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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箭齊發 落實原住民實驗教育 

國教署人才培育、族語文化保存、實驗教育、改進教學環境 

(圖文/ 原住民族與少數族群及特殊教育組李郁珊提供) 

為結合一般教育及民族教育，達到原住民族教育之完整性，國教署自 106 學年度起致

力將「原住民族重點學校」轉型為「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學校」。試圖透過實驗教育之「解構

和重組」精神，在課程教學中融入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和文化，經由主題式的課程設計，透

過實作課程展現原住民族之藝術與人文思想。 

邱乾國署長指出，推動原住民族教育政策係以「傾聽、同理、實踐」3 個理念，邀請

原民會、地方政府以及專家學者和國教署座談對話，調整原住民族教育政策，以貼近教學

現場之需要，故定出「人才培育」、「族語文化保存」、「實驗教育」、「改造教學環境」4 大

政策主軸，以落實原住民族教育。 

陪伴輔導實驗學校 

在原住民族實驗學校的課程發展上，國教署結合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等專業學識力量，

在全臺灣設置 4 處原住民族課程發展協作中心，提供專業學識、行政與經費的協助，讓學

校依照學校特性和條件客製化適性發展的課程，也透過全臺資源並聯，讓原住民族實驗教

育學校擁有一個強大的教學策略聯盟。邱署長強調國教署會以陪伴、輔導的角色支持偏鄉

的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學校，成為學校最堅強的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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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審議通過辦理「學校型態原住民族實驗教育」的學校共計

23 校，未來希望達成區域、階段、族別三大均衡，不僅讓每個族別都擁有至少 1 所實驗學

校，更要串聯小學、中學、高中 3 個階段，貫徹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理念，深化

原住民族語文課程教學，全盤規劃原住民族實驗教育，以確保原住民族教育之完整性。 

解套行政疑難雜症 

在經費挹注上，過去教育部及原民會雙軌核定撥款，往往造成校方行政上的困難。為

達行政減量，由國教署統一整合，行政從雙軌簡化為單一窗口，直接減輕學校負擔。 

而在人才培育上，為鼓勵原住民優秀學子能積極展現出民族自信，自 107 學年度開始，

逐年編列預算，獎勵學業成績優秀及具有特殊才藝表現之學生，積極向學並多元展能。 

另外，在族語教學與文化保存上，106 學年度推動了族語專職化試辦計畫，讓族語老

師擁有固定收入，使教學人員獲得保障，更能專心從事教學工作。專職族語老師辦法草案

亦將於 107 學年度完成法制化程序，徹底解決族語教學人員收入不穩定的問題，讓族語老

師可以全心投入教學工作。  

實驗課程助長學習力 

面對來自家長對於實驗教育學習成效的質疑，邱乾國署長說，實驗教育課程會連結到

每個孩子的基本能力和素養，與一般教育的差別僅在於教學方式與教材，但是該具備的能

力素養與一般教育並無不同。實驗教育透過沉浸式族語教學，與部落耆老現場協同教學，

讓孩子有更多接觸原住民族族語和傳統文化的機會。 

根據研究調查，孩子接受原住民族實驗教育課程，不只增加學習動機與自信心，觀察

現有實驗學校的學科能力檢測成果，學生能力也已大幅成長。 

很多人不斷呼籲，原住民族耆老越來越凋零，他們所擁有的語言和豐富的文化資產也

隨著時間而消逝。邱署長也深表認同「原住民族教育如果現在不做，就再也來不及了」，國

教署在教育選擇權百花齊放的時刻，推動原住民族教育政策，使原住民族語言和文化得以

復振，找回原住民族主體性，進而揚名世界，站上國際舞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