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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國家語言發展會議第八場分場論壇紀要 

會議時間：2021/08/15(日) 14:00-17:10 

會議方式：線上視訊會議 

議題：國家語言學習力：建構本土語言／臺灣手語友善學習環境 

主持人：陳高志（內湖高工退休教師） 

            張榮興（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教授） 

與談人：彭歲玲（客語作家） 

            何信翰（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副教授） 

            Mo’o E’ucna 摩奧‧悟吉納（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董事長） 

            江文瑜（國立臺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教授） 

            劉秀丹（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副教授） 

司儀：施子涵 

手譯員：聶湘怡、黃聖芬 

會議紀要： 

一、 開場致詞：文化部蕭宗煌政務次長 

有鑑於語言流失的速度，失去家庭自然傳承的學習能力，因此透過學校

的專業教學成為搶救語言的關鍵，也是目前的實行方式。感謝教育部積

極配合國家語言發展法的規定，將國家語言列為部定課程，國小六年、

國中兩年、高中一年，且將於 110 年實施，但這也延伸出師資培育等相

關配套措施，以及政府與民間加強學習資源研發等亟待解決的問題，所

以辦理此會議匯集民間與政府力量共同來討論國家語言的傳承和發展。 

 

二、 主持人一：陳高志（內湖高工退休教師） 

從小，閩東語、馬祖話是我們的母語，回想從前說母語、講方言被老師

處罰的往事，再看今天馬祖話能夠成為國家語言之一，這是馬祖人作夢

都想不到的事情。 

 

三、 與談人一：彭歲玲（客語作家、講客廣播電臺主持人） 

（一）面對實際母語的斷層與流失，現在許多年輕父母已經不會說客語

了，必須透過學校教育來協助，而學校的本土語言教學深具影響

力與效果，家中沒有客語環境的小孩，透過從小選修客語加上有

興趣，可以用客語寫詩、寫故事。 

（二）針對傳承和流失，建議的策略方向如下：一、加強落實臺灣本土

語師資培育，增設本土語正式在職師資，使本土語言師資走向專

業化，讓本土語言有尊榮感。二、健全教學資源，建立多元學習

管道，為彌補學校一週一節課的不足，應鼓勵開設課後薪傳班。

三、本土語言教材的編寫應生活化、具實用性，讓孩子可以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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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於日常生活，勇敢開口說母語。並以多元的方式來推廣，如

本土語言的繪本，是很好的補充教材；鼓勵開發線上課程，可以

打破時間、空間的限制，大人、小孩可以一起學習。 

（三）鼓勵沉浸式教學：目前客委會推廣結合新科技，如 AR、VR 以及

遠端網路教學，新科技亦可加入沉浸式教學；無法執行沉浸式教

學的地方，應結合社區的耆老資源來延續母語，讓孩童在環境中

沉浸式學習，與在地結合可營造極大能量。 

（四）健全語言認證制度：創造語言的需求性，增加學習誘因與動機。

政策、制度的設立，公眾部門是最大的推手，藉以營造語言權力

的空間，尊重主體性，創造語言的尊榮感。 

（五）語言保存方式，書寫記錄有其必要性：母語書寫雖不如影像、戲

劇立竿見影，但母語文學是保存語言的好方法，且可提升母語之

美，建議政府挹注更多經費，保存語言文化資產；亦建議中央單

位設置多元族群文學作品的網路平臺，讓各族群相互觀摩學習，

必能鼓勵書寫，收增進語言應用之效。 

（六）（回應）我覺得語言認證很重要，希望可以有加分的制度，進而

創造需求性，有利母語保存。 

 

四、 與談人二：何信翰（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副教授） 

（一）希望政府盡速公布、實施國家語言發展報告。 

（二）政策要有進步性，語言的相關政策要向前邁進，且要考慮社會的

接受度，社會可以接受與現行政策差異太大的語言政策嗎？語言

政策不能停止但也不適合衝太快，要兼顧理想性與可行性。學校

對本土語言雙語教育有規劃申請者，為數不多，甚至遇到師生、

家長的反彈。 

（三）為何提倡母語教育無法說服臺灣大多數的民眾？問題在於家庭

語言環境已改變，華語才是孩童的第一語言，「用母語受教育是

人權」已無說服力。一次就設立從幼稚園到高中的全母語學校，

難度太高，但本土語言未來有很強的發展性，現階段國民基本教

育的教學目標可設為提升本土語言、臺灣手語在學校的時數和效

果，且為未來學生就業繼續使用本土語言做準備：第一、漸進式

提升，第二、結合現實生活、創造未來就業的可能性。語言復振

理論提及「單語會死、雙語會活」，現階段應利用雙語教育逐步

增加本土語言和臺灣手語在學校授課的比重，逐步擴大老師和從

業人員的數量。 

（四）雙語教育的益處：一、可以促進和提升語言態度，改變對本土語

言和臺灣手語的觀念，用它們也能教現代知識；二、增加使用臺

灣語言、手語的機會，若採雙語教育，所有課堂皆可使用本土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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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毋須硬碰硬要求增加本土語言節數，減少其他學科節數；三、

語言應用提升，學生進入職場自然使用本土語言。 

（五）關於進行雙語教育的方法：先設立雙語實驗學校和班級，以升學

考試增加本土語言和臺灣手語為未來目標；明年開始本土語言、

臺灣手語就是國、高中必修部定課程，在部分科目推行雙語絕對

有可行性。具體建議則為第一、培養師資，第二、共同備課。教

育部現在對於英文有補助國民中小學辦理部分領域課程雙語教

學計畫，我們要求對本土語言亦應如是，再者，分段施行，教育

部應輔導縣市成立教學資源共享平臺，分享資源、教案，雙語教

學是一種教學典範的移轉，不是單純把華語翻成本土語言、臺灣

手語而已。 

（六）一開始一定沒有人要去實踐，教育部須私下就每一種語言在每一

個縣市找幾間學校、幾個班級來試辦，讓大家看到成效之後，才

能從一個點、點跟點連成線，再連成面。教育部應參考所有的英

語雙語教學的辦法，訂定本土語言、臺灣手語的補助計畫；各縣

市也應訂定自己的辦法來推動本土語言、臺灣手語的雙語教學。 

（七）（回應）不同的語言，因為弱勢程度的不同，不能將所有的國家

語言和臺灣手語，每一種語言都用同一種方式來推動，儘管大方

向的目標一樣，但照每個語言弱勢程度其細節會不盡相同。語言

巢的觀念就是在社區營造全母語的環境，甚至在學齡前、進入學

校之前提供母語托育的補助或訓練，連父母都需要接受母語相關

課程，使家庭有這樣的環境，以上在國家語言發展報告都有提及，

各語言都有一起討論。 

（八）雙語教育最重要的精神在於讓非母語使用者，開始接觸母語，人

跟人開始接觸就會產生善意、互動，觀念也會跟著改變。每一間

學校要先安排一些本土語言跟臺灣手語的師資，老師們互相接觸

後，學生也就會開始接觸本土語言和臺灣手語，再來家長也會間

接接觸到，讓社會慢慢接受，這就是所謂漸進式的語言復振。 

（九）就人權的概念，母語家庭出身者，學校就應該能提供母語受教的

權利，這也是他們的權利，有一群人專門去實施或跨校連線線上

學習，也是很好的方法；透過視訊，讓學生可以選擇他要的課程，

尤其可以從臺灣歷史、地理相關課程著手，因為很多語言都跟老

地名有關係、與臺灣古早地理和風俗有關係，這些課程先用母語、

本土語言教學，會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五、 與談人三：Mo’o E’ucna 摩奧‧悟吉納（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

董事長） 

（一）健全國家語言認證制度—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之精進：自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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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首次舉辦族語認證考試以來，歷年來通過族語認證者已超過十

三萬人，報名人數也逐年增加，通過今年認證測驗考試者，年紀

最小的才五歲，是沉浸式幼兒園的學童。 

（二）原語會自去年主責試務工作，從考生提出的各種輿情，我們把各

種的困難及疑慮盤點羅列，並提出未來如何精進的方式與作為，

同時與主管機關討論出七大改進方案：一、測驗改進方案，二、

教材分級公告，三、評分細則研訂及閱卷教育訓練，四、應試指

南發展，五、E 樂園使用手冊，六、語言學習中心開設閱讀寫作

課，七、試務工作精進。 

（三）制度變革研析：增加測驗次數。為充實族語師資，滿足師資公費

生畢業需求，提高儲備族語專業人才，每年實施一次「高級」測

驗、兩次「中高級」測驗。 

（四）提升學習中心、族語 E 樂園、分級教材等族語學習環境，太魯閣

族已完成族語認證指南，未來也將在最短時間內完成其它族群認

證測驗指南。 

（五）未來展望：一、提升族人對族語認證的認識，二、強化母題研發

及命題人員素質提升試題質量，三、優化認證測驗制度，四、完

善試務流程預防突發狀況，五、提高應考率及降低缺考率，六、

建置活用認證資料據以改進測驗。 

（六）（回應）原住民族語認證測驗，只是語言復振過程的一環，絕對

不是目的，族語復振不是單單考試就能達到效果。原語會去年才

成立，但我們一直在做各種努力，無非是希望能夠真正復振我們

的語言，並且落實在生活當中，這樣未來才有希望。 

 

六、 與談人四：江文瑜（國立臺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教授） 

（一）「雙語國家政策」的名稱並不妥當，但這完全有別於何信翰老師

所說的雙語國家。2030 年的雙語國家政策由國家發展委員會所

主導，所謂雙語，其中一個語言就是英語，另一個語言雖未明說，

但可斷定就是「臺灣華語」；這個「雙語國家」的概念與「國家

語言發展法」是衝突的，「雙語國家政策」的名稱徹底排除臺語、

客語、原住民語言與臺灣手語，建議修改此名稱為「2030 年英語

環境友善政策」。 

（二）避免將英語的地位無限提升，避免「雙語國家」造成語言階級的

負面影響，英語應維持為臺灣的外國語，反對「雙語國家政策」

在「教育層次上」將英語變成「國語」。英語與臺灣的歷史沒有

直接連接，英語純粹只是外來語，且臺灣並無學習英語的自然環

境。提升英語能力不等於臺灣要變成「雙語國家」，翻譯軟體與

AI 的進步可加速英語的轉換，臺灣反而應投資更多資源在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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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語言與臺灣手語，讓臺灣文化底蘊生根與強化，「最在地的，

就是最國際化的」。 

（三）「2030 雙語國家政策」在語言教育資源上大量瓜分臺灣華語以

外的本土語言與臺灣手語的資源。除了授課時數的分配，雙語教

育在藍圖中亦提及發展幼兒園英語融入教保活動課程之模式；在

此之前，許多臺灣家長就想將孩童送進全英語幼兒園，倘推行此

政策，臺灣家長又怎願意讓小孩學臺語、客語？語言代表權力，

彼此互相競爭與排擠。人的一生時間是固定的，因此投資時間在

某一種語言就會相對壓縮另一種語言的學習。我們常常有過度誇

大英語重要性的迷思，我們並不反對學習英語，只是不應該是雙

語政策該推動的語言。 

（四）「國家語言發展法」通過至今，政府仍未投資與「雙語國家政策」

對等的金錢與計畫，國發會與文化部應共同針對本土語言發展提

出完善的規劃。政府應提出完善的「國家語言政策」，尤其是教

育方面，要打破以「臺灣華語」獨尊的語言政策，要平衡臺灣華

語與其他本土語言和臺灣手語的教育，讓它們有公平競爭的機會。 

（五）語言轉型正義：應將英語友善環境與英語變成主要國家教育語言

的概念分開，且政府急於在 2030 年達成目標，這只是不可能的

口號而已；本土社團與關心臺灣本土語言發展者應共同呼籲政府

更改政策名稱，並提出有力的本土語言發展方案。 

（六）當年日本政府將臺灣的族群分做「福、廣、生、熟」，就是用語

言來分類臺灣。人類的發展，語言一直不斷在變化，母語這個概

念亦如是，它和血緣已無法放在一起看，因為現在臺灣許多孩童

的第一語言為臺灣華語，所以把語言撿回來的過程中，要做到完

善的改變。 

（七）（回應）不要小看將英語作為雙語國家的影響力，若繼續下去，

臺灣的下一代學英語會越學越自卑，因為我們沒有天然的環境；

反過來，我們應將資源全數投入臺灣本土語言，本土語言比英語

重要，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呼籲官員應多多在公開場合使用本

土語言，以此方式帶動社會。 

 

七、 與談人五：劉秀丹（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副教授） 

（一）從明年開始國小、國中、高中的學生，可以選上臺灣手語：目前

已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臺灣手語課程綱要草案，臺灣手語教材

編制進度也即將完稱，此外，臺灣手語教學支援人員也在培訓當

中。臺灣手語的發展讓我深感樂觀。 

（二）臺灣手語與其他本土語言的不同之處：一、模式不同。其他本土

語言是用口說、耳聽，臺灣手語是手動、眼觀。二、管道即習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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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不同。其他本土語言主要是由父母、家人，聾朋友的父母通

常不會手語，需透過啟聰學校或聾社區。三、使用者的族群不同。

其他本土語言同質性比較高、有地域性，但臺灣手語使用者有聾

朋友也有 CODA（child of deaf adults），散居在各地。 

（三）臺灣手語在推動上的優勢與劣勢：優勢在於疫情期間電視上的手

語翻譯讓手語的能見度提高，手語歌曲很受聽人歡迎，科技有助

於推動手語，學手語通過證照考試有手語翻譯員的工作機會，調

查各階段學生學手語的意願均高。劣勢在於醫學進步，越來越多

人使用人工電子耳，需用手語溝通的人越來越少；加上又散居各

地，實際就讀啟讀學校的聽障學生不到 10%；又學校老師多為聽

力正常，和學生溝通時，大部分都一邊說、一邊比，手語便無法

像聾人打出自然的語法；此外有許多專業名詞尚不知如何以自然

手語表達；我認為臺灣手語目前在推動上，還有一個困難是沒有

手語的委員會。 

（四）如何善用優勢補強弱勢？一、成立專責單位，落實手語認證能力。

二、建立臺灣手語的社區，善用啟聰學校畢業生的專長，邀請他

們一起讓啟聰學校變成很好的自然手語學習環境，大學亦可考慮

成立手語教學、翻譯相關科系。三、獎勵培植臺灣手語的傳承者、

推廣者。尤其是 CODA，他們是父母聽不到、但本身從小聽得到

的孩子，CODA 從小從父母那裡學到手語，也可以當我們手語的

傳承者，應鼓勵他們成為一個社群，讓更多人知道來學習、傳承。 

（五）（回應）期待聾教育獨立於特教之外。認同發言人四所提及，臺

灣手語需要更多聾朋友的加入，並提供更好的環境，如培育聾博

士、碩士，讓他們為自己發聲，為自己的語言做更多的努力跟傳

承。關於何信翰教授提到的雙語概念，我們希望在聽障是推手語、

中文的雙語教育，然而啟聰學校老師的自然手語能力目前仍然良

莠不齊，這也凸顯了臺灣自然手語認證的重要性。 

（六）同意發言人八所提及，在推廣的時候一開始不要太過嚴苛，指責

手語或其他本土語言不標準，我們可以用比較開放的態度。最後

亦希望正式會議有更多聾人朋友參與。 

 

八、 發言人一：鍾文觀（花蓮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執行長） 

（一）有一則廣告提到鮮乳來自純淨無污染的紐西蘭：一個意義是任何

一個瀕危的語言都需要純淨無污染的傳承環境；另一個意義是紐

西蘭的語言巢與沉浸式教育為世界示範了什麼是純淨無污染的

作業環境。 

（二）雙語教育的確是現在必須要面對的挑戰，但最終的目標還是一個

純淨無污染的環境。原住民語言或是臺灣其他弱勢語言過去都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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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嚴重的侵害和剝奪，學校禁止說母語造成失去語言的現象，另

外一個因素是蔑視、歧視原住民語言、文化的態度，致使家庭轉

向選擇以華語為主要溝通語言，以至於並非創造環境，就一定有

人參與學習。 

（三）我們應該反思四十年前的紐西蘭和夏威夷為什麼要實施語言巢

和沉浸式教育，主要的目的是創造一個避免被歧視的環境。今天

既然定義臺灣的自然語言為國家語言，應該就要有國家的待遇，

來賦予國家語言在教學現場主權的地位，創造以各種語言為教學

語言的教學環境，而它必須是一個文化、價值跟語言純淨無污染

的環境，以避免蔑視的意識形態充斥在我們學習語言的周遭。 

（四）去年 5 月 18 號立法院辦理原住民學校法的公聽會，這是一個設

立原住民語言學校的法源依據，可惜到現在其實看不見任何積極

性的討論。行政機關應該要更積極地去回應，把握目前族語流利

者平均年齡為 50、60 歲以上的現況，否則再過 10 年，師資與對

族語有利的教育機會將會相當缺乏。關於原住民學校法立法的進

程，是否也請相關的單位提出一些說明？此外，其他族群亦皆應

該有相關法源依據來推動、設立沉浸式的學校。 

 

九、 發言人二：許雅茹（牽囡仔ê手行台語ê路代表） 

（一）臺語家庭的心情：倘宣布下學期開始取消所有華語，只用本土語

言教學，必備受質疑、抗議聲四起，主張影響受教權；反之，母

語不是華語的小朋友，就學之後無法選擇，但一般卻覺得這樣的

模式很正常。這樣極端的差異，真的有做到國家語言的平等嗎？

母語非華語的孩童是否受教育的權利就得任人宰割和剝削？ 

（二）建議可以往兩個方向來思考：一、在學校營造多語環境，讓孩童

習慣多語言的存在。二、維護母語孩童的受教權，除了雙語班，

國家應出資在學校成立母語社團讓孩童自由參加。在尚未有母語

專班前，應直接派專員來當母語孩童的母語導師，並建立制度，

只要通過申請就可以開始安排此課程，因為國家無法提供正常化

的教育，所以才需要另外規劃，因此所有配套措施都不應該有任

何限制。 

（三）對所有的主辦單位來說，這些議題就只是議題而已，討論完可能

就這樣過去了，不過對母語孩童來說，無法用母語來受教的痛苦

是每分每秒都是悲傷的存在。 

 

十、 發言人三：劉羽茵（「攀講馬祖」網站創辦人） 

（一）「攀講馬祖」推動馬祖語言、文化的對象：軍方、到在地服務的

青年、醫護人員；更高興自己的女兒從去年開始學習母語，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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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到主動找外婆、老年人聊天。 

（二）公部門應統一文字。 

 

十一、 發言人四：顧芳槐（民眾） 

（一）聾童其實已有雙語學校，也就是啟聰學校，沉浸式教學也是在啟

聰學校。聾童被鑑定為聾或重聽時，就已註定要雙語！聾教育所

界定的雙語是指手語跟書面語，即華語的書寫。 

（二）雙語對聾童而言非常重要。即便 90％的聾童出生在聽人家庭，但

手語仍是聾人的母語，在此亦可稱之為強勢語，這個視覺語言即

手語是適合聾童的，而且是他們能夠駕馭的，能藉以利用目前生

理上面的方式去閱讀、溝通和學習。 

（三）贊成與談人二提到的補助。尤其是在教材這一塊，政府應把關，

應有教育背景的人來加入較為妥適。 

（四）感謝文化部提供補助來做有關手語的網站。美國因為疫情的關係

結合很多科技，隨時隨地都能夠用數位的方式進行教學，手語亦

不例外。AIT 美國一間聾校，已與微軟合作做語音辨識，我覺得

臺灣也可以嘗試。 

（五）希望臺灣能夠成為英語友善環境的國家，也能成為對手語友善的

國家。我們建置這個數位網站就是希望能夠推廣臺灣手語和聾人

文化。國家語言法保障的是聾人的母語即臺灣手語，而非手語翻

譯員的薪資或其他等等，如果政府著重手語翻譯的發展，相對而

言並不會保障到臺灣手語，反而會壓縮到聾人教授手語的工作權

利；國家語言法若是要協助手語翻譯員，應是協助如何提升翻譯

品質、職業倫理。翻譯歸翻譯，教育歸教育，這兩個部分在美國

是完全分開的，我覺得這是國家語言法可以幫助、介入之處。 

（六）美國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在於，今天要推動語言，需要培養特定人，

要培養誰？臺灣手語我們要培養的應該是這些聾人，他們應該受

高等知識教育，應該成為一名碩士或博士，才能夠帶領這些聾社

群，把他們的經驗、文化、語言推廣出去和引領下一代。希望未

來的正式大會，臺灣手語的討論不是只有手譯員來參加而已，應

該要尊重聾人團體，讓他們來參加，讓聾人社群站出來替自己發

聲。 

 

十二、 發言人五：黃淑芬（前中華民國聾人協會理事長） 

（一）個人直到高中進入啟聰學校就讀，才開始接觸手語，這個視覺語

言開啟了我的人生，讓我開始可以學習、溝通；中文書寫的部分，

在學習手語之後也大為進步。手語幫助聾人在學習的認知上更清

楚，進而學習第二語言「書寫語」時會更有幫助；然而現在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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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並不利於手語，甚至特教宣導強調口語、輔具等等，讓聾童

認知有所混亂，與過去相比，在學習上更顯辛苦。希望政府在制

定政策時，能夠考慮聾人著重視覺學習的特色。 

（二）很高興臺灣手語納入國家語言，希望公權力有所影響，讓聾童出

生時，一開始就可以學習臺灣手語，讓聾童在教育培訓過程中使

用手語，且聽人家庭生下聾童者，全家人一起來學手語。 

（三）對聾人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護眼睛。建議大家如果是用簡報

呈現，應用對比、清楚的顏色，讓我們在視覺上可以看得比較清

楚。 

（四）一開始三所啟聰學校大部分都是用臺灣手語，但在第一本教育部

手語手勢中文之後，學習手語就產生了混淆；學校的老師用手勢

中文來做教學，對學生而言，無法清楚學習、認知，後來也證明

這個教育是失敗的，所以又回歸到臺灣的自然手語。然而真的能

夠回到百分百使用臺灣手語嗎？ 

（五）關於老師培訓的部分，老師是否會手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聾童不管是在一般學校或啟聰學校就讀，都算是聾聽共融的教育

環境，我發現孩子口語不清楚需要使用手語，也需要安排手語翻

譯員到課堂中來做翻譯，但這不是長久之計；應該讓特教的聾教

育獨立出來。但據聞特教的養成過程手語僅列選修，不管他們有

沒有機會碰到聾童，都應該具備基礎的能力，在早療階段或特教

領域會碰到各式各樣的身障者，可能也有用手語做輔助的教學，

故臺灣手語應列為必修並以之作為教學語言，我相信如此對工作

有幫助，聾童也一樣會獲利。 

 

十三、 發言人六：曾弋軒（青年代表） 

（一）年輕一代的母語可能不是這些瀕危的國家語言，國家語言的傳承

是否可以從血緣的傳承解放到直接開拓語言使用者的版圖，如拓

展第二外語教學，可參考每年派任許多師資到外國當地大學教授

華語的作法。 

（二）在制度方面，臺語檢定、臺灣手語檢定、原民檢定是否可以成為

外國人申請居留證或是申請大學的加分項目。語言推廣的討論限

縮在家庭恐較為狹隘，加上近年來社會人口結構改變，故希望能

拓展討論範圍。 

 

十四、 發言人七：黃建維（民眾） 

（一）就個人小學求學經驗，請求教育部協助學校落實本土語言課綱。

又，國小 108 年的課綱，每週一節本土語言教授臺羅拼音、臺文

書寫，時間並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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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家語言發展法第九條規定：學校教育得使用各種語言。但現況

是目前絕大多數老師使用華語授課，無法使用其他國家語言進行

教學。 

（三）教育部閩南語認證考試 2017 年到 2020 年之間，19 歲以下學生通

過比例下降 20％，報考人數逐年增加，通過率卻逐年下降，是認

證考試太難？還是學生學習臺語的能力越來越退步？值得思考。 

 

十五、 發言人八：曾櫳震（民眾） 

（一）應思考年輕人為何不肯說國家語言：如講客語是否存在客家人吝

嗇的刻板印象？應讓孩子了解「說國家語言」這件事情是有尊榮

感的、是對的事情，且應教育全民尊重與自己不同的語言、多元

的文化與族群。 

（二）同意與談人四提及的 2030 年雙語政策的問題。2030 年第二個官

方語言是英文，第一官方語言到底為何？如果是臺灣華語，這樣

2018 年推動的國家語言發展法到底對我們國家語言有何貢獻？

這是相關部會可以思考的問題。 

（三）蜻蜓點水的教學方式，對於本土語言的復振、發展不是很有幫助。

尤其是升學主義掛帥，考試科目借用其他學科時間的問題，教育

部應重視，進一步明確規定不能挪用、借用本土語言的課程時間，

否則相關問題全無解決的可能。 

（四）關於客語腔調的標準化，我想請問標準在哪？這是地域性、地方

性的問題，不應因為語言接觸、族群接觸凸顯客語有地方特色時，

反而被視為不正確。再者，老人家看到孩子說客語，常常會說你

的客家話不標準，這樣反而會讓年輕人乾脆放棄說客語；應多多

宣傳本土語言的重要性，即便說得不標準也沒關係，語言會發展、

變化，可能五十年前的語言早就和現在的語言不一樣，不是老人

家說的就一定對。 

 

十六、 發言人九：蔡文莉（意傳科技負責人） 

（一）請問教育部兩個問題：一、是否有預計先試辦某一學科的線上教

學以國家語言進行教學的？延續此一問題，是否每位學生都可依

自己的需求來選課程要用何種語言版本？進行該科目測驗考試

時，是否能提供不同國家語言版本的試卷做選擇？試辦某一科目，

在法律面與行政面又有哪些困難需要解決？ 

（二）本土網路學習資源需要設定正確的 ISO（國際標準化組織）語言

碼，現在臺灣較常使用的是繁體中文「ZH」或是「ZH-TW」，其

他本土語言是否已經申請了？申請進度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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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發言人十：楊玫蕙（民眾） 

（一）請貫徹語言平權，提供臺語家庭的小孩用母語受教育的機會。每

週一節的本土語言課程，對他們而言太過簡單而且不夠，請政府

重視臺語家庭的小孩。 

（二）請文化部和衛福部合作，把母語意識和說臺語、母語的重要性的

資料放入育兒手冊或是孕媽媽手冊中，從懷孕的媽媽開始宣導。 

（三）請獎勵母語家庭或提供特別福利。對抗華語環境需要極大的精力，

且母語家庭可起示範作用，慢慢影響他人未來也有機會能夠和孩

童說母語，故政府應重視母語家庭的意見。 

（四）請政府要讓華語小孩和臺語小孩有平等的受教權，如成立臺語學

校或在學校設立臺語專班或讓全職臺語教師進入學校，補助學校

成立母語社團，辦理母語冬、夏令營等等。 

 

十八、 發言人十一：陳豐惠（民眾） 

（一）文化部主管單位的官員、處理語言發展法的人，在公開場合應更

頻繁使用自己習慣的國家語言，多多使用就有起頭的作用，讓更

多人有聽到不同國家語言的機會。 

（二）請問文化部身為語言發展法的主管機關在落實語發法編列預算

方面如何處理？假使華語、英語的雙語國家政策都可以編列四年

一百億，那國家語言發展法要處理這麼多有傳承危機的國家語言，

難道不應該編列比一百億更多倍的預算來處理嗎？  

（三）期待文化部有責任更積極去推動，並設立專責機構即國家語言研

究發展中心，處理所有基礎工程，包含語料庫、人才庫、外來語

的翻譯、不同的國家語言如何處理外來語、國民對國家語言意識

的提升等等，都是主管機關和其他部會應該要共同協調處理的課

題。此外，主管機關應定期檢視語發法各條文的落實進度，並檢

討無法落實的原因。 

（四）並非哪個族群就學要哪個語言，而是所有的語言都是我們的資產，

每一個人民都有這個責任、義務去學習這些語言，不是只會問好，

而是真正學習不同族群、語言的文化內涵。我們應該鼓勵人民打

破單語的思考，文化部主管機關應營造多語言友善環境讓大家來

學多語，然後互相欣賞，真正去學習不同的語言。所有有傳承危

機的國家語言都需要用更多倍的速度，更多人、更多專業單位來

處理，這樣才能發揮國家語言發展法的真正作用。 

 

十九、 發言人十三：原民會語言科代表 

（一）臺灣南島語在整個世界是最多人使用、跨領域最廣的語言，考古

學家研究它是從臺灣移居出去，原民會於 8 月 17 號辦理「南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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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新書發表會。 

（二）原住民族教育法第十五條明文規定，各級政府要視需要設立各級

原住民族學校或原住民教育班。面對師資和課程的問題，參考紐

西蘭毛利學校，其師資培育的教育學程跟一般教育是一樣的。原

住民族教育法是在約束、訂定一般教育體系內原住民學生所應受

的教育，未來，原住民族幼兒園、小學、中學、大學等等原住民

族學校則是另外一個體系，用族語授課，內涵就是傳統的語言文

化。 

（三）關於專責機構，目前設定透過原住民族大學是否足以推動所需要

的師資、課程？也要透過原住民族實驗學校驗證以傳統文化做為

教育內容，學生的學習成效為何？且原住民族學校的體系可能就

不會按照目前中華民國的教育體系，如改配合成年禮的時間做階

段評估。最後要輔導各族十六族成立自己教育的自主團體，因為

各族文化有所差異，應自行決定自己要教什麼東西。 

 

二十、 發言人十四：陳瑩芳（文化部人文及出版司司長） 

（一）語言的學習其實不會只有在學校，還有家庭、社區。非常感謝教

育部將本土語言納入部定課程，111 年就要上路，如何配合這樣

的課程來營造友善的環境，開發更多語言教材、線上課程、學習

資源等等，都是很重要的課題。 

（二）如同公視的斯卡羅，還原 1867 年臺灣當時多語環境的時代，臺

語、客語、排灣語和英語，期待經過大家的努力，我們也可以重

現這樣多語共榮的環境。八場的論壇中我們聽到了非常多的語言，

每一位致詞的次長也都用自己的母語來講，希望能起帶頭示範的

作用。國家語言的發展跟推動不會只有文化部一個部會，需要各

部會共同努力；過去不管在國家語言發展法通過前或通過後，都

已經做了非常多的努力，但是我們也知道其實還有很多的工作還

沒有推動，也有很多的部分需要來做整合。很多人都提到有沒有

可能設立專責單位來做包括字詞典、語料庫、新創詞的部分，那

我們也會列入考量來進一步討論。 

 

二十一、 發言人十五：許慧如（師大台文系系主任） 

論壇除了讓大家知道自己本身以外的母語，更了解到臺灣國家語言

需共同面對的各種問題，所有國家語言應該合作爭取國家語言更多

的資源、尊嚴與地位，而非內部互相競爭與誤解。希望透過這個機

會，同心協力為國家語言爭取更好的資源，讓臺灣變成真正的多語

社會，因為所有的語言都是平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