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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
的孩子為什麼長大後想要精通族

語會這麼的困難？據美國認知心

理學研究指出，學習語言必須趕在10歲以前加強練
習。研究也發現語言學習上有所謂的「關鍵期」，更

發現「沉浸式學習」的效果遠比待在教室裡面的傳統

學習方法來得顯著。沉浸式學習的優點在於完全進入

一個純粹的環境，有效降低外界的干擾，這樣大腦會

主動抓取訊息並牢牢記住，稱之為「語言習得」，是

一種潛移默化的學習方式。

用孩子的方式教他學原住民族語

2015至2018年高雄市那瑪夏區民生國小幼兒園進
行沉浸式族語教學，學校行政皆能投入配合，筆者在

期間擔任教學輔導員，幼兒園的族語教保員Langui
（以下簡稱Langui）初期進行沉浸式族語教學時，總
是認為要給孩子們許多的族語單詞，但幼小一時不容

吸收，只能囫圇吞棗的說著族語，或者不願意說族

語，甚至幼童的注意力不集中，孩子會僵在那裏。透

過定期的教學晤談，我們一起討論「如何教導幼兒原

住民族語？如何讓幼童學習原住民族語？」以提升幼

童的族語學習動機，來修正族語教保員的教學，增進

族語教學的效果。

原住民族語學習是種技巧學習 
為了引發幼童的學習動機，

Langui及其他族語協同教保一起提出
激發學生學習動機的具體策略。

暸解幼童學習的心智年齡與困

難：該幼兒園為混齡的教學模組，每

幼童都有不同的心智發展，Langui在
瞭解學童學習狀況後，針對幼童感興

趣的學習內容，規劃有趣的教學活

動，將教材轉化為幼童可以吸收的素

材，不特別要求將課程內容教完，而

是如何教會學童開口說族語，並隨時

注意幼童在族語學習上的弱點與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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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給予協助。此外，Langui除了前往崑山
科技大學沉浸式族語專管中心參與研習外，也

針對其教學設計及主題課程與其他專業教保老

師們一起討論，以落實主題課程的發展與進

行，幾次與Langui晤談中，Langui表現出強烈
的學習動機及教學熱忱。

建立幼童支持性的鼓勵、提升學生之間的

互動品質：Langui適時的讚美與鼓勵以建立學
生的信心，產生自我效能感及成就導向，並採

用內在獎賞取代外在獎賞。同時，其他協同的

教保員會協助Langui利用白板進行分組計分，
讓幼童們產生團隊合作精神。此外，Langui將
族語歌謠改編，讓學童熟悉旋律，提供學童吟

唱的機會，並熟稔教學中的族語指令，例如起

立、坐下等，讓學童沉浸在族語的環境中。同

時提昇教師與幼童之間的互動品質，盡可能以

族語來對話，Langui在教學中至少有80%以上
的族語用詞，多鼓勵幼童提問，並注意傾聽，

運用族語適度回應。

強調課程的文化性與實用性：Langui設計
與文化連結的課程，例如布農族打耳祭祭儀課

程、小種子課程、實地到農地進行農作物植栽

課程、繪本小書課程及家庭生活課程等。教師

應善用機會教育方式，時時提醒幼童「maz 
sain？（這是什麼？）」「tukung sain？（這叫
什麼？）」讓幼童知道怎麼用族語回應。教保

員利用機會教育，運用範例或實例（實物）來

解釋課程中的知識如何運用在學習及生活。甚

至Langui可以將繪本內容與學生的興趣互相結
合，讓學生產生較高的學習動機。

運用主題課程融入體驗與遊戲教育：

Langui與協同教保員共同規劃設計課程，將協
同教保員的意見列入，廣納各種可行的建議，

並重視其學習自主，提供豐富的學習內容。該

園規劃與養護中心的老人進行「好玩的故事」

活動，也帶領學童到大光教會與老人互動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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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幼童族語單詞升高表，知道孩童族語單詞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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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引導學童以族語與耆老對話，內容以豆類

做為教具操作，例如：用族語提問「這是什

麼？」學童則以族語回答，希望學童自然地運

用族語回答耆老，以提昇孩子們與老人家學習

族語的效果。進行遊戲活動是孩子們最喜歡及

最刺激的教學活動，在學童至老人照護中心進

行祖孫族語對話時，設計利用「豆類天使」的

課程活動，讓學童找尋hudas，與祖父母共同分
組，每1組至少有2位祖父母及4位學童，透過沙
鈴聲及bainun蹲遊戲進行，運用操作體驗教
學，族語教保員讓祖父母與學童共同製作豆類

瓶罐沙鈴樂器，並能說出豆類瓶罐沙鈴樂器內

的豆類名稱，增進祖父母與孫子溝通技巧及提

醒說族語的習慣，可加強祖父母對族語的重

視，並習慣與孫子說族語。

運用學習探索的技巧、學生依能力安排學

習區：2018年該園所教保員們發展學習區的概
念，讓不同年齡幼童在同時間中可以進行不同

的學習，依照幼童意願分組角落學習區情境規

劃，提供個別化、多元的材料與操作教具，每

一組約3-4個幼童，由教保員陪同，教保員應運
用多樣化的教學方法，善用學生的好奇心，協

助進行在語言區（族語區）、積木區、生活自

理區、角色扮演區、益智區、文化體驗區、原

住民音樂區及藝術創作區等的自主學習，孩子

們能夠在這裡，依自己的興趣、能力與發展階

段，有效且有系統的完成，能滿足孩子喜愛動

手操作、樂於創作及表達自我的心理。分組學

習區中，Langui與協同教師進行小老虎教學區
引導，協同教保員分站引導學童進行各種學習

指導時，Langui則利用時間巡迴以族語指導學
生進行對話，內容以學習區內學童所操作的物

品進行對話，例如：提問「這是什麼？」讓學

童在自然而然的情境中用族語回答Langui，進
而提昇孩子們學習的效果及能力。

協同教學時，Langui協助翻譯協同教師教
學之內容所使用的族語關鍵字，讓幼童檢索族

語來刺激幼童的大腦，該幼兒園今年特別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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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老人養護中心與老人族語對話、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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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語與華語同時授課，增加或刺激學生吸收組

語的能力讓族語與華語無間的合作與互動。

「語言內化」的教學與學習

把學習權回歸學童，養成沉浸式族語教學

的環境及沉浸式族語教學模組，提供學生潛移

默化的族語學習習慣，深化族語課程與教學是

刻不容緩的教育工作，我們才能掌握族語學習

的「關鍵期」，原住民族的語言才能繼續發展

與保存。在沉浸式族語課程的學習中，群組的

規劃是非常重要的，同儕的共學、共備、共

觀、共議以及社群的討論，更是不可或缺。為

了推動「語言內化」的教學與學習，民生國小

幼兒園2015年啟動「沉浸式族語教學」的學習
情況進步很多，孩童們見到我時，我輕輕地問

孩子：「dukun isu ngan？（你的名字叫什
麼？）」孩子不再睜著大眼睛回應我，而是以

流利的族語回應我並介紹自己，讓我看見孩子

對族語的自信與興趣。擔任國小部族語教師的

林老師也說：「本校孩子實施沉浸式族語教

學，孩子們的族語進步許多，甚至

影響到國小一年級的學生，畢竟孩

子們在幼兒園沉浸式族語學很多單

詞了，國小端必須再加強，讓族語

教學能夠銜接得很順。」

族語教學權回歸家庭，該園

沉浸式族語教學教師設計「老虎寶

貝上學日記」紀錄學生上學使用的

日記，內有親子族語對話，建立親

子運用族語的對話，也加強家長對

族語重視，發展族語習慣語。並運

用資訊訊息讓家長知道族語內容，

Langui透過LINE的方式，將今日族
語教學內容錄影傳給家長，讓家長

知道今日上的族語單詞或句子，家

長也可以同步學習或與孩子一同學

習，增進親子溝通及提醒說族語的習慣。

未來該幼兒園將繼續推動部落廣播電台活

動，族語教保員與協同教師將族語教學深入部

落社區中，讓部落社區的居民真實聽到幼童族

語廣播的聲音，並透過族語廣播，介紹學校推

展沉浸式族語的活動，其中最大的意義在於讓

部落的居民們更加重視族語，瞭解族語是值得

繼續保存與運用，大家一起說族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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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農族，高雄市桃源區建山村

人，1968年生。台南大學台灣
文化研究所碩士、現任高雄市

桃源區寶山國民小學校長，擔

任原住民族族語認證口試委

員。曾任高雄市本土教育訪視

委員、民生國小幼兒園輔導員、台東縣實驗教育審議委

員。

族語單詞地板，可以進行族語單詞闖關、族語單詞測驗及族語單詞遊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