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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自103年實驗教育三法通過後，鼓勵教育創新與實驗，保障學生於體制外的

學習權及家長教育選擇權，教育現場出現嶄新的風貌。在實驗教育法實施後，有

許多位於原住民部落的中小學轉型為原住民族實驗學校，截止2021年12月，全臺

共有36所（王寶莉、王金國，2022）。原住民實驗學校的辦學理念良善，惟偏鄉

地區師資人力有限，當前實驗學校之教師，多為原先已在學校服務的人員，在進

行教學活動是否能貫徹學校的教育理念，並且依據其理念設計授課內容，將影響

實驗教育實施成效（趙信博，2022）。同時，原住民族實驗教育推動過程中，需

有賴具高度文化素養與文化敏感性的教師（葉川榮，2022）。由此可見，原住民

族實驗學校的理念推動與執行，師資扮演至關的角色，現場教師必須融合在地文

化，將文化結合學科課程，除了承接轉化教學的功能，也承擔學習成效的壓力。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的出現，對教育體制是股全新浪潮，並為傳統教育提供新

的選擇。實驗教育在轉型與改革下，面對師資不足與高流動率，是多年不爭的事

實。當前原住民實驗學校的第一線教師，雖然持續擴充與增能，仍未能滿足教育

現場的需求與期待，故維持師資結構是最大的挑戰。本文希冀歸納原住民族實驗

教育現場所面臨師資困境，分析現今師資培育可調整空間，提出個人觀點與建議

作為。 

二、原住民族實驗教育所面臨師資困境 

教師身為實驗教育現場的第一線人員，是教育制度與課程革新的實施者，師

資穩定為實驗教育推動的關鍵，以下簡述原住民族實驗學校師資所遇到的共通性

困境。 

(一) 教師異動頻繁，考驗人力資源 

王寶莉和王金國（2022）指出偏鄉學校正式教師流動率高、代理教師比例更

高，不穩定的教師團隊難以實施長久深遠的實驗教育課程。同時縣市政府承辦人

也可能每年異動，對於「實驗教育」業務有否明確暸解與認同定位，學校校長與

部落族人是否有共識，都會影響著校內教師團隊士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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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力吃緊的實驗教育學校，如教師以抗拒或排斥回應，將造成發展上的困

擾，教師對於實驗教育精神與理念的認同，是影響實驗教育成敗的關鍵。實驗教

育學校之教師認同感與學校效能的關係呈現高度正相關，教師認同感對教學品質

產生變動影響，並攸關學生受教權益（趙信博，2022）。然而，原住民族實驗學

校位於偏遠地區，教師多數來自外地，如缺乏在地認同，在考量生活、交通及地

理等不便因素，極可能提出調動或另尋他就，故如何穩定師資，將人才留下，始

終是實驗學校的難題。 

(二) 學力競爭導向，考驗雙軌整合 

原住民族實驗教育以整合性質，強調族群理念與特色，突破傳統課程結構，

設計兼顧一般教育與民族教育的雙軌教學。瓦旦‧卡洛（2022）指出推動民族實

驗教育的過程中，雖是雙軌制的課程架構，保留了國語、本土語、英語、數學、

自然、社會等一般領域課程，以及每週八節課的民族教育課程，而基本學力測驗

依然是每年壓力來源，不會因為推行民族實驗教育，就不再重視PR值。 

自十二年國民教育實施後，強調課程發展的自主性，學校構築本位課程，以

彰顯在地文化特色，但回歸主流教育，仍無法避免競爭生態。在當前學力導向的

升學主義下，隨著實驗學校蓬勃發展，也出現對學科能力的質疑聲浪。 

實驗教育精神在於適性發展，期望減少傳統以標準化評量為唯一準則的教育

方式（趙信博，2022）。相對的，亦有原住民實驗學校對學科能力為主的評量方

式表示疑慮，認為過於偏重主流觀點，無法全面評估原住民族教育的成效。站在

族群主體的立場，如何全面評估學生的文化能力也尚未界定，故原住民族實驗學

校在學科能力和文化素養的檢視，存在相當的矛盾。 

(三) 族群文化素養缺乏，考驗師資培育 

施玉權（2018）指出原住民族實驗學校成立是為發展文化特色及課程，但在

規劃初期，教師須兼顧教學及教材編製，比一般學校多了在原住民族文化教學的

課程規劃，專業師資人力明顯不足，而且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學校的教師，在課程

文化融入及教材呈現上，大部分教師尚有困難。 

當下原民師資培育多是修習教育學程，外加點綴式的原民文化課程，缺乏以

族群為主體的師培系統。葉川榮（2022）指出師資培育具有傳遞文化的角色，希

望培養出能夠傳遞某一族群、某一國族文化的教師，但這勢必在有限的師資培育

資源（尤其是指知識體系的持有者皆屬優勢族群的狀態）下做出競爭的策略。不

幸的是，原住民族教育的師資培育系統常居於弱勢，因此在恢復原住民族實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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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權力時，應該針對教師的文化角色做出更明確的規範或期許。     

三、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師資困境建議作為 

以上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師資所面臨困境，本文以教育現場與政策兩面向來分

析所面臨困境，探討出以下建議作為： 

(一) 從現場提升教師認同感，以政策穩固師資結構 

教師是教育政策與課程革新的實施者，新興的教育理念如未能獲得第一線教

師的認同，將無法落實在教育現場。趙信博（2022）研究指出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教師認同感與學校效能的關係呈現高度正相關，學校內部支持對學校效能整體層

面具有中高程度相關。實驗教育以「學校」為主體，教師認同感源自團隊的整體

性溝通，源自親師生的合作和共識，故學校支持系統與溝通管道必須明確，以利

專業互動，提升教師認同感。 

張亦國與張凌凌（2017）建議穩定師資，得從政策觀之，可分為三大方向，

一為規範公費師資生之規定，讓公費師資生在職前就先瞭解偏鄉教育現況，以及

服務年限延長。二為改善偏鄉學校的人力結構制度，增聘教師或行政人員，減輕

偏鄉教師在教學與行政上的負荷。三是增加偏鄉教師的生活福利與補助，提高偏

鄉教師的留任意願。趙信博（2022）提出教育主管機關在偏鄉地區的師資穩定上

能提供更加優渥的條件，留住適切人才，亦或透過修法方式，將合適的教育人員

與特定的實驗學校媒合，給予對等的工作保障，一來可先確保學校與教師對辦學

理念看法趨於一致，二來可以解決偏鄉教師人力不足之困境。 

綜合上述，穩固師資和凝聚教師認同，一方面立基於校內支持系統，另方面

需在師資養成進行啟蒙與媒合，幫助適合的人力進入現場，如此留住人才機會相

對提高。 

(二) 從現場深化雙軌模式，政策建構原民知識體系 

原住民族實驗教育之落實，除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的法源依據之外，關鍵在於

能否發展兼顧文化認同與厚植學力的學習成效。就目前發展中的原住民族實驗學

校，多數發展兼具學力與原住民族文化提升之雙軌教學。許筱君（2021）舉出屏

東縣長榮百合國小在課程結構上，除了學科能力，也強調建構部落學歷（學力）

的課程，以「融入附加於學科領域為主的課程發展」來建構完整的部落知識體系，

並發展部落學歷課程。此外，實驗教育應發揮其教學節數可彈性調整的特性，增

加各年級正式領域如數學、國語等授課節數，搭配學習扶助節數進行能力分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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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程度落後的孩子能重新奠基，並搭配成長測驗於期中或期末檢測學童學習狀況

隨時調整編班（宋麒麟，2022）。 

面對學力競爭的環境中，部分原住民實驗學校對學力為主的評量方式表示質

疑，基於原住民族的文化特性、自主性和多元性，應建立系統性的教育知識體系，

以符合對傳統文化的需求，檢視以原住民本位的學習成效。陳枝烈（2010）認為

原住民族教育課程的規劃首在原住民知識體系的建立，另應包括各階段的課程架

構與內容，教學型式、教學空間與設施，教材編審等之規劃。葉川榮（2022）認

為原住民知識體系需再度被重構，原住民族知識在師資培育改革中需要被重新重

視、找回，給予傳統的師資培育觀點更多的衝擊與思考點，這是一個增權賦能的

絕佳良機，也是一個增進未來教師重新檢視自己、內省權力是否過度單向而毫不

自知的改變契機。 

隨著教育多元化的趨勢，家長面對教育的心態相對不同，其一是認同孩子接

受體制外的教育，發展多元能力，另一種是在變動中維持保守，希望孩子加強基

本學科的學習，增強競爭力。個人認為，這兩種心態非對立，而是相輔相成的競

合關係，如要解除實驗教育與傳統教育學力上的矛盾，完整的原住民知識體系會

是解方。 

(三) 從現場深化文化回應，政策推動全民原教 

教育人員應保持開放心態，願意學習和認識原住民族文化，將這些知識應用

於教學實踐中，教學策略透過持續反思與調整，以確保學生能在文化尊重和包容

的環境中，獲得全面的學習體驗。林彩岫（2022）指出主流的教師應視學生的母

文化為學習的橋樑，學校的學習內容應該適度回應學生母文化的內涵，使學生在

他們熟悉的生活經驗中學習。文化回應能力之深化，需回歸到師資培育，以系統

規劃與階段檢核，先行導入，增進教師專業。林宥辰（2021）指出教育部宜落實

師資培育機構，實施民族文化次專長課程的政策，培養師資生具備融入原住民在

地文化於教學設計和教學活動的能力。 

葉川榮（2022）論及師資培育的基礎就是知識內容要確定，國內這一方面一

直沒有努力做到，在主流師資培育課程及教師專業素養指標是否要融入原民知識

觀點上，就呈現相當多的挑戰。當今原住民族學校和一般學校的師資培育，似乎

是兩條平行線。 

族群素養建立及厚植文化回應能力，應從正視原住民族教育法，落實全民原

教，將原住民族知識論置於課程綱要，於師資培育歷程發展文化回應的教學觀點，

確立原住民族知識典範，提升學習成效和文化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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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推動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師資雖然是當前困境，卻充滿發展潛力，本文以教

學現場與政策面向分析，整合三項建議作為：(1)由內部支持提升教師認同感，

以優惠條件與師資媒合留住人才；(2)發展兼具學力提升與族群文化之雙軌教學，

以建構原住民知識體系，檢視原住民本位的學力，化解對主流學科評量的質疑；

(3)將文化回應教學導入師資培育，落實全民原教，確認原住民知識典範，增進

教師族群意識與文化素養。綜合以上建議，期許師資能從實踐歷程中，理出具體

的知識觀與發展系統，為孩子提供更適合的學習方式，有自信地面對未來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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