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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5年，時任日本國立北海道大學校長中村睦男教授，有鑑於該大學的發展歷史當中與常住

於北海道區域之日本先住民的愛努民族相互間有其深厚且難以分割之連帶關係，故經過長期規劃

後，乃率先日本全國於該大學成立愛努暨先住民研究中心。因此該中心乃長期進行包含愛努民族

在內之世界各國原住民族議題研究及相關學術、實務交流活動，而累積了極其豐富的相關成果。

本次參訪除考察該中心對於先住民民族教育之相關研究成果外，亦預定針對民族教育與一般教育

之融合模式，及大學有無推動針對愛努民族出身學生之生涯發展工作策略等議題，進行瞭解與意

見交流。 

又，北海道大學大學院教育學研究院於研究工作上區分有「人間發展科學」及「教育社會發

展論」等領域，而長期致力教育相關理論及實踐之研究議題。其中又包括民族教育、偏鄉教育及

偏鄉小校裁併等主題，故亦為本次參訪之重點對象。而有關教育實務現場之參訪考察，本次參訪

乃實際走訪位處北海道惠庭市白樺町之北海道惠庭南高中、以及愛努民族族人相對集中居住且被

指定為偏鄉學校之平取町二風谷小學，對於各校當中所實施的先住民民族教育與偏鄉教育（例如

跨年級教學等）之現狀，與各校相關教職員進行多面向且具深度的經驗分享及意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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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日本政府在經由國家最高立法機關通過加入遵守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宣言行列的決議案之後，於2008年

以來乃開始一連串的改革。除試圖突顯愛努民族於日本社會當中的重要地位並強化其保障以外，亦是希望

能夠扭轉與改善過去所謂「單一國家」論述和經由同化政策所殘留下來的負面之精神遺產。而如同日本歷

史課程教科書中所敘述，幾乎可說是自有歷史記錄以來，多數的愛努族人乃聚居於日本本土北方的北海道

區域境內。因此就考察愛努民族教育現況而言，選擇日本北海道作為此次參訪的主要目的地，乃是其與愛

努民族相互間所具有之歷史性和地理性因素使然。而就偏鄉教育的考察層面言，日本北海道四面環海，土

地遼闊，約占日本總面積的22%。其總人口數雖有540餘萬名之多，但其中近半數乃集中居住於其首都札幌

市當中。因此依照日本相關法律被指定為偏鄉學校者亦為數眾多。故若欲了解日本偏鄉教育及偏鄉學校整

併等現況與問題，日本北海道不失為一適當的參訪對象。除此之外，尚有下列數點要素值得我方參酌，而

茲列如下： 

一、自日本明治時期以來，日本邁向現代化國家重要指標之一，即為北海道的開拓與建設。因此過去在

各種層面上對於愛努民族的剝奪，當前日本政府如何在同樣的土地上恢復、或是修補其過去遺留下來的

歷史傷痕，乃值得觀察。  

日本政府除透過主動或被動的方式支持或指導北海道道廳在教育、就業與社會福利等方面，對於愛

努民族的保障政策以外，亦十分重視自2005年即設立於國立北海道大學之愛努暨先住民研究中心的存在。

而在政策擬定或是相關制度設計方面，於相當程度上乃十分仰賴該中心所提出之調查研究成果。因此參

訪該中心之運作情形與瞭解其工作推展現況，亦可掌握日本政府對於愛努民族所規劃的政策動向。 

二、自1918年改制為北海道帝國大學，到戰後再改制為國立北海道大學以來，其所屬教育學院當

中對於愛努民族教育及偏鄉教育領域之研究成果，累積甚豐。 

國立北海道大學教育學院當中的教育社會講座課程，不僅廣泛地發展與日本社會變遷相關

的多樣化課程教學，其所屬歷任教師的研究成果亦為愛努暨先住民研究中心所重用。目前亦有

所屬教師兼任該中心研究人員，並從事愛努民族教育制度與政策等相關規劃與研究工作。 

三、偏鄉教育乃是北海道之教育事業發展不可或缺的一環。近年來再因受到少子女化的衝擊，

無論是跨年級教學制度的完善或是學校整併工作的推動，均為當地之重要教育議題。 

戰後，日本國憲法所確認保障之人民受教育權，長期以來在相關社會運動或是司法裁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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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節當中，乃不斷地被予以確認並反映於日本政府所推動的各項教育政策之上。偏鄉教育的發

展亦可說是在此時代浪潮下，極早受到重視的一道議題。而由於北海道所具備之特殊地理條件，

真正要落實保障每一位國民受教育權的保障，對於偏鄉教育制度的整備與完善乃是政府必須履

行之憲法義務。惟於教育資源需合理分配的政策要求下，學校整併是否能夠達到優化偏鄉教育

之目的，乃是參訪北海道實施現況的觀察重點。 

     綜上所述，本次參訪日本北海道所欲瞭解的先住民民族教育與偏鄉教育等議題，可以再細分為

「民族教育實施現況」、「偏鄉教育發展模式」以及「學校整併工作之推動」等方面。乃如下分別敘述之。 

一、民族教育實施現況 

所欲達成目標有二： 
 

（一） 瞭解先住民民族教育於日本教育制度中的輪廓及其發展脈絡，以作為我國推展原住民民族

教育的反思材料。 

（二） 經由教育現場的參訪，重新發現與定位學校、社區與地方教育行政之間的三元關係於推動

民族教育工作之重要與必要性。並借鏡相對成功經驗，以作為我國調整或是改善原住民民族

教育的發展模式。 

二、偏鄉教育發展模式 

   所欲達成目標有二： 

（一） 借鏡跨年級教學之教育實踐，例如：瞭解平取町二風谷小學之規劃及運作，以作為我國

提升偏遠中小學教育品質的參考。 

（二） 借鏡當地地方教育行政融合民族教育與一般教育的相關政策措施，以做為我國反思如

何基於保障人民受教育權而在民族教育與一般教育政策間取得均衡點之參考。 

三、學校整併工作之推動 

     借鏡國立北海道大學教育學院學者專家及北海道偏遠地區地方教育行政對於學校整併之調查研究成

果及實務工作經驗，例如：北海道平取町實際於推動學校整併所遭遇之困難及解決方式的施行等， 

以作為我國後續調整學校整併政策實行方式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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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一、出國交流人員 

 

任務 姓名 單位職稱 專長 

領隊 曾大千 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制度及政策研 
 

究中心研究員兼中心主任 

教育法學、教育制度 

聯絡人 宋峻杰 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制度及政策研 
 

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人權教育、教育法學、原住民族

政策研究 

團員 賴協志 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制度及政策研 
 

究中心副研究員 

教育行政、政策與領導；正向領

導議題；知識管理與教育研究 

 

二、行程規劃 

 
 

 上午 下午 

9/10(日) 飛行日(中華航空CI130) 

(8:40 桃園中正國際機場13:30新

千歲國際機場) 

拜訪國立北海道大學愛努暨先住民研究中心 

9/11(一) 假國立北海道大學愛努暨先住民研究中心舉行《台湾における原住民族教育

の過去・現在・未来ー制度と現場の視点から》學術工作坊 

9/12(二) 拜訪國立北海道大學大學院教育

學研究院姉崎洋一名譽教授 

拜訪國立北海道大學大學院教育學研究院

院長小內透教授與上村浩次郎助理教授 

9/13(三) 拜訪惠庭南區高中教師新岡正幸氏及國岡健氏 

 

主題《先住民民族教育實踐現況及學校行政組織實務訪談》 

9/14(四) 拜訪平取町教育委員會 ；參觀平取町二風谷小學 

參訪平取町愛努政策促進課所屬愛努文化保存對策室 

參觀二風谷愛努文化博物館 

9/15(五) 飛行日(中華航空CI131) 

（15:00 新千歲國際機場18:10桃園中正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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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人士的相對關注。席間，常本教授乃針對臺灣原住民族社群當中如何看待實驗教育三法的

學界見解及輿論傾向，乃表達關切。並且對於實驗教育三法在原住民族多數聚集，且多屬偏

鄉的學校內一旦施行實驗教育以後，臺灣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該如何對其教學活動內容及

品質進行一定程度的監督，乃表示是日後期待與我國學者專家再進一步交換意見的重要主題。

而身為愛努民族族人的中井貴規博士後研究員則是對於今年甫成立之《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

表示高度的關切及興趣，同時還敘述了我國該項法律應當能夠作為日本政府參考的重要立法

範例之見解。 

其次，則是由本院教政中心賴協志副研究員以〈教育現場の研究から見る原住民族教育

の変遷と展望―マイノリティの学生の学習と学力向上教育〉（自教育現場研究考察臺灣原

住民族教育之變遷及其展望－弱勢學生學習與補救教學）為題，進行專題內容分享。賴副研

究員先行說明我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推動之主要目的，以及基於該目的，政府對於提升學

生學習成效及整體教育品質所推展的相關重要工作。接著乃概要性地說明我國於弱勢學生學

習方面，主要關注來自原住民學生、身心障礙人士及隔代教養等家庭出身的學生群體及其相

關政策實施概況。最後則根據其本身正在執行之六都國民小學階段補救教學方案執行現況、

問題及因應策略之研究調查案的階段性成果，向與會人士進行說明與心得分享。席間、丹菊

逸治副教授乃根據以往曾服務於東京都所屬之教育行政單位的經驗，分享東京都過去曾推動

之補救教學的模式，同時亦向賴副研究員確認我國補救教學之具體操作狀況。在雙方交流過

程中，更透過其他與會人士的發問對於我國補救教學教師專業知能不足的問題現況進行了再

確認，以及過去日本乃是基於社會整體對於學歷重視的濃厚傾向，導致學童學生學習壓力過

大，後來雖然經由政府導入寛裕教育形式之教學課程指導方針，但反而促成學生整體學習成

就出現下降等發展歷程，提供本院參訪團對於補救教學應如何改進的思考材料。 



 

 

 

 

 

 

 

圖5：曾

告 

民族教

策（如

對於推

認平埔

教授乃

國平埔

心得，

再針對

當

曾主任

未來雙

進行再

曾大千研究員

教育政策之變

如：大學聯招

推展愛努民族

埔族為原住民

乃表達目前愛

埔族族人所面

而表示未來

對此議題進行

當日學術工作

任各自總結工

雙方可共同進

再確認後，圓

員兼中心主任專

變遷及未來

招入試成績

族教育政策

民族的政策

愛努民族的

面臨現況有

來期待能於

行調查研究

作坊，即在

工作坊中所

進行研究合

圓滿落幕。

專題報

〈台

（臺

享。

住民

剖析

內容

主動

到原

來展望。席間

績優惠政策等

策所遭遇之困

策動向若何。

的處境頗與我

有其相似處的

於訪臺之際

究。  

在常本教授及

所討論要點及

合作事項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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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學

最後，由本

台湾における

臺灣原住民族

 曾主任從

民族教育」及

析過去在臺各

容。並且依次

動、從客體到

原住民族教

間，常本教

等）的推展

困境。同時

。於曾主任

我

的

，

及

及

容

學術工作坊結束

本院教政中

る原住民族

族教育發展

從法治觀點帶

及「現代法

各殖民政權

次從教化到

到主體，以

教育政策等各

教授除確認當

展工作內容外

時更進一步地

任引用我國學

束後與會雙方

中心曾大千研

族教育の発展

展脈絡與展望

帶領與會人

法治下之原住

權對於原住民

到教育、從個

以及從原住民

各階段，為

當前我國政府

外，亦不吝惜

地，向曾主任

學界見解及個

方互贈禮品 

研究員兼中

展及び、そ

望）為題，

人士「從法治

住民族教育

民族所施行

個體到族群

民政策及一般

為與會人士說

府對於原住

惜地分享日

任訊問我國

個人觀察回

心主任以

の展望〉

進行內容分

治開展前之原

育」兩個層

之教育政策

、從他動到

般教育政策

說明在臺原

住民族教育政

日本政府目前

國政府對於承

回應後，常本

分

原

面，

策

到

策

住

政

前

承

本



 

（

圖8：姉崎

三）參訪國

自2

心之「教

國立北海

有大學部

院階段之

負責研究

當中，目

〈教育社

以及〈健

並各自進

材的課程

理論〉、

文化教育

努研究中

於教育社

並身兼愛

理教授上

參訪

崎洋一教授與

國立北海道

2007年4月起

教育學研究院

海道大學的教

部階段之教

之教育研究

究工作推展

目前設有〈教

社會科學〉

健康體育學

進行其相關研

程設計。目前

、〈教育心理

育理論〉等八

中心的協助

社會理論講

愛努中心兼

上山浩次郎

訪團於9月12

與參訪團成員

道大學大學院

起，國立北

院」，以及

教育學門乃

育學部、與

院和教育學

的教育學研

教育基礎理

、〈教育心

〉等四大類

研究工作業

前依照學院

理學〉、〈

八個講座，

，乃順利訪

講座之名譽教

兼任研究人員

(KAMIYAMA,

2日上午首先

圖7

員交流 

院教育學研

海道大學大

及以組織運作

乃包含

與大學

學院。

研究院

理論〉、

心理學〉

類別，

業務。而承擔

院規劃乃設有

〈臨床心理學

讓入學者隸

訪談到過去在

教授姉崎洋

員的小內透

,Koujirou)

先於教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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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北海道

研究院 

大學院教育

作管理工作

擔組織運作

有〈學校教

學〉、〈健

隸屬其中，

在教育學研

洋一（ANEZA

透(ONAI,Tor

助理教授等

學院2樓教師

道大學教育學

學院全面改

作為主的「教

作及管理的教

教育理論〉

健康教育理論

並接受相關

研究院大力開

AKI,Youich

u)教授以及

等人。 

師休息室中

學部·教育學院

改組並劃分

教育學院」

教育學院，

、〈終身學

論〉、〈身

關課程的培

開展教育社

i）教授、現

及隸屬該院教

，與姉崎洋

由於參

研究員

學大學

曾參與

〈教育

姉崎教

之各項

院暨教育學研究

分為以推展研

。故就組織

則是負責培

學習理論〉、

身體教育理論

培訓。此次參

社會學研究工

現任教育學

教育社會理

洋一教授會晤

參訪團成員

員過去於國

學院法學研

與由姉崎教

育與法研究

教授對於參

項問題，乃

究院入口 

研究工作為

織體系而言

培育碩博士

、〈教育社

論〉及〈多

參訪團得到

工作，並隸

學研究院院

理論講座之

晤並進行訪

員中的宋助

國立北海道

研究科求學時

教授所主持

究會〉，因

參訪團所提

乃十分熱心

核

言，

士人

社會

多元

到愛

隸屬

長

助

訪談。

理

大

時，

之

此

出

回



 

應並積極

崎教授從

闡述。亦

並尋求族

下推動之

的北海道

努民族的

施行的《

的援助，

行表明己

於愛努民

另一方面

人為對象

有嚴重阻

法》全面

乃更形艱

的基本方

振興

月北海道

將於201

教授提出

廳表述未

童學生熱

北海道人

言，乃是

育自我民

晉三首相

極表述己身看

從過去日本政

亦即長久以來

族人在日本社

之同化政策的

道地區，更

的傳統習慣與

《北海道舊土

，雖然有相

己身之愛努

民族族人的歧

面，雖然200

象的政策規劃

阻礙。再從當

面修正以後

艱巨。例如在

方針和相關政

興基本計畫

道道廳乃制定

7年年底再

出在該教育

未來的教育

熱愛鄉土、

人的自我意

是間接地否

民族意識的

相所推動之

看法與主張

政府長期以

來聚居在北

社會地位上

的影響，不

因一體適用

與文化的保

土人保護法

關的獎助學

民族身份方

歧視又十分

08年以後日

劃或是課程

當今日本整

，於教育政

在新《教育

政策內容，

」的內容，

定公布「北

再進行修正

育大綱中，北

育發展應朝

以及身為

意識為優先工

否定愛努族人

的可能性。對

之教育改革亦

張。其一，針

以來對境內民

北海道的愛努

上的改善與提

不僅在藉由開

用全國性行政

保存與傳承工

法》即為同化

學金制度在北

方才得以滿足

分根深蒂固

日本政府有意

程設計，乃因

整體的教育政

政策方面，要

育基本法》第

而地方自治

制定本身所

北海道綜合教

，但姉崎

北海道道

向涵養學

日本人及

工作等文

人理當培

對於安倍

亦表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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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參訪團

針對北海道

民族與文化

努民族，雖

提升生活水

開拓名義的

政組織、租

工作蒙上陰

化政策的代

北海道地區

足其申請條

，因此大多

意具體規劃

因受限於無

政策發展趨

要推展以愛

第17條當中

治團體則必

所管轄區域

教育大綱」

團致贈姉崎洋

道目前對於愛

化多元性，始

雖然曾經努力

水平，但是從

的主張下，將

租稅制度以及

陰影。姉崎教

代表。而過去

區當中實施

條件，而在同

多數愛努族人

劃愛努民族教

無法確實掌握

趨勢來看，姉

愛努民族為主

中乃明定政府

必須要擔負起

域之教育振興

，雖然該大

洋一教授本院禮

愛努民族教

始終抱持著

力透過各種

從明治時期

將大量的和

及土地所有

教授說明在

去對於愛努

，但其操作

同化政策作

人乃寧願選

教育的實施

握愛努族人

姉崎教授認

主體的教育

府有權限制

起參酌前項

興計畫的努

大綱的適用

禮品 

教育的推動現

著消極態度的

種方式來復振

期開始，在日

和人移入舊稱

有權制度於當

在1899年由日

努民族子弟在

作方式都是以

作用下，日本

選擇不申請獎

施內容，但專

人的人口與分

認為在2006年

育政策或是相

制定適用全國

項由政府所制

努力義務。因

用年限僅有三

現狀而言，

的觀點，開

振自身文化

日本政府主

稱為「蝦夷

當地，促使

日本政府公

在求學過程

以個人必須

本社會當中

獎助學金一

專門以愛努

分布情況而

年《教育基

相關行政工

國之教育振

制定之「教育

因此2015年

三年，並且

姉

始

化，

主導

夷地」

使愛

公布

程上

須先

對

一途。

努族

受

基本

工作

振興

育 

年10

且即



 

圖10：參

極為否定

政府對於

以新自由

學力評比

害《日本

日本文部

未滿6個

法，而重

姉崎教授

的教育委

以及現實

及中學最

授強調地

得該學區

順利前往

模學校進

基礎。  

參訪

內透教育

參訪團與小內透

定的見解。其

於公教育制度

由主義為基礎

比（PISA）結

本國憲法》第

部科學省（相

班級的小規

重新設置了

授認為此舉無

委員會施壓而

實狀況下，確

最低每一學

地方自治團體

區內所有學童

往新校園上課

進行與他校整

訪團結束上午

育學研究院

透院長及上山

其二，對於

度的改革談

礎所推動的

結果的過度

第26條保障

相當於我國

規模學校應

「義務教育

無非是讓政

而達成整併

確實位處偏

年均需編制

體在推動學

童學生、監

課等問題。

整併的行為

午與姉崎教

院長及上山

山浩次郎助理

於偏鄉教育以

談起。亦即在

的學校體系改

度重視、以及

障所有兒童享

國教育部）的

積極檢討統

育學校」的類

政府更能在罔

併小規模學校

偏遠地區的學

制2個班級）

學校整併的工

監護人及地方

在此前提下

為，而主張應

教授的會晤行

山浩次郎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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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教授會晤 

以及偏遠地

在少子女化

改革、人材

及將教育行

享有受教育

的專家學者

統合裁撤的

類別等行政

罔顧兒童受

校的目的。

學校班級人

）有其困難

工作時，應

方居民的同

下，姉崎教

應以全學區

行程後，於

理教授會晤

地區學校整併

化之社會發展

材培育課程的

行政重新納入

育權之虞的政

者小組為推動

共識，並且

政作為，雖然

受教育權權益

姉崎教授進

人數組成要達

難性，而肯定

應該在整編前

同意與合作

教授認為地方

區內的住民投

於當日下午再

晤，並進行

辦

教

和

向

首

內

地

的

併的問題而

展背景影響

的內容改良

入一般行政

政府作為。

動公立中小

且在同年完

然名為促進

益的情形下

進一步表示

達到政府所

定學校整併

前的程序過

，以及整編

方自治團體

投票結果作

再行前往教

訪談。於教

辦公室內，小

教授對於愛努

學校整併等

參訪團成員

首先有關愛努

教授與上山

地表達了與上

的觀點。亦即

而言，姉崎教

響下，姉崎教

良與合理分配

政的政策現象

而且在前年

小學校的整併

成《學校教

進學校規模的

下，逕自對地

示雖然就教育

所規定之合理

併的必要性，

過程中，首要

編後要如何協

體首長不應該

作為推動學校

教育學研究院

教育學部大

小內教授以

努民族教育

等議題，乃

員們分享其

努民族教育

山助理教授

上午姉崎教

即日本政府

教授則從日

教授認為政

配、對於國

象，都是有

年（2015年

併，公布達

教育法》的

的適當化，

地方自治團

育資源分配

理編制（小

，但是姉崎

要考慮如何

協助學童學

該有強制小

校整併工作

院院長室與

樓2樓的院

以及上山助

育與偏鄉教

乃十分熱情

其心得及感

育的部分，

授乃不約而

教授頗為類

府對於愛努

本

政府

際

有侵

年）

達成

修

但

體

配，

學

教

何取

學生

規

作的

與小

長

理

育

地

想。

小

同

似

民



 

族教育的

對於一般

向後，於

所期待的

明教授所

因此，中

規範。就

學省於依

他法令上

於不造成

學校存在

授進一步

第4條規

教職員配

數進行班

滿足的情

該當地方

文規定，

本人數為

年級教學

者，則

下））。

學的人數

數加總僅

惟姉崎教

時，應可

合理依據

達了相異

的推展確實受

般國民所實施

於意識上建立

的效果。其次

所表示的見解

中央政府在重

就此點而言

依法授權制

上有特別規範

成教學困難的

在的法理依據

步說明就人數

規定中所謂

配置人數法

班級編制，並

情況下，則

方自治團體的

，小學人數編

為16人（含以

學對象中涵蓋

基本人數

。於中學階段

數條件，則是

僅8人（含以

教授針對學校

可採取住民投

據的主張見解

異觀點，而認

受到過去同

施的義務教

立起與愛努

次，就偏鄉

解。亦即若

重視學校整

，小內教授

制定的《中小

範者以外，

的前提下，

據。又，關

數限制上，

「其他法令

》第3條第2

並實施一般

因為在教育

的教育委員

編制無法達

以下）（惟

蓋小學一年

數應為8人

段可實施跨

是前後兩個

以下）即可

校整併的工

投票的方式

解，小內教

認為家中若

圖

同化政策的影

教育或是社會

努民族共存之

鄉教育和學校

若是考慮學童

整併與地區發

授則具體引

小學校設置

中小學校每

乃不在此限

關於學校在何

根據文部科

上有特別規

2項的法文規

般教學或跨年

育面與學校營

員會視為應列

達到一學年一

惟實施跨

年級新生

（含以

跨年級教

個學年人

可滿足。

工作推動

式獲得其

教授則表

若有子女就讀
14 

圖11：參訪團

影響，而有

會教育，在

之強烈連帶

校整併的議

童學生的學

發展間關係

用日本《學

置基準》（1

每班編制人

限。」。此

何種條件下

科學省在前

規範者」，

規定。亦即

年級教學。

營運層面均

列入學校整

一班40人的

讀小規模學

團致贈小內透教

有其困難程度

在內容上先行

帶感以後，再

議題之上，上

學習環境，學

係的前提之上

學校教育法

3文科初第

人數最多不超

此處規定即為

下可能會被列

前述《中小學

乃是指《關

即各地方自治

若是連可實

均會產生有形

整併的考量對

的編制時，橫

學校的話，絕

教育學研究院

度，在改善

行轉化為對

再著手規劃

上山助理教

學校當然需

上，理應制

》第3條的

1157號政令

超過40人。

為目前各地

列入學校整

學校設置基

關於公立義

治團體應依

實施跨年級

形抑或是無

對象名單當

橫跨兩個學

絕大多數家

院院長本院禮品

善的方法上面

對愛努民族相

劃與推動，或

教授較為附和

需要具有一定

制定一套整併

規定，說明

令）第4條規

惟若有其他

地方自治團體

整併對象的問

基準》的解說

務教育各校

依照該條文中

級教學的人數

無形上的困難

當中。具體來

學年實施跨年

家長都是會同

品 

面則需要透

相對友善的

或許較能發

和過去葉養

定規模為最

併學校的統

明目前文部

規定：「除

他特殊事由

體允許小規

問題，小內

說文件，前

校班級編制

中所明定之

數條件都無

難，而多會

來說，該項

年級教學的

同意地方政

透過

的方

發揮

養正

最佳；

統一

科

其

且

規模

教

前述

及

人

無法

會被

項條

基

政府



 

（

圖12：北海

或教育委

話，則很

為完善，

犧牲。另

受普通教

教育的方

地涵養兒

會運作的

要性的見

四）參訪北

9月

新岡昌幸

行參訪。

更在博士

北海道道

《學校教

海道道立惠庭

委員會進行學

很有可能這些

，與同儕接觸

另一方面，

教育的憲法義

方式，自主地

兒童的社會性

的之主體觀點

見解。 

北海道道立

13日參訪團

幸老師（以下

。新岡氏雖為

士畢業後考量

道廳所屬公務

教育法施行細

庭南高中學校手

學校整併。

些就讀小規

觸機會更多

席間談及依

義務時，是

地為子女安

性，並完善

點下，要求

立惠庭南高中

團於獲得愛

下簡稱「新

為現任高中

量種種條件

務員，而必

細則》第43

手冊 

若是採取住

規模學校的學

多的學校就讀

依照《日本

是不是有可能

安排接受普通

善培育兒童成

求家長使其子

中 

努研究中心

新岡氏」）取

中教師，但不

件與現況之後

事

聽

為

去

編

下

得

分

法

關

位乃

必須服從與接

3條的規定

15 

住民投票決

學童學生原

讀等），反

本國憲法》第

能如同美國

通教育的課

成為尊重憲

子女前往“

心的協助下

取得聯繫，

不僅於國立

後，仍然留

教育工作的

取此次參訪

參訪團聯繫

曾經參與過

之愛努民族

簡稱「國岡

之相關研究

首先，針

，新岡氏表

》、《教育

規定，日本

乃為確定。

接受國家相

，高中為妥

決定當地政府

原本應可享受

反而因為少部

第26條第2項

國或是台灣一

課程等議題之

憲法且擁護民

“學校”接受

，與服務於

並於當日前

立北海道大學

留任於該高中

的熱忱令人

訪團的主要

繫到現任該

過由財團法

族教育補充

岡氏」），

究調查成果乃

針對該學校

表示根據

育基本法》

本教職員均

於此前提上

相關法律與北

妥善實施均衡

府是不是能

受到的權益

部分的大人

項的規定，

一般地，讓

之際，小內

民主主義，

受普通教育

於北海道道

前往位處北

學大學院教

中夜間部從

人由衷敬佩

要調查與研究

該高中夜間部

法人愛努文化

充教材編纂工

使得參訪團

乃更為豐碩

校組織編制與

《日本國憲

以及《教育

均具備國家公

上，於道立

北海道教育

衡之學校營

能夠推動學校

益（例如：到

人（居民）反

家長應履行

讓家長也可以

內教授表示為

未來並擔負

育的課程訓練

道立惠庭南高

北海道惠庭市

教育學院取得

從事服務教學

。另一方面

究方向後，

部教務處主

化振興研究

工作的國岡

團此次前往

碩。 

與高中教師

憲法》、《

育公務員特

公務員之法

立高中服務之

育委員會之管

營運，而必須

校整併工作

到教學設備

反對而被無

行使其子女

以選擇以在

為了能夠確

負整個日本

練，乃有其

高中夜間部

市的該高中

得博士學位

學，其對於

面，新岡氏

乃親自主

主任，並且

究推展機構

岡健老師（

往該高中所

師職務分掌

《地方公務

特例法》等

法定資格與

之教職員亦

管理。再依

須整備相應

作的

備更

無端

接

在家

確切

本社

其必

之

進

位，

於從

於

動

過

主

以

獲

部

員

相

地

亦為

依據

之



 

校務分掌

組織編制

學校之各

惟依照

權結果，

委任授權

之。又對

細則》第

去文部省

份由文部

名為「關

法施行細

第136號

第43條的

具機動性

共同分擔

並且應妥

以有效運

長職位下

輔導處及

間部教師

下的各處

而負責編

其次

《地方公

負責任的

一般在民

掌架構。同

制的權限乃

各級教育委

《學校管理

，實務上該

權給各級學

對於《學校

第43條條文

省曾經於19

部事務次官

關於實施改

細則的政令

號）當中說明

的規定乃指學

性且配置全

擔校務營運

妥善促使該

運作謂之。基

下乃設有教職

及學生發展

師均在負擔平

處行政單位

編排管理所有

次，關於教職

公務員法》的

的樣態，而去

民間企業工作

時根據《關

是管理各級

員會所有。

規則》之授

當權限乃多

校校長行使

教育法施行

之內容，過

76年頒布一

簽署公布的

正學校教育

」（文初地

明，該細則

學校應編制

校教職員得

的組織系統

組織系統得

基於此種種

職員會議、

（升學與就

平常的教學

，並履行其

有夜間部教

職員薪資的

的規範，所

去計算支持

作人群的薪

圖13：北

關於地方教

級

。

授

多

使

行

過

一

的

育

地

則

制

得

統，

得

種法令規範

教頭及事務

就業）輔導處

學任務之餘

其所交付之行

教師各學期的

的部分，國岡

所以也和一般

持其基本生活

薪資水準而作

16 

北海道道立惠

教育行政組織

，以北海道

務長等職務

處等組職；

，依照上述

行政業務。

的授課事宜

岡氏表示基

般公務員相

活的費用。

作相應的調

惠庭南高中校

織及營運法

道道立惠庭南

務機關；於教

於事務長職

述法令規定而

新岡氏即說

宜。 

基本上因為教

相同乃依據所

另一方面

調整。其餘則

校舍平面圖 

》第21條第

南高中夜間

教頭職位下

職位下則是

而另外編制

說明自身身

教職員與一

所從事職務

，也會去衡

則是再依據

第5款的規定

間部組織為例

下則分設有教

是設有事務處

制於前述下設

身兼教務處職

一般地方公務

務工作的內容

衡量與國家公

據地方自治條

定，此等學

例，目前於

教務處、學

處。而所有

設在教頭職

職員的職務

務員相同受

容及其所應

公務員、還

條例所規定

校

於校

學生

有夜

職位

務，

到

應擔

還有

定之



 

圖14：新岡

交流

其他津貼

工作內容

國民薪資

則為670

（約合新

換句話說

最後

新岡氏與

的部分，

的現象。

落實在教

中小學教

背後原因

岡氏分享之日

流集會之與會

貼與金額，作

容和服務樣態

資組成基本統

萬日幣）。

新台幣52元

說，該主任職

後，有關愛

與國岡氏均不

，乃存在與小

。新岡氏即舉

教育實務現場

教師般地熱心

因可能有部分

日教組人權教

會資料 

作最終的加

態與一般公

統計調查的

。而他本人

）。國岡氏

職務津貼是

愛努民族教育

不約而同地

小學及中學

舉例說明對

場當中的議

心與關注。

分在於中小

教育實踐

加總計算。只

公務員終究有

育各

付

得

優

乃

各

必須

最後

的

每

（

統計

萬

萬

的結果顯示

人兼任夜間部

氏尚強調此項

是以實際工作

育推展工作

地指出目前在

學之間有出現

對於愛努民族

議題，高中教

據新岡氏的

小學校的教育

17 

只是在教職

有所相異，

各級學校等

教師在一般

的補貼費用

秀人材能夠

制定有《關

級學校等教

須履行為教

後，國岡氏

統計資料

月平均薪資

另外，同樣

計資料顯示

日幣，服務

日幣。其次

，當年度日

部教務處主

項主任職務

作天數作為

作的部分，

在高中階段

現知識斷層

族教育如何

教師便不如

的觀察，其

育經營依法

圖15：參訪

職員當中，因

因此政府於

等教育職員

般教學時以

用。另外，

夠投入國家

關於提升與

教育職員人

教師設定較

氏提出2016年

，表示目前

資約為38萬

樣來自北海

示，當年度

務滿十年者

次，根據日

日本高中教師

主任的津貼

務津貼的計算

為給付的計算

段

層

何

如

其

法

訪團致贈新岡

因為專職教

於1971年乃

員薪資給付特

以外再承擔相

國岡氏也說

家的教育事業

與維持學校教

人材特別措施

較一般公務員

年4月由北海

前服務於北海

萬日幣（約合

海道教育委員

度新任高中教

者約為30萬日

日本厚生勞動

師平均年齡

，換算成一

算是依照他

算標準，而

岡昌幸老師本

教學工作的教

乃制定《關於

特別措施法

相關教學勤

說明政府為

業當中，因

教育水準確

施法》，藉

員薪資為高

海道教育委

海道道內的

合新台幣10

員會於2016

教師每月薪

日幣，十五

動省於2015

齡為42.8歲

一天的金額

他的勤務天數

而非以在職天

本院禮品 

教師所履行

於公立義務

法》，用以

勤務時，應

為了確保相

因此在1974

確保義務教

藉以規範政

高的法律義

委員會所公

的高中教師

0萬元左右

6年所公布

薪資平均為

五年者則為

5年所公布

，平均年收

則僅200日

數作為基準

天數進行計

行之

務教

給

獲

對

年

育

府

務。

布

之

）

之

21

36

之

收入

幣

，

計算。 



 

（

是受市町

所以例如

上，可能

較能積極

已經進入

展之課程

他過去參

驗來說，

過去乃是

該機構似

會後

他夜間部

五）參訪北

參訪

日高地方

訪。 

根據

取町目前

聚居於該

數字，但

民族生活

相對多數

口數多達

日高地方

會日高教

傳承及推

科及圖書

設有文化

町村層級的教

如愛努族人多

能市町村層級

極協助中小學

入高等教育階

程規劃中，遺

參與由財團法

，最明顯之處

是以小學教師

似乎也是預設

後，參訪團乃

部教師進行短

北海道平取

訪團於9月1

方西部的平

據2015年3月

前約有2619

該町的愛努

但依照同年

活實態調查

數集中聚居

達6379人。

方的平取町

教育局所管轄

推廣之工作

書館三個組織

化財課、博物

教育委員會

多數聚落居

級的教育委

學校開展與

階段的前期

遺漏對於愛

法人愛努文

處莫過於該

師身份參與

設了在義務

乃在新岡氏

短暫交流以

取町教育委員

4日上午，

平取町，進行

月的最新統

9戶，共計5

努族人人口數

年度所進行之

查〉結果指出

居於北海道

因此可以推

內當中應有

轄之平取町

。目前平取

織；其中與

物館管理課

會所管理，而

居住的偏遠地

委員會較容易

與愛努民族教

期，所以容易

愛努民族教育

文化振興研究

該機構對於編

與該機構編纂

務教育階段中

氏與國岡氏的

以後，結束當

員會 

在愛努研究

行為時一天

計資料顯示

5398人居住

數雖無明確

之〈北海道

出，愛努族

日高地方，

推測同樣隸

有為數不少的

町教育委員會

取町教育委員

與愛努民族教

課與埋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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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而高中部分

地區也多僅

易關注到愛

教育相關的

易導致都道

育的銜接。

究推展機構

編纂高中階

纂補充教材

中便要使之

的帶領下，

當天的訪問

究中心落合

天的參

示，平

住。而

確統計

道愛努

族人乃

，其人

隸屬於

的愛努族人

會乃在其可

員會的編組

教育之推展

化財課。據

6：參訪團成

分則是受都道

僅設有中小學

愛努民族文化

的課程或是教

道府縣層級的

針對此點

構主編之愛努

階段補充教材

材的工作）

之完結的目標

參觀創校已

問行程。 

合副教授的協

人生活在其中

可影響的中小

組乃是在委員

展工作較有相

據該教育委員

成員與庄野剛委

道府縣層級

學，因此在

化存續的問

教學活動。

的教育委員

，國岡氏亦

努民族教育

材的輕忽（

。同時作為

標。 

已將近60年

協助與帶領

中。緣此，

小學當中，

員長之下設

相關者為文

員會委員長

委員長合影 

級之教育委員

在地理位置或

問題，而在既

但是在高中

員會會在衡量

亦有所附議地

育補充教材編

附帶說明的

為地方性補充

年之該高中校

領之下，前往

隸屬於北海

致力於愛努

設有終身學習

文化財科，於

長庄野剛先生

員會監督管

或是人文環

既有的權限

中階段，因

量學生學力

地說明道，

編纂工作的

的是，國岡

充教材而言

校園，並與

往位處北海

海道教育委

努民族教育

習科、文化

於該科之下

生（以下簡

管理，

環境

限上

為

發

以

的經

氏

言，

與其

海道

委員

育的

化財

下乃

簡稱



 

（

圖17：

「庄野氏

定教學能

的愛努民

團體當中

六）參訪北

阿部校長

覽二風谷

參訪了實

天實施跨

因此參訪

四，以及

與實作的

受特殊教

就讀四年

與其他小

作課程的

合教育的

參訪團與二風

氏」）的介紹

能力與學識的

民族傳統與文

中，平取町稱

北海道平取

長的熱情接

谷小學所有

實施跨年級

跨年級教學

訪團分別訪

及小五與小

的課程情形

教育的身心

年級，因此

小三及小四

的學習，而

的實施狀況

風谷小學校長

紹，例如平

的愛努族人

文化的講座

稱得上是較

取町二風谷小

接待過程中

有的硬體教室

級教學的教學

學的課程項目

訪察小一與小

小六的跨年級

形。而在該校

心障礙學童

此在一名特教

四的學童一同

而讓參訪團也

。 

長與教頭會談

平取町即接受

人，以「教學

座教學活動

較為注重愛努

小學 

，參訪團不

室設備，亦

學風景。由

目為工藝與

小二、小三

級班級實施

校有一名需

，因為該名

教老師的陪

同參與工藝

也實際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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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風景 

圖18

受教育委員

學支援人員

。且按照庄

努民族教育

庄

處

風

的

參

智

不僅遊

亦實際

由於當

與實作，

三與小

施工藝

需要接

名學童

陪同下

藝與實

觸到融

8：二風谷小學

員會的建議

員」的身份

庄野氏的說明

育教學的地區

結束拜訪

庄野剛委員長

處平取町內

風谷小學，進

的訪談。 

由於愛努

參訪團當日乃

智先生以及擔

學小五及小六

，為町內小

，輪流到各

明，在日高

區。 

訪平取町教

長的引領下

，並且受到

進行課程活

努研究中心

乃順利與二

擔任教頭職

六學生混齡班

小學聘任一到

各所小學進行

高地方境內的

教育委員會的

下，參訪團成

到一級偏鄉學

活動訪視及對

心及庄野委員

二風谷小學校

職務的中野先

班級課表 

到兩位具備

行每個月一

的各地方自

的行程後，

成員乃前往

學校指定之

對於學校人

員長的協助

校長的阿部

先生會晤。

備一

一次

治

於

往位

之二

人員

，

秀

於



 

（

圖19：二

圖20：參訪

年級教學

努民族教

時間安排

上也必須

努民族教

七）參訪北

札幌法院

室所擔負

題而多面

調查；其

二風谷小學於工

訪團與愛努文

學的人數標準

教育的實施方

排一個月1到

須要顧及其他

教育的傳承工

北海道平取

院作出二風谷

負工作的重視

面性地推動相

其二、有關生

工藝與實作課

文化保存對策室

準，因此如

方面，阿部

到2次的課程

他領域的學

工作，乃是

取町愛努政策

谷水庫判決

視。據當日

相關調查研

生物之生存

課程中實施跨

室職員會談 

如上所述，該

部校長說明該

程實施相關教

學習，例如國

是尚待檢討之

策促進課所

決以後，於北

日該室職員貝

研究工作。其

存環境的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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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年級教學 

該校6個學年

該校乃是配

教學。但是

國際理解教

之處。 

所屬愛努文化

團同

取町

策室

努民

該室

開展愛努

北海道道廳

貝澤朱美女

其內容乃分

地調查；其

（20

前共

其中

三有

六則

事務

3。由

北海道

年乃整編為

配合平取町教

是由於綜合學

教育與人權教

化保存對策

結束完於

同樣於愛努

町愛努政策

室進行參訪

民族文化保存

前往該室

室的編制成

努民族文化

廳的指示要求

女士的介紹說

分別為：其一

其三、有關愛

依照阿部

017年）5月

共有23位學童

中小一生僅有

有2名、小四

則有2名在學

務專員）則有

由於在班級

道教育委員會

為3個班級實

教育委員會

學習時間所

教育等，因

策室 

於二風谷小學

努研究中心的

策促進課所下

訪。並實際聽

存工作的內

室參訪以前

成立時間雖然

化調查及保存

求下，方才

說明，目前

一、關於愛

愛努民族生

部校長的說

所公布之統

童就讀於二

有1名、小二

四有4名、小

學中。教職員

有9名。故師

級編制上均符

會所規定之

實施跨年級教

會的規劃，利

所要涵蓋的課

因此是不是真

學的參訪行

的協助安排

下設之愛努

聽取由該室

內容介紹。 

，據落合副

然較早，但

存工作，則

才促使平取町

前該室共針對

愛努精神文化

生活文化之實

明，據今

統計資料，

二風谷小學

二有6名、

小五有7名，

員（包含行

師生比約為

符合法律以

之有關實施

教學。而在

利用綜合學

課程活動設

真正能夠達

行程後，參

排下，前往

努文化保存

室所推展之

副教授的介

但是較為實

則是在1997

町整體對於

對六項主要

化保存對策

實地調查（

年

目

。

小

小

行政

為1：

及

跨

愛

學習

設計

達愛

訪

平

對

愛

紹，

際

年

於該

要議

策之

包



 

（

 

 

 

 

 

 

 

 

 

圖21：

含河耕生

物移植試

特別是目

工作的成

八）參訪北

參

的二風

政府所

以外，

因此該

周邊尚

中心等

罕見的

人之道

並使之

行消費

二風谷工藝館

生活與傳統漁

試驗與監控技

目前在平取町

成果，乃陸陸

北海道平取

參訪團當天參

風谷愛努文化

所指定之重要

亦容納有愛

該博物館亦是

尚設有萱野茂

等與愛努民族

的場域設計

道〉的愛努文

之成為平取町

費之餘亦能接

館入口一隅  

漁獵方法等

技術開發之

町內已正式

陸續續應用

取町二風谷愛

參訪行程的

化博物館。

要有形民俗

愛努傳統住

是平取町內

茂二風谷資

族相關的硬

。另一方面

文化保存政

町觀光商業

接觸到愛努

等）；其四

之調查研究

式動土施工建

用於對該水庫

愛努文化博

的最後一站

據該博物館

俗文化財的

住居模型及大

內及道內各級

資料館、舊長

硬體設施。就

面，從2011年

政策，不僅積

業地帶以外

努民族傳統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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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關於地方

；其六、有

建設沙流川

庫工程之各

博物館 

，即是收藏

館館長森岡

「北海道二

大量有關愛

級學校學習

長老府邸、

就北海道道

年開始，平

積極籌設環

，更結合愛

手工藝的精髓

圖22：參訪團致

方文化保存對

有關沙流川河

川水庫，因此

各階段的環境

藏多數過去聚

岡健治先生的

二風谷及其周

愛努民族語言

習愛努文化的

沙流川歷史

道內，甚至是

平取町亦以該

環繞於該博物

愛努民族傳統

髓。 

致贈森岡健治

對策之調查

河道挖削工

此由該室所

境評估工作

聚落於沙流

的介紹說明

周邊區域之

言與文化的

的重要據點

史資料館以

是日本全國

該博物館為

物館周邊的

統手工藝的

治館長本院禮

查；其五、關

工程之事前調

所完成之第六

作當中。 

流川流域之愛

明，該館當中

之愛努民族生

的視聽資料和

點，並且在該

以及平取町愛

國而言，都稱

為中心推動一

的眾多愛努民

的課程教學

品 

關於實用性

調查研究等

六項調查研

愛努族人物

中不僅收藏

生活用具品

和圖書文獻

該博物館鄰

愛努文化資

稱得上是極

一項名為〈

民族工藝品

，而在人們

性植

等。

研究

件

由

集」

。

近

訊

為

達

店，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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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 
 

（一）就民族教育實施現況部分 

愛努中心主任常本照樹教授曾於參訪團訪問期間表示，要思考處理有關愛努民族教育的課

題時，首先應當區分出以愛努民族為主體的教育，以及以全體國民(不包含愛努民族)之教育兩

部分進行思考。關於後者，特別是受到前面也已提及之明治時期以後推動的同化政策的影響，

不僅形成阻絕愛努文化傳承的負面結果，也因為愛努族人多數相對集中居住在北海道的緣由，

而促使居住在本州以南，包含東京與大阪在內都市中的國民，對於愛努族人的存在印象更形薄

弱，進而形成對於愛努族人有形或是無形上的歧視，並且造成國家或是地方自治團體無論是在

制定或是企圖推動與愛努民族相關政策上都遭遇到相當程度上的困難和阻力。因此現階段無論

是要策劃與推動愛努政策，或是要提昇愛努族人於日本社會中的民族地位，首先要突破的關口

都是集中在如何強化一般國民對於愛努民族理解的課題之上。常本照樹教授此般見解，同樣得

到北海道大學大學院教育學研究院三位教授的支持與佐證。此外，日本政府己規劃於2020年在

北海道白老町完成〈民族共生象徵空間〉的建設，在此之前強化以全體國民為對象之教育課程

規劃中對於愛努民族的認識與理解，乃是時勢所趨。 

      另一方面，平取町二風谷小學在當地町公所教育委員會的政策支持下，不僅長期且固定性

地利用綜合學習時間的課程設計，階段式地引導學生學習愛努民族傳統、語言及文化的方式，

更透過社區環境的整備，間接促使生活在該當學校與社區的孩子能夠自然而然地融入愛努民族

文化，從而衍生出愛努民族傳統與文化的未來傳承者之自我意識的作法，應可作為我國思考民

族教育與一般教育供給過程中，如何在有效且於不造成原住民出身或是一般漢民族出身學生額

外壓力的前提下，促使雙方共同學習與享受多民族教育的洗禮等議題之重要參考。 

（二）就偏鄉教育發展模式部分 

參訪團此次聽取相關專家學者的經驗與分享以及實際走訪平取町二風谷小學後，已確認到

日本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即文部科學省)根據《關於公立義務教育各校班級編制及教職員配置人

數法》第3條第2項的法文規定，允許各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教育委員會得依照該條文中所明定之

人數 輔導各校進行班級編制，並協助其實施一般教學或跨年級教學。具體來說，該項條文規

定，小學人數編制若是無法達到一學年一班40人的編制時，則橫跨兩個學年得實施跨年級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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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人數為16人（含以下）（惟實施跨年級教學對象中涵蓋小學一年級新生者，則基本人數

應為8人（含以下））。於中學階段可實施跨年級教學的人數條件，則是前後兩個學年人數加

總僅8人（含以下）即可滿足。平取町二風谷小學的授課情景，即充分反映了於該當制度運作

下所呈現出之教學成果。由於日本國內有部分學者曾主張，戰後日本偏遠地區教育的問題，乃

隨著《偏鄉學校教育振興法》中所規定之各項工作的落實與社會整體的發展，而在多數日本人

民的認知上，對於在偏遠地區所實施的學校教育問題已不似過往般地深刻與嚴重。換句話說，

即便居住於偏遠地區，在學校教育上可能受到的不便或是不當待遇的情形，也不再如同過往般

地顯著。因此，日本型偏鄉教育發展模式，實值得成為我國在思考如何降低偏鄉學校與都會學

校品質落差課題時的重要參考。 

（三）就學校整併工作之推動部分 

  首先，就學者所表述之見解方面，北海道大學教育學院姉崎洋一名譽教授雖主張學校整併的工作推

動時，應採取住民投票的方式獲取當地所有居民同意方有其合理依據，該大學現任教育學研究院院長小

內透教授所表達之相異觀點，亦即家中若有子女就讀小規模學校的話，絕大多數家長都是會同意地方政

府或教育委員會進行學校整併。若是採取住民投票決定當地政府是不是能夠推動學校整併工作的話，則

很有可能這些就讀小規模學校的學童學生原本應可享受到的權益（例如：到教學設備更為完善，與同儕

接觸機會更多的學校就讀等），反而因為少部分的大人（居民）反對而被無端犧牲等觀點，乃值得再進

行深入探討。而參訪團於拜訪平取町教育委員會期間，庄野剛委員長則曾經提及學校整併的推動，在某

種程度上會受到政治因素所影響。例如目前町內有計劃針對某所小學進行與他校整併的工作，但因為當

地有部分居民表示反對，再加上現任首長的主要選區亦包含該小學的學區，因此即便該項學校整併工作

前後推動已近十年，但目前仍是未知之數。另一方面，平取町過去在1965年曾有14個小學提供就學服務，

但在近50年的發展過程中，受到少子女化等因素影響，已整併成現存的5所小學。可知就該町而言，學校

整併的經驗可謂是十分豐富，其中為獲取該當學區全體居民同意的方式，有運用公共預算提供學生交通

車、也有以建設一座設備良好且新穎的公民活動中心等手段的實例，此般平取町經驗確實值得我國借鏡

參考之。 

二、建議： 
 

（一）對於日本型先住民族教育政策發展應持續追蹤：對於日本型先住民民族教育與其相關政策的持

續追蹤，應是不可間斷之研究調查工作。特別是我國學界當中對於原住民民族教育政策常出現有學者

所指稱之獨石與巨傘的迷思，如何在重視社會和諧的基礎上，彰顯原住民的獨特地位，並達成全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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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共同分享與傳承原住民族傳統與文化的終極目標，日本型先住民民族政策的發展，或許較我國步伐

緩慢，但箇中理由、動機與目的，實值得我國相關單位再進行深入調查研究。 

（二） 需再深入考察愛努文化保存對策室之工作：此次參訪行程中雖然僅有短暫時間與平取町愛努政

策促進課所屬愛努文化保存對策室人員交流，但在訪談期間體會到該室所進行工作的重要性，甚至是

對於水庫建設工程的事先評估研究的進行，到之後納入政府對於該項工程的環境評估工程當中，都是

我國在顧及環境保護，甚至是對於原住民傳統領域保護的前提上，推動公共工程建設的重要參考範例，

而值得我國後續再集中參訪之。 

（三） 應通盤調查日本偏鄉學校跨年級教學實務發展：由於平取町內共7所中小學乃全部依法指定為

偏鄉學校，參訪團此次僅有機會拜訪其中一所，雖然已有獲得相當成果，但對於偏鄉學校中實施跨年

級教學之實務工作，仍恐有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之虞，為確切且深入理解日本偏鄉學校之教育品質提

升與管理的實務操作，乃尚待後續研究持續關注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