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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目的 

       泰雅人在溪流捕獲的主要有石賓魚、香魚、馬口魚、苦花魚等，這些也是他

們飲食中主要的蛋白質來源。捕魚(泰雅語 mu’ qulih)的方法有射魚法、叉魚法、

筌魚法三種，本計畫主要探討潛水射魚法。 

        泰雅族人潛入水中以魚叉為工具捕魚的方式稱為潛水射魚法。使用的工具是以

箭竹製成的魚叉桿，魚叉頭的前端為以五或六條不銹鋼條製成的倒刺，魚叉後端則

綁有橡皮。射魚時將橡皮拉在手中，看見目標時利用橡皮的彈力將魚叉射出，射中

後可將魚獲及魚叉一同回收，是非常環保的捕魚方式。 

        採用此種方法捕魚的泰雅族人，須具備相當的體力、耐力與技術，對溪流環境

及魚類的習性十分熟悉，才能捕獲獵物。在夏季射魚時，要穿上潛水衣，戴上蛙鏡，

夜晚則會加上頭燈或者是手持手電筒。在過去蛙鏡還沒有出現之前，泰雅族人會利

用夜晚魚群在岸邊休息時，用火把照明，吸引魚群來進行漁獵活動。 

        本計畫希望可以達到以下目的: 

    (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學習傳統魚叉製作方式，傳承泰雅族狩獵工藝。 

    (二)以科學的角度來詮釋泰雅祖先的傳統智慧，應用資訊軟體來分析魚叉飛行的軌

跡，以科學的角度找出製作魚叉的最佳化條件 

    (三)射魚是傳統泰雅族原住民部落在夏季所進行的漁獵活動，，並了解魚叉的工作

原理。 

 

二、 執行單位對計畫支持(援)情形與參與計畫人員 

    本校為小型學校，若教師能組成社群推動教育工作，行政將全力支持。由於

本校各學習領域均僅有一位正式教師，故此教師社群由自然領域教師擔任計畫主

持人，主責耆老訪談聯繫事宜及科學實驗之教學與指導；英文老師則協助計畫執

行影像紀錄及製作。 

    另外，本校與國北教大合作辦理自然觀察社團，帶領學生以兩天一夜野營方

式向耆老學習泰雅傳統漁獵實務。 

 

 



 

三、 研究方法 

(一)到馬里光部落訪談耆老尤命哈用，學習魚叉製作方式。 

 
 

(二)完成魚叉製作後，向耆老學習射魚。 

 

(三)製作魚靶--高密度泡棉魚 

 

(四)在實驗室以運動攝影機錄製模擬射魚影片 

 
 

(五)以 Tracker 軟體進行魚叉飛行的軌跡分析 

 

 

 



 

四、 執行進度（請評估目前完成的百分比） 

(一)參與本計畫的師生已至馬里光部落訪談耆老尤命哈用，學習魚叉製作方式。 

(二)學生已完成魚叉製作及對魚叉進行實驗需要之修改。 

(三)學生已利用假日向耆老學習部落族人在溪流中射魚的技巧。 

(四)學生已在實驗室完成魚靶製作--高密度泡棉魚。 

(五)學生已學會自行使用運動攝影機錄製射魚影片。 

(六)學生已學會 Tracker軟體之操作及使用。 

目前大約完成本計畫之 65%。 

五、 預期成果 

(一)學生學會傳統魚叉製作方式，傳承泰雅族狩獵工藝。 

     (二)學生能以科學的角度來詮釋泰雅祖先的傳統智慧，應用資訊軟體來分析魚叉

飛行的軌跡，以科學的角度找出製作魚叉的最佳化條件。 

(三)學生能參與泰雅族原住民部落在夏季的漁獵活動，並了解魚叉的工作原理。 

     (四)讓學生從本計畫中系統化畫學習魚叉工作原理及運動軌跡分析，能參加原住

民族文化科教獎，分享學習心得以提升科學學習效能及自信心。 

六、 檢討  

    射魚是夏季的漁獵活動，本計畫主要進行時間為第一學期已是冬季，魚叉飛

行軌跡相關科學探討部分僅能在實驗室中進行，無法實際在溪流中進行，較為可

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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