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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擁有多元族群文化，是我們的福與幸；

在時代變遷下，演化成豐富多采的社會

文化群像。而位於台灣島嶼東南邊陲的台東，更為

地靈人傑、文化薈萃之寶地，正是台灣族群文化多

元融合的縮影。有鑑於此，本校要如何善用本地人

才及資源，進而形成本地多元文化永續經營和發

展，便是設立原住民藝能班之出發點。

原住民藝能班發展方向與願景

由於本校原住民族學生高達30%以上，再加上原

住民族意識抬頭，經過校務會議投票同意，向當時

的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提出申請，在2005年以高級中

學普通科的架構正式開班招生。關於課程內容，除

了有我們熟悉的國文、英文、數學、自然及社會之

外，最具特色的就是原住民族文化相關課程；在建

立宗旨上，本校則提出了建立多元文化教育型態、

傳承原住民族文化、發揚原住民族藝術特色等三大

方向。

根據上述方向出發，我們希望藉由以下教育課

程規劃，進而善用本地文化資源，逐步達成原住民

人才的培養：透過台東族群文化介紹課程提升

知識廣度，使學生學習如何相互欣賞不同族群

之美，進一步營造互動平等、祥和穩定的文化

成長環境；經由族群文化學習課程提升知識深

度，激發學生熱愛、關懷自身族群，並尊重不

同部落文化，以此建構其原住民族文化及自我

存在價值與理念，提升文化自信心；培養學生

工藝與藝術、音樂、舞蹈、書畫等文藝專業能

力之基礎，以利學生未來進入相關藝術領域科

系。以下針對工藝教育與其他藝術領域，介紹

本校原住民藝能班發展狀況。

原住民族工藝教育

工藝藝術由林勝賢老師指導教學，主要教

授學生美術繪畫基本功、板雕及雕刻。由於本

校原住民藝能班男女兼收，因此不能只學習充

滿陽剛氣的藝術和工藝內容，便引進琉璃燒

製、樂器製作、傳統編織與編器、陶土塑形、

服裝縫紉及設計等課程。

每年五月是台東地區原住民高中職的成果

展，展示學校一年來的原民教育成果，不僅有

熱鬧的歌舞較勁，還有各校作品展覽。本校除

了展出陶藝成果、編織與小型雕刻之外，最重

要的是分享學生創新思想，例如原住民文化版

畫及大型裝置藝術，即是學生表現平時文化課

程的想像和實踐，創作理念也讓人感動。

我們一直秉持著「部落有什麼，我們就要

學什麼。」這個想法幫助我們解決在課程內容

與師資方面的問題，更改善了部落老師及耆老

的經濟狀況。近一點的地方，我們邀請老師到

校協同教學授課；遠一點的地方，我們便撰寫

計畫、帶著學生前往部落專程學習，減少耆老

舟車勞頓，達成「在地學習、貼近部落、展現

自我」的目標。

在工藝與藝術領域課程的薰陶下，學生畢

業後往往投入部落相關產業，鑽研更專業的傳

統工藝技術，甚至成為我們經常往來的指定授

學生學習傳統編

織技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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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帶給學生不同的學習體驗。老師帶著學生

以討論、分組報告自身部落文化、批判相關政

策執行及部落營造等方式學習相關知識，更能

培養學生的簡報力、表達力與積極態度。這門

課程為必修學分，可不是那麼好過，除了上述

所說的必要作業之外，考試方式都採用申論作

答，這樣的求知經驗更是讓學生獲益良多。

原住民族文化體驗

透過原住民藝能班經常門經費、完全免試

入學資源挹注計畫，以及國教署相關計畫經費

的整合，本校老師帶領學生深入不同部落學習

各族文化。像是前往台東縣海端

鄉初來部落學習狩獵文化，學生

跟著獵人進入原始狩獵區，利用

獵人的智慧學習如何捕獲獵物、

回到部落如何解剖與烹調；此

外，包括射耳祭進行時各項儀式

的意義，以及祭典過程的所有內

容，這些都是學生學習布農族文

化的重要體驗，我們甚至特別去

花蓮縣卓溪鄉，比較兩個縣市的

布農族射耳祭文化差異。

藉由課程學習豐富生命經驗

相信透過本校系統性、計畫

性的培育，使學生長期在有

「聲」有「色」的學習活動薰陶

中，未來的生命經驗不僅能與自

身文化深度結合，生活舞台也能

更加寬廣，進而達成原住民藝能

班的設置目標及願景。

課教師，也藉此鼓勵在校生更努力學習。希望

這些傳承及發揚原住民族工藝的種子能繼續遠

播。

其他藝術領域發展概況

原住民族音樂

台東縣族群樣貌非常豐富，包含阿美、排

灣、布農、卑南、魯凱、達悟共六族，本校聘

請排灣族聲樂家胡待明老師授課，從樂理、傳

統樂器到各族群的傳統歌謠，都是原住民族音

樂課程的重要核心。無論是一般音樂比賽，或

是飯店業邀約以及政府機關活動演出，都能看

見本校原藝班學生的身影；另外會利用其他相

關計畫經費前進部落進行田野採集，使學生學

習內容與部落結合，做為日後學生回部落謀生

的重要文化底蘊。

原住民族舞蹈

 早年都是邀請部落耆老協助教授各部落

舞蹈，但為了帶領學生參加全國舞蹈比賽，又

不想附和時下木鼓敲敲打打的歡慶樂舞形式，

因此在2011年決定以現代舞展現原住民族的力

與美，開始邀請知名舞蹈家賀連華老師指導

（精靈幻舞舞團），再加上畢業校友范宏宇、

黃孝擎及多位學長姐協助教學，本校原藝班成

為全國舞蹈決賽的高中職團體乙組現代舞常勝

軍。上述成果說明了利用現代舞的肢體動作，

融合學生相當熟悉的原住民族傳統元素，兩者

能激盪出非常驚人的火花。

原住民族文化

本校原住民族學生來自六個族群，平時由

林勝賢老師教授各族群基本文化，搭配老師在

1981年開始深入部落進行田野調查的各項資

台東高中原住民藝能班之工藝教育與藝術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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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合力在木材上刻寫排灣族詩人作品。

校園裝置藝術製作。

舞蹈練習展現力與美。

莊豐銘

阿美族，台東縣成功鎮信義里都

歷部落人，1974年生。台灣師範
大學體育系學士、台東大學教育

行政研究所碩士。念國小之前，

以為這個世界上只有阿美族，講

的語言都是阿美語；進入國小以

後，班上來了排灣族的同學，連

老師都不是阿美族人，那時才知道世界真大。現任台東

高中試務組長與田徑隊教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