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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
東縣泰武鄉佳平部落互

助教保服務中心(簡稱佳

平教保中心)的前身，為屏東

縣瑪家鄉水噹噹關懷協會(簡

稱水噹噹協會)所成立的「佳

平托育班」，專門收托2歲至5

歲學齡前的佳平部落幼兒。戶

籍設在部落的幼兒，家境清

寒、單親、中低收入戶等皆為

主要的招收條件，而家長訴求

是希望協助解決孩童托育問

題，始能投入職場安心就業，

增加家庭些許收入。

部落托育班成立背景
我有一次機會全程參與水

噹噹協會的評鑑活動，看到水

噹噹協會聘請的2位保母人

員，非常細心的呵護幼兒。職

業病始然，我也不自覺的與保

母人員管理當時的班級秩序，

自然的直接當起了保母人員。

雖然當時，佳平部落可愛的幼

兒們被保母照顧得無微不至，

承辦單位也努力讓一切保育服

務工作盡善盡美，連家長都很

滿意；但在評鑑的當時，評鑑

委員們還是認為需要顧及幼兒

安全且合適的學習環境，尤其

要求衛生功能需更加完善。

經營托育班的規定相當嚴

格，在托育環境上的要求，已

讓承辦單位遇到許多難題與困

境，再加上當時只招收當地部

落的清寒貧困幼兒，導致學雜

費及教材費經常無法全部收

齊。因此，除了評鑑規定無法

達到外，也因托育班的財務困

難而停止營運。

水噹噹協會在例行的評鑑

完成之後，協會承辦社工人

員，找到擔任佳平部落教保員

的我，說明為了讓上級長官滿

意並讓幼兒得到良好的照顧，

協會已搬遷3次，但仍無法達

到縣府相關單位的營運標準，

所以希望轉由佳平部落來承

辦。顧及幼兒家長的困境及托

育的需求，便承諾扛起所託付

的重任。

因此，從民國98年起，佳

平部落的托育班，改由社區承

接托育工作，並在民國99年

間，以社區發展協會為承辦單

位，重新提出計畫，但還是沒

能通過縣府相關單位的標準。

這二年間托育班的地點從泰武

鄉檢查哨所到部落空屋，一直

尋尋覓覓，希望可以找到一個

符合縣府標準又能夠容納幼兒

的園所；在擔心托育班被停辦

之際，契而不捨的在100年再

次申請原住民族地區社區互助

教保服務中心計畫，而得到原

民會提醒，內容需符合幼兒教

育及照顧法（民100），之後

就展開一系列取得設立合格立

案證書的各項艱辛困苦歷程。

部落人不知道什麼是教保

中心，所以在專業大專院校(

含屏東原民處、教育處、托育

聯盟)的幫忙下，更加對「佳

平部落教保中心」有深入的瞭

解，知悉成立過程將會遇到多

重的困難，但是相對地也非常

具有挑戰性。然而，這何嘗不

是一個與人溝通及互動經驗的

累積。一個嶄新的幼兒課程內

容與教育環境，很難讓家長真

正明白「佳平部落教保中心」

的教育宗旨及精神，面對部落

長輩的質疑更是具有相當的挑

戰性，包括不了解政策、或是

不清楚教保中心要傳達的精

神，甚至對於教保中心課程目

標、指標的解讀等。在擔任在

地文化、族語活動的老師所遇

到的問題，除了教材的選用需

要再做更細膩的思考外，如何

在傳承族語方面引導幼兒，以

及活動的主軸等也是需要考慮

的。這些都是現場老師所面臨

的挑戰。

無倒退之虞的文化傳承
從在地文化、族語課程的

實作活動中，也了解現場老師

遇到的問題。除了在地文化、

歷史教材上的選用，需要再做

更細膩的思考外，傳承族語語

言的引導，也是需要考慮幼兒

的學習年齡以及活動的主軸等

因素來調整，這些都是現場老

kaviyangan文化薰陶的孩子

kaviyangan文化薰陶的孩子

部落是最好、最自然的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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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どもを育むkaviyanganの文化
Children Cultivated in kaviyangan Community

文‧圖︱莊熒華（屏東縣泰武鄉佳平部落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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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是部落家長與教保中

心的營運有相同理念與看

法；家長喜歡教保中心以

文化歷史傳承、歌謠、族

語為班級實作課程與教學

內容。由於課程與部落耆

老結合，因此豐富了族

語、歷史、文化課程的內

涵。曾經有人說，佳平部

落是文化沙漠。但經過這

麼多年之後的佳平部落，

由於部落的耆老們願意奉

獻一己之力，教導部落幼

兒說族語，並在漸漸提升

的幼兒族語學習能力及照

護品質上，部落人文素質

不斷提升，讓社區、部落、家

庭、教保中心，有更寬廣的空

間揮灑，也跳脫了從前刻版印

象裡的文化沙漠。 

 

部落教保中心成立執行困境
然而面對執行上的困境，

我認為須從以下幾點來改善：

首先、因公部門場地借用困

難，設置無固定而遷移；其

次，在經費項目設施設備費

上，應增加補助費用以利教學

品質；再者，為教學之需，必

須強化師資的族語能力，發展

師資或教保員的培育工作；最

後，鼓勵教保員積極參與部落

大小事，學習部落互助的社會

結構。

文化的傳承，目前慢慢被

重視中，如族群的認同、自我

的價值、定位的認知等；但嚴

格說來，大部分的幼兒體系

裡，仍以正規體制的課程為

主。因此，教學課程或照護方

式也就不免仍是以體制為中心

的課程設計。但我認為0-6歲

的族語教學勢必在教材、課程

與照護內容上給予全人發展之

照護品質，以增加幼兒照護受

教之權益。

在佳平部落教保中心的辦

學過程中，經歷許多的學習、

重新學習、再修正重新學習

等，如此的經驗累積，將部落

幼兒視為己出，一步一步的從

部落耆老經驗中學習，期待著

他們的成長，拾回重前的

kaviyangan部落。

kaviyangan文化薰陶的孩子

莊熒華
屏東縣泰武鄉佳平村佳平部落人，排灣族，1963
年生。台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現任屏東

縣泰武鄉佳平部落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主任。

師所面臨的挑戰。而這些對於

教保服務人員來說其實是陌生

的，過程中可能會遇到語言中

高級的熟練度，及課程設計不

知該如何進行等問題，這些問

題都會影響教保服務人員該怎

麼適切運用並注入現今課綱

裡。

但問題總是有解決方法，

這樣的過程對教保服務人員來

說，是很重要的反思。透過幫

助，讓即將執行族語、歷史、

文化課程的教保服務人員有更

深刻的了解，避免在教學過程

中產生摸索的恐懼，並增加執

行的意願。

多年前開始從事幼教，對

於一成不變的制式課程我們不

曾疑惑，卻從未想到有一天我

們的歷史、文化傳承、歌謠、

農事及族語，會在幼兒園課程

中呈現。在接觸到我們的傳統

文化課程時，那一股溫暖且有

溫度的「部落教室」，彷彿置

身田野中，成為「部落的孩子

是我們的孩子」般的教育。教

保中心已經不再是單純托育或

照護幼兒而已，而是可以讓幼

兒在更精進的整個部落參與互

助的氛圍中成長。

然而，我們這一年代的教

保員該面對的挑戰就是教學過

程全面說族語。因此，佳平部

落教保中心常辦理文化研習課

程，並鼓勵教保員參加，只為

培養在地的人力師資。佳平部

落教保中心以排灣族文化的傳

承為主要課程，歌謠、母語為

教學重心，在全族語的環境下

也常有部落耆老進班指導母語

教學，不僅傳承部落耆老傳統

知識，也讓老師一起來學習族

語，增進族語能力。

看見孩子的改變與成長
部落教保中心的成立是部

落族語文化、歷史傳承的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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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保中心幼兒參加豐年祭圍舞的場景。

教保中心幼兒參加豐年祭進場開幕
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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