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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為保障原住民族之民族教育權、發

展原住民族教育及文化、落實原住

民族教育政策白皮書政策，積極推動原住民族

多元學習及語言書面化，鼓勵大眾使用教育部

與原住民族委員會共同頒布之「原住民族語言

書寫系統」，提升原住民族書寫能力、訓練語

言人才，以保存本族文化知識。

原住民族語維基百科建置計畫

教育部為推展本國語文教育政策，特組成

「本國語文教育推動會」，並成立「本國語文

教育推動會專案辦公室」推動相關政策，主要

業務為建設國家語文基礎，並保存、推廣於我

國在地發展之本土語言等多面向任務，以因應

我國語言多樣性政策。為落實原住民族教育政

策白皮書政策，規劃建置原住民族語維基百

科，希望透過條目創作及條目翻譯為內容，鼓

勵利用「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進而推動

族語文字化，結合維基百科全書之「全球性多

語言百科全書協作計劃」，將原住民族各族語

言推展至國際，以達成原住民族語言活化之效

果。

語言邁向國際的先決條件

教育部為了活化原住民各族語言，並推展

從終身教育到族語維基百科

生涯教育からウィキペディア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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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國際發聲，因而借助維基百

科在國際的知名度。但原住民

各族的文化、語言要國際化有

個先決條件，就是首先要本土

化。一般我們要與人進行國際

交流，沒有瞭解自己本土的

根，將文化內化，要拿出怎樣

的東西與人交流？檢視平時所

使用的維基百科全書，上面有

這麼多的語言列表可供語言版

本的切換，可是就是看不到我

國原住民各族的語言，故建置

族語的維基百科是件重要的

事。此外，藉由撰寫維基百科

條目的方式，培育族人語言文

字書寫的能力，在書寫條目的

同時也瞭解自身的文化，把文

化轉換成文字，讓我國原住民

各族的語言、文化能夠向國際

發聲、被看見。

語言存活的關鍵

就終身教育司執行此計畫的成效，以終身

學習的角度來看，一個語言要存活下來有兩個

關鍵：生活化、現代化。舉例來說：「使用悠

遊卡搭乘捷運或到便利超商購買商品」，如此

貼近生活又現代化的句子，當你沒辦法用自身

或本土的語言、文字來陳述眼前所發生的事實

的時候，事情就沒辦法被記下來或保留下來、

無法被使用，最後的結果就是語言的消失。而

原住民族語最缺乏的就是生活化與現代化這個

面向。

教育部在推廣族語的使用方面也做了許多

的努力，例如舉辦並規劃許多族語的文學獎、

族語朗讀比賽等，但畢竟是

小眾的、被刻意灌輸我們要

傳達的訊息，無法主動地產

生語言的互動，因此沒有辦

法真正達到語言最需要的生

活化與現代化。而族語維基

百科這個計畫兼具文字編輯

與保存的功能，所編輯的條

目都能呼應生活化與現代

化。當有新的詞彙出來，我

們便能透過這個計畫加以使

用與討論，同時符合維基百

科條目可重複編修撰寫、人

人皆可編輯的精神，以達到

語言的保存與紀錄。

族語活化的未來與挑戰

族語維基百科建置計畫

要成功，事實上是充滿困難

和挑戰的，教育部的終極目標是希望未來在語

言列表上面，能出現我國原住民各族的語言，

以供民眾使用，並同時向國際發聲。可是事實

上在建置這計畫的過程，才是我們所要的，族

人透過這個計畫案能夠團結凝聚在一起，同時

透過這個計畫達到彼此討論與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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