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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原住民大學設立之問題 
張訓譯 

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博士生 

 

一、前言 

2017 年 12 月 29 日實驗教育三法

修法通過後，首度將實驗教育從中小

學延伸到高等教育。因此，未來臺灣

將不只有實驗高中、國中及國小，還

會有「實驗大學」。臺灣第一所實驗大

學將可能會以原住民作為主要招生對

象之「原住民大學」。從過去歷史來

看，臺灣是個移民組成的社會而存在

著眾多的族群，原住民則是存在時間

最為長久，但人口卻只占有臺灣人口

總數的 2%，因此原住民的各方面處境

都較為弱勢。直至 1996 年成立「行政

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簡稱：原民會）」

開始，將原住民族的事務由主管機關

提升到了中央層級，開始保障原住民

族基本的權利與教育文化。1998 年公

布實施的《原住民族教育法》即揭示：

政府應依原住民之民族意願，保障原

住民之民族教育權，以發展原住民之

民族教育文化。在《原住民族教育法》

的保障下，原民會於 2011 年開始籌辦

「民族學校」，2013 年則是由大專院校

開始設立「原住民專班」招收原住民

學生進入大學就讀。然而，大學階段

中「原住民專班」是漢人教育體制下

所建構的多元文化想像，原住民的傳

統文化則被排除在外，許多開設原住

民專班的學校都希望招收更多的學

生，因此都將原住民專班設置於各個

系所之下，導致學生與師資方面的問

題良琇不齊。可以想見，原住民讀大

學內所設置的專班所面臨的是傳統文

化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漢人多元文

化的刺激。原住民的教育問題包含了

課程結構與升學優待以及師資培育的

問題。課程結構方面，周惠民（2012）

即指出現今學校正式教育的教材仍然

是以漢族為出發點，對原住民族的認

識也流於零碎片段。升學優待方面，

雖然「積極性差別待遇」的做法確實

提升了原住民學生的升學機會，然而

教育政策若只對原住民學生進行升學

加分優待，只會淪為一種補償性的消

極做法，同時也讓原住民學生背負著

污名（李淑菁，2016；林文蘭，2006）。

師資培育方面，教師多元文化素養的

觀念有賴於師資培育的養成，如果能

夠培育理解並認同自身文化的原住民

師資，對原住民教育的發展有著正向

的關聯。除了上述的課程結構、升學

優待以及師資培育的問題之外，李淑

菁（2016）亦指出學校文化、教學方

式與班級經營策略更是原住民教育背

後所隱藏的重要議題。而原住民大學

之設立希望可以解決目前原住民所遭

遇到的困境與問題。 

二、原住民多元文化教育 

原住民教育法是以原住民為主體

第一個法律專法，法律條文用以確立

原住民之教育主體性。並以多元文化

的精神來推展原住民族教育。「原住民

族教育」與「原住民民族教育」有其

差別。依據《原住民族教育法》第 4

條：「原住民族教育為原住民族之一般

教育及民族教育之統稱」。而「原住民

民族教育」則是指原住民族的民族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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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為原住民族教育之一部分，主要

在傳承原住民族文化內容（周水珍，

2009）。「原住民民族教育」是屬於多

元文化教育政策中的ㄧ環，而多元文

化的產生是對於傳統種族同化政策的

一種反制，因而提出多元文化的種族

教育。在這樣的社會脈絡之下，原住

民民族文化在本質上應該要符合族群

部落的文化特性與需求，並且啟發原

住民對於自身族群的認同與主體意識

（方文慧，2008）。 

三、原住民族教育政策發展與原

住民專班之推動 

 臺灣從古至今歷經了不同的殖

民統治，原住民同樣遭逢統治的命

運。早期的荷蘭（1624-1661）與西班

牙（1626-1641）統治初期賦予原住民

族相當大的自治權。直到清朝統治時

才將原住民視為蠻番，開始和原住民

劃清界限，禁止原、漢往來。原住民

教育受到重視是日本統治後期的同化

政策，開始設置山地公學校、番童教

育所來將原住民進行同化。1945 年之

後的原住民教育，周惠民（2010）根

據臺灣社會發展脈絡、政府的相關法

令與教育政策的實施，以及參考相關

學者的著作後，將原住民族教育政策

的發展分為三個時期，分別為：國民

政府主政到戒嚴之前的同化融合時期

（1945-1987）、解嚴之後到 1996 年的

多元開放時期（1988-1996）以及 1997

至今的主體發展時期（1997-至今）。值

得注意的是主體發展時期的原住民教

育，原民會於 2011 年開始籌劃推動 

「實驗型第三學期制民族學校」，並規

定部落是申請與經營民族學校的主

體。而政府首度公告設立的 3 所民族

學校也於 2012 年正式成立。同時也代

表臺灣的教育更加成熟與民主，表示

國家更尊重多元差異與重視原住民族

的主體性。 

原民會為了落實《原住民族教育

法》，於 2013 年起開始鼓勵各大學開

設原住民專班，直至 2018 年有 1 所碩

士專班；24 所學士專班；6 所五專有

開設原住民專班。原住民專班的設置

讓過去零散的原住民外加名額能夠統

整成一個系，同時也能夠營造出大學

內的多元文化氛圍。如果從原住民專

班的畢業學分來看，與其它一般科系

相同，皆為 128 學分，如果扣除了校

院系必修課程之後，能夠容納原住民

傳統文化的課程僅只有 6 學分，顯得

相當不足。 

四、實驗教育與原住民大學 

教育部與原民會為了推動原住民

教育，自 105 年起共同推動「發展原

住民族教育五年中程計畫（105-109 

年）」，以「自主、平等、尊重、多元、

共榮」為思維，以「培養具原住民族

文化內涵與族群認同為本體，並結合

民族智慧與一般教育形塑社會競爭力

之下一代」為主軸，以「回歸法制基

本權利，堅固基礎學習素養，開創民

族教育新局，實踐多元文化理想」為

目標，詳細規劃原住民族教育未來 5 

年發展。其預期關鍵指標為強化原住

民族幼兒教育品質、提升原住民族國

民教育成效及精進原住民族中等教育

成效等（教育部，2016）。該計劃重點

除了提升原住民的學習品質外，也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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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規劃和推動原住民族實驗學校和課

程。國教署也在 2016 年邀請原住民族

教育專家、學者、學校、民間團體及

原民會召開原住民族實驗教育諮詢會

議，來建立溝通平台。105 年至今透過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的設立之小學已經

有 16 所，高中職 5 所。可見教育部國

教署對於原住民教育越來越重視，也

願意投入相關經費並鼓勵學校辦理原

住民實驗教育。 

2014 年，實驗教育正式開始實施

至 2017 年為止，實驗學校的數量已經

達到 61 所，其中「學校型態」54 所，

「公辦民營」7 所，再加上「非學校型

態」的學生總人數為 12,181 人。過去

的實驗教育三法所規範的是高級中等

學校以下才能設立實驗學校。而 2017

年實驗教育的修法重點除了放寬實驗

學校數量、實驗教育師資培育、擴大

補助實驗教育辦學之外，就是成立實

驗大學。過去的實驗學校只設立到高

中，導致實驗學校的學生畢業後難以

透過體制內的升學方式進入理想的大

學就讀，成為實驗教育中升學銜接上

的缺角（劉以正，2017）。2017 年 12

月實驗教育三法修正案通過之後，原

民會即委託東華大學執行「國立原住

民族大學設立可行性評估」，希望落實

轉型正義與重建原住民對於文化和語

言之認同。 

五、設立原住民大學的可能困境 

透過實驗教育的方式設立第一所

原住民大學有其必要性，但也會面臨

許多問題。然而在辦理原住民大學時

政策規劃走向為何？如何落實真正的

原住民教育？未來原住民大學如何回

應社會需求？當每個環節都緊扣原住

民教育並落實執行與協助。以下就課

程結構、師資培育、學校文化與教學

方式來探討設立原住民實驗大學之可

能困境： 

(一) 課程結構問題 

臺灣的原住民族目前有 16 族，42

種方言，分佈於臺灣各個地區。除了

原民會原本統整的各項資源外，教育

部目前尚未有整合性的資源。原住民

大學未來設立之後將有可能招收來自

不同族別的原住民學生，將會面臨教

材的規劃與學分的設計上的問題，現

行的設立在各大學系所底下的原住民

專班大部分集中在人文、護理、藝文、

餐旅等領域，就業導向的成分居多。

將來原住民大學所設立之科系如果要

仿照原住民專班，那就必須要將多元

文化融入教材，這並非一蹴可成，必

須要有完善的課程規劃與畢業學分之

認可。課程規劃方面可以成立原住民

教材研發中心，協助教師提升專業知

能與多元文化素養，另外原住民教材

研發中心可以自行研發相關教材，或

者是依照不同科系教師的要求進行教

材之編撰，教材編撰結束之審核可以

透過原住民耆老的經驗及熟悉度對教

材進行批判與審查，來提升原住民大

學之特殊性與文化性。 

(二) 師資培育問題 

原住民大學之設立是為了要重建

與發展原住民文化和語言，除了一般

課程之外，還必須納入原住民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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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做為課程內容，師資明顯不足。

因此，原住民大學設立初期必須招聘

認同原住民大學之理念且充滿熱忱並

對原住民族文化有興趣之漢人教師來

協助開班授課。依據《學校型態實驗

教育實施條例》第 8 條規定，於該規

範之範圍內，得不適用教育人員任用

條例、教師法、國民教育法、高級中

等教育法、特殊教育法、私立學校法

及其相關法規之規定。實驗教育的其

中一項特色就是教師來源可以不受教

育部管控，因此，部落的「耆老」將

可以進入實驗大學擔任學校教師，教

授有關原住民傳統文化與族語，部落

的耆老雖為原住民文化的重要來源，

但是有許多的耆老並未受過正式教

育，在課程安排與評分上可能會產生

問題。原住民大學設立之時，師資確

實是很重要的問題，許多大學設立原

住民專班，但全校卻只聘用不到 5 位

原住民教師。原住民大學設立之後可

以採用原漢各半的師資結構，雖然原

住民大學強調的是正統的原住民師

資，但相較於原住民專班，原住民大

學的正統原住民教師已經足夠。 

(三) 學校文化與教學方式 

原住民大學之設立可以營造出一

種以原住民學生為主體的學校文化與

學習氛圍，過去原住民經常在漢人的

教育體制下遭受不當的壓迫、標籤化

甚至歧視，對於原住民學生來說都是

不利於學習的。原住民大學設立之後

將以原住民為招收的主要學生，但如

果將原住民學生與漢人學生隔離，有

可能讓原住民學生脫離主流文化。如

果將漢人與原住民學生各半招生，將

有助於多元文化的融合，使得原住民

學生不會因為少數而屬於弱勢族群。

教師的教學方式也是一個重要的問

題，當來自不同族群的原住民學生都

進入原住民學就讀後，如何兼顧每一

個族群的傳統文化，同時面對著不同

族群的原住民學生，傳統的文化回應

教育或者是文化相容教育可能就不適

用於原住民大學之課堂。或許教學方

式可以配和師資與課程結構進行差異

化教學，分別對來自不同族群的原住

民學生進行不同的教學策略，以達到

多元化的學習目標。 

六、結語 

原住民實驗教育的推動成為了臺

灣教育史上的一大創新。同時代表著

臺灣轉型正義的成功以及多元文化的

重視與接納。原民會透過實驗教育的

方式開始慢慢建立起從小學到高中的

原住民教育體系，2017 年更藉由實驗

教育三法的通過開始評估原住民大學

設立之可行性。原住民族都有相同的

教育理念，透過實驗教育的管道來達

成，是大家共同的信念。原住民大學

目前雖為評估階段，但是從原住民專

班的經驗可以發現原住民大學設立的

適當性與問題。對於原住民大學而

言，師資、課程結構以及學校文化與

教學方式都是相當重要且會影響原住

民大學設立之成敗。對於原住民學生

來說，原住民大學可以免於外在的歧

視與壓迫，並且學習原住民族文化，

有效提升學習興趣。最後，原住民大

學的設立該如何發展將端看東華大學

的評估結果而定，筆者認為原住民大

學的設立有其必要性，也是促進原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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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交流的機會，透過大學自由

的學風來破除原住民與漢人之間長期

的歧視與壓迫，也期望原住民大學的

設立能對臺灣的實驗教育做出卓越貢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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