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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上的孩子，山上的孩子，都沒有穿褲子。

屁股黑黑的，滿身都是度嘎仔（泥巴），

穿過那森林和那山谷，打赤腳來到平地⋯⋯這

是一首在部落中傳唱已久的歌謠，歌曲以俏

皮、輕快的旋律來編曲，歌詞中帶有原住民孩

童天真爛漫又單純的想法，但卻也確確實實地

反映出早期漢人對原住民孩童的刻板印象。

不尋常的「常態」 原鄉學童學力低落 

台灣大部分的原住民學童都居住在群山環

繞、令人稱羨的世外桃源中，坐擁豐富的自然

資源以及獨特的文化涵養。然而，在與平地學

生一同求學的現實社會中，原住民學童往往是

被歸類為較弱勢、低成就的一群。其學力遠低

於平地學童（有些已屆畢業的國小學生，甚至

還無法完整寫出所有的注音符號），這些現象

已逐漸成為一個不尋常的「常態」，原因為

何？筆者有幸能於畢業後回鄉任教、回饋部

落，茲將任教以來所觀察到的原因歸納如下。

家庭教育功能不健全

近幾年「單親家庭」以及「隔代教養」的

比例可說逐年攀升，而原住民地區又更為嚴

重。單就筆者所服務的學校而言，平均每3個家

庭就有2個是單親家庭或隔代教養家庭。有些單

親家庭因父或母在外工作，往往使得照顧子女

的工作落在家中年邁的祖父母身上；祖父母雖

有心管教卻苦於語言無法溝通，而與學童在相

處上產生隔閡。學校教育以及家庭教育無法在

學習上產生有效的連結，使得學生在課後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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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兼顧文化傳承又成功留住學生，是現今許多原住民國小

普遍面臨的問題。傳承部落文化的民族教育竟被許多家長認

為有礙學業，紛紛將學童轉往平地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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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因此中斷，進而影響到學童的基本學力。

教師心態上的偏差

許多教師在調任至偏遠地區的學校時，往

往抱持著「待個兩三年就可以調走」的心態，

甚至是將到偏遠地區任教當作是累積積分的工

具。在教學上，亦往往因為偏遠地區的家長對

於學校的教學鮮少有意見，因此使得教師在教

學以及管教上較為鬆散，進而影響到學童的上

課品質。

「一般教育」與「民族教育」的迷思

現今的許多原住民國小普遍存在著一個問

題：如何兼顧文化傳承之重任，又能成功留住

學生。學校可以說是部落文化傳承之樞紐，透

過許多管道以及方式進行文化傳承的工作，例

如：學校本位課程之推動、在校彰顯原住民族

文化特色、進行族語教學、指導族語合唱、展

開民族舞蹈教學等。這原本是部落的「主流文

化」，卻被許多家長視為「次級文化」，認為

會影響到學童的課業，因此紛紛將學童轉往平

地學校。此舉使得許多原住民地區的學校，每

年都在招生上花費極大的工夫，深怕明年學校

會因人數招生不足而面臨裁併校的危機。

軟硬體設備的不足

偏遠地區學校的軟硬體設備都明顯不足，

以致於學生的學習資源以及多媒體教材的使用

能力，難望平地學生之項背。尤其現今資訊科

技發達、網際網路便利，「家家有電腦，戶戶

有網路」早已成為都市普遍之現象。但對許多

原住民學童來說，家中有電腦的屈指可數，1個

禮拜1堂的電腦課成為他們唯一可以接觸到電腦

的機會，在這樣的環境下，原住民學生接收到

的資訊自然無法與平地學生相比。

教育體制 亦應為原住民學生量身訂做

除上述原因外，其它如經費短缺、師資素

質、父母價值觀之差異等，亦對學生在校學習

造成影響。然而，長久以來，教育體制舉凡授

課、測驗、升學等，皆是以主流社會之價值觀

為基礎，而在原住民地區成長的孩童，其成長

背景與現實社會有著極大的差異，是否也適用

於當前之教育制度呢？原住民地區的學校，幾

乎都以當地特殊的文化風情、人文涵養做為其

本位課程之主軸，相對的，原住民學生在藝

術、歌舞方面的資質以及天份則是遠優於平地

學生。教育部應重新擬定一套專為原住民學生

而設計的教育策略，讓原住民學生同樣能在社

會不同的領域發光發熱。◆

本校實施族語教學之情景。族語老師教授學生傳統歌謠及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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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縣茂林鄉下三社魯凱族，

族名Omalizi Kumula，1981年

生。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初教系

畢業。目前任教於高雄縣茂林

國小並擔任訓導組長。近年來

有感於部落傳統文化式微，青

少年逐漸迷失於外來文化中，

在校期間對推動文化傳承活動不遺餘力，盼能提升學童對

部落的認同感並保存部落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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