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一 

              臺中市政府公務出國或赴大陸地區報告提要      類別：其他 

出國報告提要名稱：「鄉村之眼」公益影像行政計畫 

含附件：□是  ■否 

出國計畫主辦機關：臺中市博屋瑪國民小學 

聯絡人：比令·亞布                    電話：04-25911487#60 

出國人員姓名/服務機關/單位/職稱 

比令·亞布/臺中市博屋瑪國民小學/校長 

出國類別：其他 □國際會議  □業務接洽  □洽展  □表演  □比賽  □擔任裁判  

               □海外檢測  ■國際紀錄片發表及參加影片會議 

出國期間：106年11月2日 至106年11月11日 出國地區： 

中國大陸 報告日期：106年11月29日 

一、目的 

（一）參觀大陸少數民族之民族教育 

在行程中，參觀雲南紅河自治縣阿扎河中

心小學，期待經由與老師學生及校長的交流，並

實際到現場，了解少數民族的教育，在民族教育

部份實施課程及成效，以做為回國後推展泰雅民

族實驗小學的學習經驗。 

（二）參加亞洲微電影藝術節 

雲南臨滄市自 2013 年起成為亞洲微電影藝術節的永久舉辦地，在臨滄這個

地方發生中國微電影史上諸多「第一」，包括第一座亞洲微電影院、博物館、主

題公園。在官網上顯示第五屆亞洲微電影藝術節，是由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中

央新影集團、中共雲南省委宣傳部、雲南省文化廳、雲南省新聞出版廣電局和臨



滄市人民政府共同主辦，在「鄉村之眼公益影像民間」負責人呂先生的大力協調

下，邀請臺灣 9 位紀錄片導演，4 位臺灣在紀錄片學有專長之教授，共同出席此

次盛會。自己期望能和各個國家的導演，共同討論紀錄片的美學及精彩的論壇。 

（三）參加雲南大學民族學院人類學紀錄片研討 

創建於 2003 年的雲南大學西邊中心影視人類學實驗室，係隸屬於教育部人

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研究中心，以拍攝民族志電影、民

族志電影的實踐教學，及影視人類學的理論研究為主。在 2013 年筆者參與當年

的研討，四年前大陸紀錄片，在拍攝技巧及理念上是否有改變，是在雲南大學自

己觀察的重點。紀錄片的意義在於真實和反思，修正和精進。 

（四）透過參訪，了解大陸少數民族的發展 

大陸近十年，在經濟成長相當大，在 2016 年大陸有一重要政策，全中國邁

向小康社會及托貧計劃，筆者可以深入雲南徧遠的紅河阿扎河，了解真實狀態。 

 

二、過程 

（一）路程 

11 月 3 日出發，抱著學習的

心降落至昆明，第二天驅車去臨

滄市，真不敢相信整整坐車二

天，下車上廁所、上車睡覺、下



車吃飯、上車睡覺…，到了臨滄市參加亞洲微電影節二天影展，看片討論、分享，

結束後又是二天的坐車，在第八天，在車上的時間 14 小時。9 天的行程，居然 4

天都在車上度過，也是一個特別的經驗。 

（二）基礎建設 

昆明、大里、臨滄、紅河縣，三個城市及一個山區少數民族自治縣，在道路、

建築、衛生上，落差相當大，三個城市的進度可見，但在紅河縣自治區，馬路坑

坑洞洞，只有單線車道，離開主要馬路，就是泥土路；沒有下水道及水溝的建設，

家中的廢水直接排到馬路中，而廁所大約是臺灣 40 年代時期的方式，在雲南城

鄉落差過大。 

（三）亞洲微電影藝術節/紀錄片放映及討論 

此行我們參加了紀錄片的部分，大會的開幕片是筆者的片子「彩虹的故事」，

也讓筆者感到特別的光榮，參與約有 400 人，由

滇西科技師範學院王校長親自主持，開幕片是所

有影展最高的榮譽。9 點開始放片，54 分鐘的片

子，映後的討論，得到相當多學者們、學生們的

回饋。來自臺灣的 8 部紀錄片，安排在二天中放

映完，大陸對臺灣原住民的社會及影片發展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滇西科技師範學校的重視，在二天的影片交流中，校長王教授親自領軍，副

校長及亞洲微電影學院童院長也全程參與討論，其它相關學科 5 位教授及學生



們，所提出的問題深度及廣度都有一定的水準，

更重要的是該校師生及與會的人士，對臺灣原住

民族紀錄片產生濃厚的興趣與討論！ 

（四）大陸少數民族之民族教育 

在行程中，參觀雲南紅河自治縣阿扎河中心小學，在與阿扎河小學老師、校

長的交流，並實際到現場，了解他們少數民族的教育，筆者看到的是如下： 

1、民族課程及族語學習 

在大陸官方的資料，對少數民族的教育是尊重

的，實際到現場與阿扎河自治縣中心小學普成文校長

對話後，民族課程與族語的課程，只有一週一節課，

而一節課中，包含文化及語言，其它的課程，要以省

教育單位的政策走，也就是學校在文化語言的傳承上，無法有一個很好使力。 

2、學校自主情形 

阿扎河鄉中心小學普成文校長表示，目前學校有 745 個學生，住宿生有 186

人，學生以哈尼族彝族二大族群，鄉內有阿扎河村、俄比東村、切初村、阿者村、

西拉東村、普春村、過者村、哈普村、垤施村和洛孟村等十個村。每一個村皆有

一個小學，而中學後，必須到縣城就讀，阿扎河鄉中心小學是全鄉學生數最多的

一個小學。 

談到目前臺灣的校本課程或目前推動的民族實驗小學，學校可以在地環境、



在地文化、在地知識為學習之鷹架，調整課程

或節數，並發展各校在地化的民族課程，普成

文校長表示在大陸是以黨的領導為主，以民族

團結為優先，發展在地化課程，是不可能發生

的，也不會發生的，這與臺灣有非常不同的發

展，也許也是我們臺灣教育的優勢。 

3、課程學習量 

在學生上課的課程量來看，大陸的量是大

的，以三年級語文為例，一學期要上 30 課，這

是非常多的，若二地上課週數 20 週來計算，二週就得完成三篇課文，這舆臺灣

一學期 15 節課相比，是很多的，也問了當

地的語文教師，他說這是大陸常態。 

4、學校設備及基礎建設 

我們參觀的阿扎河鄉中心小學，在他們

的教室，一個班級約五、六十人，這讓我想

起，60 年代自己小學時，一個班級也是五、六十人的情形。而教室內，看不到

電子設備，只有太太的黑板，衛生設備，更讓我嚇到，沒有門，只有短短的小土

泥牆，也沒有沖水設備，問了學生，他們說，大約一個小時，一起沖。全校 745

人的學校，厠所也只有一個地方，這是讓我有點不可思議的地方，大陸雲南的一



個小鄉的中心小學，700 餘人的學校，在設備及基礎建設上，有點跟不上目前的

水平。 

（五）雲南大學民族學院人類學紀錄片研討 

2003 年成立的雲南大學西

邊中心影視人類學實驗室，在

2013 年筆者參與當年的研討，

2017 年再度參與以民族誌為主

的紀錄片討論，北京社科院特別來了一個教授，李教授參與此次的研討，在會中

參與人員以人類學教授及碩博士學生為主，筆者放映「彩虹的故事」之紀錄片分

享泰雅族的紋面文化介紹臺灣泰雅文化，讓大陸更認識泰雅族，這是一個新的學

習，也分享臺中市博屋瑪國小正在發展的泰雅實驗教育，會中也提及臺中市博屋

瑪小學的民族實驗小學的發展，對臺灣泰雅族文化及教育深感興趣，並彼此討論

在民族教育的課程。 

三、心得 

此行有臺灣有 4 位學者，包含慈濟大學傳播學系潘教授、毛教授，國立雲林

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陳教授及文藻外語

大學傳播藝術系蔡教授，及 9 位臺灣導演。

此行心得如下： 



 

 

 

 

 

 

 

（一）大陸民族之民族教育與臺灣之民族教育的比較 

1、學校決策人員 

多次到大陸參訪，這一次是到徧遠的雲南，是第一次到大陸少數民族學校，

也是第一次到大陸自治區的學校，原有很多的期待，可以學習成為未來到臺中，

有個改變的力量，但有點失望，就從學校決策人員來看，在臺灣，校長就可以決

定一切的方向，在教育理念、特色課程的發展、校本課程的定位等，校長是有權

限發展及發揮，而在大陸，當地的書記權力才是一切，這是共產國家的特徵，學

校所有的決策都得經過鄉、縣、州、省書記的同意、學校是沒有權力改變這一切

的。 

2、民族課程 

行前筆者看了很多文獻，大陸對少數民族的教育，在大陸的資料中，是給少

數民族很多的資源，及民族傳統文化在傳承上是開放且用了很多民族教師，而到

了雲南，大陸少數民族最多的省份，我們到紅河縣又是以哈尼族、彝族為主的地

區，理論上在文化及語言，在課程中應是大量的，但與阿扎河鄉中心小學普成文

校長談論後發現，學校每週只有一節的民族課程，也沒有如臺灣有教育優先區發



展民族文化的資源。從官方的資訊中挹注來看是沒有的，也不得發展學校在地的

本位課程，這讓筆者對大陸官方資料與現場是有非常大的落差。 

3、民族實驗教育 

103 年臺灣有了實驗三法的法令，在立法院的努力制定下，有了法源的基礎，

也讓臺中有了臺灣第一個民族實驗小學，發展自己的泰雅族課綱，以在地的文

化、在地的環境、在地的傳統、在地的人文傳遞自己的文化。我想這是大陸很難

發展的。 

4、學校設備 

有了好的設備，教學者會有更好

的成效，在同樣是徧鄉的小學相比，

大陸的阿扎河鄉中心小學／臺中和平

區博屋瑪小學，同等的徧遠同樣是原

住民學校，二校的設備有如天壤之

別，特別在衛生環境設備及教學設備這二個部份，在臺灣真的是幸福的。 

（二）亞洲微電影藝術節/紀錄片放映／雲南大學民族學院人類學紀錄片 

1、亞洲微電影藝術節 

參與這個這麼大的亞洲的電影節，心理是非常期待的，可以看到來自全世界

的電影菁英及導演，可以有對話及學習的機會。在二天的盛會中，讓我是見到多

國的人士，但影片的放映及討論，是以臺灣的紀錄片為主，開幕片更是以筆者的



片子為主，這讓我開始懷疑，亞洲級的電影藝術節大陸辦的成效為何？當然與會

的人非常多，每一場約四、五百位觀

眾，但沒有它國的影片出現，這樣的

設計是否有達到其目的，還是有其它

的意義。 

原來亞洲微電影藝術節在大陸，

是比賽型的，所有片子只是形式上比

賽，得獎的片子沒有放映沒有討論（應該說不得討論），故有臺灣有九位紀錄片

來訪，就以臺灣紀錄片的片子來討論，當然來自臺灣的 9 部紀錄片，聽鄉村之眼

公益影像民間負責人呂賓說明，也經過雲南省某中共機關同意才可放映討論的。 

2、雲南大學民族學院人類學紀錄片  

最後二天的雲南大學民族學院人類學紀錄片放映，真的就如國際紀錄片研討的等

級，有影評及深入的討論紀錄片形式、美學、導演理念等，且參與人士有大量的

學者，碩博生，讓所有導演們可以傳達自己的想法，我們也學到彼此的觀念。 

四、建議 

今年參訪紐西蘭、澳洲、大陸的民族教育，民族教育的發展，在臺灣特別是

臺中市，有第一個全國泰雅民族實驗小學，有自己泰雅的民族課綱及課程，這在

全球是獨有的，建議應辦理臺灣原民實驗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以臺中市為主，

邀請各國對民族教育的學者發表論文，身在臺中的我們發表臺灣經驗及臺中經



驗，讓臺中的民族教育，讓全臺及全世界了解我們的進步及對原住民教育的友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