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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
2005年我進入新

北市客語輔導小

組，至今都沒離開過，這段

期間我三次商借擔任指導員

職務，在指導員生涯中今年

邁入第十年；指導員的主要

任務是到新北市所有的高中

職、國中小學及幼兒園訪查

輔導，每週回自己的學校教

授兩節課，即使是兩節課，

北新國小總是能依我的意

願，讓我擔任客語教學。

走讀校園時光

按照規定，指導員每學期

至少要到訪36所學校，一學年

至少會去72所學校，在新北市

共計約350所學校中，平均一

所學校大約四年才會到訪一

次。我感到很有趣，因為每天

都去不同的學校、看不一樣的

風景、帶著不一樣的心情，感

覺每次出發都像是去不同的地

方旅行走讀。

指導員到各學校有固定

的流程，依照檢核表內容逐

項檢視學校在本土語文的教

學進度，由我們提供學校在

本土語文項目執行不足或執

行困難的解決方法；另有一

部分時間在觀看客語教學，觀

看教學有觀課紀錄表，所有的

表件都會在每學期初發文時一

起附上，這也是期待學校在收

文時，能安排觀課並給予被觀

課老師紀錄表，讓老師在被觀

課前做好充足的心理準備及實

體的教學準備。

客語的活力在教學面有一

定影響，本文我以多年在學校

擔任客語老師、在輔導小組擔

任指導員的工作心得和見解，

進一步提供個人看法。

教有夥伴、學有同伴、快樂

相伴

客語教學對我來說是挑

新北市的客語教學

戰，即使目前我在學校已是

資深老師，仍會面對很多的

不確定性，相信多數客語老

師與我有相同的感受。我希

望學生學習客語能落實應用

在生活中，因此研發教材勢

必不可少，在實施九年一貫

課程之前，我就投入時間研

發教材，教室就是我的實驗

室，直到現在沒有停止過，

這樣的動力源自於我看到語

言在消失，因此我期許往後

的有生之年，仍要不間斷地

耕耘客語。

客語輔導小組在客語教

學扮演重要的地位，從研發

教材、創新教學、創意教

具、團員增能、團員共備

課，到團員帶領客語教師共

備課，將現有課程融入創新

教學和應用教學新策略，研

發學習新世代創意教具，讓

學客語變得更有趣；除了實

體研習，線上教學群組共同

討論對話，以及團員的合作

協力，時時刻刻都在引領現

場教學，真正做到「教有夥

伴 、 學 有 同 伴 、 快 樂 相

伴」，客語一家親的緊密關

係。雖然客語在新北市早已

失去了語境優勢，唯一的語

境是近幾年在捷運、公車、

火車、高鐵上的循環式對譯

報站廣播，這也表示語境需

要在公共場合出現，唯有語

言的能見度高，該語言才會

被復振，同時顯現在家庭對

話時式微的語言，可以藉由

公共場所需要而逐漸看到使

用效果。

輔導小組團隊是合作夥伴

以我目前任教的北新國

小為例，學生不再說沒聽過

客語，轉而會問「這句客語

怎 麼 說 ？ 那 句 客 語 怎 麼

說？」即便如此，選習客語

的人數並未因此提高，其中

「使用客語」無疑是重要的

問題癥結，畢竟能在生活中

被使用的語言才能存活，這

也考驗著客語的語言環境營

造及客語教學，需要運用更

多有效的學習策略。

到校輔導訪視看見客語

老師的教學，經常讓我有股

衝動想要幫忙教，這股衝動

新北市的客語教學
新北市の客家語教育
Hakka Language Teaching in New Taipei City
文‧圖︱羅金枝（新北市本土語文指導員、新北市北新國小教師）

客語輔導小組召集人李顯鎮校長勉勵參與共備課的老師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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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園的走讀時光，心
情就像風景一樣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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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S-2.0學習社群

十二年國教總綱的理念是

「自發、互動、共好」，我用

愉快的心情在生活中實踐。我

參加學校跨領域的MAPS學習

社群，所以也利用FB的夢N國

小MAPS共備社群，導入成為

客語的學習模式，首先在增能

研習以現有的教材為實例，帶

著客語老師細部化操作，利用

圖像、表格協助老師組織訊

息，再以暖身、基礎、挑戰三

層次的提問設計任務，合作互

動圖像發表搭建學習鷹架，口

說、圖表、戲劇梳理內化習得

歷程。這樣能讓老師們知道一

般的教師手冊固定化教學只是

一種選擇，團體學習也可以為

孩子們各自量身訂做，將不再

受限於團體齊一的進度，並妥

善照顧到不同程度的學生。上

述的學習策略轉化需要老師勇

於接受挑戰，首先老師要投入

時間準備課程，建立孩子個人

的學習資料夾，除了要精熟學

生的學習教材內容，也要熟練

MAPS操作步驟，最終才能促

成學生自我學習、合作對話與

友善溝通。

讓客語成為有趣而自在的學

習和生活表達

在每年不斷的精研學習策

略中，客語輔導小組也舉辦教

案徵選及教學短

篇的拍攝投稿，

從中發現老師的

教學非常生動活

潑，學生有活力

且專注參與學

習，讓人感覺到

教室有春天的氣

息。每所學校在

指導員觀課後要

擇優提報教學績

優，對客語老師

無疑是非常大的

鼓勵，多年來拿

過績優、獲得榮譽的老師更不

願落後，反而更加努力、更願

意參與進修、更喜歡嘗試新的

教學法、更主動在客語教學上

做分享，看著這樣一點一滴的

改變，就像螺旋越繞越大、越

繞越多，少數缺乏動力的老師

也被這股風氣影響而有所作

為。

在整體制度方面，有負責

思考與決策的高層必須做組織

結構及行政事務的革新與改

變。我是本土語文指導員，除

了協助解決學校和老師的教學

問題，也不斷地研發教材，再

以客語輔導小組為軸心、有效

學習客語為半徑、擴展客語學

習為導向，持續以身為老師的

想法為出發點，奮力去做想做

的、該做的，就是要讓學生感

受到學習客語真有趣，在生活

環境中自然而自在地使用客語

表達。

使我充滿動力蒐集更多有效

的語言教學策略，正逢十二

年國教要具備核心素養的學

習內涵，在學習重點的內容

表現上，輔導小組團隊研發

教案示例，從無到有、從有

中產出新的學習策略，一方

面符合十二年國教的領綱宣

達，另一方面傳達新的學習

計畫，上述串聯方式成功達

到共享與共好的目標。

具體實踐從計畫研習開

始，配合老師們方便參加的

時間做為主要考量，以客語

老師的立場換位思考研習本

身，當老師都進入群組討論

後，取得最大公約數的邏輯

模式，分組、分場辦理，賦

予任務並以挑戰達成任務為

目標，自我期許完成任務是

最大的成就。輔導小組團隊

是合作夥伴，不斷提供解決

問題的答案，同時給予充分

的慰勉和鼓勵，就這樣在愉

快且無壓力的環境中完成學

習策略增能。

危機與轉機

學校依據學生的選填意願

開課，多年來我發現有以下六

種情況發生，包括學校行政沒

發選習意願表給導師，全校只

開一種語言課；導師拿到選習

意願表沒發給學生，全班只選

一種語言課；都有依照規定發

選習意願表，學生也分散選習

各種語言，卻因聘任師資、空

間、交通等種種因素，最後全

都學一種語言；學校學年度更

替，導致本土語文業務交接斷

鏈；學校教職員工對本土語文

的認知及認同度薄弱；學校、

社區或家庭對本土語文的意識

偏頗。

就以上發現，我認為每

年的選習意願表要徹底執

行，建立資訊化SOP流程，學

校負責處室增派人力協助處

理本土語文業務。因為每年

都要重新發一次選習意願

表，造成學生選習有許多面

向的變數，家庭背景是否有

接觸該語言的先備經驗，或

是學生分別學習一年、二

年、三年等而造成的程度差

異；所以除了先做學習前

測，依能力分級學習之外，

我們能做的就是在教學策略

上進行改造。

文健站的長輩與照服員
一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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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金枝

苗栗縣頭份市斗煥坪客家人，1962年生。台灣師範大
學台文所碩士。長期關注客家人及客語文相關事務，

曾在學校擔任教學組長、活動組長、班級導師、科任

教師、教師兼客語文團員。現任新北市本土語文（客

語文）指導員、新北市北新國小教師。

新北市的客語教學

規劃唱遊接龍、賓果
連線和打地鼠等遊戲

結合教學，藉此激發
孩子的學習興趣。

客語學習融入遊戲的新
世代創意教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