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讀寒溪部落」戶外教學設計 

    本研究依據泰雅人傳統品格，搭配武塔國小舊古魯部落走讀踏查教學課程之

動線，教學範圍以寒溪傳統領域為中心，依序進行二天一夜的部落文化教學活動，

規劃部落遷徙史話、寒溪神社憑弔、部落選址智慧、夜行動物觀察、泰雅民俗植

物等主題活動。以傳統領域、人地關係和生態觀察為主要教學核心，編輯成戶外

教學教案，並據以應用在實際教學中。 

 

一、 課程說明 

（一） 設計理念 

武塔國小在泰雅文化課程的架構中，歸結的泰雅精神包括了遵守規範、

堅毅、勤奮、共享、博學五個人文素養。武塔國小每年都會選擇一處泰雅

南澳群部落進行參訪踏查，讓孩子們除了認識武塔周遭的環境之外，也能

擴大視野到南澳群泰雅人的傳統領域。此次參訪的寒溪部落中有一個是小

南澳，說明了彼此間緊密的文化臍帶關係。寒溪也是泰雅南澳群分布的最

北限，藉由此次活動，將學習融入泰雅精神，也將在孩子們心中栽下一顆

南澳群傳統領域與遷徙歷程的文化種籽。 

 

（二）單元目標 

1.認識寒溪部落泰雅人遷徙歷史與部落人地關係的互動。 

2.藉由文史資料的呈現，省思歷史事件對族群發展的教訓與啟發。 

3.以大自然為師，認識滋養人類的自然資源，養成學生有正確之環境認知

與識覺。 

 

（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小學自然科學領域 

1. 自然科學領域核心素養具體內涵 

  (1) 自-E-A1能運用五官，敏銳的觀察周遭環境，保持好奇心、想像力

持續探索自然。 

  (2) 自-E-C1 培養愛護自然、珍愛生命、惜取資源的關懷心與行動力。 

  (3) 自-E-C3透過環境相關議題的學習，能了解全球自然環境的現況與

特性及其背後之文化差異。 

 

2. 學習表現 

  (1) tr-Ⅲ-1 能將自己及他人所觀察、記錄的自然現象與習得的知識互

相連結，察覺彼此間的關係，並提出自己的想法及知道與他人的

差異。 

  (2) pa-Ⅲ-2能從（所得的）資訊或數據，形成解釋、發現新知、獲知

因果關係、解決問題或是發現新的問題。並能將自己的探究結果

和他人的結果（例如 來自同學）比較對照，檢查相近探究是否有



相近的結果。 

  (3) pc-Ⅲ-2能利用簡單形式的口語、文字、影像（例如攝影、錄影）、

繪圖或實物、科學名詞、數學公式、模型等，表達探究之過程、

發現或成果。 

3. 學習內容 

  (1) INb-Ⅲ-6 動物的形態特徵與行為相關，動物身體的構造不同有不

同的運動方式。 

  (2) INd-Ⅲ-1自然界中存在著各種的穩定狀態；當有新的外加因素時，

可能造成改變，再達到新的穩定狀態。 

  (3) INd-Ⅲ-9流水、風和波浪對砂石和土壤產生侵蝕、風化、搬運及堆

積等作用 河流是改變地表最重要的力量。 

  (4) INf-Ⅲ-5臺灣的主要天然災害之認識及防災避難。 

 

（四）教學對象：國民小學一－六年級學生。 

 

（五）教學節數 

1. 準備活動：室內課二節課。 

2. 發展活動：戶外課十小時（含來回車程與步程）。 

3. 綜合活動：室內課二節課。 

 

（六）課程架構 

整體的教學設計以寒溪部落附近地區為場域，戶外教學活動共計五個教

學景點，詳細課程架構如下圖。 

 
圖 ○ 走讀寒溪部落戶外教學課程架構圖 

 

（七）戶外教學活動說明 



1. 活動地點：寒溪部落附近地區。 

      2. 適合季節：一年四季皆可（雨日除外）。 

      3. 活動時間：約 11小時。 

      4. 準備器材：活動手冊、地圖、色筆、鉛筆、直尺、採集袋、放大鏡、

美工刀、照相機、望遠鏡（隨意）、鹽酸（教師帶）、急救箱等。 

      5. 注意事項 

      （1）穿著運動服、布鞋、運動帽，雙肩式背包。 

      （2）活動時注意安全、不嬉戲、不擅自脫隊。 

      （3）愛護環境資源，不任意破壞地質、地形景觀以及不隨意攀折花木。 

      （4）維護環境清潔，不亂丟棄垃圾。 

      6. 學習手冊引用資料 

      （1）封面｢舊古魯部落走讀地圖｣衛星影像修改自谷歌地圖。 

      （2）向寒溪學習〈堅毅〉——部落遷徙史話，資料來源為寒溪教會黃志

堅牧師。 

      （3）向寒溪學習〈博學〉——寒溪神社憑弔，資料來源為寒溪教會黃志

堅牧師。 

      （4）向寒溪學習〈遵守規律〉——部落選址智慧，資料來源為寒溪部落

耆老與黃志堅牧師。 

      （5）向寒溪學習〈勤奮〉——夜行動物觀察，夜間觀察技巧項目引用自

雙溪國小陳立偉主任。 

 

    （八）教學重點 

1. 教學活動一、向寒溪學習《堅毅》——部落遷徙史話。 

  A. 寒溪遷徙過程： 

        寒溪村由寒溪、四方林、大元(華興)、新光四個部落組成。寒溪

目前有 400戶住民。 

        南投縣仁愛鄉發祥村的石頭裂開來，走出了泰雅族人的祖先，這

顆石頭被尊稱為【發祥瑞岩】。 

        泰雅人由南投沿著河谷向北移動，再順著大甲溪上游到達【思

源啞口】，在這裡分道揚鑣，一部分人向東翻越【南湖大山】 

(3742m)，210 年前，由大甲溪上游遷移到和平北溪的布蕭丸溪，建

立【俚與邊社】；民國 4年，日警勸誘下，翻過【太平山】(1950m)，

抵達本村的番社坑溪上游，建立【古魯社】，目前搬遷到【寒溪

社】。 

  B. 泰雅人的祖先在移動的過程中，選擇在山林中的溪谷、山稜作為路

徑是因為路徑明確，因為森林中、灌叢中受到阻擋，不易辨別方向。

溪谷、山稜路徑的優點是地標明顯，不會迷路。 

  C. 促使泰雅人不遠千里的去尋找新的居住地點的原因有：部落人口增



加、尋找獵場與耕地、官方的威脅利誘、具有探索未知的冒險性等因

素。 

 

2. 教學活動二、向寒溪學習《博學》——寒溪神社憑弔。 

  A. 「銃獵之廢」石碑：日本政府擔心強悍的泰雅人武裝抗爭，收繳槍

支後才能完全控制泰雅人，因此執意收繳所有的槍枝。 

  B. 「誓言」石碑：日本人想透過皇民化運動，徹底改變泰雅人的生活

習慣和族群母語，將泰雅人改造成日本人。 

  C. 我們可以從寒溪神社學習到：過去不應遺忘，記取歷史教訓：「保留

這些遺跡，是為了讓我們記住被日本人統治的歷史，失去傳統領域的

痛苦。沒有土地，就沒有生命，無法返源。」 

 

3. 教學活動三、向寒溪學習《遵守規律》——部落選址智慧。 

  A. 四方林聚落 

    a.四方林今昔二種聚落位置的優缺點。 

 名稱 位置 優點 缺點 

昔 小南澳社 河川地 取水方便、土地廣大 颱風季節洪水氾濫 

今 自強新村 高位河階 居高臨下、不會淹水 取水不便、土地有限 

    b.我會選擇高位河階的自強新村，生命財產較有保障。 

  B. 新光聚落：迎風面、曲流侵蝕坡、極端氣候造成颱風風雨威力更大

等因素會讓寒溪地區的颱風災害更加嚴重。 

  C. 從泰雅人選址的位置中，先人從經驗中會挑選遠離洪患、山崩等潛

勢區的地點，以安全第一、趨吉避凶的思維慎選部落區位。 

 

4. 教學活動四、向寒溪學習《勤奮》——夜行動物觀察。  

  A. 夜間觀察技巧項目：(全選) 

  B. 星光山夜營區內觀察到的小動物種類： (勾選實際觀察的種類) 

  C. 我們可以做得到的環境行動：自備餐具、購物袋；節約能源、節約

用水；減少一次性塑膠用具；愛護小動物；不亂丟垃圾等。 

 

5. 教學活動五、向寒溪學習《共享》——泰雅民俗植物。 

  A. 古魯林道中泰雅民俗植物的野菜。 

【A.瓦氏鳳尾蕨】(1)大型的蕨類植物，葉緣向後反捲，嫩芽可以煮食。 

【B.水麻】(2)蕁麻科植物，葉面深綠色粗糙，葉背白色，橘色果實清

甜可口。 

【C.飛機草】(3)菊科植物，葉片深裂，瘦果有白色瘦毛，可採集嫩葉

炒食。 

【D.山蘇】(4)樹棲型蕨類植物，單葉叢生，嫩芽可以煮食。 



【E.五節芒】(5)禾本科植物，平行葉脈，葉緣有矽質鋸齒會割傷人，

嫩莖可煮食。 

【F.腎蕨】(6)一回羽狀複葉的蕨類植物，孢子囊群腎形，儲藏莖可以

生食。 

【G.水鴨腳秋海棠】(7)秋海棠科植物，葉形似鴨腳，葉柄、葉片、花

朵可生食，味酸。 

【H.龍葵】(8)茄科植物，果實成熟時黑色味甜，未熟果綠色有毒，嫩

葉可煮食。 

【I.榿葉懸鉤子】(9)薔薇科植物，一回羽狀複葉，全株有銳刺，鮮紅

集生果可生食。 

  B.能夠辨認野菜，可以享用各種不同的滋味，在山林中活動也增加了更

多的野外求生技能。 

 

二、 教學過程 

教學流程 
教學

時間 

教學

資源 

教學

評量 

一、引起動機 

武塔國小位於南澳南溪下游的大曲流，順流而下是南

北二溪交會的南澳村，舊稱為大南澳，而此次參訪的寒溪

部落中有一個是小南澳，說明了彼此間的文化臍帶關係。

寒溪也是泰雅南澳群分布的最北限，藉由此次活動，期許

能在孩子們心中栽下一顆南澳群傳統領域與遷徙歷程的文

化種籽。 

  1. 引導學生認識南澳泰雅人的傳統領域與遷徙歷程。 

  2. 簡介寒溪地區自然環境的基本條件。 

 

二、發展活動 

  景點一、寒溪教會 

1. 推理：以台灣立體地圖為依據，在地圖上描摹出泰雅

祖先的遷徙路線其實是根據自然環境的條件而規劃，

並在學習單上填寫出正確的地名。 

2. 推理：請小朋友想一想，並進行小組討論，思考為什

麼泰雅人的祖先在移動的過程中，總是會選擇在山林

中的溪谷、山稜作為路徑呢？這樣的路徑有什麼優

點？ 

3. 傳達：從這堂課的簡報內容中，請小朋友歸納從寒溪

部落的遷徙過程中，找出那些原因促使泰雅人不遠千

里的去尋找新的居住地點？並試著推論出泰雅人的

民族性格。 

 

景點二、寒溪神社 

1. 推理：「銃獵之廢」石碑是日本政府收繳寒溪五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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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槍支後所設置的紀念碑。對泰雅人來說，槍支

不只是狩獵的武器，也是保護聚落，傳承文化的重要

器具。槍支沒收後，對泰雅族影響很大，之後打獵只

能去派出所登記、借用及繳回，非常不方便。請小朋

友想一想：槍支對泰雅人這麼重要，為什麼日本政府

執意要收繳所有的槍枝呢？？ 

2. 推理：「誓言」石碑是寒溪五個部落頭目來此輸誠日

本天皇的誓言，改變原來的習慣，學習日本的國語。

請問日本人為什麼想要改變泰雅人的生活習慣和族

群母語呢？ 

3. 傳達：寒溪耆老說「日本的皇民化政策對我們是很深

的傷痛，我們修復神社是為了要記取教訓。」請問我

們可以從寒溪神社學習到什麼？ 

 

景點三、寒溪聚落 

1. 觀察：四方林聚落早期稱為小南澳社，聚落在打狗溪

右岸的河川地，地勢較低；目前遷居到打狗溪左岸的

高位河階，稱為自強新村，居高臨下，由階崖上的露

頭可見沖積鵝卵石礫石層。請小組討論，今昔二種聚

落位置的優缺點。 

2. 推理：新光聚落原來的位置在光明，40 幾年前因為颱

風肆虐，搬到此處，此處原來是林務局的苗圃，地勢

高，可俯瞰寒溪。當年遷村是因為颱風造成的洪水，

靠河一側的地都被沖走了，因而部落搬去新光。請想

一想：那些條件會讓寒溪地區的颱風災害這麼嚴重？ 

3. 傳達：請小朋友進行分組討論，從泰雅人選址的位置

中，你發現了那些先人從經驗中累積的智慧結晶？。 

 

景點四、星光山夜營地 

1. 觀察：夜間觀察是需要一些技巧的，親近小動物也是

需要一些尊重的，請在老師的指導下，勾選出你學到

的觀察技巧項目喔。 

2. 觀察：請將今天晚上你在星光山夜營區內觀察到的小

動物種類勾選出來。 

3. 傳達：小朋友！我們所居住的環境除了人類使用之

外，也是各種生物共同的住所。請想一想：我們可以

做哪些事情讓環境更美好呢？ 

 

景點五、古魯林道 

1. 分類：走在古魯林道中，請在耆老與老師的指導下認

識泰雅民俗植物中的野菜，並將學習單上方植物的代

號填在下方說明的空格中。 

2. 傳達：採集野菜須注意在沒有農藥、除草劑噴灑的地

區才能進行採擷，古魯林道就是一個適合的場域。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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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午餐前，經過耆老、老師的確認後，將今天採集的

野菜一起煮成野菜湯，與大家共享。並請說說辨認野

菜的收穫。 

 

三、綜合活動 

  1.教師播放戶外教學之簡報檔，回顧戶外教學點點滴滴，

統整教學內容。 

2. 師生分享此次戶外教學的收獲及感想。 

3. 師生共同探討學習手冊之題目，澄清迷思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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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學評量 

（一）教師觀察 

1. 師長講述教學內容時，是否能專注聆聽。 

2. 進行戶外教學時，是否遵守安全規定與規則。 

3. 教學活動過程中，是否盡情參與。 

（二）口頭報告 

1. 分組討論後，由學生進行口頭報告。 

2. 活動過程中，與學生隨機對談，獲知學生感受並直接回饋。 

（三）學習手冊習寫 

1. 學習手冊是否完成。 

2. 學習手冊內的迷思概念是否澄清。 

3. 學習手冊內的答案是否正確。 

 

  



附錄一、｢走讀寒溪部落｣戶外教學學習手冊(設計者：楊志文) 

《 由 原 民 本 位 思 維 探 究 武 塔 地 區 教 學 資 源 之 開 發 模 式 》 

 

 

 

 

武塔國小每年都會選擇一處泰雅南澳群部落進行參訪踏查， 

讓孩子們除了認識武塔周遭的環境之外， 

也能擴大視野到南澳群泰雅人的傳統領域。 

 

武塔國小位於南澳南溪下游的大曲流， 

順流而下是南北二溪交會的南澳村，舊稱為大南澳， 

而此次參訪的寒溪部落中有一個是小南澳， 

說明了彼此間的文化臍帶關係。 

寒溪部落也是泰雅南澳群分布的最北限， 

藉由此次活動， 

我們期許在孩子們心中栽下一顆泰雅南澳群的傳統領域與遷徙歷程的文化種籽。 

 

 

 
 

 

 

                    姓名：               

                    日期：               

宜 蘭 縣 南 澳 鄉 武 塔 國 民 小 學 



向寒溪學習《堅毅》——部落遷徙史話 

  寒溪是泰雅南澳群的傳統生活領域，也是泰雅南澳群分布的最北限。在這

次走讀寒溪部落的活動中，學校特別邀請了寒溪教會的志堅牧師來介紹部落遷

徙的歷史。 

  
說故事的志堅牧師 跨越番社坑溪的寒溪吊橋 

1. 泰雅大祖先的告誡：「不要守在原地，要向四方走去，尋找獵場、耕地，尋求

光亮正直的心。」請在聆聽志堅牧師的課程後，將寒溪遷徙過程中的關鍵詞

代號填入空格中，一起完成部落遷徙史話！ 

 

 

 

    寒溪村由寒溪、四方林、大元(華興)、新光四個部落組成。寒溪目前有

400 戶住民。 

    南投縣仁愛鄉發祥村的石頭裂開來，走出了泰雅族人的祖先，這顆石

頭被尊稱為【    】。 

    泰雅人由南投沿著河谷向北移動，再順著大甲溪上游到達【    】，在

這裡分道揚鑣，一部分人向東翻越【    】 (3742m)，210 年前，由大甲溪

上游遷移到和平北溪的布蕭丸溪，建立【    】；民國 4 年，日警勸誘下，

翻過【    】(1950m)，抵達本村的番社坑溪上游，建立【    】，目前搬遷

到【    】。 

 

2. 請小朋友想一想，為什麼泰雅人的祖先在移動的過程中，總是會選擇在山林

中的溪谷、山稜作為路徑呢？這樣的路徑有什麼優點？ 

 

                                                                 

3. 學習小發現：小朋友！從寒溪部落的遷徙過程中，你認為是那些原因促使泰

雅人不遠千里的去尋找新的居住地點？ 

 

                                                                 

寒溪社   古魯社   太平山   俚與邊社   南湖大山    

思源啞口 發祥瑞岩 



向寒溪學習《博學》——寒溪神社憑弔 

  新光部落到寒溪部落之間有一條碎石小徑，中途經過寒溪神社。寒溪神社

的位階比一般神社低一級，供奉日本能久親王，因為他來接收台灣時死在戰場

了，因此紀念。神社建築目前已不可見，但是整個規模仍然完整，而且保存了

眾多的文物，可以讓我們憑弔過去發生的許多事件。 

  
志堅牧師介紹寒溪神社的過往 銃獵之廢石碑 

1. 「銃獵之廢」石碑：日本政府收繳寒溪五個社原住民槍支後所設置的紀念碑。

對泰雅人來說，槍支不只是狩獵的武器，也是保護聚落，傳承文化的重要器

具。槍支沒收後，對泰雅族影響很大，之後打獵只能去派出所登記、借用及

繳回，非常不方便。請小朋友想一想：槍支對泰雅人這麼重要，為什麼日本

政府執意要收繳所有的槍枝呢？ 

 

                                                                 

 

                                                                

2. 「誓言」石碑：寒溪五個部落頭目來此輸誠日本天皇的誓言，改變原來的習

慣，學習日本的國語。請問日本人為什麼想要改變泰雅人的生活習慣和族群

母語呢？ 

 

                                                          

 
                                                                  

3. 學習小發現：有人說「日本的皇民化政策對我們是很深的傷痛，我們修復神

社是為了要記取教訓。」請問我們可以從寒溪神社學習到什麼？ 

 

                                                                  

                                                           

  



向寒溪學習《遵守規範》——部落選址智慧 

  寒溪部落目前有四個聚落，分別是四方林巷、華興巷、寒溪巷、新光巷。泰

雅人長年在山林活動，深知自然界的水文、氣候、生態等各種環境因子深深影響

著人們安身立命的處所，這幾個聚落都經過多次的遷徙，目前居住的位置可說是

經過精心挑選的好所在。 

  
四方林聚落位於高位河階 拜訪舊光明聚落 

1. 四方林聚落：早期稱為小南澳社，聚落在打狗溪右岸的河川地，地勢較低；

目前遷居到打狗溪左岸的高位河階，稱為自強新村，居高臨下，由階崖上的

露頭可見沖積鵝卵石礫石層。 

(1) 請小組討論，今昔二種聚落位置的優缺點。 

 名稱 位置 優點 缺點 

昔 小南澳社 河川地 
 

 

 

今 自強新村 高位河階 
 

 

 

(2) 請小組討論，如果是你要居住，你會選擇哪個位置？為什麼？ 

 

                                                                      

2. 新光聚落：聚落原來的位置在光明，40幾年前因為颱風肆虐，搬到此處，此

處原來是林務局的苗圃，地勢高，可俯瞰寒溪。當年遷村是因為颱風造成的

洪水，靠河一側的地都被沖走了，因而部落搬去新光。請想一想：那些條件

會讓寒溪地區的颱風災害這麼嚴重？ 

 

                                                                      

3. 學習小發現：小朋友！從泰雅人選址的位置中，你發現了那些先人從經驗中

累積的智慧結晶？ 

 

                                                                 



向寒溪學習《勤奮》——夜行動物觀察 

  一個地方如果人們對環境友善，這塊土地就能孕育豐美的生態，各種生物就

會在這裡展現生命的奇妙歷程，並且環環相扣。我們紮營的星光山夜營區到了夜

晚，許多山林間的小精靈們都紛紛出來了，只要帶著一顆敏銳的心、善於觀察的

眼，尊重友善的態度，就能跟牠們做朋友了! 

  
立偉主任陪著我們進行夜間觀察 螽斯具有良好的保護色 

1. 夜間觀察是需要一些技巧的，親近小動物也是需要一些尊重的，請在老師的

指導下，勾選出你學到的觀察技巧項目喔。 

□(1)慢慢地靠近樹叢，別驚動了小動物。 

□(2)小動物喜歡躲藏在葉子的背面，我懂得多留意葉背的動靜。 

□(3)有些小動物以葉子做為食物，我知道要找一下有蛀痕的葉子。 

□(4)小動物喜歡躲藏在葉子的背面，我懂得多留意葉背的動靜。 

□(5)有些小動物會在夜間利用聲音溝通，我會聽聲辨位找出牠的位置。 

□(6)青蛙是良好環境的指標，一定要在乾淨的水域才能生存。青蛙的種類

與數量越多，代表這個地區的環境是健康的。 

□(7)路燈是聚集小動物的熱門區，因為很多小動物都有趨光性，接著也會

有捕食性的小動物前來。 

□(8)許多小動物為了避免天敵捕食，會有良好的保護色、偽裝、擬態等策

略，要靜下心來仔細觀察才會有更多發現。 

 

2. 請將今天晚上你在星光山夜營區內觀察到的小動物種類勾選出來。 

□燕山蛩  □日本樹蛙  □雙線蛞蝓  □非洲大蝸牛  □斯文豪是大蝸牛 

□蜘蛛    □大蚊      □天牛      □草蛉        □椿象 

□蜚蠊    □螽斯      □叩頭蟲    □捲葉象鼻蟲  □長斑擬燈蛾 

□竹節蟲  □青銅金龜  □          □            □ 

 

3. 學習小發現：小朋友！我們所居住的環境除了人類使用之外，也是各種生物

共同的住所。請想一想：我們可以做哪些事情讓環境更美好呢？ 

 



向寒溪學習《分享》——泰雅民俗植物 

  泰雅人是山林之子，懂得運用山林的資源，也懂得適度運用，不會造成環境

的重度傷害。耆老說：泰雅人是野地求生的高手，原住民在山裡面是不會餓死的，

只要你能夠認識民俗植物，上山不怕沒食物的呀!  

   

   

   
1. 走在古魯林道中，請在耆老與老師的指導下認識泰雅民俗植物中的野菜，並

將上方植物的代號填在下方的空格中。 

【  】(1)大型的蕨類植物，葉緣向後反捲，嫩芽可以煮食。 

【  】(2)蕁麻科植物，葉面深綠色粗糙，葉背白色，橘色果實清甜可口。 

【  】(3)菊科植物，葉片深裂，瘦果有白色瘦毛，可採集嫩葉炒食。 

【  】(4)樹棲型蕨類植物，單葉叢生，嫩芽可以煮食。 

【  】(5)禾本科植物，平行葉脈，葉緣有矽質鋸齒會割傷人，嫩莖可煮食。 

【  】(6)一回羽狀複葉的蕨類植物，孢子囊群腎形，儲藏莖可以生食。 

【  】(7)秋海棠科植物，葉形似鴨腳，葉柄、葉片、花朵可生食，味酸。 

【  】(8)茄科植物，果實成熟時黑色味甜，未熟果綠色有毒，嫩葉可煮食。 

【  】(9)薔薇科植物，一回羽狀複葉，全株有銳刺，鮮紅集生果可生食。 

 

2. 學習小發現：採集野菜須注意在沒有農藥、除草劑噴灑的地區才能進行採擷，

古魯林道就是一個適合的場域。請在午餐前，經過耆老、老師的確認後，將

今天採集的野菜一起煮成野菜湯，與大家共享。並請說說辨認野菜的收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