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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在進入沉浸式族語教學

幼兒園前，其實原本有

在私校幼兒園的教學經驗，雖

然教課的過程平順，但有感於

必須使用坊間教材，且有許多

商業上的考量，少了彈性與新

的方向。同時自身對於族語流

失的危機感漸增，希望能在幼

教領域與自己的族語結合。在

2011年正式考取族語能力認證

時，當時沒有教族語的幼兒

園，因此總覺得有塊石頭擱在

心中而感到沉重。

直到當時政治大學的王雅

萍教授，到教會做語言考核，

才瞭解到雖然族人有意願做族

語幼兒教育，但需要經過專業

訓練，才能給孩子們更完善的

幫助。我的內心也因此更加深

回到族語教學領域的願望，所

以當時機成熟時，便毅然決然

地放棄原有工作，到各國小擔

任本土語言教師，正式進入族

語教學的行列，也同時深耕學

習。

當時在部落大學擔任志工

時，去旁聽公民週語言講座，

王雅萍教授提到有關辦理沉浸

式教學幼兒園的好消息，內心

一陣欣喜。深深覺得這就是我

所想要的，於是持續關注計畫

的消息，跟著報名考試，並在

通過族語能力與幼兒教保兩項

專業考試與現場試教後，進入

師資的培訓階段。

與當時舊有工作的銜接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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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感謝專管中心波宏明主任

幫忙協調處理，而與林彩霞老

師的深談，更讓我安心地踏入

我理想的工作。

沉浸式教學在丹鳳

歷經5個月培訓後審查合

格，我在2014年8月正式進入

都會型的丹鳳國小任教。丹鳳

國小附設幼兒園是有6個班的

大學校，原住民學生約有20

位，其中12名是阿美族的孩

子，也是我上課的主要對象。

每天會有2小時的時間帶這些

孩子到原住民故事屋上課，以

全族語方式和孩子互動。雖然

一開始孩子們說得生疏，但現

在族語能力已經越來越好，主

動說族語的孩子也越來越多

了。而在課堂後回到各班級

時，也能聽到孩子們分享族語

的聲音。

能讓孩子開心自然地說族

語，是支持我一路走來的動

力，所以堅持以全族語方式授

課。增加族語接觸的時間，就

能沉浸在語言當中，學習的效

果便會浮現出來。也許剛開始

沒有察覺，但孩子們有自己學

習語言的方式，不用中文說

明，一段時間後，孩子都能清

楚明白族語的意思，這就是實

施沉浸式教學的成果。同時也

跟小朋友約定好，只要進入故

事屋上課時，就要講通關密語

—─也就是族語；小朋友要問

早、上廁所、喝水、玩玩具、

看書等，全都要使用族語，實

施久了之後，已經變成一種很

自然的生活習慣。因為幼兒像

是海綿一樣，吸收力很強，學

習的速度快，所以從幼兒園開

始是最好的階段。

從教室到戶外，都是學族語的

最佳時刻

記得教室中有一頂阿美族

的白色頭飾，剛拿出來時孩子

覺得不熟悉，不願意戴上，孩

子不認識這個「長得很奇特」

的帽子，於是運用歡樂的

〈wawa no Amis〉的歌謠教學

活動，讓孩子認識並擁抱自己

新北市新莊區丹鳳國小附設幼兒園的族語沉浸式教學

希望在都市也能體驗到原鄉的學習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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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都是彼此的小老師，互相學習、互相成長。

的族群文化。面對父母來自不

同族群的孩子時，可以利用故

事屋牆上和睦相處的族群壁

畫，告訴孩子們大家都是好朋

友。也在阿美語的課堂中，鼓

勵孩子分享另一族的說法是什

麼，要以自己的族群為榮。

出去玩的時候，也是學習

的機會。這學期配合歡樂動物

園的主題，全園到台北市立動

物園。在搭遊園列車時，我們

用族語唱著兒歌〈兩隻老

虎〉，讓孩子在車程時間也不

無聊；在水池邊的涼亭休息

時，小朋友會看著魚自己用族

語數數；在看水獺時，發現有

介紹立牌，便即興地用旗子指

出水獺吃的食物，讓孩子練習

各種蔬果的說法，回來後還自

己創作了一首歌〈黑黑的猴

子〉呢！

鐵三角之一：

家庭─族語學習的關鍵

我們班上有一個叫張恩琪

的孩子，來自父親是阿美族、

母親是排灣族的家庭，本身使

用的族語量很豐富，在課堂中

很常說族語，讓周圍的孩子們

覺得他很厲害，「怎麼會說得

這麼好呢？」眼神中充滿羨慕

與崇拜。有些家長會問我說，

為什麼同樣的課，每個孩子的

程度會差這麼多。其實，家庭

正是重要的關鍵。當回到家之

後，還能夠聽到族語，沉浸的

效果才會出來。而為了鼓勵孩

子回家後還能跟父母一起學

習，有設計配合當週主題的親

子共學單，增進家庭的互動，

但有時因為家長的能力與時間

限制而偶有未交回的情形。這

時就會搭配更生活化的活動，

希望父母能加入孩子在學校的

學習行列，這也是我們做社區

家長擴大活動的目的。

鐵三角之二：

社區家長動起來！開心玩族語

都會區比起原鄉地區，生

活步調相當急促，平日下班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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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已晚，假日時間希望能休

息，家長時間是寶貴的，能抽

身已相當不易，如果希望社區

與家長參與學校活動，就要把

握跟孩子相關的大日子來舉

辦，也讓活動更具意義。

每個月初，我們都會選一

天在故事屋舉辦孩子生日的同

樂會，邀請家長來學校跟其他

家長一同慶祝孩子的生日，特

別的是，要加入各式設計的族

語活動，像是歡唱的族語生日

快樂歌、壽星族語介紹時間、

對話練習等，在慶生的同時也

能學習新的族語，也因為看見

孩子在學校的學習成效，增進

對於族語的認同與使用，是十

分有效的模式。

每年的5月是丹鳳國小的

校慶，而今年我們結合母親節

的活動，舉辦了「族語串真

情」的闖關活動。結合目前學

校的主題課程，讓學校、社

區、家長能用遊戲的方式認識

幼兒園的教學，親近族語。以

圖騰串珠為引線，並說明族語

是由單字與音組成，就像串珠

一樣。活動採取循序漸進的方

式，第1關先挑選感謝語，初

步學習發音；第2關用字母卡

玩拼拼樂，學習族語的羅馬拼

音文字；最後1關融入所學，

用族語版康乃馨的歌謠做總複

習，為關卡劃下美好句點。親

子闖關時，家長看到孩子說出

正確的族語時，喜悅之情躍於

臉上，看到這情景真的很感

動。

鐵三角的頂端：學校

在都會區教學時，還有一

個重要的課題，就是其他老師

們的支持。

都會人數多，原住民學生

分散在各班，在教學主題不同

的情況，會出現回班後的表現

有所落差的情形，這就需要各

班老師的幫忙，如海豚班同仁

的做法就是很好的例子。莊雅

茜老師瞭解孩子們剛剛唱了

〈tosa a lokedaw〉（兩隻老

虎），回來後就各複習了族語

和中文的版本，接上兩邊的學

習狀況。過了兩週後，連班上

非原住民的孩子都會唱這首歌

了。李盈瑜老師平常在教室

中，也會加入族語的日常問候

語，袋鼠班的薛雅文老師與張

惠君老師也會帶孩子用阿美語

問候我，這些都會讓幼兒在學

習上印象更深刻。

有了合作的初芽，期待日

後能看到更多老師彼此連結教

學的例子。學校需要認同理

念，一起營造文化交流、互相

學習的氣氛，這樣的環境是可

以跟部落相比的。

我們走到這裡了，然後呢？

經過一年的教學，除了基

本的日常用語，孩子學了10多

首童謠，以及裡面常用的詞

彙，大班的學生現在可以熟練

地用族語自我介紹。而這些大

班的大哥哥、大姊姊，也會帶

動其他弟弟妹妹學習與使用族

語，自然勇敢的上台。教會對

都會區的族人是重要的聚會

點，班上有一半的家長會參

加，也希望能透過走入教會，

跟更多的族人分享沉浸式教學

的理念，帶入族語增能的互

動，並帶動整體的學習風氣。

我會繼續努力，讓族語從學校

走進家庭，走進社區中。

新北市新莊區丹鳳國小附設幼兒園的族語沉浸式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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