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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台灣推行教育改革之前，原住民族教育

是很容易被主流的傳統教育所邊緣化

的，例如語言學習推行國語不說母語、社會

學科多談中國大陸不講台灣本土等等。直至

1994年，民間團體提出教改訴求後，「推動多

元教育、提升教育品質、開創美好教育遠景」

成為教育改革的主要願景，本土與特色等諸多

的多元文化教育課程，才逐漸在國小的開放教

育、國中小的九年一貫課程，以至後來的十二

年國教等教育鬆綁政策下脫穎而出。就如同學

者所言，特色學校的發展主要是發軔於開放教

育、萌芽於鄉土教學、深耕於校本經營（林志

成，2011），新北市立烏來國民中小學位於新

北市唯一的原住民行政區，屬於原住民族重點

及特色學校，其經歷的教育改革歷程就是這樣

的縮影。

有學者認為「開放教育」與「傳統教育」

有量大差異，即理論不同、教師角色不同、教

材不同、教學方法不同、環境不同、評量方式

不同（鄧運林，1994）。然而教育改革的初

期，幾乎都是由上到下的課程改革，因此造成

兩種現象：一個是體制內的學校現場，空有改

革的形式，卻毫無改革的實質可言，最明顯的

就是學習單的氾濫、資訊融入的迷思等等。另

一個是體制外的教育選擇，既然體制內教育改

革難以脫離傳統教育的窠臼，學校型態與非學

校型態的實驗教育成為另一條教育改革的可行

之路。烏來國中小則希望能在現行的教育體制

底下，找到一個能結合原住民族文化以及新式

教育浪潮的實驗方向。

符合烏來特色的改革

烏來國中小因為也包含國小部，因此在

1994年起台北縣（現新北市）試辦的國小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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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時期，教師們也曾陷於為何要改、為誰而

改，更不知要如何改的迷惘當中。不過開放教

育的思維，已逐漸引發老師們對於原住民族教

育走向的關注，例如對於原住民傳統技藝觀點

的轉變。傳統教育向來漠視原住民族的多樣

性，烏來國中小早期所發展的原住民族傳統技

藝多以舞蹈為主，然烏來原住民係多為泰雅

族，而泰雅族並無多樣而華麗的歌舞傳統，因

此常聘請其他族籍的舞蹈教師指導學生，形成

為比賽或表演而學習非本族傳統技藝的現象。

開放教育也讓烏來國中小老師開始思考這個問

題，並提出要回歸泰雅族傳統的呼聲。

2000年烏來國中小申請加入台北縣國中小

九年一貫課程試辦，基於回歸泰雅族傳統的想

法，在當時的教務主任張淑美帶領下，老師們

討論出學校願景以及五大課程主軸，依歲時節

令分別為泰雅編織藝術之美、賞鳥季、溫泉櫻

花季、桂竹之旅、泰雅文化祭，內容涵蓋烏來

在地自然特色及泰雅族文化特色。經過數年的

深耕發展，2005年烏來國中小更以「Tayan織藝

的傳統與現代」教學方案，一舉榮獲教育部教

學卓越金質獎殊榮。這項榮耀沒讓烏來的教師

們就此滿足，更激勵大家持續改革的決心。因

此在當時家長會長吳承翰的大力支持下，學校

向教育局申請獲准自94學年度起實施「邁向多

元智慧實驗學校八年深耕發展計畫」。

多元智慧實驗方案

「多元智慧實驗方案」可說是烏來國中小

在教育改革之路上，截至目前為止最重要的一

個時期。就字面上來看，多元智慧實驗方案與

1980年迦納（Howard Gardner）所提出的多元

智慧（Multiple Intelligences）理論有關──事實

上應該說多元智慧理論是引發烏來國中小整個

實驗教育的動機。多元智慧理論讓烏來老師們

從開放教育到多元文化 烏來國中小歷經的教育改革

圖像化的數理邏輯教學，輔助學生學習抽象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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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原本學校課程改革的觀點，轉變成以教師教

學的改變為重點。首先是教師教學信念的改

變，教師若能用多元方式呈現教學的訊息，提

供學生成功的多種選擇，挫折和學業失敗將會

大幅降低（郭俊賢、陳淑惠，1998）。扭轉教

師對原住民學生的刻板印象，看見孩子無限的

潛能，教育實驗才有成功的契機。另外多元智

慧理論也影響了老師的教學策略，例如多數原

住民學生有音樂和視覺空間的優勢智慧，教師

就可以用歌謠來牽引原本較弱勢的語文智慧，

教師也常採用心智繪圖（Mind Mapping），運

用具象的視覺空間，來輔助學生學習抽象的數

學邏輯概念。

實驗所遭遇的困難

然而在實驗的過程中，難免會遇到意想不

到的困難。第一個遇到的困難是教師流動，體

制內的學校教師多透過介聘及甄選等管道異

動，像烏來這樣的小型學校，代理代課教師比

率又是相對的高，新進的教師要如何融入烏來

的實驗教育呢？在參採國內外各種教育體制的

優缺點後，烏來的老師們發現德國的華德福教

育有完善的師訓課程，這項措施可以讓新進的

教師，在寒暑假就能完整理解實驗方案的精

要，以期盼他們能盡快融入原有的教師團隊。

第二個困難是教師專業度，烏來國中小的班級

數少，每個學習領域僅能勉強聘任一名教師，

每位老師幾乎都是領域召集人，教學負擔相對

很重。這樣的狀況下，烏來的老師要如何精進

自己的教學品質呢？在九年一貫課程推動之

初，很多人就認為烏來有國中和國小，是最容

易一貫的學校；以課程而論或許是如此，但就

烏來國中泰雅歌謠

傳唱社與韓國鶴山

女子中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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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的不同階段學生來說，就大不相同了。根

據皮亞傑（ J e a n  P i a g e t）的認知發展論

（Cognitive-developmental theory），7到11歲

（約小學階段）的孩童發展到具體運思期，11

到16歲（約中學階段）的孩童則發展到形式運

思期。不同階段、不同領域的教師專業還是有

其必要性，只不過烏來的老師們相信，透過跨

領域教師社群及協同教學等模式來進行多元智

慧實驗的行動研究，或許能整合國中小有限的

教師人力資源，發揮最大的教學能量。

教育實驗的成果

經過了8年的教育實驗，烏來國中小

在2012年以「教師專業烏來『原』夢」

為題，獲得新北市卓越學校教師專業向

度的認證肯定。回首這8年的教育實驗，

嘗試了各種體制內外的教育理念與方

式，雖然總有人將烏來的多元智慧實驗

教育誤以為就是華德福教育，但焦點其

實應該放在多元，而非單一。多元智慧

實驗教育在烏來的老師心中撒下的種子

已經萌芽，協同教學以及教學反思回饋

的行動研究模式，讓烏來的老師願意敞

開教室大門，與教師同儕一同精進，這

與後來的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學習共同

體、分組合作學習等的觀課備課模式不

謀而合。從多元智慧看到原住民學生優

勢的音樂、視覺空間、肢體動覺等能

力，讓學生能有多元化的藝術性社團，

能傳承泰雅族傳統文化，例如泰雅歌

謠、泰雅編織。以至用「烏來心」的在

地化課程與「泰雅情」的本土化特色，

去拓展學生「國際觀」的全球化視野。

教育改革絕非一蹴可幾，期盼未來的多元文化

教育，能繼續為原住民族教育，找到下一個可

行的方向。

從開放教育到多元文化 烏來國中小歷經的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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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核心實驗小組共同備課狀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