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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達魯瑪克民族實驗小學揭牌 讓魯凱百合花再次綻放 

(圖文/ 原住民族與少數族群及特殊教育組李郁珊提供) 

為改善偏鄉教育現場學生學習成效問題，臺東縣大南國民小學校長彭志宏從 106 學年

開始籌備辦理原住民族實驗教育，107 年 7 月 23 日正式更名「達魯瑪克民族實驗小學」，

成為臺東唯一魯凱部落中，代表魯凱族而綻放的百合花。 

開辦民族本位的實驗教育 

彭校長表示，經學校、部落、學者多次對談後，歸納出六大主題，緊扣達魯瑪克部落

的生活智慧，設計出三十個主題單元的文化課程，除了能讓孩子對部落有基本認識外，更

注重有文化內涵的氣質，並且讓學習成為有趣的事。「ai atengatenga nako ka sw Taromak」在

魯凱族語的意思是成為「真正的達魯瑪克人」。學校希望將部落裡的「勤勞、謙卑、感恩、

分享」優良傳統，傳達給小朋友。 

籌備期的挑戰、磨合，到相互理解 

學校在籌備期遇到最大的挑戰，是在部落裡面。部落文化紀錄工作跟不上耆老凋零的

速度，再加上學校的家長們都是中生代的部落人士，明顯存在著文化斷層，藉由家庭教育

傳承部落文化，是未來學校會強調與家長共學的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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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原住民出身的彭校長表示，自己來到部落教書，深入互動後才發現，許多行為都是

原住民祖先們留下智慧，不能以本位主義去思考，自己與學校的老師也再重新進行文化省

思，反覆溝通，直到最後雙方的相互理解，對我們來說也是種重新學習。 

Sanga 精神引領族人不畏艱辛向前行 

魯凱族語裡的 Sanga，是達魯瑪克過去日行千里，克服重重險阻，備受尊崇的傳訊勇

士。現在的 Sanga 則是在節慶時慢跑報訊者，同時也是帶領隊伍前方的領頭羊。彭校長認

為，結合學校所設計的主題式課程，培養孩子「克服困難，使命必達」的精神。 

籌備了一年的實驗教育終於要開始運作，彭校長信心滿滿的說，「ai atengatenga nako ka 

sw Taromak」，使代表魯凱族的百合花燦爛綻放，讓小朋友成為真正的達魯瑪克人，更期待

透過學校的課程，讓孩子成為一位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