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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我的成長裡主要是用族語的，直到我上國小的

時候才實施說國語，所以大致上我的族語基礎

還算很好。在我15歲的時候因為家裡的經濟環境所以

來到台北工作，直到現在已經將近40年，在我35歲的

時候就開始從事族語教學，當初的投入主要也是為了

要教自己的孩子，這一路走來，讓我再次重新思考我

的民族文化，在這將近18年的族語教學，真的是看見

我們的族語逐漸流失！

從教學中學習

我很把握每一次跟學生族語學習的時光，雖然一

週才一次40分鐘，有時甚至只有不到20分鐘的族語學

習，但是我還是會把握，目前我也加入了遠距教學，

雖然遠距教學是針對社會人士的，但在國小的教學我

也想把遠距加入。我要學習的地方還有很多，如果可

以有機會讓我去分享說族語，只要我有時間，我都會

去。更感謝的是我的老公，他不僅會指導也會陪伴我

前往學校。族語不是個人、是一個家庭、是一個家族

的。

透過每一次的分享，都讓我思考未來要如何做，

不管是用歌謠歌唱、遠距教學、戲劇分享、手工藝教

學文化的傳承，都是我願意去學習的，透過族

語創作繪本書，我的族語繪本從2012年開始到

現在每年跟學生一起創作，每一次跟學生分

享，都讓我多了一次的學習機會，也謝謝原民

局、原民會曾經補助讓我在族語家庭、語言

巢、教會族語、族語學習班、族語魔法學院的

裡面推動。雖然成效有限，因為有些家長不會

說，但是那種的互動是可以推動的。

在去年的時候有機會參加原民會所推動的

遠距教學，因為這個教學，讓我學習了聽說教

學法。在剛開始瞭解這個教學法時，我認為這

個可以應用，我想設計一個以我一天的生活為

進度的課程，也就是從早晨起來，直到晚上睡

覺共13課。剛接觸到聽說教學法時，我就想用

在族語能力比較好的學生身上。最近發現，運

用在國小九階教材裡也是不錯的。

多樣教學法的嘗試

我從2001年開始在淡江中學教舞蹈，那時

因為他們要用布農族語歌謠來編舞，所以從那

時候我就開始去找歌謠，教他們唱、走位，我

記得當時的學生以布農族居多，我們練的第一

首就是〈回家吧〉。

之後有學校找我教手工藝，在教學中我一

邊教他們族語單字，如：dun繩子、talum竹子

等。2002年開始到國小教學，剛開始沒有課

本，而我當時我只有一間學校，一週只有上一

堂課，所以有時就帶他們走出教室去，看到什

麼，就教他們說什麼。到了2005年的時候，學

校告知有演講比賽，我就跟學生一起寫中文文

章，我再翻成族語，我講一句學生講一句，用

錄音的方式請學生背句子，因為在背的時候要

看字，所以我發現還是要讓他們學會如何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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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政大學生學習認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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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生家長的一日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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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過布農族語，所以在教學上就慢慢地進行推

動。通常我都會以主題大綱來編輯教學方向，

就如商業大學上學期就是為了要有一個呈現布

農語舞台機會，我便以歌謠來聚焦他們的學

習，因為學生有學習的熱情，所以很快的就能

跟上進度。

此外，我也沉浸全族語教社會人士，也就

是族人，他們很會說，但是不會看字。因此我

就會用默示教學法讓他們先看字拼音，可是因

為不認識字母，常常拼一拼就拼出另外一個

音。為了要加強他們的族語口說能力，我便用

看圖說族語的方式，但是一下子叫他們講族

語，有的時候說的比較不溜。所以我希望族人

能夠自主的學習，因為在自主說族語的環境下

說族語，效果會更好。目前我就是用默示教學

法、直接教學法跟聽說教學法來看學生的程度

而進行交互教學，2017年在輔仁大學因為他們

程度比較好，所以我們就找了幾首歌來翻唱族

語，其中一首就是〈美麗晨曦〉、還有詩歌

〈你真偉大〉。學校有舞台的展

演，但在都市裡面沒有環境可以

讓他們操練是目前需要加強的問

題。

將族語生活化

我認為任何教學法都可以使

用，要看學生而有所變動，也可

以使用一個教學法，只是針對不

同學生進行深淺的調整，主要是

讓學習者願意說、能夠說的流

暢。畢竟我在推動振興我們的族

語這一個區塊，就像當初推動國

語的時候，這樣的盛行一直到現

在家家戶戶都會說中文、國語，這也是我未來

想要推動的，以後族人如果碰在一起就可以能

夠族語對話，在家庭裡面也可以很流暢的說，

要引起後代的人有一個主動願意學習的心，這

是我要沈思的。在我的家，我也找機會來推

動，因為我們每天早上都有讀聖經的習慣，後

來知道有布農聖經時，我們就用族語聖經來

讀，早上的時候就要讀布農族語的聖經，透過

常常讀、然後單字的學習分享，因為對年輕人

來講可能對族語，並不是很有使命感，希望是

能夠有更多的族人能夠在這個區塊一同來學

習、一同來推動，當然如果有誘因的話，一定

會更好。就像當初我們學國語也是一樣，至少

從我自己開始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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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因此從2005年開始，我從一年級就開始教

學生認字。當時有許多學者不贊成我的教學

法，他們認為應該要多聽、多說。但是，因為

我發現沒有那個環境，甚至有許多年輕家長，

本身就不會說，所以我至今還是堅持，一年級

就學習字母拼音法。後來2010年全國朗讀比

賽，我正好加入默示教學法團隊，發現在運用

練習字母拼音的時候，用默示教學法很快就能

琅琅上口，前提是要知道字母怎麼念。後來因

為我對術語並不是很深入的了解，就沒有再研

究默示教學法。之後我也應用直接教學法，直

接教學法就是實體的教學，對要常說的教學比

較好使用。直到目前我學習的、我自編寫的聽

說教學法，透過接觸的學生程度上都比較好，

所以在進行聽說法時，比較好運行。

族語的教學法有很多種，就我目前將聽說

教學法放到族語教學裡，主要是讓更多學習者

看見，是我過去的族語教學法沒有教的，當初

踏入直接教學法和聽說教學法，是因為有加入

遠距教學的行列，這是我個人的另一個學習。

首先會讓學習者熟練短篇句子，也就是編寫生

活上的句子，再從裡面的單字學習做曲折練

習，熟練之後就以一個句子做肯定、否定的句

子，再進行簡短對話，最後由後往前練習並讓

學生自己說出涵義，學生不懂時我就會提示。

進行聽說教學法的時候學生可以大量的

說，對他們來講能比較快的學習，但是對於單

字不熟悉的學生就比較沒辦法。我在使用聽說

教學法時，會給予學生思考的時間，去想詞句

與詞句間的差異、要怎麼樣去套用。

因材施教的族語教學

很感恩有機會加入廣播節目「原來相

會」，在節目中可以用一首歌做一個翻唱，我

很喜歡做歌謠編唱，所以九階教材裡的課文我

也有用到輕快的旋律來編輯，這是我未來想要

做的，主要是讓學生用各種方式說單字、用經

驗來說單字。有些學生是沒有學過、甚至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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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阿卡族在南投。 在教育大學分享聽說教學法心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