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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
1990年代經濟起飛以後，教育越來越追求

進步，我國教育也逐漸重視本土文化之傳

承與發揚。在學校教育方面，首先於1993年修訂公布

「國民小學課程標準」，三至六年級增設「鄉土教學

活動」，接著87學年度國小正式設科教學，又於1998

年公布「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將鄉土語

言納入語文領域中，自90學年度起列為國小階段必修

課程，111學年度國、高中本土語納入必修課程，使

我國本土教育邁向另一個里程碑。

全國首創本土三團齊力、精緻發展閩客原課程

新北市幅員廣闊、族群眾多，學生人數也占居

全國關鍵六分之一，一直以來新北教育就是走在全

國教育的前端，新北市的教育思維也朝向重視組織

動態與心態、重視多元的個人聲音、重視個別差異

和成員需求滿足、重視邊陲文化並關懷弱勢、重視

多元價值及尊重少數。

因此新北市在93學年度，就將本土語文輔導小

組分別獨立為「閩南語輔導小組」、「客家語輔導

小組」及「原住民語輔導小組」。當時原住民族語

創團校長還是由漢族的游純澤校長承擔重責大任，

歷經7年的篳路藍縷，逐漸建立許多規章制度，再由

泰雅族雲垚榮校長、泰雅族高元杰校長及魯

凱族包志強校長接續努力，自107學年度由邵

族的本人接任原住民語輔導小組召集人至

今，延續前人精神並朝著提升原住民族教學

師資專業及深化學生學習素養方向前進。

原住民族語輔導小組和原教中心協力、互力

開拓原民教學發展

新北市非常重視原住民族教育發展，原住

民族教育資源中心（原教中心）於2017年正式

揭幕，朝傳承、整合及創新的願景邁進，讓都

會區的原住民族學生皆可擁有學習自身語言和

文化的良好環境。原教中心定位是族語教師的

「家」，任務在幫助原住民族學生學習母語、

認識自我，其次是辦理教師研習增能、研究發

展與文化圖書及網路平台經營，進而成為孕育

新北市族語優質教學的典範社群。

原住民族語輔導小組任務則是因應新課

綱，負責研發、創新教材教法及推廣各學習領

域（議題）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案例工作，歷

年教師專業進修皆著重於族語教師教學知能提

升，因應12年國教本土語文領域課綱，教師進

修亦加入本土語言文化融入之課程內容，每年

視族語教師需求調整課程內容，以提升研習成

效。另外也透過分區輔導、到校輔導等機制協

助族語教師內化課程政策、實踐教學專業並擴

散分享教學知識。

原住民族語輔導小組專業領導、創新研發族

語教材教法

原住民族語教學多為小班制教學，族語老

師因為散居各校且多數年事已高，同年級學生

起點行為及先備知識落差太大，備課不易導致

教學相對辛苦。為提升原住民族語教學品質、

增進學生學習興趣與減輕族語教師負擔，本輔

族語教學百寶箱的教具可彈性運用。

輔導小組辦理族語教師外部參訪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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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族語教學創意遊戲研習、教案徵選與拍

攝教學影片

為了讓每位族語教師熟悉及使用教學百寶

箱，特別辦理實務研習，由族語老師擔任講

師，透過分組和闖關方式善用每種教具。凡事

先從模仿、進而熟悉、最後進入創發階段，為

鼓勵族語教師熟練遊戲教學並活用百寶箱教

具，在教學過程中發展適合自己的教法，輔導

小組舉辦教學百寶箱創意遊戲教案徵選，鼓勵

教師開發更多教案，不但能促成族語教師自編

教案，得獎優良教案也供更多族語教師參考與

分享，達到族語教師教學「自動好」的目標。

另外為解決每年有少數新進族語教師加入及方

便族語教師查詢，另特別將百寶箱教學手冊的

遊戲拍成影片，並建置網站方便族語教師隨時

參閱。

拍攝「原住民族語歌謠」教學影片，說說唱

唱學族語

都會區沒有部落學習情境，族語學習成效

較低，為引發學生認識族語的興趣，輔導團由

許武昌、劉上源、林立港、陳淑鳳、陳怡文共

五位教師暨風英輝、顏美秀、彭瑞琳、潘美

珠、古文進共五位族語老師，在李台元教授及

高元杰、趙家誌校長帶領下，將九階教材第一

階第1至5課改編成朗朗上口的歌謠教學影片，

內容有學生導唱、16位族語教師進行字詞教

學，搭配魏勝賢候用校長編制的學習單，成為

一套完整的歌謠教學教材，同時建置影片教學

專區，讓族語老師配合學生學習程度與教學單

元使用。

素養、融合、多元、國際，深耕教學並航向國際

新北市地理樣貌豐富，近山靠海比鄰大都

會，呈現新北市多族群、多文化、多語言的美

麗樣貌，但另有問題反映原住民族語言教學因

教育資源及行政區分散，且師資來源不足，以

致少數族群語言逐漸流失的困境。原住民族語

輔導小組扮演教學領航與協助支持的角色，自

104學年度起陸續研發族語點讀筆和原住民族

文化輔助教材，提供教師更加多元而有趣實用

的教材，並運用資訊媒體達到優良學習效果。

自97學年度編撰生活化、趣味化、在地化、文

學性之本土語補充教材，免費提供師生教學與

學習之用，107學年度更創發教學百寶箱教具

及歌謠影片，讓族語教學獲得更多助益和提

升。為維護多元文化並深耕原住民族教育，原

住民族語輔導小組對於文化保存以及語言傳承

自然責無旁貸，更會在教學的路上與族語老師

們攜手向前行。

導小組著手彙編遊戲教學法，搭配原住民族語

九階教材創發「族語出列——教學百寶箱」教

具，讓族語教師自由搭配學生學習程度和教學

單元使用，強化原住民族語教學效能。

創發適用16族並結合九階教材之族語教學百
寶箱

百寶箱遊戲教學手冊分為12個單元、45個

教學內容，107、108學年度由余永智、潘美

珠、楊以潔、林蕙美、高君儀、林瑞櫻、莊作

合、顏雲英、川玉妹、方双喜共10位族語教師

負責蒐集、彙整及分析九階教材語詞資料，整

理九階常用語詞做成275張卡牌，並進行現場

實作與蒐集回饋意見。歷經2年開發、實作、

設計和編撰，配發新北市族語教師每人一套教

學百寶箱。

族語教學百寶箱除了同時適用16族之外，

還可以搭配各種單元及教材彈性運用，教學主

題分別為人物、身體部位、服飾配件、食物、

生活物品、顏色、數字、交通工具、動植物、

運動休閒、撲克牌、綜合活動，涵蓋學生生活

與學習相關主題。百寶箱內容物項目包括每族

各8款，有祖父母、父母和兄弟姐妹，可教授

稱謂及搭配日常生活用語使用的「16族人物

卡」；撲克牌內面設計淺淺的虛線方格，方便

用麥克筆書寫拼音，進而搭配遊戲設計的「空

白萬用撲克牌」；皆為九階教材常用語詞，每

類以「圖片設計」為主，共有11類，每類25張

用不同顏色標示，利於教師分類與收納的「語

詞小卡牌」；約為B4大小，可放入盒中方便存

取，有森林、豐年祭、海洋、河流、客廳、夜

晚、教室等10種背景，以搭配各種情境使用的

「自然景觀卡」；含16族部落、128款人物及

275種小卡牌語詞，供學生尋寶說族語、比賽

與闖關使用的「部落尋寶大地圖」；另有彩色

積木組、A3磁鐵板、特製動植物骰子、卡片整

理盒、鑽石型數字骰子和立體小米等，方便老

師作分組、數字遊戲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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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語教師擔任遊戲關主及

講師。

「原」來的路上，有你！有我！新北市原住民族語輔導小組的發展

高淑真

邵族，南投縣魚池鄉德化社（今

伊達邵部落）人，1963年生。台
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碩士。103學年度申辦沉浸式族
語幼兒園，成為「全國唯一都會

型沉浸式幼兒園」，並榮獲110
學年度教育部教學卓越金質獎；

榮獲110學年度教育部校長領導卓越獎，為全國唯一獲
獎的邵族校長。現任新北市原住民族語輔導小組召集

人、新北市集美國小校長。

輔導團員受證後歡樂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