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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以下實施本土語文之現況與建議 
蔡婉緩 

新竹市東區新竹國小總務主任 

新竹市本土語文原住民族語主任輔導員 

 

一、前言 

語文為文化傳承的重要資本，課程的演進由鄉土教學活動科下的鄉土語言到

本土語言必修到本土語文，從 2000 年的國小正式課程，2018 年國家語言發展法

將本土語列為部定課程，國高中必修課程，111 學年度起本土語言在各階段別正

式實施，代表國家對本土語文的重視，改善語言斷層危機、尊重多元文化發展。

但學校非僅有學習本土語文一項，雙語政策、升學壓力等在學校也產生擠壓，本

文希望透過現場的觀察，探討高中以下學校現場因應本土語文，希望國家能提供

更完善之配套措施，讓語言能夠持續流傳。 

二、國中小本土語文現況問題分析 

(一) 本土語文師資仍不足，多元任教管道填補仍未達成效 

不論是哪一種階段別，本土語課程的師資比起其他領域來說是相對來源複

雜，主要以在職教師兼任、教支人員與教師直播共學三種構成。無論是教支人員

或在職教師，都需要取得本土語檢定才可任教。儘管因應本土語教育政策，部分

師培大學已設立各本土語的師培課程，期待培育專業性高的本土語的專任教師。

然而，由於較晚設立，且學校多優先將教師的聘用額度用於升學科目，難留額度

給本土語師資，所以很少開缺。因此以實體授課而言，仍然多以在職教師兼任與

教支人員為主。教支老師面對不熟悉的教學對象，對於高中生，需要調適不一樣

的師生互動，畢竟高中生是半個大人了，不能再用對待小學生的方法上課，在進

行訪視時，不少教支人員也反映在教學上挫折感很大。直播共學比較適合學生數

在少數時，老師才有辦法與每個學生互動，上課的成效就會不錯，但當學生數較

多時，學習的成效就略顯不彰。對遠距線上課程，就有學生反應，用 Google Meet

開課程，同學根本沒在聽，只是在做自己的事。 

(二) 行政端疲於填報系統，作業繁複耗損人力 

本土語文的課程實施，除了學校的教務處得努力尋找本土語已不足的師資

外，學校的行政端負擔大，特別是教學組承受最大壓力，課程平台的填報系統，

師資的盤點時程，尤其是學期間常會面臨本土語師資臨時變更請假，造成現場措

手不及的調度；另鐘點費填報繁瑣、主聘從聘人員制度、經費給付手續繁瑣、撥

款時程與填報系統時程不一致等，都讓學校端疲於奔命，也造成行政大逃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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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偏重於語言之學習，未能將文化或其他領域融入之缺失 

長期以來，本土語文多為教支老師所任教，透過學校教育復振本土語，立意

良好，不過一週僅有一堂課，或在升學壓力大的國高中階段的學習，成效有限，

不少學生離開課堂後，仍無法使用本土語溝通，僅有在鄉土劇還有部分作品中的

黑道、流氓這類角色出場時，才會聽到閩南語，而客語、原住民族語的能見度更

是低得可憐，少有像英文課本那樣多人對話的課文形式，上課中的所學不易消化，

也難以應用到日常生活。 

三、國中小本土語文推展建議策略 

(一) 研議培育本土語文課程師資之獎勵措施 

師資培育不足是推動本土語言最嚴重的問題，為提升教師參與本土語言課程

成效，教育部應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主管機關全面檢視調查所轄學校

開設本土語文課程所需師資人力之實際需求，並研擬培育本土語言師資之獎勵措

施，不管是實質或是精神上的支援，尤其是在身處都市原住民的都會區，原住民

師資更是面臨嚴重不足的問題，族語教師必須疲各校交通，教育單位應適時鼓勵

長期擔任各校教學支援之本土語教師，並鼓勵各級學校及結合推動本土語言的民

間團體，共同達成培育質量均足的本土語言師資目標。 

(二) 充實閩南語認證網站建置資源，提供多元管道認證空間 

不管是閩南語、客家語及原住民語，政府皆定期辦理認證考試，讓社會大眾

及有意擔任本土語文教學取得資格，立意甚佳，本土語言學習資源中，目前原住

民部分建有資料庫龐大的「族語 E 樂園」，客家部分建有「哈克網路學院」，惟南

語的網站建置不如其他兩種建置完善的資料庫，語言認證應多建立考古題，讓有

志學習的人可以廣泛的學習，而近年來閩南語中高級以上認證題目也偏難，對於

有志學習的人員也是門檻不易跨越之處，尤其是閩南語不像客家語及原住民語有

中央級的部會進行統籌，目前僅有成功大學及教育部委託的臺灣師範大學辦理，

建議可以多開放大學具有語言所的學校辦理認證，讓全民都有機會擔任教支老

師。 

(三) 結合跨領域的學習，增進學生學習興趣 

本土語文的學習若僅限於語言上的學習，易使學生失去學習興趣，應結合現

有的各領域之學習，如民俗節慶、信仰，如正流行臺灣的媽祖進香、遶境、聖誕

等活動，可結合社會、綜合、藝文等領域，運用各領域的結合，讓本土語文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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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連數學的教學活動也可以用本土語文說出，如同政府目前所推的雙語政策，

進行課室中的本土語文，學者也研究指出，推動語文教學最佳方法為沉浸式教學，

尤其是本土語文中有些俚語或俗諺，這些老祖宗的智慧之語，更可以讓學生輕鬆

的學習，而夏日樂學活動，讓學生在夏令營式的多元學習語文，也是應多鼓勵學

校開辦的良好措施，另帶領學生進行個語言的文化生活體驗營活動，走出戶外，

讓位處都市較少接觸到原鄉的孩子，可以更能體驗族群文化。 

(四) 根植於文化的本土語文教學，讓本土語文多元化 

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調查，原住民族語有多種處在極度瀕危，如以該項標

準評比，客語屬嚴重瀕危。就連相對多人使用的臺灣臺語，在十五歲至二十四歲

的族群中，只剩約一成作為主要語言。語言不只是溝通，也承載文化發展的重要

角色。復振這塊土地上的多樣語言，是保留文化豐富性的第一步。透過跨域課程

設計，讓學生理解各族群文化，語言學習才能走出課堂上的限制。面對師資與教

材不足現狀，教育部應擬定相關措施，鼓勵更多人才投入傳承行列。創造多語言

的生活環境，使下一代認同自己的獨特語言，尊重不同文化，則有賴家庭、學校

一起努力。 

四、結語 

「國際化」與「本土化」是並重且並行不悖的兩大潮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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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文化平權、保

護語言文化的教育政策。「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文化是國家的根基」，語言學家、

史學家、科學家…皆可以透過語言的研究探討，讓我們更了解自己國家、族群過

去的歷史脈絡與生活文化背景，語言文化對國家而言，是寶貴的文化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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