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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師範大學原住民族研究發展中心所

辦理「2015年原無疆界知識系列座

談會」春季論壇邁入第4場，這次以「自己的

課綱自己訂：原住民族教育課綱自主應有的內

容」為主題，恰巧呼應目前全國200多所高中

生發起的反黑箱課綱微調爭議，吸引了近40名

聽眾到場聆聽。

與談人精闢分析課綱的爭議 

首先發言的與談人，是去年才從原住民地

區學校轉任到都會地區擔任校長的蘇佐璽（桃

園市桃園區文昌國中，泰雅族），他以自身到

平地求學的經驗為例，闡述非原住民族主體所

制定出的課綱、課程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包括

因母語不同而產生的學校人際關係問題，更因

為課程完全脫離泰雅族傳統文化而感到疏離感

和不適應，雙重因素與壓力曾影響其學習成

效。

與談人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副教授王雅萍認

為，原住民族必須要拿回教育的主導權，但應

先反思課綱的定義。她提出疑問，原住民族教

育課綱，指的是部落、民族、抑或原住民族？

因為不同層次的課綱內容，應有不同的需求及

教育目標。以毛利族教育體系完整的紐西蘭為

例，在國家課程綱要中，毛利語和英語一樣具

有特殊定位，且另訂學習毛利語的課程指引，

提供學校進行教學時的方針，而毛利語的學

習，更從幼兒階段就開始。

王雅萍副教授分析，從1980年代興起的毛

利語復振運動，具有傳承知識、文化和價值觀

的清楚目標。反觀台灣，雖然制定《原住民族

教育法》，但落實困難；以將在2018年實施的

「十二年國教語文領域課綱」制定過程為例，

雖然有原住民族參與，但仍無法爭取將族語列

入中學的一節必修課，而從去年延燒至今的高

中歷史課綱微調的程序爭議，原住民族根本被

國家排除在外，無法參與修訂。

最後一位與談人是台中教育大學「原住民

族教育及文化研究中心」（今年成立）研發組

組長葉川榮。他認為課綱之所以產生爭議，是

因為在話語權上無法達到價值中立的可能，各

界應該把焦點轉移到「誰有詮釋權」。他提出

幾個有趣的問題，提供與會人士思考，例如：

為什麼一般學生沒有傳承文化的迫切性，而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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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族學生卻要背負使命？為什麼我的民族教

育，不是一般教育呢？

原民師資培育與人才培育的方向

這次參與座談大多是在校學生、社會人士

及教育界人士，在3位與談人各分享半小時

後，即開放現場人士提問。發問者之一是鄒族

的基層教師，她談起在接受師資培育的過程

中，也曾感到茫然與挫折，但內心最大的衝突

是學校學習的內容，與鄒族文化差異太大，到

底國家該如何培養原住民族需要的教師？誰有

資格來教育這些未來即將成為第一線的原住民

族教育工作者呢？

葉川榮組長首先回應，國家培育原住民教

師的政策發展，於2013年產生重大轉折，原住

民重點學校中的原住民教師名額必須達到

1/3，讓地方政府承受落實法令的壓力；目前

原住民師資聘用已有一些成效，但在師資培育

這端，國內師培大學的課程，仍以「多元文化

課程」為主，原住民各族的知識體系，並沒有

被納入師培體系。近3年來，台中教育大學致

力於培育公費原住民族師資碩士生，要求學生

至少必須修習原住民族教育文化學程10學分、

族語檢定需達中級，但培育原住民族教師的策

略及目標，希望在國家政策面上能有更清楚的

輪廓。

蘇佐璽校長認為，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知

識，其實就包含著現代知識。原住民族教育的

目的，是要讓一個原住民族的孩子，認識自己

的語言文化，並且透過教育，讓孩子有自信地

大聲說出自己的身分，而不是只有外表像原住

民，卻沒有民族的靈魂；而一般教育的目的，

則是要讓原住民族的孩子，具有現代社會中必

須具備的能力。無論是目前的課綱爭議或師資

培育議題，都應思考原住民族教育的成敗與

否。

目前擔任十二年國教語文領域課綱原住民

組召集人的王雅萍副教授，更勉勵在場聽眾，

試著瞭解原住民族教育法賦予原住民族的各項

權利，思考原住民族教育的困境，付諸行動就

能改變，才能拿回原住族教育自治權。

自己的課綱自己訂：2015年原無疆界知識系列座談會第4場次

桃園市桃園區文昌國中校長蘇佐璽（泰雅族），以自身到平

地求學的經驗為例，認為訂定原住民族教育課綱有其必要。

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副教授王雅萍「英語媒

介學校中的毛利語教學」。

紐西蘭毛利語課程大綱手冊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