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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動機與目的 

當前台灣原住民族法制與原住民族權利逐漸受到重視，除了憲法增修條文對

於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應積極維護與發展原住民族文化早有明文，原住民族法

制之發展於近年也有所斬獲；例如：原住民族基本法、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

護條例、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即是保障原住民文化最重要的三部法律。法律的

制定固為原住民族文化保障之必要手段，但如何落實與進一步深化於台灣土地有

賴於全體國民的體認與發自內心尊重原住民族文化，否則法規的制定不過淪為空

中樓閣。因此，原住民族文化與權利之保障與深化在法學領域有賴於原住民族法

學教育之推動，也就是：法學教育應予學生能具備了解與尊重原住民族文化的法

學思維。 

惟研究者於課堂中教授與原住民族法制相關課程時，卻於教學現場發現學生

於認識原住民族法制與原住民族傳統文化時，基於原、漢文化隔閡產生困難，因

此難以體認與反省原住民族的傳統習慣與國家法制產生衝突的困境，遑論思索原

住民族文化實踐在現行法制下遭遇到的困難與解決之道。有鑑於此研究者嘗試以

「劇場教學」作為一種創新教學模式，有別於傳統法學教育著重於教師單向講授

或是法學案例個案教學，將此創新教學模式嘗試推動原住民族法學教育以解決上

述教學現場之難題：運用劇場教學之特性、心理劇方法與元素，使學生有機會於

劇場教室扮演原住民族法學案例中的利害關係人，進一步培養同理心與寬容心，

並能對現行法提出批判與反省。 

貳、 文獻探討 

研究者曾就目前大學以上法學教育創新教學、心理劇方法、原住民法課程規

劃進行文獻回顧。劇場教學為逢甲大學經濟系鄒繼礎教授首創之教學方法，為發

展中的新教學方法，首先應用於商管教育，因此並未有劇場教學相關之文獻回顧： 

一、法學教育創新教學 

    除了傳統的講授方式之外，目前國內外常論及的法學教育創新教學有下列幾

種方式： 

1.「蘇格拉底式教學法」：是一種在課堂中教師以法院實際案例的內容，例如

相關法理、正反方的主要論辯詢問學生，學生作答，是一種啟發式的對話與交流，

並以此獲得運用法學知識、辯證與思考之能力1。蘇格拉底式教學法據說源自於

西方倫理道德哲學家蘇格拉底於羅馬的在街頭巷尾以此方式與學生辯證哲學問

題，又稱為「蘇格拉底反詰法」。此種教學方式在美國法學院的課堂上頗為常見，

算是傳統講授法之外法學院最常見的教學方法，也常在好萊塢電影中描述法學院

                                                 
1 石世豪（1999）。〈大學法學教育應開展專業與人文雙重面向—法學教育在「為司法而改革」

之外的應有意涵〉，《台大法學論叢》，29（1）：179-213。 



教學場景中可見（例如：喜劇電影「金髮尤物」）。 

2.「模擬法庭」：此種教學方式使學生置身於法庭場景中，模擬法庭中有法官

席、原告席、被告席、證人席、陪審團席…等真實法庭裡會出現的各種角色與席

位。學生在模擬法庭裡以角色交換、場景記憶、案例演示，來學習法學理論與思

維；並學習如何在法庭中提出法律論證以攻防的法學教育方法2。在模擬法庭中

進行法學教育是絕佳的情境教育，因為學生可以從擬真場景中學習法律知識、體

會肅穆的法庭氛圍。 

3.「法律診所教育」：是一種著重在未來學生的律師職業訓練的教育方式，學

生練習以律師的身分協助當事人（很可能是真實發生的個案）解決法律問題，並

從中培養學生的律師職業道德3。法律診所教育可說是法學院學生進入實務界前

的實習演練，有時候是與法律扶助基金會或是非營利事業組織合作，提供資金不

足的弱勢當事人法律相關協助，也藉此訓練學生經歷真實的個案，甚至真實上法

庭辯論。 

上述這些教學法各有其優點，也是有別於傳統的、引發學生學習興趣的教學

方法，但是也各有其缺點：蘇格拉底式教學法與模擬法庭教學之成功實施，皆有

賴於學生在課堂前的充分準備與閱讀法學案例資料，否則可能只是教師一人詢問

卻無人回答的窘境發生，或是模擬法庭上的角色扮演只是依照法學案例當事人的

論辯照本宣科而已。法律診所教育的缺點則在於缺乏實務經驗與人生經驗的學生，

很難同理當事人的真實感受，遑論做出有智慧的判斷與攻防。有鑑於此，研究者

提出以「劇場教學」作為法學教育創新教學模式，希望以劇場教學的特性達成近

年法學教育改革所訴求的：希望培養具有博雅精神、瞭解與同理心、寬容心的法

律人。 

二、心理劇方法文獻回顧 

劇場教學為甫發展中的教學法，主要結合諮商輔導領域之心理劇元素與技巧，

並在劇場教室結合劇場元素之教學法。劇場教學法國內首推動者為逢甲大學經濟

系鄒繼礎教授，其首先應用於商管教育，源自於精神科領域的「心理劇」方法是

奧地利精神科醫師 Jacob Levy Moreno所倡導，一開始是運用戲劇元素的心理治

療方式，多以團體方式進行。應用於學習情境中使成員透過自發性與創造性，經

由角色扮演的方式以學習專業知識。心理劇導演利用一個小型舞台或空間、一些

簡單道具、特殊的演劇技巧，誘發敏感性與創意，引導成員探索問題，使其在情

境與脈絡中與自我、他人與環境進行有體驗性的互動，以達到學習、成長與治療

的目的4。例如：在「原住民王光祿案」中教師導演可以引導學生運用舞台、桌椅、

                                                 
2 葛天博（2011）。〈在培養法科學生法律思維過程中的應用—以角色、場景、案情三維構成為

分析素材〉，《和田師範專科學校學報》，30（5）：16-17。 
3 張強、王清展（2007）。〈法學教育中案例教學的實施路徑研究〉，《承德民族師專學報》，27

（4）：95-97。 
4 鄒繼礎（2013）。〈運用心理劇方法培養學生之企業倫理決策能力〉，《人文與應用科學》，6：

35-45。 



創意道具…，以不同的情境景刻畫出原住民王光祿為病中母親獵捕野味卻觸犯野

生動保法、槍砲條例之困境。 

心理劇的基本要素包括：導演、舞台、替身、輔角5，這些元素在劇場教學之

應用可以使：教師擔任教師導演，可以協助學生詮釋法學案例情境，如此學生可

以學習自主、自由創造法學案例情境。教師導演必須具備如同心理諮商師般的同

理、寬容、深度了解問題之能力，也必須具備運用心理劇之技巧引導學生呈現法

學案例，以激發學生重新思考問題，找到解決之道。例如：「生物剽竊案」學生

可以在劇場教學中自行刻劃案例當事人的心路歷程，並以自己的方式加以詮釋、

內化思索法學案例背後的意義。此外，教師可以指導學生布置舞台，帶領學生進

入劇場教室，學生產生自己就是當事人般的案例臨場感。劇場教室的舞台搭建，

可以利用不同顏色、長短、大小的布塊、創意道具、桌椅…等，以供發揮想像力。

再者，應用替身元素學生可以在演出某案例當事人之後，學著與自己對話，了解

當事人的內在感受，並進而為其設身處地的著想。最後，應用輔角元素烘托出主

角的真實感，使其與當事人再度對話，主角適用其角度詮釋其特徵或行為，擔任

主角的成員以專注、同理的態度去配合案例情境，甚或激發主角內心對此案例情

境的掙扎與矛盾，使主角能在其創造的案例場景中去澄清問題或思緒。在劇場教

學的進行式中以「原住民王光祿案」為例，師生可以協力搭建情境景、個人內在

景、組織景與未來景，以各種不同的面向探討同一個法學案例，以獲得法學知識

以外更深刻的理解案例背後脈絡的人情義理。 

    心理劇的技術有以下六種：1.角色交換：包括身體上交換位置、心理上交換

立場與態度，去體會對方的經驗與透過對方的角度看事情6。在適當時機，尤其是

較多表達衝突之情景，角色交換可以幫助學生增進對於當事人之深度認識。例如：

第一幕之後的翻轉案例，檢察官、警察可以與被告原住民王光祿的角色對調；原

告、被告間的角色交換是最典型的心理劇技術運用，因為彼此的立場截然相反而

不同。2.鏡觀技術：輔角可以透過模仿主角的手勢、態度、言語，以反應主角的

角色，就像是主角照鏡子一樣，教師導演可以進一步將主角帶出場景，使其脫離

原有角色，讓主角有機會以旁觀者角度觀看主角在案例情境中的掙扎過程，以刺

激主角重新詮釋此案例情境，進而產生新的領悟7。例如：輔角可以模仿違反野保

法與槍砲條例的主角原住民王光祿，以其言語、行為、動作，加以刻劃其獵捕動

機與行為。3.獨白：主角可以進行單獨活動，自言自語與其他輔角或替身說話，

獨白有助於主角表達並加以澄清未覺察的想法，可能隱藏在案例事實背後讓主角

更明顯的體驗情感。例如：以獨白技術使原住民王光祿表達獵捕行為背後的各種

考量或是辛酸、無奈等不得已的情境。4.替身：當輔角站在主角身後與主角同台

演出，甚至代替主角說話，輔角就成為替身。此時替身可以模仿主角內心的感受

                                                 
5 陳淑慧（2018.03.20）。〈心理劇教學應用〉。載於翟本瑞、徐偉傑、陳淑慧編著《人文與應用

科學》（頁 105-108）。臺中市：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6 曾正奇（2016）。〈論心理劇角色交換技術之功能〉，《諮商與輔導》，366：30-34。 
7 賴念華（2008）。〈Dorothy Satten「四張椅子」之心理劇導劇歷程〉，《中華團體心理治療》，14

（2）：9-21。 



與想法，並時常表達出內心潛意識內容，幫助主角覺察案例事實的內心活動過程，

進一步引導與表達出內在的感受和體驗。5.空椅技術：在某個適當場合可以將一

張空椅放在舞台中間，讓每位成員將其想像為一位他想訴說的對象而展開對話。

6.未來投射：幫助學生們表達與解釋自己對未來的看法，期望和感受的技術，藉

由對未來事件的建構、期望，並帶回現實，思考問題情境，能夠增進對期望事件

結果的了解，並能有效採取措施，實現期望中的未來。例如：學生在課程單元最

末以未來投射技術搭建「未來景」，未來景可能是：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認為

野保法與槍砲條例牴觸兩國際人權公約中的文化權而宣告違憲。以上都是心理劇

技術的運用。 

    其他原住民族教育政策與規範則著墨於原住民族教育政策與教育權、受教權

的一般性討論，也就是原住民族教育政策應以原住民作為教育權主體而非客體；

缺乏原住民族法課程設計之討論。 

三、研究問題 

 基於上述的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本計畫之研究問題為：劇場教學作為一種

大專院校創新教學模式，能否有效使學生具備了解與尊重原住民族文化的法學思

維、成功實施原住民族法學教育？ 

四、研究設計與方法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採取教學行動研究方法。由於本研究問題是教學現場發現

的問題意識，因此研究者希望能透過行動研究解決實際的教育問題。本研究將以

教學現場的觀察、影音紀錄、學生的回饋問卷、課後質性訪談，給予研究者不斷

反思，獲得更深入的研究資訊以回饋課程設計。行動研究方法始自 Lewin所提出

的「行動訓練研究」，以此協助社區工作者以科學方法研究問題並決定行動8。行

動研究方法被廣泛應用在教育領域得力於美國哥倫比亞教育學院院長 Corey 之

極力倡導，協助教師根據教學方法研究，以不斷的修正、評鑑其決定和行動的過

程以解決教學實務問題9。行動研究方法的優點在於跳脫理論與實務二分法，並

避免理論和解決實際問題之間的落差10。 

    應用行動研究方法獲得研究素材以回饋課程設計，如此對於課程設計的要求

合乎 Kolb的經驗學習循環圈11的四個循環步驟：具體經驗 Concrete Experience、

觀察與反思 Reflective Obervation、抽象概念化 Abstract Conceptualization、行動

應用 Active Experimentation。依照經驗學習循環圈理念的應用，也就是「規劃、

行動、觀察、反省、再規劃的過程12」。本課程以原住民族法學案例實施劇場教學

                                                 
8 蔡清田，教育行動研究新論，2013 年 2 月，第 28-29 頁，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9 蔡清田，教育行動研究新論，2013 年 2 月，第 29 頁，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0 吳明隆，教育行動研究，公教資訊季刊，4（3）：25-42。 
11 Kolb, D.A. (1984). Experiential learning.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Chapter 2 and Chapter 
3. 
12 蔡清田，教育行動研究新論，2013 年 2 月，第 29 頁，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的具體經驗，從中觀察學生的反應與回饋，並將之抽象概念化，之後行動應用於

下一個教學模組以改善教學現場所遇解決之問題，希冀對於推廣多元文化思考的

原住民族法學教育有所助益。 

 研究者為逢甲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助理教授，近期研究與原住民傳統知識、

傳統文化表達相關。有鑑於在教學現場發現：學生基於文化背景之差異，多難以

辨識原住民族法制議題之特殊性，更難以反省原住民族的傳統慣習與國家法制衝

突之困境並進而思索解決之道。研究者以往以傳統講授方式與學生探討原住民議

題，並曾嘗試運用劇場教學創新模式於其他課程且獲致良好成效。因此嘗試將此

創新教學模式應用於原住民族法之教學，並以近期的研究重點為主規劃原住民族

法本課程之三個教學模組，分別為:全球與我國原住民族運動、我國原住民族的

傳統文化與狩獵權、我國原住民族的傳統知識。本課程之稱為「原住民族法」而

非原住民法，是基於原住民議題之特殊性展現於族群議題，而非個別原住民族個

人，因此開課名稱為「原住民族法」。本研究之參與者為逢甲大學財經法律研究

所學生共 14人，研究場域為逢甲大學忠勤樓地下二樓劇場教室。 

教學評量是指：所有與幫助學生學習、增進學習效果等與教學相關的評估措

施，包括標準化測驗、教師自編測驗、教室觀察、口頭問答、實作測驗、作業評

量…等（歐倉和 2002）。研究者 (林孟玲) 前曾指出：劇場教學作為一種創新教

學模式，目的仍在於幫助學生學習法律專業知識，劇場教學本身只是一種工具或

手段，使教師檢視教學目標之達成，是否修正教學設計、內容或策略。因此，本

原住民族法課程運用劇場教學創新模式，在每個教學模組進行之前均有前測，以

得知學生在劇場教學前是否已經具備相關知識；在教學模組進行後進行後測，以

得知學生在劇場教學後增進法學專業知識的情形。前測與後測均透過課程內容相

關問卷調查（勾選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與質性問題，使研究

者觀察學生對於原住民法相關知識的理解程度與學習成效。 

五、教學暨研究成果 

（一）教學過程與成果 

    研究者將本學期課程分為三個教學模組，除課堂講授、邀請專家演講之外  

以重要單元進行法學案例劇場教學，研究者首先講授本教學模組之課程重點輔以

原住民專家分享原住民文化生活的第一手經驗。在劇場教學的進行上，先將上課

投影片與相關文章、法學案例置於網路上使學生先行閱讀，在進行劇場教學的單

元學生必須先根據案例內容撰寫劇本，課程之進行則由教師以心理劇技巧，在劇

場教室指導學生進行法學案例劇場教學。在「法學案例」之選取上，以教學模組

相關的代表性案例為例：教學模組一「全球與我國原住民運動」選取「紐西蘭毛

利族訴求民族自決之經驗」、「反亞泥還我土地運動案例」；教學模組二「我國原

住民族的傳統文化與狩獵權」 選取「蜂蜜案」、「櫸木案」、「原住民王光祿狩獵

案」；教學模組三「我國原住民的傳統知識」選取「生物剽竊案例」、「阿美族勇

士舞傳統智慧創作案例爭議」。以上重要法學案例旨在：使學生習得當代重要的



原住民族法爭議，並能進一步思索主張原住民族權利所可能產生的困境為何。 

    其中運用心理劇的元素與技巧，以及延伸普遍採用之三幕劇的基本架構，參

考學者所提出根據心理劇方法發展出的多個幕景（四幕劇）與原住民族法學相關

理論，法學案例的相對應，以及各幕景所應用之重要心理劇元素與方法，以搭建

原住民法劇場教學之舞臺：第一幕：情境景。應用心理劇元素與方法包括：1.將

原住民族法制發展歷史、情境與法學案例具象化呈現；2.法學案例情境脈絡化、

具體化；3.法學案例裡所涉及之利害關係人，包括：原告、被告、法庭，以及其

他有影響力但不在法庭中出現的利害關係人（例如：原住民王光祿案之王母）以

雕塑方式呈現；4.雕塑主要角色在法學案例裡的立場與各造間的關係；5.帶入獨

白、與自己（替身）對話以進一步爬梳法學案例之事實情境。第二幕：個人內在

景。主要心理劇元素與方法包括：1.辨識原住民族法制之所涉及議題與衝突：了

解原住民族的傳統慣習與國家法制之衝突、原住民族所面臨的困境；2.認知替身；

3.角色交換、與自己的替身及認知替身角色交換、鏡觀，輔角通過模仿主角的手

勢、態度、演出中的言語，來反映主角的角色；4.與重要案例角色交換（例如：

原、被告立場互換）；5.鏡觀。第三幕：組織景。 

主要應用心理劇元素與方法包括：與法學案例利害關係人對話，包括：原告、

被告、法官、其他利害關係人；2.與不同利害關係人對話以及角色交換；3.鏡觀；

4.結合多重替身，進入不同角色，並做出跨越不同幕景，或是翻轉案例事實的鏡

觀；5.在個人、情境、與組織（政府單位、國際組織）的交互作用之下，思考原

住民族傳統慣習與國家法制衝突的可能解決之道、原住民族法制發展的可能方向。

第四幕：未來景（行動景）。主要應用心理劇元素與方法包括：1.模擬可能的行動

方案；2.與案例裡的利害關係人對話；3.與自己（替身與多重替身）之對話結束

法學案例之演劇。演劇結束後教師導演請學生分組 討論、分享，使班級圍圈環

繞分享，請扮演案例角色學生起身發言，進一步衍生議題討論。 

（二）教師教學反思與學生學習回饋 

    將劇場教學應用於原住民族法學教育，其中的教師教學反思與學生學習回饋

如下： 

（1）歷程性體驗的劇場教學：師生在劇場裡共同經驗與成長，在有別於一般制

式教室的劇場裡進行原住民族法學教育，師生除了獲得建構立體的原住民族法學

知識之外，當學生針對課程單元主題與法學案例背景與情境脈絡編排故事情節與

演出，劇場教學過程中師生共同投入的歷程就是活生生的教材、激發師生共同探

索法學案例背後的生命經驗。心理劇元素包含：角色、場景、舞台、暖身與演出

過程、幕與劇本等，構成了述說法學案例故事的最佳平台。教師導演、主角、輔

角、班級團體共同搭建法學案例的劇場舞台。在整個想像與討論的過程中呈現了

案例中利害關係人的自我與認同，以及案例背後更廣的情境脈絡。在獲得法學知

識的同時，師生更能從「內觀」中更認識自己，也更能培養與學習原住民法所需

的同理心與寬容心。讓學生懂得思考，潛移默化中習得人文關懷，進一步培養對

多元文化的尊重與理解，此非一般傳統法學教育所能達成。 



（2）劇場教學的教學評量：劇場教學對於法學教育有正面效益，期末的教學評

量全班平均有 4分以上。期末考紙本測驗（課程單元法學知識與理論之理解）全

班有 80％以上同學獲得 80 分以上，表示知識之增進於水準之上。 

（3）開發原住民族法學教育之劇場教學教案與學生學習評量標準：除上述之歷

程性評量了解學生的學習成效之外，計畫主持人目前以行動研究方法為依據輔以 

問卷式的量化與質性評量，作為擬定具體之原住民族法學教育之劇場教學教案依

據。因此，劇場教學教案將根據以下評量依據：劇場教學的歷程性評量（包括：

教師導演的劇場內參與觀察）學生習作單、質性與量化的學生回饋問卷、製作個

案分析會議紀錄單以進行課後訪談。分析上述資料後，總結為具體的法學教育劇

場教學教案，以為新教材之開發。例如：原住民王光祿案劇場教學腳本教案。嘗

試將課程單元規劃與劇場教學內容與教學目的有更強之連結。 

六、建議與省思 

    國內目前法學教育劇場教學創新教學方式仍屬實驗階段，教師宜受過相當教

師導演的工作坊培訓，以使能彈性靈活運用心理劇的元素與技巧在法學案例的實

施。且最好在上課前先演練過運用心理劇元素與技巧的段落，加以簡單的排練  

以預期有比較流暢的上課流程。 

    案例的選取上可以採用實際發生的法學案例、法院判決，亦可以改寫自新聞

時事。經驗顯示：時間的掌控上，如欲深入探討法學案例起見，兩小時的課程探

討一個法學案例即可，教師可從中補充法理論述，運用心理劇技巧例如：鏡觀、  

角色交換…等，深入剖析案例當事人的心境轉折，亦可就此更深化法律論述的正

當性，以及評論判決的正當性。此外計畫主持人目前正仔細的分析本課程所蒐集

之量化問卷與質性問卷，以其呈現更具體的教學行動研究成果，擬定更具體的法

學教育劇場教學之評量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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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原住民法」教學行動研究前測 

問卷編號： 

 

 非 常

同意 4 

同意3 不同

意 2 

非

常

不

同

意 1 

1.在本課程之前，你能掌握劇場教學的 

技巧。 

    

2. 你認為在法學教育中加入對於案例情

境脈絡的理解，將更有助於原住民法的認

識與了解。 

    

3. 你認為原住民的傳統文化在現行法中

有被保障。 

    

4. 你認為當原住民的傳統習慣與國家法

制產生衝突時，應以原住民的傳統習慣為

優先。 

    

1.如果你知道什麼是劇場教學，請簡單加以描述？ 

2.請你說明原住民法與其他內國法的不同之處？ 

3.請你舉例說明原漢文化衝突的例子？ 

4.請你舉例說明原住民的傳統習慣與國家法制產生衝突的例子？ 

5.你有聽過可以透過劇場教學的方式學習嗎？如果有請說明經驗？如果沒有請

依據你的想法覺得這樣的作法會如何？ 

 

 

 

 

 

 

 

 

 

 



教學模組一：全球與我國原住民族運動（前測） 

問卷編號： 

 

 非 常

了解 4 

了解3 不了

解 2 

非

常

不

了

解 1 

1. A.你是原住民，基於本身的文化背景，

所以對於原住民族的議題（原住民族

運動、文化權、傳統知識保護…等），

了解程度？ 

    

B.你不是原住民，基於文化背景差異所

以對於原住民族的議題，了解程度？ 

    

2. 在本課程之前，你了解原住民族運動在

「國際」間的發展。 

    

3.你了解「懷唐伊條約」對紐西蘭原住民族

的歷史意義。 

    

4. 在本課程之前，你了解原住民族運動在

「國內」的發展。 

    

5.在本課程之前，你了解台灣原住民族的

被殖民歷史。 

    

6.你了解「反亞泥還我土地運動」對原住民

保留地政策的影響。 

    

7.你了解「民族自決權」在國際人權法中的

發展。 

    

8.你了解原住民族相關的國際人權公約。     

1. 請描述你所知的「國際」原住民族之議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請描述你所知的「國內」原住民族之議題？ 

 

 



教學模組一：全球與我國原住民族運動（後測）  

問卷編號： 

 

 

 非 常

同意 4 

同意3 不同

意 2 

非

常

不

同

意 1 

1.本課程有助於了解原住民族運動在「國

際」間的發展。 

    

2.你了解「懷唐伊條約」對紐西蘭原住民族

的歷史意義。 

    

3.本課程有助於了解原住民族運動在「國

內」間的發展。 

    

4.在本課程之後，你了解台灣原住民族的

被殖民歷史。 

    

5.你了解「反亞泥還我土地運動」對原住民

保留地政策的影響。 

    

6.你能夠了解「民族自決權」在國際人權法

中的發展 

    

7. 你了解原住民族相關的國際人權公約。     

8.劇場教學有助於您了解紐西蘭毛利族之

被殖民歷史。 

    

9.你了解原住民族相關的國際人權公約。     

10.劇場教學有助於您了解我國原住民還

我土地運動，例如：反亞泥還我土地運動。 

    

1. 請舉例說明您於本課程所學得的「國際」原住民族議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接續後頁） 

2. 請舉例說明您於本課程所學得的「國內」原住民族之議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您對亞泥案對於原住民保留地的影響有什麼看法？您同意政府的作法嗎？為

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本單元的劇場教學中令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個部分？為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你對於下次劇場教學的期望或建議為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學模組二：我國原住民族的文化權與狩獵文化（前測） 

問卷編號： 

 

 

 非 常

了解 4 

了解3 不了

解 2 

非

常

不

了

解 1 

1. A.你是原住民，基於本身的文化背景，

所以對於布農族的狩獵文化，有所了解。 

    

B.你不是原住民，基於文化背景差異所以

對於布農族的狩獵文化，了解程度？ 

    

2.在本課程之前，你對於「蜂蜜案」中原住

民傳統習慣與國家法制衝突之爭議的了

解程度？ 

    

3.在本課程之前，你對於「櫸木案」中原住

民傳統習慣與國家法制衝突之爭議的了

解程度？ 

    

     

     

1. 請舉例說明你所知的台灣原住民族之傳統文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模擬案例：一位原住民持撿拾到的獵槍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供病中想念野味的

母親食用，並稱狩獵文化是原住民傳統文化之一部份。但是法律卻規定（1）槍

砲條例：原住民只能使用自製槍枝；（2）野生動物保育法：不能獵捕保育類野生

動物。請問您對於本案中原住民傳統文化與相關法律衝突之分析與看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接續後頁） 

 



教學模組二：我國原住民族的文化權與狩獵權（後測） 

問卷編號： 

 

 

 非 常

同意 4 

同意3 不同

意 2 

非

常

不

同

意 1 

1.在本課程之後，你能了解原住民族的傳

統文化。 

    

2.在本課程之後，你能了解布農族的狩獵

文化。 

    

3.你能了解「蜂蜜案」中原住民傳統習慣與

國家法制衝突之爭議。 

    

4.你能了解「櫸木案」中原住民傳統習慣與

國家法制衝突之爭議。 

    

5.在本課程之後，你能理解原住民王光祿

案的主要爭點。 

    

6.你贊成原住民王光祿案三級三審（現行

國家法律規定）法院之看法。 

    

7.你認為落實兩人權公約之文化權有助於

台灣原住民族實施其傳統文化。 

    

8.劇場教學有助於你了解原住民王光祿

案、蜂蜜案與櫸木案。 

    

1. 請舉一、二例您所知的台灣原住民族之傳統文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您對於原住民王光祿案中平衡原住民的狩獵權與野生動物保育的看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接續後頁） 



3. 你認為蜂蜜案與櫸木案中，原住民傳統慣習與國家法制的衝突點在哪裡？你

認為可以如何解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本單元的劇場教學中令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個部分？為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你對於下次劇場教學的期望或建議為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你認為如何可以促進學生劇場教學的參與與事前準備工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學模組三：我國原住民族的傳統知識（前測） 

問卷編號： 

 

 

 非 常

同意 4 

同意3 不同

意 2 

非

常

不

同

意 1 

1. A.你是原住民，基於本身的文化背景，

所以對於原住民族的傳統生物多樣性知

識，有所了解。 

    

  B.你不是原住民，基於文化背景差異所

以對於原住民族的傳統生物多樣性知識，

了解程度？ 

    

2. A.你是原住民，基於本身的文化背景，

所以對於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表達，例

如：編織、舞蹈、音樂…等有所了解。 

    

  B.你不是原住民，基於文化背景差異所

以對於原住民族傳統文化表達，了解程

度？ 

    

3.在本課程之前，你了解傳統知識之特性

與主流智慧財產權（商標、著作權…）之

不同處。 

    

4.在本課程之前，你了解台灣原住民族傳

統生物多樣性知識之法律保護現況。 

    

5.在本課程之前，你了解台灣原住民族傳

統文化表達之法律保護現況。 

    

1. 請舉例說明您所知的台灣原住民族傳統生物多樣性知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請舉例說明您所知的台灣原住民族傳統文化表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未完請接續後頁） 



教學模組三：我國原住民族的傳統知識（後測）  

問卷編號： 

 

 非 常

同意 4 

同意3 不同

意 2 

非

常

不

同

意 1 

1. 在本課程之後，你能理解什麼是原住民

傳統生物多樣性知識。 

    

2. 在本課程之後，你能理解什麼是原住民

傳統文化表達，例如：編織、舞蹈、音樂…

等。 

    

3.在本課程之後，你能理解傳統知識之特

性與主流智慧財產權之不同處。 

    

4.你能了解「生物剽竊」議題的主要爭議。     

5.在本課程之後，你能理解台灣原住民族

傳統文化表達，例如：編織、舞蹈、音樂…

等之法律保護現況。 

    

6.你贊成原住民族傳統生物多樣性知識以

有別於專利法的方式加以規定。 

    

7.你贊成原住民族傳統文化表達，例如：編

織、舞蹈、音樂…等以有別於著作權法的

方式加以規定 

    

8.劇場教學有助於你理解原住民族傳統文

化表達，例如：編織、舞蹈、音樂…等之

相關議題。 

    

1. 請舉例說明你所知的台灣原住民族傳統生物多樣性知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請舉例說明你所知的台灣原住民族傳統文化表達，例如：編織、舞蹈、音樂…

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在印度薑黃的生物剽竊案例中，你贊同跨國生技公司的主張（公司依照專利

法，研究薑黃創新使用之後，申請專利獲得相關利益），還是印度政府的主張

（薑黃是印度的在地植物，相關使用是印度的傳統知識，使用要取得其同意

甚至事後補償）為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在奇美部落案例中，你認為原民會使用阿美族的傳統智慧創作是合理使用的

範圍嗎？為什麼？或是你贊成原住民的看法？為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本單元的劇場教學中令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個部分？為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原住民法」教學行動研究 後測  

問卷編號： 

 

 非 常

同意 4 

同意3 不同

意 2 

非

常

不

同

意 1 

1.在本課程之後，你理解什麼是劇場教學。     

2.在本課程之後，你理解什麼是心理劇。     

3.你認為在法學教育中加入對於案例情境

脈絡的理解，將更有助於法律之學習。 

    

4.你認為原住民族的文化在現行法中有被

保障。 

    

5.你認為當原住民族的傳統習慣與國家法

制產生衝突時，應以原住民的傳統習慣為

優先。 

    

6.承上題，如果你認為「基本上認同，但有

某些例外」，請勿填上題，並說明理由於

此：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請你描述什麼是劇場教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你認為以劇場教學進行原住民法課程，最大的收穫是什麼？為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你認為以劇場教學進行原住民法課程，需要改進之處是什麼？為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回答下述問題，使研究者得知您這學期所學習的原住民法專業知識。 

1.(  )國際公約裡曾經提及的「民族自決權」內涵，不包括下列何者?  

1.所有民族均有自決權，各民族有權決定其政治地位，不受外界干涉 2. 民族自

決權從第一次世界戰後 被殖民國家訴諸民族自決開始 3.民族自決使民族得以

憑這種權利決定其政治地位，並謀求其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 4.包括：一主權

國家之內部少數民族以實施民族自決權為由脫離該主權國家而獨立。 

 

2.(  )請問民族自決權的權利性質? 

1.集體權 2.個別權利 3.少數族群中之個人可以主張自決權 4.原住民族不是自決

權之主體。 

 

3.(  )關於原住民族的文化權，下列何者為非？ 

1.是集體性權利也是個人的權利 2.文化權之保障也是保障群體裡之個人能參與

文化，受惠於群體  3.原住民的文化權與政治主權無關  4.原住民族文化權之根

基是部落與土地。 

 

4.(  )下列關於原住民的文化與土地之敘述，何者為非？ 

1.文化必須回到部落去探求傳統價值裡對於管理的理解 2.原住民族的文化與土

地密切相關  3.原住民族和少數民族的主要不同在於土地問題  4.反亞泥還我土

地運動中爭議的「花蓮新城山」與原住民保留地無涉。 

 

5.(  )請選出關於原住民狩獵權和文化權「對」的論述？ 

1.布農族傳統狩獵文化包括「自製獵槍」 2.經社文公約與公政公約有提到文化權 

3.法院判決認為：槍砲條例中開放原住民使用的自製獵槍，包括現代獵槍 4.現行

野生動物保育法規定：原住民基於自用之理由，可以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 

 

6. 您認為原住民狩獵使用的工具應否有所限制? (傳統弓箭?自製獵槍?現代獵

槍?)為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您認為維護原住民的狩獵文化與生態永續發展之理念，有何關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下列關於「蜂蜜案」的敘述何者為非? 

1.依照鄒族慣習，在鄒族人土地上採得的蜂蜜，應屬於鄒族人所有 2.一審法院認

為構成普通搶奪罪，因為蜂蜜並非頭目父子所有，而頭目父子的土地上亦未養蜂，

其係出於不法所有意圖而搶奪他人所有之蜂蜜  4.法院判決承認本案被告有對

於刑法「禁止規範不知或認知錯誤」之情狀。 

 

9.(  )下列關於「司馬庫斯竊取櫸木案」的敘述何者為非? 

1.從資源共享之概念可知對於泰雅族部落成員來說，野生植物不屬於任何個人所

有，大家都可以採用 2.一審法院判決理由認為：依照國有森林產物處分規則之規

定，本件之櫸木雖遭自然力沖刷倒地而非出於被告等之砍伐…縱經林務局處理，

仍屬國有…管領力支配下，並非無主物或脫離本人持有之物，該櫸木構成竊盜罪

之客體 3.二審法院認為森林法之立法目的：在於保障原住民竊取雜草 枯枝、落

葉等，不包括：本案高經濟價值之櫸木 4.依照泰雅族部落的傳統慣習  三位部落

成員可以自行將櫸木販售圖利。 

 

10.您對於原住民的傳統知識(包括史教官所介紹者)印象中最深刻的是哪一項? 

為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您認為原住民傳統知識所涉及之生物剽竊議題，在現今全球資本主義、跨國公

司經營獲利模式下，可以如何避免?為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您認為關於原住民族傳統文化表達應如何規範「合理使用」規定比較合理? 為

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