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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言是文化的載體，沒有語

言其族群經驗的傳承即失

去憑藉，族群的主體、文化與

歷史亦隨之解體與滅亡。

國民教育正式納入本土語言

肯認多族群社會文化 

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後，

原住民族語及閩南、客家等

本土語言正式納入國民教育

中語文學習領域之一環，象

徵政府對台灣這一多族群社

會文化的肯認、尊重與促進

其公平發展之責任。為強化

原民族語教育之推動，近幾

年教育部又更進一步在中

央層級設立本土語中央輔導

團、並協助各縣市教育局處

設立本土語指導教師及本土

語國民教育輔導團，經過這

幾年的努力，也有些不錯的

進展與突破。

然而，原住民族語教育

之復興，相對於閩南、客家

兩種語言來說，是更為複雜

與不容易。這除了原住民的

族群數多、族語系統差異

大、人數少、族群分散之先

天因素外，還包括過去的政

府政策失焦以及與強勢主流

文化的競爭下，所導致原住

民文化存滅與相對弱勢的社

會生存處境等問題。因此，

原住民族語教育的推動就不

能被簡化或單純化只是族群

文化的肯認與傳承，以一種

奇珍收藏的博物館心態面對

之；相反的，應該從更寬懬

的歷史、文化與社會脈絡去

理解原住民族語教育推動背

後潛藏的語言、主體與權力

等錯綜關係，進而思考如何

讓原住民族語教育不只發揮

做為族群內部的文化載體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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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的連結、傳承功能，還

能透過轉譯及外推讓原住民

的文化智慧與所謂的「主流

文化」連結、與現在及未來

的世界連結，從而讓原住民

文化的美與智慧變成生活在

這塊土地所有人民可共享、

共學的文化，成為集體文化

的一部分。

超越「語言工具」框架 

將族語教育視為文化工作

有了這樣的理解，國民

教育輔導團在原住民族語教

育的推動上，除了仍需持續

努力透過各種方式協助提升

族語教師的教學專業與族語

推廣之外，國民教育輔導團

的族語教育推動，還需超越

「語言工具」的學習框架，

並將它視為「文化學習」與

「文化工作」，讓原住民文

化學習與各學習領域產生關

聯，例如社會學習領域、自

然與科技學習領域、數學學

習領域、綜合學習領域等都

可融入相關的文化學習素材

或議題。

輔導團跨領域協作 

轉譯與外推原住民文化

要達此目的，教師專業

能力的培養、相關課程的設

計、教材的開發與教學的創

新就成了關鍵，這部分也是

未來本土語言國民教育輔導

團可以努力的地方。而具體

的實踐策略之建議，國民教

育輔導團考慮與其他學習領

域輔導團透過夥伴協作方式

共同設計與發展，相互支

援。這項策略的附加效益

是：通過這樣的協作與實

踐，原住民的文化學習與教

育，就不僅僅只是原住民學

生在學習而已，其他非原住

民學生也可通過相關的課程

設計與教材，認識與學習到

原住民文化，而這就是我前

面所提的原住民文化的轉譯

與外推工作。

總之，誠如巴西解放教

育學者佛雷勒（Freire, P）所

期許「教師做為文化工作

者」，原住民族語推動就是

典型的文化工作，本土語的

國民教育輔導團教師更應以

此自居。

九年一貫課程實施

後，原住民族語及閩

南、客家等本土語言

正式納入國民教育中

語文學習領域之一

環，象徵政府對台灣

這一多族群社會文化

的肯認、尊重與促進

其公平發展之責任。

對國民教育輔導團的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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