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縣龍潭鄉三坑國民小學推動客語生活學校實施計畫

壹、依據：客家委員會102年8月29日客會文字第1020014712號函辦理。

貳、計畫目的：

一、營造生活化、沉侵化的客語生活環境，增加多樣而有效的客語學習管道，

使學生在潛移默化中，自然學會客語。

二、創造師生客語互動的機會，建立優質的客語教學環境，培養學生學習的興

趣。

三、激發教師鄉土語文教學創意，活絡教學情境，有效提高學生學習意願及成

效。

四、提供各項客語教學活動，建立學生聽講客語的自信，體認客家語言、文化

之美。

五、將客家使用場域從學校推廣到家庭，使客籍人士以身為客家人為榮，而傳

承與發揚客家語言與文化，也讓非客籍人士，認識與融合客家語文。

參、計畫執行期程：103年1月1日 至 103年11月30日止。

肆、班級數：6 班 學生人數：74人

伍、計畫內容：

一、現況分析：
（一）本校所屬學區：桃園縣龍潭鄉三坑村與大平村為規畫學區、佳安村為自
由學區。本校亦為自由學區學校。絕大部分居民使用語為客語或國語。
（二）本校目前共6班，全校學生數共70人，客家族群40人，約佔全體學生
之 57％。
（三）本校於民國94學年開始規劃每週一節之客語正式課程，由教學經驗豐富
且具客語專長的老師擔任客家語授課教師。
（四）近年由於外籍新娘增加及客語族群人口流失，應致力於客語的學習及保
存，以免造成本地母語的流失。
（五）近年來，客語課程多以資訊融入教學的方式實施，積極使用哈客網路學
院之網路教材，並成立各種客家文藝課程，如藍染、諺語等，活動主要目的在
活化教學方式，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以及豐富其學習內涵。
（六）鄉語文競賽成績豐碩，99年度賴志東老師榮獲客語演說第二名、101年
度李敏惠老師榮獲客語字音字形第三名、102年度馮輝棋老師榮獲客語朗讀第
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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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源條件
1.客語教學軟、硬體設備
本校每間教室配有電子白板，相當容易進行資訊融入教學活動，有助學生維持
學生樂趣，此亦有助於學校加速推展學生客語認證通過人數。在軟體上，學校
配給有客語認證教材，供師生自我學習，本校於101學年規劃鄉土教育資源中
心，內部陳列多種客家文物。
2.教師的語言能力
本校位於客語族群地區的學校，多數教師以本地人為主，經調查結果，以客語
為母語的教師有7人(佔58%)，其中又有兩位教師通過客語中高級認證，一位教
職員通過客語初級認證。因此，校內教職員之客語能力相當良善。
3.社區之語言生態
本年度經調查結果，學生家庭之客語族群比例近62%，學生在相關境教與身教
的影響之下，對客語熟悉程度有相當之可塑性，提供學校良好著墨之立基。
4.社區之參與及支持
本校在社區相關耆老、志工之協助下，對於落實客語活動相當贊同。如，98學
年所申請客語生活學校之客語美食DIY活動，引起廣大迴響，除了可以促進親
子感情融洽外，也可以推廣客語美食文化。99學年度起，訂定每週二為客家
日，將常用客語應用在日常對話中，社區家長深表認同。100學年於學校運動
會節目中，安排三坑社區客語唱謠班，推廣客語不遺餘力。101學年成立鄉土
教學資源中心，廣收社區相關客家文物陳列於學校中。
三、組織架構

(一)主任委員-梁寶丹校長
1.召集推動小組會議
2.督導實施計劃之進行
(二)行政規劃組-教導主任吳招美、教務組長黃啟晉
1.計畫擬定、對外公務聯繫
2.流程控制
3.編撰活動成果
4.各項學藝競賽規劃設計與辦理
5.建立客語人才資料庫
6.其他交辦事項
(三)課程研發組-教務組長黃啟晉、馮輝棋老師、賴志東老師
1.發展客家母語推動之各項課程
2.研發客語生活學校實施計畫推動之評量模式及指標
3.提供教學所需之客家語素材
(四)總務事務組-總務主任蒲有任、出納羅郁瑩、主計邱美妤
1.經費請領、憑證核銷
2.採購應用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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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場地器材供應
(五)活動規劃組-訓導組長林美純
1.學生活動編組與秩序管理
2.場地整理與會場桌椅安排
3.教學與活動之協調事宜
4.活動照相與錄影
(六) 教學協助組-所有教師
1.協助各項課程推動落實
(七)輔導諮詢組-家長會長徐美惠、古李秋香、古葉清香
1.專業指導計畫之推動
2.提供各項客家文化諮詢
3.建立家長與學校溝通平台
五、計畫願景
（一）文化普及化：大量增加客家文化在校園與社區曝光率，達到客家文化推
廣之目的。
（二）文化深耕化：落實客家後裔的照顧，務求客家語言文化紮實傳承。
（三）活動樂趣化：鼓勵學生勇於開口說客家話，樂於參加客家活動。
（四）學習生活化：以生活文化置入方式，營造自然融入的學習效果與溝通績
效。
（五）推廣務實化：充實校園實質經營，豐富學生學習面向，連結學校與社會
之文化橋樑。

陸、經費概算

編號 項目 數量 單位 單價 小計 備註

1 客語認證研習鐘點費 4 時 800 3200 內聘講師

2 客家文物課程製作教學 100 份 100 10000 材料費

3 客語文物技藝外聘專家 8 時 800 6400 外聘講師

4 客家戲服出租 20 套 250 5000 戲服出租費

5 客家美食課程製作教學 106 份 150 15900 材料費

6 客家美食講師鐘點費 8 時 400 3200 外聘講師

7 客語認證獎勵品 10 份 150 1500 通過認證學生獎勵

8 客語認證教學班 15 時 320 4800 開設學生客語認證加強班

合 計 50000

承辦人： 主任： 校長(園長)：

主計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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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評量指標

一、 推動客語生活學習效果：
(一)學生皆能踴躍參加客家藝文競賽，並有良好表現。
(二)情境佈置貼近學童客語生活，學生經由境教提升學習效能。
(三)學生養成隨時隨地使用客語的習慣，成為日常生活用語。
(四)學生積極參加客語類社團。
(五)學生使用網路平台蒐集客語資源並積極使用。
(六)學生能積極參加客與相關活動，如米食製作、客家文化陳列參觀。
(七)學生自願參加客語認證的比例提升。
二、 自我檢討：
(一)定期召開檢討會，針對缺失重新修訂實施計畫。
(二)發問卷調查客語使用消長情形，提供改進策略參考。
三、 激發士氣：
(一)辦理客語生活化推廣有功者，報請主管單位給予獎勵。
(二)有卓越認真表現者，學生部分提交學生獎懲委員會給予獎勵。
(三)教師部分則提報至考績委員會及教師評審委員會，作為考績晉級與續聘之
依據。

捌、預期效益：

一、鼓勵社區家長全民參與，預估總計600人次之親師生及鄉民參與客家文物
展演、親子米食DIY及各項客家活動。
二、親師生皆能習慣以客語為交談之主體，確實落實客語生活化之目標。
三、提昇客語使用之人口，延緩客語流失之危機。
四、培養認同客家文化之情懷，以傳承客家文化為職志。
五、透過客語認知的過程，進而欣賞及包容其他族群文化。
六、學生客語認證，期望通過初級認證通過達5人以上。
七、師生認同客家文化，藉由客語活動為傳統客家注入新生命。
八、客家歌謠傳唱千里，體驗和緬懷客家人具有價值的生活。

玖、本計畫經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拾、本計劃經核定經費執行後，若有結餘款，將全數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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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人： 主任： 校長(園長)：

主計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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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三坑國小 104 年度客語生活學校實施計畫 

壹、依據：客家委員會 103 年 8 月 20 客會文字第 1030013642 號函辦理。 

貳、計劃目的： 

一、營造生活化、沉侵化的客語生活環境，增加多樣而有效的客語學習管道，使學生在潛

移默化中，自然學會客語。 

二、創造師生客語互動的機會，建立優質的客語教學環境，培養學生學習的興趣。 

三、激發教師鄉土語文教學創意，活絡教學情境，有效提高學生學習意願及成效。 

四、提供各項客語教學活動，建立學生聽講客語的自信，體認客家語言、文化之美。 

五、將客家使用場域從學校推廣到家庭，使客籍人士以身為客家人為榮，而傳承與發揚客

家語言與文化，也讓非客籍人士，認識與融合客家語文。 

參、計劃執行期程：104 年 1 月 1 日至 104 年 11 月 30 日 

肆、班級數：6 班      學生人數：66 人 

伍、計劃內容： 

  一、現況分析： 

（一）本校所屬學區：桃園縣龍潭鄉三坑村與大平村為規畫學區、佳安村為自由學區。本

校亦為自由學區學校。絕大部分居民使用語為客語或國語。  

（二）本校目前共 6 班，全校學生數共 66 人，客家族群 46 人，約佔全體學生之 70％。 

（三）本校於民國 94 學年開始規劃每週一節之客語正式課程，由教學經驗豐富且具客語

專長的老師擔任客家語授課教師。 

（四）近年由於外籍配偶增加及客語族群人口流失，應致力於客語的學習及保存，以免造

成本地母語的流失。 

（五）近年來，客語課程多以資訊融入教學的方式實施，積極使用哈客網路學院之網路教

材，並成立各種客家文藝課程，如藍染、諺語等，林林總總的活動，主要目的在活

化教學方式，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以及豐富其學習內涵。 

（六）本校參加鄉語文競賽成績豐碩，99 年度賴志東老師榮獲客語演說第二名、101 年度

李敏惠老師榮獲客語字音字形第三名、102 年度馮輝棋老師榮獲客語朗讀第二名。 

  二、資源條件 

 1.客語教學軟、硬體設備 

本校每間教室配有電子白板，相當容易進行資訊融入教學活動，有助學生維持學生

樂趣，此亦有助於學校加速推展學生客語認證通過人數。在軟體上，學校配給有客語認

證教材，供師生自我學習。 

 2.教師的語言能力 

本校位於客語族群地區的學校，多數教師以本地人為主，經調查結果，以客語為母



語的教職員計 7 人(占 58%)，其中又有兩位教師通過客語中高級認證，一位職員通過客

語初級認證。因此，校內教職員之客語能力相當良善。 

 3.社區之語言生態 

本年度經調查結果，學生家庭之客語族群比例 70%，學生在境教與身教的影響下，

對客語熟悉程度有相當之可塑性，提供校方著墨之良好根基。 

 4.社區之參與及支持 

本校在社區耆老、志工之協助下，對於落實客語活動相當贊同。98 學年所申請客語

生活學校之客語美食 DIY 活動，引起廣大迴響，除了可以促進親子感情融洽外，也可

以推廣客語美食文化。99 學年度起，訂定每週二為客家日，將常用客語應用在日常對話

中，社區家長深表認同。100 學年於學校運動會節目中，安排三坑社區客語唱謠班，推

廣客語不遺餘力。103 年度申請通過客語生活學校，致力於客語生活語文與藝文的推動。 

  三、組織架構 

(一)主任委員-梁寶丹校長  

1.召集推動小組會議 

2.督導實施計劃之進行 

(二)行政規劃組-教導主任吳招美、教務組長林美純 

1.計畫擬定、對外公務聯繫 

2.活動進程控管 

3.撰寫活動成果 

4.各項學藝競賽規劃設計與辦理 

5.建立客語人才資料庫 

6.其他交辦事項 

(三)課程研發組-教務組長林美純、馮輝棋老師、賴志東老師 

1.發展客家母語推動之各項課程 

2.研發客語生活學校實施計畫推動之評量模式及指標 

3.提供教學所需之客家語素材 

(四)總務事務組-總務主任蒲有任、出納羅郁瑩、主計邱美妤 

1.經費請領、憑證核銷 

2.採購應用物品 

3.場地器材供應 

(五)活動規劃組-訓導組長張美惠 

1.學生活動編組與秩序管理 

2.場地整理與會場桌椅安排 

3.教學與活動之協調事宜 

4.活動照相與錄影 

(六) 教學協助組-所有教師 

1.協助各項課程推動落實 

(七)輔導諮詢組-家長會長蕭中英、古李秋香、古葉清香 

1.專業指導計畫之推動 



2.提供各項客家文化諮詢 

3.建立家長與學校溝通平台 

  四、實施方式： 

(一)辦理語文活動，提昇學習效果 

1.全校實施日常客語、客語教學活動，提升語言應用機會。 

2.規劃學生朝會客語童謠、歌謠演唱。 

3.客家文物古蹟繪畫比賽。 

(二)強化環境佈置，落實客語生活化 

1.運用校園佈告欄張貼相關客語俗諺、客語文字及藝文認知，落實客語生活化。 

2.建置班級教室客家語文學習角，充實客語及客家文化相關書籍。 

(三)因應資訊網路時代，建置客家網頁平台 

1.建置客家網頁，提供客家資訊快速流通管道。 

2.運用客語教學社會資源，提供師生教學與學習諮詢平台。 

3.配合資訊生活時代，藉網路媒體擴展客家文化觸角。 

(四)結合在地專精客家童玩教學，傳承並再造客家文化 

1.持續拓展客家童玩學習與製作，藉具體操作方式深化認知。 

2.辦理相關客家童玩 DIY 活動，保存客家傳統民俗技藝。 

(五)規劃親子互動 DIY，了解學習客家美食特色及其風貌 

1.辦理三坑地區客家米食 DIY，如客家菜包、鹹湯圓與牛汶水等。 

2.結合校園活動辦理社區親子客家美食品嘗大會。 

(六)多元學習活動，強化客語生活價值 

1.規劃校園雙語廣播時間，利用晨光與午餐時間，由師生輪流以華、客、閩語

播報生活花絮及校園動態等。 

2.結合社區資源辦理親師生鄉土解說之踏查活動。 

3.每週二定為「客語日」，全校典禮活動、問候語均使用客語，鼓勵全校師生

使用客語交談。 

4.善用客委會提供之客家補充教材，搭配客語教學活動。 

5.推薦優良客語卡通及配合課程規劃至「哈客網」觀賞趣味化之內容。 

6.舉辦教師客語認證中高級通過心得之研習分享，提高老師客語認證比率。 

 

  五、計畫願景  

（一）文化普及化：大量增加客家文化在校園與社區曝光率，達到客家文化推廣之目的。 

（二）文化深耕化：落實客家後裔的照顧，務求客家語言文化扎實傳承。 

（三）活動樂趣化：鼓勵學生勇於開口說客家話，樂於參加客家活動。 

（四）學習生活化：以生活文化置入方式，營造自然融入的學習效果與溝通績效。 

（五）推廣務實化：充實校園實質經營，豐富學生學習面向，連結學校與社會之文化橋樑。 

 

 



  六、經費概算 

編號 項目 數量 單位 單價 小計 備註 

1 師生客語認證研習鐘點費 6 時 800 4,800 內聘講師 

2 美食 DIY 講解鐘點費 10 時 400 4,000 外聘講師 

3 客家美食 DIY 125 份 100 12,500 材料費 

4 
客家文物技藝外聘專家 

鐘點費 
10 時 800 8,000 外聘講師 

5 客家文物製作 DIY 100 份 120 12,000 材料費 

6 客語學習專區情境布置 1 式 16,500 16,500 海報情境布置 

7 客語歌唱教學鐘點費 10 時 400 4,000 外聘講師 

8 客語童謠與詩歌教材費 1 式 5,000 5,000 印刷、紙張、油墨 

9 客語認證獎勵品 10 份 150 1,500  

10 雜支 1 式 3,000 3,000  

合 計 71,300 

   七、實施期程：自當年度核定計畫起至十一月三十日止。 

   八、評量指標 

一、 推動客語生活學習效果： 

(一)學生皆能踴躍參加相關客家語文及藝文競賽，並有良好表現。 

(二)情境布置貼近學童客語生活，學生經由境教提升學習效能。 

(三)學生養成隨時隨地使用客語的習慣，成為日常生活用語。 

(四)學生使用網路平台蒐集客語資源並積極使用。 

(五)學生能積極參加客家文化傳承相關活動，如米食製作、客家文化陳列參觀。 

(六)學生自願參加客語認證的比例提升。 

二、 自我檢討： 

(一)定期召開檢討會，針對缺失重新修訂實施計畫。 

(二)發問卷調查客語使用消長情形，提供改進策略參考。 

三、 激發士氣： 

(一)辦理客語生活化推廣有功者，報請主管單位給予獎勵。 

(二)有卓越認真表現者，學生部分提交學生獎懲委員會給予獎勵。 

  陸、預期效益：  



一、 鼓勵社區家長全民參與，預估總計 500 人次之親師生及社區居民參與客家文物製作、

親子米食 DIY 及各項客家活動。 

二、 親師生皆能習慣以客語為交談之主體，確實落實客語生活化之目標。 

三、 提昇客語使用之人口，延緩客語流失之危機。 

四、 培養認同客家文化之情懷，以傳承客家文化為職志。 

五、 透過客語認知的過程，進而欣賞及包容其他族群文化。 

六、 學生參加客語認證通過初級認證能達 5 人以上。 

七、 師生認同客家文化，藉由客語活動為傳統客家注入新生命。 

八、 客家歌謠傳唱千里，體驗和緬懷客家人具有價值的生活。 

陸、本計畫經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柒、本計劃經核定經費執行後，若有結餘款，將全數繳回。 

 

承辦人                   教導主任                    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