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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陽下的都市原住民文化 
黃雅惠 

高雄市立屏山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教師 
 

一、前言 

  臺灣有著閩南人、原住民、外省人、客家人以及新住民等多元族群，以及不

同性別、不同階級、不同生活型態、不同價值觀…等相異之個體共同生活在這一

座寶島上。然而，在社會發展脈絡之下，各族群之間衍生出相對強勢與相對弱勢

的不平等現象。漢人及中產階級為相對強勢之文化群體，反觀相對弱勢族群之一

的原住民族，其語言和文化傳承，往往在主流社會中被忽略，甚至是被壓迫。張

耀宗(2016)指出如果是弱勢群體遇到優勢群體時，由於優勢群體控制所有的傳播

(diffusion)管道，弱勢群體的聲音常被「消音」，為了生存必須操持跟優勢群體同

樣的文化，自身的文化便逐漸淪喪，此種現象即是「同化」(assimilation)。許多

原住民為了在競爭的臺灣社會中生存，持續地遷居至都市。然而，都市原住民因

遠離母文化，長期處在主流文化社會中，無形之中難免會被同化。豐富而美妙的

原住民族傳統文化與語言，因漢化情形嚴重，而逐漸失落，令人不得不感嘆「夕

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二、對不公平教育之意識覺醒 

  我是一名公幼教師，現今服務的學校位於高雄市左營區，在我的班級中，每

一學年基本上都會近五分之一比例的原住民幼兒。 

  從社會學和多元文化的角度去檢視學校教育，我開始意識到教育現場許多不

公的問題，並反省自身。Allan G. Johnson(2003)表示我們總是在一個比我們自身

更廣大一點的世界參與著社會生活，如果我們要瞭解社會生活，以及社會生活對

人們的影響，我們就必須瞭解那個大一點的世界是什麼，以及我們如何在其中參

與。劉美慧(2016)表示由於教育無法價值中立，而是與社會、政治、文化脈絡緊

密連結，因此，學校的環境與結構經常從主流文化的角度來考量，忽略了弱勢族

群學生的文化與需要，造成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不公平的學習機會與學習成就。

從班級課堂放大到臺灣教育現場，把教學上的問題，放在社會脈絡來檢視。雖然

《原住民族教育法》（2014）第 20 條敘明「各級各類學校相關課程及教材，應採

多元文化觀點，並納入原住民各族歷史文化及價值觀，以增進族群間之瞭解及尊

重」，但是臺灣學校教育普遍可見在教材、課程與教學的安排和實施中，因為強

勢文化霸權，而呈現偏頗的教學內容。在都市學校上課的原住民學生，普遍被迫

學習大量主流的文化、語言與知識，對於母文化、族語的認知與接觸少之又少。

在臺灣社會，漢人中心的學校教育與教育體制成為再製(reproduce)原住民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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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和社經地位的一部結晶機器(李淑菁，2016)。 

    教育是被高度看重的公共資源。教學無可避免地涉及分配正義，而做為分配

正義的代言人，教師有責任將不同種類的教育資源做符合正義原則的分配(楊巧

玲，2016)。自小在閩南文化耳濡目染中長大，相對之下，我的教學內容與運用

的教育資源不自覺地偏向主流的閩南文化。再加上多元文化教育素養以及教學資

源的缺乏，課堂上多為實施「貢獻取向」文化教學活動，鮮少帶領幼兒去深入理

解與學習原住民族的歷史、文化和語言，只停留在表面的認識。大部分是搭配主

題課程、節慶或特殊活動說的原住民神話故事、跳的原住民舞蹈、看的原住民習

俗與建築圖片，或是臺灣母語日邀請原住民家長來班上教幼兒一、二句簡單的布

農族生活用語，體驗穿著原住民服飾。如此的教學分配，顯然不符合分配正義；

如此的教學內容，也顯然是帶著主流文化的觀點以及粗淺的原住民文化瞭解，去

實施文化教學。此外，《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2016)明訂「每位幼兒來自

不同的家庭，也帶著不同的文化進入幼兒園。在教學的過程中，教保服務人員宜

重視生活環境中各種文化的獨特性與差異性來實施教保活動課程，使幼兒能體驗

並認識不同的文化，進而接納和尊重不同的文化」。張盈堃(2016)也指出教育並

不是提供每一位幼兒完全相同的教育，而是要提供適合其背景與經驗的教育，在

語言方面，更應肯定幼兒母語的重要性，及其在所屬社群中使用母語的適當性。

班上有原住民幼兒，我卻總是在課堂中實施與原住民族母語、生活經驗脫節的教

學內容，除了未遵行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對於這些幼兒而言更是不公且不

利的。 

    如同 Allan G. Johnson(2003)在《見樹又見林》一書所言：「跟我們有關，也

跟我們無關。」雖然本身是閩南人，但是我很喜歡原住民的文化和語言，從未有

排斥或歧視的心理。但是從見到教育現場中的樹，再去見背後社會運作的那一片

林，我現在才領悟到，自己從未在學習生活歷程中感受到或遭遇過少數族群所受

的壓迫，過去才會在教學現場中，與主流文化站在一起，參與不公社會中的一環

而不自知。若非近期接受多元文化教育思維的洗禮，實在很難去敏覺與翻轉自己

習以為常的漢人中心教學設計。然而，為了促進學生學習機會均等及學習成效，

身為教師的我，決定放下主流中心的意識型態，去探究都市原住民族群的學習背

景對於學校教育的影響，並設法解決問題。 

三、探究都市原住民種族、社會階級與學校教育間的交織影響 

  除了種族文化差異，出身不同階級的家庭，也會為學前幼兒帶來不同的學校

教育經驗。Lareau(2015)在《家庭優勢》一書中主張社會階級對形塑家庭參與學

校教育有顯著的影響。家長的行為會導致「一般化」和「客製化」兩種不同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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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經驗，而聯繫型態會為某些孩子帶來教育上的利益。然而，雖說原住民族在臺

灣社會屬於少數且較弱勢的族群，但是原住民也有階級之分。因此，我想進一步

探究在種族與階級的交織下，對於都市原住民幼兒之學校教育影響為何？ 

(一) 長期進行班級觀察 

觀察自身班級，原住民族之間的社會階級的確會影響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並

非形成「客製化與一般化」幼兒學校經驗的差別，而是在於母親是否常進出學校、

教室；幼兒的學習作業是否如期繳交、完成度高；幼兒能否準時上學；幼兒的學

用品是否充足；家長能否如期繳交學費等部分的差異。然而，中產階級家庭的原

住民媽媽因為另一半常在軍中，必須身兼父職，教養工作沉重和育兒壓力大，也

無法有效動用其文化資本，帶給孩子更多元的教育經驗。 

(二) 進行方便取樣的實徵研究 

對班上三名原住民幼兒的母親進行一小時的「焦點團體訪談」。訪談對象皆

為家庭主婦，另一半皆為軍人，三方皆屬於中產階級家庭，群體組成性質相同。

此外，對班上一名原住民幼兒就讀國小六年級的姊姊，進行一小時的「深度訪

談」，出自勞工階級家庭，父親的職業是貨車司機，母親則是從事區公所提供的

低收入戶代賑工工讀，家庭經濟所得符合低收入戶補助資格。 

  同是都市原住民，不同階級家庭生活之下，雖部分生活經歷相似，但是家長

與學生看事情的角度不一，對文化認同的程度有差距，幼兒在家教養方式也有

異。經分析訪談結果，列出以下研究發現： 

1. 來自不同族群的原住民家長，因為生活，不得不遷移到都市生存。因為在都

市生活，母語的熟悉與使用情形一代一代減少，唯老一輩長者會比較在意。 

2. 雖認同母語的使用，都市原住民家長反應自身母語能力不佳，加上子女在校

學習管道缺乏，因此子女無法學習到正統的母語。認為原住民多族語言與文

化教育在學校實施有困難，導致對母語及母文化傳承感到放棄。而都市原住

民學生則對主流文化影響母文化學習無感，認為學校教育現況並無不妥。 

3. 不論是都市原住民家長或學生，對於母語較大的學習動機在於「族語認證」

證照的考取，皆看重大考時的加分制度。其中，都市原住民學生對於種族差

異之一的感受是要考族語認證，而都市原住民家長則感受到大眾對於加分制

度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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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致認為校內的主科學習很重要，但是不贊成學校在鄉土課程中只教導閩南

語，孩子不太會講，回家講閩南語大人也聽不懂。 

5. 對於回部落和參加部落祭典，就算路途再遙遠，都市原住民媽媽們都嚮往回

家鄉部落生活，但是都市原住民學生認為都市較便利，沒有很喜歡回去，未

來想定居在都市。 

6. 在家都是媽媽負責子女教養的主要照顧。不同的是，回家後中產階級家庭的

都市原住民媽媽在家會主動關切幼兒在校學習情形，並協助完成課業；勞工

階級家庭的都市原住民學生回家後在課業上有問題，要自己去找媽媽協助解

答，且要負責家事與照顧弟妹的工作。 

四、結語與建議 

  在臺灣社會中，原住民族長期受到壓迫，即使政府明文立法維護原住民族的

語言及文化，也推動一些補償性政策，展現打造多元文化社會的美意。但是實際

上在主流文化霸權與社會資源分配不公之下，大環境的不友善，讓許多都市原住

民對自己的母文化和母語傳承感到放棄，在世代間被迫適應主流文化教育並疏離

母文化，漸進造成失語及文化斷層問題，還要因升學加分的差別待遇，害怕被大

眾貼負面標籤。 

豐富的原住民族語言和文化，實為臺灣珍貴的資產。身為一名幼兒園教師，

我認為不能再放任原住民族美麗的語言與文化如同夕陽西沉，應該更積極地從教

育面去搶救原住民族的語言與文化，由教育部、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各縣市

教育局、學校、教師、專家與部落耆老等，縱向與橫向的串聯起來合作復興之，

使其蒸蒸日上。 

在教育的立基點上，因應研究發現，對臺灣教育當局及相關單位，提出下列

建議： 

1. 推動鼓勵性的實質措施，積極培育各族群的原住民教師，補齊具備多元

文化教育素養的專業師資或族語教師。此外，編列充足的經費供學校聘

任專任教師。 

2. 開放學校自編在地教科書的權限，將在地原住民族的母語、文化、歷史

和文學融入於教材。此外，邀請原住民族的專家或耆老，加入編定各級

學校教科書相關章節的行列，增進教科書的多元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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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充分運用現今進步又便利的網路科技媒體及數位化設備，實施原住民族

語線上教學，製作與推廣優質的原住民族語和文化教學影片。 

4. 規劃多元文化教育研習、原住民族文化推廣績優學校的觀摩活動，發展

在職教師的多元文化教育素養。 

5. 因應都市原住民的需求，規劃原住民教育。 

    增加專業師資與多元的學習管道，提升教科書內容的多元文化視角，活化、

充實與推廣原住民族教學資源教材，若能真正落實，相信能改善師資及教學資源

不足的問題。如此一來，原住民學生不管身處原鄉或都市，都能比以往更加有效

地學習正統的母語，認識自己的母文化，而非走馬看花去學他族的語言，也可避

免在教科書上由主流文化者的角度來認識自己的族群，從教育上真正受惠。 

然而，學校教育除了影響幼兒習得的知識，也影響其意識與態度的建立。身

為幼兒園教師，站在教育的前線，應在課程與教學上做公平且完善的分配，並實

施幼兒多元文化教育。建議幼兒園的教保服務人員配合班級幼兒的母文化實施適

性教學，在教室加強多元文化元素的佈置，在教學中加入幼兒的生活經驗，並採

用多元文化教材與資源，透過活潑且多元的教學方式，如：合作學習、提問討論、

實物學習、遊戲、故事閱讀、歌唱律動、生活情境扮演、DIY 及多媒體輔助教學，

鼓勵班上幼兒使用母語，認識、尊重與欣賞多元文化，學習與不同族群的幼兒相

處，並嘗試從不同角度進行思考和對話。相信能提升各族群幼兒的學習動機，強

化原住民族幼兒的我群文化認同。另外，更建議教保服務人員積極邀請原住民族

的家長或是社區人士來校參與族群教學，連結家庭、社區與學校的文化教育。 

  面對來自不同種族、語言、文化和階級等多元背景的學生，教師除了應公平

對待，更要在教育機會均等的原則下，提供其「積極性差別待遇」，挹注更多教

學資源，給予更多關懷，以提升弱勢族群學生的學業成就，努力帶起班上的每一

個孩子，營造一個友善關懷的教學環境。此外，教師也要多多同理與關心弱勢族

群家長，說一句：「辛苦了，需要協助請儘管告知。」或許能讓他們在與社會競

爭共處時、受壓迫的生活中，多些溫暖、少些阻礙。 

  從事以生命影響生命的教職，不能只單會遵循由上而下的教育政策與課程規

劃，更要由下而上，從教育現場出發，以社會學及多元文化的角度，去關心教育

的大小事。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難，雖然社會本就存在許多不公平，但是我仍

深深相信，從自身去嘗試改變現實所知所見之問題，小小的力量，一定會對這社

會產生一點點的助益，也會點燃這些國家未來幼苗們的小小火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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