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低年級/狩獵文化/行動/下學期) 

一、 教學設計理念說明： 

（一） 從探索過程中獲得樂趣、遭逢問題並解決問題。營造學習的氛圍中，透過教師的

引領，繼續滋長其自主學習與終身學習的傾向與能力。 

（二） 培養學生語言溝通與理性思辨的知能，奠定適性發展與終身學習的基礎，幫助學

生了解並探究不同的文化與價值觀，促進族群互動與相互理解。 

（三） 延續臺灣歷史文化及維護語言文化多樣性，以達成積極復振與發展原住民族語言

文化。 

（四） 培養學生學習自身文化，尊重原住民族多元文化及其民族意願。 

二、 教學單元簡案： 

領域/科目 狩獵文化/行動/架設陷阱 設計者 吳景雲/劉仁傑 

實施年級 低年級（下） 總節數 10節 

單元名稱 製陷小獵人 

設計依據 

學
習
重
點 

學習表現 

生活 2-I-1以感官和知覺探索生活中的 

人、事、物，覺察事 物及環境的特性。 

本語 1-Ⅱ-2 能聽辨日常生活語詞的意義。 

核
心
素
養 

生活-E-A2 探

究事理：藉由各

種媒介，探索

人、事、 物的

特性與關係；學

習各種探究人、 

事、物的方法並

理解探究後所

獲得的 道理。 

原 -E-A1 具備

說族語的 基本

能力及習 慣，

孕育原住民 族

文化主體性 的

意識與自 信，

啟發對族語 文

化的興趣。 

學習內容 

生活 B-I-3 環境的探索與愛護。 

本語 Bf-Ⅰ-1 漁獵的生活故事。 

議
題
融

入 

實質內容 了解族群的狩獵文化特質 

所融入之學

習重點 

從與獵人老師的經驗對話中，營造多元文化的學習氛圍。 

與其他領域/ 

科目的連結 
本土語言、議題融入-原住民族教育 

教材來源 自編、網路資源 

教學設備/資源 陷阱實物、陷阱製作材料、繪畫用具 

學習目標 

1、能知道在何處放陷阱 

2、 能認識圍捕類與獸夾類陷阱 

3、 能夠架設至少一種繩索陷阱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情境說明： 

太魯閣族是個擅長打獵的民族，而狩獵是本族男子必備的技

能。狩獵活動更是太魯閣族的榮耀與尊嚴、團結與合作的象徵。一

個好獵人，不只要懂得狩獵技能及嚴守狩獵規範，還要能掌握獵場

的動植物生態，以擅用狩獵技術。本單元是狩獵技的入門課，低年

級的學生在本單元要學會認識不同種類的陷阱，並知道架設陷阱的

適當場域，以及能實作架設至少一種繩索陷阱。 

第一~三堂課 

一、引起動機： 

影片欣賞：

http://librarywork.taiwanschoolnet.org/gsh2005/4093/chinese/madokc_all.ht

m 
(陷阱實境) 

二、發展活動： 

活動(一)隱藏版的獵人 

過去尚未有鐵器前，原住民族的狩獵多以刀、矛、弓箭、草木、石

塊乃至徒手的方式進行捕捉獵物。一直到與外族（漢人、荷蘭人）

接觸後，才將鐵器的原料及技術引進。約 200多無前，荷蘭人引進

了火力強大的槍枝，讓狩獵技術更上層樓後，台灣法律目前對於原

住民使用獵槍的規範，仍無法與原住民族達成共識。當我們不能自

由的使用獵槍時，以不同素材架設陷阱，同時也是成為獵人必備的

技能之一。 

（一）認識陷阱的種類： 

1. 教師可先提問，讓學生分享有無放陷阱的經驗。 

(1)有沒有看長輩一起去山上放陷阱？ 

(2)有用過什麼陷阱抓獵物？ 

(3)用陷阱抓過什麼獵物？ 

【思考：過去獵人是太魯閣族男性的另一個代名字，現今課程中已打

破性別傳統的刻板角色。請學生發表對於女生也可以參與架設陷阱

的學習之想法。】 

2. 使用實物或是圖片的方式介紹不同種類的陷阱及其所採用的材

料。 

(1)萬箭齊刺－原始箭竹陷阱 

(2)泰山壓頂－原始石頭陷阱 

(3)無影高手－獸錸陷阱 

(4)繞樑三懸－小型動物繞頸陷阱 

(5)懸崖勒馬－大型動物繞頸陷阱 

(6)一腳朝天－小型動物纏腳陷阱 

(7)踏空取物－大型動物纏腳陷阱 

活動(二)陷阱、獵物大配對 

（一）介紹各陷阱適用於捕捉何種動物。（以圖卡呈現） 

 陷阱種類 適用獵物 

1 原始箭竹陷阱 水鹿、山豬、山羌、山羊、熊 

2 原始石頭陷阱 野兔、松鼠、鳥類、山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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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配對遊戲 

教師可透過陷阱和獵物的圖卡，帶學生玩配對遊戲。可採分組

合作或是個人操作的方式，以正確完成配對做為多元評量的檢核。

了解學生對於陷阱種類和適用捕捉何類型的獵物之理解。 

活動(三)小小藝術家 

請學生在圖畫紙上勾勒出在山上放陷阱的情形，並用蠟筆塗上顏色。 

三、綜合活動： 

作品分享與賞析。 

 

第一~三堂課結束 

第四~六堂課-- 

一、引起動機： 

十字路口遊戲：獵人教師在黑板上畫出獵物的路徑，請學生猜猜看

我們的陷阱應該放在何處？並說明原因。 

二、發展活動： 

活動(一)我等著你過來 

在認識了不同陷阱的類型後，我們要來認識部落中，有哪些地

方適合我們擺放陷阱。配合部落的山林地圖，認識動物的棲息地之

分布。 

（一）認識動物的棲息地 

大部分的動物都有其固定的棲息地域，也就是說牠們有自己的

勢力範圍和路徑。只要找到動物的足跡（前一單元已上過如何辨識

動物的腳印）、排洩物（是否要介紹呢？），就可以確定有哪些動物

在此生活囉！然後，再依據我們對這個動物習性的了解來架設適合

的陷阱。 

（二）認識動物的習性 

除了認識動物的棲息地，同時也要對於動物的習性有基本的了

解，例如夜行性動物，是否單獨行動，或是群體行動。要捕捉的獵

物屬肉食性或草食性…等 。 

（三）小叮嚀 

1. 關於狩獵的區域，長久以來太魯閣族人傳統的『狩獵文化』，維

繫著獵場規範和狩獵習俗的關鍵因素是『獵區的劃分和運用』。 

2. 獵區的分配運用，兼顧有濃厚的保護管制與生態保育的功能，

是族群的生活領域，其獵場的規範，特別講求尊重自然生態與獵

物的「永續利用」。 

3. 傳統獵區的的劃分是整體性的，從家族與家族，到族群與族群

之間，均有嚴格的規範，保護與管制各自的獵區，絕不讓他人進

入自己的獵區，自己也不能踏入他人的獵區。 

4. 獵場的運用方面，小至各家族亦均有輪流進獵的規則，每年只

3 獸錸陷阱 依陷阱大小捕捉不同型體的獵物 

4 小型動物繞頸陷阱 山雞、鷓鴣 

5 大型動物繞頸陷阱 水鹿、山豬、山羌、山羊 

6 小型動物纏腳陷阱 野兔、松鼠、鳥類 

7 大型動物纏腳陷阱 水鹿、山豬、山羌、山羊、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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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進入一個獵場，以滋繁獵場的生態狀況，讓獵場能夠永續利用。 

5. 一個擁有三個獵場的家族，其每一個獵場，開放入山狩獵的時

間是每三年一次。這種的狩獵規範，是太魯閣族人必須信守的社

會規範。 

活動(二)自己的陷阱自己做(獵人教師輔以族語說明) 

說明：此部分由獵人教師示範製作後，也要讓學生自己動手做來完

成自己的陷阱。(材料由獵人教師準備) 

1、小型動物繞頸陷阱 

 

2、小型動物纏腳陷阱 

 

活動(三)小試身手 

小獵人在校園角落嘗試架設自己的陷阱，教師從旁指導。 

三、綜合活動： 

能在校園內成功架設自己的陷阱。 

 

第四~六堂課結束 

第七~九堂課-- 

一、引起動機： 

戶外活動規矩說明： 

1、不得離開老師的視線 

2、不得獨自行動 

3、不得亂摘折樹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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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得亂抓取生物 

5、不得嬉戲聊天 

二、發展活動： 

活動(一)介紹獵場的規範 

1. 獵區的分配運用，兼顧有濃厚的保護管制與生態保育的功能，是

族群的生活領域，其獵場的規範，特別講求尊重自然生態與獵物

的「永續利用」。 

2. 傳統獵區的的劃分是整體性的，從家族與家族，到族群與族群之

間，均有嚴格的規範，保護與管制各自的獵區，絕不讓他人進入

自己的獵區，自己也不能踏入他人的獵區。 

3. 獵場的運用方面，小至各家族亦均有輪流進獵的規則，每年只能

進入一個獵場，以滋繁獵場的生態狀況，讓獵場能夠永續利用。 

活動(二)大顯身手(獵人教師輔以族語說明) 

1、獵人教師示範 

(1)如何找獵物的獵徑 

(2)初步整理架設現場 

(3)架設陷阱 

(4)偽裝現場 

(5)標註陷阱位置 

2、小小獵人開始架設陷阱(獵人教師從旁指導並注意學生安全) 

活動(三)美食品味 

從獵場回來後的獵人，妻子一定準備好豐盛的餐食等候丈夫慰勞狩

獵的辛苦，所以也讓學生體驗架設完陷阱後，下山享用美味的餐食。 

三、綜合活動： 

小組分享活動心得。 

 

第七~九堂課結束 

第十堂課-- 

一、引起動機： 

獵人教師說一則自己傳承狩獵技藝的故事。(獵人教師輔以族語說

明) 

二、發展活動： 

活動(一)小小藝術家 

請學生在圖畫紙上勾勒出之前在山上實際放陷阱的情形，並用蠟筆

塗上顏色。 

三、綜合活動： 

分享與賞析作品 

 

第十堂課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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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用具準備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