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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前言

語文是溝通的基石，而溝通之中最怕的

就是辭不達意，因此，語文教學就必須特別

注重文辭暢達的部份，在語文教學中，作文

教學是最直接也最具體的一種訓練，對於文

辭表達能力的培養，更是責無旁貸。

自廢除高中聯考，改以學生基本能力測

驗起，由於這類大考只考選擇題，不考任何

文句筆試或作文篇章，學生、老師、家長對

作文重視的程度減低，學生的作文能力也相

對下降。為提升學生作文的基本能力，喚起

大家對作文教學的重視，國中基測寫作測驗

今年首次納入升學採計，且增為「一年二

試」，不僅甄試、分發管道都將計分，寫作

更將列為基測同分考生的優先排序科目，對

國中生升學有相當大影響，各國中無不絞盡

腦汁訓練學生寫作，希望藉此提升學生寫作

能力。但在恢復寫作測驗的同時，我們發現

作文教學中對學生作文基本能力的培養更加

重要，許多中下程度的學生，連最基本的寫

作能力文辭暢達都有困難，更遑論擁有更高

深的作文技巧。

在教育現場的觀察，學生作文偏誤的情

形頗多，但單靠國語文教師的憑藉自己的語

感來批改學生作文，或是籠統的以「文句通

順」、「切合題旨」、「寫作認真」等評語

評改作文，對文句寫作能力不足的中、下程

度的學生而言，效果十分有限。以學習第二

語言來說，若學生只靠正面的語言材料，而

缺乏反面的語言材料，當他們接觸到錯誤的

語句時，是無法察覺這些語句是有錯誤的。

學習作文也是如此，學生不僅要從正面掌握

句子結構的規律，知道句子應該怎樣組織，

還應該從反面掌握句子結構的規律，知道句

子不應該怎樣組織。我們認為老師如果可以

結合實際教學的情況，把學生常犯的偏誤當

作分析的材料，甚至做成偏誤修改學習單，

讓學生自己找出偏誤進行修正，是可以收事

半功倍之效的。

由於受到「我手寫我口」、網路語言盛

行、學生作文訓練不足等因素的影響，許多

學生在文章中出現過度口語化的傾向，尤其

文章中過多的方言詞語，讓許多從事國語文

教學的老師們感到棘手，不知究竟該不該修

改。其實，方言土腔裡，不論是閩南方言、

客家方言、原住民語或各省方言，都有不少

富於表現力的語言成分，若使用得宜，在文

章中也頗有意思，有時甚至能增加親切活潑

的感受，但若在不考慮閱讀文章的人是否都

能明白方言的用法而任意使用的情形之下，

有時則會造成文章通順度的干擾。所以我們

期望經由作文方言偏誤分析，了解學生作文

的困難點，作文受方言詞彙影響，進而檢視

作文教學，提高作文教學的效能。

㆓、受方言影響的詞語

從語料中我們發現，中學生可能因為所

學國語詞彙有限，加上日常習慣以母語溝通

與思考，容易受閩南語影響而寫出閩南語中

的國語相似詞，他們或一時找不到能對譯的

詞語，或由於網路語言的流行，會直接將閩

南語以國語標音的方法直譯來使用，如學生

國㆗作文方言成分偏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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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中的「係啥密」即「是什麼」的意思。

其次，在「我手寫我口」的寫作原則之下，

學生也容易將其日常慣用的閩南語母語用

詞，參雜在作文之中。

本文歸類方言詞語的標準是參照姚榮松

（2000）的看法，認為從文字上帶有方言詞
的標誌，如詞頭「阿」，詞尾「仔」等，或

是有方言構詞特徵的詞，即屬方言詞語。另

外，姚榮松認為以漢字記錄的方言詞，要取

得國語音讀是不容易的，至少人們必須忘記

原來的方言讀音，才可能接受這樣的轉讀。

本研究亦以此作為方言詞語能否進入國語詞

語的判斷標準，在語料中若該詞必須以方言

發音才能明白其意義，即判定為方言詞語；

反之，若該詞雖從方言而來，但現今都以國

語讀音即可表意的詞語，則不列入方言詞語

的範圍之內。其次，若該詞以國語的語意上

來看，不足以表達該句的意思，而需以方言

的角度來思考的，亦列入方言詞語之中。

本文將方言詞語分為實詞及虛詞，以下

再依詞類分別說明，並將受方言影響的詞語

與國語的說法對照，以近行初步的描述與分

析。

（一）實詞

方言詞語在學生作文中十分普遍，可能

的原因是學生所學的國語詞彙有限，所以當

其寫作而遇到不知如何下筆時，熟悉的母語

方言詞彙可能就會影響其行文用詞。國中作

文方言成分中實詞的部分，以高雄市後勁國

中學生作文為分析素材，整理出名詞、量

詞、動詞、形容詞四類。

1.名詞
（1）*小時候阿媽（外婆或祖母）最疼我

了。（我的童年）

（2）*那時我阿祖（曾祖父）有一塊田，旁
邊還放了許多瓶瓶罐罐。（我的童年） 
在閩南語中有一種特有的構詞方式，就

是詞頭「阿」字與其他名詞結合成稱謂，即

在其親屬的稱謂前加上「阿」字，如例句（

1）中的「阿媽」，即國語中所指的祖母或
外祖母。又如例句（2）的「阿祖」，指的
是曾祖父的意思。由於這些稱謂詞非國語的

正常用法，須轉換成閩南語思考方能瞭解其

意思，所以除非為了達到添加鄉土色彩的目

的，否則不建議學生太多使用在作文中。 
2.量詞
（3）*有一台（一輛）機車衝過來，我就掛

彩了。（我的童年）

（4）*媽媽幫我用（夾）了一粒（一個）魚
丸要給我吃。（母親節）

例句（3）中的量詞「台」用來修飾機
車，非國語的用法，在閩南方言中，機車可

以稱為「一台」，但在國語中一般用「輛」

作車輛的單位詞；例句（4）中的量詞「
粒」用來修飾魚丸，在閩南方言中量詞「粒」

的使用範圍較廣，如「一粒魚丸」、「一粒

芭樂」、「一粒籃球」國語的用法，但在國

語中，「粒」作量詞指的是「似米粒大小的

單位」（周何，2000），故以魚丸的大小而
言，不應用「粒」作魚丸的量詞，量詞應改

用「個」。由於該詞非國語的正常用法，容

易造成理解上的誤差，須轉換成閩南語思考

方能瞭解其意思，為了使文章通順，宜作修

改。 
3.動詞
（5）*媽媽用（夾）了一粒（一個）魚丸給

我吃。（母親節）

（6）*我們就開始用（準備）東西去洗澡。
（難忘的旅程）

在國語中，動詞「用」的賓語一般表示

工具，如：「他用鑰匙開門。」但是，在國

中生作文裡出現了像例句（5）、（6）的用
法，使搭配的賓語範圍更加擴大。在這一類

句型中，「用」有「弄」的意思，甚至在例

句（5）中，「用」有「夾」的意思；而在
例句（6）中，「用」又有「準備」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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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該詞非國語的正常用法，須轉換成閩南

語思考方能瞭解其意思，為了使文章通順，

宜作修改。

（7）*學校的老師去講（商量）一下，看看
可不可以再表演一次。（難忘的旅程）

（8）*日子一久，別人就會很佩服她的包容
心，而不會再去說（批評）她。（讀

後心得）

例句（7）中的「講」作動詞用，若以
國語的角度來思考，無法完整表達其概念，

因為「講」在國語中，一般作名詞使用，指

「述說」、「教授」等意思；但若轉換成閩

南語來思考，則此句能明顯的表達出「商

量」的意思。由於該詞非國語的正常用法，

須轉換成閩南語思考方能瞭解其意思，為了

使文章通順，宜修改為「商量」。

例句（8）中「說」並非單純指「言
談」，若以國語的角度來思考，亦無法完整

表達整句的意思，但若轉換成閩南語來思考，

則此句能明顯的表達出「批評」的意思。由

於該詞非國語的正常用法，須轉換成閩南語

思考方能瞭解其意思，為了使文章通順，宜

作修改為「批評」。 
（9）*好險沒有被抓包（發現）。（被欺負時

該怎麼辦）

例句（9）中「抓包」當動詞用，指的
是「發現」、「人贓俱獲」的意思，須轉換

成閩南語發音、思考後方能明白，但若以國

語的角度則無法看懂，由於該詞非國語的正

常用法，須轉換成閩南語思考方能瞭解其意

思，為了使文章通順，宜修改為「發現」。 
（10）*我小時候是個愛哭愛跟（又愛跟著

大人）的小孩。（我的童年）

例句（10）中的「愛哭愛跟」就詞類而
言，是一個動詞，在閩南語中所要表達的是

「喜歡跟著大人走，不讓他跟又會哭鬧」的

意思，但在國語中並無相對應的說法。國中

學生用在作文中顯然是受到其閩南語母語的

影響，由於該詞非國語的正常用法，須轉換

成閩南語思考方能瞭解其意思，為了使文章

通順，宜作修改。 
（11）*我不由自主的感覺到，好像作水災（

淹水）了。（最難忘的一件事）

例句（11）的「作水災」當動詞用，在
方言中所要表達的意思是發生水災，國語相

對應的詞是「淹水」，但在程度上「作水

災」要比「淹水」來得嚴重些。由於該詞非

國語的正常用法，須轉換成閩南語思考方能

瞭解其意思，為了使文章通順，宜修改為「

淹水」。 
（12）*他還說要我幫他種錢（籌錢）。（

被欺負時該怎麼辦）

例句（12）的「種錢」（白話字一般寫
作「走从錢」，指「急切地奔走尋求金錢」

）。當動詞用，以國語來思考可能無法瞭解

其含意，但若轉換成閩南語方言來發音及思

考，則可知其意思為「為人奔走尋求金錢」

的意思，相當於國語中的「籌錢」，由於該

詞非國語的正常用法，須轉換成閩南語思考

方能瞭解其意思，為了使文章通順，宜修改

為「籌錢」。 
（13）*上一屆在波蘭，難得這次在台北，

我們當然也要去參一腳（參加）嘍。

（難忘的旅程）

例句（13）中的「參一腳」當動詞用，
以國語的角度思考，較無法理解其意義，但

若以閩南語思考，則可知其意思為「參加」、

「插一腿」或「分一杯羹」的意思，由於該

詞非國語的正常用法，須轉換成閩南語思考

方能瞭解其意思，為了使文章通順，宜修改

為「參加」。 
（14）*請你們不要學我，不然哪天你真的

會搥心肝（後悔莫及）喔。（我的

童年）

例句（14）中的「搥心肝」當動詞用，
以國語思考無法理解，並非表面之「敲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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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肝」的意思，而是必須轉換成閩南語來思

考，才能瞭解該詞的意思為「因後悔而痛

心、憤恨」，由於該詞不是國語的正常用法，

必須轉換成閩南語思考才能瞭解其意思，為

了使文章通順，宜修改為「後悔莫及」。 
4.形容詞
（15）*快畢業的時候不用上課，真是爽（

開心）啊！（最難忘的一件事）

「爽」在國語的語意是明朗的、暢快

的或豪邁不拘的（周何，2000），如「爽
朗」，一般不會單獨使用，但在閩南方言中

的用法則是表達內心的一種痛快之感，一般

是可以單獨使用的。「爽」字的國語相對應

的寫法可以是「開心」、「高興」等。由於

例句（15）「爽」需轉換成閩南語思考，才
能表達作者的意思，對不熟悉閩南方言的讀

者會造成溝通上的困擾，為了使文章通順，

宜修改為「開心」。 
（16）*我小時候長得有點古錐（可愛）、

耗呆（傻傻的）。（我的童年）

例句（16）中的「古錐」、「耗呆」（
白話字一般寫作「孝呆」，指「愚笨的人，

蠢材，呆貨」）。這兩個詞彙，若單純以國

語思考難以理解其義，但若轉換成閩南語發

音，則可理解其義為「可愛」、「傻傻的、

笨拙的、遲鈍的」的意思。由於該詞非國語

的正常用法，須轉換成閩南語思考方能瞭解

其意思，為了使文章通順，宜作修改。 
（17）*外公家門前有一個池塘，哥哥很白

目（故意唱反調、故意惹人生氣），

竟然把螃蟹放到池子裡。（我的童

年）

例句（17）中「白目」這個詞彙，與「
白」、「目」均無關係，若單純以國語來思

考，難以理解其意義，但若轉換成閩南語發

音，則可理解其義為「故意唱反調、故意惹

人生氣」，不過在國語中並無相對應的詞

彙，由於該詞非國語的正常用法，須轉換成

閩南語思考方能瞭解其意思，為了使文章通

順易懂，宜作修改。 
（18）*如果魚死了，哥哥就皮在癢（等著

挨打）了。（我的童年）

例句（18）中「皮在癢」這個詞並非指
皮膚有癢的感覺，故單純以國語來思考無法

理解其意義，但若轉換成閩南語發音來理

解，則可知該句的意思為「如果因為哥哥調

皮的行為，造成魚的死亡，就是哥哥自己在

討打了」，不過「皮在癢」這個詞在國語中

並無相對應的詞彙，由於該詞非國語的正常

用法，須轉換成閩南語思考方能瞭解其意

思，為了使文章通順易懂，宜作修改。

（19）*我和幾個人迷了路，還被教練罵到（
得）臭頭（狗血淋頭）。（難忘的旅

程）

例句（19）有兩個方言成分，第一，
「臭頭」這個詞並非指「頭有臭味」，如果

單純以國語來思考無法理解意義，但轉換成

閩南語發音來理解，就可以明白該句的意思

為「狗血淋頭」。第二，「罵到臭頭」是「

V+到+補語」，屬於受方言影響的語法，國
語一般寫作「V+得+補語」。由於「臭頭」
這個詞非國語的正常用法，須轉換成閩南語

思考方能瞭解其意思，為了使文章通順易

懂，宜作修改。

（20）*因為那時真的撐太久了，所以容易
軟手（手勁變弱）。（最難忘的一

件師）

 例句（20）中「軟手」這個詞並非指
「手很柔軟」，無法以國語的角度來理解，

但若轉換成閩南語發音來理解，就可以明白

「軟手」是指「手勁變得軟弱無力」的意

思，所以該句的意思指的是「因為撐得太久

而使手腳變得無力」，但在國語中並沒有相

對應的說法，由於「軟手」一詞不是國語的

正常用法，須轉換成閩南語思考方能瞭解其

意思，為了使文章通順易懂，宜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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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虛詞

國中作文中，除了出現方言成分的實

詞，虛詞的部分也受到方言的影響，本文整

理出副詞及助詞二類。

1.副詞
◎都

（21）*我小時候很愛哭，都（總是）喜歡
跟著媽媽。（我的童年）

「都」字在國語中作副詞用，《實用現

代漢語語法》所界定的「都」是表示範圍的

副詞，常用來總括它前面提到的人事物的全

部，即「都」字所限定的事物沒有例外的發

生。

國語中「都」字的用法很多，其中和動

貌有關的，一般表示習慣性和通常性，如：

「你平常都吃些什麼？」然而，但在國中生

作文裡，「都」字的使用有些微的不同，它

可以出現在動詞前，表達過去經常發生的狀

況。如例句（21）「我小時候很愛哭，都喜
歡跟著媽媽。」當中的「都」字，表示「過

去經常發生」，具有時間的封閉性，就現象

而言並非持續至今，只代表當時而非通時，

相當於國語的「總是」。由於「都」的這種

用法並非國語的正常用法，須轉換成閩南語

思考方能瞭解其意思，為了使文章通順易

懂，宜作修改。 
◎粉

（22）*我最近做了一件粉（很）瘋狂的事。
（我最難忘的事）

例句（22）中的「粉」作副詞，用來修
飾「瘋狂」。這種用法並不見於國語之中，

國語是用「很」作形容詞的修飾詞。至於學

生為何以「粉」作為「很」的替詞，原因可

能是老一輩的客家人說國語「很」與「粉」

發音十分相近，曾有不少媒體為製造趣味效

果，紛紛將「很」字發音為「粉」字，而網

路上亦流行此種用法，（網路盛行的今天，

拼法有誤，或是寫白字正是人們表現自我風

格的另一種形式， 譬如說，我們可以將「
這樣子／那樣子」寫成「醬子／釀子」，用

「素隨」代替「是誰」，其中原因，除注音

輸入法便於將同音異形字，甚至音相近的字

取代原來的字，也代表了網路語言使用，與

其說是一種書寫，其實更新接近口語的用

法，「粉丫／劣」之所以用來表示「很惡

劣」，就是「董月花」掀起的流行文化，將

客語腔調融入年輕人所使用的語言中。）故

學生受其影響而使用在作文之中。由於該詞

非國語的正常用法，須轉換成閩南語思考方

能瞭解其意思，為了使文章通順易懂，宜作

修改。 
◎不一定

（23）*你去做吧，不一定（說不定）會成
功呢！（讀書心得）

「不一定」在國語中作副詞用，一般出

現在動詞之前，表示不確定的情況，如：「

他不一定會來。」而閩南語的「不一定」的

用法與國語不同，閩南語的「不一定」一般

是指「可能……」、「說不定會……」。

在國中生作文中出現了一種以「不一

定」代替「說不定」的用法，表示「極有可

能」，如例句（23）的「不一定」意思即為
「可能成功」，由於在例句中的用法不同於

國語的用法，反而與閩南語的用法相似，必

須轉換成閩南語思考才能清楚瞭解其意思，

為了使文章通順易懂，宜作修改。 
2.助詞／助動詞
◎在

（24）*當時真的很丟臉，只有我一個人在
哭。（被欺負時怎麼辦）

（25）*回去以後就在整理東西了。（畢業
旅行）

國語的「在」可以作動詞、副詞、介詞

使用，作動詞一般表示存在或人事物所處的

位置，如「那本書還在」、「東西在桌上」；

當副詞使用在動詞之前，用一般表示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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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風在吼、馬在叫、黃河在咆哮」；當介

詞用，則可表示時間、處所、範圍、條件

等，如「我在下午三點到達」、「在黑板上

寫字」、「在工作中得到成就感」（呂叔

湘，1983）。
Teng（1974，1979）認為「在」是中文

教科書中唯一用來表示動作進行的結構，而

且只能與除了「坐／站躺／躲留／住」等動

詞以外的動作動詞搭配，表示持續時貌。鄭

良偉（1997）則認為在閩南語中，進行式動
詞前「 teh」或「有 teh」表達，如「伊有
teh讀冊。」在北京話中，句末助詞「來著」
或動詞後用「著」可用來表達同一範疇。

學生作文中出現「在」與動詞搭配的用

法，如例句（24）中「在」與動詞「哭」搭
配，如例句（25）中動作動詞「整理」與「
在」搭配，卻不表示進行的狀態。我們認同

Kubler（1985）及曾心怡（2002）所指，這
種「在」的用法是受到閩南語的影響，從語

料中歸納出台灣國語「在」有四個結構或功

能跟閩南語「teh」一樣：1.「時頻／有／
沒有+在+動作動詞」2.「在+變化動詞」3.
「在+狀態動詞」4.表示用途、目的。由於
這類「在」的用法非國語的正常用法，須轉

換成閩南語思考方能瞭解其意思，為了使文

章通順易懂，宜作修改。 
◎會

（26）*夢到了小時候的事，睡到都會笑。
（我的童年）

（27）*這是一本很感人的書，讓人看到會
哭。（讀書心得）

「會」在國語中可作「動詞」用，意思

是熟習、通曉，可接名詞賓語，如「他會英

語」；「會」當「助動詞」，有「懂得」、

「善於」做某事以及「有可能」的意思，如

「他會唱這首歌」、「沒想到會那麼順利」

（呂叔湘，1983）。
在學生作文中出現「會」作助動詞表示

可能性的用法，如例句（26），意思是作夢
夢到小時候的事，可能嘴角都會帶著笑意；

例句（27）的意思是指這本書很感人，看的
人都可能會流淚。 Kubler（1985）認為這種
「會」的用法在台灣用得越來越頻繁，主要

是受到閩南語的影響，Cheng（1985）認為
台語的助詞比北京普通話多，而且在正反問

句中，北京話傾向於使用動詞或形容詞，但

台語需要助動詞來否定、題問、回答，而台

灣國語受到台語的影響，也傾向使用助動

詞。Teng （1980）指出國語的「會」主要
表示能力，次常用的才是表示「可能性」，

可是閩南語的「e／be」最常用來表示可能
性，能與動作、狀態及變化動詞搭配，如「

e寫／會寫；e iao／會餓；e破／會破」。台
灣國語的「會」受到閩南語的影響，出現了

「會+動詞」表示可能性的用法，而學生作
文由於受到母語習慣及日常口語的影響，也

出現了這種寫法，由於這類「會」的用法非

國語的正常用法，須轉換成閩南語思考方能

瞭解其意思，為了使文章通順易懂，宜作

修改。

Cheng（1981）曾對華語和閩南語的語
料和詞項作量的比較，他指出與實詞比較起

來，虛詞易隨時間而變化，但不易移借。換

句話說，虛詞的變化主要是內部的發展，而

不是借用吸收的結果。而實詞則非常易於移

借和替代。這說明了為何學生作文中出現受

方言影響的實詞遠多於虛詞，更顯示了學生

在「我手寫我口」的原則之下，將自己的日

常母語詞彙寫進了作文中的情形。

㆔、對國㆗作文教㈻的建議

究竟這些受方言影響的句子應該全面接

受或是部分修改呢？教師們很難獲得一個解

答，有鑑於此，我們提出幾點意見，來探討

作文中方言成分的接受度，並提出教學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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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使用方言詞語之前，應先考慮

需不需要與適不適用，有時在國語中已經有

足以表達文意的詞語，就不必使用方言的說

法，例如：「雞皮疙瘩」的國語含意已十分

清楚，不需要在文章中用閩南方言「雞母皮」

來取代。

（二）有些詞語已經由方言詞進入國語

的書面語之中，在使用上較不受限制，如「

阿兵哥」雖為閩南方言詞，但所代表的意涵

已眾所周知，在使用上較無顧慮。有些詞語

若必須以方言發音才能瞭解，建議學生在作

文時應加以說明，或是以「」標記作為區分。

（三）一般而言，方言詞語用在敘述性

或者鄉土性的文章較為合適，特別是使用在

為了增加效果而寫出的對話中；但為了語氣

的簡潔有力，除非學生是有意識的使用閩南

語的「俚語」、「俗語」作為印證，一般而

言太口語化或方言化的句子較不適合議論型

的文章。

（四）如果在國語中沒有相對應的說

法，而方言詞語卻能表達出較為細緻的情緒

或意義，則不妨使用方言詞語，可以使文章

更生動、更生活化。

我們認為，提供學生在作文中容易掌握

的規則，對作文能力的增進，有事半功倍之

效，故本文嘗試歸納分析學生實際在書面語

言學習上經常產生的方言成分偏誤現象，並

進一步提供作文教學上的建議。其目的除了

促進學生語言的規範外，更期盼能減輕學生

學習的負擔，讓學生容易掌握語言規律，改

善作文偏誤現象，以提高學生寫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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