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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南語教學活動設計及評量實務 

陳素卿／宜蘭市黎明國小教師 

宜蘭縣深耕種子教師 

一、前言 

閩南語每週只有一節課，時間很少，要教的內容卻很多，

包含了聽、說、讀、寫、作等五個教學主軸，再加上小三要

開始教的標音系統，想把閩南語教得很好，老師們是需要花

點時間做些功課的。 

閩南語教學，和國語文一樣分三個階段，小一到小三是

第一階段，以培養聽、說能力為主，認、讀能力為輔，並依

學生能力增刪調整。第二階段加強聽、說能力，並兼顧寫作

能力之提昇。第三階段則培養聽、說、讀、寫、作五項能力

均衡發展。 

二、閩南語課，擔任授課的老師需要全程使用閩南語

嗎？ 

很多老師們都會以為：既然是上閩南語課，想當然爾就

全程都是使用閩南語嘍，其實，上閩南語課要不要全程使用

閩南語，這問題就和「上英語課要不要全程使用英語」，的問

題是一樣的，這可以從幾個不同的角度來看： 

1.學生的閩南語背景能力是否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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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課程之所以要設鄉土語言這門課，預設前提

就是：學生並不會閩南語，所以我們才要教他們；既然

是這樣，可以確定的是：年級別越小的學生，他的閩南

語聽力越不足；以目前一般家長對子女的語言教育順序

來看，多數的學生是先學會國語；再以國語做為學習其

他語言的工具。他們最能理解的語言該是國語，鄉土語

言是他們上了小學之後，才要正式開始學的。 

如果學生並不具備足夠的閩南語聽力，卻要求他們

在閩南語課全程聽單一的閩南語，這並不合適，很有可

能因為聽不懂老師的教學語言而不喜歡學習閩南語；或

者把上閩南語課看成是一門苦差事，這就違背鄉土語言

課教學的本意了。 

或許有老師們會認為：學區的社區環境原本就是以

閩南語做為生活用語，他們原本就會聽、會講了，上課

全程用閩南語是沒問題的；其實，就算是學生平常就以

閩南語做為生活用語；「日常生活用語」和「上課的課

程語言」，難易度還是不一樣的。 

2.老師的教學策略 

如果老師所採用的是直接教學法，若學生的聽力已

經很強了，且上課內容經過詳盡的設計，有這兩個先備

條件，全程採用閩南語教學，是可行的，不過教學之後，

老師要有自己的回饋機制，檢視自己的教學成效，隨時

做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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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南語課老師若要全程採用閩南語，建議：在新字

詞的部分採國語、閩南語對譯，幫助學生理解、學習。 

又：如果學生之中有少數幾位是原住民或客家族

群，那就不適合全程用閩南語上課，用國語、閩南語對

譯的方式進行教學。其實，用國語和閩南語對譯的方式

進行教學，讓學生明白兩種語言之間的對應關係，有助

於他們靈活運用兩種語言於語言表達之中。 

三、對一個閩南語的新手教師而言，閩南語課到底要做

到什麼程度才合乎課程要求？ 

在教授閩南語課之前，我們先來討論閩南語的課程的授

課目標是在哪裡呢？閩南語教學的目的有兩個：（一）語言文

化的傳承；（二）學習一種生活上可以使用的語言。 

所以，無論教材所採用的是哪一個版本，只要能達成課

程目標，靈活的運用各種教學法於授課過程中，啟發學生的

學習興趣，樂於學習就很好了。老師在教學設計時可以掌握

幾個原則： 

(一)注意上課過程的質，量的方面不要貪多。 

因為閩南語課，每週只有一節課，時間很有限，所以在

教學上，在「量」的方面，不要貪多，但「質」的方面，倒

是可以用心的。 

從過去到校服務與老師們的對話中，不難發現：有很多

老師對於閩南語教學，有很深的使命感，惟恐學生學得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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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常常不自覺的就在一節課中，對學生講述很多東西，他

講完了，學生也「聽過了」，但是不是「會了」，還有待討論。 

(二)是語言學習，不是鄉土教學。 

鄉土語言，是鄉土教育的一環，但它的內涵是「語言」，

不是「鄉土教學」， 

但我們也不難發現：有很多老師在課堂上花很多時間講

述鄉土文化、典故、故事，偏重在鄉土社會文化的層面，反

而忽略了語言的學習。學生上閩南語課有如在聽故事，好輕

鬆！事實上，鄉土教學在其它的領域已經做得很多了，閩南

語課的時間很有限，要做更有效的利用。 

(三)不同階段、不同年級，有不同的教學重點。 

閩南語課程的教學主軸是：聽、說、讀、寫、作，目前

縣內的閩南語教學，做得最好的部分是聽和說；讀、寫、作

三部分則是比較被忽略的，從小三起，讀寫作這三部分要依

階段和年級，而做不同程度的加強，而標音系統的部分，從

小三起，也要開始教。 

有不少閩南語老師，幾乎每節課都會教學生唱閩南語

歌，上課就唱唱跳跳的，有如在上律動課或藝術與人文課；

但閩南語生活對話或閩南語短篇演說發表卻不會，標音係統

也不會用，這樣對閩南語語言表達能力的提昇，到底有多少

幫助，還有待研究。 

(四)學習的主體是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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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過幾次的教學，發現有些老師們上課的流程中，大都

是老師的活動，老師「演得」很精彩，卻少有學生的活動，

就算有學生的活動，每次也只有一位或兩位學生上臺表演，

其他學生整節課就是當「觀眾」或「聽眾」，這種上課方式學

生是很輕鬆無負擔，但充其量，他只學會了「聽力」，但說、

讀、寫、作和音標、漢字運用等重要部分，卻沒學到。 

再以學習心理的角度來看，學生只有「聽」沒有動手做，

沒有經常性的練習，語言經驗累積得不夠多，是不太可能學

得很好的，所以，老師在設計教學活動時，要朝大多數學生

都可以融入的活動為主，上課過程要以學生的學習活動為

主，儘量避免從頭到尾都是老師在「講課」，學生在「聽課」，

師生之間、學生與學生之間，要有良好的互動。 

不過話又說回來，上課固然要設計學習活動，但該活動

是要富含學習內容的，而且要有成效的，千萬要避免：玩了

一節課，「熱鬧有餘內容空洞」的情況發生。 

四、教材的選編 

閩南語教材，最方便的是購買現成版本教材，但無論選

擇哪一家出版社的教材，都會發現它不是哪麼完美好用，當

然老師們可以自編教材，可是自編教材需內含習作和評量設

計，編一套教材也要耗費很大的心力；也可以採折衷方式：

購買現成版本教材，但將部分內容改編，或作業、評量等部

分自編。 

無論是自編教材或購買現成版本教材，都要考量標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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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做到校內統一，全校的閩南語教材，不一定要選用同一

家出版社的教材，但要使用同一套羅馬字拼音系統，即使改

換教材版本，也要和先前所用版本教材，所使用的拼音系統

一致，以免造成學生的學習困擾。不過：一、二年級因為不

用教音標，課程內容又偏重在聽說的方面，選擇的空間比較

大。 

五、閩南語教學方法建議 

(一)聽、說的口語教學。 

閩南語聽、說的口語教學，是最基本的，也是每

一個階段都要教的，它的教學目的是在提昇學生的閩

南語聽話能力和口語能力，無論是念謠或生活會話，

一定要讓學生多開口說，教學活動過程設計盡量讓學

生有彼此互動的機會，尤其是很少開口說話的學生，

也要讓他有說話的機會。 

進行聽、說的教學的內容，無論念謠或生活會話，

老師一定要讓學生明白詞句的意思，若是用閩南語無

法說清楚，就用國語解釋，不要讓學生只是跟著口中

念念有詞，攑香綴拜，卻不知自己到底在念什麼？ 

至於出版社所附贈的教學光碟，建議老師一定要

先自行聽過，在上課中可用也可不用，若要用時要先

注意南腔北調和方音差、名詞差的問題。教學時，若

學生原本不是本地人，所講的閩南語腔調和本地不

同，要給予尊重，但對於不準確的音，是要盡量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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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閩南語教學，地方腔調和口語特色、特有的俗語、

俚語，這些部分是要融入在教學活動中的。 

現在的學生可能是受國語的影響，有部分閩南語

音是發不準確的，例如：精神的「神」、稅金的「金」、

宜蘭的「宜」、囝仔說成「印仔」，數字的「5」「10」，

和部分入聲字等，總是無法準確發音，全班一齊說時，

不容易發現，個別對話時，就很容易發現，教學時可

用音標進行拼音矯正。 

至於文白異讀的問題，也是要融入於就學中，古

詩詞、部分俗語、地名、人名是文讀音，電話號碼的

數字是文讀音，這和平常的數數是白話音，是有所出

入的，要讓學生多練習幾次才會上口，一般日常會話

都是白話音，但何時使用文讀音，完全是出於語言習

慣。 

(二)教學活動舉例： 

在每一節課開始時，我會做的。 

※和學生說說暖場的話。 

※下午第一節，做一下提神的動作。 

※看起來有一些散漫時，做一些動作，例如： 

1.(1)四年級：教材版本--金安版。第一課，單元名稱：

這條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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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雙手的手指做動作：食點心囉！食什麼啊？食

○○○、食○○○、食○○○、食○○○、食○

○○，食飽做運動哦！ 

2.先把課程主題提出來，設計一個活動進行教學。 

例如： 

三年級：教材版本，康軒版。第一課，單元名稱：洗

身軀。 

它的教學目標是學會身體各部位的閩南語說

法；學生已普遍學會頭部各器官的說法，但是頸部

以下的部位，比較不熟。 

(1)手蹄（手心）、手盤（手背）、手骨（手臂）。 

(2)做體操：（來，手插胳，站乎栽）踅頷頸、踅肩胛

頭、踅腰脊骨、踅跤頭趺。 

3.在課文的教學方面： 

  首先做課文內容的國臺語對譯。我會領念，然

後學生分組、分別念。 

學生分組，可以隨意分成幾組，先徵求會念的同學

念給大家聽，通過，就任命他為組長（小老師），選幾

位小老師之後，學生就念給小老師聽，最先完成的組，

和通過的人數分別計點；不會的同學，請出列，老師再

個別領念，也可以徵求小老師教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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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課文內容的延伸：造句、替換語詞。並且盡量設計活

動，讓每個學生都開口說閩南語。 

例如： 

※原文內容：失電矣，暗眠摸，四界烏趖趖，實在足恐

怖。 

(1)實在足…（好食）、（好看）、（好心）、（好做）、（好

聽）。……正面的。 

(2)實在足…（歹寫）、（歹看）、（緊張）、（無聊）、（歹

聽）……負面的。 

※把「實在足…」替換成「有夠…」。 

※先練習完後，分組說給各組的小老師聽，留一組老師

自己聽。 

(三)閩南語漢字教學 

有一些人以為閩南語是有「聲」無「字」的，事

實上，閩南語是有「聲」又有「字」的。早期閩南語

使用的是漢字，漢字是為整個漢文化服務的，很多語

言雖然各自發音不同，但使用的卻都可以是漢字，例

如：香港的廣東話是用漢字、早期的日文、越南文、

韓文，也都是使用漢字，這是大家所熟知的，閩南語

源自中原古音，當然使用漢字，閩南語使用的漢字在

康熙字典，和明清時代的章回小說內容中，都不難找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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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國字當然也使用漢字，差別在於：國語和

閩南語的語言習慣不同，發音方式不同，所以字的使

用組合方式也就不同，不過兩者之間約有八成左右是

共通的，只要具有國語的根基之後，再學閩南語漢字

就很容易；相對的，已學會閩南語文字的人再去學國

語，也是省時省力的多。 

1.閩南語的書面文字 

雖說閩南語源自中原古音，但語言是活的，它會隨

著時代的變遷而產生改變，也會因不同地區的不同社會

環境而改變，現今所使用的閩南語和古早時代的閩南

語，已有很大的不同，現今所使用的閩南語可以說是

由：古漢語、近代漢語和現代漢語，三者混合而成的，

約有兩成的語音已很難找到相對應的漢字可供書寫；有

些情況是有可供書寫的漢字，但一般的電腦文書處理未

提供相對應的字，造成「借字」的情況產生。大部分是

「借音」字，少部分是「借義」字，而讓一般人對閩南

語書面文字十分頭大的就是「借字」的這部分。 

2.閩南語的用字現況與原則 

目前閩南語書面文字的呈現方式大約可粗分為三

種： 

(1)全部以羅馬字書寫，這種方式的臺語文學，已存

在一百多年了。 

(2)全部以漢字書寫，這種方式會出現比較多的「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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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情況。 

(3)漢字和羅馬字混合使用，這是目前被認為比較理

想的方式。 

教育部的態度也是朝向第三種方式，也就是：盡量

使用和國語共通的字，以降低學生的學習負擔，若找不

到和國語相通的字時，就使用漢字，再不然，就穿插使

用羅馬字拼音。這樣可以避免讀者「猜字」讀不懂的困

擾產生。 

3.閩南語漢字是要教的 

總括而言，閩南語課是要教字的，但教閩南語的字

和國語課的教法是不一樣的，國語課教字要教筆順、筆

劃、結構、讀音、釋義；教閩南語的書面文字，只是指

導學生如何將在國語課已經學會的字，把它換一個方式

使用，以閩南語的方式呈現。因此，閩南語漢字的教學，

不必急著從小一上學期就開始教，可以視學生的識字程

度，小一下或小二上學期開始教，從國語、閩南語共通

的部分開始，從認讀開始，慢慢教會語詞認讀，會讀之

後再進而會寫，會用，就功德圓滿了。  

4.閩南語寫作，可以從「國語」和「閩南語」的對譯開

始，再漸進到閩南語聽寫、命題寫短句、命題寫長句、

命題寫短文。 

5.「國語」和「閩南語」的對應情況列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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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語、閩南語完全一樣，例如：學校、老師、同

學。 

(2)國語、閩南語兩個字的語詞，前面第一個字相同，

例如：（國）天上（閩）天頂。（國）天亮（閩）

天光。 

(3)國語、閩南語兩個字的語詞，前後對調，例如：（國）

健康（閩）康健。 

(4)國語、閩南語兩個字的語詞，前後都不同，例如：

（國）打針（閩）注射。（國）太陽（閩）日頭。 

(5)國語、閩南語兩個字的語詞，前面第一個字不同，

後面的字一樣。例如：（國）走路（閩）行路。（國）

打掃（閩）拼掃。 

(6)閩南語比國語多一個字的。例如：（國）去台北（閩）

來去台北。（國）會寫（閩）會曉寫。 

(7)閩南語比國語少一個字的。例如：（國）沒有（閩）

無。（國）睡覺（閩）睏。 

(四)標音系統教學 

1.進行標音系統教學之前，建議先對學生解說「羅馬字

的故事」，讓學生明白那是「羅馬字」，不是「英文字」；

羅馬字是世界共同的文化財，它是音素文字，很多國

家把它拿去做為文字，英文也是使用羅馬字做為拼字

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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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很多人擔心教閩南語標音系統，會造成學生將閩南

語和英語混淆，以我個人的經驗，若從小三才始教學

閩南語羅馬字標音符號，因為教的量很少，所佔用的

教學時間也很少，其實不太會有「混淆」的情況發生，

反而是閩南語標音符號會因為練習時間有限，熟練度

不夠，使得學生很快就忘記。 

3.閩南語標音符號教學。若只是讓學生聽 cd，他們很

容易聽過即忘，讓學生使用最好是經常性的練習，並

且讓學生使用音標卡，實際進行拼音練習，在開始的

階段，可以先不教聲調，到第二階段小四之後再教聲

調。 

六、進行教學設計之前，要檢視的： 

1.單元的主題是什麼？單元核心問題是什麼？ 

2.單元問題和教學重點是什麼？ 

3.學生需達到哪些課程能力指標？ 

4.學生的學習目標是什麼？ 

5.如何進行教學步驟？ 

6.有哪些教學資源是我可以運用的？ 

7.學生的先備能力有哪些？ 

8.要用什麼方式進行教學？要用多少時間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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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作業和評量要以什麼方式進行？ 

10.對具不同生活語言背景的學生所遇到的學習困難，

要做何因應？ 

七、資源和資訊工具的使用 

教學輔助工具、網路設備、網路資源、出版社資源…等

等。 

八、實際教案設計該有的項目 

1.設計者基本資料：姓名、服務機關、e-mail、所屬領

域科目、教材章節。 

2.教學單元概覽：教學單元名稱、課程引導問題（核心

問題、單元問題）、教學單元內容摘要。 

3.與本單元教材相關的學科領域。 

4.教學年級、對象。 

5.本單元教學所能達到之課程能力指標。 

6.預期的學生學習成果。 

7.教學活動步驟。 

8.教學時間（分鐘數，分幾節和各節教學重點）。 

9.學生學習本單元必備的基本技能。 

10.實施單元教學所需之教材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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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針對特殊學生所做的修改。 

12.學生學習評鑑。 

13.關鍵字搜尋。 

九、教學評量 

評量的目的一方面要檢視學生的學習成果，同時也是檢

視老師的教學成果、教學目標是否達成；做為以後改進教學

的參考。閩南語的評量和其他語言學習的多元評量方式是共

通的，差別的只是內容不一樣。評量的設計要根據所使用的

教材內容和教學進度進行設計。 

1.在評量之前，老師應有的認知：為何要評量？它的價

值在哪裡？ 

2.教學評量的目的：了解學生的學習情形、激發學生多

元潛能、促進學生適性發展、肯定學生的個別學習成

就、作為改進教學策略和教材修整或評選的依據。 

3.閩南語教學評量的原則： 

(1)第一階段評量以聽、說等口語表達能力為主，兼

及簡單的音標與文字之運用，簡單的語句讀寫。 

(2)第二階段評量以正確分辨語音和語義詞彙為主，

兼及簡單文章短文之讀寫。 

(3)第三階段評量以正確應用文字書寫符號為主，包

括語音、語義、構詞、句法、句群、修辭、章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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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等項目，兼及臺語文學作品之讀寫。 

4.閩南語教學評量的進行方式： 

(1)宜就學生能力、教學內容靈活編訂統合、適性、

專業、多元化的評量。 

(2)根據能力指標，將聽、說、讀、寫、作，五項能

力指標做分類，分階段評量。 

(3)教師在進行評量之前，要先行了解學生的學習起

點行為，並和學生充分溝通評量方式、評量標準，

評量時間。 

(4)多元評量優於單一評量、動態評量優於靜態評

量、形成性評量和總結性評量並重。 

(5)多元評量的方式有：口試、表演、實作、作業、

報告、資料蒐集整理、對談、實踐、筆試、檔案

評量鑑賞……等等。 

(6)評量的時間點：平常進行單元教學時，教案設計

就要內含評量，隨堂就可進行多元形成性評量或

分組活動評量，每單元課程結束，可就該單元進

行單元總結性評量。 

(7)進行教學評量之後，對於表現有進步和表現優異

的學生，要給予鼓勵和肯定。若學生在評量的表

現不盡理想，那老師就要檢討教學策略和評量方

式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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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評量方式要多元化 

評量方式要多元化，聽、說、讀、寫、作五個學習主軸，

不同的學習階段，都可以設計出難度不同、深度不同的形成

性評量和總結性評量。低、中年級學生的評量內容的設計要

盡量生活化，且形成性評量的比重可以多一些，高年級的評

量則可以比較偏重語言文學的層面。 

教師可依單元，參考下列各種評量方式： 

1.隨堂評量 

在教學過程中，可以設計評量指標，依學生與老

師的對話，和同學的互動情形，學生學習的態度等項

目，進行隨堂觀察評量。 

2.角色扮演分組口說評量 

依教材性質，設計不同角色的生活對話，進行分

組活動式評量，每次分組人數不拘，依題材形式而定。 

3.個別的口說評量 

每教完一個單元，都可進行個別的口說評量；只

是個別方式的評量，在時間上要耗費很多，且在對個

別學生進行評量的同時，也要注意其他學生的安排，

和課堂秩序的維持。 



122 鄉土語言實施與教學 

 

※說評量例量： 

閩南語口說能力數數評量  編著：陳素卿 

適用年級：三、四年級。 

評量方式有以下兩種： 

一、請小朋友用閩南語5 個一數，從5數到 100 ，也就是：

5、10、15、20、25、30、35、40、45、50、55、60、65、

70、75、80、85、90、95、100。 

二、請小朋友用閩南語從1數到100。 

說明：1.目前約有八成以上的小朋友，對於用閩南語數數，

不會發正確的「10」和「5」的音；評量他們數「？

10」和「？5」，就可以知道學生是否掌握了閩南語

發音要點。 

2.進行評量之前，老師要先向學生說明評量標準，老

師可依學生發音的正確程度和流暢程度訂定評量標

準。 

3.評量的目的是要明白學生的學習情況，並且幫助他

們會正確的發音，不是要考倒學生；所以，評量之

前要先有施教活動，評量之後，也要再做補救教學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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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相對應的能力指標： 

2-1-7 學會閩南語中的基本語音成分，並且能發音正

確。 

2-2-6 能觀察自己的閩南語口頭語言，並且根據語言

使用慣例，加以調整。 

2-2-9 熟悉閩南語中的重要語音成分。 

4.聽力評量 

聽力評量可以像全民英檢的聽力檢測一樣，全班同

時施測，方式是由老師口述題目和答案選項，學生在紙

上填答，不分年級和階段都可實施。 

※學習單評量舉例： 

國小閩南語領域標音練習學習單  編者：陳素卿 

（  ）年（  ）班（  ）號 姓名（       ） 

一、各位同學：請你依照老師所讀的順序，在（ ）依序填

入1、2、3、4…等號碼。 

（每一題老師都會念兩遍，你要注意聽哦！） 

1、a（ ）  2、 e（ ）     3、i（ ） 

4、o（ ）  5、 oo（ ）    6、 u（ ） 

7、au（ ）  8、ai（ ）     9、 ia（  ） 

10、iu（ ） 11、ue（ ）    12、ua（ ） 

二、上面那些題目你都寫對了嗎？相信你已經認得這些音標

了，接下來就請你按順序把它們念給同學聽、念給老師

聽、念給家長聽，要加油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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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結果： 

 

 

 

                    家長簽名：                。 

這裡，你會當畫你自己合意的圖。 

5.認讀能力評量 

小三起可以實施，方式可以是單純的請學生念

出一段教過的閩南語，依年級的不同，可以設計：

語詞、語句或語段、短文。小三之後，進行過標音

符號教學的學生，標音符號也可以進行認讀評量。

不過，認讀評量要個別進行，也是很耗時間的。 

7.學習單或作業評量 

目前一般現成版本教材，都會附有課後作業或

學習單，這也可作為評量的方式之一，當然授課教

師也可以依授課內容，自行設計課後作業和學習單。 

8.寫作評量 

實施過寫作指導的學生才施行寫作評量，大約

也是要小三之後，才開始做簡單的語詞寫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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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簡單標音符號的寫作評量，會比較適合。寫作評

量也可以採用學習單的方式進行。 

※學習單評量舉例： 

國小閩南語領域閩南語漢字習學習單  編者：陳素卿 

（  ）年（  ）班（  ）號  姓名（    ） 

親愛的小朋友，閩南語到底要怎麼寫呢？傷腦筋嗎？其

實很簡單，你平常怎樣說閩南語，照著那個語音，去找相對

應的字就對了，現在就讓我們來試試看： 

請你將下面各個語詞轉換成閩南語，請把答案填在（  ）中 

國語         閩南語 

沒有 ………（       ）。

到處 ………（       ）。

睡著 ………（       ）。

快樂 ………（       ）。

白癡 ………（       ）。

能夠 ………（       ）。

早上 ………（       ）。

中午 ………（       ）。

晚上 ………（       ）。

星期 ………（       ）。

國語         閩南語 

打針 ………（       ）。 

刮風 ………（       ）。 

可愛 ………（       ）。 

眼睛 ………（       ）。 

頭髮 ………（       ）。 

洗臉 ………（       ）。 

手帕 ………（       ）。 

天亮 ………（       ）。 

太陽 ………（       ）。 

天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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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評量要有客觀的標準 

在進行評量之前，要先根據教學目標和能力指標、學生

努力程度等向度，訂定客觀的評定標準，盡量使評量結果客

觀、公平。評量之後若發現教學成效不理想，則需檢討教學

策略和所使用的教材是否合適，並視情況決定是否進行補救

教學。 

評量的目的一方面要檢視學生的學習成果，同時也是檢

視老師的教學成果、教學目標是否達成；做為以後改進教學

的參考。閩南語的評量和英語的多元評量方式是共通的，差

別的只是內容不一樣。評量的設計要根據所使用的教材內容

和教學進度進行設計。 

九年一貫課程的語言教學，和過去的單一語言（國語）

課程相較，多了英語和鄉土語言，但相較於英語教學，無論

就能力指標、教學策略、教學流程、教學評量方式…等等，

鄉土語言的教學，值得探討的地方還有很多。 

個人擔任宜蘭縣國民小學的閩南語課程深耕服務種子教

師，已有兩年的時間，經深入了解之後，發現目前的鄉土語

言教學，存著一些值得大家深思的問題。尤其是教學方式，

以下幾種教學方式，我認為不是很適合使用在小學的語言教

學上： 

1.把閩南語課當唱遊課： 

有些老師，把閩南語課當唱遊課，上課的流程就

是先讓學生會念一篇兒歌或念謠之後，就把該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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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以兒歌的方式，要學生唱，等學生會唱之後再加

上肢體動作，讓學生又唱又跳，就算單元教學完成。

整個閩南語課，大部分的上課時間，教在唱唱跳跳之

中渡過。 

2.把閩南語課當閩南語文學課教： 

不知為什麼，有些老師特別喜歡「七字仔調」，認

為閩南語就是應該那樣，所以從低年級開始，上閩南

語課硬教學生寫「四句聯」，不去管語法、不管用字是

否正確，只求湊成四句，只求語音順口，每週的閩南

語課，就是師生共同的「四句聯仔」時間。若有時不

寫「四句聯仔」，就改用現成的「四句聯仔」，師生共

同來一場「詩詞吟唱」，等教學成果發表會時，就全班

一起表演閩南語古音韻的「詩詞吟唱」。 

3.把閩南語課當成鄉土歷史課教： 

有部分老師，他本身對鄉土歷史、鄉土民俗、風

水傳說，有一些研究，把閩南語課當成鄉土歷史課來

上，從上課到下課，一直對學生說鄉土故事，整節課

都是老師在說，學生只負責當聽眾就好了，即使有聽

不懂的地方，也不要問，因為一問，老師會說得更多

更難懂！ 

4.把閩南語課當老師的作品發表課教： 

有部分老師，本身對閩南語文學很有興趣，喜歡

創作，自己不停的寫作，每當有作品完成；無論好壞，



128 鄉土語言實施與教學 

 

適合不適合，都拿來對學生發表，讓學生誦念他的文

章。美其名為自編教材，但卻沒有教材應有的規準。 

我常想：無論是教國語的老師或教英語的老師，

一定不會用上述的方法來教國語和英語，同樣是語言

教學，但閩南語又為麼要用？這問題出在：很多擔任

閩南語教學的老師，是支援教師，他們教閩南語，憑

的只是本身對閩南語的一股熱忱和定見，他們還沒有

累積足夠的教學經驗，沒有花時間去研究「課程」的

問題，和「教材教法」等教學策略問題，而我們教育

行政單位也沒有提供他們足夠的職前訓練，其實，我

們也明白：鄉土語言的支援老師們，他們已經很努力

在做，為了要把課教好，他們也摸索得很辛苦！ 

當然：閩南語課，不是不能唱唱跳跳，當然可以

教吟唱「四句聯仔」和「七字仔」，也可以說鄉土故事，

可以發表老師的作品，但這都要配合課程內容，也要

配合學生年齡和學生程度。唱兒歌、詩詞吟唱、文學

創作、鄉土歷史故事、老師的作品發表…等等，都可

以當做上課的方式之一，但不是上課的唯一方式，不

要從開學到學期結束，都用同一個教學模式。 

在國民義務教育的階段，實施鄉土語言教學，目

的不是教說唱的表演藝術，因為「表演藝術」，在藝術

與人文的課程中就可以學到，鄉土文學和鄉土歷史，

在社會領域也會學到，我們的閩南語課一週只有一節

課，時間很寶貴，不要用來上「別的領域已經上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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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東西；「四句聯」和「七字仔」，這是過去成人在研

修的漢學，它和小學生的生活是脫節的，不用急著去

「揠苗助長」！小學階段，就請先將生活語言教好，

聽、說、讀、寫、作等基本語言能力，都能兼備，就

是教學目標。 

每一次辦閩南語教學研習，每一次到學校和老師

們對話，我總要一再的強調：語言是人與人之間溝通、

表達的工具，讓學生學習鄉土語言，一方面是語言文

化的保存，另一方面就是要他們多學會一種日常生活

上可以使用的語言。鄉土語言的教與學，有幾個基本

原則是一定要的啦： 

1.教學內容和教學方式，要和學生的生活經驗聯結，配

合學校社區環境，從日常生活的生活用語教起，讓學

生能夠即學即用，是最有效的啦。 

2.語言的文化的產物，每一種語言都有它獨特的語法，

就像英語的語法和國語的語法不一樣，閩南語的語法

和國語的語法也不一樣，教學閩南語，不能只教「語

音」，更要教「語法」，目前有不少年輕人以為：只要

說話以閩南語發音，就是閩南語，而不去顧慮語法的

問題，說的滿口都是「以國語直翻的閩南語」，這對

閩南語的語言保存是很不利的。 

3.閩南語既是鄉土語言，當然會有本土性、在地性，會

因所處的地區不同，而有腔調的問題，名詞差與方音

差的問題，老師教學時要以本地的方音為主，但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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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因現在受各式媒體影響，人際交流互動頻繁的

影響，學生的腔調有可能是混雜的，對於不同的腔

調，沒有好壞與高低的分別，都應該給予尊重。 

4.「話是風，字是踪」，把學生教會聽、會說，當然也

要教會讀、會寫，所以閩南語漢字是要教的，有些老

師的理由是：教育部對於閩南語又還沒作出統一規

定，為免教錯，所以先別教；其實：經過這幾年大家

的努力，閩南語漢字的使用，有近九成是有共識的，

可以教的，也是要教的，若現在不教，以後要再回頭

教會更難！ 

5.羅馬字的標音系統也是要教的，因為音標是學生學習

認字和讀音的輔助工具，也是學生自我進一步學習閩

南語的工具。很多人有一個共同的經驗：越是都會區

的學生，閩南語發音越不準，若使用音標幫助學習發

音，則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6.既是語言的教學，教學流程和教學活動設計，要以學

生的學習活動為主，老師的角色是處於「引導者」、 

「協助者」的角色，學習的主體是學生，老師要靈活

的運用各種教學法，讓學生有充分開口說、認讀、動

手寫的機會，上課避免使用長篇大論的講述法，避免

教師一人唱獨角戲。 

同樣是語言教學，英語因為有很多國外的教學模式可供

參考，它的教學無論從哪一個角度看，都比鄉土語言教學目

前這種：「每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要好得太多！也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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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認為：英語的教學模式，是我們可以學習的，可以參考

運用的。 

小學階段的教學，可以視為啟蒙階段，注重興趣的啟發

和培養，該重視的是教學的「質」，至於「量」的問題，倒是

不必操之過急，因為學習是長期累積的，是一輩子的事。 

看起來，目前的閩南語教學，好像缺失還不少，但相對

的，也可以說是它的成長空間還不少，舉凡：閩南語的語詞

教學順序、閩南語漢字的教學順序、羅馬字標音系統教學示

例，閩南語教學設計…等等，都值得再做研究。又如英語，

教育部訂定小學要教多少個單字，國中要教多少個單字，高

中要教多少個單字，教學成效都有一定的量化標準，連客語

也要實施分級檢測，我想：閩南語教學，老師們可以做的、

要再努力加以發展的空間還很大，有發展就有希望，未來發

展的希望是很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