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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學年度校(園)客語教學補助計畫

申辦說明會

客家委員會 語言發展處

1



壹 114學年度客語生活學校補助計畫

公（國、縣、市）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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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對客語及客家文化產生興趣、認識客語

及了解客家文化、能運用客語進行簡單的溝通互動。

一、補助對象、範圍



二、客語生活學校計畫申請期程

1 2 3

申辦校(園)

請於114年6月15日

前至本會客語生活學

校教學資訊中心系統

完成線上申請

地方政府

完成校園初審及彙

整，於114年7月15

日前，以電子文件

函送本會(免付紙本)

本會

本會進行複審作

業，於開學前函

復申請結果

*若沒有帳號可報名，請聯絡您的縣市承辦人申請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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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chool.hakka.gov.tw/Reg/Login.aspx?ReturnUrl=%2freg%2fmanager%2fadvuser%2flogout.aspx


三、補助項目參考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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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補助項目參考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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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補助項目參考表(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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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補助項目參考表(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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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113學年度 114學年度

情境布置費 每校以1萬元為原則。
每校以1萬元為原則；
客語開班數達13班以上，每增加1班補助金
額再增加1,000元為原則。

客語闖關活動 以1萬元為上限。
以1萬元為上限；
客語開班數達13班以上，每增加1班補助金
額再增加1,000元為原則。

獎勵品 每份100元以內，5,000元為上限。
每份100元以內，5,000元為上限；
客語開班數達13班以上，每增加1班補助金
額再增加500元為原則。

簡化行政程序

核銷資料包含上傳期末辦理情形表(每
月上傳影片或每月提供至少2張照片含
圖說)及成果報告書(亦可提供30分鐘
成果影片代替)。

核銷資料包含上傳期末辦理情形表(提供整學
年執行成果照片含圖說)及成果報告書(亦可
提供30分鐘成果影片代替)。

四、114學年度計畫修正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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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辦理客家日(週、月)及校園重要公開活動使用客語

2 辦理客語、客家文化融入教保活動

3 運用本會開發幼幼客語數位教材並納入教保活動

4 培力幼童其他客語多元學習費用

5 社區合作或親子於家庭客語溝通

6 師生參與幼幼客語闖通關認證

五、客語生活學校補助計畫模組範例(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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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辦理客家日(週、月)及校園重要公開活動使用客語

辦理客語夏(冬)令營2

辦理課後、寒暑假客語學習活動3

培力學生其他客語多元學習費用5

社區合作或親子於家庭客語溝通6

4 辦理客語、客家文化融入彈性課程(彈性學習時間)、團體
活動時間等相關課程或活動

7 師生參與客語能力認證

五、客語生活學校補助計畫模組範例(中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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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114學年度客語沉浸式教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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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辦：

指參與前一學年度(113學年度)本計畫，且下學年度賡續申請。

提供申請表、計畫書(其中得免再提交客語課程規劃)、經費預算表等

■新申辦：114學年度新加入之申請計畫。

須提交申請表、計畫書(含客語教學規劃)、經費預算表等完整資料送審

貳、114學年度客語沉浸式教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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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補助類別及對象

客語沉浸式教學

全客語幼兒園

訪視輔導暨
實施成效評估

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含非營利幼兒園、
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以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幼兒園為主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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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化情境學習 1.建置客語學習環境、辦理多元在地客語學習活動。

2.提供獎勵機制，激發客語使用。

(二)師資部分

1.幼兒園：客語沉浸使用至少50％以上 、全客語需80％以上 。

2.國中小學：於部定課程「領域學習課程」（客語文除外） ，

採漸進式(客語使用50 ％以上) ，並鼓勵學生用客語表達。

二、實施方式

1.教師、教保人員為主要客語教學者；客語陪伴員為輔。

2.配合課後客語學習及專業成長社群之師資。

(一)課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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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方政府

託專業團隊，安排培訓及工作坊等相關課程，另協助解決教師

教學問題及提供具體策略與執行建議。

三、計畫輔導

辦理「訪視輔導暨實施成效評估作業」，輔導校(園)參與

客語教學計畫及成效推展。

(一)本會

(三)校園分享部分 分平日成果及期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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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平日成果：

校/園按課程活動規劃月份，於次月上傳教學影片(時間不限)。

請標示【活動主題： ○ ○ /_ 縣(市)_校(園)_班級○月教學者○（片長 ○ 分鐘 ） 】。

2、期末成果：

(1)校(園)可將學生多元學習客語活動或平時客語教學資料綜整，

送地方政府辦理計畫結案。

(2)地方政府辦理成果發表分享者，得將活動分享報告書(免附

各校園期末成果)，依核結期程函報本會。

客語沉浸式教學成果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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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補助項目及經費基準

(一)教師專業支持費

1
客語教
學推動
小組

限全客語幼兒園補助項目。校(園)編制內職員，由具園務發展、課程規劃、
客語教學、活動事務及行政作業等人組成(最多5人)，並指定召集人。

編號 補助項目 說明

小組職稱及人數 經費編列 備註

召集人1名 3,000元/月 1、取得客語能力中高級以上認證者，且未領取語言研究

費及教材編輯費，每人得每月再增加1,000元。

2、有兼教保人員職務或教保人員兼職本小組工作者，另

提供每人每月兼職費最高1,000元(限領1個兼職費)。

組長1名 2,000元/月

組員2名及

行政人員1名

1,000元/月

【註】依任務編組職務執行相關工作，並列冊登記人員職掌及經費支給情形與工作推動紀錄，如有不實及溢領金額
者，概由幼兒園負責繳回補助款及負相關追繳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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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補助項目 說明

1
客語陪
伴員

(1)具客語能力中高級以上認證者，教保人員(含園長)不能申請本項鐘點費；

國民中小學教師，不受此限。

(2)鐘點費：於客語沉浸校(園)，每學年以16萬元為限；全客語幼兒園每週

至多 2次，每次2小時為限。

(3)交通費：跨鄉鎮市區每人6,000 元、非跨區域每人4,000元。

(4)個人之所得稅、勞保及勞工退休金等扣繳事宜，由受補助校(園)依相關

規定辦理，不得納入本案核銷。

(一)教師專業支持費

註：國中、小學教師為支持學校客語推動，須協助其他申請沉浸班級客語教學時(例如：在A班客語授

課老師到B班擔任客語陪伴員情形，得請領陪伴鐘點費，並同時支領語言研究費及教材編輯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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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補助項目 說明

2
語言研究
費

(1)以轉換客語教學所需之資料研究費。

(2)依客語能力認證級別按月補助(中高級者，每月補助2,000元；初/中級

每月1,000元，未通過者不予補助)。

3
教材編輯
費

(1)製作客語授課所需教材或活動設計費。

(2)依客語能力認證級別按月補助(中高級者，每月1,000元；初/中 級每

月600元，未通過者不予補助)。

(3)國中小學按年級/科目核計(不含彈性課程及本土語文課程)，每月該科

授課節數至少8節以上，不足節數者依比例計算 ，請提供課程表供參。

【註】(1)基於補助資源不能重複請領原則，本計畫之語言研究費及教材編輯費，不能與本會其他補助計畫之相同項

目重複請領。

(2)計畫執行期間才取得客語能力認證者，校(園)應於本計畫結束前(即7月31日前)統一列冊及檢附證書證明文

件，報地方政府備查，並由該府送會審核(依實際核發證件月份，另案核補)，未依規定辦理者不予審核。

(一)教師專業支持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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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補助項目 說明

4

教師課務

調整或教

保服務短

期鐘點費

及衍生之

經費

參與本計畫國民中小學教師及兼任本計畫行政職之減時授課鐘點費者與教

保服務人員等，因參與本會及地方政府辦理之外埠參訪、師資培訓、輔導、

工作坊及成果活動(幼幼客語闖通關之在園認證除外)等，校(園)需安排合

格人員從事課程教學或教保服務照顧之短期費用。

(1)國中小學：課務排代鐘點費及減時授課鐘點費(含行政人員) ，國小每人

336元/節，國中每人378元/節 。

(2)幼兒園：每人短期照顧服務鐘點費以30小時為限，每小時336元為原則，

園方須妥善規劃教保人員配置 。

(3)本項衍生之勞、健保及勞工退休金，依相關規定辦理。

(一)教師專業支持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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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補助項目 說明

5
國內交通
費

(1)參與本會辦理之師資培訓及工作坊的交通費(不含搭乘飛機) 。

(2) 每人最多2次為原則編列，需檢據及完成研習證明文件，覈實支付。

6
教材教具
費

(1)配合本計畫自編或購買之教材教具(含教師專業書籍或數位教學工具、

班級圖書費、客語學習輔具及情境布置等) ，須與計畫直接有關。

(2)請依實際需求合理編列及提供預購品項、數量、單價及總價清單

【請參閱附表1】。

(3)依申辦班級/人數及規劃內容審核，補助金額以1萬元至6萬元為原

則，並得於額度內增減經費。

(一)教師專業支持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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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補助項目 說明

7
專業成長社
群

(1)每校(園)以1社群為限，5班以上得申請 2個社群。

(2)每社群至少4位成員，每學年4次以上(每次2小時為原則)。

(3)校(園)社群補助3萬元、跨校(園)社群補助4萬元，支應項目如下【請參

閱附表2】：

◆專業指導費或諮詢費：外聘專家學者2,500元/次。

◆講座鐘點費：外聘講師2,000元/時、校園教師擔任講師1,000元/時。

◆外聘專家學者交通費：檢據核實報支。

◆研創材料費及膳費：不得超過本項目經費的20％。

(4)成果分享：成果分享：於每次成果活動結束1個月內，以PDF檔案上傳

至本計畫線上申辦系統供參。

(一)教師專業支持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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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補助項目 說明

1

課後客語

學習鐘點
費

(1)以客語教學、客家學藝活動為主，提升學生客語能力及學習興趣。

(2)於週一至週五課後時間實施(最晚不超過下午5時30分)，每班至少

15人且不超過30人為原則，得視參與人數採混齡編班。

(3)每班每節450元，每學年以70節為原則。

2 材料費 依課程活動屬性添購之學習材料，每人每份200元為上限。

4 獎勵品
客語沉浸教學校(園)每學年1萬元為原則；全客語幼兒園每學年2萬
元為原則。

(二)、學生多元學習費

3 印刷費 每人每份200元為限，以實用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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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補助項目及經費基準



編號 補助項目 說明

5

客語學
習活動
費

(1)依實際教學需求辦理客語多元學習活動，請於計畫書概要說明主題、

時間、地點及實施方式，各活動經費明細編列應具合理性。

(2)每項活動之餐飲點心費最多以1,000元為限。

(3) 不含植物盆栽、氣球拱門及其他裝置用品等之購買。

6 保險費 辦理學習觀摩或戶外活動所需之保險費用。

7 租車費
(1)依課程活動需要，安排戶外參訪學習所需交通費用，核實支應。

(2)客語沉浸教學校(園)上限3萬元；全客語幼兒園最高補助上限4萬元。

(二)、學生多元學習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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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補助項目 說明

1
健保補充
保費

因本計畫衍生之外部人員(不含校園所屬人員)費用，依相關規定辦理。

2 雜支 實施本計畫所需之雜項費用，以整體經費5%為上限。

(三)其他費用

註：其他非本計畫補助項目，由地方政府或校園自籌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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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補助項目及經費基準



五、補助原則

1.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申請補助額度：

2.全客語幼兒園：最高補助以80萬元為原則。

3.若計畫執行對客語推動發展具重要效益者，得採政策性補助。

1-2班：最高補助以30萬元為原則。

3-5班：最高補助以45萬元為原則。

6-8班：最高補助以55萬元為原則。

9-12班：最高補助以70萬元為原則。

13班(含)以上：最高補助以80萬元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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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採部分補助為原則，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規定，
按各地方政府財力級次給予不同補助比率。

2 依提報計畫項目及管轄校(園)/(班級)參與數，經費編列建議：

管轄校(園)/班級參與數 建議補助費用

(1) 2所/班以下 20-25萬元

(2) 3所/班～5所/班 30-60萬元

(3) 6所/班～12所/班 60-70萬元

(4) 13所/班以上 80-100萬元

(5) 具重要效益者，不受上開補助限制，得採政策性補助。

六、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整合屬(轄)校(園)計畫
辦理訪視輔導暨實施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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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客語沉浸教學訪視輔導及評核

擬訂推展實
施輔導方案

訪視輔導及
針對教學影
片給予教學

建議

相關活動
辦理及配合宣

導事項

成立地方客語教學輔導團

邀請具教育
領域之專家
學者擔任。

地方政府辦理訪視輔導暨實施成效評估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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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語學習資源研發



1

2

針對校(園)長、教保人員及相關行政人員等，辦理專業能力成長研習、專題

講座、校際交流、師資培育及語言巢觀摩等。

職場體驗或職前培育，協助媒合教育實習或校園服務場域，提供幼教(保)科

系學生實際了解客語教學操作及實務接軌的機會。

(四)鼓勵校園客語教學推動

(五)其他支持體系建立

鼓勵發展客語沉浸式教學，將客語納入學校多元學習，鼓勵師生參與客語認證
活動等。

例如：教師專業發展區域網絡、資源綜整與運用、在地客語人才庫資料建立及結
合各推動系統，永續地方教育之發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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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師資培育



客語沉浸教學與全客語教學差異說明

名稱 客語沉浸教學 全客語教學

教學目標

培養幼兒客語聽說流利之能力

培養幼兒間自主使用客語對話之習慣
促進幼兒對客家文化的認識

提升幼兒客家自我認同感

培養幼兒在多元場域之客語溝通能力

培養幼兒以客語學習及發表的精熟能力
培養幼兒多元文化素養

主要客語教學者 幼兒園教師或教保員（主）、客語陪伴員（輔）
幼兒園教師或教保員（主）；全園之教職員工,如 園長，

主任支援教師等或客語陪伴員等（輔)

教師客語能力
帶班老師客語聽說流利（鼓勵取得客語認證或至少

具客語初級聽說能力）

帶班老師客語聽說流利（鼓勵取得客語中高級認證）

全園教職員工皆具基本的生活客語溝通能力

幼兒客籍比例 客籍比例高（超過 1/3） 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 客籍比例高（建議至少1/2以上)

客語使用比例 50%以上，以客語進行生活溝通及教學 接近80%，全時段以客語進行溝通及教學

教學模式

客語融入例行性活動、客語融入主題教學、

客語融入學習區互動(以客語為教學媒介語)、
教學內容涵蓋幼教課綱六大學習領域

延伸客語學習至家庭或社區(如: 家庭展能,親子共學, 

親子學習單等)

園所定期研討教學活動、教材教法及提供行政支持

發展客語特色主題教學 (如: 客家文化, 在地特色, 科技融
入等)

客語融入小組及學習區互動

延伸客語學習至家庭及社區場域(如: 家庭展能,親子共學, 
親子學習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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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客語沉浸教學 客語生活學校

教學目標
幼兒客語聽說流利、幼兒之間習慣以客語對話、提
升幼兒客家自我認同

對客語及客家文化產生興趣、認識客語及了解客家
文化、能運用客語進行簡單的溝通互動

主要客語教學者 幼兒園教師或教保員（主）、陪伴員（輔） 客語支援老師（主）、幼兒園教師或教保員（輔）

教師客語能力
帶班老師客語聽說流利（鼓勵取得客語認證）
陪伴員客語聽說流利（通過客語中高級以上認證）

客語薪傳師客語聽說流利（通過客語中高級以上認
證）

幼兒客籍比例 客籍比例較高 (建議超過 1/3) 客籍比例較低 (不足1/3）

客語使用比例 50%以上，以客語進行生活溝通及教學 不足50%，以客語進行溝通及教學

客語融入課程與教學
的模式

客語融入例行性活動、客語融入主題教學、
客語融入學習區互動(以客語為教學媒介語)、
教學內容涵蓋幼教課綱六大學習領域

客語融入生活例行性活動
客語教學以單堂課方式進行、教學內容以客語及客
家文化為主

備註

1.建議各縣市政府在幼兒園申請二種模式的計畫時，能召開說明會，協助幼兒園檢視各種主客觀條件，
選擇適合自己幼兒園的客語教學模式，以達最大成效。

2.二種模式的客語教學沒有優劣比較，選擇適合自己條件的教學模式，才能發揮最大的客語傳承效益。
3.客語生活學校或客語沉浸教學可以在推行一年後，重新檢視自己的各項條件，申請輔導，轉型為另

一種類型的教學模式。
4.客家重點發展區建議以申請客語沉浸教學模式為主，若師資客語專業或其他條件不足，優先給予輔

導協助(如：增加客語支援，輔導團重點輔導，提供教師增能教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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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客語生活學校及客語沉浸教學計畫申請期程

1 2 3

申辦校(園)

請於114年6月15日

前至本會客語生活學

校教學資訊中心系統

完成線上申請

地方政府

完成校園初審及彙

整，於114年7月15

日前，以電子文件

函送本會(免付紙本)

本會

本會進行複審作

業，於開學前函

復申請結果

申 辦 系 統 Q R  c o d e

以校(園)班級為申請單位(申辦帳號請洽地方政府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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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 語言發展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