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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藝教育的改變

在這次的訪談之中，老師跟我們介紹了椰

油國小在教育體制上的改變。隨著各種文化復

振的觀念普及，保留傳統文化的理念，已不再

只是家庭和部落之中的事情了。順應著教育方

式的改革，「實驗教育」這種新式的教學型態

應運而生。老師說，在她剛來到椰油國小時，

學校還是用傳統的方式上課；隨著近期開始推

動實驗教育，進行工藝教學的方式也出現了很

大的不同。像是上課的場域，從原先的教室

內，漸漸推移到教室之外，從最簡單的不在教

室裡開始，一路到耆老的家中、山上或海邊等

各種不同場域，最重要的便是讓孩子們所學

習、理解事物的態度有了不同轉變。工藝教育

代表的，從原先單純負責傳遞課綱中對美育的

要求，變成具有文化上傳承的意義，也讓美勞

課的內容不再只是簡單地訓練小朋友，而是結

合了傳統和現代的生活體驗。

那要學些什麼呢？

在變更成實驗教育的課綱之後，課程不再

能依照原先教育部課綱制定的計畫執行，而是

需要不一樣的教學內涵。老師也向我們分享了

部分課程的相關內容，比如對於植物和工藝品

的認識，從低年級課程開始，透過各種幾何的

形狀，了解大自然中的不同材料，以及認識達

悟族傳統的工藝品「串珠」。又或者是中高年

級之後，透過在教室以外的場域蒐集各種不同

的植物果實，再藉由所學技術將這些蒐集品製

作成串珠，以此在教育現場實踐文化的教育與

傳承。

談到
蘭嶼時，人們心中浮現的印象，總會是那

片一望無際的海洋，以及在其中徜徉的人

們。在無邊無際的太平洋中，小島上的人們，有著

自己的生活和傳統。當傳統與新時代的現代教育接

觸時，總會產生意想不到的火花和衝擊，這些意想

不到，便是實驗教育誕生的初衷，也讓孩子們與文

化之間不會因為冷峻的時代而產生隔閡。

生命經驗與教學選擇的關聯

本次專訪了椰油國小教導小朋友工藝教育的王薏

文（囍魯固）老師。在訪問一開始，老師向我們介紹

了自己的出生背景，訴說她來自台東，是卑南族人。

而與蘭嶼這座美麗島嶼最早的連結，其實是源於家中

親戚生活在此，因而老師的青春記憶中，有不少時刻

都是在小島上度過的，也促使老師放棄原先在台東鐵

花村音樂聚落的工作，選擇來到蘭嶼教學。老師說：

「比起說是去蘭嶼，對我而言，還更像是回到蘭嶼。

一切其實都很熟悉。」至於在教育工作的選擇，老師

則是以多方嘗試的開放心態面對。回到蘭嶼後，老師

不只是在椰油國小負責工藝教育，同時也在其他的學

校社團教孩子們烏克麗麗和手鼓，讓自己對於音樂的

熱愛持續散發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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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讓孩子有興趣──專訪椰油國小實驗教育王薏文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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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植傳統作物課程。 拼板舟船身雕刻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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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ruku Kungkuwan
王薏文

卑南族，台東縣台東市南王部落人，1993
年生。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學
士。2018年飄洋過海到蘭嶼從事教職工
作。現任台東縣蘭嶼鄉椰油國小教師，教
授藝術與人文及音樂相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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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冰棒棍打造出一間有著「溜滑梯」的涼

亭，看起來格外充滿童趣。在老師眼裡，這些

充滿童趣的作品，不只是讓學生的想像力得以

發揮，進而展現天馬行空的創意，同時也是一

塊自學的入門磚；透過在工藝課學會的經驗，

可以讓孩子們回到部落之後、在離開教育場域

之後，還是可以持續地學習。

但在讓人會心一笑的「溜滑梯」之外，身

處教育現場中，總是會經歷一些令人不太愉快

的經歷。在這方面，老師便告訴我們當她一開

始來到椰油國小負責實驗教育時，有許多家長

不同意由卑南族的她來教導孩子達悟族傳統文

化；針對這個問題，老師也提出了她的看法。

老師認為家長在指責之前，更應該思考為什麼

孩子只有在學校才能學習傳統文化；反過來

說，家長是否能在與孩子的日常生活中進行文

化傳承。事實上，文化傳承不只是學校或家庭

單方面的責任，更好的做法是家庭與學校共同

配合，一起為文化存續而努力。老師也告訴我

們，現在其實有愈來愈多家長支持實驗教育，

不再只是因為她的族群身分而拒絕認同，這是

很重要的改變。

「興趣」是最重要的學習動力

最後，老師談到了她對於未來教育模式的

期許。在上述各種經歷中，老師尤其強調「興

趣」對於小朋友的重要性，在她的想像裡，認

為教育最重要的，便是要嘗試引起孩子的興

趣。而實驗教育的目標，也就是在小朋友覺得

有趣的情況下，建立屬於他們的「自我認

同」。「對事情感興趣的話，才有辦法讓孩子

們喜歡，這比單純的教學重要多了。」老師是

這樣說的。

除了單純地蒐集和製作，工藝教育也展現

在生活中的其他面向。例如在食物生產方面，

透過親手蒐集材料、親手製作的方式，打造出

像是釣竿等生產工具，並且實際體驗如何使用

這些工具，比如用做好的釣竿釣魚，或者自己

動手耕種芋頭。這些對於自身文化的認識，效

果就不再只限於課堂內、只限於書本上，而是

能將相關知識和技術帶進生活之中，讓孩子們

具體感受到融入日常的工藝文化。

工藝教育與現代化

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有愈來愈多的傳

統文化在各方面受到打擊。不論是魚貫而來

的觀光人潮，又或者是現代化生活方式所產

生的各種廢棄物汙染，都對小島造成很大的

影響與衝擊。但在衝擊之中，也開創了一些

新的思路，從單純的「抵抗」到學習如何和

這些變化「共存」。老師在與我們分享關於

工藝課程時，提到了帶領學生去海灘「淨

灘」，而那些從海灘上帶回來的垃圾，就變

成工藝課時孩子們創作的素材。如此一來一

回之中，便讓實驗教育與文化多了一種可能

性，不再只是一味地灌輸過往的文化給孩

子，同時也讓孩子們具備更強的動力，進而

面對現代社會的各種變遷。

在實驗性工藝教育中，另一個必須面對

的問題，便是文化被作為「展演」用途，其

中最鮮明的例子莫過於對歌謠與工藝的各種

禁忌。事實上，並非所有的歌謠和工藝，都

能隨時隨地創作及製造。這些事物，在傳統

文化中都有其專屬的位置，在正常情況下，

需要隨著孩子的生命歷程慢慢地體驗與學

習。但在目前的時空背景，這些文化留存的

狀態，已不允許孩子們用簡單且被動的方式

接受，而是需要做出突破。

但在學校的實驗教育執行過程中，卻也收

到許多反對的聲音，認為某些歌謠及工藝的傳

承並非如此容易，也需要尊重以往社會的各種

限制。然而根據老師的經驗，認為這些傳承絕

大部分是值得的，正是因為如此珍貴的機會，

讓民俗技藝得以突破限制而留存。除此之外，

老師也和我們分享，孩子將文化知識帶回部落

之後，事實上反而可以得到長輩的指導與解

釋，不但能使孩子更有效地認識及了解，也同

時讓家長們學習如何傳承文化。

工藝教育甘苦談

在老師一路走來的教學過程裡，也經歷了

許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片段。老師特別和我們分

享在學生設計社區涼亭的課程活動中，有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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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秀恆

新北市永和區人，2003年生。在
填戶籍地時總是個台北人，但其實

覺得自己的家鄉是花蓮富里。現階

段最大的夢想是買一台野狼125，
然後騎到天涯海角。現為政治大學

民族學系學生，雙主修日文系。

海漂垃圾藝術創作。

班服設計與絹印。                              學生製作的膠板板畫作品。                                        涼亭模型製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