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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來自教育現場的聲音 
瓦旦･卡洛 

花蓮縣萬榮鄉萬榮國民小學教學研發組組長 
 

一、前言 

學校推展民族教育面臨的困境有校長領導、行政推動、教師態度、課程設計、

教學方式、資源及社區家長等因素（柯金龍，2020）。恰巧與本校在推動民族實

驗教育的過程中，所碰到的困境不謀而合，以下就借此研究結果來進行分享。 

二、本文 

(一) 「實驗」與「實務」的省思 

民族實驗教育邁入了第四個年頭，也順利通過了第一期三年的評鑑，因為是

花蓮第一間民族實驗小學，正因為「沒得比較」，倒也成了走在前頭的指標，更

或多或少成為別人眼中檢視的對象。說真的，心中還是排斥「實驗」兩個字，單

就字面上給人的印象以及未陷入其中的教育同仁，會認為這樣的教育模式就只是

玩玩，只是在教「原住民的東西」，基本學力怎麼辦？甚至會有誰是白老鼠的誤

解，因此我們都要努力去翻正這樣的觀念。 

教學現場會碰到很多的問題，從評鑑指標項目來看，無論是課程發展、教學

實施、學生成就評量和文化認知與認同，再到我認為是成敗關鍵的政策協作，絕

大部分都不是在教學現場或是基層教師能解決的事情。J. J. Schwa 指出，實務人

員必須要了解理論也要視狀況調整理論，不能誤以為理論可以直接解答實務中的

問題（周淑卿，2002）。但在為能達成理論的標準與成效要求之下，我們又能有

多少的自己？ 

(二) 「教學」與「行政」的衝突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也或許造成教學與行政的對立，因為你不了解我

的明白，但是「即在其位，始知其難」，每個人都應該設身處地的著想。一個計

畫的申請與推動，尤其在偏鄉小學，不太可能是由一般教師自發性的來申請，決

策者總有其申請的目的和美意，但是申請了之後呢？誰才是主要執行者？學校如

何面對接踵而來的挑戰（基本能力？學習成效？承辦單位？成果評鑑？）又誰能

適時注入穩定軍心的強心劑？否則只是有更多的躊躇不前。 

呂俊宏（2019）提到校長的民族教育理念影響學校民族教育課程的發展；其

次教學群的互動與教師教學品質是影響課程發展與實踐的重要關鍵。黃郁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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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研究結果談到，個案學校校長透過長時間與成員相處，調整其領導者的

姿態，放下身段，給予成員生理、心理等支持，並從傾聽中同理成員的感受，引

導成員能夠反思學習，產生自我回饋，感受到賦能感，因而建立正向關係與達到

正向溝通。由此可知，民族實驗教育的推動是全校教職員的事情，沒有行政與教

學之分，每個人都賦予增能的責任，而校長領導又最為重要，以避免落入群龍無

首、人微言輕的窘況。 

(三) 「課程」與「績效」的選擇 

我們都是從正規師資體系培育出來的現職教師，幾乎沒有人學過民族實驗教

育應該怎麼教，更沒有教材，遑論最缺乏的文化底蘊。蘇彥如（2020）研究結果

提出，個案教師的教學信念影響課程設計的方向，在課程設計上能夠深入探討民

族文化內涵。我雖是原住民，但我從國中開始也是跟著漢人一起讀漢人的書，才

當上老師的，因此推動民族實驗教育，大家都是在摸索中邊做邊學，教材、教具

更是完全自編，需要花更多課堂外的時間來完成，甚至要比一般領域科目花更多

的時間來備課。雙軌制的課程架構，本校仍保留了國語、本土語、英語、數學、

自然、社會等一般領域課程，還有每週八節課的民族教育課程，而基本學力測驗

更是每年的壓力來源，也不會因為推行民族實驗教育，就不再重視 PR 值。學校

老師曾說過:「要我們教學可以，重點是學生也喜歡上民族教育課程，但是可不可

以不要讓我們做不是計畫內的工作！」 

阮金福（2018）的研究結果提出，課程規劃對實施成效及實施滿意度有部分

正向且顯著的影響。而本校的課程發展因為學校老師的通力合作與用心，業已完

成了兩學年度共計三十六本的教案冊，也獲得不錯的評價，但在仍需承擔民族實

驗教育想要被看見的成效、評鑑和工作，對老師們來說卻是甜蜜但多餘的負擔。 

(四) 「政策」與「培力」的合作 

呂俊宏（2019）提到「人力資源架構困境與解方」包括同族師資人力不足、

團隊磨合問題、無紙本教材等三項，其解決策略包括關心成員需求、給予滿足增

能援助、進行策略聯盟減輕負擔。無論是哪一種教育或是計畫的推動，最重要的

就是「人」，空有再多美好的願景和圖像，若無人有心想做都是枉然，不是嗎？

一開始的動機和意願很重要，不管是不是被騙上賊船，感謝已在這艘船上共同划

進的您們，但能否持續才是重點。阮金福（2018）的研究結果提出，社會支持對

課程規畫與實施滿意度的關係沒有正向的調節效果。這是否也說明民族教育的推

動變成了學校的孤軍奮戰，外援真的是外援嗎？支持固然有加分效果，倒覺得不

要有過多的干擾更好，太多的建議和「協辦」，會逐漸消磨意志，削弱了一直以

來堅持的力量。「我們能不能單純做教學就好？」在一次校務會議中，有老師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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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提出。 

文末再提一個己見，現有很多師資培育課程，在授課過程中，理論與實務常

是分離的，以致於師資生習得的理論本身就與實務脫節（王金國，2016）。曾在

本校服務的兩位教師考上原住民公費生，目前也正在為未來的正職教師而努力。

但聊過他們的學分科目和作業門檻，深刻覺得現職教師應該也沒多少人能完成這

樣的課程吧！一定是「長江後浪推前浪」？現職教師的我們又有多少這樣的能力。 

而我要提的重點是，多少人能不碰就不碰，是幸福的旁觀者，且在還沒了解

課程設計的情況下就已經打退堂鼓，而能夠願意推動民族教育課程，已經是難能

可貴了。各項會議中的「辛苦了！」儼然成為官方語言。但真的有幫助嗎？因此

在大家都仍願意努力的情況之下，請真的好好聽聽來自基層的聲音，給予最實質

的協助甚至分工，其實，有沒有看重，大家都能心知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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