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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音芋守司乞孝定垮邑及教咋:才言支音七

沈淑美

 一、前言

 筆者教學的十二年生涯中，有六年是搪任低年級的級任導師，有

 三年在陽明山國小擠任資源班教師。從學習輔導過程中，深深覺得注

 音符號的重要。未學好注音符號的小朋友，不僅在閱讚與理解上遭遇

 極大的困難，間接也影響到智能性學科的學習，甚至於造成學習生涯

像滾雪球般的稻重難返^

 特別在陽明山國小資源班的教學工作期間，由於學區內有不少兒

 童，常常因為父母親忙於經濟生活和缺乏友伴的情況下，文化刺激很

 貧乏，以致於有學習遲緩的現象。被引介到資源教室的個案，不但不

 認識注音符號，連基本的語言表達也不太清楚。在長期和這群孩子互

 動後，筆者廣集資料和統整理念，試著編擬一套注音符號教材，希望

 讓文化不利兒童能很自然的進入注音符號的世界，期盼由此能幫助他

 們打好學習的基石。

 二、文化不利兒童在學習上的特徵

 所謂「文化不利兒童」係泛指家庭或其生活環境的背景不良，對

 於學校教育沒有獲得適當的學習準備的兒童而言。一般說來，包括:

 低社經地位家庭的兒童、少數群體(如:山區原住民)的兒童或者那

 些和文化主流隔離的偏遠地區兒童等。根據筆者所做的學習狀況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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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家庭訪視，陽明山國小的此類兒童以低社經地位家庭為主要因素。

 一個處於文化不利的兒童，在發展期間所受到的文化剝奪，據學

 者分析， 主要有以下諸端的「不利」因素:

 (-)學習準備的不利:這些兒童由於早期生活經驗不足，以致

 缺乏學習準備所必須的經驗背景，進而造成學習上的困難與挫折。

 (二)語言發展的不利:這類兒童，語言發展較落後，不太能應

 用抽象或複雜的語彙表達情意，語言了解能力也差一些，而學校所傳

 授的語言是所謂正規語言，較為繁複，多采多姿且嚴謹，加上語言和

 思考有密切關係，間接使他們思考發展受到阻礙。

(三)學習心理的不利:由於文化不利兒童在學習過程中較易受

 挫折，於是造成「抱負水準」較低，有期待失敗和畏避困難的心理傾

 向，這對學習產生了負面的影饗。

 (四)學習環境的不利:這類兒童的家庭常缺乏該書場所，放學

 後無人指導或監督學習，也缺乏教育刺激和良好楷模，加上補充讚物

 常付闕如，自然就處於不利的學習地位。

 (五)感情的不利:這是相當重要的一點，因為兒童需有人關懷

 他的學習，並適時給予增強。文化不利兒童的父母常較不重視教育，

 對子女學習不太儡心，加上親子活動與時間亦少，於是親子關係較疏

 遠，兒童也缺乏安全感，相對造成學習動機不強，成就動機低落。

 由以上分析，我們在引導他們學習時不能不重視這些不利因素，

 而適時適切的給予正面有意義的引導。

 三、教材編輯的原則

 針對文化不利兒童的眾多不利因素，又鑑於注音符號的學習是

 重要的「啟蒙教育」之一，個人擬出了以下的編輯原則:

 (一)採用編序式的編輯原則，並強調生活化，具體化的聯結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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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方式設計教材。

 (^)每單元均以簡短的兒歌引出學習興趣，兒歌的編寫以能發

 出本單元所要學習的符號的音名(或元音j為主，並注意到生動活潑，

 例如「< P土叫一」引出「弋」「叫」的音名，「一，《亡、

 一，《亡、丁一么、T一T r」引出「一」的音和「丁」的音名。

 (三)每單元所要學習的符號儘量具體化，肆符儘量選用與其同

 音名或近似音的語詞來教學。如叫一+叫、勺乙—^‧勺，並配合圃片，

 以幫助兒童聯結記憶，韻母部分也是用同樣原則，如「弓」丁一弓戶

 2^^^弓、弋一、「亡，」—^^亡。

 (四)每單元都利用圃片來幫助拼音，將拼音由具體化再進而符

 號化一即精熟看圃拼音後，再要求看符號直接拼談。

 (五)直接拼讚時，給予提示日常生活上與該音有關聯的語詞，

 例如拼「弋一、」的，給予提示這是汽車的「弋一、」。

 (六)為使兒童對聲調有一完整的概念，聲調教學採四擊同時教

 學。因此每單元的看圃拼音部分，都是按四聾順序排列，直接拼讚部

 分亦包含四聾的練習。至於輕聲，因其不能照四聲的聲調來說或講所

 以另成一單元練習。

 (七)兒歌的編寫及拼音進度都採累進式，以便能復習學過的教

 材。

 (八)拼音爾片的取材，儘量以兒童日常生活申較熟悉的名詞或

 動詞為主。

 (九)為配合繫符的音名所使用的韻及兒歌的內容，本教材打破

 按「勺、女、口、仁…」順序編輯的傳統，但編輯的也儘量將不容易

 分辨的音編在同一單元，如「咀下」「坪十」「乃力」「弓上」「廿

 人」。無法做到的則在第二個注音出現時，再重覆出現已教過的注音。

?47-



 ( + )將結合韻母當成一個韻的單位，化參拼為兩拼，但仍先學

 雙拼，再學聾符與結合韻母拼音部分，循序漸進，涵蓋大部分的聲、

 韻組合， 後達到能應用注音符號進行直接拼音及幫助閱讚。

 四、使用方法

本教材使用的要領及方式有以下的注意要點:

 (^^)使用本教材，需配合兒歌的律動，兒歌故事卡、圖片、語

 、注音符號卡、互相搭配，使整個教學過程活潑生動。

 (二) -開始教兒歌的目的主要在引起學習動機，及練習發音，

 ;要求兒童要完全會背。

 (三)教學的步驟: 1．兒歌(引起學習動機) ; 2．看圃認語詞;

 3．看圃認符號; 4．直接認符號; 5．習寫符號; 6．看圃拼音; 7．看符號

 拼音; 8．習寫拼音; 9．閱讚兒歌。整個教學過程儘量以遊戲方式完成。

 而且可以適應個別差異重新調整教學步驟。

 (四)教學繫符時必須強調類似「叫」的音名與「^-」同音的

 情況，但並不相等，前者為符號，後者為拼音。

 (五)習寫符號時，可引導小朋友用不同的顏色區分筆畫，當兒

 童學會讚寫某個符號時，可讓他在幫助聯結記億的圃片上著色，'除了

 鼓勵，也可做為評量參考。

 (六)教學拼音時，應將鍵調當做韻的一部分，需強調調號要隨

 著韻母同時唸出。

 (七)勺大口口的聯結記憶語彙用的韻母為「乙」，與勺大口口

 音名的韻母「乙」不同，教學時請特別指出「乙」與「亡」的嘴形不

 同，以便指導小朋友能發出正確的音名。

 (八)教三拼時，需強調結合韻母是一個韻的單位，需同時讚出，

 如「叫」「一丫」^^一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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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注音符號是一種很抽象的符號，對於智商較低的小孩，老

 師應該儘量提供具體化的圖片或語彙來幫助。

 (H^)對於要採傳統的注音符號教學法或科學化的直接拼讓教學

 法，筆者認為應視個別差異而定，沒有任何一項教學法是絕對好或不

 好，端看是否適用個別的小孩。

 五、教學的賀擦過程示例

 注音符號是一種非常抽象的符號，因此在整個學習過程中。為使

 小朋友維持某種程度的學習意願，一定要配合兒歌的律動、兒歌故事

 卡、國片、語詞卡、注音符號卡，彼此互相搭配。以遊戲的方式呈現。

 並適時的給予鼓勵，才能使整個教學過程生動活潑，讓小朋友學習興

 趣高昂，以下就整個教學過程舉例簡略說明如下:

(一)注音符號教學前的準備工作

 學習者能靈活的控制舌頭和口腔，並配合氣流的運作才能發出正

 確的音。因此在開始教學發音前，要讓小朋友先練習吹氣，並感覺氣

 流，舌頭運動和嘴形的變化，這樣不但可提高兒童的學習興緻，並且

 幫助他們發出更準確的音，這方面的材料已介紹過者相當多，此處暫

 不引介。

(二)符號的教學

 雖然大多數的小朋友在還沒學注音符號以前便已能發出音來，但

 是如何讓他們看到某個符號即正確發出該符號的音，卻是初教注音符

 號者 大的挑戰，以下僅就筆者個人教學經驗略述於后

兒歌:弋一生叫一

 只弓"一只v     ^^^

 一"。下力尤口丫"弋一，

 一，?亡、一，《亡、丁一玄、丁一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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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

 ]．符號:叫弋丁一

 2．聲調:一一，一"一、

 3．拼音:叫弋丁與「一一，一"一、」四盤的併者

(二)教學過程:

 1．出現雞的圃片間小朋友這是什麼?

 2．出現兒歌故事卡並邊間邊引導，等小朋友正確合出再問下一題。

問題: (1)這兒有幾隻雞?

(2)這些雞在做什麼?

(3)他們玩什麼遊戲?

(4)玩得怎麼樣?

 3．教師領讚兒歌，此時若發音錯誤，就要不斷的糾正，可以採用

 齊讚、輪讚，直到兒童能正確發音並琅琅上口。

 屯接著出現「衣服」、「雞，、「西瓜」、「七個蘋果，的圃片，

 讓兒童一一確認內容後，再出現配對的語詞卡，引導兒童玩配

 對遊戲。

 5．出現一、叫、弋、T的注音符號卡。與「^^^，」、「中一」

 「弋一」「丁一《只丫」的語詞卡配對，接著引夥兒童利用圖

 片進行符號的聯結記憶，如「衣服」—^ —「雞」^Wq、「西瓜」

 -^T、「七個蘋果」+弋。

 6．能正確認讓符號後，便可以習寫符號，教師先引導小朋友利用

 顏色來區分筆露，再用鉛筆習寫。探分散練習法習寫，一次只

 要寫幾個即可，建議小朋友邊寫遽讚。(必要時，字可以影印

 放大)。

 7．確定小朋友已學會，，可讓他們在幫助聯結記億的閡片上著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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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調的練習，其練習方式有(1)順序練習如一一，一"一、。

 (2)同調練習如「廿，人，」(3)調換練習如「廿，人"廿、

 人」。

 3．直拼練習部分可做為評童用。

(四)拼音的教學

 對於智商較高的小孩，不論是採用傳統的「正則拼音法」或科學

 化的「直拼法」他們都可以理解並學會，但對某些少數人而言，雖然

 學會了符號卻無法拼出音來，因此筆者透過故事及圃片來幫助這些受

 挫折的兒童。

 1．先透過教事讓小朋友了解拼音的意議。

 有一天「q」「弋」「T」跑胎躺在樹下休息，他想嚇他們一跳，

 因此就從樹上往下跳，一跳跳到「一」的身上，結果發出一聲很大聲

 的「<-」音來，嘆^這不是「<-土叫一」的「<-」嗎?

 「弋」縷縷往「一，」的身上跳，接著發出「弋一，」的音來，嘿，

 這不是「弋一，．下」(棋子^的「弋一，」嗎?再往「一"」的

 身上跳，哈^是「弋一"力升，」的「弋一"」， 後跳到「一、」

 的身上，是「<-、并亡」的「弋一、」，真是有趣極了^小朋友

 你也一起來玩，好嗎?  (師生互動學習)   (故事繼繽)於是「K」先

 生高興的請「q」和「丁」也來試試看，小朋友，你知道四胞胎將各

 自發出什麼聲音嗎?   (請小朋友發音，對，即給予社會性增強;不對

 則即時修正，直到對為止。)

 後配合圖片卡和小朋友討論q、弋、丁、一是符號，叫一」

 「弋一」、「丁一」是拼音的辨別。

 2．小朋友知道拼音意義後，讓小朋友練習看圃拼音。

 3．熟練看圃拼音後，就可以嘗試直接拼讚，剛開始練習時，當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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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資鼓勵，同時可做為教師評量參考。

(三)聲調的教學

 四聲的分辨，對許多兒童來說，也是很困難的。因此教學時，筆

 者透過「四胞胎的故事」和聲調簡表來幫助小朋友了解四聲的調號及

 其調值，現以教學「一」來說明:

 「一」媽媽大肚子了，肚子愈來愈大，有一天她突然覺得肚于好

 痛，好痛，唉暗^唉晴^…痛得都昏過去了。當她醒來時，看見有四

 個一模一樣的小「一」躺在她身旁(這時教師邊說邊在黑板上寫四個

 「一」排開)，她嚇一跳趕快坐起來，左看看、右瞧瞧，。

 哇^四個完全一樣，我要怎麼來分辨他們呢?隨著四個寶寶長大，

 她開始覺得很煩惱，想了好久，她終於笑起來了。你猜^怎麼啦?原

 來她找到他們也有不同的地方。那裡不同呢? (教師邊講邊把調號用

 不同顏色補上)老大 像媽媽也喜歡把手放在背後，因此「一」媽媽

 想:就把我的名字給她好了，叫她「一」聲音平平的，從頭到尾都不

 變。老二喜歡把手舉得高高的，就把我的名字的聲音拉高叫她「一，」

 好了。老三喜歡把手彎曲著玩，就叫她「一"」，先把聲音往下降再

 拉高。老四老把手往下放，就叫她「一、」，聲音往下降，啊^真是

 太棒了，她們的名字都很像，只是聲音高低不一樣而已。我只要看到

 她們的手怎麼擺，就能分辨出那是老幾叫什麼名字。我真是很聰明呢^

 「一」媽媽又叫又跳高興得不得了，小朋友你能不能像「一」媽媽一

 樣很快就分辨出這「四胞胎」呢?讓我們來試試看好不好? (此時請

 配合黑板或聲調卡和小朋友互動)。

附帶說明:

 1．四胞胎的故事可類化到每一個韻母的教學上。

 2．每單元圃片拼音部分都特別將韻母四聲標出，目的在利用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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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拼出一個「音」後，教師宜提示一個與此音有關的語詞，

 便能和生活用語或閱讚語詞做聯結練習及類化。

 本套注音符號教材， 適當的教法是每一單元。依照兒歌4符號

 —^拼音+兒歌的順序教學。然而也可以視兒童的個別差異改變順序;

 至於拼音部份，採用傳統的正則拼音法或直接拼音法，只要適用於兒

 童的學習方式，才是 主要的。

 六、展望

 「萬丈高樓平地起」，對文化不利兒童甚至大多數兒童而言，啟

 蒙教育的重要性不言可喻，而注音符號更是兒童進入正規學習領域的

 敲門磚，學注音符號的成效不僅對於其往後學習有決定性的影響，對

 兒童學習心理更有積極的作用，尤其是自信心和學習意願方面。筆者

 側身資源教室工作，有鑑於此，期望對這些孩子有所助益，是以編擬

 此套教材。根據筆者實地教學發現，它不僅可以幫助文化不利兒童在

 注音符號方面的學習，對於那些在注音符號方面學習方式及類型特殊

 或不適應的小朋友，亦效果良好。野人獻曝，但願此教材能幫助更多

 的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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