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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文化主題跨域課程之虛與實－ 

以一所排灣族實驗教育小學為例 
顏正一 

臺東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一、前言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提及，學校可於領域學習課程或彈性學習

課程中，適當實施各種學習型式的跨領域統整課程（教育部，2014）。這給了許

多學校可以依據各自條件、教學規畫與學生需求，來發展跨域課程的基礎。而原

住民族教育法第六條第一款：「各級政府應鼓勵各級各類學校，以原住民族語言

及適應原住民學生文化之教學方法，提供其教育需求。」更促進原住民族學校在

教育推展上，嘗試以更符應原住民族教育觀點、學生學習現況及發展，來建構學

校課程。 

因此，以原住民族文化主題結合跨領域課程，成了學校實踐原住民族教育的

一種可能。尤其主題式的學習，更貼近原住民族文化的傳統教育方式；學生在完

整的情境脈絡下，習得該主題的相關知識技能，並感知文化、型塑價值，比起分

科式的片段學習，有更全面的體會與理解。 

本文試以一所排灣族實驗教育小學－文化小學（化名）為例，探究其原住民

族文化主題跨領域課程，在課程規畫、教學實施、評量型態、評鑑檢核等教育作

為，如何呈現素養導向的原住民文化課程面貌。再者，也藉此分析學校在進行文

化主題跨領域課程，所可能面對的限制、困難及問題；例如「文化主題如何結合

各個領域課程來教學」、「從原住民族教育到跨領域課程的教學挑戰」、「文化主題

跨領域課程評量如何設計」…藉由本文撰寫，嘗試從理念、運作到檢核的整體機

制，來闡釋並反思校訂跨域課程之虛與實。 

二、文化小學跨域課程設計理念 

文化小學所在部落，重視傳統並保有一些舊慣習俗，因此成為學校辦理原住

民族實驗教育的發展沃土。族人尊崇傳統領袖，部落頭目以家系組織在傳統文化

祭典中嚴謹運作，兼之耆老豐厚的山林智慧、流傳的歷史傳說及歌謠…。 

為了培養學生成為懂排灣文化、能關心部落，可以主動學習、相互合作的原

住民族未來人才；學校依循部落時令，並經過持續校內討論，制定了一學年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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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課程1。以部落最重要、也最能顯示族人傳統信仰價值的「五年祭文化」為秋

季課程；以歲時祭儀運行於小米農事、到最後頭目家辦理小米收穫祭展示豐收過

年的「小米文化」為夏季課程；以族人山林運用、維生打獵及捕撈的生態智慧建

構了「狩獵文化」為冬季課程、「漁獵文化」為春季課程。 

跨域（Interdisciplinary）強調整合學科間的想法，並增加學科間的連結，可

定義為跨領域、跨學科；以領域來連結課程，不強調打破學科界線，而是從整合

不同學科的精神與視角，來進行跨科融合的概念（賴鈺均，2021）。 

「文化主題跨域課程」的設計理念正是從傳統文化結合教育發展，並透過家

族教師在跨領域週實施教學時，將語文（國語文、本土語文、英語文）、數學、

社會、自然科學、藝術、綜合活動、生活、科技、健康與體育等各學習領域，統

整於四季文化課程中，成為深富原住民族文化特色的跨域課程。 

學校逐步將部落的傳統文化知識技能調整建構為民族教育課程，再透過主題

式跨領域課程及家族型態混齡教學，深化活化原住民族教育；從而發展出有別於

其他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學校的固定式課表課程教學，並且更符應了十二年國教素

養導向的「文化主題跨領域課程暨家族型態混齡教學」、「文化主題跨領域週暨學

生動靜態跨領域課程展」。於此，不僅體現了傳統時代，族人自然而然地在生活

裡習得了部落文化知識技能；學生也在學校轉化文化課程的教育過程中，探究學

習部落傳統社會慣習、歷史傳說、信仰規範、文化禮俗，在頭目祖靈屋崇敬體會、

在山林溪流自然感知、在部落祭典參與認同、在學習發表時積極投入（顏正一，

2024）。 

三、文化小學跨域課程運作情形 

文化小學在一學年中以秋季課程：五年祭（排灣族語：maljeveq）文化、冬

季課程：狩獵（排灣族語：qemaljup）文化、春季課程：漁獵（排灣族語：pavaung）

文化、夏季課程：小米（排灣族語：masuvaqu）文化，來鋪設從傳統文化到教育

發展的學習路徑，並統整學生在部落的生活感知及文化體驗。從這四個課程面向，

建構起該校原住民族教育的四季文化主題課程內涵，執行在課務上，則是以每個

文化主題十週來進行，每週安排二節民族教育課程、一節家族課程、一節文化族

語課程；最後再以跨域課程週及成果展，深化學習。 

民族教育課程由民族教師主教，間或聘請部落文化耆老與解說人士，到校或

到部落，依循各主題文化內涵，分低、中、高年段教學，各班導師則協同教學與

                                                

1 參考文化小學 106-107 學年度實驗教育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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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所謂家族課程，可以理解為共同學習成長的師生社群，在對應民族教育文

化主題所進行的課程。學校將師生分為三個家族，以每週一節家族課，來對應該

週所上的民族教育內涵，整理並討論所學；接著在最後第十週的跨領域週，思考

如何共同發想課程主題及子題學習內涵，構築呈現家族師生在最後一天上午跨領

域課程展的教師課程報告及學生動靜態展演內容。例如有家族從五年祭有許多禁

忌規範，發想以「那裏有條界線」為課程主題，並發展了「生活中的界線」、「土

地的界線」、「身體的界線」、「觀光客的界線」、「Maljeveq 五年祭的界線」等課程

子題學習內涵；學生則透過子題海報、幸運福球、學習單、積木神靈等教具資料

來報告自己所學，並以族語唸謠、英語唸謠、學生劇場呈現動態學習成果2。 

四、文化小學跨域課程循環機制 

為詳細說明文化小學的原住民族文化主題跨域課程，在此參照美國學者

William Edwards Deming 提出的 PDCA（Plan-Do-Check-Act）循環式品質管理，

來呈現建構、運轉、評估、再改進的課程循環機制。 

在規劃層面，學校行政會先在跨領域週之前，規劃該季課程的「文化主題家

族型態教學暨跨領域課程計畫」；三大家族也會據此設計出各自的「家族課程計

畫」、「跨領域素養導向教案」與當日家族教師「課程發表簡報」。學校的計畫載

明跨領域週日期和課程展進行的時間地點、家族師生分組與發表牆面抽籤情形、

提供經費資源與外聘委員名單等，經會議議決後建立共識3。 

在執行層面，家族教師安排時間進行課程共備，初步溝通規劃，依各自專長

與教學領域，在跨領域週分工合作，陪伴與帶領學生學習。逐步從課程發想、課

程地圖到產生課表，從課程子題學習內涵分析到教學實施，並設計、指導學生靜

態發表與動態展演內容。 

在檢核層面，學校外聘涵蓋了課程教學教育專業及原民傳統文化專業兩個領

域的各大學教授、外校校長及教師、地方耆老及文化人士等人，來針對各個家族

提出「課程架構設計及教師發表成果簡報」、「學生靜態成果內容展示與說明」、

「學生動態成果內容與展演」、「團隊精神及綜合表現」四個面向的質性描述回饋

意見4。 

並且也邀請部落頭目耆老與家長來參與「文化主題跨領域課程展」，請蒞臨

                                                

2 參考文化小學 111 學年度土地家族五年祭文化跨領域課程計畫。 
3 參考文化小學 113 學年度上學期狩獵文化跨領域課程計畫及第二次課程發展會議紀錄。 
4 參考文化小學 113 學年度狩獵文化跨領域課程評審委員意見質性描述回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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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的家長及部落人士填寫課程展回饋單，提供家族教師與學校行政參考。此外，

除了上述外部評鑑，另有「家族自我課程評鑑紀錄表」、「學生民族教育紀錄本心

得及省思」等內部評鑑，來完備課程檢核5。 

在行動與改進層面，每一個的文化主題跨領域課程都會是下一個成長與改進

的基礎。雖然每季的主題名稱不同，但透過課程計畫到執行檢核，以及學校課程

會議的交流分享及建議回饋，家族教師之間總能相互學習與改進；學生也經由個

人發表、團隊展演，面對學習任務積極向學、不斷成長；尤其更從自己家族與其

他家族成員學生的表現中，相互觀摩、彼此欣賞、共學共好！ 

五、文化小學跨域課程之虛與實 

「文化主題跨領域課程」在文化小學家族師生跨領域課程展的全心投入與精

采表現下，屢屢獲得在場人士及各界外聘委員的讚賞！部落蘊含的傳統原民精神

及文化內涵，透過學校所呈現的創發課程、活化教學及多元評量，成為文化小學

實驗教育的特色亮點。分析該校獨創的家族型態跨域課程之所以成功，可歸結於

以下幾點： 

1. 制度 

參考原民社會中家族概念，設立以家族為單位的共學團隊，師生關係緊密；

再加上任務導向的跨領域課程展，凝聚家族師生共識，因而能團結合作達到整體

的優異表現。 

2. 師資 

歷年來家族教師原住民比率高達七成至八成，且多為在地部落與該族群教

師；學校教師普遍能理解欣賞在地文化，也有足夠的文化敏感度，願意持續學習。

即使是新進教師，也能快速在家族中跟著其他夥伴成員在民族教育課程與家族課

程中，學習文化、發展專業。 

3. 課程 

文化主題的課程讓學生上起來很有興趣，除了每週二節民族教育課，在第八

或第九週更將雙週共四節課程合併，邀請部落耆老到校或全校師生到山林溪流、

部落祭典，以一個上午的時段來進行操作體驗文化課程。再加上最後第十週，集

中一週的沉浸式學習，也讓師生能專注探究結合各領域來發展課程；進而在跨領

                                                

5 參考文化小學 113 學年度狩獵文化跨領域課程家長及來賓參與回饋表等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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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課程展當下，發揮極大的教育能量，呈現具體豐富的課程教學及評量成效。 

4. 經費 

因為實驗教育經費挹注，學校可以聘請更多教育及文化專家學者指導校內教

師、提供家族教師跨領域超鐘點經費補貼及邀聘部落耆老及文化人士協助教學，

以及運用經費將跨領域課程展辦理得更完善。 

不過，檢視該校跨域課程從建構到落實、從執行到檢核，也有一些方面可再

努力： 

1. 課程共備時間不足 

因為實驗教育學校任務較多，加上既有排定的師培課程，因此常常需要家族

教師另外運用課後或假日時間進行課程討論與備課，造成比較大的課程準備及教

學負擔。 

2. 行政教師未能進入家族 

該校家族教師以一至六年級導師、民族教育教師、族語專職教師及大學專案

助理為主，兼任行政的教師不容易在家族中（目前只有學務組長投身在家族，成

為家族成員）。除了因為兼行政的主任與學校實驗教育執行祕書業務繁忙，加上

家族本身的凝聚力強，行政教師若無法全程參與，會很難進入狀況！設若遇到跨

領域週時投入參與，又會影響學校行政業務。 

3. 家長蒞臨參與學生成果展現的比率不高 

每一場跨領域課程展，從開場介紹各家族與來賓、外聘委員，到三大家族教

師課程簡報發表、學生逐一報告海報及教具展示的學習內容，再到學生戲劇、歌

謠或舞蹈等家族動態展演，最後再由委員講評，加上兩次的轉場休息時間，幾乎

都歷時三個小時以上。時間過長、課程報告又有一定深度，而且辦理時間多在週

五上班日期，導致家長能夠踴躍出席且全程參與的人數比例不高。 

針對上述情形，學校除了在近來作了一些調整，在期末的課程發展會議中也

進行了檢討及重新規劃，例如：調整師培與教師進修內容安排，增加校內課程共

備場次，讓家族老師有更多的課程討論時間；賦予任務讓行政教師也一起參與每

一週一節的家族課程，秘書與主任們將能更實質協助家族課程發展，也可貢獻他

們在自然社會等領域的教學專業及經驗；將文化主題跨領域課程展的時間改在週

六辦理，並強化線上直播的觀賞效果，吸引更多家長一起共襄盛舉…，不僅更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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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奮鼓舞家族師生，也更促進了學校課程之展現及改進6。 

六、結語 

綜觀文化小學的文化主題跨領域課程，家族教師總能在傳統文化中汲取教育

元素，用心設計創意有趣的課程主題及內涵，並合作無間帶領陪伴學生熱忱參與、

投入學習；家族學生為了在課程展當天有好的表現，態度主動積極且樂於分享、

相互欣賞，成為了整個文化課程教育探究及學習的主體。 

黃國將（2021）在偏鄉小學發展校訂跨領域課程之具體策略中，提到「輪換

教學年級領域，破除學科本位心態」。文化小學的家族教師群夥伴，除了各具專

長，能發揮授課專業的跨領域團隊合作；每學年也會因應新進教師到校、擔任級

務與兼任職務調整，考量對各個家族團隊有利的發展、平衡性別比例等，透過會

議討論，達成持續更換調整家族教師成員名單之共識7。 

這套獨特且在地化的課程發展與教學實施，讓學生從跨領域課程、主題專題

探究、師生家族分組及混齡學習，形成個體對傳統文化的認知理解、操作技能與

態度價值。學生透過每週二節民族教育課程、一節家族課程、一節文化族語課程，

以及四天的跨領域課程週，完成家族課程地圖、文化深度體驗與跨域課程學習，

並於該週最後一天上午進行動靜態學習成果展演。從富民族精神的知識體系與情

境脈絡化的學習情境，參與投入並產出賦予學生學習任務；既回應了原民傳統的

整體文化學習經驗，也完備了學生在知識、技能與情意之習得及體悟感知，更展

現了師生共同團隊合作、解決問題、尊重欣賞、創新實踐的教育能量。 

文化小學的「文化主題跨領域課程」，不只呈現了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學校的

創新精神，也展現了學校從文化到教育共振交融的美好風景，成為了一個可以參

照的跨域課程之教育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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