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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以流利的英文回答起來；頓時，這個學生的

自然反應，直接地啟發了我對族語教學的一些

理念──他學會說英文的方法是什麼呢？

卓群布農語的教學理念

一、族語部落的再教育：以個人在布農族

卓群部落推動語言計畫的經驗來說，60歲以上

的族人，因失去傳統的生活原貌，故已出現語

言淡忘的情況。60歲以下至50歲者，已出現了

集體失去正音或是變調（顎化）的情形。50歲

以下至40歲者，卓群布農族語的說法成了「漢

式說法」，這些情況在部落是習以為常了。40

歲以下的部落族人，已經是以漢語為其生活與

溝通之用語了。在部落社會已顯著的這些情

形，其實間接地告訴了我們這一代的族人，60

歲以下的族人們，都應該虛心再接受族語教

育，尤其是在職的族語老師們，確實要從語法

中深入了解自己的語言，才能將正確的族語傳

承下去。

二、族人的孩童失去了自然學習母語的家

庭：家庭是最基本的社會組織或是一個單位，

在過去的時代裡，家庭會自然形成一個語言巢

的環境，家庭中的子女們可以自然地學習父母

的語言而成長。但是這種語言的學習環境，在

部落裡幾乎是已不存在了；最大因素是現在這

一代族人子女（學生）的父母，已不會說母

語，或是已完全以漢語做為家庭的生活用語

了。

三、原住民族語言的學習方式之探討：個

人從學習不同語言的經驗來說，不同語言就有

不同的學習方式，這個學習方式不是單純視為

個人的學習態度來定論，而是應該進一步來探

討不同語言的教學方法。族人的孩童在學習漢

語時，就有漢語的教學形式或授課方法。原住

民族在學習自己的語言時，其語法的複雜性與

語詞結構等等變化，應有適合於這種語言的學

習形式或授課方法。學習原住民族的語言，確

實是有不同於學習漢語的方式，那麼學習原住

卓群布農族語──語法教學心得

我
是布農族卓社群人士，於1963年在曲冰部落這

個小地方出生，在那個時代族人給家中小孩的

第一個語言自然是自己的母語──卓群布農語。我十

歲那年就離開部落在城市長大，經過了幾十年的求學

過程，經歷了學習漢語、英語、閩南語、義大利語等

語言的求學過程。2005那年我又回到布農部落服務之

後，我發覺到必須要重新認識自己母語，所以開始深

入探討卓群布農語這個區塊的語言問題。以一個布農

族人學習不同語言的經驗來說，漢語及閩南語是台灣

主流社會的生活用語，故漢語自然是族人求學時期的

應用語言，這兩種語言的學習並沒有大篇幅度的語法

教學，但是很自然地能夠學會應用這些語言。另外其

他的外國語言，如英語和義大利語；以我個人的學習

經驗來說，必須透過複雜的語法概念來學習，才漸進

個人的學習程度和促進對該語言的基礎認識，並能將

該語言依循語法的概念，舉一反三地套用於生活之中

來應用。

有一年，個人受聘於中部某個中學，擔任本土語

言教學支援工作人員一職，與某個學生在族語教學的

課堂上互動時，學生因一些族語問句的不理解而失去

耐心，他不知如何做個簡單的族語回答；這個學生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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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這類的語言，是否較適合應用其他語言的

學習形式或授課方法呢？例如在台灣教學英文

的教學課程系統等，有序地編輯成小學、國

中、高中等不同層級的授課目標；這是專業性

的話題，是很值得相關單位作進一步思考及探

討的問題。

瞭解新一代族人學生

學習族語的大部份是18歲以下的學生，其

父母大約是40歲左右，或是40歲以下的族人，

所以這些家庭的成員大部份是有上述所指的家

庭情況。父母已經是完全應用漢語為生活用語

的族人，家庭已非可能是自然可成為「語言

巢」的家庭組織，也就是說，先天將母語成為

家庭子女第一個語言的機會不大了；雖然可以

是後天刻意加以安排，或是大力資源的協助推

動，但是已不比我們過去的時代，在生活中容

易並自然地深入學習的效益情勢。

原住民族新一代的學生，在當下大社會主

流生活的影響之下，其語言的思維方式，已經

不是過去族人的語言思維了，所以可以比照學

習其他語言的方法，來學習自己的語言。依照

目前新一代族人學生，只靠「讀與念」的教學

方法來學習母語是不夠的。他們也可以比照學

習英文的方式，如何借助族語之教學形式之深

入研討，或是授課方法上的擴充發展，使新一

代的族人學生，如同應用「英文語法概念」的

學習方式，在平時的生活對話中活用族語。

營造良好的學習氣氛

在個人的族語教學經驗中，曾支援過幼兒

班，小學、中學、大專生及社會人士等教學課

程；族語課程的授課對象，並非像是校園一般

年齡之分明，在校園以外的族語課程，混合年

齡學習的人較多。所以若要營造良好的學習氣

氛，不是完全取決於教材設計優劣問題；要視

學習者的程度，或適度分級授課的安排，往往

是營造族語課程學習者的良好氣氛。目前有些

學校因先天條件不佳，或是人力資源不足之因

素，使不同年齡層的學生集於一班來上課，在

這種教學之情況之下，往往會影響學生的學習

品質和學習氣氛。

卓群布農族語之語法概論之教學

卓群布農族之語法概念發展較其他的社群

緩慢，所以到目前為止，卓群布農族的語法概

念就我個人的認識來說，可以分成兩個部份，

一部份是已有資料可依循參照應用的語法資

料，另一部份是待深入研究之區塊，這些也必

須再做深入的解釋。卓群布農族語的語法教

學，並非單一地只針對學生而論，而應該是族

語語法教學化、知識化、普及化的發展思考。

當今族人都應該朝向理解自己母語的語法來學

習，尤其是新一代學生更是需要這些學習的輔

助教材了。

結論

有一個學期，個人受聘於某高中社團的族

語文化課程，參加該社團的學生全是各個社群

的布農族學生，全社團之各年級人數計有30幾

個人；他們最主要的目的是準備參加族語認證

考試；其中有8個人是預備考中級的，其他的

學生都是要參加初級的族語認證。在這個教學

的過程中，也給了我自己一些省思的問題；因

為初級、中級或是中高級族語認證考試等事

宜，與教學計畫是息息相關的。那麼是如何安

排學生參加此類的族語認證考試呢？

第一，初級、中級或是中高級族語認證考

試等事宜：適合哪個年級或是年齡層安排參

加？這是考生個人的事件？或是家庭事務？那

麼學校或是族語老師的角色為何呢？

第二，族語教材的編輯設計──包含九階

教材：應該與「千詞表」的詞彙做密切連結。

其目的是如何在族語課程的教學中，引導學生

準備族語認證之各個階段的等級考試。

第三，認識現代學生學習族語的有效方

法：我們過去是接受母語為第一個生活用語的

族人，重「多聽、多說」的學習方式，並還有

些舉一反三的能力應用自己的族語說話或寫

作；但是，對一個完全沒有族語生活背景的新

一代學生，採用「英文式」的教學方式是否值

得一試？最後，加深族語語法之教學觀念。

台灣原住民族的族語教學，已慢慢趨向多

元化的系統發展，關心族語發展的族人們也逐

日增加，族語國際化的趨勢明顯。所以也該慢

慢邁向族語國際化的學習應用與發展來思考。

除了我們族人下一代的族語傳習之外，其他的

族群、外國人也會在台灣這個社會接觸我們的

族語，那他們將來會如何學習台灣原住民族的

語言呢？

洪文和

布農族，南投縣萬豐村曲冰部

落人，1963年生。羅馬宗作聖
十字架續大學碩士。現任南投

縣原民局原住民族語言推動人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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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南投族語學習中心──族語文化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