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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工程或勞務採購案辦理規劃與購製，想

直接找專業顧問公司或廠商協助規劃，跳過了

部落參與討論的機制。當然，有些地區確實較

難找到所謂的在地工班參與雇工購料施作過

程，但若能至少讓在地族人有機會參與計畫發

想、討論到施作的過程，對照過去由上而下並

強調專業引導的校園營造，實算是邁出了一大

步。部落承載了原住民的傳統和生活方式，也

是文化得以進展和演化的社會脈絡。在傳統的

原住民社會中，每個地方都是學習場域，孩童

在其中學習自身文化的核心內涵，在部落、田

裡、山林、河流等自然環境中，從親身體驗來

學習部落傳統，用部落的力量強固家庭，教養

出更堅強的孩子。

執行理念的落實

執行初期，國教署明確的要求學校要主動

與社區或在地工班舉辦至少三次共識會議，發

想學校現階段需求及參與完成計畫的步驟。且

在第一階段要求學校盡可能地採取雇工購料施

工方式完成，強調在地人士參與的機制；讓在

地相關人士有機會充分參與，而非用一般性工

程或勞務標案標出去，接著就極有可能由完全

不知道社區及學校真正需要的廠商，按著沒有

靈魂的工程設計圖說或規範施作，其施作結果

只要不偏離設計圖說，似乎也只有同意驗收的

份了。進入到第二階段，晉級學校都已是經歷

過第一階段的歷練，故可較順手的依實際需求

改善為具有原住民文化特色的校園環境，執行

我所看見的原住民族重點學校新校園運動

為
符應原住民族人對文化與教育環境自主意識的提

升，也為落實並增進校園在傳統部落文化之推廣

角色，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特別提供競爭型補助

經費，鼓勵各原住民族重點學校能夠自發性地提出結

合當地族群文化的校園設施整修，期能有效整合資源

與活化教學，提供學生部落文化特色及族語交流之學

習環境，激發學生自我文化認同與學習動機，也為凝

聚原住民族群部落共識。透過校園改造成果之競賽，

導入部落既有工班、技術、人力等資源，促進就業機

會外，更透過共同合作完成校園改造之過程，提升部

落文化在地認同感，恢復傳統部落的活力。原住民族

重點學校因有一定程度的原住民籍學生在校學習，倘

能提供可以肯定並較為貼近其原成長背景的學習情

境，對仍在積極探索未知世界的學生而言，對其自信

心及學習動力的提升是大有幫助的。

新校園運動概念的推動

筆者自2017年起，參與國教署所推動的原住民族

重點學校新校園運動諮詢與評審的工作，能夠較為深

入的瞭解計畫推動的初衷，及要落實到第一線的過

程。教育部為能讓所有想要參加競爭型計畫的學校，

能充分掌握執行本計畫的核心精神，均要求學校派員

參加相關的增能研習或工作坊，計畫執行說明、雇工

購料採購發包實務、原住民族傳統建築營造及公共藝

術設置分享以及部落營造與部落資源整合案例分享。

藉由與第一線人員的分享對話中，實際瞭解執行的過

程中可能產生的疑慮，並在充分交換意見後，就計畫

推動的細節做必要的滾動性修正，讓計畫能更順利進

行。常會困擾學校行政人員的問題，較多是因不夠熟

稔採購法致無法放心做彈性適法運用，甚或因為害怕

程序出現瑕疵或擔心不慎觸法，乾脆就不參與提出計

畫，殊為可惜。評選或訪視過程中，也可發現到部分

學校其實對本計畫的推動精神及其希望部落參與運作

的方式，認知是明顯的不足，爭取到資源後仍想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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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長榮百合國小陳校長邀請部落老工班及專業建築師，齊聚在瑪家部落頭目徐春美的家，一起發

想並設法聚焦討論出未來要做的石版屋型式及週邊環境配置，並與在地工班研商施作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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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分為四個階段，規劃設計階段因應各校需

求，因已有第一階段的執行經驗，便可在充分

讓部落有參與機會的前提下，選擇工程發包或

雇工購料方式執行，以符合相關採購作業的規

定。新校園特色環境營造約可分為五大面向如

下：人文創意導入學習空間改造、傳承部落文

化歷史記憶、原住民工藝文化展現、使用生態

材料友善環境以及各部落族語教育推廣。

在上述前提下，也具體的列出未來評分項

目及權重比率，讓參與的學校慢慢的扭轉校園

營造的觀念。執行進入到了第三年，確實已看

見不少極具特色的新校園慢慢形成，而這些學

校之所以能改變，多是帶頭的校長有著高度熱

情與使命，用新觀念突破過去的框架，發現了

更多可以結合的資源並發現新校園願景。因有

這些明確規定及執行過程中隨時提供的輔導，

一些平常與在地部落有良好互動的學校，多能

很快地上手落實執行。學校方面能夠達成所提

計畫的目標，在地族人也在充分參與的過程中

更加的與學校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共榮發

展。

 

競爭型計畫推動與獎勵

本計畫第一階段經費補助以每校30萬元為

限，第二階段經費補助經績優學校評選後，取

第一級3校、第二級6校及第三級12校，以上優

選學校得進入第二階段晉級全面改造。補助經

費應依預算項目專款專用，不得挪用於其他用

途。對資源獲取相對較少的原住民族重點學校

而言，這些可改變校園的機會是難得的。第一

批獲取到第一級的三個學校，有屏東縣長榮百

合國小、南投縣東埔國小及苗栗縣汶水國小，

從它們的操作過程檢視，其共同點是學校能充

分整合在地豐沛的部落文化資產及人力、行政

資源，將校園有系統的改善，讓學校所欲強調

的教育、文化理念及社區參與，巧妙的布局在

校園內。操作過程因都有師生、家長、部落耆

老、藝術家及部落工班的充分參與，所以校園

改善的過程是持續有溫度的，計畫成型的過程

也會是師生珍貴的共同學習的歷程。

執行典範

進一步走訪第一級績優獲獎學校，他們為

能妥善推動計畫，屏東縣長榮百合國小非原住

民籍的陳校長特地輪流拜訪在地三大部落耆

老，充分取得部落共識及族人師生家長們的支

持與投入。未來配合實驗教育課程及學校特色

發展，規劃於校園內完備迷你聚落硬體設施，

由學生部落會議組織經營及維護管理，演譯實

踐部落文化發展進程，行動上真正的落實「原

住民族新校園運動」精神。未來陸續會完成的

戶外探索教室、P u l i m a工坊（編織、雕刻

用）、Katapavan獵寮、射箭場、傳統民族植作

物區、小米園，搭配既有的烘芋頭窯、石板

屋、穀倉、以及用來上課及炊煮食物的工寮教

室等，都會是在地國小師生難忘也無法被取代

的學習與生命的歷程。而南投縣東埔國小原本

就長期發展原住民特色課程，結合社區當地人

力資源，邀請部落具特殊專長人士進行課程教

學。未來東埔國小規劃將後山坡建成帶狀的石

板屋群，作為課程教學、遊憩休閒、部落活動

的共用場域。另外，苗栗縣汶水國小，作為泰

雅族語六大方言分支之一汶水語群的主要據

點，執行過程中充分的與錦水社區工班及在地

木雕藝術家合作規劃並執行本計畫，整合校內

民族教育設施的需求，配合校園階梯式的地形

建置家屋、獵寮、穀倉以及小米園各一座，除

做為汶水國小校本課程族語教學用途外，也是

部落社區、苗栗縣原民部落大學的多功能活動

中心，讓學校不再置外於社區。

打造一條不斷層的學習軌道

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指出，原住民族

有權建立和掌管他們的教育體系和機構，用自

己的語言和適應其文化的教學方法，提供教

育。各國應與原住民族共同採取有效措施，讓

原住民學童，在可能的情況下，用自己的語言

學習原住民文化教育。傳統的原住民社會中，

雖然沒有現代化的學校，但不代表沒有教室、

沒有老師或學生。只是長久以來原住民兒童一

向接受以漢文化為主流價值的教育體系，對本

身族群文化的瞭解已出現傳承甚或自我迷失的

危機。如何致力於讓原住民擁有自己的知識體

系、教育體系，打造一條不斷層的學習軌道，

將是下一個十年重要的民族教育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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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