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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大學原住民專班設立現況與展望 
施玉權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博士生 
 

一、前言 

高等教育被視為個人投資的教育，而高等教育機會、公平與資源的差異，及

社會階級差距的擴大是存在且不爭的事實（Benadusi，2001）。《中華民國憲法》

增修條文第 10 條明示，國家應對原住民族教育文化等予以保障扶助並使其發

展，宣示我國對原住民族教育之重視與積極提升。教育部與原住民族委員會於

2011 年會銜公布《原住民族教育政策白皮書》，協助培育原住民族高等教育人才，

採升學及就學優待、增進相關學習措施等積極性政策（教育部、原住民族委原會，

2011）。其中，開設原住民專班為升學優待措施之一。何光明（2017）在「原住

民升學優惠政策與高等教育現況評析」認為基於培育原住民人才，增加教育機

會，實際調查原住民族人才之需求，開設專班協助培育原住民族學生，是更好的

一項措施。2013 學年度我國大學有 7 校開設 9 個原住民專班，2019 學年度增加

到 19 校開設 28 個原住民專班。數據顯示，參與原住民專班學校數有逐年增加之

趨勢，增進原住民族學生就學機會，回應了《原住民族教育政策白皮書》培育高

等教育人才之目標。 

二、我國大學原住民專班設置相關規定 

檢視《中華民國憲法》第 158 條內容，明訂教育文化應發展國民之民族精神，

並於第 169 條闡明國家對於民族之教育，應積極舉辦，並扶助其發展。《中華民

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明訂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

言及文化。國家應依民族意願，對其教育文化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據此，

2019 年發布《原住民族教育法》，教育部及原住民族委員會應鼓勵大學設立原住

民相關院、所、系、科、學位學程或專班，並得編列預算酌予補助。此為我國政

府為擴展及保障原住民學生接受高等教育機會，培育原住民高等教育人才，所制

定之法令。 

教育部及原住民族委員會 2020 年 9 月 4 日會銜修正發布之「原住民族教育

五年中程發展計畫」，規劃「推動原住民族高等教育人才培育方案」，提出 5 大策

略 29 項執行工作項目，達到發展及培育原住民族高等人才目標。另為依據《原

住民族教育法》，建立符合原住民族需求之教育體系，因應大學推動原住民族教

育與學術及研究發展需求，針對組織、師資、員額提供更大彈性，同年發布《專

科以上學校原住民相關院所系科學位學程或專班設立標準》。 

教育部為鼓勵各大學開設原住民專班，自 2018 年度起，每年編列 1,20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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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補助大學原住民專班教學課程。2019 年透過原住民專班訪視，檢核訪視招生

情形、師資聘任情形、課程、學生輔導等面向，作為招生名額核配、專班續辦或

退場之參據（教育部、原住民族委員會，2020）。 

三、我國原住民專班設置情形 

(一) 原住民專班實施內涵 

「原住民專班」是以原住民學生為主體成立的班級，集中資源，在課程規劃

適才適所，讓原住民同學真正得到有用的專業知識，提升在職場競爭力（吳鄭善

明，2018；台邦・撒沙勒，2018）。朱俊彰（2018）認為原民專班之所以可視為

大學在促進人才培育多元性的觀察指標，主要在招生方式多元及在學習方面，課

程跳脫一般課程，融入傳統文化、民族發展等。 

浦忠勇（2015） 認為臺灣成立原住民專班，如 1958 年高雄醫學院成立「山

地醫師醫學專修科」、1946 年於臺北、臺中及臺南成立「山地簡易師範班」及 1994
年長庚護專成立「原住民護士專班」，都有特定目標與教育設計，開設學校有明

確使命與任務。自 1996 年之後，慈濟技術學院設立「護理科原住民專班」；1996
年明志技術學院招收五年制工業科原住民班，由台塑公司董事長王永慶先生推行

企教合作，減輕家庭負擔及濟助清寒優良青年；2003 年實踐大學成立觀光事業

管理之原住民專班；2004 年明道大學開設「精緻農業系原住民專班」等專班的

設置目的也都具有目標性，重視特定專業人才培育，另結合產業合作，以協助學

生、學校及企業創造三贏之教育政策，同時也成為原住民學生就讀之誘因。 

浦忠勇（2015）分析就當前原住民專班辦學現象採單招入學、學校開設技職

學系為主軸課程、學校提供加值型文化課程、學校提供學費及生活費諸多優惠措

施。鑑於此，原住民專班的開設，應配合需求提供學生原住民族教育及文化等課

程，並以技職培育接軌就業為目標。教育部應定期檢討辦理績效，並鼓勵聘請原

住民籍教師，在課程結構上搭配原住民族文化相關課程，促進多元文化意識，另

可鼓勵大學校院提供及推動原住民社團及相關教育活動。 

「原住民專班」為培育原住民族需求人才，鼓勵大學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提

出之「原住民人才培育所需學門或學系需求表」開設之專班，並定期檢討（教育

部統計處，2020）。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3 年訂定「102 年鼓勵大學校院開設原住

民專班補助計畫」，大學校院申請補助最高可達 100 萬元以上。透過教育補助挹

注，協助大學校院開設專班，解決經費及人才培育之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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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原住民專班辦理情形 

從 2013 年（102 學年度）開始，教育部及原住民族委員會研擬補助措施，

鼓勵大學校院開設原住民專班（不含碩士專班及五專），挹注經費以提升大學校

院開辦之能量，計 7 校開設 9 班，至 2016 年（105 學年度）計 15 校 20 班，校

數及班數增加近 2 倍，2017 年（106 學年度）起至 2019 年（108 學年度）呈現

穩定趨勢（圖 1）。另國立與私立大學設置狀況，2011（102 學年度）年 1 所國立

大學（屏東大學）及 6 所私立大學設置，國立大學設置校數逐年增加，至 2018
年（107 學年度）國立大學與私立大學各有 8 校，自 2019 年（108 學年度）後國

立大學多於私立大學（圖 2）。 

 
圖 1  2013 年至 2019 年大學開設原住民專班校數及班級數（不含碩士專班及五專） 

 
圖 2  2013 年至 2019 年國立大學與私立大學原住民專班開設情形（不含碩士專班及五專） 

根據 2017 年（106 學年度） 至 2019 年（108 學年度）大學校院所設立原住

民專班的類型，以藝術設計與傳播媒體相關、醫療照護相關及法律專業相關為最

大宗；其次為原住民族文化相關、土木相關及健康休閒相關；第三為運動體育相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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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教育部 2017 年（106 學年度）至 2019（108 學年度）年大學「原住民

學生」連續三年就讀最多前三項細學類依序為：餐旅及民生服務，其次為醫藥衛

生，第三為商業及管理。「一般學生」就讀最多前三項細學類依序為：商業及管

理最多，其次為工程及工程業，第三為餐旅及民生服務。比較原住民學生與一般

學生所就讀細學類相近，並趨於同質化；另比較原住民專班，與就讀大學一般科

系之原住民學生及一般學生所喜好的學系相近，尚可解釋大學校院能因應部落需

求人才及依社會趨勢開設相關班別，讓原住民學生有更多的選擇及提高就學興

趣。 

四、反思與建議 

經整理相關文獻及研究者發現，原住民專班發展至今，仍有許多限制及需突

破的困境待政府當局檢討與建議，以下列說明之： 

(一) 確認原住民專班之定位，穩定及完整師資結構 

檢視我國相關法令規定及政策，原住民專班地位不明，使學校無法令遵循及

聘任更多專任教師，或不願意提供專任及足夠師資，而教師自然不會有充裕時間

及心力發展原住民族教育課程，或提供一系列或延續性之課程。 

然而在高教評鑑，教育部將原住民專班是否進用原住民師資或原住民師資比

例，列為評鑑項目（尤天鳴，2018），觀之，教育部尚未釋出足夠教師員額數或

訂定明確法令規範，大學校院無法積極推行及開辦原住民專班。建議教育部先確

認原住民專班之定位，並以專案方式明確提供原住民專班專任教師員額數，並具

體規劃相關福利與措施，以提升設置原住民專班的價值，符應高等教育培育優秀

原住民人才之目標。 

(二) 課程培育應與就業接軌，使增強就學信心及提升競爭力 

根據教育部公布「原住民族教育概況統計結果提要分析」，2016 學年度至

2018 學年度連續三年大專原住民學生休學率平均為 8.2%，比一般大學高出 2%，

休學主因皆為工作需求、志趣不合及經濟困難，顯見原住民學生在經濟需求量

高。林珠茹（2016）指出，原住民護理專班提供學生受護理專業教育機會，畢業

有固定工作穩定收入改善家裡經濟，也能翻轉自己處境，改善生活品質，增加生

命價值及存在意義。 

因此，大學校院所開設的相關科系應符合原住民學生需求，或規劃產學合作

模式，培育課程結合接軌就業之設計，使學生畢業後即可就業，可解決經濟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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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降低休學或退學之窘境，原住民學生就學有保障，對未來就更具有信心。 

(三) 課程規劃應更具特色與多元，增進學生學習興趣 

原住民專班科系開設，要契合原住民族均衡發展需求，陳張培倫（2014）指

出，大學設置原住民專班後，如只是將原住民學生聚在同一空間，課程規劃套用

既有課程結構，就讀專班有何意義? 目前臺灣原住民高等教育體制，對於該如何

建置完善原住民教育課程結構，仍處於未知且持續摸索的渾沌狀態（瓦歷斯・拉

拜，2015）。 

原住民專班課程應思考是否具原住民族文化價值，學生能從中學到甚麼體

驗，且需引起就讀興趣。如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開設之「原住民文化產業與社會工

作學士學程」，課程設計以跨領域結合，扎根原住民文化基礎，重點培育高教人

才，深具特色；義守大學規劃「創意媒體」、「影視傳播」特色領域，實務及專業

結合，培育創意媒體製作及影視傳播人才，配合產學發展趨勢。建議大學校院開

設專班參酌學校教育願景，適時融入學校特色，將課程規劃更具多元，並應有長

期性及計畫性培育原住民高等教育人才，增進學生學習興趣，並可促進原住民學

生向上流動。 

(四) 校際間應著重跨資源整合，以利資源共享 

大學為多元文化社會學術殿堂，更應扮演社會關懷與社會正義的支持者與捍

衛者，體認開設原住民課程是一份責任，更重要的是促成各族和諧生活與互相尊

重欣賞（陳枝烈，2008）。教育部近年鼓勵大學校院設置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

整合高等教育課程規劃與研究、人才培育及產學協助，亦可肩負原住民專班評鑑

工作。政府當局應研議更完善的跨資源整合系統，促進校際間資源整合與共享，

讓原住民專班更具專業及特色。 

原住民專班已培育許多優秀人才為國家及社會貢獻所學，也有學子返鄉服務

為部落發展努力，政府當局在制定相關政策應跳脫零散架構及補助框架，不應以

大學自主為理由，使其單打獨鬥，應以提升原住民族教育整體發展架構下，體現

原住民教育自主自決的精神。同時因應少子女化趨勢，應提早思考原住民專班未

來執行策略、教師權益或專班精緻化的課程設計等，進而精進原住民高等教育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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