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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實驗學校校長族群文化認同發展歷程與 
課程領導實踐之個案研究 

沈慧美 
南投縣仁愛鄉仁愛國民小學校長 

 
一、前言 

常言「有怎樣的校長，就有怎樣的學校」校長的文化背景與生命成長經驗，

形成個人獨到的思維觀念（林志慎、吳佳真，2018），課程作為踐行文化育人重

要的載體，而傳統文化類校本課程則構造者個體鄉土文化的記憶（呂立杰、丁奕

然，2021）。以傳統文化教育實現學生民族身分認同與價值文化理解，是目前推

動原住民族教育重要的依據。 

劉美慧（2011）指出過去點綴式的民族教育活動，在國家課程體制下，呈現

的是附加與邊陲型的原住民族教育實踐。臺灣 2014 年實驗三法《學校型態實驗

教育實施條例》頒布後，許多原住民重點學校透過實驗教育進行轉型（廖偉民，

2021），企盼透過原住民族實驗學校的推動，重新建構以原住民知識體系為主的

傳統文化課程，結合部落社區文化沉浸環境，建立原住民族學生的文化認同與價

值，進而將學習遷移至各個領域進行學習。 

原住民族實驗學校教育計畫，允許計劃學校在課程目標、架構及學習領域及

教學時數等，可彈性對應國家課程綱要的規範。林宥辰（2021）研究也指出原住

民族學校型態的實驗教育對學生的學習族群文化、族群認同及多元文化的胸襟有

正向的肯定對於學生同儕、師生及親子互動也有很大的助益。臺中市博屋瑪國小

泰雅族籍校長比令.亞布在校內疾呼：「今日不做，明日就看不到泰雅族。」，全校

同仁因為感動及認同校長的文化觀，因此，激發了學校同仁的使命感，積極發展

以泰雅文化為主軸的課程（教育部，2020）。 

歸結上述，在原鄉服務的原住民族籍校長更肩負族群教化、發揚族群文化及

經營校務的重責大任。本文將探究 1 位賽德克族籍校長於成長求學背景中產生族

群文化認同的歷程，以及如何將族群文化認同實踐於賽德克族實驗小學，並就校

長文化認同的發展及實施原住民實驗學校課程領導和遭遇的困境和因應之道進

行深究。以作為教育行政機關及想要申請原住民族實驗教育之學校參考依據。 

二、個案校長的族群文化認同發展歷程 

個案校長吉娃斯（化名）的族群文化發展歷程，是從部落成長中接觸部落的

文化與到外地求學的過程中接觸不同族群文化的發展歷程，大致可分為扎根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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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族群文化、混沌期－多元族群文化、確認期－族群文化認同等三個時期，說

明如下： 

(一) 扎根期－單一族群文化 

這個階段是指吉娃思校長出生上國小後，在部落所接觸單一族群文化的知覺

歷程。在這個階段吉娃斯校長知覺用族語溝通、烹煮及飲用山上狩獵的肉以及表

演自己部落的歌舞，都是非常自然和諧的，這些都是賽德克族部落的日常生活，

吉娃斯也知覺自己就是賽德克族人，在這個階段也是吉娃斯校長接觸賽德克文化

最多及最多的時期，因此也稱為賽德克文化的扎根期。 

(二) 混沌期－多元文化時期 

這個階段是指吉娃斯校長在國小四年級至師專就讀，所接觸多元文化的知覺

歷程。在此階段吉娃斯校長開始接觸漢民族及客家族群文化，也發現這些文化和

自己部落文化有著極大的差異和分歧。在這個階段吉娃斯校長感受到自己的族群

文化被汙名化，讓她產生負向的情緒，然而在這個階段國小導師給她極大的信心

與鼓勵，緩解吉娃斯校長在這個階段所產生的負向情緒，也使她的課業表現與漢

族同學無太大的差異。 

(三) 確認期－族群文化認同時期 

這個階段是指吉娃斯校長在師專三年級後，知覺在多元族群下所形成的原住

民族族群文化認同歷程。在此階段吉娃斯校長已到市區就讀，在這個階段因為參

加中區原住民大專青年會，也在這個時候接觸其他原住民族群的文化。吉娃斯校

長也跟著原住民青年會的大哥哥及大姐姐到處表演原住民舞蹈及歌謠，她從這些

表演中，找回自己的族群認同感及自信心。而這個階段也奠定了吉娃斯校長要推

動原住民族實驗學校重要的階段。綜合前述彙整吉娃斯校長的族群文化認同歷程

如表 1 所示： 

表 1 成長與求學之族群文化認同歷程 

發展期程 年齡階段 感受 關懷系統 
扎根期 

(單一族群文化） 
出生到 

國小 3 年級階段 正向自然 家庭、教會 

混沌期 
（多元文化時期） 

國小 4 年級 
至師專 3 年級 負向被汙名化 老師、家庭、教會 

確認期 
（族群文化認同期） 師專 4 年級~至今 正向豁然 學校教官、原住民

大專會、教會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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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構原住民實驗學校的實踐歷程 

吉娃斯校長於求學時培養深厚的賽德克族群文化認同，接受了自己族群的獨

特性，完成師專的師資養成教育後投入教職工作，在第一所客家族群學校任職，

體認到生活文化有極大的差異，於第二年後就離開回到自己的部落服務，也開始

了吉娃斯校長接觸原住民族教育相關活動與政策，更奠定了吉娃斯校長推動原住

民族實驗教育的重要理念。 

(一) 建構原住民實驗學校之理念 

吉娃思校長回到原鄉部落後開始接觸原住民族相關計畫，如：鄉土教育及教

育優先區計畫，並指導學生參加原住民鄉土歌謠比賽，及相關的體育活動，並獲

得極好的成績，吉娃思校長從這些計畫活動中看到部落孩子的優勢與自信心。 

回到部落服務後慢慢接觸與原住民相關的活動，像我最早的印象是鄉土教

學，那個就是族語的教學，然後還有教育優先區計畫裡的發展原住民學校教

育特色，那時每個部落學校都會練傳統舞蹈和歌謠，因為我自己是喜歡唱歌，

所以我就指導部落的小孩，並參加全國舞蹈比賽及合唱比賽，那個……還有

部落的小孩在運動方面也很不錯，也會帶他們去比賽，成績也都不錯喔（吉

娃思校長訪談，2021.10.08）！ 

吉娃斯校長於教育處實習階段，所接觸的業務都與原住民族教育相關，如：

原住民族教育審議委員會、國中小原住民族語開課情形、原住民族教育活動計畫

及原住民族實驗教育等。這些業務建構了吉娃思校長在原住民教育的重要理念。 

自己接觸原住民教育政策最多的時間是……，在考上校長後，那麼在教育處

實習的時候，那是我第一次接原住民族教育審議的起草承辦人，讓我學習很

多，然後我接的業務都是跟原住民族教育相關的業務，有族語開課經費及開

班調查、原住民族教育及多元智能發展，那一年又是申請實驗教育的第一年，

我記得那時有外縣市成立原住民族實驗學校，臺中的博屋瑪國小剛成立，我

有親自到場，讓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吉娃思校長訪談，2021.10.08）。 

吉娃思校長實習期滿後，在縣府積極推動原住民族實驗學校計畫下，吉娃思

校長同意縣府教育處的徵詢，申請推動賽德克族實驗學校，吉娃斯校長憑藉成長

求學中建構的族群文化認同經驗，以及在縣府推展原住民族教育政策建構的原住

民族教育理念，推動賽德克族實驗學校計畫，至今實驗計畫已邁入第 6 年。 

為什麼會想要推原住民族實驗學校計畫，那時因為剛派任的時候，本縣都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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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校申請原住民族實驗學校計畫，教育處長官知道我在處裡面是接這個業

務，也知道我很熟悉這個計畫，又加上派任的學校是自己的部落，又剛好碰

上學校更名為部落名，這時又想到自己是 Seejiq（賽德克族人的自稱），雖

然是猶豫了一下，看到處裡的長官的支持與鼓勵，又加上當時本縣都還沒有

原住民的學校申請，想到自己小時候在部落上課的情形，所以我就答應縣府

申請籌備參加這個計畫（吉娃思校長訪談，2021.10.08）。 

四、 個案校長推動原住民族實驗學校的困境與因應策略 

個案校長在推動原住民族實驗學校時，因受自身及學校教師、家長及社區

人士在族群文化認同上的歧異，以及推動以原住民族知識體系為主的民族教育

課程，產生了一些待解決的困境及因應的策略，說明如下： 

(一) 個案校長推動原住民族實驗學校的困境 

吉娃斯校長在推動原住民族實驗學校的歷程中，因受族群文化背景因素及

民族教育課程編排的影響，產生的困境有：專業文化師資不足、校內外共識待

加強及文化學習場域配置困難等，分述如下。 

1. 專業文化師資不足 

原住民族實驗學校受民族教育文化背景的影響，因此課程的編排需符合原

住民族教育相關規定，然而個案學校四位原住民籍老師除一位專職族語教師

外，其他三位老師則擔任領域教師，因此缺乏熟稔賽德克文化的老師，因此在

規畫民族教育課程及進行文化教學時產生極大的困境。 

2. 校內外支持系統待建立 

學校內教師對原住民實驗教育是陌生的，加上多數老師是非賽德克族教

師，在文化族群認同上是有極大的差異，在課程教學上產生校內教師共識不足

的現象，以致教師支持度不夠。另外，校外社區家長對實驗教育也有些疑慮，

也影響了社區家長的參與意願。 

3. 文化學習場域配置困難 

原住民族實驗學校課程以發展原住民教育為目標，因此必需規劃文化學習

場域，因此學習場域須拉至部落傳統領域進行，如何評估校外場域的適切性及

安全性，需要更多的部落耆老及專業人士進行評估，耗時耗力造成學校極大的

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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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個案校長推動原住民族實驗學校困境的因應策略 

針對上述之困境，可從文獻資料的分析及個案校長的建議，提出擴大原住

民族師資文化養成教育、提供校內外教師及家長支持系統以及建構多元文化學

習場域，確實解決原住民族實驗學校的困境，因應策略說明如下： 

1. 擴大原住民族師資文化養成教育 

雖然國內有原住民族師資養成機構，但其規劃的課程多為領域專長課程，

對於原住民族文化課程極少，為順利推展原住民教育，必須充實原住民師資之

文化養成課程，強化原住民族師資的文化內涵與素養。 

2. 提供校內外教師及家長支持系統 

在建構校內外支持系統的同時，學校要積極主動提供更多的資源，去支持

校內老師，建構原住民族實驗學校知識概念與運作策略，除此之外帶領學生主

動參與部落文化活動，透過支持部落活動爭取更多部落的認同，進而邀請部落

家長耆老參與學校文化課程。 

3. 建構多元文化學習場域 

考量文化學習場域的適切性與安全性，規劃校內文化學習場域，將部落建

築及文化特點建置於校園中，以利學校課程進行。部落文化活動可採用課程融

入，帶學生參與進行活動體驗課程。另外有些課程必須拉至部落外傳統領域進

行課程，可融入科技輔助之模擬情境進行教學，確實掌握學習場域之安全性。 

五、 結語 

綜合上述個案校長的成長與求學經驗中，族群文化認同是推動賽德克族實驗

學校重要的奠基養分，然而在推動原住民族實驗學校的歷程中，因受族群文化背

景因素的影響產生文化師資不足、支持系統待加強及學習場域配置等困境，而這

些困境透過個案校長的省思建議與文獻資料，提出擴大原住民族師資文化養成教

育、提供校內外教師及家長支持系統及建構多元文化學習場域等因應策略，以促

進原住民族實驗學校發展並邁向多元原住民族學校為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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