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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公布〈國家語言發展法〉

➢ 第三條：「本法所稱國家語言，指臺灣各固
有族群使用之自然語言及臺灣手語。」

➢ 第九條：「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及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保障學齡前幼兒學習國家語
言之機會。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應於國民基本
教育各階段，將國家語言列為部定課程。」

➢ 第18條：「本法除第九條第二項規定於12年
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自國民小學、國
民中學及高級中等學校一年級開始實施後三
年施行外，自公布日施行。」



110年3月15日教育部公告修正12年國教總綱





文化部《國家語言發展法》Q&A

（六）現行課綱使用之國語(文)是國家語言嗎？學生可
以「上國語課」代替「上國家語言課」？

【國語是國家語言之一，但目前非屬面臨傳承危機國家
語言，且本法立法目的在於保障面臨傳承危機國家語言，
爰不宜以修習國語課程即可代替修習國家語言課程】

依據《國家語言發展法》第三條規定：「本法所稱國家
語言，指臺灣各固有族群使用之自然語言及臺灣手語。」
爰本法肯認臺灣各固有族群(包含澎湖、金門、馬祖、
綠島、蘭嶼等離島)所使用自然語言之法制地位，因此
現行課綱使用之國語(文)亦為國家語言之一，但實際上
國語目前為國人普遍使用之語言，未有面臨傳承危機之
狀況。



(1)國中小-領域學習課程



(2)國中小-彈性學習課程



〈國民中小學開設本土語文課程應注意事項〉
公布日期：民國 95 年 05 月 22 日
修正日期：民國 112年 06 月 05 日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
為推動國民小學、國民中學（以下併稱學校）
落實國民小學、國民中學課程綱要（以下簡稱
課綱）規定，規劃及實施本土語文(閩南語文、
閩東語文、客語文及原住民族語文)部定課程
（以下簡稱部定課程）及校訂課程，確保學生
選習本土語文權益，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學校應於開課前，依下列規定調查學生
選習意願：

(一)新生：應於新生報到時，辦理選習本土
語文類別之調查，作為開設本土語文課程之
依據。

(二)舊生：學生以持續修習同一種語別為原
則；對於修習該語別達一年以上，有轉換選
習語別之需求者，學校應提供其轉換之申請
機制。

相關申請作業，以於每年五月三十一日前完
成為原則。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協調各國民小
學，於每年五月十日前，將該學年度六年級
應屆畢業生於國小教育階段之本土語文選習
紀錄提供予學區內國民中學，作為國民中學
準備本土語文師資及開課之參考。

學校辦理第一項新生選習意願調查或舊
生轉換語別申請作業時，應設計表格提供學
生填寫，並經家長簽章同意後繳回。

十二、學校學生選習調查表應留校存查一年。





原住民16族42語別名稱

➢ 寒溪泰雅語 100年起去除

➢ 109年6月9日更名：
(1)泰雅、鄒、賽夏、噶瑪蘭、賽德克族語名
(2)初鹿卑南語更名為「西群卑南語」

➢ 111年4月19日更新：
(1)德固達雅語更名為「德固達雅賽德克語」
(2)都達語更名為「都達賽德克語」
(3)德路固語更名為「德鹿谷賽德克語」





原住民族16族語42個方言別分布參考表

https://cirn.moe.edu.tw/Upload/WebFile/70799/636862577329838988.pdf


三、學校規劃本土語文課程，應依下列方式開設：

(一)部定課程：國民小學一年級至六年級及國民中
學一年級與二年級學生，應依課綱規定，自閩南語
文、閩東語文、客語文或原住民族語文，選擇任一
語別修習。國民中學階段自一百十一學年度逐年實
施。

(二)校訂課程：
1.學校應調查學生選習本土語文之意願，於國民中
學三年級之彈性學習課程開課。
2.學校應於國民中學三年級之彈性學習課程，開設
原住民族語文課程至少每週一節，供原住民籍學生
選習。



三、

選習原住民族語文之學生，學校宜輔導其以父
母或家長之該族語文為優先考量。

國民小學學生得選習臺灣手語、新住民語文及
本土語文任一項語別，國民中學學生得選習臺灣手
語及本土語文任一項語別；其選習，應依「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規劃及實施臺灣手語課程應注意事項」
及「國民中小學開設新住民語文選修課程應注意事
項」規定。



四、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一年級與二年級每週應開
設本土語文選修課程，其課程實施時間，與各領域
均相同；國民中學應調查三年級學生選修意願，得
優先於彈性學習課程開設本土語文選修課程，鼓勵
學生依其意願選習本土語文課程。

本土語文課程之開設，除得每週上課一節外，
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後，得以隔週上課二節、
隔學期對開各二節課之方式，彈性調整。

學校開設原住民族語文課程，排課或師資延聘
確有困難者，得專案報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
教育局（處）（以下簡稱教育局（處））同意後，
利用第一節至第七節正式課程以外時間實施。



五、學校開設本土語文選修課程，應充分尊重學
生及家長選擇權，並將開設情形通知學生家長。

學校於國民中學三年級彈性學習課程開設原
住民族語文課程，因師資延聘確有困難而無法依
需求開課者，應與家長充分溝通協調後，適度調
整課程。



六、學校應視各類本土語文課程選習學生數，以班
或班群方式編組，不受年級之限制；班級人數，不
得逾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
制準則之規定；為因應學生選課需求，班群課程，
以於同一時段開設為原則。

國民小學、國民中學一年級與二年級，學生選
習之本土語文類別，學校均應開班，以保障學生選
習本土語文之權益。

同學習階段、同語文別、同語文級別學生，得
合班上課。



節次 時間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07：50-08：35 學生朝會
晨光活動

(導師時間)
教師晨會

晨光活動
(導師時間

1 08：40-09：20 一孝
2 09：30-10：10 二孝

10：10-10：30 護眼操
課間活動

健身操
課間活動

整潔活動
健身操
課間活動

護眼操
資源回收

3 10：30-11：10 三孝
4 11：20-12：00 四孝

5
12：00-12：40 午餐潔牙

全校放學
午餐潔牙

12：40-13：20 午 間 休 息 午 間 休 息

6 13：25-14：05 五孝 教
師
進
修

7 14：15-14：55 六孝
14：55-15：15 整潔活動 整潔活動

8 15：15-15：55
15：55-16：05 放 學 時 間



七、本土語文課程之開設，以實體課程為原則；學
校有師資不足之情況者，得參加中央或地方機關辦
理之直播共學或其他相關方式，協助學校開設之課
程。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針對前項學校應訂定
改善措施，列為協助師資充實重點學校，並應設定
逐年降低直播共學授課比率之目標。

九、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建置直轄市、縣（市）
之本土語文教學師資人力資料庫，積極辦理授課教
師之本土語文教學專長培訓，並得依國民教育法第
十一條及相關規定，辦理本土語文教學支援工作人
員認證及進用，以滿足學校師資需求。

https://tpnlt.tp.edu.tw/?cid=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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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階段 開課語別

國小 閩南、閩東(連江)、客家(少數腔調)、族語、手語

國中 閩東、閩南、客語、族語、手語

高中 閩東、閩南、客語、族語、手語

錄取優先順序

➢ 弱勢/少數腔調開課優先：閩東語、客語大埔腔、饒平腔以及詔安腔。

➢ 少數學生優先：一種語言全校修習學生人數低於10人。

➢ 小校優先：9班以下

➢ 偏鄉優先



十一、學校應積極配合臺灣母語日之實施，鼓勵教
師於教學過程多使用母語，並營造本土語文生活情
境。

學校在教室編配狀況許可下，得設置本土語文
專科教室，並營造各語別文化學習環境；原住民族
重點學校宜充分利用原住民族資源教室，以利本土
語文情境布置，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增進學習效果。



十二、學校於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學後二週內，應
確實將本土語文課程選習人數及選修課程開設概
況（包括任課教師本土語文專長符應統計），填
報於本署國民中小學教職員人力資源網；直轄市、
縣（市）政府應於九月三十日前完成線上資料審
查；本署應定期提供本土語文課程選習人數及選
習課程開設概況予客家委員會及原住民族委員會。



十三、直轄市、縣
（市）政府應成立國
民中小學本土語文推
動會，提供推動本土
語文之政策建議，並
促進辦理本土語文之
成效。

直轄市、縣（市）
政府定期或不定期訪
視學校開設本土語文
課程情形，辦理成效
優良者，應予獎勵。







師資安排

〈提升國民中小學本土語文師資專業素養改進
措施〉
公布日期：民國 95 年 12 月 11 日
廢止日期：民國 112 年 02 月 02 日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客語師資培育及
聘用辦法〉
公布日期：民國 109 年 02 月 21 日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原住民族語師資
培育及聘用辦法〉
公布日期：民國 111 年 01 月 07 日



師資安排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閩南語師資培育
及聘用辦法〉
公布日期：民國 110 年 11 月 11 日

第二條本辦法所稱閩南語師資，指下列人員：
一、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得從事閩南語文課程教
學之師資：
(一) 取得本土語文閩南語文專長教師證書之合
格教師。
(二) 前目以外，參加閩南語能力認證，取得中
高級以上能力證明之合格教師。







師資安排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閩南語師資培育
及聘用辦法〉
公布日期：民國 110 年 11 月 11 日

(三) 參加閩南語能力認證，取得中高級以上能
力證明，並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舉
辦之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認證，取得合格證書之
閩南語文教學支援工作人員。
(四) 依國民教育法第十一條第五項規定，具閩
南語文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資格者。









師資安排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閩南語師資培育
及聘用辦法〉
公布日期：民國 110 年 11 月 11 日

第五條公立國民中學總班級數 24 班以上及公
立高級中等學校總班級數 22 班以上者，自
117 學年度起應聘用第二條第一款第一目之教
師至少一人。但下列學校不在此限：
一、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及原住民族地區之

公立中等學校。
二、非原住民族地區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教

育階段之公立原住民重點學校。



北市國小教師聯甄本土語言專長首次列入總分+5
2021-03-12 聯合報 / 記者潘才鉉／臺北即時報導教育局

北市110學年度公立國民小學教師聯合甄選簡章3月12日
公告於教育局網站，各校缺額情形於4月15日下午5時公告於
教育局網頁。北市教育局表示，首次新增加分條件，具備閩
南語、客語或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中高級以上其中之一，
初試總成績亦可外加 5 分。

教育局表示，英語能力符合相當於CEF語言參考架構B2
級者，初試總成績可外加5分；具備閩南語、客語或原住民
族語言能力認證中高級以上其中之一，初試總成績亦可外加
5 分。

教育局國教科長鍾德馨表示，首次加入本土語言的加分
條件，期待校方可招募具備語言專長的師資，進而培養內部
的本土語言老師，不必仰賴外部師資。



北市國小教甄具英語、本土語專長加分
2022-03-19 自由時報 / 記者蔡亞樺／臺北報導

去年吸引超過四千人報考的臺北市公立國小教師聯合甄選，
111 學年度甄選簡章昨公告於北市教育局網站，具有英語、本
土語相關專長的考生，初試可加分；考量國小包班制教學屬性，
輔導科及資訊科將分別加考數學及國語，以因應職務調整。

111 學年度國小教師甄選預計甄選類別包含普通科、英語
科、體育科、藝術、輔導科、本土語言（閩南語）、資訊科技
及雙語教育類科（音樂、自然科學、一般體育及視覺藝術）等
16 類科，將視各校實際出缺情形，四月 21 日下午五時公告甄
選名額於教育局網頁。

北市國中、小學訂於2026年全面轉型雙語學校，以及促
進本土教育，今年甄選新增加分機制，教育局表示，英語能力
符合北市自訂CEFR語言B1級的考生，初試總成績加一分；具
備閩南語、客語或原住民族語言中級認證的考生，初試總成績
加一分。



現職師拿語言證教本土語教育部研議設「過渡條款」
2020-10-27 聯合報 / 記者趙宥寧／臺北即時報導教育部

目前國內本土語師資兼職比正職多，教育部透過多管道
補足師資缺口，其中包含現職合格教師取得語言能力認證，
但考量教師專業度，教育部內正討論「過渡條款」，未來這
類本土語言師資，可能須再達成某程度進修，才可以繼續教
學，已公布的客語師培聘用辦法，也不排除再修正。

因應本土語師資需求，教育部去年三讀通過「師資培育
法」修正案，讓本土語言師資培育更加多元，包括職前培育、
在職進修、第二專長、學士後專班等管道。今年2月，教育
部與客家委員會正式公布「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客語
師資培育資格及聘用辦法」，明定師資資格、培育、聘用等
事項，但閩南語、原住民與仍僅止於預告草案，未正式公布。



現職師拿語言證教本土語教育部研議設「過渡條款」
2020-10-27 聯合報 / 記者趙宥寧／臺北即時報導教育部

根據現行公告版本，各類本土語言師資共有5種類型，
其中亦包含取得語言認證的現職教師，目前在各縣市也有不
少合格教師取得語言認證，協助教授本土語，但教育部表示，
以教師專業度考量，未來這類師資可能不得再教本土語，或
是要達成某程度進修，才可以繼續教學，目前仍在討論階段。

教育部表示，要推本土語言國家政策，現場還沒辦法培
養出足夠老師，短期內一定得靠取得語言認證的合格教師，
但過渡期以後，仍希望能回歸正統師資培訓，也期望年輕人
若有本土語言基礎也能來修師培，在修師培過程中增強語言
能力，對文化傳承才更有幫助。



國家語言師資培育清大等開「本土語文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2020-07-21 自由時報 / 記者林曉雲／臺南報導

因應去年公布國家語言發展法，國家語言（本土語文）
新設科目需採正規師資培育，教育部協調清華大學、臺中教
育大學、臺灣師範大學等校，開設「本土語文學士後教育學
分班」及「第二專長學分班」，將自8月新學年起開始招生。

教育部今天在台南市舉辦全國教育局長會議，教育部說
明，為配合政策需要，提供具大學學歷（含）以上之本土語
文教學支援工作人員，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機會，以多
元管道培育師資，教育部推動各項國家語言師資培育政策，
將於109學年度起正式啟動師資職前培育，培育具本土語文
（閩、客、原）教師證書者，並提供多元培育管道，包括職
前培育、學士後教育學分班、在職進修專長學分班等，以充
裕國家語言師資，強化教師教學專業。



國家語言師資培育清大等開「本土語文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2020-07-21 自由時報 / 記者林曉雲／台南報導

新學年本土語文學士後教育學分班開班情形包括，閩南
語部分，國小教育師資3校為清大、臺中教育大學、高雄師
範大學；國高中教師資5校為臺灣師範大學、清大、彰化師
範大學、成大、高雄師範大學，臺中教育大學規劃中；客語
部分小教師資僅清大；中教4校為清大、中央大學、高雄師
範大學，國立聯合大學規劃中；原住民族語小教2校為清大、
臺東大學，中教2校為清大和東華大學，臺東大學規劃中。

至於第二專長學分班部分，閩南語中教3校為臺灣師範
大學、清大、彰化師範大學；客語中教2校為清大、中央大
學；原住民族語中教僅清大。







〈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
公布日期：民國 91 年 06 月 26 日
修正日期：民國 111 年 05 月 09 日

第2條：
本辦法所稱教學支援工作人員（以下簡稱教學支援人
員），指具有下列特定科目、領域之專長，並以部分
時間擔任教學支援工作者：
一、本土語文：包括原住民族語文、客語文、閩南語文及閩東
語文。
二、臺灣手語。
三、新住民語文：以越南、印尼、泰國、緬甸、柬埔寨、菲律
賓及馬來西亞七國官方語文為主。
四、英語文及第二外國語文。
五、藝術。
六、綜合活動。
七、其他學校發展特色或經各主管機關指定科目、領域專長。



第3條：
擔任前條特定科目、領域專長之教學支援人員，應具備
下列資格：

一、前條第一款本土語文專長：
(一)原住民族語文：取得原住民族委員會102年12月

31日以前核發之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考試合格證書，
或103年1月1日以後核發之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
高級以上合格證書，並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
１、原住民族委員會核發之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合

格人員研習結業證書。
２、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之教學支援人員研習

合格證書。
３、大學校院依原住民族語言師資培育計畫辦理核發

之修畢學分證明書。



(二)客語文：參加客家委員會辦理之客語能力認證，取得中高級
以上之能力證明，並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舉辦之教學
支援人員認證，取得合格證書者。

(三)閩南語文：參加中央主管機關辦理之閩南語能力認證，取得
中高級以上之能力證明，並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舉辦
之教學支援人員認證，取得合格證書者。

(四)閩東語文：經中央主管機關或其所屬機關，或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所舉辦之閩東語文教學支援人員認證，取得合格
證書者。

二、前條第二款臺灣手語專長：參加中央主管機關或其所屬機關，
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舉辦之臺灣手語教學支援人員認
證，取得合格證書者。

三、前條第三款新住民語文專長：參加中央主管機關或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所舉辦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研習並經認證，
取得合格證書者。



第5條：
各校聘任教學支援人員，應公開甄選，並經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查通過後，由校長聘任之；其聘任期間，每次最
長為一學年。但未達一學期者，得逕由校長聘任之。

本土語文教學支援人員之甄選，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學校得
聘任具備本土語文專長之地方耆老或相關人士擔任：
一、依原住民族教育法第35條規定聘用之原住民語文教學支援
人員。
二、108年7月31日前聘用之本土語文教學支援人員，尚在再聘
期間。
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之甄選，無合格人員報名或合格人員經
甄選未通過者，學校得聘任具備新住民語文專長之新住民或相關
人士擔任。

前三項教學支援人員表現良好，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
通過者，得免甄選再聘一學年，並以免甄選二次為限。



〈原住民族教育法〉
公布日期：民國 87 年 06 月 17 日
修正日期：民國 110 年 01 月 20 日

第 35 條
各級各類學校為實施原住民族語言、文化及藝能教學，
得遴聘原住民族耆老或具相關專長人士支援教學；其認
證辦法，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之。



〈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

第14條：
教學支援人員依其認證類科，以擔任國民中小學特定科
目、領域教學為限，不得轉任或兼任其他課程之教學。

第15條：
教學支援人員之教學時間，於單一學校（不包括分校）
之每週教學節數，以不超過二十節為原則。

第20條：
高級中等學校依據學生需求、學校發展願景及特色，得
準用本辦法之規定聘任教學支援人員，擔任本土語文或
第二外國語文課程之教學。







〈國民中小學閩南語、客家語教學支援工
作人員語言能力檢核要點〉
公布日期：民國 91年01月09日

八、領有前條檢核、培訓及格證書人員，如未
曾擔任該語言教學連續達六年以上，應重新參
加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辦之認證。



為了提升原住民族語教學，教育部專案報請行政
院，期冀本學年起專案調高國中小原住民族語教
學支援工作人員鐘點費，每節課增加40元，行
政院業於104年10月20日行文教育部表示同意，
並自104年9月1日起，將原住民族語教學支援工
作人員鐘點費調高40元，以此較為合理之待遇，
提供足夠之誘因，藉以吸納優秀人才擔任原住民
族語教學。

104年教育部專案調高原住民族語教學鐘點費



為激勵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工作士氣，並符應國家語言發
展法推動，爰教學支援工作人員鐘點費調升如下：

(一)公立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原住民族語除外）
鐘點費，高級中等學校調整為每節新臺幣（以下同）
420 元、國民中學調整為每節 378 元、國民小學調整
為每節 336 元。

(二)原住民族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鐘點費，高級中等學
校調整為每節 450 元、國民中學調整為每節 405 元。

教育部 111 年 11 月 4 日臺教授國字第 1110154437 號函
行政院 111 年 11 月 4 日院授人給字第 1110022471 號函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推動臺灣母語日活動實施
要點〉
公布日期：民國 91年01月09日
修正日期：民國 101 年 11 月 01 日

二、本要點所稱臺灣母語，指學校所在社區多數民眾
日常使用之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族語及其他本土
語言。
三、實施對象：全國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以下
簡稱各校）及幼兒園。
四、實施原則及方法：

(一)臺灣母語日之規劃及考核等相關事宜，由各級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負責辦理。

(二)各校及幼兒園得成立臺灣母語日推動小組，負
責擬訂學年度實施計畫並推動相關事宜。



(三)各校及幼兒園得於每週選擇一上課日，為臺灣
母語日。

(四)臺灣母語日之推動，應包括課程規劃、教學實
施、課間活動、情境布置、創作發表或研究等之深度運
用，於教師教學、親師生溝通、同儕互動時，儘可能使
用當地多數居民所屬之臺灣母語，並應兼顧地區少數族
群較常使用之日常語言。

五、績效訪視：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就各校及幼兒
園推動臺灣母語日之辦理情形，進行定期及不定期訪視；
必要時，本部得依訪視結果，進行抽訪。



4.配合「221世界母語日」規劃並實
施相關活動。

臺北市文山區永建國小221世界母語日朝會宣導



臺北市文山區永建國小221世界母語日
朝會宣導各國母語



臺北市文山區永建國小２２１世界母語日朝會宣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RrHhyM_LF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1g0wBoqs70



臺北市
永建國小



臺北市永建國小

音檔

file:///D:/D槽2019.02.10/0.The research and teaching of Taiwanese language/0.臺語演講資料/04.許嘉勇講習講義/台語笑話~看誰先到家.3gpp


臺北市永建國小



臺北市永建國小



臺北市永建國小





臺北市萬華區
老松國小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國小



臺北市仁愛國中



臺北市立
三民國中



臺北市立三民國中



臺北市立三民國中



臺北市私立衛理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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