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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中小學階段原住民族教育就學政策成效追蹤評鑑之研究 

【文／教育制度及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宋峻杰】 

  綜觀近 20 餘年來原住民族教育的推動，相較於過去，在完整性與系統性方面均獲得長足之進展。

相關政策雖然在訂定之初，均明訂預期成效，但客觀而言，在各項計畫執行結束後，較少有正式與嚴

謹的機制以檢視計畫實際的成效，而僅見學術界或民間團體的部分論文與呼籲，建請政府對相關政策

之重視與行動。所幸於 2015 年公布的「發展原住民族教育五年計畫（2016-2020）」中，將「辦理原

住民族教育研究，追蹤評鑑原住民族教育政策成效」列為重要項目之一。 

  本研究即於賡續「原住民族教育政策成效追蹤評鑑前導研究計畫」所建立之國民中小學教育階段

就學政策評估指標，進行該階段原住民族教育就學政策成效之評估。其具體之研究目的如下：一、分

析原住民族國民中小學教育階段就學政策之實施現況；二、評估原住民族國民中小學教育階段就學政

策之實施成效；三、提出原住民族國民中小學教育階段就學政策之發展建議。 

  經由蒐集與分析原住民族國民中小學教育階段就學政策文件、法令規章、主管機關所提供的就學

數據等資料，以及透過焦點座談方式，獲取出席人員針對研究者所蒐集的資料類別及提供機關合適性

等專家意見後，研究發現如下： 

一、就「學校教育環境及條件整備」項目之評估指標言，政府已有相關行政作為陸續執行中，大部分

指標均可謂達成，有部分指標之完成度甚至已超過指標預期值。惟根據相關學術見解與訪談結

果，均指出教師乃是推動及落實原住民族教育之重要因素，而前述的前導研究計畫中針對國民中

小學教育階段的原住民族教育師資培育目標並無研擬出具體內容，故或有改進之空間。 

二、就「解決原住民學生中輟問題」項目之評估指標言，無論是提高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原住民族學生

中輟復學率至 84％，抑或是降低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原住民族學生尚輟率至 0.15％等目標，均已

滿足或是預期可順利完成其要求之數值目標。惟就降低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原住民中輟生佔全體

中輟生之 14.5％以下的目標言，政府作為尚有須再持續努力之空間。另外，原住民部落社會中對

於中輟之認知與主流文化社會的理解有出入部分，政府應加以關注，調整既定政策的實施方向與

內容。 

三、就「運動人才培育」項目之評估指標言，依據相關文件資料指出，政府已陸續針對評估指標中所

具體列舉之〈建置優秀原住民學生運動資料庫及資訊網計畫〉、〈重點學校選手營養費及課輔費

實施計畫〉與〈優秀原住民運動員選才實施計畫〉等計畫內容執行相關工作。另根據學術見解及

訪談結果得知，國民中小學的學校教育實務上仍以培養原住民學生的多元性向發展為主要前提，

因此政府於相關補助政策上，有無必要再持續專注及強調培育優秀原住民運動人才，應有再行檢

討之餘地。 

【資料來源】 

【研究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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