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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創教學計畫-執行成果總報告 

跨領域課程『原住民飲食文化暨文化創意與地方產業發展』 

一、課程內容特色 

本課程以在地文化價值的體驗、傳遞與創新為學習目標，藉由跨學科、跨領域的訓

練，培育學生的企劃能力，結合花蓮原住民文化特色，在以下三項教學目標發展中，(1) 

從飲食的變遷，探討族群、社會與文化的互動與其變遷的社會意涵，同時認識和了解文

化消費的特徵、心理與行為；(2) 藉由族群餐飲的文化田野工作，帶領學生思考飲食背

後的族群關係、文化想像與複雜的政治經濟議題，同時學習文化創業產業是如何翻轉創

新傳統產業或式微文化；(3) 在「做中學」的教育精神下，透過專題導向教學（PBL）

和小組導向教學（TBL），讓學生從個案研討到實務製作、從學習探索問題到解決問題

的過程中，培養學生對在地人文與環境關懷的實務經驗，並建立具備思考、創意、實踐

等多元統合的能力。 

二、特殊創意/活動規劃 

以「探索式教學」模式，透過飲食

文化的 3 次實作體驗，了解原住民善

用大自然素材的生活智慧與不同族群

在飲食風格的異同性。並且藉由學生

個人作業的理論應用與小組討論的集

思廣義，於期中報告提出構想，於期末

報告發揮創意、規劃文化行銷的元素，

實際動手烹飪製作原住民特色飲食，

並利用攤位宣傳行銷其文化價值的精

神與意涵。 

 本課程「探索式教學」在各項課

程活動與作業的關聯如右圖示： 

（1）個人作業與分組討論 1，主

要培養學生對文化價值的認知，並學

習如何發掘文化傳遞的重要符號。 

（2）實作體驗是藉由親自體驗的

動手做過程，感受文化傳遞的具體流

程，並發想如何將各組企劃議題透過

什麼樣的形式傳遞出去。 

（3）個人作業與分組討論 2，主要在引

導學生如何將發想進行系統性的規劃，在實作

前檢討各項步驟的程序，學習評估風險和預期

成果。 

（4）個人作業與分組討論 3，在前述各

項基底上發揮創意並嘗試製作出成品。 

 

  

三、教學策略/教學方法 

課程執行方式以「課堂講授」、「分組討論與作業課堂分享」，「原住民飲食文化實

作」及「文化行銷企劃報告」為主。課程為每週三節次，除了實作為戶外教學之外，其

餘每週次中前兩節以課堂講授，第三節進行小組議題討論、作業分享與討論。課堂講授

內容以教科書和時事案例結合，引導學生認識原住民飲食文化與行銷基礎理論的同時，



4 

結合案例建立對原住民飲食文化內涵的認知，並了解透過經營管理的方式，將文化延續、

傳承與推廣的意義。課程內容分成基礎、構思、設計等三個學習目標進行： 

（1）基礎：包含原住民傳統農藝、飲食與當代經濟變遷下的轉變，以及文化儀式

的消費行為與行銷推廣等基礎概念，讓學生了解文化與行銷的關聯架構與原理。 

（2）構思：透過 3次不同原住民群族的飲食文化體驗實作，並從中發掘具有保留

文化價值且創新改良潛力的飲食素材，構思規劃如何進行文化行銷方案。 

（3）設計：安排期中的演練試作和期末的展演活動，讓學生運用課堂所學，實際

著手執行方案內容，將原住民飲食文化的價值與精神，藉由有形產品或無形體驗服務傳

遞出去。 

課程使用專題導向教學（PBL模式），從不同族群的飲食文化實作體驗，了解原住

民利用自然環境的各式資源所展現的生活智慧，並且從不同族群的特色差異了解各自的

飲食文化特色。從實作過程學習做判斷與下決策，在實作場域中思考與討論各式執行方

案和製作，由測試找出最適決策。另外，課程也運用小組導向教學（TBL模式）以實務

問題為核心，安排學生分組討論與報告，藉由階段性的課題，增進同儕之間的討論交流

學習，讓學生腦力激盪，學習建立共識及共同決策。 

四、課程/學程相關產業分析 

因應國際市場快速的發展，傳統產業勢必面臨更多挑戰，然另一方面，地方傳統文

化的價值卻也因全球化而凸顯其差異化的魅力優勢，文化創意的發展讓傳統產業具有轉

型的契機，也讓地方文化具有市場銷售的潛力，進而發展地方經濟，帶動更多就業機會。

從本校所在的花蓮來看，有原住民、客家及日本殖民等歷史與文化的人文特色風貌，也

有石材和農林業等傳統經濟產業，加上山海溪林等自然環境資源，是具備多元且豐富的

人文與自然資產，極有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優質條件。因此課程讓學生透過實作，讓學

生了解如何起手深入地方，探究特色文化的資源，以及學習如何思考、實踐地方文化發

展的企劃，在現階段政府推動「一地一特色、一地一產品」的策略下，學生會具備基礎

的應用能力。 

五、整體活動執行成果效益 

為了強化學生對原住民飲食文化的了解，共安排 5次戶外實作教學，邀請阿美族、

魯凱族、鄒族、太魯閣族部落講師手把手指導學生認識食材、動手烹飪。在「做中學」

的教育精神下，透過專題導向教學（PBL）和小組導向教學（TBL），讓學生從個案研討

到實務製作、從學習探索問題到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培養學生對在地人文與環境關懷的

實務經驗，並建立具備思考、創意、實踐等多元統合的能力。此外本課程指導學生學習

商品開發與活動體驗的企劃設計，規劃期末展演活動，讓學生親自著手執行企劃內容，

實際進行銷售和推廣活動，落實坐而言不如起而行之。期末展演活動共有 100人以上到

場參與，是跨域共授課程的具體成果，也是教學成效的正面肯定。 

本課程為族文系與國企系的老師跨領域共授、學生跨領域共學。族文系同學擅長

文化探索與地方觀察，國企系同學專長市場營銷與商業企劃，透過課堂討論及戶外實作，

兩系同學從陌生到熟悉，從磨合到融合，跨領域的學習過程，讓文化人具備商業思惟，

因應就業市場需求，讓商業人體認文化價值，培養文化永續經營的觀念。期末展演後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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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8份詳細執行企劃與銷售實績報告書。這份成果對於學生未來在求職或升學都可以成

為重要履歷資料。 

 

【質化指標】 

 運用「飲食實作」與「儀式設計」於課程中，讓學生做中學的同時，融入設計

規劃的理論基礎，強化學以致用的能力。 

 5次戶外實作教學邀請不同部落飲食專家，帶到戶外場景，深化以學習者為主

體的做中學的學習目的。 

 期末展演為做中學的成果檢驗，本學期 8組學生皆達到收益大於成本之 KPI目

標。 

【量化指標】 

 舉辦 5次戶外實作教學及 1場期末企劃展演，加強學生實務面的應用展示。 

 完成原住民飲食文化創新設計企劃作品 8份。 

六、多元評量尺規 

個人成績占 30% 分組成績占 70% 

出缺席、課堂互動 

 

30% 

 

2次移地教學實作 

期中發想提案報告 

（教師占 10%；專家占 15%；同儕互評占 5%） 

期末展演活動 

（教師占 10%；專家占 15%；同儕互評占 5%） 

10% 

30% 

 

30% 

 

七、學生整體意見與回饋 (整體活動滿意度、文字意見回饋等) 

截至本學期為止，本跨域共授課程已開設 3 次。檢討 3 次課程設計以及學生自我

學習評量發現，108與 110學期分組時，有安排學習風格破冰活動，讓團隊組員了解彼

此的學習特性，因此在創新構面的 5團隊合作表現上，優於沒有安排學習風格破冰活動

的 112學期。除此之外，過去學生在質性回饋上絕大多數對於實作反應佳，是學生喜愛

的課程活動，因此 112學期提升至 5次實作，但從創生構面的 8知識應用在各類活動的

表現，反倒是比前兩學期差。進一步檢討有無指定作業，從創生構面的 7知識應用在各

類報告來看，有指定作業的 110學期比沒有作業的 108和 112學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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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檢討與建議 

綜合上述檢討，(1)學習風格是成員間了解彼此合作分工的重要關鍵，尤其是跨領

域不同兩個科系的合作，若能事前了解團隊成員之間的學習特性，協作時應更可以有效

分工。(2)學生喜歡戶外實作，不希望有太多作業，但作業是讓學生將所學應用在報告與

活動中的重要練習與準備，尤其本課程著重「做中學」，有指定作業反而可以在每次實

作前或後，提前準備或反思收斂其相關知識，以利後續的報告與活動。對此未來課程中

將安排學習風格與指定作業，並從教學評量回饋檢視其成效。 

九、與本課程相關成果報導、競賽獲獎或研討會發表 

參加 2022年「花蓮青年夢想家提案競賽」，是花蓮縣政府為提升青年學子對公共議

題的關注，培養新世代青年對當代社會的觀察力，身體力行參與社會議題、關心在地脈

動之競賽。參加學生根據課堂所學原住民飲食文化精神與企劃推廣策略，以『豐洄路轉

慢漫遊』為題，推動東部慢食文化與食農教育，獲得行動獎勵金加以實踐，成為轉動花

蓮的青力量。相關報導連結：https://www.ndhu.edu.tw/p/404-1000-201373.php?Lang=zh-tw 

 

十、活動精彩剪影 (請檢附二至四張活動照片，並予以簡述) 

 

戶外實作教學場地@原民院良食公社 

 

東魯開族阿粨實作教學 

https://www.ndhu.edu.tw/p/404-1000-201373.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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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企劃展演前的小組準備 

 

太魯閣族小米糕的展演後小組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