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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統計，2017年全國18～21歲在學率高達84%，但原住民在學率是51.2%；全國15歲以上擁有大專以上學歷者佔4
4.5%，但原住民擁有大專以上學歷者只有26%，約12萬人。原住民受高等教育的人數一直都不多，目前2萬多位原住
民學生就讀大專院校的狀況已是前所未有。
由於大部份原住民大專學生是以系上的外加名額入學，名額通常只有1、2名，因此班上通常只有個位數的原住民同
學。很少學校或科系提供原住民相關課程，因此原住民大專生可能到畢業都沒機會在課堂上學到有關原住民的內容。
有些學校的原住民社團很活躍，原住民學生可以在社團學到原住民文化與知識，有許多原住民同學相伴；但是大部分
學校的原住民社團都因人數少而經營困難，讓原住民學生很少有機會參加相關活動。
原住民學生大多在這樣的情況下就讀大學，孤單面對課業壓力，以及時時可見的刻板印象與誤解，讓原住民學生常處
於挫折和疑惑中；再加上經濟壓力，使原住民學生的學業表現通常不是太好，輟學率也比較高。更糟的是，學習過程
中原住民相關內容太少，也極少有機會從原住民觀點思考歷史、社會現況或各專業學科的內容，整個高等教育的過程
常常讓原住民年輕人越來越遠離自己的文化、部落和族人。
原住民「大學生了沒」？
那麼原住民到底需不需要讀大學呢？有人說，原住民不需要讀大學，趕快離開學校開始賺錢比較重要，可以幫家裡減
輕負擔。有人說，原住民最需要學習的母語、文化、山林生活等能力在部落裡才能學到，在大學裡學不到，應該回部
落學習比較重要。還有人說，原住民很需要讀大學，出社會之後才能跟別人競爭，所以要跟一般學生上一樣的課程，
該考證照的趕快考一考，不要浪費時間學原住民相關課程，那些將來都用不到。
以上說法似乎都很有道理，但我們可以試著從部落發展的觀點來思考，例如某個部落希望發展觀光，是否除了熟悉文
化、歷史與生態知識的人才外，還需要觀光規劃、企業管理、財務會計、建築設計、土木工程、文化創意、媒體行銷
等不同的人才？如果大部份工作都由非原住民擔任，會發展出什麼樣的觀光？如果原住民年輕人只擅長其中幾項工作
，是否推動過程會比較困難？如果大部分工作可由原住民年輕人擔任，是否推動過程比較容易，最後成果更能展現原
住民主體性與特色呢？
以整體原住民發展的觀點來看，原住民自治制度的建立、土地權的爭取、轉型正義的推動、傳統文化與法律衝突的處
理（例如狩獵）等重要議題，除了熟悉傳統文化與知識的族人之外，還需要政治、法律等各式各樣的人才。如果原住
民都只有某幾種人才，其他都極度缺乏，恐怕很多工作都難以推動。
以台灣整體社會的觀點來看，如果原住民年輕人在大學上一般的課程，出社會之後也做一般的工作，成為主流社會的
優秀螺絲釘，的確對主流社會很有幫助，對原住民個人的家庭經濟也很有幫助，但是對原住民社會的影響是什麼？族
群和部落的發展由誰來推動？文化與知識的傳承和創新由誰來接續？結果主流社會持續強大而原住民社會逐漸衰弱，
這是號稱多元文化、多元族群的台灣應該發展的方向嗎？
因此，原住民年輕人不但需要讀大學，還需要讀各式各樣不一樣的科系，成為各種不同專長的人才。而且，大學的課
程與活動需要有原住民相關的內容，讓原住民年輕人更熟悉自己的文化，學習從原住民觀點思考歷史、社會現況、自
己的處境、以及專業學科如何為原住民服務。
例如，法律系學生可以思考「現行法律對原住民的影響為何」、教育系學生可以思考「如何打造原住民教育」、觀光
系學生可以思考「原住民應該發展什麼樣的觀光產業」。只有這樣的大學教育，才能訓練出認識自己、認同族群、有
能力也有意願為部落與族人服務的原住民年輕人。
2011年開始的專班，制度上就是一種歧視？
2011年教育部發了一紙公文，以「為利原住民人才培育」為理由，鼓勵各大專院校設立原住民專班，專門招收原住
民學生。至2018年，已有24個學校開設了31個原住民專班，包括護理、觀光餐飲、文創設計、社工、長照、土木等
科系，每年招生名額共超過1,000人，就讀人數佔全部原住民大專學生的1～2成。
表面上看起來，原住民專班似乎很不錯，給更多原住民學生就學的機會。事實上，由於教育部設定它是「專班」，不
是一般的正常科系，各校也不給原住民專班一般正常科系的資源。
例如，一般大專院校日間部科系至少有7位專任師資，生師比必須低於23（每23名學生，就有一名老師），有固定辦
公室，有專任助理，有穩定充足的經費、空間和設備。但是目前31個大專院校原住民專班也都是日間部，卻沒有任
何一個達到應有的7位專任師資；其中專任師資最多的暨南國際大學和屏東大學，也都各只有4位，不少專班甚至連
一位專任師資都沒有。許多原住民專班沒有獨立辦公室，沒有專任助理，沒有與原住民相關的課程，甚至連給學生使
用的空間和設備都很缺乏。
生師比（Student to Faculty Ratio）指全職學生人數與全職教師人數的比例，是評量教學品質的重要指標，數字越低
表示學生越容易獲得教師的關注與指導。根據2015年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統計，OECD國家高等教育平均
生師比為16，其中美國的高等教育平均生師比是14，德國的高等教育平均師生比是12。如果依照國際標準生師比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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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方式，專任教師最多的暨大原住民專班的生師比為42，也就是每42位學生只有一位專任老師，是OECD國家高等
教育平均生師比的2.6倍；如果以許多沒有專任教師的原住民專班為例，其生師比為「∞」，也就是不管有多少位學生
，都沒有專任老師。這樣的生師比顯示大專院校原住民專班師資極度短缺，學生很難獲得教師的關注與指導，嚴重影
響教學品質。
現行的大專院校原住民專班制度，雖然讓更多原住民年輕人可以入學，就讀的卻是師資與各種資源都很缺乏的科系，
這樣的制度可以給學生所需要的教育、輔導和陪伴嗎？這種制度性的缺乏不是一種歧視嗎？教育部和各大專院校似乎
透過這種制度對原住民學生說：「反正你們學測成績也不高，本來就沒資格進這所學校，讓你們入學就不錯了，別想
要求太多！」
雖然師資不足，仍想打造以原住民為主體的高等教育
雖然情況很艱難，但是許多原住民專班主任與老師卻很珍惜，因為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可以把原住民大專生集中起
來一起學習某一種專業學科，更可以設計獨特的課程與活動，發展以原住民為主體的高等教育。
因此許多原住民專班主任與老師努力向外界爭取資源、邀請教師、設計課程、規劃活動，希望打造一種創新的學習空
間，讓原住民年輕人一起學習各種原住民基礎知識如族語、祭典、傳統農耕、工藝、部落地圖、樂舞、田野調查、山
林知識等，也一起學習現代的專業學科，在友善的環境中逐漸成長。
即使許多原住民專班主任與老師很有熱情，所面臨最嚴峻的問題仍然是師資。目前各原住民專班即使只像一般科系那
樣正常上課（課程內容與原住民毫無關聯），都需要聘請大量兼任教師、或請其他科系專任教師支援，但現在各大學
都緊縮兼任教師人數，各科系專任教師也都工作滿檔難以支援，安排師資變得更為困難。
更何況許多原住民專班希望發展出不一樣的原住民高等教育，包括特別設計的課程、活動、照顧學生的方式、學生組
織、與部落的關係等等，這些都需要額外的師資來思考、設計與執行，但是原住民專班的師資數量卻遠遠低於一般科
系，因此工作起來非常困難。中原大學設計學士原住民專班的盧建銘老師甚至說：「目前的狀況都是處於老師自我剝
削的狀況，才有辦法進行。」
今（2018）年5月23日，在埔里的暨大舉辦了一場原住民高等教育論壇「原住民專班往哪裡去？」，由4所大學原住
民專班的主任、老師和同學一起來討論原住民專班的現況、困境與未來展望。從論壇中可以發現，4個原住民專班在
資源匱乏的情況下各自發展出很不一樣的原住民高等教育，是原住民族教育體制很不容易的一大步，需要更多人一起
來參與和討論。
蔡總統能否落實「原住民族教育體制」承諾
2015年蔡英文競選總統時，在原住民政策中提出「建立原住民族教育體制」。近年台中市的博屋瑪國小、屏東縣的
地磨兒民族實驗小學引領了民族實驗教育的風潮，陸續有幼兒園、國小、國中到高中都開始發展原住民教育體系。博
屋瑪國小和地磨兒國小每年有千萬經費，在專任師資之外還可有多名專業人力協助發展教材，也有精心設計的課程與
教學方式，這幾年下來也證明，這兩所小學的學生因此更愛上學、學業表現更好。
如果「建立原住民族教育體制」是蔡英文總統的主張，博屋瑪國小和地磨兒國小也證明了針對原住民學生設計的課程
與教學方式成效良好，那麼可否把大專院校原住民專班也納入，作為「原住民族教育體制的高等教育端」呢？
目前大專院校原住民專班的學生至少有3,000人，超過原住民大專學生總人數的1成，而這些學生正在忍受師資嚴重
不足，課程、空間與設備都很缺乏的狀況，這是一種教育部特意設計的、歧視性的制度。如果蔡英文總統真心推動原
住民族轉型正義，請要求教育部停止歧視大專院校原住民專班，將專班改制為一般科系，提供與一般科系相同的師資
員額等，讓我們有能力給學生正常水平的教育和輔導。
如果蔡英文總統真心想「建立原住民族教育體制」，請比照博屋瑪國小和地磨兒國小，給大專院校原住民專班更豐富
的人力與經費支援，幫助專班針對學生發展課程、教材、活動、教學方式，打造以原住民為主體的高等教育，成為「
原住民族教育體制」的高等教育端，也是為各地民族實驗小學畢業生的未來預作準備。將來，綜合從幼兒園到大學的
「原住民族教育體制」，才能訓練出熟悉傳統文化也熟悉現代知識，能為部落和族人服務的原住民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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