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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剛櫟的秘密

一間教室中的學生來自於四面八方，尤其台灣每個地區
都有不同背景的學生，即便在市區中也或多或少存在著
一些原住民族的學生，科學是許多學生感到無趣或是困
難的領域，這或許來自於記憶或者考試的結果，往往失
去學習的意義感，而原住民族的世界觀正好可以提供一
些課程發展的靈感，對比西方科學，原住民族的科學並
不落人後，更值得我們學習，若能結合西方科學的學習，
亦能凸顯出原民科學的主體性，讓學生不再覺得與自己
無關，更能開啟與世界的對話。

 WOLF教學模組架構
 課程內容靈感起源
 青剛櫟與原住民科學的結合
 教學實務如何結合學生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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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模組的背景與目的
 為什麼需要專門為原住民族群設計科學教學模組？

 原住民科學教育的挑戰和機會。

當自然遇上科學
原住民族科學教學模組的趣味設計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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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設計的理論基礎
 教育心理學、文化相對論在模組設計中的應用。

 如何將建構主義教學法應用於原住民族科學教學。

文化融合的實踐
 具體例子說明如何將原住民文化知識與科學概念結合。

 探討原住民的傳統生態知識與現代科學如何互補。

教學模組的結構與內容
 課程設計的框架和主要單元。

 介紹幾個主要的教學活動和動畫教學的實例。

實施成效與挑戰
 分享實施該教學模組的學校教學經驗。

 討論在實踐過程中遇到的挑戰和克服這些挑戰的策略。

結合教育公平的視角
 探討如何通過這種教學模組促進教育公平。

 分析此模組對促進原住民學生科學成就的長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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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於部定課程綱要之語
文領域中原住民族語文實施要點明訂：原住民族地區學
校及原住民重點學校應於彈性學習課程，規劃原住民族
知識課程及文化學習活動。探究原住民族知識課程及文
化學習活動落實現今素養導向發展必然是當務要事。

WOLF教學模組與原住民族知識課程
及文化學習活動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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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發表將以屏東縣霧台民族實驗小學採用WOLF
教學模組撰編實驗課程為例，分享其撰寫歷程及效益。
透過WOLF教學模組全面性架構課程後，在同一文化事
件下，可以實現混齡共同進行課程操作，並在WOLF教
學模組後續階段，再各自依學習階段進行探究體驗及學
科素養建構，進而整合達到SDGs永續議題及傳統文化
精神之實現。透過實際執行後可呈現WOLF教學模組應
用於原住民族知識課程及文化學習活動，可探究原住民
族知識課程及文化學習活動並落實現今素養導向之發展，
亦實現了混齡及差異化教學模式。此外，後續操作於屏
東縣草埔國小之校訂課程發展及雲端科展參賽，亦於學
生學習表現達到良好之成效。



WOLF教學模組與原住民族知識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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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生活文化世界觀的傳承-「布」可說的秘密
 在於傳承傳統世界觀呈現文化的內涵、傳說故事、祭
儀、傳統自然智慧。取材原住民學生生活世界中，與自然
科學課程相關之社會文化與地理環境中的自然現象或人文
現象，藉由傳說故事讓學生瞭解布農族人月亮與小米的關
係並介紹布農族祭事曆認識歲時祭儀。

二. 自我世界觀的表達-「布」說不可
 讓學生與文化的內涵、傳說故事、祭儀、傳統自然智
慧進行對話。採取分組討論及ORID策略引導學生說出自
己對於文化的內涵、傳說故事、祭儀、傳統自然智慧或操
作的事物提出想法與疑問，進行對話。

三. 文化與傳統智慧的體驗探索-「月」變「月」有趣
 探索世界觀，體驗文化內涵、傳說故事、祭儀、傳統
自然智慧的相關現象以及本族對於相關現象的既有詮釋方
法，提供情境與教材，讓學生操作月相圖的並結合祭事曆
內容體驗布農族依據月亮的盈缺來決定農事或狩獵行事的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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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科概念世界觀的形成-「布」簡單的 buan：
 呈現相關學科知識概念。提供月相圖的相關現象之學
科知識概念給學生，逐漸導入科學課程中的知識概念，讓
學生知覺到既有的詮釋方法與學科知識概念的異同，因而
知覺不同的世界觀，以既有的知覺方式，學到相關的學到
學科知識概念，形成有文化脈絡的世界觀。

五. 生活文化世界觀與學科概念世界觀的對話與連結-

千里共禪娟

 聯結原住民族的世界觀與學科世界觀，從我族文化觀
點看學科概念，也從學科觀點深入思考我族的文化觀點。
當學生逐漸學到相關的學科概念後，以應用所學的學科概
念與老人家所講的故事相互進行現象或意義的詮釋，逐漸
在原住民族的生活世界與學科世界建立對話的聯結並進行
學習遷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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