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月望雨 sù gua̍t bāng ú》 

本土語融入社會領域教學 

一、 設計理念 

在設計本土語教學融入社會領域的課程時，我不斷地觀察有什麼媒材是現在

七年級學生，於生活經驗中接受度高並唾手可及的，舉凡歌曲、新聞、戲劇、電

影約莫都是很好的素材來源，因為我始終相信本土語的根本素養應當是文化，所

以在教案的設計上，我一直圍繞著鄧雨賢先生所處的時代，試著用本土語傳遞當

時日治時期至國民政府來台後，台灣人所有的文化氛圍。因此，在教學中我每一

首歌的引起動機，都故意挑選黑膠版的原音音檔，讓學生感受一下當時民眾休閒

時的音樂享受，可以聽聽這樣的流行歌是多麼奅（phā nn）。 

 

 

 

 

  

                     

                    圖一、學生學習層次及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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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列圖表是課程設計的主要依循方針，在七年級的課程設計上，我會著重在

學生文化理解至文化認同的部分，並試著訓練學生接受不一樣的訊息來源，以充

實自己批判思考的知識庫，這些將會在我的教案中呈現。 

 

二、 學生背景分析 

(一) 學生特質 

    本次教學進行的班級為一年五班體育班，學生人數為 14人，學生的

個性多為活潑外向，上課偶有分心及秩序脫軌狀態，跟其他班級學生相較

起來，在活動過程中更需要老師提醒及說明；進行小組任務時，也需要老

師介入檢查或協助。 

(二) 學生學習情況 

    學生在使用本土語的習慣上差距甚大，班上有 2位同學因為和祖父母

同住，可以流利地用台語溝通，只需加強漢字及台羅拼音即可;有 3位同學

是完全聽不懂台語，當然口說也完全不行;其餘的則是聽得懂慢慢說的台

語，但口說的部份則是極少使用。平常不大聽台語歌曲，對於鄧雨賢的歌

曲有少部分人在國小台語課時曾經聽過，但大多不會唱。 

三、 教材分析 

    本次章節是以自編四季紅、月夜愁、望春風、雨夜花四首歌的歌詞作為教材

                                                      
1 參考自彰化師範大學劉世雄教授，111.10.27 社會領域融入本土語跨域研習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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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附件)，均以歌詞為文本並加註了學生應該學會的單詞，惟在教材的使用

上，因為望春風及雨夜花這兩首歌的歌詞較少，並且也較為耳熟能詳，故選用上

先將望、雨提前教授，再教四季紅、月夜愁。 

    每首歌的教學節奏均為 1.朗誦歌詞。2.分析情意。3.介紹單詞。4.學生說

唱。5.文化介紹。因此在容易實施跨域教學的部分，便是這節課當中的文化介紹

部份了。 

四、 教學設計 

領域/科目 本土語文(閩南語文) 設計者 吳佩卿 

實施年級 七年級 總節數 270 分鐘，6 節 

課文名稱 四月望雨(sù gua̍t bāng ú) 

設計依據 

 

學

習

重

點 

學習

表現 

1-Ⅳ-4 能聆聽並體會閩

南語相關藝文活動所展

現的內涵。 

2-Ⅳ-4 能透過閩南語進

行藝術欣賞，並說出其

藝文特色。 

3-Ⅳ-4 能透過閱讀閩南

語藝文作品及相關資

訊，體會作品的意境與

美感。 

核

心

素

養 

●總綱 

B3 具備藝術感知、創作與鑑賞能力，體會

藝術文化之美，透過生活美學的省思，豐

富美感體驗，培養對美善的人事物，進行

賞析、建構與分享的態度與能力。 

C3 具備自我文化認同的信念，並尊重與欣

賞多元文化，積極關心全球議題及國際情 

勢，且能順應時代脈動與社會需要，發展

國際理解、多元文化價值觀與世界和平的

胸懷。 

●課綱 

閩-J-A1 拓展閩南語文之學習內容，增進自

我了解，並能透過選擇、分析與運用，感

知其精神與文化特色，具備合宜的人性觀

與自我觀。 

閩-J- B3 透過閩南語文進行藝術欣賞，感

知音韻之美，了解其中蘊涵的意義，並能

體會藝文特色，具備寫作能力。 

閩-J- C3 透過閩南語文的學習，培養對自

我文化的認同，具備順應社會發展、尊重

多元文化、關心國際事務之素養。 

學習

內容 

Aa-Ⅳ-1 羅馬拼音。 

Aa-Ⅳ-2 漢字書寫。 

Ab-Ⅳ-1 語詞運用。 

Ab-Ⅳ-4 文白異讀。 

Ac-Ⅳ-3 詩歌選讀。 

Bf-Ⅳ-2 藝術欣賞。 

與其他領

域/科目的

連結 

社會領域/歷史 

核心素養 

社-J-B3 欣賞不同時空環境下形塑的自然、族群與文化之美，增進生活的

豐富性。 

社-J-C3 尊重並欣賞各族群文化的多樣性，了解文化間的相互關聯，以及

臺灣與國際社會的互動關係。 

歷 1a-Ⅳ-2 理解所習得歷史事件的發展歷程與重要歷史變遷。 



社 2a-Ⅳ-2 關注生活周遭的重要議題及其脈絡，發展本土意識與在地關

懷。 

社 2b-Ⅳ-2 尊重不同群體文化的差異性，並欣賞其文化之美。 

社 2c-Ⅳ-1 從歷史或社會事件中，省思自身或所屬群體的文化淵源、處境

及自主性。 

教材來源 自編教材 

教學設備/

資源 

電腦設備、電子白板 

學習目標 

一、能正確唱出讀本中的閩南語歌詞，明瞭其意義及背後隱含的情意。 

二、能從課程中學到文白異讀的用詞在詩歌、劇本或其他情境中的運用。 

三、能學到歌曲創作家---鄧雨賢之生平，明瞭當時文化情境對閩南語語詞的影響。 

四、能從課程中了解，這四首歌曾列為禁歌，其原因為何？ 

五、能了解台灣平埔族的分布概況。 

 

第一節教學活動 時

間 

評

量

方

式 

一、課前準備 

電腦設備、電子白板、歌曲檔案、學習單、單字本。 

二、引起動機 

教師播放本課歌曲《望春風》Bāng tshun-hong(純純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NiQrIUvcTU 

三、發展活動 

活動一:唸讀歌詞，唱歌。 

1. 教師逐句範讀、學生跟讀一次。 

2. 將學生分成二組，依段落跟著老師唱一次。 

    活動二: 介紹歌詞情境，單詞解 

           釋。 

1. 講述歌詞內情意的部分，並可

以請學生發表他的感受。 

2. 單詞介紹，並請學生完成書寫

單字本中的單詞練習。 

 

    活動三:紹介「鄧雨賢」及其作品

「四月望雨」。 

1. 介紹歌曲作者「鄧雨賢」生平，並說明他於日治時期寫下膾炙人口

的歌曲「四月望雨」，並搭配台灣歷史分期，要架構出這段文化的

時間軸，只是其他的歌曲會於之後的課堂介紹。 

完成學習單(一)第一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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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完成學習單(一)第二題:在學習單中呈現日治時期及國民政府來台後

台灣社會文化的轉變，並讓學生感知到不同文化間所產生的衝突。 

 
四、統整活動 

再合唱一次《望春風》，以鄧麗君版本帶出望春風另一種輕快的版本。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j3gul4vfG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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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教學活動   

一、課前準備 

電腦設備、電子白板、歌曲檔案、學習單 

二、引起動機 

教師播放本課歌曲《望春風》Bāng tshun-hong(軍歌版---大地在招喚)，

1941 年當時日本為廣徵台人從軍，曾將望春風改為日文版，當成文化

宣傳的一種方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WNW-97DzR4 

三、發展活動 

活動一:教師列舉不同時代均有不同樣貌的《望春風》呈現，各有各的

特色，並完成學習單第一題。 

1. 純純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NiQrIUvcTU 

2. 鳳飛飛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5kbn_PBYpo 

3. 陶喆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qgR5lOeKnY 

4. 鄧麗君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j3gul4vfGQ 

5.日本軍歌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WNW-97Dz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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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試著讓學生了解文化差異下，若人民無法理解不同文化的價

值，則容易帶來文化衝突 

完成學習單第二題，並請學生上台分享，並試著用台語發表。 

 
四、統整活動 

由同學選擇，要再唱一次哪一個版本的《望春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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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教學活動   

一、課前準備 

電腦設備、電子白板、歌曲檔案、學習單。 

二、引起動機 

教師播放本課歌曲《雨夜花》ú iā hue。(純純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aAzCTzYquQ 

三、發展活動 

活動一:唸讀歌詞，唱歌。 

1. 教師逐句範讀、學生跟讀一次。 

2. 將學生分成四組，依段落跟著老師唱一次。 

活動二:紹介歌詞情境，單詞解釋。 

1. 單詞介紹，並請學生完成書寫單字本中的單詞練習。 

2. 講述歌詞內情意的部分，完成學習單(三)第一題，並請學生發表

他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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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三:發下平板，讓學生模仿老師在上一首歌《望春風》的操作模

式，請他們來找出不同時期有沒有不一樣的《雨夜花》，並請他們完成

學習單(三)第二題。 

 

活動四:教師讓同學聽軍歌版《雨夜花》---榮譽的軍伕，並講述鄧雨賢

先生在幾首歌曲均被改寫成日本軍歌之後，鬱鬱寡歡，加上適逢太平

洋戰爭進行中，便不再作曲，轉返家鄉新竹芎林國小任教，1944 年，

年僅 38 歲的鄧雨賢死於心肺疾病。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p1GHZYYxC0 

四、統整活動 

   以戲劇華燈初上的主題曲《雨夜花》(家家版)作結，因為這首歌的

MV 拍攝情境實在太符合歌詞的意境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Rt-Y7CHWY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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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教學活動   

一、課前準備 

電腦設備、電子白板、歌曲檔案、學習單 

二、引起動機 

教師播放本課歌曲《四季紅》sù kuì hông(純純、艷艷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1P_B-rq-eI&t=45s 

三、發展活動 

活動一:唸讀歌詞，唱歌。 

    1.教師逐句範讀、學生跟讀一次。 

    2.將學生分成三組，依段落跟著老師唱一次。 

    活動二:紹介歌詞情境，單詞解釋。 

    1.講述歌詞內情意的部分，並可以請學生發表他的感受。 

    2.單詞介紹，並請學生完成書寫單字本中的單詞練習。 

    活動三:解釋關於表示疑問的 tó（佗）和 kám（敢）的用法及差 

    異。 

     

活動四:教師說明戒嚴時期的查禁歌曲事件。 

    關於下列四種情況，在戒嚴時期相關的歌曲將會被查禁，因此有

許多膾炙人口的台語老歌其實在那個時代是被查禁的，鄧雨賢先生所

製作的歌曲也不例外，老師先說明有這樣的社會情況，下一節課再讓

同學分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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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統整活動 

在合唱一次《四季紅》，以洪榮宏及蔡幸娟演唱的版本，讓學生感受改

編成男女合唱及歌曲的輕快感。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0SkOP6xd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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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教學活動   

一、課前準備 

電腦設備、電子白板、歌曲檔案、學習單 

二、引起動機 

教師播放本課歌曲《月夜愁》Ge̍h-iā-tshiû (黃乙玲版)。特別介紹者首

歌伴奏由管絃樂團改編，更營造磅礡與氣質感的新古典台語歌謠。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Nvg2ruLJ3U 

三、發展活動 

活動一:唸讀歌詞，唱歌。 

    1.教師逐句範讀、學生跟讀一次。 

    2.將學生分成三組，依段落跟著老師唱一次。 

活動二:紹介歌詞情境，單詞解釋。 

    1.講述歌詞內情意的部分，並可以請學生發表他的感受。 

    2.單詞介紹，並請學生完成書寫單字本中的單詞練習。 

活動三: 

  觀看介紹戒嚴時期的影片，說明當時透過《刑法一百條》、《懲治叛

亂條例》、《檢肅匪諜條例》三部法律來控制台灣人民的自由，也因此

許多膾炙人口的台語歌曲均遭查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YSSQJEoGRU&t=423s 

(1:29-7:00) 

鄧雨賢先生的這四首歌均被查禁，將同學分四組，每組 3-4 人，請利

用 i-pad 查詢，這四首歌分別是因何種原因被查禁，完成學習單並口

頭發表(用台語表達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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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YSSQJEoGRU&t=423s


 

四、統整活動 

    在合唱一次《月夜愁》以謝銘佑版本作結，特別提到他的歌以現代技

術將純純版的人聲混入音檔中。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JagI4Tcz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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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教學活動   

一、課前準備 

電腦設備、電子白板、歌曲檔案、學習單 

二、引起動機 

    讓同學觀看四月望雨即將在 2022 年中重新開演舞台劇新聞，並

提出台灣文化中有許多經典的元素，在文化產業上都是歷久不衰，而

要能深刻感受文化的內涵，語言則是不可缺少的工具，因此，我們要

學好台語文喔!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oyWQbnqdB0 

三、發展活動 

活動一:複習四首歌歌詞，唱歌。 

    將學生分成三組，跟著老師唱一次。 

    活動二:加強上次因時間不足而未解釋的 hōo（予）的用法 

    活動二: 教師說明源於台灣平埔族凱達格蘭族的傳統曲調。 

學習單:讓學生利用 i-pad 搜尋馬偕，並查出凱達格蘭族，過程中加深

七年級歷史平埔族文化觀念。 

百年前，有位平埔族女孩，一邊洗衣，一邊哼唱著這個曲調，優美的

旋律讓正好聽到的馬偕牧師留下深刻印象，回家後遂記下，並就著這

個旋律填上聖經的故事，這便是聖詩《拿阿美》的由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l8H94oyNZA (3:40 歌曲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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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統整活動 

小測驗:讓學生自由分組(亦可個人發揮)，在四、月、望、雨四首歌中

選擇自己喜歡的歌曲，並擇一段落上台演唱，在演唱前須說明自己喜

歡這一個段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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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學後的教師反思 

    今年，是本土語第一年於七年級開始教學，在教學的設計上，我總是以一個社

會老師，專長為公民科的老師出發，即便自己是台文所碩士專業，但總是拿捏不好

該給予多少本土語的語言學習深度。於我而言，將這份教案定位成文化理解及文化

認同，以台語歌謠的文本出發，希望以本土語言將學生帶入文化的浸淫，更能對本

土語言產生興趣，強化他們在日常的使用量。 

    因此，針對我唯一一堂可以實施設計教案的體育班，我的教材著重在引起他們

的使用語言動機，因為我發現現在的孩子大多只能聽得懂說，但是自己卻無法流利

的表達，至於有些文化底蘊的單詞，我也會在我的教學中著重加入，目前這 6 節課

實施下來還算順利，但仍有需要調整的是下列兩點: 

1. 台羅拼音及台語漢字仍須加重: 

    在課程中我的教學活動常使用 i-pad 讓學生分組搜尋，當是搜尋文化歷

史時，寫下的文字我會期待學生用台語口說回答，但是學生不會說時，我讓

他們使用教育部台語字典搜尋，有時用錯台語漢字就搜尋不到，而台羅拼音

若學生不擅使用，則課堂進度就會延遲。 

2. 學生表達歌曲太羞澀，建議可在課餘時讓學生多聽: 

   在七年級上學期，我在第一次段考後就開始施行這一系列課程，剛開始

操作時，全班唱歌時幾乎鴉雀無聲，僅有我的聲音，這樣便達不成我所設定

的教學目標，教到第 3 節課上《雨夜花》的時候，因拜戲劇華燈初上的宣

傳，讓學生比較熟悉這首歌，才開始有改善，所以接下來在這個班的吃飯時

間，我便讓他們聽聽台語歌曲，多熟悉旋律。 



 

 

 

圖一: 

在進行教案撰寫過程中，於每節課前

均與校內另一位教授本土語夥伴及教

學組長進行共備或說課。 

圖二: 

在教案實施後，亦曾於文開國小本土語融

入社會領域研習中分享教案實施狀況，但

此次分相較著重於教師教學後的反思。 

  
圖三: 

公開課照片 

圖四: 

學生上課狀況 

 

 

 

 

 

 

 



附件一、學習單 

學習單(一) 

一、  請完成下列各歷史分期年代: 

1. (    )日治時期---無方針統治       

2. (    )日治時期---內地延長主義     

3. (    )日治時期---皇民化統治       

4. (    )國民政府時期---228 事件      

5. (    )國民政府時期---實施戒嚴      

6. (    )國民政府時期---解除戒嚴 

 

二、  請想像如果你是作曲人鄧雨賢(1906-1944)時代的人，可能會有什麼樣的生活

型態，或看到什麼樣的社會樣貌？請舉出一項，用寫的或用畫的都可以。 

 

 

 

 

 

 

 

 

 

………………………………………………………………………………………… 

學習單(二) 

一、請你選出下列各版本的望春風，你最喜歡哪一首？為什麼？ 

□純純版 □鳳飛飛版 □陶喆版 □鄧麗君版  □日本軍歌版 

 

 

 

 

 

 

二、請想像你如果是蔣介石總統所帶來台灣的政府官員或士兵，聽得懂當時台灣所 

流行的歌謠嗎？為什麼？ 

 

 

 

 

 

 

請寫出為什麼？ 

請寫出為什麼？ 

(A)1895-1919 

(B)1937-1945 

(C)1919-1937 

(D)1987 

(E)1947 

(F)1949 



 

學習單(三) 

一、  請觀察歌詞所表達出來的線索，完成下列表達隱喻的詞。 

1. 代表主角的是:花 

2. 代表環境中的惡勢力是:風 雨 

3. 所以你覺得歌詞中的主角他的情緒是: 喜、怒、哀、樂 (請圈選) 

4. 請寫出歌詞內那些台語用語可以表達主角在上一題中的情緒: 

 

                                                  

 

二、  請用 i-pad 找出有沒有其他時代的雨夜花歌曲，有的話請你寫出時間、歌名

(如果有改變的話)及演唱人。 

 

 

 

 

 

 

學習單(四) 

一、請利用 i-pad 搜尋，這四首歌曲分別是因為何種原因被查禁。 

1. 望春風 

                                                             

2. 雨夜花 

                                                                        

3. 四季紅 

                                                                        

4. 月夜愁 

                                                                    

 

 

 

 

 

 

 

 

 



 

學習單(五) 

一、請觀察台灣平埔族的分布圖，老師再給你一個線索:馬偕，請圈出月夜愁這首歌，可能

改編自哪一族的歌謠呢? 

 

 

 

 

 

 

 

 

 

 

 

 

 

 

 

 

 

 

 

 

 

 

 

 

※請利用 i-pad 依序找出下列線索? 

1.馬偕是誰? 

2.馬偕是哪裡人? 

3.來台灣哪裡傳教? 

4.傳什麼教? 

 



附件二、課文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