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米穗套袋，以

防鳥類啄食。 

小米穗接近成熟

時，為防麻雀、山

麻雀啄食，師生套

袋以保護小米穗。 

 

結穗小米 辛苦有了收成 

 

地瓜苗種植後必

須經常除草整地 

收成前必須有相

當的努力 

 

地瓜苗種植後需

常澆灌，保持土

壤的溼度 

耕作必須面面俱

到 



 

樹豆苗用樹枝加

固，使其不受颱

風吹倒 

為防止天災，必須

有許多防範措施 

 

三、 辦理文化增能研習、參訪活動、諮詢會議：強化教師文化知能及課程設計之專業能

力，以期順利執行本年度課程計畫。 

項

次 
日期 活動名稱 

研習 

參與對象 
地點 內容 

1 106.2.23 部落踏查 

1.國教院人

員 2.本校民

族教育推動

小組 

1.古樓社區 

2.來義關懷

據點 

1.拜訪吉羅夫敢發展協會中

心 2.古樓大頭目羅木蘭家宅

3.聆聽部落遷徙與先祖的故

事 4.至來義關懷據點報告本

校開設民族教育相關課程的

訊息，聆聽耆老的建議，並

請耆老支持。 

2 106.03.03 

排灣族傳統農

耕祭儀 --小米

播種前祈福祭

教師研習 

1.民族教育

推動小組 

2.有興趣之

教師 3.參與

課程學生 

本校小米田 

1.說明小米祈福祭在排灣族

傳統農耕中的意義與重要性 

2.巫師帶領進行小米祈福祭

儀的儀式 

 

3 106.03.29 諮詢會議 

1.本校校

長、主任 

2.民族教育 

 推動小組 

簡報室 

1.本校原住民傳統農耕課

程、認識排灣族文化課程、

部落導覽與實務課程執行情

形說明。 

2.對本校執行之民族教育課

程，及課程教材的整理、編

定提供意見。 

4. 106.3.30 
部落導覽課程

實地教學活動 

1.民族教育

推動小組 2.

參與課程的

學生 

1.吾拉魯茲

部落 2.咖啡

故事館 3.北

大武山休閒

農場 4.宿天

空 

1.地區特色產業咖啡的產銷

狀況 2.動手烘咖啡豆 3.聆聽

排灣族傳統文化 4.青年返鄉

故事的典範學習 5.開設農場

的發展與問題 



 

 

106.2.23 國教院部落活動 

 

106.3.3 播種前小米祈福祭 

 

106.5.26 大仁科大參訪 

 

106.10.31 高雄茂林國中，特色課程教學 

 

參、執行發現 

一、師資為課程實踐之核心： 

    執行本計劃，發現民族教育課程實施的關鍵在於師資，課程若要永續推動，除了規劃完 

    善課程外，尋找經驗豐富之文化耆老及如何培育本校民族教育師資是學校要思考的方 

    向。106 年度此問題持續存在，努力尋求解決中。 

5 106.5.26 
大仁科技大學

參訪 

民族教育 

推動小組 

大仁科技 

大學 

1.大仁科大特色課程發展歷

程與現況 

2.課程參觀  

3.課程教師介紹相關設備 

6. 106.10.31 
高雄茂林國中

參訪 

民族教育 

推動小組 

1.茂林國中 

2.茂林部落 

1.茂林國中課程發展現況，

融入課程、特色課程介紹。 

2.教學情境布置 

3.茂林社區發展協會概況介

紹  



二、人力不足為課程實施之困境： 

    本校嘗試將所進行之課程編撰成冊，但實際運作下發覺以少部份同仁之力，要著手進行

課程協同、影音記錄、增能研習及參訪等各項活動，礙於人力，目前只能針對課程做課

程記錄及檢討，無法將課程編撰成冊或建構完整的課程架構，如何凝聚更多同仁加入推

動行列為本校要努力的目標。另外向國教署申請「前導學校」經費，但學校人力編制有

限，工作繁重，推動小組希望能有新成員加入，而非只是減授鐘點，才能真正解決人力

吃緊的窘境。 

三、課程實施有助於涵養原住民文化： 

    小米種植從選地至收成，學生皆參與其中，除了學習農耕智慧外也了解小米在排灣族社

會的重要性，對於自身文化能更深入了解。本年度首次嘗試加入小米播種前祈福儀式，

逐步建構小米相關祭儀。小米收成配合學生畢業典禮，以小米豐收象徵著學生學習的成

果，格外有原味、有意義。106 年度除小米外，嘗試種植樹豆、地瓜，豐富學生學習面

向，未來將持續嘗試種植新作物，並能利用校內的芋頭窯烘烤傳統芋頭乾，帶領學生實

際動手操作，了解祖先的生活樣貌，連結學生與祖先、與土地的情感。 

四、課程實施有助於凝聚校內同仁推動民族教育之向心力： 

透過開會、參訪、增能研習及課程實施，校內教師更能體悟實施民族教育之重要，在多

次溝通、研討之下也慢慢凝聚共識及向心力。 

五、校內小米耕地的不穩定： 

    小米耕地原為本校建築廢棄地，經過本校協同教師、授課耆老以及上課學生的共同努力 

    ，終於解決灌溉用水及耕地土石問題，可以進行農耕課程。但是，這塊耕地一直存在地 

    力不足、水源不穩定的窘境，未來又可能成為教師宿舍建築用地。還需要討論、尋覓， 

    解決小米耕地的問題。 

 

肆、建議 

一、提供鄰近專家就近指導：希望能提供就近諮詢的對象，讓學校在推動民族教育課程上能 

    得到支援，例如:課程規劃、師資推薦、教材編撰等。 

二、在建構民族教育課程上，希冀能得到更多的協助：希望在建構原住民文化課程上能有課 

    程專家進駐，讓學校同仁在引導下能將原住民文化知識體系逐步建構出課程、教材。 

三、原住民文化師資的培育實為重要: 雖然課程已經推動兩年，但學校同仁尚無法勝任文化 

    課程教師一職，應積極培育原住民文化教師以符應未來課程所需。 

四、完善規劃課程，並建立鄰近文化課程師資聯絡資料，以備建構實施課程所需，同時應積 

極培育校內師資，以期使課程能永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