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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也負責同年成立的達魯瑪

克民族實驗小學、蘭嶼完全中

學以及高中職部分實驗班的關

山工商原住民族實驗班觀光事

業科。2019年蘭嶼椰油國小通

過實驗教育籌備，今年8月1日

將正式實施。

從不熟悉中找出路

筆者身為實驗學校的一

員，2016年8月1日正式籌備之

初，台東中心尚未成立，學校

教師不熟悉卑南族文化，對於

將民族文化轉化成課程及實施

教學並無太多經驗，所幸當時

有豐富經驗的陳枝烈老師帶

領，以及前教育處長劉鎮寧參

與支持。回想起當時每月密集

召開的列管會議，從質疑、對

話及討論的過程中，我們終於

慢慢摸索出一條可能的進路。

及至2018年1月台東中心

成立，擔負起與實驗學校共同

協作發展課程的角色。中心的

工作分為基本與特色兩種任

務，基本任務主要是建立與學

校及地方政府的溝通平台及召

開會議，由輔導教授入校協助

發展原住民族課程，辦理實驗

教育成果展及教師專業工作

坊，輔導因應實驗教育評鑑的

工作。在特色任務上針對不同

民族類型的實驗學校，發展

K-P的民族教育課綱、教案模

組、文化教材、繪本及桌遊等

教學輔具。

磨合與修正

台東中心成立之初，和實

驗學校在想法上有些落差，磨

合過程顯得辛苦。例如每校配

置一位行政助理，協助推動實

驗學校發展課程，初期到校駐

點為兩天，其餘時間在中心，

學校端反應時間不足無法發揮

協助功能，希望能將人員配置

於學校，中心有需要再召集回

去開會或執行任務。另外，中

心在擬定年度工作及計畫目標

上，缺乏參與制定的過程，學

校反而像是配合的角色，雙方

認知上最大的歧異便是主客的

2014年11月19日實

驗教育三法中

的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

通過實施後，部分公立原住民

重點學校趁這波教育改革的浪

潮，紛紛轉型成為原住民族實

驗教育學校。

尋求改變

2016年8月1日台中市博屋

瑪國民小學率先轉型，隔年高

雄市巴楠花部落中小學、台東

縣土坂vusam文化實驗小學及

南王Puyuma花環實驗小學、

屏東縣地磨兒民族實驗小學及

長榮百合國民小學陸續成立。

上述六所國小是全國最早推動

民族教育的實驗學校，也掀起

了其他縣市原住民族學校尋求

改變的契機。直至108學年度

止，從國小到高中共計有30多

所原住民族實驗學校，且持續

增加中。實驗教育三法原非為

原住民族實驗學校而立法，直

至2019年6月19日修正通過的

《原住民族教育法》第20條，

各級教育主管機關為發展原住

民族教育，得指定所屬公立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或由學校提

出申請，準用學校型態實驗教

育實施條例之規定，辦理學校

型態實驗教育，才賦予了公辦

公營型態原住民族實驗教育的

法源依據。

為因應並協助成立的原住

民族實驗學校，教育部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委由大學在全國分

區設置了五個原住民族課程發

展協作中心，共同推動原住民

族實驗課程發展，推廣原住民

族教育。2018年1月成立「原

住民族課程發展協作中心」台

東中心（以下稱台東中心），

除了協助土坂vusam實驗小學

及南王Puyuma花環實驗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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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得力—實驗學校與台東中心的改變

中
心
的
工
作
分
為
基
本
與
特
色
兩
種
任
務
，
基
本
任
務
主
要
是
建
立
與
學
校

及
地
方
政
府
的
溝
通
平
台
及
召
開
會
議
，
由
輔
導
教
授
入
校
協
助
發
展
原
住

民
族
課
程
，
辦
理
實
驗
教
育
成
果
展
及
教

師
專
業
工
作
坊
，
輔
導
因
應
實
驗
教
育
評

鑑
的
工
作
。
在
特
色
任
務
上
針
對
不
同
民

族
類
型
的
實
驗
學
校
，
發
展
K-

P
的
民
族

教
育
課
綱
、
教
案
模
組
、
文
化
教
材
、
繪

本
及
桌
遊
等
教
學
輔
具
。

作者向學生說明小
米文化。

南王國小105年度卑南族文化課程教學紀錄成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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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族有實驗學校

台東縣擁有最多元的原住

民族群，包括阿美、布農、排

灣、魯凱、卑南、達悟及噶瑪

蘭等七族。原住民人口約占

45%，學生比例亦然。台東縣

的教育政策目標希望每一個民

族至少有一所實驗學校，台東

中心也積極協助推動，目前阿

美及布農正在努力中。實驗教

育當前面臨最大的困境，是學

校和家長擔心銜接的問題，國

小的民族教育結束後，升上國

中又回到以升學為導向的一般

教育，許多應在國中青少年階

段學習的內容就中斷了。以卑

南族而言，少年會所中年齡階

層的訓練，基本上以國中生到

高中生為主。舉青少年男子必

須具備蓋Takuban（少年會

所）的這項能力為例，國小低

年級以圖畫為主，讓孩子觀察

建築的外形和特徵，中年級以

竹片拼貼出構造，及至高年級

則練習用竹筷建造模型。但是

要真正建造出Takuban，必須

到國中以後，因為無論在身心

都較為成熟，也能夠符應卑南

族文化的適切性。

蔡英文競選第一任總統

時，即對原住民族教育總體政

策理念做出承諾，要建立原住

民族教育體制，維護教育、文

化之權利。上任後

也具體看到改變，

去年大修的《原住

民族教育法》第1條

指出「保障原住民

之民族教育權，以

發展原住民之民族

教育文化」，同法

第5條也明令政府應

「建立符合原住民

族需求之教育體

系」，且第11條亦提及「各級

政府得視需要設立各級原住民

族學校」。目前，原住民族學

校法也在推動立法中，盼望此

法能為現在的原住民族實驗學

校找到進路。

找回認同與自信

過去幾十年原住民所接受

的教育，是一種遠離自己族群

的漢化教育，這是教育的不正

義。今天，原住民族實驗教育

或者是未來的原住民族學校，

是尋找自己的根及自我認同的

教育，並非摒棄主流文化，而

是更進一步追求身上擁有雙文

化能力的教育，找到自信。自

信的孩子，就有嘗試各種挑戰

的勇氣。在這條路上，實驗學

校和台東中心是互相信任和長

期陪伴的夥伴，相信在越來越

有默契的基礎上，台東的原住

民族教育能夠重新得力。

重新得力—實驗學校與台東中心的改變

Ciwciang.
Sawawan
洪志彰

卑南族，台東縣卑南鄉

初鹿部落人，1963年
生。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美術系、台東大學學校

行政碩士班畢業。曾任

行政院原住民族基本法推動會委員、台東縣原

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主任。現任台東縣台東市

南王國民小學校長。

定位。實驗學校認為應以自主

發展需求為主，台東中心名為

協作，就該是配合協助的角

色，行政助理的調度由學校端

作主。

每所實驗學校因成立時間

不同，過去推動民族文化教育

的經驗，需求自然不同。以本

校為例，先前實施以民族教育

為本位的課程，僅止於每週1

至2節，每學期一個文化主

題，主題間並無連貫性。因

此，剛開始著重於如何建構卑

南族的知識系統，從中彙整擷

取重要內容，整理出面向較寬

廣且關聯的文化主題。同一時

期，需強化教師對卑南族文化

的了解，因學校有三分之二的

教師是漢人，即便是卑南族，

對文化也認識不足，必須透過

閱讀相關書籍、田野調查、講

座、參訪及對話等方式來充實

文化教學的專業能力。撰寫教

學活動設計是摻入許多想像，

但實際教學就不一定會照著劇

本走，學生的反應和問題無可

預知，這也正是教學的挑戰和

樂趣。目前，學校的文化主題

教案實施第三年，在每年的滾

動修正過程中，也會開發出新

的主題，得到意外的驚喜。像

是今年六年級的南王山故事，

經由學校老師和部落青年的合

作下，把荒廢隱沒於竹林的日

本神社，透過耆老帶領並述說

他們在此地的生命經驗，讓孩

子重新認識這片土地的歷史，

彷彿世代之間的延續。因此，

學校在發展民族教育的過程

中，台東中心能因應不同的需

要提供協助，特別是對於實施

幾年的學校，研究其發展的歷

程及提供回饋，對於未來如何

走下去會有更實質的助益。

台東中心另一個功能是做

為一個整合相關資源的平台，

提供實驗學校協助。目前教育

處設有台東縣原住民族資源教

育中心、本土教育推動小組、

國教輔導團，台東中心所屬的

縣內最高學府台東大學，擁有

珍貴的學術資源及人才，可連

結學校、其他大學或業界資

源，針對實驗學校需求，搭起

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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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王山課程大合照。

由部落耆老及
族人合力搭建

的涼亭及家屋
，於2019年落成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