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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補助學校推廣客家語言文化計畫

概況分析 

 

    隨著工業化及都市化的發展，地方或族群語言因面臨外部及自身

因素，瀕臨流失危機，因此，建構客家語學習環境，以落實客家語言

文化教育推行及深化學校傳承客家語功能，成為推動客家事務部門之

重要課題。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在 2009年 2月 19日世界母語日 

前夕發布報告，指出世界六千多種語言中，約有兩千五百種瀕臨滅 

絕危機，其中台灣有二十四種，包含凱達格蘭語在內等七種語言， 

已被認定消失，而噶瑪蘭語、阿美語等也陷入流失危險，即使目前 

使用頻繁的閩南語和客家語，也在逐漸凋零中。一般而言，瀕危語 

言都是失去了國家形態的少數民族語言或區域語言。造成語言瀕危 

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包括語言外部的因素，例如使用人口少分布 

雜、族群分化、民族融合、社會轉型等；也包括語言自身的因素， 

如弱勢語言或是沒有書寫系統的語言的使用者，往往會發現該語言 

的詞彙和語法功能無法滿足社會複雜交流的需要。在當今世界，信 

息的全球化和不恰當的語言政策更是加速了優勢語言的興旺和弱勢 

語言的式微。此外，語言的瀕危還牽涉到語言使用者對自己母語的 

忠誠度等問題，有些族群在母語受到強勢語言威脅時會採取強烈的 

反抗以爭取權利，而有些族群則自願放棄將母語傳遞給下一代，造 

成語言文化的逐漸流失。 

一、客家民眾客家語能力呈現下降趨勢                           

（一）客家民眾客語聽能力歷年比較-依年齡分（圖 1)        

  經客家委員會研究分析客家民眾客語聽的能力歷年來比較發 

現，以 99年(多重自我認同為客家人)的 67.2%能聽懂的比例為最高，

96年(多重自我認同為客家人)為 66.5%能聽懂，102年為 65.5%能聽

懂，105年度調查發現 64.3%能聽懂，相對較 102年下降 1.2個百分

點，經檢定達到顯著改變的程度，亦即近 2年客家民眾客語聽的能力

呈現下降趨勢。 

   另客家語聽的能力隨年齡愈大呈現愈好的趨勢，40歲以上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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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客家語聽的能力明顯較好，不同年齡層客家民眾客家語聽的能

力雖有變化，但經檢定與 102年相比較時達到些微下降的改變。 

 

 

 

 

 

 

 

 

 

 

 

 

 

 

 

 

 

 

圖一:客家民眾客語聽能力歷年比較-依年齡分 

                           資料來源:客家委員會 

（二）在客家語說的能力部分： 

    客家民眾客家語說的能力歷年比較發現，以 99年(多重自我認 

同為客家人)48.8%能說流利客家語的比例為最高，96年(多重自我 

認同為客家人)48.0%，102年為 47.3%，105年度調查發現 46.8%能 

說流利客家語，相對較 102年下降 0.5個百分點，經檢定沒有達顯 

著改變程度。也就是說，客家民眾客家語說的能力有下降的趨勢，  

但是下降趨勢並不明顯。客家語說的能力隨年齡愈大呈現愈好，40  

歲以上客家民眾客語說的能力明顯較其他年齡層的客家民眾來得好 

（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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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客家民眾客語說能力歷年比較-依年齡分 

                       資料來源:客家委員會     

    長期來看客家民眾客家語聽說能力呈現下滑趨勢，對於整體客家

族群語言的發展可說是一個警訊。因應前述情況，中央政府現已制定

客家基本法及推動客語為國家語言，以建立客語無障礙環境，設置全

國 70 個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推動客語認證等政策延續傳承客家語

言文化。 

    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補助學校推廣客家語言文化計畫，係新北

市政府為永續傳承客家語言，達到建構客語學習環境，落實客語文化

教育推行及深化學校傳承客家語功能之目的，採補助方式鼓勵學校推

行客家語教育課程及舉辦相關活動，營造客家語學習環境，藉以提升

學童、青少年使用客語之意願與能力，增加客家文化傳承之生機。 

    本計畫 106至 108年，分別有 36所、45所及 41所學校申請補

助，補助對象為本市市立高中職及國民中、小學校（含附設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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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立幼兒園，補助範圍包括開辦客家語言文化社團、營隊、客家文化

推廣、客庄交流、國際交流、其他結合學校特色發展之課程、客語情

境布置、為辦理營隊或專案，得辦理師資培訓研習、試辦客語結合十

二年國教校訂課程方案等。 

   其中莒光、大豐、頂埔、新和、網溪、秀峰、江翠、二重、桃子

腳、裕民等小學，參與計畫人數皆超過 100人以上，並以開辦客家語

言文化社團、營隊、客家文化推廣等為主要項目。 

   依據 107年本局補助學校推廣客家語言文化計畫資料分析，參與

學員性別比例（圖 3)，男性占 42%，女性占 58%，女性參與程度較高，

惟客籍學員比例僅佔總數 22%（圖 4)，參與比例偏低，顯示客籍學員

較非客籍無意願參加。 

   為此，為增加客籍學員及男性參與比例，本局透過客語輔導團及

客語薪傳師加強宣導，鼓勵所屬教學學員中客籍學生及男性積極參與

客語相關活動。 

  

   圖三：參與學員性別比例                圖四：參與學員客籍非客籍比例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 

二、客語能力認證 

(一)推動客語能力認證之必要性 

    客委會為加強客語使用能力、鼓勵全民學習，提高客語服務品  

質，並落實客家文化傳承任務，於 94年訂定客語能力認證作業要點 

，期能增進客語聽、說、讀、寫之能力；參加考試者，不限國籍、 

族別，客語能力認證方式分為初級、中級、中高級與高級，採筆試 

與口試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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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94年至 107年期間，客委會共舉辦 13次客語認證考試，從 

圖 5及圖 6可看出不論是報考或通過客語能力認證人數，女性均高 

於男性，且自 99年以後，客語能力認證報考及通過人數明顯有逐年

下降的趨勢。   

 

 

 

 

 

 

 

 

 

 
 

                             圖五:資料來源：客家委員會 

 

 

 

 

 

 

 

 

 

 

 

 
                            

圖六:資料來源：客家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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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北市推動客語能力認證之努力 

    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自106年度起開設客語能力認證加強班，

希藉由教學活動推廣客家文化，提高本府同仁參加客語能力認證之意

願，提升客語能力，並將客家語言、民俗、傳統、歌謠融入教學活動

中，以增進同仁對客家文化之瞭解，提升客語使用率。 

    107年度新北市客語能力認證加強班，共分為客語初級認證班及

中高級認證班。其中報名初級認證班計有 39人，女性 34位 

（87%）、男性 5位（13%）；中高級認證班計有 46人，女性 35位（76%），

男性 11位（24%）；通過認證部分，初級共有 18人，女性 17人(94%)、

男性 1位（6%）；中高級共有 25人通過認證，女性 20人(80%)、男性

5人（20%）（圖 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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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初級認證班學員報名性別比例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 

 

圖八: 中高級認證班學員報名性別比例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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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九:初級及中高級客語認證班報名及通過男女性人數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 

    從兩班報名與通過人數分析，女性比例均較高，顯示在客語學習

上，女性較易取得客語認證資格，另在近年性別主流推廣下，女性勇

於追求個人理想，透過報名客語認證班，學習客語並取得第二語言專

長，可增加自身語言優勢，未來將更有機會從事客語領域相關工作(如

客語薪傳師)，另有關男性普遍報名及通過率較低的情況，本局未來

將加強宣導並鼓勵參加，以提升客語文化傳承之普及性。 

    客家民眾認為最能代表客家文化的是「客家話」，因此，語言是 

族群認同及文化傳承相當重要的一部分。推動客語能力認證是保存 

客語及文化之途徑之一，透過考試制度，以及配套之獎勵與實質敘 

獎方式，增進民眾學習客語之動機與誘因。至於，客語能力認證班 

之研習，係熟悉考試之規則，強化民眾認證之信心，藉以逐步深化 

年輕族群及公務人員客語聽說讀寫能力。客語能力認證研習之效果 

雖無法立即呈現，但透過點滴的累積，在客語復甦工作上，達到積 

沙成塔的遠大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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