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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原住民族語言的保存與傳承對於保護原住民的文化遺產及其身份認同至關

重要。隨著全球化和文化同質化的壓力，許多原住民族語言面臨著逐漸消失的危

機。在臺灣，政府已經意識到強化原住民族語言教育的迫切需要，並逐步實施各

種計劃來振興這些語言的使用和教學。 

特別是在臺北市，儘管有著多元文化的背景，原住民族語言的教育仍面臨諸

多挑戰，如教師資源匱乏、教學方法待提升以及有改進空間的教育策略。原住民

族語老師經常面臨著在多所學校之間奔波的挑戰。由於每所學校的原住民族語課

時數有限，教師們不得不在不同學校之間來回移動，以滿足教學需求。這種高頻

率的跨校教學模式不僅增加了教師的工作負擔，還使他們無法專注於某一個教學

環境，導致教學質量下降。此外，長途奔波也對教師的身心健康造成負面影響，

增加了職業倦怠的風險。 

目前，原住民族語教育面臨著教材不足和教學方法局限性的問題。現有的九

階教材在創新性和互動性上仍顯不足，難以支持有效的教學法，這使得學生的學

習興趣難以被充分激發（劉宇陽，2020）。 

此外，許多族語老師資歷深厚，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們對現代教學方法

和工具的適應能力。資深教師的教學經驗和知識雖然豐富，但他們在使用新技術

和應對現代教學需求方面可能會感到困難。隨著時間的推移，教師的體力和精力

也會逐漸下降，影響教學效果。 

這些挑戰加劇了對開發新的教學模式和策略的需求，以更有效地吸引學生並

提高教學效果。「原住民族語教育教學助理試辦計畫」的實施，旨在儲備中級以

上族語認證的教學助理，解決現有問題，透過引入教學助理來支持經驗豐富的族

語老師。這種合作模式可望有助於提升教學品質，並促進教育資源的共用和知識

的傳承，整備原住民族語師資，傳承原住民族文化及語言。 

二、 合作教學模式的理論與應用 

根據 Friend, Cook, Hurley-Chamberlain, & Shamberger（2010）的共同教學模

式中，臺北市的原住民族語教育教學助理和族語老師的合作，採用了「一人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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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觀察」和「一人教學，一人移動」的教學模式。這種教學模式特別適合於跨

學科和多文化教學環境，能夠豐富教學內容並激發學生的學習動力。這樣的安排

不僅強化了教學質量，還有助於教學助理的專業成長。 

圖 1 臺北市族語老師與教學助理的合作模式 

(一) 在臺北市的實際應用 

圖 1 展示了族語老師與教學助理在提升原住民族語教育成效中的合作模

式，分為共備、協同教學和行政支援三個主要部分，並強調了族語老師與教學助

理在橋梁和學習者角色中的重要性。 

1. 共備 

社群備課討論：族語老師與教學助理共同參與社群備課，進行討論和準備，

這一過程有助於教材的開發和課程設計。 

2. 協同教學 

(1) 主授、協助：在課堂上，族語老師主導授課，教學助理提供協助。這種模

式中，一人教學，一人觀察，觀課記錄下來共同討論，進一步優化教學策

略。這種合作不僅使助理能在實踐中學習教學技巧，還增強了課堂管理和

學生個別指導的能力，同時也為族語老師提供了支援和即時反饋。 

(2) 觀課記錄：教學助理觀察課堂並記錄教學過程，之後與族語老師討論觀察

所得，共同改進教學方法，例如建議增加互動性或遊戲元素，以提升學生

參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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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政支援 

(1) 資料整合：教學助理負責整理和記錄教學活動的相關資料，如學生出勤、

課程進度及反饋等。這些資料對於計畫的評估和報告撰寫至關重要。 

(2) 引進教學策略：根據整理的資料，進一步引進和改進教學策略，以提升教

學效果。與王秋雅（2008）指出透過合作提高教學質量和效率相吻合，可

以增強教學過程中的支援和資源共用。 

(二) 合作模式的互動關係 

1. 協同關係 

教學助理有些是近年來畢業的學生，他們對當前學生的需求和問題更為理

解，能夠作為族語老師和學生之間的橋梁，幫助族語老師更好地理解學生的需求

並調整教學策略。此外，教學助理可以協助族語老師在社區和部落中進行田調，

補充教材內容。而族語老師本身亦是學校與社區和部落的橋梁，更能習得在地文

化，特別在教授族語和文化的課程中，能以第二語言學習者身分與教學助理共同

教學，加深學生對文化背景的理解。 

2. 師徒關係 

族語老師與教學助理的關係不僅僅是協同合作，更多的是一種師徒關係。教

學助理在實踐中學習和成長，族語老師則提供指導和支持。 

三、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透過文獻分析並與臺北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行政人員進行深入

訪談，探討了教學助理與族語老師之間的合作模式及其對於臺北市原住民族語教

育的影響。研究發現，這種合作模式有效提升了教學品質，並對師資儲備及原住

民族文化和語言的傳承產生了正面影響，主要結論包括： 

1. 協同教學及教學觀摩的效益：教學助理與族語老師透過共同教學、觀摩及討

論，加強了教學助理的專業發展與教學能力。 

2. 教學內容的共同開發：合作模式鼓勵雙方共同討論教學內容和策略，從而提

升課程的吸引力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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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學成效的評估與反思：定期的學習成效評估和反思讓教學助理與族語老師

能夠及時調整教學策略，更好地應對學生的學習需求與挑戰。 

4. 行政支持與資源共用：教學助理在行政層面的參與，有效支持了教學運作並

提升了計畫的整體管理效率。 

5. 文化與語言的傳承：這一模式不僅提高了教學質量，也促進了原住民族語言

和文化的保存與傳播，增強了學生對自身文化身份的認同。 

基於以上結論，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議，以進一步強化教學助理與族語老師之

間的合作模式： 

1. 加強教學助理的專業培訓：提供更多關於族語教學法和班級管理的專業培

訓，以提升教學助理的教學能力和自信。 

2. 擴展協同教學的範圍和深度：增加教學助理參與教學設計和課程開發的機

會，並鼓勵他們在教學中承擔更多的領導角色。 

3. 持續的教學反思與評估：建立一套更完善的教學評估機制，定期回顧和更新

教學策略，確保教學活動的效果與適應性。 

在全球化的衝擊下，原住民族語言和文化的保存與傳承變得愈加迫切。這種

跨專業的協同教學模式，不僅能夠彌補教師在教學法和班級管理上的不足，還能

夠共同開發教學內容和策略，增強課程的吸引力和學生的學習動機。 

將來應該提供足夠的專業培訓和支持，確保教學助理能夠在族語教學中發揮

更大的作用。隨著原住民族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增強，這一合作模式不僅應在臺北

市內推廣，也應成為其他地區原住民族教育的參考範本。 

期許教育機關和政策能進一步強化這一合作模式，推動資源的有效分配與行

政支持，並在更大範圍內推廣這一成功經驗。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確保原住民族

語言和文化在快速變遷的社會中得以延續與弘揚，使學生能夠在多元文化中自信

地認同和珍惜自己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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