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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農族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發展個案研討 
張筱瑋 

臺東縣武陵國小主任 

 

一、前言 

武陵 BUKLAVU 文化小學，位於臺東縣武陵村，起源於布農族豐富的文化

環境。該校自 1924 年創立以來，歷經多次改制，目前致力於推動原住民族學校

型態實驗教育。現任校長 2020 年起積極整合現有資源，推動布農族文化的深化

教育，例如小米祭典和彈性課程的結合。儘管教師對文化課程的認識不足和工作

負擔的擔憂，學校透過專家協助和社區支持，逐步克服困難，取得初步成效。未

來，學校將繼續努力，在保留布農文化的同時，提升教學品質，使實驗教育能真

正融入社區和學生生活中。 

二、學校實驗教育發展 

(一) 發展的背景緣起與條件 

武陵村原名 Bukzav，在日治時期改為明野，國民政府時期再改為武陵。武

陵 BUKLAVU 文化小學創校於 1924 年，始於蕃童教育所，後發展為國民學校，

並演變為現今的武陵國民小學（臺東縣延平鄉公所，2004）。校長計畫根據教育

部實驗三法的政策，將武陵國民小學轉型成布農族實驗小學。 

(二) 校長發展實驗教育的理念 

校長發揮課程領導的角色，發展多元智慧、推動本土教育，培育學生對布農

族文化的熱愛和傳承。 

(三) 學校發展實驗教育策略 

在課程設計與文化涵養上，需強化校訂課程中的布農族文化課程;包括傳統

祭儀和民族教育課程。週三進修時間引進布農族文化專家，增能教師。家長與社

區互動：強調與家長社區的互動與溝通，以支持學校的實驗教育發展。 

三、原住民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相關研究 

根據《教育基本法》第 13 條，政府和民間可以進行教育實驗，旨在提升教

育品質。2014 年 11 月，教育部頒布《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鼓勵學校

創新教學，增加學生學習選擇，推動教育多元發展。私立學校實驗教育的對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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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至十八歲的學生，每個年級最多五十人，總人數不超過六百人，師生比例不低

於 1：10。實驗教育的評鑑包括定期評估和改進措施。在原住民學校實驗教育的

相關研究中，葉思瑜（2023）研究了臺中泰雅族博屋瑪實驗小學的編織課程，發

現該課程能有效提升學生對泰雅文化的認同。郭珍懿（2020）則探討了新竹縣尖

石鄉三所原住民實驗小學，發現教師對課程內容不熟悉和行政安排困難是主要挑

戰，並分析了相關因素。彭雅靖（2017）研究了屏東縣一所原住民實驗教育小學，

發現該校重視文化保存，並有效鏈結各級政府和社區資源。顏素瑛（2019）針對

原住民族小學轉型為實驗教育進行了研究，分析了成功因素和面臨的困難。楊雅

雯（2021）則在布農族實驗教育相關研究中，探討了巴楠花部落中小學的實驗教

育，強調理念與實踐的結合，尤其重視戶外行動學習和教師共備。 

四、發展實驗教育的困難及成果 

(一) 實驗教育過程中面臨的困難 

1. 文化認知不足：教師對布農族文化的理解不深，影響了文化課程的教學效果。

由於許多教師不是布農族人，他們對布農族的傳統、語言和習俗的了解有限，

這導致了在設計和教授文化課程時面臨困難。這種文化知識的缺乏，不僅影

響了學生的學習體驗，也削弱了文化傳承的效果。因此，如何提升教師的文

化素養成為首要任務，學校需要提供更多專業發展機會，讓教師深入了解布

農族文化。 

2. 工作負擔增加：實驗教育的實施需要教師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不僅僅是

在課堂教學上，還包括課後活動的籌備和文化課程的準備。許多教師反映，

由於實驗教育的需求，他們的工作負擔顯著增加，這不僅影響了教學品質，

也對他們的生活品質產生了負面影響。教師擔心這種高強度的工作會導致職

業倦怠，從而影響他們的教學熱情和學生的學習效果。因此，如何在推行實

驗教育的同時，平衡教師的工作負擔和權益，成為學校管理層需要關注的重

點。 

3. 學生成績影響：實驗教育重視文化學習和實踐活動，這種教學模式雖然能夠

提升學生的文化認同感，但也引起了部分教師和家長對學生成績的擔憂。他

們擔心這些活動會佔用學生的學習時間，影響到學生在傳統學科如數學、科

學等方面的成績。因此，學校需要在實施實驗教育的過程中，找到一個平衡

點，既能保證文化教育的質量，又不影響學生的學業成績。 

4. 內部互動問題：在實施實驗教育的過程中，學校內部的師生互動以及親師生

互動問題，對教學和文化傳承產生了影響。教師與學生、家長之間的溝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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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導致教育理念和實踐上的差異，進一步影響了實驗教育的實施效果。如

何加強內部的溝通與合作，建立和諧的教育環境，是學校需要解決的重要問

題。 

5. 政策不穩定：教師感受到學校政策的不穩定和頻繁的會議安排，增加了行政

工作量。政策的變動性使教師難以適應，增加了教學和行政工作的壓力，影

響了實驗教育的推進。學校需要制定穩定、可持續的政策，減少不必要的行

政負擔，讓教師能夠專注於教學和學生的發展。 

(二) 實驗教育的成果 

1. 學生文化認識深化：透過歌舞劇和演說，學生對布農族文化有了更深入的理

解。例如，小米祭典等傳統活動讓學生親身體驗布農族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

這不僅提高了他們的文化認同感，還培養了他們的表達和表演能力。這些活

動的參與使學生對布農族文化有了更加直觀和深刻的認識，對文化的傳承起

到了積極的作用。 

2. 家長社區正面反饋：家長和社區對實驗教育持正面看法，學生積極參與文化

活動。家長和社區的支持為實驗教育的推行提供了堅實的後盾，增強了學校

與社區的聯繫。這種良好的互動不僅促進了教育質量的提升，也使學校成為

社區文化傳承的重要基地。 

3. 教學成效保持：低年級學生的學力保持穩定，中高年級則需進一步平衡活動

和課程的深化。實驗教育在某些年級已經顯現出教學成效，但仍需在中高年

級找到更好的平衡點，以確保學生的全面發展。學校需要持續改進教學方法，

確保文化教育與學術教育相輔相成，共同提升學生的綜合素質。 

五、結語 

武陵 BUKLAVU 文化小學發展實驗教育的動機源於豐富的布農文化環境和

校長發揮課程領導以及人文主義理念。學校結合實驗教育政策，利用社區資源和

媒體行銷，提升其在布農族文化教育中的角色。小學強調領導者對布農文化的認

同，建立布農文化校園環境，設計校訂布農文化課程，並將布農文化融入各領域。

通過引入外聘教師和專業協助，並與社區緊密連結，促進實驗教育的可持續發

展。在實施過程中面臨教師對布農文化的認知不足和工作時間的擔憂等困難，學

校仍透過引入專業教師和專家建議，加強教師能力，以及強化學校與社區的夥伴

關係來克服挑戰，提升學生的學習成就。實驗教育的實施使學生能夠將布農文化

應用於生活中，提升了文化認同感和理解力，這一成功與校長的領導力密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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