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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介紹《返本開新—臺灣原住⺠族學校本位課程跨領域案例探究》及《美的樂章：⾝體與聲⾳的迴旋》⼆

書。第⼀本書以跨校案例形式撰寫，旨在探討原住⺠族文化回應的課程及教學的可能性；第⼆本書則是「聲⾳與⾝

體課程實驗⽅案」的研究歷程紀錄。

書 名：《返本開新─臺灣原住⺠族學校本位課程跨領域案例探究》

發⾏⼈：許添明

主  編：王雅萍

出版機關：國家教育研究院

出版年⽉：2018年7⽉

ISBN：978-986-05-6446-8

全文網址：登載於國家教育研究院網站，網址為：https://epublish.hyweb.com.tw/NICT/home.jsp   

內容摘要：

　　近年來，世界各國逐漸重視文化回應教學及跨領域課程設計，文化回應教學旨在提供各國少數原住⺠族學⽣更

多文化友善的學習機會，促進其學習成效；跨領域教學則是緊密連結學⽣的⽣活與學習，讓學⽣能主動發現值得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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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問題，運⽤所學的跨領域知能，應⽤於問題解決之中。「返本開新」是近20年來原住⺠族教育⼯作者深刻的文

化⾃覺，「返本」是指臺灣原住⺠族想要回歸⺠族文化⺟體的教育改⾰呼聲，「開新」則指結合近代科技和學科發

展⽽建立新的⺠族傳統知識體系。

　　本書主要以跨校案例形式探討原住⺠族文化回應的課程，及教學有什麼樣的可能性，所涵蓋的要素有：學校辦

學經驗、學校課程發展與改變的歷程、課程實踐特⾊、對於⼗⼆年國教新課綱實施之啟⽰與建議、⼩結；共有六個

章節，每個章節由研究夥伴提供綜整性摘要、導論結語等，以利讀者掌握個案中的異同與主要建議。

 　 　 第⼀章「傳統食物農耕課程與食農教育」由屏東縣來義⾼級中學、桃園市介壽國⺠中學描繪⼩米、樹豆等農耕

課程的創新發展與實作；第⼆章「原住⺠族校本課程中傳統智慧與科學教育」則是臺中市博屋瑪國⺠⼩學及新北市

烏來國⺠中⼩學詳述科學教育在兩校的課程落實經驗與建議；接續，第三章「部落地圖、在地文化課程、部落服務

與導覽」則由臺東市南王花環實驗國⺠⼩學及屏東縣來義⾼級中學，敘述兩校如何連結學校附近的⼈、地、景、物

等資源，發展該校多數學⽣原住⺠部落的課程。第四章「泰雅本位及排灣本位語文領域的實踐經驗」，闡述臺中市

博屋瑪國⺠⼩學的泰雅族語雙語教育課程，及屏東縣地磨兒國⺠⼩學的排灣族本位英語文教材及課程發展經驗。

　　另外，由三校以原住⺠族文化為基⽯，連結領域課程串聯成第五章「跨領域課程統整」，交織成精采有趣的文

化回應課程及教學；最後，第六章「節慶文化與祭儀在學校課程的實踐」係由南王花環實驗國⺠⼩學及臺東縣桃源

實驗國⺠⼩學之原住⺠既有的祭典融入課程當中，以提升學⼒培養。

書 名 ：《美的樂章：⾝體與聲⾳的迴旋》

發⾏⼈：郭⼯賓

編  著：張中煖、林⼩⽟、容淑華

出版者：國家教育研究院

出版年⽉：2018年8⽉

ISBN：978-986-05-6493-8

全文網址：登載於國家教育研究院網站，網址為：https://epublish.hyweb.com.tw/NICT/home.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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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本書為「亞太地區美感教育研究室」系列叢書之⼀，以其所實施的美感教育計畫─ ─「聲⾳與⾝體課程實驗⽅

案」為主要介紹內容，運⽤藝游誌（a/r/tography）為⽅法論，透過藝術家、研究者與教師協作，在觀察教室、社

群討論、合作共創與反思等歷程中，覺察⾝體與聲⾳的美感，將習以為常的課堂風景以「美」豐潤化。

　　書中所分享的教學實驗場域（視點／試點學校）是位於臺北市三所性質迥異的學校，分別為臺北市立啟明學

校、國立臺灣戲曲學校及臺北市立景興國⺠中學。

　　我們試著學習並了解以不⼀樣的⽅式感受世界時，是不是會得到不同以往的美感經驗，⽽教師是教育現場最重

要的第⼀線⼈員，在美感教育和美感教學中，扮演相當重要的⾓⾊，因此，<視點學校師⽣之所感>以視點教師的

分享紀錄為主，收錄參與計畫教師們的⼼得與回饋，以及教師們所設計的課程教案；另外，＜陪伴圈團隊之所思

＞、＜研究團隊之所想＞則是從陪伴圈與研究團隊的視⾓，紀錄視點教師在陪伴圈的⽀持下獲得不同的成⻑，陪伴

圈亦在視點教師的教學中看⾒不同的可能性，產⽣雙向的學習與改變。

　　同時，書中亦收錄實驗⽅案活動紀錄、使⽤的研究⼯具及計畫推動資料，並增列書籍閱讀和訪談等項⽬，提供

各界參考試⽤與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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