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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實驗學校的教材編製 
張如慧 

國立臺東大學數位媒體與文教產業學系副教授 
 

一、 原住民族實驗學校教材編製的必要性 

原住民族文化過去長期受到邊緣化與歧視，但在多元文化教育及原住民族運

動的影響下，從 1980 年代推動的族語教學和鄉土教學，到 2001 年的九年一貫課

程明列「鄉土語言課程」和「學校本位課程」，以及目前十二年國教課綱將「原

住民語族語文」列為語文領域中的「本土語文」，和新增「多元文化及原住民族

教育議題」，都顯示體系逐漸以文化回應的理念，將原住民族語文和文化融入學

校課程教學之中。 

然而從原住民族教育的觀點來看，這樣的課程架構仍存在原住民族文化知識

淺薄化和零碎化的問題，原住民族文化相關內容亦處於邊緣化的地位（伍麗華，

2017）。因此目前課綱將原住民族文化融入主流文化的多元文化教育作法，仍無

法實現《原住民族教育法》中以「原住民為原住民族教育之主體」的理想。是以

在 2014 年公布《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後，2016 年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布

的《辦理學校型態原住民族實驗教育補助要點》，即是原民會和教育部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為鼓勵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原住民族實驗教育」而制定，其目的在

「深化原住民族教育內涵，建立符合原住民族需求之教育模式。」目前全國有

32 所實驗中小學校，學校的課程核心是原住民族文化而非一般學科，建議可根

據文化分為八大學習領域，包括族語暨文學、傳統生活技能、社會組織、藝術與

樂舞、傳統信仰與祭儀、族群關係與部落歷史、部落倫理與禁忌、環境生態保育

等（原住民族委員會，2017；陳枝烈，2013）。這些以原住民族文化為核心的學

習領域，和十二年國教課綱的架構、概念及內容有相當大的差異，所以實驗學校

必然得朝自編教材的方向努力。 

二、 教材編製所面臨的困難及待解決問題 

九年一貫課程提倡學校本位課程，目前很多學校或教師已累積不少自編教材

的經驗，這類教材通常仍屬小規模的課程教學革新，而且也多同時持續使用各領

域的教科書。但原住民族實驗學校必須進行更大規模的課程革新和教材編製，因

此自編教材的難度也隨之提高。雖然實驗學校可以突破十二年國教的架構，但目

前實際上的狀況是，這些中小學在行政上仍屬地方管轄，在兼顧學生的學習權益

及行政督導的考量下，仍被要求達成十二年國教的許多指標。因此以下將在十二

年國教與實驗教育的理想之間，探究原住民族實驗學校在教材編製上，可能面臨

的困難及待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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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實驗學校教材與十二年國教課綱的關連及對應 

新課綱強調素養，訂有三面九項核心素養，各領域也明列學習內容和學習表

現指標，以確保所有國民都接受良好品質的教育，而國小學生基本能力測驗和國

中教育會考亦依課綱內容來編製施測。因此實驗學校不論在課程架構中是如何整

合部訂課程和校訂課程，在課程設計與教材編製上，都必須要能呼應新課綱的目

標和要求，以確保達成學生的基本能力。因此在編製教材時，可清楚列出或系統

性檢核各單元主題和內容與十二年國教各領綱學習內容和學習表現指標之對

應。這種作法的優點，是可確保文化回應教材和現有書商教材即使內容不同，但

皆可讓學生習得課綱中應有之素養或能力，甚至可進一步證明良好的文化回應教

材，可以同時達成各領域學習成效和文化認同。 

(二) 教材和教科書編製需要大量人力及經費資源 

不論一般教育或民族教育的課程，都因解構的關係，各科課綱與教材均需重

新發展與設計，目前很多學校皆由學校編制內教師負責，為同時達成一般教育與

民族教育之目標，教師的教學負擔相對沈重（陳枝烈，2017）。以單一實驗學校

之力，是很難系統地編製出完善的教材或教科書。目前原住民族教材和教科書發

展，首推屏東縣地磨兒國小，該校為全國首先採用族群本位教科書的實驗學校，

自 2014 年開始編寫民族教育課程教材及學校課程，並在「屏東縣原住民族課程

發展中心」的研發下，完成排灣族本位的數學、國語、英語、自然教材，也期待

未來也可提供縣內更多排灣族學校使用（陳惠美，2017；屏東縣政府原民處，

2018）。雖然很多實驗學校都以地磨兒國小為楷模，然而教科書製作的成本其實

非常高，該校的教科書是結合中央與地方各單位大量的人力及經費支持才得以完

成，有專門編製教材的各類人員，讓教師得以將大部分的心力投注在教室中的教

學實踐，類似過去板橋教師研習會實驗教材的發展模式，這絕不是單一實驗學校

就得以完成的。因此若要製作各族各領域的族群本位或文化回應教科書，所需經

費及其必要性，都必須審慎評估規畫。 

(三) 課程教學媒材資源平台的整合 

原民會、教育部和相關研究單位，其實歷年來亦投入許多資源製作有關原住

民族文化的教具及教學媒材，傳統的教材教具有繪本、遊戲、桌遊、掛圖、操作

式教具等；多媒體教材也發展出數位電子繪本、動畫、多媒體互動式教具教材、

線上互動遊戲、學習網站、語言教學影片等（陳坤昇，2019；劉宇陽，2019）。
不過目前發展出很多良好的教材教具，沒有共同的推廣平台，常會隨著研究案或

學校課程的結束，失去長期推廣應用的機會。因此可以考慮仿效「教育部國民中

小學課程與教學資源整合平臺」（CIRN），或教科書及教學媒材出版公司的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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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建立原住民族課程與教學資源整合平台，統整長期以來各縣市、各校、各

政府或研究單位所開發出的教材教具，以便各校參考和使用。 

(四) 教材的有效性評估 

由於實驗創新必然要面對效果的不確定性，但教育又必須避免對孩子造成傷

害，所以美國教育部主張採用以證據為本（evidence-based）的實驗創新，建議

應公開實驗內容訊息，方案設計要經過專業評估，且要有嚴謹的實驗評估設計，

並確認方案有效性（詹志禹，2017）。原住民族實驗學校期待建立原住民族的教

育體系，但是為保障學生學習權益，理想和實踐之間，仍需要評估教材及實驗方

案的有效性。但是在評鑑時，應從多元文化的評鑑角度出發，協助學校釐清設校

目的及教材編製的目標，訂立適宜的評鑑指標，才不會變成創新的阻礙。 

三、 結語 

解構現有課程，以文化回應的方式建構符合原住民族需求的教材，是原住民

族實驗學校的重要任務。透過上述討論，可瞭解要發展出良好教材，需要大量專

業人力及資源挹注，絕不能僅靠單一實驗學校之力。學校教師固然應有課程發展

之專業，但更應該要花更多時間投注在現場教學及與學生的互動，特別是許多實

驗學校位於偏鄉，學生常在生活與學習上獲得較少的資源和承受較多的困難，更

需要學校教師的高度陪伴和教學投入。因此，宜透過各級政府單位協力，提供實

驗學校教師在教材發展上實際的專業人力和經費支持，讓原住民學生擁有高品質

的文化回應教材，以同時提升學習表現和族群文化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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