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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的話

　　編輯小組總召集人   羅肇錦  2012/12/17

　　「客家語分級教材」的編纂，經過多年討論斟酌，最後分四縣、海陸、大埔、饒平、詔安、
南四縣六個腔調各編九冊。其中第一、第二冊已於九十七年編撰完成，第三冊、第四冊、第五冊
於九十八年完成，第六冊、第七冊於九十九年完成，第八冊、第九冊於一百年完成。真的是百年
大業於焉告成，爾後客家地區實施客語教學時，可以利用本教材的內容及手冊相關資料，當作主
要的教學依據。尤其本教材都附有六腔的課文音檔，方便學習者照著音檔的發音學會你想要學的
客家語。

　　本分級教材編纂過程中，原來第一冊到第四冊只分四縣、海陸、大埔、饒平、詔安五腔，由
於四縣有北四縣、南四縣的差異，注記時為了區別都用斜線隔開，以示區別。結果，呈現在課文
裡到處斜線「花啦嗶剝」很不雅觀，因此，編纂第五、六、七冊時，就把南四縣（六堆地區）獨
立開來，分成四、海、大、平、安、南四等六個腔調。接著續編的第八、九兩冊也依循五、六、
七冊，都以六個腔獨立呈現。後來，編輯會議討論時，不少委員提出意見，認為第五冊到第九冊
都分六個腔，而第一到第四冊卻只分五腔，變成一書兩樣很不一致，對所謂標準本而言很難自圓
其說。因此，決議建請國家教育研究院及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考慮把學生用書及教師手冊，從
第一到第九冊通通都改為六腔，前後腔類體例完全一樣。如此一來，冊數增加，學生用書一到九
年級共五十四冊，教師手冊也五十四冊，全部分級教材及手冊，總合起來必須編纂客家語分級教
材及教師手冊一百零八冊。

　　這些教材中，各腔都以完整的九冊分級教材呈現，因為第七冊開始屬國中程度，所以七、
八、九冊課文都不加注音標，只選生難詞在注釋部分加以標音。練習部分也隨程度加深，加上了
讀寫的練習，尤其增加練習寫句子、短文，期望整個客家語分級教材能從一到六冊的「聽、說、
讀」，進入七八九冊的「寫」。這種編法可能對都會區的學生及初學者學習起來比較困難，祈請
各學校老師，依學生程度彈性運用，裁量自己學生程度適合從第幾冊教起，就選用第幾冊，才不
會因為配合教材所屬的年級，選錯教材造成學習的困擾。

　　以上六腔各九冊教材的編輯內容，除了「拼音符號學習改為第二階段開始實施」以外，其餘
都依據「客家語分級教材編輯綱要」（96年）所訂定的五項準則去編纂：（一）基本架構為同心
圓理念，內容兼顧語言、文化與社會脈動。（二）客家語分級教材劃分為四階段實施、配合每週1
小時母語課程學習。（三）拼音符號的學習第一階段即開始實施，依序提升難易度。（四）語言
教材重點包含聆聽的練習、說話的要點、思維方法的練習與語言使用等要項。（五）教材內容則
有文體、文化與生活與社會脈動等面向。

　　另外在編纂客家語教材最容易產生矛盾衝突的問題是漢字的書寫（有音無字的漢字選用不一
致）、音標的記注（各地腔調音讀不一致）以及詞彙的選用（各腔所用詞彙不一致），因此編輯
群商定了以下四項原則來解決這些矛盾衝突：

（一） 依據新編課程綱要，音標教學由第二階段開始實施，所以部編版客語分級教材，從第三冊
開始加入拼音練習，在每一課的課文結束練習出現前，都有一段音標練習，按照元音、輔
音、聲調的次序分別編入練習，當作音標學習的教材。

（二） 各腔的虛詞常有同義不同音的情形，我們採取漢字上方標音時，加括號（）注上自己腔調
的音標，如：「在」標注成cai（do）。

（三） 各腔用詞有歧異或多義時，課文注釋時只注出課文呈現的意思，另外的不同義意在教師手
冊加以說明。如：第三冊第七課「恁久」只注出「最近」的意思，另外「這麼久」的意
思，改在教師手冊中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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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課文中用詞如有兩種以上的用法，本書只採取其中最常用的一種，另外的用
法，在教師手冊加以補充說明。如：第五冊第九課「轉妹家」，有些地方用
「轉外家」，課文只呈現「轉妹家」，把「轉外家」放入教師手冊補充說明。

　　雖然如此，在討論過程中仍有許多音讀及用詞無法取得共識，這時除了教育部
國語推行委員會發布的五百一十二個客家語書寫推薦用字（另含五十二個詞彙）以
外，採用「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所定的漢字為準，音標則為了減少爭議，採用
教育部公佈的「客家語拼音方案」標注。下面附上「客家語拼音方案」：

客家語拼音方案

一、聲母符號表

客家語拼音 b p m f v bb(1) 

國際音標 [ p ] [ ph ] [ m ] [ f ] [ v ] [ b ] 

注音符號 ㄅ ㄆ ㄇ ㄈ 万 ㆠ 

客家語拼音 d t n l r(2) g k 

國際音標 [ t ] [ th
 
] [ n ] [ l ] [ j ] [ k

 
] [ kh ] 

注音符號 ㄉ ㄊ ㄋ ㄌ  ㄍ ㄎ 

客家語拼音 ng h j(3) q(3) x(3) z 

國際音標 [ ŋ ] [ h ] [ t  ] [ t h ] [  ] [ ts ] 

注音符號 ㄫ ㄏ ㄐ ㄑ ㄒ ㄗ 

客家語拼音 c s zh(4) ch(4) sh(4) rh(4) 

國際音標 [ tsh ] [ s ] [ tS ] [ tSh ] [ S ] [ Z ] 

注音符號 ㄘ ㄙ ㄓ/ㄐ ㄔ/ㄑ ㄕ/ㄒ ㄖ 

註：
1. bb可用於雲林詔安腔、南投國姓鄉及部分南部客家地區。
2.  r為摩擦音，僅用於部分南四縣腔。音節為零聲母，且以前高元
音i開頭時，i會擦音化形成ri-。

3. j、q、x可用於四縣腔及南四縣腔。
4.  zh、ch、sh、rh (ㄓ、ㄔ、ㄕ、ㄖ)用於海陸、饒平、詔安等三
腔；發音時舌頭微翹，與捲舌音有別。zh、ch、sh、rh (ㄐ、
ㄑ、ㄒ、ㄖ)用於大埔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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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韻母符號表

客家語拼音 ii i(5) e ee(6) a o oo(6) u(5) er(7) 

國際音標 [ ї ] [ i ] [ e ] [ ɛ ] [ a ] [ o ] [ ɔ ] [ u ] [ ǝ ] 

注音符號 帀 ㄧ ㄝ  ㄚ ㄛ  ㄨ ㄜ 

客家語拼音 m(8) n(8) ng(8) b(8) d(8) g(8) 

國際音標 [ m ] [ n ] [ ŋ ] [ p ] [ t ] [ k ] 

注音符號 ㄇ ㄋ ㄫ ㄅ ㄉ ㄍ 

客家語拼音 nn(9) 

國際音標 [ ~ ] 

注音符號  

註：
5.  i、u可用於韻頭、韻腹及韻尾。
6.  ee、oo僅用於詔安腔。
7.  er用於部分海陸、饒平二腔之仔尾（小稱詞）。
8.  -m, -n, -ng用於陽聲韻尾(鼻音韻尾)；-b, -d, -g用於入聲韻尾(塞音
韻尾)。

9.  nn一般僅用於詔安腔，但其他腔亦偶可見，如：歪uainn+(大埔)。
10.  輔音m, n, ng可視為韻腹，自成音節。如：(四縣、大埔)魚ngˇ、毋

mˇ。

客家語拼音 m(10) n(10) ng(10) 

國際音標 [ ṃ ] [ ṇ ] [ ŋ ] 

注音符號 ㄇ ㄋ 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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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聲調符號表（大埔腔）

調 類 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陰入 陽入 

調 型 v
+

v ˏ vˇ v^ vˋ vd^ vdˋ

調 值 33 35 113 31 53 21 54 

*大埔腔入聲調下加底線，表調值之短促，如21、54。

四、變調規則

 陽平(113)  陽平(113)

陰平(33)＋ 上聲(31) → 35＋ 上聲(31)

 陰入(2)  陰入(2)

註：另有陰平字單音節名詞的小稱變調，調值亦為35。

 上聲(31)  上聲(31)

去聲(53)＋
 去聲(53) → 55＋

 去聲(53)

 陰入(2)  陰入(2)

 陽入(5)  陽入(5)

陽平(113)＋ 陽平(113) → 33＋ 陽平(113)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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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　鹹菜同覆菜

單元名稱：風土人情

課　　次： 第一課

	 鹹菜同覆菜

教學時數：40分鐘×4

適用年級：五年級

課　　文 國語對譯

第一課  鹹菜同覆菜
逐年冬下頭，禾割撇，在客家

莊个田坵肚，看得著當多青荷荷个大
菜，家家屋屋斯會用大菜做兜鹹菜同
覆菜。

鹽來滷，腳來躪，石頭矺，日頭 
晒，滷出个鹹菜香又脆。來一盤鹹菜
炒鴨紅，又甘又合味，食過个人都安
𧩣！

鹹菜晒到半燥溼，揤入盎肚，覆
倒轉來放一駁，斯係香馞馞个覆菜。
煮一碗覆菜豬肚湯，包你食了會討
尾。

第一課  鹹菜與福菜
每年冬天，稻子收割後，在客

家莊的田裡，看得到很多綠油油的芥
菜，家家戶戶會用芥菜做些鹹菜和福
菜。

用鹽巴醃，用腳ㄚ子踩踏，拿石
頭重壓，讓陽光曝晒，醃製出的鹹菜
又香又脆。來一盤鹹菜炒鴨血，又甘
美又對味，吃過的人都稱「讚」！

鹹菜晒成半乾半溼時，擠入瓶甕
中，倒扣過來置放一段時間，就是香
噴噴的福菜。煮碗福菜豬肚湯，包你
吃了意猶未盡、回味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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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

	壹	 能用客家語流暢的朗讀課文。

	貳	 能認念音標並與相關的語詞對應。

	參	 能用客家語對譯國語語詞。

	肆	 能認識客家語疊字形容詞的表述方式。

	伍	 能了解鹹菜與福菜的製作過程。

	陸	 能了解客家美食的多樣性，進而欣賞客家飲食的文化。

能力指標
1-3-7 能透過聆聽活動，欣賞並薪傳客家文化。
2-3-5 能用客家語與國語對譯簡易語詞。
3-3-1 能運用聲調符號標示所學之客家語調型。
3-3-4 能運用標音符號標示客家語語音。
4-3-1 能以客家語常用字詞，閱讀簡短課文和文章。
5-3-1 能寫出課本中常用的客家語詞。
5-3-2 能用客家常用語詞造句。

教學重點

	壹	  指導學生正確且流暢的朗讀課文。

	貳	  指導學生學習本課主要語詞：冬下頭、禾、田坵肚、青荷荷、大菜、做
兜、覆菜、滷、躪、矺、鴨紅、合味、安𧩣、半燥溼、揤入盎肚、覆倒轉
來放一駁、香馞馞、討尾。

	參	  指導學生透過遊戲，了解客家美食的多樣性。

	肆	  指導學生練習ABB形式的客語形容詞，如：青荷荷、青溜溜、香馞
馞……。

	伍	  指導學生分辨鹹菜與福菜的差異，並了解製作過程。

	陸	  指導學生認讀音標，並能找出或寫出對應的語詞。

	柒	  指導學生以客家語念出句子或短文，並選出正確的語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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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文大意
歲末是芥菜盛產的季節，客家人應用不同的製作方式，將其製成各具風味
的鹹菜與福菜，令人齒頰留香。

教學過程

壹	 【準備活動】

一、 課前準備：
(一)  教師：蒐集芥菜、鹹菜與福菜的相關圖片及資料、課文情境圖、

教學CD。
(二)  學生：預習本課課文，蒐集與芥菜相關圖片或資料。 
(三)  家長：協助子女預習本課課文及相關語彙。

二、 引起動機：
(一)  教師揭示圖片，師生共同觀賞芥菜、鹹菜與福菜的相關資料。
(二)  教師提出問題，學生自由發表。

1.  教師問：年三十暗晡食飯該下，桌頂有一路菜，有長命百歲、長
長久久个意思，若等知係麼个菜無？（長年菜）

2.  教師問：長年菜係麼个菜煮个？（大菜、芥菜……）
3.  教師問：麼个時節看得著這種菜？（寒天、冬下時節、……）
4.  教師問：哪位看得著這種菜？（田肚、菜園、……）
5.  教師問：這種菜使得生煮以外，還使得仰脣處理？（晒淡乾、滷
鹹菜、做覆菜、……）

貳	 【發展活動】

一、 聆聽：引導學生專心聆聽教師或教學CD的念誦示範。
二、 範讀及跟讀：

(一)  教師範讀、全班跟讀、學生分組讀、個別讀、接讀。
(二)  語音練習：語詞語音練習；學生個別發音練習。
(三)  加強發音困難的客家語語音練習：

1.  鼻音聲母：尾、味(m-)；躪、𧩣(n-)；年、日、人(ng-)。
2.  雙脣鼻音韻尾：鹹、鹽、甘(-m)。
3.  入聲韻尾：鴨、溼(-b)；割、得、日、一、食、揤、馞(-d)；覆、
逐、客、屋、腳、石、矺、肉、合、駁(-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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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語詞解釋：
教師簡單解釋語詞的意義，也可讓學生依語詞造簡單的句子。
(一)  冬下頭：冬天。

例： 頭擺冬下頭，東勢這搭做下看得著大雪山戴白帽个情景。
　　（以前冬天，東勢這裡都看得到大雪山戴白帽的情景。）

(二)  禾：稻子。
例： 今年好年冬，田項个禾逐串都恁飽米。
　　（今年是個豐收年，田裡的稻子每串都很飽滿。）

(三)  田坵肚：田裡。
例： 禾割撇，田坵肚滿哪都看得著瓦雀在該絡食。
　　（稻子收割完，田裡到處都看得到麻雀在覓食。）

(四)  青荷荷：綠油油的。
例： 青荷荷个草埔，親像一領青色个地毯。
　　（綠油油的草地，就像一塊綠色的地毯。）

(五)大菜：芥菜。
例：阿奶種个大菜，逐頭恁大頭。(奶奶種的芥菜，棵棵都很大。)

(六)  做兜：做一些。
例： 成半下，阿姆會做兜麵粉粄分吾等食。
　　（有時候，媽媽會做一些麵糊餅給我們吃。）

(七)  滷：醃製。
例： 細竻瓜用鹽滷過正會軟膩。
　　（小黃瓜用鹽巴醃製過才會軟化。）

(八)  躪：踩踏。
例： 紅毛泥正抹平忒等，吂燥，莫去躪著佢。
　　（水泥剛抹平而已，還沒乾，別踩到。）

(九) 矺：壓。
例： 粄漿愛先用大石頭矺過，正使得挼做惜圓。(粄漿要先用大石

頭壓過，才可以搓成湯圓。)
(十) 鴨紅：鴨血。

例：韭菜炒鴨血，真好食。(韭菜炒鴨血，真好吃。)
(十一)  合味：合口味。

例： 鹹菜同三層共下落鑊煮湯，當合味。
　　（鹹菜和五花肉一起下鍋煮湯，真是絕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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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安𧩣：稱讚。
例： 這擺考試𠊎考來已好，先生真安𧩣。
　　（這次考試我考得很好，老師稱讚不已。）

(十三)  半燥溼：半乾半溼。
例： 衫正晒都半燥溼忒等，愛仰脣著呢？
　　（衣服剛晒得半乾而已，怎麼能穿呢？）

(十四)  揤入盎肚：塞擠到瓶子裡。
例： 樹奶塞揤入盎肚咧，拿毋出來。
　　（軟木塞擠入瓶中了，拿不出來。）

(十五)  覆倒轉來放一駁：倒過來存放一段時間。
例： 高麗菜乾揤入盎肚，覆倒轉來放一駁添，斯香馞馞咧。
　　 （高麗菜乾擠入瓶中，倒扣過來存放一段時間，就香噴噴

了。）
(十六)  香馞馞：香噴噴的。

例： 阿姆在灶下炆爌肉，歸間屋香馞馞。
　　（媽媽在廚房紅燒肉，整間屋子香噴噴的。）

(十七)  討尾：意猶未盡，回味無窮。
例： 阿奶滷个脆梅盡好食，食著个人做下會討尾。
　　 （奶奶醃製的脆梅最好吃，嚐過的人都會意猶未盡，回味

無窮。）
四、 音標教學：

(一)  遊戲一：找朋友
1.  教師朗讀課文後，請學生圈出「田坵肚」、「石頭矺」、「當合
味」、「會討尾」等語詞。

2.  揭示「田坵肚」、「石頭矺」、「當合味」、「會討尾」語詞卡
及音標卡，指導學生正確讀出。

3.  將全班學生分成兩組，教師發給每人一張紙，分配一組學生寫出
「田坵肚」、「石頭矺」、「當合味」、「會討尾」音標，另一
組寫語詞。

4.  活動開始，教師念一首簡單童謠，由音標組找朋友，念謠結束前
學生找到對應語詞者蹲下，得一分。換語詞組找朋友。

5.  得分高者給予愛的獎勵。
6.  遊戲完，請學生完成練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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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一、讀看看　連看看
1. shagˋ teuˇ zag^ ‧ ‧（會討尾）
2. voi+ to^ mui+ ‧ ‧（石頭矺）
3. dong+ gag^ muiˋ ‧ ‧（當合味）
4. tienˇ kiu+  du^ ‧ ‧（田坵肚）

(二)  遊戲二：叫我第一名
1.  教師揭示「逐年」「鴨肉」「鹹菜」「豬肚湯」音標卡及語詞
卡，指導學生正確讀出。

2.  將學生分成四組，各組執一張語詞卡。
3.  教師隨機閃示音標卡，對應到的那組須拍手一次，組員正確複誦
語詞，得一分。

4.  各組將語詞卡互換，繼續比賽。得分高者接受歡呼。
5.  遊戲完，請學生完成練習二。

練習二、讀看看　寫看看
1. dag^ ngienˇ （逐　年）
2. ab^ fungˇ （鴨　紅）  
3. hamˇ coiˋ （鹹　菜）
4. zhu+ du^ tong+ （豬肚湯）

五、 語詞遊戲：
剪刀石頭布：教師揭示重要語詞卡，引導學
生正確念誦。
(一)  學生分成兩組，各組每次派一員，拿一

張語詞卡，背對背。
(二)  哨聲起，轉身猜拳，贏者念對方語詞，念對則得分。
(三)  勝方接受歡呼。

六、 課文深究：
(一)  內容深究

教師提問，學生採用開放形式以客家語回答：
1.  教師問：大菜係哪時節正有个青菜？
2.  教師問：大菜加工了後，斯係麼个菜？
3.  教師問：大菜愛仰脣處理，正會變做鹹菜？
4.  教師問：覆菜愛仰脣做呢？
5.  教師問：若姆識用鹹菜抑係覆菜做過麼个好料？ 

練 習 一  讀看看　 看看

1.	shagˋ　teuˇ　zagˆ   （會	討	尾）
2. voi+　toˆ　mui+   （石	頭	矺）
3. dong+　gagˆ　muiˋ		 （當	合	味）
4.	tienˇ　kiu+　duˆ  （田	坵	肚）

練 習 二  讀看看　寫看看

1. dagˆ　ngienˇ		 （　		逐年　　）
2. abˆ　fungˇ	 （　　　　　　）
3.	hamˇ　coiˋ	 （　　　　　　）
4.	zhu+　duˆ　tong+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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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形式深究：
1.  動動腦（配合課本練習三） 
(1)  教師揭示課本練習三語詞卡：「安𧩣、得人惱、黃嗊嗊、青

荷荷、石頭矺、日頭晒、半燥溼、半生熟」，解釋其意思。
(2)  教師再將「覆菜豬肚湯，食過个人都當（安𧩣／得人

惱）！」句卡揭示於黑板，請學生發表，選出合適的語詞，
全班複誦。

(3)  依此類推，選選看，讀讀看。
(4)  完成練習三。

練習三、讀看看　選看看
(1)  覆菜豬肚湯，食過个人都當（

安𧩣　◻得人惱）！
(2)  田坵肚種當多（◻黃嗊嗊　

青荷荷）个大菜。
(3)  衫洗好咧，愛拿出去分（◻石頭矺

　 日頭晒）正會燥。
(4)  鹹菜晒到（ 半燥溼　◻半生

熟），揤入盎肚做覆菜。

2.  生日快樂（配合課本練習四）
(1)  教師揭示生日蛋糕情境圖，學生自由聯想並發表。
(2)  教師將練習四語詞選項在黑板上板書，再逐一解釋其意思。
(3)  引導程度較好的學生，試造出簡單的句子，教師加以勉勵。
(4)  學生自由發表，選出合適的語詞。
(5)  教師範讀、全班跟讀、學生分組讀、個別讀、接讀，直至全

班熟練為止。

練習四　選看啊　讀看啊
①還有　②手藝　③還係
④手腳　⑤尋人　⑥討尾　
　　逐年生日該下，阿姆斯會做
雞卵糕分食。厥（②手藝）已好，
做个雞卵糕又香又好食，面頂（①還
有）放水果，食了會（⑥討尾），食
過个人都安𧩣。

練 習 三  讀看看　 看看

1.		
覆菜豬肚湯，食過个人都當（◻安𧩣𧩣◻𧩣人𧩣𧩣𧩣

2.		
田坵肚種當多（◻黃嗊嗊◻青荷荷𧩣个大菜。

3.		
衫洗好咧，愛拿出去分（◻石頭矺◻日頭晒𧩣正會燥。

4.		
鹹菜晒到（◻半燥溼◻半生熟𧩣，揤入盎肚做覆菜。

5

練 習 四  看看　讀看看

①還有　②手藝	③還係　④手腳　⑤尋人　⑥討尾

　　逐年生日該下，阿姆斯會做雞卵糕分食。厥

（　　）已好，做个雞卵糕又香又好食，面頂（　　）

放水果，食了會（　　），食過个人都安𧩣𧩣。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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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句型練習：
(1)  顏色大集合：學生互相討論，自由發表。以ABB形式呈現顏

色的形容詞。
(2)  句型：（青荷荷）个（禾）
(3)  替換練習：（青溜溜）个（大樹）。（白雪雪）个（油桐

花）。

參	 【綜合活動】

一、 遊戲：動一動，沒問題。
(一)  請學生將本課所有動詞圈起來。
(二)  教師朗讀課文，念到動詞處學生拍一下手。
(三)  學生分兩組，一組念課文，讓另一組接念動詞。
(四)  角色互換，亦可採用動作呈現動詞。

二、 統整練習：可做為復習與評量。
(一)  復習本課練習一、練習二的音標符號。
(二)  復習主要語詞：冬下頭、禾、田坵肚、青荷荷、大菜、做兜、覆

菜、滷、躪、矺、鴨紅、合味、安𧩣、半燥溼、揤入盎肚、覆倒
轉來放一駁、香馞馞、討尾。

(三)  復習練習三、練習四的短句、短文。

教材分析

壹	 【內容】

一、 歲末，是芥菜收成的季節。
二、 芥菜可做成鹹菜與福菜，呈現客家人飲食的多樣風貌。

貳	 【形式】

一、 本課文體為記敘文。
二、 使用大量動詞，讓全篇文章益發生動。
三、 連續使用三字格詞組形式，顯現文章的緊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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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語詞分析】

一、 詞彙差異對照表
大埔腔 四縣腔 南四縣腔 海陸腔 饒平腔 詔安腔 國語
冬下頭 冬下頭 冬天頭 冬下頭 冬下頭 寒天 冬天

田坵肚 田坵肚 田坵肚 田夫肚 田坵肚 田底 田裡

躪 躪 躪 躪 躪 蹬 踩踏

香馞馞 香馞馞 噴香 香馞馞 香馞馞 香馞馞 香噴噴的

討尾 尋尾 尋尾 尋尾 尋尾 知臊 回味無窮

二、 分析 
(一)  冬下頭：冬天。「下」此處音ha+，時間助詞。「頭」，語尾助

詞。
(二)  田坵肚：田裡。「坵」田畝一塊叫一坵。
(三)  做兜：做一些。「兜」本課指一些；另還有「端」的意思，如：

兜凳。
(四)  覆菜：一種用芥菜醃製而成的客家傳統醃菜。國語說法「福菜」

乃是取其諧音。
(五)  滷：音lu+，醃製。本意是鹹水；或汁之濃厚者，本課屬動詞，是

用鹽調製食物之意。另有一音loˋ，指加醬油熬煮，如「滷卵」、
「滷豬腳」。

(六)  躪：踩踏。動詞，用腳踐踏。
(七)  合味：合口味。「合」音gagˆ，本課指合心意，其他還有「配置」

之意，如：合貨。「合」另有音habˋ，「閉」、「配」之意。如：
合起來、同人毋合。音gabˆ時，有「混合、調配」之意，如：合
藥。又當量詞（十分之一升），如：一合米。

(八)  安𧩣：稱讚；褒獎。連讀時，音on

ˊ

 no^。            
(九)  半燥溼：半乾半溼；將乾未乾，還沒有鬆爽乾燥的感覺。「半」

原意二分之一，本課指不完全之意。
(十)  揤入盎肚：塞擠到瓶子或甕裡。「揤」動詞，硬塞。
(十一)  覆倒轉來放一駁：本句是兩個過程合為一句，先將甕倒扣過來

放，再存放一段時間。「覆」，動詞，「反扣」之意。
(十二)  香馞馞：香噴噴的。ABB重疊形式的形容詞。
(十三)  討尾：回味無窮，有食髓知味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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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句型分析】

句型：（      ）个（  ）。
　　　（青荷荷）个（禾）。
　　　（青溜溜）个（大樹）。
　　　（白雪雪）个（油桐花）。
　　※  第一個（　）填入ABB重疊形式的形容詞；第二個（　）填入相對

應的名詞，句意要合乎情理 。

伍	 【延伸詞彙】

一、詞彙差異對照表
大埔腔 四縣腔 南四縣腔 海陸腔 饒平腔 詔安腔 國語
得人惱 得人惱 得人惱 得人惱 得人惱 得人慼 令人討厭

二、分析
(一)  得人惱：音dedˆ nginˇ nau+，討人厭。一般指討厭之意。但常因口

氣不同或對成長中的嬰兒有所避諱時，常用「得人惱」表示討人
喜歡或可愛的意思。

(二)  黃嗊嗊：音vongˇ gungˇ gungˇ，形容色彩呈現混濁的黃色。ABB
重疊形式的形容詞。

(三)  半生熟：音banˋ sang+ shugˋ，半生半熟；將熟未熟，還未熟透。
「半」原意二分之一，本課指不完全之意。

(四)  尋人：音cimˇ nginˇ，找人。

教學資源
一、 教具：芥菜、鹹菜與福菜的相關圖片及資料、課文情境圖、教學CD
二、 社區資源：學校附近伙房的廣場、市場的雜貨店
三、 參考圖書：

《臺灣客家兒童系列叢書（套書）》 2009 遠足文化編輯組 遠足文化 
《客語字音詞典》 1976  楊政男等  臺灣書局

四、 網路資源：
(一)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哈客網路學苑  http://elearning.hakka.gov.tw/
(二) 客家世界網  http://hakkaworld.com.tw/
(三)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數位台灣客家庄  htp://archives.hakk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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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
壹、 語文小辭典：

一、 矺，有二音：
(一)  音zagˆ，是「壓」的意思。如：石頭「矺」、層矺層。
(二)  音dagˋ，是狀聲詞，如：起鼓打嚦矺(lagˋdagˋ)、罶矺（liuˋdagˋ）。

貳、 補充教材：客家大菜文化
一、 客家話「大菜」就是芥菜。依發酵與含水量的不同，分為酸菜、福

菜、淡乾與梅干菜。善盡地利的客家人在秋收之後，在休耕的稻田裡
種植芥菜，一時吃不完的新鮮芥菜，就整株用粗鹽醃漬或晒乾，為不
確定的來年做好準備。就地取材，一物多用，便於攜帶並耐久藏，是
客家食材的特色。

二、鹹菜的做法
　　先將成熟的芥菜晒過，再撒鹽揉搓待菜變軟，再排入醃缸裏，用
大石頭壓緊，放置幾天後，就是黃澄澄、酸溜溜、風味十足的鹹菜。

三、覆菜的做法
　　覆菜也叫福菜，是客家醃菜之一。覆菜是將新鮮的芥菜撒鹽揉搓
待菜變軟，再排入醃缸裏，用大石頭壓緊、讓水分排出，再將其從缸
裡取出曝晒，再排入醃缸裏，用大石頭壓緊，經過如此反覆數次後，
幾近全乾的情況下，擠入玻璃瓶中或罈裡，填塞過程用竹棒或竹筷用
力壓實，越緊越好，這時若有溢出的水分，必須倒掉。期間仍應以竹
棒用力將菜擠乾，擠實的勁道非常重要，必須把菜擠得毫無空隙，之
後才能倒扣置放。如果擠得不夠扎實，菜會發黑、腐敗，整罈就報銷
了。
　　密封的罈內，乾燥而緊緊疊壓的菜，會在發酵過程中，不斷產生
二氧化碳和其他氣體，因罈子倒覆而緊密壓封住罈口，使得這些氣體
極難溢出；逐漸的，罈內那些氣體的壓力，會大於罈外的大氣壓力，
使得罈外的雜菌不容易進入瓶內。換言之，如果容器直立，空氣中的
雜菌就容易進入瓶內，導致尚未發酵好的菜敗壞殆盡。
覆菜的得名便是起源於此，後來因為諧音而稱為福菜。
　　過去講究古法的人，在裝瓶之後，以荷葉封瓶口；現代人則以塑
膠袋罩罈口，再捆以繩索勒緊。瓶口密封後將容器倒扣，讓它發酵。
為了防蟲蟻，過去會在倒扣的瓶子、罈子四周灑上「火灰」（柴火、
稻殼等燒出的灰燼）或石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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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扣的罈子裡，持續不斷的進行著發酵作用，產生酒精、乳酸等
物質，與芥菜本來具有的成分相融合，造成覆菜特有的香味。封罈數
月後，罈內氣體累積到足夠的量，便會逐漸從罈口的縫隙徐徐滲出，
這濃郁的香氣，就是罈內的覆菜已經熟成的訊號。
　　經過四到六個月發酵的覆菜，最後製成具有甜酸味、菜根香的食
材。它的儲存期長達一至兩年，其中香氣愈放愈佳；覆菜的鮮美甘醇
滋味，在久煮之後仍能保持細嫩的特質，非一般醃菜能相提並論。

四、東勢淡乾的做法
　　先將成熟的芥菜用清水沖洗掉葉上的雜質泥土，再用滾燙的熱水
汆燙過後讓陽光曝晒，待全乾後收藏之，即成特殊風味之淡乾。

五、長年菜的說法
　　客家莊裡會將煮熟的芥菜稱為「長年菜」。台灣過去還是大地主
制時，貧苦的長工(定期契約工)長年辛勤工作到歲末，時值芥菜盛產
期，餐餐芥菜不斷，連年夜飯也不例外。長工謔稱其為「長年菜」。
　　在年關將屆時，吃到長年菜也就表示回家放年假的日子即將來
臨。客家人在年夜的團園飯總是少不了長年菜。也取其「長長久久，
年年有餘、藏錢」之意。

六、鹹菜个做法(本段請教師以客家語介紹)
　　先將青荷荷、又賁又大頭个大菜晒過，過將鹽掖落菜項，慢慢同
菜揉軟，揉到出水了後，正排入醃缸肚，用大石頭矺緊，幾日過後，
斯變做黃臘臘、酸溜溜个鹹菜。



20

部編本 客家語分級教材

第二課　打粄唱歌

 sin+	 ngienˇ	 doˋ	 loiˇ	 choi+	 tiamˇ	 banˆ

新 年 到 來 炊 甜 粄
	shidˋ	 loiˇ	 tiamˇ	 tiamˇ	 caiˋ sim+	 tienˇ

食 來 甜 甜 在 心 田
	rhungˋ	 poˇ	 rhungˋ zien+	 suiˇ	 caiˋ	 hnˇ

用 烰 用 煎 隨 在 你
	puˋ	 puˋ	 go+	 shin+	 conˋ taiˋ	 cienˇ

步 步 高 昇 賺 大 錢

	ciang+	 miangˇ	 doˋ	 loiˇ	 daˆ	 ngieˋ	 banˆ

清 明 到 來 打 艾 粄
 ngieˋ	 banˆ	 hiong+ hiong+ ginˋ	 zuˆ	 sien+

艾 粄 香 香 敬 祖 先
	rhungˋ	 choi+ rhungˋ zien+	 hoˆ	 muiˋ	 suiˋ

用 炊 用 煎 好 味 瑞
	shidˋ	 loiˇ	 pinˇ	 on+	 teuˋ	 chongˇ	 ngienˇ

	食 來 平 安 透 長 年

	ngˆ	 ngiedˋ	 ziedˆ	 doˋ	 loiˇ	 tagˆ	 zungˋ

五 月 節 到 來  粽
 ciang+	 ciang+	 zungˋ	 rhabˋ	 rhidˆ	 sienˋ kien+

青 青 粽 葉 一 線 牽
	banˆ	 zungˋ gi+	 zungˋ	 do+	 fung+	 muiˋ

粄 粽  粽 多 風 味
	shidˋ	 liauˆ	 nangˋ	 ngidˆ	 zhungˋ chongˋ ngienˇ

	食 了 另 日 中 狀 元

 tiˋ ngiˋ	 koˋ	 daˆ	 banˆ	 chongˋ	 go+

第 二 課 	 打 粄 唱 歌
	dung+	 ziedˆ	 doˋ	 loiˇ	 noˇ	 siagˆ	 rhenˇ

冬 節 到 來 挼 惜 圓
	sung+	 shiuˆ	 oiˋ	 siagˆ	 zhang+	 rhiu+	 rhenˇ

雙 手 愛 惜 正 有 圓
 ngieˋ	 coiˋ	 haˇ	 bi ˏ lam+	 logˋ kiˋ

艾 菜 蝦 蜱 㩜 落 去
 taiˋ ga+	 shidˋ	 do+	 siauˋ	 lienˇ	 lienˇ

大 家 食 都 笑 連 連

注　釋

1. 打粄：製作粄食。
2. 烰：油炸。
3. 艾粄：加入艾草做成的粄食。
4. 透長年：一整年。
5. 五月節：端午節。
6. ：綁或包。
7. 粽：鹼粽。
8.另日：他日。

9. 冬節：冬至。
10. 挼惜圓：搓湯圓。
11.  惜：原指疼惜，此處比

喻細心輕揉的動作。
12. 艾菜：茼蒿。
13. 蝦蜱：乾的蝦皮。
14. 㩜落去：摻和進去。
15. 笑連連：笑盈盈。

7 8

單元名稱：風土人情

課　　次：第二課

	 打粄唱歌

教學時數：40分鐘×4

適用年級：五年級

課　　文 國語對譯

第二課  打粄唱歌
新年到來炊甜粄
食來甜甜在心田
用烰用煎隨在你 
步步高昇賺大錢

清明到來打艾粄
艾粄香香敬祖先
用炊用煎好味瑞
食來平安透長年

五月節到來粽
青青粽葉一線牽
粄粽焿粽多風味
食了另日中狀元

冬節到來挼惜圓
雙手愛惜正有圓
艾菜蝦蜱㩜落去
大家食都笑連連

第二課  打粄唱歌
新年到來蒸年糕
滋味甜甜在心頭
用炸用煎隨你便
步步高昇賺大錢

清明到了做艾粄
艾粄香香敬祖先
用蒸用煎味道好
吃了平安一整年

端午節時包粽子
青青粽葉一線牽
粄粽鹼粽多風味
吃了來日中狀元

冬至到來搓湯圓
雙手輕揉才會圓
茼蒿蝦皮加進去
大家吃了笑連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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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

	壹	 能了解課文內容，並用客家語流暢的朗讀課文。

	貳	 能了解本課語詞的意義和用法。

	參	 能認念音標。

	肆	 能使用客家語疊字形容詞。

	伍	 能了解各節日的習俗及其所代表的意義。

	陸	 能欣賞詩歌之美。

能力指標
1-3-7 能透過聆聽活動，欣賞並薪傳客家文化。
2-3-1 能養成念、唱客家詩詞的興趣。
2-3-3 能運用客家語完整的回答問題。
2-3-6 能用簡單客家語介紹客家文化。
3-3-4 能運用標音符號標示客家語語音。
4-3-4  能讀懂客家語各種諺謠、簡易詩文，並能體會文章意涵，說出閱讀內

容。

4-3-6 能閱讀各類客家鄉土文學作品，了解鄉土的特色。

教學重點

	壹	  指導學生正確且流暢的朗讀課文。

	貳	  指導學生學習本課主要語詞：打粄、烰、艾粄、透長年、五月節、䌈、焿
粽、另日、冬節、挼惜圓、惜、艾菜、蝦蜱、㩜落去、笑連連。

	參	  指導學生了解新年、清明節、端午節、冬至四大節日的習俗及其所代表的
意義。

	肆	  指導學生練習疊字形容詞：甜甜、軟軟、香香、青青、長長。

	伍	  指導學生認讀音標：rhenˇ rhenˇ、tiamˇ tiamˇ、hiong+ hiong+、ziang+ 
ziang+。

	陸	  指導學生認識並朗誦押韻的山歌。



22

部編本 客家語分級教材

課文大意
介紹客家人新年、清明、端午、冬至等四個節日的應景米食及其所代表的
意義。

教學過程

壹	 【準備活動】

一、 課前準備：
(一)  教師：蒐集新年、清明節、端午節以及冬至的相關圖片及資料、

課文情境圖、音標卡、教學CD。
(二)  學生：預習本課課文，詢問家中長輩有關課文中節日的習俗。
(三)  家長：協助子女預習本課課文及相關語彙。

二、 引起動機：
(一)  教師揭示相關圖片。 
(二)  教師引導學生觀賞圖片，重點提問，學生自由發表。

1.  教師問：圖項這兜係麼个東西？（甜粄、艾粄、紅龜粄、粽、惜
圓……。） 

2.  教師問：這兜東西愛哪時正食得著？（過節該下、過年、五月
節、清明、冬節、不時都食得著……。）

3.  教師問：年節恁多粄好食，你盡好食哪種？（做下好食、甜粄、
艾粄、紅龜粄、粽、惜圓……。）

4.  教師問：恁多種粄好食，你做麼个盡好食這種粄？（軟軟、香
香、甜甜、味瑞好……。）

貳	 【發展活動】

一、 聆聽：引導學生專心聆聽教師或教學CD的念誦示範。
二、 範讀及跟讀：

(一)  教師範讀、全班跟讀、學生分組讀、個別讀、接讀。
(二)  語音練習：語詞語音練習；學生個別發音練習。
(三)  加強發音困難的客家語語音練習：

1.  元音韻母：透(-eu)。
2.  鼻音韻尾：年、田、煎、錢、先、線、牽、元、連(-n)；甜、心
(-m)；唱、用、清、明、香、長、粽、青、風、另、中、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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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雙、正、放(-ng)。
3.  入聲韻尾：葉(-b)；食、月、節、日、一(-d)；䌈、惜、落(-g)。

三、 重要語詞解釋：
教師簡單解釋語詞的意義，也可讓學生依語詞造簡單的句子。
(一)  打粄：製作粄食。

例： 閒時閒節，哪有人儘採打粄食。
　　（沒甚麼特別的節日，哪有人輕易製作粄食來吃。）

(二)  烰：油炸。
例： 烰過个肉，試著特別香。
　　（油炸過的肉，感覺特別香。）

(三)  艾粄：加入艾草做成的粄食。
例： 因致艾粄有特殊个香味，𠊎正盡好食。
　　（因為艾粄有種特殊的香味，所以我才最愛吃。）

(四)  透長年：一整年。
例： 若貌著這主事，斯包𠊎食著透長年咧！
　　（如標到這項工程，就可讓我一整年不愁吃不愁穿囉！）

(五)  五月節：端午節。
例： 五月節个划龍船比賽，老老嫩嫩做下都恁好看。
　　（端午節的划龍船賽，老少都很愛看。）

(六)  ：綁或包。
例： 東西恁多，愛好勢來，正毋會溜撇。
　　（東西這麼多，要繫好來，才不會滑掉。）

(七)  焿粽：鹼粽。
例： 焿粽搵蜂糖，甜甜已好食。
　　（鹼粽沾蜂蜜，甜甜的很好吃。）

(八)  另日：他日。
例： 今晡無請著你，另日正補請。
　　（今天沒請到你，改天再補請。）

(九)  冬節：冬至。
例： 冬節个惜圓食啊撇，𠊎斯添加一歲咧。
　　（吃過冬至的湯圓後，我就多一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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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挼惜圓：搓湯圓。
例： 阿叔天光愛討親，鄰舍來挼惜圓。
　　（叔叔明天要結婚，鄰居來幫忙搓湯圓。）

(十一)  惜：原指疼惜，此處比喻細心輕揉的動作。
例： 粄粽愛惜油，正毋會黏粽葉。
　　（粄粽要輕輕抹一層油，才不會黏粽葉。）

(十二)  艾菜：茼蒿。
例： 艾菜煮惜圓，盡合味。
　　（茼蒿煮湯圓，最對味。）

(十三)  蝦蜱：乾的蝦皮。
例： 用蝦蜱菣香，炒麼个菜都恁好食。
　　（用蝦皮爆香，炒什麼菜都很好吃。）

(十四)  㩜落去：摻和進去。
例： 綠豆湯快愛煮好該下，糖正使得㩜落去。
　　（綠豆湯快煮好時，糖才可以摻進去。）

(十五) 笑連連：笑盈盈。
例： 阿奶盡惜阿哥，逐到講著阿哥，佢定著笑連連。
　　（奶奶最疼哥哥，只要說到哥哥，她一定笑盈盈的。）

四、 音標遊戲：你出題  我來答 
(一)  教師將學生分成四組，排成四排，每組一根塑膠棒鎚。
(二)  教師將音標卡張貼在黑板上：「rhenˇ rhenˇ」、「tiamˇ tiamˇ」、

「hiong+ hiong+」、「ziang+ ziang+」。
(三)  教師念短句，如：「西瓜甜甜」。輪到的組員即刻上臺敲擊對應

的音標卡，先完成者得一分。參考短句如：「香水香香」、「石
頭圓圓」、「打扮都靚靚」、「甜粄甜甜」……等。

(四)  也可由各組學生輪流出題；或指名任一組回答，答對得分；錯者
扣分。

(五)  得分高者獲勝，接受歡呼。
(六)  遊戲完，學生複誦音標並請學生完成練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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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一、讀看看  選看看  
①rhenˇ rhenˇ  ②tiamˇ tiamˇ  
③hiong+ hiong+ ④ziang+ ziang+

1.  𠊎在花園項，鼻著（③hiong+ hiong+）
个玉蘭花。

2.  甜粄（②tiamˇ tiamˇ）好味瑞。
3.  佢打扮都（④ziang+ ziang+），當像一
蕊花。

4.  上課時節，先生拿出（①rhenˇ rhenˇ）
个地球儀。

五、 語詞遊戲：團結力量大
(一)  教師揭示語詞卡在黑板上：軟軟、青青、香香、長長、金金。
(二)  教師鼓勵各組造短句，如：雞卵糕軟軟、甘蔗長長、蘋果香香、

草青青、目珠金金……等。
(三)  各組自由發表，每造一句，即得一分。        
(四)  經腦力激盪後，得分高者獲勝，接受教師獎勵。
(五)  遊戲完，學生複誦語詞，請學生完成練習二。

練習二、選看看  讀看看 
①軟軟　②香香　③金金
④長長　⑤青青
1.  這粒粽鼻起來（②香香），當餳人
食。

2.  這粒柑看起來還（⑤青青），毋過食
起來當甜。

3.  有兜人好食硬硬个甜粄，有兜人好食
（①軟軟）个焿粽。

4.  籃球圓圓，棍（④長長）。

六、 課文深究：
(一)  內容深究

教師提問，學生採用開放形式以客家語回答：
1.  教師問：過年該下，阿姆會打麼个粄？
2.  教師問：清明該滿，阿姆又會打麼个粄呢？
3.  教師問：五月節阿姆會䌈麼个粽分若等食？

練 習 一  讀看看　 看看

①rhenˇ rhenˇ　②tiamˇ tiamˇ　③hiong+ hiong+　④ziang+ ziang+

1. 在花園項，鼻著（　　　　　）个玉蘭花。

2. 甜粄（　　　　　）好味瑞。

3. 佢打扮都（　　　　　），當像一蕊花。

4. 上課時節，先生拿出（　　　　　）个地球儀。

9

10

練 習 二  看看　讀看看
    

①軟軟　②香香　③金金　④長長　⑤青青

1.  這粒粽鼻起來（　　），當
餳人食。

2.  這粒柑看起來還（　　），毋
過食起來當甜。

3.  有兜人好食硬硬个甜粄，有
兜人好食（　　）个粽。

4. 籃球圓圓，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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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師問：一擐粽有恁多粒，用麼个䌈共下？（粽擐）
5.  教師問：冬節該日，若姆會煮麼个好料分若等食？
6.  教師問：你知煮鹹惜圓愛放麼个配料無？

(二)  形式深究：
1.  動動腦（配合課本練習三）
(1)  教師在黑板上揭示課本練習三語詞卡：「甜粄」、「艾

粄」、「粽」、「惜圓」、「米篩目」。
(2)  教師再將「冬節，阿姆煮（    ）分大家食。」句卡揭示於

黑板，請學生發表，選出合適的語詞，全班複誦。
(3)  依此類推，選選看，讀讀看。
(4)  完成練習三。

練習三、選看看  讀看看    
①甜粄　②米篩目　③粽
④惜圓　⑤艾粄
1.  冬節，阿姆煮（④惜圓）分大家食。
2.  五月節，家家戶戶都有（③粽）。
3.  （⑤艾粄）係加艾做成个粄。
4.  （②米篩目）攪冰个糖水，食起來透
心涼。

參	 【綜合活動】

一、 讀看看；唱看看：
(一)  教師播放一段客家山歌CD給學生聽，以引起學生興趣。
(二)  教師揭示練習四押韻詩歌。
(三)  教師範讀、全班跟讀、學生分組讀、個別讀、接讀。
(四)  節奏念白：教師範讀、全班跟讀、學生分組讀、個別讀、接讀。
(五)  再播放山歌CD，請學生套入練習四的歌詞，試唱看看。
(六)  教師解釋全文內容大意，與杜秋娘所做「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

無花空折枝」有異曲同工之妙。 
練習四、讀看看  唱看看
愛唱山歌斯開聲，莫等夜靜到三更，
等到三更人睡盡，較好山歌得人驚。

練 習 三  看看　讀看看

①甜粄　②米篩目　③粽　④惜圓　⑤艾粄

1. 冬節，阿姆煮（　　）
	 分大家食。

2.		五月節，家家戶戶都
有（　　）。

3.		（　　）係加艾做
成个粄。

4.		（　　）攪冰个糖
水，食起來透心涼。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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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統整練習：可做為復習與評量。
(一)  復習本課練習一音標、練習二疊字形容詞。
(二)  復習主要語詞：打粄、烰、透長年、艾粄、五月節、冬節、挼惜

圓、、焿粽、另日、惜、艾菜、蝦蜱、㩜落去、笑連連。
(三)  復習練習三甜粄、米篩目、粽、惜圓、艾粄名稱，練習四的山歌

念唱。

教材分析

壹	 【內容】

一、 逢年過節要做應景的粄食。
二、 各種年節的粄食有其不同的象徵意義。

貳	 【形式】

以七言詩歌體呈現，共分四段，押en韻，節奏輕快，簡單容易念誦。

參	 【語詞分析】

一、 詞彙差異對照表
大埔腔 四縣腔 南四縣腔 海陸腔 饒平腔 詔安腔 國語
挼惜圓 挼惜圓 挼圓粄 挼粄圓 挼惜圓 挲惜圓 搓湯圓

宋米/細唐
蝦 蝦米 大蝦米 蝦米 蝦米 蝦米 乾的小蝦

仁

艾菜 艾菜 艾菜 艾菜 艾菜 艾菜 茼蒿

蝦蜱 蝦蜱 細蝦米 蝦蜱 蝦蜱 蝦蜱 乾的蝦皮

㩜落去 落落去 放落去 㩜落去 㩜落去 落落去 摻和進去

二、 分析
(一)  打粄：製作粄食。打，本課指製作。
(二)  甜粄：年糕。粄，米食的一種。謠諺曰：「婦人家轉外家，甜粄

用油煎。」
(三)  透長年：一整年。透，周遍，如：「透日」。「長年」，本課指

整年之意。另外長工亦稱「長年」。
(四)  五月節：端午節。一般與春節、中秋同稱為民間三大傳統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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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冬節：冬至。傳統節慶之一。在冬至這天，南方的應節食物為湯
圓，北方為餛飩。民間並有祭祀祖先、神明的風俗。

(六)  挼惜圓：搓湯圓。挼，用手搓揉、摩擦，動詞，後面可接賓語
如：「挼索」。

(七)  焿粽：鹼粽。焿，鹼的一種，可作防腐、洗滌用。「焿粽」是摻
上焿油攪拌用水煮成的粽子。

(八)  另日：將來有一天、來日、他日。
(九)  惜：本課指細心的輕揉。另外還有愛憐、疼愛的意思。
(十)  蝦蜱：乾的蝦皮。「蝦蜱」與「蝦米」不同，有肉的是「蝦

米」，無肉的是「蝦蜱」。兩者都是直接晒乾或蒸熟後晒乾製
成，是爆香的常用食材。

(十一)  笑連連：笑盈盈。ABB疊字詞。

肆	 【延伸詞彙】

分析
一、 味瑞：音muiˋ suiˋ，味道。
二、 米篩目：音miˆ ci+ mugˆ，在來米製成的粄類，經熱水燙成的條形

米食。
三、 三更：音sam+ gang+，子時，夜間十一點至凌晨一點的時間。。
四、 較好：音kaˋ hoˆ，再怎麼好。另有同形詞「較好」，音ka+ hoˆ，

是「比較好」的意思。

教學資源
壹、 教具：新年、清明節、端午節以及冬至的相關圖片及資料、課文情境圖、

音標卡、教學CD
貳、 社區資源：附近廟宇或土地公廟
參、 參考圖書： 

一、《客語字音詞典》 1976  楊政男等  臺灣書局
二、《兒童客家叢書(1-4冊) 套書》 2008  李佩珊等 遠足文化
三、《大埔音客語讀本第五冊》 2006  徐登志等  台中縣寮下文化學會

肆、 網路資源：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數位臺灣客家庄  http://archives.hakk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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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
壹、《山歌》　　徐登志

山歌愛唱聲愛和
弦調合線笑呵呵
百樣頭路捨身做
愛使錢銀毋愁無

愛唱山歌𠊎教你
畜个雞僆捉來㓾
十年老酒開來請
一肚山歌盡教你

貳、語文小辭典：
一、 落，有三音：

(一)  音logˋ，①下墜、降的意思，如：跌落來。②成堆的意思，如：一
落一落。③衰敗，如：落一身肉。④始，如：落成。⑤停頓，如：
落腳。

(二)  音labˆ，①套住的意思，如：手落。②塌陷，如：落落去（labˆ logˋ 
ki+）。

(三)  音lauˋ，鬆落的意思，如：落下頷。
(四)  音lauˆ，設計圈套使人中計，如：落人个。

參、補充教材：
一、 端午節的故事：相傳戰國時楚國三閭大夫屈原在農曆五月初五投汨羅

江，後世為紀念他而有吃粽子及龍舟競渡等風俗，再加上民間的鬼神
信仰，家家戶戶插蒲艾、喝雄黃酒、掛鍾馗像來除瘟辟邪。或稱為
「蒲節」、「端陽節」、「天中節」、「重午節」、「五月節」。

二、 年糕製作方法：糯米洗淨泡水一夜，磨成米漿裝袋，脫水變成粄脆。
取出粄脆置大盆內，加糖，加入粄母，反覆用力搓壓揉，直到和勻至
韌軟，而且有光澤。以前的甜年糕只加香蕉油，如果是紅豆粄就加入
熬好的紅豆。倒入鋪好玻璃紙的蒸籠或各形容器（碗、飯盒……）
內，加通氣管蒸至糕面平滑，用筷子插入不會粘筷子，就表示熟透
了。

三、 粄的製造過程：客家人打粄的過程，是浸米→磨米漿→壓乾→粄脆→
揉→包餡→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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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　迎神做鬧熱

 tiˋ sam+ koˋ	 ngiangˇ	 shinˇ	 zoˋ nauˋ ngiedˋ

第 三 課  迎 神 做 鬧 熱

   sam+ ngiedˋ ngiˋ	 shibˋ sam+ ma+	 zuˆ	 sang+  zong+ hong+ ma+	 zuˆ	 poˇ

　 　 三 月 二 十 三 媽 祖 生 ， 莊 項 媽 祖 婆
	zhonˆ	 bedˆ	 gongˆ	 godˆ	 hiong+	 	 fuiˇ	 lanˇ	 gai+	 shiˇ	 		ziedˆ	 	 doˋ	 gogˆ	 zong+	 teuˇ

轉 北 港 割 香 ， 回 鑾 个 時 節 ， 到 各 莊 頭
	chudˆ	 sunˇ	 	 shenˋ	 namˇ	 sinˋ	 ngˆ	 do+ coi+	 luˋ	 shunˇ	 shedˆ	 hiong+ onˋ ngiangˇ	 baiˋ

出 巡 ， 善 男 信 女 都 在 路 脣 設 香 案 迎 拜 。
	 	 	 chudˆ	 sunˇ	 gai+	 shiˇ	 ziedˆ	 	 cien+	 li+	 		ngienˆ	 	 shunˋ fung+	 ngiˆ	 daˆ

　 　 出 巡 个 時 節 ， 千 里 眼 、 順 風 耳 打
	 teuˇ	 chinˋ  ten+	 gongˆ	 	 gia+	 liongˆ	 saˇ	 bunˆ				shangˇ	 heˋ	 hoiˆ	 deuˋ	 zogˆ	 lonˋ

頭 陣 。 聽 講 ， 厥 兩 儕 本 成 係 海 竇 作 亂
 gai+	 rheu+ guaiˋ  goˋ	 heuˋ	 bun+ ma+	 zuˆ	 poˇ	 		shiu+ fugˋ	 	 bienˋ	 zoˋ ma+

个 妖 怪 ， 過 後 分 媽 祖 婆 收 伏 ， 變 做 媽
	 zuˆ	 poˇ	 gai+ zoˆ	 rhiuˋ fuˋ	 fabˆ

祖 婆 个 左 右 護 法 。

注　釋

1.  迎神：迎接神明遶境的活動。
2. 做鬧熱：舉辦廟會活動。
3. 媽祖生：媽祖誕辰。
4. 割香：到祖廟拜謁。
5. 回鑾：神明回本廟。
6.  香案：放香爐、燭臺、供品的

桌子。
7. 打頭陣：走在最前頭。
8. 本成：原來。

9. 過後：後來。
10.  大鼓陣：由多人組成鼓隊，

表演打大鼓的陣頭。
11. 牽布馬：布馬陣。
12. 公揹婆：公背婆。
13.  無底船：又稱「無底景」；

跑旱船。
14. 做大戲：演酬神戲。
15. 贈鬧熱：共襄盛舉。

   ngiangˇ ma+	 zuˆ	 zhin+ nauˋ ngiedˋ  taiˋ	 guˆ	 chinˋ  kien+	 buˋ ma+

　 　 迎 媽 祖 真 鬧 熱 ， 大 鼓 陣 、 牽 布 馬 、
 gung+	 baˇ	 poˇ	 	 moˇ	 deˆ	 shonˇ	 	 miauˋ changˇ	 zoˋ taiˋ	 hiˋ  gui+	 zong+

公 揹 婆 、 無 底 船 ， 廟 埕 做 大 戲 。 歸 莊
	nginˇ	 baiˋ ma+	 zuˆ	 poˇ	 	 zenˋ nauˋ ngiedˋ	 	 kiˆ	 kiuˇ	 fung+	 tiauˇ	 rhiˆ	 shunˋ 

人 拜 媽 祖 婆 、 贈 鬧 熱 ， 祈 求 風 調 雨 順 、
	guadˆ	 taiˋ minˇ	 on+

國 泰 民 安 。

13 14

單元名稱：風土人情

課　　次：第三課

	 迎神做鬧熱

教學時數：40分鐘×4

適用年級：五年級

課　　文 國語對譯

第三課  迎神做鬧熱
三月二十三媽祖生，莊項媽祖

婆轉北港割香，回鑾个時節，到各莊
頭出巡，善男信女都在路脣設香案迎
拜。

出巡个時節，千里眼、順風耳打
頭陣。聽講，厥兩儕本成係海竇作亂
个妖怪，過後分媽祖婆收伏，變做媽
祖婆个左右護法。

迎媽祖真鬧熱，大鼓陣、牽布
馬、公揹婆、無底船，廟埕做大戲，
歸莊人拜媽祖婆、贈鬧熱，祈求風調
雨順、國泰民安。

第三課  迎神辦廟會
三月二十三日是媽祖誕辰，村

裡的媽祖娘娘回北港祖廟拜謁，回鑾
時，繞巡各村里，善男信女紛紛在路
邊擺設香案迎接祭拜。

繞巡時，千里眼、順風耳走在最
前頭。聽說，他們兩人原本是海裡作
亂的妖怪，之後被媽祖娘娘降伏，變
成了媽祖娘娘的左右護法。

迎媽祖真熱鬧，布馬陣、跑旱
船、公背婆、大鼓陣、廟前還演酬神
戲，全村人都共襄盛舉，祭拜媽祖娘
娘，祈求能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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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

	壹	 能了解課文內容，並用客家語流暢的朗讀課文。

	貳	 能了解本課語詞的意義和用法。

	參	 能認念音標並與相關的語詞對應。

	肆	 能了解媽祖誕辰的習俗及舉辦的活動。

	伍	 培養學生對傳統習俗的關心、尊重及喜愛。

能力指標
1-3-7 能透過聆聽活動，欣賞並薪傳客家文化。
2-3-2 能使用標音符號，念出簡短的客家語文章。
2-3-3 能運用客家語完整的回答問題。
2-3-5 能用客家語與國語對譯簡易語詞。
3-3-4 能運用標音符號標示客家語語音。
5-3-1 能寫出課本中常用的客家語詞。
5-3-2 能用客家常用語詞造句。

教學重點

	壹	  指導學生正確且流暢的朗讀課文。

	貳	  指導學生學習本課主要語詞：迎神、做鬧熱、媽祖生、割香、回鑾、香
案、打頭陣、本成、過後、大鼓陣、牽布馬、公揹婆、無底船、做大戲、
贈鬧熱。

	參	  指導學生體會媽祖誕辰熱鬧的情形。

	肆	  指導學生了解媽祖回鑾，信徒沿途祭拜所代表的意義。

	伍	  指導學生認讀音標，並能找出或寫出對應的語詞。「贈鬧熱／zenˋ nauˋ 
ngiedˋ」、「公揹婆／gung+ baˇ poˇ」、「打頭陣／da^ teuˇ chinˋ」、「做
大戲／zoˋ taiˋ hiˋ」、「善男信女／shenˋ namˇ sinˋ ng^」、「風調雨順／
fung+ tiauˇ rhi^ shunˋ」、「割香／god^ hiong+」、「回鑾／fuiˇ lanˇ」。

	陸	  指導學生以客家語念出句子或短文，並選出相關語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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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文大意
媽祖誕辰，村裡媽祖回北港祖廟拜謁後，回鑾時信眾熱鬧慶祝的景象。

教學過程

壹	 【準備活動】

一、 課前準備：
(一)  教師：蒐集媽祖誕辰迎神、廟會相關照片、圖片及資料、課文情

境圖、教學CD。
(二)  學生：預習本課課文、蒐集媽祖誕辰廟會的相關圖片或資料。
(三)  家長：協助子女預習本課課文及相關語彙。

二、 引起動機：
(一)  教師講述媽祖的傳說故事。
(二)  共同觀賞師生蒐集的廟會活動照片、媽祖相關圖片及資料，並請

學生發表，以引起學生學習本課的興趣。

貳	 【發展活動】

一、 聆聽：引導學生專心聆聽教師或教學CD的念誦示範。
二、 範讀及跟讀：

(一)  教師範讀、全班跟讀、學生分組讀、個別讀、接讀。
(二)  語音練習：語詞語音練習；學生個別發音練習。
(三)  加強發音困難的客家語語音練習：

1.  鼻音聲母：迎、熱、月、二、眼、耳、人(ng-)。
2.  鼻音聲母自成音節：女(ng)。
3.  鼻音韻尾：三、男(-m)；迎、生、莊、項、港、香、風、講、
兩、公、埕(-ng)。

4.  入聲韻尾：法、十(-b)；熱、月、北、割、節、出、設、國(-d) 
；各、作、伏(-g) 。

三、 重要語詞解釋：
教師簡單解釋語詞的意義，也可讓學生依語詞造簡單的句子。
(一)  迎神：迎接神明遶境的活動。

例： 阿寬个身體恁砸，迎神該下愛勞攪佢扛轎。
　　（阿寬的身體這麼壯，迎接神明遶境時要拜託他抬轎子。）



33

第三課　迎神做鬧熱

(二)  做鬧熱：舉辦廟會活動。
例： 天光，吾等這項做鬧熱，記得愛來分𠊎請哦！
　　（明天，我們這兒有廟會活動，你要記得來作客喲！）

(三)  媽祖生：媽祖誕辰。
例： 逐年个媽祖生，莊項都恁鬧熱。
　　（每年的媽祖誕辰日，村裡都那麼熱鬧。）

(四)  割香：到祖廟拜謁。
例： 阿奶當虔誠，逐年都跈媽祖婆去北港割香。
　　（奶奶很虔誠，每年都會跟隨媽祖娘娘到北港拜謁。）

(五)  回鑾：神明回本廟。
例： 太子爺回鑾之時，歸路紙炮並令火旁朗。
　　（太子爺回本廟途中，一路上鞭炮響個不停。）

(六)  香案：置放香爐、燭臺、供品的桌子。
例： 神明廳个香案，使毋得放拉拉雜雜个東西。
　　（神明廳的供桌，不可以放置亂七八糟的東西。）

(七)  打頭陣：走在最前頭。
例： 這位𠊎盡熟絡，𠊎來打頭陣好咧。
　　（這裡我最熟悉，由我來打頭陣好了。）

(八)  本成：原來。
例： 這所在本成係平洋地，臨尾正起恁多販屋。（這地方原本是

一片田野，後來才蓋了這麼多的國宅。）
(九)  過後：後來。

例： 佢原旦係臨時工，過後正考著在額个頭路。
　　（他原本是臨時工，後來才考上正職的工作。）

(十)  大鼓陣：由多人組成鼓隊，表演打大鼓的陣頭。
例： 做鬧熱該滿若有大鼓陣，斯試著加已鬧熱。
　　 （舉辦廟會活動時若有大鼓陣的表演，就會覺得更熱鬧。）

(十一)  牽布馬：布馬陣。
例： 牽布馬恁古董，𠊎盡好看。
　　 （布馬陣真有趣，我最愛看。）

(十二)  公揹婆：公背婆。
例： 公揹婆係一個人打扮做兩個腳肖，有罅慶。
　　（公背婆是一個人扮成兩個角色，真是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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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無底船：又稱「無底景」；跑旱船。
例： 天穿日做鬧熱，有人弄無底船，當好看。（天穿日做熱

鬧，有人跑旱船，很好看。）
(十四)  做大戲：演酬神戲。

例： 因致彩券著著特獎，佢正在廟埕做大戲還神。（因彩券中
了特獎，他才在廟前廣場演酬神戲。）

(十五) 贈鬧熱：共襄盛舉。
例： 阿姊今晡日愛行嫁，親戚朋友來贈鬧熱送佢上轎。（姊姊

今天要出嫁，親戚朋友共襄盛舉來送她出閣。）
四、 音標教學：

(一)  教師揭示「zenˋ nauˋ ngiedˋ」「gung+ baˇ poˇ」、「da^ teuˇ 
chinˋ」、「zoˋ taiˋ hiˋ」、「shenˋ namˇ sinˋ ng^」、「fung+ tiauˇ 
rhi^ shunˋ」、「god^ hiong+」、「fuiˇ lanˇ」等音標卡。

(二)  教師教念音標：教師範讀、全班跟讀、學生分組讀、個別讀、接
讀，直至全班熟練為止。

(三)  音標遊戲：找同伴
1.  教師揭示字卡，將正面是單字、背面是對應音標的單字卡，隨意
分散張貼在黑板上。如：「贈／zenˋ」、「鬧／nauˋ」、「熱／
ngiedˋ」、「公／gung+」、「揹／baˇ」、「婆／poˇ」……等。

2.  將學生分成兩組，各派一人上台配對字卡再認念。如：贈鬧熱、
公揹婆、打頭陣……等。

3.  迅速組合、正確念出詞語者勝出。
4.  變換「字」卡為「音標」卡，遊戲規則如2、3，反覆練習直至熟
練為止。

5.  勝方接受敗方歡呼：愛的鼓勵加「你盡
慶，你盡慶，你一等慶」。

(四)  遊戲結束，請學生完成練習一、練習二。

練習一、讀看看  連看看  
1. (zenˋ nauˋ ngiedˋ) ‧ ‧（做大戲）
2. (gung+ baˇ poˇ) ‧ ‧（贈鬧熱）
3. (da^ teuˇ chinˋ) ‧ ‧（公揹婆）
4. (zoˋ taiˋ hiˋ) ‧ ‧（打頭陣）

練 習 一  讀看看　 看看 

1.	（zenˋ	nauˋ	ngiedˋ） 







2.	（gung+	baˇ	poˇ） 

3.	（daˆ	teuˇ	chinˋ） 

4.	（zoˋ	taiˋ	hiˋ）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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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二、讀看看　寫看看
1. (shenˋ namˇ sinˋ ng^) （善男信女）
2. (fung+ tiauˇ rhi^ shunˋ) （風調雨順）
3. (god^ hiong+) （ 割 香 ）
4. (fuiˇ lanˇ) （ 回 鑾 ）

五、 語詞遊戲：
語詞聯想：教師揭示廟會活動圖，引導學生做相關的聯想。
(一)  教師提示課內、課外；動態、靜態皆可。如：「拜喏」、「香

案」、「七爺」、「牽布馬」、「螺貝精」、「鑽轎底」……

等。
(二)  將學生分成兩組，每說出一個聯想詞，即得一分。
(三)  教師板書雙方的聯想詞。
(四)  遊戲結束，統計分數，勝方歡呼：「𠊎盡慶，𠊎盡慶，𠊎~盡慶；

慶斯係慶，慶斯係慶，慶斯係慶斯係慶慶慶，哦~耶！」。
(五)  教師正確的帶念所有語詞。

六、 課文深究：
(一)  內容深究

教師提問，學生以客家語自由回答：
1.  教師問：媽祖生係哪日？（舊曆三月二十三日。）
2.  教師問：善男信女哪時正會在路脣設香案迎拜？（遶境、回
鑾。）

3.  教師問：媽祖婆出巡，麼人打頭陣？（千里眼同順風耳。）
4.  教師問：迎媽祖，歸莊人仰脣來贈鬧熱？（做大戲、擺香
案……）

5.  教師問：迎媽祖，贈鬧熱，歸莊人愛祈求个係麼个？（風調雨
順，國泰民安。）

(二)  形式深究：
讀看看  選看看（配合課本練習三）
1.  教師揭示課本練習三語詞卡：「做大戲」、「做頭路」、「過
後」、「往擺」、「出巡」、「出頭」、「打頭陣」、「打尾
名」，解釋其意思。

2.  教師再將「打醮時節，廟埕項會（做大戲／做頭路）。」句卡揭
示於黑板，請學生發表，選出合適的語詞，全班複誦。



36

部編本 客家語分級教材

3.  依此類推，選選看，讀讀看。
4.  完成練習三。
練習三、讀看看  選看看  
1.  打醮時節，廟埕項會（ 大戲　◻做
頭路）。

2.  孫悟空變鬼變怪，（ 過後　◻往
擺）分唐三藏收伏。

3.  迎媽祖該下，千里眼、順風耳會跈緊
去（ 出巡　◻出頭）。

4.  佢逐擺跋山个時節，都（ 打頭陣　
◻打尾名），行在盡頭前。

參	 【綜合活動】

一、 伯公生，來食伯公福：配合課本練習四。
(一)  教師講述「食伯公福」的意義。（請參考補充教材）
(二)  教師將練習四語詞選項在黑板上板書，逐一解釋其意思。
(三)  引導程度較好的學生，試造出簡單的句子，教師加以勉勵。
(四)  學生自由發表，選出合適的語詞。
(五)  教師範讀、全班跟讀、學生分組讀、個別讀、接讀，直至全班熟

練為止。
(六)  若時間允許，可進行角色扮演活動。（對話臺詞可參考補充教

材）
(七)  完成練習四。

練習四、選看看  讀看看      
①莊頭　②做生日　③禾埕
④牲儀　⑤等路　⑥做滿月
　　二月二伯公生，（①莊頭）个叔婆
伯姆，都會準備（④牲儀），去伯公下
同伯公（②做生日），大家共下食伯公
福，祈求來年順利。

二、 統整練習：
(一)  復習本課練習一、練習二的音標符號。
(二)  復習主要語詞：迎神、做鬧熱、媽祖生、割香、回鑾、香案、打

頭陣、本成、過後、牽布馬、無底船、公揹婆、大鼓陣、做大

練 習 四  看看　讀看看

	 ①莊頭	 ②做生日	 ③禾埕 
	 ④牲儀	 ⑤等路	 ⑥做滿月

　　二月二伯公生，（　　）个叔婆伯姆，都會準備

（　　），去伯公下同伯公（　　），大家共下食伯公

福，祈求來年順利。

18

練 習 三  讀看看　 看看

1. �打醮時節，廟埕項會
（◻做大戲◻做頭路）。

2.��孫悟空變鬼變怪，
（◻過後◻往擺）
分唐三藏收伏。

3.��迎媽祖該下，千里
眼、順風耳會跈緊去
（◻出巡◻出頭）。

4.��佢逐擺跋山个時節，都
（◻打頭陣◻打尾名）
行在盡頭前。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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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贈鬧熱。
(三)  復習練習三、練習四的短句、短文。

教材分析

壹	 【內容】

一、 媽祖回鑾時信眾沿途祭拜。
二、 媽祖出巡，遶境各村莊熱鬧的景象。

貳	 【形式】

一、 文體：敘述文。
二、 連續使用三字格詞組形式，來顯現廟會活動的多樣化。

參	 【語詞分析】

一、 詞彙差異對照表
大埔腔 四縣腔 南四縣腔 海陸腔 饒平腔 詔安腔 國語

回鑾/轉轎 回鑾 轉轎 回鑾 回鑾 回鑾/駕 神明回本廟

本成/原旦 原旦 原本/原旦 原旦 原旦 原本 原來

二、 分析 
(一)  迎神：迎接神明遶境的活動。迎，接的意思。另有「舞弄」之

意，如：「迎龍」。
(二)  做鬧熱：舉辦廟會活動。做，舉辦的意思。另外還有「為」之

意，如：「做工」。「鬧熱」，原意是熱鬧，與「做」結合，此
處指迎神賽會活動，現在一般官方或民間所舉行的大型活動，亦
可稱「做鬧熱」。

(三)  媽祖生：媽祖誕辰。「生」是生日、誕辰的簡略語。（媽祖資料
詳見補充教材）

(四)  割香：奉神明回祖廟拜謁，重新分香回來，如同神明回娘家。
「進香」原指信徒到廟裡燒香，不過現在「割香」也通稱「進
香」。

(五)  回鑾：神明回本廟。「鑾」是皇帝出行的時候所用的車或轎，因
媽祖曾被封為天后，故稱其乘坐的轎輿為鑾。

(六)  香案：置放香爐、燭臺、供品的桌子。「案」是長方形的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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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打頭陣：走在最前頭。「打」，語意虛化。
(八)  本成：原來、原本、以前，意即舊有的、本有的。也可說成原

旦，音ngienˇ dan^。
(九)  過後：後來、之後、以後。
(十)  做大戲：演酬神戲。「做」，舉辦、舉行的意思，另外也有進行

某種工作或活動的意思，如：「做生理」。「大戲」，廟會活動
時，廟前廣場的酬神戲一般即稱「大戲」。

(十一)  贈鬧熱：共襄盛舉。有捧場增加熱鬧的意思。

肆	 【延伸詞彙】

一、詞彙差異對照表
大埔腔 四縣腔 南四縣腔 海陸腔 饒平腔 詔安腔 國語
往擺 往擺 見擺 往擺 往擺 成過 往常

打尾名/
盡尾名 打尾名 最尾名 打尾名 打尾名 頭尾名 最後一名

等路 等路 妄想 等路 等路 等路 禮物

二、分析
(一)  打醮：音daˆ ziauˋ，在特定的日子裡，設壇為亡魂超渡或為新廟落

成、神像開光等事祈福的法事，以求神鬼的保佑。
(二)  做頭路：音zoˋ teuˇ luˋ，做工作、經營事業。
(三)  往擺：音vong+ baiˆ，昔日、以前、往常。與「頭擺」在釋義程度

上略有不同，「頭擺」是指從前。
(四)  出頭：音chudˆ teuˇ，有1.離開困苦的環境。2.出面相挺，兩種意

思。
(五)  打尾名：音daˆ mui+ miangˇ，也叫打尾等，最後一名的意思。
(六)  莊頭：音zong+ teuˇ，村莊或村莊前頭。
(七)  做生日：音zoˋ sang+ ngidˆ，舉辦生日的慶祝活動。
(八)  牲儀：音sen+ ngiˇ，祭祀時所用的牲品。常說成sen

ˊ

 nginˇ，是
「儀」字受「牲」字音同化影響之故。

(九)  等路：音denˆ luˋ禮物。作客時帶去饋贈的物品。
(十)  做滿月：音zoˋ man+ ngiedˋ，小孩出生滿月之彌月儀式。
(十一)  食伯公福：音shidˋ bagˆ gung+ fugˆ，祭拜土地公的儀式完成

後，辦桌請客即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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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壹、 教具：媽祖誕辰迎神、廟會相關照片、圖片及資料、課文情境圖、教學CD
貳、 社區資源：附近有供奉媽祖的廟宇
參、 參考圖書：

一、《大甲媽祖進香》 1988 郭金潤 臺中縣立文化中心
二、《臺灣媽祖的香火與儀式》 1994 黃美英 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

肆、 網路資源：
一、臺灣設計波酷網  http://s1.boco.com.tw
二、教育部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  http://hakka.dict.edu.tw

補充資料
壹、媽祖的傳說故事

　　傳說媽祖出生當天，天空發出閃閃金光，出生落地時並沒有哇哇大
哭，因此她的父親為她取名為林默娘。
默娘的父親跟哥哥從事海上捕魚的工作，有一天默娘在坐禪的時候，忽然
意識到父親跟哥哥在海上遇到海難，便靈魂出竅去救父親跟哥哥。當她在
救哥哥時，剛好母親看到默娘坐著不動，擔心的呼喚她，默娘因為孝順便
回應一聲，結果未及將哥哥救起。默娘升天後，由於遺憾當時無法成功救
起哥哥，便在大海中保護漁民，救苦救難。

貳、千里眼與順風耳的傳說故事
　　千里眼與順風耳兩位神祇，是天上聖母媽祖聖駕前之左右護衛，道教
尊為護衛神。千里眼將軍四肢裸露散披衣褲，右手執叉，左手舉至額前作
遠眺狀；順風耳將軍亦四肢裸露袒胸露肚，略披袍掛，左手握一條紅蛇，
蛇身纏繞手臂，右手執方天畫戟，側耳作聽音狀。
　　傳說一：元代《武王伐紂平話》及《南遊記》謂：千里眼是黃帝時代
奇人離簍（又稱離朱），百步之外能察秋毫之末，曾為黃帝找回一顆黑色
明珠；順風耳則是春秋晉國之樂師，目失明，辨音能力極強，能預知人吉
凶。
　　傳說二：秦始皇築長城時，民間傳說千里眼、順風耳為十兄弟中的老
大與老二，依序是大力士、銅頭、鐵骨、長腿 、大頭、大足、大嘴、大
眼，各有獨特本領，十兄弟發覺被奴役的民工苦不堪言，便出手幫忙，秦
始皇恐其作亂下令殺害，由於十兄弟各具法力，不僅逃過劫數，反使秦始
皇一籌莫展。受迫害之民工感激不已而奉之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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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說三：《封神演義》載，千里眼與順風耳原係兄弟，因助紂為虐，
後被姜子牙制伏，魂登桃花山，變成索婚鬼，而媽祖路過桃花山，千里眼
與順風耳乃向媽祖逼婚，雙方發生激戰，終由媽祖收伏為侍從。

參、牽布馬
　　牽布馬，國語稱為「布馬陣」，是從竹馬戲演變而來的。早期的「布
馬」，以竹子為馬的骨架，再糊上經過彩繪的紙為馬身。後來因為紙容易
破損，而改為布製的，骨架也改用藤條，堅固耐用，彈性也較佳。
　　布馬陣中，騎馬者為狀元，身穿大紅袍；牽馬的馬伕由丑角扮演，是
整個靈魂人物，他以靈巧的身段、逗趣的表情、誇張的動作，表現戲劇效
果和喜感。伴奏樂器有鑼、鼓、鈸和嗩吶。除了廟會外，布馬陣也常在節
慶時挨家挨戶表演，象徵狀元及第、吉祥如意。

肆、無底船
　　亦稱「跑旱船」。跑旱船是早期的民間廟會活動的其中一種表演。
「跑旱船」所使用的船是用竹子編織骨架、用紙糊成美麗的船身，船下面
還會用彩布遮住表演者的腳，彩布繪上藍色的曲線，象徵船在水上。通常
會由表演的藝人將船吊在肩上，讓人看起來就像坐在船裡一樣，因為是在
陸上走的船，所以叫做「跑旱船」。
　　傳說中「跑旱船」是為紀念屈原發展成的。屈原投江死後，眾人划著
船去找尋屈原的遺體，後來就有了「划龍船」的民俗活動；再演變發展成
陸地的「跑旱船」。 「跑旱船」的表演通常有兩個人，一位為船伕，一
位為姑娘。兩人必須很有默契的配合，使船忽上忽下，忽左忽右，作出划
船的動作。表演的內容多是水中行船的故事，再配上音樂。為了增添熱鬧
氣氛，「跑旱船」有時也會和「水族」陣作搭配，像是讓烏龜在前開路，
蛤、魚、蝦等在前後穿梭，增加趣味性。

伍、公揹婆
　　在民間的藝陣中有許多屬於趣味性的陣頭，公背婆陣即屬其中一種，
這類陣頭通常是為了增加廟會活動的歡愉氣氛。公背婆陣大約是起源於二
次大戰時期，當時許多街頭藝人或是賣藥商人常拿著幾個簡單的樂器在路
邊表演，而公背婆即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今日的公背婆都是單獨演出，
而無音樂相伴，單純以肢體動作來吸引觀眾的目光。表演道具相當簡單，
它由一人分飾兩角，通常是由女生來扮演。老公的上半身與老婆的下半身
為道具裝成，老公的雙手反抱老婆身體，身後還有一個三寸金蓮的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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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公背婆陣的表演形式不拘，演出相當的自由，主要以滑稽幽默逗趣的
肢體動作來搏君一笑。

陸、大鼓陣
　　有人講「整大鼓」，大鼓陣主要以開路為主，又叫開路鼓陣，故此陣
頭常在進香團或遶境隊伍前面。所使用的鼓屬於特大號的鼓，故必須裝在
有輪子之鼓架上由人推，或置於車上。大鼓陣除了有大鼓外，另須鈸、鑼
之配合，所需人員較多，最少需三人以上。

柒、「伯公」與「食伯公福」
　　「伯公」是專司土地有關的神祇，和現在的地方官一樣，與民眾的生
活息息相關，因此大多錯落在田頭田尾，以便隨時庇佑一方土地。傳統的
客家莊的「伯公」誕辰日有三個日期：農曆二月二日、四月八日、八月二
日。許多村里至今仍保有「伯公」誕辰日「食伯公福」的習俗，由有意參
加者共同出資準備祭品祭祀，祭祀後參與者共同聚餐，一則答謝神明，再
則聯絡感情、打打牙祭。

捌、角色扮演：伯公生，來食伯公福
阿明：伯姆恁早萋，愛去哪？
伯姆：阿明早，今晡伯公生，𠊎愛來去拜伯公。
阿良叔： 若等兩儕恁早，阿明，當晝愛食福，等加下添記得來搭布蓬；

阿嫂，愛勞擾妳來煮食好無？
阿明、伯姆： 好啊！無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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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　茶米

 tiˋ siˋ koˋ	 caˇ	 miˆ

第 四 課  茶 米

    shidˋ	 moiˋ	 caˇ	 loiˇ	 liang+	 moiˋ	 cinˇ	 	 caˇ	 bui+	 zheuˋ rhangˆ rhangˆ

　 　 「 食 妹 茶 來 領 妹 情 ， 茶 杯 照 影 影
	zheuˋ	 nginˇ	 	 lienˇ	 caˇ	 daiˋ rhangˆ	 tun+	 logˋ	 duˆ	 	 rhidˆ	 sen+	 nanˇ	 mongˇ	 a+

照 人 ， 連 茶 帶 影 吞 落 肚 ， 一 生 難 忘 阿
	moiˋ	 cinˇ

妹 情 。 」
	 	 	 	 caˇ	 	 tungˇ	 kagˆ	 nginˇ	 gai+	 sen+ fadˋ	 rhiu+	 medˋ	 ciedˆ	 gai+	 guan+ 

　 　 「 茶 」 同 客 人 个 生 活 有 密 切 个 關
	lienˇ	 	 kagˆ	 ga+	 san+	 go+ sii+ heˋ coi+	 san+	 hong+	 caˇ	 rhenˇ	 duˆ	 chonˇ	 chongˋ

連 ， 客 家 山 歌 斯 係 在 山 項 茶 園 肚 傳 唱
 koi+	 loiˇ	 gai+

開 來 个 。
	 	 	 hanˇ	 giˋ	 dedˆ	 kiuˋ ngienˇ dung+ ha+	 	 tenˇ	 a+	 ba+ a+	 me+ kiˋ

　 　 還 記 得 舊 年 冬 下 ， 跈 阿 爸 阿 姆 去
	ngiˋ	 kiu+	 vugˆ	 ka+	 liauˋ	 	 rhidˆ	 ngibˋ	 munˇ	 	 pongˋ fung+	 caˇ	 gai+ hiong+	 muiˋ

二 舅 屋 家 尞 ， 一 入 門 ， 膨 風 茶 个 香 味
 sii+ chungˋ a+	 loiˇ	 	 coi+	 gaiˋ	 honˇ	 lo+	 lo ˏ	 gai+	 shiˇ	 ziedˆ	 	 pungˇ	 hedˋ

斯 衝 啊 來 。 在 該 寒 囉 囉 个 時 節 ， 捧 核
	rhidˆ	 bui+	 sheu+	 caˇ	 	 tinˋ	 tinˋ	 lim+	 logˋ	 duˆ	 	 gaiˋ zhungˆ sheu+	 non+	 gai+

一 杯 燒 茶 ， 定 定 啉 落 肚 ， 該 種 燒 暖 个
	gamˆ	 gogˆ	 	 doˋ	 gim+	 hanˇ	 liuˇ	 to+	 nga+	 sim+	 gon+	 duˆ

感 覺 ， 到 今 還 留 在 吾 心 肝 肚 。

注　釋

1. 茶米：已烘焙成品的茶葉。
2. 吞落肚：吞進肚裡。
3. 舊年冬下：去年冬天。
4.  膨風茶：白毫烏龍，又名東

方美人茶。
5. 衝啊來：撲鼻而來。
6. 寒囉囉：冷颼颼的。
7. 捧核：端著。
8. 燒茶：熱茶。
9. 定定：慢慢的。
10. 心肝肚：心裡。

19 20

單元名稱：行業與經濟活動

課　　次：第四課

	 茶米

教學時數：40分鐘×4

適用年級：五年級

課　　文 國語對譯

第四課 茶米
「食妹茶來領妹情，茶杯照影影

照人，連茶帶影吞落肚，一生難忘阿
妹情。」

「茶」同客人个生活有密切个關
連，客家山歌斯係在山頂茶園肚傳唱
開來个。

還記得舊年冬下，跈阿爸阿姆去
二舅屋家尞，一入門，膨風茶个香味
斯衝啊來。在該寒囉囉个時節，捧核
一杯燒茶，定定啉落肚，該種燒暖个
感覺 ，到今還留在吾心肝肚。

第四課 茶葉
「食妹茶來領妹情，茶杯照影影

照人，連茶帶影吞落肚，一生難忘阿
妹情。」

「茶」和客家人的生活有密切的
關連，客家山歌就是在山上茶園那兒
傳唱開來的。

還記得去年年底，跟著爸媽去
二舅家裡玩，一進門，膨風茶的香味
就撲鼻而來。在那冷颼颼的季節，端
著一杯熱茶，慢慢的喝到肚子裡，那
溫暖的感覺，到現在還留在我的心坎
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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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

	壹	 能了解課文大意。

	貳	 能聽懂並用客家語說出本課課文的語詞、語句。

	參	 能明白課文的內容並流暢的朗讀課文。

	肆	 能使用本課詞彙練習簡單句型。

	伍	 能認念客家語的舌根鼻音尾韻母。

	陸	 能欣賞客家山歌的旋律。

能力指標
1-3-1 能聽懂說話者所表達的情感與知識。
1-3-4 能聽辨客家語不同語氣和語調所表達的情緒和態度。
2-3-1 能養成念、唱客家詩詞的興趣。
2-3-3 能運用客家語完整的回答問題。
2-3-5 能用客家語與國語對譯簡易語詞。
3-3-4 能運用標音符號標示客家語語音。
4-3-1 能閱讀以客家語常用字詞寫成的短文。
5-3-1 能寫出課本中常用的客家語詞。

教學重點

	壹	 指導學生透過圖片及客家山歌的分享，了解茶和客家人的生活關係密切。

	貳	 指導學生經由聆聽、範讀及跟讀正確的朗讀課文。

	參	  指導學生透過語詞解釋及例句，學習本課主要語詞：茶米、舊年冬下、膨
風茶、衝啊來、寒囉囉、捧核、燒茶、定定、啉落肚、心肝肚。

	肆	 指導學生學會舌根鼻音尾韻母-ang、 -ung、 -ong的正確發音。

	伍	 指導學生練習句型：
一、 一入門，（　　　）个香味就衝啊來。
二、 捧核（　　　），定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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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文大意
茶與客家人的生活關係密切，從喝茶中感受人情的溫暖。

教學過程

壹	 【準備活動】

一、 課前準備：
(一)  教師：蒐集採茶的圖片及茶葉的相關資料。
(二)  學生：預習本課課文，並蒐集茶葉的相關資料。 
(三)  家長：協助子女預習本課課文及相關語彙。

二、 引起動機：共同欣賞師生提供的採茶及茶葉的相關資料。教師播放一
段採茶山歌，並提出問題請學生發表，引起學生學習本課的興趣。

貳	 【發展活動】

一、 聆聽：引導學生專心聆聽教師或教學CD念誦示範。
二、 範讀及跟讀：

(一)  教師範讀、全班跟讀、學生分組讀、個別讀、接讀。
(二)  語音練習：語詞語音練習；學生個別發音練習。
(三)  加強發音困難的客家語語音練習：

1.  脣齒音濁聲母：屋(v-)。
2.  鼻音聲母：年、入、𠊎 (ng-)。
3.  元音韻尾：妹、開、來(-oi)；味(-ui)；燒(-eu)。
4.  鼻音韻尾：啉、感、今、心 (-m)；
5.  入聲韻尾：入 (-b)；食、一、活、密、得、節、(-d)；落、客、
屋、覺 (-ɡ)。

三、 重要語詞解釋：
教師簡單解釋語詞的意義，可用例句來輔助說明，也可再請學生依語
詞造簡單的句子。
(一)  茶米：已烘焙成品的茶葉。

例： 今年个茶米價數已好。
　　（今年的茶葉價格很好。）

(二)吞落肚：吞進肚裡。
例： 細孲嗶毋知頭天，嘴含東西一無堵好嗄吞落肚。(小孩子不知

嚴重性，嘴含東西，一不小心就吞進肚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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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舊年冬下：去年冬天。
例： 舊年冬下吾老弟出國去讀書。
　　（去年冬天我的弟弟出國去念書。）

(四)  膨風茶：白毫烏龍，又稱東方美人茶。
例： 北埔个膨風茶已出名。
　　（北埔的白毫烏龍很有名。）

(五)  衝啊來：撲鼻而來。
例： 五月節粄粽个香味衝啊來，𠊎口涎水緊吞。
　　（端午節粄粽的香味撲鼻而來，我直吞口水。）

(六)  寒囉囉：冷颼颼的。
例： 寒囉囉个天時，成碗雞酒來食，還過願哦！
　　（在冷颼颼的季節，來一碗雞酒吃，真過癮啊！。）

(七)  捧核：端著。
例： 佢捧核一杯茶行過來。
　　（他端著一杯茶走過來。）

(八)  燒茶：熱茶。
例： 阿爸食飽夜了後，慣勢啉一盅燒茶。
　　（爸爸吃完晚餐後，習慣喝一杯熱茶。）

(九)  定定：慢慢的。
例： 定定做，毋使緊張。
　　（慢慢的做，不用緊張。）

(十)  心肝肚：心裡。
例： 孫當乖，阿奶惜入心肝肚。
　　（孫子很乖，祖母疼入心坎裡。）

四、 音標教學：
讓學生聽辨及認識本課-ang、-ung、-ong韻的音標，並加上不同聲母及
調型讓學生輪流練習每一個結合的聲韻，答對時給予掌聲鼓勵。
(一)  舌根鼻音尾韻母(-ang)：(領【li-】、影【rh-】)
(二)  舌根鼻音尾韻母(-ung)：(同【t-】、冬【d-】、風【f-】、衝【ch-】、

種【zh-】)
五、 語詞教學：

(一)  語詞遊戲：攻城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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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師可將本課和所學過之語詞卡(茶米、舊年冬下、膨風茶、衝
啊來、寒囉囉、捧核、燒茶、定定、啉落肚、心肝肚)貼在黑板
上。

2.  將語詞分成等量的兩組，放在黑板的兩邊。
3.  學生分成A、B兩組或請A、B兩人，輪流讀對方的語詞。
4.  若讀正確，即將對方的該語詞拿走。
5.  最後黑板上留下語詞較少的一組獲勝。
6.  遊戲完，請學生完成課本練習一。

練習一：讀看啊  寫看啊
(1)  一入門，（膨風茶）个香味斯衝啊

來。
  一入門，（雞酒）个香味斯衝啊

來。
  一入門，（飯菜）个香味斯衝啊

來。
(2)  兜緊（一杯燒茶），定定（啉落

肚）。
  兜緊（一張凳），定定（行過

來）。
  兜緊（一杯咖啡），定定（坐下

來）。

(二)  語詞重組：
第一組： 阿爸、跈、屋家尞、二舅、阿姆、去。
第二組： 香味、一入門、个、衝啊來、膨風茶、斯。
1.  學生分組自由競賽。
2.  重新將語詞排序。
3.  語詞重新排序後，全體將語詞念一遍
4.  檢討句子的結構：認為通順合理，全體再複誦一遍，並將句子記
錄下來。

5.  相同詞組，換人重新排序，找出其他不同的句子排列方式。
6.  將該組通順的句子跟課文中原來的句子，全部複誦一遍，讓學生
去體會、思考。

練 習 一  讀看看　寫看看

1.		
一入門，（膨風茶）个香味斯衝
啊來。

		一入門，（雞酒）个香味斯衝
啊來。

		一入門，（　　　　　　	）
个香味斯衝啊來。

		兜緊（一張凳），定定（行
過來）。

		兜緊（　　　　），定定
（　　　　　　）。

2.  兜緊（一杯燒茶），定定（啉落
肚）。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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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課文深究：
(一)  內容深究

教師提問：宜多採用開放形式，教師應引導學生用客家語發表。
1.  教師問：你屋家哪兜人有啉茶？（阿公、阿伯、……）。
2.  教師問：厥等麼个時節會泡茶啉？(人客來个時節、食飽夜个時
節、寒囉囉个時節、……）

3.  教師問：啉茶有麼个好處？（身體健康、人緣好、長壽、減肥、
牙齒健康、……）。

4.  教師問：臺灣个茶米，你知有哪兜較出名个？（北埔个膨風茶、
梨山个高山茶、鹿谷个烏龍茶、阿里山个高山茶、鶴岡个紅
茶……）。

5.  教師問：頭擺个人，摘茶个時節，會唱麼个歌？（山歌、小
調、……）

(二)  形式深究
1.  練習疊字形容詞ABB式，完成課本練
習二。
在整個句子中選出適當的語詞，再念
看看。 
①香馞馞　②青荷荷　
③頭沉沉　④烏刻刻
(1) 阿姆炒个地豆（香馞馞）。
(2) 阿爸在田項做都（頭沉沉）。
(3) 阿兵哥分日頭晒都（烏刻刻）。
(4) 路脣个樹（青荷荷）。

2.  讀出左邊的音標，再讀出右邊的語詞，將同音的連起來，完成課
本練習三。
讀看看 連看看（配合課本練習三）
(1) tinˋ tinˋ  ‧ ‧盎肚
(2) ang+ du^   ‧ ‧定定
(3) biongˋ liauˋ ‧ ‧放尞
(4) tenˇ gin^     ‧ ‧矺年錢
(5) zag^ ngienˇ cienˇ ‧ ‧跈緊

練 習 二  看看　讀看看

①香馞馞　②青荷荷　③頭沉沉　④烏刻刻

1.	阿姆炒个地豆
（　　　　　）。

2.	阿爸在田項做都
（　　　　　）。

3.	阿兵哥分日頭晒都
（　　　　　）。

4.	路脣个樹
（　　　　　）。

練 習 三  讀看看　 看看

1.	tinˋ	tinˋ		  	盎肚
2. ang+ duˆ   	定定
3.	biongˋ	liauˋ		  	放尞
4.	tenˇ	ginˆ		  	矺年錢
5.	zagˆ	ngienˇ	cienˇ		 	跈緊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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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綜合活動】

統整練習：
一、 復習本課及已教過之音標。
二、 復習課文主要語詞：茶米、舊年冬下、膨風茶、捧核、衝啊來、寒囉

囉、燒茶、定定、啉落肚、心肝肚。
三、句型：一入門，（膨風茶）个香味就衝啊來。

捧核（一杯燒茶），定定（啉落肚）。

教材分析

壹	 【內容】

一、 以山歌詞引述茶和客家人的生活關係很密切。
二、 懷念在冷颼颼的寒風中，於二舅家中喝膨風茶的溫暖。

貳	 【形式】

一、 文體：抒情文。 
二、 本課分為三段:

(一)  第一段（起）：不直接點出主題，用「山歌」作為引子 。
(二)  第二段（承）：直接點出主題「茶」與客家人的關係。
(三)  第三段（轉）：情緒的轉折，去年年底到二舅家玩。

　　　（合）： 回憶起在冷颼颼的季節，在二舅家喝著熱茶，那
溫暖的感覺。

參	 【語詞分析】

一、詞彙差異對照表

大埔腔 四縣腔 南四縣腔 海陸腔 饒平腔 詔安腔 國語

茶米 茶米 茶心 茶米 茶米 茶米 茶葉

舊年冬下 舊年冬下 舊年冬下 舊年冬下 舊年冬下 舊年寒天 去年冬天

捧核/兜緊 兜等 兜等/捧等 兜等 兜等 捧著 端著

寒囉囉 寒囉囉仔 冷颼颼仔 冷颼颼仔 寒颼颼仔 寒搐搐 冷颼颼的

心肝肚 心肝肚 心肝肚 心肝肚 心肝肚 心肝內 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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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分析
(一)  茶米：茶葉。茶葉多取嫩茶芯部分，烘乾之後捲曲如米粒，稱之

為茶米。
(二)  舊年冬下：去年冬天。冬下又稱冬下頭。
(三)  捧核：端著。核：動詞補語，表情態詞。
(四)  衝啊來：撲鼻而來。動詞＋啊＋趨向補語，表時間的剛然或動作

的持續態。
(五)  燒茶：熱茶。「燒」：1.燃燒，如：燒火；2.熱，如：燒暖；3.燒

焦，如：臭火燒。
(六)  定定：慢慢的。定定為狀語，後面接動詞。「定定」在句末單用

時詞意為「而已」。

肆	 【句型分析】

句型一：一入門，（　　　）个香味就衝啊來。
　　　　一入門，（膨風茶）个香味就衝啊來。
　　　　一入門，（炒　肉）个香味就衝啊來。
　　　　一入門，（雞　酒）个香味就衝啊來。
　　　※（　　）內填入名詞，句意要合乎情理。
句型二：兜緊（一杯燒茶），定定（啉落肚）。
　　　　兜緊（一 張 凳），定定（行過來）。
　　　　兜緊（一碗仙草），定定（捧上桌）。
　　　※ 第一個（　）填數量詞+名詞，第二個（　）填動詞短語，句意要

合乎情理。

伍	 【延伸詞彙】

一、 詞彙差異對照表

大埔腔 四縣腔 南四縣腔 海陸腔 饒平腔 詔安腔 國語

當出名 當出名 蓋出名 當出名 盡出名 真出名 很有名

一杯 一杯 一杯 一杯 一盅 一杯 一杯

田項/田肚 田項 田項 田町 田町 田底 田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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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分析
(一)  價數：音gaˋ siiˋ，價格。
(二)  成碗：音shangˇ van^，約一碗。
(三)  過願：音goˋ ngienˋ，過癮。
(四)  慣勢：音guanˋ sheˋ，習慣。
(五)  青溜溜：音ciang+ liu+ liu

ˊ

，綠油油。
(六)  烏刻刻：音vu+ kiedˋ kiedˋ，黝黑。
(七)  田項：音tienˇ hong+，田裡。也可說成「田肚」。

教學資源
壹、教具：課本附件、茶葉、 茶具、圖片。
貳、社區資源：茶園。
參、參考圖書：

一、《客諺一百首》2001 何石松 五南圖書公司。
二、《台灣客家讀本》2004 黃永達 全威創意媒體公司。
三、《客家諺語拾穗》1997 楊兆禎  文化圖書公司。
四、《山歌萬里揚》1983 胡泉雄 育英出版社。
五、《椪風茶》2003 薛雲峰 宇炣文化出版公司。

肆、網路資源：
一、教育部臺灣客家語常用辭典試用版  http://hakka.dict.edu.tw/
二、哈客網路學院（客家民俗歷史）  http://elearning.hakka.gov.tw/

補充資料
壹、山歌小辭典

一、 食茶
食妹茶來領妹情，茶杯照影影照人，連茶帶影吞落肚，一生難忘阿妹
情。
(一)  傳統客家山歌 

　　客家山歌的發生有多種說法，有呼喊說、勞動說、......，如
本首「山歌縈繞採茶時，翠綠茶稜似波浪，人在波中如戲浪，採
茶不忘唱山歌。」起自勞動生產的即興之作，歌詞淺白卻意象美
好，像這樣的山歌，俯拾皆是。

(二)  山歌擅用生活語言來表達內心的情感，如：本課《食茶》這首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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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山歌即用生活的語言，不但藉著山歌來表示心中的謝意，縮短
彼此之間的距離，而且融洽的氣氛，也隨著誠摯的歌聲，不知不
覺的產生了。多情的客人，「連茶帶影吞落肚」是將對方送來的
茶水，藉「影」來「映」出伊人的倩影，一併吞進肚裡，化作無
限思情，永遠懷念，所謂「一生難忘阿妹情」，即是此意。不過
這首山歌是男孩子唱的，只適用於情人或熟人朋友，至於初次見
面或長輩親人則不適用，不然「連茶帶影吞落肚」本來是真情流
露的語句，就要變成肉麻兮兮的尷尬場面。

(三)  客家的習俗，家中有女初長成，「妹定人」，男方到女方家訂婚
時，準新娘會端茶請男方飲用，稱為「食茶」。男方要準備紅
包，壓在杯底，稱為「矺茶盤」，再擇良辰吉時迎娶。

二、 客家山歌解析
(一)  客家山歌是客家文化的精髓，主要流行於中國廣東省、福建省、

江西省和台灣一帶的客家人當中，主要靠口頭創作，隨意而出，
是客家音樂的代表。

(二)  歌詞形式多為七字，講求平仄、押韻，但並非全部的字都嚴格要
求平仄。特色是即興、融合客家人生活題材且擅用隱喻與雙關。

(三)  在台灣，一般人仍以「山歌」作為客家民謠的總稱，也有稱為
「採茶歌」或「九腔十八調」。「九腔十八調」有「種類繁多」
之意，形容客家民謠曲調多、內容豐富。山歌是一種口唱文學，
一切人情事物，均可用「七言四句」形式直接唱出，有用「四句
八節」，來囊括傳統山歌的特色。
1.  四句八節：一曲、二唱、三手、四句、五韻、六明、七和、八
節。

2.  一曲：一人自拉自唱。 
3.  二唱：一人演奏一人唱。 
4.  三手：男女對唱一人演奏，共三人。 
5.  四句：七言四句二段式曲式，第一段與第二段間，以間奏承轉。
6.  五韻：傳統的小型伴奏，主要是使用鑼鼓、二弦、胖胡、三弦和
竹蕭等五項樂器。

7.  六明：五種樂器演奏加上一人唱，呈現六種聲音。 
8.  七和：無論何種曲調，唱者必須配合演奏師，歌詞第一、二、四
句第七字尾音必須押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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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八節：每一首唱詞二十八個字，每句分兩個段落，所以一首山歌
有八個段落。每一字都得唱得精準，咬字清晰，方能顯出節奏之
美。

(四)  台灣客家山歌，以曲調的特性區分，可分為「三大調」及小調。
三大調指老山歌、山歌子、平板等三類。 
1.  老山歌，又稱「大山歌」，是一切山歌的源頭，它以La、Do、
Mi 三音構成基本旋律，有固定的曲調形式，可以隨意填詞而
唱。由於先民唱山歌，是在山與山之間遙遙對唱，所以老山歌的
曲調特別悠揚高亢，節奏自由流暢，拍子拖得很長。難度最高，
但韻味綿厚，令人發思古幽情。

2.  山歌子，又稱「山歌指」，由老山歌變化而來，節奏固定，不能
隨意拉長。有固定的曲調形式，可以隨意填詞而唱，其旋律優
美，宛轉悅耳。近來常被改編為交響樂曲，並以聲樂演唱；這不
僅豐富歌曲的藝術性，而且也成為客家民謠的欣賞入門。

3.  平板，又稱「改良調」，由前二種演變而來，但比較平順。音階
較山歌子或老山歌多，每一曲調可衍出多種唱法，風格更為活潑
流暢。

4.  老山歌、山歌子、平板合稱「三調」，都有基本曲型，歌詞可自
由發揮，這和宋詞、元曲相似，是古代樂府的遺風。但無論是哪
一種，客家山歌都須與客家話的聲調、口氣搭配無間，否則就唱
不順溜、聽不夠味了。

(五)  客家民謠的歌詞以七言四句為主，風雅蘊藉、平仄協調，有古詩
遺風，極具修辭技巧。為使旋律聽來富變化，演唱時多會融入加
字與虛字等技巧，內容更是包羅萬象，或情愛、或嗟嘆、或企
盼、或對罵......諧音與雙關語穿插其間，看似平常無奇，實則蘊涵
奇趣，奧秘、細膩而深刻。

貳、茶葉小辭典
一、 東方美人茶

(一)  東方美人茶，又名膨風茶、椪風茶、舊稱番庄烏龍，客家人亦稱
其為冰風茶、煙風茶或稱為蜒仔茶，又因其茶芽白毫顯著，又名
為白毫烏龍茶。是半發酵青茶中，發酵程度最重的茶品。台灣茶
葉改良場公佈的發酵度為60%，新竹苗栗地區茶農所製的發酵度
則多達75－85%，使兒茶素幾乎一半以上半氧化，故不會產生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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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生菁臭」、「臭菁味」，且不苦不澀。主要產地在台灣的新
竹、苗栗一帶。

(二)  適合製作東方美人茶的茶種有「青心大冇」、「白毛猴」、「台
茶15號」、「台茶17號」，其中以「青心大冇」品質最佳。

(三)  東方美人茶的採收一般都在農曆芒種至夏至間，約端午節前後10
天。茶樹嫩芽經小綠葉蟬（小綠浮塵子）吸食後長成之茶芽，稱
為「著蜒」的茶菁，茶葉品質的好壞決定在「著蜒」的程度。另
有一說，由於水份不足，茶葉邊緣猶如被火燒過，故稱為「著
燃」。

(四)  經手工採摘一心二葉，再以傳統技術精製而成高級烏龍茶，製茶
過程的特點是：炒菁後，需多一道手續，以布包裹茶葉，置入竹
簍或鐵桶內的「靜置回潤」或稱「回軟」的二度發酵程序，再進
行揉捻、解塊、烘乾而製成毛茶。再經分級、精製焙火、包裝。

(五)  茶葉葉面有白毫，呈白、綠、黃、紅、褐五色相間，鮮豔可愛，
沖泡後葉片緩緩下沉，若美人起舞，且有濃濃的果香或是蜂蜜
香，西方飲茶人士譽之為東方美人茶（Oriental Beauty）。

(六)  茶園若要吸引小綠葉蟬群聚，就不能施以任何農藥，所以東方美
人茶是純有機的高級烏龍茶。

二、 命名傳說
(一)  東方美人茶原稱膨風茶（「膨風」是臺灣俚語，表「吹牛」之

意），相傳早期有一茶農因茶園受蟲害侵食，不忍丟棄，乃挑至
城中販售，沒想到竟因風味特殊而大受歡迎，回鄉後向鄉人提及
此事，竟被指為吹牛，從此膨風茶之名不脛而走。

(二)  又相傳百年前，英國茶商將此茶呈獻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由於沖
泡後，其外觀艷麗，猶如絕色美人漫舞在水晶杯中，品嘗後，女
王讚不絕口而賜名東方美人。此茶並非台灣的，而是當時東印度
公司所殖民的印度。

(三)  或傳說是1960年左右，膨風茶在英國舉辦的世界食物博覽會上得
銀牌獎，而獻給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品嘗。女王品嘗後，讚不
絕口，賜名東方美人茶。

(四)  又早期膨風茶的毛茶運抵大稻埕茶棧，出口前，需在「番庄館」
再經過一道烘焙與揀茶的精製過程，故舊稱為番庄烏龍。

(五)  又據說，如在膨風茶的茶湯內加一滴白蘭地酒，風味更佳，深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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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人士喜愛，而被稱為香檳烏龍。
(六)  東方美人亦有福壽茶之稱，傳為謝前副總統東閔先生所命名。

參、諺語
一、有錢看採茶，無錢買笠嫲—該用的不用。
二、 看人㧡擔毋使出力—形容看來容易，做來難。
三、做事懶震動，食飯擎大碗公—好吃懶做。
四、飯後一杯茶，餓死賣藥儕—喝茶對健康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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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　食頭路

 tiˋ ngˆ koˋ shidˋ	 teuˇ	 luˋ

第 五 課  食 頭 路

   sii+ taiˋ	 vongˇ	 rhiu+	 rhidˆ	 deˋ tiˋ  kuadˆ mongˆ mongˆ  ci+ ga+

　 　 獅 大 王 有 一 垤 地 ， 闊 茫 茫 ， 自 家
 zoˋ	 mˇ	 kiˋ  sii+	 ciangˆ	 heuˇ	 go+	 loiˇ	 tenˋ	 shiuˆ	 	 mangˇ	 di+	 liaˆ	 zhagˆ

做 毋 去 ， 斯 請 猴 哥 來  手 。 吂 知 這 隻
	heuˇ	 dagˆ	 baiˆ	 pugˋ doˆ sii ˏ	 moˇ	 coi+  sii+ to+ gaiˋ	 panˇ	 liˇ	 diauˋ	 biagˆ

猴 逐 擺 伏 著 獅 無 在 ， 斯 在 該 攀 籬 吊 壁 ，
 zhinˋ siiˋ	 moˇ	 zoˋ	 banˋ sudˋ  sii ˏ di+ doˆ  kienˆ kiˋ goi+	 pang+ duˆ

正 事 無 做 半 屑 。 獅 知 著 ， 譴 去 胲 嗙 肚
	bauˆ	 	 sadˆ	 sadˆ	 ciangˆ	 goˋ	 fuˇ	 liˇ	

飽 ， 煞 煞 請 過 狐 狸 。
	 	 	 moˇ	 siongˆ	 doˆ	 hanˇ	 ka+	 camˆ	 	 fuˇ	 liˇ	 zoˋ sheˋ hi+ hi+	 hienˇ

　 　 無 想 著 還 較 慘 ， 狐 狸 做 事 虛 虛 玄
	hienˇ	 	 zoˋ do+	 fuˇ	 ciˇ	 maˇ	 ga+	 	 hanˇ	 voi+ gongˆ fa+ shedˋ  go+   

玄 ， 做 都 鬍 粢 麻 加 ， 還 會 講 花 舌 。 高  
	budˆ	 ziong+	 	 rhiuˋ ciangˆ goˋ	 ngiuˇ	 loiˇ	 tenˋ zoˋ	 	 ngiuˇ	 teuˇ	 chimˋ chimˋ

不 將 ， 又 請 過 牛 來  做 。 牛 頭 沉 沉 、
 diam+ diam+ zoˋ	 	 moˇ	 do+ gongˆ	 	 moˇ	 gieˋ gauˋ

恬 恬 做 ， 無 多 講 、 無 計 較 。
   sii ˏ	 gongˆ	 	 	 liaˆ	 baiˆ	 sii+ chogˋ foˋ	 le+ na+

　 　 獅 講 ： 「 這 擺 斯 著 貨 咧 哪 ！ 」

注　釋

1. 食頭路：任職、工作。
2. 一垤：一塊。
3. 闊茫茫：非常寬闊。
4. 吂知：沒想到。
5.  伏著獅無在：窺伺到獅子不

在的時候。
6.  攀籬吊壁：攀爬籬笆、牆

壁，形容頑皮好動。
7. 無做半屑：什麼都沒做。
8. 知著：知道以後。
9.  譴去胲嗙肚飽：氣得臉紅脖

子粗，一肚子火。

10. 煞煞：毅然決然。
11. 還較慘：更慘。
12.  虛虛玄玄：虛假不切實際。
13.  鬍粢麻加：雜亂無章、一塌

糊塗。
14. 講花舌：說謊。
15. 高不將：不得已。
16.  恬恬做：認真投入的做事。
17. 著貨：請對人。

23 24

單元名稱：行業與經濟活動

課　　次：第五課

	 食頭路

教學時數：40分鐘×4

適用年級：五年級

課　　文 國語對譯

第五課  食頭路
獅大王有一垤地，闊茫茫，自

家做毋去，斯請猴哥來手。吂知這
隻猴逐擺伏著獅無在，斯在該攀籬吊
壁，正事無做半屑。獅知著，譴去胲
嗙肚飽，煞煞請過狐狸。

無想著還較慘，狐狸做事虛虛玄
玄，做都鬍粢麻加，還會講花舌。高
不將，又請過牛來做。牛頭沉沉、
恬恬做，無多講、無計較。

獅講：「這擺斯著貨咧哪！」

第五課  工作
獅大王有一塊地，非常遼闊，

自己耕作不了，就請猴子來幫忙。沒
想到這隻猴子每次趁著獅子不在，就
在那攀爬籬笆、牆壁，正經事一點都
不做。獅子知道以後，氣得臉紅脖子
粗，毅然決然另請狐狸。

沒想到更糟糕，狐狸做事不切實
際，做得雜亂無章，還會說謊。不得
已，又另請牛來幫忙。牛低著頭、默
默的做，不多說、不計較。

獅子說：「這次就請對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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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

	壹	 能了解課文大意。

	貳	 能明白課文的內容並流暢的朗讀課文。

	參	 能聽懂並用客家語說出本課課文的語詞、語句。

	肆	 能使用本課詞彙練習簡單句型。

	伍	 能認念入聲字(-d入聲韻尾)的發音。

	陸	 培養認真負責的工作態度。

能力指標
1-3-1 能聽懂說話者所表達的情感與知識。
1-3-4 能聽辨客家語不同語氣和語調所表達的情緒和態度。
2-3-1 能養成念、唱客家詩詞的興趣。
2-3-3 能運用客家語完整的回答問題。
2-3-5 能用客家語與國語對譯簡易語詞。
3-3-4 能運用標音符號標示客家語語音。
4-3-1 能閱讀以客家語常用字詞寫成的短文。
5-3-1 能寫出課本中常用的客家語詞。

教學重點

	壹	 指導學生透過圖片及教學光碟的內容分享，引起學生學習本課的興趣。

	貳	 指導學生經由聆聽、範讀及跟讀指導學生正確的朗讀課文。

	參	  指導學生透過語詞解釋及例句，指導學生學習本課主要語句：食頭路、一
垤、闊茫茫、吂知、伏著獅無在、攀籬吊壁、無做半屑、知著、譴去胲嗙
肚飽、煞煞、虛虛玄玄、鬍粢麻加、講花舌、高不將、恬恬做、著貨。

	肆	 指導學生學會入聲字(-d入聲韻尾)的發音。

	伍	 指導學生練習句型：
一、  (　　　)有(　　　）。
二、 （　　）做毋去，斯請(　　)來手。
三、 （　　）做事（　　　　）。
四、 高不將，又請過（　）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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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文大意
獅大王請幫手工作，結果猴子不負責，狐狸不踏實，只有老實苦幹的牛受
到肯定。

教學過程

壹	 【準備活動】

一、 課前準備：
(一)  教師：蒐集情境圖片、字卡、音標卡、教學CD。
(二)  學生：預習、蒐集和本課課文有關的圖文資料。
(三)  家長：協助子女預習本課課文並蒐集資料。

二、 引起動機：
(一)  教師展示與課文相關的圖片，引導學生觀察。
(二)  教師重點提問，學生自由發表：

1.  問學生： 圖項有哪兜動物？（圖項有獅大王、猴哥、狐狸、
牛……。）

2.  問學生： 圖項該兜人在該做麼个？（圖項有猴在該攀籬吊壁，牛
頭沉沉做事……。）

貳	 【發展活動】

一、 聆聽：引導學生專心聆聽教師或教學CD的念誦示範。
二、 範讀及跟讀：

(一)  教師範讀、全班跟讀、學生分組讀、個別讀、接讀。
(二)  語音練習：語詞語音練習；學生個別發音練習。
(三)  加強發音困難的客家語語音練習： 

1.  脣齒音濁聲母：王、會(v-)。
2.  舌根鼻音聲母：牛(ng-)。
3.  複韻母：會、來、在(-oi)；猴、頭 (-eu)；牛(-iu)。
4.  鼻音韻尾：慘（-am）；王、想、講、將(-ong)。
5.  成音節輔音：毋(m)。
6.  入聲韻尾：一、闊、息、屑、煞、不、默(-d)；隻、逐、壁 
(-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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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語詞解釋：
教師簡單解釋語詞的意義，可用例句來輔助說明，也可再請學生依語
詞造簡單的句子。
(一)  食頭路：任職、工作。

例： 你在哪食頭路？
　　（你在哪裡任職工作？）

(二)  一垤：一塊。
例： 吾个學校邊脣，有一垤閒地。
　　（我的學校旁邊，有一塊未使用的地。）

(三)  闊茫茫：非常寬闊。
例： 大坪頂上背闊茫茫，已開洋。
　　（大坪頂上面非常寬闊，視野很好。）

(四)  吂知：沒想到。
例： 想愛尋阿炳叔來𢯭手，吂知佢先應別人咧。
　　（想要找阿炳叔來幫忙，沒想到他先答應別人了。）

(五)  伏著獅無在：窺伺到獅子不在的時候。
例： 老鼠伏著獅無在，遽遽走出來。
　　（老鼠趁獅子不在，趕緊跑出來。)

(六)  攀籬吊壁：攀爬籬笆、牆壁，形容頑皮好動。
例： 猴哥在該攀籬吊壁，當生趣喔！
　　（猴子在那攀爬籬笆、山壁，很有趣喔！）

(七)  無做半屑：什麼都沒做。
例： 交帶佢做个事，無做半屑，毋知無閒麼个？
　　（交代他做的事都沒做，不知忙些什麼？）

(八)  知著：知道以後。
例： 這件事係分佢知著，定著會起譴。
　　（這件事若被他知道了後，一定會生氣。）

(九)  譴去胲嗙肚飽：氣得臉紅脖子粗，一肚子火。
例： 性體毋好个人，動啊著斯譴去胲嗙肚飽。
　　（脾氣不好的人，動不動就氣得臉紅脖子粗，一肚子火。）

(十)  煞煞：毅然決然。
例： 這層事愛煞煞去做，係無會影響到大家。
　　（這件工作要毅然決然去做，不然會影響到大家。）



59

第五課　食頭路

(十一) 還較慘：更慘。
例： 限勢寒著，又過食冰，還較慘。(本來感冒，又再吃冰，結

果更慘。)
(十二)  虛虛玄玄：虛假不切實際。

例： 做事虛虛玄玄个人，大家毋會相信佢。
　　（做事不切實際个人，大家不會相信他。）

(十三)  鬍粢麻加：雜亂無章、一塌糊塗。
例： 這事分佢做都鬍粢麻加，愛仰脣收煞？
　　（這工作被他做得一塌糊塗，要怎樣收拾呢？）

(十四)  講花舌：說謊。
例： 阿豐毋會講花舌，大家都信用佢。
　　（阿豐不會說謊，大家都相信他。）

(十五)  高不將：不得已。
例： 阿爸會恁泥做係高不將个。
　　（爸爸會這麼做是不得已的。）

(十六) 恬恬做：認真投入的做事。
例： 阿發牯總係在邊脣恬恬做，同厥爸𢯭手。
　　（阿發總是默默的在他的爸爸身邊幫忙。）

(十七) 著貨：請對人。
例： 這擺請个工人當著貨，做事當煞！
　　（這次請的工人很合適，做事很有效率！）

四、 音標教學：
入聲字(-d入聲韻尾)的認識與發音練習：
(一)  教師先範讀音標，學生跟讀。(id、ad、ud)。
(二)  教師使用音標卡，結合聲母，先範讀、全班跟讀、學生分組讀、

個別讀。
(三)  學生試讀單字，教師再正讀。（一、闊、自、息、屑、煞、不、

默）。
(四)  聽音認卡：聽音標找出對應的語詞卡。

1.  教師讀音標，讓學生找音標卡。
2.  學生說出音標，另請同學上台找出對應的音標卡。
3.  直到熟練為止。

(五)  復習舌根鼻音尾韻母
1.  (-ang)：贏、請、吂、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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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ng)：王、想、講、將。
(六)  請學生完成課本練習一。

練習一、讀看看  選看看
①講花舌　②著貨　③食頭路　④高不將 
（④）1. go+ bud^ ziong+

（①）2. gong^ fa+ shedˋ   
（②）3. chogˋ foˋ    
（③）4. shidˋ teuˇ luˋ     

五、 語詞教學：
(一)  教師將課文依據句子分成數段，教師念前半段請學生接著念出語

詞後段，看哪一組說出最多，說出最多者獲勝。如：
例： 1.獅大王有一垤地，（闊茫茫），自家（做毋去）。
　　2.猴哥逐擺（伏著）獅無在，斯在該（攀籬吊壁）。   
　　3. 猴哥正事（無做半屑）。獅知著，譴去（胲嗙肚飽）。
　　4. 狐狸做事（虛虛玄玄），做到（鬍粢麻加），還會講（花

舌）。
　　5. 牛（頭沉沉）、（恬恬）做，無多講、無計較。
　　6. 獅講：「這擺斯（著貨）咧哪！」

(二)  遊戲完，請學生完成課本練習二。
練習二、讀看看  選看看
在整個句子中選出適當的語詞，再念念看。
1.  外阿婆有一（ 垤　◻匹）地，闊茫茫。
2.  老弟總係知好搞，正事無做（◻全部　
半屑）。

3.  狐狸做事（◻確確實實　 虛虛玄玄），
還會講花舌。

六、 課文深究：
(一)  內容深究

教師提問：宜多採用開放形式，教師應引導學生用客家語發表。
1.  教師問：課文肚个獅大王請麼人來𢯭手？（猴哥、狐狸、牛）。
2.  教師問： 課文肚个猴哥做事个時節仰脣樣？（正事無做半屑、在

該攀籬吊壁……）。
3.  教師問： 課文肚个狐狸做事个時節仰脣樣？（虛虛玄玄、鬍粢麻

加、還會講花舌）。

練 習 一  讀看看　 看看

①講花舌　②著貨　③食頭路　④高不將

（　）1. go+　budˆ　ziong+
（　）2.	gongˆ　fa+　shedˋ
（　）3.	chogˋ　foˋ
（　）4.	shidˋ　teuˇ　luˋ	
    

練 習 二  讀看看　 看看
1.		外阿婆有一（◻垤
　◻匹）地，闊茫茫。

2.		老弟總係知好搞，正事無
做（◻全部◻半屑）。

3.		狐狸做事（◻確確實實
◻虛虛玄玄），還會講
花舌。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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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師問： 課文肚个牛做事个時節仰脣樣？（頭沉沉、恬恬做，無
多講、無計較、……。）

5.  教師問： 課文肚麼人分人辭頭路？（猴哥、狐狸。）
6.  教師問： 猴哥同狐狸仰脣會分人辭頭路？（做事無認真、講話無

實在、……。）
7.  教師問： 課文肚个獅講：「這擺就著貨咧哪！」係在該講麼人？ 

（牛。）
8.  教師問：這條故事同恩等講，愛仰脣樣正毋會分人辭頭路？（愛
篤實、愛煞猛、無計較、……。）

(二)  形式深究
1.  請學生完成句型練習，念出來和同學分享。
(1)  （獅大王）有（一垤）（地）。

例：(猴老弟)有(一條)（芎蕉)。
(2)  （自家）做毋去，斯請(猴哥)來手。

例： （老弟）做毋去，斯請(阿哥)來手
(3)  （狐狸）做事（虛虛玄玄）。

例： （猴）做事（儘儘採採）。
(4)  高不將，又請過（牛）來做。

例： 高不將，又請過（阿文伯）來做。
2.  請學生在整個句子中選出適當的語詞，再念念看完成課本練習
三。
①胲嗙肚飽　②攀籬吊壁
③虛虛玄玄　④鬍粢麻加
(1)  老弟食雞卵糕，食都歸面（④鬍粢

麻加）。
(2)  佢講話（③虛虛玄玄），十句信毋

得一句。
(3)  細人毋聽講，阿爸輒輒譴去（①胲

嗙肚飽）。
(4)  動物園个細猴子在該（②攀籬吊

壁），當生趣。

練 習 三  看看　讀看看

　　　　　　①胲嗙肚飽　　②攀籬吊壁 
　　　　　　③虛虛玄玄　　④鬍粢麻加

1.		老弟食雞卵糕，食都
歸面（　　）。

2.		佢講話（　　），十
句信毋得一句。

3.		細人毋聽講，阿爸輒
輒譴去（　　）。

4.		動物園个猴子在該
（　　），當生趣。

26



62

部編本 客家語分級教材

參	 【綜合活動】

一、 默劇表演
(一)  教師將學生分組。
(二)  各組依序派出學生抽出獅子、猴子、狐狸、牛，其中之一的字

卡。
(三)  請派出的學生用比手畫腳的方式表演。
(四)  請該組的學生依課文中的角色，用動作表演旁白所念的內容。

獅大王(有一垤地)，(闊莽莽)，(自家做毋去)。
猴哥逐擺(伏著獅無在)，就(在該攀籬吊壁)，(正事無做半屑)。             
狐狸做事(虛虛玄玄)，(做都鬍粢麻加)，(還會講花舌)。
牛(頭沉沉)、(恬恬做)，(無多講)、(無計較)。

二、 統整練習：
(一)  復習本課及已教過之音標。
(二)  復習課文主要語詞：食頭路、一垤、闊莽莽、吂知、伏著獅無

在、攀籬吊壁、無做半屑、知著、譴去胲嗙肚飽、煞煞、虛虛玄
玄、鬍粢麻加、講花舌、高不將、恬恬做、著貨。

(三)  復習本課句型： 
1. （獅大王）有（一垤）（地）。
2.  （自家）做毋去，就請（猴哥）來手。
3.  （狐狸）做事（虛虛玄玄）。
4.  高不將，又請過（牛）來做。

教材分析

壹	 【內容】

一、 猴子、狐狸、牛的工作態度表現都不相同。
二、 主角及其個性：

(一)  獅子大王——權威。（使得請別人手。）
(二)  猴子——偷懶、愛玩。（攀籬吊壁，正事無做半屑。）
(三)  狐狸——做事隨便、愛說謊。（做事虛虛玄玄，做到鬍粢麻加，

還會講花舌。）
(四)  牛——多做少說、不計較。（頭沉沉、恬恬做，無多講、無計

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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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課內容寓意告訴我們，做事要勤奮、踏實，就不怕找不到工作。

貳	 【形式】

一、 文體：寓言體。 
二、 段落：

(一)  起因：獅子大王要找人幫手耕田。
(二)  經過：獅子大王找來愛玩的猴子和做事隨便且會說謊的狐狸來幫

忙。
(三)  結果：最後終於找到了勤勞而不計較的牛幫忙。

三、 修辭：全篇使用轉化（擬人）修辭，並透過映襯的手法，凸顯牛的勤
勞踏實，表達我們應有的工作態度。

參	 【語詞分析】

一、詞彙差異對照表
大埔腔 四縣腔 南四縣腔 海陸腔 饒平腔 詔安腔 國語
一垤 一垤 一塊 一垤 一垤 一垤 一塊

闊茫茫 闊野野仔 闊野野仔 闊野野仔 闊野野仔 闊茫茫 非常寬闊

吂知 吂知 吂知 吂知 吂知 無想著 沒想到

伏著 著 著 著 著 著 窺伺到

攀籬吊壁 攀籬吊壁 攀籬吊壁 攀籬吊壁 攀籬懸壁 攀籬跋壁 攀爬籬
笆、牆壁

無做半屑 無做半息 無做半息 無做半息 無做半息 無做半件 什麼都沒
做

知著 知著 知吔 知著 知著 知著 知道以後

譴去胲嗙
肚飽

譴到胲滿
肚飽

譴到胲滿
肚飽

閼到胲滿
肚飽

閼到胲滿
肚飽 膨頸肚飽 氣得臉紅

脖子粗

煞煞 煞煞 遽遽 煞煞 煞煞 煞煞 毅然決然

虛虛玄玄 花花假假 花花蓼蓼 花花假假 花花假假 虛虛假假 虛假不切
實際

鬍粢麻加 鬍鬚麻加 鬍鬚麻加 鬍鬚馬加 鬍鬚馬加 凊凊採採 雜亂無章

講花舌 講花蓼 講花蓼 講花蓼/講
花舌

講花蓼/講
花舌 講花舌 說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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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腔 四縣腔 南四縣腔 海陸腔 饒平腔 詔安腔 國語

恬恬 默默仔 恬恬仔 默默仔 默默仔 勤勤子 認真投入
的樣子

著貨 請對班 請著人 請對班 請對班 請著人 請對人

二、 分析
(一)  一垤：一塊。數詞＋量詞，垤，用以計算塊狀或片狀東西的單

位。
(二)  闊茫茫：非常寬闊。ABB，A：本處指形容詞。
(三)  吂知：沒想到。吂：尚未。
(四)  伏著：窺伺到。窺伺，暗中查探他人的動靜，等待機會下手。
(五)  攀籬吊壁：攀爬籬笆、牆壁，形容頑皮好動。攀，音pan+，如：攀

擎；音panˇ，如：攀籬吊壁。
(六)  譴去胲嗙肚飽：氣得臉紅脖子粗。胲，此處為脖子，另「雞胲」

指氣球；「歕雞胲」指吹牛。
(七)  煞煞：毅然決然。煞煞，本義為趕緊，後面通常接動詞。如：煞

煞請過、煞煞轉屋下。
(八)  虛虛玄玄：虛假不切實際。AABB疊字詞。

肆	 【句型分析】

句型一：（　　　）有（　　）（　　）。
　　　　（獅大王）有（一垤）（ 地 ）。
　　　　（外阿婆）有（一廂）（甕菜）。
　　　※ 前面（）可用名詞；中間（）可用數量詞；後面（）可用名詞，

句意要合乎情理。
句型二：（　　）做毋去，斯請（　）來手。
　　　　（自家）做毋去，斯請（猴）來手。
　　　※ 前面（）可填入名詞；後面（）可用名詞，句意要合乎情理。 
句型三：（　　）做事（　　　　）。
　　　　（狐狸）做事（虛虛玄玄）。
　　　　（貓公）做事（花花假假）。
　　　※ 前面（）可填入人稱代詞、動物、家人或其他名詞；後面（）可

用AABB式形容詞，句意要合乎情理。 
句型四：高不將，又請過（　）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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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不將，又請過（牛）來做。
　　　※ （）可填入人稱代詞、動物、家人或其他名詞，句意要合乎情

理。

伍	 【延伸詞彙】      

一、 詞彙差異對照表
大埔腔 四縣腔 南四縣腔 海陸腔 饒平腔 詔安腔 國語
應別儕 應別人 應別人 應別人 應別人 應別儕 答應別人

起譴 發譴 發譴 發閼 發閼 氣 生氣

收煞 收煞 收束 收煞 收煞 收煞 結束工作

當煞手/當
煞 當煞 蓋煞牙 當煞 當煞 真煞手 積極、果

斷

性/性體 性體 性 性 性體 性地 脾氣

動啊著 動啊著 動啊著 動啊著 動啊著 震動著 動不動

這層事 這條事 這項事 這條事 這條事 這件事/這
層事 這件工作

若無 係無 係無 係無 係無 若無 要不然

二、分析
(一)  閒地：音hanˇ tiˋ，未使用的地。
(二)  開洋：音koi+ rhongˇ，視野很好。
(三)  應別人：音enˋ pedˋ nginˇ，答應別人。
(四)  交帶：音gau+ daiˋ，交代。
(五)  收煞：音shiu+ sad^，結束工作。
(六)  當煞：音dong+ sad^，很積極、果斷，毅然決然。
(七)  儘儘採採：音cin^ cin^ cai^ cai^，隨隨便便。
(八)  歸面：音gui+ mienˋ，滿臉。
(九)  性體：音sinˋ ti^，脾氣。
(十)  動啊著：音tung+ a+ do^，動不動。
(十一)  這層事：音lia^ cenˇ sheˋ，這件工作。
(十二)  係無：音heˋ moˇ，要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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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壹、教具：課本附件、寓言故事、圖片。
貳、社區資源：圖書館。
參、參考圖書：

一、 《聽算無窮漢—有韻的客家俚諺1500則》2002涂春景  自印本。
二、 《台灣客家俚語語典》2005 黃永達 全威創意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三、 《客家諺語拾穗》 1997 楊兆禎 文化圖書公司。
四、 《用故事啟迪智慧—試談寓言教學》2001陳蒲清 國文天地 16（12）

4-12。
五、 《寓言的基本手法與情節的虛實性》2006 吳春山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學報 人文藝術類 19（2）1-24。
六、 《寓言寫作教學設計—以「北風與太陽」為例 訓練學生多角度思維創

意》2006 張玉明國文天地22（3）66-71。
七、 《「寓言」在國小教學上的應用》2001黃秀雲 國文天地16（12）35-

39。
八、 《寓言與國文教學》2001吳福相 國文天地 16（12） 20-27。
九、 《語文學習領域的「欣賞、表現與創新」—以伊索寓言中「龜兔賽

跑」的思考與新編為例》2000 張春榮 國民教育 41（2） 34-39。
十、 《客語能力認證基本詞彙—中級中高級暨語料選粹（上、下冊）》 

2008莊錦華等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肆、網路資源：

一、教育部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  http://hakka.dict.edu.tw/
二、哈客網路學院  http://elearning.hakka.gov.tw/

補充資料
壹、師傅話

一、 放牛食草──由在佢去。
二、 狐狸冤家──一派胡（狐）言。
三、 老虎也會啄目睡──難免。
四、 老鼠尋貓公──毋知死。
五、 「虛虛玄玄，做下傳說」──喻空穴來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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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諺語
一、 「交官窮，交鬼死，交著苦力食了米」

　　與官家為友，因為要交際應酬，所以會變貧窮；交到詭計多端的
人，會被陷害；交到做工的人，會被吃空。意為勸人小心交友。

二、 「交官窮，交賊死；交牛販，食了米」
　　與做官的人來往，交際應酬，以致窮困不堪，和盜賊交往，總有
一天會受牽連、陷害；與牛販做朋友，經常出入家中吃吃喝喝，家裡
增加一筆可觀的開銷，因此說，交牛販，吃光了米飯。

三、 「同人比做田，毋好同人比過年」
　　可以和人比勤快做事，不可以和人比過年的花費用度；因為前者
是良性競爭，愈比愈上進，後者是惡性競爭，愈比愈浪費。

四、 「半夜想該千條路，天光本本賣豆腐」
　　空想無用，要去實行。

五、 「人愛人打落，火愛人點著」
　　人要別人激勵，才會奮發成事；就像燈火要靠人點才會亮。

六、 「敬老得福，敬牛得穀」
　　尊敬長上，將來才會得到子弟的尊敬；牛是農家的功臣，以牛為
尊，把牛飼養得壯壯的，田才能深耕，收成才會好。

參、寓言與寓言體：
一、 寓言指的是有所寄託比喻的話。
二、 寓言體是以淺近假託的故事或用擬人手法，表達某種哲理的文學形

式。常含有訓誨或諷諭的教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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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課　休閒農業

 tiˋ liugˆ koˋ hiu+	 hanˇ	 nungˇ	 ngiabˋ

第 六 課  休 閒 農 業

   hiu+	 hanˇ	 nungˇ	ngiabˋ sii+ heˋ ziong+	 chonˇ	 tungˆ	 nungˇ ngiabˋ gai+ gin+	 rhinˇ

　 　 休 閒 農 業 斯 係 將 傳 統 農 業 个 經 營  
 fong+ shidˆ do+	 ngienˇ	 faˋ

方 式 多 元 化 。
   rhiu+ deu+ ziong+ tiˋ fong+	 nungˇ	 sanˆ	 pinˆ	 	 ga+ gung+	 bienˋ zoˋ zin+

　 　 有 兜 將 地 方 農 產 品 ， 加 工 變 做 精
 zhiˋ gai+ shong+	 pinˆ	 	 rhiu+ deu+	 puiˋ	 habˋ dong+ tiˋ gai+ fung+	 tuˆ	 nginˇ	 cinˇ

緻 个 商 品 ； 有 兜 配 合 當 地 个 風 土 人 情 ，  
 fadˆ zhenˆ chudˆ rhiu+ tidˋ	 shuˇ	 vunˇ	 faˋ gai+ ginˆ diamˆ  rhiu+ deu+ liˋ rhungˋ

發 展 出 有 特 殊 文 化 个 景 點 ； 有 兜 利 用
 tiˋ fong+ gai+ zii+	 ngienˇ	 	 bun+	 nginˇ	 kagˆ	 cin+ shin+ cau+ zogˆ  tiˆ ngiamˋ

地 方 个 資 源 ， 分 人 客 親 身 操 作 ， 體 驗
	nungˇ	 cun+ gai+ sen+ fadˋ

農 村 个 生 活 。
   liaˆ haˋ iˋ do+	 nungˇ	 ga+	 nginˇ	 	 gin+	 rhinˇ	 guan+ gong+	 goˆ	 rhenˇ

　 　 這 下 已 多 農 家 人 ， 經 營 觀 光 果 園 、
 fa+	 rhenˇ	 con+ ten+  tiˆ ngiamˋ	mugˆ	 chongˇ	 	 mˇ	 siiˆ	 ciongˋ	 vong+	 baiˆ

花 園 餐 廳 、 體 驗 牧 場 。 毋 使 像 往 擺 ，
 gui+ ngidˆ coi+	 tienˇ	 hong+  zoˋ do+ gui+ shin+	 neˇ	 gunˋ gunˋ  rhiuˋ saiˋ

歸 日 在 田 項 ， 做 都 歸 身 泥 混 混 ， 又 晒
 kiˋ	 vu+ kiedˋ kied

去 烏 刻 刻 。

注　釋

1. 人客：客人。
2. 往擺：從前。
3. 歸日：一整天。
4. 歸身：全身。

   hiu+	 hanˇ	 nungˇ ngiabˋ	 mˇ	 dan+ ciangˋ	 voi+	 siaˇ	 heuˋ sang+	nginˇ	 loiˇ	 zoˋ

　 　 休 閒 農 業 毋 單 淨 會 餳 後 生 人 來 做
 sin+	 nungˇ	 minˇ	 	 rha+	 voi+ teˋ	 nungˇ	 cun+ daiˋ	 loiˇ	 sin+ fung+ mauˋ

新 農 民 ， 也 會 替 農 村 帶 來 新 風 貌 。

5. 泥混混：沾滿泥巴的樣子。
6. 烏刻刻：黝黑的樣子。
7. 餳：吸引。
8. 後生人：年輕人。

27 28

單元名稱：行業與經濟活動

課　　次： 第六課  

休閒農業

教學時數：40分鐘×4

適用年級：五年級

課　　文 國語對譯

第六課  休閒農業
休閒農業斯係將傳統農業个經營

方式多元化。
有兜將地方農產品，加工變做

精緻个商品；有兜配合當地个風土人
情，發展出有特殊文化个景點；有兜
利用地方个資源，分人客親身操作，
體驗農村个生活。

這下已多農家人，經營觀光果
園、花園餐廳、體驗牧場。毋使像往
擺，歸日在田項，做都歸身泥混混，
又晒去烏刻刻。

休閒農業毋單淨會餳後生人來做
新農民，也會替農村帶來新風貌。

第六課  休閒農業
休閒農業就是將傳統農業的經營

方式多元化。
有些將地方的農產品，加工變成

精緻的商品；有些配合當地的風土人
情，發展出有特殊文化的景點；有些
利用地方的資源，讓客人親身操作，
體驗農村的生活。

現在很多農家人，經營觀光果
園、花園餐廳、體驗牧場，不用像以
前，整天在田裡，做得一身泥巴，又
晒得黑黝黝的。

休閒農業不僅能吸引年輕人來做
新農民，也會替農村帶來新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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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

	壹	 能了解課文大意。

	貳	 能聽懂並用客家語說出本課課文的語詞、語句。

	參	 明白課文的內容並流暢的朗讀課文。

	肆	 能使用本課詞彙練習簡單句型。

	伍	 能認讀客家語-m唇音韻尾、-b入聲韻尾。

	陸	 能了解語詞的意義及用法。

能力指標
1-3-1 能聽懂說話者所表達的情感與知識。
1-3-4 能聽辨客家語不同語氣和語調所表達的情緒和態度。
2-3-3 能運用客家語完整的回答問題。
2-3-5 能用客家語與國語對譯簡易語詞。
3-3-4 能運用標音符號標示客家語語音。
4-3-1 能閱讀以客家語常用字詞寫成的短文。
4-3-5  養成運用客家語閱讀的興趣，並與他人一起討論的習慣，從閱讀與討論

中，領悟尊重與關懷的重要。

5-3-1 能寫出課本中常用的客家語詞。

教學重點

	壹	 指導學生認識休閒農業。

	貳	 指導學生正確的朗讀課文。

	參	  指導學生學習本課主要語詞：人客、毋使、往擺、歸日、歸身、泥混混、
烏刻刻、毋單淨、餳、後生人。

	肆	  指導學生認識家鄉附近的休閒農場。

	伍	 指導學生說出比較有特色的休閒農場。

	陸	  指導學生練習句型：（　　　　）毋單淨會（　　　　　　　　　），也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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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文大意
傳統農業多元化經營，已發展成休閒農業，為農村帶來新風貌。

教學過程

壹	 【準備活動】

一、 課前準備：
(一)  教師：蒐集休閒農場的圖片、資料及照片。
(二)  學生：預習本課課文，並找出曾經去過的農場照片及資料。
(三)  家長：協助子女預習本課課文，以及參觀過的農場照片及簡介。

二、 引起動機：共同觀賞師生提供的資料和照片，並請學生發表，以引起
學生學習本課的興趣。

貳	 【發展活動】

一、 聆聽：引導學生專心聆聽教師念誦或教學CD示範。
二、 範讀及跟讀：

(一)  教師範讀、全班跟讀、學生分組讀、個別讀、接讀。
(二)  語音練習：語詞語音練習；學生個別發音練習。
(三)  加強發音困難的客家語語音練習：

1.  舌根鼻音聲母：業、元、人、源(ng-)。
2.  脣齒音濁聲母：文、烏、屋(v-)。
3.  複韻母：會、來(-oi)。
4.  鼻音韻尾：點、驗（-m)；傳、觀(-n)。
5.  入聲韻尾：業、合(-b)；式、活、刻、一(-d)。

三、 重要語詞解釋：
教師簡單解釋語詞的意義，可用例句來輔助說明，也可再請學生依語
詞造簡單的句子。
(一)  人客：客人。

例： 今晡日做鬧熱，屋家來已多人客。
　　（今天做拜拜，家裡來了很多客人。）



71

第六課　休閒農業

(二)  往擺：從前。
例： 阿章伯往擺戴麻竹坑。
　　（阿章伯從前住新社麻竹坑。)

(三)  歸日：一整天。
例： 頭擺个耕種人，歸日在田項無閒濟借。
　　（以前的農人，一整天都在田裡非常的忙碌。）

(四)  歸身：全身。
例： 大熱天做事轉來，總係歸身溼溚溚。
　　（大熱天做事回來，全身總是溼答答。）

(五)  泥混混：沾滿泥巴的樣子。
例： 去挲草，搣都歸身泥混混。
　　（我去田裡除草，弄得一身泥巴。）

(六)  烏刻刻：黝黑的樣子。
例： 佢當好打球，晒去烏刻刻。
　　（他很喜歡打球，晒得黑黝黝的。）

(七)  餳：吸引。
例： 觀光果園餳當多人客來摘水果。
　　（觀光果園吸引許多客人來採水果。）

(八)  後生人：年輕人。 
例： 後生人若毋驚辛苦，斯毋怕無頭路。
　　（年輕人若是不怕辛苦，就不怕沒工作。）

四、 音標教學：
(一)  復習舌根鼻音尾韻母ang、ung、ong的正確發音。
(二)  讓學生聽辨及認識本課韻母-ang、-ung、-ong的音標，並按照不同

調型讓學生輪流練習，並結合不同的聲母一一念出來，答對時給
予掌聲鼓勵。
1.  -ang：淨、生。
2.  -ung：農、工、風、用、統。
3.  -ong：將、光、方、當、商、場。
4.  練習完，請學生完成課本練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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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一、讀看看  寫看看
1.（do+ ngienˇ faˋ） （多元化）
2.（nungˇ san^ pin^） （農產品）
3.（sin+ nungˇ minˇ ） （新農民）
4.（gui+ ngid^） （歸　日）
5.（heuˋ sang+ nginˇ） （後生人）
五、 語詞教學：

語詞聯想：
(一)  教師復習課文中的語詞字卡，如：傳

統、人客、當地、這下、已多、烏刻
刻、後生人。

(二)  請學生聯想出，與上述語詞相反的語詞，如：現代、主人、外
地、頭擺、已少、白雪雪、老人家。

(三)  學生會念後，老師將學生分成若干組。
(四)  看到字卡唸出相反詞，進行搶答計分競賽，看哪一組說出最多。

例如：傳統→現代、人客→主人、當地→外地、這下→頭擺、已
多→已少、烏刻刻→白雪雪、後生人→老人家。

六、 課文深究：
(一)  內容深究

教師提問： 宜多採用開放形式，教師應引導學生用客家語發表。
1.  課文中，將傳統農業个經營方式多元化，安做麼个？）休閒農
業）。

2.  傳統農業同休閒農業有麼个無共樣？）傳統農業做單項，休閒農
業做當多項。）

3.  休閒農業有哪兜經營方式？（地方農產品加工變商品；發展特殊
文化景點；分人客親身操作，體驗農村个生活。）

4.  請大家講看看，識去休閒農場尞無？參加過麼个活動？ ）有機
菜園摘青菜、觀光果園摘楊桃、竹園做竹碳DIY……）。

5.  休閒農業對等个生活有哪兜好處？（體驗各地个風土民情、認
識特殊文化景點、體驗農村生活、學習DIY課程……）。

6.  經營傳統農業同休閒農業有麼个無共樣？）休閒農業毋使歸日在
田項做事、毋使做都歸身泥混混、毋使晒去烏刻刻、會餳後生人
來做新農民……）。

練 習 一  讀看看　寫看看

1.（do+　 ngienˇ 　faˋ） （多 元 化）
2.（nungˇ　sanˆ　pinˆ） （　　　　）
3.（sin+　nungˇ　minˇ） （　　　　） 
4.（　gui+　　ngidˆ　） （　　　　）
5.（heuˋ　sang+　nginˇ） （　　　　）

練 習 二  讀看看　 看看

1.  傳統个農家人，大勢
晒都（◻烏刻刻◻白
雪雪）。

2.  阿爸當煞猛，（◻歸日
◻無一時）在菜園項種
木瓜。

3.  休閒農業會（◻餳
◻跈）後生人來做
新農民。

4.  阿伯歸日在田項，做
去歸身（◻泥混混

　◻頭沉沉）。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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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農民經營休閒農業會有麼个好處？（提高農民收入，促進農村發
展……）。

(二)  形式深究：
1.  讀看看  選看看（配合課本練習二）
在整個句子中選出適當的語詞，再念念看。    
(1) 傳統个農家人，大勢晒都（ 烏刻刻　◻白雪雪）。
(2)  阿爸當煞猛，（ 歸日　◻無一時）在菜園項種木瓜。
(3)  休閒農業會（ 餳　◻跈）後生人來做新農民。
(4)  阿伯歸日在田項，做去歸身（ 泥混混　◻頭沉沉）。

2.  句型練習：
(1)  照樣造句   

（休閒農業）毋單淨會（餳後生人來做新農民），也會（替
農村帶來新風貌）。
（　　）毋單淨會（切水果），也會（打果汁）。
（老人家）毋單淨會（講　古），也會（唱山歌）。

(2)  選看看  讀看看（配合課本練習三）。
在整個句子中選出適當的語詞，再念念看。
①遶尞　　　②休閒　　③農業
④歸屋家人　⑤過家尞　⑥風景
　　近年來，大家都已重視（②休
閒）生活。一到尞日，大部分人
斯會去外背（①遶尞）。老人家會
（⑤過家尞）；後生人也會帶緊
（④歸屋家人），出去旅行。

參	 【綜合活動】

一、 統整練習：
(一)  復習本課及已教過之音標。
(二)  復習課文主要語詞。
(三)  復習句型。

二、 配合活動：讓學生搜尋休閒農場的相關網站，了解各休閒農場的特
色，提供日後校外教學的參考。

練 習 三  看看　讀看看

①遶尞　②休閒　③農業　④歸屋家人　⑤過家尞　⑥風景

　　近年來，大家都已重視（　　）生活。一到尞日，

大部分人斯會去外背（　　）。老人家會（　　）；後

生人也會帶緊（　　）出去旅行。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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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分析

壹	 【內容】

一、 說明什麼是休閒農業。
二、 敘述休閒農業發展的型態。
三、 說明休閒農業與傳統農業的差異。
四、 休閒農業的多元化經營，替農村帶來新風貌。

貳	 【形式】  

一、 文體：論說文。
二、 論說文結構： 

(一)  起：開門見山解釋題意
(二)  承：說明種類
(三)  轉：今昔對照
(四)  合：首尾呼應

參	 【語詞分析】

一、詞彙差異對照表
大埔腔 四縣腔 南四縣腔 海陸腔 饒平腔 詔安腔 國語
往擺 原在 原來 原在 原在 原在 從前

歸日 歸日仔 歸日仔 歸日仔 歸日仔 歸日 一整天

泥混混 泥混混仔 泥混混仔 泥混混仔 泥混混仔 歸身泥 沾滿泥巴
的樣子。

烏刻刻 烏刻刻仔 烏刻刻仔 烏刻刻仔 烏刻刻仔 烏刻刻 黝黑的樣
子

毋單淨 毋單淨 毋單淨 毋單淨 毋單淨 毋單 不僅

後生人 後生人 後生人 後生人 後生人 少年人 年輕人

二、 分析
(一)  歸日：一整天。歸：指全部的意思，跟「數詞」用法相似。

1.  可後接名詞，如：歸屋家、歸頭那。
2.  可後接量詞，如：歸領衫、歸張桌。
3.  表範圍的，後面加不加尾詞皆可，如：歸面、歸身。

(二)  泥混混：沾滿泥巴的樣子。ABB式。混，音gun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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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烏刻刻：黝黑的樣子。刻，有三音，音kad^，如「刻字」、「刻
印」；音kied^，如「深刻」、「雕刻」；音kiedˋ，「時時刻
刻」。

(四)  餳：吸引。「餳」本義為飴糖，引申為吸引。

肆	 【句型分析】

句型：（　　）毋單淨會（　　），也會（　　）。
　　　（老弟）毋單淨會（打球），也會（泅身）。
　　　 （有機農業）毋單淨會（改善農民生活），也會（同地球做環

保）。
　　　 （休閒農業）毋單淨會（餳後生人來做新農民），也會（替農村帶

來新風貌）。
　　※ 前面（）填入名詞或代詞；中間和後面（）填入動詞或動詞組，句

意要合乎情理。

伍	 【延伸詞彙】

一、 詞彙差異對照表
大埔腔 四縣腔 南四縣腔 海陸腔 饒平腔 詔安腔 國語
打門票 打門票 打門票 打門票 打門票 打門票 買門票

無閒濟借 無閒叱咤 無閒彳亍 無閒直掣 無閒直掣 無閒挾掣 非常忙碌

挲草 挲草 挲草/踔田 挲草 挲草 挲草 稻田裡除草

搣都 搣到 裝啊 搣到 搣到 遰到 弄得

黃梨 黃梨 黃梨 黃梨 黃梨 番梨 鳳梨

二、 分析
(一)  打門票：音da^ munˇ piauˋ，買門票。
(二)  無閒濟借：音moˇ hanˇ ziˋ ziaˋ，非常忙碌。
(三)  挲草：音so+ co^，稻田裡除草。
(四)  搣都：音med^ do+，弄得。
(五)  黃梨：音vongˇ liˇ，鳳梨。
(六)  現食：音hienˋ shidˋ，立刻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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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壹、教具：農產品圖片。
貳、 社區資源：吊神山休閒農場、軟埤坑休閒農場、公老坪教育休閒農場、羅

望子生態教育休閒農場、櫻花林休閒農場、武陵農場。
參、參考圖書：

一、 《客語能力認證基本詞彙 中級中高級暨語料選粹（上、下冊）》2008  
莊錦華等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二、 《聽算無窮漢—有韻的客家俚諺1500則》 2002 涂春景  自印本。
三、 《客家諺語拾穗》 1997 楊兆禎  文化圖書公司。
四、《客語童謠精選》 2008 馮輝岳編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肆、網路資源：
一、教育部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  http://hakka.dict.edu.tw/
二、哈客網路學院  http://elearning.hakka.gov.tw/
三、休閒農場之相關網站：

飛牛牧場  http://www.flyingcow.com.tw
南元花園休閒農場  http://www.nanyuanfarm.com.tw/
北關休閒農場  http://www.peikuan-resort.com.tw/
八甲休閒漁場  http://www.8fish.com.tw/
九斗村休閒有機農場  http://www.cdf.com.tw
休閒農業苗栗旅遊網  http://www.miaolifun.com.tw/

補充資料
壹、傳統童謠：

一、 鴨嫲呱呱
鴨嫲呱呱，嫁分鄰舍，鄰舍肚飢，嫁分黃梔，
黃梔命苦，嫁分老鼠，老鼠吱吱，嫁分皇帝，
皇帝命短，嫁分雞卵，雞卵爛空，嫁分雞公，
雞公大核，嫁分嚦矺，嚦矺拱拱，嫁分水桶，
水桶屙糟，嫁分猴哥，猴哥捙桶，嫁分古董，
古董落地，嫁分謝阿二。

二、 月光光，秀才娘
月光光，秀才娘，船來等，轎來扛，
一扛扛到河中央，蝦公老蟹拜龍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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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王腳下一蕊花，拿分阿妹轉妹家，轉到妹家笑哈哈。
貳、諺語

一、 有錢看採茶，無錢買笠嫲。
二、 早出日頭毋係天，後生發財毋係錢。
三、 毋怕屋家窮，只怕朝朝睡到日頭紅。

參、休閒農業簡介：
一、 關西鎮位於新竹縣東北方，為多丘陵起伏山坡地，氣候溫和、環境無

污染、水質佳，適合仙草生長，國內80%的仙草是關西鎮所栽種生產，
素有『仙草故鄉』之稱。每年11月結合當地休旅資源，共同舉辦仙草
相關主題活動。仙草係一年生草本植物，將其莖葉採下洗淨後煎汁，
即可製成仙草茶、仙草凍、燒仙草。仙草外形似薄荷葉，小巧翠綠、
略帶毛茸，葉片呈十字放射狀開展，產地以石光里、上林里、新力
里、南和里為主。
　　仙草具有清血和降火去熱的功能，晒乾後更利於保存，近來關西
鎮農會更開發出仙草茶包、即溶仙草茶、即溶燒仙草等相關產品，也
研發出各式以仙草入菜的創意料理。遊客可到此尋找仙草「原味」。
以即溶仙草及仙草包製成的仙草雞，仙草排骨，近年一躍為關西的特
色菜，品來鮮美不油膩，香甘爽口。【以上轉載自關西鎮公所網頁】

二、 庵古坑咖啡產品簡介：古坑鄉舊稱為「庵古坑」，被譽為「臺灣咖啡
的原鄉」。正值北回歸線上的古坑，日照和雨量均十分充沛，所產的
臺灣原生咖啡，甘甜香濃又不苦澀，自有一番臺灣在地風味，屬於世
界極品咖啡。相傳荷蘭人曾依據咖啡生長環境選擇古坑種植咖啡；清
光緒年間英商來臺貿易，意外發現古坑不管氣候、土質或排水都相當
適合種植咖啡，曾產出品質特優的咖啡。到了日據時代，開始有計畫
地在古坑荷苞山栽種阿拉比亞種的臺灣咖啡，荷苞山也因此贏得「咖
啡山」的美譽。臺灣咖啡從育苗至收成需4年時間，經濟效益約30年，
為亞熱帶性植物，咖啡花呈白色，單體，5花瓣，味似茉莉，多在春
天開花，但會受氣候因素影響而不一定。生長期間可自行授粉不需媒
介，所以開多少花即結多少果，呈綠色圓形，漸呈黃色再至紅色為成
熟即可採收，最後再經乾燥烘焙而成。採收烘焙後之咖啡豆，比進口
還香醇，國外進口的咖啡略有苦澀的味道，而臺灣豆，即使不放糖，
喝起來都有甘美的味道，香濃韻足，那種停留在口腔內的濃稠感連牙
買加的藍山咖啡也望塵莫及。近年來，臺灣咖啡在雲林縣政府和古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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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公所的推動下引領風騷，想要品嚐最有本土風味的臺灣咖啡，來此
絕對不虛此行！臺灣咖啡源自清朝時期蘭人佔據時就引進，日據時時
1931年「木村」先生再引進，文史記載在嘉義種植（雲林、古坑日據
時期屬臺南州嘉義廳管轄，故咖啡原鄉在古坑應是正確的）並大量栽
培，品質優良1941年達到高峰，原豆大部分運回日本。臺灣光復後國
民政接收圖南株式會社，成立經濟農場管理直營地，當時咖啡直營地
荷苞山為大宗，桂林、樟湖均有直營咖啡園生產，並推廣至嘉義、臺
南山區種植且經農復會（現農委會前身）補助興建前亞洲規模最大之
水洗式一貫作業之咖啡加工廠，產製良質咖啡，品質優良受到肯定。 
【以上轉載自古坑鄉公所網頁】 

三、 休閒農業和傳統農業的差異：
　　休閒農業利用農村設備,農村空間,生產的場地,生產過程,生產品、
經營活動、自然生態、自然環境及農村人文資源、經過設計，以發揮
農業與農村休閒旅遊功能,增進國人對農村與農業之體驗，提升旅遊品
質並提高農民收入，促進農村發展，所以跟傳統農業是有所不同的。



79

第七課　上網買東西

第七課　上網買東西

單元名稱：行業與經濟活動

課　　次：第七課

	 上網買東西

教學時數：40分鐘×4

適用年級：五年級

課　　文 國語對譯

第七課　上網買東西
下次禮拜，愛轉莊下去看阿爹。𠊎

想著阿爹盡好食豆腐乳，斯上網去買。
手指一點，無幾多日，東西斯送到屋家
來。下背斯係在網路項定个東西。

商 品 名 稱：豆腐乳禮盒

商 品 編 號：b367985

商 品 數 量：1盒

商 品 價 格：599圓

有 效 期 限：2012年12月31日

所 在 地︰苗栗縣

運 送 費 用：宅配100圓
　　　　　　（滿1,000圓，免運費）

付 款 方 式：□信用卡 □ATM轉帳
□郵政劃撥 □貨到付款

註文了後，斯收著一封賣家个
e-mail，確定付款方式同帳號。

毋使出門，毋使亍街路，在網路項
斯買得著中意个東西，實在當利便。

第七課　上網買東西
下星期，要回鄉下去看爺爺。我想

到爺爺最愛吃豆腐乳，就上網去買。手
指一點，沒幾天，東西就送到家裡。下
面就是在網路上訂的東西。

商 品 名 稱：豆腐乳禮盒

商 品 編 號：b367985

商 品 數 量：1盒

商 品 價 格：599元

有 效 期 限：2012年12月31日

所 在 地︰苗栗縣

運 送 費 用：宅配100元
　　　　　　（滿1,000元，免運費）

付 款 方 式：□信用卡 □ATM轉帳
□郵政劃撥 □貨到付款

預購後，我就收到一封賣家的
e-mail，確定付款方式和帳號。

不用出門，不用逛街，在網路上就
買得到中意的東西，實在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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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

	壹	 能了解課文大意。

	貳	 能聽懂並用客家語說出本課課文的語詞、語句。

	參	 能明白課文的內容並流暢的朗讀課文。

	肆	 能使用本課詞彙練習簡單句型。

	伍	 能認念客家語的舌尖鼻音尾韻母。

	陸	 能學會網購的操作過程及注意事項。

能力指標
1-3-4 能聽辨客家語不同語氣和語調所表達的情緒和態度。
1-3-6 能主動聽取資訊，養成蒐集材料與方法的習慣。
2-3-5 能用客家語與國語對譯簡易語詞。
3-3-4 能運用標音符號標示客家語語音。
4-3-1 能閱讀以客家語常用字詞寫成的短文。
4-3-3  能熟悉各類圖書、資訊的使用方法，用以蒐集客家語資料，並能從閱讀

中吸收新知。

4-3-5  養成運用客家語閱讀的興趣，並與他人一起討論的習慣，從閱讀與討論
中，領悟尊重與關懷的重要。

5-3-1  能寫出課本中常用的客家語詞。

教學重點

	壹	 指導學生正確的朗讀課文。

	貳	 指導學生聽辨及認識本課-un、-on、-ien韻母的音標。

	參	  指導學生學習本課主要語詞：盡好、無幾多日、下背、定、註文、買得
著、亍街路、中意、利便。

	肆	 指導學生瞭解上網買東西要注意的事項。

	伍	 指導學生練習句型：
一、  （　　　），愛轉（　　　）去看（　　　）。
二、  （　）想著（　　）盡好 (　　　　），斯（　　　）去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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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文大意
說明如何利用網路下訂單購物，顯示網購的便利。

教學過程

壹	 【準備活動】

一、 課前準備：
(一)  教師：蒐集上網購物的資料，並瞭解實際操作的過程。
(二)  學生：預習本課課文，並蒐集上網購物的資料。
(三)  家長：協助子女預習本課課文及分享網路購物的經驗。

二、 引起動機： 
(一)  教師拿出一個地方特產（大溪豆乾），問學生：

1.  若等知吾手項擐个係麼个東西？（豆腐乾……）
2.  若等知係哪位个特產無？（大溪……）
3.  若等知𠊎係仰脣買个無？（去大溪尞買轉來个、去市場買个、去
便利商店買个、電話註文个、網路定个……）

貳	 【發展活動】

一、 聆聽：引導學生專心聆聽教師念誦或教學CD的示範。
二、 範讀及跟讀：

(一)  教師範讀、全班跟讀、學生分組讀、個別讀、接讀。
(二)  語音練習：語詞語音練習；學生個別發音練習。
(三)  加強大埔腔發音困難的客家語語音練習：

1.  舌根鼻音聲母：年、日、月、(ng-)。
2.  脣齒音濁聲母：屋、劃、文(v-)。
3.  複合韻母：來、背(-oi)；豆、後(-eu)。
4.  鼻音韻：點、毋(-m)；轉(-on)；運、文、門(-un)；編、元、年、
縣、免、便(-ien)；封、方、中、東、當(-ng)。

5.  入聲韻尾：盒(-b)；食、一、格、日、月、實、得、宅、出、
栗、式(-d)；亍、劃、屋(-ɡ)。

三、 重要語詞解釋：
教師簡單解釋語詞的意義，可用例句來輔助說明，也可再請學生依語
詞造簡單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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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盡好：最喜歡。
例： 阿爹盡好啉老人茶。
　　（爺爺最喜歡喝老人茶。）

(二)  無幾多日：沒幾天。
例： 這枝竹筍無幾多日斯生都恁高。
　　（這枝竹筍沒幾天就長得這麼高。）

(三)  下背：下面。
例： 下背該間屋正起好。
　　（下面那間房子剛蓋好。）

(四)  定：訂。
例： 母親節該日，二姊有定雞卵糕。
　　（母親節那天，二姊訂了蛋糕。）

(五)  註文：預訂。
例： 大哥註文个新車，今晡日送到位。
　　（大哥預訂的新車，今天送到家。）

(六)  亍街路：逛街。
例： 禮拜日阿姐愛帶𠊎去亍街路。
　　（星期天姊姊要帶我去逛街。）

(七)  買得著：買得到。
例： 這下各地个特產滿哪都買得著。
　　（現在各地的特產到處都買得到。）

(八)  中意：喜歡。
例： 阿姆當中意該領紅色个膨線衫。
　　（媽媽很喜歡那件紅色的毛線衣。）

(九)  利便：方便。
例： 去動物園坐捷運第一利便。
　　（去動物園坐捷運最方便。）

四、 音標教學： 
(一)  復習舌根鼻音尾韻母

1.  ung：公、送、東、用、封、中。
2.  ong：莊、商、想、上、網、量、方、帳。

(二)  讓學生聽辨及認識本課-un、-on、-en韻母的音標，並加上不同聲
母及調型讓學生輪流練習每一個結合的聲韻，答對時給予掌聲鼓
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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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請學生找出課文中本課要教的舌尖鼻音尾韻母(-un、-on、-en)，並
正確讀出來：
1.  請學生在課文中依序圈出-un、-on、-en
韻母的字，並指導學生正確的發音。

2.  練習讀讀看並寫出詞彙或標音，完成課
本練習一與練習二。
練習一、讀看看  寫看看
(1) （zong+ ha+） （莊下）
(2) （zhuˋ vunˇ） （註文）
(3) （zhungˋ rhiˋ） （中意）
(4) （liˋ pienˋ） （利便）
練習二、讀看看  標看看  
(1) （下次禮拜） （haˋ ciˋ li+ baiˋ）
(2) （豆 腐 乳） （teuˋ fuˋ rhi+）
(3) （手　　指） （shiu^ zhi^） 
(4) （亍 街 路） （chog^ gie+ luˋ）
(5) （網　　路） （miong^ luˋ）

五、 語詞教學：
(一)  語詞遊戲

1.  教師將本課學過之語詞（盡好、無幾多日、下背、定、註文、買
得著、亍街路、中意、利便）字卡及音標卡置放於黑板的兩邊。

2.  學生分成A、B兩組。
3.  教師念出語詞，請學生上臺拿出該語詞的音標卡及字卡並念誦一
遍。

4.  拿對音標卡、字卡並正確念誦者，得一分。
5.  拿錯音標卡、字卡或念誦錯誤者，則換對方答題。
6.  各組計分競賽。

六、 課文深究：
(一)  內容深究

教師提問： 宜多採用開放形式，若學生以國語表達時，教師應引
導學生用客家語發表。

1.  教師問：上網使得做麼个？（尋資料、網路學習、網路交朋友、
買東西、賣東西……。）

E-mail

練 習 二  讀看看　標看看

1.	（下次禮拜）
（haˋ	ciˋ	li+	baiˋ）	

2.	（豆腐乳）
（　　　　　　）	

3.	（手指）
（　　　　　　）	

4.	（亍街路）
（　　　　　　　）

5.	（網路）
（　　　　　　）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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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師問： 上網買東西有麼个利便性？（毋使出門、毋使亍街路、
東西送到屋下來……。）

3.  教師問： 上網買東西愛注意麼个？（個人个資料毋好流傳出去、
東西个好壞、商家个信用、付款个安全性、法律問
題……。）

4.  教師問： 若等知上網買東西愛仰脣操作無？（詳見教學資源）
(二)  形式深究：

1.  句型練習
(1)  （下禮拜），愛轉（莊下）去看（阿爹）。
(2)  （𠊎）想著（阿爹）盡好（食豆腐

乳），斯（上網）去買。
2.  配合句子，選出適當的語詞，再念
念，完成課本練習三。
(1)  天光日，阿姆愛帶（ 轉　◻

來）莊下去看阿奶。
(2)  草莓放（ 無幾多日　◻前幾日）

斯會綿撇。
(3)  阿姆去餐廳（◻賣撇　 註文）兩

張桌，準備下禮拜請人。
(4)  手指一點，斯買得著中意个衫，實在當（◻麻煩　 利便）。

參	 【綜合活動】

一、 統整練習：
(一)  復習本課及已教過的音標。
(二)  復習課文主要語詞。
(三)  復習句型： 

1.  (下禮拜)，愛轉(莊下)去看(阿爹)。
2.  (𠊎)想著(阿爹)盡好 (食豆腐乳)，斯（上網）去買。

二、 網購教學：
配合資訊課進行網購教學之實際操作。

練 習 三  讀看看　 看看

1.	天光日，阿姆愛帶（◻轉◻來）莊下去看阿奶。

2.	草莓放（◻無幾多日◻前幾日）斯會綿撇。

3.		
阿姆去餐廳（◻賣撇◻註文）兩張桌，準備下禮拜請人。

4. 手指一點，斯買得著中意个衫，實在當（◻麻煩◻利便）。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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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分析

壹	 【內容】

一、 網購：上網購買爺爺愛吃的豆腐乳。
二、 訂單： 了解訂單內容，如：商品名稱、編號、數量、價格、有效期

限、所在地、運送費用、付款方式。
三、 體會網路購物的方便性。

貳	 【形式】

一、 文體：記敘文夾帶應用文表格。　 
二、 記敘文包含人、事、時、地、物。

(一)  人：𠊎。
(二)  事：愛轉莊下去看阿爹。𠊎想著阿爹盡好食豆腐乳，斯上網去

買。
(三)  時：①無幾多日（東西斯送到屋下來）②下禮拜（轉莊下去看阿

爹）。
(四)  地：網路項。
(五)  物：豆腐乳。

三、 商品表格包含商品名稱、編號、數量、價格、有效期限、所在地、運
送費用、付款方式。

參	 【語詞分析】

一、詞彙差異對照表
大埔腔 四縣腔 南四縣腔 海陸腔 饒平腔 詔安腔 國語
盡好 盡好 最好 最好 最好 頭佮意 最喜歡

下背 下背 下背 下背 下背 下腳 下面

買得著 買得著 買得著 買得著 買得著 買會著 買得到

中意 中意 中意 中意 中意 佮意 喜歡

二、 分析
(一)  盡好：最喜歡。客家語表達喜好的語詞，依程度不同有：已好、

當好、真好、嶄然好、拗蠻好……等。
(二)  無幾多日：沒幾天。幾，有二音：

1.  音gi^：「幾」之後接名詞、量詞，如：幾個、幾日、幾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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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音gid^：「幾多」(gid^ do+)之連音變化。
(1)  幾多個？幾多日？幾多擺？。
(2)  無幾多個、無幾多日、無幾多擺。 

(三)  下背：下面。背，有二音：
1.  音boiˋ：上背、下背、後背、屋背、學校背。
2.  音poiˋ：背書、背手、背祖。

(四)  定：訂。定，音tinˋ，但語意有區別，如下：
1.音 tinˋ：定貨、定書、定婚，表示「預定」的意思。
2.  音tinˋ：定定，表示「慢慢」的意思。
3.  音tinˋ：定著、定貼，表示「確定」的意思。 

肆	 【句型分析】

句型一：（　　　），愛轉（　　）去看（　　）。
　　　　（下禮拜），愛轉（莊下）去看（阿爹）。
　　　　（下個月），愛轉（東勢）去看（阿奶）。
　　　※ 前面（）填入時間名詞；中間（）填入處所詞；後面（）填入稱

謂詞，且句意要合乎情理。
句型二：（　）想著（　　）盡好（　　　　），斯（　　）去買。
　　　　（𠊎）想著（阿爹）盡好（食豆腐乳），斯（上網）去買。
　　　　（阿姆）想著（阿爸）盡好（食西瓜），斯（騎鐵馬）去買。
　　　※ 第一個（）填入稱謂詞或代詞；第二個（）填入稱謂詞或代詞；

第三個（）填入動賓結構的詞組；第四個（）填入動詞或動賓結
構的詞組，句意要合乎情理。

伍	 【延伸詞彙】

一、 詞彙差異對照表
大埔腔 四縣腔 南四縣腔 海陸腔 饒平腔 詔安腔 國語

第一利便 第一利便 第一利便 第一利便 第一利便 頭利便 最方便

綿撇 綿忒 綿核 綿忒 綿忒 綿去 爛掉

二、 分析
(一)  送到位：音sungˋ doˋ vuiˋ，送到某定點。
(二)  該領：音gaiˋ liang+，那一件。
(三)  膨線衫：音pongˋ sienˋ sam+，毛線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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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第一利便：音tiˋ rhid^ liˋ pienˋ，最方便。
(五)  綿撇：音mienˇ ped^，爛掉。
(六)  桌：音zog^，酒席。

教學資源
壹、教具：教學相關圖卡、影音光碟。
貳、社區資源：石岡人協會、東勢桂花小舖。
參、參考圖書：

一、 《客語能力認證基本詞彙中級中高級暨語料選粹（上、下冊）》2008
莊錦華等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二、 《客語童謠精選-饒平版》2008馮輝岳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三、 《客語字音詞典》1998 楊政男等 臺灣書店。
四、 《臺灣客家話辭典》2001徐兆泉 南天出版社。
五、 《海陸客語字典》2003詹益雲 自印本。
六、 《客話辭典》1992 中原週刊社客家文化學術研究會 台灣客家中原週

刊社。
肆、網路資源

一、教育部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　http://hakka.dict.edu.tw/
二、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哈客語言館／客語學習／客語教材／客語大不

同）　http://www.hakka.gov.tw

補充資料
壹、語文小常識

「下禮拜」傳統的說法是「下次禮拜」，如：下次禮拜阿爸愛帶𠊎去動物
園尞。

貳、創新童謠
學電腦
電腦！電腦！學電腦！ 
學會電腦十分好！上網站，全全寶！
尋資料，打key board，
一下半下斯會有結果！
電腦！電腦！學電腦！
曉得電腦實在好！伊媚兒，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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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東西，尋百貨，網上服務有一套！
電腦！電腦！學電腦！
學會電腦一等好！
有知識，有頭腦，新時代，跈得著，
讀書考試無煩惱！（─呀無煩惱！）

伊媚兒
伊媚兒，真神奇，
又遽又便利，
手指搤落去，
消息傳到外國去。

參、網購基本常識：
一、 網路購物問題多，買家應了解法律權益

　　網路購物擁有在家就能逛街的好處，但糾紛也不少，最近不少情
況是，商品價格標錯，店家不願出貨。消基會（新聞、網站）說，消
費者只要完成購買手續，契約就算成立，無論價格如何，業者都要履
行出售義務。另外常見的拍賣網頁消費糾紛，還包括所標售的物品為
仿冒品、瑕疵品或收取貨款卻未送貨，建議網友應該要找有信譽的賣
家，未確認物品真偽前不要輕易購買。

二、 如何教導孩子正確的金錢觀
(一)  如果家長能很有計劃地運用金錢，並讓孩子知道自己的想法，利

用日常的機會和孩子分析一些相關的概念，例如在適當的時候跟
他們討論：什麼是「應用得用」、「物有所值」；為什麼要儲
蓄、投資等等，相信一定能有效地培養孩子建立正確的金錢價值
觀念。

(二)  讓孩子了解什麼是想要的東西，和哪些是需要的東西。再從需要
的東西中，找出需要的輕重緩急，排列需要次序。

(三)  教導學童分辨廣告與節目、廣告的訴求真偽、客觀真實或是建構
出的真實，不會因廣告的訴求而輕言相信，或被畫面中強調的歡
樂、刺激等洗腦，喪失了求證的主體性。讓學童能成為金錢購買
的主體，而不是被動的被廣告洗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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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課　請人來食夜
 tiˋ badˆ koˋ	 ciangˆ	 nginˇ	 loiˇ	 shidˋ	 rhaˋ

第 八 課  請 人 來 食 夜

敘 述 ： 阿 良 嫂 降 細 人 做 滿 月 ， 請 食 夜 。
人 物 ：  阿 良 （ 嬰 兒 个 阿 爸 ） 、 阿 良 嫂 （ 嬰 兒 个 阿 姆 ） 、 阿

爹 （ 嬰 兒 个 阿 爹 ） 、 阿 奶 （ 嬰 兒 个 阿 奶 ） 、 阿 舅
（ 嬰 兒 个 阿 舅 ） 、 叔 公 （ 嬰 兒 个 叔 公 ） 、 張 先 生
（ 阿 良 个 同 事 ） 、 李 先 生 （ 阿 良 个 同 事 ） 、 張 太
太 、 李 太 太 。

背 景 ： 廳 下 擺 圓 桌 ， 桌 項 有 碗 筷 、 酒 菜 。

 a+ da+  a+	 liongˇ	 	 anˆ	 amˋ	 le+	 	 nginˇ	 kagˆ	 ngiongˆ	shunˇ	mangˇ	 doˋ

阿 爹 ： 阿 良 ， 恁 暗 咧 ， 人 客 仰 脣 吂 到 ？
　 　 　 （ 阿 良 擺 緊 凳 ）

 a+	 liongˇ	 	 paˋ voi+ doˋ	 le+

阿 良 ：  怕 會 到 咧 ！ （ 阿 舅 、 李 先 生 、 張 先 生 擐

　 　 　 　  緊 等 路 共 下 入 來 。 ）

	 	 	 	 oˆ	 	 loiˇ	 lio+	 loiˇ	 lio+

　 　 　 喔 ！ 來 哩 喲 來 哩 喲 ！ ( 阿 良 迎 接 客 人 )

    ciangˆ co+  ciangˆ co+

　 　 　 請 坐 ！ 請 坐 ！
	 liˆ	 taiˋ taiˋ	 	 liaˆ	 shin+	 sam+	 kuˋ	 bun+	 oˇ	 nga ˏ	 zhogˆ	 	 ngidˆ	 taiˋ	 sam+

李 太 太 ： 這 身 衫 褲 分 嬰 兒 著 ， 日 大 三
	 	 	 	 	 cunˋ  pinˇ	 pinˇ	 shunˋ	 shunˋ

　 　 　 　 寸 ， 平 平 順 順 。

	zhong+ taiˋ taiˋ	 	 liaˆ	 zhagˆ	 shiuˆ	 zhimˋ	 bun+	 oˇ	 nga ˏ daiˋ	 	 guai+	 guai+	 kuaiˋ

張 太 太 ： 這 隻 手 禁 分 嬰 兒 戴 ， 乖 乖 快
     taiˋ

　 　 　 　 大 。
 a+	 kiu+	 	 liaˆ	 zhiˆ	 ngiauˋ	 kuˋ	 bun+	 oˇ	 nga ˏ  taiˋ	 fuˋ taiˋ	 guiˋ

阿 舅 ： 這 紙 尿 褲 分 嬰 兒 ， 大 富 大 貴 。  
 a+	 liongˇ	 	 nginˇ	 loiˇ	 sii+	 hoˆ	 	 neˋ	 hoˆ	 anˆ	 neˇ	 taiˋ	 bau+	 seˋ	 bau+

阿 良 ： 人 來 斯 好 ， 哪 好 恁 泥 大 包 細 包 ！
　 　 　 （ 阿 良 接 過 等 路 ， 請 大 家 坐 落 來 。 ）

37 38

單元名稱：家庭倫理

課　　次：第八課

	 請人客食夜

教學時數：40分鐘×4

適用年級：五年級

課　　文 國語對譯

第八課　請人來食夜
敘述： 阿良嫂降細人做滿月，請食

夜。
人物： 阿良（嬰兒个阿爸）、阿良嫂

（嬰兒个阿姆）、阿爹（嬰
兒个阿爹）、阿奶（嬰兒个阿
奶）、阿舅（嬰兒个阿舅）、
叔公（嬰兒个叔公）、張先生
（阿良个同事）、李先生（阿
良个同事）、張太太、李太
太。

背景： 廳下擺圓桌，桌項有碗筷、酒
菜。

阿爹： 阿良，恁暗咧，人客仰脣吂
到？（阿良擺緊凳）

阿良： 怕會到咧！（阿舅、李先生、
張先生擐緊等路共下入來）
喔！來哩喲來哩喲！(阿良迎
接人客)請坐！請坐！ 

李太太： 這身衫褲分嬰兒著，日大三
寸，平平順順。

張太太： 這隻手禁分嬰兒戴，乖乖快
大。 

第八課　請客人來吃晚餐
敘述： 阿良嫂的小孩做彌月，請客人

來吃晚餐。
人物： 阿良、阿良嫂、爺爺、奶奶、

舅舅、叔公、張先生、李先
生、張太太、李太太。

背景： 客廳擺好圓桌，桌上備有碗
筷、酒菜。

爺爺： 阿良，這麼晚了，客人怎麼還
沒到呢？（阿良正在排著椅
子）

阿良： 也許快到了吧！（舅舅、李先
生、張先生提著禮物一同走進
來）喔！來了來了！(阿良迎
接客人)請坐！請坐！

李太太： 這套衣服是給嬰兒穿的，願
他一日大三寸，平平順順。

張太太： 這只戒指是給嬰兒戴的，希
望他乖乖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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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舅： 這紙尿褲分嬰兒，大富大貴。 
阿良： 人來斯好，哪好恁泥大包細

包？（阿良接過等路，請大家
坐落來。） 

叔公： （大家正坐啊好，叔公擐緊兩
罐酒入來。）這擺阿良降倈，
恁歡喜，擐兩罐二十年个紅
露酒來請大家。（阿良遽遽開
酒，同大家渟酒。） 

阿爹： 頭一擺做阿爹，承蒙大家恁
相惜，先敬大家！（阿爹捧
起酒杯）

阿良嫂： 勞瀝大家个好金言。（阿
良嫂揇緊嬰兒，向大家頷
頭。）

張先生： 哎哉！生來還得人惱喔！
李先生： 頭大前庭寬，將來做大官。 
叔公： 這雞酒係土雞炒个喲，大家愛

加食兜喔。
阿奶： （解開圍身裙，同大家敬

酒。）無麼个菜，實在還敗
勢，敬大家! 

張先生： （伸出手指公，緊褒阿
奶。）伯姆還慶，煮都恁豐
沛！共下來啊！

舅舅： 這紙尿褲是給嬰兒的，祝他大
富大貴。

阿良： 人來就好，怎麼好意思讓你帶
這麼多禮物來！（阿良接下禮
物，請大家坐下來。）

叔公： （大家才剛坐下，叔公提著兩
瓶酒進來。）這次阿良生兒
子，實在是太高興了，我帶了
兩瓶二十年的紅露酒來請大家
喝。（阿良急忙開瓶，幫大家
斟酒。）

爺爺： 我第一次當爺爺，感謝大家如
此關愛，我先敬大家！（爺爺
拿起酒杯）

阿良嫂： 感謝大家的祝福。（阿良嫂
抱著嬰兒，向大家點頭致
意。）

張先生： 喲──，長得真是可愛喔！
李先生： 天庭飽滿，將來會做大官。
叔公： 這雞酒可是用土雞肉炒的，大

家要多吃點兒喔。
奶奶： （解下圍裙，向大家敬酒。）

沒什麼菜，實在很不好意思，
我敬大家!

張先生： （伸出大拇指，一直讚美奶
奶。）伯姆真能幹，煮得這
麼豐盛！一起來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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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

	壹	 能了解本課課文大意。

	貳	 能了解本課語詞的客家語意義和用法。

	參	 能學會本課句型，並運用於日常生活中。

	肆	 能了解傳統客家彌月的文化內涵。

	伍	 能藉由劇本形式學習客家語對話，培養人際互動能力。

	陸	 能體認客家人文情懷，並傳承客家良好習俗。

能力指標
1-3-1 能聽懂說話者所表達的情感與知識。
1-3-4 能聽辨客家語不同語氣和語調所表達的情緒和態度。
2-3-3 能運用客家語完整的回答問題。
2-3-5 能用客家語與國語對譯簡易語詞。
4-3-1 能以客家語常用字詞，閱讀簡短課文和文章。
4-3-2 能認識客家語基本文體及文章結構。
5-3-1 能寫出課本中常用的客家語詞。

教學重點

	壹	 指導學生辨識課文中人物的稱謂及角色。

	貳	 指導學生依課文情境讀出適當的語調、表達貼切的情感與豐富的表情。

	參	 指導學生依照課文內容進行角色扮演。

	肆	  指導學生學習本課主要語詞，並了解其意思與用法：恁暗咧、仰脣吂到、
怕、這身衫褲、嬰兒、手禁、哪好恁泥大包細包、降倈、恁歡喜、擐、頭
一擺、恁相惜、好金言、哎哉、生來、得人惱、前庭、加食兜、斯、還敗
勢、還慶。

	伍	 指導學生練習句型：恁（　）咧，（　　）仰脣吂（　）呢？

課文大意
阿良的小孩做滿月，邀請親友、同事吃晚飯。客人帶著彌月禮來祝賀，阿
良的母親準備豐盛的佳餚宴請賓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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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過程

壹	 【準備活動】

一、 課前準備：
(一)  教師：課文情境圖、教學CD、本課相關圖片或照片。
(二)  學生：預習本課課文。 
(三)  家長：協助子女預習本課課文及相關語彙。

二、 引起動機：請學生發表邀請親友來家中作客，或去參加親友喜筵的經
驗，進入本課的學習。

貳	 【發展活動】

一、 聆聽：引導學生專心聆聽教師或教學CD的念誦示範。
二、 範讀及跟讀：

(一)  教師範讀、全班跟讀、學生分組讀、個別讀、接讀。
(二)  語詞語音練習；學生個別發音練習。
(三)  加強發音困難的客家語語音練習：

1.  舌根鼻音聲母：、仰(ng-)。 
2.  鼻音韻尾：頷、揇、三、金(-m)。
3.  入聲韻尾：入(-b)；食、實、日(-d)；著、隻、惜(-g)。

三、 重要語詞解釋：
教師簡單解釋語詞的意義，可用例句來輔助說明，也可請學生依語詞
造簡單的句子。
(一)  恁暗咧：這麼晚了。

例： 恁暗咧，阿姆仰脣吂轉屋家呢？
　　（這麼晚了，媽媽怎麼還沒回家呢？）

(二)  仰脣吂到：怎麼還沒到呢？
例： 恁晝咧，人客仰脣吂到？
　　（快到中午了，客人怎麼還沒到呢？）

(三)  怕：也許。
例： 天恁暗，怕會落雨咧！
　　（天色這麼暗，也許要下雨了！）

(四)  這身衫褲：這套衣服。
例： 這身衫褲係前幾日新買个。
　　（這套衣服是前幾天新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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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嬰兒：嬰兒。
例： 嬰兒生來頭大面四方當得人惜。
　　（嬰兒長得方頭大耳很可愛。）

(六)  手禁：戒指。
例： 這係吾个定婚手禁。
　　（這是我的訂婚戒指。）

(七) 斯：語氣詞，表強調。
例： 你斯愛煞猛讀書哦！
　　（你可要努力用功讀書喔！）

(八)  哪好恁泥大包細包：怎麼好意思，讓你帶這麼多東西來！
例： 人來就好，哪好恁泥大包細包？
　　（人來了就好，怎麼好意思，讓你帶這麼多東西來！）

(九)  降倈：生兒子。
例： 三十九歲正降倈。
　　（我三十九歲才生兒子。）        

(十)  恁歡喜：很值得恭喜。
例： 恁歡喜阿伯買新屋，逐儕都來食酒同佢鬧熱。
　　 （伯父買新房子，很值得恭喜，大家都來喝喜酒幫他慶

祝。）
(十一)  擐：提。

例： 阿姆擐緊等路轉妹家。
　　（媽媽提著禮物回娘家。）

(十二)  頭一擺：第一次。
例： 頭一擺坐飛行機，當驚。
　　（我第一次坐飛機，很害怕。）

(十三)  恁相惜：如此愛護照顧。
例： 大家恁相惜，勞瀝。
　　（感謝大家，如此愛護照顧。）

(十四)  好金言：祝福的吉祥話。
例： 打幫若个好金言，定著會煞猛打拚。
　　（感謝你的金玉良言，我一定會努力！）

(十五)  哎哉：讚美的語氣詞。
例： 哎哉！恁得人惜个細阿妹！
　　（哎喲！好可愛的小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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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生來：長得。
例： 這個細妹生來已靚。
　　（這個女孩長得很漂亮。）

(十七) 得人惱：本指令人討厭，此處是一種讚美的反說。
例： 這嬰兒恁靚，還得人惱哦！
　　（這個嬰兒這麼漂亮，好可愛哦!）

(十八) 前庭：額頭。
例： 有人講：細人前庭寬，將來會做官。
　　（有人說：小孩額頭寬闊，將來有做大官的命。）

(十九) 加食兜：多吃點兒。
例： 加食兜水果較康健。
　　（多吃點兒水果比較健康。）

(二十) 還敗勢：非常抱歉。
例： 還敗勢，慢到咧！
　　（很抱歉，我遲到了!）

(二十一) 還慶：好能幹。
　例： 伯姆還慶！一個人愛渡五個細人。
　（伯母好能幹！一個人要照顧五個小孩。）

四、 語詞遊戲：
遊戲名稱：講客盡慶
(一)  教師將學生分甲乙兩組，雙方猜拳決定應答先後。教師先出題說

任一「名詞」語詞當主詞，並用「你、、佢」，說出一完整的
句子；答對後再出另一「名詞」，由對方造句回答，依次類推。
1.  範例： 教師出題：＜雞酒＞。
甲答：（雞酒    炒个）。甲出題：＜尿布＞。
乙答題：（尿布  佢 包个）。乙出題……。

2.  依次輪流答題、出題。
補充例詞：茶米  買个；飯包 佢 食个。

(二)  為營造熱鬧氣氛，遊戲開始時，全班拍手大聲說 「講客  盡
慶」。
1.  配合節奏說「講客」時，雙手大力各拍自己大腿一次，說
「」時，雙手在胸前拍 手一次，說「盡慶」時，伸出雙手
大拇指舉高。答題時亦依此節奏及動作。



95

第八課　請人客食夜

2.  「你、、佢」可視學生程度要求變換。
3.  教師當裁判，當學生正確快速完成答題與出題者給2分，經
教師引導或糾正後完成者給一分；遊戲結束後統計分數，全
班給予優勝隊熱烈掌聲與歡呼。

五、 課文深究
(一)  內容深究

教師提問： 宜多採用開放形式，若學生以國語表達時，教師應
引導學生用客家語發表。

1.  教師問： 若屋家識請人客無？請麼人？做麼个請人呢？
2.  教師問： 人客來个時節，你會仰脣招待人客？
3.  教師問： 去分人請，愛帶等路無？愛帶麼个等路呢？
4.  教師問： 去人屋家食滿月酒，你會同嬰兒講麼个好話？
5.  教師問： 你食過哪恁多樣好食个客家菜？

(二)  形式深究：
1.  師生共同討論後，完成課本練習一。
(1)  （食朝）、（食晝）、（食夜）。
(2)  （兩公姐）、（兩兄弟)、（兩子爺）。
(3)  （擐緊）等路、（看緊）報紙、（食緊）飯。
(4)  得人（惱）、得人（驚）、得人（惜）。

2.  讀一讀再完成課本練習二。

(1) 滿月 ‧ ‧rhienˇ zog^
(2) 圓桌 ‧ ‧nam^ gin^
(3) 揇緊 ‧ ‧oˇ nga

ʹ

(4) 嬰兒 ‧ ‧pai+ sheˋ
(5) 敗勢 ‧ ‧man+ ngiedˋ

3.  寫出答案再讀一讀，完成課本練習
三。

參	 【綜合活動】

一、 分組熟讀課文中的對話。
二、 將全班學生分成若干組，由教師指定或小朋友自選合適之角色，進

行角色扮演。

練 習 一  填看看　讀看看

1. （食朝）、（食晝）、（食　　　）。
2. （兩公姐）、（兩兄弟）、（兩　　　）。
3. （擐緊）等路、（看緊）報紙、（　　　）飯。
4. 得人（惱）、得人（驚）、得人（　　　）。

練 習 二  讀看看　 看看

  
 1.滿月	 2.圓桌	 3.揇緊	 4.嬰兒	 5.敗勢

	 rhenˇ	zogˆ	 namˆ	ginˆ	 oˇ	nga ˏ	 pai+	sheˋ	 man+	ngiedˋ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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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分析

壹	 【內容】

阿良第一次當爸爸，孩子做滿月時，宴請親戚朋友，全程用話劇方式呈
現，對話充滿溫馨氣氛。

貳	 【形式】

文體：獨幕劇劇本。

參	 【語詞分析】

一、詞彙差異對照表
大埔腔 四縣腔 南四縣腔 海陸腔 饒平腔 詔安腔 國語

降細人 降細人仔 降細人仔 降細人仔 降細人仔/
生細子

降細子/生
細子 生小孩

擺緊 排等 排等 排等 排等 排著 排著

擐緊等路 擐等等路 擐等妄想/
擐等等路 擐等等路 擐等等路 擐著等路 提著禮物

手禁 禁指 禁指 禁指 禁指 手鎉(lab

ˊ

) 戒指

頭一擺 頭一擺 第一擺 頭一擺 頭一擺 第一擺 第一次

勞瀝 承蒙 感謝 承蒙 承蒙 勞力 感謝

生來 生來 生著 生來 生來 生著 長得

加食兜 食加兜仔 食加兜仔 食加兜仔 食加兜仔 加食一兜 多吃點兒

已敗勢 異敗勢 蓋壞勢 已敗勢 異敗勢 真否勢 很抱歉

緊褒阿奶 緊說阿婆 緊說/褒阿
嬤

緊安𧩣阿
婆

緊安𧩣阿
嬤

一直安𧩣
阿媽

一直讚美
祖母

還慶 還慶 還登真 還慶 還慶 真慶 好能幹

二、分析
(一)  降細人：降，有三音：一為gongˋ，向下。如「降級」；二為

giungˋ，生養也。如「降倈」，在客家習俗中，哺乳類生育稱「養
子」，人生育稱「降子」；三為hongˇ，如「投降」。

(二)  食夜：此處「夜」字是指晚餐。「食晝」是指吃午餐。「食朝」
是指吃早餐。用法與國語不同。

(三)  這身衫褲：「身」是客家話計算衣服的量詞。通常是指整套的衣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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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嬰兒：或寫作「孲」音oˇ ngaʹ。oˇ ngaʹ可能是源於嬰兒出生時
的哭聲。

(五)  得人惱：字面上是討人厭的意思，但此處用在形容嬰兒時，是讚
美的反說。習俗上在嬰兒面前不要直接說「得人惜」。

(六)  還慶：好能幹。慶，有二音：一為kinˋ，如：「慶祝」、「慶
賀」。二為kiangˋ，能幹的意思。如「恁慶」、「當慶」。

肆	 【句型分析】

句型：恁（　）咧，（　　）仰脣吂（　）呢？ 
　　　恁（暗）咧，（人客）仰脣吂（到）呢？
　　　恁（晝）咧，（阿姆）仰脣吂（轉）呢？
　　　恁（夜）咧，（火車）仰脣吂（來）呢？
　　※ 第一個（ ） 填入形容性詞語，表程度；第二個（ ）填入名詞，當

主語；第三個（ ）填入動詞，代表未完成的動作。

伍	 【延伸詞彙】

一、詞彙差異對照表 
大埔腔 四縣腔 南四縣腔 海陸腔 饒平腔 詔安腔 國語

添緊飯/添核飯 添等飯 添等飯 添等飯 添等飯 正在裝飯 正在盛飯

二、分析
(一)  食晝：音shidˋ zhuˋ，指吃午餐。單單「晝」卻不指午餐。「晝」

作形容詞用時，有遲或晚的意思，如恁晝咧。「晝」當名詞用
時，如上晝、下晝、當晝。「睡當晝」的「當晝」卻指午覺。

(二)  食朝：音shidˋ zheu+，指吃早餐。單單「朝」卻不指早餐，通常解
作早晨。「朝脣」就是早晨。「朝」也代表第幾天，如：三朝。

(三)  兩子爺：音liong^ zii^ rhaˇ，父子倆。國語習慣與客語不同。
「兩」字客語習慣擺在前面；國語用「倆」擺在後面。「兩公
姐」即夫妻倆、「兩子哀」即母子倆、「兩子爺」即父子倆。

(四)  添緊飯：音tiam+ gin^ ponˋ，正在盛飯。客語動詞後加「緊」字，
就有正在進行的意思。

(五)  得人驚：音ded^ nginˇ giang+，令人害怕。如：阿妹靚斯靚，講話
得人驚！

(六)  得人畏：音ded^ nginˇ vuiˋ，令人心生畏懼。「得人」後接的字，
是帶給別人的感覺。如：泅水當生趣，毋過日頭得人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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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壹、教具：教學相關圖卡、影音光碟。
貳、社區資源：客家文物館、圖書室。
參、參考圖書：

《國民小學客家語課本第一冊》〈第二課〉2001光復書局 光復書局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補充資料
壹、傳統童謠

天皇皇  地皇皇
我家有個好噭郎
過路君子念一遍
一覺睡到天大光

貳、劇本相關知識
　　傳統戲曲劇本有「科」、「白」、「曲」三部分。科就是敘述動作的
文字。白有獨白、旁白、對白等。獨白是演員獨自在台上說明事情原委；
旁白是演員以外的人在幕後說明劇情；對白就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演員在
台上對話。曲就是唱的部份。包含唱腔、歌詞。
一般話劇，亦即舞台劇。劇本多半沒有唱曲部份。有動作、場景、表情等
的敘述文字，以及對話內容的文字。內容曲折、繁複者會分數幕演出。本
課故事情節簡單，只用一幕表達，叫獨幕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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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課　跈阿姆轉妹家

 tiˋ giuˆ koˋ	 tenˇ	 a+ me+ zhonˆ moiˋ	 ga+

第 九 課  跈 阿 姆 轉 妹 家

   mu+ cin+	 ziedˆ	 	 a+	 ba+	 	 a+ me+	 daiˋ	 nga+ nen ˏ liongˆ ziˆ

　 　 母 親 節 ， 阿 爸 、 阿 姆 帶 吾 等 兩 姊
 moiˋ zhonˆ moiˋ	 ga+

妹 轉 妹 家 。
	 	 	 cha ˏ doˋ	 nguaiˋ	 a+	 poˇ	 vugˆ	 mienˋ	 cienˇ	 	 rhidˆ	 logˋ	 cha+	 	 nguaiˋ

　 　 車 到 外 阿 婆 屋 面 前 ， 一 落 車 ， 外
	 a+	 poˇ	 sii+ ledˋ	 ginˆ	 ngaiˇ	 gongˆ	 	 	 anˆ	 giuˆ	 moˇ	 konˋ	 doˆ	 	 ka+ 

阿 婆 斯 扐 緊  講 ： 「 恁 久 無 看 著 ， 較
 zogˆ ngiugˆ lio+	 rhiu+	 siongˆ	 a+	 poˇ	 moˇ

作 肉 哩喲！ 有 想 阿 婆 無 ? 」
	 	 	 moˇ	 gidˆ	 giuˆ	 	 a+	 rhiˇ	 rha+ doˋ le+	 	 a+ me+	 tungˇ	 a+

　 　 無 幾 久 ， 阿 姨 也 到 咧 ， 阿 姆 同 阿
	 rhiˇ	 ziong+	 fungˇ	 bau+  kong+	 naiˆ	 him+	 sungˋ bun+	 nguaiˋ	 a+	 poˇ	 	 goˋ heuˋ

姨 將 紅 包 、 康 乃 馨 送 分 外 阿 婆 。 過 後 ，
	 taiˋ	 nginˇ	 to+	 shuˋ	 ha+	 pauˋ	 caˇ	 	 daˆ	 zhoiˋ	 guˆ	 	 nga+ nen ˏ	 seˋ	 nginˇ

大 人 在 樹 下 泡 茶 、 打 嘴 鼓 ； 吾 等 細 人  
	 sii+ to+	 vugˆ	 boiˋ	 gauˆ	 kongˋ	 nginˇ	 cimˇ	 	 biauˆ	 loˆ	 te+ zoˋ guiˆ zoˋ kiˋ

斯 在 屋 背 搞 囥 人 尋 ， 表 老 弟 做 鬼 做 去
	 mˇ	 dam+	 shu+	 rhangˇ	 	 vunˋ logˋ tiˋ	 neˇ	 ha+ kiˆ lui+ dui+

毋 擔 輸 贏 ， 搵 落 地 泥 下 起 擂 堆 。

	 	 	 nguaiˋ	 a+ gung+ konˋ	 doˆ	 sii+ hem+	 	 	 mˇ	 hoˆ	 goˋ	 gauˆ	 le+  

　 　 外 阿 公 看 著 斯 喊 ： 「 毋 好 過 搞 咧 ！
	shiuˆ	 seˆ	 seˆ	 a+	 leˇ	 	 ngibˋ	 loiˇ	 shidˋ gie+ lonˆ go+	 	 	 taiˋ	 ga+

手 洗 洗 啊 咧 ， 入 來 食 雞 卵 糕 。 」 大 家
	 sii+	 vuiˇ	 vaˆ	 loiˇ	 chongˋ go+	 	 zhugˆ	 a+	 poˇ	 mu+ cin+	 ziedˆ	 kuaiˋ logˋ

斯 圍 偎 來 唱 歌 ， 祝 阿 婆 母 親 節 快 樂 。  

注　釋

1. 轉妹家：回娘家。
2. 扐緊：抱著。
3. 作肉：長肉。
4. 無幾久：沒多久。
5. 囥人尋：捉迷藏。
6. 毋擔輸贏：輸不起。
7. 起擂堆：使性子。
8. 毋好過搞咧：別再玩了。
9. 入來：進來。
10. 圍偎來：走上前來。

43 44

單元名稱：家庭倫理

課　　次：第九課

	 跈阿姆轉妹家

教學時數：40分鐘×4

適用年級：五年級

課　　文 國語對譯

第九課  跈阿姆轉妹家
母親節，阿爸、阿姆帶吾等兩姊妹

轉妹家。
車到外阿婆屋面前，一落車，外阿

婆斯扐緊講：「恁久無看著，較作肉
哩喲！有想阿婆無?」

無幾久，阿姨也到咧，阿姆同阿姨
將紅包、康乃馨送分外阿婆。過後，大
人在樹下泡茶、打嘴鼓；吾等細人斯在
屋背後搞囥人尋，表老弟做鬼做去毋擔
輸贏，搵落地泥下起擂堆。

外阿公看著斯喊：「毋好過搞咧！
手洗洗啊咧，入來食雞卵糕。」大家斯
圍偎來唱歌，祝阿婆母親節快樂。

第九課  跟著媽媽回娘家
母親節那天，爸爸媽媽帶著我兩姐

妹回娘家。
到了外婆家門前，一下車，外婆就

抱著我說：「好久不見，長大啦！有想
外婆嗎？」 

過一會兒，阿姨也到了，媽媽和阿
姨將紅包、康乃馨送給外婆。之後，大
人們在樹下泡茶、話家常；小孩們就在
屋後玩起捉迷藏，表弟每次當鬼都捉不
到人，輸不起就躺在地上耍賴。

外公看了就對著孩子們喊：「不要
再玩啦！手洗一洗，進來吃蛋糕囉。」
大家就圍過來唱首歌，祝外婆母親節快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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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

	壹	 能了解課文內容並正確的朗讀課文。

	貳	 能了解本課客家語詞的意義和用法。

	參	 能了解與親人相處之道，朋友來往的人際關係。

	肆	 能體會父母對子女的關懷與愛護。

	伍	 能培養孝親尊親的情操。

	陸	 能養成運用客家語閱讀的興趣，並與他人一起討論的習慣。

	柒	 能從閱讀與討論中，領悟尊重與關懷的精神。

能力指標
1-3-1 能聽懂說話者所表達的情感與知識。
1-3-4 能聽辨客家語不同語氣和語調所表達的情緒和態度。
2-3-2 能使用標音符號，念出簡短的客家語文章。
2-3-3 能運用客家語完整的回答問題。
2-3-5 能用客家語與國語對譯簡易語詞。
3-3-1 能運用聲調符號標示所學之客家語調型。
3-3-4 能運用標音符號標示客家語語音。
4-3-1 能以客家語常用字詞，閱讀簡短課文和文章。
5-3-1 能寫出課本中常用的客家語詞。
5-3-2 能用客家常用語詞造句。

教學重點

	壹	 指導學生正確的朗讀課文。

	貳	  指導學生學習本課主要語詞：轉妹家、扐等、作肉、無幾久、過後囥人
尋、毋擔輸贏、起擂堆、毋好過搞咧、入來、雞卵糕、圍偎來。

	參	  指導學生轉、卵(-on)，嘴、妹、背(-oi)，扐、潑(-d)，祝、樂(-g)，尋、擔、
兼(-m)的正確發音。

	肆	  指導學生練習語詞辨識： 
一、 （擐緊/扐緊）
二、 （頭擺/過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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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轉妹家/轉屋家）
四、 （背後/面前）

課文大意
母親節時，姐妹相約回娘家，表達對母親的敬意，共享天倫之樂。

教學過程

壹	 【準備活動】

一、 課前準備：
(一)  教師：課文情境圖、教學CD、語詞卡。
(二)  學生：預習課文。
(三)  家長：協助子女預習本課課文及分享小時候回外婆家的情景。

二、 引起動機：請學生自由發表跟媽媽回外婆家的情景或趣事。

貳	 【發展活動】

一、 聆聽：引導學生專心聆聽教師或教學CD的念誦示範。
二、 範讀及跟讀：

(一)  教師範讀、全班跟讀、學生分組讀、個別讀、接讀。
(二)  語音練習：課本語詞語音練習。
(三)  加強發音困難的客家語語音練習：

1.  鼻音聲母：𠊎（ng-）。
2.  複韻母：嘴、妹、背（-oi）；轉、卵(-on)。
3.  鼻音韻尾：擔、尋、兼（-m）。
4.  入聲韻尾：屋、祝、樂（-g）；扐、潑(-d)。

三、 重要語詞解釋：      
教師簡單解釋語詞的意義，可用例句來輔助說明，也可請學生依語詞
造簡單的句子。
(一)  轉妹家：回娘家。

例： 逐年个年初二，會跈阿姆去轉妹家。
　　（每年的年初二，我都會跟媽媽回娘家。）

(二)  扐緊：抱著。
例： 一陣大風吹啊過來，佢遽遽扐緊大樹。
　　（一陣大風吹過來，他馬上抱著大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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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作肉：長肉。
例： 佢生來有忒瘦兜，係有較作肉兜斯較好看。
　　（他長得瘦了些，若多長一點肉就比較好看。）

(四)  無幾久：沒多久。
例： 𠊎正到無幾久，你斯來吔。
　　（我剛到沒多久，你就來了。）

(五)  囥人尋：捉迷藏。
例： 放學轉來過後，社區个細人，盡輒搞囥人尋。
　　（放學回來後，社區裡的小孩，最常玩捉迷藏。）

(六)  毋擔輸贏：輸不起。
例： 佢盡毋擔輸贏，因致得人惱。
　　（他每次都輸不起，所以討人厭。）

(七)  起擂堆：使性子。
例： 阿姆係無買東西分老弟食，佢斯起擂堆。
　　（媽媽若不買東西給弟弟吃，他就使性子。）

(八)  毋好過搞咧：別再玩了。
例： 斷烏哩喲，毋好過搞咧。
　　（天黑了，別再玩了。）

(九)  入來：進來。
例： 入來坐一下，等加下正去。
　　（進來坐一下，等一會兒才去。）

(十) 圍偎來：走上前來。
例： 這片有人變奇術，大家都圍偎來看。
　　（這邊有人變魔術，大家都走上前來看。）

四、 語詞遊戲：
比手畫腳 
(一)  利用課文語詞卡為題目，如：扐緊、唱歌、洗手、囥人尋、起擂

堆、搵落地泥下……等，放在講桌上，請學生上台抽題之後，利
用肢體語言表演，讓其他學生猜出答案。

(二)  可將學生分成兩組，採用分組競賽方式進行猜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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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課文深究：
(一)  內容深究

教師提問： 宜多採用開放形式，若學生以國語表達時，教師應引
導學生用客家語發表。

1.  教師問： 若外阿婆戴哪位?（吾外阿婆戴花蓮鳳林。）
2.  教師問： 若外阿婆屋家有恁多麼人?（有外阿公、外阿婆、阿

舅、舅姆同表兄弟姊妹。）
3.  教師問： 若等哪久時會跈阿姆轉妹家?仰脣去?（吾等年初二阿姆

坐火車轉妹家。）
4.  教師問： 外阿婆屋家有麼个好搞?（釣魚、放紙鷂、田項𤌍番

薯……）
(二)  形式深究

1.  讀看看  寫看看（配合課本練習一）
(1)  （zhon^ moiˋ ga+） （轉　妹　家）
(2)  （shidˋ gie+ lon^ go+） （食 雞 卵 糕）
(3)  （ledˋ gin^ oˇ nga

ˊ

 ） （扐 緊 嬰 兒）
(4)  （anˋ giu^ moˇ konˋ do^） （恁久無看著）

2.  讀看看  選看看（配合課本練習二）
(1)  外阿婆（◻擐緊　 扐緊）講：「有想阿婆無?」
(2)  食飯（◻頭擺　 過後）愛鑪牙齒。
(3)  年初二，阿姆帶去（ 轉妹家　◻轉屋家）。
(4)  佢變靚咧，企在吾（◻背後　 面前），都認毋出。

3.  選看看  讀看看（配合課本練習三）
①無幾久　②無看著　③作肉　
④擐緊　⑤扐緊　⑥無想著
　　下晝在公園，堵著當久無看著
个阿伯姆。佢（⑤扐緊）講：「恁
久（②無看著），有較（③作肉）哩
喲！」
　　過（①無幾久），吾同學也去公
園，兩儕搞到日頭落山，正轉屋家。

練 習 一  讀看看　寫看看

1.	（zhonˆ　moiˋ　ga+）	 （轉　妹　家）
2.	（shidˋ　gie+　lonˆ　go+）	 （　　　　　）
3.	（ledˋ　ginˆ　oˇ　nga ˏ）	 （　　　　　）
4.	（anˆ　giuˆ　moˇ　konˋ　doˆ）	 （　　　　　）

1.		
外阿婆（◻擐緊◻扐緊）
講：「有想阿婆無？」

2.		食飯（◻頭擺◻過後）
愛攄牙齒。

3.		年初二，阿姆帶去
　（◻轉妹家◻轉屋家）。

4.		佢變靚咧，企在吾
（◻背後◻面前），
都認毋出。

練 習 二  讀看看　 看看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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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綜合活動】

一、 看圖說故事：
(一)  教師分別揭示回娘家的圖片於黑板上，編號後予以說明圖片或照

片上所呈現的景觀和事物。
(二)  將學生分成若干組，各組成員輪流上台，就所抽中的圖片或照片

內容，做一分鐘的看圖說故事。
(三)  教師對學生所發表內容予以講評，表現優異者給予獎勵。

二、 統整練習
(一)  復習本課課文、及發音較困難的語詞。
(二)  復習和評量。

教材分析

壹	 【內容】

一、 描述母親節跟爸爸媽媽回外婆家時、外公和外婆對孫輩的疼愛。
二、 媽媽和阿姨送禮物向外婆祝賀母親節。
三、 大人暢敘、小孩嬉戲，大家在歡樂中度過佳節。

貳	 【形式】

一、 文體：記敘文。
二、 以散文體的方式，依時間的順序分四段敘述。
三、 先講事情的時間（母親節）地點（外婆家）及人物（爸爸、媽媽、姊

妹、外婆、阿姨），再以人物、事情的結合為描述重點，顯現出大
人、小孩和樂愉快的情景。

四、 最後以吃蛋糕化解小孩的爭執，在祝賀歌聲中歡樂結束。

參	 【語詞分析】

一、 詞彙差異對照表
大埔腔 四縣腔 南四縣腔 海陸腔 饒平腔 詔安腔 國語
轉妹家 轉妹家 轉妹/外家 轉外家 轉外家 轉外家 回娘家

扐緊/扐核 扐等 扐等 扐等 扐等 攙著 抱著

囥人尋 賭人尋 賭/㔷人尋 囥人尋/囥
尋仔 囥人尋 捉妖精/點

膨嬰 捉迷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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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腔 四縣腔 南四縣腔 海陸腔 饒平腔 詔安腔 國語
起擂堆/起

頓窟 打潑賴 打潑賴 打潑賴 打潑犁 裝樣 耍賴

毋擔輸贏 毋擔輸贏 毋擔/堪輸
贏 毋擔輸贏 毋擔輸贏 毋擔輸贏 輸不起

二、 分析
(一)  轉妹家：回娘家。也說「轉外家」。「妹家」是已婚女子的娘

家，以別於婚後所居住的夫家。
(二)  扐緊：抱著。與「揇緊」大同小異，但「扐石頭」是說「抱起石

頭」，「揇石頭」是說「抱著石頭」。
(三)  較作肉哩喲：長得比較胖了唷！哩喲，音lio+，「哩喲」二字合讀

為一音。較，有三音：
1.  音gauˋ，作動詞，計較。
2.  音gau^，作動詞，比較。
3.  音ka+，作副詞，如：較大、較高、較贏。

(四)  無幾久：沒多久。幾，有三音：
1.  音gid^，作副詞，如：幾大、幾長、幾好。
2.  音gi^，作形容詞，如：幾下擺、幾日、幾到。
3.  音gi+，解作將近，如：幾乎。

(五)  康乃馨：花卉名，是從英語“carnation”音譯而來的國語辭。
(六)  毋擔輸贏：輸不起。原意是「不能承擔輸或贏的結果」。此處

「輸贏」是偏義複詞，指「輸」方面。

肆	 【延伸詞彙】

一、詞彙差異對照表
大埔腔 四縣腔 南四縣腔 海陸腔 饒平腔 詔安腔 國語

搓牙齒/鑪牙齒 搓牙齒 搓牙齒 搓牙齒 搓牙齒 洗牙 刷牙

斷烏 斷烏 斷烏 斷烏 斷烏 天烏 天黑了

二、分析
(一)  搓牙齒：音coˋ ngaˇ chi^，刷牙。
(二)  企：音ki+，站立。
(三)  日頭：音ngid^ teuˇ，太陽。
(四)  落山：音logˋ san+，下山。
(五)  斷烏：音ton+ vu+，天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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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壹、教具：課文情境圖、教學CD、語詞卡。
貳、參考圖書

《國民小學鄉土語言教材客家語第三冊第六課》 2004 羅肇錦主編 苗栗縣
政府編印。

補充資料
壹、語文小辭典：

搵，有二音：
一、 音vunˋ，沾。如：搵浴（身體浸入水中浴洗）、搵豆油（沾醬

油）。
二、 音vud^，彎折。如：搵彎（扭彎）、搵斷（折斷）、搵鉛線（彎

折鐵絲）。
貳、傳統客家童謠：

羊哶哶   十八歲
坐火車   轉妹家
坐到哪   坐到梅樹下
兩斗米   打粢粑 
無糖好搵 搵泥沙

參、補充資料
一、 母親節的由來

　　正式將母親節視為一紀念人類母親的時刻，始於美國的安娜賈維
思女士（1864-1948）的倡導。
　　二十世紀初期起女性便極活躍於各種社會活動中，最重大的事件
即女性爭取投票參政權的運動。安娜女士便是在這種要求進步改革的
社會氛圍下成長於西維吉尼亞州的小鎮葛瑞佛頓（Grafton）。
　　1905年的五月，安娜的母親去世於費城。兩年後，安娜說服她母
親所屬的衛理教會，在她母親去世兩週年時（五月的第二個星期天）
為她舉行一個紀念儀式。儀式中，會場以安娜母親最喜愛的白色康乃
馨佈置用以代表母愛的甜美、純潔與永恆。演變至今，母親節的花朵
改以紅色康乃馨代表，而白色康乃馨則代表母親已去世。
　　之後，安娜展開投書運動，尋求支持，訂定一個全國性的母親節
日。這個運動的目的之一是想將她對母親的懷念，擴及為對所有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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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敬意，希望所有人能在母親在世時能及時表達她們對母親的愛與敬
意，並藉此加強家庭成員間的情感關係。另外一個目的則是成立一個
屬於女性的節日，特別是對女性作為母親這個身分對家庭貢獻所應受
到的重視。
　　經過安娜的努力，1910年西維吉尼亞州首先宣佈母親節為其公定
假日，此外，國際母親節協會於1912年十二月十二號成立，以倡導紀
念母親節的實質意義為目的。同年五月，眾議院一致通過決議，要求
美國總統率其內閣及所有政府官員在母親節時佩戴白色康乃馨。1914
年五月八日，國會通過附議案指定五月的第二個星期天為美國的母親
節日。決議中要求「政府機構及民房皆須掛上美國國旗，作為對全美
母親的愛與尊敬的公開性表示」。此決議經美國總統威爾森簽署同意
生效。
　　參考自http://forum.yam.org.tw/mday99/dic.htm母親節小辭典

二、 中國母親花的由來
　　在古老的中國，早就以萱草作為中國的母親花了。萱草是中國的
母親花，也是歷代文人常詠吟的題材，孟郊、蘇東坡都曾為它寫詩，
在在點出萱草在生活中的地位。
　　「萱草生堂階，遊子行天涯；慈母倚堂門，不見萱草花。」 
(唐‧孟郊‧遊子詩) 
　　「萱草雖微花，孤秀能自拔。亭亭亂葉中，一一芳心插。」
（宋‧ 蘇軾‧萱草）
　　萱草就是我們俗稱的「金針花」，又名「諼草」、「宜男草」、
「黃花菜」等，《說文》記載為「忘憂草」，《本草綱目》名之為
「療愁」。英文名字Day Lily有「一日百合」、「一日美人」之稱，暗
示了萱草花期的短暫。
　　萱草又名諼草，諼(ㄒㄩㄢ)就是忘的意思。《詩經﹒衛風﹒伯
兮》：「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朱熹注曰：「諼草，令人忘憂﹔
背，北堂也。」北堂是古代居室東廂房的後部，是主婦居處的地方，
因此古人便以「北堂」代稱「母親」。因為萱草比較喜歡陰濕的環
境，而北堂比較幽暗，所以適合種萱草。這句意思是說：到哪裡取得
萱草，好種在母親堂前，讓母親樂而忘憂呢？因此，古時候當遊子
要遠行他方時，就會先在北堂種萱草，藉此安慰母親，希望減輕母
親對孩子的思念，忘卻煩憂。母親住的北堂，因此又叫萱堂。《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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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萱草，食之令人好歡樂，忘憂思，故曰忘憂草。」《幽夢
影》中亦有：「寧為花中之萱草，毋為鳥中之杜鵑」的文句，杜鵑哀
啼多傷感，所以還是忘憂的萱草好。
　　萱草又叫做宜男草。傳說：「當婦女懷孕時，在胸前插上一枝萱
草花就會生男孩，故名宜男。」而萱草既可入藥，又可作菜餚，北方
人喚作黃花菜，台灣人、廣東人叫做「金針」，因它的花絲細長，形
狀如古時候的金針。
　　參考自http://163.21.26.21/mandarin/?p=1223中國母親節花：萱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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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課　拜祖公

 tiˋ shibˋ koˋ baiˋ zuˆ gung+

第 十 課  拜 祖 公

   ngˆ ngiedˋ ziedˆ  vugˆ ka+ oi+ baiˋ zuˆ gung+  daˆ zoˆ

　 　 五 月 節 ， 屋 家 愛 拜 祖 公 。 打 早 ，
 a+ me+ sii+ ziong+ sen+	 ngiˇ	 	 zungˋ  shuiˆ goˆ zhunˆ piˋ hoˆ sheˋ

阿 姆 斯 將 牲 儀 、 粽 、 水 果 準 備 好 勢 ，
 denˆ ziiˆ sun+ doˋ	 ceˇ	 	 a+ da+ zhang+ daiˋ taiˋ ga+ diamˆ hiong+	 	 tungˇ

等 子 孫 到 齊 ， 阿 爹 正 帶 大 家 點 香 ， 同
 zuˆ gung+ gongˆ  gim+ bi ˏ ngidˆ heˋ ngˆ ngiedˋ ziedˆ  ciangˆ zuˆ gung+	 loiˇ

祖 公 講 ， 今 晡 日 係 五 月 節 ， 請 祖 公 來
 liang+ shiuˋ sam+ sen+  goˆ ziuˆ  boˆ fuˋ ziiˆ sun+	 pinˇ	 on+ shunˋ siˋ

領 受 三 牲 、 果 酒 ， 保 護 子 孫 平 安 順 序 。
   goˋ heuˋ  a+ da+	 tungˇ	 taiˋ ga+	 gongˆ	 teuˇ	 baiˆ	 zuˆ	 sien+ ngiongˆ

　 　 過 後 ， 阿 爹 同 大 家 講 頭 擺 祖 先 仰
	shunˇ	 daˆ	 biangˋ zhang+ rhiu+ gim+ bi ˏ ngidˆ  oi+ giˋ dedˆ zuˆ gung+ gai+ en+

脣 打 拚 正 有 今 晡 日 ， 愛 記 得 祖 公 个 恩
 dedˆ

德 。
   diedˆ rhiu+ shinˋ gauˋ  gim+ sheu+ hoˆ  shiu+ hoˆ sen+	 ngiˇ	

　 　 跌 有 聖 筊 ， 金 燒 好 ， 收 好 牲 儀 ，
 taiˋ ga+ fan+ fan+ hiˆ hiˆ  goˋ rhidˆ gaiˋ iˋ rhiu+ rhiˋ ngiˋ gai+ ngˆ

大 家 歡 歡 喜 喜 ， 過 一 個 已 有 意 義 个 五
 ngiedˋ ziedˆ

月 節 。

注　釋

1. 拜祖公：祭拜祖先。
2. 準備好勢：準備妥當。
3. 領受：接受。
4. 三牲：三樣牲儀供品。 
5. 順序：順利。
6. 打拚：努力奮鬥。
7. 正有：才有。
8. 金燒好：燒過紙錢。

47 48

單元名稱：家庭倫理

課　　次：第十課

	 拜祖公

教學時數：40分鐘×4

適用年級：五年級

課　　文 國語對譯

第十課  拜祖公
五月節，屋家愛拜祖公。打早，

阿姆斯將牲儀、粽、水果準備好勢。
等子孫到齊，阿公正帶大家點香，
同祖公講，今晡日係五月節，請祖公
來領受三牲、果酒，保佑子孫平安順
序。

過後，阿爹同大家講頭擺祖先仰
脣打拚正有今晡日，愛記得祖公个恩
德。

跌有聖筊，金燒好，收好牲儀，
大家歡歡喜喜，過一個已有意義个五
月節。

第十課  祭拜祖先
端午節，家裡要祭拜祖先，一大

早，母親就將祭品、粽子、水果準備
妥當。等子孫到齊，祖父就帶大家點
香，向祖先說，今天是端午節，請祖
先來享用三牲、果酒，保佑子孫平安
順遂。

接著，祖父跟大家講從前祖先如
何奮鬥，才會有今天，要記得祖先的
恩德。

擲過聖筊，燒完紙錢，收好祭
品，大家高高興興，過一個很有意義
的端午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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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

	壹	 能了解本課課文大意。

	貳	 能用客家語正確念出課文。

	參	 能了解本課語詞的客家語意義及其用法。

	肆	 能學會如何將課文中的語句活用於日常生活中。

	伍	 能了解客家祭祖的儀式、意義與流程。

	陸	 能了解慎終追遠、傳承及感恩惜福的的情操。

能力指標
1-3-1 能聽懂說話者所表達的情感與知識。
1-3-7 能透過聆聽活動，欣賞並薪傳客家文化。
2-3-3 能運用客家語完整的回答問題。
3-3-4 能運用標音符號標示客家語語音。
4-3-1 能以客家語常用字詞，閱讀簡短課文和文章
5-3-1 能寫出課本中常用的客家語詞。
5-3-2 能用客家常用語詞造句。

教學重點

	壹	 指導學生了解祭祖的儀式、意義與流程。

	貳	 指導學生正確的朗讀課文。

	參	  指導學生學習本課主要語詞：五月節、拜祖公、牲儀、準備好勢、領受、
三牲、順序、打拚、正會、金燒好，並了解其意思與用法。

	肆	 指導學生下列語詞的客家語正確發音：五月節、牲儀。

課文大意
透過端午節祭祖的儀式，讓子孫懂得慎終追遠與感恩惜福。



111

第十課　拜祖公

教學過程

壹	 【準備活動】

一、 課前準備：
(一)  教師： 課文大字報、語詞卡、音標卡、課文情境圖、祖宗牌位、

三牲、果酒、粽子等圖卡。
(二)  學生：預習課文、並回想過年過節拜祖先的情形。 
(三)  家長：請家長用客家語向子女說明拜祖先的過程與意義。

二、 引起動機：
教師請學生發表拜祖先的經驗。
(一)  教師問：麼个節日愛拜祖公?（過年、五月節、八月半。）
(二)  教師問： 拜祖公該下，你會手做麼个?（點香、兜牲儀、燒金、

打紙炮、泡神茶等。）
(三)  教師問： 拜祖公愛準備麼个東西?（牲儀、水果、金香、紙炮、蠟

燭、酒等）

貳	 【發展活動】

一、 聆聽：引導學生專心聆聽教師或教學CD的念誦示範。
二、 範讀及跟讀：

(一)  教師範讀、全班跟讀、學生分組讀、個別讀、接讀。
(二)  語音練習：

1.  本課重要語詞：五月節、拜祖公、牲儀、準備好勢、領受、三
牲、順序、打拚、正有、金燒好。

2.  把以上重要語詞依全班跟讀、學生分組讀、個別讀之方式讓學生
練習，並善用閃示方法達到精熟程度。

三、 重要語詞解釋：
教師簡單解釋語詞的意義，也可讓學生依語詞造簡單的句子。
(一)  拜祖公：祭拜祖先。

例： 過年過節愛拜祖公。
　　（逢年過節要祭拜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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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準備好勢：準備妥當。
例： 牲儀準備好勢，正開始拜祖公。
　　（祭品準備妥當了，才開始祭祖先。）

(三)  領受：接受。
例： 這包等路係吾个誠意，請你領受。
　　（這包禮物是我的誠意，請你接受。）

(四)  三牲：三樣牲儀供品。
例： 五月節，阿奶準備三牲拜祖公。
　　（端午節，祖母準備三牲供品祭拜祖先）

(五)  順序：順利。
例： 阿爹請祖公、祖婆保佑子孫平安順序。
　　（祖父請祖先保佑子孫平安順利。）

(六)  打拚：努力奮鬥。
例： 後生人愛煞猛打拚，正會成功。
　　（年輕人要努力奮鬥，才會成功。）

(七)  正有：才會。
例： 愛多運動，正有康健个身體。
　　（要多運動，才會有健康的身體。）

(八)  金燒好：燒過紙錢。
例： 金燒好，斯使得收牲儀咧。
　　（燒過紙錢後，就可以收拾祭品了。）

四、 音標遊戲：
(一)  配合本課練習一加強音標教學。
(二)  把練習一的每個音標分成聲符及韻符兩部份，如ngiedˋ分成「ng」

和「iedˋ」、zied^ 分成「z」和「ied^」。
(三)  把全班分成若干組，每組皆發給練習一的聲符組及韻符組。
(四)  教師說「大風吹哩喲！」，學生回問「吹麼个？」
(五)  教師說「吹『ngiedˋ』字」，各組學生就迅速找到「ng」和

「iedˋ」，快速放到磁鐵板上（所有卡片都黏有磁鐵）。
(六)  最快正確黏好的那一組就得分，其他依此類推，完成練習一。
(七)  得分最多的那一組獲勝，教師給予口頭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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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語詞遊戲：
(一)  全班分成若干組。
(二)  教師將本課重要語詞卡用磁鐵黏貼到磁鐵板上。
(三)  教師發給各組第一人一把塑膠鎚子。
(四)  教師口念磁鐵板上任何一個語詞，各組第一人快速到磁鐵板找到

正確語詞槌一下，最先槌到者得分，依序輪流下去。
(五)  全部輪完，得分最多的那組獲勝，教師給予口頭獎勵。
(六)  最後全班共同把黑板上的語詞念一遍。

六、 課文深究：
(一)  內容深究

教師提問：
1.  教師問：課本項講，五月節拜祖公，點香進前愛做麼个？（將牲
儀、粽、果酒準備好勢，等子孫到齊，正點香。）

2.  教師問：除撇五月節以外，還有麼个節愛拜祖公？（還有過年、
正月半、清明、八月半、……。）

(二)  形式深究
1.  讀看看  選看看（配合課本練習二）
(1)  製作寬面閃示牌（用厚紙板）4面，正面分別寫上「正月

半」、「五月節」、「七月半」、「八月半」，背面則分別
寫上：
「元宵節——農曆正月十五」做燈籠、迎龍
「端午節——農曆五月初五」食粽、划龍船
「中元節——農曆七月十五」普渡、放水燈
「中秋節——農曆八月十五」拜月光、食柚

(2)  請學生先看正面試著回答，再翻到背面看答案是否正確。
(3)  等學生較熟練了，教師閃示的速度可越來越快，如此不但可

提升學生學習的興趣，也可提升學習的精熟度。
(三)  角色扮演：

1.  請兩位同學分別飾演祖父與母親，其他同學飾演子孫。
2.  飾演母親者，把用紙卡製作的牲儀、粽子、水果、酒等擺好，並
把紙卡做的祖宗牌位擺好。

3.  用小鐵罐裝米或沙子當香爐，飾演祖父的同學點香拜請祖先，並
請祖先保佑子孫平安順利，再用兩個十元硬幣當筊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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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讀看看  寫看看（配合課本練習一）
1.  ng^ ngiedˋ zied^  （五月節）
2.  zu^ gung+ paiˇ  （祖公牌）
3.  sen+ ngiˇ  （牲　儀）
4.  diam^ hiong+  （點　香）
5.  da^  zo^  （打　早）

(五)  讀看看  連看看（配合課本練習二）

八月半 ‧ ‧元宵節－農曆正月十五 ‧ ‧普渡、放水燈 
正月半 ‧ ‧端午節－農曆五月初五 ‧ ‧粽仔、划龍船
五月節 ‧ ‧中元節－農曆七月十五 ‧ ‧做燈籠、迎龍
七月半 ‧ ‧中秋節－農曆八月十五 ‧ ‧拜月光、食柚仔

(六)  讀看看  選看看 （配合課本練習三）
1.  五月節愛食（◻艾粄　 粽）。
2.  無論讀書抑做事，定著愛（ 打拚　◻打
粄）。

3.  阿姊考著大學，歸家人都當（◻喜歡　
歡喜）。

4.  拜神明个時節，跌有（◻笑筊　 聖筊）
正燒金。

(七)  選看看  讀看看（配合課本練習四）
①恁慢　②時間當久　③一張
④恁遽　⑤過無幾久　⑥保護
　　有一個細阿哥，買一臺新个機車，厥姆去廟項求（③一張）平
安符分佢戴。（⑤過無幾久），嗄發生車禍，厥姆怪神明無（⑥保
護）厥倈。
　　該暗晡，神明託夢同厥姆講：「莫怨！若倈騎都（④恁
遽），逐都逐毋著，愛仰脣保護佢？」

參	 【綜合活動】

一、 課文接讀：把全班分成甲乙兩組，接讀課文，甲組先讀第一句，乙組
接讀第二句，再交換次序讀第二遍。

二、 統整練習：

練 習 三  讀看看　 看看

1.	五月節愛食（◻艾粄◻粽）。

2.	無論讀書抑做事，定著愛（◻打拚◻打粄）。

3.	阿姊考著大學，歸家人都當（◻喜歡◻歡喜）。

4.	拜神明个時節，跌有（◻笑筊◻聖筊）正燒金。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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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全班同學排成兩排，分別命名甲乙（任意命名皆可）隊，甲隊每
人拿一張課文重要語詞卡，乙隊每人拿一張本課練習一的音標
卡。

(二)  教師口念任何一張卡片，學生要迅速把卡片舉起，正確者該隊得
一分，遊戲結束，得分最多的隊伍獲勝，教師給予獎勵。

(三)  活動結束，每位同學輪流舉起卡片，每舉一次，全班念一次。

教材分析

壹	 【內容】

一、 介紹端午節祭拜祖先的過程。
二、 提醒為人子孫該飲水思源，感念祖先德澤。

貳	 【形式】

文體：散文式記敘文。

參	 【語詞分析】

一、詞彙差異對照表
大埔腔 四縣腔 南四縣腔 海陸腔 饒平腔 詔安腔 國語

拜祖公/拜
阿公婆 拜阿公婆 拜阿公婆 拜阿公婆 拜阿公媽 拜公媽 祭祖先

二、 分析 
(一)  拜祖公：祭拜祖先是很重要的事。一年當中，從大年初一開始，

元宵節、清明節、端午節、中元節、中秋節、除夕等逢年過節一
定要備牲儀祭拜祖先。如果家族中有娶媳、嫁女、壽誕、衣錦還
鄉等也會祭拜祖先。

(二)  牲儀：用來祭拜神鬼的牲禮。廣義的牲儀，包括「豬羊」、「五
牲」、「三牲」。一般說牲儀是指三牲而言。「豬羊」用來祭
天、祭神，在重大祭典如地方上寺廟落成打醮、祭孔大典、神
明誕辰的祭典、人過世時的「行祭」等。準備「豬羊」時如沒有
羊，也有用鵝代用的。「五牲」是指用五種牲品所組成的祭品，
一般使用雞、鴨各一，一長條豬肉、魷魚一尾、豆腐干五塊等組
成，魷魚、豆腐干，可換成蛋或腐竹，也可用魚代替，只要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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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即可。「三牲」，就是用三種牲品組成，一般使用一隻雞或
鴨，一長條豬肉、魷魚一尾、豆腐干三塊。同樣的，魷魚、豆腐
干，可換成蛋或腐竹，也可用魚代替。另外，在使用「五牲」時
酒杯用五只，用「三牲」時，酒杯用三只。

(三)  聖筊：筊，是祭拜時與神鬼溝通的一種器具，客家語稱「聖
筊」。一般用竹根做成，取彎曲如牛角的竹根一分為二，再加修
整而成。現在大都用木頭雕刻而成。筊，有一對，各成陰陽兩
面。擲筊時，呈現一陰一陽時為「聖筊」，代表人向神鬼所祈求
的事，獲得應允；如呈現兩陰，叫「陰筊」，則代表所祈求的
事，不可行；如呈現兩陽，叫「笑筊」，代表所祈求的事，還不
圓滿，尚有缺失需要改善。

肆	 【音標辨識與分析】

一、 五月節（ng^ ngiedˋ zied^）：這三個字的音，都是客家語特有發音。
二、 點香（diam^ hiong+）：點，音diam^，此處是點燃、點火的意思。其他

尚有「點名」、「三點鐘」、「打點」、「點頭」、「一粒烏點」、
「缺點」、「點貨」等用法。另有一音diamˋ，是點播植物種籽，如
「點菜秧」等。

伍	 【延伸詞彙】

一、 詞彙差異對照表
大埔腔 四縣腔 南四縣腔 海陸腔 饒平腔 詔安腔 國語
莫怨 莫怨 莫怨 莫怨 莫怨 毋愛怨 不要埋怨我

恁緊/恁遽 恁遽 恁遽 恁遽 恁遽 恁緊 這麼快

二、 分析
(一)  普渡：音pu^ tuˋ，佛家用語，是說廣施法力救濟眾生。民間習俗在

每年農曆七月，寺廟與住家都會備辦各種用品、食物、紙錢，祭
拜孤魂野鬼，稱為普渡。

(二)  莫怨：音mogˋ rhenˋ ngaiˇ，不要埋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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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壹、 教具：課文大字報、語詞卡、音標卡、課文情境圖、祖宗牌位、三牲、果

酒、粽子等圖卡。
貳、社區資源

九房屋黃氏宗祠、下埔林氏宗祠、秋大人祭祀公業、土牛劉氏宗祠。
參、參考圖書

一、《客家舊禮俗》 1928 張祖基  崇正會影印版。
二、《中原禮俗實用範例專輯》 1973  謝樹新  中原‧苗友雜誌社。
三、《祭祀漫談》2008 姜義鎮編著 財團法人新竹生活美學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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