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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輔導試驗計畫之推動

模式，納入社區互助式

教保服務推動，惟當時

托育班面臨結構安全的

問題因而關閉，當時僅

有屏東5間部落托育班

順利登記為互助教保中心。

部落互助教保中心在部落（社區）的角

色扮演，意謂著它的成立不僅能解決偏鄉及

原鄉教保資源不足的問題，更在私立機構式

托育路線之外，希望能另闢部落自主互助的

托育機制，進而成為現在具有公共化精神托

育照顧模式的部落互助教保中心。

102年開始成立部落教保中心至今11年
互助教保中心自102年成立至今已滿11

年，從一開始的5家逐漸增加至13家，例如：

102年成立的屏東5家（美園、平和、佳平、

旭海、馬兒）、106年成立的新竹縣2家（馬

里光、司馬庫斯）、107年成立的高雄1家

（岱克拉斯）、109年成立的臺東縣2家（卑

南、蘭嶼）、110年後陸續新增花蓮縣港口、

高雄的寶山及臺東縣的賓茂等共計13家。互

助教保中心因應各地文化不同，延伸不同互

助照顧型態差異，以新竹縣司馬庫斯部落互

助教保中心為例，依該部落需求規劃設立、

結合社區團體、居民、教保人員及家長等相

關資源網路，組成「幼兒教育團隊」，共同

規劃與評估課程內容，以部落的力量支持自

治幼兒園的設立。

此外，部落互助式教保中心的沉浸式環

境，能讓幼兒從環境中接觸到日常生活常用

的族語及文化，加深其熟悉度，久而久之便

能夠自然理解。

曾有篇碩士論文研究提及，目前仍有9成

族人對教保中心一無所知，仔細觀察下，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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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12月從地方政府調至原住民族委員會

（下稱原民會），即被指派承接教保業

務，當時心境處於極度不安的狀態。由於在地方承辦

教保中心的經驗，多是棘手問題，加上沒有幼教背景

及學習環境，還要熟悉主管機關—教育部—的相關幼

教法規、教保相關業務，並瞭解承辦教保中心在地組

織等細節時，卻又面臨辦理教保中心補助要點修正及

核定年度經費的重大任務。壓力大到只能將當時8家互

助教保中心的計畫，趁著連假仔細研讀，不敢鬆懈。

承辦教保中心業務的3年間，除了拉近自己對部

落的認識，也了解幼兒學前教育的重要性及必要性。

部落教保中心的成立背景
由於原鄉地區公共托育體系供給不足，造成幼童

與家長具有明顯處於資源分配不均，與結構性機會不

足之弱勢處境。瞭解實際狀況後，原民會於97年訂定

「原住民族地區幼托服務暨保母訓練與輔導試驗計

畫」，內政部配合原民會函頒「山地鄉部落托育班設

置原則」，使部落托育班有設立許可之依據。另依據

教育部於100年公告之「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10條

規定略以，原住民族幼兒基於學習其族語、歷史及文

化機會與發揮部落照顧精神，得採社區互助式或部落

互助式方式，對幼兒提供教保服務。另子法：「社區

互助式教保服務實施辦法」於101年7月通過，各「部

落托育班」陸續於102年設立登記，成為「社區互助

教保服務中心」（即互助教保中心）。

過去部落托育班除了培植、培力在地原住民族

團體，重新建構部落型態照護機制，也提供原住民

族婦女在地就業機會，改善原住民族家庭經濟，恢

復原住民族家庭照顧功能之正常運作，彌補原住民

族地區照顧資源不足，提供一種可近性托育選擇，

進而成為實質的原住民族教育之文化、語言搖籃及

傳承的重要據點。

原民會102年配合「幼托整合」國家政策，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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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辯石頭大小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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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設立在原鄉

的幼兒園幾乎

為國幼班，少

數有教會設立

或私人營業的

幼兒園，可見

原住民族地區

幼兒園成立之

不易，而教保中心的設置更是有它的成立必

要條件，或是需有強力設置因素存在，如具

備完善的營運管理和領導能力的在地組織、

足夠的在地資源形成強而有力的在地網絡，

以及高度的部落凝聚意識等。以去年成立之

寶山部落互助教保中心為例，成立時間前後

長達3餘年的波折，最終由教育部委託之部落

托育互助行動聯盟協助，才順利成立。從執

行所遇的困難可見，設置中心所遭遇的問

題，如地方政府或部分地方組織，對互助教

保中心的設置法規不熟悉、空間設置上遇行

政執行之阻礙(如工程延宕或承辦協會理監事

任期更迭)等多層面因素，以致於教保中心迄

今設置數量仍有其限制。

教保中心不同於其他幼兒園機構特色
在這幾年承辦教保中心業務的經歷中，

發現以下幾點特色：

一、「互助」：由在地組織成立，自己找地

點、找老師，如在族語課程設計與部落

生活緊密結合，比國小、國中的族語教

學更容易培養孩子的在地認同，以港口

部落互助教保中心為例，該中心是採用

全阿美族語搭配華德福教學模式。

二、「沉浸式教學環境」：提供讓幼兒學習

其族語、文化之環境，如以美園互助教

保中心為例，以農業為特色，直接將上

課地點拉到田裡，每週有2天早上，由

家長把孩子送到田邊後，孩子們聽從老

師的指揮開始工作，有的協助老師清掃

遊戲區的落葉，有的把掃起來的落葉丟

進火堆中用以驅蚊，有的擦拭田邊工寮

裡的泥土灰塵等田邊工作，學習部落生

活慣習。

三、「部落整體照顧」：結合部落文化健康

站，促進孩子和長者的互動辦理老幼共

學活動，目的為了傳承，增進老幼互助

精神。例如：以馬兒部落互助教保中心

為例，藉由老幼共學，用中生代無法做

到的方式服務孩子，翻轉「老而無用」

的思維。

四、「自行研發在地教材」：第一線老師自

行研發教材，例如：以屏東美園互助教

保中心為例，目前研發教材有部落遷村

史繪本（含有聲書）、魯凱族傳統古調

及童謠、聖經品格教育教材翻譯等。

從教保業務學習到的挑戰
因緣際會下承接了教保業務，從不斷的

學習中成長，並戰勝每一次挑戰。從了解教

育部就2至6歲學齡前幼兒各項政策及落實

《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之族語主流化精神

等，本會因應及滾動調整教保中心補助要點

相關規定；到與在地組織持續不斷的溝通協

調、並獲得理解認可，才能與在地組織權威

關係間的平衡，不因主觀意識而

偏頗；最後因對互助教保中心業

務的熟悉，才能靈活運用相關政

策，並確實掌握橫向及縱向之間

的資源連結，尤其是與其他部會

相關業務或地方政府承辦人之間

保持良善關係，都是業務中的重

要挑戰。

部落教保中心的期許
教保中心不僅為原住民族幼

兒之照顧機構，更肩負文化傳承

責任。其次，部落互助教保服務

是，原住民族地區唯一的社區式教育及照顧

模式，發展社區整體共同照顧，全員參與，

讓孩子很自然的在自己熟悉的環境中學習族

語及文化，並內化成為孩子的能力，亦可運

用在未來生活中，成為原民文化實踐力。

教保中心的出現，對原住民族家長而

言，多了一種幼兒教育的選擇。上一代家長

在舊課綱強勢主導下，無法學習到自己的族

語及文化，希望藉由部落互助教保中心的環

境，用最貼近自身文化的方式學習，使其成

為推動母語、部落傳統文化及生活知識的學

習向上萌芽的最佳沃土。

我與部落教保中心

許凱雯 kai （卡那卡那富族名）
高雄市那瑪夏區瑪雅村人，布農

族。台南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

所碩士。現任原住民族委員會教

育文化處教育科員。曾任高雄市

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教育文

化組組員。

縣政府發送兒童節禮物。樹枝的長短用途與生活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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