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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 背景 

為了以議題教育培養學生批判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提升學生面對議

題的責任感與行動力，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規定各領域課程設

計應適切融入 19項議題，其中包含人權教育、原住民族教育、多元文化教育、法

治教育等，國家教育研究院並提供議題融入說明手冊予學校參考運用。此外，為

具體引導學生認識原住民族歷史、文化及當代權利議題，部分領域科目(以社會領

域為主)更直接於領綱學習內容列入原住民族相關條目，成為教科書編纂及課程教

學重點。人權是人與生俱來的基本權利，尊重與包容是人權的核心價值。而臺灣

本為多元族群社會，原住民族更是最早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民族，學校課程教學

應融入原住民族及多元文化教育等議題，促進族群間的相互了解，並透過教育及

人才培育，共同為保障原住民族文化傳承與集體權利而努力。 

教育部為落實「原住民族教育法」，促進全體國民認識與尊重原住民族（全

民原教），持續請各校規劃實施原住民族及多元文化相關課程或活動，加強不同

族群學生及教職員對原住民族的認識與尊重，營造族群友善校園環境，期消弭校

園中對原住民族的偏見、歧視/微歧視等事件，促使各族群間可以相互尊重，以

及培養多元文化素養，讓原住民學生在學校安心就學，發展自我潛能。 

鑒於 112年上半年發生的校園歧視事件，教育部除督導學校及教育主管機關

改善外，並以同年 5月 3日臺教授國字第 1120059335號函重申各級學校辦理活

動時，應遵循「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ICERD）」意旨，嚴格禁止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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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之種族歧視。此外，為記取教訓，並從中學習，教育部蒐整相關案例，提供

學校及教育主管機關參考，並以適當方式進行機會教育，以持續進步，一起為營

造族群友善環境努力。 

二、 族群平等與言論自由 

近來發生的校園族群歧視事件，其本質為言論自由及族群平等如何衡平議題，

對相關權利背景知識的理解，會是分析相關案例的基礎。 

言論自由向來為自由民主社會核心價值，我國憲法亦有相應條文保障人民此項

基本權利(如第 11條)。然基本權利並非無限上綱，為了特定目的(譬如防止妨礙他

人自由或促進公共利益)，仍有可能受到限制。譬如為保障個人名譽，法律常會以

誹謗罪限制相關言論。 

各民族一律平等為我國憲法所明示(第 5條)。針對原住民族，憲法增修條文甚

至列入尊重多元文化及民族意願條款，保障其權利，以促進族群平等理念的實踐。

種族或族群歧視之所以被視為對人性尊嚴的危害，依 ICERD意旨，係由於該類行為

基於某些群體偏見或刻板印象，傷害特定族群之平等尊嚴及機會。就族群關係理論

而言，族群歧視係族群階層結構中，宰制族群鞏固其既得地位與利益以及固化對從

屬族群宰制關係之工具。 

綜上所述，討論族群議題並表達一己之想法雖屬言論自由，但其表達方式若非

就事論事，而係以前述減損特定族群平等尊嚴及機會，或明顯係再現或複製族群宰

制關係，恐怕就未必屬於言論自由的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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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案例分析 

一、 A學校言論自由事件 

 (一)案例說明 

A學校學生組織為促進公共議題的討論，辦理校內言論自由倡議活動，透

過於校園實體空間提供學生申請懸掛標語布條方式，俾不同想法與觀點可在

校園中自由激盪，針對布條的懸掛，另訂有審查機制決定是否公開。惟有學生

懸掛的標語布條，內容因影射原住民學生升學保障制度，引發校內原住民學

生不滿，並成立行動小組，公開呼籲學生組織向原住民學生道歉，以及要求校

方重視族群主流化的實踐。學生組織已於官方臉書社團公開道歉聲明，承諾

提出檢討報告，並與學校討論校內反歧視制度與政策推行，以及舉辦講座或

活動促進校園公共討論。 

(二)處理情形 

1、 A學校：學校於校務會議通過成立族群平等工作小组，期藉由制度性的設

置，以積極保障校內教職員生免受歧視，亦持續關心學生組織後續處理情

形，以及辦理相關講座。 

2、 教育部：為協助學生組織於校園內健全運作，教育部已請 A學校督導後續

處理情形，請學校本於「大學法」第 33條所賦予之輔導責任，積極提供相

關協助，俾利學生組織完成制度檢討及相關講座、活動推廣。教育部後續規

劃於學生自治相關活動中納入宣導，俾利各校學生組織夥伴、校內輔導主管

共同建立正確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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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延伸思考 

1、 言論自由仍應立基於人權的核心價值上 

(1) A學校於公開聲明強調「人性尊嚴的維護及人權的保障是民主社會的核心

價值，本校強調，任何違反人權價值和相關法律的歧視，無論出於惡意

或玩笑，皆不能被接受。我們支持言論自由的價值，但並不意味言論可

以無限制地冒犯、傷害社會的多元族群。言論自由不應涵括仇恨及歧視

性言論，自由與平等應受同等重視。」。 

(2) 言論自由的內涵有其界限，應立基於人權之尊重與包容等核心價值上，

在族群多元社會中，其行使方式更應留意其效果係促進族群議題之討

論，抑或只是再製族群宰制關係。而人權教育則是尊重與包容、自由與

平等、公平與正義等觀念的教導，進而促進個人權利與責任、社會責

任、全球責任的理解與實踐 

2、 透過教育及人才培育，共同為保障原住民族文化傳承與集體權利而努力 

為了族群集體發展權利，以及落實國家保障原住民族自主與自決，人才

是重要的條件。而無論是原住民族轉型正義或族群自主集體權利意識的

深化，都是原住民族人才培育政策面臨的挑戰。往昔對原住民族人才之

培育，較傾向一般化政策色彩，升學就學管道的疏通，主要是為了讓原

住民族成員適應主流社會之生存競爭，少部分才是為了原住民族社會之

需求。同時，其人才培育的實質內涵，多是以主流社會學科知識為限，

族群文化傳承受到了忽視。直至憲法增修條文確認尊重原住民族多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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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及族群發展以尊重民族意願為前提之基本國策，教育部門開始從原住

民族社會本身之發展需求，構思人才培育政策，以及強調人才培育應兼

顧當代學科知識及族群文化的認同與傳承。無論是大專校院特定學系提

高原住民外加名額錄取比率，或者推動學校族語教育、升學保障制度連

結族語認證或族群文化學習歷程、大專校院原住民專班等政策，均有此

意涵。 

3、 落實「大學法」有關輔導學生組織之規定 

(1) 「大學法」第 33條第 2項規定：「大學應輔導學生成立由全校學生選舉

產生之學生會及其他相關自治組織，以增進學生在校學習效果及自治能

力。」。 

(2) 近年因各大專校院學生組織不遺餘力的推廣，學生自治於校園已漸扎

根，協助校內學生解決校園問題並爭取相關學生權益，也期待透過校園

事務參與啟蒙學生對於公共事務參與的意願，惟在此過程中仍須負擔相

關社會責任，尊重他人權益，尤其關注多元社會不同性別及族群平等權

利，以達實現公民社會的民主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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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B學校校園活動事件 

 (一)案例說明 

B學校某班級於討論學校活動主題時，以諧音方式呈現歧視原住民族之內

容，並經表決通過。該班級於活動前將文宣上傳網路，經學校發現文宣具歧視

原住民族內容，隨即聯絡導師及學生要求下架，隨後學生立即撤除原網路文

宣，並修改活動主題。 

 (二)處理情形 

1、 B學校：於朝會時間由校長向全校師生說明歧視性文宣事件，並發表公開

道歉聲明，對於該活動的歧視性文宣，向全體原住民族致歉，以及即時強

化原住民族及多元文化教育及輔導。 

2、 教育部：除督導地方政府及學校改善外，並函文各級學校重申禁止一切形

式之種族歧視，以及請各級學校應確實依「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

約(ICERD）推動計畫」辦理機關內部人員之講習活動。 

 (三)延伸思考 

1、 多數決民主仍應立基於人權的核心價值上 

尊重與包容是人權的基本概念與核心價值；互惠的權利與責任，則是民主法

治社會中每個人所應謹守的共同規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亦將

「尊重多元文化與族群差異」列為課程目標內涵。有關 B學校校園活動事

件，該班級之文宣雖然經過班級內討論及表決通過，惟多數決民主，仍不能

凌駕於上開基本概念與核心價值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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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應系統性地引導師生認識與尊重原住民族，共同營造族群平等的社會環境 

(1) B學校於公開聲明強調「未來本校會多加強教導學生用正確態度尊重多元

文化，加強教育學生消除歷史偏見，展現對族群文化的尊重。...將持續

舉辦尊重『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的議題研習，期許本校能將該觀念

融入平常教學課程內容或在相關議題時能夠引導學生正確觀念。再次謝

謝社會大眾對於本校指正及對於教育的關切，讓我們共創一個多元尊重

與包容的環境讓下一代能夠安居樂業的空間。」。 

(2) 教育部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基礎上，持續辦理「推動在職教

師進修『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主題相關課程計畫」，邀請專家

學者及第一線教師組成巡講團，針對高級中等學校以下學習階段教師辦

理師資培訓及教學增能講座。自 112學年度起，亦補助各地方政府原住

民族教育資源中心，以「認識微歧視樣態」、「族群友善」及「認識多元

差異」為課程主軸，辦理教師增能講習。同時，推動地方政府辦理以

「族群友善教育」、「認識多元差異」及「認識微歧視樣態」為主題，並

以學校全體教職員為對象之專業知能研習，以及發展相關教材及辦理特

色主題教學活動，共同加強全民原教之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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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C學校霸凌事件 

 (一)案例說明 

有家長透過臉書社團發文指出，小孩屢遭同學以其原住民身分言語揶揄

致抗拒上課。經了解該原住民學生因向班級導師反映班上同學違規行為，同

學因此對該生不滿，並藉由網路對其原住民身分有不當言論。 

 (二)處理情形 

1、 C學校：進行疑似校園霸凌案件校安通報，並召開霸凌因應小組會議，決

議啟動調查。被行為人由輔導室進行個案輔導，行為人由學務處進行晤談，

並安排入班輔導及反霸凌宣導。 

2、 地方政府：派員到校積極了解本案學校辦理情形，以及關懷輔導被行為人

身心狀況情形。 

3、 教育部：函請地方政府督導學校依校園霸凌防制準則規定踐行程序，並對

當事及相關學生啟動輔導措施，以及持續掌握地方政府督導作為，提供諮詢

協助。 

(三)延伸思考 

學校應持續加強實施學生法治教育、資訊倫理教育、偏差行為防制及被害預

防宣導，重申校園霸凌防制，並落實通報及法定程序、「iWIN網路內容防護機

構」的協助機制及強化學生媒體識讀能力、尊重個人隱私權益，防制學生於網

路散布不當影音視訊之行為，落實校園霸凌防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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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結語 

教育部呼籲學校提升校內之族群共存共榮意識，建構多元文化歷史核心價值，

營造族群友善、安全健康校園。學校應鼓勵原住民學生，從各種面向厚植自身族

群文化內涵。全體師生應以開放多元的態度認識、理解並且尊重不同族群的文化，

提倡獨立思考，學習以原住民族的處境和立場來識別資訊。學校應嚴正拒絕任何

具族群歧視性的言論在校園間流傳，並在校園中推動族群友善意識。 

在課程面向上，「原住民族教育法」業將原住民族教育實施對象自原住民學生

擴大到全體師生及國民，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亦於特定領域科目具體列

入原住民族歷史、文化及當代權利議題相關學習內容。因此，學校須提出具體措

施，使全體教職員師生能認識當代原住民族之處境議題，甚至更進一步加入歷史

正義與轉型正義之理解和實踐，以落實全民原教及族群友善校園。 

就學生輔導面向，教育部發布之「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

項」已包含學校應「培養學生自尊尊人、自治自律之處世態度」、「維護校園安全，

避免學生受到霸凌及其他危害」，教育部相信多元族群能友善共處的校園，能讓學

生在進入社會，甚至國際，帶動多元文化觀點與進步意識，成為具公民素養、能同

理他人的人，攜手為社會共好盡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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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相關資源 

1.《原來如此》繪本專書 

     原住民族委員會於 106 年編纂出版《原來如此》繪本專書（內容包含學習單），透過活

潑、生活化的漫畫故事，介紹原住民族特有的文化與生活觀，並希望破除社會大眾對原住民

族文化諸多的刻板印象。書中包括了臺灣原住民族的族群分布、生活哲學及命名方式等知識,

經由樂舞、狩獵、建築、編織等主題的介紹，讓民眾了解原住民族文化的意涵及傳統智慧的

價值。 

【《原來如此》繪本專書,網址: https://alilin.cip.gov.tw/tw/ebooks?view=adm_ebook&id=709】 

2.原住民族權利手冊 

    促使大眾知曉我國如何透過「原住民族基本法」落實相關國際原住民族人權基準之成果。 

【原住民族委員會出版《原住民族權利手冊》 ,網址 : https://www.cip.gov.tw/zh-tw/news/data-

list/D365AA6AAFF274D1/7897B0E557862BD52C8FFF32E9365A60-info.html】 

3.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系列叢書 

    含導讀（1冊）及十大歷史事件（共 10冊），向國人深入剖析 10起距今 150年間與原住

民族直接相關的重大歷史事件。 

【原住民族委員會出版《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系列叢書》,網址: https://www.cip.gov.tw/zh-tw/news/data-

list/217054CAE51A3B1A/index.html?cumid=217054CAE51A3B1A】 

4.「史料導讀：臺灣原住民族抗爭運動史」及原運紀錄片 

    以簡易明瞭的方式，搭配史料圖片，帶領讀者認識從 1980年代開始蓬勃發展的原住民族

運動歷史，紀錄片則以深度訪談搭配歷史影像與文件，紀錄原運興起的過程。 

【原住民族委員會出版《史料導讀：臺灣原住民族抗爭運動史》,網址: https://www.cip.gov.tw/zh-

tw/news/data-list/D365AA6AAFF274D1/7F0D9BFE4F791D9C70AC576AA1365451-inf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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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原住民學生校園生活相關議題（含課程學習單範例） 

【 摘 錄 自 教 育 部 、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2023) 。 大 專 校 院 原 住 民 族 學 生 資 源 中 心 工 作 手 冊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PsOO_ChaBpXqjNgccb821cl5GO-ly9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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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認同議題」課程學習單範例 

項次 探討議題 教學影片 影片簡介 討論題目 

1 

都市原住民

對自我身分

的懷疑 

教育部第七屆 MATA獎｜ 

非紀錄片類佳作「原青」 

網址：https://reurl.cc/EnrpkA 

講述一個都市原住民青年，在升學時所遇到的困

境，經過同儕的玩笑、媽媽的阻止以及爸爸的無

奈，影響他最後做出的決定。他該認同，還是與

社會一同漠視？ 

1. 影片中的主角為何不願承認自己的原住民族

身分？ 

2. 主角透過交流會接觸原住民族歌舞與文化，

對原住民族的看法有什麼改變？ 

3. 如果你的同儕對原住民族有誤解跟偏見，你

會如何應對？ 

2 

都市原住民

在學生時期

因身分遭受

霸凌 

教育部第七屆 MATA獎｜ 

非紀錄片類銀獎作品「都噬 Tokay」 

網址：https://reurl.cc/pg1WLe 

主角從小出生、成長都在北部，對原民文化相當

陌生，但在學校生活中經常被同學以原住民的刻

板印象歧視與霸凌，於是開始排斥、貶低自身文

化，只想除去身上的原住民標籤。 

1. 影片中的主角為何被霸凌？ 

2. 主角提到「在這個不平等的社會中，我該如

何承認自己是原住民？」請說說你的看法。 

3. 如果換作是你遭遇霸凌，你會如何應對？是

否會尋求他人協助？ 

3 

原住民面對

的社會異樣

眼光 

教育部第七屆 MATA獎｜ 

非紀錄片類銅獎「ci Nanay」 

網址：https://reurl.cc/gW209p 

主角背負著主流社會對原住民族群的刻板印象，

在求職上遭到不公的對待，他向父親埋怨自己的

名字及身份時，才從父親的口中得知，父親曾經

面臨過的艱苦年代，以及父親為他取名的意義。

在親情的鼓舞下，主角決定正視自己的原住民身

份，用他的智慧，幽默，與陽光般正向的態度，

勇敢地面對主流社會對他的誤解和歧視。 

1. 影片中的主角為何想要改名？ 

2. 影片中的面試官用刻板印象看待原住民族，

使主角感到不舒服，當你遇到類似的狀況時，

你會如何應對？ 

3. 為什麼社會對於原住民族總有些刻板印象？

你認為這些印象的來源為何？ 

4 
離鄉讀書的

原住民學生 

教育部第五屆 MATA獎｜ 

紀錄片類佳作「你家在哪裏」 

網址：https://reurl.cc/4a1XR2 

許多原住民都夢想能在臺北、桃園這些大都市功

成名就、衣錦還鄉，於是他們懷抱夢想前往都市

生活。但居住在城市的原住民努力讀書賺錢，卻

忘了在家鄉的長輩獨自生活的孤單，與期盼見到

孩子的思念。 

1. 若你本身即為北漂讀書的原住民學生，可否

與同學討論，為何想離開家鄉到外縣市生

活？ 

2. 對於部落年輕人口逐漸流失的問題，認為有

那些方式可以改善？ 

3. 原住民學生有哪些方法可以幫助部落發展？ 

5 

混血原住民

面對身分認

同 的 歷 程

（ 國 外 案

例） 

美國脫口秀演員 Trevor Noah 

於 2013年的演說。 

網址：https://fb.watch/45bfgzGnP9/ 

黑人與白人混血的 Trevor Noah 自小就被認為

「不夠黑」，因此他看了許多敘述黑人故事的電

影，學習主流社會對黑人的刻板印象，只為了讓

自己「看起來像黑人」。脫口秀中他透過輕鬆幽

默的方式，敘述他尋找自我身分的過程。 

1. 為什麼 Trevor Noah僅能透過電影學習黑人

文化？ 

2. 若你遇到相同狀況，你會透過哪些方式了解

自身文化？ 

3. 若你遇到他人質疑外表特徵「不夠像原住

民」，你會如何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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