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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
原住民學生家長的我在都會區工作，

孩子也就在此就讀。和很多原住民學

生家長一樣，我會關切相關的民族文化知識是否

可以被滿足，但坦白說，受限於環境，在量與質

上，似乎都覺得不夠。當然，相較於早期的學校

教育，現在的都會教育環境，已有比較高的文化

敏感度，例如當孩子就讀幼稚園時，學校會請家

長來談談自己的工作、背景、特色或專長，藉此

機會我分享了泰雅族文化中的彩虹橋與祖靈，也

引起小朋友的興趣，此外，教室會有少量關於原

住民文學或神話有關課外讀物。

校園中的多元文化

當孩子升上了小學，社會課本的教材裡開

始出現原住民，學校因有來自不同國家及族群

的學生，在舉辦相關的活動或園遊會時，會特

別介紹來自不同族群的多元文化。接著到了國

中，歷史課本中的台灣史，也會介紹到原住

民，這是我小孩在都會區就讀時，校內教育所

接觸到有關原住民的部分。

但以家長的身分來說，若要讓小孩有更多

接觸原住民文化的機會，帶回部落是最好的方

法，還記得我孩子在學校課堂上分享著「假日

的家庭生活就是殺豬！」，也曾在國文課造句

寫著「森林裡面充滿著美味的山羌肉。」真實

呈現了他們的生活經驗，所以要讓孩子得到更

多部落知識與原鄉經驗，真的很重要是靠家長

自己，無法單憑學校課堂的傳授。

學校體制外的學習

在學校體制以外，都市的孩子如何獲取文

化知識？博物館可以是一個選擇，透過都市中

這些展演的場所，讓孩子接觸到更多的民族文

化知識，但這些都是第二手被安排展示的。

另一方面，雖然回部落是最好的文化體驗，

但難度太高，且隨著孩子越

大，越難全然接受父母的安

排，甚至更想跟同儕一起行

動。升上國高中後，課業及升

學壓力也會越大，假日還不一

定有時間回部落，大多數的生

活還是圍繞著都市。

再提到語言課程，因為都

市原住民學生的分布都很零

星，我的小孩一開始在學校學

習泰雅語的過程中，是從一對

一的教學開始，如果家庭剛好

又是不同族群的結合，變成都

只能學習到雙方很片段的族語

生活單詞，難以發展為完整的

日常對話，所以即便通過族語

認證，在這方面的能力也依舊

很弱。此外，原住民孩子在學

校很常接觸相關的族語競賽，

得獎會登在榮譽榜上，族語是

與英語、國語並列，這些對於

學生的自信培養都是有正面效

應。

文化知識的培力

關於學習的困境，我發現族語老師在教學

以及運用教材的能力需要培力，而在文化知識

上，學校的社會科老師也不一定有正確的了解，

這恐怕也是一個難題。在都市中如何讓學生有身

歷其境的文化學習，對於學校來說非常困難，所

以有些縣市會舉辦營隊，學生透過其來做族語培

力或提升文化知識，讓在都市裡分散於各學校的

原住民學生得以相聚，接受較為深入的文化知識

教育，甚至會帶去部落作參訪，這些都是很正面

的做法。

但實際上，這些做法也會遇到一些難題。

例如，對求學時期的孩子來說，同儕的吸引力遠

比追求文化知識還高，且去文

化學習營還要重新認識新朋

友，對於社交能力不強的孩子

就會卻步。對都市的原住民孩

子來說，原住民知識教育的營

隊只是眾多營隊中的一個選

項，基於同儕的考量，孩子反

而更想與熟悉的那一群人去參

加營隊。除此之外，聽過有人

會找同樣身為布農族的原住民

家庭一同來舉辦營隊，這或許

是更好的方法，但至少讓小孩

有機會認識其他族人，讓他們

開啟話題，試著去聊一些跟族

群身分相關的議題，縱使語

言、部落不一樣，至少身分是

一樣的，都是正面的效應。

全民原教的必要

若要讓整體的都會教育環

境，也成為一個文化友善的環

境，就必須要讓原住民的文化

知識教育不只針對特定的學

生，不能只存在於特定的課堂，營隊是用來創作

機會讓孩子認識族群文化，並提供學習的場域，

增加孩子的互動，透過「全民原教」，讓非原住

民的孩子一起參與，也能一同提升原住民孩子參

加的意願。

在高教的領域中，大學也多位於都市，政

大最新的做法，是成立「原住民族發展學分學

程」，學生沒有身分限制，均可透過修課來習得

原住民族相關的政策法規、語言，還有南島知

識，從台灣延伸至大洋洲，讓學生藉課程提升文

化敏感度，使校園文化更多元，當學生畢業後進

入社會，思考任何議題時，都能多加應用所學之

多元文化的能力跟知識於工作崗位上，以期真正

落實「全民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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