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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因為其原住民身分（特

殊）在學校被另眼看待，回到

部落因不諳族語飽受族人批

評，反映在學生對自己文化認

同之困惑，原專班適時提供都

市成長的原住民同學在自我認

同上的歸屬。原住民專班師資

聘任，最好是具有原住民籍身

分，讓學生能在學習歷程中產

生楷模學習的效應，同時可以

從原住民籍教師所散發的文化

素養上找到我是誰的精神支

持。

熱情活力的原專班

原住民專班學生來自全國

各地，不同族群和生活背景，

匯聚原專班成為大學裡非常具

有文化特色的學習氛圍。系學

會在學期中配合學校行事曆，

自主辦理多樣的活動，讓同學

們在異鄉求學能夠有如同部落的感覺，系際各項

運動或舞蹈歌唱比賽，往往都是原專班同學的天

下，充滿自信與向心力，表現在同學們參與活動

過程的歡呼與喜悅。

原專班同學因為家庭經濟的問題，普遍都

有打工賺取生活費的情形，往往也會因為工作的

關係，衍生出到課率不佳導致扣考的危機，導師

會先了解學生的問題，並且從旁協助有無校內工

讀機會，讓同學能專心學習順利畢業。

原專班課程設計都不盡相同，然而「部落

踏查」與「工藝」、「舞蹈」、「歌謠」相關的

課程，在同學的接受度頗高，因此開設上述課程

之修課學生認為，能有機會親近部落，為部落服

務，能親手操作研製成品，從

歌謠舞蹈中學習族語和傳統文

化，都是同學們一致認為在原

專班獲得成就感最高的課程。

回歸部落期待的原專班

原住民專班之肇始應從

1970年代為培育國民小學教

師，在屏東、台東與南投等地

開設山地教育人員培訓專班，

到1996年起長庚技術學院首創

護理科原住民專班，開啟大專

校院相繼成立原住民專班，至

今全國大學原專班開設已達24

校的規模，而原專班推動目的

主要是提供原住民學生在既有

的升學管道之下，開闢一條專

屬於原住民社會所需之人才培

育，以回歸部落或在社會上善

盡其專業能力，也應對於原鄉

部落期待有所回應。

各校成立原專班都有未來學生發展的規

劃，以配合國家原住民政策及原鄉部落人才需求

為設立原專班的目標。原專班提供學生在適性學

習，加強自身文化素養與文化使命感等教學核

心，期許成為部落未來推動教育文化、經濟產

業、社會福利等重責大任。

台灣
正處於全球化與本土化以及資本主

義與社會正義的論辯環境之中，部

落社會逢此鉅變是否能逆勢發展亦或隨波逐

流，將是原住民社會與文化承續的關鍵機會。

從原住民高教發展觀察發現，成效不佳的原因

有二，一是主流教育稀釋傳統文化壓力，既有

學校課程無法具體回應原住民文化內涵，其次

是自我保存傳統文化的期待代價高，傳統文化

與現代知識的競逐孰重孰輕？這兩股勢力持續

效應之下，應該先梳理出原住民部落的需求，

做為培育部落人才的重點規劃方向，並整合教

育資源，做為原鄉部落期待的大學原專班課程

設計。

原民教師文化認同的定錨

筆者原服務於小學近25年，為實現個人進

修學習的成果以及擴大參與教育的層面，毅然決

然轉換跑道進入大學原專班執教。在原鄉部落長

大的我，如同沉浸在母體文化的滋養，因此對於

部落生活語言和各項祭典文化非常熟稔，相較於

離開部落在都會區成長的朋友們，或許有著較為

貼近部落文化的幸福。

如是回到原專班教室觀察學生，就發現到

有些同學自幼隨家庭離開部落在他鄉成長者非常

部落期待的大學原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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