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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回應教學」與國小讀寫課程設計 

以屏東縣長樂國小為例 

作者：黃靜惠 

國立台東大學暑期語文教育碩士專班 

摘 要 

    研究者在民國九十六年八月到屏東縣滿州鄉長樂國小任教，在原住民學校服

務已有一年多的時間，目睹本校學生學習成就偏低的情況，內心有說不出的著

急，教育是一切的根本，國語又是一切學科的基礎，因此，提升學生國語文能力

是我積極努力的目標。滿州鄉有奇特的空間地理（景觀分水嶺、南仁湖、九棚沙

漠…）、豐富的自然生態（過山蝦、五月蛙、毛蟹…）與歷史人文（部落圖騰、

牌樓、頭目…），因此，研究者以文化回應教學理念進行課程設計，嘗試結合本

地豐富自然與人文資源，從學童最原始而直接的生活環境，設計教學課程，藉由

文化回應課程，讓學生認識自己的歷史、文物及風俗習慣，以增加學生的在地意

識；由視覺化的學習，提高學童的閱讀興趣及理解能力，進而提昇學習表現。 

    研究者把以上文化素材檢選可融入課程的四大類，搭配南一版國小三年級下

學期國語課文編選的教材，以附加課程的方式融入當地自然、人文景觀、排灣族

文化等素材設計讀寫課程，並以九年一貫課程中的語文領域讀寫課程能力指標為

課程設計的基準，配合學校社區文化資源與教學教材等因素來設計課程，具有相

當濃厚的地方文化色彩。第一個主軸：排灣族傳統的文物，發展出孔雀王子。藉

由排灣族的神話讓學童更進一步瞭解自身的傳統文物－琉璃珠。從第二個主軸：

學生的生活經驗，發展出井裡的小青蛙。藉由學童自身的生活經驗，讓學童認識

童詩。從第三個主軸：排灣族傳統的禮儀，發展出排灣族的婚禮。藉由婚禮的介

紹讓學童更進一步瞭解自身的傳統禮儀。從第四個主軸：生活空間的認識，發展

出美麗的南仁湖。藉由南仁湖的介紹，讓學童更進一步認識本地的自然環境景觀。 

經歷課程的設計過程獲致以下結論： 

一、在「設計讀寫課程之可行途徑與素材」方面 

（一）課程內容需增強學生對於生長環境的認識 

（二）教材需融入於學生的生活之中，配合生活經驗 

（三）課程內容融入文化資源 

二、在「課程設計方式」方面 

（一）課程設計應以學生為主體 

（二）學習目標以國語文學習領域的分段能力指標為參照 

（三）注重課程的整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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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培植學生帶得走的能力 

（五）族群文化藉文化回應教學課程實踐傳承 

三、在「教師成長與心得」方面 

（一）提昇教師的專業成長 

（二）增進教師的多元文化素養 

根據結論，分別提出對教育行政機關、學校國小老師以及學校課程發展與對未來

研究或教學的建議，文末並交代研究者研究歷程之反思。 

 

關鍵詞：文化回應教學、學校本位課程、國小語文領域課程、讀寫課程、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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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Responsive Teaching and Elementary School 

Reading and Writing Curriculum Design  

in Chang-Le Elementary School, Pingtung County 

    Hung Ching Hui 

Abstract 

I, the research conductor, have taught in Chang-Le Primary School which is located 

in Man-Zhou Township, Ping-Tung County, Taiwan since August 2007. I have been 

working in this aboriginal school for more than one year. I have, personally, seen the 

students here struggling with their school work. I, as their teacher, can＇t help worrying 

for them. The ground educational work is important for the children, and on the top of that, 

the comprehension of Chinese is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to help the children to 

comprehend other subjects. Therefore, to boost their Chinese capabilities has always been 

my major concern which I have been working really hard on since I have noticed this 

phenomenon.   

There are a lot of unique geographical features in Man-Zhou Township, such as 

watershed, Nan-Ren Lake and Jiou-Peng Dessert, and rich ecospecies, such as mitten crab 

and Palaemonidae. Man-Zhou is also a historical and aboriginal cultural township.  I have 

been trying to use local teaching materials into the school curriculum; therefore, children 

can learn more about their surroundings. Using these local materials, on one hand, is to 

increase children＇s conscious for their hometown; on the other hand, it can raise 

children＇s interests for learning through the visual aids which they are familiar with to 

pursuit better school achievements. 

I, base on Nan-Yi Chinese textbook, have divided the local materials into four 

categories. And these will be included into their additional Chinese writing and reading 

curriculum; therefore, this curriculum＇s strong strength is combining the local sources 

into children＇s textbook. All the teaching indicators are based on the nine-year 

intergraded Chinese writing and reading curriculum. The four categories are as following: 

1.      Traditional Pai-Wan Relic (Peacock price)- Telling children the tribe＇s myths 

and stories in order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glass bead＂.  

2.      From their life experiences. (Frog in the well)- children poetry  

3.      Traditional Pai-wan Tribe Rituals (Wedding)- children will learn the meaning 

of the ritual.  

4.      To explore the surrounding (Nan-Ren Lake)- children will learn the 

geographical features and so on.  



 IV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ing: 

1.      The aspect of designing a writing and reading curriculum what are the possible 

means and materials: 

(1)   The content should enhance students＇ knowledge for their surroundings.  

(2)   The content should base on their life experiences. 

(3)   The content should also include the cultural sources 

2.      The aspect of designing the curriculum.  

(1)   The curriculum should be student-center.  

(2)   The curriculum indicators should base on the nine-year intergraded Chinese 

curriculum. 

(3)   The curriculum should be intergraded. 

(4)   The curriculum is designed to give students practical skills which they can 

truly use in real life.  

(5)    The curriculum is designed to carry on students＇ tribal cultures.  

3.      The aspect of teachers＇ feedbacks and personal learning by teaching 

(1)   The purpose is enhancing teacher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2)   The purpose is to nurture teachers＇ capabilities for dealing with multi-cultural 

events.  

According to this conclusion, this research can be used as suggestions or references to 

primary schools,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or educational institutes on school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further studies. This research contents researcher＇s self-reflection on 

conducting process and feedbacks.  

  

Keywords: Cultural Responsive Teaching, School-based Curriculum,  

Mandarin Learning-area of G1-G6 Curriculum,  

Reading and Writing Curriculum, Curriculum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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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回應教學」與國小讀寫課程設計 

以屏東縣長樂國小為例 

 

第一章 緒論 

 

本章旨在說明研究問題的形成。全章分成五節：第一節敘述本研究

的研究背景；第二節闡述研究動機；第三節提出本研究的目的與問題；

第四節詮釋本研究相關重要的名詞釋義；第五節提出本研究的研究範圍

與限制。分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背景 

 

ㄧ、多元文化潮流之衝擊 

在後現代主義的思潮下，重視多元文化與在地文化的呼聲甚囂塵

上，多元文化的包容已是民主國家的重要特徵，全面加強原住民教育與

文化工作、尊重文化差異、保存極具價值的少數民族文化資源，更成為

當前國家教育文化建議的重要課題。我國憲法第一六九條規定：「國家對

各民族之教育文化應積極舉辦並扶持其發展。」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第

七項亦明定：「…國家對於自由地區原住民之教育文化應予扶持並促其發

展…。」多元文化教育（multicultural education）是美國晚近的一個

重要改革運動，強調以教育機會均等為原則，對不同文化族群予於實施

反隔離教育、母語教學及兩性平等教育等教育內容。其教育宗旨至少包

含下列數項：（一）多元文化知識的教育；（二）消弭歧視、敵對心態的

教育；（三）促進族裔、族群交流的教育；（四）提倡地球村觀念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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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慧如，1999）。 

    黃政傑（1993）又認為：多元文化教育的發展是從民族和種族爭平

等開始，再延伸至其他社會不利族群之爭平等。因此多元文化的訴求不

只是消極的排除歧見和偏見，更要積極的反映各族群的需求、歷史、文

化和觀點，多元文化教育即在透過教育以增進彼此文化的了解，增進互

尊互敬，以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陳枝烈，1997）。而多元文化的倡導，

主要在致力於促進不同文化或族群的包容與尊重，進而使社會公平與機

會均等的理想得以實現。 

 

二、原住民教育文化斷層之省思 

當前原住民社會所面臨的一個較不易察覺但卻影響深遠的問題，是

傳統原住民社會有瀕臨解組的跡象（許木柱，1989）。李亦園（1982）亦

認為：在原住民早期封閉社會中，其傳統禮儀、典章、制度、生活習慣、

生產方式等文化，均能代代相傳。但在原住民社會逐漸現代化之後，以

無法抵擋外來強勢之科技文明，為了適應現代生活，原住民不得不逐漸

放棄自己的傳統語言與生活方式，但在漢人強勢支配之下，現代社會的

原住民仍是經濟落後、生活水準較低、受優勢文化所支配的弱勢族群。 

    各族群文化間彼此尊重與包容，常是口號多於行動，林金泡（1997）

認為：雖然我們的少數民族教育政策強調與文化融合，但在族群的互動

關係中，漢文化向來都未曾放棄其原住民的霸權地位。由於原住民缺乏

進入主流社會的能力，又不能保有民族固有文化特質，形成「民族文化

盲」甚至是「文化雙盲」的窘境（瓦歷斯.尤幹，1994）。孫大川（2000）

指出，文化斷裂中的教育省思：有關文化和世代斷層的問題，台灣原住

民沒有文字，文化的傳承靠口耳相傳和社會制度來支撐，原住民學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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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學校等於與自己的母體文化和部落關係剝離，在雙重文化的認同混淆

之中，產生對自身文化鄙視及自卑的心態，族群認同的心理危機相當明

顯。因此如何強化學生對自身文化的認同，成為從事第一線教育的研究

者所欲努力的方向。 

 

三、對原住民學生學習成就之重視 

隨著多元主義及多元文化教育潮流的衝擊下，我國教育界亦致力於

多元文化之教育，透過對各民族文化之研究，發展教材教法及設計各式

教學活動，以促進全體之文化發展，並增進族群間之和諧（吳天泰，

1998）。但陳枝烈（2001）分析各級各類學校教科書內容指出，各版本所

編之原住民文化內涵仍多以主流文化為中心的觀點編選，例如對原住民

歷史的描述幾乎是依附在主流歷史的脈絡下，著實在學校教育之內容。 

根據王天佑（1999）的研究發現：原住民教育水準顯著低於漢人，

且呈低度發展的現象。李建興、簡茂發（1992）的調查也指出：原住民

國小學生的國語、數學、自然等三科的成績，顯著地低於平地國小學生。

在國語方面，平均約低了 15.28 分，而且個別差異比平地學生大；在數

學和自然科方面也平均約低了 8.09 和 8.16 分。張春興、林清山（1983）

認為從兒童到青年的大約二十年間，個體的身心特徵隨其年齡與經驗而

改變，且早期發展是後期發展的基礎。所以，為了原住民兒童未來的發

展，原住民學生的學習低成就問題值得我們重視。 

陳麗珠（1993）的研究指出：大部分服務於山地學校的教師，都感 

受到教材與山地學生的日常生活無法結合，且與山地文化有差距，因而 

造成學生學習上的困擾。因此，陳麗珠建議在目前統一課程的體制下， 

教師應多利用各類教材，依學生的程度及認知發展階層，選用適合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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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供學生學習，使他們亦能由學習中獲得成就感，感受學習的樂趣。 

 

四、反思九年一貫課程改革和讀寫課程 

為了迎接新世紀的到來，政府致力於教育改革，期以提昇國民之素

質及國家競爭力。民國八十七年教育部依據行政院核定之「教育改革行

動方案」，進行國民教育階段之課程與教學革新，鑑於學校教育之核心為

課程與教材，此亦為教師專業活動之根據，乃以九年一貫課程之規劃與

實施為首務，國民中小學課程改革尤為要務，而教育部於民國 89 年 3

月公佈「國民教育階段九年一貫課程暫行綱要」中，將國中小課程分為

語文、社會、數學、健康與體育、自然與科技、藝術與人文及綜合活動

等七大學習領域，期使國民中小學課程能順應兒童、青少年身心發展需

要，並適應時代變遷，九年一貫課程遂於九十學年度開始正式實施。經

「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暫行綱要」實驗教學後，自民國 92 年元月

又公佈了「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 

九年一貫列車啟動後，在一連串的課程改革中顯著而又影響深遠的

一項改革就是「教材開放」，教材選編的權力下放到了學校和教師，開啟

了教師與學生更寬廣的「教」與「學」的空間。九年一貫教育鬆綁，落

實對學習者個人學習能力及特色的考量，使教師更有施教的自主權，因

地制宜，顯出更為豐富的多元表現。 

語文是知識的載體，亦是其他學習領域的觸媒（許學仁，2000）。

從學習的整體面向而言，語文不是一門獨立的學科，而是牽動著整個學

習脈絡，是所有學科學習的基礎，更是培養學生終身「自學」的關鍵能

力。教育部頒定的九年一貫課程綱要－國語文綱要，實施要點即明確指

出：語文教學以閱讀為核心，兼顧聆聽、說話、作文、寫字等各項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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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的密切聯繫（教育部，2003）。身為課程改革主角的教師是如何詮釋

與轉化教學情境中的課程文本？當我們對這些問題了解得愈深刻，就愈

能體會九年一貫課程綱要的理想課程在學校裡真實樣貌的呈現，故欲透

過撰寫課程設計，提供落實在教學上的具體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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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 

 

一、教育現場的觀察－弱勢族群與學生學習成就 

    有許多的研究顯示，學生的弱勢家庭背景和學業成就低落之間有非

常強的關聯性，而這對於一個將教育視為基本人權的社會來說，當然是

不容忽視的議題。有據於此，教育部在民國八十三年提出「教育優先區

計畫」之構想，試圖以「積極性差別待遇」來補償教育條件居於不利地

區之區域或族群，提供其較多的教育資源，以改善弱勢地區之教育環境

條件，提升弱勢族群之教育品質。 

研究者在民國九十六年八月到屏東縣滿州鄉長樂國小任教，是原住

民學生比例偏高（約70％學生為原住民）且偏遠交通不便之學校，正為

教育優先區，到目前為止，教育優先區計畫實行已超過10年，但是弱勢

學生的現象不減反增，顯示台灣社會依然面臨社會分化與教育分化的挑

戰。在這種社會條件下，教育優先區計畫自有其重要性，研究者可以說

就是從這裡開啟了本研究的思考。 

    研究者在原住民學校服務已有一年多的時間，目睹本校學生學習成

就偏低的情況，內心有說不出的著急，教育是一切的根本，國語又是一

切學科的基礎，因此，提升學生國語文能力是我積極努力的目標。滿州

鄉有奇特的空間地理（景觀分水嶺、南仁湖、九棚沙漠…）、豐富的自然

生態（過山蝦、五月蛙、毛蟹…）與歷史人文（部落圖騰、牌樓、頭目…），

因此，研究者以文化回應教學理念進行課程設計，嘗試結合本地豐富自

然與人文資源，從學童最原始而直接的生活環境，設計教學課程，藉由

文化回應課程，讓學生認識自己的歷史、文物及風俗習慣，以增加學生

的在地意識；由視覺化的學習，提高學童的閱讀興趣及理解能力，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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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學習表現。 

 

二、符應教育部九年一貫課程改革之政策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是九年一貫課程中的重點所在，也是學校整體課

程計畫的重點，若依課程綱要來實施，將可展現出各校依學校發展需要

所制定的多樣化課程。在國小各領域教學學科中，語文領域所佔的教學

時數仍最高，在國文課文中常提到漢賦、唐詩、宋詞、元曲……等，對

原住民而言既無文化認同感，也常缺乏自身經驗可依循，更無法從中探

索自己先人的過去，對於課文語意常常是一知半解，面對語意所負載的

知識則更是難以吸收。而所有學科中，國語文的學習更被視為其他學科

的基礎，如果學校語文課程的學習與生活經驗學習不同，不但造成學習

上的適應不良與障礙，對於透過語文學習其他學科知識，也形成極大的

學習困擾。因此傳統課程標準的三R（讀、寫、算）已經被豐富性（rich）、

回歸性（recurisive）、關聯性（relational）、嚴密性（rigorous）

的四R所取代（王紅宇譯，1999）。課程的結構，應藉由「適度的」不確

定性、異質性方式，提供學生自身歷史的、生活的經驗文本，使其豐富

的生活經驗以進入教學歷程。由於原住民語言體系與漢民族不同，原住

民兒童在使用母語和國語這兩種語言時，因為有轉錄的困難，對思考與

回憶產生混淆和干擾作用，導致學業成績低落，甚至有社會適應不良的

現象（任秀媚，1986）。所以欲透過文化回應的課程對自身予以反思，

在個人與環境、他人和文化之中取得對話，為經驗重組；在歷史和文化

背景中取得自身的關係感，並尋求積極的、有意義的觀念。 

 

三、以文化回應教學設計讀寫課程，提昇學生國語文能力與族群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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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y指出文化是教學的核心，成功的教學必須根植於文化的脈絡之

上，然而弱勢族群學習的癥結之一在於文化差異，因此，教師需根據學

生的文化差異，進行適性教學（轉引自劉美慧，2003）。「文化回應教

學」是一種多元文化的教學，教師以「關懷力量」對弱勢族群學生抱持

高度的期望，課程設計適度地反應學生生活經驗和母文化特質，教學活

動應該配合學生的學習式態與溝通方式進行。在包容、平等、安全、尊

重的環境中，師生共同建構知識，學習高層次思考，達到知識和情感增

能（譚光鼎、劉美慧、游美惠，2000）。 

    文化回應教學是一種重視差異的教學，強調文化是影響學習的重要

性，因此文化回應教學在重視「文化差異」的基礎之上，呈現下列特質：

1.肯定不同族群文化的特質，2.搭起母文化的橋樑，3.用不同的教學策

略，因應學生不同的學習式態，4.教導學生認識自己與他人的文化，5.

統整多元文化素材運用到學校的所有科目中等（譚光鼎、劉美慧、游美

惠，2001）。文化回應教學之研究開始於1980年代，大多以教室中的弱

勢族群為研究對象，運用文化回應的理念設計課程並進行實際的教學，

探討文化對弱勢族群學生的學習影響及學生學習低落的原因，研究對象

從國小至大學，科目包括語文、數學、科學、社會研究及統整課程等，

研究的族群也分為單一族群和多族群。根據國內外學者研究歸納出文化

回應教學成功的四個關鍵面向如下：一、回應母文化的課程內容；二、

符合學習式態的教學策略；三、平等信賴的師生關係；四、高關懷與高

期望的態度（劉美慧，2000；林美慧，2003；李奇憲，2004；林慧萍，

2004；林喜慈，2005；歐嬌慧，2005；王雅菁，2006；江瑞珍，2006；

賀宜慶，2008；Bishop ＆ Berryman,2002；Hammond,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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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是傳遞主流文化的場所，少數民族學生在進入學校就學之後，

難免要面對文化衝突，而產生適應上的問題，唯有突破原住民學校的教

學與學習困境，提昇原住民學生的學業成就，他們將來向上社會流動的

機會才會更大。而地方，是教育的最佳場所；社區，則是學習的美好福

田。社區有教室，時時可學習；部落有教室，處處皆道場。（余安邦、鄭

淑慧，2008）。 

 

四、以行政人員的角色觀點設計課程，營造學習型團隊 

    研究者在學校所扮演的角色是教導主任，以往的研究大都由「教師」

的身分及觀點設計與實踐課程，在本研究中，我想以行政人員的角色觀

點，結合地方文化資源，設計一套適合長樂國小三年級的讀寫課程；另

一方面，欲改變傳統的金字塔型領導觀念，從營造學習型團隊精神出發，

主動與教師教學團隊建立彈性的夥伴合作關係，將「師生教與學的需求」

視為主要的服務導向，秉持「行政支援教學，教學配合行政」的原則，

使學校行政能成為教學群的最大支援後盾。基於上述的認知，試著將社

區自然及人文景觀、部落文化、學生生活經驗與學校課程連結，設計「文

化回應統整教學」的課程，期望本課程能提供原住民學校教師教學的參

考，協助原住民學生跨越文化差異的鴻溝，進而提昇學生的國語文能力

與族群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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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壹、綜合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歸納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落實九年一貫語文領域讀寫課程，以文化回應教學的概念進行課程 

    設計，藉以提升研究者課程設計能力。 

二、提供原住民國小教師教學參考，提昇學生的國語文能力與對自身文 

    化的瞭解與認同。 

 

貳、待答問題 

根據研究目的，提出以下待答之問題： 

一、探討應用文化回應教學，設計國小讀寫課程之可行途徑與素材。 

（一）研究者在應用文化回應教學，設計國小語文領域讀寫課程可行途 

      徑為何？ 

（二）應用文化回應教學，研究者所擷取讀寫課程的文化素材為何？ 

 

二、探討應用文化回應教學，國小讀寫課程的課程設計方式。 

（一）應用文化回應教學，設計語文領域讀寫課程時，所應考慮的學習 

      目標為何？ 

（二）應用文化回應教學，設計語文領域讀寫課程時，所應選擇的課程 

      內容為何？ 

（三）如何應用文化回應教學，設計國小讀寫課程時，如何引起學生的 

學習與興趣，並培養學生的閱讀及寫作能力？ 

三、探究教師在文化回應教學讀寫課程設計，運作過程中的成長與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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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釋義 

 

ㄧ、文化回應教學（culturally responsive teaching） 

    文化回應教學在於了解不同學生的學習式態，並以學生的母文化為

橋樑，進而教導學生學會思考與批判的能力，重新思考學校的文化，最

後教學的目標在幫助學生認同母文化，並學習「跨文化」的知能，以肯

定與互相學習的角度欣賞其他文化之美（Gay，2000）。本研究是從原有

的語文課程安排中，找出學生生活相關的議題為主軸，進而以相關素材

增進學生了解、認同母文化，並增進閱讀興趣及理解能力。 

 

二、學校本位課程(school-based curriculum) 

依教育部的解釋：學校本位課程係指學校結合區域特色、資源、家

長期望、教師專業及學生能力性向等，自主規劃、實施與評鑑課程的過

程與結果，以充分發揮學校辦學的特色，是一種學校自主的課程改革運

動（教育部，1998）。本研究所界定的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是以學校為

主體，以教師為中心，學校情境脈絡為背景，結合校內外文化資源，共

同發展適合學校情境的課程。本研究中特別強調以開放空間學校教師為

課程發展的主體，試探性的摸索課程發展過程作為本研究探究的焦點。 

 

三、國小語文領域課程 

    教育部頒訂的「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中明確指出，為培

養國民應具備之基本能力，國民教育階段之課程應與個體之發展、社會

文化及自然環境等三個面向，提供語文、社會、數學、綜合活動、藝術

與人文、健康與體育及自然生活科技等七大學習領域。語文領域包括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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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本國語文（國語文、閩南語、客家語、原住語）、英語等，本研究所指

的「語文領域」界定在本國語文領域的國語文部份。 

 

四、讀寫課程 

   「教室中的維高斯基：仲介的讀寫教學與評量中」一書中，維高斯基

認為學校的讀寫課程教學可以解釋為一種符號仲介活動，鑲置在社會的

仲介活動中（谷瑞勉譯，2001）。本研究的讀寫課程指廣義的閱讀，包

含了在日常生活當中，閱讀者試圖了解生活中藉由書寫語言或符號所表

達的意義，能經由觀摩、分享與欣賞，培養良好的寫作態度與興趣，並

能練習運用各種表達方式習寫作文的課程。 

 

五、課程設計（curriculum design） 

    茲將課程設計定義為課程要素的選擇、安排與組織。其內容包括擬

定目標、組織教學活動、執行評鑑等工作，其目的在設計一套課程產品

系統，以達到教學目標（黃光雄、蔡清田，1991）。本研究課程設計以

學區環境特色、學校教育目標、排灣族文化等素材融入語文讀寫教學課

程，旨在引導學生從最原始而直接的生活環境，閱讀自身文化背景及文

學作品，由視覺化的學習，提高學童的閱讀興趣及理解能力，進而提昇

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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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本研究對象為屏東縣滿州鄉長樂國小三年級學生，搭配南一版國小

三年級下學期國語課文編選的教材，以附加課程的方式融入當地自然、

人文景觀、排灣族文化等素材設計讀寫課程，並以九年一貫課程中的語

文領域讀寫課程能力指標為課程設計的基準，配合學校社區文化資源與

教學教材等因素來設計課程，具有相當濃厚的地方文化色彩。希望藉由

學生生活成長的地域空間與生活經驗連結教材，達到閱讀理解之功效。 

 

貳、研究限制 

基於人力、時間、主客觀條件的因素，本研究將出現下列的限制： 

一、研究能力的限制 

研究能力的培養，非一蹴可及，須經過長時間學習與體驗。基於 

研究能力的限制，研究期間常與指導教授討論請益，並選修及旁聽相 

關學科，以彌補研究能力不足，並參閱很多的相關書籍、期刊、論文…

以補強自己所能。 

 

二、研究結果的限制 

    本研究僅取滿州鄉自然、人文景觀、排灣族文化為內容，來探究長

樂國小兒童讀寫課程，但卻因研究樣本取樣不足，並不能代表所有的原

住民族群，只能闡述為一種教育方法上突破的可能性，也未將課程設計

付諸實際教學，僅在於探討課程實施前之設計與規劃教學內容與教學活

動之設計，屬於課程設計的研究，本研究教材及課程設計依本校學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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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需求、配合當地文化資源為主，因此在適用性或類推上有其侷限。本

研究最終目的不在於彰顯此教學模式的絕對完善、可行，而是藉由研究

成果的呈現，激發教育工作者、家長以及教育當局能重視原住民兒童讀

寫發展，並以兒童的文化脈絡作為課程、教材改進的基礎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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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理論基礎與文獻探討 

 

      本章旨在針對本研究的主題，蒐集與其相關的基礎理論和研究資料，

加以整理、分析、歸納與彙整。全章共分成三節，闡述相關理論資料：第

一節為文化回應教學；第二節是語文領域讀寫課程實施與教學；第三節的

主題是課程設計。謹依節次順序，說明如下： 

 

                  第一節 文化回應教學 

本節旨在歸納整理有關文化回應教學理論的文獻資料，共分為四部

分。第一部分是文化回應教學的相關理論；第二部分是文化回應教學的 

面向；第三部分是文化回應教學的特質；第四部分是文化回應教學課程 

設計；第五部分是文化回應教學課程設計的實例。 

      

  壹、文化回應教學的相關理論 

    Gay（2000）指出文化差異是造成少數族群學業成績低落的原因，社

會建構論以社會互動的模式，替學生搭起學習的鷹架跨越文化差異造成

的學習障礙，達成提升少數族群學習成就的目標。文化回應教學的理論

基礎主要奠基於文化差異理論與社會建構論，分述如下： 

 

一、文化差異理論 

文化差異是多元化的社會的本質中，是普遍存在於多元社會之中，

各族應自然展現文化特質、呈現其文化的多樣面貌。但因某一文化族群

的霸權或誤解，造成不同程度的文化衝突，輕者歧視偏見，重者對立衝

突。然而在主流族群的霸權思想、種族中心主義或同化的族群關係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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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之下，使得少數族群在進入學校主流文化時，必須面對文化刺激不足

造成「文化剝奪」或族群差異產生「文化矛盾」等種種在學習與適應上

的問題。Portes（1996）認為少數族群學生在成就上的差異不能以「不

足」來論斷，而應該從「特殊文化條件」（particular cultural 

conditions）的差異觀點切入，因為每一個族群的文化背景與歷史不同，

會形成不同體系的兒童，這種文化特殊性在兒童從事閱讀寫作學習時，

尤為顯著。因此文化差異學生的差異是採取的是一種文化相對觀的態

度，非族群優劣的問題，學校教育應該能反應少數族群學生的文化，採

取能和少數族群學生文化配合的教學策略，以提昇少數族群學生的學習

動機和學習成就（李苹綺譯，1998）。 

    文化差異是如何影響個人與外界的互動，其影響有下列五個因素（陳

枝烈，2002）： 

    第一、社會化的過程：社會中對兒童的教養愈趨向控制模式，則兒

童的學習愈傾向情境依賴（field dependent）。 

    第二、社會文化的緊密度：社會結構的建立愈是利用壓力而使其趨

於一致，正如高脈絡文化，則其人民愈傾向情境依賴。 

    第三、生態的適應：某些社會的生活方式仰賴對環境的銳利觀察，

以求得生存。  

    第四、生物的影響：意指營養、生理的發展及左右腦發展對於學習

有影響。例如有些研究指出，缺乏蛋白質營養的兒童較傾向情境依賴。 

    第五、語言的運用：特別是指運用讀寫能力的社會，現代社會強調

讀寫的能力，著重書寫的語言，但是傳統的社會（指用文字表達以前的

社會），則強調模仿與觀察的直接經驗。 

      依上述五個因素可知，文化對學習的影響甚鉅，然而在一般教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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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容易被學校與教師所忽略。因此文化回應教學在重視「文化差異」的

基礎之上，呈現下列特質：1.肯定不同族群文化的特質，2.搭起母文化

的橋樑，3.用不同的教學策略，因應學生不同的學習式態，4.教導學生

認識自己與他人的文化，5.統整多元文化素材運用到學校的所有科目中

等（譚光鼎、劉美慧、游美惠，2001）。以多元文化的課程內涵和學生

的生活經驗產生連結，目的在減少「文化差異」對弱勢族群學習造成學

習障礙，讓弱勢學生也能享有獲得高階知識的權力與機會（何縕琪，

2005）。 

     

二、社會建構論 

    前蘇俄心理學家Vygotsky認為個體的發展受社會文化所影響，即如

果學校的學習抽離社會文化的因素，個人的學習就無法發展。以下說明

Vygotsky 的理論概念在教學上的應用： 

（一）內化作用 

    人的心智成長開始於人際互動，透過語言，進入到個人內在的思維，

此一過程稱之為內化過程。內化並不是直接將外在接觸的聽聞，複製到

人的內在的過程，而是透過語言的中介將外界的事物轉介所聽、所聞、

所說的內容加以整合，經過漫長的轉化、吸收進而達到心智結構的轉變。

Daniels將內化的概念整合如下（賴淑媛，2003）：  

    1、內化並不是完全複製外在事物的過程。  

    2、內化中所討論的外在事物主要在強調社會的互動。  

    3、完成內化的主要機制在於符號的使用。  

    4、意識的內部層面因其源起，所以具有「擬似社會」的特性。 

 （二）近側發展區（the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簡稱Z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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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ygotsky 將ZPD 定義為「一段距離－介於由獨自解決問題，所顯示

的實際發展能力，經由成人指導或能力較高者的同儕合作來解決問題，

所顯示出的潛在發展之間的距離，就是近側發展區。」（谷瑞勉譯，1999）。

近側發展區的兩個重點觀念：其一為發展的兩個層次，兒童獨立解決問

題的實際發展能力層次與潛在的發展層次。其二兒童解決問題的能力的

提升在於成年人的指導或與能力較佳的同儕合作之下產生。因此教師必

需先瞭解學生的實際發展水準（起點行為），透過社會對話給予引導與協

助，中介兒童表現出潛在的發展水準，引導出高層次能力的發展。 

（三）鷹架作用 

鷹架意義指：在 ZPD 中，成人或能力較好者給予協助，鷹架即支持 

孩子努力的系統，融入孩子的需求，提供溝通及精熟活動的能力，並在 

能力增加時讓孩子負起更多的責任（谷瑞勉譯，1999；賴淑媛，2003）。

因此，在 ZPD 中，要引發兒童潛在發展水準，就必須先瞭解實際的水準 

為何，兒童才能在「學習－發展」不斷的互動中，漸次提升（賴淑媛，2003）。

其理論的重點有以下三點： 

1.教師或有能力的同儕引導學生進行超越其現有能力的活動。 

2.在互動的情境下，學生可以進行一種超越自身理解外的活動。 

3.經由語言溝通與互動過程，學生逐漸能單獨完成工作。 

 

貳、文化回應教學的面向 

    Gay（2000）認為文化回應教學強調課程與教學模式應與文化相結

合，強調學校單位應接受及重視族群文化，學校教育唯有適度地反映出

學生母文化才能使少數族群學生學習經驗更具個人意義，少數族群學生

學習動機與學業成就才得以提升。故Gay 將文化回應教學歸納出的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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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分別為： 

（一）關懷的力量 

強調教師態度、期望與行為，對學生學習的影響。教師應該以高度

期望的態度肯定每位學生的價值與潛能。關懷的教學乃以學生為主體

性，不只重視學生的學業，也要重視學生道德、社會以及文化各層面的

發展。此外，教師期望對學生的學習有顯著影響，當教師的期望越高，

學生的表現越好；而教師期望與專業效能正相關，專業效能愈高的教師，

對學生期望愈高，故教師應該充實多元文化教育的相關知識、培養自我

及專業覺察能力、透過文化議題的對話，了解學生差異，給予適切的協

助與關懷。 

（二）教室內的文化與溝通 

    有效的溝通不僅是教學目標，也是教學策略。尤其是語言的形式與

內涵反映出說話者的信念、價值與需求，溝通模式不僅呈現出說話者不

同的文化特質，相對地影響其學習上表現。因而Gay 建議教師應該主動

瞭解學生的溝通模式，善用不同的溝通技巧與學生建立積極正面的互動

關係。 

（三）課程中的族群與文化多樣性 

    學校的課程應涵蓋弱勢族群的文化、貢獻與觀點，提供多樣且正確

的族群知識與訊息，以消弭族群間的偏見歧視，並增加其他族群對少數

族群的瞭解和尊重。此外，少數族群學生透過文化回應的教學活動與溝

通模式，有助於提升其學業表現，讓學生有真正的能力建構自己的學習。 

（四）教與學的文化一致性 

    Gay 建議採用「合作學習」來解決教室內弱勢族群不同學習型態的

問題，因為「合作」是與許多弱勢族群共同珍視的文化價值和學習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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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教師可利用異質性分組與動態學習歷程提升學生學業成就。 

    而Wlodkowski 與 Ginsberg（1995）提出文化回應教學的四大面向，

包括：建立包容（establishing inclusion）、發展態度（developing 

attitude）、提升意義（enhancing meaning）與培養能力（engendering 

competence）等。此四大面向詳細說明如表2-1所示： 

表2-1  Wlodkowski 與 Ginsberg文化回應教學的四大面向 

面向 規準 條件 方法 

建立包容 尊重 

相互依賴 

‧ 強調課程與學習者經驗的連結 

‧ 教師不是知識的權威 

‧ 強調合作 

‧ 肯定學生改變的能力 

‧ 公平而無歧視地對待每一位學生 

‧合作學習 

‧寫作團體 

‧分享 

發展態度 相關 

自我決定 

‧ 教學與與學生的經驗及先備知識相連結 

‧ 鼓勵學生依據自己的經驗、價值及需要做決定 

‧ 問題解決教學 

‧ 多元智能教學 

‧ 學習型態 

‧ 做決定  

提升意義 參與 

挑戰 

‧ 鼓勵學生挑戰高層次思考與分析議題的學習機會 

‧ 學習者的經驗及語言應被重視 

‧角色扮演 

‧真實性學習 

‧個案探討 

培養能力 真實性 

效能 

‧ 評量過程與學習者的世界、參照與價值連結 

‧ 重視多元評量 

‧ 強調自我評量 

‧ 回饋 

‧ 真實性評量 

‧ 自我評量 

資料來源：引自譚光鼎、劉美慧、游美惠（2000）。多元文化教育（頁239）。 

 

    Richard, Brown 與 Forde（2007）整理諸位學者的論點，提出文化

回應教學包含制度、個人、教學三個面向。 

一、學校體制 

應從三個層面來著手：1.學校組織－硬體設備、教室布置、校園空

間都需與不同文化產生連結。2.學校決策與執行步驟－學校的各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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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應符合各種不同背景學生的需求。3.社區介入－家庭、社區資源主動

介入學校活動。 

 

二、教師個人 

    成為文化回應的教師其方法如下：1.從事省思和寫作，2.探索個人

及家族歷史，3.認可不同族群間的互動關係，4.學習不同族群的歷史與

生活經驗，5.拜訪學生的家庭與社區，6.拜訪或閱讀成功教師的教學場

域，7.欣賞不同族群，8.參與學校體制重建。 

 

三、教學實施 

    屬於文化回應的教學策略有：(1)認同學生的差異性與共同性；(2)

在班級經營與教材使用上接受學生文化認同；(3)教育學生認識生活周遭

不同族群的世界；(4)提升學生之間的平等與尊重；(5)有效評量學生的

能力與成就；(6)培養學生彼此、家庭、社區之間正向的互動關係；(7)

鼓勵學生積極參與教學活動；(8)鼓勵學生批判思考；(9)追求超越自己

與追求卓越；(10)協助學生培養公民意識。 

    教師從事文化回應教學時，應該積極地學習與充實有關少數族群的

知識，唯有老師的文化知覺不斷增高，對少數族群的偏見誤解才能逐步

減少，當學生充分的被尊重，他們才能獲得真正的學習。 

 

參、文化回應教學的特質 

Gay(2000:29-36)認為文化回應教學有六個特質： 

一、有效性（validating） 

文化回應教學中要達到有效教學的目的，需符合以下五點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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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承認少數族群文化的合法性，重視文化對學生個性、態度及

學習的影響，並認為在課程中教導文化有其必要性。 

（二）在家庭與學校經驗之間搭建一座有意義的橋樑，使抽象性的

知識能與真實的社會文化連結。 

（三）運用多元的教學策略，以因應學生不同的學習風格。 

（四）教導學生認識並欣賞自己及他人的文化。 

（五）在學校所有科目及教學技巧中，融入多元文化的資訊、資源

與教材。 

 

二、全面性（comprehensive） 

    文化回應教學主要的目的在於增進學業成就、協助少數族群學生的

認同感、維繫族群及社群關係、發展忠誠、友愛之共同體的感覺，最後

獲得族群的成功之全面性教學。 

 

三、多面性（multidimensional） 

    多面性的文化回應教學強調課程內容、學習脈絡、教室氣氛、師生

關係、教學技巧及評量表現，這種教學法要成功，就需要運用到各式各

樣的文化知識、經驗、貢獻和觀點，並對少數族群在情感、信仰、價值

觀、民族精神、觀點及情感的實際訊息進行檢視。 

 

四、增能（empowering） 

    文化回應教學以學生為中心，學生是教學的主要目標，是知識的消

費者與生產者，且具有增能的特色，能使學生成為一名成功的學習者。

增能的方法是透過社會及個人（教師、同儕）的支持，教導低成就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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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較高層次的學業技能及學習的方法，包括在教學中強調學生的參與、

提問、決解問題、多元文化、對話、去社會化、民主、學科統整及主動

學習等能力。 

 

五、轉型（transformative） 

    文化回應教學挑戰傳統教育習慣，認為對少數族群學生應該用更尊

重的教學方法。因此教學策略是根據學生的學習特質加以轉化，學業成

就和文化意識同時在學習中被開展，如此轉化的課程能讓學生增能，在

學業上獲得成功。轉型觀具有雙重的任務：一是在傳統教育的課程內容

及教學中，正視並超越文化霸權。二是在學生中發展社會意識、知識份

子的批判力及政治和個人的效能，以對抗偏見、種族主義和其他型式的

壓迫及剝削。 

 

六、解放（emancipatory） 

    文化回應教學是解放的，它將學生從主流知識的規範及認知方法的

束縳中解放出來，提供學生學習不同族群文化的機會。這樣解放的自由，

能讓學生在學習上更聚焦，課業上更專心，並能促使學生多方面的成就，

揭開學校中教導某部份絕對權威的學者所謂的真理之面紗。 

 

肆、文化回應教學課程設計 

    文化回應教學是多元文化教室中有效的教學取向，多元化課程設計

更是文化回應教學成功的關鍵。Bank 於1995 提出多元文化課程架構的

四種模式，分別為：貢獻模式、附加模式、轉型模式、社會行動模式，

各模式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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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貢獻模式 

    未改變主流課程的基本模式、目標、特徵，將少數族群的節慶、英

雄或片段文化加入主流，其優點為簡單易實施；缺點為學生未能完整學

習族群文化的全貌。 

 

二、附加模式 

    未變更主流的課程結構和內容，加入族群相關的內容、概念、主題

和觀點。其優點為不需重新建構課程架構，省時省力，也不需額外訓練

師資；缺點為以主流的觀點看待少數族群的文化內容。 

 

三、轉型模式 

    改變課程的典範基本假設，讓學生從不同族群文化的觀點，探討概

念、問題和事件，並理解知識是會建構的。培養學生批判思考的能力。

其優點為融入不同的觀點，參考架構和族群文化的內容，讓學生了解整

體文化的形成性質與貢獻。達到減低偏見、族群自覺的目的；缺點為課

程改革工程浩大，成本較多，困難度較高。 

 

四、社會行動模式 

    包含所有轉型模式的要素，並增加學生對討論過的概念和議題，做

成決定和採取社會行動。其優點為培養學生從批判思考、作決定、團隊

工作和社會行動實踐的能力；缺點為工程浩大，教師須具備良好和專業

的素養，才能協助學生處理社會議題（譚光鼎、劉美慧、游美惠，2000）。 

    這四種課程模式分屬於不同的層次，且實施難易程度也有差別。目

前國內的研究較多採用貢獻模式與附加模式，因為這兩種模式對現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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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教材、行政等層面衝擊較小，實施較容易。但轉型與社會行動的

課程模式對族群的議題能提供系統性課程，且以深入客觀方式探討，讓

學生從批判思考中作決定，並實踐於社會行動之中，才能更有效且全面

的培養學生能力，解決少數族群在學習與社會適應上所遭遇的困境。 

 

伍、文化回應教學課程設計的實例 

    近年來以文化回應教學課程設計的實例不勝枚舉。例如：乾華國小

位於台北縣石門鄉，是一個依山傍水的鄉下偏遠小學，茶是石門鄉最重

要的經濟作物之ㄧ，當地盛產鐵觀音茶，乾華國小擁有一塊全台北縣唯

一的茶園，教導學生認識茶葉種類、採茶及製茶的過程與技術等等茶園

相關知識，使得茶園教學成為該校教學特色。乾華國小將在地資源轉換

成有利於學生感知的結構性情境，使學生藉由具體而直接的經驗，主動

建構自己的知識與價值；不僅拉近了學校與社區的距離，學生對社區的

認同增加了，能力也獲得更多元的展現。 

    然而這些文化回應教學課程設計，大部分融入自然與生活科技、社

會與藝術與人文的領域中，較少以語文領域為主軸，研究者基於教育現

場的需求及有限人力下的情況下，本研究採用附加模式，以當地文化脈

絡為基石，配合課本單元主題與分段能力指標，設計一套為本校三年級

學童所量身訂做的讀寫課程，期能增進學生的學習興趣進而提升學生的

語文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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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語文領域讀寫課程實施與教學 

 

    本節旨在歸納整理有關語文領域讀寫課程與教學行為的文獻資料，

共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國語文領域的基本概念與內涵，第二部分是

閱讀理解的理論基礎與相關論述，第三部分是寫作的理論基礎與相關論

述。 

 

ㄧ、國語文領域的基本概念與內涵 

    九年一貫課程的發展，從課程標準轉變為課程綱要，從抽象目標變

成能力培育，從分科知識轉變為課程統整，從單兵作戰到協同教學，從

紙筆測驗到多元評量。國家課程轉變成學校本位，從行動研究到同儕成

長，從新興課目到新興議題，從學校包辦轉變到家長參與（張志明，2004：

31-33）。這些思考對國語文課程及教學思維產生深遠的影響。 

（一）語文領域之基本概念 

    「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中言：為培養國民應具備之基本

能力，國民教育階段之課程應以個體發展、社會文化、自然環境等三個

面向，提供語文、健康與體育、數學、社會、自然與生活科技、藝術與

人文、綜合活動等七大學習領域。  

    語文領域包含本國語文（含鄉土語文）、英語、外國語，注重對語

文的聽、說、讀、寫、基本溝通能力、文化與習俗等方面的學習。從語

文學習領域的基本理念及本國語文學習的基本理念二方面分析如下： 

    1.語文領域學習的基本理念 

    根據教育部（2003）「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分析語文

領域學習的基本理念包含如下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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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語文是學習及建構知識的根柢，語文學習應培養學生靈活應

用語文的基本能力，為終生學習奠定良好基礎。 

     （2）語文是溝通情意、傳遞思想、傳承文化的重要工具。語文教

育應提昇學生思辨、理解、創新的能力，以擴展學生的經驗，並應重視

品德教育及文化的涵養。 

     （3）為拓展學生多元視野及面對國際思潮，語文學習領域包含本

國語文、鄉土語言及英語的學習。以本國語文為基礎工具，宜循序漸進，

培養學生具備：聆聽、說話、閱讀、作文、注音符號應用、識字及寫字

的基本能力。鄉土語重在日用溝通，以聽說為主、讀寫以輔。英語國小

階段以聽說為主，國中階段則聽、說、讀、寫並重。 

    2.本國語文學習的基本理念  

    國語文學習的基本理念旨在培養學生正確理解和靈活應用本國語言

文字的能力。期使學生具備良好的聽、說、讀、寫、作等基本能力，並

能使用語文，充分表情達意， 陶冶性情，啟發心智，解決問題。並培養

學生有效應用中國語文，從事思考、理解、推理、協調、討論、欣賞、

創作，以擴充生活經驗，拓展多元視野，面對國際思潮。進而激發學生

廣泛閱讀的興趣，提昇欣賞文學作品的能力，以體認中華文化精髓。同

時引導學生學習利用工具書，結合資訊網路，藉以增進語文學習的廣度

和深度，培養學生自學的能力（教育部，2003）。 

（二）語文領域（國語文）教學之內涵 

 根據「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教育部，2003）語文學習

領域實施要點，就國語文教學的內涵做以下之敘述： 

    1.注音符號 

     （1）教材編選原則：以培養學生正確注音、熟悉拼讀為重點；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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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日常生活經驗為中心，配合語言情境，提供完整情境之插圖，引導

學生由說話進入符號學習；由易入難，循序漸進，由完整語句入手，進

而分析、辨認符號的音、形，並練習拼音。 

     （2）教學原則：第一學年前十週，採綜合教學法教學，認識用注

音符號拼成的完整語句，進而由語句分析出語詞，由語詞分析出單字，

由單字分析出符號，認讀符號後，再練習拼音；練習拼讀時採「直接拼

讀法」，看到注音符號後，直接讀出字音，再用反拼法複習；善用教學

媒材，提供充分練習機會；利用聯絡教學及統整教學，擴大學習領域，

擴展學習空間。 

     （3）學習評量：評量其正確認念、正確拼音外，更宜結合聽說、

閱讀、作文等基本學力表現，配合階段能力指標，著重綜合應用能力之

評量。 

    2.聆聽 

     （1）教材編選原則：以閱讀單元及相關語料為基礎，配合聆聽要

點（語音、語氣、語調、立場、主題等）、聆聽方法（把握要點、記憶、

紀錄、歸納、組織、分析、推斷、思辨、評價、計畫、反應等）、聆聽

媒材等，由淺入深，分派於各冊各單元中。 

     （2）教學原則：採隨機教學，指導學生養成良好聆聽態度和禮貌；

引導學生聆聽實應掌握中心思想；能分辨不同說話語氣，並判斷訊息的

正確性；聆聽後能覆述重點，並能有條理的回答問題。 

     （3）學習評量：參考能力指標，就態度、主題掌握、內容摘記、

理解程度、記憶能力等要點進行評量。 

    3.說話 

     （1）教材編選原則：以閱讀單元及相關教材為基礎，配合說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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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語音、語調、速度、語彙、句型、立場、主旨題材、時間控制等）、

思維方法（演繹、歸納、類比等）、組織結構、說話方式（提問、報告、

故事講述、會話、問答、討論、演說、辯論、表演等），由淺入深，通

盤規劃，分派於各冊各單元中；隨機教學的教材應採「先說再寫」之原

則，配合閱讀活動（講述大意、說明要點、口頭句型練習、課堂問答、

課堂討論等）進行。 

     （2）教學原則：培養學生發表的興趣和信心，使學生有普遍練習

表達的機會；配合學生生活經驗，及常用語彙、句型，組成基本句型練

習；引導學生表達自己情意，語氣連貫，語意清晰，表達流暢，快慢適

中；指導學生掌握不同溝通表達方式的特質。 

     （3）學習評量：參考階段能力指標，就儀態、內容、條理、流暢、

反應、語音、音量、聲調等要點進行評量。 

    4.閱讀 

     （1）教材編選原則：宜涵括古今中外，及鄉土文學中具代表性的

作品，以增進學生對多元文化的認識、了解及尊重；生字和課文字數應

就難易程度，適當分配；配合教材內容、學習需求，提供合適之插圖或

圖表；第一階段圖文篇幅比例，各佔一半為宜。 

     （2）教學原則：依文章的性質類別，指導學生運用不同閱讀理解

策略；課文教學要先概覽全文，然後逐節分析，先深究內容，在探求文

章的形式，進而能欣賞修辭技巧、篇章結構，乃致其內涵特色、作品風

格；掌握不同文體閱讀的方法；指導學生了解課文內容布局的組織安排，

並理解不同語言情境、字詞間和文意的轉化；引導學生閱讀不同文化背

景、不同族群的文學作品，培養學生對多元文化的尊重與關懷；指導學

生熟練應用工具書、電腦網路，蒐集資訊，廣泛閱讀，以養成主動探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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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能力。 

     （3）學習評量：參考階段能力指標，檢覆其文字理解與語詞辨析、

文意理解與大意摘取、統整要點與靈活應用、內容深究與作品感受等向

度進行評量。 

    5.識字與寫字 

     （1）教材編選原則：掌握基本識字量三千五百字到四千五百字，

依學習難易，作循序漸進的安排，第一階段識字教學，採部首歸類，第

二、三階段則配合簡易六書常識，輔助識字，識字教學的第一階段應著

重部首與字義、筆畫與筆順、字形結構、生字組詞之應用能力（組詞、

造句），並配合寫字教學，以確實認識字體，把握字音，理解字義，擴

充詞彙；寫字教材應配合單元教材習寫之生字為基礎，硬筆與毛筆並重，

循序安排基本筆畫、筆形、筆順、筆畫變化、間架結構等練習，由淺入

深，由簡而繁，全程規劃，並引導正確寫字姿勢及執筆方法。 

     （2）教學原則：識字教學應配合部首、簡易六書原則，理解其形、

音、義等以輔助識字；寫字教學應依據寫字基本能力指標，規劃教學內

容，以培養學生的寫字知識、技能、習慣、態度，並以鑑賞與實用為重

心；硬筆、毛筆寫字教學，應就描紅、臨摹、自運與應用等進階，作適

切的安排。 

      （3）學習評量：識字及構詞能力，宜配合閱讀及寫作教學評量，

以了解其文字理解及應用詞彙之能力；書寫能力的評量，參考階段能力

指標，兼顧技能與情意，並考察正確及美觀，考察項目和內容，根據寫

字基本能力標準或「語文基本能力量表」，選擇適當的方法評量。 

    6.寫作 

     （1）教材編選原則：配合單元教材及相關教材，以學生生活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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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心，引發學生習寫作文之興趣，聯繫作文基本練習（造詞、造短語、

造句、句子變化），敘寫技巧（擴寫、縮寫、續寫、仿寫）及寫作步驟

（審題、立意、選材、組織、修改、修辭等）配合習作、寫作練習；學

生需要、季節時令、生活環境，以啟發學生之創意，並設計不同題型，

以供學生練習。 

     （2）教學原則：重視學生自身經驗與感受陳述，第一階段寫作訓

練，著重學生興趣的培養，由口述作文開始引導，第二階段引導學生主

動寫作，並與他人分享，由口述作文轉換成筆述作文，第三階段培養學

生樂於發表的寫作習慣，熟練筆述作文；就主題、材料、結構，配合語

言詞彙的累積與應用，逐步認識各類文體，並依難易深淺，全程規劃，

序列設計，分類引導，反覆練習；指導學生明瞭並能運用收集材料、審

題、立意、選材、安排段落、組織成篇、修改等寫作步驟。 

     （3）學習評量：依階段能力指標，就創意、字句、取材、內容、

結構、文法、修辭、標點等向度，自訂量表進行評量。 

    許學仁（2001）以為：語文是學習及建構知識的根柢，語文學習應

培養學生靈活應用語文的基本能力，為終身學習奠定良好基礎。語文教

育應提升學生思辨、理解、創新的能力，以擴展學生的經驗，並應重視

品德教育及文化的涵養。本國語文為基礎工具，宜循序漸進，增益學生

語言對應與溝通能力，以奠定學習基礎。因此，國語文領域旨在培養學

生具備：注音符號應用、聆聽、說話、閱讀、作文、識字及寫字的基本

能力。由聆聽到說話能力，培育孩子口語表達能力由識字與寫字到閱讀、

寫作能力，以培育孩子書面表達能力，最後達到語文表達與應用能力的

學習。 

 



   

 32

二、閱讀理解的理論基礎與相關論述  

 以下將介紹閱讀理解的理論基礎與相關論述，分為四部分來說明。

第一部份是閱讀的定義，第二部份是閱讀的歷程，第三部份是閱讀的歷

程模式，第四部份是有效的閱讀理解策略教學與相關研究。 

（一）閱讀的定義 

    Goodman 指出閱讀不是在讀字而已，而是理解書面文章意義的歷

程。讀者在理解文章而且為了要理解，他們必須把文章裡的語言線索和

他們是如何運作的知識結合起來，是動態歷程（洪月女譯，1998）。學

者對於閱讀理解的定義分成廣義和狹義的定義，閱讀是透過文字獲取意

義的過程。李連珠(1992)指出從狹義的觀點來看，閱讀為「文字的辨認」

或「轉換文字為口語語言」，即一般的認字；從廣義的觀點來看，閱讀

為「獲知資訊」的過程。廖凰伶(2000)綜合學者對於閱讀的定義歸納得

知，狹義的閱讀指的是只有文字上的閱讀，廣義的閱讀則包含了在日常

生活當中，閱讀者試圖了解生活中藉由書寫語言或符號所表達的意義。 

（二）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之閱讀能力分段能力指標 

    根據「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教育部，2003）中關於閱

讀能力的分段能力指標說明如（附錄一）。 

（三）閱讀的歷程 

    閱讀的歷程主要包含了認字與理解兩部分，以下針對此兩部分說明。 

    1.認字 

    柯華葳(1999)認為識字是閱讀理解的基礎，識字的成分包括字型辨

認、字音辨讀、字義搜尋。Bender(1995)認為認字的成分分別是全字形

的辨識、語音、字形與語音的結合。洪碧霞、邱上真(1997)指出識字是

指在單獨或孤立情境下辨認字彙的形、音、義。賴惠鈴、黃秀霜(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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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認字是只看到一個字，可以認清字形、確認字音，而且可以了解該

字的字義。由上述歸納出認字的成分主要是字音、字形及字義的辨識。 

    2.理解 

    Gange等人於1985年提出的閱讀理解相關理論當中，其閱讀理解歷程

可以區分四個子群，此四個子群分別為解碼、文意理解、推論理解、理

解監控，敘述如下： 

     （1）解碼 

    解碼是指破解文章中印刷的字，使之產生意義。可分為比對和轉錄

兩種歷程。比對是將外在新字的字形與長期記憶中的字形相比較對照，

不需要經過唸出聲音或猜測，就能直接觸接字義的歷程。相反的，轉錄

是看到單字，先把他的音唸出來，再依字音活化長期記憶中的字義。 

     （2）文意理解 

    包括字彙接觸與分析，字彙接觸係指閱讀時能夠確認字彙的意義；

分析係指依據語法結構適當排列形成命題的過程。 文意理解實際上可以

包括兩部份：第一部分是字義取得：字義取得是解碼的最終結果，從字

義中選取合於上下文的解釋。第二部分是語法分析：指能依字序、文法、

語意等關係組合成一命題，運用語言之句法學（syntatic）原則，確定

字組的意義和身份（如：主詞、受詞、名詞）。 

     （3）推論理解 

    包括統整、摘要與詳細論述。統整指將概念或命題整合在一起形成

一個較複雜的概念；摘要指閱讀之後能夠找出該段文章的重點、大意或

架構，摘要需要的能力包括對文章結構的了解以及文章相關的知識；詳

細論述指閱讀者將新閱讀的訊息與本身已有的知識統整結合，並給予閱

讀的內容添加或修飾的過程。詳細論述中有下列四種類型（岳修平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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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類型1 「舉例」：提供一個一般種類的例子。 

類型2 「延續句意」：對故事做延續。 

類型3 「描述細節」：加入細節的部分。 

類型4 「類比」：能類推到別的情境。 

     （4）理解監控 

    理解監控屬於「讀者後設認知」的部份。係指閱讀者在閱讀時監控、

注意自己是否理解閱讀內容的歷程，包括目標安排、策略選擇、目標檢

核與修正等，理解監控的功能在確保讀者的閱讀既有效率又能有效能，

屬於閱讀理解的最高層次。 

（四）閱讀的歷程模式 

閱讀歷程十分複雜，較常見的歷程模式如下：  

    1.由下而上的模式： 

    又稱為資料導向模式或稱為文章本位模式，由下而上的模式認為閱

讀理解的主角是閱讀的材料，認為兒童閱讀應從識字開始、接著認詞、

句子、段落而理解全文。 以Gough(1972)為代表，他認為閱讀歷程是一

連串的步驟所組成的，從辨識字母接著每一個字、每一個句子，直到獲

得全文意義為止。在這個模式之下，閱讀歷程就如同拼圖遊戲一般，閱

讀者每次解決一塊拼圖，最後將拼圖全部組合起來形成意義(Reutzel & 

Cooter,1996)。 

    2.由上而下的模式： 

    又稱為概念導向模式，或稱為讀者本位模式，在此歷程中強調知識

引導的角色，由上而下的模式是閱讀理解的主角是閱讀者而非閱讀材

料，閱讀時，讀物內容越接近個人經驗與背景知識，就越不需要字詞的



   

 35

幫助，利用先備知識和經驗就能將閱讀的資料加以組織並賦予意義。所

以整個歷程是從文章的意義開始，繼而句子、字、最後到達最小單位字

母為止。以Goodman(1967)與Smith(1982)為代表，他們認為閱讀者在整

個閱讀過程中扮演著主動建立假設、預測與決定的角色。由此可知這個

模式認為理解及意義的獲得較重要於字母、字彙的辨識與分析。 

    3.交互作用模式： 

    Rumelhart（1977）認為上述兩種模式皆屬於直線模式（linear 

models），無法單獨詳細解釋閱讀歷程，因此主張此兩者在閱讀歷程中

應同時並存，而提出了交互作用模式，因此交互模式是包含「由上而下」

和「由下而上」的雙向歷程。此模式強調在閱讀歷程中，不同的處理模

式可以同時進行，也能互相補充。（鄭毓霖，2003）。Reutzel 和

Cooter(1996)認為積極的閱讀，係指閱讀者對於文章有較多的先備知

識，較容易形成假設，所必須依賴的文章線索較少；消極的閱讀，係指

閱讀者缺乏對文章了解的先備知識，而不容易做出預測，較依賴由文章

所提供的訊息進行閱讀。由此模式可得知閱讀的歷程是互動的，而且因

人而異，閱讀不僅是被動的理解文章涵義，而且更是主動的將個人的經

驗加入其中，使閱讀產生獨特的意義。  

    4.循環模式： 

    林秀貞（1997）循環模式認為，閱讀理解是循環的過程，閱讀者每

看到文章中的字，及對此字產生解釋，此項解釋會對下一個字有期望，

而期望又與下一個相結合且產生命題，然後再統整整個段落的所有命題

進而理解文意。若期望與下一進入的字意不能相配合，或與前面的命題

不合，讀者會回頭再找另一個解釋，三者不斷地循環直到讀者覺得理解

文意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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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效的閱讀理解策略教學與相關研究： 

    有效的運用閱讀理解策略，可以幫助學生迅速的達到效果，相關的

閱讀理解策略如下表： 

表 2-2 有效的閱讀理解策略的相關研究整理 

研究者 主要內容 方法與對象 有效的閱讀理解策略 

Palinscar  

& 

Brown 

(1984) 

Reciprocal 

Teaching of 

comprehension 

fostering and 

comprehension 

monitoring 

activities. 

教學實驗 歸納出四種可用於實際教學的閱讀理

解策略，包括： 

1.摘述重點(Summarizing)； 

2.自問自答(Questioning)； 

3.預測內文(Predicting)； 

4.澄清疑慮(Clarifying)。 

Bereiter 

&  

Bird 

(1985) 

Use of 

thinking 

aloud in 

identification 

and teaching 

of reading 

comprehension 

strategies. 

放聲思考；

成年閱讀

者、年輕 

的閱讀者 

發現四項有助於克服閱讀理解障礙的

策略，包括：1.以較簡單或熟悉的方法

重述不懂的問題(生字、概

念)(Restatement)；2.遇到難以理解的

部分，倒回去重讀(Backtrackin)；3.

找尋各要點之間的關連性(Demending 

relationships)；4.把難懂的地方化成

問題，引導自己解決難題的方向

(Problem formulation)。 

Langer 

(1989) 

The process of 

understanding 

literature. 

放聲思考 歸納整理出四種閱讀理解方式，包括：

1.讀者嘗試連結文章與先備知識，開始

建構想法；2.沉浸於已知的文章中，並

繼續建構進一步的文章意義；3.以目前

的閱讀心得反思個人經驗；4.跳出文章

理解的狀態，客觀評論閱讀經驗。 

資料來源：引自國小閱讀理解困難兒童在不同體裁文章的閱讀理解學習成效之探

討—文章結構分析策略之應用（頁39），田仲閔，2006，國立新竹教育大學特殊教

育學系碩士班碩士論文。 

綜合以上所論，不同閱讀能力的學生在使用相同的閱讀策略下，卻

沒有辦法達到相同的閱讀效果，研究者認為是因為識字與閱讀理解困難

的兒童，在受到識字的影響，與整個閱讀階段過程中理解的困難，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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落後於一般學生，因此閱讀理解困難兒童呈現閱讀低成就的特徵。 

 

三、寫作的理論基礎與相關論述 

    以下將介紹寫作的理論基礎與相關論述，分為三部分來說明。第一

部份是寫作的定義，第二部份是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之寫作能

力分段能力指標，第三部份是認知導向寫作過程模式。 

（一）寫作的定義 

    語言是人類交流思想的工具，運用語言表達思想，口語表達與書面

表達是最常見的兩種方式，口語表達叫講話，書面表達叫寫作（王凱符、

吳繼路，1986）。寫作是種高層次的語文能力，沈惠芳（2005）指出：

寫作就是運用組織過的文字來表達情感與思想或反應人事物的活動。寫

作是極其複雜的心理歷程，誠如陳鳳如（1997）指出：寫作統合思想的

傳遞與情感的表達，是較高層次的語文能力表現。寫作是個人意義的發

現及創作，林憲治（2004）指出：寫作者由外在情境與內在心理立場交

互作用，經由內在語言再以文字完成寫作成品。寫作是以文字提出意見、

描述事實、寫出個人經驗、敘述內心的感情和想像等等的語文表達方式

之ㄧ，寫作可以說是語言能力的综合表現（柯華葳，2004）。 

    綜合以上各學者的看法，我們知道寫作是一種複雜的認知過程，用

文字來表達自己欲傳達的事物，統整了聽、說、讀三項的能力，運用已

有的語言知識、讀過的文句，結合個人的經驗及內心的感想後，以文字

呈現出來的創造性活動。 

（二）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之寫作能力分段能力指標 

    根據「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教育部，2003）中關於寫

作能力的分段能力指標說明如（附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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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認知導向寫作過程模式 

    Flower與Hayes（1980）透過寫作者以放聲思考( thinkingaloud )

的方式描述人類基本思考歷程，提出「認知導向寫作過程模式」。此模

式最常為人引用，對心理運作的解說也最詳盡(張新仁，1992； 張純， 

1993； Scardamalia & Bereiter,1986)， 此模式包含寫作的三個部份：

寫作情境、寫作者長期記憶， 與寫作歷程 (Flower & Hayes ,1980；

Flower & Hayes,1981)。如圖2-1，以下為此模式的說明：  

    1.寫作情境(the task environment)： 

指除了寫作者本身以外的一切現象和事務，包括：預期的讀者、刺

激線索的搜尋，寫作的題目、寫作的對象、讀者、刺激、文章已完成的

部分等。 

    2.寫作者長期記憶(the writer＇slong-termemory)： 

指作者長期記憶中所儲存的各項寫作知識。作者會從長期記憶中提

取相關的概念、可用的詞句、文法、標點符號，和寫作文體等知識，在

有系統的執行監控下完成文章。 

    3.寫作過程(the writer process )： 分為計畫、轉譯、回顧三個

主要歷程。（1）計畫(planning )：包括三個部分產生內容、組織內容、

目標設定。產生內容( generating ideas)是指自長期記憶，檢索出與寫

作任務有關的訊息。組織內容(organizing)則是將不同的訊息連結起來

以形成新的概念，納入寫作計畫中，使文章內容變成有意義的結構。目

標設定(goal setting)是根據寫作的目的，設定寫作的方向，以引導寫

作的進行。（2）轉譯(translating )：將寫作者的想法轉化成文字，轉

譯是寫作過程中相當重要的一個環節，此歷程有很多工作需同時考慮， 

如目標、內容組織、用字、遣詞、標點符號、文體結構等。（3）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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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ing)：評估(evaluating)內容是否符合原先目標， 以及修改

(revising)文章。（4）監控(monutoring)：寫作者在任何時候、任何步

驟中發現有不妥和需要評估和修正的現象時，都可以適當的修改。 

 

 

 

 

 

 

 

 

 

 

 

 

 

 

圖2—1 寫作模式之結構(Structure of writing model) 

資料來源：“A congnitive process theory of writing ,＂by L.S. Flower & J.R. 

Hayes,1981,College Compositionand Communication ,32,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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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課程設計之探討 

 

課程必須因應社會變遷的需求不斷修正，課程的設計是否適切，關

係著學生學習的結果，也影響教育實施的成效，是極為重要的課題。本

節旨在探討課程設計之理念，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課程之意義，第

二部分是課程設計之理念，第三部分是課程設計與發展的模式。 

 

ㄧ、課程之意義： 

    課程一詞的拉丁文原義為奔跑、跑馬場的意思。課程的定義眾說紛

紜，巴比特（Bobbitt,1918）認為人類生活包括許多活動，而教育係為

成人生活而準備，因此課程是一連串使兒童和青年能履行成人生活而準

備。課程是指學校提供的學科，或這些學科欲達成之讀、寫、算等知識、

技能的目標，亦即具體化於課程標準、教學指引、教科書或學校規則內

的內容（歐用生，2001）。 

    黃政傑以目標､學科､經驗､計畫等四個面向來界定課程。目標：

「課程」是一系列目標的組合。學科：「課程」是學習方案､學科內容､

學習科目。經驗：「課程」是學習者的一切經驗，或透過課程提供學習

者可能學習的經驗。計畫：「課程」是預先的計畫，包括學習的目標、

內容、活動，甚至評鑑的程序和工具（黃政傑，1991）。 

    基於不同定義，也出現不同的涵蓋範圍，以下就常出現的五個類別

分別說明之（林慧貞，2003）。 

1.學科：課程是科目、學程或教材。 

2.經驗：課程是學生與知識、內容、教材、科目等此類事物，與環境進

行的交互作用，以及交互作用之後產生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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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目標：課程是一系列目標的組合，強調預期的學習成果。 

4.計畫：課程是學生的學習計畫，包括學習目標、內容、活動、評鑑工

具與程序。 

5.其它：課程是文化再生產、社會重建、思考形式、種族經驗…等等。 

    過去「課程」的界說偏向於強調教學計畫的「內容」，而現在的課

程專家則以整個學習的情境界定課程（黃光雄，1996）。綜合以上所述，

構成課程的要素，彼此呈現關聯且連貫的關係，「課程」包含整個的學

習情境，它是科目與教材､經驗､目標或成果､有計畫的學習機會。 

 

二、課程設計之理念： 

    課程設計（curriculum design）其實在課程學界仍無固定看法，許

多學者並不用課程設計一詞，而改用其他的術語如課程計畫（curriculum 

planning）或課程發展（curriculum development）來說明。課程是達

成教育目的的重要媒介。課程品質的良窳，以及能否實現教育目的，皆

賴於周全的「課程設計」（黃政傑，1993）。 

    就課程設計方法而言，黃政傑在《課程設計》中指出：所謂的方法

技術，是依照理論基礎對課程因素進行安排；而課程因素最常被提及的

有：目標、內容、活動及評鑑，可再加上時間、空間、材料資源、學生

組織、教學策略等（黃政傑，2002）。課程設計包含了擬訂教學目標、

選擇教學策略、規劃教學活動及執行評量工作等一系列教學過程。 

    本研究則綜合上述的說法，將「課程設計」界定為學校為達成預定

的目標，因應社會變遷､學習者的需要，將課程目標、課程選擇、課程

組織、課程評鑑進行的整體､連續､系統的運作過程，並進一步去從事

整體課程發展、課程實施及課程評鑑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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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設計與發展的模式 

    各種課程設計模式，所要顯示的不外課程要素､課程設計的程序及

其中的關係（黃政傑，1991）。有關課程設計的模式，至少有目標模式、

歷程模式，實用折衷模式、情境模式、解放模式等幾種（王文科，1988，

2002）。其中以目標模式（Objectives model） 、歷程模式（process 

model）、情境模式（situational model）最被廣泛運用，亦為本研究

探討之主軸： 

（一）目標模式  

    目標模式（Objectives model）由美國的Tyler 於1949 年創立，亦

稱為泰勒模式（The Tyler Model）。「目標模式」深受行為心理學派的

影響，而此模式的發展與提出，具代表性的學者有： Tyler在一九四九

年建立直線的目標模式､塔巴（Taba）､惠勒（Wheeler）的圓環式目標

模式､索托（Soto）､魏斯特麥（Westmeyer）､柯爾（Kerr）的綜合目

標模式､赫利克（Herrick）､龍渠（D. Rowntree）､奧立發（Oliva）､

比恩等人（Beane et al）､薛勒（Saylor et al）等人，均屬之（黃政

傑，1991）。以下舉出泰勒的直線模式、惠勒的圓環模式。 

 1.泰勒的直線模式： 

 1949 年泰勒出版之《課程與教學的基本原理》中提出四個問題，

以做為課程設計的理論基礎（黃光雄，1996）： 

（1）.學校課程應達成哪些教育目標？ 

（2）.要提供哪些學習經驗才能達成教育目標？ 

（3）.如何有效地組織學習經驗？ 

（4）.如何評鑑教育目的是否達成？ 

 以上四個問題就構成了發展課程的四個步驟（four-step 



   

 43

process），亦即（1）決定目標（2）選擇內容（3）組織教材（4）評鑑

結果。 

 

 

 

 

 

 

 

 

 

 

 

 

 

 

 

圖2-2 泰勒的課程設計模式（黃政傑，1991） 

  

2.惠勒的圓環模式： 

    英國學者惠勒（Wheeler）發表「課程過程」（Curriculum Process）

一書。他將泰勒（Tyler）的直線式改為圓環式，使評鑑的結果，未符合

預期目標時，能夠有所回饋，檢討不當的步驟，而重新設計，如此週而

復始。 

學生 社會 學科 

暫 時 的 一 般 目 標

教育哲學 學習心理學 

精確教育目標

選擇學習經驗

組織學習經驗

指導學習經驗

評鑑學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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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惠勒的課程設計模式（黃政傑，1991） 

 

（二）歷程模式 

 歷程模式的根源在教育哲學，是由史登豪斯（Stenhouse）所倡導，

適用於「知識」和「理解」兩部分的課程領域。以具內在價值的特殊知

識之型式為基礎，所選出的內容應是足以顯示該知識領域或型式中最重

要的程序、最主要的概念與規準（王文科，1999）。Stenhouse 提出課

程設計的程序，包括六個步驟，如圖2-4表示： 

 

圖2-4 過程模式圖（陳國川，1994） 

2.選擇學習經驗

3.選擇內容

4.組織和統整學習經驗

5.評鑑 1.目的、目標 

發展 

學習 

分析 

學習 

決定 

學習 

群體 

討論 

評 

鑑 

回饋 

與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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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歷程模式主張課程的中心問題不是目標或內容，而是過程或程序的

原則（歐用生，2001），課程設計可由內容和活動設計開始，著重教學

過程與學生在過程中的經驗，賦予學生創造的機會，產生各種學習結果，

不一定要事先陳述預期的學習成果；在此模式中，較不重視量化，強調

教師的投入，教師必須是個學習者，和學生一樣求得發展。（黃政傑，

2002） 

    黃光雄和蔡清田也主張歷程模式的課程設計強調教育方式與教學過

程，而不是教育內容，且重視學習者主動學習與教師的專業思考，不預

先確定目標，不硬性規定學生學習的行為結果，他的重點是希望透過討

論方式，讓學生探索有價值的領域，而非達成預期的特定學習效果（黃

光雄，蔡清田，2002）。 

 

（三）情境模式 

 情境模式課程設計的主要根源在於文化分析（cultural 

analysis），情境模式初由史克北（Skilbeck）所設計，後來羅頓（Lawton）

加以發展（黃光雄，1996）。此模式的課程注重經驗，假定課程發展的

焦點應該放在個別學校與教師中，十分著重學習情境對課程設計的影

響，也就是獨特的教師、學生與環境互動的溝通關係，並且了解涉及課

程設計過程中出現的脈絡及設計的可行性。 

 1.羅頓(Lawton)的文化分析模式 

 Lawton 認為文化是一個社會的整個生活方式，應該透過教育將文

化的重要部分傳遞給下一代，依據課程發展的觀點，文化常項及變項的

分析應當包括八項：社會、經濟、溝通技巧、合理觀點、技術、道德、

信念及審美等制度或系統。文化常項和變項分析的結果，提供文化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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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及價值的文化，作為課程的主要內涵，，再參照心理學發展和學習

等理論，以增增教學的內容（Lawton,1983）。 

 

 

圖2-5 羅頓模式（張尤雅，1998） 

  

2.史克北(Skilbeck)的情境模式 

    史克北的情境模式是將課程設計與發展置於社會文化架構中，學校

教師藉由提供學生瞭解社會文化價值、詮釋架構和符號系統的機會，改

良及轉變其經驗，共有五項主要構成要素：（1）情境分析，（2）目標擬

定，（3）方案設計，（4）解釋及實施，（5）檢查、評估、回饋及重新建

構。 

 

文化常項 

心理學問題與理論 

依階段､順序等組織課程

文化選擇

文化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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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6 史克北的學校課程發展模式（王文科，1999） 

  

    史克北（Skilbeck）的情境模式較富彈性及適應力，可依情況的改

變而加以解釋。此種模式並不事先設定手段和目的的分析；只是鼓勵課

程設計者考量課程發展過程中不同的要素和方面，視歷程為一種有機的

整體，並以一種相當系統的方式從事工作。課程發展的焦點必須是個別

的學校及其教師，亦即以學校為依據的課程發展乃是促進學校真正改變

的最有效的方法。因此，研究者選定此模式來進行課程設計，首先考慮

學校教師、學生及環境之間的互動與溝通，來了解課程的需要，

接著配合南一版三年級下學期國語領域的課程架構，選定出與

當地相關文化為主題，來進行課程設計。 

 

情境分析

目標擬定

方案設計

解釋和實施

檢查､評估､ 

回饋､重新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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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本章旨在說明研究的設計，全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為研究流程；

第二節說明本研究的研究方法；第三節闡述研究背景分析；第四節為研

究期程的規劃。第五節提出本研究的課程研究規劃。 

 

第一節 研究流程 

 

    本研究以探討文化回應、課程設計、多元文化教育與學校本位課程

等有關之理論為基礎，設計一套結合屏東縣滿洲鄉地區文化資源的國小

語文領域讀寫課程，使書面課程設計能達到體驗式、趣味性、教育性、

前瞻性、生活化之教學目的。本研究流程如圖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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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1 研究流程圖 

相關文獻來源： 

1. 網路資料庫 

2. 書報、刊物 

3. 論文、報告 

4. 滿州鄉公所 

研究概念形成 

確立研究主題 

蒐集相關資料 

建立研究架構 

    選擇主題 

 擬定課程草案 

課程設計 

專家學者課程評鑑 

成果發表 

   相關文獻： 

1. 九年一貫語文領域 

2. 學校本位課程 

3. 課程設計理論 

4. 文化回應教學 

5. 排灣族文化 

6. 滿州鄉地理、 

人文景觀 

持續蒐集並詳讀

各項相關資料 

資料彙整、分析、

比較

檢討與修正 

撰寫研究論文 

討論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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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從理論與實務兩個方向來進行，在理論部分，針對文化回應

教學、讀寫課程之內涵作文獻的探討；在實務部分，採用行動研究法

（action research），舉出文化回應在國小教學活動中的實例，並以屏

東縣長樂國小三年級學童為例，進行文化回應融入讀寫課程設計之實作

歷程，以期探究可行的讀寫課程模式。 

 

一、質性研究 

    質性研究乃指任何不是經由統計程序或其他量化方法手續而產生研究

結果的方法，故質性研究通常會產生關於較少數人或個案之詳盡豐富的資

料，但會降低其普遍性（吳芝儀、李奉儒，1995）。在質性研究中，研究

者即是工具（the researcher is the instrument），質的研究效度，大部

分的關鍵在於實地工作者的技巧、能力和嚴謹地執行其工作（Michael 

Quinn Patton,1980）。 

    本研究透過開放式的訪談、觀察、直接參與及書面資料的閱讀等方法

來收集研究現場的資料，試圖將研究歷程儘可能地完整呈現，質性研究的

意義，並不是由操作型定義的變項來界定，而是進入研究的情境之後，才

逐漸的釐清與修正。 

 

二、行動研究  

    John Elliott（1991）所指出行動研究（action research）的定義

為：行動研究是社會情境的研究，是以改善社會情境中行動品質的角度

來進行研究。吳明隆（2001）定義行動研究中研究者是實務工作者、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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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情境為實際工作環境、導因於所遭遇實務問題，最後目的在解決實務

工作問題。由上述可知，行動研究不單是解決實務工作問題，更需對研

究現象與行為進行詮釋，同時實務工作者也對自身工作的反省與思考，

透過研究過程來找出適當的解決策略，達到現象改革或改變。 

    本研究亦以研究者自身出發，透過應用文化回應方式進行讀寫課程

設計的實作歷程，進行行動研究。以屏東縣長樂國小為樣本，針對長樂

國小所處之地理位置與相關的社區資源進行調查與資料蒐集，分析該地

區可以作為教學設計的資源，以文獻探討與地區教育資源為基礎，進行

讀寫課程之設計，課程活動教學設計完成後，與學校之校長、教師與指

導教授進行意見訪談。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希望透過行動研究之方式，

探討在此研究歷程中所面臨的情境與符合產生解決之道，以增進研究者

覺察問題、反省辯證、發展行動策略、付諸實踐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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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背景分析 

 
壹、研究場域 

    「場域」是一個社會場景周圍地區所發生的型態化的活動，和其所

包含的社會場地之間是互相影響的（鄭同僚，2004），本研究所界定的場

域為長樂國小及其學區（包含滿州鄉長樂村、九棚村及港仔村三村）。長

樂國小設立於民國四十四年，原為滿州國小分班，民國四十六年升格為

滿州國小分校，五十年獨立，五十九年成立八瑤分校，七十六學年度八

瑤分校廢除，合併至長樂國小，九十二年九棚國小也併入長樂國小。學

校現有 13 名教職員，全校有 7 個班級（包含幼稚園），學生人數為 155

人（男童 92 人，女童 63 人）。 

    校內原住民籍學生約占全校總人數約 70％，低收入戶約佔 30％，學

校位居偏遠山區，社區內衍生出許多家庭問題，如單親、隔代教養、父

母失業等。大多數家庭功能不彰，文化刺激貧乏，尤其是在語文領域上，

這樣的困頓與學習落後更加顯著，當他們從事閱讀與寫作之相關活動

時，顯露出的是深層的惶恐感。雖然學校依據教育部「焦點三百－國民

小學兒童閱讀推動計畫」，發展學校本位課程「閱讀悅讀」課程，但實施

重點在於班級說故事、教導學童善用圖書館、鼓勵學生多閱讀書籍及閱

讀心得寫作…等，未針對文化回應及讀寫課程做深入的發展，故實際的

實施狀況成效有限。 

    長樂村北鄰九棚村，東臨太平洋，南與響林村相接，西與東城鄉、

牡丹鄉交界，港口溪上游流經轄區內，為長樂村之主要河川。長樂村轄

區遼闊，人口組成較為複雜，其中原住民及平地人約各佔總人口數的一

半，一村由長樂社區及分水嶺社區組成，是別村少有的現象，村民以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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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為主。 

九棚村東鄰太平洋，南接長樂村，北與牡丹鄉和港仔村交界九棚村

計分六個鄰，著名的本村轄區內之南仁湖，海拔約三百公尺，當地有五、

六十幢石屋十分低矮僅三、四台尺，據說為已消失的侏儒種土著住家。

附近有一片未經人工破壞的人工雨林區，區內長有兩千多種植物，約佔

台灣所產植物的一半，是全世界研究熱帶雨林的科學家們，極為推崇的

「活標本園」。九棚村為偏僻村落，沿海至港仔砂堆如山，可開闢遊樂區

帶動地方發展。目前政府已建設台二十五線沿海公路經本村南仁路，沿

海線至海口村。 

港仔村東鄰太平洋，南接九棚村，西北與牡丹鄉交界，主要河川為

港仔溪。港仔村腹地狹窄，中山漁港位於本村北端，大部份居民以漁業

為 主 ， 中 山 科 學 院 九 鵬 基 地 設 於 港 仔 村 與 牡 丹 鄉 內

（http://163.24.95.140/school/web/index.php?mod_area=14&menu_i

d=22）。 

 

貳、研究參與人員 

    研究參與人員包含所有涉及此研究主題相關情境的人，在研究團體

中的每一份子都有表達意見的權利與義務，透過共同分享經驗、討論與

互動、反省與思考凝聚共識。本研究由研究者進行課程設計內容，課程

設計教學對象為長樂國小三年級的學生，在研究過程中校長、同事、學

生、學生家長及地方人士，適時提供支持鼓勵與建議，激勵研究者自我

反省思考及共同辯證批判。 

（一）研究者： 

    研究者畢業於台東師範學院，目前在國立台東大學台灣語文教師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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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在職專班修習學位中，以族群文化背景來說，研究者是「道地的蕃薯」，

父母親皆是閩南人，在這個研究中，研究者以自己任職的學校、學區作

為研究場域，有其一定的便利性，但是這種小區域與課程教學相關的研

究，也只有在地的教師才會做，因本校的學生多為原住民，學校在思考

如何發展學校特色時，可將部落文化資源納入考量，突顯與其他學校不

同之處，這樣的課程，不論是從自然環境的角度，或是從人文歷史切入，

都很有特色。   

    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儘量謹守研究方法的操作程序和研究倫理的要

求，以期能夠順利完成研究，得到研究成果。研究者也藉由跟指導教授

進行討論的方式，試圖跳出自己的「閩南人的視野」，藉由理論的刺激與

啟發，以尋找對研究目的有幫助的文獻和論述，也致力扮演一個引導的

角色，讓學生藉由自身生活環境與文化，增進閱讀理解，以對本研究有

更實質的貢獻。 

（二）課程設計教學對象： 

    本研究的教學對象為屏東縣滿州鄉長樂國小三年級學生28人（男童

人16，女童12人），參與學生年齡在八足歲之間。學生主要為排灣族及平

地原住民，學童們生性開朗、純樸、天真，跟市區學校比起來，比較不

會染到現實的氣質，也比較尊敬老師。這邊家長幾乎都是從事勞力工作，

所以他們用在小朋友身上的時間沒辦法很多，但是對於學校的政策還算

蠻支持的，可能他們本身可能社經地位不是很高，所以他們對學校老師

都蠻尊敬的，雖然說支持度很高，但是配合度有時不會高，他們因為生

活的因素常常不能配合學校的活動。家長的生活壓力重，相對在管教孩

子的時間和方式可能就沒有像中上階層那麼在意。他們的知識背景不是

很強，我覺得這邊的家長在要求孩子讀書方面是比較薄弱的，甚至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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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但沒方法，他們也希望孩子讀的好，可是他們就沒有方法去要求孩

子，如此會直接影響到兒童在校的一切學習，尤其是在語文領域上，這

樣的困頓更加顯著。 

    當學童從事閱讀與書寫之相關活動時，顯露出的是深層的無力與惶

恐，阻礙了他們在其他課程領域上的發展，更在無形中造成原住民兒童 

對自我價值與自我認同的混淆。本研究的教學對象在進行國語文習作的

練習時，大部分的學生多能在老師講解過後自己獨立完成，但在讀寫作

品表現上常欠缺創意以及想像力，大多將寫作的焦點停留在事件的紀錄

與敘述上，在文本的流暢度與組織結構上，研究者認為有待加強。 

    在研究假設上，研究者希望學生的一切讀寫作品都能自己完成，因

此將家長的指導因素排除在外，不會有家人代寫，或家人口述學生抄下

來的現象，所以學生的作品能完整呈現學生自己的想法及學習成效。但

這不代表學生只完全依靠自己的能力來學習，而是希望將學習的責任轉

嫁在學習者身上，學生必須建構自己的概念，旁人的角色是提供資源與

協助的。 

（三）批判性朋友（critical friends）： 

    包括學校校長、敎師同儕、學生、學生家長以及關心本研究的人等

等，在本研究進行過程中，適時提供支持鼓勵與建議，激勵研究者自我

反省思考及共同辯證批判，並促成研究者成長及進步的主要關鍵之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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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期程的規劃 

 
     本研究期程的規劃(以甘梯圖表示)，如表 3-2 所示: 

  表 3-1 研究期程表 

 

年/月 

    項目 

97

年

5 

月

97

年

6 

月

97

年

7 

 月

97

年

8 

月

97

年

9 

月

97

年

10

月

97

年

11

月

97 

年 

12 

月 

98 

年 

1 

月 

98 

年 

2 

月 

98

年

3－6

月

1.研究概念形成， 

  並建立研究主題 

           

2.蒐集相關資料            

3.建立研究架構            

4.資料彙整、分析、比較            

5.選擇主題             

6.擬定課程草案            

7.課程設計            

8.專家學者課程檢核            

9.修正與討論            

10.撰寫並提出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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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課程研究規劃 

 

一、預定設計課程的節數 

    三年級的國語文領域課程每週只有三節課的時間，如何將滿州鄉及

排灣族的文化素材融入現行的課程中，首先要考量，也是最重要的就是

時間問題。以每學期二十週計算，教科書授課時間約為總節數的 80％，

所以大約還有 12 節課的時間運用。另一方面參考其他課程實施的研究，

所安排的課程節數大多介於 10 至 21 節之間（朱劍中，2004、莊淑媛，

2004、蔡慧琦，2004、闕美珍，2006、曾惠芬，2006、鄭慧華，2007）。

因此，研究者所設計的課程方案實施期間為期二十周，隔周一次，每次

一節課，規劃了共 10 節的課程。 

    部分試驗課程，都會有相關的影片，但是觀賞影片需要更多的授課

時間，因此除了指導學生做紀錄必要觀看的片段之外，其餘的需與導師

情商，利用中午用餐的時間讓學生自行觀看，以節省更多的教學時間。 

 

二、預定蒐集的資料層面 

    滿州鄉民的生活型態，有許多值得探究的地方。例如：每年第一次

春雷乍響，山區的青蛙便開始交配，鄉民們便會利用此機會到田裡、山

區抓青蛙，把這些放入讀寫課程中，應會是有趣的題材。鄉內也有豐富

的自然及生態景觀。例如：南仁湖、九棚沙漠、佳樂水、小雨蛙、豹紋

蝶、大冠鷲…等等。這些都是學童所熟悉的，在真實的體驗或熟悉的情

境中，參與讀寫活動的學習，應能增進學童主動參與的意願。 

    排灣族的文化內容也包羅萬象，舉凡風俗民情、建築物、宗教、傳

統文物、生活經驗、藝術、語言…等等都可以是文化素材的範圍。前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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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大街小巷都在談論「海角七號」，就連小學生也不例外，而「海

角七號」正是在滿州鄉拍攝，劇中女主角送給男主角的琉璃珠也是排灣

族的傳統文物之ㄧ，這興起了研究者把琉璃珠的神話故事融入讀寫課程

中，我想這樣的課程，學生不僅更能認識自身的文物，也能提高學童的

閱讀興趣，進而提升學習表現。 

 

三、可能面臨的問題 

    研究者嘗試將滿州鄉及排灣族文化融入到國小語文領域的讀寫課程

中實施，在十節的試驗課程中，實際教學時間可能仍嫌不足。以影片觀

賞為例，僅就指導學生做紀錄必要觀看的片段之外，並沒有將觀看全部

影片的時間列入教學時數之中。在授課過程中，教學者對於教材轉換的

拿捏也必須精準、謹慎，才不致讓學生覺得是學習負擔的增加。 

    由於研究者不是當地的居民，也不是排灣族人，所以對滿州鄉及排

灣族的認識大都來自於書面資料，以及與地方人士的談話中而得。以上

林林總總的文化素材，到底哪些是可以放到讀寫課程之中的？研究者試

圖從比較基本、學生比較熟悉的生活空間與傳統文物來切入，但這樣的

安排是否仍有美中不足之處？另一方面，滿州鄉其所蘊涵的文化歷史常

不為人所熟悉，在文化資料蒐集可能會因天災人禍與耆老的凋零，未留

下任何歷史紀錄，這也可能是會面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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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在地文化現場素材 

 

    本章主要在蒐集滿州鄉與排灣族文化素材相關資料，整理出可融入

課程設計之素材，研究者將其分為三節，第一節為滿州鄉文化素材之分

析整理；第二節描述排灣族琉璃珠與婚禮；第三節說明融入課程之文化

素材。 

 

第一節 滿州鄉文化素材之分析整理 

 

    文化（culture）一詞，其字源自拉丁文 Cultura，原義是指耕種和

植物培育，含有培育、修理、生產、祭祀等意義。近代人類文化社會學

之父泰勒（E. B. Tylor）說：「文化是一個複合體，包括知識、信仰、

藝術、道德、法律、風俗和一切創造人類社會成員的能力與習慣」；其後

又補充說明：「文化是人類由生活經驗所獲得的智慧，使他們與其他動物

有分別」。 

    當代美國人類學家克羅孔也明言：「所謂文化乃歷史裡為生活而創造

出來的一切設計。這一切設計，有些是顯明的，有些是隱含的。有些是

合理的，有些是反理的，也有些是非理的。這些設計中在任何時候均是

人類行為之潛在指導」（Griswold,1994）。 

    由上可知，人類與自然的互動中所形成的系統、層次，這些層次互

動的過程中包含物質與精神層面，而這些過程形成的產物即可視為『文

化』。 

    文化素材是形成文化一切有形及無形的因素，其內容包羅萬象，舉

凡風俗民情、生活經驗、建築物、語言、宗教、傳統文物、藝術、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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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律等都是文化素材的範圍。牟中原（1996）在原住民教育改革報告書

中調查得到原住民本身對教育中的文化素材傾向母語、傳統文化、傳統

藝術、神話故事等等的傳承，並將這些傳統藝術在教學中的優先順序排

列出歌舞、編織、雕刻、藤編。以下將對滿州鄉及排灣族的地理環境、

文化活動、史蹟文物、文史暨生態保育團體與遊憩資源等概略敘述，並

編成滿州鄉文化素材統整表，以瞭解在地傳統文化內涵，檢視適合長樂

國小的文化回應課程。 

表 4-1 滿州鄉文化素材統整表 

文化素材名稱 文化素材內涵 

一、地理環境 滿州地名由來、氣候、地形 

二、文化活動 （一）滿州傳統民謠 

（二）節俗慶典與宗教信仰 

三、史蹟文物 （一）尤宅古厝  

（二）國語傳習所紀念碑 

      （高砂族教育發祥地） 

（三）滿州敬聖亭 

四、文史暨生態保育團體 （一）滿州鄉民謠協進會 

（二）滿州鄉原生植物生態保育協會暨 

      護鷹巡守隊 

（三）天主教滿州鄉關懷站 

（四）滿州文化教育與產業發展協會 

五、遊憩觀光資源 （一）佳樂水風景區 

（二）七孔瀑布 

（三）滿州花海 

（四）港仔大沙漠－吉普車飆沙 

（五）港口溪漁村公園－衝浪 

（六）里德橋賞鷹 

（七）南仁湖生態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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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理環境： 

      

 

    滿州鄉位於東經120°45，北緯 22°01，南北長20公里，東西狹11公

里，面積142.2013平方公里，人口數8865人，分為8個村117鄰，年平均

溫度約攝氏25度。位處屏東縣南端東側，北及西北臨牡丹鄉，東濱太平

洋，西鄰車城鄉，南及西南接恆春鎮。剛好位處恆春半島的東部丘陵，

地質上算是中央山脈的餘脈，因此鄉境內雖然多山，但地勢卻較為低緩，

海拔均在700公尺以下。氣候上屬熱帶季風氣候，受地形影響，每年10

月到隔年2月都會有強勁的落山風吹襲。滿州鄉大部分為山區丘陵地，因

此農業並不發達，是台灣最南端的鄉村，以落山風、牧草、灰面鷲和伯

勞鳥聞名。（http://www.manjhou.url.tw/homepage_2_manjhou.html） 

       

二、文化活動 

  （一）滿州傳統民謠 

    滿州鄉民謠即恆春半島民謠(含恆春鎮、車城鄉、枋山鄉、滿州鄉)。 

傳統民謠中較重要且為人所熟知的有「思想起、平埔調、四季春、楓港

小調、五孔小調、牛母伴、守牛調」。 

    1.思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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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通俗普遍的民謠，也是最為人熟知的恆春民謠，七字成一句，四

句成一段，有固定的曲調， 因為沒有固定的歌詞，隨個人喜好來唱，所

以又稱「自想起」、「思雙枝」；常在句尾加入「啊呦喂！」或是「啊喂！」，

每個字音也常會加入「啊」來助唱。 

    2.平埔調 

    這首民謠是非常古老的恆春民謠，因為年代久遠，所以已忘了這首

歌謠的名稱，又因為當時恆春地區多平埔族人，傳說中是常聽平埔族人

唱，便 稱為「平埔調」。民國四十一年由滿州民謠協進會的前輩曾辛得

校長改編曲調，填入國語歌詞，命名為「耕農歌」。另外我們常聽到的閩

南語歌曲「青蚵仔嫂」，也是由此曲調改編而成。 

    3.楓港小調 

    據說是楓港地區的人到各地打工當木炭工，夜晚閒暇時特別喜歡唱

的一首曲子，因此稱「楓港小調」，這是恆春民謠中變化很大的一首，涵

蓋平埔調、四季春、五孔小調的韻味，讓人難分辨。也有人認為它是和

「四季春」相似，由「四季春」衍生出的曲子。 

    4.牛母伴 

    又稱「牛尾伴」、「牛尾擺」，老一輩滿州人的稱此調為「唱曲」，是

恆春最早出現的古老民謠，曲調哀怨動人，唱者情意真切，聽者莫不傷

心流淚，常使用在親友辭世或是女兒出嫁前夕「惜別宴會」上。 

    5.五孔小調 

    有一說法是五樂句一首，第五樂句是重複第四句樂句來終結整個樂

曲，因此稱「五孔小調」，另一說法是這首曲子在演唱時多會以「洞簫」

這個樂器伴奏，而洞簫這樂器有五個氣孔，而稱「五孔小調」，很多人喜

歡用此調唱「十二月苦力歌」，所以又稱「苦力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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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守牛調 

    又稱「狩牛調」，只在滿州鄉流行，是傳統民謠中最輕鬆愉快的曲調，

最早採集到原始的曲調是一段反覆的曲式，而鍾明昆教授與鍾金星主任

等人，將其擴充為兩段式，而成今日大家所唱的版本。演唱時會在每句

的歌詞句尾加上「咧！」。 

    7.四季春 

    又稱「恆春調」、「大調」和思想起同時流行於恆春。因為對唱時，

常以四季花草做開頭，而稱作「四季春」。 

    這些曲調的特點： 

一、大多使用月琴、弦琴伴奏。 

二、演唱時，會在句中或句尾加入「啊、啊呦喂」等助詞。 

三、可能是生活苦悶，因此傳統民謠曲調唱來大多淒涼悲切。

（http://librarywork.taiwanschoolnet.org/cyberfair2006/chlps/i

ndex.htm）。  

    傳統民謠對於滿州人的生活、休閒、習俗等關係密不可分，惟受文

明、科技影響，這些曲調漸漸失傳，會彈唱的人越來越少。現在每年農

曆春節都會舉辦「滿州民謠發表會」，旅居在外的滿州人，都會返回故鄉

共襄盛舉，就好像是一種承諾與約定，一種看得見民謠傳承的希望。 

（二）節俗慶典與宗教信仰： 

    1.五朝齋醮暨八保祭典 

    滿州民間較重視的年節，源自中國傳統的二十四節氣，其中以過年、

元宵、清明、端午、中元、中秋、重陽、冬至最普遍，祭祀活動大致延

續古俗，地方色彩較濃的民俗活動有羅峰寺的「五朝齋醮」暨「八保祭

典」。羅峰寺位於滿州鄉永靖村，興建於民國十二年底，主祀南海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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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菩薩。依後誌記載「時當民國十五年左右，本鄉瘟疫流行，病亡者重，

佛祖降乩指點藥草活人無數，乩生潘阿蛇亦身染重病，命在旦夕，族人

請示佛祖，潘氏醒而扶乩，謂取吾之血肉以配藥，可以無恙，乃削取金

身座下木片和藥，竟霍然而癒，今佛祖金身座下削刮累累，漥然闕如，

足見鄉民祈福保安之殷，菩薩慈悲救人之切也。」因此，有大半的鄉民

信奉觀世音菩薩。 

    據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爆發痢疾等瘟疫，死亡很多，菩薩慈悲，

復降乩指點草藥醫治，鄉民感念佛祖靈驗之神威，於戰爭結束後，遵囑

舉辦祭典，為七保公祭典之濫觴。所謂「保」，就是現在的「村」，滿

州鄉原有永靖、港口、滿州、里德、響林、長樂、及九棚七村，所以叫

做七保，後來增設港仔村，才改稱八保。 

    至於做醮，相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七保保正（即村長）曾許

願，於戰爭結束後，集合七保力量舉辦清醮酬謝神恩，後因物力艱難，

拖至民國四十三年，才與七保公祭典合併舉行，此後未曾再辦，直到民

國九十七年舉辦五朝齋醮，才使此傳統得以傳續下去（黃文華，2008）。     

  2.宗教信仰：滿州鄉民半數信奉觀世音菩薩，所以鄉內有多所廟宇，

如：景農宮、照靈宮、福德宮、信天宮、順天宮、太子宮、大仙宮、福

明祠、東海寺、千華寺、瑤池宮、龍泉巌、南福堂、福德祠、勝化堂、

心悟佛堂、港清祠及羅峰寺，但以漢人為主；鄉內的排灣及阿美族人則

多數信奉基督教及天主教，鄉內有八瑤教會、基督滿洲教會、長樂教會、

鄉村福音佈道團、天主教滿州鄉關懷站等。 

三、史蹟文物 

  （一）尤宅古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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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州鄉開發早，因此在老街上仍有早期建築的磚造平房，其

中以「尤」姓、與「宋」姓的老宅目前仍供後世子孫居住，為最

具代表的史跡。滿州村裡，有一棟近百年的「尤宅古厝」，建成於

1927年，融合西洋、閩南與日式特色。正面第一進為街屋形式，

屋簷砌有九個拱圈；第二進正廳，左右護龍二層樓高，設有陽台

迴廊，為住家兼備的合院建築。中央山牆塑有「尤」字，主門門

額上有「協和」商號，正廳左前埕有一水井，廊亭的堂號取「世

外桃源」之意。因歷經二次世界大戰，柱子上可見留有彈孔，尤

宅是當時的滿州庄長尤昆平所建，可以看出古宅仍有些豪貴之

氣，古宅的外觀，以紅磚、瓦所建構，中堂門柱與房舍牆壁、地

板，以石材或水泥封面，中堂大廳仍然供俸著神祇與牌位，香煙

裊繞中飄逸著大家風範（屏東縣政府文化處，2008）。 

 （二）國語傳習所紀念碑（高 砂 族 教 育 發 祥 地）  

1.立碑緣由：日明治29年，台灣總督府為實施皇民化教育政策，在

台灣十六地設置「台灣總督府國語傳習所」。是年七月，「恆春國語傳

習所」（恆春公學校、恆春國小前身）創立，開始傳授日本語文。九月，

在琅嶠下十八番社大頭目潘文杰之協助下，「恆春國語傳習所」於猪勞

束社（今里德）設立「分教場」，為全島番民接受日本教育之始。明治

31年，總督府公佈「公學校」命令，同時廢止國語傳習所，猪勞束分教

所因未達設立公學校之條件，改為「猪勞束國語傳習所」，並繼續對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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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育。明治38年，「猪勞束國語傳習所」廢止，改設立蚊蟀公學  

校即現今滿州國小。  

2.立碑時間：日昭和十四年（西元1939年）  

3.碑碣位置：滿州鄉里德村（猪勞束社，今里德苗圃前路畔）  

4.碑文內容：（正面）恆春郡高砂族教育發祥之地，（背面）高砂

族教育發祥地、明治二十九年九月十日開始、滿州公學校前身、昭和十

四年三月建立。  

5.碑碣尺寸：高二一０公分，寬一０六公分，砂岩。 

6.保存現況：光復後，此碑一直立於里德村荒煙蔓草間，碑上的文

字也遭填抹。民國八十八年二月滿州鄉公所重新整理此區，復原碑上之

文字，並在紀念碑上興蓋涼亭。（林瓊瑤，2002）。 

（三）滿州敬聖亭 

 

    1.興建緣由：漢人遷入滿州鄉後生活風俗習慣依中國傳統方式，在

日常生活中也利用寫字及閱讀書籍之習慣，並督促子孫讀書識字，盼其

光宗耀祖。因此對文字非常珍視，對於廢棄的字紙或書籍，大部份都送

到住宅附近的廟宇設置的香爐燒掉。滿州村及附近村落為處理廢棄的字

紙及書籍，集資於村外興建敬聖亭，每日上午由義工扛二只竹籃巡行蒐

集廢棄的字紙及書籍，運至惜字爐，選擇良辰，點香向天頂祭拜如倉頡、

孔子、文昌君等之先聖先賢，以為積此功德，可使家中子弟文運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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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來有助於功成名就。  

    2.興建時間：日明治37年（1904年）興建，昭和二年（1917年）修

建。 

    3.古蹟位置：屏東縣滿州鄉滿州村口、二００縣道旁。 

    4.古蹟型式：採中國華南一帶所建的六角型式，以磚塊建成，亭高

約四公尺，亭頂約五公尺，壁體約0.25公尺，亭對角約1.2公尺，亭層共

有三層，亭中間一層開一甕形之口如大爐設備，第三層開一長方形之口

作為冒煙用。  

     5.保存現況：本亭自興建以來立於滿州村口，後來村民不再使用

後，一度湮沒於草叢間，民國八十八年，滿州鄉公所將此區整建，並另

築涼亭立碑紀念（林瓊瑤，2002）。 

 

四、文史暨生態保育團體 

  （一）滿州鄉民謠協進會 

    恆春民謠，並不只是恆春鎮當地的民謠，廣義的說應該是恆春半島

地區的民謠(含恆春鎮、滿州鄉、車城鄉、枋山鄉、牡丹鄉等)，而滿州

鄉這個位處臺灣南陲的小鄉鎮，因當地自然環境不佳(落山風)，謀生不

易，因此多旅居外地的子弟，臺北、臺南、高雄等地都有滿州同鄉會的

組成，這些旅外的子弟在聚會之時，思念故鄉便唱起故鄉的歌謠，因此

才有成立民謠協進會的動機和想法。 

    這些旅居外地的子弟，有的經商有成，也有的對音樂學有專精，基

於對故鄉的愛和民謠的美，大家有力出力，有錢出錢，並結合在滿州當

地的士紳，民國68年由鍾明昆教授、陳文忠先生、林明貴先生、曾次朗

老師等旅外鄉親，成立滿州民謠推廣委員會(即滿州民謠協進會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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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並在民國70年正式立案並且登記為「屏東縣滿州鄉民謠協進會」。 

    最初成立的宗旨在於保存日漸無人傳唱的滿州民謠，由幾個種子教

師深入到田野鄉間做民謠曲譜歌詞的採集，並且鼓勵各村成立民謠團、

各校成立民謠社，師資則由民謠協進會義務提供，並定期舉辦民謠比賽

和 春 節 展 演 活 動 ， 做 為 各 村 民 謠 團 競 賽 及 展 示 練 唱 成 果 。

（http://librarywork.taiwanschoolnet.org/cyberfair2006/chlps/i

ndex.htm）。 

  （二）滿州鄉原生植物生態保育協會暨護鷹巡守隊 

    「小時候鄉裡常看到的原生植物，現在幾乎都看不到了」恆春工商

退休老師郭明裕，用這樣的心情激起了滿州鄉中老年人的共鳴，成立滿

州鄉原生植物生態保育協會，協會在民國九十六年七月成立，以保育滿

州鄉的生態為目標，除了原生植物外，還包括了守護候鳥灰面鷲、護溪

等，其實獵鷹和電魚都是滿州鄉傳統的經濟活動，但這幾年獵鷹被嚴禁，

溪裡的魚資源也枯竭，協會的成員都認清唯有保護生態，讓生態成為觀

光資源，才能發展滿州鄉的經濟。 

  （三）天主教滿州鄉關懷站 

    李惠蘭出生於屏東縣滿州鄉，二十四歲那年，選擇了當修女，家人

不捨當修女沒收入，不能吃好、穿好，還引發家庭革命，「只愛一個人、

一個家庭不是我的個性，我的愛太多，心太寬了。」又說，「諾貝爾獎只

能由一個人獲得，但修女的工作可以培養很多史懷哲。」 

    當了三十年修女、在天主教學校教書多年，五十四歲的她卸下天主

教主顧傳教修女會總長職務，回到闊別已久的滿州鄉。由於滿州鄉的教

育問題讓李惠蘭憂心忡忡，於是李惠蘭毛遂自薦，找上滿州國小校長，「我

就是社會資源，請盡量利用我」，她無償幫孩子課後輔導、自掏腰包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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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日報、替圖書館募書並進行e化、寫信向天主教博愛基金會爭取設立關

懷站與瑪麗亞ㄟ寮仔。 

    民國九十七年起自行募款舉辦第一屆「滿州鄉兒童體驗營」，以「你、

我、他」的主題出發，讓孩子看看別人、想想自己，藉由同儕的力量、

營隊式管理，學習生活禮儀，更重要的是認識、珍惜自己的土地。 

（http://tw.myblog.yahoo.com/jw!I7zguheFFQRULjr5Jp5e/article?m

id=2179）。 

  （四）滿州文化教育與產業發展協會 

    多位屏東縣滿州鄉在外事業有成的企業家，眼見風景美麗的故鄉一

直是窮鄉，年輕人不斷外流，於是由科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王鴻

圖帶頭，於民國九十七年組成「滿州文化教育與產業發展協會」，要將滿

州鄉的觀光產業發展起來，讓家鄉的競爭力提升。協會裡除了七、八位

企業家外，還有退休的教授、高中、國中小校長、音樂家、學校老師、

公務人員等。聘專人運作協會，也是留美的滿州子弟，在專人運作協會，

以及王鴻圖以企業家的活力及企業精神運作下，很快的凝聚了動能。 

    去年暑假各辦了一場音樂營和彩繪營，吸引滿州鄉三分之二的國中

小學生參加，鄉民見協會辦得不錯，紛紛投入義工工作。王鴻圖說，滿

州鄉要發展觀光產業的定位是清楚的，但到底要發展什麼樣的觀光產

業，目前協會還在尋找，要醞釀一個產業不容易，於是協會從最根本的

教育和文化紮根著手，滿州鄉的教育資源與都市差距很大，協會先讓鄉

裡的孩子從藝術薰陶來培養孩子的美感和創造力，未來希望形塑成藝術

之鄉。未來的工作還很多，包括指導各社區發展協會寫企畫書向政府爭

取觀光發展經費、整理滿州鄉的文史等，希望一點一滴聚集資源，讓滿

州鄉的觀光產業能動起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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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pochtimes.com/b5/8/9/1/n2248507.htm）。 

五、遊憩觀光資源 

 （一）佳樂水風景區 

 

    佳樂水風景區位於屏東縣滿州鄉，佳樂水原名「高落水」，指的是步

道盡頭的山海瀑布，前總統蔣經國改名「佳樂水」，並為當時無名的山海

瀑布賜名。這裡的魚類資源豐富，在潮間帶的岩縫及漥地內海岸上都可

見到，由於沿岸為黑潮流經，大型洄游性魚類很多，經常可見船筏穿梭

海上，也是海釣的最佳地區，盡頭的山海瀑布是山溪經山海崖沖刷而下，

沿著海岸北上，可到達出風谷大草原。 

 （二）七孔瀑布 

 

    七孔瀑布群，位在屏東縣滿州鄉永靖村的北方溪谷中。擁抱環繞四

周的豐富風景名勝有：北方有標高六七四公尺的老佛山為瀑水之發源

地；東接小墾丁渡假村、南仁湖、九棚、佳樂水風吹沙等一連串的風景

線；南與雄立重重山巒的大尖石山明顯地標，遙遙相望；西有出火仔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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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景觀，恆春東門古城舊風光。七孔瀑布群的發掘，對少有瀑布景觀

的恆春半島，更是錦上添花，倍加光彩。 

（http://www.manjhou.url.tw/homepage_4_eco-tourism_755.html）。 

（三）滿州花海 

 

    滿州鄉近幾年來積極推動觀光，在里德橋附近栽植了佔地 25 公頃 

的花海，是全國最大的花海。一群愛鄉愛土愛滿州美景的鄉親們，齊心

栽種面積廣大的波斯菊、百日草，來到這裡花香隨風吹來，遙望遠山、

牧草與藍天，望著盛開的花朵，彷佛來到世外桃源，美不盛收的景色讓

人心曠神怡。 

（http://www.manjhou.url.tw/homepage_4_eco-tourism_gan.html）。 

（四）港仔大沙漠－吉普車飆沙 

      

    九棚沙漠，又名『港仔大沙漠』。位於恆春半島東岸、九鵬溪出海

口，地屬『滿州鄉』，面積廣達200餘公頃，具備台灣罕見的地理景觀，

是國內最壯觀的沙漠奇景，來到這裡，同時可以欣賞海洋和沙漠。而當

地居民也運用特殊的地形，以吉普車飆沙，也發展出獨特的沙灘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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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anjhou.url.tw/homepage_4_eco-tourism_gan.html）。 

（五）港口溪漁村公園－衝浪 

  

港口溪流經茶山吊橋，在漁村公園旁出海，出海口於冬天時，常因

水流量減弱，泥砂堆積，將出海口封住了，而成為「沒口溪」，蔚為奇

觀，其實是水流流經下層伏流出海去了。從茶山吊橋往佳樂水方向走，

會發現一座停車場，署名漁村公園，這裡就是港口溪出海口旁著名的衝

浪勝地了。 

由於海流流向的關係，漁村公園海岸沖積為沙灘及台地地形，海岸

也容易出現適合衝浪的高浪，岸上有衝浪板出租及教學商家，目前成為

墾丁地區與南灣齊名的衝浪天堂，除了國內衝浪好手喜歡外，日本衝浪

好手因人文及飲食習慣相近，喜歡到滿州來衝浪。滿州鄉衝浪最佳的地

點以港口溪出海口最佳，白沙灣及南灣也不錯，衝浪的浪板可租，衝浪

店還提供民宿。 

（http://www.manjhou.url.tw/homepage_4_eco-tourism_gan.html）。 

 （六）里德橋賞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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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州鄉里德村裡有座里德橋，是賞鷹客最佳的攝影地點。每年九月

的赤腹鷹，以及國慶日前後，繁殖於西伯利亞的灰面鷲過境，前往東南

亞過冬，萬鳥盤旋，是賞鳥人以及野鳥攝影協會的年度大事，全國「鳥

人」齊聚墾丁，俗稱「賞鷹季」。賞鷹又可細分為起鷹及落鷹，由於鷹群

獨特的習性，牠們會順著上升氣流盤旋升降，形成獨特的「鷹柱」，煞為

壯觀，而墾丁地區「起鷹」的最佳觀賞地點，是在社頂自然公園山區一

帶，時間大約是凌晨日出時段；而「落鷹」的最佳觀賞地點，就非里德

橋莫屬了，時間大約是在傍晚時分（屏東縣政府文化處，2008）。 

 （七）南仁湖生態保護區   

   南仁山位在墾丁國家公園東北部，泛指八瑤溪以南、港口溪以北的

5800餘公頃山區，海拔526公尺之萬里得山為本區之最高點，次高點則為

479公尺高之南仁山。本區為天然熱帶季風林雨林，是台灣僅存的低海拔

原始林；受到特殊季風及雨量季節性分佈的影響，孕育著非常豐富的生

態景觀，囊括1200餘種高等植物、129種蝴蝶、近100種的鳥類及多種哺

乳、爬蟲動物等。 

    南仁山生態保護區珍貴之處，在於同時擁有丘陵、山谷、沼潭、溪

流、草原等地形，並出現少見的「植被壓縮」現象，南仁山屬低海拔的

丘陵地，在部分較開闊的盆地因缺少出水口，就形成小型的湖泊或沼澤，

此即所謂的「南仁湖」。南仁湖原是隆起侵蝕面的殘餘窪地，包括三大水

域：中央水域、獨立南仁湖及宜蘭潭（或稱南仁古湖），總面積約28公頃，

天然水域僅有宜蘭潭一處，後因出水口被填土築堤，而形成面積廣大的

水域。南仁湖的四周群山環繞，湖水來自山上的泉水和雨水，是一個天

然淡水湖。湖區面積廣大（共分三區），蜿蜒環繞著部份小島，景觀原始

粗獷；湖畔草木青翠，鳳蝶飛舞；湖水靜謐迎人，不曾乾涸。欣賞湖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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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光約需二小時，可盡窺低矮雨林和沼原景色；漫步其中恰然自得，彷

彿置身世外桃源一般。 

    南仁湖屬於生態保護區，南仁湖畔則以水生植物為主，常見螢蘭、

水毛花、野荸薺、銀蓮花…等；大量的水生及生濕生植物生長其間，正

提供雁鴉科或鷺科鳥類棲息場所及食物來源。湖濱坡（草）地是觀察候

鳥生態的最佳地點，更是小水鴨、綠頭鴨、大白鷺、蒼鷺…渡冬的好所

在，還可見到灰面鷲、大冠鷲過境呢！ 

    早期的南仁湖原僅是數個小沼地，經雨水在低山丘的山窪間匯集而

成的。清領末期以降，農民在此依山勢築成灌溉用的水塘，以種植稻米

為生；不過由於此地黃土貧瘠，稻米產量不高，所以稻田轉成水牛放牧

地。民國71年西北角紅土溪的出口，被人工築堤堵塞，積水無法宣洩，

才形成今天約150公頃的「南仁湖」。 

南仁湖知性之旅可區分為：「原生植物之旅」、「地形景觀之旅」、「水

文景觀之旅」、「動物生態之旅」四大部分。一般人所謂的「南仁湖」，是

指南仁山的中央水域而言（南仁山區水域應含南仁湖、宜蘭潭、中央水

域），它位於屏東縣滿州鄉，墾丁國家公園東北角的南仁山生態保護區

內，是南仁水域中最大的靜水型湖泊生態系統。 

    1.原生植物之旅 

    南仁山區是台灣罕見的低海拔原始林區，這是由於其他低海拔區早

己被開發，只剩南仁山地理偏遠才碩果僅存，故而保留下數百種的熱帶

原生植物；僅是一個佔地3公頃左右的永久樣區中，共記錄了212種植物，

其中有喬木97種、灌木21種、草本74種、藤本20種，更有數十種是僅存

於南仁區的植物呢！     

    2.地形景觀之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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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仁湖以前並不是一個湖，而是一個個的小沼地，南仁湖（山）的

地形地質，即是中央山脈向南延伸的山地丘陵區，由黏土、砂及磚岩所

組成。登上南仁湖邊的小丘陵，可以眺望整個湖面，及高低起伏卻略趨

平緩的（老年期）丘陸地形，配合潾潾湖光，鳥瞰的感覺令人心曠神怡。 

    3.水文景觀之旅 

    南仁湖本身為一靜水生態系統，湖泊中的沈積物愈來愈優養化，其

中營養鹽為浮游植物生長的基本要素，而浮游植物又更有助於水生植物

的繁生，故使水體中的葉綠素含量增高；水生植物的繁生，會再滋促成

湖邊生物的滋長，如此生生不息，形成一個植物生物的循環生態系統。

除湖泊本身形成的生態系統，尚有分支溪流，河川形流水區等三種水體，

又各自蘊成不同的系統，各有生趣。 

    4.動物生態之旅 

    南仁湖是生態保護區，因此在未開發的情況下，區內仍有許多野生

動物，用心察看保證收獲不少。沿著步道上山，黑白大斑蝶（大笨蝶）、

粉蝶等隨處可見，青斑蝶、鳳蝶也比比皆是；人面蜘蛛（背部花紋像人

臉）頗有看頭，松鼠、蛇類也偶爾帶來驚奇。 

    當雨水淹沒了溪（陸）蟹的巢穴，溪蟹就一隻隻的跑出洞外，當遊

客走在登山的緩坡步道上，有時不小心就會踩死他們，所以得隨時隨地

小心謹慎。若沿著南仁湖濱賞玩，也可看見長期棲息的小白鷺、牛背鷺、

小燕鷗和翠鳥等，秋冬之際更吸引大批候鳥在此棲息，在此沼澤區竟記

載了80多種的鳥類。 

（http://travel.pthg.gov.tw/CmsShow.aspx?ID=391&LinkType=3&C_I

D=177）。 

    由以上的文獻可見，屏東縣滿州鄉的文化素材種類豐富，實為寶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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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資產，對語文領域教育，提供了內容豐富的文化素材與多樣性的

形式可供運用。假若學校的教育沒有去運用這些素材，殊為可惜，故研

究者欲將如此寶貴的文化遺產轉化為教學可用之素材，實為現今教育可

進一步思考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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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排灣族琉璃珠與婚禮 

 

本節旨在歸納整理有關排灣族琉璃珠與婚禮的文獻資料，共分為

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排灣族概述，第二部分是排灣族琉璃珠與神話，第

三部分是排灣族婚禮。 

 

一、排灣族概述 

    排灣族早期居住在北大武山西北部一帶，後來排灣族人逐漸從北大

武山向南遷移，有的越過中央山脈到達東海岸，有的則繼續南遷至臺灣

的最南端。排灣族的分佈地區，主要位於中央山脈南部山地及其東南山

麓直到沿海地區，北起武洛溪上游的大母母山一帶，向南直到恆春半島，

北方與魯凱族相鄰，西側與平埔族相鄰。 

表4-2 排灣族兩大系統： 

排灣族大體分為Raval（拉瓦爾）與Butsul（布曹爾）兩個系統  

亞族 族群 分佈 

區域 

鄉鎮

名稱

主要 

村落 

附註 

拉瓦爾 
亞族 

（Raval） 

拉瓦爾群（Raval） 主要聚落地
在武洛溪上
游，海拔約
800公尺
處。 

三 
地 
門 
鄉 

大社、 
賽嘉、 
口社、 
安坡、 
青山、 
達來、 
德文、 
三地 

佔據排灣族最
北端，三面有魯
凱族圍繞，因地
緣關係，風俗習
慣受其影響。 

瑪 
家 
鄉 

筏灣、 
瑪家、 
三和、 
北葉、 
佳義、 
涼山 

泰 
武 
鄉 

萬安、 
平和 

布曹爾亞族 
（Butsul） 

北 
部 
排 
灣 

布曹爾本群 
（Butsul） 

自口社溪以
南，林邊溪
以北。 

泰 
武 
鄉 

萬安、 
泰武、 
佳平、武
潭、 
佳興 

排灣族的布曹
爾群從此向南
或向東次第移
動，此群將原居
住地稱為
Paumaumaq，故
以巴武馬稱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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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 
義 
鄉 

義林、 
來義、 
古樓、 
望嘉、 
文樂、 
南和、 
丹林 

春 
日 
鄉 

七佳、 
力里、 
歸崇、 
古華、 
春日、 
士文 

 巴武馬群 
（Paumaumaq） 

獅 
子 
鄉 

部分內
獅、南
世、獅子 

獅 
子 
鄉 

內獅、 
南世、 
獅子、 
竹坑、 
楓林、 
內文、丹
路、 
草埔 

 查敖保爾群 
（Caupupulj） 

牡 
丹 
鄉 

東源 

 

南 
部 
排 
灣 

薩布力克群 
（Sebdek） 

北自率芒溪
以南，南至
獅子鄉草埔
村。 

獅 
子 
鄉 

竹坑 

由勢力最雄厚
的屏東縣獅子
鄉內文村內文
社之大股頭目
Rovaniaw 家及
二股頭目
Tsuleng 家支
配下住民為
Caupupulj，為
部落總稱。另有
Sebdek 群居住
於查傲保爾群
之南，分佈於獅
子鄉、牡丹鄉等
地，習慣上併入
Caupupulj群。

牡 
丹 
鄉 

石門、 
牡丹、 
東源、 
高士、 
四林 

牡 
丹 
鄉 

旭海 

 南 
部 
排 
灣 

巴利澤敖群 
（Parilarilao）

分佈於恆春
一帶，北與
薩布力克群
為界。 

滿 
州 
鄉 

滿州、 
里德 

除原來的排灣

族群外，參雜卑

南族、阿美族及

平埔族，居民較

複雜，東源是由

查傲保爾群移

民過去。 

金 
峰 
鄉 

嘉蘭、 
歷坵、 
新興、 
正興、 
賓茂 

 東 
部 
排 
灣 

巴卡羅 
（Pakarokaro） 

分佈於太麻
里、金峰、
大武、達仁
鄉境內，中
央山脈東斜
面，大武
溪、大竹高

大 
武 
鄉 

大武、 
大鳥、 
大竹、 
尚武、 
南興 

推測此群自巴

武馬之居地向

東或東南越過

中央山脈逐漸

移來居住。但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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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仁 
鄉 

土坂、 
台坂、 
森永、 
新化、 
安朔、 
南田 

溪、虷子崙
溪、太麻里
溪流域。 

太 
麻 
里 
鄉 

泰和、 
大王、 
金崙、 
多良、 
溫泉 

遭遇卑南、阿美

及不明種族矮

人（ngaurur）

等異族及東海

岸新環境之影

響，在土俗上已

有些不同。 

 

參考資料來源：傅君《臺灣東部排灣族的山田農業 : 一個文化生態學的

探討》1998 年、童春發《台灣原住民史 排灣族史篇》2001 年台灣省文

獻委員會編印 

     

二、排灣族琉璃珠與神話 

    台灣原住民各族中皆持有琉璃珠，其中以排灣族的數量最多，色澤、 

質地較特別也較重要。排灣族將綴珠的技巧運用於衣服上的紋飾，在台

灣原住民的服裝上可說是一大特色，使用的是不同顏色的小玻璃珠。排

灣族的珠飾中，以大型多彩琉璃珠所穿綴而成的頸飾與胸飾，最為傳統

和貴重。琉璃珠的種類與傳說（參考附錄三）。 

 

三、排灣族婚禮 

在「番族慣習報告書」就曾描述 1920 年代大頭目家傳統 tiuma 婚禮： 

驗聘之日或是隔日，男家帶聘物來到女家。此外，男家還要帶規定形式

的木材來。一行人來到女家，女家的人持槍對空鳴槍。男家帶木材在女

家庭院前建立鞦韆架。完成後，男家的人背著女孩試盪鞦韆，稱為

pabutiuma。當時的佳平，女孩可以用手碰一下鞦韆繩（lakai）即可，

年輕的女孩都可以去試坐。之後，新人要行smaguc 的禮儀（兩人鼻頭相

接），這時新娘要拒而逃入山中，此為「ki-iLa」。兩家親人去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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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後又再進行smaguc 的禮儀，新娘仍要拒絕，這次是要逃到民家躲起

來，稱為kiurau。兩家親人又去找之，並且對新娘怒號，找到新娘的人

可以得到鐵器，如果是女家自己找到的話，報酬又要更多。新娘被找到

的人背回來後直接來到室內的窗下椅上坐著，此時媒人以毛布遮住新娘

的面容，請新郎進屋後，新人行smaguc禮與bundol 禮（以手握乳），最

後，毛布除去，兩人並坐，由女巫（maLada）進行cumadaran的祭儀，祝

福兩人並給＇avay 吃。之後，女巫一番訓話後，進行同衿之禮。新娘衣

裙緊密縫起，當夜，女伴陪同新人同寢。第二天，新郎入山採木材，新

娘到男家的田地採地瓜或野菜。數日後，女伴離去，新郎才可以自己解

開新娘衣服的縫線。經過兩三日後，新郎送給女伴布或是刀後，女伴才

將縫線完全除去，兩人才可以合歡。如果男方自行除線，要罰酒或鐵耙。

一旦完成男女之事後，新郎通知媒人，傳達給男家，男家帶酒與＇avay 到

女家去，此時，未給的聘物：kikazara（家、土地兩件或是這兩件的替

代物），也一併給女家。然後，夫婦兩人回到男家，稱為pasacumagan，

大家歌舞同歡（台灣總督府蕃族調查會1920：83-84）。 

該書以「正式婚」稱之，為頭目家與有力的平民家所行的婚禮形式，

相對於一般人的平民家的「略式婚」（台灣總督府蕃族調查會1920：46）。

正式婚大致上分成議婚、納聘、成婚三個階段。 

到了日本時代1933 年（昭和8 年），當局認為「舊有的排灣婚禮，

不僅做糕、釀酒、殺猪，同時還全社舉行二日乃至三日夜的酒宴，導致

家業的怠忽而容易引發衝突事件」，於是透過同窗會改組成青年會之際，

提出「婚姻的舊慣改善」，簡稱「婚姻改善」。（邱馨慧，2001年）「婚姻

改善」提出了7 條規定：1、婚姻必須當事人要願意，父母親要同意才行，

2、結納金最大限度為15 元，且為現金，3、婚禮要在社祠或是教育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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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行，青年會員與社的役員列席，部落內絕對廢止酒宴歌舞，4、婚禮的

舉行限制為一日或是一夜，5 給頭目的婚姻租要廢止，6、廢止舊慣：女

子若婚後要到男家去，男子必須去女家服勞役的規定。但是若女家無男

或年尚幼，並不禁止女家以招夫招婿的方式要求男子婚後到女家去，7、

一般人如希望在青年會結婚的話，將比照青年團員的方式辦理（台灣總

督府警務局理蕃課，理蕃之友第2 年11 月號：11）。 

目前在排灣社會，不僅議婚時要談訂婚、喜餅、等平地習俗外，如

果女家具有頭目身份也會討論傳統婚禮的形式。另外，由於信仰天主教、

基督教，婚禮常常兼採宗教婚禮（彌撒、禮拜）與傳統婚禮。（邱馨慧，

2001年），以下介紹當代的婚禮。 

（一）拜訪（k i v a L a）與議婚（m a l a v a r t a p u c e k e l ） 

婚禮舉行前，兩家必須完成婚事的商量。婚事主要是靠雙方的媒人或介

紹人奔走於兩家之間傳達信息，因為彼此仍有些私下的商量必須另外進

行。目前的婚俗來說，男家若屬意某家的女兒，可以帶著禮物去拜訪女

家的長輩以示禮貌，稱為kivaLa173，即去拜訪老人家一下。男家所帶的

禮物包括最基本的檳榔、酒以及＇avay、cinavuu、saida 等飲料。一旦

雙方有意結親的話，男家就攜帶禮物到女家進行第二次的拜訪，這次則

是要進一步討論聘物、聘金，喜餅等事宜，介紹人也會在場，稱為 malavar 

ta pucekel。malavar ta pucekel 時具有頭目身分的家必須要到本村大

頭目家jingurul 家正式去談，由於在大頭目家舉行，基本上村民都可以

過去旁觀。雙方除了聘物、聘金外，還必須決定婚禮形式以及種種女家

要求的事項。一般非頭目家議婚時，地點會在女家。然而，不管是否具

有頭目身份，相關家族的老大原家必須有代表參加（邱馨慧，2001年）。 

malavar ta pucekel（議婚） 的過程包括一定的禮儀，不管是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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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目家或是在女家談，男家到了後必須在大頭目家或是女家的庭院前放

鞭炮，鞭炮有通知人家「我們已經到了」的意思。除了放鞭炮是大家皆

有的行事外，在大頭目家的malavar ta pucekel，外村的男家到了後，

在開始談婚事前，必須先給女家村子兩項禮： 

1、「sinisupuluan」：頭目家的禮數，具有除喪意義的禮同時也是一項「有

名字」的禮。通常是酒，該酒就稱為「sinisupuluan」，此詞有「死掉的

東西」之意。 

2、「siniduvai ta ＇inalan」：表示請部落「開門」之意，一般是說男

家要給 1000 元的紅包，由kaLaingan 代表全村接受，給全村買酒喝。 

除了上述兩項禮外，malavar ta pucekel 時男家還需帶禮物來。一般人

家赴女家去談婚事時，為了尊重女家，通常會帶酒、檳榔，甚至有送活

猪一隻，或者是帶著煮好的菜過去與女家一起會餐。 

（二）驗聘：＇e m a y a m 

男女雙方談好聘物後，男方回去準備聘物，。聘物準備完成後就通

知女方過去飲宴歌舞，這一日或隔日，女家的主婚人、媒人等會到男家

進行驗聘，稱為＇emayam，也就是看聘物、看婚禮儀式物品。接下來，

兩家將分頭忙婚事的進行，特別是婚禮前的準備。當代的驗聘除了雙方

多有文字記錄外，仍是女家過去男家會餐並且一一核對男家準備的聘物。 

（三）婚禮前的準備 

傳統婚禮的準備主要為聘物以及婚禮儀式用物。一般而言，聘物多

屬於排灣觀念中的財產範疇，因此不同的村子也比較有相同的物類與標

準；但婚禮儀式用物，不同的村子常有不同的習俗。當地人說「習俗」

（kakudan）很多」，一旦物的處理稍有不合，男家在傳統婚禮中的「介

紹物品」（pasemaLamaLav）過程就會被罰錢。於是如果不同的村子聯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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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家又是佳平的頭目家時，外村的男家往往會拿錢交由女家代為辦理「山

地習俗」，指的就是婚禮儀式用物。男家除了怕不會辦理而不符合本地的

規定外，也擔心一旦不合規定，在婚禮過程中若產生不愉快，將影響兩

家的和氣。傳統婚禮的準備工作，大體為下列行事：婦女唱歌、砍木材、

女家邀宴男家砍木材的親友，婚禮儀式用物的製作等。 

婦女唱歌：傳統婚禮舉行前的兩天晚上，婦女們要一晚先赴大頭目

家、次晚到女家具有頭目身份的老大原家唱歌。 

砍木材、女家邀宴與製作婚禮儀式用物：男家要砍木材、處理木材

形制，舉行tiuma（鞦韆） 婚禮還包括在大頭目家的庭院建立tiuma（鞦

韆），製作兩種婚禮所食用的＇avay（小米糕），還有檳榔冠以及為婚宴

的每一桌包一袋檳榔。 

（四）傳統婚禮 

 傳統婚禮舉行當天，一旦下雨，除了物品的介紹可以移到室內進行

外，其他戶外的儀式與活動則必須取消，並不能延期。 

 結婚當日通常一大早，女家帶著新娘到山上等待男家來找，即是所

謂的「ki-iLa」。到了開始舉行婚禮時，男家要帶著聘物、婚禮儀式用物

來到大頭目家的庭院，稱為「vaikanga paukuz」（=vaikanga kisudu）。

接著是以大頭目家、新娘家族的老大原家、男家為主要活動地點的儀式，

依序為：在tiuma 的下方進行介紹聘物、婚儀物品的「pasemaLamaLav」、

宣示新娘身份的「penalang」儀式、新娘要跑到樹下，新郎再來迎接此

為「kisaLav」儀式、對大頭目家系的分酒儀式（temulen ta vava）；然

後，新娘回到象徵頭目身份來源的老大原家，由男家前來迎接要去男家，

稱為「paki-aLap」儀式，隨後男家將新娘迎回男家，進行最後的

「papukizing」的儀式。各項儀式間是以跳舞（zemian）來銜接，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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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說：「每做完一個動作，就是跳舞」。 

（5）婚宴： 

 在婚宴開始之前，會有一項更增添熱鬧氣氛的節目，那就是婚家的

親戚以公開抬禮物的方式向婚家祝賀，當地的說法是「抬猪」（＇emaLu）。

以前只有大頭目家（jingurul 家）出來的家，婚宴才有抬猪，而且抬的

禮物猪是要分給全村的人共享的。現在不管有無頭目身份，辦婚事也同

樣會加入抬猪的。介紹抬猪的隊伍入場後，就開始由婦女會成員到舞臺

上唱歌，她們會穿上一致的服裝，有時也是婚家贈與的服裝。之後，開

始用餐。 

（6）跳舞： 

    婚宴之後的跳舞是比較正式的，大家大多也會穿著正式一點的服

裝，同時，長老也會出席觀舞，大家手牽手圍成圈跳舞，舞圈呈開放式，

並不完全接合，可以自由地與熟人跳舞而不斷加入舞圈。新人們也會換

上傳統服裝加入舞圈共舞。 

    綜合以上所述，琉璃珠的名稱與意義中，有些關係宗教信仰；有些

關係婚聘；有些在張顯權力；有些象徵財富；有些則驅邪避凶…等等。

而婚禮中的儀式受到時代、社會文化衝擊與宗教婚禮影響，與傳統婚禮

儀式有一些改變。研究者嘗試把排灣族傳統的婚禮及琉璃珠，融入課程

中，藉由排灣族傳統婚禮的介紹，讓學童更進一步瞭解自身的傳統禮儀；

也藉由排灣族的神話故事，讓學童更進一步瞭解自身的傳統文物－琉璃

珠。將部落文化與學校課程連結，協助學生跨越文化差異的鴻溝，進而

提昇學生的國語文能力與族群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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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融入課程之文化素材 

 

    九年一貫已實施多年，而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是九年一貫的重點所

在，研究者目前所服務的學校，只有排灣族的舞蹈、歌謠及刺繡的社團

活動，未曾把當地的自然及人文資源融入校本課程中，所以我嘗試把屏

東縣滿州鄉當地的文化素材當作課程內容與研究題材，進而發展出屬於

長樂國小特色的校本課程。 

    電影「海角七號」引起了廣大的回應，學生們紛紛談論此話題，這

部電影正是在滿州鄉拍攝，劇中女主角送給男主角的琉璃珠也是排灣族

的傳統文物之ㄧ，這興起了研究者把琉璃珠的神話故事融入讀寫課程

中，我想這樣的課程，學生不僅更能認識自身的文物，也能提高學童的

閱讀興趣，進而提升學習表現。 

    每年第一次春雷乍響，滿州鄉山區的青蛙便開始交配，鄉民們便會

利用此機會到田裡、山區抓青蛙，把這些當地的生活型態放入讀寫課程

中，應會是有趣的題材。研究者把融入課程的文化素材，區分為四大類。

第一類學區內的自然景觀：包含南仁湖、九棚沙漠、佳樂水、港口溪、

南仁山、港仔溪等。第二類學區內的自然生態景觀：有種類和數量都很

豐富的蛙、蛾、蝶、甲蟲、猛禽及爬蟲類。如：小雨蛙、褐樹蛙、金花

蟲、豹紋蝶、大冠鷲、赤尾青竹絲、凹足陸寄居蟹等。第三類排灣族傳

統文物：包含琉璃珠、陶壺、青銅刀、刺繡、籐編、竹編、月桃席的製

作等。第四類排灣族傳統祭儀：包含傳統婚禮、五年祭、豐年祭。 

    研究者考量學生能力、現行課程、授課時間及現有資源，設定要融

入課程的文化素材有四大主軸。ㄧ是排灣族傳統的文物；二是學生的生

活經驗；三是排灣族傳統的禮儀；四是生活空間的認識。從第一個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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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灣族傳統的文物，發展出孔雀王子。藉由排灣族的神話讓學童更進一

步瞭解自身的傳統文物－琉璃珠。從第二個主軸：學生的生活經驗，發

展出井裡的小青蛙。藉由學童自身的生活經驗，讓學童認識童詩。從第

三個主軸：排灣族傳統的禮儀，發展出排灣族的婚禮。藉由婚禮的介紹

讓學童更進一步瞭解自身的傳統禮儀。從第四個主軸：生活空間的認識，

發展出美麗的南仁湖。藉由南仁湖的介紹，讓學童更進一步認識本地的

自然環境景觀。 

    研究者擔任國小教師工作長達十餘年，並大多在鄉下或偏遠地區任

教，在教書生涯中，看到許多讀寫不利的孩子，剛開始任教的前幾年，

遇到了這樣的孩子便歸因於學習者用心不足、文化不利、無人教導等，

但我不停的教導、學生反覆的練習，這些孩子依然跟不上學習的腳步，

最後，總是落得教學者滿腹無奈、學習者飽嚐挫敗的下場。於是我開始

思索一個問題，難道這些讀寫不利的孩子除了被貼上標籤註明之外，就

沒有其他的路可走嗎？ 

    很幸運的，在研究所的進修生涯裡裡，接觸到文化回應教學相關理

論，讓我更加確信這些孩子並不是學不會，而是他們還沒找到適當的方

式學習。然而正因為這些孩子通常在學習上是需要被引導、協助的，他

們自然也無力自我追尋適合學習的方式。這樣的重責大任就必須交由教

育工作者來擔負，所以教學者更有責任與義務去察覺教學與學生學習上

的問題，並去探究問題背後的成因，試著找尋解決之道，那才是真正的

教育之道！ 

    如何與學生的學習問題共同奮鬥，診斷並治療他們所面臨的困難；

也如何讓學生認識、保有、甚至傳承自身傳統文化的特點，即是課程可

以著墨的地方。因此研究者在設計課程時，盡量融入當地的自然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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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俗民情、生活經驗與傳統文物等，再從學後的學習單中，審視學生的

改變，試圖藉由課程設計增加學生的在地意識；由視覺化的學習，提高

學童的閱讀寫作興趣及理解能力，進而提昇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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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文化回應教學運用於讀寫課程設計 

 

    本章旨在說明以文化回應教學運用於讀寫課程設計之理念、原則目

標與活動內容，全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說明研究對象基本能力分析；

第二節敘述課程設計理念與原則；第三節為建立目標階段；第四節闡述

文化回應課程的形塑與活動設計。分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對象基本能力分析 

    本研究研究對象為研究者任教學校－長樂國小三年級學生 28 位，其

中男生 16 位，女生 12 位。柯華葳（1994）指出學生的閱讀行為和成就

受其背景（性別、種族、社經關係…）和特質（學習策略、自我概念…）

的影響。因此在課程設計前，茲將研究對象讀寫的基本能力做一個陳述

與分析，以了解學生讀寫行為所呈現的一般狀態和風貌，期望能設計出

適合他們的讀寫課程。 

    本校三年級學生閱讀習慣呈現比較被動的狀態，自發性閱讀比較

少，往往是被要求了才會閱讀，學生閱讀的題材不夠廣泛，閱讀的量也

不夠多。開始閱讀時，只有一小部份的學生能專注看書，大部分的學生

還會受外面環境的影響，以致於無法專注閱讀，我發現他們興趣昂然的

不是閱讀本身，而是在那走來走去的找書換書的過程。 

    因為我並非學生們的導師，爲了要更了解他們的寫作能力，我從他

們所寫的日記、作文及他們的導師訪談中得到一些訊息。得知大部分的

學生沒有寫日記的習慣，甚至有些學生尚未有寫日記的經驗，因此只寫

了短短幾句，短句太多、字數太少，只是達意而已。除了有幾個學生表

達還算完整外，大部分的學生不是錯別字太多、詞彙不足，就是完全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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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標點或句子不完整。 

    在國語教科書的部份，背書和聽寫表現的很不錯，解釋生詞時喜歡

利用情境脈絡進行說明，在使用口語表達時，也有簡化、省略的現象。

例如：在進行『…一面…一面』的造句練習時，學生會直接寫出「一面

看書，一面聽音樂」「一面吃飯，一面看電視」的句子，這樣的現象說明

了學生雖然會去搜尋自己的先備經驗，但他們並不會將所有的詞語做進

一步的修飾，所以目前仍無法使用語言完整溝通及表達。 

   在寫作方面，喜歡用對話形式呈現，有時會離題，東拉西扯，內容往

往也乏善可陳，每段的字數差距太大，有的太多，有的太少，或是句型

單調、分段不適合，遇見不會寫生字，會直接寫注音，查字典的能力和

習慣要加強，這些是目前學生寫作時所常見的問題。 

    針對上述學生讀寫的問題，我希望能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展開三

年級的閱讀與寫作經驗，故以當地文化脈絡為基石，配合課本單元主題

與分段能力指標，設計一套為本校三年級學童所量身訂做的讀寫課程，

期望他們能享受吸收知識的美好，體會語言樂趣，進而提昇語文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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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課程設計理念與原則 

 

壹、課程設計理念 

    就九年一貫課程的學習規劃而言，橫斷來說注重學習領域間的「統

整」，縱貫來說強調學習階段的「進階、銜接」。因此「舉凡階段銜接處，

即須總結評估前一階段之基本能力，並規劃新一階段之學習目標」（許學

仁，2000b）。 

三年級處於階段「啟」的第一階段（國小一至三年級），兼具第一階

段與第二階段（國小四至六年級）間段「承、轉」之關鍵角色，且為第

一階段「合」之關鍵樞紐；況且針對「閱讀能力」而言，許多相關研究

皆指出第一階段是「學習閱讀」的階段，第二階段學生則開始進入「從

閱讀學習」的階段，所以三年級亦居於從「學習閱讀」過渡「從閱讀中

學習」的橋樑地位（柯華葳、游雅婷，2001；臧鐵軍，1998）。因此研究

者認為三年級對於國語文領域發展處於關鍵地位，故選定三年級為課程

設計的年級。 

研究者在教育現場中觀察教師進行國語文領域的教學活動現況，以

進一步分析並觀察學生的學習情形與學習困境，與教師討論、評估學生

的起點行為與先備經驗，並研讀相關理論的心得結果，以作為教學設計

之依據。研究者藉由與同事們的討論及學生的談話中得知，本校大部分

學童的家庭背景屬於缺少文化刺激的背景，所以學童在語文能力的表現

是有待提升的。各出版社國語課本中範本選用和課程設計仍以漢文化為

主軸，和原住民學生的生活經驗無相關聯結，許多程度落後的學生，漸

漸呈現低落的學習動機。為了活化學生的學習，唯有改變自己的教學習

慣與模式，轉換成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創造學生感興趣且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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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習，是研究者在課程設計所要努力的方向。 

    目前學校課程對於原住民本身生活環境、歷史、文化著墨不多，隨

著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遷、部落組織的瓦解，在漢民族主流文化強烈運作

之下，部落耆老有心將文化傳統傳承延續下去，但成效有限，新一代原

住民對自身族群文化知能呈現侷限不足狀態。學校教育中，語文是一切

學科的根基，所以語文教學是國小教育的重心，聽、說、讀、寫是國小

語文領域的主要學習技能，其中閱讀佔著極重要的地位，更是發展其他

能力的重要基礎，因此強調學校中的閱讀教學，除了提升語文寫作方面

的能力，同時更是其他領域的基石。若在聽、說、讀、寫教學中融入學

童熟悉的人、事、物，讓學童們瞭解所生活的歷史、人文故事、生活環

境等，避免學生因文化差異而產生學習障礙，不僅可以提昇學習興趣及

成效，並經由文章內容之互動，對自身文化及家鄉產生新的認知與認同。  

    基於上述理由，本研究採用文化回應課程設計，試圖從現行的文本

中找尋可以學生文化脈絡及生活經驗連結的觀點，作為設計核心，利用

多樣性課程內容，配合學習式態的教學策略，透過課程與教學的整體革

新，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來改善研究者的語文科教學。有了閱讀的興

趣之後，經由廣泛、多元的閱讀，再加入觀察與生活體驗，多讀、多看、

多寫，在初學寫作時，學童需要持續性的支持與充分的時間，藉以提升

學生閱讀及寫作能力，以學生的知識基金為基礎，讓師生共同建構屬於

學生自己的知識。 

 

貳、課程設計原則 

    研究者根據南一版國語三下課程，規劃學習主題，包括鄉土情懷、

不一樣的經驗、真摯的情意、美麗的大地四大主題，設計出讀寫課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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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概念。本研究課程設計的原則依學生生活環境、經驗、自身文化脈

絡為基礎，設計教學議題，強調教與學文化的一致性，及多樣化的課程

內容。 

（一）結合學生生活經驗為設計教學議題 

    原住民學童長期生活於部落，相當習慣部落的文化、語言與自然環

境，若能在學校教育內重視學生的部落生活經驗，將有助於銜接生活經

驗與學校學習。因此本研究課程設計的概念建構與主題選擇以學生熟悉

的生活環境、經驗、自身文化脈絡來引發動機，或為教學題材，欲透過

提供相似環境、經驗的文本，讓學生體會文章中的核心價值，由自身的

生活經驗出發去用心感受，以讓學生更加關懷、了解自身文化與生活環

境。 

（二）以學生為主體 

    教材編選需注重學生的認知能力、心智發展、學習興趣與適才適性

的潛能發展。教材編選詞彙符合淺語，用句難易適度，文章字數淺短，

忌諱長篇累牘，內容力求簡潔活潑、生動有趣，文體不限特定形式，或

以詩歌、散文、童詩、歌謠、故事等方式呈現。以學生為學習的主角，

最好的學習方式，就是自主學習，教學只是提供充份的感官經驗。所以，

課程設計原則，要適切地幫助學生自主學習，活動設計以自導式、體驗

式、發現式、探索式、趣味性等方式最為理想。 

（三）課程內容多元性 

    雖然教課書的開放，課程取材變得多元，不同種族的文學作品都入

選為教課書的內容。但在漢文化的主導下，原住民文學佔的比率偏低，

不足以呼應學生的生活經驗，於是研究者欲利用文化回應的課程提供族

群歷史、貢獻等內容深化學生的族群知識；另外，藉由運用本地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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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為教材，讓學生從自己的生活環境裡去學習，進而培養學生的公民

責任。 

（四）生命力的延續 

  文化回應課程融入學生自身的文化、語言、生活經驗，讓學生看到

自己祖先的智慧，不僅能瞭解自己所處環境的生活知識與價值，使學生

擁有自尊與自信，知道自己的定位與價值，同時，原住民的生命力也透

過我族文化與語言的傳承，不斷延續下去。 

（五）經驗的主張 

    將學生與知識、教材、內容、科目等此類事物與環境產生交互作用

產生的結果，加以設計後產生課程，用「計畫者」來看待，以學生的學

習計畫，包含學習目標、內容、活動、評鑑工具程序等來為課程設計之

安排。課程設計可分狹義與廣義兩種，狹義的課程設計近似課程計畫的

範圍，廣義的課程設計可以說與課程發展近似，針對目標、選擇、組織

及評鑑等步驟之整合。但又可區分為不涉及教學與納入教學兩種類型，

本研究的課程設計中，應屬於廣義定義中不涉及教學的課程設計作為討

論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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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建立目標階段 

 

  本節共分為：一是決定採用課程設計之模式；二是現行課程內容分

析；三是建立課程之範圍；四是課程設計架構，來探討課程決定目標之

研究過程。 

  

一、 決定採用課程設計之模式 

    研究者認為在主題式課程實施下仍應顧及現有的課程，以使學生能

建構更完整的系統性知識，故配合學校體制內的課程內容，以附加式課

程模式實施。本研究依據南ㄧ版國語三下的課程內容，加以組合選擇進

行課程設計，並確定課程實施的內容，而課程設計的模式從下列的思考

面向進行： 

（一）教師個人的能力庫：一個好的教師不僅是具備專業的能力，還要

兼顧促進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提供良好的學習環境，扮演仲介學習的角

色，為學習者提供學習鷹架，因此唯有強化教師個人的能力，方能使課

程設計趨於完善。 

 (二) 班級的社會狀態：教學另一個中心是班級，成功的計畫有賴於老

師考慮班上的狀態，並據此執行。 教師必須考慮學生的生長地是都市、

鄉村、或是種族融合的區域？家長對於孩子的教育態度如何？學校支持

文化回應課程的實施嗎？班級是否有凝聚力？學生喜歡何種課程？可以

接受什麼樣的教學方式？何種教學方式是最能協助學生建構完整概念？ 

（三）誘發學童內在需求，進而引發讀寫事件：藉由教學情境喚起兒童

相關經驗，誘發學習熱忱，教師必須將口說語言與書寫語言之歷程作完

整、細膩的轉化，培養兒童自然使用文字表達的溝通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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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課程內容：教學內容配合南ㄧ版國語三下的學習主題鄉土情懷、

不一樣的經驗、真摯的情意、美麗的大地等四單元，並以本地文化為素

材，回應至國語文課程中。本研究之課程設計的單元有：孔雀王子、井

裡的小青蛙、排灣族的傳統婚禮及美麗的南仁湖等四個單元。 

 

二、現行課程內容分析 

根據國小三年級下學期南一版國語課本編選的教材，各課的內容整

理分析，選擇部分課文中適用的核心概念，把其中相關因素轉化設計成

回應母文化的教學內容，讓學生學習國語時，也以附加課程的方式回應

自身族群知能，提升學習的動機。附錄四是南一版國語課本的分析。 

 

三、建立課程之範圍 

 (一) 分段能力指標 

    本研究之學童為國小三年級學生，屬於九年一貫第一階段之兒童，

本研究之課程設計，乃根據教育部（2000）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暫

行綱要公布的分段能力指標來設計課程。 

 (二) 本研究擬定的教學目標如表：5-1 

表5-1﹕能力指標對應表 

聆聽能力 

B-1-2-4-3 能聽出別人所表達的意思，達成溝通的目的。 

B-1-2-7-4 能有條理的掌握聆聽到的內容。 

說話能力 

C-1-1-2-5 能用完整的語句回答問題。 

C-1-1-3-8 能清楚說出自己的意思。 

C-1-1-4-9 能清楚覆述所聽到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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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4-9-3能依主題表達意見。 

識字與寫字能力 

A-1-4-3-1 能利用注音符號輔助認識文字。 

D-1-1-3-2 能利用部首或簡單造字原理，輔助識字。 

D-1-2-3-1能利用音序及部首等方法查字(辭)典，並養成查字(辭)典的

         習慣。 

閱讀能力 

E-1-1-1-1 能熟悉常用生字語詞的形音義。 

E-1-2-1-1 能讀懂課文內容，了解文章的大意。 

E-1-2-2-2 能分辨基本的文體。 

E-1-2-6-4 能從閱讀過程中，了解不同文化的特色。 

E-1-2-9-5 能提綱挈領，概略了解課文的內容與大意。 

E-1-3-1-1能培養閱讀的興趣，並培養良好的習慣和態度。 

寫作能力 

F-1-1-2-2 能在口述作文和筆述作文中，培養豐富的想像力。 

F-1-3-4-2 能認識並練習寫作簡單的記敘文和說明文。 

F-1-4-6-2 能寫出自己身邊或與鄉土有關的人、事、物。 

F-1-6-3-1 能概略知道寫作的步驟。 

F-1-7-1-1 能認識並練習使用標點符號。 

F-1-8-2-1能分辨並欣賞文章中的修辭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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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設計架構：課程設計架構如圖5-1所示： 

 

圖 5-1 課程設計架構 

滿州思想起～ 

再現滿州風情畫 

孔雀王子 井裡的小青蛙 

排灣族婚禮 
美麗的南仁湖 

1. 了解琉璃珠傳說。 

2. 了解優良傳統文化

的特色。 

3. 培養喜愛家鄉的 

   情感。 

1. 知道認識動物的特性和外形。 

2. 瞭解動物的特性創意思考與自由

聯想。 

3. 欣賞並分析出範例童詩的創作技

法。 

4. 創作以動物為主題的一首童詩並

分享作品。 

5. 能經由觀摩、分享與欣賞，培養 

良好的寫作態度與興趣。 

1. 了解不同族群，將有不同

婚禮儀式的概念。 

2. 說的出排灣族頭目子女

婚禮的特殊儀式及其內

涵意義。 

3. 瞭解排灣族婚禮的進行

方式。 

4. 藉由問題發想與討論，提

升學生觀察外在事物的

能力

1. 認識南仁湖的地理位置與特

殊的人文、自然景觀。 

2. 感受特有的南仁湖風情。 

3. 培養保護環境，珍愛自然景

觀的意識。 

4. 能掌握閱讀的基本技巧。 

5. 能寫出南仁湖旅遊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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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文化回應課程的形塑與活動設計 

 

 Gay（2000）提出多元文化課程內容有助於提升少數族群閱讀和寫作

能力，研究者想要利用這些貼近族人生活、想法與感情的文學作品為觸

媒，引導學生克服寫作與閱讀的恐懼，在人與人，人與文學的多元對話

中，建構學生自己對事實真相的看法。原住民孩子在學業成績上的技不

如人，或許是文化差異，或許是家庭經濟的支持較少。因此，為了減少

課文文化差異與提升閱讀和寫作能力，將結合學生的生活經驗與文化來

設計課程。 

 

一、 活動課程的形塑 

    在不影響課本進度之下，選擇學生最弱、也是研究者最可以發揮的

空間—閱讀和寫作進行文化回應教學，利用原住民文化與學生的生活經

驗當教材，用摘要、心得取代傳統寫作學。  

 避免說教式教學，所以我試圖將呆板的課程轉為實用的活動，讓學

生相互合作用去找知識，在自我的文化中引起學習興趣，達到真實學習

的目的。因此選擇孔雀王子、井裡的小青蛙、排灣族婚禮與美麗的南仁

湖為題材，不論是寫作風格、文章的議題，都是能引起學生共鳴的熟悉

事物，讓學生能輕易接受閱讀這件事。有了閱讀的感動，再以寫作為延

伸，作文就不再窒礙難為。利用主題探索、分組報告、童詩仿作與支援

前線讀短文的實作活動，讓學生整理資料，上台報告與他人分享，將書

本中聽說讀寫的能力，運用於生活之中、課堂之上。利用階段漸進的模

式慢慢地培養學生的語文興趣與能力，澄清自我定位與價值。 

依據上述的理念，本研究的課程設計以在不影響課本進度之下，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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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南一書本的單元來進行設計。 

二、 活動課程的安排 

根據課本及文化回應教學的「核心概念」著手擬定各單元教學活動

設計與流程（參考附錄五），並依據四大主題進行資料收集與教具製作，

教學設計綱要如表5-2： 

表 5-2 教學設計綱要 

主題一：孔雀王子 

文體 記敘文 

設計理念 藉由排灣族的神話讓學童更進一步瞭解自身的傳統文物－琉璃
珠，養成重視傳統優良文化的態度。 

教學目標 1.了解琉璃珠傳說。 
2.了解優良傳統文化的特色。 
3.培養喜愛家鄉的情感。 

教學活動 1.琉璃珠傳說。 
2.認識琉璃珠。 
3.介紹琉璃珠的製作過程。 
4.介紹傳統琉璃珠的使用。 

分段能力指標 E-1-2-6-4 能從閱讀過程中，了解不同文化的特色。 
E-1-3-1-1 能培養閱讀的興趣，並培養良好的習慣和態度。 
E-1-1-1-1 能熟悉常用生字語詞的形音義。 
A-1-4-3-1 能利用注音符號輔助認識文字。 
D-1-1-3-2 能利用部首或簡單造字原理，輔助識字。 
D-1-2-3-1 能利用音序及部首等方法查字(辭)典，並養成查 

字(辭)典的習慣。 

主題二：井裡的小青蛙 

文體 詩歌 

設計理念 童詩創作的訓練是邁向作文寫作的方式之一，讓學生由自己最喜
愛、最容易接觸的動物開始，先觀察特性、外形進而用簡短的詞語
表達心中的想法，除了自然觀察，更可以使用語文的運用，而產出
實體作品。  

教學目標 1.知道認識動物的特性和外形。 
2.瞭解動物的特性創意思考與自由聯想。 
3.欣賞並分析出範例童詩的創作技法。 
4.創作以動物為主題的一首童詩並分享作品。 
5.能經由觀摩、分享與欣賞，培養良好的寫作態度與興趣。 

教學活動 1.童詩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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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介紹童詩的寫法 
3.童詩仿作 
4.成語猜猜看 

分段能力指標 F-1-1-2-2 能在口述作文和筆述作文中，培養豐富的想像力。 
F-1-8-2-1 能分辨並欣賞文章中的修辭技巧。 
E-1-2-1-1 能讀懂課文內容，了解文章的大意。 

主題三：排灣族婚禮 

文體 說明文 

設計理念 藉由婚禮的介紹讓學童更進一步瞭解自身的傳統禮儀。 

教學目標 1.了解不同族群，將有不同婚禮儀式的概念。 

2.說的出排灣族頭目子女婚禮的特殊儀式及其內涵意義。 

3.瞭解排灣族婚禮的進行方式。 

4.藉由問題發想與討論，提升學生觀察外在事物的能力。 

教學活動 1.介紹排灣婚禮相片與影片。 

2.介紹排灣族的婚禮的流程。 

分段能力指標 E-1-2-6-4 能從閱讀過程中，了解不同文化的特色。 

E-1-2-2-2 能分辨基本的文體。 

E-1-2-9-5 能提綱挈領，概略了解課文的內容與大意。 

E-1-3-1-1 能培養閱讀的興趣，並培養良好的習慣和態度。 

主題四：美麗的南仁湖 

文體 記敘文 

設計理念 藉由南仁湖的介紹，讓學童更進一步認識本地的自然環境景觀，結
合曾經到過南仁湖的經驗，表達出內心的感受。 

教學目標 1.認識南仁湖的地理位置與特殊的人文、自然景觀。 
2.感受特有的南仁湖風情。 
3.培養保護環境，珍愛自然景觀的意識。 
4.能掌握閱讀的基本技巧。 
5.能寫出南仁湖旅遊的心得。 

教學活動 1.介紹南仁湖景觀與圖片 
2.看圖說話 
3.支援前線讀短文 
4.作文:旅遊心得 

分段能力指標 F-1-3-4-2 能認識並練習寫作簡單的記敘文和說明文。 
F-1-4-6-2 能寫出自己身邊或與鄉土有關的人、事、物。 
F-1-6-3-1 能概略知道寫作的步驟。 
F-1-7-1-1 能認識並練習使用標點符號。 
F-1-8-2-1 能分辨並欣賞文章中的修辭技巧。 

三、協同教學教師的意見訪談紀錄 

    為了讓課程設計趨於完善，進行協同合作協商討論的過程，對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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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的決定而言，也是相當重要的一部分，因為協同教學中的對話，經

常幫助研究者看清楚自己在專業上，和社會所賦予的角色下，所附屬研

究者自身之外的外表。研究者在課程教學設計前後均與協同教學教師進

行協商討論，以下紀錄協同教學教師的意見訪談。 

（一）課程教學活動設計前，協同教學教師的意見訪談 

    因為研究者在學校的職務是主任，不參與國語文領域的教學，一開

始我懷疑研究者與實際教學教師能不能分割成兩個完全獨立的角色？設

計何種語文領域課程才能符應實際教學教師的需求？為了解決這樣的矛

盾、兩難的情境，我訪談三年級的導師－L 老師，聽聽他的意見，讓研

究者與實際教學教師形成相互幫助、相互依賴的必要性。     

    L 老師是一位年輕但相當有教學熱誠的老師，他聽完我的研究構想

後，非常贊同我的研究理念，他認為老師應該放下身段，與學生一起學

習，並涉獵關於學生文化的一些認知；研究者與實際教學教師要中立傳

達民族訊息，以文化相對論來認識文化無優劣之分。 

    他亦認為藉用學生族群背景輔助教學，教導學生怎麼去看待自己的

文化，是很棒的構想，對國小三年級的學生而言，教他們情意成分，去

引導他們，而不是認知上跟他們講很多知識。 「在課程中融入文化體驗」

林老師如此建議著。他認為培養多元文化素養就要多看、多接觸，對多

元文化直接體驗，充實自身的文化知識。 

    L 老師雖然沒有給我明確的課程設計內容建議，但經由訪談後讓我

更清楚知道教育現場的需求，課程教學設計的藍圖也更加清晰。 

（二）課程教學活動設計後，協同教學教師的意見訪談 

    當課程教學活動設計完成後，我把教學活動設計拿給 L 老師看過，

想再次聽聽他的意見，他人很客氣，看完後只有讚美沒有批評，並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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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實際實施教學，這樣更能發現問題的癥結。我想是基於同事，加上我

又比他年長幾歲，他大概不好意思去批判我寫得教學活動設計吧! 

    但他有提到幾點身為實際教學教師可以配合的地方。第一：教室中

的書面文字呈現方式，可藉由海報、標語、學生的作品的空間佈置；第

二：班級中的書籍資料（如：繪本、小說、報章雜誌…），可以收集更多

關於當地及排灣族的文化資料，方便學生閱讀；第三：在課堂環境的規

劃上，將教室重新做分配，組織成幾個專屬於某向智慧的區域，建立起

「智能友好」區域。如：為書籍專設的角落或圖書館區（舒適的座位）、

寫作中心（紙張、筆）、視聽中心（錄音帶、CD、DVD）。 

    最後一點 L 老師提及身為實際教學教師，要留意課堂中師生間的口

頭語言如何運作和互動，教師所使用的語言對學生的理解程度而言是過

於複雜、簡單或是剛好合適？這也深深影響著教學成效。 

    雖然 L 老師沒對我寫得課程教學活動設計有所批判，但我深知我仍

有許多成長的空間；此次經驗讓我心中有著無比的感動，因為這是我的

研究，我好像沒什麼理由要求人家必須配合，但 L 老師還是竭盡所能的

想出可以配合協同教學的方法，真是非常感謝他的幫忙。  

四、本校校長及專家教授的意見訪談紀錄 

    當課程教學活動設計完成後，我也把教學活動設計拿給本校劉校長

及  大學  教授過目，想聽取他們寶貴的意見，以期許自己能透過不斷

的省思、焠鍊、檢核與成長。劉校長及  教授皆肯定我對融入、認識本

地文化的用心，劉校長認為此課程教學活動設計能兼顧學校本位課程規

劃，但整體性的課程設計若能在各年段、各領域間能夠連繫搭配、左右

串聯、上下連貫，這樣更能發揮教學效能；後續的課程推動宜善用地方

專業人士之專長，並提供參與研討，讓學校與社區更緊密的結合。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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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更建議未來我們學校可把地方文化資源加以分類、分段、分概念、分

領域等方式，逐步融入既有課程中，以取代某些同性質、同概念、同能

力指標等課程，進而彙成有特色、有目標的學校本位課程。聽完劉校長

及  教授的意見後，讓我更清楚未來自己該努力及改進的方向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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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建議與反思 

 

第一節 結論 

 

    本研究主要的目的在探討文化回應教學的讀寫課程設計，以作為九

年一貫課程的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之參考。本研究首先就文化回應教學理

論、課程設計、語文領域讀寫課程與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相關文獻進行

探討，以作為本研究的理論基礎。其次，就排灣族及屏東縣滿州鄉文化

資源進行蒐集、整理、分析，瞭解文化中具有教育性的素材，以作為課

程設計教材選用的參考資料。最後，研究者綜合理論探討、實際教材之

分析與結合研究者的教學經驗，嘗試設計一套主題式、統整式、體驗式、

遊戲化、生活化的文化回應教學課程，希望能提供目前國小九年一貫課

程的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之參考與使用。 

    回顧本研究問題有三，包括（1）探討應用文化回應教學，設計國小

讀寫課程之可行途徑與素材。（2）探討應用文化回應教學，國小讀寫課

程的課程設計方式。（3）探究教師在文化回應教學讀寫課程設計，運作

過程中的成長與心得。本節將針對問題論答，並將本論文各章節的研究

結果與發現，歸納為以下結論： 

 

一、在「設計讀寫課程之可行途徑與素材」方面 

（一）課程內容需增強學生對於生長環境的認識 

     教材內容生活化，都是以學生的生活區域範圍為起點，以學生熟悉

與生長的地方為主要，建構「美麗的南仁湖」課程。就近而遠的概念逐

漸推像其他地區，實踐課程社區化的在地營造，增進學生對於所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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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之認同感，也讓學生能將環境教育的概念落實於生活之中。 

（二）教材需融入於學生的生活之中，配合生活經驗 

    課程設計注重結合學生的生活經驗，建構「井裡的小青蛙」課程。

原住民學童長期生活於部落，相當習慣部落的文化、語言與自然環境，

唯有讓學生與學生的生活經驗結合，激發出與學習相關的經驗，聯結有

關人、事、物先前知識的內容基模，教學才會引起共鳴，並且從多元面

向讀寫教學中，讓學生認識不同性質、不同功能的讀寫課程，進而呈現

出成效。 

（三）課程內容融入文化資源 

    本研究以屏東縣滿州鄉及排灣族的文化資源為發展的出發點，探討

資料收集和整理分析以作為課程設計活動的內涵，文化資源範圍涵蓋包

含地理位置、自然景觀、歷史背景、文化活動、經濟產物等。呈現三個

內容架構：藝術產業－「孔雀王子」、文化活動－「排灣族婚禮」、地

區景觀－「美麗的南仁湖」等這些文化資源均可作為文化回應課程設計

的最佳題材。 

 

二、在「課程設計方式」方面 

（一）課程設計應以學生為主體 

    傅麗玉(1999)認為學生需要教師的引導，才能跨越學校課程與日常

生活經驗之間的鴻溝，才能獲得有意義的學習。課程設計最主要的目的

是要引起學生學習，要讓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達到教學的目標。所以

教師設計教學活動時，應先瞭解學生的先備知識，以學生為主體，融入

當地的文化及自然資源，緊緊扣著人與土地間的情感，激發學生主動學

習，教師以協助者角色出現，作為課程設計的準則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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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學習目標以國語文學習領域的分段能力指標為參照 

    學習目標以國語文學習領域的分段能力指標為參照，分析出符合單

元活動的能力指標，而文化回應課程將學生生活經驗與傳統文化融入於

教學之中，透過討論與評論的過程，使學生學習更具廣度與深度。 

（三）注重課程的整體性 

     課程設計必須注重整體性，考慮學生特質、教學內容與教學目的，

觀念性知識的延展必須由淺到深、由近而遠，教材的範圍應考慮學生的

年段，運用教學資源、活用生活素材與當地文化結合，以突顯課程設計

之中應善用學校資源與社區資源，或是其他可利用資校外資源，以增進

教學成效、達成教學目標。 

（四）培植學生帶得走的能力 

    本研究所設計的課程，旨在引導學生察覺自身傳統文化的本質與特

色，重新認識，自己生長的地方與文化，進而產生認同。因此課程內容

並沒有太多知識的傳授與背誦，反而有許多學生親自參與的活動，讓學

生將自己在課程中所學所思做一個歸納整理，教師只是擔任從旁指導的

角色，視學生的個別差異來引導學生學習，培養學生的能力，唯有特過

這樣的學習過程，方能從知識學習到認知、情意和技能的養成。 

（五）族群文化藉文化回應教學課程實踐傳承 

    文化回應課程讓學生重新建構族群歷史與情感，思考排灣族文化的

核心價值，進而認同與欣賞自身的文化，並能以正向積極的角度看待族

群文化的獨特性，與文化傳承的使命感。 

 

三、在「教師成長與心得」方面 

（一）提昇教師的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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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回應教學課程設計可以幫助教師的專業成長，包括運用當地資

源融入課程設計、更強的課程規劃技巧、教師的領導與有效的運用服務

學習於課程裡。經過此研究歷程，研究者本身在教學策略、溝通技巧等

教學方面有了進一步的磨鍊；對滿洲鄉及排灣族文化也有更深一層的認

識，提升研究者運用當地文化素材融入常規課程設計的能力，經過此次

一連串探究，研究者在研究的專業知識上亦有長足的成長。 

（二）增進教師的多元文化素養 

    Arbor（1994）認為成為有文化識讀力是文化回應教師的條件之ㄧ。

教師的文化識能是促進學習的關鍵之ㄧ。文化回應課程設計教師被積極

鼓勵開放視野、培養專業能力，一方面既要深入了解社區；另一方面又

必須廣泛且深入的閱讀族群史料與文獻，在這過程中研究者的多元文化

知能逐漸充實。 

    在課程建構的歷程中，我不斷的檢視自我的課程設計是否能適切的

表達多元文化意涵，試著以公正、客觀的原則，來呈現多元的文化知識，

我期許自己在課程設計中以真實情境來組織課程，將學生的先前經驗與

文化產生相聯結，讓多元文化知識與國語文能力能同時提升。如此才能

使學習變得更有意義，進而使學生有能力進行文化的批判與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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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認為此套課程設計與發展並非盡善盡美，還

有待改善的空間，最後根據研究所得與結論，提出以下建議，以供相關

人員參考。 

 

壹、對學校的建議 

  ㄧ、鼓勵教師進修：鼓勵教師參與語文教學之相關研習與進修，以提

昇教師專業知能。 

  二、結合社區資源，規劃親職教育建立家庭、學校、社區三者協同的

伙伴關係：許多原住民家長在處理子女學業問題時會有無力感，形成學

校和家庭脫節的窘境。若能有效運用社區資源，適時的讓家長介入學校

教育，善用社區、家長豐富的文化資產，與學校專業的團隊結合，強化

親子、社區、學校三者之合作的伙伴關係，學生在學校適應、族群認同

等種種困境便可得到支持與協助，社區也能因為學校的參與關懷而活絡

起來。 

  三、組成常設性質的課程發展小組：唯有常設性質的課程發展小組，

方能系統性地依各學年規劃文化回應課程，並將實施的成果紀錄，藉由

經驗傳承，去蕪存菁實踐歷程，發展出一套最適合在地學生、在地族群

的教學活動。 

  四、建立健全的課程評鑑機制：擬訂完善的評鑑計畫，包括內、外在

評鑑，且確實的實行，學校亦能成立教科書評鑑小組，以落實學校本位

的課程評鑑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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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對國小老師的建議 

  ㄧ、教師多元文化素養培養：多元文化教育主張不同族群的文化均有

其價值，皆應受到尊重與重視，教師的文化識能是促進學習的成功關鍵。

教師如何培養多元文化素養？除了多多閱讀文獻集相關書籍外，亦可請

教具有相關知識的專家或學者，當教師擁有正確的多元文化知能，如此

方能從一個知識的傳遞者變為一個知識的引導者。 

  二、培養統整課程設計的能力：目前國小教師對課程設計的能力十分

缺乏，教師必須體認到統編教材是無法一體適用的，因此學校應鼓勵教

師多親自參與教材的編輯工作，設計深出淺入、豐富多元的教學活動課

程，使自己成為教材的創造者。 

  三、培養教師成為課程的評鑑者：若教師無法自編教材，也必須要具

備教材評鑑的能力，利用內容分析法，分析教科書中顯著內容與潛在內

容的優缺點，才能保證教學的品質。 

 

參、在學校課程發展上的建議 

  一、落實本位課程發展的模式：依據九年一貫課程，學校本位課程發

展將成為未來重要課程發展模式，也是教育改革成敗的關鍵。但學校本

位課程發展的落實，並非是單方面的將所有權責全部下放給學校，必須

重新思考學校的角色及功能，及各種課程決定系統如何配合，教師行動

研究也成為促進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動力。中央教育部的政策制定，亦

直接影響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推動，所以教育政策制定單位若能擬更明

確的策略方針，發揮引導的作用;學術團體能實地了解學校運作上的困

難，發揮啟發的功能並作為有力的支持機構，如此方能真正有效落實本

位課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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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不同專長教師組成協同教學團隊：語文課程的規劃與設計，必須

仰賴不同專長教師組成協同教學團隊，貢獻專業智能、整合設計理念，

共同激發腦力思考，跳脫個人本位迷思，始能豐富教學內涵，彌補專業

不足，研究創新富有教育意義的課程，並增進教師間經驗交流，提供相

互學習機會，迎向教育新紀元。 

  三、以國語文學習領域為本，地方自然、文化資源為用，加強情意學

習：在課程設計建議以國語文學習領域為核心，融合當地自然、文化資

源為基礎的相關課程設計，讓學習更貼近生活，讓學生自己的土地及文

化有更深一層的了解，學生將學得用心，進而提升學習興趣與成效。 

  四、注意學童的發展階段與能力：參考各年段教學目標與能力指標，

針對該階段學童的能力，研發合適的課程設計，並落實至實際教學中。 

   

肆、對未來研究或教學的建議 

  ㄧ、在研究對象上，可向上延伸至國中學生，向下深入至幼稚園及國

小低年級：由於本研究僅以國小三年級為實施對象，因此未來可以將研

究對象向上延伸至國中學生，向下深入至幼稚園及國小低年級，以了解

更多不同階段性所適合的課程設計，以達到整體的連貫。 

  二、本研究限於時間與人力的因素，僅從理論的論述及分析相關文獻

收集整理後，設計一套課程設計內容，無法實際去做教學實驗。未來的

研究可加入行動研究，更能深入了解相關理論與教育實務的結合。 

  三、發展及建立檢測讀寫能力評量的機制：我國尚未發展及建立檢測

讀寫能力評量的機制，未來的研究可嘗試建立一套標準化的讀寫能力，

提供教師教學及補強措施，用以評估學生教學後，讀寫能力的表現及改

進的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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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歷程反思 

 

    回顧自己論文寫作的歷程，看見自己的迷惘、脆弱與成長，重新檢

視過往的經驗，雖然曾經懷疑自己，但也定位了自己，這個過程我學習

得來更多的知識與自信，彷彿又聚集了更多的能量，讓我更有自信地將

族群的文化與精神融入課程中。 

 

壹、柳暗花明又一村 

  一、論文題目舉棋不定 

    在我未進入這個論文題目之前，我曾經換過幾次論文題目，因過去

對於所處的學術高塔毫無知覺，要做什麼題目根本沒有頭緒，不知該以

「校本課程」、「九年一貫」或「社區有教室」…為研究的重點，直到教

授建議我可以注意教育現場文化差異的處境，以文化回應教學的理念，

設計一套適合長樂國小的讀寫課程，才逐漸聚焦了研究的重點，進而確

定題目。 

    

  二、女性教師的多重角色壓力 

    許多研究指出女性角色刻板化印象是阻礙女性生涯發展的因素，更

是女性主管工作的來源（劉麗雯，1989、林德明，1995、林逸青，1997、

莊惠美，1998）。而且當婦女面對工作與家庭時，常容易引發角色衝突，

社會化過程使得女性普遍具有家庭、事業衝突感，即使是現代，仍無法

擺脫外在的社會限制。這說明了女性在追求自己的理想時，往往會受到

比男性更大的阻力與壓力。 

    忙碌的研究、教學與學校行政工作，常常讓我超時工作，導致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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精力和體力負荷過重，一度想放棄研究，所幸同事們的關懷與支持，讓

我熬過這段艱辛的時光。這也讓我深深覺得女性教師除了瞭解自己、掌

握自我需求、做好生涯規劃外，學校可營造兩性平等的學習空間，突破

「性別角色」壓力。並培養師生們「關懷、包容」的胸襟，因為唯有以

尊重及體諒的態度面對與自己不同族群與性別的人，方可將差異及壓力

降到最低，同時也是落實兩性平權教育的一個思考方向。 

 

  三、教授的指導與文獻的閱讀 

    當論文的方向決定關注於文化回應教學議題後，才讓我開始認真思

考本校學生的文化環境，以及文化差異的問題，並且省思自己習以為常

的文化模式或思考方法。Arbor（1994）建議文化回應教師應為一個文化

識讀者，也就是要深入瞭解學生的語言、學習風格、及文化背景，這有

助於文化回應教學的成功及提升少數族群的學習。所以透過文獻閱讀，

我不斷地檢視自己受主流文化影響，在教學中的確存有刻板印象或解讀

錯誤的情形，覺察我應該擁有一個能夠接納多元文化，以及對抗偏見和

控制的思維，才能貼近學生的想法，幫助學生的學習成就；加上有了指

導教授的指點，讓我更加明確自己的研究方向及方法。 

 

貳、課程設計的困境與成長 

  一、資料難取捨與分析 

    排灣族文化及本校學區內有豐富的文化素材，但基於紀存資料的需

要，很想把資料全部放入論文中，但又考慮論文架構的完整性與閱讀者

的流暢性，有些資料不得不忍痛捨去，在研究的過程中資料的取捨，有

時真難以抉擇，但基於主題敘述的完整，與索引方便的考量，寧可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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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不要短缺。 

 

  二、漢人教師文化識能不足與成長 

    何縕琪（2002）在《族群、文化與學習》提到教師缺乏文化識能，

很容易誤解或低估學生的行為表現與學習能力，故教師應檢討設計課

程，以提昇原住民學生的自我觀念、族群關係與批判思考能力。身為一

位漢人教師，對於文化識能有其不足之處，但是對於多元文化的興趣，

促使我重新思考，嘗試著以學生的文化脈絡中，理解他們的學習行為，

設計適合的教材，希望學生熱愛學習，並體會認同自身文化的價值。在

研究歷程中，我不斷廣泛且深入的蒐集與閱讀相關文化資料，並向地方

耆老們請益，期望能不斷的擴充我的文化視野、充實文化知識。 

    身為一個多元族群教師，我希望不同族群的學生都能在學校獲得成

功的經驗，這次特殊的經驗讓我重新檢視自己的族群態度，理解學生的

需求，讓我未來更有自信地將族群的精神融入課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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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之閱讀能力分段能力指標 

第一階段 

  E-1-1 能熟習常用生字語詞的形音義。 

 E-1-2 能讀懂課文內容，了解文章的大意。 

    E-1-3 能培養良好的閱讀興趣、態度和習慣。 

    E-1-4 能喜愛閱讀課外讀物，主動擴展閱讀視野。 

    E-1-5 能了解並使用圖書室(館)的設施和圖書，激發閱讀興趣。  

    E-1-6 認識並學會使用字典、百科全書等工具書，以輔助閱讀             

    E-1-7 能掌握閱讀的基本技巧。 

第二階段 

    E-2-1 能掌握文章要點，並熟習字詞句型。 

    E-2-2 能調整讀書方法，提昇閱讀的速度和效能。 

    E-2-3 能認識基本文體的特色及寫作方式。 

    E-2-4 能掌握不同文體閱讀的方法，擴充閱讀範圍。 

    E-2-5 能利用不同的閱讀策略，增進閱讀的能力。 

    E-2-6 能熟練利用工具書，養成自我解決問題的能力。 

    E-2-7 能配合語言情境閱讀，了解不同語言情境中字詞的正確使用。 

    E-2-8 能共同討論閱讀的內容，並分享心得。 

    E-2-9 能結合電腦科技，提高語文與資訊互動學習和應用能力。  

    E-2-10 能思考並體會文章中解決問題的過程。 

第三階段 

    E-3-1 能熟習並靈活應用語體文及文言文作品中詞語的意義。 

    E-3-2 能靈活應用不同的閱讀理解策略，發展自己的讀書方法     

    E-3-3 能欣賞作品的寫作風格、特色及修辭技巧。 



   

 126

    E-3-4 能廣泛的閱讀各類讀物，並養成比較閱讀的能力。 

    E-3-5 能主動閱讀古今中外及鄉土文學的名著，擴充閱讀視野。 

    E-3-6 能靈活應用各類工具書及電腦網路，蒐集資訊、組織材料， 廣 

          泛閱讀。 

    E-3-7 能主動思考與探索，統整閱讀的內容，並轉化為日常生活解 

          決問題的能力。 

    E-3-8 能配合語言情境，理解字詞和文意間的轉化。 

 

 

附錄二：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之寫作能力分段能力指標 

第一階段 

    F-1-1 能經由觀摩、分享與欣賞，培養良好的寫作態度與興趣。 

    F-1-2 能擴充詞彙，正確的遣辭造句，並練習常用的基本句型。 

    F-1-3 能認識各種文體的寫作要點，並練習寫作。 

    F-1-4 能練習運用各種表達方式習寫作文。 

    F-1-5 能概略分辨出作品中文句的錯誤。 

    F-1-6 能概略知道寫作的步驟(從收集材料到審題、立意、選材及安 

          排段落、組織成篇)，逐步豐富作品的內容。 

    F-1-7 能認識並練習使用標點符號。 

    F-1-8 能分辨並欣賞作品中的修辭技巧。 

第二階段 

    F-2-1 能培養觀察與思考的寫作習慣。 

    F-2-2 能正確流暢的遣辭造句、安排段落、組織成篇。 

    F-2-3 能認識各種文體，並練習不同類型的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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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2-4 能應用各種表達方式練習寫作。 

    F-2-5 能具備自己修改作文的能力，並主動和他人交換寫作心得。 

    F-2-6 能依收集材料到審題、立意、選材、安排段落、組織成篇的 

          寫作步驟進行寫作。 

    F-2-7 能了解標點符號的功能，並在寫作時恰當的使用。 

    F-2-8 能把握修辭的特性，並加以練習及運用。 

    F-2-9 能練習使用電腦編輯作品，分享寫作經驗和樂趣。 

    F-2-10 能發揮想像力，嘗試創作，並欣賞自己的作品。 

第三階段 

    F-3-1 能應用觀察的方法，並精確表達自己的見聞。 

    F-3-2 能精確的遣辭用字，並靈活運用各種句型寫作。 

    F-3-3 能理解各種文體的特質，並練習寫作不同類型的作品。 

    F-3-4 練習應用各種表達方式寫作。 

    F-3-5 掌握寫作步驟，充實作品的內容，精確的表達自己的思想。 

    F-3-6 了解標點符號的功能，並適當使用。 

    F-3-7 能靈活應用修辭技巧，讓作品更加精緻感人。 

    F-3-8 能練習使用電腦編輯作品，分享寫作的樂趣，討論寫作的經 

          驗。 

    F-3-9 發揮思考及創造的能力，使作品具有獨特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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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琉璃珠的種類與傳說 

珠 體 名 稱 與 意 義 

 

01 mulimulidan（高貴漂亮之珠）：代表高貴，有第一曙光、誕生、

煙漫冉冉之意。是貴族集團婚嫁時不可或缺的重要聘禮，更是權

力與尊貴的代表。珠串中常置於中央部位。 

 

02 mulimulidan－alami：此珠有聚多、招財、富裕之意。是貴族

集團婚嫁時不可或缺的重要聘禮之一。 

 

03 mulimulidan－amaca：此珠有權力象徵。亦是貴族集團婚嫁時

不可或缺的重要聘禮之一。 

 

04 mulimulidan－muiyan：此珠又稱白石珠。有堅硬、平衡、堅

信之意，常用來作為信物，紋飾入裡者價值很高，也可作結婚之

聘禮。 

 

05 makatsaingaw：俊傑之珠。古時相傳有男士sakolele 看上一

美女samoakakai，兩人相戀不久即結婚生子，不料孩子竟然是「柚

子」，只好將柚子放入箱子藏匿起來，見村裡的人嘲笑柚子的父

母，但過不久柚子旁出現許多makatsaingaw 珠，那些珠子化成人

的手腳並與柚子連結成一位非常俊美的男孩，人見人愛頗有大頭

目的氣質，柚子長大後其智慧超出一般人，經常為部落出好點子，

終於獲全族擁戴職稱重任，成為部落尊敬的士家集團（pualu），

協助大團主治理部落事務。此款珠有紅、白、綠系列。 

 

06 olivanraw：即彩虹之珠，又稱太陽之約，相傳北排灣族的貴

族由太陽孵蛋而生。太陽虹珠是太陽與大團主間的信物，據說只

要大團主遇難或死亡，太陽必出現太陽彩虹告示天下民眾聚集來

到大團主的住處。迄至今日，每當見到太陽出現彩虹，大家一定

眾說紛紜認為有大團主出事並赴會悼念。其圓形黑胚上有似太陽

紋樣為特色。 

 

07 alisnakoti：月牙之珠。在排灣族民間流傳最廣的琉璃珠傳說

之一，其大意是有一傾城美女多次結婚，而新郎都於新婚之夜莫

名暴斃，後來一位新婚男士發現新娘「陰處帶牙」之祕密，於是

趁機拔除而免一死。經拔去的牙齒變為alisnakoti珠，此珠形似

南瓜，其中以紫色半透明者最為珍貴。此饒喻男女須互尊合作，

生命始得活躍而綿延不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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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kurakurau：在Raval 以kurakurau 珠子來說，likurau 是雲

豹，kurakurau 是嚇唬小孩的用語，意指：「雲豹來了喔！」。此

珠有高雅美麗、自在、智性。黑胚上有以藍、紅、黃、白之縱向

浪紋裝飾。串時置於mulimulitan 左右。 

 

09 mananigai：勇士之珠。此珠以齒狀紋為飾。有刺竹、尖峰、

凸出、銳利、雄猛、衛護之意。古老的排灣族部落在防衛措施上，

是在住家的外圍進出口處，設下削尖的竹子以防範外族敵人侵

襲。後來見到mananigai 珠帶齒狀的紋飾，和排灣族的守護神－

－－百步蛇上的圖紋相一致，於是便把齒狀紋有保護族人免遭敵

人的傷害的mananigai，用來象徵排灣族的勇士。 

 

10 rangao：攀升之珠。傳統上，士家階層或平民階層與貴族階層

結婚，貴族階層一方會取rangao 贈予非貴族階層一方以表其身份

關係，將來共同所生之子女將獲貴族階層之姓氏，並歸屬貴族階

層之列。 

 

11 tagarawos：宇宙神之珠。有千里眼、看透、無限之意。其橙

胚上有藍白眼圈為飾。 

 

12 palic：編織之珠。是所有珠子的頭珠，禁忌用來作婚嫁聘禮。

此珠有貞潔、技巧、弱小、精緻、待嫁之意。傳統上排灣族人認

為每一位女子，終其一生有必要習好高超的編織器物及織布等手

藝，要不然族人嘲笑，更難獲異性青睞嫁不出去。手藝好不僅人

人稱讚，更是男士們心目中會帶給家運的好媳婦，女子佩帶以

palic 串成的項鍊，說有助於練好一手好工夫。手帶一串palic 手

鍊，表示待嫁閨女。 

 

13 lacona：護身之珠。古時有專吃人的鬼魅，此鬼魅最怕見略黃

骨頭，後來也發現淺黃有眼睛之珠子具有同樣之效果，串三顆

lacona 在身上有避邪除惡的法力。 

 

14 palalivak：結盟之珠。palalivak 有分配分享之意。無論是

交男女、交朋友、交姐妹或交部落都以此珠作信物。人類聚落粗

成，有兩處排灣族在稱作kvolonan 的神靈所在的山林中，隔著叫

taivelen 的河川，各建他們的部落，一個較大一個較小，兩部落

世代相安無事，直到有一代大部落出現一位大頭目，野心勃勃的

想併吞小部落，，常借故找對方的麻煩，小部落出現一位睿智的

領袖，取來一串長及人身的palalivak 項鍊，派遣一位長老相贈

與大部落大頭目，並提議結盟為友的誠意，大頭目甚歡於是答應

兩部落結為朋友，世代相安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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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rosonaauto：太陽的眼淚。有懷念、相思、淚珠、水滴之意。

古時太陽離地太近，人們無法忍受，後來眾議決定將太陽推上高

空，無奈沒有不被熾熱的太陽燃燒之物，經久謀議，終於想出將

五粒小米煮沸產生蒸汽，成功將太陽推上高處，太陽離地之後隨

即掉下水滴成珠。 

 

16 vacalan：水潭之珠。vacalan，水潭之意。這裡指年年水產豐

碩無缺，要甚麼有甚麼。 

 

17 cadacadaqan：土地之珠。有分配、塊狀、土地、地權之意。

古時，一頭目見螞蟻搬運「土地之珠」自蟻穴一端至遙遠一方，

隨即宣稱螞蟻走過含蓋的範圍為其土地，以cadacadaqan為憑證。

此珠為土地之子的「團珠」。 

 

18 marotamolan：豐收之珠。marotamolan 一種常見於芋葉上的

綠色大蟲之名。大致上，只要是綠色為底的珠子就可歸類為

marotamolan 系列，此類珠在排灣人代表大地和作物豐收。 

 

19 dilon：酒罈之珠。dilon 排灣語酒罐。排灣族在習俗上每遇

豐年或其他喜慶，都會釀酒，綠色酒罈代表此意。而排灣傳統珠

串珠中綠色珠佔用比率高，就是希望部落年年五穀豐收。此珠代

表有酒慶，充滿、愉悅之意。鼓型綠坏綴以圈眼紋飾。 

 

20 macamaca：眼睛之珠。maca 排灣語眼睛。有謂琉璃珠被稱為

蜻蜓珠katakata 就是因為此macamaca 而得名，串珠時常置於多

彩琉璃珠的兩側，表示看守之意，若有人擅敢偷竊必將受咒而遭

遇不幸。 

 

21 kalado：祈福之珠。排灣族有諸多傳統儀式，祭典中祭師祈禱

箱（kanopit）常有稱作tsaw 的果子或叫kalado 的珠子，是祈福

除邪等儀式中的法器，據說一般人不可偷看此珠，否則會得可怕

的眼疾。 

 

22 kinalikavan：蛇紋之珠。kinalikavan 百步蛇紋之稱呼。同

屬mananigai 有保護、勇猛、及驚嚇之意。 

 

23 rioqo：排灣族人相信周遭有各種各樣的好靈與惡靈，rioqo 是

一種非好亦非惡之靈，是父母用來嚇唬孩子，有千個眼、千個口、

千個手極為怪樣的靈。好人感應好靈，壞人感應惡靈。 

 

24 maroaqon：maroaqon 指昆蟲之一種，此昆蟲有鑽穿樹幹本領。

使樹木在無形中枯死，此有借謀略打擊敵方贏得勝利。說他像

aqon，表示一個人有大謀略，有智慧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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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paelaela：指小種鳳凰樹，此樹可說四季開花，是部落婦女常

用來戴在額上裝飾，亦具清涼降火之效果。豐產珠之一。 

 

26 velen：戒律之珠。velen 界線之意，亦叫戒律珠，珠串中常

作隔間之用，象徵對人事物要尊重，並常守傳統習俗規範。 

 

27 madak：綠珠。可避邪除厄。 

 

28 pula：橙珠。pula 又稱財珠，一顆橙珠可換得一頭猪半條牛，

擁有越多者表示財富越多。 

 

29 vuraw：黃珠。可驅鬼魅。 

資料來源: 台灣排灣族拉瓦爾(Raval)亞族傳統與現代琉璃珠之社會文

化研究， (林慈馨，2002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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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南一版三年級下學期課程一覽表 

南一版三年級下學期文化回應相應單元與課程 

課本單元主題 教學內容與教學目標 文化回應的教學概念 

單元一： 

【鄉土情懷】 

第一課、擔仔麵：了解擔仔麵的由來

及意義及欣賞先民在困境中解決生

活問題的智慧和毅力進而培養喜愛

自己家鄉小吃的情感。 

第二課、天燈飛起來了：了解優良傳

統文化的特色，培養體會民俗活動帶

給人們的樂趣。 

第三課、風獅爺：了解金門地區的風

土民情，欣賞先民與風沙搏鬥的堅毅

精神，培養欣賞各種神態風獅爺的藝

術情懷。 

孔雀王子：藉由排

灣族的神話讓學童

更進一步瞭解自身

的傳統文物－琉璃

珠，進而培養喜愛

自身傳統文物的情

感。 

單元二： 

【不一樣的體驗】 

第四課、第一次搭飛機：描述第一次

搭飛機的心情感受，並知道搭飛機時

的相關注意事項，培養旅遊的興趣及

熱愛鄉土的情懷。 

第五課、土窯樂：了解到田野鄉間親

近大自然的種類及內容，體會堆土

窯、烤蕃薯的樂趣，感受親近田野的

趣味。 

第六課、在黑暗中行走：知道視障者

的生活情形，感受身體健全是一件多

麼幸福的事，用同理心去關懷周遭的

人、事、物。 

第七課、小鳥穿彩衣：了解劇本的結

構形式及寫作技巧，培養從不同角度

體驗事物的情懷，養成廢物利用的創

意生活態度。 

井裡的小青蛙：藉

由學童自身的生活

經驗，讓學童更進

一步認識本地的自

然生態景觀，感受

親近田野的趣味，

培養熱愛鄉土的情

懷。 

單元三： 第八課、人人都需要朋友：知道朋友 排灣族婚禮：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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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摯的情意】 之間應該相互關懷，了解喜悅、恭

喜、讚美、支持、安慰、舒暢的意義

及用法，培養朋友之間彼此信任和接

納的態度。 

第九課、快樂的送書人：了解書本的

功能以及對人的幫助，能學會將自身

的經驗用說故事的方式表達出來，對

於懂得知恩圖報的人，起仿效之心。

第十課、請你原諒我：學會用記敘文

倒敘和順敘的方法來描述事情發生

的經過，能以實際行動來表達自己的

感受，養成誠實負責的生活態度。 

排灣族婚禮的介紹

讓學童更進一步瞭

解自身的傳統禮

儀，培養對傳統文

化的注意與關懷。

單元四： 

【美麗的大地】 
第十一課、菊島之旅：認識澎湖的地

理位置與特殊的人文、自然景觀，感

受課文中特有的澎湖風情，培養保護

環境，珍愛自然景觀的意識。 

第十二課、最美麗的火山：體會大地

造物之美並了解世界景物之不同，培

養欣賞大自然，和大自然心神交融的

高尚情操，親近自然、愛護自然的生

活態度。 

第十三課、人間仙境│九寨溝：了解

九寨溝的地理位置及「海子」的意

義，養成欣賞美景的態度，培養珍惜

自然萬物的情懷。 

第十四課、地球之歌：知道地球各種

高低起伏地形的名稱，對大自然的美

具有欣賞與想像的能力，培養探索大

自然、關懷生命的精神 

美麗的南仁湖：藉

由南仁湖的介紹，

讓學童更進一步認

識本地的自然環境

景觀，培養保護環

境，培養珍惜自然

的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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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教學活動設計與學習單 

  【單元一：孔雀王子】 

  （一）教學活動設計 

學習領域 語文領域國文科 課程設計 黃 靜 惠 

單元名稱 單元一【鄉土情懷】 授課時數 120 分鐘 

教學單元 孔 雀 王 子 學習對象 三 年 級 

教材來源 琉璃珠傳說、影片:排灣族的珍寶-琉璃珠 

教學方法 講述教學法、問答法、合作學習、影片欣賞 

教學評量 小組發表、學習單、口頭問答 

能 

 

力 

 

指 

 

標 

B-1-2-4-3 能聽出別人所表達的意思，達成溝通的目的。 

B-1-2-7-4 能有條理的掌握聆聽到的內容。 

C-1-1-2-5 能用完整的語句回答問題。 

C-1-1-3-8 能清楚說出自己的意思。 

C-1-4-9-3 能依主題表達意見。 

A-1-4-3-1 能利用注音符號輔助認識文字。 

E-1-2-1-1 能讀懂課文內容，了解文章的大意。 

E-1-2-6-4 能從閱讀過程中，了解不同文化的特色。 

E-1-2-9-5 能提綱挈領，概略了解課文的內容與大意。 

F-1-4-6-2 能寫出自己身邊或與鄉土有關的人、事、物。 

 

 



   

 135

教學活動設計 

教 學 活 動 
教學評量 

教師活動 學生活動 

時間 教學資源 
學習效果

評量 

 

 

 

 

 

 

 

 

 

 

 

 

 

 

 

 

 

 

 

B-1-2-4-3 
 

 

 

 

 

 

 

 

 

E-1-2-1-1 
 

 

B-1-2-7-4 

 
 

E-1-2-9-5 
 

 

【第一節開始】 

壹、準備活動 

一、教師蒐集資料並製作教具

1.蒐集琉璃珠相關資料。

2.投影片製作 

3.製作學習單 

 

二、預習指導 

1.學生以異質性分組的方

式分組。 

貳、發展活動 

一、引起動機 

1.教師請學生發表對排灣

族的既有瞭解。 

2.認識排灣族：由教師介

紹排灣族之風俗民情、

排灣三寶 …。 

二、主要活動 

1.欣賞影片:排灣族的珍

寶-琉璃珠。 

2.教師講述兩則琉璃珠的

傳說： 

（1）太陽之珠。  

（2）勇士之珠。 

 

 

 

 

 

 

 

 

 

 

 

 

 

 

 

 

 

 

 

 

學生發表 

 

 

 

 

 

 

 

 

學生欣賞影片 

 

 

 

 

 

 

 

 

 

 

 

 

 

 

 

 

 

 

 

 

 

 

 

8 

 

 

5 

 

 

 

 

 

10 

 

 

10 

 

 

琉 璃 珠 傳

說 

影片:排灣

族的珍寶-

琉璃珠 

電腦 

投影機 

相關網站 

 

 

 

 

 

 

 

 

 

 

 

 

 

 

 

 

 

 

 

 
參與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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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設計 

教 學 活 動 
教學評量 

教師活動 學生活動 

時間 教學資源 
學習效果

評量 

 

 

C-1-1-2-5 
 

C-1-1-3-8 
 

 

 

 

 

 

 

 

 

  

 

 

 

B-1-2-7-4 
 

 

 

 

 

 

 

A-1-4-3-1 

E-1-2-6-4 

F-1-4-6-2 

 

 

 

C-1-4-9-3 

參、綜合活動 

1.排灣三寶有哪三寶？ 

2.拿出太陽之珠、勇士之

珠，請學生觀察每一顆

琉璃珠的圖紋、顏色，

並發表所觀察到的相

同、相異處。 

【第一節結束】 

 

【第二節開始】 

壹、準備活動 

1.拿出其他琉璃珠，介紹

琉璃珠名稱。 

2.每組分配一個琉璃珠名

稱。 

 

貳、發展活動 

1.上網看其他琉璃珠的傳

說。 

2.紀錄在學習單上。 

  

參、綜合活動 

各組進行報告 

【第二節結束】 

 

學生回答 

學生發表 

 

 

 

 

 

 

 

 

 

 

 

 

 

 

學生分組蒐集資

料。 

 

 

 

小組依序上台發

表 

 

7 

 

 

 

 

 

 

 

 

 

 

 

 

 

 

5 

 

 

 

 

 

 

 

 

 

20 

 

 

 

 

 

 

 

15 

 

  

口頭問答 

 

 

 

 

 

 

 

 

 

 

 

 

 

 

 

 

 

 

 

 

 

 

 

 

 
學習單 

 

 

 

 

小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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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設計 

教 學 活 動 
教學評量 

教師活動 學生活動 

時間 教學資源 
學習效果

評量 

 

 

 

B-1-2-4-3 

 

 

 

 

B-1-2-7-4 

E-1-2-6-4 

 

 

 

 

C-1-4-9-3 

 

 

 

 

 

 

 

 

   【第三節開始】 

壹、準備活動 

教師以琉璃珠圖卡，請學生辨

識並以族語說出名稱，以加強

學生印象。 

 

貳、發展活動 

1.影片介紹琉璃珠的製作

過程。 

2.介紹傳統琉璃珠的使用

以項鍊、服飾裝飾為主。

 

參、綜合活動 

進行分組活動，教師發給

琉璃珠拼圖，請學生各組

拼出圖案，並說出名稱。

【第三節結束】 

 

 

學生發表 

 

 

 

 

影片欣賞 

 

 

 

 

 

小組合作 

 

 

 
 
 
 
10 

 

 

 

 

5 

 

15 

 

 

 

10 

  

 

口頭問答 

 

 

 

 

 

 

 

 

 

 

小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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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學習單 

 單元一：孔雀王子 1-1 
 

  
 

琉璃珠的名稱： 
請在下方框中畫出琉璃珠的圖樣 寫出琉璃珠圖樣的特色 

 

 

 

 

 

 

 

 

 

 

 

 

 

 

 

寫出琉璃珠的傳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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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一：孔雀王子 1-2 

閱讀測驗一：琉璃珠的傳說（一） 
      琉璃珠是排灣族人珍視的傳統文物，可分為許多種類。自古以來琉璃珠有著許多美麗的

傳說，及代表的意義，以下介紹幾種琉璃珠的故事，請小朋友用心閱讀這篇文章，再依據文

章內容找出你認為正確的答案，並將答案寫在括弧裡。 

 

 

太陽的光(Mulimulidan)：mulimulidan是排灣族琉璃珠中最貴重的珠子，種類很

多，約有二十餘種左右，又各有特定明稱。當頭目結婚時，聘禮中須有mulimulidan才能顯示

其身分地位，所以此珠代表擁有者的身分地位高於他人，象徵高貴、漂亮之珠。  

 

 

手腳之珠(Magazaigaw)：很久以前，有一位台東的頭目與遠地的一位女子結婚，

婚後竟生下一粒"柚子"，村裡的人都在背地裡嘲笑這位女子，甚至瞧不起她。這

位可憐的母親仍然細心的照顧她的"孩子"，將他妥慎的放入箱子裡飼養。隨著時

間的流逝，在柚子的身邊竟生出了許多美麗的珠子。後來，柚子一天天的長大，

珠子也一天天的多了起來，最後奇蹟終於發生，這些漂亮的珠子與柚子身軀串聯

在一起變成了四肢，柚子也變成了一位聰明伶俐，人見人愛的孩子。此故事在教

育族人要謙卑待人、尊重他人、不要隨便瞧不起人，說不定以後他人的成就會遠

遠超過你的。 

 

 

孔雀之珠（Za-aw）：傳說英俊的孔雀王子想娶頭目的公主，遂以孔雀羽毛般美麗

的琉璃珠作為聘禮，贏取美人的芳心。 

 

 

土地之珠(Cadacada-an)：很久以前，有一位頭目發現到一群螞蟻不停

地在搬運珠子到其住處，他覺得很好奇，於是沿著螞蟻的路徑一探究竟，結果來

到一巨石下，而這群螞蟻即是由這個巨石下的一個大洞口出入，便命人由洞口一

路挖掘下去，挖到盡頭就看見一群螞蟻圍繞在一堆琉璃珠上，並不停地搬運這些

珠子。於是頭目協助螞蟻將這些珠子運回住處，並在兩邊盡頭處為螞蟻築窩，宣

稱兩窩之間的土地為其所有螞蟻搬運的這些珠子就是cadacada-an。因為螞蟻所走

的路線，全為頭目的土地；土地之珠，就代表土地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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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之珠(Pumacamaca)：傳說以前有人偷取了串有pumacamaca的項鍊，結果遭致家

道中落，窮苦潦倒的命運，這是因為pumacamaca珠靈懲戒之故。所以在傳統的琉璃

珠項飾中都串有pumacamaca之珠來守護這條項鍊，珠上有眼睛似的花紋，串在串珠

的兩側，就像在看守項鍊，防止被偷， 因此，人們認為這顆珠有靈性，具守護之

意。 

 

 

 
太陽的眼淚(Lozegnagadaw)：傳說從前太陽很低，離屋頂很近，只要太陽一出來，常常把人

們曬的頭昏眼花的。有一天，一位身懷六甲的排灣族婦人實在熱的受不了，於是跑進廚房拿

出五粒小米蒸煮，結果小米滾熟之際，產生的熱氣將太陽慢慢的頂上高空，當太陽發現自己

漸漸遠離人間時，難捨分離之情，於是傷心的掉下了許多的眼淚，眼淚掉落地面時，變成了

一顆顆美麗的珠子，這些珠子就叫太陽的眼淚。 

 
 
黃珠(Vuliauvuliau)：傳說有一條百步蛇在白晝時化成一位英俊的男子遊走於人間，夜晚來

臨時則變回原形藏匿於大石之下。頭目的女兒長的美豔如仙，是部落裡貴族勇士追求的對象。

當然，百步蛇也看上了這位美麗的公主，並想娶她為妻。頭目欣然答應了這門婚事，但卻受

到眾人的反對，因為族人認為蛇和人是不能通婚的。頭目不為所動，且百步蛇擁有許多的

vuliauvuliau，公主也排除眾異仍然嫁給了牠。vuliauvuliau意為和骨頭一樣的硬，不怕別

人的欺負，vuliauvuliau亦有護身的功用，另一種傳說是昔日山上住有一頭會吃人的怪物，

許多來往於山間的族人都遭到被吞噬的噩運，族人心生恐懼，人人自危，不知如何是好。但

是這頭吃人的怪物一看到珍貴的vuliauvuliau會感到非常的害怕而不敢現身害人，因此族中

頭目必須佩戴黃珠以保護自己。而vuliauvuliau也成為族中貴族勇士們極力想要獲取的寶物。 

 

 

 
 

 

 

綠珠(Maciag)：傳說以前有一條河很深，河中有一個大石頭，在半夜時會變成一個男人，身

上帶著maciag跑到陸地上探訪村民，天亮時再回到河中變回大石頭的模樣。石頭男人看上了

頭目的女兒，想要娶她為妻，頭目非常喜歡maciag，而女兒也願意嫁給他。倆人成婚後變成

一對百步蛇游入水中，maciag遂留給了頭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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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珠（Malupolapola）：傳說以前有一位頭目要嫁女兒，頭目很疼愛女兒，以malupolapola

作成鞦韆當作結婚禮物讓她嬉戲。天上的神看見了非常的不高興，認為malupolapola不是凡

物，不應該做成玩具任人糟蹋;神為了懲罰頭目此不當之舉，於是乘有一次，公主又跑去玩鞦

韆時，召來雲雨將公主團團圍住，並把公主連同鞦韆一塊捲走。過了幾天，鞦韆被送了回來，

而公主從此音訊渺茫。爾後族人不敢再以malupolapola做成鞦韆。 

 
 
 
 
（  ） 1. 排灣族琉璃珠中最貴重的珠子是哪一種？（ 手腳之珠。 太陽的光。 土地之

珠。 眼睛之珠） 

（  ） 2. 哪一種琉璃珠的傳說只要在教育排灣族人要謙卑待人？（ 手腳之珠。 太陽的

光。 土地之珠。 眼睛之珠） 

（  ） 3. 哪一種琉璃珠代表土地所有權？（ 手腳之珠。 太陽的光。 土地之珠。 眼睛

之珠） 

（  ） 4. 很久以前，有一位台東的頭目與遠地的一位女子結婚，婚後竟生下什麼東西，所

以村裡的人都在背地裡嘲笑這位女子，甚至瞧不起她。（ 橘子。 蘋果。 柚

子。 葡萄） 

（  ） 5. 何種琉璃珠有和骨頭一樣的硬，不怕別人的欺負，亦有護身的功用。（ 橙珠。

黃珠。 綠珠。 眼睛之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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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二：井裡的小青蛙】 

（一）教學活動設計   

學習領域 語文領域國文科 課程設計 黃 靜 惠 

單元名稱 單元二【不一樣的體驗】 授課時數 120 分鐘 

教學單元 井裡的小青蛙 學習對象 三 年 級 

教材來源 童詩：井裡的小青蛙 

教學方法 講述教學法、問答法、合作學習 

教學評量 學習單、口頭問答 

 

能 

 

力 

 

指 

 

標 

B-1-2-7-4 能有條理的掌握聆聽到的內容。 

C-1-1-3-8 能清楚說出自己的意思。 

E-1-2-1-1 能讀懂課文內容，了解文章的大意。 

E-1-2-9-5 能提綱挈領，概略了解課文的內容與大意。 

F-1-1-2-2 能在口述作文和筆述作文中，培養豐富的想像力。 

F-1-7-1-1 能認識並練習使用標點符號。 

F-1-3-4-2 能認識並練習寫作簡單的記敘文和說明文。 

F-1-6-3-1 能概略知道寫作的步驟。 

F-1-8-2-1 能分辨並欣賞文章中的修辭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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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設計 

教 學 活 動 
教學評量 

教師活動 學生活動 

時間 教學資源 
學習效果

評量 

 

 

 

 

 

 

 

 

 

 

 

 

 

 

C-1-1-3-8 
 

 

 

 

E-1-2-9-5 
 

 

E-1-2-1-1 

 
 

 

B-1-2-7-4 

 

 

【第一節開始】 

壹、準備活動 

一、教師蒐集資料並製作教具

1.投影片製作 

2.製作學習單 

 

貳、發展活動 

一、引起動機 

    請小朋友分享曾經抓青

    蛙的經驗 

二、主要活動 

1.童詩猜一猜。 

2.閱讀童詩：井裡的小青

蛙。 

3.童詩欣賞。 

 

參、綜合活動 

引導學生說出閱讀後感想

【第一節結束】 

 

 

 

 

 

 

 

 

 

學生發表 

 

 

學生回答 

 

 

 

 

 

學生回答 

 

 

 

 

 

 

 

 

 

 

8 

 

 

5 

10 

 

10 

 

 

7 

 

 

 

童詩：井裡

的小青蛙 

電腦 

投影機 

相關網站 

 

 

 

 

 

 

 

 

 

 

參與討論 

 

 

參與討論 

 

 

 

 

 

參與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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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設計 

教 學 活 動 
教學評量 

教師活動 學生活動 

時間 教學資源 
學習效果

評量 

 

 

C-1-1-3-8 
 

 

 

 

F-1-7-1-1 
 

 

F-1-6-3-1 

 
 

F-1-8-2-1 

 

 

 

 

 

 

 

 

 

 

 

 

 

 

 

 

 

F-1-3-4-2 

F-1-1-2-2 

【第二、三節開始】 

壹、準備活動 

你會模仿青蛙的聲音嗎？

 

貳、發展活動 

一、介紹童詩的寫法: 

（一）寫詩要分行︰  

（二）寫詩要分段︰ 

（三）寫詩盡量少用連接

詞，如:因為、所

以、然後、接著、

可是、而且等

等……︰ 

（四）寫詩要巧妙地運用

標準符號︰ 

寫詩，標點符號可有可無。 不

加標點符號，既不會影響詩的

美感，又可以讓詩句更清爽。

不過，有時候，在適當的地

方，巧妙的加上標點符號，反

而會增加詩的語氣與意境。

 

二、進行童詩仿作： 

 

 

 

學生發表 

 

 

 

 

 

 

 

 

 

 

5 

 

 

25 

 

 

 

 

 

 

 

 

 

 

 

 

 

 

 

 

30 

 

 

 

 

 

口頭問答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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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設計 

教 學 活 動 
教學評量 

教師活動 學生活動 

時間 教學資源 
學習效果

評量 

C-1-1-3-8 

 

 

C-1-1-3-8 

 
 

 

 

 

 

 

 

 

 

 

 

 

 

 

 

 

 

 

 

 

三、成語猜猜看: 

 

参、綜合活動 

 歸納複習童詩的寫法 

【第二、三節結束】 

學生發表 

 

 

學生發表 

 

 

 

 

 

 

10 

 

 

5 

 

 

 

 

 

 

 

 

 

 

 

 

 

 

 

 

 

 

成語 PPT 

 

口頭問答 

 

 

口頭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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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單 

 單元二：井裡的小青蛙 

童詩欣賞 
詩的名字：井裡的小青蛙                             作者：林武憲 

一個古井裡，住著一隻小青蛙， 

除了睡覺吃東西，只會呱呱呱， 

小青蛙吃飽了， 

就拍著肚子說大話：  

「哎呀！我的媽！這個小地方就是我的家？」 

天—只有井口大；地—只有水一漥 

過幾天，我長大，                               

這世界會連我的肚子都裝不下！」                 
【感想】你喜歡這首詩嗎？為什麼？ 

 

 

 

 

 
☆ 小朋友︰請背下這首詩，並試著改寫看看！ 
☆ 開始這個遊戲吧！ 
   題目：（                   ）                

   一個（               ）裡，住著一隻（                ）， 

   除了（               ）吃東西，只會（                ）， 

  （               ）吃飽了， 

   就拍著肚子（               ）：  

「哎呀！（         ）！這個（        ）就是（          ）？」 

（           ）—只有井口大；（           ）—只有水一漥 

過幾天，（             ）， 

（                  ）會連我（                ）！」 

【說明】小朋友︰不適用的句型可以自行修改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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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三：排灣族的婚禮】 

（一）教學活動設計 

學習領域 語文領域國文科 課程設計 黃 靜 惠 

單元名稱 單元三【真摯的情意】 授課時數  80 分鐘 

教學單元 排灣族的婚禮 學習對象 三 年 級 

教材來源 影片:排灣族傳統婚禮舞蹈 

教學方法 講述教學法、問答法、合作學習、影片欣賞 

教學評量 小組發表、學習單、口頭問答 

能 

 

力 

 

指 

 

標 

B-1-2-7-4 能有條理的掌握聆聽到的內容。 

C-1-1-3-8 能清楚說出自己的意思。 

C-1-1-4-9 能清楚覆述所聽到的事物。 

C-1-4-9-3 能依主題表達意見。 

E-1-2-1-1 能讀懂課文內容，了解文章的大意。 

E-1-2-6-4 能從閱讀過程中，了解不同文化的特色。 

E-1-2-9-5 能提綱挈領，概略了解課文的內容與大意。 

F-1-4-6-2 能寫出自己身邊或與鄉土有關的人、事、物。 

F-1-1-2-2 能在口述作文和筆述作文中，培養豐富的想像力。 

F-1-7-1-1 能認識並練習使用標點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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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設計 

教 學 活 動 
教學評量 

教師活動 學生活動 

時間 教學資源 
學習效果

評量 

 

 

 

 

 

 

 

 

 

 

 

 

 

 

 

 

C-1-1-3-8 

C-1-4-9-3 

E-1-2-6-4 

E-1-2-1-1 

 

 

 

B-1-2-7-4 

 

 

【第一節開始】 

壹、準備活動 

一、教師蒐集資料並製作教具

1.蒐集排灣族傳統婚禮 

  相關資料 

2.投影片製作 

3.製作學習單 

 

貳、發展活動 

一、引起動機 

    請小朋友分享曾經看過

    的排灣婚禮經驗 

二、主要活動 

1.介紹排灣婚禮。 

2.看排灣婚禮影片。 

 

參、綜合活動 

引導學生說出影片中關於

排灣族婚禮的儀式 

 

【第一節結束】 

 

 

 

 

 

 

 

 

 

 

 

學生發表 

 

 

 

 

 

 

學生回答 

 

 

 

 

 

 

 

 

 

 

 

 

8 

 

 

10 

15 

 

 

7 

 

 

 

排 灣 婚 禮

相片 

排 灣 族 婚

禮影片 

電腦 

投影機 

相關網站 

 

 

 

 

 

 

 

 

 

 

 

 

參與討論 

 

 

 

 

 

 

參與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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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設計 

教 學 活 動 
教學評量 

教師活動 學生活動 

時間 教學資源 
學習效果

評量 

 

 

 

 

 

C-1-4-9-3 
 

 

 

 

E-1-2-9-5 
 

 

 

 

 

 

 

 

F-1-4-6-2 

 

 

 

F-1-1-2-2 

F-1-7-1-1 

 

【第二節開始】 

壹、準備活動 

師生討論不同婚禮經驗 

 

 

貳、發展活動 

一、介紹排灣族的婚禮 

（一）求婚： 

（二）送採薪禮： 

（三）豎鞦韆架： 

（四）送聘禮： 

（五）成婚： 

 

二、記錄在學習單上。 

 

參、綜合活動 

引導學生說出排灣族婚禮

的流程 

 

【第二節結束】 

 

 

 

學生發表 

 

 

 

 

 

 

 

 

 

 

 

 

學生回答 

 

 

 

 

7 

 

25 

 

 

 

 

 

 

 

 

  

 

 

8 

 

 

 

 

 

 

 

 

 

口頭問答 

 

 

 

 

 

 

 

 

 

學習單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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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單 

 單元三：排灣族婚禮（3-1） 

 

                      
    姓名： 

請簡單的寫出排灣族的婚禮流程 

 

你最喜歡哪一個婚禮流程?為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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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三：排灣族婚禮（3-2） 

看圖說故事：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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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四：美麗的南仁湖】 

（一）教學活動設計 

學習領域 語文領域國文科 課程設計 黃 靜 惠 

單元名稱 單元四【美麗的大地】 授課時數  80 分鐘 

教學單元 美麗的南仁湖 學習對象 三 年 級 

教材來源 南仁湖生態介紹 

教學方法 講述教學法、問答法、合作學習 

教學評量 小組發表、心得、口頭問答 

 

能 

 

力 

 

指 

 

標 

B-1-2-7-4 能有條理的掌握聆聽到的內容。 

C-1-1-3-8 能清楚說出自己的意思。 

C-1-1-4-9 能清楚覆述所聽到的事物。 

C-1-4-9-3 能依主題表達意見。 

E-1-2-1-1 能讀懂課文內容，了解文章的大意。 

E-1-3-1-1 能培養閱讀的興趣，並培養良好的習慣和態度。 

F-1-1-2-2 能在口述作文和筆述作文中，培養豐富的想像力。 

F-1-6-3-1 能概略知道寫作的步驟。 

F-1-7-1-1 能認識並練習使用標點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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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設計 

教 學 活 動 
教學評量 

教師活動 學生活動 

時間 教學資源 
學習效果

評量 

 

 

 

 

 
 

 

 

 

 

 

 

C-1-1-3-8 
 

 

 

 

 

 

E-1-2-1-1 
 

 

F-1-1-2-2 
 

壹、準備活動 

一、教師蒐集資料並製作 

    教具 

（一）蒐集南仁湖相關資

      料。 

（二）投影片製作。 

 

貳、發展活動 

一、引起動機 

    請小朋友分享曾經去南

    仁湖情形。 

 

二、主要活動 

（一）介紹南仁湖景觀與

      圖片。 

（二）看圖說話 

步驟： 

1. 收集「看圖說話」。

2. 將圖、文分別剪開。

3. 先選自己喜歡的圖，

再找出文字。 

 

 

 

 

 

 

 

 

 

 

 

學生發表 

 

 

 

 

 

學生回答 

 

 

 

 

 

 

 

 

 

 

 

 

 

 
 

 

10 

 

 

 

10  

 

20 

 

 

 

 

 

南 仁 湖 相

片 

電腦 

投影機 

相關網站 

閱讀短文 

 

 

 

 

 

 

 

 

 

 

 

參與討論 

 

 

 

 

 

參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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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設計 

教 學 活 動 
教學評量 

教師活動 學生活動 

時間 教學資源 
學習效果

評量 

E-1-3-1-1 

F-1-6-3-1 

F-1-7-1-1 

 

 

 

 

 

 

 

 

 

 

 

 

 

 

 

 

 

 

 

 

 

三、支援前線讀短文 

（一）各組發不同短文閱讀

（二）支援前線 

四、作文：旅遊心得 

學生發表 

 

 

學生發表 

 

 

 

 

 

 

40 

 

 

40 

 

 

 

 

 

 

 

 

 

 

 

 

 

 

 

 

 

 

 口頭問答 

 

 

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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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單 

單元四：美麗的南仁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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