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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報告乃是「小琉球社區文化與教
育之民族誌考察（Ⅰ）」之簡要成果報
告。本報告共分為四部份，即中文摘要、
緣由與目的、結果與討論、計劃成果自
評四個主要部份，還有一份簡要的參考
文獻。本研究計劃有幾個主要特色：

（１）強調探討教育與社會文化生活之
間的關係。教育社會學的研究一
再證明學童之教育與學習成就並
非只是智力、學習態度或學習因
素影響所致。社會階層與家庭背
景乃是影響學習成就的重要因
素。而晚近的文化研究及文化再
製理論則進一步指出，社會階層
與家庭背景又如何藉由文化及日
常生活實踐影響到學習過程，形
成透過文化再製的社會再製過
程，具體而微地分析文化與日常
生活過程，讓我們能真正深入了
解社會文化因素對教育的影響。
這乃是本研究主要的工作。

（２）小琉球由於地理因素乃是一相對
封閉的社群。在文化生活上，小
琉球並非異於台灣本島，可是相
對於台灣本島的快速發展，小琉
球又有其特殊的時空限制。民族

誌之田野調查正適合深入探討其
社區文化與日常生活實踐的特
色。因此除了基本統計資料的掌
握外。不論是在經濟型態、社會
關係及社區文化的調查上，本研
究以民族誌的深入觀察訪談為
主。並凸顯在地人的觀點(native 
point of view)，來分析相關的社
會文化及教育問題。

（３）本研究希望運用 Bourdieu 有關
habitus 的討論，以及 Bernstein 有
關 speech code 的研究，來探討小
琉球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所面臨
的結構限制。

關鍵詞：社區文化、文化研究、日常生
活、民族誌、小琉球

二、緣由與目的

台灣西南端高屏溪出口以南十四公
里處有一個島嶼，該島與屏東縣東港鎮
相對，是距離台灣本島最近的離島鄉，
那就是小琉球。小琉球全島面積約 6.8 
平方公里，居民約一萬二千人，其中 80%
以上居民以漁業維生，其餘就業人口則
多分佈在公職部門或學校，還有少數人
則依賴觀光業維生。在台灣社會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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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琉球也不可能不受到整個社會變
遷的影響。比如漁業從事人口雖仍佔居
民中的大部份，然而漁業捕撈型態已大
幅改變，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離島資
源的限制及經濟活動的型態又形成小琉
球發展的限制及風貌。地理空間的距離
使得小琉球與台灣本島有著不同的社會
空間型態與發展時間上的落差。在台灣
社會變遷的過程中，小琉球彷彿是個被
遺忘的島嶼，卻也是個記憶被保留下來
的島嶼。

這個混合了遺忘與記憶的島嶼應該是社
會學、人類學、文化研究與教育學進行
深度觀察最好的田野地點，只可惜對小
琉球的相關社會文化研究相當少。有鑑
於此，本研究計劃以民族誌田野調查的
方式，對小琉球的社會文化生活做一整
體的了解。另方面，則探討在這樣的社
會文化脈絡上，小琉球居民面對教育的
反應與問題。從教育學與教育社會學相
關的研究中可知，對學童學習成效影響
最大的並非學生的智力，也非學校設施
或教師能力，而是社會文化與家庭的因
素。小琉球在行政區上共分八個村，現
共有八個鄉立托兒所，四所國民小學及
附設幼稚園，以及一所國中，若要進入
高中或高職學校以上就讀就必須離家至
台灣本島。然而由於經濟與社會文化等
條件限制，小琉球學童升入中級高等學
院就讀的比例約只有七成，遠低於台灣
一般升學比率。台灣近年來的教育擴張
及教育改革，尤其是入學方式的改變對
此現象是否有影響，則有待觀察。因此
本研究嘗試在小琉球的社會文化脈絡
下，探討小琉球的教育現象。尤其是深

入了解教師、家長及學生等教育行動者
(agency)，對教育現象的詮釋。其主要目
標有三：

（一）對小琉球的社區文化、宗教信
仰、遠洋漁業經濟下的社區生
活、家庭結構、學校與社區的互
動等現象做一整體的掌握。

（二）深入了解主要的教育行動者，包
括教師、家長與學生，他們對教
育的認知與預期，進一步了解島
上特殊文化生態、家庭結構對學
生學習的影響。

（三）檢討相關的文化研究、文化再製
理論對教育與社會的關係有深刻
具體的分析。從日常實踐中，挖
掘文化及行動者與社會結構之間
的關係。

（四）檢討教育改革政策對文化相對不
利地區的影響。

三、結果與討論

雖然我們研究的焦點是小琉球的社
區文化生活與教育的關係，然而我們首
先可以看到的是小琉球的社區生活、文
化及家庭深受其經濟活動型態所影響，
而經濟活動又受到小琉球自然環境的限
制。因此底下分為三個主要層面來討論
我們的發現。

（一）經濟活動及其影響

小琉球面積約 6.8 平方公里，是台
灣本島附近 14 個離島中唯一的珊瑚礁
島嶼，表面被珊瑚石岩覆蓋，海岸被隆
起的珊瑚礁島嶼圍繞。全島被兩條交叉



4

地塹切割成為四塊台地，台地表面均被
紅土土質土壤所覆蓋，而呈紅土台地。
這些紅土係珊瑚石灰岩長期風化後之產
物，其風化結果使珊瑚石灰岩僅剩下不
可溶性之紅色氧化鐵、氧化矽等雜質，
因而成為鮮明之紅色，全島乃成貧瘠乾
燥不適農作之地，所以島上沒有什麼農
業活動。然而本島是台灣海峽通往巴士
海峽的航程指標，自古以來即為優良漁
場，至今居民仍有 80%以漁業維生。只
是以往漁業以沿海作業為主，但近年台
灣沿海漁獲日漸減少，遠洋漁業日漸重
要。遠洋漁業雖然經濟收入較穩定，卻
對社區生活及家庭結構形成另一種衝
擊。

首先遠洋漁船海上作業時間漫長，
船員休閒活動有限，小賭一番常是船上
休閒活動之一。回到陸地上，這種行為
模式也沒有太大的改變。某種程度，這
也反映了當地居民所能決定的。不過遠
洋漁業發展另一個可能的影響或許會影
響當地漁業從業人口。因為從事遠洋漁
撈工作非常辛苦，且必須長年離家在
外，影響婚姻及家庭生活至鉅。隨著台
灣的經濟發展，有許多年輕人不願從事
這門行業，父母親也不願孩子選擇這樣
的工作。只是在資源及傳統經濟活動的
限制下，小琉球的產業結構有無轉型的
可能？比如沿海箱網養殖、觀光業，甚
或離島賭場，這些有可能讓小琉球有更
好的經濟發展嗎？而教育投資是否能讓
小琉球居民有更好的出路，這些都有待
進一步觀察。

（二）社區文化生活及家庭結構

以漁業為主的經濟活動真接影響當
代居民的社區生活，宗教信仰乃成為居
民日常生活的重心。當地居民不只認為
漁獲量及出海安危是由神明主宰的，甚
至生活上的疑慮、生病求藥、決定結婚
吉日、出殯時辰、建屋出土等都藉由求
神問卜尋求神的指引。對當地人而言，
「問代誌」乃是行事的準則。琉球居民
原籍多來自福建漳泉兩地，信仰也以台
灣傳統民間信仰為主。全島廟宇約有五
十多間，其中又以信奉觀世音苫薩的「碧
雲寺」，以及信仰三府千歲的「三隆宮」
為主。「三隆宮」的迎廟會乃是全鄉盛
事，不論遠洋或近海漁船都會歸來參與
慶典，出外工作的鄉民也會回鄉慶賀。
這種全鄉的投入甚至會影響到學校活
動，有時學校甚至會配合廟會活動的需
要停課。然而宗教信仰的影響不只在廟
會活動時，有時也會成為教育機構必須
借重或面對的另一種道德權威。

然而經濟活動影響最深的是家庭結
構。小琉球有較多三代同堂的家庭，可
是遠洋漁洋的作業，使得家中成年男性
長年居於海外。隨之而來的乃是「假性
單親」或「隔代教養」的現象。由於父
親長期居於海外捕撈基地，核心家庭的
母親必須獨自扛起教養重擔，如此一
來，即形成「假性單親」的現象。再加
上傳統女性教育程度不高，往往無法顧
及學童課業輔導問題，社區生活及文化
傳統與學校學習內容又有相當落差，這
似乎是影響學童學習表現最重的因素。
而在三代同堂家庭中，假性單親則可能
形成祖父母與母親兩代在學童教養上的
衝，對學童的學習也有其不利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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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母親前往海外漁撈基地探望先
生，或者父母親皆赴外工作，往往無法
攜子同行，如此一來則形成隔代教養的
現象，這種現象雖然在台灣農村也有，
但在小琉球島上則益形嚴重。小琉球相
對封閉的條件，使得學校社區化的工作
可以很好的推展。可是家庭結構的影
響，卻未必能形成良好的學校社區化的
結果。

經濟活動限制的第三個影響則是人
口的移出。雖然人口外移是台灣農村的
普通現象，但是小琉球的人口外移更為
嚴重，尤其社經條件好的居民外移更
多，對於提升當地的教育文化水準更是
不利。教育能力的提升讓某些人口更有
能力外移，但相對而言，卻讓當代居民
更居於劣勢。

（三）教育機制與行動者

小琉球國中教師的資格與能力普遍
不錯，然而與偏遠地區共同的問題是教
師流動率偏高，除了少數在地老師之
外，外來教師任職時間都很短暫，實在
難以深入了解當代學生的學習條件及問
題。學校制式的教育內容與當代居民的
生活文化有相當的落差，教改後新的課
程內容及教學法所引起的緊張未必比舊
有的小，這些問題似乎未能得到有效的
解決。

語言能力是學習中的關鍵。在小琉
球，學生日常使用的語言仍為台語，其
言說型式則如 Bernstein 所言，乃是限制
型符碼，面對現有學校的教學內容，學
習上處於較為不利的狀況。這種情況未
必會隨著鄉土語言課程的增加而改善，

外語教學的向下延伸可能更強化這種語
言上的劣勢。

文化不利或缺乏文化刺激乃是當地
教師用以解釋學生學習表現的一項重要
因素。然而對文化不利的討論往往掩蓋
了社經條件不利的結構限制。文化不利
並非本質性的現象，而是教育體制對教
育內容規劃所造成的。現有教育內容之
規劃幾乎完全無視於地方文化及生活特
質，小琉球地區的文化自然也就成為學
生學習不利之處。再加上家庭結構的影
響及限制，藉由教育向上爬升或許是當
代居民最大的期待，卻也有可能是最終
的挫折。

四、計劃成果自評

第一年的研究只是初步的探索，嘗
試對小琉球整體的社會文化現象及教育
現狀有一全面的了解，卻流於表面，不
夠深入。能夠看到教育中的矛盾與衝
突，無力與挫折，卻難以做出進一步的
理論反省，運用民族誌的方法，卻不能
更具體深入生活的實踐分析，而方法論
的反省也不足，能描述的現象或許很
多，但能做理論探討的地方卻很少。這
些問題都有待第一年計劃與研究加以彌
補。在家庭結構上，除了假性單親及隔
代教養的現象，外籍新娘已逐漸形成另
一個嚴重的問題。外籍新娘在語言、文
化與教育上相對不利的條件，勢必影響
將來小琉球學童教養問題。除了上述理
論及方法論的問題之外，外籍新娘對小
琉球家庭結構及學童教養的影響，將是
未來研究的重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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