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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客原朗聲響起，期能優化賽事，提升識字
辨音之效
因為96-98年初將鄉土語言朗讀列為正式

項目，考量「客家語拼音方案」、「臺灣閩

南語羅馬字拼音方案」（95年10月14日台語

字第0950151609號函公布）、《臺灣閩南語

常用詞辭典》、《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

剛公布沒多久，閩客語音字尚待整合之際，

並為降低參賽門檻，教育部製作朗讀比賽專

書及音檔，以供各界參考。這是當時之權宜

措施，後來因為音檔錄製時只能提供單一腔

調，進而衍生很多不明就裡的指導老師、家

長，為遷就音檔，竟然捨棄自己母語原有的

唸法，甚至強制學生一定要依照音檔內容。

這種獨尊一腔、捨棄多元的作法，對復振本

土語言相當不利，因此99年起，教育部就只

事先公告朗讀文稿，不再提供參考音檔。只

是部分指導老師、家長仍對朗讀音檔依賴甚

深，逕找教科書出版商提供音檔，因此諸多

上臺比賽之競賽員不乏靠著死背音檔參賽，

這對推廣本土語言，實在不是好現象。

當部分不會說本土語言的競賽員因為靠

出版社提供之音檔，竟然在全國賽得到很好

的名次，此舉讓部分人士對全國賽比賽方式

有所質疑。雖然有委員在籌備會提案建議將

朗讀改為現場抽稿方式，但縣市領隊深怕變

化太大、難度大增，會降低參賽意願，於是

先公告朗讀文稿的競賽方式就一再延續下

來。直到民國100年總算有所改變，先從成人

開始，將本土語言閩客語之教師組、社會組

改為進入競賽場地後，依序先抽文稿編號，

然後領取該篇文稿再到預備席準備。抽題後

32分鐘就要上臺朗讀，而且每一位競賽員所

抽到的文稿都不相同。如此一來，考驗的就

是競賽員本身真正的能力，看其是否能清

要
討論全國語文競賽的種種，當然得先從其沿革

說起。之前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為推行國語

政策，於民國35年10月31日舉辦「台灣省第一屆全

省國語演說競賽會」，之後逐漸增加比賽項目，迄

今算起來已有77年。歷經演變，民國54年將名稱改

為「台灣省第一屆國語文競賽大會」，主要競賽項

目有國語之演說、朗讀、作文、字音字形及寫字等5

項。87年起，為避免獨尊國語，競賽項目加入鄉土

語言項目，因此就改名為「台灣區語文競賽大

會」。而在88年、89年這兩年，當時的台灣省政府

亦曾舉辦兩屆「全國鄉土語文競賽」，競賽項目則

有演說、朗讀、字音字形、詩詞吟唱這4項。到了89

年，兩者合而為一，大會名稱就隨之改為「全國語

文競賽」。民國96年在杜正勝部長支持下，將鄉土

語言之演說、朗讀由以往之表演賽改為正式競賽項

目，自此各縣市都須派員參加各組之競賽，並列入

團體計分項目。109年試辦「本土語文情境式演說比

賽」，因效果良好，100年正式將本土語文傳統演說

改為情境式演說。之後希望將改變的層面擴大，接

著在111年再行試辦參賽人數較多之「本土語文讀者

劇場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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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全國語文競賽，育賢國中舞蹈班開幕表演。

111年全國語文競賽，闈場內題本裝箱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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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說比賽由過去的背稿演說，改為學生進入

競賽場地後，依序先抽出一張四格圖，然後

經過30分鐘的準備，學生就要上臺演說，講

完之後還要接受評判現場提問，之後還得立

即回答。這種調整就是希望參賽學生都能：

「說得好、聽得懂、會思考、答得棒」。感

謝各縣市、學校與師生的共同配合，透過

110、111年的現場轉播，我們可以發現參加全

國賽的學生表現都相當優秀，在臺上都能侃

侃而談、對答如流，表現相當精采，可見我

們的改變已有成效。

語文競賽首重活學活用，改變你我都看見，
讀者劇場因應推出
鑑於「本土語文情境式演說比賽」實施

成效良好，也為落實《國家語言發展法》，

搶救有面臨傳承危機之國家語言，並配合國

中、高中在111學年度亦將開始實施本土語言

教學，教育部接著在111年特別規劃「本土語

文讀者劇場競賽」，希望藉由這個項目來改變

教學現場，讓本土語言得以不受每週只有1節

課的限制，不只能成為校園中之生活語言，進

而成為其他領域教學語言的一種，實質擴大本

土語言使用場域。該競賽之目的是希望教學

人員能結合課程教學，設計生活化、趣味化

的對話內容，以求活學活用，揚棄背誦訓

練，讓本土語文真正融入課程與生活。除此

之外，更希望學生不只在學校進行對話，回

到家中亦可與家人共同討論，讓「讀者劇

場」的文本更加貼近生活，進而營造真實的

語言使用情境，成為家人的對話素材。

或許有人會問什麼是「讀者劇場」？簡

單地說，讀者劇場強調不用死背劇本、不需

製作道具、不需佈置場景、不用道具和過多

肢體動作，也可省去以往戲劇比賽租借戲服

的成本和麻煩。只要利用教室內的一個小空

間，學生們便可隨時對話，並且將競賽重點

放在如何透過學生們的口語表達來詮釋文

本，所以「讀者劇場」重視的是學生口語表

達，而不是才藝表演。

「讀者劇場」競賽方式與情境式演說類

似，競賽員先攜帶文本上臺，且每位學生皆

須充分表述，這樣才能讓更多學生提升會話

能力。生活對話表述完畢之後，一樣要接受

評判提問並當場回答。至於組隊方式則是規

定各隊成員須由學校進行本土語文課程同一

班級的學生組成，目的就是希望透過此項競

賽來改變教學現場，讓師生多用本土語言對

話，不鼓勵以社團、跨年級方式，集合學校

菁英來參賽。其中各隊人數，閩南語、客語

每隊5至8人，原住民族語則為2至8人。平心

而論，少子化已是既成事實，要在同一班

級，找出將近四分之一而且會說本土語言的

學生來參加比賽，有其實際難度。但危機就

是轉機，希望透過「本土語文讀者劇場競

賽」這種賽制，提供學習誘因，讓學校師生

開始多多使用本土語言來進行對話，讓教學

楚、響亮、有感情地把文章正確朗誦出來，

把作者想要表達的內涵做完整的詮釋，至於

閩客原語之學生組朗讀，則依舊維持事先公

告之比賽方式。假以時日，學生組應該可以

採取漸進方式，比如改為兩篇文章（一篇事

先公告之文稿，一篇現場抽題），實施多年

之後再改為現場抽題，這樣才能達到朗讀應

有之識字辨音、傳達感情功效。（因全國賽

原住民族族語有21語種，為考慮承辦縣市負

擔，目前原住民族語演說只有教師組、社會

組；原住民族語朗讀只有國小學生組、國中

學生組及高中學生組）

演說不再背多分，情境展現真才情
這二十幾年來，筆者歷經閩南語演說競

賽員、指導老師、縣市評判及全國賽評判等

不同身分，在很多頒獎典禮都會看到部分競

賽成績前幾名、特優的學生都有「臺上呱呱

叫，下臺就什麼都不知道」的奇怪現象。不

論你問他什麼，他聽不懂，當然也不會回

答。究其原因是傳統閩客語演說比賽大多事

先由老師寫稿，再交由學生死背，有些用心

的指導老師甚至還要事先錄音讓學生跟著背

誦。之後老師還得針對演說內容設計很多動

作，讓學生在演說過程中一直比手畫腳。甚

至有些學生在演說時的發音跟我們日常生活

所說之腔調也有所不同，進而衍生所謂「演

講腔」之特殊現象。之前也曾有民眾在觀看

比賽直播時還會質疑說：「為什麼參加語文

競賽的學生講話都這麼奇怪？我們平常都不

會這樣說話。」在各界積極搶救瀕危的本土

語言之際，在全國語文競賽竟然有這種結

果，實讓人啼笑皆非。

前行政院蘇貞昌院長認為，學生只會背

誦講稿，生活中卻不會講，將失去意義，因

此指示教育部須改變比賽方式，於是教育部

就結合素養導向教學，希望本土語文教學能

透過情境化、脈絡化的學習過程，以提升學

生本土語文素養與學習興趣，並能在日常生

活中整合活用，所以在109年首度將本土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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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全國語
文競賽，志工

帶領各縣市隊

伍到休息區。

111年全國語文競賽，競賽場地巡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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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產生質變，如此才能有利於本土語言之

推展。此項競賽是要比看哪一隊講得比較

好，而不是要把孩子考倒，因此評判之提問

會緊扣其表述內容，不會問得太難，以利學

生能順利回答，這方面也將透過評判共識會

議做宣導，請參賽隊伍放心。

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從去

年試辦之直播過程當中，可以發現以下尚待

改進之部分，在此一併整理，並提出修正建

議供各界參考。

競賽回歸讀劇本質，無須背稿

部分隊伍採取背稿方式，此舉實已違反比

賽目的，因此比賽進行時，應要求各隊成員務

必攜帶文本上臺，看稿表述即可，無須學生背

誦，讓競賽回歸讀劇本質，且要求每位學生上

臺後皆須充分表述，才能彰顯競賽成效。

表述內容採用日常生活之對話方式

比賽目的是為了營造真實對話情境，表

述內容宜採用日常生活之對話方式，不宜採

用戲劇演出、歌曲演唱、詩詞朗誦、傳說故

事、押韻語句、口說藝術、文言對白、吟唱

古調、團體隊呼等，非屬生活對話之內容。

甚至部分隊伍動作過大、來回走位，讓人看

得眼花撩亂，實屬不妥。

減少制式化回應

針對評判提問後之回答，部分隊伍常採

用固定的回覆形式，這種方式實與正常生活

對話內容差距頗大，比如評判問完，常會制

式化回應：「感謝評判的提問⋯⋯」，或事

先硬背一些短句來回答，但其內容明顯與評

判所問問題不相關。這些現象，希望日後能

有所減少。

禁止除了讀劇本以外之效果呈現

為求競賽公平性，競賽時禁止使用文具、

道具（如假髮、頭巾、帽子、彩帶、響板

等）、舞臺背景與配樂，違反規定者應酌以扣

分。至於服裝，建議不列入評分，以免衍生不

必要之開銷。

時間制度之公平性

為考慮比賽公平性，確保每一位競賽員

開口後有45秒的時間，因此評判提問後，競

賽員開口回答才會開始計時。若競賽員僅做

簡短回答，評判將繼續提問。倘該競賽員一

直不開口，工作人員勢必無法開始計時。為

求賽事順利進行，建議當評判第一次提問後

10秒，請工作人員舉牌提醒，此時請評判再

行提問第二題，提問完畢並下達「請回答」

之口令，工作人員此時即可開始計時。若該

競賽員仍不開口，則評判可繼續提問或停止

提問，等候時間至45秒時，再示意下一位評

判接著改向另一位競賽員提問。

結語
「考試引導教學」一直是教育現場之生

態，因此心測中心、大考中心的命題皆已朝素

養導向命題設計，讓學生不只習得知識，更強

調知識、能力與態度要能被應用於解決生活情

境中所面臨的問題。實施多年，已頗見成效。

「比賽引導改變」是全國語文

競賽項目改變的目標。本土語言朗

讀項目，成人組已改為現場抽題，

學生組方面仍有待學生程度逐漸提

升之後，隨之進行修正；傳統演說

改為情境式演說效果良好，參賽學

生已能展現真正聽說能力，成為日

後推展本土語言之生力軍，但部分

縣市反應命題難度較高、畫圖花費

頗巨也是事實。當情境式演說完成

階段任務後，比照大專組、教師

組、社會組，改為現場抽題，也是可以討論的

議題；新增之讀者劇場，希望改變層面能夠持

續擴大，讓更多學生能在校園、家庭中多使用

本土語言交談。雖然試辦初期有些狀況需要修

正，但相信有所調整之後，必能藉由此一競

賽，來讓更多學生願意開口說本土語言，讓他

們在教室裡、校園中，甚至回到家裡都能侃侃

而談，實質有效提升學生的會話能力。

語言是孩子展翅高飛的翅膀，競賽是他

們邁向成功的舞臺。潘文忠部長認為老師與

家長應攜手持續前進，為孩子搭好舞臺，演

出就會精采。就讓我們一起努力，讓本土語

言的蝴蝶效應持續擴大下去！

鄭安住
台南市人。台師大化學研究所，

新北市五峰國中退休教師。教育

部106年推動本土語言傑出貢獻
獎得主，現為教育部本國語文教

育推動會委員、全國語文競賽申

評會委員、全國語文競賽情境式

演說、讀者劇場評判培訓講師。

著有《閩南語字音字形好好學》、《閩南語演說好撇

步》、《閩南語認證音字分清楚》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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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全國語文競賽，各縣市提問。111年全國語文競賽，評判會議及晚宴。

本土語文朗讀、情境式演說及讀者劇場等競賽設計的蝴蝶效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