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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的堅持、相互的鼓勵──專職族語老師們教學成長的歷程

在此
感謝天上神，衪讓我生長在一個說兩種語

言以上的家庭，使我從小耳濡目染，尤其

在自身族群的語言、文化及藝術方面，深深受到奶奶

與父母的影響。我的爸爸是一位傳教士，家庭教育嚴

謹，父母親也不忘教導我們要說「自己的語言」，所

以我就在族語環境中成長。

奶奶的一番話打動我心

在學齡前我很會說族語，因為奶奶常用族語跟

我對話，使我的族語能力日漸進步。雖然上了小學

後，學校的老師和同學們都說華語，回到家中我與

家人還是會用族語對話。到了國中以後，因為大家

來自不同的族群及環境，同學之間都是使用華語，

相對地我也跟著說華語；在學校無法持續使用族語

的我，逐漸將族語藏在印象裡。直到出社會，在大

環境生活之下，怎麼可能再使用族語呢？人與人之

間都使用華語對話，那我跟誰說族語呢？於是我早

已忘了族語。

直到有一天回鄉，聽到奶奶跟我說族語，但是我

用華語回應她的話，奶奶聽不懂並駡我：「為何妳用
華語回答我呢？請妳用族語跟我說話！」只是我說起

族語早已顛三倒四，我的講法再也不是奶奶能聽懂的

話了。奶奶非常憤怒地對我說：「請妳找回妳的族

語！」族語是一個族群的根，根沒了，哪來的族群？

不會說族語，怎麼能說自己是阿美族呢？奶奶的一番

話，深深打動我心，從那時起我認真學習我的族語，

雖然至今有些語句仍然不會說，但是我可以跟族人對

談、討論、聊天。我的奶奶過世了，而從前她鼓勵我

的那些話，使我一直銘記在心。

推動語言及文化使命感

從部落來到新北市之後，原先我在幼兒園工

作，2001年政府推行語言復振計畫，我的心中既焦

慮又高興，一方面為了我們的語言可以傳承下去而

高興，又為了必須辭去做了好幾年的幼兒園工作而焦慮。

很幸運地，第一屆的族語認證考試我就取得原住民族語能

力認證資格，並有機會擔任族語教學支援人員，之後開始

在各國小、國中及高中教授阿美語，轉眼間至今已邁入20

年。我的能力並非特別傑出，不論在行政、溝通、領導等

諸多專業領域還有需要精進的地方，但是為了在族語和文

化上盡一己之力，所以我不斷進修及參與任何教學相關研

習，藉此充實自己。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配合專職族語老師政策

教育部國教署在106學年度開始推行試辦「原住民族

語教學支援人員專職化政策」，新北市政府教育局隨即在

仁愛國小成立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並招考8位專職族

語老師。由原教中心主任包志強校長帶領專職族語老師持

續參與教學觀摩，以及到校實地公開授課，使老師們能夠

更清楚瞭解自己在教學上需要改進之處，也更明白素養導

向的教學理念，藉由依照政大九階教材編寫教案、備課、

觀課、議課的學習，著實感受到自身所學及專業能力的進

步。每位老師都非常認真地面對並學習專職工作事項，大

家也互相支持、協助彼此在教學上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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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具教學專業與熱忱的專職族語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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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爆發期間，秀玉主任先帶領專職

老師學會使用Google Meet及教學錄影

等技術，之後再協助全市的族語老師開

設教育帳號，讓每位專職族語老師擔任

遠距教學的種子，接著手把手地逐一協

助其他族語老師迅速因應「停課不停

學」政策，讓大多數的族語老師能在視

訊教學上更加得心應手。

1 1 0 學 年 度 時 ， 進 一 步 應 用

Jamboard設計線上互動教材、Google 

Classroom班級管理、應用Canva和Vllo

拍攝教學短片，以及其它如Padlet、Nearpod等

非常實用的工具。另外，透過幾位專家帶著我

們一起撰寫國小階段的族語教學課程計畫、協

助開發相關教材，並在每次的族語老師研習

中，向其他族語教學支援人員推廣開發成果。

每回參與精進研習，我都非常珍惜互相討論、

研究及分析的美好時光，所以專職老師們會不

斷接受並提升更深、更廣的專業教育和能力，

以解決教學上遇到的難題，更為學生準備豐富

而多元的教材資源。

期待更多專職族語老師成為族語教學的種子

教育局透過原教中心舉辦族語老師研習

課程，包括原住民族語文核心素養與教學設

計、備觀議課和教學設計運用、班級經營問

題與解決、資訊及數位教材之教學運用課

程，每次邀請的講師陣容堅強，無論實體課

或是線上族語教學共備社群，至少都有90位

老師參加研習。秀玉主任為提升專職族語老

師教學素養，親自帶領大家編寫課程計畫及

教案，使我們瞭解素養導向的教案設計與活

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素養導

向的評量設計活動等課程，也讓我們在今年

暑假期間，藉由研習向所有族語老師分享自

己編寫的課程計畫並進行教學演示，更邀請

原住民族語輔導小組的幾位老師一起議課，

給予我們寶貴的意見及建議。

連續兩年的暑假，原教中心和專職族語老

師們都非常忙碌。尤其是今年因應國高中開設

族語課，大家都一直忙著協助族語師資媒合，

使我們了解第一線開設族語課程需要處理相當

繁雜的事務，為了讓學生都能上到族語課，我

們都非常努力。自從擔任專職族語老師後，我

有非常多的感觸，不論在教學、行政協助或是

分享授課經驗，發現每位老師都具備大將之

風，也期盼能有更多專職族語老師投入，成為

未來族語教學發展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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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專職族語老師參與教學課程及知能培訓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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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美族，新北市樹林區人，1969
年生。東華大學幼兒教育所碩

士。曾獲新北市原住民族語教學

績優人員，2 0 2 0年參與研發
「族語出列——族語教學百寶

箱」創意遊戲教案並獲獎。現任

新北市專職族語教師。

新北市原教中心積極培育專職族語師資

我擔任專職族語老師後，不但待遇變

高，在工作權益上也有相對保障，目前我的

主聘學校為新北市仁愛國小，另有7所共聘學

校，每週負責的教學時數為20節課，有6節為

超鐘點。現今新北市共有來自7族的22名專職

族語老師，老師們相互學習、觀摩並分享教

學資訊，充滿團隊合作感。新北市落實推動

本土語文，為了要帶給學生完善的族語學習

環境，學校也支持族語課程，同時保障族語

老師工作權，因此專職薪資可以激勵士氣，

在此也鼓勵支援老師參與專職老師甄選。

即使在教學或行政工作上，專職族語老

師要做的事很多，我都會說這是磨練自己的

機會。在擔任專職族語老師之前，幾十年來

我都是單打獨鬥，一個人往返各所學校授

課，根本沒有機會和其他族語老師互相討論

教學問題，有困難時也不知道如何解決。如

今我們有原教中心安排專業的族語教學課程

及教育專業知能培訓，真是令人感到非常欣

慰。我當專職族語老師已有5年時間，109學

年度至今原教中心在秀玉主任帶領下，每週

五固定安排相關課程，並引進外部專業師資

協助培訓。

培訓研習內容多元充實　提升族語老師專業

知能

我們上的培訓課程非常扎實。109學年度

時，著重在認識原住民族語文課綱及編寫教

學活動設計，甚至排定公開授課，邀請專家

學者到校進行觀議課，藉由共同討論、分析

並說出個人想法，不斷修正教學設計內容，

讓授課方向與步驟既明確又精準。我還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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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期間，新北市原教中心召集專職族語老師展開線上精進研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