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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語
家庭化、社區化及部落化——這不

是一個新鮮的口號，從中央到各縣

市政府，無不以此為族語振興的目標。台北市

推動母語教學以語言巢最為著名，施行至今已

有10年以上的歷程，各縣市政府設置的語言或

文化教室，也曾仿效或參考台北市的經驗來推

動母語學習。然而，母語仍舊一點一滴地流失

中，尤其在都市地區。

近年的台北市語言巢教學，巢生人數逐漸

下降，巢生在語言巢學習的年限也不長。但每

逢認證考試舉辦前夕，開設考前輔導班的需求

就會提高，湧入一群平常不熱衷參與母語學習

的孩子。語言巢彷彿成了補救教學的工具，這

些現象令人憂心，也是台北市原民會這幾年不

斷希望突破及克服的課題。

從教室返回家庭 成為真正的「母語」

「族語家庭化」每年出現在各級政府的施

政目標中，多流於口號式的推廣宣導，並無具

體執行的策略與方法。而2009年台北市公布施

行的「台北市原住民族文化保存發展自治條

例」條文中，對於原住民族語言的保存與傳

承，除現行已有的各項施政作為外，也明文規

定台北市政府應積極鼓勵原住民家庭學習族

語。台北市原民會也因此自2010年起，開始思

考如何去建構「從家庭開始做起」的母語學習

模式，讓母語從現行的語言巢教室返回到家

庭，而成為真正的「母語」學習。 

台北市推動族語家庭化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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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語言巢 教師家長皆難為

2010年台北市原民會對於

推動族語家庭化此一目標，計

畫的核心對象仍以語言巢為

主，採行策略則是試圖進行語

言巢教學的轉型。我們鼓勵族

語老師將巢生從一般學生擴及

到成人，尤其是現有學生的家

長，讓父母與孩子同時進入語

言巢，以親子共學的方式來學

習母語。

然而，施行成效未臻理

想，一方面是因為族語老師必

須配合教學對象的改變，調整

教學型態及內容，教學轉型不

易；另一方面則是語言能力同

樣薄弱的家長們，因為工作時間、交通距離等

現實問題，降低了主動參與母語學習的意願。

族語示範家庭 透過培力建立標竿

2011年我們重新思考族語家庭化的推動策

略，直接將對象設定為「原住民家庭」，以

「家庭培力」為主、「標竿建立」為輔，招募

有意願成為「族語家庭」的夥伴參與計畫的執

行。由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擔任的培力

團隊，不僅針對參與家庭進行親子共學式的族

語教學，亦安排課程讓家長學習如何在家庭內

營造使用族語的環境與方法。培力團隊的主要

任務除了執行各個計畫項目，還須協助訪視、

記錄每一個參與家庭的學習過程、可能遇到的

問題、計畫的成效評估及族語成長幅度的檢測

等。 
執行計畫遭遇不少困境與難題，包括一

開始的共識溝通與建立，必須讓家庭及其成

員、培力團隊、族語老師等所有參與者，認識

與了解計畫的內涵。而培力團

隊的角色扮演、與家庭成員間

的互動；族語老師的任務、及

在培力團隊與原住民家庭中的

橋梁功能，這些都是考驗著我

們，如何讓參與的家庭能堅持

並穩定地與計畫一起成長，而

不致半途退出。我們不只期待

建立一種新的族語活化模式，

更期待透過族語家庭的示範，

讓所有的原住民家庭體認到，

讓母語活下去並不難，就從客

廳、廚房，或者任何父母、子

女、親友可以互動的地方開

始。 
整個族語家庭培力計畫的

實質產出，從原定的15組示範家庭，截至計畫

結束時已有23組家庭參與，其中幾組也同時參

與台北市族語戲劇競賽。我們發現，原漢通婚

家庭的參與度與積極性較高，如何在家庭中進

行跨文化的學習，可以成為下一階段持續觀察

的現象；族語老師仍是培力族語家庭時不可或

缺的角色，但其橋梁功能究竟該如何發揮以成

為催化的助力，則需要再進一步溝通與討論。 

讓族語從家庭生根 在城市深耕

族語家庭是可以被建立的，對族群及文

化的認同在參與學習的過程是可以被激化出

來。台北市是個人文薈萃的城市，對於在地或

是多元族群文化均秉持友善與支持的態度，這

也是身處在這個城市的我們要善加運用的優勢

與機會，讓母語從家庭生根，也深耕在這個城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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