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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討論「原住民部落漢化程度狀況」，以文獻探討及問卷分析為研究方法，

除蒐集、歸納國內相關碩士論文、期刊、書籍……等資料外，輔以宜蘭縣原住民為訪問

對象，共計有 56份有效問卷，經統計分析後獲得結論並提出建議。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台灣原住民與平埔族，在台灣歷史過程中，所同受的「漢害」之一，就是漢化。漢

化正是中國人自豪的民族，融合力與文化優越感的具體化（尤哈尼．依斯卡卡夫特，

2012）。 

 

「族群」並不是因為有一些本質性的性質，所以才「存在」。族群團體其實是被人們

的族群想像所界定出來的。有些人可以接受「族群想像」的人群分類方式，有些人則無

法接受。即使接受了「族群」的人群分類方式，一般人對於社會中哪些族群類屬，也很

難有共識。……而雙方可能永遠都無法說服對方接受自己的觀點（王甫昌，2003）。 

 

    當族群成員經由連鎖遷移（chain migration）從原鄉進入都市之後，有了更多與他群

接觸的機會，而在族群接觸的過程中，即會產生族群差異的認知。其中，所形成的聚集

封閉型態雖然在空間上是區隔我群與他群的極致表現。然而，離散開放型態的都市原住

民，則不僅因為與他族接觸，而有族群差異的認知產生，更因為接觸資訊的多元與異質，

而能進一步建構出族群不平等與族群運動的認知（蘇羿如，2001）。 

 

    原住民是最早來到台灣這塊土地生活的民族，因此也發展出許多特有的族群文化，

但是隨著時代的變遷、原住民和漢人之間的交流越來越頻繁，像是漢人侵佔原住民的土

地、平埔族人與漢人通婚、母語的流失………等等因素使得原住民逐漸被漢人同化。 

 

  漸漸被漢人同化的原住民，究竟對原住民的文化還有多少瞭解？這正是本文要探討

的內容。 

 

  整體而言，本研究動機可歸納為下列 2項： 

1.原住民的族群意識 

2.原住民對其文化的瞭解程度 

 

二、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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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上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小組歸納出下列的研究目的： 

 

1. 探討原住民對於自己族群、文化的瞭解程度。 

2. 探討原住民對於自己原住民身份的認同感和各種原住民節日、祭典的參與程度。 

3. 透過各個層面的分析，探討出原住民的漢化深淺與程度差異。 

 

三、研究方法 

 

  為了達到上述的研究目的，本研究小組採用下列的研究方法： 

 

1. 參考文獻資料。 

2. 實際問卷訪問。 

 

  本研究之問卷如下所示： 

 

親愛的受訪者您好： 

  我們是蘭陽女中的學生，基於課程需要，現正進行『原住民部落居民漢化程度狀況』的調查，非

常需要您的協助，本問卷純供課堂教學使用，保證不涉及個人隱私或移作其他用途，耽誤您寶貴時間，

十分感謝。 

國立蘭陽女中小論文研究小組 

指導教師：李健浩 

研究學生：廖若庭、賴佩伶、漢珍菱 敬上 

一、基本資料 

1.性別：□男 □女 

2. 年紀: □18歲以下 □ 19~30歲 □ 31~50歲 □51歲以上 

3. 學歷: □ 國中以下 □ 高中/高職 □ 大學(五專)以上 

 

同意程度 二、問題 

請針對以下各題的文字敍述，按照個人感受勾選答案，其中 5表示『同意程度最高』，

然後依數字大小逐漸遞減，1表示『同意程度最低』 ５ ４ ３ ２ １

1. 特殊節日時，部落經常舉行聚會      

2. 你經常參與部落傳統祭典      

3. 你非常了解原住民部落的文化      

4. 我聽得懂大部分族語      

5. 我看得懂大部分族語的羅馬拼音      

6. 在部落中經常以族語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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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部落中經常以國語溝通      

8. 我喜歡居住在部落      

9. 我和身邊的原住民朋友比較親近      

10. 我以身為原住民為榮      

11. 我認為族群文化逐漸沒落      

 

四、研究限制 

 

研究對象:宜蘭縣原住民 

調查範圍:宜蘭縣 

時間:3:00-4:30  7:00-8:00 

地點:東岳村 

 

五、研究大綱 

 

一、研究動機 
二、研究目的 
三、研究方法 
四、研究限制 

壹●前言 

五、研究大綱 
一、文獻探討 

1.原住民的定義 

2.漢化的定義 

3.漢化原因 

4.漢化例子 
貳●正文 

二、問卷分析 

1.受訪者對各問題之看法 

2.不同類別受訪者對各問題的看法 

一、研究發現 

二、相關建議 叁●結論 
三、研究心得 

本

研

究

架

構

圖 

肆●引註資料 
 

貳●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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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獻探討 

 

1.原住民的定義 : 根據聯合國對原住民的定義，刊載於《人權概況第九號》與第169號

公約《原住民與部落民族公約》等文件。原住民是在殖民者從其他地方來到之前，就已

住在自己土地上的人們。 

2.漢化的定義 : 漢化是指將其他國家或民族的語言或文化同化入中國語言或文化的過

程。中國化被許多人認爲是文化同化的一種形式，是強勢漢文化對其他弱勢文化的破壞

與侵吞。 

3漢化原因 : 清國的台灣經營，在轉成積極政策以前，因渡航限制，移住民幾乎都是單

身男子，移住民與原住民的交流與通婚受禁止，而實際上卻在進行。通婚的增加，是使

原住民人口增加率底落的原因之一，而所生子女被視為漢系原住民，使移住民人口只有

增加的一途，而與移住民通婚的原住民，幾乎都是平地原民。在台灣曾經有所謂「有唐

山公，無唐山「媽」的諺語。唐山指中國，公為祖父，媽是祖母，台灣有漢人的祖父而

無漢人的祖母，也就是說，與原住民女性的婚姻很多的意思。原住民與漢人的通婚更是

加速原住民漢化的主要原因。(尤哈尼．依斯卡卡夫特，2012) 

 

4. 漢化例子 :根據調查結果顯示，這些原住民戶數總計 10萬 1207戶，總人口約 40萬 8

千人，約佔台灣全人口的 2％不到，屬於台灣地區的少數民族。其分布傾向於幼少人口

有向都市化地區集中的現象，中老年人口較多集中於山地原住民鄉及平地原住民鄉，而

其中約有四分之一強的人口為原住民。(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1997) 

 

二、問卷分析 

 

  本次問卷訪談共發出 60份回收 56份，剔除無效問卷 4份，有效回收率為 86.67%。

經編碼、統計後，結果歸納如下： 

 

1.受訪者對各問題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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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對各問題之看法

1

2

3

4

5

平均數 3.86 3.70 3.77 3.20 2.84 2.52 4.30 4.18 4.50 4.75 3.70 

問題1 問題2 問題3 問題4 問題5 問題6 問題7 問題8 問題9 問題10 問題11

 

  從上圖可知：受訪者對各問題趨於同意者（平均高於 3.5以上）依程度由高至低分

別為：問題 10「我以身為原住民為榮。」同意程度最高（4.75）、其次是問題 9「我和身

邊的原住民朋友比較親近。」(4.50)、接著是問題 7「在部落中經常以國語溝通。」(4.30)、

問題 8「我喜歡居住在部落。」(4.18)；問題 6「在部落中經常以族語溝通。」同意程度

最低（2.52）、其次是問題 5「我看得懂大部分族語的羅馬拼音。」(2.84)。受訪者對其他
（問題 1、問題 2、問題 3、問題 4、問題 11）問題的同意程度（平均介於 3.0至 3.9中

間）。 
 

2.不同性別受訪者對各問題的看法 

 

A.性別 

不同性別受訪者對各問題的看法

1

2

3

4

5

男 3.90 3.70 3.95 3.35 2.75 2.65 4.25 4.20 4.30 4.85 3.95 

女 3.83 3.69 3.67 3.11 2.89 2.44 4.33 4.17 4.61 4.75 3.67 

問題一 問題二 問題三 問題四 問題五 問題六 問題七 問題八 問題九 問題十 問題十

 

  從上圖可知，不同性別受訪者對各題目意見看法一致。 

 

B.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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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齡受訪者對各問題的看法

1

2

3

4

5

18歲以下 3.63 3.63 3.63 3.63 3.63 3.63 3.63 3.63 3.63 3.63 3.63 

19~30歲 3.95 3.63 4.00 3.32 2.68 2.63 4.26 3.84 4.26 4.89 3.79 

31~50歲 3.78 3.33 3.56 3.00 2.33 1.78 4.44 4.22 4.56 4.89 3.67 

51歲以上 5.00 4.50 4.25 3.75 3.25 3.75 4.25 4.50 4.75 5.00 3.50 

問題

一

問題

二

問題

三

問題

四

問題

五

問題

六

問題

七

問題

八

問題

九

問題

十

問題

十一

 
 

  從上圖可知，不同年齡受訪者對問題 6「在部落中經常以族語溝通。」有明顯差距

(51歲以上大於 31~50歲)、其次是問題 10「我以身為原住民為榮。」(51歲以上大於

18歲以下) 、再者為問題 5「我看得懂大部分族語的羅馬拼音。」(18歲以下大於 31~50

歲)、問題 1「特殊節日時，部落經常舉行聚會。」(51歲以上大於 18歲以下)、最後是

問題 2「你經常參與部落傳統祭典。」(51歲以上大於 31~50歲)。 

 

推論： 

1.針對問題 6「在部落中經常以族語溝通。」我們推測 51歲以上的受訪者大於 31~50

歲的受訪者是因為年紀較大，接觸部落文化就長，所以常以族語溝通。 

2.針對問題 10「我以身為原住民為榮。」我們推測受訪者 51歲以上大於 18歲以下，是

因為 18歲以下的受訪者，可能大多有經歷過種族歧視，所以不認同以原住民為榮。 

3.針對問題 5「我看得懂大部分族語的羅馬拼音。」我們推測受訪者 18歲以下大於 31~50

歲的原因是，現在大部份國中國小學校都有設一門母語課程，教導原住民學生具備聽、

說、讀、寫的母語能力，所以 18歲以下的受訪者大多都看得懂羅馬拼音。 

4.針對問題 1 「特殊節日時，部落經常舉行聚會。」我們推測受訪者 51歲以上大於 18

歲以下的原因是，大部分 18歲以下的受訪者大多可能在外讀書，所以很少知道部落經

常舉行聚會。 

5.針對問題 2「你經常參與部落傳統祭典。」我們推測受訪者 51歲以上大於 31~50歲的

原因是，大部份 31~50歲的受訪者可能在外工作，所以很少回來參與部落傳統慶典，或

是大部份 51歲以上的受訪者不多在部落工作，為部落服務或是以山上工作為生，所以

經常能參加部落傳統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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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學歷  

不同學歷受訪者對各問題的看法

1

2

3

4

5

國中以下 4.01 3.75 3.84 3.36 2.92 2.81 4.19 4.09 4.35 4.67 3.70 

高中/高職 3.72 3.41 3.76 3.14 2.79 2.55 4.14 3.86 4.41 4.83 3.72 

大學五專以上 4.08 3.92 3.92 3.38 2.77 2.62 4.54 4.54 4.54 4.85 3.69 

問題一 問題二 問題三 問題四 問題五 問題六 問題七 問題八 問題九 問題十 問題十

 

 

    從上圖可知，不同學歷受訪者對問題 8「我喜歡居住在部落。」(大學/五專以上大

於高中/高職)有明顯差距。 

 

推論： 

1. 針對問題 8「我喜歡居住在部落。」我們推測受訪者學歷為大學/五專以上大於高中/

高職的原因為，普遍大學/五專受訪者在外讀書，相較之下會比較喜歡在部落居住。 

 

叁●結論 

 

一、研究發現 

 

  基於上述的文獻探討及問卷分析，本研究主要發現有 1項，分述如下： 

 

1.根據以上問卷分析，我們發現原住民的漢化程度隨著時代的改變有些微增加，較年長

的受訪者依然將母語當成溝通工具，較年輕的受訪者則透過學校母語課程的訓練，不至

於完全失去母語文化。 

 

二、相關建議 

 

  針對上述的研究發現，本研究提出下列 2項建議： 

 

1.原住民應經常到部落參訪，主動了原住民傳統文化。 

2.原住民應經常使用族語溝通。 

 

三、研究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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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這次小論文的撰寫，我以為隨著時代的改變原住民漢化程度也會跟著大幅增加，不

過由問卷統計來看其實不盡然是如此，51歲以上的上訪者大多常參與部落慶典，且長期

在部落使用族與溝通，代表他們漢化程度其實不高，而 18歲以下的受訪者因為學校母

語課程的關係，所以讓他們不至於完全脫離沒有母語的文化及對部落傳統的認知。  

 

這次撰寫小論文，我學到了如何把網路上隨手可得的資料整合，並把資料整理成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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