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說服自己和重要關係人

文化課程是為了文化傳承？傳統和現在的拉扯

文化課程(校本課程)的質疑？紙上談兵、特色活動

智慧的萃取、提升孩子的學習動機



盤點與需求評估

• 南排灣文化課程-紙本與落實?

• 具文化特色的活動-占用時間?

• 具文化特色的裝置藝術-與學習相關?

• 認真、願意的老師-各自努力?

• 穩定的行政團隊-疲憊勞累?

1、對話與凝聚共識
2、系統性課程

內容層次
學習時間
學習環境



找出共識、開啟對話

2、開啟對話~賦予意義
雖慢卻永遠向前的行動模式，是永續
而堅持的學習品格。

黃、紅、綠、藍代表土地、生活、山
林、溪流，代表排灣族敬土地、重生
活的精神。

1、共識~部落
部落的共同記憶~蝸牛



課程放入學校學習系統

1、智慧的萃取、提升孩子的學習動機
文化回應的教學

學習鷹架開始於孩子的生活經驗

科技是文化的載具~學過去、用現在、迎未來

2、落實三種學習課程、找到三個學習時間
本位課程：vuvu、ina、kama來上課，社區是真夥伴。

資訊課程：攝影、寫作當素材，資訊、語文為技能。

校外教學、學校活動：是學習實踐的課程。



沒有一開始就完美

我們的重要理念

~為孩子搭建成功
舞台，創造孩子成
功經驗。

帶著自信走出去



課程發展從有到「巧」，以部落遷移史串聯活動點線面



課程發展 搶救基本能力：「橋樑領域與民族課程」



課程發展 活化學習空間、善用學習時間

1. 模擬部落在校園

2. 耆老到校協同教學

3. 落實三種課程、找到三個時間

「在學校學習、到部落實踐」



課程發展

培養能力素養：

Talk       解說

Experience 體驗

Assurance  自信

Mission    任務

Think    思考力

Emotion  感動力

Action    行動力

Manage 管理能力

Team Work Team Ability

1. 規劃解說(Talk)和體驗(Expreience) 工作
2. 創造涵養自信(Assurance)、完成團隊任務(Mission) 之機會
3. 培養學生團體中應有的思考力、感動力、行動力和自我管理能力。

評量是「任務型工作」



課程發展 依學校行事設計評量任務，創造成功經驗。



課程發展



學校願景

創造信任、友善的環境，教育孩子認識自己、
參與行動；彼此打氣、互相支持；樂於分享、
關心國際，成為心中有部落、眼裡有世界，
能分勞、分憂、分享，勇敢作夢、接受挑戰
的石門孩子。

轉型~素養導向跨域學習課程

排灣族「分勞、分憂、分享」三分精神，呼應「自發、互動、共好」



關聯世界的能力

南排文化

師生的典範

轉型~素養導向跨域學習課程



以學習表現引導素養



SNAIL跨領域教學



LULI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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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的走過，成為~



智慧的萃取



有自信~提升孩子的學習動機



每個學校有不同的美好歷程!!

masal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