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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單元 從各族群的歌謠認識族群文化 
第十二講、歌謠分類 

 
第一章台灣的原住民族群歌謠 
摘要：首先討論台灣原住民族的分類情形，及其所普遍存在的好歌善舞天性；其

次，分別探討平埔族、高山族族群歌謠的過去與現在。 

 

一、台灣原住民族簡介 

    台灣的原住民族，大略可分為「平埔族」、「高山族」兩大類，在人種上屬馬

來人，在語言上同屬「南島語系」17，此與閩南語、客語所屬的「漢藏語系」明

顯不同。一般以居住平地者為「平埔族」，居住山地者為「高山族」，其實不然，

例如：蘭嶼的雅美族、花蓮的阿美族，都是居住於平地的高山族；邵族則是居住

山地的平埔族。 

    平埔族曾是台灣西部平原及宜蘭平原的主人，由北向南依序可分為凱達格蘭

（Ketagalan）、雷朗（Luilang）、噶瑪蘭（Kavalan）、道卡斯（Taokas）、巴則

海（Pazeh）、巴布拉（Papora，亦稱拍瀑拉）、猫霧拺（Babuza，又稱巴布薩）、

洪安雅（Hoanya）、卲（Thao）（或將之列為高山族，學界說法不一，至今並無

定見）、西拉雅（Siraya）等十族（詳見：李亦園《台灣土著民族的社會與文化》，

頁29），在每族之下，又細分為許多社，例如，凱達格蘭族又分為雷朗社、秀朗

社、三貂社、南崁社、龜崙社……等社。 

    高山族分為阿美族、泰雅族、排灣族、布農族、卑南族、魯凱族、鄒族、賽

夏族、雅美族（又稱達悟族）、太魯閣族（原被歸入泰雅族，2004年1月行政院

原住民族委員會通過正名）、撒奇萊雅族（原歸入阿美族，2007年1月通過正名）

等十一族。 

                                                 
17南島語系的區域，東到復活島，西到馬達加斯加島，北到台灣，南到紐西蘭。動詞在
主詞之前為其重要特色，與漢藏語系的主詞在動詞之前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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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山族」目前雖仍保有族群的語言、風俗習慣和部落結構，不過正面臨急

速現代化、族群意識薄弱、文化傳承不易等問題。而漢化已數百年的「平埔族」，

至今多已失去原有的語言和風俗習慣。 

二、好歌善舞的台灣原住民族群 

    台灣原住民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舉凡歡迎賓客、屋舍落成、年節、婚喪，

乃至於慶祝農獵豐收，皆會聚眾飲宴，酒酣歌唱、相率共舞，充分表現歌、舞、

酒三者相合為一的原住民族風味。 

    對此，康熙56年（西元1717年）的《諸羅縣志》即言：「（廬舍）落成，出

酒相餉，男婦畢集，酩酊歌舞，極歡而罷。」又云：「過年，……賽戲酣歌，三、

四日乃止。」，直至1895年3月割台之際成書的《台東州採訪冊》亦云：「凡享，

必互以酒肉相招，飲啖，歌唱二、三日。」可見及至清朝統治結束前，原住民族

仍保有喜好飲酒歌舞的天性。民族音樂學者呂炳川先生，將原住民族的歌謠內容

分為「勞動歌」、「生活歌」、「祭典歌」、「傳說歌」等四大類，並區分成二十八個

子目， 後再細分為一百二十九種小類（詳見：呂炳川《台灣土著族音樂》，頁

11〜13），可見原住民族歌謠內容的多樣性。 

    然而由於原住民族本身缺乏文字及記譜能力，故其千百年來所傳唱的歌謠，

大都因為缺乏詞、曲的紀錄而湮沒不聞，至今流存下來的原住民族古老歌謠，僅

及九牛一毛，而難窺全豹。 

    台灣原住民族彼此之間的語言、生活型態、社會制度，乃至於音樂歌舞的表

現方式，皆各具特色。下列分別針對「平埔族」與「高山族」的歌謠風貌，加以

介紹如下。 

三、「平埔族」歌謠簡介 

    清代之後的「平埔族」由於長期受到閩、粵移民的影響，以致於包括其族群

歌謠在內的固有文化，大量快速地流失；直到一九六、七○年代，民族音樂學家

呂炳川，在採集「平埔族」歌謠時，即已認為除了南投埔里的「巴則海族」、花

蓮新社的「噶瑪蘭族」、高雄甲仙附近的「西拉雅族」，尚遺留有「平埔族」的部

份跡象之外，其餘的「平埔族」多已被閩、客族群所同化，所以，已經很難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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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埔族」歌謠的原始風貌（詳見：呂炳川《台灣土著族音樂》，頁106）。 

    但是，近年以來，透過台灣許多民族音樂學家、考古人類學家的努力不懈，

許多「平埔族」歌謠陸續被發掘出來，使原本殘缺不全的平埔族歌謠，逐漸重建

天日。 

    總體而言，早期「平埔族」的歌謠資料，至今大都殘缺不全，或「有詞無曲」，

或「有曲無詞」。以下即針對此兩種情形，分述如下。 

（一）有詞無曲 

    清代有關「平埔族」歌謠的重要文獻，以一七二二年「巡台御史」黃叔璥所

著的《台海使槎錄》 為重要，該書從卷五至卷七的「番俗六考」中，以中文拼

音的方式，收錄當日「平埔族」歌謠的歌詞，共計三十四首，並隨文附有簡單的

意譯，可惜並未記載樂譜。茲錄其中三首歌詞如下。 

諸羅山社〈豐年歌〉： 

麻然玲麻什勞林（今逢豐年大收），蠻南無假思毛者（約會社眾），宇烈然   沙

無嗄（都須釀美酒），宇烈嘮來奴毛沙喝嘻（齊來賽戲），麻什描然麻什什（願明

年還似今年）。 

牛罵社、沙轆社〈思歸歌〉： 

嚅嗎嗄乞武力（往山中捕鹿），蘇多喃任喡須岐散文（忽想起兒子並我妻）！買捷

嚅離嗎嗄乞武力（速還家再來捕鹿），葛買蘇散文喃任岐引吱（免得妻子在家盼望）。 

瑯嶠社〈待客歌〉： 

立孫呵網直（爾來瑯嶠），六呷喝談眉談眉（此處不似內地），那鬼呵網直務昌

哩呵郎耶（爾來無佳物供應），嗎疏嗎疏（得罪得罪）！ 

    由上述三首歌詞的簡譯當中，可知其歌詞的內容極為純樸、直率而寫實。

這些原本流傳於平埔各社的平埔族歌謠，由於黃叔璥並無記譜，因此，如今僅能

憑藉這些文獻的記載，得知其音、義，卻無法明瞭這些「平埔族」歌謠的音樂特

色。 

（二）有曲無詞 

    在台灣閩南族群的歌謠當中，少數即為「平埔族」的遺音。例如：閩南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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謠中的〈思想起〉，民族音樂學家呂炳川先生，從其節奏、唱法、習俗等研判，

認為這首歌謠是清末平埔族的「西拉雅族」，由麻豆附近遷居恆春時所流傳下來

的歌謠（詳見：莊永明《台灣歌謠鄉土情》，頁93）；此外，民俗音樂學家簡上

仁先生，亦就〈牛犛歌〉的曲調、歌詞加以考証，也認為〈牛犛歌〉是「西拉雅

族」的傳統歌謠（詳見：簡上仁《台灣福佬系民歌的淵源及發展》，頁29～60）。

但是，今天的〈思想起〉、〈牛犛歌〉等「平埔族」歌謠，其歌詞皆由「閩南語」

所取代，而喪失了「平埔族」歌謠語言聲韻之原貌。 

    總之，在遺留至今的「平埔族」歌謠中，多為殘缺不全者，或「有詞無曲」，

或「有曲無詞」，而難窺其傳統音樂之全貌。 

四、「高山族」歌謠簡介 

    台灣「高山族」的原住民，在日本統治台灣之前，與中國閩、粵移民的接觸

較少，直到二十世紀初期，才逐漸被開發；因此，相較於「平埔族」而言，台灣

「高山族」受強勢外來文化入侵的時間較遲，因而尚能保有部分的文化面貌。台

灣「高山族」的音樂文獻，首推由「台灣臨時舊慣調查會」所編，共計八冊的《蕃

族調查報告書》（一九一三年～一九二一年），該書將「高山族」的各族音樂，分

歌謠、舞蹈、樂器等三項敘述，並以日文字母拼音的方式，將這些歌謠的原始歌

詞加以紀錄，同時附上歌詞的解釋；一九二三年，日本學者田邊尚雄來台，至霧

社、屏東等地採集「泰雅族」及「排灣族」的歌謠，首創台灣「民族音樂」的錄

音採集；其後，又有一條慎三郎、竹中重雄等人，也紛紛投入該項工作；一九四

三年，黑澤隆朝採集了「高山族」歌謠近千首，製成二十六張唱片，是日治時期

規模 龐大的「高山族」歌謠採集工作，並於一九七三年，出版《台灣高砂族的

音樂》一書，成為研究台灣「高山族」音樂的重要參考書籍。 

    台灣原住民族群普遍擁有優秀的歌舞天份，加上各族的音樂各具特色，使其

歌謠極為多采多姿。例如：以尾音的音調而言：「阿美族」的歌謠，活潑、熱情

而富於變化，喜歡使用高音律，通常其尾音的音調皆很重；「鄒族」則喜歡將尾

音拉長，並頓一下；「布農族」則喜歡將尾音一直昇高（詳見：師大音樂系製作

錄影帶《一路行來～台灣音樂的歷史足跡》）。以和音而言：「布農族」喜歡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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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程；「魯凱族」則喜歡大二度的不協和音程（詳見：呂炳川《台灣土著族音樂》，

頁45）。就音階而言：「阿美族」、「卑南族」皆以「五聲音階」為主；而「雅美

族」卻是以「二聲音階」與「三聲音階」為主；此外，「鄒族」則為「高山族」

中，唯一具有三拍子節奏者（詳見：許常惠《台灣音樂史初稿》，頁33～35）；

而「泰雅族」則為「高山族」中，唯一沒有使用昇降半音者；「布農族」與「鄒

族」同樣有「音階合唱法」，但前者較重視和聲，後者則較重視旋律，因此後者

的歌謠也較為純樸。不過，儘管各族之間在音組織與多音性等方面各具特色，但

是在節奏上卻持有同一型式，幾乎看不到有任何種族的差別（詳見：呂炳川《台

灣土著族音樂》，頁26、34、42）。 

    此外，人類從 簡單到 複雜的歌唱形式，都可以從「高山族」歌謠中找到。

呂炳川先生即將台灣「高山族」歌謠的唱法，分為「對位法唱法」、「協和音唱法」、

「異音性唱法」、「並行唱法」、「輪唱唱法」、「應答唱法」、「持續音唱法」、「變奏

曲唱法」、「半音階唱法」等九種，如此複雜而多樣的唱法，遠超過台灣「閩南語」

歌謠所使用的「單音唱法」（詳見：呂炳川《台灣土著族音樂》，頁11～14），實

為世界「民族音樂」的奇葩，因而受到國際「民族音樂」學者的普遍重視。其中

尤以「布農族」的〈祈禱小米豐收歌〉（PASIBUTBUT） 受注目。這首歌「八

部和音」的特殊演唱技巧，引起國際音樂學者的驚奇，至今，「布農族」的音樂，

特別是和聲唱法，仍為德國大學民族音樂學系上課所使用的教材之一。 

    在音樂史上，早期西洋的音樂學家一直認為音樂的起源，是先由一個音、兩

個音、三個音……，由單旋律、複旋律，經過逐漸的演化之後， 後才產生「和

音」現象。可是，布農族在文化尚未發達之前，就有如此複雜豐富的「和音」唱

法，不僅讓全世界音樂學家瞠目結舌，同時也對先前西洋音樂學界的音樂起源學

說，提出了具體實證的強力否定。 

    布農族的傳統生活中，小米是賴以維生的主要作物，因此有關小米的祭祀儀

式也特別多，舉凡有關小米的農事，諸如開墾、播種、除草、收穫等祭典，布農

族皆會演唱〈祈禱小米豐收歌〉，以祈禱天神賜福人間、穀物豐收。族人們認為

這首歌唱的好、壞，攸關今年小米收成的多寡，因此，從演唱開始到結束，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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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嚴肅的情況下完成。參加演唱的人數必須維持偶數，而且只有過去一年非常

順遂的成年男子才能參加（詳見：田哲益《台灣原住民歌謠與舞蹈》，頁109〜

110。） 

    此外，如「賽夏族」在「矮靈祭」中所使用的〈迎神歌〉；「雅美族」的〈船

祭歌〉、〈新居落成歌〉；「排灣族」的〈粟祭之歌〉；「泰雅族」的〈獵人頭之歌〉；

「邵族」（一說為平埔族）的〈杵歌〉，皆是富於各族特色的歌曲。 

    一九九六年「謎」（ENIGMAR）樂團以「阿美族」民謠〈PARAFANG〉（迎

賓歌）為主體，重新編曲而成〈RETURN TO INNOCENCE〉（返璞歸真），而獲

選為一九九六年「世界奧運會」主題曲，再次地證明了台灣「原住民」音樂的國

際水準。 

五、台灣原住民族群的主要樂器 

    台灣原住民族所用的樂器並不多， 具特色的兩種樂器是口琴及弓琴。 

（一）口琴 

    口琴又稱口簧琴，除了雅美族之外，口琴是台灣原住民族普遍使用的樂器，

特別是泰雅族、布農族尤其喜愛使用口琴演奏。口琴的簧數從單簧到五簧都有，

布農族特別喜愛單簧口琴，泰雅族則以多簧口琴為主。 

（二）弓琴 

    台灣原住民族的絃樂器非常少，弓琴是頗為重要的絃樂器。琴體以竹子製作，

絃有藤絃、麻絃、金屬絃等，而以金屬絃 多。弓琴演奏把竹體的一端用口銜住，

左手支撐樂器下端，並以左拇指按絃，來改變音調；並以右手的拇指及食指彈絃。 

    此外，又如邵族婦女手持長短不齊的「杵」，交替在石盤上敲打的「杵音」

具特色。由於杵的長短不一，因此敲擊石盤所發出的聲音也有高低之分，而形

成「杵樂」，「杵樂」演奏完成之後所演唱的歌謠，便稱為「杵歌」。 

    此外，過去平埔族還大量使用銅鑼、鐘、鼓等樂器，這應該是受到漢化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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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台灣的閩南族群歌謠 
 

摘要：十七世紀以來，中國閩、粵沿海居民大量移民台灣，使閩、粵的歌謠也隨

之傳入台灣，台灣歌謠更為多樣而豐富。本講即以台灣的閩南族群歌謠為

討論主體，分別介紹台灣閩南族群歌謠的範圍與特色。 

 

一、閩、粵移民的遷入 

    十七世紀以來，中國閩、粵的沿海居民，開始大量移民台灣，不僅為台灣注

入新的族群文化，也為台灣音樂注入了新的風格。其中，尤以移民自泉州、漳州

的閩南地區的人口佔移民的絕對多數，使得閩南語歌謠取代原住歌謠謠，而成為

台灣歌謠的主流。 

二、台灣閩南歌謠的流傳區域 

    「台灣閩南語」歌謠隨著台灣南北地理環境、風土民情的殊異，自然形成不

同的風格。茲將「台灣閩南語」歌謠，依其流傳區域的不同，分為「彰南」、「恆

春」、「蘭陽」等三個主要區域，加以敘述。 

（一）彰南地區 

    彰南地區的範圍，包括台灣中、南部地區的西部平原，由於該地區人口稠密，

因此也是閩南語歌謠數量 多的地區。例如：〈天黑黑〉、〈白鷺鷥〉、〈六月田水〉、

〈一隻鳥仔哮救救〉、〈桃花過渡〉、〈六月茉莉〉、〈五更鼓〉、〈雪梅思君〉、〈草螟

弄雞公〉、〈牛犛歌〉、〈病子歌〉、〈三聲無奈〉、〈卜卦調〉等，皆為該地區極為通

行的歌謠。 

    本地區居民絕大多數為閩南人，但仍可分為靠海地區的泉州人，以及靠山地

區的漳州人，他們多數是以農業維生，因此，此地的歌謠大都流露出濃厚的農村

風貌。 

    許常惠先生分析該地區「台灣閩南語」歌謠的音樂特性，認為除〈六月田水〉

之外，餘皆為「五聲音階」18，其調性以徵調居多，羽調和宮調次之。此外，由

                                                 
18. 「五聲音階」指「宮」（Do）、「商」（Re）、「角」（Mi）、「徵」（S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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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該地區的開發較早，因此其歌謠的唱法，較缺乏歌謠純樸的風味，而已逐漸走

向通俗化、文明化發展（詳見：許常惠《台灣音樂史初稿》，頁122）。 

（二）恆春地區 

    本區位於台灣的 南端，包括恆春、車城、滿州、枋山、牡丹等五個鄉鎮，

是三面環海，一面靠山的半島，地脊民貧，開發較晚，民風溫和淳樸，居民大多

喜愛唱歌，是閩南歌謠當中，風格保存 為完整、獨特的地區，一般統稱為「恆

春調」。所謂「恆春調」包括〈台東調〉、〈思想起〉、〈四季春〉、〈牛尾擺〉等四

種不同的曲調。其中「台東調」隨著時代的演變，歌名、歌詞、曲調也有所改變，

而衍化為後來的〈耕農歌〉、〈三聲無奈〉、〈青蚵仔嫂〉。一九七○年代著名的遊

唱歌手陳達，便是「恆春調」的代表性人物，他將四種歌融合成富於個人風味的

說唱曲調，使「恆春調」發揚光大。許常惠先生分析「恆春調」的音樂特性，認

為「恆春調」善於運用滑音與變化半音來裝飾歌曲（詳見：許常惠《台灣音樂史

初稿》，頁124）。 

（三）宜蘭地區 

    此外，除了上述兩區較具特色之外，宜蘭地區的〈丟丟銅仔〉、〈喔嗊嗊〉等

歌謠，也是傳遍台灣各地的曲調；此外，因為「歌仔戲」興起於蘭陽地區，因而

該地的歌謠曲調，除了〈丟丟銅仔〉之外，大都成為「歌仔戲」所使用的曲牌，

如〈宜蘭調〉、〈大哭調仔〉（又稱〈宜蘭哭〉或〈正哭調仔〉）等，即成為「歌仔

戲」 原始的曲調。 

三、台灣閩南族群歌謠的特色 

    台灣的閩南族群歌謠，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其歌詞以每個字一句的「七字仔」為主，長短句式的「雜唸仔」數量相當

地少。 

（二）其曲調多以「五聲音階」構成。 

（三）除了少數如〈丟丟銅仔〉、〈天烏烏〉、〈草螟弄雞公〉等節奏活潑的歌曲之

                                                                                                                                            
「羽」（La）等。其音質為「宮是中正和平，商是淒愴怨慕，角是樸直質實，徵是
蒼涼激越，羽是風流蘊藉的音質。」（顏文雄《台灣民謠》，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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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其餘歌曲的旋律大多抒發哀怨的情緒。 

（四）「哭調仔」成為一大特色。特別是祭祀類的「喪歌」，以及愛情類的「哭情

歌」等皆是。 

（五）其演唱方式，嚴格來講只有「單音唱法」，不像原住歌謠謠有「和聲唱法」、

「複音唱法」等複雜豐富的方式。 

（六）伴奏的樂器多為拉絃樂器（殼仔絃、大筒絃、鐵絃仔）、撥絃樂器（月 

 琴）為主。很少使用吹奏樂器或打擊樂器。 

 

 

 
問題與討論 

1.欣賞完有關原住民、閩南歌謠之後，說說看其中有那些差異？ 

2.試舉一首自己 喜歡或 熟悉的閩南歌謠，說明其與閩南族群的文化有

何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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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族群及文化課程教案-12 
教案設計 

教學單元 十二、台灣原住民暨閩南族群歌謠 時  間 100 分鐘 

教學日期 2008 年 5 月 20 日，AM10：10～12：00 

教學對象 日四技三年級 

教材來源 自編教材 

教學方法 口語教學、問答、活動設計 

教學設計者 修平技術學院/通識教育中心  楊克隆 講師 

目標 
單元目標 行為目標 

一、認知領域 
1.認識好歌善舞的原住民族。
2.認識平埔族歌謠。 
3.認識高山族歌謠。 
4.認識原住民歌謠的主要樂

器及特色。 
5.閩粵移民的遷台。 
6.台灣閩南族群歌謠的流傳

區域。 
7.台灣閩南族群歌謠的特色

二、情意領域 
8.樂意接受並認真學習課程。
9.能察覺維護我族文化的重

要性，並對我族文化產生
認同感。 

10.能察覺維護他族文化的重
要性，並尊重他族文化的
發展。 

三、技能領域 
11.學習如何欣賞歌謠音樂的

技巧。 
12.學習對我族文化的認知，

並進而存續之。 
13.學習對他族文化的尊重，

並進而欣賞之。 

 
1-1 能正確說出台灣原住民族的分類。 
1-2 能認知台灣原住民族好歌善舞的原因。 
2-1 能認識平埔歌謠的過去與現在。 
2-2 平埔歌謠的欣賞。 
3-1 能認識高山族歌謠的過去與現在。 
3-2 高山族歌謠的欣賞。 
4-1 能認識原住民歌謠的主要樂器。 
4-2 能認識原住民歌謠的主要特色。 
5-1 能認知閩粵移墾台灣，對台灣歌謠產生何種

影響。 
6-1 能認知閩南歌謠主要的流怖區域。 
6-2 能認知各流佈區域的主要歌謠，並擇要欣

賞。 
7-1 能說出台灣閩南歌謠的特色。 
8-1 主動發問課程相關問題。 
8-2 上課期間認真聽講、眼神專注。 
8-3 樂於討論發表分享心得。 
9-1 能明白我族文化延續不絕的重要性。 
9-2 能產生對我族文化的認同感。 
10-1 能明白他族文化延續不絕的重要性。 
10-2 能尊重他族文化的發展。 
11-1 能培養對族群歌謠的欣賞能力。 
12-1 培養欣賞我族歌謠的能力，並進而了解我

族文化，認同我族文化。 
13-1 培養欣賞他族歌謠的能力，並進而了解他

族文化，尊重他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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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目標 時間 測量標準 通過 不通過

壹、準備活動 
一、教導者方面 

1.ppt 製作 
2.教案書寫 
3.單槍 
4.電腦 
5.麥克風 
6.cd 
7.cd 音響 
8.通知上課地點 

二、學習者方面 
1.調適好上課心情 
2.到上課教室準備上課 
3.課前預習 

 
 

     

貳、發展活動 
一、引起動機 

向學員寒喧問好，利用
Powerpoint 說明此課程
目的。並回顧上回重點觀
念。 

二、教學內容 
1.認識好歌善舞的原住民
族。 

2.認識平埔族歌謠。 
3.欣賞平埔族歌謠。 
4.認識高山族歌謠。 
5.欣賞高山族歌謠。 
6.認識原住民歌謠的主要
樂器及特色。 

7.閩粵移民的遷台。 
8.台灣閩南族群歌謠的流
傳區域。 

9.欣賞台灣閩南族群歌謠。 
10.台灣閩南族群歌謠的特

色。 

 
 

電腦、單
槍、 

Powerpoi
nt 
 

電腦、單
槍、 

Powerpoi
nt 
 

電腦、單
槍、 

Powerpoi
nt 
 

電腦、單
槍、 

Powerpoi
nt、 

cd、cd 音
響 

 
 
8-1
8-2
8-3
 
 
 
 
 
 
1-1
1-2
2-1
2-2
3-1
3-2
4-1
4-2
5-1
6-1
6-2
7-1

 
 

5＇
 
 
 
 
 
 
 
 

5＇
 
 

5＇
10＇
5＇
10＇
10＇
5＇
5＇
20＇
5＇

 
 
眼神專
注、能專
心傾聽 
 
 
 
 
 
 
 
眼神專
注、能專
心傾聽 
 
眼神專
注、能專
心傾聽 
 
 

  

參、綜合活動 
一、整理歸納 

1.詢問台灣原住民族的分
類。 

2.詢問台灣原住民族好歌

 
 
電腦、單槍、
Powerpoint 

 
 

10＇
 
 

 
 
正確回答
 

  



 

166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目標 時間 測量標準 通過 不通過

善舞的原因。 
3.詢問平埔歌謠的過去與

現在。 
4.詢問高山族歌謠的過去

與現在。 
5.詢問原住民歌謠的主要

樂器。 
6.詢問原住民歌謠的主要

特色。 
7.詢問閩粵移墾台灣，對

台灣歌謠產生何種影
響。 

8.詢問台灣閩南歌謠主要
的流怖區域。 

9.詢問台灣閩南歌謠的流
佈區域，並舉出各區域
的主要歌謠名稱。 

10.詢問台灣閩 
南歌謠的特色。 
 

二、主講者總結 
 
用物整理 
課程結束 

 
 
 
 
 
 
 
 
 
 
 

5＇
 

至少說出
2項 

簡要回答

簡要回答
至少說出
2項 

至少說出
2項 

簡要回答
 
正確回答
至少說出
2項 
至少說出
2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