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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導向之中級華裔華語教材 
設計研究-以在台學習者為例 

 
中文摘要 

 
關鍵字：文化、中級、華裔學習者、教材設計 

 

    近年來全球興起華語熱，其中華裔學習者為數不少，此現象可由各大華

語測驗之應考者背景窺之。但是相較於第二語言學習者的相關研究，華裔學

習者的教材研究為數不多。許多學者認為針對華裔學習者之教材設計，可從

文化層面切入，引發學習興趣。而目前仍無相關的教材編寫原則研究，因此

建立以文化為導向之中級華裔教材編寫原則之雛形乃為本研究之重點。 

    本研究以成長於美國、加拿大地區，18 歲以上之華裔學習者為研究對

象。首先蒐集相關文獻，其次通過問卷調查與訪談，了解華裔學習者之文化

需求，接著整合兩者，制定文化導向之中級華裔華語教材編寫原則與範例，

最後根據使用教師之意見修正教材範例。 

    本研究得文化導向之中級華裔華語教材編寫十項原則。1.定向原則，教

材使用對象有針對性。2. 目標原則，教學目標為學習者能藉由文化知識的

學習更加了解自己與中華文化。3. 特色原則，以華裔學習者感興趣的文化

主題為內容，據 5C 準則設計。4.認知原則。5.時代原則，採用現今之研究

成果編寫。6. 語體原則，兼採書面語與口語語體。7. 文化原則，文化內容

為普遍的知識；文化主題為食物、態度、信念、武術、書法、茶、習俗。8. 

趣味原則，內容為華裔學習者有興趣的主題；增加與主題相關的圖片。9. 實

用原則，加強聽說讀寫的能力。10.立體原則，包含教材與學生練習本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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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research and design of culture oriented 

Chinese learning materials for intermediate Chinese 

heritage learners 

 

Abstract 
 

Key words: culture, intermediate, Chinese heritage learner, material design 
 

    Learning Chinese has become a trend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majority of 

students being Chinese heritage learners. However, related research on Chinese 

learning resources designed for Chinese heritages learners are limited. Many 

researchers believe that Chinese learning resources for Chinese heritage learners 

can be stimulated culturally, but resources are limited.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e thesis is to build up the basic principle governing language learning for 

Chinese learning materials. 

   The research subjects are 18 year-old Chinese heritage learners in America and 

Canada. Through academic review, surveys and interviews we aim to understand 

learners’ needs, and create basic principles of culture oriented Chinese learning 

materials for intermediate Chinese heritage learners. 

   Following are the ten principles underlying culture oriented Chinese learning 

resources for intermediate Chinese heritage learners: 1. The aim of the material 

should be clear. 2. The goal of the material is to allow learners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culture. 3. The content should represent the topics that 

the learners are interested in, and also should be in accordance with 5C principles. 

4. The content should tally with learners’ knowledge. 5. The materials should be 

designed based on modern research. 6. The content should include both writ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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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poken language. 7. The cultural subjects should include: food, attitude, belief, 

martial arts, calligraphy, tea, and traditional custom. 8. The content should be 

interesting and topic related pictures should be included for visual learning. 9. The 

material should improve learners’ language ability. 10. A learner’s exercise book 

should be inclu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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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本研究旨在針對美、加籍中級華裔學習者，進行以文化為導向之教材

設計研究。本章將說明研究動機、研究目的與問題、研究範圍、名詞釋義與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近年來全球興起華語熱，華語學習蔚為流行，而其中華裔學習者為數

不少。陳雅芬(2008)指出，全美學習華語的學習者超過22萬，有700多所大

學和200多所中小學開設了華語課程，其中三分之二為中文學校1的華裔學習

者，台灣移民子弟約10萬，中國大陸移民子弟約6萬。根據姚道中(2008)2的

數據顯示，美國中文學校的學習者族群多為華裔學習者，其中，中國大陸所

創辦的中文學校為400多所，分布於41州，共有7萬多個學生；而由臺灣所創

辦的中文學校約1000所，遍布全美，有10萬多個學生。由以上數據觀之，光

是在美國學習華語的華裔學習者就約有17萬名。而在大型華語考試當中，

2008年參加AP中文考試3的學習者主要來自中文學校，2007年5月初的首次

AP中文考試考生中，90%以上是華裔或是有背景的學習者(陳雅芬,2008、林

秀惠,20084)。而在SATⅡ中文測驗5當中，華裔考生就占了多數(Mcginnis, 

2008)，這些皆顯示了華裔學習者在整個學習華語的族群中的數量。 

     然而，儘管如此，相對應之課程與教材相對地缺乏。許多華裔學習者

                                             
1中文學校指的是在周末(也有部分學校在周間下午)以短暫時間(通常在四小時以內)修習

華語或文化課程的學校。美國的中文學校纇似社團組織，主要由熱心的家長組成，擔任

校長、老師的角色。為非正式的教育單位，無任何官方經常性的資金挹注，也缺乏教育

法規的引導。(李典勇,2010)  
2 取自姚道中(2008)台灣華語文教學學會年會暨研討會上之演講內容。 
3 美國大學理事會（College Board）在 2003 年將中文列入高中 AP 課程（Advanced 
Placement，簡稱 AP，譯為「大學先修課程」或「進階課程」），另有相應的 AP 中文考

試，每年 5 月舉行，每年 7 月前將成績寄發給各大學做為審核高中學生申請入學的條件

之一。詳細資料請參考: http://www.gotoaaa.org/ap.htm。 
4 2007 年考 AP 中文的人，89.4%的學生是有亞裔太平洋列島背景的學生， 只有百分之

十左右(10.6%) 的人口是非亞裔。(林秀惠,2008:3) 
5 SAT II 專項測驗是測試學生在某一學科的知識，技能和運用能力的考試。學生可以此向

大學證明自己在某一學科方面的知識及能力。 中文聽力測試是 SAT 專項測驗的其中一

門。該項測試學生掌握中文聽說的能力。所有問題都與日常生活相關。詳細資料請參考: 
http://sat.collegeboard.com/practice/sat-subject-test-preparation/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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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語言能力不同於第二語言學習者，大學往往不能提供適合華裔學習者的課

程。畢念平(2006:137)提及，華裔學習者的語言背景與訓練十分複雜，學習

目標與需求也不盡相同，因此美國大學華語項目近年來所面對的最大挑戰之

ㄧ就是如何幫助有華語背景的華裔學習者提高他們的華語水平。根據臺灣師

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2000)的一份報告指出，華裔學習者選修華語課程

所佔比例在初、中、高級班均約為1/4，且其中有些學生在選課前已具有不

等的華語聽說讀寫能力，將這些學生與其他選課學生安排於同一班級上課，

很容易造成學習與教學的困擾。王如音(2008:27)也提到，語言中心中的華裔

專班除了課程進度比較快以外，並沒有針對性的課程安排，在教材方面，也

只能與非華裔學習者使用同樣的教材，並沒有太多針對性的課程與教材的選

擇。此皆點出將華裔學習者與二語學習者共同教學的實際情況與不足之處。 

    研究者於2008年參加美國政府所推動的星談計劃(StarTalk Project)6，擔

任教學助理工作，課程以文化為導向，由於先前並未有相關的教材，且對象

為口語能力佳，讀寫能力弱的華裔學習者，因此研究者協同授課教師共同編

製教材。在蒐集相關教材資源時，研究者發現，針對華裔學習者設計以第二

語言教學角度設計之教材為數不多，此似乎並不符合現今許多第二代或第三

代華裔學習者之學習需求。然而學習語言的過程當中，教材是否針對特定學

習者而設計是相當重要的，如同楊慶華(1995)所認為的，「新一代教材的基

本特點應該是『突出教材的針對性』，需考慮國別、民族、文化、環境的特

點，教材有了針對性，才有更好的適用性，才能有更高的實效性。」，而教

材的針對性正是目前針對華裔學習者之教材所欠缺的特性。 

    由於一般初級華裔學習者的特徵為聽、說能力佳，讀、寫能力幾乎未發

展或發展程度為初級7，教材內容為較口語的、短篇的文章，以日常生活為

出發點，多著重於漢字的筆順、筆畫書寫的訓練。而在中級部分，由於此時

乃是口語進入書面語的階段，此對於華裔學習者來說更是學習的重點，但相

                                             
6星談計劃(StarTalk Project)是美國政府在 2006 年 1 月起正式宣佈推動的「國家安全語言專

案」(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Initiative)的一部分，由馬利蘭大學作為計畫承辦單位。目標

是培養更多熟稔所謂國家安全語言的合格外語師資，提升學習國家安全語言的學生人

數，以促使更多一般美國公民對這些安全外語的運用能力。星談計畫在 2007 年夏天將中

文與阿拉伯語列為首要推廣的語言。(林秀惠、陳麗美, 2008) 
7 此乃為 ACTFL Chinese Proficiency Guidelines 能力劃分中的初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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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教材似乎不甚多，因此研究者將以中級教材為研究範圍。 

    關於針對華裔學習者之教材設計，劉莉(2006:149)認為內容需從文化點

切入，也就是教材要有豐富的文化內涵，與學習者的生活經驗相關、相連結，

進而加深他們對華語知識和文化的了解，從而增強他們的語言能力和文化知

識。陳國明(1994)也提出類似的看法，認為多數的華裔學習者具有日常生活

的基本溝通能力，但是由於生長在國外，接受當地的文化，因此對於中華文

化了解不深，教學的過程中應由語言的教導進而認識中華文化內涵，且可直

接由中華文化的內涵來學習更多的語言。 

    基於以上緣由，研究者試想，若是結合現代第二語言教學原則，以文化

為導向建構出針對美加籍中級華裔學習者教材編寫原則，或許能對華語教學

有些助益。 

第二節 研究目的及問題 
    基於以上的研究動機，本研究旨在探討以文化為導向之中級華裔華語教

材設計研究。研究者欲調查美加籍華裔學習者的文化需求，並結合針對華裔

學習者與文化教學的相關學理，擬訂符合學習者需求，且以文化為導向之教

材編寫原則，做為日後教材發展者的參考，並應用於實際教材的編纂。 

    具體來說，本文期盼透過針對美籍中級華裔學習者以文化為導向之教材

研究與設計，解決以下諸問題: 

  ㄧ、華裔學習者的文化需求為何? 

二、以華裔學習者為對象之華語教材編寫原則為何? 

  三、如何結合文化內容與華裔華語教材編寫原則? 

  四、以文化為導向之中級華裔華語教材之編寫原則為何? 

第三節 研究範圍  
    本研究之研究範圍分為研究對象與媒介素材兩點，相關界定如下: 

  一、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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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裔學習者遍布海內外，根據僑務委員會截至 2008 年華人人口統計數

據8顯示，自臺灣、中國大陸、香港移居西方的華人中，移居美國者為最多

數，約 239 萬人，由於美國之文化與中華文化差異性大，又基於取樣之方便

性，研究對象限於美國、加拿大籍之華裔學習者。研究調查對象設定為國立

臺灣師範大學之國語教學中心以及進修推廣學院之 18 歲以上中級華裔學習

者。  

  二、媒介素材 

    本研究所指的「教材」是指傳統的書面教材，並未包含多媒體，如 VCD、

電腦軟體等。 

第四節 相關名詞定義 
  一、中級 

     本研究所指的「中級」，為教材之程度，乃依據張莉萍與陳鳳儀(2006)

提出的華語八千詞9中級詞彙為依據。 

  二、華語 

     本研究所指的「華語」乃引自葉德明(2006)之定義，「華語一詞是指對

外代表中華民國的標準語的名稱，以利於外國人學習中國語言所遵循的語

音、語法、語詞、語用、語意等的語言內容而言。是本國語言在國際上的代

表，華語教學的統稱。」 

  三、文化 

    本研究所指的「文化」乃根據美國 1996 年所頒布的國家外語學習目標

中對於文化的定義。文化是一個社會有形與無形的哲學觀點、習俗、產物，

其中，觀點組成一文化團體的世界觀。觀點包含了意義、態度、價值觀、想

法；習俗則是社會互動的模式；產物則為書籍、工具、音樂、法律等。習俗

                                             
8 資料來源為僑務委員會華人人口統計數據。

http://www.ocac.gov.tw/public/public.asp?selno=947&no=947&level=B(引於 2010 年，4 月 15 日。) 
9 主要選詞來源為中研院核心詞彙、通用詞彙、參考詞彙表、CPT 詞彙表、HSK 詞彙表，

運用相對頻率、加權值的方式算出每一個詞的比重，進而依據華語文學習里程，制定出

初級 1500 個詞彙、中級 3500 個詞彙、高級 3000 個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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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產物源自於觀點，三者間的關係密切，相互影響。 

    本研究皆將英語文獻中的”Chinese culture”翻譯為「中華文化」，乃指

中華民族所擁有的文化觀點、文化習俗和文化產物。 

  四、華裔學習者(Chinese Heritage Learner) 

    依照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的定義，「華裔」的定義如下： 

    「華裔」乃泛指在海外出生的中國人後裔。海外，指的是大陸地區、香

港及澳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沿用上述定義，本研究之「華裔」則限定在美

國、加拿大地區出生長大，或從小移居美國、加拿大。其父母為臺灣或大陸、

香港等地區的華人，受家庭或社區背景影響，其口語能力流利，普遍高於讀

寫能力(Dai&Zhang, 2008)。 

 

第五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採用之研究方法為內容分析法和調查研究法，以下分述之。 

  一、內容分析法 

   (一) 關於文獻資料的蒐集範圍，分為以下四類:  

     1. 臺灣地區:資料包含專書、期刊資料，來源自師大華研所所藏、師大

圖書館的書籍。 

     2. 中國大陸地區:資料多為專書、期刊資料與論文集。 

     3. 美國地區: 美國華裔研究專書、期刊資料、論文集與華裔華語教材。 

     4. 網路資源: 研究者援用的網路資源包含中華民國期刊論文索引系

統、全國碩博士論文資訊網、國立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電子版、中國期刊全文數據庫網、中國博碩士論文全文資料庫(文史哲類與

教育社科類專輯)與其他網路資源。 

   (二) 研究者將針對以上所蒐集的資料做如下的內容分析: 

    1. 華裔學習者的相關研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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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文化教學研究 

    3. 教材編寫理論與原則之研究，包含第二語言教材、針對華裔學習者

教材、文化教材三方面。 

    4. 現有教材分析 

  二、調查研究法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以及訪談了解華裔學習者之文化需求，問卷調查對象

為美加籍華裔學習者 100 名；訪談對象為 10 位，來自於 100 位問卷調查對

象。 

    研究者希冀透過調查結果了解學習者之文化需求，作為教材單元設計之

主題與教材內容之依據，應用於文化導向之美加籍中級華裔華語教材發展模

式的建立與範例編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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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分為五節探討以文化為導向之中級華裔學習者教材的相關研究。首

先是華裔學習者特徵的相關研究；第二節針對華裔學習者的教學進行討論；

第三節討論文化教學原則；第四節則是討論教材編寫原則與教材評估原則的

相關研究；第五節乃為課程現況調查與教材評析。 

第一節 華裔學習者的輪廓 
   在華語教學當中，與第二語言學習者的相關研究相比，華裔學習者的

教育受到較少的注目。由於華裔學習者背景、學習環境之緣故，其語言特徵

呈多面向的發展。研究者首先概括性地探討傳承語言學習者的特徵，再進一

步地討論華裔學習者的特徵。 

  一、傳承語言學習者的特徵 

    學者對於傳承語言學習者的定義，大致可分為從種族和語言兩方面定

義： 

    1. 種族的角度 

    對於祖先的語言有興趣或者參與 (Fishman,2001) 

    2. 語言的角度 

    在一個非英語的家庭中成長，說或者是僅了解傳承語言，在某程度上是

英語和傳承語言的雙語者。(Valdés,2001) 

    多數學者以語言的角度來定義傳承語言學習者。關於傳承語言學習者整

體語言能力的描述，Sweley（2006）將傳承學習者的語言知識視為「瑞士起

士」(Swiss Cheese)，也就是學習者的某些語言能力是缺乏或未開發的，指

出了傳承語言學習者普遍語言能力發展不均的現象。然而， 

Morgan’s(1998) 從較正面的角度出發，提出了「冰山」(iceberg anology)一

說，認為從海平面上可看見的冰山象徵傳承語言學習者的表現

(performance)，而在水平面底下的是傳承語言學習者的能力(competence)，

是個好的起始點。此呼應了 Gambhir(2001)所說的「傳承語言學習者習得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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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在正式課堂中難以傳授的溝通系統。由於深受家庭的語言與文化的影

響，大部分的傳承語言學習者有能達到如母語者般流利的潛力。」Gambhir 

(2001:213)認為他們學習傳承語的優勢為：  

1.語言學層次：許多傳承語言學習者具有母語國家的語音、字彙、句法，運

用於不同而有趣之口語表達的知識。  

2.溝通層次：近似母語(雖有限制)的語調，較容易了解「幽默」及「嘲諷」。 

    關於傳承語言學習者的特徵， Campbell & Rosenthnal (2000:232)比較了

傳承語言學習者與外語學習者的學習成果後，認為典型的傳承語言學習者具

有的特徵為以下幾點： 

表 二- 1 傳承語言學習者之特徵 

項目 特徵 

語音 發音、重音和語調符合受教育的母語者的程度。 

語法規則 習得80%-90%的語法規則，10%-20%的語法能力與傳承語言的語法規

則不同。 

詞彙 習得許多詞彙，但限於家庭、社區社交範疇；明顯地從主流語言借

用大量的詞彙。 

社會語言

規範 

跟家庭或社區成員口頭互動時，能掌控言詞的語體，區辨詞彙和語

法的規則。 

文化 已經學過並吸收了自身民族的文化，但是風俗、價值觀、傳統可能

混合了主流社會的文化。 

讀寫能力 初級以上的讀寫能力尚未發展。 

動機 學習動機非常廣泛。 

(資料來源：Campbell & Rosenthnal.2000. Heritage language. Handbook of 

undergraduate second language education,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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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華裔學習者的特徵 

    He(2008:2)認為，華語有如一把大傘，包含了相當多的方言語群，因此

華裔學習者除了和其他的傳承語言有著一般的共性外，也有著自己的特質。

此處分別探討華裔學習者的特徵、華裔學習者的語言能力與知識、華裔學習

者的學習動機、華裔學習者的整體輪廓四部分。 

  (一) 華裔學習者的特徵 

    1. Dai& Zhang (2008)    

    在華裔學習者的特徵方面，Dai&Zhang(2008:37-49)以 Bourdieu(1991)提

出的「特徵」(habitus)10為理論架構，針對美國舊金山灣地區的 80 位曾經修

習過大學華語課程的華裔學習者11，透過問卷分析及個別訪談，將華裔學習

者的「特徵」與語言、文化、社交互動相連結，企圖描繪出華裔學習者的特

徵。 

    華裔學習者的「語言特徵」是語言能力發展不平均。聽說能力強，但讀

寫能力弱，尤其是「不識字」更是華裔學習者的特徵之一；此外，不同的口

音，例如捲舌音與不捲舌音的混用。由於中國的方言眾多，學習者多帶有一

定的地方口音，有地域性的差異，此導致了 Valdés(2000)所謂的「恥辱的多

樣化」(stigmatized variety)，因此他們在家庭以外的地域，皆使用英語，欲

於主流社會當中建立一新身分，獲取認同感。 

    關於「文化特徵」， Dai＆Zhang 從調查中發現，認同中華、美國文化

的華裔學習者占多數，72.7%，僅認同其中一項文化的占 20.8%。而關於行

為與想法產生互補的部分，有些學習者認為自己兼具中華、美國文化的的價

值觀、工作態度、思想和個人主義等，塑造了一個能欣賞兩文化，並趨向於

兩者的個體。然而華裔學習者的態度與父母的中華文化特徵也產生衝突，例   

如選擇大學主修課程、規畫未來等。 

                                             
10「特徵」的定義為，一組特質(dispositions)，能夠引導主體以某方式表現或者反應；組

成特徵的特質是反覆灌輸的、結構的、持久的、有生產性、可調換的。特徵的獲得是傳

承語言學習者自小透過似金字塔似的學習與訓練漸進累積而成的，促使個體於日常生活

中未經過計畫或思考，以特定的方式表現或者反應。而此特徵是奠基於他們所處的社會。 
11 學習者年齡介於 18-26 歲，57 位出生於美國，23 位為 8 個月到 11 歲時移民至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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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特徵」能使個體以特定方式與他人互動以符合社會中的規範、

價值觀與文化。華裔學習者傾向擁有較多同中華文化習性的朋友。而在

多元文化的社會交際場域中，有些華裔學習者能夠在不同的場合使用不

同的文化互動模式。另外，在學校的環境中，典型的中、美互動模式矛

盾地共存，選擇使用一種或者從一種轉至另一種的行為模式。如文章中

所提到的，華裔學習者認為他的性格是很美國化的，很外向、喜歡在課

堂上發言，然而，同時，他也擁有了許多華人的特點，例如謙虛等。 

   關於以上三特徵，研究者整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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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 2 華裔學習者之特徵 

 語言特徵 

(Linguistically habitus) 

文化特徵 

(Cultural habitus) 

社會特徵 

(Social habitus) 

定義 在特定的情境下(家庭

、同儕、學校等)學習

說某種語言時習得的

一種附屬(sub-set)傾向

。 

在一種特殊的文化體

系中，個體與其他人

相處時所體現出的一

種傾向。 

藉由內在的文化特徵，

透過與家庭、學校、機

構、大眾媒體，個體所

體現出的一種傾向。 

針對

華裔

學習

者 

包含了特殊的「發音

風格」，學習者於家

中習得，如「zh/ch/sh 

v.s. z/c/s」。 

學習者自社交教養承

襲一組核心價值觀、

習俗、生活方式、舉

止，是持久性的、結

構性的特徵。 

經由內在的「文化特徵

」的趨向和特定社交情

境所創造，並且引導華

裔學習者以特定方式與

不同的社交成員相處。

特徵 1.華語的習得與維持發

生於與祖父母、父母

之間垂直的、相互的

親密關係當中。 

2.華裔學習者與祖父母

、父母對話時使用華

語，而與其他人交談

時則使用英語。 

3.華裔學習者使用傳承

語言的語言特徵反映

了地域的多樣性。 

4.語言能力發展不均。

1.華裔學習者的文化

認同態度歧異。 

2.由華裔學習者的文

化特徵所產生的行為

和想法，呈現互補或

是衝突的狀態。 

1.擁有較多同文化的朋

友。 

2.不同程度地使用文化

傾向的互動模式。 

3.社會行為與觀念複雜

、自相矛盾地共存。 

(資料來源：翻譯自Dai＆Zhang. 2008. What Are the CHL Learners Inheriting? Habitus of the 

CHL Learners. Chinese as a Heritage Language: Fostering Rooted World Citizenry,4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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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S.M,Wu.(2008) 

    Wu(2008:275)從教學經驗檢視華裔學習者與一般二語學習者的相異之

處，提出以下華裔學習者的特徵。 

     (1) 語言能力發展不均 

    有些學習者能說一口流利的華語，但不會讀和寫漢字；有些學習者能讀

和寫漢字，說的卻是中國方言而非華語。差異性大。 

     (2) 對於未知的語言態度較坦然 

    由於學習者經常處於多語言的環境下，常接觸華語母語者，且習慣於面

對無法完全理解的語言內容。在課堂上，學習者多期待較為真實、程度較高

的口語片語。 

     Dai＆Zhang(2008) 和 S,M,Wu.(2008)從不同的角度出發，提出對於華

裔學習者的特徵的看法。研究者認為華裔學習者的特徵，的確是應與語言、

文化、社會層面作連結，Dai＆Zhang(2008)從這三方面描繪華裔學習者的特

徵，使得華裔學習者的輪廓更加鮮明。但關於針對華裔學習者的特徵部分，

除「語言特徵」外，其他兩特徵似乎未具華裔學習者的特點。此外，Dai＆

Zhang(2008)於「社會特徵」處談到中美文化的性格特點，研究者認為此應

與「文化特徵」的內容較相符，故歸為「文化特徵」類較為恰當。 

  (二)華裔學習者的語言能力與知識 

    透過先前的文獻探討，對於華裔學習者的語言、文化、社會特徵我們有

個概括性的了解。但是按聽說讀寫的能力，華裔學習者可區分為哪些類別？

仍較為模糊。由於到居住地的年齡、家庭背景等的影響，每代華裔學習者的

語言能力與知識有所差異。故以下以 S,M,Wu.(2002)、Hendryx（2008）的

研究做說明。 

   1. S, M, Wu. (2002) 

   Wu(2002:90)針對卡內基梅隆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的華裔學

習者，按家庭背景、語言能力分類，主要分為四類。研究者整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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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 3 華裔學習者之分類 
背景 說/聽技能 讀/寫技能 安置的班級 

於美國出生，家庭語

言為廣東話 
基礎(minimal) 基礎 初級華語(一般二語

學習者班) 

來自香港的廣東話母

語者 
中級

(intermediate) 
流利 高級口語華語 

僅一些或無正式華語

教育，家庭語言為華

語 

初級到中級

(basic to 
intermediate) 

基礎 初級華語(華裔學習

者班) 

有一些正式華語教

育，家庭語言為華語 
中級 初級到中級 中級華語 

(資料來源：整理自S,M,Wu.2002. Integrating learner-centered and technology 

strategies for heritage students. Proceedings of the Southeast Conference on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90) 

  

   2. Hendryx（2008） 

    Hendryx（2008）同意 Morgan’s（1998）的說法，認為傳承語言學習者

所擁有的知識是根深蒂固的，視華裔學習者的語言能力為完整的、功能的、

動態的系統，處於不同的發展階段，如同幼苗，具有發展的潛能。 

    Hendryx(2008:53-54)針對北美地區大學中選修華語課的華裔學習者進

行調查，他們的背景為移民第一代、第二代或第三代，多來自中國、印尼、

香港、新加坡、臺灣、越南等，能夠說一種或者多種的中國方言，甚至將華

語視為其中一種傳承語言。由於華裔學習者的語言知識和能力差異性頗大，

因此 Hendryx 按程度將其分為四類。這些類別所呈現的僅為代表性的能力特

徵，未涵括所有的語言能力特徵。研究者整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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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 4 華裔學習者之語言知識與能力 

類型 語言知識與能力 

第一類 1. 對於華語有一些模糊不清的觀念和感覺。 

2. 對於華語僅有些微了解，知道一些基礎的字或詞彙。 

3. 也許認得代表他們家族姓氏的中國字，但是他們無法說或寫該字。 

4. 也許擁有大量的文化背景知識(能夠幫助他們更快、更全面地掌握

該語言)，例如中國節日或習俗。 

第二類 1. 能大致理解他人所說的華語，但僅擁有略知的說和聽的能力。(他

們的父母和其他人通常在家中跟他們說母語，但是他們以英語回答。) 

第三類 低限度的(marginal)讀和寫的能力；說和聽的能力發展得不錯。 

第四類 1. 對中國的某一方言流利或接近流利，最常見的方言為廣東話或者

臺灣話。  

2.對於口語的華語僅有些許知識。臺灣話使用者通常理解一些口語華

語，而廣東話使用者則多半不理解。 

3.通常能夠讀和寫華語非常地好，但缺乏最基礎的華語聽、說能力。 

第五類 1. 擁有穩固的聽說讀寫技能。 

2. 能夠產出非常詳細的、高度個人化的、標準化的語言。 

3. 多花費相當多的時間於正式或半正式的華語課。 

 (資料來源:翻譯自Hendryx.2008. The Chinese Heritage Language Learners’ 

Existing Linguistic Knowledge and Abilities. Chinese as a Heritage Language: 

Fostering Rooted World Citizenry, 55-56)     

     Hendryx(2008)提供北美地區大學中華裔學習者的特徵，對於了解華裔

學習者的華語能力有相當大的幫助，尤其是將語言能力分為四類，顯示了語

言能力的複雜性和多樣性。此呼應了 Weger-Guntharp(2008)的說法，「華裔

學習者是一群異質性的群體，但有許多基於成長環境和家庭語言而共通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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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特點。」較為可惜的是，Hendryx(2008)並未提供學習者的背景資料，例

如學過多久的華語，選修過多少堂大學華語課等，使得讀者無法再做進一步

的研究。 

(三) 華裔學習者的學習動機 

    許多華裔學習者儘管已有一定的華語背景，仍接受非正式或正式的華語

教育。而在第二語言教育當中，「學習動機」被視為是影響學習最重要的因

素之ㄧ，影響到學習者堅持學習語言的程度，使用什麼樣的語言行為，以及

他們實際的語言成就(Ellis,1997)。Garder & Lambert(1972)提出語言學習可分

為兩種動機，也就是整合型 (integrative motivation) 12  和工具型動機

(instrumental motivation)13。 

    He(2008)檢視傳承語言學習者的學習動機，發現大多數的成人學習者認

為「文化/社會認同」是主要的原因；與一般第二語言學習者相比，傳承語

言學習者更易於因為認同該語言內在的文化、情感、美學價值而學習標的語。 

    目前為了更加了解華裔學習者學習動機，許多學者調查大學中的華裔學

習者，並且加以分類。根據調查結果，華裔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基本上分為兩

種類型，一是兩動機兼具，二是 Hendryx(2008)所提出的僅有整合型動機。

研究者將學者們所提出的學習動機整理如下表。 

 

 

 

 

 

 

 

 
                                             
12 即學習語言的興趣是為了在心理上更接近其語言團體，學習者有意願參與標的語言團

體。包含在情感上認同標的語文化團體，對於該團體較贊同，對於文化團體和其他團體

較開放的心胸視之。(Garder,2001) 
13 即學習語言為實用目的，例如工作、閱讀資料、考試、資格、 翻譯等。(Garder,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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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 5 華裔學習者之學習動機 
整

合

型

動

機 

 (1) 了解中國文化和自己的傳承文化。(Li, 2005；Lu & Li, 200814；夏明菊,2003) 

 (2) 重拾自己的傳承語言或是建立認同感。(Li＆Duff ,2008；Weger-Guntharp, 2008) 

 (3) 更加融入中國社群。(S,M,Wu.,2008) 

 (4) 父執輩的要求與作為華裔學習者，希望學會本應掌握的民族語言。(夏

明菊,2003) 

 (5) 多與家人溝通。(S,M,Wu.,2008) 

 (6) 強烈的文化尋根意識。(吳建玲,1996；夏明菊,2003) 

 (7) 更了解語言和文化，欣賞中國的藝術和文學。(Wen,1997) 

 (8) 對中國武術和中國朋友感興趣。(Weger-Guntharp, 2008) 

工

具

型

動

機 

(1) 在未來能參與中國日益勃發的經濟體系，學習者受到日後工作機會的

驅使遠勝於當下的學期成績的考量。(Li, 2005) 

(2) 在未來的教育體制和機會中，是較佳的投資。(夏明菊,2003；Li＆Duff, 2008) 

(3) 未來能從事與中國相關的文化交流、商貿經濟活動，或從事翻譯等職 

    業。(夏明菊, 2003) 

(4) 為了交際而多學一種語言。(夏明菊,2003) 

(5) 修課比較容易。(Wen,1997) 

    關於大學中華裔學習者學習華語的動機， Wu(2008)歸結出三類，也就

是長期的職業目標、尋找傳承(seeking their heritage)以及個人興趣。 

    根據以上的文獻可得知，大學中的華裔學習者學習華語時，雖然並不一

定兼具整合型和工具型學習動機，但是大都具有整合型動機，也就是，是為

了更了解中國語言、文化，建立認同感，以更融入華人的社會，而教學若是

能夠朝此方向發展，則應能提升學習者之學習成效。   

                                             
14 對象為大學中文的混合課程中的學習者，由華裔學習者和非華裔學習者組成，共120

位，華裔學習者為59人，亞洲、非華裔為19人，非亞洲、非華裔為42人。華裔學習者的背

景為有中國、臺灣、香港、南太平洋的家庭背景。是第1.5代和第2代華裔，父母說中文，

或在東南亞的中國家庭。能說或了解廣東話或其他中國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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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華裔學習者的整體輪廓 

    Xiao(2008:259-265)統合諸多學者(Hendryx, 2008；Koda, Lü&Zhang, 

2008；Li & Wu, 2008；Dai & Zhang, 2008；He, 2008；Kelleher, 2008)的看法，

針對華裔學習者的研究，從語言特徵、語言學習的相關因素、學習者的個人

因素和學習華語的途徑四方面，欲建立華裔學習者的整體樣貌。研究者整理

如下。 

表 二- 6 華裔學習者之整體輪廓 
(1) 高度變化性 (high variability)  

(2) 逐漸的退化 (increasing attrition)  

1.學習之語言

特徵 

(3) 經常性的語碼轉換 (frequent use of code-switching) 

(1) 傳承語言輸入不足(insufficient HL input) 

(2) 多層級社會接觸(multi-level social contact) 

(3) 社會接受度的高度壓力(high pressure for social   
acceptance) 

2.學習之相關

因素 

(4) 移民家庭背景 (immigrant family background) 

(1) 自我的身分認同(identity) 3. 學習者個

人的因素 
(2) 學習動機(motivation) 

(1) 家庭語言為起點 4.學習之過程

途徑 
(2) 發展過程的途徑異於第一語言或第二語言的習得 

 (資料來源: Xiao. Charting the CHL Developmental Path.2008. Chinese as a 

Heritage Language: Fostering Rooted World Citizenry,259-265.研究者參考陳雪

妮(2009)上課報告之翻譯。) 

    在「語言特徵」方面，學習者的語言能力具複雜性與多樣性。此外，學

習者開始接觸正式英語教育後，華語能力便日趨下降，再加上其多想要融入

英語主流社會，因此使用英語的機會大增，這也導致學習者的四種語言技能

和構詞句法的能力日漸下降(Jia, 2008; Jia & Bayley, 2008)。另外，學習者經

常使用語碼轉換( Li & Wu, 2008)，也就是在實際交際溝通中語碼轉換與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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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的存在，是為了創造符合「安全」的溝通空間。 

    在「相關因素」方面，華裔學習者進入正式教育體系後，其傳承語言能

力的進步與維持雖都仰賴家庭與非正式的中文學校，但是根據

Wang’s(2004) 、Xiao(2008) 、Koda et al.(2008)的研究皆指出，華裔學習者

家中的閱讀材料與識字活動相當不足；學習者在中文學校中其傳承語言的流

利度與識字量維持在未入學前的水平。而在多層級社會接觸方面，由於與不

同類型與期間的社會接觸，逐步形成了多語的背景，不似第一語言的發展。

此外，在主流英語的環境及學校裡，華裔學習者傾向逐漸丟棄華語傳承語

言，只在家與父母或祖父母說華語。而移民的家庭背景，如學習者出生地、

移民年齡、英語沉浸時間、家庭社經地位、父母觀點等也會影響到傳承語言

的學習狀況。 

    關於「學習者個人的因素」， He(2008)指出，個體的族群認同影響發

展和維持傳承語言的興趣，華裔學習者在成長過程中歷經了華語傳承語言的

認同和再創造自己的身分認同。而學者對於學習者傾向於工具型或者整合型

的動機有不同的看法。 

    Xiao(2008)整合諸位學者的研究，描繪出華裔學習者傳承語言發展的途

徑。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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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二-1 華裔學習者傳承語言發展之途徑 

(資料來源:翻譯自Xiao. Charting the CHL Developmental Path.2008. In 

Chinese as a Heritage Language: Fostering Rooted World Citizenry,264)     

    由此圖我們可以了解，華裔學習者的傳承語言學習最初始於家庭，但其

後的演變異於第一語言或第二語言習得的途徑。華裔學習者的語言使用情況

分成兩個部分，一開始由於家庭環境學習第一語言，之後一方面轉而學習主

流的第二語言，而成為第二語言的使用者；另一方面，進入語言教室中，將

傳承語言視為外語學習，在此情況下，學習者的第一語言轉變成傳承語言，

具有不完整的語法知識和不平衡的語言技能。此模式顯示了傳承語言的習得

並非第一語言也非第二語言的習得，而是關於重建一個不持續和不完整的母

語系統，而學習者童年時的傳承語言的接觸也提供了傳承語言的基本能力和

母語者的語感，因此早期對於傳承語言的接觸對於往後的學習和成功與否扮

演重要的角色。此習得過程與先前的研究結果相符，也就是傳承語言學習者

的習得特點類似，皆是被阻斷的，尚未完全習得傳承語言即轉移至主流語

言；最初發生在家庭中而非學校15。 

                                             
15 資料來源: Curriculum Guidelines For Heritage Language Classrooms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詳細資料請參考 http://www.international.ucla.edu/article.asp?parentid=24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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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以上關於華裔學習者特徵的文獻，我們對於華裔學習者的語言、文

化、社會特徵、學習特徵、學習的相關因素有較清晰的了解。華裔學習者的

語言特徵具有相當多變的複雜性，在文化和社會方面，也深受與之互動社會

情境的影響，學習華語的過程也異於第一語言或第二語言的途徑。因此，若

以華裔學習者為教學對象，則無論是課程設置、教材編寫等方面，都應該具

有針對性，針對學習者的特性而教學，如此才能更有成效。 

第二節 針對華裔學習者的教學 

    Carreira (2004)談到，傳承語言學習和第一語言習得和第二語言習得是

不同的。由於傳承語言學習者的家庭背景，他們的身分認同或者是語言需求

不同於第二語言學習者；而由於不足的傳承語言和文化知識，傳承語言學習

者不能符合如母語學習者般的基本身分認同和語言需求，因此傳承語言的學

習有別於以上兩者。由於目前針對華裔學習者的教學研究為數不多，研究者

以下針對華裔學習者的語言習得理論、課程設置、教學方法進行探討。 

  一、華裔學習者的語言習得理論 

    S.C.Wang(1999:25-36)認為華語為傳承語言的語言習得理論可以第二語

言習得的兩個理論模式－「文化適應假說」16(Acculturation Theory)和「相應

假說」 (Accommodation Theory)為基礎建構之。 

    (一) 文化適應假說(Acculturation Theory) 

    Schumann(1978:29-34)提出文化適應假說，從語言與文化的角度，將第

二語言的習得過程視為是逐步適應標的語文化的過程，是文化適應的一部

分，第二語言學習者對標的語文化的適應程度決定該標的語的掌握程度。此

假說特別適用於學習第二語言的移民與旅居標的語國家者。 

    「文化適應」乃指學習者與標的語團體的社會和心理的結合，因此學習

者與標的語文化的社會距離與心理距離，就成了影響第二語言習得的主要因

素。社會距離，著重於和群體有關的因素，由縮短的社會距離而形成的有利

的語言學習環境指的是學習者的團體與標的語團體擁有平等的地位；學習者

                                             
16 採用劉珣(2000:177)對外漢語教育學引論之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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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和標的語團體都希望學習者被標的語社會同化；彼此對對方的態度都是

積極的；學習者希望在標的語地區停留較長的時間。心理距離，著重於和個

人有關的因素，包含語言衝擊17、文化衝擊18、學習動機、自尊心。若學習

者未克服語言衝擊、文化衝擊，且無足夠、適切的動機和自尊心，則無法完

全達到「文化適應」，也就不能真正地習得標的語。在社會與心理距離過大

的情況下，學習者的語言就會停留在初級階段形成洋涇濱化，也就是

Schumann(1978)所提出的洋涇濱化假說(Pidginization Hypothesis)。 

    此假說將文化視為第二語言學習的重要因素，並且將標的語社會、團

體、個人心理因素皆納入考量，為語言學習、教學與研究提供了一個很好的

參考方向，學習者是否接觸、接受該文化對於學習成效有一定的影響。 

  (二) 相應假說(Accommodation Theory) 

    Giles(1977)提出的「相應假說」特別關注動機、學習者認同感，主要對

象探討族群間溝通、社會、心理的態度如何影響第二語言習得。此理論視學

習者的動機為自我族群地位之反射，來自於自我在社會群體間的認同感、族

群間的比較、語族勢力看法、與其他範疇（性別、宗教）間的認同感。族群

的認同在第二語言習得中非常重要，學習者評估互動的情境，並不斷調整自

我言談以減少或突出其語言、社會差距。  

    研究結果(Kondo,1997；Tse,2000；He,2008)顯示，傳承語言學習者若是

對於其傳承語言具有高度的文化認同，能與族群有密切的接觸，並且能接受

該語言團體的價值觀、行為模式者，則傳承語言能力越佳。 

    研究者認為，「文化適應假說」與「相應假說」適用於華裔學習者，教

師在教學時也應嘗試拉近學習者與標的語文化社會、心理距離，藉以提升學

習者的華語水平、對於中華文化的認同感。 

  二、課程設置 

    由以上的文獻，我們可以了解華裔學習者的華語習得理論。如同 Li＆

                                             
17 語言衝擊，指的是當學習者試圖說一個第二語言時，他們通常害怕自己看起來很滑稽。 
18 文化衝擊，指的是進入一個新的文化，由於迷惘所導致的焦慮，以往所熟悉的問題處

理機制皆不起作用，因而引起壓力、焦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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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ff (2008)所認為的，針對華裔學習者的教學，必須考慮學習的特殊需求和

獨特的樣貌以發展更有效率的教學，而這可從課程設置方面著手，故以下探

討之。 

    有些大學由於資源不足、學分和課時等因素，無分軌教學，故華裔學習

者與第二語言學習者多混合上課。然而，根據許多研究結果 (Koda, Lü & 

Zhang,2008；Xiao,2004) 顯示，在大學的外語學習教室中，與一般第二外語

學習者相比，華裔學習者具有較佳的第一語言語法知識，即使文字輸入和經

驗受限制，他們對於漢字的結構規律仍較敏感，學習的速度較快，而且對語

法的判斷和翻譯都有較好的表現。Weger-Guntharp(2008)指出，華裔學習者

認為未分軌的課程節奏太慢，無挑戰性；而 S,M,Wu. (2008)也指出，閱讀和

寫作的練習無法符合他們的要求。由以上研究可知，專為華裔學習者設置課

程確實有其必要性。但究竟適於華裔學習者的課程的要素有哪些?研究者以

下分別探討 Wu(2008)、Li＆Duff (2008)、孫懿芬(2008)和其他學者的看法。 

    (一) S,M,Wu. (2008) 

    Wu(2008:275-281、288)從課程目標、語法、語音、文化四方面探討如

何設置針對華裔學習者的課程。研究者整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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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 7 華裔學習者之課程規劃 
課

程

目

標 

1. 彈性。華裔學習者的語言背景多樣，因此課程應有彈性，使得學習者

能夠練習並且改善其較為欠缺的技能。 

2. 改善識字能力。應提供許多練習閱讀和寫作的機會。 

3. 提供挑戰。由於華裔學習者多有許多語言學習的資源(例如家庭和社

區)，對於中華文化也較為熟悉，因此課程應有挑戰性。 

4. 建立與中華社區的連結。作業也應需要學習者連結家庭和社區，並在

課堂上分享之；也可寫華語日記，能助其書寫重要或有趣的主題。 

語

法 
1. 系統地呈現華語語法。儘管華裔學習者能夠在口語溝通中使用許多語

法結構，但是他們通常都不了解如何以及為何他們要使用這些結構。因

此，系統地呈現華語語法是有必要且有益的。 

2. 說明與解釋方言的影響與地區性的差異。華裔學習者可能會受到方言

的影響，例如臺灣的華語常使用的「有/沒有」+ VP，此現象應該要向學

習者明確指出並且加以解釋。在討論此相關議題時，學習者會相當感興

趣，此能夠提高他們知道和對於語法的興趣。 

語

音 
1. 教師應簡短介紹中國的方言以及方言對華語發音的影響，並且說明華

語使用者的地區性差異。 

2. 教師也應鼓勵學習者尊重他們的傳承語言，並且說明學習標準華語發

音的重要性。 

文

化 
文化知識應該融入語言課程。此乃在標的文化中以適當的方法幫助學習者

學習標的語，可提供中華的文化和傳統的知識增強學習者對於傳承語言的

覺知。華裔學習者對於分享他們的中華文化和經驗和學習更多的中華文化

和傳統十分感興趣。 

 

 (二) Li＆Duff (2008) 

    Li＆Duff (2008:22-26)認為課程應與學習者的語言程度和需求相符；須

考量學習者的背景、學習風格、能力；提倡平衡的世界觀和正向的跨文化關

係。從學習者的需求出發，Li＆Duff 認為課程設置程序應建立在學習者已有

的語言能力上，發展其他語言技能；能夠於新的情境中使用語言；增強傳承

的認同感。此外，其認為理想的大學華語課程設置的要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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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認知上適合大學程度的學習者  

      2. 語言有挑戰性  

      3. 文化相關性  

      4. 與學術領域相關 

      5. 於不同程度有系統地組織 

      6. 能有意義地評量 

針對華裔學習者的口語能力，須朝以下兩方面著手: 

    1. 拓展詞彙範疇：由家庭中使用的、不正式的語體轉為正式的、學術

的語體。       

    2. 增加社會語言複雜度：在合適的場合說合適的話語，並且能夠跳脫

孩童在家庭中所使用的話語，而趨向適合其年齡的學術語言，以發展全面的

語言能力。(Sridhar, 1996；Valdés & Geoffrion&Vinci, 1998，引自 Li＆

Duff ,2008:22)       

  (三)孫懿芬(2008) 

    孫懿芬(2008:151-152)提出以下兩點看法。 

   1.結合生活經驗，引發學習興趣 

    依據美國國家外語學習目標，將語言的學習與生活連結，使學習語言達

到與人溝通的目的。注重學習者的互動和討論情況，啟發華裔學習者的語言

背景知識，重視他們的學習特徵。 

   2.聽說讀寫能力平衡發展 

    華裔學習者如欲達到真正雙語者的程度，必須四種技能平衡發展。故課

程設計的主要目標除了學習較正式詞彙、語體、表達方式外，也需要重視聽

說的訓練。如此才可將他們日常口語式的「廚房語言」(Kitchen Talk)轉為符

合社會語言規範的正式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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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其他學者 

    Valdés (2001)認為，傳承語言學習者的教學目標不但要包含第一語言和

第二語言的習得內容，擴大其雙語範圍，也要將讀寫能力順利遷移，強化學

習者的傳承語言能力。 

    Man(1996)指，出與家人溝通且對中華語言文化有興趣，對於華裔學習

者學華語是相當重要的原因，所以課程內容應多融入一些的華語故事、歷

史、文化元素。課程也能拓展至包含反思關於個人、集體的認同感、社會正

義、多元文化的機會。 

 三、教學方法 

    由於華裔學習者之華語學習過程異於第一或第二語言學習。S,M,Wu. 

(2008)針對華裔學習者提出較為全面的教學方法，另外 Hendryx(2008)和其

他學者也提出一些看法。研究者整理如下。 

   (一) S,M,Wu.(2008) 

    Wu(2008:282-285)主張針對華裔學習者的教學，以學習者為中心、5C

準則、科技使用三理念建構之。 

   1.學習者為中心 

    教師的角色為引導者，引導學習者達到學習目標；學習者是學習知識的

主動者，並且決定要學習什麼、如何學習以及學習的步調。師生之間是夥伴

的關係，要共同達成目標。在課堂上，華裔學習者也藉由分享他們的背景和

經驗提供資源。另外，由於學習者的多元語言背景，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

也可適度調整，因此學習者能夠學到對他們而言最重要的部分。 

   2. 5C 準則 

    5C 準則是美國外語教學學會(ACTFL)所定的國家外語學習目標，包含

了 溝 通 (Communication) 、 文 化 (Cultures) 、 貫 連 (Connections) 、 比 較

(Comparisons)、社區(Communities)，五項教學目標相輔相成，以溝通、文化

為核心，貫連並比較延伸教學的廣度、深度，讓學習融入日常生活及文化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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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構成一個完整的教學體系。5C 準則不僅可作為學習外語的指標，更

是作為外語教學和教材編寫的良好依據。Wu(2004)指出，外語學習時，僅

靠字彙和語法知識發展「溝通」的能力是不夠的，學生應該發展知識和了解

「文化」。Wu(2008)認為「溝通」也是華裔學習者的主要目標，而且學習

者也能夠從「貫連」中獲取其他的知識，也就是與其家庭和社區相連結，此

外由於他們的地位相當特殊，擁有與其他人相比較多的經驗，因此他們能夠

比較不同的文化和語言。綜合以上，Wu(2008)依據此原則所設計的課程著

重於比較文化差異和中國語言的地域性差異，以及一些需要學習者連結家庭

和社區的作業。 

    3.科技的使用 

    Wu(2008)提及使用科技對於教學的好處，主要為互動性、重複性、易

監控性、易取得性、方便性、個人化、娛樂性等優點。科技的使用能夠加強

華裔學習者閱讀理解、寫作和學習漢字，由電腦產生練習題和提供反饋能為

教學者省下不少的時間，而學習者也能夠有較多的練習機會。  

     (二) Hendryx(2008) 

     Hendryx(2008:62-63)認為教師應藉由熟悉華裔學習者的語言能力使得

教學更有系統性，教師應視自己的教學角色為引導者，提供學習者學習上的

協助，而非只是知識的傳授者。在教學方法上，在學習者知識程度的基礎上

教學，保持一定程度之彈性，並願意採取非傳統、可替換的教學方式與態度。

在教學的過程中，剛開始時可以給予學習者具體的例子，並且預測、重視學

生的困難點，以幫助其學習。而在課堂互動當中，若是教師能多給予學習者

一些額外的內容，可幫助其成長。由於華裔學習者的語言能力差別較大，甚

至與一般標準語言的使用有所差異，因此教師應檢視學習者口語與寫作的成

果，了解學習者已知的部分，以及什麼是學習者目前要學的。語言教師應創

造並使用更多有效的教學策略，以幫助學習者學習。 

    (三) 朱媞媞(2007) 

    朱媞媞(2007:121-122)從文化教學的角度，以 Schumann(1978)的「文化

適應假說」為基礎，認為華裔學習者來華學習華語同樣也存在著文化適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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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華裔學習者受到家族和華人團體等成長環境潛移默化的影響，身上大

多保留著許多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因此他們的「文化尋根」心態，與二語

學習者有很大的不同。也因此，他們在交際原則、價值觀念包括文化思維等

方面和中國文化都有許多相同之處，在與使用華語的人進行一般的交往時，

也較少出現偏誤。 

    教師可把握這種優勢，進行適當的文化引導，幫助學生發現和發揚自己

的中國文化傳統，則可幫助其提升學習華語的優勢，且使得學習更有成效。

在教學中可採用兩種方法，即發展文化意識和開展文化尋根之旅。 

   1.發展文化意識 

    發展對文化的認識與重視，包括發展教師和學習者的文化意識。教師在

教學之前盡可能地對華裔學習者生進行文化調查。儘管華裔學習者對漢文化

有先天的親近感與認同感，但新一代的華裔學習者已很大程度地歸附了所在

國的語言文化團體。所以在教學中還必須考慮學習者所在國的文化差異。 

    要讓學生認識到，學習語言時所遇到的困難和所出現的偏誤，有語言和

文化兩方面原因。只有不斷提高華裔學習者的文化意識，使他們對華語與其

第一語言之間不同的文化差異和衝突具有識別的敏銳性，才能幫助他們儘快

地適應中國文化，完成對華語的學習任務。 

   2.開展文化尋根之旅 

    在華裔學習者來華剛剛接觸華語教育的時候，經常開展文化尋根之旅，

讓華裔學習者去尋訪祖先生活過的地方，去切身體會中國文化的魅力，則能

在很大程度上消除華裔學習者的民族虛無感和文化邊緣人心態，幫助他們進

一步地瞭解、認同、依附中國優秀文化，使他們克服文化衝擊，進而能夠逐

步成功地習得華語。 

  (四)其他學者 

    劉莉(2006:149)認為對華裔學習者的華語教學，總的原則是，充分利用

這類學生已有的語言能力及其文化背景。鼓勵學習者聯繫親身經歷，運用自

己的思考和批判能力，進一步加深他們對華語知識和文化的了解，從而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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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語言能力和文化認知。教學要點為充分調動和利用他們已有的語言能

力，也就是聽與說的能力，幫助發展讀寫能力，聽與說的能力隨著讀和寫的

能力增強而增強；另一要點為從文化切入，教材內容要有豐富的文化內容，

且文化又與個人經歷有關。 

   畢念平(2006)認為針對華裔學習者的教學，應多給予辨識部件、部件重

組、聯想、以及字詞的聯想等練習。 

   

    此節由華裔學習者的特徵、課程設置、教學方法等進行探討，可以得知，

華裔學習者的共同學習動機為了解中華文化，提升華語程度，特別是讀寫方

面的能力；而學者也提到針對華裔學習者的教學，應以 5C 準則為框架，以

學習者為中心，從學習者感興趣的題材出發，也應自文化方面導入，提供中

華文化和傳統的知識；與生活經驗、中華社區相連結；加強正式、書面的語

體的訓練，有系統地安排語法點，全面提升學習者的聽說讀寫能力；在教學

方法方面可採用發展文化意識和開展文化之旅，此也可納入教材的活動當

中，讓學習者瞭解、體會中華的文化，但是透過親身體會當地的人文風情，

必定能夠幫助學習者掌握、融入華語。 

    以文化為內容，引領學習者學習的確是個很好的出發點，但華裔學習者

究竟對於哪些文化內容感興趣?這些文化內容應該如何安排以引導教學，學

者未提出相關研究，而這也是本研究所欲探究的問題。因此本研究以問卷調

查和訪談為工具，試圖了解華裔學習者所感興趣的內容，相關細節於第三、

四章加以說明。 

第三節 文化教學 

    文化與語言息息相關，故本節從文化之於語言教學為起始點，進而探討

文化教學的原則與方法。 

 一、文化之於語言教學 

    第二語言學習、第二語言教學的過程當中，文化的地位舉足輕重，若要

成功地習得第二語言，則必定習得第二文化，以下將探討文化的定義、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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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語言學習中的地位，以了解文化的重要性。 

   (一)「文化」的定義 

     關於文化的定義，一直是個爭論不休的問題，因為各學者從不同的學

科、角度和側重點去解釋與研究文化，研究者整理幾個較為著名的文化的定

義。 

    Tylor (1871)認為「一個社會的複合體，包括知識、信仰、藝術、道德、

法律、風俗等等，以及其他能力和習慣。」這個定義影響到了往後的學者。

例如 Linton (1936)將文化定義為「某特定社會的成員透過指示或模仿所共享

並互相傳遞的知識、態度、習慣性行為模式等的總和。」 

    Kramsch(1998)將文化定義為「在一團體中的群體，分享一共有的社會

空間和歷史，有一共同標準的理解、信仰、評估、反應的系統」。與

Kramsch(1998)的看法較類似，Hinkel(1999)指出，文化是人類的生活方式，

團體內社會結構的演化，在社會化的過程中傳授思考、感覺、信仰、行為的

方式。」 

    Kramsch(1996)則從不同的角度定義語言教學中的文化。從人文學科的

角度來看，一個社會群體透過物質產物表現自己的方式，例如藝術品、文學、

社會機構、手工藝品、從歷史中學習到的再造和保存的技巧；從社會科學的

角度，則是如社會成員所共有的態度和信念；思考、行為、記憶的方式。 

    在美國 1996 年所頒布的國家外語學習目標中，對於文化的定義是，一

個社會的哲學觀點(perspective)、習俗(practice)、產物(product)，其中，觀點

組成一文化團體的世界觀。觀點包含了意義、態度、價值觀、想法；習俗則

是社會互動的模式；產物則為書籍、工具、音樂、法律等。Standard(1999:49)

指出提到在教學的每個階段，應呈現學習者自身和其他文化的相同和相異

點。與其他文化的代表互動，並且體驗許多文化表現，例如詩歌、法律、音

樂、博物館、火車等，能幫助學習者塑造他們自己的覺知。此個人的探索使

學習者發展對跨文化的瞭解與尊重，且學習者成為其他文化的有技巧的觀察

者與分析者是十分重要的。下圖為三者之間的關係，顯示了習俗與產物源自

於觀點，三者間的關係密切，相互影響。 



 
文化導向之中級華裔華語教材設計研究-以在台學習者為例 

 30

觀點 

(意義、態度、價值觀、想法) 

 

 

習俗                                             產物 

(社會互動模式)                           (書、工具、音樂、法律、遊戲) 

  圖 二-2 文化內涵之關係 

(資料來源:翻譯自National Standards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oject 

Standards fo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Preparing for 21 Century,1999, 47) 

  (二) 中華文化的定義 

    學者們從不同的角度定義中華文化。Standard(1999)與張岱年、方克立

(2004)從定義上說，大致包含文化觀點、產物和習俗；梁漱溟(1963)與程裕

禎(2003)則是從中華文化的特色談起，以下分述之。 

    Standard(1999:128-130)指出，由於中國的語言、種族的多元性，因此中

華文化可理解為包含多元的文化觀點、社會習俗和社會產物。習俗，源於悠

久的歷史，反映社會結構、傳統思想、態度、價值觀，通過了解傳統習俗，

學習者能夠理解華人眼中的社會、政府、家庭角色、人際關係與己身文化的

相同和相異性。學習者能體驗許多華人習俗也是相當重要的，如此才能夠學

習如何在中華文化情境中合宜地與他人互動。關於文化產物，經由數千年的

累積，中國生產了許多對世界影響深遠的文化產物，例如絲綢、紙、火藥、

火箭等等，除此之外，也有豐富的哲學思想、文學、語言能使他人對中國和

鄰近國家更加了解，因此，對於中國在科學、科技、人文方面有深入的了解，

不僅能使學習者更加欣賞中華文化，也能幫助其在華語世界中更有智慧地運

用之。 

    張岱年、方克立(2004:6-7)對於中國文化有一統整性的定義，其認為中

國文化指的是在中國的疆界中，中華民族為創造主體的文化，是對於人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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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獻。包含了語言文字、文化典籍、科技工藝、文學藝術、哲學宗教、道德

倫理，共同構成了中國文化的基本內容。 

    梁漱溟(1963:1-19)認為文化乃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切。中國文化，有別

有外國文化，是指中國人夙昔生活所依靠的一切。其提出中國文化的十大特

徵。1.廣土眾民 2.偌大民族同化融合。3.歷史長久。4.一偉大力量孕育於其

中。5.歷久不變的社會、停滯不前的文化。中國文化各方面停滯不前，遠從

西漢直至清末。6.中國文化內缺乏宗教，中國人遠於宗教，宗教多而不統一。

7.家族為社會生活的重心，家族制度所處地位重要，根深蒂固，「國之本為

家」，在法制上家為組織單位。8.中國學術不向科學進步，開化甚早，如論

理和數理，但竟不能發展科學。9.道德氣氛，建國基礎以倫理為依據，容國

家於社會人倫之中，那政治於禮俗教化之中。10.民主、自由、平等等一類

要求不見提出，及其法制之不見形成。 

    程裕禎(2003:7)認為，中國文化的特色從四個角度出發，一為馮友蘭哲

學特色桌，也就是中國文化以儒學為主導因素，塑造了中國傳統農民和知識

分子的特殊性格；任繼愈的宗教特性說，中國文化是儒、道、釋三教合一，

此思潮構成了唐宋以後直至鴉片戰爭前後近千年的宗教史和哲學史；李澤厚

的美學特性說，中國文化的傳統是社會、政治、哲學始終占主導地位，並且

同兵、農、醫、藝四大實用文化聯繫密切，哲學追求是美感和樂感；梁漱溟

的倫理特性說，中國文化以人倫關係為基本，講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

賢臣忠等等，追求群體互助，與西方世界的個人本位和自我中心很不相同。 

  (三)文化在第二語言學習中的地位 

    在語言教學當中，文化的地位十分重要，兩者相輔相成，不可分離。如

同葉德明(2000)提到的，「語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也是語言的一部分，

二者整體交織，不可分隔，文化是一個語言的背景，在每一種語言中都具有

重要的意義，第二語言的獲得也即第二文化的獲知；文化不同，價值觀也相

異」。劉珣(2000)也認為「語言與文化相互依存，密不可分，是一個整體。

要真正理解或研究一種文化，必須掌握作為該文化符號的語言；而要習得和

運用一種目的語，必須同時學習該語言所負載的文化。」由以上我們可得知，

在第二語言教學、學習當中，語言與文化無法分離，兩者相依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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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ng(2006)提到，文化是語言發展的基礎，此呼應了 Keesing(1975)所說

的「了解一個團體的文化特色，是真正學好該團體語言系統的必要條件。」；

Kramsch (1993) 所提及的「文化覺知和第二文化的學習能加強第二語言的程

度。」、「第二語言/外語的學習者必然會成為第二文化的學習者，因為語

言學習者不能不了解語言使用的文化背景」；Kramsch 於 1998 年更進一步

闡明，「當語言被視為社交行為時，文化就成為語言教學的重心。文化覺知

被視為能增強語言的程度，也反映了語言程度。」 Byram(1989)也提到，語

言教學中必然含有標的文化教學，因為語言反映了對於世界的知識和理解、

文化的觀念和文化的學習。而在 1997 年，Byram 直接地指出，英語外語教

學的主要目標是發展學生的「關鍵文化覺知」，或是對自己和社會有新的認

識，以及對於作為社會成員的本質和意義有一個新的評論。 

    而從美國國家外語學習目標(5C)的內容來看，Phillips(2003:167)認為五

項準則當中，文化產生了另兩個準則：溝通和貫連，且文化也做為「比較」

當中的一項，文化被視為支持其他領域學習的課程編排的一部分。當其他準

則展現時，文化作為其內涵。Lange(2003)提到，文化與溝通、貫連、社區

緊密相關連，而後三者也提供文化學習的機制和情境，文化在此教學目標中

為語言學習的核心。 

    由以上文獻，我們可以得知，在語言學習當中，文化是語言學習的根本，

文化影響語言學習，也是反映了語言學習的成果，為語言學習的核心。更甚

者，語言教學的目標也可視為發展學習者的文化意識，對於社會和自身有更

新的認識與體悟。因此第二語言教學應當重視文化層面的教學。 

二、文化教學 

    關於文化教學，本研究將針對文化教學的目標，文化課程設置的原則、

文化教學的原則、方法進行探討。 

(一) 文化教學的目標 

    許多學者(Valette,1977；Hammerly,1982 等)由不同的面向提出文化教學

的目標，研究者整理如下。 

  1. Valette(1977)將文化教學目標分為五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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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文化覺知：包含許多知識，如地理、標的文化對世界文明的貢獻、生

活方式的不同、了解標的語言社群的價值觀和態度。 

   (2)禮儀需求:如禮貌行為 

   (3)瞭解日常生活:包含不熟悉的習慣，如開支票或讀時刻表。 

   (4)瞭解文化價值:需要對標的和自身文化的詮釋。 

   (5)分析標的文化。 

  2. Hammerly(1982)按照對二語學習者的難易度提出十項文化教學目標:  

   (1)字或詞組的文化隱含知識 

   (2)在一般情境下如何表現合宜的知識 

   (3)對於第二文化的興趣與瞭解的發展 

   (4)對跨文化不同之處的瞭解 

   (5)對文化間習俗、機構等不同之處的瞭解 

   (6)專題研究 

   (7)對第二文化完整觀點的發展 

   (8)評估關於第二文化的陳述的能力 

   (9)對於第二文化和人民具同理心的發展 

   (10)對第二文化的學術研究 

    Standard(1999:49)提到文化教學的目標在於學習者有機會能夠與不同文

化的人有許多不同的互動，因此學習者能夠總結出結論和發展對於其他文化

的觀點、習俗、產物的敏感度。Phillips(2003)更確切地指出，當學習者透過

行為和產物而了解他人的文化觀點時，他們會以一種更寬廣和全面的視野審

視自己的文化，並且有更深刻的理解，而這也是文化教學所追求的。 

    綜合以上學者所述，文化教學的目標在於增進學習者對於自身和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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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了解與比較。透過行為和產物了解標的文化觀點後，能夠發展學習者

對於自己和標的文化的興趣，並以更全面的角度審視自己和他人的文化，培

養文化平等與多元文化的觀點。 

(二)文化課程的設置 

    關於文化課程的設置，Lange(2003)從一較為整體的角度，思考文化課

程的設置應該考慮的面向，而李楊(1993)則著重於教材與教學活動方面。 

  1.Lange(2003)  

   Lange(2003:286-296)認為課程的設置應朝向科學性、貫連性、實用性等

方向發展，課程結構應具循環性和主題性，應是以文化主題組織，且這些主

題應該在整個課程中重複地出現，加深複雜度，並出現於不同的語言結構和

文化背景中，如此可擴展學習者的知識和理解。依據 Standard(1999)於「文

化」和「比較」學習目標，學習者得展現對於文化行為、產物、觀點的了解，

也得透過比較標的文化和母語文化了解文化的概念。 

    Lange 引用 Wiggins(1998)「反向課程設計」的理念，認為設計課程前

應先思考(1)決定學習者應該達成的能力表現，包含知識和技能(2)決定能力

如何被評量(3)決定什麼樣的課程和活動能幫助學習者發展知識和技能的能

力。 

  2.李揚(1993) 

  李揚(1993:268-271)提出 10 點原則，研究者擷選 8 點以作探討。 

   (1)編制語言和文化有機化合的教學大綱和整體規劃 

   (2)在語言教材中添置文化注釋，例如行為文化的注釋 

   (3)不斷培養和提高學習者的跨文化意識 

   (4)創造中國文化的氣氛，利用圖片、教具等，並培養合宜的交際能力。 

   (5)編寫漢語輔助教材，選擇與中國文化密切相關連的成語故事、寓言

等，提高文化意識和文化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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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開辦中外語言和文化對比的講座。 

  (7)組織有益於漢語和中國文化學習的參觀、旅遊和訪問，也就是語言實

踐，以學習語言和文化。 

  (8)不斷改革教學法，使之適於漢語和中國文化的教學。 

(三)文化教學原則  

   劉珣(2000:139-142)、彭增安與陳光磊(2006:272-273)對於文化教學原則

有相同的看法，從跨文化交際方面出發。研究者援引劉珣之說為代表說明: 

   1.為語言教學服務，與語言教學的階段相適應 

    文化教學必須與學習者的語言和交際需要相適應。文化主題的選擇要體

現由淺入深、由近及遠、由簡到繁、循序漸進的原則。 

   2.有針對性 

    針對外國學習者在跨文化交際中出現的障礙和困難，確定應教的項目並

做出解釋和說明。文化對比可以是中國文化和學習者的母語文化相比，也可

以是從分析中國文化出發，實際上是跟許多不同的文化相比較。 

   3.有代表性 

    中國的文化相當多元，南北、城鄉、各民族間存在著文化的差別。所介

紹的文化應是主流文化、國家文化或者說是中國人共通的文化、當代的活生

生的文化，這對培養學習者的跨文化交際有直接的幫助。 

   4.有發展變化的觀點 

    由於中國大陸的改革開放，與不同文化的接觸而受到的影響，特別在年

輕人身上所反映的習俗文化已經有很大的變化。因此在對外國學習者介紹中

國文化，特別是習俗文化的時候，不能絕對化，要適當說明這一變化趨勢。 

   5.把文化知識轉化為交際能力 

    文化教學的目的不僅是要掌握知識，更重要的是把這些知識轉化為跨文

化交際中的交際能力，也就是能正確理解語言中的文化內涵，自覺遵守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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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約。這需要在教學中進行大量的練習與實踐。 

 (四)文化教學方法 

    關於文化教學的方法，由於本研究針對的對象乃為在台學習的華裔學習

者，故採用的是 Stern(1992:223)所言的學習者已在標的語區內的情境，不須

創造文化場景。以下主要分為兩方面探討。Stern(1992)、趙賢州與陸有儀

(1996)、彭增安與陳光磊(2006)著重於學習者實際的參與，而李楊(1993)、劉

珣(2000)、Xing(2006)則著重於教材的編寫。 

  1. Stern(1992) 

   Stern(1992:224-232)提出以下 8 項原則。 

  (1)創造一個真實性的課堂環境 

   教室中擺設各式各樣的海報、卡通、地圖、電影節目表等，創造一視覺

性的、可觸碰的標的社區情景。 

  (2)提供文化訊息 

    提供文化事實或者吸引學習者進行文化對比，例如「生活片段」包含一

簡短能吸引注意力的輸入，如流行音樂或新聞的播放；「文化膠囊」(Cultural 

Capsules)，使用書籍或其他視覺輔助，呈現關於標的文化的項目；「文化群

組」(Cultural Clusters)，是一系列相關的文化膠囊。 

  (3) 解決文化問題  

    在文化情境中呈現外國人拜訪該城市所可能遇到的問題，多是禮貌或是

習俗的問題，教師應解答並解釋原因。 

  (4)行為和情感方面 

    例如戲劇，含學習者角色扮演、模仿，用於展現文化事實、價值觀或問

題，最後有個解釋或是討論活動。 

  (5)認知方法 

    經由類似學術性的研究，如閱讀、演講、討論等瞭解標的文化和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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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學習者作為一觀察者，應被給予並發掘一個主題，培養調查的技巧。 

  (6)文學和人文的角色 

    包含看電影或戲劇、觀看藝術或建築作品。歷史性的文學作品是瞭解標

的文化的主要管道，文學作品於外語教學中有一定的地位，能提供一個文化

的思想和價值觀。 

  (7)標的文化的真實體驗 

    例如母語者到語言教室的拜訪，加強學習者對標的社群想法與感受的了

解；到別的國家或地區拜訪能提供學習者關於標的文化、社會的第一手經

驗，且通過交換學生的計畫，學習者能夠從母語者與學習者的雙重立場更加

全面地了解。 

  (8)利用文化社區資源 

    若於標的語社群中學習第二外語，則日常生活環境為文化教學提供了廣

大的資源，提供了許多拜訪和計畫的機會，使學習者與標的文化有更多接觸。 

 2. 趙賢州與陸有儀(1996:191) 

    文化課中要積極讓學習者參與，可以課堂討論、提問，讓他們對於感興

趣的問題抒發己見，教師可做歸納性的引導和有目的的對比，還可適時與當

地和課堂外的社會實踐活動相結合，組織學習者觀看錄影帶、參觀、遊覽、

訪問，加深他們對異文化的印象、感知和掌握。 

 3. 彭增安與陳光磊(2006:274-276)  

   (1)專門的文化講座: 例如介紹漢字文化、飲食文化、姓名文化、中國人

的禮貌表達等等，教師可事先準備圖片、實物等道具，或讓學習者自己閱讀

相關資料、透過網路查詢資料。 

   (2)文化參觀:通常是在教師講解完某個專題後，帶領學習者參觀相應實物

或文化場景，參觀後要求學習者寫參觀報告。學習者可分組合作，帶著問題

去參觀。 

   (3)文化討論:就某個問題展開面對面的討論。此要求學習者事先準備，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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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傾聽意見，提出不同看法，深入討論。教師需多提啟發性的問題。 

    (4)文化欣賞:拿自己的經歷與人分享，並講述自己的看法。 

    (5)合作探索:將任務分成若干個小任務，讓學習者分工合作並用標的語

完成，通過真實的交際提高交際能力。 

    (6)文化表演:讓學習者用標的語模擬交際場景中的真實交際，學習者必

須假設自己是在標的語環境中用標的語交際。 

    (7)小型採訪:讓學習者就某個專題列出母語文化的態度，然後採訪中國

朋友，採訪結束後寫出調研報告。 

    (8)系統歸納法:學習者學習完親屬詞語後，讓學習者歸納出一個家庭樹

形圖，將親屬名稱標上。 

    (9)今昔對比法:此活動主要是讓學習者對某一文化現象的歷史淵源有所

了解。 

 4.李楊(1993:257-258) 

   (1)教師應自覺地遵循一定的語言規範，追求一定的語言目標。 

   (2)由於文化內容較為複雜，因此應留給學生較多的思考時間。 

   (3)加強課堂提問，開展課堂討論，有助於鞏固學過的內容，加深對知識

的理解，對於培養學生成段、成篇的口頭表達與書面表達能力都有十分積極

的作用。 

 5.劉珣(2000:142-143) 

    對於一般語言課程中的文化教學，以培養學習者的交際能力為出發點，

對文化教學的方法的說明概括如下: 

  (1)通過注釋直接闡述文化知識 

   適用於各階段。剛開始可以學習者的母語注釋，隨著學習者的水平提高，

可逐漸用標的語注釋。節省上課閱讀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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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文化內容融會到課文中去 

     課文本身可以介紹某一文化習俗，學習語言的同時也就學到了文化，

此方法較為理想，效果較好。中級可增加國情知識的介紹；高級階段可結合

較深層次的文化內容。這些都是以語言為綱，結合文化教學的語言教材。也

可嘗試以文化為綱，結合語言點教學的語言教材，在中級階段使用可能會取

得一定的效果。 

   (3)通過語言實踐培養交際能力 

    課堂中引進有關文化主題的練習，對於培養交際能力是必要的，但要想

真正培養語言交際能力，還必須在真實的社會語言環境中進行語言實踐。因

此，到標的語國家去學習，而且要走出課堂融入標的語社會中，才是文化教

學最好的方法。 

 (五) 文化教學的內容 

    由於本研究所設定的研究對象為中級的華裔學習者，他們對於中華文化

都已有一定的了解，語言能力也有一定的水準，因此此處討論的文化課不僅

包含了語言課程中的文化教學內容，也含括了專門性的文化課程內容。在程

度方面，則僅討論適用於中高級階段學習者的文化內容。 

 1.語言課程中的文化教學 

  (1)楊國章(1991:237-238) 

    A.在中高級階段，應加強文化意識。教材以文化為綱，內容須有一個統

籌的考慮和安排。 

    B.以語言教學為出發點，文化內容要適應語言教學的要求，為語言教學

服務。 

    C.由於文化範圍廣泛，應對於外國人感興趣或不易理解的點出發，找出

能體現中國文化本質特點的那些方面或是外國人必備的中國文化基本知

識，讓學生對中國文化有整體的認識。 

    D.須兼顧語言交際能力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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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劉珣(2000) 

    劉珣(2000:131-133)文化教學內容應體現三項原則：與語言的學習和使

用相關並體現漢語文化特點的、為培養跨文化語言交際能力所必須的、針對

外國學習者實際需要的文化。 

    在初級階段後期和中級階段，內容應為基本國情和文化背景知識。此知

識雖然與語言結構沒有直接的關係，也不一定造成交際中的誤解，但卻是掌

握標的語和進行標的語交際所必需的。國情文化知識可看作是從文化本位出

發提煉出的最基本的「知識文化」，可以彌補語言文化因素不夠有系統的缺

點，為文化知識系統學習打下基礎。 

  (3) J,Z,Xing.(2006) 

    Xing(2006:242-258)選擇文化內容的原則為任何在中華社會和人群中獨

特的傳統、態度、習俗、信念、社交行為，且對於學習和瞭解中國語言、人

群、社交行為的皆可被考慮做為教授的內容。由於文化成分過於抽象，為了

教學的方便，Xing 將文化分五類，而其中的成分並不特定屬於某類，內容

如下所示。 

表 二- 8 文化類別與成分 
類別 文化成分 

傳統 姓名、漢字的形成、節慶、傳奇人物、重要的歷史事件、繪畫、音

樂、武術、醫藥、家庭 

態度 友誼、尊重、謙虛、男子氣概、女性美德、人際關係、家庭、社會

情況、愛國主義、教育(學習) 

習俗 婚禮、喪葬、生產、親屬關係、追求 

信念 生與死、孔子思想、道家思想、佛教思想、婚姻、教育 

社交行為 吃、喝(茶和酒)、社交和互動、工作、學習 

(資料來源:匯整並翻譯自J,Z,Xing.2006. Culture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242-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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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ng 認為應按難度、重要性、抽象性、概念性劃分文化的種類並且安

排教授的順序，如此學習者的語言和文化的流利度能同時改善。研究者整理

的中級和高級階段文化內容的類別如下： 

  A.中級階段 

    為一般中華的風俗與習俗，應為具體、直接的文化成分，並加上一些抽

象的相關觀念。從具體到抽象，從簡單到複雜的文化成分是中級程度所需要

的，其體現在「怎麼」(how)所引發的問題。內容可包含: 

中華節慶和涵義、中華食物和特徵、中華族群和特徵、中華思想包含孔子思

想、道家思想和佛教思想、中華家庭生活包含婚姻、家人關係、中華生活水

準和社會情況、人際關係、中華藝術包含京劇、繪畫、樂器和教育、中華文

明包含醫藥、當代重要事件和人物、運動包含武術、時事。 

    以上均能視學習者的語言程度教授抽象或是具體的內容，中級低只能學

習具體的事實，中級高的可學習一些簡單的抽象概念，連結到自身並與自己

的文化相比較。 

   B.高級階段 

    文化內容為抽象的概念，包括用各種不同的篇章、較複雜的語體組成內

容。其體現在「為什麼」(why)所引發的問題。例如家庭價值觀、道德觀、

種族、中國思想、飲食與健康、生命和長壽、禮節、教育、影響力大的歷史

事件和人物、生產、婦女議題、社會議題、宗教、美學包含優雅和美、藝術，

包含繪畫和文學、時事，包含政治和經濟。 

 2. 文化課中的教學 

  (1) Stern(1992) 

     Stern(1992:219-222)提出學習者最想學習的文化內容，此內容有別於語

言課中的文化教學。 

   A.區域 

    學習者需有與標的語相連結的實體位置的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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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個體與生活方式 

    這是最重要的主題。透過個人的接觸、拜訪、居住在該城市，觀察、問

問題、詮釋，學習者能夠逐漸發現普遍的價值觀、想法等，提供學習者對於

該文化的門徑。 

   C.人群與社會 

    學習者需被引導區辨具有社會的、職業的、經濟的、年齡的以及地區性

的明顯特質的群體。 

   D.歷史 

    需有機會瞭解一地區的歷史發展，顯著的歷史性象徵、事件、重要的議

題。 

   E.機構 

    包含政府、教育、社會福利、經濟機構、政黨和大眾媒體，學習者了解

這些機構的程度需等同於標的群體通常基於他們的經驗所擁有的知識。 

   F.藝術、音樂、文學和其他主要的成就 

    學習者獲得知識並且能夠欣賞藝術家、音樂家、作家和他們的作品，且

瞭解對標的群體來說是常識的偉大人物和成就。非學術的研究，但對標的社

群來說是普遍接受的知識和價值觀。 

  (2)李楊(1993) 

    進入中高級階段以後，學生對文化的要求已遠遠超越了滿足交際需要，

而有更加廣泛、深入、專門、多變的特點。且文化課的內容應突出「對外」

的特點，以對外的角度來考慮這門課的內容。例如中國地理的課程，由於學

生對中國地理的興趣主要出於對文化的熱愛與旅遊的方便，因此便以著名旅

遊城市(地區)為中心，以主要旅遊路線為線索，以文化為重點，一年有幾次

在北京市內參觀，現場講解；中國哲學課程，以人為主，串人為史，特別介

紹老子、孔子、莊子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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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劉珣(2000:132-133) 

    內容主要為專門性文化知識，此是在掌握最基本的國情和文化背景知識

基礎上，進一步掌握比較有系統的專門性文化知識，如中國歷史、中國文學

史等，能為培養高一層次的漢語交際能力提供一定深度的文化底蘊。適用於

為高年級開設的文化課。 

  

    由以上文獻我們可以得知，文化教學的主要目標是發展學習者的文化意

識，當學習者透過習俗和產物而了解他人的文化觀點時，他們會以一種更寬

廣和全面的視野審視自己的文化，並對自己和社會有新的認識。文化課程的

設置可採用反向設計法，且需具有科學性、實用性，整體的學習是語言、內

容、過程的整合，結構應為循環性的和主題性的，可以文化為綱，以語言教

學為出發點，學文化的同時，也學到了語言。而在教學方法方面，也可採用

提供文化資訊、戲劇扮演、文化參訪、藝術成就的了解、標的文化的真實體

驗、利用文化社區資源、文化經驗分享、合作探索等，以促使學習者對中華

文化、居住地文化有更多的了解與體驗，並且把文化知識轉化為交際能力，

提升語言能力。而本文所針對的華裔學習者而言，文化教學除了以上諸點以

外，在文化內容方面應該著重於較為具體兼具抽象的方面，透過比較而對於

自身的文化更加了解，也能夠以較為宏觀的角度審視中華、美加的文化。而

在文化教學方法方面，以上皆可做為教材練習活動，且華裔學習者應善用其

文化社區資源，透過與家庭、社群的連結，強化語言能力並且更加了解自己

本身的文化。 

第四節 教材編寫原則與教材評估原則 

 一、美國國家外語教學目標 

    美國外語教學協會(ACTFL)公布的國家外語教學目標(5C)包含溝通、文

化、貫連、比較、社區五項準則，且著重於聽、說、讀、寫四項技能並重的

三個溝通模式：語言溝通、理解詮釋、表達演示。研究者整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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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 9 國家外語教學目標 

一、溝通 (communication): 運用中文溝通  

1.1 語言溝通(Interpersonal)  

   具備使用外語(口語)表達個人情感，與人交流交換信息之能力。  

1.2 理解詮釋(Interpretive)  

   了解傳譯書面、口語不同主題的信息。  

1.3 表達演示(Presentational)  

   能用口語對觀/聽眾或書信對讀者表達個人的構思、見解、觀念。  

二、文化 (cultures): 體認多元文化  

2.1 文化習俗(Practices & Perspectives)  

   明白外國文化習俗、文化觀念之間的關係。  

2.2 文化產物(Products & Perspectives)  

   明白外國文化產物、文化觀念之間的關係。  

三、貫連 (connections): 貫連其他學科  

3.1 觸類旁通(Making connections)  

   將外語變成自己探索新知的工具，運用外語強化增加其他學科知識。  

3.2 博聞廣見(Acquiring new information)  

   利用外語閱讀、獲得第一手資料、不必他人傳譯。  

四、比較 (comparisons):比較語言文化之特性  

4.1 比較語文(Language comparison)  

   發現外語和本國語言本質差異。  

4.2 比較文化(Cultural comparison)  

   認識比較外國和本國文化觀念差異。  

五、社區 (communities): 應用於國內與國際多元社會  

5.1 學以致用(School and Community)  

   在教室內、外活動中皆能活用外語。  

5.2 學無止境(Lifelong Learning)  

   中文成了自己成長、修養生息、解惑、體驗人生的道路之一。  

 (資料來源: National Standards for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1996.19) 
                                             
19詳細資料請參考 http://www.actfl.org/i4a/pages/index.cfm?pageid=3392。中文翻譯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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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僅針對文化部分進行探討。Phillips(2003:164-166)認為「觀點」

在文化準則中涵括其他兩項。了解「觀點」，也就是意義、態度、價值觀是

語言學習最終的目標。學習者不僅得學習中華歷史、地理知識，也應該學習

中華哲學觀點、生活方式、對世界文明的貢獻。隨著對於中華多元文化有更

清楚的認識，學習者能開始理解華人如何以及為何以某種特定方式互動，隨

之進行文化比較。從藝術、文學、建築、醫學、科學發明到地域性的食物、

音樂、服飾、習俗、方言等，從這些傳統和當代的文化產物都能夠使學習者

更了解華人的生活方式。學習者應盡可能地有廣泛的學習經驗，能接觸到中

華多元文化社區的豐富性。 

 二、第二語言教材編寫原則 

    研究者將先介紹第二語言教材編寫原則，再針對華語文教材編寫的原則

與要點進行說明。 

  (一)教材設計的四個層面 

    關於第二語言教材的設計，Brown(1995:140-145)認為包含四個層面，也

就是教學法(approach)、課程大綱(syllabus)、教學技巧(techniques)、活動練

習(exercises)，其定義與例子研究者整理如下。 

表 二- 10 教材設計之四個層面 
層面 定義與例子 

教學法 確立學習者該學什麼以及如何學的方式。 

課程大綱 組織課程和教材的方式，大致可分為結構大綱、情境大綱、主題

大綱、功能大綱、主旨大綱、技能大綱、任務大綱20 

教學技巧 呈現教材和教學的方式，例如建構活動、討論、直接地對話、呈

現文法的對話、語言規則教學21等 

                                                                                                                                  
ACTFL 全美中小學中文學習目標(Standards for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1999:114。 
20結構大綱(structural syllabus)、情境大綱(situational )、主題大綱(topical syllabus)、功能大

綱(functional syllabus)、主旨大綱(notional syllabus)、技能大綱(skills syllabus)、任務大綱

(task- or activity-based syllabus) 
21建構活動(bridging activities)、討論(discussion)、直接地對話(directed dialogue)、呈現文法

的對話(grammar demonstration dialougue)、語言規則教學(lecture on rules of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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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練習 練習學習過的內容的方式，例如自主地互動、複誦、填空、選擇

題、代換練習、翻譯、會話、配對、句型練習、復述22等。 

(資料來源:翻譯自Brown. 1995. The Elements of Language Curriculum: A 

Systematic Approach to Program Development, 5、15、16) 

    Brown 提到，課程的發展應以某種教學法為基礎，決定什麼是學習者必

須學的，發展課程大綱的過程應包含檢視教學目標，並依優先性安排之，並

且決定為了達成教學目標應納入何種教學技巧和活動練習。而在教學技巧方

面，教材設計者須決定課程主要使用的教學技巧以及每課教學技巧的類型和

比重。確立了教學法、課程大綱和教學技巧後，教材設計者應決定最適合課

程的練習活動類型，以及練習活動於每課的比重為何，經過選擇的活動練習

須能強化整體學習效能。  

  (二)教材設計藍圖 

    在設計編寫教材時，必然有一定的發展程序，而這就是 Brown(1995:149)

所謂的設計藍圖，在設計教材時，須注意以下幾點: 

 (1)背景:該教學單位的課程和機構介紹。 

 (2)整體課程概說:課程的架構和採用的教學法。 

 (3)需求分析:教師與學習者雙方的條件。 

 (4)總體目標和教學目標:課程的類型、整體目標、教學目標。 

 (5)測驗:對學習者的語言程度進行測試，如成就測驗、安置測驗等。 

 (6)教材:關於教材類型、分析項目、涵括範圍與次序、發展時程表的敘述。 

 (7)教學:採用的教學技巧和活動練習。 

 (8)評估:評估教材的效益、修訂和更新教材的時程。 

  

                                             
22自主地互動(automomous interation)、複誦(copying)、填空(fill-in)、選擇題

(multiple-choice)、代換練習(substitution drill)、翻譯(translation)、會話(conversation)、配對

(matching)、句型練習(pattern drill)、重述(rest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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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華語文教材編寫原則 

   此部分以整體編寫原則與教材內容如課文、詞彙、語法、練習等項目進

行說明。 

   (一)整體編寫原則  

   關於華語文教材編寫的原則，呂必松(1993) 、趙賢州與陸有儀(1996)、

束定芳與莊智象(1996)、劉珣(2000)等皆提出討論，他們共同認為的教材編

寫原則為以下五點: 

   1.針對性：針對學習者的語言背景、不同的文化程度、學習目的、學習

起點等。 

   2.實踐性：教材為學習者提供盡可能多的語言實踐的機會；教材內容與

學習者的需要相符。 

   3.趣味性：教材內容與形式生動有趣。 

   4.科學性：體現語言知識的準確性，內容組織符合語言規律的系統性。  

   5.實用性：考慮語言教材的實用價值，教學方法的實用性。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趙賢州等(1996:268)提到了文化知識的針對性，應

從外國學生的角度出發，對具有代表性，體現當代中國社會文化特點和在中

外文化上有很大差異的內容進行針對性的介紹。 

    除了以上共通的原則以外，呂必松(1993)、束定芳等(1996)、劉珣(2000)

皆提及交際性原則，也就是教材內容的選擇和語言材料的組織要有利於交際

能力的培養。另外，束定芳等(1996)和劉珣(2000)也都認為教材應反映真實

的語言使用情況，語言材料來自於生活；題材、體裁多樣化。 

    李泉(2006：46-57)基於以上學者的意見，提出了語言教材編寫的十項基

本原則，研究者整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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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 11 語言教材編寫的十項基本原則 
1.定向原則 確定基本走向，包含針對何種教學類型、編寫哪類教材、為什麼

樣的教學對象而編寫、編寫何種等級的教材、編幾本、需要多少

學時才能學完。 

2.目標原則 參照教學大綱和課程大綱等規定的教學目標和課程目標，以及語

言環境和學時學制等限制，研究制訂教材的預期目標，並對完成

本教材所應達到的語言能力的具體表現或語言知識、文化知識的

具體範圍做出盡可能詳細的表述。 

3.特色原則 教材設計和編寫從理論到實踐、組織安排都得考慮所編教材與以

往教材的聯繫和區別問題。不同之處應符合第二語言教學規律和

學習規律的創新之處。 

4.認知原則 盡可能地考慮學習者在語言習得過程中的認知因素。例如學習策

略和交際策略等。 

5.時代原則 所依據的教學理論、教學方法、編排體例、教材目標的設定、課

文編寫等都應體現學科研究和教材編寫研究的新成果。 

6.語體原則 精心規劃語體問題，包括口語語體和書面語語體大類的確定，具

體語域風格的選定，語體知識的介紹，語體風格的識別、語體轉

換的訓練；語體需多樣化、具體化。 

7.文化原則 增強標的語文化教學的意識。應恰當選擇和安排文化點，文化點

應為標的語的主流文化、現代文化、跟標的語交際相關的文化、

跟學習者母語文化有差別的文化。 

8.趣味原則 體現在教材內容和形式方面，以內容(尤其是課文) 為主，內容

有趣有用才能使學習者產生真正的持久的興趣。教材內容包括課

文、詞彙、語法、注釋、翻譯、練習等，教材形式是指教材的封

面設計、體例篇幅、字體字號、插圖照片、印刷效果等。 

9.實用原則 充分考慮教材的實際應用價值、課文內容的取向、詞彙語法的選

擇、練習的內容和方式等都要有利於教材總體目標的實現，有利

於滿足學習者當前學習和生活的實際需要、未來對標的語使用的

目的和方式的需要。 

10.立體原則 不僅包含教科書的設計，還應包括練習冊、教師用書、課外讀物

的編寫、錄音帶、錄像帶、光碟等製作。 

 (資料來源:整理自李泉(2006)。對外漢語教材研究，4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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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材內容的編寫原則 

   1.課文 

    李泉(2006:246)認為課文在教材中是至關重要的一環，一本教材能否受

到學習者的歡迎，課文的內容和語言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課文思想內容要

適合外國人、成年人的口味，與學習者的文化品味相切合；要有當代社會生

活的新資訊，要有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厚內涵，新鮮有趣，給學習者想像的空

間，增加興趣；語言是典範的，自然流暢，要準確、生動、實用。 

   而朱素弟(2009:33)認為課文的編寫須符合以下三點。  

   (1)教材的內容要有明確的分類 

    將整本書按內容分成幾個話題，例如：中國的食文化、親情及交往等，

能促進和激發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熱忱，大大提升教材的實用性。 

    (2)用圖文並茂的方法生動形象地傳授知識 

    學生能輕易地按照插圖的提示，正確地理解課文的內容和生詞的意思，

使學生留下深刻的印象，有助於加深記憶。 

    (3)課文的選材要風趣、幽默、引人入勝 

    趣味性是保持學生學習熱情的關鍵。風趣、幽默的課文內容能促進學生

對語言的學習。寓意深刻的寓言故事、笑話和繞口令是不錯的選擇。 

  2. 語法注釋 

    李泉(2006:247)、趙賢州與陸有儀(1996:269)皆指出，編寫語法注釋時，

儘量不要用專業術語，應多用實例，盡可能地貼近真實。 

    楊德峰(1997:22)提及，應以《標準和大綱》為依據，初級教材以二到三

個語言點為宜，中級教材以四到五個為宜，高級教材以五到六個為宜。 

    呂文華(2002:88)認為編排語法點時，應遵循循序漸進的原則，應循語法

自身存在的難度差異排序，語法項目的順序包括結構序23、語義序24、用法

                                             
23從結構角度排列出的由易到難的次序，可分為由簡式到繁式、從有標誌到無標誌、從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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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25三種。 

  3. 詞彙 

   蔡雅薰(2009：209-216)提及詞彙教學應考量以下四個因素。 

   (1)適合學習者的程度。 

   (2)具有實用性。詞彙教學應該是幫助記憶以後，學習者可以立刻或經常

使用的。 

   (3)加強重現率。關於詞彙的重現率可由生詞在不同課或當課中重複出

現、出現的次數以及重現的分布區域為考量。 

   (4)結合語境。教師應在具體語境中進行教學，避免單獨講解詞義和用

法，應讓學習者透過語境學習詞彙的意義。 

 4.練習 

    關於練習的編寫原則，趙賢州與陸有儀(1996)、李紹林(2003)、李泉

(2006)、朱素弟 (2009)皆有相關的討論。李紹林 (2003:36-37) 和朱素弟

(2009:33)皆認為一部好的教材，練習的編排設計能體現教學的原則和教學法

方法，同時能幫助學生解決學習難點，掌握語言技能。 

    李泉(2006:247)認為要達到預期的教學目標，使學習者能將所學到的語

言知識轉換成語言技能，只有通過大量的練習才能完成。練習的編排須達到

以下的要求： 

   (1)練習覆蓋全部教學內容。 

   (2)練習拉開層次，有助於學習者由淺入深，循序漸進地掌握語言，提高

交際能力，應有理解性、機械性和活用性練習。 

   (3)練習要兼顧各種語言技能的訓練，方式靈活多變。 
                                                                                                                                  
本式到衍生式。 
24由淺入深，由實義到虛義、由原型到非原型、從常規搭配到超常搭配、從基本義到引申

義、從一般義到文化義。 
25從常用到非常用、從一般用法到靈活用法、從單個句到相關句的比較、從結構、語義深

入到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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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練習項目具啟發性，學習者可舉一反三。 

   (5)練習的量足夠。在教材中，課文僅提供必要的語言內容，需藉由大量

的練習，將基本的內容轉化成學生的語言能力。 

   教材編寫的目的不僅是幫助學習者複習鞏固已學過的知識和技能，還應

培養他們的漢語語感，使他們能熟練運用漢語進行交際。 

四、華裔教材編寫原則 

    由於華裔學習者學習華語迥異於一般二語學習者的特性。以下將先討論

傳承語言學習者的教材編寫原則，再進行針對華裔學習者教材編寫原則的討

論。 

  (一)針對傳承語言學習者的教材編寫原則26  

    針對傳承語言學習者編寫的教材應該具備以下幾點： 

   1.初級程度的教材應較外語學習者的程度高，且進度較快。 

   2. 教材應具最大的實用性。由於傳承語言學習者的程度有落差，教材應

供創造不同程度任務的空間，予以學習者挑戰。 

   3. 教材應符合學習者的認知程度和年齡，多元的主題應有幫助。 

   4. 教材應該有顯著的、真實的文化成分。傳承語言學習者通常是為了強

化他們和傳承文化的連結故學習語言，能幫助他們習得更多的文化知識。  

   5. 教材應符合學習者的需求，具備社會語言合適性與篇章能力。學習者

多缺乏社會語言規則和篇章知識，應包含語體、禮貌標記和受教育母語者使

用的詞彙和措辭。 

   6. 教材設計者應考量傳承語言學習者家庭互動的角色。強化與家庭和社

區的連結是教學的目標和媒介。社區訪談、自願服務能使以家庭為基的語言

文化知識與更廣泛、學術性的情景合而為一。 

                                             
26 資料來源：Curriculum Guidelines For Heritage Language Classrooms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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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內容導向的教學特別適合傳承語言學習者，學習者具有標的語語言文

化背景，且須發展對於語體、風格、高程度詞彙的知識。內容導向的教學須

為適宜的認知、文化課程。 

   8. 電腦化教材，能幫助教學者提供多樣性的需求，也能夠對於學習者不

足的區域提供互動性家教。 

   9. 跨地區、語言的眾人合作將能加速課程和教材的發展。 

(二)針對華裔學習者的教材編寫原則 

    1. 楊石泉(2000) 

     楊石泉(2000)認為編寫華裔學習者教材須具備第二語言學習的要件: 

    (1)按照第二語言教學的理論和方法編寫，重視聽說讀寫。 

    (2)全面體現華語本身的科學性、系統性。 

    (3)針對性強，但主要是要針對學生的實際情況。 

    (4)實用性強。所學內容應當緊扣他們的學習生活、家庭生活、社交以

及未來可能從事的社會活動和工作。教材編排應是以理解開始，經過熟練，

達到活用。 

    (5)中國文化與本地文化並重。既蘊含中國文化，也蘊含別國文化。 

    (6)趣味性。課文的編寫、練習的設計要富有趣味性。對成年人來說，

可能實用的內容會引發他們的興趣。 

    (7)教材應有配套。例如中高級階段除主體教材外，應配備口語、閱讀、

寫作教材。 

  2. Li＆Duff (2008) 

    (1)一開始以適當的語言和認知角度切入 

    (2)透過教材，教學進度快速、穩定地進行  

    (3)著重識字、高程度語體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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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包含相關高程度文化、社會文化、社會語言知識 

    (5)「i +1」的教學內容。 

    (6)透過語言材料增加學習者的口語能力或是整體語言能力的範疇。 

    (7)使用多媒體和科技以促進教學。 

    Li＆Duff (2008:26)所提出的教材要素，是以華裔學習者特殊的語言能力

為基礎而發展的，學習者多已有一定的華語背景，在語言技能方面，注重閱

讀和整體的語言能力表現，而在教材內容方面，著重於「高程度文化、社會

文化、社會語言知識」的內容，研究者認為，此表示了內容應該超越基本的

交際文化、日常的文化內容，而轉向較為抽象的文化，並且著重社會語言知

識，提高為較正式、學術的語體。 

   4. S,M,Wu.(2008) 

    以較為宏觀的角度，其認為一本針對華裔學習者的教材應該具備的要素

為，在中華的語言和對文化的覺知方面，全面地發展聽、說、讀、寫的「溝

通」能力，閱讀和寫作的能力相對地來說較為著重，但是四種技能的發展也

是重要的；系統性地呈現常使用的語法點；以語言功能的角度編寫；以內容

為導向；採用任務型活動提高學習成效。 

   5. 曹正國(2009) 

   (1)除科學性、實踐性、教育性、系統性之外，要在趣味性、知識性上多

考慮到學習者的特點。要讓學習者覺得有趣，使其主動去學；要有知識性，

而這種知識與學習者的知識面要貼近、相融。比如選些學習者熟悉的古今中

外的寓言、神話傳說等。 

   (2)要適合精講多練，偏重感性認識，儘量避免理論闡述，以利於培養學

習者對華語的語感。在詞語例解、練習等的編寫中，編些與學習者校園生活、

華人社會生活相貼近的內容，在循序漸進的同時，落實重現率，讓學生反覆

練習。 

   (3)選用日常生活語言及日常報刊、雜誌、書籍常用的行文和文體，以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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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在實際運用時，會有種學的華語和實際的華語有相脫節的感覺。應該

堅持客觀性，客觀地介紹，讓學習者能主動地去學習，辨別，理解，接受。

盡可能把比較典型的中國寓言故事、神話傳說、歷史文化、現代生活等編進

教材。 

    曹正國認為只有在使學生華語的聽說讀寫譯能力不斷提高的過程中，讓

學習者在課堂教學中理解課文和教師所講的內容，在旅遊教學中對參觀、遊

覽的物件有所瞭解，在語言實踐活動中能運用所學的漢語來進行自己願意進

行的活動，才能真正談得上中國文化的傳授、友好之情的培養等。 

    而關於教材內容方面，劉莉(2006)也提到，針對華裔學習者的教學內容

須從文化點切入，也就是教材要有豐富的文化內涵，並與學習者的生活經驗

相連結，如此可以促進學習者的吸收。此外，陳國明(1994)也提出類似的看

法，認為多數的華裔學習者具有日常生活的基本溝通能力，但是由於生長在

國外，接受當地的文化，因此對於中國文化了解不深，教學的過程中應由語

言的教導進而認識中國文化內涵，且可直接由中國文化的內涵來學習更多的

語言。賀謙、吳燕娜、楊穎(2008)認為「對有普通話背景的學生來說，中國

文化是他們成長和賴以生存的極其重要的文化心理支撐點。因此，只有在他

們學習的語言中注入了中國文化的乳汁，才能從深層觸動他們，啟發和調動

他們的學習熱忱。」肖菲(2002:159)也認為題材可為日常交際、中國特有事

物的展現、中國傳統習俗的介紹，這些大都是多數華裔學習者的共同興趣所

在。 

    然而，從另一個角度來看，也正是因為華裔學習者對中國文化了解不

深，使一些人停留在一知半解的狀態，有時甚至會影響其學習華語時的求知

慾，也就是因為文化衝擊而對中國文化產生誤解或抵觸情緒，從而影響華語

學習(吳建玲,1996:130)。因此，積極運用中華文化的正面效應可取得較好的

教學效果。 

    針對語法的部分，王如音(2008:124)認為華裔學習者在理解句意上，一

般說來沒有太大的問題，因此應改以加強特殊字詞的用法或複雜句式的訓

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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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化教材編寫原則 

   趙宏勃(2005:70-71)提到，好的文化教材一方面可以有效地幫助教師改善

教學品質，另一方面也可以引起學習者對文化課的興趣，讓學習者系統性地

了解標的語文化的歷史傳統、風俗習慣，而最後能夠真正地掌握標的語言的

精髓。其認為文化教材的編寫原則如下： 

  1.兼顧基礎性和學術性 

    各門中國人文知識課程就應遵循本學科的內在發展規律，從學科的基本

要求出發，講授相關學科的基礎知識。基礎性的知識也應嘗試與學術性、系

統性相結合。 

  2.重視文化差異 

   在介紹中國文化時，若能夠同時兼顧同一時期學習者國家的歷史，更能

引起他們的興趣，也能使他們更加關注中國文化與其他文化的交流與融合。

在進行文化對比時，應儘量擺脫淺層的文化對比，引導學習者在母語文化和

標的語文化之間進行對比和思考，將自身感受和客觀的敘述結合在一起。因

此在教材編寫時須考察不同國別學習者的母語文化和標的語文化之間的差

異和相通之處，同時可以有意識地選擇那些可能引發思考的文化點，並提供

相關的背景知識。 

  3.注重趣味性 

    在介紹中國歷史、風俗、地理等教材中，簡單的闡述是不夠的，應提供

圖片、報紙、雜誌、音樂、電影等不同來源的資料，在使教材圖文並茂、生

動活潑的同時，從中發掘學習者興趣與中國文化相關的切入點，引導學習者

討論對中國文化的感受，並藉此提高語言表達能力。 

    而除了以上的大原則之外，李楊(1993:257)對於文化教材編寫較為細部

的問題進行討論。他認為，關於文化教材的詞彙問題，最大的問題是專業詞

彙量大，因此教材語言應受水平等級大綱的控制。以幾個方面控制與消化專

業詞彙：減少並列人名、地名和專名，突出主要的；增加注釋，降低難度，

有些注釋要漢拼，有的要英語翻譯；專業詞彙要進行分級:常用、一般、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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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常用詞彙應讓學生掌握並成為測試內容；減少無用或少用的訊息。 

六、教材評估原則 

    所謂的教材評估就是依照特定的標準或者原則對教材設計和實施進行

評議和估量(趙金銘,1998)。而 Hamer(1983)認為研究教材的一種方法是看它

是否能夠滿足學習者的需求，這是評判教材的依據和前提。(引自周雪

林,1996:60)。以下為教材的評估原則。 

  1.周雪林(1996) 

    周雪林(1996:60-61)認為設計一套全面且合理的教材評估標準，應考慮

以下六個方面: 

   (1)教材與教學理論的關係：體現當現代最新的語言學和教學理論研究，

同時需結合中國外語教學的實際情況。 

   (2)教材與教學大綱的關係:教材的內容與教學大綱的要求吻合，教學大綱

是教材編寫的主要依據，教材是實施教學大綱的載體。 

   (3)教材與學習者的關係:編者應對學習者的學習基礎、興趣、習慣和方式

有充分的瞭解。 

   (4)教材的選材問題:注重教材的真實性、趣味性、廣泛性，應涉獵有關歷

史、地理、政治、經濟等文章。 

   (5)教材練習的設計問題:須以課文為中心，形式多樣，互有聯繫。 

   (6)配套教材:應包含教學參考資料、視聽材料、輔助教材。 

 2.趙金銘(1998) 

    趙金銘(1998：16-18)提出了對外漢語教材評估一覽表，共分為八個項

目，評估者根據自己的判斷給分，各項目的分數為 1-4 分，最後以累计得分

評斷教材的優劣。而八個項目的內容研究者整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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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 12 對外漢語教材評估一覽表 
前期準備 瞭解學習者的需求；依據教學計畫；編寫課程大綱；依據大綱對詞

彙總量及其分佈進行控制；覆蓋大綱所規定的語言點；依據大綱確

定功能意念專案且分佈合理。 
教學理論 以某種語言理論為基礎；體現或側重某種教學法原則；可完成既定

的教學目標；正確處理語言知識的傳授和語言技能的培養；聽說讀

寫譯各項技能訓練比重均衡，並有綜合訓練；按語言技能編排教學

內容；注意表達正確與得體；語言能力與交際能力並重。 
學習理論 以第二語言學習心理過程為理論基礎；教材內容與學習者需求一

致；內容編排符合學習者的學習心理過程；語言水準與學習者的基

礎相符；語言內容與學習者以前所學相銜接；注意學習者的情感因

素對學習的影響。 
語言 每課生詞量適當，重現率充分；句子長短適度；課文篇幅適中；課

文與會話語言真實、自然；口語與書面語關係處理得當，是真正的

普通話口語；所設語境自然、情景化。 
材料 內容符合外國人、成年人、有文化的人的心態；課文題材涵蓋面廣，

體裁多樣；課文內容的深淺難易排序得當；從開始就有可背誦的材

料；課文有意思，給學習者以想像的餘地；內容無宣傳、無說教之

處；教材的文化取向正確無誤。 
練習編排 練習覆蓋全部的教學內容；練習有層次:理解性—機械性—活用性練

習；練習類型多樣，每個練習都很短；各項練習之間具有內在聯繫；

注重表達練習，練習項目具有啟發性；練習的量足夠；練習編排遵

循「有控制—較少控制—無控制」原則；練習兼顧到各項語言技能

的訓練。 
注釋解說 淡化語法，少用概念和術語，加強交際；語言現象的注釋簡明、扼

要；外文翻譯準確，具可讀性；注重詞的用法及使用條件的說明；

例句精當，可以舉一反三。 
教材配套 有教師手冊及參考用書，起導向作用；有學生練習冊；各單項語言

技能訓練教材配套；有清晰音像材料，可供視聽；有階段復習材料

及總復習材料；有相關的測試練習。 
其他 開本合適，使用方便；插圖數量適當，與內容配合緊密；版面活潑

新穎，吸引學習者；教材內容使用不同字型大小編排。 

(資料來源:整理自趙金銘(1998)。論對外漢語教材評估，語言教學與研究，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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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以上我們可得知，教材的編寫應該具備針對性強、實用性強、趣味性、

科學性、學術性，全面發展聽說讀寫技能，並且特別著重於讀寫的能力培養；

符合學習者的認知程度。在內容方面，從中華文化，特別是高程度的文化切

入，以文化內容為導向，注重實用性，有意識地選擇那些可能引發思考的文

化點，並提供相關的背景知識，並考察不同國別學習者的母語文化和標的語

文化之間的差異和相通之處；系統性的安排較為複雜的，常用的語法點，提

高溝通的能力；多加了解正式的語體；以任務型、與家庭社群相連結的活動

輔助學習。針對華裔學習者的教材編寫，仍有極大的開發空間，若是能夠綜

合以上看法發展教材，則更有針對性。研究者將援引以上諸點，作為教材設

計的依據。 

第五節 華裔課程與教材概況 

    本節所探討的華裔課程與教材範圍乃為臺灣、美國與加拿大地區，一是

針對華裔學習者設置的課程，二是針對華裔學習者所設計的教材。 

  一、華裔課程現況 

  華裔課程分為兩部分，一是臺灣地區，包含短期海外華裔青年語文研習班

與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華裔班的現況探討。二是美國、加拿大地區的

大學專為華裔學習者設置的課程現況探討。  

   (一) 臺灣地區 

    1. 短期海外華裔青年語文研習班 

    短期海外華裔青年語文研習班是由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所舉辦的，其宗

旨為增進海外華裔青少年華語文能力，認識中華文化與臺灣多元文化。對象

為 14 歲至 24 歲居住於海外的華裔青少年。每年約有 1000 名海外青年返國

參加，其中台師大進修推廣學院之學員人數約佔全數的一半，以 2009 年為

例，預計招生名額為 1010 名，師大的名額為 480 名，是最多也是主要的教

學單位。 

    課程內容主要分為六種：閱讀訓練、寫作訓練、說話訓練、聽力訓練，

每種課程一星期上四小時。另外多媒體課程一期約六到八小時。另外也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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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采風的課程，包含書法、國畫、童玩、編織、結藝、紙藝、篆刻、扯鈴、

中國功夫、民族舞蹈等。周六及周日也有教學參觀，參觀近郊之文化社教景

點，認識臺灣的人文歷史與自然生態。最後也有臺灣特色之名勝古蹟三天的

活動27。 

    臺灣師範大學舉辦的海外華裔青年語文研習班所使用的教材，過去以

《實用視聽華語》、《遠東生活華語》為主，以及教師編輯教材為輔。但自

2009 年以來的課程皆以自編教材為主，由於研究者未能取得自編教材，故

不在此討論。 

   2. 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華裔班 

    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有專為華裔學習者開設的課程，課名為初級

中文閱讀班、中級中文閱讀班，主要教學目標為提升閱讀和寫作能力。每周

上課 5 次，一次 3 小時，一期課程約為 3 個月，採小班教學，每班約 6-10

人28。主要使用的教材為國語中心教材組自行編寫的《初級中文閱讀》、《中

級中文閱讀》，輔助教材則由教師自行視學習者程度選取現有教材，例如《中

國寓言》、《遠東生活華語》，或是自行編寫。上初級中文閱讀班的學習者

是具聽說能力，卻完全不會寫字或只會寫一百個字以下的學習者。而讀寫能

力高於一百個字以上或已學習過初級閱讀課程的學習者則至中級閱讀課

程，主要教學重點為閱讀技巧的訓練，以及培養學習者的篇章能力。 

 (二) 美加地區大學華裔課程概況 

    關於美國、加拿大地區針對華裔學習者開設華語課程的大學概況，在美

國地區，研究者調查了加州大學分校，如長堤分校、柏克萊分校、爾灣分校、

聖地牙哥分校、南加大、印地安那大學、耶魯大學、俄亥俄大學、普林斯頓

大學、賓州大學、杜克大學、史丹佛大學、芝加哥大學、卡內基梅隆大學；

                                             
27 資料來源：僑委會海外華裔青年語文研習班。   

http://www.ocac.gov.tw/public/public.asp?selno=929&no=929&level=C       

  臺灣師範大學推廣中心華裔青年語文研習班

http://www.ntnu.edu.tw/tcsl/OurField/Internship/Taiwan/ntnu_extension.htm 
28 詳細資料請參考 

http://web.mtc.ntnu.edu.tw/mtcweb/index.php?option=com_guoyu&task=show_information&id=99

&menuid=97&lan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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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加拿大地區則有英屬哥倫比亞大學、多倫多大學，總共 16 所大學。在

這些大學中，有 7 所學校進行雙軌教學，也就是區分二語學習者與華裔華語

學習者的課程；有 3 所為三軌教學，區分為二語學習者、華裔華語使用者、

華裔中國方言使用者。調查結果如下: 

1. 雙軌教學 

表 二- 13 美、加地區開設雙軌華語課程之大學資料 
大學 開課系名 相關說明 

加州大學長提

分校29(美) 
亞洲與亞

裔研究 
有專為華裔學習者設置的針對識字、文化和發展讀和

寫能力的課程。 

卡內基梅隆大

學30(美) 
現代語言 自 2001 年起，於初級、中級進行分軌教學，並調整教

材與教學法。 

1. 初級:  

針對對口語華語有基本的知識，但讀和寫能力弱者。

  (1) 除了提升聽說讀寫外，著重於漢字的練習。 

  (2) 基於口語能力，學習者將學習如何在日常情況下

以寫作溝通。 

  (3) 著重於標準語音和中華文化的覺知。 

2. 中級:  

(1)學習關於日常溝通的聽說讀寫技能，但更著重於讀

和寫漢字。 (2)介紹多樣的詞彙與複雜句式，內容是關

於現代中國社會的。 

(3)組織與中華文化有關的活動以加速語言的學習。 

杜克大學31(美) 亞洲與中

亞研究 
雙軌教學，一為從大學階段才開始學習華語者，一為

學習者的口語能力接近華語母語者，但讀寫能力弱者。

                                             
29 資料來源:http://www.csulb.edu/divisions/aa/catalog/06-07/depts/chin/courses/ 
30 資料來源: http://www.cmu.edu/esg-cat/pdf/CDS/cd.pdf 
31 資料來源:http://www.duke.edu/web/ames/chinese/langcours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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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大學
32(美) 

東亞語言

與文明 
針對雙語者，即會說華語，不會閱讀和寫字的學習者

開設課程，目標為發展聽說讀寫能力。 

英屬哥倫比亞

大學33(加) 
亞洲研究 

 

1.自從 1990 起即進行分軌教學。 

2.按學習者的語言程度教學，並調整教材、教學法、

評量方式。 

3.課程分為語言課、文學/文言文課。在語言課方面，

如一般二語學習者的課程和華裔學習者課程皆可再分

為密集班(8 小時/1 周)與非密集班(4 小時/1 周)。 

4.在華裔學習者的中級班(非密集班)則是標明為為傳

承語言是廣東話的學習者。 

5.在文學/文言文課方面，僅有華裔學習者班有密集、

非密集班，一般二語學習者只有密集班。 

耶魯大學34(美) 東亞語言

與文學 

 

1.有針對不同程度的華裔學習者而設置的課程。 

2.初級(有華裔家庭背景)課程目標為加強口語能力 

3.中級(有中級高的口語能力；初級高的讀寫能力)課程

目標為加強聽說讀寫四技能。 

4.高級(高級聽說能力；中級高讀寫能力)課程目標為加

強讀寫能力。 

賓州大學35(美) 東亞語言

與文明 
華裔學習者定義為為能說華語，但不會讀寫者。課程

目標為發展讀寫能力。另有廣東話課、臺灣話課。 

(資料來源: 研究者整理自各大學網站，網站資料擷取日期:2010/03/20，按筆

劃排序。) 
 
2.三軌教學 
 
 
 

                                             
32 資料來源:http://ealc.uchicago.edu/chinese.shtml Chinese (chin) 
33 資料來源:http://www2.asia.ubc.ca/faculty/li/department/coursedescription.htm 
34 資料來源:http://www.yale.edu/yalecollege/publications/ycps/ 
35 資料來源:http://ccat.sas.upenn.edu/chinese/Cours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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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 14 美、加地區開設三軌華語課程之大學資料 

大學 開課系名 相關說明與資料來源 

加州大學

爾灣分校
36(美) 

東亞語言

與文化 

在初級華語課時有三軌教學，除了一般二語學習者外，

還區分了有華語背景的與有中國方言背景的華裔學習

者；中級華語課時，只有雙軌教學，也就是一般二語學

習者和有華語背景的。 

加州大學

聖地牙哥

分校37(美) 

華語研究

項目 

 

課程分為語言課與語言文化課，皆採分軌教學。在語言

課方面，一年級、二年級時為三軌教學，一般二語學習

者、有華語背景、有中國方言背景的華裔學習者；而在

三年級時則為雙軌教學，僅區分華裔學習者與一般二語

學習者。 

多倫多大

學38(加) 

東亞研究 課程對象除一般二語學習者外，另有有華語背景與有中

國方言背景的華裔學習者。 

(資料來源: 研究者整理自各大學網站，網站資料擷取日期:2010/03/20，按筆

劃排序。) 

    從上述的調查可發現，16 所大學中就有 10 所大學有專為華裔學習者設

置的課程，占半數以上。而就研究者所知，在美國地區，許多大學未在課程

規劃上言明有針對華裔學習者開設的課程，但是在一些的課程內容安排上是

傾向於提升華裔學習者的讀寫能力。例如莊三慧 (2010) 39談到南加大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40的華語課程中，一周上兩天的內容通常是

針對華裔學習者的；一周上五天的內容則是針對一般二語學習者的。而加州

大學柏克萊分校(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41雖無分軌教學，但於課程

適用對象也列出了相對應的華裔學習者的背景與能力。而比較特別的是，史

丹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42有專為雙語者開設的課程，但並未說明何謂

                                             
36 資料來源: http://www.humanities.uci.edu/eastasian/chinese/course/courses_display.php 
37 資料來源: http://chinesestudies.ucsd.edu/courses/ 
38 資料來源:http://www.artsandscience.utoronto.ca/ofr/calendar/crs_eas.htm#EAS100Y1 
39 資料來源:私人通訊 
40 資料來源: http://www.usc.edu/schools/college/ealc/chinese/courses.html 
41 資料來源: http://ealc.berkeley.edu/courses/coursedescriptions.htm 
42 資料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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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語者，研究者認為應與芝加哥大學相同，指的是華裔學習者，且史丹福大

學除了華語課程外，還有廣東話、臺灣話的課程。 

    從調查美加地區大學專為華裔學習者開設華語課程的結果來看，專為華

裔學習者開設雙軌，甚至是三軌的教學已是些許學校共有的制度，這也說明

了專為華裔學習者開設的課程確實有其必要性，然而，針對特殊族群的教

學，不僅是從分軌教學開始，相關的教材、教學法皆應有所發展。而我們從

上表可了解，只有英屬哥倫比亞大學詳細說明針對不只有針對華裔學習者的

課程，且也有適於華裔學習者的教材與教學法。我們從學校列出的教材來

看，杜克大學採用專為華裔學習者設計的教材，如《中國啊，中国！》、《我

與中國》以及一般的華語教材《中國社會寫實》；英屬哥倫比亞大學採用自

行編寫的《大學語文》；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則是採用一般的華語教材《中

文聽說讀寫》，其他的華語課程皆未列出所使用的教材，10 所有專門為華

裔學習者設置的課程中，僅有兩所學校採用專為華裔學習者編寫的教材。此

呼應了畢念平(2006:140-141)所提及的專為華裔學習者設計的教材非常有

限，且學習者的背景、學習目標、學習需求，因此多靠各校教師自行編寫。

由以上諸點可見針對華裔學習者所設計之教材之缺乏情況。 

  二、華裔教材現況 

    S,M,Wu. (2008:287)指出，針對華裔學習者編寫的教材甚為缺乏，教師

多使用為一般二語學習者編寫的教材教授，並自行編寫補充教材，此相當耗

時。而現有的華裔學習者教材，多著重於讀和寫技能，內容多中國故事、神

話、傳統，但詞彙和語法多無助於改善華裔學習者的口語溝通技能。且語法

點多缺乏有系統的安排。 

    在針對大學程度的華裔學習者設計的教材方面，美國、加拿大的大學使

用的有《大學語文Ⅰ、Ⅱ》/ Duanduan Li, Iren Liu, Lening Liu, Hailong Wang, 

Zhirong Wang, AND Yanping Xie；《中國啊，中国!》/周質平、林培瑞、王

學東；《我與中國》/賀謙、吳燕娜、楊穎。而其中，賀謙、吳燕娜、楊穎

(2008)更特別提到，「《我與中國》的特色在於將語言與文化融為一體，以

                                                                                                                                  
http://explorecourses.stanford.edu/CourseSearch/search?view=catalog&catalog=&page=0&q=C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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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為中心，透過問卷調查與訪談，了解華裔學習者的需求。」 

    而在臺灣方面，目前在語言中心方面，僅有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

出版的兩本教材，《初級中文閱讀》和《中級中文閱讀》，由於學習者來自

不同國家，故這些教材並未針對美加地區的大學程度的使用者彙編。《初級

中文閱讀》乃針對漢字量 100 個字以下的華裔學習者，此與本研究所針對的

已有一定讀寫基礎的華裔對象不符，因此在評估教材時並未評估此本，但將

針對其文化內容進行評估。 

    另外，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出版的一系列針對海外華裔學習者的教材，

可分為核心教材、輔助教材、數位教材43三部分。核心教材大致按臺灣教育

方針，編製從小學、初中到高中的教材。小學為六年共十二冊，初中、高中

則各為三年共六冊。在輔助教材方面，輔助教材的編製目的為加強民族精神

教育，內容包含兒歌、謎語、諺語、歇後語、寓言故事、民間故事等。而在

數位教材方面，內容也多為文化傳統的推廣，例如孟子的故事、傳統節慶、

臺灣的古蹟等。 

   

    從上述的課程現況可知，美、加地區大學的華語課程分軌教學已是為數

不少，但在臺灣方面，除了每年來台短期學習的課程外，僅有臺灣師範大學

國語教學中心有常規性的，專為華裔學習者開設的課程。但在教材方面，美、

加地區的大學華語課程多採用一般適於二語學習者的教材，而臺灣地區也僅

有臺灣師範大學國語中心有自行編製的教材。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賀謙、吳燕娜、楊穎(2008)藉由問卷、訪談設計

出以學習者需求為出發點的教材，相當符合當今語言教學的潮流，也與本研

究的構想相符，但目前也僅此一本教材採行此法，且適用對象為在美加地區

學習之學習者，而對於來台學習的華裔學習者來說，針對性可能較為不足，

且所預設的學習環境也有所差異。綜觀臺灣華語教學界，也應有一本以華裔

學習者文化需求為導向的教材，以期能提升教學效能，因此研究者認為應藉

由問卷、訪談調查學習者的文化需求，並據此設計一華語教材。 

                                             
43 資料來源: http://edu.ocac.gov.tw/discuss/catalog/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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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華裔教材評析  

    此節分為兩部分，一是評估美國、加拿大地區大學以及臺灣師範大學國

語教學中心所使用的華裔華語教材；二是評估國立編譯館及僑委會所發行的

教材。 

   (一)美、加地區大學與臺灣國語教學中心的華裔華語教材 

    在教材方面，研究者分別就《中級中文閱讀》/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國語

教學中心教材研發組(1999,2007)；《大學語文Ⅱ》/ Duanduan Li, Iren Liu, 

Lening Liu, Hailong Wang, Zhirong Wang, AND Yanping Xie (2003)；《中國

啊，中国!》/周質平、林培瑞；王學東(1997)；《我與中國》/賀謙、吳燕娜、

楊穎(2008)四本教材進行評估。由於本研究的主要目標為設計以文化為導向

的中級華裔學習者教材，重心為文化內容以及教材編寫的體例，因此儘管《中

國啊，中国!》與《我與中國》為初級教材，研究者於此節仍評析之，希冀

能擷取其精華，作為文化內容選取、教材設計之參考。本研究的教材評析要

項參考趙金銘(1998)些許原則，評析項目包含適用對象、教學目標、教材內

容、每課結構、教材特色、搭配教材等。評析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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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15 《大學語文Ⅱ》教材評析 
教材名稱 《大學語文Ⅱ》/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作者與年代 Duanduan Li, Iren Liu, Lening Liu, Hailong Wang, Zhirong Wang, 
AND Yanping Xie. ( 2003) 

針對層級 即使語法有誤和語音不標準，能以中文溝通日常生活。對於中國
大眾文化有些接觸，了解一些中國社會傳統者。 

教材目標 提升學習者的讀寫能力，啟發潛在能力。 

單元內容 生肖、過年、紅樓夢故事、少林功夫、孔子、孟母三遷、蠶的故
事、茶、陶瓷、竹子的品格。 

文化內容 內容為文化產物、習俗、觀點三部分；文化內容較為深入，介紹
源流及大致發展。閱讀部分則呈現相關有趣的故事。 

教材結構 一冊十課。 

單課結構 暖身、生詞、課文、閱讀訓練、會話、語法、句型和生詞用法、
練習。 

生詞等級與
語法等級 

每課 4-6 個語法點，介於 HSK1-3 級，主要介紹銜接篇章的、華
語特有的語法點。每課 40-60 個生詞，介於 HSK 2-4 級，2 級居
多。課文約 600-950 字。 

教材特色 1. 以文化為基礎。 

2. 課文、閱讀篇幅長，詞語等級高。 

3. 課文前有課前討論；課文為敘述書面語體，內容為傳統文化；
後有相關主題的口語會話，內容與學習者相連結。 

4. 在課文、練習部分皆訓練閱讀技巧與能力，如課文上方有該課
的閱讀重點提示、書面體的介紹與使用。 

5. 練習包含部首、漢字；練習與學習者的日常生活較無連結，有
些許文化對比的練習。 

6. 著重學習者課外的準備，課堂討論以及語言能力的應用。 

語體 多較為正式的語體。 

版面 黑白版面，版面設計較不具趣味性；圖片為相關主題，但不清楚，
不夠精緻。 

配套教材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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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16 《中級中文閱讀》教材評析 
教材名稱 《中級中文閱讀》/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 

作者與年代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教材研發組(1999,2007) 

針對層級 具日常詞彙 1000 個左右的學習者。 

教材目標 正確掌握讀寫要領，並了解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 

單元內容 多為日常生活的題材，如家庭、娛樂、學習、經濟、科技、健康、

醫學、旅遊。  

文化內容 無明顯的中華文化；教材未著重於文化觀點、文化習俗、文化產

物三方面。 

教材結構 十二課。 

單課結構 課文、生詞及例句、定式練習、課後練習(選詞填空、完成句子、

閱讀短文、分享經驗、作文練習)。 

生詞等級與語

法等級 
每課 5-7 個語法點，介於 HSK442-4 級。每課 40-50 個生詞，介

於 HSK1-4 級。課文約 400-500 字。 

教材特色 1. 課文內容以實際生活為場景，相當實用、生活化。 

2. 體裁單一，為記敘文或論說文。 

3. 生詞語法依主題開展，拆解詞組，並補充衍生常見詞語及例

句。 

4. 練習活動著重培養學習者的溝通能力，注重語言溝通、理解

詮釋、表達演示，綜合聽說讀寫技能。 

5. 每四課有一個閱讀練習，題材為日常生活，論說文及記敘文，

語體較正式，900-1000 字，後附有選擇題，培養閱讀能力。 

語體 多較為正式的語體。 

版面 黑白版面；僅於當課課文有相關圖片；插圖極少。 

配套教材 僅有教師手冊，《初級中文閱讀》有練習本。 

                                             
44 查詢依據：

http://www.mdbg.net/chindict/chindict.php?page=worddict&wdrst=0&wdqb=%25E5%25AD%25B8

%25E7%25BF%2592#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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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17 《中國啊，中国!》教材評析 
教材名稱 《中國啊，中国!》/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作者與年代 周質平、林培瑞；王學東(1997) 

針對層級 初級，對華語的詞彙和語法結構有一定的掌握，閱讀能力差者。 

教材目標 提升讀寫能力、矯正發音、了解華語語法並糾正學習者的偏誤。 

單元內容 主要分為四部分。 

1.導言：介紹漢語拼音。 

2.華裔學習者的家庭、社會生活：例如身分認同、唐人街、臺灣

的國語。 

3.中國社會側影：例如廣東省、海峽兩岸、中國保姆、食衣住行。 

4.中國近代史的幾位重要人物：例如容閎、秋瑾、蔡元培。 

文化內容 1. 文化內容包含文化觀點、文化習俗、文化產物三方面，且對於

中華習俗、文化觀點以及中美觀點的差異有較詳盡的解釋。 

2. 對於台海兩岸的語言文字情況也有些書寫。  

教材結構 三十五課。 

單課結構 課文、語法提示、生詞表、詞語例句、練習、漢字筆畫表(前十五

課)。 

生詞等級與

語法等級 
每課 5-6 個語法點，介於 HSK 的 1-3 級。每課 30-65 個生詞，介

於 HSK 1-4 級。課文約 250-950 字左右。 

教材特色 1. 著重於台海兩岸語言文化的介紹與中美文化比較，第一部分與

華裔的身分認同、生活有密切關係。第二部分介紹了許多 80、90
年代的中國社會情況，歷史人物也是以民國初年的為主。 

2. 課文附有漢語拼音，每課有當課的漢字筆畫表。 

語體 對話體的部分為口語；敘述體的部分偏正式的口語。 

版面 黑白版面，版面設計不具趣味性，且無任何插圖。 

配套教材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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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18 《我與中國》教材評析 
教材名稱 《我與中國》/McGraw-Hill Humanities/Social Sciences/Languages 

作者與年代 賀謙、吳燕娜、楊穎(2008) 

針對層級 選修大學一年級華語課程，聽說能力達日常交流的水準，但讀寫

能力仍為起點者。 

教材目標 未提及。 

單元內容 分為四部分。 

1. 導言為介紹漢語拼音、漢字的偏旁部首、筆畫筆順、繁、簡體

字。 

2. 第一單元為學習者日常生活，家庭、祖父母、生活。 

3. 第二單元為中華文化知識:人口、面積、民族、漢字。 

4. 第三單元為中國人的行為文化及相關文化心理:吃的文化、打招

呼方式、稱謂、謙虛。 

文化內容 1. 文化內容包含文化習俗、文化觀點、文化產物三部分；內容廣

泛，為一般的文化知識，主要內容為中國地理、歷史、民族、漢

字、吃的文化、稱謂、打招呼的方式。 

2. 課文含文化對比內容；文化內容由淺而深編排。 

教材結構 分三單元。第一單元有五課，第二、三單元各有六課。 

單課結構 課文、生詞表、漢字筆畫筆順、語法簡注、閱讀、練習。 

生詞等級與

語法等級 
每課 5-8 個語法點，介於 HSK 1-3 級。每課 30-50 個生詞，介於

HSK1-3 級。課文約 200-500 字。 

教材特色 1. 以學習者為中心，融合語言與文化，從個人出發，擴展至中華

文化、心理。 

2. 文化具有重現性，第二單元的內容較為淺近，第三單元的內容

可與第二單元的做連結，較為深入。 

3. 課文採敘述體，真實語言。 

4. 一課配合一相關閱讀，閱讀字數為 150-3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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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語法選擇具有針對性。每一單元後有生詞的偏旁部首的練習。 

6. 練習具針對性，練習的項目著重於閱讀和寫作，例如翻譯、填

空、改寫等，但有能與家人、社群互動的任務性活動。但較為缺

乏文化對比的問題與培養溝通能力的練習，且寫作題目與課文多

無關聯。 

語體 課文為口語；閱讀偏正式語體。 

版面 版面具趣味性。封面為紅黃色，具吸引性。黑白版面(以橘色字標

註繁體字)，版面較具趣味性，以不同、大小字體編排；但僅於當

課課文下方有相關圖片，圖片較為精緻。 

配套教材 附有課文、生詞、閱讀的光碟。 

    研究者另外列出《初級中文閱讀》、《大學語文》第一冊的教材內容與

文化內容涵量。 

表 二-19 《初級中文閱讀》與《大學語文》教材評析 
       教材 《初級中文閱讀》 《大學語文Ⅰ》 

教材內容 食衣住行，關於日常生活中常

見的情景，材料具實用性。例

如：買東西、中國菜、租房子、

打電話、交通工具、簽證、郵

局寄信、銀行開戶、旅行、看

醫生。 

中國人的姓名、家庭、十個太

陽、天和地、成語故事、萬里

長城、李白的學習故事、神農

與中藥、中國菜。 

文化內容涵

量 
關於文化觀點、習俗內容涵量

少，若有則多為關於產物的內

容，僅簡單帶過，未深入描寫。

對於文化產物、習俗、文化觀

點著墨較少，但有些課文為中

國名人故事、成語故事，也具

有相當的文化涵量。 

 

  (二)國立編譯館與僑委會發行的華裔教材     

    教師在敎授華語時，除了正式的課本外，也會使用一些輔助教材，使得

教學更具多元性。由國立編譯館主編的四套教材，中國寓言(1966)、中國的

風俗習慣(1977)、中國歷史故事(1980)、中國民間故事(1989)。這一系列的教

材的所適用的對象應為具有深厚文化基礎的學習者，可做為補充教材或課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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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物。每課結構為課文、生詞、成語、句型、練習，練習包含了造句和回答

關於課文的問題。每課皆有相關彩色圖片，語體較為正式。採注音符號和耶

魯羅馬拼音。內容如同書名所述，為寓言、風俗習慣、歷史故事、民間故事，

對於想要了解這些方面的學習者來說，是相當方便的教材。但內容中的特殊

文化點皆未加以解釋，讀者需有相關的文化背景才能閱讀，不太符合 5C 準

則，學習者使用較為吃力。 

    而關於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針對海外華裔學習者發行的教材，內容豐

富，題材廣泛，且數位化，學習者能從影像方面更加了解文化內容。但內容

似為臺灣地區母語者所學習，體例相似，但不同之處在於生詞處加註英語解

釋。內容介紹了許多中華傳統價值觀、倫理道德、民間故事等，但是皆缺乏

相關文化背景介紹、語法解釋、練習等，不太符合 5C 準則，且與現實生活

較無連結，教學指引的部分不足，教師或學習者若要使用該教材，則需要額

外補充許多文化知識。 

 

    針對華裔學習者設計的教材綜合評析如下。 

    在教學目標方面，教材皆提到了提升讀寫能力的重要性，但是並未緊扣

5C 準則設計之，有些教材缺乏培養學習者「溝通」的能力。 

    在教材的文化內容方面，僅《中國啊，中国!》、《我與中國》兩本初

級教材以螺旋式、主題式呈現，其他教材主題皆較為分散。另外，除了《中

級中文閱讀》多為日常生活的題材外，其他三本教材皆涵蓋了廣泛的文化內

容，從學習者日常生活出發，深化至中華社會現象、華人觀點等，囊括了文

化產物、文化觀點、文化習俗的輸入。此顯示針對華裔學習者編寫的教材，

多以文化為導向，並且從學習者自身出發，但有些教材的文化內容年代稍

早，未能與現況結合，此在編寫教材時應避免。此外，除了《中國啊，中国!》

外，其餘三本教材文化對比問題與活動偏少，若能增加，則有助於學習者更

加了解己身的文化。另外，教材內容若涉及較深入的文化知識，則應附註說

明，減輕學習者的負擔。 

    在每課結構方面，教材皆包含了課文、生詞表、語法解釋、練習，而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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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中國啊，中国!》以外，其餘三本皆有相關閱讀文章，此反映了針對華

裔學習者的教材，多注重閱讀能力的培養，故除了課文以外，另附有閱讀文

章；另各教材皆有寫作練習，要求學習者按情境或所給的生詞語法書寫，其

中《我與中國》有較為生活化的寫作引導，雖為初級教材，仍可作為編寫參

考，以提升學習者的寫作能力。此外，《大學語文Ⅱ》和《我與中國》兩本

教材中皆以口語和書面語相互搭配，也就是課文若偏書面語，則閱讀文章就

偏口語，欲從兩方面提升日常口語能力與正式語體，以上諸點皆可作為教材

編寫的參考。 

    在生詞、語法方面，中級的教材如《中級中文閱讀》、《大學語文Ⅱ》

每課約為 40-60 個生詞，介於 HSK 2-4 級；4-7 個語法點，介於 HSK 2-4 級。

400-500 字/課。此可作為教材的參考依據。 

    在語體方面，《中級中文閱讀》與《大學語文Ⅱ》中級程度教材偏向較

正式的語體，此顯示中級程度的華裔教材偏重正式的語體。 

    在練習方面，《大學語文Ⅱ》的練習較無任務式活動，且活動較缺乏與

家庭、社群的連結；《我與中國》有許多以文化為著眼點的任務式活動，學

習者可藉此與華人社群作連結，此點可作為教材設計的考量要項。練習包含

了閱讀、寫作、任務式活動。 

第六節 小結 

    以上的文獻探討給予我們以下的啟示。 

    首先，華裔學習者的學習華語的過程異於第一或第二語言的學習者，因

此應當有針對華裔學習者設計的教材，然而這是目前臺灣地區華裔華語教材

所極為欠缺之處。許多大學中的華裔學習者學習華語時，多是為了更了解中

華語言、文化，建立認同感，以更融入華人的社會。因此在教材方面，可按

5C 準則設計之，從文化內容著手，具學術性，善用其口語能力、改善識字

能力，並且提供挑戰。內容應當有系統地呈現華語語法，提供中華的文化和

傳統知識，增強學習者對於傳承語言的覺知，以內容為導向，全面地發展聽、

說、讀、寫的「溝通」能力為教學目標，並安排任務型活動輔助教學。 

    而在文化教材方面，內容需引起學習者對文化課的興趣，讓學習者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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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地了解中華文化的歷史傳統、風俗習慣，兼顧基礎性和學術性，並且重視

文化差異，使他們更加關注中華文化與其他文化的交流與融合，建立學習者

跨文化知識的輸入與比較，創造多元文化的世界觀，並使得學習者以更寬闊

的角度審視自己和他人的文化，透過發展文化意識和文化之旅，幫助學習者

更快地融入、了解中華文化，透過對比中西的文化，更能了解自身的文化，

從而能接受華語，進而成功地習得華語。 

    而經由教材評析的結果，我們可以得知目前針對華裔學習者的教材仍有

許多發展的空間，例如教材以主題式、螺旋式呈現的仍不多，系統性不足，

且並未符合 5C 準則或者是學習者為中心的理論基礎，僅《我與中國》透過

調查以學習者的興趣選擇內容。而研究者經由訪談得學習者僅欲學習一般

的、與日常生活相關的文化內容，此與學者所提到的高程度文化內容似乎有

些許不同，此仍值得做後續的研究。 

    由以上我們可以了解到以文化為導向的教學對於華裔學習者的重要

性，而編寫教材也應該從學習者所感興趣的文化主題著手，才具有針對性。

但是華裔學習者是否真如文獻所說對於文化內容感興趣?此點值得探討。此

外，由於文化範圍廣泛，文獻中並未提及華裔學習者究竟對於什麼樣的文化

內容感興趣，什麼樣的文化內容能夠吸引學習者學習華語，因此本研究嘗試

透過問卷、訪談，了解華裔學習者的實際需求，作為教材編寫的依據。相關

的調查步驟與結果將於第三章及第四章詳細說明。而針對華裔學習者的教

材，可以文化內容為導向進行設計，但目前仍無相關的教材設計原則，故本

研究欲綜合華裔教材與文化教材的編寫原則，擬定出以文化為導向之華裔學

習者華語教材設計雛型，並設計教材範例，以作為教材發展的雛形示範，此

將於第五章詳加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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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將說明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方法、研究步驟、資料蒐集。第一節為

研究方法；第二節說明研究的步驟；第三節闡述資料蒐集，包含文獻資料、

書面教材、需求調查。以下詳述之。 

第一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內容分析法」與「調查研究法」為研究方法。首先以「內容

分析法」對相關文獻進行整理、歸納，再以「調查研究法」了解學習者的文

化學習需求。 

  一、「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 Research) 

  內容分析法，又稱為文獻資料分析法。在社會科學的領域中，是最常用

來處理文件和檔案資料的方法(吳明清,2007:302)。此法是經由文獻資料所進

行的研究方式，係「以系統而客觀的界定、評鑑，並綜括證明的方法，以確

定過去事件的確實性和結論。其主要目的在於了解過去，洞察現在，預測將

來」(葉至誠、葉立誠,1999:138-140)。因此本研究採用內容分析法將過去關

於針對華裔學習者的教材以及文化教材方面的研究進行爬梳，以期整理出適

於華裔學習者以文化為導向的教材編寫原則。 

   研究者根據葉至誠、葉立誠(1999:149)提出的內容分析法的研究步驟如

下: 

    1.確定問題。研究者於研究範圍內廣泛探討相關的文獻，確定研究題目。 

    2.蒐集相關文獻。研究者自書面、網路方式蒐集文獻，來源為臺灣、中

國大陸、美國的專書、華語教材與期刊等等。 

    3.摘錄、整理、分析文獻內容。 

    4.解釋與歸納資料。運用歸納方式對於所蒐集的資料加以整理及解釋，

並藉以提出研究者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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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調查研究法」(Survey study) 

    調查研究是以特定群體為對象，應用問卷、訪談、測量或其他工具，經

由系統化程序，蒐集有關該群體的資料和訊息，藉以了解該群體之普遍特

徵。調查研究分為普查和樣本調查兩類型，兩者皆能夠在短時間內蒐集到大

量的資料，比其他研究方法經濟，因此也被廣泛地使用。 ( 吳明

清,2007:255-256)  

    問卷是一種為了統計或調查用的問題表格；是蒐集資料的一種技術，對

個人行為的量度 (特別是針對現況行為及態度取向方面)。問卷調查法是透

過調查對象，了解社會事實和測量其行為狀況的有效方法。特點為調查工具

的統一性、調查方式的靈活性、調查過程的匿名性、調查結果的量化性。(葉

至誠、葉立誠,1999:74-75) 

    訪問法是指研究者以深入訪談的方式獲取必要資料，經記錄整理、分

析、比較以達到對該研究主題的研究成果(葉至誠、葉立誠,1999:157)。優點

為回答率高，且訪問者能夠得到充份、完整的回答，並且討論較為複雜的問

題，易得到自發性的回答，少偽裝掩飾，可以重複問問題、解釋問題。 (吳

明清,2007:330) 

    由於關於華裔學習者華語學習的文化需求的研究還有許多開發的空

間，且華裔學習者的學習過程異於第一或第二語言學習者，若要編寫符合學

習者需求的文化教材，則需實際地進行調查。經由以上可得知，透過問卷與

訪談，可以了解個體所具有的內在的知識與信息、態度與信念、價值與偏好、

過去的行為與經驗(吳明清,2007:329)，再加上華裔學習者普遍具有較佳的口

語能力，經由訪談應能夠較為深入地了解學習者的想法，因此研究者採用問

卷與訪談，調查華裔學習者的文化需求、文化深淺度的需求等以作為教材編

寫的參考依據。  

第二節 研究步驟 

    本研究提出研究大綱後，針對研究目的、範圍與問題，探討國內外關於

華裔學習者、教材等兩大方面的文獻。之後對於華裔學習者的華語教學課程

和教材進行調查與教材評估，並以問卷與訪談調查學習者的文化需求，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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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者擬定出以文化為導向的中級華裔學習者教材編寫原則，進而擬定教材大

綱，編寫教材範例，再請資深華語教師使用教材範例教學，提出意見與建議，

研究者據以修正教材，最後對於整個論文研究提出結論與建議，以作為往後

相關研究的參考。綜合上述，本研究的執行過程和步驟如下: 

 

 

 

 

 

 

      

 

 

 

 

 

 

 

 

 

 

圖 三- 1 研究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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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分析 

擬訂教材編寫大綱 

編寫教材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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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料蒐集 

    本研究的資料來源可分為文獻資料、書面教材、問卷與訪談三方面。以

下分述之。 

  一、文獻資料 

    專書、期刊、論文等文獻的內容主要以華裔學習者的特徵、教學、教

材，以及文化教學、教材為範圍。資料來源為:  

   1.臺灣地區:包含書籍、期刊、論文集，來源自師大華研所所藏、師大圖

書館。 

   2.中國大陸地區:專書、期刊與論文集。 

   3.美國地區: 專書、期刊與論文集。 

   4. 網路資源：研究者援用的網路資源包含中國民國期刊論文索引系統、

全國碩博士論文資訊網、國立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論文電子

版、中國期刊全文數據庫網、中國博碩士論文全文資料庫(文史哲類與教育

社科類專輯)、華語相關網站。 

  二、書面教材 

    目前在美國針對大學程度的華裔學習者所設計的教材為 1.《中國啊，中

国!》－周質平、林培瑞；王學東編著(1997)；2.《大學語文》第一、二冊－

Duanduan Li, Iren Liu, Lening Liu, Hailong Wang, Zhirong Wang, AND 
Yanping Xie. (2003)；3.《我與中國》－賀謙、吳燕娜、楊穎編著(2008)。 

    而在臺灣地區的華語教學中心方面，特別為華裔學習者開班授課的僅有

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其所編輯的課本為《初級中文閱讀》、《中級

中文閱讀》。由國立編譯館主編的四套教材，中國寓言(1966)、中國的風俗

習慣(1977)、中國歷史故事(1980)、中國民間故事(1989)，另有由僑務委委會

所出版的一系列書面和數位教材。研究者將針對以上進行評估，以期擷取前

人編纂教材的精華，據以作為本研究之設計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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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需求調查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與訪談了解學習者的文化需求，研究者採用此兩法

之原因乃為問卷調查法無法詳盡地表達填寫者之意見，且文化主題較為抽

象，因此研究者欲透過訪談彌補問卷調查之不足處。首先是問卷調查，其次

是訪談。詳細情況如下: 

  (一)問卷調查 

   1. 問卷調查實施步驟 

    (1)問卷設計 

    研究者參考葉至誠、葉立誠(1999:81-82)所認為的問卷設計的步驟，整

理如下。 

     A.根據文獻的分析與整理，初擬以文化為導向之華裔華語相關的各種

主要問題，彙整為問題集。 

     B.在問題集的基礎上，篩選比較，確定問卷初稿。 

     C.編制問卷初稿後，研究者便尋求華裔學習者進行試填、修改，為二

稿，再進行試填，檢測問卷是否設計周全，並據以修改，最後制定正式問卷。 

   (2) 問卷發放 

    在與師大進修推廣學院的相關行政人員取得同意後，研究者於 2009 年

8 月 10 日在師大進修推廣部發放 105 份問卷；2009 年 8 月 15 日於師大國語

教學中心發放 10 份問卷。 

   (3)問卷統計與分析:問卷發放並回收後，研究者將問卷資料加以整理，並

且進行歸納、統計分析。 

  2.問卷調查對象背景資料 

    本研究欲了解來台學習華語之 18 歲以上華裔學習者的文化需求，由於

數量龐大，因此研究者採「非機率取樣」，也就是基於客觀條件的方便來取

樣(吳明清,2007:217)。由僑委會所公布的 2009 年海外華裔青年語文研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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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班梯次一覽表(見附錄 1)可得知，在暑假 7 月、8 月，美加地區返台學習

的華裔學習者多集中於臺灣師範大學進修推廣學院，因此研究者於該時發放

問卷。扣除無效問卷和背景不符合本研究所設定標準，共計 100 份有效問

卷，回收率達 87%。經研究者整理後，問卷調查對象的背景如下。 

表 三- 1 問卷調查對象之背景資料 
出生地 臺灣 美國 加拿大 香港 

比例 14% 61% 9% 7% 

年齡 17-24 歲，平均 19.7 歲 

國籍 臺灣 美國 華裔 加拿大 

比例 22% 54% 8% 12% 

到美國/加拿大的年

齡 
11 位到美國/加拿大的學習者年齡自 1-18 歲，平均 7.3 歲。 

在原出生地受過正

式教育 
13 位在原出生地接受國民小學 5、6 年級或高中的教育。 

父親的出生地 臺灣 香港 中國 美國 

比例 62% 16% 11% 11% 

母親的出生地 臺灣 香港 中國 美國 

比例 82% 11% 5% 2% 

父親到美國/加拿大

的年紀 
5-43 歲，平均 24.1 歲 

母親到美國/加拿大

的年紀 
5-46 歲，平均 26.1 歲 

第一語言 華語 台語 英語 廣東

話 
華語

和台

語 

華語

和英

語 

台語

和英

語 

比例 51% 7% 9% 12% 6% 9% 6% 

第二語言 華語 台語 英語 廣東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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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例 35% 5% 51% 9% 

用華語與家人溝通

的頻率 
總是 經常 有時候 偶爾 從不 

比例 23% 25% 17% 23% 12% 

用華語與朋友溝通

的頻率 
總是 經常 有時候 偶爾 從不 

比例 0 5% 21% 20% 54% 

自評聽的能力 優 佳 普通 不好 

比例 15% 53% 22% 10% 

自評說的能力 優 佳 普通 不好 

比例 9% 34% 42% 15% 

自評讀的能力 優 佳 普通 不好 

比例 3% 16% 42% 39% 

自評寫的能力 優 佳 普通 不好 

比例 0 0 0 100% 

正式華語教育 22%，1 個月-3 年，平均 1.5 年 

中文學校的學習時

間 
66%，1 個月-15 年，平均 5.4 年 

 

    100 名的調查對象中，70%出生於美國/加拿大，而出生於臺灣者僅

14%，而也有 7%出生於香港。年齡分布為 17-24 歲，平均年齡為 19.7 歲。

在國籍認同方面，62%認為己為美國/加拿大人，而臺灣人占 22%，僅 8%認

為自己是華裔美國人。而在 21%非美國/加拿大出生者中，到美國/加拿大的

年紀分布於 1-18 歲，其中 60%的人在原出生地受過國民小學 5、6 年級或高

中的教育。父母多出生於臺灣，到美國/加拿大的年紀以 20-30 歲居多，占

68%，平均約為 25 歲。 

    在家庭語言方面，39%為華語，英語為 13%，華語、台語、英語相交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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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庭為 46%。第一語言為華語者占 51%，台語和廣東話為 19%，英語為

9%，華語、台語、英語交雜的為 21%。第二語言為英語者占多數，51%，

華語為 35%，台語和廣東話為 14%。總是、經常、有時候用華語與家人溝

通的頻率為 65%，而偶爾和從不用華語與朋友溝通的頻率為 74%。在自評

聽說讀寫能力方面，表現佳者依聽說讀寫的排序遞減，大致來說，聽說的能

力較讀寫能力好，所有的調查對象皆認為自己的寫的能力不好。 

    在正式華語教育方面，有 22%接受過 1 個月-3 年，平均 1.5；有 66%的

人上過中文學校，短至 1 個月，長至 15 年，平均 5.4 年。 

    從以上統計資料可知，調查對象多為第二代移民，平均年齡為 19.7 歲，

視自己為美國人，第一語言為華語者約為半數，以華語為第二語言者為

35%，與家人較常使用華語交談，與朋友則反之；過半數的人上過中文學校，

華語有一定的基礎。 

  (二) 訪談 

   1.訪談實施步驟 

    依據葉至誠、葉立誠(1999:164-167)訪談步驟，研究者的訪談實施步驟

如下: 

    (1)訪談前的準備 

     A.訪談前的準備:掌握與華裔學習者特徵及文化主題有關的資料。 

     B. 透過問卷掌握關於受訪者的基本背景資料，例如出生地、家中語

言、使用華語的程度等。。 

    (2)設計訪談提綱 

    訪談提綱是一種訪問與回答均相當自由的蒐集資料的工具。研究者根 

據訪談目的，擬定訪談題目和綱目，作為訪談時的依據。 

 (3)選擇和接近受訪者 

    在前兩個步驟完成後，研究者選擇樂意接受訪問的受訪者 1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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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提問與紀錄 

    在訪談過程中，研究者取得受訪者許可，使用錄音筆記錄訪談內容。但

k 受訪者不願意接受錄音，因此研究者採手寫筆記。 

(三) 受訪者背景資料 

    10 位受訪者的背景相似。10 位中有 9 位在美國出生，年齡介於 19-25

歲之間，為第二代移民，父母皆來自臺灣。第一語言為英語，第二語言為華

語，皆出生於使用華語的家庭。在高中或大學接受正式華文課程的時間介於

0-22 年，皆上過中文學校，介於 2-10 年。研究者整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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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 2 受訪者之背景資料 

 

     

代號 A B C D E F G H I J 

出生地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臺灣

國籍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臺灣

年紀 24 22 22 22 22 24 25 25 19 23 

父母來自 皆來自臺灣，父母到美國的年齡介於 19-36 歲間。 

第一語言 英語 英語 英語 英語 英語 英語 英語 英語 英語 英語

第二語言 華語 華語 華語 華語 華語 華語 華語 華語 華語 華語

用華語與家

人溝通的頻

率 

從不 偶爾 偶爾 偶爾 經常 偶爾 有時 偶爾 經常 經常

用華語與朋

友溝通的頻

率 

偶爾 從不 偶爾 偶爾 偶爾 偶爾 偶爾 偶爾 偶爾 經常

自評聽的能

力 

還可

以 

佳 佳 還可

以 

佳 佳 佳 佳 佳 佳 

自評說的能

力 

還可

以 

佳 還可

以 

劣 佳 佳 佳 還可

以 

佳 佳 

自評讀的能

力 

還可

以 

還可

以 

還可

以 

劣 還可

以 

還可

以 

還可

以 

還可

以 

劣 還可

以 

自評寫的能

力 

還可

以 

還可

以 

還可

以 

劣 還可

以 

還可

以 

還可

以 

還可

以 

劣 還可

以 

正式華語教

育 

2 年 無 1 年 1 年 1.5

年 

無 1 年 1 年 1 年 1 年 

中文學校學

習時間 

5 年 10 年 4 年 2 年 6 年 8 年 3 年 2 年 10 年 5 年 

最高學歷 大學 大學 大學 大學 大學 大學 大學 大學 大學 大學

大學主修 法

律、

中文

雙主

修 

國際

關係 

商業

管理

社會

學 

心理

學 

商業

管理

商業

管理

商業

管理 

歷史 社會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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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本文採用內容分析法，對於華裔學習者的學習、教學、教材以及文化教

學與教材等進行文獻探討，歸納要點。除了文獻的整理與分析以外，研究者

也針對身為第二代移民，平均年齡為 19.7 歲的美加華裔學習者做問卷調查

與訪談，通過背景與文化相關內容的調查，以期了解學習者有興趣的文化內

容，並且了解以文化內容為導向的教材的施行可能性。而此調查結果也將與

文獻探討的內容相結合，以期匯整出符合華裔學習者需求的文化教材大綱，

並且建構以華裔學習者為對象之文化導向華語教材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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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問卷與訪談結果分析 
    本章首先統計 100 份針對在台學習華語，平均年齡 19.7 歲之華裔學習

者所發放的問卷，整理出華裔學習者對於哪些文化主題較感興趣等資訊以作

為本研究的教材發展依據，接著則是 10 位華裔學習者的訪談內容。 

 第一節 問卷調查結果與分析 

    本節分為問卷調查結果與訪談結果兩部分，首先為問卷調查結果，此分

為針對文化主題、華語教材的訪談結果。 

   一、文化主題調查結果 

    研究者針對文化主題調查 100 位華裔學習者的文化學習傾向，共為 8

道題目，分為 18 種文化主題。關於主題的選擇，研究者乃參考介紹中華文

化的書籍、Xing(2006)以及莊三慧(2008)的文化主題。詳細的問卷內容請參

考附件二。以下為文化主題調查結果與分析。 

   1.你喜歡中華文化 

選項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比例 1% 2% 12% 50% 35% 

非常同意的學習者占 35%；同意的人占 50%；普通的人占 12%；不同意的

占 1%；非常不同意者占 1%。綜合以上數據可知，喜歡(含非常同意)中華文

化的學習者為多數，占 85%，而不同意(含非常不同意)者則為 3%。 

  2.你想多了解中華文化 

選項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比例 1% 2% 12% 44% 41% 

非常同意的學習者占 41%；同意的人占 44%；普通的人占 12%；不同意的

占 2%；非常不同意者占 1%。綜合以上數據可知。85%(含非常同意)的學習

者想多了解中華文化，僅有 3%(含非常不同意)不同意。 

  3.為何想要學習中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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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1)個人

興趣 
(2)提升

華語能力 
(3)加強對中

華文化和社

會的了解 

(4)能更自在

地參與中華

文化團體的

活動 

(5)其他：政

治因素、中

華文化博大

精深 

(1)、(2) 

比例 14% 6% 9% 2% 2% 11% 

選項 (1)、(3) (1)、(4) (2)、(3) (1)、(2) 和(3) (2)、(3) 和

(4) 
(1)、
(2)、 (3)
和(4) 

比例 10% 2% 5% 19% 2% 22% 

學習者想要學習中華文化的原因以個人興趣、提升華語能力、加強對中華文

化和社會的了解、能更自在地參與中華文化團體的活動為多數，占 22%；

以個人興趣、提升華語能力、加強對中華文化和社會的了解者居次，占 19%；

個人興趣為第三，占 14%；個人興趣和提升華語能力占 11%。 

 4.各文化主題曾經學習45過的比例。 

主題 態度 信念 歷史 建築 古蹟 習俗 繪畫 玉器 書法 

比例 68% 63% 65% 30% 51% 64% 47% 22% 52% 

主題 音樂 文學 民俗

技藝 
茶 風水 雕刻 武術 食物 

比例 43% 46% 46 44% 30% 26% 44% 57% 

曾學習過或是接觸過的文化主題中，以態度為最高，占 68%；歷史居次，

占 65%；信念繼之，占 63%；其後是食物，為 57%；之後為書法和古蹟，

各占 52%、51%。而學習或接觸過比例最低的是玉器，22%；雕刻，26%；

建築和風水皆為 30%。 

  5.針對文化主題，學習者非常想要或想要學習的積分(以 4 分、5 分累計)

以及人數比例。 

                                             
45問卷當中所謂的「是否學習過」某些文化主題指的是，無論是在家中環境、華人社群中

接觸到的，亦或是在中文學校或正式教育中學習到的，皆可視為「學習過」該文化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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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態度 信念 歷史 建築 古蹟 習俗 繪畫 玉器 書法 

比例 67% 64% 42% 25% 40% 51% 32% 25% 56% 

積分 324 315 152 105 144 264 116 105 284 

主題 音樂 文學 民俗

技藝 
茶 風水 雕刻 武術 食物 

比例 23% 28% 26% 53% 27% 21% 57% 78% 

積分 100 125 112 272 118 85 288 368 

在文化主題中，選擇 4 分、5 分比例超過 50%者，第一名為食物，占 78%，

368 分；第二名，態度占 67%，324 分；第三名，信念占 64%，316 分；第

四名，武術占 57%，288 分；第五名，書法占 56%，284 分；第六名為茶，

占 53%，272 分；第七名為習俗，占 51%，264 分。 

 6.一本關於中華文化的華語教材讓你對華語有興趣。 

選項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比例 0% 2% 8% 47% 43% 

非常同意的學習者占 43%；同意的人占 47%；普通的人占 8%；不同意的占

2%；非常不同意者占 0%。綜合以上數據可知。90%(含非常同意)的學習者

認為一本關於中華文化的華語教材能提升對華語的興趣，僅有 2%(含非常不

同意)不同意。不同意的理由與上述相同。 

 7.你想要從教材中增加你對中華文化的了解。 

選項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比例 0% 2% 8% 39% 53% 

非常同意的學習者占 53%；同意的人占 39%；普通的人占 8%；不同意、非

常不同意者皆占 0%。綜合以上數據可知。92%(含非常同意)的學習者想要

從教材中增加對中華文化的了解，不同意(含非常不同意)的學習者為 2%。

不同意者的理由是，他們並不想了解中華文化，因為已經知道了。 

 8.你認為華語教材有必要增加文化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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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比例 0% 3% 12% 46% 41% 

非常同意的學習者占 41%；同意的人占 46%；普通的人占 12%；不同意的

占 1%；非常不同意者占 0%。綜合以上數據可知。85%(含非常同意)的學習

者認為教材有必要增加中華文化知識，僅有 3%(含非常不同意)不同意。而

不同意的理由是該學習者並不想要學習中華文化知識，而只想要參加一、兩

次關於該文化內容的活動；或者是對於學中華文化沒有興趣。 

  二、文化主題調查結果分析 

    根據問卷統計結果，喜歡並且想要多了解中華文化的學習者皆占調查對

象的 85%，而想要了解中華文化的原因以個人興趣和提升華語能力、加強

對中華文化和社會的了解、能更自在地參與中華文化團體的活動者居多，此

顯示除了對於中華文化、社會的了解，能更自在地參加中華文化團體的活動

外，華裔學習者也想要透過中華文化的學習提升華語的能力，因此在學習內

容方面，除了以文化為內容以外，應該也要加強語言學習的詞彙和語法內

容，幫助學習者提升華語能力。 

    從數據我們可得知， 90%(含非常同意)的學習者認為一本關於中華文化

的華語教材能提升對華語的興趣；92%(含非常同意)的學習者想要從教材中

增加對中華文化的了解；85%(含非常同意)的學習者認為教材有必要增加中

華文化知識。而在非常想要或想要學習的文化主題依序為食物、態度、信念、

武術、書法、茶、習俗。此可以做為未來編寫教材的內容參考依據。 

    經由以上的問卷調查結果分析，研究者得以下幾點結論： 

  1. 85%華裔學習者想要多了解中華文化。 

  2.華裔學習者想要了解中華文化的原因為個人興趣和提升華語能力居多。 

  3.華裔學習者非常想要或想要學習關於食物、態度、信念、武術、書法、

茶、習俗的內容。 

  4.絕大多數的華裔學習者想要透過華語教材了解中華文化，也認為教材有

增加中華文化的必要性，且此能提升其學習華語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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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以上的問卷調查結果與分析，我們可以了解華裔學習者對於文化內容

的需求，但是由於家庭背景的不同，再加上文化的範圍相當廣泛，華裔學習

者在華人社群的成長背景之下，他們究竟具備了多深的文化知識? 他們究竟

想要了解的是較為高程度的、較深入的文化知識，還是想要了解一般、基本

的文化知識?研究者通過問卷調查的結果，仍無法解答以上的疑問。但若能

釐清這些問題，則必能夠對於華裔學習者欲學習的文化內容有更進一步的了

解。因此，研究者針對以上的問題，以在臺灣學習的 10 位華裔學習者為訪

談對象，進行訪談，以期能夠深入了解學習者的文化背景、需求，得到較為

完整、充分的資料，並作為教材設計原則的依據。 

第二節 訪談結果與分析 

    研究者自 100 位問卷調查對象中，尋求 10 位於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

中心學習的華裔學習者進行訪談。訪談時間為 2009 年 8 月中，為期兩個星

期。從填寫基本資料至訪談結束，皆約為 40-50 分鐘。訪談的內容乃針對問

卷調查中，研究者還想要深入了解的部分進行了解，例如已學習過的文化內

容涵量，以及想要了解一般或者是深入的文化內容等，研究者按各受訪者不

同的情況，故有些許不同的提問，因此每位受訪者所回答的問題皆不太相

同。而受訪者 J 拒絕訪談過程中錄音，因此研究者盡量手寫，記下對話重點。

10 位受訪者皆以英文字母代之。 

    研究者整理十位受訪者的訪談內容(以下所引用的內容，皆為原始語

料，未經研究者修改)如下。 

 一、訪談結果 

   1.學習過的文化內容為何? 

    無論是在家中耳濡目染，或是經由學校教授而得知的，受訪者學習過的

文化內容大致為信念、態度、食物、文學、習俗、歷史、茶、古蹟等，但關

於究竟學習到什麼方面的文化知識，則受訪者的情況不盡相同，大體來說，

關於食物，例如 A、I 知道中國節日時，華人會吃什麼、B 知道中國傳統的

食物；C 知道吃飯時比較禮貌的行為；C、H 也提到他們學過怎麼做中國菜，

例如饅頭、包子等等。關於食物的名稱和所代表的意義方面，則並不是每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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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都了解，歧異度很大。還有一些是關於中國的歷史以及人物、A 提到

的中國的政治情況。而在看法和價值觀方面，則像是 A 提到的謙卑的態度。 

   2. 關於中國食物、茶、態度等文化內容，你想要了解什麼? 

    關於中國食物，受訪者感興趣的地方不太一樣，但多想多了解食物的作

法和了解各地不同的菜色。例如 B 想要了解中國各地的食物，「中國那麼

大，不同的地方吃的東西有什麼不一樣。像我上個暑假去了西藏，他們的食

物跟像北京或上海的食物非常不一樣，所以我覺得這種東西比較有興趣。」

B、C 對食物的烹調方式很有興趣，B 談到「中國人有很多滷的東西，烤的

東西，蒸的東西，跟美國很不一樣。因為我在美國長大的，所以來中國或臺

灣學這種東西，就是..對這種方面我才有興趣，才會真正懂中華文化。」C

則想要學習做中國菜。 

    而關於茶的主題，B、C、E、F 也都很有興趣，想要了解茶的種類等等，

如 B 回答「茶的話，我覺得因為中國人的生活中是一個很大的部分，所以

我覺得想去學一點，像怎麼去煮、不同的葉子、不同的味道，然後對身體有

什麼好處，這種東西很有趣。」，而 C 則是說「我對茶有多點興趣。我想

了解怎麼知道 A 茶好，比 B 茶好?還是這個茶有什麼營養，比這個茶?」。

而 F 和 I 都提到了文化對比的概念，如 F 所說的「不只是..我覺得像日本倒

茶那些，我覺得很有趣。」；B「因為我知道，有些人跟我講，不能把那個

杯子洗，也看到幾個人每年都會跑去拿那些茶，茶有點像……像我們美國就

是喝紅酒嘛，然後酒要什麼種類，杯子，那茶也是很像，杯子啊，哪裡來的

啊。」 

    而在書法的學習方面，E 和 H 都想要學書法，但理由不太一樣。E 的想

法是「書法有點像畫畫，有個方法，我對畫畫有興趣，所以我要學。」H 則

是想要試一試，體驗書法。但 F 與他們不同，F 認為「……也不是想怎麼寫，

但是就是想要了解他們寫什麼…哪些作者比較有名，就是 general culture(一

般的文化)，就是了解一些中國人比較有名、比較好的作家。如果聽到別人

提他的名字，就知道，真的不需要了解怎麼寫。」 

    在態度、信念、習俗方面，B 指出，「因為我沒有長大在臺灣還是大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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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不知道他們的想法是什麼，因為我是做 business(生意)的，所以我要

想他們為什麼會想到這樣，為什麼他們做生意的時候要做這個辦法，像他們

做這個方法是因為他們想的 values(價值觀)、customes(習俗)是不一樣我。」 

  3.關於以文化為導向的教材的看法 

    在十位受訪者中，九位皆贊成使用以文化為導向的教材，F 提到，只要

是能加強她的華語程度的，她都是很歡迎的，且若是能有許多不同的文化主

題、內容，較能吸引不同的學習者的注意。由於問卷調查中僅有 H 不贊成

使用以文化為導向的教材，因此研究者特別詢問 H 的意見，H 認為「我想

要做一次，想這東西我們可以去一個地方參觀，我想要試一試。我不是要每

天學這個。像我們的課有時候會看這個，有時候會做那個，不是每次要那樣，

是小的活動。」從 H 的回答，我們可以了解他強調的是體驗文化，而非經

由教材學文化。但 H 也提到，如果「一邊可以做，一邊可以學，那是最好

的。」。B 贊同以文化為導向的教材，但也提到與 H 類似的觀念，「我覺

得文化的課本，課程也應該常常有參觀台北、中國的地方，真正要懂文化，

是在外面不是在裡面。」。 

    A 則是提到了透過學習中華文化認識自我的看法，「我在美國長大，也

在中華文化長大，有兩個影響，所以我不知道什麼是什麼，所以我在學校裡

學中國人的看法，喔，我發現其實這是從中華文化來的，所以我了解為什麼

我自己會有這個習慣。這幫助我了解我自己，面對一個情況，我已經知道為

什麼中國人有這個反應，但以前我以為只有我自己這樣，所以這讓我了解自

己。」 

  4.文化課本的內容，是關於日常生活的、一般的，還是較為深入的? 

    對於文化內容是較為普遍的，大眾所知的，並且與生活相關的，還是較

為深入的，10 位受訪者中有 9 位的看法皆是文化內容應與生活有關，為比

較普遍的知識，因為他們多考量到在臺灣學習中文的時間有限，因此在有限

的時間內，只能學習較為普遍的文化知識。 

    B 認為，「普遍的(內容)，因為真正要學那麼深的話，不是那麼 realistic(實

際)。因為我們，you know(你知道的)……，其實我是本來想來臺灣一年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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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好，可是我現在到了六個月，我現在才發現，一年之內我沒有辦法把中

文學好，我一定要留下來，才真正的會把中文學好，然後真正懂中文的文

化……。所以我想一開始是比較普遍的，可能待久一點，自然會懂比較深

的。」，C 也有類似的想法「因為太深入……是……不是我的專業，我不要

花這麼多時間在聊這個，可是如果我的專業，可以怎麼跟中國人做生意，我

想要了解。」；F 則提到與他人的互動「我想要了解最基本的，大家都知道

的文化，能夠跟別人聊的話題。」H 的看法與其他受訪者相反，他認為「不

關(日常生活)沒關係，我不是要特別學這個。我想要做，我不想學，像那個

煮飯課，他們給你看什麼飯，但是我比較想做，像那個毛筆課，我想試一試，

我不想學。」 

  5. 關於文化產物、文化習俗、文化觀點三個部分，想要了解的是什麼? 

    受訪者皆認為三種都想要知道，他們也都特別提到了文化觀點的部分，

如 E「我想要了解臺灣人的想法，跟美國人非常不一樣。」；B「只知道 what(什

麼)的話，我只能跟你談一兩分鐘，時間就不知道要做什麼。了解 how(如何)、

why(為何)就知道怎麼可以跟人談，我的建議、我的意見、我的概念，不然

真的不知道要談什麼。」；C「我比較想要知道 why ，……什麼造成中國

人喜歡做這個的事情，what and why made them do this way, and why do they 

do this now, because something happened to them in the past.(他們做了什麼和

為什麼他們這麼做。)」 

  二、訪談結果分析 

     關於學習者已經學過或接觸過的文化主題，即使研究者已先請受訪者

填寫已學習、接觸過的文化主題，但受訪者都不太能夠在訪談中具體地說出

文化主題的內容，更甚者如 H，無法說出自己究竟學了哪些文化，因此研究

者僅能盡量提供受訪者文化主題內容，引發他們的回憶並且加以說明。 

    由於每位受訪者對於已學過以及有興趣的文化主題不盡相同，因此研究

者針對受訪者勾選的項目進行訪談。受訪者在問到茶的主題時，會自行進行

文化對比，但觀念仍有點模糊，因此若是能夠在教材當中適時地加入文化對

比的知識與活動，則能夠更加鞏固學習者的知識。從訪談中可以發現，受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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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對於文化的需求受限於學習時間，主要為整體的、基本的知識，且與日常

生活相關，在日常生活中能夠與他人交談、互動，維持話輪。受訪者普遍也

認為通過文化的學習，能夠讓他們更加認識、真正地了解中國或是臺灣，甚

至於如同 A 所說的，更加了解自己。而若是教材內容以文化為導向，且能

幫助他們提高華語能力，那麼他們多半相當歡迎這樣的教材。而有兩位受訪

者提到了他們喜歡去參觀、做某些文化活動，在教室外學習文化，研究者也

將採用這些想法，在教材當中加入這些元素，期望學習者能夠通過這些活

動，體驗文化並且鞏固所學的語言文化知識，而 H 的想法也給予研究者很

大的啟示，學習者並不是不想學關於文化的內容，而是想要體驗，從做中學，

且活動應具多樣性，而非一成不變，如此更能引起學習者的興趣。 

    而在訪談的過程當中，就研究者己身的觀察，受訪者的文化程度、語言

能力不盡相同，且普遍有語法發展不穩定的情況，許多較為複雜的句式如比

字句，受訪者用錯機率高，但當研究者問到是否想要學習較為複雜的語法

時，受訪者皆認為自己已經熟悉華語的語法，並不想要特別的學習；此外，

學習者普遍都有臺灣國語的傾向，語音不夠標準。因此在教學的過程中，教

師可介紹標準語音的重要性，而在語法方面，應選擇較為複雜，用於篇章的

銜接詞，作為語法教學的重心。 

   

    根據以上的問卷以及訪談結果，研究者以為，發展針對華裔學習者且以

文化為導向的教材確實有其必要性。教材目標為提升聽說讀寫能力，尤其是

閱讀和寫作方面。教材可以食物、態度、信念、武術、書法、茶、習俗為內

容。由於各華裔學者所學習、接觸到的文化內容深淺不同，因此教材的文化

深度應以整體的、基本的知識為主，且與日常生活相關，包含文化產物、文

化觀點、文化習俗，特別是文化觀點的部分。且在教材設計方面也應具有彈

性，能夠讓教師自由地調節任務的難易度。而在活動方面，可注入文化體驗

的元素，使得教材內容更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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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文化導向之中級華裔華語教材
設計與範例 
    本章針對教材設計方面進行說明，並設計一課作為範例。教材設計要項

乃參考第二章文獻探討所歸納之原則與第四章之問卷調查、訪談結果。 

第一節 教材設計大綱 

  一、教材編寫原則 

    教材編寫指導原則乃以李泉(2006)所提出的語言教材編寫原則為基

礎，且根據第二章第四節教材編寫原則，再配合本教材的教材目標。以下為

針對美加籍中級華裔學習者以文化導向之教材編寫原則。 

  (1)定向原則： 

    本研究所編製的教材乃以美加地區 18 歲以上的華裔學習者為對象，以

文化為導向之中級華語教材。 

    由於一般初級華裔學習者特徵為聽、說能力佳，讀、寫能力幾乎未發展

或發展程度為初級46，從先前的教材評估可發現，初級華裔學習者的教材內

容為較口語的、短篇的文章，以日常生活為出發點，多著重於漢字的筆順、

筆畫書寫的訓練。而在中級部分，由於此時乃是口語進入書面語的階段，此

對於華裔學習者來說更是學習的重點，故針對中級華裔學習者編寫之教材，

多偏重於閱讀、寫作能力的培養，書面語體的訓練，且本研究乃以文化為導

向的教材，欲符合 5C 準則，從文化著手，生詞、語法為中高級程度，偏向

於書面語的閱讀和書寫表達。因此教材設定的語言層級為學習者須達漢語水

平考試(HSK)的中級47程度以上，或是華語文能力測驗(TOP)四級48以上。 

    教材所需學時一課為 8 到 10 學時，共 6 單元，14 課，並有三次的複習，

總學時為 118-146 學時。授課的進度與學時，教師可按教學進程與學習者的

學習情況做適度地調節。 

                                             
46 此乃為 ACTFL Chinese Proficiency Guidelines 能力劃分中的初級。 
47 詳細資料請參考漢語水平考試網頁。http://www.hsk.org.cn/intro/NM.html 
48 詳細資料請參考 TOP 考試網頁。http://www.sc-top.org.tw/chinese/LR/intermediat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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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目標原則： 

    教材所設定的目標為使中級華裔學習者能藉由中華文化的理解增進語

言能力，即藉由語言與文化學習華語，並藉由文化知識的學習更加了解中華

文化與自己。以華裔學習者感興趣的文化主題為內容，透過中華文化的了

解、中華文化與美國文化的比較、與家庭和社群的互動，使學習者在學習華

語的過程中逐步提升華語能力，並且更加了解自我，能以聽說讀寫的方式與

他人進行溝通，並能將所學的文化知識與語言技能應用於日常生活當中。 

  (3)特色原則： 

    教材迥異於臺灣地區針對華裔學習者所編寫的教材，以學習者為中心，

透過實際的問卷調查與訪談，以華裔學習者感興趣的文化主題為內容，且編

排具主題性與螺旋性；以語言教學為出發點，並據 5C 準則設計之，著重於

聽說讀寫技能的培養外，也加強學習者閱讀和寫作的能力，練習活動多樣，

注重與家庭、社群的連結，以任務型活動輔助學習。 

  (4)認知原則： 

    教材內容符合 18 歲以上學習者的認知程度。另以學習者較佳的口語能

力幫助閱讀能力的遷移。 

  (5)時代原則： 

   教材設計所根據的理論基礎皆為現今最新之研究成果，例如溝通式教學

法、5C 準則、針對華裔學習者以文化導向教學的理念等。 

  (6)語體原則： 

    教材兼採書面語語體與口語語體。課文第一部分對話，以半正式口語語

體為主，加強學習者的口語能力。第二部分文章閱讀，為書面語語體，欲從

中高級詞彙、語法提高學習者的程度。 

  (7)文化原則： 

    教材所選取的文化點為中華主流文化、與美國文化有差異的文化點，文

化內容為普遍的、一般華人擁有的觀念，與日常生活有關。一主題下盡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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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文化觀點、文化產物、文化習俗三部分。 

  (8)趣味原則： 

    教材內容為華裔學習者有興趣的文化主題，並與日常生活相連結，引起

學習者的學習動機。教材增加與主題相關的圖片、插圖，以輔佐學習；而在

形式設計方面也力圖趣味化，以較吸引人的方式呈現。 

  (9)實用原則： 

    教材以實用為出發點，從課文著手，符合學習者的需求，內容與日常生

活做連結，加強聽說讀寫的能力，特別是閱讀和寫作能力。 

  (10)立體原則： 

    教材設計不僅包含教材，也包含學生練習本等製作，便於教師運用以及

學習者能多方面地學習華語。 

 二、教材體例 

    在教材整體結構方面，採單元式，將學習者有興趣的文化主題以單元制

編排。單課內容共分為課前討論、課文、生詞、語法、練習五部分，並以上

述的十項教材編寫原則為依據。以下是課本以及練習本各部分的設計理念與

說明。 

  (一)課前討論 

    進入課文前應先有課前討論，活動設計以討論圖片、插畫或者提問觸發

經驗感想為基礎，此作用在於引領學習者進入該課文化主題，從圖片引發聯

想或是回憶自身過往的經驗，故較能快速地進入該課的主題。一方面可以讓

學習者練習口語能力，一方面教師也可藉此機會了解學習者對於該課的相關

背景知識。 

  (二) 課文 

    進入課文之前，有關於該課大意或者是當課的重點的提示、提問，此設

計的目的在於幫助學習者掌握全文大意，且培養閱讀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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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文內容以文化為導向，以問卷調查華裔學習者感興趣的文化主題為內

容，分別是食物、態度、信念、武術、書法、茶、習俗。內容與學習者的生

活經驗相結合，為普遍的知識，盡可能涵括文化觀點、文化產物、文化習俗

三方面；主題可採用真實材料；若有較深層的文化背景，應加註說明，避免

造成學習者及教師的負擔。 

    課文分為兩部分，首先為對話，其次為文章閱讀。課文主人翁以臺灣人

小文、小文的美國籍男朋友 John 貫穿全書，情境設定為兩人在臺灣生活時

所遇到的美國、中華文化衝突。課文一開始先以內容具趣味性的對話引起學

習者的學習動機，通過主角的日常對話，引導出臺灣人和美國人文化觀念的

不同。對話以對話體的方式呈現，旨在使學習者了解關於該主題口語的表達

方式，有效地提高學習者的口語能力。閱讀則是著重於介紹中華文化內容，

難度高於對話，書面語較多，欲提升學習者的閱讀能力。    

    課文結束後，則有關於該課較為細節的幾個問題，題型可為是非題、填

充題、問答題等，欲使學習者通過細節更加了解課文內容，如此也可培養其

閱讀能力。  

    (三)生詞 

    本教材將生詞分為核心生詞和專門生詞。核心生詞乃為重要且常用的詞

彙，課堂學習過後，學習者應能應用於日常生活當中；而專門生詞乃為較為

專門、少用的詞彙，學習者只需了解即可，教材中以＊標記之。 

    生詞的選擇依據採用張莉萍與陳鳳儀(2006)提出華語八千詞中的中等

詞彙為依據；生詞以漢語拼音標注讀音，以英語解釋字義，並呈現兩個華語

例句，以幫助學習者了解如何使用該生詞；生詞具有重現性，一冊當中生詞

於同課或不同課的不同語境中重複出現。 

   (四)語法 

   語法部分參考《中級中文閱讀》、《大學語文Ⅱ》的語法點，其主要介

紹銜接篇章的、華語特有的語法點。每個語法下有兩個實用的例句，並有三

個練習，立即鞏固學習者的語法概念；有系統的編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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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練習 

    練習設計的目的乃為發展三種溝通能力，全面提升聽、說、讀、寫能力，

且能活用文化知識能力，並且以華語與社群、家庭互動，進而更加了解中華

文化，審視己身。 

    練習以循序漸進，機械式、理解式為原則，按部就班，希冀學習者能藉

有一連串的練習活動熟習生詞、語法，並且了解該課的文化內涵。教師也能

夠透過練習檢視學習者的學習成效，故練習也是教學評量的工具。由於學習

者的閱讀、寫字、寫作能力普遍來說不佳，因此將著重於這些地方。課本中

的練習題型以促進課堂討論為主，包含克漏字、閱讀練習。而練習本中的練

習則是以學習者能課後自行進行的題型，例如漢字練習、部件練習、資料蒐

集、任務式活動、寫作練習。以下為各練習題型的說明。 

 1.漢字練習 

    列出該課常用的生詞，以漢語拼音呈現，請學習者寫出漢字，加強學習

者學寫漢字的能力。 

 2.部件練習 

    列出十個漢字，請學習者寫出部件、歸類或是以配對的方式選擇漢字的

部件加強部件的記憶，以提高對於漢字的記憶和辨識能力。 

 3.克漏字 

    內容包含生詞、語法，題材與課文相關，主要考察在篇章的形式之下，

學習者對於生詞、語法的掌握情形。 

 4.閱讀練習 

    閱讀文章為與該課相關的、華語使用者普遍皆知的人物軼事、典故，希

冀藉由富有趣味性的內容引領學習者吸收文化知識，而文章後附有數個問

題，以幫助學習者掌握閱讀重點及提升閱讀能力。 

 5.資料蒐集 

    由於現在是網路的時代，許多的資訊皆源於網路，因此學習者應該要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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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建立藉由網路蒐集資料的能力，因此在此練習當中，學習者可經由當課所

學習的生詞、語法，或者教材所提供的網址，上網查詢教材中所設定的內容，

統整資料以後與他人分享，此既能提高學習者貫連不同學科的能力，也能夠

將華語能力實際運用於日常生活當中，而能培養永續使用華語的能力，並擴

展視野。 

 6.任務式活動 

    活動內容可為與當課主題有關的任務，可以是同儕間的互動，例如小組

討論、角色扮演、分組辯論等；也可以是與家庭、華人社區資源的連結，例

如採訪、面談、文化調查等；學習者也可以利用課本所提供的網站，搜尋任

務的相關資料，並作整理與歸納，以較正式口語或書面語表達之。任務式活

動的目的在於使用該課所學的生詞、語法，透過真實的與標的語使用者或同

儕的互動、溝通，能鞏固所學。特別是華裔學習者所擁有的資源，其家庭背

景與自我的成長歷程，可比較美國文化與中華文化的差異，進而能更加了解

自我。 

 7.寫作練習 

    針對當課的文化主題，以適當說明引導寫作，培養華語寫作的能力；也

可請學習者以練習活動討論的內容、對於該課主題書寫自己的感想、經歷，

如此能訓練學習者以較正式的語體書寫，提高語言能力。 

    若該課的主題有適宜的參觀活動可配合，教師可於課堂教學結束後，帶

領學習者參觀相應實物或文化場景，並設計任務要求學習者完成。而此將視

教師的教學計畫、參觀時間、參觀地點的配合，彈性採用。 

第二節 教材編寫範例 

    本教材課文主題的選擇以問卷調查、訪談結果為參考基準，單元安排的

順序以教材的整體性為考量。由於文化的範圍十分廣泛，故課文的內容大綱

僅列出一般的、學習者應需了解的部分。另外，下表中的文化主題並不完全

歸屬於某類，研究者僅以各課所最欲呈現的文化內容作為歸類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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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文單元設計 

表 五-1  課文單元設計 
單元主題 課別/課名 課文主題 內容大綱 

歷史 第一課/ 

福爾摩沙 

臺灣的歷史 1. 歷史 

2. 民族性 

第二課/ 

民以食為天 

中國菜 1. 中國菜的特色 

2. 中國菜的烹調方法 

3. 飲食禮儀 

第三課/ 

臺灣美食 

臺灣菜的介

紹 

1. 臺灣菜的特色 

2. 臺灣的代表食物 

中華飲食 

第四課/ 

柴米油鹽醬醋茶 

茶 1. 種類(臺灣有名的茶類) 

2. 茶的飲用介紹 

3. 茶的益處 

綜合複習一 

第五課/ 

謙虛 

謙虛 1. 華人的處事觀 

2. 謙虛的精神 

第六課/ 

男主外，女主內 

家庭 1. 家族生命的延續 

2. 中國家庭的重要性與特色 

3.  父系觀 

態度 

第七課/ 

敬老尊賢 

敬重老人 1. 輩分觀 

2. 讓座 

第八課/ 

中國功夫 

武術 1. 整體介紹 

2. 武術的精神 

3. 武術電影 

4. 武術名人：李小龍 

藝術 

第九課/ 

書法 

書法 1. 整體介紹 

2. 各種書體的特色 

3. 書法的精神 

4. 書法名人：王羲之 

綜合複習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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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課/ 

士農工商 

教育 1. 中國教育的特色 

2. 教學思想 

第十課/ 

至聖先師 

孔子思想 1. 孔子的思想與貢獻 

2. 孔廟與祭孔大典 

3. 七十二弟子的故事 

信念 

第十一課/ 

宗教思想 

宗教思想 1. 臺灣宗教的特色 

2. 中元節與鬼月的介紹 

3.  慈濟功德會 

第十二課/ 

男大當婚，女大當嫁

嫁娶 

 

1. 臺灣人婚嫁觀 

2. 婚嫁習俗 

第十三課/ 

不孝有三，無後為大

懷孕 1. 傳宗接代觀 

2. 重男輕女觀 

3. 習俗及忌諱 

習俗 

第十四課/喪葬 喪葬 1. 慎終追遠觀 

2. 祭祀的父系觀 

3. 清明節的介紹與習俗 

綜合複習三 

 二、教材設計之範例 

    結婚是生活當中常見的話題，而美國、加拿大地區的婚禮習俗與臺灣的

習俗有些差異，因此研究者以臺灣人婚姻習俗為主題編寫示範教材，以下為

該課的教學大綱。 

 

  (一)教學設計大綱 

    本課的設計可分為課前討論、課文內容、練習活動三大部分。詳細內容

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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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五-2 課文範例設計大綱 
       主題

設計 
第十五課「男大當婚？女大當嫁？」 

教學目標 1. 理解傳統臺灣人的婚姻觀念 
2. 理解傳統臺灣人的婚禮習俗 
3. 理解現代臺灣人的婚姻觀念 
4. 運用本課生詞、語法討論婚姻觀念與婚禮習俗 
5. 利用家庭、社群資源，蒐集相關資料。 

教學內容 1. 傳統臺灣人的婚姻觀念 
2. 傳統臺灣人的婚禮習俗 
3. 現代臺灣人的婚姻觀念 
4. 美國與臺灣人的婚姻觀念、習俗的不同 

教學活動 1. 課前討論 
 列出幾個與本課內容相關的問題，引領學習者進入本課主題。

 (1)請學習者按照字義猜測「男大當婚，女大當嫁」的意思。

 (2)詢問學習者是否有參加臺灣人婚禮的經驗，印象最深刻的

是什麼事情? 
2. 生詞教學 
3. 語法教學 
4. 對話 
5. 文章閱讀 
6. 練習活動 

教學方法 問答、講述、討論、合作學習、練習 
教師角色 作為引導者，從旁協助學習者學習，提供學習者發展語言能力

的機會。 
學習者角色 積極主動，踴躍發言，為課堂的參與者、探索者。 

 

  (二)教材內容與 5C 準則關連 

本研究之教材範例乃據 5C 準則設計之，故各活動與 5C 準則之關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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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五-3 教材範例與 5C 準則關連性 
               教學安排 實際內容 

溝通(Communication) 1.生詞解釋 

2.語法解釋 

3.課堂討論 

4.訪問活動 

5.寫作練習 

能將所學之生詞、語法

實際應用於溝通中，並

能與人交換意見、提供

訊息。 

文化(Culture) 

 

1.課文 

2.閱讀練習 

能了解臺灣人的傳統婚

姻觀、習俗，以及現代

婚姻觀。 

比較(Comparison) 課堂討論 能比較臺灣、美國婚姻

習俗和觀念的差異。 

貫連(Connection) 寫作練習 能從圖表當中獲取關於

臺灣近十年來結婚人數

的資訊。 

社區(Community) 

 

1.資料蒐集 

2.訪問活動 

能將課堂所學實際應用

於目的語之社群中。 

 
(三)單課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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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課 

 
                                                                       

 
   
 
 
 
 
 

什麼是「男大當婚，女大當嫁」? 

你參加過華人的婚禮嗎? 讓你印象最深的是什麼? 

 
 
 
 
 
 

1.婚： hūn (VA) to marry 
2.嫁： jià (VA) (of a female) to marry 
3.婚禮： hūnlǐ  (N) a wedding 
4.印象： yìnxiàng (N) impressions 

Getting Started：Study the pictures and discuss 

 

男大當婚? 

女大當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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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文和 John 戀愛多年，終於打算結婚了，所以他們就去見了

小文的父母談談他們的結婚計畫。沒想到…… 

黃伯伯：「男大當婚，女大當嫁」，你們已經夠大了，是該結婚了! 

John：謝謝黃伯伯，我以後一定會好好地照顧小文。聽說臺灣人 

      的婚禮習俗跟美國人的不太一樣。不知道黃爸爸覺得怎麼 

      辦比較好? 

黃伯伯：我們是比較傳統的臺灣人，的確有一些婚禮習俗。不過 

     ，你是美國人，所以可以簡單一些，但是有幾個地方，我們 

      還是很堅持的。第一，媒人要來提親；第二要給聘金，不 

      多，二十萬就好了；第三，你要坐禮車來迎娶；第四，要 

      辦喜宴，還要送喜餅。 一定要有這些習俗。 

   (John 聽到黃伯伯的話，有點嚇到……，但是他說……) 

John：我知道這些都是應該的，但是我還在念博士，沒有這麼多 

      錢，不知道婚禮能不能簡單一點，跟美國人的一樣? 

對話 Dialogue 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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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媽媽:我們也不想讓你花費那麼多的錢，但是這是傳統，這樣已

     經很少了。而且我們把女兒養得那麼大，她要結婚，是件大

     事，如果婚禮太簡單，有點丟臉呢!希望你可以了解。 

John：喜宴一定要辦嗎?可以是自助餐嗎?吃牛排和沙拉怎麼樣? 

黃伯伯：喜宴是一定要的，這樣我們的朋友才會知道我的女兒結 

      婚了。通常都是合菜，也就是一張桌子上坐 10 到 12 人，大

      家一起吃飯，通常都有雞、魚，表示吉利，菜名也都有吉利

      的意思；也要有甜湯，表示婚姻甜甜蜜蜜。你如果要跟小文

      結婚，這些習俗都要有。 

John：嗯……。 

     

(大家沉默了 5 分鐘…… 

 John 終於說話了……)  

                              

John：黃伯伯、黃媽媽。我想了想， 

     我還是帶她到美國結婚好了!在美國舉行婚禮，新娘 

     要負擔所有的費用……。     

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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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千年以來，中國有句老話，「婚姻是終身大事」，說明了中國

人相當重視婚姻制度，認為婚姻能延續家族生命，因此無論男女都

一定得結婚，而且是先結婚，後戀愛。 

    要舉行一場傳統的臺灣人婚禮，必須按照父母的意思，也就是

父母能決定兒女的婚姻。傳統觀念認為「男大當婚，女大當嫁」，

所以當兒女十幾歲時，父母就會努力地為他們安排適合的婚姻，而

選擇的標準是兩個家庭是否門當戶對，而不是個性的好壞。 

    臺灣人的婚禮有許多習俗，相當複雜，例如提親、送聘金、發

喜帖、迎娶等。選擇迎娶的日期，除了考慮新郎、新娘的出生年月

日以外，還得配合中國的農曆。迎娶當天，新郎坐禮車到新娘家中

迎娶，禮車離開時，新娘的家人得潑一盆水，表示新娘像潑出去的

水，不會再依靠娘家了。婚禮的最後還要舉辦喜宴，接受大家的祝

福，喜宴結束後，新郎和新娘也要送客人喜餅，表示喜氣。 

    近年來，臺灣人的婚姻觀念出現了很大的變化。一方面是由於

社會環境的改變，自由戀愛相當流行，按照父母意見結婚的情況已

經不多見了。另一方面，「不婚族」的比例越來越高，他們的想法

是，舉行一場傳統的婚禮，需要花費許多時間和金錢，再加上臺灣

  First Reading: Get the Main Idea  

There are three main ideas in the reading. Read through 
the reading and write down the third one. 

1.臺灣人重視婚姻的原因 

2.臺灣人傳統的婚禮的習俗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閱讀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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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ond Reading: Get the Specific Information 
Reread the text and indicate whether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are true or false. Write “T”for true and “F”for 
false. If the statement is false, correct it. 
1. _____新郎迎娶新娘後，新娘家人必須潑水的原因是為了愛 

     乾淨。 

2. _____現代的每個臺灣人都有「男大當婚，女大當嫁」的觀 

        念。 

3. _____現代的女性認為自己一個人也可以過得很好，因此她 

 們不一定要結婚。 

4. _____不按照父母的安排，自己選擇喜歡的人結婚，是現在 

 的方式。 

5. _____傳統的臺灣人認為婚姻是因為兩個人愛情的結合，不 

       是為了延續家族生命。 

人的傳統觀念認為，結婚時新郎應該有了一些的錢、房子等等，表

示有能力照顧新娘。這些對年輕人來說，都是不小的壓力。另外，

許多人不再像過去一樣，認為結婚、生孩子是人生唯一的目標，他

們想要擁有更多的自由；現在也有越來越多的女性擁有獨立的經濟

能力，她們覺得一個人自在地生活，也是一種不錯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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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戀愛 liànài  (VA)  fall in love 
     談戀愛 fall in love 
  我們從來沒有想過，媽媽到了 50 歲還談戀愛! 
  他覺得和一個大他十歲的女人談戀愛，是件正常的事情。 
2. 終於 zhōngyú (Adv) at long last, finally 
  經過三年的努力，他終於完成了這部小說。 
  考了二十幾次，弟弟終於通過了外語測驗，可以到國外讀書了。 
3. 習俗 xísú (N) customs；conventions 
4. 的確 díquè  (Adv) certainly,surely 
  天氣這麼冷，但還是有很多人排隊買票，可見這部電影的確很受歡迎。 
  經過了這麼多的事情以後，看得出來，他的確是個可以相信的好朋友。 
5. 堅持 jiānchí (VS) persist in, insist on 
  他堅持留在家裡，不願意和我們一起去吃飯。 
  校長堅持每個學生都應該參加介紹華人習俗的活動。 
6. ＊媒人 méirén (N) match-maker 
7. ＊提親 tíqīn (VA) marriage proposal 
  提親的時候，有許多習俗要特別注意。 
  媒人的工作就是到新娘家中提親。 
8. ＊聘金 pìnjīn (N) betrothal money 
9. ＊迎娶 yíngqǔ (VA) The groom goes to the bride's house to pick her up. 
  迎娶新娘的那天，新郎緊張地完全說不出話來。 
  奶奶在新郎迎娶新娘的時候，忍不住哭了起來。 
10. 喜宴 xǐyàn (N) wedding banquet 
   喜 xǐ：lucky  喜餅 xǐbǐng  engagement-cake    喜糖 xǐtáng  wedding candy 
                 喜帖 xǐtǐe    wedding invitation   喜氣 xǐqì    hilarity 
11. 自助餐 zìzhùcān (N) buffet 
12. 合菜 hécài (N) share dishes 
13. 表示 biăoshì  (VA) show, express, indicate 
  我要用這些花來表示我對你的祝福。 
  一連下了好幾天的黃雨，這表示空氣品質不佳。 
14. 吉利 jílì  (VS) lucky；auspicious 
  華人認為黑色代表不吉利，所以新娘不可以穿黑色的衣服。 
  過春節的時候，要多說點吉利的話，才會有順利的一年。 

生詞 Vocabul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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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婚姻 hūnyīn  (N) marriage, matrimony 
16. 甜蜜 tiánmì (VS) sweet 
  他們剛結婚，看得出來生活過得很甜蜜。 
  情人之間的對話，通常都很甜蜜，讓人羨慕。 
17. 沉默 chénmò (VS) reticent,taciturn,silent 
  沉默了一會兒後，他才說出他的想法。 
  媽媽總是告訴我「沉默是金」，不要隨便亂說話。 
18. 負擔 fùdān (N)/(VA) burden, load/ bear, shoulder 
  她的父母很早就去世了，弟弟妹妹的生活費事她最大的負擔。 
  這次員工旅遊，公司會幫每位員工負擔一半的費用。 
19. 相當 xiāngdāng  (Adv) quite, fairly, considerably 
  孩子去國外念書了以後，他們夫妻倆相當寂寞。 
  美國是個相當自由的社會，人們可以說出自己的看法。 
20. 重視 zhòngshì  (VS) take sth. seriously 
  現在的人越來越重視健康了，因此有很多有機的產品。 
  他相當重視工作，幾乎都沒有休息，他的小孩都認不得他了。 
21. 制度 zhìdù  (N) system,institution 
22. 延續 yánxù （高級） (N)/(VA) continuity 
  長輩認為結婚生子是一個家庭生命的延續，這給我相當多的壓力。 
  為了延續父親的事業，我決定放棄當醫生的夢想。 
23. 按照 ànzhào  (Prep) according to, in the light of 
  我按照書上說的來做菜，結果還是做不好。 
  如果你要在這裡工作，就得按照這裡的規定辦事。 
24. 標準 biāozhŭn (N) / (VS) standard, criterion 
  老師對我們的要求很高，考試的及格標準是八十分。 
  她說得一口相當標準的廣東話，讓大家十分驚訝。 
25. 複雜 fùzá  (VS) complicated, complex 
  申請到國外工作有點複雜，需要一段時間。 
  開始工作以後，她才了解社會上有很多複雜的人。 
26. 考慮 kăolǜ (VA) think over, consider 
  這件事的問題不小，你最好先考慮一下再決定。 
  老師考慮要讓所有的學生一起上課， 
27. 配合 pèihé  (VA) coordinate, cooperate 
  政府的政策，人民應該配合。 
  如果有任何需要，請你交代一聲，我們會盡量配合。 
28. ＊農曆 nónglì (N) the lunar calendar 
29. 潑 pō（高級） (VA) splash, spill, sprink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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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過的水，別往外潑！ 
  過馬路時，她被一盆水潑到了，生氣得不得了。 
30. 依靠 yīkào  (VA) rely/depend on 
  以前的女人沒有經濟能力，所以只能依靠丈夫生活。 
  她是個沒有自己想法的人，什麼事情都依靠父母。 
31. 祝福 zhùfú  (N)/(VA) a blessing/ to bless 
  在飯桌前，他首先謝謝他的家人的陪伴，接著謝謝朋友的祝福。 
  在喜宴上，主持人祝福新郎與新娘早生貴子，終生幸福。 
32. 觀念 guānniàn  (N) sense, idea, conception 
33. 不婚族 bùhūnzú (N) the Never-Marry Group 
34. 目標 mùbiāo  (N) objective, target, goal 
35. 擁有 yǒngyǒu  (VS) possess, have, own 
  王先生很有錢，擁有許多土地。 
  每年都有許多遊客到歐洲去觀光，因為那裡擁有許多有名的古蹟。 
36. 自在 zìzài  (VS) free, unrestrained 
  他看人的表情讓我很不自在。 
  她用中文跟臺灣人談話很自在，一點兒都不緊張。 

 
 
 
 
 
 
 
 
 
 
 
 
 
 
 
 
 
 
 
 

喜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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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男大當婚，女大當嫁 nán dà dāng hūn, nǚ dà dāng jià.   
  At the marriage age, a man should take a wife, and a woman should take a husband. 
 「男大當婚，女大當嫁」這句話，是傳統的中國人的想法。 
  傳統的父母還是認為「男大當婚，女大當嫁」，早生貴子才是好事。 
2. 終身大事 zhōng shēn dà shì   
  A great event affecting one’s whole life, especially referring to one’s marriage. 
  婚姻是終身大事，不要隨便做決定。 
  她把終身大事當作遊戲，讓她的父母非常不高興。 
3. 門當戶對 mén dāng hù duì 
  A marriage between two persons of similar family backgrounds 
  傳統的父母認為門當戶對很重要，因此有錢人不能與窮人結婚。 
  許多人不同意門當戶對的觀念，因為婚姻應該重視的是談戀愛的兩個人，而不是

家庭背景。 
4. 早生貴子 zǎo shēng guì zǐ   
  May you have a dear son soon! 
  他們戀愛了很久，到了 30 幾歲才結婚，大家都祝他們早生貴子。 
  從「早生貴子」這句話，就可以知道中國人多重視孩子了。 

 
 
 
 
 
 
 
 
 
 
 
 

語法練習 Sentence practic  

成語和俗語  
Idioms and Proverbs 

 
新郎坐禮車迎娶新娘 

 新郎陪新娘跪著感謝父母的養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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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法練習 Sentence practice 

 
 
 
 
 
 
 
 
  A.她總是在睡覺，不管是在學校還是在家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妹妹不聽媽媽的話，一定要自己一個人旅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不管其他老師說什麼，校長堅持要舉行中文考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醫生每天看起來都很累，為什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出國的好處是什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你為什麼要在臺灣學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無論……都…… 

無論 signifies that the result will remain the same under any condition or 

circumstances. It must be used together with an indefinite interrogative pronoun 

or an alternative compound. 

(1) 我不想參加婚禮，無論誰結婚我都不去，別再說了。 

(2) 我們已經決定明天去旅行了，你無論同意不同意都得跟我們去。 

2.  一方面…一方面    on the one hand…on the other hand… 

The construction, meaning "on the one hand…,on the other hand...", is used to 

connect two parallel clauses or to denote two aspects of a state or situation.  

(1)當記者，一方面可以了解社會情況，一方面也可以了解各行各業。 

(2)她每天都很辛苦，一方面要去上班，一方面又要照顧父母和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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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美國人認為什麼日子最重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你認為學中文對你有什麼幫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臺灣人為什麼要辦喜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他看中文報的速度越來越快，因為他的中文水準提高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因為交通工具的改變，從澳洲到日本的時間變短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因為科技的進步，現在的手機可以用來看電影、收電子郵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隨著……     along with...; following...; in conjunction with... 

隨著 is used in a subordinate clause to indicate a changed circumstance. The main 

clause introduces a corresponding development. 

(1) 隨著經濟的發展，人民的生活水準也提高了。 

(2) 隨著他們戀愛的時間越長，兩個人相處得越好。 
 

3. 對 NP 來說   As far as NP is concerned 

This pattern shows that the speaker expresses opinions from NP's point of view. 

(1) 對美美來說，月底前找到工作是最重要的，要不然吃飯、租房子都會有

問題。 

(2) 他是大學的歷史教授，對他來說，過去的歷史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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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  

克漏字練習 Cloze  Fill in the blank with the appropriate word. 

隨著…      不婚族      婚禮     獨立     自在   吉利   

無論…都    一方面….一方面      戀愛      習俗 

 

    美美這個月就要舉行___(1)____了，她跟她的男朋友____(2)___了

好多年，現在終於要結婚了。美美以前是個____(3)_____，不想要結婚，

有個很好的工作，相當___(4)_____。她覺得兩個人在一起，沒有婚姻

的壓力，很____(5)_____。但是這幾年來，____(6)_____年紀的增加，

她開始想要結婚，想要有個孩子。可是美美沒想到，華人結婚有很多

____(7)_____，她覺得很麻煩，可是____(8)____她怎麼說，她的父母

____(8)_____認為一定要按照那些規定，要不然很不____(9)____。所

以美美____(10)_____很高興自己終於要結婚了，___(10)____也覺得結

婚麻煩得不得了。 
 
 
     
 
 
 
 
 
 
 
 
 
 
 

 

大家舉起酒杯，祝

福新郎與新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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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討論 Discussion 

(1)課堂討論  

 
 
 
 
 

分組討論 

 
 

分組討論 Group Discussion 

 
 
 
 
 
 

(2)分組討論 

 
 
 
 
 
 
 
 
 
 
 

1. 如果你是 John，你會按照臺灣的傳統嗎?你會怎麼做? 

2. 美國/加拿大的婚禮習俗有哪些? 哪些和臺灣的是不一樣的? 

3. 傳統的臺灣人和美國人/加拿大人的婚姻觀念有什麼相同和不同的

地方? 

4. 臺灣人認為嫁出去的女兒就像潑出去的水，這跟美國人/加拿大人 

的看法相同嗎? 

5. 美國人是不是在婚禮上要說些什麼吉祥話?如果是，說些什麼? 

6. 參加美國人的喜宴時，應該要注意些什麼? 

7. 如果你結婚了，你想要舉辦臺灣人的還是美國人/加拿大人的婚禮?

   為什麼? 

1.「不婚族」越來越多，對社會有什麼影響? 

2. 你對「男大當婚，女大當嫁」有什麼看法? 

3. 你同意「門當戶對」的想法嗎?為什麼? 

4. 婚姻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嗎？每個人都應該結婚嗎？ 

5.男女適合結婚的年紀是幾歲?為什麼? 



文化導向之中級華裔華語教材設計研究-以在台學習者為例 

 120

閱讀練習 Reading Comprehension 
 
 
 
 
 
 
 
 
 
 
 
 
 
 
 
 
 
 
 
 
1. (    ) 
  這個故事主要告訴我們什麼？ 

A. 蝴蝶的由來 
B. 中國傳統的愛情故事 
C. 女孩喜歡讀書的理由 
D. 梁山伯的讀書生活 

2. (    ) 
  為什麼梁山伯不能和祝英台結婚？ 

A. 因為梁山伯身體不好，常生病 
B. 因為梁山伯還是個學生 
C. 因為祝英台的父親覺得他太窮 
D. 因為梁山伯家很有錢，看不起祝英台 

  

1.打扮 dăbàn  (VA) dress/make up 
2.成為 chéngwéi (VA) become,turn into 
3.趕緊 gănjǐn  (Adv) hurriedly,losing no time
4.原來 yuánlái  (Adv) originally 
5.根本 gēnběn  (Adv) at all,utterly 
6.看不起 kànbùqǐ  (VS) despise 
7.墳墓 fénmù (N) grave 
8.便 biàn  (Adv) then 
9.蝴蝶 húdié  (N) butterfly 

    從前，中國有一個很聰明的女孩子，叫做祝英台，她很喜歡

讀書，但是那個時候女孩子不能去學校讀書，所以她就打扮成男

孩子的樣子去上學。後來她認識了梁山伯，並且成為好朋友，但

是梁山伯一直都沒發現祝英台是個女的。有一天，祝英台收到了

父親的信，信裡說祝英台的母親生病了，因此她趕緊回家去。沒

想到，原來是祝英台的父親決定把她嫁給很有錢的馬文才。祝英

台知道了以後，寫信告訴梁山伯這件事。梁山伯知道祝英台是個

女孩後，趕緊到她家提親，但是祝英台的父親根本看不起梁山伯，

因為他家太貧窮了。 

    後來，梁山伯因為沒有辦法跟祝英台結婚，病死了。祝英台

知道這個消息後，要求她的父親在迎娶的時候讓她到梁山伯的墳

墓前看一下，才肯答應嫁給馬文才。就在結婚的那一天，祝英台

在梁山伯的墳墓前大哭，忽然天空變得很黑，墳墓裂開了，祝英

台便跳入墓中。不久，人們只看見一對蝴蝶從墳墓中飛出來，自

在地飛著。 

3.(    ) 
 最後提到了「蝴蝶」，那代表了什麼 
 A.自由的愛情，不受父母的影響 
B.墳墓旁邊有花，所以有蝴蝶 

 C.墳墓附近的環境很好，適合養蝴蝶 
 D.人們希望他們沒有過世，而是變成蝴蝶。 

◎欣賞影片《梁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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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習練習本範例 

 
學習 

練習本 
WORK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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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漢字練習 Chinese Characters 

Write the characters for the following and speak them once. 

(1) bùhūnzú  

____________ 

(2)jílì 

  ____________ 

(3) pèihé 

  ____________ 

(4) zhōngyú  

____________ 

(5) fùdān   

____________ 

(6) zhùfú   

____________ 

(7) mùbiāo  

____________ 

(8) yīkào 

 ____________ 

(9) zìzài    

____________ 

(11) yánxù 

   ____________ 

(12) xiāngdāng 

____________ 

(13) zhòngshì 

   ____________ 

 

2.部首練習 Radical Practice 

Please categorize words with the same radical into a group and write down 
what the radical means. 

沉默 戀愛 媒人 提親 迎娶 潑水 

負擔 考慮 婚姻 觀念 按照 擁有 

 

組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部首：________  意思：______________ 

組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部首：________  意思：______________ 

組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部首：________  意思：______________ 

組 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部首：________  意思：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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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詞練習 Vocabulary Practice 

Fill in the blank with the appropriate word. 

(1)這件事情有點_______，我們需要好好地計畫。 

(2)如果公司與員工_______得很好，一定可以賺很 

   多錢。 

(3)這個國家過年的_______是要貼白布，表示吉利。 

(4)大家都看得出來，喜宴上，新娘和新郎笑得很 

   _______。 

(5)表弟是很獨立的人，從來不_______父母。 

(6)西方人和東方人戀愛的_______不一樣，十分有 

意思。 

(7)老闆的_______是要在三年內，成為國內第一大 

的工廠。 

(8)剛進一家公司，請_______規定做事情，不要亂來。 

(9)每年到國外旅遊的時候，總是感覺特別_______，沒有煩惱。 

(10)在現代的社會裡，老是_______並不一定是件好事，應該要 

    多說說自己的看法。 

 
 
 
 

A.依靠 

B.配合 

C.觀念   

D.複雜  

E.自在   

F.沉默   

G.習俗   

H.目標   

I.按照   

J.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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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課外活動 After-class activity 

(1) 資料蒐集 Information gathering 

  
   
 
 
 
 
 
 
 
 
 
 
 
 
 
 
 
 
 
 
 
 
 
 
 
 
 
 
 
 
 
 
 

請到下面的網站，挑選 3 個自己最喜歡的關於婚禮的成語，並且介紹給同學。 
http://dict.idioms.moe.edu.tw/mandarin/fulu/about_main/tici/tici/tici02_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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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訪問 Interview (先繳交紙本報告，再課堂報告。) 

   請訪問你的父母或親戚以下幾個問題，寫成報告，並在課堂上分

享。(至少 350 字以上) 

 
 
  
 
 
 
 
 
 
 
 
 
 
 
 
 
 
 
 
 
 
 
 
 
 
 
 
 
 
 
 

你的父母或親戚，他們當初是

自由戀愛嗎？還是按照父母

的意見結婚的？ 他們對於父

母的做法有什麼看法? 

你的父母或親戚結婚

的時候是採用臺灣的

還是美國/加拿大的

婚禮習俗? 

他們對你的婚姻的

看法是什麼？有沒

有什麼要求？ 

你的想法是

什麼？ 

你的父母或親戚，對

「門當戶對」的觀念

有什麼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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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寫作練習 Writing

 
 

請用這張圖片，寫一篇和結婚人數有關的文章，內容必須要有四個部分： 

 

 

 

 

 

 

 請使用以下的生詞和語法： 

觀念、男大當婚，女大當嫁、經濟、壓力、習俗、戀愛、 

對 NP 來說、一方面……一方面…… 

 請寫 350 字以上。 

 請自己安排四個部分的順序。 

 

臺灣的結婚人數發生了什麼變化? 

為什麼會有這種變化? 

這種變化跟傳統華人的婚姻觀念有什麼不一樣? 

你對於這種現象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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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教材實施與評估 

    為使本研究設計之教材發展更臻完善，研究者按 Brown(1995)「教材設

計藍圖」之「評估教材的效益、修訂教材」步驟，藉由將設計範本落實於實

際的教學當中，從中獲得使用教師之回饋，作為本教材評估修正之根據。 

 一、教材實施 

    為詳細而確實地落實教材的實施，並從各種不同的角度評估教材範例，

研究者請五位資深華語教師使用研究者所編寫的教材範例(見附錄 4)，於四

月底至五月初進行教學。研究者於教師教學之前，與教師討論教學設計大綱

(表五-2)，做充分的溝通，並請教師記錄教學過程中，因為教材的緣故所引

起的問題，以做為研究者修正之參考。研究者欲藉由資深華語教師多年的教

學經驗確實了解教材修正的方向，以期使本研究更臻完善。 

  (一)教師基本資料 

    五位教師皆為女性，年齡多介於 41-50 歲間，教學經驗豐富，皆有 10

年以上的教學經驗，教授華裔學習者的經驗也相當豐富，皆有 2 年以上的教

學經驗。 

表 五-4 教材實施之華語教師基本資料 
代號 年齡 性別 國內外教學經驗 敎授華裔學

習者經驗 
教學地點 

甲 31-40 歲 女 國內 10 年 3-4 年 大學語言中心 
乙 41-50 歲 女 國外:1.5 年； 

國內:20 年以上 
2.5 年 私立語言中心、大

學語言中心 
丙 41-50 歲 女 國外:3 個月； 

國內:21 年 
2 年 私立語言中心、大

學語言中心 
丁 41-50 歲 女 國內:15 年 暑期班:4-5

年 
私立語言中心 

戊 41-50 歲 女 國內:19 年 3 年 私立語言中心、大

學語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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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者基本資料 

    本論文所設定的學習對象為 18 歲以上中級程度的華裔學習者，共為 14

位，也就是各教師的教授對象為 2-3 位。由於華裔學習者的語言程度較難確

切區分，且能夠配合教學實施的華裔學習者並不多，因此經由篩選過後，選

擇出 14 位程度較為一致的華裔學習者，程度介於中級低到中級高間。學習

者背景如下。 

表 五-5 教材實施之學習者基本資料 
出生地 9 位在美國出生，3 位在臺灣出生，2 位在香港出生 

國籍 美國籍 

年紀 介於 21 到 26 歲間。 

父母來自 12 位來自臺灣，2 位來自香港。 

第一語言 英語 

第二語言 華語 

用華語與家人溝

通的頻率 
7 位為經常，5 位偶爾，2 位從不。 

用華語與朋友溝

通的頻率 
12 位為偶爾，2 位為從不。 

正式華語教育 介於 0 到 1 年間。 

中文學校學習時

間 
皆有中文學校經驗，介於 4-8 年之間。 

最高學歷 皆為大學 

大學主修 7 位商業管理系，3 位理工科系，2 位人文學科，2 位心理

學系 

    
   教材實施的安排上，研究者原訂一課所需時間為 8-10 小時，分為 3 次授

課，每次 3 小時。3 次授課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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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五-6 教材實施之進度安排 
授課次數 授課內容 

第一次 1.課前討論(討論) 

2.生詞教學 

3.語法 

第二次 對話 

文章閱讀 

第三次 練習活動 

 

二、教材實施之評析 

    教師經由 3 次的授課，9 小時的教學，分別針對教材提出幾點改進的意

見，作為研究者修正教材的依據。 

    此教材範例的優點為符合 5C 準則、針對性強、具趣味性，內容豐富，

尤其是丁老師認為，對話內容中末段寫得非常好，既增添趣味性，又點出了

美國與臺灣習俗的不同，可引起學習者的學習興趣與討論。丙老師認為此課

主題性強，學習者能夠學習且更加了解臺灣當地的文化。由於本課的重點為

習俗，但是習俗的部分不是很多，可有一處列出許多習俗，與學習者討論，

既可增強語言能力，又可以強化對於文化習俗的了解，並且做對比。而在練

習部分，丙老師認為寫作練習、蒐集資料、訪談設計很好，相當多元，能讓

學習者連結家庭、社群，很不錯；丁老師認為，閱讀練習的設計構想很好，

與主題有關，但又有延伸，能夠讓學習者先暫時跳開習俗的部分，而藉由這

個有名的故事更加了解中國傳統的婚姻觀念。但除了文章閱讀以外，也可讓

學習者欣賞《梁祝》電影並討論，如此可加深學習者的印象。整體而言，教

師們皆對此教材相當滿意，認為此教材既介紹了臺灣的婚姻習俗，引發學習

者興趣，而又能提高華裔學習者閱讀和寫作的能力，是個值得引用的教材。

但在教材某些部分，則仍有待改進之處，研究者整理教師意見與建議，並分

為對話、閱讀、生詞、語法、練習、排版六方面，如下表。 

 



文化導向之中級華裔華語教材設計研究-以在台學習者為例 

 130

表 五-7 教材實施之教師回饋 

教材內容 待改進之處 

對話 1. 對話內容有許多冗詞贅語，需要精鍊些。(戊老師) 

2. 課文內容可將華人改為臺灣人，華人的範圍太廣，無法直接對

應到課文中的臺灣習俗，造成學習者的疑慮以及教師的教學負

擔。(乙老師) 

文章閱讀 1. 內容提及單身女性不婚的觀點，但似乎與傳統婚姻觀的重要性

不太平衡，宜修改。(甲老師) 

2. 文章閱讀可加入父母為子女選擇對象的條件，也就是「門當戶

對」的概念，如此則能將婚姻觀念更完整地呈現。(丁老師) 

生詞 1. 在例句的部分，情境不太清楚，或者是例句僅為單句，宜皆為

複句，可擴展學習者的句群能力。(戊老師)  

2. 例句宜修改，有些缺乏前後語境，有些則涉及國家議題不宜提

及，避免引起學習者反彈。(甲老師) 

3. 由於教材範例的生詞多達 50 個，在教學時，教師和學習者有

找不著生詞的困擾，因此生詞表宜分為 2 個，也就是對話後頭即

有一生詞表，閱讀後有一生詞表，如此可節省不少查找的時間。(甲

老師)  

4. 生詞量宜控制在 40 個左右，因為學習者的記憶力有限，在一

課當中生詞量不能太多，應為重現、複習先前所學的詞語，新詞

加上就詞，反覆練習，才能有效提升學習者的語言能力。另外，

生詞為名詞的話，不用列出例句，減輕學習者負擔。(丁老師) 

5. 由於某些生詞有兩種詞性，既已列出，在例句部分就應當呈現

兩種用法，且學習者並不了解某些句子的文化背景，不僅學習者

感到相當困惑，教師也需要再花費時間和力氣講解不同的用法。

(甲、丁老師) 

6. 有些生詞可以刪略，因學習者已學習過或對他們來說難度不

高，不必列為生詞。有些生詞如喜餅、喜宴、喜氣等都可以統一

教學，加強學習者字群連結的概念。(甲、丙老師) 

7. 應做出生詞與例句間的區別，雖有編號，但在查找生詞時，由

於例句與其齊頭，故容易看錯。(乙老師) 

語法 語法部分則宜有多一些語法練習，加強學習者語法能力，因為在

後頭的教學當中，學習者不太熟悉語法點的使用。(甲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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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而言 

1. 練習量太多，教不完，一課不應拖太久，學習者會失去學習興

趣。(丙、戊老師) 

2. 練習部分，設計應有些限制，學習者才會使用該課的生詞和語

法討論或寫作，因為華裔學習者的口語能力強，所以若未加以限

制，輸出的很多都是家庭語言，如此則未能練習到該課的教學重

點。(丙老師) 

3. 可將某部分的練習移至練習本當中，讓學習者課後可以練習該

課的生詞、語法，而不會占用到太多課堂時間。(丙老師) 

4. 可將某些練習改為考卷形式，當作該課的評量。(戊老師) 

 (1)漢字練習 

由於練習量多，故漢字練習處可提示一漢字，節省學習者填答時

間。(戊老師) 

 (2)生詞練習 

  A. 因為學習者選填時花費較多的時間，且有時會出現雙重答

案，則宜將十題切分為兩部分，如此可減輕學習者的負擔。(戊老

師) 

  B. 生詞練習與克漏字練習重複性高，可選擇其一就好了。(丁

老師) 

 (3)克漏字 

由於未充分提示，學習者不知道是否應該如何填答語法點，例如

「無論......都......」，空格處可改為編號提示學習者某兩格是同一個

語法點。(甲、丁老師) 

 (4)閱讀練習 

可讓學習者欣賞《梁祝》電影並討論，如此可加深學習者的印象。

(丁老師) 

 (5)分組討論 

第 4 題學習者無法發揮所學，宜刪除。(丁老師) 

練習 

 (6)角色扮演 

A. 應有生詞語法的限制，此相當耗費時間，且學習者配合意願不

高，應做適度的調整。(丙老師) 

B. 學習者反應普通，可能是跟年齡有關係，他們對於此活動不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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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興趣。(甲、乙老師) 

(7)課外活動 

  A. 蒐集資料 

應該說明清楚查找成語的內容，讓學習者看到說明指示即可了解

所要做的活動內容是什麼。(甲老師) 

  B. 訪談 

宜改為先是繳交紙本，經由教師批改之後，再口頭報告，因為學

習者有許多偏誤，應先經由教師批改糾錯之後，再由學習者自行

記憶，此時所著重的即為演講的手勢、氣勢等，如此可培養學習

者運用華語演講的能力。(丙、丁老師) 

  C. 寫作練習 

    a. 缺乏軸座標的說明，故學習者需經過教師的講解才完全了

解圖表內容，而也應有字數限制，因為某些學習者僅寫 50 字，如

此則未達到欲學習者運用本課所學寫作的教學目標。(甲老師) 

    b. 宜有生詞語法的限制或者是引導，才能使學習者使用該課

生詞或語法。(丙老師) 

排版 1. 圖片功能性可再強些。(丙老師) 

2. 圖片很好，加註說明，具有功能性，能讓學習者更了解課文所

要表達的文化意念，對於教師來說，也節省了講解的時間。(甲乙

丁戊老師) 

3. 圖片很漂亮，但是可放一些傳統的照片加深學習者的印象，也

與課文所要傳達的傳統概念較為符合。(丁老師) 

三、教材範例修改之處 

    研究者基本上已按上述教師的意見修改教材。然而，關於生詞表是否分

為兩部分的問題，由於只有甲老師發生該情況，而其他教師皆認為沒有查找

的困難，因此本教材範例並未按甲老師的意見修改。另外針對戊老師提及的

可將生詞練習切分為兩部分，可減輕學習者的負擔，研究者認為在其他班級

教學當中，學習者的反應皆良好，並未有此大題太過困難的情況，因此仍採

原形式。有鑑於學習者對於角色扮演的活動興趣皆不高，研究者刪除此部分

內容。另外，丙、丁老師對於練習量大的問題，提出了不同的建議，研究者

認為提供學習者足夠的練習是必要的，因此將原練習中，適於個人課後練習

的部分移至練習本中，僅保留需要教師帶領練習或是課堂討論的部分。丙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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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所提出的增加習俗練習的部分，由於研究者搜尋關於婚禮的習俗，許多連

華語母語者也不了解或是不曉得，因此僅以課文中的習俗為代表，不再增添

習俗練習的部分。 

 

    研究者透過教材範例的設計理念說明、教學者與學習者的背景介紹，

且通過五位資深華語教師的實際教學，得到教師們對於本教材範例的教學心

得，研究者也將參考教師們所提出的建議，斟酌修改教材範例，以使得本研

究成果更臻完善。本教材範例除了原先的課文以外，另外增加了學生練習

本，以作為教師使用之參考。整體而言，教師們對於此教材評價甚高，教師

們相當願意採用此教材作為教授中級華裔學習者之文化導向教材。

 



文化導向之中級華裔華語教材設計研究-以在台學習者為例 

 134



  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135

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設計針對美籍華裔學習者以文化為內容的中級華語教材，以

學習者所感興趣之文化內容為主題，且以 5C 準則為設計理念，為臺灣地區

中級華裔學習者建構一套可行之華語教材設計，期望學習者透過有系統的教

材內容安排，合宜的語體，全面提升學習者的聽說讀寫能力。 

    本章分為三部分，第一節為研究結論，為本研究進行後之結論，第二節

為研究限制，為本研究進行時所遭遇之困難與限制，第三節為未來研究之建

議，為本研究對後續研究之建議。 

第一節 結論 

  一、文化導向之中級華裔華語教材編寫設計之準則 

    本研究之教材編寫指導原則乃以李泉(2006)所提出語言教材編寫的原

則為基礎，且根據第二章第四節教材編寫原則，再配合本教材的教材目標設

計。為以下十點。 

   1.定向原則，教材使用對象有針對性、教材的使用學時確定。 

   2. 目標原則，教材之教學目標為中級華裔學習者能藉由中華文化的理解

增進語言能力，即藉由語言與文化學習華語，並藉由文化知識的學習更加了

解中華文化與自己。 

   3. 特色原則，以學習者為中心，以華裔學習者感興趣的文化主題為內

容，單元式編排，內容具螺旋性，逐步加深；以語言教學為出發點，並據

5C 準則設計之，著重於聽說讀寫技能的培養外，也加強學習者閱讀和寫作

的能力，練習多樣，注重與家庭、社群的連結。 

    4.認知原則： 

   課文內容符合 18 歲以上學習者的認知程度。另外也運用了學習者之閱讀

策略，以較佳的口語能力幫助閱讀能力的遷移。 

    5.時代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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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設計所根據的理論基礎皆為現今普遍之教材編寫原則，例如溝通式

教學法、任務教學法、5C 準則等。 

    6. 語體原則，兼採書面語語體與半正式口語語體，欲從生詞、語法提

高學習者的程度，並加強學習者的口語能力。 

    7. 文化原則，教材所選取的文化點為中國主流文化、與美國文化有差

異的文化點，文化內容為普遍的、一般華人擁有的觀念，與日常生活有關。

一主題下盡可能包含文化觀點、文化產物、文化習俗三部分。文化主題為食

物、態度、信念、武術、書法、茶、習俗。 

    8. 趣味原則，教材內容為華裔學習者有興趣的文化主題，並與日常生

活相連結；教材增加與主題相關的圖片、插圖，以輔佐學習。 

    9. 實用原則，符合學習者的需求，內容與日常生活做連結，加強聽說

讀寫的能力，特別是閱讀和寫作能力。 

   10.立體原則： 

    教材設計不僅包含教材，也包含學生練習本等製作，便於教師運用以及

學習者能多方面地學習華語。 

  二、美加籍華裔學習者之文化需求 

    針對華裔學習者的教學，文獻皆指出宜自文化內容著手，然而由於文化

內容相當廣泛，教材當中未盡能包含，且外語學習當中也強調以學習者為中

心，因此學習者之興趣即為本研究之調查重心。本研究通過文獻探討，100

份調查文化興趣的問卷以及 10 份訪談結果，研究者認為，發展針對中級華

裔學習者且以文化為導向的教材確實有其必要性。 

    教材內容可為食物、態度、信念、武術、書法、茶、習俗為內容。由於

各華裔學者所學習、接觸到的文化內容深淺不同，因此教材的文化深度應以

整體的、基本的知識為主，且與日常生活相關，包含文化產物、文化觀點、

文化習俗，特別是文化觀點的部分，具體和抽象概念兼具。研究者透過研究

對象的需求分析，並加以分類，歸納出六個單元，即歷史、中華飲食、態度、

藝術、信念、風俗，以作為本教材編寫設計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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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文化導向之中級華裔華語教材之教學成效 

    本研究所設計之教材範例經 5 位資深華語教師使用過後，均獲得高度肯

定。而教師也將其使用過後對於教材之意見與建議，以及學習者之反應回饋

研究者，提供許多不同角度之修改方向。故本教材範例包含課本以及學生練

習本。 

第二節 研究限制 

  一、研究者之限制 

    ㄧ教材發展完善，需有來自不同領域之編寫隊伍，若能由語言學背景、

華語教學背景、外語專家共同合作，則能更臻完善。 

  二、研究對象之限制 

    調查對象僅限於臺灣地區，若能將海外華裔學習納入調查範圍，則應能

提升調查結果之信度與效度。另外，礙於時間和人力關係，研究者僅能訪談

10 位華裔學習者，無法大量地訪問，故資料代表性偏低。若能提高受訪者

人數則想必能提高訪談結果之效度。 

  三、教材編寫之限制 

    由於時間與篇幅之限制，教材設計未能包含教師手冊、相關影像材料的

製作、輔助教材等等，實有不足之憾。 

  四、教學實施之限制 

    由於教學實施需配合教學單位之進度及活動，故教學時程緊湊，教學之

信度和效度可能不足，若能有更多的教學時間，則能更進ㄧ步地驗證教材設

計之適用性。 

第三節 未來研究之建議 

   關於華裔學習者的研究，相較於二語學習者為數不多，而本研究也僅初

探針對華裔學習者以文化導向之教材設計，仍有許多未盡之處，但也希冀能

夠以此達拋磚引玉之效，期許有更多關於華裔學習者之相關研究。以下提供

幾項與華裔學習者華語，未來可加以探究的方向，以利未來的能有更深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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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一、研究不同程度華裔學習者適用之文化教材 

    本研究僅針對中級華裔學習者進行文化需求之調查，然由於語言能

力的不同，其是否適宜自文化內容導入教學?學習者的文化需求為何?皆有待

有興趣之研究者開發。 

  二、研究不同程度、不同背景華裔學習者適用之教材 

    由於華裔學習者的背景多樣，東南亞地區華裔學習者與美加地區華裔學

習者之語言特徵可能不盡相同，而針對不同居住地和語言背景所設計之教材

附之闕如。另，本研究乃針對中級華裔學習者進行研究，而相關之初級和高

級教材研究也甚為缺乏。在初級華裔學習者又可大致分為聽說讀寫能力皆如

二語學習者，與聽說能力為中級或進階級但讀寫能力幾乎為零起點者，針對

這些學習者，應發展一套相應的教材；而在高級方面，則可朝向專業領域例

如商業、職業方向設計，從提升專業能力方面著手，亦或者可設計高程度之

文化內容，提供學習者學習。 

  三、研究適於華裔學習者課程 

    由於華裔學習者特殊的語言背景，學習過程異於第一語言與第二語言學

習者，而針對他們所設計之華語教學法與教材仍佔少數，唯有一適切於教學

理論才能引領教學者進行教學，從而有效地提升華裔學習者的語言能力。若

能有專家學者做相關之研究，例如寫作、閱讀方面，必定能提高教學成效。

 

 

 

 

 

 



  參考文獻 

 139

參考文獻 
【中文部分】 
王如音(2008)。不同程度華裔學生之閱讀策略研究。國立台灣師範大學華語 

    文教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牟 嶺(2008)。準確界定學習者特點—對外漢語教材編寫的關鍵。雲南師範 

    大學學報(對外漢語教學與研究版)，2，3-5。 

朱媞媞(2007)。華裔學生學習漢語的心理特徵與文化關鍵期問題。華僑大學

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117-122。 

朱素弟(2009)。對外漢語教材編寫要注意的幾個問題。考試週刊，30（下卷），

32-33。 

吳明清(1991,2007)。教育硏究 : 基本觀念與方法之分析。臺北市:五南。 

李楊(1993)。文化課在對外漢語中的位置。載於周思源主編 (pp.249-258)。

對外漢語教學與文化。北京：北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束定芳、莊象智(1996)。現代外語教學—理論實踐和方法。上海外語教育出

版社。 

吳建玲(1996)。對一百名華裔學生語言文化情況的調查報告。語言教學與研

究，4，122-132。 

呂必松(1996)。對外漢語教學槪論。出版地不明。 

呂文華(2002)。對外漢語教材語法專案排序的原則及策略，世界漢語教學，

4，86-95。 

肖 菲(2002)。論華文教材練習編寫的原則。零陵學院學報，第 23 卷第 3 

期，157-159。 

李紹林(2003)。對外漢語教材練習編寫的思考。雲南師範大學學報，第 1 卷

第 3 期，34-39。 



文化導向之中級華裔華語教材設計研究-以在台學習者為例 

 140

李 泉(2006)。對外漢語教材硏究。北京市:北京商務印書館。 

周雪林(1996)。淺談外語教材評估標準。外語界，2，60-62。 

林國立(1997)。對外漢語教學中文化因素的定性、定位與定量問題。載於周

思源主編 (pp. 202-210)。對外漢語教學與文化。北京:北京語言文化大

學出版社。 

夏明菊(2003)。華裔學生漢語學習動機分析，烏魯木齊成人教育學院學報，

4，46-54。 

畢念平(2006)。有背景學生的初級漢語課程與《中文聽說讀寫》。載於姚道

中等編，中文教材與教學研究(pp.137-148)。北京：北京語言大學。 

孫懿芬(2008)。華語讀寫課程設計與實踐－針對歐美華裔學生之行動研究，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陳國明(1994)。文化價值取向與語言:兼談海外華語文教學。第二屆世界華語

文教學研討會論文集，教材教法組，台北。 

教育部高教司組編 ; 張岱年、方克立主編(2004)。中國文化槪論。北京市 : 

北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張莉萍與陳鳳儀(2006)。華語詞彙分級初探。第六屆漢語辭彙語義學研討會

會後論文集。新加坡：新加坡中文與東方語言資訊處理學會出版。 

莊三慧(2008)。華語文文化教材編寫之需求分析。2008 年華語文教學學會年

會暨研討會論文集(pp.172-179)。師大書苑。 

程相文(2001)。對外漢語教材的創新。語言文字應用，4，37-42。 

程裕禎(2003)。中國文化要略。北京：外語教學與硏究。 

彭增安等著(2006)。對外漢語課堂教學槪論。北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北京

公司。 

楊國章(1991)。文化教學的思考與文化教材的設計。世界漢語教學，4，

237-239。 



  參考文獻 

 141

楊慶華(1995)。新一代對外漢語教材的初步構想──在全國對外漢語教學基

礎漢語推薦教材問題討論會上的發言。語言教學與研究，4，4-7。 

楊德峰(1997)。試論對外漢語教材的規範化。語言教學與研究，3，17-29。 

葉至誠與葉立誠合著(1999)。硏究方法與論文寫作。臺北市：商鼎文化。 

葉德明(2002)。華語文教學規範與理論。師大書苑。 

趙賢州主編；陸有儀副主編(1996)。對外漢語教學通論。上海市 : 上海外語

教育出版社出版發行。 

趙金銘(1998)。論對外漢語教材評估。語言教學與研究，3，4-19。 

趙宏勃(2005)。對外漢語文化教材編寫思路初探。語言文字應用，69-71。 

劉珣(2000)。對外漢語教育學引論。北京市：北京語言大學。 

劉莉(2006)。華裔學生中文教學特點—兼談配合《中文聽說讀寫》而做的補

充閱讀材料的編寫和使用。載於姚道中等編。中文教材與教學研究: 劉

月華教授榮退紀念論文集 (pp.148-163)。北京：北京語言大學。 

蔡雅薰(2009)。華語文教材分級硏製之原理建構。臺北縣新店市：正中。 

 
【英語部分】 
Byram, M.(1989) Cultural Studies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Clevedon, 

UK: Multilingual Matters. 

Bourdieu, P. (1991).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Translation of Ce que 

parlerv ueut dire, G. Raymond & M. Adamson, Trans., J. B. Thompson, 

(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rown, J. D. (1995). The Elements of Language Curriculum: A 

Systematic Approach to Program Development. Heinle & Heinle. 

Campbell, R. and Rosenthal, W. (2000). Heritage language. In J. W. Rosenthal 



文化導向之中級華裔華語教材設計研究-以在台學習者為例 

 142

(Ed.), Handbook of undergraduate second language education (pp. 

165–184).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Dai, Jin-huei Enya and Lihua Zhang. (2008). What Are the CHL Learners 

Inheriting? Habitus of the CHL Learners. In He, Agnes Weiyun & Xiao, 

Yun (Eds.), Chinese as a Heritage Language: Fostering Rooted World 

Citizenry. (pp. 37-52).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Resource Center,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ānao. 

Ellis, R.(1997). SLA Research and Language Teach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shman, J. A. (1991). Reserving language shift: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foundations of assistance to threatened languages. Clevedon, UK: 

Multilingual Matters. 

Flewelling, Janet L. (1994). The Teaching of Culture: Guidelines from Naitonal 

Core French Study of Canada. Foreign Language Annals, 27(2),133-142. 

Gardner, R. and W. Lambert. (1972). Attitudes and Motivation in 

Second-Language Learning. Rowley, Ma.: Newbury House. 

Giles, H. (ed.) (1977). Language ethnicity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Gambhir, S. (2001). Truly less commonly taught languages and heritage 

    language learn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J. K. Peyton,D, A. Ranard,& S. 

McGinnis (Eds.). Heritage language in America: Preserving a national 

source (pp. 207- 228). Mc Henry, I L : CAL. 

Gardner, R. C. (2001, March). Language learning motivation: The student, the 

teacher, and the researcher. Unpublished keynote presentation at the Texas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參考文獻 

 143

Hammerly, H. (1982). Synthesis in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Blaine, 

Washington: Second Language Publications. 

Hall, E.T. and Hall, M.R. (1990). Understanding Cultural Differences: Germans, 

French and Americans. Yarmouth, ME: Intercultural Press. 

Hinkel, E. (1999). Culture in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e, Agnes Weiyun. (2008). An Identity-Based Mode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s a Heritage Language. In He, Agnes Weiyun & Xiao, Yun (Eds.), 

Chinese as a Heritage Language: Fostering Rooted World Citizenry (pp. 

109-121).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Resource Center,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ānao. 

Hendryx, Jason D. (2008).The Chinese Heritage Language Learners’ Existing 

Linguistic Knowledge and Abilities. In He, Agnes Weiyun & Xiao, Yun 

(Eds.), Chinese as a Heritage Language: Fostering Rooted World Citizenry. 

(pp. 53-66)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Resource Center,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ānao. 

Jia, Gisela. (2008).Heritage Language Development, Maintenance, and Attrition 

Among Recent Chinese Immigrants in New York City. In He, Agnes 

Weiyun & Xiao, Yun (Eds.), Chinese as a Heritage Language: Fostering 

Rooted World Citizenry. (pp. 189-204).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Resource Center,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ānao. 

Jia, Li. and Robert Bayley. (2008).The (Re)acquisition of Perfective Aspect 

Marking by Chinese Heritage Language Learners. In He, Agnes Weiyun & 

Xiao, Yun (Eds.), Chinese as a Heritage Language: Fostering Rooted World 

Citizenry. (pp. 205-214).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Resource Center,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ānao. 

Keesing, R.M. (1975). Linguistic knowledge and cultural knowledge: Some 

doubts and speculation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81, 14-35. 



文化導向之中級華裔華語教材設計研究-以在台學習者為例 

 144

Kramsch, C. (1993). Context and Culture in Language Teachi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ramsch, C. (1998). Language and Cul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ondo, K. (1999). Motivation bilingual and semibilingual university students of 

Janpanese: An analysis of language learning persistence and intensity 

among students from immigrant background. Foreign Language Annual, 

32(1), 77-88.  

Kelleher, Ann M. (2008). Placements and Re-Positionings: Tensions Around 

CHL Learning in a University Mandarin Program. In He, Agnes Weiyun & 

Xiao, Yun (Eds.), Chinese as a Heritage Language: Fostering Rooted World 

Citizenry (pp.239-255).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Resource Center,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ānao. 

Koda,K.,Chan Lü, and Yanhui Zhang. (2008). Effects of Print Input on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Among Chinese Heritage Language Learners. In 

He, Agnes Weiyun & Xiao, Yun. (Eds.) Chinese as a Heritage Language: 

Fostering Rooted World Citizenry (pp.125-135).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Resource Center,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ānao. 

Lange, Dale L. (2003). Implications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rinciples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Culture in Second 

Language Classroom. In Dale L. Lange and R. Michael Paige(Ed.), Culture 

as the core : perspectives on culture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p.271-336), Greenwich, Conn. : Information Age Pub. 

Li, Duanduan. and Patricia A. Duff. (2008). Issues in Chinese Heritag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Research at the Postsecondary Level. In He, Agnes Weiyun 

& Xiao, Yun (Eds.), Chinese as a Heritage Language: Fostering Rooted 

World Citizenry(pp. 13-33).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Resource Center,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ānao. 

Lu, Xuehong and Guofang Li. (2008).Motivation and Achievement in Chinese 



  參考文獻 

 145

Language Learning: A Comparative Analysis. In In He, Agnes Weiyun & 

Xiao, Yun (Eds.), Chinese as a Heritage Language: Fostering Rooted World 

Citizenry (pp. 89-108).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Resource Center,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ānao. 

Man, E. (1996). First language use and language behavior of Chinese students in 

Toronto. In McGinnis, Scott(Ed.), Chinese pedagogy : an emerging field. 

Columbus, Ohio : Foreign Language Publications.  

Morgan, C. (1998). Cross-culturael ncountersI.n M. Byram,& M. Fleming 

(Eds.),Language Learning in intercultural perspectives Approach through 

drama an ethnograph (pp.224-30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cginnis, Scott. (2008) .From Mirror to Compass: The Chinese Heritage 

Language Education Sector in the United State. In Heritage language 

education-a new field emerging (pp. 229-242). Routledge. 

National Standards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oject. (U.S.) 

(1999).Standards fo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in the 21st century : 

including Chinese, classical languages, French, German, Italian, Japanese, 

Portuguese, Russian, and Spanish. Lawrence, KS : National Standards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oject . 

Phillips, J. K. (2003). National Standard fo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Culture, 

the Driving Force. In Lange Dale L. (Emeritus) and Paige R. Michael(Ed.). 

Culture as the Core: Perspectives on Culture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p.161-171). CT: Information Age Inc. 

Stern, H. H. (1992). Issues and options in language teaching.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weley, M. H. (2006, April). Heritage language learning: Where we srand today. 

The Language Educator. 3, 20-25. 



文化導向之中級華裔華語教材設計研究-以在台學習者為例 

 146

Schumann, J.H.(1978).The acculturation model for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In R.C. Gingras.(E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Tylor, E.B. (1871).Primitive Culture.London : Murray. 

Tse, L. (2000). The Effects of Ethnic Identity Formation on Bilingual 

Maintenance and Development: An Analysis of Asian American Narrativ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 3,3, 

185-200. 

Valete, R.M. (1977). Modern Language Testing.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Valdés, G. (2001). Heritage Language Students: Profiles and Possibilities. In J.K. 

Peyton, D.A. Ranard, S. McGinnis (Ed.) Heritage Language in America, 

Preserving a National Resource.(P37-77). IL:Delta Publishing Company. 

Wang, S. C. (1999). Teacher training: Meeting the needs of the field. In M. Chu 

(Ed.), Mapping the Cours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Field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Monograph Series, Volume III, 

pp.25-36).Kalamazoo, MI: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Wu,S.M. (2002). Integrating learner-centered and technology strategies for 

heritage students. In the W. Li & C. Lee (Eds.), Proceedings of the 

Southeast Conference on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SCCLT；pp.90-95).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Wang, S. (2004). Biliteracy resource eco-system of intergenerational language 

and culture transmission: An ethnographic study of a Chinese-American 

community.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Weger-Guntharp, Heather. (2006).Voices from the Margin: Developing a Profile 

of Chinese Heritage Language Learners in the FL Classroom.Heritage 



  參考文獻 

 147

Language Journal,4,29-46. 

Wei, Li. and Chao-Jung Wu. (2008).Code-Switching: Ideologies and Practices. 

In He, Agnes Weiyun & Xiao, Yun (Eds.), Chinese as a Heritage Language: 

Fostering Rooted World Citizenry. (pp. 225-238).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Resource Center,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ānao. 

Wu,S.M. (2008). Robust Learning for Chinese Heritage Learners: Motivation, 

Linguistic and Technology. In Kimi Kondo-Brown & James Dean 

Brown(Eds.), Teaching Chinese, Japanese, and Korean Heritage Language 

Students(pp.271-297). N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Xiao. (2004). L2 acquisition of Chinese topic-prominent construction.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 Association, 39, 65-84. 

Xing, J. Z. (2006). Teaching and Learn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Xiao, Yun. (2008). Charting the CHL Developmental Path. In He, Agnes Weiyun 

& Xiao, Yun (Eds.), Chinese as a Heritage Language: Fostering Rooted 

World Citizenry (pp.259-266).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Resource Center,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ānao. 

 
【教材部分】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教材研發組(1999,2007)。初級中文閱讀。國

立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教材研發組(1999,2007)。中級中文閱讀。國

立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 

賀謙、吳燕娜、楊穎(2008)。我與中國。McGraw-Hill Humanities/Social 

Sciences/Languages。 

周質平、林培瑞；王學東(1997)。中國啊，中国!。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文化導向之中級華裔華語教材設計研究-以在台學習者為例 

 148

Duanduan Li, Iren Liu, Lening Liu, Hailong Wang, Zhirong Wang, AND 

Yanping Xie ( 2003)。大學語文Ⅰ、Ⅱ。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吳奚眞 編著(1966)。中國寓言。臺北市：正中。 

吳奚眞 編著(1977)。中國的風俗習慣。臺北市：正中。 

吳奚眞 編著(1980)。中國歷史故事。臺北市：正中。 

吳奚眞 編著(1989)。中國民間故事。臺北市：正中。 

 
【網路資源】 
林秀惠(2008). 從ＡＰ中文測驗看美國漢語教學方向。Reviewed Article, 

printed Nov. 2008, Special Issue on America’s Education, World Journal. 

2010 年 4 月 17 日取自 

http://online.sfsu.edu/~hdomizio/LinLaoshi/899/AP_LIN_WorldJournal_LI

N_AP_EXAM.pdf 

林秀惠、陳麗美(2008)。2007 美國國家安全外語南加州中文學校星談計畫的

回顧，僑教雙週刊，561 期。2010 年 4 月 05 日取自

http://edu.ocac.gov.tw/biweekly/561/p1.htm 

陳雅芬(2008)。美國華文教育之現狀。2010 年 3 月 12 日取自

http://www.ntcu.edu.tw/lan/File/200804/%E7%BE%8E%E5%9C%8B%E4

%B8%AD%E6%96%87%E6%95%99%E8%82%B2%E7%8F%BE%E7%

8B%80_CYF_20080415.pdf 

曹正國(2009)。漫談華文教學的性質、特點及編寫華文教材的原則。2010

年 1 月 11 日取自 

http://www.chinaqw.com/node2/node116/node514/node531/node532/usero

bject6ai77231.html 

楊忠諺、黃主俠、李利津、曾惠雯、簡玉玟、巫宜靜、鄧立立、許言、郭如

玉、袁筱青(翻譯)( 1996)。ACTFL Chinese Proficiency Guidelines(美國



  參考文獻 

 149

外語測驗協會中文程度綱要)。2010 年 4 月 13 日取自

http://blog.huayuworld.org/IQVancouver/8960/2008/10/30/17698 

楊石泉(2000)。編寫華語教材的幾個問題。海外華文教育，1。2010 年 1 月

26 日取自

http://219.239.238.40/xgjy/hyjx/dwhyjx/jxyj/jxjl/200301/t20030122_20952

.htm 

   葉德明(2006)。華語文教學的推廣與展望。2009 年 11 月 13 日取自網路。 

僑務委員會華語文教材目錄。2009 年 10 月 3 日取自

http://edu.ocac.gov.tw/discuss/catalog/index.htm 

廖崇陽(2010)。中高級階段多媒體文化課程的設計與構想。2010 年 5 月 2

日取自 http://big5.hwjyw.com/resource/content/2010/04/07/5241.shtml 

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教學研究所(2000)。美國大學中文教學環境之調查研究。

僑委會全球華文網路教育中心。2009 年 10 月 24 日取自

http://edu.ocac.gov.tw/discuss/academy/envi/index.htm 

Byram (1997). Model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Learning 

Objectives to develop ICC。2010 年 2 月 11 日取自

http://www.unc.edu/clac/documents/presentations/Arevalo%20Byram's%2

0model%20of%20ICC.pdf。 

Curriculum Guidelines For Heritage Language Classrooms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3). NEH focus group report: Curriculum guidelines for 

heritage language classrooms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UCLA, 

February 14-15. 2009 年 12 月 2 日取自

http://www.international.ucla.edu/lrc/focus/focusgroup.htm 

Kramsch, C. (1996). The Cultural Component of Language 

Teaching.  Zeitschrift für Interkulturellen Fremdsprachenunterricht 

[Online], 1(2), 13。 2009 年 11 月 3 日取自

http://zif.spz.tu-darmstadt.de/jg-01-2/beitrag/kramsch2.htm



文化導向之中級華裔華語教材設計研究-以在台學習者為例 

 150



   

 151

附錄 
附錄 1  2009 年海外華裔青年語文研習班開班梯次一覽表 

辦理時間 班

別  
期別 

起  止 
期程

 
預定 
名額 

承辦單位 備註 

第1 期 
1/5 2/15 100 

 
 

第2 期 
3/2 4/12 60 

 
 

第3 期 
5/4 6/14 50 

 

國立台灣師範大

學進修推廣學院 

 

第4 期 
7/6 8/16 100 國立台灣師範大

學進修推廣學院 
限18 足

歲至24 

歲青年

報名 

暑期青少

年班 

7/7 8/17 200 淡江大學成人教

育部 
限14 歲

至未滿 

18 歲青

年報名 

第5 期 
10/12 11/22 50 

 
 

 
 

個 

別 

班 

第6 期 12/14 2010/ 
1/24 

 
 
 
 
 
 
 
 
 
 

6 

週 

 
 

40 
 

 

泰國班 3/23 5/3 160 

國立台灣師範大

學進修推廣學院 

 

菲律賓班 4/13 5/24 
 

 
 
 

6 

週 

120 中國青年救國團 
 

 

印尼班 6/22 7/19 60 
 

 

 
 
 

團 

體 

班 
日本及歐

洲 

7/20 8/16 

 
 

4 

週 

 
 

30 
 

國立台灣師範大

學進修推廣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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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班 

新加坡班 11/9 12/6 
 

40 
 

 

總

計 
    1010  

師大: 480名 
 



   

 153

附錄 2 學習者文化主題調查表 

In order to understand what kind of Chinese culture curriculum students from abroad 
want, please fill out this questionnaire. This questionnaire will only be used in 
academic purposes.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Huang, Fu-Yu 
 I. Language Background   

1 What is your nationality? ________  
2 Where were you born?________   

 If you were not born in the U.S./Canada, how old were you when you moved to the U.S./Canada?________ 
 3 If you were born in a Chinese-speaking country and your first language is Chinese,  
 did you receive any formal education in that country? □yes □no 
 If "yes", the highest grade you completed: ________ 

4 How old are you? _______years old  
5 You were born and raised in a home in which was spoken?  

 □Mandarin  □ Taiwanese  □English  □other________ 
6 Where were your parents born?   

 father________   mother________  
7 If they were not born in the U.S./Canada, how old were they came to the U.S./Canada? 

 father________   mother________  
8 What is your first/native language/dialect?   

 □Mandarin  □ Taiwanese  □English  □other________ 
9 What is your second language/dialect? □Mandarin  □ Taiwanese  □ English □other________ 

10 Have you taken any formal Chinese classes before? □yes □no 
 If "yes", for how long?________   
11 Have you taken Chinese school classes before? □yes □no 
 If "yes", for how long?________   
12 How often do you communicate with your family in Chinese?  
 □always □often □sometimes □occasionally □never 
13 How often do you communicate with your friends in Chinese? 
 □always □often □sometimes □occasionally □never 
14 If you had to describe your knowledge of Chinese now,  
 which of these statements would be most appropriate? 
           listening:  □superior  □good  □fair  □poor    
           speaking:  □superior  □good  □fair  □p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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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ding:   □superior  □good  □fair  □poor 
           writing:   □superior  □good  □fair  □poor 
15 Do you consider yourself representing?  
 □ Chinese culture  □ American/Canadian culture  
 □ both Chinese and American/Canadian cultures  
 □ neither Chinese or American/ Canadian cultures  
16 What makes you think you represent the selected culture(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Cultural Curriculum QuestionnaireⅡ   

 
【5: totally agree  4: partially agree  3: neutral  2: partially disagree  1: totally disagree】 
【”Culture”includes the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the behavioral  
practices, and the products of a society. 】 

1 You like Chinese culture.  □5  □4  □3  □2  □1 
2 You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Chinese culture.  □5  □4  □3  □2  □1 
3 Why do you want to study Chinese culture? (multiple choices) 

 
□for personal interests  
□enhance Chinese abilities     

4. 

□enhance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culture and society   
□participate more freely in the activities of Chinese cultural groups   
□other___________ 
.What did you learned before? (multiple choices) 
□values      □perspective  □history □architecture □historic spots  □customs □paintings  
□jade articles □calligraphy □music  □literature  □folk activities  □tea      □feng shui 
□sculptures  □martial     □arts    □food     □clothes         □literature 
□medicine    □other_________ 

5 You have interested in Chinese attitude.                             □5  □4  □3  □2  □1 
6 You have interested in Chinese beliefes.                             □5  □4  □3  □2  □1 
7 You have interested in Chinese history.                              □5  □4  □3  □2  □1 
8 You have interested in Chinese architecture.                          □5  □4  □3  □2  □1 
9 You have interested in Chinese historic spots.                         □5  □4  □3  □2  □1 

10 You have interested in Chinese customs.                             □5  □4  □3  □2  □1 
11 You have interested in Chinese paintings.                            □5  □4  □3  □2  □1 
12 You have interested in Chinese jade articles.                          □5  □4  □3  □2  □1 
13 You have interested in Chinese calligraphy.                           □5  □4  □3  □2  □1 
14 You have interested in Chinese music.                               □5  □4  □3  □2  □1 
15 You have interested in Chinese literature.                             □5  □4  □3  □2  □1 
16 You have interested in Chinese folk activities.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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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You have interested in Chinese tea.                            □5  □4  □3  □2  □1 
18 You have interested in Chinese feng shui.                       □5  □4  □3  □2  □1 
19 You have interested in Chinese sculptures.                      □5  □4  □3  □2  □1 
20 You have interested in Chinese martial arts.                     □5  □4  □3  □2  □1 
21 You have interested in Chinese food.                               □5  □4  □3  □2  □1 
22A textbook mostly concerning with culture can make you interested in Chinese.  □5  □4  □3  □2  □1 
23You want to enhance your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textbooks.     □5  □4  □3  □2  □1 
24You think that Chinese textbooks need to have more cultural knowledge.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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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3 未經過教學實施之課文範例 

第十五課 
 
                                                                           

 
   
 
 
 
 

 什麼是「男大當婚，女大當嫁」? 

你參加過華人的婚禮嗎? 讓你印象最深的是什麼? 

 
 
 
 
 
 

1.婚： hūn (VA) to marry 
2.嫁： jià (VA) (of a female) to marry 
3.婚禮： hūnlǐ  (N) a wedding 
4.印象： yìnxiàng (N) impressions 

Getting Started：Study the pictures and discuss 

 
男大當婚? 

女大當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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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人小文和美國男朋友 John 戀愛多年，終於要結婚了。他

們要計畫婚禮，所以就去找了小文的父母黃爸爸、黃媽媽談談。

沒想到…… 

黃爸爸：「男大當婚，女大當嫁」，你們已經夠大了，是該結婚了!

John：對啊對啊，我想要好好地照顧小文，所以我們打算舉行婚 

      禮。聽說華人的婚禮有很多習俗，跟美國人不太一樣。不 

      知道黃爸爸覺得怎麼樣比較好? 

黃爸爸：我們是比較傳統的華人，婚禮的確有一些習俗，你是美 

      國人，所以就簡單一些，但是有幾個地方，我們還是很堅 

      持的。第一，媒人要來提親；第二要給聘金，不多，二十 

      萬就好了；第三，你要坐禮車來迎娶；第四，要辦喜宴， 

      還要送喜餅。 

John：天啊!怎麼這麼麻煩!在美國，結婚很簡單，而且我 

      沒有那麼多的錢，我還在念博士呢!一定要有這些 

      習俗嗎? 

會話 Dialogue 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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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媽媽:我們也不想讓你出那麼多的錢，但是這是傳統，這樣已經

       很少了。而且我們把女兒養得那麼大，她要結婚， 

       是件大事，如果婚禮太簡單，有點丟臉呢!希望你可以了解。

John：喜宴一定要辦嗎?可以是自助餐嗎?有牛排和沙拉嗎? 

黃爸爸：喜宴是一定要的，這樣我們的朋友才會知道我的女兒要結

      婚了。通常都是合菜，也就是一張桌子上坐 10-12 人，大家

      一起吃飯，通常都有雞、魚，表示吉祥，菜名也都有吉祥的

      意思；也要有甜湯，表示婚姻很甜蜜。你如果要跟小文結婚，

      這些習俗都要有。 

John：嗯…… 

     

(大家沉默了 5 分鐘…… 

 John 終於說話了……) 

 

 

John：黃爸爸、黃媽媽。我想了想， 

     我帶她到美國結婚好了!在美國舉行婚禮，是新娘 

     要負擔所有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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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st Reading: Get the Main Idea  

There are three main ideas in the text. Read 
through the text and write down the third 
one. 
1.華人重視婚姻的原因 

2.華人傳統的婚禮的習俗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閱讀 Reading 

數千年以來，中國有句話，「婚姻是終身大事」，這說明了華人相當

重視婚姻制度。這是因為華人認為婚姻能延續家庭生命，因此無論男女

都一定得結婚，而且是先結婚，後戀愛。 

    要舉行一場華人的傳統的婚禮，必須按照父母的意思，也就是父母

能決定兒女的婚姻。「男大當婚，女大當嫁」所以當兒女十幾歲時，父

母就會努力地為他們安排適合的婚姻。華人的婚禮有許多的習俗，相當

複雜，例如提親、送聘金，迎娶等。選擇迎娶的日期，除了考慮新郎、

新娘的出生年月日以外，還得配合中國的農曆。迎娶當天，新郎坐禮車

到新娘家中迎娶，禮車離開時，新娘的家人得潑一盆水，表示新娘像潑

出去的水，不能再依靠娘家了。婚禮的最後，還要發喜帖，舉辦喜宴，

接受大家的祝福，喜宴結束後，新郎和新娘也要送客人喜餅，表示吉祥。

    近年來，華人的婚姻觀念出現了很大的變化。一方面是由於社會環

境的變化，自由戀愛相當流行，按照父母意見結婚的情況已經不多見

了。另一方面，「不婚族」的比例越來越高了，他們的想法是，舉辦一

場傳統的婚禮，需要花費許多時間和金錢，再加上中國人的傳統觀念認

為結婚時新郎應該有一些的錢、房子等等，表示有能力照顧新娘。這些

對年輕人來說，都是不小的壓力。另外，許多人不再像過去一樣，認為

結婚、生孩子是唯一的目標，他們想要更多的自由；現在越來越多的女

性也擁有獨立的經濟能力，一個人自在地生活，也是一種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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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戀愛 liànài  (N) /(VA)  to fall in love 
我們從來沒有想過，媽媽到了 50 歲還戀愛! 
他覺得和一個大他十歲的女人戀愛，是件正常的事情。 
2.終於 zhōngyú (Adv) at long last,finally 
經過三年的努力，他終於完成了這部小說。 
考了二十幾次，弟弟終於通過英語的測驗，可以到國外讀書了。 
3.沒想到 méixiăngdào (Adv)  
......thought that ......, ...... didn't think that ...... 
政府沒想到地震的情況那麼嚴重，死亡人數不斷增加。 
親戚們都沒想到表弟居然 20 歲就結婚了，新娘還懷孕了呢！ 
4.習俗 xísú (N) customs；conventions 
每個國家的習俗都不太一樣，出國前應該要做好準備。 
過年的時候，全家人在一起吃飯是華人的習俗。 

  Second Reading: Get the Specific Information 
Reread the text and indicate whether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are true or false. Write “T”for true and “F”for 
false. If the statement is false, correct it. 
1. _____迎娶新娘後，新娘家人必須潑水的原因是為了愛乾淨。 

2. _____現代的華人認為「男大當婚，女大當嫁」，舉行傳統婚 

禮是必要的。 

3. _____現代的女性認為自己一個人也可以過得很好，因此她 

們不一定想結婚。 

4. _____不按照父母的安排，自己選擇喜歡的人結婚，是現在 

的流行。 

5. _____華人認為婚姻是因為兩個人愛情的結合，不是為了延 

續家庭生命。 

生詞 Vocabul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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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傳統 chuántǒng  (N)/(VS) tradition/traditional 
傳統的中國人不吃牛肉，因為牛幫了他們很多的忙。 
妹妹的想法相當傳統，她認為人一定要結婚。 
6.的確 díquè  (Adv) certainly,surely 
天氣這麼冷，但還是有很多人排隊買票，可見這部電影的確很受歡迎。 
經過了這麼多的事情，他的確是個可以相信的好朋友。 
7.堅持 jiānchí (VS) persist in, insist on 
他堅持留在家理，不願和我們一起去吃飯。 
校長堅持每個學生都應該參加介紹華人習俗的活動。 
＊8.媒人 méirén (N) match-maker 
有些人的工作就是當媒人，專門幫人介紹適合的結婚對象。 
媒人這個工作的好處是，可以認識社會上不同行業的人。 
＊9.提親 tíqīn (VA) marriage proposal 
提親的時候，有許多習俗要特別注意。 
媒人(matchmaker)的工作就是到新娘家中提親。 
＊10.聘金 pìnjīn (N) betrothal money 
現在很多父母不要新郎的聘金，而是要他好好地照顧女兒。 
結婚需要不少的聘金，這讓想結婚的人壓力很大。 
11.禮車 lǐchē (N) ceremonial vehicle(s) 
婚禮當天，新郎要坐禮車到新娘家迎娶。 
現在很多人都是租禮車迎娶新娘，花費比較少。 
12.迎娶 yíngqǔ (VA) The groom goes to the bride's house to pick her up. 
迎娶新娘的那天，新郎緊張地完全忘了吃飯。 
奶奶在新郎迎娶新娘的時候，忍不住哭了起來。 
13.喜宴 xǐyàn (N) wedding banquet 
現在的喜宴總是有很多小活動，想要讓氣氛更熱鬧。 
由於婚禮當天很忙碌，所以新娘通常吃不到喜宴的菜。 
14.喜餅 xǐbǐng (N) engagement-cake 
現在有許多不同口味的喜餅，選擇更多了。 
媽媽最喜歡那間的喜餅了，每次經過一定要買一盒。 
15.博士 bóshì (N) Ph.D. 
陳教授有兩個博士學位，她非常得意。 
現在滿街都是博士，有了博士學位並不一定可以找到好工作。 
16.丟臉 diūliăn  (VS) lose face, 
他怕丟臉，不敢上台唱歌。 
今天對他來說，真是個丟臉的一天，因為他沒帶錢就去買電腦了。 
17.自助餐 zìzhùcān (N) buff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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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這幾年，自助餐十分流行，因為可以選擇自己愛吃的東西。 
自助餐的好處是，相當經濟，不會造成食物的浪費。 
18.合菜 hécài (N) share dishes 
華人傳統的喜宴是合菜，大家坐在一起吃同道菜。 
合菜的菜有相當多的選擇，通常都有雞肉、魚肉。 
19.表示 biăoshì  (VA) show,express,indicate 
我要用這些花來表示我對你的祝福。 
一連下了好幾天的黃雨，這表示環境出現了一些變化。 
20.吉祥 jíxiáng  (VS) lucky；auspicious 
華人認為黑色代表不吉祥，所以新娘不可以穿黑色的衣服。 
過春節的時候，要多說點吉祥的話，才會有順利的一年。 
21.婚姻 hūnyīn  (N) marriage,matrimony 
他不相信婚姻，因為他的婚姻生活很不幸福。 
中國把婚姻看成是兩個家庭的結合， 
22.甜蜜 tiánmì (VS) sweet 
他們剛結婚，看得出來生活很甜蜜。 
情人之間的對話，通常都很甜蜜，讓人羨慕。 
23.沉默 chénmò (VS) reticent,taciturn,silent 
沉默了一會兒後，他才說出他的想法。 
中國有句話「沉默是金」，似乎不適合現代的社會。 
24.唯一 wéiyī  (VS) only,sole 
她生病了，她唯一的希望是兒子趕快結婚。 
他從來沒想過會跟班上唯一的女孩戀愛。 
25.新娘 xīnniáng (N) bribe 新郎 xīnláng broom 
新娘在喜宴上，連續換了 3 套禮服。 
每個女孩都想要當最美麗的新娘，因為一生只有一次的機會。 
26.負擔 fùdān (VA)/ (N) burden,load/ bear,shoulder 
這次員工旅遊，公司會幫每位員工負擔一半的費用。 
她的父母很早就去世了，她負擔家裡所有的花費。 
27.相當 xiāngdāng  (Adv) quite,fairly,considerably 
孩子去國外念書了以後，他們夫妻倆相當寂寞。 
美國是個相當自由的社會，人們可以說出自己的看法。 
28.重視 zhòngshì  (VS) take sth. seriously 
現在的人已經開始重視健康了。 
他相當重視這次的工作，幾乎都沒有休息。 
29.制度 zhìdù  (N) system,institution 
校長想要建立一套合理的制度，讓學生得到更好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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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的制度可以分為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等等。 
30.延續 yánxù （高級） (N)/(VA) continuity 
為了延續父親的事業，我決定放棄當醫生的夢想。 
政府想要延續過去的做法，不想要做任何改變。 
31.按照 ànzhào  (Prep) according to,in the light of,on the basis of
我按照書上說的來做菜，結果還是做不好。 
如果你要在這裡生活，就得按照這裡的規定。 
32.適合 shìhé  (VS) suit,fit 
林小姐太安靜了，所以她並不適合服務員的工作。 
這個新郎個子比較高，適合深黑色的禮服。 
33.複雜 fùzá  (VS) complicated, complex 
申請來台灣學中文的過程有點複雜，需要一段時間。 
開始工作以後，她才了解社會上有很多複雜的人。 
34.考慮 kăolǜ (VA) think over,consider 
這件事的問題不少，你最好先考慮一下再決定。 
老師考慮要讓所有的學生一起上課， 
35.配合 pèihé  (VA) coordinate, cooperate 
人民應該配合政府的政策。 
如果有任何需要，請你交代一聲，我們會盡量配合。 
36.農曆 nónglì (N) the lunar calendar 
中國春節的活動是按照農曆的日期舉行的。 
傳統的華人總是按照農曆的日期過生日。 
37.潑 pō（高級） (VA) splash, spill, sprinkle 
用過的水，別往外潑！ 
走過馬路時，她被潑到一盆水，生氣得不得了。 
38.依靠 yīkào  (VA) rely/depend on 
以前的女人沒有經濟能力，所以只能依靠丈夫生活。 
她是個沒有自己想法的人，什麼事情都依靠父母。 
39.祝福 zhùfú  (N)/(VA) a blessing/ to bless 
他首先謝謝他的家人的陪伴，接著謝謝朋友的祝福。 
在喜宴上，他們非常高興地接受大家的祝福。 
40.觀念 guānniàn  (N) sense,idea,conception 
人們的生活變好了以後，有些觀念就會開始改變。 
老師給我們的觀念是只要努力，就會有成功的一天。 
41.流行 liúxíng  (N) /(VS) fashion/prevalent,popular 
他的中文說得很好，而且還會唱好幾首中文流行歌曲。 
日本人似乎很懂得打扮，穿的衣服都是很流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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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不婚族 bùhūnzú (Na) the Never-Marry Group 
她以前是個不婚族，認為婚姻很沒意思，不應該浪費時間。 
現代有許多不婚族，這影響到一個國家的人口數。 
43.比例 bǐlì  (N) proportion,scale 
(1)南方種的水果占全國水果的比例越來越大。 
(2)我們學校女生和男生的比例是二比一。 
44.花費 huāfèi  (VA) /(N) spend,expend/ 
我花費了好大的力氣，才把這些書搬到五樓。 
蓋這間房子需要花費了不少時間，你得有耐心。 
45.壓力 yālì  (N) pressure 
現代人有許多的壓力，所以每年生孩子的人數越來越少。 
校長認為學校如果是一個沒有壓力的地方，學生就會喜歡上學。 
46.目標 mùbiāo  (N) objective,target,goal 
他的目標是要在 3 個月內說一口流利的中文。 
那位運動選手的目標是要得到世界第一名。 
47.擁有 yǒngyǒu  (VS) possess,have,own 
王先生很有錢，擁有許多土地。 
每年都有許多遊客到歐洲去觀光，因為那裡擁有許多古蹟。 
48.獨立 dúlì  (VS) stand alone 
她是個很獨立的人，經常一個人去國外旅行。 
日本擁有自己的土地、政府，是個獨立的國家。 
49.經濟 jīngjì   (N)/ (VS) economy/economical, 
老闆認為讓員工用自己的時間學習是最經濟的方式。 
自己在家裡做飯，不但經濟而且健康。 
50.自在 zìzài  (VS) free,unrestrained 
他看人的表情讓我很不自在。 
魚兒在水裡很自在，不受外面世界的影響。 

 
 
 
 
 
 
 
 
 
 



   

 165

 
 
 
男大當婚，女大當嫁 Nán dà dāng hūn, nǚ dà dāng jià.   
At the marriage age, a man should take a wife, and a woman should take a husband. 
「男大當婚，女大當嫁」這句話，讓許多人有很不愉快的經驗。 
傳統的父母還是認為「男大當婚，女大當嫁」，早生貴子才是好事。 
終身大事 Zhōng shēn dà shì   
A great event affecting one’s whole life, especially referring to one’s marriage. 
婚姻是終身大事，不要隨便做決定。 
她把終身大事當作遊戲，讓她的父母非常不高興。 
早生貴子 zǎo shēng guì zǐ   
May you have a dear son soon! 
他們戀愛了很久，到了 30 幾歲才結婚，大家都祝他們早生貴子。 
從「早生貴子」這句話，就可以知道華人多重視孩子了。 

 
 
 
 
 
 
 
 
 
 
 
 
 
 
 
 
 
 
 
 
 
 

成語和俗語 Idioms and Prover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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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法介紹與練習 Sentence construction & practice 

1. 無論…都… 

無論 signifies that the result will remain the same under any condition or 
circumstances. It must be used together with an indefinite interrogative pronoun or 
an alternative compound. 

1. 明天無論誰結婚我都不去，別再說了。 

2. 我們已經決定明天去看電影了，你無論同意不同意都得跟我們去。 

 

她總是在睡覺，不管是在學校還是在家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妹妹不聽媽媽的話，一定要自己一個人旅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一方面…一方面    on the one hand…on the other hand… 
The construction, meaning "on the one hand…,on the other hand...", is used to 
connect two parallel clauses or to denote two aspects of a state or situation.  

1.你一方面去看病，一方面也可以了解一下醫生怎麼看病。 

2.她每天都很辛苦，一方面要去上班，一方面又要照顧父母和孩子。 

 

醫生每天看起來都很累，是因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國的好處是什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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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 NP 來說   As far as NP is concerned 

This pattern shows that the speaker expresses opinions from NP's point of view. 

1. 對美美來說，月底找到工作是最重要的，要不然吃飯、住房子都會有問題。 

2. 他是大學的歷史教授，對他來說，書是很重要的。 

 

美國人認為什麼日子最重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認為學中文對你有什麼幫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隨著…     along with...; following...; in conjunction with... 
隨著 is used in a subordinate clause to indicate a changed circumstance. The main 
clause introduces a corresponding development. 

1. 隨著經濟的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提高了。 

2. 隨著他們戀愛的時間越長，兩個人相處得越好。 

 

他看中文報的速度越來越快，因為他的中文水平提高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因為交通工具的改變，從澳洲到日本的時間變少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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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漢字練習 Chinese Characters 

Write the characters for the following and speak them once. 

(1) diūliăn ____________ (2)jíxiáng ____________ (3) chuántǒng 

____________ 

(4) zhōngyú  

____________ 

(5) fùdān   

____________ 

(6) liúxíng   

____________ 

(7) mùbiāo  

____________ 

(8) jīngjì ____________ (9) kăolǜ    

____________ 

 

2.部首練習 Radical Practice 

Please categorize words with the same radical into a group and write down 
what the radical means. 

沉默 戀愛 媒人 提親 迎娶 潑水 

負擔 考慮 婚姻 觀念 按照 擁有 

 

組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部首：________  意思：______________ 

組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部首：________  意思：______________ 

組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部首：________  意思：______________ 

組 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部首：________  意思：______________ 

 
 
 

練習 Exerc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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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詞練習 Vocabulary Practice 

 Fill in the blank with the appropriate word. 

(1)這件事情有點_______，我們需要好好地計畫。 

(2)如果公司與員工_______地很好，一定可以賺很 

   多錢。 

(3)這個國家過年的_______是要貼白布，表示吉祥。 

(4)爸爸的工作_______相當大，經常到了早上 7.8 

   點才回家。 

(5)表弟是個_______的人，從來不依靠父母。 

(6)西方人和東方人的戀愛_______不一樣，十分有 

   意思。 

(7)這個環境什麼都好，_______的壞處是交通很不方便。 

(8)剛進一個公司，請_______規定做事情，不要亂來。 

(9)每年到國外旅遊的時候，總是感覺特別_______，沒有煩惱。 

(10)在現代的社會裡，老是_______並不一定是件好事，應該要 

    多說說自己的看法。 

 
 
 
 
 
 

A. 獨立 

B. 配合 

C.觀念   

D.複雜  

E.自在   

F.沉默   

G.習俗   

H.唯一   

I.按照   

J.壓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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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克漏字練習 Cloze  

 Fill in the blank with the appropriate word. 

隨著…      不婚族      婚禮     獨立     自由   要不然   

無論…都    一方面….一方面      戀愛 

 

    美美這個月就要舉行_______了，她跟她的男朋友_______了好多

年，現在終於要結婚了。美美以前是個_______，不想要結婚，有個很

好的工作，相當_______。她覺得兩個人在一起，沒有婚姻的壓力，很

_______但是這幾年來，________年紀的增加，她開始想要結婚，想要

有個孩子。美美沒想到，華人結婚有很多_______，她覺得很麻煩，可

是_______她怎麼說，她的父母_______認為一定要按照那些規定，

_______很不吉祥。所以美美_______很高興自己終於要結婚了，

_______也覺得結婚麻煩得不得了。 
 
     
 
 
 
 
 
 
 
 
 
 
 
 
 
 
 
 
 
 

 

大家舉起酒杯，祝

福新郎與新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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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閱讀練習 Reading Comprehension 

 
 
 
 
 
 
 
 
 
 
 
 
 
 
 
 
 
 
 
1. (    ) 
  這個故事主要告訴我們什

麼? 
A. 蝴蝶的由來 
B. 中國傳統的愛情故事 
C. 女孩喜歡讀書的理由 
D. 梁山伯的讀書過程 

 
 
 

2. (    ) 
  為什麼梁山伯不能和祝英台結婚? 

A. 因為梁山伯身體不好，常生病 
B. 因為梁山伯還是個學生 
C. 因為祝英台的父親覺得他太窮 
D. 因為梁山伯家很有錢，看不起祝英台 

打扮 dăbàn  (VA) dress/make up 
成為 chéngwéi  (VA) become,turn into 
趕緊 gănjǐn  (Adv) hurriedly,losing no time 
原來 yuánlái  (Adv) originally 
根本 gēnběn  (Adv) at all,utterly 
看不起 kànbùqǐ  (VS) despise 
墳墓 fénmù (N) grave 
便 biàn  (Adv) then 
蝴蝶 húdié  (N) butterfly 

    從前，中國有一個很聰明的女孩，叫做祝英台，她很喜歡讀

書，但是那個時候女孩不能去學校讀書，所以她就打扮成男孩子

的樣子去上學。後來她認識了梁山伯，並且成為好朋友，但是梁

山伯一直都沒發現祝英台是個女孩。有一天，祝英台收到了父親

的信，信裡說祝英台的母親生病了，因此她趕緊回家。沒想到，

原來祝英台的父親決定把她嫁給很有錢的馬文才。祝英台知道了

以後，寫信告訴梁山伯這件事。梁山伯知道祝英台是個女孩後，

趕緊到她家提親，但是祝英台的父親根本看不起梁山伯，因為他

家太貧窮了。 

    後來，梁山伯病死了，因為他沒有辦法跟祝英台結婚。祝英

台知道這個消息後，要求她的父親在迎娶的時候讓她到梁山伯的

墳墓前看一下，才肯答應嫁給馬文才。就在結婚的那一天，祝英

台在梁山伯的墳墓前大哭，忽然天空變得很黑，墳墓裂開了，祝

英台便跳入墓中。不久，人們只看見一對蝴蝶從墳墓中飛出來，

自在地飛著。 

3.(    ) 
 最後提到了「蝴蝶」，那代表了什麼 

A. 自由的愛情，不受父母的影響 
B. 墳墓旁邊有花，所以有蝴蝶 
C. 墳墓附近的環境很好，適合養蝴蝶 
D. 人們希望他們沒有死掉，而是變成

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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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課堂活動 Classroom activity 

(1)問題討論 Discussion 

 
 
 
 
 
 
 
 
 
 
 
 
 
 
 
 
 

(2)分組討論 Group Discussion: 

 
 
 
 
 
 
 
 
 
 
 
 
 
 

1. 美國的婚禮習俗有哪些?哪些和中國的是不一樣的? 

2. 如果你是 John，你會按照台灣的傳統嗎?你會怎麼做? 

3. 參加美國的喜宴時，應該要注意些什麼? 

4. 美國人在婚禮上要說些什麼吉祥話? 

5. 傳統的華人和美國的婚姻觀念有什麼相同和不同的地方? 

6. 華人認為嫁出去的女兒就像潑出去的水，這跟美國人的看法相同 

 嗎? 

1.「不婚族」越來越多，對社會有什麼影響? 

2. 你對「男大當婚，女大當嫁」有什麼看法? 

3.男女適合結婚的年紀是幾歲?為什麼? 

4. 請比較自由戀愛和按照父母意思結婚的優點和缺點。 

5.婚姻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嗎？人是否一生都該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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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角色扮演 Role Play: 

  角色-黃爸爸、黃媽媽、John、小文。請扮演這幾個角色，並且按照

你們的想法，完成對話。 

7. 課外活動 After-class activity 

 (1)蒐集資料 Information gathering 

  
   
 
 
 
 
 
 
 
 
 
 
 
 
 
 
 
 
 
 
 
 
 
 
 
 
 

請到下面的網站，挑選 3 個自己最喜歡的成語，並且介紹給同學。 
http://dict.idioms.moe.edu.tw/mandarin/fulu/about_main/tici/
tici/tici02_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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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訪問 Interview (課堂報告後，再繳交紙本報告。) 

 
 
  
 
 
 
 
 
 
 
 
 

７. 寫作練習 Writing 

 
 
 
 
 
 
 
 
 
 
 
 
 
 
 
 
 
 
 
 

你的父母或親戚，他們當初是自

由戀愛嗎？還是按父母的意見

結婚的？ 他們對於父母的做法

有什麼看法? 

你的父母或親戚結婚

的時候是採用中國的

還是美國的婚禮習

俗? 

她們對你的婚姻

的看法是什麼？

有沒有什麼要

求？ 

你的想法是什

麼？ 

 

 
 
請你寫一篇關於上面圖片的文章，內容必須要有三個部分： 

1. 臺灣的結婚人數發生了什麼變化? 

2. 為什麼會有這種變化? 

3. 這種變化跟傳統華人的婚姻觀念有什麼不一樣? 

4. 你對於這種現象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