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輯要旨

福州語教師手冊 第二冊（一下） 編輯要旨

一、本書依據民國八十九年九月教育部公佈之「國民中

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連江縣鄉土語言教學

推動小組訂定之「連江縣福州語文課程綱要」，福州

語課本第二冊編輯而成，提供教師參考之用。

二、本書有三課一複習，各課內容依序為：教學目標、

教學時間、教學準備、教材分析、教學活動、補充

資料。

三、各課教師手冊包括：

（一）教學重點：包括知識、技能與情意的三大

目標。

（二）教學時間：每課教學時間為四００分鐘，

總複習教學時間為八０分鐘。

（三）教學準備：詳列課前教師（及學生）應有

的準備，如ＣＤ、錄音(影)帶或

相關的圖片及掛圖．

（四）教材分析︰說明文體 、詞彙解釋及句型。

（五）教學活動：暖身活動、語文遊戲、說話練

習、聽力練習、情境對話、歌

謠吟唱、延伸活動等活動設計

，提供教師參考採擇。

（六）補充資料：提供歌謠與國語的對譯，語詞

注釋與賞析、俗諺與謎語，供

教學參考。

四、本書課文及語詞音標，採國語注音符號與國際音標

系統並陳。標音僅供教師參考，毋需設計拼音教學

活動。

五、相關附錄

1.教學參考書目 2.辭典類 3.傳統文獻

六、本書如有疏漏之處，敬請全體教師不吝指正，並提

供教經驗，俾作修正時參考。

（傳真：0836-23162  中正國中小：連江縣鄉土語言教學推動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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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本文旨在綱要說明本教材第二冊之設計及使用方法，有關教

材設計理念及實際教學程序，詳見教師手冊各課內文。

二、 教材設計

（一）全冊三課一複習，各課內容設計，配合小學一年級學生之智

能及語言發展。

（二）每一學年朝六大方向編寫教材：家庭篇、學校篇、自然篇、

動物篇、鄉土篇、節慶篇。

三、 教材編寫原則

（一）注重生活化，以學生實際生活經驗為主，使其獲得生活中運用的

知識及能力。

（二）注重趣味性，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使其樂於學習。

（三）注重「聽」及「說」基本能力的培養，以及簡單的句型練習。

（四）寓教於樂，以活動、遊戲的方式引導教學，使學生在輕鬆愉快的

情境中習。

（五）每課編入一首歌謠，豐富課文的變化性。

四、 課文內容說明

（一）課 文：口語化、趣味性高，學生誦讀易琅琅上口，並在不

知不覺中熟悉福州語的語音、聲調、語詞、語句

及篇章結構等。

（二）練 習：每課都附有新詞、語詞練習、句型練習（對話、接

龍造句、模仿造句⋯⋯）等，以培養學生聽、說

的基本能力。

（三）唱小歌：每課附有與課文主題相關之創作或傳統歌謠，使學

生在有趣的歌謠吟誦中，領略福州語聲韻的優

美。

（四）總複習：綜合全冊三課的課文、語詞，做聽語說的綜合練

習，提升學生口語表達的能力。

五、 教師手冊說明

本教材的教師手冊，除解釋各課課文內容、詞彙外，對練

習、活動之進行方式，均有詳盡說明。另有補充資料，針對各課

歌謠做特別說明，以增進教師對福州地區鄉土民情的了解。

教材與教法分析

教
材
與
教
法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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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教法說明

（一）營造自然的學習環境：學習語言最好的方法是在自然的情況

下，聽到他人談話，進而理解其意

義，並能主動參與對話。在教室裡，

教師應該儘量創造自然的語言使用環

境。本教材不以音韻系統為導向，而

是以生活需要進行自然的談話。

（二）採用直接教學法：在課堂裡儘量使用福州話，少用國語 ，是

引導學生學會福州話的主要關鍵。

（三）突破單向灌輸的模式：教師與學生宜透過情境對話的活動 、

雙向互動的學習，讓學生從活動中學

習。

（四）採用擴展式協同教學法：由教師與教師之協同教學擴展到教

師與家長、教師與其他社區資源人

士等之協同教學。

（五）善用遊戲教學法：遊戲教學最能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教師

善用遊戲教學法，必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教

學效果。

（六）給予適當的獎勵：在教學活動中，對於學生良好的表現，能

給予適當的獎勵，是一種肯定與鼓勵，

激發學生對語文的喜愛。

（七）善用多媒體：教學實施應配合教學目標，運用多媒體與最新

資訊科技，豐富教學活動的內涵。

七、 結語

課文只是一個「引子」，除了課文提供的資料以外，如果時間許

可，相關的詞彙、句型不妨儘量補充；當然，須視學生程度彈性調

整，以免學生無法吸收。最重要的是，課堂上要提供一個輕鬆愉快

的學習空間，讓學生可以在沒有壓力的環境中使用福州語，並讓每

一個學生都有機會開口練習。所以請教師和學生在福州語的課堂

上，儘量的吟唱、大聲的說、活潑的玩遊戲，同時別忘了鼓勵學

生，回家以後，盡可能使用福州語和家人、親友交談，讓他們自然

而然習慣兩種語言，覺得學習福州語是一件快樂的事。希望在不久

的將來，馬祖的小孩，都能流利的說出家鄉的話。

教
材
與
教
法
分
析



福
州
方
言
概
述

6

閩語是漢語的主要方言之一，通行于福建省、台灣省、海南省

大部分地區以及廣東省東部的潮汕地區。就福建省境內而言，閩語

可劃分為六個方言區：

（1）以廈門話為代表的閩南方言。

（2）以福州話為代表的閩東方言。

（3）以莆田話為代表的莆仙方言。

（4）以建歐話為代表的閩北方言。

（5）以永安話為代表的閩中方言。

（6）以邵武話為代表的邵將方言。

就使用人數及流行區域來說，閩語應首推閩南、閩東兩大方

言。閩東方言流行的範圍不及閩南方言廣闊，使用人口也相對少

些。而且，閩東方言內部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缺乏閩南方言那種

比較廣泛的一致性。

在福建省境內，閩東方言區包括18各縣市，根據方言內部的主

要特徵，又可劃分為南北兩區。北區7縣市以福安話為代表，南區包

括福州、閩侯、長樂、連江、羅源、古田、屏南、閩清、永泰、福

清、平潭11各縣市，以福州話為代表。民間把這一片方言稱作『福州

語系』或統稱為『福州話』，閩東南北兩區差異頗大，彼此交談用當

地話有困難，然北區各縣市人也多聽懂福州話。

緣於歷史發展及地理位置，馬祖現今隸屬連江縣，早期地區人

口多為福建沿海移民而來，大部分共通的方言即為福州話。因祖籍

的不同，各村莊方言存有些許語調上的差異，但不致造成溝通上的

困難。近年來，隨著時代的變遷，國語已成為馬祖地區的強勢語

言，母語（福州話）的實用性也逐漸式微。

福州方言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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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Ｏ５３），衣（i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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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重點

一、學習敘述長了一歲各方面進步的情形。

二、能了解並應用「摸摸」、「笑笑」等語詞。

三、能應用「過⋯長⋯」、「不但⋯也⋯」的句型，練習造句。

四、體會成長的喜悅，從而認識成長的意義。

貳、教學時間

二百分鐘＜分五節課教學＞

參、教學準備

一、教師：過舊曆年的活動圖片、錄影帶或有關資料

二、學生：帶自己小時候照片。

肆、教材分析

一、文體：詩歌

二、新詞：

1.過了年

2.長一歲

3.摸摸

4.依命─心肝寶貝

5.大去─長大



6.歡喜

7.同同聲講─異口同聲

8.●去─高了

9.笑笑講─笑笑說

10.伓●─不但、不僅

11.變臒─變乖

12.八事─懂事

三、語詞練習

1.拍拍

2.親親

3.肩頭─肩膀

4.發壯去─長壯了

5.高興

6.興奪

7.柔順

8.活潑

9.肯做

10.獨立

11.體諒

福州語教師手冊 第二冊（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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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句型練習：

1.過⋯長⋯

2.不但⋯也⋯

★過⋯長

例：過了年，長了一歲。

過了暑假，個子長壯了。

過了春季，植物長高了。

★不但⋯也⋯

例：你不但變乖巧，也更懂事了。

姊姊不但會跳舞，也會編舞。

我不但會讀書，也會電腦。

伍、教學活動

一、＜活動一＞我會想

1.能簡單用母語說一說農曆過年有哪些有趣的活動。

2.給家人拜年（拿壓歲錢）的時候，長輩們說了哪些勉勵的話，

用母語說出。

3.利用母語說一說過完年，自己幾歲了？

4.過完年，自己在身高和體重增長的情形，用母語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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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動二＞我會跟著說

1.我會跟著老師用母語唸出課文。

2.教師揭示語詞，由小朋友用母語唸出。

3.由教師從課文中提出句型和學生共同討論，

並依式做替換語詞練習，並能用母語說出。

陸、參考資料

一、歌謠

＜＜ 跋跋 落落 浦浦 ＞＞

●囝相拍跋落浦，看見鯉魚禮討姆。

蝦吹蕭，龜拍鼓，黃蜱扛轎嘴凸凸。

二、歌謠翻譯

小孩打架掉到溪裡，看見鯉魚在討老婆。

蝦子在吹蕭，烏龜在打鼓，青蛙抬轎嘴巴凸凸的。

【注】1 跋跋：摔、掉。2 落落：（趨向動語）下。3 浦浦：小河。

4 ●●囝囝：子孩。5 相相拍拍：打架。6 禮：（副詞﹔動詞尾）正在。

7 討討姆姆：娶妻。8 黃黃蜱蜱：青蛙。9 凸凸凸凸：向前拱出的樣子。

【注】歌謠描繪童話中鯉魚娶親的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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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跋 落落 浦浦

三、賞析

兩個小孩一起玩遊戲，一言不合起了爭執，後來居然吵

起架扭打在一起，一不小心兩人都摔到河裡。在水花飛濺

中看見鯉魚正在娶親，蝦子在娶親行列中吹著蕭，烏龜敲

打著鼓樂，兩「人」神氣的在隊伍前面做前導，青蛙抬轎

抬得滿頭大汗，不情願的翹起嘴巴。草蜢在隊伍中扛著旗

辛苦的跟著前進。

這首歌謠在描繪童話中鯉魚娶親的場景。孩子的心境是

最能接近小動物的，馬祖的孩童每天滿山遍野跑，接觸的都

是大自然珍貴動植物。童謠中充滿豐富的幻想，將動物的世

界擬人化，不只使曲謠更為孩子接受，也增添想像空間。

四、俗諺

爸奶疼尾囝，公媽疼長孫。

【注】1 爸爸奶奶：父母。2 尾尾囝囝：最小的孩子。3 公公媽媽：祖父祖母。



福州語教師手冊 第二冊（一下）

第
一
課

23

五、歇後語︰

六、謎語：

一天過去，脫件衣裳，一年過去，全身脫光。

＜猜一種用品＞

答：

柒、補充資料：

1.我國傳統習俗，過農曆年以後，人人都加一歲，而

不是在生日後加一歲。

2.「春節」是中國人心目中最重要的節日，「春節」

是農曆一月一日，原來叫做「過年」、「元旦」、「三

朝」，一直到中華民國建立以後使用西曆，為了與

西曆的元旦區別，才使用「春節」的名字。在春節

前一天的晚上叫「除夕」，所有的家人都團圓吃年

夜飯、發壓歲錢，並且守歲。紅包不但是小朋友的

最愛，也意昧著又長大了一些。



3.過年是代表著無數的感謝：過年的時候，有祭祖、

祭天等不少的祭祀，這些祭祀所代表的是無數的感

謝。過年表示辛苦一年後的鬆弛和安樂；從事各行

各業的中國人，平常工作、上班都很辛苦，於是大

家利用過年的時節，認真的做一些鬆弛身心的娛樂

活動，這樣也好迎接來年的工作挑戰。過年是代表

著一家的團圓和共享天倫之樂的時候。

第
一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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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 栽樹

壹、教學重點

一、能用母語流利而順暢的朗讀課文。

二、能用母語介紹全家有哪些人。

三、能體會春季種樹的樂趣，並享受全家分工合作之美。

四、能應用課文中的語詞和句型。

貳、教學時間

二百分鐘。（分五節課實施）

參、教學準備

學生─全家福照片。

教師─松樹、油菊花、番石榴樹的圖片。

肆、教材分析

一、文體：記敘文

二、新詞

1.三月─指農曆三月。

2.春水─福建沿海漁民專用名語，意謂春天的雨季。

3.雨飄飄─雨一直下個不停。

4.個郎厝─全家。

5.栽樹─種樹。

6.蜀●─一棵＜樹的單位詞＞。



7.松樹─松樹。馬祖常見的針葉樹。

8.蜀盆─一盆。

9.油菊花─馬祖常見的小野菊花，冬天開黃花，

冬至前後為盛開期。

10.番石榴樹─即土芭樂樹。馬祖常見的果樹。

11.沃水─澆水。

12.幫手─助手。

13.哈哈笑─笑哈哈。

伍、教學活動

＜活動一＞我會介紹家人

1.學生利用帶來的照片介紹家人。

2.教師將學生家人稱謂板書，再逐一複習母語稱謂念法。

3.教師念家人稱謂，學生從照片中找出家人。

＜活動二＞我會念植物名稱

1.教師利用圖片教學生認念植物名稱。

2.教師利用圖片進行配對比賽。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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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三＞我會念課文

1.教師帶領小朋友朗讀課文。

2.教師利用國語說明課文內容及詞句的意義。

3.教師由課文中提出句型共同討論，並依式做替換練習。

<1>單位詞練習

1.蜀●─樹

松樹

榕樹

龍眼樹

番石榴樹

2.蜀盆─花

菊花

油菊花

水

<2>動詞練習

1.來 ─栽樹

栽花＜種花＞

挖土

沃水

沃料＜施肥＞

30



2.做 ─幫手

人客＜客人＞

新婦＜新娘＞

<3>句型練習

1.  儂家個郎厝【 】。

儂家個郎厝【 】

儂家個郎厝【 】

儂家個郎厝【 】

2.  依爹栽蜀●【松樹】。

【我】栽蜀●【番石榴樹】。

【依哥】栽蜀●【榕樹】。

【依公】栽蜀●【龍眼樹】。

3.  依妹做幫手。

【依弟】做【人客】。

【依姐】做【新婦】。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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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補充詞語

第
二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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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參考資料

一、歌謠：

＜＜ 真真 鳥鳥 囝囝 ＞＞

真鳥囝，飛過江，

隔壁依嫂●開通，

十二月皮袍掏去洗，

六月火籠抱●烘。

二、歌謠翻譯：

小鳥飛過江，

隔壁阿嫂不開通，

十二月時皮袍拿去洗，

六月時火爐抱著取暖。

三、語詞註釋：

1 隔隔壁壁：也做間壁。 （ ）

2 ●開開通通：愚蠢、不明事理。

3 皮皮袍袍：皮製外衣。

4 火火籠籠：陶製小罐，內加炭火，外包竹籠，冬天手抱取暖用，故又

稱手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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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真 鳥鳥 仔仔

四、賞析

小小麻雀飛過江邊，我家隔壁有一個大嫂腦筋笨、不開通。

十二月大冷天將棉襖拿去洗，這種天氣怎麼曬得乾呢？

六月大熱天，居然拿出趨寒的火籠抱著取暖。這首童謠戲謔村

裡愚蠢的婦女，分不清天冷天熱，做出不合時宜的行為，讓人

看笑話。

五、唱謠









壹、教學重點

一、能以母語說出螞蟻活動的情景。

二、能應用「不管⋯都」「這麼⋯那麼」的句型造句。

三、能說出讚美別人的話。

四、在日常生活中，培養關懷動物的愛心。

貳、教學時間

二百分鐘（分五節課教學）

參、教學準備

一、蒐集螞蟻及各類動物的圖片、照片及資料。

二、製作本課語詞卡、句型卡。

三、將師生蒐集的圖片及資料佈置在教室。

肆、教材分析

一、文體：詩歌

二、新詞：

1.紅蟻─螞蟻，蟻的通稱。聚族而居的褐色或黑色的昆蟲。

2.厲害─稱讚別人「了不起」。

3.骹手─腳和手。

4.這蠻─這麼、這樣。

第三課 紅蟻

第
三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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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幼─細的意思。

6.力氣─力量，指筋力大小的程度。

7.許蠻─那麼。

8.大─本課指力氣大。

9.無管─不管、不論。

10.什●─什麼，疑問的語句。

11.●─東西。

12.搬得起─指搬得起重物。

三、短語練習：

(1)相對詞

大─嫩　 大─小

肥─●　 胖─瘦

粗─幼　 粗─細

懸─矮　 高─矮

深─淺　 深─淺

遠─近　 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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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說短語

1.野厲害─好厲害

野泣虧─好難過

野好疼─得人緣

野有味─好有趣

野高興─好高興

野　俊─好漂亮

2.搬得起─搬得動

●得快─跑得快

跳得懸─跳得高

講得好─說得好

堆得懸─堆得高

四、句型：

1.原文：

第
三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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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

2.原文：

例句：

伍、教學活動

（活動一）我會聽

1.分辨動植物（教師口述動物或植物名稱，學生分辨是動物的，雙

手上舉在頭上圍成圈；是植物的，雙手在胸前交叉。做錯的被淘

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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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辨物品的大小（大的雙手上舉在頭上圍成圈；小的，雙手在胸前交

叉。做錯的被淘汰）

（活動二）我會說

1.問小朋友曾見過螞蟻嗎？在哪裡見過呢？（請小朋友報告螞蟻的特徵

及習性）

2.螞蟻搬食物的樣子？你會模仿嗎？（請小朋友分組進行，排練螞蟻搬

運食物的情形，並上台演出）

3.教師揭示準備好的螞蟻的圖片，請小朋友描述這一種小動物的外型。

（活動三）我會讀

1.教師帶領小朋友朗讀課文。

2.教師利用國語說明課文的內容及詞句的意義。

3.教師由課文中提出句型共同討論，並依式做替換練習。

陸、參考資料

一﹒歌謠

＜＜ 紅紅 蟻蟻 公公 ＞＞

紅蟻公　紅蟻婆

兩碗菜　供公婆

有份快來食

無份快去做乞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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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言注釋：

1 紅紅蟻蟻公公、紅蟻婆：指雌雄紅蟻群。　2 供供公公婆婆：祭祀祖先。　

3 乞乞食食：乞丐。

三﹒賞析

農業社會裡，多數人民大多貧窮困苦，每日早出晚歸，

辛勤工作，卻未必能溫飽三餐，時常有一頓沒一餐的。每

逢祭祀祖先的日子，也只能寒酸地擺出兩道菜，表示崇敬

的心意，看到成群結隊覓食的螞蟻們，不由得想到自己的

境遇而心生憐憫，只能虔誠祈禱，希望祖先庇佑，讓家人

平安健康，只求生活無虞，不要淪為乞丐之途。

這首童謠道出舊日社會的悲苦，並以螞蟻為喻，暗指自

己受困於生活的窮愁潦倒。現今社會，人民安居樂業，生

活富足，小朋友們更是衣食無缺，當以此為惕，懂得感恩

惜福，珍視得來不易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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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重點

一、能以母語朗讀練習內容，並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二、會利用母語練習句型。

貳、教學時間

八十分鐘（兩節課實施）

參、教學活動

＜活動一＞我愛讀

1.為相反詞練習，除領讀外，可引導小朋友依式做替換練習。

2.3.為語詞延長語句練習，教師帶領小朋友念熟練。練習時，需注意

主要語詞發音是否正確標準。也可以用替換主要語詞的方式練習念

句，以增加學習效果及生活應用能力。

4.本題為句型「過了⋯，⋯長⋯」的練習，除分析解說句型及讀例句

外，並引導小朋友依式做句型替換練習。

5.本題為句型「⋯●勢⋯，也更⋯」的練習，除領讀例句名，引導小

朋友依式做句型替換練習。

6.本題為句型「⋯，汝野⋯」的練習，除領讀例句外，引導小朋友依

式做句型替換練習。

7.本題為句型「⋯這蠻⋯，⋯許蠻⋯」的練習，除領讀例句外，引導

小朋友依式做句型替換練習。

總 複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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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本題為句型「儂家個郎厝來⋯」的練習，除領讀例句外，引導小朋

友依式做句型替換練習。

＜活動二＞我會看圖說話

1.教師依據課本圖片引導學生利用母語說出數量單位名詞。

2.教師依據課本圖片引導學生利用學過的詞彙用母語說一句完整的話。

【參考答案】

過了年，我發懸去。

依哥（或依弟）來栽樹。

無管是什麼東西，紅蟻都搬得動。

＜活動三＞我會猜

希望透過猜謎的方式，讓小朋友發現小動物的可愛，進而愛護生命。

【謎底：紅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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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方炳桂（2001年5月版）：《福州熟語》，福建人民出版社。

18. 梁玉璋（2001）：《福州方志》，海風出版社。

辭典類

1. 梁玉璋等（1995）：《福州方言詞典》，福建人民出版社。

2. 馮愛珍（1998）：《福州方言詞典》，江蘇教育出版社。

傳統文獻

1.《戚林八音》，乾隆十四年（1749）刻本。

2.《福州府志》，乾隆十六年（1751）刻本。

3.《加訂美全八音》，光緒丙午三十二年本。



第二冊（教師手冊）

發 行 人：陳雪生

發行單位：連江縣政府

指 導：教育部、連江縣政府教育局

主 持：連江縣立中正國民中小學

主任委員：王忠銘

召 集 人：何劍飛

編 輯：王建華、林月仙、林惠萍、張秀玲、陳秀玲、陳 蕙蓉、

劉玉金、鄭秀芸。（按姓名筆劃順序排列）

學術指導：福建省福州師範大學海外教育學院

梁玉璋教授

美術設計：康波那國際開發設計有限公司

TEL:(02)2942-9210

印 刷︰飛越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二月初版

學校服務專線：0836-22196 教導處

教材諮詢專線：0836-25670 張秀玲

（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連江縣立中正國民中小學更換）

連
江
縣
國
民
小
學
鄉
土
語
言
教
材—

福
州
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