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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97年《中華民國1單位民教育報告書》出版發行 。 1998年公布 ((J.單位民教育

法)) 0 2005 年公布《房、住民族基本法)) 0 2009年《原住民族教育白皮書》納入 「科

學教育」議題，以「科學教育」為1單位民教育2020年之前預期達成的 12項目標之

一，並且7'J ti1三個面向的策略與行動方案 。 而教育部教宵研究委員會典行政院原

位氏技委員會於2011年公布出版的《原住民族教育政策白皮書》又列出〈原住民

族科學教育的策略與行動方案〉 。 目前距離2020年僅四年的時間，吳國能在2020

年遂成多少《原住民族教育白皮書》所預期的原住民科學教育目標，的且在是迫切

需要探討的議題 。 本文透過1單位民資源教師、完全中學、部落學校與學校教育之

間的發展脈絡為背景，探討近20年來，我國政府部門、研究機格以及學術芥，在

原住民族科學教育已經推動的相關工作與計畫 。 同時在即將推動的十二年國氏基

本教育之下，討論原住民族科學教育所面臨的問題，並建議原住民族科學教育的

可能實施途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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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晚期，畫灣的科學教育在政府極力推動以科學強國的情況下，

引入美國的科學教育 。 當時薑灣科學教育的發展尚未能顧及在地文化對科學

學習的影響 ， 從大學至中小學科學教育 ， 由課程、教材教法到師資培育 ， 都

有來自美國的顧問參與，期望全盤引用美國的科學教育，提升臺灣的科學教

育 (傅麗玉 2006 ) 0 1999學年、 2000學年以及2007學年 ， 原住民大學生

的就讀科系集中在教育、醫藥衛生 、 商業管理等非科學工程科系，自然科學

領域則是比例最低的領域 (高淑芳 2000， 2001 ) 0 2007學年原住民學生就

讀自然科學領域的百分比低於0.5% (中國生產力中心 2008 ) 0 2011年 〈原

住民族教育政策白皮書〉特別指出 ， 近年來就說科學相關領域科系的原住民

族學生人數占整體專科學歷以上原住民學生人數的比例低於O.淵。顯示我

國的科學教育需要大力提升原住民族學生科學學習的機會，同時也提供機會

讓主流多數族群學生有機會學習到不同觀點的科學思考，使整個國家社會有

更多不同族群的學生共同參與科學學習，也讓科學領域有更豐富多元的觀

點。

根據原住民族委員會的資料 ， 目前 (2016年) 畫灣原住民族總人口約53

萬，佔臺灣總人口數約2% ; 目前原住民族有16旅正名，包括阿美族、泰雅

族、排灣族、布農族、卑南族 、 魯凱族、鄒族、賽夏族、雅美族、邵族 、噶

瑪蘭族、太魯閣族以及撒奇萊雅族、賽德克族、拉阿魯哇族以及卡那卡那富

族 。 教育部教育研究委員會與行政院原住馬族委員會於2011年公布出版的

〈原住民族教育政策白皮書) ，將政府對原住民教育政策發展歷程 ， 分為四個

時期 ， 包括1945至 1961年的「融合發展時期」 、 1963至1987年 「平等對待

時期」 、 1988至2000年「開放改進時期」 廿 以及2001年至今的「文化主體時
期J 0 í融合發展時期」的原佐民教育係以主流社會文化同化原住民展 。 尤其
1988至2000年期間的「開放改進時期J (又同時發生 1990年代連續的教育法
令、師資、課程、教學、教科書、教育財政等重大的變革) 的變革為日後的
原住民族教育發展帶來重要的影響。本文透過原住民資源、教師 、 完全中學、

部落學校與學校教育芝間的發展脈絡為背景，探討近20年來，我國政府部

門、研究機構以及學術界，在原住民族科學教育已經推動的相關工作與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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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在即將推動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下 ， 討論原住民族科學教育所面臨

的問題 ， 並建議原住民族科學教育的可能實施途徑。

一、原住民族科學教育的基本定義與理論

分析圍內外相關文獻， 原住民族科學教育至少包含兩個層面的意義 ， 一

是「原住民接科學的教育 (education for indigenous science ) J ' 另→是「原

住民族的科學教育 (science education for indigenous people) J 。植基於西方

科學教育的思維脈絡、 課程、教材教法、學科內容不是唯一的科學教育。

必讀能整合這兩個層面的意義於科學教育，才是完整的原住民族科學教育

(indigenous science educ叩on) ，才能讓原住民族學生能有意義地學習科學。

原住民科學教育的研發與推動必須從原住民族的傳統自然智慧觀點出發 ， 由

部落的族人 、 書老、學校與師生共同參與，主動引導結合科學教育相關專業

與資源，以部落本族的文化觀點與教育觀點研發教材教法。如此 ， 原住民族

科學教育生根部落，才能永續推動真正的原住民族科學教育。

(一)原住民族科學的教育

「原住民族科學的教育J包含四個面向 : í原住民族的傳統自然智慧」 、「原

住民族科學與西方科學的對話」、「原住民族知識對人類的貢獻J ' 以及「原住

民族科學的教育價值J (Cajete 2000; James 2001; Kawagley 2006) 。在教育

中引導學習者學習並瞭解 「原住民族的自然智慧J ' 具體地表現出能躁作原住

民族傳統自然智慧所體現的生活技能與生活形態 。 能學習到如何從原住民族

傳統的智慧 ， 思考西方科學的觀點 ， 並進行「原佐民族科學與西方科學的對

話J '從對話中反思「原住民族知識對人類的貢獻J '建立原住民族在科學世界

的價值與自信 ， 從而確立「原住民族科學的教育價值」 。

現代科學是西方世界文明所發展出來的一種文化，西方科學是一種西方

文明的文化經驗，透過科學家的養成教育與科學社群的互動，而達成一套知

識體系 (Ai忱的ead 1997; Kawasaki 1996) 。相較而言，西方科學強調知識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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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的分科，甚於各學科間的關聯性或各學科與宇宙周遁的關係，其處理問題

的方式是針對特定問題或現象。然而原住民族面對自然 ， 透過直接與自然環

境接觸的經撮撞得他們周遭世界的知識，不只是針對特定的現象 ， 而是要建

立整體世界甚至整體大自然的知識。原住民族的知識發展，所探求的是任何

一個現象在個體與整體的關聯 ， 在整體生活脈絡下 ， 持續檢驗法則。原住民

族探究的是自然界事物彼此之間的關係，從自然、中累積親身經驗 ; 西方科學

以預測或控制自然為目的，有系統地研究並客觀地分析所學到的知識。尋求

法則，以順應自然，與自然和平共處。

西方科學觀點與原住民族科學的基本觀點是相互衝突的。西方科學理論

是一種可用於解釋自然現象的知識與思維方式 ， 是人類的自然知識與思維方

式的一部份。人類學家已經發現 ， 不同族群在其傳統的文化脈絡與生活環境

中都有一套傳統的自然知識體系。以科學上最基本的物質分類方法與基本性

質而言，不同文化族群都有其自成一蠢的分類系統 ， 與西方科學所訂的系統

不同 ， 卻非常符合其整體的文化觀點與生活需求 (Keesing ].980 ) 。謹灣原住

民傅統文化中，對於生命現象的判定方式也不同於西方生物科學的方式。薑

灣原住民傳統習俗中，人與動植物之間的闢係不同於西方科學的分類關係。

面對主流科學教育的西方科學觀點 ， 加上人類近年來面對科技發展所伴隨而

來的種種大自然反摸的災難 ， 人類有必要改變建立在單一的西方科學觀點所

建立的科學教育體系，發展不同文化觀點的科學教育 ， 充分運用原住民科學

資源(自然智慧) 作為科學教材，在主流社會文化爵背景的制式科學教材中重

新定位原住民族自然智慧。

然而 ， 當;兮在面對以主流社會文化思維所建惰的學校的制式文化時 ，原

住民族必須要依附主流社會的認知方式。主流學校教育體系又在無形中 ，增

強一種「主流社會的知識與生活方式優於原住民族部落社會J 的印象。現在

不只是學校的生活，原住民族人的生活中 ， 也很難有事物能用以展現身處原

住民族的世界觀，更無、出發揮原住民族的宮、知方式，引領原住民接孩子看見

本族的世界。原住民族人逐漸放棄傳統的心鐘世界 ， 導致原住民族世世代代

所賴以生存的自然智慧 ， 在「學校J 的教育下日漸喪失。原住民族科學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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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 其價值並不只限於為原住民族而設計規創的科學教育，而是全人類不同

族群的多元文化科學教育。以人類未來的生物科技興醫藥以及永續發展而言，

傳統自然智慧具有極高的價值，尤其是原住民族安性所傳承的自然智慧 ; 原

住民族的傳統文化裡，無論是在噩灣或在國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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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著與生慎來的知識 (Olatokwl，

and Ayanbode 2009) 。蓋灣原住民族傳統文化中 ， 部落婦女為了養育兒女 ，

照顧家人就必須具備充分的傳統自然智慧 ， 才能勝任耕作 、 採集植物食材、

處理肉食 、 儲存食物 、 織布、治病、醫藥、祭借 、 巫術等工作 ， 同時還要負

賀將傳統自然智慧傅承給下一代女性。在部落社會脈絡下，華灣原住民族傳

統文化中，部落婦女為延續生命與照顧家人所具備的傳統自然智慧與觀點，

以及如何傳承傳統自然、智慧給下一代女性的過程脈絡是科學上重要的資源。

原住民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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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當今科學教育學術的角度而言 ， 在科學領鐵中司以為西方科學提出不

同觀點與處理問題不同的方式。原住民族的傳統自然智慧可能轉化為多元文

化觀點的科學學習題材，進而引導學習者學習科學的學科概念。「原住民族科

學的教育J強調的是原住民族文化與傳統自然智慧的主體 : 在學習西方科學知

識與方法的過程中，將西方科學學習磁入原住民族文化的傳統自然智慧的學

習過程、內容與活動 ， 同時學習原住民族傳統自然智慧的永續生活的方式。

(二)原住民族的科學教育

從世界觀的觀點，個體在所生活的文化社會中形成其世界觀。學習歷程

是個體世界觀轉換的歷程 ; 個體的世界觀決定個體對自然現象與新的學習內

容的認知與行動方式。教育引導個體驗駿其世界觀與其他的世界觀 ， 進而轉

換其世界觀，使個體由本身生活的世界觀進入不同的世界觀。相闊的研究顯

示，不同族群、不同環境、不同文化背景學生的認知方式受到其社會文化的

影響極大。即使採用間一種語言學習的情況下，不同族群文化背景的學生，

對同一個字句或語詞所建構的意義或理解也有差異。許多的實例顯示 ， 即使

會使用相同官方語言但來自不同文化族群的兒童，彼此之闇對科學用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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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仍然有極大差異 (Allen， and Seumptewa 1993 ) 。不同文化背景下科學

的教材教法設計，需要注重的不只是口語文字的解說，更要注重不同的學

習方式與能力，如觀察學習 、 知覺技能 (perceptual s凶ls) 、視覺空問感能力

(vìsuospatia1 ab山位的) 及想像解碼 (imaginal decodìng) 等往往是少數族群學

生比其他一般學生高的能力 (Bates 1997) 。

從多元文化教育的觀點，蓋灣主流社會文化背景下所發展的一般中小學

教材教法 ， 與原住民學生的認知方式、 生活環攬及家庭的環境有相當大的文

化差異。 Banks ( 1994) 強調多元文化是為 「自由」而教育，在教育中尊重不

同族僻的文化 ， 便不同族群的學生發揮自我族群文化在學習上的優勢。運用

文化的差異做為教學的資本，以學生的文化作為教學的資產與資源、 ; 以學生

的文化作為擬定教學策略的起點 : 以學生的文化背景瞭解學習風格，安排學

習情境 。 西方科學的教學強調，以經過設計的實鑽過程，針對特定現象所進

行的觀察。西方的科學教育整體的思維脈絡、課程、教材教法、學科內容是

在西方文化背景之下發展而成，也是一種西方文明的文化經驗 。 因此， r原住

民族的科學教育」肯定不同的族群與性別個體的科學學習差異，是因為科學概

念的呈現方式、科學的學習方式或是科學教學的方式所導致，而不是因為個

體的科學學習能力有差異 。 任何個體在科學學習上的差異應受到公平的尊重 ，

使每斗目個體都能享有科學學習的權益與自由' 。

二 、 華灣原住民族科學教育的相關政策與方案

1994年，憲法增修條文將「山胞」修正為「原住民J後 ， 使復原住民脹主

體性的努力仍然持續不斷 。 1995年姓名條例修正通過 。 1996年行政院原民會

掛牌連作。 1997年 〈中華民國原住民教育報告書〉 出版發行 。 1998年公布〈原

住民教育法〉 。教育部與國科會於2003年公布第一次 〈中華民國科學教育白皮

書} ，納入原住民科學教育的議題。教育部於2003年召開全國教育發展會議，

強調應在尊重原住民族主體性的原則下，發展原住民族教育 : 規勸有關師資

的具體作極為原住民地區師資公費之可行性 ， 提高原住民地區教師員額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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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加給 ， 晉用原住民籍教師。並要求原住民地區教師修習原住民語言文化課

程及多元文化素養 (教育部 2003 ) 0 2003年開始推動的九年一貫課程的課程

目標，提及「尊重多元文化J ' 但是「自然與生活科技J 領域課程目標並無多元

文化面向的目標 。 2005年行政院將每年8月 1 日訂為 「原住民族紀念日J '同

年通過 〈原住民族基本法卜 2009年 〈原住民族教育白皮書〉首度納入「科學

教育」 議題，以「科學教育」為原住民教育2020年之前預期要達成的12頃目

標之一，並且列出各面向的策略與行動方案 。 依照2010年召開的第八次全國

教育會議結論建議，教育部教育研究委員會與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於2011

年公布出版的 〈原住民族教育敢策白皮書〉也納入「原住民科學教育J ' 並修訂

〈發展原住民族教育五年中程個案計畫 ( 100-104年))(教育部 2010 ) 02011 

年 〈原住民朕教育政策白皮書〉將「原住民科學教育的推廣J列為 「當前原住民

教育問題J並進行分析 。

教育部於 1997年公布的 〈中華民國原住民教育報告書} ，明示原住民教

育政策主軸是『維護傳統文化，適應現代生活 ， 創新未來願景 (教育部 1997:

25) 0 J ; r維護傳統文化」的方針是 「尊重文化差異，發展多元教育型態 : 珍惜

固有文化，建立族群自我認同 (同上引 : 27) 0 J ; r適應現代生活」所探取的方

針是「加強教育照顱，促進教育機會均等:推動實驗研究，提升學習基本能力

(同上引: 27) 0 J ; r創新未來願景」的方針是「結合社會資源，開啟文化發展
生機:廣闊社會資源，拓展向上流動機會 ; 增進溝通瞭解，促進族群和諧關

係 (同上引 : 27) 0 J 除「向上流動機會」一項隱含社會階層有上下之別的刻板

印象外，整體的原住民教育政策主軸與方針都相當具體宏觀 。

〈中華民國原住民教育報告書} ，對於原住民課程與教學，提出的具體方

法是「原住民歷史文化納入各級各類學校課程與教材J 、「原住民教育之課程

教材之編訂發展應有原住民參與J '以及「原住民學校師資應有多元文化教

學能力J (教育部 1997) 。而且建議 「正式課程外，開闊以原住民生活素材

為主的新教材，酌於寒暑假質施，俾與正式課程互收相輔相成之效 (同上引:

63-64) 0 J 整體報告書有一處提到 「科學J '其內容是 「原住民學生的智力並不

亞於其他族群的學生，舉凡文學、體育、音樂、科學等均有其特殊天斌 (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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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125 ) oJ 肯定原住民族學生的科學天賦。但是論及原住民人才培育種類時，

強調的是藝術、歌舞、音樂與體育 ， 卻未提到原住民科學人才培育。整體而

言 ， 1997年公布的 〈中華民國原住民教育報告書) ，開始呈現其對多元文化教

育精神的重視，態度上也開始正視學校課程與教學所隱含的文化偏見。此報

告書之原住民文化的納入課程教材的思考 ， 比較傾向Banks ( 1994) 所提出的

四種多元文化課程改革的實施途徑的第一階段「貢獻途徑」與第二階段「附加

途徑」。在不改變既有的主流社會的課程架構、課程目標甚至課程內容進度的

情況下，在教學課程與教材中，附加原住民族文化相闋的主題、內容、概念

和議題。

教育部與國科會於2003年公布第一次 〈中華民國科學教育白皮書) .明示

科學教育目標是「使每位國民能夠樂於學習科學並了解科學之用，喜歡科學之

奇，欣賞科學之美 (教育部與國科會 2003:3 ) J. 以人文關值的觀點，在科學

教育白皮書 ，將原住民科學教育議題一併納入到學習低成就、身心障礙、社

會條件不利者、女性、及資優學生等特殊族群的科學教育譜題中，期望能獲

得「與一般學生均等且適合其個別差異的科學教育機會 (同上引: 17) 0 J 並且

藉由「縮短原住民部落地區與平地的數位落差J ·採取策略 f藉課程、教學評

量之設計 ， 提供適合其潛能發揮的學習環境 (同上引: 17) 0 J 原住民科學教育

議題被視為是科學教育領域的一種人文關體議題。

依據 1997年公布的 〈中華民國原住民教育報告書〉以及2003年公布的第

一次 〈中華民國科學教育白皮書) .強調主流社會的教育體制應本著人文關值

的精神，以多元文化教育的理念，開發以原住民生活素材馮主的教材，讀原

住民學生透過公平的機會和學習環境，學習主流社會的科學知識。 2009年公

布的 〈原住民族教育白皮書〉中，有關原住民科學教育的基本理念 ， 也是延續

這樣的思考方式。

2009年 〈原住民族教育白皮書期末報告〉有關科學教育主題的大綱重點為 :

以「原住民族科學教育課程教學J 、「科學教育師資培育」、「大眾科學教育

之椎動」、 「原位民族文化融入之科學教育」四大主軸來探討原住民族科學

傅:K.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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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重要性，並進一步提出科學教育政策制度與環境建立之相關意見

(固立屏求教育大學1單位民族教育研究中心 2009: 17 ) 。

2009年 〈原住民族教育白皮書〉所列出的原住民接科學教育目標為﹒

原住民族的生活典文化融入科學教育內涵中，並使科學紮根於1單位民族

的生活與文化中。應用科學方法與科學知識解決 日常生活問題 ， 理性批

判社會主兒象，並為各項與科學相關的公共事物做出明智的抉擇。籍不斷

提升科學素養，貢獻於人類世界的經濟成長與永續發展(教育部 2009:
104 ) 。

2009年 〈原住民旅教育白皮書〉所列出的原住民族科學教育相關的具體策略
與方法包含下列幾個面向 :

(l)加強科學教育研究

(2)有效落賞到科學教育實務改進與教育成殼

(3)加強科學教育研究人才之培育 (同上引 : 122) 

2010年召開的第八次全國教育會議之中心議題陸 :f多元文化、弱勢關懷與
特殊教育J結論，在課程與教學方面，建諧的重點為「槍視修正現行課程綱
要 、 教材與教育體制」、「原住民學生課業補救教學、 生活輔導」興「原住民旅

文化適當地納入課程與教材J '師資方面的重點是「落質原住民族師資培育J

「加強教師對原住民文化的7解」、「訂定原住民族師資修習原住民族文化課程
辦法，並規劃研習活動扣但是對於原住民科學教育則無具體的建議與結論
(教育部 2010) 。 從 〈原住民接教育白皮書〉至IJ第八次全國教育會諧，科學教

育還是以「科學教育J 為主體· f原住民族文化」是被融入的 ;f原住民族文化」
也是被納入到課程與教材。 2011年 〈原住民族教育政策白皮書) .將「原住民
科學教育J列為原住民教育構面之一(圈1) 。有關原住民族科學教育的策略與
行動方案如下 :

(l)制訂原住民接科學教育體系與內容

a. 建立原住民族科學教育的內容，訂定獎助補助辦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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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J 納在 「民朕教育」中 ， 顯示「原住民科學教育」有別於「民旅教育J 。換言

之，原住民科學教育不屬於「民胺教育J' 也不屬於主管原住民族「民脹教育J

的原住民族委員會的惜頁。

從1997到2011年，原住民族教育係以「一般教育J與「民脹教育J 區隔，

以致原住民科學教育的議題思考尚未能完整以原住民的文化與生活為基礎，

使得原住民族科學教育傾向將原住民族文化題材以「附加模式」置入到科學課

程中。然而，原住民旅需要在科學教育中尋求其原屆旅群的社會文化意義，

科~}!教育才能在其族群中生根發展。若只是將文化中的材料放入科學教材中

並不能真正幫助原住民學生學習科學。從部落的在地生活知識與經驗教育開

始，經由整理各族在地的科學知識以及探討原住民學習理解知識的方法，突

破傅統對於科學教學與科學學習的看法，從中發展能整合原住民傳統自然智

慧與西方科學知識的科學課程理論 ， 使原住民族學生在其文化與生活中進行

有意義的科學學習。

4尋覓玉

三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與原住民族科學教育的相關工作與計畫

原住民族科學教育的相關工作與計盔的執行以國科會為主 (現在的科技

部) ，而且非常多樣化。在國科會補助下， 2001年「飛鼠部落 : 原住民科學教

育網站 (http://飛鼠部落.臺灣)J 開始建血管運。該網站除提供原住民族科學

教行相關教材外，也經常透過網站平宜，辦理原住民族科學教育相關的網路

活動或實體活動 (傅麗五、張志立 2013a) 0 2004到2007年度國科會補助兩

個「科學學習與教學領域區塊研究J 計盔，其中一個就是「從系統化的角度探

討原佳民兒車轍理課室教/學的理論與質務J ，是國科會首皮大規模以原住民

科學教育為主軸的研究計益。

國科會從2008年開始執行的「原住民科學教育計畫」至今，其主要工作

包括原住民科學課程發展與教學改進、原住民科學教師資培育、原住民科苦，

活動之推動、原住民科學教育網站之建缸，以及原佐民科學教育計:dH月想成

效持佑。該計益安排偏遠地區原住民的科學教育活動，包括教師的訓輝、偏

十二年國氏基本教育的原位民族科學教育實施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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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教育議題橋面(教育部、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1 : 12)回1

b. 舉辦原住民族各族群之科學學術研討會 。

C. 鼓勵投入原住民朕科學研究工作，並增編經費補充或汰換學校原佳1~

族科學教育誤惜。

(2)推廣原住民族科學教育

a. 將原住民科學知識融入基礎教育的課程與教學之中 。

b. 辦理舉辦生態與原住民族智慧之科學位 (教育部、行政院原住民接委

員會 2011 : 1 3 ) 。

方案提及「制汀原住民族科學教佇體系與內容上「原住民科學知識融入社

礎教育的課程與教學J '以及「辦理取辦生態與原住民族智慧之科學營j 教育
部 2009: 1 3 ) 等三項重點 ， 均涉及「民族知日晶體系J 。 但是該〈原住民族教行
政策白皮21) ，將「原住民科學教育j 納入「一般教育上同時將「民脹知識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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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原住民與都市學宜的城鄉交流 ， 以及偏遠地區原鄉兒童參觀科學教育設

施，也辦理「原住民科學教育教案甄選J (http://l40.115.47.1141) 。

2009年國科會訂定 (原住民科學教育行動方案) ，用以推動原住民科學教

育 ， 該方案是以普及原住民科學教育、提升原住民競爭力為目標，並鼓勵科

學教育研究者，結合各級政府與民間資諒，規副科學禎場之學習活動，推展

原住民科學教育相關研究計益，期望能建立原住民科學課程懷組以及充實原

鄉科教的人力資源 (國科會 2009: 6) 。該方案之下 ， 要求參與計益國隊每年

在部落辦理一次「原住民科學節J' 且須建置與維護原住民科學教育平亞及各

類內容資料帥 ， 並進行原住民科學教育計畫成效評估。革者在「原佳民科學教

育計illJ 補助下 ，加上業界的資源 ， 以及原住民族委員會與原住民族屯視益的

支持 ， 2009年推出產官學媒合作主辦的首屆「原住民雲端科展」 。該捐助從報

名、撰寫研究日誌、繳交作品到視訊評審 ， 原住民族喬老們與不同傾城的科

學家們參與汗帶 ， 孩子們都是運用學校網路進行 ， 免去部落到都會之間的路

程交通問蟬 ， 也節省其家長的開支 ， 研究顯示其有助於提升原住民放中小學

生的科學態度 。 也廳廳在後緝的縣市科展甚至全國科展獲獎，得到更好的升

學機會 (傅盟玉 2011 ;傅麗玉 、張志立 2013b) 。同時建置 rWOLF教學模

組產生器J' 提供教師製作原住民文化的學科教學模組，該產生器的資料庫以

科學教育敏組的數量最多 (傅麗玉 2013a， 2013b) 。

2006至2013年推動國科會 〈豎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直 線組製作試

辦方案) ，鼓勵業界製作科普傳播影片或節目 。 八年期間總計補助至少80個

計齒 。 其中有兩個與原佳民族相闋的計畫 : (飛鼠部落原住民族3D科學動

系列〉於2011年推出第一季節目 「飛鼠部落J ' 2013年推出第二季節阿「師探
飛鼠部落」 。 原1E民族電視盛則推出原住民科學教育節目「科學小原于j 。 兩者

都是以原偉民族文化的白然智慧為題材 ， 傳達科學概念的節罔。「再傑飛臥部

落J 與「科學小原 fJ 都會撞得甚灣的電視金鐘獎。

2013 年原民族香只會啟動〈部落學校設立 10年計ill) ， 間常 「以掃落為

教育現場，找回教育傲。重新盟造原住民 ， 復摳語言和文化。 J 2014年拼成

縣政府在崇武關小推動「原住民族課程發展中心J 計盔 ， 期望 「發展樂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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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高度脈施、文化回應的原住民旅課程、教材J 、「原住民簇貫駿學校J編寫

課程教材j以及「建立可應用及推廣的原住民族課程模組J ， 其中也包含排灣

族本位的自然教材研發 (http://163.24.105 . 145/?page_id=26 ) 。

2014年我國開始施行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其中最受注意的十二

年國教課綱與原住民族相關的議題，包括「 卡三年國教謀綱應該納入原住民

語言典文化的教育J 、「原住民脹的族講課程必修J以及「各縣市不同的入學踩

計方式 ， 對原佳民升學機會的影智J 。這些議題的爭議 ， 突顯十三年國教缺乏

全國原住民族教育的聯繫平避 (主雅持 2013， 2014 ) 。這個聯繫平童對原住

民科學教育而言 ， 也是非常需要。以科學教育而言 ， 從過去到現在 ， 科技部、

原住民族委員會以及教育部都持紛在推動太大小小原住民科學教育相關的計

壺 ， 也有成果 ， 但是非常需要一個公開聯幣的平聾 ， 用以整合不同單位在原

住民科學教育的相關工作與計盟的成果。例如 ， 十二年國教中免試入學超額

比序 「多元學習表現」之全國性競賽加分明目，也涉及到原住民族學生科學教
育的表現機會。

四、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原住民族科學教育的實施途徑

很接〈原住民族教育法〉之第2條， r原住民為原住民族教育之主體 ， 政

府應本於多元、平等、自主、尊車之精神，推展原住民接教育。原住民族

教育應以維護民接尊嚴、延續民族命脈、增進民接福祉、促進族群共榮為目

的。」至目前為止，國內原住民脹科'}!教育領峙的研究取向比較偏向原住民族

的科學教育。原住民科學教育的推動，追到的是原住民科學教育的一個層面

「原住民的科學教育J '也是Banks ( 1994 ) 所提出的四種多元文化課程改革的

實施途徑的第一階段「民獻途僅」與第二階段「附加途徑J '未克分發揮「原住

民為原住民族教育立主體J 的優勢。卡二年間民基本教育的願景是 「成就每一

個孩子J ，課程強調 「學校特色課程J 興「學生適性學習」。因此 ， 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的原住民族科學教育，則必泊車進一步達到Banks (同上引 ) 所提出

的第三階段「轉化途徑」與第四階段「社會行動途徑」 。 如此 ， 原住民族科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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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與教學才能改變既有的課程結構 ， 從原住民族文化的觀點，學習原住民族

科學 ， 學習科學教育，以原住民脹的觀點面對現代的科學與科技 。

(一) 探討原住民文化生活經顧與科學教育的關連並開發科學教學價組

其他國家的多元文化科學教育計量經駿中，主要在於釐消傳統的知識與

西方科學知識之間的異同，以確認整合傳統科學的主題，進而從傳統琨攬知

識與西方科學知識的整合與互動中，發展學校科學課程。科學課程所涉及的

傳統知識範間包含很廚，從族群生活世界中熟悉的動物、植物、自然現象、

持獵、食物、工具、聽草、動植物分類與應用，到人與野生動物的關係，還

有不同族群的文學與藝術(Aikcnhcad 2000) 。以原住民的生活文化經驗為基

礎，整合原住民生活世界中傳統及鄉土知識與西方科學知識，從不同的角度

發展科學教材教法，強調經由觀察與實驗得到科學知識。學生不只是從質地

的科學實驗研究中學到教科聾的科學概念，也有機會與部落的旅人一起學習

部落的文化與科學，同時對傅統文化與自己的生活環曉產生積極的認同感。

(二) 加強辦理部落學校之部落自然環境申的非制式科學教育活動

原住民傳統的生活世界中，人典人之間以及人與植物、動物還有其他物

質的關係，都視同等於人際關係。因此原住民傾向於共間合作學習方式 。 科

學教法的設計應該以合作學習取代個人競爭的方式，多以戶外學習活動取代

室內學習活動 。 並且將戶外學習活動轉化成「非制式科學活動J ·經再轉化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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慨念 (傅盟

主 2009 ;張志立 、傅盟玉 2010 ) 。建讀擴辦部落學校並以跨學科的科學學

習融入民族文化教荷中，並在部落學校加強辦理部落自然環境中的非制式科

學教育活動。

(三)加強原住民族文化女性特有的自然智慧的相關教育之研誼與推動

原住民胺女性所傳承的自然、智慧與觀點是科學上重要的資轍。然而 ， 受

到主流社會化的影響，原住民農婦女傳家原住民族文化中傅統自然智慧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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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脈絡已經受到破壞，同時也破壞這種原住民旅自然知識傳承脈絡，噩灣原

住民族婦女傳承傳統自然智慧的功能正急速流失。儘管如此，部落的母親們

對原住民族兒童仍然是最重要的教育影響者 ﹒ 原住民接女性仍然是當令原住

民族部落教育與文化傳承的希望 (A1ebiosu 2006) 。 原住民族女性在科學領域

中可以改變傳統科學提間的方式與應用的方式 (蔡麗玲、張瑛斐 2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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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必讀重視原住民旅女性在科學界司能創造的新貢獻與新思維，而且原住民

族婦女日常生活經驗持續展現老:自然世界的多樣化「非制式科學J ·更是阿拉

制式科學教育」活動的鹽當資源。司參考2008年 (The Inrugenous Wornen in 

Science Network，抑制H原住民族女科學家網絡J ·為所有原住民族女科學

家設置交流社群的做法 (A11an， and 自ng 2011 ) 。其不只是彰顯原住民族女性

對科學與社會的貢獻，也提供原住民旅女性科學教育的平噩資源。

(四)中小學科學教師實地體驗原住民族文化生活經驗

科學教師是科學教育的第一線工作者，原住民科學教育的發展有賴科學

教師多元文化的視野 。 2012年公布的〈中權民國師資培育白皮書} ，對於原住

民接學校所需師資，訂定有「方案五:發展原住民接師資方案J ·提定三種方

式以培育優質的原住民接地區的師資，包括 f充裕原住民籍一般師資J 、「加強

原住民族議題教學核心能力的培育課程J ·以及「鼓勵師資培育之大學研究原

住民接文化與辦理地方教育輔導J(教育部 2012: 67) 。 鼓勵師資培育機構加

強原住民族議題教學該心能力培育課程技計，開設多元文化教育、文化人類

學、原住民族文化、語言以及教荷現況等課程 。 辦理原住民族地區教師研習

課程，提升其教學知能，能在教學中「馳入」原住民族文化。

然而，文化是一種經驗，科學研業知識之外 ， 科學教師更需要與原住民

的生活與文化親身互動，以脈解原住民學生學習問題背後的文化問題與世界

觀的差異。只是修讀課程，並不足以使教師真正瞭解文化的差異。相關的原

住民教育師資培育的研究亦指出，峨的教師在原住民旗群或少數民族地區

的質地經驗很重要，職前教師應該以原住民的方式認識原住民，以學習的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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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瞭解原住民文化的意義 ， 從長期深入的互動中 ， 與原住民接群建立內化

的社會關係 (B訂出ardt 1997; Pewewardy 1999; Bry泊， and Atwater 2002; 

Melear 1995; Lipka 1996) 。因此 ， 師資培育機構應與部落協同設計多元女

化課程，在師資培育者與部落族人共同引導下 ， 實地體驗原住民族文化生活

經驗。

(五)創造原住民族學生的雲端科學教育活動平薑以加強多元學習表現機會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中，各縣市不同的入學採計方式 ， 對原住民升

學機會的影響不可忽視 ， 尤其是超額比序的「多元學習」項目計分。前述由

產宮學媒合作的「原住民雲端科展J的辦理經驗與成效 ， 顯示雲端科學教育活

動 ， 對於無論是地處偏鄉或是都會區的原住民中小學生都是有助於其爭取多

元學習表現機會。 因此 ， 有必要創造原住民族學生的雲端科學教育活動平蓋

以爭取多元學習表現機會。

(六)跨部會合作最整原住民族科學教育資源與課程教學賀科庫以建置原住民

族科學教育平薑

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4) 最新修正之〈原住民族教育法〉第四條的定義 ，

原住民族教育為「原佐民族之一般教育及民胺教育之統稱。j 一般教育為「指

依原住民學生教育需要 ， 對原住民學生所質施之一般性質教育。J 民族教育

是「指依原住民族文化特性 ， 對原住民學生所實施之傳統民族文化教育。」原

住民族教育就是一個完整的原住民族的教育體系 ， 在「民族教育」與「一般教

育」之間建立相輔相成的課程結構，學生在學習「民族教育」的同時 ， 就是正

在學「一般教育J : 尤其是科學課程 ， 在「民族教育J 與「一般教育」 之間原本

就有密不可分的結構。制如在畫灣原住民族生活經驗中，就有許多科學學習

相關的題材。人與人、人與自然的互動關係 、 時空知覺 、 常見的自然景觀、

動物 、 植物、食物、器具、娛樂、原住民生活世界等 ， 原住民生活中許多常

見的自然景觀現象 ， 涉及與相關的科學概念 ， 都在中小學科學課程所涵蓋的

範圈。可透過跨部會合作彙整原住民族科學教育資源、與課程與教學資料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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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原住民科學教育平畫 ， 以提供原住民學校教師教材教法設計的參考資源。

以利在「民族教育J 與「一般教育」之間建立相輔相成的課程結構 ， 俾以原住

民脹的自然文化經驗 ， 發展科學課程的架構與內容。

五、結論

十二年國教的科學教育必須考慮原住民按學生艾化經驗的差異 ， 對於涉

及族辭文化差異的科學課程與教學議題 ， 必須在整體教育政策或教育改革的

架構中規剖 ， 避免從一般原住民族的政策著手 ， 以免原佐民學生在科學課程

與教學上的議題反而被模糊。翻轉既有「一般教育j 與「民族教育」 的區隔方

式 ， 跨越「一艘教育」與 「民族教育」的區隔 ， 以利原住民按學生能透過「民族

教育」 的優勢 ， 在「一般教育」 中充分發揮 「原住民為原住民放教育之主體j 。

尤其是在科學教育中， 一方面 ， 以個體科學學習而言，原住民族中小學生能

以個體的生活文化經驗，進行學習，能獲得有意義的學習。另一方面 ， 以原

住民族教育的主體而言 ， 深入暸解民族文化中所蘊含的自然智慧 ， 有系統地

建立民族文化所蘊含的自然知識體系，以原住民族文化觀點 ， 與西方科學知

識建立對話 ， 從而建置 「原住民族科學」體系。在 「原佐民接科學J 體系的基

礎上，建構完整的原住民族科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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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oadmap for Indigenous Science Education in 
12-ye紅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T也wan

Li-yu Fu 

Abs甘act

“Basic Law of Indigenous Pcople" was passed in 2005, but c也1 be traced 
back many years carlicr to the publication of the “Rcport on Indigcnous Pcoplcs' 

Education in 出c R.O.C" in 1997, thc "Education Act for Ind.igenous Pcoplcs" 
in 1998 and thc “White Paper on Indigenous Education" in 2009. Among thcse 

doc山ncnts， thc “Whitc Paper of Indigcnous Education" is the on1y onc concerncd 

indigenous scicncc educarion, whkh was listed among thc 12 goals to be rcachcd 
before 2020, numcrous strategies wcre spec滔cd in this document. Nonethcless, 
the phrasc “ indigcnous scicncc edllcation" cannot be fOUJld in the “White Paper 011 

Indigenous Education and Policy," which was pubüshed in 2011 by the Committee 
for Educatiol1aJ Research, Ministry of Educaóon and thc Council of Indigcnous 

Peopl白， Executive YlIan. Since 2020 is onJy four years away, a discussion of how 
the targets that were set in the “White Paper of lndigenous Education" can be 

achieved is now crucial. This paper relies 00 a revicw of the üteraturc to discuss 

efforts mad也 by rhe governmcnt, rcscarch institutions and academia to fu r,ther 

the scieoce education of indigcnous pcopl郎， particularly in the context of the 

relarionship bctween ind igeoous resource teachc時， indigcnous comprehensive 

high schools, and tribal schools. Issues that have ariscn and problems that have 
been encountcrcd in the science educa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s under Taiw蚓、

“Twelve-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 什amework 位e also discussed, and feasible and 

practicaJ suggestions 紅e made with rcspect to 出e educatiOI1 of indigenous peoples. 

Keywords: 12-year compuJsory cdueaóon, Indigeno us science edueation, 
Indigenous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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