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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西時期 清領時期 日治時期 民國以後 

西化 漢化 皇民化 平地化、現代化 

壹、前言 

 原住民族在歷代政權下所遭受之同化政策 

成就「卓然」，傷害亦「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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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調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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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釐清強制同化政策對臺灣原住民族造成之語言文化
傷害的歷史真相 
 
二、盤點山地平地化政策對臺灣原住民族造成汙名化傷
害與影響 
 
三、探討原住民教育政策偏誤下，造成臺灣原住民族總
體人才培育的失衡及其影響  



政府文書 

 

論壇 
焦點座談 

（7場） 

深度訪談 

（20位） 

壹、前言 

 資料彙集方式 

自辦研究：原轉會文化小組 

委託單位：臺灣原住民族語言發展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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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1945年以後的同化政策 

背景及目的 

• 國府迫遷 

• 國家安全、國族整合 

• 大中華主義、國家主義 

• 啟蒙教化、政治削弱 

實施途徑 

• 教育 

• 社會 

• 黨政 

• 軍警 

• 宗教 

政策影響 

• 受統治者思想清洗 

• 遠離自身族群文化

根源及脈絡 

• 淪於受支配、非主

流之不利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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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政策回顧 

原住民族教育政策形成機制—山地平地化政策 

臺灣省教育廳 

1952年（民41）公佈「臺灣省各縣加強山地教育行政設施要點」 

1968-1980年間公佈與修正「臺灣省加強山地國民教育辦法」 

制定 

山地教育融入一般教育體制 

目的 

1949年（民38）訂定「改善山地教育設施三年計畫」 

1951年（民40）公布實施「改進山地教育實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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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民35） 
政府辦理山地優秀學生保送入省立中等學校 

1952年（民41） 
教育部開始制定升學優待加分政策，準適用邊疆學
生待遇辦法 
初中、初職畢業生參加高中及同等學校入學考試，
錄取標準降低1/10 

改為 

蕃童教育所 

政府藉由加分優待政策，提高山地學生就學與升學的比率，
以提升山地教育水準，但也因此有效的加速同化／漢化 

國民學校 

 就學與升學政策—納入一般學制、加分優待 

目的 

貳、政策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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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資培育—保障就讀師院，進行同化政策 

保障山地學生就讀師範
院校，令其返鄉服務 

1959年（民48）在屏東師範學校以考選保送方式
招收山地學生 

1968年（民57）後師專畢業服務期滿之山地學生，
每年予以保送師範大學2名，以培育國中師資 

1948年（民37）「臺灣省高砂族師資訓練辦法」 

貳、政策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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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與教學—國族文化認同 

祖國文化認同 

另編課程 

教材內容 

1951年（民40） 

「臺灣省教育廳擬定改進山地教育實施方案」 

 灌輸國族文化 

 另編課程教材 

貳、政策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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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化政策影響下，山地教育的發展不僅無法

充分兼顧原住民族社會文化特色，反而讓更多

原住民學生接受國族觀點的課程與教學，加速

了文化流失。 

貳、政策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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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民37）10月18日 

臺灣省政府民政廳山地行政處 簽呈 

「查本廳山地行政處為推行山地教

育，提高山地文化水準起見，擬設

置山地教育推行委員會。⋯⋯」 

參、公文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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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民43）出版之 

臺灣省山地教育實況調查報告書第一期 

臺北：中國教育學會、中國教育學會臺灣分會編印 

參、公文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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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復後，我們站在民族主義立場，⋯⋯

對山胞所患著的『貧』、『愚』、『弱』

三大症狀予以診治。」 

1954年〈臺灣省山地教育實況調查報告書第一期〉，頁33 

參、公文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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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厲行全面強迫教育：山胞的知識貧乏，

風氣閉塞，對受教育一事並不感覺興趣，

或者不願送子弟入學，這也是足以阻礙山

地教育發展的一個因素。政府為了普及山

地教育，改進山地文化，就應該對落後地

區力行強迫教育。⋯⋯」 

1954年〈臺灣省山地教育實況調查報告書第一期〉，頁58 

參、公文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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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名稱] 

[百分比] 

[類別名稱] 

[百分比] 

受訪92人次，具體案例121例 

 

 

禁說方言(34例) 
思想、生活同化(24例) 

族群對立、異樣眼光 
、心理壓力(7例) 

補償制度的 
反面效應(7例) 

歧視(37例) 
汙名化(12例) 

肆、訪查證言 

主流／非主流對立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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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國民政府接收臺灣⋯⋯要

求取漢名姓氏而造成現在的兄弟

姊妹有不同姓氏的亂象。」 

—泰雅族，男性（教育人員） 

「⋯⋯，我阿公姓林、阿嬤姓楊，

且他的兄弟姊妹都不同姓。為了

統治原住民強制給予的姓氏。」 

—排灣族，男性（藝術工作者） 

 命名同化破壞親屬制度 

肆、訪查證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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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家沒有辦法，他拼命用閩南

語去講他的意見，沒有辦法很完整

地跟閩南人一樣表達他的意見⋯⋯變

成有一句或一段話是用阿美語，有

一段用閩南語，有一段用國語，所

以整個就亂掉了⋯⋯那個混亂的程度

會混亂我們的傳統的知識跟智慧。」 

—阿美族，男性（教育人員） 

「台灣的歷代的政權，從清朝之後就把

平埔族群放在一般的治理下，⋯⋯所以就

變成隱藏壓抑在漢人底下，一種無法定

義的生活跟文化型態，其實它是存在的，

但因為我們的教育裡面沒有學校正統

（去教導）這一些社會制度，它變成一

個無法去言說的、隱藏的文化。」 

—西拉雅族，女性（公職人員） 

 語言覆蓋混淆文化記憶 

肆、訪查證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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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前面的語言都是這樣，我

學了華語，盡量把我的族語忘掉、

放掉，所以就變成獨尊國語。那

個時代就是獨尊國語，所以淹沒

我們本來從家裡學到的族語。」 

—太魯閣族，女性（教育人員） 

「父母親明明會說流利的排灣語，但

很奇怪他們就是不跟孩子們講族語。

可能的原因之一是父母希望孩子們不

要像他們一樣，在華語的社會中被歧

視和壓迫，因為在那個年代，說華語

是一種文明、高貴的象徵。」 

—排灣族，女性（教育人員） 

 獨尊國語致使族語瀕危 

肆、訪查證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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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流價值壓抑族群自信 

「漢化的影響不只是語言文化，

教科書所講的英雄人物都是漢

人，而我們崇拜的都是漢人，

造成對原住民族人的價值觀偏

差，扭曲貶低自己原住民族的

身分。」 

—阿美族，男性（退休人員） 

「我就有一次我爸爸到學校

找我，那個廣播就是，『山

地同學XXX請來訓導處，你

爸爸來看你』。我爸爸來看

我，我不敢出去！」 

—布農族，男性（教師） 

肆、訪查證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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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的時候上吳鳳的故事，

⋯⋯我覺得這好像是我的祖先，

喔，然後我的祖先怎麼可以這

樣？我那一次就發誓，我絕對

不讓任何人知道我是原住民。」 

—賽德克族，女性（教師） 

「一開始我並沒有告知自己原

住民的身分，後來是老師說了，

也才承認母親是布農族籍，而

有原住民的血統，學校發生打

架事件都會被沾到，感到很不

舒服。」 

—布農族，男性（教師） 

 汙名標籤深化心靈傷害 

肆、訪查證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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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級時無意間考了

第一名，全校全村轟動，

引起質疑是我作弊，認

為原住民智商低，怎麼

可能會讀書，⋯⋯」 

—卑南族，男性（公職人員） 

「國中時全班僅有我

一位是原住民，老師

曾公開說原住民的智

商只有30，引來哄

堂大笑。⋯⋯」 

—排灣族，男性 

（文化工作者） 

「⋯⋯但我明白她們是歧

視原住民的，老師們告

訴我，不用教太多族語，

原住民的腦袋只有金魚

那麼大，他們學不來！」 

—阿美族，女性（教師） 

 公眾歧視矮化族群尊嚴 

 

肆、訪查證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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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籍證明之學生，陳

XX父母親皆為平地山

胞，⋯⋯這樣子，老師才

承認說你是，才去申請

加分。⋯⋯然後更慘的是

從此以後全班恨我！」 

—撒奇萊雅族，男性 

（文化工作者） 

「每年考大學，一般考生

就會罵原住民，政府的政

策看似要鼓勵原住民追求

高等教育以充實人才，⋯⋯

卻暗示大眾原住民是弱者，

所以才需要加分，反而增

強了偏見歧視。」 

—魯凱族，男性（文化工作者） 

「曾有人談及原住民

加分，認為佔用了一

般學生的機會，⋯⋯，

我的女兒覺得在大學

受到歧視無法克服，

因此休學。」 

—阿美族，女性（教師） 

 政策「禮物」激化族群對立 

肆、訪查證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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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階段性成果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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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化教育造成嚴重的族群文化流失 
 
同化教育試圖掩蓋原住民族的史觀 

 
同化教育形成族群間的隔閡與歧視 

 
同化教育污名化原住民族傳統慣習 

 
同化教育嚴重貶損原住民族的尊嚴 

 



調查途徑擴充至經濟、衛教、黨政、媒體、軍警、宗教等領
域，以釐清同化政策實施情形及影響廣度。 
 

繼續參考調閱政府檔案，期盼各相關單位持續惠予協助。 
 
舉辦「原住民遭受國家強制同化教育論壇會議」，邀請社會
大眾共襄盛舉，分享經驗、還原歷史真相。 
 

相關口述訪談內容將典藏於國家文化記憶庫，以供全民共享
使用。 

陸、後續工作重點 

（會議相關資訊將公佈於「原轉．Sbalay！」FB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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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接觸、採借、融合是生活適應與發展的
常態之一，但是刻意透過政治力量實行全面
強迫同化的政策，強迫改變生活方式、貶抑
文化價值、抹滅歷史記憶，等同文化清洗，
這種不正義的歷史在我們調查中層層浮現！
揭露它、翻轉它是委員會賦予本小組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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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最後，謹以卑南族語向大家說聲謝謝！ 

semangalan, lrayuwan 
 

-感謝所有的受訪者及協助文化小組工作的諸多機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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