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同學  回饋建議 

 書審老師A 
 從⼀部作品的連結到原住⺠與野⽣動物的故事，透過學習單與 
 紀錄片的整理，可以看出學⽣對於這個議題的統整相當⽤⼼， 
 值得⽤⼼ 

 書審老師B 

 文字表達豐富，加上多元的內容，讓讀者彷彿⾝歷其境，也萌 
 ⽣想要認識作者的念想，是其亮點！ 
 建議： 
 由動機無法看出這是課程學習成果？或是延伸的⾃主學習？ 
 部分學習內容以學習單照片呈現，但學習單照片不⼀定清楚， 
 讀者也不⼀定了解其意義。可輔以文字說明，增加圖說及闡述 
 意義。 
 可以統整說明⾃⼰能⼒的進展，包含專業內容以及核⼼素養。 

 書審老師C  作文部分若有教師批閱，可以藉此理解⾃⼰的學習成效。 



臺北市立南湖高中普通科　林同學

 授課教師：黃曉惠 老師

國文學習歷程

從《尋熊記》看
原住民狩獵權與野生動物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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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課文尋熊記結合紀錄片以及網路文章，分析原住民

狩獵權與野生動物保育的衝突和困境以及提出看法，

從中學習站在不同立場進行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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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memade Guns of Taiwan
從記��看原住⺠��⼈在台灣的困境



 　　自從高一的課文《晚遊六橋待月記》讓我
有了想爬大湖公園旁白鷺鷥步道的念頭及行動

後，《尋熊記》也是一篇讓我會想深入探討其

背後議題的課文。

　　身為三類組對於動物的興趣，再加上從小

對於戶外活動的經驗產生對大自然的熱愛，讓

我在看到《尋熊記》後，除了完成老師課堂規

定的查找文章閱讀外，自己主動找了兩部紀錄

片，因此更了解原住民狩獵權和野生動物保育

的衝突，所以想試著藉這次機會練習分析不同

立場並用作文書寫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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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動機

　　除了課程上的學

習、延伸的探討和收集

資 料 外 ， 我 也 參 加

2023森林市集，因此
實際看到獵具的威力，

更能想像動物在被誤捕

後的無助及傷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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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文：尋熊記

漢人看原住民與野生動物的關係

 　　課文的最後： 「我決定為所有熊伙伴都取布農族
的名字，讓原住民隊員有另類的參與感。入眠前，我祈

禱、感謝神賜給我們一隻熊。」讓我感受到漢人非常想

讓原住民族與野生動物有更深的連結來使原住民族不傷

害野生動物，或許是因文化習俗的不同，漢人會覺得原

住民族狩獵是一種侵害野生動物生存且殘忍的行為，我

想換從原住民族的角度看狩獵這件事，所以找到了紀錄

片－The Homemade Guns of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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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memade Guns of Taiwan

紀錄片內容整理

心得－漢人與原住民族

原住民族對於動物的使用是非常謹慎且尊敬1.
獵槍的管制法規會讓原住民無法製作族人所

需且使用熟練的獵槍，因應法規的獵槍可能

會造成使用上人員受傷

2.

 　　看完紀錄片後，我覺得原住民族雖然有狩獵
文化，但對於動物保育的意識和漢人一樣，而漢

人卻在不完全了解原住民族所需的情況下建立了

規範原住民族的制度，其實非常不公平，況且易

經建立好的制度又會因為受眾較小而不易被改

變，我覺得漢人需要更了解原住民族的狩獵文

化，例如：和原住民一同上山狩獵、深入了解獵

槍所需需求。



一隻臺灣黑熊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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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放後中了兩次陷阱，且受傷處都是左前掌1.
第一次野放後多次入侵人類生活區域，但考量

這隻台灣黑熊對人的警覺心，專家討論後決定

第二次野放於林相完整、食物充足、遠離農地

聚落的南投丹大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2.

沒料到這隻黑熊居然有「返鄉」的行動，衛星

發報器顯示牠的活動往北、西北，正是往家鄉

雪山的方向

3.

由限制、驅趕使黑熊在原定區域轉成協助返鄉4.
不幸又重陷阱，武界當地獵人擔心因此遭受法

辦，索性將黑熊殺害並掩埋企圖滅證

5.

紀錄片內容整理



　　看完這部紀錄片後，我覺得研究人員如此的

努力想保住這隻黑熊，最後還是遭遇不測很惋

惜，也認為政令宣導可以再加強，政府需要努力

取得獵人們的信任。雖然獵人是害怕自己受法律

制裁將黑熊殺害，可以說是自私的一種行為，但

我不會想要指責獵人，他們正是害怕別人的指責

而有此行徑，而是會想藉這個故事告訴更多人，

誤捕到保育動物其實不需感到害怕，甚至通報可

以得到獎金。影片中也有出現尋熊記的作者黃美

秀，看完這部紀錄片更能理解作者的心境，看著

黑熊被人物傷的無助、想要幫助也要小心謹慎，

救援動物真的很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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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動物與人

台灣黑熊保育協會擺攤宣傳之印章



獵具

當動物踩到捕獸鋏後難以掙脫 8

　　紀錄片中台灣黑熊總共中了三次陷阱，在2023
森林市集中池南自然教育中心的攤位介紹並示範了

捕獸夾的使用，我實際去拉被捕獸鋏夾住的樹枝，

完全無法拔出，如果動物誤觸陷阱想要掙脫可能直

接將自己的手折斷。

　　在紀錄片中林務局有向山區居民宣導陷阱舊換

新，新型陷阱只會捕到小型動物，例如：獼猴，並

架設電網讓野生動物不要靠近人類活動區，以及架

設攝影機監測，以減少農作物和財產損害，我認為

這種方式已盡力在人和動物之間取得了平衡，畢竟

人多少都會對大型動物感到畏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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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狩獵權與野生動物保育
收集資料－多以王光祿案為討論例子



議題分析心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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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辨

正論 駁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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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零年代，台灣野生動物被大量獵捕外銷或送進山產店，人們漸漸意

識到野生動物減少後全面禁獵，而有狩獵文化的原住民族就成了被討論的對

象。我認為我們該尊重原住民的傳統文化及生活方式，並對狩獵範圍、器具等

細節加以規範。 
　　規範狩獵的範圍、數量、器具等細項並不是在教導原住民如何成為一個獵

人，而是透過法律明確寫出原住民狩獵的權利以及限制。在紀錄片《一隻黑熊

之死》中，一隻台灣黑熊兩次誤觸陷阱，第二次野放後，被誤捕不敢通報的獵

人射殺。如果不規範陷阱的使用，斷掌的黑熊、野生動物只會越來越多，目前

台灣黑熊剩餘不到一千隻，一再因為誤捕使黑熊死亡，未來台灣黑熊只能成為

課本中的曾經。禁止使用陷阱能減少動物的不幸，依法規詳寫狩獵的規範能減

少原住民族獵人的不幸。當獵人不小心獵到不能獵的獵物時，如果法律有規範

明確獵具、獵區，獵人只要有遵守規範，就不會因為害怕而不敢上報，及時上

報和搶救或許能救回動物的一條命而這些規範也原住民族不再畏畏縮縮地行使

再日常不過的狩獵。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原住民族狩獵是一直以來的傳統，現今大多數的物

種滅絕、生態浩劫是漢人造成的，單以獵槍打獵供日常使用和大量獵捕外銷造

成的影響差距可想而知。二零一九年山羌從保育類中除名，也就是原住民可獵

捕山羌自用，從數據來看，雖然原住民可以獵捕山羌，但沒有使山羌將整體數

量減少或造成危害。原住民族對非瀕臨絕種動物的狩獵並不會造成物種危害，

我們也不該以此來禁止原住民的狩獵文化。 
　　有人會質疑對原住民的狩獵有很多規範不就等於在限制原住民的文化嗎？

我認為給予規範是包含了限制及保護，符合規範的行為都可以做，也是變相保

護原住民的狩獵權。對於自然資源的取用會有規範是為了使這個環境能永續，

像是鯨豚也有禁捕令，狩獵有所規範並非針對原住民。只要做好物種數量調

查，知道那些物種瀕臨絕種並禁捕，其他物種以原住民的狩獵習俗、對於自然

的尊敬，並不會造成危害。所以原住民狩獵不需被禁止，但需要規範和管理。 
　　山林面積佔台灣土地一半以上，而管理山林的巡山員只有一千多人，面對

動物保育和原住民狩獵文化不該一直放在對立面，而是和原住民一起合作，原

住民比我們更了解山林和野生動物習性，政府也該投入更多人力和經費在調

查、研究野生動物上。別讓原住民的文化和野生動物都消失在歷史的洪流之

中。

作文-該如何在原住民狩獵和野生動物保育取得平衡 



學習省思

　　接近大自然感受到的身心舒暢，使我想讀環境相關科

系，讓自己有更多知識來保護自然環境。經過這個學期的

課堂作業、平時關注環境議題的社交媒體帳號，我發現環

保團體並不全是媒體上的咄咄逼人，他們也有理性分析、

數據來證明，或許正是社會大眾在環境議題上的漠不關

心，使他們只能以強勁的方式來表達。

原住民狩獵權與野生動物保育如何抉擇

 　　經過閱讀尋熊記及探討，我覺得野生動物保育比原
住民狩獵權更應該先被大家重視，因為當我們意識到環

境已經不平衡時已無法挽回，而原住民的狩獵權基於是

「人」的議題，討論度較高。如果只能二擇一，我會選

野生動物保育，當然，解決問題的方法不是二擇一，能

透過法律相關規範保護野生動物也明確寫出原住民的權

利，透過媒體讓民眾意識到環境問題、傳統文化延續的

重要性，這些比爭論誰優於誰更重要。

　　在未來我會用自己的行為影響周遭的人，使他們也開始

注重環境議題以及做出行動，例如：少買快時尚衣服，藉由

提升自己的知識傳達正確觀念，讓地球資源不再被浪費、留

給動植物棲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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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於以往對環保團體的印象

我能為環境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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