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政府市政統計通報 

高雄市 108 年至 110 年度原住民族語保母獎助計畫統計分析 

壹、設立依據 

  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語保母獎助計畫辦理。 

貳、計畫目的 

  臺灣目前官方核定原住民族共有 16 族， 截至 2022 年 6 月底止，本市原住民人口數為

3 萬 6,348 人，整體原住民人口數約佔本市總人口數 1 %；原住民族隔代教養的狀況普遍，

而隔代教養的優勢之一就是族語文化的傳承，因此大多數原住民族的祖父母就替代了父母成

為孫輩的人生第一位老師；為落實族語學習家庭化及有效提升族語學習與傳承效益，運用語

言發展黃金期，將族語向上發芽及向下扎根，以家庭沉浸式環境，教導自己的兒孫傳承屬於

自己特有的族群文化。 

參、執行內容 

一、本市原住民族群人口分析 

截至 2022 年 6 月底止，本市原住民總人口數為 3 萬 6,348 人，其中男性共 17,057 人、女

性 19,291 人，族群分布人數如下表： 

 

 

 

 

 

 

 

 

 

 



二、本市與全國原住民族語保母現況分析： 

 

 

 

 

 

 

 

 

 

 

三、托育幼兒族群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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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托育幼兒年限度分析： 

 

   

 

 

 

 

 

 

     

肆、建議與未來努力方向 

一、積極向中央原民會爭取每年度托育幼兒數： 

     111 年起，原民會規定可收托 0 歲以上幼兒，故今年托幼兒數向上提升至 68 位，共

有 54 位保母加入族語托育，另外也新增家庭親職訪視員，讓族語托育不在只是保母與幼

兒，而是擴大至整個家庭，甚至於家族，構成族語學習網。 

二、加強宣導族人加入托育行列： 

    有鑒於都會區加入族語保母人數較原鄉地區少，應加強對外宣導托育有獎助金可領取的

資訊，每年應在都會及原鄉地區各辦理 2 次的公開保母遴選，因保母多為三等親內的長輩 

，可避免長者舟車勞頓，就近參加遴選。 

三、辦理保母職能強化訓練及深度訪視輔導： 

  計畫配置有家訪員，應充分利用家訪員每月例行訪視工作時，觀察保母托育及幼兒情

形，可有效延長保母托育幼兒期程，提升幼兒學習族語的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