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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
語言學習，都需要有檢驗成果的機

制，如日檢、英檢、韓檢等，是一

種透過外部力量，幫助學習者確認自身學習

狀況，從而看出還有哪些學習面向需要加強

的必要環節。而「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考

試」不僅是檢視族語學習程度的測驗，同時

也與許多政策搭配進行，常見的像是原住民

學生升學保障，族語認證便是加分審核的條

件之一。語言的存在是一種集體權利，因此

站在維護原住民族語言的角度來說，要求個

人作做出「學習族語」這樣的付出，是有其

必要性的。

從鼓勵學習到族語復振

誠如開頭所述，現今族語認證與升學管

道結合，反映出年輕世代族人，族語能力流

失的困境，此一政策，也有試圖透過族語加

分來鼓勵學生學習族語的期盼，不過為了加

分而接觸族語，卻也可能讓族語成為獲得利

益的工具，這是不可忽視的現實情況。而從

鼓勵學習到最終的目標－－族語復振，中間

仍有大段的落差，因此單單依賴族語認證，

是無法拯救族語的，語言的復振需要多方條

件的配合，族語家庭化、公共媒體的播送、

網路媒介應用、教師教法、教材設計等，都

是族語復振工程中，需要同步推動的事項，

各個面向像齒輪般彼此咬合、共同轉動，才

能真正朝族語復振的道路前進，每個政策的

制定也才能真實的發揮功效。

身為教育工作者與家長　雙重身分的挑戰

以家長的眼光來看，鼓勵孩子考取族語認證

是一門親子溝通學問，首先可

能會面對到孩子提出的疑惑，

「為什麼要學習族語」、「已

經有上族語課了，為什麼還要

額外考試」等等。而當孩子漸

長，需要溝通的內容可能不只

「為什麼要做」，也包含時間

的分配，孩子開始重視同儕、

社團活動，生活也切割成學校

課業、社團同儕時間、個人休

閒活動與族語學習等多個部

分，各部分時間如何取捨便成

為挑戰，中間也牽涉許多親子

互動的複雜問題，已經不能只

單純考慮語言保存這件事了。

再繼續往下深究，什麼時候才

能讓孩子使用族語的機會不只

在認證考試上？學校每週一次

的族語課或許能完成備考，但

針對開口說這部分還遠遠不

足，也無法讓孩子意識到學習

語言的意義。身為教育工作

者，語言保存是一種使命；身

為家長，與孩子良性互動是一

種責任，找到營造族語家庭的方法是目前需要克

服的難關。

族語認證的限制

族語認證之於語言復振有存在的必要

性，但族語認證的存在也限制了保存語言某些

面向的發展。政府過度依賴族語認證，以族語

認證作為培育族語教師的依歸，或許還能針對

語言復振推出更多元的政策，但因視族語認證

為指標，許多措施都圍繞族語認證而行。族語

認證將不會書寫系統的族語流利者排除在外，

可這群人都是能在生活中自然使用族語的優秀

口說者們，卻因無法被族語認證認可，而無緣

進入教學場域傳授智慧。族

語認證除了將部分人排除之

外，也標準化了語言，部落

與部落間，即使屬於同一

族，但仍有語言使用上的差

異，這些差異都漸漸消失在

族語認證的語別分類中，如

新竹縣尖石鄉，前山、後山

區域的泰雅語發音其實不盡

相同，但同被歸類為賽考利

克泰雅語，發音的豐富性，

因族語認證而被標準化至同

一系統裡，是相當可惜的語

言流失。

發展多元的認證模式

第一屆族語認證考試，

不同於現今，並非所有考生

都必須透過「筆、口試」才

能通過認證，另有兩個通過

認證的管道，分別為「薦

舉」與「書面審查」。其中

「薦舉」為經由他人推薦為

族語流利者，審核核可後，

視同族語認證合格。而「書面審查」則是提供

個人族語著作，通過審查後即可取得證書。採

取三管齊下的認證考試模式，原因之一為族語

書寫系統尚未普及，為避免造成明明為族語口

說流利者，卻無法通過認證的景況，也不希望

認證只篩選出能寫出好文章的考生，而是各層

面的族語能力優秀者都能在這樣的系統中被承

認。延伸此概念，期待往後發展出更多樣的認

證模式，如使用族語表達音樂、藝術創作，這

樣的能力被族語認證認可後，或許能鼓勵更多

人從事族語創作，進而讓族語觸及到不同人

群，為族語保存提供正面能量。發展多元的認

證模式，能讓族語走得更長、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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