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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
的發展正

面臨新時

代的挑戰，如何在傳統生活及

現代社會中抉擇與適應，成為

當代原住民族青年所面臨的重

要課題。此時微小的筆者，為

何選擇成為原住民族公務人

員，藉以做為回饋原住民族社

會的途徑，原因有三：第一、

就讀大學時有位師長告訴筆

者，若不能填飽自己的肚子並

增進知識及能力，就別談能為

自己的民族貢獻並負責！其

二、另一位原住民師長認為，

面臨原住民族自治，需要更多

的原住民族專業人員，否則將

來原住民族自治區的行政體系

依然難以完成。其三、大學就

讀民族學系、輔修公共行政學

系，在專業知識的學習與發展

上，與原住民族的行政工作內

容不謀而合，因而成為準備考

試的強力後盾。

綜上所述，原住民族特考

之路成為筆者進入社會的最佳

選擇。以下將簡述考試項目的

內容及筆者準備的經驗，提供

給讀者參考。不過每個人的讀

書方式及準備重心不盡相同，

因此找到自己適合的方式及作

戰策略，才是出奇制勝的關

鍵！

2013年原住民族特考 考取經驗分享
2013年原住民族特別試験　合格経験談
Sharing My Experience of Preparing for the 2013 Special Examination for Aborigines

文︱潘育成（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學士 ）

《台灣大百科全書》是一個網路知識平台，規劃的詞條包括民俗、考古、歷史、民族人類等與原住民

族相關的類別。（圖片提供 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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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科目 非輸即贏
一、國文 國文考試的內容

分為：作文、公文、選擇題三

部分，此科目筆者採取「非輸

即贏」的策略。國文為共同科

目，所占的總分比例不及專業

科目多，因此準備的時間、精

力與專業科目較為不同。此科

決勝的關鍵在於作文及公文寫

作等兩個占分較高的部分。作

文及公文的題目與原住民族的

文化議題有關，除了具備流暢

的寫作能力外，必須時時關心

原住民族的熱門議題及發展現

況。因為時間安排的關係，筆

者於考前一個半月才開始練

習，所拿的分數差強人意。

二、法學知識與英文 法學
知識與英文考試內容為：憲

法、原住民族法規、英文，都

是以選擇題的方式測驗。值得

注意的是，原住民族法規所占

的比例最高，因此建議將重心

放在原住民族法規及憲法等部

分，因為都是屬於記憶的題

型，勤做歷屆考題就會有一定

的收穫，若能將這兩部分掌握

住，就至少拿到60分以上的分
數。英文的部分，國家考試的

英文難度都較高，但亦不要輕

言放棄，否則考試時多出一枚

不定時炸彈，影響往後考試的

情緒。

專業科目 以戰養戰、勤於練習
一、行政學 行政學範圍非

常廣泛，包含行政學、公共管

理、公共政策等，因此筆者於

此科目所下的心力甚多。考試

的方式為選擇題及申論題，尤

其是選擇題至少要取得42分以
上，所以大量練習是必須的，

否則難和其他對手對抗。筆者

利用陳真老師的《行政學百分

百》為主要工具書，此書的題

目與解析都十分完整，是準備

行政學選擇題型的一大利器。

申論題則為拉高分數的關鍵，

實戰演練是必然的方式。利用

補習班的題庫，以及各個國家

考試的歷屆考題：身心障礙特

考、高考、原住民特考、地方

特考等抓取題目，實際練習、

檢討，才能向上提升自身實

力。建議在考前三個月內一定

要每個禮拜至少練習三到五題

申論題，除了提升自己的論述

能力外，透過檢討的方式亦能

加深對考科的印象。

2013年原住民族特考 考取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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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住民族歷史語言文化大辭典》是第一部以原住民文化為主體的辭典，除了漢語詞條之外，

「族語詞條」的部分，皆附有音檔。（圖片提供 編輯部）



76 原教界2014年4月號56期

Test Information Special考情特區 試驗情報スパシﾔル

二、行政法 行政法應該是
多數考生最頭痛的科目，因為

內容較為複雜亦多概念思考，

準備起來需要相當大的心力。

雖然如此，猶如公行系莊國榮

老師所言，只要付出相當的心

力並耐心等待，絕對能將其中

複雜的概念做好掌握。對於行

政法的準備方式，其實與行政

學類似，但需要更多的是「耐

心」。行政法各個章節雖看似

獨立，但其實環環相扣，此時

一定要靜下心並且具有獵人的

耐性，才能夠扎實地抓牢、貫

通較為艱澀的行政法學概念。

行政法的申論題多為實例題，

因此考前兩個月閱讀報紙時，

筆者常會進行冥想練習，利用

行政法的知識套用於社會議題

以及生活時事，才能對此科有

更深的精進。建議需要找一位

對法學有一定程度瞭解的同學

或師長共同討論，才能提升掌

握度。

三、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屬
於行政學的內容之一，此科的

考試方式為4題申論題。公共政
策的題目多為記憶的題型，因

此找出適合自己的背誦口訣是

絕對重要的。要特別注意的

是，原住民族行政的公共政策

四題中會有兩題「實際應

用」，除了要有論述題目的能

力外，亦須套用原住民族議

題，考試方式較其它公共政策

更為靈活。建議準備時，須注

意原住民議題的實例題應用。

四、台灣原住民族歷史與

台灣原住民族文化 這兩科因為
沒有教科書，因此準備上容易

面臨不知所措的困境。考試的

內容極為廣泛，歷屆考題亦在

靜態（民族誌、歷史事件、解

釋名詞）、動態（當代議題、

實際應用）變換。準備上除了

利用歷屆考題做為練習及準備

的方向外，蒐集資料及文獻為

最重要的途徑，筆者主要的文

獻及資料來源為4個網站：台灣
大百科全書 、台灣原住民族歷
史語言文化大辭典、台灣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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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文獻會針對原住民族文獻資料進行蒐集、彙整、編譯、典藏、研究及保存等工作。

（圖片提供 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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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原住民族特考 考取經驗分享

民研究學報與原住民族文獻

會。蒐集資料相當方便。

雖然大學曾經修讀陳茂泰

老師的台灣民族誌以及王雅萍

老師的台灣民族史，但對考試

取向的國家考試而言，若不花

更多心思蒐集更多文獻來精進

自我，亦難獲取漂亮的分數。

建議除了廣泛閱讀文獻資料、

關心當前議題發展外，實戰練

習絕對是必要的。筆者於考前

一個半月開始大量練習歷屆考

題，引用許多文獻及資料並蒐

集再蒐集，才能對原住民族的

歷史事件、文化、當前議題有

更完整的認識，考試中才能具

備更多元的想法、視野與思考

脈絡。

所學知識系統化

雖然筆者主修民族學、輔

修公共行政學，但是面對考試

取向的國家考試，深感知識教

授及考試測驗的不同，因此如

何將所學知識以更系統的方式

論述為重要關鍵。

筆者利用大四整整一年準

備原住民族行政的考試，有鑑

於大四上亦有16學分需要修
讀，因此只能利用零碎的時間

將補習班的函授看完，包含行

政學、行政法、公共政策，約

莫至5月中左右才將此3科的函
授消化完全。進入7月衝刺階段
時，大部分的科目進度都呈現

嚴重落後的狀態，直至9月才有
一定程度的掌握。因此在準備

考試的過程中，慌張、憂慮、

不安是必然的，但只要有良好

的作息及讀書習慣，並藉著

「以戰養戰」的方式，相信一

切的辛苦都必能開花結果。

最後要感謝民族學系的師

長們，趙竹成老師在課餘時間

與筆者討論當前社會議題，使

筆者對社會科學有更廣泛的視

野；官大偉老師總是耐心聽筆

者請教原住民族歷史發展及當

前議題，他的鉅視觀點使筆者

面臨考試時有極大的幫助；大

四導師王雅萍老師更是發揮教

學發展中心輔導組長的專業，

在百忙之中每週抽出時間為筆

者一一檢討原住民族文化及原

住民族歷史的申論練習寫作。

職是之故，能在一年內考取榜

首，除了運氣之外，更是因為

民族學系師長平常給予筆者的

關懷及學識上指點，筆者除了

感謝還是感謝！

王雅萍老師台灣民族史課堂，邀請到陳耀昌醫師主講《福爾摩莎三族記》。（圖片提供 編輯部）

潘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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