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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
原住民族重點學校，若要辦理以

「民族教育」為方針的實驗學校，

大致依循《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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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第

三條指出：特定教育理念之實踐，應以學生為中

心，尊重學生之多元文化、信仰及多元智能，課

程、教學、教材、教法或評量之規劃，並以引導

學生適性學習及促進多元教育發展為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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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也指出：學校辦理原民實驗教

育，應依原住民族知識特性及內涵，發展原住民

族課程及評量。

因此，若要辦理原民實驗教育，其一：在

特定教育理念上，須以原住民族的文化或知識內

涵為基礎。其二：在教學、教材及評量，應依照

特定教育理念，以學生為中心，發展具有在地文

化特質的教學模組，並編輯適合學習及教學的教

材。以學生為中心的文化教學與教材編輯，才是

民族實驗學校教育的核心，更是學校教育品質良

窳的關鍵。

重視孩子生活情境是民族實驗學校實踐以學習
者為中心的教學  

原住民族部落過去由於欠缺文字傳統，很

多知識無法用書寫來傳授，因此，在傳承傳統

原住民族知識上，特別重視經驗的累積與生活

情境的教學。例如：老人家要教孩子設陷阱、

或辨別有毒植物，皆會帶著孩子親臨現場，利

用現場觀察、實際操作等方式進行教學，培養

孩子在真實世界解決問題的能

力，而這與當前十二年國教倡

議的以學習者為中心（learner-
c e n t e r e d）、重視「生活情
境」的教育思維不謀而合。

所謂「以學習者為中

心」，主要是指：在學習方式

上著重在學習者身上，尤其是

其生活經驗及背景，因其生活

經驗及背景有別於他人，有著

不同的文化脈絡。而生活經驗

及背景，指的就是「生活情

境」。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

學，大多將學習場域、學習問

題置於孩子生活的真實世界，

因為對孩子來說，學習與生活

連結在一起，才會產生有意義

的連結，並從中培養解決問題

的能力及綜整的核心素養。綜

上所述，民族實驗學校應在文

化課程教學與教材編輯上，重視孩子的生活情

境，實踐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哲思，啟動孩子自

主學習及對自我的認同。

生活情境的統整與貫串
民族文化教學與教材編輯，是民族實驗學

校實踐特定理念的核心，而重視孩子生活情境

則是民族實驗學校實踐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

學，就筆者在教育現場觀察到的，這兩者其實

對民族實驗學校而言是互相共好的助力，惟須

特別注意生活情境的統整與貫串：

1.生活情境的統整：部落經過多次的遷移與變

化，每個世代經歷的生活情境可能會有不少的

變化，當我們在進行文化教學與教材編輯時，

不能單純以現在孩子生活的情境做為規準，還

須注意到每個世代的改變，將這樣的變遷統整

至教學或教材中，而教學場域除了學校、部落

外，傳統領域或舊部落亦可以納入，這樣孩子

才能體察到生活情境不是只有

現代，文化也不是只有存在現

代，更多時候是具有歷史的軌

跡與線性的發展，如此才能看

見部落發展的累積。

2.生活情境的貫串：民族實驗

教育最終的目標，除了培育孩

子的自我認同與自信之外，引

導學生適性學習及促進多元教

育發展也同樣重要。換言之，

民族實驗教育的學習路徑，除

了傳統文化、現在適應之外，

未來趨勢也同樣重要。因此，

民族實驗教育的文化教學與教

材編輯，如何讓孩子從過去的

生活情境中認識文化，從現在

的生活情境中解決問題，更能

迎向未來生活情境的挑戰，筆

者認為生活情境的貫串尤為重

要，也就是說，在民族文化教

學與教材編輯上，必須對應到核心素養的教

學，甚或帶入SDGs永續價值的探討，如此才
能讓孩子兼具在地認同與國際視野，成為具有

國際移動力的公民。

實踐原民教育理念的路徑
民族實驗教育可說是一種草根式的課程發

展，重視生命的經驗與在地的能量，而民族實

驗學校進行的文化教學與教材編輯，其實是一

種沒有標準答案的對話歷程。筆者認為，透過

生活情境的統整與貫串而建構出的課程與教學

模組，可以讓教育工作者，在多元思辨中找出

最適合孩子的在地模式，成為實踐特定的教育

理念的路徑。

生活情境的統整與貫串：談民族實驗學校文化教學與教材編輯之挑戰

民
族
文
化
教
學
與
教
材
編
輯
，
是
民
族
實
驗
學
校
實

踐
特
定
理
念
的
核
心
，
而
重
視
孩
子
生
活
情
境
則
是

民
族
實
驗
學
校
實
踐
以
學

習
者
為
中
心
的
教
學
，

這
兩
者
其
實
對
民
族
實

驗
學
校
而
言
是
互
相

共
好
的
助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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