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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的存在背後代表的是文化，而文化

是人類智慧的結晶，如果你認同維持生態基因

多樣性對於人類未來的醫療發展至關重要，那

麼人類文明的文化多樣性也是同等道理；對於

解決未來人類文明可能面臨的社會、宗教、道

德問題，我們可能必須在某個文化的智慧當中

尋求解答，而文化最重要的載具則莫過於語言

本身。」（取自於島國連線／蔡榮峰，2014。）

依據
原民會「原住民族語言振興六年計

畫」中所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2009年報告及國內語言學者調查，台灣原住民

族語中，被列為瀕危語言者計有9種，即列

『極度危險』之撒奇萊雅語、噶瑪蘭語、邵

語、沙阿魯哇語、卡那卡那富語等5種，以及

列『嚴重危險』之賽夏語及魯凱語下三社方言

（即茂林、萬山及多納三種方言）等4種。至

於泰雅語、卑南語、布農語、阿美語、鄒語、

魯凱語、達悟語、排灣語、太魯閣語等則為脆

弱等級。」許多族人開玩笑地說：原住民語言

已經是進入加護病房的語言。這樣的玩笑話，

不也呼應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9年報告及國

內語言學者的調查。也許到了下一個世紀，台

灣原住民語言將消失一大半！多令人感到恐懼

的一段文字，身為台灣原住民的我們是否真的

感同身受，並體認到我們的語言真的在消失？

沉浸式族語教學幼兒園計畫 

積極推動族語向下扎根

為搶救台灣原住民族語，原民會於2014年

積極推動族語向下扎根工作，並委託台南崑山

科技大學幼保科，甄選台灣各族群語言別原住

民族語教保員加入族語復振工作。2014年1月甄

選，3月密集培訓並至幼兒園實習，9月正式進
原民會「推動沉浸式族語教學幼兒園第一期試辦計畫」期中教保員增能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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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會場發言熱烈。

入全台各區原住民學校附設幼兒園，進行全族

語教學。可愛的她們自稱為搶救族語的一群守

護天使，期望能夠守護處於加護病房中的原住

民族語，有一天能夠轉到普通病房。如何守

護？如何陪伴？各天使展現自己幼兒暨族語教

學專業，在各園所開始散播族語種子，灌溉、

守護、陪伴著。

族語天使們經過半年灌溉、守護及陪伴原

住民幼兒族語學習，原民會及崑山科技大學在

2015年2月3-6日進行為期4天的成果分享，於台

東縣文化中心進行各區教學分享暨東區園所教

學觀摩研討會。會中邀請致力推動原住民民族

教育學者：政治大學王雅萍副教授、語言學專

家╱實踐大學黃美金教授、台東大學張學謙教

授，以及各校校長、園長、主任參與。會中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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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南國小陳秀紅族語教保員進行全族語教學演示。

各區族語教保員分享半年來的教學，提供好的教

學經驗成果、歷程等。而這一次的重頭戲是東區

教學觀摩暨教學行政資料展現，東區4間園所包

括：台東縣達仁鄉土坂國小附設幼兒園、台東縣

卑南鄉大南國小附設幼兒園、台東縣卑南鄉南王

國小附設幼兒園及台東市立幼兒園。教學觀摩及

教學檔案資料這一項工作由學校校長、主任、園

長、族語教保員共同規劃，而東區專管中心則負

責事前會場及各行政工作規劃及執行。

東區族語教保員

成果分享及全族語教學觀摩活動

負責教學觀摩的大南國小，在彭志宏校長

及廖慧淑主任帶領、指導下，由陳秀紅族語教保

員負責全族教學演示。陳秀紅老師過去在台東私

立幼兒園的工作經驗豐富，擔任過大南國小族語

及民族教育教師，擁有豐富幼教暨族語文化教學

經驗。也曾在部落裡擔任部落營造員，參與東魯

凱植物研究，為部落創造有機食材環境，並帶領

部落媽媽一起帶動部落各項活動。因此對於幼教

教育、原住民語言及文化有其深厚經驗。另外土

坂國小、南王國小及台東市立幼兒園，則負責將

教學暨幼兒學習檔案、各項行政資料、教學影片

剪輯、教材教具製作卡等，提供參與的各園所校

長、園長、主任及族語教保員教學觀摩。土坂國

小林淑芳老師擁有幼兒園合格教師證，在幼兒園

擔任教職近20年。南王國小鄭秋梅老師為幼師科

畢業，在私幼擔任園長一職數年，近年也擔任卑

南族語教學教師，語言、文化等相關經歷豐富。

台東市立幼兒園沈美智老師在幼教擔任教職亦有

數十年經驗，也擁有阿美族語教師資格。東區的

4位族語教保員都擁有族語教師資格、幼教老師

及教保員資格，在幼教工作經歷都在15年以上。

教保員們對於各項專業進修也積極參與，每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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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訓課程都努力完成各項工作，讓東區專管中

心在各項業務推動上更為順遂。對於第一學期

就在東區辦理的教學觀摩，族語教保員勇敢接

受挑戰，讓身為東區專管中心執行者的我深感

到佩服。他們努力完成教學工作，盡全力完成

各項紙本資料彙整，亦完成在會議中要進行的

分享成果說明。深深感動他們自詡為族語天使

的使命感是如此深厚，因為他們的用心、努

力，相信原住民族語向下扎根是一項對的政

策，可預見美好的願景。

原民會委辦崑山科技大學辦理「推動沉浸

式族語教學幼兒園第一期試辦計畫」在台東進

行期中成果分享，要感謝所有參與及協助之人

員。未來將要真正執行這一份工作的所有族語

教保員，在會中讓我們看見她們半年來的努

力，展現出幼教人應有的專業，更看見一群原

住民族語天使，為原住民孩子營造一個全族語

的友善學習環境。

幼兒族語教育的播種與守望

沉浸式族語教學幼兒園成立目的其一：透

過族語沉浸式教學實施，提升幼兒族語聽說能

力，並兼顧其幼兒階段的發展需求。希望族語

向下扎根，由學校開始做起，

但回歸族語學習的契機及起

點，最佳環境還是家庭。澳洲

原民語言學家蓓爾（J ean i e 

Bell），認為母語政策成功與否

的關鍵在於「使用者對母語抱

持多少正面態度」。原民會族

語復振工作正如火如荼地努力

運用各種計畫，讓原住民族語

使用率擴及全台幼兒、學生、

社會人士及家庭時，原住民家

庭中的父母，我們是否跟上這歷史性的重要一

步？

透過這一次辦理族語教保員成果分享及全

族語教學觀摩活動，我們清楚看見族語正在原

住民未來主人翁身上播種，孩子如同小米園的

小米，小米園裡的守護者就是我們這一群認

真、努力的族語守護天使──沉浸式族語教保

員。期望大家給族語教保員鼓勵，給她們信

心、給她們資源！向你認識的族語教保員說：

我們一起努力，因為這是一塊值得我們守護的

小米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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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灣族，台東縣太麻里鄉

Padrangidrangi金崙溫泉部落族
人，1968年生。台東大學幼教
兒教育研究所及兒童文學研究所

碩士，目前就讀於台東大學兒童

文學研究所博士班。曾擔任幼教

老師及民族教育支援教師，也參

與族語教材編輯工作。致力於推動原住民族教育與沉浸式

族語幼兒園，期望學前幼兒藉由學習自己的文化，增進其

民族認知與認同。

與會人員觀摩園所教學行政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