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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原民公費師資生的部落實習之「綜」與「重」 
李真文 

國立東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 
 

一、前言 

為縮短學用落差，近年來各大學院校眾多學門領域皆開始重視與未來職場的

連結，以期在高等教育階段的學習能貼近於現場之用。實習，無非是希望能將所

學的理論知識加以轉化落實於職業現場。 

本文主要聚焦於原住民公費師資生的部落實習，其依據係以《師資培育公費

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民國 109 年 07 月 30 日）為主，該法第八條第九款提

及：「原住民公費生畢業前於部落服務實習未達八週」則喪失公費資格。此項規

範雖立意良好，但部落實習的難處與可行性如何評估？師資培育機構如何提供適

切的協助等課題，都值得進一步探討。 

二、維繫公費師資生資格 

在談原住民公費師資生部落實習的問題前，筆者先交代公費師資生的相關規

範做為探討的參考脈絡。《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109 年 07 月

30 日）第八條的規範可視為原住民公費師資生的淘汰門檻：  

一、每學期修習教育專業課程或專門課程學分數未達二學分。 

二、學業總平均成績，連續二學期未達班級排名前百分之三十。但成績達八

十分以上，不在此限。 

三、曾受申誡處分三次以上或記過以上處分。 

四、畢業前未取得符合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B1 級以上英語相關考試檢定及格證書。但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 離島地區公費生取得 A2 級以上英語相關考試檢定及格證書。 

（二） 原住民公費生。 

五、每學年義務輔導學習弱勢、經濟弱勢或區域弱勢學生，未達七十二小時。 

六、畢業前未通過教學演示。 

七、畢業前未符合中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教育專業知能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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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原住民公費生畢業前未取得中高級以上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證明書。 

九、原住民公費生畢業前於部落服務實習未達八週。 

十、原住民公費生畢業前未修畢原住民族文化、語言及教育相關課程二十學

分。 

若是未符合上述條件之要求，則喪失公費資格。該法條乃針對所有公費師資

生，其項目涵蓋了修課學分、學業成績、品格要求、英語能力、義務輔導、教學

演示、專業知能等，原住民公費生則另有三項要求：族語、民族文化課程以及部

落實習。 

雖然法條也訂定了一些彈性，例如：原住民籍公費生在第一學年為調適期，

成績可不列入考評。之後的各學年，若成績未達標準，但在一定的範圍內可交由

師資培育單位進行適性評估，以確認其能否保留公費資格。但相較於一般公費

生，原住民公費生的負擔可說是更重。 

三、「綜」與「重」的部落實習 

(一) 「綜」－理想的原住民師資養成 

如何培養具有專業熱忱與知能的原民籍教師，一直以來都是國家教育政策所

思考方向。原住民族有其特殊的文化背景，倘若能培育既能設計出符合原住民族

學生學習需求的課程教學又能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的原住民籍教師，並兼顧

民族語言與文化的傳承與指導，這樣最好不過。 

近年來有關我國理想的原住民師資培育的整體架構，可見於陳枝烈、周惠民

（2012）「原住民籍公費師資培育與聘用模式」的專案計畫，該項計畫成果報告

提出了培養具有原住民族靈魂的教師的目標，主要設定以碩士學位或學士後的集

中培育模式，建議修習原住民族教育與文化課程的學分至少 20 學分以上，強調

原住民族語之習得，並利用暑假至部落實習 6 週等等整套的規劃，這樣的建議也

相繼被納入法令與政策之中。 

1. 族語學習的場域 

「文化復振」（cultural revitalization）是原住民族多年以來致力的工作，而族

語的學習為其中最重要的項目之一。臺灣原住民族有 42 種方言，有 9 種語言被

列為「瀕危語言」（陳玲芳，2012），族語教育即是保護瀕危語言的重要措施，其

功能不但可以增加語言的地位與聲望，提升民族的自信心與凝聚力，更利於促使

族語成為現代社會的溝通工具與文化瞭解的管道（王雅萍，2020：59）。2001 年，

原住民族語言納入九年一貫課程語文學習領域，成為學校正式課程。12 年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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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後亦持續推動中小學原住民學生的族語學習。 

儘管學校的族語教育對族語的維護有所助益，但並不能單靠學校的族語教育

來挽救語言流失，家庭與部落的族語傳承也需要強化（王雅萍，2020：59）。因

此，政府相關部門也一直尋覓正規教育體制外的其他族語學習管道，如：語言巢

設置、部落大學族語課程開設、師徒制教學、族語保母托育獎助、幼兒園族語沉

浸式教學等（黃美金，2014）。顯見，學校、家庭、部落及相關機構均為重要的

伙伴單位。目前依原住民同胞族語使用情形，原住民年齡越低，族語使用比率越

低，一般地區的族語使用比率又低於原鄉地區（原民會，2016）。因此，期待原

住民公費師資生至部落實習，即是考量原鄉部落使用族語的比率較高，浸淫其中

學習族語，有其重要意義。 

2. 民族文化的學習 

《原住民族教育法》第 4 條定義：「民族教育：指依原住民族文化特性，對

原住民學生所實施之民族知識教育」。同法第 18 條亦提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於原住民學生就讀時，應對其實施民族教育」。近 20 餘年來，政府機關（原民會

與教育部）在中小學校園推動如：文化成長班、學校本位民族教育課程、設立原

住民資源教室、 族語課程、教育優先區原住民文化特色項目等等的計畫，積極

落實民族教育課程（陳枝烈、張純淑，2015：1）。 

但就中小學民族教育課程的實行面來說，卻存在不少困境（周水珍，2007）
像是： 

(1) 民族教育課程目標不明確，各校發展課程沒有確實可以跟隨的具體目標。 
(2) 缺乏民族知識體系的課程，形成「各自表述」的課程，意即民族教育課程的

發展由學校領導者規畫，領導者更換後導致課程無法維持連續性、統整性。 
(3) 缺乏民族教育文化教材，教師無法相關背景可以發展相關教材，教學者心有

餘而力不足。 
(4) 民族教育的概念不清楚，民族教育課程偏重技藝性課程，忽略人文、歷史和

文化內涵層面。 
(5) 專案式、附加式民族教育課程缺乏整體性的課程計畫，也擠壓課程實施時間。 
(6) 缺乏民族教育課程師資，影響教學品質。 
(7) 社區環境缺乏文化情境，無法提供深化學習的氛圍。 
(8) 家長態度受主流文化升學主義影響，忽視孩子學習族群文化課程的機會和表

現。 

這些困境多年以來改善還是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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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項關鍵即是民族教育的師資，以及教師的民族教育知能素養。因此，

「原住民族教育政策白皮書」提出要強化師資培育之原住民族教育課程，鼓勵師

資培育之大學增加多元文化等相關課程之開設等等的建議。2015 年於《師資培

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則增加了：「原住民公費生畢業前修畢原住民族

文化、語言及教育相關課程二十學分」的要求，以確實提升原住民未來教師的民

族教育素養。 

教育部為回應《原住民族教育法》第 23 條規定，2019 年 4 月 24 日臺教師

（二）字第 1080059606 字號文「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原住民師資培育專班實施

計畫」中提出了 ABC 三種課程參考模組，A 模組為 42 學分的中等階段本土語文

原住民族語文專門課程；B 模組為約 24 學分的國小加註本土語文原住民族語文

專長。C 模組為 20 學分的原住民族語言師資培育計畫-原住民族語言學分班。做

為師資培育機構，要提出三種課程模組中的一種，才能培育原住民公費生。這三

種課程也有所差異，前二項課程都是設定為族語教師養成的一環，都必須完成課

程、取得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高級以上合格證書、通過教師資格考試並完

成教育實習後，再核發本土語文教師證書。第三種則是目前多數學校提供給原住

民公費師資生修習的民族文化課程。 

參採國外經驗，以加拿大第一國族大學為例，小學師資部分，師資生必需修

習原住民語，並在四年的修習過程中的第三、第四年，到當地的原住民學校實習，

時間約 16 週。中學師資部分亦雷同，即至當地原住民地區實習達 16 週。

Newfoundland 紀念大學，則在 20 門的教育學程中，有 14 門必需在部落社區中

學習（陳枝烈、周惠民，2012）。因此，不是只於在學期間修習相關的民族教育

課程就足夠，必須到部落或原住民學校實習，才有助於原住民未來教師對自身文

化的深刻理解。畢竟民族知識不能只是理論的攝取，更應該是與部落、社區有生

命的密切連結。 

(二) 「重」－現行原民公費生的負擔 

要求原住民公費師資生至部落實習八週，在實務上除了專班模式（中教大）

較可能執行外，其餘的公費師資培育機構皆不容易做到。以下分就影響原住民公

費生部落實習的相關問題加以討論： 

1. 修習學分之重 

我國近年來在師資培育制度上亦推出許多變革，尤其在強化學生的實務能力

方面，先前規劃實地學習 54~72 小時（教育部，2013）。108 學年度後又特別將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中的教育實踐課程學分占比提高到總學分數的 1/3 左右（教育

部，2018a,2018b），顯見與現場接軌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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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圖提高理論應用於實務的作法固然值得肯定，但依筆者之研究發現，原住

民公費師資生修習學分甚多，大學部約 200 學分左右，研究所約 50~60 學分左右，

加上各縣市提報公費需求時往往附帶多專長，致使公費生於培育階段為了保住其

資格而疲於奔命（李真文，2019）。若有公費生需要利用暑假來補修學分、加修

學分、撰寫學位論文等，部落實習的規劃難免會相衝突，以致影響其完成各項公

費要求。 

2. 實習成效疑慮 

實習，對教師養成而言是重要的一環。理想的實習，往往需要有合適的實習

場域，良好的實習輔導機構，密切的實習合作關係，有經驗的實習輔導人員…等

等。舉教育實習為例，若是缺乏這些環節的規劃，很可能產生的情形是：學生對

實習不投入導致沒有學習，或是表面的學習，甚至是不知如何學習，乃至於缺乏

督導或省思的學習也容易淺化（劉世雄，2016：74-76）。這些情形都可能在部落

實習中出現。 

部落實習，就目前來看，困難至少有三。困難一，部落是否適合做為實習的

場域，師培單位無從評估，因為無可供參酌的遴選條件依據。困難二，實習輔導

人員（師培端與實習端）難以尋覓，以致也無法研擬適合的實習輔導計畫。困難

三，族語及文化的學習成效難以評估，若非搭配課程來進行，實習的成果並不容

易顯現。以族語來說，公費生族語的程度縱有提升，未必反映在族語認證通過中

高級與否。文化的學習則需要時間的浸潤，恐非八週能達成。一味地增加時數，

不如妥善規劃運用至部落實習的機會，提升其實習效能。可惜的是，目前師培機

構大多採寬鬆認定的方式來檢核原住民公費師資生的部落實習，只要學生填報時

數，分段累積達八週，即視為完成法令的要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學院，

2020 年 2 月 10 日），雖不能說這種累積時數的作法毫無成效，但進一步的成效

是難以評估的。 

3. 額外的經費負擔 

並不是每個原住民公費生都有其熟悉的原鄉部落，有些都會原住民學生或已

失去和部落的連結，故在尋覓實習場域時會顯得困難。若是至較為偏遠的部落或

原住民地區的學校實習，當地是否有合適的住宿設施（是否衍生住宿費用），以

及往返其間的交通旅費等等，目前相關單位（教育部或師培單位）均無經費可以

支應。對照於其他醫護類公費生列有返鄉旅費的受領項目，金額即便不多也不無

小補，原住民公費師資生則完全要自行負擔。加上教育實習半年，亦無法受領公

費，所有生活費用要公費生全數張羅，難免對於經濟弱勢的原住民公費生不利。 

再者，辦理實習若需要輔導或訪視，目前也無相關計畫或經費可以支應。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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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培育單位的輔導老師，或是部落的接待與輔導人員，都是義務協助。在這種

情況下，很難要求有密切的合作，進而共同輔導部落實習的公費生。 

四、部落實習宜有的配套 

為完備原住民師資培育制度，使公費生至部落實習能達成其預設之目標，在

法令、合作模式與經費補助等面向都宜再修正： 

(一) 法令宜設彈性 

《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因應原住民教育法的修訂，而調高

了對原住民公費師資生的各項要求，部落實習 8 週，對於不同入學管道的公費生

受領公費年限不同，也有不同的時間壓力，建議未來可以改以比例制定期限要

求。例如：受領四年公費者須達 8 週，三年者 6 週，二年以下者至少 4 週，避免

部落實習週數未滿足而影響到公費生畢業服務期程。 

附帶一提，原住民公費師資生要取得中高級以上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證明的條

件，也宜再行斟酌。一者難度頗高，二者考試一年一次，也亦影響到公費生預計

畢業期程。原住民公費師資生本身若是做為一名普通教師或某一專長教師，宜先

以完成這項條件為優先，這類學生或可考慮修習一定時數之族語課程與族語能力

達中級水準即可。按現今的期待，原民公費師資生似乎被設定為接近原住民族語

師資的語言等級，恐怕不少原住民學子會因這項條件未達成而喪失公費資格。 

(二) 建立合作模式 

部落實習，最好參採教育實習模式，由教育部與原民會共商遴選實習場域的

條件，或提供參考單位的名單，以利師培機構可以和其合作，規劃較合適的實習

方案，避免走馬看花或浮報抵充時數等行為產生。目前，除了原住民族的部落外，

針對國中小學生實施民族教育者的場域，計有二大類：一是部落學校，一是原住

民重點學校（陳枝烈、張純淑，2015：1）。在《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公

布後，原住民族實驗學校也已成長至 10 個族群、32 所學校（原住民族委員會，

2020 年 10 月 12 日）。這些學校場域或可納入部落實習的範疇，以利實習計畫之

落實。當然，其他像是部落大學、一些部落法人機構等，只要能符合實習場域遴

選的條件，都可放寬納入，擴大師培單位與原民部落合作培育未來教師的機會。 

(三) 補助相關費用 

政府對部落實習宜編列相關經費予以補助，以支持這項有益原民師資養成的

任務。對原住民公費師資生而言，若到其他部落或原住民族學校實習，依其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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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遠情形，考量酌予補助交通及住宿費用。對師資培育單位而言，由於訪視、指

導等工作有助於原住民學生深化民族文化與語言的能力，相關輔導人員的實習輔

導費用希望政府也要挹注，以便使部落人士及師培教授在實習輔導上有相應的報

酬，減少採犧牲奉獻的模式來成就現行原住民公費生部落實習的輔導制度。 

此外，建議規劃相關補助計畫可供部落或原民學校申請，使之成為提供實習

機會的合適處所，讓公費師資生或是原住民師資生對於原住民民族文化有更進一

步的認識，更可以激發部落與原民學校的自主能量，對於實習成效也將有更多的

幫助。 

五、結語 

我們期待原住民公費師資培育制度能夠培育出原住民族期待的老師，但也應

考量養成教育階段種種實施的困難。部落實習，做為民族教育與文化課程的實踐

處所，做為提升族語使用機會與能力的學習場域，都值得師培單位與部落單位好

好規劃。部落實習者，雖然是少數中的少數，但不該僅止於公費生自行尋覓實習

機構，服務單位與公費生自行採計時數等鬆散作法，相關單位宜針對此在法令

上、培育學校與實習部落合作關係，以及相關實習輔導經費的補助上，有所調整

配搭，才不致使部落實習的美意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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