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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
執行的「原住民族語言振興六年計

畫」（97-102年）大部分皆針對整
體、結構性的原住民族語言所面臨的環境去做

瞭解、分析、研擬計畫，再經專家學者的討論

及修正，後經函頒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去

推動與執行，藉由在實際推行計畫的過程中所

獲得的經驗，反饋後檢討、修訂計畫，爾後繼

續執行。

針對9種瀕危語言進行搶救
然而，各族使用族語所面臨的情況、所遭

遇的困難，乃至於復振族語的急迫性，皆不可

概括而論，因此，針對原住民族語言中，被列

為瀕危語言的9個語別，即「極度瀕危」的撒奇
萊雅語、噶瑪蘭語、邵語、鄒族沙阿魯阿語、

鄒族卡那卡那富語以及「嚴重瀕危」的賽夏

語、魯凱語下三社群（茂林、萬山、多納3
語），希望藉由成立各語別的「搶救語言保存

與發展推動小組」（以下簡稱推動小組），由

各語別的推動小組匯聚族人意識、洞悉族人困

境、發想復振族語策略，並經由此復振、推動

族語的過程，凝聚族人共識、激發族人熱心、

喚起族人對於祖先口耳傳承的智慧結晶，以及

救亡圖存的責任心與使命感。

主要工作項目與復振策略

為瞭解原住民族所面臨的族語傳承危機，

輔以協助、整合行政資源以利原住民族語言復

振做有效推展，本計畫業於去年12月起陸續辦
理多場次部落說明會議，會中說明本計畫「啟

發族人搶救意識」、「健全搶救組織」、「搶

救耆老智慧」三大目標，期待建立「自己的族

語自己救，小孩的族語自己教」的部落意識，

並解說本計畫瀕危族語復振策略「八大主要工

作項目」，另外，各語別也可提出具創意且經

部落協議辦理的族語復振工作項目。

「八大主要工作項目」的實施內容簡要說行政院原民會林江義副主委至五尖教會開賽夏族跨鄉鎮聯繫會議。

（圖片提供：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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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如下︰

（一）成立推動小組︰由小組成員定期召

開會議，規劃族語保存、傳承與發展事項，遴

選辦理細部執行計畫內容之成員及地點，進行

督導及訪視工作執行情形並加以評鑑。

（二）組志工小組或遴聘專職人員︰為順

遂推展各項細部執行計畫工作項目，協助辦理

計畫研擬、會議召開及會議記錄、督導考核紀

錄、核銷資料、部落基礎資料調查與建置、耆

老口述資料等匯整工作。

（三）部落基礎資料調查與建置︰調查與

建置各語別部落基本人口資料，並針對族人對

族語使用狀況與態度進行基礎資料建置，以掌

握並瞭解各年齡層族人之語言能力及對語言的

態度。

（四）耆老口述記錄︰針對能說流利族語

並對於族群文化、部落歷史、部落遷移史、

祭典或傳統歌謠等熟稔的耆老進行訪談及影

原民會「搶救原住民族瀕危語言計畫」的規劃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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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行搶救原住民族瀕危語言實施計畫，召開噶瑪蘭語說明會。（圖片提供：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 原教界2012年12月號48期

Frontier原教前線 フロンテｲア

音記錄。

（五）推動「師徒制」族語學習︰由能夠

說流利族語的耆老或人員擔任「族語傳承師」，

並由有願意長期學習族語的族人擔任「族語學習

徒弟」，期使經由長期的學習族語過程養成更多

的族語老師。

（六）族語學習家庭︰為在家庭場域中落

實親子共學，提升家庭（或家族）成員使用或學

習族語之意願，鼓勵家庭（或家族）登記成為

「族語學習家庭家庭（或家族）」，讓族語成為

日常生活作息中慣常使用之溝通語言。

（七）族語認證考試加強班︰為鼓勵族人

報考「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考試」，擇適當地

點開辦「族語認證考試加強班」。

（八）獎勵「家族、鄰里或部落會議說族

語」︰為提高族語使用於公共場域的機會，鼓勵

家族、鄰里或部落在召開會議時使用族語討論。

這些項目當中，「師徒制」族語學習以及

「族語學習家庭」是最核心的重點復振策略，期

待藉由「師徒制」一對一的族語傳授方式進行族

語學習，促進日常生活的族語互動，亦藉由「族

語學習家庭」以日常生活會話、認識與使用書寫

符號等方式，養成平時說族語的習慣及建構、增

加使用族語的場域，讓自己的族語不僅僅是學校

課堂上的學習科目，更是家庭生活、族人互動、

公開場合，習以為常的溝通語言。

各語別推動小組陸續揭牌

經由各語別推動小組按各族所面臨語言使

用環境與族語生機景況，因地制宜提出現階段適

合本族的族語復振策略，並提報本會「搶救原住

民族瀕危語言實施計畫細部執行計畫」，經核

定，各語別舉行揭牌暨開幕儀式日期分別如下︰

6月17日賽夏語、7月10日撒奇萊雅語、7月13日
邵語、7月28日噶瑪蘭語、7月29日鄒族沙阿魯阿
語、7月30日魯凱族茂林語、7月31日魯凱族多納
語及魯凱族萬山語、8月1日鄒族卡那卡那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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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救噶瑪蘭語計畫揭牌儀式。（圖片提供：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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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徵本計畫正式啟動。

各語別迄11月中旬執行計畫時間約3至5個
月不等，共成立了9個語別的推動小組（負責規
劃復振族語策略及訪視督導工作項目執行情

形）與35組「師徒制」族語學習、39戶「族語學
習家庭」（後兩項為核心重點工作項目，主要

為建構族語學習機制），推動執行本計畫顯然

已有初步成效。

為使本計畫復振族語策略更加符合實際所

需、增進各族之間相互學習的管道、藉由討論

思辯的過程凝聚族群共識，本會預計於今年12月
中旬辦理「搶救原住民族瀕危語言經驗交流及

訪視」活動，會中擬邀請9語別實際參與本計畫
之推動小組成員及執行工作項目成效卓著之人

員、專家學者、各語別所屬直轄市、縣（市）

政府之承辦人員等，群策群力、集思廣益，共

同與會探討、思索各語別未來復振族語的方法

與策略。

邁開腳步 永不放棄
族語的復振並非短短

數月或數年之久即可達

成，教育是百年事業，一

個族群的語言代表著一個

族群的文化，傳承原住民

族文化與復振原住民族語

言，需要賡續的滾動推展

與永續的戮力學習。

如今，搶救原住民族

瀕危語言的腳步已經邁開

前行了，各語別的推動小

組、執行人員、族語老

師，以及角色更為重要的

學習族語的族人們，所遭

遇到的問題，不論是現實

生活環境的挑戰，或是族

語學習及使用場域的困境，甚至是部落裡耆老

凋零的急迫性，族語復振的路途艱難險峻，唯

一真正能支持族語永續學習和傳承的力量，就

是族人自己內心永不放棄的念頭，決心保住祖

先口耳相傳下來的智慧結晶，因為思維會隨著

時代變遷而調整，政策會隨著世代交替而轉

換，唯一不變的是，族人心繫自身寶貴的資

產，視族語傳承為己身肩負的重責大任，如

此，所謂的族語學習、傳承與振興，才會真正

成為族人生命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楊趙睿君

阿美族，花蓮縣吉安鄉南昌村

人，族名Kacaw，1981年生。國

立台灣科技大學機械工程學系畢

業。現任行政院原民會教育文化

處語言科科員，主要業務範疇為

原住民族語復振、競賽及推展學

習等。

搶救賽夏語計畫揭牌儀式。（圖片提供：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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