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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石頭碰上火花 
類別：自然與科技 

模組單元名稱：當石頭碰上火花  

模組設計人：黃雅萍                         研習編號：WOLF11073 

模組教學年段：國小高年級                   模組教學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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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農族語的射耳祭、火、石頭。 

   (2) 介紹布農族射耳祭 起火儀式。 

   (3) 布農族起火儀式的意義。 

   (4) 介紹布農族『取火英雄-紅嘴黑鵯』神話故事。 

2.教材細目 

3. 學習活動目標  

   (1)用布農族說射耳祭、火、石頭。 

   (2)了解布農族歲時祭儀-射耳祭。 

   (3)知道起火儀式的重要性。 

         (4)理解神話故事內容。 

4. 能力指標 

         原 2-4-5 能簡單表達對於民族文化的認識。 

         原 1-4-6 能透過聆聽，認識本族的民俗習慣。 

原 1-1-3 能培養良好的聆聽習慣及態度。 

 

(二) 學習活動 

1、利用圖片的說明讓孩子知道射耳祭對布農族人來說是個非常重要的祭典儀式中充  

滿布農族祖先所留下來的禁忌。主要是為了感謝眾神的保佑並祈求來年的平安和農作物

的豐收，布農族的 malahtangia(射耳祭)是以家族或社群為單位，由男祭司當主祭。 

起火的儀式在 malahtangia 射耳祭的祭典中，是莊嚴且神聖的，起火的素材必須是桃樹、

梅樹、鹽膚樹、舉木，而木柴必須是現砍的生木頭。 火種裡發出鏗鏘有力的響聲，祭

司就馬上舉行 malahtangia 射耳祭的儀式，火堆的聲響大小關係著整年農作物的收成得好

與壞，malahtangia 是屬於男人的祭典，祭場內禁止女人進入，祭屋裡的肉跟酒也絕對不

能給女人食用，更不能帶出祭屋外，在儀式沒有結束前屋內的人不能擅自離開。 

起火儀式結束之後，每個人都要越過火堆，表示過去的厄運化為灰燼象徵迎接全新的未

來，而這就是起火儀式的主要意義。 

2、教室在黑板上寫下布農族射耳祭、火、石頭的羅馬拼音，並帶著學生覆誦三到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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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http://www.tncomu.tn.edu.tw/blog/808/read.php?3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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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學生不同的面向看自己的文化 

  (2)知道起火儀式的過程及起火技巧 

  (3)學生之能有意見分享並主動給予彼此回應 

2.教材細目 

3. 學習活動目標  

  (1)能說出對於自己文化的看法 

  (2)能分享自己參與過的經驗 

  (3)能對同學提出的觀點作出回應 

4.能力指標 

      社 7-4-4 

      藝 1-4-1 

 

(二) 學習活動 

         1、教師將學生分成三組討論自己與其他族別相異之處 

         2、教師請學生想想在起火儀式進當中祭司是如何將火燃起?用到了什麼素材?

將所討論的細節記錄在教師所發的紀錄紙上。 

 

  (三)學習評量 

         1、回收討論紀錄紙。---(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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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體驗打火石點燃乾芒草 

  (2)燃起火瞄的材料 

  (3)與現今的打火機相異之處 

2.教材細目 

3. 學習活動目標   

        (1)培養探索生活的興趣與熱忱，並具備主動學習的態度。 

        (2)樂於參與各種藝術活動，擴展文化與藝術視野。 

4.能力指標 

      自 1-1-2-2 

      自 1-3-5-4 

 

http://www.tncomu.tn.edu.tw/blog/808/read.php?3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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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習活動 

1、教師先前將學生應注意的安全事項說明清楚 

2、教師將學生分成四人一組把事前準備好的打火石、乾芒草、棉花分給各個 

   組別。 

3 教師教導學生用力敲擊石頭(石英)在摩擦的同時會產生火花，使火花敲出在

乾的芒草和棉花上將其點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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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熱的傳播方式，傳導、對流、輻射等的意義與現象之探討。 

    (2)透過實驗、體驗了解熱的來源有哪些，並且知道產生之原因。 

2.教材細目 

3. 學習活動目標  

       (1)能討論日常生活中的熱源。 

       (2)能仔細聆聽，記住熱源的種類特徵。 

4.能力指標 

自 1-3-5-4,自 1-3-5-5,自 6-3-1-1 

 

(二) 學習活動 

    讓學生體驗熱源產生的熱。 

提出產生熱能之方法：（由老師提問，引導學生答題，並可利用 ppt 顯示答案） 

1.燃燒：生活中的取暖、燃燒木材、烹調。 

2.電能：電流通過導線或電器會產生熱。 

3.動物：人體吃時物攝取熱量，運動放出體熱。 

4.摩擦生熱：冬天雙手摩擦會感覺到比較溫暖、鑽木取火。 

5.太陽：晴天時大地溫暖氣溫較高。 

6.地熱：如火山爆發。 

7.光能：植物溫室需要用電燈泡提供熱。 

8.化學能：熱袋，鐵生鏽，酸鹼中和放熱。 

9.機械能：汽車引擎所發出的熱。 

老師善用提問方法，適當引導學生作答；最後可揭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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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燒的三要素：可燃物、助燃物、溫度要達到的燃點 

2.教材細目 

3. 學習活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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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能將所學的物理原理解釋透過實驗的過程中出現的一些物理現象 

(2)能以化學反應解釋摩差即產生熱能的現象 

(3)知道以熱能為主的相關產業對環境的影響 

4.能力指標 

自 1-4-4-3,自 2-2-3-1 

 

(二) 學習活動 

1、教師將學生分組討論並請學生說明熱是如何產生?需要哪些要素下即能燃 

   起? 

2、教師引導學生了解目前以熱能為主的相關產業主要有哪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