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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 年代認知領域詮釋人類的心智是如何以符號運作，而概念是心智系統的基本

元素，概念系統的結構性讓我們所認識世界井然有序。 

  何謂認知？認知就是個體經由意識活動對事物認識與理解的心理歷程。例如：注

意、辨認、判斷、推理、想像、記憶、理解、思考、解題等。「認知」研究簡單的說是

探討「知識是如何貯存的？貯存什麼內容？」的問題，以及探討知識是「如何被使用

或處理的？」的問題。 

  在科學教育中，常以概念圖表達知識結構的方法，目的是從大量複雜的資料中，

擷取重要概念並以結構化的方式呈現概念間的關係，主要以概念、命題、階層結構與

交叉連結表示知識結構。近年來諸多研究者以語料及文本分析技術進行社會科學議題，

其中，資訊工程領域發展出建構知識圖譜（knowledge graph），基於語料（corpus），以

圖結構描述概念間的關係，呈現知識框架，嘗試探索出人類未曾注意到的知識連結，

提供以證據基礎的知識間關係。 

  這些理論依據與研究成果十分值得關心原住民族知識與文化研究者借鏡，因此本

研究嘗試結合認知與資工取徑，收集泰雅族有關的文獻資料，經過人工分類後給予主

題名稱標記，經兩位研究者共同討論後，研定泰雅族知識與文化體系之組成，此系統

的主要核心為由生死觀、神靈觀、神罰觀共構而成之自然信仰，其並引領泰雅族人生

活方式、歲時祭儀、社會規範等 gaga（祖訓）。計標類文件 57 篇，7 萬 5 千餘字。其

中「神靈觀 」文件 19 篇、「神罰觀」7 篇、「歲時祭儀 」5 篇、「生死觀 」6 篇、「生

活方式」5 篇、「社會規範」15 篇。 

  認知取向的泰雅族知識體系建構，以前述文件分別由兩位研究者逐篇建構專家概

念圖，接著歸納成主題概念圖，再經兩位研究者逐篇討論調整，達成一致共識後，完

成各主題概念圖。專家概念圖的建構程序包含圈記關鍵概念、歸納、建構上位概念、

建立連結程序（參見圖 1）。 

 



圖 1、專家概念圖之建置範例 

 

  以知識圖譜進行泰雅族知識體系建構，則先對前述文件進行包含中文斷詞、詞性

標記、未知詞處理、同義詞替換、代名詞等前處理，計算詞間之依賴關聯值，判斷上

下位之關係，以迭代演算法逐次找出概念詞，最後依據詞彙兩兩間上下位關係，對找

出的概念詞逐一建立關係連結，再完成知識圖譜的建構（參見圖 2）。 

 

圖 2、知識圖譜之建置範例 

 



                      

  原住民族知識與文化脈絡與生活環境密不可分，讓學習能生命脈絡化，是傳承原

住民族知識與文化重要的關鍵。建構符合原住民族主體性、脈絡性與價值性的知識內

涵，並能在教育現場實踐，深具意義。目前建構原住民族知識的基礎研究甚少，且多

為質性的民族誌研究取向，本研究嘗試結合認知心理學、科學教育與資訊工程領域之

立論與方法，期以更多元的方法探究泰雅民族知識體系的樣貌。 

  由於專家取向建構的知識架構圖可能因專家的知識與取捨而有所疏漏，而採用知

識圖譜技術圖像不強調概念間的階層性，可涵蓋多義以及概念隸屬多類別的問題，兩

者互補助於建構出更周延的泰雅知識樣貌。在教學應用上，則可根據所建構之知識架

構進行課程研發、實作與教學評量。當學習與其密不可分的生活環境結合時，才可能

讓學習生命脈絡化，此亦為傳承原住民族知識與文化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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