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112學年度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 

【原力共覺】鼓勵學校推動原住民族文化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原住民族教育要點。 

(二) 彰化縣110-114年原住民族教育發展計畫。 

(三) 112學年度彰化縣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計畫。 

二、目的 

(一) 鼓勵學校運用行政活動及校園空間，推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教育。 

(二) 策進學校以原住民族教育課程，培育族群人才及推展全民原教化，落實本縣

發展效益。 

三、主辦單位：彰化縣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 

四、承辦單位：彰化縣政府所屬幼兒園、國民中學、國民小學。 

五、實施方式 

(一) 實施方式：學校端規劃原住民族語及文化教學活動（例如：族語學習、

母語朗讀、繪本導讀、戲劇表演、技藝展演、傳統文化手作課程、音樂

與舞蹈創作等）、學習情境營造、原住民族相關學校本位課程、結合家庭

與社區等相關資源共同推廣原民文化等事項。 

(二) 實施對象:本縣對原住民文化有興趣之親師生(優先錄取原住民籍師生)。 

(三) 補助額度：每校補助上限新臺幣3萬元整，補助校數最高4校。 

(四) 補助項目：鐘點費、全民健康保險補充保費、教學材料費、印刷費、雜

支、布置費等項目，請依實際需求核實編列。 

(五) 申請方式：請申請學校逕寄計畫書及概算表(附件1)至本府教育處學管科

-劉家甄老師收(04-7265727)，本府將依預算額度及各校申請計畫核定補

助金額。 

(六) 申請日期：即日起至113年03月02日(五)，郵戳為憑。 

(七) 實施期程：113年03月至113年07月31日辦理。 

計畫十三 



(八) 經費核銷：執行計畫結束後2週內，檢送經費收支結算表及核定經費概算

表報府核結，原始憑證留存各校。 

(九) 成果繳交：請各校於113年8月16日(五)前繳交。 

 逕寄承辦人信箱：chiachen168@email.chcg.gov.tw 

 上傳內容：繳交成果報告書(附件 2)及成果照片 20張(含課程進行中照

片及成果照片)。 

六、預期成效 

(一) 學校透過推動原住民族教育，發展法治正義及全民原教關懷力。 

(二) 能兼顧原住民族學生一般學科知識及族群文化知識等雙文化能力涵養，提升

原住民學生學習競爭力及發展多元潛能。 

七、經費來源：彰化縣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經費項下支應 

八、本計畫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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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校名)辦理 

【原力共覺】鼓勵學校推動原住民族文化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原住民族教育要點。 

(二) 彰化縣 110-114年原住民族教育發展計畫。 

(三) 112學年度彰化縣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計畫。 

二、目的： 

(一) 

三、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彰化縣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 

(二)承辦單位：彰化縣立○○○○ 

四、辦理期程：自113年03月至113年07月31日(星期三)止。 

五、實施對象： 

六、實施方式： 

(一) 

七、預期成效： 

(一) 

八、經費來源：彰化縣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經費項下支應。 

九、本計畫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1 



 

彰化縣112學年度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 

【原力共覺】鼓勵學校推動原住民族教學成效計畫概算表 

概算表 

單位名稱：(學校名稱) 

項次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金額 備註 

1 講座鐘點費 節     

2 全民健保補充保險費 式     

3 教學材料費      

4 印刷費      

5 雜支 式     

合計 30,000 
以上各項目經費 

得相互勻支 

承辦單位                  會計室                校長 

  



彰化縣○○○○(校名)辦理 

【原力共覺】鼓勵學校推動原住民族文化實施計畫 

壹、 封面（計畫名稱/執行日期） 

一、 依據 

二、 計畫目標 

三、 實施內容 

(一) 課程內容 

課程日期 113年○月○日 

課程時間 上午○○：00~下午○○：00，共○節 

課程內容  

(二) 參加人員人數： 

(三) 活動地點： 

(四) 活動相片：（不得少於 20張，活動照片檔另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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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經費使用 

(一) 核定金額 

(二) 實際支出額 

(三) 核銷完成日期及經費落差說明(例：X年 X月 X日完成核銷。（或預計 X

年 X月完成核銷）經費落差說明： 

五、 檢討與未來精進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