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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名稱：媒體大集合 

參賽者姓名：傅千珊 

學校名稱：臺南市東區崇明國民小學 

教材來源：真平版第 11 冊第四課 

教學年級：六年級    教學時間：120 分鐘 

 

壹、創意教學背景： 

一、社區背景：  

崇明國小位於臺南市東區，人口稠密，屬都會型學校。全校學生 2944 人，教師

138 人，屬大型學校，除了小學部以外，尚有雙語班 6 班。本校為臺南市國際教

育中心學校及英語資源中心學校，因此學生國際化及英文程度頗高，每年辦理國

際交流及多元文化週，鼓勵學童開拓視野，立足台灣，放眼天下。為了拓展國際

交流，培養 21 世紀世界公民，特別設計此課程「媒體大集合」，讓學生更加了解

各種傳播媒體的用法，與世界更接近。 

 

二、學校本土語教學現況：  

本校屬於閩南地區，學生以閩南族群為多，佔 98％；尚有客家族群及少數原住

民。客家族群雖然人數少，但學校積極爭取客語生活學校，每年皆為客家族群開

課，參加全國客家藝文競賽成績斐然，103 年獲得南區歌唱表演類特優。原住民

雖然只有 8 位學童，學校排除困難爭取經費、延聘師資，開課率達百分百。 

閩南語從一到六年級都按教育部規定開課，學生學習閩南語興致高昂，以活潑化、

生活化教學為主，辦理臺灣母語日、各項活動描述如下： 

 

1.配合學校課程，鼓勵學生多聽多讀，圖書館設立閩南語專區。  

2.每週臺灣母語日活動以生動活潑的短劇、比手畫腳遊戲、俗諺教學、童謠兒歌

教學……等吸引學童興趣。 

3.建置台灣母語日網站，將學生學習成果及教學影音放置網路，創造E時代教學。  

4.合唱團參加比賽選用閩南語及客家歌謠，並於校慶演出。  

5.辦理校內各項比賽，如：低年級閩南語說故事、中高年級閩南語演說朗讀及閩

南語字音字形比賽，培養學生對閩南語更上一層樓的機會。 

6.鼓勵學童參加對外教育局辦理之各項閩南語比賽，如：魔法語花一頁書、本土

語言小小解說員比賽、閩南語微電影比賽、語文競賽、市長盃……等等。 

 

三、閩南語教學概說：  

（一）教學面向：從一年級開始，從簡單的童謠、韻文入手，先引起學生學習興

趣，唱唱跳跳，再慢慢加深加廣。本校音標教學是從三年級開始，避免學生一年

級學習注音符號與臺羅拼音混淆，再慢慢加入讀寫的部分，高年級增加閱讀與寫

作的份量，期待學童能在生活化、日常化，經常的使用閩南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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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利因素 

1.本校位於都會區，學生慣常使用華語交談，放學繼續補習英語，因此閩南語會

聽不會說的現象非常普遍。 

2.閩南語一週只有一節課，不像華語一週有 5 至 7 節，能夠在課堂上教學的部份

很有限。 

3.家長重視華語及英語教學，認為閩南語可有可無，並不把母語教學當作重點。 

  



3 
 

課文內容 

「電視」 

和手有關連
的動詞 

各種媒體的
講法 

媒體的 

工作者 

新聞報導 

貳、教學目標：  

一、讓學生認識多種不同的媒體。 

二、學生能學會多種媒體的閩南語說法。 

三、學生能了解多種媒體的功能，並知道如何從媒體中獲得資訊。 

四、培養學生合作學習的精神。 

五、讓學生學習和手相關的語詞 

六、讓學生了解媒體的工作者。 

 

參、創新教學活動 

 

 

 

 

 

 

 

 

 

 

 

  

媒 體 

大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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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文內容_「電視」 

課程名稱 課文教學_電視 教學時間 40 分鐘 

教學目標 了解課文內容 

熟練電視的各種功能 

和同學合作學習、編排舞蹈。 

能力指標 1-2-7 加強建立聽辨閩南語後，把握述題、把握內容、重組

內容的初步能力。 

1-2-8 加強建立聽取教師閩南語教學語言、教學內容的能

力。 

1-2-12 加強聽辨後複述、分析、整理的能力，奠定終身學習

的能力。  

1-2-17 能運用錄音機、錄影機等科技產品，記錄自己或別

人的閩南語語段，從而進行聽辨、討論，以增進聽辨能力。 

2-2-10 能順暢而熟練的使用閩南語。 

教學準備 教學光碟、課文掛圖、錄音機、錄影機 

教學策略 引起動機→講解→朗讀→討論→編舞、排練→表演錄影 

教學步驟 一、引起動機： 

媒體的瞰鏡 

教師先問學生：「各位同學，恁敢知影啥物是媒體？」

學生回答之後由教師統整：「媒體就是會當傳播資訊的

工具。」 

教師問學生：「恁厝裡有啥物媒體？」讓學生發表後，

統計各項媒體哪一種數量最多。 

二、講解課文： 

先由教師帶領全班念一次課文，再圈出本課語詞

「牽」、「跤球」、「面頭前」、「鬼仔節」、「同齊」、「枵

餓」、「目屎」。請學生複述並解釋意義。等熟悉語詞後

再讓學生練習課文，熟練課文。 

三、唱跳學閩南語： 

播放課文歌曲給學生聽，讓學生分組編舞，由學生討

論動作及表演內容，在學生討論時並播放課文歌曲，

使學生在自然中熟悉閩南語。 

四、表演錄影： 

討論 10 分鐘後，分組上台演出，並觀摩其他組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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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排練中 小組表演 生動活潑的演出 

 

二、和手有關連的動詞 

課程名稱 和手有關連的動詞 教學時間 20 分鐘 

教學目標 瞭解手部的動作 

瞭解手部動作的閩南語用法。 

能正確使用閩南語描述手部動作 

能力指標 1-2-8 加強建立聽取教師閩南語教學語言、教學內容的能力。 

1-2-12 加強聽辨後複述、分析、整理的能力，奠定終身學習的

能力。  

2-2-5 能熟練運用閩南語表達感受、理智、想像、欣賞，並且

能創造相關語句。 

2-2-9 熟悉閩南語中重要的語音成分。 

 

教學準備 教學圖卡 

教學策略 講解→討論動作→示範→表演、遊戲 

教學步驟 一、講解： 

教師詢問學生：「佗一寡動作和手有關連？」學生回答後，

由教師統整：牽、捾、遏、拗、攬、掖、摸、縛、掠、扶、

擲、搖、擠、敨、搝、掣、捋……等。 

二、請學生設計各種手部動作 

每一個動詞都請學生發表並設計動作。 

三、示範 

請一位同學上台示範各種手部動作，並要全班跟著練習。 

四、遊戲「比手畫刀」 

請一位同學上臺，做出老師指定的動作，哪一位小朋友最

先答出即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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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同學討論手部動作 小朋友思考設計動作 上台表演及遊戲 

 

三、各種媒體的講法 

課程名稱 各種媒體的講法 教學時間 20 分鐘 

教學目標 1.讓學生認識各種不同的媒體 

2.讓學生辨認平面媒體和電子媒體。 

3.了解各種媒體的閩南語用法。 

4.能熟練使用閩南語描述各種媒體。 

能力指標 1-2-8 加強建立聽取教師閩南語教學語言、教學內容的能力。 

1-2-12 加強聽辨後複述、分析、整理的能力，奠定終身學習的

能力。  

2-2-5 能熟練運用閩南語表達感受、理智、想像、欣賞，並且能

創造相關語句。 

2-2-9 熟悉閩南語中重要的語音成分。 

2-2-10 能順暢而熟練的運用閩南語。 

教學準備 教學圖卡 

教學策略 講解→複習→遊戲 1→遊戲 2 

教學步驟 一、講解 

教師先將媒體教學圖卡貼在黑板，詢問學生：「恁敢知影遮

欲讀作啥物？」由學生回答後，教師統整媒體分為「平面

媒體」和「電子媒體」。 

二、複習 

藉由教師領念、分組念熟練語詞，並可藉由抽問的方式提

高學生學習興趣，也可以使用分組競賽，看哪一組答得又

快又正確。 

三、遊戲 1：歡樂對對碰 

請學生將課本後面的語詞圖卡取下，共 7 張，「報紙」、「雜

誌」、「海報」、「廣告單」、「廣播」、「電視」、「網路」，請學

生兩人一組，先把文字朝下，有圖案的那一面遮起來，會

有兩排上下的圖卡但順序不同，接著兩人猜拳，贏的人可

以翻一張圖卡如果能正確說出圖卡的內容又能翻出對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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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卡即得分，若沒有翻出相對應的圖卡，兩張都要放回原

處。全部翻完分數最多的人贏。 

四、遊戲 2：我是神槍手 

請學生在自己的 7 張圖卡上都寫上座號，接著全班同學帶

著自己的圖卡到處走動尋找挑戰者，找好了之後兩人同時

出一張圖卡，先說出對方卡片的人可以贏的對方圖卡，7

張卡片全部輸光的人就要坐回位置，看誰最後的到最多卡

片即是贏家。最後要把卡片依據座號還給同學。 

   

歡樂對對碰 激烈的猜卡遊戲 看誰先猜出對方卡片 

 

四、媒體的工作者 

課程名稱 媒體的工作者 教學時間 10 分鐘 

教學目標 1. 讓學生了解媒體的工作者。 

2. 讓學生知道媒體工作者的閩南語說法。 

3. 讓學生能應用閩南語描述媒體工作者的工作。 

能力指標 1-2-8 加強建立聽取教師閩南語教學語言、教學內容的能力。 

1-2-12 加強聽辨後複述、分析、整理的能力，奠定終身學習的

能力。  

2-2-5 能熟練運用閩南語表達感受、理智、想像、欣賞，並且

能創造相關語句。 

2-2-9 熟悉閩南語中重要的語音成分。 

2-2-10 能順暢而熟練的運用閩南語。 

教學準備 短片 

教學策略 講解→播放短片→統整、複習 

教學步驟 一、講解 

教師先問學生：「恁敢知影電視新聞是按怎製作出來的？」 

學生回答：「愛有記者去採訪新聞」、「愛有攝影師去攝影」、

「愛有剪輯師來剪輯」、「擱有編輯來編寫」、「主播來播出

新聞」……。老師統整寫在黑板「記者」、「攝影師」「剪輯

師」、「編輯」、「主播」……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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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播放「小主播看天下」短片（4:41） 

三、複習媒體工作者的用法。 

 

   

觀賞「小主播看天下」 討論媒體工作者 發表媒體的工作者 

 

五、新聞報導 

課程名稱 新聞報導 教學時間 30 分鐘 

教學目標 1.讓學生選擇新聞的重點 

2.讓學生練習寫新聞稿。 

3.讓學生學習用閩南語播報新聞。 

能力指標 1-2-17 能運用錄音機、錄影機等科技產品，記錄自己或別人的

閩南語語段，從而進行聽辨、討論，以增進聽辨能力。 

1-2-12 加強聽辨後複述、分析、整理的能力，奠定終身學習的

能力。  

2-2-5 能熟練運用閩南語表達感受、理智、想像、欣賞，並且

能創造相關語句。 

2-2-9 熟悉閩南語中重要的語音成分。 

2-2-10 能順暢而熟練的運用閩南語。 

教學準備 報紙一份 

教學策略 引起動機→討論→發表→統整 

教學步驟 一、引起動機 

教師問學生：「最近有啥物新聞？」學生回答後，教師：「遮

的新聞攏是你有聽過，抑是最近社會上較重要的消息，對

無？」 

二、選擇新聞 

1. 將學生分成 4 人一組，每組發下一張報紙，請學生選出

一則值得播報的新聞，並用閩南語說說看。 

2. 一組 4 人分別擔任「記者」、「攝影師」、「編輯」和「主

播」，由主播和記者負責播報，攝影師拍攝，編輯潤飾

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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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討論 10 分鐘後分組發表，各組攝影師要拍攝。 

 

三、教師統整 

針對各組播報的新聞加以肯定及修正。 

   
討論新聞稿 小記者新聞播報 小攝影師現場錄影 

 

肆、學生學習成效 

    經由學習單(如附件一)的前測及後測發現，受測學生為兩個班級共 54 名學生，

學生在前測時，對於媒體的認識非常有限，對於媒體的定義、媒體的種類一知半

解，動作大概有 4 成的學生可以說出五種，新聞稿更是不會寫。但是在授課結束

後，有八成的學生能夠了解媒體的定義，有高達九成的學生能說出三種媒體，手

部動作能作出十種以上的高達 98％，而新聞稿的撰寫在經由老師的提示教導後

百分之百的學生都能寫出新聞稿，並能和同組的小朋友分工合作播報閩南語新聞，

學生反映非常有趣，是一個全新的體驗，以前從來沒有過，很希望能再播報一次。 

 

分析如下： 

一、媒體的定義 

學生在媒體的定義了解程度方面，上課前可答對的人數只有 5 人，佔全部的

9.25％，上課後答對的人數有 44 人，佔全部的 81％。 

 

二、寫三種媒體擱講看覓 

請學生寫出三種媒體並用閩南語說說看，在上課前學生能正確寫出三種媒體

的有 11 人，大部分學生會把媒體的載具和媒體本身混淆，如認為手機、電

腦也是媒體，但是事實上新聞報導及網路新聞才是媒體。經由上課澄清觀念

後，答對的學生達到 51 人，佔全體學生的 94.44％。 

三、手的動作 

請學生勾選會做的手部動作，主要是讓學生辨認是否能認識手部動作的閩南

語漢字，及作出該漢字對應的手部動作，在上課前能做出五項以上的學生有

40.74％，但是在授課後，能正確對應超過十項手部動作的學生高達 98.14％。 

四、閩南語新聞稿 

經由中年級開始教授臺灣羅馬字拼音，到高年級的學生閩南語文能力應該具

備書寫簡單短文的能力，但是閩南語的新聞稿是一項新的挑戰，大多數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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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上課前都不會寫閩南語的新聞稿，不知道格式也不會書寫內容，經由老

師提供每組一張報紙，教導學生從報紙上的新聞慢慢翻譯成閩南語文之後，

幾乎全部的學生都能夠寫出一篇閩南語新聞稿，達成率從原來的 0 上升到

100％。 

 

 

表一     學生前測及後測學習成效比較圖 

 

 

 

創意教學的學習成效： 

一、透過肢體動作讓學生加深課文印象。 

高年級學童對於歌曲律動沒有中低年級來的興致高昂，但如果讓他們自己

設計動作再加上小組競賽，高年級學童就比較容易投入其中，有參與感及

創作性在裡面，激發學生肢體及表演藝術的整合，讓熟悉課文在不知不覺

中達到目的。 

二、增強團隊合作的學習精神。 

小組演出必須大家一起集思廣益及團隊合作，從教學過程中可以看出，學生

有分工合作的概念，有一些組別由特定學生吟誦課文、特定學生表演內容，

有一些組別則是全組一起演出，各組有不同的設計，透過合作學習使小朋友

對於課文理解更加精進。 

三、了解手部的各種動作及閩南語用法。 

手部的動作有很多，以往學生只知道簡單的「摸」、「打」、「提」……等等，

透過討論及老師的說明，學生可以認識十七種不同的手部用法，並透過遊戲

來了解各種手部動作的閩南語說法及用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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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透過遊戲加深學生對各種媒體的閩南語用法。 

媒體是傳播訊息的工具，以往學生處在媒體充斥的社會，卻不知道每天接觸

到有什麼媒體。透過遊戲讓學生了解到媒體可以大致分為「平面媒體」和「電

子媒體」，而各種媒體的閩南語用法也在遊戲中讓小朋友不知不覺中熟悉，

想要迅速說出對方的媒體牌，一定要將媒體的用法記住並正確說出閩南語。 

五、透過討論使學生對於各種媒體工作者更加了解。 

學生每天接觸媒體，卻不知道媒體是如何製作出來的，透過影片觀賞使學生

了解製作過程，並經由討論和統整得到各種媒體工作者的工作及流程。使學

生知道每天收看的新聞是如何製作出來。 

六、由小朋友播報新聞及錄影，實地操作新聞製作。 

藉由實地操作，使小朋友增強寫作的能力，思考閩南語新聞稿的寫作，藉由

全組討論，不明白的用字會詢問老師或家長，使學生有自我學習的機會。藉

由新聞播報讓學生嘗試自己製作新聞，還有利用電子儀器來記錄自己的播

出。 

 

伍、補救教學措施 

學生問題一：媒體定義不會寫的有 7 人。 

針對不會寫的學生，下課後個別輔導，說明媒體的定義，並舉出實際的例子讓學

生明瞭。 

 

學生問題二：無法寫出三種媒體的有 4 人。 

請不會寫的學生參考課本第 54、55 頁，有關媒體的語詞再加強輔導，可分為平

面媒體和電子媒體。讓學生了解各種媒體不同的特性 

 

學生問題三：新聞稿中錯字多。 

新聞稿中，學生會用中文來代替閩南語用字，或是語句不通順，無法用閩南語順

利讀出的部分，經由教師修改後，發回給學生訂正，念起來就比較通順了。 

 

陸、教學省思： 

一、在教師教學成長方面：  

（一）透過遊戲式教學，使學生在沒有壓力中快樂學習。 

（二）分組討論激發學生潛能。 

（三）表演及新聞播報考驗學生的整合能力，老師在其中扮演串連的角色。 

（四）透過學習單驗收學生的學習情形。 

（五）學生對於寫閩南語新聞稿的程度不一，有些組可以自行創作，有些組需要

老師多一點協助，可以先請學生將稿寫好後，經由老師潤飾、批改，再讓

學生播報，過程會較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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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學生學習方面：  

（一）透過參與設計使學生更加有學習興趣。 

（二）生活化的學習，如手部動作的應用使學生加深印象，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活  

用。 

（三）運用多元的教學策略，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不會感到枯燥，達到精熟學習

的目的。 

（四）在分組討論時，會有一些小朋友無法融入分組討論，形成「孤鳥」，教師

適時的關心這個組別，了解問題所在，讓小朋友能學習團隊合作。 

（五）透過實作的過程，讓學生從做中學，實地參與，產出成果讓學生有成就感。 

（六）小朋友在播報新聞中，學到團體合作，也認為和同學一起播報新聞很開心，

希望有機會能再試一次。 

（七）學生從一開始的不會寫，經由引導教學後，分組能寫出閩南語新聞稿，經

由大家集思廣益及搜尋詢問，使學生更有學習動力。 

 

三、未來展望：  

（一）高年級生寫作的機會仍然不多，可以多利用課堂上的例句，漸漸擴充為一

小段文章。 

（二）遊戲式教學能提升小學生的學習興趣，可以多設計一些教學遊戲。 

（三）合作學習是未來的趨勢，教師可在單元中設計一、二個合作學習的機會，

讓學生體驗分工合作、團結力量大。 

（四）閩南語是生活化的語言，因此要多多鼓勵學生應用在生活中，課堂內容也

盡量以生活化、活潑化的教學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