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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期以「原住民學校的校長」為主題，其中有

一篇文章為〈我是一個「白浪」校長〉，而我正

好和他相反。從我甄選上台灣省第13期國民中學校長（75學年

度）後，從1989年2月初次派任，一直到2003年2月，55歲退休； 

14年的校長生涯都在一般地區服務，難道我不愛自己民族、不愛

自己家鄉而不願返鄉服務嗎？

離開原鄉的校長生涯

1965年從屏東師範學校山地專班畢業後，即返回家鄉南澳國
校服務，3年後向母校申請保送到台灣師大就讀，1972年結業後於
省立羅東高中實習。實習期滿畢業後即返回南澳國中，先後擔任

訓導主任、教務主任；一直到1989年2月派任校長為止，都在原鄉
服務。

因報考台灣省西部偏遠地區國中校長，其範圍包括台北縣以

南到屏東縣為止。初次派任到彰化縣二林鎮的原斗國中，它不是

原住民地區學校，而是一般地區的偏遠學校。全校除了我以外還

有一位布農族的學生，共有兩位原住民同胞。

到任後第一次向全校師生講話時，隨即表明我是泰雅族原住

民（爾後到其他學校也如此）。全校師生覺得很驚訝，怎會有一

位原住民來擔任校長？純樸的鄉村，對原住民沒有歧視，也沒有

偏見；就只看辦學績效來評定你的好壞。1990年8月奉調宜蘭縣順
安國中，雖然是宜蘭縣籍原住民第一位國中校長，但大家都很熟

悉，因此不會有原住民與否的差異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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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番仔校長」的刻板印象

倒是在1995年2月再次奉調
到頭城國中時，當時有一位縣

議員，認為頭城地區只有一所

國中，怎會派「番仔」校長來

領導校務，而提出異議。到了

當年聯考放榜，榜首居然在頭

城國中，而且學校常規好轉，

從全縣最會打架的學校，轉變

為最會帶領各項活動的學校。

全校師生的支持與家長會的鼎

力相助，原先有意見的議員感

到之前是對原住民有不良的刻

板印象，而表示歉意。但在我心中，卻抹滅不了

曾經被懷疑怎會派「番仔」校長來領導校務的陰

影。

2000年8月1日，宜蘭縣政府為照顧原住民子
弟就學問題，將宜蘭縣立南澳國民中學改制為完

全中學，改名為宜蘭縣立南澳中學。當時的縣長

游錫堃先生與教育局長莊和雄先生，希望縣內唯

一原住民有高中校長資格的我，能回家鄉服務。

我左思右想，是不是一定要回到家鄉才叫做為原

住民服務？當時頭城地方等待10幾年的遷校工
程，由我承擔且尚未完成，再想到到任之初之創

傷⋯。我毅然拒絕還鄉服務，我要留下來完成遷

校工程，我要為維護原住民族的尊嚴而不去高

就。直到新校區落成啟用，完成階段性任務，讓

頭城地方與家長，確定「番仔」校長真厲害。即

在2003年2月，55歲退休。並創辦宜蘭縣原住民
部落大學，以盡原住民教育份子對原鄉的責任與

義務。

原住民族教育法 尚待落實

依據《98學年度原住民族教育調查統計報
告》（頁275，附表2-20）可知：目前原住民籍

教師在國民中學擔任校長者有

17位，而在一般地區者只有4
位；擔任主任者有47位，在一
般地區者有18位；擔任組長者
有78位，在一般地區者有47
位；合格教師有173位，在一般
地區者有114位；代理教師有35
位，在一般地區者有24位。總
計354位中，在一般地區有204
位，原住民地區者150位。

從上述統計可知，除少數

校長及一些主任，大部分擔任

組長、教師者多在一般地區任

職，而並未在原住民地區服務。這些原住民籍擔

任組長或教師者，或許自願、或許想回原鄉卻無

法如願。因此我覺得應落實《原住民族教育法》

第23條：「為保障原住民族教育師資之來源，各
師資培育之大學招生，應保留一定名額予原住民

學生，並得依地方政府之原住民族教育師資需

求，提供公費名額或設師資培育專班。」第25
條：「原住民族中、小學、原住民教育班及原住

民重點學校之專任教師甄選，應優先聘任原住民

各族教師。原住民族中、小學及原住民重點學校

主任、校長，應優先遴選原住民各族群中已具主

任、校長資格者擔任。」

另外就尊重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觀點，

更應落實《原住民族教育法》第20條：「各級各
類學校相關課程及教材，應採多元文化觀點，並

納入原住民各族歷史文化及價值觀，以增進族群

間之瞭解及尊重。」第24條：「原住民族教育師
資應修習原住民族文化或多元文化教育課程，以

增進教學之專業能力。」更希望第24條之規定，
能提前在各師資培育中心的教育學程中，列入必

修課程；並延伸為各級各類學校師資應修習的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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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教育統計資料可知，

原住民籍除少數校長及

一些主任，大部分擔任

組長、教師者並未在原

住民地區服務。原住民

學校應落實《原住民族

教育法》第25條，優先

聘任原住民教師及遴選

原住民主任、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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