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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的閱讀更具吸引力，能豐富兒童的想像空間

並引導逐步探索與學習（林麗娟、李正吉、賴

彥銘，2017；陳奕璇，2020；Kyza & Georgiou, 
2019）。
在真實生活的情境下學習以及做中學，是

理想的學習方式。但是在原住民族文化教學現

場，教室和部落實際場域之間有時間的限制和

空間的距離，且並非所有文化內容都可以或適

合學生實地操作。例如，無法帶年紀太小的兒

童進入真正的山林狩獵，有些傳統活動有性

別、年齡或階級限制，即使到了現場，學生也

無法在短時間內即獲得充分地觀察與學習，因

此AR繪本可做為良好的教學、共學或自學的
輔助媒材。

如何選擇適合以擴增實境呈現的文化內容
台東縣南王Puyuma花環實驗小學（以下簡

稱花環實小）一直是原住民族實驗學校的典

範，因此當我們通過國科會計畫補助提出AR
繪本的構想時，獲得花環實小的同意並支持一

起合作編製文化教

材。

首先，在選擇繪本的主題及文化內容上，

與學校教師群討論後，決定以狩獵和採集為主

題。這是因為它們不僅只是體現生存之技能，

也包涵了物質、制度、精神等傳統文化內涵。

原住民族發展出對環境的豐富文化知識，有助

於保護自然環境和生態系統的健康，並促進永

續發展。

其次，由兒童真實生活經驗來看，田鼠為

南王部落狩獵的重要獵物之一，它的獵場通常

不在高山，部分較大年齡的兒童或許仍可能與

家長一起前往，而在狩獵的過程中，也能順道

採集野菜或可食用的植物，因此以獵田鼠作為

繪本主角從事之活動，可以同時結合狩獵與採

集的知識。

最後，由教學層面考量，雖然花環實小已

有完整的狩獵與採集相關課程，但受限教學環

境、時間及兒童年齡，不太可能常帶學生到戶

外或獵場實際操作體驗，因此AR繪本正可回

繪本
具有圖像性、兒童性、教育性、藝術性、

趣味性、傳達性、想像性與創作性等特質

（黃秀雯、徐秀菊，2004），因此長期以來被廣泛
融入各領域的教學活動，也相當適合做為引發思考

和討論的教學媒材。多媒體教材是指綜合文字、圖

片、影像、與聲音等元素來呈現的教學內容（陳明

溥、張瓊方，2005）。例如「族語E樂園」等平台提
供的多媒體教材，即以多元的表徵呈現教學內容，

使學習者獲得比傳統以文字為主的教材更好的學習

成效。於是，我們問他，「一直種」這三個字，怎麼

理解呢？

擴增實境繪本的優點
在多媒體教材形式中，近年來「擴增實境」

（Augmented Reality, AR）科技的應用日益受到各界
重視。它是以視覺為本的呈現形式，提供具有價值之

擴增資訊。將AR科技運用於電子繪本的閱讀，讓兒
童能夠與AR虛擬物件互動，透過物件和圖示等不同
層次的數位資訊的啟動和引導，進而探索文字、影

像、聲音等擴增內涵。相關研究發現，兒童對於這種

直觀與視覺化型態的閱讀經驗感到好奇有趣，它比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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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繪本的精裝本。

繪本內頁僅有角色與提示文字。



32 33原教界2024年4月號116期 原教界2024年4月號116期

Frontier原教前線 フロンテｲア

還是出現一些錯誤，例

如pakasabulan（滿月）
誤植為建和部落發音的

bakasabulan，這也是我
們深感抱歉之處。其

次，在美術設計部分，

全書29頁採童趣風格，
呈現許多狩獵和採集過

程中的細節，當中總計

有11頁設計AR效果，比
一般市售繪本更多，這

是希望給學童更多動態

的體驗，但也影響到製

作進度。最後在AR技術
部分，目前比較方便的

方式是透過WebAR 配合行動載具掃描呈現 AR
效果，但以我們的頁數在使用過程中每年要支

付廠商約2萬多元，在缺乏長期計畫經費支持
的狀況下，只能選擇透過下載專用App上架的
方式操作。然而3C科技更新非常快速，無論是
Android或iOS，許多行動載具更新系統或更換
設備後，有時會出現App無法使用的問題，因
此設計團隊必須定期維護修正程式。上述在設

計與製作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也提供給有興趣

的教育工作者參考。

致謝
本繪本的完成，除了感謝國科會的計畫經

費支持，更要感謝花環實小洪志彰校長、教師

團隊，以及Puyuma部落前輩們的協助，與我們
分享許多精彩的構想、建議及知識，帶領我們

了解原住民族文化的美好。也希望不分族群的

小朋友，都能透過這本繪本認識卑南族南王部

落豐富的文化，並享受閱讀和學習的樂趣。

應此教學上的需

求，做為在教室中

準備實際野外教學

的預習媒材，讓學

生透過互動的方式

理解所需之知識、

技能和情意等能

力，也能做為返校後複習的材料。

繪本故事內容與圖畫設計
本繪本名稱為《Sirugu和Uratr一起去狩

獵》，故事描述卑南族Puyuma部落的一個家
庭為慶祝新生兒的誕生，一對小兄妹和家人一

起去家族獵場獵田鼠，準備pakasabulan（滿
月）的食材。在過程中，他們學習狩獵所需攜

帶的裝備；山林活動的完整安全程序及禮儀；

入山口祈福；常見的小動物（如野兔、環頸

雉、鵪鶉、竹雞、山羌）；放陷阱和打草結；

不捕獵懷孕動物及幼獸；常見的野菜(如昭和
菜、山萵苣、野莧菜、紫背菜)；如何處理獵
物；最後與族人和家人分享食物慶祝。繪本中

試圖傳達狩獵和採集活動中豐富的自然環境及

文化知識，以及其中所蘊涵的合作，團結、資

源共享和永續發展等重要精神。

圖畫設計採部落真實日常生活的背景，文

字配合情境運用重要族語單詞，再運用AR結
合影音及動畫，擴增學習樂趣及內容。

繪本設計上的困難及解決建議
本繪本在製作部分是由數媒系大學部師生

合力完成，一方面是希望藉此涵養學生的多元

文化設計能力，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多媒體製作

費用昂貴，無法外包給多媒體公司。目前本繪

本已完成，但仍有些待調整之處。

首先，在田調的過程，從角色、服飾、背

景、器材、動植物等細節，都要一一確認。而

不同前輩提供的狩獵活動經驗也有所不同，即

使設計團隊中有實際參與部落狩獵經驗的助

理，仍要花許多時間來回確認修改，因此設計

製作時間比原先計畫預估的要更久。即便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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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俊智
台北市人。英國羅伯戈登大學格

瑞斯藝術學院博士。專長領域為

3D應用設計、視覺設計實務、
展場設計、人造實境應用。近期

研究聚焦在擴增實境於地方創生

與文化教材等設計應用。

張如慧
台北市人。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

系博士。現任台東大學數位媒體

與文教產業學系教授。專長領域

為課程與教學、多元文化教育、

性別平等教育。

繪本頁面掃描後呈現入山狩獵祈福的族語語音檔。 繪本頁面掃描後陸續呈現獵人與狩獵裝備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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