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事長民調記者會致辭稿 

各位新聞界朋友、各位教育先進、薛教授、郭教授、馮教授： 

今天，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舉行「台灣母語教育民意調查」

結果發布記者會，承蒙各位新聞界朋友蒞臨採訪，各位教育先進親

臨指導，昆輝首先要表達心中的感謝之意。 

這次民調所稱的台灣母語是指台語、客語和原住民語。調查發

現，有 93.9%的民眾認為家人和孩子交談多用台灣母語，是孩子學

會母語的好方法，但家庭傳承台灣母語的狀況可能並不理想， 

67.5%的民眾認為孩子不會說台灣母語，主要原因是家人也不說。更

有 68.4%的民眾認為台灣各族群的母語，正逐漸面臨消失的危機。 

學校推動台灣母語教育的成效又是如何？教育部在 1993 年，將

鄉土語言納入國小正式課程，2001 年規定國小學生必須從台語、客

語、原住民語中修讀一項本土語言。歷經 30 年，本次調查只有

37.2%的民眾認為學校推動讓學生學會說台灣母語的教育成效良好。

但調查也發現，有 79.6%的民眾認為觀看活潑有趣的卡通節目或玩

遊戲是學習台灣母語的好方法，20-34 歲民眾同意的比率更達 84.3%，

值得政府重視。 

過去歷史發展中，一元化的語言政策，嚴重限制了台灣母語的

發展和使用場域。本次調查發現，民眾在日常生活中經常使用台灣

母語的比率，隨年齡層降低明顯遞減。文化部 2020 年的調查也發現，

台語在三代之間的使用率降了近六成，客語降了七成，原住民語更

降了九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2003 年指出，語言的使用頻率如果逐

漸減少，就會瀕臨危險。台灣母語的保存及振興，實已刻不容緩。 

接下來，我們依慣例，請本會民調諮詢小組召集人郭生玉教授、

委員馮清皇教授，提出本次調查的完整報告。最後，我們邀請國立

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薛化元教授來講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