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3，12（1），頁 133-138 

 

自由評論 

 

第 133 頁 

原住民學校新校園運動參與式課程方案之個案研究 
沈慧美 

南投縣仁愛鄉仁愛國民小學校長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博士生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會員 

 

一、前言 

學校是實施教育的主要場所，學校建築潛藏隱性文化與藝術教育的功能（林

千淼、劉由貴，2020），原住民學校的建築與設施場地，不僅要提供學校實施原

住民族教育學習的場域之外，更要建置學校實施原住民族教育課程的素材。因此

教育部為符合上述要點，於 2017 年起辦理原住民重點學校新校園運動徵件計畫，

部落的傳統建築與文化課程成為學校亮點，不僅為學生營造了更優質的學習環

境，也豐富了學校的原住民族教育課程。  

九二一地震後的新校園運動精神，強調「創意、合作、參與、突破與人性化」

（行政院，2004），這樣的概念對臺灣校園的建築設計產生了全盤性的擾動，也

對建築設計論述產生了本質性的挑戰（殷寶寧，2018），在新校園運動文獻資料，

「社區與學校結合」及「兒童心理」的關注是低的，在現今強調家長參與及學生

為本位的思考中，對於新校園運動後續的發展，應強調出學童在校園的重要性及

社區參與的必要性（曾光宗，2009）。 

本文的研究對象為阿美族部落的彩虹國小（化名），彩虹國小歷經參與部落

以在地文化的整體營造工程後，奠定了與部落參與設計良好的互信基礎，因此彩

虹國小邀請部落一起參與規劃設計原住民族新校園運動計畫，在部落耆老、家長

與學校師生熱烈的參與下，通過第一階段績優學校的評選，並進入第二階段參與

設計方案的評選榮獲分組第一獎殊榮。並於第二年後將本參與課程發展成原住民

族實驗學校課程模組，並衍生規劃出四大面向與八大領域及 16 個方案的原住民

族教育課程，值得關注與探究。 

總結上述，本文將對一所阿美族學校在規劃原住民新校運動參與式課程方案

轉變成原住民族實驗學校課程方案模組歷程之探究，並將所遭遇的困境和因應之

道進行深究，以作為想要申請營造原住民文化學習場域暨實施原住民族實驗教育

之學校參考。 

二、原住民新校園運動概述與發展 

九二一地震後新校園重建，社會各界有鑑於過去制式且不符合永續經營的校

園規劃方式，紛紛提出新的校園設計理念，教育部彙整後成為重建的主要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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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紀念新校園建置完成，重建過程教育部特稱之為「新校園運動」（李清偉，2015）。 

教育部除依循新校園運動之精神之外，為增進校園傳統部落文化之推廣，有

效整合資源與活化教學，提供學生部落文化特色及族語交流之學習環境，採雇工

購料，工程結合課程，為計畫的精神。教育部新校園運動專案網頁也指出，原民

新校園運動的課題為：透過重整組構關係，加強自我控制，提高自我認同，進而

達到文化素質上的提升。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規劃補助相關經費，辦理「原住民重點學校新校園

運動專案」，專案網頁資料顯示 2017 年至 2018 年在 387 所原住民重點學校中

2017 年有 130 所申請通過，2018 年有 95 所申請通過，2 年累計申請通過比率達

60.0%。2017 年評選出 60 所績優學校及 2018 年評選出 19 所學績優學校參加第

二階段獎金續辦評選賽，共選出 6 所一等獎 500 萬續辦獎金；12 所二等獎 200

萬續辦獎金及 24 所三等獎 100 萬續辦獎金，彙整如下表 1。本計畫自 2020 年起

更名為「營造原住民族文化學習場域實施計畫」，持續提供原住民重點學校申請。 

表 1  2017 年至 2018 年原住民新校園運動申請學校執行表 

年度 原住民重

點學校數 

申請通

過校數 

申請通過累

積比率 

2017 年績優

學校數 

一等獎

校數 

二等獎

校數 

三等獎

校數 

2017 378 130 34.4% 60 3 6 12 

2018 378 95 60.0% 19 3 6 12 

資料來源 修改自（教育部，2018）教育部國教署原住民族重點學校新校園運動專案，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A 

b.NewCampus/ 

三、彩虹國小實施新校園運動的參與式課程設計方案的歷程實踐 

研究者以阿美族部落的彩虹國小的校長、教導主任及老師為研究的對象，如

表 2 所示，並透過上述人員的歷程實踐經驗分享進行分析討論並做成以下結論，

說明如下： 

表 2  研究對象基本資料 

職稱 年齡 族別 任職年資 

校長 40 阿美族 5 

教導主任 26 阿美族 1 

老師 32 漢族 4 

資料來源：研究者訪談資料 

(一) 彩虹國小的課程方案主題與內容 

彩虹國小校長說明指出，第一階段的課程方案名稱為「部落教室」，課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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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以阿美族聚會所為施作項目，而課程內容以阿美族傳統建築為主。課程內容

有：地面整理、頂天立柱、木料加工、上樑固定、茅草鋪設、牆面製作、傳統

一角等七個課程，如表 3 所示。 

表 3  第一階段部落教室方案課程內容 

方案名稱 部落教室 

施作項目 地面整理 頂天立柱 木料加工 上樑固定 茅草鋪設 牆面製作 傳統一角 

資料來源：彩虹國小課程案 

學校主任也繼續指出彩虹國小獲選第一等獎後，學校開始規劃以阿美族為知

識體系的校本課程為第二階段方案課，並稱之為「文化新殿堂」課程方案，此時

課程架構有美文史、美技藝、美飲食及美山川等四個面向及部落歷史、樂舞文化、

編織文化、工藝文化、傳統補獵、飲食文化、山林智慧及溪流文化等八個領域，

課程架構如圖 1 所示。 

圖 1 彩虹國小校訂課程架構圖 

資料來源：彩虹國小課程案 

(二) 領域課程融入課程方案 

彩虹國小教師受訪時指出，為能使課程方案與領域課程結合，學校也規劃

了各年段領域課程去做融入教學，實施的班級為一至六年級 6 個班級，融入的

領域有：國語、數學、社會、自然與綜合等五個領域，融入最多的是四年級；

融入最多的科目是國語和數學領域，如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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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各年級領域融入規劃表 

年級 
領域 

國語 數學 社會 自然 綜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資料來源：彩虹國小課程案 

(三) 課程方案參與情形 

最後，校長也提到課程方案的執行動機，是來自於部落青年回鄉後開始致力

於部落總體環境的營造，並邀請學校一同參與，透過學校進行溝通達成共識後，

老師帶領學生進行體驗。方案課程的知識來源由部落耆老提供，由學校同仁規劃

課程方案，教學由耆老及教師採用協同支援進行教學。 

四、彩虹國小實施新校園運動的參與式課程設計方案之成效與影響 

(一) 實施原住民族實驗小學計畫 

 學校實施二階段的新校園課程方案後，學校在既有的 4 個面向及 8 個領域

課程架構下，陸續發展出祭典傳說、階層組織、祭典樂舞、生活歌謠、傳統服飾、

阿美刺繡、陷阱製作、漁獵文化、野菜料理、食物家園、地景資源、登山巡禮、

趣游溯溪及生態復育等 16 個方案，學校以本課程架構申請原住民族實驗小學計

畫，申請通過後自 110 學年度開始實施，原住民族實驗學校課程架構如圖 2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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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彩虹國小校訂課程架構圖 
資料來源：彩虹國小課程案 

(二) 對學校的影響 

學校實施新校園課程方案後促進學校同仁的凝聚力，老師投入課程發展實踐

的歷程比較完整，學生更能貼近部落的生活方式，培養出關懷在地的情感。然而

彩虹學校實施實施課程方案的仍有些待解決的困境，也提出因應之道，以作為計

畫永續發展的建議，說明如下： 

1. 主體建築維護管理 

文化學習場域多為在地之天然資材，易使文化學習場域之傳統屋及設備受風

化易腐壞，又因使用傳統工法，結構上較鬆散，因此學校建議需要固定的經費進

行維護管理及結合現代工法，在永續管理上發揮效益。 

2. 阿美族文化知識體系建置 

彩虹學校文化學習場域建置的核心基礎是文化知識，在現今的課程仍以一般

教育部所頒定的課程進行，對於以阿美族為文化知識體系為主的民族教育課程仍

不足，因此學校期盼加強建置阿美族文化知識體系，以符應阿美族學校民族教育

課程。 

3. 原住民文化師資的培育 

民族教育的課程重要的推手是文化老師，學校文化老師多為耆老，在參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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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其限制，也常造成耆老請假無法順利進行文化課程，因此學校也期望中央正

視文化師資的問題，除強化學校教師文化教學的能力之外，應培育原住民族文化

專長教師。 

五、結語 

綜上所述，個案學校之學區部落積極發展社區文化營造，並與學校合作，奠

定學校發展參與式課程方案，學校的文化學習場域是部落的縮影，學校推動參與

式課程方案，更能協助部落文化的發展及推動在的知識，部落課成的建置仰賴地

方耆老，耆老多已年邁，在地課程設計及文化師資呈現斷層及不足之現象，必需

加以重視與栽培文化師資，讓原住民校園的文學習場域得以永續經營管理，也讓

以民族為知識體系的原住民教育得以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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