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計畫 14〈研習活動〉—臺南市 109年度[maca探部落] 

原住民族生活智慧親子體驗營實施計畫 

壹、計畫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原住民族教育要點。 

二、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領域課程綱要。 

三、臺南市原住民族教育方案。 

四、臺南市推動族群主流化政策實施綱領。 

五、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109年度計畫。 

貳、計畫目的： 

一、延伸學習活動場域至原鄉部落，提供本市親子能藉由部落文化體驗 

    與學習，提升親子關係，並在親子互動學習中，體認民族文化的智慧。 

二、透過生活體驗、文化參與，使原住民族親子瞭解、欣賞原住民族的生活智慧、文化 

         及藝術特色，進而提升對民族文化內涵的認知與素養。 

參、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 

肆、設計原則： 

一、延伸學習：親子課程規畫涵蓋多元整合、融入生活經驗，各體驗學習主題著重親子關係

提升與互動，深化親子教育，扎根民族文化教育。 

二、合作學習：學習過程強調「自發、互動、共好與積極聆聽」，並在親子體驗與對話中，

進行學習和討論、實際動手操作、提升思辯能力與原民素養。 

伍、活動日期： 

109年 12月 12日(星期六)至 12月 13日(星期日)，2天 1夜。 

陸、活動地點：台東縣延平鄉鸞山部落(布農族) 

柒、參加對象：目前本市原住民族親子家庭(國中、國小學生與家長)，預定錄取 80 人。以原

住民籍家庭與學生為主，若有剩餘名額再開放給非原住民籍家庭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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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報名方式：請一律以傳真方式，於 109年 12月 4 日前完成報名。報名表如附件一，傳真

報名後並請務必來電確認。 

聯絡人：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 傳真號碼：06-2982639;  

傳真報名後請再確認（聯絡電話：06-2991111分機 8323或 8915） 

玖、活動內容：課程表如附件二 

(一)活動內容： 

1.結合學校及原住民族部落人力資源，採主題式教學於戶外進行，體驗主題均以原

住民族生活智慧、語言、文化為中心。 

2.課程設計著重原住民族文化之體驗與認識，希望經由部落耆老的指導，能使下ㄧ

代了解文化內涵及其具體表現，使原民生活智慧與文化得以延續相傳。 

3.活動設計主要宗旨在於認識並體驗原民生活智慧，提升親子關係，並領略原民優

秀文化及特殊技藝，進而促進原民家庭對自身民族之認同。 

(二)選擇適切的原鄉部落為辦理地點，並充分結合當地部落文化特色及各項資源規劃體

驗活動內容。 

(三)攜帶物品：參加親子體驗營活動需自備環保筷、環保杯(或水壺)、運動鞋、帽子、

雨具、個人藥品、衛生用品、健保 IC卡、盥洗用具。 

(四)參加人員注意事項： 

1.參加人員由承辦單位於各指定集合地點備有專車接送至活動場地。 

2.患有傳染病或發病時足以影響生命安全之疾病者，如氣喘、心臟病、癲癇等疾病，

為了自身安全，請勿報名。 

3.報到事宜及活動手冊另行通知。 

4.活動期間不可任意離隊，有事需告知工作人員。 

5.不可攜帶危險物品，一經查獲立即代為保管並依相關規定處理。 

6.身體有微恙者，需立即告知工作人員。 

7.請勿攜帶貴重物品，若不聽勸告而有遺失、損壞情事發生，後果自行負責。 

8.活動當日若遇天災或不可抗力因素本市宣布停止上課，即停止辦理活動，並於教

育局資訊中心教網公告另擇期舉行。 



3 
 

9.報名表檢附「原住民族生活智慧親子體驗營活動切結書」。 

拾、其他注意事項 

一、參加本活動之人員，經公告錄取後，應配合課程規畫，全程參與活動，並且不得有無故

缺席或僅選擇部份課程參加。 

二、本活動為部落體驗課程，必須外宿過夜，若有身體適應方面問題者，敬請審慎斟酌! 

拾壹、預期效益： 

一、活用原住民族部落資源，將課程完全融入生活，深化民族教育學習內涵。 

二、經由接觸而了解、接納、尊重原住民族的生活方式與文化特質，進而肯定民族之文化，

為傳承文化進行有效之紮根工作。 

三、提供原住民族豐富之語言學習環境，培養多元能力，認識祖先生活智慧並延續民族特色。 

四、藉由本次親子學習活動了解到原住民族生活智慧，並學習尊重進而欣賞多元文化。 

五、安排原住民族豐富的社會文化素材，並結合主題式遊戲與練習之體驗參與、樂舞文化的

欣賞及體驗等多元化的模式，提供不同的生活體驗以擴展其經驗之領域。 

六、結合中央及本市各原住民族之財力、人力、物力資源，提供原住民族親子優質及族語文

化之學習環境。 

拾貳、經費來源：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詳如概算表，本案預估經費為新臺幣45萬元整。 

拾參、獎勵： 

本案活動之辦理學校，依「臺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獎懲案件作業規定」辦理

獎勵，由本局業務承辦人視辦理成果簽核。 

拾肆、本活動參加人員及工作人員給予公差(假)登記。 

拾伍、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亦同。 



附件一：臺南市 109年[maca探部落] 原住民族生活智慧親子體驗營報名表 

親

子

基

本

資

料 

學 生 1 

姓 名 
 

學校  身分證字號  生日  年  月  日 

班級  性別 男  女 用餐 
葷食 

素食 

學 生 2 

姓 名 
 

學校  身分證字號  生日  年  月  日 

班級  性別 男  女 用餐 
葷食 

素食 

學 生3 

姓 名 
 

學校  身分證字號  生日  年  月  日 

班級  性別 男  女 用餐 
葷食 

素食 

家 長1 

姓 名 
 

族別  身分證字號  生日  年  月  日 

與 學 生

關係 
 性別 男  女 用餐 

葷食 

素食 

家 長2 

姓 名 
 

族別  身分證字號  生日  年  月  日 

與 學 生

關係 
 性別 男  女 用餐 

葷食 

素食 

家 長3

姓 名 
 

族別  身分證字號  生日  年  月  日 

與 學 生

關係 
 性別 男  女 用餐 

葷食 

素食 

聯絡 

電話 

(H):        

手機: 
住址  

緊急聯

絡人 

姓名: 

手機: 

家中使用

族語別 
 

學生選修

族語別 
 備註  

家長(監護人)同意書暨切結書 

    以上報名者於109年12月12日(六)至12月13日(日)參加臺南市原住民族生活智慧親子體驗營，並同意下列事

項：活動期間確實遵守主辦單位之規則，並絕對服從當地安全防護人員之要求與相關規定，否則一切後果自行

負責。親子於參加活動前，應審酌並確認個人身體健康狀況良好，若需服用藥物者應自行做好健康管理，確認

適合從事與山林相關之部落體驗活動，如有隱瞞而發生意外，一切後果自行負責。 

此致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 

 

家長(監護人)：            簽章   

中華民國109年    月    日 

報名方式：傳真號碼：06- 2982639 臺南市教育局原民中心收 

傳真報名後請務必再確認（聯絡電話：06- 2991111分機8323 或8915） 

※本活動完全免費，請儘速報名，以免向隅。



 

臺南市 109年度[maca探部落]原住民族生活智慧親子體驗營課程表 

    時間：109年 12月 12日(星期六)至 12月 13日(星期日)，2天 1夜 

地點: 台東縣延平鄉鸞山部落與在地布農部落(布農族) 

日期 時間 活動主題 活動內容 地點 活動方式 

第 

一 

天 

/ 

12 

月 

12 

日 

(六) 

07：20～7：30 集合 集合點名 永康國中  

07：30～12：00 沿途風光 交通(台南至台東)   

12：00～13：30 午餐 布農族風味餐 鸞山部落 十人一桌 

13：30～14：30 認識環璄 認識環境、分組及房間分配 鸞山部落  

14：30～15：00 開幕式 開幕式 

 

鸞山部落 集體活動 

15：00～16：00 分組 認識部落自然及人文環境、 

族群特色與族語學習 

鸞山部落 分組活動 

16：00～17：00 原創原力 

 

設陷阱、打麻糬、鑽木取火與射

箭體驗、串珠 DIY 

鸞山部落 分組活動 

17：00～18：00 營隊活動 親子小隊聯誼 鸞山部落 分組活動 

18：00～19：00 晚餐 在地風味餐 鸞山部落 十人一桌 

19：00～21：00 星空與我

(傳統文

化教學) 

認識小米進倉祭 

布農族古老傳說、傳統歌謠教唱 

 

鸞山部落 分組活動 

 

21：00～21：20 晚安曲 盥洗、聯誼 當地旅館 四人一房 

第 

二 

天 

/ 

12 

月 

13 

日 

(日) 

07：00～07：30 晨喚 起床 布農部落  

08：00～08：30 聞雞起舞 族語歌舞帶動唱 布農部落 集體活動 

08：30～09：00 早餐 早餐 布農部落 十人一桌 

09：00～09：20 團體合影 團體照 布農部落 集體活動 

09：30～12：30 山之呼喚

(文化認

識體驗) 

布農族文化館參訪體驗 布農部落 分組活動 

 

12：30～13：30 午餐 部落美食 布農部落 十人一桌 

13：30～18：00 賦歸 預計18:00抵達永康國中 台東返回

台南 

 

備註：1.活動人員以80人估算，分親子小隊進行相關活動。 

      2.部分行程與活動視當地實際情況與天候影響做必要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