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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與專業共舞」：原住民族社會工作教育實踐 
蔡惠雅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原住民文化產業與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族專班兼任副教授 

臺灣社會政策學會秘書長 

 

一、序曲：從原住民族專班成立宗旨談起 

臺灣主流社會對原住民族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所遭受的對待及瞭解有限，近年

來學術界有關臺灣原住民族的研究雖有增加的趨勢，但在研究結果與實務運用之

間卻仍有落差。2014 年 8 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成立「原鄉發展跨領域學士學位

學程原住民族專班」（2018 年 8 月 1 日更名為「原住民文化產業與社會工作學士

學位學程原住民族專班」，以下簡稱原專班），希望能「培養原住民青年帶著知識

與技術返回部落，實際投入部落事務發展」，期能更貼近部落需求並提供適切服

務。 

原專班是由不同族群與部落生活經驗的學生組成，在教育的定位上不僅是授

業，更強調互動性、討論性與體驗式課程，希望能與原住民學生本身具有的部落

能量加以串連。透過對原住民當代議題的反思及傳統文化相關知識的教授，訓練

學生思考問題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協助學生重新詮釋臺灣歷史與社會的發展，並

從中理解當代臺灣原住民族的處境。原專班的整體規劃聚焦在讓原住民學生具有

厚實的原住民文化基礎，培養「原住民族主體性」的思維視角，結合專業知識並

落實「做中學、學中做」的精神。 

二、社會工作專業與原住民文化的激盪：原鄉在地實踐 

(一) 在激盪之前 

在臺灣從事原住民族社會工作的專業人員經常面臨語言、文化相容性等問題，

在服務時產生衝突，直、間接影響了服務品質和社會正義的實現。雖然許多學者

在推動原住民族社會工作時，提出具備「原住民族主體性」社會工作模式的必要

性，但在社會工作體制的運作，從教育、訓練、服務種類、可近性等仍然是以漢

人為主流，未能符合原住民族的發展需求（莊曉霞，2012）。 

究竟社會工作者在服務原住民族群時，除了社會工作專業知識外，還需再增

備哪些條件？要帶著何種視角/知識背景進行服務？在社會工作者理解的視域裡，

是否「真的」看見原住民族群及其文化生活，這些都是服務前需深入反思與討論

的議題。莊曉霞（2012）即認為，在原鄉部落服務應具備原住民族社會工作文化

能力，包括：具有文化認同與文化排除機制的語言、以歷史情感脈絡及部落整體

為考量的關係、以「人」為中心和文化尊重為基礎的態度價值、重視專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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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察的知識、具備專業與文化反應的技術策略、及以原住民族權利、生存發展為

考量的文化安全。筆者則進一步整理出以下關鍵的核心能力（姚竹音， 2016；

莊曉霞，2012；蔡惠雅，2022；蔡惠雅、張玉龍，2022）： 

1. 語言是關鍵門檻：「會族語」是一項重要的關鍵能力，它能解除防衛、迅速取

得信任，拉近工作者與部落的距離，更是服務對象界定社會工作者是圈內人

或圈外人的門檻。 

2. 關係是核心基礎：｢關係｣是開展專業服務及其是否成功的要素，然而西方的

「專業關係」不完全適用於原住民族，部落關係某種程度是建基在歷史情感

脈絡之上，其中原住民族身份及親屬關係都可能影響部落社會工作中的關係。 

3. 以「人」為中心及對「文化」尊重的態度價值：基本態度極為重要，是能夠

順利進入部落開展工作的重要條件，其中尤以尊重和接納原住民族文化及生

活型態最為重要，它必須建基在對原住民族文化內涵的瞭解，並能以部落或

使用者的思考模式及生活型態為依歸。 

4. 專業知識與文化知識兼備：社會工作的知識分為一般基礎知識及特殊領域的

專業知識。前者是指所有社會工作者在工作中都必須具備的知識，後者則指

社會工作者需要具備其所從事領域的知識。而文化知識則是提供符合原住民

族特性及部落文化價值觀的關鍵，舉凡：(1)原住民族社會文化政治、歷史脈

絡、價值觀、生活模式、家庭模式、性格特質、溝通模式和遷移史，及各族

群在這些文化價值觀上的差異；(2)部落社會組織型態和權力分布，如家庭、

宗教、政治體系間的派系及其紛爭恩怨；(3)部落問題解決系統和模式、部落

對資源分配的態度。在提供專業服務的同時，能夠釐清認同與權力的關係，

反思面對差異的態度，詮釋時自我覺察與反省，將能更進一步理解部落，重

新形塑在部落服務的意義。 

(二) 潛移默化：建構支撐社工專業的原住民文化基礎 

瞭解原住民文化及接觸經驗是成為原住民族社會工作者的重要條件。原專班

除了培養學生具備專業知識之外，對於厚實學生原住民文化基礎更是不遺餘力。

課程不僅強調「原住民族主體性」的核心思維，亦運用課程、演講、參訪、體驗

式工作坊等，來培育原住民學生有更豐厚的文化底蘊，以增進學生未來能以更整

合性的視角來服務部落。在文化基礎的奠基作法為： 

1. 育才：從文化紮根 

除社會工作專業課程外，大一及大二共同必修課程包含了「臺灣原住民史」、

「臺灣原住民社會與文化」、「人類學概論」、「原鄉發展與實務規劃（部落出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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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語」等，可培養學生對原住民族相關基本知識的認識、及增進對部落生活的

熟悉；「當代原住民議題」則是協助學生從自身經驗反思當代原住民面臨的種種

議題，以激發學生解決與行動的能力。亦開設與原住民文化相關的選修課程，例

如「賽德克族傳統的農事與祭儀」、「原住民飲食文化」、「原住民物質文化-織布」、

「原住民生態知識」、「原住民文學」、「臺灣與南島文化」等，以奠定學生傳統文

化知識基礎。 

2. 境教：建置校園原住民保留地 

原專班在暨大校園內建置了「暨大小米園」、「賽德克族傳統穀倉」、「泰雅族

傳統竹屋」及「排灣族石板屋」，營造校園教學環境教育場域中的原住民文化氛

圍，推動「校園有部落」的想像，加深學生對於原住民傳統文化的體驗與認識。 

(三) 在地實踐：從校園走入部落 

身為原專班教授社會工作課程的教師，在教學的現場如何協助學生結合原住

民文化與社會工作專業知識呢？考量暨南大學原專班的三大利多：(1)原住民籍

身分親近性：原專班學生都具有原住民籍身分，進部落服務時有身分親近性的優

勢；(2)文化培育多元性：原專班在原住民文化的紮根動作，涵蓋於各種正式課程、

活動和環境中；(3)部落場域近便性：暨大位址南投，靠近原鄉場域，有實踐的近

便性。那麼，何不帶著未來的原住民族社會工作者直接「走入部落」呢？「實踐

吧！」筆者認為這會是一個貼近部落，拉近社工專業知識與原鄉部落最直接的方

法。 

社會工作除了專業知能，亦應具備實踐及社會參與的能力，筆者規劃社會工

作必修課程「社會個案工作」、「方案實習」，及原專班必修課程「原鄉發展與實

務規劃」，帶領學生團隊進入部落，以實質行動參與部落文化健康站、成人及兒

童青少年相關活動，橋接大學與部落間的「實質」關係。讓學生以實踐模式將社

工專業知識加以實地操作，並將服務行動帶進部落現場，連結學生對社工專業知

識與部落實務現場的想像，以培育能夠具備文化能量及適合部落的專業社會工作

人才。筆者針對導入課程與部落協作情況概述如下： 

1. 部落出隊 

藉由「原鄉發展與實務規劃」課程，實際帶領原專班學生進行部落出隊，內

容以社會工作專業培育為核心、以部落事務參與為場域、以文化生活體驗為媒介。

因此，部落出隊內容除了參與部落生活體驗之外，主要則著重在兒童課輔、老人

部落文化健康站，同時亦安排部落青年論壇，由原專班學生與在地部落青年直接

對話，以深化學生與部落的連結。原專班與部落的合作模式採取「互惠」與「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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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原則。在食宿方面，由部落教會提供；在活動規劃方面，雙方秉持「對等」

機制，部落提出需求，由原專班學生團隊進行規劃；在活動執行方面，青年論壇

邀請鄰近部落共同參與，活動成果發表會亦邀請部落族人及長輩一起同樂。出隊

過程不僅嵌入社會工作專業知識的應用，也引導突破傳統助人關係裡「施（give）」

與「受（accept）」的單向思維。 

2. 方案實習 

與南投縣仁愛鄉的部落國小及文化健康站共同合作，引導學生運用社會工作

專業中的團體工作與方案設計/評估的方法，規劃並執行一系列的懷舊、延緩老

化系列活動，同時也結合立體「部落地圖」模型製作，藉由訪談和實地踏查，連

結部落長者和學童對於土地及文化的記憶與認識，也是原專班學生將社工專業與

文化揉合的體現。 

3. 其他社工專業課程 

安排各種的「部落宣導」形式進行，由學生自行接洽部落，瞭解部落需求，

設計適宜的議題，實地進入部落進行宣導活動（諸如：家庭暴力、兒少保護、預

防詐騙、網路交友、毒酒癮防制、健康促進、失智失能…）。學生曾前往宣導的

部落，囊括南投縣信義鄉、仁愛鄉、魚池鄉的國中小及部落文化健康站，甚至為

了回饋家中長輩家鄉，自願前往動輒 1~2 小時車程的偏遠部落進行宣導。主動與

部落接觸的「外展」能力，是原住民實務工作需增備的條件，課程安排讓學生自

己選擇部落並親自接洽部落，從瞭解部落需求開始，協助學生釐清「部落文化/需

求」與「主題/活動適切性」來進行規劃及執行，可觀察學生將理論與實務結合之

學習成效。 

筆者在社會工作課程的教學重點，著重於培養學生擁有人文關懷的精神、多

元文化的素養，從而能夠落實「以人為本」的價值。希望能夠激發學生對族群差

異處境的敏銳視角，多方考慮環境對服務對象的影響，並能維護服務對象之權益。 

三、原住民族社會工作教育的持續行動及再反思 

原住民族社會工作者應該是具批判力與行動力的實踐者，必須明白差異背後

的矛盾、衝突與不合理。我們需更深入思考原住民族社會工作教育如何訓練更能

貼近原鄉，並具有反思及實踐能力的社會工作者。筆者提出以下建議： 

(一) 原住民籍社會工作者的自我檢視 

在原鄉部落服務的原住民籍社會工作者雖有身分及文化貼近的優勢，對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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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人文化及生活也較有共鳴，但仍需時時自我檢視自身的文化能力及文化敏銳度，

亦要避免因專業而產生的傲慢，誤把社會工作專業凌駕在原鄉部落的需求與原住

民文化之上，而形成自以為是的專業霸權。 

(二) 活化社會工作教育  

課程設計上增加學生與部落互動的機會。學生需從原住民文化課程奠定基礎

概念，從社工專業課程獲取知識技術，進而與部落洽談合作的可能性。規劃讓學

生多與部落接觸、傾聽部落的需求，是協助社會工作學生瞭解原住民族生活方式

與文化部落最直接的方式。增加與部落互動接觸的時間和各種機會，有利於學生

檢視與反思自己既有的價值觀，減少對原住民族的刻板和前見，增進多元文化的

能力，將更能理解服務對象的處境，才能「真正看見」服務對象。 

(三) 增設族語及原住民文化相關課程，提升社工的文化能力 

「族語」是推動部落社會工作的重要媒介，而「文化」是理解部落生活的關

鍵基礎。依此，學校應增設族語課程，以精進學生族語能力，並將「原住民族社

會工作/福利」、「臺灣原住民史」、「臺灣原住民族文化概論」，及「當代原住民族

議題」等重要文化相關課程列為必修科目，讓學生透過系統式學習，充分瞭解臺

灣原住民族歷史脈絡、傳統知識、文化慣習，以及當代社會處境，全面性提升社

工的文化能力，俾利未來的服務提供。 

(四) 落實友善多元的原住民族教育政策  

政府在制定原住民族相關教育政策時，應先聆聽、理解原住民族學生的困境

與期待，以提供及優化學生友善多元的學習環境；教育部及原住民族委員會亦應

對「原住民族專班」給予明確的定位及規範，提供具體的法令依循及聘任機制，

以穩定專業師資結構，落實原住民族人才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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