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秀英（KumuRasang）＊＊　洪蕙芝（Away Uya）**

前⾔

        本校於⽇治時期 1915 年設立，校名為⽃截（都達）番童教育所；1968年改名為南投縣仁愛鄉平靜國⺠⼩學。

2015年12⽉以「牽⼿百年，愛在平靜」為主題辦理⼀百週年校慶，分享平靜國⼩⾛過風華百年的風采，也讓後學學

⼦循著學⻑們樹立的模範與楷模，創造平靜新風華。本校 106年8⽉1⽇學年度起變更為「南投縣仁愛鄉都達國⺠⼩

學」，為南投縣第⼀所配合部落恢復傳統名稱⽽更名的學校。107學年度籌備賽德克⺠族實驗學校，期許透過數位

學習與⾏動學習的機制，提供偏鄉學童不⼀樣學習，找回孩⼦⾃主學習權，數位學習偏鄉教育創新，更讓世界看⾒

賽德克文化。

壹、數位學習偏鄉教育創新~~讓世界看⾒賽德克文化

⼀、數位學習～發想

        依據⺠國 97 年的中⼩學資訊教育⽩⽪書及 103 年的數位學習推動計畫及2016-2020 資訊教育總藍圖願景為

「深度學習、數位公⺠」，旨在培養學⽣能有效使⽤資訊科技熟悉所學習的內容，並在不同情境中應⽤解決問題。

「數位學習」藉由操作（學習）設備的充⾜，更期許運⽤最新科技教學輔具融入現有教學活動中，帶動教師教學創

新與活⼒，以增進學⽣學習動機，提升學⽣學習成效，弭平城鄉差距，體現偏鄉⼩校存在價值，追求⼩校永續發展

外，最終希望能培養學⽣基本能⼒（知識、技能）及溝通表達、合作學習、問題解決、創意思考及批判思考等軟實

⼒（5C）（教育部，2017），以培養臺灣⼈才的全球競爭⼒。

都達國小數位學習偏鄉教育創新都達國小數位學習偏鄉教育創新─ ─讓讓
世界看見賽德克文化世界看見賽德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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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策略

        （⼀）成立教師數位學習創新發展⼯作坊，專研數位學習教學課程內容，分享教學技巧、提出教學困境及解決

問題。

        （⼆）教學策略採「探究式⾏動學習法」，依據5個步驟來進⾏，包含：引起動機、教學活動、確定問題、實

際操作、評量活動來進⾏，透過學⽣實際操作，來構築孩⼦的學習鷹架。

        （三）課程教學設計「啟發、引導、合作、分享」思維，加入雲端整合、互動與即時的概念，將互動模式移轉

成以學⽣為中⼼，實現多元多向的教學互動模式。

        （四）計畫特⾊：從校園、在地出發，在體驗（操作）中有意義的學習，重視情感的交流、對話交流，進⽽建

立學⽣學習⾃信⼼。

圖1.  從校園、在地出發，在體驗（操作）中有意義的學習，重視情感的交流、對話交流，進⽽建立學⽣學習⾃信

⼼。

貳、執⾏數位學習課程

⼀、教學團隊運作模式

       「教育永遠是最美麗的期待」，即便本校⾝處在地理位置偏遠與交通不便之處，⼈員流動率過⾼；加以文化脈

絡的特殊性，導致部分課程的內容與設計並不適合在地；家庭社經地位弱勢，無法⽀持⾜夠的學習資源，但我們相

信教育是⼀種可能性想像的實踐，不斷地在應然與實然的對話中，嘗試找出豁然的可能世界，因此我們期望引進

「數位學習」，讓在孩⼦所熟悉的文化脈絡下創發成功的可能，希望透過團隊將課程活化，讓孩⼦⼿握文化的⼒量

與能⼒，帶著這能⼒與⼒量遨遊於世界，讓世界看⾒這文化的⼒量與⽣命。

        （⼀）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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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學校組織

圖3. 教師團隊深度對話、交流、分享

        （⼆）團隊運作模式

        本校團隊以4個⾯向來運作：

            1、合作：團隊彼此之間互為主體，以互惠、共好搭建起彼此互動的橋梁。

            2、參與：本校屬於偏鄉⼩校，學校教師編制只有10⼈，且未有資訊專⻑的教師，但團隊利⽤彼此之間互相

研究、對話，並安排進修進⾏⾃我成⻑。

            3、分享：團隊運作以分享對話作為利基，營造互為信賴氛圍。

            4、專家：團隊邀請外部專家與團隊到校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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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團隊運作模式

⼆、數位學習教學活動規劃與教學活動實施

        （⼀）數位學習教學活動規劃轉變歷程

圖5. 數位學習教學活動規劃轉變歷程

       （⼆）領域（數學、語文）課程規劃與教學活動實施

            1、數位教學課程⽅案⼀：數學（均⼀平臺）

            （1）實施年級：四年級甲班

            （2）教學模式：

               �使⽤「均⼀教育平臺」熟悉學習過的教學單元，教師實施線上作業管控，並能了解學⽣完成率，以做為新

單元的銜接，學⽣可點選相關概念做複習與測驗，漸漸培養學⽣⾃學的能⼒。

               �使⽤「均⼀教育平臺」做隨堂測驗，給予學⽣立即的回饋，答對的學⽣可以繼續挑戰或⾃由選擇想要學習

的地⽅，答錯的學⽣可以⾺上觀看影片，加深觀念，澄清迷思。

               �數學遊戲的補充，讓孩⼦在遊戲當中運⽤數學能⼒，提升學⽣學習趣味，讓學⽣學習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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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透過平臺，掌握個別學⽣做答與學習情形，⽤以修正或調整教學的步調與內容，提供適性適切的教

學。

圖6.「均⼀教育平臺」教學實況

           2、數位教學課程⽅案⼆：國語

          （1）實施年級：三年級甲班

          （2）教學模式：

              �課前學習：學⽣閱讀由教師所分派⾄平板電腦的問題，進行課前預習及答題，並讓學⽣對疑惑及好奇之處

註記在⾃⼰的平板電腦。

              �課中學習：先藉由教師透過⽩板，讓全班共同討論預習結果，以及揭⽰答題狀況，接著教師分派進⼀步的

提問，共同討論。

              �課後學習：教師分派作業。

圖7.  運⽤平板在「均⼀教育平臺」教學實況

         3、數位教學課程⽅案三：在地文化主題－讓世界看⾒賽德克（校園導覽）

      （1）實施年級：五~六年級

      （2）教學模式：跨領域（社會／語文／科技）結合，將校園中，與賽德克文化相關的圖騰，學⽣運⽤數位學習

載具，蒐集相關文獻資料，並轉化為⾃⼰的⼝述表達，以⾝為學校導覽員的⾝分，介紹校園具有賽德克族文化意涵

的文史故事。

      （3）主題教學活動設計教案

南投縣都達國⺠⼩學主題教學活動設計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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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領域 社會 教學年級 五~六年級

主題名稱 讓世界看⾒賽德克文化 教學節數 7

教材來源 ⾃編教材

教學者 洪蕙芝

設計者 鄭筠茜

領域結合 社會領域、語文領域、科技領域

教材分析 1、透過欣賞圖片、影片、問答、蒐集資料等活動⽅式，引導學⽣學習蒐集資

料的⽅式和途徑，啟發學⽣對事物的主動探究能⼒。

2、學⽣在數位⾏動學習過程中，提⾼學習興趣、增進學習效率，以翻轉教室

的概念，讓學⽣體驗主動學習、從做中學的學習樂趣，養成終⾝學習的能⼒

與動⼒。

教學⽬標 1、能了解賽德克族的⽣活特⾊與文化內涵。

2、了解賽德克族的分布情形、⽣活概況及文化特⾊。

3、能運⽤網際網路、多媒體光碟、書報雜誌蒐集相關的資料。

4、能透過數位⾏動學習⼯具精熟各領域的學習。

教學活動

第⼀節（2節）

教師：

1、課前先將學⽣分組並選出各組⼩組⻑。

2、提供學⽣賽德克文化之相關網站，要求學⽣課前上網搜尋相關資料。

學⽣：蒐集賽德克文化等相關資料，整理蒐集到的資訊，並將整理的資料整理於WORD中，並存於個⼈檔案夾

中。

第⼆節（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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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準備活動

⼀、引起動機：

       藉由師⽣之間的對話引導出⼤眾傳播媒體的重要性。

       老師提問：

       原住⺠「賽德克族」早期是歸於泛泰雅族直到⺠國97年4⽉23⽇正名成立，仍很少有⼈知道  賽德克族群的

存在。但是近年來家⼾喻曉這是為什麼呢？

       學⽣回答：

       因為有⼀部電影叫做「賽德克‧巴萊」，透過⼤眾媒體的傳播，越來越多⼈關注賽德克文化了。

       老師⼜問：

       那⽤什麼⽅式也能讓全世界的⼈看⾒賽德克的文化呢？

       學⽣回答：錄製影⾳並上傳⾄youtube分享。

貳、發展活動

⼀、⼩⼩播報員：

       兩兩學⽣⼀組，⼀學⽣使⽤⾏動載具之錄影功能拍攝，⽽另⼀學⽣則選定校園內的⼀隅壁畫做為賽德克文化

介紹。

（⼀）第⼀組透過壁畫介紹「彩虹橋」故事

       死去的族⼈們的靈魂⼀定要通過彩虹橋（祖靈橋）族⼈的靈魂到達橋頭就會有祖靈守護者，準備要檢查族⼈

的⼿，男⼈要善於打獵⽽且是有獵過⼈頭的英雄那他的雙⼿就會留有紅⾊的⾎跡，女⼈就要善於織布，那她的⼿

就會有厚厚的繭，⽽善獵善織的紋⾯男女就可以順利⾛⾛過彩虹橋回祖靈的家，過著快樂的⽣活，⽽沒通過檢查

的⼈則會掉到橋下，被橋下的⼤螃蟹吞噬。 

（⼆）第⼆組透過壁畫介紹「射⽇傳說」故事

       相傳太古時代沒有夜晚，天上有兩個巨⼤的太陽，有時候輪流出現，有時候⼀起出現。天氣非常炎熱，泥⼟

地乾枯⿔裂，花草樹⽊和農作物沒辦法⽣⻑，族⼈的⽣活非常辛苦。

       族⻑與族⼈討論必須射下⼀個太陽，否則族⼈沒辦法⽣活，部族會因此滅亡。族⻑與耆老挑選部落最勇敢強

壯的三名勇⼠，前往太陽之地，把其中⼀個太陽射下。勇⼠三⼈各揹著⼀名嬰兒，帶著族⼈的期望出發了，勇⼠

們跨步前⾏，沿路播下果樹及⼩米的種⼦，以備回程所需。

       勇⼠們登⾼⼭、爬巨岩，前往太陽之地的路途遙遠⽽艱辛，想到⾃⼰是族⼈的希望就不能放棄。⽇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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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復⼀年，勇⼠出發前所背的嬰兒慢慢⻑⼤，勇⼠教導⼩勇⼠射箭的技術，⼩勇⼠認真⽤⼼的學習。

       距離太陽的位置越來越近，當初的勇⼠逐漸老去，年輕的勇⼠練習射箭的技術，鍛鍊⾝體變得強壯。當三位

老⼈死去後，三個勇⼠接續老⼈的任務繼續前進。⾛了好久好久，終於抵達太陽居住之地！三勇⼠在⼭⾕等待太

陽出現。太陽出來了！屏氣凝神，放箭！射中了其中⼀個太陽！被射中的太陽流出滾燙的⾎，噴出碎片壓死其中

⼀名勇⼠，另外⼆⼈則被灼傷。

       征服烈⽇的任務終於成功，⼆位射⽇勇⼠踏上歸途，沿路採食多年前⻑輩為他們播下的果實，果樹已經⻑得

比他們還要⾼，⼩米⻑成⼀⼤片⼩米⽥。當兩位勇⼠回到部落已經是⽩髮稀疏的老⼈，族⼈熱烈歡迎射下太陽的

英雄！

        天上剩下⼀個太陽之後，有了⽇夜之分，⼈們⽇出⽽作、⽇落⽽息，不再受到烈⽇的煎熬，⽽夜晚所⾒的

⽉亮，是被射死的太陽屍體。

（三）第三組透過壁畫介紹賽德克的文化特質以及樂器

       賽德克男⼦⽽⾔，獵過⾸級才能紋⾯；⽽女⼦的織藝精進才能紋⾯。賽德克族亦以其⼝簧琴舞蹈著稱，男女

相對，⼀⾯演奏著⼝簧琴，⼀⾯左右抬腳隨著⾳樂節奏踏跳。透過⼝簧琴的聲⾳傳遞傳達愛意，即將原本⽤「⼝

說」的內容透過⼝簧樂聲，表達情意給對⽅知道。

（四）第四組透過壁畫介紹靈⿃Sisin「繡眼畫眉」

       賽德克族視Sisin⿃為靈⿃，舉凡打獵、提親都聽Sisin⿃的鳴叫聲與⾏徑⽅向做決定。

（五）第五組透過壁畫介紹賽德克圖騰

        賽德克圖騰是由紅⿊⽩三⾊與幾何圖形拼湊交織⽽成的；紅⾊代表熱情的⺠族，⿊⾊代表⼟地的執著，⽩

⾊代表純潔的⼼靈。

參、統整活動

⼀、每段歷史留下許多先⺠⽣活遺跡，幫助我們了解過去。

⼆、告知學⽣下次上課時要將拍攝完成的成果上傳⾄youtube分享。

第三節（2節）

壹、準備活動

⼀、引起動機

       教師提問：當客⼈們參觀學校時，沒有解說員怎麼辦呢？

       學⽣回答：製作導覽校園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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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發展活動：

⼀、影⾳上傳⾄youtube：教師⽰範如何將拍攝好的影⾳上傳⾄youtube後，由學⽣親⾃操作之。

⼆、製作QR code：教師⽰範將上傳成功的影⾳檔製作成QR code，由學⽣親⾃操作之。

三、教師將各組的QR code檔蒐集起來，貼在學校電⼦地圖上，學⽣使⽤⾏動載具觀看各組的成果。

課後參考網站：

1、教育部六⼤學習網站，歷史文化學習網：http://culture.edu.tw/index.php

2、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http://www.nmp.gov.tw/

3、文建會：http://www.cca.gov.tw/

4、公視原住⺠兒童網站WAWA.NET：http://wawa.pts.org.tw/index.php

5、⾏政院原住⺠族委員會文化園區管理局：http://www.tacp.gov.tw/KIDS/FMKIDS.HTM

6、賽德克族數位文化學習網：http://163.22.102.129/dyna/webs/index.php?account=pgps06

圖8.「校園導覽」指導學⽣拍照~教學實況

三、教師社群及交流活動

        以校本課程、資訊融入為核⼼，和校內有興趣的夥伴們組成社群，利⽤課餘時間進⾏教學討論，研究資訊⼯具

在教學的適切性，並透過相關研習，精進資訊技能，更擴充參與教師的視野，定期接受輔導教授與輔導學校的指

導，定期參加期中會議，積極參與以⾏動載具學習相關的研習，希冀沒有資訊專⻑社群組成的我們，可以透過研

習、參與會議，以增進⾃⼰在數位使⽤上的知能，便於轉化成為適宜教學策略與媒介，最終，回饋於學⽣的學習，

提升學⽣學習效能。

        （⼀）團隊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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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為第⼀年參與數位學習計畫，之前也尚未執⾏⾏動載具的相關計畫，因此，在載具融入教學中，安排教師

的成⻑活動，⿎勵在教學中運⽤⾏動載具學習進⾏創新教學，在不斷檢討與修正下，教師課程規劃與教學策略滾動

式修正，以激發學⽣學習的興趣與動機。

圖9. 教師團隊深度對話、交流、分享

        （⼆）精進數位學習知能

       為增進數位學習團隊的視野及豐富專業知能，⿎勵派員參與各項數位相關教學活動與研習，也邀請專家學者講

座與蒞臨進⾏資訊知能精進研習活動，透過實際操作，讓教師更容易應⽤在創新教學中。

圖10. 教師數位教學進修

       （三）邀請教授與輔導團隊的討論會議、期中會議的參與為知悉他校作法，欲了解他校數位教學模式，透過與

輔導團的對話，以檢視本校團隊在構思課程上的可能發展。

參、數位學習偏鄉教育創新⼼得

⼀、推動之收穫、困難與解決經驗

       （⼀）收穫

        團隊教師想要改變⾃⼰的教學模式，加入新的教學⼯具，例如：老師會使⽤Learnmode學習吧平臺、均⼀平

臺、Kahoot即時反饋APP，提升上課的互動性、趣味性。

        本校團隊為第⼀次執⾏⾏動載具融入於教學，以及跨領域結合課程模式，在過程中遇到了許多的困難，尤其是

本校無資訊專⻑老師，教師流動性⼤，因此⼈⼒、⼈才相當不⾜，但加入團隊的教師們，透過許多的溝通，以及諮

詢輔導學校，參加數位（⾏動）研習等，不斷的想要提升⾃⼰的資訊能⼒，希冀學⽣因為⾃⼰教學模式的改變，⽽

有更多、更多元能⼒的培養與習得。

       （⼆）困難與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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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數位教學實際困難與突破

⼆、對學⽣與教師本⾝的助益

       「數位學習」是⼀種無處不在學習的學習。我們經過⼀年的推動，不斷地共同學習與進步。儘管過程中⼈⼒不

⾜、流動性⼤，且有很多的⽬標、⽅向和課程規劃不斷在調整，但是我們看到了成效。無論在課程教學執⾏上，教

學運⽤的觀念、技巧及資訊運⽤的能力，以及教學指導的嫻熟度都各有成⻑。在這⼀年中，教師們確確實實地在學

習、在增⻑。從教師增能研習、會議參與、觀摩他校作法中，「凡⾛過必留下痕跡」，這將成為我們教育現場上最

滋補的養分。

肆、結語~數位學習在偏鄉教學建議

⼀、無線網路環境需調整：同時多部行動載具登入使⽤時，網路速度就會過於壅塞⽽變慢，提供更好的無線網路環

境架設⽅案，讓數位學習不受環境阻礙。

⼆、精緻化的數位學習課程：提升主動學習的態度，營造適性、個別化的學習情境，以⿎勵學⽣進⾏跨界探索與非

線性的學習。

三、深化的數位學習：針對學⽣數位學習，進⾏⻑期的觀察、檢核與研究。

四、教師專業成⻑提升：期待數位學習的⼯具能讓學⽣運⽤科技解決⽣活中問題，同時讓孩⼦從做中學，成為學習

的主⼈及擁有數位素養與終⾝學習的能⼒，當然相對的，教師也須⾃我學習不間斷，提升資訊、數位的能⼒。

        不論任何⼯具或科技的融入與使⽤，只要有⼼，相信都是造福孩⼦的最佳途徑。從⼼、新、興出發，讓永續學

習不再是⼝號，⽽是⾏動。「數位學習」找回孩⼦學習的動機與興趣，激發原鄉地區教師教學熱誠與創新課程，彼

此學習、互相影響，共同實踐教學翻轉的教育理念。透過數位學習與⾏動載具學習的機制，找回孩⼦⾃主學習權；

數位學習偏鄉教育創新，更讓世界看⾒賽德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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