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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第 1學期臺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 

本土語言輔導小組－分區到校諮詢服務記錄 

 

壹、研習時間：102 年 11 月 13 日（星期三）下午 13 時 30 分 

貳、研習地點：重溪國小視聽教室 

參、主持人：蔡玉葉校長         紀錄：王秋晴 

肆、出列席人員：（另如簽到簿） 

伍、主持人致詞：略 

陸、研習議程： 

  一、總召集人王念湘校長報告： 

    (一)首先感謝重溪國小蔡玉葉校長以及各位教育伙伴的參與。 

    (二)介紹出席的本土語言輔導小組伙伴。 

    (三)介紹出席的本土語言輔導小組伙伴。 

    (四)重要政策宣導 

依據 102 統合視導指標 

1.學校確實依據學生選修意願開課，且能積極遴聘合格師資。 

2.積極並鼓勵辦理教師參與本土語言認證之研習。 

3.現職教師授課節數佔該縣市(含公私立國中小)本土語言授課總 

節數之比率(13%) 

4.編製本土語言相關教材、研發或推廣教學方法，或成立本土語 

言教學資源網站，且能持續運作及更新。 

(1)南市國民中小學食育教材 

(2)本土語言文學補充市本教材(南都文賞) 

(3)台南市台語羅馬字教材(台語 ABC 真趣味) 

5.教師能依課程計畫進度及內容，進行多元評量。 

6.建立本土語言教科書或補充教材之回收再利用機制。 

 

  二、印象西拉雅介紹： 

(一)吉貝耍阿立母夜祭與孝海祭 

(二)臺南市是平埔西拉雅族原鄉，擁有相當豐富的西拉雅原住民文 

化，臺南市政府文化局為介紹各部落祭典內容與意涵、祭司養成 

故事，藉由影像記錄、影片附錄手冊等方式，以呈現部落祭典的 

相關內容，使一般社會大眾透過影像訊息的便捷傳送與播映，來 

更進一步認識西拉雅族群的文化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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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校本土語言多元評量計畫分析：九年一貫教學資源網站 

(一)各校本土語言課程多元評量分析 

臺南市國民小學學生成績評量辦法 1000909 

臺南市國民小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 1020830 

三、學生成績評量，應視學生身心發展與個別差異，依各學習領 

域內容及活動性質，選擇下列適當之方式辦理： 

紙筆測驗、口試、表演、實作、作業、報告、資料蒐集整理、鑑

賞、晤談、實踐、自我評量、同儕互評。 

學生成績評量應適時參酌家長意見辦理之；教師並應於學期初就

各項評量方式向學生及家長說明。。 

(二)可以對應教學正常化指標(定期考查試卷雙向分析、課程多元評 

量、教師自編教材、進修主題規畫明確等) 

(三)分區到校諮詢服務---成績評量辦法分析 

 
 

 

 

 

 

 (四) 難度及鑑別度分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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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評量成績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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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原住民族語：語言與文化介紹 

bulabulay sun；nga’ayho；miqumisang；lokah su ga 

(一)以課程綱要角度來分析，原住民族文化教學與原住民族語教學屬

語文學習領域（本土語言）範疇，因此對於學生的選修意願以及

開課說明，應充分揭露，以保障其學習受教權。且原住民族語課

程只要一人選修即可開班，因此盡量鼓勵，非原住民籍學生也可

選修原住民族語課程。「不平等的權力關係可以導致、亦或是根源

於象徵性暴力，迫使說話者選擇某種他們認為比較優勢的語言使

用方式。」值得深思。 

(二)原住民族文化教學與原住民族語教學可利用晨光時間、母語日、

彈性課程…等，播放有關原住民文化、語言教學等影音多媒體。 

(三)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臺灣原住民族資訊資源網、原住民族圖

書資訊中心、原住民族電視台、臺灣原住民數位博物館、臺灣原

住民族網路學院、政大原住民語言教育中心、國立教育資料館原

住民教育中心、原住民部落永續發展資訊網…等，等都可以是教

師在進行「原住民族文化教學」的資訊來源。 

(四)對於原住民學生，除了族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的鼓勵之外，也請

班級老師能夠多關心，或推展班上小朋友共同學習。安排溫馨、

舒適的教學環境，提供原住民族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使用。如有

可能提供獨立的原住民教室，可請族語支援教學工作人員協助布

置，作為情境教育。與班上孩子共同學習該族的問候語，讓該族

語言在班上有”繁殖”的機會。與班上孩子共同認識該族的文化

背景與文化意涵，進而嘗試使原住民文化成為貴班特色。 

(五)原住民學生若通過族語認證，在升學加分上有相當大的優勢，盡

量用各種方式鼓勵其學習母語。96 學年度起，原住民學生升學加

分優待為加總分 25%，若取得語言能力認證者，加總分 35%，但 99

學年度起，未取得語言能力認證者的優待方式，將逐年減少 5%，

並減至加總分 10%為止。（各系所所有名額均為外加） 

Masalu；aray；unin ang；mhway；su balay 

 

五、介紹台南市台語羅馬字教材(台語 ABC 真趣味) 

台灣的歷史，從台南開始；台南的歷史，則從羅馬字開始。17 世

紀大航海時代，台灣在興盛的海上貿易中站上世界的舞台。荷蘭人佔

領台灣，為了傳教和貿易，將羅馬文字系統帶進西拉雅族部落，1636 年

在新港社（今新市區）內設立全台最早的教會學校。教原住民文識字，

能書寫自己的母語。這些和語言結合的文字後來應用到交易契約文書

上，被稱為「新港文書」。這種文字在全世界各地被廣泛使用，因此具

有國際性。 



 5 

後來荷蘭人退走，漢人大量移墾，漢字被傳入且成為官宦、士子

公文書信上之主流文字。幾經政權之更迭，漢字之地位越形穩固，但

羅馬字在教會與民間的使用卻未曾間斷。時至今日，台灣的教育在一

套封閉的注音系統ㄅㄆㄇㄈ裡打轉。成就了華語的普遍使用，卻失去

各族群間溝通的平台及代間語言和文化的傳承。它限制了我們的思

考、阻隔了大家與外界的連結、也遮擋了孩子應該擁有的世界觀。 

台南作為台灣的文化首都，對待各族群最友善的城市，有必要扶

植各族群的語言的存續和發展。因此在台、客、原等各語言教學的推

展，始終不遺餘力。台語是最多市民使用的語言，其推動與發展是最

為重要的參考指標。 

在大家的努力之下，我們不只希望讓孩子能輕鬆學台語，同時搭

建一個羅馬字的平台，讓各族群的語言能交流互通，對外則連結國際。

這樣我們的教育內涵才會廣闊，兼顧國際化及本土化，畢其功於一役，

並以此來成就一個真正的文化首都。 

 

      第一課  A-má lih sì-kha-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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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介紹本土語言文學補充市本教材(南都文賞) 

 
 

融合在地精神，結合在地文學作家之作品，發展易教樂學的兒童

優良本土語言文學賞析教材，提供本土語言課外閱讀、作文、朗讀之

範本，提高本土語言教學之成效。 
委請專家學者協助編輯旨揭本土語言文學賞析補充教材，以臺南

在地文學及易教樂學為目標，適用對象為高年級學生，除取得出版再

製權以利教材出版外並將舉行推廣說明會，協助學校應用此本教材，

進而延伸為線上電子書、繪本等相關產出品，亦可提供本市各國小放

心做為作文及朗讀等本土語言教材使用。 
南都文賞的產生，主要的對象是－台南市國小高年級到國中的囡

仔為主。所選的文章內容有囡仔歌、嘛有現代詩，加上感性的歌謠佮

散文，以及趣味性懸的台語說唱佮布袋戲劇本，這攏欲呈現多元性的

體裁佮豐富的內容，予咱的囡仔會當欣賞著台語文的媠！過去咱的囡

仔 接觸較濟的諺語佮童謠囡仔歌，這馬這本南都文賞欲予囡無仝的眼

光，予會當體會台語文的實用佮優美，提昇對台語文的眼界。 

 

七、介紹「本土語言認證考試」 

(一)附件 1-教育部 102 年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 B_sample 

   

八、現場實作與研討 

(一)附件 2-語句書寫 

(二)附件 3-臺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方案市本教材前測 

(三)附件 4-客語體驗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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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回應學校各項教學問題 

    無 

   

十、發問卷調查表及回收 

 

柒、臨時動議及交換意見：(無) 

 

捌、散會：同日下午 16 時 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