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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項課程推動之主要目標可歸納為下列

二點：

第一點，提升原住民重點學校教師原住民

族文化之專業能力與多元文化素養，以增進教

學專業能力。

第二點，透過研習課程累積教師原住民文

化之能量，藉以增進教室課堂中多元文化風貌

的理解與尊重，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課程結構

本項計畫主要提供原民重點學校與超過

100位原住民學生的中小學，協助專任教師完

成36小時研習課程，其中包含28小時線上研習

課程及8小時實體研習課程；另6個月以上的代

理代課教師需完成8小時研習課程，包含4小時

線上課程及4小時實體研習課程，其課程結構

如表。

線上課程係由台中教育大學根據原住民族

委員會之委託計畫，聘請相關專家學者自2014

年起進行有關原住民族文化及多元文化教育課

程之設計及拍攝相關教學影片，並將影片公開

於「教師E學院」（https://ups.moe.edu.tw/mooc/

index.php）網站供教師線上學習使用，目前於

原
住民學生更需要有文化敏感度或文化友善的教

育氛圍，所以當教師面對原住民學生與其他族

群學生沒有文化敏感度時，教師就成為一位「原民文

化盲的教師」。此情形不僅出現於國內，也在美國、

澳洲、加拿大的原住民族師資職前課程與教師專業發

展中發現到過程欠缺原民文化素養的培育。

原住民教育應該同時兼顧主流文化教育（包含教

學原理與教學技巧的養成）與原住民族教育之需求，

且為因應教育政策發展趨勢及社會各界對於原住民族

教育品質之高度期待，原住民族委員會及教育部為強

化在職教師對於原住民族文化之專業素養。依據〈原

住民族教育法〉第37條（原第24條）之規定，原住民

族教育師資應修習原住民族文化及多元文化教育課

程，以增進教學之專業能力所需。

計畫目的

依據〈原住民族教育法〉規定，政府於2014年6

月發布〈原住民族教育師資修習原住民族文化及多元

文化教育課程實施辦法〉，並依此規劃「原住民族教

育師資修習原住民族文化及多元文化教育課程計

畫」，此計畫的實施對象為：

原住民重點學校之專任教師或擔任6個月以上之

代理代課教師。鼓勵原住民學生數達100人以上之非

原民重點學校教師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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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線上課程共28小時 實體課程共8小時

原住民族文化18小時

1. 台灣原住民族總論：10小時
    1）台灣原住民族通論：3小時
    2）台灣原住民族社會文化：4小時
    3）台灣原住民族政策：3小時  
2. 台灣原住民族各論：4小時
   （選擇16族其中一族文化研習）

原民文化議題工作坊4小時

多元文化教育18小時
線上課程：14小時
1）多元文化教育概論：4小時
2）多元文化教育與實踐：6小時
3）多元文化課程設計與教學經營：4小時

原民教學活動工作坊4小時

原住民醃肉文化實作課程。

手作酒釀實作課程─晒涼糯米。原住民童玩實作課程。

整體計畫課程結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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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E學院上架設之影片共計88門選修課程，

2019年底將再增台灣原住民族「各族之教育觀

及學習方法」20門課程。

實體課程規劃為一日8小時之工作坊活

動，主要可分為理論性課程與實作課程，理論

性課程係邀請相關原住民教育專家學者針對原

住民族議題、教學演示、多元文化課程、文化

回應式教學、原住民升學議題等課程進行教

學。

而為使原住民重點學校教師實際體驗原住

民族文化，下午4小時課程多為至原鄉及部落

聘請耆老及推動原住民文化相關團隊擔任授課

師資，課程則安排進入部落踏查、參訪當地文

化遺址，或實際進行原住民族編織、串珠、狩

獵、飲食文化體驗、族語歌謠教學等。

執行情形

本計畫自2015年開課至今共開設了243場次

實體研習場次，培訓有11,248人次原住民重點學

校教師。另考量原住民重點學校多處於偏鄉，

教師流動率較高，為更積極性的培訓教師，自

107學年度起開設「新進教師研習場次」。

統計自2014年度起至2019年7月31日止之具

體數據，並以區分為實體研習課程、線上研習

原住民族教育師資修習原住民族文化及多元文化教育課程研習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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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及完成法規所規定之所有課程時數的成效

進行說明如下：

1.在實體研習課程上，自2015年起至今，

共開設有243場次，參加實體研習總人次為

11,248人次。

2.線上研習課程，共分為原住民族文化及多

元文化教育兩科目，自2015年起至今，通過多元

文化教育線上研習課程人次為6,858人次，通過

原住民族文化線上研習課程人次為7,175人次。

3.完成所有法定課程時數之情形，原住民

重點學校之教育師資，依據「原住民族教育師

資修習原住民族文化及多元文化教育課程實施

辦法」之相關規定，每位教師均需完成原住民

族文化線上研習課程、多元文化教育線上研習

課程及實體研習課程等三類項目，自2015年

起，截至2019年7月31日止，依法規規定完成三

類別課程之人數為6,524人次。

未來展望與建議

首先，此計畫需要各縣市政府輔導教師積

極參與。對於原住民重點學校的初任教師，或

已完成實體研習課程，但尚未完成線上課程之

師資，以電子郵件通知連繫該教師，上網修習

線上課程，同時將相關統計名單，請各縣市政

府教育主管單位協助追蹤，輔導老師積極參與

研習。

其次，應客製化與到校服務方式讓教師方

便參與研習。針對尚未完成實體研習課程人數

眾多之學校，採取到校辦理實體研習課程之方

式，以利該校師資就近完成實體研習課程。

最後，擴展非原民學校教師亦能參與此計

畫。另考量原住民族教育應不限於原住民重點

學校上，因應社會時代的變遷，原住民已非居

住於部落，有越來越多的原住民人口移動至都

市生活，因此都會區原住民文化素養的提升，

與對原鄉部落的認同益發重要，未來本計畫希

冀能逐步至非原住民重點學校但校內原住民學

生人數超過100人之學校進行研習推廣，並能逐

步擴展至原民學生數75人、50人等，讓原民文

化的發展不僅止於原鄉。

希冀藉由此參與研習教師能於實際學校教

學中進行原住民族文化議題的教學，或可搭配

原住民族教育課程模組，讓教師的研習能發揮

渲染效果，實際應用落實於學生學習上，以豐

富課程與教學內涵，讓學生能實際沉浸於多元

文化的學習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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