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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語教材研發及詴教報告書教材研發 2 課 

一、前言 

2016年的教學研究為「族語教材使用狀況研析」並提出建議：一、建構總

體原住民族語言能力指標；二、建立族語課程綱要；三、主題統整結合其他領域

的課程設計與發展；四、建置族語教材編寫原則；五、完善的族語教學教材組成；

六、辦理教師進修、培訓與獎勵；七、健全教材編輯委員組成與職掌；八、針對

不同年齡層、不同語言能力者、不同族語學習需求者編纂多元的教材；九、族語

課程應該十二年國教中列為必修。2017 年教學研究計畫為「原住民族各學習階

段語言能力指標」指出：一、定位原住民族語言能力指標為：族語學習、教學、

評量共同參考指標與基準；二、建置具系統性、架構性、整合性、彈性、效度性

的原住民族語言能力指標；三、規劃短、中、長期之原住民族語言能力指標建置

計畫；四、以能力指標為架構研訂原住民族語言、詞彙、語法、篇章之分級標準

之規劃；五、建置原住民族語言能力指標研析小組；六、建置原住民族語言能力

指標工作流程；七、辦理原住民族語言能力指標工作坊；八、製作原住民族語言

能力指標參照手冊。2018 年教學研究計畫「教材教學認證整合報告」之建議：

一、建置原住民族語言能力指標–族語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指標與基準； 

二、具語言學、語言學習、教材編輯理論以及族語知識體系架構脈絡的教材編  

輯；三、建置教材分級、課程綱要、教材編纂與教材組成的原則；四、規劃長程

計畫的族語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指標體系建置(書寫規範、詞彙、語法點、

學習資料庫)；五、能力指標與指標使手冊建置；六、族語教材編纂委員的組成

與教材審定與修訂機制的建立；七、族語教師師資培育的整體規劃；八、提供民

間團體與個人教材編纂補助計畫。 

    本次報告依據 2016年《族語教材使用狀況研析》、2017年《原住民族各學

習階段語言能力指標》、2018年《教材教學認證整合報告》提交「族語教材研發

及詴教報告書教材研發」2課。 

二、教材研發 

本次族語教材共研發兩課，教材設定為中高級語言能力，係針對中高級語言

能力作為學習教材，故使用其教材學習者須具備中級語言能力者為佳。教材以語

言能力、生活溝通、文化與知識作為研發設計的核心，參照歐洲共同語言參考架

構(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簡稱 CEFR)、Richar 等(2019)編寫的 Interchange 第五版教材、蔡雅

薰(2009)與鍾鎮城、鄭琇仁(2015)等教材編輯原則，以及本中心 2016年至 2018

年教學研究報告《族語教材使用狀況研析》、《原住民族各學習階段語言能力指標》、

《教材教學認證整合報告》作為教材規劃基礎。教材之研發詳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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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對象的需求與教材編寫說明 

    教材編寫的目的主要係希望藉著教材具脈絡、系統、文化與知識、符合生

活與主體性的教材，能實際應用於溝通生活當中，並進一步題供未來教材編寫

的參考。本次教材的教學使用對象及教材編寫說明如表 1。 

表 1：教學使用對象及教材編寫說明 

項目 內容 說明 

教材語言 郡群布農語(台東) 

    為能解決同一方言但不同區域仍有差

異之問題，固本次教材研發所使用的語言

除了明確的方言使用之外，亦設定使用區

域。可作為後續進一步思考同方言不同區

域教材編輯的相關問題。 

教 學 使 用

對象 

具備郡群布農族語中

級能力者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指標(以下簡稱族

語能力認證指標)參閱附件一。 

培 養 的 語

言能力 
族語中高級能力1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指標(以下簡稱族

語能力認證指標)參閱附件一。 

    族語中高級能力認證指標為針對四項

語言技能分別作為描述，並無該能力之整

體描述。為能使族語能力的級別與描述有

其整體、脈絡性，故參照 CEFR之架構與整

體能力描述，將族語中高級能力對照 CEFR

級別，則大約落在 B1(中級)。其 CEFR的

B1(中級)整體能力描述「針對一般職場、

學校、休閒等場合常遇到的熟悉事務，能

瞭解清晰且標準資訊的重點。在目的語言

地區旅遊時，能應付大部分可能會出現的

狀況。針對熟悉或私人感興趣的主題，能

創作簡單有連貫的篇章。能敘述經驗、事

件、夢想、希望及報復，而且對意見及計

畫能簡短地提出理由和說明。 

教 材 主 題

設定 

第一單元 名字 

第二單元 住在哪裡 

教材主題的設定根據相對應的族語中高級

能力指標「個人訊息、常遇到的熟悉情境

與事務、能敘述並說明理由」作為考量，

 
                                                       

 
1 係指族語能力認證指標，並初步參照 CEFR之能力架構整合的能力描述指標。因族語能力認證

與 CEFR架構連結之研究僅餘 2017年做初步的討論，並無短、中、長期的深入研究，而本報告主

要側重教材研發內容，故無深入討論 CEFR運用於族語能力指標的相關參照與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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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設定為第一單元詢問名字以及第二單元

住在哪裡。 

1. 教材編寫流程 

教材編寫的流程為，確認教材教學使用對象與教學目標、決定教材研發小組

所需成員、教材藍圖與架構規劃、資料蒐集與整理、教材架構編排與內容草稿、

調整與修訂教材架構與內容草稿、教材編輯與排版草圖、調整與修訂教材編輯與

排版、教材內容校對、教材內容定稿。 

2. 教材編寫成員 

    邀集 5位相關領域專業族人為教材研發委員，教材研發委員資格：一、原住

民族人，族語認證高級以上，並具原民會之族語認證、教材編輯等相關工作之委

員、或族語教學經驗滿 5 年以上者。二、非具前述條件，但為該領域或從事族

語相關工作之專家學者、族人等。 

    本次教材研發內容使用語言為台東郡群布農語，故教材編寫者、校對，以及

詴教人員皆為使用台東郡群布農語者，減少教材的差異性，並題供未來同方言不

同區域教材處理的可能方法。 

(一)教材研發內容架構 

    本次教材研發參照 CEFRR採行動為導向方法作為架構，著重習得的語言能力

發展與知識技巧、該語言的文化知識，並期能有效的實際應用於生活當中。《歐

洲共同語文參考架構》一書中指出，行為導向的方法視語言使用者為社會成員，

在特定情況、特殊的環境中，或在某些特定的行為範疇，完成特定的的任務與議

題。書中進一步說明，語言行為發生在某種活動當中時，則活動形成了整個社群

範疇的一部分，便賦予活動本身完整的意義，而「任務」是個體與眾人所具備的

特定能力，策略性的達成某些特定的結果(多媒體英語學會譯，2007)。 

    語言使用，包含語言學習，乃由人們所表現的行為所組成，隨著 

個體及社群成員發展出一系列的語言能力，這些能力包含了一般性及 

特定的「溝通語言內在能力」。語言使用者利用這些能力在不同情境、 

不同場合，及不同的限制下從事語言活動，涵蓋處理與接收某些主題 

相關資料的過程，啟動完成語言任何所需的作適切語言策略。學習者 

對於這些接收與表達的語言活動所進行的自我監控，將導致學習者本 

身語言能力的增強或修定。(多媒體英語學會譯，2007：8) 

    本次教材研發根據 CEFR 參考架構行動能力導向面向如表 4，研擬其教材內

容編寫之架構如表 5，透過此架構編寫教材內容較容易聚焦於其欲學習的語言能

力目標，並能清楚的整理與爬梳教材架構、部分、內容，甚至單元間彼此的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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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整體的教材內容符合相對應的目標能力與目的。教材編寫架構表中的序號 1

為該部分教材內容的情境、目標、能力等，為此內容的整體學習方向、教材編排

與圖片、編寫等之參照；教材編寫架構表序號 2為該部分教材之內容以及相關的

練習內容。透過教材編寫架構表序號 1與序號 2的部份相互對照，使學習目標與

內容彼此緊扣，並協助後續之工作編寫與編排的整體性。教材編寫架構表非固定，

可依據其相關使用的目的作為彈性的調整，其主要的原則為能明確該部分教材的

學習能力、目標、情境、內容…等，亦作為後續教材內容編排的參照，使教材編

寫、編輯排版(如需要哪種情境圖)…等能明確且有效益。 

表 4：CEFR參考架構行動能力導向面向2 

序號 面向 說明 

１ 
能力 

(competences) 
可使個體呈現活動之知識、技能及特的總合。 

２ 
一般性能力 

(General competences) 

非光指語言能力而言，是個體從事任何活動，

包括語言活動所需的能力。 

３ 

溝通語言能力 

(Communicative language 

competenes) 

指個體能夠表現使用特定語言的能力。 

４ 
情境 

(Context) 

指事件及情境因素(包含實體其它因素)的總

和，這些可以是個體的內在及外在因素，在這

情境下，溝通行為因而產生。 

５ 
語言活動 

(Language activities) 

包含個體在特定的範疇下，為了要完成語言任

務，所使用的溝通語言能力(接收或表達)的言

談內容。 

６ 
語言過程 

(Language processes) 

為行為及接收語言資訊(口說或書寫)，在神經

及生理上所發生的一連串事件。 

７ 
文本 

(Text) 

指與某特定領域相關的任何言談(包含聲音或

文字)；在達成某項任務的過程中所進行的語

言活動，此語言活動可能只是協助性，也可能

是主要目的、可能是行為結果，也可能是行為

過程。 

８ 
領域 

(Domain) 

指社群個體所運作的廣大社會生活層面。此採

用較高層次的分類方法，這裡只侷限在語言學

習、教學與使用的主要領域：及教育、職業、

公眾及個人領域。 

 
                                                       
 

2 資料引自，多媒體英語學會譯(2007)《歐洲共同語文參考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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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面向 說明 

９ 
策略 

(Strategies) 

是個人用來執行語文任務的任何有組織的、有

目標的、有規範的行為準則。 

１０ 
任務 

(Task) 

個體為達成特定結果必須執行的行為，是有目

標的行為，含解決問題、滿足要求或達成目

的。「任務」的定義包含的範圍很大，如移動

衣櫥、完成書籍寫作、研擬合約時達成某些條

件…等。 

表 5：教材編寫架構表 

    說明 

序號 

第＿序號＿部份：此部分的內容重點 

1 

題號 
第幾單元-第

幾部分 
主題內容  語法 

來源：如參照

語法書第幾章 

說明/頁碼 

主題情

境 

說明  

搭配圖片  

地點  組織與團隊  人員  

物件  事件  行為  

能 力 指

標 

整體指標  

具體指標  

練 習 目

標 
 習得能力  

難易度  內容長度  

2 

學習內容(族語) 學習內容(中文) 

  

序號－族語題目與內容 序號－中文題目與內容 

  

序號－族語題目與內容 序號－中文題目與內容 

  

    教材內容單元的整體架構、內容與編排參考 Richar 等(2019)編寫的

Interchange 第五版教材。Interchange 教材的每一個單元由數個明確的部分組

成，並在每個部份標上學習的主要類別以及該部分的學習重點，因由每個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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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學習內容，使學生在學習上較無資訊量龐雜的負擔。教材採大量的實境圖片、

生動插圖，亦引起學習的動機與興趣。排版採用雜誌風格，版面簡潔清新，每個

部分就像雜誌專欄主題，有明確的標題且清楚明瞭的內容，藉著這樣的安排減少

學習者閱讀以及心理上學習的負擔。Interchange第五版教材如圖 1。 

 

 

 

 

 

 

 

 

 

 

 

 

 

 

圖 1：Interchange 2第五版教材內頁 

(三)教材編寫原則 

    整理學者李泉(2006)提出的教材設計與編寫四大通用原則，針對性、真實性、

實用性、及趣味性原則、蔡雅薰(2009)指出的教材編寫八項原則，定向原則、目

標原則、特色原則、認知原則、時代原則、語體原則、文化原則、立體原則，以

及鍾鎮城、鄭琇仁(2015)提出三類原則，針對原則、知識與科學原則、特色原則，

歸納綜合出族語教材在編寫時所需運用的 12項編寫原則：針對性、依據教學目

標與對象編制、從知識與科學原則編輯教材、主體與語體原則、文化原則、實用

性原則、特色原則、時代原則、多元原則、互動性、趣味性原則、清楚與一致性。

本次教材研發編寫之原則與對應將分述如下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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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教材研發編寫原則 

序號 編寫原則 本次教材研發內容 

1 
針對

性3 

學習者的自

然特點和社

會特點 

任何對該語言有興趣者皆可學習 

學習者的目

標及學習需

求 

1. 希望能使用郡群布農語溝通對話。 

2. 對郡群布農語有文化之認同。 

3. 因學業、工作，或因取得該族語能力能獲取相

當利益。 

4. 其它 

語言學習的

環境及學習

條件 

1. 在郡群布農語或非郡群布農語的環境中學習。 

2. 具備中級郡群布農族語能力者 

3. 做為溝通語言本位教材 

4. 非自學教材 

5. 每單元學習時數約 7-10小時 

體現科學的

性質和課型

的特點 

教材編寫之理論方法 

1. 第二語言習得理論與教學 

2. 溝通式教學法 

3. 教材教法 

4. 語言學 

要體現目的

語教學的重

點和難點 

透過教材架構表指出該部分教材內容的重點學

習，以及容易混淆或是困難的部分體現並釐清。

例如，漢語的「我」只有一種形式，但是郡群布

農族語的「我」分別為「saikin」與「zaku」，故

若通過漢語直接理解郡群布農語的我的意思很難

辨別，亦容易混淆。 

2 
依據教學目標與

對象編制 

1. 欲培養、習得郡群布農語中高級之語言能力 

2. 具備中級郡群布農語者 

3. 希望能使用郡群布農(中高級語言能力)語溝

通對話。 

4. 對郡群布農語有文化之認同。 

 
                                                       
 
3 教材編寫的針對性原則內涵為李泉(2006)提出的，學習者的自然特點和社會特

點、學習者的目標及學習需求、語言學習的環境及學習條件、體現科學的性質和

課型的特點，以及要體現目的語教學的重點和難點等五項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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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編寫原則 本次教材研發內容 

5. 因學業、工作，或因取得該族語能力能獲取相

當利益。 

6. 任何對該語言有興趣者皆可學習 

3 
從知識與科學原則

編輯教材 

語言發展、認知理論、第二語言習得、溝通式教

學法、詞彙與句子的結構、教材編寫、教材排版

與學習之成效等知識理論。 

4 主體與語體原則 

以台東郡群布農語為語言教學認知的核心出發，

在教材編寫時以該語言的特性、構造、文化脈絡

等作為編寫時的考量。 

5 文化原則 

以溝通情境對話結合文化內容，體現在實際生活

對話時的文化內涵。例如，第一單元名字，係以

溝通對話方式，加上其它內容安排，呈現了布農

族語命名的方式以及與名字相關的文化內容。 

6 
實用性與互動性原

則 

教材內容的對話情境皆以實際情境、常用話題範

疇與討論內容作為編寫的依據，目的是能讓學習

者在其情境當中能實際應用語言溝通。 

7 特色原則 本教材係針對語言能力所編寫的教材 

8 時代原則 

現今時代在教科書的排版上多趨向於實際圖片或

圖像式的呈現與解釋，以及著重編輯排版對學習

者之成效。故本次教材編輯排版時亦使用其原則。 

9 多元原則 
就每單元內之內容設計多元的情境與類型，協助

教學者與學習者之運用。 

10 互動性原則 

教材內容有設計教師與學習者、學習者與學習

者、學習者與家庭之學習互動。例如，教材內容

設計於課堂中走動，至少要找兩位班上的同學，

根據前面學過的情境對話，詢問對方的名字並且

要寫下來…等。 

11 趣味性原則 
教材內容設計生動的插圖找到相關的線索並說出

答案，透過發現、歸納，讓學習者練習等。 

12 清楚與一致性原則 

著重清楚與一致性原則，例如，同一單元內由不

同部分組成，為能使教學者與學習者能快速、清

楚指出討論的部分，故每個部分有明確的序號，

使在實用時更為清楚與便捷。 

(四)教材內容與編輯排版 

    教材研發目標主要以能實際應用於生活當中，且將該族群之文化與一般知識

結合在教材當中，使其教材不只為語言溝通使用，而亦有體現文化與生活知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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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教材內容更為語言與文化生活之本位教材作為目的，不只習得語言，更是

習得該語言的背後的文化價值信仰知識觀，是本教材研發作為著重的。本教材第

一單元主題為名字，第二單元主題為你住在哪裡，每個單元的內容說明如下表7，

每個單元整體架構與內容附件二。本教材使用之圖片皆為符合該對話內之情境之

實境照片，透過實境照片亦能讓情境更為鮮明，也能從中了解其地貌環境、人文

等，亦有使用生動有趣的插圖增進學習之動機。本教材研發內容：單元一教材如

下圖 2至圖 6，單元二教材如下圖 7至 14 

表 7：第一單元與第二單元內容說明 

單元 名稱 說明 文化/知識/生活內容  

一 

我們屬於

甚麼?(詢

問氏族名

字) 

    本主題以詢問名字

為主，故將所有有關姓

名的問法以及回答的方

式作為教材編排的核

心，並以實際生活當中

的情境對話做溝通內容

編排。 

1. 布農族命名的方式。 

2. 布農族父母親的氏族名。 

3. 布農族的乳名。 

4. Ala-同名的稱呼。 

5. 家族中若許多同名的孩子，會怎麼

分別。 

6. 若小時候因身體不好…等因素，會

改名字祈求帶來帄安。 

二 住在哪裡 

    本主題以延續第一

單元主題詢問名字的溝

通內容，在實際溝通時

問完名字後會進一步詢

問住在哪裡、爸爸媽媽

住在哪裡等話題，故第

二單元設計「住在哪

裡」。本單元是以「住在

哪」裡為核心，從「住

在哪裡」有關的情境作

為溝通內容編排。 

1. 部落所在的縣市位置 

2. 除了問對方住在哪裡之外，也詢問

對方父母親住在哪裡。 

3. 因為對方長的面熟以為對方是不

是住在哪裡? 

4. 詢問老家在哪裡，多久一次回去。 

5. 跟好久沒有聯繫到的朋友在 line

上聯絡，詢問對方是否還住在哪

裡。 

6. 到部落找朋友，但找不到朋友家，

詢問路人是不是住在這裡，並進一

步詢問朋友家住在哪裡。 

7. 住在哪個方位。 

8. 從小就離開部落住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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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中高級郡群布農語教材-第一單元第 1部分與第 2部分 

 

 

 

 

 

 

 

 

 

 

 

 

 

 

 

 

 

 

 

 

 

 

 

 

 

 

圖 2：中高級郡群布農語教材-第一單元第 1部分與第 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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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中高級郡群布農語教材-第一單元第 3部分與第 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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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中高級郡群布農語教材-第一單元第 6部分與第 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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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中高級郡群布農語教材-第一單元第 9部分與第 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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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中高級郡群布農語教材-第一單元第 12部分與第 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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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中高級郡群布農語教材-第一單元第 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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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中高級郡群布農語教材-第二單元第 1部分與第 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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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中高級郡群布農語教材-第二單元第 3部分與第 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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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中高級郡群布農語教材-第二單元第 5部分與第 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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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中高級郡群布農語教材-第二單元第 5部分與第 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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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中高級郡群布農語教材-第二單元第 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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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中高級郡群布農語教材-第二單元第 9部分與第 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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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中高級郡群布農語教材-第二單元第 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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