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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

原轉會歷史小組承著族人、長輩的期許，
藉由重新爬梳相關資料，輔以族人的訪
談，釐清過去的歷史發展，從原住民族
的視角，逐步建立多元史觀的觀念，並
展現原住民族的深刻文化底蘊

「臺灣固無史也…」。這就是典型的漢人史觀。原住民族，
早在幾千年前，就在這塊土地上，有豐富的文化和智慧，
代代相傳。不過，我們只會用強勢族群的角度來書寫歷史，
為此，我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

（節錄自「蔡英文總統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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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小組任務
原住民族與平埔族群於各時期重大
歷史事件、文物流失及有關歷史
正義與轉型正義之歷史真相調查

原住民族與平埔族群史觀建構之
政策建議

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設置紀念碑、
舉辦紀念活動等之政策建議

第3屆歷史小組
工作重點
(1) 原住民族史觀落實於課程教學

(2) 文物典藏調研及歷史真相調查

(3) 紀念空間設置及文化資產保存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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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史觀落實於課程教學(1/4)

圖片來源：南一國中(一上)歷史圖片來源：康軒國中(一上)歷史

執行情形與成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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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符合原住民族史觀、
原住民族轉型正義，且具
公信力之教學參考資源

國家教育研究院(以下簡稱國教
院)2021-2023年舉辦國、高中
社會科教師教科書使用諮詢會議
69場，出席教師77人次

了解教師對教科書中
原住民族相關議題之
看法

國教院2022-2023年舉辦原住民族
教育議題教科書編寫交流座談會共
6場，出席教科書出版社代表計38
人、專家學者29人、教師21人

與教科書編寫者對話



執行情形與成果
原住民族史觀落實於課程教學(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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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原民會)2020年出版重大歷史事件系列叢書，
2022年出版淺顯易懂之《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導讀》，同時以實體與
免費電子書形式提供

出版重大歷史事件系列叢書及導讀

原民會2022年出版原運紀錄片導讀書，並完成製作「族群主流化：原住民
族重大歷史事件的詮釋和導讀」數位課程，提供社會大眾學習及提升原住
民族歷史知能

製作數位課程供社會大眾學習

推動課程教學之精進與實踐計畫
教育部與原民會2023年推動「原住民族教育議題融入課程教學之精進與實踐
計畫-以『原住民族權利手冊』等出版品為實施內容」，以4項策略穩健推動：
1.研發補充教材及作為教科書編寫參考、2.師資培育及增能、3.納入相關課程、
4.透過社教機構加強推廣



執行情形與成果
原住民族史觀落實於課程教學(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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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作為補充教材發展核心
 製作投影片供教師備課使用
 製作補充教材短片，協助學生掌握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
件之概況

 2021-2023年6月完成補充教材簡報檔10個、教學影片
4部，以及教學討論題綱

國教院發展補充教材

教材研發成果推廣
 2023年置於國教院愛學網，供師生參考運用
 教育部於2023.12.14-15全國大專校院原住民族學生
資源中心主管聯席會議推廣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國教署)於
2023.11-12原住民族實驗教育成果展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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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史觀落實於課程教學(4/4)

推動在職教師進修原住民族歷史
正義與轉型正義主題課程

執行情形與成果3

國教署盤點課
程基礎資料

2021年

 國教署辦理原住民族歷史
正義與轉型正義巡講團師
資培訓

 國教署培訓高中教師19人、
國中教師25人，共44人成
為巡講團師資

 國教署與公民與社會、地理、
歷史科學科中心、國民教育輔
導團及各地方政府原住民族教
育資源中心合作，辦理原住民
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主題教
學增能研習

 2022-2023年共計辦理30場
次，1,104人次參與

2022年
2022-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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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典藏調研及歷史真相調查(1/2)

執行情形與成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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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2022.12原民會完成
國內國立層級博物館典藏臺
灣原住民文物清單調研

完成國內文物調研 進行國外藏品調研
2022.5-6月原民會前往奧地利及德國，蒐
集臺灣原住民族藏品資料及入藏脈絡
• 萊比錫格拉西民族學博物館（230件）
• 維也納世界博物館（365件）
• 漢堡民族學博物館（158件）
• 柏林民族學博物館（431件）
• 共計1,184件

舉辦研究成果論壇
2022.12.2原民會於臺北市凱達格蘭
文化館辦理「文物流轉記憶·記憶接
軌-臺灣原住民族文物典藏調查研究
回顧與前瞻論壇」，計110人參與



文物典藏調研及歷史真相調查(2/2)

執行情形與成果3

原民會推動「原住民族史專題計畫」

 原民會與國史館、國史館臺灣
文獻館合作出版《西拉雅族岡仔
林部落歷史研究》專書

 原民會委託辦理「阿美族貓公部
落歷史研究」、「布農族馬遠部
落歷史研究」2項部落歷史研究案

 原民會與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合作出版《小琉球事件》、
《霧社事件》2本專書

2023年5月

2022年 2023年底

 原民會與國史館、國史館臺灣
文獻館合作出版部落歷史研究
專書

《雅美族紅頭部落歷史研究》
《卑南族阿里擺部落歷史研究》
《馬卡道族萬金部落歷史研究》
 原民會與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合作
出版歷史事件調查專書

《南蕃事件》、《羅妹號事件》
《花東交通開發與重大事件》
《原住民族部落歷史理論與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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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情形與成果3
紀念空間設置及文化資產保存維護(1/2)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完成
「原住民族重大歷史文化
事件空間紀念研究計畫」

完成「臺灣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
紀念碑設置研究計畫─第一期」

 4場分區座談徵詢族人及專家學者建議

 8項重大歷史事件「我族」觀點紀念碑
建議報告

 研提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空間紀念與
經營維護機制

發布「原住民族重大歷史文化事件
空間紀念補助作業要點」

辦理「原住民族重大歷史文化事件空間
紀念研究計畫─第二期」

 徵詢族人意見，包括七腳川事件、南庄事
件、霧社事件、大港口事件、牡丹社事件，
共諮詢82人次

 執行調查研究與輔導培力工作，針對七腳
川事件及南庄事件，完成深度訪談16人次

 辦理文化資產人才培力與走動式工作坊，
協助族人形成共識，提出具族群共識之空
間紀念規劃設計案

2021
年

2021.
10.13

2022.3
︱

2023.5

大港口事件紀念碑 牡丹社事件
西鄉都督遺蹟紀念碑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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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情形與成果3
紀念空間設置及文化資產保存維護(2/2)

南庄事件史蹟

南庄事件史蹟登錄及紀念籌備

 2022.5.7成立南庄事件史蹟保存與再生協會，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協助價值評估

 2022.9.12苗栗縣政府登錄「南庄事件史蹟」
為苗栗縣史蹟

 2022.10.24，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苗
栗縣政府「南庄事件史蹟紀念碑設置計畫」

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盤點
暨補遺調查研究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於2023年啟動研究
計畫

 調查自荷西、明清至日治時期的55個
重大歷史事件，同時盤點既有文化資
產與相關潛力點

 預計於2024.5月完成分析，提出文化
資產潛力個案及登錄、指定潛力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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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推動規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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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民會

教育部

文化部

部會攜手持續努力

建構原住民族歷史
主體論述
原住民族史觀詮釋具有高度權威與代表性，
將以2020年完成的「原住民族歷史通論」
初稿為基礎，持續透過專題史的累積，更
完整的呈現原住民族歷史

規劃舉辦原住民族歷史研討會，納入更多
原住民族觀點，建構原住民族歷史主體論
述，研擬可出版原住民族歷史專書之目標

未來將透過與教育部合作，作為原住民族
教育教材研發的重要參考

原民會



後續推動規劃4

補助地方政府進行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
空間之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及後續登錄、指
定原住民族文化資產

藉由輔助機制，協助各事件後裔凝聚紀念
共識，建立族群觀點紀念空間規劃

協助進行原住民族重大歷史文化事件空間
紀念之調查研究、紀念儀式，或設置紀念
意義之構造物、景觀特徵，以詮釋族人對
歷史傷痕之記憶及情感

文化部

持續建置具族人
觀點之紀念碑

落實「原住民族教育法」，優先考量原住民族
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需求，保障原住民族教育
文化之延續及發展
結合相關部會歷史真相調查、再造歷史現場之
資源，經過適當轉譯後作為現場教師、教科書
出版社具可信度與生活化之參考資源，以擴大
影響力
配合教師需求，於增能研習納入實地踏查等具
吸引力之課程內容，並引導教師關注原住民族
當前重要議題
推動原住民族教育議題融入課程教學精進與實
踐計畫，以原住民族權利手冊、原住民族重大
歷史事件系列叢書等重要出版品為實施內容

教育部

落實原住民族教育
於課程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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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ay，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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