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傅美琴*

壹、前⾔

　　甫於⺠國108年6⽉19⽇公布施⾏的《原住⺠族教育法》，最⼤的突破在於增加「⺠族教育」專⻑教師證書，啟

動⺠族教師培育。顯⾒⻑久以來，雖然政府振興原住⺠族文化的努⼒與作為有⽬共睹，然⽽對於斷層已久的原住⺠

語⾔與技藝文化，唯有引進⺠族教育專⻑教師，透過系統化課程設計並與各領域課程跨域合作，兼顧文化扎根與學

⼒培養，⽅有可為。

　　本文依據作者在原鄉原住⺠重點學校推動⺠族教育校本課程的實務經驗，脈絡化介紹課程實施的背景、理念、

準備、⽅式、內容、成效與反思，從課程資源的貧乏到充裕；教師課程觀的⽣澀到成熟；學習地圖由學校延伸到社

區部落，將原鄉特殊的⾃然⽣態、歷史⼈文及族群技藝像珍珠串成項鍊⼀樣，整合成能彰顯原住⺠重點學校特⾊的

課程，也符應新課綱素養導向的課程精神，提供學校推動⺠族教育的參考。

貳、跨域統整校本泰雅文化課程實施⽅案

　　在多元文化尚未成為普遍共識之前，即使是原鄉的介壽國中也與其他國中並無⼆致，不管是校園建築、校園情

境建置與課程教學的規劃與實施，活脫脫就像從都會區搬到⼭上來的⼀般學校。學校既找不到發展亮點，老師的教

學專業無著⼒處，學⽣也對課程無感，亟待⼀個可以讓全校活⼒甦醒的課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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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背景

　　本校是桃園市唯⼀的⼭地區─復興區的唯⼀國中，該區占地350平⽅公⾥，約占桃園市三分之⼀⾯積，是泰雅族

賽考列克語系族群的⽣活部落，也是⽯⾨⽔庫上游重要的集⽔區，經濟活動因⽽受到限制。除了少數務農之外，部

落居⺠多向外地發展，漢化程度頗深，對⺟文化語⾔缺乏傳承與學習，學⽣明顯⾃我認同不⾜；加上學校制式課程

與其⽣活經驗缺少連結，難以產⽣學習遷移，基本學⼒相對低落，導致從課室逃⾛，中輟或動輒缺課的學⽣比例甚

⾼。

　　但是，⾝為原住⺠重點學校，且是原鄉唯⼀的國中，有其主體性與特殊性，如何扎根泰雅文化，建立孩⼦的⺠

族⾃信⼼，是責無旁貸的使命；同時⾝為國⾨之都的桃園市學校，培養具有前瞻思維使能與國際潮流接軌的現代公

⺠也是應然的任務。⾄此，學⽣的學習圖像便清晰明確起來─「左⼿持桂⽵，向下扎根泰雅文化；右⼿拿iPad，向

上接軌世界潮流」成為現代的泰雅⼈。介壽國中校本課程發展模式遂定調為：「將部定課程與校定課程融入統整成

為校本課程」（圖1）。

圖1.介壽國中校本課程發展模式

　　如何培育這樣的學⽣呢？學校遂集思廣益想要發展⼀套符合學⽣⽣活經驗，讓學⽣感興趣並願意留在學校，⼜

能夠提升基本學⼒的課程，乃與由桃園市原住⺠族教育資源中⼼培訓出來的泰雅族⼯作坊師資，⼀同建構學校本位

課程。

　　由於部落居⺠的食、衣、住、⾏、育樂都少不了桂⽵，滿⼭的桂⽵就成為學校老師教學的題材，發展出包含⽣

態、⼈文、藝術、創課四單元的「桂⽵課程」。這套跨越⾃然領域、語文領域、藝術⼈文領域的課程成功地吸引學

⽣的注意，喚起學⽣的學習興趣，締造當年度的學⽣零中輟紀錄，也替學校贏得104學年度教育部教學卓越⾦質

獎。

　　不僅如此，老師的專業氛圍也逐漸產⽣質變，當發現桂⽵課程遇到瓶頸，不是選擇縮⼿⽽是將之加深加廣為泰

雅族⼗⼤技藝課程。推動⼀年，⼜發現⼗⼤技藝課程偏重操作⾯，缺乏對泰雅文化脈絡的理解，無法窺知部落居⺠

⽣活全貌與先⺠傳統智慧的文化內涵，於是在105學年度通過課發會決議，實施七、八、九年級隔周⼆節泰雅文化

課程，由泰雅⼯作坊師資與學校領域老師協同教學，⼯作坊老師主責技藝傳承，精熟孩⼦的「技能操作」；學校領

域老師主責學科原理原則的解說，側重孩⼦的「知能發展」，藉由技能操作與知能發展，形塑孩⼦的「文化能」素

養，讓孩⼦從「知之」到「好之」到「樂之」，成為「左⼿持桂⽵，向下扎根泰雅文化；右⼿拿iPad，向上接軌世

界潮流」的「現代的泰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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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理念

　　原鄉孩⼦⾃⼩即以⼤⾃然為教室，⽣活上的⼤⼩事多透過⽗教⼦、⺟傳女⽽來，採⽤「師徒制」的學習模式。

在進入學校之前，多數都有「動⼿做」過各種勞動的經驗，如暗夜戴著頭燈去打⾶鼠；春天到⼭林挖⽵筍；初夏到

果園採摘⽔蜜桃，他們會告訴你：「要在清晨太陽還沒出來之前完成」，為什麼？他們往往雙⼿⼀攤：「我阿公說

的」，靠著學前的「經驗法則」，他們學會「技能操作」。

　　往往到學校後，透過領域老師原理原則的剖析，孩⼦才恍然⼤悟，「哦！原來如此！」。例如：學⽣製作醃

⾁，⼯作坊老師親⾃⽰範各種步驟，⾁要加上鹽巴、⼩米要煮熟、⾁和⼩米的比例……，為什麼？這就要靠⾃然領

域老師的學理依據了。包括食物的酸鹼值、食物的發酵原理、⾁與鹽巴與⼩米的配置最佳比例……，這是學⽣的

「知能學習」。

　　結合「技能操作」及「知能學習」，讓孩⼦「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就完成學習了嗎？譬如狩獵課程，孩⼦

陷阱做得很精熟，且能捕獲很多獵物，他就是⼀個好獵⼈嗎？並非如此，部落⻑輩還會教你「要留下⺟獸和幼⼩動

物」的⽣態保育觀念及敬畏⼤⾃然的謙卑態度，這是「文化能型塑」。

　　透過學⽣技能、知能、文化能相輔相成的統整學習，讓孩⼦學會理性思考問題、解決問題，同時感性的以愛和

包容⾯對萬事萬物，就是新課綱素養導向課程的精神。

三、課前準備

　　跨領域課程設計，最重要的是持續的溝通與對話。本⽅案⾸先將富涵文化底蘊的部落耆老、原資中⼼培訓的⼯

作坊師資包括族語及技藝教師請到學校，與領域老師展開專業對話。甚⾄辦理多場原住⺠族文化課程研習，讓教師

理解多元文化內涵並實踐文化回應教學。

　　在持續的對話過程中，我們驚喜的發現，原本不同領域專⻑、不同文化背景的老師竟然能逐步達成共識，激發

課程研發的熱情。因此，我們成立了學校跨領域教師專業社群，每周⼀次召開課程會議，針對該周的課程實踐提出

檢討與改善，以滾動修正的模式，讓這套課程內容更趨完善，建構出本校獨樹⼀幟的校本課程。

四、實施⽅式

　　本⽅案為主題式課程，將泰雅族⺠族教育（校訂課程）與各領域課程（部定課程），以跨領域統整為課程設計

主軸，由部落耆老、文史⼯作者及⺠族教育教師與學校領域教師協同教學（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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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介壽國中原住⺠族文化課程跨領域課程設計

　　⽅案分成四個單元：七年級教授泰雅農耕；八年級教授泰雅編織；九年級教授泰雅狩獵與泰雅飲食，各年級課

程皆以隔週2節課的⽅式進⾏。

　　先由⺠族教育老師指導泰雅文化的操作部分，領域老師協同；再由領域老師結合部定課程內容，就前⾯操作課

程向學⽣做原理原則的解說（圖3）。

圖3.七八九年級泰雅文化課程教學進度表

五、課程內容

　　將泰雅文化課程分為三個單元：農耕、編織、狩獵飲食，分別安排在七、八、九三個年級實施。其中，為依循

文化傳統，八年級男⽣學⽵編，女⽣學織布；九年級男⽣學習狩獵文化，女⽣學習飲食文化。同時學科領域視單元

相關性融入課程，讓學⽣除了傳承泰雅文化、認識祖先的智慧外，也能了解背後的原理原則，進⼀步思考文化創新

的可⾏性。

（⼀）各年級學習單元：

（1）七年級農耕（圖4、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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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技能操作—使⽤耕種的器具、熟悉砌⽯灌溉的技巧。

B.知能發展─依照節氣播種收割、農作物的⽣⻑特性。

C.文化能型塑—⼩米與⾃然的關係、⼩米對⺠族的意義、遵守gaga的規範。

      

圖4.七年級農耕課程-砌⽯

圖5. 七年級農耕課程-⼩米園區除草

（2）八年級編織（圖6、圖7）

A.技能操作—種⿇、曬⿇、搓纖、紡紗、絡紗、煮線、整經、織布體驗；背簍、網袋、藤編容器編製技巧。

B.知能發展─⿇布做為織品原料的優缺點；選擇⽵、藤編製器具的原因。

C.文化能型塑—織布於泰雅女性的意義、織布與⼈際關係的連結、於文化傳承的代表地位、遵守gaga規範 。

圖6.八年級編織課程-男⽣⽵屋模型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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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八年級編織課程-女⽣織布實作

（3）九年級狩獵飲食（圖8、圖9）

A.技能操作—製作陷阱、製作醃⾁。

B.知能發展—獵物的⽣活特性、獵⼈的⾃我保護知能、醃⾁食材的比例、食物貯存知識（圖9）。

C.文化能型塑—禁殺⺟獸與幼⼩獵物的⽣態保育觀念、⾃然環境的維護、遵守gaga規範。

圖8.九年級狩獵課程-男⽣陷阱製作

圖9.九年級飲食課程-女⽣醃⾁實作

（⼆）評量⽅式

　　兼具形成性與總結性評量⽅式，如實作評量、⼝語表達、檔案評量、文化能展現等。

六、⽅案成效

　　本校⾃推出彰顯部落文化、符合學⽣⽣活經驗、融合學科知識的校本泰雅文化課程後，不僅榮獲104學年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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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營造空間美學與發展學校特⾊」評比特優，同時獲得該年度教育部教學卓越評比國中組⾦質獎；2017年亦獲

得遠⾒天下文化教育基⾦會「未來教育‧臺灣100」入選殊榮，隨著學校能⾒度越來越⾼，國內外學校教育交流參訪

活動愈趨頻繁，這股教育活⽔注入學校，成功翻轉校園⽣態，學⽣的學習態度積極了！老師的教學成就感湧出了！

部落家⻑的參與度提升了！學校成了⼤家肯定、⼤家都能貢獻⼒量的開放的、友善的校園。

（⼀）課程亮點

1.耆老及⺠族教育教師⽰範操作，學⽣動⼿體驗，指導過程中或以⺟語解說，實踐文化回應教學理念，強調⺠族文

化主體性。

2.課程內容⼤致反映泰雅部落的⽣活⽇常，尊重部落文化的態度獲得部落家⻑的⽀持，樂於加入教學團隊或貢獻所

知所學，落實「學校即社區，社區即學校」理念。

3.課程設計不僅教知識也教技能、情意，型塑學⽣的文化能，符應新課綱素養導向精神。

圖10.泰雅醃⾁的⽣物學原理-⽔的滲透作⽤、擴散作⽤

（⼆）教學翻轉

1.⼀改傳統「老師教，學⽣學」的教學⽅式，強化學⽣在操作中產⽣問題意識，指導學⽣收集資料、分析資料、解

決問題，強調學習歷程中認知、技能、態度的培養，⽽非只著重學⽣成績表現。

2.培養學⽣在學習中的⾃主⾏動態度，主動發現問題，主動尋求解決⽅案，能與同儕團隊合作以解決問題。

3.老師教得少，學⽣學得多（teach less,learn more），強調學⽣學習主體性。

4.⺠族教育教師與領域教師透過課前的共備課，課室的協同教學，提供學⽣跨域統整的學習內容，減少⽀離破碎的

零碎知識供應。

5.課程與學⽣⽣活經驗連結，增加教學互動頻率，提升學習興趣，減少學⽣中輟比例。

6.學⽣學習涵括技能、知能及文化能，強調素養的型塑，符應新課綱精神。

（三）學⽣展能

1、2014天下雜希望閱讀國中專題競賽全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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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5天下雜希望閱讀國中專題競賽全國第⼀。

3、第三、四、五屆桃園市族語單詞競賽第⼀名。

4、第三、四屆全國族語單詞比賽冠軍。

5、第56、57桃園市科展國中「⽣活科技與應⽤」組第⼀名。

6、第57屆全國科展國中「⽣活科技與應⽤」組第⼆名。

（四）教師精進

1、104學年度教育部營造空間美學與發展學校特⾊⽅案評比特優。

2、104學年度教育部教學卓越評比國中組⾦質獎。

3、2015、 2016、 2017 全國學校經營與教學創新 KDP國際認證獎《學校經營創新類》優等。

4、106年遠⾒天下文教基⾦會「未來教育‧臺灣 100」徵選入選。

5、榮獲「國家教育研究院新課綱協作學校」認證。

6、榮獲「教育部108課綱核⼼學校」認證。

（五）整體成效

1、學⽣愛上學，中輟⽣及學⽣缺曠課比例降低，⽣活常規與紀律逐步建立，學習快樂指數提⾼。

2、教師教學⾃信⼼提升，從過去管教⼤於教學，到師⽣專注於教學活動，老師拾回做為老師的尊榮感。

3、社區部落與學校有更多的交流，對於學校規劃跨域統整課程，既有傳承泰雅文化的意義，⼜能習得可與主流文

化銜接的學科知識，抱持欣慰與⽀持的態度。

4、隨著跨域統整校本課程實施的愈趨成熟，與校際的交流活動更趨頻繁，成功塑「差異化優勢」，建立「⽣在部

落、學在部落、⽤在部落」的共好學習模式，找回原住⺠重點學校的主體性。

七、反思反思

　　　　介壽國中既是偏鄉也是原鄉，偏鄉的城鄉落差與原鄉的文化式微，都是學校必須克服的問題，增加校本課程

的深度與厚度，既能彰顯學校永續存在的價值，也能為原鄉之⼦搭建銜接主流社會的鷹架。這是學校的理想，但是

路，仍舊很⻑。

（⼀）學科減C與傳承文化的兩難

　　學校雖然位於桃園市唯⼀⼭區，但部落居⺠的漢化程度相對仍⾼，對於孩⼦「減C」的期望⾼過於「傳承⺟文

化」，如何讓跨域課程兼顧「提升基本學⼒」與「傳承泰雅文化」雙⽬標，成為學校老師發展課程最⼤的壓⼒與督

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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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原住⺠文化知識體系的急迫性

　　即便是原鄉的原住⺠重點學校，非原⺠教師的⼈數仍遠多於原⺠籍，⽽年輕的原⺠籍老師也多失落⺟文化，所

以⺠族教育課程要建構完善，需要更多專業的協助，包括師資的培⼒與教材的研發，非⼀所原鄉⼩校能⼒所及，建

議政府部⾨宜規劃「原住⺠課程發展中⼼」系統建構原住⺠文化知識體系，讓原住⺠各族文化的傳承更具體有效。

（三）「做中學，做中覺」是原鄉孩⼦樂學的王道

　　原鄉孩⼦的學習，通常是先透過⼿的操作「技能」來認識世界，再通過老師的解說，「知能」背後的原理原

則，與傳統孩⼦先「認知」事物原理原則再學習「技能」操作的路徑迥異。若學校老師仍循傳統「講解」⽅式教

學，不僅無法提升學⼒，甚⾄造成學⽣從課室逃⾛，因此建構泰雅學⼦的學習模式，培養學⽣泰雅傳統道德規範

（gaga）的⼈格特質，Teach less Learn more 把學習時間讓給孩⼦操作探索；把學習主權還給孩⼦「做中學，做

中覺」，應是讓原鄉孩⼦樂學的「王道」。

參、結語

　　　　發展⺠族教育是法令賦予原住⺠族的權利，也是原住⺠重點學校復振文化的使命。然⽽，由於部落文化的斷

層與原住⺠族的漢化程度，往往成為學校推動⺠族教育的困境，因此，這套兼具傳承與創新的跨域統整校本泰雅文

化課程，⼀⽅⾯向下扎根泰雅文化，讓孩⼦以⾃⼰⾝上流淌的原⺠⾎脈⽽⾃豪；⼀⽅⾯向上接軌世界潮流，讓孩⼦

以差異化優勢適應主流社會的競爭模式，是學⽣、學校、家⻑三贏的策略。

* 傅美琴，桃園市復興區介壽國⺠中學校⻑

電⼦郵件：3515@ms.ty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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