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出地點：203穿越時空之旅展廳

達悟族陶偶
DIY學習單

        達悟族的陶偶是利用製作陶器剩餘的土捏塑而成，除了休

閒用途外，也成為交易商品。此外，達悟族是臺灣唯一具有冶

煉金屬工藝的原住民族，所以也發展出冶煉用的陶質坩鍋。

       達悟族傳世的陶偶數量相當多樣，其題材可分為人偶、動

物等內容。傳統上陶偶與其他陶器一同燒造，以往大多由老人

或兒童們所製作，一般認為是娛樂性質；但二十世紀以後，由

於外來客的購買需求成為商品，在日治時期主要被用來交換銀

貨，以做為製造男性用銀盔所用的銀材來源。

< 國小中高年級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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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存傳世達悟族傳統陶器的數量，為臺灣各原住民族之冠。

達悟族的陶器多用來盛裝食物與飲水，器型包括陶鍋、陶罐、

陶碗等，依不同的食物種類、儀式、性別及用途，有著各種使

用場合與限制。

       達悟族由男性負責製陶，製陶時女性不能靠近及觸摸陶器。

製陶過程分為採土、製坯、刮修以及修飾、燒陶等步驟。燒製

前會先在地上放兩根木材，再用木材排成井字形，將要燒製的

陶器放在井字形的中間，在上面用乾草及柴枝覆蓋，由上而下

點火燒製。

陶質坩鍋 小豬陶偶



揉捏細緻的麵糰也很像在捏塑陶土，非常療癒，小朋友請和

大人一起同心協力，跟著我們捏麵團做豬寶寶饅頭囉!

需要的材料有：

1.豬寶寶饅頭之食材

2.烹飪料理紙一卷

3.黑芝麻粒少許

4.料理用磅秤

5.蒸煮布1面

6.筷子1雙

7.蒸鍋1只

一起來DIY :  

  豬寶寶饅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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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g

中筋
麵粉

豬寶寶饅頭食材:

1.中筋麵粉135g  

2.糖10g  

3.牛奶65-70g (視情況加減)

4.酵母1g

5.橄欖油2g

6.紅麴粉少許

烹飪料理紙



將麵糰分成五顆，每顆40公克，整理滾圓，下方墊上料理紙，

放入蒸鍋內。

2

將豬寶寶饅頭所需之材料攪拌均勻後，將麵團揉到「三光」。

(所謂三光：1.麵團光滑 2.麵盆乾淨的 3.手也是乾淨。)

1

將剩餘的麵團加入紅麴粉調色，揉勻做豬鼻子及豬耳朵備用，
豬鼻子約1公克就好了，加入少許牛奶或水黏上，鼻子用筷子
搓兩個洞，用黑芝麻粒做小豬眼睛。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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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Y步驟

40 g

40g



完成後靜置發酵，冬天室溫發酵大約60-80分鐘，約1.5倍大，
輕輕按壓下去會回彈即發酵完成。

4

發酵完成後，鍋蓋包上蒸布，留一根筷子的縫隙，鍋底加入
些許冷水。

5

蒸鍋中小火18-20分鐘，蒸完熄火等5分鐘再開蓋，否則會冷
縮皺皮變老豬皮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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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騰騰的豬寶寶

完成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