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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
．席德等《像山一

樣思考》（Thinking 
Like a Mountain: Toward a 
Council of All Beings）一書
中，有一段這樣的文字：「人

類啊！我是山，我要給你們深

深的平安。只要你們需要力

量，需要堅定，都歡迎你們前

來。」綠意蓊鬱的森林，是我

們原住民族的家，是我們的教

育場域，是我們的家人，是我

們的遊樂場所，更是我們的大

穀倉；所以，我們要向它學

習，尊敬它、愛護它、珍惜

它、感恩它、謝謝它。這是泰

興國小泰雅族民族實驗教育中

實施森林教育的教育理念。因

為我們深信：「山裡有文化，

文化裡有山林。」

泰雅全人教育的實踐

泰雅族傳統教育（gaga 
tayal balay）以如何成為一個

真正的人為最高目標，與馬斯

洛（Abraham H. Maslow，
1908-1970）、羅吉斯（Carl 
Rogers，1902-1987）等知名的
心理學大師，極力主張教育以

培養功能完全發揮的完整個人

的全人教育理念不謀而合。因

此，泰興國小以泰雅族全人教

育理念作為學校實驗教育的最

高宗旨，以讓學生具備「學習

力再升、文化力再生、生活力

再現」的素養能力為教育目

標。期許透過「泰雅族民族教

育、國語文、數學、英文、族

語文學及自然與生活科技」等

六大課程，結合12年國教素養
導向的教學設計，實施主題統

整式的民族教育課程與文化回

應式的一般領域課程，提供學

生兼具深度（專業）及廣度

（通才）的學習環境與素材，

培育學生成為具備終身學習

力、文化力與生活力的全人新

泰雅。

泰興國小於2018年8月1日
正式實施泰雅族的民族實驗教

育，其中的民族教育課程廣義

而言就是森林教育。其中包括

5大層面、15個主題、287個單
元都與森林息息相關，茲將內

苗栗泰興國小：
泰雅族的民族實驗教育與森林教育
苗栗県泰興小学校：タイヤル族の民族実験教育と森林教育
Tai-Shing Elementary School in Miao-Li County: Tayal Aboriginal Experimental 
Education and Forest Education

苗栗泰興國小：泰雅族的民族實驗教育與森林教育

容臚列如圖。

首先，我們讓低年級認識

部落地理位置、踏查部落環

境；讓中年級認識部落地圖、

踏查部落人文；讓高年級認識

部落地形與地質型態、踏查與

探討部落天然沼氣－出火部落

生態環境。透過認識自己的部

落、親近自己的部落，進而願

意愛護自己的部落。其次，我

們透過低年級的部落古道、祖

靈山踏查教學活動，中年級的

部落古道、馬拉邦山踏查教學

活動；高年級的部落古道與大

霸尖山感恩祈福等教學活動，

除了讓學生深入了解部落人文

歷史、認識部落傳說故事與禁

忌、認識山林生態風貌、認識

沿途的民族植物與動物、並親

自體驗泰雅祖先奔馳森林的生

命智慧外；更透過體驗學習機

會，訓練自我體能與堅強毅

力、訓練解決問題的能力，並

願意向山學習—珍視生命的可

貴與山林的美景。「親土地、

愛族人、護森林」便是這個主

題課程的教學目標。

教育成果的展現

孩子們經過自己親自去踏

查親近山林後，如今已能娓娓

道來部落的人文歷史故事、認

識民族植物與分辨動物的足跡

等。最近下課走到操場時，低

年級的Tumun很開心地拉著
我，並指著學校後面的祖靈山

問我：「Maya校長媽媽，您
知道那座山叫什麼嗎？」我裝

傻說：「不知道耶？」她得意

的告訴我：「叫做祖靈山啦！

T a y a n（泰雅）名字叫
Takawyan（達高晏）。」並繼
續問我：「您知道祖靈山如果

有很大的石頭掉下來，會發生

什麼事嗎？」我依然裝傻說：

「不知道耶？」她更得意的對

我說：「Maya校長媽媽，我
跟您說喔！祖靈山如果有很大

的石頭掉下來，表示我們部落

有老人家要走彩虹橋回到祖靈

的懷抱囉！」聽完她可愛的說

著，我心想，這就是我們要的

教育，讓孩子對學習有感覺，

讓孩子願意學習、喜愛學習，

更讓孩子願意分享學習、應用

所學。 
又有一次苗栗市私立建台

中學的學生們，到我們學校一

起參與我們高年級漁獵文化中

「毒魚藤採集與漁撈文化」的

其中一段分組體驗活動課程，

我們的孩子非常有自信的帶著

哥哥姊姊們，尋找並採集毒魚

藤，還教他們毒魚藤的族語說

法與進行漁撈時的操作方式。

在往大湖溪途中的行進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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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Maya Buyung 盧曉玲（苗栗縣泰興國小校長）

民族植物–野菜採集。

泰興國小實施的泰雅族民族實驗教育內容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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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了一段有趣的對話，

Masaw對一位哥哥說：「哥
哥，你知道我們等一下要怎

麼撈魚嗎？」哥哥回答他：

「我知道啊！不就是用毒魚

藤把魚毒死嗎？」Masaw回答
哥哥說：「哈哈！大錯特

錯！我們泰雅族的祖先是很

有愛心的，我們只是讓魚醉

一下（麻醉神經），選擇我

們要吃的大魚，留下小魚，

並沒有殺死牠們喔！留下的

魚約30分鐘後就會醒過來

啦！這樣我們後代子孫才有

很多魚可以吃喔！你若不

信，等一下你就可以親眼看

見了。」我看著大哥哥驚訝

的表情，與Masaw得意的表
情，很欣慰我們的泰雅族傳

統森林智慧已為泰興國小種

下一顆亮麗的種子。

今年5月3、4日是我們高
年級森林教室主題課程－踏

尋祖跡泰雅族聖山「大霸尖

山感恩祈福踏查」的行前訓

練課程，遠至南投縣合歡山

進行高山適應與體能訓練課

程，其中二位女學生因故沒

有完成訓練登上合歡山主

峰，心情甚是低落，回校後

立即跑到校長室問我，她們

還可不可以參加5月21-24日攀
登大霸尖山感恩祈福的活動

課程，我除了關心他們的身

體健康狀況外，也問問她們

想去的理由，她們說：「因

為大霸尖山是我們泰雅族祖

先的發源地，是我們的聖

山，上完民族教育的「大霸

尖山看世界」與「森林教

室」後，我們真的很想親自

去看看我們的聖山，去感受

祖先當年踏遍森林的足跡，

去感受聖山的雄偉氣勢，去

跟聖山說，我是泰雅子孫，

我來了。」好令人感動的想

法，我立刻答應了她們的要

求。

山裡有文化，文化裡有山林

泰興國小實施泰雅族的

民族實驗教育不到一年時

間，我們每週一、四、五的

下午3節的民族教育課程「都
在跟森林學習、也都

在森林學習」，學習

珍愛生命、學習珍惜

文化、學習珍視生

活，讓孩子透過情境

式、沉浸式的學習環

境，多元創新的翻轉

教學，與主動合作、

操作體驗的學習方式，習得

「自發、互動、共好」的12年
國教基本核心素養。

不管世界如何變化，不

論天氣如何颳風下雨，山一

直都屹立不搖的站在那裡；

就像泰雅族的聖山－大霸尖

山一樣，從古至今都在等著

泰雅族的子子孫孫，去向它

學習，學習它的謙卑、學習

它的偉大、學習它的堅毅不

拔、學習它的包容與寬厚、

學習它的願意分享。泰興國

小會帶著孩子們繼續在森林

中增長智慧、學習文化與學

習生活，因為我們深信：

「山裡有文化，文化裡有山

林。」

在土地上的文化實踐　我們都這樣叫它—「新光國小森林教室 」

漁獵文化。

Maya Buyung
盧曉玲

泰雅族，苗栗縣泰安鄉

大興村南灣部落，1970
年生。台北教育大學教

育政策與管理研究所

畢。現任苗栗縣泰興國

小校長。

當
我受邀要寫這一篇的時

候，內心的感受其實很

複雜，那個複雜就是寫下這裡

部落的其中一段歷史。當然這

個歷史也是部落族人特別是對

年長的長輩而言除了擁有共同

的記憶之外，也同時見證了改

朝換代的經歷。

改朝換代

對部落使用森林的影響

新光國小－其實最早以

前是在秀巒國小，直到我父親

上了高年級，秀巒國小分部設

立在新光，當時國小的教室是

木製二層樓。日本人覺得要從

別部落或別處搬運修建教室、

木橋，工程浩大，索性就在學

校一塊空地種植兩種杉木，以

作為公共設施修繕的材料。

我父親跟我說，其中他

也參與了種植的行列，只要教

室老舊，老師跟部落族人就會

到森林教室取材更新，而且這

個過程不是單一班級或是老師

可以獨立完成，更是要部落族

人一起完成修繕的工程，這個

記憶永遠在我父親心中。

當日本政府離台後，國

民政府進入部落，學校的風格

和建材也漸漸改變了，那個改

變也包括政府對森林政策有不

同的高度管理，特別是國民政

府的林務局，他們對我們當地

族人進入森林如同是小偷的對

待。部落族人在這個年代更因

為林業政策的不同長輩們的生

活如同小偷、只要入山採集植

物、動物就被抓來拷問、甚至

賴以為生的香菇菌段木被丟到

在土地上的文化實踐　我們都這樣叫它
—「新光國小森林教室 」
土地で文化実践　その名は「新光小学校森林教室」
Forest Classrooms at Hsin-Kwang Elementary School: Cultural Practice Based on the Land

文‧圖︱Yapit Tali 亞弼‧達利（財團法人小米穗原住民文化基金會董事）

夜間畫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