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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整合資源開拓族語使用場

域，提升族語能見度，是原

民會最重要的工作。」如今

我恍然覺察，原來我在時隔

14年前的第3期和第90期中，
竟提到了類似的話，足見我

和投入寫作的先進們一樣，

心心念念思量族語的發展。

紀錄原教發展軌跡

綜覽《原教界》各期主

題和內容，涉獵的面向遠比

想像的廣泛，從時間歷程來

看，自1998年「原住民族教
育法」制定公布，延續到

2008年「財團法人原住民族
文 化 事 業 基 金 會 設 置 條

例」、2017年「原住民族語
言發展法」公布及2019年原
教法全條文修正等，藉由本刊物倡議原住民族

教育之變革，在不同時期延伸了許多發展的契

機，但同時也面臨了課程、教材、師資、設備

設施等更多的挑戰。此外，面對外部環境的衝

擊，如資訊數位落差、八八風災、十二年國教

等，原住民族教育如何突破困境、找到出路，

也透過本刊物採集記錄各地不同的經驗，如穿

針引線般地促使地方到中央、實務到學術間可

以持續對話、妥適因應。

再者，本刊物也正向引導原住民族教育

的政策發展，如2 0 0 6年第9期主題「原教
SNG」中提到投資成立廣播電台，在人力、成
本及技術方面，遠比開辦報紙及設立電視台較

為來得容易且划算，可對應後來 2 0 1 7年
「Alian 96.3原住民族廣播電台」的開播，進
而保障原住民族傳播媒體近用權；2012年第43
期「族語在家嗎」，提倡族語在家學習的重要

性，促使原民會2013年訂頒「原住民族語保母

托育獎助計畫」，推動全族語

幼兒托育，落實族語學習家庭

化；第77期「原住民族的實驗
教育」提出原住民族欠缺完整

的知識體系，影響了2019年原
教法第5條「中央原住民族主管
機關應會商教育、科技、文化

等主管機關，建構原住民族知

識體系中長程計畫」之增訂。

從上列的改變，可以發現原住

民族教育界的憂慮及期待，原

民會和教育部都有聽到，也都

在努力研議及推動。

肩負重大的使命感

一本刊物要走得長遠，必

須因應時空流變、環境變遷來

不斷創新調整，《原教界》創

刊初衷，是要提供各位原住民

族教育工作者一個發聲交流的園地，在閱讀理

解上自然需要相當之門檻。但原教法2019年6
月19日修正通過後，其中一項目標即是走向
「全民原教」，為了逐步落實原教法賦予的使

命，本刊物未來將加以考量非原住民族及學齡

階段之閱讀者群眾，妥善規劃編輯主題及內

容。我相信，當《原教界》閱讀群眾擴大，原

住民族教育觀點亦然受關注，原住民族主體性

及話語權也更能突顯。如今原住民族已有專屬

的電視台及廣播電台，而《原教界》如同原住

民族教育專屬的平面媒體，三者共同深化及傳

揚原住民族語言、文化及教育，可讓原住民

族、社會各界及政府部門共築互信無礙的溝通

渠道，促進相互理解及尊重，實現更有效及友

善的社會溝通。

歷經
16年超過2,000位先進接踵投入寫作

的《原教界》，這一期已經來到第

100期，積累了不少精彩的論點和文章，並深刻

記錄了這16年來原住民族教育每個階段的教育

觀點及改變。回顧《原教界》發行的過程，

2005年7月發行的創刊號，當時由本會與國家教

育研究院共同出版，至第31期，改由本會與教

育部共同出版，賦予這一本刊物更為重大的意

義及使命。

關注族語教育

《原教界》探討的主軸以原住民族教育

相關議題為主，同時含括原住民族文化及族語

保存推廣等面向。從已發行的99期中，我們可
以發現，發表文章中佔最多篇幅的，且能橫跨

各期子題的是有關「族語教育」的議題，顯見

投入寫作的先進們，對族語傳承延續都給予極

高的關注。

記得2005年9月，我剛從台北縣政府原住
民族行政局局長轉任原民會副主委時，在第3
期發表了〈原住民族教育之都會經驗—以台北

縣為例〉的原教評論，文中提到「文化傳承非

得要從語言振興出發，否則無法延伸文化傳承

工作之效益，文化活動之辦理，或許可促進原

住民族意識之凝聚，卻需要靠『族語』維持文

化內涵之有效期限」。2016年我再度回任原民
會服務，擔任主任委員之職，分別在第73、84
及90期陸續發表了與當前族語政策推動成效及
未來展望的相關文章，其中在2019年12月發行
的第90期中提到「族語是原住民族生存的重要
命脈，沒有語言就失去原住民族文化，未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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