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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語教材與族語認證的推動與挑戰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的

沿革

族語認證乃因應原住民族

教育法第37條第3項「擔任族語
教學之師資，應通過族語能力

認證；其認證辦法，由中央原

住民族主管機關定之。」，自

民國90年起歷經4次變革，分
別簡述如下：（1）從「原住
民族語能力認證考試（即成人

認證）」到96年增設「原住民
學生升學優待取得文化及語言

能力認證測驗（即學生認

證）」；（2）103年開始進入
「族語能力分級測驗」，一開

始僅有初、中、高、薪傳等4級
測驗；（3）為了彌補中級與高

級之間的落差，107年開始考中
高級，原本的薪傳級也改為優

級，族語認證變成了初、中、

中高、高、優級5級別的測
驗，並且（4）109年財團法人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

（以下簡稱原語會）成立，族

語認證由原民會主辦改由原語

會主辦，族語認證從110年開
始，由原本每年1次考試改為2
次考試。

根據黃美金＜台灣原住民

族語復振工作之回顧與展望＞

之文章，由於原住民族語言日

漸式微，因此族語認證一直以

來都在原住民族語言復振的大

框架下進行，不過隨著社會的

多元開放，族語認證從一開始

只是為了作為遴選師資的條

件，漸漸地轉變為鼓勵族人，

進而到對族語文化有興趣者，

都歡迎來報名，測試自己的能

力、檢驗自己的學習成果。

在107年的改制中，分級
測驗的級別變為目前所實施的

初級、中級、中高級、高級、

優級等，並各級別有其聽、

說、讀、寫的分項能力描述，

從初級到優級之能力表現由易

至難、單純到複雜；族語能力

的內容表現從自身相關訊息拓

展到更多部落社區等公共議題

等，詳見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

民國
107年國家語言發
展法通過後，確

定了台灣各固有族群使用的

自然語言及台灣手語為國家

語言的地位之外，並從中

央到地方設有專責單位推動

相關事務。原住民族語言能

力認證測驗（以下簡稱族語

認證）的辦理早於國家語言

發展法的頒布，但因著國家

語言發展法的啟動，使得族

語認證愈發受到國人重視，

特別是在各縣市政府祭出高

額獎金獎勵通過的考生。以

台中市政府為例，在109年改
為不限身分別，凡通過族語

認證測驗者的相關獎勵措

施，彰顯了鼓勵、表揚不分

族別的市民考生學習族語的

決心，因此族語認證相關的

應試資源及教材的開發與出

版之需求變得愈來愈大。

從語言規劃的角度來

看，有關原住民族語言的語

言政策與發展，包含書寫系

統、書寫規範的標準化、語

料庫的規劃等都尚在建置階

段，故而相關應試教材的規

劃與出版等都因為資訊過

少，相關應試資源或教材，

要有系統、有效針對現階段

考生需求來產出，有相當的

困難度。族語認證雖然早於

國家語言發展法，但在語言

急速流失的壓力下，相關的

政策推動，往往都只能先求

有再求好。因此盡速搶救、

延緩流失的語言，以及如履

薄冰建構科學化、系統化的

語言規劃之兩難，是我們所

面臨的巨大挑戰。

族語教材與族語認證的推動與挑戰
民族語教材と民族語検定の推進と挑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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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張育菁（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認證測驗組副研究員）

族語認證線上練習程式。

2023原語有約系列講
座海報。



70 71原教界2023年04月號110期原教界2023年04月號110期

Campus Report校園報導 キﾔンパスレポート
族語教材與族語認證的推動與挑戰

通過認證的考生分享他們的應

試經驗，以增進考生對於應試

準備和了解。

隨著國家語言發展法的通

過，各種翻譯、新創詞、語料

蒐集等的各項語言保存與發展

的事務等，都需要高階族語人

才的投入，故針對分項能力提

升及專業能力之高階人才所需

之相關教材，將是未來多元教

材開發的重點。

面臨的挑戰：書寫符號標準化

的因應與推廣

國家語言發展法明定了

要研擬標準化之國家語言書

寫系統，此政策對於族語認

證將有重大影響。民國94年
原民會與教育部公告了原住

民族語言書寫系統及標點符

號使用，但是原民會陸續從

104年開始委託原住民族語言
研究發展中心進行書寫系統

的修訂工作，原語會成立後

繼續承接此案，並有機會在

今年公告。

書寫系統的標準化一般來

說只規範書寫的文字但是並不

限制語言的發音，不過過去族

人習慣我手寫我口，故而一旦

書寫系統標準化會需要時間適

應跟接受，特別是書寫系統與

自身的發音沒有直觀的連結

時，便會產生困擾。然而，對

於族語認證來說，書寫系統標

準化其實是有助於使語言教學

更有效率、同時對測驗的設計

在命題、審題甚至是閱卷評分

的時候都能有較清楚依據。

一旦書寫符號的標準化

完成公告，所有的教材、試

題也都將因應標準化的規定

書寫、評分，未來標準化的

推廣和修正機制要如何落實

在教學現場及教材修訂、開

發，同時又能兼顧族語的多

樣性，亦將是未來原語會與

族人共同努力的目標。

族語認證持續前行

族語認證為能力測驗，

故而教材的使用與學習應更

注重活用；為協助考生應

試，原語會所開發的原住民

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線上模

擬程式、中高級應考指南及

原語有約系列講座都是可以

幫助考生準備考試的方式。

未來對於高階族語人才的培

養以及族語學習者分項能力

的提升，未來將需要更多元

化的教材開發。國家語言標

準化的推動下，教材的修訂

與推廣亦將對族語認證產生

重大影響，需要族人和原語

會共同努力！

證測驗各級指標（以下簡稱能

力指標）。同年公告的「原住

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題型、

配分、詞彙範圍、參考教材及

合格標準一覽表（以下簡稱試

題藍圖）」則載明了讓考生了

解各級別的題型、詞彙範圍、

參考教材等，以便應試之需。

活用教材內容：原住民族語

言能力分級指標與出題範圍

與教材的對應

族語認證根據級別的差

異，其參考包含42語的學習
詞表、句型篇國中版、句型

篇高中版、九階教材、四套

補充教材包含字母篇、歌謠

篇、圖畫故事篇、生活會話

篇、閱讀書寫篇、文化篇

等，以及族語E樂園中各式的
學習資源。

如前所述，族語認證辦理

的初衷主要是在族語復振的框

架下，鼓勵大家學習族語並透

過測驗來了解自己的學習成

效，加上族語認證為「能力測

驗」，如同108課綱以素養導
向為目標，換句話說，考生無

論是自學還是在學校所學，在

習得教材內容後都應有能力應

用在現實生活中，達到原住民

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各級指標

之描述。

從能力指標來看可以中高

級為界，初中級強調的是聽力

與口說的能力表現，並且以單

詞句型的認知為主，但是到了

中高級以上則除了開始要求閱

讀與書寫的能力，更重要的是

要能舉一反三。

在能力指標的描述中，

初、中級要能聽懂且表達與

自身相關的簡短訊息；到了

中高級以上，除了要會閱讀

與書寫之外，更重視日常生

活中與人互動間的訊息理解

與表達，如中高級聽力的描

述「能聽懂日常生活的各式

社交主題的談話」；中高級

口說的描述「能以讓人聽懂

的語音，參與日常生活大部

分事務的談話或發表意見

等」。故而能活用教材內所

學過的內容，並學以致用，

才能真正達到預計應考級別

之該有的語言能力。

從認證測驗看教材的多元需求

透過族語認證對於自學

者來說，可以做為檢視自身

能力的表現依據，在此前提

須得讓自己的族語能力達到

該級別的要求；再者，為應

試之必須了解題型、訓練自

己的作答也是應試另一項重

要的練習。

從歷年的考生成績上來

看，我們發現有些族語能力

良好的考生，因為不熟悉題

型，而無法針對題目所要求

的回答，以至於因為離題而

失分，相當可惜；還有一些

學生則是口說、聽力甚至是

閱讀能力都已經達標，但是

寫作能力卻因為缺乏練習的

機會，而多次未能通過該級

別的測驗。

針對應試的資源的開發，

目前原語會已經公告中高級應

試指南通用版及原住民族語言

能力認證測驗線上模擬程式供

考生練習，並且在考前開辦

「原語有約」系列講座，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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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育菁

彰化縣員林市人，1984年生。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
研究所碩士，現為原語會認證測驗組副研究員。專

業為雅美語研究。

中高級應考指南通用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