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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
，原住民族語之所以難以推

展，存在著許多的因素和困

境，除了因人數不足與居住分散，所導致的

族語發展條件不足，而民族意識因漢化而低

落，亦降低族語學習動機。另原生家庭並不

完全支持，不利於族語復振，加上現有教材

教法無法有效提升學習成效，以及以考試導

向為主的功利主義盛行，族語方言群分類複

雜，不利於族語推廣等，都顯示出原住民族

語在當今傳承上的困境。因此，筆者根據上

述因素歸納成兩大類：一是缺乏「族語環

境」；其次為缺乏「學習動機」。線上語言

巢實驗教學，即是針對「族語環境」營造所

提出的創意策略，本文也將環繞「族語環

境」如何創造的構想與實際行動進行爬梳。

一、「散居」與「弱

勢語言」：台灣原住民族

特別是阿美族人因工作的

需求大量移居都市並散居

於各地，雖然有時也會群

居在一起，但仍然無法形

成一個可以充分使用阿美

族語的情境和環境；因

此，想要在都會區中形成

語 言 的 「 社 群

（community）」當然就
更加的困難。而現階段主

流社會所使用的官方語言

為中文，透過教育的過程

和主流媒體的影響，也壓

縮了其他語言的生存空

間，不僅無法提升族語的

使用頻率，也間接造成語

言傳承的困境，讓第一代

會說族語的族人，無法用

族語和第二代、第三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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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學子進行溝

通。

二、族語發展的

轉機：針對「散居」

和「弱勢語言」的兩

大問題，筆者提出現

代「網路世界」所創

造的機會。在「實

體」的空間中，都會

化的過程讓原住民產

生散居的現象，但在

網路的世界即「虛擬

的空間」，卻可以不

受空間的限制進行溝通和互動，所以科技不

僅解決了空間限制，也提升了時間使用的效

率。在網路世界，不僅可以跨越空間的限

制，也可以在網路中發展出屬於自己的社

群。因此，原住民族當然可以透過網路來發

展出語言使用的社群，讓平常無法使用的族

語，也可以在網路的世界中進行溝通。所以

弱勢語言可以透過科技之便，來提升自己的

發展條件，讓弱勢語言也可以在主流的社會

中進行翻轉及振興。

線上語言巢的實驗

語言巢（Kohanga Reo）的概念源自紐西
蘭，是以家庭為核心，配合社區所發展出來

的「母語幼稚園」，透過社區的力量來達到

振興族語的目的，並贏得紐西蘭政府和一般

大眾的支持，可說是全世界少數民族中值得

學習的搶救族語成功典範，但是語言巢若要

在台灣推動，卻存在非常大的限制，包括：

台灣的原住民族並不是單一族群，並且散居

於各鄉鎮市區中，無法滿足發展語言巢的基

本條件；因此，筆者於2004年提出「線上語
言巢」，即利用「網路社群」取代「實體社

線上語言巢實驗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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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美族線上語言巢」中，網友錄製真人發音的「每

日一句」族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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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的概念來實施

語言巢，終於在網

路科技成熟的2016
年開始實踐。

要突破空間的

限制在網路的世界

中成立社群，就必

須要有一個整體的

概念，社群的建

置、族語的師資、

教材的分級及授課

的對象等，都需要

事先確認及規劃，所以必須邀請相關的專

家，包括網路科技、族語教學、社群經營及

教材編輯等專業人士的參與，才能完成民

族、語言和教育等多元複雜的操作模式。因

此，在建置線上語言巢的工作上，首先即辦

理族語師資線上教學培訓課程，進而提升族

語教師及學員之資訊素養，另也建置網路社

群及教學組織，搭配設計教材分級和文化體

驗之教學，建立線上族語資料庫分享平台，

同時也融入多媒體教學至課程內容等6項工
作。

而在執行前則需先思考如何將資訊科

技、網路社群和族語課程等三大元素作為行

動的主軸，而此三大元素的關係則如下圖所

示。

通訊軟體LINE上阿美語「初中級」、「中高級」和「高級薪傳級」3個
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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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學習融入族語教學三大元素

資訊科技

網路社群 族語課程



45原教界2016年4月號68期

Frontier原教前線 フロンテｲア

另在推展前亦先具備幾項基礎的條件與

能力，分述如下：首先須具備資訊科技條

件，如硬體（手機、筆電、平板）、軟體

（瀏覽器、app軟體）等。其次須凝聚網路社
群之人力資源，包括族語認證老師、跨年齡

層並依程度區分之學員等。其三須具備設計

族語課程能力，如聽說讀寫、自編教材、教

學法應用等能力。其四須具備基本的資訊素

養，像是上網、打字及相關多媒體軟體的使

用能力。其五族語師資團隊必須具備「課程

分級」及「文化課程教學」等能力。其六必

須建置線上族語資料庫平台及分享機制。最

後則須提供各種線上教學模式，滿足族語

聽、說、讀、寫各種學習需求，包括網路同

步教學（例如：TutorABC一對一教學）、網
路非同步學習 （例如：在Facebook設立族語
教學網站），還有行動學習平台，像是利用

手機APP學族語（LINE群組等）。

於相關的條件及能力滿足之後，所發展

出之執行策略則可分為以下七點：

一、發展族語網路學習社群，解決時間

與空間所產生的侷限性。二、將族語老師轉

型成網路社群，營造有利族語學習的情境及

條件。三、將網路學習社群採分級制度設立

群組，依照不同程度進行適性教學。四、引

進桃園市發展之三一教學法來改善現有教學

法的困境（線上教師、學生和督導）。五、

劃分「一般族語學習」及「考試導向」的課

程，改變族語學習之正確價值與態度。六、

族語線上教學儘量以語言的溝通性為主，方

言別為輔，提升推廣族語的成效。七、利用

網路同步教學、網路非同步學習、行動學習

平台在線上模擬「語言巢」情境。

結論與反思

本次實驗性教學有5項具體成效，一是提
升線上族語教師電腦、網路、手機APP應用
程式等資訊素養。其次培訓出族語線上教學

「種子師資」共5位，分別負責初級、中級和
高級的課程。其三依族語難易度、文化元素

及社群屬性進行網路分級，建置1個facebook
社群網站和3個分級的LINE群組，達到適性
教學之目標。其四利用現有影音科技，建立

族語聽、說、讀、寫之線上資料庫及互動平

台。最後則是將文化題材融入多媒體課程，

有利未來民族教育發展之需求。而這些結果

讓筆者發現「線上學習」在現代這個社會

中，或許可以成為族語教學的新典範和族語

振興的契機。

線上語言巢實驗教學

Kacaw Mayaw
黃愷銘

阿美族，台東縣長濱鄉膽曼部落

人，目前居住於桃園市大溪區，

1976年生。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碩士。現任桃園市原住民族教育

資源中心專員，曾任德霖技術學

院推廣教育講師，致力於桃園市

民族教育推動及原住民族教育的課程建置及師資培訓。

網路學習社群分級制度

全族語

程度：高級、薪傳師

文化導向

族語為主、中文為輔

程度：中級、高級

族語精熟導向

中文為主、族語為輔

程度：初級、中級

初學者導向

高級

中級

初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