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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語 E 樂園：用繪本點亮原住民族語言的傳承 

族語E樂園
是一

個致

力於原住民族語言傳承的線上

學習平台。自 2016 年起，我們

深耕繪本創作，十年來，這些

主題豐富、風格多元的繪本已

成為平台教材中 不可或缺的重

要元素。

看似簡單的繪本形式，

蘊含著無窮的教育潛力。透

過族語E 樂園的網頁平 台，

族語老師們的教學不再侷限

於傳統課本，而是能靈活運

用這些精彩的繪本。 目前，

平台已收錄 89 本繪本，每一

本都附有原住民族 16 族語翻

譯及錄音，它們不僅是閱讀

工具，更是文化的容器與情

感的橋樑。創作者們將古老

傳說、傳統生 活智慧、性別

平等、經典文學、新住民議

題、禮俗等，對自然萬物的

敬畏及傳統 祭儀融入圖文，

讓故事不僅說給孩子聽，更

能觸動每一位讀者的心弦。  

豐富多元的繪本內容 
族語 E 樂園的繪本內容

包羅萬象，讓讀者在故事中

看見族人與文化間的深刻連

結。例如，《思樂本的種

子》講述了排灣族女孩成為

女頭目的故事；《姐姐回娘

家》透過繪本認識賽夏族女

兒出嫁後的四次重要生命禮

俗，聯繫娘家與夫家情誼，

並體現賽夏族對女性的重

視。《愛織布的馬耀》從性

別平等的角度出發，描繪主

角小男孩其實對織布有一份

用繪本點亮原住民族語言的傳承 

熱愛與堅持，但常常被其他

人嘲笑，故事的最後也因為

織布而救了部落的人，從此

再也沒有人因為織布而笑

他。傳遞多元包容的價值

觀。《迴盪山谷的風笛聲》

則以鄒族風笛為主題，詳盡

講解製笛過程，傳遞傳統知

識與其背後的文化意涵。  

這些繪本不僅是故事的

集合，更是族語學習者通往

文化核心的捷徑。透過圖像

與文字的雙重敘事，讀者不

只「讀懂」故事，更能「感

受」語言所承載的 情感與精

神。色彩鮮明的繪圖，勾勒

出部落的山川湖海與人物的

喜怒哀樂；簡  潔有力的文

字，則道出深藏於文化脈絡

中的哲理。這正是繪本的魅

力所在—— 它跨越年齡、超

越語言能力，以最真摯的方

式說一個屬於文化與人民的

故事。 

 

特定主題與創新嘗試  
有些繪本更是為「特定

主題學習」而生。例如，

《大魚的嘴巴》以大量動物

詞彙練習為主，透過重複語

句「那是什麼？牛說：那是

熊。」加深語言記憶，搭配

有趣 插圖與例句；《護士的

摩托車》則模擬真實生活情

電子繪本《大魚的嘴巴》內
頁。

創
作
者
們
將
古
老
傳
說
、
傳
統
生
活
智
慧
、
性
別

平
等
、
經
典
文
學
、
新
住
民
議
題
、
禮
俗
等
，
對

自
然
萬
物
的
敬
畏

及
傳
統
祭
儀
融
入

圖
文
，
讓
故
事
不

僅
說
給
孩
子
聽
，

更
能
觸
動
每
一
位

讀
者
的
心
弦
。

族語E楽園：原住民族言語の伝承を絵本で明るく照らす
E-Learning Park for Indigenous Languages: Lighting the Path of Language Transmission 
through Picture Books

文‧圖 ︱陳冠萍（台北市立大學專任助理）

電子繪本《迴盪山谷的風笛
聲》第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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