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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潛漸漬，讓孩子透過沉浸式族語課程認識與尊重族群文化 

(圖文/ 原住民族與少數族群及特殊教育組林芳儀提供)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為結合縣市及學校特色，積極規劃課程並配合有效教學策略，

協助學生樂於學習原住民族語並親近原住民族文化，補助全國共 10 所國民中小學運用沉

浸式語言教學概念，並與其他學習領域結合，營造國民中小學學生接觸及使用原住民族語

之學習環境，提供學生多元文化學習機會。 

沉浸式課程實施方式分為「沉浸式原住民族語學校本位課程」、「沉浸式原住民族語樂

學課程」兩種類型，前者於學期中的正規上課時間，以原住民族語進行學校本位課程教學，

必要時安排原住民族語師資與學校授課教師進行協同教學。後者則運用課餘時間(課後、周

末假日或寒假)，以原住民族語進行樂學課程教學，以族語及文化學習為主要目的，且族語

學習實作或活動性課程不得少於百分之五十，課程由原住民族語師資為主要教學者，並安

排學校教師進行協同教學。另為推廣族語家庭化，亦可以社區家庭親子為實施對象，透過

共學方式學習原住民族語。 

「沉浸式原住民族語學校本位課程」以苗栗汶水國小為例，該校運用 20 節課中的 6 節

課進行汶水泰雅語織布歌課程，課程透過欣賞「織布步驟圖片」，使學生透過圖片及聲音

認識織布步驟，進而讓學生體認汶水泰雅人過去織布的艱辛與智慧，並透過反覆的句型練

習，使學生能以疑問句的句型，說出汶水泰雅語的完整語句。教師在上課過程中皆以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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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雅語與學生進行問答與教學，以增加學生運用族語的情境，將族語視為生活中的一環；

在最後一堂課時，學生們對於這首歌謠已能琅琅上口，透過歌謠的傳唱更加感受到文化傳

遞的力量。 

另外高雄國昌國中即是採用「沉浸式原住民族語樂學課程」，規劃於周末辦理親子共

學型態的族語課程，在介紹布農族飲食文化的課程中，教師與共學的家長們準備布農族傳

統美食，包括小米、醃製豬肉、地瓜等，透過食物的種類及烹煮方式，使學生了解到先民

的飲食習慣，再邀請家長以郡群布農語分享過往的飲食經驗及需注意事項，讓下一代了解

到族群的飲食禮儀。課程中也運用異質化、混齡分組型塑積極使用族語討論的氣氛，並以

分組競賽方式鼓勵學生在課堂中多用族語發表感受，更將學習氛圍帶進家庭，增加使用族

語之環境與機會。 

各試辦學校所規劃的課程中，讓學生從「做中學」語言、「用中學」語言，落實語言生

活化，並藉由長時間沉浸在語言環境，提升學生族語學習成效。語言是文化的載體，透過

教育部國教署補助的國中小學沉浸式族語課程計畫，在校園中營造族語生活環境，擴大學

生使用族語的場域及提升族語使用機會，讓學生能在生活中實際運用及溝通，並落實民族

教育之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