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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設計總表 

課程名稱 
走讀部落歷史- 

西林(支亞干)部落 
團隊名稱 阿改玩生活 

課程時間 
每次  1  節課，共計  3  節課 

(每節課 40 分鐘) 
授課教師、助教 

教師：許雁如 

助教：程廷、黃心

慈、劉尉丞 

實施年級 五、六年級 課程地點 
西林部落 

阿改玩生活接待中心 

課程設計動機 

及理念 

理念： 

 家族從何而來？除了知道發源地在南投，一路搬遷到目前坐落的鄉

鎮，那在幾世代的祖先們都經歷了什麼？ 

 簽訂馬關條約的日本人，延續「以番制番」的政策，設置隘勇線限制

了族群的生活範圍，並積極開拓資源。 

 歷史文獻記載著1914年太魯閣事件，在寡不敵眾的戰況之下戰敗了日

本人，而後被強制遷下淺山及平地，以方便管理避免再次發生衝突。 

 在太魯閣事件以前，從1896年起長達18年與日本人的各種衝突，先是

不尊重族群的文化禁忌，再來是發放採收樟腦津貼不公平等對待，進而向

日本人襲擊出草，累積雙方的怨氣，日本總督府認為先討伐後安撫才能壓

制住，規劃五年理番政策，最終在1914年結束了太魯閣族抗日戰役。 

 「太魯閣族百年戰役」並沒有影像的記錄，如賽德克巴萊戰役拍攝成

電影並受大眾的印象，反之太魯閣族抗日戰役，是僅有接觸文史研究學者

及耆老對此歷史脈絡的共同記憶。每段歷史事件紀錄無法全面的參考，還

得透過文史工作者長年的田野調查資料做對比，了解族群事件發生的原

因，在最後戰役的結果，去發現遷徙脈絡及部落分布的因素。 

特色： 

 此次課程設計先從太魯閣族的遷徙路線，發生了抗日戰役的歷史脈

絡，影響家族的分布，最後以支亞干部落為例，以走讀的方式，結合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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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體驗公司(阿改玩生活有限公司)述說家族遷徙脈絡，以及被強制遷下

山，住著20個以上的家族組成了現在的支亞干部落。 

 阿改(Akay)玩生活團隊在過去從事社區發展協會，並執行田野調查的

計畫案由，取向文化、遷徙、技藝等作實地文字影像紀錄，於自身部落社

區作長期的研究及合作，累積相當的文史資料，藉此把調查記錄轉化到教

學領域，讓更多後代瞭解太魯閣族的歷史、技藝等面向。 

議題融入 族群歷史遷徙 

課程簡介 

透過歷史脈絡的傳達，更身歷其境的走趟因歷史變遷的部落。 

居住在地的族人傳承下來的地名以及意思，同為太魯閣族部落，因著地域

性與家族的不同，因而產生更多更豐富的口述歷史。 

教學目標 

(1) 認知— 

 *透過歷史解說以及部落走讀，更深刻理解部落遷徙。 

 *能主動地去問去追朔以及與家中耆老調查家族遷徙脈絡。 

(2) 情意— 

 *能經過歷史的脈絡，了解遷徙路徑以及部落分布的因素。 

 *能刺激對自身文化的重要性，並有意識地去尋找。 

 *來到其他部落，能對有相同歷史背景的部落產生共鳴。 

(3) 技能— 

 *能記住部落族語名稱，以及不同年代轉變的稱呼。 

 *能在部落走讀期間，使用族語日常對話跟阿公阿嬤問候。 

 *能向老師或同學，分享自己的部落跟別的部落在遷徙前後的差異。 

藝文領域 

主要領域 
□電影      □視覺藝術  □音樂及表演藝術   

□工藝設計  ■文化資產  □文學閱讀 

次要領域 
□電影      □視覺藝術  □音樂及表演藝術   

■工藝設計  □文化資產  □文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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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背景/人數 民族教育實驗小學/17人 

課程需求 

及注意事項 

(1) 課程採戶外教學以及移動式教學，相關交通以及保險為必要處理要

務。 

(2) 在移動過程中，注意前後來車，隨行導師偕同維持學生的秩序以及行

動。 

(3) 因夏天室外炎熱，提醒學生攜帶水壺、帽子以及防曬用具，避免中

暑。 

課程大綱 

週次 單元名稱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 

太魯閣族

遷徙路徑

及百年戰

役 

1. 綜觀太魯閣族百年戰役發生的

起源始末。 

2. 體會文化與生活的關係，並認

同與肯定自身文化。 

3. 體驗與欣賞在地文化，理解並

包容文化的多元性。 

1. 傳達過去太魯閣族所經歷的每

件戰役事件，理解戰役的由

來，以及戰役結束後，影響家

族的遷徙路徑。 

2. 過去以家族為核心，被迫遷徙

至淺山及平地，遺失舊部落的

歷史故事等等，導致在調查家

族族譜過程中，資料不足致線

索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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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支亞干部

落的遷徙

故事、歷

史蹤跡 

1. 理解支亞干部落為何有多個家

族組成而來的，以及支亞干部

落為何以太魯閣族最後定居? 

2. 能思考過去的遷徙的原因以及

方法。 

3. 能在課堂上說出對部落的印象

相同及差異之處。 

4. 發現 Ciyakang(支亞干)部落

還存在的遺跡，如日治時期建

設的神社、教育所、游泳池

等。 

5. 認識周邊植物及農作物，並唸

出對應的族語名稱。 

6. 在地口述歷史。 

1. 同為太魯閣族部落，因地域性

以及遷徙路動的不同，每個家

族所口述的歷史，之間的差異

性仍然存在，讓學生知道其中

的歷史變化以及生活型態。 

2. 藉由走讀模式，一步步走入歷

史，解說過去到現在支亞干部

落的變化，以及部落名稱隨著

年代有不同的名字。 

各單元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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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單元：太魯閣族遷徙路徑及百年戰役(一節課，40分鐘) 

體驗內容 具體目標 流程與互動說明 使用教具設備 所需時間 備註 

對太魯閣

族戰役或

遷徙脈絡

作互動性

問答 

1、 在課堂開始

前讓學生以

問答的方

式，按照訪

談問題與家

人做家族遷

徙調查以及

對太魯閣族

百年戰役的

認知。 

2、 海報呈現戰

役的時間軸

及每件事發

生的地點與

原因。 

1、 讓學生拿出昨天的

回家作業，用問答

的方式，在與家人

詢問或自行用網路

搜尋，學生們對太

魯閣族百年戰役的

理解程度。 

2、 使用海報繪製發源

地-南投，在自然遷

徙的生活模式下，

因為什麼狀況進而

離開原本居住的山

脈，與學生問答的

過程，猜測早期祖

先對土地的使用方

式，學生一輪猜過

後，再一次清楚介

紹自然遷徙是因為

人口數增加，土地

資源不足，須部分

家族人口往外遷

徙，進而擴大族群

分布範圍。 

麥克風、影片介

紹、簡報或海報。 

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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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製遷徙

路徑地圖 

對應目前

遷徙下來

的部落 

能清楚知道遷徙

路徑，以及遷徙

的目的 

1、 講師帶領繪製遷徙

路徑地圖，分為自

然遷徙與被迫遷徙

兩種狀況。 

2、 先把方位以及目前

部落地點標示出

來。使用字卡及圖

卡，移動過程中呈

現出來，實際遷徙

的狀況。 

麥克風、海報紙、

蠟紙、色筆、便條

紙、部落地名卡、

鄰近山脈名卡、遷

徙生活用品圖卡 

20分鐘 

 

課程回顧

與心得分

享 

課程總結 講師運用海報，繪製遷

徙路徑，回顧課程內

容，並鼓勵學生發言分

享感想 

麥克風、繪製完成

的遷徙海報圖 

 

10分鐘  

 

第二單元：支亞干部落的遷徙故事、歷史蹤跡(兩節課，80分鐘) 

體驗內容 具體目標 流程與互動說明 使用教具設備 所需時間 備註 

課程回顧 回顧前一單元

的課程內容 

做第二單元的

安全宣導 

以問答方式，回顧前一單

元授課內容，並進行第二

單元的安全宣導以及課程

內容。 

麥克風、水

壺、急救箱 

 

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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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走讀

小點心-

香蕉飯 

香蕉飯對太魯

閣族來說並不

陌生，大多的

時候都是由大

人製作的點

心，這次搭配

部落走讀，讓

小朋友親自動

手製作自己的

小點心，聽完

部落歷史後，

還能享用美味

的香蕉飯。 

1、 先升起火併燒開熱

水。 

2、 採收香蕉葉並清洗表

面，再把葉子剪下

來。 

3、 剪下的葉子放進熱水

裡，葉子變色後約莫

10~20秒即可拿起。

燙香蕉葉的用意是讓

葉子不容易破裂，以

及用熱水消毒。 

4、 拿出前一天泡好的糯

米，以及表面長出黑

斑的香蕉，使用熟透

的香蕉主要是其香氣

會更加濃郁，把這兩

種食材和在一起，直

到看不出香蕉的形

狀。若喜愛甜一點的

可以多加少許的黑

糖，增加焦糖甜味。 

5、 再用先前燙好的香蕉

葉，把香蕉飯包起

來，放入蒸鍋，蒸 40

分鐘即可完成。 

鐮刀、香蕉

刀、菜瓜布、

石材糯米、香

蕉 

30分鐘  

學習族語

地名以及

農作物 

認識支亞干部

落遷徙原因以

及名稱的更迭 

第一站:支亞干溪流，介紹舊

名:Rangah Qhuni(打開的樹

洞)。 

第二站:沿溪流介紹農作物以

及日治時期的番童教育所遺跡

(舊西林國小)。 

第三站:支亞干大道介紹家族

的分布，以及 Ipiq Studio 工

作坊苧麻介紹。 

自備：麥克

風、地名字卡 

 

3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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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回顧

與心得分

享 

課程總結 學生分享參與心得 

教師回饋 

自備：麥克風 

 

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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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設計總表 

課程名稱 原料到成品，創造自己的作品 團隊名稱 阿改玩生活 

課程時間 

每次  1  節課，共計  12  節

課 

(每節課 40 分鐘) 

授課教師、助教 

教師：王明珠、徐昱

瑄、許雁如 

助教：程廷、劉尉

丞、黃心慈 

實施年級 五、六年級 課程地點 
阿改玩生活接待中心 

萬榮國小 

課程設計動機 

及理念 

理念：傳統太魯閣族祖先如何製衣?知道太魯閣族有織布的文化，又是使

用什麼植物或物品做織成布?選擇什麼植物染出顏色? 

讓學生知道苧麻的整套工序，從種植、採收、取纖、製線到煮線，祖先在

深山使用野生苧麻，織做織作成日常的服飾以及qabung(棉被/被單)。一

連串的編織工序包含著太魯閣族人長期累積的編織智慧;現在多以工廠線

材替代手工製線，多為方便也帶來對自然的善加使用，一起探討祖先們生

活的方式，取之自然最後也會回歸於自然，以不傷害地球的方式生活著。 

特色： 

一起走進大自然尋找那些可以製作成線的植物，苧麻田在兩年前由協會一

群青年在執行計畫中所種植的，苧麻田的苧麻來自兩個地方，一種是萬榮

村一種是遠從環山部落栽種，照顧苧麻雖然不用每天澆水和施肥，但都得

定期四個月採收，每三年需要把苧麻田下部分的苧麻根挖起來，避免苧麻

根蔓延的太散，減少互搶養分的狀況。 

技術雖然需要大量時間與人力，但也是需要時間去保留與傳承，讓無形文

化遺產得以延續，並物善其用。 

議題融入 傳統工藝 

課程簡介 

以過去使用的植物-苧麻，從採收到刮麻直到捻成線的工序，一套流程下

來知道要織成一塊布一件衣服，需要大量時間與精力，慢慢累積，並以祖

先的技術帶入對自然的友善。 

教學目標 (1) 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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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祖先善於利用自然資源，以及纖維多的植物製作成物品。 

(2) 情意— 

*能透過苧麻製線，了解祖先的辛苦，藉此珍惜所擁有的。 

*體會自身文化的重要性，且樂意學習。 

*能領會太魯閣族的傳統智慧。 

(3) 技能— 

*能了解種植苧麻的時間，生長特性及有利生長環境。 

*能學會刮出一束苧麻；能摸索手捻苧麻線。 

*協助同學如何刮麻及捻線。 

*運用課堂講解的花紋排列，組織對稱花紋及配色。 

藝文領域 

主要領域 
□電影      □視覺藝術  □音樂及表演藝術   

□工藝設計  ■文化資產  □文學閱讀 

次要領域 
□電影      □視覺藝術  □音樂及表演藝術   

■工藝設計  □文化資產  □文學閱讀 

學生背景/人數 民族教育實驗小學/17人 

課程需求 

及注意事項 

1. 課程上需要使用刀具，手套及急救箱，課程開始示範，告知學生刀具

的用法，以及用完之後收好等規定。 

2. 請隨行導師協助學生操作，避免速度太快，依步驟慢慢完成。 

課程大綱 

週次 單元名稱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 

苧麻的變

化，取纖

工序 

1. 呈現苧麻製作成的物品。 

2. 介紹苧麻的種植方式以及照護

方式。 

3. 區分麻科的種類。 

認識苧麻，從一株植物到一個成

品，瞭解一個簡單的事物，可以被

製作成各種美麗的物品。 

使用刮麻器，採收苧麻到刮麻，更

深刻了解纖維的位置以及相對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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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認識苧麻取纖製線，每道工序

所需要使用到的工具。 

5. 族語輔助教學。 

工具。 

2 
苧麻製線

工序 

1. 學習作一連串苧麻製線工序。 

2. 嘗試苧麻捻線的技巧，手捻和

腿捻的兩種方法。 

嘗試做每道工序，學習每項技術。

一道工序若做的不好，比如捻線，

若在苧麻絲接線的段落，沒能牢固

地捻住，後續用紡錘捲線，導致苧

麻斷線，就得多花時間補救。 

手捻常作為女性捻線的方法，使用

雙手和手指，使兩股苧麻絲捻成一

條線;腿捻常作為男性捻線的方法，

用小腿皮膚上操作。 

兩者捻線的方式一樣，不同的是女

性多捻成細線而後織做織作成布，

而男性捻成較粗的線作為背帶、背

網等堅固且能承載重物。 

3 
植物染豐

富色彩 

1. 讓學生猜猜用薯榔會染出什麼

顏色? 

2. 瞭解植物染的方式，以及取染

料的部位。 

3. 選定兩種植物，作為染色染

料。 

4. 認識媒染技法，使染出的顏色

有深有淺的變化。 

採用傳統太魯閣族人常用的薯榔及

生活周邊常見的植物，作為植物染

料。 

瞭解過去的 qabung(棉被/被單)上，

是如何出現色彩?以及植物染的步

驟。 

4 

交織成

布，做自

己的圖紋 

1. 練習跟著身體的記憶帶動雙手

理線及織布。 

2. 瞭解太魯閣族織出來的圖紋，

常以對稱排列。 

3. 使用薯榔及樟樹染出的色線來

排列圖紋色彩。  

使用桌上型織布機，並用課堂上染

出來的色線，依照老師所教導排列

圖紋，織出與同學共同染線、理

線，再到最後的織帶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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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自己的帽

子自己做 

1. 傳統織品作為日常必備物件，

到了現今多以擺設居多，若能

善用織品，增添在日常使用的

物件上。 

2. 學生織做織作完成的織帶縫在

帽子上，可作為之後戶外教學

的防曬帽子，並戴著自己織作

的織紋在身上。 

傳統太魯閣族所織出的 qabung(棉被

/被單)部分織給家人日常保暖，大

部分織給女兒作為嫁妝。 

現今生活的便利，減少了苧麻的使

用，多以工廠線替換，更減少了人

們織布的機會，多以購買現成的棉

被/被單。 

時代的變遷，傳統的物件順應著主

流社會改變型態以及使用方式。學

生親手織出來的織帶，提升織帶被

使用的頻率，因此選擇帽子，縫在

帽子上更能凸顯個人的獨創性及族

群的圖紋標誌性。 

各單元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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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單元：苧麻的變化，取纖工序(一節課 40分鐘) 

體驗內容 具體目標 流程與互動說明 使用教具設備 所需時間 備註 

1、 認識

不同

麻科

的類

別和

生長

環境 

2、 認識

取纖

製線

的工

具。 

1、 發現植物

纖維可以

做成生活

的物品。 

2、 認識其他

同屬蕁麻

科的植

物，發現

同屬科，

有的卻無

法取纖製

線。 

3、 認識每個

階段所使

用道的工

具，以及

工具的製

作材料及

方法。 

4、  

1、 帶領學生以苧

麻的原樣，試

著想像可以有

什麼用途?在海

報紙上寫下對

苧麻的使用方

式。 

2、 講師透過圖卡

或實際的蕁麻

科，帶領學生

認識蕁麻科的

不同屬植物，

從中認識及其

他用途。 

3、 以連連看，呈

現取纖製線的

每道工序，以

及工具，讓學

生試著找出對

應的物品。 

麥克風、簡報、海報

紙、蠟筆、圖卡或實

際的麻科植物 

20分鐘  

採收苧

麻，取纖

工序 

從採收苧麻再

到取纖過程，

讓學生了解纖

維的位置以及

工具的運用。 

1、 講師示範採收

苧麻的位置，

並把苧麻葉摘

掉。確保學生

理解後，再進

行分組採收。 

2、 講師示範刮麻

器的使用方

式，剝出苧麻

香蕉刀、刮麻器、手

套 

 

20分鐘 

注意學生使

用工具的狀

況。 



14 
 

皮詳細講解，

再讓學生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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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單元：苧麻製線工序(兩節課 80分鐘) 

體驗內容 具體目標 流程與互動說明 使用教具設備 所需時間 備註 

課程回顧

與熱身 

回顧前一單元

的課程內容 

1、 以問答的方

式，詢問刮麻

器的方式以及

注意事項。 

2、 拿出兩種刮出

的麻的型態，

比較哪個麻刮

的比較好。 

簡報、刮麻器、苧麻

絲 

10分鐘  

苧麻絲捻

線 

理解捻線的方向

以及接線的重

點。 

1、 講師示範捻線

的步驟練習，

傳統太魯閣族

在捻線時多以

唾液使苧麻絲

更有黏性，課

程上則以一碗

清水替換。 

2、 指導學生捻線

狀況，以手捻

和腿捻的方

式，教導學生

習慣捻線的方

式。 

苧麻絲、一碗水 30分鐘  

苧麻線捲

線及整線 

理解捲線和整理

的方向以及其用

意 

講師示範捲線的方

式，分組進行並拿

到捲線器以及苧麻

線。 

自備:苧麻線、捲線

器、工字形整線器 

3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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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回顧

與心得分

享 

課程總結 學生分享參與心得 

教師回饋 

麥克風 10分鐘  

第三單元：植物染豐富色彩(三節課 120分鐘) 

體驗內容 具體目標 流程與互動說明 使用教具設備 所需時間 備註 

課程回顧

與熱身 

回顧前一單元的

課程內容 
良好整線準備，避

免煮線時打結。 

自備：整好線的線

材 

10分鐘 

 

學校提供：投影與

音響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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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植物

染出的工

序及處理

染料進行

染色 

1、 認識植物染

的種類及能

進行染色的

範圍。 

2、 認識媒染的

作用。 

3、 學習處理染

料進行染

色。 

1、 拿出兩種植物

染的線材，先

讓學生猜猜看

是什麼植物染

出的色彩? 

2、 分組進行植物

染染色的前置

作業及染色的

步驟。 

3、 根莖類的薯榔

需要去皮後切

片，並用杵臼

倒出汁液;樟

樹取葉子和

莖，用剪刀剪

下一段一段的

莖，葉子用手

揉碎，分別使

用冷染、熱染

的方式。 

4、 捶打過的薯榔

把線材浸泡，

以不使用火的

冷染方式;剪

碎的樟葉則放

入鍋中加水煮

沸，熱染的時

間約莫 40分

鐘到一個小

時。 

自備：經過媒染的

線材以及沒有媒染

的線材、薯榔、樟

樹葉、木灰、鍋

子、快速爐、瓦

斯、剪刀、刀具、

杵臼。 

 

學校提供：桌子、

洗手台、室外染色

空間。 

70分鐘  

注意學生操

作工具，以

及快速爐設

置在空曠

處。 

課程回顧

與心得分

享 

1、 複習捻線工

序&課程總結 

學生分享參與心得 

1、 教師回饋 

自備：麥克風 

 

4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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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單元：交織成布，做自己的圖文(三節課，120分鐘) 

體驗內容 具體目標 流程與互動說明 使用教具設備 所需時

間 

備註 

認識更多的

qabung(棉

被/被單)，

不一樣又一

樣的織紋 

認識太魯閣

族

qabung(棉

被/被單)與

織紋外，來

自南島民族

的圖紋做分

辨與比。 

1、 用簡報播放太魯閣

族的 qabung(棉被/

被單)及南島民族的

布品，讓學生猜猜

看哪一個圖片是出

自哪個國家或台灣

哪一族群的? 

2、 現場準備來自南島

民族的布品外，也

穿插太魯閣族的織

品，讓學生取兩

件，各別分組討論

是哪一族群，以及

如何使用? 

3、 與學生一同解答每

組拿到的物件，說

明其來自的國家以

及使用方式。 

4、 介紹太魯閣族

qabung(棉被/被

單)，在過去做為嫁

妝，以及織作的方

式。 

自備：簡報、各國的織

品。 

學校提供：投影與音響

設備 

4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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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出自己的

圖文 

1、 使用千

格紙畫

出織紋

以及配

色。 

2、 學生去

設計屬

於自己

的織

帶。 

1、 認識千格紙，繪製

組織圖教學。 

2、 以植物染的顏色做

配色，安排布局。 

自備：千格紙、鉛筆、

色鉛筆 

 

40分鐘 

 

使用桌上型

織布機 

教導學生再

次複習，從

理線到編

織。 

講師指導學生如何理

線。編織的過程分組進

行編織織帶。 

自備：染色好的線材、

剪刀、組織圖 

學校提供：桌上型織布

機 

 

4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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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單元：自己的帽子自己做(三節課，120分鐘) 

體驗內容 具體目標 流程與互動說明 使用教具設備 所需時間 備註 

織布進度

做收尾 

把未織完的織

帶，做最後的

收尾。 

1、 指導學生把織

帶織完及收

尾。 

2、 剪開織完的

線，做收線的

步驟。 

桌上型織布機、剪

刀、線材 

40分鐘  

認識裁縫

並學會使

用縫紉機 

1、 認識電動

裁縫機。 

2、 學習縫紉

機的操

作。 

1、 講師示範縫紉

機的使用方

法。 

2、 把裁剪過的織

帶，用電動縫

紉機對折縫

住，避免線脫

落。 

自備：素帽、學生的

織帶、縫紉機 

20分鐘  

學校提供：延長線、

桌子、椅子 

使用自己

織好的織

帶，製作

一件成品 

1、 依照講師

講解的選

擇針腳，

並收好織

帶的邊。 

2、 學生選定

要縫上織

帶的位

置，並完

成織帶帽

子。 

1、 學生試著用電

動縫紉機車縫

布邊做收線。 

2、 確認選對針腳

後定開始縫上

織帶。 

自備：素帽、學生的

織帶、縫紉機。 

40分鐘 

 

學校提供：延長線、

桌子、椅子、掃把 

課程回顧

與心得分

享 

課程總結與收

束 

安排綜合評量測

驗，回顧課程內

容，並鼓勵學生發

言分享感想。 

綜合評量問卷 2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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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所需經費建議表(範例)： 

費用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小計 編列說明 

師資鐘點費 時 20 2000 40000 主要教學者，教材及教案設計 

助教鐘點費 時 20 1000 20000 教學協助 

教材教具 人次 20 500 10000 採買採集所須用到之工具

如鋤頭、小鐮刀，以及線

材製作，如棉線、絞紗

線，租借織布機。 

旅運費 天 1 12000 12000 如器材運輸費、偏遠地區交通

費等 

總計 8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