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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語言在高中階段實施現況之探究 
王燕苹 

國立旗美高中專任教師 

 

一、前言 

自國家語言發展法通過，高中教育階段將本土語言列為部定必修，111 學年

度起開始於高一正式實施課程 2 學分，以目前高一實施本土語言教學至今（2023

年 1 月）已有一學期，「國際化」與「本土化」是並重且並行不悖的兩大潮流。

我國政府也在此浪潮下，教育部將納於中小學義務教育中，除了挽救流失的本土

語言文化外，也會增強我國人民的語言能力（莊淇銘，1999）。由於本土語言課

程未曾於高中實施，就教學現況而言，師資、課程教學法及教材而言皆屬初次，

仍尚有許多實施教學現況的議題值得探討。 

二、高中本土語言實施教學現況之分析 

(一) 本土語言師資不足 

就師資來源而言，各校推薦現職教師，參加教育部辦理之本土語言教師認證

培訓研習，為期 5 天共 35 小時，但教師仍需取得中高級以上能力認證，始可擔

任此課程授課教師，以 2021 年教育部和成功大學所舉辦的閩南語認證為例，2021

年通過率為 16%，現職教師對於原任教以外的科目，要準備且通過中高級認證考

試實屬不易。以高雄市旗山區國立旗美高中為例，全校本土語文共開設 7 種本土

語言課程，共計 13 班。 

表 1  國立旗美高中本土語言開設之課程名稱及班級數 

課程名稱 
多納魯

凱語 

南排灣

語 

郡群布農

語 
台灣手語 客語文 閩南語 鄒語 

班級數 1 1 2 2 2 4 1 

資料來源：國立旗美高中 

執行的困難：本土語文師資難尋，校內目前通過客語和閩南語中高級認證

的教師均僅 1 位，缺少的師資均尋求附近學校教師支援課程，本校原住民族群

眾多，但缺乏原住民族語師資，只能採直播共學方式授課。對於地處偏遠的學

校而言，要聘任足額因應學生所選修的語系師資，是各校所面臨最大的挑戰。 

(二) 本屆高一學生本土語言課程在國中階段未實施，致高中階段未能銜接 

自 111 學年度起，國中及高中同時開始實施本土語言課程教學，國中階段的

教學因國小階段已有本土語言課程，無課程銜接問題，但現行高一學生在國中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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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並未上過本土語言課程，致使國小階段所習得之本土語言課程內容生疏，需

重新再學習及複習。 

學語言一般進程是聽、說、讀、寫，但是，影響學習效果最大、最艱鉅的因

素在於「說」。換言之，經由「說」可以快速且有效的學習語言。在我們成長的

過程中，學習自己的母語是那麼的自然與容易，其中經由學習文字有其困難性 

（莊淇銘，1999）。高中學生會選修該語系，多為家庭已使用該語言，有一定的

聽和說之基礎，少部分學生尚不會聽和說，但卻是有意願想學習該語言，目前在

教學現場，授課教師在課程教學上，遇到較無力感的是學生對於書寫和閱讀部分

生疏，對於學習羅馬拼音或漢字等需重新學習，且較難懂的課程欠缺學習意願。 

(三) 師資專業度不足 

因專業師資的不足，鼓勵現職老師取得中高級認證後，即可擔任授課師資，

以閩南語為例，筆者參加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本土語文認

證培訓實施計畫共計 35 小時，但對於閩南語口音及聲調的變化仍有不解之處，

筆者雖然以閩南語為母語，對某些南北地方用語的異同，並無法確切掌握其意義，

語言就是一切文化的根柢，從文化觀點來看，多語言毋寧說是多元價值的存在 

（許極燉，1994）。若只是單純學習語言，並未了解其文化背景，便失去本土語

言開設之意義。除了輔導教師通過認證外，如何提升教師的課程設計能力也是其

重點。以高中而言，授課程度並不能只停留在國小簡單的口說及聽力能力，教師

更應提升自己在語言、文化及文學等方面的教學知能，本土語言最重要的是讓學

生真正關心其本身在地的文化內涵，如何引導學生對本土語言的學習與傳承，也

是其課程的真義。 

(四) 現職教師跨科教本土語言意願低 

透過幾天的研習便通過認證的老師，對於是否能應付教學現場中，學生在本

土語言課程的求知欲，是授課教師備課時主要的壓力來源。校內有 8 月通過認證

的授課教師在新學期 9 月開學即上場任教，除了原任教課程須備課外，跨科本土

語言備課不易，導致原排課的授課教師打退堂鼓，語言的三大支柱是語音、語彙

和語法。閩（南）臺語基本上固可以相通，但是，臺語的聲調漳州音佔優勢，閩

南的廈門話輕聲特別多，講話的語調也和臺語不同，很容易聽辨出來，至於語彙

的差異之多自不待言（許極燉，1994）。以閩南語為例，光是漳州腔和泉州腔的

發音不同，就讓老師須花費很多時間備課和準備教材，更遑論全場授課時以閩南

語講課，及建立評量標準和命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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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語 

高中階段自 111 學年度本土語言已實施，現階段所面臨之困境，應以國小為

借鏡，若能整合國中小的人力和資源，相信高中所推行之本土語言教育能夠更連

貫，學生也能延續學習且具有成效；在師資部分，教育部如何協助現職教師做本

土語文增能，且可擬訂獎勵措施，達到鼓勵現職教師做跨科教學，以便解決本土

語言師資不足等問題，目前教育部來文調查各校教師有意願參加本土語言第二專

長學分班等報名推薦事宜，相信對於教學現場已授課的教師或有意願參與本土語

言授課的師資，若參加學分班的課程，教師更能提升自己在語言、文化及文學等

方面的教學知能。在課程銜接部分，本屆高一學生對於本土語言課程仍生疏有待

複習，教師在教學部分除了原有的課堂節數外，可開設加深加廣課程以補強國中

階段未實施本土語言的課程內容，使學習能更具成效。本土語言教育是國家百年

大業，非是政策頒令或師資到位就有成效，需要家庭、校園、政府或地方團體一

起共創與推展，終使本土語言與文化能達到傳承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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