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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咧 
類別：自然與科技 

模組單元名稱：鳥咧 

模組設計人：謝啟銘                           研習編號：WOLF11071 

模組教學年段：國小 5-6 年級                   模組教學時間：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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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的九千多種鳥類中，台灣以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面積，卻

孕育了四百五十多種類的比例來計算的話，台灣的鳥種密度是排名世界第二。 

   1.)認識校園、生活周遭環境結構。 

   2.)認識鳥類各部名稱與台灣可見鳥類。 

   3.)季節與鳥類之關係。 

   4. )原住民與鳥的傳說故事。 

2.教材細目： 

  1.)學習生活周遭環境結構。 

  2.)認識分析環境與周遭鳥相之關係。 

  3.)了解季節與鳥類之關係。 

  4.)找尋原住民族群與鳥類之關係，關於鳥的傳說故事。 

3. 學習活動目標   

   1.)學生能夠認識、了解校園周遭環境。 

   2.)藉圖片、書籍認識台灣常見鳥類。 

   3.)了解季節、氣候與鳥類遷徙之關係。 

   4.)了解原住民與鳥的傳說故事。 

4.能力指標 

  1-3-1-2 察覺一個問題或事件，常可由不同的角度來觀察而看出不同的特徵。 

  1-3-2 瞭解各地風俗民情的形成背景、傳統的節令、禮俗的意義及其在生活中的重要

性。 

 

(二) 學習活動 

     1.校園與學校周遭景點環境介紹。 

     2.靜態方式藉圖片、書籍認識台灣常見鳥類。 

     3.蒐集鳥類遷徙之氣候關係與路線資料。 

     4.蒐集原住民與鳥的故事並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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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這個海島在生物地理上屬於東洋區，整個生態體系十分

特殊。它的鳥類相延續了中國大陸及喜馬拉雅山系的鳥種；每年秋冬及盛夏亦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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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古北區的候鳥南下至此度冬，部份華南的夏候鳥也飛來避暑；最令人珍惜的還是

台灣的留鳥，其中竟有十四種是其他地區看不到的特有鳥種，堪稱是台灣鳥類中的

國寶。 

   1.)學生能表達校園與生活周遭周遭環境所認識之鳥相。 

   2.)學生能學習統計分析校園與周遭環境鳥相。 

   3.)學生能表達氣候與鳥類之關係。 

   4.)學生能夠學習、分析鳥類與部落關係： 

     ○1 鳥的原名(阿美族、太魯閣族)。 

     ○2 關於北部阿美特有歲時祭儀～捕鳥祭。 

     ○3 捕鳥陷阱製作原理與季節狩獵分析。 

2.教材細目 

        ◆知識類： 

          1.學生能學習表達生活周遭環境。 

          2.學生學習表達周遭環境鳥類之族語念法。 

          3.學生能透過統計、分類學習統計周遭鳥相。 

          4. 使學生透過氣候分析來表達鳥類與發生變化時之關係。 

          5. 透過部落訪談，使學生能了解並表達歲時祭儀(捕鳥祭的由來)。 

          6. 了解狩獵(捕鳥)陷阱種類。 

        ◆技能類： 

          1.使學生能學習捕鳥陷阱的製作原理、技藝。 

          2.陷阱製作，認識放置陷阱位置環境與營造。 

3. 學習活動目標 

   1.)能表達校園周遭環境。 

   2.)能表達校園與周遭環境鳥相。 

   3.)能自行設計統計校園與周遭環境相表格。 

   4.)藉氣候與鳥類之關係分析各時節鳥相。 

   5. )學生能夠學習、分析鳥類與部落關係： 

      ○1 鳥的原名(阿美族、太魯閣族)。 

      ○2 阿美族捕鳥祭由來。 

      ○3 捕鳥陷阱製作原理與季節狩獵分析。 

4.能力指標 

      1-3-1-1 能依規劃的實驗步驟來執行操作。 

      2-3-6 能簡單描述本族的地理環境。 

      2-3-2-2 觀察動物形態及運動方式之特殊性及共通性。觀察動物如何保持體溫、       

            覓食、生殖、傳遞訊息、從事社會性的行為及在棲息地調適生活等動物    

            生態。 

 

(二)學習活動 

    1.校園與學校周遭景點踏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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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透過踏查實施鳥相調查並填入統計表格。 

3.施以家庭作業，由學生返家學習調查鳥類族語念法。 

4.藉統計表格分析氣候與鳥類之關係。 

5.部落探訪：部落歲時祭儀～捕鳥祭由來。 

6.認識捕鳥陷阱材料、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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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捕鳥之方法與技巧。 

  2.)透過部落訪談了解早期族人捕獵對象陷阱類別製作體驗，有關材質竹、樹 

    藤、誘餌關係。 

  3.) 環境導覽解說。 

2.教材細目 

        1. )蒐集各類捕鳥陷阱製作種類。 

        2. )了解陷阱材料材質、特性(竹、樹藤)及繩索。檢測陷阱承受度，驗證可能捕 

           獲鳥類型體。 

        3. ) 導覽解說。 

3. 學習活動目標   

4.能力指標 

  1-3-1-1 能依規劃的實驗步驟來執行操作。 

      5-3-1 具有參與規劃校園環境調查活動的經驗。       

 

(二)學習活動 

  1.由部落耆老指導早期原住民陷阱製作。  

  2.實地操作，學習陷阱放置與周遭環境觀察、布置。 

  3.環境導覽解說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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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美族傳統狩獵(捕鳥)陷阱製作力學原理、材質與時間之關係。 

 2.)狩獵環境之改變與營造分析狩獵成果與鳥種。 

2.教材細目 

  1.)認識並能選用適當的材料，依狩獵現場環境製作陷阱。 

  2.)製作相同的陷阱，營造不同的環境以求得最佳狩獵環境。 

3.學習活動目標 

 1.)分析傳統狩獵陷阱製作後經由時間拉長的過程，彎曲的角度適當，分析其強     

   度是否因此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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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營造不同狩獵環境所分析狩獵成果與鳥種。  

4.能力指標 

  1-3-1-3 辨別本量與改變量之不同(例如溫度與溫度的變化)。 

  5-3-3 主動參與學校社團和社區的環境保護相關活動。 

 

(二)學習活動 

   認識狩獵的環境、了解及妥善運用材質特性製作陷阱，並依現場環境妥善運用、       

   變化增進自我應變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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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傳統狩獵(捕鳥)以外的陷阱文化。 

 2.)原住民族傳統狩獵(捕鳥)以外的之差異性。 

 3.)尊重現今文化差異，培養環保意識、保存族群文化的概念。 

2.教材細目 

 1.)認識各方不同的陷阱文化。 

 2.)分析、探討原住民族與世界傳統狩獵(捕鳥)文化之差異性。 

 3.)如何檢視現今文化差異，培養環保意識、重視保存族群文化的概念。 

3.學習活動目標 

 1.)認識各方不同的陷阱文化。 

 2.)分析、探討原住民族與世界傳統狩獵(捕鳥)文化之差異性。 

 3.)檢視現今文化差異，培養環保意識、重視保存族群文化的概念。 

4.能力指標 

  5-3-3 主動參與學校社團和社區的環境保護相關活動。 

      1-3-1-2 察覺一個問題或事件，常可由不同的角度來觀察而看出不同的特徵。 

 

(二)學習活動 

  1.)蒐集世界不同的陷阱文化。 

  2.)分析、探討原住民族與世界傳統狩獵(捕鳥)文化之差異性。 

  3.)分析、討論現今文化與環保意識差異、如何永續保存族群傳統文化的概念與方 

    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