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访 闽南语很“红”很多孩子却“会听不会讲”

关于注销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泉州石狮东城美居社区支行《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泉州监
管分局批准终止营业，注销《中华人民共和国金
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石狮东城
美居社区支行

机构编号：B0009S335050039
许可证流水号：00898595

邮政编码：362714

住所：石狮市嘉禄东路百德东城美居11号

楼7-8号店面

电话号码：0595-28008172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9月9日

发证日期：2022年4月20日

闽南语进校园 留住美丽乡音
台盟泉州市委会呼吁，加快泉州市闽南语教育现状调研，完善升级闽南语教育进校园方案

福建均达拍卖有限公司受委托，于2024年1月15日上午10时在中拍平台(https://paimai.caa123.org.cn)举行
下列标的拍卖，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标的A：莲浦01地块施工箱变及电缆等；标的B：小浦南颜厝水利站核酸检测实验室电力配套
进线电缆；标的C: 福建省广播电视传输发射中心501台改造工程施工箱变；标的D：滨江雅筑项目施工箱变及附
属电缆。注：四个标的分开拍卖。

二、标的展示、咨询：即日起至2024年1月12日17:00时止统一预约看样，于标的所在地展示察勘。
三、报名时间、地点：2024年1月12日17:00时前（以保证金到账时间为准）到漳州市龙文区水仙大街融都新

界2号楼1104室办理报名手续，获取用户名和密码，取得竞买权限。
四、竞拍时间：2024年1月15日上午10:00时（北京时间）五、竞拍地点：中拍平台(https://paimai.caa123.org.cn)
六、招租信息将通过海峡都市报、福建省拍卖行业协会网（http://www.fjaac.com/new/index.asp）、圆新建设

集团网（http://www.zzysxc.cn/）等进行拍卖公告发布。具体内容可在圆新建设集团网（http://www.zzysxc.cn/）
“招标采购—其他（采购、租赁等）”栏下载《拍卖须知》。

七、未尽事宜，详见拍卖须知。咨询电话：18960085510

拍卖公告

福建均达拍卖有限公司 2024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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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盟泉州市委会认
为，泉州相关部门应该统
一调研部署，做好顶层规
划。由台办、教育局、语
言委员办牵头部署泉州
市闽南语教育进校园工
作，通过专项调研、科研
项目委托、课题研究等方
式，与高校、科研机构、专
家学者合作，加快泉州市
闽南语教育现状调研，完
善升级泉州市闽南语教
育进校园方案。

同时，完善机制，编
写统一教材。可以从三
方面入手，一是成立泉
州闽南语教材编审委员
会。优选编审人员，加
强教材编审队伍建设，
成立闽南语方言研究专
家学者、教育部门、高
校、中小学一线教师代
表、学科带头人等多元
群体组成的闽南语教材
编审队伍。二是遵循政
治性、趣味性、适度性、
乡土性、多元性、前瞻性
等原则，结合闽南文化
传承需求，编制闽南语
教材编写大纲。三是完
善审核评价体系，建立
教材评优制度，加强对
泉州市闽南语教材编审
出版过程和质量的监

控，保证教材的质量。
“全面铺开，创新闽

南语教学模式。在泉州
各地试行全面铺开幼儿
园、小学普通话+闽南语
双语教学。”台盟泉州市
委会提出借鉴我国台湾
地区的做法，规定幼儿
园、小学每周至少开设
两节闽南语乡土教育
课，设立闽南语教学课
程评价体系。创新闽南
语教学模式，形式上积
极利用 5G课堂、融媒体
等，突破闽南语教学时
空上的界限，实现闽南
语校园教育优质资源共
享；内容上多元融合闽
南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
产资源，融入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此外，加快队伍建
设，实行泉台闽南语教
师资格专业互认。依托
泉州师范学院等高校，
开设泉台闽南语专业教
师培训基地，实现闽南
语教师培训常态化，为
闽南语教学提供师资保
障。各幼儿园、中小学
要积极选派老师参加闽
南语公开课活动和闽南
语校际教学交流活动，

不断提高教师闽南语教
学水平。同时，在加快
实行闽南语教师专业认
证的基础上，探索泉台
闽南语教师资格专业互
认机制，为泉台闽南语
教师交流、闽南语教学
融合奠定基础。

最后，加强合作交
流，全方位多视角展示
泉台闽南语校园教育成
果。泉台在闽南语校园
教育合作交流上有很大
空间。可以通过相关学
术研讨会、闽南语教学
校际交流、海峡论坛等
形式多与台湾地区相关
学校、团体、学会开展交
流，加强泉台闽南语校
园教育合作。借鉴金门
县推广闽南语进课堂经
验，与金门相关学校闽
南语教材编者合作。在
泉州各地举办闽南语校
园类赛事，利用融媒体、
海峡论坛等途径对闽南
语教育教学成果进行全
方位多视角的宣传展
示。继续举办海峡两岸
闽南文化节，并将其设
为两岸校园闽南语教育
教学成果常设项目之
一，共同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

闽南语有多“古”？它是古汉语的“活化石”，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发音丰富，普通话只有1200多个音节，闽南语有2400多个；闽
南语有多“红”？它是方言中的“硬通货”，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说闽南话的有7000多万人，是海外华人使用较多的方言之一。

2024年泉州两会前，台盟泉州市委会发现，由于泉州没有统一的闽南语教材，各地主要依托各级各类闽南语童谣比赛、梨园
剧社活动、南音课程或依托个别学校自编的校本教材等推进闽南语教育进校园。一些广为传诵的闽南童谣、闽南五色话、闽南谚
语、闽南俗语等已慢慢失传，严重影响到闽南文化的传承根基。因此，加快推进泉州各地闽南语教育进校园刻不容缓。

N海都记者 黄晓燕 黄晓蓉
通讯员 施远圻 文/图

连日来，海都记者走访泉
州校园，好几位中小学校长均
表示，一进学校，很多孩子是
讲普通话，家里人也习惯用普
通话跟孩子交流，造成现在大
多数孩子听得懂但不会讲闽
南语的状态。

“我听不懂闽南语，更别
提会说了。”5日上午，记者遇
到泉州市昇文小学一名六年
级男生，他告诉海都记者，他
的爸妈都是江西人，而他是在
泉州出生长大的。让海都记
者更意外的是，他也不会说江
西话，只是大部分听得懂。小

男生说，他所在的学校很多外
地的孩子，语言都不通，只能
讲普通话，而他从小接触的环
境就是说普通话的。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很
多新泉州人不懂闽南话，本
土泉州人也在慢慢疏远闽南
话。在广西南宁做建材生意
的陈先生告诉记者，去年春
节，陈先生带着妻子和小孩
回南安过年，但是没想到，5
岁的儿子因为不会说闽南
话，在村里找不到玩伴，整天
吵着要回去，让陈先生心里很
不是滋味。

据陈先生介绍，小孩出生
之后，他也没有想着让儿子学
一些家乡话，可是妻子与自己
来自不同省份，日常交流的时
候都是用普通话，所以现在小
孩哪一种方言都不会，“去年春
节回南宁之后，我就和老婆商
量好了，今后两边的方言都要
慢慢教他，会说方言，才能知道
自己是哪里人。”陈先生说。

采访中，不少教育界人士
对于闽南语在当代孩子身上
的缺失表示担忧，他们均认
为，这应该作为一个教育界重
点关注的话题拿来讨论。

“老师，早上好！”“你好，
早上吃什么呀？”“稀饭配油
条、包子。”从去年3月开始，泉
州鲤城区第五实验小学的校
园里多了一道“闽南味”，时不
时能听到孩子们用生疏的闽
南语进行交流。据了解，这是
该校的新举措——闽南语空
中课堂，每天早读、午读前 10
分钟通过校园广播教全校学
生学习闽南语。该校学生中，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占比达
88%，闽南语空中课堂可以帮
助这些孩子更好地融入第二
故乡。

据鲤城区第五实验小学
校长张江锋介绍，“闽南语空
中课堂”只教学生们日常学习
生活中会使用到的高频词汇

及句子。每周一至周四学校
会通过早上和中午两个时间
段的“闽南语空中课堂”教学
生学习三个词汇和一段“一问
一答”的片段，每周五对前面
四天学习内容进行复习巩
固。除了听广播学习，科任教
师也会在班级里与学生进行
互动交流。轻松有趣的学习
氛围，也让学生们更愿意开
口。

泉州晋江市安海镇西隅
小学已坚持 5 年利用学校午
托、课间休息等时间段推广闽
南语教学。据了解，安海镇西
隅小学是晋江市教育局指定
的来晋务工人员子女定点学
校之一，“新泉州人”占比达
67%，多数学生不会讲闽南语，

学校便在 2018年起要求老师
利用午托、课间休息时间推广
闽南语，传播闽南方言的同
时，也让这些小“新泉州人”融
入第二故乡。

为激发学生学习闽南语
的兴趣，学校还设置了闽南语
兴趣班。该兴趣班下设南音、
闽南童谣、闽南语讲故事三个
小组，学生加入后可根据兴
趣、特长进行二次选择。

随着课后服务的开展，学
校各班教师会利用下午时间，
用闽南语向学生介绍安海镇
周边的景点、美食。据该校负
责人介绍，这样做不仅能传
承、推广闽南语，也能让“新泉
州人”的学习生活更加丰富，
有助于他们融入这座城市。

案例 开设闽南语空中课堂 利用午托等时间推广

海都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到，目前泉州多所幼儿园设有
闽南童谣教学游戏，让孩子在
朗朗上口的念唱中学习闽南
语；一些小学、中学也有相关校
本课程，如南音等，为学生创造
更多学习闽南语的机会。

据泉州市教育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闽南文化是校园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被誉
为中国古代汉语“活化石”的闽
南语，是连接闽南文化和校园
文化的桥梁。2021年11月，泉

州公布《泉州市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条例》，其中一条就提到，
鼓励中小学校、幼儿园在课后
推广闽南语教育。一直以来，
泉州立足多层次、多方位、多渠
道积极传播闽南文化，要求正
确处理好国家推广普通话与保
护传承闽南方言的关系，要求
各地各校提倡课堂讲普通话、
课外讲闽南话。

“闽南童谣是采用闽南方
言创作并传唱的儿童歌谣，是闽
南文化中最生动鲜活的一部

分。我们以闽南童谣为突破口，
让广大来泉务工人员的子女学
习闽南语，接受闽南文化，同时
也让土生土长的泉州小朋友喜
欢上闽南语，传承闽南文化。”鲤
城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接下来，泉州市教育局将
进一步提倡各地各校课堂讲
普通话、课外讲闽南话，加大
宣传教育力度，指导学校充分
利用校园网站、广播站、宣传
栏等宣传媒介，普及闽南文化
相关知识。

提倡课堂讲普通话、课外讲闽南话部门回复

试行幼儿园、小学普通话+闽南语双语教学
委员呼吁

早读时，泉州鲤城区第五实验小学的学生跟着广播学习闽南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