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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原住民族教育法修訂公布，

其中第19條規定：「地方政府

應設立任務編組性質之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

心，辦理原住民族教育課程、教材與教學方法

之研發及推廣，並協助其主管之學校，發展符

合當地原住民族教育課程規劃與評量方式，及

其他原住民族教育事務。」截至2020年，全國

各縣市也都在教育部國教署的推動下，均已設

立了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但因為法規規定

係採任務編組之型式設立，所以，各縣市的中

心組成大有不同。有的縣市聘有專任主任及專

任之教師與行政助理多人；有的縣市則僅由學

校校長或主任兼中心主任，另聘有助理一人，

相形之下人力單薄許多。

一般而言，組織之員額應配合著組織業務

而安排，對照前述各縣市中心之人力安排，可

見不同縣市對於中心業務之認識與重視確有差

異，這或許是縣市對於中心任務之理解不足而

造成。為期縣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發揮功

能，達成政策目標，筆者以中心「任重」「道

遠」為文，作為縣市推動該中心目標與策略之

參考。

中心的「任」務繁「重」

首先來談「任重」，中心的任務是「辦理

原住民族教育課程、教材與教學方法之研發及

推廣，並協助其主管之學校，發展符合當地原

住民族教育課程規劃與評量方式，及其他原住

民族教育事務。」雖是短短的不到70個字，但

細究其任務卻是不得了的繁重。因為要研發的

課程、教材、教學方法與評量方式，就包含高

中、國中與國小三個教育階

段。這三個教育階段的學生身

心發展與認知能力都各有不

同，所以在研發時，就不是研

發了一種課程或教材，而適用

在不同教育階段，它一定是需

要多套課程與教材才能滿足各

個教育階段學生學習。再來，

若要發展以民族文化知識為內

涵的民族教育課程，那更是重

中之重了。因為各縣市的原住

民族族群別多者是16族，少者

也有8到9族，所以民族教育課

程就得準備那麼多套；若是發

展族語課程與教材，16族42種

方言別的負擔恐怕也是無與倫

比。而各縣市的原住民學生就

學分布，有的在原鄉，有的在

都會區，依照1 0 8課綱之規

定，原鄉與都會區實施民族教育課程的量與型

式有所不同，所以課程與教材也就會有不同。

基於上述，若考量教育階段別、族群別與

學校所在區域別三個面向，所交織而成的適合

課程與教材之研發與推廣任務，就可印證筆者

所謂的「任重」了。

研發的「道」路遙「遠」

接著，來談「道遠」。縣市政府應先體認

中心有前述繁重之任務，若僅是虛應一下，且

戰且走之態度，就免談「道遠」之承擔。縣市

政府在肩負中心繁重之任務時，即使提供再龐

大之人力，也無法在短時間克竟其功。所以，

就需有長遠、有計畫、系統地規劃與執行。原

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應針對縣市所轄之原住民

族群、學生數與教育階段別加以評估，擬定長

遠計畫。例如，以發展民族教

育課程為例，可規劃第1-3年

是要發展那些族群的課程與教

材、第4-6年是要發展另外那

些族群的課程與教材，第7-9

年是要發展那些民族教育課程

與教材。研發民族教育課程之

前，應辦理教師專業發展活

動，培養學校老師先具備探索

民族文化之知能，以及課程研

發的素養，而不是研發人員的

課程與教材能力都未具備，就

倉促進行課程與教材研發，那

將造成事倍功半之噩夢。在各

民族教育課程與教材研發之

後，延續的任務是教材試教、

修正、教學方法與評量之確定

以及各項的推廣工作。

需要對的人來執行任務

這些任務除了需要長遠的規劃與肩負，亦

需有一群對的人來執行。所以，資源中心不僅

只是分成課程組、推廣組與行政組，更應在課

程組與推廣組之內再依族群別聘請具文化素養

的族人及各教育階段別的師長，執行課程與教

材的研發與推廣，才能產生有效的成果。

肩負連結過去與未來的重大責任

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肩負著過去從沒有

過的任務，其任務不但艱鉅、重要，且具有價

值。其目標不但只是民族文化的教學，同時也

是民族文化的復振，更是社會族群共榮的開

始。而該目標能否達成，就在於我們有甚麼看

法與行動，因為我們的看法與行動會影響台灣

原住民族的未來，也會影響台灣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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