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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國教署及原民會支持的原住民

族實驗教育計畫，自2016年正

式辦理以來，迄今已歷7年。目前計有38所學校

辦理原住民族實驗教育，今年8月（113學年）起

將新增5所，總計達43所，占全國實驗教育學校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校全國有117所）的

37%。

各校對於原民文化課程與教學，均有其特

色規劃與實踐策略，各教育階段的課程內涵也

有所差異。在民族教育理念之中如何具體實

施，以及當前的民族文化課程與教學的挑戰為

何，是本期關心的課題。

本期【校園報導】因應上述主題，邀請10

所原民實驗學校，報導該校的民族文化課程的

核心理念、架構規劃、教學策略、教材與教案

的研發、教學實施的特色與成效等。包括2所國
中：宜蘭縣大同國中（泰雅族）、台中市和平

國中（泰雅族）；1所國中小：嘉義縣阿里山國
中小（鄒族）；7所國小：台中市博屋瑪國小
（泰雅族）、南投縣久美國小（鄒族及布農

族）、屏東縣長榮百合國小（排灣族及魯凱

族）、屏東縣地磨兒國小（排灣族）、台東縣

土坂vusam文化實驗小學（排灣族）、花蓮縣
Cilamitay實驗小學（阿美族）、台東縣椰油國
小（雅美族）。

文︱李台元（本刊本期執行主編）

圖︱田春梅（南投縣久美國小校長 ）

林志宏（台中市博屋瑪國小主任 ）

顏正一（台東縣土坂vusam文化實驗小學校長）

原住民族実験学校の民族文化教育
Ethnic Culture Instruction in the Indigenous Experimental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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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原住民族教育獲致不少發

展空間。

原民實驗教育計畫的實施
學校型態的實驗教育，

係指依據特定教育理念，以學

校為範圍，從事教育理念的實

踐，並就學校制度、行政運

作、組織型態、設備設施、校

長資格與產生方式、教職員工

的資格與進用方式、課程教

學、學生入學、學習成就評

量、學生事務及輔導、社區及

家長參與等事項，進行整合性

實驗的教育。實驗教育重視以

學生為主體、教學模式創新、

學習方式多元，希望跳脫以升學為導向的傳統

教育模式。原住民族實驗教育是我國目前實驗

教育的一種類型，另外還包括華德福教育、蒙

特梭利教育、生態教育、美感教育等。

以目前原民實驗教育的實施情形來看，國

小教育階段申請實施者所占比例最高，共計37
所。以當前實施及正在籌備學校的民族別來

看，涵蓋阿美、排灣、泰雅、布農、賽德克、

太魯閣、魯凱、卑南、鄒、雅美、噶瑪蘭等11
族，其中以泰雅族的申辦校數最多，共計16
所。以所在縣市別來看，申辦校數最高者有三

縣：屏東縣、花蓮縣、台東縣，各有6 所。

原民實驗學校的民族文化課程如何建構
在民族教育課程與教材方面，可依循《原

住民族教育法》第30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選編民族教育課程之教材，應尊重各原住民族

文化特性與價值體系，並辦理相關課程之教學

及學習活動。」

原民會與教育部國教署為了鼓勵高中以下

學校，依據《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第7
條規定辦理原民實驗教育，以深化原住民族教

育內涵，特別於2016年訂定了《辦理學校型態
原住民族實驗教育補助要點》，在該補助要點

第5條更明確指出：「實驗學校申請籌備及實驗
階段計畫書應有完整課程架構圖，國民小學至

少規劃及實施每年級每週八節以上或每年級每

週合計總節數四十八節以上民族教育課程，國

民中學以上至少規劃及實施每年級每週八節以

上或每年級每週合計總節數二十四節以上民族

教育課程。」

原住民族實驗學校的課程發展，理論上應

先建構完善的民族知識體系，再研擬民族文化

課程綱要，進而研發教材及教案，同時培育或

原民實驗教育計畫的規劃
從原教政策與法規來看，《原住民族教育

法》、《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以及

目前正在研擬階段的《原住民族學校法》（草

案），皆是影響原住民族文化教育落實與否的

根底。

原民會過去曾以「部落學校」的型態試行

民族教育，其後2014年實驗教育三法完成，原
住民族地區學校便開始參與實驗教育，希望能

透過《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來建構原

住民族教育內涵。

現行《原住民族教育法》第18條指出：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於原住民學生就讀時，應

對其實施民族教育」。然而，當前學校教育的

課程架構與規劃在實際考量上，多以政府部門

計畫形式提供學校申請，且經常取決於學校的

積極主動性。為了解決這項問題，同法第20條
規定：「各級教育主管機關為發展原住民族教

育，得指定所屬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或由

學校提出申請，準用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

例之規定，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又同法

第21條亦規定：「教育主管機關為發展原住民
族教育，得指定所屬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或由學校提出申請，辦理部分班級實驗教育。

據此，教育部國教署為了推動原民實驗教育，

於2020年發布《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部
分班級原住民族實驗教育辦法》，讓高中職、

國中、國小皆可以按照各校需求辦理「原住民

族實驗班」，明定國中小課程不受課綱的校訂

課程及節數等限制，高級中等學校只要畢業總

學分符合教育部規定，課程也不受課綱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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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久美實驗國小的織

布課程策展，在鄒族傳統

屋曬布及說布。（田春梅校

長提供 ）

台東縣土坂vusam文化實驗小學的民族教育實作課程。（顏正一校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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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師資，再進一步實施教學。然而，多數原

民實驗學校的課程規劃，則是先由學校教師與

部落耆老共同討論出主題課程架構，通常著重

於體驗課程或情意涵養，再進行認知學習，同

時在有限的師資與學習資源協助下，嘗試建構

民族知識體系或民族文化教育課綱，最後才透

過教學經驗的累積，歸納出參考教材或教案。

原住民族文化如何教
民族文化教育對原住民族學生而言相當重

要，它與民族文化認同密切相關。在一般教育

課程及民族文化課程的分配方面，有些學校全

面依據十二年國教領域課程來規劃，有些學校

依據十二年國教部定課程與校訂課程來考量，

有些學校嘗試將民族文化課程融入一般領域學

科，建構出特色課程。

例如，台中市博屋瑪國小發展主題式的泰

雅文化課程，係以泰雅族文化為核心，結合社

會、自然、藝術等領域；屏東縣地磨兒國小以

數學領域的「比與比值」主題單元，連結排灣

族文化的「以物易物」概念，皆是以原住民族

文化為基底，連結領域課程，並採取文化回應

式的教學策略。

然而，多數學校的實驗教育課程，係以傳

統生活技能或傳統樂舞為主軸，雖也有結合原

住民族科學與現代自然科學領域的努力，但教

學成效尚待觀察。學校教師更常面對的挑戰

是，究竟要教的是傳統原民文化，還是現代原

民文化，或是在民族文化與現代社會生活適應

之間，如何取得平衡。

各所學校大致運用主題統整課程強化原民

實驗教育的主軸與方針，並連結部落資源，打

造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教育模式。其實，十二

年國教課綱的主要特色之一，即是強調跨學科

領域的「主題式學習」，藉由整合教育取代過

去各自獨立的學科，而教師也須相互合作與共

同教學。在生活情境的學習過程中，學生學到

的是活的知識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在實作的

學習歷程中，可以發現每個學生的亮點，跨領

域主題統整的學習，對學生而言應有相當助

益。換言之，原民傳統文化教育與實驗教育的

精神，有相類似之處，因而較易結合。

原住民族文化教育師資仍為考驗
南王Puyuma花環實驗小學校長洪志彰指

出：民族傳統文化的傳承工作不易，主要關鍵

在於懂得本民族文化知識的人已寥寥無幾，學

校的文化課程從共備到授課，都必須邀請部落

耆老協助參與，在進行文化課程時，在教室裡

通常由耆老擔任主要講師，傳授歲時祭儀的相

關知識以及卑南族語，而任課老師

或導師則在一旁協同教學，教學時

依實際課堂狀況或學生反應進行調

整。

因此，原民實驗學校的民族

文化教學若要成功，民族文化教育

師資是一項考驗，各族的教師群體

除了有必要進行連結以外，積極培

育民族文化教育師資應是當前的要

務。有些學校雖設有文化指導員，

可以協助民族文化課程的規劃與教

學支援人力。然而，專業且充足的

民族文化教師，仍為原民實驗學校

的主要需求。

民族文化教師必須兼具民族語

言能力與民族文化素養，民族文化素養不僅包含

對傳統文化的認識，更需要懂得如何將民族文化

融入教學當中。另一方面，目前在原民實驗學校

教學現場的教師是否有進修或增能的機會，以強

化其民族文化教學的專業知能，也是解決途徑之

一。

讓原民學生獲得健全的教育支持
本期主題的相關文章，可參考本刊第77期

及第95期。原住民族文化教學，端視原住民族
學校的對原住民族文化的認知或整體建構，以

及原住民族文化如何納入課程與教學當中。本

期回顧原民實驗學校的實施成果，介紹原住民

族文化課程的教學方向與特色，提供原教界讀

者思考與借鏡，如何發展民族文化課程，讓學

校教育更契合原住民族教育的理念，讓下一代

的原民學生獲得更健全的教育支持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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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縣土坂vusam文化實驗小學的民族教育實作課程。（顏正一校長提供）台中市博屋瑪國小學

生進行傳統建築課程

介紹。（林志宏主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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