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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文 發 表 ( 1 ) ∣   

 主持講評人∣黃郁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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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委員會成員 

  

江丕賢 教授 
DR. STANO KONG 

東海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東海大學華語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黃郁欣 助理教授 
DR. YU-HSIN HUANG 

東海大學華語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林建宏 助理教授 
DR. CHIEN-HUNG LIN 

東海大學華語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藍容軒 助理 
LINSY LAN 

東海大學華語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陳億佳 助理 
ANITA CHEN 

東海大學華語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陳玟琪 助理 
LILY CHEN 

東海大學華語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http://tcsl.thu.edu.tw/web/teacher/detail.php?cid=7&id=50
http://tcsl.thu.edu.tw/web/teacher/detail.php?cid=5&id=54
http://tcsl.thu.edu.tw/web/teacher/detail.php?cid=5&id=55
http://tcsl.thu.edu.tw/web/teacher/detail.php?cid=7&id=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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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程 

時間 主題 主講者/主持講評人 

2023 年 4 月 15 日（星期六） 

會議連結：https://reurl.cc/EGG9qm 

8:00~8:20 會議準備 

8:20~8:30 開場致詞 
⚫ 江丕賢  主任 

(東海大學華語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主任) 

8:30~10:00 
專題演講 (1)： 

語言之間 

⚫ 鍾鎮城  博士 

(高雄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10:00~10:10 休息時間 

10:10~12:00 

論文發表 (1)： 

1. 陳雅齡－華語課翻譯訓練以英文為中介語的行

動研究 

2. 王嘉熙－論「分層閱讀」及「語法拼湊卡片」

的效用，及其教法與編寫建議 

3. 宋孟貞－華語為第二語言學習者近義詞使用偏

誤分析—以四組近義詞為例 

4. 許媛鈞－法籍華語學習者使用中文「都」的偏

誤分析初探 

5. 施博凱、蕭佩宜－「了解」類近義詞之差異初

探 

⚫ 黃郁欣  博士  (主持講評人) 

(東海大學華語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12:00~13:30 午休時間 

13:30~15:00 
專題演講 (2)： 

華語文語料庫與能力基準在教學的應用 

⚫ 林慶隆  博士 

(國家教育研究院語文教育及編譯研究中心) 

15:00~15:10 休息時間 

15:10~17:00 

論文發表 (2)： 

1. 李舒穎－多模態話語分析在商務華語教學的應

用 

2. 陳裕萱－長照華語教材分析研究 

3. 王郁瑄、陳淑芬－線上商務華語課程：以案例

教學法作為主要教材 

4. 孫心雅－改善泰國學生華語塞擦音與擦音的偏

誤實驗及教學成效 

5. 何莉玉、林慶隆、白明弘、許鈞惟－泰國《初

級漢語》、《中級漢語》與臺灣華語文能力基

準詞語與語法點的比較分析 

⚫ 李育修  博士  (主持講評人) 

(聯合國亞州總部中文組/聯合國亞太經社會(曼

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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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主題 主講者/主持人 

2023 年 4 月 16 日（星期日） 

會議連結：https://reurl.cc/EGG9qm 

8:00~8:30 會議準備 

8:30~10:00 

專題演講 (3)： 

論越南學生漢語口語中的語言偏誤— 

以河內國家大學學生為例 

⚫ 阮廷賢  博士 

(越南河內國家大學下屬外國語大學) 

10:00~10:10 休息時間 

10:10~12:00 

論文發表 (3)： 

1. 邱韻軒－以越南籍銜轉生為對象之華語主題式

課程設計與實施 

2. 駱潔黎－華語線上教學歷程與反思之敘事探究 

3. 吳欣儒、林慶隆、王冠孺－全球華語教師線上

教學資源使用需求調查 

4. 林芝廷－中高級華語學術寫作偏誤研究―以東

亞地區外籍研究生之課堂札記為研究對象 

5. 段范芳水－計畫行為理論應用於探討學習中文

的行為意圖之研究—以越南學習者為例 

⚫ 阮氏明  博士  (主持講評人) 

(越南河內國家大學下屬外國語大學) 

12:00~13:30 午休時間 

13:30~15:00 
專題演講 (4)： 

商貿文化融于泰國漢語教育之探討 

⚫ 李耀武  博士 

(泰國華僑崇聖大學商務漢語研究所) 

15:00~15:10 休息時間 

15:10~17:00 

論文發表 (4)： 

1. 冼俊文－以「閱讀促進學習」教學法(Reading 

to learn pedagogy)為基礎的文言文教材編寫方法

初探 

2. 蔡幸娟－流行語辭典設計與編寫建議:以戀愛詞

彙為例 

3. 鄭詩穎－真實材料運用於跨文化華語教學課程

設計—以超市購物為討論範圍 

4. 林沁霏－以自我探索為主題的 CSI 教學—針對

成人華語初級學習者 

5. 黃韻芷、黃郁欣－以計算複雜性假說探討

“Half-T3 First”方法作為華語三聲教學法於華語

二語學習者的效果實證 

⚫ 林建宏  博士  (主持講評人) 

(東海大學華語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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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東海大學文學院華語文教學國際碩士學程於二 O 二 O 年八月成立，如今邁入第三年，本學程的辦學

核心為培育華語非母語的海外師資。二 O 二二年在教育部、東海大學國際處、研發處、文學院及越南河

內國家大學下屬外國語大學等單位的支持下，本學程首次於線上舉辦「臺越泰華語文教育研討會暨工作

坊」，各方踴躍參與，造成熱烈迴響。因此於今年二 O 二三年四月十五、十六日，續辦「2023 臺越泰華

語文教育研討會」。幼苗初長，滿載希望；衷心期許年年成長茁壯，有朝一日，蔚然成蔭。 

有感於華語文教育在東南亞國家，尤其是越南、泰國兩國發展蓬勃，越南政府在「2018 的國民教育

規劃」中將華語文列為大學和高中必修的五種外語之一，並規劃將其納入為 10 年教學計劃。為因應大量

華語文師資的需求，全越南有 35 所大學開設中文系，2019 年招收的學生近 4000 人，相較於 2017 年的招

收人數提升了 30%。泰國政府在 2008 年也在全國中小學普遍開設華語課程，甚有學校將中文課程列為必

修課程。泰國各個國立大學大學及學院也皆開設中文系教授中文。此外，私立大學如華僑崇聖大學、博

仁大學、曼谷國際大學、易三倉大學、蘭實大學等都開設了中文專業課程。為提升大學師資品質，越、

泰兩國有多所大學辦理華語文教育碩士班，如本次會議合作的協辦單位——越南河內國家大學下屬外國

語大學，顯示該校在越南華語文教育扮演關鍵角色。 

為因應越南、泰國急需擴展專業的華語文教學師資及研究人員之需求，東海大學華語文教學國際碩

士學位學程期許深化與兩國的華語文師資培育機構合作。本會議透過河內外國語大學號召，以及聯合國

亞太經社會曼谷區的李育修博士之協助，合作辦理華語文教育研討會，邀請臺、越、泰三國從事華語文

教育之研究者及教學者，透過專題演講形式分享漢語教學的專業及技能，以研討會形式提升教學覺察與

實踐。 

本會議採線上方式舉辦，廣邀世界各地對華語教學有興趣的學者專家們共襄盛舉。本年度論文投稿

獲海內外各華語教學與研究相關單位學者專家共襄盛舉，會議演講及發表者來自美國、越南、泰國、香

港、臺灣等，經嚴謹同儕審查，錄取口頭發表論文共 20 篇，本會議所選論文多具時效性、創新、理論與

實務兼備。論文主題涵蓋語言本體、習得研究、跨文化溝通、專業華語、教材教法等主題之外，並見多

篇論文關注大數據應用、疫情下的數位教學、線上教學師資培育與機器人科技融入教學等新穎議題。 

本會議安排四場精彩的專題演講，有幸邀請高雄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的鍾鎮誠教授、國家教

育研究院語文教育及編譯研究中心的林慶隆主任、越南河內國家大學下屬外國語大學阮廷賢博士及泰國

華僑崇聖大學商務漢語研究所李耀武博士，與來賓進行交流與分享。此外，本會議邀請了聯合國亞太經

社會曼谷區的李育修教授、越南河內國家大學下屬外國語大學的阮氏明博士，以及東海大學華語文教學

國際碩士學位學程的林建宏博士與黃郁欣博士擔任學術研討會講評人。 

期望透過本次會議舉辦，全球華語文教學先進、學術暨實務成果薈萃於此，與會嘉賓皆能收穫滿載。

是為序。 

                       

 

 東海大學文學院華語文教學國際碩士學程 

籌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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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介紹與演講摘要 

專題演講(1)∣語言之間 

講者∣鍾鎮城  博士 

【現職】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教授 

• 國際學校華語文教育國際研討會暨工作坊(ISCLE)發起人

主席 

• 華語文教學研究期刊(THCI一級)主編 

• 台灣華語文學會常務理事 

• 世界華語文學會常務理事 

【學歷】 

• 美國亞歷桑納大學語言、閱讀與文化所 博士 

• 2010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 (Bloomington 布鎮校區) 聖經文學 

(比較文學系) 博士輔系畢 

 

 

【摘要】 

語言之間應建立的是相互依存而非取代關係。在上個世紀，不管

是一語、二/外語或是雙/多語習得，都常以取代的思維來看待語

言的教與學，所以在一語以外的教學現場，幾乎都是以目標語為

唯一的教學視角。這種見樹不見林的思維，在 21世紀應該揚棄。

在此講次裡，我以三項研究研究成果，舉證並說明為什麼華語和

其他語言之間，在教與學上應建立健康的生態依存關係?我認為

能叩問此觀點而後進行的華語文教學，才是 21世紀應追求的華語

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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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介紹與演講摘要 

專題演講(2)∣華語文語料庫與能力基準在教學的應用 

講者∣林慶隆  博士 

【現職】 

• 國家教育研究院語文教育及編譯研究中心研究員兼中心主

任 

【學歷】 

• 美國德拉瓦大學博士 

【經歷】 

• 國家教育研究院編譯發展中心副研究員兼代主任 

• 國立編譯館編審兼代自然組主任 

 

 

【摘要】 

➢ 前言及新方法 

➢ 華語文語料庫與能力基準研發 

➢ 華語文語料庫與能力基準整合系統 

➢ 華語文教學應用 

➢ 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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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介紹與演講摘要 

專題演講(3)∣論越南學生漢語口語中的語言偏誤—  

以河內國家大學學生為例 

講者∣阮廷賢 博士 

【現職】 

• 河內國家大學下屬外國語大學中國語言文化系副主任 

【學歷】 

• 復旦大學文學博士 

【研究領域】 

• 漢語言文字、漢語教學、漢越語言對比 

 

 

【摘要】 

由於受母語、目的語、教學過程等因素的影響，越南學生漢語口

語中出現不少語音、詞彙、語法等語言方面的偏誤。本文以兩百

份河內國家大學下屬外國語大學二至四年級學生漢語口語測試為

材料，對學生漢語口語中語言方面的偏誤進行研究並對此提出針

對性的教學建議。我們首先對材料進行研究，找出所有的偏誤並

在電腦中建立資料庫；其次按照研究意圖對偏誤進行統計、分

析，在此基礎上找出學生在語音、詞彙、語法等方面上的偏誤規

律及其成因；最後對教師、教學、課程設置、教材編寫、測試等

方面提出建議。希望本文能為越南漢語口語教學做出點滴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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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介紹與演講摘要 

專題演講(4)∣商貿文化融于泰國漢語教育之探討 

講者∣李耀武  博士 

【現職】 

• 泰國華僑崇聖大學商務漢語研究所  導師 

• 泰國華僑崇聖大學中國語言文化系  講師 

• 泰國華僑崇聖大學國際商務管理系  講師 

【學歷】 

• Taipei University of Maritime Technology, Taiwan. 

•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 General Management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 大学 Siam University, Thailand. 

• Ph.D. Philosophy & Religion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 大学 Assumption 

University, Thailand. 

【經歷】 

• Vice General Manager, Telework (Thailand) Corp. 

• Managing Director, Sinotek Corp, Thailand. 

•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Thai-Taiwan Business Association. 

 

 

【摘要】 

➢ 泰國地緣商貿環境檢視 

         APEC、ASEAN+1(CN)、RCEP、貨貿、服貿、投資貿易 

➢ 泰國高教漢語教育現況 

        漢語言文化、漢語教學、商務漢語 

➢ 泰國數字語言文化解析 

        入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 

➢ 泰臺漢語教育交流策略 

        以商資文、以文滋商、文商合契 

 

會議當天補充資料請 E-mail 洽詢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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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1)∣ 

主持講評人:黃郁欣  博士 

華語課翻譯訓練以英文為中介語的行動研究 

陳雅齡 

真理大學 英美語文學系副教授 / 華語文中心主任 

摘要 

翻譯屬於語言學習的進階層級。依照國教院頒佈之「華語文教育課程指引」，考量翻譯需要多

種技能，將其等級設定為第 3 級至 7 級。翻譯訓練最簡單是翻譯字詞短句，接著是簡單完整的句子

且是熟悉的主題，進而翻譯有連貫性段落且具有多樣主題，或是翻譯整篇文章，譯句通順且訊息完

整。依照國內外第二語言習得的學者，翻譯的審慎運用具有諸多優點包含:(1) 透過翻譯活動培養互

動氣氛讓學生體會翻譯任務的複雜性，(2) 對於 L2 學習者，翻譯是很自然的認知過程，尤其對於同

一母語學生尤其明顯。(3) 翻譯連接 L1 和 L2 有助於強化學習及鞏固記憶。(4) 翻譯適合喜歡思考的

L2 學習者。(5) 幫助釐清複雜的語法點 (6) 引導學習者注意翻譯準確性並使用複雜的語言結構(7) 提升

對於文化異同的認識 (8) 能滿足語言程度較高且較為內省的學習者。廖柏森教授 (2007)認為翻譯能提

升字彙、寫作及閱讀三方面的發展。文法翻譯屬於較古老的方式，現代翻譯教學多融入溝通式教學

觀，強調效果對等或是動態式對等的翻譯方式。 

本研究對象之外籍生有來自日本以及東南亞如越南柬埔寨等的學位生及交換生等，英文作為國

際通用語言很自然地成為中介語言。繪本又稱圖畫書，體裁廣泛屬於廣義兒童文學類，文學是現實

生活與理想的高度抽象，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容易產生共鳴。本研究採行動研究法，課程開始先累積

詞彙及成語量，先以中文繪本介紹詞彙及成語(各 2 週) 進而講解中英對照繪本 (3 週) 進而介紹全英文

繪本(3 週)，後兩者即以英文作為中介語，帶領學生熟悉並應用翻譯技巧，學期末學生需上台分享翻

譯過程及問題點 (輪流共 3 週) ，學生可選擇將作品以母語與華語或是英語與華語呈現。研究場域及

對象是本校 111 學年上學期修讀「華語寫作與翻譯」之 10 名外籍學生。初步研究發現，繪本淺顯易

懂能提高外籍學生學習華語興趣，圖文並茂適合來自不同文化且華語程度不一之外籍學生產生共鳴

並理解，因為以英文作為中介語示範，學期末的翻譯作品評量必須較為多元，教師宜盡量給予引導

性之評語讓學生思考與比較。 

關鍵字：繪本、華語教學、翻譯教學、平行文本、中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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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分層閱讀」及「語法拼湊卡片」的效用，及其教法與編寫建議 

王嘉熙 

香港都會大學 教育及語文學院 

摘要 

「語法運用」是清楚表達信息的條件之一。儘管發信息者準確使用詞彙，但表達信息的語序錯

置，不免會使接收者難以理解信息，甚至使其產生混淆。故此，本文的華語文教材將以「語法」為

切入點，論述「分層閱讀」如何配合 「語法拼湊卡片」以提升學生的書寫能力，符合規範的現代漢

語 (以典範白話文 著作的句法為規範語法) ，從而減少書面表達的混亂。是次研究目的正是探討 「分

層閱讀」的教材的編寫，如何透過配合「語法拼湊卡片」減輕學生的「工作記憶」，相輔相成，從

而有效改善學生的書寫能力。研究方法是文獻回。研究的預期成果是通過「分層閱讀」，找出文章

的語序的規律，諸如修飾語在中心語 前、以結構助詞作為語法手段、沒有冠語等，進而利用「語法

拼湊卡片」幫助學生認識語法組合。 

關鍵字：外籍移工華語、越南籍產業移工、需求分析、華語教材編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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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為第二語言學習者近義詞使用偏誤分析—以四組近義詞為例 

宋孟貞 

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 

摘要 

華語近義詞為華語為第二語言學習者在華語學習中的一大重點，也是一大難點，且在初級、中

級及高級華語教學中都有不同的近義詞學習難點。本文將以研究者在華語教學中遇到的學生偏誤或

是學生提問「檢查」以及「確認」、「發明」以及「創造」、「想」以及「以為」、「打掃」以及

「清理」四組近義詞為例，利用趙新、劉若云（2005）在《外國人實用近義詞詞典》一書中提出之

近義詞分析框架及分類作為以上四組近義詞分析基礎，佐之以英漢對比分析，總結出學生產生偏誤

或疑問的原因。研究者首先利用此近義詞分析框架及分類針對近義詞的語義、句法、語用、意義、

詞性等方面提出細項的分類以及分析方法分析以上四組近義詞，再以對比分析的方式針對以上四組

近義詞進行英漢對比，接下來根據以上分析總結出學生可能產生偏誤的原因以及種類：「檢查」與

「確認」的最大差別在於詞義、詞性及翻譯；「發明」與「創造」的最大差別在於詞性及使用時

機；「想」與「以為」的最大差別在於語義強度；「打掃」與「清理」的最大差別在於使用範圍以

及搭配詞。最後，研究者根據以上的偏誤原因及種類提出教學建議：在教華語課堂中教師應該避免

使用翻譯法，且需要將近義詞之間的相異之處提出來特別提醒學生，亦可搭配定式教學法，讓學生

熟悉近義詞及其搭配頻率較高的詞彙組合，進一步減少學生使用近義詞的偏誤。 

關鍵字：華語近義詞、近義詞分析、學習偏誤、偏誤分析、對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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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籍華語學習者使用中文「都」的偏誤分析初探 

許媛鈞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華語教學所碩士 

摘要 

法語中的‘tout’，中文翻譯為「都」、「全部」，與中文的「都」字有異曲同工之妙，有法語

‘tout’和中文「都」的語義、語序差不多，有時卻無法完全代表中文的「都」。 

如：例句一‘Il me dit tout sur cette affaire.’ （他/我/説/全部；都/關於/這個/事情），中譯「關於這

件事，他全都跟我說了。」，以及例句二‘À Taiwan tous les jours on est deux.’1 （在/台灣/每天/我們/

是/二），中譯「在台灣每天我們都是兩個人」。 

比較語序及語意，例句一法語的‘tout’和中文「都」字「全部、包含」的概念相同，雖法語語序

和中文語序不太一樣，但語意大致上能與中文相對應；例句二雖語序差不多，但因法語每一天‘tous 

les jours’的 tous2已有「都」的概念，學生認為不必再增加中文「都」字來表示「全部、所有」。 

比較詞性，例句一法語的‘tout’和中文「都」一樣皆為副詞，而例句二中，法語的‘tous’作為形容

詞，後面接了名詞‘les jours’（日子），與中文副詞「都」的詞性不同。 

本文希望藉由現有文獻，針對中文及法語兩語言間在「都」的異同之處進行語義和詞性的討論

及比較，分析法語母語者在學習中文「都」時可能產生的偏誤，並期盼未來在法語母語者的教學場

域中，收集學生學習「都」時產生偏誤的語料，再次比較及分析，整理出法語母語者學習「都」時

的偏誤類型，以驗證本研究預測的正確性。 

關鍵詞：法語母語者、法籍華語學習者、偏誤分析、語法偏誤  

 

1 參考碩士論文法籍華語學習者的句內語序偏誤探究__以口語語料為本（吉瑪蓮，2013）第四章語料分析 4.2.3.6 副詞作

狀語 

2 tous 為 tout 陽性複數之屈折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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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類近義詞之差異初探 

施博凱、蕭佩宜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 

摘要 

近義詞的辨析一直以來都是華語二語學習者的學習難點之一（王意婷等，2013；李詩敏、林慶

隆，2018），也是華語老師在教學現場都會面臨到的問題，例如，學生可能會問：「華語的『了解』

和『理解』，英文翻譯都是 understand，他們有什麼差別？」之類的問題。筆者在教學時也遇到學生

提出上述問題，同時也觀察到，有些學生在回應老師所說的一個知識點時，會用「我明白」，而不

是「我了解」。因此，本研究以「了解」、「理解」、「明白」、「知道」、「懂」這幾個相關詞

來進行近義詞的分析。 

本研究採用國教院建置的「華語文語料庫」、「華英雙語索引典系統」，以及「語義場關聯詞

查詢系統」來比較這五個詞，對其語意、用法之間的差異進行初探。這五個詞主要當動詞使用，在

語料庫中標記為狀態句賓動詞（VK），其中，「理解」作為名詞使用的頻率比其他四個詞高出許多

（約 18%），其次為「了解」，約有 8%可做名詞使用，其餘三個詞語只有兩三個例句顯示其名詞用

法；此外，筆者從語料庫例句分析中發現，「明白」除了動詞用法外，亦有狀語及補語的用法，而

「懂」也有補語用法，「明白」的名物化的程度比「懂」來得高（如「男女之間的事很難說個明

白。」）。 

在語意差異方面，「了解」、「理解」、「明白」、「懂」這四個詞在雙語索引典中所對應的

最高頻英文翻譯為 understand，而「知道」雖多對應為 know，但也有 understand 的對應。為更進一

步探究這五個詞的差異，筆者先以「教育部國語簡編本」找出他們的相似詞和釋義，並比較他們之

間相互的關聯性，再使用「語義場關聯詞查詢系統」檢索五個詞語的分級，由低至高排列，並搭配

簡編本中的解釋，作出最終的釋義。 

簡編本所列的這五個詞整理如下：「懂」和「理解」是「了解」和「明白」的上位詞，因為他

們的解釋中都有「了解」和「明白」，但「了解」和「明白」的解釋都沒有「懂」和「理解」。

「知道」、「明白」和「了解」為近義詞，因為這三個詞語互為釋義。從關聯詞系統中查詢「懂」

和「理解」的五個關聯詞，可以發現與「懂」關聯度最高的「知道」比與「理解」關聯度最高的

「了解」早教，所以可依照教學順序使學生了解「懂」和「理解」的概念。「了解」、「明白」、

「知道」三者的用法差異，依簡編本的釋義：表達「清楚、調查、打聽、知曉、明瞭、瞭解」的概

念時可使用「了解」；表達「不糊塗、聰明、明確、清楚、知曉、明瞭、瞭解」的概念時可使用

「明白」；表達「知曉、明瞭、瞭解」的概念時可使用「知道」。 

關鍵詞：漢語 初級 教材 詞彙 編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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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2)∣ 

主持講評人: 李育修  

多模態話語分析在商務華語教學的應用 

李舒穎 

國立政治大學 

摘要 

多模態話語分析（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理論源於韓禮德（Halliday, 1925-2018）創立

的系統功能語言學，提出話語意義的生成和表達不應只依賴語言文字，而是與圖像、顏色、圖表、

空間、聲調、語速、手勢、表情等語言特徵共同進行。1996 年，The New London Group 首次提出把

理論轉移應用在語言教學，及後發展成為多模態教學模式（Multimodality Pedagogy）。隨著多媒體

普及，新的話語形式湧現，令多模態話語分析備受關注，其衍生的多模態教學模式成為主流教學策

略之一。 

過去研究多集中討論多模態教學理論如何應用在華人社會的外語教學，雖然亦有論文曾就多模

態教學在對外華語教學應用進行討論，但目前尚未有針對商務華語教學特性的多模態教學研究，故

本文希望從多模態話語分析理論，以及其衍生的教學模式對商務華語教學的啟示，探討此理論在商

務華語教學實踐之可行性。   

本文選取三個分析多模態話語的理論進行探究，其中包括系統功能語言學、社會符號學和隱喻

多模態分析，討論以上三種分析理論對符號系統的探究如何應用在商務華語的教學。本文選取的三

種話語理論，在發展路上一脈相承，但三種理論的側重點不一，影響教學策略上的設計：如系統功

能語言學多模態話語分析重視圖文關係，也重視語言的概念、人際和語篇功能，在商務華語中，正

需要準確掌握發話者與受話者的關係（tenor）、雙方地位差距（status）、會面頻率（contact）、交

誼深淺（affect）等 ；社會符號學則通過解構圖像意義來了解背後的情感、態度和意識形態；隱喻多

模態分析重視分析隱喻及背後的文化意涵，能夠讓學習者在進行跨國的商務溝通時，減少認知差

異。在商務華語教學上，教師能夠根據學生需求及教學目標，選取恰當教學策略，以滿足教學需

求。 

最後，本文會探究多模態教學模式在商務華語教學之應用，通過參考過去在華語教學中並用不

同模態和虛擬實境的使用情況，對多模態教學法在商務華語教學的應用提出系統化教學設計的建

議。本文透過運用 ADDIE 教學模式設計概念所提供的步驟，擬定了一套符合商務華語特性的系統化

多模態教學模式，望能為多模態教學法制定初步的系統化教學流程，以提升多模態教學法在商務華

語教學上的使用範圍和成效。 

關鍵字：多模態話語分析、多模態教學模式、系統化、商務華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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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華語教材分析研 

陳裕萱 

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碩士 

摘要 

本研究旨在分析長照華語教材，因研究者曾編撰過長照華語文教材，且修習專業華語文教材與

教法，因此研究《看護工華語文自學教材發展研究–以台灣越南籍為例》、《長照華語主題式教材設

計》、《在臺印尼看護工之華語學習需求分析》三篇報告，故決定以長照華語文為主，分析其教材

內容與特色。研究者以文件分析法為研究方法，分析以上三篇研究論文報告，藉以回答本研究問

題：一、探討長照華語文的教材內容需求為何？二、探討長照華語文的教材特色為何？三、探討長

照華語文教材的語言特點為何；以期達到本研究目的：一、找出長照華語文的教材內容需求。二、

分析長照華語文的教材特色。三、總結長照華語文教材的語言特點。本研究透過分析兩套長照華語

文教材，以及一篇探討看護工對華語的需求篇章後，統整出了長照華語文教材的內容、特色、語言

特點。教材內容可分為通用華語文、長照專業知識、在地飲食習慣、初中級語法或句型、聽說讀寫

分項練習、任務型或情境式練習、線上輔具及教具、閩南語的聽說練習、文化知識；教材特色為自

學式教材、多為零起點教材、任務型或情境式練習、聽說讀寫並重、著重飲食文化、缺少閩南語基

本聽說教學；教材語言特點有生詞主要分為通用與長照專業知識、長照專業知識之生詞與通用生詞

占比相當、課文中常出現閩南語的生詞，像是阿嬤或阿公、語法主要以日常使用的句型為主、多為

國別化教材，期望提供給未來欲研究長照華語文領域的專家學者參考。 

關鍵字：長照、華語教材、文件分析法  



2023 

臺越泰華語文教育研討會 

• • • 

 

19 

 

線上商務華語課程：以案例教學法作為主要教材 

王郁瑄、陳淑芬 

國立清華大學跨院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摘要 

商務華語一直是專業華語領域裡擁有最多教材和課程選擇的科目。在商務華語課程中，同時提

升中文能力與商業專業技能，以培養諳華語的商業人才，一直都是近幾年來學者與現場教師努力欲

達成的目標。除了常見的情境教學法、任務教學法之外，普遍應用於各大學商管學院的「案例教學

法」（Case Method），也成為當前商務華語教材和課程最常採用的教學模式之一。在臺灣的商務華

語教材和課程中，「案例」經常被視為輔助教材，以達到複習的作用。在實施案例教學法時，學生

必須收集大量的資料以及參與小組和全班的討論，相當耗時。因此，現場教師通常很難在教學進度

的壓力之下，適當地實施案例教學法且充分地運用「案例」。在中國大陸，確實有直接將「案例」

作為課文的教材，不過因為兩岸的商業術語、用字遣詞有所差異，因此開發臺灣的教材絕對是必要

的。 

本研究分為兩部分，一是根據案例教學法試編真實商業案例教材，二則是試將案例教學法融入

商務華語課程當中，設計教學流程並實際進行線上課課程，最後再透過學生回饋與自我反思，提出

編寫案例與教學的建議。研究中的商業案例教材《經營管理：馬斯克與推特》，適合中級至中高級

程度的學生。內容包括課文、理解問題、生詞、語法、案例問題、商業知識等六個部分，選用的詞

語共有 47 個，如：「裁員」、「主管」、「虧損」、「工時」等，選用的語法則有三個，如：「包

括⋯⋯在內」、「X 之所以⋯⋯是因為⋯⋯」、「在⋯⋯（之）下」，都是屬於商業領域中通用、常見且合

乎程度的內容。參與商務華語線上課課程的學生共有 9 位，程度都在中級至中高級以內，分別來自

印度、越南、泰國、美國、宏都拉斯、尼加拉瓜等國家。課程為期兩週，共八個課時。期盼藉由實

際的教材編寫以及現場教學，確實將案例教學法落實於商務華語課程當中，並整理出有用的資訊，

供往後欲開發相關教材者以及現場教師作為參考。 

關鍵字：專業華語、商務華語、案例教學法、課程設計、遠距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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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泰國學生華語塞擦音與擦音的偏誤實驗及教學成效 

孫心雅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研究所 

摘要 

由於華語塞擦音分別兩種不送氣和送氣音 z [ts] 、c [tsʰ] 、zh [ʈʂ]、ch[ʈʂʰ] 、j[tɕ] 、q[tɕʰ]，而且

還分為三組不同的發音部位（舌尖前、舌尖後、舌面前），而泰語只有一組 ช[tʃ] 、ซ[tʃʰ] 。所以不

能用泰語直接對應每一個的華語塞擦音，導致學生常常在這裡就很容易產生發音偏誤。就發音部位

來看，華語塞擦音與擦音只要舌位稍微移動就會影響發音的意思，例如：“鑰「匙」”與“要「死」”

而泰語沒有這個問題，導致泰國學生常將泰語 จ[tɕ]對應華語 z[ts]、zh[ʈʂ]、j[tɕ]；將泰語 ช[tɕʰ] 對應

華語 c[tsʰ]、ch[ʈʂʰ]、q[tɕʰ]；將泰語 ซ[s]對應華語 s[s] 、sh[ʂ]、x[ɕ]，所以此三組不同的發音部位泰國

學生常常分不清，容易發音混淆。 

目前許多有關泰國學習者的語音偏誤研究，近十年來不少學者著重習得華語過程之研究。從劉

佩菁(2012)、廖翎娟(2017)、張凌和石柳 (2019)、石柳（2021）的研究中，可以知道對泰籍學習者而

言，華語的塞擦音和擦音是普遍的難點。泰國學生對於塞擦音發成擦音的偏誤比例為最多，是送氣

階段不明顯的原因，因此華語送氣塞擦音成為泰國學生的困難點。本研究希望可以找出改善學生送

氣塞擦音和擦音的偏誤，因此希望未來對泰國學生修正發音的教學設計有幫助。 

本研究的參與者共有 3 位，分為受試者、對照者和審聽人。受試者是純泰國人，來國立台灣師

範大學念華語文教學系的研究所，中文程度是中級階段 TOCFL B1。對照者是台灣母語者，目前是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的碩士生，但是還沒有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考試證書。審聽人是一位華語老

師，有華語教學能力認證考試證書，也修習過語音學課程，參加過口語考試工作坊。 

本研究進行兩次錄音，在前測主要是找出學生華語塞擦音與擦音的偏誤現象，後測是糾正發音

結束以後的測驗。每次的錄音都必須審聽。經過前測，審聽結果發現學生塞擦音的發音偏誤比擦音

多。透過聲學分析驗證，學生的語圖表現沒有塞擦音「先塞後擦」的現象，顯示泰國學生發送氣塞

擦音時不夠明顯，因此筆者進行測試改善學生的發音。改善方法以糾正發音的方式為主，重要在於

糾正發音的過程中採用的是母語差異糾正發音法，才讓學生能分辨塞擦音與擦音的區別。經過華語

教師進行後測的審聽結果發現，僅用 1.5 小時執行，學生發音正確率高達 93%。從此可知，糾正學

生的發音不僅用即時糾正的方法，而得了解學生母語和華語之差異，才能永久改善學生的發音偏

誤。以上證明了教學的成效。 

關鍵字：華泰語塞擦音、母語差異糾正發音法、語音改善實驗、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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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初級漢語》、《中級漢語》與臺灣華語文能力基準 

詞語與語法點的比較分析 

何莉玉 1、林慶隆 2、白明弘 3、許鈞惟 4 

國立政治大學華語文教學博士學位學程 1、國家教育研究院語文教育及編譯研究中心 2 3 4 

摘要 

《初級漢語 ภาษาจนีระดบัตน้（修訂版）》（一）、（二）與《中級漢語 ภาษาจนีระดบักลาง》

（一）、（二）是泰國通行的華語文教科書，惟該教科書並未提供線上教學資源。若有適合的線上

資源，將有助於教師教學。華語文語料庫（COCT）與能力基準（TBCL）整合應用系統，包括 14

套應用系統，雖然在華語文教學、教材編輯及測驗評量方面已有許多應用，然而上述泰國教科書要

應用這些豐富的線上資源，首要條件的是瞭解其與 TBCL 在詞語及語法點之間的關係，但目前並無

這方面研究，故亟須探究。因此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分析《初級漢語》及《中級漢語》與 TBCL 詞語

與語法點的使用內涵，除了提供使用該套教科書的教師或未來可能前往泰國任教的華師參考，並瞭

解如何善用整合應用系統的各類資源。 

本研究應用語料庫統計分析及比較分析法，探討兩者在詞語和語法點的交集和未交集情形，未

交集將分成「未收錄」及「不符合收錄原則」兩種。TBCL 詞語依難易度分第 1 至 7 級，總詞數為

14,425 個。《初級漢語》、《中級漢語》四冊共有 3,571 個生詞，與 TBCL 交集的詞語共有 2,575

個，從各冊中間 50%詞語來看，初級（一）和初級（二）並未重疊。再以詞語累積至 90%的情形來

看，各冊的詞語跨級太大。初級（一）詞語累積至 90%為第 1~4 級；初級（二）詞語累積 30%至

90%為第 1*~5 級；中級（一）詞語累積 50%至 90%為第 4~7 級之間；中級（二）詞語累積 50%至

90%為第 4*~7 級之間。另外，「未收錄」一類佔各冊詞語數量的百分比未超過 10％，分別為

2.3%、4.5%、8.5%、10.8%，符合 TBCL 各級詞語有 10%非表列詞語的彈性。其次，TBCL 語法點

依難易度分第 1 至 5 級，共有 496 個。四冊語法點有 452 個，與 TBCL 交集的語法點有 221 個，有

122 個在 TBCL 基礎級（第 1 至 3 級），佔 55%；有 99 個在進階級（第 4 至 5 級），佔 45%。分冊

來看，初級（一）有 87%在第 1 級到第 2 級之間，初級（二）有 83%在第 2 級到第 3 級之間，中級

（一）有 75%在第 3 級到第 4 級之間，中級（二）有 72%在第 4 級到第 5 級之間。 

本研究除了建構《初級漢語》、《中級漢語》與 TBCL 的詞語與語法點使用內涵，將進一步闡

述目前使用該套教科書的教師及赴泰國任教的臺灣華師如何運用整合應用系統線上資源於該教科書

的教學。 

關鍵字：臺灣華語文能力基準、《初級漢語》、《中級漢語》、詞語表、語法點  



2023 

臺越泰華語文教育研討會 

• • • 

 

22 

 

論文發表(3)∣ 

主持講評人: 阮氏明  博士 

以越南籍銜轉生為對象之華語主題式課程設計與實施 

邱韻軒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摘要 

「跨國銜轉學生」係指曾於他國教育體制接受一定期限教育之學童，或是曾數次銜轉於臺灣及

他國教育體制之學童（鍾鎮城，2017）。與銜轉生相關之教育議題，近年在臺灣逐漸受到重視，銜

轉生常因家庭因素，流動於原本居住國家及臺灣的教育體制間，返臺後常因語言能力落差，無法順

利銜接至臺灣國教體制，而需降轉、接受輔助教學，或轉介至其他民間單位進行輔導。研究者認為

銜轉生之課業及生活適應議題皆有其重要性，值得深入探討，亦期能從中發掘適宜的教學輔助方

式。 

本研究以研究者在教學現場接觸到的三位越南籍青少年銜轉生為研究對象，旨在設計符合越南

籍銜轉生需求之主題式課程，以提升其學習華語之成效，期能有助於銜接學校課業及適應生活。本

研究以行動研究法為主要框架，採用 ADDIE 教學模式，使用半結構式訪談瞭解研究對象之學習現況

及需求後，以此為依據進行課程設計及教學，並透過定期評量、學習成果等資料評估研究對象之學

習成效，進行教學修正。研究結果顯示：根據銜轉生需求所設計之主題式課程，能有效提升其學習

動機，以系統性方式強化語言技能之應用，並有助其適應生活、提升人際互動，達到語言學習、生

活適應等方面能力之綜合提升。本研究將根據主題式課程設計與實施之結果，提出相應教學建議，

作為華語教師設計課程及教學時之參考依據。 

關鍵字：華語文教學、課程設計、主題式課程、跨國銜轉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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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線上教學歷程與反思之敘事探究 

駱潔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 

摘要 

本文採用敘事探究的方式，敘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與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合作的教學

實習課程之教學歷程與反思。探索華語教師透過線上教學的模式如何進行教材設計及編寫，也記錄

教師在理想與現實處境發生衝突時，如何透過多媒體的應用解決教學困境。 

對一位教師來說，教學是一個需要不斷修正改進的歷程，教師會因應不同學生而選用不同的教

材，並且會依據課程內容設計不同的教學活動，使學生能進行最有效的學習。過去華語教師的教學

多侷限在語言的教與學，然而由臺師大華語文教學系教授蔡雅薰老師所開設的教學實習課程中，將

哈佛大學零點計畫（Project Zero）所發展的 21 種思考歷程活動融入華語教學，讓語言課堂中也能看

見學生的思考與不思考。希冀能為華語教學注入新的色彩，讓學生除了語言學習，也能培養跨文化

感知能力，並在教學活動中學習主動思考和溝通，透過不斷思考與表達來學習語言和文化。 

本文分享自身教學實習的歷程，透過國合會媒合來自聖文森的學生，以線上教學的方式進行一

個學期的課程。文中回顧過往的教育經驗，包含從國文本科轉化為華語教師，提及跨域當中的挑戰

和如何將過去經驗作為華語教師的養分。接著，在雅薰老師的課堂中，重新理解和定義何謂跨文化

及語言教學，認識了零點計畫中界定的思考類型和教學活動。另外，在教材設計及編寫過程中，面

臨將思考歷程活動改為線上進行的難題，又因為學生語言程度的關係，遇到思考活動進行不易和難

以完整傳達文化的教學困難。在理想和現實衝突之下，一次次微調教學方式，找到如何利用多媒

體，例如：EMPOWER 教學平台等線上資源來輔助線上教學，也在每一次教學中建立和學生的相處

之道。 

雖然這次的經驗僅是我在華語教學的第一哩路，但因為是全新的起點，開啟了我對華語教學的

視野。我從中體認到語言教學除了語言知識外也能融入文化教學，更可以帶入思考能力的培養；也

發現語言雖然會影響一個人是否能完善表達心中的想法，但是人的思考不會因為語言程度的不足而

無法進行。因此在華語教學的過程中帶入零點計畫所提倡的思考歷程活動，可以讓講述式的語言和

文化教學提升到更高的層次，學生能在課堂中，比對自身文化和經驗，思考其中差異以及文化中不

同的蘊含意義。 

藉由敘事探究這段教學歷程，我更明確知道心中理想的教師圖像為何，未來在教育的路途中，

教學方式或有調整與改變，但不變的是，我會努力實踐師生教學相長，學生學與思並重的學習過

程。 

關鍵字：華語線上教學、多媒體應用、華語教材設計、Project Zero、敘事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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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華語教師線上教學資源使用需求調查 

吳欣儒、林慶隆、王冠孺 

國家教育研究院語文教育及編譯研究中心 

摘要 

新冠肺炎疫情加速線上教學的腳步，催生線上教學資源的研發與普及。華語文教學領域也相當

關注疫情下的課程與線上教學研究，特別是教學科技工具的使用、評估與發展。現有文獻已針對各

種遠端教學平台、軟體進行相關分析（如 He and Xiao, 2020；Zhu, 2020；鄔大光、李文，2020），

並且結合實際的教學案例，評估平台特點對實施線上教學的影響（例如韋嘉楚、謝韋微，2020）。

然而，現有研究多聚焦在線上工具的特色及其在教學的成效，較少從教師的線上教學資源使用需求

角度出發；有鑑於此，本研究目的為探討華語教師線上教學資源使用的需求，以提供研發單位及產

業界在研發與開發線上教學資源的參考。 

本研究使用問卷調查法，問卷調查時間為 2022 年 10 月 1 日至 11 月 20 日，以線上方式發放問

卷，共有 156 位居住於世界各地的華語教師填答。調查的問題分三大部分。第一，詢問填答者是否

曾用過國家教育研究院「華語文語料庫與能力基準整合應用系統（http://coct.naer.edu.tw/）」，並回

答當中最有幫助的系統及填寫須改善或精進的部分為何。第二，詢問填答者是否知道有哪些華語學

習的資源網站（如僑委會全球華文網、Cool Chinese、龎帝等）？第三，請填答者填寫在華語教學、

教材設計、測驗評量上，其認為現在最缺乏，以及最希望獲得的線上資源為何？最後，本研究依照

填答者的所在洲別、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教授華語時間等資料分析填答結果，並歸納上

述變項與教師對線上資源的使用及未來使用需求之間的關連。本研究透過調查第一線華語教師對線

上教學資源的需求，增進學界及研究單位對教師端使用需求的了解，並提供產業界做為研發線上教

學資源的參考。 

關鍵字：華語教學、華語教師、線上教學資源、華語文語料庫與能力基準整合應用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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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級華語學術寫作偏誤研究──以東亞地區外籍研究生之課堂札記為研究對象 

林芝廷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摘要 

寫作是華語學習的五項基本溝通能力（聽、說、讀、寫、譯）中，最困難且不易習得的技能。

在華語的相關研究中，針對華語寫作的研究和書籍與其他領域相比較少，多數偏向單一語法、詞語

分析和比較、單一個案學習歷程分析、寫作教學設計等，且研究對象大多為初級或初中級的學習

者，並沒有針對高級學習者的學術寫作進行研究。學術寫作包括摘要、前言、文獻探討、結論等

等，是正式論文寫作的基礎，對正在台灣就學的外籍生尤為重要，同時學術寫作能力的培養仍奠基

於寫作能力，因此以札記的撰寫做為二語學習者學術寫作之練習較為合適。故本研究將蒐集前人關

於華語寫作偏誤的分析和研究，並以在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的十多位來自泰國、越

南、印尼、日本、韓國等國之外籍學生為研究對象，分析其於課堂中所寫之課堂札記中的寫作偏

誤，找出中高級華語學習者在華語學術寫作中經常出現的偏誤為何，以及華語學術寫作和一般寫作

的寫作偏誤是否有差異。期望能透過探討偏誤類型與成因來幫助中高級的華語學習者對於學術寫作

的學習，並將研究結果能為華語寫作教學的理論研究提供依據。 

關鍵字：華語教學、華語寫作、寫作偏誤、二語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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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行為理論應用於探討學習中文的行為意圖之研究—以越南學習者為例 

段范芳水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研究所 

摘要 

計畫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簡稱 TPB）一直以來很受各學界的歡迎，如：廣

告、行銷、公共關係、醫療保健、環境保護、教育等。其中，市場營銷最為廣泛應用的領域。為了

促進產品的銷售量，專家們已應用這套理論來分析影響消費者購買行為的因素；而在語言學習方面

顯得稀少。因此，如能套用此理論進行調查且分析影響學習者選擇學習語言的行為意圖就能了解哪

個因素對學習者的行為意圖影響最大，同時也能增加學習者選擇學習中文的意圖。由此，本研究以

線上調查（online survey）的 Google 表單（Google form）為收集數據的主要工具，並且採用 SPSS

（23 版）統計軟體作為資料分析工具，將所蒐集的資料進行信效度分析、因素分析、相關分析、回

歸分析以及變異數分析，期藉由計畫行為理論的態度（Attitude）、信念（Belief）、主觀規範

（Subjective Norm）、行為控制知覺（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四個要素探討影響 266 個越南

學習者打算學習中文的因素。從而，透過調查與驗證，研究結果提出一些增加學習者學習中文的興

趣。 

關鍵字：中文學習者、學習中文的行為意圖、計畫行為理論、越南學習者、中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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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4)∣ 

主持講評人:林建宏 博士 

以「閱讀促進學習」教學法 (Reading to learn pedagogy) 為基礎的文言文教材編寫方法初探 

冼俊文 

香港都會大學教育及語文學院 

摘要 

「閱讀促進學習」教學法(Reading to learn pedagogy)由 Dr David Rose 等人提出。20 世紀 70 年代

時，該教學法用作教授澳洲土著學習英語。21 世紀初，Dr Mark Shum 等人繼續把「閱讀促進學習」

教學法用到二語教學上，教授香港的非華語學生中文。2017 年，冼俊文、黃建豪等人，把「閱讀促

進學習」教學法運用到教授香港初中學生文言文之上，教學實驗證明效果顯著。唯教學法須要有適

切的教材配合，才能夠更好地發揮出效用。有見及此，探究如何以「閱讀促進學習」教學法為基

礎，編寫文言文教材，是本文的研究目的。具體的研究問題有二︰一、以「閱讀促進學習」教學法

為基礎，而編寫的文言文教材，須要具備哪些元素；二、以「閱讀促進學習」教學法為基礎，而編

寫的文言文教材，須要具備哪些組合形式。為回答此等研究問題，本文以文獻回顧法為主要研究方

法。有關「閱讀促進學習」教學法、文言教學、文言教材的書籍、論文、教案，都是本研究的重要

文獻。 

研究發現，以「閱讀促進學習」教學法為基礎，而編寫的文言文教材，須具備文章及文體的背

景資料、三篇或以上有共通點的文章，以及各篇章的句子解讀練習、字詞解讀練習、篇章解讀練

習、篇章賞析練習；而教材內的單元，若按以下次序編排上述元素，將能夠有效地配合「閱讀促進

學習」教學法，以發揮上佳的教學效果︰{背景資料 ^ 文章 ^ 句子解讀練習 ^ 字詞解讀練習 ^ 篇章解

讀練習 ^ 篇章賞析練習} x n。本研究的預期研究貢獻為︰一、協助運用「閱讀促進學習」教學法教

授文言閱讀的老師自設教材；二、協助出版商編寫運用「閱讀促進學習」教學法教授文言閱讀的教

材。 

關鍵字：文言教學、閱讀促進學習、文言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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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語辭典設計與編寫建議:以戀愛詞彙為例 

蔡幸娟 

大葉大學華語教學中心 

摘要 

近年來，華語教材逐漸趨向成熟，除了基礎的華語學習課本，也增加了專業華語領域的教材，

照顧到各行各業的華語學習者，然而在台生活的外籍人士在情感方面也有表達的需求，而教材市面

上卻僅售一本。筆者發現符合現代化的戀愛詞彙尚未有教材發行或整理，故筆者蒐集真實語料，以

現代人常用的戀愛流行語為基礎，並融入隱喻的概念輔助學習，於詞彙中由具體概念導入抽象概念

設計及編寫。 

本流行語辭典設計與編寫建議從認知語言學的角度進行設計，並以隱喻為基礎注釋戀愛詞彙，

結合本校華語中心之社群網站以電子書的概念，編寫適用於進階高階級以上之華語學習者(TOCFL 

B1-B2)之教材。內容以 i+1 及隱喻的方式編寫，建立在已知的詞彙中加入一個新詞，例如：工具+人

=工具人，而產生新思維的詞彙。 

本文將探討其新詞彙產生之意義，並分析其與原本詞彙之意涵，擬出華語學習者可理解的合理

解釋，強化學習者對戀愛詞彙的認知。此外，並以問卷方式調查 20 位境外生閱讀完後對詞彙的了解

程度，希冀藉由本文所提出的編寫建議，提供日後編寫戀愛華語辭典與教材之參考。 

關鍵字：華語、戀愛、詞彙、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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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材料運用於跨文化華語教學課程設計—以超市購物為討論範圍 

鄭詩穎 

政治大學 

摘要 

真實材料（Authentic Material）亦稱作真實性教材、真實語料，或譯為真實文本。1990 年代興

起的溝通教學觀（Communicative Approach），目標是提升學習者的語言交際能力，教師致力於使學

習者了解語音、詞彙及語法的正確性，還需幫助其理解語用、語境和功能的知識，因此最明顯的特

徵是使用各種自然情境的語言真實材料，如：廣播、電視，或是利用菜單、時刻表等實物，進行課

堂教學。（Larsen Freeman,2000） 

在語言教學過程中，教師習慣於課堂直接介紹文化，語言教學的教材亦是以直接放上文化相關

的圖片和文字敘述的方式呈現，學習者在學習的過程中就少了自己發現、體會文化的能力。語言學

習若要達到效果，必須是真實的、自然的、有意義的、合理的、有趣的、跟學生相關的並屬於學生

經驗的。（Goodman,1986）真實材料即具備以上的特徵，故本研究以真實材料融入華語課堂教學，

讓學習者可以從日常生活常見的材料學習華語，同時培養跨文化溝通（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能力。 

本研究以學習者到超市購物會接觸到的真實材料作為課程設計的素材，而課程目標教學對象以

政治大學的華語學習者為主，提出一個以超市購物為主題的華語課堂教學模組，並以半結構式訪談

的方式進行研究，同時，採行動研究法實際執行於課堂。於行動教學期間，除了根據每次教學所發

現的問題修改行動策略外，配合學習者的半結構式問卷調查、教師日誌、觀察者紀錄等，進行資料

分析統整，完成本研究，以瞭解真實材料運用於華語教學的實行成效，透過本研究提出之教學模組

提供日後教學者參考與啟發。 

關鍵字：真實材料、華語教學、跨文化溝通、教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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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我探索為主題的 CSI 教學—針對成人華語初級學習者 

林沁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 

摘要 

本研究以自我認識、人格探索為主題，利用由哈佛零點計畫（Project Zero）其子計畫「可見式

思考」（Visible Thinking）所提出的思考歷程（thinking routines）中，以顏色、符號、圖像為媒

介；以比喻為核心的 CSI教學法（color,symbol,image,CSI），針對成人初級華語學習者進行華語文

教學活動。 

本研究旨在探討，將 CSI教學法結合探索自我，運用於成人初級華語教學的可行性。期望透過

將抽象比喻概念輔以實體圖像或顏色的手段，促進學習者思考，並採用漸進式教學，逐步帶領學生

將思考過程外顯，幫助學習者在學習二語的同時，能以理解概念的方式達到更好的學習效果。本研

究以國籍為土耳其、宏都拉斯，程度皆為 novice級的兩位成人華語學習者為研究對象，展開為期五

周的線上教學課程。除了為 CSI教學法而自行設計的課程外，也結合了部首漢字教學、語法及文化

點等基礎華語課程內容，以滿足學生個別的學習需求。本研究結果顯示，CSI此一教學法的使用不

受限於二語學習者的年齡或語言程度。透過教師鋪墊相關知識的基礎詞彙及句式，以直觀圖片解釋

抽象比喻概念，並給予明確且不干擾學習者發揮的範例，即便是探討較深入的議題，如「自我探

索」，初級的華語學習者仍能利用具象的顏色、符號、圖像，搭配其先備知識或教師提供的相關基

礎詞句清楚表達自身想法。藉由此種遞進式的教學活動讓學習者的運思脈絡顯化，不僅能跳脫傳統

多仰賴記憶的語言學習，改以思考、重新解讀的方式加深其對學習內容的印象，更能引起學習者的

好奇心，提高學習動機。且與「自我」相關的課程主題亦明顯提升成人於課堂中的表達意願，有效

降低成人學習二語的心理壓力。期望透過嘗試搭配不同主題的教學內容，未來能將 CIS 教學法更多

元的運用於華語教學現場。 

關鍵字：華語文教學、思維歷程、可見式思考、CIS 教學法、自我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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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計算複雜性假說探討“Half T3 First”方法作為華語三聲教學法於華語二語學習者的效果實證 

黃韻芷、黃郁欣 

東海大學華語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摘要 

在第二語言為華語的聲調研究中，三聲（T3） 通常被認為是難度最高的。根據三聲周圍的聲

調，三聲以三種不同的方式發音，但在認知上歸為一個音素（T3）：一、三聲位於句尾或單音節

時，三聲則以 full T3 發音，若以趙元任的五度標示法，音高則標示為 [214]。二、當兩個三聲前後

相連（三聲連讀），第一個三聲發為 [35]。 三、於上述以外的例子，三聲以 half T3 [21]發音

（Zhang，2018）。 

Duanmu（2000）發現六名標準漢語使用者（其中四名為漢語教師）於 16 個句末三聲的表達

中，五名參與者發音皆為 [21]，並僅於一位的口語輸出中，記錄到四個 [214]之發音。由此可見，以 

[214]作為句末三聲的發音在母語者的口語產出中可謂罕見。 

透過檢驗台灣目前普遍使用的兩本華語教材（當代中文課程及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筆者發現

儘管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三版）提到了雙音節中三聲若接於一聲、二聲或四聲後，即發為 half T3 

[21]，但在單音節以及雙音節三聲連讀之三聲句尾仍以 full T3 [214]為發音。儘管 half T3 [21]是 T3

最普遍的形式，在當代中文課程一書中紀錄了主流的 full T3 [214]發音和三聲連讀之規則，half T3 

[21]被忽略。 

自 1980 年，普通話的三聲研究中研究已提到了[21]和[214]（Yip，1980）。然而，在 2018 年的

研究顯示，學習者目前仍以 full T3 first 教學法被教導：先學 full T3 [214]發音，隨後習得三聲連讀變

調以及 half T3 [21]發音。然而至今，[21]在教學現場卻不若三聲連讀變調被強調，甚至會被教學者

忽略，此現象解釋了教學現場仍以 full T3 為基礎形式來教導學習者（Zhang，2018，頁 86）。 

筆者之實驗研究將分別比較對照組（使用 full T3 first 方法，需學習三種三聲的發音規則）以及

實驗組（使用 half T3 first 方法，需學習兩種三聲的發音規則，分別為：一、當三聲位於句尾或單音

節時，又或在雙音節中位於其他三種聲調之前，三聲發為[21]。二、當兩個三聲連讀，第一個三聲

被發為[35]），兩組習得三聲及其變調表現。根據計算複雜性假說（Computational Complexity 

Hypothesis；Jakubowicz，2011），多一特徵或規則，即會提升習得複雜度。筆者以此假說為基礎，

假設實驗組將於習得三聲及其變調表現較佳。 

此研究將於會議展示蒐集於實際教學現場的數據，以證實或推翻前述基於計算複雜性假說所假

設的 half T3 first 方法優於 full T3 first 方法，冀望幫助華語習得者及教師找到更有效的方法來學習三

聲及其變調。 

關鍵字：計算複雜性假說、三聲變調、連續變調、聲調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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