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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
於2014年11月19日通過教育部所提

的實驗教育三法修正草案，期讓體

制外的實驗學校在教育理念指引和學生發展需求

下，去探究改進教育務實的作法，為學生的發展提

供更多元、更加完善的學習環境，為我國教育發展

開創新的契機。其中對於原住民族的實驗教育，原

住民族委員會期盼能以傳統文化作為核心，同時強

化學生族語能力與族群認同，增進生活及學習適

應，並提高基礎學力表現（請參見本刊第77期，陳

坤昇〈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向原住民族教育體系願

景邁進〉一文）。

設置協作中心之緣起

在上述的背景前提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

署於2017年8月起，針對台灣五個地區陸續成立「原

住民族課程發展協作中心」，而「原住民族課程發

展協作南區中心」成立於2018年1月18日，是以台

南、高雄、屏東三個縣市為輔導區域，其主要任務

為協助辦理原住民族實驗教育，以及協助有意申請

實驗教育之原住民族

學校發展相關的課

程，透過課程的發展

與教學的實踐，來達

成「文化深耕」與

「學力提升」的實驗

教育目標。

原住民族實驗教

育並不是要培育學生

成為傳統的原住民，

而是透過課程發展與

教學實踐，讓學生理

解傳統文化所隱含的

意義，以及文化生活

中所發展出的生活智

以共學探究取向創造多贏的南區協作中心

慧與知識體系，藉此來建立自我文化的認

同，使其能從自身文化的觀點出發，來吸收

與理解外在的世界，進行多元文化觀點的比

較與歸納，欲培養學生具有在地的文化觀點

與全球化的宏觀視野，成為未來文化傳承的

種子，也為自己的未來發展奠定良好的基

礎。而要達成上述的目標，就必須要從「課

程」著手，因為課程是教師「教」與學生

「學」的基礎，更是影響學生學習的關鍵

（可參見作者於《教科書研究》期刊中發表

之〈小學數學教科書使用之探究〉一文）。

因此，課程要將原住民族文化融入學校的學

科之中，發展出文化回應或是文化本位之課

程，包括取代式或補充式課程，再藉由課程

的實踐，來達成實驗教育的目標，這也是南

區課程發展協作中心的主要任務。目前，南

區協作中心的運作已邁入第3年，輔導的學校

包括高雄市巴楠花中小學、樟山、多納、茂

林等國小，以及屏東地磨兒、長榮百合、北

葉、賽嘉、青葉、霧台等國小、來義中學實

驗班等，同時也協助瑪家國中和來義中學提

出中學實驗班的申請，希望將實驗教育的成

果從小學延伸到中學。

共學探究 創造機會

實驗教育推動的關鍵有二，「師資」和

「課程」，兩者缺一不可。但如何能同時兼

顧兩者的發展？關鍵在於教師的專業成長。

過去，在職教師的專業成長大都採用「傳遞

—接收」的方式來進行，邀請師培者來「告

訴」教師解決教學問題的相關知識或技能，

然後教師再將師培者所擬定的「處方」帶回

「解決」現場面臨的教學問題。但這種「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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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為學生未來的發展創造更多的機會。

 

文化課程為其核心

因此，CLIC for Making Opportunity

（CLIC-MO）便是南區協作中心在推動實驗

教育時的核心理念，透過共學探究的取向，

與實驗學校教師合作，聚焦在文化課程的發

展，來達成推動實驗教育、發展文化課程、

實踐文化課程、評估文化課程成效、促進教

師專業發展、及提升學生的學習能力等六大

任務，請見「南區協作中心執行架構圖」所

示。其中，又以文化課程的發展為CLIC運作

的核心，原因有三，一是文化課程是實驗教

育推動的核心，二是文化課程的發展是後續

實踐與成效評估的基礎，三是文化課程的發

展與實踐是教師專業發展與學生學習能力提

升的關鍵。因此，南區協作中心便透過原住

民文化融入各領域課程的發展，來提升教師

的專業知能；透過課程的實踐來提升學生各

領域的學習力；在課程實踐的歷程中，檢驗

課程對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的影響；最終創

造學校、學生、教師、實驗教育和南區協作

中心多贏的機會。

遞—接收」模式的效果並不十分理想。近年

來，許多研究者開始主張，師培者與教師應

成立一個專業社群，共同針對教學實務的問

題進行探究，在行動與改變中來促進教師的

專業成長。因為師培者和教師具備的知識與

工作內容相近，都具備學科知識及學科教學

知識，也了解如何轉化與設計教學活動讓學

生能進行有效的學習等，只是師培者的知識

偏向「理論性」，教師的知識則偏向「實務

性」。如果雙方能夠建立共學探究社群

（Co-Learning Inquiry Community, CLIC），

共同探究教學實務的議題，將

能有效的促進彼此雙方的專業

成長。

共學探究的觀點也能應用

於實驗教育的推動上，因為協

作中心和實驗學校雙方對於實

驗教育的推動、文化課程的發

展、教師專業與學生學習表現

的提升⋯等，共享著相關的知

識，協作中心偏向理論性，實

驗學校則偏向實務性，如「研

究者與教師共享知識的關係

圖」所示，且有共同的目標，

以共學探究取向創造多贏的南區協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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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C專業成長活動實況。

成果展邀請各校分享課程研發歷程。

研究者與教師共享知識的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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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協作中心執行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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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持續深化」為課程發展

的具體作法

文化課程的發展是中心

和學校推動實驗教育時的核

心任務。南區協作中心在課

程發展的作法上，採取「持

續深化」的做法，歷經「發

展（Development）」、「實

踐（Pract ice）」、「評鑑

（Evaluation）」、「修正

（Revision）」的DPER的持

續深化歷程，來發展出文化

本位的課程（Culture-Based 

Curriculum, CBC），如「南

區中心課程發展的DPER模

式圖」所示。

以目前協助多納、樟

山、賽嘉等學校發展的補充

式文化數學課程為例，由主

持人根據過去在原住民數學

教育研究的經驗與成果，提

供過去發展的取代式文化數

學課程（可參見作者於《教

育研究集刊》期刊中發表之

〈原住民文化融入數學課程

的發展：以一所實驗小學為

例〉一文），以及阿拉斯加

研究團隊（Mathematics in 

Cultural Context, MCC）的

作法，以各族群重要的文化活動為基礎，探

詢該文化活動所蘊含的數學概念，再針對相

關數學概念進行整理與彙整，最後由教師來

進行相關數學課程的設計。該課程先呈現文

化活動的介紹，讓學生學習與了解文化活動

的歷程與內涵；接著呈現數學學

習的目標與活動，讓學生了解到

文化中蘊含的數學概念，以及即

將學習的內容；最後呈現教學活

動中的數學問題，由簡單、基

礎、操作的問題出發，逐漸進入

到複雜且需要思考推理才能完成

的數學問題。

共同設計課程內容

整個數學問題的設計採「低

地板、高天花板」的原則來進

行，讓不同程度的學生都有主動

參與文化數學課程學習的機會。

在教師完成課程的設計後，透過

CLIC的師培活動，由中心主持

人、學校教師、族語或文化教師

共同討論設計內容的合適性，並

進行修正，完成後便進入教材繪

製的階段，由中心派駐學校的助

理，來進行教材的排版、美編等

工作，當完成教材的繪製後，便

完成了「發展」的階段。之後再

進行「實踐」階段，由教師在學

校所規劃的「文化數學」課程中

來進行教學。在教學前後主持人

的研究團隊協助進行相關認知測

驗的編製，以及提供合適的情意

量表，進行課程成效的「評

鑑」，了解所發展課程的有效性。

文化數學課程的發展

最後，根據教師教學實踐歷程中的師生

反應，來對所發展的課程內容進行調整與

「修正」，作為後續推廣應用的基礎（詳細

過程請參考張庭宇《文化回應數學課程之發

展與實踐之研究》碩士論文）。意即，整個

文化數學課程的發展是從文化出發，探詢其

中蘊含的數學概念，轉化成文化數學課程，

透過CLIC取向的師培課程，歷經D→P→E→R

的歷程，完成文化數學課程的發展、實踐、

評鑑等目標，同時也提升教師的專業發展，

以及學生的「文化力」和「學生力」，達成

協助學校推動實驗教育的目標。目前，本中

心與實驗學校合作完成28份補充式文化數學

課程的發展，並在持續發展中，2020年起開

始進入實踐階段。

未來展望

南區協作中心的運作已經邁入第3年，本

中心除了透過相關會議來與學校互動與合作

外，也透過到校的對話討論與師培活動，來

與學校共同推動實驗教育，因為我們了解到

實驗教育的關鍵有二，「課程」與「師

資」，而能夠同時達成這兩個關鍵目標的，

則在於教師專業成長的規劃與執行。各校在

發展屬於自己學校實驗特色課程之餘，也同

時與中心合作發展數學、科學、語文等相關

的課程，本中心也積極拜訪高雄、屏東兩縣

市的教育局處，在實驗教育推動的相關行政

與政策上，主動尋求縣市教育主管機關的支

持與協助。期待未來本中心可以在教育部長

期支持、與學校良好互動，及逐步展現實驗

教育的成果下，擴展與創造更多原住民學生

學習與發展的機會，讓實驗教育在台灣得以

紮根與深化，期待。  

以共學探究取向創造多贏的南區協作中心

徐偉民

屏東人，1970年生。高雄師範大
學教育博士。曾任大學系所主

管、科技部學門複審委員，美國

密蘇里大學、阿拉斯加大學訪問

學者，中國華東師大訪問學者。

現任國立屏東大學教育系教授、

原住民族課程發展協作南區中心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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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中心課程發展的DPER模式圖。     

「kisamula原穗深耕‧原研不絕」實驗教育成果展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