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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本土語言課程實施之挑戰與反思 
楊怡婷 

國立臺南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校長 

 

一、前言 

《國家語言發展法》（簡稱語發法）於 2019 年 1 月 9 日正式公布，其中第

9 條第二項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應於國民基本教育各階段，將國家語言列為部定課

程，並於第 18 條規範自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學校開始實施新課綱後

三年，即 111 學年度開始施行（國家語言發展法，2019）。 

此次課綱的修訂與實施將本土語言課程正式向上延伸至國高中，並定位為部

定必修課程，且擴充語文種類，除原有閩南語、客家語及原住民族語三類，再新

增閩東語和臺灣手語，目的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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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語言文化的多樣性（教育部，2024）。政策理想且立意良

善，然語種增加且尊重學生選擇意願，學校為了找尋合格師資、開課與排課、申

請各種教材和經費而疲於奔命，在有限的課程空間和教學時數下，學校是否有能

力因應這些挑戰，以確保學生的學習成效，是本文想探究與省思的議題。 

二、本土語言課程實施之挑戰 

(一) 本土語言的教學定位是「什麼」？ 

民國 82 年國民小學課程標準修訂，新增《鄉土教學活動》一科，提供學生

學習母語及鄉土文化的機會；民國 89 年《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國小新增一

節鄉土語必修課，包含閩南語、客家語和原住民語；108 新課綱因政府南向政策

及學校日益增多的新住民子女，擴充本土語教學內涵，加入越南、菲律賓、印尼、

泰國、緬甸、柬埔寨和馬來西亞等 7 個新住民語；111 學年度因應文化部語發法，

將瀕臨傳承危機的國家語言列入國民基本教育個階段的部定課程，再新增閩東語

和臺灣手語，新住民語未取得國家語言位階，因而國、高中排除在部定課程之外，

僅納入校訂彈性學習實施，但仍列為國小的部定課程之中。 

根據本土語言課程發展的脈絡，原本的定位是「母語保存」，以臺灣閩南、

客家、原住民族群的語言為主，而後增列新住民語，目的在使臺灣不同族群的語

言與文化能夠世代傳承。語發法通過後，課綱教學定位在「拯救瀕危語言」，但

在國小階段，卻須兼具「母語保存」和「拯救瀕危語言」的教學重責，且課綱要

求學校應調查學生實際需求與意願進行開課，由於國小學生的需求與意願往往是

家長決定，家長不見得選擇讓孩子學習自己的母語，例如：有家長不是新住民，

但考量孩子未來具備東南亞發展的語言優勢，勾選新住民語；家中無聽障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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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想減輕學生壓力，讓語言學習比較好玩有趣，勾選臺灣手語等。在多語種教學

且自由選修，學校又必須開課的情況下，讓國小階段本土語言教學定位與目的更

加混淆與複雜，也讓教學和課務的安排更加困難，不禁質疑每週只有 1 節課，學

生如果選擇學習家中完全不使用的語言，如何能達成本土語言教學的各種不同目

的？ 

(二) 本土語言的師資在「哪裡」？ 

現行本土語文教學的師資是以教學支援工作人員（簡稱教支人員）為主、正

式教師為輔，為了補足政策實施後的師資人力短缺問題，縣市政府推動區域教支

人員進行跨校媒合，以及同步進行直播共學開課（吳俊憲，2024）。由於 111 學

年度起中小學必修本土語言，各語別師資需求大增，以本校 36 班的開課為例，

110 學年度開課閩南語、客家語和原住民族語 3 種語言，需要 5 名師資；課綱修

正後今年 113 學年度開課臺灣台語、客家語（南、北四線腔）、東排灣族語、布

農族語、雅美族語、臺灣手語、西拉雅語、越南語和印尼語共 10 種語言課程，

因應同時段排課，安排直播共學陪讀人員，總共需要 16 名教師，師資需求明顯

大增，何處找尋合格師資，成為教務處最沉重的壓力與負擔。 

由於各校師資需求增加，多數教支人員進行跨校教學，本校的族語教師同時

跨臺南、高雄兩市在 24 所學校上課，如此奔波辛苦，實非教育常態；還有學校

長期配合且穩定的教支人員師資，自 111 學年度起選擇到鐘點費較高的國高中授

課，產生師資排擠效應，都突顯本土語言師資嚴重不足的問題。此外，本土語言

上課並非只是教授語言而已，部分教支人員教學專業不足，衍生出班級經營、行

為輔導、教學與評量等問題，也成為校方必須面對與處理的難題。 

(三) 學校「如何」進行排課？ 

為符合課綱的規定，保障每位學生的受教權，學校必須安排不同語別的學生

在「同一」時段上課，即依據學生選修不同的本土語、臺灣手語、新住民語，安

排不同語言的「教師」與「教室」，進行同步的學習（陳春男，2024）。以本校 113

學年度三年級的六個班級為例，配合學生選擇的三種語別 （臺灣台語、客家語

和臺灣手語）教學，同一時段需要 8 名教師進行授課，讓排課成了教學組不可能

的任務。此外，依據開設本土語和新住民語注意事項，學校在排課或師資延聘確

有困難，得利用第一節至第七節正式課程以外時間實施，然學校受限於師資因素

而安排於早自習、午休或課後上課，也引發剝奪學生休息或參與早自習活動的爭

議；另外，為尊重學生的語言學習選擇權，依據「國民中小學開設本土語文課程

應注意事項」，學生在修習語別一年以上，得以轉換選習語別，如此又衍生出學

生程度、教材選擇與分班教學等配套與銜接的問題（許誌庭，2021）。如此繁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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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選修樣態，加上本土語各項填報作業、申請鐘點費、交通費和勞健保補助等事

宜，繁瑣又沉重的業務壓力，變相的壓垮了行政人員。 

(四) 「誰」該承擔本土語言傳承的責任？ 

由於語言文化等無形資產保存不易，為傳承與振復本土語言，課綱修訂後正

式納入國中小和高中的部定課程，希望透過學校的課程與教學，促進語言的深耕

與永續。然根據文化部 2020 年「面臨傳承危機國家語言調查」發現，台語在三

代之間的使用率降了近 6 成；客語則降了 7 成；原住民族語言和馬祖語更降了 9

成（文化部，2023）。為何從民國 89 年國小開始實施鄉土語言必修課，經過了 20

多年的正式教學，本土語言的使用率未見提升反而大幅降低？語言的傳承，真的

僅靠學校每週一節課就能達成？ 

此外，國小目前提供家長的本土語選課調查表包括閩南語、閩東語、臺灣手

語；客家語因腔調不同分為北四縣腔、南四縣腔、海陸腔、大埔腔、饒平腔、詔

安腔等六種；原住民族語更是因為不同的族語，多達四十二種；加上新住民語也

列為部定課程，包含越南語、印尼語、泰語、柬埔寨語、緬甸語、馬來語、菲律

賓語七種；臺南市另增列平埔族西拉雅語，合計共有五十九種語言，只要有一位

學生有需求學校就必須開課，學校真的有能力承擔五十九種語言的教學與傳承責

任？ 

三、本土語言課程實施之反思 

(一) 確認本土語言學習目的 

國小實施本土語言教學至今已 24 年，然根據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 2024 年

「台灣母語教育民意調查」記者會的資料，民眾經常使用台灣母語的比率隨年齡

層降低而明顯遞減，近七成民眾認為孩子不會說台灣母語，主要原因是「家人不

說」。由於「家庭」才是活學活用母語的最佳場所，因此學校推動本土語教育應

以「母語保存」為目的，喚起家庭承擔母語復振之責任，應輔導學生選習父母或

家中長輩之母語為優先考量，鼓勵家庭親子共學母語，以引發學生學習的動機，

將所學真正運用在生活中，進而達到文化傳承及保存之效，而非無限上綱的任家

長自由選習家中不使用之語言，在「家人不說」的語言環境下，不僅無助於本土

語言之學習成效，更造成學校開課及教學之紛擾。 

(二) 完善師資及行政配套 

課綱修訂後本土語教學的實施，成了學校行政端的沉重負荷，面對師資難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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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窘境，政府應持續補足師資人力來源，同步鼓勵正式教師和師資生參與培訓輔

導、修習學分、取得認證以投入本土語文教學工作；擴大招募及培訓教支人員，

並進行回流研習和增能課程，以提升教學專業，符應現場教學之需求。此外，各

項相關的行政工作如：教科書申請、師資盤點、課程填報、鐘點費申請與撥付、

主從聘制度等，填報繁瑣，期程不一、重複作業，申請複雜，造成學校行政沉重

壓力與負擔，建議相關作業應有詳盡的整體規劃，整合窗口單一化和簡潔化，以

真正落實行政減量。 

(三) 建構本土語言友善使用環境 

    學校教育是本土語言保存與傳承的重要關鍵，但絕非唯一管道，本土語言的

學習不應只限於部定課程的一節課，而應結合家庭、社區、媒體和社會教育的力

量，建構友善的使用環境，並朝終身學習的方向努力。因此，需從家庭教育著手，

提升家長的語言意識，鼓勵家長在家庭中使用與傳承母語；社區設立語言學習據

點，提供便捷的語言學習管道；善用社會教育的力量，鼓勵公領域及民間團體辦

理各種語文推廣活動，擴充公領域本土語言的使用場合；透過傳媒資源和網路科

技，建置符合年輕族群喜好的網路節目和社群媒體，發展影視音、動漫、遊戲及

具前瞻性文化科技內容，提供寓教於樂的學習資源，以提升國人使用的興趣及機

會，讓本土語言與所生活的環境充分結合，真正成為實用的生活溝通工具。 

四、結語 

    語言是文化的重要載體，亦是族群存續的重要命脈。本土語文的保存與復振，

是學校刻不容緩的重責，然課綱修正後國小的本土語和新住民語課程，出現教學

定位混淆、師資難覓、排課困難及行政繁瑣等問題，加上雙語教育、生生用平板

等新政策的推動，在有限的教學時數和課程空間之下，已超越學校所能承擔與負

荷。因此，要真正落實本土語的推動，絕非僅依賴學校一節部定課程的實施，而

是要回歸「家庭」的傳承功能，體認自己語言與文化振復的重要性，意識到自身

所處的使命與任務，並結合學校、社區、社會和政府的力量，積極建構多元語言

友善使用的生活環境，方能實現本土語言共存共榮的美好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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