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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集中在同一個班級進行教學，

由於學生們的族語基礎和背景各不

相同，學生差異化教學的教師在設

計課程時需要格外靈活，才能確保

每位學生都能跟上進度並有效學

習。針對這些挑戰，教師們需要發

展出更具技巧性和創新的教學方

法，才能提升學生對族語的掌握

度，並能最終應用於教會中的講

道。畢竟，族語講道被視為玉山神

學院族語教育的最終目標。這一過

程從基礎教學開始，首先教導學生

如何閱讀族語文本，進而理解族語

經文，最後能夠用族語進行講道。

我個人在教學是循序漸進的，從最

基本的拼寫、句法解說、造句、自

我介紹、短講訓練，再到最終的畢

業講道，可以看見學生在逐步進階

的過程中，不僅提升了語言能力，

也加深了對族群文化和信仰的理

解。

編撰族語教材的進展
目前，玉山神學院開始編撰族

語教材，係因過去缺乏專門的族語

教材，教學主要依賴詩歌和聖經的句子進行。

學生們沒有接受過系統性的語言學教學，對於

語音拼寫和語法結構的掌握也較為薄弱，因此

教材的編撰對提升教學質量至關重要。目前，

玉神已經開始編寫各族的族語教材，這些教材

主要涵蓋了教會儀式中的主禱文、使徒信經、

十誡、新的誡命等內容，並配有一些與聖經相

關的族語傳承詩歌等。這些教材的內容設計不

僅聚焦於教會使用的族語，更強調實際生活中

的語言應用。

由於每週的族語課程僅有一堂

兩小時，教師需要靈活運用教材，

並根據學生的不同背景進行調整。

每位學生的學習速度和能力都不盡

相同，這使得教師必須採用多樣化

的教學方法，才能確保每位學生都

能夠達到預期的學習效果。當教材

完成後，教師們可以自由選擇適合

的教學方式，這使得教學更加靈

活，也能夠針對不同學生的需求進

行個別輔導。

族語人才培育的重要
獎勵族語教會計畫無疑為族語

的推廣提供了相當大的幫助，尤其

是在偏鄉地區的小會的傳道人有很

大的的鼓勵作用。然而，補助金大

多數是針對單一教會的個別計畫，

而缺乏系統性和長期性的支持。目

前的模式雖然有助於解決部分資金

短缺的問題，但長遠來看，應該有

一套更為完善的師資培訓計畫，以

確保教會內有穩定的族語傳道人

才。以長老教會為例，如果後續在

政策上，能夠由總會或中會來統籌這些資金，

制定一套系統性的族語人才培育計畫，效果將

會更加顯著。個人期待這些族語推廣計畫能夠

具備永續性，就如同一項長期教育計畫一樣，

能夠持續不斷地為教會培育新一代的族語人

才。目前的資金支持雖然有效果，但我們更希

望這些計畫能夠長期持續運作，讓族語在教會

中生生不息，並成為部落文化的重要一環。

原住民族
委員會在近幾年的族語振

興計畫中即已推動與教會

合作的計畫，旨在促進原住民語言在教會中的使

用，並通過教會活動將族語融入日常生活。透過

這個計畫，部落中的婚喪喜慶活動逐漸開始使用

族語進行分享與傳達，而所有與教會相關的族語

活動，也都能獲得不同程度的獎勵和補助。這樣

的措施，不僅提升了族語的使用頻率，也促進了

族群文化的保存與發展。在這項族語推廣計畫

中，玉山神學院也成為一個重要的推動平台。

就個人以玉山神學院的阿美族語課程講師

的角度來看，從101年起，玉山神學院便開始致

力於推動族語教學，尤其是針對阿美族的族語

教育。然而，過去阿美族在神學院中佔有相當

大的比例，但近年來，這一現象有所改變。早

期，阿美族學生數量多達20到30人，然而，現

在的阿美族學生人數卻銳減至僅剩2到3人。學

生數量的驟減成為教會與神學院不可忽視的問

題。這使校方試圖找出學生數量減少的原因。

或許是年輕一代對教會活動的參與度下降，不

過，這些變化不僅影響了神學院的招生，也對

整體族語的保存構成了挑戰。

教學上的挑戰與應對
在玉山神學院的族語教學是將不同年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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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語教會的永續應從育才著手

族語教會的永續應從育才著手

民族語教会の永続は人材育成から着手するべ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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