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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
提升國內護理專業及回饋鄉里的宗

旨，位於南台灣的美和科技大學以

護理科系起家。本校設在屏東縣內埔鄉，鄰近

許多原住民部落，包括屏東縣三地門鄉、瑪家

鄉、霧台鄉、牡丹鄉、來義鄉、泰武鄉、春日

鄉、獅子鄉及滿州鄉等，地理環境的優勢加上

教學成果卓越，每年吸引為數多達700-800位
原生前來就讀，佔全校比例約1/9。
為讓為數眾多的原生可以在校內學習到更

專精的知識，獲取更豐富的資源，自2011年
起，美和科技大學申請教育部「發展與改進原

住民技職教育計畫」，在配合教育部政策及符

合校內科系老師的專業下，積極推動各項計

畫，讓原生可以利用求學時間，考取各項專業

證照。

配合發展原住民技職教育

由於求學環境的變遷，以及社會發展腳步

迅速，校內資源如何快速整合並傳遞至原生手

上，變成亟需克服的課題。適逢原民會鼓勵國

內公私立大專校院設置原住

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辦理各

項原生事宜，本校以服務原

生為前提，於2013年在學務
處下設置「原住民族學生資

源中心」，旨在整合校內外

資訊，以提升原生就業競爭

力為目標。

成立原資中心之後，本

中心持續申請教育部「發展

與改進原住民技職教育計

畫」，並且為因應中心成

立，在申請計畫時，我們也

將整體目標進行了一些調

整。本校秉持著「證照第

一、就業優先」的主要目標

台北市娜魯灣文化協會校園演講。

美
和
科
技
大
學

原
資
中
心
與
原
生
社
團

美
和
科
技
大
学
の
原
住
民
族

リ
ソ
ー
ス
セ
ン
タ
ー
と
原
住
民
学
生
サ
ー
ク
ル

A
boriginal Student Resource C

enter and A
boriginal Student 

C
lubs at M

eiho U
niversity

文
．
圖
︱ 

林
玫
靜
︵
美
和
科
技
大
學
原
住
民
族
學
生
資
源
中
心
行
政
助
理
︶

南
區 

▼



39原教界2015年8月號64期

Frontier原教前線 フロンテｲア

繼續推動，例如取得MOS證照、美容丙級證
照、潛水員證照、中餐丙級證照、英文檢定等

各項有利於就業市場的證照。從2011-2014
年，原生的表現不凡，共獲取296張證照。
另一方面，本中心為讓更多原生瞭解，學

校可提供的資源及協助為何，從2013年開始，
除了本校例行的新生訓練之外，原資中心特別

為原住民族新生舉行「新生座談會」，這是專

屬於原生的新生始業式，沒有嚴肅的教條，沒

有繁雜的規範，有的只是對同學們的提醒：

「不論你／妳們遇到任何的問題，原資中心將

提供全力的協助。」中心的最大保證就是，不

論是課業或是生活，同學都可以從原資中心這

個平台獲得豐富的資訊，除了輔導考照之外，

原資中心亦提供課業輔導師資的媒合，以最多

原生就讀的兩大科系──護理系及社工系為

例，每學期於期初邀請老師們協助督促及媒合

課業較弱勢的同學，採用一對一或是小班制教

學的方式，以強化課業表現。

協助原生申請獎助學金

在生活輔導上，中心統整原生相關資料，

並加以分析評估，原生的休、退學率一直都是

我們關心的議題。根據本校於2013、2014年分
析原生休、退學原因，經濟因素為最主要的因

素，因此在推動原民會獎助學金制度上，中心

不遺餘力，我們利用各項活動與學生集合時間

大力宣導，廣發宣傳資料，並安排學長姊協助

原生申請獎助學金。近幾年申請的原生人數皆

超過300人，入選者約180人，為了能讓學生們
感受到政府籌措獎助學金的美意，在安排各項

工讀事宜時，總不忘再三提點大家務必懷著感

恩的心，提升工作態度，並加強職場禮儀。

知識的學習和證照的取得固然重要，但原

資中心認為「文化尋根」和「族群認同」，對

於正在逐步建立價值觀的孩子們為第一要務。

美和科技大學原資中心與原生社團

參加原住民族族語歌唱比賽的得獎學生。

除
了
本
校
例
行
的
新
生
訓
練
之
外
，
原
資
中
心
特

別
為
原
住
民
族
新
生
舉
行
「
新
生
座
談
會
」
，
這

是
專
屬
於
原
生
的
新
生
始
業
式
，
沒
有
嚴
肅
的
教

條
，
沒
有
繁
雜
的
規
範
，
有
的
只
是
對
同
學
們
的

提
醒
：
「
不
論
你
／

妳
們
遇
到
任
何
的
問

題
，
原
資
中
心
將
提

供
全
力
的
協
助
。
」



40 原教界2015年8月號64期

Frontier原教前線 フロンテｲア

2013年，本中心主動與屏東縣9個原住民鄉鎮
結盟，透過實際拜訪這些原鄉，與鄉長們懇

談、瞭解部落的斷層及需要。而後，中心陸陸

續續辦理了「返鄉服務──回到原鄉採咖

啡」、「青年聚會所環境維護」、「圖書館整

理上架」、「量血壓服務」、「琉璃珠體驗活

動」、「原住民文化週──舞蹈、服裝、美

食」、「原住民專業人士演說」、「原住民族

語歌唱比賽」、「文學與文化課程」等活動。

雖然一開始學生們對於文化活動的參與度不

高，但是從參與活動後的心得反思中，已透露

出原生對自身文化認同的提升，和逐漸加強的

自信心，原資中心的所有工作同仁都深刻體會

到「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的真理。

結合原生社團 瞭解學生脈動
為了貼近青少年的時代脈動，並且讓更多

原生更主動積極地走入原資中心，網路宣傳的

工作更是不能少。原資中心在Facebook上成立
了「美和科大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

心」粉絲專頁，每天皆不定期轉發有

關原住民族福利、活動、表演，或是

勉勵原生的短文，學生們不僅可以在

第一時間內得到最新消息，與中心夥

伴們的熟識度更由此加深。

本校學生社團蓬勃發展，2010年
成立的「原住民青年社」，2013年在教
育部技職計畫的補助之下，每個學期

都會辦理一場精彩萬分的成果發表

會，不僅成為本校最亮眼的焦點，更

是每學期末大家熱烈期待的高潮。

原資中心重視孩子們的聲音，

「傾聽」讓我們所辦理的活動和證照

輔考更貼近原生所需。中心不定期辦

理全校原生問卷調查，透過問卷的分

析，瞭解原生對傳統樂舞的喜愛與期原住民族學生返鄉服務─會後感恩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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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而在2014年成立了第二個原住民社團──
「原漾舞蹈社」，聘請專業的「原漾舞集」舞

團為社團指導老師，且不限制一般學生或原生

身分，都可學習原住民族傳統的美妙舞蹈，對

多元文化的傳遞完全不設限。校內師長的強力

支持和舞團老師的專業教導，讓剛成立不滿三

個月的原漾舞蹈社，在2014年底即成功地演出
一場動人的成果發表會。除此之外，為了讓擁

有絕佳天賦的原生可以適性發展，中心透過申

請2014年「原住民族樂舞祭儀藝術人才培育補
助計畫」，統整校內外師資，發掘符合條件的

優秀原生，以進行更精進及深入的培育。

發揮文化創意 點綴校園
原資中心期望在孩子求學成長的過程當

中，扮演「陪伴」的角色，配合他們所學，協

助其排除在求學路程上所遭遇到的困難，正向

鼓勵他們獲取職場上的利器──專業的技能和

證照。同時，我們更希望原住民族的孩子們能

夠擁有對文化認同的態度和積極的自信心，鼓

勵他們展現自我才能。

在師長的支持下，原資中心在校內的空間

規劃中，特別邀請原生盡情揮灑美術才能，在

白色牆壁上留下一幅幅具有原住民特色的圖畫

以點綴校園。原資中心每學期所發行的電子

報，更結合了原生的創意美學。藉由這些方

式，大力表揚表現卓越的原生，並具體呈現每

學期原生與原資中心共同舉辦的各項活動成

果。而這些非數據可呈現的績效，需要時間及

耐心的陪伴。尤其在年輕學子身上，熱情稍縱

即逝，我們需要花費更多的力氣和精神去督促

及追蹤，即使辦理了各式各樣的活動，沒有學

生的參與，再豐富的活動都失去本意，所以我

們必須花加倍的時間告訴這些學生：「你們是

原資的孩子，只有你們能讓原資更像一個

家。」

我們期待原生對原資中心的感受是「信

任」，原資中心站在如同家人般陪伴學生的立

場，期待與我們相遇的每一位原住民族的孩

子，能夠盡興地在中心裡找到歸屬和安全感，

讓他們在成長的路途上，擁有最強而有力的支

持。

美和科技大學原資中心與原生社團

林玫靜

屏東縣人，1981年生。中興大學
歷史學系畢業。現任美和科技大

學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行政助

理、親善大使社團指導老師。曾

任科技部計畫助理。在陪伴原住

民族孩子成長的道路上，積極建

立孩子的自信心，更希望可以拓

展他們的視野。

原漾舞蹈社成果發表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