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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語文教育現況研究—社區、家庭、與數位環境 

【文／語文教育及編譯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陳昀萱】 

  二十世紀最偉大哲學家之一的維根斯坦曾言（1922）：語言是思想的載體，語言的盡頭、也是

世界的盡頭（The limits of my language mean the limits of my world），這句二十世紀初的

哲語，預言式地指出當前地方語言在全球同質化發展之際所面臨的生存危機。因為，沒有了語言、

個體便難以思考與發聲、文化也失去傳承的媒介。是以，如何藉由本土語言保存與發展，在全球化

潮流下突顯在地文化特色與創意，保障多元族群的政治參與話語權、尊重多元族群文化認同，已成

為各國政策發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我國政府將本土與納入正式學校教育已有一段時間，卻未能有效減少本土語流失的速度，過去

研究多探討本土語文教育在學校場域的施行情形，較少談及家庭及社區施行情形及配套措施。因此，

本研究將研究重點聚焦於本土語文教育在社區、家庭、以及數位學習環境之現況、發展與挑戰，希

望對推動本土語文教育提出建言。 

  為達到快速蒐集資料且獲取深入訊息之目的，並兼顧聚焦及延伸討論之彈性，擇定焦點團體法

為研究方法、輔以半結構訪談大綱。共邀請 31 位參與者依其身分共分三組，即學者專家、教師或家

長，以及政府機關或民間團體。 

  研究結果依社區/部落、家庭、以及數位環境的挑戰及建議歸納彙整如下。 

一、社區／部落推動本土語文教育 

  社區／部落的語文學習資源，須重視法制化及語言本體的研發，包括語言的文字化、標準化、

現代化。在法制化方面，除了可以透過現有的圖書館、親子館、文化中心等設施推展本族的語文之

外，社區／部落也可以設立語文復振委員會、語文推動小組、專職的語文推廣人員、自發性的語文

社團等，以統整社區／部落的語文學習資源。在語料方面，從 2001 年成為學校的正式課程之後，

本土語言之文字化、標準化及現代化的落實，皆涉及語言本體規劃，有待各級政府及各族群的社區

／部落積極正視。 

二、家庭學習本土語文 

  家庭中父母的母語意識、以及積極建立母語教育的環境，對於母語文化的傳承有其關鍵，也是

目前主要的問題之一，許多父母並未積極使用母語和小孩交談，減少新生代使用母語的機會。與會

者具體提出幾個政府可以積極投入鼓勵家庭營造母語環境的方向，無論是一人一語、母語家庭獎勵、

母語保母制度建置、豐富母語媒材如紙本讀本並加以分級。此外，母語家庭與母語社區環境密不可

分，政府應該有意識地營造社區營造環境，無論是運用社區母語日、部落族語推廣員、或是族語師

徒制的制度，只要能夠積極推行落實，並適時評估調整進行的方向，都可以逐漸提升家庭與社區的

母語文化意識，進而對母語傳承發揮一定的功能。 

【研究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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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土語文數位學習資源 

  本土語文數位學習資源的內容包括數位教材、辭典、語料庫的建置以及科技軟體的開發，參與

者期望朝向提升學習興趣及促發意識覺醒等目標前進，同時也建議可透過多媒體、網路平臺及行動

載具等管道來學習，期待學習與教學內容可分階段學習，並符合科技潮流發展而走向多元化管道。

數位學習資源為語文支持系統的其中一個向度，其目的仍和其他語文教育面向之目的相同，旨在透

過數位學習資源，讓學習與生活結合，並擴大語言使用環境，學習不再僅限於教室、家庭、社區等

場域，而是在生活中實踐，最終達到語言活化、認同提升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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