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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青少年期是人生的重要學習階段，休閒生活型態也在青少年期建立其基礎。原住民

族青少年也在同時期學習其休閒的技能及建立社交的網絡，文化的紮根除了兒童期的接

觸與學習外，更顯重要的是青少年期的族群認同感及建立自我自尊心。休閒是每個人自

由的選擇但也是主動的抉擇，原住民族青少年之休閒生活如同一般國民之人權不容忽

視，但其休閒空檔的安排可為其建立民族認同感及建立完整同儕社交網絡，休閒輔導對

原住民族青少年的生活輔導及文化的再學習有其重要性。 

  本論文依原住民族之特性進入休閒教育輔導模式的結合，內文分五個部份論述，第

一階段談原住民族青少年，第二部份進入青少年的休閒生活，第三個主題探討原住民族

青少年的休閒生活，第四議題則是原住民族青少年休閒輔導之重要性，最後一段談原住

民族青少年休閒輔導的策略，在文中除探討相關議題的重要與理論支持點外，對原住民

族青少年休閒之關注才是真正的重點，文後提出對原住民族青少年休閒輔導的建議。 

  民族的命脈的延續不是一篇文章可以完成，主流文化的衝擊也不是僅靠察覺與不滿

的反抗能阻擋，休閒生活內涵的包容可以將文化加於融合並消弭多元文化之間的衝突，

青少年階段的休閒輔導更能發揮無形的文化植根的實際功效，從休閒輔導來進入原住民

族青少年的教育與學習體系，在休閒的內容加入文化的實質內涵籍以建立健康之人生觀

並保有民族之尊嚴是原住民族教育工作者應共同努力目標。 

關鍵字:青少年、休閒教育、休閒輔導 

 

Abstract 

Adolescence is the most important learning period of life; the foundation for leisure 
lifestyle is also made during the adolescent age. The indigenous adolescences learn their 
recreational skill and social network during the same time. Comparing to the cultural 
education and connection rooted in the childhood period, the building of self-estee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nse of identity are seemly more important. While people have the 
freedom to choice leisure, it is a choice of initiative. The leisure lifestyle of the indigenous 
adolescence is not to be overlooked as if it is a basic human right. Careful arrangement of 
their leisure time can help indigenous adolescences to build ethnic identities and complete 
social networks with their peers. Leisure counseling is necessary for both the daily counseling 
and cultural reeducation of indigenous adolesc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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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leisure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 which incorporat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digenous people, and is broken down to five parts: 1) the discussion of 
indigenous adolescences, 2)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leisure lifestyle of adolescence, 3) the 
exploration of the leisure lifestyle of indigenous adolescence, 4) the emphasis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leisure counseling of indigenous adolescence, and 5) the highlighting of the 
strategies for the leisure counseling of indigenous adolescence. In addition to the discussion 
of the concepts of these topics and their supporting points, this paper stresses the importance 
to give concerns and pay attentions to the leisure of indigenous adolescence followed by some 
advises for the leisure counseling of indigenous adolescence.  

 The continuation of culture and ethnics cannot be preserved by just one paper; and the 
impact of new age cannot be prevented by simply the conscious observation and rebellious 
resistance either. The quality leisure lifestyle can integrate cultural diversity and eliminate the 
conflict in between. The leisure counseling for adolescence, furthermore, can create actual 
outcome for cultural rooting. Using leisure counseling to enter the education of adolescence 
and preserving the cultural contents in their leisure activities to enrich and establish a healthy 
lifestyle while keeping the ethnic dignity and confidence are something the indigenous 
educators should do.    

              

正  文 

現今休閒專業在其他先進的國家已成為發展最快的行業之一，因為先進國家的科學

發現醫學的效果不足於提高生命的品質，休閒的融入才能使生命品質更上一層，而精緻

的現代生活模式下休閒的需求也相對迫切。台灣眼前與世界同步地朝摩登社會演進，人

們生活在高科技的便利下同樣面臨極端的工作壓力，利用休閒活動來提昇國民的健康水

準及提昇生活滿意度己刻不容緩。 

青少年期是人生的學習黃金期及充滿各式挑戰的階段，休閒的技能學習與定型也在

青少年期奠下相當的基礎，個人終生的休閒生活模式之建立也在青少年期有了初步的型

態。原住民族青少年在時代演進的巨輪下一方面要適應主流文化的內容，再方面要保留

原住民族固有文化的內涵，如何在科技新知的學習下保有自己的民族性，實為教育工作

者及家長關心之議題，筆者認為，原住民族青少年之休閒生活加入文化的內容可為其建

立民族認同感及建立完整社交網絡，利用休閒輔導強化原住民族青少年成長期間的溝通

技能增進，可為原住民族青少年奠定終生休閒生活的基礎，本文將依原住民族之特性探

討主流文化環境下的休閒輔導，以青少年最容易接納的角度進入其心靈世界，籍以建立

健康之人生觀並保有民族之尊嚴。 

 

一、原住民族之青少年 

青少年是兒童期渡過成人期的橋樑階段，愈來愈多學者認為青少年期是人生重要關

鍵期 (Erikson,1980;李惠加，1997) ，青少年期的生理加速變化，促使其身心發展的不

穩定因素增加（鄭惠萍，2002）此階段青少年面臨生理與心理極大的質與量的改變，根

據心理學家黃德祥（1994）的說法，青少年正期生理與心理的狂風暴雨期，在生理方面

有著青春期的衝擊，在心理有著性情的轉變，在社會方面更是兒童期開始踏入成人世界

的轉變期。發展上的變化對青少年來說是危機也是轉機，這個時期青少年有機會克服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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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建立自我，成為一個統整的、成熟的個體（李惠加，1997）。台灣原住民族青少年與

一般青少年有著相同的身心發展狀況，唯不同的是文化背景的差異及社會階層的影響，

民族因文化背景、經濟地位和歷史發展經驗不同，建構出獨特的文化模式，這些文化模

式會產生不同的態度（Ogbu,1991）。目前無論在都市或原鄉的原住民族青少年，他們面
臨比主流社會青少年更多的挑戰，因為主流文化所主導的學校教育，對原住民族學生而

言，形成一股壓力正如同學校教育是再製低社經地位的一部機器（潭光鼎，2006）。邱

怡薇（2006）也指出許多原住民學生在學校由於教育體制甚少考量其本土性與差異性，

使得他們在學習上產生挫折感，有些學生甚至放棄學業。都市原住民族青少年對他們的

未來有許多不確定，原因源自對自我了解的不足及生涯資訊的缺乏，在都市的生活由於

環境與文化的差異等因素產生許多適應上的問題（陳照帆，2001；顏瑞儀，1999）。在

此階段的原住民族青少年必須面臨家庭、課業和福利制度下產生種種的壓力（季仁瑋，

1997），有研究指出休閒可以將文化融入其中，平日原住民家長較少帶孩子外出旅遊或

從事休閒活動（陳逸君，2006），使得原住民族青少年的休閒觀是由生活的週遭與同儕

間相互學習而建立，都會區的原住民族青少年接觸主流文化及其次文化同儕的各類休閒

活動內容，往往會隨著大環境而改變喜好以取得多數人的認同。居住在原鄉的原住民族

青少年也相同地受到網路及媒體之影響而趨向現代化的休閒選擇。 

目前台灣原住民族人口為四十八萬（主計處，2007），青少年所佔的比例約為百分

之十八，其中又分為十三個族群，所以分佈在每一個族群的人數相對地減少，在此階段

青少年大多數分散在各學校與主流社會的青少年一同學習，而其中較為集中的地區為屏

東縣及台東花蓮地區，其餘的分佈的情形頗為分散，在升學的競爭上有相對的劣勢。根

據以往的研究報告發現，都市區的原住民族青少年有著適應上的困難，其中輟的比率相

較於主流社會的青少年有較高的現象，在此階段的青少年有著多元化的經驗但也有著文

化流失的挑戰（黃美英，1985）。 

不同民族背景之特殊性對青少年來說有有相當大的影響，民族的特性會影響青少年

在社會發展，台灣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環境，在其中青少年吸收不同族群的文化刺激，

文化的內涵及傳承有一部份是利用休閒生活而得以學習及被新一代認同，不同的民族文

化孕育了不同的民族心理和精神特質，是民族文化所賦予的獨特思想、感情和行為方式

（林正文，2002），黃美英（1985）的研究發現，都市原住民文化與族群的認同有強烈

的意願和具體表現，從都市原住民返家或跨社區地對豐年積極籌畫和盛大舉行的支持，

表達出較強烈的自我族群認同。都市原住民應用傳統飲食、休閒習慣與母語使用等，在

集體生活中相感染力強而持續著，亦產生社區凝聚力量，傳統文化得以繼續並籍由自我

族群的認同，共同經歷都市適應過程，而形成生命的共同體（楊士範，1999）。原住民

族文化的剌激在青少年階段形成升學主義下的弱勢，原住民族文化在主流教育學者的眼

光中變成了青少年次級文化甚至偏態文化，由於文化的多元，語言的不同又讓這群多元

色彩的孩子無法匯集成一股有力的支持，除非在上述接近部落地區學校才可能結合同語

言及文化的孩子並取得共識，如同散古流.巴瓦瓦隆（2006）在他的部落有教室的文章

提到，部落教室是傳承原住民族活的文化的所在，不但在山上的部落裡可以有發揮的空

間，在都市的社區中也可以擁有自己的教室，文化的再生與延伸靠古老和年輕智慧有心

的經營。但多數原住民族青少年在目前的處境是較為不利，且努力於主流於非主流還加

上青少年次級文化的多層夾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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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少年之休閒生活 

休閒最早的概念源於西元 1960年 Brightbill所提出，「休閒」的英文是 leisure，其
拉丁字源為 licere，其原意為「被允許」的意思，(to be permitted)，然而希臘字的 skole
以及拉丁自 scola雖然是英文 school(學校)的字源，但其本意都是「休閒」，休閒是自由、

空間、不被佔據的時間，也就是個人可以自由運用的時間。 

    之後在西元 1972年，美國休閒大師 Kelly特別提出休閒是「自由察覺」的概念，所
以休閒的本質是自由，休閒是自由而非強迫選擇，屬於非義務性的，Kelly (1996) 在他
寫的「休閒」一書中更進一步提出，休閒的特質除了時間、活動、體驗等要素外，同時

包含行動，也就是所謂的參與，透過參與才能體驗在空閒時間內的精華。每個人都有追

求休閒體驗的自由，青少年也不例外。雖然休閒之概念與理論大部份來自歐美，但實質

的生活內容並沒有分地區與種族，每個都有追求休閒體驗的自由及文化背景，在台灣經

濟的繁榮與進步下，國內對於休閒的概念也開始受外來的思潮影響，休閒是權利也是教

育重要功能的想法取代我國古代唯勤是岸的想法，許多教育學者也開始其重視休閒對於

教育之重要性，紛紛提出對於休閒概念的言論： 

    教育心理學專家張春興便於西元 1983年研究提出國人對於休閒的解釋如下： 

（一） 休閒是休息而不是工作。 

（二） 是利用閒暇可支配的自由時間。 

（三） 休閒是應付生活的優雅清靜。 

黃德祥（1994）也在「青少年發展與輔導」一書中指出，所謂的休閒是指個人工餘

或下班時間之後的個人自由時間(free time)，個人可以利用此一時間來達到放鬆、消遣
(diversion)、社會成就、或個人發展的目的，由此可知休閒對於青少年的教育開始備受
重視。 

休閒生活對青少年而言其重要性不亞於課業的學習，休閒可以為生活充實內容，教

育與休閒的關係，最早可以追朔於 Brightbill (1960) 一文，得知休閒在古希臘與拉丁文
化中，就與教育已經有某種程度上的關連，英國教育學者 Spencer,H.提出「教育是為完
美的生活作準備」。所謂的「完美生活作準備」則是利用休閒時間以及滿足趣味的活動，

也就是所謂的休閒和娛樂（引自顏妙桂，2002）。在近代，Dewey,J.著，鄒恩潤譯（1988）

的「民主主義與教育」一書中提到，教育的莫大責任，就是能有適當的設備，是學生能

利用閒暇之餘享受休閒。這樣的設備不但只是為眼前的健康設計，目的是使學生能建立

永久的休閒之態度及觀念，更進一步地養成休閒的生活習慣與模式，可見休閒與教育確

實密不可分。 

    從休閒學者 (Ｍundy,1983) 對於休閒教育的定義來看，休閒教育的八項目標是為
了使學生了解以下的內容： 

（一） 生活經驗均可是休閒經驗，它們可以是主動的、被動的、個別的、

群體的、生理的、心理的、計畫的、臨時的、預期的以及突發的。 

（二） 休閒與工作同樣被視為獲取尊重的來源，它影響個人生活品質與生

存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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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自然與物理環境、社會制度與個人生活型態的互動以及對個人的休

閒機會、選擇、行為的影響。 

（四） 評估生活週遭的休閒資源與其運用方式。 

（五） 休閒經驗無好壞之分，其價值在於個人與社會的判斷，活動選擇的

依據是自己是否適合。 

（六） 休閒是超越生理層面，是屬於精神層面的體驗。 

（七） 個人的休閒使用對人類、社會和自然環境的影響，同時了解個人必

須為自己的休閒生活負責，並促使社區提供休閒機會。 

（八） 休閒、家庭、工作與其他社會角色在發展生活計畫的潛力，使個人

持續成長和滿意。 

  青少年的休閒活動提供青少年發揮才能並多方面體驗探索自我的樂趣（黃德祥，

1994），此一階段的學生除了面臨生理心理相關變化外，同時也面臨升學的壓力， 我國

目前的學校教育長期以來都以「升學主義導向為原則」，休閒常常被視為阻礙學生進步

的干擾，學生不但缺乏休閒時間，更沒有人去教導他們如何休閒，至使學生的休閒生活

常常是貧乏、無聊、無趣。（王淑女，1995；孫國慶，1995；何福田，1980），但青少年

期的特殊性不會因為教育制度而安份地順從其安排，社會的影響也有其份量，實施週休

二日後，有增加休閒活動者分占 38.71％與 42.08％；無增加休閒活動者，主要係利用

週休二日時溫習功課，分占 53.36％與 45.89％，12~14歲少年與 15~24歲青少年最近一

個月每週平均花費之休閒時間分別為 11時（主計處，2007）。隨著社會休閒風氣的提昇

及周休二日的政策實施下，學生將有更多的休閒時間，如何善用休閒時間將是一個新的

知識且有必要去教育學生，目前在國中小學階段使施九年一貫的教育政策，休閒教育在

九年一貫課程中並沒有獨立設科，而是將相關的理念與知識融入其他相關領域課程，像

是童軍、體育、公民與道德與現代社會，甚至是地理、地球科學等，休閒教育融入以上

相關課程的內容，在專業科目上。顏妙桂（2002）指出，休閒教育在九年一貫課程中的

七大學習領域（語言、健康與體育、社會、藝術與人文、自然與生活科技、綜合活動、

數學）與六大議題（資訊教育、環境教育、兩性教育、人權教育、生涯教育、家政教育）

都可以透過教師的教材教法結合休閒教育實質內涵，另外在級任導師的生活教育，也能

融入休閒教育，黃振球（1962）指出目前休閒教育之實施在國小稱「團體活動」，在國

中則稱「課外活動」，現今也有人稱之為「聯課活動」，目前國中教育將「聯課活動」設

計為每週二小時，且為連續的兩小時，由級任導師執行，並且需要其撰寫活動紀錄，以

便查核並列入學生的德育以及群育成績，其活動內容可分為： 

體育性的活動，例如：游泳、球類。 

情操性的活動，例如：舞蹈、歌唱。 

智性的活動，例如：說故事、佈置教室。 

作業性的活動，例如：園藝、打掃。 

  原住民族青少年目前無法在特別為自己文化所設立的學校就讀，唯有跟隨著大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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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統學習，同樣地接觸體育性、情操性、智性及作業性的活動，這些活動的內容是由

教師在教室或學校大環境所安排，但有著原住民族背景的青少年大量學習這些內容後，

自己的舞蹈與歌唱語言等等就放置在一旁，原住民族青少年的文化休閒生活幾乎是停

滯，從文化角度思考，原住民族青少年的休閒輔導不能忽視，特別是休閒時所傳達的文

化內容。 

 

三、原住民族青少年之休閒生活 

原住民青少年不同的學習環境下，文化衝突在青少年角度切入來看，在其遭遇或接

觸主流文化的特徵時，其心理上對自己文化模式和基準產生懷疑、失落、困惑之感，這

樣的文化影響造成本文化的斷裂，也會引起社會的不安（林正文，2002）。原住民的生

活模式長久以來已漸漸消失，現階段主流教育下的休閒生活更顯弱勢，各族群的新一代

散住在全台各地，其休閒生活內容實在無法探究其受主流的衝擊的程度，從另一個角

度，在原鄉有著較濃厚的文化機會，在十三的族群裡對青少年特別實施休閒技能訓練與

關注的有卑南族，其少年會社保留了文化的傳承，卡地布青年會的復振即是一個非常成

功的案例（林頌恩，2006）。在巴拉冠的場所裡給予青少年一個可以與部落連結、向群

體學習的空間與機會，對現階段升學主義及主流行思想衝擊的社會中，實在是不可多得

的清流。不同族群對青少年休閒之關注也可以從舞動民族教育精靈－台灣原住民族教育

論 叢的內容中看到許多參考實例（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06）。技藝相傳的布農

族的打耳祭也提供了青少年親身體驗的歷程，有學者指出利用木雕來也是表現原住民族

的文化特質的一種方式，而且該走出刻板化的印象改追求更精緻的原住民文化表現（盧

梅芬，2006）。在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主辦的青少年文化成長班活動中提供了文化課程

的選項，更重要的是集合了民族的新生代，在同質的環境下營造輕鬆的學習環境以促進

文化的認同，也填補了休閒生活的空缺。 

九十六年八月由行攻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主辦，捷力行銷公司所承辦的原住民族健康

操的競賽，來自各部落的參賽者展現他們的運動活力，本人擔任裁判的工作，仔細地觀

察青少年在與賽者的比例，根據實際問卷調查的結果青少年的比例佔參賽者約二成，其

中峰濱鄉的代表隊全數由國中階段的青少年組成，他們所穿著的服裝是阿美族傳統服

飾，表現的是充滿活力的改編之海邊阿美健康操，再則都會區的原住民族青少年也結合

不同族群方式加入到各地區代表隊的行列，其中有排灣、布農、泰雅、太魯閣等族群，

從健康操的表演場可以感受到文化與休閒的融合，更是青少年在無形中與文化休閒的整

體發展，這是很好的開始，因為民族性的不同價值觀就有差異，但在休閒生活上的選擇

可以將文化的精華納入其中，而使民族的認同感在無形之中產生，對青少年期的文化與

休閒的學習在有趣情況下進行。在文化傳承的特別教育團體中，獵人學校給予排灣族青

少年學習與認識生活環境及技能的機會，現在更跨族群包含了所有原住民青少年成立了

獵人學校中學生跨族群的聚會（亞榮隆‧撒可努，2006），根據其網路上搜尋到的課程

大綱來看，莊閔翔（2007）透過高中生聚會活動，讓高中生認識獵人學校協會的成立與
緣起。在台東地區引導台東高中生青年探索認識原住民文化，培養對民族之認同感及使

命感。增進台東高中生青年彼此之間的連結情誼，團結、組織台東高中生青年跨族群的

向心力。這是對休閒與教育結合更融入文化傳承最好的證明，另外，旮亙阿美族樂團也

提供了青少年在打擊中的成長機會，根據網路上的說明旮亙樂團的演出大多為

pakalongay (在學青少年) ，他們沒有接受過專業的打擊與演唱的訓練，只憑藉著對傳

統樂器的興趣與好玩，表演時也不用樂譜，完全依照著他們個人的節奏感和創意，豪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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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興的打擊，就如初時傳統樂器的作者毋需樂理不按節奏，隨著心的律動照樣可以釋放

美妙的樂章一樣少（少多宜.篩代 2007），這裡也呈現了阿美族青少年利用休閒的機會學
習文化精華的事實，青少年期的休閒教育不能等，青少年期更不能浪費，認真的投入才

是給予青少年最重要的功課。但令人擔憂的是，根據調查，都會區的孩子的休閒生活與

主流社會青少年的選擇並沒有什麼不同，電視網咖音樂等等是主要的選擇。 

 

四、原住民族青少年休閒輔導之重要性 

由於文化的不同，休閒的內容就不相同，但除了文化的議題外，青少年次級文化的

存在是不容忽視的現況，普遍青少年期休閒之無聊感也存在於他們在多重文化的互換當

中，青少年的休閒無聊感是一種社會現象也是他們的身心發展的階段，在休閒時的自由

感受讓青少年深深感動，但卻導致社會另一種負擔，原住民族青少年在求學階段大部份

時接受主流思想的填充，自由時間的分配被升學及課業強占了，這更需要休閒輔導，從

另一個角度來看休閒是一種能力而非僅是個人的興趣，兩位休閒心理學家 Ellis & Witt 
(1984) 認為休閒功能應包括（一）休閒能力 (Perceived competence & Control in leisure) 
就是個人在從事休閒活動時認為自己有能力從事任何自己想從事的休閒活動。（二）有

滿足休閒需要的能力 (Ability to meet leisure need) 自覺在需要休閒時個人有能力去達
成。（三）深度參與休閒之能力 (Ability to depth of involvement) 這個部份能力是指深度
參與休閒活動，也就是心無旁騖能專注於休閒活動。（四）盡興享受休閒的能力 (Ability 
to achieve playfulness in leisure) 這種能力是讓個人盡情地享受休閒之樂趣。在青少年階
段，休閒無聊感顯示出他們的休閒能力有待加強，學者的研究指出青少年的休閒感受是

負面的為多，另外鮑敦珮（2002）在其碩士論文也指出中部地區的青少年最想而常去的

休閒場所為：網路咖啡店、籃球場、書店等，最喜歡的休閒活動為玩電腦（上網）、球

類運動、唱歌等等。 

隨著家庭所得提高，以及青少年獨立自主性高、打工風氣盛行，高達 92.64％之

青少年有可支配零用錢；青少年最近一個月每週平均花費之休閒時間為 12時 4分；實

施週休二日後，有增加休閒活動之青少年占 41.36％，無增加休閒活動者，主要係在

溫習功課；曾參與過志願服務活動之青少年僅 13.36％，未來有意願參與之青少年占

24.41％，就無意願參與之原因觀察，12~14歲少年係「課業壓力重」，15~24歲青少年

則為「沒有時間」（主計處，2007）。 

以上資料可以得知，不論都會區或部落的原住民族青少年都需休閒輔導的機制以

提昇其民族的認同與壓力的釋放，原住民族青少年的休閒輔導方式應從心理、教育與

文化的角度切入，以確實協助族群青少年的發展需要。 

 

五、原住民族青少年之休閒輔導重點 

  針對原住民族不同族群之青少年之輔導細節應考量不同族群的特質及當地資源的

便利，重新組合及編排適合原住民族青少年的休閒輔導教育，在排灣族民族教育家撒

古流‧巴瓦瓦隆（2006）的觀點裡，利用在地的文化資源是重要的起源，正符合了休

閒輔導的理念。休閒輔導之重點除了依據專家學者之理論基礎外，文化的結合更是原

住民族青少年休閒輔導的重點所在， 拉勞蘭部落的青年會就是生活與文化休閒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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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榮隆‧撒可努，2006)。林志興也建議族人開始唱自己的歌，流行音樂中可以有原

住民族的風尚（林志興，2006）。如何從休閒教育與輔導的觀點中融入文化的精華我們

先以Mundy和 Odum (1979) 所提出的休閒教育觀點的重點來看，休閒教育應該： 

（一） 是個人確認辨別休閒價值與目標。 

（二） 增進休閒生活品質。 

（三） 決定休閒在自我生活的定位。 

（四） 了解自己與休閒的關聯。 

（五） 終身學習的過程。 

（六） 將自己的休閒需求、價值、能力與經驗發生關聯。 

（七） 增進個人在休閒的選擇可以令人滿意，高品質的休閒體驗。 

應用了休閒教育的過程，專家們所要培養學生的具體休閒能力為： 

（一） 自我認知 (self awareness)：對自己也對族群的認知。 

（二） 休閒認知 (leisure awareness)：休閒知能的覺知程度。 

（三） 休閒態度 (leisure attitude)：對休閒所抱持的觀念。 

（四） 休閒技能 (leisure skill)：有能力去從事相關的休閒活動。 

（五） 休閒決定 (leisure decision making)：在休閒過程中有能力去做適
當的決定。 

（六） 社會互動 (social interaction)：透過人際間的互動提昇生命的價值
感。 

    國內學者對於休閒教育也提出了許多看法： 

    台師大公訓系兩位教授呂建政及顏妙桂分別提出對休閒教育的定義，呂建政（1994）

認為休閒教育是為了休閒而實施的教育，也就是使人們認識休閒的意義，善用休閒的時

間，學習如何休閒，使民眾養成休閒的能力，建立休閒的倫理，充實生活內涵，創造生

活意義。顏妙桂（1994）認為休閒教育就是在教育的過程中，提供休閒與課外活動的機

會，在活動的過程中，學習休閒的技巧與能力，培養個人休閒的能力與價值觀。以下就

休閒教育的內容來談原住民族青少年之休閒輔導重點： 

（一）休閒技能方面，運動的環境不可少，原住民族文化的色彩融入各項

休閒技能的學習更能充實其生活內容，但青少年期認知發展漸趨抽

象，在休閒技能上也能由熱悉的活動要項進入其內心世界。 

（二）自我察覺的部份在這個階段讓青少年知道自己的出處，建立自己的

形象，各種族群文化介入可以奠定良好的自我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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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休閒決定的主權留給青少年自己，在這個時期他們要學習自己組合

與決定休閒的項目，同儕的影響會深入他們的心中。 

（四）休閒資源的提供要由被動轉為主動，原住民族的文化在主流社會下

是較為被動的角色，我們應主動的安排而不是被動地被大環境同

化，對青少年主動地給予機會展現文化的特質，在休閒資源的探索

上更為多元。 

（五）休閒態度的建立，樂觀的原住民族可能因為環境而變為悲觀，但積

極的休閒態度向前面對齊的養成可以我們用愉快的心情面對挑戰。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教文處深具遠見的汪秋一處長在多年的文化教育具體地呈

現了的成效，青少年文化成長班在各地提供了教育文化與休閒的機會，給下一代在部落

裡學習自己的文化，大專原住民族舞蹈大賽及各國中小的原住民族教育之推展也在各校

默默地進行，原住民族後續的文化經營不僅靠在每一個崗位上工作者的努力實踐，民間

的原住民族特色活動也能帶動青少年正面的休閒觀念，並在無形中接納文化的精華，「知

本河畔小夜曲」音樂饗宴浪漫抒情夜就是一個例子，以富野會館的露天庭園為舞台，由

原住民創作歌手莫言、A-Lehbuwann擔綱音樂主角；十八歲的阿美族青年莫言與卑南族
少女 A-Lehbuwann（王以瑾，2007），他們的示範給予原住民族青少年正向的刺激，如

今許多各自在原住民創作樂壇的新秀也紛紛地出現，族語歌曲創作歌曲，結合藍調曲

風，獨樹一格是外來文化與原住民族文化共存的情形（王以謹，2007）。原住民族樂舞

可以活化人心，彌補長久以來之文化壓抑，將簡單又質樸的歌謠與舞蹈生活中可以創造

休閒的多樣性及趣味性（亞磊絲‧泰吉華垣,2006）。原住民族的青少年對音樂及舞蹈的

接納是從最新流行到自己家鄉的原味都能掌握，原住民的敏銳感促使新一代的歌手及舞

者漸漸展現才華，例如：張惠妹、張震嶽、溫嵐、Tank、王宏恩、陳建年、紀曉君等等。

我們的特色與文化可以造就新一代的成就，所以原住民族休閒教育的施行有其必要。 

休閒教育之定義為使人習得休閒技能、妥善安排休閒時間、善用休閒資源，創造休

閒資源、了解休閒價值觀的過程，其目的為使個人利用休閒與日常生活結合，察覺休閒

意涵，達到休閒即是生活，生活即是人生的境界。原住民族文化的多元化與獨特性可以

利用休閒輔導的機制領導青少年認識自己的文化與重建原住民族價值觀。筆者綜合以上

的看法提出下列之建議： 

（一） 具體地思考青少年休閒輔導的法源：目前的休閒存在於教育散佈於

文化經濟，也在社會福利的範筹，由於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教文

處的努力，在族語的推動及文化教育的推行方面從未放鬆，各個族

群的努力也在各地展開，由上而下並由下而上的串連有實質的功

能，目前實施的情況頗為樂觀，但為永續之傳承，在原住民族教育

法規中考量除文化的學習外，文化休閒教育的學習也是不可少，讓

原住民族的教育特色更能呈現。 

（二） 落實現階段推行之各項工作：青少年文化成長班、原住民族健康操、

青少年社團（例如：卑南族少年會社、阿美族旮亙樂團、獵人學校）

等等，這些工作的落實就是文化大車輪健全運轉的時候，要不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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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做做，小細節的收穫會形成大樹，會展現原住民族的自信心，青

少年在做中學習文化的精神並形成其強烈的認同感。 

（三） 成立休閒生活輔導工作坊，一方面為培養專業工作人員，再則不斷

地再教育已在休閒文化輔導工作的人員，在部落裡有文化成長班的

師資，在社福單位有社工專業人員，這些工作推動者需要不斷地進

修以強化進步的動力，由於學習會提昇學習者的視野，更能學得專

業的學理，縱然休閒是個人自由的選擇，但休閒輔導的專業之應用

使休閒內容變成強而有力，成立專業成長的工作坊讓原住民族文化

的呈現更為具體。 

（四） 強化青少年休閒輔導的工作，在主流教育的大洪流中將原住民文化

融入休閒輔導協助原住族青少年成長，需要一些人力的投入以確實

執行工作，在這樣的輔導工作中文化的根基非常重要，若對原住民

大專生現階段接受教育學程的學生給予系統化休閒輔導專業之訓

練，讓這些專業之文化輔導人員學成後到原鄉或都會區輔導青少年

的新一代，對原住民族的青少年可以得到多方面的照顧與啟示。 

（五） 強化研究的成果，每一個領域的內容該由研究團隊加於紀錄以保有

精華的內容，除紀錄每一世代的美與成果外，更為了從舊經驗中研

發出最佳休閒輔導的內容而努力，原住民族雖然在台灣為少數族

群，但在休閒與遊憩領域卻是精采又活潑的，原住民族文化是美又

精緻且更具有特色的，原住民族青少年的休閒更足為主流青少年的

標竿，因為在民族特質上好好地發揮，可以為青少年適性地找到可

發展的生涯發展模式。 

 

六、結語 
  原住民族文化命脈的延續不是三兩句話可以完成，大時代的衝擊也不是僅靠察覺與

不滿的反抗能阻擋，將文化融合休閒生活內涵中可以在現階段多元社會間消弭文化間的

不適，青少年階段的休閒輔導更能發揮無形的文化植根的實際功效，原住民族青少年輔

導可從立法行政至民間與學校及家庭社區全面展開，教育工作者及社會福利推展單位能

明白青少年休閒輔導的重要性，在青少年成長的過程中強化休閒輔導的實際工作，再方

面應用專家與學者的協助培養更多的休閒教育專業人才以投入青少年輔導工作，在專業

的領導下為下一代開創更美好的未來也為文化的傳承多一個發揮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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