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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原住民族委員會也委託政大原民中

心，成立專案管理中心，從計畫書撰寫、課程

發想，到計畫開始後的每月訪視、輔導、陪

伴、協助行政等，完整參與了各族計畫的產生

與實踐，並協助改善各族執行計畫的困難，使

族人能將精力集中在語言推動工作的本身。

專管中心的設置

計畫執行難免與理想面有差異，因此政大

專管中心在各語別遇到困難時，協助發想解決

方式、逐步針對計畫進行滾動式修正，使得各

語的課程能順利推展。同時也架設一個網站平

台，師徒制的老師和學生可以透過平台，完成

每天打卡簽到退、上傳學習筆記、照片等，讓

專管中心能從遠端大致掌握各組上課情形，並

且於派員進入部落進行訪視，實地觀察師徒制

的上課情形、互動，確實了解各組的上課方

式。若遇到上課進度太快、教材艱澀不易吸收

⋯等情形，便居中溝通、協調，逐月的調整下

來，師徒彼此也能教學相長，磨合出最適合兩

者的上課模式。

「行政協助」則是專管中心設置的另一重

點，除了平時用網路、電話溝通外，每月訪視

時也會當面與計畫主持人及族語營造員談話，

協助解決計畫執行中，如經費核銷、網站使用

等難題，也從中討論、修正計畫可以改善的方

向。

量身訂做的評鑑

參與本次計畫的師徒制師生，皆比照公費

生辦理，若在期末沒有達到合格標準，師生必

須全額退還所領的薪資。然而師徒制最大的特

色就是「老師可以真正的因材施教」，所以評

鑑也因人而異。因為每個人語言學習的過程、

起始點不盡相同，學習族語的培力重點也會視

個別情形有所調整。

期中、期末評鑑時，專管中心除了為不同

的學習員，量身打造適合其程度的考題之外，

同時也採計平時出缺席的考勤紀錄、上課表

搶救瀕危語言的序幕

台灣社會
以「多民族」、「多語言」、

「多文化」為特色，但是在日

本國與中華民國兩次「國語」政策的影響之下，各種

本土語言奄奄一息，尤其是原住民族語言，已經面臨

滅絕的危機。

原住民族16族語42方言別面臨了嚴重流失的困

境，其中有10種語言已屬瀕危語言，包括：撒奇萊雅

語、噶瑪蘭語、邵語、拉阿魯哇語、卡那卡那富語、

賽夏語、茂林魯凱語、萬山魯凱語、多納魯凱語、卑

南語。

為解決上述各語所面臨「傳承危險」的處境，須

儘快找到阻止語言流失的停損點，與得以讓族語永續

傳承的動力及方式，然每種語言所處的環境與復振條

件，差異甚大，實難採用單一標準而一體適用。本次

瀕危語言復振計畫，以「師徒制」為主要計畫項目，

透過師生一對一、一對二的教學方式，以一週五天，

一天八小時的日常互動、交談作為族語傳授方式，學

生不單單要「學會」，更重要的是「學活」；不僅要

「善讀懂寫」，更需要「能聽會說」。本期共計25師

46徒。（包含16組全職與8組兼職的師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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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奇萊雅為本次申請最多組師徒制的語

別，配合其他子計畫的運作，豐富師徒制的上

課內容，而不只是「三板」（黑板、天花板、

地板）的傳統教學。因此除了靜態書寫的室內

課程，更活用部落文化健康站的場域以及部落

內的野菜市集，讓老師帶著學生進到當中買

菜、與老人家互動、交談，以及不同組別互相

交流、共學的時間，各組師徒透過課堂討論教

學相長，有學員分享到，因為在交流課的對話

中，常常聽到其他人使用某個連結詞，雖然平

常課堂沒有教到，但因此學會使用該詞；還有

師徒一起去市場買菜時，老師在教「苦瓜很

苦」的族語，學生因此聯想到「苦瓜很苦，那

人生很苦怎麼說？」，便在師徒制的群組中發

文詢問，因此引起熱烈討論；另外也有學生在

Facebook寫下漢語族語混用的日記，作為上課

心情紀錄⋯不同的方式，讓族語一點一點地活

用在生活中。

近幾年由於邵語的使用人口迅速減少，國

際語言組織Ethnologue一度要認定其為死語，

然而在本次計畫中不僅本族人，還有媳婦也前

來參加。從零開始的學習，光是字母發音就學

了2個月才學好，但也因為基礎功打得紮實，

現在說起邵語十分有韻味。並且搭配部落廣播

系統的架設，邵語學生在課堂練習生活短文寫

作後，到播音室廣播給族人聽，有老人家聽到

之後十分感動，匆匆趕到播音室肯定也鼓勵學

生們的學習與傳承。

原先發想師徒制是一份全職工作，但因為

部落內的事務繁多，願意回鄉的年輕人常常一

人身兼數職，或是工作無法在短時間離職，所

以有人提出「兼職師徒」的建議，上課時間減

少為1週2-3天，1個月40-80小時不等，雖採時

薪制但權利義務、評鑑考核仍比照全職師生。

今年參加的語別有邵語、萬山魯凱語、多納魯

凱語、卑南語。每位老師、學生在下班後，匆

匆趕到上課地點，抓緊夜晚的時光學習族語，

下班後拖著疲憊身軀的學習，需要更大的毅力

與決心持之以恆。

復振語言刻不容緩

瀕危語言的搶救工作刻不容緩，復振計畫

期待能培養出更多的語言人才、活化語言的使

用，讓族語起死回生，使瀕危語言的傳統文

化、知識，也能因為語言的存留，而持續生生

不息。

搶救瀕危語言的序幕

現、老師平時小考等面向為評分項目，綜合評

估學習員的學習，而非像過去「一試定生死」

就方式來做評斷。因此師生在開課前，都明白

自己平時能掌握，以及需要挑戰自我的範圍為

何，上起課來的心頭壓力也減輕許多。

不同語別的特色

因為瀕危，所以師資難覓正是各語的痛

苦。以拉阿魯哇族為例，僅一位老師可以教學，

願意上課的學生程度不一，不容易教學，一開始

會有顧此失彼的情形，但後來由口說程度較高的

學生，帶頭與老師用族語對話，語文、書寫能力

較強的學生則在課程中發問相關文法、句構問

題，教學相長的情況下，逐漸爬梳、釐清拉阿魯

哇語的文法架構與斷句疑問。老師也傾全力教

學，上課的日子天天站滿8-10小時，嚴謹的教學

態度，黑板寫滿又擦，擦掉再寫，一天下來課程

充實，筆記如山。更有學生直接住到老師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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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懿湘

新北市人，1991年生。政治大
學政治學系畢業。現任政治大

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瀕危語言

復振專案管理中心助理。

全天候學習，因此下課後也不懈怠，而是從日常

生活中練習並活用上課所學到的對話。雖然能全

心投入擔任全職學生的拉阿魯哇族人不多，但因

為教學場域就在部落內，族人有空的時候，就會

到教室來旁聽。

又或是像噶瑪蘭的兩位學生，原本各自有

人類學以及語言學的專業，聽說此計畫後毅然決

然地辭掉工作加入計畫，從台北搬回部落居住、

跟著阿嬤學族語。然而阿嬤的年事已高，因此課

程進度由學生們自己規劃，上至部落的歷史遷徙

故事，下至路邊的植物認識，每天的課程中，自

己想學的自己問，若偶爾遇到氣候不佳或突發的

婚喪喜慶等等，也能彈性修正上課內容。8月適

逢豐年祭，師徒三人前往參加不同部落的祭典，

了解各部落間祭儀的差異。另外也舉辦族語學習

營，讓放暑假的部落孩童，可以在營會中學習噶

瑪蘭族的文化、語言、歌舞等等。除了一次性的

活動，他們也辦理族語聚會所，一週一次邀集部

落耆老們分享生命故事、傳統歌曲，塑造全族語

環境、培養語感。

撒奇萊雅語師徒制交流課程上課情形。

專管中心到賽夏語師徒制訪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