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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為原住民與教育職場的一員，在台北縣近

20年的服務生涯中，常觀察著教育環境的

改變及思索原住民教育政策的落實情形，深感

若原住民教育人員不親身參與及積極投入，怎

能明確瞭解原住民子弟在進入都會地區後，所

面臨的發展困境為何，又怎能務實提供適宜的

解決之道。個人有幸從95學年度開始成為台北

縣原住民教育輔導團的一員，在參與中從政策

規劃、行政運作、課程教材編製、教師培力增

能、學生輔導協助、家長參與及資源整合、文

化特色創新等，從各層面來瞭解與體會輔導團

各項工作的緣由及脈絡，也因此對於新北市的

原住民教育問題有著更深一層的體認。所以，

本文係由自身參與台北縣原住民教育輔導團後

之感觸，簡單析述原住民教育的因應策略。

原住民教育的困境與對策

一、提升原住民教育成就，維護學童受教權益

原住民可能有很多根深蒂固於心中，影

響其教育成就，並影響其採取行動的許多假

設、成見，或甚至圖像、印象。原住民對這

些阻礙，首先應審視自己，並進行一種有學

習效果、兼顧質疑與表達的交談能力，進而

表達自己的想法，開放地接納別人的想法，

進一步去除原住民標籤化的弊病，從行動中

反思。並透過正式和非正式組織的溝通方

式，檢討溝通對原住民弱勢現象的教學觀念

和應變機制，建立共同意識，改變教師教學

模式，提升教學效率和教育品質。

另政府應考量憲法之精神，落實對於弱

勢族群教育扶助之責任。全面檢討現行裁班

併校之策略，並針對已經進行裁班併校之學

生適應情形進行調查分析，以瞭解其學校適

應是否有不利情形。一方面在客觀評估政策

效益之前，暫時凍結裁班併校行動；另一方

面則擬定合理的政策與配套措施，以兼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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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教育問題無法單靠學校克竟其功，應該結合民（立法院）、

官（行政機關）、產（企業界）、教（學校教育人員）、社（部落

社區家庭）、學（學術研究）等六方面，共同策勵推動原住民教育

改革。

方自治與學童受教權益。並針對原住民學生

學習特性與輔導措施進行分析探討，歸納建

構出適宜之協助指導策略，提供學校教師參

考利用，有效幫助原住民學生有效且快樂地

學習，建立學習自信。

二、 變遷社會，原住民教育有賴全國人民重視

由於原住民的教育問題比一般教育問題

更為錯綜複雜，單靠學校教育是無法克竟其

功，需要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才能達成原住

民的教育目標。因此，原住民教育的推動，

應採取學校與社會各界多層面參與的策略，

應該結合民（立法院）、官（行政機關）、

產（企業界）、教（學校教育人員）、社

（部落社區家庭）、學（學術研究）等六方

面，共同策勵推動原住民教育改革。

若能改善原住民地區軟硬體交通建設，

普及原住民特色學校電腦網路，將是改善原

住民教育的重要方法。另應積極營造「學校

社區生命共同體」，因為在原住民地區，社

區是學校的所在地，學校是社區的精神文化

堡壘，也是居民生活與學習的重要地方；學

校與社區的問題，都深切影響彼此的發展，

教師帶領學生至原鄉地區進行文化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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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解決，彼此互信互賴，相輔相成。再

則，保存原住民文化，應該秉持「尊重文化

差異、保存文化資源」來替代文化的歧視與

壓制，以適合原住民族群的文化特色。除

此，教育體制應該更加多元化與交流化，加

強原住民地區學校及不同地區學校的互動分

享，才能積極建立全民尊重多元族群文化的

視野態度，以及促利族群間的我族和他族認

知認同。

三、建立完善原住民教育體系，

        落實公平正義精神在原住民

為了建立原住民教育體系，政府應擴充

教育部專責單位以及原住民委員的業務職掌

範圍，同時應擴大原住民教育行政體系的功

能。例如在垂直分工方面，中央與地方的教

育主管單位應釐清與界定彼此業務職掌，權

責劃分清楚，並徹底執行業已擬定之工作計

畫與事項；在橫向聯繫方面，建構與強化原

住民教育機構之間的聯絡管道，定期召開政

府單位間相關業務部門之檢討會議。此外，

制定、檢討與推動與原住民教育有關法令的

工作（例如原住民教育法、原住民基本法、

原住民語言發展法等），亦是當務之急。如

此才能釐清原本實際執行時之模糊地帶，及

克服解決原住民教育體系建構時不同於一般

教育體系的差異性和特殊性。

四、強化原住民學生認同原族工藝文化，

        並以學習族語為己責

原住民教育從古至今，在工藝文化、族

群語言有著獨特性，鼓勵相關學校成立原住

民傳統技藝社團或團體；特別是原住民學生

較多的學校，成立原住民傳統技藝社團或團

體，是有效推廣原住民工藝的方式。原住民

有許多布織品和銅器類製品，無論是建築裝

飾、衣飾、工藝品、慶典祭儀等，處處皆可

發現原住民將與大自然互動下的特殊情感、

動人故事和神話傳奇，融入了他們特殊的美

學創意與品味中。再加上原住民先天上，對

於視覺藝術有著獨特的觀點，在各族之間的

圖騰象徵，具有神秘及好奇的親切感；從行

銷的角度來看，若能將其文化產品量產化，

透過相關活動辦理，贈送或販賣，對於原住

民有相當幫助。

而原住民語一直是人類文化的瑰寶，師資

學校規劃學生進行原住民射箭技藝體驗。　　　　  　　　 都會地區學生至原鄉地區學校進行文化生態之旅及建立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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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地區教師須具備族語文化的知識與關懷，相關課程應列

入師資培育規劃；都會地區則可整合各種社區資源，打造文化

傳承基地。從生活紮根、從問題解決、從思維改變，才能深化

自信認同與樂於學習族語。

培育課程應規劃原住民語言文化課程；修習者

若有意至原住民地區學校任教，教師須具備原

住民族語言文化知識與關懷，以利教學工作。

此外，對於移居至城市的都市原住民，善用原

住民群聚之特性，整合教會、協進會、社區發

展協會、部落大學與居住社區等力量，型塑文

化傳承與族語學習基地，瞭解自身文化語言之

美，發掘拓展族群優勢特質。從生活紮根、從

問題解決、從思維改變，活絡能力，才能深化

自信認同與樂於學習族語。

五、擴增菁英人才，加速原住民職涯發展

面對全球化趨勢所造成之衝擊，原住民

族當前亟需積極改善人力結構並培育人才菁

英。政府應持續推動原住民族技職教育與社

會教育（包括部落大學），強化原住民族青

年適應現代社會所需之知識經濟專業知能，

提高其就業機會與層級，並增強成人轉型與

適應社會變遷的能力。在原住民就業因應策

略上，鼓勵參與職訓和生涯教育課程，建立

正確工作觀念，透過社區和企業界人士的參

與，才能使課程符合社會與職場需求。發揚

傳統文化技藝、開創原鄉就業機會、輔導在

地就業，有效執行生涯教育，才能讓原住民

跨越自我設限的界線，找到發揮的定位與拓

展多元的價值，並為個人與社會未來的發展

注入更多的活力和改變的可能。

轉變因應模式 在知識型社會創造優勢

原住民教育的推動面對了多種的困境，雖

然政府力以扶助原住民教育，但原住民的心智

模式必須加以轉化，才能因應知識型的社會。

台北縣原住民教育輔導團的成立與協助，給予

原住民教育相關政策的推動提供了許多的能

量。但更重要的是，許多參與原住民教育輔導

團的夥伴，因為投入，看見了「原住民教育改

變的可能」；因為關心，發現了「原住民教育

問題背後的陽光」。因此在終身學習、文化傳

承與多元價值的時代，我們更應掌握教育對於

原住民未來發展的重要關鍵，將潛在優勢轉變

成實質優勢，推廣原住民文化，強化部落永續

發展，協助原住民立穩各地，放眼世界，邁向

康莊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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