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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hoes in Aboriginal Education原教回音 原教の反響

推動校訂課程現況
為落實新課綱發展阿美族特色校訂課程，

該校從107學年度起結合部落自然與人文資

源，凝聚居民的共識，讓學生從發現部落之

美，進而認識部落族群、產業、歷史文化的發

展。這套「戀上我的家」校訂課程隔週進行2

節，以學生真實的生活經驗為基礎，將原本散

落在語文、自然、社會、藝文、綜合等各領域

的片段知識，透過引進社區部落人力一起協

作，進行課程的統整設計，讓教師透過素養導

向教學，將知識作有系統的整合，達成跨領域

學習的目的。課程內容有低年級的認識家鄉物

產，中年級是認識原住民族群的傳統文化，高

年級結合科技與國際教育，讓學生除了認識家

鄉之美，還要有行銷家鄉之美，擘劃家鄉未來

的能力。

新進教師對課程認識不足，須結合社區辦理增能
該校位處偏鄉，每年教師流動率將近一

半，非當地的初任教師往往對部落環境不熟

悉，常無法順利銜接進行校訂課程教學。受訪

的二人均表示學校若沒在寒暑假備課期間，以

及週三進修沒事先安排部落耆老或專長人士，

合作進行校訂課程在地素材的踏查與採集增能

研習。教師將對學校所處情境及校訂課程的教

學目標、課程架構與教材內容、活動流程不瞭

解。受訪的老師說：「雖然理事長與村長本身

都不是教育專業人士，但他們是本地人，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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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
來原住民族偏鄉地區小學受到少子女化、

都市化等因素的影響，使得學校產生減班

或裁併校的危機。教育部在現行十二年國教課

綱中，鼓勵學校可以部定課程為基礎，結合在

地的優勢，善用社區人力物力資源，設計出讓

學生適性發展的校訂課程。從課程的實施中回

應學生的學習需求與家長的教育期待，發展符

合學校教育願景的課程，培養新課綱的九大核

心素養能力。讓學生成為具備自主行動、溝通

互動、參與社會的終身學習者，為偏鄉小學永

續發展奠定基礎。為深入了解東部偏鄉原住民

地區小學，與部落合作發展阿美族素養導向校

訂課程的現況、困境與因應策略，本文以台東

縣的泰源國小為個案作論述 。

校訂課程發展背景
該校位於台灣東部海岸山脈

南段，是一所偏遠的農村型原住

民族部落重點小學。學校班級數

含幼兒園為7班，學生人數不到

80人，80%以上是阿美族，家長

多半務農及打零工維生。該校與

社區存在著高度緊密互相依賴的

關係，在新課綱校訂課程發展上

積極結合部落各種NGO組織、

社區發展協會、耆老等參與，共

同建構部落與學校共生共榮的教

育發展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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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有阿美族傳統複音古謠及舞蹈課程，並參與文化部成果發表。

部落社區發展協會成員為教師進行阿美族傳統農耕、咖啡及換工制度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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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教師團隊課程研發、共備、協同教學的

協助。如：進行阿美族傳統漁獵──馬武窟

溪mialal∼mitenas漁獵課程的教學活動設計，

並協同教學。」

檔案紀錄欠缺，不利教學經驗傳承
因為教師流動率偏高，檔案整理留存常

較不完備，又加上是新老師來任教，會需要

了解前一學年度教師所上過的課程設計、教

學流程、多元評量方式與成果、學習單、師

生省思等檔案記錄，以便讓新任老師熟悉課

程內容、按照專長轉化教材，才能順利上

課。受訪的老師認為，每學期末的校訂課程

實施成果發表是很不錯的活動，可以讓教師

互相觀摩大家所上的內容，也能為下一學期

作準備。

天氣變化與學校活動影響，打亂教學安排
受訪的老師提到在課程進行時，常會受

到山區天氣變化的因素、學校宣導、臨時加

入的行事活動干擾，使課程有延期或是變更

內容的情況。對外聘協同授課的耆老較為不

好意思，因此需學校行政主導，盡力排除干

擾因素，使課程按進度安排進行教學。

非原住民族籍教師，文化背景認知不足
漢族教師對當地阿美族的文化認知，需

要增能充實，才能勝任教學。社區發展協會

理事長表示：「漢人教師來到部落教書，需

要進修增能的課程內容，有認識傳統領域獵

場、打獵儀式與禁忌、阿美族人生態保育觀

念及獵具使用等技巧體驗。」據了解，學校

也有安排阿美族傳統複音古謠及舞蹈的學習

課程，讓漢族學生能認識家鄉的族群文化。

部落資源豐富，尚待引入課程
學校所處學區具豐富果樹、歷史古蹟、

傳統老街、溪流生態，以及農會、耆老、專

長人力等人力物力資源。但筆者認為顯然缺

乏盤點，瞭解學校所在地的人文與自然資源

全貌，及有系統地融入課程教材中。社區發

展協會理事長說：「他會的有阿美族文化傳

統的利用魚藤及撒網、撈網的溪流捕魚課

程。也可以教導學生陷阱製作及狩獵的射箭

課程。以及Siraw、蒸煮糯米飯、竹筒飯、石

頭火鍋等美食體驗製作課程。」以上部落豐

富的人文與自然資源，以及族人傳統生活的

漁獵捕撈、食農教育、文化課程等元素，應

有系統地按學生能力，安排在不同年級進行

教學，呈現校訂課程的特色。

面對困境的對應策略
「教育一個孩子需舉全村之力」本文透

過訪談的方式，瞭解泰源國小與社區合作，

進行阿美族特色校訂課程實施的現況和困

境。筆者提出可透過盤點部落資源、系統性

設計校訂課程架構、學校行政協調活動避免

干擾上課時間、辦理教師文化專業增能、部

落踏查與實施成果發表會、引進社區部落資

源，持續協助教師團隊課程研發、共備、協

同教學等因應策略，作為學校發展校訂課程

的最佳後盾。期待學校延續透過與部落耆

老、專長人士、家長等人協作的模式，創新

開發出文化踏查、體驗實作課程。相信學校

必能與社區互信共榮，累積教師教學的養

分，達成學生適性揚才、地方部落創生與傳

承原住民族文化的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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