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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碩士生 
 

一、前言 

語言是文化傳承、族群發展的重要資本，在臺灣過去曾經有過「國語」運動，

導致本土語言逐漸消逝，儘管在 2000 年實施九年一貫後，本土語言於國小已成

為正式課程，國中則是以選修方式來學習本土語言。直到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開

始，對於本土語言才有明確規範的課程綱要（教育部，2018）。除了課綱的規定

外，2018 年通過的「國家語言發展法」將本土語文列為國中與高中的部定課程，

企圖振興式微的本土語文，此法預計於 2022 年 8 月執行。然則這一舉動勢必對

國高中課程產生影響，像是課程的安排、師資是否足夠、對 108 課綱、2030 雙語

國家的衝突等等，都是需要考量的因素。 

二、國高中本土語文課程問題分析 

(一) 本土語文課程與彈性課程的衝突 

因應國家語言發展法，自 111 學年起國中生每週有一節必修的本土語文課

程，如何把這一節課程放進課表裡著實一道難題，根據教育部課程審議會的決議，

本土語文的課程將會挪用到 108 課綱所排定的彈性學習課程，原先的彈性課程該

何去何從，變成是國家語言發展法與 108 課綱的衝突。在 2030 雙語國家的政策

上，也可能使重心轉移到英語而忽略了本土語文，進而衍生出另一種阻礙。為避

免彈性課程被本土語文課程取代，教育部規範國中每週上課節數由 32 至 35 節提

升至至少 33 節（教育部，2021a）。高中部分則是以必修兩學分的方式實施。這

樣的加課對學生而言是否額外增加了學習時間，減少了其他科目的學習，能否有

效學習本土語文也是個問題。 

(二) 本土語文種類眾多、學習的實質意義與學生背景的落差 

臺灣種族多樣，本土語文又分為好幾種，例如閩南語、客語、閩東語、原住

民語，光是原住民語就有多達十幾種，本土語文的課程中又能選擇新住民語，學

生究竟該選擇何種語言也是一大困擾。多數本土語文的傳承來自家庭，因此不少

學生在修課前已有基礎，再加上學生背景沒有硬性規定，對於新住民的子女來說，

這無疑會造成語文程度上的懸殊，光是學習本土語文已有難度，若只是單純學習

語言而不了解該文化，便會失去學習本土語文的意義，反而也令語文程度造就另

一群學習弱勢的學生，且增加教師教學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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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土語文教師師資不足 

本土語文成為必修課程，首先遇到困難的即是辛苦的教師，專業的本土語文

教師少之又少，加上本土語文種類也多，尤其是原住民語方面，各種族語與地方

口音差異甚大，在本土語文教師兼職教師比正式教師較多的情況下，教育部規定

教授本土語文需要是正式教師且有中高級以上證照（教育部，2020），對於原先

教其他科目的教師來說門檻不低，降低了現職教師跨科教本土語文的意願，師資

不足也導致很多學校可能只能開設閩南語與客語，勢必會犧牲掉想修原住民語或

原住民學生的學習，要如何彌補各語言的師資空缺也是很重要的課題。 

(四) 科目太多與彈性、社團課程的壓縮增加學生負擔 

國高中的課程有諸多不同科目，自九年一貫起，藝能科增設不少課程後，基

礎科目也有遭到壓縮，108 課綱後更是減少堂數，現今又增加本土語文這門科目，

即使教育部說明不會變動部訂課程，但也確實減少了校訂課程（教育部，2021b），
造成學生的彈性時間與社團活動時間大幅縮減，當課程塞滿眾多專業科目會增加

學生學習負擔，更遑論還要學生精熟各個科目，不只教師要承擔學生的學習情況，

學生的學習也較容易出現疲乏現象，這也是非常需要重視的課題。 

三、國高中本土語文課程問題策略建議 

(一) 應對一：不更動修課堂數與彈性課程，以未來發展為重 

在不減少也不增加課程堂數的情況下，又要與 108 課綱的彈性課程不發生衝

突，建議讓小學的本土語文課程照舊，將國高中的本土語文課程移至大學，成為

大學的必選修課程，與 2030 雙語國家注重的英語並重，可以使學生因應自己的

科系以及未來出路，考量自身會使用到的語言來去做抉擇和修課，也能讓真正有

興趣的學生在大學中較容易推廣本土語文，並且為本土語言取得更多的關注以及

重視。 

(二) 應對二：差異化教學與沉浸式教學減少背景的差距和體驗本土語言文化 

教師可針對不同背景、不同程度的學生進行不一樣的教學策略，像是請家庭

中常以本土語文交流的學生協助新住民背景的學生，或是進行一對一的對話課

程，根據不同程度的學生給予不同的內容。抑或是使本土語文成為教學語言，將

本土語文延伸至其他科目，像是地理課、歷史課等等，讓學生了解每種本土語言

之文化，從而選擇有興趣的本土語文進行修課，在教授到該文化相關內容時，則

使用該文化語言來做教學，更能讓學生兼顧兩者，也得以在生活中運用到本土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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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因而達到所學所用。 

(三) 應對三：集中與增加本土語文師資培訓與專業化 

因應少子化，學校和班級數日益降低，而需要教授的專業科目逐漸增多，導

致不少專業科目是由別的科目的教師配課，加上本土語文眾多，每種語言至少有

一名專業教師也不容易，若是將本土語文課程移至大學，不只能集中本土語文專

業師資和資源，也能使大學開設更專一且精緻的本土語文必選修課程。而在師資

不足方面，本土語言光是族群、口音、腔調就多達十、二十種，每一種本土語言

都要有專業教師實屬不易，若是增加本土語文公費師培生、本土語文教師職前培

育課程，或是提供現職教師參與本土語文培訓津貼、給予考取本土語言證照獎勵，

甚至是聘請熟悉族群語言的在地人來教導、協助他們進修教師證，都能有效提升

本土語文教師的人數、能力與授課意願。 

(四) 應對四：運用課餘時間提升本土語文學習動機與成效 

為避免減少彈性課程與社團活動，進而影響其他科目和本土語文課程的學

習，除了將本土語文課程移至大學的方法外，亦可將本土語文課程排至課餘時間，

不壓縮彈性課程與社團活動的同時，也能降低學生在學校必須整天學習專業科目

的壓力。而本土語文的學習較多是從小在家庭中耳濡目染，以至於課程與教材的

編排顯得更為重要，要能引起學生興趣，才不會讓學生在學習時感受到負擔，且

使學生於課餘時間能積極學習，像是遊戲式教學，借助遊戲方式使學生在其中取

得成就感，也可藉由數位科技來引發學生的學生動機，好比 APP、擴增實境 AR、
虛擬實境 VR。本土語文不光是學習一種語言，它更是蘊含本土文化、歷史、自

然、地理、文學、藝術等在地的文化內涵。本土語文的課程最重要的是讓學生真

正關心本土語文並認真學習，因此可以建構本土語文的情境學習環境、舉辦城鄉

文化交流、本土語文文化體驗活動、甚至是校外教學等等。 

本土語文的學習與傳承是需要長時間的累積，用心感受生活周遭真實存在的

本土文化，在地風情勾勒出語言與文化，語言與文化發揚每一塊土地上的生命歷

程。學校的教育並非是學習與振興本土語言的唯一管道，多數人的本土語文都是

從小由家庭中學習而來，也有不少人是受到環境文化影響，地方機關與各部會亦

能有所幫助，包括營造本土語文文化環境、大眾傳播、民間推廣、藝文活動、布

袋戲、歌仔戲等等都對本土語文的復興有所幫助，是最直接且深植人心的傳承。

因此本土語文的學習不能單靠學校教育，須加強家庭、校園、社區本土語文的學

習環境，使本土語文的資源能夠多樣化，藉由大眾的本土語文文化意識與民間力

量來發展與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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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本土語文是族群珍貴的寶藏，挽救將快消逝的本土語文固然重要，也是極需

擔心的，國高中本土語文必修政策的決定有好有壞，也勢必對教育現場帶來衝擊

與衝突，雖然我國在政策和制度方面都有想讓本土語文傳承下去，但與其讓學生

對新課程更忙、讓教師對教學更焦頭爛額、讓學校課程更複雜，筆者認為應該更

實際去了解大眾對於本土語文的感受和看法，並將這項政策的修改和調整更加貼

近和符合現今社會情況，相信不管是對於學校或老師，都能有更明確的方式和較

好的方法來實行，筆者也在這裡鼓勵大眾一起投入本土語文的文化發揚與傳承，

並期望能藉由上述各項可能策略，使本土語言以及本土語文化能繼續紮根，永久

地流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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