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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自古擁有獨特的知識體系與學習系統，傳承其知識與文化並無困

難。然而，當前師資培育模式之建立皆為主流族群所掌握，在課程內容、培育模

式、教學策略上，未能滿足原住民族所期待的師資需求。原住民族實驗教育推動

過程中，需有賴具高度文化素養與文化敏感性的教師，且原住民族實驗教育應是

雙向發展，而非僅單向的草根性運動。因此，政府應在師資培育前端做好整體規

劃，從原住民族教育主權恢復的理念開始做起，堅定落實原住民族知識體系發展

成為師資培育課程內容，並認肯原住民族所認同的師資培用模式來培育師資方為

上策。 

我國目前有 35 所學校型態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學校，成立模式皆是從公立學

校轉型為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學校。其師資部分仍是傳統師資培育系統的教師，尚

無針對原住民族實驗教育設計的師資培育模式。現行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因草創在

即，著眼點在於課程開發、傳統知識的轉化、家長與社區的說服等事項，而少有

對於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師資職前培育改革的可能性。學校雖可透過在職進修讓學

校教師專業成長，但仍凸顯原住民族實驗教育發展在源頭端的基本缺陷，亦即原

民實驗教育師資培育之相關配套措施應予以跟上或落實。本文基於此，參酌國外

推動原住民族教育改革現況，且聚焦於原住民族教育師資培育，採用文獻分析的

方式作一綜整呈現。考其諸國於推動原住民族教育並無「實驗教育」一詞，在歷

史發展的跨度、政策法源的依據上也有其獨特的樣貌，且在推動的理念與決心有

相當多值得我國借鏡的地方，茲分別論述於下。 

一、重新型塑教師的文化角色 

Vavrus（2015）指出教師的自我覺知相當重要，師資生對於社會結構的看法，

將會影響自己對於教師在社會中的角色到底是一個代理人（agency）還是一個有

主體認同（subjective identity）的獨立個體，也會具體實踐在未來他與學校-學生

-社會之間的關係或信念傳遞。Blair（2011）以加拿大的因紐特人（Inuit）教師為

對象，透過加拿大 Kativik1學校委員會協助，在相關文件的搜尋、課室觀察與教

師訪談之後，探討因紐特教師對於自己的文化角色有何期許與認知。受訪教師表

示，他們在校園中扮演的文化角色有四：(1)文化發展的代理者角色（as agents of 

                                                

1 位於魁北克省的努納維克（Nunavik）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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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development）；(2)文化傳承的協調者（facilitators of cultural transmission）；
(3)傳統知識的轉譯者（translators of traditional knowledge）；(4)跨文化間的訊息傳

遞者（intercultural informants）。因此，希望在師資素養的培育過程中（無論是職

前或是在職），能夠產生更多的轉變，諸如提供更多能夠融入因紐特文化的教具；

發展更能反應因紐特文化和語言的課程內容；讓更多的耆老進入學校的運作之

中；盡早讓因紐特語言成為教學主要語言。 

一般教育體制的師資培育也具有傳遞文化的角色，希望培養出能夠傳遞某一

族群、某一國族文化的教師，但這勢必在有限的師資培育資源（尤其是指知識體

系的持有者皆屬優勢族群的狀態）下做出競爭的策略。不幸的是，原住民族教育

的師資培育系統常居於弱勢，因此在恢復原住民族實驗教育權力時，應該針對教

師的文化角色做出更明確的規範或期許。 

二、原民知識融入師培課程才是關鍵 

Kitchen 與 Hodson（2013）針對加拿大師資培育機構的八位授課教授一起建

構更有效率、更加反應文化回應的師資培育課程，研究的成果建議無論師資培育

的教授是否為原住民，在師資培育的課程中安排越多的原住民族文化課程將有助

於師資生更有效率的學習到原住民族文化；更多針對文化知識的課程研究成果應

該被加入師培課程當中；師培課程開發的過程應該邀請更多的長者、耆老加入。

如果可能的話是以共同教學者或指導員的角色進行互動，尤其是在真正的「土地」

上進行教學，使得師培生能夠透過族語與文化來學習到教學知識。 

原住民族師資培育的模式有出許多可以改變的方向，諸如文化課程的深化、

原住民族師資的高度參與、知識詮釋權的返還等等，但這只暗示了現行政策的牛

步、主流社會的師資培育權緊抓不放，不願意面對原住民族教育主權必須恢復與

歸還的訴求。更重要的是挑戰了原住民族社會改革的決心與對自己傳統知識文化

的信心，這才是決定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師資培育是否能夠成功的關鍵。 

三、課程設計原則-原住民族知識典範的確立 

Mashford-Pringle 與 Nardozi（2013）指出，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ronto）初任教師的師培課程中將原住民族知識融入，理念如下：在加拿大的

公立教育系統中，原住民的知識、社會-經濟歷史都是被排除在外的，在部分的省

分課程中也是被切割、單獨呈現，少有完整的知識被詳盡介紹。對教師來說，他

們只教授非常基礎的原住民知識，因為他們認為他們沒有足夠的知識或者能力來

對學生教授原住民族知識與文化。基於此因，多倫多大學的安大略教育研究機構

（Ontario Institute of Studies in Education）為該校師資生規劃了「知識深化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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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ening Knowledge Project）」，專案內容涵蓋原住民族的歷史、文化與世界

觀，希望該校培育出來的未來教師在日後的教學生涯中能夠有更寬廣的知識觀

點，來教育加拿大的學生。 

Lloyd, Lewthwaite, Osborne 與 Boon,（2015）檢視了澳洲相關文獻探討教師

如何有效的促進原住民學生之學習成效，研究的結果顯示雖然大量的研究都指出

了教學與師資培育的課程都應該做更大的改變，以原住民族的課程為出發，但若

不改變與調整相關教育制度的話，永遠都只能將原住民族師資培育的品質維持原

樣。因此建議未來的原住民族師資培育可以遵循下列方式進行變革：從原住民族

社群中找出原住民族教師、原住民族學生的學習需求，設計出文化回應式、文化

適切性的教學觀點；從原住民族學生成功的例子中找出他們獨特的學習策略與教

育觀點。 

探索在原住民族實驗學校中教學的有效策略並不難，難的是找不到原住民族

文化特色中那難能可貴的核心價值，以及該讓原民的孩子學習到什麼？本文考察

加拿大、澳洲等國對於原住民族師資培育的改革趨勢，其重要的核心理念皆在強

調原住民族本真知識的重視，且與主流知識的和諧共處，並深刻對於文化傳遞的

精神是否能融入師資培育的作為而努力。透過本文，希望能夠給我國在推動原住

民族實驗教育時有更多的思考空間。 

四、對我國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師資培育之啟示 

固然我國在原住民族實驗教育的師資培育上有許多困境，諸如師資的培育模

式尚未建立、教師圖像尚未確立、培用銜接尚未一貫等情形，亟待未來有更周全、

細膩的解決方式。但針對本文所聚焦之國外經驗，擬提出相關議題供我國推動原

住民族實驗教育師資培育模式時參考。 

(一) 原民實驗教育師資培用需一併考量規劃 

在師資聘任上，可以聘請部落耆老針對民族教育，因此需對原住民族實驗教

育師資培育方式與聘任標準做明確規劃，並針對現有組織編制概況分析後評估原

住民族教師需求（陳坤昇，2017）。然而今日各實驗計畫所需的民族文化老師，

不但缺乏員額編制，也沒有相關師資培育機構進行培育而無法獲聘為編制內的教

師（陳枝烈，2017）。因此，對原住民族實驗教育現場需求而言，現行的師資培

育模式不一定能夠培育出推動原住民族實驗教育的人才。就此觀點看來，符合現

場師資需求的論述有必要再進一步的解放並重新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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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原民實驗課程規劃者需能夠自信且自主 

國教署採民族自決的精神，以十二年國教課綱的概念，在臺中教育大學、東

華大學、臺東大學、屏東大學成立跨區域的原住民族課程教材發展協作中心（邱

乾國，2017），特設立在師資培育機構就是有意透過師資培育課程的理論與實際，

結合不斷推進的民族實驗小學課程研發，建構完善課程發展與教學輔導體系。國

家對於原住民族實驗課程採取協作的角色，便是希冀原住民族實驗小學能夠更大

膽的透過與原住民族文化對話的過程，重新找回屬於自己的教育內涵。 

(三) 原住民族知識體系需再度被重構 

原住民族知識在師資培育改革中被重新重視、找回，給予傳統的師資培育觀

點更多的衝擊與思考點，這是一個增權賦能的絕佳良機，也是一個增進未來教師

重新檢視自己、內省權力是否過度單向而毫不自知的改變契機。師資培育的基礎

就是知識內容要確定，國內這一方面一直沒有努力做到，在主流師資培育課程及

教師專業素養指標是否要融入原民知識觀點上，就呈現相當多的挑戰。另一方面

亦呈現知識建構的大學端、教學現場端沒有好好的正視這個問題，更顯現了師資

培育的課程內容沒有大量的關注在原住民族文化之理解上，著實可惜。  

新一代的原住民族師資培育課程理念，應深受世界上原住民族知識觀點的影

響，強調內省、和諧的教育理念，從原住民族受到傷痛的歷史中找尋更正面積極

的元素，結合在課程實踐之理念中，並透過對族群友善的教學策略，將此人類共

同擁有的知識資產傳遞給所有原住民族與非原住民族的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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