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4 45原教界2022年06月號105期 原教界2022年06月號105期

Frontier原教前線 フロンテｲア
部編本客語文教材的編纂

教育部
向來重視本土語言的復振、教學、

培育與推廣，於是從1996年起，推
行國小三到六年級每週40分鐘的「鄉土教學活動」，
焦點幾乎都在語言。當時客家地區的小孩大都還會講

客語，師生及家長大都持非常保留的態度。教育部也

在2001年制定「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訂
定「鄉土語言」為國小生必選修科目。之後，客語基

本上還是由支援教師挑大樑，前述的現象並無太大的

變化。

重視本土語言

2008年將「鄉土語言」改為「本土語言」，並
於2014年11月公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總綱》，將課程向下延伸至小一。為了配合2019年
實施的《國家語言發展法》而修訂的「十二年國民

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客

語文）」明訂自111學年度起，除國小必選修本土語
文外，還要求國中一二年級也必選修，高中因採學

分制，改而要求至少必選修2學分。
從1996年初次把客語帶入國小課程，迄今已推

展16年，期間教育部投入相當的經費與精神，編輯
了客語六腔教材，即坊間通稱的「部編本客語教

材」，當時尚假定客語區孩童大都

還會講。如今時空變異，為了呼應

十二年課綱以及配合《國家語言發展

法》，國教署為顧及客語少數腔孩童

的受教權，再度於2021年啟動「部編
客語分級教材」的計畫，委託台南大學

張惠貞教授主持，預計將於今年7月出
版國小一、二年級等四冊（每年級分上

下冊，兩冊合稱為第一級教材）、國中

七年級一冊，高中十年級一冊，共六冊教

材，每冊教材均以四縣為母本再譯寫成其

他腔別。「譯寫」即並非全然一對一翻

譯，而是每一腔都採用生活使用的語詞、語

句來改寫，使其完全在地化（localized）。

教學指引與教材不同，是共用一本，因教學者想從指引中參考的應

是教學的方法、步驟與設計內容，若用各腔客語來書寫，會增加閱讀的

困難。雖然我們已將內容改寫成生活語言，對部分支援教師而言，可能

都還是需從華語中解讀。這只是輔助的參考書，我們不像坊間的教師手

冊，大量提供客家諺語、俗語、謎語等資料，是以生活語言為主，而大

部分的諺語、俗語等都非生活中能應用的。

編輯理念

基本上，主題依循「個人與自我、個人與家庭、個人與學校、個人

與社區、個人與族群、個人與自然環境、個人與社會」，以個人為核心

往外擴充，採取較宏觀的視野，傳授客語素養與口語表現。此外，教材

也將在語言學習中融入社會與文化，藉以培育客家子弟在自尊與自信上

有所本，讓他們認同客家背景，透過教材理解客家的文化。上述主要都

依附在以客語學習的教材中，朝著教育部推行的CLIL（課程與語言融合
教育）目標前進，本教材不僅要讓學童學會客語，還希望能為學校教師

提供語言與課程融合的語言學習策略與方式。

最具特色的是我們的內容核心為生活語言，所學習的客語或語句能

自然地與生活連接。筆者為英語師資培育者，我的學生大都為現任的中

小學英語教師。這兩年，教育部在推廣CLIL教學，將英語教學融入其他
相關課程。學校重視客語遠不及英語，唯有透過CLIL教學，搭配客委會
的「沈浸式」與「融入學校自訂校本課逞」方案，得以實現十二年課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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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語教材打破傳統，採用每課分1到3個情境來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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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語部編版分級教材第一級上下冊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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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讀寫講來進行多元的活動設計，務期使每

位學習者能在反覆練習中學會內容。

五、第三冊以後，為了貫串前後課文，

會列出小朋友在國語課本已學會的語詞，條

件是他們同時也是客語常用詞，只是讀音不

同。這些語詞並不一定會算在20個新詞之
中，這樣的編輯旨意是想要讓教師能做橫向

的跨域學習，借用國語、數學、生活等課程

的詞彙，相信對學習客語具有雙重效用。一

者增加國語詞彙與客語讀音關聯性的連結，

再者能擴充客語的詞彙量。

六、「教師指引」僅供教學參考，主要

的教學活動還是把教室變成平台，讓學生有

機 會 講 客 語 ， 教 師 只 是 個 觀 測 者

（monitor），維護課室秩序，掌控教學流程
的順利，以達到教學目標；但所有的活動需

以學生為重心，老師只要在課前準備資料，

事先分給學生讓其回家準備，他們可以問家

長或會講客語的鄰居，盡量把客語帶回家庭

與社區，並帶回教室與同學分享，進行討

論，充分使用客語溝通，自然達到沉浸

（exposure）的目標。

客語教材即將問世

部編客語分級教材終於要在2022年7月與
大家見面了，我們固然感到欣慰，更多是惶

恐。欣慰是因為我們克服了種種困難、挑

戰、質問與反對聲浪，惶恐是因為出版後大

家的接受度。我們在教材內容的取捨中，備

受煎熬，因為有很多新的理念，基本上是把

教學內容、教學活動、評量設計等結合在一

起的編撰方式。如今六冊教材均已編撰完

成，希望在最前線的教師能給我們指教。

部編本客語文教材的編纂

保

鍾榮富

屏東縣高樹鄉人，1955年生。美
國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語言學博

士。著有《台灣客家話語言導

論》、《台語的語音基礎》等專

書，研究領域為音韻理論、英語

教學、華語教學、漢語方言研

究。現為南台科技大學應用英語

系講座教授、部編版客語文教科書總編輯。

的素養要求，才能有效地推廣客語教學、提升

學習成效，並看到客家孩童有尊嚴地開口講客

語。

質言之，我們教材編輯的目標明確，就是

要讓學童能在沒有壓力下習得語言，並能立即

應用於生活。編輯的理念構想清楚，就是採用

CLIL架構，讓學童能用客語學習各學科的內
涵。學習方式有策略，透過遊戲與競爭，自然

學會客語。

方向與目標

客語教學的終極目標是要學習者能開口

講出心中想要講的內容、思考或理念。因此

我們的方向如下。

一、以口說的生活客語為主。各腔客語

都面臨快速流失的窘境，應設法讓孩子能

講、勇敢講、到處講。基於此，教材內的客

語與生活關係密切，可以帶回去與家人直接

溝通應用的語詞、語句。課堂上別請小朋友

看著書念，指著書教學，課程內容只是基

底，重點是和學生直接講客語，構想如何溝

通，整個教學活動的核心是學習者，教師只

需維持秩序，提點教學及掌控進度。

二、因生活語言有許多的虛詞或功能詞，

如「在」、「等」等，各地方的口音或讀音都

不盡相同。遇到讀音有差異時，勿拘泥於課

本，需根據教師的發音，藉以取得自然、一致

的讀音。不可去否定孩童父母親的客語腔調，

任一家長講的都是正統、標準的客語。客語的

包容性很大，即使同為四縣客，有人用

「同」，有些人習慣用「摎」，有人認為假設

語句要用「若係⋯⋯」，有人則堅持「係講⋯

⋯」，遇到這種情形，應要體認客語腔別多，

常見的六種腔別能概括。客語因散布廣大，與

當地居民的語言、腔別接觸頻繁，「個人」都

可能是個獨立的個別腔（idiolect），需面對客

語的多元化、多種語音及用法的事實。

三、課本的編輯理想是「循序漸進」，我

們參酌語詞頻率、句法簡繁之層次、心智年齡

發展的差異等科學指標，盡量每課不超過15-20
個新詞，故有些內容、句子、用語會顯得「不

很自然」，這是循序漸進編輯的苦衷。雖然課

綱要求音標要到第二學習階段（三、四年級）

才正式教授，但本教材不僅為各學習階段各年

級而編撰，同時也為了呼應「分級」理念，故

在第一、二冊未完全排除客語聲調的認讀與拼

寫，我們不用音標而從聲調辨識開始。由於教

材的編輯採用溝通教學法，在語音教學上溝通

法特重超音段（suprasegments）的入門，我們
採用學過的漢字（客語詞）讓學童辨認客語的

聲調類別，而不是去「教授」客語聲調或記誦

聲調類別。

四、我們打破傳統，採用每課分1到3個
情境來編輯。傳統上，每一課就是一個課

文，後面附上練習、生詞、句型等，且受到

聽講教學法的影響，坊間教材多著重諺語、

熟語、師傅話等結構背誦。我們的課文就某

一主題或句型進行編輯，每課有多種情境及

活動，旨在讓學習者就情境的內容分別從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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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不同的活動提供學生進行對話練習。 希望學生藉由反覆對話來習得生活用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