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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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冊編輯而成，提供教師參考之用。

二、本書有四課一小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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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課教學時間為二Ｏ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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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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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冊四課一小歌，各課內容設計，配合小學四年級學生之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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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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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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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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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季

壹、教學重點

一、能用母語流利而順暢的朗讀課文。

二、能知道四季的變化和節氣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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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分鐘（分五節課教學）

參、教學準備

一、師生共同製作本課新詞（圖）卡。

二、教師—春天、夏天、秋天、冬天語詞卡。

四開畫紙四張。

橡皮筋繩子。

肆、教材分析

一、文體：詩歌

二、新詞語：

1.四季－指春、夏、秋、冬四個季節。

2.暖風－形容春天溫暖的風。

3.吹－ 吹。

4.春天－春天。

5.草－小草。

6.滿園－滿園子。

7.香－香氣、香味。本課指花香味。

8.蝴蝶－泛指蝶類。

9.飛舞－蝴蝶在花叢間飛來飛去的樣子。

10.蜜蜂－蜜蜂。

11.忙－忙碌的樣子。

第
一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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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農民－下田耕種的人，即農夫或農人。

13.歡喜－形容心情愉悅的樣子。

14.好做田－春天是適合耕種的季節，春天一到，農人就有

好心情忙著耕作。

15.清風－清涼的風。

16.夏夜－夏天的晚上。

17.北斗七星－夏天的晚上，可以觀察到的星座。也叫做大

熊星座。由七顆星排列成像勺子一樣的形

狀。

18.掛天上－掛在天上。

19.藍尾星－螢火蟲。

20.摜燈－提著燈籠。本課用來形容螢火蟲發出亮光像提著

燈籠一樣。

21.鑽－來回穿梭。

22.做遊戲－玩遊戲。

23.落葉－掉落到地上的葉片。

24.片片－單位量詞，可用於一片樹葉、一片餅乾等等。

25.秋風－秋天的風。

26.八月－指農曆八月。

27.中秋－中秋節，農曆八月十五日，也叫八月半。

28.儂團圓－家人們團聚在一起。

29.香 －香香的柚子。

30.紅柿－紅紅的柿子。

31.市場－菜市場。

32.慶－慶祝。

33.豐收－豐富的收成。

34.北風－冬天從北方吹來的風，通常是寒而刺骨的。

35.冬天－冬天。

36.收起－收起來。

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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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犁耙－農人犁田的用具。

38.烘火－烤火，即以火取暖。

39.暖暖－溫暖的。

40.棉被－睡覺保暖用的被子。

41.迎新年－迎接新年到來。

伍、教學活動

＜活動一＞季節大風吹

1.學生每人隨機抽選一張新詞（圖）卡。

2.教師利用四季詞卡進行「大風吹」的遊戲。

例如：老師說：大風吹（同時從四季詞卡中抽出一張）。

若抽出來的是春天，手持和春天有關的新詞卡的

學生則集中在一起，並一一唸出手中的新詞，大

家跟著復誦一遍，檢視有沒有錯誤者，也可加強

新詞的學習。

3.類推此玩法，至學生熟練本課語詞。

＜活動二＞大家一起來畫畫

學生分成四組以接力的方式完成課文中春天、夏天、

秋天、冬天的景象圖。

教師利用學生完成的四季圖進行課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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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型練習：

⋯歡喜⋯

◎農民歡喜好做田。

◎做生意其歡喜好趁錢。

◎學生歡喜去上齋。

◎先生歡喜來上堂。

第
一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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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四〉我會念延伸語詞和諺語

◎延伸語詞

夏天：也可唸做熱天。

秋天

◎諺語

夏至日出火。→形容夏日炎炎。

冬天寒皮、春天寒骨。→春寒往往比冬寒更冷。

春分秋分、日夜平分。→春分、秋分這兩天的日夜

一樣長。

〈活動五〉大家一起跳橡皮筋

1.全班分組，一組約四到五人。由組長猜拳決定各組先後

順序。第一組先玩遊戲，下一組派兩個人牽著橡皮筋繩

子。

2.牽橡皮筋的關卡

第一關：繩子貼地與地面齊

第二關：繩子放在小腿中央處

第三關：繩子放在膝蓋處

第四關：繩子放在大腿中央處

第五關：繩子放在腰處

3.遊戲玩法：

口訣：用母語說「春天、夏天、秋天、冬天」

動作：雙腳齊跳踩在橡皮筋繩子上，說口訣「春天」

雙腳跳離開繩子，說口訣「夏天」

雙腳齊跳回踩在橡皮筋繩子上，說口訣「秋天」

雙腳跳離開繩子，說口訣「冬天」

（完成以上四個動作和口訣才算過一關，以此類推）

規則：同一組人以接力方式闖關，即前一人失敗再由下

一人接續闖關，直至全部失敗為止，再換下一組

挑戰。

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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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語語詞詞註註解解

1.光彈彈：形容螢火蟲發出的光。

2.起：搭蓋。

3.涼棚厝：棚子。

4.布：麻布。

5.丈儂：丈人。

6.大王：指土地神。

7.厝裡：妻子。

三三、、歌歌謠謠翻翻譯譯

小小螢火蟲，帶著亮光到處穿梭，熱鬧的像辦喜事一

般，高興的搭蓋起涼棚來織布，織一匹紅布送給丈人添喜

氣，織一匹青布送給老師做衣裳，織一匹黃布送給土地神

做賀禮，織一匹紫布送給自己的妻子。

四四、、賞賞析析

兒童啟蒙之初心理狀態不受理性邏輯約束，心靈神遊

四方，雙眼靜觀萬物，日常生活、魚蟲鳥獸皆可入歌。兒

童以天真爛漫的想像，將大千世界的一切事物，依自己心

性融合配對，創造出斑斕多彩的意象。童謠中，一幅幅兒

童構築出來的童話世界，在他們的口中流傳唱誦。

這首南尾星，在馬祖各島都曾經流傳，只是經過吟唱

者的巧思內容略有變動，符合了民間文學流傳具有變異性

的特質。在環境天然未受污染的鄉間，入夜後隨處可見閃

閃螢火蟲飛舞，兒童在山坡、草叢、溪澗追逐「藍尾星」

的同時，一首首以它為主角的童謠就此創造出來。

歌謠中，帶有神秘光亮的螢火蟲，熱鬧的敲鑼打鼓帶

著歡樂氣氛，搭蓋涼棚像紡織女般，織起了一幛幛色彩繽

紛的麻布，當作一件件豐厚的賀禮送人。送給年高德劭的

丈人一幛紅布，祝他喜氣洋洋；送給尊敬的老師一幛藏青

色的麻布，正能與老師博學的風範相輝映；送一幛尊貴的

黃色麻布給土地神，企盼能庇佑家門興旺；最後精心織一

幛色彩豔麗的紫麻布，給終日辛勞的美麗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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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首「藍尾星」，充分印證了兒童遊戲中創造的天性。

在神遊中將宇宙萬物入詩入歌，讓人驚異兒童的想像力，

也嘆服未受教育的稚子們，與生俱來的語言敏銳度。

柒、學習單（賓果遊戲）

一、先指導學生正確唸出貼紙圖上的語詞。

二、再指導學生依照指令貼好貼紙之後，以聽寫的方式，教師唸

一個語詞，學生圈出同義的貼紙圖，誰先連成一條線，即是

賓果遊戲的冠軍。

三、學生賓果之後，教師別忘了要檢視學生圈出的圖是否正確，

也可以要求學生唸出圈對的語詞。

四、貼紙參考語詞

1.春天 2.夏天 3.秋天 4.冬天

5.蝴蝶 6.北斗七星 7.八月中秋 8.犁耙

9.蜜蜂 10.藍尾星 11.紅柿 12.棉被

13.做田 14.做遊戲 15.市場 16.迎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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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 我其生日

壹、教學重點

一、能以母語正確說出自己的生日。

二、能以母語說出自己的生日願望。

三、能了解課文的意思，並且會念本課新詞。

四、會應用母語建立關懷別人的方式。

五、能運用母語邀請別人參加生日會。

六、會用母語唱生日快樂歌。

貳、教學時間

200分鐘（分五節課教學）

參、教學準備

各項運動項目圖卡、語詞卡。

肆、教材分析

一、 文體：記敘文

二、 新詞注釋：

1.生日—出生的日子，又稱為「母難日」。

2.懸望—期待、希望。

3.參加—加入某種組織或某種運動。

4.邀請—有禮貌的請人參加某個活動。

5.特別—非常、格外。

6.準備—事前的安排、籌畫等。

7.飲料—供人喝的東西，如汽水、果汁。

8.冰淇淋卵糕—用冰淇淋做成的蛋糕。

9.禮物—送人家的禮品，用來表達友誼和敬意。

10.卡片—印刷文字或配合節日用的硬紙片。

11.文具用品—讀書學習所使用的文具，如：紙、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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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洋娃娃—像人形的玩具，通常用塑膠、泥土、紙、布為

主要的材料。

13.生日願望—生日時對自己與未來的希望、期待。

三、我會八：（我會知道）

學習各種與生日有關的活動。（活動方式詳見：伍、

教學活動；〈活動一〉—我會八）

四、生日願望：

利用母語看圖回答每個人所許下的生日願望。（活動

方式詳見：伍、教學活動；〈活動二〉—生日願望）

五、我會講：

學習邀請別人參加生日。（活動方式詳見：伍、教學

活動；〈活動三〉—我會講）

六、句型練習：

練習「▁月▁日是其生日」與什 儂做什 事計」並

練習「特別」一詞的造句。（活動方式詳見：伍、教學活

動；〈活動四〉—句型練習）

七、我會唱：

學習用母語唱「生日快樂歌」。（活動方式詳見：伍、

教學活動；〈活動五〉—我會唱）

伍、教學活動

＜活動一＞—我會八（我會知道）

1.老師請小朋友看圖回答問題並逐一教學福州語的念法，

學童全體念、分組念、個別念。

2.老師引導學生回答生日會時所進行的活動有哪些，並依

序做活動順序排列，並請個別學童作發表。

3.參考圖案：

圖1： 卵糕（切蛋糕）

圖2：食卵糕（吃蛋糕）

圖3：送禮物 （送禮物）

圖4：齊 相 （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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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吹蠟燭（吹蠟燭）

圖6：唱生日快樂歌（唱生日快樂歌）

圖7：食汽水（喝汽水）

圖8：許願（許願）

＜活動二＞－生日願望（我會知道）

1.先依據課本題意，說出圖中人物的生日願望。

例如：

圖1：依哥想 蜀架 踏車（哥哥想要一台腳踏車）

圖2：依姊想做先生（姊姊想當老師）

圖3：依弟想 蜀台電腦（弟弟想要一台電腦）

圖4：依妹想 蜀身洋娃娃（妹妹想要一個洋娃娃）

圖5：依奶想 蜀件漂亮其洋裝（媽媽想要一件漂亮的洋

裝）

圖6：依爸想 蜀台 相機（爸爸想要一台照相機）

＜活動三＞－我會講

1.教師帶領小朋友逐句範讀，小朋友跟著讀。

2.分組讀或個別做對話練習。

3.可將主詞及活動替換，做句型練習。（活動名稱可參考

補充語詞。）

＜活動四＞－句型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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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日是▁其生日」

例如：八月十五是我其生日。

（八月十五日是我的生日）

一月一號是依姊其生日。

（一月一日是姊姊的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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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七號是依哥其生日。

（六月十七日是哥哥的生日）

四月四號是嫩嫩妹其生日。

（四月四日是妹妹的生日）

十月十號是國家其生日。

（十月十日是過家的生日）

（2）「什 儂做什 事計」

例如：依爸買蜀塊野大其冰淇淋卵糕。

（爸爸買了一塊好大的冰淇淋蛋糕）

依奶摃蜀籃野重其水果

（媽媽提了一籃好重的水果）

依伯開蜀部野漂亮其轎車

（伯父開了一部好漂亮的轎車）

先生頌蜀件野漂其洋裝

（老師穿了一件好美的洋裝）

（3）「特別......」

例如：依奶特別準備野穧點心、水果共飲料。

（媽媽特別準備許多點心、水果和飲料）

依哥考第一名，依公特別送依蜀架手錶。

（哥哥考第一名，爺爺特別送他一隻手錶）

今旦全家卜去台灣，我其心情特別好。

（今天全家要去台灣，我的心情特別好）

〈活動五〉—我會唱

用母語教唱生日快樂歌，可先教唱國語版讓學生熟悉

旋律及歌詞，再教唱母語版。可使用分組競賽或個別接力

方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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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參考資料

補充語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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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 怎講這蠻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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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動詞。

三、能以母語學習「..會好 ？」、「由⋯遘」的句型造句並應

用在生活中。

貳、教學時間

200分鐘（分五節課教學）

參、教學準備

一、製作本課語詞卡、句型卡。

二、蒐集課文中提到動物的圖片、照片及相關資料。

三、蒐集課文中提到動物如何活動之錄影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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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敘文

二、新詞注釋：

1.老蛇－爬蟲類，體長而全身有_，無四肢，口大齒如鉤，

以身體收縮來運動。

2.黃 －指青蛙。

3.紅蚣－蜈蚣，屬肢節動物爬蟲綱，身體扁平，經常在朽

木石縫中捕食蟲類，喜歡棲身於陰濕處，會螫

人。

4.野燋－口渴的意思。

5.野活－手腳靈活的意思。

6.果汁－從鮮果擠壓出來的汁液。

7.會好 －好不好呢的意思。

8.施－蛇爬行時的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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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半 －半路的意思。

10.於是－表順序承接的連詞。

11.  轉去－往回頭跑的意思。

12.道理－理由。

13.此刻－立刻的意思。

14.起身－起身出發的意思。

15.上氣無接下氣－指上氣不接下氣的意思。

16.雖然－表示，轉折或推想的連詞。

17.一定－必然表示肯定的語詞。

18.故快－比較快的意思。

19.答應－首肯，贊成的意思。

20.直頭等－一直等的意思。

21.受氣－受委屈的意思。

22.  －行走的意思。

23.這久－這麼久的意思。

24.故未－尚未，還沒到的意思。

25.辰候－時候的意思。

26.門後首－門後的意思。

27.傳來－聲音從什麼地方而來的意思。

28.聲音－物體震動時所發出的聲響。

29.呆話－指壞話、批評。

伍、教學活動

＜活動一＞認識動物

學習各種動物活動方式的名稱語詞。

將動物圖卡揭示在黑板上並逐一以母語教學各種動物活動

方式的名稱語詞的念法。

＜活動二＞動詞練習

1. 教師帶領小朋友讀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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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跳-跳

2.  -跑

3.剋-擠

4.覷-看

5.  -閉眼

6.  -放置

7.鼓-攪動

8.  -用雙手捧

＜活動三＞－照樣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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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教導以母語學習「..會好 」、「由⋯遘」的句型造

句並應用在生活中。

1、⋯⋯去⋯⋯，會 好 ？

（⋯⋯去⋯⋯，好不好呢？）

◎汝去買果汁來食，會好 ？

（你去買果汁來喝，好不好呢？）

◎我去告依姐來覷，會好 ？

（我去叫姐姐來看，好不好呢？）

◎伊去搬椅囝來坐，會使 ？

（他去搬椅子來坐，可不可以呢？）

◎汝去掏桌布來拭，會使 ？

（你去拿桌布來擦，可不可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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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摜-提起

10.  -背

11.捎-亂抓

12.比-指向

13.扛-抬

14.  -推

15.鼻-聞

16.掏-拿



教師手冊 第 8 冊

43

2、由⋯遘⋯

（從⋯到⋯）

◎老蛇由早頭等遘暝 ，直頭等都等 著。

（蛇從早上等到晚上，一直等都等不到。）

◎依妹由厝 遘學堂直頭行，都行 著。

（妹妹從家裡走到學校，一直走都走不到。）

◎依哥由十二點食遘一點，直頭食都食 飽。

（哥哥由十二點吃到一點，一直吃都吃不飽。）

＜活動四＞─諺語

七嘟八吊九橫

一、注釋：

1.七、八、九：指農曆月份。

2.嘟：同「掛」義，指蛇倒掛在樹上。

3.橫懌：橫在路上。

二、翻譯

福建地區多蛇，此諺語是說蛇在不同月份的活動

規律。每年農曆七月的時候蛇倒掛在樹上，八月時垂

吊在樹上，到九月時則橫躺在馬路上。

陸、學習單

一、利用「老師說」遊戲，加強學生的聽力及記憶力，藉由模

倣動作的活動，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二、首先當老師出題時，一次先考一個動作，假使學生都能順

利過關，就進一步調整成一次考兩個或三個動作，增加活

動的難度，提昇活動樂趣。

三、表演的好壞，老師不需太過苛求，多鼓勵多讚美，使學生

能自我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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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 去市場

壹、教學重點

一、能聽懂並以母語說出漁貨、蔬菜、點心等語詞。

二、能了解課文的意思，並且會使用正確的單位詞來介紹東

西。

三、會應用母語上市場購買東西，並注意禮貌。

四、會認識馬祖特產，進而喜歡自己的家鄉。

貳、教學時間

200分鐘（分五節課教學）

參、教學準備

農漁產品及馬祖點心的照片、各組準備農漁產品及馬祖點

心的圖卡、色筆、學生具備購買東西的能力並會分辨斤兩

肆、教材分析

一、文體：新體詩

二、新詞：

1.市場─買賣貨物的地方，即「菜市場」的意思，馬祖地

區亦稱「 」。

2.海產─水產，指海裡的出產品。

3.黃瓜─黃魚;金黃色，麟細，生活在海裡，與「 魚」、

「馬鮫魚」、「鯧魚」同為珍貴鮮美的魚。

4.  刺─ 魚;海產魚類的一種，腹部銀白色，眼睛周圍白

色，肉鮮嫩。

5.馬鮫─馬鮫魚;海產魚類的一種，身體成紡錘形，麟細。

6.鯧魚─鯧魚;身體短而側扁，沒有腹麟。

7.殼菜─淡菜;軟體動物，殼很厚，黑褐色，生長在深海岩

石上，蛋白質含量高。

8.筆架─佛手、龜瓜;為附生甲殼類，多夾在石縫中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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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稀有而美味，以清蒸或用福州口味之紅糟烹

煮，別具一番風味，其吃法特殊，需如啃瓜子一

般才能取其鮮肉食用。

9.蝦 ─蝦姑;節肢甲殼類動物。

10.  ─螃蟹;甲殼類節足動物，體圓扁，色青黑，水陸兩棲，

橫走很快。

11.新鮮─新鮮;食物沒有變質。

12.由汝揀─任君選擇。

13.蕹菜─空心菜;一年生草本植物，莖蔓生，中空，葉柄長，

是普通蔬菜。

14.芹菜─芹菜;草本植物，莖有菱角，中空，長羽狀的複葉，

夏天開白花。

15.大白菜─白菜;蔬菜的一種，葉闊大，色淡綠帶黃。

16.花菜─花菜、花椰菜;蔬菜的一種，花成塊狀，黃白色。

17.菜頭─白蘿蔔;日常食用的根莖類蔬菜，一年或兩年生草

本，葉子羽狀分裂，地下莖多肉，生吃熟食都可以。

馬祖的地勢不高，但緯度較高且受季風影響，氣溫較

低，當地種植的蘿蔔、地瓜等塊根植物甜美多汁。

18.  菜 — 菜;蔬菜的一種，葉子細長而扁，花白色。

19.蔥—蔥;多年生草本，葉子中空，有辛辣味，是做菜常用的

配料，根可做藥。

20.地區—地區;指馬祖地方。

21.出產—出產;天然生長或人工製造的物品之產生。

22.蟲藥—農藥、殺蟲藥。

23.無問題—沒有問題。

24.葛粉包—地瓜餃;番薯可說是早期居民生活的主要營養來

源，過去在沒有白米可以食用的情況之下，為增加

食用之食慾乃以番薯為材料變化出各種不同的吃

法，如地瓜餃，其做法係將地瓜蒸熟後與太白粉揉

合，在包入以糖、花生、蔥花等所爆炒後冰凍之內

餡，掐成三角形狀，成為地區特殊的飯後甜點，煮

法與一般下水餃的方法無異，因此稱為地瓜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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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尾梨糕—荸薺糕，是一種點心;馬祖地區因為語言的流傳變

遷又稱之為「迷你糕」，廣東人稱之為「馬蹄糕」。

其做法是將鍋中油燒熱，倒入太白粉糖水，邊加熱

邊攪拌，太白粉糖水會慢慢收乾凝固，並變成半透

明狀，加入荸薺攪拌均勻，即成尾梨糕，可撒上蜜

餞屑食用。

26.蜀份—一份。

27.魚丸—魚丸;魚漿做成的丸子，有加餡和不加餡兩種。

28.兩斤半—兩斤半;「斤」計算重量的單位，馬祖地區半斤為

五百公克，台灣地區半斤為六百公克。

29.老闆—老闆;做生意的人。

30.若夥錢—多少元。

31.買—買;出錢購物。

32.賣—賣;售貨給別人。

33.菜單—菜單;開列買菜的單子。

34.希望—希望;心裡想望。

三、單位詞練習：

利用課本上方的圖片，學習購買東西時的單位詞的母

語唸法。(活動方式詳見：伍、教學活動;〈活動二〉--單

位詞練習)

四、對話練習：

利用情境對話方式，幫助孩子學習母語的購物應用，

增加學習的樂趣。(活動方式詳見：伍、教學活動;〈活動

三〉--對話練習)

五、去市場：

讓孩子實際扮演老闆和顧客的角色，運用母語來購買

物品，增加學習的樂趣。(活動方式詳見：伍、教學活動;

〈活動四〉—去市場)

六、會聽也會塗：(把老師說的寫上順序再分類著色)

評量學生聽及分辨食物種類的能力。(評量方式詳見：

陸、學習單〈活動一〉—會聽也會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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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我會問：(看圖問價錢)

評量學生詢問價錢的能力及用詞是否正確。(評量方式

詳見：陸、學習單〈活動二〉—我會問)

伍、教學活動

<活動一>──豐富的菜單

1.老師在黑板上張貼農產品的照片(圖片)，讓學生分組討

論，你認識哪些農產品，以及母語的唸法，並上台分組

報告。

2.教師再逐一介紹各種農產品，並範讀母語的唸法，學童

全體念、分組念、個別念。

3.教完農產品，再依照步驟1、2的方式教讀漁產品的母語

唸法及馬祖點心的唸法。

4.範讀的語詞﹕

漁貨產品：黃瓜、 刺、馬鮫、鯧、鰻魚、魚丸、殼

菜、筆架、蝦 、 。

農產品：菜、米、蕹菜、芹菜、大白菜、花菜、菜頭、

菜、蔥。

點心：葛粉糕、尾梨糕。

5.將圖卡貼在黑板上，老師隨機用母語說一各農漁產品或

點心的名稱，小朋友上台找出正確的圖卡，並用母語大

聲的說出名稱來。

6.若學生的學習能力強，除了學習本課本內一定要學會的

農漁產品或點心之外，可以延伸新的語詞，詳見手冊：

柒、參考資料一、二、三

<活動二>──單位詞練習

1.故事情境：媽媽今天上街買了許多東西，請小朋友幫忙

數一數媽媽買了哪些東西？可請小朋友先用國語敘述，

再請會的小朋友用母語說說看，注意單位詞是否正確。

2.教師再逐一介紹各種東西的單位詞用法及唸法，並分辨

國語與母語中單位詞使用的異同處，學童全體唸、分組

唸、個別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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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若學生都會了，則可在黑板上任意佈題，請小朋友分組

用母語說一說黑板上有哪些東西？並注意數量及單位詞

是否正確。

<活動三>──對話練習

1.先教讀課本中對話的句子，並加以解釋情境內容，學童

全體唸、分組唸、個別唸。

2.學童利用角色扮演的方式來練習對話。

<活動四>──去市場

將教室佈置成市場，事先利用美勞課製作道具及商

品、農漁產品等圖卡。

讓小朋友真正扮演老闆和顧客，利用母語來進行買賣

溝通，並用代幣來購買。

教師可從旁評量小朋友的學習表現，並加以協助。

<活動五>──我會讀課文

1.教師帶領小朋友朗讀課文。

2.教師利用國語說明課文的內容，並提出新語詞進行釋意

及念讀。

3. 學童全體唸、分組唸、個別唸。語詞練習：

陸、學習單

＜活動一＞—會聽又會塗：

1.各組準備各種農漁產品及點心的圖案。

2.老師說一份菜單，學生分組將菜單的圖卡張貼在黑板

上，並用母語唸讀一次，教師和其他組的同學一起評

量，該組的答案是否正確。

3.學生將課本翻到學習單『一、會聽又會塗』的頁數，聽

老師用母語唸東西，學生依照老師說的順序，依序寫上

1、2、3、4、5�，並將蔬果類的泡泡塗上淺綠色，海鮮

類的泡泡塗上淺黃色，點心類的泡泡塗上淺藍色。

＜活動二＞—我會問：(看圖問老闆價錢) 

依據圖中的提示，學生用母語詢問各種東西的價錢，

並注意單位詞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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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答案：

柒、參考資料

一一、、海海產產類類補補充充語語詞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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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農農產產品品補補充充語語詞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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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點點心心補補充充語語詞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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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單單位位詞詞補補充充語語詞詞：：

1.蜀頭：「頭」的單位詞可用在：1 馬、牛、羊等動物 2

魚、蟹等水族動物 3 蚊子、蒼蠅等昆蟲。

2.蜀隻：「隻」的單位詞可用在：1 某些成對的東西，例

如：蜀隻手 2 某些器物，例如：蜀隻碗 3 用於

人，例如：蜀隻儂。

3.蜀包：「包」的單位詞可用在成包的東西。

4.蜀把：「把」的單位詞可用在： 1 有把手的器物，例

如：蜀把掃帚 2 一手抓起的數量，例如：蜀把芹

菜 3 用於有桿的器物，例如：蜀把毛筆。

5.蜀斤：「斤」的單位詞可用在秤重的東西。

五五、、參參考考的的書書籍籍、、資資料料：：

1.馬祖觀光新紀元導覽解說白皮書：連江縣政府編印

2.馬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http：//www.matzu-nsa.gov.tw

3.連江水月刊：八十八年十二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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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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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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