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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摘要 

一、計畫簡介 

本專案計畫是原住民族委員會依據（一）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4條第2項：

「政府應尊重原住民族傳統醫藥和保健方法，並進行研究與推廣。」；（二）

「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第24條第1項：「原住民族有使用其傳統醫

藥及維護其醫療方法之權利，包括保存其重要之藥用植物、動物及礦物。

原住民個人有不受歧視享受所有社會及醫療服務之權利。」；（三）蔡英

文總統提出重視原住民族健康權，消弭福利與醫療照護的不均等政策主張，

為實現原住民族健康權，縮短原住民族與其他國民之間的健康條件差距，

協助原住民各族參與訂定符合文化及區域需求的健康服務計畫而訂定。 

原住民族委員會為推動原住民族傳統醫療知識復振計畫，委託國立陽

明交通大學執行112年推動原住民族傳統醫療知識復振計畫，主要是藉由

辦理蒐集原住民族傳統醫病儀式及民族植物文化之影音影像鼓勵方案、原

住民族傳統醫療知識研討及成果觀摩、培育原住民族傳統醫療知識推廣人

才、原住民族傳統醫療知識復振成果展、協助審查及宣導原民會獎勵原住

民族傳統醫療知識復振研究試辦計畫，以擴充原民會原住民族傳統醫療相

關文獻資料庫，其推動目標如下： 

(一) 保存與保護原住民族傳統醫療保健知識系統。 

(二) 維持與傳遞原住民族傳統醫療知識。 

(三) 辦理原住民族傳統醫療知識復振成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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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原民會標規規定，維持與傳遞原住民族傳統醫療知識目標下，培育

原住民傳統醫療知識推廣人才方案，其工作內容與需求如下： 

 

(一) 辦理 4 場次（北區、南區、中區、花東區）工作坊，每場次以 1

天為原則，並設計初階及進階（111 年度曾參加者，參加進階分

組課程，場地以本會核定之部落辦理。） 

(二) 每場次研習時間為 2 天 1 夜，至少 10 小時以上。 

(三) 參與研習人員應以該場次辦理地點之各族群分布區域為優先考

量（至少涵蓋 8 個族群）。  

(四) 每場次研習學員以 30 人計。  

(五) 培育對象：以部落族人、原住民族健康照護、文健站人員及縣市

政府相關業務之人員為主。  

(六) 課程規劃：包括共同研習及分組討論設計，應以如何推廣傳統醫

療知識復振所需知能並於部落實際操作課程為主。  

 

二、執行方式 

(一) 活動規劃：預計於112年5月26日至7月8日，依序在桃園市

（復興）、台東縣（達仁鄉）、嘉義縣（阿里山鄉）、花蓮縣

（吉安鄉），辦理4場推廣人才工作坊，每場參加學員30人。 

(二) 活動對象：部落族人、原住民族健康照護、文健站人員及縣市

政府相關業務之人員為主。 

(三) 活動內容：部落採訪及攝影、部落訪談技巧與運用、影片製

作、成果展示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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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坊目的 

藉由實地教學共同研習及分組討論課程設計，提升推廣人才對蒐集及

記錄原住民族傳統醫療植物使用文化及傳統靈媒儀式的知能，以協助擴充

及建置原民會傳統醫療知識資料庫。 

 

四、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原住民族委員會 

(二) 承辦單位：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台灣原住民族健康與科技發展研究中心） 

(三) 協辦單位：西區文化健康站專業輔導中心、宜花東區文化健康站

專業輔導中心、各縣市原住民族行政局（處） 

 

五、辦理方式 

(一) 參加教育訓練核發 10 小時訓練證明。 

(二) 有機會參加蒐集原住民族傳統療癒儀式及民族植物文化之影音 

(三) 影像徵選競賽活動，活動（獎勵金）辦法另行公布。 

 

六、預期成效 

(一) 提升蒐集及收錄原住民族傳統醫療知識技能。 

(二) 培育原住民族傳統醫療知識推廣人才。 

(三) 收錄原住民族傳統醫療植物或靈媒儀式相關知識及文獻。  

(四) 提升部落推廣傳統醫療知識知能及技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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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時間及地點 

地  點 時  間 

桃園市（復興區） 112 年 5 月 26－27 日 

台東縣（達仁鄉） 112 年 6 月 16－17 日 

嘉義縣（阿里山鄉） 112 年 6 月 30－7 月 1 日 

花蓮縣（吉安鄉） 112 年 7 月 7－8 日 

 

工作坊報名方式 

採網路報名，若有任何問題請來電或來信洽詢。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k1gjWVmzWvabqaXPA 

聯絡方式：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石牌校區）  

         台灣原住民族健康與科技發展研究中心 

      中心電話：02-28267000 #67960 陳小姐 

地  點 時  間 開始與截止日 

桃園市 

（復興區） 
112 年 5 月 26－27 日 

即日起至 112 年 5 月 22 日 

下午 5 時或額滿為止 

台東縣 

（達仁鄉） 
112 年 6 月 16－17 日 

即日起至 112 年 6 月 9 日 

下午 5 時或額滿為止 

嘉義縣 

（阿里山鄉） 
112 年 6 月 30－7 月 1 日 

即日起至 112 年 6 月 23 日 

下午 5 時或額滿為止 

花蓮縣 

（吉安鄉） 
112 年 7 月 7－8 日 

即日起至 112 年 6 月 30 日 

下午 5 時或額滿為止 

 

 

https://forms.gle/k1gjWVmzWvabqaX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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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活動規劃 

一、計畫團隊（計畫主持人及諮詢委員） 

姓 名 擔任工作 專  長 經  歷 

林昭光 

教授 

（泰雅族） 

主持人 
健康促進 

與衛生教育 

曾任原住民部落健康營造及原住民事故

傷害防制計畫主持人、文化健康站輔導

委員、並輔導太巴塱部落以「阿美族年齡

階層模式」，通過國際「安全認證」，對部

落文化與科學轉譯有相當的經驗，目前

著重傳統飲食健康及運動研究。 

康照洲 

教授 

協同 

主持人 

食品藥物安全 

健康風險評估 

毒性測試、藥物管理及安全、食品管理及

安全、安全性（風險）評估專業，因曾任

行政院衛生署藥物食品檢驗局及食品藥

物管理局局長，對於相關行政及法規相

關清楚，對未來原住民傳統草藥及保健

食品等認證有相當的幫助。 

巴奈．母路 

副教授 

（阿美族） 

協同 

主持人 

民族音樂靈媒 

精神治療 

音樂背景，對阿美族的靈媒及樂舞有相

當的研究，尤其是對阿美族的巫師的研

究，可提供全國原住民即將消失的巫醫

文化，一個很好的示範及教學，啟發巫師

資料收集的方向。 

石惠貞 

（泰雅族） 
諮詢委員 

原住民健康 

文化照顧 

護理背景對原住民健康文化照顧及文化

健康站有相當的研究，曾任衛生所護理

長，及多年原住民文化健康站諮詢委員

及審查小組委員，對推動原住民老人文

化健康站、健康促進及飲食健康等有相

當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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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擔任工作 專  長 經  歷 

高德生 

文史工作者

（鄒族） 

諮詢委員 
部落祭儀 

文化研究 

阿里山鄒族 KUBA 重建紀錄與鄒的植物

書作者、對傳統植物與原住民文化及祭

典運用有相當的研究，同時近幾年嘗試

與專業學者合作寫書，亦有非常相當的

心得。 

林惟翔 

文史工作者 

（阿美族） 

諮詢委員 民族與宗教 

對原住民巫師文化有相當的的研究，並

是曾任台灣名俗信仰學會理事長。對協

助本計畫推動原住民傳統醫療及保健知

識，原住民靈媒或巫師知識收集與紀錄

有幫助。 

嚴新富 

植物工作者 

 

諮詢委員 
植物採集民族

植物研究 

植物的收集及研究，以鄒族、雅美（達悟）

族、泰雅族（含賽德克亞族）、阿美族、

布農族及邵族等民族植物田野資料收

集，亦對台灣民間草藥及調查有相當的

研究。 

李慧慧 

博士 

（泰雅族） 

諮詢委員 民族研究 

曾以「桃李嫁接」說明原以山區海邊為家

的阿美族人，在與現代工商大都市逢遇

（encountering）後，共構而生都市新

都鄉文化。不只是生活現場的部落，也包

含與大城市的互動，甚至是移出的原鄉，

均需納入研究範疇。在文健站輔導及原

住民人類學研究皆有相當不錯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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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動內容 

第一天 

時  間 講  題 講師／主持人 

10:20-13:00 啟程至部落 工作人員 

13:20-13:30 主辦單位致詞及貴賓致詞 計畫主持人 

13:30-16:30 

 影音影像實地教學／初階課程（一） 

劇組分工及場務技巧 

傳統醫療植物使用與分類 

淺談傳統醫療植物使用文化 

 實地教學說明 

李仁達 

嚴新富 

在地耆老 

13:30-16:30  野菜及保種／進階課程（一） 吳雪月 

16:40-17:40 

 影音影像實地教學／共同科目（一） 

問卷訪視技巧與實務 

攝影實務與腳本技巧 

傳統醫療知識知多少 

 實地教學說明 

李仁達 

李慧慧 

在地耆老 

18:00-19:30 晚餐 工作人員 

19:30-23:00 自由時間 工作人員 

23:00～ 秉燭夜談 工作人員 

＊111 年參與原住民族傳統醫療知識復振計畫者，銜接上進階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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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時  間 講  題 講師／主持人 

07:00-08:00 早餐 工作人員 

08:00-10:00 

 部落訪視實務與技巧/共同科目（二） 

 影片後製實務與剪輯技巧/共同科目

（三）部落訪視操作說明  

影音影像後製操作 

實地教學分組實作 

李仁達 

李慧慧 

 

10:10-12:10  影音影像分組實作/初階課程（二） 李仁達 

10:10-12:10 

 部落推廣知能及技巧/進階課程（二） 

文健站如何參與 

原住民傳統醫療知識復振計畫? 

石惠貞 

12:10-13:00 午餐 工作人員 

13:00-15:00  實地教學成果發表 

李仁達 

嚴新富 

李慧慧 

石惠貞 

15:00～ 賦歸 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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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場地規劃 

 

 

地 區 時 間 地點及地址 

桃園縣 

（復興鄉） 
５月26－27日 

● 實地、課程及住宿 

地點：角板山復興青年活動中心 

地址：桃園市復興區澤仁里中山路一號 

台東縣 

（達仁鄉） 
６月16－17日 

● 實地 

地點：達仁鄉土坂村聚會所 

地址：台東縣達仁鄉土坂36之2號旁 

● 課程及住宿 

地點：鮪魚家族飯店 

地址：台東縣台東市中華路一段 537 號 

嘉義縣 

（阿里山鄉） 
６月30－7月1日 

● 實地及住宿 

地點：岱娜農莊 

地址：嘉義縣阿里山鄉 293 號 

● 課程 

地點：鄒族自然與文化中心 

地址：嘉義縣阿里山鄉達邦村1鄰21號  

花蓮縣 

（吉安鄉） 
7月7－8日 

● 實地 

地點：東昌部落聚會所 

地址：花蓮縣吉安鄉東海六街181號 

● 課程及住宿 

地點： F HOTEL花蓮站前館  

地址：花蓮市國盛二街203-1號 



 

11 
  

 

四、交通安排 

 學員請自行前往活動場地。 

 學員可乘坐本單位之安排接駁接送地點，一同搭乘前往，因地緣

及人數將調整車輛型式，報名成功後另行提供資訊。 

 

《注意事項》 

本活動不收費用，名額有限。請各位珍惜難得資源，報名請實質加入參與。 

凡報名參加未能提前告知異動而未到者！將喪失本計畫活動報名資格！

承辦單位保有決定是否受理報名，調整活動場地等之權利，若有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地 區 時 間 地點及地址 

桃園縣 

（復興鄉） 
５月26－27日 

● 學員自行前往 

● 安排接駁車 

 （桃園火車站至復興鄉） 

台東縣 

（達仁鄉） 
６月16－17日 

● 學員自行前往 

● 安排接駁車 

 （台東火車站至達仁鄉） 

嘉義縣 

（阿里山鄉） 
６月30－7月1日 

● 學員自行前往 

● 安排接駁車 

 （嘉義火車站至阿里山鄉） 

花蓮縣 

（吉安鄉） 
７月7－8日 

● 學員自行前往 

● 安排接駁車 

 （花蓮火車站至吉安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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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角板山復興青年活動中心臉書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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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土坂文化健康站臉書、文化部國家文化記憶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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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google 圖片、岱娜農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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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f hotel 花蓮站前館、陽明交大台灣原住民族健康與科技發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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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課程規劃 

 課程說明 

本課程主要是辦理蒐集原住民族傳統療癒儀式與民族植物文化之影音

影像、部落推廣知能及技巧，以保存及傳遞原住民族傳統醫療知識。課程

分初階及進階，進階是以111年度曾參加者為主，課程規劃內容如下：  

(一) 初階課程 

以部落實地採訪及攝影、部落訪談技巧與運用、影片製作等相關

初階課程為主。 

(二) 進階課程 

以部落野菜及保種、部落推廣知能及技巧、部落實地採訪及影片

後製等進階課程為主。 

 

因此為提升學習成效，112年度工作坊課程，將以實作及教學方式進行

培訓，讓學員「從學中做、做中學」，以全程親身參與實作體驗，不僅能

強化學習動機、加深學習印象、累積實務經驗，更能及提升培訓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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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方式 

採用「翻轉教室」的研習方式，分３階段： 

(一) 第一階段： 

先將研習內容、參考資料及影片掛在網站上，讓參與研習人員上

網憑密碼讀取，在家預作準備。 

(二) 第二階段： 

研習時充分練習、參與討論並完成影片製作。 

(三) 第三階段： 

待研習結束後，一個月內收集學生問題，再依問題製作線上課程

教材，放在網路上供大家自由參閱及學習。 

 

  

先分享個人的想法及見解，同時討論過程要指派記錄者， 

快速扼要的記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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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課前預習等同是在教師的教學下進行，在實體課堂中時，教師

即得以有充裕的時間，回應學員的個別需求，學生也可以實作教學熟練技

能，並反覆思考參考資料及教學影片，以達到精熟的學習。如再有問題，

視情況再開放線上交流課程時間，以解決學員的問題。 

以「劇組分工」形式將學員分成五組，學員各司其職與通力合作，從

前置、拍攝、剪輯到最後成品輸出，共同完成一支3分鐘影片及一支花絮影

片。藉由成果影片展示與討論，除了展示學員共同合作努力的成果外，也

讓學員分享影片製作過程的心得與感受，透過意見交流與回饋討論，更深

刻地掌握和實踐影片製作的流程與技能。 

為提升學習效果，在成果發表時，由專家學者給分佔（50%），另用

學員互評給分佔（50%）選出表現最好的前三名，並給予頒證前三名的獎

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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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內容 

第一天 

時間 講題 講師／主持人 

13:20-13:30 主辦單位致詞及貴賓致詞 計畫主持人 

13:30-16:30 

 影音影像實地教學／初階課程（一） 

1. 劇組分工及場務技巧 

2. 傳統醫療植物使用與分類 

3. 淺談傳統醫療植物使用文化 

 實地教學說明 

1. 李仁達老師將學員分成5組 

規劃、場務準備、取鏡及紀錄等技巧。 

2. 嚴新富老師協助說明植物學名、使用及分類。 

3. 在地耆老說明傳統醫療植物使用文化。 

李仁達 

嚴新富 

在地耆老 

13:30-16:30  野菜及保種／進階課程（一） 吳雪月 

16:40-17:40 

 影音影像實地教學／共同科目（一） 

1. 問卷訪視技巧與實務 

2. 攝影實務與腳本技巧 

3. 傳統醫療知識知多少 

 實地教學說明 

1. 李慧慧老師提供訪談資料，供學員使用並練

習訪視耆老。 

2. 李仁達老師提供腳本，讓學員學習腳本規畫

與運用，強化主題內容。 

3. 受訪當地耆老，提供部落傳統醫療知識。 

李仁達 

李慧慧 

在地耆老 

18:00-19:30 晚餐 工作人員 

19:30-23:00 自由時間 工作人員 

23:00～ 秉燭夜談 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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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時  間 講  題 講師／主持人 

08:00-09:00 

 部落訪視實務與技巧／共同科目（二） 

針對部落實際訪視技巧、問題及注意事項說

明，以提升學員訪視知能及技巧。 

李慧慧 

09:00-10:00 
 影音影像後製實務與剪輯技巧／共同科目（三） 

說明影片後製實務操作及技巧。 

李仁達 

10:10-12:10  影音影像分組實作/初階課程（二） 李仁達 

10:10-12:10  部落推廣知能及技巧/進階課程（二） 石惠貞 

12:10-13:00 午餐 工作人員 

13:00-15:00 

 實地教學成果發表 

初階班分3組成果發表 

進階班分3組成果發表 

4位指導老師講評 

李仁達 

嚴新富 

李慧慧 

石惠貞 

15:00～ 賦歸 工作人員 

 

備註： 

1. 因今年 2 天一夜的 4 區工作坊課程設計，以實地操作為主，因此在課後，會

再以讀書會的形式來安排線上知識課程，以補足實地操作的相關知識。 

2. 4區工作坊花蓮縣吉安鄉及台東縣達仁鄉場次，以靈媒為主題，桃園市復興區

及嘉義縣阿里山鄉特富野場次，以傳統醫療植物使用為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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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前準備 

攝影器材： 可錄製影音影像之 3C 手機亦可  

檢查儲存空間是否充足，如剩餘空間不足，請先備份後再釋出儲存空間。 

□ 備用電池及充電器 □ 手機腳架或穩定器 

□ 錄音器材 □ 領夾式麥克風 

□ 指向型麥克風 □ 監聽耳機 

 

五、設備準備  

    （依現有器材準備亦可） 

(一) 智慧型手機 

(二) 筆記型電腦（操作剪輯軟體使用，沒有也亦可） 

(三) 盡可能準備攝影用三角架（或收音媒材）  

 

六、分工與職掌 

(一) 導演：統整團隊、組織溝通、拍攝現場調度與指揮。 

(二) 企劃：影片主題及內容發想、分場／腳本大綱、訪綱及文案撰寫。 

(三) 攝影：器材準備與設定、影像拍攝（鏡位、角度、構圖、運鏡）、 

錄音（訪談環境音旁白）。 

(四) 剪輯：剪輯軟體操作（剪輯、轉場、特效、配音、配樂、字幕）。 

(五) 場記：記錄拍攝場次狀況（場記表）、訪談逐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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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 

李仁達 製作人 

現職： 

專案製作人 

影像創作者 

 

學歷：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音像紀錄研究所碩士 

經歷： 

 推動原住民族傳統醫療知識復振計畫。音像工作坊講師 

 安通國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編導、製作人、製作總監 

 惠聚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剪輯師、製作部副理 

 銘薪股份有限公司 攝影助理、剪輯師 

 

主要作品： 

 《堵南少棒》編導、攝影、剪輯 

 《鄉音》編導、攝影、剪輯 

 Sony CSR「童心協力看台灣 從我的高度拍世界」編導、攝影、剪輯 

 文資總處《第一屆重要傳統藝術保存者暨保存團體影像精華》編導、攝影、剪輯 

 文資總處《第一屆國家文化資產保存獎》編導、攝影、剪輯 

 交通部《大道之行 - 平凡中的不平凡》交通人的故事‧編導、攝影、剪輯 

 漢唐樂府 《洛神賦》北京故宮公演全紀錄、編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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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 

嚴新富 植物工作者 

 

現職： 

植物採集、民族植物研究 

學歷： 

國立台灣大學園藝學研究所博士 

經歷：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生物學植物園副研究員 

 台灣省農業試驗所嘉義農業試驗分所 

主要作品／專長： 

 臺灣原住民族藥用植物誌—邵族 

 山林的智慧：排灣族 Tjaiquvuquvulj 群民族植物誌 

 民族植物學、植物分類、園藝種源；已收集鄒族、雅美（達悟）族、泰雅族

（含賽德克亞族）、阿美族、布農族及邵族等民族植物田野資料收集。 

 

https://search.books.com.tw/redirect/move/key/%E5%9A%B4%E6%96%B0%E5%AF%8C/area/mid/item/0010702889/page/1/idx/1/cat/001/pdf/0/spel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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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 

李慧慧 人類學研究者 

 

現職： 

桃園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  

原民福利科科長 

 

學歷：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博士 

 

經歷： 

 桃園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原民福利科科長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秘書室主任 

 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公共參與科科長 

 文化部原住民村落發展計畫輔導老師 

 桃園市教育審議委員會委員 

 109-112 年《桃園文獻》編輯委員 

 109-112 年《原住民族文獻》諮詢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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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 

石惠貞 文健站委員 

 

現職： 

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健康站 

中央聘任查核委員 

 

學歷： 

佛光大學  

公共事務系研究所碩士 

經歷： 

 107-112 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健康站中央聘任查核委員 

 107-108 衛福部推動布建原住民族、離島地區照管中心分站輔導委員 

 102-104 宜蘭縣原住民事務所所長 

 100-102 宜蘭縣大同鄉戶政事務所主任 

  98-100 教育部原住民教育政策委員會委員 

  78-88  宜蘭縣大同鄉衛生所公共衛生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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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 

吳雪月 野菜文化工作者 

 

現職： 

花蓮縣原住民族野菜學校校長 

學歷： 

私立慈濟大學人類學碩士 

經歷： 

 義大利國際慢食台灣花東分會會長 

 社團法人花蓮縣洄瀾灣文化協會理事長 

主要作品／專長： 

 台灣新野菜主義（雙語版；中文／英文）  

 花蓮原住民—文化之美（吃出健康、吃出原味） 

 台灣新野菜主義-阿美族的野菜世界 

 南勢阿美野菜食譜 

 阿美族飲食文化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