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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游客家魚(語)--以國語科實施客語沉浸教學為例 

壹、寫在前面 

    經調查 20歲以下會說客家話比率的年輕人僅剩 7%，流失之快令人擔憂。杜威：「要

改變一個人，先改變他的環境。」，客語沉浸教學計畫讓教師以多於 50%的時間用客語授

課以及和學生交流，透過教學方式的轉化達到素養導向精神，以期復振瀕危客語。因此

實施客語沉浸教學可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和公共利益。 

    此次的教學模組是運用「創意讀寫教學」結合「客語沉浸教學」，提供學生適性學習，

同時運用不同的教學策略(閱讀七法+寫作五路)，設計出以學生為本位，適性而教的有效

學習解決方案。 

教育不是注滿一桶水，而是點燃一把火~葉慈 

    「國小客語沉浸教學」計畫，雖然在國小既定課程時數內以高於 50%以上的時間，由

導師於正式課程(國、數、社、綜合、彈性等) 中運用客語進行教學，但教學時程是循序

漸進，教學方式是從觀察中調整的，我們必須讓每個孩子都有機會，都可以享受成功的

經驗。 

因此不僅客籍孩子能逐漸適應客語沉浸環境，教師也會特別針對非客籍學生予以關

懷，並時時確認非客籍學生對於授課內容的理解程度。在教學策略上採取「i+1」的語言

學習理論，亦即教師運用手勢、華語還有圖片，輔助教師在課程中運用客語教學，之後

再漸進式於課程中退除國語與手勢，達成客語沉浸教學目標。 

    在學生學習上採取「分組合作學習策略」，讓組內客籍學生協助非客籍學生，從教室

常用語和指令開始讓學生慢慢熟悉客語。例如:客籍學生聽懂老師的客語指令：「拿出國

語課本」，非客籍學生觀察後會模仿也作出反應，久而久之非客籍學生對於基本教室用語

能理解並作出適當回應。又如:班上進行分組即興客語戲劇演出前排練，其中一组有新住

民子女，她對於客語台詞一直無法流利念出，其他同儕不厭其煩給予鼓勵和指導，這不

是一幕最美的教學風景嗎？ 

   

i+1學習理論—手勢輔助教學 以客語即興演出國語課文 學生分組合作學習 

貳、學校簡介 

一、優勢條件 

    豐田國小位於客委會客語重點發展區(屏東縣內埔鄉豐田村)。本校為客語生活學校

暨屏東縣「客家理念學校」，重視客家語言文化傳承，並有客語沉浸式教學教師長期經營。

學校所在的「新北勢」社區，有醬缸醃漬產業、古蹟廟宇提供走讀庄頭教育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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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多數學生為客家籍(約七成)，能聽客家語，每年均有學生通過客語初級和中級

認證，對學習客家語有一定的認同，能順利推動客語生活學校各項活動。另外社區內的

耆老願意擔任本校校定課程中有關社區產業的講師，協助推動校訂課程。 

二、利用優勢推展客家文化 

    在上述內外部的優勢條件下，本校「順應世界潮流，深入客家文化」，除了增能學校

課程研發，導入社區耆老資源，為學校課程增添深度外，也嘗試將社區產業與自造教育

進行連結，並積極尋求社區的認同與資源挹注。同時持續推動客語生活學校各項活動，

並深化活動內涵，翻轉客家文化意象。 

三、面臨的危機 

    不過近幾年客庄的學生受到大環境的影響，對自身的客家語能力降低無法產生危機

意識，影響自身對客家語言與文化的認同。此外客家理念教育學校的申辦持續受限，若

縣政府不再挹注此項資源，本校減少的客家理念課程師資，將對推動學校客家文化主題 

課程造成影響。 

四、扭轉外在威脅 

    發揮本校客語沉浸式教學優勢，時時融入客語的情境，增進學生對客家語言使用的

認同。還有善加運用社區古蹟、產業以及耆老人力資源，發揮課程教學的最大效益。 

   

新北勢庄「懷忠門」 走讀庄頭--敬字亭 走讀庄頭--開基伯公 

   
走讀庄頭—三山國王廟 走讀庄頭—嘉豐蔭豉廠 走讀庄頭—延平郡王祠 

參、教師背景介紹 

一、前言 

    有沒有一件事，是可以廢寢忘食，心心念念總想創發突破的事？如果有，對我來說

就是語文和寫作。 

    有沒有一件事，是現在不做，將來可能會後悔或消失的文化？如果有，對我來說，

就是推動客語。 

    一晃眼，十個年頭就這樣過了，從踏入全國第一個推動客語沉浸式教學班級，從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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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接觸溫美玉老師的讀寫策略教學法，喜歡上了，就是戒不掉的癮，在傳承耕耘的這條

路上，樂意分享這段來時路…… 

    「客家母語傳承」與「創意讀寫教學」，看似不相關的兩件事，使我的教學起了化學

變化。孩子在多元的教學活動下願意開口說自己的母語；甚至在有策略的教學設計下，

學生進行創意讀寫教學，發揮自己天馬行空的想法，進行客語戲劇之角色扮演、錄製客

語主題短片、完成一本本屬於自己的創意小書。 

二、教育創新主張： 

    以多元、趣味的學習任務，啟發孩子動機；以深度、效度的課程，達到學習目

標；以素養教學，使學生無懼未來挑戰！ 

三、學經歷： 

(一)、學歷：台東師院社教系畢業、屏東教育大學社會發展學系碩士(2006-2009) 

(二)、現職：屏東縣豐田國小教師（1999-2022） 

(三)、證書：通過客委會客語認證中高級。(腔調別：四縣、證書編號：98H101430) 

(四)、經歷： 

1.教學方面 

  (1) 100 年擔任全台第一所小學客語沉浸教學實驗班級導師。 

  (2) 100 年 8月起，連續七年參與屏東縣客務處辦理之｢國小施行全客語沉浸教 

      學研究計畫｣並擔任導師進行推廣之教學工作。 

   (3) 107、108、109、110學年持續參與客委會「客語沉浸式教學推動計畫」，擔任帶  

       班導師實施客語沉浸教學。 

 2.教學研究方面 

(1) 100-101年，參與屏東大學陳雅鈴教授 [國小一年級客語沉浸教學之成效及挑戰] 

研究計畫案之執行。 

(2) 103-104 年，參與屏東大學陳雅鈴教授指導之 [非客籍學生在客語沉浸中之  

    調適與表現] 研究。 

(3) 101-107 年，每年擔任新進小學客語沉浸教學師資培育講師。 

(4) 102-107 年，參與編輯小學優良客語沉浸教材 (收錄於客語沉浸教學結案報 

    告)。 

(5) 105~107 年，參與屏東大學張瑞菊教授 [落實客語扎根～國民小學高年級客

華雙語教學（Ⅰ）、（Ⅱ）] 研究計畫案。 

(6) 107~108 年，與屏東縣國教輔導團本土語言組合作，編輯客家語版本之國語科教 

    材(首冊)。 

3.教學推廣方面 

    (1) 101年高雄市客務處到校參訪、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暨教師參訪，擔任教學演示 

       教師。 

    (2) 101年教育部長官暨吳宜臻立委訪視客語沉浸教學，擔任教學演示教師。 

    (3) 102 年台南土本語言輔導團參訪客語沉浸教學，擔任教學演示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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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02 年參與屏東教育大學主辦之「本土語保存及教育國際研討會」，擔任工作坊 

        分享人。 

    (5) 103 年屏東校長儲訓班參訪客語沉浸式教學，擔任教學演示教師。 

(6) 103年獲台東縣教育處邀請分享客語沉浸式教學之推行。 

(7) 105年受邀擔任巨匠電腦公司承辦客家委員會之「105年客語師資培訓專案」， 

    擔任雙語課程設計教學的講師，進行五場次的推廣工作。 

(8) 106年受邀擔任巨匠電腦公司承辦客家委員會之「客語沉浸式教學」客語師資培 

    訓教學講師，進行三場次的推廣工作。 

(9) 107年新北市國教輔導團本土語組、台東國教輔導團本土語組參訪客語沉浸教 

    學，擔任教學演示教師。 

(10) 108 年獲邀擔任屏東縣本土語輔導團「客語沉浸式教學」研習分享講師。 

  4.榮譽： 

(1) 101年當選屏東縣客家扶濟會優良教師。 

    (2) 106年指導學生參加全國中小學客家藝文競賽總決賽客語口說藝術類中年級組第 

    一名。 

(3）106年以【在新北勢客庄，「守、望」閱讀桃花源】之閱讀方案，榮獲教育 

        部閱讀推手個人獎。 

    (4) 106、107、108 年參與屏東縣客語沉浸教學計畫，經評定為特優教師。 

(5) 107年榮獲客委會推動客語績優人員殊榮。 

(6) 110年指導學生參加六堆 300 年系列活動「六堆家鄉」圖文徵選活動，榮獲入 

    選與佳作。 

(7) 110年指導學生參加客家電視台 BiLiBoLo 唱唱跳跳客語戲劇錄影活動。 

   

國小首次客語沉浸教學發表 自由時報報導客語沉浸教學 教育部閱讀推手個人獎 

   

屏東縣沉浸客語教學特優教師 客委會客語教學績優人員 擔任客語沉浸教學演示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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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研習老師的肯定回饋 指導學生參加客家電視台錄影 六堆 300年圖文徵選學生作品 

肆、班級經營 

    政大教育系陳木金教授曾提出：教師班級經營策略的良好與否，會影響到教師的

自我效能與有效教學。因此實施「客語沉浸教學」同樣需要注重班級經營的面向，以下

是搭配「客語沉浸教學」的班級經營方式： 

一、給家長的一封信~書面溝通 

    一開學便先以書面方式發下「給家長的一封信」，針對本班即將實施的客語沉浸教 

學讓家長有初步了解。 

二、期初班親會~親自說明 

    在開學後的班親會中由教師親自透過簡報向家長報告「客語沉浸教學」經研究證實

不影響學生學業成績外，還舉例說明學生透過課程規劃有更多元的學習。 

  

給家長的一封信—內容 班親會家長踴躍參與 

   
班親會—說明客語沉浸教學 班親會—說明研究成果 班親會—呈現多元教學活動 

三、班級獎勵制度~與老師的午餐約會 

    利用「客家諺語」、「靜思語」及「英語」100 句製作班級獎勵卡，鼓勵學生以客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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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交談、午餐時間用客語「打嘴鼓」、獎勵學生以客語錄製作業影片以及鄉土語(客語)

課時的加分為平常的 3倍。達成老師設定目標者可以獲頒獎學金紅包以及到校外餐廳進

行「與老師的午餐約會」。藉由正向、實質的獎勵引起學生多說客語的動機。 

四、推動「客語學習護照」~上課前的靜心活動 

    學校的「客語學習護照」內容多元，有每週客家話、客家諺語、客家童謠、歌謠以

及收錄初級客語認證的日常對話、詩詞等，利用「客語學習護照」的內容在正式上課前 3

分鐘教小朋友念誦並複習。在規律的朗誦聲中每天熟悉客家語而且達成課前靜心的效果。 

五、建立客語教室用語~習慣成自然 

    剛開始接新班級時，為了讓小朋友感受何謂「客語沉浸教學」，但又不要一下子

讓小朋友產生過多的壓力，所以透過簡單的教室用語或是生活用語，例如：小朋友

向老師問好、上下課喊口令、整隊、要去廁所、吃飽飯、放學再見等，使「聽」客家語

成為一種自然而然的事，再觀察調整、循序漸進的增加教師的客語量，最後配合課程活

動設計與班級經營鼓勵學生開口說客語。 

  

 

有客家特色的班級獎勵卡 頒發老師的獎勵紅包 

 
 

豐田國小客語護照 放學前念客家諺語 學生上課前念誦客語護照 

六、積極參與校內外活動~培養學生自信與拓展視野 

    不論是校內的客語朗讀、期末晚會表演，或是內埔鄉的「韓愈文化祭」、屏東縣政府

「六堆三百年」圖文徵選、客家電視台節目錄影、客委會「客家藝文競賽」或是「客家

藝文交流」……，筆者總是積極爭取任教的班級學生參加「客語口說藝術」或是「客語

戲劇」並負起訓練的責任，希望學生利用平日所學的客語藉由競賽的刺激提升自信心，

同時藉由參與校外活動拓展視野，看見屬於我們的客家文化。 

七、邀請家長成為教育合夥人~協助班級教學活動 

    使用臉書平台成立班級臉書社團(不對外公開)，只邀請學生家長加入。老師利用該

臉書社團發布學生平時的學習照片、活動花絮等，同時也利用該平台請家長幫學生錄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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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影片作業上傳(例如：用客語介紹生字、家鄉踏查—介紹敬字亭、用客語介紹客家米

食……)。家長透過這個班級社團清楚了解老師的教學、學生的各項學習活動，也自然而

然成為協助老師的最佳教育合夥人，一起陪伴支持孩子們的學習成長。另外在疫情之前

也適時地邀請家長入班協助班級美食活動，親師生同樂共學，形成教室裡美麗的教學風

景。 

八、期末「客語沉浸教學」成果展~讓每位學生被看見 

    每學年期末舉辦「客語沉浸教學成果展」，透過下午茶會的方式，邀請學生家長、校

內師長們參加。會場布置孩子們一年來在「客語沉浸教學」中的各項作品，例如：手作

敲染書包、彩繪油紙傘和桐花背包、敬字亭小書、揚蝶仔小書……，並於活動中播放孩

子們用客語介紹生字、介紹創意客家米食臉譜以及客語戲劇演出的影音作品。讓每位學

生的學習成果展現，讓每位孩子的學習歷程及作品被看見。此外也向家長證明在「客語

沉浸教學」中的小朋友有更多元、豐富的學習。 

 

   

參加韓愈祭踩街活動 指導學生參加韓愈祭口說比賽 期末晚會表演—戲劇演出 

   

家長入班協助煎瓠瓜粄活動 家長入班協助包春捲活動 班級臉書社團邀請家長加入 

   

家長協助孩子上傳影片的作業 期末成果展茶會—學生合影 期末成果展學生全學年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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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課程設計理念： 

如何在國語課中實施「客語沉浸教學｣，讓學生除了不排斥此教學方式，更能

愛上它？秘密魔法就是設計｢有趣、多元、深度、效度｣的課程與活動。而在語文課

程中，要依循怎麼樣的方式才能使在實施客語沉浸式教學下的語文教學，具有上述

四效的教學內容與品質？我所採用的教學策略是透過參加多場次「溫老師備課

Party」研習中所推廣的創意語文讀寫教學--「閱讀七大心法」和「寫作五大路徑」。 

所謂的「閱讀七大心法」(簡稱閱讀七法)，是指帶孩子進入閱讀教學的課文(或

其他文本)時，先根據文章的屬性、評估孩子的生活經驗，接著確認好教學目標，

然後沿著七種心法(手做、戲劇、資料故事、提問、摘述、影片媒體、各式小白板)

讓孩子「有所感」的進入課文，接著以派任務的方式使學生上課有事做，將教學主

體真正聚焦在學生身上。 

而「寫作五大路徑」(簡稱寫作五路)，它是指突破傳統狹隘命題方式的作文教

學，以多樣的方式讓寫作結合藝術與手作，或是肢體展演，讓孩子所閱讀的課文文

本以創意形式「輸出」的寫作模式，包含以表格呈現、話中有畫、稿紙寫作、小書

/剪貼以及口說/肢體表演等。它能讓學生在這些策略中，一步一步完成各式文體的

寫作，同時讓寫作結合藝文領域的藝術與手作、結合自然領域的認識動植物以及配

合食農教育、家政教育等議題，這樣的寫作模式除了讓孩子拋開對寫作文的恐懼，

更能讓孩子透過各式活動後的小練筆奠基寫作能力。 

 

閱讀七法 

   

用美勞繪圖畫出課文段落 學生以紙偶演出課文內容 上網查詢課文相關資料 

  

以表格整理課文重點 以情緒、性格卡分析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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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學生用結構圖整理課文 補充相關影片媒體 

寫作五路 

   

以表格方式做仿寫課文練習 以漫畫方式創作故事 用稿紙創意寫作 

  
 

製作「下廚體驗小書」 製作「淡水河小書」 錄影介紹手繪「台灣欒樹小書」 

 

 



10 

 

陸、課程架構圖 

國語科實施客語沉浸教學 

 

教學文本：國語課文  教學理念：有趣、多元、深度、效度  教學策略：「閱讀七法」+「寫作五路」 

樂玩戲劇、口語表達 延伸寫作、繪製小書 手作體驗、認識客家文化 

從課文延伸創作客語戲劇 從課文延伸作文，創作圖文小書 配合課文進行手作活動 

跨領域：鄉土、表演藝術、健體 跨領域：鄉土、自然、視覺藝術 
跨領域：鄉土、自然、健體、 

視覺藝術 

核心素養：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核心素養：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核心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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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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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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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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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課程設計： 

一、樂玩戲劇、口語表達 

    從事客語沉浸教學計畫後一直反思，老師在教完一課國語課文後，要設計何種情境

讓孩子願意開口「說客語」？從參加屏大陳仁富教授的「戲劇融入教學」研習後發現，「戲

劇」不但是一門表演藝術，它也可以作為一種教學形式，透過有趣及生動學習方法，引

起小朋友的學習興趣及學習動機。在演繹的過程中，它更能啟發學生的想像力和創造力，

增強學生的自信心及說話技巧能力等。 

樂玩戲劇、口語表達 

從課文延伸創作客語戲劇 

跨領域：鄉土、表演藝術、健體 

核心素養：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一、 傳統客家市場攤

販叫賣 

課文：翰林六上 

《遊走在世界的市場》 

二、 休閒活動顧問公

司短劇 

課文：翰林四下 

《如何安排休閒活動》 

三、笨鵝阿皮即興短劇 

 

課文：翰林三下 

《笨鵝阿皮》 

四、拍賣秋天非廣告(客

語篇) 

課文：翰林四上 

《收藏秋天》 

角色扮演：市場攤商叫賣 學生進行角色扮演 分組戲劇演出 說客語：拍賣秋天 1 

教師指導與講評 老師說明休閒活動分類 老師帶學生討論台詞 說客語：拍賣秋天 2 

傳統市場客語叫賣影片 學生角色扮演之影片 學生戲劇演出之影片 說客語拍賣秋天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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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案例：傳統客家市場攤販叫賣 

國語版本 翰林六上 

課文名稱 遊走在世界的市場裡(記敘文) 

課文大意 

作者韓良憶女士旅遊世界各地，不以湖光山色、名勝古蹟為旅行重點，而是從觀

察當地傳統市場的人、事、物，來發掘各地居民最真實的生活樣貌，也藉由不同

國家、不同城市的傳統市場，發掘出各國家、地區不同的民族性與生活風格。 

教學發想 

現在處於 3C世代的學生對於自己生活周遭的環境、景物甚至故鄉有多少了解？藉

由本課提到作者觀察不同國家不同市場之細微度，希望透過客語短劇的角色扮

演、情境揣摩，讓孩子們去體察自己生活場域中的市場型態，甚至去比較傳統市

場抑或是現代超市之異同。 

活動設計 
傳統客家市場攤販叫賣藉由角色扮演市場攤販叫賣的活動，練習用客語說 

出日常生活會購買的物品(肉類、菜類、客家米食)。 

客語重點詞

彙、句型 

★客語詞彙 

菜攤：蕹菜、高麗菜、吊菜仔、筷菜。 

豬肉攤：豬肉、豬腳、灌腸、排骨。 

雞肉攤：雞肉、雞翼胛、雞腿。 

客家米食：紅粄、艾粄、白頭公粄、芋粄。 

★客語對話/句型 

商家：人客來買喲！𠊎等个青菜蓋萋喲！ 

人客：這个青菜怎麼賣？幾多錢？ 

商家：一把蕹菜 20个元。 

教學流程 

1、討論角色扮演的分組與角色。 

   (1)決定分組以及哪些組別要飾演哪些市場攤商？ (分為菜攤、豬肉攤、雞肉 

   攤、客家傳統米食) 

   (2)請小朋友利用課餘時間準備簡單的道具(例如頭巾、圍裙等)，另外由老師 

   彩印要販賣物品的圖片做支援。 

   (3)請小朋友自行利用課餘時間排練。 

2、「傳統客家市場攤販叫賣」角色扮演。 

   (1)請飾演四種攤販的組別，分別上台用客語表演叫賣商品的情形(每組二分 

   鐘)。 

   (2)結束後由老師講評各組的表現。 

教學評量 

1. 分組演練時組員能參與討論與分配角色。 

2. 上台演出時能清楚說出該項攤販所販售物品的客語詞彙。 

3. 台下其他各組能安靜觀賞、給予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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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省思 

不論是客語沉浸式教學或是客華雙語教學，除了教師在雙語的使用上要能隨時注

意學生的反應而做轉換外，課程設計是否能夠達成「趣味、多元、深度、效度」

等面向，以引起學生最深層的學習動機，才是影響客語沉浸式教學或是客華雙語

教學能否持續長久推展的主要因素。 

學生用客語扮演攤商叫賣    老師指導與講解客家語詞 老師講解課文中的摹寫技巧 

  

學生用小白板先寫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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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案例：休閒活動顧問公司短劇 

國語版本 翰林四下 

課文名稱 如何安排休閒活動 (議論文) 

課文大意 
休閒活動可以依照個人的個性、興趣做選擇，並考量天候、時間做安排。適當的 

安排休閒活動能調劑緊張情緒，使生活充滿樂趣。 

教學發想 

本課除了指導學生分析「如何型」議論文的結構外，還設計延伸的內容，使學生

了解休閒活動的分類以及從事休閒活動時的注意事項。同時從「性格」和「情緒」

方面與學生進行討論，進而透過說客語的角色扮演方式來引導學生思考現實情境

中如何選擇適合自己的休閒活動，同時創造生活情境鼓勵學生多說客語。 

活動設計 

角色扮演—休閒活動顧問公司 

請三位小朋友扮演公司顧問，另外選三位小朋友，設定三種想諮詢自己適合從事

哪種休閒活動的人物，進行角色扮演及對話互動。 

客語重點詞

彙、句型 

★客語詞彙 

小學生：騎腳踏車、跳舞、看書、打球仔。 

大學生：旅行、唱歌仔、打籃球、泅水。 

老年人：行棋子、行路、做運動。 

★客語對話/句型 

小學生：請問顧問，𠊎適合做嘛个休閒活動？ 

顧問 1：你有閒个時節做得打球仔。 

大學生：請問顧問，𠊎適合做嘛个休閒活動？ 

顧問 2：你可以邀同學去泅水仔。 

老年人：請問顧問，𠊎適合做嘛个休閒活動？ 

顧問 3：你可以去公園找人行棋子。 

教學流程 

流程 1：分組討論與選定三位小朋友扮演休閒活動公司的顧問。 

流程 2：討論與選定三位小朋友分別扮演三位想諮詢自己適合從事哪種休閒活動 

        的人物(喪偶的老年人、大學生、小學生)。 

流程 3：老師講解戲劇情節大綱之後，由出場演出的小朋友自行發揮。 

       (1)老師在旁邊提醒與引導   (2)結束後由老師講評各組的表現。 

教學評量 

1.分組演練時組員能參與討論與分配角色。 

2.上台演出時能清楚說出該項休閒活動的客語詞彙。 

3.台下其他各組能安靜觀賞、給予鼓勵。 

教學省思 

本課的文體是議論文，學生對於此類的文體不甚感興趣，因此在設計補充與延伸

的內容時，結合健體領域以及時下最夯的情緒教育，讓學生透過「性格」卡和「情

緒」卡來思考現實生活中，那些年齡層？那些狀態下的情緒？適合從事哪方面的

休閒活動？當然透過角色扮演的短劇形式也是非常受到小朋友喜愛的，在歡樂的

演戲、觀戲後再回到自己本身去思考自己適合從事的休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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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說明休閒活動的分類 學生進行角色扮演 老師說明休閒活動的種類 

  

 

影片之 QR Cord 影片之 QR Cord 老師分析休閒活動的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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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案例：笨鵝阿皮即興短劇 

國語版本 翰林三下 

課文名稱 笨鵝阿皮 (記敘文) 

課文大意 
笨鵝阿皮撿到一本書，以為只要帶著書，就能讓自己變聰明，小動物們信以為真， 

而他幫忙解決問題，結果卻越幫越忙。 

教學發想 

本課是改編自知名的美國繪本傻鵝皮杜妮一書，其中故事最精采的部分便是：小

動物發現路邊有盒子，問阿皮裡面裝的是什麼？阿皮看不懂，隨便說裡面是糖果，

結果大家都被爆炸的火藥灼傷了。故事衝突的最高潮如果可以讓孩子以戲劇的方

式呈現，想必學生對於故事內容更有體會。另外也嘗試帶著孩子將文體(記敘文)

改編成劇本(應用文)，融入簡單的客語日常對話，使客語沉浸教學更能落實應用

於語文教學中。 

活動設計 自編客語版劇本與分組進行即興客語戲劇演出 

客語重點詞

彙、句型 

★客語詞彙 

豬仔、鵝仔、老馬仔、雞仔、糖果。 

★客語對話/句型 

豬仔：這係嘛个東西？ 

老馬仔、雞仔：𠊎等乜不知。 

豬仔：毋好亂動，𠊎等去請阿皮過來看？ 

阿皮：這个係好食个糖果。 

全部動物：𠊎等愛食。 

教學流程 

流程 1：各組討論與分配劇中角色。 

流程 2：請學生利用下課時間製作簡單的角色頭套與道具盒子。 

流程 3：老師帶著學生將記敘文改編成劇本。 

先複習劇本的要素(場景、角色對話、情緒表情及動作) 

討論出場角色的先後順序與該名角色的台詞，練習用客語表達每名角色的台詞。 

老師將每句台詞版書於黑板上，讓學生可以不用背台詞(減輕戲劇演出的壓力)。 

流程 4：學生分組排練台詞與動作。 

流程 5：各組輪流演出，老師於每組演出後立即針對該組的優缺點予以點評，讓下 

       一组可以更快進入角色扮演的情境中。 

教學評量 

1.分組演練時組員能參與討論與分配角色。 

2.上台演出時能清楚說出該項休閒活動的客語詞彙。 

3.台下其他各組能安靜觀賞、給予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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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省思 

1. 這次將記敘文帶孩子改編為｢笨鵝阿皮戲劇版｣，整個的活動在一節 40分鐘的

課堂中能流暢且時間控制剛好，我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選擇要改編的課文段落

不能貪多，只挑文本中最精彩的衝突處來讓學生練習即可。 

2. 將精采的段落改編完後立即讓學生分組排練，同時不將黑板上大家共同討論出

來的台詞擦掉，這樣的效果是讓學生能有台詞的依據可供及時練習，而且減輕

學生背台詞的壓力，如此才能盡情的樂玩戲劇甚至瘋狂地投入其中。 

3. 分組練習時，有些非客籍的孩子(新住民同學)對於客語的台詞不甚熟練，可是

卻發現同組的小朋友竟然很有耐心的一次又一次的指導該名同學練習，這樣溫

馨的教室風景實在令人感動。 

老師帶學生討論客語台詞 分組客語戲劇演出 學生戲劇體驗的心得 1 

  

  學生戲劇體驗的心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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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其他口語表達訓練 

    口語表達是建立人際關係的第一步，更是建立自信心的重要基礎。所以除了設計「戲

劇融入教學」課程外，采玉也會利用國語課裡的各式小活動來訓練學生的口語表達能力，

例如用客語介紹生字、客語版「你說我猜」、「打擊錯字」、錄製說故事影片及小廚師影片

上傳臉書等。 

   

學生在課堂上分組介紹生字 客語版「你說我猜」 說故事影片上傳臉書 

   

學生錄製生字影片上傳臉書 「你說我猜」影片 QR Cord 客語介紹彩繪油紙傘上傳臉書 

   

用客語介紹生字 客語版「打擊錯字」 錄製介紹自製小書影片 

  

 

用客語介紹生字影片 QR Cord 「打擊錯字」影片 QR Cord 錄製小廚師體驗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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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延伸寫作、繪製小書 

    「讀寫合一」應該是國語文教學最理想的狀態與終極目標。但是學生往往視寫作為

畏途，而老師也常有不知如何教寫作的難言之隱。其實國語課文就是學習寫作的絕佳材

料。教師先透過多樣化的閱讀策略帶孩子進入課文，然後讓寫作結合藝術與手作，以有

別於傳統窠臼式作文簿的方式產出，帶孩子熬過吃苦藥(寫作文)的過程而展現現代文學

的多元風貌。 

延伸寫作、繪製小書 

從課文延伸作文，創作圖文小書 

跨領域：鄉土、自然、視覺藝術 

核心素養：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一、格言小書 

課文：康軒六下 

《朱子治家格言選》 

二、樹的階梯小書 

課文：翰林六下 

《樹的語言》 

三、敬字亭小書 

課文：南一四上 

《敬字紙與惜字亭》 

四、蝴蝶小書 

課文：南一四下 

《蝶之生》 

格言小書 樹的階梯小書 敬字亭小書 蝴蝶小書 

客家諺語融入小書寫作 繪製樹的階梯小書 美術老師協同指導小書 揚蝶仔的童詩和故事 

介紹格言小書之影片 介紹階梯小書之影片 小短文「敬字亭的心聲」 介紹蝴蝶小書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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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活動：格言小書 

國語版本 康軒六下 

課文名稱 朱子治家格言選(古文) 

課文大意 

本課課文選了朱柏廬的朱子治家格言五則家訓，文體是文言文，內容以日常生活 

為主，針對食衣住行、應對進退等生活細節，其中包含惜福愛物、未雨綢繆、飲 

食簡單、受恩莫忘、有同理心等家訓。 

教學發想 

藉由輕鬆的語文遊戲讓學生了解文中難詞的意義；藉由老師所設計的學習單或教 

學活動，自然而然的了解文言文與語譯之間的轉換，同時了解文言文的含意，並 

藉由漫畫(插畫)每一則家訓來表達出自己對於文言文家訓的認知和體會。另外由 

客家諺語中找出相對應的諺語，讓學生認識、念讀、書寫這些老古人言，增加對 

客家語言文化的認同。從華語的格言(座右銘)延伸到客語的諺語(老古人言)或歇 

後語(師傅話)，希望讓學生更近一步解客家語文精簡又富智慧之美。 

客語重點詞

彙、句型 

★客語諺語 

1.食人一口，還人一斗。 

2.食水要念水源頭。 

3.省食有伸，省著有新。 

4.屋要朝朝掃，田要日日到。 

活動設計 

製作格言小書 

利用視覺藝術課程的協同教學，製作屬於自己的「格言小書」，藉由「格言小書」

中格言的挑選與書寫美編，完成一本專屬於自己的座右銘小書。 

教學流程 

流程 1：學生上網蒐集自己喜歡的座右銘以及格言佳句；教師也蒐集整理網路上 

       的格言或座右銘，包含客家相關的諺語，同時製作成上課用的簡報(ppt)。 

流程 2：語文課時由老師介紹客家相關的諺語簡報(ppt)，並請學生發表與討論 

       自己所蒐集到哪些座右銘以及格言佳句，並說明將挑選哪幾句座右銘以 

       及格言佳句書寫於自己的「格言小書」上？ 

流程 3：於視覺藝術課中實際製作格言小書。 

教學評量 

1.學生能蒐集與紀錄網路上的格言佳句。 

2.學生能上台發表所蒐集到的格言佳句。 

3.學生能完成格言小書的製作。 

教學省思 

1. 這次的教學活動設計是以重組剪貼實作、克漏字漫畫單的習寫和格言小書的

製作等為主要的教學方式。設計多種實作學習單以及製作小書的活動，主要

是因為考量這課是以古文所呈現的內容，除了想以多種的教學活動引起學生



21 

 

的學習動機外，也想藉由思考「性格」與朱子的五則格言之間有什麼關係，

來讓治家格言與學生的個人行事作為產生關聯性，讓古文走入生活、親近個

人，而不只是冰冷、教條的語言。 

2. 因為活動設計以討論、實作為主，穿插一些字詞的賓果遊戲，因此學生上課

的專注力良好，較不會有「教室的客人」產生。不過因為實作活動需要較多

的時間完成，因此如果學生在課堂尚未完成的部分，就變成當天的回家作業。

在課堂上進度慢的人就會產生比較多的功課。這是因為每個人的工作能力與

效率不同，無法預估或要求一致性。 

3.考量小書的製作需較多的時間，因此和美術老師協調教學時間與協同教學，請 

  美術老師協助指導小書的摺法與插圖美編，因為有跨領域的專業指導，小朋友 

  的小書作品在形式上都頗有創意。不過內容方面限於引導的時間不夠，以及以  

  往學生缺乏這種模式的寫作訓練，所以書寫的內容還有進步的空間。 

   

上課補充的客家諺語 ppt1 格言小書作品大集合 格言小書內頁 1(華語) 

   

上課補充的客家諺語 ppt2 獨一無二的格言小書作品 格言小書內頁 2(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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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言小書內頁 3(客語) 格言小書內頁 4(客語) 上課指導習寫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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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學活動：樹的階梯小書 

國語版本 翰林六下 

課文名稱 樹的語言 

課文大意 

本課是一篇記敘文，描寫樹有它獨特的語言，會向我們傳遞季節流轉的訊息，

也會向我們傾訴它的心情和故事。 

教學發想 

雖然樹看起來沉默不語，其實有豐富的詞彙。它會以花開花謝提醒我們四季流

轉的訊息。教師帶領孩子從觀察樹相的感官描寫到化身為樹來自我介紹，希望

藉由課程設計讓孩子用心靈跟樹交朋友，進而更能了解大自然的奧妙。 

活動設計 
先透過解析文章中的｢五感｣描寫，然後讓學生化身為樹的代言人進行 

｢樹的自我介紹｣與製作「樹的階梯小書」。 

客語重點詞

彙、句型 

★客語諺語 

1.有樹正有花，有國正有家。 

2.人怕無志，樹怕無皮。 

3.食果子拜樹頭，食水愛知水源頭。 

★客語句型 

小朋友：𠊎等來去樹仔底下尞。 

大樹：小朋友，𠊎同你等遮日頭。 

教學流程 

流程 1.設計「打擊錯字」與「語詞賓果」遊戲，讓學生了解生字與語詞的意義 

      及用法。 

流程 2.藉由習寫「預習單」、「課文分析」學習單，了解課文內容及修辭技巧。 

流程 3.藉由製作樹的｢階梯書｣，了解樹的基本資料，然後創作｢樹 

      的自我介紹｣短文。 

流程 4.運用角色扮演活動—｢人與樹的互動｣活動，讓學生練習用客語說出日常 

      生活用語。 

教學評量 

1.學生能念出有關樹的客家諺語。 

2.分組演練時組員能參與討論與分配角色。 

3.上台演出時能清楚說出客語詞彙。 

3.台下其他各組能安靜觀賞、給予鼓勵。 

3.學生能完成樹的階梯小書的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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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省思 

1. 這次｢人與樹的互動｣戲劇活動，雖然參與的小朋友人數有變多，不過孩子排

練的時間不足，因此未能流暢的呈現客語日常對話的部分，下次進行類似的

肢體表演前，可以考慮要求學生先將簡單的腳本和台詞寫出來，這樣的戲劇

活動比較不會流於默劇演出。在肢體的展演上盡量鼓勵小朋友出場表現，不

過對於內向害羞的小朋友不必過於要求。 

2. 樹的階梯小書全部小朋友都能完成並繳交，不過小書內容還有進步的空間。

階梯小書的繪製要注意樹的四季變化，於四個不同頁面呈現春、夏、秋、冬

的｢樹景｣，有些小朋友未注意此細節，可以考慮下次要進行類似課程時，再

延伸一節上課的時間，有了老師的指導與督促，相信會有更佳的成果。 

   

｢人與樹的互動｣戲劇活動 課堂上製作小書 1 課堂上製作小書 2 

   

小書作品 1 小書作品 2 小書作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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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文字作品 1 學生文字作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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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活動：敬字亭小書 

國語版本 南一四上 

課文名稱 敬字紙與惜字亭(說明文) 

課文大意 
先人認為紙和文字是文明象徵，而有了「惜字亭」。但現在印刷術發達，收字紙習

俗式微，惜字亭也失去作用。 

教學發想 

筆者所處的屏東六堆地區有許多敬字亭，而且每年學校都會配合走讀庄頭課程帶

學生踏查新北勢庄(內埔豐田)的「敬聖亭」以及延平郡王廟裡的「文筆亭」，學生

對這些場域很熟悉，但是對於敬惜字紙的客家文化卻很陌生。因此想透過帶孩子

們繪製「敬字亭小書」以及錄製介紹「敬字亭」的影片，來增加對客家文化的認

識。 

活動設計 
指導學生製作「敬字亭小書」以及請家長利用假日帶孩子踏查六堆地區的敬字 

亭，然後拍攝介紹影片上傳班級臉書和大家分享。 

客語重點詞

彙、句型 

★客語諺語 

1.一字值千金，千金難買聖賢金。 

2.補漏趕天晴，讀書趕少年。 

3.子弟不讀書，好比無目珠。 

★客語句型(影片中介紹敬字亭的開場白與結語) 

小朋友(開場白)：大家好！𠊎係阿沐仔，今晡日愛同大家紹介竹田鄉糶糴村个敬 

                字亭。 

小朋友(結語)：今晡日𠊎个紹介就到這結束，多謝大家，正來尞！ 

教學流程 

流程 1.指導學生利用一人一平板查詢有關敬字亭的資料。例如敬字亭的故事、 

      敬惜字紙的傳說、敬字亭所祀奉的神祇、六堆地區敬字亭的所在鄉 

      鎮……。 

流程 2.商請本校美術專任鍾秋斌老師利用視覺藝術課指導小書封面的著色、內 

      頁的設計與排版。 

流程 3.發給家長「一起到惜字亭尋寶吧」的踏查說明書，請家長利用假日帶孩 

      子們做敬字亭踏查的活動，同時協助拍攝孩子介紹敬字亭的影片，當然 

      以班級獎勵卡的加倍鼓勵能用客語做解說的小朋友。 

流程 4.指導學生小練筆，寫一篇「敬字亭的心聲」的短文，然後謄進手做小 

      書中，完成圖文並茂的作品。 

教學評量 

1. 學生能念出有關讀書的客家諺語。 

2. 學生能查詢有關敬字亭的資料。 

3. 學生能完成介紹敬字亭的影片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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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生能完成敬字亭小書的製作。 

教學省思 

1. 要能推動請家長額外協助的教學延伸活動，除了平時就要讓家長了解老師的用

心教學與模式外，筆者還習慣在進行這些「大活動」前先發給家長們活動說明

書，家長在清楚知道老師課程設計的教學目標後，全班家長都能支持與配合，

全班小朋友最後都有繳交介紹敬字亭的影片。 

2. 利用「敬字亭小書」紀錄有關客家「敬惜字紙」文化的點滴，配合實際踏查自

己家鄉內的敬字亭，為學生埋下愛鄉愛土的小種子。 

3. 對於錄製影片上傳班級臉書的方式，筆者認為對於訓練學生的口語表達能力真

的非常有幫助，而且學生也熱衷於請家長指導如何拍攝影片(學當網紅)，透過

這樣的班級經營模式，親子間的互動也增加許多，可謂「一魚多吃」呀! 

 

   

敬字亭小書集合囉! 學生利用平板查詢敬字亭資料 美術鍾秋斌老師協同教學 

   

學生仔細的彩繪封面 完成圖文並茂的小書 小書內頁：惜字亭的別名 

  
 

小書內頁：敬惜字紙的傳說 學生錄製介紹敬字亭影片 學生介紹敬字亭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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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字亭的心聲 

嗨!大家好，我是一座敬字亭，也有人叫我

文筆亭、聖蹟亭、惜字樓以及焚字爐。我有

一個傳說，就是文字焚燒後會幻化成蝴蝶，

飛到天上稟告倉頡，世人沒有糟蹋祂所創造

的文字。以前人們會用我以及我的家人們來

焚燒字紙，但現代由於印刷術發達，出版品

隨處可見，加上時代的轉變，收字紙的習俗

已日漸式微，我也逐漸失去作用了。希望大

家可以常常來到我身旁，陪我說說話、聊聊

天，不要讓我孤孤單單的站在這裡好不好？ 

小短文：敬字亭的心聲 (籃歆詠小朋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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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活動：蝴蝶小書 

國語版本 南一四下 

課文名稱 蝶之生(記敘文) 

課文大意 
清晨作者前往野林，等待蝴蝶破蛹而出。作者觀察到蝴蝶努力撐開蛹的裂縫爬出，

最後飛出林外的整個過程。作者對飛離的黃裳鳳蝶獻上祝福。 

教學發想 

《蝶之生》是一篇自然文學屬性的課文，它是研究植物與蝴蝶的達人—杜虹老師

(本名謝桂禎)的作品。文章中生動的描寫了黃裳鳳蝶破蛹而出的經過，同時也以

輕盈溫柔的筆觸寫出對小黃裳鳳蝶的祝福。因此在設計這篇教學活動時便有跨領

域整合的想法(搭配四年級自然領域之蝴蝶的完全變態過程)。 

活動設計 

首先以「五卡板」進入課文，體會作者情緒；接著用影片和「蝴蝶、蝴蝶知多 

少？」學習單，讓學生蒐集有關蝴蝶的資料；然後搭配手做小書及創意寫作， 

完成一本自然知識與藝術美勞兼具的「蝴蝶小書」。另外請薪傳師陪伴員—曾秋 

梅老師入班協助指導學生創作客語童詩—揚蝶仔。 

客語重點詞

彙、句型 

★客語童詩(揚葉仔) 

揚葉揚葉揚葉仔  

飛高飛高飛高高 

船來等 轎來扛 

無花無花無花鞋 

毋上毋上毋上轎 

無白扇 遮日頭 

阿姐毋使愁 

嫁到西門的大門樓 

教學流程 

1.用「五卡板」進入課文，體會作者情緒。 

2.影片補充有關蝴蝶的知識：一邊觀看老師播放的補充影片，一邊用小白板做 

  記錄，加深對黃裳鳳蝶生態環境、生活習性的認識。 

3. 本次以「蝴蝶、蝴蝶知多少？」學習單延伸自然領域學習。符合新課綱—科技

資訊與媒體素養的能力培養外，更能跨自然領域進行深度的學習，同時也為稍

後的創意寫作找到述說的理論基礎。 

4.手做蝴蝶小書：將跨領域的學習內容統整在手工書--「蝴蝶小書」裡。 

  小書封面︰請小朋友在 M型小書封面畫出黃裳鳳蝶(也有人畫自己心目中的 

    蝴蝶)。 

  第一層內頁︰請小朋友根據學習單(「蝴蝶、蝴蝶知多少？」)以及影片資料，  

    畫、寫出蝴蝶四個完全變態的過程(卵、毛毛蟲、蛹及蝴蝶)。 

  第二層內頁︰打開的最底層內頁，請小朋友將所寫好的「黃裳鳳蝶歷險記」 

    之創作內容謄上去。 

  小書封底︰讓小朋友自由創作。有些小孩畫出蝴蝶的生長環境、有些孩子畫 

    出保護蝴蝶的標語、有些孩子則畫出整個蝴蝶的生態體系和環境。 

5.延伸創意寫作：指導學生創作「黃裳鳳蝶歷險記」。 

6.創作客語童詩：由薪傳師陪伴員入班指導學生創作客語童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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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評量 

1. 學生能念出有關蝴蝶的童詩。 

2. 學生能查詢有關蝴蝶的資料。 

3. 學生能完成蝴蝶小書的製作。 

4. 學生能創作蝴蝶的客語童詩。 

教學省思 

1. 使用「五卡板」中的情緒語詞來切入理解課文，學生對於閱讀自然文學的文本

更能進入作者所描述的情景，同時搭配相關的補充影片，對於杜虹老師在文中

所提到的黃裳鳳蝶更了解其生態變化，有助於後來小書知識性內容的書寫。 

2. 藉由薪傳師的專業來指導班上的小朋友練習創作童詩，甚至是挑戰客語童詩，

沒想到小朋友的反應非常好，表現也不俗，在 2節課的時間內就有不錯的內容

輸出，讓為師的我非常驚艷，之後孩子將自己創作的童詩謄進蝴蝶小書裡，讓

小書的文學性大大提升，完全達到讀寫畫三合一的境界。 

 

   

蝴蝶小書大集合 把客語童謠抄進背面 跨領域整合自然科蝴蝶的知識 

   

小書內頁：蝴蝶歷險記作文 先在小白板上寫下童詩草稿 每個人都完成客語童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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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小書--揚蝶仔的一生 客語寫出蝴蝶的四個變態過程 蝴蝶小書內頁—童詩+故事 

 

得人惜个揚蝶仔 

揚蝶仔 揚蝶仔  

得人惜个揚蝶仔 

做麼个你恁靓呢 

我也想愛同你共樣恁靓 

也想愛食甜蜜蜜的个花蜜 

揚蝶仔 揚蝶仔 

得人惜个揚蝶仔 

你做得教我跳舞 

你正式蓋厲害哦 

客語童詩：得人惜个揚蝶仔 (林筠芮小朋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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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手作體驗、認識客家文化 

    國語科的教學要如何讓學生覺得「好好玩」？要如何讓學生覺得國語課文是貼近生

活的？要如何讓學生從課文中去深入客家文化？透過手作的各項體驗可以引起學生的學

習動機、提升學習意願，也能從活動中增強孩子的族群文化認同。 

手作體驗、認識客家文化 

配合課文進行手作活動 

跨領域：鄉土、自然、健體、視覺藝術 

核心素養：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一、客家米食創意畫 

課文：南一三下 

《午餐作畫》 

二、彩繪油紙傘 

課文：南一四下 

《清香油紙傘》 

三、盤花、敲染背包 

課文：南一四下 

《氣味之旅》 

四、水果同樂會 

課文：南一四上 

《水果們的晚會》 

 

  

 

分組用客家粄作畫 紙傘達人示範糊傘面 YA!美麗盤花完成 指導學生切水果 

    

客家粄做的創意臉譜 美術老師指導畫紙傘 努力敲染樹葉 可愛的水果畫作品 

 

  

 

客語介紹米食作畫影片 油紙傘上的客家諺語 實用的敲染背包 客語介紹水果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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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教學活動： 

教學活動 客家米食創意畫 教學活動 彩繪油紙傘 

國語版本 南一三下 國語版本 南一四下 

課文名稱 午餐作畫(記敘文) 課文名稱 清香油紙傘(記敘文) 

課文大意 
透過創意，製作食物畫，讓食物也
能別具美好滋味 

課文大意 
以老師傅臨窗作傘的專注認真，來
凸顯油紙傘精緻的品質，及老師傅
對傘長年不變的愛情。 

教學發想 

課文中用食物作畫，筆者也讓小朋

友體驗用學校的營養午餐作畫，而

且延伸用客家米食(各種粄類)來做

創意畫，讓學生透過好吃好玩的活

動認識客家米食。 

教學發想 

邀請製作油紙傘的達人師傅到校，
實際將製作油紙傘的過程示範給孩
子觀看，同時配合藝術課程繪製有
客家諺語的小紙傘。 

客語重點
詞彙、句型 

★客語詞彙 

面帕粄、紅粄、甜芋粄、白頭公粄、
艾粄 
★客語句型 
師；請問你等係用嘛个粄做目珠(鼻
公、頭拿毛)？ 

生；𠊎等係用紅粄做佢个目珠。 

客語重點
詞彙、句型 

★客語詞彙 

油紙遮仔、多子多孫、圓滿、擎遮
仔 
★客語句型 
師：請問油紙遮仔有嘛个意義？ 
生：油紙遮仔代表多子多孫同圓滿。 

教學流程 

1. 仿照課文內容利用學校的營養
午練習「午餐作畫」。 

2. 學生習寫「午餐作畫學習單」，
練習小短文。 

3. 學生觀賞「面帕粄」製作影片，
老師說明客家米食種類。 

4. 學生用各式客家粄來做創意食
物畫。 

教學流程 

1. 聘請六堆文化園區製作油紙傘
的師傅到校，講解製傘材料與過
程，同時示範製傘方法。 

2. 薪傳師陪伴員入班介紹有關油
製傘的文化典故與相關客家諺
語。 

3. 請美術老師協同教學指導學生
彩繪油紙傘。 

教學評量 

1. 學生能完成「午餐作畫學習單」。 

2. 學生能安靜觀賞「面帕粄」製作

影片。 

3. 學生能用各式客家粄來做創意

食物畫。 

4. 學生能用客語唸出與客家米食

相關的詞彙。 

5. 學生能用客語介紹自己的客家

米食創意畫。 

教學評量 

1. 學生能用客語念出有關油紙遮

仔的詞彙。 

2. 學生能回答老師的客語問句。 

3. 學生能完成小油紙遮仔的彩繪。 

4. 學生能用客語介紹自己的油紙

遮仔彩繪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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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省思 

1. 學生透過實作與品嘗客家米食
的各式粄類，除了發揮創意了解
食物也可以是一項藝術，更能激

起孩子了解客家文化的學習動
機。 

2. 下次可以考慮安排戶外教學參
觀屏東內埔手工製作「面帕粄」
的老店。 

教學省思 

1. 能夠親眼看到傳統工藝—油紙

傘的製作過程，師生都覺得很難

得，學生也了解原來手工製傘需

要紮實的功夫。 

2. 現今的油紙傘已從實用性質的

物品轉變為藝術品，引導學生思

考傳統工藝轉型的可能性。 

    

學生的食物畫作品 老師講解客家粄種類 講解油紙傘的製作過程 師傅示範糊傘面 

    

各式的客家粄 體驗客家粄作畫 薪傳師介紹油紙傘 典雅的油紙傘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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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盤花、敲染背包 教學活動 水果同樂會 

國語版本 南一四下 國語版本 南一四上 

課文名稱 氣味之旅(記敘文) 課文名稱 水果們的晚會(童詩) 

課文大意 

作者以秋季愛河畔的植物為主題，

讓學生學習嗅覺與視覺對相同事物

的不同體驗。 

課文大意 

以擬人法將水果呈現於晚會中，

更針對水果外形及特質，賦予演

出角色。 

教學發想 

利用植物花卉來延伸介紹六堆地區

特有的「祈福盤花」、「客家五花」

以及實作體驗「植物敲染」 

教學發想 
利用水果同樂會讓學生創作水果

拼貼畫，了解水果的客語說法。 

客語重點

詞彙、句型 

★客語詞彙 

含笑花、樹蘭、夜合、桂花、新丁

花 

★客語句型 

師：請問你最喜歡嘛个花？ 

生：𠊎最喜歡新丁花。 

客語重點詞

彙、句型 

★客語詞彙 

棗子、蘋果、柑仔、葡萄、黃梨 

★客語句型 

師：請問你最喜歡嘛个水果？ 

生：𠊎最喜歡葡萄。 

教學流程 

1. 薪傳師陪伴員介紹六堆地區的

「盤花文化」以及植物花卉的文

化意涵。 

2. 讓學生實際體驗疊「盤花」。 

3. 植物達人指導學生體驗敲染，之

後將敲染圖案缝在背包上，成為

獨一無二的文青商品。 

教學流程 

1. 薪傳師陪伴員入班講解水果

的種類、生長特性和教念客語

說法。 

2. 學生練習清洗水果與削皮。 

3. 創作水果拼貼畫。 

4. 練習用客語發表自己的作品。 

教學評量 

1. 學生能用客語念出客家五花。 

2. 學生能回答老師的客語問句。 

3. 學生能獨立完成客家盤花。 

4. 學生能完成敲染圖案。 

教學評量 

1. 學生能用客語念出常見水果。 

2. 學生能回答老師的客語問句。 

3. 學生能自己獨立完成水果的

清洗與削皮。 

4. 學生能完成水果拼貼畫。 

教學省思 

1. 透過薪傳師介紹盤花文化，學生

對於伯公廟供桌上的盤花有進

一步的了解。 

2. 下次可以考慮請學生先在住家

附近蒐集盤花的花材，讓學生自

己去主動認識花卉植物。 

3. 植物敲染要先了解植物的特

性，才能選取最適合材料完成敲

教學省思 

1.在生活中常見的水果，有些課

籍孩子卻不知道客語怎麼說？有

些孩子則是不知如何削切水果，

生活能力方面值得慢慢訓練。 

2.下次在課程中可以考慮增加客

語戲劇，讓學生練習用客語演出

水果的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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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圖案。 

    

薪傳師講解客家五花 實際體驗疊盤花 薪傳師講解常見水果 練習切水果 

  

 

 

植物達人敲染示範 薪傳師講解客家九香 細妹仔介紹水果畫作 可愛的水果拼貼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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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回饋： 

    客家諺語云：「有力黃金土，沒力荒草埔」，因為耕耘，所以收穫。走在復振客語的

路上，雖然無法一下子就看見豐碩的成果，但是感謝一路上鼓勵、支持與肯定采玉進行

「客語沉浸教學」的長官、同事與家長。讓我可以邊做邊學，邊成長，也成了驅動我持

續向前的最佳動力！ 

一、 長官的推薦(豐田國小趙信光校長)： 

    鄭采玉老師在客語沉浸式教學上深耕與研究多年，並不斷精進與分享，她的客語沉

浸式教學不僅能兼顧各領域及客語和客家文化的學習，更具有以下幾項特色： 

(一)、將客語融入多領域教學：讓孩子能在領域學習中，自然而然使用客語交談、溝通、 

      討論，促進客語使用頻率，提升孩子客語學習的深度與廣度。 

(二)、創造多元客語溝通情境：善用綜合課程與彈性課程，結合客家美食 DIY 課程與客 

      家油紙傘彩繪等，使客語融入孩子生活情境，提升師生及學生同儕客語互動頻率 

      與品質，進而影響家庭中客語學習與溝通。 

(三)、結合各領域教師營造客語情境：與藝術與人文教師協同教學，在繪製小書與手作 

      體驗中引導及鼓勵學生同儕間以客語為日常溝通語。 

除了上述特色與貢獻，采玉老師在校內外都是客語沉浸式教學的最佳代言人，在校 

外藉由研習示範教學、座談演講、接受電視台、電台廣播採訪，多方面推廣與討論，促

進客語沉浸教學的普及和教學效能的活化。在校內采玉老師常主動與行政人員合作，結

合校內外各項活動採訪、比賽、表演、談話，將問候、用餐、上廁所午睡及指示用語等

生活用語予以強化，營造情境以符合現代生活方式及兒童成長環境，進一步提升孩子學

習意願及族群文化認同。 

現在她融合上述元素與成功經驗，透過跨領域結合課綱的核心素養導向，整合戲 

劇、口語表達、閱讀與寫作，融入孩子的生活環境，一碟碟好玩的沉浸式教學課程小菜，

藉由表演藝術及各項好玩的遊戲，引導孩子「玩客語」，令人充滿期待，絕對能讓孩子

沉浸在學習中，樂而忘返。 

二、 同事的支持 

(一) 教學組長陳仲柏老師：  

    客語沉浸於國語課程，不僅豐富老師的教學，也讓多元語文能力內化在學生生活中；

以具多元文化深度的語文課程為主軸，培養學生跨文化溝通能力，促進學生對在地文化

的理解及認同。 

(二) 藝文領域專任教師鍾秋斌老師：  

    一起讓孩子更好，就是這些年來跟采玉老師，協同跨域教學最好的註解。看到采玉

深耕國語文教學，更以推動閱讀當作增廣孩子視野的橋，加上沉浸式客語的融入，讓國

語文的教學不僅多元，在地更能接國際。 

    每一次的小書教學，除了內容的經營規劃之外，我們最常一起討論，小書的形式創

意與呈現方式，在有限的節數下，我會讓該班的孩子在視覺藝術課程的時間，進行封面

的繪製，插圖的設計等等。或許對孩子來說，彷彿還是一堂語文課程，但無形之中，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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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們已經學會了視覺藝術當中的設計的課程，包含版面的編排、文字的設計，插圖的繪

製與安排、剪報的心得製作等等，孩子們在這樣的學習模式之中，增加了許多設計的能

力，孩子們互許不知道，在采玉老師的課程薰陶之下，所累積出來的能力，才是未來自

己在社會上的競爭力。簡單來說，擔任業務的孩子，擁有會做簡報的能力，會自己設計

文案，推銷企畫，更能夠有邏輯清楚的表達。這樣的種子已經播下，期待深根發芽茁壯。 

(三) 鄉土課薪傳師劉淑貞老師： 

    采玉老師認真教學，是全校教師有目共睹的，更是全國進行「客語沉浸式教學」的

先驅。采玉老師不僅於客語沉浸教學上努力，在課程設計與規劃上更為用心，每每設計

出創新、啟發、多元又有趣的課程，學生經過這些課程的洗禮，於我授課的「客語結合

十二年國教校定課程」中，總是表現不凡。例如:比起其他班級更為積地極參與活動，能

發揮小組合作之團隊精神，更具思考、規劃力，可喜的是客語能力明顯較強，還能展現

自信活潑大方地以客語來展演，真令人驚豔，亦看見客家文化傳承的曙光，此為采玉老

師實施「客語沉浸教學」的成效，應於嘉許褒揚。 

(四)學務主任洪琳琦老師(也是學生家長)： 

    身為客家媳婦，遇到了很疼愛孫兒的公婆，老人家和孫子說話的時候總是會「自動」

轉化成用國語溝通，因此小孩並不太會聽、說客家話，對於這樣的情形，其實心裡覺得

有些可惜。 

    但是到了采玉老師的班上，老師使用了客語沉浸式教學，所以在耳濡目染之下，小

孩會突然蹦出一、兩句客家話，或是聽得懂一些簡單的客語指令，令不會說客家話的我

十分欣喜，感受到客語傳承的愉悅感。 

    此外，在國語科的部分，采玉老師也會將課程內容融入日常生活當中，在寓教於樂

的情形下，小孩能在教學活動中學到一些客語的「名詞」部分。在公婆家稱呼物品的時

候，有時會自然而然的使用客語發音，讓公婆聽到了會主動順勢再介紹一些物品的客語

發音，使祖孫間的溝通不再僅限於國語，這是我覺得沉浸式客語教學最棒的一個部份了！ 

三、家長的肯定 

(一)秉言媽媽： 

    首先要感謝學校有這樣的資源，讓學生的客語有進一步的學習，原本客語完全不懂

的秉言，在沉浸式教學中學會了許多客家話，回到家中還會教我唸，如此順其自然的教

學一點都不會影響到孩子的學業成績，相反的有加分得效果喔! 

    孩子的收獲肯定是有的，在這次成果發表會中，我才知道什麼是沉浸式教學，讓學

生在沒有壓力的情境下，自然的學習第二種語言，老師的教學內容又能與生活做結合，

無形當中學生已學會了不少客語。 

(二)皓翔媽媽： 

    雖然父母都是客家人，但平日習慣用國語與孩子交談，還好學校還能接觸到客語教

學，使得小孩與阿婆溝通都沒問題，對於學業成績方面幾乎沒有不好的影響，反而學習

更有趣加強了他的創意與學習能力。 

(三)瑾威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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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客語沉浸教學的課程，會教學生有關客語的米食製作(畫)、小書製作、包春捲……

都是很有趣、小朋友非常喜歡的創意課，再加上還有請秋斌老師教小朋友彩繪桐花書袋，

真是收穫良多，太棒了！ 

   
秉言媽媽的回饋 1 秉言媽媽的回饋 2 皓翔媽媽的留言 

 

 

瑾威媽媽的留言 學生在黑板的溫馨塗鴉 

玖、結語 

    客語沉浸教學具備永續能量，搭配創意的語文讀寫教學法，此教學方式有系統性的影

響力以及有複製和永續的可能性。 

    ~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 

采玉在班級實施「國小客語沉浸教學」已超過十年，期間轉化運用臉書社團「溫老師

備課趴 Party」的優質創意教學與點子，運用語文創意讀寫教學法，讓學生能透過老師設

計的教學遊戲、口頭發表、角色扮演、即興戲劇等方式樂在其中，並願意開口說自己的

母語~客語；甚至能在有策略教學設計下，帶領學生進行創意讀寫教學，發想自己天馬行

空的想法完成有趣的故事、創作一本本屬於自己的繪本小書。 

另外，因為具備這些教學經驗值，期許有更多人看見國語教學中運用「客語沉浸教學」

成為推廣客語的另一條路徑，所以采玉也應客委會委託民間的電腦公司以及屏東縣客務

處、屏東大學、屏東縣原資中心和屏東縣本土語輔導團的邀約，進行多次的教學分享。 

在專業成長方面因為有屏東大學幼教系「客語沉浸教學」專業團隊的教授們透過辦理

各項回流研習，不斷給予學理研究、教學實務上的指導及回饋。采玉在上述厚實的教學

支持系統下，深耕「國小客語沉浸教學」十多年，延續這樣的起心動念，我也將抱持著

傳承母語的美麗使命，繼續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