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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教育概況統計結果提要分析 

    提升原住民族的教育水準向為各界關注議題，本部亦持續致力於推動各項原

住民族教育之改善措施，為探討原住民學生在教育及學習上與一般學生是否存在

差異，爰自 87 學年起，利用現有之各級學校公務統計填報系統，附帶蒐集原住

民族教育相關統計資料，並自 96 學年起按年發布原住民教育概況統計結果，俾

利有效分配運用教育資源，增進原住民族教育的品質及水準。關於 108 學年統計

結果摘述如次： 

一、原住民學生就學概況 

(一)原住民學生數 13.8 萬人，學前和高教階段分別因公幼優先入學誘因及專班開設
等就學優惠致原民生數呈增加趨勢，國教階段受少子女化影響，人數逐年遞減 

108 學年各級學校原住民學生

總數為 13.8 萬人，年增 1 千人，10

學年間增加 1.6 萬人，近 4 學年皆

維持於 13.6 萬至 13.8 萬人間。108

學年各級學校原住民學生占全國

學生之 3.2%，與 107 學年持平，10

學年間增加 0.8 個百分點。 

按等級別觀察，學前階段因公

幼優先入園且享有學費補助，致就

讀幼兒園之原住民幼生數續增至

108 學年的 2.2 萬人，占全國幼生數

之 4.0%；國小以上原住民學生 10 年間減少近 7 千人，減幅 5.7%。108 學年國中小

及高級中等學校原住民學生人數為6.6萬及2.2萬人，分占全體學生之3.7%及3.4%，

受少子女化影響，10 年間分別顯著減少 14.5%及 15.4%；高等教育階段因原住民專

班設立及獎助學金等就學優惠措施，帶動大專校院原住民學生數增加，108 學年原

住民大專校院學生數 2.6 萬人或占 2.1%，10 學年間增加 43.5%。 

(二)學前階段原住民幼生入園率 73.7%，高於一般幼生之 67.1%；高級中等教育
以上階段之原民生粗在學率仍低於一般生 

    108 學年 2-5 歲原住民幼生入園率高達 73.7%，遠高於一般幼生 67.1%；國

小及國中原住民學生粗在學率分別達 99.0%及 98.4%，與一般學生差距甚微；高

級中等學校原住民學生粗在學率 95.1%，仍低於一般生之 98.9%；高等教育原住

民學生粗在學率續增至 54.7%，與一般生差距持續縮小至 31.5 個百分點。 

各級學校原住民學生數及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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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專校院原住民學生中，女性占逾 6 成，其中技職專校因開設原住民護理
專班，女性學生占比達 8 成 4 

觀察 108 學年全國原住民學生之性別分布，男性 6.8 萬人或占 49.5%，女性

6.9 萬人或占 50.5%。再按各教育階段觀察，在高中階段之前，男性原住民占比

均高於女性；邁入高教階段後，女性占比則增至 6 成，其中技職專校女性學生占

比更達 8 成 4，主因開設原住民護理專班，對女生產生磁吸效應所致。 

                                                  單位：萬人 

性別 總計 
幼兒
園 

國中小 
高級 
中等 
學校 

大專校院 

其
他計 

專科 學士班 研究所 

技職

體系

小

計 

一般

體系

技職

體系

小

計

一般

體系 

技職 

體系 

總計 13.8 2.2 6.6 2.2 2.6 0.4 1.9 0.9 1.0 0.2 0.2 0.0 0.2

男 6.8 1.1 3.4 1.2 1.0 0.1 0.9 0.4 0.4 0.1 1.0 0.0 0.1

女 6.9 1.1 3.2 1.0 1.6 0.4 1.1 0.5 0.5 0.1 1.0 0.0 0.1

                                                             

 

 

 

 

 

 

 

 

 

幼兒園入園率(%) 大專校院原住民學生粗在學率(%) 

108 學年各級學校原住民學生數－按性別分 

108 學年各級學校原住民學生性別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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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縣市原住民學生以桃園市占 13.8%最多；臺東縣原民生占該縣學生總數比
率近 3 成 8，居各縣市之首  

觀察 108 學年原住民學生之縣市分布，以桃園市 1.9 萬人或占 13.8%最多，

花蓮縣 1.7 萬人或占 12.4%次之，新北市 1.5 萬人或占 10.8%再次；再觀察原住

民學生占各該縣市學生比率，以臺東縣 37.7%最高，花蓮縣 29.0%次之，屏東縣

9.8%再次。 

進一步觀察原住民學生較多縣市之鄉(鎮市區)分布情形，人數較多者多屬毗

鄰原住民族地區之都會區，或大專校院密集區域，如桃園市中壢區及龜山區因各

有 6 所及 4 所大專校院聚集，分別吸引 1,100 名及 533 名大專校院原住民學生就

讀；新北市新店區亦因係多所高級中等學校及耕莘健康管理專校、景文科技大學

設立地，且鄰近烏來原住民區，區內計有 867 名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原住民學生，

致該區位居新北市原住民學生數之冠。 

說明 1.括弧內數字分別為原住民學生占全體原住民學生總數比率，及占該縣市學生總數比率。 

說明 2.右下未列出之其他縣市依序為嘉義市 783 人、金門縣 187 人、澎湖縣 97 人及連江縣 21 人。 

(五) 6 成 3 之國中小原住民學生於非原住民族地區學校就讀，10 學年間增 5.4 個

百分點；而於原住民族地區學校就讀之學生中，6 成 3 就讀偏遠地區學校 

    隨著都會區原住民族人口增長，國中小原住民學生就讀於非原住民族地區學

校比率已由 98 學年之 57.8%逐年增加至 108 學年之 63.2%，惟原住民族地區仍

有 2.4 萬人就讀，其中 1.5 萬人就讀於原住民族地區中之偏遠地區學校。 

 

108 學年各縣市原住民學生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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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壢區 3,598 
龜山區 2,227 
桃園區 1,939 

花蓮市 6,047 
吉安鄉 2,371 
新城鄉 2,081 

新店區 1,580 
新莊區 1,504 
樹林區 1,292 

臺東市 6,482 
成功鎮  657 
關山鎮  633 

屏東市 2,490 
內埔鄉 1,828 
鹽埔鄉  895 

(13.8%,4.5%) 

(12.4%,29.0%) 

(10.8%,2.4%) 

(9.0%,9.8%) 

(8.8%,37.7%) 

(8.1%,1.9%) 

(8.1%,2.3%) 

(4.3%,8.3%) 

1,894 

1,804 

(6.1%,1.4%) 

(2.6%,1.0%) 

(2.1%,3.3%)

(3.4%,4.7%) (3.3%,6.5%) 

其他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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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高級中等學校選讀專業群科及實用技能學程之原住民學生合占 4 成 9 

      108 學年高級中等學校原住民學生中，選讀專業群科及實用技能學程者合

占 48.8%，高於普通科 32.2%及綜合高中 9.5%，相對一般生而言，就讀技職體系

者因畢業即就業可能性較高，較受原民生青睞。 

 

 

 

 

國中小原住民學生數(人) 

108 學年國中小原住民學生數 

108 學年高級中等學校原住民學生就讀學程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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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就讀「餐旅及民生服務學門」之大專校院原住民學生占近 2 成 

108 學年大專校院原住民學生以就讀「餐旅及民生服務學門」占 19.8%最高、

「醫藥衛生學門」占 17.2%次之、「商業及管理學門」占 12.8%居第三；至一般學

生則以就讀「商業及管理學門」(占 17.0%)最高、「工程及工程業學門」(占 16.8%)

及「餐旅及民生服務學門」(占 10.6%)分居第二、三位。 

單位：人；% 
 

 

 

    108 學年大專校院原住民學生就讀人數最多的前 3 大細學類依序為：護理

及助產 3,381 人（占「醫藥衛生學門」之 76.4%）、遊憩、運動和休閒管理 1,345 人

及旅館及餐飲 1,137 人，三者合占 22.7%；至一般學生則以電機與電子工程 8.2 萬

人居冠，企業管理 6.8 萬人次之、其次為外國語文 6.3 萬人居第三，三者合占 18.0%。 

                    單位：人；% 

排名 
原民生 

排名
一般生 

細學類 學生數 百分比 細學類 學生數 百分比

1 護理及助產 3,381 13.1 1 電機與電子工程 82,497 6.9

2 遊憩、運動和休閒管理 1,345 5.2 2 企業管理 68,581 5.8

3 旅館及餐飲 1,137 4.4 3 外國語文 63,151 5.3

4 企業管理 1,106 4.3 4 資訊技術 61,420 5.2

5 外國語文 988 3.8 5 護理及助產 57,245 4.8

6 旅遊觀光 977 3.8 6 機械工程 48,960 4.1

7 競技運動 816 3.2 7 旅館及餐飲 45,897 3.9

8 社會工作 756 2.9 8 旅遊觀光 32,149 2.7

9 兒童及青少年照顧服務 667 2.6 9 財務金融 30,940 2.6

10 電機與電子工程 555 2.2 10 視覺傳達設計 25,822 2.2
     說明：本表資料不含宗教研修學院、空大及大專進修學院。 

108 學年大專校院原住民學生與一般生就讀人數比較—按前 10 大學門分 

108 學年大專校院學生就讀人數較多之前 10 大細學類 

原民生 一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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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級學校原住民學生之輟學或學年間申辦休、退學率普遍高於一般生；107 學

年大專校院原住民學生學年間申辦休學率、退學率分別為 8.6%、12.8% 

    各級學校原住民學生之輟學或學年間申辦休、退學率普遍高於一般生，107

學年國中小原住民學生輟學率為 0.8%，輟學原因以個人因素(含生活作息不正常、

生病、犯法等其他個人因素)占 46.4%最高，家庭因素(含父母或監護人管教失當、

受父母或監護人不良生活習慣影響、家庭關係不正常、親屬失和、經濟問題等其

他家庭因素)占 29.7%次之；106 學年間高級中等學校原住民學生申辦休學率為

4.5%、喪失學籍比率為 6.2%，分別較一般生高 2.4 個及 3.8 個百分點。 

    107 學年原住民大專校院學生於學年間申辦休學率與退學率分別為 8.6%及

12.8%，均較一般生高，前 3 大休學原因依序為「工作需求」占 24.6%、「志趣不

合」13.8%及「經濟困難」9.2%；退學原因則以「休學逾期未復學」占 30.8%最

多，「逾期未註冊」26.4%次之，「志趣不合」17.4%居第三位。 

單位：% 

項目別 103 學年 104 學年 105 學年 106 學年 107 學年

國中小輟學率 0.2 0.2 0.2 0.2 0.2

      原民生 0.8 0.8 0.8 0.7 0.8

      一般生 0.2 0.2 0.2 0.2 0.2

高級中等學校學年間申辦休學率 2.2 2.2 2.2 2.1 …

       原民生 3.4 4.5 3.7  4.5 …

       一般生 2.1 2.1 2.2 2.1 …

高級中等學校喪失學籍比率 1.4 1.7 1.9 2.1 …

       原民生 3.1 3.8 3.6 6.2 …

       一般生 1.3 1.6 1.8 1.9 …

大專校院學年間申辦休學率 5.8 6.0 6.1 6.1 6.2

       原民生 7.5 8.0 8.2 8.2 8.6

       一般生 5.8 5.9 6.1 6.1 6.2

大專校院退學率 6.5 6.6 6.9 7.2 7.2

       原民生 10.3 10.6 12.1 13.7 12.8

       一般生 6.4 6.5 6.8 7.1 7.1

資料來源：國中小輟學資料來自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本表全體高級中等學校資料係由教育部統計處

定期公務填報而得，原住民高級中等學校資料則整理自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教育調查統

計報告」。 

 

 

 

 

各級學校學生於學年間輟學、申辦休學及退學率－按學生身分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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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個人因素含生活作息不正常、生病、犯法等其他個人因素；家庭因素含父母或監護人管教失當、受

父母或監護人不良生活習慣影響、家庭關係不正常、親屬失和、經濟問題等其他家庭因素；社會因

素如受校外不良朋友或已輟學同學影響、加入幫派組織、流連或沉迷網咖等其他社會因素；學校因

素如對學校生活不感興趣、缺曠課太多、與同儕關係不佳、課業壓力過大等其他學校因素。 

 
 
 
 
 
 
 
 
 
 

 

 
 
 
 
 
 
 
 

107 學年國中小學生輟學原因 

107 學年大專校院學生主要辦理休學原因 

107 學年大專校院學生主要退學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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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及專班 

108 學年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中，計 25 校、逾 1 千 6 百位學生參與原住民族實驗

教育；大專校院原住民專班開設校數 27 所，班別多元豐富 

    為嘉惠原鄉部落學子，爰依據「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例」自 105 學年

起實施以原住民族教育為課程教學核心之實驗教育，期融合多元部落文化於學校

體系，培育兼具傳統與現代知識的新世代原住民。 

    迄 108 年底，業有 32 所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經地方政府審議通過，辦理原住

民族實驗教育，開辦校數由 105 學年 7 所逐年增加至 108 學年 25 所(另有 7 校

籌備中)，包含國小 20 所、國中 2 所、國中小 2 所及 1 所完全中學，區域分布遍

及 10 縣市，計 1,640 位學生參與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其中 1,482 位學生具有原

住民身分，部落文化涵蓋阿美族、泰雅族、布農族、排灣族、魯凱族、卑南族、

鄒族、雅美族、太魯閣族及賽德克族等 10 族，其中南投縣久美國小、屏東縣長

榮百合國小及北葉國小更執行雙族計畫，以滿足不同族別之文化教育需求。此外，

規模最大的原住民族實驗學校為屏東縣地磨兒國小，學生數 152 人；宜蘭縣武塔

國小規模最小，全校學生數僅 18 人，生師比達 1.4。 

 
 
 
 
 
 
 
 
 
 
 
 
 
 
 
 
 
 
 
 
資料來源：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表示正籌備中學校。 
說明：本圖為截至 108 年底，各縣市審議通過辦理學校型態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學校。 
 

原住民族實驗學校分布 

宜蘭縣武塔國小-泰雅族 
宜蘭縣大同國中-泰雅族 
花蓮縣萬榮國小-太魯閣族 
花蓮縣豐濱國小-阿美族 
*花蓮縣鶴岡國小-阿美族 

宜花中心 

新竹縣桃山國小-泰雅族
新竹縣尖石國小-泰雅族 
*新竹縣嘉興國小-泰雅族 
*新竹縣新樂國小-泰雅族 
*新竹縣尖石國中-泰雅族

北區中心 

臺中市博屋瑪國小-泰雅族 
臺中市和平國中-泰雅族 
苗栗縣泰興國小-泰雅族 
*苗栗縣象鼻國小-泰雅族 
南投縣都達國小-賽德克族 
南投縣久美國小-布農族/鄒族 
嘉義縣達邦國小-鄒族 
嘉義縣阿里山國中小-鄒族 

西區中心

臺東縣南王 puyuma 花環實驗小學-卑南族
臺東縣土坂 vusam 文化實驗小學-排灣族 
臺東縣蘭嶼高中(完中)-雅美族 
臺東縣達魯瑪克民族實驗小學(大南國小)-魯凱族 
*臺東縣椰油國小-雅美族 

臺東中心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國中小-布農族 
高雄市多納國小-魯凱族 
高雄市樟山國小-布農族 
高雄市茂林國小-魯凱族 
屏東縣長榮百合國小-排灣族/魯凱族 
屏東縣地磨兒國小-排灣族 
屏東縣北葉國小-排灣族/魯凱族 
屏東縣賽嘉國小-排灣族 
*屏東縣青葉國小-魯凱族

南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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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觀察近年開設原住

民專班之大專校院校數，

已由 104 學年之 19 所，增

至 108 學年之 27 所，開辦

班數亦由 26 班增至 38 班，

開設範圍含括護理土木與

環境工程、文化產業、法

律、藝術及設計、觀光餐

旅、社會工作、運動競技與

產業、幼兒教育等領域，

109 學年將再增設生物資

源、土地政策與環境規劃、社會學及財經法律等專班。 

 

 

 

 

 

 

 

 

 

 

 

 

 

 

 

大專校院原住民專班開設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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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解釋 

 原住民學生 

依「原住民身分法」規定，具有原住民

身分之學生。原住民身分認定以戶籍

謄本、族籍證明或戶口名簿有所註記

者為準，以每年 9 月 30 日在學且有

學籍之學生計算。 

 幼兒園入園率 

入園率=曾就讀幼兒園、早療機構及

特教學校幼兒部之幼生數÷2 至 5 歲

學齡人口數。 

 粗在學率 

    各教育階段學生總人數(含非學齡之

學生)對其學齡人口之比率。 

 國小教育粗在學率 

國小(國小、特教學校國小部及

國小補校)學生數÷6 至 11 歲戶

籍人口數100%。 

 國中教育粗在學率 

國中(國中、特教學校國中部及

國中補校)學生數÷12 至 14 歲戶

籍人口數100%。 

 高級中等教育粗在學率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數+特教學

校高中職部學生+五專前三年

學生數)÷15 至 17 歲戶籍人口數

100%。 

 高等教育粗在學率 

大專校院學生數÷18 至 21 歲戶

籍人口數100%。 

大專校院學生數含括大學(不含

研究所)、專科(不含五專前三年)

及宗教研修學院學生(不含研究

所)，不含空大及大專校院附設

進修學校學生。 

 原住民族地區 

原住民族地區指行政院頒定之 55 個

鄉鎮市，包括 30 個山地鄉及 25 個平

地原住民鄉(鎮、市)。 

 偏遠地區 

    指因交通、文化、生活機能、數位環境、

社會經濟條件或其他因素，致有教育資

源不足情形之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並劃分為「偏遠」、「特殊偏遠」及「極

度偏遠」等三級，以利積極從組織、人

事經費等方向，協助偏鄉學校發展特色。 

 輟學率 

中輟生人數÷學生總數100%。 

    中輟生指國中小學生未經請假、請假

未獲准或不明原因未到校上課連續

達 3 日以上者，或轉學生因不明原因

未向轉入學校完成報到手續者。 

 喪失學籍比率 

    學籍喪失率＝(放棄、廢止、註銷學籍

人數+修業年限期滿人數+德行評量

未達畢業 標準人數)÷該學年學生人

數×100%。 

 學年間申辦休學率 

    休學率＝學年間申辦休學人數÷該學

期(年)學生人數×100%。 

 退學率 

    退學率＝學年間退學人數÷該學年

學生人數×100%。 

 原住民族實驗教育 

    依據《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

及《辦理學校型態原住民族實驗教育

補助要點》辦理，且經教育主管機關

許可辦理之實驗教育學校，規劃以原

住民族教育為核心的課程教學，將更

多原住民的部落文化納入學校實驗

教育體系。 

 原住民專班 

    為培育原住民族需求人才，鼓勵大專

校院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提

出之「原住民人才培育所需學門或學

系需求表」開設之專班，並定期檢討

原住民專班辦理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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