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6 原教界2018年6月號81期

Aboriginal Education Conferences原教會議 原教会議

「2018年原住民族語教育シンポジウム―原住民族言語発展法後の民族語教育」会議レポート
A Report on “2018 Aboriginal Language Education Conference—the Aboriginal Language 
Education after Indigenous Languages Development Act Being Enacted”

107年原住民族族語教育研討會─
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之後的族語教育 會議報導

關係
重大的「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

（以下簡稱語發法）於2017年5月26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6月14日總統頒布執行。為
了更多面向地瞭解此法上路至今的發展為何，

國家教育研究院原住民族教育研究中心於2018
年5月29日舉辦「107年原住民族族語教育研討
會─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之後的族語教育」，

邀請各界人士相互交流。

開幕致詞與專題演講

原民會伊萬‧納威副主委，首先向大家說

明語發法通過後，原民會積極推動14項原住民
語言相關的業務，最重要的是讓族語能夠在友

善的環境下發展，並在各縣市設置族語推動

員，提供大量族語推動人才的機會。教育部綜

合規劃司黃雯玲司長，提到教育部特別為原住

民族的教育設立專科及專案，未來會配合相關

部會一起繼續努力。國教院許添明院長，認為

原住民族的教育與發展應該傾全國之力來完

成，尤其在各部會促成國教院成立「原住民族

教育研究中心」（中心主任蔡志偉副研究員）

後，國教院更是責無旁貸。接著登場的是，大

會的專題演講，童春發教授以「原住民族族語

教育的未來圖像」為題，綜合過去經驗及現階

段執行的工作，向大家分享原住民族族語教育

的未來走向。

學校場育的族語學習

本場從不同級別的學校領域，探討族語教

育政策推行的成果。第一篇提到大學生回鄉採

訪族人，進而提升組員的族群文化認同並發展

出學習族語的動機。強調以學生與地方為本

位、部落與學校的緊密合作，是從青年族群復

振語言的重點；第二篇以新北市原住民學生的

族語學習情形為研究重點，提出族語老師授課

時，應該了解、配合學生的優勢智能選材適

用，才能提升族語學習的成效，特別是族語教

107年原住民族族語教育研討會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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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專職化後，將更有發揮的空間；第三篇分析兩所沉浸式幼

兒園中，師生口語互動的比例，提出所觀察的園所中，仍以

教師為發言主體，是未來可以改善的方向。與談人周宣辰副

教授則提出此篇觀察的園所，並非現行沉浸式幼兒園計畫的

執行單位，因此是否為「沉浸式幼兒園」仍有待商榷。

部落自主的族語學習

本場次從兩個復振族語案例出發，最後以瀕危族語復育

評估為題，發表三篇論文。高清菊校長，提及賽夏族人因長

期散居於都市中，族語環境不如以往。然於原民會2012年所
推行的瀕危語言搶救計畫中，興起一波族語學習運動，並在

各地展開族語文化復振工作；鍾文觀秘書長，分享毛利語的

歷史發展、政策執行、多元化的族語振興政策。認為在推行

語發法後，值得參考此語案例，合作制定相關策略；李台元

助理研究員，分析2012年瀕危語言搶救計畫的成果，並展望
2018年瀕危語言搶救計畫中「師徒制」的可行性，又分享芬
蘭薩米語推行語言復振，由個人擴展到社區的案例，指出由

下而上的部落自主模式將更有發展性。

族語教師專職化的制度安排與政策實施

這場以族語教師專職化的政策與實踐、現況與問題發表

三篇論文。現在族語師資的年紀偏高、師資徵選制度，是陳

張培倫副教授所發表的論文中主要關注的議題，與談人波宏

明理事長，也表示目前制度設計與現況的落差，也是族語教

師進場與否的因素；第二篇發表以新北市與花蓮縣執行專職

化的現況，比較兩縣市的管理、徵選、培訓、課程安排等

項，發現族語教師若有專管中心統籌或與本土輔導團結合，

可以有不錯的成效；葉川榮助理研究員由專職化教師的觀點

切入討論，專職化確實能提升教師專業素質，但政策推行不

清和資訊落差，造成原兼課教師轉為專職化的意願降低。三

篇文章共同指出徵選制度、薪資福利是族語教師專職化推行

中，還需要更加細緻處理的部分。

最後的綜合座談，希望透過本次研討會，讓關心原住民

族語言發展的民眾能更瞭解現階段語發法推動的進展與未來

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