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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
想都不敢想，已過了一年，怎麼熬過來的自己都

不知道，只有靠著聖經的話語「凡事忍耐」。這

是一份非常可貴的工作，也背負了許多的責任，本身

為太魯閣族人卻要執教都達語的孩童，深怕將都達的

孩子教成太魯閣族的小孩。在都達族人面前說族語是

莫大的壓力，常常讓我舌頭打結，需要格外謹慎，但

也慢慢察覺太魯閣語與都達語其實有很大的不同。另

外，備課更是一項挑戰，於是只要會說族語的族人都

成了我的師傅，但每位師傅所說的不見得一致，我只

能從中尋求普遍性的說法。

從太魯閣到都達

每個人因生長背景與環境練就出習慣用語，發現

族語沒有絕對，不需執意誰對與誰錯，只有相互的討

論與對談，並多與耆老對話，如此才能夠化解心中許

多的疑問。例如：emptsa老師，我所聽到有的重音在

最後一個音節，有的重音在倒數第2個音節，後來詢

問了幾位的耆老後，耆老們說賽德克族都達語重音節

皆在倒數第2個音節。

 從小在族語的環境中成長，父母親常以母語與我

對話，國、高中參加過縣賽與全國賽的族語演講，對

自己的母語還有把握，但

面對不同的族語時，卻感

到如此的懼怕。這一年總

算硬著頭皮度過了，也將

成為一生中最難忘的回

憶。我想有這樣經歷的人

應該不多，實在太幸運

了，但也深深的懷疑為何

當時有這樣的勇氣。如

今，口音雖無法短時間內

轉變，但學會了許多詞

彙，也體驗這二種語言的

差別。再者，像我這樣的
將族語與傳統文化結合，生活中隨處即是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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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要找到一個適合自己的族語師傅是不容易

的，我知道這對族語師傅而言也是艱難的，常

要花費更大的心力，感謝曾經教過我的族語師

傅。

與孩子相處的快樂時光

教學中與孩子的相處是我感到最喜悅的時

光，尤其孩子在課程中給予我的回饋是最大的

安慰，當我繕打到這裡，眼淚不禁地流下，過

程雖然辛苦，但我看見孩子在學習族語中是很

喜樂的。有一次，全班孩子上課的情緒很浮

躁，我跟孩子們說：「你們知道嗎？老師每次

要給你們上課時，都準備了好久，請教了我的

師傅之後，才能夠來教你們，但你們今天的表

現讓老師不想再繼續上課了！」這時，看見一

位幼兒的眼眶確實泛淚，當下的我，著實感受

到孩子是很喜歡上族語課的，那一天給了我很

深的反省。是否說了很重的話傷到了孩子們？

我的教學是不是哪個環節需要改進與調整？為

什麼孩子們上課的秩序會如此的混亂？透過反

省，我發現3-6歲的孩子，只能安靜坐15分鐘，

時間超過，就開始分心不願意上課，於是我會

在每15分鐘後，將今日所教的單字與句型，以

熟悉的兒歌旋律搭配在其中。 

孩子最喜歡的是玩遊戲。上課中，幼兒常

常會問老師：「可以玩遊戲了嗎？」在每次的

遊戲中，老師會想著遊戲的目的不是為遊戲而

遊戲，而是能夠透過歡樂的氣氛讓幼兒記起今

日所教的單字與句型，在遊戲的設計中能夠讓

每位幼兒都能說到族語。

孩子常常會在生活中問我族語的唸法，例

如：孩子在讀繪本時看見恐龍的圖，就會很感

興趣的來問我，族語怎麼唸，無法及時的回答

孩子，我會跟孩子說，明天再告訴你，我先去

問我的族語師傅，我不願給予孩子沒有把握的

答案。亦或孩子問課堂中教過的，我會給孩子

幾個選擇題，請孩子去判斷哪一個才是對的，

我發現這方法不錯。若老師當下立即給予答

案，反而阻礙了孩子的思考。在孩子們的族語

較有進步時，加上適時的讚美鼓勵，便會建立

都達國小附幼的沉浸式族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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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歡樂的氛圍中，引起幼兒學習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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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孩子們的自信；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班上的

一位男生，剛開始不怎麼說話，下課時間也很

少與同儕互動，於是課程中不時地請他到台前

來說族語，如今的他已會主動與同儕互動與歡

笑了。

族語的能力培養

族語的學習不會因為孩子的年紀較大，能

力就會比較好，沉浸的班級是混齡班，班上有

位3歲的孩子比5歲的孩子還會說族語，我們在

寫學習單時，看見年紀小的孩子會去教比他年

紀大的孩子，3歲的孩子父母親都是布農族，

但族語能力不比其他的孩子差，因在課堂上會

很認真上課，且不斷被老師肯定與讚美，他會

常常告訴老師：「我喜歡上族語課！」

族語能力的培養是孩子本身對語言是否有

敏感度，並且回到家中有說族語的習慣。有

次，在與一位長輩談論中，說為什麼孩子回到

家中都沒有說族語，是否學校推行族語的成效

很不好？換個角度來思考，至少營造了一個可

以讓孩子說族語的環境，只能多鼓勵孩子回家

勤說族語，將學校所學帶回家中，去帶動家中

使用族語的頻率。在教學的現場，我無法顧及

到每位幼兒的學習狀況，有的孩子本身對族語

是不感到興趣的，在課堂中常常會比較重視在

表現突出的孩子，這是我需要更努力去引導如

何讓對族語不感興趣的孩子們提高他們學習的

動力。

沉浸式族語教學的推動制度是全方位的，

5個月的培訓再進到現場教學不間斷地給予指

導與精進，爾後2個月1次的分區研習，寒、暑

假全員教材教案共備研習，校內族語推動小組

委員會建立，以及每2個月與在地的耆老與校

長、主任、協同老師共同針對現階段族語教學

的問題討論，這些對我幫助最大，也是我最堅

實的後盾。

上學期末有位家長跟我說孩子會說很多單

字，但很少聽到孩子講一個句子，於是將此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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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很踴躍成為族語小老師，讓其建立起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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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做為族語推動小組會議的議程來討論，蔡少

聰耆老對我說，下學期開始，建議族語教保員

能夠多說句子，不論是在課程中與平常的活動

中，孩子像似海綿一樣，給予什麼就吸收什

麼，若族保能夠以身作則多說句子，孩子在潛

移默化中也能漸漸地說起句子，老師千萬不要

先預設，覺得這樣對孩子太難，不要低估孩子

的能力。下學期我便嘗試在這方面多努力，一

學期下來發現孩子在使用句子的頻率就有明顯

的進步。

族語教保員

再者談到族語教保員的定位，很感謝原民

會與計畫主持人周宣辰教授及所有團隊，不斷

的爭取族語教保員的待遇，如：參照「公立幼

兒園契約進用人員之進用考核及待遇辦法」第

13條規定，併同調整族語教保員薪資、族語教

保員的年資可被教育部採計， 2017 年 5 月 26 

日 「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立院三讀通過，明

定原住民族語言為國家語言，法案的通過能確

保原住民族的語言地位，相信原住民族語言發

展法是落實原住民族語傳承的關鍵，傳承族語

的老師們勢必也能受到地位上的肯定，不再只

是將族語教保員當成是一個臨時計畫在執行，

若能正規到教育部的體制之下，這對族語教保

員來說會更有保障。

在謙卑中用心耕耘族語復振的未來

族語能夠向下扎根，幼兒能夠在自然的環

境下說起族語，這是非常令人感動的一件事，

說明族語復振之路是有希望的，族語老師們能

夠無私的討論教學經驗與相互支持，這條路上

就不會感到孤單與無力。在106學年度的評鑑

中，有位評審委員是都達族人，給了我很大的

安慰與感動，並允諾可以在族語增能的部分指

導我，實在感恩。感謝都達國小的所有團隊，

全力支持與配合沉浸式族語教學，更在協同老

師的協助下，在行政、教學上給予很多的指

導。這一年在不斷調整的心態中學習讓自己默

默耕耘，不在乎別人的掌聲與肯定，只在乎是

否有用心在推行族語的教學，正當在最低谷之

時，聽到牧者的一句話：「謙卑是放低自己的

重要性。」這使我有許多的反思及持續努力虛

心學習的動力，感謝上帝的帶領。

Biyax Udung
蔡淑惠

太魯閣族，花蓮縣秀林鄉陶樸

閣部落人，1986年生。環球科
技大學幼兒保育系畢業。任職

南投縣仁愛鄉都達國小附設幼

兒園族語教保員，曾任私立幼

兒園教保員、花蓮縣秀林鄉公

所行政助理、社區發展協會課輔老師及服務業的店

員、作業員。

都達國小附幼的沉浸式族語教學

感謝校方全力支持與配合沉浸式族語教學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