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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族部落族人或民

間非營利組織自主發

展營運，並與社區部

落共同承擔、撐起的

幼兒照顧。

所謂的「共同」

承擔，不只是指補助部分經費的政府單位，也包

括在教保服務中心工作的老師、家長、母機構，

還有社區/部落裡的每個人，以及關懷偏鄉部落
托育議題的社會大眾。

位於屏東縣瑪家鄉的美園社區互助教保服

務中心主任馬秀辛老師，談到何謂「共同」：

「所謂的『共同』是互助，這個互助不只是在

教保中心裡面。比如說我們有教保老師懷孕，

我們的工作人員會主動分擔工作，體諒懷孕的

辛苦；生了小孩，我們讓教保老師有機會回家

餵奶，因為絕對不是只有她會懷孕生小孩，我

們彼此互相照顧與體諒，才可以一起撐起對孩

子的照顧。」這樣的共同與互助也發生在教保

中心和家長之間，在美園教保中心，對於負擔

費用有困難的家長，有一個「時間貨幣」的設

計，可以用「協助打掃」、「分擔勞動」的方

式來折抵收費。平時，許多家長或是部落的

人，也常義務協助或贈送各種食物、水果至教

保中心，「一起照顧」部落的孩子。

一起一起 部落自主自發的共同照顧、共同學習
四月的某天早上，走進美園社區活動中心，

只見一樓空間裡大大小小的椅子上坐滿了人，原

來是文化健康站的老人家們和教保中心的小朋友

在一起練唱，站在最前面指揮的是文健站的照服

員阿姨，他們唱的歌，是她有一天聽到老人家唱

了一首她沒有聽過的歌、當時立刻錄音採集下來

的；整理好歌詞與曲調後，她又協助教會及教保

中心的老師和小朋友們，於是所有老人與孩子能

夠一起唱這首若沒有及時紀錄、就很有可能隨著

老人家的消逝而失傳的族語歌謠。但因為文健站

與教保中心分別位於活動中心的一二樓，跨年齡

的共學很快、很有機地發生和連結起來。這樣的

畫面並不只是出現在美園，在平和、在旭海、在

馬兒、在寶山，在每個有教保中心的地方，孩子

們與老人家一起唱歌、一起玩遊戲、一起律動，

甚至一起在田裡耕種、收成作物，或是老師帶著

孩子們走訪部落，在街道上與和沿路遇見的老人

家打招呼、探訪獨自在家難以外出的老人家，是

這些年來部落裡常見的風景。

很
多人都知道有公立幼兒園、私立幼兒園，住在都

市裡的家長應該聽過近年很夯的非營利幼兒園、

準公共幼兒園、職場互助教保中心，部落裡的家長則

可能知道鄉立幼兒園與沉浸式族語教學幼兒園，但大

部分人不知道在現今琳瑯滿目的幼兒教育選項中，還

有另一種選擇－社區/部落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社區/部落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是什麼？
社區/部落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是依據幼兒照顧及教

育法第10條－「離島、偏遠地區為因應地理條件限制
及幼兒生活與學習活動之需要，得採社區互助式方式

對幼兒提供教保服務」、「為提供原住民族幼兒學習

其族語、歷史及文化機會與發揮部落照顧精神，得採

部落互助式方式對幼兒提供教保服務」－及其子法所

設立，是多元公共化托育型態的其中之一。目前，全

台灣共有十三所社區/部落互助教保服務中心，分別位
於屏東、新竹、高雄、台東、花蓮的原住民族地區。

這是一群人，在營利取向的私立幼兒園不會設

立、公立幼兒園在小學廢校下逐漸消失、非營利幼兒

園也難以達到營運規模和找到合適經營組織及空間的

區域，想要用社區/部落共同承擔幼兒照顧的概念，成
立教保中心。經過與國家政策法令的長期對話，由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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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部落互助教保服務中心：同村共同照顧的實踐

要養育一個小孩，需舉全村之力。
(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 )—非洲諺語

文健站的老人家與教保中心小朋友一起合唱歌謠—美園教保中心。

全國教保中心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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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體現「教保中心的事就是部落的事，部落

的事也是教保中心的事」，部落教育不只是老

師上課的內容教授部落文化相關的知識，而是

在部落人們集體的身教言教中，孩子們耳濡目

染在沉浸中習得這個村莊的精神氣質。

朝向共同、多元、非學校化的部落教育之路
社區/部落互助教保服務中心的前身，是97

年原住民委員會「原住民族地區幼托服務暨保

母訓練與輔導試驗計畫」，當時訓練部落婦女

成為保母照顧在地幼兒而成立的部落托育班，

一度被幼托整合前主管全國幼兒業務的內政部

兒童局認定是「非法的未立案托兒所」，由此

開啟了十多年部落第一線照顧工作者與國家倡

議對話的過程，打破原本都市化的幼托機構管

理思維，創造出因地制宜、部落可以自主發展

幼兒教育的法規空間，從部落托育班到社區/部
落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不只是從不合法到和

法，也是一個從真實的部落教育現場，不斷向

主流體制對話和挑戰的歷程。

回到部落的真實樣貌也是多元的，這不只

是指台灣有十六族的原住民族，而是我們有高

山上的部落、海邊的部落、古老單一的部落、

遷移重組的部落、多族群混居的部落、都市裡

群聚生活的部落、風災後搬進永久屋的部落，

這些多樣的部落生活環境與經驗，造就了各自

豐富多彩的歷史與文化，而社區/部落教保中
心，是從這樣多樣的土壤中，吸取部落、民間

所凝聚的共識和力量，自主長出每一朵都難以

複製的美麗花朵。我們期待教保中心這樣百花

齊放，可以延伸到台灣更多角落，透過來自部

落「互助」所實踐出的原創性，根本翻轉與改

變我們對原住民教育體制的想像。

因為文建站和教

保中心都同屬一個部

落，教保中心的老師

和文建站的照服員也

都是部落的人，在老

幼共學這個新名詞還沒有在原住民教育界流行

起來或成為計畫項目的時候，這種自然而然、

自動自發的部落共同照顧、共同學習就已是教

保中心日常的一部分。

「共同」意味著教育的經營主體回到部

落，部落自主決定教育的內容和方向，即使教

保中心僅限於2至6歲的幼兒教育階段；但這並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這也意味著教保中心

不是由國家或任何其他人所給予你的，而是部

落自己要有組織可以運作，部落裡要找到可用

的公共空間，部落裡也要找到可以教學的老

師。這是部落必須盤點自己所有的資源，面對

自己的處境與需求所發展出來的照顧和教育。

雖然很不容易，但成立一間屬於自己的教保中

心，對部落來說的意義和價值，遠超過發展族

語教學的範圍。以遠在台灣最東南角的旭海部

落為例，地處偏遠加上人口外移，十幾年前國

小就因學生人數不足而裁撤，在沒有任何托育

和教育機構的情況下，部落人口外移及老化的

狀況只會不斷嚴重，最後惡化成僅存老人沒有

小孩、而日漸衰亡的村莊；但由於旭海教保中

心的成立，讓部落裡又重新有了生機和小朋友

們的歡笑聲，家長們可以就近尋找就業機會兼

顧托育和工作，對留在原鄉生活更有信心，老

人家們也常常可以和孩子互動而更加有活力

了。所以教保中心不只是文化傳承的重要基

石，更是部落存續永續發展的命脈。每年教保

中心的畢業典禮，無論畢業生是三人、兩人，

甚至只有一人，也幾乎都會成為整個部落共同

參與的盛事，因為，對一個旭海的孩子來說，

一輩子也只有這一次機會可以在自己的村莊裡

拿到畢業證書，到了小學後的求學之路，只能

前往愈來愈遠的地方就讀。不只是畢業生的家

長，其他的家族也會來參加，因為大家都認識

他，知道他來自哪個家庭，自然地會想要給予

這個孩子祝福。這裡面所發生的「互助」、

「互相關心」，是部落裡最可貴的精神資產，

孩子們會帶著被很多人共同照顧的記憶和情感

在身上，無論他之後到什麼地方。同時，這也

社區/部落互助教保服務中心：同村共同照顧的實踐

我
們
期
待
教
保
中
心
這
樣
百
花
齊
放
，
可
以
延
伸
到
台
灣

更
多
角
落
，
透
過
來
自
部

落
「
互
助
」
所
實
踐
出

的
原
創
性
，
根
本
翻
轉

與
改
變
我
們
對
原
住
民

教
育
體
制
的
想
像
。

只有一位畢業生的畢業典禮—

旭海教保中心，村長替畢業生

戴上頭飾代表全村的祝福。

要拍畢業照老師幫孩子穿著傳統服飾—馬兒

教保中心。

金天立
台北市大安區人，1980年生。碩
士畢業。現任社團法人台灣社區

互助照顧行動協會(部落互助托
育行動聯盟)執行秘書。

老人家與小朋友共同採收花生—美園教保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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