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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
文字化的過程是從首屆族語能力

認證的實施開始，認證考試帶動

了族語學習的風氣，也影響政府的決策。

四套教材是統編教材的大型計畫

2002至2005年，教育部委託政大原住民族研究中

心統籌編寫「九年一貫原住民族語言教材」。這套教

材是為了學生在學校裡學習母語課程所需而編纂的教

材，但是在族語學習階段，學齡前孩童與成人的母語

學習，並沒有任何教材可以提供。為了讓族語教材的

發展完備，2009年，原住民族委員會與教育部合作，

推動「原住民族語言教材編輯計畫」，在九階教材的

基礎上，繼續編輯一套由淺至深符合不同年齡層、不

同族語能力的教材，並且適用於對原住民族族語有興

趣的族人與非族人。編纂至今，已經完成字母篇（含

歌謠、閱讀故事）、會話篇、閱讀書寫篇、文化篇等

「四套教材」。因為教材共有4套，遂簡稱自本計畫產

出的教材為「四套教材」。（參見67期的介紹）

集合全國的原住民族共同編輯一套大綱內容相同

的族語教材，需要龐大的人力與足夠的經費才能執

行，過去除了教育部編纂的九階教

材外，再來就是四套教材的編纂計

畫，兩者都是大型的統編教材計

畫。教育部的九階統編教材是為了

配合當時如火如荼地展開的本土教

育，學校需要原住民族語教材來教

學，因此統籌各族語依據教育部的

課綱來編纂教材。四套教材則是配

合原民會所推動「原住民族語言振

興六年計畫」，以保存與振興弱勢

的原住民族語為目標，需要繼續編

輯適用各年齡層的補充教材，遂有

這個大型的統編教材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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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規模龐大  編輯流程嚴謹

四套教材的編纂規模相當龐大，整個計

畫透過兩個委員會在運作，一個是教材諮詢

委員會、一個教材編輯委員會。教材由編輯

委員進行編纂，但必須透過諮詢委員的督導

與建議。教材的編纂過程有規定的執行流

程：諮詢委員成立後，召開第一次會議，確

認核定的編輯委員以及未來的工作內容。接

著由編輯委員進行教材的編纂，教材編纂必

須召開3次大型編輯會議，待教材編輯完成

後，再召開諮詢會議進行討論，並開始著手

實驗教學的工作。實驗教學由其中一位編輯

委員擔任，委員必須參與實驗教學教案編輯

會議，教案完成後，必須進行3場次的

實際教學，最後再將實驗教學的問題

反應到教材的修改。等教材修改完成

後進行教材美編電子書的製作，並召開諮詢

會議審視教材。等全部工作都完成後，將召

開記者會，展示辛苦編纂的教材。四套教材

的編輯過程就是在這樣的編輯模式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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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委員會‧教育部

諮詢委員會

編輯委員會 實驗教學人員

編輯委員研習會 教學觀摩座談

四套教材

實驗教學人員
培訓會議

政大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生活會話篇，

分為上、中、下3冊。

四套教材編纂模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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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會因逐年產生的問題不同而有稍微的變化。

請見四套教材編纂模式圖。

四套教材的編輯成果

5期8年的編纂成果，我們共編纂2套規劃

書、42語的千詞表、1,008冊的教材。見上表。

第1期是規劃期，首要工作就是擬定未來

四套教材應有的內容。除了規劃課程大綱與教

材細目範例，也要思考實驗教學及教學觀摩的

執行方案，為了要讓編輯教材的委員能有更多

的參考資源，訂定基本詞彙1,000詞也是本期

重要的工作項目。政大的做法是參考現有的九

階教材與及其他相關研究成果，先編擬中語、

英語、日語1,000詞的基本常用詞彙比照表做

為參考的範本，再由第1期編輯委員依據生活

核心用詞挑選適合本族人使用的詞彙，在各族

編輯委員的共同商議之下，依據四套教材的需

求，共同訂定大家可以接受的1,000詞。

第2期字母篇、歌謠篇、圖畫故事篇，在

政大的規劃裡，3篇不應該獨立各自1冊，而應

該3種類型的內容合為1冊，再依照難易度分成

上中下3冊。但原民會認為各自獨立1冊比較

好，字母篇能馬上提供給幼兒學習，因此本套

教材與另外3套教材的編輯方式不一致。生活

會話篇、閱讀書寫篇、文化篇的編輯方式是按

照學習者由淺至深，難易有別、循序漸進來編

輯上中下3冊，生活會話篇的使用對象可以對

應到小學、國中的學生、閱讀書寫篇是高中以

上的成人教材，文化篇會是族語能力有一定程

度的成人使用，也是最困難撰寫的一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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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數 級別 篇名 42語各語冊數 冊/套

第1期
 

 
 

規劃 
 

規劃書 課程大綱與教材細目範例。 1套

規劃書 實驗教學及教學觀摩執行方案。 1套

基本詞彙 42語1000詞彙表。 42表

第2期 
 

基礎 
 

字母篇 1冊學生手冊；1冊教師手冊。 84冊

歌謠篇 1冊學生手冊；1冊教師手冊。 84冊
圖畫故事篇 1冊學生手冊；1冊教師手冊。 84冊

第3期 初級 生活會話篇 3冊學生手冊；3冊教師手冊。 252冊
第4期 中級 閱讀書寫篇 3冊學生手冊；3冊導讀手冊。 252冊
第5期 高級 文化篇 3冊學生手冊；3冊導讀手冊。 252冊

四套教材共計1,008冊

閱讀書寫篇，分為上、中、下3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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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套教材的特色

第一、參與編纂工作的人數龐大：諮詢委

員包括原住民族語言專家學者、族語代表、教

材編纂經驗、電腦工程等專業的人士組成，5

期下來，有170人次擔任。編輯委員由42個語

別各2名族人代表共同組成，5期下來有461人

次參與編寫工作，是非常大型的統編教材編纂

工作。編寫人員老中青三代都有，希望亦能藉

由編寫教材來傳承各族的語言文字。

第二、電腦平台編輯的工作模式：42語別

的教材同時編輯，需要有效的管理與經營。原

來只是土法煉鋼透過郵件往返聯繫與寄送資料

給編輯委員的模式進行，但是龐大的排版工作

量讓後續的工作執行產生問題。後來藉由電腦

編輯平台的製作與運用，編輯委員直接在線上

的平台編輯教材，除了簡化許多工作量，也提

供較完善的校對與檢核系統，讓教材編輯工作

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三、內容多元與美編精美：四套教材的

內容相當多元，特別是閱讀書寫篇與文化篇。

閱讀書寫篇的內容包括童謠、歌曲、應用文、

詩文、民間故事、散文小說等體裁，文

化篇的內容則以民族誌的概念編寫本民

族各面向的文化。教材每課課文都搭配

一幅插圖，畫家們根據課文內容繪製插

圖，每位畫家不同的畫風建構了四套教

材最美麗的風景。

第四、電子書的推廣與應用：四套

教材的合約標的並未考慮到製作電子化

的教材，第2期開始編纂時，原民會意識

到未來教材紙本印刷的成本龐大，遂有

紙本教材電子化的想法。也因為四套教

材的使用者不完全是學校的學生，因此

出版便朝向電子書製作的方向思考，目

前四套教材並沒有真正印刷出版，而是

以電子書的形式來推廣與應用。由於初期製作

電子書是以桌上型電腦為閱讀使用，所以字母

篇與生活會話篇皆以flash的動畫電子書技術來

呈現。隨著電子書技術的成熟，閱讀書寫篇與

文化篇的教材除了電腦上的閱讀，還能配合手

機行動裝置，下載APP版本電子書來進行閱

讀，這是四套教材的精彩亮點，對於族語推廣

的效果加分不少。

統編教材有利於族語的保存

語言學習必須要有教材，編寫的教材越

多，代表這個語言越有生命力。統編教材是眾

多教材的一種類型，特別是在沒有任何教材的

情況下，統編各族語教材可以實踐國家對於原

住民族語言的重視與保護。四套教材的完成

後，42語別從學齡前到成人高階的語言學習都

有教材，對於原住民族語言的保存與發展有重

要價值。

原民會四套教材的特色與回顧

文化篇，分為上、中、下3 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