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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是民族精神延續之所繫，因此如何

因應時代的變遷，建立符合民族發

展所需之教育體制，是每個世代的原住民都

必須思考的課題。1970年代以來，受到多元

文化教育理念的啟發，台灣逐漸產生新的原

住民族教育思維，亦即強調原住民族文化的

主體性，讓原住民族對教育宗旨之定位、教

育目標之規劃、教育措施之釐定，擁有更多

自主的權利。因應這樣的氛圍，教育部先前

委託台東師範學院出版《原住民教育季

刊》，該季刊1996年2月出版第一期，至2004

年11月共出版36期，成為各種觀點相互激盪

的園地。

以《原教界》為交流平台

1998年《原住民族教育法》公布施行後，

原住民族教育相關事項如經費、課程、師資、

就學、升學、民族學校、高等教育、社會教育

等事項，均成為國家教育體制的一環。然而，

如何落實原住民族教育的願景，仍有待理論與

實務的共同累積，鑑於2004年《原住民教育季

刊》停刊後，各界仍殷切期盼有一個可以交

流、對話的平台。因此，原民會與教育部遂於

2005年7月共同委託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

心出版《原教界》雜誌，從理論、實務及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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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等廣泛面向，以及產、

官、學的多元視角，深化原住

民族教育的論述。

建置民族教育體制 傳承傳統

文化

簡言之，《原住民族教育

法》對原住民族教育的規範有

兩大區塊，第一大區塊是一般

教育體制內的原住民族教育，

亦即在既有學校內所提供的一

般教育，《原教法》就本區

塊，係依照學前教育、國民教

育、高中（職）、大專等不同

階段，分別規定所應實施的一

般教育措施，主要目標是提高

原住民的教育水準，並基於平

等、尊重及理解的原則，在學

校所實施的教學課程及師資培

育，皆以提升學習成就、強化未來走入社會競

爭的能力與技能為目標。

第二大區塊則是民族教育體制的建立，

《原教法》第十一條規定各級政府得視需要設

立各級原住民族學校，也就是在一般教育體制

外，建構民族教育制度，以傳承及建構原住民

族的語言、文化、知識及科學，比如原民會目

前所推動的「部落學校」即屬民族教育推動類

型，藉此傳承原住民族文化與社會組織的內

涵。

累積理論與實務經驗 尋找解決方案

《原教法》制定迄今已16年，在一定程度

上解決了原住民族教育所面臨的制度性困境，

但仍有許多尚待解決的課題，

比如，原住民大學生在學率偏

低且集中在少數科系，原住民

族教育師資缺乏、原鄉數位設

施不足、族語傳承困難、十二

年國教的原住民族教育權以及

建立民族教育體系等等。這些

問題都需要透過理論與實務的

討論，才能形成改革的共識。

《原教界》自2005年創刊

以來，至2014年10月已出版59

期，每一期均由編輯部費盡心

思針對當代原住民族教育所面

臨的課題設定主題，透過不同

領域的撰稿人，提供不同的角

度與視野，找出問題的解決方

案，並推廣相關的政策與理

念。舉例來說，為了呼應十二

年國教上路，2013年8月52期

即以「十二年國教與原住民族教育」為主題；

同年10月出刊的53期則以「原住民族傳統習慣

規範與國家法制」為主題，討論9個地方法院

設置原住民專庭的措施。

原住民族教育的守望者

近年來，原住民族教育將進入一個新的起

點，原民會陸續推動部落學校、族語分級認

證、族語保母、族語沉浸式幼兒園、民族教育

為特色之校本位課程等政策，並與教育部共同

推動原住民族高等教育人才培育計畫。在這轉

變的時刻，《原教界》將繼續匯集各方意見，

成為原住民族教育的守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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