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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當前社會中的原住民不僅缺乏使用語言的環境，加上族語不切實際的心理

因素下，漸喪失使用族語的能力，在都市出生的下一代，更因為少了原鄉的語言

浸淫過程，對於原住民族語更感陌生。 

本文以 96 學年度原住民學生升學優待變革，從制度的變遷過程及該制度實

施內含與對原漢學生影響做文獻式探討；以訪談法分析學生及家長面對認證制度

的態度與認知；最後以該認證實施三次（96、97、98）之測驗結果分析本縣參與

學生施測項目之表現，從而推論學生母語學習的成果。希望從研究中整理原住民

學生學習族語的困境，而提出適切可具體操作的改進方案，並且可發現認證制度

和學生學習母語的相關性，以期待未來認證制度的完善提升原住民學生族語能力

的最初目的。 

 

 

關鍵詞：原住民族語、文化、語言、升學優待、都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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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台灣原住民人口約 503259 人(98 年 10 月)，占總人口數 2%，目前主要區分

為十四族，散居台灣各山地與平地。近年人口大量移至都市，都市原住民設籍人

口已有 210540 萬（98 年 10 月），占原住民總人口數 41.8%。因此，原住民教育

同時面臨族群上的、文化上的、城鄉上的、地域上的種種差異，至為複雜。 

原住民族語言依學術分類，屬於南島語系的系統，長久以來，一直沒有發展

文字符號，文化的傳承靠口耳相傳，母語承載了歷史、文化發展重要特徵。在可

稽的文獻裡，原住民六、七千年來代代相傳，形成特殊的語言文化。但台灣歷經

政權更迭統治下，出現母語可能消失的危機。原住民社區（部落）原來是一個政

經文教自足的社會，在時代的變異中，及行政體制因素，已經由一個功能自足的

社會分割為缺乏聯結的社區，學校的教育（特別是國中小階段）也漸漸脫離族群

文化形成一個鞏固的、特定的知識系統，以致無法與社區文化構建一個有機的生

命共同體。1原住民教育問題，歸納主要困難有以下幾點： 

（一）教育程度落差頗大 

（二）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的衝突 

（三）師資素質不齊與流動率高 

從上述三項問題深究其中的原因不外乎升學管道的限制，以致於原住民升學

不易，因而造成部落教育程度落差；其次，學校課程內容和原住民文化脫節，家

庭教育無法和學校家教育結合，導致學生學習困難，甚至學習意願低落；最後是

原住民地區位於偏遠地帶，教師流動率高，外來資訊的提供缺乏，正是原住民教

育亟待改善的地方。 

台灣社會近年來變化快速，而且全球化的趨勢更是當前人類文化面臨重大變

革的分界。因此為了因應如此的變局，關心原住民教育發展的各界人士在《跨世

紀原住民政策白皮書》2〈教育文化篇〉就原住民教育發展提出下列八大理念： 

（一）尊重文化差異，發展本土多元教育型態。 

（二）整合社區資源，開啟文化發展生機。 

（三）珍惜固有文化，建立族群自我認同。 

（四）推動實驗研究，提升學習基本能力。 

（五）廣開社會資源，拓展向上流動機會。 

（六）增進溝通了解，促進族群和諧關係。 

（七）正視原住民主體需求，積極提供教育資源。 

（八）順應國際潮流，掌握教育文化發展契機。 

上述理念整合未來原住民教育的朝向以及可能發展的目標，語言與文化的發

展面向大致上涵括在前三項內涵中，以此為基礎提供原住民教育的基石，奠立身

為原住民的自信心，創造文化差異下的族群發展。 

                                                 
1 引自國立教育資料館教育資源服務中心 ttp://192.192.169.108/2d/default.asp 
2 臺灣原住民文教基金會，1998《跨世紀原住民政策白皮書》，頁 15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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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語言的存續在當前的紛雜的社會環境下，孫大川（2000）認為：「個

人的符號化將之成為自己民族的記號和象徵。要主動、自覺地去學好自己的母語

和文化。按各自的專長將自己變成一個有力的人，或許有一天別人會因你有力的

生命，永遠紀念妳的民族。」（孫大川，2000,頁 18） 

二二二二、、、、    原住民學生原住民學生原住民學生原住民學生升學升學升學升學優待優待優待優待發展發展發展發展    

在台灣，特種身分學生是指就學學生或赴試考生因本籍地因素或特殊經歷而

獲得的特殊身分。此種特殊身分賦予之立法最早源自 1955 年立法的之《蒙藏學

生升學優待辦法》與 1961 年《退伍軍人報考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優待辦法》等等

法律。1960 年代至 1987 年之間，特種學生成績優待的相關法律，明確規範蒙族

學生、藏族學生、退伍軍人、港澳學生、僑生學生於入學考試中，享有一定比例

的外加加分，而比例可達 25%。另外也因為這種加分制度設計，自實施此優待方

法以來，於各種升學考試上，成績優秀的特種身分學生常為各校入學生或各類組

榜首。其中，也常出現「超滿分」情況。（滿分 400 分者，考試分數為 320 分以

上即可為滿分，而加分後超過 400 分者，仍以滿分計） 

1987 年，《原住民升學優待及原住民公費留學辦法》於台灣立法院通過。至

此，人口約佔學生百分之二的原住民學生開始以「邊疆」學生身分適用加分優待。

之後該整體優待方案一直研修，其方向在於兼顧升學公平與保障少數民族兩因素

下，日見減縮其優惠。 

特種學生的入學成績優待根據，來自台灣相關法律。原住民之優待加分則源

自《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與《原住民教育法》。雖然加分優待原則上為外加

分數，不過為因應公平性，今此優待辦法已有各種細則與不同方式。 

適用人數較多的原住民優待細則則為： 

(一)參加考試分發入學者，其指定考科依各校錄取標準降低原始總分 25%，

（換算成加分制度者，則為原始總分加 33%）。 

(二)參加推薦甄選及申請入學等其他方式入學者，由各校院酌予考量優待。 

(三)各校得衡酌學校資源狀況及區域特性，於招生核定總名額外加 1%為原

則，提供原住民考生入學。3 

以 2004 年台灣各大學入學指定科目考試為例，共有 2396 名考生通過特種考

生資格審查，並獲得加分優待，其中享有降低錄取標準 25％（即加分 33％）之

原住民考生有 1142 人。放榜後，文科類組中共有兩名原住民特種考生年達到「超

滿分」情形（滿分 500 分，加分後超過 500 分）。另外，指定六科的理科類組有

五人破 600 分，而 540 分以上的高分人數也達 17 人。
4
其中更預估有二十多位考

生加分後將可到達台大醫學系錄取標準，由於大學招收加分特殊考生，係採名額

「內含」，意味加分考生可能排擠到一般考生錄取機會，因此引發許多考生及家

長疑慮。原民會指出依據「原住民學生升學優待及公費留學辦法」，原是希望各

                                                 
3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 
4黃以敬，93.07.22〈加分引發排擠原民會籲採外加增額〉，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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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學校提供升學優待，而「各校衡酌學校資源狀況與區域特性，於招生核定總名

額外加一％為原則，提供原住民考生入學」，就是希望原住民考生加分的錄取名

額，能避免排擠到一般考生，過去也曾對大學提出建議，但基於大學法明訂招生

屬大學自主，只能尊重大學招聯會將名額「內含」的決定。因此原住民升學優待

的政策遂在主流民意的強烈抗議聲中，面臨修正的困境。 

施正峰（2009）認為近年來，由於原住民身分稍有放鬆，傳統「內加」（名

額不變）的錄取方式產生排擠效應，難免引起漢人家長的抗議，特別是在原漢混

居的縣市，因此調整為「外加」（增加名額）。儘管出發點也許是善意的，但由於

政策推動過程的說理不足，長久以來，還是有人認為這是不公平的作法。也因此，

原住民一旦離鄉背井進入校園，就馬上要面對汙名化的精神挑戰，也就是自己技

不如人，要靠國家的保障才能念書。試想，即使是一個成年的師範生，或是大學

生，如此被羞辱的集體經驗，恐怕是一輩子也無法抹滅的記憶。5 

三三三三、、、、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族語文化認證族語文化認證族語文化認證族語文化認證的實施的實施的實施的實施    

2002 年，台灣廢除聯考，新方式的入學方式指定科目考試實施後，原住民

等特種考生加分人數較往年激增近千人，其中於 2004 年度，甚至有超過 20 位特

種考生（全部為原住民）加分後預估可上國立台灣大學醫學系，引發台灣部分考

生家長激烈反彈。為此行政院相關部門特地修法將特種考生名額改採「外加」並

藉由語言認證考試，嚴格限制原住民認證，減少對於一般考生的排擠並顧及教育

公平性。不過即使如此，比例約 2%考生的原住民加分優待，仍在台灣普受爭議。 

（一） 原住民學生升學優待取得文化及語言能力證明考試 

原民會為配合教育部於 95 年 9 月 8 日修正發布「原住民學生升學優

待及原住民公費留學辦法」第三條條文之實施，協助原住民族學生能在最

短時間內學習本族語言，於 96 年 3 月 10 日辦理完畢 96 學年度原住民學

生升學取得文化及語言能力證明考試。有關「文化及語言能力」證明取得

方式、應考資格、應考科目及範圍、考試合格標準、辦理時間及授證機關

與有效期限，分述如下： 

1. 取得方式：96 學年度原住民學生升學優待取得文化及語言能力證明之取

得方式，擇以下二種之一辦理： 

（1） 報考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辦理之 96 學年度原住民學生升學優

待取得文化及語言能力證明考試（以下簡稱能力考試），考試合

格者。 

（2） 參加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辦理之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考試

合格者。 

2. 應考資格：參加能力考試之應考資格，限於 96 學年度報考高級中等學校、

五專、四技二專、二技及大學校院之原住民學生。其原住民身分之認定依

原住民身分法之規定。 

                                                 
5施正峰，2009.03.04〈升學加分是強心劑〉，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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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應考科目及範圍  

（1） 科目：原住民族語言，分十四族四十三個方言別。 

（2） 範圍：教育部出版之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原住民族語教材第

一階、第二階、第三階及基本日常生活用語，並以原住民族十四

族四十三個方言別分別命題。 

4. 考試方式：採聽取錄音帶方式測驗族語「聽」與「說」之能力。 

5. 考試及格標準：考試總分為 100 分，合格標準為 60 分。 

6. 辦理時間：能力考試於每年 3 月及 12 月辦理兩次。 

7. 授證機關及證明書有效期限：報考能力考試合格者，由行政院原住民族委

員會授予合格證書，並於證書上載明證書有效期限三年之屆滿年月日;但

參加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辦理之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考試合格者，

不在此限。 

由 96 年度辦理首度全國原住民學生文化及語言認證資料可知（如表

一），各縣市合格率皆達百分之 60 以上（除離島縣市外），整體合格人數

以及合格比率的數字呈現出第一次辦理的成效頗有正面有效的反應。 

表一：96 年度全國原住民學生文化及語言認證測驗統計表。 

縣市 到考人數 合格人數 合格比率 平均分數 

台北市 157 110 70.06% 68.53 

台北縣 696 486 69.83% 68.96 

桃園縣 1078 801 74.30% 70.8 

新竹縣 313 272 86.90% 79.43 

新竹市 47 28 59.57% 64.66 

苗栗縣 148 96 64.86% 68.45 

台中縣 433 296 68.36% 67.94 

台中市 119 88 73.95% 72.5 

彰化縣 68 48 70.59% 66.24 

南投縣 578 467 80.80% 75.94 

雲林縣 10 8 80.00% 73.6 

嘉義縣 67 51 76.12% 74.16 

嘉義市 14 12 85.71% 75.5 

台南縣 43 27 62.79% 66.77 

台南市 33 30 90.91% 77.09 

高雄縣 272 242 88.97% 79.76 

高雄市 145 116 80.00% 73.72 

屏東縣 974 818 83.98% 73.34 

台東縣 1357 1087 80.10% 74.31 

花蓮縣 1486 1136 76.45% 72.55 

宜蘭縣 280 232 82.86% 75.76 

基隆市 191 129 67.54% 6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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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 6 0 0.00% 34.5 

金門縣 5 0 0.00% 45.6 

連江縣 1 0 0.00% 48 

 8521 6580 77.22%  

資料來源：行政院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教文處。 

（二） 屏東縣學生測驗成績資料分析 

自 96 年度開始本縣報考參加能力認證學生人數、合格人數、合格率、

平均分數等數據（如表二、圖 1,2）顯示，本縣參與能力認證的學生以排

灣族為主，其次為魯凱族，尚有阿美族、布農族，鄒族與泰雅族則各有一

位參加。資料同時顯示自 96 年起至今（98 年）實施 4 次能力認證報考人

數有逐漸減少的趨勢，合格率也逐年降低，平均分數也逐年降低，為何有

這樣的發展趨勢，值得深究。 

表二：96~97 年度屏東縣原住民學生文化及語言認證測驗統計表。 

報考人數 到考人數 合格人數 合格率 平均分數 
96年第1次 

無資料 974 818 83.98% 73.34 

報考人數 到考人數 合格人數 合格率 平均分數 
96年第2次 

1630 1482 1229 82.93 73.27 

報考人數 到考人數 合格人數 合格率 平均分數 
97年第1次 

1062 931 724 77.8 70.4 

報考人數 到考人數 合格人數 合格率 平均分數 
97年第2次 

748 605 435 71.9 67.3 

資料來源：研究者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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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6 年度參加測驗人數統計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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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各語言別通過率統計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本縣參加 96 年能力認證學生聽力、口試成績分佈統計圖表（表六、

表七，圖 3、圖 4）可知，聽力部分成績有七成左右達到通過的水準，顯

見參加能力認證的學生在族語聽力的表現上是不錯的。口說能力則因為母

語環境的變遷，加上社會媒體、教育資源的獨斷，讓現代化之下成長的學

生對於族語的口說能力有急遽衰落的現象，這種情形是原住民社會必須慎

重面對的殘酷事實。 

表六：聽力測驗成績統計表。 

分數 人數 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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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351 0.36 

50-59 426 0.437 

40-49 119 0.122 

30-39 69 0.07 

20-29 7 0.007 

10~19 2 0.002 

1-9 0 0 

0 0 0 

資料來源：研究者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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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聽力成績分布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表七：口試測驗成績統計表。 

分數 人數 比率 

40 0 0 

30-39 168 0.172 

20-29 333 0.341 

10~19 289 0.296 

1~9 152 0.156 

0 分 32 0.03 

資料來源：研究者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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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口試成績統計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三） 升學能力認證大家談 

綜合分析上述統計資料變化，研究者也以訪談方式，隨機訪問參加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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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認證考試的學生、家長以及學校教師等人士，就原住民學生升學優

待、認證加分、族語學習態度等問題，深入訪談後將訪談資料整理如下： 

1. 參加能力認證的動機： 

曾經參加能力認證的 A 同學說：「因為學校說要報名參因為學校說要報名參因為學校說要報名參因為學校說要報名參

加認證加認證加認證加認證，，，，所以我才跟同學一起報名參加考試所以我才跟同學一起報名參加考試所以我才跟同學一起報名參加考試所以我才跟同學一起報名參加考試，，，，家裡的人對於家裡的人對於家裡的人對於家裡的人對於

能力認證都不懂能力認證都不懂能力認證都不懂能力認證都不懂，，，，沒有辦法給我提供任何建議沒有辦法給我提供任何建議沒有辦法給我提供任何建議沒有辦法給我提供任何建議。。。。」（2008.01

訪談）。 

研究者也以都會區應考學生為對象實施隨機訪談，B 同

學這樣表示：「參加能力認證是參加能力認證是參加能力認證是參加能力認證是爸爸告訴我的爸爸告訴我的爸爸告訴我的爸爸告訴我的，，，，學校訊息則學校訊息則學校訊息則學校訊息則

是後來快要報名時才有集合原住民學生的動作是後來快要報名時才有集合原住民學生的動作是後來快要報名時才有集合原住民學生的動作是後來快要報名時才有集合原住民學生的動作，，，，參加能力認參加能力認參加能力認參加能力認

證主要是通過後可以加分到證主要是通過後可以加分到證主要是通過後可以加分到證主要是通過後可以加分到 35%35%35%35%，，，，至少學測成績看起來有進至少學測成績看起來有進至少學測成績看起來有進至少學測成績看起來有進

步步步步。。。。」（2008.04 訪談）。 

綜上所述，第一次能力認證的實施倉促，針對能力認證

宣導明顯不足，都會區和鄉村地區訊息接收有落差，顯見政

府對於政策的推行在行政傳達與政策說明上需要改進。 

2. 學習族語的態度： 

首次能力認證辦理完畢後，研究者透過相關管道取得成

績資料，參加認證的學生成績表現不錯，以屏東縣而言，成

績普遍在水準之上，是否學生語言能力表現真如成績表現一

致，研究者以都會區、鄉村區的分類隨機訪談學生、族語教

師、家長等。 

學生 C 表示：「「「「從小就在部落長大從小就在部落長大從小就在部落長大從小就在部落長大，，，，祖父母祖父母祖父母祖父母、、、、爸爸爸爸爸爸爸爸、、、、媽媽媽媽

媽等長輩都用族語交談媽等長輩都用族語交談媽等長輩都用族語交談媽等長輩都用族語交談，，，，母語就是平常使用的溝通工具母語就是平常使用的溝通工具母語就是平常使用的溝通工具母語就是平常使用的溝通工具。。。。有有有有

時候時候時候時候在同學面前講母語會覺得怪怪的在同學面前講母語會覺得怪怪的在同學面前講母語會覺得怪怪的在同學面前講母語會覺得怪怪的，，，，但是我認為如果大家但是我認為如果大家但是我認為如果大家但是我認為如果大家

可以用母語交談的話可以用母語交談的話可以用母語交談的話可以用母語交談的話，，，，應該就不會有這樣的感覺吧應該就不會有這樣的感覺吧應該就不會有這樣的感覺吧應該就不會有這樣的感覺吧！」！」！」！」

（2009.03 訪談）這位同學目前為止都生活在部落裡，母語

情境薰陶下，參加能力認證對他而言非常容易就通過了。 

學生 B 訪談時表示：「「「「能力認證試題簡單能力認證試題簡單能力認證試題簡單能力認證試題簡單，，，，只要將學校只要將學校只要將學校只要將學校

提供的模擬試題做過兩三次提供的模擬試題做過兩三次提供的模擬試題做過兩三次提供的模擬試題做過兩三次，，，，要通過認證其實非常容易要通過認證其實非常容易要通過認證其實非常容易要通過認證其實非常容易。」。」。」。」

（2008.01 訪談）顯見首次的能力認證因為政策的倉促決

定，對於認證範圍、試題題型設計、考試方式都並沒有一套

制度運作，所以只要有時間加強準備應試，通過考試並非難

事。 

家長 A 認為：「「「「政府為了提升原住民語言和文化的重視政府為了提升原住民語言和文化的重視政府為了提升原住民語言和文化的重視政府為了提升原住民語言和文化的重視

程度程度程度程度，，，，辦理學生能力認證考試辦理學生能力認證考試辦理學生能力認證考試辦理學生能力認證考試，，，，希望有一套嚴謹的配套措希望有一套嚴謹的配套措希望有一套嚴謹的配套措希望有一套嚴謹的配套措

施施施施，，，，免得學生除了準備一般科目之外免得學生除了準備一般科目之外免得學生除了準備一般科目之外免得學生除了準備一般科目之外，，，，又要應付能力認證加又要應付能力認證加又要應付能力認證加又要應付能力認證加

分的問題分的問題分的問題分的問題，，，，升學壓力比一般學生大升學壓力比一般學生大升學壓力比一般學生大升學壓力比一般學生大。」。」。」。」（2008.01 訪談）家

長的回應無非是期待政府單位對於學生升學管道能有更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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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意的措施，莫再增加原住民學生社會競爭的壓力。 

擔任學校族語教學的老師說：「「「「現在擔任族語教學的工現在擔任族語教學的工現在擔任族語教學的工現在擔任族語教學的工

作非常辛苦作非常辛苦作非常辛苦作非常辛苦，，，，雖然族語傳承是時代的使命雖然族語傳承是時代的使命雖然族語傳承是時代的使命雖然族語傳承是時代的使命，，，，但是我們看到學但是我們看到學但是我們看到學但是我們看到學

生上課生上課生上課生上課態度不好態度不好態度不好態度不好，，，，學習效果又因為很多原因而打折扣學習效果又因為很多原因而打折扣學習效果又因為很多原因而打折扣學習效果又因為很多原因而打折扣，，，，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會很灰心會很灰心會很灰心會很灰心。。。。尤其是家長的態度不是很積極尤其是家長的態度不是很積極尤其是家長的態度不是很積極尤其是家長的態度不是很積極，，，，學生在學校學的學生在學校學的學生在學校學的學生在學校學的

族語回到家裡沒有使用族語回到家裡沒有使用族語回到家裡沒有使用族語回到家裡沒有使用，，，，學生根本不能吸收學生根本不能吸收學生根本不能吸收學生根本不能吸收，，，，這樣族語教學這樣族語教學這樣族語教學這樣族語教學

就好像是能力認證的補習班一樣就好像是能力認證的補習班一樣就好像是能力認證的補習班一樣就好像是能力認證的補習班一樣。」。」。」。」（2009.05 訪談）可見

的學校教學如果沒有家庭教育的支持，社會教育的尊重，遑

論原住民文化語言的傳承。 

3. 升學優待由「內含」到「外加」： 

學生族語能力認證從 96 年辦理開始至今已經完成 4 次

的能力認證，從當初立法通過施行之後，雖然在表面上具體

的顯示通過能力認證可加 35%的分數，確實讓族人一時之間

積極投入族語的學習。然而錄取名額由「內含」到「外加」

的改變，卻是族人炫亂於加分的糖衣中，無奈面對的另一個

升學管道的閉鎖。 

報紙登載水里國中校長戴國華說，「原民生間的單純競

爭，無端被披上「巨幅優惠加分」外衣，事實上優惠未必存

在，卻傷害其自尊，制度確有商榷必要。」6研究者也曾訪

談家長做如此的敘述：「「「「能力認證的加分原本以為能夠像以能力認證的加分原本以為能夠像以能力認證的加分原本以為能夠像以能力認證的加分原本以為能夠像以

前一樣前一樣前一樣前一樣，，，，按照原始分數加分按照原始分數加分按照原始分數加分按照原始分數加分，，，，而且一起參加分發而且一起參加分發而且一起參加分發而且一起參加分發，，，，但是到了但是到了但是到了但是到了

現場卻變成原住民自己的競爭現場卻變成原住民自己的競爭現場卻變成原住民自己的競爭現場卻變成原住民自己的競爭，，，，早知道我們就應該放棄原住早知道我們就應該放棄原住早知道我們就應該放棄原住早知道我們就應該放棄原住

民加分的身分民加分的身分民加分的身分民加分的身分，，，，這樣選擇的空間會更多這樣選擇的空間會更多這樣選擇的空間會更多這樣選擇的空間會更多。」。」。」。」（2009.09 訪談）

因此，未來學生與家長在現有學校招生名額限制之下（甚至

有學校並無開放原住民入學名額），對於參與學生能力認證

的動機之影響，值得相關單位深思，謀求改善之道。 

四四四四、、、、    提升學生提升學生提升學生提升學生學習學習學習學習族語族語族語族語的的的的具體具體具體具體策略策略策略策略    

依據田野調查資料顯示：阻礙原住民族語傳承的主要因素為（一）父母的

群體不同。（二）家庭生活使用族語比例下降。（三）未來父母族語能力降低。（四）

群體認同感與族語能力的關係。（五）民俗文化活動與族語能力的關係。（六）強

勢語言對於族語教學的排擠效應。（七）居住地域屬性對族語使用頻率的影響。

於是辦理族語認證無非是亡羊補牢亦或是危機中的轉機出現，就現階段鄉土語言

推展之現況，並鑒於上述影響族語傳承的因子，研究者認為從政府族語認證制

度、社會鄉土意識提升、學校族語教學落實、家庭族語教育深化中尋求解決之道。 

（一） 提升原住民教育品質  

                                                 
6沈揮勝，2009.07.08〈基測「表面加分」 被虧優待傷自尊〉，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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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獎勵大學校院設立多元文化教育、原住民族歷史文化等相關課程，

並開設「原住民教育師資儲備班」，儲備原住民師資。 

2. 修訂原住民籍離島生保送國立師範校院甄試要點，增加招生名額，

以符實際需求，穩定原住民教育師資。 

3. 依據〔原住民族教育法〕精神，落實有關原住民相關學校（包含國

中小學、高中及原住民民族學院）優先遴選原住民籍教師及行政、

學術主管，保障原住民自主參與之權益。 

4. 修訂〔教育部獎（補）助原住民教育及語言研究著作實施要點〕內

容，擴大適用範圍，積極獎勵教師發展原住民族語言文化教材、設

施（包含網頁、網站）、教具；建立原住民歷史、語言及文化之基礎

文獻，提供國中小學參考運用。 

5. 配合九年一貫課程本土語言（族語）教學，都會地區組成「原住民

族語言文化教學輔導團」。 

6. 加強原住民地區學校電腦教學，並積極建立遠距教學網際網路。 

7. 補助原住民國中生及高中、職生之課業輔導，並加強中輟學生復學

輔導；鼓勵重點學校（高中、高職）設置進修學校或第二專長班，

招收失學原住民青年。 

（二） 能力認證制度改善 

語言認證的政策應配合語言使用者的程度，按照啟蒙、初級、中級、

高級、優級等階段，讓族語認證能有具體化的層級分別，讓學習語言可以

確立階段目標，使學生能夠在各階段學習基礎完備之後（如表十七），得

以挑戰更高層級的認證。而每階段的認證一能提供實質的鼓勵，研究者認

為政府應訂定公教人員服務於原住民地區，得經過族語認證初級以上資

格，始得任用之。而學生升學加分優待也以通過優級到初級等各階段認證

而有35%~10%的加分優待，此升學加分也可開放非原住民或是非本族群（跨

族群）之學生參加語言認證，通過者也可加分，鼓勵大眾學習族語。 

表十七：四套族語教材架構表(黃美金草擬 2007-8-23) 

教材名稱 冊數 課數 內容 

一、原住民族語教材字母發音篇 

1.《族語字母篇》(發音讀本) 

2.《唱歌學族語》 

3.《看圖說族語》 

3 各族

語字

母數 

1.每課 1~10 個新詞(基本詞彙 200 詞) 

2.每課二句與日常生活及作息相關之基本會話 

二、原住民族語教材生活會話篇 

1.《原住民生活族語一百句》 

2.《原住民生活族語兩百句》 

3.《原住民生活族語三百句》 

3 10 1.每課 15~20 個新詞(基本詞彙 500 詞) 

2.每課約十句與日常生活、週遭環境、社交活

動、自然景觀等有關之基本會話 

三、原住民族語閱讀書寫篇 3 10 1.每課 30~40 個新詞(基本詞彙 1000 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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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讀本) 

1.《原住民族語讀本(一)》 

2.《原住民族語讀本(二)》 

3.《原住民族語讀本(三)》 

2.每課 1~2 段短文，約 100~150 個單詞，介紹原

住民族群現代之食衣住行、文化特色、藝術活

動、地理環境、族群聚會、教育情形、就業機

會等 

四、原住民族語言文化創作篇 

1.《原住民族語：生活藝術篇》 

2.《原住民族語：禮儀習俗篇》 

3.《原住民族語：文學創作篇》 

3 10 1.每課新詞數量不限 

2.每課文章約含 300~400 個單詞，分別介紹 

(1)原住民傳統之飲食、服飾、建築、交通、歌

謠、舞蹈、陶藝、雕刻、神話、傳說等 

(2)原住民傳統之聚落環境、遷徙歷史、生命禮

儀、婚喪喜慶、族群(階級)組織、墾殖狩獵(漁

業)、祭典禁忌、宗教信仰等 

(3)原住民現代之文學創作 

資料來源：黃美金，2009.11.24 授課資料。 

（三） 社區本土語言措施 

現代社會型態已由農業變遷至工商服務業社會，原住民部落雖然都

位居偏遠山區，然而隨著交通建設、電信網路、媒體資訊之通達便利，都

不免受到主流社會的影響。於此研究者認為透過下列機制，強化族語使用

的機會。 

1. 普遍辦理部落語言巢計畫，並切實執行。 

2. 透過部落議會機制，訂定使用族語公約，在公開場合鼓勵使用族語

傳達事項。 

3. 部落社區電台、報紙等相關傳媒的設立，以族語為主要播報、書寫

的工具，並且提供新聞、藝文、科技、健康等資訊。 

4. 結合商業、公益團體、大專院校等，組織族語推廣志工社團，培養

都市原住民族語輔導團、族語藝文社團、族語成長團體等，讓原住

民不論在都會區、在部落都能親近族語，並時時使用族語、表演族

語。 

5. 經常性辦理族語交流活動，各部落參訪、生活體驗、營生技能的精

進學習活動等。 

（四） 學校族語教育落實 

學校是培植優質國民的場所，國家未來競爭力來源需要藉助學校教

育真切執行教學工作，恪遵國家教育政策的方針，並能與國際潮流接軌。

而台灣叢爾之島，多元文化的內涵，是南島民族的原鄉，佔有重要的位置。

我們應體認原住民教育在台灣的重要性，於此學校族語教育應能做到以下

的內涵。 

1. 掌握學習族語生活化、活潑化、趣味化、精緻化等原則，讓學習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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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成為族群認同、自我成長、競爭力提升的重要過程。 

2. 增加族語教學的課程時數，讓學生能有充分的時間學習族語。 

3. 教師族語能力加強，鼓勵教師研究族語、精進族語能力、參加族語

認證。 

4. 設立獎勵制度，以鼓勵教師、學生通過各階段族語認證；鼓勵教師

透過研究族語、傳統文化等成果，改善現行族語教學面臨之問題。 

5. 鼓勵研發自主性學習族語的系統，並強化學校、社區交流的機制。 

6. 積極納入不同語群之教師和學生，鼓勵學習不同族群之語言文化，

培養多元文化之開闊胸襟。 

（五） 家庭族語深化教育 

家是一個人生活重要的地方，家庭成員雖然隨著社會變遷的影響而

有改變，生活模式也與從前有著莫大的殊異。然而，透過家庭功能的彰顯，

對於原住民語言的復振，家庭有決定族語成敗的關鍵。研究者希望原住民

家庭能有下列的施為。 

1. 家長對於原住民族語態度的認同，雖不同族群婚姻結合之家庭日漸

增加，若能透過協調，在家庭生活中善用族語溝通的機制，建立合

諧與相互尊重的人格情操。 

2. 家庭生活用語加入族語元素，對於家庭成員熟悉族語的感染力有長

遠及深度的影響。 

3. 家長與子女共同學習族語，親子學習族語有著共同目標、共同話

題、共同的語言、也終究會產生原住民共同的意識與認同。 

4. 多語言時代早已來臨，族語學習不但能提升個人社會競爭力，對於

知識的擴充也有極大的幫助。 

五五五五、、、、    結結結結語語語語    

美國薩默語言學研究所在 1999 年 2 月發表的一項調查表明，「全世界只有

一個人會講的語言共有 51 種，使用者不到 100 人的語言有近 500 種，使用者

不到 1,000 人的語言有 1,500 種，使用者不到一萬人的語言有 3,500 種，使用

者不到十萬人的語言有 5,000 種。今天人類語言的消亡速度是哺乳動物瀕臨滅

絕速度的兩倍，鳥類瀕臨滅絕速度的四倍。」過去一世紀裡，世界上平均一個月

有兩種語言死亡，全球有四分之一的語言，說話人不超過一千。7在全球範圍來

看，已經有超過 750 種語言滅絕，還有許多語言也只有少數的使用者。聯合國估

計，目前世界上現存語言中，有一半的語言只有不到一萬名使用者，四分之一的

語言只有不到一千名使用者，並且，除非採取有效措施，否則在一個世紀之內這

些語言（至少 3000 種）都要滅亡。 

語言文化是一個動態性變遷的有機體，它透過族群流動、互動和生活經驗

                                                 
7
大衛‧克里斯托《語言的死亡》（台北：貓頭鷹出版，2001）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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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積壘，從個人、群體到部族之共識與利用，在生活中實踐並廣為流傳。對語言

保持敏感與警覺，始有助於思想及觀點的創新。對一個原住民而言，如果「死亡」

終不可免，至少我們要死的很莊嚴，像一個勇士、像一個酋長的後代。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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