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蓮縣崙山國小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民族文化課程領域公開授課 

設計簡案 
                                        教學設計：阿度爾.塔那比瑪 

                                                            實施班級： 六年甲班 

                                                            上課節數：1/7節課 

領域別 民族文化課程 單元名稱 
【活動 1】傳統避難小屋 

 

設計者 阿度爾.塔那比瑪 教材來源 
校定課程 

教學年級 六年級 教學時間 
40分鐘 

活動目標 

了解傳統避難小屋是如何建造的，並實際做出微型小山屋。 

 

 

能力指標 

E-A2 具備探索問題的思考能力，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處理日常 

生活問題。 

E-A3 具備擬定計畫與實作的能力，並以創新思考方式，因應日常生活情境。 

E-B2 具備科技與資訊應用的基本素養，並理解各類媒體內容的意義與影響。 

E-B3 具備藝術創作與欣賞的基本素養，促進多元感官的發展，培養生活環境中 

的美感體驗。 

E-C2 具備理解他人感受，樂於與人互動，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之素養。 

E-C3 具備理解與關心本土與國際事務的素養，並認識與包容文化的多元性。 

 

議題融入 

[家政教育] 

家 3-1-1察覺生活中的有用資源與其對生活的影響 

[生涯發展教育] 

涯 3-1-2發展尊敬他人工作的意識 

[兩性教育] 

性 3-1-1瞭解不同文化間的性別角色 

[人權教育] 

人 1-1-2-5瞭解並遵守團體的規則 

 

教學內涵與歷程 

節數 教學活動 
教學 

資源 
時間 評量 

1 

 

 

 

 

 

 

 

【活動 1】傳統避難小屋 

一、野外安全叮嚀(4分鐘) 

二、引起動機:在怎樣的狀況下，需要蓋避難山屋?(3分鐘) 

三、避難山屋應具有怎樣的功能?(3分鐘) 

四、認識各種植物的運用?(5分鐘) 

五、建造小小屋?(20分鐘) 

六、課後分享?(5分鐘) 

1.教學投

影片。 

3.社區文

史資料 

4.社區耆

老 

  

 1.活動參與 

2.討論發表 

3.實作評量 

4.口頭評量 

5.課堂參與 

 



 

 

 



花蓮縣崙山國民小學公開觀課回饋單 
觀課領域 民族文化 授課教師 阿度爾 班級 六甲 

授課內容 搭建避難小屋 觀課日期 2020/10/21 

◎ 學生的學習情形  

行為類別 
觀察學生行為紀錄 

未呈現 
大部分學生 約半數學生 少部分學生 

   專心參與課堂活動 ■ □ □ □ 

   回答問題 ■ □ □ □ 

   對話或澄清迷思概念 ■ □ □ □ 

   練習技能 ■ □ □ □ 

   參與合作活動(討論、實作、

設計、作品發表等) 

■ □ □ □ 

   寫作業或測驗 □ □ □ ■ 

◎ 綜合評論：  

1.學生上課專心，投入在課程活動當中。 

2. 學生都能實際參與實作，完成教師交代的任務。 

3.學生在文化學習中，更能展現學習自信。 

4.學生對於課程內容有收穫，都能給予課程豐富回饋。 

◎ 教師的教學情形  

序號 檢核項目 優良 普通 可改進 未呈現 

1 清楚呈現教材內容 ■ □ □ □ 

2 運用有效教學技巧 ■ □ □ □ 

3 應用良好溝通技巧 ■ □ □ □ 

4 適時檢視學習成效 ■ □ □ □ 

5 維持良好的班級秩序以促進學習 ■ □ □ □ 

6 營造積極的班級氣氛 ■ □ □ □ 

7 其他：擅用相關媒材 ■ □ □ □ 

◎ 綜合評論： 

1. 外頭下著雨，配合滴滴答答的雨聲，坐在禮堂上課，整個環境､空氣､人，很自

然散發歷史感，教學者彷彿是影片中人｡ 

2. 運用所拍的影片，學生身處的部落的環境認識的人文，再看一次回家影片，很感

動｡ 

3. 教學者在課程中說話､自然､很生活化，學生好像在聽一個故事｡ 

4. 看著回家的影片､說一個簡單老故事，聽著下雨的聲音，一起建造樹屋，很美麗

的下午｡ 

5. 教學者介紹月桃､姑婆芋､削葉子時孰練得像賣甘蔗的專業老闆｡ 

6. 民族文化課程，雖然教學者很自然教學，但整個氛圍讓人融入在歷史和傳統的氛

圍中｡ 



序號 檢核項目 優良 普通 可改進 未呈現 

7. 教學者有豐富的文化與教學經歷，月桃､姑婆芋､三根桂竹，建造一座小屋，傳

承先人的智慧｡ 

8. 教學者應用學生身旁常見的植物，實際動手去做，加上教學者與生俱來的幽默感

讓課程活潑有生命力｡。 

觀課教師：       蘇玉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