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學年度第 2學期 學務處原資中心 

「謝天”蟹”地: Tafalong」原住民族文化學習營 成果報告 

 

112年 05月 24日-25日 

 

 

 

 

日    期：112年 05月 24日(三)-25日(四)，兩天一夜。 

地    點：花蓮光復高工(花蓮縣光復鄉林森路 100號)、太巴塱部落(花蓮縣光復鄉富愛街 22

號)。 

主    題：SDGs2.消除飢餓:確保糧食安全，促進永續農業；4.優質教育、10.保持公平公正、

17.團結建立多元夥伴關係，協力促進永續願景 

參加對象：本校原住民族學生優先、本校一般學生；華梵大學原資中心師生 

參加人數：33人，教師:男 1人，女 3人；學生:男 19人，女 10人 

活動成果：    此次學習營除了部落參訪，在第一日的活動結合與花蓮光復高工的原舞社進行

交流，將本校學生的專長經驗分享給花蓮光復高工學生，透過舞蹈加強學生之間的

互動、增加情誼，藉期望提供高中生發展不同技能的興趣、探索職業興趣之啟發與

人際溝通交往能力，促進不同年齡、學校之間的關係合作。魚達 young原住民社團

以阿洛·卡力亭·巴奇辣的《PANGCAH 棒炸》、舞炯恩的《Mapulav 我們酒醉了》

的兩首曲目演出。其一曲目由來自不同族群、科系且對原住民文化有興趣的學生演

出，除了原住民族學生，有馬來西亞國籍、台越混血、漢族學生共同參與演出，象

徵不同族群之間對原住民族文化共同學習與包容性，另外一首則是由表演藝術系的

原住民學生演出，將現代舞風與傳統原住民族舞蹈結合、自編自創的演出。花蓮光



復高工原舞社由擔任知名原住民文化藝術團體原舞者團員 Iyoung·Dungi 許佩真老

師擔任社團指導老師，以原住民族知名 DJ-Dungi Sapor作曲的《阿美族歡送歌》，

House曲風混音與傳統古調結合的歌曲、不顯沈重卻富有記憶點的聲響節奏，經過

老師專業帶領、編排下，男生強而有力、女性柔性輕盈的動作，整齊劃一的舞步，

非專業科系出身的學生們展現不凡的水準。 

由本校表演藝術系二年級同時也是社團副社長之原住民族學生-黃伊達，教導

光復高工的學弟妹們 hip hop jazz舞風，帶領學弟妹認識國外不同的舞蹈曲風、增

加國際視野，在這舞風上也會運用到不同肌肉部位，助於增加舞蹈的柔軟度，將活

潑、新穎的元素帶給高職生們共同交流。 

第一日的晚上就與華梵大學師生會合，在晚會中先將兩校各分出小隊長後，

抽籤的其他學生來組隊，並以團康的形式來放鬆、認識他人，由華梵大學原資中心

專任助理董立委主持，透過立委的循序漸進的引導學生思考自己在第一天的服務任

務，反思自我的表現及內心所學感受，真誠的表達分享給大家。林山同學分享很開

心與不同的學校一起來部落，雖然從在晚會當下只有先短短相處的幾個小時，卻是

在大學生活中很難得的機會，可以結識不同的學生共同學習原住民族文化，很期待

第二天的活動。 

第二日的活動為深入認識阿美族野菜食農教育以及走訪部落重要據點，在社

團法人花蓮縣婦女公共事務發展協會所帶領的返鄉青年團與部落婦女工作團的帶

領下進行的課程，阿美族對於野菜的食用非常有一套且專業，採集、處理、烹飪，

每個野菜都有不同的方式，雖然此次課程無法參與到野菜採集，但在部落走訪的過

程中，阿美族女青年介紹我們認識部落內都有很多可以食用的野菜，以及採集前的、

生長的模樣。透過食農教育，阿美族對於野菜的食用認知，以及如何應用在現今的

健康、珍惜飲食的觀念，並帶入休閒觀光中，推廣阿美族文化。重要的是土地與自

然的關係，在什麼季節就採集當季的食材，採集足夠食用的而不過多使用浪費，現

在部落也注重食安問題，可以種植的野菜就在野菜園裡培育，也是物種保存的重要

技術。 

在部落走訪中，至部落舉辦傳統祭儀(阿美族語稱 Ilisin)的重要場所-文化祭祀

廣場，是太巴塱部落最重要的信仰中心，雖然在外來的宗教信仰充斥下，太巴塱部

落仍有進行重要的傳統祭儀，在現在的原住民部落，不同宗教信仰也與傳統信仰共

存，卻也沒有將傳統祭儀的形式弱化，更是仔細慎重的對待。飄揚在祭祀廣場上方

的不同旗子，代表著太巴塱部落共 11 個青年階層，提醒青年要在自己的階層做好

自己的工作不能懈怠，也要努力向上，到更高的階層代領著年輕世代。由光復鄉部

落健康營造中心專案經理-林秀菊小姐也告訴我們在豐年祭的舉辦、籌備過程，豐年

祭不只是單單看只有幾日舉辦結束，事前的工作很多可能長達好幾個月。從中可以

了解到這些事務對於族群與社會結構的重要性。 

華梵大學學生黃勇超表示認識在此次活動不僅學習到阿美族的文化樣貌，在

自我省思過程中看見原住民族同學對於文化傳承的重責大任之體悟，在學校中很難

得有這樣的機會可以獲得的感受；為太巴塱部落出身的東南科技大學學生曾玄璋表

示，已經很久沒有回到部落、回家，能夠和同學們一起回家看看族人長輩，重新認

識太巴塱部落的生活型態，更加深自己對回鄉的情感。參與的學生們都給予很高的

評價，雖僅有兩日的旅程，原住民族文化的保存與傳承、不同族群的相互尊重與同

理，藉以減少歧視觀感，相信帶給學生們是比在學校學習的感受會加深刻，同時也

是珍貴的回憶。 

 



東南科技大學 111學年度第 2學期 學務處原資中心 

「謝天”蟹”地: Tafalong」原住民族文化學習營 

活動成果檢討紀錄表 

項       目 內                    容 

活 動 預 期 

成       果 

1. 至花蓮光復高工原舞社與友校華梵大學生交流，提高學生自我信心

與參與精神，不同族群之間相互認識、友好，共同創造出學校交流

相互學習、福祉之機會。 

2. 至部落參訪學習，在代代傳承、永續承載歷史脈絡的環境，許多豐

富人文涵養讓學生親身體會，增進原住民族學生對自身族群的認同

與歸屬感，非原住民族學生也能深刻體會原住民族群文化魅力、身

後底蘊。 

3. 了解部落在地協會機構，如何相互扶持與經營部落休閒事業，長輩

與青年的互動，以及原住民文化如何轉化為工作機會，在不影響傳

統的精神，又具有現代思維發展。 

活 動 實 際 

成       果 

1. 活動參加人數:33人 

校內師長-2人、學生-20人 

華梵師長-2人、學生-9人  

2. 初次與高中生交流，學生能夠勇敢展現自我，並將苦練的成果演出，

並和光復商工原舞社學生以舞交流，高中生們對於學習非傳統舞蹈

相當有興趣，並在伊達帶領教學下，完成錄製一小段的成果影片。 

3. 和友校共同舉辦學習營也是第一次的嘗試，特別的是華梵大學學生

幾乎都是非原住民學生，讓不同族群學生可以共同學習，友善共好，

了解相互差異與包容。 

4. 透過問卷調查知道學生們對於此次活動滿意度相當高，未來舉辦學

習營能借鏡這樣的方式進行，將活動做大、提升效益值。 

差 異 原 因 

1. 第一日的出發時間提早:雖以用 google地圖評估交通時程，但實際到

達預定地點已經下午一點多，因此也延誤了後續行程，對於拜訪的

單位對此觀感會不佳。 

2. 隨時備齊有可能隨時用到的物品:在花蓮光復高工時不熟悉場地設

備，當時有需要用到音響的需求，雖然我們有自備，但物品在遊覽

車上、剛好遊覽車接應華梵大學師生至文健站，因此準備設備上又

花更多的時間。 

3. 學生族服穿錯:因花蓮光復高工原舞社社團指導老師 Iyoung·Dungi 

許佩真老師擔任原住民文化藝術團體原舞者團員，具有相當深厚的

傳統族服穿著經驗，老師反應本校女學生的阿美族服綁腳穿著錯誤，



因領隊老師不熟識阿美族服穿法，讓學生以自身在部落的穿著經驗

來去穿，而綁法和老師所認知的不同，會有冒犯的疑慮，同時又是

公開演出，在這方面要特別注意。 

4. 學生在深夜時聊天過於大聲:因晚上有給予學生自由時間，在民宿時

學生在交流過程音量吵雜，影響其他學生休息。 

5. 第二日行程考量返程時間，故有刪減一些原有的活動:學生在問卷調

查上有反應和原定的行程不同，雖想讓活動做好做滿，但考量交通

安全、返程時間，不得已有更改，但是在告知更改的時候是較臨時

的情況下，難免讓學生觀感不佳。 

6. 延長學習營時程:有學生反應希望能夠將兩日改為三日的行程，其盼

能夠學習更多、深厚的族群文化，也可以跟友校學生交流情誼更深。 

建 議 事 項 

1. 為了避免當日交通臨時狀況(司機不熟悉路段、塞車等情況)，可以規

劃比 google地圖所評估交通時程提早出發時間。避免影響後續時程，

耽誤參訪單位的時間。 

2. 在準備下車前應先準備好應帶物品，在活動日前也需要跟參訪單位

確認場域設備，以因應解決相關問題。 

3. 學生族服問題可在回學校後舉辦認識、體驗族服課程，邀請專業老

師上課，給予學生正確的穿族服順序與綁法，僅僅一個蝴蝶結綁的

位置都會被長輩批判，族服是相當嚴謹的文化物產，未來在帶學生

演出時要更加注意小心。 

4. 因當時學生的交流地點較靠近學生休息的房間較近，同時房間隔音

較差，學生討論情緒較高亢的情況下易音量較大。在分房時可以先

環顧周圍，將學生自由時間的地點離休息的房間遠一些，或是請學

生音量隨時小聲，不要影響其他學生休息。 

5. 若有臨時時程修改，可以在當日前一晚預先確認，再將修改行程跟

學生們說明，避免當日修改引起學生反彈。 

6. 日後可以依經費、時間考量，增加學習營時程、多元性課程，盡量滿

足學生需求。 

 活 動 創 新 

 之 處 概 述 

1. 首次將文化學習結合校際交流與服務，與不同校、不同年齡層學生

互動，培養默契與責任感，讓文化學習營增添不同面向、性質的元

素，讓學生可以盡情發揮自我、實作中學習。 

2. 學習營課程注重食農教育，並注重 SDGs17項指標中第 2項指標「消

除飢餓」，讓學生知道目前地球環境、台灣自然生態物種，如何食材

不浪費且保持永續，也從中認識阿美族的傳統食餚反映的生活樣貌、

農業實踐、傳統食品處理與保存等，與傳統文化緊密相連，藉以讓

學生認識整個連結、循環的重要性。 

3. 導入 SDGs17項指標中第 4項優質教育、第 10保持公平公正，對於

花蓮光復高工原舞社的學生，本校學生並以專業能力去教導同儕、

學弟妹，反思性別敏感、性別平等、大學教育、文化多樣性等面向，



如何讓自己成為想要成為並以自己為傲的模樣。於華梵大學的學生，

除了原住民族、漢族、外籍生共同參與、學習原住民族文化，讓不

同族群學生相互看見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特性，並且尊重、友善、

包容、理解相異的價值觀，以避免歧視發生，且提升對文化保護重

要性的意識。 

4. 引入 SDGs17項指標中 17.團結建立多元夥伴關係的理念，透過不同

校的合作，建立夥伴關係，促進不同年齡、系別學生以及和部落族

人的相處，能夠相互分享知識、生活經驗、專業能力，強化團體合

作，待人處事、處理事務經驗，為活動帶來豐富與多樣性，也是提

高學生的個人內在品德，以銜接未來進入社會時能夠適應不同的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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