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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語言承載了歷史、文化發展的重要特徵。為保護與促進世界語言多樣性，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2019）提出「Yuelu Proclamation」向全世界發出倡議，號召國際社會、

各國政府和非政府組織等達成共識，體現了加強語言交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

同體的理念，倡導各國製定行動綱領和實施方案。根據 UNESCO 報告，臺灣部

分語言已經被列入母語滅絕或瀕臨危機的等級。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後在「獨尊國

語」的語言政策下，使得各族群母語失去在公共領域流通的機會，學童也失去與

同儕使用自己族群母語交談與學習的機會（陳明珠，2013）。葉菊蘭女士曾於全

國本土教育研討會中提出警訊，並形容閩南語正如「掛號」中，客家語則已進入

「急診室」急救中，原住民語更是已經進入「加護病房」（引自黃以敬，2003）。
行政院主計總處（2010）執行《99 年人口及住宅普查》，針對家庭中使用的語言

調查發現：臺灣閩南語使用情形隨著年齡遞減而減少，意味著閩南語正面臨流

失、萎縮甚至消失的情況。 

家庭是學習母語最佳地點，但使用閩語為家庭語言逐漸減少，父母親甚至不

會閩語，無法以母語跟孩子交談，使得家庭成為母語流失最嚴重的地方，因此透

過學校傳承閩語就成為主要的場域。教育部於 2006 年發布《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及幼稚園推動台灣母語日活動實施要點》，開始補助幼稚園推動本土語言教學經

費，2018 年修正《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推動本土語言及在地文化融入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原則》，條文中具體說明補助幼兒園推廣本土語言之經費，

鼓勵本土語言融入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以促進本土語言及在地文化之傳承與發

展。 

族語沉浸式教學（immersive teaching）是近年推動語言教學重要的方式，教

師以族語進行教學非教導族語，將族語學習融入教學活動中，創造學生樂於溝通

的學習環境，提供學生接觸族語的機會，進而鼓勵學生探索多元文化以及培養學

習本土語文的興趣。本文以閩語沉浸式教學為討論的焦點，首先指出閩語教學的

問題，再依據問題提出可能的解決策略，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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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閩語教學現場的問題 

(一) 直接教導閩語，非以閩語進行教學 

    教保服務人員不了解沉浸式教學的意含， 在教學中經常出現教導幼兒學習

閩語而非以閩語進行教學。陳靜美（2015）指出由於老師缺乏母語教學的經驗，

因此在策略使用上易走向分科教學，即教導幼兒學習閩語，此恐違反《幼兒教保

及照顧服務實施準則》第 13 條，應以統整的方式實施教保活動課程。 

(二) 學前閩語教材不足，教保服務人員需耗費心力尋找或設計 

    教材是老師教學的依據，也是學生學習的媒介，選用適合的教材有助於學習

的成果。吳俊憲與吳錦慧（2014）指出針對學前階段設計的本土語言教材不足，

現行坊間教材多以國中、國小學生為主要設計對象，因此教保服務人員需花費較

多心力尋找或設計適當的教材，易造成教保服務人員額外的負擔。 

(三) 閩語用字使用失當，造成日後學習國語的困擾 

    教保服務人員常常將教過的圖卡結合文字或設計童謠海報掛在牆上或白板

上，並使用閩語的用字（如旺來、金蕉）讓幼兒會認讀閩語，而非使用漢語文字

（如鳳梨、香蕉）來教導幼兒複誦圖卡或的童謠，此可能導致幼兒進入國小後學

習國語的困擾。 

(四) 教保服務人員讓出教學主導權，由薪傳師進行教學 

    為了達成閩語沉浸式教學的目的，部分閩語能力欠佳的教保服務人員，在主

題教學時間讓出教學的主導權，由薪傳師負責執行閩語教學，若薪傳師具備教保

服務人員資格尚無問題，若不具備將違反《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 10 條的規定。

另外也出現主題課程時，教保服務人員講一句國語，薪傳師翻譯成閩語的方式進

行教學，這並非正常的教學情形。 

三、閩語教學問題的解決策略 

針對上述閩語沉浸式教學現場出現的問題，筆者嘗試提出以下的解決策略。 

(一) 強化參與閩語沉浸式教學的教保服務人員對沉浸式教學的概念 

    Genesee（1994）指出沉浸式教學定義是指：學生在一學年中至少要有 5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7004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7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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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校時間，運用第二語言來學習其他的學科，且須強調並非教授第二語言。因

此縣（市）政府對於參與閩語沉浸式教學的教保服務人員應提供研習課程，清楚

說明沉浸式教學的概念語教學方式，或選擇正確執行閩語沉浸式教學的幼兒園進

行示範教學，讓不熟悉的幼兒園能觀摩學習。 

(二) 邀請學者專家研編適合幼兒使用的閩語教材 

    好的教材資源可使教與學順利進行，也可減少教保服務人員備課時的壓力，

為解決學齡前閩語教材不足的問題，除了可以委託學者專家設計教材外，也可以

邀請執行閩語沉浸式教學的教保服務人員，將其自編的教材參與評選，拔擢好的

教案並集結成冊，供教保服務人員參考使用。 

(三) 重視對閩語聽說能力，而非認讀閩語文字 

    幼兒學習語言的焦點應放在對語言聽與說的能力，而非了解抽象的文字符

號，且認識這些閩語文字亦非幼兒感興趣的學習活動，也不符合全語文重視有意

義語文的精神。因此教保服務人員應避免閩語用字讓幼兒會學習閩語。 

(四) 堅守自己教學工作，讓薪傳師在非教學時間與幼兒互動 

    教學工作是教保服務人員主要的任務，不可因自己閩語能力不足而將教學工

作交由薪傳師負責。閩語能力不足的教保服務人員在主題教學時間仍可以國語進

行教學，薪傳師則可在例行活動時間或學習區時間，運用閩語引導幼兒進行活動

或與其互動。 

(五) 規劃閩語師資培訓制度，培養教保服務人員閩語能力 

    教保服務人員的閩語能力是執行閩語沉浸式教學的關鍵因素，目前除了華語

文學系可培育閩語師資外，縣市政府在推動閩語沉浸式教學亦需要規劃連續的系

統性的課程，讓閩語能力不足的教保服務人員循序漸進學習閩語並鼓勵參加認

證，不要如陳靜美（2015）所言辦理短期母語研習課程，讓教師產生「學完拼音，

反而不知怎麼教」的問題。另外教保服務人員也可以組成閩語學習社群彼此相互

學習。 

四、結論 

語言是文化傳承重要的資產，搶救瀕危語言是為了保護語言的多樣性以及提

供大眾另一種認是社會的方式，同時也可以保障不同族群成員的平等權利。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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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語沈浸式教學的重點是讓幼兒能自然的使用閩語。毛利人的語言巢計畫，除了

提升母語地位，獲得政府制度的支持外，更建立家庭及社區的母語環境（張學謙，

2015），其做法可供臺灣政府欲保存本土語言的借鑑。期望臺灣目前推動的族語

沉浸式教學，能讓幼兒在自然的生活情境中溝通表達自己的族語，進而培養其對

文化的認同與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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