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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
課程發展協作中心是因應

原住民族實驗教育所產生

的組織，本文除了說明中心成立的任務與組

織，更將針對協作中心應如何運作以實現國教

署成立此一中心的美意，提出建言以供行政機

關、協作中心、實驗教育的學校參考，促成原

住民族實驗教育早日成功。

協作中心的成立、任務與組織

實驗三法通過以後，國內有一些部落的中

小學把握了這個機會，申請辦理原住民民族教

育的實驗計畫，希望藉由這個計畫在學校內規

劃較多的原住民族文化課程，使長期以來偏落

的民族文化得以在學校中再現，一方面增進部

落與學生對民族文化的認識與認同；一方面提

升學生一般教育的基本能力，增進學生生涯發

展的競爭力。因此，各個辦理實驗教育計畫的

學校，就得規劃相對應的策略以實現這個目

標，其中最具關鍵的二個策略應屬「發展完整

與優質的民族文化課程」、「精進提升學生基

本能力有關的教師專業素養」，而這二項策略

是需要許多教育行政機關的人力與經費支持，

個別的學校若依學校現有的資源就不易落實。

基於此，教育部國教署乃於2017年成立了原住
民族課程發展協作西區中心，後續又成立了台

東區、南區、宜花區與北區中心，協助各縣市

辦理民族教育實驗計畫的學校完成民族文化課

程發展與教師專業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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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編輯部

圖︱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原住民族課程發展協作中心

原住民族カリキュラム発展協同センターの善意の実現
The Implementation of Vision of Indigenous Curriculum Development 
Collaboration Center

插畫設計illustration︰陳立君

       原住民族
    課程發展協作中心
             美意的實現

13原教界2020年10月號95期



14 原教界2020年10月號95期

Cover Story封面故事 カバーストーリー

長，但大多數是非教育專業的專長背景，今天

從事課程與教學的職務，就應對這些助理人員

進行系統性的教育訓練課程，例如：課程原

理、課程發展與設計、教學原理。讓助理人員

在協助學校課程發展與教學時，明瞭學校所進

行課程發展的原理與步驟，以及明瞭教學活動

的設計與進行是否契合教學基本模式，教學活

動的難易度與時間分配是否適當與教學活動順

序是否流暢等等。當然，各辦理實驗教育計畫

的學校亦希望助理協助拍攝教學影片，所以攝

影原理與技術的學習亦應有初步的訓練課程，

才足以勝任。

二、協作中心工作任務執行策略

以下就申請階段、籌備階段及已經正式實

施階段分別提出建議：

1、申請階段：若有學校欲申請辦理實驗

教育計畫，協作中心應協助或建議學校辦理以

下之工作：

2、籌備階段：當申辦學校的實驗教育計

畫獲縣市政府實驗教育審議會通過後，協作中

心應與籌備學校研商訂定籌備工作項目與進度

甘特圖，讓籌備學校明瞭需要執行的工作項目

與執行進度。之後協作中心根據各項工作性

質，聘請學者專家、部落耆老進入學校長期陪

伴執行各項工作。

其主要工作項目如下：

1 長期與密集地參與各校討論並確立課程發展的方
向、模式、步驟與進度。

2
依學校的課程方向與模式，讓老師先具備課程發
展的知識與能力，鼓勵全校教師與相關之部落耆
老參與課程發展。

3

協助學校安排全校教師進入部落進行民族文化田
野調查，一方面建立學校民族文化課程內涵，一
方面讓全校老師熟悉民族文化，以作為日後編寫
教學活動與進行教學的基礎。

4 依據課程發展策略與進度使老師逐步完成所有課
程詳細之教學活動設計。

5
陪伴並輔導學校全體教師研討所有民族文化課程
教案，讓全校教師了解不同主題教案之間的橫向
關係，以及不同年級教案之間的縱向關係。

6 協助全校老師與部落兼課老師熟悉民族文化課程
教學之備課與授課型態。

7 於籌備期結束時應協助學校完成完整之實驗教育
課程。

8 調查與分析全校教師不同的專業成長需求。

9 協助各校根據其教師專業成長需求，提供教師之
專業成長活動。

10 協助學校確立各教學活動所需的部落資源與設施。

各區協作中心的任務雖然多元，而與原住

民族課程發展有關的任務主要有以下五項：

1
建立原住民族課程發展協作平台，協助辦理原住民
族實驗學校及原住民族實驗教育班，發展以原住民
族文化本位的回應式課程。

2 協助原住民族實驗學校及原住民族實驗班發展更具
成效的族語教學模式。

3 建構課程教學研發及教師專業支持系統，增進教師
專業知能。

4 辦理中心計畫團隊專任助理群之專業增能研習課
程。

5 輔導原住民族課程評鑑及回饋機制，確保課程品
質。

各區協作中心的組織設有計畫主持人與協

同主持人，另聘有若干名的民族教育、民族文

化、課程教學專長的諮詢委員，協助學校課程

發展與教師專業精進。協作中心也聘有多名專

任助理於中心與各辦理學校執行課程發展有關

的業務，每年度補助經費約超過三千萬元。國

教署對於各校辦理實驗教育可說是出錢出力，

此一美意之目的即希望民族教育實驗計畫能夠

成功。

原住民族課程發展協作中心美意的實現

各課程發展協作中心三年來亦相繼地投入

人力與資源要實現這個美意，筆者冀藉由本

刊，針對中心組織人力發展與工作業務執行策

略給予建議，供中心參考。

一、組織人力發展

中心的組織人力包含諮詢委員與行政助理

二類，因為過去學校教育很少觸及原住民族文

化課程的發展，以及對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

條例所規範的實驗教育之了解。因此，若要讓

組織人員提供最適切、最符合需求之協助，組

織人力應明確地瞭解國教署委託任務的本意，

以及民族文化課程發展的要旨。例如：（1）

民族文化課程之發展是要先將學校所在地之族

群文化內涵建立，故諮詢委員一方面應了解學

校所在的族群文化，以檢視學校民族文化課程

的內涵是否完整，一方面要了解學校應邀請部

落耆老與學校老師一起建立文化課程內涵。

（2）民族文化課程發展不是在發展文化回應
課程，而是其主體就在發展民族文化的課程，

因為若只是以民族文化為鷹架，幫助學生學習

一般教育的知識，那就喪失學習民族文化的實

驗計畫宗旨。（3）因為實驗教育的名稱是民
族教育，所以民族文化課程發展不是在發展學

校特色課程，而是要發展民族文化課程。

各校與協作中心所聘任的助理雖各有其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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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會議

對學校全體教職員工說明辦理實驗教育計
畫的目的與意義、利弊得失，以及學校教
師會增加的工作負擔內容與程度，討論並
表決是否申辦實驗教育計畫，才不致於在
事後引起學校教師不願配合，影響實驗教
育的順利執行與成效。

召開
家長會議

對學校全體學生家長說明辦理實驗教育計
畫的目的與意義、利弊得失，以及對學
生、學校、家長與部落的影響，爭取家長
與部落的支持，促進日後實驗教育的順利
執行。

盤點
支援人力

盤點學區內部落民族文化與教學空間以及
可支援的人力，以免在申辦之後發生部落
的民族文化已流失嚴重，或是根本少有民
族文化師資前來協助授課之情形。

撰寫
實驗教育
計畫書

請學校組成撰寫組織、全校人員與部落耆
老要討論相關內容、規劃課程架構與各領
域或科目之教學時數、民族文化課程與其
他各領域課程之發展步驟與進度、民族文
化教師與各領域教師之專業成長的策略與
內涵、教師專業成長的時間安排、未來實
驗教育實施時之教學空間設備的盤點、依
課程發展與教師專業成長所需之經費。

協助通過
審議

協助學校計畫書獲縣市政府實驗教育審
議委員會通過。

2017年8月31日，原住民族課程發展協作中心揭牌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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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進行諮詢訪視，若有學校尚未完成課程之發

展，則應加緊協助該校將課程發展完成。

在正式實施階段後，協作中心的任務如

下：

1
應協助學校建立課程檢討與修正的機制，並鼓勵
教師於各類課程實施時進行紀錄。

2
聘請學者專家與部落耆老定期參與學校課程修正
的會議，此一工作至少應在實驗教育進行後的二
年持續進行。

3
繼續協助各校根據其教師專業成長需求（包含一般
教育與民族教育），提供教師之專業成長活動。

4
鼓勵各校教師投入各種民族文化的學習，以解決
日後民族文化師資短缺之問題。

5

訓練助理進行課程的文化記錄，並將紀錄轉譯
為文字檔與影像檔，一方面為部落保存文化，
一方面彙整原住民族知識，做為日後課程與教
學活動設計及教材編定的依據。

6
參與縣市政府與學校針對實驗教育評鑑之協調會
議，研商評鑑計畫與指標。

7 協助各校準備實驗教育成效之各項評鑑資料建檔。

結語

協作中心的運作事關國教署原住民族教育

政策的落實，也關乎學校民族教育實驗計畫的

成功與否。更長遠的角度而言，關乎能否挽救

國中小原住民學生面對已跌入谷底的民族文化

認識與認同，並能協助部落復振消失的民族文

化。它雖是一項艱難的工程，但卻極具教育與

文化的意義，是值得各界關心的任務。協作中

心成立已三年了，透過各中心的努力，已漸有

成效，甚盼繼續的三年，協作中心更能茁壯，

達成艱辛與美好的目標。

任職於中心與各校的助理人員，因擔任的

工作均與教育專業有關係，故建議能於任職初

期的2至3個月內，先經過密集的課程與教學知
能的訓練，以充實課程與教學的實務知能、原

住民族教育實務、影像紀錄與剪輯實務。例

如，各校均會請助理人員彙整收集到的民族文

化課程教材，筆者建議協作中心可先行設計所

要建置之原住民族教學資源與教材之架構，以

利後續資料分類與應用；再請各校助理透過民

族文化相關課程教師之教學觀察與諮詢，以發

現教學資源與教材，並依前述之架構進行分類

登錄；接著請各校助理徵詢相關教學資源與教

材之智慧財產權與被收錄之意願，將各校同意

授權之教學資源與教材，建立應用清單（例如

是哪一主題、哪一年級可應用之教材）；最

後，請各校助理將相關之教學資源與教材，完

成與相關教學單元之連結，並會知各校教師充

分運用。

3、正式實施階段：當實驗教育計畫進入

正式實施階段，照理說，學校的課程應已發展

完成。但是根據筆者的了解，仍有一些學校並

未完成完整與健全的課程，所以各區協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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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中心辦理各校助理原住民族實驗教育之原住民族文化融入式教學培訓課程。

總中心辦理各校實驗教育課程參訪工作坊，參訪卑南族南王國小。

總中心辦理全國性實驗教育說明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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