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21 計畫合作學校教學服務需求申請書 〉

臺東縣海端鄉
霧鹿國⺠小學

2020 年 1 版



一、學校基本資料  

學校校名 台東縣海端鄉霧鹿國民小學 

學校地址  郵遞區號 95742 

學校人數 
總計   6   個年級，學生總計   58   人  (�	�� 20�)   
每年級   2   班、每班約   3   人、教職員   38   人 

需求學科 自然與科技、藝術與人文  

學校電話 089-935053 

 
 
二、申請代表人資料（校長）  

姓名 郭惠珍  職稱 校長  

最高學歷  國立台東大學-教育研究所-社會科教學碩士 

相關經歷 
台東縣關山國小班級導師  
台東縣海端國小班級導師、教務組長、教導主任  
台東縣教育處課程督學  

辦學理念 營造一個全人教育的學習環境  

 
 
三、執行代表人資料  

姓名 余文君  職稱 教導主任  

最高學歷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教育系 

相關經歷 
新北市米倉國小實習教師 
台東縣海端鄉霧鹿國小班級導師�教務組長�教導主任 

 

 
1�  學校特色簡介  



霧鹿國小位於台東南橫山區，是一所座落於部落的原住民小學，因此肩負文化傳承的

責任；因著 12 年國教課綱的實施，也讓我們重新思考課程的規劃，對學校課程教學實施

的場域有了新的想像。 

近年學校都會規劃畢業生進行攀登嘉明湖的活動，目的是帶孩子尋根，能找到回家的

路，但對於孩子來說，若對自我族群不夠認識，這條回家的路，就只是一條觀光步道，而

無法體會到活動的價值，既然學校是學習的場所，那它應該要幫助學生了解自己的文化， 

taluhan(布農族工寮之意)的興建，就是建立學生對土地情感的連結，是「記憶」(技藝)的

傳承，所以我們希望耆老進入校園傳承經驗，共同建設親師生共學的場域，為每次回家的

路做足準備，營造文化即生活，生活即文化的校園。 

此外，每次布農族人的回家，在高山上 taluhan (布農族工寮)的相聚，總是會生火取

暖烤肉，因此，我們也規劃設計建造了象徵布農族守護神的貓頭鷹窯爐及傳統三石灶，並

規劃安排一系列的「霧鹿食寨美力—從產地到餐桌」課程，企圖帶領親師生體驗「食

育、農育、環境教育」的綠色有機概念，從產地到餐桌，從種子到筷子，親自身體力行，

永續環境生活，並透過孩子的影像紀錄，讓世界可以分享部落家鄉的美好，創造地方共生。 


� taluhan��� 

 

   

 

 

  
NJ  

�TI�  

  
HOMR  

�KK�  

  
QLFE  

�GSP�  



 

 

 

 

 

����因著學校環境位處南橫山區，山野資源豐富，人們常說「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再

加上學區居民為布農族群，布農族的狩獵文化、農耕文化、小米文化都與食農教育息息相

關。本校的課程嘗試將原民部落文化裡的狩獵文化、農耕與小米文化與食農體驗教育等相

關內容，融入彈性課程及連結各學習領域及相關推廣活動，藉此認識在地農業、有機種植、

糧食危機、剩食永續、米食製作、營養均衡及食品安全等相關知能;透過推動辦理「食寨

美力—從產地到餐桌」計畫與家庭、部落作橫向連結，串聯點、線、面，以拓展學童食農

教育理念，除向下紮根，期能營造家庭部落社區之功效。 

 

學校臉書粉專：https://www.facebook.com/wuluvaliy 

 
 
二、參與課程學童特質與人數  
�

�����本分校二到六年級學生大約共計三十位學生，大約分成三個家族來進行，家族融合
有低、中、高不同年齡層的學生組成，以利身心發展高年段學長姐來帶領低年段學弟妹，

輔佐不足並培養長幼倫理等尊重友愛概念，進行手作體驗探索等實作課程活動的實施。 
 
 
三、需求學科方向  
 
實施期程  課程教學領

域  
符應課綱的精神及對應的

基本能力  
建議融入課本教材單元與教

學領域  

第 1天 藝術與人文領
域、 
自然與生活科

符應課綱的精神  
以兒童為中心的學習活動 
促進學生的思考智能 

融入 3-6年級南一版自然與生

活科技、 
藝術與人文領域教材及本位課



技領域 多元跨領域的學習設計 
強調解決問題的能力培養 
融合科學與藝術的生活素養 
 
對應的基本能力  
1.了解自我與潛能發展 
2.溝通、表達與分享 
3.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 
4.主動探索與研究 
5.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程教材 
植物的身體（自三上-1) 
種蔬菜（自三下-1) 
水生家族（自四上-2) 
建築新觀點（藝四上-3) 

第 2天 藝術與人文領
域、 
自然與生活科

技領域 

昆蟲家族（自四下-3) 
植物世界面面觀（自五上-2) 
一桌二椅（藝四上-11) 

第 3 天 藝術與人文領
域、 
自然與生活科

技領域 

廚房裡的科學（自三上-4) 
當我們同在一起（藝五上-5)  
同心協力（藝五上-4) 

第 4天 藝術與人文領
域、 
自然與生活科

技領域 

熱對物質的影響（自六上-2) 
微生物與食品保存（自六下-2) 
工作高手（藝五上-9) 

第 5天 藝術與人文領
域、 
自然與生活科

技領域 

生物與環境（自六下-3) 
我是視覺魔術師（藝六上-2) 

 
 
 
四、課程執行建議空間  
 

項次  實施空間場域  場域照片  

1 圖書室、 
自然科教室、 
校園角落 

 
 



2 自然科教室、 
校園角落、 
感恩菜園 
 

 
 

3 感恩菜園、 
校園角落 

 
 

4 校園角落、 
廚房、 
圖書室 

 
 



5 廚房、 
校園角落、 
圖書室 

 
 

 
 
 
 
 
 
五、課程執行期  
 
期程  執行日期及時間  課程實施時間  

 08／01（日） 路程及報到準備 

第 1天 08／02（一）0900-1600 6小時 

第 2天 08／03（二）0900-1600 6小時 

第 3 天 08／04（三）0900-1600 6小時 

第 4天 08／05（四）0900-1600 6小時 

第 5天 08／06（五）0900-1600 6小時 

總時數共計 30小時 

 
 
六、學校相關設備與教學資源  
 
 

項次  設備  教學資源  數量  



1 影印機及
紙張 

教學教材實施說明企畫書或
講義、學習單 

各印製每位學生 1份共計約 30 份、

學校 3份、協同老師 1份及教學者數

份 

2 竹構及告
示牌 

竹子、噴槍、木板、植栽 3大組 

3 種菜及整
地 

鋤頭、鏟子、肥料、灑水
器、種苗或種子 

30組 

4 烘焙手作
相關器材 

披薩窯及爐灶、三石灶、桌
子或烤箱 

各 1式、三大張 

5 擺盤美學 桌椅、裝飾小花、桌巾、鍋
盆及杯碗盤匙筷 

3大組 30 份 

6 烹煮食材 辦理成果發表的料理食材
（須從經費支援採購) 

30 份 

 
 
 
七、學校、學生想與大學生說的話  
 
       霧鹿是一所「三高」的布農族小學，處於台東縣海拔高度最高的南橫山區，從高山往
下望，有著視野很高的遠景與企圖，但師資卻是高流動率的極偏學校。期待且呼喚大學生

團隊的到來，因著您們的熱血付出，改變了學生，進而瞭解了自己，影響了部落，這該是

一件「三贏」的美事哦！期待與您們相見在霧鹿！ 
 
 
 

八、學校發展特色補充  
 

本校為發展在地食農教育活動特色，以「認識在地糧食、傳統文化與飲食關係」為主軸，

結合原住民山林就是我們的冰箱，隨時隨地都可以是我們的爐灶的概念，整合政府、部落



社區、學校及民間團體等各界資源，共同營造食農推動環境，活絡在地支持系統，以達促

進地產地消、傳承傳統飲食文化、提升糧食自給率以地產地銷為願景之施政目標。 

(一) 認識大自然、體驗生產者的辛苦，理解「土壤到餐桌」是不容易的一件事。 

(二) 校園設置教學體驗田園以發展食農教育課程。 

(三) 鼓勵班級教師認識食農教育並發展食農教育課程或教案。 

(四) 以耕種、體驗及料理活動激發學童對食材的珍惜，浪費食物不僅是浪費餐盤裡的食物，

而背後種植以及養殖過程中所投入的資源也會被浪費。 

(五) 使用窯及爐灶讓學生體會傳統的烹煮概念，以及參與窯灶、傳統三石灶搭建過程體會

其中設計以及概念，可以利用於生活所需，找回對傳統文化的理解。 

(六) 喚起學生對在地食材的認同，以及了解碳足跡對地球環境保護的重要性。 

(七) 帶入糧食議題，讓學生理解糧食對全世界的影響，從中理解剩食再利用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