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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校簡介 

     學校在縣道193線旁，亦位處阿美族部落中，創校於民國35年9月1日為觀山國民學

校松浦分校，於民國42年2月1日正式奉准獨立為松浦國民學校，另於民國57年9月1日

改制為松浦國民小學。目前學區為「玉里鎮松浦里（包括宮前部落、中央部落、福音

部落、萬麗部落與麻汝部落」；學區內族群多元，以阿美族居多，另包括客家人、閩

南人與泰雅族等。由於學生家庭結構多元，全校學生國小部45人（原住民學生約87%，

閩南學生約4%，其他約9%）。本校學區皆為原住民族部落，階級制度分明，歲時祭儀

多樣，族人間連結緊密，多為親屬，彼此合作協調，尊老敬賢，共生意識強烈，培養

出非自我中心的生命整體觀。另學區人口老化，近年玉里鎮與部落積極推動觀光旅遊

及農業精緻化，逐漸帶動部落經濟發展，吸引返鄉生活潮流。部落發展協會亦積極推

動社區部落發展活動，傳承阿美族傳統文化，形塑傳習傳統智慧的環境。 



壹、學校簡介 
一、學校基本資料 

序 項目 數值 備註 

1 全校班級數   6（國小）+1（幼兒園） 

2 附設幼稚園班級數     1  班，■是□否申請教育部經費 

3 全校學生數   閩  2  人  客  0  人  原  39  人  其他  4  人 

4 全校教師數(含代理代課)   國小：13人，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3人 

5 實際擔任本土語文教學之現職教師
數   

閩  0  人  客  0  人  原  1  人 

（代理代課教師：閩  1  人  客  0  人  原  2  人) 

6 本土語文支援人員數   閩  0  人  客  0  人  原  1  人 

7 本土語文支援人員每週授課節數   閩  0  節  客  0  節  原  3  節 

8 現職教師閩南語認證通過人數   初級 0 人，中級 0 人，中高級 1 人，高級 1 人 
（代理代課教師：初級 0 人，中級 0 人，中高級 0 人，高級 1 人) 

9 現職教師原住民族語認證通過人數   

族語別：阿美族   初級 0 人，中級 0 人，中高級 0 人，高級 1 人，
優級 0 人 
（代理代課教師：初級 0 人，中級 0 人，中高級 0 人，高級 
2 人) 

10 現職教師客家語認證通過人數   
初級 0 人，中級 1 人，中高級 0 人，高級 0 人 
（代理代課教師+教保服務人員：初級 0 人，中級 2 人，中高
級 0 人，高級 1 人) 



職稱 語言別 教師姓名 研習、認證別 

總務主任 閩南語 方健輝 閩南語教學師資進階研習 
學務組長 閩南語 林彥伯 閩南語教學師資進階研習 
教師 閩南語 黃志中 閩南語教學師資進階研習 
教師 閩南語 黃惠敏 閩南語高級認證通過 

代課教師 閩南語 王素美 閩南語高級認證通過 
教師 阿美語 曾秀英 阿美族語(高級)認證通過 

代課教師 阿美語 林翠蘭 阿美族語(高級)認證通過 
支援教師 阿美語 林春香 阿美族語(高級)認證通過 
教務組長 客語 徐麗榕 客語認證中級通過 
代課教師 客語 謝雯菁 客語認證中級通過 
代課教師 客語 李雲珍 客語認證中級通過 

幼兒園主任 客語 鄧淑雲 
客語中級認證通過 
客語幼幼師資認證通過 



人力資源網 -人事-專長證照 



壹、學校簡介 

※現職教師族語認證 



學校附設幼兒園積極推動本土語教學 
《109學年度》 



學校附設幼兒園積極推動本土語教學 
《110學年度》 



貳、本土語言實施概況 

《詳如佐證文件》 



參、松浦國民小學推動「臺灣母語日」活動實施計畫 

一、依據：教育部95.6.21台語字第0950087762B 
                      號令發布之「高級中級以下學校及 
                      幼稚園推動臺灣母語日活動實施要 
                      點」。 
 
二、實施目的 
（一）培養學生對於本土語言「聽」與「說」 
             的能力。 
（二）讓學生了解自己家鄉中不同族群的文化 
              及語言，還有傳說故事，加強自我認同。 
（三）增加師生聽說本土語的機會，進而能用 
              本土語和部落老人溝通。 
（四）了解與尊重不同族群的文化 
 
三、實施對象：全校師生 

四、推動小組 



參、松浦國民小學推動「臺灣母語日」活動實施計畫 

五、實施策略 
（一）多元化原則 
      每週一定為本校母語日，每次以本區阿美語、閩南語的簡單會話輪流介紹，訂為本    
      日生活主要使用語言，包括教師之間、學生之間、教師與學生之間。 
（二）生活化原則 
      日常生活接觸溝通，均能自然以不同語言交談溝通，並相互學習。 
（三）本地原則 
      善用現有資源，協調本校小學部或社區家長的不同族籍教師進行文化介紹和歌謠教    
      唱。同時，積極尋找社區資源讓學生參觀並進一步瞭解在地文化的特色。 
（四）活潑化原則 
      除了母語日課程外，邀請社區家長及地方人士參與節氣文化活動計畫之擬訂和執行。 
      以活潑創意的方式，創造社區與學校良性互動，讓親師情感更為緊密結合。 
 
 



參、松浦國民小學推動「臺灣母語日」活動實施計畫 

六、相關活動說明： 
（一）每週一定為母語日，於全校集會時辦理本土語教學，並當天鼓勵小朋友以自己的母 
      語跟大家打招呼。 
（二）設計與社區文化相關的主題課程，走入社區參觀，讓學生更深入了解自己的家鄉。 
（三）邀請家長解說適合學生理解的社區歷史、傳說故事…等。 
（四）採購相關書籍和教具充實老師對母語的專業知能，也開放書籍借閱和家長分享。 
（五）舉辦展演活動、語文競賽讓小朋友發表所學，獲得成就感，增強學習的動機。 



參、松浦國民小學推動「臺灣母語日」活動實施計畫 

七、預期成效 
（一）學生方面 
  1.透過學校母語日一系列活動的推動，提供學生學習語言文化的環境及機會。讓學生在  
    學習中互相鼓勵，更加認識自己的母語；進而培養學生學習、欣賞母語的興趣和熱情。 
  2.習慣於日常生活中適切運用兩種語言（國語和母語）。 
  3.明白母語不僅是學校學習課程的一部份，更是我們生活中很重要的溝通媒介，鼓勵學 
    生有自信的使用母語與別人溝通。 
  4.學校母語日活動，讓學生各自的母語能見度提升，增加學生說自己母語的意願，提升 
    學生聽和說的程度（平日以母語交談）。 
  5.透過母語日活動，讓不同族群的學生彼此認識對方的語言及文化差異性，使學生能彼 
    此欣賞對方的語言之美和文化之美。 
（二）教師方向 
  1.教學分享和進修研習分享，讓教師專業教學知能獲得增長。 
  2.培養老師對母語教學的重視，同時，提升教師教學能力（願意自己上鄉土課），並不 
    斷積極自我充實與成長。 
  3.母語補充教材的編製，使老師的教學能更加深、加廣，內容更活潑有趣。 
  4.建立多元豐沛的學習情境，提供生動有趣的教學活動，讓學生有高昂的學習動機與意願。 



參、松浦國民小學推動「臺灣母語日」活動實施計畫 

七、預期成效 
（三）社區家長方向 
  1.引起社區家長對母語的重視，親子共學效果更佳。 
  2.家長認同並協助辦理學生戶外活動。 
  3.透過地方耆老的參與，讓學校和社區之間的關係變成最佳的夥伴關係。同時也帶動社 
    區人士對說母語的重視，促進族群間彼此欣賞與學習的意願。 
（四）文化認同方向 
  1.除了提升鄉土語言文的保存成效外，無形中亦增進了學生對地方文史的認識，促進其 
    文化認同及愛鄉愛土情成的提升。 
  2.世界文化日活動，得結合社會資源外聘外籍教師，介紹不同的生活民情，讓學生學習 
    尊重文化的差異。 
 
八、本計畫經校長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肆、臺灣母語日─行政運作─推動小組 
一、組成推動小組 



肆、臺灣母語日─行政運作─推動小組 

二、行政運作相關會議紀錄 
 
（一）校務會議 

圖說：110學年度第1學期期末校務會議 圖說：110學年度第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 



肆、臺灣母語日─行政運作─推動小組 

二、行政運作相關會議紀錄 
         為整合相關教學資源進行本土語暨本土文化之推動，則相關本土語或台灣母語日教學活動或行
政事務之推動，皆適時藉由課發會或校務會議或晨會等討論決議後推動辦理。 
 
（一）校務會議 

圖說：110學年度第2學期期初校務會議 



肆、臺灣母語日─行政運作─推動小組 

二、行政運作相關會議紀錄 
 
（一）校務會議 

圖說：110學年度第2學期學校行事曆暨學生在校時間作息表 



肆、臺灣母語日─行政運作─推動小組 

二、行政運作相關會議紀錄 
         為多元推動台灣母語日活動，且得融入其他教學活動之中（如閱讀教學活動），進而進行加深
加廣之延伸性台灣母語日活動，並將台灣母語日活動賦予阿美族成為一個人之七項人格素養內涵，
以及鼓勵導護老師得結合時事或實例，做相關中心德目之宣導；爰此，自107學年度起學校行事曆另
加註「中心德目」欄位，且中心德目為「阿美族」成為一個人之七項人格素養。 

「能懂得『關懷
（mafana’misikol）』、善於『溝
通（milicay）』、培養『勇氣
（macodahay）』、學習『智慧
（cipono’）』、努力『勤奮
（malaokay）』、樂於『讚賞
（pahemek）』與發揮『友愛
（malahanghang）』」等七項「成
為一個人」的人格素養。 



肆、臺灣母語日─行政運作─推動小組 

二、行政運作相關會議紀錄 
 
（二）晨會（如本土語認證人數統計、鎮語文競賽說明、阿美族繪本心得分享、結合關懷站活動辦 
                           理相關臺灣母語日延伸教學活動、阿美族語教學指導語文競賽學生規劃等等） 

圖說：學校日誌記錄相關土本語或推廣台灣母語日活動事項 



肆、臺灣母語日─行政運作─推動小組 
二、行政運作相關會議紀錄 
 
（二）晨會（如本土語開課說明、參加本土語競賽培訓說明等等） 
 

圖說：學校日誌記錄相關土本語或推廣台灣母語日活動事項 



肆、臺灣母語日─行政運作─行政主管配合程度 

一、行政主管於集會或廣播時，能使用母語： 
1.每週臺灣母語日，行政主管或導護老師於晨會、晨間活動或課間活動宣導或進行 
  相關本土語事項或教學活動，或於打掃時間，以本土語方式宣達該時段之教學活 
  動或作息內容注意事項。 
2.松浦國小教學團隊所規劃之教學活動以符應學校願景外，亦將在地阿美族文化中 
  成為一個人之人格素養融入其中，由教導王邦文主任適時以族語說明與引述生活 
  實例，並依此做校園情境布置。 



肆、臺灣母語日─行政運作─行政主管配合程度 

二、積極鼓勵教師教學過程中穿插使用母語： 
1.於每學年度開課前進行選課調查。 

《阿美族語》 《閩南語》 





肆、臺灣母語日─行政運作─行政主管配合程度 

二、積極鼓勵教師教學過程中穿插使用母語： 
2.鼓勵教學者適時以母語在教學活動中做補充說明或引述實例（閱讀教學融入生活課 
  程）。 《阿美族語》 



《阿美族語教學評量》 



肆、臺灣母語日─行政運作─行政主管配合程度 

二、積極鼓勵教師教學過程中穿插使用母語： 
2.鼓勵教學者適時以母語在教學活動中做補充說明或引述實例（閱讀教學融入生活課 
  程）。 

《閩南語》 



肆、臺灣母語日─行政運作─視聽媒體資源提供 

一、購置必要活動設備及圖書、語音教材供師生使用 

  1.每日晨間時間皆有相關教學音樂賞析時間 

     (1)星期一（臺灣母語日）：播放本土語相關音樂、歌謠、故事、其他 

         （規劃錄製學生以族語分享閱讀心得）等等。 

    (2)星期二（數學領域）：播放九九乘法歌 

    (3)星期三（國際英語日）：播放相關英語歌曲。 

    (4)星期四（讀經）：播放讀經音樂 

    (5)星期五（其他）：播放其他音樂，如古典音樂、兒歌、童謠等等 



肆、臺灣母語日─行政運作─視聽媒體資源提供 

一、購置必要活動設備及圖書、語音教材供師生使用 

  2. 為推廣台灣母語日教學活動，結合閱讀相關計畫，購置在地阿美族 

      文化書籍（如阿美族傳說、女人島繪本、彩虹的守候繪本等等） 



肆、臺灣母語日─行政運作─視聽媒體資源提供 

一、購置必要活動設備及圖書、語音教材供師生使用 

 3. 購置相關族語教材進行教學。 





肆、臺灣母語日─行政運作─視聽媒體資源提供 

二、數位學習網站建置及網路媒體的運作，方便學校親師生使用。 

  建置推動校訂課程、本土文化教學活動暨臺灣母語日網站，網址為 

  http://teacher.hlc.edu.tw/?id=1347 



肆、臺灣母語日─行政運作─學校人員參與程度 

一、學校人員積極參與「臺灣母語日」活動程度 

    1.鼓勵授課教師積極參加，本土語或原住民族教育相關研習（研習紀錄詳如紙本資料） 

       ，以提升本土文化或本土語教學專業知能。《林春香老師研習資料》 

101年本土語言教學支援人員增能研習 1.104年本土語言有效教學暨多元評量增能產出研習 

2.原住民族學齡前語言學習圖版研發配送計畫教學教 

  育訓練研習活動 



肆、臺灣母語日─行政運作─學校人員參與程度 

一、學校人員積極參與「臺灣母語日」活動程度 

    1.鼓勵授課教師積極參加，本土語或原住民族教育相關研習（研習紀錄詳如紙本資 

       料），以提升本土文化或本土語教學專業知能。《林春香老師研習資料》 

1.104年花蓮縣本土語言子計畫13─課程轉化與有效教學增能研習實施計畫 

2.105年度原住民族文化研習 

3.105年度多元文化教育研習 

4.105年度原住民族師資教育修習原住民族文化及多元文化教育課程研習 

1.花蓮縣106年度推動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計畫─子計畫10 

  本土語言創意教學工作坊第一場 

2.106年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品質計畫子計畫 

   四「有效教學暨多元評量增能產出研習─原住民語」 



肆、臺灣母語日─行政運作─學校人員參與程度 
一、學校人員積極參與「臺灣母語日」活動程度 

    1.鼓勵授課教師積極參加，本土語或原住民族教育相關研習（研習紀錄詳如紙本資 

       料），以提升本土文化或本土語教學專業知能。《林春香老師研習資料》 

1.108年度本土語12年國教課程與教學發展工作坊（一） 

2.108年度本土語12年國教課程與教學發展工作坊（二）─原民語 

3.108年度本土語12年國教課程與教學發展工作坊（三）─原民語 

4.108學年度精進教學推動計畫本土語文子計畫04─十二年國教本 

 土語文課程與教學發展工作坊（ 原住民族語組） 

1.110年度土土語文共備社─教學工作坊 

2.110年度素養導向原住民族教育課程教材模組設計─ 

  遠距教應用教材模組 



肆、臺灣母語日─行政運作─學校人員參與程度 

一、學校人員積極參與「臺灣母語日」活動程度 

    1.鼓勵授課教師積極參加，本土語或原住民族教育相關研習（研習紀錄詳如紙本資料） 

       ，以提升本土文化或本土語教學專業知能。《林翠蘭老師研習資料》 

101年本土語言教學支援人員增能研習 1.102年太魯閣文化融入在地課程設計與教學實務 

   分享 



肆、臺灣母語日─行政運作─學校人員參與程度 

一、學校人員積極參與「臺灣母語日」活動程度 

    1.鼓勵授課教師積極參加，本土語或原住民族教育相關研習（研習紀錄詳如紙本資料） 

       ，以提升本土文化或本土語教學專業知能。《林翠蘭老師研習資料》 

1.105年度原住民族文化研習（一） 

2.105年度多元文化教育研習（一） 

3.105年度原住民族文化研習（二） 

1.105年度多元文化教育研習（二） 

2.原住民族師資教育修習原住民族文化及多元文 

   化教育課程─實體課程研習 



肆、臺灣母語日─行政運作─學校人員參與程度 

一、學校人員積極參與「臺灣母語日」活動程度 

    1.鼓勵授課教師積極參加，本土語或原住民族教育相關研習（研習紀錄詳如紙本資料） 

       ，以提升本土文化或本土語教學專業知能。《林翠蘭老師研習資料》 

1.107年度傳統海洋生態智慧─阿美族傳 

   統漁法及漁具編織工作坊 

1.108年度本土語12年國教課程與教學發展工 

   作坊（二）原民語 



肆、臺灣母語日─行政運作─學校人員參與程度 

一、學校人員積極參與「臺灣母語日」活動程度 

    1.鼓勵授課教師積極參加，本土語或原住民族教育相關研習（研習紀錄詳如紙本資料） 

       ，以提升本土文化或本土語教學專業知能。《林翠蘭老師研習資料》 

1.108學年度精進教學推動計畫本土語文子 

   計畫04十二年國教本土語文課程與教學發 

   展工作坊（原住民族語組） 

1.109學年東策略聯盟─民族教育─傳統釀酒 

   融合現代創新科學 



肆、臺灣母語日─行政運作─學校人員參與程度 

一、學校人員積極參與「臺灣母語日」活動程度 

    1.鼓勵授課教師積極參加，本土語或原住民族教育相關研習（研習紀錄詳如紙本資料） 

       ，以提升本土文化或本土語教學專業知能。《林翠蘭老師研習資料》 

1.110年度本土語文共備社群─教學工作坊 

2.110年度精進教學計畫─本土語社群─沉浸式教   

   學共同備課、教學示例及專業回饋（海洋阿美 

   族語） 



肆、臺灣母語日─行政運作─學校人員參與程度 

一、學校人員積極參與「臺灣母語日」活動程度 

    1.鼓勵授課教師積極參加，本土語或原住民族教育相關研習（研習紀錄詳如紙本資料） 

       ，以提升本土文化或本土語教學專業知能。《曾秀英老師研習資料》 

1.109學年東策略聯盟─民族教育─阿美族創意毛 

   球 

1.原住民防災食物認識與製作 



肆、臺灣母語日─行政運作─學校人員參與程度 

一、學校人員積極參與「臺灣母語日」活動程度 

    2.鼓勵學校人員參加本土語認證 



肆、臺灣母語日─行政運作─學校人員參與程度 

一、學校人員積極參與「臺灣母語日」活動程度 

    3.依據學校推動臺灣母語日實施計畫，以及學生學習需求，與結合其他教育議題 

       教學活動，擬定相關本土語暨在地文化教學活動；學校人員皆積極參與且盡心 

       盡力規劃與執行之。 

    (1)結合推動行政院水土保持局酷學校推廣示範基地教學活動 

    (2)結合辦理教育部原住民地區特色防災校園計畫 



伍、臺灣母語日─活動規劃─活動安排與內容 





伍、臺灣母語日─活動規劃─活動安排與內容 

一、活動安排與內容 

       積極規劃有效、可行之母語日相關活動，同時應兼顧促進族群間之互相
尊重及學習。 

  1.每週一句： 



伍、臺灣母語日─活動規劃─活動安排與內容 

二、阿美族語教學情形 



伍、臺灣母語日─活動規劃─活動安排與內容 
～活動規劃暨延伸主題式活動～ 

一、積極規劃有效、可行之母語日相關活動，同時應兼顧促進族群間之互 

       相尊重及學習。 

  2.結合慶典活動或校訂課程活動，進行台灣母語日延伸教學。 

     (1)以建置校園水生池為例，邀請部落頭目與牧師進行動土祈福儀式， 

         另於啟用時亦邀請頭目與牧師進行祈福與剪綵活動。 



伍、臺灣母語日─活動規劃─活動安排與內容 
～活動規劃暨延伸主題式活動～ 

一、活動安排與內容：活動內容能兼顧生活化、趣味 化、活潑化。   

  1.結合慶典活動或校訂課程活動，進行台灣母語日延伸教學。 

     (1)開學迎新日暨祖孫週活動。 



伍、臺灣母語日─活動規劃─活動安排與內容 
～活動規劃暨延伸主題式活動～ 

一、活動安排與內容：活動內容能兼顧生活化、趣味 化、活潑化。 

    1.結合慶典活動或校訂課程活動，進行台灣母語日延伸教學。 

     (2)有機農園─拔蘿蔔教學活動。 



伍、臺灣母語日─活動規劃─活動安排與內容 
～活動規劃暨延伸主題式活動～ 

一、活動安排與內容：活動時間安排。 

1.台灣母語日，每週一句活動時間與其延伸活動安排適當，得讓師生有體驗的時間。 
 



伍、臺灣母語日─活動規劃─活動安排與內容 
～活動規劃暨延伸主題式活動～ 

一、活動安排與內容：積極爭取各界經費協助推展 母語日活動。 

1.積極爭取社區人力（如耆老、部落頭目與在地發展協會理事長等，積極推展母語日 

   活動。 

2.結合推動行政院水土保持局酷學校推廣示範基地教學活動 

3.結合辦理教育部原住民地區特色防災校園計畫 



～結合校訂課程～ 
推動辦理臺灣母語日延伸教活動 

伍、臺灣母語日─活動規劃─活動成效 

1.活動成效有助學校師生增加母語使用頻率 
2.活動內容有助學生了解本土文化精髓 











融入藝術與人文 
學習領域 

《規劃與編撰中》 







    阿美族部落耆老期盼每位部落孩子所應具備之人格
素養，即「能懂得『關懷（mafana’misikol）』、善於
『溝通（milicay）』、培養『勇氣（macodahay）』、
努力『勤奮（malaokay）』、樂於『讚賞（pahemek）』
與發揮『友愛（malahanghang）』，以及累積與學習

『智慧（cipono’）』」等七項「成為一個人
（masatamdaway)」的人格素養。並能在生活中

履行與實踐，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同時不斷地精進自己
的知能，以所學所能，展現創意，創造燦爛的人生。 

阿美族部落耆老對部落孩子的期盼 



阿美族部落耆老對部落孩子的期盼 

成為具智慧與責任的 

懂得『關懷（mafana’misikol）』 
善於『溝通（milicay）』 
培養『勇氣（macodahay）』 
努力『勤奮（malaokay）』 
樂於『讚賞（pahemek）』 
發揮『友愛（malahanghang）』 
累積與學習『智慧（cipono’）』 

責任 Presponsibility 
 
人格 Personaility 

智慧 Cipono + 5M + 讚賞 pahemek → 成為一個人（Masatamdaway）+ 品格 + 責任 

一個人 
阿美族人 



松浦學園意象圖 
1.關懷：水鹿  Malonem 

   「詩經˙小雅鹿鳴」：「呦呦鹿鳴，食野之 
   苹。」表示鹿心博愛、關懷，沒有私心，另一 
   方面鹿象徵生活於自然生態草原中，健康、快 

   活。 
 

2.友愛：山羊  Siri 
 

3.勤奮：牛  kolong 
 

4.勇敢：山豬  fafoy 
 

5.溝通：山羌  mangcel 

   阿美族語「滿仔瀾」，代表松浦。 
 

6.讚賞：飛鼠  lawal 
 

7.智慧：貓頭鷹  ekong 
   森林守護神；傳說支配生育、性別、婚姻與健 

   康的女神使者。 



～建立夥伙關係～ 
一、簽訂學校與社區或鄰近學校合作協定，共同辦理水土保持酷學校推廣教學活動暨原住民 
  地區特色防災校園計畫： 
1.簽訂合作意向書的單位為，松浦社區發展協會、財團法人天主教花蓮教區松浦部落文化健 
  康站、花蓮縣玉里鎮福音社區發展協會、滿自然部落、瑪谷達璦部落；另結合花蓮縣玉里 
  鎮河東校群策略聯盟推動辦理之。 

伍、臺灣母語日─活動規劃─社區資源結合運用  



1.充分運用社區資源擴展學生學習經驗。 
2.辦理社區參訪踏查，進行實地學習運用。 



一、水域教育 
※地點：學校附近  
        的秀姑巒  
        溪之安全 
        水域 
※進入水域的儀式 
1.取水 
2.水的流向判斷 
3.漁獵+採集 
4.渡河訓練暨危險 
  判斷 
5.烹煮 
6.解釋河祭 
 

二、山林教育 
※地點：部落適當地 
        點 
1.進山儀式 
2.搭建工寮 
3.打獵+採集 
4.山林安全，教導方 
  位與山勢判斷 
5.取水 
6.烹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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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與討論（以松浦學園年齡階層方式進行討論，並
培養學生阿美族七項人格素養） 
1.您知道阿美族傳統家屋與工竂或雞舍或糧倉等的差 
  別嗎？ 
2.您知道阿美族傳統家屋中的爐灶至少需要幾個石頭 
  組成？為什麼呢？ 
3.您知道搭建阿美族傳統家屋需要用哪些材料？它們 
  分別用在哪些位置或建築物結構呢？ 
4.您知道搭建阿美族傳統家屋所用的竹子是什麼竹子 
  呢？ 
5.您知道阿美族傳統家屋中，傳統工法搭建時，會用 
  麼來綁紥樑柱與竹子？ 
6.您知道阿美族傳統家屋搭建工法中，每一個樑與柱 
  的功能？ 

《學習判斷安全環境與認識植物的特質，進而瞭解
搭建傳統屋工法與耐震的關係》 

松浦學園～阿美族傳統家屋─學習的地方 

～ O pinanaman 



學校與社區或鄰近學校簽訂推動防災意象合作教學活動 
松浦學園～山林教育─設陷阱 

提問與討論（以松浦學園年齡階層方式進行討論，並

培養學生阿美族七項人格素養） 

 

1.如何判斷與選擇適合與安全的設陷阱地點？ 

2.打獵時，應注意哪些危險因子？ 

3.為何使用枯樹枝做引導布置，而不使用有綠色葉子 

  的樹枝？ 

4.為何在陷阱前方要架著一個橫擺的木頭或樹枝？ 

5.挖土坑的目的？ 

6.使用Ｕ型鐵的目的 

7.使用小木板或細樹枝擺放在Ｕ型鐵上方目的？ 

8.Ｕ型鐵可以改大小嗎？為什麼？ 

9.為何使用桂竹？可以使用其他樹木或植物嗎？ 

10.設陷阱運用了哪些科學知識，請試著說說看？ 

11.設陷阱方式與動物的習性有關係嗎？請試著說說看？ 

《學習判斷安全環境與瞭解動物
習性，生態環境，進而求生》 



學校與社區或鄰近學校簽訂推動防災意象合作教學活動 
松浦學園～溪流教育─設置魚荃 

提問與討論（以松浦學園年齡階層方式進行討論，並

培養學生阿美族七項人格素養） 

 

1.請說說看，魚在水中的行徑路線與水流方向之關係？ 

2.在分組實作體驗中，發現了哪些問題？討論如何解 
  決。 
3.使用魚荃捕魚的方式與動物的習性的關係，請試 
  著討論並說說看。 

《學習判斷安全環境，瞭解動物
習性與水域環境，進而求生》 



學校與社區或鄰近學校簽訂推動防災意象合作教學活動 
松浦學園～溪流教育─河祭與撒網 

提問與討論（以松浦學園年齡階層方式進行討論，並培養學生阿美族
七項人格素養） 
1.您知道在阿美族部落靠近海邊或溪流附近的部，對於捕漁的儀式活  
  動名稱，分別是怎麼命名呢？ 
2.您知道滿自然部落在河祭時，是由誰分配年輕各階級的工作？ 
3.河祭前部落年輕人要做哪裡搭臨時工寮？ 
4.河祭前，要在臨時工寮住幾天幾夜？ 
5.您知道滿自然部落在河祭時，是由誰擔任主祭？ 
6.滿自然部落在河祭時，是由誰確認在什麼地方進行河祭與公布河祭 
  的時間？ 
7.滿自然部落在河祭時，要取得哪些材料來擋溪流中的魚呢？ 
8.河祭活動區域布置好後，主祭者要向誰祈福？ 
9.河祭儀式活動只有誰才能下水捕撈魚？ 
10.河祭儀式活動，要以哪些方式向岸邊的長輩說，我是第一名？ 
11.河祭時，捕撈完魚後，將魚集中在臨時工寮，將準備什麼事呢？此 
   代表什麼意涵？ 
12.河祭儀式中，捕撈魚後，由誰到部落廣播與宣傳？他們是怎麼宣傳 
   呢？ 
13.河祭時，年輕人可以吃魚嗎？為什麼？那他們於河祭時慶祝豐收都 
   吃什麼？ 
14.河祭儀式活動中，年輕人將魚先給年長的耆老，再由年限耆老分食 
   年幼者，這代表什麼意涵？ 
15.阿美族部落，是屬於哪一些社會型態或類型呢？ 
16.請說說看，阿美族族語中的「巴格浪」(pakelang)代表什麼意思？ 
17.請問八卦網與三角網分另是給誰用來捕撈魚呢？ 

《學習部落社會階層制度、分工與尊重》 



學校與社區或鄰近學校簽訂推動防災意象合作教學活動 
松浦學園～阿美族傳統編織─在緊急應變時之應用 

～以編織魚簍為例～ 
提問與討論（以松浦學園年齡階層方式進行討論，並培養學生

阿美族七項人格素養） 

1.您知道十字編織的方式嗎？ 

2.您知道十字編織在阿美族部落中的應用有哪？ 

3.您能說明阿美族部落男性與女性需要學會哪些生活技能嗎？ 

《學習傳統文化生活技能，部落男女分工，解決生活問題》 



學校與社區或鄰近學校簽訂推動防災意象合作教學活動 
松浦學園～阿美族傳統壘石技能運用災時應變教學活動 

提問與討論（以松浦學園年齡階層方式進行討論，並培養學

生阿美族七項人格素養） 

1.您知道為什麼田邊的壘石是先用大石頭擺在最下方嗎？為   

 什麼？ 

2.您知道進行壘石前，在要壘石的地方先做什麼事嗎？ 

3.您知道田邊的壘石的需要疊多高嗎？ 

4.您知道傳統的畚箕與扁擔要怎麼操作嗎？ 

5.您可以說明如何壘石嗎？ 

6.您知道阿美族部落中的求雨儀式嗎？ 

7.您知道阿美族的求雨儀式中，為何只有失去配偶的人才能 

  參加？ 

《學習阿美族傳統自然生態工法，
瞭解建構穩固基礎的智慧，並培養
部落小隊分工態度，與先民》 



～基地營運～ 
一、辦理推廣暨縣市防災教育輔導團參訪交流教學活動 

1. 110年05月03日，辦理苗栗縣防災教育輔導團參訪交流活動。 



～基地營運～ 
一=、辦理推廣暨縣市防災教育輔導團參訪交流教學活動 

2. 110年12月22日，辦理宜蘭縣防災教育輔導團參訪交流活動。 



～基地營運～ 
二、辦理推廣暨校際或校群參訪交流教學活動（結合年度校際交流參訪活動辦理） 

1. 110年05月05日至110年05月07日，與臺北市中正區螢橋國小校際交流活動。 



～基地營運～ 
二、辦理推廣暨校際或校群參訪交流教學活動（結合年度校際交流參訪活動辦理） 

1. 110年05月05日至110年05月07日，與臺北市中正區螢橋國小校際交流活動。 



三、結合水土保持局酷學校推廣示範基地推廣課程辦理松浦
學園酷學校交流活動《松浦國小與舞鶴國小》 



伍、臺灣母語日─活動規劃暨延伸主題式活動 

二、活動成效 

   1.認同家鄉文化、認識家鄉的農作物，瞭解慶典儀式。 

   2.瞭解本土語引述時之內涵，如阿美族以檳榔結實纍纍來引述智慧的累積。 

   3.族語教學結合生活情形進行，讓學生能在聯結生活經驗與體驗中有效學習族語。 

   4.培養親師生瞭解與體悟阿美族耆老所期盼「關懷、友愛、勤奮、勇敢、溝通、 

     讚賞、智慧」等七項人格素養，並能履行實踐。 



伍、臺灣母語日─活動規劃暨延伸主題式活動 

三、社區資源結合運用 

  1.臺灣母語日延伸活動─校際交 

     流活動時，結合部落頭目、家 

     長委員會等，辦理「部落查活 

     動」、「阿美族服飾體驗」、 

     「美食體驗」、「射箭」、    

     「歌謠與舞踏」等等。 



陸、臺灣母語日─情境營造 

一、情境佈置 

  1.每週一句 

  2.阿美族成為一個人的七個人格素養 



陸、臺灣母語日─情境營造 

一、情境佈置 

  3.班級情境佈置與校園教學區角落佈置 



一、情境佈置 

  4.阿美族語校樹牌（結合本土語與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 

陸、臺灣母語日─情境營造 



陸、臺灣母語日─課間活動 

二、課間活動 

  1.辦理台灣母語日延伸活動 

  2.於課間活動或晨間打掃時間播放相關臺灣母語、常用句、童謠、歌曲等供學生 

     聆賞。 



教學區營造與佈置文化學習廊道 

陸、臺灣母語日─情境營造 



推動原住民地區特色防災校園計畫 
現階段教學環境場區建置與佈置情形 

陸、臺灣母語日─情境營造 



～營造松浦學園學習環境～ 



陸、臺灣母語日─社團活動 

三、社團活動：阿美族傳統舞蹈傳習與歌謠傳唱。 

   1. 榮獲111年度全國舞蹈比賽國小B團體乙組民俗舞「優等」 





陸、臺灣母語日─廣播製作 
四、廣播製作：藉由平面媒體做為相關本土語暨本土文化之推廣。 



 陸、參加校外競賽表現  



～延伸教學活動～ 



～學習表現獎勵～ 



感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