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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由於政府對於民族教育的重視，原民小學大多將學校特色發展重點放在民

族文化的傳承上，但國民小學課程綱要中所規定的各領域學科與各項競賽卻又缺

一不可，尤其是一年一度的科學展覽，對於人力、資源各項條件都缺乏的原民小

學教師來說，更被視為額外的負擔。然而換個角度思考，原住民文化中代代相傳

的生活智慧，原本就是順應著大自然的規律、人們與自然共處的經驗累積，透過

探究老祖宗流傳下來的各種技藝背後的科學原理，除了鼓勵孩子觀察、提問、搜

尋資料、討論、實作、檢驗、修正、傳達等科學過程技能之外，也能進一步了解

科學技術背後的文化意涵。  

 

 

 

關鍵字：原住民生活智慧、國民小學科學展覽、科學探究、動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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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看台灣近幾年的教育改革，從九年一貫著重培養帶得走的能力到十二年國

教素養導向的教學，可以看出改革的重點在希望學生能重新成為教與學的主體，

但在大中華文化以及儒家思想的影響之下，台灣的教育仍然無法擺說升學主義的

箝制，因此如何讓學生在短時間之內得到好成績仍然是學校教學的主要指標。  

自九年一貫教育改革之後，國小階段各領域的學習逐漸有了新的氣象，雖然

仍無法脫離成績至上的迷思，但是，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重視學生全人教育以及各

種能力的培養。以科學教育為例，國小階段的學習重點應該在培養學生的觀察、

歸納、合作、解釋、反思等等各項能力，因此有了越來越多不同的競賽，例如：

科學展覽、機器人競賽等等，不再讓學校成績成為唯一指標。從過去到現在，科

學展覽一直是各縣市一年一度的重要科學競賽，台灣在國際科學展覽競賽上也屢

獲佳績，可見台灣對於科學教育的重視。  

原住民一直以來被視為學習科學的弱勢，然而政府近十幾年來投注了龐大的

經費和人力協助並鼓勵原住民學校推行民族教育課程，加上許多教育夥伴不辭辛

勞的努力，讓一些原住民學校開始在自身文化素材中尋找科學學習的可能性。比

者在原民學校服務十幾年，努力在原民文化中尋找學習科學的素材，近幾年以原

民文化做為探究主題參加地方縣市科學展覽競賽，過程中發現學生除了對自身文

化更了解外，對於科學學習最明顯的改變是自信心以及興趣的提升，以下針對這

幾年推動以原住民文化為主題的科學展覽探究活動提出自己個人看法。  

國小教學現場推行科學教育所面臨的困境  

孩子天生就是個探究的高手，在探索的過程中會不斷的獲取新概念，所以讓

孩子主動的進行探索，學習效果會比老師教得好，但是，在教學現場卻常看到老

師以講述式教學為主。Dewey 認為以往的科學教學過於偏重在訊息的累積，科學

的學習不單單只注重在知識的傳遞、累積，教學過程中也應該著重過程與方法  

(洪振方，2003)，因此我們可以了解科學學習的目的不再只是讓學生背誦課本裡

頭的知識，而需重視整個學習的過程。傳統的講述式教學法是單向的學習歷程，

老師在課堂中講了些什麼，學生就背些什麼，這樣的教學方式並不能達到科學教

育的目的。十幾年來在學校教授自然科學以及推動各項科學教育活動，發現下列

三個影響教學的因素需要改善：  

一、考試成績代表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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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台灣中小學科學教育的實施，一般人總是將學習成就與「考試成績」的

高低畫上等號，可悲的是受影響的不只是學生，在這樣的氛圍下，連同影響了老

師在學校的教學。為了讓學生在升學制度中可以選擇自己所喜歡的學校和科系，

如何讓學生在考試中勝出，成了許多老師教學的總目標。所以，在目前的教育現

場中，不難發現大多數老師的教學重點以及策略，多以「有效的知識累積」為主。 

二、數學為科學之母？  

擔任國小教師十幾年，家長最常問跟成績有關的問題就是：「老師，我的孩

子數學成績不好，該怎麼辦？」從來沒有家長問過我：「老師，我的孩子自然科

學成績不好，該怎麼辦？」所以，我反問家長關不關心孩子的自然科學成績時，

家長的回答大多是「還好耶！」、「孩子的自然成績還不錯！」、「只要數學好，自

然科學一定也會跟著好！」諸如此類的答案。身為一名數理教育研究所畢業的自

然科教師，比者很清楚透過紙筆測驗無法完全檢測出學生科學學習的成果，科學

素養需要不同的評量工具才能完整呈現孩子的學習成效。但是家長常將自然科的

學習連結到國中階段以後的物理、化學等公式化、計算練習量大的學習內容，反

而忽略了抽象自然概念的理解需要建立在國小階段具體的觀察與推理探究上，只

是直覺性的認為國小自然「很簡單」，誤以為國中以後的物理、化學之所以考不

好是因為數學沒學好。  

三、跨領域教學怎麼教？  

國小教師的師資是以「包班制」的思維進行培訓的，加上國小階段的學習內

容相對來說較簡單，因此在現行的師資培育架構下，師資生都只是粗淺的學「教

書」，就普遍被認定為國小老師「每一科都能教」。然而各個領域的教材教法在大

學院校中各有不同的系所在進行著追歐趕美的學術研究，尤其是科學教學領域，

隨著時代的演進，教學重點和方法日新月異，各種新型態的教學實施計畫從學術

端拋到教育主管機關，又一個一個丟到教學現場，美其名辦了許多的研習，但是

對教學現場的老師們而言，仍舊是一知半解。單科教學都已經自顧不暇了，更何

況是跨領域教學？缺少專業人力支援的偏鄉學校為執行教育主管機關交付的工

作，只好安排自然科學給「沒有反抗能力」的代課老師或是菜鳥教師來自由發揮。

如此一來，在教師專業度不夠的情形下，學生學習科學的方式很容易會偏離科學

教育改革的精神，反而某種程度變成譁眾取寵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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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教育與科學探究  

目前多數的原民小學所教授的內容大部分是「主流社會」或是「現代化」的

知識體系。當一個族群遠離了自身學習的環境、方式和脈絡時，要如何期望該族

群學生能有好的學習表現！為何原住民會淪落至此呢？起因於國民政府來台

後，對原住民實施的國民教育是一種以蠻橫的「國家意志」強施於「台灣原住民

族群」之景況，為了能全面性掌控原住民族群居住區域和部落，透過教育制度無

形中摧毀了原住民原有的教育文化傳承機制與重要內涵，以「新式」或主流族群

的知識作為教育內涵的主體，抹煞了千年來族群代代相傳的智慧與經驗  (陳昱

升，2012)。  

處在一個多元文化的時代，我們需要以多元的觀點來欣賞、尊重各個族群，

而不應以單一文化的霸權將強勢族群的文化強加於弱勢的民族身上  (陳枝烈，

2009)，因此近十幾年來興起了一陣原住民民族教育的新思潮。許多人開始反思

目前學校的教學方法與教材，是不是適合使用在原住民的學生身上，也有人開始

致力於開發原住民本位的教材，例如：屏東縣地磨兒國小。  

教育改革已從九年一貫轉變為十二年國教，在課綱中的「核心素養」是指一

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核心素

養」強調學習不宜以學科知識及技能為限，而應關注學習與生活的結合，透過實

踐力行而彰顯學習者的全人發展。所謂「生活即是文化、文化就是生活」，透過

民族教育的推動以及文化的傳承，更能夠符合十二年國教的基本精神。但在科學

教育的推動中，有人會質疑傳統文化的教授與科學教育有關係嗎？陳枝烈  

(2009) 就指出，過去對於族群文化的了解總有一個迷思，以為這是社會科或語

文科所應扮演的角色，尤其是數學與科學似乎與族群文化沒有關聯，近年來有關

民族數學與多元文化科學教育的興起，正說明了科學與數學對了解民族文化的重

要。  

科學源自於人類的生活，是人類生活文化的一部份，因此，不同的族群因其

文化脈絡以及生活環境的不同，進而發展各自的一套生活知識  (傅麗玉，2004)。

台灣原住民的科學主要出現並應用於日常生活中，例如：達悟族出海捕魚時，不

藉由羅盤來做方向的定位；排灣族準備住屋的木材時，會盡量挑選在冬季  (陳枝

烈，2009)，這些生活智慧透過代代口耳相傳，使原住民發展出適應周遭環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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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可見，原住民傳統文化中富含科學教學現場的教材，只要能取得適合

的素材，便能在教學中同時掌握科學概念的建構以及文化傳承兩個面向。  

以文化為出發點的科學探究 

在教育現場進行教學的教師，除了受限於考試分數的壓力下，教學進度常是

老師想要進行創新教學時的一大挑戰。依據探究教學的精神，進行探究教學將會

耗費大量的時間和心力，對於老師來說，在既定的教學進度和內容的限制下，很

難真實的進行科學探究以及進行實作。  

台灣各縣市中小學校，每學年都可報名參加科展，這樣的競賽活動提供一個

很好的機會，讓原住民非具有「體育」和「藝文」這兩類專長的孩子，擁有發展

的空間。但是，要在正規教育體制中真實的進行探究教學，讓孩子成為科展競賽

的主體是不可能的，原因在於制式教育無法提供合適的「時間」和「空間」。因

此，真時的進行探究式教學需要老師在課外付出額外的心力，例如：組成科學社

團等。  

筆者 這 幾 年一 直

有機會代表學校參加

地方縣市政府所舉辦

的科展競賽，除了希望

學生能徜徉於探究的

教學環境下，拓展自己

的觀察和探索能力，透

過五官的運用，從生活

情境當中找尋問題並

解決問題外，還賦予了

自己一項任務，那就是  

期望自己能透過科學  

將傳統的過去生活連結遙遠的未來想像。就如同許俊才  (2015) 所指，民族教育

與文化的主導權若不在原住民族的手上，原住民不僅無法自主的規劃、推動、發

展及永續屬於自身的文化，反而身處於一種被支配的從屬關係。  

【圖 1 參加科學展覽競賽的孩子大多是非體育以及藝文專長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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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透過科學展覽競賽真實的進行科學探究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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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的本質在於「進步」，若能透過自身文化找尋科學因子，並將其運用於

教學之中，藉此提升學生的學業表現，除了達到文化傳承的使命外，更能提升學

生對於自己文化的認同，對自己的文化本質更具信心。懷著這樣的信念，便開始

了 「 民 族 科 學 」 的 自 我 探 索 過 程 。

 

【圖 3  透過文化素材—石板屋內的科學來做為科學展覽的探究主題】  

看見與啟發  

筆者身為原住民學校中的原住民教師，這幾年下來的教學經驗，深刻感受到

師資培育課程的訓練在各種課程融入民族教育的落差，在政府積極推動民族教育

的過程中，如何將各項教育政策重點發展計劃融合在既有的課程與教學模式之

下，對於教學行政兩頭燒的原住民學校教師而言，是多大的負擔。有幸在國立屏

東大學數理教育研究所進修的過程中，了解到「學習」並不應該被切割成「國語」、

「數學」、「英語」、「社會」、「自然」等科目，對孩子而言，在學校學習就是為了

成為「大人」的準備，在未來他們要面對的世界裡，並沒有所謂的「國語」、「數

學」、「英語」、「社會」、「自然」，而是「問題」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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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科學展覽競賽是需要花費相當多的心力，將自身文化以及生活背景做為

探究主題的來源，更需要其他人的協助，但是，真實的經歷探究的過程後，發現

了學生和老師的改變：  

 

【圖 4  實地進行樹豆的挖掘以及外觀的觀察，開發學生觀察的能力】  

一、在學生身上的改變  

  1、蛻變後的觀察之眼和想像的心  

孩子天生就是探究的高手，因為制式教育在空間和時間上的限制，造成

學生原先擅於觀察以及想像的能力未能得到開發。透過科展帶領孩子進

行探究，原先平凡的事物開始引起他們的好奇，在討論的過程當中，出

現了許多「為什麼」。為了要找尋答案，孩子發揮各自想像，透過合作

學習以及討論建構出一套合理的答案。  

  2、口語表達以及組織能力的提升  

在制式教育體制中，最能明顯感受到問題是「時間不夠」。為了克服此

一問題，也就是說許多老師要能完成教學進度，因此，能給予學生自主

學習的時間相當少，在課堂中常見的景象就是老師一整節課口沫橫飛，

但是，底下的學生卻是靜悄悄的。依據社會建構理論以及後設認知，可

以了解到在課堂中提供學生機會進行「對話」是有其必要性的。在科展

活動的進行過程中，孩子可以天馬行空的將自己所觀察到的、所感覺到

的述說出來，老師給予絕對的空間，不設立預先答案，同時讓他們擁有

文化本位的科展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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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夠的時間，去組織自己要表達的內容。漸漸的，發現了孩子口語表達

以及組織能力的提升。  

 

【圖 5  透過合作學習討論各自想像的可能答案】  

 

【圖 6  學生有充足的機會上台表達自己的想法，並提出自己的疑問】  

 

  3、了解為何而學習 ---學習興趣提升  

在教學現場中，最令我難過和無法接受的是學生對我說「課程

很無聊」。學習興趣是一把鑰匙，失去了它，將無法帶領孩子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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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領域的大門。過去曾經進行錯誤的方式，以為「好玩」就能夠讓孩子

主動學習，但在科展競賽的準備過程當中，發現將學習的主導權交還孩

子，學習的內容和探究的主題都讓孩子決定，老師只要成為輔導者以及

協助者即可，再也不用花心思去想孩子喜歡什麼、對什麼感興趣。  

 

【圖 7  讓學習主導權回歸孩子，可提升學習動機，更願意分享想法】 

 

  4、凝具自我民族意識---自信心提升  

科展活動的一大優勢便是「主題不受限」，因此，有機會提供學生

探索自我文化。雖然過去原住民的科學發展僅止於適應環境生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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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挖掘古老的智慧並從中了解過去先民是如何解決問題，讓原住民

的孩子在文化傳承的過程當中了解了自身的優點，並認同了自己的文

化。在現代知識爆炸的衝擊之下，越是了解自己，將越能與其他人互動

共存；越是了解自己的文化，越能有自信學習其他的事物。  

二、在老師身上的改變  

  與其他教育夥伴聊到學校一般行政事務的時候，許多人都不喜歡學校每年必

須要繳交一件科展的作品，這反映出學校科學教育背景的教師人數太少，也說明

了帶領學生進行科展是一件辛苦的差事。但在這過程當中，教師的成長也是顯而

易見的，最明顯的就是「提升了課程與現實生活連結運用的能力」。在 108 課綱

即將師施行的這段期間，我並覺得素養導向的教學以及課程有任何難度，因為，

在帶領學生進行科展活動的時候，我已經在做素養導向的教學以及課程設計了。

生活中所有一切的事物都能成為課室學習的主題，只要老師兼備課程與現實生活

連結運用的能力即可。  

 

【圖 8  帶領科展讓孩子受惠，同時也讓老師成長：從杜威做中學的概念出發】 

 

結語 

劉世閔  (2017) 指出，教育需要關懷而非施捨，培力比補助重要，錦上添花

的補助只是一時，持續對學生的增能才能長久：原鄉孩子不是做不到，只是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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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機會。在台灣，原住民給人的形象往往是很會唱歌、跳舞，然而這份來自

上帝的恩典並非是宿命，原住民若是不唱歌、不跳舞，依舊擁有翱翔各領域的學

習能力。期待孩子更了解自身文化的脈絡，找尋自己文化的科學因子，透過適合

的方式學習，孩子將看見自己文化中「進步」的可能性，最後將有助於自身的學

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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