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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us Report校園報導 キﾔンパスレポート
布農族語教材學習內容的解析

自
1995年起，教育部及教
育廳開始重視本土語言

的教學，族語得以在國小開

始實施教學，而為了因應教

學，編輯教材成為當時很熱

門的話題。當時第一本是烏

來國小所編寫的《泰雅母語

教學教材》（第一冊），成

為編輯族語教材最直接的參

考依據。

首度參與族語教材編寫

1 9 9 8年，教育部組織
「鄉土教材編輯委員會」，

委請省教育廳及8個縣市負責
編寫國小鄉土教材第一冊

（三年級），當時本人服務

於南投同富國中，因為在

1996年時，曾擔任南投縣鄉
土語言錄音實驗教材主編，

加上師大教育系背景，因此

當時被指定負責布農族語教

材的編寫，編輯團隊由信義

鄉教師群組成，亦請教會牧

師及耆老擔任顧問。在4年
間，編輯出4冊的布農族語鄉
土語言教材，同時還錄製錄

音帶。因為信義鄉的語言就

包含了布農族5個方言群，因
此，當時的教材雖是以郡群

方言來編寫，但在錄音帶則

製作成郡、巒、卓、丹、卡5
種來分送至各個布農族小

學。

教育部九階族語教材

而教育部九階族語教材，

是2002年由教育部原住民教育
政策委員會委託政大原民中

心，召集各族主編成立「教材

編寫組」，執掌編寫學習及教

師手冊。在成立之初，本人並

未參與編輯，是在第二階才獲

邀擔任審查委員，負責審查當

時編輯完成的教材。但因當時

跟布農族巒群的編輯委員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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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農族語教材學習內容的解析
ブヌン語教材の学習内容の解析
Analysis on the Learning Contents of Bunun Language Textbooks
文‧圖︱Lian Suqluman 全正文（南投縣民和國中退休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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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習作）：

1. 族語文教材在教材內容上並
無設計，需靠教學老師來設

計習作，讓學生練習聽說讀

寫的能力。

2. 鄉土語言教材有特別編排練
習（習作），從第1冊以認
識及唸讀書寫符號、拼音練

習，以增進讀寫能力，並設

計連連看，讓學生了解詞彙

的音節結構，同時設計族語

與中文的雙向選擇練習，來

強化認識族語。造句練習

中，讓學生先模仿造句以加

強學生的運用能力。而簡易

問答題，可以做為口頭及書

寫回答問題的練習。並在第

3冊設計依照課文做想像力
的畫畫及第4冊的單字詞彙
和簡單句子的翻譯。

官方及地方自編教材的特點

《國民小學鄉土語言教

材》算得上是第1套官方族語
教材版本，但因當時的編寫方

針並未明定，因此編出來的課

本各有各的主題，內容與取材

也深淺不一，所以也有其限

制。但從上述的比較，官方集

體所編輯的族語教材，囿於需

一致性的內容、經費的限制、

編輯團隊的認知及能力，編寫

的創意反倒因此受限，內容亦

受到拘束，無法像地方自主編

輯的團隊，內容雖差異性大，

但多元化的思考及呈現模式，

倒能呈現出族語的多樣性及豐

富性，若加上課程專家學者的

指導，這也不失有傳承族語，

並能增加學生在族語聽說讀寫

能力的機會。

理想中的族語教材編輯

本人此次獲邀擔任政大

第10-12階教材巒群布農語的
編輯委員，三位成員中，本人

為南投縣的巒群，一位是在花

蓮卓溪鄉擔任族語教師，另一

位則在南投縣擔任布農族小學

主任，三位委員的能力、經驗

及專長，剛好補足9階教材的
不足。另外，此次政大原民中

心，事先制定了第10-12階的
課程架構綱要，經過和各族群

語群編輯委員溝通討論後，就

每一階的主題、課數、主題及

內涵，都有很明確的方向，

而每一階每一課的課程名稱

及內容，則由各族群各方言

群的委員自行討論及編輯，

然後再依照「課程主旨」、

「課文」、「生詞」、「句

型練習」、「語文知識」、

「學習測驗」、「教學活

動」、「補充資料」8個主題
分別編輯。此編輯模式的確

會增加編輯團隊的壓力，但

也正好讓各族群各方言群的

編輯委員，有一個共同的課

程架構可依循，更可依照各

族群的文化內涵、語言特

性、區域需求，編輯出比前

面9階教材更豐富、更適合族
語專職教師教學、更能讓學

生快樂學習的族語教材，也

是本人在探討分析《國民小

學鄉土語言教材》及《九階

原住民族語文教材》這兩套

族語教材之後，所企盼最理

想的族語教材編輯模式，是

由學者專家訂定課程架構，

並先和各族群編輯委員共同

討論出確定的課程架構，再

由各族群編輯委員編定每一

階各單元的課程內涵。   

音符號的使用及書寫方式有

很大的差異，故在審查意見

幾乎都未被採納。很巧的

是，當政大在2020年要重新編
修九階教材時，商請本人擔

任編修委員，當時我先提出

我是使用教育部在2005年頒佈
的語音符號，書寫上，是把

詞綴和詞根連記一起，內容

上，會針對教師教學需求來

增加補充教材。經政大首肯

後，我才接下此任務。

以上第一套教材，《國

民小學鄉土語言教材 -布農
語》第1-4冊（含錄音帶）應
該早已被遺忘，甚至有些教

育夥伴連聽都沒聽過。而第

二套《原住民族語文教材-巒
群布農語》第1-9階，應是在
教育現場唯一公部門所編輯

的教材，但雖號稱9階，不過
在國中小經常看到的，似乎

只有編印分發到第4階，因有
「族語E樂園」可以運用且方
便，故很多族語老師都直接

上網上課。

教材內容的檢討比較

因本人曾是當時《國民小

學鄉土語言教材-布農語》的
主編，也是現在新版《原住民

族語文教材-巒群布農語》的
審查及編修委員，現就這兩

套教材，在「教學內容的編

排」項目做比較，作為爾後

編修族語教材的參考依據，

讓在教育現場第一線的族語

專職教師，都能喜歡用且很

夠引發他們自主編輯族語教

材的發想及能力。

從上表可以看出《國民小

學鄉土語言教材 -布農語》
（以下簡稱「鄉土語言教

材」）及《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巒群布農語》（以下簡稱
「族語文教材」）在教學內容

呈現上的異同。

課文的編排及呈現方式：

1. 族語文教材1-9階都以一句族
語一句中文對照的方式呈

現，依照階數而增加句數跟

字數，但增加並不多。

2. 鄉土語言教材從第1冊的句
句對照逐步增加句數及字

數，到第4冊就以短文呈
現。

生詞的處理方式：

1. 族語文教材以加註中文來處
理，同時以生詞字母的第1
個單字作為排列的順序。

2. 鄉土語言教材也以加註中文
來處理，排列無一定順序，

但特別以分音節「-」標註
生詞音節結構，作為練習讀

的依據。

練習的單元：

1. 族語文教材可讓老師指導學
生看4-5張圖練習說話。

2. 鄉土語言教材從第3冊開
始，就以練習唸一唸、構

詞及句型練習、字義分析

（衍生詞練習）、句型練

習（衍生詞運用）四種形

式，讓學生依據所書寫的

句字來練習讀唸，並從中

文了解該詞根及衍生詞的

差異及運用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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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n Suqluman
全正文

布農族，南投縣信義鄉明德部落人，1956年生。暨南
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碩士。南投縣民和國中校

長退休。現任巒群布農語教材10-12階編輯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