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布農畫曆‧代數 
 

一、傳承傳統世界觀  

（一）主要學習概念、學習活動目標與分段能力指標  

1.主要學習概念  

（1）布農族木刻畫曆的文化意義  

（2）有關布農族「文字」的傳說 

（3）布農族文化意識的初步思辨 

（4）符號記事的實用性 

2.學習活動目標  

（1）能說出、寫出、畫出或肢體表達出為什麼布農族祖先會有動機製作木刻

畫曆。 

（2）能說出、寫出、畫出或肢體表達出有關布農族「文字」的傳說 (自由選

項) 

（3）小組合力完成「思考與問題」的題目（說出、寫出、畫出或肢體表達出

皆可，唯須以紙本或影音資料記錄下來（記錄者不限於學習者本人），

以利於教師存留考核學習者學習情形。如學習者技術上有困難教師有義

務另外個別指導輔助之。） 

3. 分段能力指標：8-2-1 , 2-3-6, 1-4-3 

 

（二）學習活動  

 

1.導師於課堂上發給全班每人一張資料內容如下的講義，並依其內容講述之（可

事先蒐集其他圖文資料製作PowerPoint 投影片檔，再於課堂上播出，同時配

合講述。注意講義僅可為「參考」性質，囑之學習者妥善留置至課程結束外，

不可強制要求學生閱讀）。（約 20 分鐘） 

後，請部落中的耆老分享舊日的記事方式（此為自由選項）（約 20 分鐘） 

 

布農族的曆與文字的發現1

往時台灣原住民結繩以記事，或結繩以記物，或結繩以計時。古

代布農族婦女常以苧麻索「打結」以計算丈夫上山打獵回家的日子，

若超過時間，則表示「出了狀況」。與朋友約定見面的日期，也是以

「打結」幾個繩結之後。山中無甲子，歲寒不知年。舊時布農族人將

 

1
節錄並改寫自： 

（1） 達西烏拉灣‧畢馬（田哲益），〈布農族的文字〉，《台灣古代布農族的社會與文化》

上冊，初版，南投縣立文化中心出版 

（2） 社團法人原聲教育協會 部落格：http://blog.xuite.net/voxnativa/blog/30290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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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分為幾個大的節日，再利用結繩記事的方法計算日期。 
傳統印象中，古代布農族人沒有月曆，沒有文字，都是靠口述流

傳。當時都看著某種植物的發芽，感覺天氣的冷熱，來決定種植什麼

樣的作物，並以月亮的圓滿或虧虛，由族中的祭司決定日子決定祭典

儀式。也就是利用自然界植物生長的週期來決定何時下種及下種何種

植物。 
有人以為傳統布農族人處於「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山中無

甲子」的時代，是用不著「曆」的，其實它們也有所謂「曆」的計算

方式。 
日本佔據台灣時期，橫尾廣輔當時任職於當時的警務局，曾在布

農族部落先後發現三塊不同形式的祭曆板，於是在《理蕃之友》雜誌

撰文討論他所見到的三面布農族畫曆，「布農族畫曆」因此廣為人知。

雖然我們不能據以判斷其為布農族普遍的文化遺物，但是由其發現，

可知布農族原始社會日益進步。 
至於創作者為何人？創作動機又為何？難道光憑體察萬物的週

期還不夠用於農耕及按時舉行祭祀？曆板的創作者，不僅是部落的頭

目，也是祭祀活動的司祭者。曆板的創作，不是由於祭祀活動的實際

需要，而是一種固有文化的搶救記錄。部落長老鑑於外來強勢文化入

侵之後，傳統文化內容日漸衰微、消逝，湧現文化消失的畏懼之心，

因此興起記錄部落固有文化活動的想法，而作此曆。 

在台灣原住民中，只有布農族與排灣族有「行事曆」的文物，但

排灣族所刻畫的圖形，除畫面形狀顯示的初步形象外，其所代表的用

意為何，不得而知，也許是用以歌頌祖先的歷史畫。因此布農族在「畫

曆」上的符號可認為是其「文字」。 
布農族人十分重視米糧及農耕，又重視祭典禁忌，終於發掘出自

己的「行事曆」和「原始字畫」，成為台灣原住民中各族獨樹一幟，

擁有自己文字的種族。 
 
 
2. 參訪活動： 
     老師帶領學習者到達指定地點後，將此階段的主要教學角色委由布農族耆

老執行。部落耆老為此階段的教師，而教師本人則將角色變換為學習者、攝影者

（如教師有需要及該場地允許）及秩序維護者。 
教學方式：耆老帶隊參觀現場的畫曆實體，同時解說畫曆上的圖形個別代

表意義（此為必須內容，視情況由耆老本人決定加入曆法知識、祭儀知識給學習

者當作往日所學的複習）；耆老於解說完一回後，抽點四、五位學習者復述所學

內容。（約 1 小時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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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曆實體圖形(以Qanitoan社的為主)：  

 
Fig.1(資料來源未及附上)                                 

 

 
Fig.2a(資料來源未及附上) 

 

 

Fig.2b(資料來源未及附上) 

 

畫曆上符號的說明： 

 
Fig.32

2
 鈴木  質/著，吳瑞琴/編校，〈原住民所創造的祭事曆〉，《台灣原住民風俗志》，1992，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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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農族耆老在繼上階段的實地參訪告一段落後，召集學習者於定點休憩，並於

過程中，不搭配特別素材，以口頭介紹關於布農族「文字」的傳說。（約 10 分鐘） 
 

附註：介紹完畢此階段教學行程即算結束，之後教學，由教師本人帶學習者返回班

上後再進行。內容不需完全相同，此舉兩例： 

 
布農族文字的故事兩則3

一、  傳說布農族古代是有文字的。在很早很早已前，布農族人從大

陸飄洋過海來到台灣，在今之台南登陸，在船上不慎把文字

掉落海上去了，先人沒有把它撿回來，從此以後，布農族人

就沒有文字了，一直到現在。 

 

二、 古代人類本來只有一家，語言、風俗、習慣等，都是一樣的。

有一次它們要建造一座很高很大的碉堡以通天，人們都在上

面構工，結果碉堡垮倒了，人們就四處散開了，言語也變得

不一樣了，人類變成好幾百個種族。當時，其他種族的人，

妥慎地照料書本，今天，它們才所以有文字；而布農族人只

顧著尋找新的生活天地，竟不妥慎保管書本，以致把書本遺

落掉了，所以布農族人一直到現在都沒有文字。（口述者：

全阿校Vungaz，女，六十五歲，巒社群人。） 

 
（三） 思考與討論 

1.教師將全班35人分成七組，每組學習者於課堂後進行討論並合力完成如下之

學習評量單（教師先花約 15 分鐘逐題解釋題意），待全班完成後收回批改。

學習單時限無特別限制，以學習者之完成為第一優先。  

2.學習評量例題： 

Part 1 

（1）除以上活動所提過的記號種類（如結繩記事）外，你看過或聽過其他的記號種

類嗎？如何使用它們？ 

（2）試想若你是一位婦女，需結繩計算丈夫上山的日子，你要如何避免自己忘記去

打結？或者忘記今天有沒有打結？  

（3）呈上題，這次你和一位友人有重要的約定而約在某日碰面，你一樣結繩記事，

得用什麼方法避免算錯日子呢？ 

（4）「山中無甲子，寒盡不知年。」你是否有過類似感受？ 

（5）為何當初「發現者」是如此震驚？為何「有文字」是一種殊榮？原初部落一定 

「原始」嗎？一定要有文字或記事圖案才叫做「進步」嗎？  

和藝術文化基金會出版 

 
3
節錄並修整資料來源同前，p.253-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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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強勢文化」是為何「強勢」？試理解並說明「文化消失」是什麼情景？ 

（7）試到網路上或到圖書館查詢所謂排灣族「繪畫木板」的圖案；它們和布農族的

「畫曆」各具什麼特色？ 

 

Part 2 

（8）在你第一次看到畫曆時，你認為它的「用途」是？ 

（9）在你第一次看到畫曆時並斷定它是作一部份的行事曆用途後，你要如何判斷「時

間的走向」（即從左至右或相反之）？ 

（10）你會不會有如以下的瘋狂疑問？為什麼畫曆上「時間軸」（此需教師妥善說

明）不是首尾相連成一環狀，而一定要一直線地展開？（如學生回答有困難則

可先跳過不答。） 

（11）情境類似（2）、（3）題，族人在使用畫曆時要如何確保目前工作進度位在

其上哪一天？ 

（12）（自由選擇作答題）試想像出或就人問：「畫曆製作的程序」。如可能，將

你的想法畫出來。 

（13）數數看，畫曆上有多少個「一天」？如此看來這些祭典共歷時約多少個「月」？

相鄰的二個「一天」是否一定為相鄰兩天（中間是否有數天的時間間隔）？ 

（14）數數看各符號在畫曆上的分佈次數，並將結果表列於紙上。 

（15）這些圖案各有多少次數分佈於射耳祭？有多少次數分佈於播粟祭？有多少次

數分佈於豐收祭？ 

（16）（這部分較抽象，請教師花較多心力於題意澄清上）所選用符號是否都僅靠

觀察就能被看出代表意義？如不能，為什麼要設計這種無法被立即辨識的符

號？設計者的用意在？ 

（17）畫曆上的圖案是否都瞭解其所代表含意？符號們豈僅都代表唯一一個意思？

若符號們僅都代表唯一一個意思，那為何還有許多祭儀細節未被記錄上去？ 

（18）（這部分較抽象，請教師花較多心力於題意澄清上）符號們僅都代表唯一一

個意思嗎？是否其為許多概念的濃縮？若如此，為何設計者會選取該符號作

代表？ 

（19）呈上題，結合所學有關祭儀的知識，試舉其中二個符號（不包括「不明」）

繪於紙上，並於其下條列出其他被囊括的祭儀內容。 

（20）若不看畫曆，你可以回想出某一祭儀的行事流程嗎？你可以立即回想出如「用

平底鍋煮粟釀酒」及「開墾或耕作」在這些祭儀中的總分佈次數及各位於什

麼祭儀的哪一天？ 

（21）（自由選擇作答）由你所熟知的祭儀規則、順序推斷：該「不明」符號有可

能是指什麼事情？ 

（22）（這部分較抽象，請教師花較多心力於題意澄清上）想想看：事實上即使僅

是如「用平底鍋煮粟釀酒」一個事件，在曆上每一天的實行過程中也不可能

完全一樣，那為何還用同一種記號而不分為若干類似但小有區別的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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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為何畫曆上代表射鹿耳的是「鎗」而非「弓箭」，這顯示……？ 

（24）符號的因果對應：想想看，是不是若某些活動的符號代表從圖形上移開則其

他一些活動的符號也需從圖形中一併剔除？ 

（25）交換符號實驗：如果我先限定：「開墾或耕作」所代表意義應與「用鎗獵鹿」

的代表意義彼此互換，而我在確認你同意我的新規定後，接著用書本遮住所

有符號的代表意義解釋；而後請問：「用鎗獵鹿」屬哪一祭儀內的活動？ 

（26）不看畫曆，憑符號序列片段數則，猜出序列各歸屬之祭儀。 

（27）不看畫曆，憑符號無序組合片段數則，猜出組合各歸屬之祭儀。 

（28）承（15）題，請你想像你是當初設計畫曆的人，發揮創意，設計一種簡單但

定義明確、容易辨認並熟記的符號。盡量試著把你的意思清晰書寫於作業紙

上。 

附註：為文書編排方便，以上提到代表活動的符號時，僅以「（符號定義）」形式

呈現，如：「用鎗獵鹿」、「開墾或耕作」等皆是如此。以下如提到代表活動的符

號時亦以此方法呈現，教師在實際實行教學時，應將之轉換成圖案符號形式，才不

失代數教學之本意。 

 

二、表達自我世界觀  

（一）主要學習概念、學習活動目標與分段能力指標  

1.主要學習概念  

（1）傾聽他人觀點並（清晰、有條理地）分享個人的「符號」觀點 

2.學習活動目標  

（1）遵守現代公民應具備的基本會議、討論禮儀 

（2）能表達個人認識木刻畫曆在布農族文化中扮演的角色 

（3）能表達個人對木刻畫曆「圖案」概念本身及其安排的看法 

（4）能表達「概念符號」（或文字）的使用情境及其重要性 

3. 分段能力指標：4-4-2, ,1-2-5-2,1-4-5-5,1-2-1,1-2-5  

 
（二）學習活動  

1.小小思辯會，分四部分： 
（1）教師花約5分鐘講解、示範如何進行此活動（依據（2）、（3）、（4）及附註） 
（2）教師發回前階段「思考與討論」作業。教師選定從七組中依作答前階段「思考

與討論」作業抽出具代表性之三組，由組內推派代表學習者上台於10分鐘以內

發表前階段「思考與討論」學習評量的答案。（3*10 ＝30 分鐘） 
（3）全班票選認為被選定組學習者回答答案中最符合題目要求或最具特色者。 

（約10分鐘） 
（4）教師：（i）評論「小小思辯會」整體禮儀遵守表現 （約 3 分鐘） 

（ii）例舉經批改作業中及學習者上台表達中表達內容犯謬誤處及（可

能）邏輯矛盾處，前者如：對詞彙的誤用、題意誤解等；後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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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21）、（23）答案時使用非有效的論證法則。以上口頭為

之。 （約 20 分鐘） 
附註： 

發表時必須允許台下教師或學習者於適時有權表示對台上發表學習者發表/教
師引言內容的疑問或建議。台下允許適度的討論。教師不可回避學習者的問題（也

鼓勵學習者如此），需盡力澄清彼此的看法。 

教師於成績考核時予已抽出之具代表性之三組另外加分；全班票選出最符合題

目要求或最具特色答案組該組又再另外加分。 

 

（三）思考與討論 

教師在本階段學習活動結束後發下此次之學習評量單（一人一張），並逐題解釋

題意（花約 1 分鐘）。於學習者作答完後收回批改；於下階段學習活動進行前發

回。 

學習評量例題： 

（1）你在「小小思辯會」中可有發覺哪些人發表的答案是很離題的？ 
     如有，用紙筆條列整理（加上編號）其答案離題之處並提出你的修正方案（同

樣條列並編號，須註明其對應項）。試著再與發表人交換意見。之後在原記錄

上以不同顏色的筆補充或修訂想法。 
（2）你在「小小思辯會」中可有認為哪些人發表的答案是考慮很不周詳的？ 
     如有，仿前題用紙筆條列整理你的結果。試著再與發表人交換意見。之後在整

理結果上以不同顏色的筆補充或修訂想法。 
（3）你在「小小思辯會」中可有認為哪些人發表的答案是聽不太懂的？ 
     如有，用紙筆條列說明你有哪些地方不太明白。試著再與發表人交換意見。之

後在在整理結果上以不同顏色的筆補充或修訂想法。 
附註： 
     如果學習者很在意此階段（1）、（2）、（3）完成評量方式（紙筆條列）的

繁複性，允許其說出、寫出、畫出或肢體表達出亦可，唯此階段以紙筆條列較

佳。 
 

（4）試著回想看看：自己在完成前一張學習評量單及經歷過「小小思辯會」後，自

己有獲得什麼新的想法嗎？還是全無所獲？ 
 
三、探索世界觀 

（一）主要學習概念、學習活動目標與分段能力指標  

1.主要學習概念  

（1）布農族古代符號表示技術上所擁有的概念濃縮特點及使用上的邏輯考量。 

（2）認識、整理、及處理代數問題的方法（初步）。 

2.學習活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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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能獨立完成「布農畫曆」的仿做 

3. 分段能力指標： 8-3-0-4,7-1-0-1, 1-2-5-1,2-4-1-1 

 

（二）學習活動  

1.仿做布農畫曆（約 1.5 小時）： 
在課堂上教師A4大小的白紙（若估計每人三張則準備35*3＝105張）發予學習者，

請每位學習者製作一份（畫出或以美勞作品呈現出）屬於學習者自己的「木刻畫

曆」。記述內容大體上遵循原Qanitoan社者，唯須針對以下幾點作重點性地加強

或更動： 
（1）清楚表列、註記每個符號的定義及用法（使用符號定義、用法應互相避免重複） 
（2）可方便判斷其「時間的走向」 
（3）擇定一方法利於標明今日工作日為畫曆上哪一天 
（4）讓畫曆看上去能使他人立即獲悉：任一活動代表符號座落於哪一種祭典的（從

祭典第一日數來的）第幾天 
（5）於完成前將各別活動代表符號的座落位置集合和使用次數表列於空白處 
（6）允許自創新符號以表示新活動 

（7）如多於一個符號位於「同一天」，必須再置一新符號總和表示而替代那些符號

而置於「當天」。注意：若經此手續則註記每個符號的定義時須特別註記此一

新符號之囊括對象。 
附註：以上七點規則需在學習者進行前由教師於台前說明之，並將規則條列書於黑

板上，以替學習者備忘及使學習者熟悉規則。學習者無需定坐於位子上，可

於課堂上自由走動、換位、穿梭、討論。學習者製作作品其間，教師需負責

督導學生遵照以上所列七點規則進行。 
 

在確認學習者皆完成畫曆的仿做後，教師接著發下「任務紙卡」予學習者（每人

一張），由學習者同仿做之畫曆一起攜回（非家庭作業），於下一堂課攜來。 

    

附註： 
     如果學習者很在意此階段（仿做布農畫曆）之完成評量方式（紙筆條列）的繁

複性，允許其說出、寫出、畫出或肢體表達出亦可，唯此階段以紙筆條列較佳。 
 

攜回「任務紙卡」與仿做之畫曆的目的在鼓勵學習者熟悉「任務紙卡」上題目，

助益下堂課課堂上解題效率。 

 
     考慮學習者注意力及興趣的保持，課程不建議與四、形成新世界觀的學習活動

連堂。 

 

 （三）思考與討論（供學習者自行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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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你做的布農畫曆美觀嗎？ 

（2）你做的布農畫曆的畫面清爽嗎？ 

（3）你做的布農畫曆清晰，說明註記有條理嗎？ 

（4）達成哪項製作要求比較困難？困難處在？你求助過老師了嗎？ 

 

畫曆作品參考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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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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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4b 

 

 

 

 

11



任務紙卡（參考）內容： 

 （1）如果今年各祭儀中「用平底鍋煮粟釀酒」皆在祭儀開始前預定須延遲二天，

假設這對其他活動的舉行皆沒有影響，如何在不更動已完成之畫曆（圖形，

含註記）而僅需額外增補註記條件下，讓人一樣看去能立即獲悉更新後的「用

平底鍋煮粟釀酒」實施日期？  
  （2）如果我們看錯了：各符號所代表活動時間順序其實是「倒著舉行」，那麼如

何在不更動已完成之畫曆（圖形，含註記）而僅需額外增補註記條件下，讓

人一樣看去能立即獲悉更正後的各符號代表活動的實施日期？  
  （3）當我告訴你：「今天是『豐收祭』的第六天」，請以符號指令說明今日位於

圖形上的對應「一天」。  

（4）當我按順序地告訴你：「禁止砍柴」、「『出獵』結束」、「無多作說明符

號的『一天』」、「用平底鍋煮粟釀酒」，請告訴我該系列符號位於什麼祭

儀內？   

（5）若我現在也和你一樣要仿作一份屬於自己的畫曆，我起始的第一步就是要參

考傳統畫曆以擇取某「一天」來安置我一新發明的符號「T」（代表「織布」）。

我選取的條件很苛刻：我只選取唯一一天。我選取的那天是「無多作說明符

號的『一天』」使用次數小於三的諸祭典中使用次數最小者。如此，試問「T」

將被置於何祭典何天？  

（6）符號密碼：試著推測以下符號組合運用的規則： 

(i)  「用獵槍獵鹿」-5 「禁止砍柴」。  

「卡邦裡裝著芋頭」- 1 「卡邦裡裝著芋頭」 

        「球與陀螺」+ 0  「球與陀螺」        

(ii)   3「用平底鍋煮粟釀酒」 播粟祭、豐收祭 

1「用平底鍋煮粟釀酒」 開墾祭、除草祭、打耳祭、取稗祭 

      (iii) （『豬』,『豬』） 0 或 4 

            （『榛樹』,『旱田』） 3        

(iv)Λ1（『卡邦裡裝粟』,『用平底鍋煮粟釀酒』）4 

Λ2（無多作說明符號的『一天』, 無多作說明符號的『一天』） 5 

    Λ3（無多作說明符號的『一天』, 『用平底鍋煮粟釀酒』） 3 

    Λ4（『榛樹』,旱田） 3  

(v) ★{『豬』,『用鎗獵鹿』,『水塘中種芒草』,『禁止砍柴』} 

 |★|{豐收祭（2,7）,打耳祭(7),除草祭（6）,{開墾祭（4）,播粟祭

（14）,除草祭（3）,打耳祭（2）,豐收祭(7,11),首飾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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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形成新世界觀  

（一）主要學習概念、學習活動目標與分段能力指標  

1.主要學習概念  

（1）認識、整理、及處理代數問題的方法 

2.學習活動目標  

（1）完成此階段的課堂代數習題 

3. 分段能力指標：S-4-1 ,A-2-3 , C-C-5, -S-3,-3-1-1 

 

（二）學習活動  

1.傳承，飛躍----我們的代數： 

   下一堂課，依以下程序進行：  

    （1）教師宣布規則（規則內容如以下（2）-（10））和評分細則（依據「『任

務紙卡』參考解答」；評分細則註記於黑板上） （約 5 分鐘）。 

（2）使學習者隨意分組成七（35/7 ＝ 5 人/組）（3 分鐘）。 

（3）教師計時 25 分鐘，每組整合、決定組內一最具代表性的仿製畫曆作品，

並依據它來解決「任務紙卡」上的題目（紙筆為之最佳）。 

（4）計時結束，每一組將整合後的仿製畫曆和作答「任務紙卡」的答案交與教

師（1 分鐘內）。 

（5）教師批改分數（依據「畫曆作品參考範例」與「『任務紙卡』參考解答」） 

     批改每組約 10 分鐘，7 組70 分鐘；其間學習者自由活動或從事由教師

安排之活動。 

    （6）教師完成批改，發回每組的整合仿製畫曆與「任務紙卡」答案，公布表現

較理想的組別（A等、B等）。（1 分鐘內） 

    （7）教師在台上以自製之 Power Point 檔說明仿製畫曆實做重點與「任務紙

卡」解題方法。強烈建議運用 Power Point 簡報軟體所附之動畫製作功

能或嵌入動畫製作軟體（如 Fash MX 2004）所做之動畫呈現解題之操作

過程；非常不建議用長篇「解題步驟」文字張貼及「照稿念」的方式為之。 

         （約 40 分鐘） 

    （8）學習者發表疑義  （約 15 分鐘） 

    （9）教師作最後評分調整 （1 分鐘內） 

   （10）教師交代家庭作業：學習者將自己（非組上）的畫曆作品作修訂，之後嘗

試獨力完成「任務紙卡」上之題目（課後為之）；將結果整理後以釘裝好

的成疊A4報告紙形式交與教師作個別成績考核（成績考核以個人作業為重

點；組上完成者僅作為整組加分用途，僅具鼓勵性質，配分不宜過重，不

然會形成「變相的考試」。）。 

       

「任務紙卡」參考解答（附上（參考）評分細則）： 

（1） 我們用x來代表「用平底鍋煮粟釀酒」的任何一個實施日期。而如果我們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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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以阿勒伯數字表示，則  x + 2  表示從「用平底鍋煮粟釀酒」的任何一

個實施日期往後推遲二天。（5 分） 

附註：註記方式如下： 

 

Fig.5a 

  （2）我們用y來表示任一祭儀的天數序號，z代表該祭儀的涵蓋天數，則以 

(z+1) - y 表示更正過後的任一祭儀的天數序號，當可收效。（5 分） 

附註：註記方式如下： 

 

Fig.5b 

（3）參考已完成之畫曆並註明：「今天是：『（F,6）。』」即可。（3 分） 

附註：註記方式如下： 

 
Fig.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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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何最有效地找出答案？此舉出一法：找出圖形上具有Λn （ n =1,2,3,4） 

標誌的區塊，再其中尋找倒數第二天活動為「禁止砍柴」者。所以我們得到 

     目標為Λ3 ，而Λ3座落於F區段內；而F表示「豐收祭」，故知「豐收祭」為

正解。（4 分） 

（5）我選取的那天是「無多作說明符號的『一天』」使用次數小於三的諸祭典中

使用次數最小者。 

不少學習者可能依據於此陳述而在費心搜尋畫曆圖形後，直接就鎖定H（「拔

稗祭」）而想取其中一天以放置T。然而 

  我只選取唯一一天   

若接著被納入考慮的話，我們便可知此題是 無解 ，即我們不可能在畫曆

上的任何一天放置T。    （4 分） 

 

附註：出此題的用意不在玩弄學習者的知覺，而在告訴學習者：「我們不可為解題

而解題」和「要確認自己在解『什麼題』」。 

 

（6）符號密碼：試著推測以下符號組合運用的規則： 

(i) 表示箭頭左方活動代表符號的對應當天往前或後推移指定天數可得箭頭右

方活動代表符號的對應當天。（4 分） 

(ii) 要有效率地解此題建議參考仿製畫曆上的「用平底鍋煮粟釀酒」座標標示

列。我們可發現同一大寫英文字母佔有三個日期或僅一個日期，由此恰可

以進一步發現佔有三個日期或僅一個日期的大寫英文字母分別與題目所

列之祭儀相對應。 （4 分） 

   (iii)仔細觀察仿製畫曆後可發現 （Q,R ）表示 Q 和 R 符號所差距的天數（此

題所想呈現的概念為函數的概念）。  （3 分） 

(iv) （Q,R）這種函數形式我們在上一題見過。此題 前置符號Λ進一步規定此

函數的運用範圍。   （5 分） 

(v) ★ 代表{}中所囊括元素的集合，而 

 |★|顯示了★集合每一元素的座標。  （5 分） 

     

※ 評分對象：各組提出的「任務紙卡」答案（總分 42）與整合版「布農

畫曆」（佔 10分）（合計52分，未包含額外加分）。 

※ 算分規則： 

如依據參考答案與教師專業經驗判斷而得知一組在該題的答案符合符

號（或代數）之精練陳述性質，得加該組在該題的全部分數。 

                如依據教師專業經驗判斷而得知一組未獲全部分數，卻在該題的答案

部分符合符號（或代數）之精練陳述性質，得加該組在該題的部分數。 

 

15



※ 額外加分規則：由教師專業經驗判斷，如學習者於： 

 

   解題過程中，能具體指出題目題意不清處 

   具體指出題目題意不清處且提出一精鍊的題目表述方式 

   新構想/改編出一具創意、有評鑑學習水準成效的題目 

   有理指出評分細目分配不公平 

   提出具創意解題方式或運用高階數學技巧 

 

凡符合以上五點之任一項，追加學習者所屬該組分數 2分（同時其他組

分數維持不變）。 

 

※ 累計分數等第分佈： 

39分以上     A等 ----教師除加分全組學習成績外，需另定方式予以

獎勵 

27-39 分     B等 ----教師加分全組學習成績 

27 分以下    C等 ----教師將全組成員列入特別關懷輔導名單 

（三）思考與討論（供學習者自行檢核）： 

（1）你知道問題真正想要問的是什麼嗎？如不清楚，請老師幫忙！ 

（2）你習慣使用符號表達數量或座標的概念嗎？如不習慣，相信自己對以前所學作

一番複習是很有幫助的。如仍不習慣，試著求教於老師！ 

（3）你能接受以如 x、y、z 等英文字母作為概念的代表符號嗎？如不能，試自己

挑選喜歡的符號代替之；能使你多接受一點嗎？ 

（4）一時若聽不懂，則自己研究看看，懂多一點了嗎？還有哪些不懂？ 

（5）你擔心成績不好看嗎？試找老師談談心中想法。 

 

附註： 
     如果學習者很在意此階段（傳承，飛躍----我們的代數）之完成評量方式（紙

筆條列）的繁複性，允許其說出、寫出、畫出或肢體表達出亦可，唯此階段以

紙筆條列較佳。 
 
五、聯結布農族世界觀與科學世界觀 

（一）主要學習概念、學習活動目標與分段能力指標 

1.主要學習概念 

（1）基礎代數觀念 

（2）布農族版曆的規則 

2.學習活動目標 

（1） 能夠完成「布農畫曆‧洪水‧通天塔」學習活動 

3. 分段能力指標： N-4-1 , A-3-2 , C-C-1 ,C-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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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活動  

教師帶領學習者到電腦教室。給予學習者筆者製作之「布農畫曆‧洪水‧通天塔」

PowerPoint 檔（請見光碟中夾帶檔案名為「五、聯結布農族世界觀與科學世界觀」

者），經教師花約 5 分鐘以實際操作方式說明（切換全部被分配電腦的螢幕畫面成

教師的螢幕畫面）使用方法後（操作方法十分簡單明瞭，相信使用者一定快速上手，

故在此不贅述），並允許學習者自由以所分配之電腦操作以完成學習活動。學習活

動進行中，教師的身份為秩序的維護者及課程活動的督導者、疑難的助排遣者。 

（三）思考與討論(學習者自行參考檢覈) 

  （1）你原先心目中的數學是像什麼樣子？經過 一、 至 五、 的學習活動後，你

的想法可有改變？ 

  （2）一、 至 四、 的學習活動有幫助你完成 五、 的學習活動嗎？為什麼？ 

  （3）你現在能向他人介紹「代數（或符號）的使用特點」了嗎？ 

  （4）至此你的觀念是否能接納這一套標記系統（指代數）？如果能，恭喜你，你

達到進皆學習的水準！ 如果不能，想想是不是再稍加強即可趕上程度；或

者反過來思考：「我的智慧說不定比這套系統所呈現的還要出色的解決問題

呀！」 

 

六、 推薦操考書目： 

1 達西烏拉灣‧畢馬（田哲益），《台灣古代布農族的社會與文化》上/

下冊，初版，南投縣立文化中心出版 

2 鈴木  質/著，吳瑞琴/編校，《台灣原住民風俗志》，1992，協和藝術

文化基金會出版 

3 Richard R.Skemp 著，林義雄、陳澤民 譯，數學學習心理學，1988年7

月，九章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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