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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追憶的2014年對臺灣教育具歷史特殊意義，即立法院通過《實驗教育三法》，⿎勵政府及⺠間辦理實驗教

育，使中⼩學教育朝向多元實踐與⾃由創新的⽅向持續發展。在臺灣原住⺠族⻑久以來文化與語⾔流失嚴重，⽽本

⼟語⾔未列入國中必修、部落學校預算遭刪減的劣勢下，「實驗教育三法」的通過無疑出現⼀線曙光，對於瀕危語

⾔的賽夏族⽽⾔，值得進⼀步省思原住⺠族教育的困境與可能性。辦理實驗教育應是保存族群語⾔文化的契機，要

如何辦理賽夏全⼈實驗教育，說明如下。

壹、實施原因

⼀、認識賽夏族文化：透過實驗教育的實施，達到文化傳承的意義，認識在地賽夏族文化知識體系。

⼆、建立孩⼦信⼼：實施⺠族教育特⾊之本位課程，提升學⽣文化認同及⾃信  ⼼，促進多元文化理解與尊重。

三、成就每個孩⼦：發展賽夏⺠族文化特⾊，發展多元潛能，找出學⽣優勢智能，培育多樣化的⼈才。

四、推動賽夏⺠族教育：提供⺠族文化之學習與表現的機會，增進⺠族⾃信⼼，使原住⺠因習得雙文化之認同，厚

植參與現代社會之能⼒。

五、族群結構式微：培養學⽣體認當前⾃我所⾯對之⽣態環境、族群關係、文化更新等議題，體認⾃我發展與族群

再造的契機，提升原住⺠族之⽣命⼒、活動⼒與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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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推動賽夏⺠族教育之理念

⼀、推動⾃我認同：在臺灣僅存的原住⺠族中，賽夏族的⼈⼝數逐年遞減，所剩不到千⼈，且漸被客家⼈及泰雅族

⼈同化，現代的孩⼦常不知⾃⼰是何許⼈？實不知⾃⼰就是賽夏族⼈，產⽣⾃我認同危機。

⼆、延續賽夏族文化：在苗栗⽣活的賽夏族⼈，從⼩就接觸客家及泰雅族，原有的賽夏族的文化與祭祀等，幾乎都

被漢化，為了延續賽夏族文化，設立實驗學校有其重要性。

三、傳承賽夏族語：賽夏族語已列為聯合國瀕臨滅絕的少數語⾔之⼀，在多數客家⼈為主的苗栗，⼤多以客家語為

主流語⾔，為了保存賽夏族語，更有其成立實驗學校的必要性。

四、尊重多元文化：培養學⽣認識⾃⼰尊重多元的觀念，及欣賞文化之美的能⼒。讓孩⼦在學校不僅是學習知識，

更培養其認識文化、喜愛文化進⽽傳承文化，讓每位學⽣熱愛文化、欣賞他⼈、尊重多元。

五、進⾏課程改⾰：以賽夏族文化為主軸，華文教育為輔，採漸進⽅式將⺠族傳統文化及族群語⾔透過規劃，融入

課程及⽣活之中，並加以分析比較，以釐清概念。

六、重塑⽣活圈：以賽夏族為多數，泰雅族次之，⽣活在相同的環境中，為適應⽣活，傳統⽣計的發展有很多相

似，⼜互有通婚，故在⺠族教育的推動及規劃，能規劃更適合賽夏族的⽣活圈。

參、策略與作法

⼀、團隊成立：實驗三法讓師資來源管道更多元，團隊組成除⾏政⼈員之外，納入具有⺠族教育背景專業師資、部

落耆老及⻑老、各社區發展協會理事⻑等。

⼆、師資培訓：除了共同知識學科的備課之外，透過部落會議及各項祭典辦理期間，培訓具備賽夏族文化素養之師

資。

三、課程規劃：課程本位化，設計在地化，透過⽣活、探索學習，並培養愛鄉愛⼟情操，形成賽夏的文化資產，善

⽤第三學期學習時間，規劃文化交流、⽣活體驗學習等。

四、教材設計：開發多元學習素材，打造具賽夏族特⾊課程，例如狩獵、舞蹈、祭典儀式等，使學校成為⾃然與⼈

文的學習資源中⼼。

五、資源整合：部落與社區認同與合作，讓部落與校園空間整合、擴⼤學⽣學習平臺。透過部落協⼒，建立夥伴關

係，協助校園空間活化與特⾊營造，活絡在地觀光產業。

六、能⼒認證：透過部落耆老及⻑老來進⾏族語與⽣活技能的檢核，以確保教學品質。

七、環境調整：整合學校及部落資源，提供學習體驗場域，擴⼤⽣活學習領域，讓整片⼭林皆是孩⼦學習場域。

肆、預期效應

⼀、傳承賽夏⺠族文化：持續發揮本校教育硬體設施之實質效益，營造創意特⾊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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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全⼈教育⽬標：讓孩⼦懂得「向⾃然學習．與萬物交朋友」的真諦，豐富學⽣特⾊學習之旅。

三、融合賽夏閩客文化：學習空間延伸，整合社區學校⼀體、互為學習主體，體驗、理解、傳承在地文化。

四、強化⾃我認同觀念：豐富學⽣學習經驗，實踐本位探索體驗教育課程，促進學⽣多元學習與展現的能⼒。

五、維繫完整族群結構：讓賽夏孩⼦體認當前⾃我所⾯對之⽣態環境、族群關係、文化更新等議題，體認⾃我發展

與族群再造的契機。

       學校如何能成為激勵學習的教育機構，⽽非⼀個扼殺夢想與壓迫學⽣習得無能的恐怖牢籠？透過學校型態的賽

夏全⼈實驗教育的實施，希望讓部落學⽣能夠體認⾃我、體認⺠族文化的流失與斷層，在實驗學校中積極與耆老學

習族語與各項傳統技藝，也透過學習圈的加深加廣，融入部落文化，對賽夏族群文化的保存與傳承意識⽇趨升⾼，

同時也讓社區寄託學校能肩付傳承文化的重責⼤任。

1關紫⼼，臺中市⻄屯區何厝國⺠⼩學退休校⻑

2紀介五，苗栗縣後龍鎮外埔國⺠⼩學校⻑

3羅春文，苗栗縣⼤湖鄉華興國⺠⼩學校⻑

4⾼清菊，苗栗縣南庄鄉東河國⺠⼩學校⻑

5張志清，苗栗縣苑裡鎮栗林國⺠⼩學校⻑

6謝福鈞，苗栗縣頭屋鄉永興國⺠⼩學校⻑

7林信全，苗栗縣後龍鎮後龍國⺠⼩學校⻑

8洪春滿，南投縣信義鄉羅娜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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