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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星中學
於1959年創校，由當年
花蓮縣地方首長與花蓮

教區費聲遠主教共同邀請吳甦樂女修會到花蓮

支援當時的後山教育，4位修女風塵僕僕從西
班牙坐船到台灣，輾轉來到花蓮，開始與世界

300多所的吳甦樂學校同步照顧偏鄉孩子。
1999年，海星高中和潮州高中、關山商工等3 
所學校，是台灣原住民教育史上首批設置專班

的學校。當年海星高中的原住民學生占全校的

1/3，是原住民的重點學校，願意設置原住民
專班除了配合政府的政策外，更重要的是回應

創校宗旨，為處於弱勢的原住民學生提供教育

機會。

海星高中原專班命名

當時教育部將原專班定名為「原住民藝

能班」，但海星高中不想窄化原住民的文化

是「藝能」而已，堅持命名為「原住民音樂

與文化專班」，海星的原專班並不是、也更

不想只專注在藝能的技術，而是讓原住民學

生能浸泡學習自己的文化，找回血液中的熱

情，喜愛並認同自己的文化且引以為榮。而

原專班的孩子除了學習原住民族的文化、音

樂與藝術，還得另外選一個學程，我們期待

海星原專班的孩子，同時也能在社會有可以

立足的專業，更期待有能力成為部落的領袖

青年，因為他們是社會的「公民」，仍需面

對社會的挑戰。

起步的困難

雖然海星中學有1/3的原住民學生，但在
原專班開創之時，卻碰到招生困難的情形。

詢問學生得知，第一個原因是草創期不明白

這是什麼樣的班級，其次是父母並不想特別

凸顯孩子的原住民身分，第三則是擔心全班

都被標籤化。猶記得第二屆招生時，即便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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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級原住民專班學生透過木雕課程，學習原住民族傳統文化，傳承

來自先輩的智慧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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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20位學生報名，但學校仍咬牙堅持成班，
而今每年的原專班報名學生不但滿額，還願

意候補排隊。期間發生的許多故事讓孩子們

從中感到溫暖，應是主因。

文化課程

在漢化教育氛圍的校園中，安排包括族

語、樂舞、手工藝、歷史、田野工作等原住

民文化課程之目的，在於透過課程轉化成傳

遞文化與價值的媒介。早期的原住民族語老

師不一定有族語教學認證，常須經由教會的

協助，才得以補足師資。授課的牧師不僅是

部落的典範，更是文化的傳遞者。協助教導

皮雕的陳明珠校長在皮雕課之前，先教孩子

們說自己族人的傳統故事，等大家把故事說

完了、也聽完了，才開始設計皮雕作品。孩

子經過故事薰陶後完成的作品，總讓人莫名

感動，不是技巧純熟與否，而是孩子愛自己

文化之後的呈現，因為每一個作品背後都有

一個動人的故事。原住民專班的孩子就在這

樣的氛圍中開始成長學習，不僅是原住民相

關課程，這群小孩仍像其他學生一樣須選一

個專門學程，包括資訊、服裝、廣告設計、

應用英語、幼保等，這樣的設計回應了專班

的核心，以文化課程強化原住民的認同，以

專業培養社會中自立自強的國民。

高三則有一門田野課，教導學生學習田

讓能見度越來越高──海星中學原住民音樂與文化專班的故事

一年級原住民專班學生前往台東縣鸞山部落，體驗學習祖先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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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的良好態度和專業知識，也需要讓孩子有

真正進入田野的體驗。這是一個重要的「成

年禮」，代表專班孩子的學以致用；也是一

個精彩的狩獵，代表孩子的文化工作能力。

還記得有一屆原專班的高一時期，來了

一位蘭嶼的女孩，因為在住院接受化療而常

常請假。每次上學她都很開心，但上課對她

而言是辛苦的，每次上完課她就得休息好

久，但醫生告訴我們就讓她開心吧！那一年

12月聖誕前她去世了。3年後，她的同學要畢
業了，在討論田野地點時，他們看了一看彼

此後異口同聲說「蘭嶼」，以淡淡的口氣表

示要去看看某某人的媽媽，這是一趟含淚又

熱情的黑潮之旅。那位同學的媽媽見到大

家，只是安靜地笑著準備飛魚、芋頭給大家

吃，學生們自在地前前後後圍著家人們說說

笑笑，都沒人提那位女同學的名字，但可以

感受到一種愛與關懷的流動，那是不用說出

來的感謝和祝福。

一天下午，學生在蘭嶼國小帶領當地原

住民小朋友進行文化闖關活動，海星的孩子

把在學校所學的原住民文化以及各自的專

業，設計成闖關課程，這是原專班學生將3年
的成長，回饋部落的具體行動。孩子們分享

說：「不要害怕我們的身分，這是禮物，我

們不能只有在一起時勇敢，一個人時更要勇

敢。」這是自我的鼓勵，也是自我的肯定，

長久深埋在孩子心中的，是擔心這個社會的

不接納或是貼標籤，但原住民專班給予這個

年齡層的原住民學生最大的力量與支持，讓

孩子有熱血有使命感，並且學會團結。13-18
歲本就是需要自我認同的青少年時期，讓此

階段的原住民學生一起受教育，彼此學習，

接受並認同自己的民族文化是很重要的。

原住民舞蹈

舞蹈是原住民族文化重要的呈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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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星中學原住民舞蹈隊

以花蓮縣瑞穗鄉奇美部

落久比嗨豐年祭搶級長

事件為故事主軸，呈現

祖靈的叮嚀、傳承的記

憶之舞碼。



41原教界2016年8月號70期

Frontier原教前線 フロンテｲア

原專班每學期都有2學分課程。除了學習原舞
的文化，更組成原舞隊參加表演和比賽，提

供孩子表現自己的舞台。海星的原舞隊一直

以來都保持傳統歌舞的呈現方式，舞者需要

一邊唱傳統古調一邊跳舞。指導老師為了編

舞，會到部落進行田野調查，甚至錄下部落

耆老的吟唱，讓每一個孩子能邊聽邊學。孩

子揮汗辛苦練習，不僅將歌聲舞蹈完整呈

現，更從肢體及眼神中看見感動，讓每一次

的歌舞都負起傳承文化的意義。

有一次中央與地方原住民教育會議中，

海星原舞表演加禮宛事件的舞碼，領唱的女

孩被原聲兒童合唱團馬彼得校長讚美：「從

你的歌聲我有聽到阿嬤的味道。」女孩開心

地說：「對！我真的有認真學阿嬤的唱腔，

有人聽出來了！」海星原舞的孩子都知道原

舞來自於祭典，是一個神聖的表達，不是被

觀光商業炒作的表演，學生每次在舞台上的

演出，都是生命的儀典。

原住民專班成功的要素

海星中學原專班至今是第17屆，最大的
化學變化是團結，各項校內外相關音樂與體

育的競賽，都在團結的氛圍中有優異

的表現，隨著表演舞台的增加，掌聲

也擴及至海外，孩子隨之而來的自信

與認同也就應運而生。原專班經營至

今，除了來自各所屬部落的支持，因

能見度提升而由各界不斷給予的幫助

也是很重要的。另外，原專班若要順

利運作，讓孩子成長學習，個人以為

需要以下5點因素：一、必須安排文
化課程。二、課程要和部落充分連

結。三、配合開設專門學程。四、給

予活動和舞台培養自信。五、最重要關鍵是

要有真心願意陪伴的導師，能給予規範，同

時也能給予很多的愛。不論在經濟、社會適

應、民族自尊認同、教育資源上，原住民學

生很需要支持，特別是師長的陪伴。

未來之路

現今有許多大學都設有原住民專班，讓

原住民學生的才藝與學習得以延伸，惟其雖

多具多元天賦，卻又有著豁達的個性與學

術、經濟上的弱勢，讓許多學生在大學之路

有許多變數，而部落和都會生活的差異所造

成的衝擊，讓離開偏鄉進入都會的學生，必

須在現代科技生活與維護傳統文化之間取得

平衡。原住民孩子的熱情和單純，是台灣社

會的寶貴資產，陪伴他們成為優秀原住民是

教育工作者的期待和成就，生長在部落的原

住民孩子需要社會給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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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令堅

1960生，現籍花蓮。中央大學
地球物理系學士，東華大學教

育行政研究所碩士。曾任職光

仁中學教師、靜修女中教師、

主任、現任花蓮海星中學校

長，樂意參與原住民族教育工

作。

二年級原住民專班學生到花蓮聲遠之家進行部落服務，陪伴原住民老

人家，並以族語彼此溝通，增進族群間的親切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