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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率地確認各語別的簽到退狀況。

評分評語區（師徒制功能）：透過老師的

評分跟評語，專管中心可以知道學生當天的學

習狀況與族語傳承師對學習員的學習建議。

 檔案上傳區：計畫中要求每位師徒制的師

生需上傳課表、每日上課紀錄、其他子計畫也

同樣要繳交各項聚會紀錄。作業的上傳方式不

限於文件檔，也可以上傳影音檔。

線上稽核、追蹤管理（專管中心功能）：

透過平台內資訊的整理，專管中心可以很即時

地針對不同的師徒制組別提出關心與建議。從

學生每天的作業繳交紀錄，掌握每位學生的上

課情形；從老師每月的課表，了解各組上課的

進度。

透過上述的功能，專管中心與師徒制組別

有很好的連結，遇到問題時，我們可以馬上提

供關心與陪伴，讓彼此有了很好的默契和連

結，這樣的陪伴和培力，是有效、正面、積極

且有意義的。

 

制度的建立

網站平台是本計畫制度建立的重要一環，

因為中心沒辦法常駐部落，所以必須仰賴網

路。從平台設立的規劃，到後來的歸檔管理，

中心不停地思考該如何有效、扎實地去管理各

項計畫。

為了瞭解族人每日使用平台的動態及迅速

處理所遇到的問題和狀況，平台正式開放使用

的前2個月，專管中心的助理下班後會到不同

地點下測試手機、筆電和平板。平台開放後，

運用「網路」讓瀕危語言沒有距離

2018年政大承接原民會原住民族瀕危語言

─專管中心計畫，除了過去常見的訓

練與培力之外，我們思考究竟在既有的方式外，專管

中心有沒有更好、更即時的做法，能落實各個地方計

畫的推動和陪伴工作？政大嘗試使用「網路」進行瀕

危語言的保存，運用這項技術，遠在台北的專管中心

也能與各地的族人即時互動與溝通。

網站的功能

利用手機的普及性，網站平台設計可以在手機上

使用，可不限時間、空間，進行簽到退和繳交作業。

計畫執行期間，總共有9個語別（邵語、撒奇萊雅

語、噶瑪蘭語、卑南語、拉阿魯哇語、卡那卡那富

語、萬山魯凱語、多納魯凱語、賽夏語）使用專管中

心的網站，其中全職與兼職師徒制老師與學生共77

人、族語聚會所21組、族語家庭17組、族語教會7

組、族語學習營7組、其他創意措施3組，計劃中各語

別的師徒77人與55組子項目在專管中心的平台中皆有

專屬的工作區域。

其中有幾項重要的關鍵功能，分成對外與對內兩

個部分。對外為參與本次計

劃各語別使用的專屬功能：

線上簽到退的打卡功能、族

語傳承師對學習員的評分與

評語以及記錄學習歷程的檔

案上傳區；而對內則為專管

中心使用的線上稽核功能與

追蹤管理功能。 

簽到打卡區（師徒制

功能）：過去只能用紙本的

方式來簽到，「線上簽到

退」系統的出現，改變過去

的傳統模式，讓專管中心可

以在有限的人力和資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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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語傳承師平臺操作畫面。

檔案室操作畫面。

專管中心檢視師徒制老師、學生平臺工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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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晚上11點有組別還沒繳交作業和簽退，專

管中心就會第一時間通知營造員，並聯繫平台

上有狀況的人，透過這樣的互動與陪伴，加上

不停地測試，確保網站的穩定度，後續才有能

力針對各種問題做合宜的處理。

瀕危語言的網站不只是檔案存放的空間，

透過每天的作業上傳、繳交，可以讓學生、老

師及專管中心，了解學習進度，同時也累積不

少族語的能量，可預期這個網路平台未來將是

一個具備豐富性、多元化的族語課程教學資料

庫。

執行上的困難與突破

雖然網路非常方便，但計畫開始執行後，

卻陸續出現執行上的困難或意料外的問題。首

先，在使用網站的習慣上，年輕人較能快速熟

悉，但對年紀稍長者卻相對不容易。有部落網

路不順，導致沒辦法正常使用我們設計的網站

平台；也有手機太舊，而無法很順利的操作頁

面，更有容易忘記帳號、密碼的問題。例如曾

有一組的網站表現一開始非常不好，常會有簽

到退缺少、作業缺交的問題，經過了解才發

現，最大的問題是平常上課的環境，網路訊號

很差、學生年紀稍長、對手機操作不熟悉、又

加上設備的功能、速度也不足，因此專管中心

在訪視時直接面對面地排除問題，再加上營造

員後續跟進協助，該組網站表現漸趨穩定。

面對這些「意外」，專管中心除了設法解

決外，同時也在思考「科技、網路的便利」之

於原鄉的難題，可以如何克服？我們在實際執

行後才發現，有時候必須先處理基礎的設備問

題，才能真正進入本來希冀的執行方式。

再來是中心對於網站管理的改善方向。

經費限制與資料整合：建立一個平台，還

有後續的管理、維護、修改所需要的經費，遠

大於我們的想像，因此遇到了一個很現實的困

難，平台的各項經費，在計劃中期就已經用了

九成，無法再進行變更，因此我們的報表，都

是透過人工的方式，將平台上的所有資訊下

載，並將其彙整成有意義的資訊，透過這些來

進行分析，掌握所有人員的動態。

備份的重要性：我們網站平台的伺服器，

曾經在某一個晚上突然失去功能，緊急請網站

的工程師處理，到了午夜危機才解除。危機也

是轉機，這個狀況提醒了我們備份的重要性，

也是我們未來可以再加強的部分。也發現撒奇

萊雅族的團隊，一直都有在做資料的保存，他

們將檔案保存在多個地方：自己一份，專管中

心一份，雲端平台再一份。除了電子檔案之

外，紙本的內容亦須保留，我們現在使用電子

產品很便捷，但是如果沒有電，我們所談的將

會受到限制。這是我們使用科技最大的侷限，

也是天生的弱勢。

龐大的檔案量：在建立平台的時候，沒有

思考到需要面對極大量檔案的問題，因此當我

們發現檔案的容量、數量越來越大，越來越多

的時候，中心提出作業和檔案的規範與命名規

則來應變。所以平台上各項狀況的溝通與排

除，都是在雙方的齊心努力下才能順利走到現

在。

延續與期待

新年度，我們希望可以在

舊有的架構基礎上，建立新的

網站來改善我們的使用體驗，

特別在資料庫的檢索、上傳與

檔案管理，期能讓大家有便利

的方式，做檔案的整理與使

用。也期待專管中心與各語別

的團隊能延續原有的默契，各

自分工完成本分，減少每個人

的負擔，讓所有的學習者，都

能將精力專注在語言的學習上。 

所有在平台使用碰上困難的人，我們期許

可以客製化地排除使用者所遇到的問題，但因

為中心的經費有限，舊平台沒有辦法再做大幅

度改變，所以希望在新網站尚未上線之前，可

以在新年度安排教育訓練，先行排除基本在平

台上遇到的問題。但人是活的，網站是死的，

相信大家都可以在困境中找到出路，就像我們

的語言一樣。

 常說做田野就是在學習做人，而我認為執

行瀕危語言計劃就像是學習做一位細心的經紀

人。網站的使用過程並非一帆風順，我們盡力

解決所有人碰到的問題，衷心的期待大家都能

跟著計劃的腳步，同心齊力，一起向前，很感

謝這段時間每位族人的用心、盡力地學習與配

合。

田軒豪

巴宰族，南投縣埔里鎮烏牛欄

（aulan）部落人，1989年生。
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現職

為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瀕危語言復振專案管理中心助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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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管中心根據平臺資訊製作報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