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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主管法規共⽤系統
列印時間：111.07.12 0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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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內容

法規名稱： 國民中小學開設本土語文課程應注意事項

公發布日： 民國 95 年 05 月 22 日

修正日期： 民國 111 年 06 月 16 日

發文字號： 臺教國署國字第1110072753A號 令

法規體系： 國民及學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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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應於開課前，依下列規定調查學生選習意願：

新生：於新生報到時，辦理選習本土語文類別之調查，並針對轉換語別之學生，參考本署研發之

評估試題進行評估，作為開設本土語文課程之依據。

舊生（國民小學一年級至五年級、國民中學一、二年級）：於每年五月三十一日前，辦理次學年

度選習本土語文類別之調查。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協調國民小學，於四月三十日前，提供該校六年級應屆畢業生之本土

語文選習狀況予學區內國民中學，作為國民中學師資及開課準備之參考。

　　學校辦理第一項調查時，應設計表格提供學生填寫，並經家長簽章同意後繳回。

學校規劃本土語文課程，應依下列方式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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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中學部分自一百十一學年度逐

年實施。

校訂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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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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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以持續學習同一種語文為原則；其確有更換類別之需求時，應以持續學習原語文課程一年

以上者，始得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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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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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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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同意後，利用第一節至第七節正式課程以外時間實施。

學校開設本土語文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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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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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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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學校應訂定改善措施，設定逐年降低直播共學授課比率之目標。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訂定相關激勵機制，鼓勵教師參與並通過中高級以上閩南或客語言認證、

高級以上原住民族語言認證，或取得本土語文第二專長學分班認證，並視師資需求，規劃辦理語文

認證輔導之相關研習。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各語別師資聘任法規，協助達一定規模以上之學校，開設本土語文

教師專長缺額。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鼓勵學校採合聘及巡迴方式，聘任合格教師。

　　學校辦理各領域教師甄選，應優先考量聘任通過本土語文能力認證中高級（原住民族語為高

級）以上之合格教師，並安排其教授本土語文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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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就主管之學校本土語文師資未符應需求情事，積極研議協助措施。

直轄市、縣（市）政府為提升本土語文教學之現職教師專業能力，應規劃辦理下列事項：

專業進修或學習社群。

輔導及經驗交流。

　　為提升本土語文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教學能力，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規劃辦理提升課程教學

之專業課程，並訂定相關人員定期參與增能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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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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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教育部主管法規共用系統

　　　

　　　

　　　

十二、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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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

本土語文情境布置，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增進學習效果。

　　學校得結合領域課程及彈性學習課程，以沉浸式方式實施課程教學。

　　學校得於課後、假日或寒暑假辦理本土語文相關社團或營隊，延伸學生本土語文學習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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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課程開設概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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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學生選習調查表應留校存查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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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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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