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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大學
原住民族研究中心歷時2
年，於2014年9月編纂完

成原住民族語中級教材：《閱讀書寫篇》，共

完成42語別，每語別3冊學生手冊及3冊導讀手
冊，共計252冊教材。

《閱讀書寫篇》是原民會與教育部「原

住民族語言教材編輯計畫」預計編纂的四套

教材中的第三套教材，不同於第一套《字母

篇》、第二套《生活會話篇》教材，學生手

冊配套的不再是教師手冊，而是導讀手冊。

《閱讀書寫篇》在初期的規劃，與學生手冊

配套的仍是教師手冊，在編纂過程中為什麼

有這樣的變化？教材的定位與使用對象不同

是最大的因素。

使用對象不同導致教師手冊轉變為導讀手冊

教師手冊轉變為導讀手冊的歷程，可從

政大編纂《字母篇》、《生活會話篇》的經驗

中說起，在2006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原住民
族語教材問世數年後，中央部會為了補強九階

教材之不足，規劃衍伸編纂四套教

材，四套教材與九階教材的定位及使

用對象，在《字母篇》、《生活會話

篇》編纂過程中，相關的討論不斷，

最終的共識是《字母篇》使用對象為

學前教育的學童及一般初學者，《生

活會話篇》是國中生，《閱讀書寫

篇》、《文化篇》則是高中職以上至

成人。

《閱讀書寫篇》編纂計畫的第

一次諮詢會議，諮詢委員針對本教材

的教學對象、施教地點提出了疑問，

因為本篇教材的使用對象為一般成

人，教材使用的場域不再是學校，因

此不適合編纂教師手冊。教師手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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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語中級教材──《閱讀書寫篇》（2013-
2014），歷時2年，完成42語，共126冊學生手冊、126冊
導讀手冊（圖片為電子有聲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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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名稱所示，是教師教學時使用的手冊，在

教育體制中的教師手冊，有既定的規格與內

容，引起動機、學習活動、評量是3大要素，
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必須配合十二年國教課程

大綱選列學習指標，配套檢驗學生的學習成

效是否符合課綱要求。

本套教材學習者為高中職以上成人，高

中職教育中雖有搭配的課綱，但族語課程非

必修科目，開課數少，若編纂教師手冊，預

估需求不高，而成人學習族語，不在十二年

國教課程綱要範圍內，教師手冊中缺少學習

指標，亦無法編纂，因此轉型有其必要性。

而後在第一次教材編輯委員會議上，實

際編寫教材的編輯委員同樣提出相同質疑，

建議轉為以引導閱讀、評量的方向製作配套

手冊，可透過閱讀測驗式的內容，讓學員自

我檢測瞭解課文的程度。因教師手冊轉變為

《閱讀書寫篇》教材導讀手冊的誕生歷程

《閱讀書寫篇》教材編輯營，編輯委員對教材施教對象及製作教師手冊之必要性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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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手冊涉及契約工作項目變更，政大原民中

心、原民會與教育部針對此問題召開協調會

議，最後尊重委員意見，達成共識，不編纂教

師手冊，委請政大規劃配套手冊之合適名稱及

範例。

語言學訓練不普遍 編纂難度提高
政大原民中心參考委員們的意見，加上考

慮《閱讀書寫篇》收錄文章類型多元而新穎，

在學習手冊之外，提供課文的導讀與賞析，建

議將「教師手冊」更名為「導讀手冊」，每課

架構分為5大單元，包含「課文要旨」、「單
詞解析」、「佳句賞析」、「理解測驗」、

「參考資源」，藉此增進讀者對於文章內容的

理解與應用。

以往教材的編纂，難度在於大部分編輯委

員並非是正式教師，未受過正式課程設計、教

學教法訓練課程，因此在撰寫教師手冊時，比

受過正式教育訓練的教師，需要花更多的時間

摸索，通常是透過教育專家、助理協助，蒐集

更多範例提供給編輯委員參考改寫，改善撰寫

品質。

《閱讀書寫篇》改為編寫導讀手冊，對於

編輯委員是新的挑戰，尤其是在「單詞解

析」、「佳句賞析」兩大單元，因為涉及語言

學中的詞性、句法、文型等概念，有受過專業

《閱讀書寫篇》教材之有聲電子書使用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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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書寫篇》導讀手冊內容架構表

單元 單元名稱 內容撰寫說明

一 課文要旨 扼要寫出課文的主旨與大意，亦可提供資料出處與文章

體裁的說明。

二 單詞解析

列出本課重要的或較困難的單詞，提供詞彙分析，並提

供例句。

編輯委員自選2-3個單詞。

三 佳句賞析 本課重要句型的解說，輔助讀者練習與欣賞。

編輯委員自選2-3個句型。

四 理解測驗

依課文內容，可設計以下測驗：

1.  問與答
2.  選擇題
3.  克漏字
4.  句子重組
5.  其他小遊戲
編輯委員編寫第1-4項，第5項自由填寫。

五 參考資源

1.  補充與課文相關的文章、文獻、網站、文化知識等延 
     伸材料。
2.  配合學習手冊之文化點滴，補充延伸資料。
3.  配合學習手冊之學習活動，補充延伸活動。
編輯委員自由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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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學訓練跟未受過專業語言學訓練的編輯委

員所撰寫的內容，深度就有落差。以較小的語

別為例，因為掌握族語拼寫能力的族人不多，

噶瑪蘭語編輯委員是由2位部落耆老擔任，對
於部落耆老而言，在學生手冊撰寫課文以及選

出單詞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在撰寫導讀手冊

時，就需要助理引導寫作，如「課文要旨」，

就必須詢問編輯委員這篇課文內容對族人有什

麼意涵，由委員口述後再由助理繕打修飾成

文；「理解測驗」，就由助理藉由漢語翻譯瞭

解課文後，設計問題，再請委員翻譯成族語提

問；但是面臨到編寫「單詞解析」、「佳句賞

析」時，因為助理不會噶瑪蘭語，只好再尋求

其他會族語、有語法概念的族人協助，花費的

時間與精力遠超過其他語別。

自學族語成主流趨勢 導讀手冊實用價值高
擔任原民中心助理以來，接觸許多族語教

師，多數反映現階段原住民族語教學現場，在

學校教育中，仍是以九階教材為主要使用教

材，但是國小的本土語言課程一週只有1小
時，國中的本土語言不列入必修課程，教學時

間有限，根本無法在國中小教育中將9本教材
教學完畢，多半教學到第3、4階，學生就畢業
了。

面臨如此環境，有感學習族語的環境不應

僅侷限在學校，自學族語應成為未來的主流。

目前的教材製作都走向電子

化，九階教材另製作有聲網

頁，《字母篇》、《生活會話

篇》、《閱讀書寫篇》另製有

電子有聲書，《閱讀書寫篇》

甚至製作了行動教材網頁，但

是所有教材都是將「學生手

冊」電子化，僅能加強學習課

文及單詞，學員若想多瞭解課

文內容，多半會自行搜尋教師手冊，但因為是

為教師製作的手冊，通常不符合自學者的期

望。

《閱讀書寫篇》製作導讀手冊，對學習者

而言是多了一本輔助學習的工具書，學習時配

合導讀手冊「引導閱讀」，可以對課文內容有

更深的瞭解，在語言學習上，也能藉由手冊上

的解析，學習詞性、句法，提升實用價值。

小結

對於投身編纂《閱讀書寫篇》的工作團隊

而言，計畫途中編寫的手冊內容大更動，可說

是負擔沉重，因為需要花費更多時間、心力去

思索、蒐集材料跟編寫。但是能為學習者著

想，編寫出適合自學者學習族語的教材，成果

豐碩，花費的心血都不算白費。

《閱讀書寫篇》教材導讀手冊的誕生歷程

蔡佳凌

台北人，1984年生。2010年政
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班畢業，

任職原住民族研究中心迄今，

曾任原住民族語言教材計畫

──《字母篇》、《生活會話

篇》、《閱讀書寫篇》計畫助

理，現擔任中心祕書。

噶瑪蘭語編輯委員因不會操作電腦，由中心助

理前往花蓮協助編寫教師手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