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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九年一貫國民教育」

實施起，本土語言才正

式成為國小必修課程。教育

部及原民會為讓校園落實多

元化教學，相繼於各縣市成

立「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

心」。台北市原住民族資源

中心於南港區東新國小成立

多年，卻乏人問津，許多文

物束之高閣，殊實可惜！

為善用資源、活絡資源中

心，台北市本土語言輔導團從

2013-2014年間，幾經研究、

思索與試驗，最後決定採取主

動、積極、開放巡迴的策略，

提供「原住民藝文進駐校

園」，以「行動博物館」方式

借展機制，開放各校申請，並

由資源中心統一彙整各校的申

請，規劃與安排「行動博物

館」到各校展出。並在展覽期

間，免費提供教學資源，由經

驗豐富的原住民族教師進駐校

園擔任導覽工作。2015年3月

在台北市教育局局長湯志民及

台北市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主

委陳秀惠共同主持下，「原住

民族行動博物館列車」正式啟

動。

原住民族教學數位化

東新國小早期是台北市原

住民族學生數最多的小學，在

推展原民教育各項活動上較有

力度及發展空間。如今，為讓

活化原住民族資源中心──
啟動台北市原住民族行動博物館列車
原住民族リソースセンターの活性化――台北市原住民族移動博物館列車がスタート
Revitalize the Resource Centers for Aboriginal Education: 
Starting the Aboriginal Mobile Museum in Taipei City

學童體驗穿著原住民
族服飾。

文‧圖︱Sukudi Sakudair 洪艷玉（台北市政府教育局本土語言輔導團輔導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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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中心文物能活化、多元被

運用、被看重。近幾年，本土

語言輔導團與支援工作人員，

不斷透過工作坊機制，產出相

關原住民族教材等資源來建置

網路平台，使網頁內容豐富多

元，除提供給第一線教師及有

興趣者有明確、清楚之資源

外，希冀在原住民族教育上得

以發揮最大功效。

「數位化博物館」是運用

多媒體科技，整合相關本土教

育計畫，建置活潑互動式網頁

平台，包含圖書資料清單、線

上文物展及互動學習教材，其

中「線上文物展」為館藏文物

數位化，將各種文物以環場方

式拍攝展示，可縮放及360度

欣賞，引導學生與大眾主動接

觸學習，促進了解原住民族文

化特色與多元文化發展。而

「互動學習教材」則是將原住

民族親子學習教材數位化，以

阿美、布農、泰雅、賽夏、卑

南等16族語方式編寫設計，以

活潑的2D動畫方式展現，使

語言學習從教室延伸至校園各

角落，藉由數位化、互動模式

與體驗學習之情境，進而達成

e化網路架構、多元化學習環

境。

   

行動博物館實施細節  

安排導覽時間：每校借展

約10日，展覽期間安排 1 日

（星期四）由3-4位專任導覽

講師群進駐學校服務，其他日

由各班導師帶領參觀。展覽分

文物及服飾 2 個展區，並分成

上午時段及下午時段 2 個時

段。導覽服務與教學： 安排 1 

位講師負責介紹數位博物館網

頁，並將同一時段參加導覽之

班級學生分成 2 組，同一時間

由 2 位老師分組導覽，每15分

鐘後 2 組學生交換導覽。

從導覽老師自我族群服飾

及頭飾之圖騰開始介紹，學生

能深入了解並能直接分辨圖騰

活化原住民族資源中心──啟動台北市原住民族行動博物館列車 

利用實物輔助教學，也較能提升學童專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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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及其涵義。也可認識原住

民族食衣住行育樂生活及常用

容器，及其與大自然間的微妙

關係，使能了解原住民族的自

然生活觀，與自然生態之共榮

與保護。透過講述原住民各族

群的傳說故事及多元教學策

略，使學生了解並能與現實生

活做連結，引發學生好奇求知

及學習動力。除了導覽老師詳

細解說，學生也能親自體驗各

族群相關文物及服飾，相信在

幼小心靈必能播下民族教育的

種子。

行動博物館實施之成效

在學校借展期間，除了認

識並學習簡單的問候語，有同

學提到最吸引她的是一對「魯

凱族」的人偶，除了衣服有其

特色、女生的頭飾特別外，印

象最深刻的即為服飾上的圖騰

及琉璃、山豬牙等配件，可說

是先祖們精心設計來辨識其身

分之特殊性及其在部落之功勳

象徵。並希望若有機會參與該

族的歲時祭儀，定會同家人共

襄盛舉。也有些同學覺得噶瑪

蘭族特別利用香蕉絲研發出來

的服飾甚感興趣，對雅緻而獨

樹一格的服飾配色極為稱賞！ 

原住民族資源中心建置之

文物的利用，由早期的寥寥無

幾、乏人問津，到今日活化後

之使用率及能見度不斷攀升，

參觀人數從個位數到現階段破

萬人次，讓居住在這塊土地上

的所有人能認識、知道所有在

地文化豐富又特殊的內涵。此

方案實施至今，除安排至本市

芝山、信義、健康、雨農、百

齡、清江、明德、長春、雨

聲、三興等小學進行到校導覽

體驗學習課程；亦有諸多外縣

市的學校（如南投縣中山國小

及田豐國小）校際交流參訪。

原住民族文物的價值也因此更

加提升。

藉由實體文物的欣賞體

驗、導覽老師的解說，來認識

進而了解原住民族。如排灣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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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解說排灣族陶壺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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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木製「連杯」，連杯握把上

的百步蛇圖騰，乃至雕刻技

能、歷史淵源；或是賽夏族臀

鈴、高旗在矮靈祭中代表的意

涵，獵刀在原住民族獵人文化

上之重要性，無一不是原住民

族先祖們的智慧結晶及生活精

髓。

結論與省思

「行動博物館」除了能豐

富學校的多元文化教學內涵，

提供學校教師及學生更多元的

學習素材，亦讓各領域教師團

隊合作，增進教學能力和團體

互動。透過近距離的參觀展覽

品及原住民老師的生動解說，

讓學生對於原住民族文化有更

深刻的體會與學習。原先僅只

於書本上的學習，或是世界母

語日及本土語言課程的介紹，

當課本上圖片裡的文物真實出

現在眼前，學生是十分好奇及

興奮的，在導覽老師有限度地

開放部分文物（樂器、頭飾

等）提供操作、配帶時，孩子

都能把握實作機會，其感受更

為深刻，學習更有績效而持

久。導覽老師精闢的解說，不

時穿插故事，孩子也因此認識

了各族的文化精神和歷史傳

說；而透過觀察日常使用的器

具，孩子想像原住民族當時的

生活，並和現實情況做比較，

體認文化傳承的不易和重要

性。

「行動博物館」實施以

來，頗受學校師生好評與讚

許，由因申請校數逐年有不斷

增加趨勢，而現有教師則嚴重

不足，故必須積極培訓師資，

以提供效能更佳的服務。再

者，為讓學校教學能夠更精確

有效率，網路資訊應建置更完

整的資料，以便提升教與學的

績效。 

綜上所言，原住民族教育

是一件艱深且永續之工程，需

要大家共同承擔責任；故藉此

呼籲大家一起來支持並實際參

與「行動博物館列車」，讓原

住民族資源中心的豐富美好資

源，能活化、分享到更寬廣的

教育場域，來豐富提升原住民

族教育的教與學。

活化原住民族資源中心──啟動台北市原住民族行動博物館列車 

Sukudi Sakudair 洪艷玉
卑南族，生於台東市建和里。台北市立大學教育系

畢業，夏威夷大學語言學院結業。服務教育界35
年，台北市東湖國小教師退休。現任台北市政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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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兼任執行長、台北市原住民族教師協會理事長。

致力於都會區原住民族教育。

學童體驗排灣族的連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