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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1-03  記者 王彥琪 報導

近年來愈來愈多原住民學子，透過特殊升學管道中的加分制度，得以進入分數較高的學校就讀，

進而爭取培養專業能力的機會。

根據《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十一項：「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

文化。」國家希望藉此制度，保存原住民族特有傳統文化及母語；而《原住民族教育法》第十條

也提到：「原住民族教育應以維護民族尊嚴、延續民族命脈、增進民族福祉、促進族群共榮為目

的。」政府根據上述條文推廣原住民教育，並實施保障的加分制度，但制度層面仍有許多未規畫

周詳之處。

 

內含問題　單推教育難治本內含問題　單推教育難治本

原住民族加分制度已推行多年，但綜觀大部分的山地原住民在教育與生活資源上，和都市相比仍

有很大的落差。一位從民國八十四年即於原住民部落教書的資深教師林育宏表示，以他數十年的

觀察，山地部落有許多潛在的問題，包括家庭狀況、學生讀書風氣不佳、師資流動率高等，因此

教育推行難度高。

家庭為孩童接觸的第一層教育，但山地部落存在許多家庭內部問題，包括父母酗酒、生育數量過

多不足以養育、家庭暴力、單親家庭、隔代教養等，林育宏感嘆地說：「親子功能不彰，小朋友

壓根對未來沒有憧憬。」許多孩童因家庭帶來負面影響，給予自我的期許也較低。家庭觀念一代

傳一代，這些問題周而復始地存在於山地原住民的家庭中。

這樣的情況進而影響到孩子們在上學時，呈現出來的讀書風氣不積極，學業表現及程度不佳，也

影響任教的老師並不會很認真去培養學生知識能力。部分教師將原住民部落的學校視為跳板，只

要一有機會，便轉調到都市學校，所以師資流動率高，可看出家庭教養與教育所延伸出的問題環

環相扣。

 

加分推教育　自救民族加分推教育　自救民族

新竹女中歷史老師林燕茹表示，以她長期研究歷史的觀點來看，要促使一個民族進步，教育是很

大的推力，而加分制度確實是推動原住民族教育的重要管道。擁有較高學經歷的人，得以藉此其

能力回鄉幫助自身民族。

根據教育部統計處一○二學年度原住民族教育調查報告統計，該學年度原住民新生就讀科系，包

含醫療及衛生學門、工程學門、商業及管理學門、法律學門等，許多學生藉著加分制度，得以有

更多樣的選擇。補足以往原住民學生由於分數不夠，能選擇的校系不多，未來職業大都僅限於農

業、運動、演藝這樣的情形。

  推文推文推文推文  
推薦文章推薦文章

● 缺水大問題　農工多爭議缺水大問題　農工多爭議

● 收費員轉職　政府幫不幫收費員轉職　政府幫不幫

● 日本新年　深大寺初詣日本新年　深大寺初詣

● 向前走　從絢爛走向平淡向前走　從絢爛走向平淡

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鄭青青鄭青青

本期為喀報第兩百○

七期，共刊登十七篇

稿件，包含十三篇社

會議題、三篇照片故

事以及一篇人物報導，類目較為集

中，但內容非常多元精采。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劉雨婕劉雨婕

哈囉，我是雨婕。

別人總是說我平易近

人， 但我卻有著開
心時會咧嘴大笑，生

氣時也異常激動的矛盾性格。 喜
歡透過文字表達內心的感受， 而
音樂和電影則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

的元素。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顏晟宇顏晟宇

成長在自由的年代

束縛於不自由的規定

有著熾熱好奇的心

有著摸索世界的熱情

我喜歡觀察生活中的人事物，用不

同的角度去體驗、去發現 我喜歡
在書桌前畫畫，沉浸在自己天馬行

空的世界裡 我喜歡四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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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分促使原住民生有較多樣的選擇機會，培養專業能力。

（圖片來源／王彥琪製）

為維護原住民族語，原委會前主委尤哈尼，曾於民國八十九年宣示：「不會講族語的原住民學生

別想加分。」政策經過近六年的評估，於民國九十五年改制，限制只有考取原住民語言認證的原

住民學生，能加總分百分之三十五；其餘未通過族語語言認證的學生，則加總分百分之二十五，

民國九十六年未考取者，更降為百分之十五。將加分制度作為誘因，促使原住民學子維護自身語

言。

原住民加分制度演進圖表。（圖片來源／王彥琪製）

 

大眾不解制度　原民遭誤解大眾不解制度　原民遭誤解

現行的原住民加分制度，為「原住民生外加制度」，屬於原住民生之間的分數比較，並非原住民

生與一般生的比較。外加名額為總招募學生中的百分之二，是因為臺灣原住民總人口大約五十三

萬人，佔了臺灣總人口數兩千三百萬人中的百分之二，而外加名額人數分配，也是按照比例進行

。但許多人的觀念仍停留在九十五年以前，原住民生與一般生考試尚未脫鉤的年代，並認為原住

民生加分後，導致許多一般生無法進入理想的校系。

海洋大學一般生謝侑雯表示，對於制度十分不清楚，也不了解為什麼要實施原住民加分制度。除

了謝侑雯，也有部分同學認為，同樣都是受國民義務教育，原住民學生為何可享有加分制度？其

他學生天天補習，也不見得上的了想就讀的校系。另外也有學生指出，若一個班上招募名額為四

十名，原住民生占了兩名，則取代了一般生的就學機會。上述的情形顯示一般生對原住民加分制

度仍有許多誤解。

出身太魯閣族的政治大學學生詹潔如表示，因為原民生的身分而認識一些憑藉加分制度，就讀分

數較高校系的同學，但部分同學為了不引起側目，會選擇隱藏身分。事實上，加分制度原本的用

意是希望原住民能維護自身文化、延續族群價值，但由於大眾的異樣眼光，卻反而導致原住民不

敢承認自己的身分。

 

山地處劣勢　都市原民山地處劣勢　都市原民得利得利

許多原住民學生並非生長於山地部落，長期生活於都市，父母教育程度不錯，收入也足以長期培

育孩子。這些孩子所過的生活、獲得的教育資源，不比平地一般生差。但擁有原住民身分的他們

，大考時競爭的對象為其他的山地原住民。由於擁有的教育資源比山地原住民來得多，因此，山

地原住民往往難以勝過都市原住民。

為了改善資源所帶來的影響，區分都市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於民國九十五年改制，政府方面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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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餐廳衛生　當局者發聲校園餐廳衛生　當局者發聲

校園餐廳幾乎是在校生必吃，因此餐廳衛生相
當重要。分析交大店家、餐廳經理、校方、學
生間對此的立場。

向前走　從絢爛走向平淡向前走　從絢爛走向平淡

當年叱吒歌壇的巨星林強，如今早已退出流行
音樂圈。受不了流行音樂界的他，在退居幕後
之後也有著心境上不同的轉變。

為山地原住民對於族語較熟悉，將語言能力認證納入考量，能使他們較有優勢。同時也將「考取

語言認證者加較多分」作為誘因，促使都市原住民維護族語。

然而改制後，部分問題仍舊存在。長期居住於非山地部落的詹潔如表示，她從小就不是在部落生

活，因此溝通時不會用到族語，所以也不會講。但考取語言認證對她或是其他都市原住民來說並

不是問題，考試內容只要花時間去讀，並不難通過。但考完試後，因溝通不需要用到，很容易就

將族語忘記。改制的成果依舊不見得能提升山地原住民優勢、促進維護語言，當初的美意也難以

彰顯。

將公布的題型讀熟，考過語言認證並不難。（圖片來源／原委會）

 

制度不完美　仍為進步管道制度不完美　仍為進步管道

原住民法庭法官助理朱婉宜表示：「加分制度現在雖然無法解決原住民族根本問題，但有朝一日

輔以其他配套措施，將使原住民族的地位獲得大幅改善。」

林育宏也對於目前的加分制度表示贊成：「加分制度間接促使職業的多樣化，讓族群正向的發展

、文化能夠健全。」他也指出原住民總人口數，僅佔臺灣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如果沒有加分制度

輔助，原住民生在學業競爭中，難比得過在都市接收到較多教育資源的學生。雖然加分制度背後

有許多爭議，但仍是一項促使原住民進步的管道。如何兼顧社會公平正義、提升原住民升學率、

保存原住民文化等，則是現階段的加分制度需要規劃更完善之處。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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