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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與附件 Content & Appendix 

 田野共學：原鄉土地議題的教學實踐 

本文 Content ( 3-15 頁) 

1. 研究動機與目的 Research Motive and Purpose 

(1)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動機 

本專班秉持跨學科整合精神，在籌備期間由民族學系主責推動辦理，地政系教師支

援部分課程，進行跨領域合作辦學。兩系過往豐富合作經驗與良好實務操作能力，以過

往對原住民地區之土地研究經驗相串連，作為未來本專班原住民土地事務之實證研究基

地,不僅於我國之土地經濟學中具有代表性，更能帶動本校師生於相關議題之參與。除

了於教學研究及課程實作等效益，可望與原住民土地行政相關之政府各級單位建立互動

關係,培育相關議題所需人才以促進我國土地行政與原住民族知識的雙贏局面。 

本專班教學理念為強調以「土地政策與環境規劃」為課程教學主軸,結合地政系及 

民族系課程資源，本專班為原住民族專班，教學強調土地與民族間的特性及生態互動關 

係，故本專班未來將以個案式教學引導方式每位學生有其案例，以解決學生個案問題為 

導向，「一個研究就是解決一個部落土地的問題」，連結本專班教學研究與田野基地的資 

源將學生帶入田野,讓教學影響田野，同時也讓田野影響教學之雙向互動關係，培養本 

專班學生受本專班實務訓練後，能在未來成為解決部落土地問題的發想者及領導者。 

教學方針如下圖： 

 
圖 1 本專班教學核心理念 

 

在本計畫主持人開設課程的教學經驗中，重視田野工作(fieldwork)的移地教學是個

非常重要的教學元素，在此兩堂課程「民族地理與文化生態」和「研究方法與個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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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課程中皆有安排至田野基地(field site)的參訪實作。 

如同計畫主持人部分所提及，本計畫主持人在教學現場意識到本專班學生亟 

需統一的質性研究方法訓練以及將原住民族土地個案學理化的訓練。本計畫「田野共

學：原鄉土地議題的教學實踐」即是針對本計畫主持人已開設過的兩堂課程必修「民族

地理與文化生態」以及必修「研究方法與個案分析」改善教學效益並且互相增能合作之

田野基地、進而善盡大學社會責任並提升教學品質 。 

(2)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主題及研究目的 

本計畫主持人所教授之兩門課程必修「民族地理與文化生態」以及必修「研究方法 

與個案分析」在本專班之課程設計中為田野實證課程，並且兼具培養教學田野基地之重

要功用。透過田野基地之實察讓同學認識當代原鄉土地議題，並且思考在學校所學可以

如何應用到原鄉土地實況中。此兩堂課程分別具有不同的教學效益。如前所述，本專班

學生背景多元，但缺乏統一之質性研究方法訓練與學理化土地個案之能力，「研究方法

與個案分析」預期將透過深度民族誌書寫之訓練與田野調查、培養同學對於有興趣深度

研究之原住民族土地個案之洞悉能力與民族誌書寫能力；而「民族地理與文化生態」預

期透過選取民族學/地理學/生態學研究中的十五個研究關鍵字(keyword)並佐以實際研究

案例，引領同學認識民族/地理/生態之間的多重關係、思考當代的相關重大議題、進而

具備學理化原鄉土地議題之能力。 

本計畫的兩堂目標改善課程與預期教學效益呈現如下圖： 

 

 

 

 

 
圖 2 本計畫目標改善課程與預期教學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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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獻探討 Literature Review 

(1)田野調查於地理學教學中之學理與應用 

本計畫主持人為地理學與民族學背景出身。田野調查（fieldwork）是人類學與民族

學中重要的研究方法，後廣範為其他社會科學所應用，如地理學、社會學等。世稱「民

族誌之父」的波蘭裔人類學家馬凌諾斯基（Bronisław Malinowski）在二戰期間因緣際會

下滯留於美拉尼西亞區域的超卜連群島，展開為期三年的長期田野調查研究，並於事後

撰寫研究成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出版。馬凌諾

斯基所樹立的參與觀察研究方法在日後成為了人類學與民族學的核心研究方法，透過長

期且深度的田野調查，馬凌諾斯基提倡以客觀的角度觀察，建構對異文化描述詳細的民

族誌 ethnography）。這套研究方法已廣泛的被運用於社會科學的研究中，但更重要的

是，近年來地理學界也逐漸意識到將田野調查（ fieldwork）應用於地理學高等教育中

之重要性。 

Clark (1996)注意到在英國的地理學高等教育中，「田野調查」已經逐漸取代傳統學 

院式的地理學教學，成為地理學教育中的新典範。 McEwen (1996)全面性地檢視 1990

年代地理系進行地理實察所面臨的問題提出批判和討論，其五大關鍵主題分別為： 1.

田野調查目的和目標 2. 田野調查所獲取的技能 3.地理學與其他學科之關聯 4.實地考

察之功效 5. 實地調查的工作管理。透過文獻分析，作者歸結出田野調查有助於學生深

層及跨學科學習，亦有助於學生培養團隊合作能力和增強地理學的實際知識經驗 (亦

見： Ellis, 1993)。然因各地環境的差異，作者認為田野調查應根據地點的特性而有不

同設計，是一種動態的學習環境，而非一陳不變的。故使用虛擬實境進行田野調查在將

來亦有可能會成為主流，但在此之前，透過觀看影片進行田野調查將會是遠距田野調查

的第一步。 

以田野調查為焦點的地理學教學著重在學生的主動性與思考，在諸多研究中都證實

了對於學生的學習有正面效益。Kent, Gilbertson, and Hunt (1997)回顧英國高等教育機構

在「地理實地考察」的發展和當代定位文獻，以凸顯出地理實地考察未來的問題和議題

並激發討論。其對地理實地考察相關的出版物及學科進行全面的文獻回顧，進而以列點

式對地理實地考察提出良好實踐的指導原則。此研究強調了需要對以項目為導向的地理

實地考察進行認真綜合準備的需要，以學生為中心的田野調查可以為地理學家提供最佳

且最相關的經驗，並強調了實地考察後匯報和反饋的重要性，如比起傳統的觀察式田野

調查，學生更喜歡基於「主動學習」和基於項目策略的田野調查學生，且此種田野調查

的形式能使學生將理論與實際經驗聯繫起來。Higgitt (1996)分析過去進行田野調查時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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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發生的問題分析過去進行田野調查時經常發生的問題以以及當代田野調查的困境，並

將學習者的學習方法分類，透過體驗式學習、深度學習與表面學習，歸類出不同的學習

者特徵。該研究發現學習環境是決定學生採用哪種學習方法的關鍵。因此，理解學習者

的特點有助於教師為學生提供盡善的學習環境。 

此外也有研究發現田野調查有助於訴諸學生在情感上的學習動力、進而增加學生的

學習意願。Boyle et al. (2007)對約 300 名地理系學生進行問卷調查，詢問他們在田野調

查情感層面的感知，因作者認為學習分為認知和情感兩層面，而情感層面和學習成果有

密切的關連。統計資料顯示，田野調查有益學生增加學習信心及進行深度學習，實際走

訪田野能使學生對研究客體有更立體的認識，但資料同時也顯示有部分學生對田野調查

感到焦慮不安。產生焦慮感的主因來自缺乏隱私的生活以及未能良好適應團體等因素。 

此外，田野調查該做出什麼樣的改變方能使殘疾和不同性別的學生皆得到公平對

待，是當今必須思考的課題之一。同時，作者也指出雖田野調查在學習上有正面影響，

但並非每個學生皆然，故針對在田野調查產生負面情緒的學生進行研究，亦為評估田野

調查成效的必要過程。Hope (2009)強調實地田野調查於教學經驗中的重要性。實地田野

調查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強調實地田野調查於教學經驗中的重要性。實地田野調查之所以

重要是因為跟研究客體有直接接觸（direct experience），在進行實地田野調查的同時帶

有先入為主的立場與想法會影響到整體研究的過程和結果，透過實際的接觸和交流後重

新換位思考後再將理論和實地田野調查的實踐做出連結，直接的體驗會產生一種情感反

應，給予對方應該得到的關注後，才能進而激發更多的了解。Stokes, Magnier, and 

Weaver (2011)檢視在大學檢視在大學部的地理學與地質學教育中，學生和教職員對於何

謂「田野教學（field teaching）」的認知差異，並主張儘管「田野教學（field teaching）」

在地理學和地質學教育中同等重要、但為了最大化田野教學的教學效益，教職員必須在

課程設定起初清楚定義田野教學的目標，以便讓學生能夠理解田野教學的重要性。 

Dummer, Cook, Parker, Barrett, and Hull (2008)研究發現，以反思性田野日記作為教

學，學習和評估提供了一種創新且靈活的方法，可以鼓勵深度學習。這個方法可以提高

學生的批判性自我反省和溝通技巧。此外該研究強調明確的評估標準及指南至關重要，

以及學生需要充分理解通過反思進行學習的過程。 

相較於傳統學院派式的教學，田野調查為主體的地理學教學方式有助於增加學生在

畢業之後的就業競爭力。Wall and Speake (2012)指出 2000 年的《波隆那宣言》揭示「技

能培養」在歐洲高等教育進程中是提高學生「就業技能」的手段之一，而本文透過對歐

洲地理學者和學生的調查與以往歐盟委員會地理 TUNING 項目的研究進行比較，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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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實地考察」是地理學學生獲得就業技能的關鍵教學方法。此研究以歐洲高等教育

地理實地考察現狀為研究背景，對技能的獲取進行調查。以歐洲各大學地理學學者及學

生為對象，用問卷調查為主、焦點小組討論為輔，詢問其對地理實地考察的看法用作質

性分析。研究成果顯示地理實地考察是學習的關鍵領域，對於「就業能力」的技能發展

亦具重要性。在該領域中通過田野調查獲得特定學科的技能與通用能力的發展，雖連結

是隱性的卻直接相關，如「資料收集」和「研究」等技能都是針對特定學科的與通用技

能的，而「了解過程和變化」則為進行分析和綜合的能力。在整個歐洲的地理實地考察

中促進技能的獲取將為新一代的高技能專業人士奠定基礎，使他們能夠以各種角色在歐

洲的工作場所中佔一席之地。Pawson and Teather (2002) 評估以學生為本位的田野調查

方法以及其優點。該方法主要針對本地大都市地區，針對文化地理學的第二級課程而開

發，研究將學生的回答與文獻中田野的優點進行比較。研究發現，當學生被賦予積極參

與實地方法的責任時便能提高田野工作的教學效益。另外在當代大學中，這是一種吸引

學生，為他們的就業前景增加價值的可證明方法，並且是面對管理變革而保持地理特色

和確保未來就業競爭能力的有力工具。 

除了增強學生的就業技能之外，對於有志於學術深造的學生、以田野工作為主的教

學方式亦有研究證實有益於學生培養批判性思考之能力。Fuller, Mellor, and Entwistle 

(2014)以三年期的長期研究評估教師研究活動與學生實地工作相結合的感知價值。學生

的觀點是通過問卷來徵求的。儘管這兩所院校各自領域課程的環境、地點和方法存在差

異，但學生的看法卻非常相似。其研究發現（1）將以研究為基礎的田野調查與教師的

研究聯繫起來，增強了這些學生田野調查的意義、相關性和重要性，也鼓勵了對數據生

成過程的批判性反思。因此，讓學生參與實地調查，為教師的研究項目提供數據，提供

了一個有價值和深度的學習經驗。此外，這種參與促進了以研究為基礎的教學和學習，

從而加強了教學和研究的聯繫。（2）這篇論文證明了不同的實地教學方法，運行在不同

的環境和文化，可以成功地發展和部署高水平的參與研究過程，在這個背景下提供了強

大的教學研究關係。（3）在適當的情況下，學生需要被告知他們在教師研究中的角色，

並保證他們有能力為研究做出貢獻，以減輕對他們能力的任何擔憂或疑慮。 

Wilson, Leydon, and Wincentak (2016)透過調查加拿大大學生地理課程中「田野調

查」的普遍性，研究在加拿大地理項目中的作用。此研究針對加拿大 37 所大學地理課

程所大學地理課程的課程設置，確定了田野調查在大學地理方面的作用，並與田野調查

對大學地理教育的價值的文獻比較。記錄了每個課程的學習年份和課程前提要件，將課

程分為實地課程和將田野調查併入課程的常規課程工作和學生評估。本研究主張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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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地理課程必須將田野調查更好地整合到大學地理課程中。其認為有效地整合為田野

調查不僅僅局限於一門課程或一年的學習，而是可以貫穿整個學習計劃，讓學生能以現

有技能為基礎，並在畢業時學習新技能。田野調查的整合，亦增加人文和自然地理領域

田野調查的可能性，提高教職員工和學生的靈活性，並減輕許多資源、成本和安全方面

的顧慮。 

以田野工作為教學方式也被證實是有助於賦權社區（empower community）。Lloyd 

et al. (2015)以澳洲的地理學教育為研究案例，收集不同學校實施 PACE（Professional 

And Community Engagement）教學方式的成效。作者認為田野調查應跳脫既往「男孩冒

險式」（Boy’s own adventure）的空泛性，取而代之的是更加深入了解及回饋當地問題的

PACE 模式。PACE 的特點在於本土化和強調學生的主體性，應由學生自發性發起和主

導，而非由老師指派執行。PACE 不只培養學生的地理學專業能力，亦能訓練學生跨學

科思考，結合不同領域專業用以解決問題的技能。此外，PACE 真實進到社區面對人群

更能培養學生的道德觀念的道德觀念，而非只停留於學術上的成長。但該如何做才能使

PACE 達到最大功效，既不打擾社區發展亦能在學術上有所成就，是需審慎評估的問

題，故制定合宜的研究計畫是田野調查成功與否的重要先決因素。 

Howitt (2001)從自身作為教育者、研究者和原住民族權利運動者的經驗出發，反思

該如何應對當代大學地理學高等教育所面臨的重大挑戰。根據作者經驗，作者嘗試確定

了根據作者經驗，作者嘗試確定了一些非殖民化的前景，這些非殖民化是我們通過教學

所培養的地理想像力。作者建議，如果我們要應對「適用人群」地理環境的挑戰，就必

須在「教學」、「研究」和「社區服務」之間建立辯證統一。在教育正義和永續性方面，

僅僅將環境、社會文化和政治經濟觀點與我們的學生相結合是遠遠不夠的。我們還必須

克服我們大學內部以及大學與邊緣化群體和排斥群體之間的多重斷裂。 

(2) 文獻評析 

從上述的文獻回顧可以看出田野工作的重要性已經在地理學的高等教育中被逐漸

重視。以田野工作為主體的地理學教學不但能夠激發學生主動學習之熱情，亦能教育

學生同理心。透過田野實查、高等教育將不再被囿限於學術象牙塔內，而是能走出校

園、接觸當代議題，此種與當代社會議題直接接觸的教學方式除了增能學生學術研究

能力之外，也對畢業後就業的競畢業後就業的競爭力有正面效益。最後田野共學的的

教學模式也益於於賦權社區，並並且有助於學生思辯「教學／研究／社會服務」間的

連結，進而創造出教學相長、永續共學的高等教育環境。 

3. 研究問題 Research 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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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專班每屆招收 6名一般生與 6名在職生，學生背景多元，有社區文史工作者、民

族專業公務人員、地政專業公務人員、應屆畢業生（來自不同學科訓練，法學、經濟

學、資管、社工等專業）。在本計畫主持人的教學經驗中，發現學生具有多元學科背景

固然增加了對於原住民族土地議題的不同切入視野，但相對之下學生也亟需統一的質性

研究方法訓練以及將原住民族土地個案學理化的訓練。 

4. 研究設計與方法 Research Methodology 

(1) 教學設計與規劃說明 

本計畫建立於前年度108學年度本計畫主持人執行之教育部補助大學原住民專班之

「田野共學」計畫（計畫主持人：民族學系系主任王雅萍老師），該計畫之核心理念在

於「田野共學」、其目標在於建構出一套完善的「田野即教室；教室即田野」的教學模

組。本計畫有三個教學設計主要的構面，分別為：（1）以學生為主體的田野共學：從

學生有志解決的特定原鄉土地議題出發，連結原鄉的田野基地，在本計畫主持人的指導

下進入田野基地研究、發展具有深度並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的特色研究；（2）連結田野

基地：以解決特定原鄉土地議題為導向、與田野基地建立連結，並且引導學生認識當代

議題、培養其關心當代議題之能力；（3）培育解決原鄉土地議題的實踐能力：透過跨

學科之訓練、培養學生積極參與社會實踐之研究能力，以「一個研究就是解決一個部落

土地的問題」為訓練目標。下圖為本研究計畫教學設計構面說明。 

 

 

 

 

 

 

 

 

 

 

 

 

 

 

 

 

圖3 本研究計畫教學設計構面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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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與實施步驟說明 

該計畫應用田野服務設計的5P理論來發想本計畫架構。 5P理論是指「議題 

(Problem) 」、「對象（ People）」、「過程(Process）」、「目的(Purpose）」、

「產品(Product）」。首先本專班重視的「議題(Problem）」為原住民族土地議題，而

「對象(People）」為本專班原住民學生。為了要讓專班學生踏實地理解當代原住民土

地議題、本計畫提議的過程為「田野共學」 ─以部落為教學基地基地去發展教育工

作、「目的(Purpose）」在於培養出接近土地、了解原住民族當代土地議題的學生。而

「產品(Product）」則是編寫教學個案報告與舉辦成果發表會。 

 

5P理論 應用 

議題（Problem） 原住民族土地議題 

對象（People） 本專班原住民學生 

過程（Process） 田野共學、教學實踐 

目的（Purpose） 培養出理解原住民族土地議題並具有社會

實踐精神的學生 

產品（Product） 教學個案報告、教材、成果發表會 

表1 5P理論及其應用 

而在計畫執行的部分共分為三個步驟：（1）辨認可能合作部落；（2）建立合作連

結；（3）教學成果展現。在「民族地理與文化生態」首先與授課教師社群合作、討論

合適的田野基地，接著於學期中帶領修課學生進行田野實察，最後由由授課教師社群撰

寫並出版「關鍵字」教材。在「研究方法與個案分析：民族誌書寫」部份，首先調查修

課學生有志研究中的原鄉土地個案，接著於於學期中訓練學生田野調查技巧、並安排於

暑假或寒假時進行田野實察，最後的教學成果為學生之研究論文以及部落發表會。詳細

實施步驟請見下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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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本計畫實施步驟說明 

 

5. 教學暨研究成果 Teaching and Research Outcomes 

(1) 教學過程與成果 

A.教學過程 

陳怡萱老師於計畫執行期間所開設之課程為「研究方法與個案分析」和「民族地理

與文化生態」。研究方法與個案分析目的在使學生了解質性研究方法與地理學研究方法

的理論思考，並由同學提供原住民族土地議題個案的文獻回顧與探討，培養同學日後運

用研究方法進入田野基地進行田野調查和撰寫民族誌的能力。民族地理與文化生態從民

族學、地理學、生態學三學科的分立與交會之學科歷史出發，介紹學科思想發展歷程，

接著選取民族學/地理學/生態學研究中的十五個研究關鍵字（keyword）並佐以實際研

究案例，引領同學認識民族/地理/生態之間的多重關係、思考當代的相關重大議題。 

 

 

 

修課學生有志研究中的
原鄉土地個案

於學期中訓練學生田野
調查技巧、並安排寒假

時進行田野實察

學生之研究論文及部落
發表會

與授課教師社群合作、
討論合適的田野基地

於學期中帶領修課學生
進行田野實察

由授課教師社群撰寫並
出版「關鍵字」教材

目標改善課程

民族地理與文化生態 研究方法與個案分析

辨認可

能合作

 

建立合

作連結 

教學成

果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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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行期間課程相關資訊如下表： 

 

學年期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選別 修課人數 田野基地教學地點 

110-1 
研究方法與

個案分析 

3 必修 12 新竹縣鎮西堡、台東縣賓茂部落、初

鹿部落 

110-2 
民族地理與

文化生態 

3 必修 9 台東縣都蘭部落、南投縣伊達邵部落 

111-1 
研究方法與

個案分析 

3 必修 7 南投縣清流部落 

表 2 課程相關資訊 

 

民族地理與文化生態專題演講資訊： 

日期 主題 講師 

從地的角度理解人地關係的基礎概念 

2/26 空間 官大偉 

3/5 生態 林益仁 

3/12 地景 陳怡萱 

領域作為人地關係實踐的複合體 

3/19 文化復振 羅素玫 

4/9 傳統海域 蔡政良 

5/7 傳統領域 林益仁 

從物(動物、植物、作物)的角度認識人地關係的實踐 

4/16 狩獵文化 浦忠勇 

4/23 民族植物 羅素玫 

4/30 生態農業 顏愛靜 

與政策制度的對話 

3/26 文化資產保存 陳怡萱 

5/14 國土空間規劃 官大偉 

6/11 自然資源共管 林益仁 

表 3 民族地理與文化生態專題演講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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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預估成果與達成成果 

 量化成效指標 質化成效指標 

指標項目 預估成果 達成成果 指標項目 預估成果 

1.撰寫土地個

案教材 

完成田野基地

系列文章 

完成田野基地

系列文章共 9

篇 

1.建立田野課程

教材 

建置田野共學之經

驗模組 

2.深化學生田

野基地之研究 

辦理 6 場田野

基地教學 

辦理 6 場田野

基地教學 

2.連結田野基地

與教學 

達到教學影響田

野、田野影響教學

的雙向互動關係 

3.田野資料庫

建置與田野成

果發表 

完成 1 場田野

成果發表（地

點：田野基

地） 

完成 1 場田野

成果發表（地

點：田野基

地） 

3.資源盤點與調

查 

作為本專班土地之

發展基礎 

4.撰寫學術文

章及學術發表

之能力 

出版「關鍵

字」教材 

授課教師群各

自進行發表與

出版。 

4.學術論文撰寫

及發表能力之培

養 

使學生具備原住民

族土地個案學理化

之能力 

表 4 預期學習效益 

 

a.撰寫土地個案教材 

執行期間中專班學生完成了田野基地系列文章共 9篇，並登載在專班之

Facebook 粉專。學生們在文章中將田野基地中的土地問題進行重點摘錄，並且也

運用課堂所學之專業知識進行分析。從這些田野基地文章可以看到同學們歸納統整

的能力，同時也與自身背景進行對話，因此每位同學的文章不盡相同，書寫出精彩

且具個人特色的民族誌文章。 

b.深化學生田野基地之研究 

執行期間中總共執行了 6 場田野基地教學，因疫情之不可抗力因素申請展延，

分別前往了賓茂、初鹿、鎮西堡、伊達邵、都蘭和清流。學生們從中主導了田野基

地教學中主題的制定、講師的洽談，並且由老師輔助在田野基地學習參與觀察和訪

談的能力。最終成果可見達到質化成效指標中教學影響田野、田野影響教學的雙向

互動關係。  

c.田野資料庫建置與田野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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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 1 月 17 日學生賴璿百於賓茂向族人進行發表先前於田野基地的成果。

透過成果的發表，學生們得以學習盤點田野中的資料，並以族人能夠理解的方式向

其發表。也藉此機會，學生得以與族人們對話，討論資料的內容，最終更是達成了

知識的共享。 

 
圖 5 學生賴璿百於部落發表成果 

d.撰寫學術文章及學術發表之能力 

由於本課程所開設時間正值疫情期間，授課教師群難以進行「關鍵字」教材發

行討論。然而授課教師群各自於網站上有進行課程內容之發表，或是出版相關內容

之期刊。 

(2) 教師教學反思 

本專班立基於民族學系和地政學系的整合，也因此學生們會學習到兩種學科的

思考模式去看待原民議題。學習的同時也很重視實際的走入田野解決問題，而不再

是在課堂中紙上談兵。回首過去所開設的課程，本計畫主持人了解到要讓學生能夠

運用學校所學的知識更為重要。在兩門課程結束後，從學生的學習成果中可見保有

學生主體性的課程設計，不僅能提高學生們於課程中的參與度，也能讓他們將課堂

所學的知識運用於田野中。  

(3) 學生學習回饋 

同學們透過移地教學，都有感受到「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這句諺語的意

思，藉由這樣的經驗了解到本身的部落以外的土地議題，並去進行省思。像是同學

們接觸到了利用自然農法的族人，讓他們重新省視了人與土地的關係，並投下未來

要對其進行回饋的期許；同學們也針對公共事務的表決進行思考，部落中共識決讓

他們意識到當代公共事務仍能依循昔日的方式來進行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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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議與省思 Recommendations and Reflections 

本計畫主持人認為課程在未來可以有固定的田野基地，不僅可以做為學生們固

定學習的地點，建立學長姐傳承學弟妹的機制。如此一來保持著與部落的連結，而

非短期的停留者。另外，可以視每屆學生的特性調整課程設計，如 111-1「研究方

法與個案分析」的田野基地教學便是以修課學生中適合作為個案分析的部落—清流

部落來做為基地。如此一來可以貼近同學們的背景及興趣，同時接觸到部落中各樣

報導人，從本次經驗來作為未來論文主題的發想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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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附件 Appendix (請勿超過 10 頁) 

1. 田野基地教學之行程 
(1) 台東縣賓茂部落 

110年 12月 18日（六） 

時間 內容 講師 地點 

08:00－ 
13:30 

前往金崙 
 台北—台東

金崙 

13:30－ 
18:00 

訪談（一） 
 

金崙部落 

18:00－ 
20:00 

討論田野事宜與分工 
 講蜜蜜小餐

館 

20:00－ 休息 
 遠山功夫民

宿 

110年 12月 19日（日） 

時間 內容 講師 地點/備註 

08:00－ 
09:00 

起床盥洗 
 遠山功夫民

宿 

09:00－ 
10:30 

車程 
 

賓茂部落 

11:30－ 
13:30 

遺跡導覽 
布拉瑞揚 

龍城飯店 

13:30－ 
17:30 

金崙溪流域田野調查 
布拉瑞揚 

賓茂部落 

17:30－ 
19:30 

晚餐 
黃俊明 

嘎努食堂 

19:30－ 
21:30 

晚間休息 
 

大武窟舊社 

21:30－ 就寢 
 遠山功夫民

宿 

110年 12月 20日（一） 

時間 內容 講師 地點/備註 

08:00 
10:00 起床盥洗 

 遠山功夫民

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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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11:00 部落田野調查 布拉瑞揚 金崙部落 

11:00 
13:00 討論與整理田野資料  嘎努食堂 

14:00 
19:00 返回台北  金崙—台北 

(2) 台東縣初鹿部落 

111年 1月 16日(日) 

時間 內容 講師 地點 

08：00 台北車站集合出發  台北車站 

08：00－
13：00 拍攝訪談組抵達台東 

 
台東車站 

13：00－
13：30 車站前往初鹿、器材準備 

 
初鹿部落 

13：30－
15：00 出發前與族人擬訪談大綱 

 
初鹿部落 

15：00－
16：00 拍攝 kilaulan 

 
初鹿部落 

18：00－
19：00 晚餐自理 

 
初鹿部落 

19：00－
22：00 拜訪馬來盛老師 

 
龍過脈部落 

111年 1月 17日(一) 

時間 內容 講師 地點 

09：00－
10：00 

【訪談與拍攝耆老馬來盛老師】 

工作坊:部落文史勘查作業注意事項 

張寧靖、郭詠

欣 
初鹿部落 

10：00－
12：00 

【訪談與拍攝耆老柯施玉蘭、高金嚴】  

工作坊:訪問初鹿牧場過去地權地用及相關使用

之方式初探 

張寧靖、郭詠

欣 初鹿部落 

12：00－
13：00 午餐 

 
初鹿部落 

13：00－
17：00 

【訪談與拍攝耆老柯施玉蘭、高金嚴】 

田野實務:踏訪初鹿牧場：沿路說明傳統地名及

其涵義、特徵 

張寧靖、郭詠

欣 初鹿部落 

 

(3) 新竹縣鎮西堡部落 

111 年 1 月 23 日(日)活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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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行程內容 講師 地點 

8：00— 

8：15 

集合 

（地點：政大大門口停車處） 
  

8：15-10：00 移動至那羅   

10：00- 

12：00 

抵達那羅 

【那羅部落環境與文化初探】 

由徐榮偉帶領學生認識那羅部落與周邊環境，

並分享部落的生活文化經驗 

徐榮偉  

12：00- 

13：00 
午餐  秀巒 

13：00— 

13：30 
移動至泰崗   

13：30— 

15：30 

抵達泰崗 

【部落土地利用】 
兩位報導人  

15 ： 30—
16：00 

移動至鎮西堡   

16：00－ 

18：00 

主題一【Sbalay 祈福儀式】 

主題二【鎮西堡部落環境與文化初探】 

ATUNG 牧師 

ATAW長老 

鎮西堡教

會外 

18：00- 

18：50 
晚餐   

19：00— 

21：00 
【從部落角度談空間規劃與土地使用】 

Atung 牧 師

Ataw 長老 
 

21：00— 

22：00 
【心得回饋及交流之夜】 

怡萱老師、Ataw 

長老 
 

21：00— 休息  民宿 

111 年 1 月 24 日(一)活動流程 

時間 行程內容 講師 地點 

7：00— 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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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 

8：00- 

12：30 
檜木神木群拜訪 檜木嚮導解說  

12：30- 

14：00 
午餐、休息   

14：00- 

15：30 
綜合座談暨結業式  TKYU園區 

15：30- 回程   

 

(4) 南投縣伊達邵部落 

111年 5月 14日(六)活動流程 

時間 行程內容 講師 地點 

8：30— 集合（地點：政大大門口停車處）  政大 

8：30—
11：30 移動至日月潭  日月潭 

11：30—
12：00 民宿入住整理  

kapamumu&米

樂 

12：00—
14：00 午餐  

伊龍閤灣合

菜 

14：00—
16：00 邵文協—正名 20週年開幕式  

kalapaw鹿臺

教室 

16：30—
17：30 特有文化導覽會議 高榮輝 

kalapaw鹿臺

教室 

17：30—
18：50 晚餐  麓司岸合菜 

19：00—
21：20 

  【Thau pinsunda wa lhanaz a saran邵族正

名之路】原觀點部落進行式－記錄影像分享座談

會 

 
遊客中心一

樓 

21：20—
22：00 心得回饋及討論  民宿 

22：00—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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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 5月 15日(日)活動流程 

時間 行程內容 講師 地點 

7：00—
9：00 早餐及整理退房  

kapamumu&米

樂 

9：30—
11：30 部落走讀 陳忠駿 

kalapaw鹿臺

教室 

11：30—
12：30 午餐便當   

12：30—
15：30 水域生態解析與現況使用導覽 高榮輝 伊達邵碼頭 

15：30—
17：00 部落土地現況探討 

丹俊傑、巴

努、陳玉聖 
大會議場 

17：00—
18：00 晚餐  麓司岸合菜 

18：00— 回程   

(5) 台東縣都蘭部落 

111 年 6 月 24 日(五)活動流程 

時間 行程內容 講師 地點 

16：00-
19：00 

台北-都蘭 

晚上抵達都蘭住宿 
 

台東火車站 

飄洋都蘭/泛

札來 

19：00—
20：00 晚餐  巴奈的店 

20：00—
21：30 活動第一天場佈  都蘭國 

21：00— 自由活動/休息  
飄洋都蘭/泛

札來 

111 年 6 月 25 日(六)活動流程 

時間 行程內容 講師 地點 

7：30—
8：30 早餐  都蘭國 

8：30—
10：30 工作坊：都蘭國創建歷程 鄭宜豪 都蘭國 

10：30—
12：30 工作坊：都蘭部落公有土地議題 林一凡 都蘭國 



21 
 

12：30—
13：30 午餐  田媽媽廚房 

13：30—
15：30 都蘭部落歷史與神話 希巨蘇飛 siki工作室 

15：30—
16：30 傳統領域相關議題探討 黃劭文 都蘭鼻 

16：30—
17：30 

海獵人的傳統海洋知識- 

漁獵與採集經驗分享 

1.Kinam陳

南 

2.吳元楷 

都蘭鼻 

17：30—
19：00 晚餐  巴奈的店 

19：00—
20：00 心得回饋及討論  

飄洋都蘭/泛

札來 

20：00— 自由活動/休息  
飄洋都蘭/泛

札來 

111年 6月 26日(日)活動流程 

時間 行程內容 講師 地點 

7：30—
8：30 早餐及退房  

飄洋都蘭/泛

札來 

8：30—
10：30 

部落導覽-部落基本介紹 1.都蘭國團

隊講師蘇傳

祥 

2.田秀琴

ina 

部落內 
野菜文化知識 

10：30—
12：00 都蘭後山農場規劃 

都蘭國團隊

講師潘致穎 

都蘭後山農

場 

12：00—
13：00 午餐  巴奈的店 

13：00—
14：30 搭車至台東火站   

14：30 回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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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粉專貼文截圖 

(1) 鎮西堡部落移地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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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伊達邵部落移地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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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清流部落移地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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