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識中心開辦「南島民族與社會變遷」暑期課程，體驗原汁原味部落文化 

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與主辦單位宜蘭縣史館結合，於暑假

開設「南島民族與社會變遷」課程，於 8 月 4 日至 8 月 10 日在宜

蘭縣大同鄉舉辦「大同泰雅文化、生態與產業發展」研習營，共

13 名師生參與。 

透過講座、工作坊、田野實查等方式，在

實際社會參與行動中，探索大同鄉泰雅部

落的文化與發展，讓課程不再侷限於教

室。 

社會式參與課程將行動場域拉至社區部

落，同學透過原民產業發展、泰雅生態智

慧與休閒觀光發展、泰雅族遷徙與歷史等

專題演講，認識泰雅民族文化與產業發展

過程，更藉由「泰雅工作坊」體驗傳統的原住民人狩獵文化及飲食文化。【左圖：

走出教室，透過實際社會參與行動體驗原住民的傳統文話】【下圖：同學進行山林

體驗傳統原住民的狩獵文化，設置石板陷阱（右圖）等】 

活動中，同學深入山林部落獵場，接受了「入山 gaga 祈福」儀式的洗禮，開始體

驗傳統原住民的狩獵文化，嘗試製作石板陷阱、竹雞陷阱、山豬陷阱、飛鼠單桿陷

阱等，狩獵工具運用各式原理製作而成，素材多半來自於大自然中，包括木頭、木

棍、野外石板塊等，卻成為讓先人豐衣足食的謀生工具，讓人感受到原住民祖先所

遺留的智慧。 



 

同學透過親身的體驗與觀察，進行部落族人

的訪談與田野調查，以泰雅傳統服飾、原住

民狩獵文化、GPS 衛星定位古道調查為題作

為成果分享，醫學人文研究所所長林益仁表

示，希望同學能透過這次的社會實際參與經

驗，欣賞與學習不同社會文化人群生活內涵

的差異，在共同生活的領域中建立彼此尊

重、溝通與協商的現代公民能力。（文/人

文暨社會科學院）【圖：醫學人文研究所所

長林益仁（左）體驗砍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