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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峰國小
位於新竹縣五峰鄉大隘

村。五峰Saykilapa:的賽夏

族之原居部落，皆座落在大隘村各地，學生的

組成以泰雅族居多，賽夏族學生僅占三成。本

次防災研究計畫的教學對象，就以這三成的學

生進行試教，並研擬出《賽夏傳統知識篇──看

見「SaySiyat」的智慧》這套教學模組。該套教

學模組的內容編寫是與原住民族電視台賽夏族

語主播夏麗玲共同編製完成，本團隊透過文獻

蒐集、耆老訪談的方式，彙整出這套模組的四

大主題：’oemaeh（土地)、taew’an（家屋）、

Sinorateran（農作物)、paSilotor(傳承)。這四大

主題的內容，同時也是賽夏族耆老們對孩子的

期望，期待後代能夠遵循著tatini’（長者）的智

慧來學習，進而成為真正的賽夏族。有關教材

內容的審議部分，透過部落耆老、族語教師、

語言學家及五峰國小前任校長集結審議做了多

次的修正，尤其耆老對於傳統知識的教導，更

讓本團隊上了一課非常寶貴的文化課程。

從土地出發 傳承賽夏族文化

本教材分為四大單元，每一

單元下有3小節，這3小節內容除

了環境教育的教學內容外，還包

含族語及文化的介紹，每單元結

束後，將設計任務型的學習單，

讓學童藉由學習單的方式重新複

習所學。

單元一’oemaeh（土地） 土

地與生存息息相關，一個民族的

文化往往與他居住的地理環境有

極大的關聯，我們藉由土地的介

本教材的山坡地防災課程，以賽夏族的傳統知識來守

護大地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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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讓孩子先認識我們自己居住的地理環境，

進而傳授tatini’選址的智慧，運用這個智慧來

保護土地，或預防可能會發生的自然災害。

單元二t a e w ’ a n（家屋）  賽夏族對於
t aew’an一詞的解釋，不僅僅是建築實體本

身，還是無形的家族概念，因此，本單元先以

實體的taew’an進行內部陳設及建材之介紹，

進而瞭解賽夏族的社會型態「氏族社會」，做

一概念性的介紹。

單元三Sinorateran（農作物） 本單元以

食物做為內容主軸，讓學童認識賽夏族最常種

植的作物及採集的野生植物，透過圖片和神話

傳說來介紹本單元。

單元四paSilotor（傳承） 現代社會的運

作，正在瓦解賽夏族的氏族社會，賽夏族面臨

語言與文化的失傳危機，本團隊藉由祭典文

化，讓學童瞭解傳統社會的運作方式。

防災第一步 民族身分的認同

進行課程試教以前，我們發現居住於原鄉

的這些賽夏族學童，大部分都沒有屬於自己的

傳統姓名，因此，傳統知識的傳遞，本團隊以

最基本的族名與姓氏圖騰，進行傳統知識的內

化。課程結束後，原來沒有傳統姓名的學童，

皆積極向族語教師尋求如何找回傳統的姓名。

這個現象，不僅符合部落耆老的期望，讓學童

開始認同自己的民族文化，亦是學童在學習態

度與興趣上的一大改變。因此，一旦擁有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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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的四大單元涵括了族語學習、神話傳說、地

理環境、社會體制與祭典儀式等多面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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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教材內容又與自己的民族文化相關，對

學童而言，環境教育防災課程的推行，再也不

是負擔。

令人驚訝的對比與成效

本團隊為了進行教案學習的成效對比，試

教對象還增加了都會區的小學。在民族認同的

比例上，原鄉學童百分之百認同自己是賽夏

族，但在都會區，竟有25%的學童對身分認同

無感，因此在各項學習成效的測驗當中，原鄉

的答對率都在70%以上，但都會區學童最好的

成績，只達50%，如此的數據顯現出身分及文

化認同的重要性，就如同我們在五峰國小的試

教場域中，所見的是盡情發言的學童、且對族

語學習保持高度興趣的一群學生，我們非常容

易將學童引領至民族的文化氛圍裡，運用賽夏

族的傳統知識，傳遞各項的防災課題。由於本

教材的設計理念，以賽夏族角度來思考與編

纂，因此學童在學習上會感到貼近他們的生活

模式，進而引發對傳統知識所發展出來的環境

科學有所關懷。參與計畫的五峰國小學童，以

百分百的民族文化認同切入學習，最終收到令

人驚訝的學習成效。

試教的啟發與建議

原鄉及都會區兩所學校所進行的試教活

動，先行排除學童本身所受的文化背景之程度

深淺，雖然這個因素間接影響學童對學習自我

文化課程的興趣高低，但只要教師營造有效的

學習環境，此學習仍然會有顯著的反應與成

效。觀察賽夏族學童的共同特性，亦可說是賽

夏族的民族特性。

賽夏族學童的個性與泰雅族學童相較起

來，個性較不突出，於課堂上也不易表達自己

本
教
材
的
設
計
理
念
，
以
賽
夏
族
角
度
來
思
考
與

編
纂
，
因
此
學
童
在
學
習
上
會
感
到
貼
近
他
們
的

生
活
模
式
，
進
而
引
發
對
傳
統
知
識
所
發
展
出
來

的
環
境
科
學
有
所
關
懷
。
參

與
計
畫
的
五
峰
國
小
學
童
，

以
百
分
百
的
民
族
文
化
認
同

切
入
學
習
，
最
終
收
到
令
人

驚
訝
的
學
習
成
效
。

引導教學的教師必須觀察學童的特質，再營造良好的教學環境，是教學

現場的關鍵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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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見，須適時引導。具體的作法是：（1）

喜歡群體學習大過於自己學習，因此分組學習

課程，其效果較佳。（2）喜愛傳說性質的故

事帶入課程當中，學習上更傾向於動手操作，

如直接穿戴傳統服飾來講解課程，勝過於使用

圖片教學。

因此賽夏族學童在學習上，若能考慮這些

共同的特質，則可發揮學習效能。本團隊也嘗

試以不同的教學模式來觀察學童的學習及成

效，尤其在學習族語這方面，本團隊一致認同

以下教學模式或環境最適合賽夏族學童的學

習。

一、多媒體教學法 善用圖片、影片，甚

至是線上互動教學模式來從事活動教學，較能

引起學童的興趣，同時，這樣的教學模式對他

們而言，也是比較不枯燥、不無聊的教學方

式。但教師仍要注意，賽夏族

學童的個性比較不突出、不主

動，所以需要教師透過圖片或

其他教具引領學童進行互動，

教學活動切勿只是閃過幾張圖

片或是播放影片就結束課程，

這樣有可能帶來學習上的反效

果。

二、默示教學法 此種學

習方法即是將說話權力轉交於

學童身上，是一種不糾正學

童、只透過讚許來進行教學的

模式。

本團隊在執行前述兩種教

學模式前，曾經考慮賽夏學童

的個性特質，擔憂這麼做，成

效可能很差，但執行後的效果卻是出乎人意

料。其實，本團隊忽略一般學童的普遍特質，

即是小孩都需要透過讚許來得到自信心，特別

是默示教學法沒有糾正、只有讚許，即便有糾

正的行為，也是由同儕進行教導，並非來自教

師本身，因此對賽夏族學童而言，除了建立自

信心外，更能夠拋開原本較為內向的學習態

度，使他們的學習獲得顯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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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夏族的學童看著教材，興趣盎然地念出文中的生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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