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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多年以來學校教育所使⽤的教材往往是以優勢族群的觀點來撰寫，對弱勢或是少數族群的描述，不但內容偏少

且缺乏呈現各族群的聲⾳，⻑久下來在主流文化的教育下，其他文化相對不被⼀般⼈所關注與了解，容易形成對少

數或弱勢族群的刻板印象，甚⾄使得弱勢族群也漸漸喪失了⾃⼰的根，對⾃⼰的族群文化也缺乏⾜夠的認同與了

解。培養學⽣多元文化觀是⽬前世界先進國家教育的潮流，接納、了解並尊重各族群特有的文化，才有可能建立和

諧的社會。

       原住⺠是臺灣這塊⼟地較早的主⼈，但隨著漢⼈來臺開墾，原住⺠的⼟地、資源被掠奪，語⾔、傳統文化也在

不斷與漢⼈接觸、交流、通婚的情況下逐漸流失，被迫去順從與學習他們所不熟悉的主流文化與⽣活⽅式。然⽽現

今⼀般⼈對原住⺠往往存有許多的偏⾒甚⾄歧視，這對族群融合發展與社會和諧是⼀⼤阻⼒。因此希望從教育著

⼿，透過原住⺠文化課程發展，讓學⽣對原住⺠歷史與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進⽽能以尊重與欣賞的態度去看待原

住⺠文化；同時也希望透過教育，讓原住⺠的孩⼦認識⾃⼰的文化，尋求⾃我認同，建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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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推動困境

       為了消弭族群刻板印象，或是原住⺠地區學校為了保留傳統文化，學校推動原住⺠文化課程，實施過程中所⾯

臨的困境如下：

⼀、缺乏文化深度與廣度

       學⽣缺乏文化認知，這樣的結果正是⽬前原住⺠學校推動傳統文化最⼤的隱憂，就是太過於表⾯及淺顯。很多

家⻑發現學校推動傳統文化會產⽣如此重⼤的瑕疵，「比賽」占了相當重要的因素。為了脫穎⽽出，強調傳統歌謠

與舞蹈的精緻化與精熟度，⾄於文化內涵的教學則較被忽略，這樣的發展窄化、淺化了傳統文化。

⼆、擔憂未來社會競爭⼒不⾜

       文化傳承與社會競爭⼒的培養在主流社會是不相抵觸的事情，因其兒童文化資本⾜以適應學校環境，但對弱勢

族群⽽⾔卻是兩難的問題。升學考試與文化傳承兩者糾結在⼀起時，有些家⻑認為應以課業為重，文化傳承乃是家

庭、社區該負的責任。這個問題延伸到學⽣就讀國中時，家⻑的憂慮更為明顯。

三、學習意願低落現象

       原住⺠學⽣普遍存在著學習意願低落的現象，進⽽導致了⼀連串在學習歷程上的挫敗經驗，這些經驗的⻑期累

積，便容易形成孩⼦退縮、缺乏⾃信，不敢預期⾃⼰成功的種種現象。然⽽，學習意願低落，絕非單⼀因素所造

成，它包含了教材內容、家⻑對⼦女受教的態度、教師教學⽅式等因素。

四、家庭教育功能不彰

       原鄉地區之就業與經濟問題常為原住⺠族⼈向外遷移的主要原因，⼀般原住⺠所從事的職業以勞動階級居多，

在原住⺠社區有個普遍現象，就是老⼈和⼩孩特別多，單親和隔代教養問題嚴重，更直接影響到孩⼦的學習成效。

參、因應策略

       為推動原住⺠文化課程，擬訂策略如下：

⼀、健全組織，凝聚共識

       （⼀）組成「原住⺠文化課程推動⼩組」，確實分⼯並且規劃與執⾏各項活動。

       （⼆）透過各領域會議討論主題課程，提課程發展委員會討論通過，落實推動。

⼆、教師增能，專業發展

       （⼀）辦理教師研習或⼯作坊，提升教師多元文化與原住⺠議題專業知能。

       （⼆）組成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透過教師對話與腦⼒激盪，研發各項課程。

三、結合社區，資源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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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合社區發展協會、扶輪社、獅⼦會等⺠間團體資源，拜訪部落耆老或社團，共同發展原住⺠文化課

程。

      （⼆）結合社區總體營造，注重校園環境布置與原住⺠意象設計，發揮境教功能。

四、研發課程，融入教學

     （⼀）規劃主題式或融入式課程，藉由課程教導學⽣認識各項原住⺠文化。

     （⼆）結合在地特⾊發展學校本位課程，使學⽣認識⾃⼰的文化，進⽽⾃我肯定，產⽣⾃信。

五、辦理活動，體驗學習

    （⼀）透過博覽會、攻站闖關、參觀訪查等活動，體驗與認識原住⺠文化。

    （⼆）辦理親職教育，或與其他學校締結姊妹校，可增加文化刺激，認識多元文化。

六、善⽤科技，適度⾏銷

    （⼀）經營Facebook粉絲團，或透過LINE、Wechat等APP發布活動訊息。

    （⼆）適時發布新聞稿，並與媒體維持良好互動，可增加資源挹注機會。

肆、結語

       在臺灣現有教育體制下，原住⺠族群接受學校教育，猶如⼀種認同她族文化的過程。在失去⾃⼰族群文化內涵

與脈絡的課程中，也很難發展出真正的文化認知與文化認同的實踐⾏動。所以，原住⺠文化課程的實施，必須能真

正結合原住⺠文化內涵，並在實踐中加以落實，才能促進族群文化的認同、理解和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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