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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語言是人類寶貴文化資產，含有族群獨特而豐富的生活、人文、歷史、自然等

資訊及經驗智慧，承載著一個民族之記憶和圖像，亦包含族群心智互動結晶。（吳

俊憲，2014）。臺灣是一個充滿多元化的社會型態，又各族群多有專屬的語言，作

為表徵族群獨特性的母語，並以之聯繫族群的情感，形塑族群的歸屬與認同，這樣

的多元化風貌，讓臺灣社會不僅呈現多元思考的特質，也展現蓬勃的生命力量（黃

建銘，2011）。惟因過去歷史影響了各族群語言的自然發展，導致諸多本土族群語

言面臨消逝危機，如原住民族語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認定為嚴重流失

及瀕危，連較為通用的臺語也發生嚴重世代斷層，有關語言文化之保存與傳承工作

實刻不容緩（行政院，2019）。 

因此，政府於 2019年通過國家語言發展法，將本土語文列為各教育階段部定

課程，納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自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

學校開始實施新課綱後 3年（即新的 111學年度）施行。至今已實施一年多，有許

多實施教學現況的議題仍待研討。 

二、學校現況及問題 

自 111學年度起，國中 7年級、8年級學生每周必修 1節本土語課，高中生則

必修 2學分，以第一學年開設為原則，也可於其他年級實施。而 111學年度及 112

學年度就學的國高中的學生，不管是高中生在中斷了至少三年的本土語言課程之

後，要再重新接受本土語的教學；又或者是國中生雖然是銜接國小的本土語課程，

似可順利進行未來國中兩年的課程，但是學生們都要在新課綱沈重的教學中及校

內或有第二外語課程、雙語教育等多面夾擊的情況下進行本土語言學習。在本土語

的教學現場上，常遇到的困境如下： 

(一) 教材選擇未能完全符合學習需求 

目前民間版本的課本內容常令學生困惑，也讓教學現場的老師困擾（吳冠緯等

人，2023）。而搭配授課內容，老師大多會額外另找補充教材，例如；在課堂上讓

學生們觀看本土語言的電視劇，以學習劇情和對白，如：《戲說臺灣》等，但是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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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情節與明清時期故事、民間傳說與現代生活相去甚遠，限制了學生對臺語的歷

史認識（蘇凰蘭，2023）。 

(二) 學生學習心態有待導正 

學生使用的語言與其生長及學習環境習習相關。語言的本質在於牽扯其中複

雜的認同與集體記憶，當一個族群對自己的語言沒有認同、沒有記憶，他們怎麼會

願意去學習（蘇凰蘭，2023）？加上本土語言並非考試學科、在有限的學習時間內，

學生對於考科的準備會優先於本土語言的學習，更是讓本土語言的學習雪上加霜。 

(三) 師資來源有待補充 

本土語師資不足、師資專業度不足（王燕苹，2023），政府規劃研習及認證制

度協助養成師資及增能，加上直播共學、鐘點費挹注等措施目前或許稍稍緩解師資

不足問題，但來自各語群教學的師資雖同校，卻很難有共同的時間對話、建立共識、

教材共備及辦理活動，也没有共同的評量標準，這對成績核算、繁星作業的衝繫勢

必出現。 

(四) 課程跨域及生活融入尚待推進 

本土語在加入必選課程後，普遍被視為「額外」加入的學科，未能普遍被視為

生活中可以融入活用的在地語言課程，在課程教學的就地取材及應用走讀還有很

大的空間可以拓展。 

三、建議策略 

(一) 鼓勵創意、落實適性 

教材編輯可以請教學現場的老師協助，蒐集學生的意見，建立符合學生需求，

並鼓勵創意，將在地及流行因素融合，如：地方特色、流行歌曲及動畫等，在原來

的課本內容中重新規劃單元，新增選讀文章，以利教師彈性運用。政府或民間團體

可以開發更多以本土語製作且具有高品質的影音作品，以影響孩子對本土語言的

使用和認知。 

(二) 上行下效、提高認同 

本土語言不僅僅只是一個學科而已，雖然只有一節課，藉由部定的課程，語言

環境要長期且持續地建置。在學校、家裡及社區裡，結合教學及活動，我們可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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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族群的記憶與認同。要提升母語的重要性，需要教師和家長共同啟發孩童的語言

意識，增強他們學習本土語的意願。 

(三) 師資整合、群策群力 

可建立數位學校教師社群或跨校數位學校教師社群，鼓勵教師搭配四學模式，

建立共識及增能。地方教育主管機關或學校，提供更多元的本土語第二專長培訓班

隊及跨域融入增能研習，增加更多型態的本土語師資及專長，有助於本土語各面向

的推進，也能解決因師資不足單一教師同時排課的困難。 

四、結語 

自 2001年實施九年一貫課綱起，小學生正式接受本土語言教育，一直到 2021

年，本土語教學發展已經走了 20年。推動《國家語言發展法》，可以透過完備相關

法制基礎，並將本土語文列為各教育階段部定課程，納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

綱要總綱，如此可以培育更充足的師資、鼓勵創意、跨域融入在地元素、增進師生

認同，積極改善母語消逝或斷層危機，讓每一位國民都能更有自信、尊嚴地使用自

己的母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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