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6 27原教界2024年4月號116期 原教界2024年4月號116期

Frontier原教前線 フロンテｲア

型萌芽成長中。

此外，多元的教

育理念也可以團體共

學及機構辦學的型

態，在「非學校型態

實驗教育實施條例」

裡得到創辦的依據。

例如，TAMORAK阿美
族語共學團於2015年在
花蓮縣豐濱鄉創設，

便是以團體共學實驗

教育的型態創設的一

個保障母語學習的教

育學園，在推動師資

培育計畫上更注入了

華德福教育，此理念

結合的創意，正含苞

待放。

成樹成林的多元教育
當前台灣多元教育的土壤，30年來已從上述

民間教育改革的鬆土中、各種理念教育辦學的秧

苗中，共同彩繪了今天各種理念教育百花齊放、

成樹成林的春天。上述TAMORAK阿美族語共學
團發展中以原民實驗教育連結華德福教育的實

例，更可以看到各種教育理念可以在不同體系的

實驗教育間接枝接木。原本帶著各自特定理念的

教育實務，如何能真正相遇而繼續創造性生成？

需要我們去探究其中共通的心靈。以原民文化及

華德福教育為例，筆者自身從大學時代山地服務

團的參與實踐經驗，到近十年來參與華德福教育

的耕耘路上，嘗試從各種實踐行動經驗去感知，

華德福教育與原住民族實驗教育相遇的身心靈，

有以下幾個共通點：

◆ 在大自然天地裡的節慶
慶典對於華德福教育來說是一年四季中的

規律節奏！師生一起在春慶、夏慶、秋慶、冬

慶裡，更深一層感知四季的律動，其中也伴隨

著來自歐陸與在地交織的文化慶典，體驗更深

層的生活與生命化育的奧秘，親師生透過慶典

的預備與布置，形塑溫暖的社群，在許多孩子

成長中留下愛與美好的回憶，一年四季的節慶

體驗，人們更加與身處的環境連結，感知我們

在自然天地裡，華德福教育裡的節慶，常常將

我們彼此編織在整體的「圓」裡。

每一個原住民族也都有屬於各族的歲時祭

儀，文化祭典表徵了原住民嚮往與大自然接

觸，依賴天地維生，也因此常常藉由祭典來表

達對天地的敬仰，每個族群的祭典也各自擁有

獨特的特色文化，這些祭典將族群的社群心靈

更緊密的連結、並傳承各族珍貴的傳統文化，

那是「原」聲的呼喚。

華德福教育與原民教育裡的慶典，在當代

生活中是特別的藝術，慶典將人們在一年中規

律地連結天地、連結社群，是獨特的生活美學

也是跨代共生共學的生命教育。

◆ 與自然連結的天然手作：以植物染、野草膏
為例
在華德福教育理念裡，從小的生活與學習

環境儘可能使用天然的素材，天然植物染有別

於化學染料，不會產生危害大自然環境和人體

健康的廢水。來自植物界的染料，不僅是環保

的、回歸自然的，更具有天然色彩的生命力。

植物染滋養了人們身心更健康，同時也帶著對

大自然的感恩。以各教室的窗簾及秋冬的絲巾

為例，身為家長的我也曾經到學校與家長社群

一起作梔子花植物染布巾，大自然天然的色澤

帶來季節的金黃與暖光，植物染巾可以做為窗

簾、圍巾、節慶布置等等用途。在原住民文化

裡，染布文化也是重要的文化生活傳統，例如

泰雅族傳統染織文化中以薯榔染料為主要素

材。平埔族、布農族及泰雅族等原住民族，也

有使用大菁藍染的傳統，各種染法帶來創意的

圖形，也呈顯了原住民族的生活美學，連結

「原」的圖騰之美。

又以天然野草膏為例，野草對原住民來

說，是大地母親縝密的設計美學，野草的生命

韌性包覆住那珍貴卻裸露的土壤：而傳說中能

2024年是台灣教育發展特別的一年，近日來教育各界紛紛回顧了「教改三十週年」及

《實驗教育三法》通過的十週年，實驗教育，正是在

台灣這兩股重要的教育改革墾荒路上綻放的花朵。

台灣多元教育萌芽成長至含苞綻放
回顧1994年的春天，民間四一〇教改大遊行從教

育現場的結構問題去鬆土，提出四大訴求，其中《教

育基本法》宣示了「人民為教育權之主體。」（第

2條之1），也提出了「並促進其對基本人權之尊
重、生態環境之保護及對不同國家、族群、性別、

宗教、文化之瞭解與關懷⋯⋯。」（第2條之2）—理解與尊
重多元文化的教育目的，因此，《教育基本法》可

以說是尊重多元差異、並建制與保障了「原住民族

教育的自主性及平等性」的土壤。

2014年《實驗教育三法》的通過，讓多元的理念教
育進一步萌芽生長，其中「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

例」更為各種具整合性教育理念的種子，提供了多元實

踐的土壤，包括了許多部落地區學校紛紛轉型為原住民

族實驗學校，目前全國原民實驗學校已達43所，學校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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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與圓：原住民族實驗教育與華德福教育的接枝相遇

華德福小學生體驗泰雅族的手做野草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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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文化。傳統上，泰雅族女子的染織技術與文

化相遇、與祖靈連結。泰雅織布的材料取自於

大自然，遵循材料本身的自然變化，其中也蘊

含豐富的自然科學概念。又以台灣著名的編製

工藝用品來說，魯凱、排灣、阿美、泰雅、卑

南及部分平埔族，也會採集天然的月桃葉鞘來

編製日常用品，這些帶著生命力的素材在編織

的過程中將人們與「原」鄉編織在一起。

從編織與編製工藝為例，可見原住民族教

育與華德福教育的共通的編織的心靈，其中有

色彩美感、有天然手作、更有連結於一種大自

然整體及傳承文化的社群心靈與生命流動。

◆ 歌唱、圍圓的社群：整體的愛的心靈
最後筆者以親身體驗的歌唱為例，唱歌是

原住民族生活中的日常、是心靈交流的語言、

是慶讚的原始聲音，在原民的學校生活裡，孩

子與老師們在歌唱中連結彼此、連結天地、感

恩祖靈、敬虔大自然世界、歌唱裡聆聽著

「原」聲的呼喚。

在華德福教育裡，歌唱也是一個個主題

課、一天天、一季季、一年裡的呼吸與流動。

在每個課程活動節奏裡，在一天的晨圈開始與

結束圈裡，在四季節慶生活的心靈裡，也在藝

術感的優律思美與空間律動裡！歌唱、圍圓，

是感恩與敬虔於天地、連結彼此身心靈的，愛

的整體聲音！在圓裡的歌唱，孩子們與老師一

起滋養了肢體動覺、溫暖覺、聽覺、語言覺、

思想覺、人我覺等等多元感官！「圓」，也是

華德福教育裡象徵「整體」的表徵。

許多圍圓的歌唱、圍圓的禱詞、圍圓的舞

蹈，在原住民教育與華德福教育裡，是聆聽曠

野裡的原聲呼喚、也是圍圓的社群共好心靈！

原與圓，原來是同源。

美好的身心靈教育：在天地裡、循著合一
本文以30年台灣教育改革的發展視角，描

繪了教育多元化及實驗教育在今日開疆闢土、

成樹成林，百花齊放的圖像。再以當前筆者感

知到的原住民族實驗教育與華德福教育相遇的

心靈圖景，從各種文化與美學的表徵來尋覓其

中共通的核心理念，在此期許未來實驗教育之

間、實驗教育與體制教育之間，可以有各種合

適的接枝相遇——跨界體驗、交流共好，從中

尋覓同源的整體，讓融和共好的多元森林真正

長成，讓我們身心靈整合在天地裡、在世界裡

永續發展，美好的理念，真善美的境界，終將

相遇，一如最原初的合一！

與萬物溝通的祖先

們，也是從植物的身

上學習如何善用植物

的靈性力量來照顧身

體。而筆者也曾參與

原住民青年在地方創

生博覽會，分享他們

返鄉路上重新連結家鄉植物，進一步創發天然

的手作野草膏。

在華德福教育裡，筆者曾邀請大學生參與

慈心兒童教育基金會辦理的手作野草膏工作

坊，感知到華德福教育社群也經常透過天然手

作的活動，帶人們更連結自然，認識植物的各

種用途，進一步在按摩、防蚊蟲咬、舒緩不適

等等時刻上都可以成為我們身體健康的親密好

夥伴。筆者體驗到的天然野草手作，也是藉由

植物連結我們身心回返大自然懷抱的「圓」

裡！

從植物染與野草膏為例，可見原住民族教

育與華德福教育，從手作帶入人們與大地植

物、與身心健康的連結，敬虔於天地中的心靈

也是共鳴的。

◆ 編織的藝術美學

編織，在華德福教育裡是隨著年齡發展的

重要手工藝術活動，孩子從幼兒園開始學習編

織，以孩子為自己的笛子編織的笛袋為例，孩

子在一針一線中體驗規律的流動、秩序的美

感，從藝術工作裡滋養身心、從手作裡的意志

裡喚醒心靈與思考、從編織的豐富色彩裡按摩

了健康的視覺、觸覺、生命覺、與溫暖覺等感

官知覺，個體身心靈也彷彿編織在整體的

「圓」裡。

編織，更是原住民重要的文化教育傳統。

以泰雅族為例，染織是泰雅族非常重要的傳統

生活文化，織布技術更是泰雅族引以為傲的傳

原與圓：原住民族實驗教育與華德福教育的接枝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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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將華德福圍圓歌唱的社群心

靈帶到大學課堂。

筆者與華德福小學生做的天眼編與體驗圓的流動。

在華德福學校做植物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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