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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從1990年代起，原住民族社群透過發展「體制內」的教育方案，或採行「體制外」的教學
模式，積極從事文化復振以尋回族群主體性。整體而論，最顯著的特點是從教育體系內

的「差異化」邁向「主體化」，其中以原住民族部落學校的發展最具有代表性，它挑戰了既有
的教育管制和學習框架。本文以部落學校的籌設當作分析案例，採取政策和教育文本分析、
媒體論述分析、參與觀察和訪談等多元研究方法，闡述部落學校如何以「部落」之名進行教
育實踐和文化復振？梳理出原住民族教育體制從被殖民和同化，逐漸朝向爭取自主的過程。

原住民族委員會於2012年提出部落學校設立計畫，自2013年創設第一所部落學校為「排灣
族大武山部落學校」，規劃在十年內開辦30所。部落學校是以部落為主體的教育型態，

更是原住民族文化權的實踐場域。然而，在籌辦過程中引發許多論辯：第一，部落和政府之間
的關係亟待釐清，究竟是資源依賴或在地自主、是政策執行或部落民主。第二，籌辦過程並未
優先扶植亟需文化保護的少數族群，是否會導致不同族群產生競爭、分化和對立，甚至成為強
勢族群爭奪資源的戰場。第三，部落學校基於何種「族群」想像被建構，在教育實踐過程中如
何重構傳統文化。第四，跨地域的整編分殊化的「部落」，如何顧及多元異質的部落主體性，
而全稱式的學校命名和異中求同的教育實踐，如何體現出不同部落的文化差異性。

綜論之，本文分析部落學校在生成脈絡、發展圖像和運作機制的相關論辯，描繪出奠基在文
化主體性的理念所籌設的部落學校，如何打造出差異化的學習路徑、如何成為實踐教育

民主的場域、如何變成觸發文化競逐的戰場，從中勾勒出原住民族邁向教育主體性的契機。

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1990s, indigenous communities have actively engaged in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to reclaim indigenous subjectivity through eit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s within the system 

or development models outside of the system. A key feature was to go from having differences 
(discrimination) received by indigenous students within the education system to the indigenous peoples 
establishing independence (autonomy and subjectivity) in their own education from the restrictions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the educational practices and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of indigenous tribal schools: (1) reveal the profoundness of “rediscovering indigenous tribes”, and (2) 
demonstrate the indigenous peoples’ tendency toward manufacturing tribal culture and reclaiming 
tribal subjectivity. Through a multi-perspective approach that analyzes government policies, education 
texts, media discourse, video analysis,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his article maps 
the development of indigenous tribal education from its colonization and assimilation to the fight for 
autonomy and self-determination.

The Council of Indigenous Peoples therefore proposed the “Indigenous Tribal Schools Establishment 
Plan” in 2012 to pla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irty indigenous tribal schools within the following 

ten years. Although indigenous tribal schools are a new form of tribal education, they are even more so 
a form of establishment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s’ cultural rights. However,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these schools has also brought up many issues for consideration: (1) There should be reflection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igenous peoples and the government in terms of whether the indigenous 
peoples are resource-dependent on or resource-independent from the government, as well as whether the 
indigenous peoples should follow the government policies in all aspects or retain some tribal autonomy. 
(2)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digenous tribal schools resulted in competition, fractures and oppositions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al tribes. Because priority wasn’t made in regards to the cultural preservation 
of the minority tribes in the policies, the establishment of indigenous tribal schools resulted in majority 
tribes seizing larger shares of resources than minority tribes. Consequently, there is doubt raised on the 
fair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across tribes. (3) There should be a review on the imagination of “ethnicity” 
that is used as the basis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indigenous tribal schools, and the cultural elements that 
are either revived or made from the educational practices of these schools. (4) “Tribe”, when used in a 
trans-regional sense, integrates different local tribes but overlooks the individual elements and differences 
of each tribe’s subjectivity. Employing the term “tribe” to group the indigenous people together and 
streamlining tribal differences into one homogenous system in the indigenous tribal schools’ educational 
practices rob the different tribes of their cultural distinctions and limit the locality and regional 
uniqueness of each of their existing cultures.

This article presents the emerging context behind the establishment and the progress of indigenous 
tribal schools, analyzes their development and mechanism, seeks to understand how they have come 

to be a reflection of tribal democracy being established or cultural conflict at work, and outlines ways that 
the indigenous peoples can advance towards tribal self-determination and preserving their subjectivity.

關鍵詞：原住民族部落學校、原住民族、主體性、教育實踐、文化復振

Keywords: Indigenous tribal schools, Indigenous peoples, Subjectivity, Pedagogical practice,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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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原住民族的部落生活是教育和文化學習的關鍵場域，族人的生命歷

程、生產活動和社會關係均在部落裡交織發展，藉由歲時祭儀活動傳遞部

落文化，發揮生活即教育的社會功能（孫大川  2000）。然而，遭逢日本及

國民政府的外來政權，原住民族被迫接受皇民化與漢化教育，嚴重衝擊原

住民族的部落生活機制。現代化教育制度主要服侍資本主義社會的運作邏

輯，而重視學業至上與競爭個人成就的價值觀，截然不同於部落生活強調

的身體技藝、生態知識和互惠分享的教育意義。原住民族習於生活化的教

育內涵，從做中學的過程培養出生活知識和實作能力。現代化教育制度則

將其納編進入學校組織，規訓於制式課堂和靜態書本的知識體系中，而學

校重視的表達述說、閱讀寫作和數字運算，更令其置身於學習斷裂和文化

衝突的困境。此外，實施「國語政策」壓抑母語的使用，也加速原住民族

文化的流失。此種以漢人文化主導的教育內容，促使原住民族在教育過程

中遭遇挫折，甚至內化為對自我認同的否定。而由漢人掌控教育內容和評

量規則的教育體制，卻又以考試加分、降低標準、增額錄取和專班獨招等

教育優惠政策，粉飾轉化為政府對於原住民族的恩給照顧，無形中更造成

社會大眾對原住民族的誤解、歧視和對立。
1
長期以來，原住民族無法擁有

教育主體性，此乃原住民族教育的癥結。

綜觀之，臺灣原住民族教育政策可以分為五大階段：「祖」國化時期

(1945-1950)、山地平地化時期(1951-1962)、社會融合時期(1963-1987)、

社會發展時期(1988-1996)、追求民族教育時期（1997至今）（浦忠成　

2003）。其中影響較深遠的政策是：一，在山地平地化時期，山地教育朝

向平地化及漢化的目標；二，在社會融合時期，禁用族語和同化政策，推

動原住民族優惠政策，培育醫護人員和師資；三，在追求民族教育時期，

1 紐西蘭毛利學者Te Kapunga (Koro) Dewes曾經批判殖民社會的教育體制是一種對
於原住民的文化或心理的暴力形式，並且指出毛利族人成為紐西蘭的「文化難
民」(cultural refugees)（闕河嘉　2011）。

以「部落」之名：籌設原住民族部落學校的脈絡和論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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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多元文化教育理念，維護原住民族的教育文化權益（浦忠成  2003；周

惠民 2010）。2
時至今日，從過去的同化階段邁向追求文化復振和教育主體

性則是當前與未來的趨勢。

在過去的2 0年中，針對臺灣原住民族教育的反省與改革，在政策制

訂、教育研究和原住民社群均廣被關注。追求建構「原住民族教育體制」

更成為標的，該詞彙出現於1 9 9 0年代的臺灣。1 9 9 5年行政院教育改革審

議委員會曾針對原住民族教育問題委託研究，對原住民基層教育工作者

舉辦分區座談，針對課程、師資、社區資源、民族學制和都市原住民教

育進行診斷，試圖結合社區文化資源改善原住民族的學校教育（浦忠成 

1996）。然而，這份報告並未指出原住民族的文化模式中不利教育發展的

因素（高德義  1996），也未深入探究學校教育和部落資源的整合契機。

1997年原住民族委員會委託東華大學研究原住民族教育體制的可行性（吳

天泰  1998），在這一年也成立原住民民族學苑籌備處。而1998年立法院通

過〈原住民族教育法〉更具備劃時代的意義。2009年教育部邀集原住民籍

學者專家編纂《原住民族教育白皮書》。值得關注的是，最新版的《原住

民族教育政策白皮書》（教育部、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4）指出當前民族教

育有五大癥結：一、法令政策的落實不足；二、民族教育體系仍待建立；

三、民族知識系統尚未建構完備；四、部落在民族教育之主體角色仍需強

化；五、民族教育實務尚有缺失。白皮書提及各個教育階段並未專設原住

民族學校，規劃從幼兒到大學之整體性民族學校教育體系方案。加上民族

知識系統與內涵尚未完整建構，導致近年來在學校或部落推動民族教育往

往出現偏狹或表面化的現象，未來需要強化部落在民族教育上的自主和自

治的權利。

儘管陸續實施一連串的原住民族教育改革，但有研究指出其中仍然

存有諸多的困境，包括：學前教育機會不均；學習輔導績效不彰；升學

2 針對原住民族教育政策的發展另有學者採用的分期是：戰後到解嚴前是「同化
融合時期」、解嚴後到1996年是「多元開放時期」、1997年至今是「主體發展
時期」（周惠民　2010；周惠民、施正鋒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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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仍舊受限；多元文化落實不易；民族文化傳承困難（譚光鼎  2002：

8－16）。過去十多年來，民族教育大致上被定義為原住民族的語言文化

課程，往往採取附加方式來進行，更被批評為內容淺薄化、零碎化及邊緣

化，無法用原住民族的知識主體來教學（陳張培倫  2010）。由於現代化進

程與社會變遷瓦解了原住民族的部落教育功能，將其收編進入當代學校教

育體系中，要進行族群文化的傳承更顯得窒礙難行。在眾多的反省論述和

政策改革中，更欠缺針對形構中的原住民族教育體制進行梳理和反思，也

未正視其中迸生的政策交鋒、爭議和效應。

自1990年代起，原住民族社群積極從事文化復振以尋回族群主體性，

無論是透過「體制內」的教育規劃（如：文化專班、完全中學、原住民民

族學院、族語課程）或是「體制外」的發展模式（如：語言巢、獵人學

校、部落書屋、部落學校）。其中的特點是從教育體系內的「差異化」

（差異雙軌化），邁向「獨立化」（獨立主體化）於教育體系之外。
3
自

1998年〈原住民族教育法〉公布後，針對原住民族學生實施民族文化教育

成為焦點。原住民族委員會在2 0 1 1年開始規劃「第三學期制民族實驗學

校」，並於2012年提出「部落學校設立計畫」，研擬在十年內於原住民族

生活區域開辦30所部落學校。自2013年開始，率先成立的三所部落學校分

別是：排灣族大武山部落學校、卑南族Pinuyumayan花環部落學校、阿美族

C i l a n g a s a n部落學校。2014年則設立：泰雅族的南湖大山部落學校、布農

族的東群部落學校，原先預計於2016年完成各族一所部落學校的設置。然

而，因部落學校績效不佳和會計疏失，原住民族委員會教育文化處的2015

年預算案遭到立法院於2014年10月29日凍結，部落學校十年設立方案面臨

轉型局面。

本文首先梳理原住民族教育體制的發展脈絡，藉此錨定部落學校的關

3 所謂「差異雙軌化」指的是原住民的教育組織在設立理念、招生對象和課程架
構等面向上與漢人教育體制有所差異，它們分別屬於兩種不同的教育軌道（例
如：原住民族完全中學）。而「獨立主體化」則是指原住民教育組織獨立於
漢人教育體制之外，嘗試追求一種回歸族群主體化的教育模式（例如：部落學
校）。

以「部落」之名：籌設原住民族部落學校的脈絡和論辯



102

文化研究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鍵角色。其次探討部落學校籌設過程中的政策脈絡和相關爭議，直視文化

復振的困境，分析部落學校如何以「部落」之名在從事教育實踐？透過反

思部落學校的生成脈絡、發展圖像和運作機制，得以理解它如何成為部落

民主的實踐場域或文化衝突的戰場，從中更可以勾繪出原住民族如何走向

部落獨立自決和尋回主體性的線索。最後，奠基在本研究的分析，希望提

供政策制訂者和部落教育工作者參酌。

二、文獻評述：原住民族教育體制的脈絡

（一）原住民族教育體制的研究與反思

根據〈原住民族基本法〉，「原住民」是指原住民族之個人；而「原

住民族」則指涉既存於臺灣而為國家管轄內之傳統民族。在〈原住民族教

育法〉中更明訂，「原住民教育」乃是根據原住民之需求，對原住民實施

之一般教育，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即教育部）規劃辦理；而「原住民民

族教育」則是依據原住民民族文化特性，對原住民族實施的教育，由原住

民族主管機關（即原住民族委員會）規劃辦理。由於前述兩者之間並未建

立良性的常態協調機制或設置原住民族教育專責機構，再加上教育部是學

校課程的主管單位，原住民族委員會能夠針對「民族教育」施力的空間受

限，致使原住民族的教育始終依附於一般教育體制，原住民族文化在學校

教育中被忽視和邊緣化，原住民學生無法擁有完整的學習族群文化的機

會，長久以來，難以在教育場域中建構出原住民族的主體性（馬賴‧古麥 

2002；周惠民 2012；曹天瑞 2013）。

針對臺灣原住民族教育體制的研究，關注在課程、師資、法令與組織

架構，探究如何建構出具備主體性的原住民族教育體制（吳天泰  1998；陳

枝烈  1997；李季順  2005；譚光鼎  2002；廉兮  2013）。這些研究反省主流

文化霸權如何壓制原住民族的自決，指出原住民族教育仍然帶有被殖民的

色彩，包括：同化、教化、去政治化、欠缺文化適切性、剝奪族群主體性

（譚光鼎  2002：266－270），或是批判學校教育維繫了強勢族群的政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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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廉兮  2013：2）。早期研究關切如何避免被殖民和同化，而追求「抵

殖民」(decolonizat ion)教育，彰顯民族文化的傳承，重建主體性則是當前

的焦點（王前龍 2009）。

近20年來，原住民族教育改革運動蓬勃發展。此種由上而下的教育方

案並非源自於部落的自覺行動，由於行政部門的主導和族群菁英凌駕於部

落族人的自主行動，加上霸權意識型態的族群關係並未鬆動，導致教育改

革落入了一種近似霸權的施惠（譚光鼎  2002：278－279），無法體現出

部落民主的生機。近幾年則陸續出現部落自主教育行動，無論是追求一條

鞭式的原住民族教育制度（李季順  2005），或是結合部落生活從事教育，

此種創造出多元民主的溝通空間乃是抵殖民教育的內涵，才有機會創生出

原住民族教育的主體（廉兮  2013：2）。而原住民族部落學校的籌設更被

期待為抵殖民主義和原住民族公民權的體現（楊政賢  2014）。然而，倘

若無法採取基進的抵殖民路線，實踐族群自決和民族主體性，將可能無法

擺脫內部殖民，也難以邁向自由解放的原住民族教育之路（譚光鼎  2002：

279－283）。

檢視國際間原住民族教育的發展趨勢和實施內涵主要著重在：建立原

住民族知識體系、爭取原住民族教育權（陳豪  2013）。在臺灣原住民族

追求教育改革和主體性的過程中，立基於歷史形構條件，更源自政府官員

和原住民族知識菁英出國考察之後，逐漸產生原住民族教育制度的移植和

參照。以紐西蘭的毛利教育復振運動為例，1981年在毛利長老會議中決議

要發展「學前語言薰陶育兒中心」(Te Kohanga Reo），隨後15年總共成立

700多所的「語言養護所」（the language nursery，又稱語言巢the language 

nest），積極投入毛利族人的民族語言養育事務。在1980年代晚期，更發展

出毛利教育體系，貫徹一條鞭的原住民族主體教育體制（譚光鼎　2002；

李季順　2005；闕河嘉　2011）。紐西蘭毛利學者Smith(1999)在《抵殖民

的研究方法論：研究與原住民族》提出「原住民族研究議程」，他把抵殖

民的政治策略聚焦在原住民族自決，並勾繪出原住民族社區進展過程的四

種存在狀態分別是：生存、復原、發展與自決。倘若借用Smith的分析架構

以「部落」之名：籌設原住民族部落學校的脈絡和論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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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檢視臺灣原住民族教育體制，無論是語言巢的設置，推動原住民族母語

學習方案
4
（吉娃詩‧叭萬　2006；廖傑隆　2008）建構出特屬於原住民族

的教育體系，乃至於設置原住民族部落學校，均可以清楚見識到原住民族

從文化存續、復振到自決的多重努力痕跡。

而美國印地安教育自主權的運動自1960年代末展開，1968年成立第一

所原住民族社區學院後，已逾30所的「部落學院」(t r i b a l c o l l e g e s)由部落

主導。1975年國會通過〈印地安民族自決與教育協助法案〉(I n d i a n S e l f-

Determinat ion and Educat ional Ass i stance Act) ，明訂政府應促進印地安

民族參與教育事務，維護其自主管理的權力（譚光鼎　2 0 0 2；李季順　

2005），政府甚至為都會區印地安人設置「磁石學校」(A m e r i c a n I n d i a n 

M a g n e t S c h o o l)，教導印地安孩童認識自己的文化，不再像過去強迫就讀

住宿學校，接受宰制的主流文化，進入「去文化」的教育過程(White et a l. 

2007)。Partington(2002)將原住民族教育區分為幾種模式，分別是：隔離、

同化、文化、賦權、雙向（熟悉雙邊的文化）與方塊模式（政府、教育體

系、社區夥伴關係）。從賦權之後的發展模式，都相當值得臺灣加以參

照。另外，也有研究從比較的觀點，針對紐西蘭毛利語沉浸式小學、美國

夏威夷語沉浸式小學與卡美哈美哈學校、北歐三國的薩米學校的案例，分

析少數族裔和原住民族如何建立學校體系，藉以作為臺灣設置原住民族學

校的典範。研究發現臺灣原住民族的語言和文化歧異性相當大，必須透過

積極的政治動員策略凝聚能量和落實語言文化的保存。此外，也需要豐沛

的經濟資源和私人團體的挹注，讓部落耆老成為主要教學者，建構以母語

作為教學或第一語言的學習環境（王前龍 2014）。

Arenas等學者(2007)曾經針對原住民族教育提出幾項改革芻議：首先，

以原住民族語言作為學校溝通和教學工具，透過孩童與耆老的互動，活化

4 朱惠琴 ( 2 0 1 0 )探討三個國家的原住民語言學習方案：加拿大的「克利族語方
案」、美國亞利桑納州的「水蜜桃泉胡阿拉帕依族語方案」和夏威夷的「普那
納族語方案」、紐西蘭的「語言巢方案」，透過比較政策、課程、教學、政
府、社區與高教機構支持的狀態，可以提供臺灣原住民族語教育方案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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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語的生命，讓孩童接觸部落的文化和傳統；其次，認識原住民族文化的

變動性，避免將原住民族的認同予以本質化。原住民族教育需要強調「整

體全面式」(h o l i s t i c)的學習，也要讓孩童廣泛接觸自然環境；第三，在文

憑主義和既有主流教育框架中，引進原住民族的知識，讓非原住民了解原

住民族的文化傳統。直言之，在臺灣原住民族教育改革和追求主體性的過

程中，必須跨越族群中心主義的教育障礙、掙脫殖民者的霸權意識形態，

亦需立基於在地化的社會文化基礎，發展出部落特色與族群文化的教育內

容，透過組織串連力量爭取集體權利，構思如何與主流文化抗衡或共容。

此外，參酌國外的原住民族教育規劃方案，需要警覺在地歷史脈絡和殖民

內涵的差異，也需要兼顧族群文化的特質和部落自主的能動性。

（二）追求教育主體性：從差異化到主體化

近年來，臺灣出現原住民族研究顯學化與文化復振的現象，展現在

學術研究數量的提升，也形成「原住民族教育體制」的發展趨勢，它有別

於既有的教育體制，逐漸發展出獨特的樣貌。透過現代國家、基督宗教和

資本主義三股牽引力量，原住民族教育體制在扶植弱勢和保護權益的精神

下，在採取獎勵和補助策略的運用下，驅使原住民族投身特定的教育選擇

路徑。為什麼原住民會從事特定升學選擇和職業範疇，究竟是什麼原因造

成，又導致什麼樣的社會後果，此乃社會階層化的典型探問(Lenski 1966)。

現代化教育制度將原住民收編進入國家主導的教育體系，學校傳授的課程

與部落文化斷裂，原住民學生教育成就低落更是諸多研究的共同結論。然

而，為什麼在接受學校教育後，會出現原住民族謀職結晶化的趨勢？是否

在教育體制當中，一方面提供賦權，另一方面卻造成限制，促使原住民族

經由升學結構的設計和篩選，走向特定的分流軌道？我們可以檢視原住民

族升學類別的相關輪廓，透過「經濟趨勢」及「政治勢力」的強弱，可以

再區辨出形構升學類別的四種力量，分別是：經濟力、文化力、政治力和

宗教力（圖1）。

多元化的原住民族升學類別擺盪在政治權力、宗教慈善、企業恩給

和文化復振這四種社會力量的折衝之間，如何建構出適性的原住民族教育

以「部落」之名：籌設原住民族部落學校的脈絡和論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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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尋回文化傳統和族群主體性，不讓原住民族陷入刻板印象複製化和

職業分工邊緣化的困境，仍舊在持續地演化中。過去20年來，原住民社群

透過「體制內」的教育規劃方案和採行「體制外」的教學發展模式，致力

推動文化復振以尋回教育主體性。下列勾繪出這條從「差異化」到「主體

化」的發展脈絡，進一步錨定原住民族部落學校在臺灣社會和原住民族教

育體制中的深刻意涵。

形構力量

政治勢力的強弱

政治力               宗教力
 （政治介入）  （宗教引導）

經
濟
趨
勢
的
強
弱

經濟力
（經濟支持）

文化力
（文化復振）

A B

C D

圖1：原住民族升學類別的分類圖示
說明：研究者根據原住民族升學類別的劃分如下：
A：軍警、體育、技職（明志與長庚護專）
B：慈濟護專、馬階護專
C：完全中學、文化技藝專班、原住民民族學院、部落學校
D：神學院
其他：分布於A和C的大專院校原民專班

1. 原住民中學：雙軌學制的爭議

因為地理位置偏遠所設置的原住民國民中小學有二：烏來和阿里山國

民中小學。國教向上延長12年的政策，自89學年度起已經在原住民地區的

完全中學實施。教育部與原住民族委員會於2000年達成共識，優先實施學

校包括：蘭嶼中學、南澳中學、信義中學、來義中學。
5
這四所原住民完全

中學的設置也被稱為「雙軌學制」。

由於原住民學生在融合學制中，教育改進措施傾向於消除其文化特

5 曾經與目前正籌設的學校還包括：新北市三峽區的國立原住民族實驗中學、臺
中市和平區的原住民完全中學、桃園市立原住民實驗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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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加上文化差異令原住民學生難以適應重智主義和升學競爭的模式。雙

軌學制的用意是獨立設置適合原住民族的就學系統，強調原住民族教育文

化的連貫性。然而，此種學習環境是否會形成族群互動的隔閡，產生阻礙

學習的依賴心理（譚光鼎、曾碩彥  2009），甚至是較不利於進修或進入

社會謀生的適應能力？再者，文化傳承理念往往會面臨到升學考驗（譚光

鼎  2010），課程設計如何銜接至高等教育軌道或是民族教育體系，也值得

關切。最後，缺乏誘因導致這些學校招生不足（戴永華  2001／07／28；

吳淑君  2012／08／14），加上在地參與有限，學校課程能否符合在地需

求，激盪出在地居民對於教育主體性的共識和集體參與（張如慧、譚光鼎 

2012），亦需要徹底審視。

2. 宗教慈善化的教育體系

(1) 神學院：原運和文化復振的擔綱者

過去政府採用家父長式的統治心態，提供原住民族幾項教育優惠政

策，期待原住民透過國家規劃的教育體制融入漢人的生活方式。雖然設置

了原住民重點學校，然而，早期並未因其文化或族群的特殊性而採取適性

教學模式，往往採用漢人化的標準要求原住民學生遵守。相對來說，神學

院的教育體系作為體制外的教育選擇，具備「宗教親近性」與「文化包容

性」的特點，在過去更承擔了原住民語言教育和文化復振的重任。
6

臺灣三所神學院分別是：臺南神學院、臺灣神學院、玉山神學院。

這些神學院養成的原住民知識分子（尤其玉神），以其神職身分運用教

會的相關資源，擔負起1 9 8 0年代之後的原運草根組織和動員（劉曉萍　

2 0 0 0）。他們是原住民運動的關鍵種子，展開了信仰與神學上的艱困挑

戰，例如原住民解放神學的思考（李怡燕 2000；布興‧大立 2007）。而神

學院教育扮演宣教擔綱者和宗教慈善化的角色，對於原住民族的教育選擇

更發揮關鍵的效果。

6 基督宗教信仰與原住民族之間是一個歷史選擇親近性的課題。臺灣原住民家庭
的宗教信仰以基督教為主（有38.3%，以達悟族最高，占81.2%），其次則是天
主教（有26.1%）（原住民族委員會　1998）。

以「部落」之名：籌設原住民族部落學校的脈絡和論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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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宗教大愛的扶助與隱憂

慈濟護專
7
自1996年開始舉辦原住民學生獨招，證嚴法師認為護專建校

理由是：「解決東部少女的就學就業問題；尤其是原住民少女更需要協助

就學和就業。」
8
該校原住民占十分之一，以2015年的報考資料為例，有八

成來自花東地區，有六分之一來自花蓮新城國中和秀林國中，這兩所學校

還開設「慈護專班」，而慈濟技術學院則被視為「護理界的北一女」（中

央通訊社  2015／04／18）。該校招收的原住民學生免繳報名費，更設置

就學獎助方案，免收學雜費、住宿費、伙食費及實驗費，每月發給零用金

3,000至5,000元，並提供制服、實習服及教科書。畢業後依據學生志願派任

至慈濟各醫療院所或輔導回原居地服務。
9

而馬偕護校獲得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的支持，由教育部核備提高

原住民學生的招生比例，自99至103學年度每學年招生40名，五年全額補

助200名原住民就讀護理科。2010年該校更成立「原住民家庭翻身教育計

畫」，獲得「大衛與黛安娜基金會」捐助1億8,000萬，補助原住民的學雜

費、書籍費、制服費及住宿費，並提供每月6,000元的生活補助費。10

低門檻的報考資格和篩選機制，加上優渥的經濟條件與就業誘因，使

得慈濟、馬偕與長庚護專成為原住民少女的優先就學選擇。
11
獎助政策的鼓

7 慈濟護專於1989年創立，於1999年改制為慈濟技術學院，於2015年改制為慈濟
科技大學。

8 來源：慈濟語彙：慈濟護專。ht t p ://w w w.t z u c h i .n e t/TC S C.n s f/d f b57430a15
41d6848256ae000266b78/84e ce ea2fdd85f864825685e003c5f9a ?Op enD o cument
（2016/07/02瀏覽）。

9 來源：慈濟道侶2 6 9期。h t t p : / / l a b 2 .u s . t z u c h i . o r g / u s a / h o m e . n s f / R e s o u r c e 
/k10210。（2015/06/28瀏覽）

10 來源：馬偕護校的「原住民家庭翻身教育專案計畫」專區。http ://w w w2.m kc.
edu.tw/releaseRedirect.do?unitID=1&pageID=2391。（2015/06/30瀏覽）

11 檢視103學年原住民學生的性別分布，就讀技職校院多為女生，專科的原住民女
學生高達八成四，主要多為護專且與保障名額或原住民專班有關。大專院校原
住民學生就讀人數最多的前十大科系第一名是護理學系，比例是一般生的三倍
（分別是12.9%與4.2%），而就讀醫藥衛生學門和民生學門的比例均逾一般生的
兩倍（教育部　2015：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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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加上制度性的設計，強化了宗教大愛和企業無私的社會形象。然而，宗

教辦學或企業興學均未跳脫出性別化分工的刻板思維，既深化了勞動市場

的性別區隔，更驅使原住民少女投入次級勞動力市場。此外，集中住宿制

度限制學生的生活自由和交友網絡，讓學齡期的原住民女學生與家庭生活

和部落文化脫節。此種宣教和慈善並濟的護理教育，讓護校成為經濟弱勢

者的翻身階梯，但卻再製了特定的族群分工和性別分工，將原住民女學生

導引至「被預選」的教育軌跡和謀職路徑。
12

3. 技職獨招：階級分化和性別迷思

原住民技職教育的獨招，更影響了原住民高等教育人才的培育。徐承

群(1998)曾經分析明志工專建教合作式的技職教育，反省其鞏固了階級與

族群的階層化。而徐玫綺(1998)則探討長庚護專的原住民女學生獨招，檢

視其呈現出職業隔離與性別分工的迷思。

(1) 明志工專的階層化服從

王永慶為了「擴大」對於原住民的「照顧」，於1996年指示明志工專13

籌辦原住民高工教育，並且自93學年度續辦原住民四年制技術學院，與政

府單位合作辦理原住民族教育專班，採行慈善學校的方式提供原住民免學

雜費的優待，其所造成的非預期結果包括：

第一，學費優待打造入學誘因。由於學齡期原住民的學習性向尚未釐

清，容易導致學習不適應，此乃「慈善學校」的優惠所產生的衝擊效果，

甚至造成福利依賴的可能性。而學費優待政策更形成一種假性公平的內部

紛爭，致使該校一般生對原住民學生產生負面意向和差別化的人際互動。

第二，政府政策導致階級建構。透過吸引原住民朝向技職性的教育選

擇，以便解決原住民的經濟處境，卻忽略了在社會階級的建構過程中，此

12 原住民大學生占該校比率最高的是慈濟與大漢，分別占44%及31%（教育部　
2015：11）。

13 臺塑於1963年創設明志工專，該校於1999年改制為明志技術學院，於2004年改
為明志科技大學。

以「部落」之名：籌設原住民族部落學校的脈絡和論辯



110

文化研究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種政策毋寧鞏固了階級階層化的關係，而被要求服從的性格，更強化了原

住民隸屬社會底層的社會建構（徐承群 1998）。

(2) 長庚護校的性別化迷思

長庚護校
14
在政府積極引導下具備學習優待和就業保障。自84學年度

以獨招方式招收原住民女學生，創辦人王永慶在當年基於「體恤」原住民

居住偏遠和資源不足，為了「提供原住民子女教育機會，協助解決原住民

就業問題，開闢偏遠部落地區護理人員來源，提昇原住民醫護水準」，
15
捐

贈獎助原住民女學生的學雜費和住宿費、提供伙食、書籍、學校制服和實

習服的補助。然而，護士是高度「性別化」(gendered)的工作，被歸屬為半

專業的輔助位置。而接受護校教育的原住民學生，未必就能完全改善在族

群、階級和性別上的弱勢地位。此種獨招制度將原住民女學生導向一種發

展受限、職業隔離且刻板化性別分工的教育軌道，甚至可能會再製弱勢者

的社會意象（徐玫綺 1998）。

原住民技職教育獨招以經濟庇護和慈善恩給作為設校的初衷，打造出

不同族群之間的階級分化和性別迷思，讓教育取得落入了經濟決定的限制

框架中，促使原住民謀職範疇限縮，更容易強化和複製原住民適合勞力技

術和照護輔助的工作型態，再製了附屬和低下的社會形象，甚至阻礙原住

民學生的潛能發展和追求主體性的契機。

4. 體育學校：翻身投射和族群想像

臺灣在過去20年內設立了兩所體育中學，這兩所學校分布於原住民居

住密度最高的臺東和花蓮，分別是：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中學、花蓮縣

立體育實驗高級中學，兩校的原住民學生比例均達七成。只要對原住民體

育運動有所關注，時常會產生矛盾的情結：一方面會讚嘆原住民在運動競

14 1988年明志工專護理科獨立設校為長庚護專，設立二年制護理科。自84學年度
起，日間五年制護理科每年獨招六班的原住民女學生。2011年改名為長庚科技
大學。

15 來源：長庚科技大學原住民學生教育中心。h t t p : / / a b o r i g i n e . c g u s t . e d u .t w /
files/11-1015-1686.php。（2016/08/18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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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的傑出表現，另一方面則憂慮其被支配和被觀看的社會位置。原住民運

動明星的優異成就背後不禁令人思索：運動對原住民來說，毋寧是光榮的

羽飾，亦是沈重的鎖鏈（孫大川 1995；南方朔 1995）。

在2012年大專生就讀人數最多的前50個科系中，原住民就讀體育學系

排名第七，一般生就讀體育學系則排名第42。檢視原住民就讀的學校更可

以發現：臺北市立體育學院排名第二，原住民占全校學生人數9%。國立臺

灣體育運動大學排名第三，原住民占全校學生人數8.8%（教育部  2012）。

體育管道成為培育原住民高教人才的關鍵路徑。此外，原住民老師專任體

育科的比例最多，占一成，阿美族則占原住民體育老師的六成，阿美族投

身運動的趨勢相當顯著（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1a；林文蘭  2012）。體育性

質的教育組織為國家打造金牌，激勵原住民發展特定運動項目，更搖身變

成向上流動的搖籃，促使運動甚至成為社會大眾對於原住民的族群想像元

素。然而，一味地追求競技至上與獎金，忽視運動的教育價值，可能再生

產運動員或原住民學習不彰的刻板形象。而原住民明星在運動場上的榮

光，更刻劃出原住民族的集體認同，成為原住民少年從事教育選擇的參照

典範（林文蘭 2010，2013）。

5. 獵人學校和音樂學校：文化傳承或當代商品

以在地人文、自然和文化資源當作教育素材，重塑原住民族教育權的

多元行動在近幾年來更是蓬勃發展，例如：撒古流的「部落有教室」、色

舞繞民族教育學園、鸞山的布農族森林博物館、司馬庫斯的部落教育、石

板屋營繕工班學校、都市原住民語言巢等。

以傳承獵人文化的獵人學校
16
為例，學習與自然共存的智慧和天地人一

體的價值觀。然而，在運作模式上有的以文化傳承為宗旨，屬於「文化精

神式」的獵人學校；有的則以旅遊體驗為目的，成為「生態旅遊式」的獵

人學校（陳彥君、陳瀅世  2014）。而撒可努在香蘭部落籌設的獵人學校，

16 包括：撒可努的獵人學校、花蓮吉籟獵人學校、泰雅獵人學校、爾克獵人學
校、達蘭埠獵人學校、德文獵人學校、魯凱獵人學校。

以「部落」之名：籌設原住民族部落學校的脈絡和論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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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教導狩獵也教導傳統文化。它的功能在於推動原住民文化傳承，把部

落生活作為集體教育的形式，讓教育的主導權回歸到部落中。

此外，音樂作為理解文化的一扇窗口，更可以從原住民傳統歌謠體

現出來。原住民在音樂領域上的表現往往是社會焦點，無論是原住民歌手

屢奪金曲獎，或是成為國際音樂舞台上的臺灣之光。這引發一股反璞歸

真探索原住民傳統音樂文化的風潮，更促使許多基層學校籌組合唱團，
17

藉由學習傳統歌謠來型塑原住民學生的文化價值觀（李悠菁  2007；游秀

雯  2010）。然而，廣設合唱團和音樂學校亦潛藏隱憂：一、如何整合西方

音樂和傳統歌謠，讓原住民同時習得專業訓練和傳承傳統文化；二、音樂

團體成為校方的募款來源，強化亟待援助的弱勢意象；三、音樂究竟是工

具還是目的。在過去，音樂是原住民族表達情感和在特定活動的情緒映照

（如：歲時祭儀、豐年祭、林班歌），透過形象包裝成為表演團體和文化

商品之後，究竟原住民孩童能夠習得多少的傳統文化，或是讓大眾更理解

原住民文化的內涵，甚至是再製原住民族很會唱歌跳舞的刻板印象仍有待

釐清。

6. 原住民民族學院：族群主體性的實踐

教育部於1997年委託東華大學研擬成立原住民民族學院，任務在於規

劃原住民文化教育，培育原住民專業人才。有鑑於過去原住民接受高等教

育的比例甚少，為了提升受教人數和回歸原住民民族文化教育體制，原住

民民族學院於2001年成立，以原住民文化作為教育和研究的主體，招收對

於原住民文化有興趣的原住民及一般生，並鼓勵畢業生回到原居地服務或

是積極參與原住民事務工作。

針對原住民民族學院的發展方向和運作模式，始終存在著多元的聲

音。孫大川在2010年參與「監察院第三屆人權保障工作研討會」時指出：

17 包括：原聲音樂學校、泰武古謠傳唱隊、泰雅學堂、桃山國小合唱團、親愛部
落小提琴隊、廣原國小合唱團、三地國小合唱團、草埔國小合唱團、臺灣兒童
合唱團、卓楓國小合唱團、霧鹿國小合唱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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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要成立時，原本目標要擔負起接受高等教育

之原住民，作為培育民族教育工作者之想法。因當時原住民族委員會並未

極力支持，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被迫朝向一般化發展。」（監察院 

2010：210－211）在大學體系中建立原住民民族學院，是否會導致原住民

的專業發展受限，無法根據族群文化特性充分發展？在一般大學體系中，

如何結合學科訓練又同時進行文化傳承？如何另闢蹊徑透過分進合擊來從

事具有族群主體性的原住民族教育方案？始終為該學院教學定位上的難

題。此外，座落在教育部和原住民族委員會的雙重治理縫隙中，常態性的

補助資源取得不易，面對欠缺族群敏感度的校方團隊更是一大挑戰（施正

鋒　2011）。原住民民族學院成立15年來，課程規劃以學習西方學術知識

體系和課堂知識傳授為主，缺乏和周遭部落的交流和融入部落知識，在原

住民的師資培育和走入社區服務層面亦需要再細緻規劃（吳天泰、李沛恩

　2014）。不過，該學院培育出的人才的確在特定面向上維繫了原住民文

化與教育傳承的命脈，後續將如何扮演教育領航的角色仍待觀察。

7. 追求主體性：從霸權到自決

本文立基在前述討論原住民族升學類別的發展脈絡，嘗試提出一個整

合性的分析架構，從中指認出當前籌設原住民族部落學校的意涵與價值。

本文指涉的「原住民族教育體制」是：針對族群文化的獨特性，規範整體

教育過程的制度設計；或是在既有的體制中，針對原住民實施差別化的教

育政策。
18
臺灣原住民族教育體制的樣貌由兩種關鍵機制所形構：文化主

體性的追求、國家介入的角色。欲清楚勾勒其中的差異性需要反思兩個層

面的議題：第一，教育過程是採取「文化剝奪」(cultural deprivation)還是

「文化自主」(cultural self-determination)的模式；第二，國家的介入是「直

接高壓」還是「間接扶助」的角色。據此，可以區辨出原住民族教育體制

18 「教育體制」(e ducationa l re g ime)是規範教育過程的制度，包括：一、教育的
政治性規範工具（教育優惠、教學規則、成績評量、獎懲規定）；二、教育過
程所型塑的政治及意識形態效應（福利依賴、分類效果、差異意識、身分認
同）。「體制」同時蘊含著社會化、規訓和治理的多層次內涵。

以「部落」之名：籌設原住民族部落學校的脈絡和論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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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四種分析上的理念類型(ideal type)分別是：霸權式、從屬式、抗拒式、自

決式（圖2）。霸權式的原住民族教育體制會增強社會階層化，導致原住民

族文化主體性的喪失。而自決式的原住民族教育體制在追求文化主體性的

過程中，則需要反思國家與部落之間的主從關係或是依賴程度。

形構原住民族教育
體制的兩種機制

文化主體性的追求

文化剝奪                文化自主

國
家
介
入
的
角
色

直接
（高壓）

間接
（扶助）

霸權式 抗拒式

從屬式 自決式

圖2：形構原住民教育體制的分析圖
說明：研究者根據圖1原住民族升學類別的發展脈絡所進行的理念類型分類

建立原住民民族學院（吳天泰  1998）或是原住民族教育一條鞭體制19

（李季順  2005），乃至於籌設原住民族部落學校或是規劃評估成立的原

住民族大學，均是建構「自決式」原住民族教育體制的契機。藉由擺脫當

前此種文化剝奪的教育困境，掌握教育主導權來凸顯多元文化的差異，進

而確立文化主體。此種努力過程並非讓多元文化在教育場域中僅是一種虛

飾或妝扮，甚至還維繫了不平等的社會結構，支撐現行主導的支配關係

(Moniz 2008)。直言之，追求具有族群文化主體性的教育體制，得以培養文

化教育的種子，彰顯族群分流教育的正面價值。綜合前述，原住民族教育

體制的發展從原先教育體系內的「差異雙軌化」，呈現異於主流的差異特

質，既有教育體系的運作逐漸邁向「獨立主體化」。從原住民族部落學校

的案例更可以一探究竟：它如何透過傳統文化的復振，轉型為自我發聲和

培力的主體，讓部落生機和傳統文化得以存續。

19 所謂的一條鞭指的是：「由『中央』到『地方』設置一元化的原住民族教育行
政專責單位，讓教育回歸到『教育專業』本質之上」（李季順　2005：9）。建
構一條鞭的原住民族教育體制應把握中立性和寬容兩個原則(ibid.: 5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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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落的文化自己救

1.文化復振的生成與發展

「文化復振」(cultural revitalization)是指：「社會成員以一種深思熟慮

的、有組織的、有意識的努力，建構出一種更令人滿意的文化」(W a l l a c e 

1956:  265)。從文化的觀點來看，復振毋寧是一種特殊形式的變遷現象，

牽涉復振過程的行動者會覺察到他們的文化是一種體系，他們會創造出一

種表達新關係和新特性的新文化體系。此外，在過程中也會產生漸進的連

鎖反應效果(ibid.: 265)。建構「更令人滿意的文化」是Wallace認為復振運

動的目的，然而，更令人滿意的狀態指涉為何？行動主體又是誰？在復振

過程中，如何兼顧不同族群（或部落）的滿意程度？這會衍生出諸多的挑

戰。外在的壓力往往是導致復振的原因，無論壓力是來自政治、經濟、社

會、文化或教育層面(ibid.: 268-269)，究竟什麼樣的社會遭逢會帶來文化復

振的壓力？而壓力大到何種臨界點，會讓原住民族意識到要挺身而出積極

從事文化復振？本文嘗試透過部落學校的籌設案例，分析其如何打造文化

復振之路。

復振運動的生成和發展可以區辨為五種過程：穩定狀態、壓力增加、

文化扭曲、文化復振、新穩定狀態(ibid.: 268-275)。Wallace更採用宗教復

振運動的六項任務來詳述「復振」，分別是：迷惘的再形成、溝通、組

織、適應、文化轉變、例行化(ibid.: 270-275)。在歷史的進程中，原住民部

落遭逢外來文化的侵蝕，究竟在文化接觸的過程中，原住民族文化如何不

被漢化、解組或漸趨消逝，甚至能夠維持相對自主性或文化主體性？本研

究希望分析部落學校採取的教育實踐和文化回應策略，反思既有的復振觀

點。

Linton(1943)指出「本土運動」(nativist ic movement)是一個社會對文

化涵化壓力的反應，藉以振興原有文化的運動。由於兩種文化接觸會遇

之際，某一種特定文化（尤其是劣勢文化）的成員會感受到外來文化的

壓力，致使其採取保護或復振其傳統文化的行動來回應。復振運動往往

會與某些特定文化相關，而非文化的全體。通常被選擇復振的文化是成員

以「部落」之名：籌設原住民族部落學校的脈絡和論辯



116

文化研究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經過篩汰過程賦予某些文化具有象徵意涵，或者是復振那些仍然被記得和

相對重要的文化遺緒。L i n t o n認為本土運動根據性質可以區分為：神秘的

或理性的，即採取理性的觀點吸取外來文化來重整傳統文化。依據重整的

差異，本土運動更呈現出兩種發展趨勢：「永存」(perpetuate)或「復振」

(revive)，前者企圖保存現今仍然既存的傳統文化，後者則是努力恢復過去

曾經有過的傳統文化。

在殊異的文化接觸過程中，時常會產生文化的消長或吞噬，形成

調適、吸納或採借的狀態，在分析這些狀態時必須關照三項關鍵課題：

第一，文化接觸是「持續不斷」的互動過程；第二，互動過程是「雙向

的」；第三，觸發機制是在不同文化團體中的「個人」。過去針對原住民

族文化與漢文化接觸的研究，大多秉持著漢化或同化的觀點，忽略不同

文化團體的接觸下所產生的文化變異性（潘英海　1 9 9 4）。針對文化接

觸和互動過程，潘英海(1994)提出合成文化(compound culture)與文化合成

(cultural hybridity)的概念，用來分析當地方文化與外來文化接觸之際，會

形成文化在地化的現象，塑造出一種創新的地方文化。反觀在部落學校的

教育實踐過程中所從事的文化復振活動，究竟觸發的機制是什麼，能否發

展出文化合成或創新的地方文化也值得關注。

2. 原住民族的文化復振之路

自1980年代後期，一方面政府推動社區營造發展多元文化；二方面原

住民族運動促進族群認同和文化保存；三方面部落觀光和文化商品化的發

展，原住民族文化與傳統出現復振的契機，逐漸凝聚族人的認同（林曜同

　2013）。這也連帶地激盪出許多相關的研究，分析傳統尋根活動如何藉

由文化實踐來重塑族群認同（楊仁煌  2007；楊功明  2011；徐大智  2014；

撒韵．武荖  2014）。此外，也有研究反思部落教育如何進行文化傳統的

再詮釋，形構出什麼樣的傳統而導致文化的再創造（劉映晨  2004；陳文德 

2011），或是指出文化作為區辨我群及他者的手段，掌握文化論述的內容

即掌握描繪族群邊界的權力，更會引發族群內部再區隔化(re-separat ion)的

力量（靳菱菱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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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論之，文化復振主要有幾種形式，包括：恢復社會組織、母語的保

存、重現歲時祭儀、重構會所文化、重建代表性建築（楊仁煌  2007；陳文

德 2011；林芳誠 2012）。這些文化復振活動蘊含的社會功能有：重塑集體

記憶、產生社會凝聚、創造族群認同。倘若藉由前述文化復振的討論來檢

視部落學校的教育實踐，究竟採行什麼樣的教學設計，欲達成何種文化的

學習，將可以從中探究部落學校對於傳統文化的集體想像、篩汰競逐和當

代重構，並且能夠進一步理解特定族群和部落對於哪些文化值得被復振的

共識或歧異。

三、研究方法

本文以原住民族部落學校為例，釐清其籌設過程中的脈絡和論辯。教

育政策的社會學研究把「政策」視為一種分析「文本」(t e x t)，政策文本

可能是經過衝突協商後的再現。政策不只是一種行動方案，也是「論述」

(discourse)分析的文本，政策的實踐過程往往複雜多變，甚至還充滿著各種

偶遇性和不確定性(B a l l  1994)。此外，「政策應該被看待為是一種『權力

的經濟學』，政策是一種技術及實踐在特定情境中被體現與競爭的過程」

(ibid.: 10)。Ball(1993)主張教育政策分析需要檢視政策的主要預設、實施過

程和後續結果，才能夠清楚洞察政策發展的真實「軌跡」(trajectory)。藉由

把籌設部落學校的相關政策和教育實踐當作批判論述分析的文本，得以具體

勾繪出它的演變進程和運作邏輯。承繼前述，本文主要採取政策和教育文

本分析、媒體論述分析、參與觀察和深度訪談等多元方法，探究形構部落

學校的社會條件為何，其中又蘊含什麼樣的論辯爭議和意識型態的效果。

一、在掌握政策文本方面，蒐集與部落學校相關的政策制訂歷程，包

括：政策沿革、會議資料、立法院公報的議事錄
20
、部落學校工作計畫與

20 自2012年初到2016年底之前，立法院公報共有38期的議事錄與「部落學校」相
關。一一檢閱之後，梳理出本文有關的脈絡和論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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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活動報告。此外，透過立法院各種委員會的立法委員質詢、原住民籍

立法委員的質詢和看法、媒體訪談政策決行者（例如：原住民族委員會主

委、副主委、參事、教育文化處處長、科長和視察）的相關資料來源，藉

此梳理出部落學校的歷史脈絡、發展時序、變遷軌跡和關鍵機制。

二、在媒體論述和文本分析方面，以部落學校的徵才和招生廣告、教

育文本、相關論文作為分析對象，包括：《原教界》、《臺灣原young》、

《原住民教育季刊》、《原住民族月刊》、《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

《臺灣原住民研究論叢》、《原住民教育政策白皮書》⋯⋯等。此外，蒐

集歷年來與部落學校有關的原住民族委員會的新聞稿和採訪通知、聯合知

識庫、中時新聞庫、中央通訊社、臺灣立報⋯⋯等相關的報導和評論，以

及公共電視、原住民族電視台、原地發聲、原住民族教育論壇、媒體專訪

和部落學校拍攝的影音資料，分析其發展樣貌、變遷趨勢和關鍵爭議。

三、在參與觀察和深度訪談方面，本文的提問出發點源起於2001年開

始從事三年的基層原住民族教育工作經驗，持續參與觀察原住民族教育現

場與發展脈絡，並自2007年陸續參訪花蓮、臺東、屏東、新竹、苗栗等地

的原住民族重點學校，瞭解原住民族教育體制的基本輪廓，作為本研究的

基礎認識框架。隨後於2013年起，聚焦於原住民族部落學校的籌設過程，

嘗試剖析原住民族邁向教育主體性的關鍵案例。自2014年暑假開始參訪三

個部落學校，觀察教學現場的教育文化活動，撰寫田野觀察筆記，並從其

網路社群追蹤瞭解相關的課程活動。於2 0 1 5年起則訪談十二位關鍵報導

人，訪談對象包括：熟知部落學校籌設脈絡的知情者、部落學校校長和主

任、耆老教師、工讀生、志工、部落發展協會總幹事，以及任教於屏東、

花蓮、臺東、苗栗原住民重點學校的原住民籍校長和教師。針對部落學

校的發展脈絡、實施現況、潛在困境和未來課題這四個面向進行焦點式訪

談，如有需要確認和釐清之處再做補訪。最後，進一步將田野筆記和訪談

逐字稿進行編碼、比較和詮釋分析，擷取與發展脈絡和關鍵爭議相關的課

題進行深入的討論。

奠基在以上的多元研究取徑：首先，重建部落學校籌設的發展脈絡，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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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來源包括官方法規、教育組織的檔案、工作計畫、課程發展和活動報告。

其次，建立部落學校的基本資料庫，資料來源包含政策文本、媒體論述、影

音資料和教育活動，對其進行過錄和分析，再佐以田野和訪談的資料，藉此

勾繪出部落學校在籌設過程的關鍵爭議，並且嘗試提出具體的改革芻議。

四、回歸「部落」：拿回教育的主導權

（一）部落學校的籌設脈絡

自1998年〈原住民族教育法〉公布，針對原住民族實施民族文化教育

成為焦點，該法案於2004年修訂後，第十一條指出需要建立符合原住民族

需求的教育體系：「各級政府得視需要設立各級原住民族學校或原住民教

育班，以利就學，並維護其文化」，此乃民族教育體系設立的法源基礎。

加上2005年通過〈原住民族基本法〉，強調保障原住民族教育權利，教育

部和原住民族委員會開始研擬原住民族教育體系。

在教育部 ( 2 0 0 5 )提出的《發展原住民族教育五年中程個案計畫

（2 0 0 6－2 0 1 0）》中，有一個分項目標是「尊重主體意識推展民族教

育」，其下有個計畫項目為「發展原住民族文化教育」，內含「規劃原住

民族教育體系」。然而，教育部在這項計畫中有個「一般教育與民族教育

的對話」的節次，針對原住民族的民族教育語帶保留和貶抑，更隱含著一

般教育的優越性。

原住民族教育涵蓋一般教育與民族教育。 ⋯⋯ 一般教育所反映
的是優勢文化影響力，⋯⋯只要接受一般教育即涵蓋所需學習的
一切事物。但是相對於原住民學生來說，既要參與一般教育，更
要花時間傳承自己的民族教育，民族教育反成為其學習的額外負
擔。由於文化經驗的落差，原住民族在一般教育的學習成就普遍
不如主流族群，如今還要另外再花時間學習本族文化，勢必佔用
他們在一般教育的有限學習時間，可能造成一般教育的學習成果
更為不利。而如果民族教育的學習成果，又未能在未來的升學及
就業上提供相對誘因，將對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的保存與發展難有
幫助，也無法提升其參與現代社會的競爭能力。（教育部 2005：7
－8；施正鋒 2011：19－23）

以「部落」之名：籌設原住民族部落學校的脈絡和論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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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0年1月8日監察院曾經舉辦第三屆的「人權保障工作研討會」，

其中第一場的主題是討論「原住民族教育權保障之問題及對策」，邀請原

住民族委員會和教育部官員、以及學者專家和教育工作者參與討論。針對

〈原住民族教育法〉規定的「建立符合原住民族需求之教育體系」，原住

民族委員會主委孫大川在研討會中提出的構想是設立一個「原住民實驗學

校」，培育更多的原住民族人才（監察院 2010：167）。原住民族委員會參

事汪秋一則指出教育部只主管部分教育事務，一般教育並沒有統整性。而

原住民族委員會雖然設有教育文化處，但是該處負責多項業務，能夠用在

民族教育的經費也有侷限（監察院 2010：196）。而監察委員周陽山則認為

設立完全中學及綜合中學，才是最有效的培養原住民人才的方式，他進一

步主張：「在教育主管機關中，要設置一個民族教育司，以具體承擔民族

教育之任務」（監察院　2010：193）。不過，在場的教育研究委員會執行

秘書黃子騰卻持著反對的立場，理由是「教育部總共有17個單位在辦理原

住民教育業務，有六個業務司都在辦理原住民族教育。若要成立一個專責

單位，要有多龐大，不可能」
21
（監察院  2010：199）。這位曾經擔任臺東

縣教育處處長的教育部官員更直言：

剛才有與談人談到希望能設立完全中學，蘭嶼學校就是完全中
學，是臺東唯一的縣立完全中學。我跟各位報告，績效真的還有
很大的進步空間，這就是大家一再說要成立原住民的各級學校，
我個人是持比較保留的態度，因為我只要問一句話：「誰來唸？
」在整個大環境是這樣的情況下，如果硬推這項政策的話，誰來
唸？這是教育部為何不設專責學校的原因。（監察院 2010：198）

黃子騰還明確指出：「至於設專屬學校，可能要由行政院原民會來推

動，因為教育部現在的政策就是不再新設學校」（監察院　2010：200）。

考試委員巴蘇亞‧博伊哲努認為建構民族教育體系的重要意涵是：「隨著

民族自治發展，在學術領域逐漸形成的民族知識，應該搭配自治的進程，

21 專責單位的構想在教育部於2012年進行組織改造後，已於綜合規劃司設置「原
住民族及少數族群教育科」，統合原住民族教育政策規劃、綜整與管考，並於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設置「原住民族及少數族群與特殊教育組」，負責高中以下
教育階段之原住民族教育事務（教育部綜合規劃司新聞稿　2012／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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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有一定形式條件的族群學校，如布農族學校、泰雅族學校或鄒族學

校；部落既為民族的基礎，部落教室或部落學校更是回歸固有教育情境的

開端」( i b i d. :  46)。然而，由於教育部的立場並不支持新設專屬的民族學

校，因此，除非由原住民族委員會主動提出其他構想或規劃方案，籌設原

住民族教育體系便無法存在一線生機（ibid.；施正鋒 2011：19－23）。

隨後在2011年8月1日「全國原住民日」，總統馬英九出席「全國原住

民族行政會議」之際，強調復振原住民族語言文化的重要性，並責請原住

民族委員會主委孫大川，透過教材彙編、數位典藏、錄音、錄影來傳承文

化，具體提出「第三學期」政策，在寒暑假強化原住民族課程（原住民族

委員會新聞稿  2011／08／01）。22
而在2011年10月19日舉行的「全國原住

民重點學校暨原住民籍校長會議」，則是籌辦部落學校的關鍵契機，原住

民族委員會提出「第三學期制民族實驗學校」的規劃。孫大川主委強調原

住民族面臨語言和文化的斷裂，原住民社會無形的自主力量幾近消失，他

希望從這一代開始設立「停損點」，以便消解百年來原住民族文化瓦解的

命運（陳玲芳 2012）。

針對這項規劃，當時擔任原住民族委員會教育文化處處長的李榮哲在

「原地發聲」關於〈第三學期制的現在與未來〉的訪談節目中提到：

民族實驗學校的規劃的一個理念，⋯⋯因為我們思考到我們現行
的一個教育體制要在一般學校裡實施民族教育，其實有一些時間
上的一個限制，在不影響一般學生的正常的教育的機會之外，我
們想說有沒有另外一個管道，提供這樣的機會，讓家長、讓學生
來選擇他們接受民族教育的機會。所以我們會規劃第三學期由所
謂的寒暑假來實施。⋯⋯我們推第三學期制，當然是以全母語的
方式來實施，而且是單一族群來實施。以同一個族群的學生，來
做這樣的一個民族教育。那在課程方面，我們有八大領域的課
程，完全可能不像目前一般在推的這種夏令營的方式喔。 23（原

22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發展學會理事長波宏明曾經主辦「族語魔法學校」，他認為
「從馬總統的高度來看，他應該要提民族學校或甚至於是民族體制，而不是談
那第三學期的這些活動式的等等之類，那個其實地方政府，或者一般社團學校
就可以辦這樣的一個東西」（原地發聲　2012／02／11）。

23 在同場的節目中，當時卑南族民族議會執行長洪志彰校長便認為：在還沒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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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發聲　2012／02／11）

原先的辦學構想擬稱為「民族學校」、「第三學期」，最後則以

「部落學校」為名，原住民族委員會於2 0 1 2年提出「部落學校設立十年

計畫」
24
，規劃十年之內在原住民族生活區域開辦三十所部落學校，預估

總經費是七億。針對民族教育課程，教育部認為這是由原住民族委員會主

政，教育部僅是從旁協助。而原住民族委員會則僅有四位人力在推動這項

計畫，人力不足且經費有限，無法擴大範圍（原地發聲  2012／02／11）。

由於當時主委孫大川非常重視這項計畫，因為這攸關民族教育新體制的建

立，他特別跟馬總統提到：「我們民族教育不能夠回到部落去教育是沒有

根的。我們這個失敗的話，我們的文化會徹底消失」（原地發聲  2012／

11／17）。為了要推動部落學校的設置，原住民族委員會委託中央研究院

民族所周惠民於2012年7月成立「部落學校設立十年計畫工作小組」推動中

心，計畫執行到2013年2月，透過駐點人員協助籌備部落學校。曾經參與第

三學期工作小組會議的周惠民認為原住民族委員會在過去的確投注許多資

源在推動民族教育，然而，前提是不能改變既有的學校課程和教學體制。

而目前規劃的「第三學期」的民族教育，在定位上雖然是實驗性質，甚至

隱含著妥協的意味。不過，這至少是臺灣首次有機會去規劃完整且系統性

立原住民族教育體制之前，第三學期制的設計有助於原住民文化語言的學習。
因為現行除了國小有民族資源教師，國高中階段都沒有。因此，可以彌補現行
教育內容的不足。他更希望與其聚焦在國中階段的第三學期制，原住民族委員
會應該設法深化幼兒園的民族文化教育，因為越小開始進行族語學習效果會越
好（原地發聲　2012／02／11）。

24 2005年教育部推動「發展原住民族教育五年中程個案計畫」，在「民族文化與
教育」項目規劃「發展原住民族學校」，於執行內容提及規劃原住民族體系之
實驗學校（教育部　2 0 0 5）。屏東教育大學陳枝烈自2 0 0 7年起即呼籲和規劃
建立部落學校。原住民族委員會於2 0 0 7年著手推動「原住民族教育體系之規
劃」，在2008年完成「民族教育八年發展方案及二期計畫」之委託研究，相關
的規劃案均建議要建構原住民族的民族教育體系（原住民族委員會　2 0 0 7，
2 0 0 8）。原住民族委員會則於2 0 0 9年底組成原住民族實驗學校專案小組，並
在2011年研議規劃設立民族實驗小學，該年六月更訂定「實驗型民族學校三年
(101-103)實施計畫」，十二月則將計畫修訂為「實驗型第三學期制民族學校六
年中程個案計畫」。隨後於2012年配合馬總統的黃金十年政策，將計畫修訂為
「實驗型第三學期制民族學校十年政策」，2013年六月則因名稱過長將其更名
為「部落學校設立十年計畫」（陳枝烈　2013：15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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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族教育」（馬要．夫度 2011／08／22；周惠民　2012）。

在整個計畫推動的過程中，立法院委員會中首度出現針對部落學校的

報告和質詢是在2012年9月27日，當時擔任原住民族委員會主委的孫大川在

接受內政委員會的立委劉櫂豪和廖國棟的質詢時，即回應部落學校就是民

族學校，預訂自2013年起開辦，未來可以提供民族教育支援教師擔任部落

學校教師之機會（立法院  2012a：248，254）。立委簡東明則認為「第三

學期制」的構想雖然不錯，但是需要考慮學童以後沒有寒暑假的問題（立

法院  2012b：64）。孫大川認為這是利用寒暑假在部落中進行民族教育，

由於過去民族教育始終是在學校，也就是在教育部所掌管的學校裡進行，

所以會有教學時數的限制。立委紀國棟則提醒孫大川：第一，設置的地點

要適當慎選，不要為了十年內籌設三十所的目標就衝業績，卻忽略了教學

場所的允當性。第二，千萬不能變成另類的蚊子館（立法院  2012c：201－

202）。立委廖國棟則是提出質疑，他不知道部落學校究竟能夠創造或是成

就什麼事，而且部落學校的設置地點都放在原鄉，在都會反而沒有，這是

一個很奇怪的安排(ibid.: 221)。

立委林正二在2 0 1 3年的內政委員會也提出同樣疑問，部落學校設置

畢業證書違反現行教育體制的規定，因為畢業證書一定是教育部承認的學

校，如果部落學校採用畢業證書恐怕會產生很多爭議。此外，他更質詢

部落學校的定位問題，指出行政院陳冲院長曾經裁示部落學校應在〈原住

民族教育法〉中增列條文，與〈國民教育法〉規定的畢業證書內容相互包

容，取得法律上的法源基礎。這與孫大川主委說部落學校是不同於一般學

制的非正規教育有非常大的落差（立法院  2013a：216，233）。立委簡東

明則認為陳冲院長在第二次「原住民族基本法推動委員會」中曾經提到，

請原民會和教育部一定要好好協調推動部落學校。然而，當時的原住民族

委員會主委林江義則回應，依照〈原住民族教育法〉的規定，教育部是主

管一般教育，原住民族委員會是辦理民族教育，〈原住民族教育法〉從

1 9 9 8年公布以來，民族教育的部分始終沒有辦法在學校有具體實施的空

間。因此，前任主委孫大川才會提出部落學校的政策，具體的目標就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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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原住民族的民族教育（立法院　2013b：157）。

原住民族委員會首先在2012年4月25日公告核定三所原住民族部落學

校，分別是：屏東北排灣學區、臺東卑南學區和花蓮中部阿美學區，作為

第一年的第三學期制民族實驗學校。
25
於2013年更陸續成立：排灣族的大武

山部落學校、卑南族的Pinuyumayan花環部落學校、阿美族的Cilangasan部

落學校，預算編列4,380萬。2014年則接續設立：泰雅族的南湖大山部落學

校、布農族的東群部落學校，合計預算編列7,800萬（表1）。截至目前，總

共開設五所部落學校，每年約補助3,500萬元，約有190名學生就學（教育

部、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5）。根據部落學校設立第一期（103－107年）

五年計畫，預估在2018年之前投入3億1,000萬，籌設9族14個部落學校，共

計有1,020位學生和132位教職員（表2）。立委簡東明曾於2013年5月3日

提出「部落學校編列特別預算研商案」，鑑於全臺原住民族地區共有700

多個部落，而原住民族委員會卻只規劃「10年30個部落學校」來推動原住

民族族語及文化教育，不僅規模不足，且經費需要受到每年總預算經費限

制，未來發展恐怕有中斷之虞。簡東明邀集行政院主計總處、教育部、國

教署、研考會和原住民族委員會共同研商。然而，因為這項研商案不符合

〈預算法〉第83條規定，無法針對部落學校編列特別預算，僅能由原住民

族委員會規劃部落學校設立中長程計畫，再報請行政院同意核定年度預算

的經費額度。

25 原住民族教育委員會教育文化處的教育科長楊錦浪指出首先設立的三所部落學
校主要考量族群人口數和地區人口數。「工作小組」在設立的民族與部落遴選
原則包括：部落的意願與支持度、傳統文化的保存、社區發展協會的體質、學
生人數、縣市政府的意願（原地發聲　2012／11／17）。由於經費有限，無法
針對每個部落均設置，加上單一部落的學生數和師資有限，僅能夠藉由劃分學
區來進行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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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臺灣原住民族部落學校分析表

來源：張武吉 ( 2 0 1 3 / 0 1 / 2 6 ,  2 0 1 4 / 0 7 / 2 4 )；劉嘉泰 ( 2 0 1 3 / 0 3 / 3 0 )；黃力勉
(2014/07/20)；卑南族Pinuy umayan花環部落學校(2014)；阿美族Ci lang a s an部落
學校(2015)；原住民族委員會新聞稿(2013/01/26,  2013/03/30)；原住民族電視台
(2013/05/25,  2013/07/01,  2014/07/20)；袁庭堯(2014)；陳枝烈(2013)；陳怡萱
(2014)；陳豪(2013)；楊政賢(2014)；顏成仁(2013)；劉星君(2013/01/19)。

學校 大武山部落學校
Pinuyumayan
花環部落學校

Cilangasan
部落學校

南湖大山
部落學校

東群部落學校

族別 排灣族 卑南族 阿美族 泰雅族 布農族

地點
屏東縣泰武
鄉武潭村

臺東縣卑南
鄉美農國小

花蓮縣光復
鄉太巴塱國
小東富分校

宜蘭縣南澳
鄉武塔國小

臺東縣延平鄉桃
源村桃源國中

主辦
單位

北排灣民族學校
暨部落發展協會

臺東縣卑南族
民族自治事
務促進協會

臺灣阿美族文
化暨教育自
主發展協會

宜蘭縣泰雅族
部落公共事務
促進發展協會

臺東縣布農族東
群文教發展協會

設校
時間

2013.4.13. 2013.5.25. 2013.7.1. 2014.1.15. 2014.3.10.

招生
規模

國一到高三59名 國一到國三37名 12-18歲72名 小六到國三36名 國一到國三42名

創校
校長

屏教大退休
教授陳枝烈

退休警官潘調志
花蓮縣阿美族
總頭目王成發

退休國小校
長陳銘裕

布農族語教
師胡傳技

現任
校長

顏成仁 林清美 王成發 陳銘裕 胡傳技

學區

三地門鄉賽嘉、
馬 兒 、 安 坡 、
達來、口社、青
山 村 ， 瑪 家 鄉
三 和 ， 泰 武 鄉
萬安、佳平、武
潭、佳興、吾拉
魯茲、平和、馬
仕 ， 來 義 鄉 古
樓、大後等 4鄉
共16個部落

知本、建和、利
嘉 、 泰 安 、 南
王 、 寶 桑 、 賓
朗、阿里擺、初
鹿、龍過脈共10
個部落

鳳 林 鎮 、 光 復
鄉、豐濱鄉、瑞
穗鄉、玉里鎮、
富里鄉，共58個
中部阿美族部落

大 同 鄉 崙 埤 、
松 羅 、 英 士 、
復 興 、 寒 溪 、
樂水、太平、茂
安、四季、南山
共10個部落，南
澳鄉東岳村、武
塔村、金岳村、
金 洋 村 、 南 澳
村、碧侯村、澳
花村共7個部落

延平鄉有武陵、
永 康 、 鸞 山 、
桃源、紅葉共 5
個部落，海端鄉
有利稻、霧鹿、
海端、廣原、崁
頂、加拿共 6個
部落，長濱鄉南
溪部落

課程

認識野菜、捕魚
撒 網 、 野 炊 石
煮、社會組織、
禁忌和倫理、勞
動互助、傳統信
仰 和 祭 典 、 認
識 傳 統 領 域 、
族語、藝術與樂
舞、製陶⋯⋯等

傳統歌謠、頭目
口述史、長跑、
射箭、長矛、編
花、族語、獵具
踏 查 與 獵 物 處
理⋯⋯等

社會組識、藝術
與 舞 蹈 、 部 落
倫理與禁忌、環
境生態保育、族
群關係與部落歷
史、傳統信仰與
祭儀、族語與文
學及傳統生活技
能⋯⋯等

族語與文學、社
會 組 織 、 藝 術
與樂舞、生態保
育、部落歷史與
族群關係、傳統
信 仰 與 祭 儀 、
傳 統 尋 根 、 傳
統歌謠、文面製
作⋯⋯等

族語文化、月桃
編 製 、 巫 師 文
化、藝術樂舞、
穿山甲保育、氏
族文化與遷移、
小 米 開 墾 與 文
化、織布文化、
人文藝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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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部落學校設立第一期（103－107年）五年計畫（草案）

項目 合計

總經費 310,695,545元

107年總校數 14校（9族）

107年總學生數 1,020人

107年教職員總數 132人

部落學校單位學生成本

（107年每校約100人）
113,949元

原住民重點學校單位學生成本

（109－185人之學校）
240,000元

來源：原住民族委員會(2014)；部落大小聲(2014/11/15)。

按照原訂計畫期程，後續將再籌辦賽夏族、魯凱族、鄒族和太魯閣族

部落學校，預計於2016年完成各族至少一所部落學校的設置，族群人數較

多或分布區域較廣的族群將再增設第二所，規劃到2022年完成設立30所部

落學校。
26
然而，卻遭遇到巨大的挑戰：

部落學校成立才一段時間，就出現大武山部落學校校長因為理念
不合在一個禮拜就請辭，卑南族花環部落學校校長因受限公務員
退休法的規定無法擔任，必須另覓校長，阿美族Cilangasan部落學
校出現教師薪資發放不正常，財務與校務推廣不熟悉等問題，遭
原住民族委員會裁示暫停招生。每間學校幾乎都碰到週末上課與
學校搶人的困擾，種種問題讓部落學校還在萌芽的階段就出現了
外界質疑的聲音。（原住民族電視 2015／05／20）

立委簡東明更持續在2 0 1 3年和2 0 1 4年期間，於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

員會提出希望原住民族委員會應該和教育部溝通和合作的建議，例如：把

第三學期制和學校寒暑假結合。他更提醒原住民族委員會應該徹底檢討和

評估部落學校的規劃政策，倘若1 0年以後開辦3 0所學校，原住民族委員

會等於跟教育部一樣是在辦學校，不要到時候沒有辦法收拾殘局（立法院

2013b：158，2014b：48）。立委鄭天財同樣也建議原住民族委員會主委林

26 針對這項十年規劃，原住民族委員會主委林江義在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接
受立委簡東明質詢時，就指出如果要做到30所學校，不只是經費的問題，實務
上也有問題。因為有的族群不可能達到15人的開班條件，例如邵族，要找到15
個邵族人開一班做不到，噶瑪蘭族也做不到（立法院　2013b：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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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義要務實，除了現行計畫推行和經費困難，要讓每一族都有部落學校是

做不到的，還是要和教育部協調如何落實在第三學期制，要回歸到教育體

系中來運作（立法院 2014c：230）。

再加上2014年底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教育推展」經費，遭到立委

段宜康、陳其邁、姚文智、李俊俋共同提案凍結部分預算2,000萬，希望原

住民族委員會加強與部落溝通的機制，研議相關法制工作及中長程計畫，

建立完整和永續的部落教育體系，送交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後，經費始予以

動支（立法院  2014a）。立委李俊俋更指出：「不斷地開部落學校，不斷

地再投資下去，而且現在看到參加部落學校的學生人數越來越少⋯⋯。我

們要求原住民族委員會重新回去檢討，部落學校這樣的計畫到底還有沒有

繼續下去的必要性，或者是要做怎麼樣的修改」（原住民族電視台  2015／

05／20）。立委段宜康認為關於部落學校的計畫解凍條件，主要是要求原

住民族委員會研議相關的法制工作及中長程計畫，針對申請和補助必須要

擬訂辦法，有法制化的程序，因為原住民族委員會等於是在整個教育系統

裡面另外再建立一個新的體系（立法院 2014c：230－233）。

在接受原住民族電視台專訪時，段宜康則清楚地表示：

如果它是一個實驗性質的話，你要它實驗到哪個方向去。那你現在
沒有讓我們看到你的未來。你是一個過渡的性質嗎，你要過渡到哪
個方向去。如果說只是要讓原住民族的學生可以利用寒暑假，可
以再來多親近母語。⋯⋯那如果只是這樣子的話，我為什麼要投
入那麼高的一個成本。如果它只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樣子，那它的
成本真的是太高了。因為你花了一個學校一千多萬，然後可能來
上課的學生寥寥無幾。因為你沒有辦法強制，那就變成是寒暑假
的冬令營夏令營嘛。所以我們只是希望說，它能夠在我們凍結預算
的這段時間，趕快把這個問題去認真地去釐清。⋯⋯我們在審查
預算的時候，包括所有的原住民委員也都對部落學校現在的狀況
有意見，認為應該認真地去思考。甚至有的原住民委員也認為說
這個部落學校其實就應該喊停了。（部落大小聲 2014／11／15）

因此，段宜康希望原住民族委員會應該針對部落學校進行執行效應的

評估報告，不要關起門來自我設限，更需要向教育部諮詢規劃如何轉型，

再來做預算的解凍。

以「部落」之名：籌設原住民族部落學校的脈絡和論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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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委鄭天財則是主張要達到原住民族16族各一所部落學校的目標，經

費編列上的確有困難。部落學校若要轉型，就需要跟教育部合作，他認為

原住民族重點學校可以採取第三學期制的方式，後續執行部落學校傳承語

言文化的工作。否則以現行部落學校的機制，在經費有限的情況下，很難

達成它原先設立的目的（原住民族電視台  2014／11／03）。鄭天財更對原

住民族委員會教育文化處陳坤昇處長直言：「不用再做什麼效益評估，這

個已經很清楚了，很難再往後推，也不可能有那麼多預算，你說你們還要

新設，那是在浪費新的成本。你們現在應該積極去和教育部談，談好了就

轉型過去，不要再做什麼效益評估，這個不用做效益評估就已經很清楚，

因為你不可能有那麼多預算」（立法院 2014c：233）。

陳坤昇處長則說明立法院審查104年度預算案，其中原住民族委員會有

14億3,400萬元的原住民族教育推展經費，遭到民進黨立委提案凍結2,000

萬，主要是凍結教文處的整體預算，並不是針對部落學校的預算在做凍

結，讓相關預算的使用有其彈性空間。此外，暫停籌備的風聲也是誤解，

而是放慢部落學校核定設校的腳步，並不是完全暫停設校的動作。陳坤昇

處長指出將對整個部落學校計畫進行效益評估，每年針對部落學校都會做

校務評鑑，假設它無法通過評鑑，則會訂立改善期限，倘若在改善期限之

前，仍然無法達成要求就會有退場的機制。未來也可能再新增學校，不過

需要檢視每個民族有沒有成熟的條件，假設它能夠達到設校的標準，還是

會輔導設校。但是在執行的過程中會嚴格監督，因此，進場和退場的機制

同時存在（部落大小聲  2014／11／15；立法院  2014c：232－233）。而原

住民族委員會副主委陳張培倫則指出每間部落學校的開辦費用約上千萬，

每年維持經費需要500萬到700萬。由於經費不足再加上立法院要求績效的

壓力，是部落學校現今遭遇到的行政挑戰之處，因此，自從2014年起即出

現籌設期程的延宕。

政大民族學系王雅萍則指出部落學校是原住民族委員會的亮點計畫，

更是建立原住民族教育主體權的重要階段，這項歷時長達六年的民族教育

規劃，於2011年形成政策，再到2012年開始落實。針對當前的設校延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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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她很擔心政策跳票，也會導致部落學校陷入半生不死的困局。她主張

部落學校是民族教育的火車頭，未來更將會是民族教育體制的課程研發中

心，至少現階段應該要好好紮根，讓六年的課程落實，之後再設法逐步轉

型（部落大小聲  2014／11／15）。林江義主委在2015年3月26日出席內政

委員會報告時指出，在核定的五所部落學校之外，暫時沒有要增加新學校

數，因為發現部落學校還有很大的空間要調整。他希望進一步邀請學者專

家研究能否和教育部的實驗型學校措施相互搭配。立委簡東明指出他雖然

贊成部落學校的計畫，但他始終覺得制度及方向是錯誤的，政策也需要徹

底檢討。他在計畫開辦時期就說這一定會鎩羽而歸，他覺得這項計畫非常

草率，雖然立意良善，可是政策及制度在一開始就錯了。他更抨擊原住民

族委員會不是興辦學校的專門單位，部落學校是違規作為學校，教育部準

備將屏東泰武國小轉型為民族學校才是正途（立法院 2015a：47－48）。

原住民族委員會於2015年10月21日在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交針對「原

住民教育推展」凍結預算動支案的專案報告指出，已經委託社團法人屏東

縣原住民族部落發展協會完成〈原住民族實驗學校設置規劃及民族教育

政策建議〉研究案（計畫主持人為陳枝烈），部落學校未來將會轉型以

「課程研發」及「民族教育師資培育」作為核心任務，包括：（一）民族

文化課程研發：研發民族文化的教材，推廣至全國原住民重點學校及原住

民族實驗學校課程，成為建構民族知識文化的智庫。（二）民族教育師資

培育：各重點學校之教師與部落耆老，可至部落學校進行研修訓練，讓部

落學校成為民族教育師資的培育場域。未來，原住民族委員會將積極輔導

各部落學校研議學區調整、招生、教材研發、實驗教學及師資培育，進

一步落實這項研究案所規劃的轉型工作（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5；立法院 

2015b：288）。

（二）部落學校：原住民族教育主體性的曙光

1. 部落學校的運作機制

籌設部落學校的教育脈絡是：原住民族群文化流失、現代學校無法傳

承民族文化、既有民族教育的功能不彰（陳枝烈  2013）。原住民族委員會

以「部落」之名：籌設原住民族部落學校的脈絡和論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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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部落學校的設立目標是：促進原住民族的主體發展、厚植原住民參與

現代社會的能力、傳承與創新原住民族的知識、實踐多元文化社會的理想

(ibid.)。除了第二項目標較難以評核之外，其餘三項乃是部落學校的教育關

鍵。透過揚棄漢族中心為主導的意識形態，以原住民族為主體思維，發展

傳統文化復振的教育方案。例如阿美族Cilangasan部落學校的創辦宗旨為：

「學習的場域在部落，學習的內涵是文化，文化的靈魂在語言」（原住民

族委員會新聞稿  2013／07／01）。而發展相對成熟的卑南族Pinuyumayan

花環部落學校(2014)設校宗旨是：「部落為現場，找回教育權；重新塑造

卑南人，復振語言和文化」，課程目標則是：重建部落原有的trakuvakuvan

（少年階級）教育體制和關係體制，復振卑南族語言、文化、知識體系和

史觀，部落倫理規範之內化。

部落學校是獨立化與實體化的學校，可以自訂教師資格和聘用，根

據族群文化的內涵設計課程，依照部落歲時生活來規劃教學活動，實踐

部落自主的精神（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2a，2012b；陳枝烈  2013；李月華 

2013）。原住民族委員會(2011b)建議部落學校要具備八大領域的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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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並且需

要研擬「課程與教學發展計畫」作為文化教育方向。此種文化教育的特色

包含：一、配合傳統民族教育，採取統整教學；二、發展螺旋式的課程模

式；三、落實全族語教學；四、體驗和參與實作需融入部落生活與歲時祭

儀；五、部落即教室，教學場域延伸到部落、祭場、山林、獵場、河流與

海洋；六、全年授課至少60日（陳枝烈 2013：161－164；李月華 2013）。

桃園介壽國中校長蘇佐璽在一般學制中積極推動民族教育，他認為以部落

學校來推動民族教育具備兩大功能：「第一個就是說，本來即將流失的文

化跟知識喔，包括只有耆老才懂的知識文化，它透過部落學校的設置，它

可以體系化地保存跟保留。那第二個，透過這樣的體系化地保留跟教學，

小孩子可以用非常系統性的（方式）來學習到過去的知識跟文化」（原地

發聲 2012／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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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阿美族Cilangasan部落學校的「傳統生活技能」的教育實踐作為分析

範例，五項主題活動分別是：農耕（耕地選定和休耕、作物種類和農具、

收穫方式）、漁撈（溪流認識、漁撈工具、海洋或河川漁獵）、狩獵（獵

團與獵場、狩獵方法、獵物分配）、建築（傳統建築與材料、認識穀倉、

廚房與石板屋）、器物製作（祭杯、蒸具、a t o m o陶）（陳枝烈  2 0 1 5：

79）。27
藉由實作課程讓阿美族年輕學子體驗傳統文化，習得傳統技能與智

慧。此外，排灣族大武山部落學校的「小米文化」教學活動，則結合不同

層次的文化教育，整合性的傳達排灣族小米文化的內涵，包括：植物、生

長環境、耕作技術、收藏、飲食、生命禮俗、祭儀、習慣法、禁忌、樂舞

（ibid.：80－91；顏成仁  2013）。由於部落學校採用統整不同領域教學活

動的方式，得以讓原住民族學童從部落集體性的學習資源，全面性的認識

部落最核心的文化內涵。

奠基在以上的課程領域和設計精神，部落學校的師資徵募毋寧是巨大

的挑戰，從課程主題、內容、教材、時空和部落資源的整合，乃至於尋覓

全族語教學能力的師資。部落學校如何整合全族語教學的師資和部落發展

課程，是民族教育的關鍵之鑰（王雅萍  2013）。對此，部落學校透過「師

徒制」的方式，以耆老為師，示範傳統文化和知識技能給學生（李月華 

2013）。師資認證機制主要由部落訂定，其資格內涵需要具備的條件有：

學區內的族人、至少有兩項學習領域課程的文化素養、全族語教學能力、

於山海之間的教學體力（陳枝烈  2013）。由於教學活動不再是靜態的讀本

和侷限在教室場域，老師需要規劃教學活動與空間（例如：傳統經濟生產

活動、祭典儀式、樂舞），強化學生跟部落之間的聯繫，使部落生活脈絡

成為教學資源。以卑南族P i n u y u m a y a n花環部落學校為例，課程規劃讓學

生參與各部落的祭儀活動，例如：小米播種祭、除草完工祭、收割和入倉

27 檢視各校徵才簡章的員額及待遇，教學設計和課程負擔相當吃重，薪資待遇卻
比一般學校來得差，專任教師月薪33 ,9 08元，兼任校長者加計主管加給8, 70 0
元，而助教學師月薪26,642元。此外，客座教師應至少具備一項學習領域課程之
文化素養，以原住民身分優先考量，亦得聘用具有民族學、人類學、教育學等
背景或長期從事原住民相關工作者來擔任。

以「部落」之名：籌設原住民族部落學校的脈絡和論辯



132

文化研究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祭、收穫感恩祭、少年祭、大獵祭（圖3），學生不再是從靜態課本和無感

的文字去理解部落和族群的文化，如此的教育實踐乃是讓教學雙方實際投

身到部落的時空節奏、社會生活和經濟活動，以身為度去參與文化實作，

學習成為部落學子，落實真正的「部落人」內涵（圖4）。

圖 3 卑南族的歲時祭儀

來源：Pinuyumayan卑南族花環部落學校103年度招生簡章。

圖 4 泰雅族南湖大山部落學校的課程架構和基本精神

來源：改繪自蘇黃詩涵(2015: 81)、部落大小聲(2014/11/15)。

2. 運作過程的挑戰

部落學校採取公辦民營的模式，原住民族委員會提供設校經費，由各

族群或部落之民間團體提出申請計畫
28
來競逐，原住民族委員會再籌組「部

28 申請計畫的評估指標是：(1)部落文化的保存程度（例如：文化內涵、能學之耆
老、是否仍有文化儀式）。(2)部落民間組織或社區發展協會的能量（例如：健
全性、過去承接計畫及成效）。(3)部落每年可就學的學生預估至少15人。(4)部
落能提供的辦公和教學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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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學校工作小組」，審查通過始准予籌備，再針對各學區內中學階段的原

住民進行招生，每班招收30名，只要認同民族文化、有學習意願皆可申請

入學。面試過程主要考量申請者的入學意願、學習態度、生活及情緒適應能

力。學生免繳學費、教材費和膳食費，每年亦舉辦教育參訪活動（李月華

　2013）。修業期滿由原住民族委員會授予畢業證書，取得證書者毋須參

加語言能力證明考試，即具備升學考試加分的資格。然而，許多東部地區

基層教育工作者認為部落學校的招生管道和訊息網絡應該更積極地推廣：

它可能必須要在學校要有一個機會，譬如說班周會的時間，要有
一個巡迴的說明。再來第二個是它可能還必須去部落要去做紮根
的動作，就是要去做告知。不然的話，它可能會變成是它好像只
是一個小團體，然後做一件就是承包，承包原住民族委員會給它
的一個工作。然後只是一個小團體在運作，可是大多數的族人並
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所以就會比較可惜。那整個族群它一定都
還是會有所謂家族跟家族的分歧，然後或是說小族群、小團體的
一些隔閡。所以要怎麼樣子去打破那一些小團體的隔閡，或是說
告知族人有這樣的活動，我覺得那比較重要。（報導人T04）

根據〈排灣族大武山部落學校102年度招生辦法〉指出，部落學校的入

學誘因包括：一、獲得更強烈的學習動機與自信、更懂得應對進退、責任

感、謙卑；二、學習豐富的排灣族文化，在服裝設計、文學創作、族語主

播、藝術創作、音樂創作、舞蹈創作、廣告設計、美容造型、動畫設計、

房屋建築、庭園設計、餐飲管理、民宿經營⋯⋯等方面，更易獲得肯定；

三、學費由政府負擔；四、畢業生免參加族語認證即可取得升學加分優

待。由於部落學校實施時間較短，尚未能探查第一、二項的目標，然而，

第三項的免費誘因讓部分經濟弱勢家長把部落學校當作課輔班、安親班或

假期營隊。一旦學生適應不良，無論對於課程安排、團體生活或住宿制

度，半途而廢中輟退出既影響同學的學習氛圍也會對校務經營帶來困擾。

在集中住宿的阿美族Cilangasan部落學校即出現教室改建成為住宿空間，集

中管理導致同學不適應住宿生活，或是發展出戀情與遭遇同儕霸凌導致學

生中輟（田野筆記 2013／08／13；報導人T06）。據此，在〈104年度阿美

族Cilangasan部落學校招生簡章〉便要求家長簽署「同意書」，內容如下：

「敝子弟，經公開甄選錄取，同意在學期間願意遵守學校所有規範及規

以「部落」之名：籌設原住民族部落學校的脈絡和論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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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入學後如不願接受訓練違反學校相關規範者，同意學校給予退學處分

並賠償伙食及住宿等費用」。此外，學生和家長也需要簽署「切結書」如

下：「本人報考阿美族Cilangasan部落學校，經由104學年度審查入學獲得

錄取，若無不可抗逆因素中輟，願意撤銷資格並賠償在學期間伙食及住宿

支出經費。特此切結」。藉由切結書的形式，希望家長和學生審慎地面對

學習，不至於出現無故缺席的情況，導致班務困擾和人心浮動。因此，原

先免費制度的誘因便轉化成為退學賠償的懲罰形式。

無論課務安排在寒暑假或週末，學生出席始終是部落學校經營的難

關。交通車接送和路線安排是一大挑戰，需要協調跟教會或朋友借車或

是租用遊覽車，降低學生缺課率。寒暑假更會跟一般學校輔導課產生排

擠，或者是與學生補習、校慶、運動會、畢旅、戶外活動撞期（賴俊兆 

2014）。以卑南族花環部落學校為例，第一屆報名學生多達37位，但有十

多位因升學考量和參與部落學校活動會影響課業即辦理休學（原住民族電

視台 2014／02／27）。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阿美族Cilangasan部落學校，在

第二屆的開學典禮中，57名舊生僅有9位參加，必須臨時找附近光復國中棒

球隊的球員來參與開學日的活動（花孟璟  2014／07／08）。中學階段的原

住民一方面遭遇到教育體系內的沈重負擔，另一方面肩負部落文化學習和

傳承的責任。學生必須在時間和活動縫隙中進行抉擇，容易導致部落學校

安排的文化學習中斷，也造成部落學校在課程設計和校務運作上的重重阻

礙。

（三）尋「部落」、做文化：教育實踐打造文化復振之路

孫大川擔任原住民族委員會主委時曾指出部落學校的核心思想是：

「部落為現場，找回教育權。重新塑造原住民，復振語言和文化」（原

住民族委員會新聞稿  2013／03／30；劉嘉泰  2013／03／30）。藉由把部

落當作學習場域，確立教育的主體性，讓不同族群透過部落學校的多元學

習平台落實文化復振。花蓮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執行長S i f o L a k a w在2013

年南島民族國際會議也指出：「要用『喪親之痛』的心情來復振文化語

言」，傳承的使命感才能夠在族人的內心裡紮根（呂淑姮　2 0 1 3／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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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3）。原住民族人在當代社會遭逢到資本主義、現代國家和基督宗教三

重勢力的衝撞，他們嘗試在社會鉅變的夾縫中進行傳統文化的重建，乃至

於「尋找一條回家的路」
29
。究竟在部落學校的籌辦過程中，如何找「部

落」、辦學校、做文化，其中又出現哪些關鍵論辯，下列將進一步解析之。

1.競爭出線和跨地域的「部落」學校

為了落實部落作為申請和經營的主體，原住民族委員會同意獲得核定

辦理之部落，擁有部落學校的人事、課程和教學的自主權。但是在核定過

程中，由於原住民族委員會要求獲得核定辦理之民間團體必須成立法人化

的組織，再由組織聘請學區內跨部落之族人組成推動委員會負責校務（陳

枝烈  2013）。因此，曾經推動重點示範部落計畫或是保有豐富族群文化之

部落的民間團體，比較能夠獲得拔擢出線的機會。例如：排灣族大武山部

落學校是最早揭牌的學校，由「臺灣原住民族北排灣民族學校暨部落發展

協會」辦理，歷經26個排灣族部落中的16個部落開會決議成立 30
。原住民

族委員會考量武潭社區發展協會有完整的行政規劃執行能力，依據族群共

識、部落意願和文化深度作為遴選條件，再加上學生來源充足即通過設置

（顏成仁 2013；袁庭堯 2014：18－19）。然而，針對哪個族群或部落能夠

雀屏中選得以設置部落學校，卻成為對立和爭議的起點。

首先，決策過程中的競逐出線，導致不同族群彼此競爭，衍生出強

勢族群和補助公平性的質疑。採取計畫審查和競標方式也招致誤解為是另

一種形式的「承包」和政策執行，再加上校務經費無法自主，因此，部落

學校的運作在仰賴補助的同時，如何獲得在地的自主性，課程規劃能否立

基於部落民主的共識，或是被侷限在狹隘的評鑑指標，更是首當其衝的論

辯焦點。由於原住民族委員會採取競爭型的計畫徵求，並未優先扶植亟需

29 卑南族花環部落學校首任校長由警界退休的潘調志擔任，他在學校揭牌儀式代
表族人說：「謝謝原住民族委員會給我們一個回家的路，讓族人重新認識文
化」（張武吉　2013／01／26）。

30 弔詭的是，在北排灣學區的範圍內，卻出現講魯凱族語的村落（原地發聲　
2012／11／17）。

以「部落」之名：籌設原住民族部落學校的脈絡和論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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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或扶助的族群，特別是人數少、文化或語言瀕臨消逝危機的族群。設

置計畫反倒成為強勢族群或部落爭奪補助的戰場，引發資源分配與公平正

義的隱憂。再加上現有的籌設方式並非是以各族群的「部落」作為辦理組

織，而是採取公開招標的方式，再委由民間單位
31
擔任學區的辦理單位（林

頌恩  2014）。部落學校設置計畫的第一年（2013年）由排灣族、卑南族、

阿美族率先辦理，當年太魯閣族人即投書媒體質疑「原住民也有強勢族

群」
32
：究竟是這三族的人數多？或是文化亟需復振？或是原住民族委員會

主管階層出自這些族群（沈俊祥　2012／11／03）？直言之，原先欲透過

部落學校來落實文化復振，然而，在競標式的篩選過程中，語言瀕臨消逝

或文化急待復振的族群並未被規劃在優先順位。因此，在部落學校的建制

歷程中，無法說服未獲選的族群和部落有關選拔過程的公平與正當原則。

其次，學校的命名呈現出集合式或聯集式的族群想像，必須跨越多

個部落協商找出文化的交集或隱喻。設校所在地主要利用廢棄校舍亟待整

修、或是既有的教育場館和具有文化根源的地點
33
，校徽也體現出文化傳

統、地域特色或和諧共容的意象（附錄2）。無論從申請的競爭過程或校名

的命名，均需要透過對話和協商來建構出跨越不同部落族群的共同元素，

以便成為對外的集體稱謂和共同體的指認。不過，從籌設過程中的競逐出

31 舉例而言，北排灣族由「屏東縣泰武鄉武潭社區發展協會」提出申請，卑南族
為了要符合原住民族委員會的公辦民營模式，成立卑南族民族議會所屬的「臺
東縣卑南族自治事務促進發展協會」來推動事務，中部阿美族則由「社團法人
花蓮縣婦女公共事務發展協會」來承辦（林頌恩　2014）。

32 原住民族委員會對此則投書發出新聞稿來澄清：「部落學校規劃每年設立三
所，學校的設立選定標準，係按照各族群的人口數多寡，於五年內全體14個族
群各選定一個學區皆設立一所學校以後，再依據族群分佈位置，及人數較多的
族群，始設立第二所以上學校。『部落學校』學區設置，係參考各族群語系分
布，兼顧南北、東西區域的平衡發展思考，這是一項良善的政策，是兼顧公平
原則的整體思維」（原住民族委員會新聞稿　2012／11／13）。

33 籌設阿美族Cilang asan（貓公山）部落學校的是跨部落社團組織「臺灣阿美族文
化暨教育自主發展協會」。貓公山是中部阿美族始祖傳說的發源地，孕育著豐
富的阿美族文化底蘊，部落學校運用廢棄20年的花蓮縣光復鄉東富國小作為校
舍（劉嘉泰　2013／03／30）。阿美族Ci lang a s an部落學校林弘志主任坦言：
「當初學校若取名為太巴塱部落學校，鄰近的就不會來，鳳林、富里也是，最
後定名為Cilangasan是因為它是阿美族的聖地」（阿浪‧滿拉旺　201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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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就引發相同族群位居不同地域的部落競爭
34
，例如：卑南族有三個部落

申請，而泰雅族部落學校由宜蘭南湖大山和桃園復興的大雪山彼此競爭，

最後南湖大山的團隊獲選，便以語言和流域作為泰雅族部落學校的名稱。

以卑南族為例，為了增加學生學習族語和文化的機會，卑南族八社十

部落達成共識，決議共同設置一所卑南族部落學校，成立跨部落社團組織

「臺東縣卑南族民族自治事務促進發展協會」來籌辦。卑南族民族議會召

集人林志興指出：「大家覺得只有幾個特定部落來設置的話，其他的部落

沒有辦法雨露均霑。透過民族議會召開之後，在第三次的民族議會裡面，

通過了用全族參與的方式來設置這個部落學校，剛好卑南族的區域不是那

麼大」（原地發聲　2012／11／17）。

由於原住民族委員會一開始推動部落學校時，是各個部落來申
請，卑南族有三個部落要申請，便形成競爭。2012年卑南族召開
民族議會，召集全族的各部落代表來共商此事⋯⋯，部落達成共
識，部落之間不要互相競爭，把這個學校辦成民族學校。可是原
住民族委員會一直沒有接受「民族學校」的字眼，還是用法定名
稱「部落學校」。（阿浪．滿拉旺　2013：90）

卑南族人最後將學校命名為「花環部落學校」，基於卑南族是一個愛

花的族群，儀式慶典隨處皆可以見到花環，串串花環是卑南族群榮耀的象

徵，體現出十大部落的團結，也象徵族群文化生生不息和綻放（原住民族

委員會新聞稿  2013／01／26）。命名的聯集稱謂打造出跨部落的想像共

同體，此種情形也同樣出現在布農族。東部布農族共有27個部落，遠至花

蓮、臺東縣延平鄉、海端鄉及長濱鄉，其中包含郡社群、巒社群、單社群

及卡社群，為了兼容並蓄，這所學校最後取名「布農族東群部落學校」，

象徵住在臺東境內的布農族人（黃力勉 2014／07／20；張武吉 2014／07／

2 4）。原先欲追求在地部落傳統的文化復振，打造出在地化文化的「部

落」族人的學校，卻在撰寫計畫爭取出線的過程中，被包納在跨部落、跨

34 當時，部落學校設立工作小組把泰雅族劃分為四個學區，布農族則有五個學
區，再到部落舉辦部落諮詢會議。學區劃分考量語系、方言別、距離、行政便
利性（原地發聲　2012／11／17）。

以「部落」之名：籌設原住民族部落學校的脈絡和論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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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的「部落學校」交集之中。

2. 何謂主體：誰的部落？什麼文化？

針對部落學校的設立已經在媒體、輿論和不同會議現場引發諸多的

討論火花。贊成的聲浪主要支持部落學校對於原住民族來說，毋寧是一種

新的部落教育形式，它拓展臺灣社會對於教育的想像框架和文化視野，重

新確立原住民族的教育權和文化權。在臺灣原住民族教育發展史中，可以

清晰發現原住民族從過往被殖民到被同化的過程，而後起身抵抗乃至於爭

取自決的痕跡。因此，部落學校的籌設可謂原住民族走向「民族自決」的

關鍵分水嶺。反對聲音則主張母語應在幼稚園或國小於家庭中浸潤養成，

部落學校的族語課程已經超過學習母語的最佳時機，無法解決民族教育和

文化傳承的困境（林嵐欣  2012／12／04）。而原先規劃部落學校應該採

行全族語教學，更由於學生聽不懂族語或是族群語系眾多而遭遇阻礙（原

住民族電視台  2014／07／09）。例如：排灣族大武山部落學校發現學生

族語能力的落差，在第一階段先採取循序漸進，先使用全族語來上課，再

以國語來補充說明，以免學生聽不懂影響學習態度或就讀意願（顏成仁 

2013）。此外，全族語教學對於涵蓋鳳林、富里到豐濱58個部落學區的阿

美族C i l a n g a s a n部落學校也是重大挑戰（原教界編輯部  2012）。再以卑南

族花環部落學校為例，卑南族10個部落有四種語系（南王、知本、初鹿、

建和），由於原住民族委員會僅核給三個師資名額，建和與知本語系需要

合併學區，由建和語系的教師授課，也影響了知本語系學生的權益（賴俊

兆 2014：116）。師資不足導致分配的政治，或是面臨必須以哪個特定語系

為主的教學困局，卑南族耆老在部落學校到各部落舉辦說明會時就直言：

「你們不是我們○○部落的人，你們怎麼教我們的孩子」（林頌恩  2014：

26）。跨部落的學員組成讓全族語教學遭逢到巨大的瓶頸：

我其實曾經遇到那個原發想者，他的意思並不是像現在這個樣
子，他認為就是在一個部落，所以才叫部落學校。可是它現在是
跨部落，跨部落的經營難度在哪裡？它的交通、住宿、還有一
個，語言也是不同的，所以他們就弄錯了。弄錯了以後是變成現
在要經營就很辛苦。我們那個姑媽（部落學校校長）就常常在講
說，不知道要怎麼實施全母語，因為她說：「我講這樣，那個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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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一個部落的聽不懂這樣子」。（報導人T03）

同樣的情形在排灣族大武山部落學校亦然，學員組成大多來自泰武國

中，受限於族語能力的參差不齊，難以落實全族語的教學情境。再加上該

校的招生區域包含泰武鄉與來義鄉：

在這兩個鄉中至少包含K a v i y a n g a n（佳平）、K u l a l u s（泰武）
、Kuljaljau（古樓）的部落系統，每個部落系統在傳統中皆有自
己的Mamazangiljan（頭目）家族，也有獨立的祭團、青年會，文
化、口傳歷史，甚至連方言別也不一樣。在聘任教師時，無法兼
顧到各系統的教導文化，甚至連族語課時都無法兼顧，使得部分
學生無法學習自己部落的文化。⋯⋯部落學校仿造傳統學校的教
學方式⋯⋯，沒有透過文化和意識的傳承，也沒有從精神層面去
帶。忽略了文化是深植於人與人的互動和價值觀的教導。 ⋯⋯ 僵
化的教學方式，也會導致學生出席率偏低。（報導人T10）

部落學校的使命在於建構原住民族傳統知識，以部落為主體思維來進

行教學。「強調部落課程的原因，我們所有的學生來自各個不同的部落，

他們部落的遷移史、生命史，絕對和其他部落有差異，如果學生是來自這

個部落，他就要回到他的部落，由他部落的耆老教授他們自己的部落課

程，我們不去干涉學區內的課程」（顏成仁  2013：84－85）。然而，部落

學校的文化教育課程不僅加重原住民族青少年的學習負擔和文化傳承的責

任，剝奪休閒生活，跟目前部落辦理的文化成長班也會產生排擠效應（林

嵐欣　2012／12／04）。此外，部落學校的設立思維是政府透過由上而下

的介入和評選機制來主導部落的文化教育，此種作法雖然讓經費和資源較

不虞匱乏，但部落學校必須回應評鑑的箝制和壓力，喪失部落自發性的生

命力，更讓教育實踐遭遇到管轄和限制（梅林  2012／11／21）。部落學校

的初衷原本以部落（文化養成）為主、學校（機構制度）為輔，倘若輔導

和評鑑過程太重視學校操作技術，勢必忽視部落文化養成，戕害部落學校

的主體性和教學創意（楊政賢  2014）。直言之，若無法正視或調整輔導與

評鑑所扮演的角色，那麼，部落溝通、民主發展的契機以及在地文化的自

主多樣性，反倒在現行模式的籌設過程中逐漸萎縮。

以卑南族P i n u y u m a y a n花環部落學校為例，設校計畫規定僅能招收30

名學生，代表卑南族10個部落中每個部落僅有三位能夠就讀，無法顧及不

以「部落」之名：籌設原住民族部落學校的脈絡和論辯



140

文化研究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同部落的差異。在「101年度卑南族民族教育論壇」中，與會者更抨擊部落

學校究竟要朝向「菁英式」或「普及式」的發展模式？前者會衝擊部落固

有的倫理，製造新的知識階級，後者則需要突破制度限制，拓展資源提供

更多族人的集體參與（林嵐欣 2012／12／04；林頌恩 2014）。此外，部落

學校在以「族群」為單位的前提下，如何兼顧不同部落的文化差異性和部

落獨特性，如何建構出跨越部落的「族群」意識，落實終極願景—族群

自主、自治和主體（林嵐欣  2012／12／04）。甚至是在部落學校的名稱之

下，體制上卻變成像是跨越部落的民族學校。前述的案例勾繪出部落學校在

追求教育主體和文化復振的同時會撕裂部落的團結，更促發待解的議題：

第一，反思部落族人和原住民族委員會的互動關係是資源依賴或草

根自主、是聽命行事或部落民主。從中也可以具體探究：原住民族委員會

推動的部落學校是立基於什麼樣的部落想像和族群意識？部落學校與各部

落現行的「傳統教育體制」有何異同？部落學校的教育實踐，對於原住民

族、當代臺灣和現行教育體系又會造成何種影響(ibid.)。例如：部落學校的

教學安排是否會增強現有體制的文化教育內涵，提振各部落目前的文化教

育機制，仍有待持續的觀察。

第二，跨地域的整編分殊化的「部落」，忽略多元異質的部落主體

性。對外全稱式的「部落」學校命名和異中求同的教育實踐，更會綁架了

不同部落的文化差異性，框限住既有部落文化的在地性。藉由檢視部落學

校基於什麼樣的「族群」想像被建構而成，在教育實踐過程中尋回什麼樣

的文化元素，又創生哪些非傳統的新時代文化，得以深刻認識這條打造文

化復振之路的真實樣貌。由於每個部落在既有的傳統中皆存在著部落內

部的家族脈絡、口傳歷史、語系差異、年齡階級或青年會組織，然而，

受限於部落學校的人事編制，在聘任師資時往往無法兼顧到不同部落的文

化差異和異質需求，難以讓學生習得自己所屬部落的文化內涵（訪談筆記 

2014／08／13）。排灣族文化工作者撒古流認為部落學校原本預設以部落

主體當作出發點，而不是採取大鍋菜方式把相同族群的不同部落，以單一

民族之名來予以混雜，當前以區域或民族學校的籌組形式，不僅會阻斷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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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進行主體教育的契機，也無法反映出族群內部之不同部落的文化多樣性

（林頌恩  2013／05／14）。此外，以區域民族學校所建構的民族教育內

容，其反映出的究竟是什麼樣的族群性圖像也顯得模糊和拼湊。因此，以

「部落」之名所設立的學校，反倒難以體現出單一部落的在地獨特性和文

化內涵。

檢視目前籌辦的五所部落學校，眾多部落的文化教育內涵究竟要如

何被架構在單一的部落學校之內，其中所實踐的又是哪一個部落的族群教

育，這皆會關涉族群性和文化內容的歧異，更是權力分配和文化的詮釋與

競奪（林頌恩  2014）。無論採取哪一個部落的思維或文化內涵來進行規

劃和發展，或是由某個較多族人參與的部落成為主導力量，均會促發各部

落不願失去主體性的堅持，甚至容易招致對立的局面。以卑南族十個部落

的整合為例，在區域整合或課程規劃相對上較為容易，花環部落學校的教

育實踐重視小米文化、少年會所文化、宗教祭典，而推動委員會與課程發

展設計委員會成員則由來自十個部落代表共同組成（林瑞珠  2014：23－

24）。然而，對於橫跨地域以及由大量部落所組成的其他部落學校來說，

無論在委員會成員的代表性、文化內涵的篩選和課程結構的設計，如何結

合在地部落資源，毋寧都是教學現場需要解決的關卡。

直言之，以「部落」之名從事教育實踐和文化復振的部落學校，在許

多制度上的確蘊含巧思。例如：排灣族大武山部落學校的招牌，以排灣族

文化的石板來建構自己的門面。而阿美族Cilangasan部落學校的校訓是：O 

no Pangcah to ko Sowal（用族語講話），班級名稱更回歸文化內涵，採用阿

美族se la l的名字（亦即男子年齡階級），「第一個班是l a toron，亦即要有

柔軟的身段、克制，時時能展抱負，表示這個年齡階層的人都在部落裡有

超強的能力，非常有為。第二個班是lakowa’，kowa’是木瓜，表示這個年齡

階層的心胸像木瓜一樣，能包含很多小種子，寬宏大量，能有仁慈、孝順

的心」（阿浪．滿拉旺 2013：92）。

然而，部落學校的運作仍不時遭遇困局，包括：師資結構的斷層、欠

以「部落」之名：籌設原住民族部落學校的脈絡和論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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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專業會計人才
35
、課程如何部落化、文化內涵的篩選和排除、在多元部

落之間如何尋找族群文化的交集、在交集中如何打造出學習彼此文化的平

台。更重要的是，「部落學校的民族教育如何兼顧原住民族特有的知識體

系和文化養成機制，如何整合不同部落與族群之間的競和關係，進而摒除

部落間與部落內的本位主義和惡性競爭，均是此種民族文化學習體制能否

有效建構和存續的關鍵」（楊政賢  2014：69－70）。假使此種試辦性、選

擇性或競標性的教育政策，未能審慎規劃，進而公開討論、明示過程、平

等對待（沈俊祥  2012／11／03），那麼，延續而來的政策爭議和族群對立

勢必層出不窮。最後，原住民族委員會如何解決人數較少的族群欠缺師資

或規劃能力的處境，甚至避免讓部落學校被地方政府綁架成為觀光的凝視

或遊學體驗教育
36
，乃至於是否要讓部落學校轉型與民族實驗學校教育接

軌，也是接下來要思索的課題。

五、結論：以「部落」之名找回文化

（一）民族教育的戰場

本文分析原住民族部落學校在臺灣社會的生成脈絡，藉由釐清部落學

校的運作機制和發展圖像，闡述它形構出差異化的文化學習路徑，理解它

何以成為實踐教育民主和文化協商的場域，描繪出原住民族走向部落獨立

自決和尋回主體性的線索。

扣除掉阿美族C i l a n g a s a n部落學校之後，目前全臺僅剩下四間部落學

35 例如阿美族Ci l a n g a s a n部落學校欠缺會計人才導致財務核銷不清，被原住民族
委員會評鑑為執行效率不佳，裁示暫停招生（原住民族電視台　2 0 1 4／0 7／
10）。而在2014年10月29日立法院審查原住民族委員會104年度預算案，原住民
族教育經費被凍結2,000萬，另外減列500萬，希望原住民族委員會提出部落學校
執行效益評估報告和轉型規劃（原住民族電視台　2014／11／03）。

36 臺東縣政府為爭取新加坡觀光客規劃開辦遊學旅行，透過包裝宣傳臺東有阿美
族的海洋學校、布農族的森林學校、卑南族的花環學校、排灣族的獵人學校、
達悟族的飛魚學校（黃明堂　2015／04／03）。如此一來，又會落入部落文化
被觀光化、狩獵化和凝視化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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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原住民族委員會副主委陳張培倫指出若要把民族教育的效果做到最大

化，必須要讓資源整合，部落學校可以獨立存在於原住民重點學校和原

住民族實驗學校之外，擔負教學研發基地的功能去支持前兩種學校體系。

此外，也可能併到附近地區已成立的原住民族實驗學校當中的研發中心

（L i M A新聞世界  2015／04／10）。而原住民族委員會教育文化處視察黃

銘廷則認為全國300多所原住民重點學校都有實施民族教育的需求，未來部

落學校可以轉型成為民族教育基地或智庫，辦理專業的研習，它就像一個

師資培育的機構（原住民族電視台 2016／09／02）。

曾任原住民族委員會主委的孫大川在接受媒體專訪部落學校的設校緣

起時指出：「原住民民族教育的最後戰場是部落」（LiMA新聞世界 2015／

0 4／1 0）。面對部落學校近幾年的發展狀況和轉型方向，目前擔任監察

院副院長的他憂心忡忡：「你這樣去做以後，你也是等於在複製一個現在

的學校教育的體系。這不是我們的教育。這不是民族教育。我們的民族教

育，得從我們自己的部落，以前被怎麼樣拔除，現在就要怎麼樣種回去」

(ibid.）。卑南族民族議會召集人林志興則認為：「部落學校變成我們原住

民知識種子寄託的所在」（阿浪．滿拉旺  2013：90）。放眼臺灣，部落

學校的十年籌設計畫啟動了原住民文化復振的進行式，更是原住民族擁抱

教育主體性的重大標誌。規劃良善的部落學校得以保存部落文化資產，讓

部落成為豐沛的文化傳承資料庫（蘇黃詩涵  2015）。然而，社會大眾或

立委對其發展仍然存有諸多的疑慮，包括：經費寬裕但成效不彰；每年上

60天的課程不足，老師餘暇時間如何安排；缺乏教材引導學生學習（陳枝

烈  2015）。此外，部落學校的前景也遭遇困局，例如：經費與人力來源不

足、學區劃分與人數招收引起公平疑慮、青年外流與部落人才缺乏、未來

發展藍圖不明（國立教育資料館  2016）。由於欠缺系統性和永續性的整體

建置和人力資源，促使部落學校的設置屢逢瓶頸，未能具體盤整文化知識

庫存，回應以「部落」作為主體的學習架構。

由於2014年底立法院要求部落學校需具有顯著績效，因而凍結原住民

以「部落」之名：籌設原住民族部落學校的脈絡和論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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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委員會的教育預算，再加上實驗教育三法
37
的通過，讓部落學校的後續發

展出現轉型的契機。
38
原先於2014年11月已被原住民族委員會原則上同意籌

設的第六所部落學校（賽夏族部落學校）的籌備成員認為：「無論是籌辦

部落學校或民族實驗學校不能夠一窩蜂、躁進或是一廂情願，還是應該要

審酌在地部落文化和族群組成的脈絡，而且要回歸到民族教育的方向來進

行，才是比較合適的發展方向」（報導人T12）。根據《發展原住民族教育

五年中程計畫（105年至109年）》（教育部、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5），民

族教育乃是原住民族教育之重要內涵，然而，現行民族教育的相關措施偏

重於學校制度，並非整體民族教育體系方案與組織法制之規劃。再加上民

族教育的師資尚未建立制度化和系統化之培育與編制，未來五年原住民族

委員會將致力規劃整體性自幼兒至大學之民族學校體系方案及法制，研議

制定〈原住民族學校法〉，評估和規劃民族教育體系政策，更將於五年內

協助輔導設立10所原住民族實驗學校。早在2010年12月原住民族委員會規

劃成立「民族學校」時，即是在規劃「民族實驗學校」，當時政策的名稱

為「研訂設立原住民族實驗學校」，後來因為教育部不支持興辦學校，政

策轉彎為第三學期制的構想，才轉為設立現今之「部落學校」。當年規劃

之民族實驗學校就是今日民族實驗學校的理念與型態（圖5），其目標與內

涵則包含現行部落學校之目標與內涵（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5）

圖5 邁向主體性的民族教育階段示意圖
來源：研究者製圖

37 實驗教育三法是指：〈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
例〉、〈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
辦理條例〉。

38 原住民族實驗教育計畫已獲得地方政府許可的七所原住民重點學校是：臺中市
達觀國小、高雄市民族大愛國小、屏東縣地磨兒國小、長榮百合國小、臺東縣
南王國小、土坂國小和大南國小（原住民族委員會新聞稿　2016／07／25）。
在政府支持和開放實驗學校設立的精神下，可以解決原鄉部落小學的裁併危
機，發展族群本位教材，落實民族教育課程，讓在地原住民族文化得以存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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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民族實驗學校和部落學校將透過分進合擊的方式，聯手建構原

住民族教育主體性和打造文化復振之路，前者在既有教育體系內注入族群

文化的內涵，開發族群本位教材和設計族語文化課程，後者在當今部落場

域中落實「部落即教育、文化即教育」的學習機制。不可諱言的，未來除

了「以部落之名」的課程活動設計，勢必逐步拓展出「以民族之名」的實

驗教育組織、「以文化之名」的多元教育學習方案，讓原住民族的傳統文

化在當代社會、學校組織和傳統部落得以孕育生機。

（二）部落學校的當代啟示

長久以來，原住民族部落的既有社會組織和階序，遭遇到資本主義經

濟邏輯和現代化教育的衝擊，重構了部落內的社會分工。在接受學校教育

後，原住民族更出現社會分化的趨勢：菁英階級的複製化、從業型態的結

晶化。在學校教育的過程中，一方面給予賦權的機會，令原住民族尋回族

群自信和挑戰翻身的契機；另一方面卻提供限制的可能，促使其自我篩選

走向分流的教育路徑和謀職軌道，繁衍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工作階序和不同

族群的分工體系（林文蘭　2010，2015）。這毋寧是文化的霸權，讓社會

受壓迫者同意接受並主動選擇其所置身的不利處境，更讓原住民族成為臺

灣這塊土地上的文化難民，無法習得文化主體的真實內涵，也欠缺孕育文

化傳承的場域。從20年來原住民族教育體制的生成脈絡，可以清楚發現原

住民社群欲重構傳統文化的努力。若暫時懸擱此種回歸傳統文化底蘊的方

案，究竟能否重返傳統部落教育的原初內涵。藉由關照過去四年來的部落

學校如何復振傳統的文化活動和教育實踐，得以令人反思教育的本質、目

的和功能，亦可藉此探問進入現代化學校受教的社會共識與正當性，甚至

質疑教育是否為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工作的必要條件。

教育究竟是促進社會流動的等化器？或是導致社會再製的地位結晶

化？解構這個教育社會學的大哉問得以促使我們思索教育蘊藏的社會功

能。然而，在原住民族教育體制的實踐過程中，則存在著更深刻的意涵。

至今，它已經展現出兩種發展樣態：第一，內含在主流教育體制之中，透

過雙軌化學制和差別化政策，成為常態體制中的異例。第二，獨立於主流

以「部落」之名：籌設原住民族部落學校的脈絡和論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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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體制之外，發展出豐富的文化異質性和分殊化的族群人才養成機制。

聚焦分析部落學校的籌設案例，得以探究當中尋找部落、篩選部落、重振

部落的多元意涵，而推動文化復振如何讓文化在實作過程中被重新賦予新

意？又將如何發展出回歸傳統與在地脈絡的特色？則有待未來深入的探究。

本文省思臺灣原住民族教育的發展輪廓，從原住民族部落學校的案

例，梳理出原住民族教育自決和建立族群主體性這條道路上的重重荊棘，

進一步提出相關的建議（附錄3）。根據2005年的〈原住民族基本法〉與

聯合國2007年的〈原住民族權利宣言〉，唯有以原住民族作為主體，由原

住民族以部落民主討論和族人集體共識的方式來決定教育和文化的發展方

向，才能夠取回在當代社會中屬於原住民族自身的教育權，具體落實原住

民族自治。假使依舊順服於漢人或行政思維的「自主」形式，委身於政府

勉強讓渡的「自決」空間，僅會令原住民族持續居於權力邊陲和經濟依賴

的位階。此外，在教育方案與人才培育的根本思維上，應從原住民族集體

觀點和部落視角，思考族人所需要的部落人才，整合不同的專業資源來協

助邊緣化、弱勢化與凋零化的族人和部落，使其脫離資本主義潮流和社會

劇變所帶來的各種身心苦難、部落解組和文化失根。透過教育途徑可以重

新回溯文化的根源，轉化作為解決族人在當代社會的生存處境，這必須仰

賴民族教育種子的生根和發芽，它將是民族命脈存續的關鍵，而創設運轉

中的部落學校即蘊藏如此的潛勢和能量。

放眼未來，原住民族部落學校勢必仍然將會遭遇多重挑戰，包括：如

何審慎回應評鑑，重整師資結構和選才機制，重建文化傳統、課程教材和

部落資源，解構對於學習考評和辦學績效的刻板印象，如何集結部落青年

會的創意和投注，評估是否轉型成為原住民族重點學校的第三學期制或是

民族實驗學校，研擬經費自籌和自決的可能，反思課程如何蘊藏在地性、

社會性和未來性（王雅萍　2013；楊政賢　2014；林頌恩　2014）。假使

無法妥善地解開以上癥結，部落學校對於文化復振和部落發展的正面效益

將無法徹底發揮，僅會受縛於立法部門的預算和行政體系的制式考評，用

數據、績效和產出的量化主義思維，來衡量無形的辦學成果和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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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還會強化不同族群或部落的資源分配差異和社會不平等，招致不同族

群和部落之間的分化與社會階層化。
39

不可抹滅的是，部落學校在過去四年中的確展現出許多新穎和創意的

教育實踐。它結合了跨部落的集體之力，建構出協作化與部落化的生活教

育網絡，拓展了學習的邊界與視野，此種翻轉教育和「把文化找回來」的

努力，讓部落的活力真正動起來。藉由讓部落耆老擔任文化教育使者，讓

原住民族學子參與實作從做中學，可以使教育的根源回歸到部落生活和文

化脈絡的養分，更鬆動和顛覆了臺灣社會對於教育的想像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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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臺灣原住民族部落學校的八大領域課程

八大領域 領域課程主題

族語暨文學

溝通、神話文學、民間故事文學、童謠文學、情詩文學、讚頌女性
文學、讚頌男性文學、讚頌部落文學、獵人詩篇、讚頌海洋文學、
讚頌神靈文學、祭禱文學、部落民謠文學、事件記誦文學、追思文
學、讚頌生活文學

傳統生
活技能

耕作、漁撈、狩獵、採集、飼養、建築、飲食、衣服、防災、工
程、戰爭與武器、運輸與交通、器物製作、醫藥、天文、曆法

社會組織

部落組織、政治結構、家庭制度（家庭觀念、家屋、家庭結構及類
型、家庭各份子的關係、家的繼承）、親屬制度（親屬關係、親屬
稱謂、親屬活動）、財產制度（財產觀念、財產管理制度、財產繼
承與交易）、婚姻制度（婚姻類型、婚前交際與擇偶狀態、結婚禮
儀、離婚與再婚）、社會團體（祭祀團體、勞役團體、作戰團體、
狩獵團體、學習團體）

藝術與樂舞
紋身、服飾、頭飾、圖騰、工藝美術、配飾、童玩、遊戲、運動、
童謠、情歌、樂器、祭祀之舞、慶賀之舞、勇士之舞、驅邪之舞

傳統信仰
與祭儀

部落祭儀（年祭、收穫祭、出獵祭、海 (河 )神祭、祈雨祭、祈晴
祭、驅蟲祭、阻痛祭、凱旋祭）、家庭祭儀（播種祭、作物成熟
祭、小米入倉祭、家屋破土祭、落成祭、獵獲祭）、個人生命禮俗
祭儀（懷孕、出生、成人祭、成年祭、結婚、喪禮等祭儀）、個人
祈福治病祭儀、天地人的起源、世界觀、神的種類、祭司靈媒

族群關係與
部落歷史

族群的分支、與其他原住民族的互動關係、與非原住民族群的互動
關係、族群（部落）在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族群的現在地位、當前
族群的重要議題、史觀、部落起源、部落遷徙、傳統領域、家族
（氏族）的源流及變遷、部落與他部落的互動關係、部落結盟與戰
爭、部落的重要歷史人物與事件

部落倫理
與禁忌

人觀、道德觀、與他人、家庭(族)、部落和自然的道德倫理、習慣
法、裁判與訴訟、徵兆、占卜、與日常生活、性別、祭祀和經濟生
產活動有關的禁忌

環境生
態保育

動植物的生態、應用與保育、環境辨認、選擇與禁忌、能源應用、
土地利用

來源：原住民族委員會(2011a)、陳枝烈(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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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臺灣原住民族部落學校的校徽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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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3：臺灣原住民族教育的現況和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