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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原住民族是台灣最原始的住民，是

台灣真正的主人。其歷史文化悠

久、豐富多元而有特色，具有台灣歷史文化

的代表性。由於原住民族傳統上沒有自己的

文字可記載歷史，僅靠口耳相傳，因此不易

保存和流傳，雖有利用其他文字記載的原住

民族史，但也都是零散、片段、不完整的；

而且其歷史論述缺乏客觀性與原住民族的觀

點，有待檢討。

原住民族委員會自1996年成立以來，就積
極規劃推動原住民族史的調查研究工作，企圖

建構以原住民族為主體和原住民族觀點的歷史

內容與體系。該會曾委託政治大學林修澈教授

調查規劃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年表，從中選

擇主要歷史事件，並編列研究預算，逐年委託

專家學者進行專題研究。再者，該會與國史館

台灣文獻館共同制定原住民族史研究合作計

畫，亦逐年委託專家學者進行研究。此外，國

史館台灣文獻館自1993年起執行「纂修台灣原

住民史計畫」，成果豐碩；當然還有其他的個

人、學校或研究機構，也不乏有關原住民族史

的研究成果，都具有用來建構原住民族史知識

體系的價值。因此，如何把以上研究的成果，

有系統地應用為族群知識的基礎與架構，並持

續地研究和充實，成為完整而有系統的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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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史知識體系，有待政府、學

術界、教育界及原住民族社會

合力積極推動。

應重視歷史教育的意義與重要

性

歷史教育是形塑民族認同

與國家認同的重要手段，對任

何一個國家來說，歷史教育與

歷史教科書所扮演的角色，都

是無可取代的。

歷史教育的目的在於使學

習者獲得豐富的歷史知識，並

培養人與空間、時間緊密連結

的歷史意識。因此，歷史教育

是人文教育，也是培養國民自

我認同的基礎，而在國際關係

日益頻繁的全球化時代，歷史

文化更是做為現代世界公民自

我與他人互動的文化涵養。

自1960年代以來，國民中學（初中）實施
的歷史教育，受到國家基本國策的規範，常以

「中國」或「漢族」的史觀來編寫歷史教科書

的教材，並且將台灣原住民族的歷史放在中國

史或漢人開發台灣史的邊陲。即使1990年代的
台灣已邁入民主化、本土化的社會，國民中學

歷史教科書教材中所編入的原住民族史知識，

選用的論述方式往往忽略了原住民族的觀點和

立場，容易造成一般學子對於原住民族產生誤

解與刻板印象（張順妹，2009）。
先進國家都重視歷史教育，並列為學校重

要的學習課程。而台灣原住民族做為台灣的主

人，應先從自己的歷史開始認識自己，以至於

部落、族群、台灣，進而培養民族共同意識與

生命共同體的情感。

積極推展原住民族史教育

目前各級學校在歷史課程

中，雖有原住民族史的相關單

元，但也都是片段、概論性、

點綴式的，可說缺乏系統性和

深度性。嚴格說來，截至目前

為止，各級各類學校，尚無所

謂真正的原住民族史教育。主

要的原因為：一、忽視原住民

族史的地位與價值；二、尚缺

乏完整的原住民族史知識體

系；三、沒有專門的原住民族

史課程與教材；四、欠缺原住

民族的歷史研究人才與教學師

資；五、忽視原住民歷史族教

材教法研究、實驗與推廣。

至於如何積極推展原住民

族史教育，提供以下幾點建

議：一、中央研究院及國史館

應擴大進行原住民族史研究，

並延攬原住民族研究人才參與；二、在教育部

國家教育研究院中增設原住民族教育研究單

位，加強原住民族史教材教法研發工作，並培

育原住民籍歷史教師參與教學；三、科技部、

教育部及原住民族委員會，應寬列預算，補助

個人、學校及民間團體從事原住民族史研究，

及相關教材教法之研究發展工作。四、指定原

住民族史教育重點學校進行實驗教學，並舉辦

原住民族史教材教法觀摩會；五、每年舉辦原

住民族史研究及教學學術研討會。

總而言之，有了完整而豐富的原住民族史

內容，自然就有依據規劃實施原住民族史教

育。若能參採以上意見，相信能夠加速推動台

灣原住民族史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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