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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樂慶典－盪鞦韆 

類別：自然與科技 

模組單元名稱：歡樂慶典－盪鞦韆 

模組設計人：李淑君                      研習編號：WOLF11052 

模組教學年段：國小高年級                模組教學時間：280 小時 

 

一、傳承傳統世界觀  

(一)主要學習概念、學習活動目標、教材細目與分段能力指標 

1.主要學習概念  

1.1 盪鞦韆的排灣族語、布農族語及邵族語。 

1.2 盪鞦韆儀式在排灣族、布農族及邵族代表的意義。 

2.教材細目 

運動與力 

3.學習活動目標 

3.1 能用排灣族語、魯凱族語、邵族語說出盪鞦韆。 

3.2 說出排灣族及魯凱族盪鞦韆的相同及相異處。 

3.3 認識並說出邵族、排灣族及魯凱族盪鞦韆所代表之意涵。 

4.能力指標 

國語文 B-3-1、B-3-2-3-3 、B-2-1-2-1  

原住民語 1-1-3、3-2-1  

 

(二) 學習活動 

1.學生欣賞九族文化村娜魯灣劇場-排灣族新娘盪鞦韆、魯凱族巴冷公主傳說故事~百合

戀~盪鞦韆影片(影片來源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l_aIfXE_MI 和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ofd5xAlEeU)。(第一節-5 分鐘) 

2.學生觀賞影片後，就影片內容舉手回答出排灣族及魯凱族盪鞦韆儀式相同的地方及不

同的地方。(第一節-5 分鐘) 

3.教師朗誦排灣族語、魯凱族語、邵族語的盪鞦韆後，全班跟著覆誦。(第一節-8 分鐘) 

4.教師講解並播放 PowerPoint(以下簡稱 ppt)，學生觀看 ppt。(第一節-22 分鐘) 

＊原住民盪鞦韆(ppt 資料來源詳見文末參考資料) 

排灣族- putiyuma 

    兒童時期所玩的盪鞦韆與漢族的盪鞦韆，形式上不同，也不像魯凱族結婚時的盪鞦

韆，排灣族兒童所玩的盪鞦韆，其設置是將一條繩子綁在樹枝上，然後在離地的這一段

做成一個圈套，小朋友就坐在圈套中，在圈套的上方再綁一條繩子以便拉動主繩。玩的

時候，就由一位小朋友坐在圈套中，另一位小朋友握住可扯動主繩的那一條繩子，開始

前後做“拉”、“放”的動作，此時鞦韆就可以前後擺盪，至於結婚時得鞦韆是由三枝

長竹竿架起來的鞦韆架，而且人是站著，腳伸進圈套中，再由一人拉動繩子，而不是采

http://www.zwbk.org/MyLemmaInter.aspx?title=%e6%8e%92%e7%81%a3%e6%97%8f
http://www.zwbk.org/MyLemmaInter.aspx?title=%e9%ad%af%e5%87%b1%e6%97%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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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姿的方式。據報道人所稱，這種游戲男童是不能玩的，隻能由女童玩，如果男童玩這

種游戲，長大後會獵不到山豬。 

魯凱族- talaysi 

    鞦韆（talaysi）有兩種意義：（1）娛樂性鞦韆。（2）權力性鞦韆（tiwma）。前者在魯

凱族傳統文化中，為豐年節供兒童、及青年女子的文化娛樂活動。後者為大貴族及結婚

儀式中，必舉行的文化活動，是權力意義的象徵。 

    魯凱語鞦韆叫 talaysi，對魯凱族青年而言，talaysi 活動，是在公開場合可傳達愛意

的機會，充滿了美麗和獨特的美感。豐年節年輕人的活動有兩項：（1）女子盪鞦韆。（2）

男子刺福球活動，這是部落盛大性活動。盪鞦韆為女子唯一期待的項目，talaysi 的架設

是男女去野外採藤條，回來後，組一條粗長繩，由男人負責綁牢在大樹上（小女孩玩的

答來依希可綁在小樹上），在繩條的末梢分叉處留一個洞口，到最末端，將二條合綁一

起做腳踏板用。 

    參加盪鞦韆的人，凡成年及青少女，不能勉強盪鞦韆，要看女子的膽量，若能夠參

加盪鞦韆，是女子莫大的光榮。不論大人或青年，參加盪鞦韆活動，都要著盛裝聚集在

活動場地中央，負責擺盪鞦韆工作的人，要選出有經驗的男子。 

  參加盪鞦韆，由著盛裝青年女子輪流出場，若男友在場可能會負責拉鞦韆接，在場的

觀眾會為他們喝采叫好。女子盪鞦韆，也是非正式的另一種選美活動，由在場的婦女們

負責評選，並當場宣布評選結果。結束之後，有經驗的婦女們，會實地指導年輕人相關

的技巧和知識。 

    talaysi的另一種意義，對魯凱族而言，大貴族舉行婚禮時，男方要在女方設置 talaysi，

名稱叫 tiwma，有大貴族特權意義。中級以下之社會階級，無此特權。新郎男方會在女

方家外院，用三根大竹竿立架起來，竹竿頂端懸掛小米、傳統服飾等，以顯示女方家的

身分地位，因此女方會感受到被尊重至上的滿足感。 

    魯凱族過去沒有 tiwma 文化，而且還是一種禁忌。曾有魯凱大貴族青年男子，看上

排灣大貴族的青年女子。當雙方談及婚事，女方要求設置 tiwma，然男方因不敢觸犯禁

忌，因而堅持拒絕，婚事終告失敗。但是有的魯凱族大貴族已漸漸受到影響，接受排灣

族大貴族女方的要求架設 tiwma。 

 

邵族- lhalhawshin 

  邵族用四根長竹竿搭建鞦韆，盪鞦韆是古昔邵族人播種祭不可以或缺的儀式之一。

邵族人在豐年祭時，也搭起鞦韆架，供社裡婦女縱情遊蕩。 

    盪鞦韆之前要先舉行儀式，儀祭後，由主持鞦韆儀式的耆老持著酒，在架鞦韆的四

方灑酒給祖靈，祈求祖靈庇祐，讓族人盪鞦韆時都能平安，並讓作物都能長大、長高，

有如鞦韆般的搖籃，使作物都豐收。接著由主持儀式的耆老先坐上鞦韆，上下盪之，這

也是儀式的一部分；當他盪完之後，其他的族人才可以盪鞦韆。為了獲取祖靈的庇祐，

族中男女老少先來後到廣場盪鞦韆，此一鞦韆一直到三月間，供族人盪之，成了播種時

期的特殊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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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凱族盪鞦韆 (圖片來源 http://www.imagetaiwan.com.tw/hippoImage/F2500/as1133.JPG) 

 
排灣族盪鞦韆(圖片來源 http://djyimg.com/i6/808201228041684--ss.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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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表達自我世界觀  

(一)主要學習概念、學習活動目標、教材細目與分段能力指標 

1.主要學習概念  

1.1 鞦韆本身是一個單擺系統，有其自然頻率。 

1.2 施力頻率與擺盪頻率相等或相近時，鞦韆盪得越高。 

2.教材細目 

運動與力 

3.學習活動目標   

3.1 能和他人分享之前盪鞦韆的經驗。 

3.2 透過實際盪鞦韆的經驗，認識各族盪鞦韆的傳統儀式。 

3.3 瞭解如何使力能讓鞦韆盪到最高的位置。 

3.4 能透過盪鞦韆聯想單擺原理。 

4.能力指標 

國語文 B-2-2-2-2、C-3-4-7-1、C-2-1-5-2  

 

(二) 學習活動 

1.學生分組討論並分享過去盪過原住民盪鞦韆的經驗，如果沒有也可以分享平時盪鞦韆

的經驗。(第二節-5 分鐘) 

2.學生實際到校園進行盪鞦韆的活動，將全班分成數組，兩人一組，一人先當推動者，

一人盪鞦韆，5 分鐘時再行交換。(第二節-20 分鐘) 

3.學生先坐著盪鞦韆，再站著盪鞦韆。 

4.全班進行競賽，看哪一組可以盪的最高，必須在安全的情況下進行。 

5.學生舉手說出此次盪鞦韆和過去盪鞦韆的經驗感受，是否有相同的地方?亦或是不同的

地方? 

6.學生舉手說出此次盪鞦韆和原住民盪鞦韆有什麼相同及不同之處？(第二節-5 分鐘) 

7.每組輪流回答，在盪鞦韆的過程，有什麼發現?有什麼方法可以盪的最高? 

8.老師將盪鞦韆的概念和單擺概念做連結，並說明其相似處。鞦韆本身就像一個單擺系

統，也有它的自然頻率，鞦韆要盪得高，使力的時間點要掌握得剛好，當施力頻率與擺

盪頻率相等或相近時，就會使鞦韆盪得高。 也可以說盪鞦韆時的「施力周期」與鞦韆

的擺盪周期相等或相近時，就會使鞦韆盪得高。(第二節-10 分鐘) 

 

三、探索世界觀  

(一)主要學習概念、學習活動目標、教材細目與分段能力指標 

1.主要學習概念  

1.1 鞦韆基本架構 

1.2 製作迷你鞦韆之方法與步驟 

1.3 鞦韆結構與單擺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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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材細目 

運動與力 

3.學習活動目標 

3.1 瞭解鞦韆之組成與結構 

3.2 能夠測量長度及重量 

3.3 能夠操作工具(使用鋸子) 

3.4 培養科學實驗精神與對自然科學之興趣 

4.能力指標 

自然與生活科技 1-3-1-1、1-3-5-4、1-3-5-5  

 

(二) 學習活動 

1.將班上學生分組，四人一組為佳。 

2.發下學習單(附件一)給予每位學生，學生繪製腦海裡鞦韆的模樣(簡單繪製即可)，繪製

結束同組同學互相分享傳閱彼此所繪製的鞦韆。(第三節-5 分鐘) 

3.教師將製作迷你盪鞦韆的材料與製作說明書分給每一組學生，緊接著將先前錄製好的

製作教學影片用多媒體器材放映，學生看完影片後對製作過程與注意事項瞭解後按照製

作說明書進行。(第三節-影片放映 10 分鐘、製作 25 分鐘，共計 35 分鐘) 

4.教師說明實驗方法，讓學生觀察相同擺長與擺盪時間之關係，在製作迷你鞦韆時給予

每組相同擺長的長度(擬鞦韆繩，20公分)以及相同質量的擺錘(擬鞦韆板+人體重量，100g)，

實驗開始時，每組一個學生將擺錘放置最高點(角幅度為 90 度)，另一位手拿碼表計時，

其他兩位同學觀察，當擺錘放下時開始計時，當擺錘完全靜止時碼表暫停，並且記錄其

時間，每組作三次，其時間採計至毫秒。(第四節-15 分鐘) 

5.學生將其紀錄時間每組派一名同學至黑板寫上實驗數據，寫完後讓各組同學去討論其

相關性。(第四節-15 分鐘) 

*迷你盪鞦韆材料 

材料 數量(單位) 用途 備註 

細木條 5(根) 鞦韆支架  

黏土 1(包) 黏接鞦韆支架與製作擺錘  

天平秤 1(個) 測量擺錘重量  

棉線 1(綑) 製作擺長用 一小綑即可 

小鋸子 1(支) 鋸木條用 細短鉅即可 

量尺 1(支) 量木條長與擺長用  

厚紙板 1(張) 鞦韆底座用 紙張磅數愈重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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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迷你盪鞦韆說明書 

1 

                        

      34cm 

      19cm 

先用鋸子將木條鋸成 4 根 34 公分；1 根 19 公分。 

2 

  

 

 

將黏土捏 6 個約成正方體作為接著點與砥柱。 

3 

 

 

 

 

 

 

 

將每端木條前 2 公分至入黏土裡與其他端木條

連接成鞦韆支架(如圖)，並且平放在厚紙板上。 

4 

 

 

 

 

 

 

 

將給予提示棉線長度綁在上橫木條上，利用天

平秤測量出 100g 重的黏土再將其黏土綁在棉線

底端作為擺錘。 

 

四、形成新世界觀  

(一)主要學習概念、學習活動目標、教材細目與分段能力指標 

1.主要學習概念  

1.1 鞦韆基本架構 

1.2 鞦韆結構與單擺原理 

2.教材細目 

運動與力 

3.學習活動目標 

3.1 能觀察並說出單擺現象 

3.2 能說出不同擺長與擺盪時間之相關 

3.3 培養科學實驗精神與對自然科學之興趣 

4.能力指標 

自然與生活科技 1-3-3-3、1-3-4-4、6-3-1-1  

 

(二) 學習活動 

1.學生分組報告他們在相同擺長情況下所觀察到的原理或現象。(第四節-10 分鐘) 

2.教師說明實驗方法，讓學生觀察不同擺長與擺盪時間之關係，將先前 20 公分的棉線與

擺錘拆除，教師給予每組不同擺長的長度(擬鞦韆繩，長度分別為 5、10 以及 15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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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相同質量的擺錘(擬鞦韆板+人體重量，100g)，實驗開始時，每組一個學生將擺錘放

置最高點(角幅度為 90 度)，另一位手拿碼表計時，其他兩位同學觀察，當擺錘放下時開

始計時，當擺錘完全靜止時碼表暫停，並且記錄其時間，每組作三次，其時間採計至毫

秒。(第五節-20 分鐘) 

3.學生將其紀錄時間每組派一名同學至黑板寫上實驗數據，寫完後讓各組同學去討論其

相關性。(第五節-10 分鐘) 

4.討論結束後，學生各組報告所討論的結果。(第五節-10 分鐘) 

5.教師將不同擺長的迷你鞦韆陳列在平台上，同時操作，讓學生一同驗證實驗結果是否

與實驗數據相符。(第六節-10 分鐘) 

6.教師簡單講解其中單擺原理，擺長與週期、擺動速度、時間上的關係。(第六節-20 分

鐘) 

*在相同摩擦力之下，當擺錘重量固定時，在相同的角幅度落下時， 

擺線愈長→幅度愈大→擺動愈慢→時間愈慢→周期愈長 

擺線與短→幅度愈小→擺動愈快→時間愈快→周期愈短 

*單擺的等時性 

一、伽利略(Galileo)的發現： 

義大利科學家伽利略在教堂內見一盞吊燈受風吹而來回擺動，他利用脈搏來測吊燈來回

擺動的時間，發現來回擺動一次的時間幾乎是相同的。此特性稱為「擺的等時性」，擺

鐘計時是利用此原理而設計。 

二、單擺： 

1.擺長一定的單擺，當擺角不大(約小於 10°)時，其週期為一定固定值，與【擺錘】質量、

【擺角】幅度無關。 

2.擺長固定時，擺動次數與擺動【時間】成正比。 

3.影響單擺週期的因素是擺長，擺長越長，擺動愈慢，意即週期愈大；週期與擺長平方

根成正比。 

(資料來源：http://www.phyworld.idv.tw/NATURE/nature_03/CH_01/99_1_1.htm) 

 

五、連結原住民族世界觀與學科世界觀 

(一)主要學習概念、學習活動目標、教材細目與分段能力指標 

1.主要學習概念  

1.1 鞦韆架構探討單擺原理 

1.2 單擺原理的生活應用 

1.3 改變單擺的因素 

1.4 單擺原理與盪鞦韆 

2.教材細目 

3.學習活動目標 

1.1 思考與聯想單擺原理在生活上的應用 

1.2 發現並說出其他會影響單擺的因素 

http://www.phyworld.idv.tw/NATURE/nature_03/CH_01/99_1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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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能夠操弄實驗變相 

1.4 培育研究觀察能力 

1.5 透過小組討論腦力激盪並且學習團隊合作 

1.6 透過分組報告提升口語表達能力 

1.7 培養學生研究精神與對自然科學之興趣   

4.能力指標 

自然與生活科技 1-3-3-1、1-3-5-3、1-4-5-5 

 

(二) 學習活動 

1.第六節課老師有花 20 分鐘簡單講解單擺原理，此時讓學生開始腦力激盪生活上有什麼

是應用此原理，可以讓學生舉手回答。(第六節-10 分鐘) 

2.教師慢慢提示與引導學生去思考有哪些因素會影響單擺，如提示學生從材料、重量、

長度、高度、幅度、力量等因素去思考。(第七節-10 分鐘) 

3.學生提出可能影響單擺之因素時，讓學生試著去提出假設，提出假設是研究動機的來

源之一，這樣可以引起學生實驗興趣。 

4.如當下能立即便利改變操作變相，如改變擺錘重量(增加黏土質量)，則可以讓學生立

刻操作，教師適時提供研究建議方能控制變相因子，使得實驗單純化、簡易化。(第七

節 15 分鐘) 

5.綜合討論與複習，教師再一次將本模組的概念複習一次，再將各研究結果與理論作結

合說明與討論給學生知道，加深學生對單擺原理的概念。(第七節 1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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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樂時光-盪鞦韆 學習單 2-1 

班級：   年   班 姓名：            座號：     組別：     

1. 你記憶中的盪鞦韆是長什麼樣、原住民的盪鞦韆又是如何?請畫出不同的地
方。 

 

 

 

2. 當擺長為 20公分時，從開始擺盪到擺錘靜止不動時所發費的時間是多少?(請
用碼表計時，時間記錄至毫秒，總共做 3 次) 

20公分擺長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平均秒數 

    

3. 當擺長為 5、10、15 公分時，從開始擺盪到擺錘靜止不動時所發費的時間
是多少?(請用碼表計時，時間記錄至毫秒，總共做 3 次) 

 

5公分擺長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平均秒數 

    

10公分擺長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平均秒數 

    

15公分擺長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平均秒數 

    

 

附件一 

要在這旁邊附上計算的算式唷!! 

要在空白處附上計算的算式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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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樂時光-盪鞦韆 學習單 2-2 

4. 在不同擺長(5、10、15、20 公分)下，你觀察和擺盪時間有什麼關係嗎?請就

你觀察的現象用文字或圖示寫出來。 

 

 

 

 

5. 想想看有什麼東西會改變擺盪呢? 

 

 

 

 

6. 想想看日常生活周遭有什麼東西很像這個原理呢? 

 

 

 

7. 實驗過程中你和你的組員是如何分工合作，並且學到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