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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國家語言發展法》於 2018 年 12 月 25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並於 2019 年 1
月 9 日公布施行（文化部，2020）。該法明定保障臺灣各固有族群之自然語言和

臺灣手語的傳承、復振及發展，以尊重我國語言文化多樣性（文化部，2020）。
固有族群之自然語言包含閩南語、閩東語、客家語、原住民族語及其他具有傳承

危機之國家語言。因此根據法源，國高中教育階段必須將本土語文列為部定課

程，以利國小本土語文課程學習之延續，使本土語文的學習不因進入下一個學習

階段而中斷。是以，面對新的學習領域，國高中本土語文教學師資勢必面臨不足

之困境，師資來源成為一大挑戰，如何培育本土語文教師以因應本土語文之教學

成為當務之急。本文就目前本土語文師資培育規劃、存在的問題與解決策略提出

看法。 

二、本土語文師資培育現況 

有關目前本土語文師資培育方式，以提供公費生名額、教學演示及格免修習

半年教育實習及從多元管道培育師資三方面探討，內容分述如下： 

(一) 於師資生培育加入本土語文專科，並提供公費生名額。 

《師資培育法》新修正第 14 條規定：「師資培育大學培育國家語言公費生，

亦需開設相對應之國家語言及其相關文化課程」（教育部，2019）。該法將本土語

文正式列入培育的科目，並保有公費生名額，以目前各科公費師資生比例低的狀

況下，在本土語文師資生的培育保有公費生名額，能保障本土語文師資之來源並

提高師培生選擇的意願。 

(二) 具教學實務經驗且教學演示及格，免修習半年教育實習 

立法院於 2019 年 11 月 26 日新修正通過《師資培育法》第 8 條之 1 規定：「中

央主管機關得視政策需要，經師資培育審議會審議通過後，協調師資培育之大

學，辦理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招收具特定條件之大學畢業生修習，而修畢課程且

符合師資培育審議會通過之資格條件者，得依規定經教學演示及格，免修習半年

教育實習」（教育部，2019）。以國立成功大學學士後學分班為例，取得修畢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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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前教育證明書，且最近 5 年內於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從事本土語文教學支援工作

人員實際服務累計滿 6 學期以上，表現優良，教學演示及格者，得免教育實習（國

立成功大學，2020）。是以，與其他科目的教師培育最大之不同在於「經教學演

示及格，免修習半年教育實習」，能縮減取教師證之時程，以吸引更多人才加入

本土語文師資行列。 

(三) 從多元管道培育師資 

依《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高級中等學校一般科目全民國防教育

科及中等學校本土語文（閩、客、原）科目，需採正規師資培育，且考量偏遠地

區學校及學校實驗教育師資之相關議題，增訂《師資培育法》第 8 條之 1 條文，

讓臺灣本土語師資可透過職前培育、教師在職進修第二專長與學士後專班等多元

管道培育，以充裕及提升本土語教學師資，落實臺灣本土語教學成效 （教育部，

2019）。也就是除了師培生之外，在職教師、代理代課教師仍可透過在職進修與

加註第二專長的方式取得本土語文教師的資格，提供多元管道，以解決師資來源

的問題。茲就各項身分別如何取得閩南語教師證，整理如下： 

表 1 取得中等教育本土語教師證管道 

身分別 適合進修班別 取得教師證流程 

已具中等教師證者 加註第二專長學分班 
修畢本土語文專業學分申請加註第二專

長取得中等學校本土語文專長教師證 

修畢中等教育專業課程

者，且具合格教師證者 
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修畢本土語文專業學分取得中等學校本

土語文專長教師證 

修畢中等教育專業課程者 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修畢本土語文專業學分通過教師資格考

試教育實習半年取得中等學校本土語

文專長教師證 

具本土語文專長者 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修畢本土語文專業學分與中等教育專業學

分通過教師資格考試教育實習半年

取得中等學校本土語文專長教師證 （近 5

年內於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從事本土語教學

支援工作人員實際服務累計滿 6 學期以

上，表現優良，並且經過教學演示及格者，

得免教育實習。） 

具國小教師證者 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修畢本土語文專業學分與中等教育專業學

分申請加證取得中等學校本土語文專

長教師證 
資料來源：參考清華大學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網站，研究者自行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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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行師資培育的問題 

以下就教師缺額的不確定性、在職教師加註第二專長的困境及本土語文教學

支援工作人員取得正式教師資格不易加以說明： 

(一) 教師缺額的不確定性，讓師培生及流浪教師怯步 

本土語文師資培育祭出免半年實習的政策，與其他科目相比，縮短半年時間

應更具競爭力，是本土語文師資培育一項利多，但非人人皆可免半年實習，仍需

有一定的本土語文教學年資與經驗。且修畢後教育現場的正式教師缺額數未定，

政策執行仍有反對聲浪，如 2020 年 10 月 25 日課審大會，四名國中分組委員基

於修訂程序不夠完備、專業性不充分、及大會審議過程專業討論受到模糊等原

因，於會議進行中請辭 （葉興華，2021）。新科目在教學現場是否受到重視與落

實仍為未知數，若修畢後沒有正式缺或代理缺，則工作出路將面臨一大考驗。對

流浪教師而言，需再修習專業科目 40 學分，所耗費的時間、金錢與心力，未必

能吸引師培生或流浪教師朝本土師資培育之路努力邁進。 

(二) 在職教師加註第二專長之困境 

依教育部《國民中小學教師授課節數訂定基準》規定，國高中專任教師一週

的基本授課節數為 16-20 節不等，依目前規劃，本土語文課程一週只有一堂課，

有意願擔任本土語文的教師，需任教 16-20 個班級，小型學校的班級數無法滿足

基本授課節數，勢必得兼上其他科目，在備課上的負擔也更為加重。其次，除了

因新課綱授課節數調整而被縮減排擠到的科目，教師擔憂專長科目無足夠的節數

可上，較有可能願意投資心力修習學分，達到加註第二專長之目的。而其他授課

節數影響小的科目，在職教師已擁有熟悉的授課專長領域，無加註第二長專之急

迫性，未必願意再花時間與精力取得本土語文第二專長。再者，本土語文非學生

主要的溝通語言，學生對本土語文的熟悉度低，導致學習意願不高，加上為非考

科科目，較不受家長及學生的重視，教師若教授本土語文，教學上的成就感未必

能得到正向的回應，以致降教師低加註本土語文第二專長之熱忱。 

(三) 本土語文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年紀偏高，取得正式教師資格不易 

本土語文教學推廣之初，因教學現場師資不足，有賴教學支援工作人員進行

本土語文推廣。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成為目前本土語文教學的重要師資來源。然

而，近二十年的本土語文教學，這批教學支援工作人員仍只能支領鐘點費，無法

取得合格正式教師身分。目前規劃的師資培育計畫，雖提供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取

得正式師資的機會，但除了需修本土語文專業科目 40 學分之外，尚需完成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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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程，依研究者教學現場觀察，目前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年齡偏高，辛苦修完

本土語文專業科目及中等教育學程後再加入正式教師行列，恐教不到幾年就得面

臨 65 歲屆齡退休的窘境。 

四、解決策略 

針對上開本土語文教師之師資培育問題，本文研擬解決對策如下： 

(一) 提升師培生與代理代課教師本土語文專業能力 

面對少子女化趨勢，各領域教師呈現飽和狀態，開缺機會相對降低。中等教

育階段將本土語文列為必修課程，新領域實行之初，師資的需求較高，反而是取

得正式教職的新契機，再加上有實際教學經驗之教師，有機會藉由通過教學演示

抵免半年實習的優勢，比其他科目更快取得入場門票。再則，通過本土語文能力

認證為進入本土語文教師行列之門檻，師培生與代理代課教師應利用時間充實本

土語文能力，盡早通過語言能力認證，取得中高級證書，爾後能夠縮短取得正式

教師的時間，亦能提高本身之專業度與競爭力。 

(二) 鼓勵在職教師進修本土語文教學專長 

政策推行之初，為鼓勵更多教師加入本土語文教學行列，政府教育單位挹注

經費於師資培育上，現職教師應把握專長加註學分補助機會，利用課餘時間完成

學分修習。取得第二專長加註後，教學上可以與原第一專長科目結合、靈活安排

授課領域，也可在原本擅長的領域融入本土語文教學，為學生營造情境教學，讓

學生在自然的狀態下學習本土語文，不但提高學生學習興趣，教師也能從中獲得

更大的教學成就感，創造師生雙贏的局面。 

(三) 提高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本土語文教學專業 

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因擁有多年的本土語文教學經驗，在本土語文專業素養上

較具競爭力，同時本土語文為其慣用語言，在語言及文化上的熟稔度較一般代理

教師與正職教師優。應把握免半年實習，可部份學分抵免、已通過語言能力認證

的優勢，以及自身語言實務經驗來提高競爭力。更應強化教育理論基礎、班級經

營技巧，新課綱內涵的探討來加強教育專業科目的素養，如此能盡早取得正式本

土語文教師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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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2022 年國高中本土語文課程即將上路，師資培育成為重要的教育議題，正

式師資無法一次到位，過渡時期的配套措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如何完善這些配

套，兼顧師資充足與教學品質是當務之急。多元管道的培育有助解決師資人力問

題，然長久之計仍應將本土語文師資比照其他科目，朝向正式專業師資培訓，以

確保師資的品質與專業度。有志從事本土語文教學的人員，應掌握政策之動向，

提前做好規劃與準備，才能把握時機邁向成為正式本土語文教師之路。 

(二) 建議 

1. 與縣市教育局處合作，師資培育前即綁定缺額 

為減少師資培育生選擇科目時的不確定感，師培中心可與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簽約合作，提供本土語文教師公費生缺額，降低師資培育生對未來的不確定感及

經濟負擔，提高師資培育生選擇就讀本土語文科系的意願，並能滿足各縣市本土

語文師資之來源，教師資源穩定有利本土語文教學的推廣與深耕。 

2. 領域結合方式實施沉浸式教學，改善教學環境與提升教學意願 

目前現階段本土語文課程的規劃為一節課，對於語言的熟悉是明顯不足的，

然而再增加節數會排擠到其他領域的節數，勢必引起反彈的聲浪，若能以領域結

合方式進行課程整合，教師在其他領域運用本土語文進行教學，逐步建構起沉浸

式教學模式，則教師加註本土語文第二專長即可與原本的第一專長學科結合，能

提高教授本土語文之意願。再者，在職進修學分班的規劃也應考量在職者利用課

餘時間進修的難處，就近開班以減少舟車勞頓之苦。 

3. 鬆綁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學分抵免門檻，加速完成時程 

課程實施之初師資缺口恐無法馬上到位，這批從事本土語文教學多年的教師

應被善待與做妥善的人力資源整合。在學分抵免上應更加鬆綁，本土語文專業科

目可透過測驗評量方式檢測，通過者可以抵免專業科目學分，如此減少修業學分

數，能加速完成的時程。 

4. 協助年事已高的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轉型為顧問角色 

對於年事己高的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要取得正式教師資格有實務上之困難，

政府應積極建立起本土語文人才資料庫，協助這些資深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轉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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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角色，提供新進教師本土語文相關文化背景諮詢的服務，藉此提升新進教師

專業之能力，同時讓耆老們珍貴豐富的語言與文化涵養得以傳承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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