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澎湖縣 108學年度「國小學生閩南語說故事比賽」評語表 

A 組(一至三年級) (內容 45%、語音發音及聲調 45%、台風儀容、態度、表情 10%) 

總評語: 

評審一: 

1.一至三年級小朋友基本上不太懂得控制說話的速度，常常會陷入

速度太快的毛病，以至於口齒不清，請指導幫忙控制她們說話的速

度。 

在台上說話要注意音量，不能像平常說話一樣，場地大小決定音量

的大小。 

2.故事取材都是澎湖在地故事，頗能引起共鳴，但孩子太小，念長

串押韻的歌謠會失去說故事的精采度。 

3.說故事需帶表演，有些小道具是好的，但不要影響說故事的流暢

度。 

評審二: 

1. 愛注意評審的標準內容、聲情台風，尤其是內容和聲情是上重要

的。 

2. 看清本活動的主題是講故事比賽，講故事愛有情景和發展，有小

朋友講的內容親像咧演講仝款。演講稿和故事是無仝的。 

3. 四句連是真媠，毌過若用傷濟，這個故事毌成咧講故事。 

4. 聲情上重要是語音，愛講予清楚，予聽的人每一句攏會當聽甲清

清楚楚，這是聲情要求上重要的。 

5. 語音講了愛講標準，消息、感覺、變魔術…遮攏有入聲，黃金(含

脣音)，精神(in~ing)洪興(ing~in)遮愛唸予準。 

6. 多謝逐家，各位評審，變調愛注意。 

7. 予朋友來享用、回饋鄉里、充滿自信…盡量避免華語化的用詞。 

評審三: 

1. 每位學生都充分準備，顯見老師用心指導。 

2. 故事內容切合地方題材。 

3. 絕大部分同學台風穩健、表達順暢。 

4. 腔調漳泉參雜，難見道地澎湖本地腔，是美中不足。 

。 

 
 

https://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result_detail.jsp?source=1&in_idx=16ui2&n_no=8310&curpage=0&sample=%E5%AA%A0&radiobutton=0&querytarget=0&limit=1&pagenum=0&rowcount=0


澎湖縣 108學年度「國小學生閩南語說故事比賽」評語表 

B 組(四至六年級) (內容 45%、語音發音及聲調 45%、台風儀容、態度、表情 10%) 

總評語: 

評審一: 

1. 說故事比賽要以故事為主，如果只是事件的敘述，就會流於鬆

散，無法引人入勝，指導老師在故事的鋪陳方面要多著力。 

2. 音量的大小會影響聽的人對內容的掌握，入度太快也會聽不清

楚，適當的音量和速度是說故事成功的要件。 

3. 閩南語說故事要盡量以閩南語表達，參雜太多國語會讓人覺得無

法掌握閩南語的表達，有點可惜。 

4. 說故事能帶點單的道具，能增加故事的精采度，可適度運用，但

也不宜喧賓奪主，今天小朋友的表演都很不錯。 

5. 小部分同學的聲調變化不夠流暢，加油！ 

評審二: 

1. 評審的標準:內容、語音、台風，三項攏愛注意，尤其是內容和

語音。 

2. 比賽主題是講故事，有人講得較無形故事，指導老師寫稿的時愛

注意這個問題。 

3. 閩南語講故事是閩南語，所以故事內底華語毌通用傷濟。 

4. 變調的問題，像「各位評審」、「多謝逐家」、「醫療奉獻獎」、「這

片圍牆」、「惡有惡報」…，愛注意變調。 

5. 語音發音的問題:精神、危及、愛心、過身、頂面。 

6. 華語用詞像「一面…一面」，寫搞時愛用台語來思考。 

7. 輕聲的問題也愛注意，像「後來」、「行過來」…。 

8. 講故事愛口語化，用傷濟的文言，會予人聽甲袂清楚。 

評審三: 

1. 絕大部分同學皆充分準備，顯見老師事前用心指導。 

2. 取材貼近地方故事，符合閩南語教育精神。 

3. 口語流暢，唯難覓道地澎湖腔調。 

4. 某位同學用”武漢病毒”來凸顯侯武忠醫師熱血行醫 

，有意識型態偏見之嫌，與教育精神相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