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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出生在苗栗縣泰安鄉象鼻村麻必浩部落，地

理位置很尷尬的地方，買東西一定要到台中

縣東勢鎮，到泰安鄉公所洽公，必須經過台中縣

和平鄉到東勢鎮，再轉車到卓蘭，從卓蘭到大

湖，再從大湖坐車到清安（鄉公所所在地），去

一趟就要花上1到2天的時間，所以，大家常開玩
笑說泰安鄉南三村乾脆劃給台中縣好了。

在交界區成長與求學

有印象起，我就是在台中的東勢成長的。

後來才知道，父親與伯父兩兄弟非常重視教

育，在四堂姊上國中的時候，他們兩兄弟決定

賣掉一塊地的杉木，在東勢買了一間平房安置

我們這群孩子，兩家孩子念書的共6人，而最小
的我甚至還沒上幼稚園呢。

讀東勢國小時，從山上到平地念書的山地孩

子不多，而且一個年級13班，也沒有太多機會認
識其他山地孩子。國小三年級時，很幸運地進入

音樂班就讀。四年級時，當警察的父親意外過

世，家裡頓失依靠，母親獨自一人撫養我們3個
孩子，生活雖然清苦，但母親不忘告訴我們：

「唯有讀書才能改變生活，只要你們肯讀書，再

辛苦我都願意。」而她經常坐第一班車上山工

作，坐最後一班車回家，陪伴與督促我們。

上國中時，參加了軟網校隊，母親雖有怨

言，但沒有強制要我退出，只要我成績不能退

步，這讓我在苦悶的升學壓力下有個發洩的地

方。因為大安溪畔的學區沒有國中，因此包括

台中縣和平鄉達觀、自由及苗栗縣泰安鄉士

林、象鼻甚至梅園的國小畢業生都到東勢去讀

書，而且大都是讀東勢國中，一下子來了好多

山地學生，剛開始覺得很新奇，過了不久就發

現許多的差異，他們大多是功課不好被分到後

段班，打架、翹課是常有的事，我曾問過我媽

為什麼，她只輕描淡寫地回答：「山上需要好

老師。」那時年紀小沒有太多的體會與瞭解，

只是覺得他們跟自己不太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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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四年級學生參加泰安鄉文化祭儀活動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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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為了讀師專，曾經和母親嘔氣然後冷

戰1星期，迫於現實我屈服了，揹起黃埔大背
包，帶著棉被和一些家當，一個人坐火車到嘉

義師專報到，展開多姿多采的師專生活。我不

是個死讀書的孩子，合唱團、羽球校隊、舞蹈

社及各項體育競賽（如籃球、排球、手球、巧

固球、舞蹈等）都看得到我的身影，畢業時還

領了體育獎。

從平地到山地任教

師專畢業分發到雲林麥寮的興華國小，一

個靠海邊的農村小學校，全校共6班，對我而言
是極度陌生的環境，從小在山城長大的我，非

常不適應沒有山沒有樹的環境，面對不同文化

的學校，心中非常忐忑，還好同事中有幾位師

專的學長姊，化解我心中的不安。

成長在交界區 關注原鄉教育            苗栗縣泰雅族教師的經驗

2012年11月，四年級學生參加泰安鄉文化祭儀活動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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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回家母親問我：「你要在雲林幾

年？」我問：「怎麼了嗎？」她說：「部落裡跟

你一樣念師專的有4個，沒有1個回來，山上的孩
子怎麼辦？你們都沒想過嗎？」

第二年因不熟悉調動作業，不小心被調到

彰化和美的和東國小，又是一個靠海的地方，一

個全校30班的學校，當時帶一年級有50位學生，
約有五分之一的孩子不太會說國語，對我來說是

相當大的考驗，卻是個很好的磨練機會。

第三年終於調回苗栗縣泰安鄉象鼻國小，

回家真好。好景不常，因為教師縮編，我這菜鳥

自然變成超額教師，又要調校，從後山到了前山

的汶水國小。老實說，在那之前我對苗栗的認識

僅限於象鼻村和士林村，汶水（錦水村）對我是

個陌生的地方。

從前山學校調到後山學校

2年後，因為結婚，隨外子調到苗栗最高學
府（海拔最高）也最偏遠的梅園國小，在梅園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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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參加2012年度全國語文競賽泰雅語演說比賽，苗栗縣複賽獲得教師組
第一名，後在全國賽獲得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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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4年，生了老大和老二，也考上主任。後
來，因派任主任又調回汶水國小，這一待，就

待了15年。
去年（2012年）4月決定調回象鼻時，很多

人問我為什麼？在汶水國小已服務15年且離家
近，安安穩穩地，為何要到後山，進到離家

遠、風評差的學校去呢？想想在汶水，我和明

照教練成立了棒球隊，為球隊考了教練證，這10
年來在縣內總能拿到前兩名的成績。重要的

是，孩子們經過球隊的訓練、比賽的洗禮，學

會了紀律、尊重、互相關懷、不放棄；指導合

唱團，除了參加比賽，還經常獲邀演出，也曾

登上台北國際會議廳，與南賢天先生及長榮交

響樂團合作演出；和秀英主任指導熱歌勁舞比

賽，多年榮獲縣賽特優；指導學生參加族語戲

劇比賽，曾參加全國賽得到優勝獎牌。以上都

是經過多年的努力才有的成果，真的要放棄

嗎？其實我真的掙扎了很久。

但近幾年來，聽到自己部落的學校一直傳

出負面的消息，讓我很擔憂，一方面擔憂部落

孩子的未來，一方面也感覺愧對母親一直以來

的期望，因此考量自己的狀況，孩子們都大

了，也自信把他們教養得不錯，可以不用花太

多時間陪伴，這樣我可以用更多時間和精神在

新的環境，便下定決心填調動，結果如願回到

了象鼻國小。

原鄉教育的省思

山上的孩子天真可愛，在先天不良加上後

天失調的環境下，需要更多的關注。泰安鄉後

山學校屬於特偏學校，交通真的不方便，校長2
年就可以申請調動，一所學校10年換5位校長，
有人為了能順利調到平地，只求平安而不敢得

罪老師，許多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麼說可

能得罪很多人，但我還是要陳述事實，有的老

師就此混水摸魚，甚至有老師把山上學校當作

養老、等退休的地方，年輕老師可能因此得不

到良好示範及正確引導，抹煞了教學的熱忱，

最後，可憐的是孩子，就此被犧牲了。

社會變遷、價值觀改變、經濟弱勢、家庭

教育功能失調、教育資源城鄉差距過大等種種

原住民族教育的問題，已存在多時，政府雖有

多項補助及優惠措施，但教育成效改善了嗎？

教育優先區課業輔導、課後留校、課後照顧、

攜手計畫等等，學生留在學校的時間變長了，

他們的基本學力提升了嗎？其他地方我不敢

說，但我看到的並沒有。

曾有位教授指出，所謂城鄉差距，並非只

是教育環境、教育資源的差距，最嚴重的是教

師心態的差距，的確是啊！許多老師慢活的心

態，慢慢侵蝕了教師的教育熱忱，慢慢腐蝕了

孩子成長的希望。曾經有一次檢討習作時，我

才說：「這是以前學過的基本觀念，你們怎麼

⋯」還沒說完，孩子們就七嘴八舌地說：「對

啦！我們就是笨啦！」「我們沒有未來⋯」

「我們很差勁，沒有前途⋯」聽得我膽顫心

驚，難道老師是這麼對待他們的？這麼消極與

負面。

教育就是機會、教育就是希望。當我們有能

力的時候，要多做事，要多幫助別人，尤其是部

落的孩子需要更多人照顧，這是從小我母親告誡

我的話，我一直記在心裡。我也許不是最優秀

的，但是願意將服務25年的經驗，分享給年輕的
老師們，讓我們一起為原住民孩子努力。

成長在交界區 關注原鄉教育            苗栗縣泰雅族教師的經驗

吳學華 
泰雅族，苗栗縣泰安鄉象鼻村永

安（麻必浩）部落人，族名Iwan 

Hobing。嘉義師專體育組、新竹

師範學院語文教育學系畢業，新

竹教育大學台灣語言暨語文教育

研究所肄業。現任苗栗縣泰安鄉

象鼻國小教導主任。喜歡唱歌，

從小參加合唱團，目前努力推動

學校合唱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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