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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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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冊編輯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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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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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本文旨在綱要說明本教材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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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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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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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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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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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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Ｏ５３），衣（i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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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 做歲

壹、教學重點

一、學習敘說過年的心情。

二、能了解「吉祥話」所代表的意義並能靈活應用。

三、能應用「吃⋯會⋯」、「平平安安⋯（疊字運用皆可）」等

句型練習造句。

四、認識年節圍爐習俗，培養熱愛鄉土文化的情懷。

貳、教學時間

二百分鐘〈分五節課教學〉

參、教學準備

魚、年糕、豆腐、鳳梨ˇ等應景食品的實物或照片，新字

語詞卡、錄音帶、錄音機

肆、教材分析

一、文體：詩歌

二、新詞：

1.三十暝晡—除夕夜

2.做歲—年夜飯〈圍爐〉

3.山珍海味

4.排個郎桌—擺滿桌

5.豆干—豆腐〈比較硬的〉"豆干"               因順同

化音變為

6.做官

7.黃梨—鳳梨

8.發財

9.紅燒魚

10.年年有長—年年有餘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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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炸糖粿—炸年糕

12.步步高升

13.團圓

14.平平安安—(平平亦可讀做 ，

安安亦可讀為 )

三、語詞練習補充

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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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句型練習：

1、吃⋯會⋯

例：吃鳳梨會發財。

吃橘子會大吉大利。

吃發糕會大發利市。

2、平平安安⋯（疊字運用皆可）

例：平平安安過一年。

快快樂樂去上學。

健健康康的小朋友。

五、年夜飯的應景菜餚：（補充語詞）

六、補充教材

1.俗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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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逿：下（雨）。2.無得晴：（天氣）晴不了。

【案】正月初一下雨，初二一般就無雨；初三下起了雨，就

要一連下好幾天。

2.歇後語

3.謎語

老太婆過年。（猜一俗諺）

答：

伍、教學活動

〈活動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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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教師帶領小朋友用母語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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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能用母語唸出。

〈活動二〉我會認、我會用

1.教師揭示語詞，由小朋友上台指出實物並能用母語唸

出。

2.用母語說一句吉祥話，並能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陸、參考資料

一、 歌謠：

＜轉外家＞

紅雞髻，白雞 ，

依姑今旦轉外家，

掇椅乞姑坐，椅囝拍豹也毛無。

煮飯乞姑食，米缸無米干巴巴。

買魚乞姑食，魚著江中拍水花。

雞乞姑食，雞著菜園啄菜花。

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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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歌謠翻譯

＜回娘家＞

紅雞冠，白雞腳，

姑姑今天回娘家，

端椅子給姑姑坐，椅子斷掉沒了椅腳。

煮飯給姑姑吃，米缸什麼也沒有。

買魚給姑姑吃，魚在江中拍水花。

殺雞給姑姑吃，雞在菜園啄菜花。

【注】1.雞髻：福州語「雞冠」。

2.  ：福州語「腳」。

3.  ：「端」的意思。

4.依姑：姑姑。

5.拍豹：斷掉。

6.  ：福州語「殺」的音。

7.啄：鳥類、家禽嘴尖去取東西吃叫「啄」。

三、賞析

出嫁的姑姑今天回娘家，看到姑姑回娘家，我高興的

搬椅子給姑姑坐，誰知道椅腳居然斷掉，卡榫接也接不

上；準備要煮飯燒菜給姑姑吃，米缸空空的沒剩一粒米，

水缸也早已乾涸一滴水也沒有；上街買魚給姑姑吃，魚攤

上一隻魚也沒看見，魚販調侃說魚還在江中游呢；想殺雞

給姑姑加菜，誰知道後門那隻紅雞冠白雞爪的雞，還在那

啄野花。

全首童謠呈現了巧婦無米之炊的窘境，小姑臨時回

家，什麼都沒準備招待，手忙腳亂下鬧出了一堆笑話，歌

裡呈現了遞次增強的趣味，笑話裡希望姑姑別介意才好。

柒、補充資料

1、中國傳統節慶—春節

除夕晚上，中國人會全家團圓一起吃年夜飯，又稱圍

爐，起源於古人皆圍著爐子吃飯。圍爐時不分長幼皆一起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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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在家的成員一定要等到全家到齊了才可開動，也要為

未能回家吃團圓飯的家人擺碗筷，以表示全家團圓，在人

際關係疏離的現代社會中，象徵團圓的年夜飯尤為重要。

2.年節應景食品或物品所代表的吉祥話。

◆鳳梨：旺來—鳳梨福州語和旺來同音。

◆橘子：大吉大利—「橘」和「吉」的音相近。

◆年糕：步步高升—「糕」和「高」的音相近。

◆發糕：大發利市—取「發」的意思。

◆開心果：笑口常開—取零食名稱的延伸。

◆牡丹花瓶：富貴平安—牡丹花代表富貴，花「瓶」和

「平」安同音。

3.春節在以往可說是一年中飲食最不虞匱乏的時候了， 因此春

節的飲食習俗除了追求食品的美味之外，更重要的意義在祈

福驅邪。除了家人之間相互飲酒祝福外，也會擇日邀請親戚

朋友前來「喝春酒」，共同沾染春節的喜氣。春節期間不管招

待客人或是自己享用的食品，都要討個好彩頭，在此這段期

間吃的菜都有相對應的吉利話。例如，吃年糕代表年年高

昇；吃菜頭代表好彩頭；吃魚代表年年有餘；吃長年菜代表

長壽；吃餃子象徵財源廣進；吃湯圓表團圓；吃鳳梨象徵旺

旺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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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 鯉魚討親

壹、教學重點

一、能聽及讀本課課文並了解內容大意。

二、能以母語學習後疊詞、前疊詞及單音重疊詞，並應用於日

常生活中。

三、能以母語學習「⋯做⋯」、「請⋯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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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情境掛圖及製作本課語詞卡、句型卡。

肆、教材分析

一、文體：詩歌

二、新詞注釋：

1.鯉魚－魚名，體紡錘形，脣厚，嘴邊有長短鬍鬚各一

對，產淡水中。

2.討親－娶親。

3.鬧昂昂－形容喧鬧的意思。

4.雷公－指雷。

5.放炮－燃放爆竹。

6.竹箂－指竹籃子，「箂」為方言俗字。

7.花轎－古時的傳統習俗，新娘出嫁時乘坐的轎子。

8.火管－吹火使旺的竹管。

9.知打－擬音詞，指嗩吶。

10.龍蝦－大蝦，長七八寸，產於近海。

11.親家－1.夫妻雙方的父母間，相互的稱呼。

2.古代親戚的通稱。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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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冬圭－指烏賊，海產的軟體動物，肉可食，體後有墨

囊，遇到敵人時，會放出墨汁，使敵人看不見。

13.媒儂－指媒人，為男女兩家說合婚姻的人。

14.胡鰍－指泥鰍，魚名，常活在濕土中，比鱔小。

15.鴨母－母鴨。

16.嘎嘎叫－發出嘎嘎的聲響。

17.新人－新娘。

18.轉外家－回娘家。

三、我會讀：

一、後疊詞練習：

1.鬧昂昂－很熱鬧

2.冷清清－冷清清

3.漂亮亮－指漂亮

4.簡單單－指簡單

5.四角角－四方形

6.寬莽莽－形容寬敞、範圍大

7.看真真－指看得認真

二、前疊詞練習：

1.嘎嘎叫－擬母鴨的叫聲

2.擺擺動－擺來擺去

3.金金目－瞪眼

4.糜糜雨－毛毛雨

5.四四角－四平八穩

6.安安心－放心

7.黜黜烏－黑烏烏

三、單音重疊詞練習：

1.      －擬炮聲或敲門聲

2.長長長－長久

三下

第
二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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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平平平－平坦

4.硬硬硬－硬邦邦

5.暗暗暗－多指天色暗沉沉

6.澈澈澈－乾乾淨淨

四、句型練習：

1.竹箂做花轎，火管做知打。

◎姊姊做新人，哥哥做新郎。

◎鞋做大船，鉛筆做划槳。

2.請蜀頭龍蝦做親家。

◎請蜀位兒囝做花童。

◎請蜀位大姐做媒儂。

伍、教學活動

（活動一）我會八（我會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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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母語學習前疊詞、後疊詞及單音疊詞練習。

4.能以母語學習「⋯做⋯」及「請⋯做⋯」的句型造句並

應用在生活中。

（活動二）我會演

1.由同學扮演鯉魚、雷公、龍蝦...等角色，將課文以戲劇

演出方式呈現，也可增添台詞及道具等。

2.由活動過程中培養同學美的鑑賞力，及建立創造思考能

力。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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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　遊戲樂趣穧

壹、教學重點

一、 能知道上課和下課的不同。

二、 能了解各項遊戲器材及設施的使用方式。

三、 玩遊戲時能注意安全。

四、 能說出同學遊戲的情形。

五、 能體會遊戲的樂趣並和同學一起遊戲。

貳、教學時間

160分鐘，四節課教學。

參、教學準備：

教師準備

1. 本課生字卡、語詞卡、句型卡。

2. 本課有關遊戲的圖片或插圖。

3. 蒐集各種遊戲的名稱及玩法。

學生準備

1. 觀察同學下課的遊戲情形。

2. 認識平常所玩遊戲的名稱及玩法。

3. 閱讀相關課外讀物。

肆、教材分析

一、文體：童詩

二、新詞：

1.遊戲-玩耍，有規律與興味的活動。

2.操場-進行體育活動的場所。

3.拍球-打球。

4.跑步-大步向前快走。

5.    屈屈-捉迷藏，蒙起眼睛來捉人的兒童遊戲。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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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歡喜-喜歡。

7.轆轆架-即「秋千」，也做「鞦韆」。運動場上供人運動遊

戲的器具。

8.飛上天-形容喜悅、快樂的心情。

9.山頭-山頂或山之意。

10.大海-大海。

三、延伸語詞：

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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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句型練習：

1.有儂⋯⋯有儂⋯⋯故有儂⋯⋯

原文：

例句：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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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例句：

伍、教學活動：

＜活動一＞下課時光

1.教師以問題方式引導學生說出下課時間都做什麼活動？

2.下課時間學生最喜歡玩的遊戲是什麼？遊玩的心情？各

種遊戲的遊玩方式。

3.請每位小朋友帶領同學遊玩自己最喜歡、覺得最有趣好

玩的遊戲。

4.遊戲過後老師請每位同學一起分享玩各種遊戲的心情及

遊戲時應注意的安全事項。

＜活動二＞遊戲樂趣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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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利用句型卡提出句子，讓學生認讀，並練習句子拉

長。

玩什麼遊戲？

玩什麼遊戲，有怎樣的心情？

在哪裡玩遊戲，玩什麼遊戲，有怎樣的心情？

誰在哪裡玩遊戲，玩什麼遊戲，有怎樣的心情？

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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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活動三＞大家跟我一起說

1.由老師領讀一語詞，全班學生一起念，再由老師指定一

學生領讀另一語詞，依序類推。

2.看誰未能接讀新詞，視為淘汰，並可因此予以處罰。

3.詞語以本課為主，包含延伸語詞，以加強學生印象，增

近學習效果。

＜活動四＞我會背

1.分組比賽課文背誦，採接力方式。

2.背誦速度及咬字皆要求標準正確。

3.最先背完者且正確者，予以加分獎勵，未達標準者再要

求。

陸、參考資料：

一、歌謠

圍坐點君子

點點篤篤，桃花李碌，

底儂君子，雷拍火燒劈歷匐碌。

二、方言注釋：

1.點點篤篤：用手指頭點來點去

2.桃花李碌：讓句子活潑的協韻字，無意義。

3.雷拍火燒劈勵卜篤：讓句子活潑的協韻字，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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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賞析：

這首童謠是孩子們遊戲時吟唱的歌謠，在玩捉迷藏遊

戲時，做鬼的人就要吟唱這首歌謠，一次唸一個字點一個

人，反覆幾次唸完後，大家一哄而散開始躲藏，由做鬼的

小朋友捉他們。這是充分表現童趣的歌謠，由孩子吟唱，

讓每個大人不禁回想起自己童年捉迷藏的情景，勾起更多

甜美記憶。孩子在遊戲間吟唱，讓遊戲增添趣味，在曲謠

即將要唸完時，就要準備起跑去躲藏，也訓練了幼童的反

應力。現在，我依然清晰記得，那每次跑得最慢的被捉

弄，不甘心臉上的逗趣表情呢！

四、參考教材：

1.國語日報辭典：國語日報社出版〈民八十五年〉

2.「點點篤篤」：黃英琴個人網頁

（w3.blps.matsu.edu.tw/in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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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 熱天

壹、 教學重點

一、能用母語流利而順暢的朗讀課文。

二、能用母語說出夏天常見的昆蟲及休閒活動。

三、能應用課文中的語詞和句型。

貳、教學時間

160分鐘。（分四節課實施）

參、教學準備

一、夏天情境圖片

（如：海邊活動圖、山上風景圖、星座圖等）。

二、圖卡

（金龜子、蟬、太陽、蛤、螃蟹、游泳）。

肆、教材分析

一、文體：記敘文

二、新詞

1.熱天—夏天

2.山頂—山上

3.金龜—金龜子

4.滿世飛—到處飛

5.唱沒歇—一直唱歌，唱個沒停。

6.海邊—海邊

7.挖蛤—挖蛤蜊

8.溺螃蟹—抓沙灘上的小螃蟹

9.水禮—水裡

10.泅水—游泳

11.清涼—涼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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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日—天天；每天

13.日頭—太陽

14.早早出—早早的出來

15.中晝—中午

16.真熱—炎熱

17.風又嫩—風又小

18.半晡—傍晚

19.樹下—樹下

20.齊—一起

21.涼風—乘涼

22.天暗—天黑

23.食茶—喝茶

24.星星—星星

25.儂儂—每個人

伍、教學活動

〈活動一〉我會辨認夏天常見的昆蟲和海邊生物

1.教師利用圖卡領念金龜子、蟬、太陽、蛤、螃蟹。

2.教師念語詞，學生從情境圖片中找出相關詞。

〈活動二〉我會說出夏天的休閒活動

1.教師利用圖片教學生認念夏天相關語詞。（泅水、挖

蛤、溺螃蟹、涼風、食茶、看星星）

2.學生熟悉相關語詞後，師生共同討論設計「動作拳」，

利用「動作拳」遊戲反覆練習，加強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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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詞練習

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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溺 － 蟲

金龜

阿躋

魚

蝦

螃蟹

看 － 星星

書

戲

電視

電影

〈2〉形容詞練習

1.滿世 － 飛

行〈走〉

〈跑〉

塞

2.齊 －涼風

行棋〈下棋〉

唱歌

跳舞

食茶〈喝茶〉

攀講〈聊天〉

〈3〉句型練習

1.樹下齊涼風。

【樹下】齊【行棋】。

【客廳】齊【食茶】。

【飯廳】齊【食飯】。

【教室】齊【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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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儂儂都講熱天好。

儂儂都講【馬祖】好。

儂儂都講【先生】好。

儂儂都講【讀書】好。

〈4〉補充語詞：

〈5〉諺語：

鼓山戴帽，做土起餓。

語詞注釋：

1.鼓山：福州市郊的一座名山。

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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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戴帽：指雲霧籠罩、天將下雨。

3.做土：指泥瓦匠。

4.起餓：生計受威脅。

諺語翻譯：

鼓山雲霧籠罩，天將下雨，泥瓦匠生計受威脅。

陸、參考資料

一、歌謠︰

真鳥囝

真鳥囝，啄西瓜，

對面依妹真作佳，

頭梳蜀隻金錢髻，

手拈蜀柎牡丹花。

二、歌謠翻譯：

小小鳥兒吃西瓜，

對面年輕的姑娘長得真漂亮，

頭上梳著金錢髻，

手裡拿著牡丹花。

＜描寫姑娘年輕貌美的模樣，使人愛慕。＞

三、語詞註解︰

依妹：年輕的姑娘

做佳：漂亮

四、童謠賞析︰

真鳥囝

在馬袓童謠中，以真鳥囝為題的有十數首，主要為了

讓童謠吟誦和諧、簡單易學琅琅上口，並無特別的涵意。

綜觀馬袓童謠許多讚美女子容貌美麗，引人愛慕的情歌，

多為年紀稍長的男子因思慕而吟唱。在這首真鳥囝謠中，

說到一位年輕女子相貌美麗，引人遐思。花樣年華裝扮之

後，讓人的視線無法離開。這位年輕貌美女子，髮上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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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緻的金錢髻，隨步搖曳，雪白的雙手輕拈一枝盛開牡

丹，人比花俏更顯嬌豔。在過去社會，因經濟情形不允，

並非所有的男子都有機會娶妻成家，在青春年少難免因為

思慕愛人而感到寂寞，而一首首動人的曲謠也由此而生。

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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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

總
複
習

總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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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食＿＿＿＿， 會＿＿＿＿。

2. 有人＿＿＿＿， 有人＿＿＿＿，還有人＿＿＿＿。

3. 先＿＿＿＿， 再＿＿＿＿。

4.「什麼人在什麼地方做什麼事」的延伸語句練習。

三、 能看圖運用母語說出內容及故事。

四、 會聽母語並知道正確意思。

五、 能透過繪畫活動，提昇學習興趣。

貳、教學時間

八十分鐘，二節課教學。

參、教學活動

＜活動一＞—我會讀

1.本題為短語練習，教師帶領小朋友說至熟練。練習時，

需注意發音是否正確標準。

(1)動詞練習

(2)名詞練習

(3)形容詞練習

2.本題為句型練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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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食＿＿＿， 會＿＿＿。

（２）有人＿＿＿， 有人＿＿＿，還有人＿＿＿。

（３）先＿＿＿， 再＿＿＿。

3.本題為「什麼人在什麼地方做什麼事」的延伸語句練

習。除了分析解說句型及領讀例句外，並引導小朋友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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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句型做替換練習。

＜活動二＞—我會講

△請小朋友們利用三到五分鐘，講講看所列的食物所表示

的吉祥話。

〈如果還知道其他的吉祥話，也可說一說。〉

參考答案：1.菜頭－好彩頭

2.黃梨（鳳梨）－旺來

3.糖粿（年糕）－步步高升

4.豆番（豆腐）－做官

＜活動三＞—看圖說故事

△請小朋友們利用課文中教過的句型和詞彙看圖說故事。

1.說一說圖畫中有哪些人？

2.說一說他們正在哪裡做些什麼事？

參考答案：圖一：爸爸和媽媽在客廳，一邊喝茶、一邊

聊天。

圖二：小朋友在教室大掃除，有人掃地，有

人排桌椅，有人擦玻璃，有人倒垃

圾。

圖三：爺爺坐在樹下乘涼、看星星。

圖四：晴朗的午後，小鳥在天空飛翔，蟬兒

鳴叫，溪水裡有螃蟹和魚蝦。

＜活動四＞—我會聽

△由老師隨意念出一時間或人物主詞，小朋友能知道並找

出另一相關語詞，目的在訓練學生聽力與理解力。

１時間＋事情

２人物＋事情

＜活動五＞—會畫又會講

本活動旨在利用大家來畫圖的方式，趣味呈現並配合

母語說話的方式，如看圖說故事，來描述「最愛吃的一道

菜」，帶給你吃年飯的感覺，藉此訓練小朋友對母語運用與

認識，並增進小朋友說母語的能力，使能融入於日常生活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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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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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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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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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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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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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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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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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平銀

召 集 人：陳元利

編 輯：王建華、林月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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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一月初版

學校服務專線：0836-22196 教導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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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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