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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處於族群、性別與階級多重建構的系統，面

臨的是性別分工的原住民族夫權體制與父權體制

（黃淑玲，2004；趙善如，2003）。在探討如何提

升女生科學學習興趣的同時，應有必要探討處於弱

勢中的弱勢的原住民族女性與科學之間的關係如

何？原住民族女性在科學學習中的情況如何？

LAWA 不只會做手工藝、當老師、當護士

教育部八十八學年度統計資料顯示原住民大學生

的男女人數比為 45：55。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01 年原住民族就業狀況調查發現，教育程度是專

科者，女性為 8.2％，男性為 6.8％；教育程度是大

學者，女性為 4.1％，男性為 4.0％。相較於原住民

族男性，原住民族女性努力於提高本身的階社會階

級以及部落中的性別地位，因而其學習動機較強，

學習成就也比較高，有較多的原住民族女性比原住

民族男性接受高等教育 ( 趙善如，2003）。雖然如

此地努力，現有的原住民族的教育措施，以及夫權

與父權文化的體制，讓原住民族女性在高等教育領

域的選擇上仍然非常有限。

長久以來，政府的原住民教育措施隱含族群與性

別刻板印象，保障原住民學生名額甄選或招考的管

道，多侷限於技職教育，使得多數原住民女生被引

導而選擇就讀特定的領域，尤其是護士領域。例如

長庚護專、慈濟護專、慈濟技術學院等護理科以原

住民族女生為主要單獨招生對象。筆者近日還看到

一則某一地方政府舉辦原住民族青少年的職涯參訪

活動，規劃到某職訓中心、某連鎖咖啡門市介紹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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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科學，我們會想到什麼？談到科學家的性

別，我們會想到的是男性還是女性？相對於男性科

學家，女性科學家仍然是相當少數。雖然這幾年大

家開始注意到科學似乎是男生的天下，也努力在科

學教育以更多元化的學習方式，引導更多女生進入

科學領域，但是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女學生在科

學教育環境中仍未受到充分的鼓勵（翁榮源、李孔

文和王若宜，2004；林曉芳，2009）。2010 年《天

下》雜誌以國高中學生為樣本分層抽樣問卷調查

2654 份，回收率 83％，調查結果顯示，有七成的

台灣國高中生對科學感到興趣，但男女生的科學學

習的自信與興趣的確存在差異，男學生對於科學學

習存在著「較高的動機與較強的自信」傾向，相對

地，女學生的科學學習動機與自信較弱（吳挺鋒，

2010）。Kerger（2011）發現以對女性友善的情境呈

現的主題與概念，較能引發女學生的科學學習興趣，

不過並非所有女學生都對女性相關的主題有興趣，

而男學生也不一定完全沒興趣。因此，Kerger 建議

應該尊重不同性別學生的個別差異，透過性別化的

科學課程，採用多樣化的主題呈現科學概念，讓每

一位學生可以自己的興趣選擇學習方式，將有助於

提升女生持續的科學學習興趣。

談到科學家的族籍，我們會想到的是原住民嗎？

近年來，有關原住民族科學學習的研究日益蓬勃，

不同面向的相關研究呈現原住民族的自然智慧在科

學領域應有極高的價值與貢獻，但是在西方科學思

維的主導下，整體原住民族在科學學習的參與往往

被忽略。而台灣原住民族女性是社會結構中弱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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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服務作業流程及分享求職面試技巧。主辦單位認

為這種活動是在協助原住民族青年少「及早」認識

自己的職業性向、能力與興趣，提供原住民族青少

年就業準備與認識（林宜箴，2011）。但是這種作

法也同時窄化原住民族的職涯範圍並加深社會對原

住民族的刻板印象與。

在部落中，中小學教師被視為是一種適合女性的

職業。受到家人與部落集體長期的鼓勵，許多原住

民族女生選擇參加保送甄試師範院校，在此情況下，

雖然原住民族女生進入高等教育的機會得以提升，

但也同時限制原住民族女性的教育領域選擇。

台灣原住民族女性比原住民族男性更有機會接受

高等教育，但是原住民族女性的教育選擇與領域卻

受到侷限，加以部落的社會階級與性別地位的結構，

到底原住民族女性的科學學習狀況與原住民族男性

的科學學習狀況有何差異。部落的原住民族女性如

何學習科學？應該是值得開始探討的議題。

LAWA在部落的科學學習-「部落有衛星」

lawa 是泰雅族部落中非常普遍的女性名字，據部

落中耆老的說法，大部分名叫 lawa 的女性個性比較

大方而且勇於大聲說出自己的看法。本文用 lawa 這

個名字象徵本文對於部落婦女在科學學習上的努力

的敬意與期望。2007 年筆者研究團隊在某縣一個泰

雅族部落，和部落的族人辦裡一個為期十個星期的

「原住民大眾衛星科技學習班（暱稱：「部落有衛

星」）」。該課程與教材的第一階段為探索活動，

包括衛星影像判釋探討及 GPS 設備實際使用等操

作。第二階段為導入階段，於課堂搭配小組討論講

授教材。第三階段為應用活動，族人以輔導員身份

參與辦理「跨族群親子衛星科技學習營」，協助營

隊之各分組學習衛星科技及使用衛星影像與 GPS。

參與「部落有衛星」的族人依照個人意願分成八

組，並以泰雅族語為小組命名，各小組的名稱非常

有趣，包括：Byhoq、lokah‧su、Mnkis（老人）、

Mrkyas、Sayun、Tminun、Yata、塞互依（芋頭）。

這種分組與命名方式，讓參與的族人對於本課程有

更強的認同感。課程的教學時間是在週日的教會禮

拜之後的下午，每一次上課時間約 2 小時。筆者在

課後提供自製小點心，讓族人在下課後一邊吃點心，

甚至一起整理田柿園，一邊進行非正式的討論。整

體課程充滿互助與合作的學習氛圍。

教學影片及雙向討論方式亦深受歡迎，有關 GPS

及衛星影像之電影所擷取片段及有關衛星科技教學

DVD 片段，先播放供族人觀賞後，然後立刻進行情

節討論。衛星影像判讀標示活動，讓每一組看著自

己部落的衛星影像圖，找到自己有興趣的地點，以

泰雅族語說故事，並且在衛星影像上共同標記住戶、

設施、景點和故事等資料，最後八組再彙集成總圖，

再經過整體討論後定稿，完成部落主題式衛星影像

圖 2.「部落有衛星」課程的小組討論圖 1. 族人用衛星影像圖製作部落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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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

GPS 衛星定位技術與路徑記錄器之使用的活動

係透過一個尋找「飛鼠聖杯」的遊戲，讓一群來自

平地的大學生參與此項遊戲。在活動前請一位族人

將「飛鼠聖杯」寶物藏在部落山林中某地點，並以

GPS 衛星定位該地點。活動當日將定位數據與 GPS

交給參加遊戲的大學生，在特定的時限內找到寶物。

電線桿台電 ( 地理座標 ) 碼的學習，係透過讓族人檢

視部落電線桿上之台電地理座標碼，學會如何換算

成二度分帶地理座標。最後在課程結束時，以平地

的非原住民族群為對象，籌辦一個「跨族群衛星科

技親子營」，由族人擔任輔導員，引導參與的平地

民眾在部落的自然環境中學習人造衛星科技。

課程之前後測問卷與出席統計顯示，「部落有衛

星」男女出席次數有顯著差異，女生的出席次數比

男生出席次數高。有關人造衛星對於日常生活的重

要性，選擇「非常重要」的比例，女性比男生高，

女性為 72.7％，男性為 54.5％。而有關人造衛星知

識對於發展部落文化旅遊是否有用，男女認為非常

有用的比例均為 90.9％ 。女性對於科技與日常生活

的關係，有較高的關切。

族人認為自己最喜歡的「部落有衛星」課程活動

項目，男女有相當差異。男性族人的所喜歡的課程

活動項目分布較集中在少數幾個項目，女性族人所

喜歡的課程活動項目分布較多樣化且平均（表 1）。

男性族人最喜歡的課程活動項目，依照比例由高至

低為「用電線桿計算座標」、「聽課」「學習操作

GPS」、「帶營隊」以及看影片。女性族人最喜歡

的課程活動項目，依照比例由高至低為「用衛星影

像標示部落地點」、「學習操作 GPS」、「用電線

桿計算座標」「課堂小組討論」以及「一起吃點心」，

其中「用衛星影像標示部落地點」為 14.9％，其它

均為 12.2％。女性族人比較喜歡與部落有關、動手

操作而且是合作情境中學習者彼此互動的課程活

動。

在部落辦衛星科技營隊時，族人認為自己可擔任

的工作項目中，男女有相當差異。男性族人所選的

工作項目分布較集中，最喜歡「小隊輔導員帶營隊」

與「解說電線桿計算座標」的工作。女性族人的所

選的工作項目分布較廣，大多喜好「照相」與「提

供泰雅工藝教學」的工作項目（表 2）。

有關人造衛星對日常生活的重要性，較高比例的

女性學員認定其重要性。對於在部落辦理相關的營

隊時可以擔任的工作性質，女性學員反應多樣化，

而男性則偏好「擔任輔導員」。有關「安排水田部

落的族人擔任講員到其他部落去講「部落有衛星」

的課」，男性接近一半表示願意，但是女性則傾向

試試看。顯示女性學員需要更多的鼓勵，以提升其

自信心。

幾位女性族人提到的學習心得如下：

LAWA 愛科學：在「部落有衛星」看見的原住民族女性科學學習

圖 3. 「部落有衛星」課後一起整理甜柿園 圖 4. 筆者負責煮「部落有衛星」課後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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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的知識，希望對我及 xx 部落有所見聞增長，感謝

張博士及傅老師的愛護。」

H 說：「部落有衛星，剛開始真的有點陌生，只

有在氣象報告的時候才看到。自從上了這六次課程

之後，雖然有些課程細節記不太清楚，不過透過影

片，加深了我們許多的記憶。部落的衛星影像，我

是第二次看到，只有今天自己標示，才慢慢去熟悉

部落的一些位置。所以，我覺得不但要有理論，更

重要的是要實際去操作，才能加深我們對部落有衛

星的認識，謝謝張教授、傅老師、植汎熱心的教導，

讓我們原住民有機會了解衛星。」

「部落有衛星」研習班結業後，在「部落有衛星

II」擔任助教的部落婦女 C 說：「透過清華大學師

資培育中心，我來到了 XX 鄉參與「部落有衛星」

助教的工作。我想有機會能夠用助教的身分來到這

個地方，要感謝國科會張志立博士、清華大學傅麗

玉教授、以及清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的專任助理鄒

植汎，在去年幾乎半年的時間來學習「部落有衛星」

的課程，這課程對我們部落來說既是陌生又生硬的

課，但經過張博士的講解之後，對我以及部落的人

有相當大的幫助。對於助教這樣的工作，對我來說

是挑戰，因為不清楚自己要做什麼，所以是ㄧ頭霧

水，但在課堂中，隨著張教授的講課，慢慢調整自

己的心情，從中幫忙發放資料，整理資料，幫助學

員操作 GPS 尋寶遊戲，以及火柱密碼的解說。慶幸

的是學員們參加的人很多，在填寫資料的時候用了

S 說：「年過 51，第一次上衛星課，有幸太空中

心的張志立博士，給予我們這個機會，雖然非常的

陌生，卻是一個非常興奮的課程。想想少年時，曾

經上過的自然課，那已經是非常遙遠的事了，好高

興再次接觸，更是晉升到衛星課，好感動張博士給

圖 5. 族人準備擔任營隊輔導員 圖 6. 族人擔任營隊輔導員

表 1. 族人選四項自己最喜歡的「部落有衛星」課程活動

項目

表 2. 在部落辦衛星科技營隊時，族人認為自己可擔任的

工作項目

最喜歡的課程活動項目 女性比例 男性比例

一起吃點心 12.2 6.8
帶營隊 8.1 13.6
聽課 10.8 15.9
看影片 8.1 11.4
學習操作 GPS 12.2 15.9
用電線桿計算座標 12.2 22.7
用衛星影像標示部落地點 14.9  9.1
課堂小組討論 12.2 4.5

自認可擔任的工作項目 女性比例 男性比例

準備飯菜 7.3 2.6
小隊輔導員帶營隊 7.3 28.2
課程講員 9.8 7.7
主持晚會 2.4 5.1
提供民宿 9.8 5.1
表演節目 9.8 10.3
處理報名與接待業務 7.3 7.7
製作名牌與美術設計 4.9 2.6
錄影 7.3 0
照相 14.6 10.3
解說電線杆 GPS 密碼 7.3 12.8
提供泰雅工藝教學 12.2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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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的時間其中有好幾位已經是 70 歲的部落老人帶

著孫子 ( 孫子是幫忙看資料，並幫助老人資料填寫 )

來上課，不得不讓我欽佩這些老人家的學習精神，

在上課的互動中非常的活潑及生動，講師與學員的

問答之間也相當的有趣，隨著時間的消逝，很快的

這課程就到尾聲，我想這是有意義的ㄧ天，而且讓

我有在機會重新溫習，並且從課程中學習到活動的

流程，我想這是ㄧ個美好的經驗。我想再給自己一

個挑戰，上過這個課程的，不知道有沒有這樣的想

法，就是把自己部落的地圖擷取下來，利用小畫家

或 Autocad 來完成我的部落地圖，讓學習「部落有

衛星」的課程我，畫上一個完美的 end。」

LAWA 愛科學

Banks（1994）強調多元文化是為「自由」而教育。

在教育中尊重不同族群的文化，使不同族群的學生

發揮自我族群文化在學習上的優勢。運用文化的差

異性作為教學的資本，以學生的文化作為教學的資

產、資源。以學生的文化作為教學策略的起點，以

學生的文化背景瞭解學習風格，安排學習情境。從

多元文化教育的觀點，不同的族群與性別的科學學

習差異，不是科學學習能力的差異，而是因為科學

概念的呈現方式，也就是科學的學習方式或是科學

教學的方式。任何個體在科學學習上的差異應受到

公平的尊重，使每一個個體都能享有科學學習的權

益與自由。科學教育者應將個體在學習上的差異視

為科學教育的資源，加以充分運用，讓科學教學無

論是課程、教材教法甚至活動設計，都更多元化，

更為豐富。科學概念以不同的主題呈現，讓每個學

生可以自己興趣為出發點，學習科學，增加不同文

化族群以及不同性別的學生對科學的學習興趣。

Harding（1991) 認為科學和所有女性相關的學術

一樣，都應從所有女性的生活為出發點。科學知識

的產生與科學解釋自然的方式應跳脫過去的範圍，

站在女性生活的立場，從科學發展的社會脈絡中，

發展不同觀點。但是女性在不同的文化族群之間又

存在不同的差異，因此女性的立場應該是更多元的

LAWA 愛科學：在「部落有衛星」看見的原住民族女性科學學習

（甯應斌，1998）。原住民族部落的婦女與一般社

會的婦女之間所處的社會脈絡與生活經驗是不一樣

的。所面對的科學學習上，因性別而受到的影響也

是不同於一般主流社會的女性。

從參與「部落有衛星」課程的部落族人的反應可

見，部落婦女的科學學習情境更需要是部落生活文

化的情境，課程內容需要與生活有更密切的關連，

課程的學習活動設計需要更多元。「部落有衛星」

整體課程符合部落婦女的需求，因此其參與的積極

程度顯著高於男性族人。但是在擔任所學科學知識

的主講者或是輔導員的角色上，女性族人呈現猶豫

不決的現象，顯示女性族人需要更多的鼓勵，以提

升其自信心。

無論是在台灣或在國外，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

裡，婦女是部落知識的重要傳遞者，女性的身體、

內心、心靈以及心智中，有著與生俱來的知識。然

而，殖民主義、戰爭以及種族屠殺等暴力已經毀壞

原住民族文化的社會脈絡，也破壞這種原住民族知

識的來源。儘管遭受這些破壞，做為母親的部落婦

女對原住民族兒童仍然是最重要的教育影響者。原

住民族女性仍然是原住民族部落的希望。 (Alebiosu, 

2006)。

台灣原住民族傳統文化中，部落婦女必須學習充

分的傳統自然智慧，才能負責耕作、採集植物食材、

處理肉食、儲存食物、織布、治病、醫藥、祭儀、

巫術等工作，同時還必須將智慧教導給年輕一代的

女性。婦女在日常生活的經驗持續展現著自然世界

的多樣化「非制式科學」。以人類未來的生物技術

與醫藥以及永續發展而言，傳統自然智慧具有極高

的價值，原住民族女性所傳承的自然智慧與觀點是

科學上重要的資源，應加以妥善的典藏研究（Ola-

tokun & Ayanbode, 2009)。從當今科學教育學術的角

度而言，這些「非制式科學」活動可能轉化為課堂

中的科學學習活動，進而引導學習者學習科學學科

概念 (Alebiosu,2006)。但是隨著部落文化的式微，

加以主流社會各種外力的介入，貨幣經濟、制式主

流學校教育等，台灣原住民族婦女傳承傳統自然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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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的功能正急速流失。類似的情況在世界各國的原

住民族部落也是一樣。

2008 年「原住民族女科學家網絡」（The Indig-

enous Women in Science Network, IWSN) 為 所 有 原

住民族女科學家設置一個交流社群，用以彰顯原住

民族傳統的智慧，在原住民族文化價值上，呈現

原住民族女性對科學與社會的貢獻（Allan & King, 

2011)。女性在科學領域中可以改變傳統科學提問

圖 7. LAWA 愛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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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與應用的方式 ( 蔡麗玲和張瑛姿，2007）。

而原住民族女性進入科學領域，將更能為科學世界

提供更多不同的觀點。科學教育必須重視原住民族

女性在科學界可能創造的「不同」，而不是強調原

住民族女性應達到與主流社會男性所主導的科學的

「相同」。我們期望給科學領域一個機會，讓原住

民族女性的特質發揮在科學領域，為人類的科學發

現一條更幸福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