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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加強；主管身兼數職力有未逮；非具原住民

身分之主管與承辦人員雖然用心推動原住民族

教育，惟較缺乏族群主體性與文化細膩度等。

本文期就盤點現行原住民族教育在大專校

院推動面臨之困境與可行之精進措施，讓多元

文化共榮的理想深耕校園。

強化校內跨單位合作推動原住民族教育，

並加強工作檢核

鼓勵設立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原資中心）

依據「原住民族教育法」第25條規定，為

建立原住民學生在校就學及生活之文化支持系

統，並促進族群友善校園環境，大專校院之原

住民學生達一定人數或比率者，教育部應鼓勵

大專校院設立原資中心，截至今年教育部已補

助144校，逾全國大專校院九成四。

藉由大型計畫引導學校跨單位合作推動原住民

族教育

為引導學校強化原資中心功能，教育部於

2020年起將原資中心納入「高等教育深耕計

畫」，挹注每校1名專責人力，並於今年修正

計畫內容，要求學校於申請補助時敘明原資中

心組織定位，以及校內橫向處理原住民族教育

事務分工合作之具體措施與預期績效，並透過

計畫審查機制要求學校落實執行。

研定工作檢核項目落實執行

為引導大專校院妥善規劃原資中心工作及運用

其人力，教育部於今年邀請學者專家、學校行

原住民族
教育攸關國家族群關係、公

民素養與多元文化環境建

構，政府部門應共負促進全體國民對原住民族尊重

及認識之責任，爰「原住民族教育法」2019年6月19

日修正公布時，於第43條明定各級教育主管機關推

動教育政策，應促進全體國民認識與尊重原住民

族，並得鼓勵和補助非營利之機構、法人或團體，

對社會大眾進行原住民族及多元文化教育，並為營

造族群友善環境，將原住民族教育的對象從原住民

學生擴大到全體師生和所有國民，即所謂「全民原

教」。

因此，如何認識、理解與尊重不同族群，乃成為

社會各界關注的議題，尤其在高等教育階段如何實踐

大學的社會責任，更是值得關切。惟大專校院實際推

動全體教職員生認識與尊重原住民族的成效，需時間

累積方能展現。

大專校院推行原住民族教育面臨之困境

經教育部透過計畫審查、工作會議及實地考評等

方式，盤點近年大專校院推動原住民族教育面臨之困

境，包含教職員需強化原住民族文化敏感度；原住民

學生人數較多之學校，其承辦人員工作負擔較重；校

內各單位橫向聯繫、合作推動原住民族教育之成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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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語歌唱比賽。

武界獵人文化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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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相關工作所面臨的問題，並共同擬定適切的

解決方針，深化教職員的原住民族文化素養，

提升輔導工作之文化敏感度。

建立諮詢與陪伴機制，提供標竿學習

建立諮詢機制，鼓勵學校辦理相關活動或開設

課程

要求學校依「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原住民

族學生資源中心要點」規定，成立諮詢委員會

提供專業建議，委員以具原住民身分優先聘

任，並可擴大外部委員參與。另透過計畫引

導，請學校業務推動應熟知原住民學生所屬族

群之文化特性，以提供具文化回應式的學校服

務與支持系統，凝聚原住民學生對學校和原資

中心的認同，並結合原資中心資源，運用行政

活動與校園空間，推動原住民族及多元文化教

育，促進全體教職員生認識並尊重原住民族。

擇定區域中心學校，發揮陪伴與協助功能

教育部於2020年擇定4區（北區、中區、

南區、東區暨專科學校）共6校之區域原資中

心學校，其任務及功能包含定期召開工作小組

會議、建立資源分享平台、協助區域內學校成

立原資中心，提供諮詢與經驗交流、辦理跨校

原住民族教育事務、辦理區域內教職員輔導知

能增能活動及辦理區域特色課程或活動等，以

有效協助各校原資中心發揮任務和功能。

獎勵績優學校，提供標竿學習

為激勵大專校院持續積極推動原住民族教

育工作，並給予績優學校、主管及專任人員獎

勵，教育部自2021年起辦理「教育部獎勵績優

大專校院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計畫」，以表

揚績優學校、主管及專任人員，鼓勵其積極參

與原資中心工作，完備原住民學生在校就學及

生活之文化支持系統，營造族群友善校園，並

透過獲獎學校、主管及專任人員之經驗分享，

提供他校學習機會，進而提升原住民族教育工

作之推動。

全民原教是原住民族教育新的里程碑，各

大專校院為提升全體教職員生認識與尊重原住

民族，原資中心儼然成為各校辦理原住民學生

輔導工作及推展原住民族教育（全民原教）的

執行單位，教育部將持續督請學校落實「原住

民族教育法」規定，建立原住民學生在校就學

及生活之文化支持系統，由學校整合跨單位人

力，並結合原資中心共同推動原住民族教育，

落實大學社會責任。

政主管與區域原資中心，研定「原資中心工作

項目檢核表」，其中包含「推廣全民原教」面

向，學校可依原資中心規模和辦理情形，區分

為核心、進階等工作項目，以利各校彈性及逐

階推行，並提供業務推動具體自我檢核；未設

原資中心之學校，可參考工作項目檢核表辦理

校內全民原教之推廣。

辦理實地考評，落實管考機制

依據「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原住民族學生

資源中心要點」規定，獲補助經費之學校，教

育部必要時得進行實地考評，爰教育部於今年

暑假期間，依計畫書面審查結果、疑有未依計

畫執行或支用經費之學校等原則，邀集學者專

家組成訪視小組抽訪數間大專校院，訪視結果

將參酌納入次一年度補助經費核配依據，以引

導各校落實原資中心組織功能。

透過主管會議及辦理增能研習，

提升文化敏感度

藉由主管會議督請學校重視

透過大專校院各類主管會議，包含校長會

議、教務長會議、學務長會議、職涯輔導主管

會議、原資中心主管聯席會議等，藉由提案宣

導或於過程安排相關講座議題，持續督請各校

強化全民原教，並鼓勵主管參與教育部相關研

習及原住民族相關文化活動。

開辦教職員研習課程，提升族群認識

為增進對於原住民族文化認識及加強輔導

知能，教育部於2021年首次辦理增能研習核心

課程，整體滿意度逾九成，因此今年持續辦

理，課程區分「原住民族文化」、「輔導專業

知能」、「校園行政實務」、「法令規章及政

策」等面向，辦理初階課程8個主題，並針對

校內常見之問題開設進階課程4個主題，讓參

與課程的教職員和講師相互討論，分享校內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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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族服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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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心理與輔導學士。現任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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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資中心主管聯席會議分組議題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