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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議題重要性

       ⻑久以來，隨著不同時空的社會變遷與社會結構轉型，臺灣原住⺠族在健康、經濟與社會指標上，例如，經濟

狀況、⽉平均收入、失業率、離婚率、老年⼈⼝與單親家庭等，相較於臺灣地區⼀般⺠眾，皆處於相對劣勢的狀

態，原、漢之間確實存在著相當結構性的社會⽣活差距現象。根據原住⺠族委員會（2015）的調查指出：臺灣原住

⺠族⽬前有16族，2014年4⽉原住⺠⼈⼝數為53萬5,492⼈（平地原住⺠有25萬1,724⼈占47%，⼭地原住⺠有28萬

3,768⼈占53%），約占全國總⼈⼝（23,382,948⼈）比例達2.29%，分布在55個鄉（鎮、市、區），⽬前核定之部

落總計740個部落。原住⺠族家庭在文化上與知識體系、世界價值觀、教育觀點上皆迥異於漢⼈社會，因此反應在

家庭教育的需求上便不能全國⼀體以適之。近年來因為社會環境變遷快速，但⽬前仍無具體之家庭教育完整性之⽅

案（教育部、原住⺠族委員會，2013）。因此，政府在協助原住⺠族家庭教育以改善原⺠教育困境上，應有更積極

之作為。

貳、美澳之借鑑

⼀、美國

       教育部電⼦報（2014a）指出美國原住⺠印地安⼈教育管理機構印地安教育局（Bureau of Indian Education,

BIE該局隸屬於美國聯邦內政部）近⽇提出⼀份研究建議報告，其中建議三、各部落拿回學校教育⽅針主導權：⽬

前BIE主導由該單位資助成立的學校，但這份建議書認為應由部落來主導學校教育⽅針，這是基於印地安部落才能

真的了解對於該族的教育理念與需求，也才能落實教育內容；建議四、深入各層⾯的合作關係，包括寄養家庭、學

校、社區及各種資源中⼼更強化合作，在情感與社區⽀援上都⾜以提供學⽣強⼤的學術學習後盾。

⼆、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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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政府從1909年代⾄1970年代執⾏所謂⽩澳政策的同化⼿段，認為原住⺠族家庭教育功能不彰、文化低落，

於是強⾏將澳洲原住⺠兒童帶離他們原⽣的家庭與社區，進入⽩⼈的家庭與學校學習⽩⼈的知識與文化，被稱為失

竊的⼀代（stolen generation）。⾯對這樣的史實，澳洲總理陸克文於2008年三度對澳洲原住⺠道歉，承諾改善

原住⺠族不利之現況。

       2012年PISA調查報告亦指出，年輕的原住⺠學⽣比非原住⺠學⽣更容易受家計之累，⽽無法投注時間專注課

業，因此，來⾃⼤家庭、低收入、資源少、以及居住在過度擁擠環境的年輕原住⺠學⽣，成為學習族群中的弱勢

（教育部電⼦報，2014b）。Higgins和Morley（2014）的研究也指出在探討澳洲原住⺠族家庭教育的時候，無法

再從以往單純的將家庭與學校切割，⽽需具體考量族群文化、社區文化以及學校教育等多⾯向，才能實際了解原住

⺠族家庭對於家庭教育真正的需求。郭李宗文（2011）提到紐⻄蘭的⽑利「語⾔巢」，是請祖⽗⺟及⽗⺟從參與社

區的幼兒教育開始的⽑利語振興⽅法，對於臺灣的隔代教養之家庭教育亦能發揮⼀定的影響⼒與啟發。

參、我國現況概述

       教育部於2013年提出「推動家庭教育中程計畫」，提到原住⺠家庭普遍存在有經濟困難、單親及隔代教養等現

象，及因⽗⺟⼯作地點等因素，常使得家庭無法發揮應有之功能，兒童、青少年的學習容易出現學習成就低落、學

習動機缺乏以及⾃卑退縮等問題。究其原因包括：照顧者親職參與質與量不⾜，社會資源提供、運⽤策略可及性不

⾼，整體社會家庭價值傾向消極。因此，如何讓原住⺠⽗⺟認知家庭教育的重要，並加入認識現代社會的內容，是

協助其建立健康家庭的基礎（教育部，2013）。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知道原⺠學⽣的教育成就受到家庭教育與相關

因素極⼤的影響。

⼀、⾯臨的困境

        （⼀）都市－原鄉的文化漂流

       早期原住⺠地區的青壯⼈⼝⼤量移往都市，遺留學齡兒童在部落接受教育。⼭上的師資不⾜，加上⽗⺟在家庭

教育中的位置由隔代教養的祖⽗⺟所取代，產⽣有⼀定的問題。⽽近年來因為原鄉推動觀光，以及部落精緻產業的

發達，原住⺠經濟能⼒提⾼，許多原住⺠家⻑基於許多理由，例如遷居都市、到都市⼯作、或為了⼩孩能夠接受平

地教育等，將⼩孩移往都市學校就讀。原住⺠族委員會（2014）提到近年來都市原住⺠⼈⼝快速成⻑，⾄⺠國103

年1⽉底⽌已有45%的原住⺠⼈⼝設籍在非原住⺠族地區。由於都市原住⺠⽋缺漢⼈的社會網絡資源或⽀持體系，

原漢間存在有形的和無形的資源差距，都會區原住⺠家庭在⽣活適應及發展條件明顯地相對薄弱，易衍⽣許多家庭

教育問題。

        （⼆）家庭教育範圍定義不清

       家庭因素在原住⺠學⽣學業成就的影響擴及許多層⾯，包含社經背景、⼿⾜求學的經驗、⽗⺟對教育的投入與

投資等等皆有關，分析時則不可偏頗。Kaomea（2012）研究夏威夷的原住⺠族家庭教育之後指出，現代的原住⺠

家庭是由多樣性的文化背景、社會經濟背景所組成，個個家庭對於「成功」的家庭教育的定義與需求也多呈現出不

同的樣貌。因此，Kaomea認為在族群文化的融入⽅⾯，以及在學校教育加強家庭教育成效⽅⾯也都必須著重，才

能夠有具體的成效。

       （三）忽略文化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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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族委員會（2015）指出，過去較忽略以多元文化觀點與族群差異性的政策規劃，及未因應原住⺠族因文

化、性別、位處邊陲之區位所產⽣的差異與多樣性，難以滿⾜原住⺠真正需求，從實務觀察相關部⾨的福利措施之

訂定與執⾏，也未能充分反映原住⺠所處的「地理空間」、「交通不便」、「文化差異」及「資源不⾜」等的限制

與特性，且較缺乏詳細統計數據作為政策規劃之參據。

       （四）缺乏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的聯結

       郭李宗文（2011）的研究著重在「家庭與學校之間的關聯性」，了解到原住⺠文化與主流文化之間的差距，使

得原住⺠隔代教養的祖⽗⺟較缺乏與學校聯絡的⽅法，此時教師更需要扮演主動的⾓⾊來協助家庭與學校之間作連

結，並促進家⻑對學校事務的參與。因此，郭李宗文建議，在原住⺠地區任教的教師，應該藉由職前或在職訓練多

了解當地的原住⺠文化內涵，這也是有效增進家庭與學校互動的必要策略。

       接觸原住⺠族家庭最為密切的政府單位可能就是學校，學校也必須透過了解社區文化來協助原住⺠族家庭教育

的推展，這樣的環節與關鍵性⾓⾊值得我們在推動相關家庭教育政策時給予更多的關注與利⽤。

⼆、具體的做法

       原住⺠族委員會（2014）檢討近幾年推動原住⺠族家庭教育之相關措施，指出原⺠會實施親職教育的具體做法

包含辦理親職教育⼈才培訓（包含由地⽅政府推薦熟諳原住⺠族文化之⼈員五名，以及神職⼈員、社⼯⼈員、志⼯

參加教育部辦理之原住⺠族親職教育種⼦教師及相關⼯作坊）；另外則針對都市原住⺠辦理親職教育講座與研習。

這項計畫補助各縣市政府推動原住⺠族家庭教育，在原鄉原⺠之外亦注重都市原住⺠的家庭教育需求或許與原鄉原

住⺠有許多不同。

       在「原住⺠族教育政策⽩⽪書（教育部、原住⺠族委員會，2013）」中，綜整了近年來政府與各縣市政府合作

共同推動原住⺠族家庭教育⽅⾯，已有許多成果⾜供參酌。其中包含輔導各縣市家庭教育中⼼辦理家庭教育相關課

程活動；實施原住⺠族家⻑的親職教育並提供家庭⽀援系統與資源，以及⾃97年起，持續扶助原住⺠縣市推動夜光

天使點燈專案計畫，針對弱勢家庭學童提供夜間課後教育輔導，原住⺠族受益學童累積3千餘名，提供弱勢原住⺠

族家庭⽀持與協助，並⾃102年起結合課後照顧政策積極辦理等措施。

肆、對我國的啟⽰與建議

       教育⼼理學家張春興曾經指出，許多學⽣的偏差⾏為是「病因種於家庭、病象顯現在學校、社會使其惡化（張

春興，2013）。固然原⺠家庭的表現並非僅限負⾯⾏為，許多優良特質與文化特徵亦遵循如此模式進⾏運作。教育

現場能夠直接接收原⺠家庭教育的需求與現況，還能部分反映在學校教育的變⾰與⾰新之上，⽽這些銜接的環節除

了政府部⾨需要更全⾯、更完整的家庭教育系統協助之外，學校教育的⾓⾊，尤其是文化轉銜的重要關鍵⾓⾊更是

不能忽略。

⼀、決策時加入文化需求考量

       廣邀專家學者針對「原住⺠族家庭教育需求」做出明確定義，針對不同種族、不同部落的家庭教育⽅案應有更

細膩的策略投入。決策圈不應僅⽌於家庭教育專家學者，應廣納教育學者與族群文化學者。

       針對不同族群的文化需求，應撇除教育本位考量，⽽應適度地納入文化與社區的需求考量。不過部分的原住⺠

族家庭或者社區，對於某些文化與傳統的知識都帶有較為敏感的堅持，這個部分在實施家庭教育時都必須謹慎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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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非以主流社會或者「救贖」的觀點試圖強制介入或者實施。這或許在後續的相關政策研擬時，是⼀個必須謹

慎處理的、顧及文化敏感性的⼀項必要考量。

⼆、強化教育部家庭教育網

https://moe.familyedu.moe.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273&pid=212

       教育部終⾝教育司所管理的家庭教育網，裡⾯的內容幾乎以新移⺠家庭教育為主，多元文化教育項下的選項也

只有新移⺠的家庭教育被納入。在⼈⼝比例上，新移⺠與臺灣原住⺠族⼈⼝接近，卻沒有在比例原則上被同等對

待。⽽新移⺠親職在⼯作結構上與原⺠家庭不同，過度集中資源在新移⺠⽽忽略原住⺠家庭教育之加強將有失偏

頗。

三、都市原住⺠家庭教育之強化

       從原住⺠族傳統部落、家庭之「家庭教育與照顧」體系，⼦女多由族中的⻑輩、親戚、⻑老照顧及陪伴成⻑。

然⽽在社會變遷下，原住⺠族傳統家庭結構、教育型態亦隨之改變，⽗⺟或照顧者易因⼯商社會型態之職業⽣活，

忙於⼯作⽽無暇兼顧親職及家庭教育。是以，評估歷年推動都市原住⺠發展計畫之親職教育，在施⾏⽅法與經費投

入上尚難發揮成效，並參酌都市原住⺠家庭結構及宗教信仰之特性，需強化都市原住⺠族親職教育資源之可及性與

近便性，⽅能提升家庭親職教育功能，健全家庭教育對⼦女關懷與照顧，以適應當前社會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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