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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任一語的計畫遇到執行困

難、停滯或是無法突破的情形

時，專管中心因為通盤地了解各

語別的狀況，所以能站在不同的

角度去考量全局、協助尋找問題

核心，並透過分享他者的經驗，

讓各個族群借鏡他族的進行方

式，思考與討論如何從這些模組

中，找到屬於自己群體最合適的

解決之道，並協助與主管機關溝

通、協商。

觀察與鼓勵

每次觀察師徒制的上課情形後，訪視員也

個別詢問師徒，在學習過程中是否有遇到瓶頸

或困難。剛開始訪視時，我們發現許多老師因

為身負傳承重任，所以希望可以在最短的時間

內，將自己畢生所學和博大精深的語言之美傳

授給學生，讓其能盡快學成，並去各地教課、

遍地開花，導致課室氣氛常處在「趕進度」的

壓力下，學生還來不及吸收昨天的課程，就要

面對明天的新進度，而無法真正把族語學活，

學習意願也可能被進度打擊而萌生退意；或是

老師教授的內容，和學生的程度有落差，但雙

方沒有注意到，造成教得很認真、學得很仔

細，卻沒有實際的果效、考試成績不理想而心

情挫敗，抑或是老師不得教學之方，口沫橫飛

的講了長篇的故事，學生鴨子聽雷似懂非懂，

計畫
執行時，因為時間、參與人力、環境等因

素，常導致實行困難或者與計畫撰寫時的

設想不同。專管中心設立的一大目的與存在，就是為

了避免計畫執行時，因現實情況的困窘導致計畫成效

不佳。又在計畫開始之初，各語別的參與人員還不熟

悉計畫內容、方向，因此整個中心出動到各語別舉辦

「計畫說明暨能力培訓工作坊」，讓相關人士清楚計

畫走向，及參與後所要負上的責任、義務。後續藉由

設立專屬的平台網站，遠端追蹤各個計畫執行情形；

設立LINE群組，統一發布消息外，中心每個月也會派

員至各語別瞭解。

訪視與輔導的意義

「訪視」顧名思義，就是到每個語別執行計畫的

現場，觀察和檢視其執行的情形，看是否有偏離原本

計畫的目的。而「輔導」則是在計畫出現困難時，適

切地提出建議，協助計畫進行滾動式修正。每一次的

訪視，都希望透過不同的面向了解狀況；每一次的輔

導，都經過通盤考量後，才給予解方。

專管中心人員訪視並協助培訓。

瀕
危
語
言
復
振
計
畫

─

訪
視
與
輔
導

瀕危語言復振計畫─訪視與輔導

專管中心人員進行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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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說明暨能力培訓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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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也不知如何抄起，更別提要回家複習⋯種

種情形都會讓老師、學生的「工作」成就感降

低。因此中心人員會在訪視時，適度提醒老

師，計畫重點是「讓學生能透過這個計畫，專

心地將母語學好、學活，要會講，而不只是會

寫」；建議或示範其他的教學方法；導引上課

方向，盡量避免傳統的填鴨教學或者趕進度交

差的狀況發生。同時也鼓勵各組，讓他們能繼

續在這條路上堅持下去。

訪視輔導的難題

固定的訪視輔導，其美意是確保計畫順利

推動，但對已經穩定進行的語別來說，長久下

來成為例行公事，並無太大的意義，但若不去

中心又要面臨合約的壓力；反之，對計畫不穩

定或組成複雜的語別來說，每次的短暫停留，

又似乎無法完全解決當時的難處，在只能提供

有限協助的狀況下，有訪視之實，但僅有輔導

之名。除了每個月固定出勤外，若計劃有突發

狀況，或是單次性的計劃（如：族語學習

營），專管中心也會派員了解情形，面對面懇

談，都是為了能第一時間的處理疑慮，且更進

一步檢視平台網站資料和計畫實際進行的模

樣，以避免執行層面效率低落的情形發生，最

重要的是確保每個計劃都在軌道上，以期發揮

最大的效益。然而，這樣保母型的訪視輔導，

對專管中心的時間、人力成本，皆是非常大的

挑戰和消耗。原先設想一位助理協助輔導兩個

語別，計畫在案有十個語別，因此中心共設置

五位助理，但由於每個語別分散在各地，且各

語計畫龐雜，一個人力要照顧兩語，根本不堪

負荷。以卑南族為例，建和、知本、南王分別

有全職、兼職師徒制，總共五組。為了配合每

一組上課的時間，及台北台東的往返，每一次

訪視至少需要兩天才能完成，而且僅能集中精

力在師徒組的部分，其他子計畫的執行還是必

須仰賴營造員的督導。不單是每月的出差，還

有平時計畫內的其他行政支援、期中期末評

鑑、語言能力測驗等等的大小會議，隨之而來

的行政工作、交通連絡，更是要在出差的縫隙

中努力擠出時間規劃、聯繫。另外則是在計畫

經費的運用上，核銷往往受制於主計單位的認

定而缺乏彈性，多做沒有多錢，少做還要貼

錢，才真的是計畫執行的金箍咒。以茂林魯凱

語為例，2018年度雖未申請計畫，但中心仍會

在到部落訪視時，不定期的進行輔導、溝通，

期待他們能在下年度提出計畫，但這樣的工作

並不在主計認定的應辦事項內。

修正與改善

輔導訪視雖有其一定的限制與困境，但是

相對於過往核撥經費之後，卻導致補助款石沉

大海的撒錢計畫形式，仍有其

存在和進行的必要。據營造員

的觀察，「適時的訪視，可以

為計畫執行帶來良性的壓

力。」師徒制的上課情形，面

對外部的訪視、評鑑，常常如

臨大敵，因為定期、定員，所

以每次都能看出前後的差異，

有沒有認真上課往往當下立

判，沒得造假。而且因為計畫

前期的勤跑，輔以網站打卡的

監管，雖然在初期偶有微詞，

但各組師徒因此循序漸進地上

課，讓原本申請通過的組別到

了期末，仍有將近九成的存活

率，而且都是穩定在上課。惟須重新思考的

是，人力與時間成本如何有效運用、輔導訪視

的區間如何訂定、每次輔導訪視時程是否需調

整、如何設定每次訪視的任務或必須處理的事

項等，以至於每次的出動都能真正落實訪視、

輔導的意義。

語言復振的腳步刻不容緩，當各族能自發

性的活絡起來，重視自身族語的傳承可貴，輔

導便可減少；面對補助經費能戰兢使用、花在

刀口上時，訪視方能退場。屆時，才是真正的

讓一個語言復活成功。

瀕危語言復振計畫─訪視與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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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管中心人員說明計劃願景。 專管中心人員說明核銷作業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