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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對幼兒學習泰雅族傳統文化之研究 

摘要 

本研究目的是探討桃園市復興區幼兒園教師是如何將泰雅族文化教給幼兒且過程中遇

到困難會如何解決，訪談桃園市復興區幼兒園六位老師作為研究參與者，本研究時間

為 2021 年 12 月至 2022 年 12 月，資料分析為透過反覆閱讀原始資料及訪談內容進行

觀點討論和問題釐清，並進行歸納及編碼。本研究結果發現： 

一、泰雅族文化融入課程，可分為族語融入例行性、泰雅族文化融入主性活動、學習

區中找泰雅族並在他們在進行泰雅族文化教學時，結合部落環境、族語老師和耆

老，讓課程內容更豐富及齊全。 

二、老師在文化課程教學時，遇到的困難因為幼兒家庭組成多為隔代教養、單親等，

導致家長配合度低及幼兒參與文化課程興趣低，在幼兒興趣較低的部分老師會先

讓幼兒進行其他活動，而在家長的的配合度上目前還未有良好的解決方式。 

 

以上兩點在本研究中會根據訪談資料統整出現場老師在桃園市復興區如何進行泰

雅族文化課程。 

 

關鍵詞:泰雅族、文化教學、教學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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