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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著
台7甲線蜿蜒而上，車窗外蓊鬱的綠
樹中點綴著幾叢粉紅的櫻花，一閃

即逝，過了棲蘭國家森林遊樂區，再往前行約

1公里，宛如守護神般的獨立山先進入眼簾，
而山影所遮蔭下的開放式校園，如花園般美麗

且優雅，讓人感覺不到這是一間學校。這裡是

大同國中，一間位於獨立山旁的原住民學校。

獨立山的泰雅孩子

大同國中為宜蘭縣大同鄉內唯一的國中，

學校規模小，學生主要來自於南山Pyanan、四
季Skikun、茂安Lmwan、英士Knbung及樂水
Banun等5個部落，目前大約有60多位活潑熱情
的泰雅族孩子。在群山環繞的校園中學習，總

是令外來的遊客羨慕，然而因為部落及學校皆

遠離市區，學生們從小所接觸到的文化刺激不

如平地的學生，家庭方面也因為需要顧及經濟

因素而無法關心孩子的學習，因此，以平地角

度規劃的評量與測驗制度，常讓獨立山的孩子

們在與平地學生競爭的過程中受到許多挫折，

連學校幾乎全為漢族的老師們也多少感到無

力。年復一年，老師們常在思考，身

上流著泰雅族血液的孩子們，面對未

來的競爭與不確定性，到底要如何建

立起自己的自信心，拿出什麼能力來

和其他人競爭呢？

原住民族教育的起點

原住民族委員會推動的民族教

育計畫，讓學校看到了建立泰雅孩子

自信心的可能性與發展起點。2008年
學校設置了原住民族資源教室，確立

了民族教育發展的方向之後，從2009
年至2012年持續申請並推動民族教育

學校老師們與南山部落的陳和平牧師針對小米文化課程進

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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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將課程分為「泰雅傳統舞蹈」、「泰雅

傳統技藝」、「泰雅傳統故事與歌謠」、「泰

雅文化數位典藏」等4大主軸。其中在「泰雅
傳統技藝」部分，內容更逐年增加，包含口簧

琴、狩獵、弓箭、藤編、織布等。

然而，這幾年下來，儘管學校累積了多年

推動民族教育課程的經驗，但回頭檢視執行過

程，卻發現推行模式大多是由學校行政團隊規

劃課程，並聘請部落的耆老或長者前來指導學

生，如此一來，雖然學校規模小，但未參與的

校內老師無法融入學校推動民族教育的過程與

想法，讓民族教育的發展多停留在行政端；另

一方面，外聘的耆老或長者能親自到校指導的

時間有限，國中端課程的限制又大，在配合上

常產生一些困擾；此外，為了要提供更多元的

泰雅技藝體驗課程，民族教育課程內容不斷地

增加或調整，導致學校的民族教育課程欠缺連

貫性與整體性。因此，在十二年國教推動後、

課程彈性增大的前提下，學校有機會重新思考

以民族教育特色為學校本位課程，亦即，將民

族教育真正地融入學校課程及學校教學團隊

中。

民族教育學校本位課程

與先前不同的是，從去年開始，大同國中

的民族教育學校本位課程，不再單純由學校行

政端獨斷規劃，而是由學校老師們一起共同來

構思，從民族教育的核心出發、參考過往幾年

的執行情形，共同規劃出適合學生的主題式民

族教育本位課程。然而，現實面遇到的困難在

於，除了校長之外，學校老師都沒有原住民身

分，但老師們的任務卻包含了民族教育課程教

彩虹下的小米田 大同國中的泰雅學校本位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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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的編輯與課程的執行。幸運的是，校長本身

即具有民族教育知能的背景，也相當支持學校

民族教育的推動，在校長的帶領下，學校邁入

了新的階段，由原本缺乏民族教育知能的老師

們親身投入，展現出無比的勇氣與令人感佩的

奉獻。為了完成課程規劃，老師們必須參與相

關原民知能的研習、到不同的原住民族部落參

訪與學習，並與部落的耆老或牧師對談。這一

切時間與精力的投入，就是希望學校老師參與

實際的教學過程，讓學校的民族教育活動不再

只是外來的計畫執行，而是真正融入校園、老

師與學生中，創造出具備在地化與生活化的學

校民族教育本位課程，也希望藉由推動民族教

育學校本位課程，提升學校老師與學生對泰雅

原民文化特色及傳統藝術的認識，增加學生對

於民族文化的認同與自信心。

「風中的小米田」與「雙手編織的彩虹」

2013年的學校本位課程，課程架構主要包
含兩大面向，亦即以小米文化為核心的「風中

的小米田」與以傳統織布為核心的「雙手編織

的彩虹」。課程的執行運用了彈性時間，因此

不會對正規領域課程有所干擾，也因為排入了

彈性課程，讓民族教育真正成為大同國中的特

色課程。在「風中的小米田」課程中，七年級

的學生在上學期從小米的生態特性開始，瞭解

小米的品種、分布與病蟲害，接著對於小米的

祭儀傳說更進一步地認識，以做為下學期實際

參與祭典的準備；而在美食饗宴的階段中，老

師帶領學生體驗小米竹筒飯的美味、小米麻糬

的韻味，以及用傳統小米醃肉的香味，再次讓

學生感受到小米在生活中的重要性。接下來的

2月至3月，是傳統泰雅族小米的播種時間，學
生們也會在課程中配合泰雅族傳統的歲時祭儀

來體驗小米的播種、除草、趕鳥、收割與保

存，而由部落耆老所帶領的傳統播種祭及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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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耆老在播種祭儀式結束後帶領示範小米播種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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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則讓學生感受到以前祖先與大自然共生共

存的精神與傳統文化的氛圍。在「雙手編織的

彩虹」課程中，八年級學生從織布的材料開

始，透過苧麻的種植瞭解傳統織布的製線過

程，接著進入織布的課程，這一階段學生得瞭

解泰雅族傳統的織布技法、思考織布的傳統花

紋及涵義，最後期望學生發想出新的織布花

紋。此外，老師們還規劃了傳統植物染與編織

品加工，讓泰雅傳統織布的系列課程更為完

整。由於以往的編織課程大多僅完成織帶，學

生們看不到泰雅祖先在織布上所能展現的成

就，因此，此系列課程加入了編織品加工，希

望能讓學生持續發展自己手中所編織出來的彩

虹，也期望有一天，學生可以將自己編出來的

彩虹幻化成一件美麗的衣裳，成為真正的泰雅

人。

泰雅傳統成年禮

為了讓即將畢業的孩子們能夠

對自己的文化及曾學習過的民族教

育有更深的認同，學校特別在畢業

典禮前安排泰雅族傳統成年禮考驗

營，讓生活在現代環境下的泰雅孩

子們，能在親手操作的歷程中感受

到祖先的智慧與生活形態，成年禮

考驗營活動包含男孩子的狩獵技藝

考驗、女孩子的織布技藝考驗，以

及泰雅傳統美食的製作。其中為了

男孩子的狩獵技藝考驗，學校也特

別邀請部落的資深獵人，每週一下

午到校親自指導學生設置傳統陷

阱、辨識獵物足跡，以及野外求生

等技能。當看到男生們練習設置陷

阱、甚至補到獵物時，以及女生們

拿起自己親手完成的美麗織帶把玩

時，臉上都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一種滿足與自信

的笑容，老師們也都可以感受到學生獲得的成

就感，這是一般的考試與測驗中所得不到的。

也許，未來泰雅孩子們面臨的不確定性很大，

但相信，這股成就感可以轉化為支持他們持續

前進的動力，在祖先的光榮傳統下勇敢且驕傲

地面對未來的挑戰。

彩虹下的小米田 大同國中的泰雅學校本位課程

學生們開心地展示自己在傳統植物染課程中所設計出來的作品。

黃建豪

宜蘭縣冬山鄉順安村人，1980

年生。台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畢

業，現於佛光大學資訊應用學系

碩士班進修。現任宜蘭縣大同國

中教務主任暨英語教師。第一所

任教的學校即為大同國中，目前

服務已近十年，雖然本身非原住

民籍，但深深感受到原民文化不斷地消逝，因此在學校

極力推動民族教育活動及課程，希望泰雅的孩子不會忘

記自己從哪裡來，並可以繼承發揚泰雅祖先光榮且充滿

智慧的傳統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