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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與價值遠超乎數字的衡量。

新校園運動亮點介紹

執行本計畫的歷程相當重

視目標的溝通與共識、創作歷

程的擴大參與、共享共榮共好

的善念，把部落深厚的文化底

蘊能夠透過藝術創作呈現，發

展海洋文化課程，持續且不斷

的取材部落生命智慧，散發噶

瑪蘭的歷史能量，帶入更多的

學習資源，擴大學校的定義，

讓新社國小成為部落的文化堡

壘。

此外，在融入課程與教學

的部分略述如下：

一、歷史探源噶瑪蘭舟船

海洋文化：透過書籍、網路引

導學生瞭解噶瑪蘭的變遷歷史

及獨木舟航海文化，發現圖騰

的意涵及生活智慧。

二、噶瑪蘭傳統歌謠與入

口意象呼應：船頭航向北方。

傳說中部落耆老出海遇到船

難，被海龜搭救的情景改編成

舞蹈表演藝術。飛魚生態探索

並跨領域進行海洋藝文教學活

動、師生陶藝製作研習及繪本

製作課程等。

三、向部落工藝師學習竹

編藤編：由小記者採

訪團實地訪談創作的

藝術家，瞭解創作歷

程，安排系列課程向

部落工藝師學習香蕉

絲編織、藤編竹籃、

木雕童玩等課程。

四、入口意象河

海水池生態棲地營造與維護：

造景以部落山海環境為基底，

森林、河川、村里、海洋，

「森川里海」間噶瑪蘭文化的

優美及生活智慧的展現，帶領

學生認識家鄉環境優勢及生態

棲地營造。

五、教育美學：各領域相

關教學活動展現地方海洋文化

及學校特色。新校園運動是學

校校園改造的開始，讓本地優

美的山海文化及學校願景，在

大家的共同支持下，教育孩子

迎向未來－「破浪而出  噶瑪
蘭」！

新校園新契機

在大家的努力與肯定之

下，學校有機會規劃第二階段

的方向與內容，「總體規劃倍

增價值」掌握本計畫的核心目

標是努力的方向。優美的部落

文化與自然環境是創作的靈

感，美的欣賞跨出區域跨出國

界，傳統與創新古往今來沒有

種族、語言、文字的隔閡，讓

我們保留一點點祕密，請大家

關心與期待。

教
育部國教署推動「原住

民族重點學校新校園運

動」計畫，讓學校能夠結合部

落文化進行校園設施整修，有

效整合資源並活化教學。我們

珍惜且善用這樣的資源，將創

作規劃在校園入口處，以部落

文化為根，取材環境中的各種

材料，透過藝術創作重新賦予

素材新的生命意涵，表達出學

校發展方向與精神！

學校是部落文化堡壘

部落小學面臨師資不

穩、人口外移、學業成就偏低

⋯等問題，「解構與重建」偏

鄉教育中「學校」、「老

師」、「學生」的定義，重建

學校教育與社區部落的緊密聯

結，是當前新社國小面對困境

與挑戰的策略。學校不只是侷

限的範圍，部落環境、臨近鄉

鎮、台灣、世界各地都是我們

的學校；老師學生不只是現有

這三、四十位，家長、耆老、

各領域專家都是我們的老師，

學生也有許多潛在的可能，透

過交流互動學習都是潛在的學

習與實踐的課程。當學校教育

文化有足夠的能量散發出來

時，即便在偏鄉部落小學也自

然會聚集各方面的老師、學生

和外部資源共同參與。質言

之，學校是部落教育與文化的

基地，偏鄉部落小學不能自我

矮化而要精準掌握文化及環境

優勢，扭轉與開創教育的可

能。

新校園運動的整個歷程

就是試煉解構與重建偏鄉教育

的論點。學校與部落藝術家攜

手共同討論如何呈現噶瑪蘭族

的河海文化精神，既要有文化

根基、傳統的工藝、更要有創

新的嘗試，讓這樣的創作能在

校園的重要入口浮現，確實需

要眾人的協助。首先，追本溯

源探討噶瑪蘭族航海及製作獨

木舟的歷史，盤點部落工藝

師，光織屋有手藝精湛的竹編

創作及細膩巧織的植物纖維、

植物染，還有素人藝術家的木

雕、造景藝術家等。其次，不

斷的討論修正及進行部落共識

會議，讓問題呈現、解決，也

更凝聚部落的力量。最後，在

包括林務局的協助、部落的眾

人力量、藝術家們、學校師生

們的共同參與努力下，有機會

讓更多人分享這件作品，這意

破浪而出 噶瑪蘭

破浪而出 噶瑪蘭
波を破り出て来たクヴァラン
Kebalan Breaking the Waves

文‧圖︱王正雄（花蓮縣新社國小教導主任）

原住民族重點學
校新校園運動計

畫「破浪而出 噶瑪蘭」贏得部落民眾
的認同。

進入夜晚優美的燈
光投射在作品上。

王正雄

台南市安南區人，1969
年生。花蓮師範學院國民

教育碩士。現任花蓮縣新

社國小教導主任，一位熱

愛環境生態、藝術、教育

與文化的實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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