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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並由藝師親自訂定各年度

傳習技藝、藝能項目及傳授指

導。2018年提高藝師傳習費用
及傳習藝生學習津貼，以鼓勵

年輕傳藝人才投入。

計畫明訂每年考核方

式，俟傳習藝生修畢傳習計

畫（通常為4至6年），且達
各年度考評成績後，即取得

結業藝生資格，並由國立傳

統藝術中心銜接辦理傳統藝

術接班人計畫，邀請結業藝

生進駐宜蘭傳藝園區演出及

示範推廣。

目前原住民族傳習制度

方式係比照漢人，然而，現今

師徒制的人才養成模式，不若

從前朝夕跟隨藝師學藝，且原

住民族傳統藝術生態變遷亦與

時俱進，傳習制度與內容必須

系統化策略再造。

多樣性核心職能的系統策略再造

核心職能是指有價值、珍貴、稀少且對不

同文化是不能互為援用的、很難模仿的，形成

具有族群共識的結構化、系統化之體系典範與

類目組合。

核心職能再造著重核心能力的再設計。

「多樣性傳習策略模式」是針對原住民族無形

文資類別的特性及需求，透過學習分析，找出

困難及原因，經由課程指標、價值態度自我探

索、績效評核的重新設計、策略性津貼給付規

劃及策略性職涯發展配適等，協助傳習藝生增

進核心職能。

職能，係指訂定人才的基本能力規格，包

含知識、技術與態度。目前傳習制度的方法與

觀念較以技術為主，而全方位的職能應採取差

異性策略，輔導藝師建立各項課程指標，強化

知識與態度的養成。

價值態度的學習，是傳習

制度最重要的一環。由於個人

人格特質不同，如何甄選出合

適的傳習藝生，在社會化意識

與自我成就能力之激發進行自

我探索（能力、興趣、性格、

價值觀），知己知彼維持和環

境之間的調和性尤其重要。

傳習績效標準的建立

績效評核的重新設計是傳

習計畫能否成功的關鍵，建立

適合的績效標準，其信度（一

致性）標準是量化、可測量而

穩定的。藉由評核檢視傳習指

標績效、優劣勢、目標的確認

並提供回饋與適時調整。

傳習津貼呈現的是價值的

知覺。依據傳習類別區別訂定

策略性津貼給付規劃，包含直

接與間接費用、保險及安全支援，需注意津貼

合理公平與期望的相關性，激勵傳習誘因強化

共同價值。

支持性職涯發展策略

策略性職涯發展配適是輔導及追蹤訪視提

供支持性職涯發展策略。短期提供展演、進

駐、教育、推廣、創業及國際交流機會；中長

期再增能培訓，提供技藝實踐平台讓藝生與教

育體系接軌，表現傳承活力與生命力，成為無

形文化資產保存者預備人選。

保護和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是原住

民族無形文化資產保存最重要的準則，多樣性

核心職能的系統策略再造是搭配以人為本發展

適合原住民族傳習育成生態的網絡系統，使保

存於現在，成為實際生活的內容，並能繼續傳

承給未來的世代。

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於2 0 0 3年通過
《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

約》，以追求文化多樣性，將維護非物質文化

遺產視為人類應共同負起之責任。文化部於

2016年《文化資產保存法》修法將無形文化資
產分為傳統表演藝術、傳統工藝、口述傳統、

民俗、傳統知識與實踐等五類接軌國際。

無形文化資產保存維護之目的，在於理

解其內涵與意義，強化以「人」為核心的保護

途徑，協助保存者或實踐者維繫無形文化資產

之生命力。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92條及其
施行細則第34條規定，主管機關應積極推動保
存維護計畫，包含基本資料建檔、調查與紀錄

製作、傳習或傳承活動、教育與推廣活動、保

護與活化措施、定期追蹤紀錄及其他相關事項

等。而各類原住民族無形文化資產則必須再依

〈原住民族文化資產處理辦法〉規定辦理相關

保存、維護措施及活動。

當原住民族缺少對環境倫理的認同感，

忽略文資所體現的人與自然之互動關係，將面

臨當前保存的挑戰，而保存維護計畫的傳習制

度突顯人才質量與資源的不足。

文化部現階段師徒制傳習制度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下稱文資局）訂定

「重要傳統藝術及重要口述傳統保存者傳習計

畫」，以「師徒制」辦理傳習人才養成， 尊重

藝師（重要保存者）及各項藝能之差異性，委

由保存者辦理傳習計畫，傳習藝生則由文資局

與藝師及專家學者組成遴選小組透過公開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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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旭彥（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傳藝民俗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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