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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擁有豐富而多元的原住民族，其歷史、神

話、傳說是重要的文化資產，如何透過教

育達到世代傳承，是我們需要努力的目標。教育部國

民及學前教育署於106年開始規劃「原住民族重點學
校新校園運動」，期望藉由校園境教設施改造，使教

學場域展現原民新風貌。從地理位置來看，原住民族

重點學校大多位於原民部落，以資源而言，原民部落

與平地學校截然不同，尤其是部落社區與學校間的連

結更為緊密，我們希望學校以參與式設計的形式，邀

請部落居民共同參與共識會議，讓部落耆老、居民共

同討論「到底原民部落的學校，應該要有什麼樣的風

貌？」

召開專家諮詢會議研商計畫，推動原民新校園運動

自106年3月，召開研商推動原民新校園運動計畫
會議，找來國立雲林科技大學鍾松晉副教授擔任計畫

主持人，由署內先行研議計畫草案，後續邀請各領域

專家學者，包含：建築、營建、原民教育、原民文

化、設計及景觀等共同研商，另外也集結縣市政府承 辦人、教育工作者一同參與討論，歷經多次修正，使

計畫內容更為完備。 
 原住民是天生的藝術家，因此，原民新校園運動

最大的特色，就是希望學校以雇工購料的方式完成校

園改造，由部落為基點加以發想，集合耆老、工班、

學校共同討論，召開共識會議，進一步帶領原民學生

參與施作，以在地素材發揮部落特色，將成果融入課

程教學，促進部落、社區的共創共學，讓兩者得以緊

密結合，這不僅僅是校園環境改造的推動，更是整個

部落文化傳承的運動。 
原民新校園運動計畫的目標，著重於教育及部落

的結合，就教育的面向而言，我們期望藉由辦理校園

改造成果之競賽，增進校園傳統部落文化之推廣，鼓

勵部落學校將原住民族文化結合校園設施，有效整合

資源與活化教學，提供學生部落文化特色及族語交流

之學習環境，進而激發學生自我文化認同與學習動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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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重點學校新校園運動計畫執行歷程─部落校園動起來！

學生透過教學動手操作，熟悉自己的校園環境，並能認識自身文化的主體性。

第一屆原民新校園運動第一階段第一級績優學校大合照，期待21校績優學校營造出令人驚艷的校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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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到學校對計畫的用心。每

當學校說明會及增能研習會上提

出問題，亦或是在休息時間向計

畫主持人及講師討論執行困難應

如何解決，看到學校主任校長認

真執行計畫、尋求問題的解決方

式，這些都讓我們甚感欣喜！ 
 

績優大會師評選，

原民學校成果展現 
在第一階段學校施作完畢

後，地方政府先行初選提報參與

績優評選之學校，再由本署辦理

校園訪視評比，並在107年5月31
日「原力覺醒—形塑原民新風

貌、打造原民新教育」活動中，

舉辦績優大會師現場成果發表，

評選出第一級3校、第二級6校、
第三級12校，共計21校績優學

校，並分別補助不同級次之績優學校500萬、
400萬、350萬元獎金，進入第二階段校園全面
大改造。為了更全面評比各校執行的成果，無

論是校園訪視評比還是績優大會師現場成果發

表，國教署都邀請不同領域之專家學者進行評

分，在這過程中，十分感謝眾位委員共襄盛

舉，一起前往部落進行評選。 
活動當天有67所學校參與績優評選，每一

校都使出渾身解數，製作模型及佈置展攤，我

們也看到很多學校，請學生以族語講解施作成

果，活動會場就像是原民嘉年華。透過校長、

老師、耆老們之間相互交流，我們希望原住民

族重點學校新校園運動能作為媒介，讓「部落

傳統文化融入校園環境」這樣的觀念透過計

畫，在部落學校的老師們心中發芽，讓校園不

再只是硬梆梆的水泥建築，而是活生生的校園

環境。活動最後的頒獎典禮，我們頒發獎項給

獲獎學校，提供他們後續得到更全面的發揮空

間，延續、傳承原住民族文化，讓校園成為部

落的驕傲，讓部落以自身為榮！ 
 

原民校園全面啟動大改造 
於績優評選結束後，我們再次邀請獲獎學

校開會，討論後續辦理的方向。各校皆提出令

人期待的計畫書，無論是建造石板屋、小米

田，都引人好奇與期待—第一屆的獲獎學校將

化身何種風貌？全面大改造預計將在108年年底
完工，期間我們也將持續扮演積極輔導的角

色，帶領學校完成施作。最重要的是，希望學

校師生在過程中能獲得喜悅，部落居民也能因

計畫，而開始對校園建築付出關心，讓部落居

民、學校師生及政府單位互助、成長。而學校

及學校間也能相互影響，讓校園新風貌的改造

形成運動，宣揚計畫的核心價值。 
建築—可視為各族文化價值的象徵，而教

學則是文化價值的延續，當部落學校活起來，

成為部落文化資產的一部份，我們期待「學

校」成為部落的重要精神指標，它不僅是授課

的場所，更象徵社群的凝聚，也成為歸屬感的

來源。我們將持續以「原住民族思維」推動教

育相關政策，期盼讓原住民族文化受到更多重

視，同時激發各學校深入思考己身的文化價

值，期許看到更多學校師生投入，並持續培育

學生對自我文化的認同，讓原民文化藉由教育

的力量持續訴說與營造。

原住民族重點學校新校園運動計畫執行歷程─部落校園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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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計畫說明會及增能研習會，強化文化價值

納入校園觀念 
自106年7月發布計畫後，為了讓地方政府

及學校了解計畫的內容，辦理北中南東共計6
場說明會，會上除了說明計畫執行流程，另提

供國內外相關校園環境與文化融合的案例，協

助學校進行發想及規劃，並建議學校將施作的

過程及成果融入課程，讓校園設施不再只是冷

冰冰建築物，而是能活絡於校園及社區間的

人、事、物，成為校園中的大型教具。 
 經過徵件後，106年第一屆原民新校園運

動共計有130校提出計畫，計畫申請完成後，緊
接而來要面對的是執行計畫，由於是第一次辦

理這樣的計畫，起初讓許多學校的校長、主任

頭痛，開始表態雇工購料難以實現、不知如何

執行及核銷，甚至提出要直接以工程發包的形

式，交由承包廠商負責施作。在面對各個學校

接踵而來的疑問跟尋求支援的訊息，我們辦理

一次又一次增能研習會，在會後檢討會議是否

有助於學校的需要，同時檢視每一次的增能研

習會是否有將計畫的初衷傳達給學校，經過4
場增能研習會上專家學者的說明，學校漸漸掌

握到計畫的核心價值，著手執行計畫。 
在國教署核定經費後，校方需要持續和部

落的耆老、工班討論召開共識會議討論，因初

次辦理這個計畫，發生許多在會後才發現執行

困難的情形，或是參加增能研習會後，發現原

先計畫經費難以核銷等狀況，學校因而提出需

要修改計畫的需求，這也讓我們進一步去檢討

在未來應預留時間，提供學校先行構思及討論

計畫的可行性，對於在計畫上應保有一定的彈

性，提供給學校及部落發揮的空間，同時也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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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優評選當天，學校除了現場解說，還利用成果模型，向審查委員說明施作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