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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國家語言發展會議 

背景及說明 

 

「國家語言發展法」於 108年 1月 9日公布施行，另於同年 7月

9日發布施行「國家語言發展法施行細則」，以保障臺灣各固有族群

之自然語言和臺灣手語的傳承、復振及發展。依語發法第 5條及該法

施行細則第 4條規定，政府應定期召開國家語言發展會議，透過全民

參與討論，就國家語言發展相關議題，凝聚各界共識，提出實施策略，

另為提升語言意識、推動語言生活化使用，同步辦理推廣活動。 

另鑒於國家語言業務涉及相關部會，文化部邀請教育部、原民會

及客委會擔任本次會議共同主辦單位，於 2021 年召開首次國家語言

發展會議，以「邁向國家語言新時代」為主題，環扣國家語言的尊榮

感、生活化、學習力和應用力等議題，多面向討論國家語言的傳承與

復振方式。將於 7月底至 8月舉辦八場次線上論壇，邀請公民線上參

與討論。另預計於 9月上旬及中下旬分別召開預備會議及正式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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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國家語言發展會議 

分場論壇場次表 

時間 場次 主持人 討論主題 

07/31(六) 

下午 13:30-17:10 
第一場分場論壇 方耀乾 議題一：國家語言尊榮感 

8/1(日)  

下午 13:30-17:10 
第二場分場論壇 呂東熹 議題二：國家語言生活化 

8/4(三) 

下午 13:30-17:10 
第三場分場論壇 陳秀琪 議題三：國家語言學習力 

8/7(六) 

下午 13:30-17:10 
第四場分場論壇 林修澈 議題四：國家語言應用力 

8/8(日) 

下午 13:30-17:10 
第五場分場論壇 陳張培倫 議題一：國家語言尊榮感 

8/11(三) 

下午 13:30-17:10 
第六場分場論壇 張維安 議題二：國家語言生活化 

8/14(六) 

下午 13:30-17:10 
第七場分場論壇 

廖元甫 

鄭清鴻 
議題四：國家語言應用力 

8/15(日) 

下午 13:30-17:10 
第八場分場論壇 

陳高志 

張榮興 
議題三：國家語言學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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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國家語言發展會議 

分場論壇議程 
 

時間 議程 

13:30-14:00 線上會議開放入場 

14:00-14:35 
議題探討 

(含議題引言與重點說明) 

14:35-15:20 回應與討論 

15:20-15:30 休息時間、下半場線上會議開放入場 

15:30-16:05 
議題探討 

(含議題引言與重點說明) 

16:05-16:50 回應與討論 

16:50-17:10 整體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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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國家語言發展會議 

分場論壇議事規則 
一、 會議前準備： 

(一) 與會來賓請先安裝 Cisco Webex 視訊軟體在電腦中或下載 Cisco Webex 

Meeting於手機當中。 

(二) 一般民眾可使用各種瀏覽器或以訪客身分登入。 

(三) 使用桌機、筆電或手機請測試視訊鏡頭麥克風是否能正常使用。 

(四) 請測試網路是否有連接或無線網路連線是否穩定 

二、 報名注意事項： 

(一) 活動前十日開放報名，一般民眾名額 50名（額滿後即截止報名）。 

(二) 報名前請確認 Email是否能正常收信。 

(三) 活動前三日公布錄取名單，信箱會收到視訊會議連結網址。 

三、 加入會議： 

(一) 一般名眾點選視訊會議連結，輸入您的「報名名稱」及電子郵件帳號後點

選加入會議；各部會代表、與會來賓，請輸入您的「單位＋報名名稱」及

電子郵件帳號後點選加入會議。 

(二) 會議前 30分鐘可入進入會場，並請同時於 google表單上簽到。 

(三) 加入會議後，系統會自動記錄您的出席時間（視為簽到）。 

(四) 退出會議後，系統會自動記錄退出時間（視為簽退）。 

四、 會議中： 

(一) 進入會議室後，請先將聲音關至靜音狀態，待發言時再開啟聲音。 

(二) 時間規則：每一個時段討論，由主持人引言 5 分鐘，每位與談人報告時間

約 10分鐘（以 15分鐘為限），並進行討論及回應 45分。 

(三) 討論及回應時間： 

1. 請發言者先按「舉手」功能，由主持人依序點名提問，屆時再請發言者

開啟攝影機及麥克風，發言時間以 3 分鐘為原則，以臺灣手語表達者則

以 6分鐘為原則，提問結束後，請您將攝影機關閉及麥克風關至靜音狀

態。發話時請使用單一收音設備，如有多個收音設備(例如筆電內建麥克

風+外接麥克風)，請擇一使用，避免產生回音。 

2. 會議參與者皆可在「聊天室」以文字留言方式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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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國家語言發展會議四大議題說明 

一、議題一：國家語言尊榮感 

（一） 國家語言一律平等： 

語言尊榮感是著重於語言的價值及其呈現的樣貌，舉凡美好的姿態、優先

的次序、專業的字詞皆有關積累尊榮感。「國家語言發展法」明定國家語言一律

平等，國民使用國家語言應不受歧視或限制。平等是多元族群社會的重要課題，

需要全民體認並共同推動及落實各國家語言的平等。 

（二） 公部門業務融入國家語言： 

公部門領域應將國家語言融入於業務中，以有效帶動各國家語言的能見度，

及提升其價值感。當我們的語言成為政府與人民的溝通橋樑，並長存於公務體

系的正式文書紀錄中，更得以彰顯語言的尊榮感及語言平等的意涵。 

 

二、議題二：國家語言生活化 

（一） 家庭社區及公共領域的使用： 

語言傳承與「生活」息息相關，唯有將語言落實於生活化使用，才能增加語

言使用機會，提升語言的活力，可以透過加強於家庭、社區、部落、職場及公共

領域的多元語言使用，讓各語言成為我們生活的語言，建立以母語傳遞知識與

情感的社會。 

（二） 媒體的傳播效益： 

大眾傳播是人民表達意見、接收資訊、感知社會並聚焦議題的管道，國家語

言在大眾傳播媒體中呈現出的樣態及內涵，潛移默化地影響國民的文化、思想

和行動。 

公共媒體是推動國家語言生活化不可忽視的力量。為推廣各種語言文化，

我國已陸續設立各語言相關電視台及廣播電台，包括 2003年開台的「客家電視

台」、2005年開台的「原住民族電視台」、2017年開播的講客廣播電台、原住

民族廣播電台，以及 2019 年開台的「公視台語台」，是在「國家語言發展法」

公布施行後，由文化部協助公共電視成立的第一個全台語電視頻道。如能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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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媒體的公益性及傳播效益，有助於提升語言的價值感，讓人民重新感知母

語，並實踐母語生活。 

（三） 社群媒體的串連： 

今日社群透過全球化網際網路及行動裝置，可以從遠端建立各類社群，在

語言推廣方面的網路社群，能讓許多有母語意識的人相互影響，並實踐母語的

生活化使用。 

 

三、議題三：國家語言學習力 

（一） 國家語言列為 12年國民基本教育部定課程： 

「國家語言發展法」第 9 條，及該法施行細則第 6 條規定，中央教育主

管機關應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各階段，將國家語言列為部定課程，預計於 2022

年實施。將語言納入正規教育體系中，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語言活力

指標的評核重點，對於語言復振有重要影響力。 

（二） 師資培育及相關配套措施： 

因應國家語言列為部定課程之規定，各本土語文及臺灣手語的師資面臨嚴

重不足，教育主管機關已積極規劃配套措施，如師資培育、教材研發、教學支援

系統、沉浸式教學鼓勵措施等，使我國國民能於基本教育中，皆能獲得相當強度

的學習機會，以保障及提升國人對於各國家語言的使用能力。 

（三） 政府與民間加強學習資源研發： 

除了教育場域之外，各級政府、公共服務機構及民間單位也應致力於本土

語言及臺灣手語相關學習資源的研發，讓全民享有豐富的本土語言及臺灣手語

學習資源。 

 

四、議題四：國家語言應用力 

（一） 語言的研究及調查： 

活化語言的首要任務即是有系統地統整文字與語音，建立便於查詢檢索的

資料庫將有助於後續之語言研究、教學及復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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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的研究及調查除了語言學及文學專業之外，更需仰賴人類學、歷史學、

地理學等各社會領域的跨界合作。後續更應著手復振活化語言，研發新創詞亦

是活化語言的新興應用領域，需要各界進一步討論。 

（二） 語言的科技應用： 

政府協助民間研議各國家語言文字書寫、拼音、電腦輸入等技術，有助於推廣及

帶動各語言的學習與應用。若能更進一步蒐集語音或圖像資料，利用語音辨識

或臺灣手語圖片辨識開發應用軟體及互動裝置，將會是未來智慧生活的基石。 

（三） 多語互動應用發展： 

多語服務相關之設備應用已經普遍，例如多語廣播、提款機、導覽機等。其可衍

伸應用之範疇包含居家醫療、網路郵局、金融、交通、購物、藝文創作等等。人

機互動在國家語言層面的發展，未來還需仰賴國家語言研究者及資通訊領域人

員的跨域合作。 

 （四）語言創作及推廣行銷： 

 多元語言是我國文化創作的基本元素，政府如何推動本土語言及臺灣手語創作

獎勵與補助機制，鼓勵各種語言的創作及應用，改善母語創作環境，及健全母語

相關產業的商業與行銷管道，擴大國家語言的產業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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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國家語言發展會議 

四大議題及子議題 
 

議題 議題主題  

議題一  國家語言尊榮感：提升本土語言／臺灣手語價值感  

子議題  1. 提升公民的本土語言／臺灣手語意識及語言尊榮感 

2. 將本土語言／臺灣手語融入公部門之語言意識培力，增加公共

使用度及語言平權觀念宣導  

3. 本土語言／臺灣手語輸出，推動國際語言交流  

議題二  國家語言生活化：落實本土語言／臺灣手語生活化  

子議題  1. 加強社區、部落及家庭生活化使用本土語言／臺灣手語 

2. 強化公共服務資源及營造友善使用環境  

3. 平衡各國家語言別公共傳播服務資源  

議題三   國家語言學習力：建構本土語言／臺灣手語友善學習環境  

子議題  1. 加強本土語文／臺灣手語師資培育及聘任  

2. 健全教學資源及多元學習管道  

3. 有效推動沉浸式教學  

4. 健全國家語言認證制度  

議題四  國家語言應用力：本土語言／臺灣手語保存研發及跨域應用  

子議題  1. 語言基礎研究、調查、保存  

2. 語言書寫系統及字典、語料庫建置，新創詞研發  

3. 本土語言／臺灣手語之各領域使用、轉譯及推廣  

4. 本土語言／臺灣手語跨域交流與應用工具開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