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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長序

教
育部為響應 221「世界母語日」，並融入「臺灣母語日」之精神，近

幾年來，積極推動本土語言的保存及推廣活動，藉由推動「臺灣母語

日」，鼓勵學生學習、運用各種臺灣母語，增進各族群間之了解、尊重、

包容及欣賞。

為落實「臺灣母語日」之精神，除了在學校提倡每週一日「臺灣母語日」

外，也希望走出校園，延伸至社會大眾，共同體認「尊重文化差異」是當

代的普世價值，促進各族群間彼此尊重、包容與欣賞。本次「臺灣母語日

海報設計比賽活動」，期待藉由各界的力量，持續深耕、延續並傳承各族

群語言文化，引發全民共同響應並關注保存臺灣母語、瞭解臺灣語言文化

之多樣性。

本次活動分為幼兒園、國小、國中、大專及高中職、社會及教師組等 5

組，聘請相關領域專家擔任評審，就參賽者的創意及技術加以評分，參賽

情況十分踴躍，總計收件數達 424 件，各組作品皆具豐富且多元的創意性，

如幼兒園組第一名鄭旭廷小朋友作品設計理念，主要源自於與阿公阿嬤的

母語溝通，讓他體會母語的重要性；國小組第一名葉芝妤同學，雖然自己

生長在閩南語的家庭，但原住民的歌曲最使他感動，就像在母親懷裡一般，

富有溫暖又安全的感覺，而客家語俏皮的音階十分有趣，希望傳達「說母

語·讓彼此沒有距離」，展現出另一種獨特的風格。

經由評審初、複審後，再針對入選作品，逐件交換意見、詳細討論，精

選出社會及教師組、學生組（分為大專及高中職組、國中組、國小組、幼

兒園組等 4 組）各組前 3 名及佳作數名，合計 28 件優秀作品。期盼透過本

活動的辦理，讓各界對母語文化更具了解，並達到本活動辦理之目的。

各組的獲獎作品已集結成冊，每幅作品都有其創作理念，除了作為比賽

的紀念之外，更能藉此傳遞得獎者的美感與創意，影響更多人以美麗的視

角看母語。

	 	 	 	 	 	 	 教育部部長

評審評語 ˙ 社會及教師組

本次參賽件數質量顯著提升，作品表現皆具有極高水準，令人在

評審過程充分感到多采多姿、美不勝收的喜悅，可見主辦單位的推廣

成效，已深獲各界的認同與肯定，藉此不僅有助於瞭解母語的文化傳

承及多元價值，也鼓勵參賽者勇於挑戰設計創新與多樣風貌。

評審委員經由初、複審及決審的嚴謹過程，並就主題傳達、創意

構思、表現技巧與完整程度等層面遴選出獲獎作品。榮獲第一名作品

〈聽媽媽的話〉，設計新穎、構思理念發人深省，透過傳聲筒聯繫孕

婦與孩童間的親子溝通，並以母語串連原始脈動、組構成心形的聲波

迴響，巧妙詮釋文化延續與發揚的豐富寓意。第二名〈臺灣母語日—

不一樣，更精彩！〉構圖簡潔明快，色彩搭配活潑繽紛，藉由臺灣圖

騰、微笑弧線、各色對話框，象徵相互尊重包容、多元發展的價值。

獲得第三名的〈臺灣母語日〉作品，運用類似版印的樸實筆調來刻畫

在地氣息，並將番薯形狀的臺灣飾以原住民圖案，枝葉綿延生長而開

枝展葉，構成向下扎根、向上發展、欣欣向榮的美麗景象。其他獲頒

佳作的五件作品，在設計題材、視覺元素或表現技法的掌握，也都具

有相當優異的整體效果，值得鼓勵與肯定。

最後，由衷感謝教育部對提倡母語文化、推廣全民美育、促進創

作風氣的重視，也對深坑國小在作業過程的悉心支援致上敬意，使活

動得以順利圓滿。至盼藉此能讓各界共同關懷母語的創意表現與文化

推展，也持續提供相互交流及觀摩的創作平臺，進而不斷累積更為豐

碩的優質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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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理念：臺灣，這片土地的人們素以友善親切著稱。設計運用「微

笑臺灣」的概念，以一抹微笑曲線加入代表各族母語的各色對話框，

傳遞臺灣土地上母語多元繽紛的意象，以及包容、傳承的母語文化價

值。

社會及教師組 第二名

陳玉茹

4 5

社
會

及
教

師
組

 第
一

名
鄭

宇
翔

（
澎

湖
縣

吉
貝

國
小

教
師

）

創
作

理
念

：
語
言
是
文
化
傳
承
脈
絡
中
不
可
或
缺
的
一
部
份
，
更
能
直
接
反
應
不
同
文
化
特
色
。
因
此
母
語
應
該
從
小
就
開
始
學
習
，

以
小
孩
使
用
最
簡
單
的
傳
聲
筒
與
孕
婦
（
母
親
）
交
談
溝
通
，
並
以
各
母
語
的
「
我
的
媽
媽
」
做
連
結
，
象
徵
不
論
各
族
群
不
同
的
語

言
，
母
親
即
是
最
原
始
、
最
基
本
也
是
最
直
接
能
與
各
族
群
文
化
連
結
並
傳
承
下
去
的
工
具
，
同
時
也
能
凸
顯
出
母
語
的
重
要
性
與
必

要
性
。
並
以
不
斷
發
散
的
心
形
及
暖
色
調
作
為
海
報
的
基
礎
，
更
有
代
表
著
母
語
有
著
母
親
的
溫
暖
，
並
隱
含
有
期
望
下
一
代
能
將
母

語
傳
承
並
發
揚
光
大
之
意
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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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及教師組 第三名

宋玉萍

創作理念：母語，是我們的根，深扎在臺灣這塊土地上，藉由教育落

實深耕，讓母語如枝葉綿延，每個獨特而美麗的語言都能永續傳承。

臺灣形狀的番薯，生長出的葉瓣是對話框，象徵母語是我們的根本，

對根本的追尋與認同，能夠使母語綿延不絕的傳承下去，也能讓我們

的寶島更加茁壯美麗。

社
會

及
教

師
組

 佳
作

王
寶

惜

創
作

理
念

：
我
的
設
計
理
念
就
是
以
「
臺
灣
母
語
日
」
為
主
旨
，
在
整
個
畫
面
充
分
表
現
出
來
臺
灣
母
語
的
重
要
性
，
在
海
報
設
計
中
直
接
切
入
主
題

把
臺
灣
和
標
題
放
入
畫
面
的
正
中
間
，
臺
灣
雖
小
但
語
言
非
常
多
樣
，
所
以
在
設
計
圖
稿
中
我
選
擇
三
個
族
群
來
作
代
表
，
其
一
是
蘭
嶼
達
悟
族
小
朋

友
騎
乘
飛
魚
從
臺
灣
島
從
下
往
上
飛
躍
入
雲
海
中
、
呈
現
人
與
土
地
和
海
洋
的
關
聯
性
，
在
畫
面
左
下
方
我
繪
製
客
家
小
朋
友
穿
著
臺
灣
花
布
站
在
油

桐
花
上
對
著
觀
者
打
著
招
呼
，
油
桐
花
與
客
家
族
群
幾
乎
畫
成
等
號
，
這
也
是
在
地
文
化
的
一
種
表
現
。
左
上
方
我
繪
製
在
臺
灣
民
間
信
仰
中
的
神
明

三
太
子
與
閩
南
小
女
孩
站
在
臺
灣
土
地
上
，
往
上
張
望
搖
擺
雙
手
，
讓
整
個
畫
面
有
遠
景
、
中
景
、
近
景
的
空
間
感
，
也
運
用
飛
魚
從
小
到
大
的
動
畫

連
續
動
作
與
花
朵
飛
舞
和
彩
帶
空
中
飄
動
，
就
是
要
觀
者
在
看
這
設
計
圖
時
，
有
一
種
想
去
了
解
，
想
去
深
入
在
地
文
化
，
進
而
傳
承
語
言
文
化
、
尊

重
多
元
價
值
，
讓
「
臺
灣
母
語
日
」
的
主
題
如
設
計
圖
一
樣
飛
翔
起
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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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理念：臺灣母語的保存，隨著時代的變遷以及科技的進步，我們汰舊換新或

遺忘了生活中許許多多懷舊儉樸的元素。畫面中懷舊的電器象徵的是基本樸質的

生活，這些日常用品沒有外加的綴飾，卻往往最耐用也最禁得起時間的考驗，作

者希望語言文化也能如此。另外畫面中其他的波浪鼓、甕、糖葫蘆、斗笠以及懷

舊的國語作業簿，一定也是許多成年人兒時的回憶。希望藉由這些元素能夠喚起

許多父母更加重視讓孩童學習母語，在日新月異的時代，臺灣母語也能夠保存和

傳承，延續重要的語言文化。

社會及教師組 佳作

黃中妤

社
會

及
教

師
組

 佳
作

陳
文

順

創
作

理
念

：
臺
灣
外
型
像
一
隻
座
頭
鯨
，
而
臺
灣
又
是
海
洋
國
家
，
象
徵
臺
灣
母
語
教
育
推
動
啟
航
。
置
入
客
家
、
閩
南
、
原
住
民
其

象
徵
物
-
油
桐
花
、
紅
花
（
牡
丹
花
）
、
菱
形
百
步
蛇
紋
，
代
表
關
注
保
存
臺
灣
母
語
、
了
解
臺
灣
語
言
文
化
之
多
樣
性
、
傳
承
並
延
續
。

鯨
魚
是
最
大
的
生
物
，
象
徵
各
族
群
語
言
文
化
的
尊
重
、
包
容
與
欣
賞
。
尾
鰭
轉
化
為
書
本
，
代
表
臺
灣
母
語
教
育
的
推
廣
、
扎
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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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理念：以「唇型」搭配各種臺灣母語（泰雅族語、阿美族語、賽

夏族語、布農族語、鄒族語、卑南族語、排灣族語、魯凱族語、達悟

族語、河洛語、客家語、國語……等等）印在飛翔的愛心上，以「臺

灣母語超人」手持「臺灣母語旗幟」站在心形地球上，代表宣揚臺灣

母語日的價值觀：「傳承語言文化」、「尊重多元價值」、「教育落

實深耕」、「情感追尋認同」已深植於現代教育環境中。

社會及教師組 佳作

林子瑜

創作理念：2 月 21 日	國際母語日	臺灣不缺席	在臺灣這塊美麗的島嶼

中，藏身著你我鮮少接觸的言語，有些語言我們無法以文字表達，在

我們居住的島嶼上，語言像愛一般，應該被傳承。很多語言我們不認

識它，但我們不能忘了它，它成就了寶島臺灣，我們的母語。將臺灣

母語以文字組成臺灣形象，使人可以輕易以閱讀的方式，了解自己國

家的母語。並闡述，土地 (Land)、語言 (Language)、愛 (love) 及傳承

(inheritance) 構成了臺灣母語。除此之外，在國際上，臺灣的語言亦不

缺席	在此作品中，使用國際通用語言讓國際認識臺灣。

社會及教師組 佳作

張德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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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理念：臺灣是我們的母親，這片土地上住著許多族群，雖然每個

族群孕育出不同的文化和語言，但唯一相同的是彼此擁有對這片土地

的熱愛與記憶。此設計是以原住民、客家人和閩南人作為方向，結合

這三種族群的語言與建築特色，使我們能聽到最熟悉的家鄉話、能見

到這片土地的美好。用心聆聽、用心感受，臺灣的心跳聲。

大專及高中職組 第一名

呂若揚（臺北海洋技術學院）

評審評語 ˙ 大專及高中職組

由參賽作品可以看出參賽者普遍對主題有明確認識，並花了許多

心思與時間在這個競賽上，透過這海報比賽，達成讓人們關注臺灣母

語的目的，相信更能藉由這一次海報設計比賽的舉辦更加深印象，也

為每位參賽者的認真參與感到欽佩，基本上，每位都值得嘉許，都值

得為自己喝采。

其中許多作品更不乏精采創意，值得注意的是，可以看到許多不

同風格的展現，讓人驚訝與開心，也充分體現不同族群對文化與社會

的包容。

當然在配色上、設計構圖上也都分別有極理想的作品產生，讓評

審討論的過程有許多可以激盪對話的可能，並針對個別作品有充分的

討論和分享，彼此更兢兢業業，深怕錯過優秀創意，也是這次作品件

數與精采程度帶來的效應。

最後的選擇，來自於對多元族群的多樣以及語言文化上的理解與

包容，並在數度掙扎中產出，對未能得獎作品仍要致上敬意，依舊令

人印象深刻，而得獎作品更有其溫暖的人文底蘊，期盼能讓臺灣社會

多所感動，創造正面力量，彼此扶持彼此尊重，讓每位臺灣人都活得

像個人，都能自信地昂首，因為我們彼此相愛，我們珍愛自己的語言，

更愛那些尊重我們的臺灣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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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理念：主題是臺灣，所以我把臺灣的樣子用成羽毛的形狀，有著

向外、傳遞文化的意思。左下是達悟族的船，代表原住民的文化，海

浪有著流傳的意思，流傳文化、交流文化之意。右下角的人物，即是

甩髮舞的女性，髮上所有的圖騰代表著其他種族，油桐花則是客家人

的象徵。整張我要表達的想法，是希望臺灣的文化能傳承，認識多元

文化並且交流。

創作理念：作品以「深根母語˙落實教育」為臺灣母語日做海報發想，

母語應結合於教育做推廣、發展才能茁壯，設計上以四位小孩做各族

群語言代表，原住民語、閩南語、國語、客家語，表現族群間的融合

互動及象徵特色，在教育上彼此交流成長，就能如大樹般屹立不搖，

深根於臺灣，帶來希望。

高中及大專職組 第三名

吳宜萱（新北市豫章工商）

高中及大專職組 第二名

爐宏文（雲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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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理念：	臺灣是極具多元文化的國家，而語言是文化的基礎，亦是

傳承文化的重要媒介，在這個國際交流頻繁的時代，我們更應該要注

重於保存母語和在地文化，母語如同樹的根部，不僅是鞏固整棵樹的

重要力量，也是吸收及儲存養分的部位，因此我將臺灣的母語設計成

樹根，代表其重要性，也象徵臺灣的多元文化，正因有了母語才能使

臺灣這棵大樹枝葉扶疏，我也將每一片葉子設計為臺灣的形狀，代表

無數的臺灣人，無論是哪種族群，無論說哪種語言，我們都是生長在

同一棵大樹的臺灣人！

高中及大專職組 佳作

王尹伶（臺中市中山醫學大學）

創作理念：臺灣母語日讓我想到「傳承」兩個字，母語文化的傳承，

我用原住民、閩南語和客語的拼音來拼出「傳」這個字，來表現語言

的傳承。原住民的手工編織在近代已經很少見了，所以我用編織衣服

的線來編出「承」這個字，希望能讓大家注意到編織這個特別的文化，

是必須被保留且流傳的。臺灣則是選擇用皮膚去表現出「身體髮膚，

受之父母」，膚色以及毛髮都是父母給孩子的，髮與皮膚有一代傳一

代的傳承意義。

高中及大專職組 佳作 

李孟璇（桃園縣新興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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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理念：圖中有一個人拿著一隻表面充滿著臺灣各族圖騰的飛魚準

備吃下肚，這代表了吸收本土文化，學習本土語言；而左半部則是人

們吸收了本土的文化後傳承給下一代。

國中組   第一名

謝育菁（臺南市金城國中）

評審評語 ˙ 國中組

本次國中組海報設計作品，無論是畫功、設計編排、展現臺灣母

語多元性上，都有相當程度的用心，唯創意稍嫌不足，造成多數作品

表現手法雷同。以至於第一名作品，以抽象方式表達母語傳承意涵，

強烈地視覺集中度，在同質性高的眾多海報中，一下子就脫穎而出。

二、三名及佳作作品，則是在豐富性和技巧上優於其它作品而順利獲

選。期待日後若再舉行海報設計比賽，能看到更多創意的想法，和特

別的標題文案發揮，以藝術來宣揚臺灣母語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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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理念：母語教育已經納入九年一貫課程中。顯示國家對多元文化

的重視，母語是族群歸屬的象徵，是個人生命最重要的一部份。母語

教育也是這個理念的延伸，每個人都希望能將自己的文化、語言一代

代傳承下去。透過教育、學習、尊重與欣賞，臺灣母語必定可以如花

綻放、繽紛多彩。各族群間必定可以和樂融融。

國中組   第二名

蔡鼎翔（臺北市萬華國中）

創作理念：我以母親臺灣為主軸，以番薯葉來串連各個族群；有原住

民、閩南人、客家人以及外省人。因為族群多元，所以每一個族群都

非常重視自己的根，而族群的母語就是扎根及族群生命的動力，母語

是最簡單也是最直接不需要經由任何文字，只要口耳相傳一代傳一代

就能將族群的生命力深耕延續，而族群民俗就是母語深耕的具體表現。

我在圖下方以紋有圖騰的大小手拱托著母親臺灣這表示不忘本，以及

長輩對晚輩的傳承，晚輩向長輩承接延續，我更用文字標題來提醒大

家母語的重要。

國中組   第三名

林子涵（臺北市石牌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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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理念：母語是一個出生最早接觸的語言，也是個人學習的過程和

思考的方向，藉由推廣臺灣母語，增進各族群間了解、尊重、包容及

欣賞。母語的推廣和保存，讓各族群語言文化產生了力量，延續並傳

承各族群語言文化，所以，寶石代表母語的永恆，也象徵母語永遠世

世代代的流傳著，讓臺灣的母語持續發光，發揚到世界各國固有的傳

統文化。

國中組  佳作

方怡雯（臺北市北安國中）

23

國
中

組
  

佳
作

蘇
家

儀
（

臺
南

市
金

城
國

中
）

創
作

理
念

：
本
圖
以
各
族
的
服
裝
，
服
飾
及
圖
騰
來
代
表
各
族
原
住
民
特
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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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理念：臺灣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島嶼，住著形形色色的人。在閩南

語家庭長大的我，感受到濃濃的人情味，大街小巷都可以聽到談話間

的鄉音，好玩又親切。在族群融合的臺灣，還有很多美麗的聲音。原

住民的母語歌曲是最令我感動的，就像在母親的懷裡溫暖又安全。常

說的華語讓我很容易表達自己的喜、怒、哀、樂；好奇的客語有俏皮

的音階，讓人聽了歡笑。我喜歡自己的母語，也希望大家都能多說家

鄉的語言，讓臺灣島嶼的夜空，都能點亮傳承的星光。

國小組   第一名

葉芝妤（嘉義縣南新國小）

24 25

評審評語 ˙ 國小組 

為了呈現臺灣族群眾多之特性，並配合今年比賽主題 -「臺灣母語

日」，國小組之作品大多能運用不同素材，諸如各族之傳統服飾、族

群分布區域、同一物品之不同用語等元素來設計海報，充分彰顯臺灣

族群、語言及文化之多樣性，更用「說母語，你我沒距離」、「我們

都愛說母語」來配合「臺灣母語日」之宣導，頗有畫龍點睛之妙。



臺
灣
母
語
日
海
報
設
計
比
賽

26 27

台
灣
母
語
日
海
報
設
計
比
賽

26 27

創作理念：我最喜歡吃沾著花生粉的麻糬，麻糬很美味，它的名稱也

很有趣，媽媽是閩南人，他說這叫做「麻糬」，阿公是客家人，他說

這叫做「糍粑」，看書上寫，原住民叫做「杜侖」，雖然發音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都很美味。不管是哪一種語言，我都覺得一樣好聽，也很

有趣，就像我最愛的麻糬一樣，希望大家也喜歡自己的母語，也認識

其它的語言。

國小組  第二名

吳沅冠（新竹縣興隆國小）

26 27

國
小

組
  

第
三

名
李

侑
恒

（
臺

北
市

薇
閣

國
小

）

創
作

理
念

：
語
言
是
文
化
的
根
本
，
我
們
是
個
多
元
族
群
的
國
家
，
在
這
片
土
地
上
可
以
聽
到
十
幾
種
族
群
語
言
，
孕
育
出
豐
富
的
族

群
文
化
。
然
而
有
部
分
語
言
正
逐
漸
消
失
，
我
們
應
該
重
視
這
些
即
將
失
傳
的
美
麗
語
言
。
圖
中
間
畫
的
是
在
臺
灣
這
塊
土
地
的
小
朋

友
們
，
生
活
中
的
風
俗
民
情
及
傳
統
文
化
。
外
圍
則
是
不
同
族
群
的
大
人
們
，
穿
著
傳
統
服
飾
及
各
族
群
所
象
徵
的
圖
騰
，
大
家
一
起

圍
繞
、
守
護
這
塊
美
麗
的
土
地
。
鴿
子
上
有
著
臺
灣
多
元
的
母
語
，
希
望
每
個
族
群
都
能
包
容
，
尊
重
多
元
的
價
值
。
唯
有
將
母
語
落

實
在
生
活
，
透
過
傳
承
，
小
朋
友
才
能
跟
著
感
情
的
追
隨
，
進
而
了
解
、
認
同
自
己
的
傳
統
文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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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理念：臺灣原本有 20 幾種不同的語言，但是目前有一半已經消

失了，現在不但福佬話（閩南語）、客家語有衰微的跡象，甚至連原

住民語言都已經逐漸走向消失之路。所以，藉由參加此次世界母語日

海報的設計，希望可以讓大家更進一步感受本土語言之美；也希望大

家可以從日常生活中常見的各種多元文化表演，不管是原住民的歌舞、

閩南語的布袋戲，或是客家人的花布、油紙傘等傳統文化……，能激

起大家對多元文化的欣賞、尊重與包容，甚至更進一步多說母語，落

實母語生活化，為保留母語盡一份心力。

國小組  佳作

鄭善勻（臺北市金華國小）

創作理念：因為工商繁榮、經濟發達，傳統的文化也逐漸為人們所淡

忘。而消失的語言將造成許多非物質形式的文化遺產消逝，特別是代

表傳統或口語表達的寶貴遺產，如詩歌、俗諺、寓言及笑話等。所以

我們應該共同響應並關注保存臺灣母語、了解臺灣語言之多樣性，進

而能促進各種族間彼此尊重、包容與欣賞，並將這些美好的文化保留、

傳承、延續下去。

國小組  佳作

王蔚綸（臺北市金華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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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評語 ˙ 幼兒園組 

今年比賽主題為「臺灣母語日」，幼兒組之作品大多能用可愛的

筆觸、鮮明的色彩，展現臺灣閩、客、原三大族群之特色，並將重視

臺灣母語傳承之訴求，藉由可愛的構圖來喚起大眾的注意，實屬難得。

幼
兒

園
組

 第
一

名
鄭

旭
廷

（
高

雄
市

私
立

中
興

幼
兒

園
）

創
作

理
念

：
我
的
家
中
有
阿
公
和
阿
嬤
，
都
會
教
我
講
臺
語
，
阿
公
說
回
到
家
就
要
練
習
說
臺
語
，
所
以
我
的
臺
語
很
流
利
，
以
後
長

大
我
還
要
學
更
多
母
語
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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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理念：牙牙學語，傳承母語	 	 	 	 	

打從牙牙學語，最早接觸就是母親的語言。保護母語不只是傳承語

言文化，更是把母親對我們的愛的一種延續。	讓我們憶起兒時母

親對我們溫柔呵護的話語。希望能透過這張海報，喚起大家關注保

存臺灣母語。

幼兒園組 第三名

翁子喧（臺南市復興國小附設幼兒園）

32 33

幼
兒

園
組

 第
二

名
賴

宥
丞

（
臺

北
市

螢
橋

國
小

附
設

幼
兒

園
）

創
作

理
念

：
原
住
民
很
開
心
的
用
母
語
在
唱
歌
跳
舞
，
還
有
表
演
和
石
板
烤
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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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
兒

園
組

 佳
作

蕭
羽

宸
（

臺
中

市
山

陽
國

小
附

設
幼

兒
園

）
）

創
作

理
念

：
大
家
手
牽
手
，
不
同
族
群
都
是
好
朋
友
。

幼
兒

園
組

 佳
作

林
采

儀
（

屏
東

縣
美

美
幼

兒
園

）

創
作

理
念

：
臺
灣
人
口
非
常
多
元
，
因
此
也
充
斥
著
各
種
語
言
。
常
因
語
言
溝
通
不
良
，
導
致
衝
突
不
斷
！
唯
有
笑
容
是
大
家
共
通
的

語
言
，
化
解
彼
此
的
不
愉
快
。
讓
我
們
的
故
鄉
-
臺
灣
充
滿
著
歡
笑
與
快
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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