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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一個孩子求學的歷程中，家長與學校老

師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特別是家長在

家庭裡的教育態度與方法，更會深深影響一

個孩子的學習表現。而在原住民學生家長們

的眼中，究竟是如何看待孩子的教育問題

呢？都會與部落的家長又有什麼樣不同的經

驗與觀點？且讓我們聽聽來自不同縣市、不

同民族家長的看法。

影響學業的因素

談到影響孩子課業表現的原因，家長們表

示在不同的階段會有不同的因素。台東縣海端

鄉的邱媽媽（布農族）認為，部落小學的師資

良莠不齊很關鍵；有的老師確實充滿熱忱、教

學認真，但也有老師是抱持著敷衍了事的態

度。因為山區學校人數少、也沒有課業上的競

爭壓力，所以對老師們來說，是否認真教學就

成了一項良心事業。

到了國中階段，許多原住民孩子面臨到離

開部落、到山下寄宿求學的問題，此時又正逢

青春叛逆期，孩子要適應山下求學生活，又要

處理自己的情緒起伏，因此無暇顧及課業。桃

園縣中壢市的莊爸爸（鄒族）便分享了自己的

經驗：國中時代來到山下求學，在國一時花了

很多時間去適應環境，從國二開始才有心思與

精力去面對課業，到了國三才較跟得上班上的

成績。因此他建議校方應更重視原住民學生的

生活輔導問題，解決了學生在適應上的困難、

待學生調整好心情之後，相信他們在課業上會

逐漸步上軌道。

而在高中及大專院校階段，課外打工則

是影響學業成績的一大因素。新竹縣尖石鄉

的羅爸爸（泰雅族）表示，原住民家庭在經

濟上較為弱勢，隨著孩子念到大學以後學費

越來越貴，再加上孩子隻身到都會地區求

學，雖然有政府的學雜費補助，還是必須支

付額外的生活開銷。孩子為了減輕家中經濟

負擔，在課餘拼命打工賺錢，幾乎無暇顧好

課業。

家長們還提到其他會影響學業表現的原

因，例如談戀愛、人際關係、家庭失和、以

及沉迷網路遊戲等，這些因素則較不分求學

階段或民族身分，是所有學生都可能面臨的

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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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與原鄉的差異

都會與原鄉的原住民學生家長，在談到

影響孩子課業表現的因素方面，有不同的發

現。家住台北的胡媽媽（阿美族）表示，都

會充滿許多外來誘惑，例如演藝圈的流行文

化以及網路遊戲等，是比原鄉更繽紛、更複

雜的環境，很容易使孩子分心。另外，巫媽

媽（阿美族）則表示，都會地區確實有比部

落更豐富的教育資源，例如補習班、圖書

館、博物館等等，但都市原住民家庭的經濟

狀況普遍來說仍舊處於弱勢，要享受到那些

豐富的教育資源，可說是不得其門而入。像

是她的孩子就讀公立高中，但班上同學的家

長不是老師、就是公司主管，他們的孩子從

小就被送去各式各樣的補習班，當然反映在

課業成績上便會有相當程度的差異。孩子為

了減輕家庭負擔努力考取公立高中，雖讓她

感到欣慰，卻也心疼孩子必須承受龐大的同

儕壓力。

而在原鄉的家長則普遍認為，家庭收入

不穩定是影響孩子課業表現的最大因素，狀

況好的家庭還可以勉強讓孩子繼續升學，但

也有家庭是無法支付教育方面的開銷，甚至

必須讓孩子也一起工作賺錢才能維持家計，

也因此造成部落裡的升學風氣並不興盛。此

外，部落裡的隔代教養問題也是很重要的關

鍵，許多孩子的父母到都會工作，將孩子留

給祖父母照顧，使得孩子的教育問題長期受

到忽視。

家長的教育態度

大部分受訪家長對於教育議題表現出較

開放、自主的態度，並不會刻意要求孩子成

績必須名列前茅，宜蘭縣大同鄉的吳姓家長

（泰雅族）表示，比起課業成績，他更重視

孩子的品格教育，而南投縣仁愛鄉的曾姓家

校方應更重視原住民學生的生活輔導，因為許多原住民孩子在

國中階段離鄉求學，國一花了很多時間在適應環境，國二始有

餘力去面對課業，國三才漸入佳境。

基本學力 原住民學生家長怎麼看

永齡希望小學學生課後輔導班上課情形。              （圖片提供：高秀玉） 無論升高中或是大學，都會的補習班面面俱到。       （圖片提供：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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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泰雅族）則會為孩子所承受的課業壓力

感到心疼與不捨。

多數家長表示，如果家中經濟狀況許

可，會支持孩子繼續升學，台東縣大武鄉的

伍姓家長（排灣族）認為，孩子至少要念完

高中，至於未來是否繼續升大學就看孩子有

沒有興趣或能力。台東縣的邱媽媽說，女兒

從小就自動自發念書，從來沒有補習、也不

需父母操心，一路從國中、高中進入大學，

如果將來她有興趣繼續念研究所，家裡會全

力支持她。

住在台南市的高媽媽（排灣族）鼓勵孩

子與自己比賽，念書考試不是要和別人競

爭，而是要突破自己的能力與極限。由於她

從孩子小時候就積極提供良好的學習環境，

因此她的孩子在課業上都有不錯的表現，兒

子今年參加國中基測考了350分，若再加上族

語認證的加分，要考取台南一中應該不成問

題。

台北的巫媽媽則認為，孩子念書還是要

靠自己去規劃、實踐，父母雖然沒辦法提供

孩子課業方面的指導，但可以給孩子關心、

鼓勵、建議、還有經濟上的支持。因為親子

倆的互動不錯，如果孩子考砸了，雖然嘴巴

上沒說，但媽媽從孩子的臉色就可以看得出

來，此時她會告訴孩子：「考不好你要問自

己，不是怪老師、也不是怪題目太難，這次

沒考好還有下一次，不要灰心、下次提早準

備，盡力就好。」一路看孩子長大，巫媽媽

在一旁有時看得心急，卻也不會插手太多，

她希望孩子能自己摸索、自己從碰撞中去吸

取經驗來學習。

高雄縣桃源鄉興中國小的布農語教學。       　　　　　　　　　　　　　　　　　　　　　　　　　　　　            　 （圖片提供：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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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分優待的延伸問題

許多家長表示，加分優待政策並不一定

是提升原住民學生升學表現最好的選擇，應

該視孩子在校的學習情況，再決定是否接受

加分優待。無可諱言，加分優待可以幫助認

真向學的學生考上理想學校，但在入學之後

才是面臨更大課業壓力的開始，甚至因此產

生揠苗助長的可能，有家長提到，曾有部落

孩子加分進入明星學校後，因為跟不上班上

同學程度，反而就此中斷了學業。

針對族語認證加分，尖石鄉的羅爸爸表

示，對於通婚家庭來說，這點是較不公平的

地方，因為無論是原原或是原漢通婚的家

庭，父母之間通常都是用國語溝通，對小孩

子更是用國語來進行對話，因此在族語學習

方面，通婚家庭的孩子是較為缺乏學習環境

的，或許未來的族語教學或加分政策可將此

點納入考量，效果應該會有更完善的發揮。

家長看未來

台北的巫媽媽認為，自己與孩子住在都

會地區，生活雖稱不上富裕，但比起住在花

東的族人，確實是享有更多的教育資源與優

勢。以社會發展趨勢看來，要改變未來原住

民整體社會經濟地位的方法，因為知識就是

力量。因此她有一個夢想，希望自己目前就

讀高一的兒子，能在今年夏天回台東老家參

加豐年祭時，為部落做些回饋。如何回饋？

可以從協助指導部落孩子的暑假作業開始。

巫媽媽發現，部落裡的孩子很聰明、反應很

快，但在許多隔代教養或缺乏穩定經濟來源

的家庭中，他們的教育並沒有受到重視，而

且暑假期間學校停課、部落裡沒有安親班、

也缺乏大專院校的服務營隊活動，孩子們的

時光都在嬉戲玩鬧中度過了，因此巫媽媽希

望這個陪伴與召集孩子們學習的重責大任，

能從自己的兒子開始做起。指導孩子的課業

不僅僅只是單向的付出，她相信自己的兒子

在這個過程之中，必定會有更多寶貴的收穫

與體驗。◆

加分優待並非改善原住民學生升學表現的最好選擇，應視孩子的

學習情況再決定是否加分；否則入學即面臨更大的課業壓力，甚

至會因程度不足反而就此中斷學業。

　基本學力 原住民學生家長怎麼看

台東市富岡阿美族巴沙哇力部落豐年祭。　　　 （圖片提供：宮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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