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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下的教科書政策

我國在施行九年一貫課程

改革後，教材轉為開放，部編

教科書是否繼續存在成為首要

面對與正視的問題。依據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

要》總綱／柒、實施要點／

四、教學資源所述：「⋯⋯各

該政府應編列經費，鼓勵教師

研發多元與適切的教學資源⋯

⋯(一)教科用書選用⋯⋯2.各

級各類學校相關課程及教材，

應採多元文化觀點⋯⋯得因應

地區特性、學生特質與需求⋯

⋯選擇或自行編輯合適的教

材。⋯⋯ (二 )教材研發⋯⋯

2.配合課程綱要實施，教育部

應建立資源研發之合作機制⋯

⋯鼓勵學校自編校本特色教材

與學習資源。3.各該主管機關

與學校可整合校內外人力資源⋯⋯提升學生學

習成效。⋯⋯5.對於面臨傳承危機之國家語言

⋯⋯應健全教學資源，包括完備國家語言教育

學習之教材、書籍、線上學習等相關資源。」

據上所述可確認兩件事，第一，教科書

政策進入資源整合、多元文化、結合地方特

色、鼓勵教師及自主編輯發展之階段；第二，

部編本教科書及教材僅於完備「面臨傳承危機

之國家語言」教學資源之前提下，始得由教育

部與相關部會主動發展。基此，目前部編本教

科書及教材僅存在於台灣客語及原住民族語。

部編本族語教材的必要性

如僅就教育改革的角度視之，考慮教科

書宜開放、多元、自主，並基於活絡民間出版

社能量及不與其爭利等因素，部編本族語教材

似無存在之必要。惟自於2001年成為學校正式
課程並頒布「九年一貫暫行綱要」之前，族語

教材已長期面臨「書寫符號錯誤，教材內容貧

瘠，編輯方式不理想，教材研

發不足，難度偏高，教師教學

感到吃力，主題、內容與取

材，深淺度不一，無法看出循

序漸進的課程發展」等諸多問

題。且編輯本土語言教材難度

過高，實無利可圖，故民間出

版社難以投注資源編輯出版。

為順利推動族語課程及有

效改善上述問題，教育部與原

民會研訂「原住民族語言書寫

系統」，並於2005年會銜發
布，期能將族語書寫符號趨於

一致。此外，教育部亦決議由

政府發展部編本九階族語教

材，並由教育部與原民會聯合

委託政大原住民族研究中心執

行編輯。該套教材於編輯前經

族人與學者專家多次討論，先

行確認各階編輯之課程綱要與

教材細目，並定調主題內容學習之難易度，以

期能有效解決需搭配課綱之族語教材長期以來

之困境。綜上所述，部編本族語教材確有其必

要與重要性。

族語教材的發展未來與挑戰

族語教育如欲於學校推展成功，除需投

注大量人力物力外，課程與教材亦為關鍵的一

環。而族語教育與文化及現代生活密不可分，

爰族語教材未來仍須朝向「族群文化主體性、

現代化、生活化」等面向持續發展。是以，族

語教材的編輯需結合現代化，讓學習成果運用

於日常中。基此，未來族語教材的發展，尚須

配合蒐集分析更多的書面化資料並建置族語生

活語料庫，培養更多族語人才，始得讓族語得

以存活，未來尚待你我共同努力。

依據
2017年制訂之《原住民族語言發展
法》第19條規定，「學校應依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本土語文課程綱要規定，提供

原住民族語言課程，以因應原住民學生修習需

要，並鼓勵以原住民族語言進行教學。」由此

可知，依法，政府須因應原住民學生修習需

要，提供族語課程，而其核心元素之一就是族

語教材。本文將從族語教材切入，並著重於其

在族語課程發展歷程中的角色，進一步剖析部

編本族語教材的必要性及其未來展望。

編寫族語教材之基礎──

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   
本土語言教學，已於2001 年成為學校正

式課程，教育部亦於當時公布實施「九年一貫

暫行綱要」，惟現實卻面臨重大挑戰。族語教

學之初，「雖有課程綱要，卻苦無族語教材」

之現象，成為多數學校及族語教師的教學困

境。

為了健全族語發展，將族語文字化有其

必要。故由政府建立具統一性、規範性與標準

化的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以利後續發展族

語教材及課程，為族語教育的當務之急。直至

2005年，教育部與原民會終於會銜發布「原住

民族語言書寫系統」，該書寫系統總說明闡述

書寫系統制定的目的略以：1.原住民族語言的

復振與發展過程中，原住民族語言從「口說語

言」發展到「書寫語言」，書寫系統的確立是

必要的基礎工作。2.配合教育部89年公布實施

的九年一貫教育「鄉土文化」（即民族語言與

文化）課程教學所需。⋯⋯各族語言書寫系統

的確立都是不可或缺。至此，「原住民族語言

書寫系統」之確立，始為我國提供族語課程及

編寫族語教材提供基礎工具，也才有了後續族

語教材發展之可能性。

部編本族語教材的必要性與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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