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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閱讀本期《原教界》。本刊是台灣原住民族教育的唯一雜誌，內容涵蓋原住民族

教育之最新情報、政策評論、校園報導、會議訊息、新書評介等，為原住民族教育工作

者及研究者提供新知識與新趨勢，已發行13年共82期，並已全文上網（查「政大‧原住
民族研究中心」或「ALCD」）。

歡迎您上網提供對本刊的具體建議，以做為未來編輯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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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月会議リスト   List of Meetings Held between August and October

文︱編輯部8-10月會議列表

 教育部、立法院
 2018原住民族教育巡迴論壇（北北桃竹苗場次）
 新竹縣東興國中
 新竹縣竹北市嘉豐六路一段101號
1998年《原住民族教育法》頒
布迄今已屆滿20年，離2004年
首次全文修正後迄今已有10餘
年，《原住民族教育法》的目
標與各項條文之適切性，有待
重新檢視與修訂之必要。為了
延續原住民族之文化傳統，增
進原住民族社會的發展，達到
多元文化社會之實現，由關心
原住民族教育諸位立法委員共
同發起與合辦「2018原住民族
教育巡迴論壇」，並於2018年9
月8日舉辦了北北桃竹苗場次的
論壇，由高金素梅委員、吳思
瑤委員、陳學聖委員，以及台
灣泰雅族語言文化研究發展學會、台中教育大學原住民族
教育及文化研究中心在新竹縣東興國中共同辦理論壇。
本場次共有6個主題討論：「原住民族教育體系」、「師
資培育」、「課程」「原住民族教育行政」、「原住民族
知識文化體系」、「都市原住民族語新興議題」，邀請到
原民會伊萬‧納威副主委、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鄭淵全司長、台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劉美慧
處長、原民會教文處陳坤昇處長、台灣泰雅族語言文化研
究發展學會劉芝芳秘書長、屏東縣政府原住民處伍麗華處
長擔任6個主題討論的主持人，希望透過論壇匯集族人、
學者專家、學校、地方政府，以及關心原住民族教育的社
會民眾代表建言，為後續修法提供參考。

 台東縣達仁鄉土坂社區發展協會
 第二屆土坂maljeveq學術研討會
 2018年9月8日
 台東縣達仁鄉tjuwabar（土坂部落）
maljeveq（五年祭）是排灣族重要的祭典儀式，反映出排
灣族緬懷與感恩的價值理念，更是與自然神靈互動的智
慧。2013年maljeveq祭典期間，土坂部落首次舉辦了一場
屬於在地文化的學術研討會，以「傾聽‧發聲‧對話」為
主題，邀請部落頭目、耆老、文史工作者和排灣與非排灣
的學者共同參與。
2018年，配合五年一次的maljeveq祭儀，由土坂部落族人
與社區發展協會辦理的「2018 maljeveq傾聽‧發聲‧對話 
第二屆學術研討會」，於9月1、2日在土坂部落再度登

場。以「maljeveq祭儀文化傳
承與當代挑戰」、「maljeveq
祭儀媒介、空間與展演」及
「排灣族文化符碼與詮釋」三
大主題，邀請發表人土坂部落
族人包惠玲女士、台東大學幼
兒教育學系熊同鑫教授、林美
慧女士、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張至善研究助理、土坂vusam
文化實驗國小王強國主任、師
範大學台灣語文學所博士生董
宜佳女士，以及主持人／與談
人葉神保、邱新雲、柯惠譯、
Lavuras Kadrangian、譚昌
國、張金生，希望透過「學術研討會」從不同角度切入
maljeveq的研究領域，嘗試解構maljeveq祭儀文化背後所
蘊含的核心價值。

 花蓮縣壽豐鄉公所
 七腳川戰役110週年展覽系列活動─
 Cima Kaku？我是誰－戶口名簿工作坊－解讀日 
 治時期戶口名簿的秘密
     2018年8月28日、9月7日
 花蓮縣壽豐鄉光榮一街26號
今年是七腳川戰役110週年，由花蓮縣壽豐鄉公所舉辦一

系列的週年展覽活動，並於2018年8月28日及9月7日兩

天，規劃「Cima Kaku？我是誰－戶口名簿工作坊－解讀

日治時期戶口名簿的秘密」，為戶口名簿上記載的「七腳

川不詳番戶」找到家族的歷史與七腳川的根。工作坊兩天

的課程為：「戶口名簿解

讀」、「地圖標點」、「家系

圖製作教學」、「家譜疑難解

決」、「成果討論」、「展覽

資料蒐集說明」，邀請到英國

愛丁堡大學應用語言學系林哲

次研究員及其妻子劉襄群擔任

課程的講師及助教，透過日本

時代的戶口名簿，一同為離散

各地的七腳川族人尋找自己的

根。

8-10月會議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