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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土語言課程的開設，未將臺灣多元族群的傳統文化技藝與藝術等特色，納入各學校階段予

以推動深化，致使本土語言之學習成效有限。本土教育要深化、要成功、不能僅側重本土語言

單一項目，要藉由族群的重要技藝、藝術與先民生活智慧等文化內容，學習情境的營造，實作

與應用的活動設計，透過「母語」，將符碼與符旨深度融合推動。爰此建請行政院責成教育部

、文化部、內政部、客家委員會、原住民委員會等相關部會，(一)針對我國本土教育計畫之成

效進行全面性檢討；(二)成立跨部會平台訂定我國「多元族群文化技藝重點項目」，發展合宜

的本土教育學習內容(三)規劃暑期第三學期族群文化技藝課程，結合教育部、僑委會「海外華

裔青年英語服務」、「大專青年藝術下鄉」等計畫和資源，注入文化刺激和活力，鼓勵學校參

與推動，以彌補上下學期本土教育學習時數及深度廣度不足之現象；期盼本土教育不只是學習

母語，也要深入體驗習得族群的文化與技藝。這才有助於實現本土教育願景之落實，增進族群

文化之理解和尊重。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教育部在民國 90 年於國中小開設了「本土語言」課程，其目的是希望族群文化與技藝得

以代代相傳。推動至今，已逾 10 年，但是，族群文化教育仍未全力跟進發展，母語傳習成效也

不甚理想。 

二、臺灣最大的特色就是擁有多元族群語言及文化。客家語言、原住民語言、閩南語言及新

住民語言及其文化，皆是臺灣的文化資產。在《文化資產保存法》中第 62 條中明訂：為進行傳

統藝術及民俗之傳習、研究及發展，主管機關應協調各級教育主管機關督導各級學校於相關課

程中為之；由此可見「本土教育」除了族群語言外，應包括傳統藝術及民俗技藝等之傳習，這

也是本土教育計畫背後所蘊含的深刻意義。各相關部會應該擬定該族群之文化與技藝重點學習

項目，勾勒族群文化教育之重點內容，供各階段學校推動傳習。 

三、馬總統曾在「2011 年全國原住民族行政會議」，拋出了「第三學期」的概念，利用寒暑

假，讓學生接受民族文化教育，彌補正規學制內族群文化教育之不足。 

四、目前「第三學期族群文化技藝」課程與制度在國教院的實驗下，針對客語及閩南語族群

，透過較為寬廣的族群文化技藝角度，針對教學內容與方式進行試點實驗，獲得不錯的成效，

建議擴大試點，以彌補現階段本土教育時數及學習深度不足之現象。 

五、建請教育部、僑委會及其他相關部會，盤點所屬可豐富本土教育學習之既有計畫和資源

，並挹注至各級學校之中，以落實我國本土教育之理想。 

提案人：陳碧涵  孔文吉  王惠美 

連署人：詹凱臣  廖國棟  蘇清泉  江惠貞  鄭汝芬  

潘維剛  蔣乃辛  邱文彥  王育敏  陳鎮湘  

呂學樟  鄭天財  張嘉郡  楊玉欣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五案，請提案人孔委員文吉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孔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予處

理。 

進行第六案，請提案人李委員貴敏說明提案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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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委員貴敏：（13 時 56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及本院委員陳鎮湘、楊玉欣、羅明才等 17 人

，鑑於全民健保為我國重要的社會保險機制，其分配社會資源、確保國人健康安全之機制廣受

國際讚譽。惟我國健保之財務困境，亦長年困擾國人。又鑑於健保署掌控之全民健保資料庫，

內容涵蓋全國人口健康特徵、醫療進程效果等資訊，乃未來醫藥、生技產業發展亞洲人的用藥

、醫療輔具、技術科技的重要資產，具有相當的經濟價值，應妥善運用相關資源，創造並挹注

健保財源。爰建請行政院責成相關單位，即刻擬定健保資料庫運用計畫並規劃其收益分享機制

，以擴大健保收入來源，確保健保財務健全，促進產業與政府雙贏。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六案： 

本院委員李貴敏、陳鎮湘、楊玉欣、羅明才等 17 人，鑑於全民健保為我國重要的社會保險機制，

其分配社會資源、確保國人健康安全之機能廣受國際讚譽。惟我國健保之財務困境，亦長年困

擾國人。又鑑於健保署掌控之全民健保資料庫，內容涵蓋全國人口健康特徵、醫療進程效果等

資訊，乃未來醫藥、生技產業發展亞洲人的用藥、醫療輔具、技術科技的重要資產，具有相當

的經濟價值，應妥善運用相關資源，創造、挹注健保財源。爰建請行政院責成相關單位，即刻

擬定健保資料庫運用計畫並規劃其收益分享機制，以擴大健保收入來源，確保健保財務健全，

促進產業與政府雙贏。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我國之全民健康保險制度自民國 84 年開辦以來，提供全體國人完善的醫療照護，讓所有

國人得以可負擔的價格享有醫療服務。其分配社會資源、增進國人健康之機能，廣受各界讚譽

。 

二、惟查，全民健保的財務健全亦是全民關注議題。為避免健保財務破產，歷年政府無不微

調健保費，今年度更實施二代健保制度，期能擴大健保財源，以確保健保運作無虞。 

三、事實上，全民健保制度實施迄今已二十年，過去二十年來累積全國兩千三百萬人元的健

康、就診、用藥、醫療進程等資料，乃是未來臺灣開發亞洲人的用藥、醫療輔具、醫療方法等

技術的重要資產，具有極高的經濟價值。 

四、健保財源不足，向人民增收健保費並非上策，而應積極開創新財源。有鑑於健保資料庫

具有龐大的經濟潛力，如可妥適開發運用，並與使用者議定日後收益分享計畫，將可為健保開

源，並減少政府、民眾的開支。 

五、爰此，建請行政院責成相關單位，即刻擬定健保資料庫運用計畫，並同步規劃資料庫運

用後的收益分享機制，以擴大健保收入來源，促進產業與政府雙贏。 

提案人：李貴敏  陳鎮湘  楊玉欣  羅明才 

連署人：孔文吉  蘇清泉  江惠貞  王廷升  王育敏  

曾巨威  盧嘉辰  蔣乃辛  邱文彥  詹凱臣  

張嘉郡  吳育昇  吳育仁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有）有異議，本案暫不予

處理。 

進行第七案，請提案人王委員育敏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王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予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