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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
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項明定：「國

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

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9條第1項亦明定：「政府應設置原住民語

言研究發展專責單位，並辦理族語能力驗證

制度，積極推動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此

外，我國並訂有原住民族教育法保障原住民之

民族教育權，發展原住民族教育及文化。

發展原住民族語言是國家重要承諾

蔡英文總統在去年（2016）8月1日原住

民族日代表政府向族人道歉。道歉文中有兩

部分與原住民族語文教育有直接相關。其

一，「原住民族本來有他們的母語，……政

府禁止說族語，導致原住民族語言嚴重流

失。」其二，「我們會加快腳步，將原住民

族最重視的……《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等

法案，送請立法院審議。」這宣示國家必須

更重視原住民族語嚴重流失的事實，並積極

謀求解決之道，也宣示「發展原住民族的語

言」，是國家的重要承諾。

原住民族教育工作由教育部與原民會密

切合作

原住民族教育的「一般教育」由教

育部負責，「民族教育」由原民會負

責，族語教育亦涵蓋其中。以教育部而

言，其專責單位為「終身教育司閱讀及

語文教育科」，歷來係以提昇國人語文

能力、建設國家語文基礎為任務目標，

對族語語文教育政策有決定性影響。

近幾年，教育部為順應我國語言多

樣性政策，並因應本土語言教學所需，

語文教育任務範圍以2000年為分野，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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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住民族歷史語言文化大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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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審訂國語之語言文字為主要任務」

轉變為「保存、推廣於台灣在地發展之閩南

語、客家語及原住民族語等多面向任務」；

而原民會則設有教育文化處，掌理原住民語

言政策（見原民會網站），相關業務大都由

教育文化處負責，也持續與教育部密切合

作。 

 

政府當前族語教育政策的三大任務

保存及推廣原住民族語言，首重「語言

文字化」，欲達成目標，政府大致要完成以

下三大任務。

首要之務是「語言文字之整理」包括：

記錄當代語用情形，諸如各語言年度常用語

詞調查等；保存語言文字歷史，如語料庫、

字形資料庫之建構，包含語彙及音義之蒐

集、歷代文獻字形之蒐集等；提供教學及語

文研究之參考，包含字、辭典之編輯及維

護。

其次是「字形、字音及用字標準之訂定

與運用」包括：作為教學依據，諸如族語言

書寫系統及族語標點符號標準研訂等工作；

提供電腦輸入法等資訊利用，除協助標檢局

及主計處參與國際標準組織中文字形編碼工

作外，並向國際推廣相關成果。

其三是「語文教育之協助及推廣」大致

可分為：提供輔助教學及學習之資源，包含

提供教學及學習所需資源，如：教師手冊、

新政府對原住民族語文教育的政策任務與作為

台灣原住民族歷史語言文化大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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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級教材、語文學習網等；推廣語言多樣

性，辦理人才徵選及各語言競賽，如：本土

語言傑出貢獻獎、語言認證考試、語文競

賽、文學獎等各項推廣活動。

政府近十年對族語教育的推廣方式與成果

為完成上述任務，政府近十年來推動許

多措施，獲致許多成果。

在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方面，為使原

住民族語言文字化，教育部與原民會會同各

原住民族代表共同研擬「原住民族語言書寫

系統」，經過2年研商，至2005年底完成研議

並公告。此一書寫系統包含「強調文字符號

意涵」及「兼具規範性、標準化」，對族語

發展影響深遠。

在台灣原住民族歷史語言文化大辭典方

面，本部辭典自2003年起，由教育部及原民

會同辦，2006年完成初稿，經多次修訂後，

在2007年完成網路版編輯，並於2006年10月

公布試用。這部辭典彙集了原住民歷史、語

言、文化重要詞語，是我國第一部以原住民

文化為主體的辭典，目前累計使用人次已超

過113萬。

在推廣原住民族語文教育的重要計畫與

活動方面，原民會與教育部除持續維護《台

灣原住民族歷史語言文化大辭典》進行辭條

檢視工作、研訂原住民族語書寫系統及族語

標點符號標準等工作外，亦辦理許多推廣活

動。其中「原民會與教育部合作辦理之計畫

與活動」方面，提供了輔助教學及學習之資

源：包含研發九階教材及原住民族語教材編

輯計畫，賡續編輯16族語42語別之「基礎

篇」、「生活會話篇」、「閱讀書寫」及

「文化篇」等教材，並研發各類教材之電子

書及APP，期能保存、傳承與推廣原住民語

言。其次，在語文競賽與創詞計畫上，於全

國語文競賽中納入原住民族語項目，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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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度原住民族語文學獎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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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原住民族語朗讀文章且數位化。另合作

進行原住民族語言新創詞計畫，藉以強化學

校族語教學之學習成效。

在「原民會辦理之計畫與活動」（原民會

「105年度施政計畫」）上，首先執行原住民

族語言振興發展計畫以推展族語，並持續辦理

原住民族語能力認證分級測驗、族語學習相關

研習等活動；其次推行「族語數位學習平台建

置工作」，設立「原住民族語E樂園」及「原

住民族語言線上詞典」等平台，並製作族語動

畫做為宣導。另一方面，亦執行「沈浸式族語

教學幼兒園計畫」，推動族語向下紮根，並研

發製作學齡前族語學習教具。

在「教育部辦理之計畫與活動」上，首

先辦理「原住民族語文學獎」，並持續每兩

年舉辦一次；其次每年2月21日辦理世界母語

日活動、推舉對原住民族語推廣有傑出貢獻

者參選本土語言傑出貢獻獎等；2015年與政

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合作推動「原住民

族語維基百科建置計畫」，不但做為原住民

族終身學習網絡，更嘗試推動族語活化與國

際化。

讓原住民族能用族語文字闡述世界

為保障原住民族語言發展，行政院甫於

去年12月8日通過「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草

案，未來如完成立法，各原住民地區將可用

原住民族語書寫公文書，且也能以族語參與

公共事務，肯定能為族語發展打一劑強心

劑。

語言表現出一個民族對世界的思維。讓台

灣原住民族能夠用自己的語文闡述這個世界，

是政府的施政目標。正如蔡英文總統於去年8

月1日所言，「我們會透過政策的推動，讓下

一代的族人、讓世世代代的族人，以及台灣

這塊土地上所有族群，都不會再失語」，要達

成這個目標，我們還要持續努力！

新政府對原住民族語文教育的政策任務與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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