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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意識J 到「認同J

--論台灣鄉土教育的建構

姚誠

近年來各領織的專家與學者們皆認為在現在的教育體系中，

鄉土教育有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益提出各項椎動的策略，期盼

在朝野的努力之下，能以鄉土教育活化台灣教育土的僵化現象，

在課程和教學上使學校、社區有更密切的互動，也給師生有更寬

庚的創意空間。

本文即以「意富起」牙切「認同」兩組分析概念，對鄉土:意識和

鄉土認同予以詮釋，並據此提出台灣鄉土教育的建構路徑與發展

線索，最後在結論中歸納五大分析要項與七大椎動策略作為總

結。

關鍵字:意識、認同、勢~土、鄉土教育、鄉土意識、鄉土認同

本文作者為國立花星星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所長; I劃立政治大學中山人文暨社
會科學研究所博士;學術專長為鄉土教育、台灣民間信仰、公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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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八十二年修訂的課程標準﹒自八十五學年度起，園中一年級每週

三節「認識台灣分為歷史竊、地理篇、社會篇，每篇每週各一節，取

代現在國一歷史、地理和公民與道德三科。而國一課程除音樂、美術外，

男增設「鄉土藝術活動每遇一節，內容包括本土美術、音樂及其他藝

術等。國小三至六年級，增設 r鄉土教學活動每週一節四0分鐘，分

鄉土語言、鄉土歷史、鄉土地理、鄉土自然、鄉土鑫術等五類，各縣市可

以針對地方的特色，發展符合地方需要的教材，學校也可以自行設計課

程。

國小「鄉土教學活動」應兼顧認知、情蔥、投能與多元文化的尊重 。

依據「國民小學鄉土教學活動課程標準計有下列四項總目標:

一、增進對鄉土歷史 、 地理、自然、語言和藝術的認識，並培養保存、傳遞及

創新的觀念 。

二、培養對活動的興趣及欣賞能力，激發愛鄉情操 。

三、養成對鄉土問題的主動觀察、探究、思考及解決的能力 。

四 、 培養各族群文化的尊重，以開闊的胸襟與視野，並增進社會和諧。

面對此一教育上的變遷，強化鄉土教育內涵深層恩考，實有其必要

性。這篇以「鄉土意識」與「鄉土認同 J 為探索主軸的論文即在這樣的背

景下完成。全文以鄉土意識、鄉土認同為分析的核心，更嘗試以「人與土

地」的聯按說明台灣鄉土教育的建構和挑戰，期待這樣的分析和建議能使

鄉土教育無論在課程結構和教學實踐上都能獲得更清晰的思想理路。

貳、鄉土意識的內涵

在「鄉土意識」裡意義 j (meaning) 這個概念佔有核心的地

位。「鄉土」並不是客觀存在的，他是人們賦予意義的結果，只有經過人

們主觀意識轉化之後的生活空間才稱其為「鄉土鄉土 j .是鄉土意

識活動的結果。「空間 j (space) 與「地方 j (place) 是很普遍的日常

用語，但其中卻有不同的意義。它們最大的不同，在於人們在一個「空

間」待久了而有感情之後，就變成「地方」了 。 因此鄉土」所指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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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意識 J j'J r認同」論台灣鄉土教育建構

僅是「自然空間而是具有「人文空間」的內涵。人們常說家」的

感覺真好。「家』和一棟房子的主要不同就在於「家」有靈性、溫暖、感

情。「家」和一般房屋不一樣，因為我們賦予了它「意義」。

為人，就是意味著要生活在一個世界裡一一亦即生活在有秩序而且使

生命事物富有意義的真實裡，這種人類生活方式的基本特性，便是「生活

世界 J 這概念所要表達的。生活世界具有社會性，並從其中衍生出其集體

所共有的意義。人們在從傳統到現代的「現代化」過程徑，付出了很高的

人文社會代價。「漂泊的心靈 J 便是在所有代價中最明顯的一個。在變遷

中扯會的人們，開始對生活意義及扯會規範產生懷疑及不確定感，感到自

己無恨，沒有歸宿。簡單的說，現代化帶來的是一群漂泊的心靈，失落的

個人。快樂的傳統人已不存在，憂慮的現代人是現世的寫照。生活世界的

病態現象，可以從三方面來看:(1)某個社會的文化遺產對這個社會上的人

變得沒有意義，這種意義的喪失直接危及人們集體認同的穩固;對社會中

的個人而言，覺得沒有傳統沒有置身其中的感覺。 (2)社會內部的分裂，狹

隘的地域觀念、階級與族群的衝突層出不窮。社會分裂表現在文化現象方

面，便是社會組織合理性依據的失效，表現在個人身上，則是個人不顧參

與、甚至抗拒整個社會中該有的社會化過程。 (3) 由個人角度看，病態現象

表現在人際關係上，人與人之間出現極端的陌生感，個人覺得自己生長的

地方、身處的環境、周遁的書長人是最陌生而無從瞭解的。由上述的情況，

我們發現在工業社會的快速變遷歷程裡，人們面臨一連串持久而深遠的身

份危機，造成顯著的緊張和焦慮(曾維宗譯，民 74)。為了抒解這股遊蕩

失棍的感覺，尋根成為一種心理需要，一種「認同」和「歸屬 J 的需要。

個人嘗試建造和維持一個「鄉土世界 J (homeland world) .來作為其在
社會上生活有意義的中心，這個世界將帶給他持續和整合的意義。有關

「鄉土 J 意義的界定，有如下的一些詮釋:

周圍屏認為「鄉土」是一個人長期居住的生活空間。由於長期生活接

觸在此空間內，對此空間環境最為熟悉了解，因而產生一份特殊的情感，

即所謂「鄉土情」

鍾喜亭認為「鄉土」是人類居住生活的本鄉本土，包括歷史、文化、

生活習慣和自然景觀等。

黃政傑則指出「鄉土」是我們生長和工作時極容易接近的地方，鄉土

內的事物都是我們可以經驗的(王盒，民84 )。

由上述的定義鄉土」一詞指涉兩種意涵，一指「人們出生的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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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少年時代生活的地方一指「長期居住的地方，對該地方已有特別深

厚的感情並受其影響 J (王霎五，民ω)

心繫鄉土似乎是世界性的現象。無論何種文化背景或經濟階層的社會

都一樣，傳統扯會如此，工業社會也姐此;鄉下人如此，城市人也如此，

識字的人如此，不識字的人如此。許多人離開鄉土，無論離開多久，鄉土

的一切仍被視為珍貴的回憶。在「鄉土意識」的探討上，值得研究的問題

是，人們對鄉土依戀情感特別強，這種情感的特徵是什麼?是什麼樣的經

驗造成這種意識的呢?那是因為人們幾乎都認為他自己的鄉土是世界的中

心，甚至整個宇宙的的中心。一個地方的人如此，一個國家的人民也常常

如此。自個人經驗來說，還是很自然的。以垂直的角度來看，舉頭望青

天，四處是天邊，這個世界的中心在那櫻?當然是站的地方。以平面的角

度來看，那麼我們居住的地方一一鄉土，更是世界的中心( Tuan, 1979 )。

自我概念的學習是有顧序的，由內而外，由自身擴增到周遭世界，在

學習不熟悉事物之前，先要學習比較熟悉的事物。人類生來，即應用一切

所有的感覺及手腳來判斷及經驗空間的大小、冷暖及光亮或黑暗。嬰兒從

出生下來，便一點一點的學習四周的結構及其概括知識( con自ptual know

ledge) ，在經驗中學習了解周遭附近的環境。小孩子以自己的手腳、眼

睛，馬上就知道其觀察的範圈，但其所能了解的地方很有限，就如我們如

果回想以前小時候的地方或事情，也許記不得很多地方。可是孩子從懂得

爬來爬去之後，曉得和父母及其他人遊玩，並且能夠找到玩具或小狗、小

貓玩耍時，他所熟悉的不同人物及其家內家外的環境，就愈來愈寬廣，也

愈來愈複雜了。從小孩會走路、騎腳踏車，到乘公共汽車之後，在還沒有

正式接受「地理」課程時，就已經學習經驗許多他周遁的環境了。並且如

果他在這個地方住的愈久，那麼他也就愈與這個地方有了不可分闊的感

情。

到了成年以後，許多人自己有了車子，可以自由地東西南北胞，如此

他對四周環境的感覺力有了不同。他感覺這個世界，實際上有較大了，不

只是在書本上、雜誌上、照片上、幻燈上、電視或電影上所看到的而已。

他覺得他的生活空間更加寬大了，他也愈有自由了。試想一個人能搭乘各

種交通工具到世界各地觀光，將來甚至可能到月球度假，姐此他觀念中的

世界不但更廣大，內心也將覺得更自由。可是因為他不能在每個地方待很

久，所以對於後來經驗過的地方，也就沒有他長久居住的故鄉那麼有感情

了。鄉土真是宇宙的中心，又是我們關懷的地方，如此人們怎麼能夠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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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土、割捨鄉土。這種對於鄉土的意識應是最有價值的。喪失了這種意

識，就等於毀滅了他們的宇宙結構，使人有著不安的感覺。

鄉土意識隨著社會的變遷，也應有其調適與轉變。此一轉變就是以多

元旦動態的鄉土觀取代一元且靜態的鄉土觀。傳統註會極，鄉土擋的是一

個人出生的故鄉，或年幼、少年成長的地方(夏黎明，民84 )。這種鄉土

觀，認為一個人只有一個鄉土，且其中充滿濃厚的「命定』色彩。此一元

鄉土觀最大的缺點就在於違反民主赴會的關鍵性價值一一個體的自由選擇

權，而僅以出生地來界定及歸類個體，使得鄉土凌駕於個體之上，而忽視

個鍾的主觀性和選擇性。直言之，鄉土纏不再被狹義的論釋為「出生地」

或「成長地 J 它也可能是「求學地」、「就業地」、「成家地 J 甚至

也有可能是「養老地 J 只要有認同感的地方，就可成為鄉土。鄉土認同

取代出生成長，成為指認鄉土的新標準。源自於傳統農業扯會中的鄉土意

識，必須重新加以界定和論釋，方能在現代社會中獲得生命力。

在現代往會中，不僅有太多的人 F少小離家，老大也不回逐工作

而層的新游牧族群愈來愈多，更有不少的工作與居家生活分屬兩地。如果

只對一個人的出生成長的地方才開慎，那麼對於現居地很容易形成一種過

客心態。假使一個地方的居民 ， 特別是人口大量移入的新扯區，絕大多數

的住民都抱著過客的心態，那麼社區意識如何產生?詮區共同體的營造豈

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因此，在高度流動的釷會捏，一個人應該對現居地

抱持一份認知與關懷，以期培養多元化的認同感。所謂的「第一故鄉」

「第二故鄉 J ...是可能的，在情感上我們不必再固執於出生地的原鄉約

束，而自由的被據自己的條件，對屬意的地方產生認同，成就自我，建構

人生的新故鄉。

參、鄉土認同的意義和面向

有關認同的討論，可概括分為二類研究方向。第一種研究方向著重在

個人對自我或他人(楷模或偶像)的認同(或稱統合) (張春興，民84)。

另一研究方向，則強調個人對其所屬文化，仕群、地域的認同( Edward 

Rel帥， 1976 )。艾端克遜( Erikson, 1959 )認為認同」一詞，意含個體

尋求自我的合一性，以及希望與周遭人事相契合的努力。艾氏將人格發展

分為八階段，每一個階段都有不同的發展危機。個體面對危機，必須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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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自我以為因應，在這不斷與外界相互調適的過程中，獲得自我認同

( self-identity) (蘇建文等，民80 )。艾氏認為自我認同的形成是終身的

歷程，但是其關鍵期在青春期。青春期的青年人，在生理上有急速的變

化，潛伏期蟄伏的性慾在這一時期又重新活躍;同時又要面對許多人生重

大抉擇，如升學、就業等問題;加上在社會中的地位不穩定，以及必須扮

演多重的角色;此外，赴會變遷的影響，也容易加重青年人的失落感，而

發生認同危機( identity-crisis )。此時青年人，必須能順利將自我與外在

頭境做適切的調適，並將各種角色統合在一起，建立良好的心理赴會性認

同( psychosocial identity) .才能發展出健康成熟的人格(江芳盛，民

81 ) 

綜合上述，可得知:認同是主體(個人)與客體(重要他人，團體

等)趨於一致的心理歷程。此一心理歷程，就心理層面而言，即為主體所

產生的歸屬感。就外顯層而言，即為主體對客體的行為方式，態度觀念，

價值標準等相似性與涉入性的程度。

鄉土認同( native identification )迄今尚無學者對其作明確的定義。學

者討論此一概念時，使用類似的名詞，如鄉土依附( attachment to home

land) 、地方認同( identity to place )、地方依附( attachment to place )、

團體認同 (group identification )、鄉土意識等。

段義字( Tuan. 1979 )認為:鄉土依附是一種全球性的普遍現象。它

是存在於人們心中的一種心理狀態。在此一狀態下，人們會視其鄉土如同

滋養其生命的母體;是匯聚激勵人們努力的美好記憶與光彩善跡所在之

地;也是心靈空虛時，或是在他處奔尋生機，內心安身立命之處。

Kevin Lynch ( 1960 )則認為是地方認同是辨別不同地方人們個性與特

質的依據，亦是做為暸解認識不同群體的基髓。

Shumaker 認為:地方依附是個人與其居住環境之間的正面情感連

結，這種連結，能產生舒適與安全感(危正芬譚，民84 )。

張氏心理學辭典則將團體認同定義為抖個人自覺屬於團體中一份子的

隸屬感斗個體自覺其所持態度與價值感與其所親和之團體在心理上趨於

一致的傾向。

姚誠(民 84)則認為鄉土意識是每個人對於其所強烈依戀的外部世界

一種親密關係。這種關係是經由語言交流，感情支持和相互接受所凝聚而

成。

夏黎明(民77)認為情意的基礎，才是鄉土認同的真正關鍵。鄉土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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蟬的形成和內容援然十分多樣，但最重要的卻對生活空間的歸屬感。

綜合上述，學者對於鄉土認同之相關理念，用詞或有不同，但其概念

則有相當之共通性。即鄉土認同中最重要的要素是個人所自覺的鄉土歸屬

感。藉此歸屬感，個人獲得探索、發展其生活世界的內在心理動力。綜合

上述學者對認同或鄉土認同的看法，可將鄉土認同定義為:個人對其自主

覺察的生活空間內，一切人、事、物產生的認同與歸屬的心理歷程。依照

前述的鄉土認同內涵，可嘗試將其分別區分為五個實質面向:一、實質環

境認同，二、經濟生活認同，三、社會生活認同，四、文化生活認同，

五、歸屬感。如表一所示:

表一鄉土的內涵與鄉土認同的實質面向

空間定位 特 徵 內 涵 實質面向

富麗覺空間 1.自然現象 人類感官所能覺察 實質環境認同

2. 空間特徵 的外在世界

生活空間 1.經濟生活 人類用以滿足生活 經濟生活認同

中物質慾望的行

為。
2. 社會生活 人類為維繫群體生 社會生活認同

存延續所建構的人

際互動體系與行

為。

3. 文化生活 特定人群為凝聚集 文化生活認同

體情感而有 JJtl 於其

他人群的儀式或民
俗活動。

主體空間 I 歸屬感 人類為了認同、安 歸屬感

2. 安全感 全感、鼓舞激勵所

3. 鼓舞激勵 產生的一種對空間

的心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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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們可將「鄉土 J 解讀為一種「心理空間 J 而不單純只是~

種「地理空間』。因為在這個空間徑，人融入了情感，賦予它意義。而鄉

土文化是在該區域內，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超自然的互動現象總稱。

鄉土教育包含對鄉土的認知、情感、行為等，是形成鄉土認同的社會化過

程。在上述幾項概念逐漸澄清之後，我們更可提出一個嘗試，隘的鄉土教育

理論架構(如圖一)。

肆、台灣鄉土教育的發展線索

鄉土教育如果從教育史與比較教育的角度來審視，它應是一種思辯 、

一種觀點，而不能只是一門課或一種教學法。我所認知的鄉土教育應是

「鄉土語言與鄉土體驗辯證過程中延伸出來的一種教育類型而所謂的

「鄉土語言」並非指涉狹隘的母語範疇而巴，實應包涵更重要的「土地知

識及觀念而也不完全限定在科學性的語詞上。在區域文化的探討裡漁

民和農民的語言風格就有著明顯的差異討海人」那極強悍的海洋、庶

民性格，不管是對魚的稱呼，還是捕魚時用的術詣，都是漁民從生活中累

積出來的與海洋相處的一套機制，這些語言對一般人而言是陌生的，然而

它們確是台灣島上某一群人身上川流不息的血潑，更是某一些地方文化的

沈澱。對鄉土語言的掌盤、吸納與傳遞確實是鄉土教育有別於一般教育的

重要特徵。男外，所謂「鄉土值數 J 當指教材的精神是否呼應了學習者

的生活，以及是否產生「土地面向的感動 J 而此處的「感動」及包括興

趣、鐘賞、態度、價值、信念等情意行為。因此，在提高學生認知能力的

基礎上引導其情意的發展，是鄉土教學的重要目標。

為了進一步益清台灣鄉土教育的發展線索，這裡就進一步描述鄉土教

育的特徵:

一、工業革命遺續下人與土地疏離後的反省

「全球性思考，地方性行動」不只是一句環保的口號，事實上工業革

命從經濟過度膨脹所造成環境與社會的變遷，都凸顯了人與土地關係的扭

曲困局。換言之，鄉土教育的內涵，首先要把鄉土教育這個理念放軍在整

個工業革命後，土地經營失據、教育無知於土地、乖離土地的文化等諸多

人類共同困境的時代背景上，才有反恩和實踐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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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一

從 r-意識」到「認同」論台灣鄉土教育建構

鄉土教育的理論架構

| 鄉土環境 | 

| 鄉土教育 | 

媒體

家庭

社區
學校

社團
政府

大來傳擋媒介

|個人|

鄉土意識

知:認知成分

情:情感成分

技:行為成分

鄉土教育的遑論架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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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域性是鄉土教育建墓的起點

鄉土教育內涵的探索，除了人依存於一般土地形成的土地深層意含及

秩序意義外，還需要關照到地域性命題。畢竟，鄉土教育的深層意涵主要

來自個別的土地經驗，再漸次沈澱、延伸、建構起來的。其關照個別土地

(即地域)的性質，必需被面對，被提及。「全體可以照亮部分，部分也

可以照亮全體究竟「鄉土」的範團應該有多大或多小?說實在那不是

最核心的問題。我們應該關注的是什麼樣的人在這樣的環境下創造了大家

現在生活的這套文化。人們在這塊土地創造文明的過程中，既是許多更小

區域之過程的集成，同時也構成更大區域之創作過程的一部份。鄉土教育

的同心圓架構以學習者所在地出發，像池子的漣漪，一波一圈往外推移。

人的活動當然不會像漣漪那麼機械，所以這個岡心圓每環範閩亦因當時人

的活動而異。不過有一點是不變的一一立足於鄉土，這個鄉土也許是一

村，也許是一鄉，也許是一縣，但也可能是全台灣。

三、鄉土教材必須適時反映時間歷程中人與土地的動態關

係

人與土地長時間互動，形成倫理關係。這樣的倫理關係有就反映在禁

忌、祭典、採集智慧、狗蠻、耕作、營建...等生活面相上。然而，隨著時

間的推移，人們引進許多利用土地的技術，再加上不同旅群與政權的進

出，也就促使人和土地相處方式改變，甚至影響到人和土地的關係'以及

深遠的土地與生命秩序。因此，審視土地倫理，必須關照到類似時間意蓮

的倫理動態事實﹒隨時反省、思索，並賦予當代人與土地關係狀態的深層

意義。

當然，人和土地的關係有應然「善」的期待，這攘「善」的期待，可

能藏在先民和土地相處的智慧裡，也可能寄託在土地生命高歧異的秩序

中;這些都可做為面對當代土地變貌峙，反省、關照的憑藉。也因此，土

地倫理建構志業，要能夠理解當代土地變貌的事實，指出其背後人與土地

的連接關係，憑此反照人與土地之間應然的「善籍以尋出在課程與教

學中實踐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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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r.意識J 到「認同」論台灣鄉土教育建構

四、審視多元面向的連接機制

「連接」的意合，是建橋鄉土教學的重要關鍵。鄉土教學連接的線索

可以是時間的，可以是空間的，也可以是生態的，更可以是扯會的...。從

連接網絡中賦予鄉土現象意義，將能夠理解該現象的整體意合，以及延伸

方向。換句話說，面對鄉土議題，連接的線索越繁複'地方深層意舍的指

涉越豐頓，則整體課程與教學的實踐意義也將越深刻。

日本學者島越皓之在其生活環境主義的論述中所觸及「科學知」及

「生活知」的概念，亦可為鄉土教學帶來啟示。那就是以課程統整的取向

將「科學知」與「生活知」予以融會。

課程統整( curriculun integration )是一種課程設計方式，這種課程設

計的方式是將類似的知識、經驗組織在一起，希望藉此護學習者對於知識

的學習能更深入，獲得更有系統的知識，更加容易將其應用於日常生活

中。為了達到這樣的目的，學習的內容必須以學生的經驗、社會的生活做

出發，誠如學者賓尼( Beane, 1997, 4-10 )所主張，課程統整應包括經齡的

統整、社會的統整、知識的統整、課程設計等四個面向。

因為學者( Fogarty, 1991 Pettus, 1994 Jacobs, 1989 Shoemaker, 

1991 ; Drake, 1991 、 1993 )對於課程統整所關照的面向不同，所提出的統

整策略也並不一致，但大致上可以分為以下五種方式:

1.單一學科(或領域)統整

也就是在維持學科或領域的界線下，在每一個學科或領域內規直到主

題，選擇學習內容。所以其實每個學科或領域是獨立的。

2. 平行式統整

以某一些共同的主題來安排各學科或領域的學習內容，這時候雖然學

科和領域的界線仍在，但是學科間存在著共同的架構。

3.跨學科式統整

在人類所創分的學習領域或學科中，所蘊含的知識常有某些共同的部

分。就以這些共同的部分為主題，作為學習的內容。相類似的學科或領

域，可以用此種方式，不相似的學科也可採行，只是主題較難尋找。

4.科際融合式統整

當主題出現後，再恩考各學科可以教些什麼，各活動的順序安排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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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主題為主，不遷就各學科領域。

5.超學科式統整

完全依據主題所需設計教學活動。完全不管那一個教學活動是屬於那

一科，或那一科要配合主題設計什麼樣的內容。

在前途五種策略中，課程統擎的程度依順序逐漸增加，愈前者統整程

度愈低;愈後者統整程度愈寓。此五種尚可分成兩大穎，前四種還是在學

科或領域的能疇內尋找主題的內容，第二大類則是第五種，是跳脫學科的

恩考方式。

鄉土教學必須更加強調學習的統整性和不可分割性，以及對學習者興

趣和經驗的重視。由於鄉土教學必須從學習者的生活世界中發展教學方

法，很難有固定的教學步驟，但仍有一些課程設計的原則可以依循:

1.從生活的整體到部分，再回到生活整體的學習程序。

2. 在有意義的生活脈絡中，建構鄉土教學的意義。

3. 激發學生的內在學習動機，享受鄉土學習的興趣。

4. 以學生的鄉土環境經驗為核心進行統整課程設計。

5. 由師生共同決定學習內容。

6. 以學生的經驗為核心進行統整課程的設計。

國二 鄉土認知與情意目標聲合的教學模式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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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武雄教授在「童年與解放」一書中，提出經驗網絡理論，認為兒童

透過直接體認去認識世界，主動了解外在的秩序，以體驗外界的一切，使

兒童得以逐漸的認識世界，這就是兒童期發展知識的機制。人類學習透過

眼、耳、鼻、手、足等器官，經由視覺、聽覺、觸覺、感覺等活動中而習

得知識，所以「知覺」可以從實地的觀察和活動中完成。而戶外教學活

動，原本就是一種親身參與的感官活動和經驗活動。從多數教學實務上觀

察，那些鑽過鎮密的規IIJ且訂有明確目標的戶外感官經驗，最能在孩子心

中留下深刻的記憶，並影響其態度和行為。鄉土教學在策略上向來強調戶

外教學的重要性，就是希望從戶外的學習活動中，從事具有知、情、意內

涵的教學活動。

伍、結論一建構台灣的鄉土教育

就上述鄉土意識與鄉土認同的概念釐清和鄉土教育發展線索的掌喔，

本結論擬提出台灣鄉土教育建構的五大分析要項、七大推動策略作為建構

的基點。

一、五大分析要項

(l)鄉土教育議題分析:地方主題、教育重點。

(2)鄉土教育參與者角色分析:推廣者(政府機關、扯教機關、民間團

體、傳擂機構、專家學者等) ，接受者(扯區民書長、學校師生等)。

但此角色將隨情境而有所更易。

(3)鄉土教育內容分析:包括鄉土語文、鄉土自然、鄉土歷史、鄉土地

理、鄉土鑫術等五大領域，以及各領域的概念分析與階層建構。

(4)鄉土教育管道與活動類型分析:教育管道(學校、扯會體系等)、

活動類型(戶內、戶外等)

(5)鄉土教育教學角度分析:為鄉土而教學、從鄉土中教學、教學有關

鄉土。

二、七大推動策略

m鄉主教育的推動，應強調「一個地球村」的中心概念，跳脫地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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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狹隘觀念，遵循「多元化思考、地方性行動」的原則，講求科

際整合的分工方式，使生命格局深化與擴充。

(2)鄉土教育策略，應針對地方議題並掌喔社會資源，透過學校與社會

教育體系「兩種教育管道以傳達與分享彼此的鄉土觀與教學活

動經驗，以全面擴大落實鄉土教育終身繼續的影響層面。

(3)鄉土教育的規劃，宜因地制宜;從人與鄉土的「三種角度教學』

(為鄉土而教學，從鄉土中教學，教學有關鄉土) ，充分利用當地

資源，引導大多投向鄉土學習，建立共存共榮的土地倫理與族群偷

理。

(4)鄉土教育的宗旨，應提昇赴會大多長對鄉土的認識、閱價、認同及參

與等「四種鄉土素養」﹒並有助於生活空間的永續發展。

(5)鄉土教育的內容，應包括:鄉土語文、鄉土自然、鄉土歷史、鄉土

地理、鄉土草草術等「五大領域內容 J 以增進扯會大來對鄉土人文

自然的整體認識。

(6)鄉土教育的落實，應廣及於政府機關、扯教機構、傳搭機構、民間

團體、學校師生家長等「六額職群對象由局部至全面，使鄉土

教育擴及全民教育的層面。

(7)鄉土教育的執行，應由學者專家，共同針對活動目標(Why) 、兩

容( What )、對象( Who )、地點( Where )、時間( When )、教

材( Which )、方法( how )等 r 7W教學原理 J 設計系列活動並﹒

評量相關成效。

綜合以上各論點，吾人將可逐步瞭解鄉土教育與一般教育最大的不

同，即在於它的貼近性與脈絡關連性( context-related )。所謂「貼近」

係指與自己的生活環境有闕，也直接觸及自我的生命經驗;而 r脈絡關連

性 J 指的是它非但因地而異，而且因人不同，非固定的教材、動態的教

學，難以採有形、量化的評量，這些都是建構台灣鄉土教育的過程中應深4

刻暸解的本質與侷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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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From "Consciousness" to Ildentity"_-The 

Construction of Native Education in 

Taiwan 

Yao , Cheng 

Recently. many experts and educators from various fields concluded that native 

education is very important in the current educational system. They proposed 

several strategies to enliven the othevwise stiffened education. Close interaction 

between school and communities in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provided teachers/ 

students a wider creative spac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ain the native consciousness and native identity based 

on the two analytic concepts - consciousness and identity. Then. it analizes native 

education in Taiwan. The conclusion includes 5 analytic items and 7 motivational 

strategies. 

Keywords: consciousness. identity. native. native education. native consciousness. 

native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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