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篇文章全文發表於 2018年 5月 29日（台北），由國家教育研究院辦理之「原

住民族族語教育研討會」：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之後的族語教育，在此呈現摘要

及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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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6 月 14 日總統頒布「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除了希望能提升原住

民族語言的地位，更加強保障原住民族語言及其發展之權利。其中，第二十二

條第一項更明定「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應培訓原住民族老師，並助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以專職方式聘用為原則」，亦即，教育部應培訓專職的族語教

師，以在校進行原住民族語言教學。 

 

而經教育部國教署 2016 年委請東華大學陳張培倫教授執行「族語教學支援

工作人員多元聘任制度試辦計畫」的評估，在北中南東都開設公聽會，以徵集

現職族語鐘點教學支援人員（族語老師）及各機關、學校的意見，隨後於 2017

年 11 月 9 日發布「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聘任專職

原住民族語言教學支援工作人員（以下簡稱族語專職教支人員1）試辦注意事

項」，明定專任族語專職教支人員的任用及工作內容。 

 

因此，本文主要探討的重點有二，首先是針對族語專職化政策與制度來討

論；其二是藉由對都會區和原鄉地區小學的族語專職教支人員、族語鐘點教支

人員、校長等進行實際訪談，來釐清目前試辦的第一年實際的執行情況為何？

執行時所遇到的困境？以及對於未來族語教學的師資及制度的建議等問題。而

目前經訪談初步有幾點發現： 

一、族語專職教支人員的保障及地位相較於過去鐘點教支人員的情況確實

有提升，但若缺少族語鐘點教支人員，可能有部分學校會面臨找不到

老師的情形，進而影響學生的受教權。 

                                                       
1 族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普遍上會被稱作「族語老師」，在 2017 年 4 月辦理的原住民族語教學

支援工作人員專職化評估研究計畫公聽會中，也有老師提及「族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的職稱

不是很尊重參與族語教學的老師。據悉，相關計畫、規定不以「族語老師」稱呼族語教支人

員，可能是礙於教師法、師資培育法等法規限制，因在法規上要被視為「教師」是必須要經師

資培訓法之規定取得資格者才能擔任「教師」。本研究為了跟現行法規一致，將統一稱呼族語專

職老師為「族語專職教支人員」，一般族語鐘點老師為「族語鐘點教支人員」。 



二、目前族語專職教支人員並沒有專管中心，以協助建立明確的輔導機制

及族語教支人員之間的交流、合作編輯教材等工作。 

三、目前針對族語專職教支人員的研習課程，未有明確的規劃，族語教支

人員通常都是自己參與各界開設的相關研習活動，其研習內容參差不

齊。 

四、教學節數的採認可以更為多元，包括定期的培訓、定期的研發教材、

主聘學校附設幼兒園的族語教學協助以及每週族語課時數增加等部

分。 

 

最後，本文針對新北市和花蓮縣執行情況進行比較，除了整理分析目前族

語教師專職化政策的優缺點外，亦提出具體的建議和未來的修正方向。由於該

法規仍處試辦階段，希望本文的研究結果有拋磚引玉之用，同時也作為未來正

式法規修正的方向及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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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歷程回顧

研究核心問題及目的

研究限制、研究方法與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與討論

結論與建議

結語



歷程

歷程回顧

2017年
東華大學依計畫
分區辦理公聽會

2017年
11月9日發布「教育部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聘任
專職原住民族語言教學支
援工作人員試辦注意事
項」，而已先於8月開

始試辦執行。
2016年

教育部國教署委託東華
大學辦理「族語教學支
援工作人員多元聘任

制度試辦計畫」
之評估

2018年
國教署起草「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原住民族語老師
之進用考核及待遇辦法草

案」，並於5月分區辦
理諮詢會議。



1.族語教學人員專職化（專
職族語老師）在國民小學
實施的現況

2.分析族語教學
人員專職化執
行的優缺點與
困境

3.透過現況的分析，分析並歸納未
來族語教學人員專職化正式辦理
的發展方向與規劃

由下而上提出政策
修訂之建議與分析

研究核心問題及目的

問題

目的



受限於時間和篇幅，無法進行大規
模或全面性的調查與訪談

限制

研究限制

新北市

(都會)

花蓮縣

(原鄉)



主要採質性研究的深度訪談法

藉以了解整個試辦計畫實施的現況以及整體
的架構，包括整個徵選的方式、教學現況、
教師培訓等重要問題

研究方法及對象

方法

對象
A 太魯閣族/校長/合聘學校

Ｂ 魯凱族/校長/主聘學校

C 太魯閣族/專職族語老師/在2所學校授課（無跨區）

D 阿美族/專職族語老師/在2所學校授課（有跨區）

新
北

花
蓮



花蓮縣C專職老師

任教學校數 2所

16節

12節族語課
4節民族教育課程

8節族語課
4節研習培訓課程

12節

2所

節數內容

每週規定節數

新北市D專職老師

研究結果：現況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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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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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與發現

徵選方式

授課節數

待遇與福利

學校行政―主聘與共聘

教師培訓與進修研習

教學現場

其他相關問題



1

2

3

4

5

案例分享：專職C族語老師

花蓮縣

管理

各校個別徵選

16小時為原則
其餘時間在主聘學校

12小時
其餘時間在主聘學校

聯合徵選

有類專管中心無類專管中心

課程安排
*每週

徵選方式

無固定時間 有固定時間交流互動
*備課及教材開發

新北市

新北市和花蓮縣專職族語老師
試辦現況比較表�

無培訓，老師需自行
找課程參加

有開設培訓課程，
並有初、中、高階分別

培訓
*族語教學課程



＃享年終1.5個月

＃寒暑假有薪資可領、勞健保
不會中斷

＃薪資結構為本俸(學歷)加學術
費(族語認證高級/優級)

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補助辦理原住民族語及英語教學作業
實施要點，目前鐘點族語老師國小360元/
節、國中400元/節，寒暑假無薪資及
勞健保。

一

高中以下+高級認證=33,214元

高中以下+優級認證=37,240元

薪資結構同時鼓勵族語老師提升
學歷及族語能力

討論與發現：待遇與福利

基準 薪點 本俸(元)
優級認證
學術費(元)

高級認證
學術費(元)

博士

碩士

大學

高中畢業後
三年專科

二專/五專

高中及以下

330 30,430 23,160 18,528

245 25,435 23,160 18,528

190 21,775 20,130 16,104

160 19,775 20,130 16,104

150 19,110 20,130 16,104

120 17,110 20,130 16,104

專職族語老師
(試辦待遇)

鐘點族語老師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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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討論與發現：待遇與福利

比較試辦注意事項與「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原住民族語老師進用待遇及考核辦法草案」

試辦注意事項

終生聘用

年終獎金

年資計算

學術加給(學歷)

專業加給(族語認證)

6 最低薪資/月

最高薪資/月7

一年一聘，月薪制

高中以下到博士學位

年終考核需乙等以上

適用勞基法簽訂不定期契約，
類終生聘用，月薪制

草案

高級、優級

$33,214

$53,590 $51,660

$29,000

年資計算皆從第1年開始，
無溯及既往

高中(含)以上到碩士學位



1

2

3

4

本土輔導團的協助

族語老師間的互動交流

小族族語別的問題

討論與發現：其他相關問題

延續性不明

時間的彈性

資訊化的能力

自信心不足
或缺乏經驗

課程鐘點

試辦期參與不夠踴躍



一

1

2

3

4

建立合適的族語教師徵選流程與制度

教學節數的採認

應設立專管單位或與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及
本土輔導團進行整合

應建立完善的培訓課程與師資養成制度

結論與建議



二

建立合適的族語教師
徵選流程與制度

結論與建議

各校學生
選修族語
意願調查

開課需求調
查表彙整

剩餘缺額
彙整

第一階段
：專職族
語老師徵
選及分發

第二階段
：鐘點族
語老師徵
選及分發



三

1

2

3

4

定期的培訓
建議每兩週應定期培訓或研習4小時。

定期的研發教材
建議每兩週安排族語教材研發時段4小時。

主聘學校附設幼兒園的教學協助

每週族語課時數增加
學校教評會通過，每週時數可增為2節

結論與建議
教學節數的採認



四

新北市的類專管方式可借鏡
培訓具有規劃和系統性
資源的整合

專管單位扮演協助的角色

應設立專管單位或與
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及

本土輔導團進行整合

結論與建議

專管
單位

專職
族語老師

教育局

原資
中心

本土
輔導團



五

邱文隆（2008）、熊同鑫等（2010）、黃美金
（2011）都相繼得到原住民族語師資養成的方式及重
要性。

都會區和原鄉型態的差異亦需考量。

新北市的師資培訓和養成方式很值得借鏡。

應建立完善的培訓課程與師資養成制度

結論與建議



專職族語老師的制度剛起步，無論是制度和規劃上都還
有改善的空間，本文由下而上的檢視目前試辦的情況，
並進行分析與提出建議，希望有拋磚引玉之效，同時也
能作為未來正式法規修正的方向及參考。

無論政策如何施行，最重要的目的還是希望能不斷地培
育出合適且稱職的族語種子師資，讓我們的語言文化繼
續傳承給下一代。

教學節數的採認 結語

Sa’icelen 
Kmbiyax ta ka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