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住民民族教育課程

—以屏東縣牡丹鄉石門國小為例

✓計畫主旨

民族教育已為現代為原住民族傳承古老智慧之重要課程。

但即使政府改變對於實施於原住民族的教育做法，卻仍

舊因受主流文化(漢文化)影響，執行上容易帶入較主觀

的意識形態，此種意識形態結合行動，極易對於原有原

住民族之文化脈絡帶來偏差。

而台灣的城鄉風貌、景觀與建築的失控，在這幾年

引起許多的討論，特別是環境美學的亟需提升，有識之

士認為基本應從基礎教育紮根；另一方面，在空間形式

的創造上，如何從小由科普觀念的建構結合實作，讓構

築的知識成為常識與技能，也是先進諸國近年在小學教

育上嘗試置入的主要議題。針對上述的背景，本計劃團

隊去年起即與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建築系合作，為屏東縣

牡丹鄉的石門國小中高年級學童量身打造屬於以南排灣

族的建築基礎課程與營隊，以課堂授課、動手創作、田

野探訪、遊戲融入教學等方式，舉辦建築營活動，獲得

熱烈的迴響。

本計畫團隊嘗試採取文化融入式課程的策略，為更

清楚了解計畫實施對象─南排灣族之文化脈絡紋理，計

畫團隊多次南下部落進行田野調查，就部落環境與空間

的相關議題進行訪談與針對部落文化資源的盤點…等前

置作業。教案的研發方面則是將訪談中所蒐集原住民族

之環境觀與美學觀念，融合現代社會日益重視的環境教

育議題與空間美學教育共同開發新式的民族教育教材。

也透過此教材體現排灣族三分文化分享、分憂、分勞的

民族精神，培養學童多元尊重與共榮品格。為將文化差

異造成學習阻礙的狀況減到最低，是故於課程架構與內

容的規劃過程中納入部落耆老、家長、現地教師、甚至

原住民小朋友的參與和討論。使學生能於課堂與實作體

驗中，建構原住民孩童對於土地、環境、自然等關注，

促進原住民孩童對於生活空間美感能力的培養。在沒有

壓力的狀態下自然而然吸收知識。

✓ 計畫目地

✓ 活動試辦

鑑於南排灣族牡丹鄉部落擁有的自然環境及豐富人

文史蹟，計劃團隊在空間美學與環境教育系統的開發方

面，自今年起以石門國小作為試教場域。於各個時程安

排上，區分為籌備階段及實證階段，透過即將於2018年

七月份試行舉辦的空間構築和環境美學教育營，針對開

發教材的試教，透過實作課程操作、環境關懷及傳統原

住民特建築等課程導入，讓石門國小的小朋友充分了解

到建築美學及空間構築技法。科技部原住民科學教育團

隊計畫，實踐建築環境美學與空間構築教育在小學教育

中，結合各界資源進行教育研發及部落，開創建築教育

的新發展。期盼從另一個面向 : 國家義務教育的體制內

小學課程，融入建築教育來深耕。而本次活動能讓偏鄉

孩子們不只從小學，更能從小處學，向下扎根，透過建

築教育能對內在啟發自我，也能外在理性關心居住與環

境的覺察，也同時訓練著扮演教學志工的”大孩子們”

在活動推行過程中，反思如何運用自身專業擔起所謂的

社會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