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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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吉安鄉客籍人口比例超過百分之三十，為花蓮

13鄉鎮市之冠，堪稱「縱谷客家第一庄」。花蓮縣立吉安國民中

學，是在鄉內一所族群多元化的中學學校，以原住民學子居多。 

二、 近年來學校辦學及推廣客家教育文化成績卓越，由於在原住民學

生居多的學校裡，執行深耕客家文化成績亮眼受到縣市鄉鎮的肯

定及嘉許。資源運用上以在地性質語言、藝文、文創、學術教學

為主軸，扎實的基底有著厚實的全國績效。現任留啟民校長的堅

持「做對的事；說出自己母語的聲音」。目前客語教學推展規劃

中，是花蓮縣內堅持推行客語發展國中學校，也是唯一推動「十

二年國教課客語課綱」東部執行策略聯盟學校，執行過程以推行

客家語言成效及文化薪傳多元為重要願景與指標。 

三、 教學模組班級:吉安國中學生成員以原住民居高，閩南、新住民

之子次居，客籍學生極為少數，但學校積極推動母語認證考試，

多位客語班及學生考取初級及中級認證。另外學校附近有豐富的

好客藝術村館舍打卡環境，因此藉由在地化特色的結合，原客一

家親是校園與社區結合的一大優勢。 

四、 客語推廣之楷模事蹟:得獎記錄/表演記錄/社區融合等 

*106 年度全國中小學客家藝文競賽總決賽 

 國中組歌唱表演類全國第二名 

*106 年度全國中小學客家藝文競賽總決賽 

 國中組戲劇類全國第二名 

*107 年度全國中小學客家藝文競賽總決賽 

 國中組歌唱表演類全國第二名. 

*107 年度全國中小學客家藝文競賽總決賽 

 國中組戲劇類全國第二名. 

*108年度全國中小學客家藝文競賽總決賽  

 客語戲劇類國中組第一名 

*108年度全國中小學客家藝文競賽總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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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語歌唱表演類國中組第一名 

*吉安國中客語課綱師生增能教學嗨客 走庄很吸睛   

 2020/2/3台灣客家電子報 

*吉安國中客家金牌校隊寒訓 請吃碗公飯  

 2021年1月29日聯統新聞網 

*吉安國中2021起積極活化客語教學並推動十二年國教客語課綱  

策略聯盟工作坊系列 

*吉安國中邀請文學大師葉日松老師，進駐校園與學生進行客語

現 代詞創作分享，以「客庄鳳林鎮箭瑛大橋詩詞為例」。 

*吉安國中邀請客家流行創作歌手徐世慧老師，進駐校園與學生

進行歌曲創作分享，「如何以客家作詞書寫創作為例」。 

貳、 設計原則： 

一、 課程符合該年齡層的教育目標(十二年國教教育目標): 

  十二年國教課綱課程教學領域，客家語言在111年起將正式列入課綱學

習，吉安國中為了擴展學生認知視野，並參與更多有意義的客家文化活動，

在校內客家本土課程文本教學及彈性課程後，積極延伸規畫，特別設計「𠊎

撳讚~客庄小旅行」。讓學生融合情境加深課程印象，進而在師資共備課程中

運用跨領域多元融合方式，近距離實務體驗客庄人文自然情境。此主題規劃

希望創造出學生學習興趣及課程亮點，讓學生了解芥菜(大菜)在客家庄是重

要的農作物外，重點是體驗芥菜的醃漬對農家人的加值產業有著無限延伸的

價值。 

二、 課程符合該年齡層發展需求 

  教師在社會化的新角色所扮演的是情意目標(affective goals)重於認知

目標(cognitive goals)，所謂情意目標，即在培養學生人際技巧、獨立

性、自律、責任、自我價值、自我了解、學習熱誠和態度 (艾瑞克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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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艾瑞克森的心理社會發展理論架構指出，每一個發展階段中重要關係的

範圍，每一個人在每一個生活階段都有一個重要關係的網絡，這種關係的網

絡因人而異，但每一個人都會有一個不斷增加的重要關係網路，以進入更廣

闊的社會領域。 

 

三、 課程中有豐富的客語使用機會 

  芥菜、鹹菜、覆菜、梅乾菜教學課程中課堂上皆有單元客語現代詩詞創作

導讀分享，老師還會適時的加入客家師傅話及生活對話如:「這係阿婆个手

路菜」、「眼看千遍不如手做一輪」…等等。創作詩詞部分，主教老師以三個

子計畫進行自編教材為學生範本，請學生課堂小組團討發揮創作。 

 

模組主題 

名稱 

「芥」𠊎撳讚~芥菜變身四重奏 

學習子題 

名稱 

子題 1：芥菜=長壽菜个代言人「芥菜緣」    

子題 2：鹹菜=回味个手路菜「鹹菜臊」 

子題 3：覆菜/鹹菜乾=曬擠出來个福氣味「空罐肚个福味」    

 

 

子題 1： 

芥菜=長壽菜个

代言人 

 

客語創作文稿賞析:     「芥菜緣」     作者: 游淑梅 

阿婆个菜園青油油 

𠊎問:阿婆个係麼該菜 

登線登線又企齊齊 

阿婆低頭笑語噥噥講 

長年菜 想子菜 

菜園大菜 年年望 

等佢長大 年就到 

等佢收成 子就轉 

 

 

 

 

子題 2： 

鹹菜=回味个手

路菜 

 

客語創作文稿賞析:     鹹菜臊      作者: 游淑梅 

大石頭來作伴 一層芥菜一層鹽 

石頭做心石 砸磳个力頭 

定定等待 定定轉色 

有一日醃缸開甕 臭酸味 

臭酸羴 鑽入鼻空 

个係仰般个臊味毋錫人 

空氣裡肚 害人走都無空囥 

禾埕傳來阿姆个喊聲 ~ 好食飯囉! 

唉呦~鹹菜鴨湯~𠊎个愛 

這係頭擺 頭擺 

還細時節回味个手路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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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 3： 

覆菜/鹹菜乾=

曬擠出來个福

氣味 

 

客語創作文稿賞析:     空罐肚个福味    作者: 游淑梅 

結皮瘌个雙手 

在老屋个禾埕撐架竹篙 

日頭下戴笠嫲个身樣 

一下背痀痀 一下伸直直 

行上行下無停駝 

一皮皮曬等个鹹味緒 

佢像係空罐肚擠福个等待 

等啊等 等啊等 

你知無? 

个係桌心菜个香味 

係爺娘等待个心 

 

四、課程中能適時融入客家文化特色 

  本土課程靜態教學，以芥菜變身四重奏客語創作文稿賞析為情境鋪陳，以

客家在地生活情景為設計，誘因是藉由導讀、探討、發想為主軸，適時讓學

生帶入情境空間的學習動機。彈性課程中以社團師生互動交流模式，開放校

學共學活動，由客家本土課程學生擔任小老師進行解說如:擠福菜。 

          

        五、課程具脈絡性及統整性 

  農村之寶『芥菜』所演變一種回味的傳統客家醃製菜概念，從學校周邊田

園式的環境開始認識「子題1：芥菜=長壽菜个代言人子題、2：鹹菜=回味个

手路菜、子題3：覆菜/鹹菜乾=曬擠出來个福氣味」循行漸進的階段教學，

讓學生體會『醃漬』的飲食傳統脈絡性，並探討附加價值所產生的動機，藉

由客家先人們顛沛流離的人文歷史，凸顯客家人對食物的內化特性。從早期

山林壁角的環境，資源取之不易的情況下，為了保存得來不易的每一份食

物，醃漬手藝像是客家人的命袋文化，課程教學統整性將『芥菜』醃製為

『酸菜』；再將『酸菜』醃曬為『覆菜』；而『覆菜』則風乾為『梅乾菜』也

就是客家人說的「鹹菜乾」。在層層來來回回、進進出出繁瑣過程中，讓學

生體會文本詩詞中為什麼「日頭下戴笠嫲个身樣，一下背痀痀 一下伸直直 

行上行下無停駝」的意境，並引導學生朗誦客家現代詩創作的感受帶起學習

語言「說」的動力，也從實做中體會每一分取之不易的資源，珍惜耆老所帶

給的每一份智慧『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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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課程具生活化及實用化 

1、實際生活踏查 實際操作性 配合時令節氣走訪客庄認識農務專業師資解

說   『芥菜』醃製為『酸菜』；再將『酸菜』醃製為『覆菜』；『覆菜』

則曬乾為『鹹菜乾』。 

2、 校園舉辦空中廣播說客語，學生自行撰寫文詞邀請師生校園體驗擠福

菜。3、了解芥菜畫身後事農特產品附加價值平台上的新寵兒、餐廳必備食

材。 

 

七、課程具特色及創新性 

  課程的鷹架結構以環境的在地性、社區草根性及學生自主性為主題的趨勢

發展。以多樣性的教學方式及引發詩詞創作，整個脈絡鋪陳，由認識到體驗

帶起學生的學習欲望，同時藉由教學上創新作為，讓學生於本土課程延伸至

社團領域，從主題課程設計、客語詩詞創作教材內容、師生互動交流面相來

呈現學習方式，學生對於「芥菜」產出的附加價值有相當深刻的印象。 

 

八、課程使用多元教學及評量方法 

  團討、共協是多元教學裡針對主題進行的主要軌跡，多元評量在教學領域

裡始終受到重視，因此﹤「芥」𠊎撳讚~芥菜變身四重奏﹥單元，以分組團

討及共協分享為系統性，三個子題做銜接系列呈現教學主題的統整性，同時

以「四F提問法」引導學生分享。其中子題三在校園進行曬擠覆菜的活動，

以實作評量、動態評量。 

 

多元教學：﹤「芥」𠊎撳讚~芥菜變身四重奏﹥ 

實作評量: 

子題1:芥菜客家文本導讀後的分組討論及書寫=口頭報告及書寫作業 

子題2:鹹菜客語詩詞創作的情境報告=朗讀意境及自行創作書寫作業 

子題3:覆菜/鹹菜乾 曬擠的過程操作=解說員課堂練習介紹擠覆菜過程 

動態評量: 

文宣設計:分組進行校園班級活動宣導 、自行設計撰寫客語廣播文稿、 

         分組錄製四縣腔及海陸腔客語校園空中廣播。 

實體規劃:學員為非客籍校園師生擔任擠覆菜活動解說員、社區體驗腳踩鹹菜、手揉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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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    值日生曬覆菜、擠覆菜的過程。 

 

        擠覆菜解說             客家詩詞書寫              腳踩鹹菜 手揉鹹菜 

 

 

 

 

 

 

 

   

教學模組設計(建議呈現內容)： 

九、客語/客家文化融入課程設計理念 

  適性揚才藉由客家在地人文特色，培育國中學生對本土課程融合彈性課程

的學習領域，引發學生學習動機與熱情，並妥善鼓勵灰色地帶學生開展自我

同儕互動能力，使自己藉由多元課程養成自發主動的學習者。教學模組設計

主題﹤「芥」𠊎撳讚~芥菜變身四重奏﹥，主教老師將以四F提問法引導學生

分享:事實、感受、發現、將來等，藉由四個面向課程以現在進行式及未來

式，運用適當性的小組團討共享、分享，使主題達到「自動好」。協助學生

觀察應用在地化資源及體驗所學，培養互惠、互助與共好。 

 

Fact  事實 = 誘因 

1、說說客家人的生活情境及文化故事。 

2、長工跟芥菜的關聯性。 

3、客家醃料文化的功夫。 

4、引發學生學習動機與熱情，學生是自發主動的。 

Feeling  我覺得 = 問與答 

1、芥菜為什麼是長年菜? 

2、醃製鹹菜為什麼又稱作酸菜? 

3、客家覆菜為什麼稱作福菜? 

4、梅乾菜客家話怎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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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ing 我發現 = 體驗與探索 

1、原來長年菜除了長壽菜 平安菜 團圓菜，還有一份思念等待回鄉的心情。 

2、粗鹽醃製芥菜需要經過揉製踩踏使其大量的鹽份溶入生芥菜，芥菜經過發酵會有酸

味鹹菜所以又稱作酸菜。食物經過長時間發酵會發酸，食品經過加工長時間過期會發

臭。 

3、客家覆菜主要是秋收冬藏，剛好會遇上收冬及年節，因此客家人的餐桌上幾乎都會

有芥菜、鹹菜、覆菜、鹹菜乾等手路菜，而覆菜剛好諧音與福菜 

相近，因此在冬下及年節期間為了討吉利說吉祥話「覆菜又稱作福菜」。 

4、梅乾菜客家話其實就是鹹菜乾，他是芥菜變身後的最後一道手續，也是耗時最長的

客家手路菜，他是將覆菜繼續日曬，直到完全曬乾至沒有水份， 

因為完全沒有水份，所以保存期限更長，一般農特產品會將他捲成球狀販售， 

鹹菜乾在料理上最有名的就是梅干扣肉及客家人常吃的鹹菜乾剁絞肉香氣相當濃郁。 

Future 我將來 

1、我可以試試學著做校園客家擠福菜活動的客家種子小老師。 

2、校園社團活動我要為非客籍的同學介紹(好食)的客家(手路)料理菜。 

3、客庄小旅行時我會依我知道的芥菜知識跟耕種師傅作互動。 

4、芥菜功效功能非常有價值，過年或農忙及曬擠福菜時我會主動幫忙。 

   課程小階段的問與答將隨時進行分組討論如:(我們該怎麼做?)用問題的

引導給學生思索團討，經過分組團討進行分享共思，師生共協過程不給考題

的問答法，而是增強性肯定與鼓勵，增加國中學生對本土語客家的自信心。 

 

十、客語/客家文化融入生活之說明(可搭配作息表/課表列表說明) 

教學模組設計主題: 「芥」𠊎撳讚~芥菜變身四重奏 

教案設計展現: 子題3：覆菜/鹹菜乾=曬擠出來个福氣味 

作息時間:  

1、每周五上午七、八年級本土客家語進行文本導讀及情境意象。 

2、週五下午彈性課程以社團模式進行延伸教學課程，並安排子題3：覆菜/鹹菜乾=曬

擠出來个福氣味 校園綜合體驗活動。 

3、子題3：覆菜/鹹菜乾製作過程需要較長的時間，同時來來回回較為繁瑣，因此進行

的過程會由二十位學生分成四組，以五人為一組的方式輪流做值日生，實際執行曝曬

覆菜的學習。 

4、延伸課程設計的值日生角色，主要是凸顯核心素養三大面向：「自主行動」、「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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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社會參與」，並強調素養是與生活情境有緊密連結與互動的關係。 

 

 

十一，客語/客家文化課程活動實施歷程(可搭配照片說明) 

 

主題: 「芥」𠊎撳讚~芥菜變身四重奏 

子題3：覆菜/鹹菜乾=曬擠出來个福氣味 

 

課程延伸性: 

芥菜到鹹菜到覆菜製作過程，學生輪流做值日生，實際體會曝曬覆菜的過程。 

 

 

 

 

 

 

 

 

 

 

 

學生於本土課程延伸至社團領域以實作教學體驗為基準，主教老師解說踩鹹菜及擠覆菜

的技巧，用體驗培養「曬擠出來个福氣味」校園種子解說員。 

 

 

 

 

 

 

覆菜體驗課程分組團討，各小組設計客家廣播台詞，以四縣腔及海陸腔播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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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討共協後、分組進行隨時提問老師隨時陪伴，先給「讚美」再進行「你覺得」，把主

要議題留給學生討論解決，老師給協助但不給答案。 

 

        十二、客語/客家文化相關教材及教具使用說明(可搭配照片說明) 

 

 

 

 

 

 

 

 

自編教材 :客語詩詞創作賞析 

子題1：芥菜=長壽菜个代言人「芥菜緣」    

子題2：鹹菜=回味个手路菜「鹹菜臊」 

子題3：覆菜/鹹菜乾=曬擠出來个福氣味「空罐肚个福味」     

 

 

 

 

 

 

 

為擠福菜校園體驗活動 學生自己刷洗空瓶子 處裡晾乾過程 合作搭竹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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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菜教學融合在戲劇劇本裡演出:「阿婆的手路菜」及本土課堂客家諺語的季節特色，

由學生自行上台介紹有趣的時令節氣，展現自主性的學習。 

 

 

        十三、客語/客家文化情境營造說明(可搭配照片說明) 

 

 

 

 

 

 

 

 

師生共同設計伯公廟角落，情境的布置引發學生自動「敬拜奉茶」的自主學習，同時在

課堂上進行𠊎講客互動式教學時是學生最愛的背景。 

 

 

 

 

 

 

 

大灶:是客家人農村時期「食」的重要代表，大灶細用更代表團圓。 

奉茶亭:是客家人好客的象徵。 

教室情境式的營造讓學生課堂上有實作的學習機會，培養同儕合作共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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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情境營造老師最愛強調「客家水牛精神」，水牛是在教室的中間周圍放滿了學生自

己在家政課時所縫製的柿子代表「柿柿如意」。學生進行團討時能在問與答中得到學習

上的回饋。 

 

十四、客語/客家文化之學校、家庭及社區合作方式 
 

 

 

 

 

 

 

 

學校於客家日特別邀請文學大師葉日松老師，到校分享客家創作詩詞的技巧，如何寫出

客家詩詞的韻味。 

 

 

 

 

 

 

 

 

 

 

延伸教學裡的約定，走入學生家中開設的越南小吃，由學生媽媽親自示範製作越南春

捲，師生一同體驗異國料理與客家食材的不同口感。 

學校中央廚房每學期末會進行客家米食及料理製作請學校校隊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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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社區教學進行客庄據點導覽解說，讓學生認識菸樓、芝麻糖、踩揉鹹菜的手工製作

過程，體會環境資源的在地化所延伸的文化特色及食材的保存方式。 

 

 

十五、客語/客家文化融入課程之評量方式及成效方式(可搭配照片) 

      本土客家語教學在校園實施客家母語日，培養學生帶著走的語言能

力。因此會舉辦校園「𠊎講客」活動介紹主題，讓學生有機會學習說與

答的客語能力。藉此提升核心素養中「客-J-B1具備客家語文聽、說、

讀、寫等語文素養，能運用客家語文符號進行日常生活的表情達意與溝

通互動」。其次芥菜單元融合客家文本導讀後，會進行分組討論及紙本書

寫課程，在校園機動性進行客家活動提升學生表現的能力，以「1-Ⅲ-1 

能識別日常生活對話的訊息」為主軸。彈性課程學生會針對校園活動進

行設計，用本土語自導自演宣傳活動，同時校園下課時間會不定時舉辦

空中廣播說客語，學生自行撰寫文詞邀請師生聆聽參與，提升「藝術與

人文」表現客語詩詞藝術創作及體會客語人文聲韻之美，並妥善鼓勵灰

色地帶學生開展自我語言互動能力。 

      針對客語如何融入生活及教學科目之中，教學及執行過程補充說明: 

   「語言的成熟度是需要靠互動來習慣它的自然使用」，因此在融入生活及

教學科目之中，採用多元及生活方式進行課程評量，以抓住主題的架構

性進行學生實際操作問與答的能力，同時校園不定時舉辦空中廣播說客

語，學生自行撰寫文詞，除此之外彈性課程時間，會設計學生是記者身

分走訪校園，加強學生對於客家話使用性的增強度，在「𠊎講客」生活

主題學會客家話的應對能力及習慣使用。同時共備課程跨領域教學科目

中，學校在寒暑假或是假日會設計走訪客庄，以實際生活踏查及引導性

操作， 配合時令節氣在專業師資解說『芥菜』醃製為『酸菜』；再將

『酸菜』醃製為『覆菜』；『覆菜』則曬乾為『鹹菜乾』，整個教學跨領語

設計，融入社會、歷史、地理、自然透過專業師資及文史工作者進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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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以客語華語雙語教學進行共協，加強學生對課程內人文歷史及自然

生態的基模外，主要是走訪客家庄，學生能透過當地耆老的互動增加客

家文化的過往。 

      學校於客家母語日皆會針對跨領域進行課程亮點安規劃。例如國文

「朱自清的背影」課程，會特別邀請文學大師葉日松老師，到校分享客

家創作詩詞的技巧，如何寫出客家詩詞的韻味，藉以引導練習「大菜个

證明」融合「客家詩詞創作」。轉介教學規劃希望創造出學生學習興趣及

課程亮點，讓學生了解芥菜(大菜)在客家庄是重要的農作物外，重點是

體驗芥菜的醃漬有著文本上及實體認識的價值。 

      音樂與藝術邀請客家創作歌手徐世慧老師，入校園與學生進行實體座

談對話，同時課程中會制訂安排網路連結謝宇威、溫宇歆、林生祥、羅

文欲等客家知名歌手與學生對話，藉由音樂課程欣賞多元客家，用聆聽

體會，尋找鄉土歌曲內有客家文化草根的旋律。 

      芥菜變身四重奏在本土課程融入生活及教學科目，主要是以客語創作

文稿賞析為情境鋪陳，藉由國文文本導讀引發學生探討共鳴，提升學生

發掘問題為主軸，因此培育課程主題，由學生來擔任客語活動解說員適

時讓學生帶入情境空間的學習動機。 

 

 

規劃教學策略與教學模式，師資共備增能

跨領域技巧認知，給於學生有效學習。 

 

 

 

 

評量方式: 

校園走訪「𠊎講客」介紹主題，讓學生實

際操作問與答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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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訪客庄探索人文歷史及自然生態，讓學

生能了解社區在地化及解說人員的專業

性。 

 

 

 

 

 

 

 

藉由音樂課程欣賞多元客家，用聆聽體

會，尋找鄉土歌曲內有客家文化草根的旋

律。 

 

 

 

 

主題實施的過程中透過規劃、探討、觀察、訪談、學習單及學習心得回饋等

多元方式，進行資料收集。芥菜到覆菜文化整體性的脈絡及統整性融入人文

藝術、音樂、攝影、數位化、家政、社會、地理、童子軍等跨領域課程，其

發展歷程以及實施後對客語文化之學習成效是否有所提升。 

 「芥」𠊎撳讚~芥菜變身四重奏:以芥菜、鹹菜、覆菜、梅乾菜分為三個子

單元。各單元進行教學中皆以客語現代詩詞創作導讀進行口語分享，以課程

實體性進行客家語言的情境互動式子題探討，同時在客語融入生活及教學脈

絡引導過程，藉由5W1H「做什麼（what）、為什麼（why）、用誰（who）、何

時（when）、在哪裡（where）及如何做（how）」，增強學以致用活學活用的

自發性。 

  其各科目的融合共備指標中，在學習表現及學習內容，學生了解芥菜園的

情境生活後，實質體會「這係阿婆个手路菜」，並學會客家諺語級師傅化的

運用，協同國文、社會、自然、藝術與人文、美術、家政、音樂跨領域綜合

評量呈現結合與分享。 

客-J-B2 ：透過資訊檢索工具，蒐集、整理客家語文資料以提升學習效果，

明辨資訊的正確性，並能思考媒體資源與客家人文的互動關係。 

客-J-B3 ：具備客家文化藝術欣賞及展演的能力，進而了解客家文化中的美

感認知表現，增進美學素養與生活的豐富性。 

客-J-C1 ：透過客家文化培 養生活道德與公民責任意識，藉由社區參與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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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主動關懷社會議題與自然生態的永續發展，進而提升道德思辨與實踐的公

民素養。 

客-J-C2 ：善用客家語文知識以增進溝通協調的能力，具備積極服務人群的

態度，提升與人合作與和諧互動的素養。 

客-J-C3 ：透過客家文化了解多元文化的價值，欣賞多元文化差異，關心國

際文化，體認並尊重國際與本土文化的異同，進而養成恢弘的世界文化觀。 

 

 

 

 

 

 

 

 

 

 

 

 

 

 

十六、其他客語/客家文化融入課程之創新特色 

 

 

 

 

 

 

 

客家日會邀請不同領域老師分享客家。邀請葉日松老師及客家歌手徐世慧分享客家創作

技巧，寒暑假安排師生客庄走訪增加客家文化的能見度。 

融入課程之評量方式及成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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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日主教老師融入客家米食紅粄製作學生非常熱絡主動學習。學習過程從認識米的種

類開始進入粄食文化的製作。 

 

 

 

 

 

 

客家日走訪客庄認識傳統搭竹篙架、實際走訪箭瑛大橋人文歷史足跡。 

 

十七、客語/客家文化融入課程之心得、想法及建議 

  在地化的生活學習對國中推行客語，把課程變得有趣，學生期待與好奇造就

了教學共好的成效。運用資源走出教室把大自然的環境變成學習場域，用多元

的設計看見學生「共備中培養共識，團討中延伸共鳴」，活化客家教學鷹架結

構上發現學生「想要」的改變。 

主題教學由認識到體驗帶起學生的學習動機，帶入閱讀四F提問技巧引導學生

分享:事實、感受、發現、將來等，藉由四個面向課程探討以現在進行式及未

來式，運用適當性的小組團討共享、分享，以學習表現「3-Ⅰ-1 能識讀客家

語文日常生活常用語詞」為指標。同時藉由教學內涵隨學生適應狀況進行修正

改變，增能學生學習內容中「Bb-Ⅱ-2簡易生活應對」指標的語言自信心。 

統整教學中增強日常生活客語的運用，主題課程生活用語及詩詞創作教材內

容以互動對話面相來呈現議題，並融入與跨科學習方式系統性提升學生對於

「芥菜」產出的統整附加價值有增強客家語言的印象，同時教學宗旨將提升核

心素養指標中「客-J-A3善用資源以擬定客家語文學習計畫，具備規劃與執行

活動的能力，拓展多元專業知能，發揮主動學習的精神，提升創新求變的素

養」。協助學生觀察應用在地化資源及體驗所學，培養互惠、互助與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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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附件：如附件 

肆、 ◎附表：教學模組設計項目一覽表：對照教案設計 

模組 

主題名稱 

「芥」𠊎撳讚~芥菜變身四重奏 

 

 

 

 

課程 

目標 

芥菜主題課程藉由本土課程為基底教學，進而老師以陪伴學習引導發展鷹架

結構，延伸至彈性課程及跨領域教學的謀和，主要是期盼讓國中學生依據適

才適性學習與發展，養成對自我的自信心給於增強目的，同時發揮自我潛能

達到課程指標： （一）啟發生命潛能；（二）陶養生活知能；（三）促進生涯

發展；（四）涵育公民責任。其中在主題之三「覆菜/鹹菜乾=曬擠出來个福

氣味」設計目的是希望學生啟發學習的動機，在團隊的共協裡培養自我好奇

心、團隊自主的探索力、集思廣益的思考力。每個階段從主題教學到延伸共

備增能的規畫中，學生在各子主題課程能融會各領域所學，以統整性連貫運

用、並用團討分享激發解決「為什麼」的問題。主教老師導引適性發展、分

工合作鼓勵學生盡展所長，且學會如何學習自我創新運用自我優點展現行動

力，以師生及同儕共好學習與生活的結合，提升學習的意願與能力做為課程

發展之主軸。 

學習 

子題名稱 

子題 1： 

芥菜=長壽菜个代言人 

子題 2： 

鹹菜=回味个手路

菜 

子題 3： 

覆菜/鹹菜乾=曬擠出來

个福氣味 

教學 

目標 

認識芥菜文本資料 社區裡的醃漬味 覆菜為什麼是福菜 

行為 

目標 

（具體 

目標） 

客-J-B1 

具備客語文聽、 

說、讀、寫等語文 

素養，能運用客語 

文符號進行日常 

生活的表情達意 

與溝通互動。 

客-J-C1 

透過客家文化培

養生活道德與公

民責任意識，藉由

社區參與養成主

動關懷社會議題

與自然生態的永 

續發展，進而提升

道德思辨與實踐

的公民素養。 

客-J-C2 

善用客語文知識 

以增進溝通協調 

的能力，具備積極 

服務人群的態度， 

提升與人合作與 

和諧互動的素養。 

教學活動 

名稱 

子題 1芥菜緣 子題 2鹹菜臊 子題 3 空罐肚个福味 

 

 

 

學習 

重點 

 

設計依據: 

「芥」𠊎撳讚~芥菜變身四重奏，主題計畫分為三階段子計畫，其中以子題 3

「覆菜/鹹菜乾=曬擠出來的福氣味」，於彈性課程活動展開校園曬擠福菜師

生實作體驗，也視為芥菜變身教案設計主軸，主題計畫流程:以教室情境文

本教學，任學生認識芥菜的附加價值後，進入校園展開師生覆菜/鹹菜乾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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擠實體課程，另外延伸戶外探索走訪客家鄉鎮養成學生觀察力及互動、互助、

思索、團討的評量回饋。 

類別項目: 

 

 

 

 

 

1.聆聽 

 

 

 

2.說話 

 

3.閱讀 

 

 

4.寫作 

 

 

 

 

A.語言/文學 

 

 

 

 

B.社會/生活 

 

 

 

 

學習表現: 

客家語文 

客家詩詞賞析導讀: 

子題 1芥菜緣。 

子題 2鹹菜臊。 

子題 3空罐肚个福味。 

 

1- Ⅰ-1 能從日常客家生活語句 

     了解語詞。 

1-Ⅰ-2 能培養聆聽客語文的興趣。 

1-Ⅱ-2 能養成聆聽客語文的習慣。 

2-Ⅰ-2 能表現言說客語的興趣。 

2-Ⅰ-3 能說出日常生活的客語詞。 

2- Ⅰ-1 能識讀客語文日常生活 

    常用語詞。 

3-Ⅲ-2 能領會客語文作品的文化意涵。 

3-Ⅳ-3 能運用客語文字解讀篇章訊息。 

4-Ⅰ-1 能認識客語文的文字書寫。 

4-Ⅰ-3 能書寫客語文常用的淺易語詞。 

核心素養指標: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學習內容: 

*客家創作詩詞文稿賞析，認識客家詞句 

及詞彙的文法組合書寫方式。 

Ab-Ⅰ-1 客語淺易漢字。 

Ab-Ⅱ-2 客語基礎語詞。 

Ab-Ⅲ-2 客語常用語詞。 

Ac-Ⅲ-2 客語日常用句。 

Ad-Ⅲ-1 客語短文 

 

*融合戲劇演練台詞的熟練度 

Ad-Ⅳ-3 客語故事、戲劇。 

Ae-Ⅳ-3 客語文與其他語文對譯。 

 

*實作過程培養互動性自我養成 

Ba-Ⅱ-2 社交稱謂。 

Ba-Ⅴ-1 認識自我。 

Ba-Ⅴ-2 社會角色。 

Bc-Ⅲ-2 學習活動。 

具體目標: 

客-J-A1 認識客語文，具

備主動學習客語文的興

趣與能力，探索自我價

值，增進自我了解，積

極發展自我潛能。 

客-J-A2 藉由客家知識的

傳承增進生活知能，使

學生具備運用客語文獨

立思考的能力，並能從

中尋求適當策略以解決

生活問題 

客-J-B1 具備客語文聽、

說、讀、寫等語文素

養，能運用客語文符號

進行日常生活的表情達

意與溝通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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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語 

融入內涵 

摘要 

體驗客家醃漬文化的豐富與多樣性。整體教學規劃鋪陳讓學生了解秋收冬藏

在客家生活習慣裡是不變的循環模式，增強學生對客語詩詞創作的了解，藉

由情境的印象運用文字抒發親情的可貴，給於芥菜在菜園裡成長到醃製過程

的附加價值，讓國中學生更加認同客家文化之外，體會視覺、觸覺及食材的

差異性，理解客家先人的生存智慧。 

指導要點及 

注意事項 

1、走訪客庄及芥菜園戶外導覽解說，提醒行車交通安全 

2、芥菜到覆菜/鹹菜乾的製作過程 

3、擠覆菜的注意事項 

4、如何做好一位解說員 

教材來源 自編教材、網路資源收集、社區文史工作者 

教學設備 

資源 

攝影、 電腦、 情境專屬客語教室 

教案設計 

示例 

第 21頁-第 28頁 

學習 

評量 

呈現多元性：質與量，教學評量對應依領域需求視狀況做為調整，檔案評量:

芥菜相關資料蒐集整理、書面報告， 

實作評量:實作執行作業、觀察實踐、記錄報告、口語評量。 

 

◎附表：客語融入領域教案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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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子題 子題 1：芥菜成長過程 

實質內涵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教案名稱 芥菜=長壽的代言菜 

 

結合領域 

    / 

教材內容 

 

*翻土播種菜苗種下至收成約 60天/   自然科系 

 *長年菜的由來   /   社會科目 

*認識詩詞創作  /   國文科目 

      客家詩詞創作文稿賞析:    「芥菜緣」 

阿婆个菜園青油油， 

𠊎問:阿婆个係麼該菜？ 

登線登線又企齊齊， 

阿婆低頭笑語噥噥講： 

長年菜 想子菜 

菜園大菜 年年望 

等佢長大 年就到 

等佢收成 子就轉 

評量 檔案評量(資料蒐集整理、書面報告)說寫出客家有關芥菜相關名稱，查詢芥菜

相關資料。「Ac-Ⅰ-1 客家語淺易生活用語」。 

學習活動 走入菜園認識芥菜成長過程，芥菜有哪些種類?如何區分? 

「 Bc-Ⅲ-1 衣食健康」。「Bc-Ⅲ-3 城鄉社會」。 

學習子題 子題 2：鹹菜醃製手法 

實質內涵 客-J-C1、客-J-C2 

教案名稱 鹹菜=回味的手路菜 

 

結合領域 

    / 

教材內容 

*認識粗鹽與芥菜相遇後的變化 /自然科 

*揉製踩踏的技巧  /活動課 

*壓製發酵的時間及變化 /自然科 

*認識客家鹹菜詩詞創作  /人文藝術科 

      客家詩詞創作文稿賞析:   「鹹菜臊」 

大石頭來作伴，一層芥菜一層鹽 

石頭做心石，砸磳个力頭 

定定等待； 定定轉色 

有一日醃缸開甕， 

臭酸味 臭酸羴 

鑽入鼻空 

个係仰般个臊味毋錫人， 

空氣裡肚；害人走都無空囥 

禾埕傳來阿姆个喊聲 ~ 好食飯囉! 

唉呦~鹹菜鴨湯~𠊎个愛！ 

這係頭擺！ 頭擺！ 還細時節回味个手路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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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 口語評量:鹹菜能做那些客家料理「Cc-Ⅱ-1 客家傳統飲食」 

觀察評量: 鹹菜轉化的過程現象 「Be-Ⅲ-1 時間與節氣」 

學習活動 說出粗鹽與細鹽、觀察芥菜軟化過程、說出發酵後的味道 

「Be-Ⅰ-1 時間與天氣」。「Bc-Ⅱ-3 鄰里社區」。 

學習子題 子題 3：福菜與覆菜 

實質內涵 Bb-Ⅲ-2 常用生活應對。Bb-Ⅳ-1 情感與經驗分享。 

Bc-Ⅰ-2 校園生活。Bc-Ⅱ-2 同儕互動。 

教案名稱 覆菜/鹹菜乾=曬擠出來的福氣 

 

結合領域 

 

 

   / 

 

 

教材內容 

*從鹹菜到日頭曝曬的時間及來來回回的手工  /藝術與人文 

*認識農特產品的延伸性   /社會、歷史 

*認識客家覆菜詩詞創作   /國文 

 

 

      客家詩詞創作文稿賞析:「結皮瘌个雙手」 

 

在老屋个禾埕 

撐架竹篙 

日頭下戴笠嫲个身樣 

一下背痀痀； 

一下伸直直 

行上行下無停駝 

一皮皮曬等个鹹味緒 

佢像係空罐肚擠福个等待  

等啊等 等啊等 

你知無? 

个係桌心菜个香味； 

係爺娘等待个心。 

 

評量 實作評量:擠覆菜的技巧 「Bc-Ⅳ-2 學習活動」。 

解說員說的技巧  「Cb-Ⅲ-3 客家文化意涵」。 

 

學習活動 走入社區觀察禾埕 圍牆 竹竿 曬覆菜/鹹菜乾的景象 

「Be-Ⅱ-1 時間與氣候」。 

「Be-Ⅱ-2 社區環境與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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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學習區規劃(參考)：搭配主題活動，延伸至學習區一覽表 

 學習子題   1、芥菜 

學習區 客語情境教室 

素材與工具  客語自編教材 、文本解說認識芥菜 

Ab-Ⅰ-2 客語淺易語詞。 

Ab-Ⅱ-1 客語基礎漢字。 

可能的學習方向  了解芥菜對農業的附加價值 

Cd-Ⅲ-1 家鄉人文景觀。Cc-Ⅰ-1 客家生活飲食。 

引導重點  芥菜的成長過程 

Bd-Ⅴ-1 社會參與。Be-Ⅰ-2 生活空間與景物。 

Cd-Ⅳ-1 臺灣人文地景保存與活化。 

省思 

 

如何引導國中生對客家詩詞書寫能力的提升 

4-Ⅰ-1 能認識客語文的文字書寫。 

 學習子題   2、鹹菜 

學習區 社區環境走訪 

素材與工具  踏查田園、走訪客家村落、交通工具的適用安全性 

Be-Ⅱ-2 社區環境與景觀。Be-Ⅲ-2 家鄉景觀。 

可能的學習方向  實際觀察農村生活、國中生學會導覽解說主題、體驗手揉與腳踩鹹菜

過程。 

Ac-Ⅰ-1 客語淺易生活用語。Ac-Ⅱ-1 客語基礎生活用語。 

引導重點  客家村落的特色及農具客家詞彙 

Cb-Ⅲ-3 客家文化意涵。Cb-Ⅳ-1 客家歷史文化。 

Cb-Ⅳ-2 客家族群精神。 

省思 

 

如何養成國中學生出訪踏查的語言自主性 

2-Ⅰ-1 能說出客家文化的生活表徵。 

 學習子題   3、覆菜 / 鹹菜乾 

學習區 校園實作體驗 

素材與工具  學生自行搭設曬覆菜的竹竿架及空瓶子的清洗。 

校園擠覆菜活動的布置及宣傳。 

Bb-Ⅱ-2 簡易生活應對。Bc-Ⅱ-1 家務分工。 

可能的學習方向  學生自己做種子解說員，解說主題活動的呈現階段。 

Ae-Ⅰ-1 客語簡易情意表達。 

Ae-Ⅲ-3 客語與其他語文的簡易對譯。 

引導重點  培養學生「說」的能力、自信的養成 

Ac-Ⅰ-1 客語淺易生活用語。 

Ac-Ⅱ-1 客語基礎生活用語。 

省思 

 

語言自信的表態是重要互動之一，如何培育學生溝通的能力。  

2-Ⅱ-1 能說明客家文化的組成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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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教案與教學設計格式： 

模組主題 ﹤「芥」𠊎撳讚~芥菜變身四重奏﹥ 

學習子題 子題 3：覆菜 = 曬擠出來的福氣 

教學活動 

名稱 
空罐肚个福味   

學習領域 

科目 
彈性學習課程: 客語社團  客語腔調 四縣 海陸 

實施對象 
班級：七、八年級 

年級： 七八年級 學生： 20 位 
教學時間 

_240_分鐘 

__4__節 

設計 

構想 

起緣: 

(1)、史記：「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秋天收割穀物，

冬天貯藏糧食。後被喻為一年的農事。荀子：「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2)、吉安鄉是台灣有名的農業有機蔬菜扶植鄉

鎮，而吉安國中校園周邊是田園環境四周都是農地菜園，除了種植吉安三寶

龍鬚菜、芋頭、韭菜及家鄉的特產吉安米之外，在秋收、冬藏的農物作息按

照慣例，需多客家耕種人會在秋收後開始種植芥菜，學生有許多家務是農家

子弟所以對芥菜並不陌生，為了迎合時蔬時令節氣，應景冬下客家庄的生活

景致及體驗耕種人的智慧及辛勞，如何運用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循環原

則。讓莊稼茁壯成長物盡其用展現敬天惜地的族群勤儉特性，在經過收冬豐

收後以愛物惜食的慣性陪著家人度過寒冷的冬季。(3)、體會秋收冬藏客家

人如何運用糖、鹽、醋、醬油等作料將新鮮食材進行醃製，以便保持更長時

間不會腐壞。 

                   秋收冬藏芥菜四部曲 

    芥菜             鹹菜           福菜           鹹菜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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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 

內容 

學習內容： 

教師於課堂引導運用文本、圖像、網路系統進入主題解說後，於課程進行國

文/家政/社團/社會/地理跨領融合設計，並以主題﹤「芥」𠊎撳讚~芥菜變

身四重奏﹥設計各子計劃運用秋收冬藏客家人勤儉持家智慧以愛物惜食的慣

性，展現醃製後的農特加值產業的價值性。 

學習表現: 

多元領域以活化教學情境循行漸進，為了讓非客籍及國際化學生，更加了解

客家民情風俗及飲食文化特性的慣習，在族群融合的同儕學習領域中，藉由

課堂文本學習印象(3-Ⅰ-1 能識讀客語文日常生活常用語詞)，加深情境式

的藝術與人文藍圖架構後，實際走訪客家庄進行小旅行探訪(Bc-Ⅲ-2 學習

活動)，讓國中學生在沉浸式的客語教學環境中，提升學習興趣，藉由老師

引導引發學習客語動機進而提問探討主題性的飲食價值，並藉由「學習子題

3:覆菜/鹹菜乾 = 曬擠出來的福氣」延伸教學亮點活動「空罐肚个福味」。 

活動一 學習主題 : 

客語創作文稿賞析 

空罐肚个福味 

 

結皮瘌个雙手 

在老屋个禾埕撐架竹篙 

日頭下戴笠嫲个身樣 

一下背痀痀 

一下伸直直 

行上行下無停駝 

一皮皮曬等个鹹味緒 

佢像係空罐肚擠福个等待  

等啊等 等啊等 

你知無? 

个係桌心菜个香味 

係爺娘等待个心 

 

 

 

學習表現 

Ad-Ⅰ-1  

客家語淺易短文。 

Ad-Ⅱ-1  

客家語簡短文章。 

Ad-Ⅱ-2  

客家語簡短詩歌。 

Ae-Ⅰ-1  

客家語簡易情意 

3-Ⅰ-1 能識讀客語文日常生

活常用語詞。 

核心指標 

 

 

 

A2系統思考與 

解決問題 

 

B1符號運用與 

溝通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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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 發展課程: 客語詞句拼音書寫  

客-J-B1 具備客語文聽、說、讀、寫等語文素養，能運用客語文符號進行日

常生活的表情達意與溝通互動。 

3-Ⅲ-2 能領會客語文作品的文化意涵。 

4-Ⅴ-3 能使用客語文記錄或創作。 

 

 空罐肚个福味 Kungˊ  gon  duˋ ge  fug  mi 

結皮瘌个雙手 gied  piˇ lad ge sungˊ suˋ 

在老屋个禾埕撐架竹篙 cai  loˋ vug ge voˇtangˇ  

                     cang ga zug goˊ  

日頭下戴笠嫲个身樣 ngid teuˇ haˊ dai lib maˇ  

                   ge siinˊ  iong 

一下背痀痀 id ha boi guˊguˊ 

一下伸直直 id ha cunˊciid ciid 

行上行下無停駝 hangˇsongˊhangˇhaˊmoˇtinˇtoˇ 

一皮皮曬等个鹹味緒 id piˇ piˇ sai  denˋ ge hamˇ  mi xi 

佢像係空罐肚擠福个等待 giˇ qiong he Kungˊ  gon  duˋ 

                       jiˋ fug  ge  denˋtai 

等啊等 等啊等 denˋ a denˋ denˋ a denˋ 

你知無? ngiˇ diˊ moˇ 

个係桌心菜个香味 ge he zogˋ xim coi ge hiongˊmi 

係爺娘等待个心 he iaˇngiongˇ denˋtai  ge  xim 

 

關鍵詞彙拼讀: 

3-Ⅱ-3 能認唸與拼讀客語的聲韻調。 

4-Ⅲ-2 能展現使用客語文書寫的態度。 

結皮瘌 gied  piˇ lad 

禾埕 voˇtangˇ 

竹篙 zug goˊ 

爺 娘 iaˇngiongˇ 

 

融入教學:句型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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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Ⅲ-3 能掌握客語文字的書寫系統。  

4-Ⅰ-1 能認識客語文的文字書寫。 

4-Ⅰ-2 能展現使用客語文書寫的興趣。 

4-Ⅰ-3 能書寫客語文常用的淺易語詞。 

Ac-Ⅴ-1 客語句型。 

例:在老屋个… 

答: 在老屋个阿公阿婆，總係頭望望等子女轉屋團員 

題型: 

1、日頭下…答:                                               

2、佢像係…答:                                               

 

活動三 延伸教學:實作評量課

程教學模組教案設計展現:  

子題 3：覆菜/鹹菜乾 

       曬擠出來个福氣味 

 

 

 

 

 

 

 

 

 

 

 

校園活動演進課程:  

學生自行擔任種子解說員，描

述以實際課程上的了解，為校

園師生解說芥菜到覆菜的演進

製作過程及踩揉鹹菜的心得分

享。 

學習表現: 

2-Ⅳ-1 能陳述客家文化

的實踐歷程。 

3- Ⅴ-1 能報告客家文化

的深層意涵。 

 

 

學習內容: 

Ac-Ⅱ-2  

客語淺易慣用熟語。 

Ae-Ⅰ-1  

客語簡易情意表達。 

 

 

 

 

學習內容: 

Bb-Ⅱ-2  

簡易生活應對。 

Bb-Ⅳ-2 生活與交談。 

 

核心素養: 

 

 

 

 

C1道德實踐與

公民意識 

C3多元文化與

國際理解 

 

 

 

 

 

 

 

A1身心素質與

自我精進 

B1符號運用與 

溝通表達 

C2人際關係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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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解說員題型: 

1 如何清洗擠福菜的罐子能說

出為什麼? 

 

2什麼空罐子要倒覆。 

 

3擠覆菜有什麼技巧? 

 

4覆菜為什麼那麼鹹? 

 

5覆菜上面白色的粉末是什麼? 

 

6如何搭好竹竿、覆菜怎麼曬? 

 

7擠好的覆菜為什麼會出水?瓶

子又為什麼要倒覆? 

 

8 覆菜 福菜 名字怎麼來的? 

 

9照顧覆菜做值日生的來回手

工程序及試吃的心得分享。 

 

10乾的鹹菜乾為什麼要綑綁? 

 

 

 

Bb-Ⅴ-1  

人際關係處理。 

Bc-Ⅱ-2 同儕互動。 

Bc-Ⅴ-2 學校教育。 

 

 

 

 

 

 

 

 

 

團隊合作 

 

 

客-J-C2 善用

客語文知識以

增進溝通協調

的能力，具備

積極服務人群

的態度，提升

與人合作與和

諧互動的素

養。 

 

客-J-C3透過

客家文化了解

多元文化的價

值，欣賞多元

文化的差異，

關心國際文

化，理解與尊

重國際與本土

文化的異同。 

教學資源/ 

設備 

教材來源 

教學設備、教具或輔具之應用及其他資源 

主教師資:自編客家詩詞創作教材 

網路影片、芥菜 、鹹菜、 覆菜、鹹菜乾、粗鹽、細鹽、空瓶子、長竹筷、

竹籃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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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 
目標 

教學活動流程、學習內容
及實施方式 

客語學習重點 
詞彙、句型 

時間 學習評量 

培養學習客

語 文 的 興

趣，認識*客

家歷史與文

化 

 

 

*養成在多

元族群中彼

此互信的態

度與合作的

精神。 

 

 

 

 

 

 

 

*增進在日

常生活中使

用客語文思

考和解決問

題的能力。 

 

 

 

 

子題 3：覆菜/鹹菜乾 

曬擠出來个福氣味 

1、 引導學生朗誦客家現

代詩創作的情境感受，帶起

學習語言「說、讀、聽」的

動力。 

 

2、以客庄生活踏查了解在

地家鄉特色，並結合操作

性，觀察『芥菜』醃製為『鹹

菜』；再將『鹹菜』醃製為『覆

菜/鹹菜乾』的過程。 

『芥菜』所演變一種回味的

傳統客家醃製成農特產品

的必需品，體會客家文化的

食材。 

 

 

 

3、客家「命袋文化」所呈現

的是文化傳承的習性，珍惜

得來不易的每一份食物，食

的醃漬就像是「打田打地打

毋到手藝」的一種老古人

言。 

 

 

 

4、全校師生進行客家擠福

菜體驗，學生擔任擠覆菜解

說員，從擔任值日生、搭架

竹篙、晒覆菜陪伴分享。 

客家創作詩詞賞析 

空罐肚个福味 

結皮瘌个雙手 

在老屋个禾埕 

撐架竹篙 

日頭下 

戴笠嫲个身樣 

一下背痀痀 

一下伸直直 

行上行下無停駝 

一皮皮曬等个 

鹹味緒 

佢像係空罐肚 

擠福个等待 

等啊等 

等啊等 

你知無? 

个係桌心菜个香味 

係爺娘等待个心 

 

關鍵詞彙拼音: 

*戴笠嫲 

dai lib maˇ 

*鹹味緒 

hamˇ mi xi 

*桌心菜 

zogˋ xim coi 

 

 

融合句型客語造句 

習題: 

*你知無? 

........             . 

*無停駝 : 

 ………             … 

*結皮瘌个雙手 

………             … 

 

 

 

詩詞 

賞析 

60分 

 

 

 

 

 

 

 

 

 

 

 

 

 

 

詞彙 

拼音 

造句 

60分 

 

 

 

 

 

全校師

生擠福

菜活動 

120分 

 

一、 

朗讀客家

詩詞文稿 

 

 

 

二、 

觀察記錄

過程轉變 

 

 

 

 

 

 

 

 

 

三、 

拼音造句

書寫作業 

 

 

 

 

 

四、 

實作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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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成效 

 

  「芥」𠊎撳讚~芥菜變身四重奏，主題課程設計鷹架中，針對國中核心素養A1身心素質

與自我精進及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為基底，進而延伸至社會參與素養面向，C1道德實踐

與公民意識、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整個主題架構運用點、線、面延伸式教學作為鋪

陳，主要成效是希望國中領域的七八年級學生，必須培養主動提問、發現問題、如何透過

團討合作解決問題，同時學會自主自律生活基底常規，藉主題課程的跨領域融合教學，以

探試做中學、學中做實作體驗，了解各子計畫中芥菜、鹹菜、覆菜、鹹菜乾的進化過程，

多元嘗試課程及活性教學，能養成學生有足夠自發性投入課程領域，確實對客家文化的素

養參與有加分的認同感。 

 

  芥菜的收成從醃漬到曝曬過程繁瑣，在預期成效的階梯式鋪陳主要是讓學生確實了解： 

1、長年菜的前身是芥菜，客家人稱為「大菜」。了解長年菜的由來典故除了團圓之外還有

年節期待及思念。 

2、醃漬鹹菜的過程要慢急不得，除了手揉還有腳踩，現在都是機器化學生無法體會早期

製作的過程，藉由主題課程結合社區耆老進行解說，主教老師在進行解說輔助教學。 

3、覆菜由於需要人力及時間，因此學生自行提議「值日生」，此主題課程能培養學生責任

心及主動性，學會互助合作搭竹篙及曬的過程，確實體會客家創作賞析裡的文句「一

皮皮曬等个鹹味緒，佢像係空罐肚擠福个等待，等啊等！等啊等！」，能融合感受在

詩詞情境裡。 

4、觀察芥菜到覆菜的自然轉化，從變化中了解鹽巴具有什麼樣的功能。 

5、主動收集資料認識芥菜 、鹹菜 、覆菜 、鹹菜乾，能製作那些客家料理，如何區分它

們的能特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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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 3：覆菜/鹹菜乾= 曬擠出來个福氣味 

 

 (圖 3)  (圖 4)  

    社區阿婆教我們學綑綁鹹菜乾             社區阿婆說:做一次給你們看 剩下的你們來做 

 

(圖 5) (圖 6) 

  體驗鹹鹹的覆菜 我們做值日生                   學生為全校師生做擠覆菜活動解說員 

(圖 3)  

  福菜穿上花布衣變成貴賓伴手禮                  雖然很鹹 但我想吃 擠好覆菜要倒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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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圖 6) 

七年級的值日生 老師說 覆菜要顧好            老師說明 腳踩鹹菜的技巧及鹽巴的功能  

分工合作好做事  

 

(圖 1)  

   醃漬鹹菜粗鹽、細鹽的不一樣                    踩踏 手揉 製作鹹菜真不容易 

 

 

 

 

 

 

 

 

 

 

客家諺語上台說「𠊎講客」問與答主題練習                客家詩詞分組創作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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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回饋  

 

  傳統食材「芥菜」是客家人在收冬到年節期間重要食蔬，更是團圓飯餐桌上不可缺的菜色主

角。它非常具有過年的代表意義，芥菜主題課程探討中主要是擴張面向，揣摩如何在一致性的本

土課堂中研發出內涵與延伸屬性，﹤「芥」𠊎撳讚~芥菜變身四重奏﹥非片面式或即興式的課程，

他所呈現的含意是讓學生了解，客家人相當重視飲食文化裡「避免食材資源浪費」，而展開的環

境獨特性、文化優異性、料理創新性。芥菜過程的整體演進成為普羅大中飲食文化的普及。 

 

  主題教學設計指標是因應學習上的個別差異，以同儕互補學習，提升適性課程裡的共協及情意

技能。子計畫階段規畫主要是希望藉由學習技能而融入家庭及社區協作，同時培養協助不同能

力、不同需求的有效觀察提升互動學習，藉由探索增能同儕之間的問題解決、激發創造思考同時

也能帶動情境獨立研究及說的領導能力。脈絡系列的引進統整調理規劃，從校園靜態延伸社區菜

園體驗及踩踏、手揉鹹菜的過程、學會曬覆菜及鹹菜乾的過程，希望藉此主題教學活動提升客家

「食」的文化，讓學生了解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時令節氣循環下的生活習性。 

 

  國中本土領域要執行此客語課綱此項主題課程，具有相當的困難度。此主題主教老師先自行進

行田調訪查，了解社區在地化資源及時令節氣的脈絡性，在選擇材料與資源後經過規畫設計，運

用走出框架思維進行客家創意課程，同時在客家專業知能下訂定目標，以擴展學生學習智能鋪陳

在校園七、八年級教學進行靜態、動態融合課程。除了蒐集大量素材之外實施主題教學活動中，

也以標竿學習指標與師資社群進行團商，以如何達到學生對於本土文化，在各面向的學習達到增

能效益為具系統性，進而能在同儕之間達到客語實際的交流分享提升對客語的認知性。老師設計

客語融入基本原則以客家語言為主，因此以客家詩詞創作帶入主題的情境氛圍，加深學生對芥菜

系列課程的基本概念，同時運用四 F問與答的技巧讓學生發揮想像力及創意。 

此主題課程的設計，除了跨領域教學外，實際走出教室進入社區學習整體脈絡及系統性，有效掌

握統整教學確實達到了主體性、參與性、完整性、認知性、實踐性，此主題系列規畫相當多元而

精彩，學生紛紛表示期待下一次本土語客家教學會有不一樣的體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