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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
E化教學興起，本文試著探討
E化教學與現行族語教學之間

的交互關係，並從中看出相互的不足之處，

以做為後續發展的思考。在現況方面，先提

出四個面向的觀察。

現況與困境

一、教師成長：一名稱職的族語教師，需

要有流利的族語能力，又要兼具良好的教學技

巧。普遍來說，語言能力較優良的耆老不是正

式教師，對於課堂管理與經營比較沒有經驗。

族人的正式教師比較年輕，距離部落環境較

遠，語言使用流利度比較不足。兩類型的教

師，各自都有需要成長的方向。

二、教學設備：筆者對族語教師的訪談中

發現，有非常多學校無法提供電腦及單槍投影

機等設備，有些族語課也不是在教室內，而是

會議室、圖書館等地點，經常有不同班共用同

一空間。族語雖然有許多教材，但是大部份教

材並沒有紙本，相關的教具製作，也不像數

學、英文等主流科目那麼方便。

三、翻轉教室：族語教學的時數非常短，

在全球教學翻轉浪潮中，族語的學習特別需要

翻轉。語言學習需要相當的熟練度，學生只在

課堂上學習聽說族語，對於語言的掌握程度一

定不夠。如果學生在家時間能夠有大量的時間

自學族語，課堂上老師帶動的是問題討論與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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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糾正，這樣翻轉的做法才有

機會學會說族語。

四、web 2.0：網路世界從
早期的專家內容，發展到全民

參與的web 2.0環境。專家百科
全書年代已經被維基百科的大

眾參與改變了。知識系統從專

家權威改變成全民分散。族語

的內容各方言甚至各部落都有

很大差異。大規模的教材編輯

持續地以官方專家式內容提供

大家教學，但是語言的內容非

常需要參與式的web 2.0概念介
入。

數位的可能

針對以上四個面向，以下

試著提出網路世界的可能性。

一、教師成長：怎麼用數

位化的方式累積適用的教案、分享教案與自編

教材、自製教具等等，是數位化資源比較能夠

使力的一個議題。「族語E樂園」在今年將推
出一個「自編教材」平台（http://web.klokah.tw/
text），教師可以上傳自己編輯的教材，進行線
上錄音，成為線上學習教材。這樣的方式，可

以幫助族語教師們累積自行開發的、可應用於

教學現場的好用教材與教案。

二、教學設備：電腦與單槍投影機是E化
教學最基礎的硬體建設。近年來手機和平板等

快速普及，在都會區小班教學中，形成另外一

種新的可能。都會區的族語教學經常是以小班

的方式進行。5人以下的情況，用平板替代傳統
的黑板或投影機，具有相當的實際性。平板輕

便易帶，實用性高。校園無線網路的普及，成

為最重要的基礎建設。如果無線網路的普及性

不夠時，行動APP可以彌補這
點。教師事先下載APP，就可
以在沒有網路的情況下使用平

板教學。

三、翻轉教室：現在網路

上有大量的數位化族語教材，

但是否足以成為在家自學的素

材呢？筆者在近期的一篇網路

文章中（ h t t p s : / / g o o . g l /
YsXos8），分析了九階教材
裡，泰雅語「-an處所焦點」的
情況。有更多的分析值得專家

學者們投入討論，我們才會瞭

解現有的教材應該如何繼續發

展。筆者的見解是，我們需要

重組現有教材，使語法的規則

透過類似句子的重覆性被看

見，這樣學生才有自學的可

能。

四、web 2.0：有很多開放式的平台都可以
自己上傳影音的教材。筆者用免費的Google協
作平台進行泰雅語教材的編輯（http://si tes.
google.com/site/kmalkenatayal），其中嵌入了自
行拍攝的教學影片。這樣的製作門檻並不高，

但是目前網路上能見的自製族語教材仍然非常

的少。其中的主要原因，應該是現有的平台對

於年長的族語教師操作仍嫌困難。在族語快速

流失的現代環境中，比較務實的做法應該是由

政府開辦相關的研習，由族語流利的長者和電

腦能力較佳的年輕族人配對參加，後續透過獎

勵自編教材影音出版的概念，帶動全民典藏族

語、全民學族語的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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