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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民族本位課程的推動緣起

108新課綱總綱的附則:原住民族地區及原住民重點學校應於校訂
課程規劃原住民族知識課程及文化學習活動，該類課程可結合其
他領域，實施跨領域主題統整課程教學。

部編版時期

國家統一課程內容

未納入原住民文化

學校無自主性決定

九年一貫時期

領域課程有族語課

彈性課程學校自主

未強制有原民文化

12年國教時期

領域課程有族語課

校訂課程學校自主

強制納入原民文化

本縣110學年度
課程計畫，會納
入校訂課程之檢
核項目



貳、民族本位
課程的類別
一、放在何種類別由課發

會討論決定。
二、校訂課程內容可以使

用全族語授課，但應
以文化學習為主。

三、可採用自編教材、屏
東縣本位教材，但不
能完全引用九階語文
教材，九階教材是在
本土語授課之用



參、校訂課程到底要怎麼做呢?

swots分析
建構願景
圖像

發展螺旋或
主題式課程

分配授課
時數

編輯校本
教材

設計評量
檢核

成果彙整

全員參與



第一步 現況分析

swots分析 建構願景
圖像

發展螺旋或主
題式課程

分配授課
時數

編輯校本
教材

設計評量
檢核

成果彙整



北葉國小的現況分析
一、傳統文化傳承的離散
+ 部落的老人家總是說:「土地是
我們的母親，如果沒有了土地就
沒有了文化!」，而學區內四個部
落幾乎沒有從事傳統土地耕作活
動，我們發現與其他同鄉鎮不同
部落相比，許多傳統祖先的智慧、
神話故事、歌謠樂舞、生活慣習
都慢慢流失於主流社會的價值當
中，而這樣的文化離散，會減低
孩子對自己文化的認同，另一方
面也因為對自己的文化沒有自信，
進一步影響到學習的各種表現。



二、學生價值觀差異性大
+ 109學年，本校國小部的學生，總
計有6 班、107人，其中排灣族約佔
90%分別來自北葉、玉泉、三和，魯
凱族約有10%來自美園部落，這四個
部落彼此相隔數公里，有著不一樣的
文化脈絡，另一方面本校學區部落內
的家庭，存在著少子女化、單親、隔
代教養及安置等情況，而家長大多忙
於生計，對孩子的教育難免有心但力
有未逮之處，所以孩子們在不同的家
庭背景下，時常因為價值觀的差異、
生活習慣的不同，在相處上有許多的
衝突磨合，使的老師在班級經營上需
要花費許多的心力



三、學校與部落漸有疏離

+ 本校坐落在北葉部落下方的山坡
上，與其他三個部落相聚數公里遠，
平時要到部落去走動，來回就需要
花費10分鐘左右，且過去的學校
教育是以部定課程知識建構為主，
老師的專業自主性高，家長與部落
能參與的部分有限。在這樣兩種因
素互相交疊下，學校與部落漸有疏
離，使的前幾年學生外流的情況日
益嚴重，也造成家長對學校教學的
信任度不足。



swots分析
找出孩子的需要
找出老師的優勢
找出家長的擔憂
找出社區的脈絡
找出文化的主體
找出未來的策略





第二步、思考具有文化思維的願景圖向

swots分析
建構願景
圖像

發展螺旋或主
題式課程

分配授課
時數

編輯校本
教材

設計評量
檢核

成果彙整





依照大地生態
而運行的排灣
族生活觀，是
一種循環與延
續!

大武山下斜坡
上的子民，文
化傳承於此日
常生活於此



第三步 發展螺旋式主題課程

swots分析
建構願景
圖像

發展螺旋或主題
式課程

分配授課
時數

編輯校本
教材

設計評量
檢核

成果彙整



找尋行動方向的辯證歷程

105 106 107 108謠傳全人
Masilid民族藝術學校

文化扎根 全人教育
北葉民族實驗學校

山林生態m

部落文史t

工藝手作p

樂舞藝術s

人

kacalisiyan a 
Ken

歌謠

勞動篇祭儀篇
生活篇敘事篇

器樂篇

人

kacalisiyan a 
Ken

工藝手作M

樂舞藝術A

傳統建築E

傳說歷史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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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kacalisi
yan a 
Ken

自我建構
面向集中

他者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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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建構
在地思維



螺旋式課程結構



讓課程內容回到老師們的討論與共識



核心素養學習階段 年
級

kacalisiyan a Ken-「sptm」民族本位課程指標

semenai樂舞藝術
會歌謠能舞動的孩子

pulima工藝手作
會手作能創思的孩

子

tjaucikel部落文史
會文化懂歷史的孩子

mavacuk山林生態
會耕種能狩獵的孩子

第三階段
5-6年級

深化期:鼓勵自我探索，
提高自信心，增進判
斷是非的能力，培養
社區/部落與國家意識，
養成民主與法治觀念，
展現互助與合作精神。

六

s1歌謠舞蹈
s1-6-1認識並能說明
排灣族魯凱族情歌音
樂背景、情感內涵、
音樂形式及特色
s1-6-2能跳出排灣族
之勇士舞並解釋其意
涵
s1-6-3能運用資訊設
備記錄製作學習歷程
並發表

s2民族樂器
s2-6-1認識雙管鼻笛
s2-6-2能比較各民族
雙管鼻笛
s2-6-3能製作雙管鼻
笛
s2-6-4能運用雙管鼻
笛完整吹奏

s3民族藝師
s3-6-1能認識鼻笛傳
藝師生平紀錄
s3-6-2能認識世界民
族音樂舞蹈藝師

p1傳統工藝
p1-6-1觀察傳統圖
紋，著手製作木雕

p2文創作品
p2-6-1挑選適合的
材料，創作充滿傳
統元素的文創商品

t1部落歷史
t1-6-1針對原住民議
題進行專題研究與問
題統整
t1-6-2能分組合作完
成原住民專題研究報
告
t1-6-3能發表原住民
專題研究並提出解決
之策略

t2當代文學
t2-6-1認識原住民當
代社會議題報導文學
並做分析探討
t2-6-2認識原住民當
代文學作家的作品並
分享其意涵

m1歲時祭儀
m1-6-1認識部落開
墾祭儀文化與規範
m1-6-2認識小米收
穫祭儀與傳統歲時
m2民族植物
m2-5-1認識部落傳
統作物的種類、特性
與生長環境
m2-5-2能記錄成長
過程並成冊
m2-5-3認識祭儀中
的食材
m2-5-4認識當代經
濟作物
m3獵人文化
m3-6-1了解狩獵需
求與建立生態永續觀
念
m3-6-2認識獵物處
理方法及分配方法
m3-6-3認識獵人記
號意義與製作方法



第四步 授課時數與單元分配

swots分析
建構願景
圖像

發展螺旋或
主題式課程

分配授課
時數

編輯校本
教材

設計評量
檢核

成果彙整



分配授課時數與單元

年級 主題 單元 週數 節數

一年級

校園植物 木本植物-榕樹 第1週 2節

木本植物-榕樹 第2週 2節

草本植物-牽牛花 第20 週 2節

民族植物 食用植物-花生 第30週

食用植物-芋頭 要配合週數，不要設
計太多單元，不然教
學效果有限



第五步、編輯學校本位教材教案

swots分析
建構願景
圖像

發展螺旋或
主題式課程

分配授課
時數

編輯校本
教材

設計評量
檢核

成果彙整







第六步 設計符合孩子的評量模式

swots分析
建構願景
圖像

定錨課程主題
綱要

發展螺旋或主
題式課程

分配授課
時數

編輯校本
教材

設計評量
檢核

成果彙整



寫教案的時候就要
注意評量的方式了!



民族課程重視
情境與實作評量



第七步 上課紀錄的彙整與出版

swots分析
建構願景
圖像

定錨課程主題
綱要

發展螺旋或主
題式課程

分配授課
時數

編輯校本
教材

設計評量
檢核成果彙整





結 語

沒有人會是局外人
參與關心就在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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