼈⼒資源，協調上課的地點與交通、準備教學所需之器物、教具等等；教學中，與耆老、

文化⼯作者及文化指導員協同教學並即時做文化資料的記錄。我們知道在文化課程的教學上，老師們無法短時間立

即地提昇專業成⻑⽽進⾏教學，因此與耆老／文化⼯作者、文化指導員協同教學有其必要性，教師負責文化的採集

與記錄，在此過程中教師與學⽣共同學習，無形中提昇教師文化素養；教學後則是進⾏教學設計的修正與檢討，除

此之外，尚須產出教材，作為⽇後教學之素材及學校未來⾏銷、典藏，保存泰雅文化的重要資料。

⼆、挑戰⼆：教師課程設計與教學的能⼒

       以往教師在課堂內有教科書可依循，泰雅文化課沒有教科書，老師如何教學？如何協助教師從依賴教科書到成

為課程的引導者是⼀⼤挑戰。泰雅文化課程學習的場域不局限於教室內，⽽是在⼭林、⽥野或是溪畔，文化的學習

也不再囿於單純的講述，⽽是需要⾝體⼒⾏及親⾝體驗，因此老師的教學要充滿彈性，採取各種不同的策略引導學

童學習。

       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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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請校外專家學者到校指導

        從泰雅文化課綱的建立、教學設計到教學，邀請各⽅⾯的專家學者到校給予教師指導與建議，說是指導與建議

倒不如說是給予老師的肯定與⽀持。進到P’uma的專家學者都肯定老師對於發展以泰雅文化內涵為課程主軸教學

設計的努⼒，⽀持與陪伴老師，增強老師課程設計的信⼼，展現教師課程設計的專業，相信每位老師都有能⼒，發

揮每位老師的專⻑，讓老師體悟到⾃⼰最⼤的⼒量不是教科書⽽是課程設計的能⼒，這樣穩定⽀持與陪伴的⼒量伴

隨著老師們持續往前邁進。

        （⼆）教學⽰範與觀課

        在教學上，課程全⾯實施之前，進⾏全校性的課程試教，教學中教師如何與耆老／文化⼯作者或是文化指導員

協同，誰掌控教學的節奏，誰負責文化內涵的傳遞，都要有⼀定的分⼯與默契，在觀課後全校進⾏檢討與分析，才

有今⽇P’uma泰雅文化課程的協同教學模式。P’uma的協同教學，會因應課程的需要，⽽有不同的教學團，以

教學⼈員來說，有校內教師、文化指導員、族語老師；校外則有耆老、文化⼯作者、部落組織成員，是以教學團的

組合會依據教學內容的需求結合不同⼈員的專⻑，組織協同教學的團隊。⽽以教學對象來說，不設限於各年級各班

教學，同樣因應課程需求，教學對象會彈性變化，例如：全校共課、年段共課…等。不論是對校內還是校外，課室

都是開放的，⿎勵老師相互觀課、學習與討論，關注的不是老師教得好與壞，⽽是學習內容能否引發學童能⼒與情

感，學童是否理解⾃⼰的文化與外在世界，有探索的衝動，願意學、想要學。課堂的⽰範教學讓老師較能具體的知

道該如何進⾏課程，⼀天⼀天教學會⾃⾏修正⽽做得更好。

三、挑戰三：教師備課的能⼒

        以往的教學，教師鮮少進⾏共同備課，P’uma因應課程設計的變⾰，教師在教學上不再只是單打獨鬥，⽽是

需要跨年級、跨領域的全校共同備課。

        因應策略：規劃共備時間形成P’uma的備課文化

        在P’uma文化課程的教學，每⼀位老師都有機會到不同的年級教學，因此教師必須對學校課程架構及教學設

計有明確的認知。透過全校性的共同備課，每⼀位老師能更聚焦課程⽅向與⽬標，檢視教學設計是否符合孩⼦⾝⼼

發展階段，除此之外，回到泰雅文化的脈絡去了解孩⼦在不同的年齡層在部落裡該學習哪些。當老師們於教學中發

現問題，立即提出討論，集思廣益尋求最佳的解決策略以提昇教師教學及學⽣學習之效能。課程是在「設計」－

「教學」－「修正」動態歷程中不斷精進，⿎勵每位老師發⾔及提出建議，不是評斷優劣，⽽是針對教學內容及學

童學習提出建⾔，在這樣的氛圍之下，老師較能無所顧忌、暢所欲⾔，形成學校獨特的備課文化。在這樣的備課文

化中，教師能不斷的⾃我成⻑，因為想要孩⼦學得好，就能持續發展及精進教學策略，老師們結伴同⾏、相互⽀

援。

參、P’uma老師怎麼上⼀堂泰雅文化課

        在P’uma老師如何上⼀堂泰雅文化課？以下將呈現⼀位老師在教學前、中、後的課程操作流程及教學後的省

思。以這學期泰雅文化課程教學為例：

教學主題：狩獵文化

教學對象：⼀年級

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脈動電子期刊 
2018年12月,第16期

一堂博屋瑪的泰雅文化課

3



教學單元：套頸式陷阱

對應泰雅文化課綱指標：認識靜態狩獵－套頸式陷阱

教學節數：6節

⼀、教學前的準備

        寒暑假期間每位老師會拿到泰雅文化課程的課表，老師會清楚的知道⾃⼰⼀學期教授哪些主題課程單元、年級

及節數，因此老師可以提早準備及安排。每週三下午進⾏全校性備課，針對下週預備要上的課程，「課程專責員」

會列出教學簡案及前幾年的備課詳案，「教學簡案」指的是沒有經過實際教學的教案，⽽「備課詳案」指的則是經

過教學後，教師將實際上課的內容、教材、文化知識的記錄、學童評量⽅式及實施後的省思與建議做成詳細的紀

錄，全校共同檢視、討論與修正，討論的焦點諸如：教學⽬標有無符應泰雅文化課綱，教學內容的適切性、課程節

數的安排是否適當，教學場域的選擇是否適宜，文化知識的正確度等等，若對於文化概念分歧有疑義時，就必須請

「文化指導員」進入部落進⾏⽥調。教學設計修正的同時，授課老師也清楚的知道⾃⼰該如何進⾏課程，全校備課

後，與「文化指導員」溝通協調所需要的⼈⼒，如套頸式陷阱就需要會狩獵的耆老協同教學，另外也需要能全族語

教學的「文化指導員」在旁協助記錄以利族語教材的產出，接著與⾏政端聯繫交通、攝影、物⼒等資源，最後在教

學前與協同的耆老溝通說明整個教學流程，讓耆老知曉課程如何進⾏，老師與耆老如何相互配合。

⼆、教學中

        文化⼯作者、部落耆老協同教學，在此課堂裡，⼀般教師負責教學流程的掌控、教學的引導、學童學習情形觀

察、文化知識與智慧的記錄；耆老則是文化知識與技藝的主要傳遞者，文化指導員協助記錄課堂中運⽤的族語，課

後整理出此單元的族語教材。協同教師主副位置隨時因教學需要⽽彈性變動，這樣的協同教學模式需要⼀定時間的

經驗累積才能培養出絕佳的默契。

        耆老親⾃架設套頸式陷阱，邊作邊教導孩⼦泰雅狩獵的gaga，教導孩⼦狩獵的過程中務必要保持⼀顆謙卑的

⼼，遵守泰雅gaga的準則，嚴肅不隨便、要懂得分享不⾃私、尊重並服從⻑輩。告訴孩⼦套頸式陷阱⽤於捕獲哪些

獵物，從陷阱的架設教導孩⼦泰雅⼭林的智慧，陷阱的架設地點來⾃於獵⼈對動物⾜跡的觀察。提醒孩⼦們狩獵時

的禁忌，並分享耆老過往的狩獵趣事，逗得孩⼦們哈哈⼤笑。教學中，好奇的孩⼦們會不斷的提問問題，耆老都會

⼀⼀的耐⼼回答。耆老說以前的⻑輩在架設第⼀個陷阱時會說⼀些類似咒語的話，語意⼤致如下：「將教導⾃⼰狩

獵技巧的⻑輩名字全部念出後，接著念，東⽅、⻄⽅、南⽅、北⽅四⾯八⽅的動物，請全部進到陷阱來。」在這段

話中有很深的精神文化意涵，是老師回到學校後可以再跟孩⼦們討論的，例如：將教導狩獵技巧師⽗的名字全部念

出，隱含著敬老、感恩的⼼；對待萬物亦是抱持尊重的⼼，取⾜夠的量⽽不貪多。

三、教學後

        教學後教師須完成詳案的撰寫、教材的產出、學童的評量、上課紀錄（照片、影⾳）的存檔及教學後的省思，

這些當然不是靠老師⼀⼰之⼒完成，學校⾏政端會給予必要的協助與⽀援，讓老師能順利完成。105年轉型為原住

⺠族實驗⼩學後，針對學校內部組織運作進⾏全⾯性的檢討與改造，串聯「學校團隊」、「部落協⼒」及「校外專

家學者」，建立常態性的合作機制。「學校團隊」成立課程發展中⼼，掌握所有課程實施，協助教師建立上⼀堂泰

雅文化課的⼀套⼯作流程，讓教師有所依循⽽能按部就班，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在協助教學能順利流暢並協助教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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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與保存、電⼦資料的彙整與歸檔等等，有疑問教師隨時反應，課發中⼼會隨即應變及處理；「部落協⼒」指的

是部落可合作的組織，例如：社區發展協會、德瑪汶深耕協會、野桐⼯坊、文化⼯作者及部落耆老等，協助教師文

化素養的提昇、課程的協同教學。「校外專家學者」，指的是在課程的設計與發展上需要仰賴各有所⻑的專家學

者，到校指導與修正教學設計及協助教師專業成⻑。三⼤⽀柱成了P’uma教師最強⼒的後盾。

        彙整教學紀錄，將耆老傳授的知識、智慧、技藝與精神內涵完整詳實的記錄，是老師相當重要的⼯作，這樣的

紀錄能讓其他老師或是之後進到P’uma的老師能清楚了解文化的脈絡。在此課堂中，老師詳實記錄了「套頸式陷

阱 」⽤於捕捉哪些獵物，原來陷阱架設⾼低的不同，捕獲的獵物也會有所不同。架設陷阱有哪些材料與⼯具，傳統

與現在所使⽤的材料與⼯具有何不同，設置陷阱的步驟為何等等，這些都是在書籍及文獻上可能找不到且相當珍貴

的紀實。

肆、結語

        在上述的教學⽰例中，可以⼀窺P’uma的老師如何進⾏⼀堂課，⼀堂課從教學前到教學後老師所付出的⼼⼒

可謂之⼤，但因為校內⼈事組織編制的重新調整，得以成為老師強⼤的⽀援。再者，耆老、文化⼯作者、文化指導

員與教師的協同教學模式，亦是P’uma泰雅文化課程得以順利運作的關鍵所在。在P’uma不停流於專業知能、

技巧的提昇，信念、價值觀、使命感才更重要，課程的改變讓老師們看⾒孩⼦快樂的學、能⼒的提昇，因發現⾃⼰

亮點的燦爛笑容點燃教師持續創新與改變的熱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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