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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要成功，親、師、生三者不可少，這是常聽見的口號，也

是教育現場裡，最實在且不可或缺的要素。而在探討學生求

學的歷程與適應議題裡，對於優良教師研究的面向，國內雖已有

相當多的討論，但針對原住民教學良師的部分，尚缺乏較完整且

系統的探究。多數研究者仍僅能從少數原住民個案故事中找尋線

索，或從少數研究裡獲悉部分資訊。

原住民教學典範教師之研究

因此緣故，新北市原住民教育輔導團在金龍國小游純澤校長

主持下，於98年度開始，進行為期三年的「台北縣原住民教學典

範教師之研究」。此計畫是由新北市教育局補助，研究目的旨在

透過訪談的方式，整理出原住民傑出人士求學時，所遇見的良師

圖像，並藉此篩選出典範教師、撰寫案例故事，供現場教育人員

輔導原住民學生時的學習與參考。

在進行個案訪談的過程中，發現個案們在當時的求學環境條

件上，如家中經濟、部落師資品質、教育資源等普遍較不理想，

但大多在部落生活裡，有著懵懂卻帶著快樂成長的童年。當開始

進入學業上的不同階段，或到異地求學時，面臨的環境不再單

純，便開始出現挫折與適應的問題。而在這過程中，良師如何協

助或陪伴原住民學生克服問題，便是我們想要探索的部分。

在互動上肯定 在情感上陪伴

我們發現良師們通常能辨識原住民學生的長處、鼓勵學生發

高秀玉（新北市烏來區烏來國中小教師‧新北市原住民教育輔導團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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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激勵學習興趣並重視學

習；其次，良師也具備主動關

心學生、不吝付出的教學態

度，不僅鼓勵學生勇於嘗試不

怕失敗，並以身作則帶頭找回

族群文化的熱情，耐心引導行

為偏差學生培養正向人格特

質。在師生的互動上，除了願

意為學生的學習提供多元的機

會、相信學生可以成功並且肯

定學生的表現；在情感上，也

較主動給予學生如同家人般的

溫暖陪伴以及多元文化脈絡下的相互理解，且讓

學生感受教師的深切期望。

對原住民學生適應問題的省思

在筆者參與進行個案訪談的過程裡，對照

國中、國小階段教育現場中擔任學生事務及輔導

工作期間的經驗，對於現今原住民學生求學階段

遇見的困難與適應議題，分享以下幾點省思：

一、社會快速的變遷，但原住民家庭屬弱勢者依

舊占多數。弱勢的原因可能為經濟力薄弱、

父母離異等等，然而家庭是否能給予孩子足

夠的支持，勢必影響著孩子的教養。因此，

原住民學生面對快速變遷的時代，卻往往缺

乏家庭的正向支持時，也無法獲得良好的身

心發展環境與適當的生活照顧。畢竟，穩定

的家庭生活，才能提供孩子正向的生命能

量。

二、現在的原住民學生在求學歷程所發生的適應

問題，已和以往不同。過去是原鄉部落與都

市間的生活差異，是異鄉奮鬥與思念家鄉的

情感問題。而現在的適應問題，則是生活視

野與模式擴展的選擇需要，也

就是如何從平日習以為常的生

活方式，如逛賣場、打工、製

作藝品等，擴展到走入圖書

館、藝廊與參與設計等。有豐

富的生活經驗與廣闊的視野，

除能增進機會外，還能提升遭

遇挫折時的容忍度與相信自我

實現夢想的信心。

三、網路的依賴與沉溺，或許

是許多學生都存在的問題，透

過網路，學生們大多進行朋友

間的交際互動、玩線上遊戲、經營部落格等

等。在網路虛擬世界中的表現，是外人甚或

親師所難以觀察與參與的，也就因此，在家

庭功能薄弱的原住民學生身上，更容易出現

網路沉溺所產生的迷失與虛幻。因為資訊普

及所衍生的問題，雖然是過去所未曾有過的

狀況，不過，在教育現場中卻是愈來愈讓人

擔心的課題。

良師協助適應 激勵學生成長

本文中，引出了兩個對原住民學生求學階

段的觀察，其一為良師對學生的影響，其二則是

現代的適應問題已有別於以往。或許有許多在第

一線的教育工作者常自嘆良師難為，不過，在了

解原住民學生面臨當今社會的快速變遷，其實也

有著需要我們扶持一把的需求時，誰能願意適時

的將他們導引到正確的方向上，所謂的良師也就

自然出現了。而適應將不再成為問題，而是激勵

原住民學生成長的動力。

原住民學生所遭遇的困

難與適應問題，包括缺

乏穩定的家庭生活支

持、未擴展生活視野與

模式、網路的依賴與沉

溺。面對當今社會的快

速變遷，誰能願意適時

的將他們導引到正確的

方向上，所謂的良師也

就自然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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