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部「2024第二屆國家語言發展會議」 

馬祖語桃園論壇-議程與議題說明 

 

(一)日期：113年 8 月 24 日（星期六）9:50-17:20 

(二)地點：桃園馬祖會館 2樓（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二段 973 巷 15號） 

(三)議程（暫定)： 

時間 流程(主持人、與談人洽邀中) 

9:20-9:50 報到入場 

9:50-10:00 開場 

10:00-10:30 

(30分鐘) 
專題報告 主題：馬祖語語料及語音庫計畫介紹 

10:30-12:00 

(90分鐘) 

主議題討論 1： 

國家語言意識覺醒

-跨領域推廣多元

途徑 

子議題：當文化遇上馬祖語 

開放討論 

12:00-13:00 休息午餐 

13:00-14:00 

(60分鐘) 

主議題討論 2：國家

語言在地發展-永

續語言特色多樣性 

子議題：地方政府的語言發展政策 

 桃園市政府 

 連江縣政府 

子議題：實施區域通行語之契機與挑戰 

開放討論 

14:00-14:10 休息 

14:10-15:40 

(90分鐘) 

主議題討論 3：國

家語言教學現場-

健全學習資源與環

境 

子議題：高中以下本土語言教育現況 

子議題：家庭與學校的母語教育協作 

開放討論 

15:40-15:50 休息 

15:50-17:20 

(90分鐘) 

主議題討論 4：國

家語言專責機構-

從想像到實踐之挑

戰 

子議題:馬祖語言人才育成  

開放討論 

17:20~ 賦歸 

 

 

 

 

 

 

 

 



議題說明： 

主議題 子議題 說明 

一、國家語

言意識覺醒-

跨領域推廣

多元途徑 

當ＯＯ遇上

母語 

（表演藝術/

文學創作/戲

劇） 

隨著「國家語言整體發展方案（111-115 年）」

對國家語言的資源挹注，以及國人保存母語意

識提升，華語不再是當然且唯一的表達方式，

更多的母語內容開始出現，在文學、戲劇、表

演藝術、網路影音等多元領域蓬勃流動。當母

語內容在各領域開始起步，曾遇到什麼樣的阻

力？產生什麼意想不到的火花和效應？是否有

語言資源缺口，以及語言產業鏈的形成？邀請

各領域從業人員分享產業現場的觀察心得。 

二、國家語

言在地發展-

永續語言特

色多樣性 

2-1地方政

府的語言發

展政策 

語言議題存在於生活中的各個層面，各地方政

府是否有專責單位處理國家語言發展業務？縣

市政府如何掌握區域內的語言發展情形，因地

制宜發展當地的語言地圖、語言政策規劃？在

多語或重點語言環境下，縣市政府如何推動語

言政策，妥善分配資源？ 

2-2實施區

域通行語之

契機與挑戰 

「國家語言發展法」具體規範縣市推動「區域

通行語」之方式與程序，縣市政府是否願意加

入推動？實際推動的困難與挑戰何在？區域通

行語的推動具備什麼樣的文化意義或地區發展

效果？ 

三、國家語

言教學現場-

健全學習資

源與環境 

3-1 高中以

下本土語言

教育現況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各階段已將國家語言列為

部定課程，本土語言要怎麼教？從日常生活中

流失的母語，真的可以從學校「學回來」嗎？

現有的本土語言教育資源，對教學者來說是否

足夠？學生的課堂反應又是如何？聽聽本土語

言第一線教育人員現身說法，談談母語教學現

場狀況與痛點，構思母語學習環境的創新作

為。 

3-2 家庭與

學校的母語

教育協作 

母語又稱為第一語言，最初的學習場域就在家

庭，父母對孩子所說的語言，會自然為兒童所

習得、使用。受到過去政策影響，母語環境逐

漸式微，我們如何找回自然習得母語的方法？

打造沉浸式的語言環境，例如幼兒園、社區互

助教保服務中心，是否為特效藥？當家庭環

境、學校環境成為母語教學現場，分別會面臨

什麼挑戰？是否有攜手合作的可能？ 

四、國家語

言專責機構-

語言調查及

研究、語言

國家語言研究發展中心推動設立在即，將作為

我國國家語言專業性組織，發揮跨語言、跨領



從想像到實

踐之挑戰 

人才培育 域之語言研究、調查、發展及資源整合等功

能，以落實「國家語言發展法」優先推動面臨

傳承危機國家語言的傳承、復振與發展目標。

語發中心各項任務如何開展？本次聚焦於「語

言調查及研究」、「語料數位應用研發」、「專業

人才培育及流通機制」三大核心工作，歡迎各

界提供建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