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3】學年度  彰化縣媽厝國小 

學校教師公開觀課教學回饋表 

領域/科目 社會 設計者 許嫚珊 

實施年級 五上 教學時間 40分鐘 

單元名稱 二、島嶼上的生活樣貌 

課名 1.島嶼上的子民 

設計依據 

學
習
重
點 

學
習
表
現 

2a-Ⅲ-1關注社會、自然、人文環境與生活方式的

互動關係。 總
綱
與
領
綱
之
核
心
素
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社-E-B3體驗生活中自然、族

群與文化之美，欣賞多元豐富

的環境與文化內涵。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社-E-C3了解自我文化，尊重

與欣賞多元文化，關心本土及

全球議題。 
學
習
內
容 

Ab-Ⅲ-1臺灣的地理位置、自然環境，與歷史文化

的發展有關聯性。 

Bc-Ⅲ-1族群或地區的文化特色，各有其產生的背

景因素，因而形塑臺灣多元豐富的文化內涵。 

融入議題
與其實質
內涵 

●原住民族教育 

原 E5認識臺灣原住民族整體概況。 

原 E6了解並尊重不同族群的歷史文化經驗。 

●多元文化教育 

多 E3認識不同的文化概念，如族群、階級、性別、宗教等。 

多 E4理解到不同文化共存的事實。 

多 E6了解各文化間的多樣性與差異性。 

與其他領
域/科目的

連結 
無 

教材 

來源 
●南一版社會領域五上第二單元第1課 

教學設備/

資源 

●課本 

●電子書 

學習目標 

1.了解臺灣原住民族的分布地區。 

2.了解臺灣原住民族的宗教信仰。 

3.了解臺灣原住民族的社會制度。。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評量方式 

一、原住民族的分布與傳統領域   



㈠引起動機 

引導學生閱讀單元漫畫頁內容。 

1. 根據漫畫內容，漫畫中的角色有可能是什麼族群的人？ 

2. 從漫畫何處可以發現？ 

㈡發展活動 

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34到 35頁圖文，了解原住民族的分布與傳統領域。 

1.教師根據任務解鎖進行提問：「原住民族的生活與大自然有何關係？」 

答：學生自由回答。例如，原住民族人大多以狩獵採集為生，因此他們仰賴

大自然資源。（學生回答） 

教師歸納：原住民族的生活常取材於大自然，且對於自然萬物抱持敬畏的心

態，也因需要與山共存、利用山林中的自然資源，便逐漸發展出獵取或

使用山林資源的技巧。 

2.臺灣原住民族大多分布在哪裡呢？他們現在仍保有自己的文化嗎？ 

答：在山海之間可以看見原住民族的生活蹤跡，有些已經與漢人通婚，但有

些仍保有自己的文化傳統。（學生回答） 

教師歸納： 

(1) 在臺灣的山海之間，可以見到許多各具特色的原住民族部落。住在西部

海岸、平原或丘陵的原住民族（目前稱為平埔族群），因與漢人接觸較

早，且彼此通婚，風俗習慣大多與漢人文化相互融合。而住在山地地區

及東部地區或離島的原住民族，因較晚與漢人接觸，保有較完整的傳統

語言與文化。 

(2) 早期對原住民族的區分，依其居住地及漢化程度分為平埔族及高山族。 

3.西拉雅族有哪些特色？ 

答：西拉雅族人早期就與漢人通婚，雖然融入漢人文化，但仍努力保有自己

的傳統信仰與習俗。（學生回答） 

教師補充：西拉雅族舉辦的「吉貝耍夜祭及孝海祭」於農曆九月初四、初五

舉行，開放參觀，讓民眾深入體驗西拉雅族文化。夜祭中，婦女圍圈吟

唱，但因受漢化與文化斷層影響，歌曲已無法完整傳承。孝海祭則緬懷

祖先，為吉貝耍部落獨特傳統。 

4.什麼是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 

答：可能是原住民族原本生活範圍。（學生回答） 

5.為什麼原住民族要發起「還我土地運動」？ 

答：過去政府因為地權認定的問題，侵害了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造成外人

可隨意進入與開發。（學生回答） 

教師歸納：傳統領域是指原住民族從過去到現在生活過的土地，土地上包含

了與原住民族歷史、文化、與傳統生活有關的重要地點。 

㈢綜合活動 

教師總結：原住民族的生活空間與傳統領域都是他們的土地，他們對於這些

土地應享有自主權。 

～第一節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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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南一版社會五上教師手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