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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原民會開啟了沉浸式族語

教學幼兒園計畫，至今第一梯已

邁入第4年。而目前共招聘了三梯族語教保

員，透過5個月的培訓，加入體制內幼兒園推

動族語沉浸。第三梯族語教保員如果順利於

2018年7月結訓，那麼107學年度開始，全國將

有50位族語教保員於48間幼兒園50班推動本計

畫。以實施園所型態來看，共有2間都會型、3

間瀕危語、以及43間原鄉型幼兒園。

沉浸幼兒園的落實

以實施縣市來看，共有台北市、新北市、

苗栗縣、台中市、南投縣、嘉義縣、高雄市、屏

東市、花蓮市、台東市等10個縣市在推動。其中
台東市最多，共有11間沉浸幼兒園，其次為屏東
縣，共有9間沉浸幼兒園，第三是南投縣有8間沉
浸幼兒園。以族群別來說，共有阿美、布農、排

灣、魯凱、賽德克、太魯閣、泰雅、鄒、賽夏、

雅美、拉阿魯哇、卡那卡那富等12族參與，共20
個語言別。預估107年度沉浸幼兒園的幼兒達700

位。這並未計算入前幾年已經從沉浸幼兒園畢業

進入小學的學生。如果加上前3年畢業的幼兒，
參與沉浸的幼兒至少達1000人以上。

上述的數字所彰顯的是，沉浸幼兒園的推

動，讓16族有12族的沉浸幼兒園進行族語扎
根，比例達75%。以16族42個語別來看，目前
推動的有20個語言別，比例約為48%。以族語
教保員來說，有50位獲得了全職的工作。除了
數字上的量化意義外，身為計畫推動者，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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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看重的是，此計畫所帶來的

實質效益及可能性。本計畫核

心的目的在於善用幼兒語言學

習的黃金期，透過沉浸教學，

讓幼兒自然習得族語，希望藉

此達到從小族語扎根、族語復

振的效果。為達此目的，計畫

透過有系統的培訓族語教保

員，增強其族語課程設計、教

學與評量的能力，藉由幼兒園

為基地，推展族語至家庭與社

區，找回語言的活力。此外，

結合專業輔導團隊與專管的專

業培訓與督導，多面向的增

能、輔導沉浸幼兒園，落實沉

浸教學的推展。

沉浸幼兒園的成效

透過多元推動策略，個人

覺得過去4年沉浸幼兒園已經帶
來許多正面的效益與漣漪。首

先，沉浸幼兒園真的讓幼兒開口說族語，能以簡

單的族語進行生活溝通，並以族語進行幼兒園相

關主題課程與生活課程等。其次，沉浸幼兒園也

帶動了部落社區看中幼兒族語復振的重要性與可

能性，引發更多家長與社區的積極投入。再則，

沉浸幼兒園也間接推動了原住民語言法的立法，

讓原住民語言成為官方語言，提升其語言地位。

沉浸幼兒園推動上的困難

然而，身為計畫主持人，個人認為當前主

要困難在於目前的沉浸計畫採用培訓原民身分

之族語教保員加入現有體制內幼兒園推動。此

舉需幼兒園原本之教保員能夠認同沉浸教育理

念及計畫推動方式，如採用主題教學的課程模

式，以及須能具備雙語協同教學能力，甚至願

意多學習原住民語言，才能促

成沉浸族語教學的量與質的提

升。然而，每一年新培訓一批

族語教保員加入現有體制幼兒

園時，都得面臨至少1年到2年
以上的磨合。此磨合期也經常

將族語教保員原本培訓的能

力、熱情給磨滅了。再則，沉

浸計畫當前採用的培訓方式是

招聘已經具備教保人資格之原

住民，透過5個月密集的訓
練，再加入幼兒園。然部分族

語教保員離開幼兒園職場許

多，對於幼兒教育的基本能力

並非短期可強化，都需在職場

再行學習。另受限於須具備教

保人員資格，也篩選掉部分族

語能力相當好的族語教師，因

此部分族語教保員的族語是須

待加強的。由此，當族語教保

員本身的幼教專業背景不足，

族語能力也不夠強時，加入現行體制內幼兒園

又要與他人協同、磨合，說實在相當辛苦，推

動成效也需拉長時間才能達成。

因應上述兩大問題，個人建議，未來應朝

向民族幼兒園的成立，建立原住民從幼兒階段開

始的教育體系，以便能讓族語可向上延伸其他教

育階段。在民族幼兒園中，族語教保員亦可對自

己的教學與課程較具有主導權。此外建議鼓勵各

大專院校成立沉浸幼兒師資專班，拉長時間以培

訓兼顧幼教專業知能與族語教學能力師資。再

則，也建議可開放沉浸師資給漢人或其他有意願

者擔任，透過競爭與激勵，更能優質化沉浸族語

教保員。如此透過不分族群的參與沉浸教學，相

信更能讓沉浸教學遍地開花，廣泛推動族語復

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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