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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臺中市立和平國民中學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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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和平國民中學學務主任 

林曉玟 
臺中市立和平國民中學文化教師 

白惠如 
靜宜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暨教育研究所助理教授 

 
一、前言 

根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原住民族教育資訊網」（2021）資料庫顯示，

現行實施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學校中，國民小學階段計有新北市立德拉楠民族實驗

小學等 32 校；國民中學階段計有宜蘭縣立大同國民中學、新竹縣立尖石國民中

學、嘉義縣立阿里山國民中小學、高雄市立巴楠花部落中小學、臺東縣立蘭嶼高

級中學（國中部）及臺中市立和平國民中學（以下簡稱該校或和平國中）等 6 校；

高級中學階段僅有臺東縣立蘭嶼高級中學 1 校。簡言之，推行原住民族實驗教育

之學校仍以國民小學階段為多數，且國民中學自 108 學年度起已無新進學校加入

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學校行列，而中部地區（苗栗縣、臺中市、南投縣及彰化縣等）

中等教育階段亦僅有和平國中實施原住民族實驗教育。 

該校於 107 學年度開始籌備泰雅族實驗教育文化課程，並自 108 學年度起正

式執行。歷經將近四年之課程規劃與實作，該校教師已全數具有實驗教育相關之

授課經驗。胡致念及王瑞壎（2021）指出，和平國中推動原住民族教育課程遇到

家長及部落對於課程持保留且觀望的態度、學生族語能力不足等困境；林宥辰

（2021）也提出，在臺東地區原住民族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的推動困境，包含師資

缺乏、教學資源收集困難、政策未明確規範、過多的活動造成教師工作負擔及課

程與教材缺乏等；再者，在高級中等學校階段辦理原住民實驗教育專班也發現師

資人力不足、課程與教材規劃缺乏統整以及計畫及補助項目宜可彈性調整等困境

（施玉權，2018）；在設立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原住民大學可能遇到的困境有課程

結構問題、師資培育問題及學校文化與教學方式等（張訓譯，2018）。 

綜上所述，各階段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多數遇到「師資」相關之困境，爰此本

文藉由和平國中的文化教師─林曉玟之教學現況觀察，以及該校「教師填答教學

壓力與滿意度調查表」作為依據，論述該校教師壓力與滿意度之現況，希冀歸納

出在國民中學階段，推行原住民族實驗教育課程之困境，並提出建言以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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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和平國中文化教師的觀點：教學現況的「結」與「解」－教師對

泰雅族文化的陌生，教學依賴文化教師、外聘講師及耆老 

和平國中轉型為實驗教育準備完成第一個三年期程，在這三年曉玟師從一位

「代理老師」到協助文化課程進行的「文化指導員」，如今是負責文化課程授課

的「文化教師」。此職務的角色也就從協同教學者昇華為主要教學者。每次的課

程執行中，除了兩位配課教師之外，還會有一名文化教師，且會視課程需求安排

外聘講師或耆老共同授課。 

「我認為這部分要請耆老、外聘講師或文化教師來授課。」這是曉玟老師參

與實驗教育課程後，教師們備課時最常講到的一句話。文化課程中若有外聘講師

或是耆老參與課程，對於學生都會是正向的刺激，而學校也有針對教師所不孰悉

的泰雅文化領域規劃研習課程，甚至有些授課內容也有實際操作過。「我納悶著

明明刀子都磨好給你了，怎麼碰到獵物了還是縮回去呢？」以下是曉玟老師觀察

的現況。 

(一) 對於泰雅文化課程的內容停留在「技藝」的操作 

該校泰雅文化課程目前仍以技藝為導向，所以課堂上的教學有時是邀請具有

相關工藝技術的外聘講師來指導，但時常會演變成外聘講師指導學生進行技藝的

操作，配課教師僅剩管理課堂秩序之功能；若文化教師或外聘講師因故無法授課，

配課教師又消極參與課程，該主題課程往往會出現授課內容銜接上的困難。 

(二) 備課時間不充足，對於文化不熟悉 

學校共同備課時間不足：該校教師共同備課時間，現階段僅限於課餘時間，

主要備課內容為教師增能研習或夜間教師之讀書會。由於國中課程作息時間之限

制，不易排出所有教師皆有空檔之時段，限縮教師互相備課討論之時間，因此備

課有時僅執行說課階段，以至於實際上課的時候，常常會發現困難，導致授課不

如預期順利。 

教師認識泰雅文化之積極度尚有進步空間：「以烹飪山產肉類為例，同樣的

食材經過不同人的手就有不一樣的風味。『食材』猶如進修研習、整理文獻、閱

讀書籍或田調資料，而教師的教學就像『調味料』。」如何烹飪出美味料理？端

看教師的精進和不斷地練習，這樣課程才得以順利地呈現出原先期待的成果。若

不讓自己沉浸在泰雅文化，這些研習則會付諸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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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嘗試帶入教師本科專長領域，提升教師授課信心 

該校實驗教育的第一個三年期程時間其實很短促，然而，每一年都會有新的

年級及新的課程內容。低年級裡技藝操作的比例會比較高，除了讓配課教師們孰

悉該項技藝以外，也是讓配課教師找尋出一條屬於他們的教學道路，再逐年的減

少外聘講師的參與比例。 

此外，循序漸進地減少技藝操作的比例，放入更多高年級階段應有的思考能

力。以編織課程為例，若該課程是第一次實施，則課程的架構主要是技藝操作以

及課程回顧與省思；若已操作過兩次以上了，則課程加入了更高層次的原理探討

和藝術創作等。授課教師以自己熟悉的領域，指導學生用貼近生活的經驗去認識

泰雅文化。「孩子，希望你的心有泰雅的文面」（溪口部落林明福長老口述）。 

我曾經聽過一位講者分享：「難道我們不會傳統技藝，我們這一輩的就不是

原住民了嗎？那什麼才叫做原住民？」我們不是要孩子回到以前的生活，也不是

培養孩子成為傳統獵人或是工藝高手，而是要他們活出泰雅族的精神。實驗教育

是將傳統文化與現代教育融合，將那份精神傳承給每一個後代。 

(四) 「歸零」式的學習，是教師也是學生 

「文化是生活、是信仰、是呼出的氣、也是說出來的話，文化可以是一顆小

小的小米，也可以是無窮無盡的山林。」在文化道路上曉玟老師雖然是一位教師

但她亦為學生。該師期望在學習文化的道路上，同是學習者的我們，能將自己淨

空，才得以吸取更多的知識並且內化成自己的一部份；我希望在文化教學的道路

上，同是教師的我們，可以將自己暫時歸零，雖為教師的身分，但是在學習路上，

孩子們可能也是我們的「老師」。教師應該是和孩子們站在同一視角去認識泰雅

文化。 

(五) 苧麻繩打結了，不能用剪的，要用手去解開它 

「因為苧麻繩線得來不易，所以我們不能剪掉丟棄。因為大家努力耕耘的實

驗教育很珍貴，所以更應該用雙手去解開不小心打出來的結。」在教學中我們不

斷地修正，嘗試讓教師們更有自信的教學方法。 

最後，執行原住民族實驗教育的學校教師著實辛苦，這個過程就像織布一樣，

最害怕打結與衝突，但卻也一定會碰到的過程。「打結了別怕，不要拉扯苧麻線，

因為結會越拉越緊；打結了別怕，不要將苧麻線剪了丟棄，因為苧麻線是得來不

易的物品。」靜心找尋苧麻線的紋路，讓我們輕輕的將打結的地方解開來，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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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實驗教育都能夠織出一塊屬於自己文化美麗的布。 

三、和平國中泰雅文化課程內容及教師教學壓力與滿意度分析 

(一) 和平國中泰雅文化課程內容 

該校以「全人泰雅」為核心精神，規劃「部定領域與泰雅文化」之雙軌課程，

訓練學生「自主學習、適應能力、跨文化素養及溝通合作」等知能，進而培養「自

主行動、社會參與及溝通互動」等素養。其中，「泰雅文化」課程項目內容包含

「編織與圖騰、樂舞與祭典、農耕與家庭及狩獵與山林」四個主題，國中三個年

段，共計有 49 項課程綱要，以每週 10 至 11 節之節數授課。 

(二) 和平國中教師教學壓力與滿意度調查表分析 

1. 和平國中教師教學壓力與滿意度調查表 

本調查表包含四個部分：基本資料、泰雅文化實驗課程教師教學壓力調查、

泰雅文化實驗課程教師專業發展自評及泰雅文化實驗課程教師反饋與建議，如表

1 所示。 

表 1 和平國中泰雅文化實驗課程教師工作壓力與教師專業發展自評表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教師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填寫日期：110 年   月   日 
任教組別（請勾選）： 
□編織與圖騰文化（A）         □樂舞與祭典文化（B） 
□農耕與家庭生活（C）         □狩獵與山林生活（D） 

第二部份：泰雅文化實驗課程教師教學壓力調查 

說明：以下問題是了解您對於本校實驗課程在備課與教學

實施上的看法，共 10 題，請您根據各種情形實際發生的頻

率，在適當的□內打「ˇ」，感謝您！ 

總  經  有  很  從 
是  常  時  少  未 
發  發  發  發  發 
生  生  生  生  生 

01.我對泰雅文化專業知能不足，自覺未能把教學工作做好，

而感到困擾。 □   □   □   □   □ 

02.我本身不是泰雅族人，教授相關課程讓我感到壓力。 □   □   □   □   □ 

03.同時要準備部定領域課程，又要進行文化實驗課程的備

課，讓我感到壓力。 □   □   □   □   □ 

04.在文化實驗課程發展過程中，學習泰雅文化讓我感到壓

力。 □   □   □   □   □ 

05.在文化實驗課程發展過程中，上級單位的要求和應付評

鑑訪視，讓我感到壓力。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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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學校行政對於文化實驗課程發展提供的協助不如預期，

讓我感到壓力。 □   □   □   □   □ 

07.部定領域課程融入泰雅文化元素，或者進行文化回應式

課程，讓我感到壓力。 □   □   □   □   □ 

08.參加有關泰雅文化的增能研習與讀書會，讓我感到壓力。 □   □   □   □   □ 

09.進行每週小組文化實驗課程共備，讓我感到壓力。 □   □   □   □   □ 

10.整體而言，學校推行文化實驗課程讓我感到困擾。 □   □   □   □   □ 

第三部份：泰雅文化實驗課程教師專業發展自評 

說明：以下問題是了解您對於本校實驗課程在專業發展實

施上的看法，共 10 題，請您根據各種情形實際發生的頻率，

在適當的□內打「ˇ」，感謝您！ 

總  經  有  很  從 
是  常  時  少  未 
發  發  發  發  發 
生  生  生  生  生 

01.我具備文化實驗課程發展與產出的能力。 □   □   □   □   □ 

02.我能夠研擬文化實驗課程的教學計畫與進度。 □   □   □   □   □ 

03.我熟悉文化實驗課程內容的知識與意涵。 □   □   □   □   □ 

04.我能夠清楚呈現文化實驗課程的教學內容。 □   □   □   □   □ 

05.我能夠在文化實驗課程中運用有效的教學技巧。 □   □   □   □   □ 

06.在文化實驗課程中我會妥善運用教學評量。 □   □   □   □   □ 

07.我在文化實驗課程中，能與協同教師有良好的溝通合作。 □   □   □   □   □ 

08.我在文化實驗課程中，能建立有助於學習的班級常規。 □   □   □   □   □ 

09.我在文化實驗課程中，能營造積極的班級學習氣氛。 □   □   □   □   □ 

10.我很重視每位同儕觀課後給我的教學回饋。 □   □   □   □   □ 

第四部份：泰雅文化實驗課程教師反饋與建議 
1.我希望學校未來能多開設哪方面專題的研習課程： 
2.對於學校未來持續推展泰雅文化實踐課程，我的建議是： 

2. 問卷調查結果 

本調查表由本校 19 位（皆無泰雅族之人員）實際授課泰雅實驗教育文化課

程之教師填答，以總是發生（5 分）、經常發生（4 分）、有時發生（3 分）、很少

發生（2 分）、從未發生（1 分）計算各項目平均值，得到以下結果。 

(1) 泰雅文化實驗課程教師教學壓力指數分析 

a. 各教師壓力指數平均值介於 1.2 分～3.6 分之間，其中壓力指數平均值

大於 3 分者共有 4 位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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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教師壓力指數總平均值為 2.6 分。 

c. 各問題壓力指數平均值介於 2.1 分～3.2 分之間。 

d. 各項題目之壓力指數平均值多數低於 3 分。僅｢在文化實驗課程發展

過程中，上級單位的要求和應付評鑑訪視，讓我感到壓力｣該題目之壓

力指數平均值大於 3（實際指數為 3.2 分）。 

(2) 泰雅文化實驗課程教師專業發展自評指數分析： 

a. 各教師專業自評指數平均值介於 2.7 分～4.7 分之間，其中專業自評指

數平均值低於 3 分者僅有 1 位教師。 

b. 教師專業自評指數平均值為 3.8 分。 

c. 各問題專業自評指數平均值介於 3.4 分～4.2 分之間。 

d. 各項題目之專業自評指數平均值均大於 3 分。以｢我在文化實驗課程

中，能與協同教師有良好的溝通合作｣及｢我很重視每位同儕觀課後給

我的教學回饋｣兩題之專業自評指數平均值最高分（實際指數皆為 4.2
分）。 

3. 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教師壓力指數總平均值為 2.6 分，顯示該校教師在推行實驗課程之壓力指數

低於中間值，且 19 位教師中僅有 4 位教師之壓力指數平均值大於 3 分且皆未超

過 4 分，表示多數教師對於實驗教育各項工作之壓力負荷不大。然而，針對｢在

文化實驗課程發展過程中，上級單位的要求和應付評鑑訪視，讓我感到壓力｣，

該項工作之壓力感仍然帶給本校教師一定程度上之困擾。值得一提的是，19 位

教師在｢我本身不是泰雅族人，教授相關課程讓我感到壓力｣之題目的壓力指數平

均值為 2.6 分，代表該校教師在族群認同上並未感受到過多的壓力。 

教師專業自評指數平均值為 3.8 分，顯示該校教師在推行實驗課程之專業程

度高於中間值，且 19 位教師中僅有 1 位教師之專業自評指數平均值低於 3 分且

仍高於 2 分，表示絕大多數教師對於實驗教育各項工作之專業自信程度頗高。其

中，在｢我在文化實驗課程中，能與協同教師有良好的溝通合作｣及｢我很重視每

位同儕觀課後給我的教學回饋｣兩項工作之專業自評最具有成效。 

四、建議與結語 

綜合上述分析，該校教師在實施近 4 年的實驗教育課程上已有些許程度的自

信與能力；多數教師有意願且持續在各項實驗教育教學知能上精進。和平國中推

動泰雅文化實驗教育亦有成果，未來希望能繼續朝向提升教學品質與深化課程內

涵做努力，提出以下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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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師需精進泰雅文化內涵，將傳統智慧內化於自身，學習以泰雅族人之文物、

制度及習俗處事。 

2. 打破舊有教學框架與思維，主動學習並持續練習，加強校內教師、外聘講師、

文化教師及耆老之間的互動與備課。 

3. 維持教師的熱誠，除了依靠同儕之間良好的互動及課程回饋的內部鼓勵外，

亦能規劃教師分級／專業發展階梯制度，以實際授予認證並發給實驗創新獎

金作為教育目標達成之獎勵（盧威志、鄭彩鳳、陳世聰，2018） 

4. 必要的評鑑或訪視亦需要再檢視，規劃以最低干擾教學活動的條件下，協助

各校在評鑑或訪視的過程中得到最適合的教育指引。 

和平國中於 2021 年 10 月完成 3 年 1 期之實驗教育評鑑訪視（含籌備期）， 
評鑑委員給予本校高度的肯定與鼓勵。雙軌制 1+1 的實驗教育課程帶給教師的

壓力遠大於 2，然而在肩負文化傳承的使命下，該校教師仍會堅持教育初衷，在

臺灣原住民族實驗教育的道路上持續燃燒，照亮並溫暖這塊土地的孩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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