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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113年「青年好政-Let’s Talk」計畫 
議題結論報告 

團隊名稱：bubu人文小跑車 
討論議題：都市原住民的部落重建與展望 
辦理時間：113年 9月 1日（星期日） 
辦理地點：南港市民活動中心 

一、 現況或問題 
(一)  缺乏像原鄉的生活環境 

1、 與漢人的生活習慣不同 
2、 社交場域被壓縮，舉辦共同活動擔心與周遭居民產生爭端 
3、 電梯大樓與部落生活有所落差 
4、 文化流失 
（1） 語言流失——缺乏與長輩溝通的媒介，使得許多傳統難以傳承，

如歌謠、故事 
（2） 與同儕的文化不同，自我族群認同難以深植 
（3） 與主流價值不同，像是假期的放假時間主要仍以漢人節日為主 

(二)  土地政策問題 
1、 戶籍制度使得都原在就學、投票、社會福利上取得困難 
2、 沒有土地所有權 
3、 基本生活需求不被滿足 

二、 結論或建議 
(一) 有形文化保存 

1、 對內保存： 
（1） 開設與擴大系統化原民文化課程、證照 
（2） 人才培育：技能培訓、飲食保存 

2、 對外發揚 

備註： 

1.討論過程中「現況問題」、「結論或建議」可能有不同部分意見，請視討論結果以適當

方式呈現。 

2.如內文重點較多，建議可分點呈現。 



113 年「青年好政-Let’s Talk」計畫執行團隊提案簡章 

附件 4 

（1） 全民原教 
（2） 推廣族語 
（3） 影像、藝術創作 

(二) 語言保存 
1、 各年齡層一同努力（小孩、青年、中壯年、老年） 
（1） 老年：錄音打造族語資料庫，教小孩正確發音 
（2） 中壯年（父母）：舉辦族語親子育樂營，讓親子沈浸在族語環

境、致力母語研究推廣、教孩童族語可獲補助 
（3） 青年：全族語授課、族語社團、補助語言檢定，鼓勵更多族

群的人學習 
（4） 小孩：提供小孩族語教材包、父母親口教學 

2、 政策觀念的轉變 
（1） 工作上要用得到族語，大家才有學習的動力 
（2） 反思：華語仍為主流，對原住民族而言，如何平衡華語與族

語之間的重要性，在教育中應該以何者為主、何者為輔。 
(三)  共同生活空間營造 

1、 在食（例如：山豬肉、小米酒）、育樂（例如：音樂）、文化
（例如：圖騰）上，都要透過參與式規劃的方式，在集中式的

空間中營造出與「與原住民之間的連結」。 
2、 規劃應該先由社區有志人士共同發起，先找人、依序再找元

素、資源與資金，要由下而上的做起，人員不限於都原，可以

包含周遭住戶、鄰居等不同族群的人，透過召開共識會，來一

同保存在地特色。 
(四) 在戶籍不能改變的情形下，如何讓都市原住民能夠使用以戶籍基礎的

資源？ 
1、 戶籍投票：不在籍投票、於工作場所設置投票所 
2、 就學：實驗教育（融入部落文化）、共學團、遠端教學 
3、 醫療：接送服務、與醫療院所建立合作機制，開設遠端看診服

務 
4、 房屋修繕：以不擴大佔用面積為限，修繕無需申報，減少作業

程序，也能即時修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