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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
族語的學習場域，大家聯想到的是

部落？教會？還是學校的本土語言

課程？近年有賴於網路平台及行動裝置的普

及，學習已不再受制於固定的時與地，同樣

地，學族語也應與時俱進，有鑑於此，台北市

原民會進行網站的改版計畫，委託台北市立大

學的工作團隊著手展開了一連串影片製作、教

材e化及網站改版的工作，並在2015年12月推
出「台北市母語巢」網站！提供給無論是習慣

使用桌上型電腦、手機或平板電腦的學習者，

都能隨時隨地徜徉在台北市母語巢的族語學習

無窮樂趣中。

為何稱為母語巢而非族語巢？這是許多

人在搜尋網站時常常提出的疑問。其實，我

們在思考要如何為網站命名時，想過了許多

稱呼，但是都無法滿足我們對目前族語傳承

的期待，另又再回顧本會在過往所推動的各

項族語振興計畫，曾在2012年委託政治大學
王雅萍老師的團隊協助族語振興計畫時，設

計了一個富有意涵的logo，那
是在樹上母鳥哺育幼鳥的圖，

這是當年推動族語家庭所推出

來的圖案，也是族語推動工作

的核心──族語傳承仍需自家

庭內做起。所以，我們又再次

引用了這張圖，並且要持續創

造族語在家庭中傳承的機會，

因此，就決定以母語巢當作網

站的名稱，目的就是把族語傳

承的工作還給家庭，呼籲大家

不要僅依賴政府及學校的族語

教學政策來學族語。再加上

「母語巢」三個字目前在網路

上還沒有其他網站使用，所以

用關鍵字搜尋也可以很快的找

到網站，非常的方便。以下就

全
數
位
的
族
語
學
習

在
台
北
市
母
語
巢
網
站

台
北
市
「
母
語
の
巣
」
サ
イ
ト
に
よ
る

民
族
言
語
の
完
全
デ
ジ
タ
ル
学
習

A
ll-digital A

boriginal Language Learning in the W
eb of 

Taipei Language N
est

文
︱ M

aitjar‧
Tjagaran

劉
凱
勛

       

︵
台
北
市
政
府
原
住
民
族
事
務
委
員
會
助
理
員
︶

台北市母語巢網站首頁。



27原教界2016年4月號68期

Frontier原教前線 フロンテｲア

一一介紹台北市母語巢準備了那些豐富的學

習內容。

多樣的數位教材

環保意識抬頭及資訊閱讀方式的轉變，

使得今日電子書蔚為流行，台北市母語巢當

然也不落人後，印製紙本教材已無法即時滿

足廣大學習者的熱忱，所以將原本的紙本教

材數位化便是網站所要進行的重點工作。

在「數位教材」的網頁中，將台北市原

民會在2013年出版的族語教材《小故事大道
理》全本數位化，至於對族語還不熟練的朋

友，在閱讀介面下方還有「段落翻譯」，點

擊後便可馬上看到該段落的中文翻譯，如果

您還需要進一步深入學習，課文上方還有

「生詞練習」、「延伸學習與句型練習」及

「測驗」等功能，讓大家在享受閱讀之餘，

也能即時檢視自己的學習成效。另外也收錄

2014年編寫的《原來是手指看病》手冊，由
於手冊內所收錄都是前往醫院看病時所會使

用到的詞彙，因此，在網頁內也分別以「認

識身體」、「常見病痛症狀」、「心理感

受」來逐一介紹各種常用詞彙，對於想要學

習生理及心理相關詞彙的朋友來說，是一個

相當好用的網頁。

影音平台

「影音平台」可謂台北市母語巢的亮點

功能，此平台跳脫了靜態教材的學習框架。

在影音教學的潮流下，許多教師上課時會搭

配相關影片以提升理解力。為了讓學習不再

只是單純地翻書、念課文，我們特別拍攝各

族語的歌謠MV及教學實況，另外還剪輯了心
得分享等內容，提供大家更便捷、多元的學

習管道。平台上所有作品都是由本市族語教

師和學生合作完成，藉此讓師生們互相交

全數位的族語學習在台北市母語巢網站

台北市母語巢的數位化族語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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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分享對「母語」的想法，也讓學生們的學

習成果受到了肯定。

影音平台現已有一部講述一個原住民小朋

友在城市冒險並遇到許多原住民族朋友的動

畫，動畫本身也以各族語言來配音。在今年除

了將再提供一部新的動畫短片作品，同時配合

我們預計推動的族語配音人員訓練課程，讓更

多人投入族語配音的工作，也可以為後續更多

的影片累積配音人才。

另外本網站也預計推出線上族語課程，我

們將邀請專業的族語教師進行課程規畫及分集

拍攝，為的是能幫助學習者循序漸進認識族語

的基礎概念，並建構正確的語法知識，同時也

將造福更多想學族語卻苦無資源的朋友們，相

信只要按部就班跟著螢幕上的老師學習，一定

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繪本中心

「繪本中心」整合了雙北市現有族語繪本

故事書，簡單操作就能在掌上輕鬆閱讀，例如網

站上所收錄的繪本《今天我請客》，瀏覽者只要

選擇好族語別和方言別，便可

在閱讀時切換族語字幕和中文

字幕，甚至還有真人發音的功

能讓大家一邊瀏覽、一邊加強

聽力及口說能力，如同《今天

我請客》這篇教材，透過請客

主題讓學習者說出家鄉特色的

食物，是不是很有趣呢？

另外由新北市政府在2010
年至2014年藉由本土語言親師
生創意繪本競賽所製作的數位

繪本，也同樣連結到本網站，

除了讓網站的內容更加豐富，

也提供了瀏覽者更多的有趣動

畫來增加學習族語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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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平台中的族語歌謠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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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師資

由於台北市自2005年起就在各行政區設
置族語學習的據點「語言巢」，也為了讓更

多想要學習族語的學生能夠快速地找到上課

的地點，以及了解族語老師的資訊，網站特

別提供了「課程師資」的網頁。並結合Google
地圖的功能，只要點開課程師資頁面，就能

看到台北市完整的族語課程分布圖，上面詳

列了本市各行政區的族語師資及聯絡資訊，

提供對族語有熱忱的朋友們選擇就近的教室

上課。目前本市族語課程計有阿美語、排灣

語、泰雅語、太魯閣語、卑南語、魯凱語、

雅美語、鄒語及布農語等9族語言，每位授課
老師都具備專業師資背景，必能帶領學員細

細品味原住民族語的奧妙。若是已選定想要

上的課程，即可根據頁面所列資訊逕行洽

詢，並藉由清楚的地圖自行前往上課。

運用科技改善都會區族語傳承困境

在介紹以上4項主要功能外，最後我們在
網站上也分享了本市族語老師的教學實況與

各種活動的精彩剪影，盼

能吸引更多人加入振興及

傳承族語的行列，如果想

知道更多族語學習管道，

在「相關連結」的頁面我

們詳列了各項網路上的豐

富資源，提供瀏覽者延伸

搜尋。

如何利用數位科技來

營造族語學習的便捷性，

是本會目前構思族語振興

政策的主軸，尤其在族語

傳承環境相當缺乏的都會

地區，讓已漸普及的手機與平板，成為族語

學習的利器，或許是另一個值得開拓的領

域，而提供豐富有趣的數位內容，更是我們

正積極開展的工作。「台北市母語巢」網站

的設置，結合琳瑯滿目的學習資源，配合本

市原住民族語教學紀實，在網路平台上提供

社會大眾五花八門的線上族語學習媒介。從

數位教材到電子繪本、族語動畫及歌謠傳

唱，呈現在大家眼前的作品，都滿載著我們

對族語永續發展的殷殷期盼，台灣美麗的南

島文化正逐漸失去昔日光彩，如何找回族語

原有的生命力，身為原住民族的我們責無旁

貸，發揚台灣南島文化正是我們共同追求的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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