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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培生的跨領域學習－以原住民族議題融入為例 
劉秋玲 

臺北市立大學師資培育及職涯發展中心助理教授 
 

一、前言 

本文針對師資培育課程之跨領域學習進行介紹，並以原住民族議題融入課程

（例如自然科）為例，加以說明。根據《中華民國教師專業素養指引－師資職前

教育階段暨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教育部，2021），包含 5 項教師專業素養及

17 項教師專業素養指標。然而在五大素養指標中，除了強調發展跨領域的課程、

教學及評量，更應掌握社會變遷趨勢與議題，融入課程與教學，並對於學習者的

身心發展、社經、文化背景差異為教學考量，以符合學生學習之需求。值此教育

改革之際，筆者認為原住民族教育議題應該融入課程，一方面符應 108 年修訂

《原住民族教育法》之精神，另一方面將原住民族知識課程正式納入國民教育階

段之教學內容，包括課程內涵、設計、實施方式等，以有利於未來師培增能跨領

域課程之相關規劃與實施。筆者認為，師培生的跨領域能力學習，將議題（例如

原住民議題）融入課程並成功應用於教學，是當代教師必須具備的能力。以下則

針對跨領域的內涵與類型，進行說明。 

二、跨領域的類型 

一般而言，跨領域（Interdisciplinary）是提供領域與領域之間的對話形式，

將不同領域知識整合，提供多面向之問題解決能力。跨領域學習依其內涵與特性，

有不同的類型。Ashby & Exter（2019）認為，跨領域學習可分為三種類型：跨越

領 域 （ Cross-disciplinary ）、 多 元 領 域 （ Multi-disciplinary ）、 超 越 領 域

（Transdisciplinary）等類型。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 跨越領域型（Cross-disciplinary type） 

通常是以一對一的領域統整或一位老師具有多種領域知識能力的課程內容，

例如教師兼具教育學與人類學領域的知識。這種模式比較容易進行統整教學，因

以現有的人力或資源為主，不需要過多的課程計畫改變。 

(二) 多元領域型（Multi-disciplinary type） 

結合多種領域的觀點，對於某個現象進行不同面向的批評或反思，例如

STEAM 結合科學、科技、工程藝術、數學領域的知識，所倡導的跨領域精神。

這種形式主要能從同儕間獲取不同的合作經驗，培養有廣度、深度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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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超越領域型（Transdisciplinary type） 

意指延伸各種知識內容，加深及加廣，反芻與再建構一種知識系統。此一模

式重在創造新的想法或新的理論模式，提升超越領域的內涵。所以，教學者即是

一個引導者，帶領學習者達到此一目標。 

綜合上述，跨領域的學習或是教學，主要是培育學生熟悉各種專業領域的知

識，要求學生重視專業領域之間的溝通、重整、合作、整合的能力，重視自我批

判與反思等獨立思考的學習過程。Biggs（2003）提出成果導向的模式（outcome-
based model）成功應用在跨領域學習，意即讓師培生知道達到學習的成果能夠做

什麼？在教學活動上，學生要如何學習？以及學習成果如何被評量？換言之，這

三者之間在跨領域學習是相互連結，密不可分。以下，筆者針對原住民族議題融

入課程，進一步詳細說明。 

三、以原住民族議題融入為例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實施要點之中，明定各領域課程設計，

應適切融入性別平等、人權、環境、海洋、品德、生命、法治、科技、資訊、能

源、安全、防災、家庭教育、生涯規劃、多元文化、閱讀素養、戶外教育、國際

教育、原住民族教育等十九項議題（教育部，2020）。以原住民族教育議題融入

為例，文化為本位的課程，能對個人、家庭、社區甚至與世界連結，課程主要能

從文化與差異中，找到與生活是息息相關，且最好採跨學科的主題式教學為主（洪

清一、陳秋惠，2014）。具體來說，師培生若能理解生活相關的題材就是生活經

驗，將其融入課程，並以文化回應的方式設計課程內容，如此，將有利於師培生

的整體增能。 

此外，師培生之跨領域增能課程，應涵蓋其他層面，包括：推動師培生認識

原住民族相關議題、擴大對原住民族族群認識的對象、實踐多元文化的內涵、培

養人文關懷及人文素養等。如此，師培生所設計的原民議題融入課程，即可建立

師培生跨領域的能力，並轉化成教學實踐之歷程。在實踐上層面上，師培生之跨

領域增能課程，例如：安排演講、見習、教案撰寫、示範教學、工作坊等方式為

之。不過，在實踐時，筆者要提醒以下幾點：師培生達到跨領域之學習成果能做

什麼？如何在教學活動上學習？如何評量學習成果？針對此，筆者擬從以下的實

際案例中，說明跨領域類型之應用成效。 

(一) 以跨越領域（Cross-disciplinary）方式認識原住民族相關議題及內容 

如前述，跨越領域是以一對一的領域統整為主。此一課程的進行，可採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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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關注原住民族議題及研究的專家、學者或耆老面對面的對談，如此可增進師培

生對於原住民族教育與文化的理解與認識。再者，經由與耆老的對話中，師培生

做為跨領域學習者，能快速拉近族群與族群之間的距離，從認識文化進而了解彼

此文化，達到族群相互尊重，亦即展現多元文化的內涵。此一過程之中，師培學

生在一來一往的回應與理解，深知原住民知識有其必要保存的重要價值，甚至重

新顛覆學生們原有的想像。以工作坊規劃課程為例，利用手作方式，親身體驗及

感受原民文化的特殊性，能深化師培生對於他族文化的深刻印象。藉此，師培生

實際感受織布實作課程，從最初的設計、理線、編織，到最後織成一條屬於自己

的織布，學生認為相較於博物館或展覽方式，只能隔著一塊玻璃用眼睛去體會，

其實文化是可以握在手中感受溫度的。因此，透過實際操作，反而帶給學生更重

要的意義。另外，此一類型也包括：入校見習參觀與參與活動、桌遊、樂舞教學、

行動博物館等，從多樣且有趣的遊戲認識原住民族，易使學生接受原住民族文化。 

(二) 利用多元領域（Multi-disciplinary）模式進行原民議題教案撰寫 

此一類型，涉及多領域的觀點。在實踐上，可進行融入課程建構（教案）工

作坊，邀請有經驗的老師，分享其議題融入之教案。從教案的討論、分析、文獻

探討、撰寫等（備課）實作過程中，從不同的領域知識，引導出多面向的意見跟

觀點，使得教案編寫上，達到多元觀點的內涵。原住民族議題其實不難理解，經

由 ORID 焦點討論方式，練習澄清與探究事實，從不同面向的啟發與思考，即能

理解原民課程應該如何帶領？如何設計？以國小一年級彈性課程－認識常見動

物為例，教學活動設計融入原民藝術，學生利用百步蛇圖案設計馬克杯圖片（表

1），展現原民議題融入自然領域。 

表 1 課程教案設計 

領域/科目 彈性課程 單元名稱 認識常見動物二 

實施年級 一年級（一下） 總結數 共 3 節（120 分鐘） 

課程設計 

融入議題 實質內涵 

環 E2－覺知生物生命的美與價值，關懷

動、植物的生命。 
原 E4－認識所在部落/社區民族分佈的概

況。 
所融入之學習重點 環境教育－認識與理解人類生存與發展

常見動物二

認識宜蘭常見

兩生類

認識台灣六大毒蛇

與百步蛇傳奇

認識台灣

獨角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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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面對的環境危機與挑戰；探究氣候變

遷、資源耗竭與生物多樣性消失，以及社

會不正義和環境不正義；思考個人發展、

國家發展與人類發展的意義；執行綠色、

簡樸與永續的生活行動。 
原住民教育－認識原住民族歷史文化與

價值觀；增進跨族群的相互了解與尊重；

涵養族 群共榮與平等信念。 

教學活動 結合原民藝術領域 
讓學生自行選定一種動物（例如，百步蛇）

圖案，裝飾在馬克杯的圖片上（或紙膠帶、

書籤、手提袋等）。 
資料來源：宜蘭縣四季國小校訂課程教案設計 

(三) 發展跨越領域（Transdisciplinary）的能力，完成原民議題融入之示範教學 

此一類型的課程，重於創新與實踐。課程中，可進行原民議題融入之課程示

範教學時，將前項安排的演講、工作坊、見習、教案撰寫等訓練技巧，加入創新

的內容元素，完成教學（觀課）。並在教學後檢視教學內容並作修正（說課、議

課），進而形成課程模組，例如以織布為主題的模組，結合國中小不同階段別之

藝術、自然、社會等領域，發展嶄新的課程內容。如同在增能的課程中，學生雖

然遵循原住民文化中織布規則，也為了展現不同於原始的風貌，在顏色排列順序

多加一種顏色，變成了創新的作品。從學習中，進行轉化再呈現出新的觀點，亦

能回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在各領域課程設計融入議題之作法。 

四、結語 

綜上所述，跨領域課程可為既有的師培課程，增添多元與創新，藉由議題融

入課程的設計（例如原民議題融入課程），師培生將具備當代教師應具備的素養。

再者，各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也不斷強調師培生教學基本能力的突破與創新，據以

符合《中華民國教師專業素養指引－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暨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

準》。最後，筆者針對跨領域的課程設計與實踐，提供下例建議： 

(一) 跨領域學習的限制 

跨領域學習的三種類型，包括跨越領域（Cross-disciplinary）、多元領域（Multi-
disciplinary）、超越領域（Transdisciplinary），在執行上可運用不同跨領域的類型

融入課程教學中，皆有其優劣。在此過程中，省視自己專業領域，並從中理出何

等模式適合應用在跨領域教學中。同時也要注意，跨領域教學會因為不同領域的

理論或知識，在準備上或統整上會有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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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考量師培生能力之課程 

師培生對未來任教機會及多項的專業學習，多感到不安與負擔（顏珮如，

2019）。在資訊爆炸的年代，師培生要面對社會快速變遷、學校課程求新求變、

學生學習樣貌多樣等，其能力培養須兼顧學科知能及教學技能，結合理論與實務，

才能切合師培生之能力需求。面對師資培育機構增能課程安排或是師培生能力養

成，皆是未來一大挑戰。 

(三) 雙（多）文化觀點培養 

以原民族知識課程的實踐，並非僅是「跨領域」的過程，當課程在做轉化時

必須要了解學生需求及獨特性進行教學跨界，才能維持學生對學習上的愉悅。王

雅玄（2013）提出「文化邊界」的跨越，對於不同文化的族群，例如：原住民族

學生，可能會有文化上的衝突，在進行原民教育議題融入課程時，需評量教師自

身教學轉化與課程轉化的能力。具有雙文化（或多文化）課程教學的知能，讓師

資培育歷程更趨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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