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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住民教育在政府積極補助

及關心之下，在某種程度

上已有適度的進步與成果。這

幾年政府也注意到要全面提升

原住民教育的發展，幼兒教育

這一環也是很重要的關卡。所

以為了要讓原鄉的幼兒能夠獲

得良好的教育與照顧，在原鄉

地區普設國幼班。

爭取設立國幼班的經過

寒溪國小的國幼班在前任

校長林光輝積極爭取下，於95

學年奉准成立，並於是年8月招

標興建校舍。在園舍建築規劃

上採取自然、開放的華德福式

設計，更融合校區內的大片草

地，讓孩子擁有寬廣、開闊的

學習空間。

教育部為了讓每位在學的

孩子都能擁有一個最棒的學習

天地，在正常的環境中有著無

憂無慮、適性發展的成長，積

極推動許多專案經費供各校申

請。本校也藉由此專案採購了

許多適合孩子學習的教具及設

備。譬如：獨一無二的地板床

設備，讓每位孩子可以有個暖

呼呼的午睡時間；可愛無比的

娃娃家、寫實的各式模型，讓

大家可以盡情扮演各種角色；

豐富多元的圖書設備，讓孩子

能在無邊界的想像世界中飛

翔；多功能的體能設備及豐富

的大自然環境，提供各種不同

的感官發展等等。

泰雅文化 融入建築與課程

為了要讓本校學童不忘

記身為泰雅族人的本質，我

們除了在校舍的外觀上用泰

雅獨特的菱形圖形當做景觀

莊仁實（宜蘭縣大同鄉寒溪國小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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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造型，也在課程的設計

上融入泰雅文化。例如：聘

請專業的母語老師，讓孩子

享受說母語的樂趣，更在相

關傳統文化的課程中，推動

狩獵文化、祖靈祭及射箭等

活動，讓孩子親身體驗屬於

泰雅族群的文化藝術內涵。

寒溪國幼班經驗的反思

政府的重視與用心，讓原

鄉學校在推動學前教育上，獲

得許多寶貴的資源，也讓原鄉

的孩子們在舒適的環境下進行

學習，更讓學校老師透過專業

能量的發揮，為原鄉孩子的成

長來努力。仔細省思這幾年推

動的狀況，有以下幾點值得提

出來共勉：

一、成立國幼班工作團隊

國幼班工作團隊的成立，

有助於國幼班在園務上及教師

專業的發展。本縣國幼班的教

師們透過每個月的例行性會議

討論各種教學現場的問題，以

及舉辦各種不同的教師增能研

習，期望能夠協助現場教師增

進各種專長。另外聘請幼教輔

導員到各校進行入班觀察與輔

導，發現各種教學現場的迷思

與問題，更讓每位教師能透過

觀察記錄發現教學過程中的缺

失與優點，進行自我教學成長

省思，並透過各種不同的溝通

方式，讓彼此成長。

二、原鄉國幼班應免費

目前在原鄉社區托兒所，

大都由鄉公所編入預算全額補

助，或者由縣議員用地方建設

經費挹注。造成應該進入國幼

班就讀的孩子，家長在經費的

考量之下（雖有補助，但部分

尚需繳），大都選擇就讀社區

托兒所，這對於原鄉幼兒教育

的發展會有不良的影響。另

外，有的私立托兒所也打出免

費口號，會造成鄰近城鎮的國

幼班在招生上有極大的困難。

三、需增加國幼班員額編制

目前國幼班大都屬於國民

小學幼稚園性質，教師的作息

都和國小部一樣。寒、暑假上

不上課也是原鄉家長選擇是否

讓孩子就讀原鄉國幼班的主要

因素之一。不管是社區或者是

私立托兒所，寒暑假大都放一

至二週的假期，這對於原鄉家

長安排孩子假期上有極大的便

利性。因此，如果要讓原鄉國

幼班有競爭力，讓原鄉孩子有

更多的時間學習，勢必要調整

員額編制或者訂定相關配套措

施。否則徒有美意，並不能讓

原鄉家長真正受益。

四、探討影響原鄉家長選擇

就讀園所的原因

召開班親會時家長常提的

就是隔壁的孩子在私立托兒

所，他們都會寫字、認字，為

什麼國幼班不教寫字。這些議

題一直是公立幼稚園必須嚴肅

面對的問題。是否請研究單位

針對提早寫字的學習成效進行

研究，以破除相關迷思，也才

能增加國幼班招生的競爭力。

國幼班為原鄉在大自然

中生長的孩子們開展了豐富

的學習，更保留了純真的可

愛，讓每位孩子都能快樂成

長，也為家長們開啟一處能

提供孩子安心成長的園地，

無須將自己的寶貝送到遙遠

的地區就讀，也在這些豐富

的資源中，減輕了許多無形

的壓力。就讓我們持續給國

幼班的夥伴們掌聲吧！

目前在原鄉的社區托

兒所多由鄉公所或地

方建設經費全額補

助，甚至一些私立托

兒所也打出免費口

號。由於國幼班尚需

繳納部分費用而遭家

長排除，這將對原鄉

幼兒教育發展產生不

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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