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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閩南語沉浸式教學融入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計畫 

申請說明及常見問答 

 

一、如何申請「幼兒園閩南語沉浸式教學融入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計畫」 

Q1-1. 計畫依據？ 

Q1-2. 計畫申請單位？ 

Q1-3. 計畫申請時間？ 

Q1-4. 計畫申請相關條件？   

 

二、「幼兒園閩南語沉浸式教學融入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計畫」的實施方式 

 Q2-1. 閩南語沉浸式教學的規劃與實施     

 Q2-2. 閩南語沉浸式教學執行策略      

Q2-3. 閩南語情境布置的必要性？ 

 

三、參與閩南語沉浸式教學之幼兒園須需配合事項 

Q3-1. 每個月須繳交報告 

Q3-2. 參與教師增能活動 

Q3-3. 可參與分區巡迴輔導諮詢專車 

Q3-4. 可參與「教師共學社群」 

Q3-5. 期末報告 

Q3-6. 輔導訪視 

Q3-7. 每月活動歷程紀錄表是否需要以閩南語文字呈現內容？ 

Q3-8. 期末分享報告是否需要全程使用閩南語報告？ 

 

四、計畫執行常見問題 

Q4-1. 幼兒家庭環境無法支持 

Q4-2. 師閩南語專業程度不足- 

Q4-3. 閩南語使用腔調差異 

Q4-4. 缺乏相關幼兒園閩南語教材 

Q4-5. 宗教信仰相關疑慮 

Q4-6. 教學進行方式 

Q4-7. 缺乏相關人力資源（含專家資源） 

Q4-8. 經費規畫核銷及使用 

 

五、其他問題 

Q5-1. 閩南語字型安裝 

Q5-2. 閩南語認證考試的必要性？是否可提供相關資訊？ 

Q5-3. 可以去哪裡找閩南語字典/相關教材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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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如何申請「幼兒園閩南語沉浸式教學融入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計畫」： 

 

 

Q1-1. 計畫依據？ 

A：本計畫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推動本土語言及在地文化融入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原則」中，第三點補助基準及原則中第(三)項「閩南語沉

浸式教學融入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辦理。 

 

 

Q1-2. 計畫申請單位？ 

A：每年約 4-5 月左右會由國教署發文至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開放申請，並由

縣市政府教育局(處)公告。有意願參與之幼兒園可注意公告，並於公告期限截止

前，填妥申請計畫及經費概算表，送各縣(市)政府教育局提出申請。 

 

 

Q1-3. 計畫申請時間？ 

A：原則中有敘明應於每年四月三十日前填妥次一學年度之申請計畫及經費概算

表後，報送各轄市、縣(市)政府初審，但實際上申請期限請以國教署委請各轄市、

縣(市)政府教育局(處)承辦之發文為依據。 

 

 

Q1-4. 計畫申請相關條件？ 

A：為提升辦理成效，建議參與班級數需達三班或以上，全園總班級數未達三班

者建議全園參與。全園總班級數未達三班且全園參加者、全園總班級數三班以上

且三班以上參與者、園內有意願設立閩南語沉浸式教學之種子教師或課程領導人

之幼兒園，優先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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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幼兒園閩南語沉浸式教學融入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計畫」的實施方式： 

 

Q2-1. 閩南語沉浸式教學的規劃與實施                   

A：沉浸式教學是在原課程規劃不變的情形下，融入閩南語的使用，並非是另外

去設計一個閩南語的課程，或獨立一個時間專門教授閩南語，這樣反而淪為語言

專業課程，與本計畫之目的相違背。 

 

 

Q2-2. 閩南語沉浸式教學執行策略 

A：關於本計畫試辦園的實施模式，建議幼兒園在推行閩南語沉浸式教學時，將

閩南語的使用融入幼兒園的例行性活動、全園性活動和課程活動中，透過互動參

與式的教學方式，提升幼兒的閩南語聽、說能力。相關有效的執行策略如下： 

(一) 配合生活情境及主題活動的閩南語語境布置。 

(二) 例行性活動的潛移默化—包含入園問候、洗手、潔牙、上廁所、用餐進

食、排隊、收拾、放學道別等。 

(三) 統整式主題課程活動結合在地文化或社區資源—將閩南語融入主題課

程，並配合在地文化或社區資源，讓幼兒可以透過拜訪社區與使用閩南

語的長輩互動形式，結合幼兒生活經驗來認識周遭的生活環境及文化。 

(四) 全園性活動的安排—在節慶活動中、統整幼兒學習經驗的闖關遊戲活動、

每日的晨操律動、安全宣導等全園性的互動活動中，融入閩南語的使用，

營造園內閩南語使用的氛圍，培養幼兒使用閩南語的習慣。 

(五) 師生、同儕及親子間的生活互動—透過觀察老師在生活或課程中閩南語

的使用、或觀摩程度較佳的同儕使用閩南語，進而透過親子活動與家人

長輩以閩南語互動，讓幼兒在自然的生活情境中使用閩南語溝通，逐漸

發展使用閩南語的能力和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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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3. 閩南語情境布置的必要性？ 

A：情境布置有宣誓性與教育性的意義，能明確表達出我們幼兒園目前正在實施

這個計畫，除了讓別人知道，也有隨時提醒老師的目的存在，而幼兒認字雖不多，

但情境佈置的意義在於讓幼兒習慣在看到時，能知道這個語詞代表什麼意思，例

如：囥冊包(放書包)，是幼兒日常使用到的生活事物，經常看到這樣的文字揭示，

長久以往，幼兒就會知道前面那個字是閩南語，後面的字是華語。諸如此類的文

字揭示不需要做太多，挑些幼兒經常看得到的顯眼事物來貼。謹記：情境並非主

要，僅為沉浸式的一小部分；必須要做，但更要注重幼兒的對話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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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與閩南語沉浸式教學之幼兒園須需配合事項： 

 

Q3-1. 每個月需繳交報告 

A：為督促幼兒園確實落實閩南語沉浸式教學之計畫，以及檢視每個月的執行進

度，幼兒園需於每個月月底前傳送活動歷程紀錄表及 2 分鐘閩南語互動影片至指

定網頁。 

⚫ 活動歷程紀錄表：參與計畫班級每班需填寫一份，並將全園各班檔案合併成

一份 Word 檔案，並將檔名命名為「幼兒園名稱」而後上傳。例如：某園參

與班級數為 3 班，則該園需繳交 3 張活動歷程紀錄表，並將 3 張紀錄表合併

為一個檔案後，再行上傳。 

⚫ 2 分鐘閩南語互動影片：影片內容為─呈現教學現場的情形、師生互動、幼

兒互動等閩南語互動的影音表現為主，若參與班級為一班以上，可每個月呈

現不同班級，或是當個月內影片包含不同班級皆可。 

 

 

Q3-2. 參與教師增能活動 

A：為提升幼兒園教師之閩南語專業能力及了解如何將閩南語融入於幼兒課程、

活動及生活中，應配合參與專業團隊安排之師資培訓研習及工作坊等幼兒教育或

閩南語相關專業課程進修活動。相關教師增能活動將於每學期期初由國教署發文，

並於本計畫 Line 群組中公告報名。 

⚫ 目前定期舉辦：每學期各 1 次「師資培訓研習」(天)、2 次「工作坊」(每次

2 天)、1 次「外埠參訪」(1 天)；每學年一次的「計畫說明會暨優質辦理園成

果發表會」(1 天)。 

 

 

Q3-3. 可參與分區巡迴輔導諮詢專車 

A：本計畫自 109 學年度起，增加分區巡迴輔導諮詢專車，就「雙北區」、「宜

花區」、「桃竹苗區」、「嘉南區」、「高屏區」等區域，開設分區巡迴輔導諮詢專

車，每區每學期開設一場次。參與計畫之幼兒園可當場諮詢，執行計畫過程中

所遇到的相關問題，並由計畫諮詢委員回應或協助；且於分區巡迴輔導諮詢專

車中，由計畫諮詢委員開設計畫實施相關應用課程，提升參與計畫之幼兒園教

師之閩南語專業能力及了解如何將閩南語融入於幼兒課程。 

 

 

Q3-4. 可參與「教師共學社群」 

A：本計畫自 110 學年度起試辦「教師共學社群」，先透過分區的種子園帶領區

域內參與計畫的幼兒園，一起進行幼兒園閩南語沉浸式教學的「教師共學社

群」，期待透過參與計畫之幼兒園定期社群互動、共同備課，以達到相互激勵、

共學共享共好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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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5. 期末報告 

A：各園需配合國教署委請之專案團隊參與「期末成果分享」，每間幼兒園皆需分

享，分享時間為上、下學期期末各一場次，幼兒園可擇一時間登記，報告時間長

約 10 分鐘，包含簡報及影片播放。並在該年度的計畫結束前(6 月)應 

1) 提報實施計畫成果報告(包含實施計畫、授權書、每月活動歷程紀錄表)相關

紙本或電子檔給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承辦人並辦理經費核銷相關事宜。請

參照：「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推動本土語言及在地文化融入幼兒園

教保活動課程原則」之附件八。 

2) 傳送 15 分鐘的成果影片至指定網頁(報告上傳)。 

 

 

Q3-6. 輔導訪視 

A：為了解參與幼兒園之實施成效及確保執行方向之正確，國教署委請之本計畫

專案團隊將定期至幼兒園進行輔導訪視，對幼兒園實施閩南語沉浸式教學所遇到

的困境與問題給予修正建議。該學期需輔導訪視之幼兒園，會於學期初進行相關

連繫，確認訪視時間。 

 

 

Q3-7. 每月活動歷程紀錄表是否需要以閩南語文字呈現內容？ 

A：活動歷程紀錄表主要是將課程內容進行紀錄，可以用華語文字為主要呈現

方式，可穿插閩南語文字的關鍵字即可，不需要全部使用閩南語文字。 但需

於活動歷程紀錄表中說明課程中有使用到閩南語的地方，或是此次教學的閩

南語關鍵字等，才能看出是閩南語沉浸式教學的活動歷程紀錄。 

 

範例 1：(關鍵字以閩南語文字呈現) 

活動內容概述：今天讓幼兒認識顏色，有紅色、黃色、茄仔色、烏色、青色、

柑仔色等等，然後使用圖卡讓幼兒完分隊搶答遊戲，當老師指出某張顏色的

圖卡時，小朋友要舉手搶答說出該顏色的閩南語唸法......(以下省略)  

 

範例 2：(敘述是如何將閩南語的元素融入在活動中) 

活動內容概述：今天讓幼兒認識各種顏色的閩南語怎麼說，包含紅色、黃色、

紫色、黑色、綠色、橘色等等，然後使用圖卡讓幼兒完分隊搶答遊戲，當老

師指出某張顏色的圖卡時，小朋友要舉手搶答說出該顏色的閩南語念

法......(以下省略) 

 

範例 3：(完全看不出課程活動中有融入閩南語的教學) 

活動內容概述：今天讓幼兒認識顏色，包含紅色、黃色、紫色、黑色、綠色、

橘色等等，然後使用圖卡讓幼兒完分隊搶答遊戲， 當老師指出某張顏色的圖

卡時，小朋友要舉手搶答說出該顏色......(以下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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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8. 期末分享報告是否需要全程使用閩南語報告？ 

A：期末各試辦園分享報告後，會由計畫主持人或專家委員進行回饋講評，評審

委員將藉由此次報告來了解幼兒園教師的閩南語相關能力，所以建議盡量使用閩

南語進行發表，但對於較難翻譯的專有名詞等也可以參雜華語使用，建議不要全

程使用華語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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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計畫執行常見問題： 

 

Q4-1. 幼兒家庭環境無法支持 

Q4-1-1. 班級族群組成複雜，包含閩南人、外省人、客家人、原住民及新住民家

庭，在家中不太能配合使用閩南語。 

Q4-1-2. 孩子家長不太提倡說閩南語，所以要落實有難度，但是在園內老師們都

很樂意教孩子培養閩南語的能力。 

Q4-1-3. 學校用心推行閩南語沉浸式教學，但家長不大說閩南語，孩子回家少有

說閩南語的機會，只靠學校教學，學習成效有限。 

Q4-1-4. 家長本身就不會說閩南語，故孩子也不願說，家長認為學美語重於閩南

語。 

 

A：當有家長不認同幼兒園推廣閩南語教學時，可以跟家長多溝通及說明學習語

言的好處和重要性，因語言是從教學中自然的培養，青春期之前的兒童學習閩南

語，無礙於其他語言的學習，反而增強其日後學習日、韓等外語的能力，因為這

些外語從漢語借用的大量詞彙，都和閩南語近似。而老師教導詞彙或語句時，建

議一遍華語一遍閩南語，而後再重複練習該閩南語詞彙或語句，讓新住民、外籍

配偶和原住民的小朋友們慢慢學習新語言，並將上課內容錄音，讓小朋友回家後

可以和家長一起複習閩南語。 

另一方面來說，閩南語沉浸式教學計畫的目的之一，是希望可以先找回母語，

透過先母語、再華語，最後再外語的學習方式來進行。因為語言跟文化是無法分

開的，找回母語及文化是本計畫的主軸之一。所以建議各個幼兒園，可以依照所

在社區的組成族群（閩南語、客語或原住民語等）去申請相關的計畫或方案，一

方面在推行上可以減少阻力，也可以與家庭生活結合，才是最好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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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2. 師閩南語專業程度不足- 

Q4-2-1. 教師閩南語程度不足，在課程進行時要把華語翻成閩南語有難度，且無

法正確書寫閩南語用字及說法。 

Q4-2-2. 專有名詞的使用上有困難，無法流利的說出，教學上常詞不達意。 

Q4-2-3. 部分語詞查不到如何發音，不知如何教授上課。 

Q4-2-4. 外來語直接翻譯成閩南語有點困難，不知道該如何發音。 

Q4-2-5. 共同授課的老師是客家人，不會閩南語，他不排斥閩南語，但在教學上

只有單方面的推動有點困難。 

Q4-2-6. 建議增加閩南語研習的辦理場次，內容可針對發表、文字呈現等面向。 

 

A：計畫辦理之相關閩南語師資培訓研習及工作坊的部分，皆有提供「閩南語基

本詞彙」、「閩南語與華語對應」等增能課程，並會於研習課程結束後，將講義內

容及課程影片已上傳至計畫網頁平台，提供試辦園老師們參考使用。除了初階的

閩南語及幼教課程之外，我們也於各年度陸續增開一些台灣民俗、歌謠、戲曲、

古蹟、閩南語進階等不同領域的新課程，希望能提供參與教師們不同面向的學習

機會。 

    而關於專有名詞的使用及讀音上，可以使用「教育部閩南語常用詞辭典」、

「台華線頂辭典」、中央研究院語言所「閩客語典藏」資料庫、「I Taigi 愛台語」

等網站查詢，或利用手機「萌典」APP，可查詢相關詞彙及唸法，且遇到不確定

的閩南語詞彙之發音或專有名詞，可以替換意義相近的說法來解釋。 

此外，幼兒園亦可透過每月邀請專家入園、辦理園內教師閩南語交流活動等，

讓老師們先開始學習使用閩南語，以及學習在教學中使用閩南語，這樣逐步增加

閩南語的使用，才能自然的融入課程中。另外，因為本計畫是推動「閩南語沉浸

式教學」，故建議試辦園不宜請完全不懂閩南語的老師或教保員來參與執行，這

樣會造成推動困難，並且容易發生語音或用詞的錯誤教學。我們日後也會進行宣

導。 

本計畫之目的是希望各試辦園教師於教學過程中達成 50%的閩南語使用率，

並不需要在一開始就全程使用閩南語，或使用太長的閩南語語句授課，老師們可

以透過穿插使用閩南語，來讓幼兒先熟悉「聽」到閩南語，並可透過一遍華語一

遍閩南語的方式讓幼兒理解其意思。當老師們在讓幼兒熟悉閩南語時，也可以透

過參與本計畫研習或是邀請專家入園授課，來增進教師的閩南語程度，並逐步增

加閩南語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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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3. 閩南語使用腔調差異 

Q4-3-1. 閩南語會因地域而有不同腔調，在進行教學時老師就是最直接的示範者，

擔心自己的腔調影響幼兒對於閩南語的學習。 

Q4-3-2. 老師本身非本地人，使用的閩南語腔調語在地人不同，是否會讓幼兒在

學習上造成混亂？ 

 

A：語言的主要功能在於溝通，語言學習宜把握彈性原則。閩南語因不同的地緣，

會有腔調和用詞上的不同，教師可依幼兒的接受程度作教學的調整。例如：大班

閩南語接受程度較高，可以介紹同種物品的不同說法；如果小班不太能理解相關

詞彙，建議一開始先提供簡單的用語或在地多數人常用的腔調即可。 

此外，若老師只會說自己的閩南語腔調，也不要因為腔調與在地人不一樣而

不敢教學或開口使用閩南語，老師可以直接使用自己的腔調，自然的進行報告或

教學，學生在學習中若有提出異議，可請學生依照自己家中長輩所使用的腔調或

用詞來說話，據此也可以讓學生認知到：不同的腔調或用詞所代表的是同樣的意

思，不需要因為腔調的差異而害怕。 

 

 

 

Q4-4. 缺乏相關幼兒園閩南語教材 

Q4-4-1. 幼兒園缺乏可以使用的閩南語現成教材，老師們必須自編教材。 

Q4-4-2. 希望能彙整閩南語歌謠的資源，讓老師們要使用時有一個統一的地方可

以搜尋。 

A：預計於計畫期程內，就各試辦園自編教材，邀請閩南語教學專家進行遴選，

擇優協助修改及校稿後，上傳至本計畫網路平台，提供實施計畫之試辦園參考使

用。其次，本計畫網頁平台上，也列了很多閩南語網路資源與材料，可供作為教

學之參考。另外，閩南語沉浸式教學計畫融入的主軸之一是透過與在地文化的結

合，融入日常生活中。有些課程活動還是建議以在地文化結合自編教材為主，本

計畫也會持續開設關於兒歌、童詩、繪本創作等課程，希望試辦園教師都能前來

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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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5. 宗教信仰相關疑慮 

Q4-5-1. 民俗容易與宗教連結，導致基督徒家長有時候頗有微詞。 

 

A：臺灣民俗(含宗教)是本土文化非常重要的一環，身為教師的我們，不可以因

為班上有一小部分同學信仰外來的基督教或天主教，就剝奪全班同學了解與學習

台灣民俗文化的知權與受教權。請老師們還是要耐心地和家長溝通說明。學習語

文必須在文化的情境脈絡中進行，方能產生深化和意義化學習。民俗與宗教確實

無法區隔開來，幼兒園教師必須謹慎處理，建議從宗教文化和廟宇教堂的建築藝

術著眼，引導幼兒體現民俗文化與我們日常生活的關聯性。本計畫的執行幼兒園

中，就有教會附屬的幼兒園實施成效卓著，可見幼兒園閩南語沉浸式教學的相容

性與可行性相當廣闊。 

 

 

Q4-6. 教學進行方式 

Q4-6-1. 沉浸式教學如何與課綱接軌，希望能有教師分享教學。 

Q4-6-2. 幼兒雖然常用閩南語就較容易記住，但難免會忘記，而幼兒尚看不懂文

字與拼音，除了教師反覆提示外，還有其他方法可以運用嗎？ 

Q4-6-3. 孩子的活動過程中，會將不雅的語句運用在對話中，老師應如何因應呢？ 

Q4-6-4. 如何深入探究並順暢融入平日活動中？ 

 

A：幼兒階段的教學著重在說和聽的部分，在初期幼兒對華語及閩南語的用字較

易混淆，屬正常現象。老師可從教導中逐步增加閩南語詞彙，並利用情境、動作、

教具等，讓兒童漸漸瞭解閩南語詞彙的涵義，並時常練習聽、說和認字。 

對於使用閩南語粗口的小朋友，需要老師與家長配合，教導他們了解粗口語

言之不雅性，所有場合都不宜使用，使用後甚至會引起他人的嫌惡或鄙夷。 

此外，沉浸式教學的目標是希望達到 50%使用閩南語教學，透過閩南語歌謠、

繪本、遊戲或社區踏察的方式讓學生增加閩南語詞彙的學習；並透過日常的問候

的方式，融入學生的生活中；其次，在課程深化的部分，建議老師們可以在課程

中，逐步增加閩南語詞彙和相關的文化意涵，如：結合節慶活動、社區文化采風

等，並利用情境、動作、教具等，讓各族群的幼兒逐漸瞭解閩南語詞彙的涵意，

更進一步的介紹各個文化及節慶的由來，透過這樣的方式接觸和培養閩南文化底

蘊，而達到深化的效果。 

    另外，亦可參考 Q&A 實施方式中的「閩南語沉浸式教學執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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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7. 缺乏相關人力資源（含專家資源） 

Q4-7-1. 目前需要尋找持有專業證照的專家輔導。 

Q4-7-2. 希望提高專家入園時間，增加老師對於閩南語的專業知識。 

Q4-7-3. 代課教師尋找不易，老師無法參加每一場次的研習或工作坊課程。 

 

 

A：本計畫的 Line 群組中，可討論或諮詢閩南語的相關專家資源，建議可就近詢

問相關專家學者，或請專家學者協助推薦相關專家人選。專家入園相關事宜需於

計畫申請時，提出適當且明確的需求及規劃，交由計畫審核單位一併審核決定。 

本團隊於每學期初會公告相關活動辦理日期，建議幼兒園可以依日期提前規

劃相關人力需求，若是真的無法派人參與，也可於活動結束後，於本計畫網頁觀

看未參與的「研習/工作坊」各場次的課程相關影片。 

 

 

  

 

Q4-8. 經費規畫核銷及使用 

Q4-8-1. 先前申請計畫時，不清楚可以編列哪些項目經費，後來執行計畫時才發

現代課費、補充保費等費用未編列，參與研習時只能使用學校自籌款支

付代課費用，希望有經費的使用說明。 

Q4-8-2. 全園只有一個班級，但除了該班導師外，主任希望也能一起參與研習課

程，這樣比較能夠互相討論，將課程內容較為完整的帶回園內，但經費

核定上只有核定一位老師的差旅費，覺得很可惜。 

 

A：關於計畫經費申請，請參照「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推動本土語言及

在地文化融入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原則」，原則內有詳列可編列之經費項目及金

額，另需符合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之相關規定，建議可洽詢各縣市政府教育

局（處）相關承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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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常見問題： 

 

Q5-1. 閩南語文字字型如何安裝？ 

A：建議使用教育部委託製作的「臺灣閩南語漢字輸入法」來進行閩南語文字的

安裝，可至教育部主持編纂之《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之『相關資源』項目，

內有詳細的安裝說明和疑難解答，請多加善用。 

 

 

 

Q5-2. 是否可提供閩南語認證考試相關資訊？ 

A：請參閱『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考試』網頁，包含考試時間、認證說明、題型

介紹、自學資源等。 

 

 

 

Q5-3. 可以去哪裡找閩南語字典/相關教材資源？ 

A：本計畫於 110 年 6 月編訂完成《幼兒園閩南語生活慣用語引導(教師手冊)》，

提供參與計畫的幼兒園老師參考使用，其它閩南語資源請參閱下方各項數位化的

教學參考資源： 

 

字典類： 

★教育部台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       

提供教育部所建置的閩南語關詞典與相關資源的連結，供免費查詢。 

教育部台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使用教學 

 

★iTaigi  

提供閩南語相關詞彙與句子的查詢。 

 

★萌典 

提供華、閩、客語相關詞彙與句子的查詢。     

 

★台文/華文線頂辭典 

提供華台對譯相關詞彙與句子的查詢。 

 

教材類： 

★教育部語文成果網 (moe.gov.tw) 

提供閩南語相關教學資源的連結。尤其是「語文推廣類」項目中的[咱來學台

灣閩南語]學習手冊以及[閩南語卡通動畫]，更是值得推薦。 

 

https://language.moe.gov.tw/001/Upload/Files/site_content/download/mandr/blgsujip_1060706.pdf
https://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default.jsp
https://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download.jsp
https://blgjts.moe.edu.tw/tmt/index.php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P7D1a6obZcK6p7dbT5lJMkYFeUCogaon/view?fbclid=IwAR2riu6UfqIZ3l7w9sDgyEsUdDuFIBQ-YkZjU6tZndnqi6OFp8H1zNhcsJI
https://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index.html
http://www.ntcu.edu.tw/ATA102125/TSOKGIAP08/tsok-giAP08.html
https://itaigi.tw/
https://itaigi.tw/
https://www.moedict.tw/'%E5%AF%AB%E5%AD%97#gsc.tab=0
http://ip194097.ntcu.edu.tw/q/q.asp
https://language.moe.gov.tw/
https://language.moe.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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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台灣語文學系教學資源連結 

提供閩南語字型與軟體下載，以及相關詞典與教學資源的連結。 

 

★全球華文網 

由僑委會建置，有很多的主題式課程，配以精美的圖片、動畫和聲音播放(每

個主題都有詳細的聲音教學)，讓教學可以更有趣更便利，包括臺語動畫圖典、

俚諺俗語、唸謠、童謠、兒歌、台語會話、猜謎等台語教學資訊。 

 

★公視台語台        

公視台語台的節目內容完全以台語播出。此外，為實現推廣台語的初衷，有

別於其他電視頻道，如節目、新聞標題、字幕等文字，大部分以台語白話文

呈現。但新聞內部採訪同期聲字幕和部分綜藝節目、動畫片則依然繼續採用

繁體中文中華民國國語字幕。 

 

★真平台語網 

提供閩南語的電子教材、檢定資訊等，相當實用的網站。 

 

★台南市鄉土語言教材資源網 

內有詩歌童謠、教材教法、教材資源及教案分享。 

 

★九年一貫台語教學資源網 

提供「精確的陳殿冠台語注音」系統介紹與童詩、唐詩、論語、小故事等注

音解釋。 

 

★台語閩南語河洛語教學網 

123 台語教學網，提供台語教學，包括台語字典、通用拼音、童謠、諺語、

歌曲、唐詩、四句聯及千字文等。 

 

★鯤島園地  

董峰政個人網站，提供台語詩、台語文、台灣俗語，台灣歌謠、童謠、通用

拼音與趣味台語等資訊。 

https://taiwanese.ntcu.edu.tw/resource.php
https://www.huayuworld.org/taiwanese_learning.php?utm_source=%E8%87%BA%E8%AA%9E%E6%96%87%E5%AD%B8%E7%BF%92%E7%B6%B2&utm_medium=main&utm_campaign=2019
https://www.facebook.com/ptstaiginews/?epa=SEARCH_BOX
http://www.jen-pin.com.tw/
http://weber.tn.edu.tw/edu01/taiwan/default.htm
http://www.taiwanwe.com.tw/
http://www.taiwanese-oki.idv.tw/?action=index
http://www.dang.idv.tw/
http://www.dang.id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