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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住民地區的初等教育階段的教育人員大

多不是當地居民，尤其在對外交通困難

與資訊缺乏的地區，因而造成教師流動率

大。但是我們常忽略了校長的流動率，如果

校長是學校的領導人物，二至三年就換一個

新任校長適合嗎？

家庭與學校的兩難困境

大多數原住民地區的校長都是初任校

長，就像初任教師充滿熱誠卻缺乏經驗，初

任教師有資深教師可以學習，但初任校長資

源不足，在原住民地區好像一個過客，不諱

言的說：就和一般教師一樣將原住民地區當

做一個跳板，他們的家庭在遠遠的地方，要

兼顧家庭與學校確實不易，如果有機會也想

調回離家近的學校。我們不禁想問：過客的

心態能把教育辦好嗎？

文化不利者的校長

初任原住民地區的校長，相對於原住民當

地文化是屬於文化不利者，但卻是社區文化領

導的主角之一，如何融入當地文化即是一大考

驗。要施展對教育的抱負，領導一群陌生人，

相對於原住民地區學校的資深教師，學校文化

很難因校長個人作為而變動。因此原住民地區

的校長除非戮力教育、身體力行，否則想推展

活動常會受制於資深教師，而社區耆老對於校

長也有一定的期望，校長擠身在學校教師、社

區人士、教育主管機關間如何悠遊自在實是一

大考驗。

了解原住民族初等教育的願景

原住民族所受的初等教育與國民教育目標

必須一致嗎？如果從基礎教育的觀點，基礎教

育的目標是建立在學習生活的基礎知能、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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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的教育重點應該是要放在全球化的思維下，

如何不喪失在地化和本土化的精神，

　使學生在全球化的衝擊洪流下，加強自我意識、自信心及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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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溝通協調的能力、運用科技的能力、適

應未來生活的能力、獨立思考解決問題的能力

⋯⋯等，那麼說來原住民族的初等教育，和非

原住民族之間應該不存在著差異；另外在全球

化的氛圍中，如何在未來與全球各地的人彼此

之間的競爭中獲勝，這是原住民族的初等教育

要去思考的問題。但是從歷年的國中基測結果

發現，原住民地區學校的PR值低於平均數，在

「把每個學生帶上來」的教育願景上，我們不

得不思考原住民族平均成績低落的原因及改進

之道。其實許多家長都希望學生能夠在不忘自

身文化上，擁有更佳的學業表現，也就是說在

擁有自身文化的同時融入主流文化，促進向上

提昇向上改變。

主流文化 VS 非主流文化
我們習慣用二分法將文化粗略地分為：主

流文化及非主流文化，而身處非主流文化的原

住民地區的兒童，也容易被定義成「文化不利

地區兒童」，相對而言非主流就等同於具特殊

性、或少數人的文化；而主流及非主流通常只

是建立在一種文化的「想像」。所以在原住民

地區原住民部落文化，就是主流文化。因此區

分原住民與非原住民時，主要就是建立在這種

觀點上。當平地老師來到原住民部落時，也就

屬於文化不利的一群。弔詭的是，這群「文化

不利的人」正在帶著他們的文化進入部落的學

校，長期以來已造成了文化「涵化」的效果。

自從李維史陀提出「文化相對論」後，人

們認識到不同文化都有其對人類生活的詮釋，

對不同族群是很有價值與啟發性的，尤其是對

待大自然方面，在今日地球環境遭受破壞的時

候，原住民族的文化更加受到重視。所以對於

原住民族的教育不再是要求同化或融合，而是

強調其差異性，但是在缺乏原住民文化保護及

文化「涵化」的情況下，原住民文化剩下的精

運動會傳統舞蹈表演。

校內原住民圖騰，請注意上圖人物有泰雅族文面，下圖並無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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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層面大於實質層面，所以原住民文化在現代

化的過程中，對原住民族的教育重點應該是要

放在全球化的思維下，如何不喪失在地化和本

土化的精神，加強原住民族意識，使學生在全

球化的衝擊洪流下，重建自我意識、自信心及

自尊。

對原住民地區教育的建議

一 原住民地區校長的培育

原住民地區校長的培育應從甄選、培訓、

職前、分發、在職進修和終身學習等方面來

談：（1）甄選時應區分原住民地區與非原住民

地區校長甄選，使甄選的人有心理準備；（2）

培訓時消除種族偏見和歧視、增加不同文化間

的認識與尊重；（3）職前訓練針對該目標族群

進行文化認識；（4）分發派任比照公費生分發

至原住民地區服務至少四年（南投縣曾針對原

住民主任參加甄選校長提供保障名額，附加條

件為服務原住民地區至少十年）；（5）在職進

修和終身學習方面，應鼓勵原住民地區校長利

用寒暑假到各大學的原住民相關科系中，進行

一定學分的進修。

二 對多元文化教育的認識

多元文化教育起源於美國黑人教育的困

境，在美國種族歧視的問題嚴重，早期在學區

方面分為黑人學區與白人學區，白人學區是禁

止黑人學生進入就學的，當黑人生活環境出現

改變以後，白人學校不得不接受黑人學生就

學，結果出現黑人學生在校內的生活適應的問

題：學習成績低落、受其他學生攻擊、缺乏朋

友等。究其原因，原來是種族偏見和歧視出現

在校園中，影響學生學習及同儕互動，因此推

動多元文化教育就是為了消除種族偏見和歧

視、增加不同文化間的認識與尊重、重建弱勢

學生自我意識、自信心與自尊、幫助學生適應

學校生活。但是在原住民地區的學校，非原住

民的校長、老師及學生才是「文化不利」的

人，所以在原住民地區應更加關注在整體社會

環境、教科書方面及教職員方面的種族偏見與

歧視的問題，所以在實施多元文化教育的方向

上，是在（1）了解「他者」的文化；（2）增

進對「他者」的文化容忍度；（3）降低「我

族」文化的優越感；（4）促進世界觀；（5）

增進自我意識，提昇學習成效。

三 建構學校成為社區資源中心

原住民地區的學校，通常是社區中資源

最豐富的地區，不管人力或物力對社區的幫

助都很大，如能於課餘時間提供給社區使

用，對於資源的有效利用率，相信可以大幅

提昇，例如；運動場、圖書室和電腦教室的

開放、影印傳真服務的提供、成人教育的開

辦、技職訓練等。

每位初任校長都是胸懷壯志的鬥士、如果

能下定決心為原住民學校而奮鬥，相信原住民

教育應不只如此，如主管機關能增加校長在校

時間並增加任期，相信原住民教育在校長的領

導下才能走出去，而不會有滯礙難行的困頓，

也才能帶給原住民教育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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