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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研究探討布農族文化融入非原民學校課程的創新實踐，以布農族人環境共

存的知識為起始點，透過課程設計與實施過程，了解非原民學生在學習布農文化

與生態智慧後的初步教育成果。原住民文化是依其生活方式與經驗所累積的知

識，長期與大地共享共存。而原住民文化長期生成與累積的知識，本身就具有多

樣性與豐富性。雖然過去原住民的知識大多以口傳為主，無文字記載的部分，但

知識是建立在日常生活實踐的基礎上。同時，不同族群所發展出來的生活方式是

從文化經驗和族群智慧累積而來（吳百興、吳心楷，2015）。 

在課程設計與發展上，有關於原住民生態智慧的實踐與應用，大多見諸於原

住民地區學校的中小學，在都會地區非原住民的學校中，較少出現原住民相關的

文化課程。此情況下，大多只能從學校課程學習片斷原住民文化內涵，無法有系

統認識相關基本概念與知識。以臺東市為例，雖然是目前臺灣原住民族群中人口

數較多的地區，但多數原民學生集中在郊區學校，市區學校非原民學生多於原民

學生。然而，不同族群住在同地區，對彼此文化卻不太了解，族群間互動與了解

的機會不高，不利於多元文化社會的實現。有鑑於此，若能藉由課程改革與實踐，

融入原住民生態文化與智慧，有利於開闊不同的視野層面，促進族群融合。 

此次筆者與共同研究者，針對筆者任教學校的藝術老師申請文化部文化傳承

計畫，與部落布農族人合作，共同發展課程與教學實作，讓非原民學生進一步認

識布農文化生態智慧的內涵，包括建築、動/植物及藥學等知識內涵的認識。研究

結果初步顯示，透過原住民文化課程的運用與實踐，有利於非原住民學生學習與

認識布農文化知識與內涵，及其對於當代原住民教育改革（例如全民原教）的啟

示。 

二、文獻探討 

(一) 原住民知識體系 

檢視國外對原住民知識體系架構的組成方式，阿拉斯加螺旋課程表的知識學

習架構，分類為 12 項主題，包含家庭、語言/交流（語言知識）、文化表達（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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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性）、部落/社區（責任/團結）、健康、居住地、戶外生存、生存、合作、應用

技術、能源/生態（尊重自然）、探索視野等，各項主題可根據資源融入學習情境

或場域，幫助學生認識族群的知識，以螺旋式方式來連接原住民族群的核心價值

與信念，主題包含知識範圍廣且深厚，如同阿拉斯加原住民族知識網描述的「冰

山一角」，浮在表面的相關知識僅冰山一角，其實際上有許多文化知識深潛在冰

山底層，像是隱藏的知識，逐漸從生活過程中學習的默會知識（Alaska Native 

Knowledge Network, 2012a）。 

圖 1 阿拉斯加螺旋知識學習架構 

圖 2 阿拉斯加原住民族文化知識系統之冰山比喻 
資料來源：取自 Alaska Native Knowledge Network.（201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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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雪華、朱雅琦（2009）曾提及臺灣原住民族上層知識組織架構，可以發現

所包含面向有九大軸線，包含族群、法政、經濟、社會、文化、教育、宗教信仰、

文學、其他議題等，且原住民的知識大多和環境的互動有很大的關係。巴唐志強、

鄭志富（2021）也提及原住民族知識體系大多以人類世界、自然世界與超自然世

界為核心，若從其共通點的特性來看，認為原住民族知識體系可以進一步歸納為

神聖性（sacred world）、空間性（spatiality）、歷史性（historicity）及社會性（sociality）

等四個構面。檢視阿拉斯加與臺灣的原住民族知識組織架構，可以發現除包含族

群文化面向外，也包含經濟、社會組織及生存等議題，而阿拉斯加所呈現的螺旋

知識架構將面向細分，有更清楚整合知識內容的系統。 

(二) 原住民傳統生態智慧（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與環境永續 

原住民長期與大自然共處共存，與大自然的互動中從觀察和經驗的累積，逐

漸建立與自然環境的相處之道（鄭漢文、王相華、鄭惠芬、賴紅炎，2005）。Berkes

（2000）曾提出傳統生態智慧像同心橢圓的狀態，傳統生態智慧也可稱為環境知

識，其系統稱為知識－實踐－信仰－組成的複合體，其中共包含四個層面堆疊，

其四層分別是對土地和動物的知識、土地和資源的管理系統、社會體制、世界觀，

以土地和動物的知識為最核心，知識像是地方性知識，層層向外發展到實踐的系

統，實踐是人類對資源使用的方式，信仰則是人類如何共存在這個環境體系當中，

而整個管理系統和社會制度緊密相連，其聯繫是動態的，彼此間互相影響。 

圖 3 傳統生態知識和管理系統 
資料來源：取自 Berkes（2008）.Sacred Ecology.（P.17） 

傳統原住民的生態智慧來自其生活方式和生存所發展出來的知識應用，而各

項應用包含農耕、漁獵採集、食用、藥用、建築等。根據莊慶信（2006）提及原

住民生態智慧堅守環境五種倫理規範合乎自然、保護生態多樣性、維生需要的簡

單生活、捕到的獵物共享、聖化自然等，其原住民傳統生態智慧發展與環境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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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很緊密。且原住民對大自然是尊敬的，認為祖靈存在於大自然中，視這些

大自然的動植物以及山、海、河有靈的存在是神聖的，信仰也和大自然息息相關，

而且也有一套嚴謹的規範，若沒有遵守也會遭受詛咒或受到懲罰，對於祖靈是很

敬畏的，如此的觀念也造就原住民成為環境的保護者。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透過資料分析與訪談法，透過申請文化部的原民文化傳承計畫，將布

農族原住民的文化融入學校藝術課程，以布農族傳統生活運用的建築工藝，以大

自然山林中的植物來建造避雨屋，將原住民文化融入課程並促進非原民生對於原

住民文化的認識。 

圖 4 研究流程圖 

(一) 研究場域與對象 

研究對象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為訪談四位四年級學生在課程結束後的收穫

與想法，並輔以課堂筆記以及心得進行資料分析，第二部分為申請該計畫之藝術

老師。受訪者資料，編碼英文字母 S 代表學生，T 代表老師，前 7 碼數字代表訪

問日期，後面 2 碼為訪談者編號，最後 2 碼為訪談題目編號。 

表 1 受訪者資料 

受訪者 學生 1 學生 2 學生 3 學生 4 藝術老師 

編碼 S112053101 S112060102 S112060103 S112060104 T112053001 

表 2 學生筆記、心得資料 

學生 學生 1 學生 3 學生 5 學生 6 

編碼 S112052901 S112052903 S112052905 S1120052906 

(二) 實施布農族課程之內容 

透過申請文化部的原民文化傳承計畫，將布農族原住民文化與學校藝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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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從自然素材、空間的概念切入，從原民傳統生態智慧為起點，透過認識自

然素材的特性，以及藝術的角度整合，促進學生對布農族文化的認識，此課程分

為四個單元八節課，分別為認識環境中使用綑繩的植物、繩結練習、設計避雨屋、

架設避雨屋，從植物認識開始也了解一些野外求生技能與知識，另外，介紹繩結

的技法延伸至如何運用植物固定，再進一步透過學會的技法架設避雨屋。 

表 3 課程規劃表 

單元 單元名稱 課程內容 節數 

1 森林寶藏 
1.認識環境中常被運用綑繩的植物 

2.野外求生知識 
2 

2 我會的 
1.結繩技法介紹 

2.現代繩具與各類自然素材結繩感觸 
2 

3 動動手 
1.結繩練習 

2.設計避雨屋型式 
2 

4 成果展 
1.架設避雨屋 

2.心得分享與感謝 
2 

 

四、研究初步發現與分析 

(一) 提升學生與對環境存續的概念 

傳統原住民的生態智慧來自其生活方式所發展出來的知識應用，可以發現這

些知識大都是來自於和自然環境的互動，其生態智慧與大自然共存的概念，也保

護了生態的多樣性，發展出與環境共存的智慧系統。藝術教師延續三年級藝術課

程中使用自然素材創作的概念，此次作品也是取自大自然，是從原住民族群的生

態智慧切入，認識植物的特性，根據其特性有不同的功能和利用方式，讓學生透

過認識植物也進一步了解可以如何使用這些天然取材的寶藏。 

我在三年級原本就有類似課程，也是從戶外取材用自然素材創作，透過歐

洲藝術家 Andy Goldsworthy-Land Art 讓孩子發現不同素材可以發展不同

結構的創作，例如冰融可以讓冰柱自然相黏產生立體結構的創作，最後融

化作品也回歸自然。延伸的創作學生也有學結構的方法和概念，針對臺東

在地的天然植物做創作，有點像是立體創作的空間故事，在戶外空間不同

場域的創作取材不同，有蛇皮、枯黃的草等等產生變化性。這次除了淺山

天然素材的認識，也引進結繩的部分…（T11205300101）。 

訪談學生們時皆提到他們對於斜頂屋取材來源自大自然和自己平常所見很

不同，對於學生平常的經驗，躲雨都是躲在水泥建築物下，很少在快要下雨時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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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找材料蓋避雨的地方，且也發現取材從大自然的取材，最後也是回歸自然，進

一步讓學生了解到原住民族群的生活方式，即使需要建造暫時遮風避雨的地方，

都選擇使用不破壞環境的材料，也建立了學生對於環境永續的概念。 

圖 5 學生課堂筆記 
S112052903 筆記：「要好好運用大自然的東西。…每一個生存的智慧都是生存的心機。」 

(二) 提高對原住民族群文化的興趣 

臺灣原住民族群共 16 族，雖然個案學校位於原住民人數較多的縣市，但市

區學生接觸原住民族群的機會不多，要能夠真正認識原住民文化，除了部定課程

之外，幾乎很少能夠接觸到，各原住民族群皆有不同傳統生態智慧，此次課程以

布農族文化為主，學生在課程結束後對於其他原住民族的文化，也提出想再進一

步了解的需求。 

每個族都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圖騰和特色，我想了解織布，因為上面不同

圖案都代表不同意思，還有排灣族的衣服我覺得很特別，因為衣服都是百

步蛇，而且他們相信百步蛇是他們的神靈，我覺得很有趣…

（S11205310102）。 

不同族群常會因為不理解而產生誤會，在臺灣除原住民族群外，也有很多不

同族群共同生活，要減少對少數族群的歧視或是不理解，透過課程融入也讓非原

住民的學生引起不同面向的好奇心而想進一步瞭解，且傳統生態智慧不需要倚靠

太多的科技或是工具就可以有同樣效果，傳統生態智慧的奧秘藉由親身操作體驗

更能了解不同族群間的差異性。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3，12（8），頁 61-68 實驗教育與教育實驗 主題評論 

 

第 67 頁 

如果有機會我想要再體驗，…，因為這麼堅固的東西（石板屋），結構實

在很厲害，我爸爸的朋友是原住民，我曾經看過他們敲那個石板，那個工

真的很精細，我很想學學看，上面就是刻一個百步蛇和兩個原住民，我想

要不只是知道他們的文化，也可以…長大我也希望大家不要這麼浪費資

源，可以向他們一樣從大自然取得材料，而不是屋子蓋了就放在那裡沒有

用……（S11206010302）。 

五、結論 

(一) 融入原住民課程提升學生對環境永續的概念 

傳統原住民生態智慧面向廣泛，大多是因應生活方式發展出來的知識，個案

學校位於市區平常接觸不同文化的機會較少，且對於原住民族群文化的認識不

深，透過融入原住民元素的課程與藝術課進行結合，提高了學生對原住民族群生

態智慧的瞭解，課程也連結環境永續的觀念讓學生透過野外求生的相關知識，認

識大自然提供給人類的資源，及如何善待大自然所給予的並合乎自然使用，才能

使環境發展永續，培養學生能有永續觀念是關鍵，知識是培育人類智慧發展的元

素，透過認識原住民族群的知識體系也瞭解到其族群的存續概念，希望保有對環

境永續發展的素養。 

(二) 增進對原住民族群知識的瞭解 

不同族群文化有很多深藏智慧，透過課程融入提升非原住民學生對於原住民

族群文化的好奇心，除了課程中斜頂屋體驗外，學生也提到野外求生的相關知識，

並提及想進一步認識野外受傷的草藥醫療、織布文化及建築物的空間結構等，引

起學生對原住民族群在傳統生態智慧的興趣，且與學生所在居住環境很不同，訊

息來源是透過植物、動物身上的呈現來瞭解。另外，課程中強調感謝的部分，除

對原住民傳統生態智慧的認識外，也帶入感謝大自然的思考，培養學生對所有人、

事、物的感恩，建立對於大自然的敬畏之心，回到原住民知識體系的核心概念，

不同學者所提出的知識內涵皆有靈/神聖性的觀念，從感謝的角度出發也引發思

考未來如何與大自然共存的議題。 

從原民實驗教育的角度切入，依據原民的知識內涵與特性來發展課程，融入

非原住民學校中的藝術課程，也提高非原民生對原民文化知識的認識，課程內容

屬性是文化傳承類型，從野外求生角度切入認識不同動、植物特性和功用，且布

農族人在野外遇到下大雨時，如何運用野外植物來搭建斜頂屋，課程內容融入需

與非原民教師溝通、討論，且需要架基在先備經驗上也需經過調整，課前需花很

多時間討論，考量如何進行及要了解的重點等，都需不斷溝通，且角度不同，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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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透過協同教學方式，但實際進行仍有其挑戰性，且斜頂屋的材料取材自大自然，

個案學校位於市區，材料都不易取得，需要布農族老師當日早上自山林取材，除

花時間之外，也要評估植物的乾枯狀況和數量，考驗文化傳承推廣的族人的熱忱

外，文化推廣的效果也是其中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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