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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真實地影響著孩童的未來，台灣的

教育改革是誰的教育改革？原住民

族教育在教育改革中是邊緣還是主體？面對這

20多年來的教育改革，原住民族教育現場的教

育課題有那些變與不變？

從教育改革邊緣到原住民族主體教育

回顧台灣教育改革的歷程，1994年4月

「四一○教改行動聯盟」提出制定《教育基本

法》，該年教育部召開第七次全國教育會議，

之後行政院成立「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

1996年12月完成《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

提出教育鬆綁、帶好每個學生、暢通升學管

道、提升教育品質、建立終身學習社會做為教

育改革的基本方針。

在「帶好每個學生」的訴求下，特別提出

「重視原住民教育，在發展原住民教育方面，

應訂定《原住民教育法》，保障原住民教育發

展。提高原住民大專、高中職就學率，使其與

一般人口平均水準相符。擴充師資之編制和來

源，延長偏遠地區教師之服務年限。修改課程

標準，訂定雙文化認同取向之目標，融入族群

關係、多元文化教育與原住民文化之內容。」

此階段有關雙文化認同教育部分並未清楚討

論，但比較明確的是有修訂《原住民教育

法》。之後為服膺全民期待，落實《教育改革

總諮議報告書》之建議，教育部於1998年擬定

〈教育改革行動方案〉，經行政院「教育改革

推動小組」審議通過，以5年時程（1998-

2003），編列經費1,570餘億元，實施12項工

作計畫，強化原住民學生教育工作亦列名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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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之，教育部依據2000年8月第八次全國

教育會議大會結論暨建議，擬訂並公布《中華

民國教育報告書》，其中原住民教育出現在十

大發展策略中的〈尊重多元文化、關懷弱勢與

特殊教育族群權益〉，擘劃國家10年（2011-

2021年）之教育發展藍圖。

整體來說，教育改革歷程原住民族的參與

度不高，但是有被列為教育改革中的一個多元

文化的主體。而《原住民教育法》於1998年5

月28日立法院完成三讀（2004年更名為《原住

民族教育法》），並經總統於6月17日公布實

施，對於建立原住民族教育體制，開創原住民

族教育特色，提升原住民族教育品質，塑造原

住民新形象，並提高競爭力深具劃時代意義。

原住民族教育法成功立法卻未落實實施

《原住民族教育法》是原民會成立後第一

個原住民專門法規。從參與立法到擔任主委的

瓦歷斯‧貝林，提到：「原民會成立後，為了

保障台灣原住民族教育權，發展原住民族之教

育文化，基於憲法，以多元平等互助尊重之精

神特別訂定《原住民族教育法》，立法後對於

原住民族教育經費之編列、原住民的就學、受

教權的保障、原住民族學校的設立、加強原住

民族教育之研究、評鑑獎勵等事項，均有明確

的規定。」

海星中學原專班學生學習傳統編織技藝。（圖片提供 孔令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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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語支援工作人

員是牽起非原鄉

地區各校原民學

生的重要引線。
（圖片提供 高秀玉）



瓦歷斯也認為當前台灣民族教育的基本策

略，在於如何建立一種以原住民主體文化為基

礎的教育機制，任何教育問題的改革與探討，

都不能抽離其歷史背景與社會脈絡的理解。

1990年代最典型的思維是弱勢照顧，但原住民

族教育是文化差異不是文化弱勢。一開始在

1998年修《原住民族教育法》時的原班人馬跟

修《教育基本法》的團隊並沒有交流對話，以

至於大家把目光焦點放在地方的教育自主權及

家長的教育選擇權。最近幾年原教法推動中，

縣市政府的地方教育自主權，多少讓原民教育

須回到地方教育的層級溝通，其實在《教育基

本法》中提及「依憲法規定對教育事業、教育

工作者、少數民族及弱勢群體之教育事項，提

供獎勵、扶助或促其發展。前項列舉以外之教

育事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其權限歸屬地

方。」是可以由中央主管機關因為民族特殊屬

性全權處理的。

因為有原教法的法源依據，教育部和原民

會發布「發展原住民族教育五年中程計畫

（2016-2020年）」係依據《原住民族教育政

策白皮書》，並延續自1993年啟動之「發展與

改進原住民教育五年計畫」（自2006年至2015

年調整名稱為「發展原住民族教育五年中程個

案計畫」）所撰擬，俾持續系統性推動原住民

族教育工作。本計畫係以「自主、平等、尊

重、多元、共榮」為思維；以「培養具原住民

族文化內涵與族群認同為本體，並結合民族智

慧與一般教育形塑社會競爭力之下一代」為主

軸；以「回歸法制基本權利，堅固基礎學習素

養，開創民族教育新局，實踐多元文化理想」

為目標，詳細規劃原住民族未來5年教育發

展。計畫執行期程自2016年1月起至2020年12

月止，為期5年，計畫內容包含12項策略、35

項執行要項、148項具體作為，由教育部與原

民會共同執行。原住民族教育五年中程計畫為

原住民族有權建立和掌管他們的教育體系和機

構，用自己的語言和適應其文化的教學方法，

提供教育。

台灣的國民教育課程標準（綱要）共經歷

了6次重大變革，從「標準」邁向「綱要」，

「教學綱要」轉變為「能力指標」，以「學習

領域」取代「學科」並融入重要教育議題。

十二年國教強調以「自發」、「互動」及「共

好」為理念，強調以學生為中心，而不是以教

師為中心。十二年國教落實了教育機會均等、

免試入學、減少壓力、社區高中取代明星高

中、發展特色學校等。但是對原住民族來講，

面對教改的創新卻需真實面對包括其教育主體

性的建構、教育資源分配、原住民族內部多元

知識體系建構、教育模式發展、學習模式發展

等問題。

原住民族教育主體性的呼聲

近來原住民族也開始提出原住民族教育的

主體性，希望可以有自己的民族教育體系。民

族教育體制一直是原住民族運動的夢想，例如

創辦《獵人文化》的泰雅族瓦歷斯‧諾幹老師

（1994）提到「山中的風、雨、雲、樹、草

原、溪流、松鼠、落葉、石頭，都是無數教

室、無數的教材，每個都是學生，也都是老

師。眼、耳、鼻、甚至皮膚，都是我最好的老

師。」「重回泰雅，是因為意識到失去的東西

太多太劇烈！重回泰雅，是因為意識到族群的

面目已模糊！重回泰雅，是因為意識到人的尊

嚴的基礎點上！」（瓦歷斯‧諾幹，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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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歷斯‧諾幹指出教科書不再記述泰雅的

歷史；教科書不再舖陳泰雅精神的可貴；教科

書不再記載台灣這塊土地的人文。因此他又

說：「唱歌，就唱原住民的歌！雕刻，就雕原

住民的作品！寫作，就寫原住民的土地！作

曲，就作原住民的曲子！跳舞，就跳祖先留下

來的舞！喝酒，就大力地喝小米酒！說故事，

就說祖先的神話與傳說！」不過這個夢想在第

一代返回原鄉戰鬥的年輕人中，提出泰雅的教

育實踐，卻是得在司馬庫斯才得到實踐（拉互

依‧倚岕Lahuy Icyeh，2007）。

2003年新竹縣尖石鄉成立新光國小司馬庫

斯實驗分班，司馬庫斯的頭目說：「希望部落

的後代能學習活得像人，像真正的人。」希望

有更多人支持並認同部落的文化與教育觀點。

而目前司馬庫斯實驗小學有八到十節的文化課

程。包含語言、文化、自然生態與傳統技藝

（拉互依‧倚岕Lahuy Icyeh，2009）。

1990年代返鄉的排灣族撒古流則在屏東倡

議部落有教室，部落教室在於提供傳統教育的

時間與空間，來「進行」文化教學、「推廣」

生計產業，以及「推動」部落新環境運動。

「其特色是從傳統文化的教育過程中，不斷開

發創新部落資源，透過研究發展來推動新石板

屋的居住文化及生態景觀復育等工作，來營造

子子孫孫樂於居住的部落。」（撒古流‧巴瓦

瓦隆，1998）因此，部落教室希望達到「創造

文化與生態永續發展的部落」之目的。

放眼國內外的原住民族教育發展經驗，其

對台灣原住民族教育改革的啟示，在理念的建

構上，必須要有原住民族教育的主體性；而策

略的實踐上，必須建立「地方知識」與「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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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雅族南湖大山部落學校，學生聚集在傳統屋前上課。（圖片提供 Yurow‧Hayung陳銘裕）



知識」兼容並蓄之雙軌教育體系。

2012年4月開始，原民會正式核定花蓮中

部阿美學區、屏東北排灣學區及台東卑南學區

為第一年的 3 所第三學期制民族實驗學校之設

立。「它不再是體制外的學校，而是道道地地

政府體制內的學校，而未來也將繼續設立其他

民族學校，此一政策正顯現民族教育走上主體

與自治的里程碑。」「實驗型第三學期制民族

學校的課程自然是以原住民各族之傳統語言、

文化為內涵。」（陳枝烈，2012，《原教界》

46期，頁18、20）

後來的5所「部落學校」「在定位上仍是

實驗的性質，雖然也隱然有著妥協的味道，但

從比較正面積極的角度來看，畢竟這也是第一

次有機會完整且系統性的規劃民族教育。」

（馬要‧夫度，2011）目前5所部落民族學校

課程之實施不似一般教育，而是依據傳統教育

的特質。包括採統整課程的精神、採螺旋式課

程模式、採全族語教學方式，配合部落之生活

與歲時，並以山林、田野、海洋與部落為教學

的主要場所。

2016年台中市達觀國小要掛牌成

為第一個泰雅族實驗小學，也改名叫

做博屋瑪小學（P'uma博屋瑪是泰雅

語，代表文化傳承的意思。）從部落

學校已經要跳接到民族小學，原住民

族教育主體性的實踐出現曙光，值得

期待。

多元文化尚待落實

從1990年代以來有一個多元文化

的轉向，但要實質的去反省、了解多

元的意義，否則多元文化教育就是很空洞的口

號而已。記得2005年7月在《原教界》的創刊

號發刊詞，當時的教育部長杜正勝提及「對原

住民教育來說，長遠而重要的還有學習落差的

縮短、自我認同感的建立。」鼓勵原住民族學

生珍惜自己的文化與傳統，居多數的漢人也需

要真心欣賞並學習不同的文化。多元是文化真

的相容共存，相容共存不是讓不同的文化各自

存在，不同的文化間應該是「有機的」，要對

話交流與彼此理解。

我國由法律內涵的改變，宣示要落實多元

文化教育，因為了解各民族的文化，而產生對

不同族群的尊重與包容。然而多元文化的概

念，不僅須在原住民族學校實施，在所有學校

教育與民眾觀念中更應著手落實，回歸到以人

為本的土地認同教育。

面對現代化的原住民族語言教育課題，意

味著原住民族要站穩教育主體的立場，縮短學

習落差，建立自我認同感，邁開步伐奮力向

前，培養有理想有能力的青年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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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雅族南湖大山部落學校的耆老擔任第一線教學工作。
（圖片提供 Yurow‧Hayung陳銘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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