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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包含「總

綱」及領域課程綱要（簡稱「領

綱」）。「總綱」規範新課綱的課程精神、理

念、時數分配、實施要點、核心素養等整體面

向。「領綱」規範領域／學科應學習的核心素

養、即連結學習與生活的知識、技能、態度等

學科面向。「領綱」之中，與原住民族教育最

相關的為「原住民族語文領綱」，以下陳述此

領綱的一項族語扎根重點。

族語扎根重點

新課綱的族語課應有充分條件持續深化

學生的族語文素養，例如，除了培養學生流利

聽、說族語，亦可進一步深化其族語文字化的

能力。十二年國教族語領綱小組實地走訪新北

市、屏東縣的國幼班及國小族語教室，調查提

早於國民小學一、二年級開始實施族語的書寫

系統教學（教導學童使用羅馬字／英文字母拼

寫族語的語音及語詞，此為族語的文字）之可

行性。

提早於國小一、二年級實施書寫系統教

學，乃為未來的十二年國教的族語課程的扎根

重點。九年一貫的課綱明定於國民小學三、四

年級開始實施書寫系統的認讀等教學，然未來

書寫系統教學須提前的理由如下：目前我國原

住民族雖然有16種族語及42個方言，這些係屬
南島語系的語言多數面臨瀕危。復振族語的一

項關鍵為普遍落實族語教育，其中除了族語聽

說技能的養成，族語讀寫技能的培養是另一個

重要的教育目標。族語讀寫技能為必須直接教

導的一種語言技能。相較於聽說技能可透過自

然的語言使用逐漸養成，讀寫技能多需仰賴明

示的、直接的教學，讓學生熟悉抽象文字符

號、語音、語意的對應，逐步理解並運用這些

符號，落實族語文字化的教育目標；促進族語
四套族語教材《字母篇》是「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公布後，第一本有

關字母發音學習的族語教材。圖為《字母篇》2011年第二次編輯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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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化能力的普遍養成，則能讓族語在廣泛

使用中得以完整保存。

提早實施書寫系統教學的支持條件如下：

首先，鑑於目前國民小學族語課的普遍實施及

國幼班的落實，原住民族學童有較多接觸族語

的機會，應有充分條件持續深化其族語文字化

的技能。即轉化族語聽說技能，成為族語文字

的認讀及書寫技能。再者，根據諮詢會、焦點

團體座談，有不少族語教師早已彈性於國民小

學一年級、二年級開始實施書寫系統教學，且

學童少有困難。三者，隨著科技的進步，時下

學童接觸符號刺激的機會豐富多元，多從年幼

開始接觸，讓多數學生具備辨識甚至使用族語

羅馬字的能力。這些支持條件，也許堪讓學童

從國小一、二年級開始學習字母及族語語音的

對應規則，又學童若能循序漸進地學習這些規

則的認讀、聽辨、甚至仿寫、聽寫或許少有困

難。

儘管我國的族語課程現況，堪能支持族語

文字化教學提前至國小低年級實施，仍須考慮

現行課程中的挑戰，提出有效的對應策略，以

利未來書寫系統教學的普遍實施。特別是都會

區原住民族語文學習更具挑戰，學生在家庭、

生活環境中較少有使用族語的機會，極度仰賴

學校族語課程輸入族語的刺激。

現行課程挑戰

以都會區國小的族語課為例，筆者實地

走訪新北市3所國小，觀察3名教學效能極
高、注重書寫系統聽說讀寫技能教學的教

師，並以半結構式訪談任課教師，找出當前

國小族語教學所遇到的一項共同且重要的挑

戰：學生的族語學習進展緩慢。推測一個可

能的原因：每個禮拜一節40分鐘的族語課，
該課程的成效有限。亦即，該族語課可能為

學生接觸族語的唯一機會，課堂中的族語學

習份量有限，且多數學生課後不論在家庭或

社區皆少有使用族語的機會，下了課把族語

十二年國教新課綱  族語書寫系統如何有效教學

提早於國小一、二年級實施書寫系統教學，乃為未來的十二年國教的族語課程的扎根

重點。圖為四套族語教材《字母篇》於宜蘭縣碧候國小試驗教學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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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忘得一乾二淨是常態。這種難以保留

族語學習結果的情形，時常導致下次族語課的

進度遲滯不前，老師難以於課前安排好既定的

進度，往往得視當日學生記得上次課程的內

容，反覆複習已教過的內容。換言之，每堂課

都得花1/3以上的時間複習上個禮拜的課程內
容，很少能於每次上課時準確執行應有的教學

進度，造成一學期的族語課程難以有效能地達

成原訂的進度，更遑論協助學生獲得顯著的學

習進展。這種學習進度緩慢的情形，在受觀察

的族語教室中，似乎是極為稀鬆平常、但令教

師十分頭痛的問題。

教師策略應變

針對上述挑戰，教師們皆反應一個禮拜一

節的族語課，很難確保學生的族語學習保留，

特別是在家中不使用族語溝通的學生（占多

數），每次的族語課都像重頭來過。為了解決

此學習問題，教師們只能盡力降低班級經營所

耗費的時間，如：管理秩序、減少學生產生非

關學習的行為等；並將族語課的教學目標及活

動簡化，如：僅教導字母及語音的

對應規則，不嚴格要求字母仿寫工

整性，不強求清楚辨識族語語詞與

語意，降低課堂學習任務的難度等

（如：每次上課的重要音節及語詞

全程保留在黑板上，供學生自行熟

悉這些音節及語詞的對應規則）。

這些教學策略能讓族語課程

持續運作，也能維持學生族語學習

的動機，但教學進度遲滯不前的問

題依舊存在。

有效教學的建議

為了進一步探究教學進度遲滯

為
探
究
教
學
進
度
遲
滯
不
前
，
本
文
提
出
以
下
建
議
：
1.
進

行
新
的
課
程
進
度
前
，
迅
速
檢
核
學
生
。
2.
盡
可
能
有
效
利

用
課
堂
時
間
。
3.
指
派
作
業
請
家

長
協
助
檢
核
。
4.
規
劃
課
外
族
語

學
習
活
動
。
5.
結
合
鄰
近
部
落
人

才
、
文
化
資
源
，
推
廣
使
用
網

路
資
源
，
打
造
使
用
族
語
的
生

活
環
境
。

都會區的族語環境相較之下更為嚴苛，仍須有效策略提升教學效率。圖為四套族語教材《字母

篇》於台北市北投區語言巢試驗教學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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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前的問題，筆者透過非正式訪談，諮詢數名

資深族語教師、語文教育系所教授，提出以下

建議：

1.進行新的課程進度前，迅速檢核學生，
確實保留族語學習結果，若能利用一個禮拜一

次晨光時間，教師協助檢核學習保留（如：字

母及語音的對應，語詞及語意的對應等），則

可大幅提升族語學習保留率。   
2.上課時使學習最大化，族語教師應盡可

能有效利用課堂時間，將學生非關學習的行為

降到最低程度（如：分心、上課爭吵打鬧、吃

東西等），並讓學生不間斷地專心投入族語課

程的學習，喜歡族語教師、課程、同儕互動

等，及確實達成教師設定的學習目標（如：辨

識、運用所學的族語書寫系統）。一堂40分鐘
的族語課，若有七八成的課堂時間，學生能專

注於族語學習任務，喜歡師生互動，完成預設

的族語書寫符號的聽辨、認讀、拼寫等任務，

則為有效族語教學的重要證據。

3.課後指派族語作業，確保學生於下次族
語課前，能複習熟知本次課程內容，作業的指

派以父母親協助檢核的形式為佳。如：可請父

母親協助，檢核每次族語課程中所學會字母及

語音對應規則的認讀及聽辨、語詞及語意的對

應（每週至少2次），為了完成此作業，父母
親有機會接觸族語字母及語音、語詞及語意等

對應規則，同時亦能檢核學童的學習進度。事

實上，親子共學模式普遍施行於國幼班族語教

學。沿用國幼班的親子共學模式，國小的族語

課亦可藉由回家作業的檢核，讓家長關注並參

與學生的族語學習，從家庭開始提倡族語共學

的風氣。

4.規劃課外族語學習活動，鼓勵父母親到
校、或於部落／社區共同參與族語學習。上述

課後、課外的族語學習建議皆可能帶動親子共

學，達成「家家說族語、處處有族語」的盛況

（如：高清菊的賽夏族復振經驗談）。

5.除了學校的族語學習，亦應結合鄰近部
落／社區的耆老、部落文化資源，推廣使用網

路資源（族語E樂園等），打造使用族語的生
活環境，增加學生使用族語完成生活溝通任務

的機會。如：於部落的公共事務積極融入族語

使用，亦可鼓勵使用網路資源、原民台電視節

目進行親子共學。

如此，則讓學生有較多機會連結族語課堂

所學於生活溝通，落實領綱中「族語文字化」

的教育目標，亦積極體現總綱的課程發展精

神：「鼓勵家長參與，結合在地資源、拓展學

校課程及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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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明佳

台北市人，台灣師範大學英語教

學博士，現職為國家教育研究院

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助理研究

員，目前致力於原住民族語文、

英語文領域課程綱要研發、原住

民族教育之新課綱轉化研究、英

語學習動機及成就研究等。

族語相關網路資源，也是教學族語的好幫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