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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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冊編輯而成，提供教師參考之用。

二、本書有四課一複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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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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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課教學時間為一六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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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6-25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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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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本文旨在綱要說明本教材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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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冊四課一複習，各課內容設計，配合小學三年級學生之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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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課編入歌謠或俗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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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綜合每課的課文、語詞，做聽與說的綜合練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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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進教師對馬祖地區鄉土民情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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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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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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建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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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縣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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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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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州方言』，福州方言以福州話為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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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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 禮拜日其早頭

壹、教學重點

一、能以母語說出家裡的場所。

二、能利用母語說出平常在家裡做的事，並應用於日常生活

中。

三、練習三餐的語詞。

四、會利用母語練習句型：什麼人在什麼地方做什麼事？

貳、教學時間

200分鐘（分五節課教學）

參、教學準備

人物動作圖卡、場所圖卡、人物籤筒、場所籤筒、動作籤筒。

肆、教材分析

一、文體：記敘文

二、新詞：

1.早頭─早晨

2.今旦─今天

3.不使─不用

4.上班─上班

5.讀書─讀書

6.外首─外面

7.天氣─天氣

8.真蠻好─這麼好

9.爬起奧─爬起來

10.後門─後門

11.門喙─門口　　　　　　　　　　　　

12.客廳─客廳

第
一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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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灶前─廚房

14.做運動─做運動

15.洗車─洗車

16.看報紙─看報紙

17.煮早─煮早餐

18.樓頂─樓上

19.故 睏─還在睡

20.趕緊─趕快

21.洗面─洗臉

22.洗牙─刷牙

23.食─吃（『食』單念：sie ；連讀則有不同的調值念

法，請見動詞練習1的詞句）

三、動詞練習

三上

第
一
課？5



四、場所語詞

1.後門（後門）

2.門喙（門口）

3.客廳（客廳）

4.灶前（廚房）

5.樓頂（樓上）

6.檻門囝（窗戶）

第
一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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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房裡（房間，也可以叫 ）

8.廁所（廁所，也可以叫 ，但是現在很少使用此

種說法。）

五、句型：

什 儂著什 地方做什 事？

（什麼人在什麼地方做什麼事？）

伍、教學活動

<活動一>──猜猜看，我在做什麼？

1.老師問：平常你的家人最常在家裡做什麼？（用國語回

答）

2.教師將人物動作圖卡揭示在黑板上並逐一教學母語的動

作念法。

3.利用抽動作題上台表演讓同學猜猜看的遊戲方式，進行

複習看圖認念人物動作圖卡（可分組進行比賽）。

4.教師領讀課本中的動詞練習，並注意連讀音變的部份。

詳見（肆、教材分析—動詞練習。）

<活動二>──我的家

1.老師問：你的家裡有哪些不同的場所？（老師依照學生

的回答依序將場所圖卡揭示在黑板上）。

2.利用母語教學家裡場所的念法。

3.利用大風吹的活動讓沒有搶到位子的同學上台來複習看

圖認念場所圖卡。

4.教師領讀課本中的場所語詞練習。

<活動三>──星期日的早晨

1.教師先朗讀一遍課文。

2.教師利用國語說明課文的內容並提出本課新詞進行念讀

及釋意。

3.老師由課文中提出句型共同討論並依式做替換練習。

三上

第
一
課



什 儂著什 地方做什 事？

（什麼人在什麼地方做什麼事？）

例句一：依媽著後門做運動。

例句二：表姊著客廳看報紙。

例句三：依弟著灶前食點心。

4.老師將準備的人物籤筒、場所籤筒、動作籤筒置於桌

上，讓學生分別在三個籤筒中各抽一張字條，再加以排

列組合，用母語說出完整的句子。

5.由教師領讀及學生齊讀等方式，複習朗讀課文。

陸、參考資料

一、歌謠：

第
一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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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歌謠翻譯：

好寶貝，快入睡，驚嚇我寶貝的賊公賊婆快離開，讓我寶

貝快快入夢的眠公眠婆趕快來，讓我寶寶安穩的好好睡，一覺睡

到天亮。

三、語詞注釋：

1.    ：哄小孩的聲音，即"乖乖"。

2.賊公賊婆：民間傳說幼童床邊驚嚇嬰孩的鬼魅。

3.奴：我。

4.遘：到。

5.一鼓：敲第一聲更鼓的時候。

6.透天明：直到天亮。

7.福州語中有一些文字有文、白讀兩種讀音，所以文字下

加一條橫線表示此字要用白讀音（例如：愛）；文字下

加兩條橫線表示此字要用文讀音（例如：明）。

四、賞析：

這是馬祖婦女耳熟能詳的催眠曲。手抱幼童口中吟唱著音

律優美的催眠曲，是多麼慈愛的一幅畫面！前面四句都是哄孩子

入眠的吟唱，「 、乖乖、愛睏、眠眠」都是安撫小嬰孩的語

句，『著』是語末助詞，是對寶貝的暱稱。隨著慈母輕輕的撫

摸，溫柔的唱著，幸福的寶寶在搖籃中慢慢的睡去。

五、參考資料：

1.築沙的孩子：http://163.25.27.130/inchan/







第
二
課

第 二 課 巴啷鼓錘

壹、教學重點

一、能聽及讀本課課文並了解內容大意。

二、能以母語聽及說各種動物的名稱及發出的聲音。

三、能以母語學習名詞及形容詞的重疊詞並應用在生活中。

四、能以母語學習「又會....又會....」及「也會....會....

」的句型造句並應用在生活中。

貳、教學時間

160分鐘（分四節課教學）

參、教學準備

一、 製作本課語詞卡、句型卡。

二、 蒐集蝌蚪長大變成青蛙的圖片、照片及相關資料。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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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啷鼓錘－蛙、蟾蜍、鯢等兩棲動物的幼蟲。體橢圓，

尾大而扁，游泳水中。

2.烏黜黜－烏溜溜的意思。

3.尾尾－鳥獸魚類脊椎末梢突出的延長部分，具有平衡身

體的作用。本課是指蝌蚪的尾巴。

4.甹後－1.胸部的後面。2.物體的反面或是後面。本課指

蝌蚪的背面。

5.擺來擺去－指左右擺動，且有一定振幅的物體。本課指

蝌蚪搖擺尾巴。

6.水禮泅－指在水裡游動。

7.樹筈－指樹木的葉子。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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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當作－作為的意思。

9.傘禮遮－使用傘來遮蔽的意思。

10.伓驚－不害怕、不擔心的意思。

11.逿雨－指天空落下雨來。

12.曝－把東西放在陽光下，使其乾燥。

13.池塘－低漥而能蓄水的地方。

14.  勢－是裡面、內部的意思。

15.水草－水生植物的通稱。

16.穧－指多或許多的意思。

17.吃飽－吃足了的意思。

18.老婆－是青蛙，蝌蚪經變態後而成為的成體。

19.骹腿－指腿的意思。

20.滑溜溜－光溜而不滯澀的樣子。

21.又會－表示加重語氣。

22.泅水－本課指青蛙在水中或水面自由移位的樣子。

23.故會－也會的意思。

24.唱歌－按照詞、曲發出悅耳的聲音。本課以擬人

化的方式呈現，意思是指青蛙的鳴叫聲。

25.叫－指鳥獸蟲類的鳴唱。

三、我會八：（我會知道）

學習聽及說常見的動物在活動的樣子。（活動方式詳見：

伍、教學活動<活動一>──我會八）

參考答案如下：

三上

第
二
課



四、我會讀：

一、名詞重疊練習： 二、形容詞重疊練習：

1.尾尾－尾巴 1. 烏黜黜－烏溜溜

2.簿簿－本子 2. 冰凍凍－冷冰冰

3.袋袋－袋子 3. 紅丹丹－紅彤彤

4.瓶瓶－瓶子 4. 圓珠珠－圓滾滾

5.皮皮－皮兒 5. 白雪雪－雪白

6.柄柄－把兒 6. 焦酥酥－乾而酥鬆

7.角角－角落 7. 辣烘烘 －火辣辣

★ ★ ★

三、短語練習：

1.擺來擺去－擺來擺去

2.搖來搖去－搖來搖去

3.捵來捵去－推來推去

4.討來討去－找來找去

5.覷來覷去－看來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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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行來行去－走來走去

7.跳來跳去－跳來跳去

8.  來 去－跑來跑去

四、句型練習

1.句型：「⋯又會⋯又會⋯」

例句：老婆又會泅水又會跳。

依哥又會跳高又會跳遠。

依姐又會唱歌又會跳舞。

2. 句型：「⋯故會⋯故會⋯」

例句：老婆故會唱歌故會叫。

依妹故會畫畫故會彈琴。

依弟故會跳棋故會象棋。

伍、教學活動

（活動一）──我會八（我會知道）

1.將動物活動的圖卡揭示在黑板上讓小朋友先嚐試逐一以

母語來說出圖中的情境。

2.在小朋友嚐試逐一以母語來說圖中的情境。

3.教學的動物活動語詞_有蝌蚪在水中游、蟬在樹上叫、紅

蟻在搬糖果、蜜蜂在採蜂蜜、鳥兒在空中飛、貓在抓老

鼠、狗在看門、牛在吃草。

（活動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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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母語學習名詞及形容詞的重疊詞並應用在生活中。

4.能以母語學習「又會....又會....」及「也會....也會

....」的句型造句並應用在生活中。

陸、學習單

教師引導小朋友說出學習單中各種動物活動的情形。

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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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 馬祖島

壹、教學重點

一、能以母語說出家鄉的地名、簡單的行政區域並分辨自己居

住的村落。

二、能欣賞馬祖大自然的風景特色、並以母語說出具代表性的

物產。

三、會利用母語練習本課的句型。

貳、教學時間

二OO分鐘（分五節課教學）

參、教學準備

馬祖的行政區域簡圖、馬祖相關景色的照片或圖片、本課

生字語詞卡、魚蝦螃蟹等海產的圖片。

肆、教材分析

一、文體：詩歌

二、新詞：

1.馬祖：馬祖。

2.島：島嶼。

3.住著：住在。

4.分做：分成。

5.四鄉：四個鄉。分別是南竿鄉、北竿鄉、莒光鄉和東引

鄉。

6.五島：五座島嶼。南竿、北竿、東莒、西莒、東引。

7.南竿：南竿。馬祖行政區域中最大的島嶼。

8.北竿：北竿。馬祖第二大島。

9.故有：還有。

10.白犬：莒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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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東引：東引。

12.都是：都是。

13.地方：地方。

14.寶島：寶島。

15.好山好水：好山好水。形容景色優美。

16.風景：風景。

17.魚蝦：魚和蝦子。

18.  ：梭子蟹

19.寶：寶。

20.空氣：空氣。

21.澈潔：乾淨。

22.精神：精神。

23.儂儂：人人，每一個人。

24.快樂：快樂。

25.煩惱：煩惱。

26.真正是：真的是。

三、地名練習：

1.【四鄉 】：南竿

北竿

白犬

東引

2.【五島】： 南竿

北竿

上沙

下沙

東引

3.【村】：南竿→山隴

牛角（後來稱為復興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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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澳

馬祖

清水

珠螺

西尾（後來稱為四維村）

津沙

鐵板（後來稱為仁愛村）

美人澳（後來稱為梅石村）

北竿→白沙

長岐

里

芹壁

后澳

橋仔

上沙→青蕃（後來稱為青帆村）

田澳

西路（後來稱為西坵村）

下沙→熾坪（後來稱為大坪村）

福正

大埔

東引→樂華

中柳

南澳

北澳

四、句型練習：

1.我厝住著馬祖島。

我厝住著南竿島。

我厝住著山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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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馬祖分做四鄉共五島。

白犬分做上沙共下沙。

天氣分做好天共壞天。

手分做左手共右手。

3.魚蝦共 都是寶。

學校裡面都是學生。

馬路上面都是車。

山上都是樹。

五、俗諺：

做田無功夫，

曬八 手粗。

【種田的主要靠體力、努力。】

伍、教學活動

＜活動一＞—認識我的家鄉

1.老師問：你喜歡自己的家鄉嗎？你知道馬祖分成幾個小

島嗎？（用國語回答）

2.教師將準備好的行政區域簡圖揭示在黑板上並逐一教學

母語的念法。

3.利用蘿蔔蹲的遊戲方式來複習地名的念法。（可分組進

行比賽）。

＜活動二＞—海鮮拳

1.老師問：馬祖靠海，你知道馬祖有哪些海產呢？（老師

依照學生的回答依序將海產圖卡揭示在黑板上）。

2.利用母語進行海中特產的念法。

3.利用海鮮拳的遊戲方式（例如：螃蟹、蝦子、魚兒），讓

輸的同學上台來複習看圖認念海鮮圖卡。

＜活動三＞—拼一拼

1.老師將行政區域簡圖影印後貼在厚紙板上，分割成數塊

後由學生分組拼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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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拼完後分組進行複習，並指出自己所居住的區域。

＜活動四＞—讀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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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由課文中提出句型共同討論並依式做替換練習。

◎我厝住著▁▁▁。（我家住在▁▁▁。）

◎ ▁▁▁分做▁▁▁共▁▁▁。

（▁▁▁分成▁▁▁和▁▁▁。）

◎ ▁▁▁都是▁▁▁。

陸、參考資料

一、海產、加工製品及特產名稱補充語詞：

【海產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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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製品】：

【特產】：



二、唱小歌：做新婦

1.歌謠：

昨瞑我妹做新婦，

做底所？做馬祖。

馬祖起大厝，真鳥飛 過。

2.翻譯：

昨天我的妹妹出嫁，

嫁哪裡？嫁到馬祖。

馬祖建大房屋，

真鳥飛不過去。

3.註解：

【做新婦】：出嫁。

【昨暝】：昨天。

【真鳥】：益鳥。

【飛 過】：飛不過去。

4.童謠賞析：

做新婦

過去傳統社會視嫁娶為珍貴而難得的喜事，整個婚宴

迎娶過程絲毫不得馬虎，家族親友也沾染氣息眉開眼

笑。第一句中，「昨暝」可知結婚的時辰是傍晚，傳統

習俗取黃昏的「昏」等同於結婚的「婚」，意指結婚後夫

妻雙方在相處上，應該「睜一眼，閉一眼」不要太計

較。在這首童謠中，新嫁娘的哥哥誇耀親家家境富裕，

妹妹的夫家蓋大房子迎娶新媳婦，房子有多大呢？大到

鳥兒也沒有體力飛過！妹妹出嫁的興奮心情溢於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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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 大掃除

壹、教學重點

一、能聽懂並以母語說出各項掃除工具：掃帚、糞斗、桌布、

水桶、鏟子、拖把、刷子、垃圾桶等。

二、能聽懂並以母語說出各環境區域：教室、辦公室、廁所、

走廊、樓梯間、餐廳（廚房）、操場等。

三、能了解課文的意思，並且會念本課新詞。

四、會應用母語『你拿......我拿......』、『先......

再......』的句型。

貳、教學時間

160分鐘（分四節課教學）

參、教學準備

掃除工具圖卡、課文中動作詞卡、迷宮圖

肆、教材分析

一、文體：記敘文

二、新詞注釋：

1.放假─在規定的日期停止工作或學習。

2.全班─整個班級。

3.糞斗─亦畚箕，用草或竹子編成的。盛涂的用具

4.掃帚─掃地的用具。

5.水桶─盛水的器具。

6.桌布─拭拭灰塵的布。

7.沃水─澆水。

8.掃地-掃除地上的垃圾。

9.涂粉─灰塵；在空中飛揚的細小塵埃。

10.拭─拭、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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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玻璃─用白砂、石灰石、碳酸鈉、碳酸鉀、鉛丹等燒熔

及冷卻後，製成的透明物體。本課指的是窗戶的

意思。。

12.門窗─門和窗戶。

13.鏡─鏡子，用玻璃做成，後面塗有水銀，可以照出器物

影像的器具。

14.桌椅─桌；檯子，可以放東西、吃飯、讀書、寫字等。

椅；有靠背的坐具。

15.排─按照次序排列。

16.放歸位─放回原位。

17.垃圾─骯髒、廢棄無用的東西。

18.圓─堆，將東西積聚在一起。

19.教室─讀書上課學習的場所。

三、我會八—（我會知道）

學習各種掃除工具的語詞與學校內的掃除環境區域。（活

動方式詳見：伍、教學活動；<活動一>──我會八）

四、句型練習：

1.「汝掏......我掏......」

例如︰汝掏掃帚我掏糞斗。（你拿掃把我拿畚箕。）

汝掏水桶我掏桌布。（你拿水桶我拿桌布。）

汝拭檻門我拭玻璃。（你拭窗戶我拭玻璃。）

汝倒糞掃我排桌椅。（你倒垃圾我排桌椅。）

汝摜水桶我拖地兜。（你提水桶我拖地。）

2.「先......再......」

例如：先沃水再掃地兜（先沃水再掃地）

先掃地兜再拖地兜（先掃地再拖地）

先洗手再吃飯（先洗手再吃飯）

先洗面再刷牙（先洗臉再刷牙）

先寫功課再看電視（先洗澡再看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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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習單

透過遊戲方式評量學生聽、說能力，活動一依據圖片用母

語說出正確圖意。活動二能說出正確的工具名稱。

伍、教學活動

<活動一>──我會八（我會知道）

1.將掃除工具及學校環境區域圖卡揭示在黑板上並逐一教

學福州語的念法，學童全體念、分組念、個別念。

2.教學的各項工具語詞︰掃帚、糞斗、桌布、水桶、鏟

子、拖把、刷子、垃圾桶。

3.各環境區域語詞：教室、操場、花園、廚房、辦公室、

走廊、樓梯間、廁所。

4.活動項目

【活動一】牛頭不對馬嘴

（一）活動目的：

1.學習「人＋拿＋什麼東西＋在哪裡+做什麼」的句型。

2.能正確說出與打掃相關之動名詞。

（二）活動流程：

1.教師揭示代表「主詞」、「名詞」及「動詞」三種語詞

短牌各五張。

2.由五位學生在各類短牌中各抽一張。

3.依「主詞」、「名詞」及「動詞」的順序大聲讀出，組

成「人＋拿＋什麼東西＋去做什麼」，如：「老師拿糞

斗在辦公室拭玻璃」

（三）活動說明：

1.「主詞」部分有以「你、我、他」、「老師」或「學生

名字」來代表。

2.「名詞」及「動詞」部分以課文為主，教師亦可再補

充其他相關動名詞。

3.因為隨機抽取組合，會造成語意荒誕的趣味感。

【活動二】對對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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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活動目的：

1.能正確說出並使用打掃之相關動名詞。

2.能正確找出課文中詞語的詞性。

（二） 活動流程：

1.將學生分為兩組每組三~五人，一組為「掃具組（名

詞）」；另一組則為「工作組（動詞）」。

2.兩組學生各成一排並面對面。

3.由各組學生依該組類別，從課文中選出詞語做成短牌

後貼於組員背後。

4.猜拳決定先後，由先的一組一位代表出來自由挑選對

方可能與其配對的同學，然後面對面一齊數1.2.3後轉

身並大聲說出貼於背後的詞語。

5.若配對成功（如：掃把－掃地；桌布－拭窗），獲勝一

組可再行進攻直到失敗，但每進行一次後兩組均需重

新洗牌。

（三）活動說明：

1.利用分組對抗的方式可提高學生學習興趣。

2.教師亦可依情形指導其餘課外相關打掃詞語。

【活動三】超級比一比

（一）活動目的：

1.能瞭解詞語意義及詞性。

2.能正確說出表演者所演出的詞語。

（二）活動流程：

1.教師先行製作五∼七張揭示牌，內含不同詞性（如：

文具排歸位、糞斗、糞掃圓蜀堆.....）。

2.教師徵求自願表演者上台並看過揭示牌後表演出來

（不可發出聲音）讓其餘學生猜。

3.猜的學生可先問要猜的詞句類型，如是動作還是掃具

名稱，由表演者點頭示意後依其動作來猜。知道答案

者舉手回答，若能正確說出者，予以獎勵。

＜活動二＞──大掃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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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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掏......我掏......」

例如︰汝掏掃帚我掏糞斗。（你拿掃把我拿畚箕。）

汝掏水桶我掏桌布。（你拿水桶我拿桌布。）

汝拭檻門我拭玻璃。（你拭窗戶我拭玻璃。）

汝倒糞掃我排桌椅。（你倒垃圾我排桌椅。）

汝摜水桶我拖地兜。（你提水桶我拖地。）

「先......再......」

例如：先沃水再掃地兜（先沃水再掃地）

先掃地兜再拖地兜（先掃地再拖地）

先洗手再吃飯（先洗手再吃飯）

先洗面再刷牙（先洗臉再刷牙）

先寫功課再看電視（先寫功課再看電視）

陸、學習單

＜活動一＞–做什麼

1.教具：圖卡四張、內容卡四張。

2.教師一一揭示圖卡。

3.由學生自由發表圖卡內容（不限定用母語）。

4.在瞭解圖卡內容後，教師再一一揭示出答案卡（順序不

要和揭示的圖卡順序相同），揭示同時並先由全班齊讀，

教師再給予指導。

5.要學生回答出該與哪張圖卡連在一起。

＜活動二＞–走迷宮

1.教具：迷宮大圖一張、掃地工具圖卡七張

2.教師揭示出迷宮大圖，並張貼於黑板，並於分叉口置放

圖卡（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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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說明遊戲規則：每人均由指定的入口開始，當於分叉處

遇見圖卡後翻開，依其圖示大聲說出此一掃地工具之福

州語後，能繼續選擇路線往前，由教師計時，看誰先抵

達出口即獲勝。

4.可由個人或分組方式進行。

柒、參考資料

一、掃除工具補充語詞︰

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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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複習

壹、教學重點

一、會利用母語練習說本學期課文中出現的短語。

二、會利用母語練習句型：

1.什麼人在什麼地方做什麼事？

2.我家住在馬祖的什麼地方？

3.請什麼人教什麼人做什麼事？

三、會利用教過的母語詞彙來練習看圖說故事。

貳、教學時間

八十分鐘（二節課教學）

參、教學活動

＜活動一＞我愛讀

1.本題為語詞及短語練習，教師帶領小朋友說跟做練習至

熟練外，並可利用圖片或圖卡進行看圖選詞，或做趣味

式連連看的活動運用。練習時，需注意發音是否正確標

準。另外也可以用國語翻譯，增加學習效果。

2.本題為句型及延伸句型的練習，除了分析解說句型及領

讀例句外，並引導小朋友依照句型做替換練習。

＜活動二＞看圖說故事

請小朋友利用第一課和第二課的句型及教過的詞彙來看圖

說故事。

1.◎說一說圖畫中有哪些人？

（依爹、依奶、依哥、依弟、依妹）

◎說一說他們正在哪裡做些什麼事？

（依爹著客廳看報紙）

（依奶著客廳食點心）

（依哥著客廳做運動）

（依弟共依妹著客廳看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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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說一說圖畫中有哪些小動物。

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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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

附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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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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