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0 原教界2018年4月號80期

Campus Report校園報導 キﾔンパスレポート

是傳統原

住民族部

落之生活面貌，而文化的發展

則是來自生活間互動。「織

布」這項傳統的工藝技術，從

一開始的生活所需，逐漸承載

著文化的意涵，透過口述、歌

謠、傳說等方式傳承給下一

代。但文化的發展常受到當下

的時空背景而產生影響，特別

是在國家政策下，原住民族的

傳統文化受到挑戰，而面臨自

身文化逐漸消失的窘境。

教育政策與織布教育

教育政策是影響原住民

族傳統文化最直接的方式，同

時也是找回傳統文化的手段。

從日本統治時代開始的「理蕃

政策」與「教育同化」，到戰

後國民政府來台初期所實施

「山胞政策」、「山地平地

化」，都直接破壞了原住民族

原本的生活形態，使得傳統文

化產生世代間的斷層。到了

1990年代，本土文化社會運動
蓬勃發展、文化觀光產業的興

起，漸漸的可以在鄉運、文化

祭甚至是觀光景點中，看見原

住民族傳統織布的文化展演；

這股潮流同時帶動部落間的產

業復興，舉凡「加強山胞家政

推廣教育計畫」、「社區總體

營造文化產業」、「輔導傳統

工藝產業暨婦女副業生產創業

經營」等政策皆是時代潮流下

的發展。

2001年之後，以「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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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人與社會」、

「人與自然」三個面向為教

育主軸，整合所有國語、鄉

土語言、英語、數學、社

會、自然與生活科技、藝術

與人文、健康與體育、綜合

活動等學習領域，並依學生

能力為指標，成為教育目標

的依據的「九年一貫的課

程」登場，並在2004年9月開
始全面實施。呼應九年一貫

的課程改革運動，許多國小

教師們紛紛攜手合作，連結

在地資源，建構文化課程，

於是，教師紛紛開設特色文

化課程，以扶持多元文化的

發展。

織布教育的論文

學校教育，做為文化傳

承的第一線，原住民族各鄉

鎮部落的國中小學，也試圖

將傳統文化導入「九年一貫

的課程」之中，但大多的教

材僅粗淺的介紹原住民族的

傳統與文化，原民學生對於

自身傳統文化的認知還是不

足，為了能更瞭解原民國中

小學的教學成果，以關鍵字

搜尋「台灣博碩士論文知識

加值系統」，發現雖然有關

原住民族教育議題的學位論

文總篇數高達738篇，但撰寫
織布教育的論文卻僅有5篇。

從這5篇論文的內容來
看，原民中、小學中有關織

布教育可提供參考的教學模

組較少，教案大多以「自然

科學」、「藝術與人文」這

兩個學科為主，且都試圖以

文化為中心的本位教學來教

導學生編織教育。從介紹織

布的文化與傳說開始，逐步

向學生說明織布的發展與應

用，希望能讓學生瞭解自身

的文化，並勾起學生對於傳

統文化的興趣，以加強對自

身文化的認同，進而在織布

的過程中產生對傳統文化傳

承的抱負。除了教授學生關

於織布的文化與技術外，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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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植到製成、染色、織布、

成品的生產線所需的各種技

藝，透過其他學科（自然科

學）將傳統技藝導入教學課

程，使得課程間能相互連

貫，產生學習的連續性。

織布教育推動上的困難

2014年「學校型態實驗
教育實施條例」通過後，原

住民族地區的教育產生新的

變化，原民地區許多學校開

始嘗試申請民族實驗教育計

畫，至今已有多所學校開始

施行，雖然以文化為中心的

本位教學能解決學生文化知

識不足、文化難以與現代連

結的問題，但現今原民中小

學在推動編織教育的過程中

卻普遍面臨教育資源缺乏及

專業師資難尋的問題。

部落大學的織布教育

原住民族織布教育除了

在國中小教授之外，成年的

部落族人為了找回自身的文

化，也紛紛前往部落大學學

藝。部落大學自2002年開辦以

來，台灣各縣市目前有15所部
落大學，開辦各種文化、技

藝、語言課程。初設之時，

都市區的部落大學多以實務

課程、語言課程為主；部落

型則有較豐富的傳統技藝課

程。然隨著時間、師資增

加，都市型部落大學亦開始

辦理更多的技藝課程，包括

新北市、台北市、高雄市等

地，於近兩年皆有開設編織

教育課程，依區域不同有布

農、阿美、泰雅、魯凱、排

灣等不同族別。以泰雅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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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圖片提供：：許素

芬）



53原教界2018年4月號80期

傳統編織課程最多，其次是排

灣族的編織、鉤織課程，並且

除了原住民族人學生之外，也

有漢人學生參與。

部落大學織布教育的現況

為了瞭解現今部落大學

織布教育的教學現況，本篇採

訪到在屏東縣部落大學中，學

習編織已有四年的許素芬小

姐，談談身為漢人學生在部落

大學學習編織課程的心得。

問：請問編織課是如何

進行呢？

答：一開始每個人需要

一台織布機，因為一條200公

分左右的織布，需要30個小時

才能完成，單單只有上課時間

去織，是不夠的。每週上課

時，老師教授織布方式、技

巧，學生在課堂上操作，並繼

續帶回家製作，等到下周上課

時，老師再依照每個人的進度

個別給予指導。但老師也歡迎

同學在課餘時間，到他的家裡

去問問題。

問：請問大約學習多久

才開始比較上手？

答 ： 以 我 來

說，初學整經、基礎

織法等需學習約兩

年，輔以日常練習才

能熟練。畢竟一塊布

有300條線，一開始

很容易分不清楚。

問：你認為編織課程的

重要性為何？是什麼原因讓你

持續這麼久的時間一直學下

去？

答：一開始報編織課，

是因為對編織有興趣。一學下

去才發現，編織是一件既耗費

腦力，也需要勞力的工程。因

為從一開始就需要思考、設計

整塊布的花紋該如何配置，才

能開始進行整經、編織，途中

換線等等，過程雖然要花費很

多時間，但也有很多趣味。我

這四年學的是排灣族的織法，

已經學到比較進階的織法。雖

然現代新的織布機都相同，但

每個族的織法還是有差距，如

果未來有時間希望可以去學其

他族的織法。

編織技藝過往是傳統婦

女的重要工作，隨著時代更

迭，部落的編織文化已然轉型

成為部落產業的主要特色。

共同保存珍貴的編織文化

織布是一件需要長時間

累積、練習才能越發精進的技

藝，不能一蹴可幾。部落大學

受限於補助、辦學型態，沒辦

法長時間培養、累積。許多學

員只來一期、兩期就因為家

庭、工作等因素，而無法再繼

續上課，能學習到更進階編織

技術的人寥寥無幾。然而，我

們仍舊樂於見到更多的部落大

學持續開辦編織課程，且現今

網路普及，線上授課也是新型

態的教學模式，若能兩相結合

勢必能讓編織課程更深化，例

如台北市部落大學透過網路平

台上傳教學影片，不僅讓更多

的學員認識編織，也因為網路

無疆界，讓學員能不因搬家、

換工作地點而中斷學習，不失

為一良策。期待部落大學的編

織課程，能持續地在各地發

展，並有更多族別的編織老師

一起加入，共同保存珍貴的編

織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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