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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刊詞 
「⼗⼆年國⺠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已

於108年上路。相較於舊課綱，新課綱新

增了許多有關原住⺠族的規定和學習內

容，在知識的深度和廣度上皆有可觀。 

在我國經歷⺠主轉型後，有不少研究

者針對原住⺠族議題進⾏了深入探討，並

已累積了相當之研究成果。為使中⼩學教

師能近⽤這些研究成果，教育部國教署已

實施了第⼀階段的「⼗⼆年課綱原住⺠族

相關學習內容補充教材」編纂及推廣計

畫，針對課綱中有關原住⺠族的規定進⾏

統整，並邀集相關領域學者或學校教師撰

寫補充教材，以供全國教師參考。（接下⾴） 

發⾏單位：教育部國⺠及學前教育署、國⽴東華⼤學原住⺠族課程發展協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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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刊詞 
⽬前刻正進⾏的第⼆階段計畫中，延續著前階段的成

果，除了進⼀步編纂相關資料外，也持續凝聚教師網絡以

陪伴基層教師，同時也透過辦理研習和⼯作坊來協助教師

培⼒，並辦理教案徵選競賽，讓優質的教案能在教學現場

發揮更⼤的作⽤。 

此外，為了讓更多教師及⼀般⼤眾了解⽬前的計畫成

果並了解計畫相關的活動訊息，我們也創立了這份「⼗⼆

年課綱原住⺠族教育議題電⼦報」。 

在本期電⼦報中，我們將分享本計畫近期辦理的諮詢

宣導、教案設計⼯作坊、教案徵選競賽和種⼦教師培訓等

活動，此外也收錄了有關原住⺠族轉型正義的培訓內容，

和第⼀線教師的觀察與反思。在本期的附錄，則是⼀份有

關原住⺠族處境與權利的參考教案。 

希望透過資料的彙整與經驗的分享，希望能有助於第

⼀線教師了解⼗⼆年課綱中的原住⺠族。也請各界先進針

對本刊內容予以指正。 

教育部國⺠及學前教育署 

國立東華⼤學原住⺠族課程發展協作中⼼ 

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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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階段諮詢宣導⼯作之焦點，

除了對新課綱原住⺠族教育議題

之⼀般性介紹及課程講授，將會

以社會領域、⾃然領域與藝術領

域為主要範疇，並採取與各級國

教輔導團、學群科中⼼、議題中

⼼或教師社群合作⽅式辦理，配

合其需求規劃諮詢宣導活動。 

‣ 已辦理場次： 

• 110年10⽉14⽇ 新北市原住⺠
族教育資源中⼼-國⾼中⼩社
會領域 

• 110年11⽉01⽇ 花蓮⾼級中學-
社會領域 

• 111年11⽉17⽇ 花蓮女⼦⾼級
中學-社會領域 

• 111年12⽉21⽇ 雲林縣國⺠教
育輔導團-國中社會領域 

• 111年12⽉22⽇ 雲林縣國⺠教
育輔導團-國⼩社會領域 

• 111年03⽉02⽇ 花蓮縣太巴塱
國⺠⼩學-國⼩社會領域 

• 111年03⽉18⽇ 宜蘭縣國⺠教
育輔導團-國⼩社會領域 

近期活動訊息	 ⼗⼆年課綱原住⺠族教育議題電⼦報｜2022年4⽉19⽇｜第⼀期

⼗⼆年課綱原住民族 
相關學習內容諮詢宣導⼯作



4

辦理部定領域課程原住⺠族相

關學習內容教案設計⼩型⼯作坊

計16場(包括國⼩場6場、國中場

6場、⾼中場4場，每場⾄少平均

18⼈)，國⼩場及國中場，原則上

每場次分為社會領域、⾃然領域

及藝術領域三組，⾼中場原則上

以社會領域為主，必要時可區分

為 歷 史 、 地 理 及 公 ⺠ 與 社 會 三

組。 

社會領域部分，所列27則學習

內容條⽬為實作演練範圍。⾃然

領域與藝術領域部分，則選擇新

課綱教科書中出現原住⺠族素材

的章節單元為演練標的。 

‣ 已辦理場次： 

• 111年2⽉14⽇ 國立花蓮⾼級中
學-⾼中社會領域(公⺠與社會、
地理、歷史) 

• 111年3⽉03⽇ 嘉義縣立⺠和國
中-國中⼩社會、⾃然、藝術領
域 

• 111年3⽉23⽇ 新北市青⼭國⺠
中⼩學-國中⼩藝術領域 

‣ 待辦理場次： 

• 13場，尚未預約額滿，歡迎各級
國教輔導團、學群科中⼼、議題
中⼼或教師社群合作辦理。

近期活動訊息	 ⼗⼆年課綱原住⺠族教育議題電⼦報｜2022年4⽉19⽇｜第⼀期

部定領域課程原住民族 
相關學習內容教案設計⼯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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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擴⼤⼯作坊辦理成果，引導

基層教師投入教案撰寫⼯作，以

產出更多的優質教案供各領域教

師分享參考，本計畫將針對原住

⺠族學習內容較常出現的社會、

⾃然及藝術三個部定領域課程，

舉辦教案徵選競賽。所有獲獎作

品將納入本計畫教學參考資料編

纂⼯作，並配合國教署相關推廣

應⽤⼯作。 

‣ 預定期程： 

• 111年7⽉完成教案競賽徵件 

• 111年8⽉教案審查及評比 

• 11 1年11⽉辦理教案競賽頒獎
典禮年10⽉14⽇ 新北市原住
⺠族教育資源中⼼-國⾼中⼩
社會領域

近期活動訊息	 ⼗⼆年課綱原住⺠族教育議題電⼦報｜2022年4⽉19⽇｜第⼀期

部定領域課程原住民族 
相關學習內容教案徵選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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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動各學習階段、各領域、

各地區教師⾃主發展相關培⼒活

動，以促進對新課綱原住⺠族相

關學習內容之理解，優化其教學

品質，將舉辦三梯次原住⺠族教

育議題種⼦教師培訓營，於基層

厚植在職進修⾃主辦理能量。 

‣ 預定期程： 

• 111年5⽉辦理第⼀梯次 

• 111年7⽉辦理第⼆梯次 

• 111年10⽉辦理第三梯次111年2
⽉14⽇ 國立花蓮⾼級中學-⾼
中社會領域（公⺠與社會、地
理、歷史）

近期活動訊息	 ⼗⼆年課綱原住⺠族教育議題電⼦報｜2022年4⽉19⽇｜第⼀期

原住民族教育議題 
種⼦教師培訓

誠徵夥伴，歡迎合作 

上述活動報名參與⽅式，請洽承辦單
位國立東華⼤學原住⺠族課程發展協
作中⼼，請相關之各縣市地⽅政府國
⺠教育輔導團、學群科中⼼、議題中
⼼或教師社群歡迎來電聯繫並合作辦
理。 

合作請洽：國立東華⼤學原住⺠族課
程發展協作中⼼ 林嗣龍 專任助理 03-
8905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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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轉˙  
SBALAY： 
原民史觀納入課綱與
教學的現況分享 

⽂／推動在職教師進修原住⺠族歷史正
義與轉型正義主題相關課程計畫⼯作團隊 

⼗ ⼆ 年 國 ⺠ 基 本 教 育 課 程 綱 要 在

108學年度實施，在新課綱中出現為

數不少的原住⺠族相關條⽬。此外，

蔡英⽂總統於2016年就任後，開始推

動轉型正義相關政策，並於當年的8

⽉1⽇「原住⺠族⽇」代表政府向原住

⺠族道歉，也隨即宣布設置「總統府

原住⺠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以下簡稱：原轉會）」，以落實臺

灣的轉型正義。 

原轉會是政府和各族代表間，對等

對話的平台。⽬的是希望可以透過集

體的討論，釐清歷史真相，促進社會

溝通，最後形成有效的政策建議。過

去原轉會前兩屆，確實開啟了許多全

新 的 ⼯ 作 ， 也 讓 原 住 ⺠ 族 的 歷 史 觀

點，受到更多關注，並逐步落實在法

規和教育中。本屆（第三屆）原轉會

主題⼩組調整為由教育部蔡清華次長

擔任歷史⼩組召集⼈，原轉會歷史⼩

組基於前揭推動新課綱及原住⺠族轉

型正義的基礎上，持續推展「於12年

蔡英⽂總統將道歉⽂致贈予原住⺠族代表 

（取⾃總統府網站）

蔡英⽂總統代表政府向原住⺠族道歉 

（取⾃信傳媒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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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綱建置原住⺠族史觀」之⼯作項

⽬，其中⼀項規劃即為推動在職教師

進修原轉主題相關課程。 

2019年起辦理「⼗⼆年

課綱原住⺠族教育相關學

習內容種⼦教師研習活

動」及發展補充教材 

經 盤 點 教 育 部 、 原 住 ⺠ 族 委 員 會

（以下簡稱：原⺠會）及其已推動原

住⺠族教育教師相關進修計畫，如原

⺠會會同教育部師資藝教司，⾃2014

年起調訓原住⺠重點學校之專任教師

及6個⽉以上代理代課教師修習原住

⺠族⽂化及多元⽂化教育課程及實體

課程，教育部師資藝教司辦理原住⺠

族教育次專長課程、教育部國⺠教育

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國教署）

則⾃2019年起辦理「⼗⼆年課綱原住

⺠族教育相關學習內容種⼦教師研習

活動」及發展補充教材。 

植基於上述多元⽂化研習及⼗⼆年

國教課綱條⽬延伸教案範本成果，為

賡續深化原住⺠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

義內涵，以期⾼級中等以下學校第⼀

線教師更加認識原轉主題。故國教署

委託致⼒原轉主題推廣教育之國立東

華⼤學林素珍副教授，辦理在職教師

進修原住⺠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增

能研習課程，預定籌組原轉巡講團、

製作公版簡報、建立⼈才資料、及辦

理⾼國中社會領域及相關學科之原轉

主題增能研習課程。 

為避免與現有已推動之原住⺠族教

育⽂化增能課程重複，本計畫將聚焦

於「原轉意識」的落實，邀請專家學

者及第⼀線教師組成巡講團，預計以

⾼國中之在職教師為主要對象，分別

與公⺠與社會、地理、歷史科學科中

⼼、國教輔導團及各縣市原住⺠族教

育資源中⼼合作，推動辦理原轉師資

培訓課程、教學增能系列計畫，以原

原住⺠族代表夏本．嘎那恩發表演說 

（取⾃總統府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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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為主題，分享基本觀念、教學策

略、參考資料等不同內容，協助參與

的第⼀線教師，妥適地將原轉意識融

入教學之中。以上⼯作期待深化原轉

意識，並進⼀步發揮外溢效應，從老

師、學⽣向外擴及⾄家⼈、社會層

⾯。 

⽬前正值本計畫推動期間，已進⾏

初步與原轉主題及教科書相關資料之

檢視，以供為原轉巡講團培訓課程及

原轉教學增能課程之教材參考資料。

計畫執⾏⽅案亦邀請公⺠與社會、地

理、歷史科學科中⼼及中央輔導團

（社會領域）、學校第⼀線教師代表

召開諮詢會議，針對本計畫⼯作項

⽬，盤點整理現有資源並找尋適合的

執⾏策略，以聚焦執⾏⽅式。 

即將於2022年3⽉24、25⽇開辦

的「原轉巡講團師資培訓」，主要聚

焦於深化落實「原轉意識」，其課程

內容之規劃則是邀請原轉會第⼀、⼆

屆五個主題（⼟地、⽂化、和解、語

⾔、歷史）⼩組召集⼈或⼩組成員，

分別與各⼩組代表針對其前兩屆各⼩

組成果及上述盤點基礎資料綜整內

容，進⾏討論並共同規劃原轉巡講團

師資培訓之課程內容。參與培訓者須

完整參加三階段課程，且完成各階段

所交付作業，即授予培訓證書，成為

原轉巡講團師資。其任務為屆時須配

合原轉巡講活動，擔任原轉主題教學

增能研習之講師。 

本次培訓課程分為三階段，預計於

2022年上半年度完成。第⼀階段課

程⽬標為原轉意識的認識，⾸先認識

原住⺠族轉型正義的基本概念，亦分

別介紹原轉會第⼀、⼆屆五個主題⼩

組（⽂化、⼟地、語⾔、歷史、和解

⼩組）所完成的⼦題研究、新課綱及

促轉會相關內容。課程作業為請學員

以本階段課程資料為輔，設計⼀份原

轉融入式教案。第⼆階段課程⽬標則

為原轉意識融入課程，學員繳交原轉

融入式教案，並於課堂中分享設計概

念，與學員進⾏意⾒交流。課程作業

為學員於課後繳交修正後的教案，本

計畫接續進⾏教案審查作業。 

最後，第三階段課程⽬標為協作完

成原轉巡講資料及規劃原轉主題教學

增能研習課程，參酌前⼀階段的教案

審查意⾒，除了學員修改各⾃教案

外，各組需分別協作其學科及其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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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轉巡講公版簡報，以及共同規劃原

轉主題教學增能研習課程。屆時完成

之教案與公版簡報，即可上傳⾄國教

署提供之相關平台，除了成為原轉巡

講團的課程資料外，亦可供第⼀線教

師參考。 

原轉巡講團培訓時針對各

科討論之內容為主，分享

原轉基本概念、提供參考

資料及教學策略 

完成原轉巡講團師資培訓後，接續

將分別與公⺠與社會、地理、歷史科

學科中⼼、國教輔導團及各縣市原資

中 ⼼ 合 作 ， 預 計 ⾃ 2 0 2 2 年 9 ⽉ ⾄

2023年1⽉期間，分區辦理21場次之

「原轉主題教學增能研習」，由完成

培訓之原轉巡講團成員擔任講師，⾄

各地區進⾏每場次半天之研習課程。

課程⽬標為向⾼國中各校教師推廣原

轉意識並妥適地將其融入教學中。課

程內容則以原轉巡講團培訓時針對各

科討論之內容為主，分享原轉基本概

念、提供參考資料及教學策略。⽽為

促使更多有志者加入深化原轉意識的

⾏列，在研習進⾏同時並辦理「原轉

教案徵件活動」，⿎勵對原轉議題融

入課程有興趣者進⾏教案撰寫，預計

徵得50件。本計畫亦將協助送審，

經審查通過者，除給付稿費以茲⿎勵

外，審查通過之教案皆會上傳⾄國教

署提供之相關網路平台，提供第⼀線

教師參考與使⽤。 

轉型正義是長期的社會⼯程，本計

畫亦期待透過以上深化原轉意識的⼯

作，能夠讓臺灣社會距離「族群主流

化」的理想越來越近，透過教育功能

發揮效益，期盼能具體落實多元尊

重、和諧共榮的最終⽬標。 

雖然⽬前「原轉巡講團師資培訓」

已截⽌報名，但對「原住⺠族歷史正

義與轉型正義」主題有興趣者，之後

還可以參加2022年9⽉⾄2023年1⽉

於各地區辦理之「原轉主題教學增能

研習」，屆時可再關注教育部國教署

（https://www.k12ea.gov.tw/）或

國 立 東 華 ⼤ 學 原 住 ⺠ 族 發 展 中 ⼼

（https://c045.ndhu.edu.tw/bin/

home.php）發布之報名消息。歡迎

⼀起加入推動原轉的⾏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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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轉巡講團師資培訓

  “  為深化原住⺠族歷

史正義與轉型正義（以

下簡稱原轉）內涵，推

動⾼級中等以下學校第

⼀線教師更加認識原轉

主 題 ， 國 教 署 預 計 以

國、⾼中之在職教師為

主要對象，推動辦理原

轉師資培訓課程及教學

增能系列計畫，以原轉

為 主 題 ， 分 享 基 本 觀

念、教學策略等多元內

涵內容，以協助參與之

第⼀線教師，將原轉意

識融⼊教學之中。  ” 

本⽂由「推動在職教師進修原住⺠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主題相關課程計

畫⼯作團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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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科學與⽂化 

對話： 
教師專業成長 
與課程發展歷程 
⽂／嘉義縣立⺠和國中蔡明哲老師 

從都市來到嘉義縣阿⾥⼭⼭

腳下，⾯對每天作業缺交習

得無助感的孩⼦ 

三年前，我從新北市市區學校成功

界聘到嘉義縣阿⾥⼭⼭腳下的偏鄉學

校，第⼀年我擔任國中三年級的後⺟

班導師，⾯對每天作業缺教習得無助

感的原住⺠鄒族學⽣，我幾乎都還來

不及⽣氣，就得想辦法如何讓原住⺠

學⽣考上好的學校，原住⺠族的學⽣

因為有鄒語中級的資格證明，都有在

升學上的加分及保障，但在學校陪伴

孩⼦⼀段時間之後，我卻發現⼀個很

嚴重的問題，學⽣即使達到可以錄取

國立嘉義⾼中及國立嘉義女中的成

績，卻沒有勇氣選擇⼤眾眼光中的⼀

流學校，他們害怕⾃⼰到了⼀流的學

校會沒有與其他⼈競爭的能⼒，要犧

牲⼤量⾃⼰的休息時間，原住⺠族的

國三學⽣很顯然遇到的問題是–不曉

得為什麼要讀書？讀書可以替⾃⼰帶

來什麼？如果真的上了好學校可以畢

業嗎？這些問題都不是老師上課⿎勵鄒族達邦部落汪啟德頭⽬教學鄒族趕⿃器 

（蔡明哲老師提供）

鄒族達邦部落汪啟德頭⽬教學鄒族趕⿃器 

（蔡明哲老師提供）

2019 年參加 WOLF 模組班【台東場】 

（蔡明哲老師提供）



13

第⼀線教師經驗分享	 ⼗⼆年課綱原住⺠族教育議題電⼦報｜2022年4⽉19⽇｜第⼀期

他們往好學校走，學⽣就會願意堅持

讀書，犧牲⾃⼰玩電動的時間來翻轉

⼈⽣道路，更何況當都市的孩⼦在補

習練習題⽬時，原住⺠的學⽣還要練

習族噢，這些可是要佔據他們很多的

時間，並且要有老師教學，因此有許

多原住⺠的孩⼦離開了部落就遠離了

⾃⼰的⽂化，成為了失根的蘭花。 

國立清華⼤學傅麗⽟教授⼀

句話震撼了我：「原住⺠就

是天⽣的科學家。」 

2019年冬天我受朋友的邀請即⿎勵

報名參加國立清華⼤學傅麗⽟教授舉

辦的108學年度「12年國教原住⺠族

⽂化科學模組製作研習班」台東場，

研習⼀開始傅麗⽟老師就⽤⼀句標題

震驚了我：「原住⺠就是天⽣的科學

家。」 

起先震驚我的原因是原住⺠的學⽣

在學習國中理化及國中⽣物時，成績

均並非頂尖甚⾄有許多學⽣在學科學

習上是中偏弱的等級，成為老師眼中

的學習低成就學⽣，要如何讓每⼀位

教師深信原住⺠就是天⽣的科學家

呢？其實科學家這三個字在我內⼼代

表著專業，原住⺠的學⽣真的是科學

家嗎？或者原住⺠的學⽣未來可以成

為科學家嗎？研習當中，傅麗⽟教授

三天兩夜均在活動會場陪伴我們⼀群

科學教師產出原住⺠的教案，每⼀份

教案均是傅麗⽟教授陪伴我們⼀個字

⼀個字修改到好，這是我第⼀次認識

W O L F 模 組 （ W o r l d - v i e w 

Oriented Learning Framework：

世界觀導向的教學模組)，並且體會

到什麼是以原住⺠知識體系為主體的

科學教育教學，這些專業並不是我們

在師資培育的時候就具備教師專業能

⼒，⽽且如果教師不具備這樣的專業

⼜如何啟發原住⺠族學⽣的科學學習

呢？現在的老師都知道建構式主義在

科學教育的重要，108課綱更是要每

⼀位⾃然領域的教師都具備教學科學

2021 年參加 WOLF 模組班【台南場】 

（蔡明哲老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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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與實作的能⼒，⽽最基礎的建構

式主義教學，維⾼斯基Vygotsky就是

應該要從學⽣的⽇常⽣活經驗開始教

學 ， 才 能 達 到 學 ⽣ 的 進 側 發 展 區

（ Z o n e o f P r o x i m a l 

Development，簡稱ZPD），⽽原住

⺠學⽣的⽇常⽣活經驗不就是他們的

⽂化嗎？因此激起我也願意學習並且

深耕原住⺠族科學教育，⼀連就從

W O L F 模 組 班 - 台 東 場 ， 接 著 報 名

WOLF模組班-嘉義場及WOLF模組班

-台南場，參加了三場每⼀場老師的

研習學習到的知識都是更新的，並且

這些產出的WOLF教案都是能實質帶

給學⽣素養且能實施於課室的技能。 

從國立東華⼤學舉辦的原住

⺠族雲端科展看⾒契機 

從傅麗⽟老師的WOLF教案研習班

拿到證書到學校後，我開始認真思考

原住⺠學業低成就的學⽣雖然沒辦法

在學習成就測驗上拿到好分數，依據

多元智能的精神是不是比較具有實作

或實驗的天賦呢？於是我開始在校內

⾃願帶領班級原住⺠族學⽣參加原住

⺠族雲端科展，我發現原住⺠的低成

就學⽣在實驗上的確和⼀般教師認為

的⼤同⼩異，並沒有特別突出，因為

科學實驗也並不是原⺠學⽣原先就會

的技能，他們也需要花很長時間學習

⻄⽅科學知識，但只要有老師願意投

入帶領學⽣學習的⾏列，學⽣⼀樣可

以到達到預期標準，甚⾄超出預期。 

但是經由三年時間的投入我發現原

住⺠學⽣在原住⺠族雲端科展的表現

上就相當的突出，學⽣比⼀般的學⽣

還要更認識原住⺠的⽂化甚⾄，甚⾄

當辛苦的研究成果被看⾒時，這樣的

⾼峰經驗更加深原住⺠的學⽣對於⾃

⼰⽂化的認同。從前年我第⼀次帶著

學⽣搭公⾞到阿⾥⼭達邦部落到現在

帶領原住⺠雲端科展第三年，我逐漸

敬佩原住⺠的智慧且深深相信原住⺠

帶學⽣參訪打⼿機鄒友善農業新美部落 

（蔡明哲老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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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化得以延續是需要科學知識的⽀

撐且原住⺠族是有科學及科技的，這

些原⺠族科學知識是原住⺠社會相互

影響的。這些祖先的⼭林智慧原住⺠

族學⽣學習的速度的確比⼀般非原住

⺠族學⽣快速，且原住⺠族學⽣對於

⾃⾝⽂化的深入探討意願明顯⾼於其

他學⽣，⽽且因為原住⺠族雲端科展

的比賽機制，非原住⺠族的學⽣也願

意投入原住⺠族的科學研究，甚⾄對

於原住⺠族祖先的智慧更加敬佩，⽂

化之間均是平等的，非原住⺠族的學

⽣也應該有機會學習原住⺠的知識，

並且學習讓原住⺠的科學知識與課內

⻄⽅科學知識對話，並了解兩⽅科學

本質上的異同。 

若是推廣課程能成就更多學

⽣，全⺠都應該要原教 

從雲端科展的推廣經驗，我發現原

住⺠的科學知識很多都是可以禁得起

⻄⽅科學驗證的，但其科學的研發觀

點卻與⻄⽅科學知識追求最佳化並不

相同，反之卻將⽣態環境保育知識納

入考量，因為原住⺠敬天敬⼟的精神

相當的前衛，這些在100多年前就存

在的知識，與現今聯合國所提SDGS

永續發展的精神相符，⽽這些⼿⼯藝

若沒有經由專⼈保存或推廣都將隨著

族⼈⼤量前往都市發展⽽消逝，因此

我就開始將原住⺠科學知識融入的我

的⾃然課，不論在⽣物或理化都可以

讓學⽣認識原住⺠族科學寶貴的知

識，⽽最讓⼈覺得敬佩的是祖靈的科

學設計本質維與⼤⾃然共存共榮的系

統化設計，順天⽽非逆天，系統化⽽

謙卑的⾃然觀察，在科學史上不求名

不求利將知識的所有權分享並歸於祖

先的智慧，這不就是最值得推廣的素

養嗎？因此，於是去年我加入了嘉義

縣原住⺠教育資源中⼼，找到了對原

住⺠教育⼀樣有熱情的原教中⼼官志

隆校長及洪龍⽉主任，我們從⾃然跨

2020 年參加 WOLF 模組班【嘉義場】 

（蔡明哲老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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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國⽂⼀同進⾏課程設計，以WOLF

模組為基礎實施鄒族趕⿃器的課程於

校本課室，並實際將鄒族趕⿃器的精

神及製作⽅式分享給國際的友⼈，將

這個寶貴的知識推廣出去，這樣符合

108課綱探究與實作精神的教案，我

們跨域共備將其整理並且撰寫投稿，

獲得全國110年原住⺠優良⽂化教案國

中組【優等獎】的殊榮，題⽬為：

「當巴耶苳烏（Ba’e ton’u）遇⾒虎

克-從鄒族⼿持趕⿃器科學探究教學

探索跨族群原住⺠族⼟地智慧及科學

本質」，⽽學⽣因為進⾏課程⽽逐漸

不再畏懼科學學習，進⽽前往嘉義縣

課程博覽會進⾏分享鄒族趕⿃器的製

作其精神，讓更多⼈了解鄒族祖先的

智慧，學⽣也了解唯有更了解⾃⼰的

⽂化，欣賞⾃⼰的⽂化，才能更有⾃

信的與別⼈「站⿑」，不斷學習與分

享就是成長的動⼒。 

跨域邁向素養導向：教師就

是傳遞原住⺠族知識體系最

強⽽有⼒的媒介 

經過這三年的教師專業成長，我發

現獲得最多的是我⾃⼰，我雖然不是

原住⺠，卻從原住⺠知識體系學習最

多，不論是知識、技能還是態度，原

住⺠⽂化教育真的是塊巨⼤寶藏，⽽

且原⺠⽂化仍然持續在發展，不同的

觀點進⾏挖掘就會產出不同的寶藏，

就像傅麗⽟老師常說的原住⺠知識是

研究300輩⼦也研究不完的⼀個⼯

作，是非常有價值且值得投入的⼀項

事業!也謝謝國立東華⼤學原住⺠族

協作中⼼就在我想要推廣原住⺠教育

給嘉義縣的教師⼀同分享這塊⼤寶藏

時，立刻給予我們嘉義縣原⺠教育資

源中⼼極⼤的協助，辦理⼗⼆年課綱

部定領域課程原住⺠族教育議題學習

內容教案設計⼯作坊，實際帶領嘉義

縣24位中⼩⾃然、社會及藝⽂領域

2022 國立東華原住⺠協作中⼼嘉義⼯作坊 

（蔡明哲老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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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師，偕同並且分科進⾏教案設

計，活動結束後仍有許多教師期待有

更深入的教學研習來到嘉義縣，這樣

機會也看到原住⺠族的教育只要適切

的被引導，是有很多縣內的老師願意

進⾏課程設計，並且⼀同進⾏教師專

業成長，⽽這樣良善的量循環，就可

以讓更多學⽣從中獲得更多的成長，

這⼀點⼀滴的努⼒就會是改變世界的

⼒量，相互學習欣賞的氛圍就會是台

灣多元⽂化平等的幸福標誌。◈◈◈

全國原住⺠⽂化教案比賽榮獲優等獎 

（蔡明哲老師提供） 

向嘉義縣長及社區⺠眾分享鄒族趕⿃器課程 

（蔡明哲老師提供）

傅麗⽟老師實際帶領學員利⽤電腦進⾏投稿 

（蔡明哲老師提供）
陳麗惠校長分享藝⽂領域原⺠跨域課程 

（蔡明哲老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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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教育 
的過去、現在 

與未來 
（暨參考教案分享） 

⽂／宜蘭縣立南澳⾼中哈寶兒‧瓦它老師 

「原住⺠族教育」在近年成為學術

界討論的流⾏議題，但是從⾝為原住

⺠族的⾓度來檢視，原住⺠族教育的

討論必須從純粹的政策改變昇華到對

⾃我族群的發展與認同。何謂教育?

是每位教育⼯作者從培育⾄進入教育

現場⼀直不斷出現的問題；相同地，

何謂原住⺠族教育?也是⾝為原住⺠

族教育⼯作者⼀直不斷反思的問題之

⼀。然⽽從原住⺠族教育的發展脈絡

中能夠理解、體認到其族群⽂化和建

構知識體系的急迫性。 

原住⺠族教育的發展必須放在⼤尺

度的原住⺠族發展下進⾏檢視，才能

夠更貼切、更符應原住⺠族在主流社

會系統中的處境和困難。⾃1980年代

的原運為始，不難看⾒原住⺠族的菁

英份⼦為了爭取權利與更重要的權

⼒，透過許多的組織運動，期許政府

能夠做正確的決策。所以正名運動、

還我⺟語運動、還我⼟地運動等，讓

原住⺠族權利得以被實踐。不過在教

哈寶兒‧瓦它老師在南澳⾼中原住⺠專班上課 

（哈寶兒‧瓦它老師提供）

1988年，各族原住⺠上街要求國家歸還⼟地 

（取⾃今周刊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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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範疇內，重要的原住⺠族教育法

於1998年提出⿎勵⼤專院校設立⺠族

學院、以及各級政府視地⽅需求設置

原住⺠中、⼩學或是⼀般中、⼩學設

置原住⺠族教育班，藉此能夠符應到

原住⺠族教育主體的展現；如同周惠

⺠（2011）等學者將原住⺠族教育政

策分為三⼤時期：同化融合時期、多

元開放時期以及主體發展時期中的主

體發展時期，以原住⺠族作為主體從

政治、社會、⽂化與教育等層⾯皆有

相關法律的保障和督促，才得以發展

出新的原住⺠族教育處境。2019之後

迄今，原住⺠族知識體系的建構成為

原住⺠族發展的重要議題，尤其在原

住⺠族教育範疇影響更甚。 

⾄今原住⺠族教育發展除了從原住

⺠族重點學校更強調「原住⺠族⽂化

知識」的累積之外，也增加了「全⺠

原 教 」 的 ⽬ 標 。 因 此 在 1 0 8 課 綱 之

後，賦予學校教育很多的彈性可以發

展校本課程，以凸顯學校的特⾊；然

⽽在非原住⺠族學校則是極⼒的以全

⺠原教為⽬標，舉辦許多的研習會

議，欲從教育現場的第⼀線教育⼯作

者著⼿，試圖強化族群主流化的概

念，以達到原住⺠族教育的⽬標，這

也是⽬前原⺠教育正在進⾏的重⼤⼯

程之⼀。 

從漂流在歷史中的台灣原

住⺠族到台灣歷史脈絡中

的台灣原住⺠族 

「台灣歷史400年」是主流社會的

說法，其中忽略了⼀直存在於台灣歷

史中的原住⺠族。台灣的歷史不只

400年，⽽是上萬年。然⽽這些誤解

和謬論該如何受到平反，就得從教育

做起。原住⺠族教育在108課綱的推

展過程中，得以讓原住⺠族⾃⼰發

聲，藉由⾃⼰的觀點來說⾃⼰。課綱

中與原住⺠族相關的條⽬，尤其在社

宜蘭南澳反核廢存置場 

（取⾃ https://www.civilmedia.tw/archives/32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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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領域(歷史、地理與公⺠)將原住⺠

族相關的議題融入在課綱中，期待能

夠加長、加深社會領域的範疇，另外

也試圖加寬台灣原住⺠族與國際間原

住⺠族共同經驗的理解。例如條⽬：

歷Fa-Ⅳ-3國家政策下的原住⺠族為

例，此條⽬若要發展成課程時，能夠

從幾個⽅向來思考；其⼀能夠從1945

年移入的中華⺠國統治體制以及其後

的⺠主化運動過程中，台灣原住⺠族

所扮演的⾓⾊為何；其⼆也能從⼆⼆

八事件與⽩⾊恐怖中，台灣原住⺠族

所⾯臨的窘境甚⾄菁英份⼦為了爭取

⾃治的後果，到了當代如何為這些受

難者和受壓迫者得到平反的機會?；

最後回到原住⺠族主體，檢視在國家

政體之下，原住⺠族在社會、經濟、

⽂化、語⾔和教育，皆有共同的創傷

與噤聲，所以必須從「教育」的途徑

讓主流社會更理解，甚⾄達到族群主

流化的⽬標。 

在筆者的教學經歷曾經以歷Ba-V-

2當代原住⺠族的處境與權利伸張條

⽬進⾏教案撰寫（如附件⼀）。其中

運⽤的是當代原住⺠議題作為引起動

機的案例說明─亞泥案與蘭嶼反核

廢，甚⾄是以宜蘭南澳反核廢存置場

的社會議題融入在課程中。另外相關

⽂獻選讀謝世忠《後認同的汙名的喜

淚時代：台灣原住⺠前後臺三⼗年

1987-2017》其中的第⼀⾄三章作為

認識原住⺠運動脈絡的參考資料，期

待加長學習者對於當代原住⺠族發展

的脈絡。最後則是由世界咖啡館的模

式，選定與原住⺠⼟地議題為討論主

題，教學者則扮演的是引導者和整合

者，最後以⼈權的⾓度和轉型正義的

概念來理解當代原住⺠族所⾯臨的處

境。 

謝世忠《後認同的汙名的喜淚時代》書影 

（取⾃誠品網路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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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108課綱的實⾏，著實讓原住

⺠族教育得以呈現與過去不同的樣

貌，甚⾄能夠從原住⺠族⾃我的觀點

來 說 ⾃ ⼰ ， ⽽ 不 是 歷 史 中 的 「 他

者」，確實讓原住⺠族展現了主體

性。因此實驗三法的加強作⽤，使得

⼀般教育體系⼜有了另⼀種教學模式

與課程規劃：原住⺠族實驗教育。 

實驗教育中的原住⺠族，實

驗成為原住⺠族；還是原住

⺠族成為實驗？ 

實驗三法的實⾏讓原住⺠族教育的

推展有另⼀種可能性。學校型態與非

學校型態的落實實驗教育的作法，都

讓具有原住⺠族⽂化意識的課程得到

更多的發展空間。以筆者所任教的中

學為例，本校是以學校型態的專班模

式進⾏原住⺠族⽂化知識課程，因著

108課綱促進原住⺠族意識課程內容

的產出，實驗教育之下的學校型態的

原專班課程能夠有多次的修正與實

作，進⽽讓具有原住⺠意識的知識與

課程深化並且更符應原住⺠族教育的

⽬標。 

但是實驗教育中的原住⺠族定位為

何？也是許多原住⺠族教育前輩正在

擔憂的問題。原住⺠族實驗教育的宗

旨是要原住⺠成為原住⺠；還是讓原

住⺠族成為被實驗的那⼀群⼈？以筆

者在專班授課三年多的經驗來說，實

驗教育的彈性度著實讓原住⺠族教育

得以有更多的空間發展與落實。然⽽

在實作的過程中，即使名稱為實驗教

育，但是其中的內涵並不是如此。⽂

化課程的設計與發展，對筆者和校內

任課教師來說，其過程中也是不斷地

回溯⾃我⽂化，進⽽有強⼤的⼒量繼

續把泰雅族傳統知識轉化在體制內的

教育系統中，企圖重新建構屬於⾃⼰

⽂化的知識系統。所以實驗教育並不

是教我們如何成為原住⺠族，也不是

把原住⺠族成為實驗的項⽬；⽽是原

住⺠族藉著實驗教育的彈性機制，將

長期被忽略的原住⺠知識能夠透過原

住⺠族⾃⼰轉化成為新的教育系統與

內容。 

原住⺠族之於實驗教育，甚⾄108

課綱後的原住⺠族學習內容條⽬的運

⽤，雖然能夠補⾜原住⺠族教育所缺

乏的教學教案，但是⽂化內涵的底蘊

還是需要更多的⼈投入，才不會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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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教學教案⽽失去⽂化原有的內

涵。 

108課綱後的原住⺠族教育 

回到本⽂的108課綱教案撰寫的⼼

得，筆者從事教育10幾年，長久以來

都是以主流社會的知識在課堂中講

述，曾經想過這些知識背後的意識形

態和結構是與⾃我⽂化有距離的，甚

⾄懷疑⾃⼰是不是成為所謂的「壓迫

者」。巴⻄籍的批判教育學家Freire

在其《受壓迫者教育學》著作中，提

到教學者、學習者之間的相互關係以

及其⾓⾊的定位。教學者如同壓迫者

般只想要維持接受教育對象的單⼀

性，⽽實⾏控制思考與⾏為；⾄於受

壓迫者則是從這樣的困境中激發出批

判意識，並且試圖抗爭恢復⾃⼰該有

的 權 ⼒ ， 這 就 是 受 壓 迫 者 的 覺 醒

（conscientizacao）。再者，在過

去的教育脈絡中，原住⺠族的歷史⽂

化是被忽略的、碎片與零碎化的特

質。然⽽近年原住⺠族意識抬頭加上

教育政策的適度放鬆的處境下，原住

⺠知識系統的建構就成為了⽬前最急

迫的事情。誰必須要覺醒?如同另⼀

位批判教學家Giroux 提出教師作為

「轉化型知識分⼦」，就該把這些知

識內化後進⽽傳授給學習者。所以在

原住⺠族教育中最重要的關鍵⼈就是

每⼀位在教學現場的教師，在教學場

域中試圖去消除壓迫與⽀配的窘境。 

近年的教育政策轉變也是台灣原住

⺠族教育的變⾰契機，除了更強化⾃

我族群對⾃我⽂化內涵的了解與體現

之外；也開始推展「全⺠原教」的概

念，試圖讓主流社會理解原住⺠族⽂

化以及其歷史脈絡，才能有正向的認

知與了解。成為覺醒者、轉化型知識

分⼦是對⾃⼰以及⾝為原住⺠族教學

者的期待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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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參考教案 ⽂／宜蘭縣立南澳⾼中哈寶兒‧瓦它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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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參考教案（續） ⽂／宜蘭縣立南澳⾼中哈寶兒‧瓦它老師

2 

l 學習活動： 

1. 從原住⺠族基本法的介紹開始，讓學習者理解其法規的精神。尤其在第21
條：「政府或私⼈於原住⺠族⼟地或部落及其周邊⼀定範圍內之公有⼟地從
事⼟地開發、資源利⽤、⽣態保育及學術研究，應諮商並取得原住⺠族或部
落同意或參與，原住⺠得分享相關利益。」必須強調說明之。 

2. 教學者可以透過原住⺠研究者的書籍摘錄作為討論的議題：(節錄) 

a. 謝世忠《後認同的汙名的喜淚時代-台灣原住民前後臺三十年 1987-2017》1 

其中有幾個章節可以做為認識原住⺠族運動脈絡的參考資料。(第⼀～三章)  

3. 在討論當代議題的當下，教學者也必須在其中加入原住⺠族權利的發展脈
絡。從原住⺠族權利促進會發展⾄現今的⾏政院原住⺠族委員會的歷史進
程，以及現今的原住⺠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的設置，是在甚麼樣的
背景之下⽽立。 

～第⼀節結束～ 
 

30 
min 

 
 

～第⼆節開始～ 

l 世界咖啡館模式： 
原住⺠族相關議題在⼀般課堂上比較無法讓學習者深入探討與討論。因此

教學者本⾝可以先從原住⺠族的相關法規(尤其原住⺠族基本法)的理解，再帶
入到課堂中的案例進⾏分析與討論。所以在學習者的回饋當中，可以透過分組
進⾏「世界咖啡館2 」模式，找出⼀則與當代原住⺠族權⼒（⼟地、教育、經
濟或者⽂化權）有關的新聞案例，作為討論的主題。教學者在其中必須是⼀位
積極聆聽者，適時的調整討論的⽅向以提升學習者的參與度。 
 

30 
min 

 
 

l 學習回饋： 

由桌長整理所討論議題的結果抑或是經由集體參與⽽發展出的觀點，並且
發表出來。教學者也必須在其中適時的給予回饋，進⽽形成與學習者產⽣對話。
最後還是要回到當代原住⺠族權⼒的發展以及所⾯臨的處境，讓學習者可以從
⼈權的⾓度以及轉型正義的概念來深入理解原住⺠族的問題。 

～第⼆節結束～ 
 

20 
min  

 

 
1 （2017），台北市；玉山社。 
2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E5%92%96%E5%95%A1%E9%A4%A8
_(%E8%A8%8E%E8%AB%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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