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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
科學教

育、課

程發展與教學實施之研究──

以新竹縣尖石鄉及五峰鄉為合

作對象是科技部的一個創新計

畫。由於注意到原住民族普遍

在數學、物理、化學等科學學

習上的困難，科技部因而開始

推動原住民族的科學教育計

畫，希望能提升原住民族在此

方面的學習成效。不同的團隊

有各自不同的主題，由汪老師

帶領的團隊，主要針對與土地

相關的地理及生活實用議題，

透過災害、防災這些務實的角

度為教學的主題。

為了加強土地的防災功

能，國家通常對山坡及河川利

用訂下種種管制、規範，並加

強在地人的生態保育觀念及宣

導土地的合法使用，用一種理

性、科學的方式來避免破壞土

地、河川的生態。但是汪明輝

老師的研究團隊以及許多原住

民族，早就注意到原住民族固

有的傳統生態智慧，是在幾千

年生活中延續下來的一種實

用、有效的治理方法，而非生

物、物理、化學或地球科學等

傳統的課堂知識，如果原住民

族對防災的傳統生態知識是有

用的，何不透過教育把這些知

識放在課本上？

再現傳統 檢討科學

這個計畫中包含兩個面

向，一個是賽夏族、泰雅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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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明輝老師領導的研究團隊正在進行會議。（圖片提供 汪明輝）



51原教界2014年6月號57期

傳統知識，另一個就是主流的

西方科學知識。因此，計畫中

除了加強一般的科學教育，還

有原住民知識系統的加入，並

不會因為向主流靠攏，就偏廢

傳統知識。

其實，汪明輝老師的研究

團隊還有世界其他研究都發

現，原住民族的土地利用管理

與災害防治的傳統知識，是十

分優良且可永續發展的。但在

以往，原住民孩童進入學校

後，就跟傳統知識道別，因為

我們一味學習西方主流的科

學，反而與民族最切身的傳統

知識切斷。事實上，傳統知識

非常生活化，存在於我們成長

的環境之中。大家也發現，越

來越多用來治理山坡地或河川

的工程，儘管建立在精準的科

學知識上，可是災害卻不減反

增，顯然科學的管理是有問題

的。因此，另一個研究的面

向，就是要利用原住民傳統知

識來重新發現與建構，並比較

出現代科學的侷限，甚至察覺

現代科學本身可能就是破壞自

然環境的一部分。

所以，計畫一方面要重建

傳統知識，另一方面要檢討現

行科學。原住民傳統知識有種

超越科學以外的倫理道德與精

神性，然而以科學角度看動植

物時，卻將它們一層層剖析，

反而跟人抽離了。對原住民族

來講，河川、樹木、山坡地都

是生活中的一部分，甚至災害

也是，如何去適應、共存、尊

敬並利用之，是原住民族長久

以來的智慧。而西方科學只是

在「利用」大自然，卻在無形

中造成整個生態受到威脅。

計畫現行的成果與願景

另一方面，現有的教育體

制也造成語言的消失，所以這

個研究計畫還有一個深層的意

義，除了透過科學教育把傳統

原住民科學教育的新可能與突破

五峰國小的實驗教學現場。（圖片提供 汪明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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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找回來，還透過科學教

育，把語言植入到課本與教學

現場，甚至讓部落的耆老參與

其中。因此，汪明輝老師的目

標，遠大於改善原住民族的科

學教育學習，更重要的是創造

一種可能、一條導火線，導向

語言及語言背後整體傳統知識

的復振。原住民孩童進入學校

後不再是跟自己的文化道別，

反而是重新連結語言、傳統知

識和部落，部落的族人、耆老

都可以是老師。

第一期的研究計畫選擇在

新竹五峰鄉進行，既有泰雅族

跟賽夏族。基於研究團隊的專

業主要是地理學和土地環境教

育，因而選擇桃山部落、五峰

國小和五峰國中。團隊先從泰

雅族做起，然後加入賽夏族。

教材中除了傳統知識也有現代

主流的知識，合宜的教材必須

融合這兩套體系。現正進行中

的第二期題目是「魚、山川、

海洋」，本次題目跨越鄒族、

泰雅族、達悟族3個民族對於

水生態的不同傳統知識。

過去的原住民族是被研究

者，外來的團隊是研究者，這

是一個不對稱的關係。但現在

不一樣，翻轉成相互對等、學

習、合作並共同建立一個原住

民教育體系而努力的夥伴。很

多的知識，團隊必須跟泰雅族

人學習，也許部落耆老不懂漢

語、或小學沒畢業，但卻擁有

非常豐富的知識。此外，傳統

知識的重建相當重視族語，因

為這才是傳統泰雅族知識最佳

的呈現方式，漢語不見得能精

確體現出其脈絡，所以研究團

隊先要建構一個泰雅語的文

本，經過精確地翻譯後變成漢

語，才可以放在課本裡學習。

後來加入的賽夏族，由另一批

賽夏族的老師、耆老們負責，

他們參考泰雅族的經驗，高度

自主地設計出適合賽夏族學生

學習的新教材。至此，研究者

成為了促成者。

現階段執行上的困難

研究團隊所遇到的第一個

問題，就是該由誰來教？泰雅

族的老師都當校長、主任去

了，基層老師反而是在地的漢

人，即使是通婚、居住在當地

一段時間的漢人，還是與泰雅

族文化有很大的隔閡。這顯示

原住民教育師資的培育是十分

不足的，以台灣師範大學來

講，26個師培學分裡，沒有一

個是跟原住民相關的課程。這

樣的老師，沒有辦法講授研究

團隊設計出來的教材。漢人老

師為了要教這套教材，必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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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尖石鄉的專家們一起參與諮詢會議。

（圖片提供 汪明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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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認識泰雅族的文化，也許在

惡補後可以教學得不錯，但是

泰雅族人卻缺席了。泰雅族人

應該有權力教自己的小孩，但

我們的教育體系卻沒收、否定

了這項權力，反而派出有「教

師專業」的人去教，事實上是

把泰雅族孩童從傳統文化拉回

漢人的文化裡。

從教育中重塑民族認同

慶幸的是，目前學生、家

長都反應這一套教材非常好，

不僅重新看見自己、看見民族

傳統知識、也重新尊敬部落的

耆老。最重要的是，教材對族

人而言是很熟悉的，因為內容

都在講部落周邊的傳說與生活

故事，傳統文化的連結積極影

響學習的氣氛。長期以來的教

育，總漠視傳統文化，原住民

族明明不是漢人，學的卻都是

漢人的知識，欠缺文化回應性

的教學，沒有把原住民學童視

為不同的群體，導致他們在人

格認同與發展上出現很大的問

題，也因為認同感不強，導致

學習意願低落。一旦教學上採

用民族生活所熟悉的內容，可

以在過程中製造樂趣、快樂，

而不是挫折與否定。這甚至比

純族語的教學還有效，由於目

前族語教學沒有文化的脈絡，

反而單純為了考試，流於制式

的教學形式，把豐富的文化內

涵切割掉，變成考試的語言而

非生活的語言。

汪明輝老師於訪談最後對

學術界呼籲，學者必須重視原

住民族的教育。有人認為，原

住民族是最常被研究的，但是

研究本身卻經常跟民族發展無

關、甚至是負相關，越被研究

越衰敗。同時研究者應恪守

FPIC原則（f ree, p r ior and 

informed consent），即研究必

須獲得當地社群自由、優先、

被告知並且同意的情形下才可

以進行。而研究內容必須由在

地人認同與支持，至少合乎、

而非傷害他們的利益，積極上

則要結合族人的願景，協助達

成民族發展的目標。

老師正在以賽夏族傳統知識進行實驗教學。（圖片提供 汪明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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