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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有一個夢，夢想有一天我們的孩子學會

作夢，他可以成為藝術家、科學家、律師……，

成為他想成為的人。

我們有一個夢，夢想有一天我們的孩子成為

一個擁有自由、高貴靈魂的地球公民，驕傲的生

活在屬於他的土地。

我們有一個夢，夢想有一天我們的部落因為

他們的孩子成為樂土，大山要被挪移，道路要被

鋪平，那時候，全人類都要看見他們的不一樣。

    伍麗華，2012

屏東縣
北大武山的山腳下，鄰近萬金

營區的新赤農場，有一個雅致

的小部落，範圍雖小，但處處都能看見排灣族建

築的特色，從傳統的石板屋、家戶的木雕裝飾到

菱形的百步蛇圖紋，其中最特別的莫過於緊鄰部

落而建的小學校泰武國小。這是一間沒有圍牆的

學校，從校門口的琉璃珠石柱、傳統鞦韆和用排

灣族起源神話彩繪的壁面，延伸至百步蛇形狀的

校舍和校內陶壺型的廣場，一路到用石板砌造的

木雕工藝教室，所有的細節都讓這個位在平地的

小社區，充滿濃厚的排灣原味。

風雨飄搖生信心

這個小部落的居民，原本是在北大武山上

海拔752公尺屏東縣泰武鄉泰武村的族人，因為

莫拉克風災重創家園後，遷居至此。為了讓後

輩們能記住生命的根源，此處取原泰武村部落

舊名ulaluce，漢語譯為吾拉魯滋。

現在舉國聞名的泰武國小，也在開學前夕

的那場風災，從山上被吹到了山下，全體教職

員在有限的時間和選擇裡，憑藉分工合作與各

泰武國小的校景：百步蛇校舍。（圖片提供 泰武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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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支援，最終還是替孩子找到臨時安置的落

腳處。直到2011年吾拉魯滋校區建造完成的兩年

間，學校歷經了4次的搬遷，面對突如其來的考

驗和一路經歷的波折，並沒有摧毀學校對願景

的堅持，在伍麗華校長的辦學理念和心情日記

中，她分享到做為一個剛到任兩週的新手校

長，如何在風災發生後詢問教學夥伴和家長們

的意見，校長提到：「遷村、遷校之路遙遙無

期，為了孩子的受教權及受教品質，是否應該

讓孩子們依親就近就讀正常的學校？然而，如

果大家認為，為部落留住一間學校是更重要的

使命，為了顧全孩子應有的受教權及受教品

質，我們將有一場硬仗要打。」越是在這樣的

危機中，校長和教學團隊更堅持用行動給孩子

最好、最紮實的受教品質，才能真正改變孩子

的人生和學校的命運。

原本在風雨中搖搖欲墜的校園，靠著這樣的

決心和使命，燃起了社區家長和族人的信心與熱

情，泰武國小不僅沒有流失任何一位孩子，學生

數從98學年度風災時的83位學生逆勢成長，至今

全校含幼托班已有143位學生。教學團隊也有17位

老師組成，其中半數是原住民籍教師。

認識生命的根和傳統文化

遷徙至永久屋的初期，學校因應環境變遷可

能對孩子造成適應上的困難，提早準備了多元的

靜、動態課程活動，為孩子在永久屋的新生活揭

開序幕，讓這些學習體驗和準備工作降低孩子對

環境的敏感和不適，也因為這些創意的挑戰和樂

趣，讓新環境充滿正向的朝氣與能量。

歷經這樣的突變和考驗，學校在校園安置

和硬體設備上盡力連結各項資源的投入與協

把根扎深．把夢做大 災變遷村危機中泰武國小的重生轉機

進行民族環境教育課程時，孩子和vuvu一起耕作。（圖片提供 泰武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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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回歸教學的主軸時，也產生更深刻的省思。

風災前的泰武國小，雖然位處自然景觀優美和生

態資源豐富的原鄉部落中，但沒有搭配民族教育

和環境認識的課程，讓校長感到惋惜。遷離原居

地後，學校擔心這樣的變遷會讓文化流失得更

快，孩子在平地的不適應也可能使脆弱的信心被

摧毀，因此特別費心教育孩子們認識生命的根和

傳統文化。

從校長的分享中，看見泰武國小擁有一個好

大的美夢：希望每一個孩子都能由衷地肯定自

己、熱愛學習。而這樣的自信和驕傲不僅旨在學

術知能的培養，更重要的是讓孩子對自己、對生

命的根和對傳統文化有完整的認識，讓民族認同

不再是一種口號或是才藝表演，而是在生活中真

正地實踐。

遷至新社區後，泰武國小展開一連串的環境

教育融合傳統文化的課程，舉例而言，學校特別

在校園一隅，用土堆砌了一座小山，校長說大家

都叫她「南大武山」，那不僅是對排灣族聖山

──大武山的象徵意義，更是孩子認識傳統作物

及學習耕作技能的地方。遷到永久屋後，因為沒

有耕作地，學校便主動邀請家長們到這塊土地上

耕作，而農作的收穫也全數由家長們共享，至今

更推展到幼兒園，做為幼童與耆老一整年的共學

課程，讓孩子親自耕種。雖然族人遠離了傳統的

耕作地，但孩子可以從學校的學習中，認識傳統

的生態知識和分享的文化。

撫慰憤怒的大地和山靈

此外，泰武國小舊址在北大武山的登山口，

所以一直有「守護大武山的學校」這樣的美名和

自許，遷村之後，希望孩子不要忘記大武山這座

民族生命的起源之地，以及學校畢業生登山的傳

統，因此結合傳統生態知識課程，3年來從不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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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安排讓孩子以唱歌的方式學習英語文。（圖片提供 泰武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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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地在每一個孩子畢業之際，帶他們走過這條

回家的路。莫拉克風災過後的第一年，因為土

地殘破，學校用排灣族傳統的生命禮俗和生態

智慧，帶著孩子回到大武山上，用古謠和祖靈

對話，以撫慰憤怒的大地和山靈；而第二年確

定遷校的校址後，學校帶著孩子上山去，告訴

祖靈這個消息，並取了山上的泥土和植物種

子，帶回部落，祈求新的社區也能夠擁有祖靈

的守護，並讓孩子知道他們與這塊土地永遠的

連結。第三年，學生到標高3,090公尺的三角

點，以勇士舞和歌謠告慰祖靈「雖然遷到平

地，但我們的腳還勇健」，並從部落帶了樹豆

和紅藜種子上山，有了祖靈加持後，下山撒在

部落的土壤上，期待代表文化傳承的種子，繼

續在新居地茁壯發芽。這樣的登山傳統，不僅

是民族起源的尋根之旅，更是生態保育及求生

訓練課程的結合。

學習更加豐富 表現更加優異

泰武國小的扎根工作在

課程安排中徹底實踐，從幼

兒園就開始的沉浸式族語教

學，一直延伸到小學的民族

教育、國際教育，進階至第

三學期假日全族語排灣族小

學、遊學課程等。泰武國小

編寫了全國第一套結合民

族、族語及國際3個面向的系

統化校本課程教材。

當筆者問到這些結合民

族教育和環境生態的課程，

學生和家長有什麼反應時，

校長欣慰又感謝地表示，一開始學校發展這些

校本課程時，也擔心家長可能害怕影響學生一

般學科的競爭力而反對，但從每學期末回饋單

上看到近乎百分之百的支持，以及家長主動提

供更多草藥類型、古老名字等傳統知識給學校

做為教材內容看來，家長和社區族人們除了感

謝學校的付出，更以行動響應學校的辦學理

念。最值得驕傲的是，泰武國小的小朋友們，

在一般性學科如英文、科學等全縣的競賽中，

表現都非常優異，從來沒有讓家長擔憂過。

莫拉克風災後，學校雖然歷經多次搬遷，

但如校長所說：「我們堅持書照讀、歌照唱、

木雕照刻、大武山照爬，學習更加豐富、表現

更加優異。」泰武國小堅定地實踐學校的理

念，讓孩子從瞭解、認同自己的文化，搭配科

學、英語等學科教育開始扎根，給孩子迎向國

際，勇敢作夢的能力。

把根扎深．把夢做大 災變遷村危機中泰武國小的重生轉機

學生正在向國外孩子介紹學校的特色與當地的原住民文化。
（圖片提供 泰武國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