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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委員會 

110年度「客語沉浸式優良教學模組甄選活動」 

教學模組設計 

壹、 校(園)簡介： 

一、 條件環境： 

(一) 高雄市美濃區吉東國小位於高雄市客家重點發展區，客家人

口比例占全校 90％，原本在家庭中使用客語交談比例不到一

成，近幾年在中央客委會的政策推動及地方和學校的努力下，

客語有效復振，客語使用比例也止跌回升，客語已逐漸成為學

校的教學媒介語和學生的日常對話語，學校的畢業生也至少每

位皆能通過客語能力初級認證。 

(二) 地理位置上，吉東國小位於美濃地區的邊陲地帶。此地區本

為河川石礫地，汛期更常遭受洪水氾濫，淹沒整區。隨著龜山

堤防的興築、竹子門發電廠的興建和獅子頭水圳的興設，加上

南隆農場的開墾，吉東地區乃逐漸開發而成良田沃土。 

(三) 吉東國小本致力發展客家主題課程，推動客語沉浸式教學、

客華雙語教學、客語生活學校及客語結合十二年國教校訂課程

計畫，更於 108學年成立全國第一所客家實驗小學。 

(四) 學校積極打造多元豐富的學習場域，成立高雄市第一所客家

風創客基地，發展 STEAM教育；建置陶藝教室，發展陶藝教

學，傳承美濃陶藝文化；承租農地耕作，並建置有 PIZZA手工

泥窯，從土地到餐桌，推動食農教育，以期耕讀傳家。  

二、 教學模組班級之師資: 

(一) 校長/劉家宏：雖不諳客語，但對語言學習及課程領導深具

專業，能有效鼓舞及領導教師投入客語教學，並解決問題、突

破困境；能開發客家課程及教案，並持續課程發展、評鑑省思

及再精進。為客家委員會「108年度推動客語教學語言者獎勵

及增能實施計畫」個人組校長得主。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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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薪傳師/龍淑貞：領有四縣腔客語中高級能力證照，為客語

薪傳師、客語教學支援人員，長期擔任本土語客語教學及客語

能力認證班教師，更是客家委員會「110年度推動客語教學語

言者獎勵及增能實施計畫」個人組教師得主。 

(三) 教師/江慧專：領有四縣腔客語初級能力證照，長期帶領客

語食農社團，推動客家飲食教育，並進行跨領域課程，培育具

當代客家素養的孩子。 

三、 教學模組班級之學生: 

(一) 學生客籍組成比例約佔 67％。 

(二) 學生客語聽說能力狀況佳，也已有 83％的學生通過客語能

力初級認證。 

四、 客語推廣之楷模事蹟: 

(一) 參加客家委員會「108年度獎勵推動客語教學語言學校實施

計畫」，國小組學校得主。 

(二) 參加客家委員會 108學年度客語結合校訂課程計畫—優良課

程教學方案比賽，榮獲特優。 

(三) 參加 2020、2021「媽媽教我的詩」全國兒童創意朗詩比

賽，榮獲客語團體組佳作。 

(四) 參加「全國中小學六堆壁報論文競賽」榮獲國小組佳作。 

(五) 參加 108年全國中小學客家藝文競賽-南區初賽榮獲客語歌

唱表演類-國小高年級組優等。 

(六) 參加 110年「高雄市本土語畢業歌曲創作比賽」榮獲第二

名。 

(七) 參加 110年高雄市「母語拍拍走」微電影創作競賽榮獲第一

名及第三名。 

(八) 參加 2021年臺灣兒少陶藝獎榮獲四件優選。 

(九) 參加 109年四健會食農競賽榮獲高雄市第一名、全國第二

名。 

 



3 

貳、教學模組設計 

◎附表-教學模組設計項目一覽表：  

模組主

題名稱 
客家大風‧吉客起風 

課程 

發想 

客家大戲，無論是《茶金》電視劇還是《雨馬》兒童劇；客家音樂，無論

是林生祥的《野蓮出庄》還是羅文裕的《當太陽升起時》，客家已然掀起熱

潮；加上「六堆 300」風起雲湧，系列活動推波助瀾，客家一時蔚為風潮，客

語學習也成為熱門話題。 

客家大風起，吉東客家小學也悄悄起風，風吹薰陶在客家文化裡，風吹沉

浸在客語學習裡；更在春風化雨中，開出「三ㄈㄥ」、「三ㄏㄨㄛˇ」課程花

朵。「三ㄈㄥ」為三個課程主軸，分別是客家「風」、客家「封」和客家

「豐」，以「客家風」課程介紹客家伙房，以「客家封」課程介紹客家料理，

以「客家豐」課程介紹客家祭典。「三ㄏㄨㄛˇ」為三個課程理念，分別是共

「伙」、共「火」和共「夥」，「共伙」是客家人居住在伙房下的共同生活，

「共火」是大灶裡的滾滾料理和滋味記憶，共夥是客家的團結共好和分享美

好。 

主題 

架構圖 

 
 
 
 
 
 
 
 
 
 
 
 
 
 
 
 
 

 

 

課程探究 本課程從客家人的伙房文化與居住的形式，形成三「ㄏㄨㄛˇ」型態-共

火(同宗同族，共同傳承香火)、共伙(共同開伙吃大鍋菜)和共夥(共同住在一

起-同夥)探討客家人團結的凝聚力，但因時代變遷、居住狀態改變，導致伙房

精神逐漸式微，如何再次凝聚，是孩子需要共同探討的重點。 

本課程接著從客家菜餚重視不浪費與營養的成分，點出客家經典料理「三

封」-大小封、雞肉封和高麗菜封，藉由實際烹調三封的過程，體驗客家封的

精髓，並思考如何推廣客家封的飲食文化，以及藉由大家共同開火，團結合作

共同完成一件事情的情況下，成為共同不可或缺的夥伴，體會凝聚力的重要。 

 

客家大風 

吉客起風 

客家伙房下的共同生活 

認識客家伙房 

     踏查伙房地圖 

       伙房的文化精神 

祭典裡的慶祝與豐收 

          祭祀伯公 

      友善大地 

      惜食分享 

大灶裡的滾滾滋味 

大小封 

雞肉封 

高麗菜封 共火 

客家

「封」 

共伙 

客家

「風」 

共夥 

客家

「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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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將所學的伙房精神和三封料理與學校同儕共享，在飽足後能省思這些

美味料理都是我們這塊土地的賜與，為了永續環境，從友善農耕出發，探討如

何做到資源永續的部分，最後延伸到與神同享，感謝伯公帶給我們的豐收，因

此帶領孩子們共同準備祭品與盤花，同享歲末豐收的喜悅與感恩的心，期待藉

由這樣的課程規劃，推廣客家豐富的文化內涵，讓「客家大風‧吉客起風」。 

學習子題

名稱 
客家「風」 客家「封」 客家「豐」 

教學目標 

1. 閱讀客語文本內容，

了解客家伙房文化的

特色。 

2.分析客家伙房文化的

內涵與精神。 

3.發現客家伙房文化目

前面臨的困難。 

4.透過問卷調查、實際

踏查了解目前學校附

近伙房的實況。 

5. 運用客家語日常用句

實際介紹與推廣客家

伙房特色和精神。  

1.識別客語日常生活對

話的訊息。 

2.了解客家飲食文化

「封」的緣由。 

3.察覺客家飲食文化

「封」的精髓。 

4.探討客家飲食文化

「封」的特色。 

5.分析並想出創新的客

家封料理。 

6.運用客家語日常用句

規劃如何推廣客家風

的飲食文化。 

1.識別客語日常生活對

話的訊息。 

2.了解伯公信仰的內涵

與特色。  

3.規劃並實際參與客家

祭典的準備。 

4.覺察友善農耕的特色

與重要性。 

5.規劃祭祀品的準備，

與祭祀的流程。 

6.運用客家語日常用句

規劃與人分享的內容

與流程。 

行為目標 

（具體目標） 

1. 能先藉由查詢到的資

訊做第一步的分析與

判斷伙房的內涵。 

2. 能閱讀客語常用漢字

的文本與簡報並分析

自己對於伙房文化已

經了解的內容與還想

知道的部分。 

3. 能針對問題疑惑採取

適當的資料蒐集。 

4. 能介紹客家文化-客

家伙房精隨的活動並

在 子 題 活 動 客 家

「豐」和客家「封」

實踐。 

5. 能使用客家語日常用

詞彙和句子表達自己

的意見與情感。 

1.能聽懂客語日常生活

對話的訊息，從歌曲

了解客家封的製作過

程。 

2.能閱讀客語常用漢字

的簡報。 

3.能使用客家語日常用

詞彙和句子從自己的

生活經驗，思考判斷

可能的創新客家封食

材。 

3.能使用客家語日常用

詞彙和句子說明客家

封的特色或優點。 

4.能規劃並執行客家封

的料理。 

5.能使用客家語日常用

詞彙和句子介紹客家

封的內容，並結合子

題活動客家「風」，

一同在與他人分享實

呈現。 

1.能聽懂客語日常生活

對話的訊息，了解伯

公信仰的文化特質。 

2.能閱讀客語常用漢字

的簡報。 

3.能藉由祭品的準備與

參與建立自己的文化

認同與意識。 

3.能察覺人與土地之間

的關係。 

4.能使用客家語日常用

詞彙和句子將在子題

活動客家「風」與客

家「封」規劃的內容

實際與他人分享。 

教學活

動名稱 

共伙—客家伙房下的共

同生活 

共火—客家大灶裡的滾

滾滋味 

共夥—客家祭典裡的慶

祝與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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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表現 

社

會 

2b-Ⅲ-1 體認人們對社會事物與環境有不同的認知、感受、意見與表現方

式，並加以尊重。 

2b-Ⅲ-2理解不同文化的特色，欣賞並尊重文化的多樣性。 

客 

語 

1-Ⅲ-1 能識別日常生活對話的訊息。 

2-Ⅲ-1 能介紹客家文化的族群特徵。 

學習內容 

社

會 

Ab-Ⅲ-1臺灣的地理位置、自然環境，與歷史文化的發展有關聯性。 

Bc-Ⅲ-1 族群或地區的文化特色，各有其產生的背景因素，因而形塑臺灣

多元豐富的文化內涵。 

Cc-Ⅲ-2族群的遷徙、通婚及交流，與社會變遷互為因果。 

客 

語 

Ab-Ⅲ-1 客家語常用漢字。 

Ac-Ⅲ-2 客家語日常用句。 

Bb-Ⅲ-1 意見與情感表達。 

客語融入

內涵摘要 

1.在問卷調查和實際踏

查時，能使用客語進行

訪問的內容。 

2.能使用客語作伙房的

簡單介紹。 

3.能用省思並用客語說

明自己的想法。 

1.能結合歌曲，利用客

語將製作客家封的過

程用唱的方式展現。 

2.能用客語說明客家封

的製作過程。 

3.能用客語說明客家風

的特色。 

1.能使用客語說明自己

準備供品的過程。 

2.能使用客語向伯公說

出自己的祈禱文。 

3.能用客語向大家介紹

所學到的內容。 

指導要點

及 

注意事項 

1. 學生對客家伙房已有

簡單的認識，本教案

的重點放在分析伙房

代表的內涵與精神，

並嘗試找到增進的方

式、規劃與執行。 

2. 附件一文本因要討論

文字的適用性，因此

部分內容先用注音。 

3. 本教案在問卷調查部

分是使用 ipad，因此

行動載具是否足夠是

須注意的地方。 

1. 此教案執行時會使用

到大鍋具，因此事前

的提醒與用具準備相

當重要。 

2. 有些學生可能沒有吃

過客家封的經驗，因

此可以從其他相似的

生活經驗引導。 

3. 此教案實施時應與客

家「豐」-與人分享

的課程接連著上，若

無法一次完成，應思

考如何保存煮好的客

家大封與加熱。 

1. 問卷調查執行時是利

用下課時間，因此不

算在教學時間內。 

2. 此教案實際帶領學生

動手準備牲醴，需先

準備好相關器具。 

3. 盤花製作時，是以學

校校園中的鮮花為

主，需先調查校園中

有那些鮮花適合。 

教學脈絡 

本課程是希望學生能先察覺伙房精神的式微並想出增進的方法後嘗試在客

家祭典和製作客家封料理時實踐，而客家人在祭拜神明時，是以牲醴與鮮花素

果做祭拜，而祭拜後的牲醴透過婆婆媽媽的巧手變成一道道美味的客家封，最

後才是大家一同共享，整個教學脈絡如下圖： 

 

 

 

 

教材來源 自編 自編 自編 

伙房 

精神 
與神 

同享 

客家

料理 

與地 

共享 

與人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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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備

資源 

教學 ppt、ipad、學習

單、海報、繪圖工具 

教學 ppt、ipad、學習

單、烹煮用具、盛盤用

具、相關食材 

教學 ppt、牲醴 (豬、

雞、魚罐頭)、烹煮用

具、祭拜相關用具 

教案設計

示例 
第 7頁-第 12頁 第 13頁-第 19頁 第 20頁-第 29頁 

學習評量 1.能讀懂客家語常用漢

字，並聆聽相關詞彙

的說法，在使用客語

表達意見與情感。 

2.透過文本自我覺察已

知內容和疑惑，並使

用方法查找答案。 

3.藉由實際踏查，能觀

察到伙房的特色與現

況，並與文本對照。 

4.能透過之前的討論與

踏查省思並嘗試解決伙

房目前的問題。 

5.能分析並找出自己認

定答案的支持理由。 

6.能使用客家語日常用

詞彙和句子表達自己的

意見與情感。 

7.能將伙房精神用客語

詞彙和書寫方式呈現在

海報上。 

1.能仔細聆聽客語歌詞

內容所提到的東西並

使用客語回答客家封

製作的方式。 

2.能運用科技工具找尋

資料，並依據內容找

出以前人在取菜名時

蘊含的期望。 

3.能依據步驟完成三種

客家風料理。 

4.能透過討論方式思考

如何推廣客家的飲食

文化並使用客家語日

常用詞彙和句子介紹

客家封的內容。 

1.能藉由問卷調查方式

獲得第一手客家祭祀

的相關資訊。 

2.能了解如何虔誠準備

供品並實際操作。 

3.能藉由準備的盤花表

達對伯公的敬意。 

4.能用客語跟伯公分享

這學期的收穫。 

5.能從相關的舉例中知

道人與土地的親密關

係與共享的重要。 

6.能用友善農耕理念規

劃未來的農事課程。 

7.能在課堂上使用客家

日常詞彙和句子回答

相關內容。 

 

◎附表-客語融入領域教案一覽表：  

學習子

題 

實質內

涵 

教案 

名稱 

結合領

域 
教材內容 學習活動 評量方法 

客 

家 

「風」 

共伙 – 

伙房 

精神 

共伙—

客家伙

房下的

共同生

活 

社會、 

客語 

1.伙和夥字典上原有

的意義。 

2.伙房的三觀內容、

特色與主要精神。 

1.查字典 

2.實際踏查 

3.小組討論 

4.海報繪製 

5.打嘴鼓 

口語評量 

實作評量 

客 

家 

「封」 

共食 – 

客家封 

料理 

共火—

客家大

灶裡的

滾滾滋

味 

社會、 

客語 

1.客家封歌曲。 

2.客家封緣由與客家

料理。 

3.客家封料理食譜。 

1.聆聽歌曲 

2.查字義 

3.烹煮料理 

4.小組討論 

口語評量 

實作評量 

觀察評量 

態度檢核 

客 

家 

「豐」 

共享 – 

客家 

祭典 

共夥—

客家祭

典裡的

慶祝與

豐收 

社會、

客語 

1.客家俗諺。 

2.供品準備流程。 

3.祈禱文。 

4.友善農耕內容。 

1.問卷調查 

2.準備三牲供品 

3.摘採校園花

朵做盤花 

4.分享活動 

口語評量 

實作評量 

觀察評量 

態度檢核 



7 

 

◎附表-學習區規劃：搭配主題活動，延伸至學習區一覽表 

學習區 素材與工具 
可能的 

學習方向 
引導重點 省思 

閱讀角 小黑板、繪本 

增加生活情

境客語詞彙

與句型 

提起孩子對於客語

文本的閱讀興趣及

對話能力 

1.需要搭配獎勵與誘因，使

孩子有參與感。 

2.搭配繪畫方式，呈現孩子

的理解與視角。 

文物館 

以前的使用過

的文物(例

如：打穀機、

石臼) 

增加生活文

物客語詞彙

與句型 

透過情境布置與展

現，認識以前人使

用的文物 

1.物件不完整，解說時，需

要搭配圖片進行。 

2.部分器具老舊無法操作，

與學生有距離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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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教案與教學設計格式： 

模組主題 客家大風．吉客起風 

學習子題 客家「風」                           

教學活動

名稱 
共伙 — 客家伙房下的共同生活 

學習領域

科目/ 
社會 客語腔調 南四縣腔 

實施對象 班級：五忠       學生：6  位 教學時間 
_240_分鐘 

___6__節 

設計構想 

客語在一開始因為沒有文字，因此在開始使用文字描述與介紹時，總是

容易有不同的意見或想法，例如：「伙」房還是「夥」房，此外，由於環境變

遷，許多人因為改變居住的型態，連動到最傳統的客家伙房精神也逐漸式微，

因此本課程主要先從字義方面讓孩子思考哪一個字比較貼切伙房的精隨，並藉

由一連串的文本閱讀、實地踏查、問卷調查，最後進行分析與省思，再讓孩子

重新選擇哪一個文字才是真正代表客家伙房的精隨，並將所學利用客語向他人

推廣。 

學習內容 

社

會 

2b-Ⅲ-1 體認人們對社會事物與環境有不同的認知、感受、意見與表現方

式，並加以尊重。 

2b-Ⅲ-2理解不同文化的特色，欣賞並尊重文化的多樣性。 

客 

語 

1-Ⅲ-1 能識別日常生活對話的訊息。 

2-Ⅲ-1 能介紹客家文化的族群特徵。 

學習表現 

社

會 

Bc-Ⅲ-1 族群或地區的文化特色，各有其產生的背景因素，因而形塑臺灣

多元豐富的文化內涵。 

Cc-Ⅲ-2族群的遷徙、通婚及交流，與社會變遷互為因果。 

客 

語 

Ab-Ⅲ-1 客家語常用漢字。 

Ac-Ⅲ-2 客家語日常用句。 

Bb-Ⅲ-1 意見與情感表達。 

學習目標 

1.能聆聽並讀懂客家語常用漢字，再使用客語表達意見與情感。 

2.透過字典了解不同文字所代表的意思不同。 

3.藉由閱讀文本，察覺自己針對客家伙房文化已知或有困惑的內容。 

3.從文本內容結合自己的生活經驗，分析客家伙房文化的實質內涵與精神。 

4.透過 google 地圖，學習繪製學校附近的客家伙房的實際狀況。 

5.從自己的生活經驗和文本發現客家伙房文化目前面臨的困難。 

6.透過一系列的課程活動，讓學生對客家伙房產生更多更深厚的情感，並嘗試

規劃如何將客家伙房的特色和精神與他人分享。 

7.能使用所教導的客語重要詞彙與句型，說明客家伙房相關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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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設備 

◎教材來源 

1.傅美梅(2018)。美濃月光山麓下客家伙房建築文化意涵之研究。國立屏東大

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屏東縣。取自

https://hdl.handle.net/11296/4r5j72 

◎教學設備或教具 

教學 ppt、Ipad、文本(認識客家伙房)、學習單(KWL學習策略)、伙房觀察與

紀錄表、海報、繪畫用具。 
 

節次 教學活動流程、學習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學習評量 

第一節 

 

 

 

 

 

 

 

 

 

 

 

 

 

 

 

 

 

 

 

 

 

 

 

 

 

 

 

 

 

 

 

 

 

 

 

壹、 引起動機 

一、 「伙」VS.「夥」 

查字典了解「伙」和「夥」的相關詞彙和意思。 

 

二、是「伙」房還是「夥」房 

就字典查到的字面上意思，學生試著初步分析並選

擇哪一個字比較適合用來形容客家伙房。 

 

 

 

 

 

 

 

 

貳、 發展活動 

一、 認識客家伙房                                

1.閱讀文本-認識客家伙房(附件一) 

2.利用 KWL 學習策略(如：圖 1)，讓學生先覺察自己已經

知道或透過文本就了解的內容有哪些，並且還想知道

什麼內容，再思考可以用哪些方法得知，例如：問

人、實際訪查、網路查詢、圖書館找資料…等。 

 

 

 

圖 1：KWL學習策略步驟 

 

3.選擇這節課可以使用的方式針對問題查找資料，再互相

分享目前這一節課學習收穫。 

 

 

 

 

 

 

 

 

10’ 

 

 

5’ 

 

 

 

 

 

 

 

 

 

 

25’ 

 

 

 

 

 

 

 

 

 

 

 

 

 

 

 

 

 

 

 

 

 

能利用字典

查到的語詞

意思，嘗試

分析客家伙

房，應該是

什麼字比較

好。 

 

 

 

 

 

 

 

能先透過文

本自我覺察

已經學過的

內 容 和 疑

惑，並使用

各種方法查

找答案。 

 

 

 

 

 

 

 

 

 

 

 

 

 

 

   
認識 
主題 

已知 
內容 

提出 
疑惑 

採取 
行動 

分享

收穫 

將查完的字義進行比較 利用平板查字典 

從疑問製造思考的衝突點 圖像化思考的步驟與模式 

https://hdl.handle.net/11296/4r5j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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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第三節 

 

 

 

 

 

 

 

 

 

 

 

 

 

 

 

 

 

 

 

 

 

 

 

 

第四節 

 

 

4. 針對問題設計 GOOGLE問卷，分配小組任務，利用下課

時間詢問學校 4-6年級同學有關伙房的問題。 

 

客語詞彙 南四縣音標 客語詞彙 南四縣音標 

客家伙房 hagˋ gaˊ foˋ fongˇ 間房 gienˊ fongˇ 

單家園 danˊ gaˊ ienˇ 轉溝 zongˋ gieuˊ 

一條龍 idˋ  tiauˇ  liungˇ 尾間 mi gienˊ 

單伸手 danˊ cunˊ suˋ 廳下 tangˊ haˊ 

堂號 tongˇ ho 左尊右卑 zoˋ zunˊ iu biˊ 

土地龍神 toˋ ti  liungˇ siinˇ   

句型 

Q:「請問你等屋家个型式係仰仔?」 

A:「𠊎等屋家个型式係(     )。」 

 

~第一節結束~ 

 

二、 踏查學校附近的客家伙房 

1. 藉由實際踏查觀察學校附近客家伙房的情況，例如：

數量、新舊、特色、看起來可以住多少人。 

2. 藉由觀察與紀錄表，與文本相對應檢核是否相同。 

3. 畫出學校一公里內的客家伙房分布地圖。 

 

 

 

 

 

 

 

 

客語詞彙 南四縣音標 客語詞彙 南四縣音標 

地圖 ti tuˇ 社區 sa kiˊ 

特色 tid sedˋ 樓屋 leuˇ vugˋ 

平屋 piangˇvugˋ 禾埕 voˇ tangˇ 

天公爐 tienˊ gungˊluˇ 燈對 denˊdui  

棟對 dung dui  

句型 

Q:「請問你仰仔看出這係客家伙房?佢个特色在那

仔？」 

A:「𠊎看到佢係(    )，佢有(    )、(     )。」 

 

~第三節結束~ 

三、 客家伙房的省思 

1.分享問卷和實際踏查之後所學到的內容和發現。 

2.運用 ORID 焦點討論法，以自身的經驗與感受，聚焦在

當客家伙房逐漸式微，如何保存客家伙房的精神-凝聚

 

 

 

 

 

 

 

 

 

 

 

 

 

 

 

 

80’ 

 

 

 

 

 

 

 

 

 

 

 

 

 

 

 

 

 

 

 

 

 

 

 

 

 

10’ 

15’ 

 

口語評量: 

學生在問卷

調查時，能

使用所學的

客語詞彙與

句型進行訪

問。 

 

 

 

 

 

 

 

 

 

1.能藉由實

際觀察踏查

觀察到伙房

的特色與現

況，並與之

前 文 本 對

照。 

2. 口 語 表

達 :學生於

踏查時配合

情境，能使

用所學的客

語詞彙與句

型進行觀察

與紀錄。 

 

 

 

 

 

 

 

 

 

 

 

1.能透過之

前的討論與

踏查省思並

實際踏查與紀錄 從 google 找出調查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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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六

節 

向心力，並寫下自己的想法。 

 

 

 

 

 

 

 

4. 分享自己的想法，請學生對於客家伙房的精神保存提

出具體且可行性的建議，有哪些行動現在就可以做，

有哪些行動未來可能做到。例如：快過年了，大家可

以一起準備供品，一起祭拜伯公和祖先，也一起享用

客家道地的客家風料理。 

客語詞彙 南四縣音標 客語詞彙 南四縣音標 

打鬥四 daˋ deu xi 做好事 zo hoˋ sii 

拜阿公婆 bai aˊ gungˊ poˇ 辦桌 pan zogˋ 

掃廳下 so tangˊ haˊ 做生日 zo sangˊ ngidˋ 

句型 

Q:「你認為愛仰仔保存客家伙房个精神? 」 

A:「過年過節个時節，做得請大家共下歸來打鬥四。」 

~第四節結束~ 

參、 綜合活動 

一、 是「伙」房還是「夥」房               

綜合以上活動再次嘗試分析客家伙房適合用「伙」還

是「夥」，並說明原因。 

二、 一起來做伙 

共同畫一張客家伙房的介紹海報，說明其特色與文化

價值並在之後客家「豐」課程與他人分享時展示。 

三、「伙房」打嘴鼓 

將所學到的內容，利用打嘴鼓的方式，搭配海報，練

習介紹客家伙房的內容與精神。 

 

 

 

 

 

 

 

客家伙房打嘴鼓介紹詞 

阿嬤：阿明天光日阿嬤愛去庄項辦貨，你愛跈阿嬤去無? 

阿明：阿嬤做麼个愛去辦貨？愛辦麼个貨？ 

阿嬤：阿明因為年下吔！愛去拜伯公，感謝伯公一年來

个保佑，分𠊎等一家大細平平安安。所以愛準備雞

仔，豬肉，魚仔，糖仔餅仔，水果，金香紙燭去拜

伯公。 

 

 

 

 

 

 

 

 

15’ 

 

 

 

 

 

 

 

 

 

 

 

 

 

10’ 

 

 

40’ 

 

 

30’ 

嘗試解決伙

房目前的問

題。 

2.能使用教

導的客語詞

彙與句型說

明如何保存

伙房精神 

 

 

 

 

 

 

 

 

 

 

 

 

 

 

1.能分析並

找出支持理

由。 

2.能透過繪

畫和書寫方

式 呈 現 所

學。 

3.寫作與口

說評量 :學

生能將所學

寫出介紹詞

並用客語唸

出進而用打

嘴鼓方式呈

現。 

一起看資料探討 將討論結果試著寫出 

將資料摘要重點 分工合作 客家伙房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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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明：好唷！阿嬤𠊎就來去佮你𢯭手擐東西。 

阿欣: 阿嬤𠊎乜愛跈去。 

阿正: 阿嬤𠊎等拜恁多東西愛仰仔食？ 

阿嬤：阿正你放心，等拜好歸來阿嬤就準備愛來燜客家

大封。噴香个大封燜出來你等就知，包你食仔會尋

尾 

阿正: 阿嬤𠊎等个口涎水會嗒嗒跌仔！ 

   時間咻一下就過了！ 

阿嬤：𠊎个乖孫來！來！來！共快來佮阿嬤𢯭手拿東

西。愛先佮豬肉、雞肉洗身、按摩擦米酒、豆油愛

放下去炸過，就做得放入鑊仔裡背，愛注意，最重

要个毋無記毋得放蔗截，再佮豬肉、雞肉擺好，接

等倒入米酒，豆油，水，塩，大火煮滾轉細火。等

仔 1.2 點鐘就做得吔! 

阿明：哇!真是蓋香餒!原來這就係傳統客家夥房正有个

味緒，大家人共下唱喏、食飯、生活、做事團結合

作，一家和和樂樂，佮這難得个客家味緒、客家精

神傳承下去。 

阿正、阿欣:係呀！𠊎等愛好好傳承下去，這就係客家

夥房珍貴个地方。 

 

~第六節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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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成效 

期望學生能夠將之前學到的內容進一步思考伙房在客家文化中的重要精髓是什麼，從

之前的先備知識中先進行第一次的覺察，並配合文字所代表的意思思考判斷，接著嘗試使

用資料查詢搜索的方式得知一些資訊，但也讓學生發現有那些內容無法直接透過搜尋文本

或網路資料得知，所以緊接著藉由一連串第一手資料的蒐集(學校學生的問卷調查、社區

伙房的實地踏查)去獲得第一手資訊，最後透過彼此討論規劃出能增進客家伙房精神的活

動內容。 

 

活動照片（請輔以文字說明，張數不限） 

(圖 1)

 

(圖 2) 

 

(圖 1說明)教師說明怎麼做問卷! (圖 2說明)大家出發去找伙房了喲! 

(圖 3) 

 

(圖 4) 

 

(圖 3說明) 學生的社區伙房踏查記錄地

圖。 

(圖 4說明) 回來後，大家開始討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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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回饋 

學習單 

  

心得 

孩子第一堂課聽到要上有關伙房的內容時，一開始覺得很無趣，因為之前的老師已經

有上過一些內容，但在一系列提問與省思中，孩子發現這次的課程不單單是知識性的理

解，反而是更多思考的部分，並且藉由問題嘗試使用不同的資料蒐集方式，透由不一樣的

學習策略讓學生更清楚的掌握課程方向，並且從找資料、分析、寫表單、踏察，最後將實

作的內容進行產出，並且有實際展現的機會，看到同學們展露出滿足的笑容，一切辛苦都

值得！ 

省思 

1. 時間不夠：由於教學時間受限，因此在需要大量探討與實作部分，需要額外利用其他

時間與其他老師配合才能完成，例如：問卷調查部分，原本預計時間只需要一節下課

時間，但因為其他年級孩子也是第一次填答，因此在題意理解上需要花費時間理解。 

2. 要盡量提供孩子思考的點，製造衝突點，對老師挑戰性大：此教案要避免單純知識性

的傳遞，因此許多地方都要想辦法讓孩子有思考的點，例如：孩子會認為所有的知識

只要 GOOGLE 就可以查詢到，因此可以利用孩子的疑惑，來搜尋資料，驗證是否都可以

找到相關的內容，再引導還可以有的其他蒐集資料方式。 

3. 突發狀況的應變能力要很強：原本預計使用平板可以突破空間和時間的限制，讓學生

可以利用短暫的下課進行問卷調查，但學校的網路突然斷訊無法連上，因此緊急改用

電腦教室進行問卷調查。 

4. 交通工具有限：因時間有限，孩子們的代步工具也有限，因此能夠實地踏查的也有限

制，期望孩子們之後能有更多的時間與不同的交通工具做更深入或更廣泛的踏察。 

 
  

社區伙房踏查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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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主題 客家大風．吉客起風 

學習子題 客家「封」                                            

教學活動

名稱 
共火 — 客家大灶裡的滾滾滋味 

學習領域

科目/ 
社會 客語腔調 南四縣腔 

實施對象 班級：五忠       學生：6  位 教學時間 
_120_分鐘 

___3__節 

設計構想 

從容易朗朗上口的歌曲著手，讓孩子從歌曲發現製作客家封的過程，再

回想自己曾經吃過那些客家封？並思考如果可以加其他食材，你會想要加入什

麼？ 

緊接著藉由繪圖方式建構以前客家人遷徙的過程與環境，因此衍伸出油

鹹香的客家菜，此外，由於伙房文化，大家都是一起勞動、一起吃飯且一起生

活，能夠快速填飽一大家人的客家封是客家料理中的經典特色，接著讓孩子親

自與同儕共同烹煮三樣客家封，並在客家「豐」的最後課程分他人一同分享這

樣的學習成果。 

學習內容 

社

會 
2b-Ⅲ-2理解不同文化的特色，欣賞並尊重文化的多樣性。 

客

語 

1-Ⅲ-1 能識別日常生活對話的訊息。 

2-Ⅲ-1 能介紹客家文化的族群特徵。 

學習表現 

社

會 

Bc-Ⅲ-1族群或地區的文化特色，各有其產生的背景因素，因而形塑臺灣

多元豐富的文化內涵。 

Cc-Ⅲ-2族群的遷徙、通婚及交流，與社會變遷互為因果。 

客

語 

Ab-Ⅲ-1 客家語常用漢字。 

Ac-Ⅲ-2 客家語日常用句。 

Bb-Ⅲ-1 意見與情感表達。 

學習目標 

1.藉由輕快的歌曲初步建構製作客家封的流程。 

2.運用科技工具找尋所需要的資料，並依據內容思考、分析與判斷以前人在取

菜名時可能蘊含的期望。 

3.依據步驟完成三種客家風料理。 

4.透過討論方式思考如何推廣客家的飲食文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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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設備 

◎教材來源 

1.邱寶郎(2014)。客家人的惜物廚房。 

2.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1729&q=1&word=%E5%B0%81 

3.李金英（2016）。客家飲食文化教育傳承之研究-以客家菜為例。國立高雄

餐旅大學餐旅教育研究所在職專班碩士論文，高雄市。取自

https://hdl.handle.net/11296/7qjb26 

4.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19）。客庄祭事─屏東縣竹田鄉祭祀文化。台北市：客

委會。 

◎教學設備或教具 

教學 ppt、歌曲、Ipad、烹煮用具、盛裝的盤子 

節次 教學活動流程、學習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學習評量 

第一節 

 

 

 

 

 

 

 

 

 

 

 

 

 

 

 

 

 

 

 

 

 

 

 

 

 

 

 

壹、 引起動機 

一、聆聽「客家封」歌 

炸 炸 豬肉料       炸 炸 炸香香 

蔗截 蒜頭  豬肉    放下去 放下去 

加 加 加豆油       豆油放到滾水肚 

冰糖 滾水 米酒    放下去 放下去 

啦啦啦啦啦啦       客家封菜真好吃 

啦啦啦啦啦啦    客家封菜真好吃 

註：歌詞改編自陳瑋儒/粄圓歌 

客語詞彙 南四縣音標 

蔗截 za jiedˋ 

客語句型 

Q:「你有聽到那兜食材？」 

A:「𠊎有聽到蔗截、蒜頭、豬肉、豆油、冰糖還有

米酒」 

 

二、今天你選擇哪一道？ 

1.想想看，剛才聽到的是客家哪一道料理的歌曲？ 

2.回想自己曾經吃過的客家封菜有哪些？ 

3.如果可以自己煮，你最想煮哪一種客家封？還可以加

入哪一種食材煮成創意料理封？ 

客語句型 

Q:「你有食過那兜好食个客家封?」 

A:「𠊎盡好食封冬瓜、豬肉、封高麗菜、雞肉還有

封木瓜」 

 

 

 

10’ 

 

 

 

 

 

 

 

 

 

 

 

 

 

 

 

 

 

 

 

 

 

 

 

 

 

 

 

能仔細聆

聽歌詞內

容所提到

的東西並

使用客語

回答客家

封製作的

方式。 

 

 

 

 

 

 

 

 

 

 

 

 

 

 

 

 

 

 

 

 

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1729&q=1&word=%E5%B0%81
https://hdl.handle.net/11296/7qjb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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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發展活動 

一、客家人的惜物廚房 

1.介紹客家人飲食特色 

(1)老師口述，學生從老師的敘述嘗試將客家人剛從大

陸到台灣面臨的狀況用四格漫畫呈現，並了解客家

人當初遷徙時的環境。 

口述內容： 

A.早期台灣有一些原住民居住。 

B.明朝-清初時期，一些河洛人和客家人到台灣開墾

佔據平原地區，原住民遷至靠山區域的丘陵地方。 

C.清朝時期，因為渡台禁止另的第三項-禁止廣東潮

州與惠州之民渡海來台，河洛人數比客家人多，被

迫遷徙，牽至靠山的丘陵。 

D.有些客家人是因為樟腦的採集內遷至山區居住，

形成依山居住的一個族群。 

 
 

(2)客家菜的特色-油鹹香 

因為飲食缺乏，為了珍惜好不容易得到的食物，在

不方便的儲存下形成醃漬文化，此外，因為大量的

農牧工作，耗費大量的體力，鹽分與油脂的補充就

顯得相當重要，因此「油鹹香」就變成客家菜的經

典特色。 

客語詞彙 南四縣音標 

滷 luˊ 

晒燥 sai  zauˊ 

客語句型 

Q:「頭擺人無冰箱，係仰仔來保存食物？」 

A1:「做得用鹽滷高麗菜/蘿蔔仔」 

A2:「做得佮花菜/豆仔晒燥變乾」 

 

2.探討客家封的緣由 

客家人的菜餚相當重視不浪費與營養，以前因為靠山

居住，所以豬肉和雞肉便是相當重要的主食菜，也是

祭祀中不可或缺的祭品，在物質缺乏的年代，只有在

15’ 

 

 

 

 

 

 

 

 

 

 

 

 

 

 

 

 

 

 

 

 

 

 

 

 

 

 

 

 

 

 

 

 

 

 

 

 

 

 

 

 

 

 

 

 

1.能知道

客家飲食

的緣由，

並分析背

後可能的

原因 

2.聆聽評

量:能聽懂

客語介紹

客家飲食

內容並回

答相關問

題。 

 

 

 

 

 

 

 

 

 

 

 

 

 

 

 

 

 

 

 

 

 

 

 

 

 

 

 

 

 

 

 

 

用繪圖方式了解早期客家人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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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第三節 

 

 

 

 

 

 

 

 

祭祀或過年過節時才能夠藉由祭祀後的祭品，再加

工，變成桌上豐盛的佳餚。 

客語詞彙 南四縣音標 

細火 se foˋ 

炆 vunˇ 

灶頭 zo teuˇ 

燒樵杈 seuˊ ceuˇ ca 

客語句型 

Q:「要仰仔封出又香又好食个客家封？」 

A1：「要有油、有鹹、還要用細火慢慢个炆」 

A2：「頭擺無瓦斯爐，愛在灶頭燒柴慢慢个炆。」 

 

3.探討客家封的優點 

(1)一次就可以煮出多道菜。 

(2)料理方式簡單。 

(3)將客家料理方式「炆」發揮極致的經典。 

 

 

 

 

 

 

 

 

二、客家「封」 

1.「封」是什麼意思？ 

使用平板在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查詢「封」具

備的 12種意思有哪些。 

2.推測並思考客家「封」的封可能富含的意思。 

3.總結：「封」取自豐盛、高升封官的意思，此外，烹

煮時須將食物封在鍋內，使用小火炆到肉熟爛為止。

客家封肉有分大小，「大封」指的是用大塊的五花肉

或蹄膀來煮，而「小封」是指用小塊的肉來烹調。 

~第一節結束~ 

 

三、烹煮客家「封」料理 

(一)先思考需要那些材料和步驟。 

(二)烹煮大封 

1. 先加稍多的沙拉油熱鍋，加入豬肉 1500 公克煎炸到

表皮微起泡後濾掉油，豬肉撈起備用。 

2. 甘蔗略拍打過，鋪在鍋底。 

3. 放上炸過的豬肉 ， 再加入醬油 1000c.c、水

5000c.c..、蒜頭、甘草片和少許冰糖。 

4. 蓋上蓋子，大火煮滾，再用中小火熬滷，讓肉慢慢

吸入滷汁。 

 

 

 

 

 

 

 

 

 

 

 

 

 

 

 

 

 

 

 

 

 

 

 

 

 

15’ 

 

 

 

 

 

 

 

 

 

60’ 

 

 

 

 

 

 

 

 

 

 

 

 

 

 

 

 

 

 

 

 

 

 

 

 

 

 

 

 

 

 

 

 

 

 

能統整客

家封的意

涵與內容 

   

 

 

 

 

 

 

1.能依據

步驟完成

三種客家

風料理 

2.口語評

量:學生能

將所學的

客語詞彙

與句型用

客語完整

探討客家風的緣由和優點 



19 

 

 

 

 

 

 

 

 

 

(二)烹煮雞肉封 

隨即將祭拜過後的雞肉稍微清洗後，加入大封中，

蓋上蓋子，一起中小火悶煮悶煮 1小時。 

 

(三)烹煮高麗菜封 

1.高麗菜 1 顆洗乾淨對半切開。 

2.等大封和雞肉封悶煮 40 分鐘後，再加入高麗菜煮 20

分鐘即可打開盛盤。 

客語詞彙 南四縣音標 

挲 soˊ 

大鑊 tai vog 

綿綿 mienˇ mienˇ 

客語句型 

Q1:「愛仰仔煮客家封？」 

A1:「愛先切好豬肉再挲豆油，將豬肉炸香

香，鍋仔裡背放蔗截、豬肉、雞肉、冬

瓜、高麗菜、豆油、酒、滾水最後放一息

息鹽，大火煮滾，再切細火炆綿」 

  (使用連接詞：先…再…最後…) 

參、綜合活動 

一、如何推廣客家封的飲食文化 

1.運用 ORID 焦點討論法，讓學生以自身的經驗與感

受，聚焦在客家封目前仍是客家媽媽或阿婆的私房

菜，但卻蘊含著客家人節儉、惜物與共食的文化內

涵，如何推廣讓更多人知道。 

客語詞彙 南四縣音標 

勤勤儉儉 kiunˇ kiunˇ kiam kiam 

毋會打爽 mˇ voi  daˋ songˋ 

傳承 conˇsiinˇ 

手路菜 suˋlu coi 

生活智慧 senˊ fadˋ zii fi 

客語句型 

Q:「客家食个料理，有麼个客家精神抑係智慧？」 

A:「阿嬤會洽食毋歇个菜，變成好食个料理，毋會

打爽半息」 

 

 

 

 

 

 

 

 

 

 

 

 

 

 

 

 

 

 

 

 

 

 

 

 

 

 

 

 

 

 

20’ 

 

說出客家

封的製作

過程。 

 

 

 

 

 

 

 

 

 

 

 

 

 

 

 

 

 

 

 

 

 

 

 

 

 

 

1.能透過

討論方式

思考如何

推廣客家

的飲食文

化 

2.寫作與

口語評量: 

學生能將

所學的客

語詞彙與

句型用客

語完整記

錄與表達 

 

 

看著食譜一一完成客家封的烹煮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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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享各組的想法。 

二、綜合呈現練習 

練習演唱客家封歌，並結合上一個教案所編制的打嘴

鼓內容，最後在下一個課程與他人分享客家封料理

時，共同呈現。 

客語句型 

大家好，𠊎等係***，今晡日𠊎等用豬肉、雞肉、

冬瓜還有高麗菜，共下炆出一鑊又香又綿个封雞

封肉，愛來請大家食佮大家分享分𠊎等个福氣。 

 

~第三節結束~ 

預期成效 

期望孩子們延續客家人敬天地之精神後，將祭祀後的牲醴轉化成好吃的客家封，孩子

們除了能夠實際操作客家封製作的方法與過程外，更能夠體察到客家人在艱苦的日子時，

珍惜一切食物的精神，並能分析出客家飲食的緣由或背景因素，並試著思考如何將客家飲

食文化發光發熱。 

活動照片 

(圖 1) 

 

(圖 2) 

 

(圖 1說明)甘蔗是大封好吃的秘方！ (圖 2說明)第一次切冬瓜皮，真的不容易！ 

(圖 3) 

 

(圖 4) 

 

(圖 3 說明)切好後還要倒上醬油把所有的

肉都按摩一遍，上色完成。也要謝謝婆婆

技術指導！ 

(圖 4說明) 香味四溢的客家大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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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回饋（請依實際教學情形斟酌填寫內容）  

學習單:  

 

  

教學心得: 

本教案主要是將前兩份教案內容，最後有實踐與產出的部分，並藉由與同儕分享與指

導古早味的客家大封，讓孩子們在過程中自然的開啓了五感學習，籍著情境的営造與實

作，將所學運用在生活中，當客家大封出爐時，每個孩子都相當驚訝，原來自己也可以完

成這樣的事情。 

教學省思: 

1. 此次課程時間分配上有些許匆忙，因此單純「炆」(小火煮)的過程，學生回原班上其

他領域課程，不列入教學時間。 

2. 製做過程中忘了準備蒜頭及蒜苗，有這二項配料氣味會更不同。 

3. 原本希望再加入讓孩子思考與製作創意客家封，但因時間時間實在有限，因此刪除此

部分，期望之後能夠認孩子們試著嘗試完成。 

  

思考客家飲食的改變與精進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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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主題 客家大風 - 吉客起風 

學習子題 客家「豐」      

教學活動

名稱 
共夥-客家祭典裡的慶祝與豐收 

學習領域

科目/ 
社會 客語腔調 南四縣腔 

實施對象 班級：五忠       學生：6  位 教學時間 
_200_分鐘 

___5__節 

設計構想 

從伙房建築架構的三界觀了解客家人對於神鬼人的精神，再藉由問卷調查

方式了解土地伯公對客家人的親近程度，因此在這歲末感恩的時節，為了與伯

公同享喜悅並感謝伯公這學期的照顧和保佑，孩子們親手準備牲醴，親自從校

園角落摘採新鮮的花朵製作盤花，再一一準備其他用品，昂首闊步一起去祭拜

伯公，祭拜時，用客家話向伯公訴說這一學期的進步與感謝。接著從供品的內

容引導孩子們思考營養餐盤應該有那些？讓孩子發現除了肉類，青菜水果的重

要性，並進一步溯源，討論與地共享的實際做法-友善農耕。 

具備了營養均衡的飲食時候，讓孩子在「客家封」課程時，實際將供品結

合蔬果，烹煮出好吃又美味的客家封，並試著與以前的人一樣，一起祭拜、一

起開伙、一起吃大鍋菜的美味。 

學習內容 

社

會 

2b-Ⅲ-1體認人們對社會事物與環境有不同的認知、感受、意見與表現方

式，並加以尊重。 

2b-Ⅲ-2理解不同文化的特色，欣賞並尊重文化的多樣性。 

客

語 

1-Ⅲ-1 能識別日常生活對話的訊息。 

2-Ⅲ-1 能介紹客家文化的族群特徵。 

學習表現 

社

會 

Bc-Ⅲ-1族群或地區的文化特色，各有其產生的背景因素，因而形塑臺灣

多元豐富的文化內涵。 

Cc-Ⅲ-2族群的遷徙、通婚及交流，與社會變遷互為因果。 

客

語 

Ab-Ⅲ-1 客家語常用漢字。 

Ac-Ⅲ-2 客家語日常用句。 

Bb-Ⅲ-1 意見與情感表達。 

學習目標 

1.藉由問卷調查方式獲得第一手客家祭祀的相關資訊。 

2.從諺語推想期初自己的祈求是否實現，因此在期末時，我們要有感恩的心。 

3.了解如何虔誠準備供品並實際操作。 

4.藉由細心準備的盤花表達對伯公的敬意。 

5.使用客語跟伯公分享這學期的收穫。 

6.從相關的舉例中知道人與土地的親密關係與共享的重要。 

7.了解友善農耕的特點。 

8.將友善農耕的做法進行下學期的農事課程規劃。 

9.能聆聽並讀懂客家語常用漢字，並使用客語表達意見與情感。 

10.能使用所教導的客語重要詞彙與句型，說明客家祭祀與友善農耕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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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 設備 

◎教材來源 

1.行政院客委會(2009)。客庄祭祀：屏東縣竹田鄉祭祀文化。台北市：客委

會。 

2.傅美梅(2018)。美濃月光山麓下客家伙房建築文化意涵之研究。國立屏東大

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屏東縣。取自

https://hdl.handle.net/11296/4r5j72 

3.劉吏桓（2016）。美濃聚落發展與伯公信仰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碩

士論文，台北市。 取自 https://hdl.handle.net/11296/4easnc 

4.邱宜文(2010)。從社神到土地公以平鎮地區伯公為中心的考察。台北市：文

津。 

◎教學設備或教具 

教學 ppt、ipad、學習單(票選最親近的神)、五牲、烹煮用具、盤子、祭拜用品

(茶、酒、杯子、盤子、金香、金紙、鞭炮)、剪刀、裝盤花的盤子、學習單(怎樣

才是好蔬果) 

節次 教學活動流程、學習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學習評量 

第一節 

第二節 

 

 

 

 

 

 

 

 

 

 

 

 

 

 

 

 

 

 

 

 

 

 

 

 

 

 

 

 

壹、 引起動機 

一、伙房的敬祖祭天-三界觀 

回顧上次客家伙房中介紹客家人從伙房的建築構造

分布即隱含著神鬼人三界和諧吉祥的精神。 

 
 

 

客語詞彙 南四縣音標 客語詞彙 南四縣音標 

建築 gian zugˋ 上香 songˋ   hiongˊ 

和樂 foˇlog 燒金 seuˊ gimˊ 

共下 kiung ha   一庄一俗 idˋ zongˊ idˋ xiug 

客語句型 

Q：「客家伙房个建築有麼个特色？」 

A:「客家伙房代表人神鬼和樂共下生活。」 

 

二、誰是客家人最親近的神？ 

引導學生從下列角度評比分析，誰是客家人中最親

近的神，並將得分計算在表格： 

(一)票選最親近的神 

將之前 GOOGLE 表單問卷中，調查學校 4-6 年級同

學有關自己平常生活中最常祭拜的神明、祭拜原因的相

關資料進行分析。 

 

15’ 

 

 

 

 

 

 

 

 

 

 

 

 

 

 

 

 

 

 

 

 

 

 

 

 

 

 

 

 

 

1.能藉由問

卷調查方式

獲得第一手

客家祭祀的

相關資訊。 

2. 聆 聽 評

量 :能聽懂

客語語詞與

語句並用客

語回答問題 

 

 

 

 

 

 

 

 

 

 

 

 

 

 

 

 

 

 

 

 

三界觀示意圖 

https://hdl.handle.net/11296/4r5j72
https://hdl.handle.net/11296/4eas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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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祖在家，神在廟 

客家人鮮明的「祖在家，神在廟」的觀念，將伙房

中的廳下留給祖先最獨立而完整的祭祀空間，對於廟神

則會另外準備牲醴到廟裡祭拜，但唯獨土地龍神，會特

別在「廳下」設立專屬的祭拜位置。 

(三)庄頭庄尾土地伯公 

客家人開墾前會先建立伯公據點祈求穀物豐收與家

畜興旺，因此形成客家庄處處都能看到伯公的身影。 

(四)親切的形象 

許多人小時的回憶便是在「伯公下」(下，客語的

旁邊或裡面之意)遊玩，大樹下乘涼，因此形成密切的

人神關係。 

客語詞彙 南四縣音標 

神明 siinˇ minˇ 

家神 gaˊ siinˇ 

土地龍神 tuˋ ti liungˇ siinˇ 

五穀爺 ngˋ gugˋ iaˇ 

關爺 guanˊ iaˇ 

三山國王 samˊ sanˊ guedˋ vongˇ 

客語句型 

Q：「你最輒會去拜个係那尊神明？」 

A1:「係屋家个土地龍神。」 

A2：「係屋家附近个土地伯公。」 

客家對聯 

福與土並厚，德配地無疆。 

 

 

 

 

 

 

 

 

 

貳、發展活動 

一、與神同享-信仰儀式 

1.歲末感恩 

(1)唸讀諺語「食果子，拜樹頭，食水愛知水源頭」，

並從諺語理解其背後的涵義。」 

客語諺語 

食果子，拜樹頭，食水愛知水源頭 

(siid goˋziiˋ， bai su teuˇ，siid suiˋoi 

diˊsuiˋngienˇteuˇ) 

 

 

 

 

 

 

 

 

 

 

 

 

 

 

 

 

 

 

 

 

 

 

 

 

 

 

 

 

 

 

 

 

 

 

 

 

 

10’ 

 

 

 

 

 

 

 

 

 

 

 

 

 

 

 

 

 

 

 

 

 

 

 

 

 

 

 

 

 

 

 

 

 

 

 

 

 

 

 

 

 

 

 

 

1.能從諺語

推想期初自

己的祈求是

否實現，因

此 在 期 末

時，我們要

有 感 恩 的

心。 

2. 聆 聽 評

量: 

問卷填答 評分項目與標準 得分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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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回顧期初，感恩期末，情繫伯公 

期初開學時，我們師生曾一同祈求伯公，保佑我

們平安順心，事事順利，學業進步。而在這歲末感恩

時節，又是接近過年前，一同回想這學期我們想跟伯

公分享的事情，例如：各國都疫情肆虐，紛紛停課，

但我們學校的師生都相當平安健康，沒有人生病。 

 

客語詞彙 南四縣音標 

許伯公 hiˋ bagˋ gungˊ 

完願 vanˇ ngian 

順序(順利) sun xi   

風調雨順 fung
ˊ tiau

ˇ
 i
ˋ

 sun 

客語句型 

句型 1 

Q：「佮屋家人有去唱喏許伯公个經驗無? 」 

A：「有，阿姆會帶𠊎去許伯公」 

句型 2 

Q2:「會去許麼个願？」 

A2-1:「因為阿嬤身體毋好，去求伯公保佑阿

嬤身體康健。」 

A2-2: 「𠊎之前有這個經驗，阿嬤身體有過

好吔，𠊎等有去完願，這就係先生教𠊎

—「食水愛知水源頭」个意思！」 

 

2.祭祀伯公                        

(1)供品準備與意義 

A. 供品豐富度：祈願時比較簡單，若是祈願達成，要

答謝神明，則會較豐富，例如：準備五牲(豬、

雞、魚、鹹鴨蛋、麵)祭拜。 

B. 牲醴是否完整：代表敬仰程度的差異，例如：完整

的一隻的牲醴表示最高敬意。 

C. 牲醴的「生」與「熟」：代表人與神明之間關係的

遠近。「熟」牲則表示親近。 

D. 讓學生思考伯公和我們之間的關係，以及為什麼我

們要在期末時祭拜，來判斷牲醴該如何準備。 

 

 

 

 

 

 

 

 

 

 

 

 

 

 

 

 

 

 

 

 

 

 

 

 

 

 

 

 

 

 

 

 

 

 

 

35’ 

 

 

 

 

 

 

 

 

 

 

 

 

 

 

 

 

 

 

 

能聽懂客語

語詞與語句

並用客語回

答問題 

3.寫作與口

說評量: 

學生能將所

學的客語語

詞與語句用

客語寫下願

望並用客語

表達。 

 

 

 

 

 

 

 

 

 

 

 

 

 

1.能了解如

何虔誠準備

供品並實際

操作。 

2.聆聽與口

說評量 :學

生能聽懂所

學的客語語

詞與語句並

回答相關問

題。 

 

 

 

 

 

 

 

 

 

說明準備的步驟 實際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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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語詞彙 南四縣音標 客語詞彙 南四縣音標 

傪菜 cam coi  感情 gamˋqinˇ 

答謝 dabˋqia 敬重 gin cung 

客語句型 

句型 1 

Q：「客家人對伯公个感情仰仔? 」 

A：「客家人對伯公感情蓋深，拜喏答謝个時節會準

備蓋傪菜，表示敬重」 

客家歇後語 

㓾雞問客(客家人愛用這句話來形容某人待客虛情假

意) 

 

(2)準備盤花 

A.盤花緣由 

利用校園裡隨手可得的香花或顏色豐富的花

朵，隨意組成一盤一盤的花盤，供奉於神明之前，

表達滿滿的心意，也有繁茂繽紛、吉祥如意和圓滿

的意涵。 

B.盤花-盤成圓滿以表心意 

從校園中尋找並挑選適當的花朵小心剪下，依

大至小堆疊，形成一盤盤美麗的盤花。 

 

 

 

 

 

 

 

 

 

 

 

客語詞彙 南四縣音標 客語詞彙 南四縣音標 

盤花 panˇ faˊ 煙火花 fa
ˊ

pau su 

桂花 gui  faˊ 雞蛋花 gieˊlonˋ faˊ 

夜合 ia habˋ 季節 gui jiedˋ 

新丁 xing denˊ 圓滿 ianˇ manˊ  

粄葉樹

(黃槿) 

banˋ iabˋ su 擇 tog 

吉祥如意 gidˋ xiongˇ iˇ i 疊 tiab 

客語句型 

句型 1 

Q：「盤花做得用那兜花?要仰仔疊？ 」 

A：「盤花做得用(    )，對大蕊疊到小蕊」 

~第二節結束~ 

 

 

 

 

 

 

 

 

 

 

 

 

20’ 

 

 

 

 

 

 

 

 

 

 

 

 

 

 

 

 

 

 

 

 

 

 

 

 

 

 

 

 

 

 

 

 

 

 

 

 

 

 

 

 

 

 

 

 

1.能藉由細

心準備的盤

花表達對伯

公的敬意。 

2. 口 說 評

量 :能用客

語說出詞彙

與介紹盤花

的意涵。 

 

 

 

 

 

 

 

 

 

 

 

 

 

 

 

 

 

 

 

 

 

 

 

 

尋找合適花材 

嘗試擺放 
完成盤花 



27 

第三節 

 

 

 

 

 

 

 

 

 

 

 

 

 

 

 

 

 

 

 

 

 

 

 

 

 

 

 

 

 

 

 

 

第四節 

 

 

 

 

 

 

 

 

 

 

 

(3)祭祀伯公(流程) 

A.準備五牲(左魚右肉中心雞)、水果、盤花擺神桌 

B.點蠟燭 

C.倒 3杯茶 

D.點香→分香 

E.先拜天公爐，跟老天爺説明來意 

F.拜伯公唸感謝文 

G.第一到酒→隔十分鐘倒第二次→隔十分鐘倒第三次 

H.擲筊問伯公是否都有收到我們的心意? 

I.拿金紙拜一下再去燒 

J.放鞭炮 

K.雙手向天公爐祭拜再向土地公拜表示感謝 

L.祭拜儀式結束收東西 

客語詞彙 南四縣音標 客語詞彙 南四縣音標 

牲儀料 senˊ ngiˇ liau 跌聖筊 diedˋ siin gau 

疫情控制 id qinˇ kungˋ zii 跌無筊 diedˋ moˇgau 

跌筊仔 diedˋ gau  eˋ 打紙炮 daˋ ziiˋ pau 

客語句型 

今晡日係 月 日，𠊎係***，感謝伯公保佑𠊎

(通過初級認證考試/疫情控制/安心上課)，𠊎準備

了五牲、水果、盤花、酒、茶、金香還有紙炮來答

謝您，希望您來年繼續保佑𠊎等平安順序。 

 

 

 

 

 

 

 

 

 

~第三節結束~ 

 

二、與地共享-友善大地 

(一)營養餐盤 

呈現營養餐盤，並讓孩子將供品擺放進餐盤中，讓

學生從營養的角度觀察到什麼？還缺什麼？ 

例如：供品幾乎都是使用大魚大肉，缺乏健康的蔬果。 

 

 

 

 

 

 

 

40’ 

 

 

 

 

 

 

 

 

 

 

 

 

 

 

 

 

 

 

 

 

 

 

 

 

 

 

 

 

 

 

 

 

 

5’ 

 

 

 

 

 

 

 

 

 

 

口說與寫作

評量: 

能用客語寫

下並說出祭

伯公的感謝

詞與分享這

學 期 的 收

穫。 

 

 

 

 

 

 

 

 

 

 

 

 

 

 

 

 

 

 

 

 

 

 

 

 

 

 

能從相關的

舉例中知道

人與土地的

親密關係與

共 享 的 重

要。 

 

 

 

 

 

供品擺放 虔誠祭拜 

從供品的內容思考怎樣才是營養餐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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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蔬果從哪裡來？ 

讓學生討論蔬果是從哪裡來？市場買、網路訂的、

奶奶種的。 

客語詞彙 南四縣音標 客語詞彙 南四縣音標 

盤仔 panˇ eˋ 萋頭 qiˊteuˇ 

營養 inˇ iongˊ 大封大肉 tai  fungˊ tai ngiugˋ 

客語句型 

Q:「愛仰仔食正會健康？」 

A:「毋好淨食大封大肉，乜愛多食營養个青菜佮萋頭

个水果。」 

 

 

(三)什麼是好菜？ 

使用曼陀螺思考技法，引導學生從一開始的種植、

採收、包裝和碳足跡的差異，讓孩子思考怎麼樣的蔬菜

水果才是好的蔬果？ 

客語詞彙 南四縣音標 客語詞彙 南四縣音標 

除草劑 cuˇ coˋ ji 耕種 gangˊ zung 

掖肥料 ie piˇ liau 有時期 iuˊ siiˇ kiˇ 

有機肥 iuˊ  giˊ  piˇ   

客語句型 

Q:「愛仰仔種出健康又好食个青菜？」 

A:「做毋得灑藥仔佮除草劑，要用天然个肥料。」 

 

 

 

 

 

 

 

 

 

 

(四)介紹友善農耕 

友善耕作，泛指自然的耕作方式，其過程中不使用

任何化學肥料與農藥。其有以下特點： 

1.自然耕作，形成與大自然互利的耕作環境。 

2.人工除草，不使用化學除草劑或殺蟲劑，減少對土壤

養分的破壞，維持地力。 

3.無毒栽培，使用自然肥料，肥料可能是其他天然的植

物或是其他堆肥，無化學藥劑，不使用農藥，無人工

添加，因此農產品對人體較無負擔。 

 

 

 

5’ 

 

 

 

 

 

 

 

 

 

 

10’ 

 

 

 

 

 

 

 

 

 

 

 

 

 

 

 

 

 

 

 

10’ 

 

 

 

 

 

 

 

 

 

 

 

 

 

口說評量: 

能運用所學

詞彙用客語

說出如何健

康飲食。 

 

 

 

 

 

 

口說評量: 

能運用所學

詞彙用客語

說出與分享

友善農耕的

特點。 

 

 

 

 

 

 

 

 

 

 

 

 

 

 

能了解友善

農 耕 的 特

點。 

 

 

 

 

 

 

 

 

 

 

用擴散性思考並檢視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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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五)規劃下學習農事課程可以怎麼將所學進行規劃 

運用 ORID 焦點討論法，針對下學期進行友善農耕種

植稻米時，可能會遇到什麼問題，預計怎麼解決。 

客語詞彙 南四縣音標 客語詞彙 南四縣音標 

蒔禾仔 sii voˇeˋ 巡田水 sunˇ tienˇ suiˋ 

土質改良 tuˋ ziidˋgoiˋ  lionˇ 元寶螺 ngianˇboˋloˇ 

友善農耕 iuˊsan nungˇgangˊ 田菁 gaˋqiangˊ eˋ  

稻熱病 voˇeˋbodˋ piang 

客語句型 

Q:「蒔禾仔愛做那兜事情？會堵著麼个困難」 

A:「蒔禾仔愛巡田水，撿元寶螺，禾仔割歇愛種假菁

仔做肥。困難就係驚會堵到落大雨，禾仔會屙下

來．」 

客家諺語 

三月種芋頭，六月上土，七月毋好動，八月上碗公 

~第四節結束~ 

 

參、綜合活動-與人分享(惜食共食) 

一、擺盤 

將煮好的三道客家封料理，逐一擺好，並邀請學

校同儕一同享用。 

客語詞彙 南四縣音標 

請人食 qiangˋ nginˇ siid 

封雞封肉 fungˊ geˊ fungˊ ngiugˋ 

客語句型 

Q:「今晡日愛做麼个？」 

A:「𠊎等愛煮封雞封肉請人食。」 

 

二、分享 

享用的過程，將之前所繪製的伙房介紹海報，搭配

打嘴鼓的方式介紹，並客家封的歌曲，以歌唱的方

式呈現整個的學習過程，讓共享的過程如同饗宴一

般豐盛。 

 

 

 

 

 

 

 

 

~第五節結束~ 

10’ 

 

 

 

 

 

 

 

 

 

 

 

 

 

 

 

 

 

40’ 

 

 

 

 

 

 

 

 

 

 

 

 

 

 

 

 

1.能規劃下

學期的農事

課程要如何

進行友善農

耕 

2. 口 說 評

量 :能運用

所學詞彙用

客語說出如

何進行友善

農耕。 

 

 

 

 

 

 

 

口說評量: 

能將自己的

客家封料理

與他人分享

並結合另外

兩個課程的

學習成果，

利用海報，

以打嘴鼓和

歌唱方式介

紹 所 學 內

容。 

 

 

 

 

 
  

與各班分享三道客家封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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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成效 

從伙房的精神延續並延伸到客家人對天地人的同享、共享以及分享，期望孩子們可以

從這一連串的課程設計，了解並實際體驗在對神明時，客家人如何表達自己最虔誠的敬

意，並用最實際的行動表示，以及在對這片土地的感謝，學習與思考如何對土地友善，最

後將祭祀過後的祭品，與他人一同分享豐收的過程，從實際思考與操作，達到敬天地人。 

活動照片（請輔以文字說明，張數不限） 

(圖 1) 

 

(圖 2) 

 

(圖 1說明) 開始照老師教的方法擺盤花 (圖 2說明) 豬，雞，魚要如何擺放呢? 

(圖 3) 

 

(圖 4) 

 

 

(圖 3說明) 擺好擺滿，敬獻滿滿的心意！ (圖 4說明) 跟其他班級分享我們煮的客家大

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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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回饋（請依實際教學情形斟酌填寫內容）  

學習單： 

 

 

教學心得: 

以前總是家裡的長輩準備好所有拜拜的東西，今日為了讓孩子們更有參與感，並了

解客家人對天地人的同享、共享以及分享的實踐，因此孩子們回想期初與伯公的祈禱，並

透過一連串的活動，驗證伯公與我們親密不可分的關係，學會如何獲得第一手資訊，在過

程中看到孩子們不斷的討論並且分工合作勇於嘗試，暖暖的感動湧上心頭，而客家的文化

精神就在這種潛移默化中傳承了。 

教學提醒: 

1. 需要善用其他課餘時間：問卷調查的執行時是利用下課時間，因此不算在教學時間

內，可能會因為孩子載具使用的熟悉度而需要更多時間。 

2. 供品準備注意事項：在燙牲醴的時候要泠水小火慢慢加溫，否則雞容易燙到破皮就不

漂亮了！有些長輩還會說這樣對神明不敬，要重新買過一隻雞。 

3. 盤花的花材可能因為季節不同而量少：盤花製作時，是以學校校園中的鮮花為主，需

先調查校園中有那些鮮花適合，若花材過少時，可建議孩子們看看家中是否也有一些

合適的花材，但不另外花錢購買。 

4. 需多引道學生找尋支持證據：孩子們在思考問題時，仍會比較用自己直覺判斷，因此

需要多引導如何用蒐集第一手資料，或尋找相關文獻，找尋支持的證據。 

 

  

票選客家最親近的神得分統計表 客家信仰 GOOGLE問卷調查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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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附件  客家伙房介紹文本 

 

 

因為要讓孩子探討伙房的伙

要用什麼字才好，因此在此

階段文本的字先用注音表

示，以免左右學生的判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