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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輔教材運用－原民工作坊

時間	 活動內容

10:00-10:20	 報到

10:20-10:30	 長官致詞

10:30-12:00	 大專校院職涯發展教材原住民族學生篇介紹及臺灣原住民族概論

引導教師認識大專校院職涯發展教材原住民族學生篇，了解其編撰之緣

由始末；又原住民族有其文化特性，透過對文化的了解有助於教師對原

住民族學生進行職涯輔導。

12:00-13:00	 午餐餐敘

13:00-14:30	 民族發展與職場前景

使教師們了解原住民族的發展險況，連結自身系所專業可引導原住民族

學生朝那些職業領域發展。

14:30-14:50	 茶敘交流

14:50-16:20	 職場 Lima幫幫忙

說明如何利用媒體資源如 YouTube 影片或實際例子，引導原住民族學生

理解職場可能發生的情況與應對方式。

16:20-16:40	 綜合座談及交流

講	師 國立東華大學 /陳張培倫副教授

講	師 讓阿讓創意無限顧問有限公司 /莎伊維克‧給沙沙董事長

講	師 慈濟科技大學 /高夏子助理教授

東區 8.11 F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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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任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副教授

經 歷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

˙佛光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佛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佛光大學學生事務長

˙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族發展中心主任

˙行政院原住民族基本法推動會委員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政務副主任委員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大專校院原住民族學生職涯發展教材研發

計畫」主持人

5

國立東華大學  陳張培倫 副教授

大專校院職涯發展教材

原住民族學生篇介紹

及臺灣原住民族概論

TOPIC

主	

題

SPEAKER 
introduction

講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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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職涯教材原⺠篇及臺灣原住⺠族概論

陳張培倫 Tunkan Tansikian

現職：國立東華⼤學⺠族事務與發展學系副教授 

           國立東華⼤學原住⺠族課程發展協作中⼼主任

           教育部⾼級中等以下學校課程審議會⼤會委員

經歷：原住⺠族委員會政務副主任委員

學歷：國立臺灣⼤學哲學所博⼠

專長領域：政治哲學、研究倫理、原住⺠族權利、原住⺠族教育、原住⺠族政策

1

背景

內容

應⽤指南

原⺠概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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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為順利推動各⼤專校院職涯輔
導計畫，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於
105年編撰「⼤專校院學⽣職
涯發展教材」，分就職涯優勢
學習、職涯進路準備、職涯籌
劃實踐等三項主軸撰寫 26 份
單元教材，並協助各校落實於
其職涯輔導⼯作。 

3

2016年蔡英⽂總統道歉演說

「臺灣號稱「多元⽂化」的社會。但是，⼀直到今天，原住
⺠族在健康、教育、經濟⽣活、政治參與等許多層⾯的指
標，仍然跟非原住⺠族存在著落差。同時，對原住⺠族的刻
板印象、甚⾄是歧視，仍然沒有消失。政府做得不夠多，讓
原住⺠族承受了⼀些其他族群沒有經歷過、感受過的痛苦和
挫折。為此，我要代表政府，向原住⺠族道歉。」

https://youtu.be/GrKkdOLx28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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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原住⺠族教育法全⽂修正重點之⼀>>「全⺠原教」

「⼀、擴⼤原住⺠族教育對象：為營造族群友善環境，未
來原住⺠族教育的對象，將從原住⺠學⽣擴⼤到全體師⽣
及所有國⺠。教育主管機關推動教育政策時，應促進全體
國⺠認識與尊重原住⺠族，並提供學校教職員⼯多元⽂化
與原住⺠族教育基本知能及專業成長...」

教育場域各個⾯向，如何推動全⺠原教，正確
認識原⺠，消除偏⾒及歧視，改善其不利處
境，促進族群共榮，即成為現階段重要⼯作。

5

綜觀⽬前職輔教材內容，主要為適⽤於全體⼤專校院學
⽣之通⽤性輔導項⽬，並無針對特定族群之設計。因應
原⺠⽣族群特性及職涯發展特殊需求，譬如因社會刻板
印象對原⺠⽣於未來求職就業過程中的可能困擾、族群
差異對其職業選擇的影響、⺠族發展為其提供的特定就
業機會（譬如原住⺠族特考、原住⺠族⼯作權保障法、
原鄉特⾊產業或地⽅創⽣政策）等議題，有必要在既有
職輔教材基礎上，增修相關內容，協助學校教師、職輔
中⼼或原資中⼼⼈員，在通⽤性輔導內涵之外，因應原
⺠⽣之特殊需求設計適性之職涯輔導⽅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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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職輔⼯作優化重點

 以族群觀點檢視
現有職輔教材內容

 建置適應於原⺠
⽣需求的職輔教材

 增強⼤專職輔體
系的多元⽂化觀點

7

內容

對原住⺠族及原⺠⽣概況之⼀般性介紹

多元⽂化⼩叮嚀(補充性教學建議)

原⺠⽣客製化主題單元

參考資源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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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叮嚀

針對既有職涯教材，篩選出20個可能涉及族群或⽂化
差異的單元，針對性地⼀⼀撰寫補充指引，以供當該
單元運⽤於原⺠⽣職輔⼯作時，提⽰輔導⼈員最好留
意原⺠⽣在職涯上可能⾯對的特殊問題、因應策略及
具體作法。

⼀般問題 特殊問題+
9

單元

L11-⼄1梳理⾼峰經驗
L12-⼄2發掘志趣熱情
L13-⼄3掌握才幹資產
L14打造個⼈特⾊
L21-丁1多元學習經驗
L22-1-丁2提升才幹之道_看⾒變化
L22-2-丁3提升才幹之道_學習策略
L23-⼄5檢視今⽇學習
L24服務學習開展⽣涯
P12-丙2職涯焦點⼈物誌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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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P13三創打開新視界

P14國際移動拓展職涯

P24-戊2求職與⾃我⾏銷

P31-戊1⾓⾊脫離-進入職場

P32-丙3職場守護與捍衛

P33-1-戊3職場社會化_新⼈功課

P33-2-戊4職場社會化_⾼效習慣

P34職場互動順勢⾏

A13-⼰21籌劃圓夢⾏動

A21-1-⼰22盤點實踐資產
11

例⼀：提升才幹之道

單元主題

L22-1-丁2提升才幹之道_看⾒變化

多元⽂化⼩叮嚀撰寫者

莊進源/原住⺠族委員會原住⺠就業服務員臺東區督導

12

取⾃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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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校院原住⺠學⽣以就讀服務性質的學⾨居多，此與108年
原住⺠就業狀況調查分析青年（15⾄29歲）就業狀況擔任
「服務及銷售⼯作⼈員」比率最⾼之統計吻合，也許受到就
率最⾼之統計吻合，也許受到就業市場服務業性質的⼯作職
缺影響，原住⺠學⽣在⼤專階段偏向集中服務性質的學⾨，
此與⼀般學⽣有所不同。

13

原⺠就讀學⾨ 原⺠就業狀況VS

例⼆：典範案例

單元主題

P12-丙2職涯焦點⼈物誌

多元⽂化⼩叮嚀撰寫者

莎伊維克‧給沙沙/國立⾼雄師範⼤學教育系

14

取⾃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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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花蓮太巴塱部落（光復鄉）的周思⿑，是知名的
兄弟象職棒球員，憑著精準的選球眼光，得到「亞洲
選球王」稱號。他從⼩在部落長⼤，⼩時候為了籌錢
購買左撇⼦使⽤的棒球⼿套，努⼒爭取了「郭源治棒
球獎學⾦」，這個獎學⾦要求棒球表現優異外，在校
成績也必須達到⾼標準。⾼中進入⾼苑⼯商成為棒球
校隊，⽽後⼜進入天主教輔仁⼤學棒球校隊成員，⼀
路走來堅持在棒球的領域發展。在求學時期，曾經被
教練評為不適合打棒球的球員，卻因為非常熱愛棒球
運動，他⾃知不是爆發⼒的球員，花了好幾年時間找
到⾃⼰的優勢，那就是穩定性⾼，靠著選球、盜壘的
表現，2012年獲得中華職棒年度MVP，曾數次入選國
家代表隊參與國際賽事。回想起這⼀路走來，他說：
「棒球這條路是窄的，⽽且代價非常非常之⼤」。

15

https://youtu.be/dQXZyA_bISU

https://reurl.cc/Eom7aK

例三：職場權益

16

單元主題

P32-丙3職場守護與捍衛

多元⽂化⼩叮嚀撰寫者

原住⺠族委員會花蓮區原住⺠就業服務團隊
取⾃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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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原住⺠族⼯作權保障法》

特定機關(構)事業比例進⽤

原⺠合作社

公共⼯程採購就業保障

專屬職訓管道

臨時⼯作申請

有些職場權益是專屬
原⺠的，輔導過程中
最好多加提醒。

原⺠⽣客製化主題單元

以原⺠就業專屬課題為主題製作客製化主題單位，適合原⺠
集中之職涯輔導活動。

18

單元 撰稿者 試教學校

⽂化⼒與職場優勢
莊進源（臺東區原⺠就服督導） 
李宗藩（北基宜區原⺠就服督導）

國立屏東⼤學

⺠族發展與職場前景 莎伊維克‧給沙沙（博⼠⽣） 真理⼤學

職場Lima幫幫忙 林慶華（⾼雄區原⺠就服督導） 明新科技⼤學

籌劃原夢⾏動 陳張培倫（計畫主持⼈） 國立東華⼤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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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與職場優勢

19

分享 共⼯ 共食 年齡階級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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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發展與職場前景

21

教育/族語 部落產業 社福/長照⾏政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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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職場LIMA幫幫忙

24

https://youtu.be/XmJnqrTRgK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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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住⺠都愛喝酒、吃檳
榔。

2. 原住⺠都很會唱歌、跳舞
(運動)。

3. 原住⺠都很懶惰（不愛念
書與⼯作）。

4.  原住⺠好好∕好多補助⼜
有加分。

5.  你還會說⾃⼰的⺟語嗎？

6.  你為什麼那麼⽩？不是原
住⺠嗎？

7.  你可不可以介紹你們的⽂
化？

8. 你們還在打獵嗎？

9. 的拉、嘎嘎烏拉拉，你是
哪⼀族？我是存款不⾜？

10.你∕妳是原住⺠嗎？
25

原⺠⼗⼤討厭問題：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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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劃原夢⾏動

27

https://youtu.be/r-0HwowJQSA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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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指南

原⺠職涯發展教材應⽤場域

⼀般職涯主題課程遇到原⺠⽣

瞭解原⺠職涯特殊需求，適時提供相應指引。

以原⺠⽣為主要對象的職涯課程

量⾝定做，組合⼀般主題及原⺠客製化主題單元

29

原⺠就服系統
(⼗個分區辦公室)

原⺠社團

創新育成中⼼

原資中⼼

資源/機會連結

30

原⺠專班/院

⼤專
職輔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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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原⺠會就服系統各分區辦公室

就業機會資訊 職涯課程協作

原⺠概要

原⺠學⽣篇>>單元⼀：對原住⺠族及原⺠⽣概況之⼀般性介紹

該單元重點導讀

對原⺠⽂化基本樣貌的認識

原⺠職涯議題

原⺠⼤專⽣與職涯概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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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原⺠⽂化基本樣貌的認識

繽紛的原住⺠族物質⽂化

原住⺠族的社會組織

原住⺠族的信仰

33

https://reurl.cc/AA99Z3

原⺠職涯議題

34

經濟上的困境

職場上的挑戰 職場逆轉勝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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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專⽣與職涯概況

35

學 vs ⽤

⼀般
就業
⽅向

族群
專屬
就業
⽅向

輔導策略

＋

UNINANG MIHUMIS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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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阿讓創意無限顧問有限公司  莎伊維克‧給沙沙 董事長

民族發展與職場前景

TOPIC

主	

題

SPEAKER 
introduction

講  者

現 任

讓阿讓創意無限顧問有限公司董事長

經 歷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

˙ 國立教育廣播電臺夢想發原地主持人

˙ 莎莎秀 Sasa Show Podcast 製作與主持人

˙ 讓阿讓創意無限顧問有限公司董事長 ( 獲得原民會第

三屆精實創業計畫獎 )

˙ 財團法人小米穗原住民文化基金會董事

˙ 社團法人臺灣城鄉協力協會監事

˙ 臺灣原住民族基層教師協會監事

˙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大專校院原住民族學生職涯發展

教材研發計畫」撰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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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VIQ KISASA

從原住⺠族發展了
解⾃⼰的職場定位

現任
•⾼師⼤教育系博⼠班（教育政策與⾏
政組）
•讓阿讓創意無限顧問有限公司董事⻑
•莎莎秀Podcast主持⼈
•教育廣播電台夢想發原地主持⼈

經
•⽴法委員國會 公室教育法案研究員
•原住⺠族語⾔發展中⼼研究員

Saiviq�Kis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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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職業的現況

02 原住⺠族發展與職業

03 Q&A

知道現在台灣的⼈
⼒需求分布？

想想⾝邊的親戚朋友
從事什麼 業的⼯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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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 Training

台灣各⾏業⼈⼒需求

  

原住⺠族發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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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108

12 110

 

⽂化教育

87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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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照顧
2.0

 

創新 業 https://youtu.be/PMXm0hE2r0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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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114

國際事務

AIPP

原住⺠特考⼤概會在 年6⽉報名，9⽉考
試。

報考原住⺠特考，⼀定要有原住⺠族⾝分。

三等需⼤學以上學 ；四等需⾼中職以上學
；五等不限學 條件，注意⼀下，若想要

報考三、四等技術類科者，須符合各類科規
定相關持有證書，像是⼟⽊⼯程類、農業技
術類等等。

原住⺠特考

110年起報考者需取得族語認證初級資格，
113年起⼀、⼆、三等考試應取得中級以上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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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 Training

原住⺠體育發展
 升學進修

運動教育組

運動教練指導組

可報考國 體育相關研究所、運動競技相關研究所、運動休閒相關研究所、休閒 業相關
研究所等相關領域之研究所。

著重於體育運動的教學、研究、⾏政，趨向專業與多元化的務實課程，期能培養原住⺠族
學⽣成為⽂武兼備的體育專才，符合未來專業體育運動師資或學術研究⼈才。

運動教練指導組培育⽬標致⼒於栽培學⽣體育運動指導能⼒，提升國 運動教練專才多元
化、國際化，造就未來能受國家器重之專任運動教練或運動傷害防護員為努⼒⽬標。

原住⺠體育發展
 運動健康管理組

原住⺠族體育運動 休閒相關 業

運動健康管理組除配合國家體育運動政策之推展外，亦考量臺灣發展國際體育�運動
前瞻性，擬定幼兒、中⽼年⾝體活動指導、國際體育運動交流等多元化專業課程，
強調培植原住⺠族專業運動健康指導員，擴展原住⺠族學⽣在體育運動領域就業市
場之競爭⼒。

在考量臺灣體育運動休閒 業發展的前瞻性，擬定原住⺠族運動休閒指導、部落休
閒遊憩實務、 外冒險教育、⼭林旅遊管理等多元化專業課程，培育原住⺠族專業
體育運動休閒 業經理⼈才，或以⾃⾏經營管理⽅式創業，原住⺠族學⽣在運動休
閒領域就業市場之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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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找⼯作， 會去 找？

⼈⼒銀⾏，看報紙，各單位
網站，聽朋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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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原住⺠相關的職業網站-原J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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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alu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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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科技大學  高夏子 助理教授

職場 Lima 幫幫忙
TOPIC

主	

題

SPEAKER 
introduction

講  者

現 任

慈濟科技大學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主任 / 護理系助理教授

經 歷

˙ 高雄醫學大學護理博士

˙ 花蓮基督教女青年會 (YWCA) 理事

˙ 慈濟技術學院講師

˙ 花蓮慈濟醫院護理師

專業領域

˙ 婦女健康護理、部落關懷與服務、跨文化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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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LIMA幫幫忙

慈濟科技大學
高夏子
助理教授

課程目的

•說明如何利用媒體資源如YouTube影片或實際例子

，協助學生討論刻板印象以及職場歧視，讓學生能

夠理解並思考應對及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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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 Training主軸與單元

掌握職場社會化
•職涯進路準備:
• ■ 角色脫離-進入職場
• ■ 職場守護與捍衛
• ■ 職場互動順勢行

授課者及準備

•授課者:
• 一般授課教師（執行課程活動者），授課教師如有需要，可邀請具
原住民身分並能分享歧視與負面刻板印象經驗的與談人協助引導課
程對話。

•教師課前準備:
• 事先準備YouTube 原住民刻板印象票選十大討厭問題或其他相關影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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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學習目標與整體架構之對應：

•生涯素養:
• 對不同的文化特性抱持開放學習的想法。

•生涯發展任務:
• 瞭解職場上對於不同文化的想法與態度，學習應對和處理職場上對
自身文化不利或是負面的想法及刻板印象。

• 持續學習應對不利或負面的想法及刻板印象，並持續學習將自身文
化力特色轉化成職場上的一個正面助力。

文化差異怎麼了

•刻板印象（甚至歧視）於社會上相當普遍，無所不在。

•刻板印象可能是來自文化、媒體、社會經驗或個人觀察而

形成的。

•對於不同的文化、不友善語言以及負面的刻板印象或歧視

會造成人際的隔閡與影響和諧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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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 Training刻板印象（STEREOTYPE）

•是指對一個特定群體的人或事物形成的固定且簡化的看法
或觀念。

•這些看法通常是基於普遍化的觀點，而不考慮個體之間的
差異。

•刻板印象可以來自文化、媒體、社會經驗或個人觀察等因
素，並且可能帶有貶低、誤導或歧視的元素。

歧視（DISCRIMINATION）

•是指對特定個體或群體的不公平對待或偏見。
•這種對待可能基於人種、性別、宗教、性取向、年齡、殘
疾等因素。

•歧視可以表現為直接的、明確的不公平對待，也可以是間
接的、隱藏的偏見和不平等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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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 歧視

定義 固定且簡化的觀念或看法 不公平對待或偏見

特點 基於普遍化觀點，不考慮個體差異
對特定個體或群體的不
平等對待

來源
文化、媒體、社會經驗、個人觀察
等

個人的偏見、制度性的
不平等

形式 概括性、貶低性、誤導性
直接的、明確的不平等
對待

對象 特定群體、人種、性別、宗教等 特定個體或群體

影響
削弱個體差異和多樣性，創造偏見
和刻板印象

剝奪權益，產生不平等
和不公平

原住民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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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 Training十大討厭問題：

1. 原住民都愛喝酒、吃檳榔。
2. 原住民都很會唱歌、跳舞（運動）。
3. 原住民都很懶惰（不愛念書與工作）。
4. 原住民好好∕好多補助又有加分。
5. 你還會說（講自己的母語嗎）？
6. 你為什麼那麼白？不是原住民嗎？
7. 你可不可以介紹你們的文化？
8. 你們還在打獵嗎？
9. 的拉、嘎嘎烏拉拉，你是哪一族？我是存款不足？
10.你∕妳是原住民嗎？

職場上對原住民的刻板印象和歧視的影響

•刻板印象：
• 對原住民的工作能力懷疑
• 對原住民文化的誤解

•歧視：
• 就業機會不平等
• 薪酬和福利的不公平待遇
• 被忽視和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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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認識與檢視對原住民族的負面刻板印象、正面刻板印象
•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有自己的個人特質和能力，每個
人應尊重與學習接受不同。

•刻板印象的存在可能導致對原住民的歧視和不公平對待，
因此檢視自我對原住民的刻板印象，尊重每個人的文化和
差異，確保平等和包容的職場環境。



NOTE



NOTE



NOTE





廣告

任何人不得對他人性騷擾或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侵害他人，除負有法律上之刑事與民事責任外，
本單位亦將依內部規定懲處。

遇到性侵害事件，請撥打���或���保護專線求助。

發現性騷擾或性侵害事件，需本單位立即協助處理者

請撥打本單位聯絡電話：

性騷擾他人者，依法得處新臺幣�萬元以上��萬元以下罰鍰；
利用權勢或機會進行性騷擾者，其罰鍰加重二分之一；
乘機襲胸摸臀或觸摸他人隱私部位，被害人可提出刑事告訴，
最高可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萬元以下罰金。
性侵害他人者，依刑法規定最高可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年以上有期徒刑。

1

2

3

4

5

禁止性騷擾及性侵害公開揭示

電話：02-7736-5595
手機：0978-605-300
電子郵件：gender@mail.yda.gov.tw 



東		區

8.11
職輔教材運用原民工作坊

問卷調查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