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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因家庭因素，

毅然離開服務12
年的原鄉地區學校。其中新北

市烏來區服務了10年，而在家
鄉新竹縣尖石鄉服務的時間也

有2年。回想起從國立台北師
範學院（現台北教育大學）畢

業後，即依著公費制度分發至

原鄉地區學校，而我這一待12
年，也算是完全實踐該制度的

精神了。

原鄉教育現場的觀察

記得在提出介聘申請的最

後一天，人事人員還特別打電

話給我：「妳在這裡這麼久

了，學生、家長都很瞭解妳，

也都帶得很好，還是別調了

吧！」是的，這麼久了，哪戶

學生家裡的情景，是我們不熟

悉的？我認為身為原住民族籍

教師在原鄉服務，最特別的地

方便是在此。部落擁有的生活

步調與氛圍，就是我以前的成

長環境；當學生與家長在面對

不同的事務、群體、文化，或

是跨越生涯發展中不同階段的

心理狀態，我也經歷過，便容

易感同身受，可以猜測大家思

考的會是哪些。

記得曾經有幾位同仁，帶

著疑惑與無奈向我述說著學生

的狀況。「功課沒寫，才剛教

過的單元，怎麼一下子就忘記

了？」「爸媽手機常常換號

碼，很不好聯絡耶！」功課在

家不寫，就安排在學校先完

成；剛學習的課業容易忘記，

可能代表著練習不夠，畢竟少

有學生在家後還有人陪伴練

習；聯絡不到父母就更須了解

其家庭與社區狀況等等。這也

讓我瞭解，他們的疑惑來自於

在都會出身且擁有家庭完全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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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學生展現民族自信是
最重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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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下培育出的教育工作者，確

實得累積更多的經驗與時間，

才能理解原鄉多數學生的特質

與家庭狀況。

這些年在原鄉擔任第一線

教學工作，最擔心的是學生自

信心與對未來的自我期許不

足，且家庭中、部落裡若少有

學習典範，正向的氛圍便難以

建立。此時教師就需要具體的

引導學生自力自主的學習，以

及開拓生活視野，讓學生覺得

自己是可以做到的，未來也是

必須靠自己付出而得的。在這

當中，做為教師的角色，被學

生、家長支持與信任是很重要

的基礎。而近幾年原鄉最不著

痕跡的變化，就是智慧型手機

及網路普及所衍生的可能問

題，過度依賴網路、社群媒體

資訊的傳播等等，減少了部落

裡珍貴的人際互動。看似縮短

了都會與原鄉的差距，卻也壓

縮了主動探索其他事物的收

穫。

非原鄉地區原教推廣不易

在全國中小學教師的介聘

機制裡，幾乎得聽天由命，實

不容易預測自己即將調入哪所

學校，就這樣我從山邊來到海

濱，進入新北市八里區服務。

以往面對的學生與家長超過九

成是原住民族籍，現在則大部

分非原住民，近1/6為新住民

家庭，原住民只占3-4%。
原住民學生分散於各班級

中，或許只有共同選修族語課

時，才有相互認識的機會。以

本校為例，本學年原住民學生

共計22位，分別為阿美族、排
灣族、鄒族、達悟族、布農

族，雖沒有和我同為泰雅族的

學生，但至少在這學年順利開

成阿美語和鄒語課，一掃去年

無法開成任一門族語課的遺

憾。每次看見認真的族語教學

支援人員與學生們互動時，可

以感受得到在非原鄉地區這不

只是堂族語課，還有更多對本

族學生的關愛與期盼，使一週

僅有的一節課更顯珍貴。至於

課程與教學方面，在現階段的

學習領域裡，除非課程內含有

原住民文化，也才有那麼短暫

的機會在課堂上教學。身為具

山邊海濱的原住民族教育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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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籍的教育工作者，我會

認真把握在只有1、2位原住民
學生的班級裡進行文化教學

時，除了提供給全班學生多元

的文化教育之外，更重要的是

能直接給予原住民學生重要的

心理支持，認同屬於自己的原

住民文化。畢竟，在非原鄉地

區的校園，可以習得文化或是

族語的機會還是太稀少，但至

少我們可以在認同上更加努

力。

加入原住民教育輔導團

鄰近的八里國小校長雲垚

榮是泰雅族人，因著他對族語

推廣的熱忱，承接許多原住民

族教育相關的業務，例如：原

住民教育輔導團召集學校、市

內族語朗讀競賽、族語教師介

聘、族語繪本競賽、文化增能

研習等，也曾辦理新北市部落

大學。在每週的朝會，雲校長

會以泰雅語問候全校師生，將

多元文化落實於校園中。而每

年八里區的豐年祭儀，學校更

會提供場地，邀當地的族人朋

友熱情參與。雖然這不是原

鄉，原住民學生零星散落在各

校中，但加起來總數也是不

少，也因此，原住民族教育與

文化的種子才能在非原鄉地區

繼續播下。而我也受其鼓勵，

再次進入原住民教育輔導團，

在原教工作盡微薄之力。

在召集人雲校長帶領下，

我們鼓勵各校提出族語師資需

求，辦理市內族語教學支援人

員介聘工作，媒合各校聘任到

族語教學支援人員，讓各族族

語課順利開辦。亦發現週間較

為集中開課的情形，彙整相關

數據並給予建議，好讓課程平

均開設；有機會到各校與族語

教學支援人員分享經驗時，經

常看見各族語教學夥伴努力地

穿梭在各學校，特別是小族的

課較為零散，實難集中於鄰近

的區域。例如本校有一位鄒族

學生，因此開辦一節鄒語課，

但鄒語老師家住板橋，得搭捷

運再轉乘公車才能到達學校授

課，單趟就需耗時約80分鐘。
我樂於參與輔導團務工

作，也因此接觸更廣泛的教學

現場。輔導團是連結各校與局

端間雖然小卻重要的窗口。所

有團員皆是除了原本學校的職

務外，另外兼任輔導員。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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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每年七月初的聯合
介聘工作，媒合新北市

全市學校找到族語教學
支援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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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是擔任導師，基本上便會

因擔心班級學生狀況而無法參

與；又或因為擔任學校行政人

員，也不得不視校務為先，這

都是實際考量。而在學校端方

面，各校行政人員替換率高，

原教業務極小便容易忽略。因

此都會區的原教工作，必須要

很清楚各校間的狀況並做區域

性的統整，將原教工作細緻

化、系統化，成效才能提升。

我認為必須成立專責的中心負

責統籌與運作，於學校、族語

支援工作人員及家長間居中協

調，才能讓願意加入的夥伴無

後顧之憂。

親職教育是另一個困境

這兩年承接行政職務的關

係，也看見一些因為生計必須

在都會中時常移動的族人家

庭，原以為在這個世代應該不

會有了，但是依然存在。這些

家庭最為辛苦，生活無法安

定，孩子轉學的比例也相對

高。例如有個學生，才二年級

便轉了4次學校；另一位一年
級的學生也有類似狀況，家長

因暫住工地貨櫃，煩惱沒有認

識的人可以寄戶口，好讓孩子

就近入學，但當工程一結束，

又不知下個學校會是哪裡。在

部落生活的孩子，至少上國、

高中後才會到外求學，這時身

心也較為穩定許多。但若生活

在都會區又處於這樣變動的生

活，便會直接影響學生各方面

的表現，特別是在學習的延續

性與身心發展的穩定度上。現

代的適應問題有別於部落生

活，因家庭功能薄弱，而導致

學生無法正向發展的案例更是

不勝枚舉，各族都有。雖在都

會區我們也看見不少優秀的原

住民學生，甚是歡喜；但對於

更多數需要拉拔與扶持的孩

子，則更需要有積極與細緻的

規劃才行。

非原鄉地區的原教工作需更加

努力

現實環境使我們在原教的

扎根與推展上帶來許多限制，

但仍有許多在第一線的教育工

作者繼續努力著。在非原鄉地

區從事教育工作，得把學生從

散落的班級中特意地找回來，

讓他們認識自己。社會的快速

變遷，使非原鄉地區的原住民

族教育工作，更需要適當且有

熱忱的人加入，以及更多政策

上的實際支持。

山邊海濱的原住民族教育變化

語文競賽活動讓新北市都會區中各族的原民學生難得齊聚一堂。

高秀玉

泰雅族，新竹縣尖石鄉拿戶依部落人，1977年生。
擔任國小教師近15年，曾服務於新北市烏來區、新
竹縣尖石鄉內的國小。現服務於新北市八里區大崁

國民小學，擔任註冊組長及新北市原住民教育輔導

團團員。致力於都會區原住民族教育推廣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