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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納里部落 從愛與學習出發

長榮百合國小   
見證分享的喜樂          文、圖／蘇士雅

置身在長榮百合的校園，眺望著禮納里部落，彷若聆聽著韋瓦第的「四季」交響樂；當中有著喜悅迎

春的輕快曲調，有驟雨艷陽的急板，有歌舞慶豐收的快板，有暖爐旁休憩的幸福抒情樂章……。

新部落、新房子、新學校

屏東瑪家鄉的「禮納里部落」位於群山環繞

之下，這裡原是一片濃密相思林、種植甘蔗的瑪

家農場，在莫拉克風災後，成為屏東縣好茶、瑪

家、大社三村部落族人的新家園。這是目前屏東

縣內最大的永久屋聚落，新社區名稱命名為「禮

納里」是排灣族舊名「RINARI」的音譯，原意是

「我們一起走，大家一起往那兒去的地方」。

新成立的禮納里部落一下子遷入480多戶家

庭，這麼多家庭的孩子們，除了新房子，更需要

一所新學校解決就學問題。在教育部的牽線下，

張榮發基金會獨資捐建這所新成立的學校。參考

了部落建議的數組校名，最後定名為「長榮百

合國小」；「長榮」，是為了感謝張榮發基金會

認養援建，同時，取自其字義上具有「感恩、獨

特、散播」的意涵。「百合」，來自於百合花是

排灣族與魯凱族部落的圖騰意象。

長榮百合國小動土之初，參與部落教育課程

規劃的工作者認為「這裡的一切都將會是新的開

始」；3個不同族群、不曾共處的部落，將告別

災難的陰影匯聚在一起，在一個新的生命舞台重

新開始。

校園進行建造規劃時，屏東縣教育史上第

一次向全國徵才，徵選屏東縣瑪家農場興建的長

榮百合國民小學籌備處主任，也是未來第一任校

長。歷經遴選委員會的面談審議後，屏東縣昌隆

國小陳世聰校長出線，開始投入籌備長榮百合國

小建校工作。

在籌備主任遴選會面談審議現場，有委員

「嘉勉」陳世聰很勇敢，陳世聰了解話語背後的

意思，當場以自己身上掛著勇士之珠來作回應，

顯示出自己是做了充足的準備而來。

當籌備處主任名單出爐後，部落一度出現微

言，社區居民對於非原住民血統、之前未有任何

部落教育相關經驗的陳世聰擔任這所小學校長，

各自有諸多的想像與擔心。

陳世聰信奉因緣，報名遴選長榮百合國小籌

備主任順利脫穎而出，新校落成後，在原住民新

部落中當上新學校第一任校長，對他而言是自然

的延續，而非唐突的旅程；雖非原住民身分，但

陳世聰在博士修業期間，對國內外主要教育行政

財政理論與政策有深入的探究，博士論文亦針對

扶幼計畫的執行進行政策分析，是國內少數對政

策形成過程有完整探究的論文，研究地區涵蓋全

國3分之2的原住民鄉鎮。

部落學校面對面 開展教育新嘗試

3個部落入住瑪家農場的第一個寒假（100年

2月8日至12日），台大城鄉基金會便舉辦了一場

為期5天的營隊「山林小小學：部落教育是這樣

從部落開始的」。這個營隊有多重目的，其中之

一即是希望藉由營隊過程讓3部落青年與家長共

同參與，促進3部落人士、家長彼此認識、認同

教育是重要議題，並藉由營隊最後一天的公開分

享會、實際過程影像，說明各活動課程的意義與

價值，讓大家了解部落教育可以如此具體操作，

可以和部落記憶和日常生活具體結合，引發家長

對於好的部落教育方式的想像開展。

當時，長榮百合國小教師團隊尚未形成，營

隊活動期間，陳世聰全力參與了各項主題活動，

為長榮百合的教學模式作了建設性的示範，在每

日的活動檢討中，也與會聽取部落菁英和青年的

寶貴回饋。

新校園從啟用至今，不過半年的時間，但校

 長榮百合圖書室需要各界提供書籍充實藏書。

 歷經顛簸的部落小孩終於在新校園中找到安定感。

這裡有悲，來自莫拉克風災的傷痛；

這裡有愛，來自長榮和各界的協助；

這裡有信任，來自家長和部落的期待；

這裡有決心，發自教育夥伴們的清楚理念和明

確行動。

我們願意以自然為師，以教育為志，同心合力

築一個諧和教育之夢。

──長榮百合國小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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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的運作幾乎是上了軌道，學校擬定了非常多的方

案也都在進行中；這當中，「閱讀」是首要重點。

策略閱讀引導進入廣泛閱讀

透過閱讀，可以強化孩子的理解能力、主題

探索知識、文化領悟力，更可成為孩子休閒的優

位選項。陳世聰認為，閱讀習慣的建立，是部落

生活形態能否產生質變、學生學習落差能否縮小

的關鍵。因而長榮百合在閱讀推廣上採取了全面

性的途徑，包含：

身教式持續閱讀／一至三年級推動「身教

式持續安靜閱讀」，讓孩子可以無壓力地自主閱

讀，在自然輕鬆中成長理解能力。這項計畫由中

央大學協助，並由張榮發基金會捐贈每班各200

本孩子們喜愛的優良圖書，供孩子們在晨間或空

白時間自由選讀。至於四五六年級除了晨讀外，

有全班到圖書室的閱讀活動，並推行讀報教育，

讓孩子接收更多元的文化刺激。

家長成長團體成為孩子的榜樣／透過在圖書

室進行定期的親職主題探討，逐步引導家長可以

在家閱讀或親子共讀。

參加成長團體的成員多為學校志工家長，平

常也協助圖書整理工作，藉由常常接近書而順手

翻閱書，這群志工家長最可能成為社區推動閱讀

的種子。

布置多元閱讀空間／圖書室是兩層樓中樓式

空間，大面積的透明窗讓學校周邊千峰層峰一覽

無遺，配上木質地板與不同造形閱讀桌椅，幸福

已是圖書室內的元素。

校舍班班都設置閱讀角與圖書櫃，學生可在

教室內接觸到各類圖書。校園廊道空間也佈置多

處可供閱讀的空間，並配置圖書櫃，優雅視覺自

然散發出誘人閱讀的書香。

另外，學校也利用寒暑假安排主題課程提升

孩子的數位能力，讓孩子可以利用智慧型教室的

數位設備進行主題分享，並利用數位器材來學習

部落文化與保留部落文化。100學年榮獲教育部

創意影音唯一特優，即是長榮百合國小學童用鏡

頭拍攝88風災後的家鄉土地，以及部落孩子們遷

移過程的心情。（編按：長榮百合國小100年度

即已借用瑪家國中開辦教學，101年5月18日新校

落成啟用）

寬敞圖書館 藏書仍缺乏

長榮百合國小辦學方向，除了加強學生基

本學力，更注重傳承部落知識體系；目前規劃以

提升學生學業成就、建構部落學歷、文化回應教

學及支援部落文化產業等面向作為學校的特許任

務。

部落學歷課程除部分融入領域、建構於彈性

學習節數與課後校本空白課程外，寒暑假日亦會

參酌知識結構、學習發展心理與部落文化活動，

另發展更統整性的文化課程。

禮納里部落可說是由學校、部落、家庭、教

會和現有文教資源形成一個共構網；專家學者、

學校代表、部落耆老與家長代表等菁英組成諮詢

委員會，定期半年召開諮詢會議，作為長榮百合

國小執行策略的依據。

知識成長的重要來源，其一是實務的學習與

操作，這一個部分，長榮百合國小得天獨厚有部

落的全力支持，其二，必須透過閱讀吸收，但這

部分，是目前學校所欠缺的。

長榮百合國小內部有寬敞的圖書室，有許多

開放的閱讀空間，但藏書量尚十分匱乏，目前圖

書室的書量大約只有2千冊。雖然有湯爺爺品格

贈書活動、張榮發基金會贊助圖書，以及從各基

金會或協會募得近2千本圖書，但對新設學校而

言，這些書本仍不足以滿足學生的求知欲望。

日前，高雄市博愛國小教務主任林明道與校

長張瑞宜聽聞這所山林間的新學校缺乏圖書，便

在校內發動捐書活動，他們期望生活在都會中的

孩子從中學習分享的情操。博愛國小便是微軟公

司列為贊助的「未來學校」，這所高科技的校園

接受企業的扶持，如今，他們要將愛以另外一種

形式傳遞……。

因為不足，都市和山林的小孩有了牽引。

因為災難，沒有交集的部落產生出另一種交

織的形態。

陳世聰，一個溫文儒雅、善於思考的學者，

走進生命力強旺的部落中迸出新的火花……。

生命的動人之處就在於此；一種物體發酵出

另一種滋味。

 老師向學生講解部落畫家作品。

 陳世聰校長在閱讀角說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