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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對於原住民族教育而言，過去部落就是孩子的學校，他們在部落的環境中成

長，學習如何成為自己族群的一份子。然而，隨著現代社會的變遷，傳統的學習

場域也發生了變化。目前的國小、國中、高中教學場域與過去的部落運作節奏有

所割裂，教學理念單一、單向，限制了族群生命力的展現，並對文化傳承產生了

影響。然而，文化不僅是一個民族存在的證據，更是民族永續發展的動力和命脈。

而教育扮演著傳遞和維護文化的重要角色，透過文化學習，主要培養學生建立民

族共識和文化/族群認同，將寶貴的文化價值傳承給下一代（洪清一、陳秋惠，

2014），實驗三法的公布為各族群提供了實現民族教育想像的契機。 

目前計有 38 所原住民族實驗學校，這些學校透過梳理族群內部的原住民族

知識體系，將之轉化成符應時代的課程內容，讓學生可以透過族群本位課程，學

習本族的知識內涵，促進學生對本族的文化認同，真正成為自己民族的孩子。但

轉型為民族實驗學校時，文化課程比重增加，更考驗教師的專業能力。授課教師

需要更花時間去準備文化教材、甚至是預先學習相關背景知識，方能產出課程規

劃，以符應轉型計畫中的學習能力指標。然而申請轉型的學校，多是位於偏鄉的

部落小學，人員編制有限，且每所學校的教師專業成長需求各不相同，當思考建

立原住民族實驗學校專業成長課程指引，規劃系統性的教師專業成長課程，以提

供未來逐步加入的原民實驗學校參考，縮短轉型的陣痛期，同步提升教師專業能

力，實有其必要性。 

二、實驗學校教師專業成長的難題 

在學校轉型的過程中，教師的專業能力成為許多學校面臨的重大挑戰。首先，

對於原本在原住民族實驗學校服務的教師來說，過去只需專注於教學部定課程，

儘管有校定的特色課程，但由於節數有限，多依賴外聘講師來進行課程教學，本

校教師則居於輔助的地位。然而，在轉型為實驗學校後，教師需要提升對族群文

化的理解和掌握，才能進行民族教育的課程規劃和教學。但短時間內要提升原住

民族文化的理解，實有其難度。 

其次，目前的教師徵聘方式中，第一、第二階段所招聘的代理教師可能擁有

教學專業，但卻可能缺乏原住民族實驗學校所需的族群文化專業知識。目前許多

學校的做法是進行校內教師培訓，自行舉辦以民族文化為主題的教師專業提升研

習，以提高校內教師對族群文化的認識和理解。然而，在實際操作中，一些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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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學校轉型後教學工作負擔過重，或者對原住民文化的理解不夠深入等因素，

而選擇調離該校，導致民族實驗學校師資的不穩定，實有必要重視此一問題。 

其三，原住民族實驗學校多處偏遠，尋覓教師不易，有些原民實驗學校會轉

而尋求在地人才入校擔任代理教師，以解決師資流動率高的問題。相較於前述兩

個問題，這些返鄉/在地的年輕族人，大多未具備師培經驗，但對於族群文化的理

解具有在地化的優勢。擔任代理教師之後，更因使命感願意持續投入民族實驗教

育的推動，但在如何將所理解的文化內涵轉化為教學內容，則成為這些教師的挑

戰，仍需要持續強化與提升他們的教學專業。 

三、原住民族實驗學校教師專業課程參考指引 

然而對於在原住民族實驗學校任教的教師，需要什麼樣的教育/文化專業，

各校作法不一，有的學校一視同仁，從頭開始教起；有的學校則帶領教師回到族

群文化內涵中尋求解答；有些學校走得穩健，有些學校則仍在摸索中，雖然各校

間彼此交流，但是交流時多呈現摸索後的結果，倘若可以有一個教師專業成長課

程規劃的參考指引做為鷹架，應能提供還在多方嘗試的學校一些方向；也能夠提

供未來加入民族實驗學校的成員，提供系統性的教育訓練參考，減緩一開始進修

課程規劃的壓力。 

(一) 一般教育專業課程 

由於學校成員中仍有一些未具師培經驗的代理教師，雖然目前已有推薦代理

教師至師資培育大學進修專業師培課程，但那必須要前往該師培大學進行。在人

力吃緊的狀況下，有些學校並不適合這種作法，因此就必須要考慮自行師培的可

能性。透過一般教育專業的成長課程，讓無師培背景的教師可以持續精進在一般

教育專業的精進，有師培背景的教師也可藉此吸收新知。此類課程推動時所需師

資，可邀請校內師資及校外師資，校內師資可以協助不具教學專業背景之新進代

理教師強化其基本職能，相關課程例如「課程發展與設計」、「測驗及評量」、「班

級經營」等課程，能協助無師培背景教師掌握該校學生的學習樣態，並建立與家

長溝通的管道；外聘師資則可引介教學趨勢、教學策略，以持續精進教學成效，

相關課程例如「兒童/青少年心理學」、「教學媒體與運用」、「閱讀暨資訊素養教

育」等課程，讓教師得以同時更新最新的教學資訊，讓教學技巧與工具應用更臻

成熟。 

(二) 民族文化專業課程 

每位教師對於族群文化內涵理解的程度不一，有時候學校所安排的文化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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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度較高，對於族群文化理解不深的同仁頗感吃力。但為使教師能夠在適當的課

程內容下對族群文化內涵有所成長，應可以考慮將進修課程做出差異化，一些較

為基礎的課程，提供給新進教師參加，此類課程建議以較為上位的族群文化內涵，

以泛論的方式在短時間提供給新進教師瞭解，例如學區內族群之「原住民族文化

概論」、「在地產業概覽」等課程，亦可考慮編輯一本文化基本手冊提供老師們參

閱，再配合課程進行說明。課程內容建議從依據各族群的特色，從族群分布、地

理環境、儀式活動、藝術表現、族服樣式、社會組織、產業結構等幾個方向進行

內容規劃；同時也建議開設「田野調查方法與實務」，並帶領新進教師進入部落

實地踏查，一方面讓新進教師熟悉環境，另一方面也可將新進教師介紹給部落成

員認識，以建立互信的基礎。 

進階課程則可配合學校所規劃的民族教育課程，邀請耆老進行「生態智慧」、

「生活技能」、「社會組織」、「精神文化」等主題式課程，讓已具基礎的教師能進

一步結合課程，將較為深刻的文化內涵轉化為課程進行教學，另外需注意的是，

有些耆老會受教學場域影響，在教室內的表述與在部落的說明有明顯的差異，課

程安排時不一定要拘泥於學校辦理，部落就是最好的教室。 

(三) 編寫教學用基礎族語教材 

另外也建議民族實驗學校針對辦理教師基礎族語課程教學；或邀請族語教師

協助編寫簡易的「教學用」族語教材，除了基礎的日常對話外，尚可納入教學時

會使用的高頻族語，如：「你的想法是什麼」、「有什麼不一樣」、「誰可以說說他

的想法」等教學用語，提供不諳族語的教師學習，並應用於教學上，亦能一起參

與族語校園營造，以使學生更習慣聽到族語、使用族語。 

四、結語 

由於原住民族實驗教育的精神在於系統性地傳承傳統民族文化，在課程設計

中，民族教育的比例大幅拉高，考驗著教師文化回應教學的能力，現行師培制度

下的教師職前訓練課程及培育機制，似乎無法滿足原住民族實驗學校教學人才之

所需。原民實驗學校除了一般教學專業外，更看重教師對原住民族文化的認識與

理解，從前端的田野調查、文獻閱讀比對，再將原住民族知識體系融入課程設計、

教材研發、評量發展等面向，再加上對族語能力的期待，已非一般師資培育的架

構所能及，需要有系統性的師資培育方案，避免在原來的師培框架上疊床架屋，

反降低了潛在師培生修習的意願。 

本文所提出的「原住民族實驗學校教師專業成長課程指引」，為因應目前各

實驗學校在教師專業上的困境所提出的權宜作法，由於目前申請轉型的學習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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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屬國教階段，建議可由國教署邀集各縣市政府教育局及所屬原住民族教育資源

中心進行研議，以有效運用各縣市的人才資料庫。然長期而言，仍應思考建立「原

住民族（實驗）學校」的獨立師培系統，針對民族（實驗）學校所需的教師專業

能力，從教學專業、課程規劃等不同教學專業的課程著手，規劃以民族文化教育

為底蘊的師資培育課程，除了針對原住民族的歷史、文化、語言、傳統知識等方

面的教學外，及現代教學科技，例如網路教學、虛擬實境等有益於教學成效的課

程，讓原住民族實驗教育能開展出更多不同的面貌，連結傳統與當代，為民族文

化傳承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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