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臺灣手語課程綱要QA 

序號 問題 回答 

1 為什麼需要訂定臺灣

手語課綱？ 

一、根據《國家語言發展法》，國家語言包括臺灣各固有族群使用之自

然語言及臺灣手語，此法奠定臺灣手語在國家語言的定位，亦喚

起社會大眾對於臺灣手語的重視。 

二、此理念呼應《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所提倡的語言多樣化，以尊

重語言人權及保障語言多樣性，並落實《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對聾人語言與文化的尊重。 

三、根據《國家語言發展法》規定，臺灣手語自 111 學年度起將列入

部定課程，臺灣手語課綱訂定將作為臺灣手語教材編撰及手語教

師教學之參考。 

2 視覺語言系統與聽覺

語言系統的差異為

何？ 

一、手語屬於視覺語言系統，以視覺與手勢動作及空間位置來接收和

傳遞訊息；而口說語言屬於聽覺語言系統，以聽覺和發聲的方式

來接收和傳遞訊息。其主要差異來自於接收和傳遞語言訊息的方

式不同。 

二、口語的發聲器官，僅能傳遞單一訊息；手語則有多個傳遞管道，

除透過雙手之外，可利用臉部表情、頭部與身體動作等非手勢的

方式來表達不同的語言訊息。 

三、由於手語和口語的接收和傳遞方式不同，因此兩者在詞彙與語法

結構的表現上也有諸多差異。 

四、目前總綱（草案）已將國家語言列為部定課程，並列本土語文/臺

灣手語以呈現不同語言系統特性。 

3 為什麼稱為臺灣手

語，也有國際手語

嗎？ 

一、手語並非世界各國通用的語言，每個國家的手語皆有其發展的歷

史背景，且獨立於當地的口語的發展。現今臺灣聾人使用的手語

稱為臺灣手語，臺灣手語有獨立的語法系統，不隸屬於臺灣的任

何口說語言。 

二、每個國家皆有自己的手語系統，當不同國家的聾人在溝通交流時，

多半會使用所謂的國際手語。國際手語並無固定的語法規則，是一

種類似洋涇濱的溝通系統，主要使用於聾人的跨國活動或會議時，

例如世界聾人聯盟大會或聽障奧運。 

4 臺灣手語是每一個學

生都可以學的嗎？還

是只提供給聾人學生

學？ 

臺灣手語屬於瀕臨消失的語言，為了保存語言的文化資產，促進聾人

文化的傳承，而將臺灣手語納入國家語言，並從 111 學年度起列入課

綱部定課程，如同其他本土語文，課程的對象為所有學生，凡對臺灣

手語有興趣者，均可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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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臺灣手語課程綱要中

學習表現分為三個類

別，設計考量為何？ 

語言可以劃分成形式和意義，從學習者的角度而言，後者即為對意義

的理解，而前者即為語言的表達能力，由於語言和文化息息相關，文

化已成為語言的一部分，了解文化已成為語言理解和表達不可或缺的

要素，因此將學習表現分為「理解」、「表達」以及「跨文化溝通」三

個類別。 

6 臺灣手語課程綱要中

學習內容分為兩個主

題，設計考量為何？ 

一、設計考量在以循序漸進，由自身發展向外擴展為原則，臺灣手語

科目學習內容以「語言功能」及「生活與文化」作為學習主題。 

二、「語言功能」主題，考量臺灣手語詞彙表達的多樣性及手語詞序的

靈活變換，採取語言的使用情境及功能的角度來敘述學習內容。 

三、「生活與文化」主題，包含了「個人」、「社會與生活」及「聾人文

化與科技」三個項目。在「個人」與「社會與生活」部分，考量

生活性與實用性；在「聾人文化與科技」部分，考量科技如何影

響生活，目前科技的發展大幅翻轉聾人生活形態，促進了手語傳

播和記錄方式，對聾人的語言及文化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 

7 學習內容中的「語言

功能」是指什麼？ 

一、臺灣手語是人類自然語言之一，所有的人類自然語言都包含約定

俗成的詞彙以及語法規則。語言可劃分為形式和意義，從語言學

習的角度而言，前者著重在語言的結構，而後者則著重在語言的

使用情境及功能。 

二、學習內容中的「語言功能」所指的是與語言有關的概念系統，其

中包括動作是否完成的時貌表達、事件發生時間的時式表達，以

及事物對比的比較表達等。主要考量臺灣手語在語言結構上的表

現與一般口語的語言結構有很大的不同，臺灣手語的語言結構更

富多樣性，句子的詞序也更自由，以語言功能為基礎，將能涵蓋

更完整的學習內容。 

三、學習內容用「語言功能」來設計，而不是直接教授語言結構，這

樣的設計有其優點。教手語詞彙時，自然帶入手形、動作、位置、

掌心方向、臉部表情等詞彙的組成元素。等學習較多的詞彙之後，

不同的手形、移動等對比結構，就會自然理解與領悟。在句法結

構方面，隨著學習的句子越來越複雜，就會學到比較進階複雜的

語法。從實際的例句中自然學到語法，這樣的設計較能引起學生

興趣。 

8 聾人老師進行臺灣手

語課程教學時，是否

需要聽人教師入班協

助？ 

一、一位合格的聾人老師進入學校擔任臺灣手語教學工作前，已接受

師資培訓及課室管理訓練，應可獨立進行教學的各項工作。 

二、在課程實施前，建議學校製作宣導影片或海報，介紹臺灣手語社

群、文化、習慣及特殊性等，以方便校園內部人員、學生了解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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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手語的好處及課堂中如何與聾人老師互動。透過宣導方式，增

加學生對臺灣手語的了解，亦減少聾人老師初次進入班級時所可

能產生的溝通問題。 

9 請問臺灣手語課綱上

路後，教學人員如何

調整教學方式，才能

達到新課綱所規劃的

目標呢？ 

一、教學人員應熟悉課程綱要，參照實施要點之課程發展、教材編選、

教學實施、教學資源、學習評量等內容，逐步調整教學方式。透

過有意義、有趣和多樣的課程活動作為臺灣手語的教學方式。 

二、教學人員宜設計情境，結合在地人力資源，讓學生有機會與聾人

互動，以提升手語和跨文化的溝通能力。 

10 臺灣手語課程綱要實

施後，教材編選應如

何有效進行？ 

一、教材應依不同語文程度級別的學習內容加以編選，教學人員可依

實際需要將不同語文程度級別之學習內容，組合成不同的學習單

元。在學習內容方面，應涵蓋「語言功能」與「生活與文化」兩

個主題；在學習表現方面，應涵蓋「理解」、「表達」及「跨文化

溝通」三種類別。 

二、教材的內容設計需考量單元銜接和級別的關聯，由簡入繁、由易

入難、新舊交疊、循序漸進，呈現螺旋上升模式。 

三、目前國教署正著手編輯臺灣手語教材，未來將可做為學校選用之

教材資源之一。 

11 為求有效營造臺灣手

語學習環境，學校方

面應如何配合？ 

一、學校應落實中央及縣市政府臺灣手語教學相關政策，並加強臺灣

手語教學人員之專業對話，以提升教學品質，且將臺灣手語議題

融入其他領域或活動，增進學習機會，擴大學習成效。亦可配合

「臺灣母語日」相關活動，營造優質的本土語文學習情境。 

二、學校與教學人員宜引導並鼓勵學生參加符合臺灣手語語文程度級

別的社群活動。可善用聾人相關活動（如：聾人電影節、聾人劇

團表演等），並鼓勵學生參與時事議題討論，以豐富學習內容。 

三、學校可適時舉辦全校性或年級性的臺灣手語相關競賽，或辦理臺

灣手語週或臺灣手語日等活動，以營造臺灣手語的學習氛圍。學

校圖書館也應採購臺灣手語相關圖書及影視資源，讓學生在課程

之外，也能有機會探索其他相關知識。 

12 臺灣手語課綱研議過

程是否有充足意見交

換? 

一、臺灣手語課綱研修過程，修訂小組迄今已召開 12 次大會、3次工

作小組會議、12次核心小組會議及 4次諮詢會議。 

二、後續亦須經課發會、網路論壇、公聽會等公共討論，研議過程有

充足意見交換。 

13 選修臺灣手語課程之

學生手語程度差異

大，教學策略為何？ 

一、學校可視學生選修人數及其語文能力進行分班教學。 

二、若無法進行分班教學，教學策略則建議教師採區分性課程、差異

化教學、多層次教學等方式進行教學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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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課綱中所列出的語文

程度級別與學習階段

是否具有其對應關

係？若學生從七年級

開始選修臺灣手語，

是否要從級別一開始

選修？ 

一、若學生從未學過臺灣手語，在第一學習階段開始修習臺灣手語且

不間斷，則其語文程度級別應與學習階段相符；但其在不同學習

階段開始修習（如七年級），則應由臺灣手語第一級別開始修習。 

二、若學生已學過臺灣手語，則選擇適合其級別能力課程進行修習，

能力級別係由授課人員進行評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