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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語師資生族語演說能力發展之鷹架支持 
王前龍 

國立臺東大學教育系教授兼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一、 前言 

依據民國 108 年實施的《國家語言發展法》與《原住民族教育法》，教育部

制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原住民族語師資培育與聘任辦法》，規定擔任

族語教學之師資須有高級族語能力認證，而以族語在族語課程外實施領域教學與

教保活動者須有中高級認證。在當前政策下，中等教育原住民族語文專長師資生

共約已有 30 人，國小類科原住民公費師資生每年招收約 69 人，而幼教類科原住

民專班每年約招收 30 人，以上皆為｢原住民族語師資生｣。《原住民族教育法》規

定，原住民公費師資生畢業前須取得中高級族語能力認證，是整個政策的核心。

教育部近日預告前述《辦法》將調整在國小擔任族語課程的資格為中高級認證，

可推知這些族語公費師資生將有可能教族語。由於族語師資生在師培過程中修習

族語課，尚不足以通過中高級、高級族語能力認證，且難以發展出口說能力，因

而師培單位須輔導他們參與教育部舉辦的｢全國語文競賽｣與｢大專本國語文競賽

｣之原住民族語演說，應用所學詞彙與句法來撰寫講稿，並請族語老師修稿，據

以依正確語法練習開口說出五分鐘族語，以促進通過族語能力認證，並能運用族

語擔任領域教學或教保活動。惟其難度甚高，相關師培單位必須提供鷹架支持，

引導族語師資生有效自主學習。｢鷹架支持｣是指教師先示範操作並與學生一同練

習，然後學生逐步擔負責任，在教師協助下繼續練習，最後獨力完成學習任務（林

意雪，2022）。本文說明筆者在國立臺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示範撰擬跨族語通

用講稿、組合主題練講，以鷹架支持師資生逐步獨力完成族語演說競賽的過程。 

二、 國家語言再生計畫與族語師資生的族語學習 

教育中的語言人權，是維持世界原住民、少數群體語言與社區的必要條件

（Skutnabb-Kangas, Nicholas and Reyhner, 2016）。全世界 7000 多種語言中，約有

5000 多種是原住民語言，且絕大多數皆屬瀕危語言（McCarty, Nicholas and 
Wigglesworth, 2019）。依據 Krauss（1997）將語言活化程度所區分出的十個等級

（引自 Grenoble and Whaley, 2006），臺灣大約在 -d 級，亦即在 50 歲以上。就筆

者在臺東的實際體驗，會說族語者約在 55 歲以上，且少有機會聽到族語。事實

上，臺灣各原住民語皆屬聯合國定義之｢嚴重瀕危語言｣，亦即只有祖父母輩會說、

父母輩與學童只識隻字片語（UNESCO, 2010）。因而，青年世代的族語師資培育

必須兼採「語言再生（language reclamation）途徑」，其意為｢仰賴書面或影音文

字紀錄來學習，再生已不再有人會說的語言｣（Grenoble and Whaley, 2006）。澳洲

北領域的課程綱要將之定義為｢某原住民語已不再有人將之用於第一語言，但有

完善的影音記錄供人學習｣（Northern Territory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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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臺灣整體的原住民族語文政策與教材資源，可謂構成了國家級的｢語言

再生計畫｣之五大支柱，包括：｢族語 e 樂園｣的多樣教材、族語能力認證、各族

語語法學術專書、族語師資培育與公費生、與族語演說競賽等。由於族語師資生

多數缺乏以族語為第一語言的環境，因而必須在修讀族語課之外，自主研讀｢族

語 e 樂園｣中繁多的高難度教材，並應讀懂所屬語別艱深的《語法概論》、《詞類

語教學》等｢學術專書｣，期能通過包含 2 分鐘｢看圖表達｣、7 分鐘須回答 10 題

的｢語法結構試題｣之高難度中高級｢族語能力認證｣。然而，通過中高級認證者多

數仍無法就特定主題說出 2 分鐘以上的族語，難以在國小族語課程之外以族語實

施領域教學，而其難度實際上比用國語教｢1~6 階族語教材｣更高。 

為使族語師資生的口說能力在｢國家語言再生計畫｣中有跳躍式的進展，相關

師培單位應輔導其參加全國性的｢族語演說競賽｣，包括九月中的｢全國語文競賽

｣之縣賽與十二月全國賽、以及三月上旬的｢全國大專院校本國語文競賽｣。因難

度甚高，寒、暑假後準備時間相當有限，師培者必須以高階的族語文專業來提供

鷹架支持，透過親自示範、師生共學，再逐步由師資生獨力完成競賽任務。 

三、 族語師資生演說能力發展的鷹架支持 

基於兩年的輔導經驗，具體可行的鷹架支持方法已然成形。在長期學習族

語文與準備中高級能力認證的基礎上，筆者先示範、引導師資生依競賽講題練習

口說 10 分鐘，提供整合全部講題的初步講稿，再逐步轉移學習責任，輔導其活

用所學詞彙、句型與語法，擬出自己的講稿，並避免硬背講稿，使能有效活化族

語。以下說明三大步驟： 

（一）輔助建構十分鐘口說能力為演說之基礎能力 

賽前的寒假或暑假期間，先引導師資生基於生活經驗選擇圖片 5 張，聆聽其

練習看圖說話每張各約 2 分鐘，克服心理障礙來創造｢說 10 分鐘族語｣的經驗，

使有餘裕來因應｢演說 5 分鐘｣，並可藉此避免直接硬背講稿。 

賽前一個月，筆者將主辦單位公布 12 個演講主題依邏輯排序，依據師資生的

族語能力與學習經驗，擬出族語與中文雙語講綱，輔導他們理解排序邏輯，並親

自示範以排灣語練習口說 5 分鐘，並引導師資生勇敢做到全族語口說 10 分鐘。

鷹架作用的｢可能發展區｣是指，學習者在教師或有能力同儕協助下所展現的潛能

（黃志賢，2006），而這次經驗印證了筆者的鷹架，有效支持族語師資生口說能

力達到了原本達不到的｢可能發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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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跨三族語通用初稿輔助師資生修訂出自己的講稿 

因開學後只有 20 天準備競賽，參賽師資生實難有效準備 12 個講題。筆者基

於已自主學習充分了解排灣語法，先示範操作，擬出能將 12 個題目依邏輯整合

的排灣語講稿共兩頁。由於筆者熟習相通之各族語法，再將排灣語講稿轉譯成布

農、阿美語版本，同步輔導三語參賽師資生，並助其相互學習。 

筆者以｢族語學習經驗｣的主題串聯 12 題的三語通用講稿分成四大區塊，親

自與師資生一同基於理解整合邏輯，練講全篇 10 分鐘，模擬｢想到什麼說什麼｣

的｢說話｣狀態，避免硬背講稿。參賽的布農族師資生在練習時說：｢去年中高級

認證後也很少在說族語，但這次練習做到了說十分鐘！｣然後，再逐步轉移學習

責任，由師資生依其經驗、想法與語氣修訂，並分別由其族語老師潤稿，建構出

正式講稿。 

（三）輔助師資生依修正後講稿模擬抽題來練習五分鐘演說 

各參賽師資生完成正式講稿後，仍須適度背誦來練講由正確詞彙和語法組成的

高階族語。而且，經筆者的示範與輔導，師資生理解通用稿的邏輯思維後較容易記

誦，更能在有限時間內準備競賽，並以能表達內心想法為主來保持詞句的彈性。例

如：參賽的排灣族師資生賽後指出：｢去年比賽時覺得五分鐘很久，今年講稿還沒講

完時間很快就到了！｣ 

以本次｢大專校院族語演說競賽｣為例，通用講稿區分為四大區塊，包括：｢

部落祭儀、傳統美食｣、｢遷居都市、社會議題｣、｢手機與運動、族語學習｣、｢旅

行、原住民的驕傲｣等，筆者示範並引導參賽師資生從任一講題重整講稿段落來

練講 5 分鐘，使一篇講稿能變化多端，模擬｢想到什麼就說什麼｣的口說能力。 

以上為 113 學年度筆者輔導｢大專校院本土語文競賽｣的實際經驗，其中一位

師資生榮獲布農語演說第一名，兩位榮獲布農、排灣語第二名。布農語第一名的

大四公費師資生，在前半年也已贏得｢全國語文競賽｣的臺東縣賽第一名與全國賽

優等！ 

四、 結語 

為因應族語師資培育之中高級、高級族語能力認證之高難度門檻，相關師培

單位應輔導師資生參與每年三月的｢大專校院本國語文競賽｣之原住民族語文演

說競賽，以及每年九月的｢全國語文競賽｣之地方政府縣賽與年底的全國賽。藉此

可提高師資生在寫作與口說能力的自主學習之強度，惟須由相關師培單位提供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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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支持，擴大其近側發展區間，而達到｢可能發展區｣，亦即從一般競賽員硬背多

篇講稿的狀態，提升至能依講綱口說 10 分鐘，並依據抽中主題靈活組合講稿段

落。其具體步驟包括：輔導師資生先基於生活經驗練習看圖口說 10 分鐘；賽前

一個月 12 個講題公告後，筆者親自示範串連所有講題，寫出符合族語程度與生

活經驗之例句，輔助師資生練習口說 10 分鐘；然後再串連 12 個講題撰寫出排

灣、布農、阿美語之 5 分鐘講稿，輔助師資生模擬抽題並靈活組合講詞，逐步做

到獨力完整演說 5 分鐘。師培單位輔導族語師資生參與全國語文競賽之族語演說

競賽，除了爭取榮譽與獎金之外，更在於從中尋找提升通過族語能力認證的途徑，

以及勇敢說出 10 分鐘全族語的勇氣與方法，有助於師資生們未來能用符合教育

原理的新方法，在幼兒園與中小學引導下一代不斷學習，勇敢說出族語，實現族

語文的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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