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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三法公布後，提供辦學與教學者更大的自主空間，在實驗三法的架構下，相

當程度打破現有教育的框架，真正落實以學習者為主體之目標，而原住民族實驗教育

成為可落實原住民族教育的一個方式。然而從一般學校型態轉型為民族實驗學校並非

一蹴而就，而是經過不斷地自我對話，確認學校的核心理念，並逐步開展以民族文化

為主體的課程內容。但對於轉型辦理原住民族實驗學校的教師來說，的確面臨了不小

的陣痛期，連帶地也產生提升教師在民族教育專業上的需求與課題。 

一、轉型實驗教育對教師的挑戰 

目前推動實驗教育的原住民族實驗學校是由一般學校轉型而來，透過解構各項課

程，重新規劃兼顧「一般教育」以及「民族教育」的課程。對於原本在原住民族實驗

學校服務的編制內教師來說，過去只需專注於教學部定課程，在轉型為實驗學校後，

教師需要提升對族群文化的理解和掌握，才能進行民族教育的課程規劃和教學，但短

時間內要提升原住民族文化的理解，實有其難度。實務上也發現，一些編制內教師由

於學校轉型後教學工作負擔過重，或者對原住民文化的理解不夠深入等因素，而選擇

調離該校，導致民族實驗學校師資的不穩定。 

二、校方難以兼顧不同階段教師聘任需求 

當學校欲徵聘代理教師時，現行規範是第一、第二階段所招聘的代理教師需有教

師證或修畢師培課程，具有教育專業能力，但大多都缺乏原住民族實驗學校所需的族

群文化專業知識，校方需要幫這些老師安排當地族群文化的進修課程；第三階段招聘

則只要具備大學學歷即可，有些原民實驗學校會轉而尋求在地人才入校擔任代理教師，

以解決師資流動率高的問題。這些返鄉/在地的年輕族人，對於族群文化的理解具有在

地化的優勢，但可能不具備教育專長，可能不易將所理解的文化內涵轉化為教學內容，

學校需要安排教育專業課程來提升第三階段招聘教師的教學專業。如何兼顧不同階段

聘入的教師需求，都讓校方煞費苦心。 

三、原住民族實驗學校教師專業課程參考指引 

為解決前述問題，有的學校一視同仁，從頭開始教起；有的學校則帶領教師回到



族群文化內涵中尋求解答；有些學校走得穩健，有些學校則仍在摸索中，雖然各校都

會彼此交流，但是交流時多呈現摸索後的結果，中間的辛苦較少機會分享。倘若可以

有一個教師專業成長課程規劃的參考指引做為鷹架，應能提供還在多方嘗試的學校一

些方向；也能夠提供未來加入民族實驗學校的成員，提供系統性的教育訓練參考，減

緩一開始進修課程規劃的壓力。 

（一）一般教育專業課程 

安排此類課程時，可邀請校內師資及校外師資，校內師資可以協助不具教學專業

背景之新進代理教師強化其基本職能，相關課程例如「課程發展與設計」、「測驗及評

量」、「班級經營」等課程，能協助無師培背景教師掌握該校學生的學習樣態，並建立

與家長溝通的管道；外聘師資則可引介教學趨勢、教學策略，以持續精進教學成效，

相關課程例如「兒童/青少年心理學」、「教學媒體與運用」、「閱讀暨資訊素養教育」等

課程，讓教師更新教學資訊，提升教學技巧與工具應用。 

（二）民族文化專業課程 

每位教師對於族群文化內涵理解的程度不一，為使教師對族群文化內涵的理解有

所成長，可將進修課程做出差異化。例如提供新進教師的課程，建議以較為上位的族

群文化內涵，以泛論的方式在短時間提供給新進教師瞭解，例如校內學生族群之「原

住民族文化概論」、「在地產業概覽」等課程，課程內容涵蓋族群分布、地理環境、儀

式活動、藝術表現、族服樣式、社會組織、產業結構等幾個方向；也建議開設「田野

調查方法與實務」，帶領新進教師進入部落實地踏查，一方面讓新進教師熟悉環境，另

一方面也可將新進教師介紹給部落成員認識，以建立互信的基礎。 

進階課程則可配合學校所規劃的民族教育課程，邀請耆老進行「生態智慧」、「生

活技能」、「社會組織」、「精神文化」等主題課程，讓已具基礎的教師能進一步結合課

程，將較為深刻的文化內涵轉化為課程進行教學。另外需注意的是，有些耆老會受教

學場域影響，在教室內的表述與在部落的說明有明顯的差異，課程安排時不一定要拘

泥於學校辦理，部落就是最好的教室。 

建立原住民族實驗學校專業成長課程指引，規劃系統性的教師專業成長課程，提

供未來逐步加入的原民實驗學校參考，縮短轉型的陣痛期，同步提升教師專業能力，



讓一般教育專業與民族教育專業同步提升，以促進原住民族實驗教育的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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