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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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冊編輯而成，提供教師參考之用。

二、本書有五課五練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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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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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課教學時間為一二○分鐘，學習單

教學時間為四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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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話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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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說明︰每課課文的綜合練習，多元評量學生
的學習效果。

（七）補充資料：提供補充語詞歌謠與國語的對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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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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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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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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 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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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 阿蠐

壹、教學重點
一、能聽及讀本課課文並了解內容大意。

一、能以母語聽及說各種動物的名稱及發出的聲音。

二、能以母語學習「從⋯.到」、「整個⋯.都」的句型造句並應用在
生活中。

貳、教學時間
120分鐘（分三節課教學）

參、教學準備
一、製作本課語詞卡、句型卡。

二、蒐集蟬及各類動物的圖片、照片及資料。

三、蒐集或錄製有蟬及各類動物鳴叫聲之錄音帶。

四、將師生蒐集的圖片及資料作為教室情境佈置。

肆、教材分析
一、文體： 詩歌

二、新詞注釋：

1.阿蠐─昆蟲名，頭短翅透明，雄的腹部有發音器，夏日鳴聲
很高，俗稱「知了」。

2.唱歌─口唱歌詞。

3.蒻去了─累了。

4.由－ 從。

5.早頭－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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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遘－到。

7.暝 －晚上，日落以後。

8.個郎隻－整個、全部。

9.熱天－夏天，一年四季中的第二季，天氣最熱。

10.唱 完－唱不完。

11.什 －什麼，表示疑問的代詞。

12.唱蜀唱－唱一唱。

三、我會八：（我會知道）

學習各種動物名稱語詞。（活動方式詳見：伍、教學活
動 <活動一> ─ 我會八）

四、我會聽：

利用各種動物的叫聲錄音帶，練習聽及說的能力。（活
動方法詳見：伍、教學活動 <活動二> ─ 我會講）

五、我會讀：

（一）、短語練習：

（1） 1.  唱 蜀 唱 － 唱一唱

2.       蜀 － 跑一跑

3.  跳 蜀 跳 － 跳一跳

4.  叫 蜀 叫 － 叫一叫

5.  講 蜀 講 － 說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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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聽 蜀 聽 － 聽一聽

7.  行 蜀 行 － 走一走

（2） 1.  唱 完 － 唱不完

2.             定動 － 跑不動

3.  跳 懸 － 跳不高

4.  聽 著 － 聽不到

5.  行 蒻 － 走不停

6.  搬 起 － 搬不起

7.  食 飽 － 吃不飽

（二）、語句練習：

（1）. 原文：阿蠐由早頭唱遘暝晡。

例句：1.【依 哥 】 由 【厝 】 遘

【學 堂】。

（哥哥從家裡跑到學校）

2.【依 奶 】 由 【厝 】 行遘【市 場】。

（媽媽從家裡走到市場）

（2）. 原文：阿蠐個郎隻熱天都唱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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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1.【依 弟 】個 郎 隻 【蛋 糕 】都

【食 完 】。

（弟弟整個蛋糕都吃不完）

2.【依 妹 】個 郎 隻 【書 包 】都

【 起 】。

（妹妹整個書包都背不動）

伍、教學活動
（活動一）──我會八（我會知道）

1.將動物圖卡揭示在黑板上並逐一以母語教學動物的念法。

2.教學的動物語詞﹕有阿蠐、紅蟻、蜜蜂、蝴蝶、魚、鳥、
貓、狗、牛、羊、雞、豬。

（活動二）──我會聽

1.教師播放蒐集或自行錄製的動物音效。

2.請小朋友說出播放的音效是何種動物所發出的聲音。

3.請小朋友加以模仿動物的鳴叫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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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進行新詞念讀及釋意。

3.教師由課文中提出句型共同討論，並依式做替換練習。

4.教師教導以母語練習「從⋯到」、「整個⋯都」的句型造
句。

陸、學習單
1.教師引導小朋友說出學習單中各種動物的名稱。

2.教師引導小朋友說出學習單中各種食物的名稱。

3.教師引導小朋友將各種動物喜歡吃的食物相連接。

柒、參考資料

1.唱小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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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方言注釋：

阿蠐：昆蟲名，俗稱知了。蠐，福州方言是蟬的讀音。

螓葛：福州方言秋蟬的讀音，本課指秋天末尾的蟬兒。。

摜 ：提的意思。

火籠：熏龍，內裝炭火的手提竹籠。

3.賞析

每當聽見蟬聲叫，就知道夏天的腳步近了，這也是荔枝成熟的
季節。而聽見秋蟬的叫聲，就可以推算春天的到來，也是寒氣襲
人，要抱著火籠取暖的時節。這是一首典型的節令曲謠，由曲謠教
育兒童觀察大自然動物的出沒，判斷季節的更迭、變換，讓孩子更
親近並欣賞大自然之美。

＊參考教材：「阿蠐叫」－黃英琴老師個人網頁

（w3.blps.matsu.edu.tw/in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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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 嫩嫩妹

壹、教學重點
一、能聽懂並以母語說出身體中：頭、目睭、耳囝、鼻、喙、眉
毛、手、骹、腹佬等器官。

二、能了解課文的意思，並且會使用正確的單位詞來介紹器官。

三、會應用母語『嚽是⋯⋯』的句型。

四、能了解人有五官、四肢，進而愛惜自己的身體。

貳、教學時間
120分鐘（分三節課教學）

參、教學準備
娃娃的照片（或人體模型）、各器官的圖卡、頭兒肩膀膝腳趾的音樂

肆、教材分析
一、文體：童詩

二、新詞：

1.蜀隻─一個；數人的時候單位詞用『隻』；

『隻』單念：tsiε ；連讀念： iε

2.嫩嫩妹─指很小的妹妹

3.兩粒─兩顆

4.蜀萆─一個；計算鼻子的單位詞

5.兩其─兩個

6.蜀個─一個

23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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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目睭─眼睛

8.鼻─鼻子

9.耳囝─耳朵；也可以直接稱『 』

10.喙─嘴巴

11.手─手

12.骹─腳

13.腹佬─肚子

14.枵去─餓了

15.告─福州話的意思是『喊』或『叫』，例如：『我告他』，
即『我叫他』或『我喊他』；而一般說的『喊叫』是

『 』。

16.依媽─媽媽（亦可稱呼 ；勿與奶奶--        相混
淆。）

三、我的身體

利用圖片學習重要器官的母語念法。（活動方式詳見：伍、教
學活動；<活動一>──我的身體）

四、身體拳：

利用遊戲幫助孩子記憶，增加學習的樂趣。（遊戲方式詳見：
伍、教學活動；<活動二>──身體拳）

五、我會數：

1.蜀隻頭（一顆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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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兩粒目睭（兩個眼睛）

3.蜀個喙（一個嘴）

4.蜀萆鼻（一個鼻子）

5.兩其耳囝（兩個耳朵）

6.十個手指（十個手指頭）

7.蜀雙手（一雙手）

8.蜀雙骹（一雙腳）

六、句型練習：

問﹕嚽是什乇﹖（這是什麼？）

答﹕嚽是頭。（這是頭）

嚽是目睭。（這是眼睛）

嚽是腹佬。（這是肚子）

嚽是眉毛。（這是眉毛）

嚽是⋯⋯（這是⋯⋯）

七、會聽也會講：（把老師說的勾起來）

評量學生聽及說的能力。（評量方式及活動詳見：陸、學習單
<活動一>──會聽也會講）

八、我會連﹕（連出正確的單位詞）

評量學生單位詞的使用正確與否。（評量方式及活動詳見：
陸、學習單<活動二>──我會連）

伍、教學活動
<活動一> ─ 我的身體

1.利用人體模型或器官圖片，逐一範讀福州語的器官念法，學
童全體念、分組念、個別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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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範讀的語詞﹕頭、目睭、耳囝、鼻、喙、眉毛、手、骹、腹
佬。

3.將器官圖卡貼在黑板上，老師隨機用母語說一個器官的名
稱，小朋友上台找出正確的圖卡，並用母語大聲的說出器官
的名稱來。

4.若學生的學習能力強，除了學習課本內一定要學會的器官之
外，可以延伸新的器官名稱，詳見手冊：柒、參考資料一。

<活動二> ─ 身體拳

1.教師先說明身體拳的動作（可參照課本四、身體拳的圖例或
由學生自創動作）及遊戲規則。

身體拳的動作：

例如﹕說到『目睭』的時候﹕雙手握拳遮住雙眼﹔

說到『鼻』的時候﹕雙手握拳放在鼻子上﹔

說到『耳囝』的時候﹕雙手握拳放在兩耳旁﹔

說到『喙』的時候﹕雙手握拳放在嘴巴上﹔

說到『頭』的時候﹕雙手放在頭頂上。

身體拳的遊戲規則﹕

1   .甲、乙兩人比賽，先猜拳，決定由誰先喊拳。

2.甲、乙兩人面對面，雙手握拳放在鼻子上，（假設是

甲贏）甲方先喊『鼻、鼻、（目睭）』（睭可以換成別

的器官），喊『目睭』的時候，甲方要將雙手改成眼睛

拳（把拳頭放在雙眼上），乙方同時也要換動作。

3.若是乙方換的動作和甲方所喊出來的動作一樣，則乙

方輸了，假設乙方換成耳朵拳，則和甲方喊出來的拳

不一樣，就可以換乙方喊拳。

4.乙方喊：耳囝、耳囝、『喙』，喊『喙』的時候，雙方都
要換動作，但是甲方不可以換成『嘴巴拳』，否則甲方就
輸了，如此輪流喊拳直到分出勝負為止。

2.說明完後讓學生分組比賽，藉著遊戲化的教學來增加學生的
興趣，讓學生在日常生活當中都可以反覆練習。

＜活動三＞—我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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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先複習母語中各器官的說法及複習國語中各器官點數時所用
到的單位詞，並同時教學母語中器官的單位詞念法，以分辨
國語與母語中單位詞使用的異同處。

2.例如教學『兩粒目睭』：

1.教師先在黑板上揭示眼睛的圖片，問學生眼睛的母語唸
法。

2.請問學生數眼睛的時候要用什麼單位詞﹖

學生答﹕「兩個眼睛。」或「一雙眼睛。」

3.教師接著教學母語的單位詞：「兩粒目睭。」

4.比較單位詞的異同處。

5.教師領讀，學童全體念、分組念、個別念。

＜活動四＞—嫩嫩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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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出新詞進行念讀及釋意。

3.教師提出句型共同討論並依式做替換練習。

老師先說明福州語中「嚽是什乇﹖」就是「這是什麼﹖」
的意思，然後開始做問答練習。

老師指著一個器官用福州語問﹕「嚽是什乇﹖」

學生回答﹕「嚽是⋯⋯」

例如﹕嚽是頭。（這是頭）

嚽是目睭。（這是眼睛）

嚽是腹佬。（這是肚子）

嚽是眉毛。（這是眉毛）

4.老師也同時教念『那』在福州語中的念法『 』，

將句型改為「 是什乇﹖」

學生回答﹕「 是⋯⋯」

陸、學習單
＜活動一＞—會聽又會講：

1.教師準備（或學生各組製作）器官的圖案卡兩份，將圖案卡
反貼在黑板上（圖案蓋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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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生輪流上台翻兩張圖卡，若是翻到一樣的圖案兩張，則要
正確說出該器官的母語念法，並可得分，若是翻到不同的圖
卡，則將圖卡恢復原狀，換下一位同學上台，如此依序輪流
上台。（亦可分組進行競賽）

3.學生將課本翻到學習單『一、會聽又會講』的頁數，聽老師
用母語念器官，學生依照老師說的器官順序，依序寫上1、
2、3、4、5

＜活動二＞—我會連：（連出正確的單位詞）

1.學生輪流上台抽一張器官圖卡並說出該器官的正確單位詞。

2.教師說明課本中單位詞的連線規則（例如﹕老師問﹕「母語
中數嘴巴的時候要怎麼數﹖」學生答﹕「蜀個喙。」所以『蜀
個』和『嘴巴』連線。），等學生都了解以後再讓學生在課
本中連出其他器官的單位詞。

蜀 隻

蜀 萆

兩 粒

蜀 個

兩 其

蜀 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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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參考資料
一、器官補充語詞﹕

二、補充活動﹕『唱和跳』

1.利用兒歌『頭兒肩膀膝腳趾』的旋律幫助孩子記憶，增加學
習的樂趣。

歌詞﹕頭耳目睭鼻共喙，鼻共喙，鼻共喙，頭耳目睭鼻共
喙，故有手共骹。

歌詞翻譯﹕頭、耳、眼睛、鼻和嘴，鼻和嘴，鼻和嘴，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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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眼睛、鼻和嘴，還有手和腳。

2.教師先複習唱『頭兒肩膀膝腳趾』的中文歌曲，讓學生熟悉
旋律。

3.複習器官的說法及教念『身體歌』的歌詞並釋意，等學生都
會念歌詞之後，再配上『頭兒肩膀膝腳趾』的旋律，可以加
上動作，全班一起唱唱跳跳或分組表演、個別表演。

C 4/4               （頭兒肩膀膝腳趾） 曲：英國民謠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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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 雲飄飄

壹、教學重點
一、能用母語流利而順暢的朗讀課文。

二、能知道雲的變化和季節、氣候之間的關係。

三、能用母語練習本課語詞和句型，並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貳、教學時間
一百二十分鐘。（分三節課實施）

參、教學準備
學生—蒐集雲、日出、夕陽、百花開、雪景、青山、綠水的圖片、

月曆或照片等。

教師—方位圖表或圖卡（東邊、西邊、南邊、北邊）。四開畫紙四
張。

肆、教材分析
一、 文體：詩歌

二、 新詞

1.雲－雲朵。地面的水蒸氣上升，遇冷就結成細微的水點，在
空中飄游著，叫「雲」。

2.飄啊飄－指雲朵在天上飄來飄去。

3.東邊－東邊。

4.日出－太陽出來。

5.西邊－西邊。

6.夕陽－黃昏時將落下的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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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南勢－南邊。

8.百花開－形容很多的花都綻放著。

9.北勢－北邊。

10.瑞雪飛－形容白雪紛飛，象徵吉祥的景象。

11.慢慢－慢慢的。（快讀時，可讀作 ）

12.飄過－指雲朵在天上飄過。

13.青山－指青翠蔥綠的山。

14.綠水－青山倒映在水裡，使水成綠綠的，用來形容水很清
澈。

15.等蜀等－等一等。

16.坐懸－坐上去，本課指坐上雲端。

註：東邊、西邊也可說成東勢、西勢；南勢、北勢也可以說成
南邊、北邊。本課課文中為了增加朗讀時的美感，故引用東
邊、西邊、南勢、北勢。

伍、教學活動
〈活動一〉東西南北變變變

1.教師利用方位圖或方位字卡教學生辨識並說出東西南北四個
方位。

2.教師用方位字卡將四個方位設定之後，利用「老師說」的遊
戲來加強練習學生對方位的熟悉度。

例如：先生說：大家遘東邊跳三下。

3.學生依照指令反覆練習。每一次指令完成時，學生則自述，
如：我著東邊跳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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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大家一起來畫畫

1.學生分成四組以接力的方式完成日出、夕陽、百花開、瑞雪
飛四幅圖畫。

2.教師利用學生完成的畫和方位字卡進行配對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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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引導鼓勵學生 依式做
替換練習。

〈1〉短語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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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句型練習：

1.⋯啊⋯啊⋯啊⋯

→雲啊雲啊飄啊飄！

→風啊風啊吹啊吹！

→雨啊雨啊逿啊逿！

→鳥囝鳥囝飛啊飛！

2.⋯遘⋯什麼地方⋯做什 事

→飄遘東邊看日出。

→行遘學堂去讀書。

→跳遘水裡去泅水。

→ 遘操場做運動。（ ）有的也寫作（ ）

伍、參考資料
一、諺語：

二、諺語翻譯：

農曆七、八月間，北面的天空中出現積雲，是颱風將至的徵
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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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語詞註解：

：指農曆的七月、八月。（快讀 ）

：刮颱風。

陸、學習單
一、指導學生用母語說出附件一圖卡的語詞。

二、指導學生將圖卡剪下，並依照課文的意思正確的貼到方位表
上。也可以自由拼貼，但是敘述語句必須合理適當。雲朵圖案
可自由張貼在空白處，不張貼在四個方位格中。

三、完成後請學生將學習單帶回請家長評量，以增進親子關係，並
提供家庭說母語的情境。

※也可以設計成家庭作業，讓親子共同完成，增進親子共同學習的
機會，促進親子感情。

※“東”文讀音 。一般“東南西北”連說時用文讀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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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 冬至

壹、教學重點
一、能知道冬節是中國傳統節日，有吃湯丸的習俗。

二、能用母語說出自己過冬節經驗。

三、能應用句型以母語說出全家團圓的和樂氣氛及心情。

貳、教學時間
一百二十分鐘（分三節課教學）

參、教學準備
情境圖或照片、糯米粉、錄音機、語詞卡。

肆、教材分析
一、文體—詩歌

二、新詞

1.今旦—今天

2.冬節—冬至節。福州風俗，這一天家家戶戶要食〝榯〞。

3.嫩—「小」的意思。

4.搓—兩個手掌反覆摩擦。

5.湯丸—用糯米粉做成的球形食品，餡甜，多煮著吃。

6.個郎盆—整盆、滿盆。

7.食了—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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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團圓—指每年冬至家家戶戶團聚搓湯圓的情景。

三、延伸語詞

1.昨暝—昨天

2.明旦—明天

3.後日—後天

4.去年暝—去年

5.今年暝—今年

6.明年暝—明年

7.下年—明年

四、常食湯丸的成份

◎糯米糰◎砂糖◎水◎花生粉◎芝麻粉◎紅豆

註：▲“糯米糰”一般說“ ”

▲“芝麻粉”也叫“ ”

五、句型練習

1.今旦是冬節，

依媽煮湯丸。

◎昨暝做生日，

依公食壽麵。

◎下年討老媽，

依哥起新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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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嫩湯圓個郎盆。

◎大嫩祭品個郎桌。

◎大嫩水果個郎盤。

伍、教學活動
一、 暖身活動—做湯丸

a.利用教室座位，排與排間的走道為遊戲場所，請學生分組
（排一排）。遊戲時請學生將雙手搭在前一個同學肩上，由第
一個學生發號口令（輪流）。

b.遊戲口令：（老師要教以下語詞，學生要會用母語說）

口令：

﹡帶頭學生：

﹡遊戲學生：

﹡帶頭學生：

﹡遊戲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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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語詞：

﹡以上是參考語詞

c.此遊戲可用國語說的方式先玩一次，引起學生興趣後再轉換
成母語玩一遍，一定相當有趣。

二、 看圖說話

1.教師揭示課本情境圖，問學生「在這圖上你看到什麼？」

2.教師可指名學生回答，再補充歸納說出較完整的說法。

3.教師播放課文CD，學生靜聽再指導學生朗讀。

4.教師揭示分圖，用提問的方式引導學生說出分圖圖意。

（一）冬節為什麼要食湯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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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你是怎麼形容湯丸？

（三）你知道冬節除了食湯丸，還有哪些習俗？

三、 延伸活動

☆歌謠教唱—冬節歌

冬 節（福州話） 詞：福州歌謠 曲：郭啟祥

曲：∥5  5  55  5—∣535  16   5—∣535  123  2—∣161  52   1—∣

（一）搓 丸 自搓 搓 依奶 疼依 哥 依哥有老媽 依弟單身哥

（二）搓丸自搓搓 年年節節高 大人添福壽 兒囝歲數多

註：依奶：母親。 老媽：老婆。 單身哥：光棍，獨自一人。
兒囝：小孩。

歌詞標音：

陸、學習單
（一）走迷宮

▲我會八走

☆歌謠教唱—冬節歌

註：1.依奶：母親。 2.老媽：老婆。 3.單身哥：光棍，獨自

一人。 4.兒囝：小孩。

╴╴｜ ｜╴｜╴ ╴

4
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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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老師用母語說出製作湯圓的成份及過程。

2.學生會聽母語並照著提示用筆畫出路線，引導小朋友
走出迷宮而吃到香甜可口的湯圓。

參考答案：糯米糰→搓湯丸→水→砂糖→煮湯丸。

柒、補充資料
▲童謠賞析—冬節

☆搓丸自搓搓，依奶疼依哥，依哥有老馬，依弟單身哥。

賞析：在冬至時全家圍在桌邊一起搓湯圓，細數一年的辛勞、收

穫。藉著吃湯圓迎接新的一年，表示又長了一歲，家裡的弟

弟吃醋哥哥已經討了老婆，去年家裡的長輩母親，沒有為年

紀不小的自己討房媳婦，把希望寄託在明年，希望母親能注

意他的年歲不小，以及想娶親的願望。

這首童謠馬祖孩子最為耳熟能詳，每年冬至晚飯後就早早洗

手，興奮的準備搓湯圓。在搓湯圓時，常隨長輩吟唱此首童

謠，曲中饒富趣味；音韻節奏明快。除了搓湯圓時一家人團

聚的溫馨，使搓湯圓更有樂趣。

▲冬節的俗諺

說明：以下俗諺都是根據冬至日在農曆十一月或十二月的那
一段來推測該年冬季的氣溫。

賞析︰冬節如果是在月初，天已冷，棉被常要蓋過頭部。

【注】1.冬節：農曆冬至日，是福州的傳統節日。這一天福州家家戶

戶用糯米糰製作榯”。

2.月頭：月初。�

3.棉被 過頭：棉被蓋過頭，形容極冷；“ ”即“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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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析︰冬至如果在月中，天氣是無雪也無霜。

【注】復即又

賞析︰冬至如果在月尾，農家這時已收起農具，圍爐好過冬。

【注】月尾：月底。

捌、參考資料
1.福州方言詞典：李榮主編（江蘇教育出版社）。

2.福州方言熟語歌謠：陳澤平編著（福建人民出版社）。

3.冬節童謠賞析：黃英琴老師個人網頁

（w3.blps.matsu.edu.tw/in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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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 過年

壹、教學重點
一、能知道過年的習俗及其意義。

二、能用母語分享自己過年的經驗。

三、能以母語說出與別人互動時應有的態度與禮貌。

貳、教學時間
一百二十分鐘（分三節課教學）

參、教學準備
硬紙張、長外套、鈸、鑼鼓、年節錄音帶、錄音機、情境圖或照
片。

肆、教材分析
一、文體：詩歌

二、新詞

1.過新年—做年，在春節期間進行慶祝等活動。

2.歡喜—對人事物感到好感或感到興趣。

3.兒囝—小孩子（ ：很小的小孩子）

4.見儂—見到人

5.拜年—向人祝賀新年。

6.掏過—拿過

7.  歲錢—壓歲錢（過年時長輩給孩子一些錢物求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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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又蜀年—又一年

9.鬧熱—熱鬧

10.拍鑼鼓—敲鑼打鼓（增添年節喜氣的氣氛）

11.炮仗—鞭炮

12.拍獅—舞獅(福州語也稱為 ) 

13.大家儂—大伙兒、大家

14.歡樂—歡喜快樂

15.個郎年—整年

三、延伸語詞

1.祭灶

2.貼春聯

四、過年講好話

1.恭喜恭喜

2.恭喜發財

3.萬事如意

4.歲歲平安

5.大吉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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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新年快樂

五、句型練習

1.舞龍拍獅來拜年。

★親朋好友來攀講。

★大儂兒囝來看戲。

2.過新年（我會將句子加長）

歡喜過新年

歡歡喜喜過新年

大家儂歡歡喜喜過新年

伍、教學活動
一、 暖身活動—舞龍拍獅

1.道具：將紙張摺成扇子狀做成花扇，以及外套一件。

2.教師指派一位學生，手持花扇戲弄另一位頭披外套扮演獅
子的學生。

3.其他學生一邊拍手一邊喊：咚咚鏘、咚咚鏘⋯（音樂教室
若有鈸、鑼可借來敲打，增加氣氛）。

4.舞弄間，花扇如果向某位學生連續點三下，那位學生則必
須講一句好話（用母語講）。

5.如此動作一直重複，學生若不會用母語講，則由教師協助
之。

二、 看圖說話

1.教師揭示學習單情境圖，問學生「在這圖上你看到什麼？」

2.教師可指名學生回答，再補充歸納說出較完整的說法。

3.教師播放課文CD，學生靜聽再指導學生朗讀。

4.教師揭示分圖，用提問的方式引導學生說出分圖圖意。

（一）新年到家家戶戶都在忙什麼事？

（二）過新年有哪些習俗或活動？

（三）過新年要說哪些吉祥話？

新年吉祥話參考語詞：（1）恭喜恭喜（2）恭喜發財（3）
萬事如意（4）歲歲平安（5）大吉
大利（6）新年快樂

（1）恭喜恭喜（2）恭喜發財

（3）萬事如意（4）歲歲平安

（5）大吉大利（6）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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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延伸活動

★除了將所學過的稱位說出，請學生將家中成員做介紹。

陸、學習單
（一）過年的習俗

▲我會看圖講

說明：1.學生會說出過年的習俗及活動。

2.會照習俗順序將圖排列，並會用母語說，（可自編故
事）。

參考答案：（4）→（3）→（1）→（7）→（2）→（6）→（5）

（二）拜年講好話

▲講蜀句好話

說明：1.會用母語拜年講好話，並將吉祥話寫在框格中。

2.知道跟家中哪位長輩拜年，並會勾選。

（勾出的家人會用母語說出稱位）

柒、補充資料

★介紹現有國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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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註釋

1.祭灶祭葫蘆：農曆臘月二十四夜祭灶神，葫蘆：糊塗的訛音

2.米管︰量米竹筒

3.元寶金庫：冥錢一類的紙製品

4.奴：我

5.灶媽：灶君夫人

6.落來︰從天上下來

7.有錢趁：有錢賺

8.奴奶︰我娘

9.討：娶

10.弟人：弟媳婦，弟夫人簡稱。早年稱師母為「先生夫人」，也可
說「先生人」

11.養弟無養妹：生男不生女

12.諸般閑架：所有（各樣），總款

13.都是奴：都歸我。

☆賞析

這首歌謠是摹擬女孩的口吻向灶神祈禱。民間習俗在農曆臘月
二十四夜祭拜灶君，傳說灶神會在這一天夜裡返回天庭，報告這一
年來人間的情況，到除夕夜返回人間。這段期間由灶媽代替職位。
祭灶是給灶君餞行，並供上「灶糖灶餅」希望灶君吃得嘴甜甜的，
多為家人說些好話。



這首歌謠中的女孩，一面燒香拜拜燒元寶給灶神，一面虔誠說
出自己的心願。第一句的「葫蘆」疑為「糊塗」的訛音，影射灶君
吃了糖，指向天庭報好不報壞話。量米的竹筒做祭神的香爐，三四
句在向灶神邀功，暗示今晚的祭品都是女孩自己準備的，希望灶君
能因此答應心願。

祈求灶神上天庭為我家說好話，灶媽來保佑我家人，保佑我爹
有錢賺，保佑我娘身體健康福壽綿延，保佑我哥今年能討一個好嫂
子，保佑我弟討好老婆。最後兩句是富含深意的雙關語，保佑我娘
生男不生女，達成父母想要生男的心願，也為自己著想，沒有妹妹
和我爭嫁妝，家裡的家具嫁妝日後都歸我所有。

▲過年其習俗

過年是中國人的大事，按傳統習慣，一到臘月（農曆十二月）
大家就為迎接新年的到來而開始忙碌，一直要到元宵節（農曆
一月十五日），才算過完年。

▲過年時大掃除，福州說“ ”

捌、參考資料
1.福州方言詞典：李榮主編（江蘇教育出版社）。

2.冬節童謠賞析：黃英琴老師個人網頁

（w3.blps.matsu.edu.tw/in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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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參考書目
1. 陶燠民著（1956）：《閩音研究》，科學出版社。
2.《福建省漢語方言概況》（討論稿）： 1963年內部刊行。
3.《福州方言的文白異讀》：中國語文1984年6期
4. 梁玉璋 （1986）：《福州方言的語流音變》， 語言研究
1986年2期。

5. 孫維張（1989）：《漢語熟語學》，吉林教育出版社。
6.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教研室編（1989）：漢語方
言詞匯（第二版）》，文字改革出版社。

7. 福州市鼓樓區民間文學集成編委會 張傳興執編（1989）:
《中國民間歌謠集成˙福建卷˙福州市鼓樓區分卷》
8. 福州市鼓樓區民間文學集成編委會（1989）: 
《中國民間諺語集成˙福建卷˙福州市鼓樓區分卷》
9. 福州市倉山區民間文學集成編委會 張傳興執編（1989）:
《中國諺語集成˙福建卷˙福州市分卷》
10. 福清縣民間文學集成編委會（1990）: 
《中國民間歌謠集成˙福建卷˙福清縣分卷》
11. 福州市倉山區民間文學集成編委會（1990）: 
《中國民間諺語集成˙福建卷˙福州市倉山區分卷》
12. 李如龍、梁玉璋、鄒光椿、陳澤平編（1994）：
《福州方言詞典》，福建人民出版社。
13.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教研室編（1995）：
漢語方言詞匯（第二版）》，文字改革出版社。

14. 梁玉璋等（1996）：《福州話音檔》，上海教育出版社。
15. 陳澤平（1997）：《福州方言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
16. 陳澤平（1998）：《福州方言熟語歌謠》，福建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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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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