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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都會型城市學校也能推動全民原教的三種策略

學生學習表現任務「導覽凱達格蘭文化館」。

們尚有正職工作。在國中端只有少數師資能

在課後教授的狀況下，不易讓非原住民族學

生有機會學習族語，甚至具原住民族身分的

學生也未得以充分學習族語，使都會型城市

學校學生往往缺乏在校園及家庭生活中使用

母語的機會。可喜的是族語教材出版品與網

站資源相對穩定，加上政策的影響逐漸擴

大，校內族語課程至今仍能持續辦理；以目

前台北市酷課雲平台漸趨穩定、疫情加速線

上課程發展的情勢看來，結合文化推廣進行

視訊直播授課或預錄課程，可以成為未來重

要的推廣契機。若結合大專院校資源開設更

多進修和認證課程，對師資培育與未來的族

語普及也有實質助益。跨文化理解是全球公

民所需的重要能力，在都會型城市學校，我

們可以透過深入探究不同族群的語言與文

化，達成由生活情境出發的跨文化理解素養

並發展深度人文關懷。

策略二「課堂提問提升深度學習」

台北市有大量平埔族的活動史跡留存在

地名、文獻及早期手抄的戶口名簿中，例如

「北投」一名即來自凱達格蘭語；1940年後

凱達格蘭族嵌入漢族社會，2011年由中研院

台灣史研究所副所長詹素娟策展的「你有幾

分熟？凱達格蘭歷史文化特展」中，「熟」

意指「熟番」，策展人意圖透過展覽的追本

溯源，使民眾可能發現原來自己也身為原住

民族後裔的族群身分，藉此恢復歷史記憶，

真正落實尊重多元族群。歷年在凱達格蘭文

化館、台博館展覽、地方訪談史、區志、論

文與中研院專書之中蒐集學生學習資源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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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我擔任教學組長時，因調查學生母

語學習意願、尋覓師資及申請教材等業

務，首次有機會與原民中心（含原住民族教育資源

中心、政大原民中心電子書城）接觸。小選手歷經

長期培訓，參加語文競賽獲得佳績的那一天，孩子

臉上並未綻放出應有的光采，反而略帶困惑地問

我：「老師，我回到原鄉時，一大堆人講得比我

好，我在這裡拿到這麼好的名次有意義嗎？」當

下，孩子的思考衝擊了我，我壓下心中的波動回

應：「你在台北市求學，還能把自己的母語講得這

麼好，當然有意義；對在原鄉繼續講母語的孩子

們，也是一種肯定。」在孩子釋懷的笑容背後，我

知道身為都會型城市學校的教師，必須再做些事來

增進孩子的自我認同，以連結他們的生活、生計與

生命，也應讓非原住民族學生能從原住民族的歷史

經驗、土地與生態智慧中學習，增進社會的多元、

尊重與包容性。

善用都會型城市學校特色優勢推展全民原教

都會型城市學校的經營有高度人際互動與國際

化、深度人文關懷優勢發展、推動創新實驗教育、

家長高度參與及期待、學校間競爭又合作等特色，

可轉化為發展「全民原教」的妥善助力。「語言是

文化的載體」，為了實踐心中的原住民族教育核心

價值，普及族語的學習機會、通過課堂提問提升學

生深度學習，成了當下努力的方向；而歷經社群參

與及經營，個人認為運用多元推廣平台配合政策轉

變，將是未來「全民原教」得以高度成長的契機。

策略一「普及學生族語學習機會」

和族語教學人員建立合作關係後發現，原住民

族語言別多達42種，其中更有不少列入瀕危，即使

教學支援人員能同時教授國中學生數種族語，但小

學端的課程及社團活動已讓他們分身乏術，何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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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得知：受限於國中學生對於期刊論文的閱

讀能力，繪本及展覽資料較能引發學習動

機，但要引導學生深入歷史與建立自我史觀

或進行歷史詮釋，教師備課時一定要消化專

書的細節與縱深，對學生閱讀策略的培力和

學習遷移更有其必要性。

運用108新課綱課程設計及原民議題融入

的機會，我結合學生生活情境研發校本彈性

課程「北投守護者」，將北投社相關史實置

入由學生小組扮演的各家族，於康熙年間北

投地區擬真情境中運用提問和桌遊等教學方

式，讓原住民族和非原住民族學生共同了解

現居地區原住民族與漢人族群的歷史、認知

及解決他們生活中曾面對的挑戰。教學活動

結束後，引導學生後設監控家族成功存活因

素，使學生得以應用社會領域知識檢核、歸

納、解釋自然與人文環境互動的結果，並對

原住民族歷史經驗及營生方式有所認識，引

發進一步探究精神。

原住民族教育教學素材日益豐富且容易

取得，要成功在都會型城市學校推動「全民

原教」，教師建構自身的全民原教圖像，透

過系統、批判、創新思維的能力提升，以達

成學生學習內容與學習表現緊密結合，應是

不二法門。

策略三「運用多元推廣平台」

平台模式是主導當代經濟成長的最重要

力量，數位連結網絡的效應，已然對教育界

產生重要影響，在自媒體興盛的時代，社群

及平台能與官方政策的推動產生綜合效益。

透過跨領域召集人身分與社群一起研

發、共備校本彈性課程「北投守護者」，使

得自身職務轉換為行政性質時，該門課程仍

陸續有其他師資傳承實踐，不致「人去課

息」；在中學歷史有限的授課時間以微戲劇

體驗方式，引導學生理解大航海時代台灣原

住民族面臨的挑戰與發現原住民族主體性，

設法加深並加廣學生學習內容，也透過輔導

團兼任輔導員身分獲得公開發表的機會與平

台，讓更多有興趣、有需求的師

長可以更方便地運用產出成果，

例如研發大航海時代台灣原住民

族教材時，「誰是真正的朋

友？」「戰或和？」這些連結學

生生活經驗的核心問題，得到最

多學生與同儕回饋，學生也能將

此課程中習得的知能，學習遷移

至相關學術及生活情境；110學年

度我參與「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

轉型正義」相關研習活動以來，

對於原住民族轉型正義和「全民

原教」政策及概念有更全面性的理解，未來

也將與此次工作坊的共備夥伴一起實踐原住

民族轉型正義及教案分享活動，身體力行原

轉會「促進社會溝通」的目標。在台北市原

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白紫主任的構想中，更

是集合眾人欲針對都會型城市學校需求，規

劃長期而系統性的教案建置，以及輔助教材

開發與教法的討論交流。原民中心（含網

站）將是觸發課程設計的生產者和消費者互

動，產生有價值的交流平台，平台能吸引使

用者參與同時創造網絡效應、發揮平台優

勢，除了「釐清歷史真相」及「促進社會溝

通」，更可能「提出政策建議」。

透過原民教育課程設計激發學生學習力

單點可以突破的前提是，首先它成為一

個節點。網站和教學技術的先進易用、透過

詳案及教學素材提供降低使用教案的限制，

與設定使用對象以精準媒合，每位課程設計

者都是平台網絡節點，都能善用機會擴大

「全民原教」的感動和影響力。感謝《原教

界》邀稿，讓我有與各位交流課程教材及理

念的機會。從課室中屢屢展現對個人、各族

群的肯定，到引導學生分享自身與不同族群

互動的經驗，營造讓孩子安心、願意表達族

群身分的氛圍；再由生活情境脈絡出發，編

輯、整合教材和提問，引導學生發現並理解

過去、現在及未來生活面臨的問題或挑戰，

同步建構學生自行應用閱讀摘要策略、專題

探究方法與社會領域相關概念，蒐集、整理

並檢視資料適切性的技能；不可或缺的是激

發情感或學習動力，使學生理解學習夥伴及

終身學習的重要性。情意與認知內化才是鞏

固學生自我認同的根本，因此教育決定人

才、人才決定未來——共同和解的未來。

讓都會型城市學校也能推動全民原教的三種策略

傅莉芬

台北市人，1974年生。台灣師範
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現任台北市

立北投國中輔導主任、台北市國

民教育輔導團社會領域兼任輔導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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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北投守護

者」原民議題課程進

行分組討論。

詹素娟教授與台北市原教中心課程共備的夥伴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