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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格漫畫形式呈現有引導性
對於學生而言，題目以文字呈現，思考

模式有如作文，需要先理解題目要旨，才不

至於文不對題，擬定好演說的架構後才能就

細部內容抹粉施脂，但是以學生組所能運用

的語彙看來，光是架構的堆疊便已是一項考

驗，在有限的30分鐘內要能組織完成，充分
表達，實屬不易。以國小學生組而言，因四

格漫畫為圖稿呈現，只需理解圖中語境，依

其引導的脈絡用其所具備的語彙說出來，每

格漫畫內容可能因為其理解的程度表現多寡

不一，但較不會出現在台前呆若木雞的情

形，對於推廣增加參賽人數應該會是一項利

多；對於國中生、高中生而言，語彙程度較

佳的情形下，對於題目內容的引導性建構常

常會是比賽勝負的關鍵。

帶動學校教學現場更生活化、活潑化之教學
方式
比賽形式改變，訓練方式也會跟著改

變。以往傳統演說方式，大部分由指導老師

寫完文稿，就讓選手背誦，校音之後再加入

肢體語言、表情等訓練，等待都定稿之後，

接下來選手就是一次次反覆背誦，務必以滾

瓜爛熟為目標，等待上台時，都是經過無數

次練習的呈現，如此僵化的訓練模式，選手

容易彈性疲乏，重點是在比賽之後，縱使台

上表現優異獲獎的選手，下台之後，母語的

使用能力也沒有提升，所以才會發生獲獎選

手頒獎完，記者採訪時請其自我介紹，選手

表示他不會講的尷尬情形。

情境式演說在109年試辦開始，學校便開
始在訓練和教學上有很大的變革，首先是教

學內容生活化，貼近學生的生活經驗為起

點，不再是脫離生活經驗的背稿，選手「只

會演不會講」的情形。如果說考試引導教

學，情境式演說應該是「比賽引導教學」，

引導的是好的方向，引導的是學生可用的方

向，引導的是連結生活經驗的方向，引導的

是激發學生語言組織能力的方向。也因此，

教育部
於109年度試辦情境式演說，主要
讓比賽的形式不再受限於「老師備

稿，學生背稿」框架中，以及陷入比完賽後，學生

語文能力依然沒有提升的漩渦裡。110年度成為正式
項目之後，各縣市推動漸有成效，參賽人數也逐漸

增加。筆者以參與培訓的角度觀察，對於「情境式

演說四格漫畫、看圖說故事題目的適用性」有以下

幾點淺見和大家分享。

生活情境的漫畫出題是有意義的母語傳承
對學生而言，比賽時題目以四格漫畫形式呈

現，主要目的為讓選手易讀易懂，情境式演說的

「情境」，就有賴出題老師在四格漫畫中構思串接

而成，出題為何非單格，而是以四格呈現，就是轉

換形式，讓學生在四格脈絡中能夠有起承轉合表達

出故事的內容。因此，四格漫畫呈現只是框架，生

活情境的意涵理解，才是選手比賽時要著重的地

方，之所以要用生活情境為主軸，因為貼近學生的

生活經驗，呈現出來的語境、用詞，才是活的語

言；因為貼近選手的生活經驗，比賽過程中所訓練

的內容，對選手而言是喚起母語使用的契機，而非

脫離生活的比賽，是有意義的母語傳承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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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訓練模式須多元化。

選手的閱讀資料量要多和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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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的表達便是本題目的關鍵，如果學生平常

有相關生活經驗，對於家人、長輩喜歡看的

書籍有研究，在此便能侃侃而談家人喜歡書

籍的種類及原因，但是如果觀察的細膩度不

夠多，就會一直在「家人喜歡生活保健的

書」打轉，廣度的層次會拉不出來。圖④以

家人都買到自己喜歡的書結尾，爸爸和弟弟

的書籍種類比較明確，有的學生會著墨於介

紹兩人買了什麼書，但是因為其他三人的書

籍無法清楚說明，因此如此結尾會有不周全

的情形，如果能以家人的共同休閒活動內容

或是逛書店的感想當結尾，會有畫龍點睛的

效果，也能讓評審看出選手對於題目的理解

和掌握度。

上述的四格漫畫表達情況，是在比賽中

常看到的情形，所以「增強學生組織邏輯及

反應能力」，不但是「情境式演說四格漫

畫、看圖說故事」比賽型式會提升選手能力

的目標，更是比賽勝負的關鍵。

出題思維的改變
情境式演說的目的為改變傳統演說訓練模

式，讓學生不再只是背誦文稿呈現，而是能真

實提升語言使用能力，因此出題的方式和思

維，就需要讓選手有引導思考的空間，並且需

要思考出題內容和選手的文化背景、生活經驗

是否有相關性，要具有普遍性、生活性，否則

容易因為出題方向導致只有特定區域的選手理

解，造成不公的現象。以下列109年全國語文競
賽試辦本土語文情境式演說題目為例，和長輩

做蘿蔔糕是一個溫馨的主題，但是如果是在都

市的學生，可能沒有類似拔菜、做蘿蔔糕的經

驗，容易對主題不了解而無法發揮。類似的情

形，有關客家的「擂茶文化」、「天穿日」主

題、苗栗的「 龍文化」、都會區「捷運搭乘經

驗」等等的適用性，都是出題委員需要斟酌之

處，尤其是全國性的比賽，選手來自四面八

方，出題的普遍性更是重要。

即席演說是未來目標
現在全國語文競賽改變成四格漫畫、情

境式演說的形式，就是一大進步，回應本文

主題「情境式演說四格漫畫、看圖說故事題

目的適用性」，當然適用，但這只是過渡

期，等待母語推廣普遍而成熟時，仍要以即

席演說的形式為目標，也期待在各界努力之

下，母語運動的推行順利成功。

身在第一線的教學者，便開始尋找更多的題

材來精進教學，除了原先使用的演說資料

外，更可加入許多線上的資源或各種類型的

網站平台，如教育部的「本土語言資源

網」、「李江却台語文教基金會」、「iTaigi 
愛台語」、「閩南語動畫網」等等，甚至自

媒體的興盛，創造許多台語網紅，引起風

騷，如「美國阿勇」、「來自南法的台灣魂

──吉雷米」、「阿華師──足英台三聲道

磅米芳」、「百變YouTuber又仁的《逐工一
句》」等，如雨後春筍出現，確實讓台語學

習的氛圍變得活潑，對於新世代的孩子而

言，不再是枯燥乏味的學習。

增強學生組織邏輯及反應能力
情境式演說從學生抽題開始，要在30分

鐘內，把四格漫畫的內容順利串接起來，除

了要掌握題目的精神主軸之外，也需要展現

自己的認知及基本語言能力，在有限時間內

充分表達對選手更是一大挑戰。以109年全國
語文競賽試辦本土語文情境式演說題目為例

（圖1），四格漫畫中情境只有「書店」及
「各主題閱讀區」，學生在表達時容易侷限

在全家人去書店各買了什麼書，然後高興回

家就收尾，因此題目表達的廣度及深度都不

夠，在四格的表達意旨也常會出現一樣的陳

述內容，讓人聽完會有「全部都講了，但是

全部都沒有講」的空泛感。這時候便是考驗

學生組織邏輯及反應能力的好時機，圖①可

以從全家人喜歡的共同休閒活動開始介紹，

類型、時間、地點等說明完，才帶入逛書店

的情境。圖②因為有「親子共讀區」的境內

語和親子共讀的畫面，在表達時可以說明為

何空間要如此規劃，對讀者而言有何吸引之

處，和家人類似的互動經驗等。圖③又把主

題拉到學生比較不會有類同經驗的情境，本

情境式演說四格漫畫、看圖說故事題目的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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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上臺發表可激發反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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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09年全國語文競賽試辦本土語文情境式演說題目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