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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東，在外地人的印象中，它一直是個原住

民很多的縣份。往往到外地去，別人問您

打那來？台東⋯，那您是原住民嗎？⋯這是最

常見的反應。

我不是原住民，我沒有原住民特有的帥氣

臉部輪廓，也沒有黝黑的皮膚，講話更沒有ㄖ

ㄌ難分及尾音帶有「的啦∼！」腔調，再怎麼

看也不像是原住民。不過，我在原住民地區的

學校服務，我是一個「白浪」校長。（註：阿

美族語中，「白浪」係泛指平地人）

是因緣，但不是際會

東河國小，是我初任校長的學校，位在東

海岸邊，西太平洋畔，已有近九十年的校史。

在我的學校中，有超過六成的學生是阿美族原

住民，但也有近四成的學生是平地人，學區是

典型原住民與平地人混居的社區，這種社區型

態在台東的鄉下相當常見。能分派到東河國小

擔任校長，最主要的原因是之前我在東河鄉服

務，對東河有一種熟悉的感覺，且東河鄉也是

我阿公的故鄉，我等於是回鄉服務，所以，能

到東河國小服務，是一種緣份，但它卻帶有著

一種神聖的任務，所以，我認為這是一種因

緣，但不認為是一種際會。這個神聖的任務，

在我上任第一個月開始，它就成為我努力投入

的重要原動力。

「教育機會均等」下的

不平與憤怒

「教育機會均等」，一直是任何一個國

家的重要教育發展原則。不過，事實上，當

我們開始承認存在著「城鄉差距」的事實

時，我們也就必須承認「教育機會」的確是

不平等了。這個問題，在偏遠的台東縣是先

天不足，而在台東縣偏遠地區的東河國小，

我是一個「白浪」校長
私は「パイラン」（平地人）の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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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河國小雖然校園四周均無圍牆，但這個已超過三十年以上歷

史的老舊校門，透過原住民漂流木裝置藝術的點綴之下，仍然

深具韻味。

我是一個「白浪」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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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不只先天不足，而是更加後天失調，若再

加上原住民地區學校的條件話，那⋯可以想

像是更加不公平了。

在東河，就算是原住民族占了六成以上

的人口，但在社會地位上，仍無法與那不到

四成的平地人匹敵。平地人掌握了社區商業

及地方政治資源，自然能夠在社區中占有重

要的地位，而這種生態，也促使原住民必須

向外謀生，而社區的發展則一直處在落後的

窘境，也間接影響了東河國小的發展。長久

以來，這個學校的校長一直是「過客」，沒

有人願意在這裡待太久，任期到了，能走就

走，所以我接任東河國小校長之時，東河國

小可以說是全東海岸最破舊的學校。想當然

爾，學生的學習條件亦是相當的差，在當時

若要談學生的「教育機會均等」，簡直是癡

人說夢。

新上任的第一天，我進入辦公室，眼見的

是數張用磚頭代替桌腳的辦公桌，以及雜亂無

章的環境；教室老舊狹小，在防颱窗的保護之

下，顯得陰暗無比，黑板前的配膳車則歪斜的

放在一旁，看起來就知道已年久失修；而圖書

室裡的圖書，幾乎褪色破損，幾乎比資源回收

商的還要破舊。我查了資料，問了問同仁，校

舍幾乎都已超過「屆退」年齡，而這近幾年，

因為校長要退休的關係，不僅沒有向上爭取補

助，還婉拒了許多硬體建設及教學設備補助

款；這樣的學校硬體條件，甭說是北部，就算

是台東縣其他學校都比東河國小強上數倍。而

教師在這種環境下教書，學生在這種環境下學

習，家長在這種環境下生活，「教育機會」怎

麼可能均等！

東河國小舊有校舍全景圖。舊有校舍均已超過三十年以上之歷史，即將全部拆除重建，

為讓校友有所追念，特將舊有校舍全景拍攝下來，作為日後歷史資料。

東河國小可說是全東海岸最破舊的學校，

長久以來，校長一直是「過客」，沒人願意待太久，想當然爾，

　若要談學生的「教育機會均等」，簡直是癡人說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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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了這番情景，我就猶如看到了社會上

「欺負弱小」的不平與憤怒，心中那種「路見

不平，拔刀相助」的正義感油然而生。為了追

求東河國小這個原住民地區的偏遠小學在教育

上應有的公平與正義，我下定決心要盡我的努

力，讓東河國小這個原住民地區小學也能夠享

有談論「教育機會均等」的權利。

可憐的麻雀，

但我把它變成鳳凰

東河國小這個原住民地區學校的師生，在

教育資源的分配上所遭遇的不公與不義，係冰

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而我瞭解在我服務東河國

小的有限任期內，是否能夠將東河國小蛻變成

一所令人刮目相看的學校，則考驗著我這個初

任校長的能力及決心。

從行政及企管的理論中，我透過系統性的

經營策略規劃，我很慶幸的我在初期就正確找

到了針砭，並在努力了六年多的時間之後，讓

東河國小的師生能夠開始擁有一個足以與他校

競爭的條件。我以「追求教育機會均等」為主

軸，從「學校環境」、「教師專業能力」、

「學校課程規劃」及「社區關係」等四個面向

著手，一步一步的來讓這個原本被遺棄的原住

民地區學校，漸漸讓這個原住民地區學校的師

生與家長獲得他們應有的、公平的教育機會。

俗話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

以，為東河國小打造一個好的學習與教學環境

是我改造東河的首要任務。我從「營造優質的

教學與學習環境」的策略中，利用六年的時間

重新規劃了東河國小的校園，淘汰老舊不堪的

校舍，規劃嶄新的建築，融合了永續的元素，

讓東河國小的校園變成是一個具親和力的大空

間。此外，我亦強化了必要的教學設備，除了

班班有單鎗之外，每位老師亦均配有筆記型電

腦及數位相機，可隨時利用資訊媒體進行有效

的教學之外，也讓學生能夠擁有與都會學校同

等的學習環境，提供全校師生及社區一個優質

的學習與生活環境。

而從「提昇教職員工專業能力」的策略

中，我要求我的同仁是具有「品牌」的教師，

惟有這樣，才能保證教學的品質。因此，透過

與台東大學的合作，加上參與重要計畫的機

會，我漸漸的把學校同仁帶領邁向專業的歷

東河國小新校舍寬敞明亮，提供學生優質學習環境。

我是一個「白浪」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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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讓偏遠地區的原住民學校老師，其實也是

可以很有品質及熱忱的。這個部份很辛苦，但

從這六年多來僅有二位教師調動離開東河國小

來看，這樣偏低的教師流動率似乎證明著同仁

對這個學校的認同及投入熱忱，對偏遠地區學

校而言是相當不易的。

當然，學生學習能力的提昇，才是我們最

關注的焦點。在強調以『能力導向』的課程規

劃策略中，我們一直將它視為是教師將教學專

業落實在學生身上的重要媒介。當今課程發展

趨勢朝向「帶得走的能力」為導向，我們的課

程規劃亦隨這個趨勢前進。在這個策略上，我

們結合了東河這個原住民社區的優勢條件，以

及學校週邊天然豐富的自然資源，發展了校園

與社區的學校本位課程，教導學生如何觀察生

態，也將原住民尊重自然的智慧融入其中；此

外，我們結合了生態課程的優勢，亦與縣內及

縣外學校的學生辦理生態教學交流活動，並且

以遊學學校方式，結合社區，將東河之美成功

行銷出去。

另外值得一提的，我們深深了解閱讀是當

前學生最重要具備的能力之一，對於閱讀活動

的推展不遺餘力，東河國小的學生亦曾名列全

國閱讀書籍數量排行榜第一名，全校師生都與

有榮焉。當然，對於學生基本學習能力也是我

們關注的焦點，因此，我們推動校內學生基本

能力提昇計畫，經過二年多的經驗顯示，確實

有助於提昇學生的基本能力，因此，我們亦仿

效國內大學的梅竹賽，與鄰近同類型學校結

盟，每學期進行一次校際交流，以基本學習能

力及才藝為競賽內容，透過同儕的良性競爭，

驗證並有效提昇學習成效，在經過二年的實

施，已成為台東縣具特色之學習型態之一。這

些作為及成果，從學生的身上展現出來，讓東

河國小的畢業生在升上國中後，能有更佳的條

件與其他學校的畢業生相互學習，這樣紮根基

本能力的教育成果，也讓我深深的感到欣慰。

社區，是學校是否存在的最重要價值所

在，因此，對於學校與社區關係的定位上，我

要積極建立學校與社區間密不可分的夥伴關

係，這是一種挑戰，因為我是一個「白浪」校

東河國小嶄新校舍，提供學生優質學習環境。

原住民族與平地人之間文化認同的問題

不會因為我這個「白浪校長」而有所改變，惟有「入境隨俗」，

　才能站在社區本位的角度，思索學校未來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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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為了能夠順利的將學校與社區的關係緊密的

結合在一起，「與社區共榮共存」是最佳的出發

點，因此，我盡力挹注學校資源進入社區之中，

積極扮演社區中「社會教育中心」之角色，放下

身段，經常性辦理全社區之活動，促進社區民眾

快速的凝聚對社區的向心力，也展現了我這個

「白浪」校長對社區的尊重，縮短了學校與社區

間的鴻溝，這個策略果然奏效，因此，學校在與

社區居民的互動部份顯得空前熱絡，學校的活

動，家長的出席率都是相當的高，而我們亦順勢

成功整合社區婦女組成東河國小有史以來的第一

個故事媽媽義工團，協助學校推動閱讀活動，並

建立學校與社區合作模式，也讓我深獲社區家長

的支持。

說實話，這個過程我的確投入很多，很辛

苦，卻很值得，因為我的「正義感」化作為我

的動力，讓我能夠為東河國小這個偏遠地區的

原住民小學盡一份社會應盡的責任。我是東河

國小近年來少見願意持續第二任期的校長，而

我也在辛苦了六年多的時間後，以我在東河國

小「追求教育機會均等」為訴求並讓它蛻變的

歷程，在九十七年度榮獲選教育部校長領導卓

越獎而受到肯定，證明了東河國小的確已從

「麻雀」變成了「鳳凰」，也證明了我的決心

與努力，終於讓這所具有悠久歷史的原住民地

區學校重現它的光采。

後記－我在原住民學校的成就感

投入校長這個職務，在原住民部落服務，我

一直在思索我的角色與定位。如果我只是個「校

長」，那平地人與原住民族間的文化差異，會很

快把我跟家長，甚至是學生之間切出一道鴻溝，

那就失去了我對教育的堅持及熱忱。惟有「入境

隨俗」，放下身段，平時與這些家長們自嘲的開

開平地人的玩笑，可以在社區中隨時與他們坐在

小桌子旁，小啜點米酒或保力達，甚至可以跟他

們一起跳個山地舞，唱唱卡拉OK，可以讓我很

快的了解他們的想法，也讓我很快的瞭解他們對

學校的需求，讓我可以站在社區本位的角度，來

思索學校未來的發展需求。我知道原住民族與平

地人間文化認同的問題不會因為我這個「白浪校

長」而有所改變，但我深知家長及社區的區民對

我投入學校及社區的努力相當認同及歡迎。當我

走在社區之中，不管遇到學生、家長或社區居

民，他們願意在大老遠的就揮手大聲叫我一聲

「校長」的時候，我就知道，這些不是問題的問

題，我已經沒有必要去在意它了∼！◆

吳正成

台東縣人，1970年生，台東師

專畢業，國立東華大學教育研究

所碩士班、國立台東大學教育研

究所碩士班畢業。現任台東縣東

河鄉東河國小校長。長年服務於

偏遠地區原住民學校，致力改善

偏遠地區學童學習環境與條件，

提升偏遠地區學童學習競爭力，並於97年度榮獲教育部

校長領導卓越獎。

為鼓勵學生養成閱讀習慣，校長自費提供全新腳踏車作為獎

項，並與獲獎學生合照。

我是一個「白浪」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