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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要 

 

 

 全球學習華語的人數逐年攀升，為了符合不同文化背景學習者需求，目前華

語文教學文化內容研究已有側重不同面向的文獻陸續刊登、出版，然而，同時兼

顧教材文化內容廣度及深度的個案研究，並融入學習者觀點的研究仍屬於少數。

為彌補此不足，本研究旨以《當代中文課程》系列教材作為分析對象，藉由「文

化深度」（Cultural Depth）以及「文化廣度」（Cultural Breadth）的概念，計算出

教材之文化內容所屬的「文化屬性」與「文化區域」筆數，並加以分析討論；另

一方面，研究分別針對三組不同程度共 15 名來台之華語學習者，進行焦點團體

訪談（Focus Group）以瞭解學習者實際對教材中文化內容的看法與觀點。 

 

教材分析結果顯示，教材文化內容以目的語文化──「中華文化」為主要涵

蓋區域，文化屬性以「文化產物」為重要對象，當中以「飲食」的占比為最多；

隨著學習者程度提升，第五、六冊大量出現歐美文化之「文化個體」，逐步促使

歐美文化區域取代中華文化的占比，亞洲與其他文化區域則維持不顯著的狀況。

學習者觀點方面，學習者格外重視文化主題與與生活實際應用的相關性，而對於

文化區域多元性的接受度與其華語程度有關，程度越高的學習者越能接受教材中

置入其他區域的文化內容。 

 

 

 

 

 

關鍵字：文化、華語教學、教材分析、學習者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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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number of Chinese language learners has been quickly 

increasing around the world. As a result, the content of teaching materials such as 

Chinese textbooks has progressively shifted towards a more multiculturalist approach. 

Although much culture-related research of textbooks has been conducted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teaching, relatively few studies have analyzed the textbook content in 

terms of both the coverage of cultural regions and cultural dimensions. Even fewer 

studies have looked into learners’ perspectives 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modern Chinese textbooks. To fill such gap, this study aims to use the "A Cours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eries of textbooks as the object of analysis in which the 

cultural dimensions and cultural areas were calculated through the concepts of 

"Cultural Depth" and "Cultural Breadth". To investigate learners’ perspectives about 

the cultural content in the textbooks, fifteen learners of Chinese in Taiwan, in three 

proficiency groups, were recru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focus group interviews. 

 

The result of this study shows that the overall cultural content of the textbooks is 

dominated by the target language culture (Chinese culture). “Products” are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elements and “food” is the biggest theme throughout the entire six 

volumes. In the more advanced level of the textbooks, Volumes Five and Six, the 

European and American cultures are found to emerge, mainly through the "Persons" 

category. They gradually overtake Chinese culture in terms of proportion, while other 

cultures from Asi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remain under-represented. As for the 

perspectives from the learners, they pay more attention to culturally relevant topics 

and vocabulary and tend to favor a more practical approach. Finally, the acceptance of 

cultural diversity seems to be related to the level of Chinese learners.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the learners, the more they can accept the content of other regional cultures in 

the textbooks. 

 

 

Keywords: culture, teaching Chinese, textbook analysis, learners’ perspecit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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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研究者自教學實習至正式授課已有七年左右的經驗，收穫最大的無非是教學

中見到學習者華語能力的提升，以及對華語背景文化──「中華文化」有越來越

深入的認識；另一方面，從學習者對教材裡的內容的各類討論中得到不少發現與

啟發，如透過教材及課程的安排，注意到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習者在課堂中針對某

一議題的切入點都不盡相同，而這些不單純只是受到個人成長經歷影響，同時也

隱含了一些較為深層的文化因素。相似文化圈下的學習者對同一事物所產生認知

相似性相對偏高，以日本及越南學生為例，兩者的文化早已將儒家文化中「長幼

有序」思維融入社會體制，甚至是語言的使用中，因此在交際過程裡多半傾向透

過一些問題來獲取對方年紀的相關資訊，以便確認接下來的稱呼對方的方式，進

而決定之後的態度與禮儀等。而語言與文化二者絲絲相扣、休戚相關，張占一

（1984）曾提到「離開特定文化背景的語言是不存在的，一切有關文化背景知識

應該而且必須放在語言教學中進行」說明語言教學本身不應該只進行知識、技能

的教學，亦須重視與語言相輔相成的文化因素與背景。 

 

目前兩岸現有華語文教學中與文化相關研究，有課程、教學設計及文化教

材、文化能力、文化因素分析等方面研究，然而，對於學習者易於直接感知的文

化內容研究仍為數不多，「文化不是單行道，是雙通道」（趙賢州，1989)，研

究者注意到早期華語教材內容聚焦在傳統文化的課題介紹，普遍致力於目的語及

其文化的發展，缺少與學習者背景文化互動的板塊，教材內容除了中華文化以

外，普遍偏向某特定區域的文化，進而忽視了其他文化背景的問題與需求，使得

華語教材中的文化內容呈現出一種不平等的狀態，因此研究者希冀能了解現今華

語教材在這一方面的文化區域表現，並且進一步分析文化內容中的屬性分布，以

及所涉及的主題與面向的狀況。 

 

面臨「全球華文熱」來勢洶洶，文化之間的交流更加快速、頻繁，華語文教

學不僅要在語言本體教學上努力，也應盡到導入多元的議題及內容的義務，更要

嘗試從導學習者的角度來看教材的文化內容，結合教學（教材編輯者）與學習（學

習者）兩種觀點，檢視現有教材對於目的語、其他文化的關注重點與區域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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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以上的討論，激發研究者對華語教學的文化內容的配置、安排的興趣，

試圖從文獻分析及研究過程中找出當中的適切性與平衡點，並將研究重心放在與

學習者最直接的學習媒介──「教材」上。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以目前華語文教學中文化內容的討論來說，已有種類繁多且側重不同面向的

文獻陸續刊登、出版，然而同時兼顧教材文化內容廣度及深度的個案研究，並融

入學習者觀點的研究仍屬於少數。為彌補此不足，本研究試圖對台灣近幾年出版

的一套華語教材，進行深入的文化內容分析，再透過焦點團體訪談的方式，了解

目前正使用該教材的學習者，對教材文化內容及教學引導的看法。研究目的如下: 

 

一、提供華語教材中有關文化內容分類及分析的研究案例。 

二、針對華語教材中有關文化內容及形式，提供學習者的觀點分析。 

  

依據以上述研究目的為前提，本研究問題主要有二： 

 

一、在選定的新版華語教材中，文化內容所占比例以及主要涵蓋地區為何？ 

教材所提供的文化內容主要包含哪些主題或面向？ 

二、學習者對該套華語教材中有關文化內容的看法為何？對於教材所提供的 

 文化內容是否滿意？ 

 

 

第三節 名詞解釋 

 

一、華語（文）、普通話、（現代）漢語、國語 

 

本文中所提到「華語（文）」意指英語裡 “Mandarin ”一詞 1，與「普通話」

                                                       
1 “The standard literary and official form of Chinese, spoken by over 730 million people” 取自於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https://en.oxforddictionaries.com/definition/mandarin  

https://en.oxforddictionaries.com/definition/manda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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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現代標準漢語的別稱，「在中國大陸稱為『普通話』，台灣稱為『國語』，東南

亞稱為『華語』，而今在台灣，『華語文』通常指稱除了中國大陸與台灣外，所使

用的現代漢語」2，各別稱於歐美與世界各國及其他地區的使用，則依據當地教

學主管單位、教材選用及使用習慣的不同而定。 

 

二、華語（文）教學、對外漢語教學、國際漢語教學 

 

「華語文教學」又稱「華語教學」，特指由台灣及東南亞國家以「華語」作

為教學主體，針對當地及向外的其他國家文化背景的學習者進行以華語為第二語

言的教學而稱之；「對外漢語教學」專指中國境內之非以漢語為母語的學習者進

行漢語教學；「國際漢語教學」則在「對外漢語教學」的內涵上，再添加對境外

非以漢語為母語的學習者進行漢語教學而稱之，本質上與「華語文教學」相當。

本文為求討論的便利性，暫將此三個名稱以「華語教學」稱之。 

 

三、華語（文）教材、綜合性（通用）華語教材 

 

有鑑於教材的編輯設定原則，「華語教材」時常以不同的的名稱、樣貌出現

於討論中，本研究所談及之「華語教材」即以廣義的說法為主，意指以能教授華

語之相關且具系統性的教材皆可稱為「華語教材」。相對來說，主要根據學習者

的華語程度而編寫出結合語言知識技能，並配合多方面發展的華語教材稱為「綜

合性華語教材」，在中國大陸又有「通用華語教材」之稱。 

                                                       
2 摘錄自舒兆民（2016）主編之《華語文教學》，原書第 1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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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近幾年華語教學因語言本體的研究及各類教材的迅速發展，關於「教什麼」

有了趨於穩定的共識，不過華語教學經歷長時間「教」與「學」的過程，亦注意

到其中的不足之處，因此本章節欲透過初步的文化認識，從國內外語言教學對文

化內容的定義、設定與分類，以及文化廣度、深度的角度來對與華語文教材的現

況進行分析與討論。第一節為文化的定義與特性介紹，第二節為華語教學中的文

化觀點分類，第三節為華語教學之文化相關研究探析，第四節為文獻探討的結論。 

 

 

第一節 文化的定義與特性 

 

「文化是一個複雜的整體，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

及作為社會一分子所獲得的任何能力與習慣。」 

( that complex whole which includes knowledge, belief, art, law, morals, custom, and any other capabilities 

and habits acquired by man as a member of society. ) 

── 愛德華·伯內特·泰勒 

Edward Burnett Tylor 

 

當談論起「文化是什麼」時，總有各式各樣、琳瑯滿目的說法和解答，但沒

有任何說法足以一概全，文化涵蓋的範圍廣闊無疆，不論從任何角度定義都仍有

不齊全、待補齊之處。人類學之父泰勒（E.B.Tylor）的《原始文化》一書於 1871

年正式出版，書中將上述引言作為文化的基本定義，解釋其概念、舉例出文化範

疇的要素，建構出早期「文化」具體的範疇、樣貌3並得到其他及後繼學者們高

度的重視與大量引用。 

 

西方世界對「文化」（Culture）的探究可追溯至其拉丁語字源──“colere”，

原意為「照料、看護；耕作、栽培」(to tend, guard; to till, cultivate)，最早的相關

                                                       
3 泰勒已於 1865 年在《人類早期歷史與文化發展之研究》中，提到：「文化是一個複雜的整體，

包括知識、藝術、宗教、神話、法律、風俗以及其他社會現象；1871 年在《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中再次補充「文化是一個複雜的整體，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

人類在社會裏所得到的一切能力與習慣。」，而非首度界定「文化」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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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載為羅馬哲學家、演說家兼政治家西賽羅（Marcus Tullius Cicero）以拉丁文完

成的《圖斯庫勒論辯》（Tusculanae Disputationes）一書中的“cultura animi”，意指

「培養」，西賽羅藉由農業方面的耕種形式隱喻人類思想發展，文中帶有「靈魂

的培養」之意，並將此視為人類哲學發展中的最高理想目標。然而，“Culture”

一詞自西賽羅到 19 世紀末之間並未受到整體社會的關注，到了 19 世紀才逐漸有

了與近現代「文化」意義的相關用法出現4。 

 

關於現代社會對「文化」意涵的正式定義究竟如何，研究者分別檢索台灣教

育部國語辭典簡編本中的「文化」一詞，其注釋指出文化即「人類在歷史發展過

程中創造的總成果。包括宗教、道德、藝術、科學等各方面。」5；另外，也透

過英文詞“Culture”檢索Cambridge English Dictionary的意義，其釋義為“the way of 

life, specially the general customs and beliefs, of a particular group of people at a 

particular time”（生活的方式，特指某一特定族群在特定時間的普遍習俗與信仰）

6；而在 Oxford Living Dictionaries 則解釋為 1. “The arts and other manifestations of 

human intellectual achievement regarded collectively”（被視為全體人類智慧成就的

技藝和表現）2. “The ideas, customs, and social behaviour of a particular people or 

society”（特定人群或社會的想法、習俗、社會行為）; 2.1. “The attitudes and 

behaviour characteristic of a particular social group.”（特定社會群體的態度及行為

特色）7等解釋；最後，在日語字典《大辭林》（Daijirin）中釋義為 1.「(culture)

構成社會的人群所習得、共通、傳達的行為模式及生活方式的總稱。語言、習俗、

道德、宗教等種種制度則為其具體範例。以文化相對主義來說，人類集團各自有

特有的價值，且無高低優劣之分」2.「學問、藝術、宗教、道德等為主，從心靈

上的活動開展產出的東西（即為文化）」3.「在世界裡展開、讓生活變得便利舒

適：文明開化」4.「添加其他用語而有新意」。 

 

從這些釋義中可以注意到「文化」一詞本身的狀態，首先「文化」被廣泛定

義為大環境中「人為」的部分，包括物質與個人的文化要素8，經過人類對生活

                                                       
4 https://www.etymonline.com/word/culture 最後檢索日期：2018/10/24 
5 http://dict.concised.moe.edu.tw/cgi-bin/jbdic/gsweb.cgi?ccd=dR85pr&o=e0&sec=sec1&op=v&view 

=0-1 最後檢索日期：2018/10/24 
6 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zht/%E8%A9%9E%E5%85%B8/%E8%8B%B1%E8%AA%9E/ 

culture 最後檢索日期：2018/10/24 

7 https://en.oxforddictionaries.com/definition/culture 最後檢索日期：2018/10/24 
8 “Culture has been broadly defined as the human-made part of the environment, including material 

and subjective elements of culture＂(Harry C. Triandis , 2002, Subjective Cultur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usculanae_Disputationes
https://en.oxforddictionaries.com/definition/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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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面的感知一步一步創造出目前所知的文化框架，大至代表文化的總體，小至

表示某一文化的內容，從「特定族群」、「共同」、「社會」、「生活」和「總成果」，

及列舉能實際體現出文化的有：「語言」、「習俗」、「信仰」、「道德」、「藝術」等

便可知悉。 

 

文化特性方面，Dianna M. Georgina（2015）利用教學短片列舉出五項文化的

重要本質：一、文化是透過學習獲得的（Culture is learned），人類無法透過遺傳

的途徑讓文化進到體內，主要獲取它的途徑為無意識狀態下的學習，換句話說，

文化是一種學習的過程，人們在成長的階段藉由周遭的人事物所傳達出的資訊來

吸收文化；二、文化是共同分享的（Culture is shared），文化是由群體中的每一

個人將無形的思維、有形的產物共同集結而成，並非一人能獨自擁有的，必須經

由彼此的交流、分享而形成一個體系才可稱為文化；三、文化具有符號性（Culture 

is symbolic），不論是透過言語、非言語的行為，只要具有能使社會中其他成員理

解與溝通的都是文化的重要特性，例如：語言與手勢；四、文化是人類所接觸的

一切範疇（Culture is all-encompassing），文化不只是人類創造出的節慶和精神，

還有日常生活中匯集而成的瑣碎事物、想法和思考邏輯；五、文化是多元完整又

相互影響的（Culture is integrated），舉凡生活中某一重要價值觀受到改變時，牽

引而出的並非只有該一觀念，而是與其連結和交互影響的文化，因為文化是整合

成一體的完整結構。以上五個特性為文化的核心概念的初步認識，相關特性還

有：特殊性、多樣性、普遍性、差異性、制約性、累積性、延續性、包容性等可

討論，每個特性又有可再延伸與討論的部分。 

 

最後，以文化教學出發的 Patrick R. Moran（2001）認為「文化是人類群體

不斷演進的生活方式，包含一套共有的生活實踐體系，這一體系與一系列共有的

文化產品相關，以一套共有的世界觀念為基礎，並置於特定的情境之中。」將既

抽象又具體的文化分門別類，從個人教學經驗中提出「文化產物」（Products）、「文

化習俗」（Practices）、「文化觀念」（Perspectives）、「文化個體」（Persons）及「文

化群體」（Communities）等五個方面，要素之間的相互流動的緊密關係，幫助學

習者有效分析文化中的成分，加速對文化的理解，並帶領學習者藉由較為科學

性、系統性的方式認識、體驗文化。 

 

誠如上述，文化所創造、觸及的範圍與內容難以估算，定義上雖未能完全

全面，但相較於初期人們對文化的討論已有大幅進步，目前相關的研究也蓬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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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起，因此關於教學中的文化的分類與特性都有顯著的發展且趨於一致的認

同，如文化能力、文化意識、內容分析等。 

 

 

第二節 華語教學之文化觀點分類與原則 

  

黃雅英（2015）在《華語文跨文化溝通理論與實務》論及諸位華語教學者對

教學及教材中的文化內容設置的觀點，並整理出「華語文學者的文化教學觀比較

表」一表，本文欲針對該表中 7 位華語文學者，共 6 項相關研究（其中 2 位共同

發表一篇文章）的觀點進行探討以思考華語教學中文化的內容、分類及原則。 

 

張占一（1984）以是否因缺乏文化背景知識而產生影響、誤解為基準，歸納

出語言教學之「知識文化」和「交際文化」兩大類，「所謂知識文化，指的是兩

種不同文化背景培養出來的人進行交際時，對某詞、某句的理解和使用不產生直

接影響的文化背景知識。雙方或一方不會因為缺乏這種文化知識而產生誤解。所

謂交際文化，指的是兩種不同文化背景薰陶下，在交際時，由於缺乏有關某詞、

某句的文化背景知識而發生誤解。這種直接影響交際的文化知識就屬於交際文

化」9的核心概念，而這樣的定義引發後續多位學者紛紛提出各自的見解，從不

同文化面向、層次共同探究華語教學中的文化，如： 

 

陳光磊（1992）立足於語言學的研究，提出以結構、語義、語用功能的文化

內容，「語構文化」為「語言中詞、詞組（短語）、句子以及語段（句群）乃至篇

章的構造所體現的文化特點」，語言的結構與民族的心理、思維發展關係緊密，

不論是語序的呈現方式，還是時間從大單位到小單位排列的概念都受此影響；「語

義文化」指的是「一種語言的語義系統所包含的文化、內容和現的文化精神」，

說明以民族的角度來看，文化涉及特有的概念詞（如廿四節慶、新興詞語）、詞

語的內涵（如華人以「發福」作為恭維的說法，英美則以此為不美）、詞語文化

涵義的不等值性（如同樣是「早上好」、“Good morning”，每個國家的對於該時

                                                       
9 後又將定義修訂為「知識文化指的是兩個文化背景不同的人進行交際時，不直接影響傳遞資訊

的語言和非語言的文化因素；交際文化指的是兩個文化背景不同的人進行交際時候，直接影響資

訊準確傳遞（即引起偏差或誤解）的語言和非語言的文化因素」（《試議交際文化和知識文化》，

1990），可見知識文化與交際文化的主要差異在於「是否直接影響傳遞資訊和語言和非語言的文

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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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區間概念不一致）、詞彙及語意上對同一對象的觀念差別（如華人及西方文

化對親屬的稱謂差異）、含有一定文化的內容的慣用語（如成語、慣用語、歇後

語、俗語、諺語、格言及其習慣語句）；「語用文化」為「語言使用的文化規約，

也就是把語言同社會情境和人際關係相連結起來所應遵守的規則」，從語言教學

的角度來看，得注意「稱呼」、「招呼和問候」、「道謝和答謝」、「敬語與謙詞」、「告

別語」、「褒獎與辭讓」、「忌諱與委婉」、「詈語」的教學。 

 

趙賢州（1992）則認為文化應該適度「傾斜」，才能在語言交際中表現出一

定的文化訊息，並降低跨文化交際的問題產生；同時贊成張占一先生對「知識文

化」與「交際文化」的定義，認為這兩者之間具有交叉性及可變性，他亦提出文

化因素分析時，「以靜態的視角去考慮文化的界定，可把交叉減到最低程度。」

相對而言，動態分析法將對文化分類產生較大的難度。對於文化導入的部分，主

要原則：一、階段性，應以學習者的語言程度為優先考量再進行文化容的導入；

二、適度性，學習初期應重視交際文化的傳授，斟酌知識文化的要點加以補充，

切莫一開始便以純文化的內容進行課程；三、規範性，華人文化歷史長河之長，

其支流流淌至各地，民族數量更是難以估計，應當注意「共通的文化，而不是地

域文化」；四、科學性，「……既是上述階段性、適度性、規範性的總和，也囊括

了系統性、準確性、針對性等其他內容。」為整體文化確立文化的導入方式是否

恰當合宜的一套評價標準。 

 

魏春木、卞覺非（1992）按照文化特質與結構分成數個「文化項目」，從文

化項目中，歸類出五個重要的原則：一、差異性原則：在教學中須注重不同文化

之間的差異性，盡到縮小、克服文化差異的部分，避免文化對學習過程產生的干

擾；二、系統性原則：不能以隨意的方式進行教學，使得課程充滿破碎感、缺乏

系統性，相反地，應提供學習者全面、有系統的文化內容；三、實用性原則：文

化本身持續在變動，應教授學習者能應用於現在社會實際使用的文化知識與技

能，同時謹記以「輕、重、緩、急」的次序來安排教學中的文化項目；四、發展

性原則：將文化區分出深、淺層的內涵讓學習者學習，提升他們理解課外文化現

象的能力；五、等級性原則：每一階段的文化項目須盡可能與當時的語言程度「同

步」，強化兩者之間的均衡發展與連結。此外，文中亦呼籲文化項目的內容劃分

範圍應（1）以現代文化而非古代文化為主的範圍，儘管古今之間具有一定的連

結，但為求培養學習者語言交際能力，教學應以現代的溝通方式作為主要的教

學，輔以古代文明內容激發學習者額外的學習興趣；（2）以主導文化而非亞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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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的範圍，學習者語言學習的目的之一，正是與整體社會成員進行交流，因此

先以普遍性較高的文化為授課的主體有助於實際的應用，再補充其他文化的資訊

作為輔助的教學安排更為適當；（3）以小文化而非大文化為主的範圍，小文化意

指日常生活溝通模式和價值觀，而最能體現學習者偏誤狀況多源於對日常文化習

慣、用詞不熟悉所致，因此小文化對於學習者更為直接、實用且有助於提升語言

的應用。 

 

胡明揚（1993）探討六項最有可能直接影響語言的學習和使用的文化因素：

一、自然地理環境（如：梅雨、梯田）；二、物質生活條件（如：饅頭、木樨、

旗袍）；三、社會和經濟制度（如：科舉、幹部、戶口）；四、精神文化生活（如：

剋星、沖喜、紅娘、阿Ｑ）；五、受特定的風俗習慣和社會心態制約的表達方式

（如：「吃飯了沒有？」）；六、受特定的認識方式影響語言習慣（認識事物是從

大到小的順序為前提：「1993 年 5 月 8 日下午三點 45 分」）。此六項本身發展於

中華文化獨有的知識上，學習者需要額外學習才可汲取的知識，若對此沒有深入

的了解，則難以與母語者進行相關方面的討論或交流。 

 

王學松（1993）以社會學角度出發，將文化分成「意識形態的文化」、「傳統

的精神文化」、「民俗文化」、「由外界進入的異文化因素」，文化內容範圍應著重

在民俗文化上（禮俗、習慣，以及大量具體的文化表現形態），以外顯的文化引

起入門、初級學習者的興趣，對於中、高級學習者，則應進到「傳統的精神文化」

的部分。因此，作者認為當文化的層次逐漸提升，文化對課堂內外的影響與作用

定會增加，那麼「把古國的文化魅力顯示出來」、「把被語法結構遮掉的東西補充

出來」、「使教學時見充分發揮作用」便成為後期學習者主要來補足文化學習的三

個方向。 

 

 上述華語教學者提出的分類與理論，以專家的角度設定、安排學習者應該學

的部分與原則，同時也有部分以學習者的角度來分析，如中華文化與自己文化的

差異為何、哪一些類型的文化能增強學習興趣、依據不同的程度需要側重在傳統

還是現代文化等問題，對於現今教材設計、編輯來說，有助於深入思考課本中的

文化內容的配置與適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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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華語教學之文化相關研究 

 

前述提到諸位華語教學相關的研究觀點與討論，因應現今文化流動快速的時

代，更應該了解教材中的目的語文化與學習者文化之間的交流，劉珣（2004）指

出「體認多元文化──了解目的語文化才能得體運用目的語；透過對比分析，才

能更好地認識母文化，增強多元文化意識。」因此，探討教材中文化的主題、內

容與區域文化的導入方式，處於勢在必行的階段，下面將以幾個重要的相關研究

及討論來看教材裡文化情形： 

 

一、華語教材的文化內容導向 

 

郭淑芳（2010）分析現有「僑務委員會之文化教材」文化導入華語教學的現

況與不足，透過問卷的方式了解教師對文化內容與教材之間的需求作為輔助並提

出具體建議，論及其教材文化內容建立於推廣中華文化來增強學習者認同感，同

時使用該類教材的教師們普遍認同中華文化是學習華語不可或缺的部分，應與一

般語言課程並重、提升學習華語的樂趣，來了解不同文化、國家人民的思考模式

及學習策略，而教材本身卻面臨「教學需求過於教材供給」的問題，想要找到一

套、一系列的教材有資源難尋的狀況，特別是既有的教材無法滿足學習者的學習

需求，欠缺與現今社會結合的多元議題及內容討論，導致教材無法適時回應學習

者的學習難點，使得教與學的銜接產生更大的落差。黃富玉（2010）同樣透過問

卷調查，了解在台學習華語之華裔學習者對哪一些文化主題感興趣來看，學習者

普遍對文化學習的意願還算高且皆想再深入了解中華文化，學習者欲多加了解的

主題有食物、態度、信念、武術、書法、茶及習俗等內容，更重要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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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想學與日常生活相關的內容，

並且能更了解台灣或中國。 

 

從這個著眼點來看，兩者雖分別針對教師與學習者進行調查，但皆以中華文

化的設置為主要的考量，前者關注在「教師認為學習者應該要學的文化內容」，

後者則是「學習者想多加了解的文化內容」，然而，對於學習者背景文化的安排

卻呈現出空缺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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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楊慶華（1995）指出「現有教材幾乎都是通用式教材。這種狀況，難以

滿足不同國家、不同母語、不同學習環境的學習者的不同要求。」對此呂必松

（1999）則認為，專門針對國外漢語教學的特點編寫的教材很少，大部分教材對

於國外適用性不高（李泉，2015），即便後續有以「持有相同國別和母語的漢語

學習者通用的教材」特性的「國別化教材」出現，其針對整套教材的編排進行重

新的調整，不論是生詞、課文、課後練習、單元課題的介紹等，都加入目的語文

化與當地文化等之間的內容，卻也有「同一國別和母語、同樣的學習目的和起點、

有著相同文化背景的一類學習者，他們之間的學習動機、學習興趣、性格特徵、

認知風格、興趣愛好、文化修養，以及對目的語及其目的語國的情感態度等，也

存在差異性」（李泉，2004）的潛在問題。 

 

換句話說，不論教材的針對性設定如何、文化內容試圖解決某些特定族群的

需求，都存有絕對的差異性問題。因此，目前的華語教材有必要去思考如何在這

之中取得平衡，特別是這之中的文化主題與面向的屬性與不同區域文化的比例等

方面。本文認為如何在華語教學本體上加入「近外國人的思維、貼近外國人的生

活、貼近外國人的習慣」（許琳，2007）的概念，且融合出華語教材的編寫應有

的「三貼近」：「貼近當代中國人的生活和文化、適當貼近人類共通的情感和價值

觀、有限貼近海外學習者的生活和有關國家的文化」（李泉，2015）兩個面向的

原則更是華語教材裡文化內容的重要關鍵，並且盡可能保持不同學習者文化之間

的平衡。 

 

二、跨文化下的教材對比分析 

 

承接上述的討論，要進一步了解目的語與學習者文化之間在教材上的表現，

最好的方法就是直接進行教材的對比分析，以了解目前的教材中文化內容所呈現

的現況與問題。歐陽芳暉、周小兵（2016）曾以中國大陸及美國共計四套教材10

進行直接的文化內容分析，從「國別文化」及「社會文化背景」兩個屬於「文化

廣度」（Cultural breadth）內涵的方面切入，計算出「中國文化」、「英語母語國家

文化」、「其他國家文化」於教材中出現的百分比與次數，其中《天地》在中國文

化和英語母語國家文化的相對比例較為接近，在表現上盡可能將目的語以外的文

                                                       
10《新實用漢語課本》(實用)、《當代中文》(當代)（英語版）、《中文聽說讀寫》(讀寫)、《中文天

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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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納入範圍內，試圖容入符合當地文化特色且在目的語發展出「旁及他人」的教

材設計。（趙金銘，2005）。 

 

為了瞭解教材中各文化實際的表現情形，該研究對文化內容的「獨現性」與

「共現性」作細部的分析，探討目的語文化與學習者背景文化之間是否保留適度

的空間進行文化的比較與反思，例如「共現中國文化與英語母語國家文化」的內

容相對於「獨現中國文化」和「獨現英語母語國家文化」有更多討論文化關係、

文化對比和自我反思的機會，並能「有效地豐富學習者的跨文化知識儲備，對提

高文化敏感度、增加文化學習興趣也有幫助」，也可「呈現出中國文化在學習者

本族文化影響下的變化」，並認為教材暫不需過度強化差異，應該適度反映出文

化之間的趨同現象，「在學習者熟悉的現有認知框架下，引入中國文化的理

解……，拉近了文化距離，增加了學習者對中國文化的認同感」才是目前最穩妥

的教材安排與設置導向。 

 

文化呈現應有別於過去單向的傳播，盡可能以雙向交流為主要的方向，華語

教學理應在重視目的語文化的前提上，加強與不同文化之間的關係，與華語學習

同步，強化學習者跨文化能力的發展。從上述的討論了解當前華語教材正在潛移

默化中擴大與文化方面的結合，舉凡涉及到國別、種族、區域等問題都足以展現

出新一代教材往文化交流、學習者導向的層面前進的脈絡，既然我們討論了不同

文化的發生地與角色背景之間的差異得知文化分布於世界的區域，那麼對任一文

化下的內涵分析就必須從各文化性質範疇進行討論。 

 

三、文化屬性與區域分布之研究 

 

美國外語教學協會指標（American Council on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 ACTFL）於 1999 年頒布「21 世紀外語學習標準」（Standards fo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in the 21st Century）五項外語教學目標──「5Cs」：

Communication（溝通）、Cultures（文化）、Connections（貫連）、Comparisons（比

較）、Communities（社區），其中「文化」表示「文化能力和文化理解的交互作

用」，又可從內涵中分析出「3Ps」的概念，3Ps 分別為「文化產物」（Products）、

「文化習俗」（Practices）和「文化觀念」（Perspectives），期望學習者能在外語學

習中對於教師所介紹的新知識事物，主動進行調查、研究、解釋和反應出文化產

物和文化習俗分別，以及對應到文化觀念的關係，意即透過應用三者之間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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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理解並闡述所接觸到的事物。（請見圖 1）。 

 

 

 

Patrick R. Moran 就 5Cs 文化所展開的三個文化要素上，另加入「文化社群」

（Communities）及「文化個體」（Persons）將這五個文化要素稱為「文化的五個

維度」（The Five Dimensions of Culture）。「文化社群」意指「一群能體現相同文

化並形成關係（合作或衝突）的單位成員，包含特定的社會環境、情況和團體」，

「文化個體」則為「能以個別且獨特的方式體現文化及文化社群的成員，每一個

個體蘊含了不同的文化及經驗，個體之間的文化既有關聯性，又有其獨立性」（請

見圖 2）。 

 

【圖 2】The Five Dimensions of Culture11 

                                                       
11 內容取自 Patrick R. Moran (2001, p24），研究者自繪。 

【圖 1】擷取自 Sandy Custshall（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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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n 特別將促成文化形成的「人」獨立出來與前三個文化要素並重，試圖

從分散於外部的文化產品、習俗與觀念的關注，轉回對人類受社會文化環境影響

下而不斷變化的主體性，藉由「社會社群」和「社會個體」來進行文化的教學與

體驗，強化人與人、人與文化、文化與文化之間交流的緊密關係。舉例而言，當

課堂中談到「中秋節」時，文化產物可以是「月餅」，文化習俗可以是「共同賞

月」，文化的觀念則是「全家人團圓在一起的幸福」，文化社群可以是「共同慶祝

這個節日的親人朋友們」，文化個體可以是「共同慶祝這個節日但來自不同家庭

背景下的人」，這五個要素有利於分析華語文教材中的文化內容，也就是說在前

一節的文化廣度基礎上，對教材所具有的文化要素進行分化與討論其現象。 

 

實際研究方面，Ka-Ming Yuen（2011）對香港中等教育學校所使用的兩套英

語教材進行文化內容的分析，以「文化產物」（Products）、「文化習俗」（Practices）、

「文化觀念」（Perspectives）和「文化個體」（Persons）作為分類的依據，另設

定「亞洲國家」、「非洲國家」與「西方國家」，西方國家下再分「說英語」、「不

說英語」以及「普遍地區」等細部的文化出處，調查外國文化是否能在教科書中

反應出以英文為國際語言的地位。 

 

其研究結果顯示，兩套教材的文化內容「相當支離破碎且有顯著的不平衡狀

態」，文化內容的「量」受到目的語「英語」的影響，使得關於「說英語國家」

的文化含量遠比其他地區出處高出許多倍；另外，「文化產物」為主要描述的對

象，頻繁分布在娛樂、飲食、商品、書籍與旅遊等較容易察知的主題，「文化習

俗」的表現則著眼於「觀光客的視野」，限制學習者對習俗方面的深入了解與認

識，同時忽視亞洲與非洲的國家文化分布，「文化個體」傾向於對名人、虛構或

是不知名的人物的討論，其中名人的部分大多來自於說英語國家，「文化觀念」

為四個分類中比例最少的一類，需要注意的是其內容多為世界共有的觀念，如「平

等」附屬於美國文化的介紹，因而被歸類在說英語的國家範疇內，促使文化觀點

的部分，相對較難在教材中體現出來。簡單來看，兩套以英文為第二語言教學的

教科書，除了過度關注英語為主的文化外，普遍缺乏英語以外的文化引述，如對

亞洲國家、非洲國家在名稱上的提及次數，以及在「量」的安排上亦欠缺對文化

產物外的三個分類的安排設置，導致文化內容呈現不均衡的狀態，然而教材並非

專為文化而設計，因此對於此類教科書來說，確實難以避免缺少文化綜合性與深

度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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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不論是 Patrick R. Moran 提出的五個文化要素，還是 Ka-Ming Yuen

所使用的四個文化層面作為教材中的文化內容分類，主要聚焦於文化內容深度

（Cultural Depth）的分析方式，對於細究教材本體下的文化分類屬性、主題選取

與未來教材安排有相當大的幫助。 

 

四、華語教材之評估者差異標準 

 

接下來討論學習者方面對教材的評估，目前教材編輯設計仍缺乏以學習者使

用經驗、意見作為評估的機制，研究者注意到歐美及亞洲地區的國家皆各有依據

不同語言差異所制定出的評估量表，華語教材的部分，有趙金銘（1998）在初步

印象性評估的基礎上，藉助統計數字的方式設計出一份「對外漢語教材評估表」，

其評分依據主要以前期準備、教學理論、學習理論、語言、材料、練習編排、注

釋解說、教材配套、其他等九大項細分出具體的問題，以檢視教材內容、編輯與

設計的狀況，並從其總得分劃分出優秀（170 分以上）、良好（150~169 分）、一

般（120~149 分）及較差（119 分以下）四個等級的教材，然而「迄今為止的對

外漢語教材評估絕大部分都是印象性的或者說是主觀性的」（林敏，2006），即便

是總得分不高的教材，也不能斷定該教材不適合學習者使用，畢竟原則上教材的

評分機制仍來自於專家學者們對教學設計的考量，屬於主觀的評估，始終缺少以

學習為出發點的教學設計。 

 

林敏（2006）認為教材評估量表應該是一個動態的概念，不該侷限於一個階

段，取而代之應該是保持發展中且連續、開放的一套系統，並明白指出目前教材

評估的教材有客觀性教材評估的缺乏、教材評估的視角單一的問題，故此有建立

以學習者為評估者的對外漢語教材評估模式和相應的評估量表的必要。該研究基

於 5 個角度12，設計出一份具有 43 題的問卷，給予 40 位學習者、20 名教師進行

填寫，並以教師問卷結果作為學習者問卷結果的參照；研究顯示教師在 5 個角度

上的評估分數普遍比學習者高，從各題目的內容來看教師組及學習者組的結果有

顯著的差異，教師本身受過相關教材評估的訓練，對教材優劣的情況更有其專業

的看法與標準，同時融合教學經驗以推斷學習者可能會遇到的問題，反之，學習

者作為教材直接的使用者，對教材的評估基準更關注在其內容是否有引起學習興

趣等議題，由此可知，教師與學習者評估之間的落差反應出教材設計與安排上的

                                                       
12 整體編排、詞彙及解說、課文、語法解（注）釋、練習、形式與配套，共 5 個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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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與不足。 

 

梁宇（2016）對比學習者與教師作為教材評估者的相似的教材評估，利用 8

份教材評估量表13歸納出具有 97 項以學習者為評估者的具體教材評價標準，經

合併、刪減、修改後擬定「國際漢語教材評價學習者調查表」，由受訪者的基本

情況、12 個模塊14下的 53 個封閉式問題，再加上 1 個開放性問題組成，提供 48

位漢語教材的使用者，另以此表研製教師問卷，提供給 80 位漢語教師進行填寫

作為整體研究的交叉比較。其研究結果與林敏（2006）相近，教師組在給分上比

學習者組高分，而教師與學習者皆看重整體「結構、語言材料、文化」，不看重

「版式設計與適配性」。研究中相異的部分，為教師組更重視「活動、情感、知

識與技能」，學習者則重視「主題與內容、實際考慮、配套資源」，此外「學習者

對教材的觀念是一種『素材觀』，或『文本觀』，他們著眼於教材提供了那些語言

材料和文化材料，素材本身的質與量如何。」相較之下，「教師對教材的觀念是

一種『組織觀』或『教學觀』，他們強調教材內容的組織與編排，注重可教性。」

換句話說，學習者組對教材內部、深層的教學沒什麼注意，但相對關注教材內容

是否有趣、「好不好學、學完有沒有用」。 

 

另一方面，研究統計分析發現，學習者組得分較高的前 20 個指標，主要為

語言知識與技能、文化、語言材料等三個模塊下指標，其中「文化」占有 4 個指

標，比重為前 20 個指標的百分之二十，比較教師組對於文化模塊的重視度，教

師組總平均值雖然比學習者來得高，但卻在優先順序上低了 2 名。可見學習者在

選擇教材時更重視文化的部分，而從文化相關的 4 個具體題目（以題號、二級指

標、平均值排列）：「Q38 文化內容與所學的語言內容是有關連的（3.1489）」、「Q35

教材提供了廣泛、真實、準確的文化知識（3.1458）」、「Q36 教材提供了實用的

交際文化，能讓我在和中國人的交流中更加得體、恰當（3.1458）」、「Q6 在文化

方面，教材中沒有令我反感的內容（3.125）」分析得知文化本質上的廣泛、真實、

準確性，以及實際應用文化技能時是否有效強化與母語者之間的溝通與適當性更

是學習者關心的部分。 

                                                       
13 Patricia Byrd & Marianne Celce-Murcia, 2001; Rani Ruddy, 2003; David R.A. Litz, 2005；美國21

世紀外語學習標準教材評價量表，2008；加拿大阿爾伯塔省中小學漢語教材評價量表，2011；趙

金銘，1998；林敏，2006；徐弘、馮睿，2007。共9份量表。 

14 適配性、整體結構、主題與內容、語言材料、語言知識與技能、活動、文化、情感、策略、

版式設計、配套資源、 實際考慮，共 12 個模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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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值得留意的是第 6 題，學習者在整體評估中相對重視「教材中沒有令我

反感的內容」，反應出過往教材使用的經驗裡存在了一些讓學習者感到不舒服的

話題或內容的可能性，這一點也是在文化研究裡需要謹慎處理的部分，同時也是

本研究想進一步了解的狀況之一。 

 

 

第四節 文獻探討結論 

 

綜合以上的文獻討論，不論教材的編輯原則與考量為何，目前仍缺少針對華

語教材實際內容所做的文化內容分析，特別是兼顧文化屬性分類與文化區域分布

的討論，並且進一步探討其內容之主題與面向的整理、討論；另一方面，文獻中

雖提及學習者對教材持有「文本觀」的觀念，但也未有直接探析學習者對已使用

或使用中的教材之文化內容的評價與偏好研究。 

 

因此本研究分為主要兩個部分著手，一是教材中的文化內容所涉及的屬性與

區域分析，並整理出相關的主題和面向的呈現；二是針對學習者對文化內容的意

見、看法進行整理、討論，最後從兩個部分的分析結果檢視文化的分布狀況與學

習者看法之間的相關性。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1900539
18 

 

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實施 

 

本研究透過「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分析 2015 年起出版《當代中

文課程》（A Cours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系列教材，期望從分析結果中探討

文化內容在「文化廣度」（Culture Breadth）與「文化深度」（Culture Depth）上

的情形，並利用「焦點團體訪談」（Focus Group）詢問學習者關於該教材的使用

經驗、想法及意見等評價，得到第一手可靠的資訊，同時為教材分析結果輔以補

充、說明及討論。本章節主要介紹研究方法、設計、對象及說明。第一節為研究

方法；第二節為研究對象；第三節為研究說明。 

 

第一節 研究方法 

 

一、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 

 

內容分析法建立於透過有系統性的量化、描述方式進行客觀的分析，整理出

其中各分析項次在研究材料中的比例，並從其分布與變化來推論研究的結果（陳

雅文，1995）。本研究透過「內容分析法」分析《當代中文課程》系列教材裡的

文化內容的內部比例，以了解各文化區域及內容屬性的分布與數量。核心分析架

構參考歐陽芳暉、周小兵（2016）的研究，以「國別文化」的角度切入來討論區

域的分布情形，將其分類架構改為「中華文化」、「歐美文化」、「亞洲文化」與「其

他文化」等四個文化區域分類，另外採用 Ka-Ming Yuen（2011）對香港中等教

育學校所使用的兩套英語教材進行文化內容的分析標準，藉由「文化產物」

（Products）、「文化習俗」（Practices）、「文化觀念」（Perspectives）和「文化個體」

（Persons）四個面向作為主要的文化屬性分類，針對教材內容涉及文化深度之

課文、詞彙、練習例句及課室練習進行分析。 

 

過程中考量到教材分析的信度，試以「評分者間信度」（Inter-rater Reliability）

的重點來提升內容分析法的可靠性，針對易受主觀判斷影響的研究進行雙重的分

析、驗證，一般來說，由兩位或兩位以上的評分者對同一研究主體、架構和內容

進行評分、分析，從結果的一致性誤差數值判定，以確認是否達到研究的整體信

度。因此，研究者邀請一名北部某國立大學華語文教學之碩士畢業生（暫稱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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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參與本次研究的內容分析以提高整體研究信度。首先，研究者先對文化屬

性的四個分類以及文化區域所涵蓋範疇與分界進行說明、定義，接著與 T 員分

別分析六冊中的文化內容，再共同核對彼此的最後分析結果，以商討其中技術性

與認知性差異的問題。差異結果中，包含研究者或 T 員其中一人沒留意到的文

化內容需要再次核對，或針對如「外國人剛到台北，不知道哪裡可以丟垃圾，也

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丟垃圾，馬安同問了台灣人才知道，台北的垃圾車只在一定

的時間、一定的地點收垃圾。」【習俗 25】（B2，L7）這類有爭論性的內容進行

討論，再得出如：這屬於外國人對台灣收垃圾習慣產生的文化衝擊，就整體內容

來說，歸類為「文化習俗」的範疇，而非「文化產物」等類似協議。 

 

二、焦點團體訪談（Focus Group）  

 

焦點團體訪談法是一套經過規劃且具有系統性的研究法，提倡在舒適的空間

下由研究者引導參與者發表個人意見為主要的資料來源，資料蒐集完成後，研究

者運用縝密、系統性地分析、討論資料，提供研究結果與建議。此一研究方法提

供質性方面的資訊，提供信息量較大、質量較高的資訊，資料蒐集上也相對較快

（王梅玲，2012）。本研究目標在於了解學習者對教材中的文化內容的看法，以

及對其個人影響，採取此一作法在於獲取不同學習者個人的想法之外，也能在過

程中得到學習者之間互動下衍生出的分享內容與回饋，獲取更多學習者對文化內

容的反應與態度等龐大的資訊量。 

 

經由以上兩種研究法，不但能得到這套華語教材在文化廣度及深度上的實際

情，亦能透過團體訪談的形式詢問學習者對教材的評價，更能呈現出教材中文化

的適切性與相關的問題，因此研究者希望透過教材分析、學習者訪談這兩種主要

的研究方法，為華語教材及學習者觀點的相關研究做進一步的認識與討論。 

 

 

第二節 研究對象 

 

一、《當代中文課程》系列教材 

 

http://terms.naer.edu.tw/search/?q=au:%22%E7%8E%8B%E6%A2%85%E7%8E%B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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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介紹 

 

《當代中文課程》系列教材（簡稱《當代中文》）15為本文教材分析的主體，

由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教學中心（簡稱「師大華語中心」）策劃，鄧守信教授

主編，18 位編輯老師共同完成（各冊分別由 3 位老師共同合編），全系列共六

冊。教材特色有「符合現代教學潮流，結合溝通式教學和任務導向學習，培養學生

使用華語的能力」、「每課的學習目標和學習自評表，幫助學習者瞭解自己是否

達成學習目標」、「課文緊貼日常生活真實情況，讓學習者在自然的語境下學習華

語」、「功能取向的詞類及句法解說，有助於學習者的語言運用」、「語法說明包

括語法功能、結構、語用、練習 4 個部分，輔助學習者正確地使用語言」、「課室

活動提供明確的學習目標、活動或任務，透過有趣的活動練習鞏固學習」、「『文

化點』輔以真實照片，使學習者能深入瞭解台灣當地社會文化」、「提供線上輔助

工具，協助教師課堂教學輔助及學習者之課後練習」等。教材出版介紹中提到「本

系列教材適合來台學習華語學生，並適用於海外高中或大學學習華語的學生。一

至六冊的程度規劃相當於 CEFR 的 A1-C1 等級或 ACTFL 的 Novice-Superior 等

級。」就目前來說，全台有已多所華語中心採用《當代中文》作為輔助教材使用，

同時因師大華語中心的推廣與領先使用，逐漸成為台灣當前熱門的綜合性華語教

材之一。教材各冊介紹詳情，請見下表 1： 

 

【表 1】《當代中文課程》教材介紹16 

 

全系列教材共六冊，為全方位訓練學生華語能力的教材。 

前三冊以口語訓練為主，後三冊開始進入書面語訓練。 

第一冊 著重在實際日常生活對話運用。 

第二冊 除了對話外，開始輔以短文閱讀。 

                                                       
15 有鑑於目前市占率最高的《新版實用視聽華語》與《遠東生活華語》兩套教材已有相當豐碩

的研究成果且內容距今有一段時間，因此本文採用 2015 年至 2018 年所出版完成之《當代中文課

程》為主要探討的對象，研究者查核國內 40 幾間的國立大學附設華語中心之網站，已有數間華

語中心已採用本教材作為輔助或主要教材。 

16 此表為研究者自製。資料內容來源：台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官方網站）>出版專區＞教

材；博客來網路書店《當代中文課程 1》介紹：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76838）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76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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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冊 從長篇對話進入書面語及篇章的訓練。 

第四冊 

維持對話與篇章兩種形式，擴展談論話題能力。 

（以篇章方式對書面語做更進一步的加強訓練，培養學生具備閱讀真

實語料的語言實力。【此部分內容取自博客來】） 

第五冊 

選擇有趣且具爭議性的主題，透過正反

兩面的文章論述，加強學生對篇章的理

解及口語能力的表達。 

涵蓋社會、科技、經濟、政

治、文化、環境等多元主題，

拓展學生對不同語體、領域

的語言認知與運用。 第六冊 選材自真實語篇。 

 

2.教材各項次介紹 

 

 教學編輯設計上，教材第一、二冊為入門、基礎的等級，三、四冊為中級、

進階級，五、六冊則為高級、流利級，每兩冊的總課數相同，一、二冊為 15 課，

三、四冊為 12 課，五、六冊為 10 課，課數量隨著難度升高而減少，字彙量方面

則隨之增加。第一冊，以兩個「對話」作為單元的核心，再加上「課文英譯」、「生

詞」以及「文法（介紹及練習）」、「課室活動」、「文化 Bits of Chinese Culture」，

「課文簡體字版」則統一放在第一冊最後部分；第二、三、四冊與第一冊編排相

似，唯獨第二個「對話」部分改為「短文」，對話及短文之句子下方不再有拼音

輔助，而「漢語拼音」及「課文簡體字版」隨對話、短文之後出現。第五冊的基

本單元項次安排由「課前活動」、「課文（正反兩面的文章）」（無漢語拼音）、「課

文理解」、「生詞」、「語法點」（原文17、結構、解釋、例句、練習）、「論點呈現」、

「口述（語）表達」、「重點詞彙」（詞語活（運）用、詞語配搭、四字格18、推

論、易混淆詞語）、「延伸練習」、「語言實踐」等組成，依據不同主題來調整內容。

第六冊文章為真實語料的，一課共有兩個部分的文章，鎖定於相同的主題上，帶

領學習者領略實際生活中會遇到書面詞彙及語用情境，項次的安排則與第五冊相

似，但多了「引導式寫作練習」的部分。（請見【附錄一】19） 

 

大體來說，此系列教材可分成兩大類，第一到第四冊在比重上較貼近於生活

方面的主題內容，如：「請問一共多少錢？」（B1L4）、「垃圾車來了！」（B2L7）、

                                                       
17 引述文章中的一兩個句子或段落。 
18 即「成語」。 
19 擷取《當代中文課程》第五冊第八課的部分內容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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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流行什麼？」（B3L5）、「應徵」（B4L10）以及與傳統習俗、歷史相關的故

事，如：「過春節」（B2L15）、「台灣故事」（B3L11），各冊之間程度皆有循序漸

進的脈絡可循，單元編排也趨於一致；第五、六冊則明顯提高書面語的使用率，

大量補充實際書面的語用情境、練習與應用，第五冊針對同一議題的正、反兩面

看法分成兩部分文章討論，內容為爭議性較高的主題，如「言論自由的界線」

（L1）、「整形好不好」（L3）、「死刑的廢存」（L6）、關於貧富差距的「增富人稅

＝減窮人苦？」（L7），以及「左右為難的難民問題」（L8）等問題，第六冊課文

則涉及科技發展、表演藝術、語言現象、國際賽事等問題，如「科技與生活」（L2）、

「舞蹈藝術」（L3）、「國際語言」（L5）、「奧運黑洞」（L8）等跟進現代社會的發

展與現象。具體而言，《當代中文課程》盡可能在語言與主題之間取得平衡，語

言教學之餘，增加了與時俱進的議題討論，強化整體教材的實用性及趣味性。 

 

二、研究受訪者（華語學習者） 

 

本文的目的之一，即由華語學習者的學習經驗中得到教材的整體評價，因此

選定符合「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Steering Committee for the Test Of 

Proficiency - Huayu）舉辦的官方「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之分級標準──「歐

洲共同語文參考標準」（The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簡稱 CEFR）作為研究對象的華語能力設定，將華語學習者分成 A

組（A1 入門級、A2 基礎級）、B 組（B1 進階級、B2 高階級）、C 組（C1 流利級）

20三組，根據「滾雪球取樣」（Snowball Sampling）的方式，邀請目前於台北某一

華語中心就讀、正在或已使用過這套教材的初級、中級、高級不同程度的學習者

參與，每組各有 5 位成員，研究受訪者共計 15 人；研究者分次針對各組受訪者

進行提問與引導，並將訪談過程中提及之意見、評價與新議題統整輸出，進一步

分析與討論。 

 

受訪者代號第一個英文字母為其華語程度及組別（A、B、C），第二字母則

依成員編號順序從 A 到 E 排列而成，以便提及相關人物時能有效顯示其華語程

度、性別、國籍、年齡、目前使用冊數及華語學習時間，整理如下表 2~表 4： 

  

                                                       
20 《當代中文課程》在教材程度介紹提到「1～6 冊的程度規劃相當於 CEFR 的 A1-C1 等級」簡

言之，本次訪談中的 C 組即便是學到了第六冊，在中文能力預估上仍屬於 C1。資料來源：

https://mtc.ntnu.edu.tw/book/A_Course_in_Contemporary_Chinese.html 最後查詢日期 2019/05/15 

https://mtc.ntnu.edu.tw/book/A_Course_in_Contemporary_Chines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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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初級 A 組研究受訪者基本資訊（受訪日期：2019/04/11）： 

受訪者代號 性別 國籍 年齡 目前使用冊數 華語學習時間 

A-A 女 德國 44 3 八個月 

A-B 男 韓國 34 3 八個月 

A-C 男 印尼 30 3 八個月 

A-D 男 日本 44 4 約一年 

A-E 女 日本 23 4 約一年 

 

【表 3】中級 B 組研究受訪者基本資訊（受訪日期：2019/04/11）： 

受訪者代號 性別 國籍 年齡 目前使用冊數 華語學習時間 

B-A 女 泰國 28 

第四本書結束， 

正在使用 

《迷你廣播劇》。 

一年多 

B-C 男 英國 35 一年多 

B-D 男 泰國 24 一年多 

B-E 女 越南 24 一年多 

B-F 女 日本 43 兩年 

 

【表 4】高級 C 組研究受訪者基本資訊（受訪日期：2019/05/03）： 

受訪者代號 性別 國籍 年齡 目前使用冊數 華語學習時間 

C-A 女 越南 24 5 一年八個月 

C-B 男 印尼 20 5 九個月 

C-C 女 烏克蘭 20 5 一年半 

C-D 女 越南 21 5 一年半 

C-E 男 法國 56 5 兩年 

  

根據資料顯示，受訪者共有 8 位女性、7 位男性，分別為 3 位越南女性、2

位日本女性、1 位泰國女性、1 位德國女性、1 位烏克蘭女性、2 位印尼男性，日

本、韓國、泰國、英國、法國則各有 1 位男性，共 8 個國籍的受訪者；20 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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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歲的 8 位，30 歲到 39 歲的 2 位，40 歲到 49 歲的 2 位，50 歲以上的 1 位，年

齡的區間為 20 歲到 60 歲，主要集中在 20 到 29 歲間，總學習時間為 8 個月到 2

年不等。受訪者背景中男女比例均衡，國籍多元，年齡區間較大。其中 A-A 為

日德混血，在雙文化及語言的薰陶下長大，表達上能明白分辨兩個文化的差異與

潛在問題；A-C 及 C-B 皆為印尼籍華人男性，前者為加拿大華僑，後者為台印

混血，皆不熟習中文。 

 

 

第三節 研究說明 

 

一、教材分析 

 

教材分析欲了解教材中文化內容所呈現的區域性與文化屬性的分布狀況，因

此分成兩個步驟，首先將依據文化內容的具體屬性分為四大類──「文化產物」、

「文化習俗」、「文化觀念」或是「文化個體」，再將其所屬的文化內容區域性劃

分出來，如「中華文化」、「歐美文化」、「亞洲文化」與「其他文化」，關於細部

的說明由下述三點作進一步介紹。 

 

（一）「文化深度」說明 

 

本文採用 Ka-Ming Yuen（2011）的研究，將教材中與文化相關的內容區分

出來，並針對該內容之「文化屬性」21找出所屬的分類，而這種分析架構為檢視

文化內容的「深度」，即「文化深度」（Cutural Depth），文化深度主要分成「文

化產物」、「文化習俗」、「文化觀念」與「文化個體」等四個分類，「文化產物」

關乎人類發展過程因需求、活動所創造的物質，如工具、服飾、書寫文件、建築、

語言、音樂、藝術或家庭、教育、經濟、政治、宗教的制度、組織和機構；「文

化習俗」由社會成員共同營造出來，注重人類於社會行為的過程中所產生之日常

生活習慣、社會與傳統習俗或延伸出的儀式與節慶等，時而明顯，時而不明顯察

覺，如對時間、空間與社會情境中的詮釋與觀念，同時也包含了禁忌；「文化觀

                                                       
21 意旨與文化相關之內容所屬的性質，主要為辨別其內容應隸屬於產物、習俗、觀念，還是個

體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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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有關人類社會發展時產生的感知，可為人群共同的感知、忽略的內容，以及

信仰、態度與價值觀等；「文化個體」則關注在社會個體所扮演的角色，換言之，

每一個人都是文化的承載、創造者，即文化的縮影，並透過各自不同的方式詮釋、

體現出文化。針對細部內容與說明，請參考下表 5。 

 

【表 5】文化深度說明與範例22 

 

文化深度 定義與範圍 範例 

文化產物 

（Products） 

人類所創造之物質，範圍可為

手邊工具、服飾、書寫文件、

建築、語言、音樂、藝術或家

庭、教育、經濟、政治、宗教

的制度、組織和機構等。 

珍珠奶茶、小籠包；太極拳；

國家音樂廳、孔廟、赤崁樓

等。 

文化習俗 

（Practices） 

人類在社會行為過程中所產

生之日常生活習慣、社會傳統

習俗或延伸出的儀式與節慶

等。 

台灣人喜歡喝茶、過節的傳統

習俗、中國人習慣上都是先吃

飯再喝湯等。 

文化觀念 

（Perspectives） 

人類社會發展時所產生的感

知，可為人群共同的感知、忽

略的內容，以及信仰、態度與

價值觀等。 

風水、傳宗接代、不打不成

器、男主外女主內、貨比三家

不吃虧、身體髮膚受之父母

等。 

文化個體 

（Persons） 

每位社會成員都扮演者文化

的承載、創造者，並透過各自

不同的方式詮釋、體現出文

化。 

五月天、吳寶春、雲門舞集、

蔣介石、海明威、羅賓漢、廖

添丁、等。 

                                                       
22資料來源：【定義與範圍】整理自 Patrick. R. Moran（2001）；【範例】取自《當代中文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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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廣度說明 

 

 與文化深度相輔相成，用以指出文化內容所屬、發展的「區域」，在此稱之

「文化區域」，每一個文化內容皆有各自的起源地區，而這類探討文化區域的概

念，又稱為「文化廣度」（Cultural Breadth）。文化廣度基於文化所屬區域而定，

說明內容必有顯著區域來源可考，可以為文化發源、盛行為某一地方特色的地

區，本文研究架構將文化廣度範疇，分成「中華文化」、「歐美文化」、「亞洲文化」

與「其他文化」四個文化區域，依據具體的區域再細分出次分類，如中華文化之

「中國文化」、「台灣文化」、「新加坡文化」及其他僑居地的華人文化；歐美文化

之「西班牙文化」、「法國文化」……，以及「美國文化」、「加拿大文化」與拉丁

美洲文化等；亞洲文化之「日本文化」、「韓國文化」、「越南文化」、「泰國文化」

等；其他文化則為前述三個文化區域外的地區為主，如「土耳其文化」。此外，

為了符合研究需求，各文化皆設有「一般文化」的次分類，泛指某一文化區域下

的共有文化內容，例如：原中華文化之「中國文化」在此暫稱為「一般文化」， 

其原因為不論是台灣還是其他華人國家文化，大部分的中華文化都源自於中國大

陸（若內容專指中國特定地區，則另外標示）；歐美文化、亞洲文化下的「一般

文化」則在關鍵字與內容中可清楚察覺，如前者有「西方、歐美、歐洲」，後者

有「東方、亞洲」等重點詞彙。請見下表 6： 

 

【表 6】文化廣度說明與具體分類23 

 

文化廣度 涵蓋地區 具體文化分類 

中華文化 
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澳門、

新加坡等地區文化。 

 一般文化 

 台灣文化 

歐美文化 

歐洲（東、西、南、北、中歐）

及美洲（北美洲、拉丁美洲）

地區之文化。 

 一般文化 

 英國文化 

 美國文化 

 西班牙文化 

 法國文化 

 德國文化 

 義大利文化 

 瑞士文化 

 加拿大文化 

                                                       
23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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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文化 東北亞、東南亞區域之文化。 
 一般文化 

 日本文化 

其他文化 
前三者未提及之西亞、中東、

非洲、大洋洲等區域。 
 土耳其文化 

 

本研究的目的之一在於了解教材中文化內容主要涵蓋的地區，並思索在廣度

的前提下所涉及之文化屬性，概言之，文化廣度基本上依據其地區性的地理位置

即可說明，而文化深度的部分則是以文化本身的屬性來看。 

 

（三）文化內容的限制：範疇限制、計算方式 

 

關於文化內容的範疇及計算方式，研究者針對教材內舉凡以「中文」呈現且

為完整合乎語法的語句、段落及篇章為分析的首要對象，因此內容若有「不完整

性」之虞者不予以納入分析目標，如「生詞」部分24、「常見偏誤用法說明」與

「文法」中的填空練習；計算次數的方式則參考 Ka-Ming Yuen（2011）對文化

內容的計次方式“The same item from any of the four aspects is counted more than 

once if it appears again in a different section”（凡相關主題或詞彙再度出現於教材

中的不同項次上則另計一次，作為文化內容分析蒐集與計次的依據），如「太極

拳」一詞首次出現於第二冊第八課的「對話」中，其後又出現於同課「短文」、

第九課文法等部分，截至此共計算 3 次，若該詞重複 2 次或以上出現於第八課對

話中，仍以 1 次計之，以此類推。此外，第二冊第三課的短文部分討論「華人的

重要節日」，分別以一小段介紹了「春節」、「端午節」和「中秋節」，以主題性來

說，各計上 1 筆，但舉「端午節」為例，討論的過程中亦連帶提及「香包」、「雄

黃酒」，研究者則將其概念與文化產物之間的關係做出清楚的區分，故另在「文

化產物」之「習俗、信仰及觀念產物」中納入「香包」及「雄黃酒」。 

 

二、焦點式團體訪談說明 

  

 研究者與研究受訪者依照原先說好的時間到達約定好的地點，先向研究參與

                                                       
24 只有生詞、拼音、詞性、英文解釋，無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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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說明本次研究的目的與「研究參與同意書」（【附錄三】）的內容，確認每一位

研究者都接受「研究參與同意書」所提到的細節並簽名之後，請參與者據個人意

願大致做一下自我介紹，以便研究者能初步了解參與者的基本背景後，開始進行

團體訪談，訪談時間約 1 個小時左右。 

 

訪談基本問題關乎：受訪者是否在教材使用過程中感知到文化內容的存在、

教材是否有效幫助華語學習、增強與台灣人之間的文化理解與溝通、教材中感興

趣與不感興趣的主題與內容、課程安排上的文化多元性需求、整體滿意度評分及

有無產生反感等主要討論方向。 

 

 

 訪談問題，如下： 

 

1. 請問你有沒有發現課本有一些關於文化的主題或內容？最記得哪一些？ 

2. 你們覺得這一些文化內容和你學中文有關係嗎？ 

3. 你們認為課本中提供了廣泛、真實和準確的文化知識嗎？ 

4. 教材中的文化內容有沒有幫助你和台灣人溝通更容易、恰當？ 

5. 如果你們能決定文化主題與內容，你們最想和最不想學習哪一些主題？ 

6. 請問你希望課本中出現台灣及中國以外其他地區的文化嗎？ 

比方說，其他亞洲、歐洲、美洲、非洲、大洋洲的文化（展示世界地圖） 

7. 整體來說，你對課本的文化內容介紹滿意不滿意？1-10 分。為什麼？ 

8. 教材中有沒有讓你反感的內容？（輔助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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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避免參與者受到語言程度的限制，研究者以更簡易、清楚的中文或透過英

文輔助受訪者瞭解研究問題，亦在他們不確定所說的詞彙和表達上是否正確時，

提出適度的協助。另一方面，由於三組受訪者之間為長、短期的同學關係，已習

慣且樂於協助對方理解、討論與分享對教材的看法，對於發表相異看法時，也抱

持尊重與包容的態度，甚至偶爾會提出相反的想法或補充、附和其觀點。普遍來

說，每位受訪者個性都相當積極、善於表達，三次的訪談現場氣氛十分舒適，受

訪者之間相處也相當融洽。 

 

最後，訪談研究全程以錄音的方式進行，以利蒐集學習者之意見、討論與提

出的新觀點的資訊，並經研究者輸出、騰入逐字稿中，進一步分析、探討學習者

觀點。研究者將針對受訪者回應中不清楚之處進行補充說明，但對於贅字、不合

語法而不影響內容理解的部分則不多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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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分析與討論 

 

 本章將針對研究的問題進行回覆，分為教材文化內容分析與學習者訪談兩節

討論。第一節，探討文化內容中的屬性分類、區域分布與涉及之主題與面向，以

及目的語文化與學習者文化之間的交互關係；第二節，根據學習者對教材中文化

內容等相關問題之反應加以分析與討論。 

 

第一節 教材分析結果 

 

一、文化廣度 

 

前一章提到研究方法、原則及過程的說明，研究者將《當代中文課程》系列

教材內容含有中文的部分進行分析與統計，並與另一位研究人員比對研究結果之

後，得到共 1,509 筆具有區域性的內容，屬於中華文化相關的內容筆數有 945 筆，

歐美文化的筆數有 428 筆，亞洲文化的筆數有 122 筆，其他文化的筆數有 14 筆，

請見下圖 3： 

【圖 3】具有區域性的內容之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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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除教材只提及地區或國籍人士的部分，如：「你是不是日本人？」（B1L1）

這類僅具地區意義，無其他文化意義的內容的筆數，其無效筆數共有 783 筆，中

華文化 478 筆，歐美文化 229 筆，亞洲文化 63 筆，其他文化 13 筆，最後，得到

兼具區域性及文化意義的內容之有效筆數為 726 筆，包含中華文化 478 筆，歐美

文化 191 筆，亞洲文化 56 筆和其他文化 1 筆。 

 

 換成百分比來看，有效文化內容中目的語文化──「中華文化」占了 65.84%，

「歐美文化」占了 26.31%，亞洲文化占了 7.71%，其他文化占了 0.14%（圖 4）。

歐美文化雖僅次於中華文化，但僅占整體文化內容約四分之一的比例，相對而

言，亞洲文化則不到十分之一，其他文化更低於百分之一，顯示出《當代中文課

程》的文化內容，以中華文化為主導文化，其他三個文化為輔助文化的現象。 

 

【圖 4】文化內容之有效整體區域文化分布 

 

 

 至於每一冊的文化區域表現，第一至第四冊的文化區域分布與整體教材所呈

現的狀況相似，同樣以中華文化為主（B1：119 筆；B2：129 筆；B3：92 筆；

B4：77 筆），接續為歐美文化（B1：29 筆；B2：46 筆；B3：15 筆；B4：17 筆）、

亞洲文化（B1：20 筆；B2：21 筆；B3：8 筆；B4：4 筆），而無任何其他文化

的筆數（B1~B4 均為 0 筆）。第五、六冊的文化區域分布產生變化，第五冊的中

華文化與歐美文化近乎持平，前者為 19 筆，後者為 20 筆，亞洲文化則在此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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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 0 筆，其他文化同樣無任何筆數，第六冊則首次呈現出以歐美文化為主的狀

況，歐美文化為 64 筆，中華文化為 42 筆，與亞洲文化 3 筆，與其他文化的唯一

1 筆。請參見圖 5。 

 

【圖 5】《當代中文課程》一至六冊之四個文化區域筆數 

 

 

上述數據與內容，主要展示全系列教材中有效文化內容之區域分布，研究者

將於下一小節「文化深度」的分析過程中，依據上述四個文化區域同步討論文化

廣度分布，並利用次分類的分布情形加以說明文化內容之主題與面向。 

 

二、文化深度 

 

「文化深度」意指文化內容本身的屬性，如「產物」（Products）、「習俗」

（Customs）、「觀念」（Perspectives）與「個體」（Persons），本小節將透過這四

個屬性將《當代中文課程》的有效文化內容加以歸納、分類，並分析其中涉及之

區域、主題與面向。 

 

根據研究的分析結果顯示，文化深度的四個分類筆數如下：文化產物有 589

筆，文化習俗有 32 筆，文化觀念為 22 筆、文化個體為 83 筆，請參照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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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文化深度之文化屬性分類結果 

 

 

以百分比來看，「文化產物」的比重高達 81.13%，占了整體文化內容的五分

之四，與前一小節文化區域的比重相似，儘管「文化個體」僅次於「文化產物」，

但兩者之間的落差懸殊，其餘「文化習俗」與「文化觀念」的占比相加仍不及「文

化個體」，顯示出教材文化內容主要環繞在「文化產物」的範疇上，其餘三者則

屬次要的考量。 

 

接下來，本研究將具體針對文化內容的「文化產物」、「文化習俗」、「文化觀

念」、「文化個體」四個屬性分類進行分析、討論與說明，探究其中的主題與面向

與所涉及的區域分布情形。 

 

（一）文化產物 

 

文化產物占整體文化內容的 81.13%，關於實際呈現的狀況，有以下 7 個主

要呈現的內容和方式，如「語言與文字」、「國家+名詞（詞組）」、「飲食」、「建築」、

「休閒、表演及作品」、「習俗、信仰及觀念產物」及「組織機構」等方式。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1900539
34 

 

1.語言與文字（171 筆） 

 

語言是文化的產物，亦是文化的載體，有關於語言、文字、方言及語言內部

結構，大量出現於教材中，總計 171 筆。「中文」有 88 筆，「西班牙文（語）」23

筆，「英文」22 筆，「美語」1 筆，「法文」有 6 筆，「日文（語）」5 筆，「越南語」

2 筆，「德文」、「土耳其文」各 1 筆；「漢字」（12 筆）與「中國字」（5 筆）共計

17 筆，「英文字」1 筆，「中文的聲調」1 筆；「台灣話」、「閩南話」、「廣東話」

各 1 筆。相關筆數整理如下表 7： 

 

【表 7】語言與文字項目與筆數（文化產物 1） 

 

中華文化（109 筆）  歐美文化（54 筆） 

中文 漢字 中國字 聲調  英文 英文字  西班牙語(文) 

88 12 5 1  22 1  23 

 台灣話 閩南話 廣東話  美語   法文 

 1 1 1  1   6 

        德文 

        1 

 

亞洲文化（7 筆）  其他文化（1 筆） 

日文（語）  土耳其文 

5  1 

越南語   

2   

 

值得留意的是在上一節文化廣度的部分，「其他文化」分類裡僅 1 筆紀錄，

而這 1 筆紀錄正好是「文化產物」之「1.語言與文字」裡的「土耳其文」（B6，

L5），其餘文化深度的範疇則再無「其他文化」區域的文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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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家名+名詞（詞組）（48 筆） 

  

觀察《當代中文課程》的課程編排，第一冊以自我介紹作為課程的開始及基

本操練，在設計上考量到學習者來自於不同的國家，因而提供部分國家名稱與稱

呼該國人士的說法，以及其他生活中常見的名詞，教材內容安排也漸進式地將可

組合之詞彙相互結合，以利於學習的累加與配合文法例句的練習，其中「國家名」

+「名詞」所構成的詞組即為基本的結構之一，如「台灣茶」、「美國電影」、「中

國菜」、「越南麵」、「法國甜點」、「西班牙咖啡」等，分別強調其區域性及產物本

身鮮明的意涵。這類構詞組合，助於詞彙意義呈現出特定的文化屬性，並清楚標

示出更清晰的區域性，一般來說當提及一個國家的電影時，人們自然產生一種對

此國家電影風格或是主題類型的想法，如「美國電影」、「台灣電影」、「日本電影」

各自在拍攝、劇情特色上的不同，教材中亦出現「中國菜」、「日本菜」、「越南菜」、

「泰國菜」等以國家名冠在「菜」前頭的用法，同樣展現出各國具特色的料理方

式及風味，這種組合方式基本上都可將其文化的特性展露無疑。 

 

因此，關於相似的結構與筆數有：「-電影」：「美國電影」5 筆、「台灣電影」

2 筆、「日本電影」1 筆；「-菜」：「越南菜」9 筆、「中國菜」3 筆、「台灣菜」2

筆、「日本菜」2 筆、「泰國菜」1 筆、「義大利菜」1 筆；「-茶」：「台灣茶」1 筆、

「日本茶」3 筆、「中國茶」1 筆；「-麵」：「越南麵」1 筆、「日本麵」1 筆；「-蛋

糕／-（形容詞）甜點」：「法國蛋糕」1 筆、「法國甜點」1 筆、「台灣傳統的甜點」

1 筆；、「-咖啡」：「西班牙咖啡」1 筆；「-車」：「法國車」1 筆；「-文化」：「亞洲

文化」1 筆、「原住民文化」2 筆、「西方文化」1 筆、「中國文化」1 筆；「-東西」：

「中國古代的東西」1 筆；「歷史」：「台灣（的）歷史」2 筆、「中國歷史」1 筆；

「-制度」：「瑞士的教育制度」1 筆等，共計出現了 48 次。請參照下表 8。 

 

【表 8】國家名+名詞（詞組）項目與筆數（文化產物 2） 

 

國家+（  ） 中華文化（17 筆） 歐美文化（12 筆） 亞洲文化（17 筆） 

+電影（8 筆） 台灣電影（2） 美國電影（5） 日本電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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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18 筆） 

中國菜（3） 

台灣菜（2） 
義大利菜（1） 

越南菜（9） 

日本菜（2） 

泰國菜（1） 

+茶（5 筆） 

台灣茶（1） 

中國茶（1） 
- 日本茶（3） 

+麵（2 筆） - - 

越南麵（1） 

日本麵（1） 

+蛋糕／甜點 

（3 筆） 

台灣傳統的甜點（1） 
法國蛋糕（1） 

法國甜點（1） 
- 

+咖啡（1 筆） - 西班牙咖啡（11） - 

+車（1 筆）  法國車（1） - 

+文化（5 筆） 

原住民文化（2） 

中國文化（1） 
西方文化（1） 亞洲文化（1） 

+東西（1 筆） 中國古代的東西（1） - - 

+歷史（3 筆） 

台灣（的）歷史（2）

中國歷史（1） 
- - 

+制度（1 筆） - 瑞士的教育制度（1）  

 

3.飲食（209 筆） 

 

 前述提到由詞組方式組成的文化產物，其中包含「-菜」、「-茶」、「-麵」、「-

蛋糕」、「-咖啡」共 29 筆屬於「飲食」的範疇，但並不包含其他與飲食相關的特

定詞彙，因此接下來主要探討的文化產物特指「飲食」的部分。 

 

飲食，向來是文化產物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尤其美食佳餚本身具有強烈的特

色，並且能呈現出其固有文化的代表性，如：「烏龍茶」、「咖啡」、「牛肉麵」、「小

籠包」、「臭豆腐」、「包子」、「豬腳麵線」、「越南春捲」、「韓國泡菜」、「日本壽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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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餃子（水餃）」、「珍珠奶茶」、「漢堡」……等，教材中屬於飲食的內容合計有

33 種，共 204 筆的紀錄。相關筆數如下所示：「烏龍茶」13 筆、「咖啡」37 筆、

「牛肉麵」24 筆、「小籠包」16 筆、「臭豆腐」19 筆、「包子」10 筆、「豬腳麵線」

8 筆、「越南春捲」4 筆、「韓國泡菜」9 筆、「日本壽司」3 筆、「餃子（水餃）」

30 筆、「牛肉湯」4 筆、「珍珠奶茶」1 筆、「漢堡」2 筆、「水煎包」1 筆、「雞排」

4 筆、「鹹粥」1 筆、「薯條」1 筆、「擔仔麵」1 筆、「韓國炸雞」1 筆、「鳳梨酥」

3 筆、「燒餅油條」1 筆、「蛋餅」1 筆、「豆漿」2 筆、「蘿蔔糕」1 筆、「飯糰」1

筆、「日式飯糰」1 筆、「味噌湯」1 筆、「火鍋」1 筆、「綠豆糕」1 筆、「牛舌餅」

1 筆、「蚵仔煎」1 筆。此外，由於「小吃」一詞為台灣在地文化的特色之一，同

時概括屬於小吃的美食範疇，因此將「小吃」一詞納入文化產物之「飲食」的一

部分，總計出現於教材共 5 次。數據整理如下表 9： 

 

【表 9】飲食項目與筆數（文化產物 3） 

 

文化區域 來源 內容（筆數） 

中華文化 

（150 筆） 

一般 

（60 筆） 

烏龍茶（13）、包子（10）、餃子／水餃（30）、 

燒餅油條（1）、蛋餅（1）、豆漿（2）、蘿蔔糕（1）、

飯糰（1）、火鍋（1） 

台灣 

（90 筆） 

牛肉麵（24）、小籠包（16）、臭豆腐（19）、豬腳麵線

（8）、牛肉湯（4）、珍珠奶茶（1）、水煎包（1）、雞

排（4）、鹹粥（1）、擔仔麵（1）、鳳梨酥（3）、綠豆

糕（1）、牛舌餅（1）、蚵仔煎（1）、小吃（5） 

歐美文化 

（40 筆） 

一般 

（40 筆） 
咖啡（37）、漢堡（2）、薯條（1） 

亞洲文化 

（19 筆） 

越南 

（4 筆） 
春捲（4） 

韓國 

（10 筆） 
泡菜（9）、炸雞（1） 

日本 

（5 筆） 
壽司（3）、日式飯糰（1）、味噌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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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築（48 筆） 

 

建築，為人類所建造出的寓所，有基本的居住功能，也有象徵文化精神與歷

史的作用，這些建築可以是祭祀神祇、紀念偉人，或是帶有歷史價值與提供人們

休閒娛樂的場所。根據功能的差異，研究者將建築分成具有歷史意義、文化象徵、

宗教特色三類進行分述： 

 

(1)歷史意義 

 

所謂歷史意義的建築，指的是建造時的目的並非是現代的使用意義，而是具

備說明、介紹一段歷史，換句話說，具有歷史意義的建築指的正是「古蹟」，如：

紅毛城、赤崁樓、萬里長城。 

 

(2)文化象徵 

 

具有文化象徵的建築，注重在其建造之初至現代有相近或一致的目的，這類

的建築基本上是國家文化的特色重點，能提供他人進行相關的學習、休憩娛樂等

活動，如：故宮博物院（故宮）、台北 101、國家戲劇院、國家音樂廳、鬥牛場。 

 

(3)宗教特色 

 

屬於宗教特色的建築，意指因宗教教義及思維所設計、規劃出的建築，如：

泰國的寺廟、教堂、台南孔廟、（台灣在地的）廟。然而，教材數次提及一詞「（寺）

廟」，雖同樣是「寺廟」、「廟」，卻代表著不同文化下的寺廟，根據課文的時空背

景「東健：『聽說泰國的廟很多。』」（B2，L9），可察知這裡的「廟」特指泰國

的「寺廟」，與台灣的寺廟（B4，L2）所代表的文化截然不同，此外，因所提到

的「寺廟」或「廟」無特別定指，在此暫歸類為中華文化。 

 

相關的數據如下（見表 13）：紅毛城 2 筆、赤崁樓 1 筆、萬里長城 1 筆、故

宮博物院（故宮）13 筆、台北 101 有 15 筆、國家戲劇院 4 筆、國家音樂廳 3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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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牛場 3 筆、（泰國的）寺廟 1 筆、教堂 1 筆、台南孔廟 1 筆、（台灣在地）寺廟

3 筆。從上述的說明及筆數得知，在建築方面的表現上，屬於中華文化以外的只

有「鬥牛場」、「廟」（亞洲文化）和「教堂」（歐美文化）這三個詞，相對而言，

重心仍著重於中華文化特色建築上。 

 

【表 10】建築項目與筆數（文化產物 4） 

 

分類 中華文化（43 筆） 歐美文化（4 筆） 亞洲文化（1 筆） 

(1)歷史意義 

(4 筆) 

【台灣】 

紅毛城（2）、 

赤崁樓（1） 

【中國】 

萬里長城（1） 

- - 

(2)文化象徵 

(38 筆) 

【台灣】 

故宮博物院（13）、

台北 101（15）、 

國家戲劇院（4）、 

國家音樂廳（3） 

【西班牙】 

鬥牛場（3） 
- 

(3)宗教特色 

(6 筆) 

【台灣】 

台南孔廟（1）、 

寺廟（3） 

【一般】教堂（1） 【泰國】寺廟（1） 

 

5.休閒、表演及作品（41 筆） 

 

具有文化意涵的休閒活動有「功夫」、「太極拳」兩項，表演藝術的部分有「現

代舞」、「芭蕾舞」、「民俗舞蹈」、「鬥牛」四項，影視及文學作品的部分則有《舞

動世紀》（美國電影）、《看見台灣》（台灣紀錄片）、《生身不息》（現代舞表演）、

《太陽照常升起》（美國小說）、《離開歐美拉斯城的人》（美國短片小說）。總計

出現在教材中的筆數以「功夫」2 筆，「太極拳」13 筆，「現代舞」5 筆，「芭蕾

舞」4 筆，「鬥牛」7 筆，《舞動世紀》2 筆及《生身不息》4 筆外，「民俗舞蹈」、

《看見台灣》、《太陽照常升起》、《離開歐美拉斯城的人》皆為 1 筆，請見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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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休閒、表演及作品項目與筆數（文化產物 5） 

 

區域文化 地區 內容 

中華文化 

（21 筆） 

一般（16 筆） 功夫（2）、太極拳（13）、民俗舞蹈（1） 

台灣（5 筆） 《生身不息》（4）、《看見台灣》（1） 

歐美文化 

（20 筆） 

一般（9 筆） 現代舞（5）、芭蕾舞（4） 

美國（4 筆） 
《舞動世紀》（2）、《太陽照常升起》（1）、 

《離開歐美拉斯城的人》（1） 

西班牙（7 筆） 鬥牛（7） 

 

6.習俗、信仰及觀念產物（20 筆） 

 

以文化的定義來說，習俗、信仰及觀念具有絕對的地位，與它們緊連的產物

亦具有其特殊的文化代表意義，如過春節時，華人文化習以掛上「春聯」，準備

好「紅包」給晚輩們當「壓歲錢」，過了除夕則要到家外頭放「鞭炮」等作為基

本慶祝習俗活動。教材中與這類相關且針對不同節日習俗的內容與筆數有：「紅

包」3 筆，「春聯」1 筆，「壓歲錢」1 筆，「鞭炮」1 筆，「香包」4 筆，「雄黃酒」

2 筆，「天燈」2 筆，「元宵」1 筆，「月餅」2 筆。信仰及觀念方面有與風水、迷

信相關的「聚寶盆」、「如意」、「護身符」各 1 筆。相較於前述 5 項文化產物的次

分類筆數相較雖不高，卻難以抹去它們與中華文化之間的強烈連結，在整體教材

表現上也相對顯著。請見下表 12： 

 

【表 12】習俗、信仰及觀念項目與筆數（文化產物 6） 

 

區域文化 目的 內容 

中華文化 

（20 筆） 

喜慶（4 筆） 紅包（3）、鞭炮（1） 

春節（2 筆） 春聯（1）、壓歲錢（1）、 

元宵節（3 筆） 天燈（2）、元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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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節（6 筆） 香包（4）、雄黃酒（2） 

中秋節（2 筆） 月餅（2） 

風水（3 筆） 聚寶盆（1）、如意（1）護身符（1） 

  

7.組織機構（52 筆） 

  

相對於其他類別的文化產物，此部分產物為人類於發展過程中所創造出的組

織與機構，如學校、單位等。教材中提及之學校及其相關筆數有「洛桑管理學院」

1 筆、「牛津大學」2 筆、「哈佛大學」1 筆、「卡加利大學」1 筆、「華岡藝校」2

筆、「史丹佛大學研究中心」1 筆，單位（其他）的部分則有「台灣經濟部」1

筆、「美國國務院」3 筆、「美國邁阿密稀有鳥類飼養場」2 筆、「美國芝加哥動物

園」2 筆、「美國聯邦」1 筆、「華盛頓動物園」2 筆、「舊金山動物園」1 筆、「中

共」1 筆、「中國大陸林業部」1 筆。此外，包含具有組織性的文化產物如「夜市」

與「麥當勞」，前者屬於台灣著名的文化之一，此筆數高達 28 筆，而後者雖僅有

1 筆的表現，卻能具體呈現出美國流行文化的特色，故將二詞分類至此。請詳見

表 13。 

【表 13】組織機構項目與筆數（文化產物 7） 

 

區域文化 地區 學校 單位（其他） 

中華文化 

（33 筆） 

中國 

（2 筆） 
- 

中共（1）、 

中國大陸林業部（1） 

台灣 

（31 筆） 
華岡藝校（2） 

台灣經濟部（1） 

【其他】夜市（28） 

歐美文化 

（19 筆） 

英國 

（2 筆） 
牛津大學（2） - 

瑞士 

（1 筆） 
洛桑管理學院（1） - 

美國 

（15 筆） 

哈佛大學（1）、 

史丹佛大學研究中心（1） 

美國國務院（3）、 

美國邁阿密稀有鳥類飼

養場（2）、 

美國芝加哥動物園

（2）、美國聯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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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動物園（2）、舊

金山動物園（1）、 

【其他】麥當勞（1） 

加拿大 

（1 筆） 
卡加利大學（1） - 

 

 綜合上述文化產物分類的區域及總筆數，整理出下方統計結果（表 14）。從

結果得知，文化產物之中華文化占了 393 筆（66.72%），歐美文化占了 149 筆

（25.30%），亞洲文化占了 46 筆（7.81%），其他文化占了 1 筆（0.17%）。 

 

【表 14】文化產物分類、區域及筆數（%）總表 

 

文化產物分類 中華文化 歐美文化 亞洲文化 其他 分類總數 

1.語言與文字 109 54 7 1 171 

2.國家名+名詞 17 12 19 - 48 

3.飲食 150 40 19 - 209 

4.建築 43 4 1 - 48 

5.休閒、表演 

 和作品 
21 20 - - 41 

6.習俗、信仰 

 及觀念產物 
20 - - - 20 

7.組織機構 33 19 - - 52 

區域總數（%） 
393 

(66.72%) 

149 

(25.30%) 

46 

(7.81%) 

1 

(0.17%) 

58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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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習俗 

 

「文化習俗」涉及傳統節日的慶祝方式、人類日常生活習慣，大部分人們能

感知的習俗主要依附在傳統節日下的慶祝、祭祀活動之中，以致習俗較難以脫離

宗教與節慶，根據教育部國語辭典對「習俗」一詞的釋義「某地區內的人們長期

養成的習慣、風俗」，本文將針對文化內容中與長期累積之行為、習慣與生活型

態特色，分為四個重點討論並整理出相關的表格內容分述，第一點為「節慶習

俗」，第二點為「傳統習慣」，第三點為「生活行為」，第四點為「其他習慣」。 

 

1.節慶習俗 

 

在文化習俗中，最受人注目的莫過於對特殊日子、喜慶及傳統節日的介紹，

舉例來說，如何慶祝生日、新婚，到過新年、端午節、中秋節、元宵節，以及如

何進行重要的歷史傳統的活動等，全都是節慶習俗的範疇。相關內容請見表 15~

表 17。 

 

1.1 慶祝生日、新婚 

 
25【表 15】慶祝生日、新婚項目與筆數（文化習俗 1.1） 

 

主題 內容 

慶生日 

（1 筆） 

 怡君：「我已經訂了豬腳麵線和蛋，等一下你多吃一點。」 

 安同：「台灣人過生日是不是都吃這些東西？」 

 怡君：「對啊！這是傳統，不過，現在大部分的年輕人過生日不

吃這些東西了。」【習俗 1】(B1，L13) 

                                                       
25 出現於「文化習俗」與「文化觀念」兩個部分的【表 15~表 20】及【表 22~表 24】內容為節

錄《當代中文課程》的篇章、段落或句子內容，以呼應表格內「主題」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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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新婚 

（2 筆） 

 李明華告訴他們，在台灣，要結婚的人大部分都會找一個好日

子，請親戚、朋友一起吃飯，熱熱鬧鬧地慶祝這件喜事。 

 來參加的客人都會準備一個紅包送新人。【習俗 2】(B2，L5) 

 按照傳統，參加婚禮，見到新人的時候一定要說一些吉祥話。 

【習俗 3】(B3，L9) 

 

 【習俗 1~3】為中華文化區域之一般文化範疇（3 筆），慶祝生日、新婚這部

分，在傳統、老一輩的年代裡，生日吃著豬腳麵線及蛋都有象徵長壽的意義，直

至今日大部分的年輕人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改吃蛋糕；祝新婚則是清楚說出結

婚的新人及參與婚禮的客人要做的事，前者請親朋好友吃飯、一起慶祝，後者準

備紅包贈與新人，並說一些吉祥話作為祝福。 

  

1.2 過節慶 

【表 16】過節慶項目與筆數（文化習俗 1.2） 

 

主題 內容 

春節 

（5 筆） 

 馬丁：「『圍爐』是什麼意思？」 

 陳先生：「『圍爐』就是除夕夜全家一起吃年夜飯。」 

 愛麗：「我覺得過年最開心的就是拿紅包了。」 

 馬丁：「我知道，拿紅包以前，得先說『恭喜發財』。」 

【習俗 4】(B2，L15) 

 春節就是中國新年，是華人一年裡最大的一個節日。過年前一個月

大家就忙起來了，得把家裡打掃乾淨，也要準備過年的食物，還要

給孩子買新衣服。另外，每家門口都要貼上春聯，才有過年的氣氛。 

 春節前一天是除夕，大部分的人都比平常早回家，因為大家要吃年

夜飯。過年的食物都有特別的意思，吃魚的意思是年年有餘（魚）；

吃年糕是步步高（糕）升，希望大家工作、功課一年比一年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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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子是希望新的一年大吉大利。 

 吃了年夜飯，一家人就是一起聊聊天、看看電視，等新的一年開始，

這叫守歲。傳統的說法是：除夕夜孩子越晚睡，父母就活得越久。

父母也會給孩子壓歲錢，希望他們新的一年都能平平安安的。過了

十二點，很多人就會到外面放鞭炮，慶祝新年。 

 新年的第一天，也叫大年初一。大家會出門給親戚、朋友拜年，祝

他們新年快樂。大部分的人都得上班，街上又熱鬧起來了。 

【習俗 5】(B2，L15) 

 新年又叫春節，就是春天的開始。這時候，天氣還很冷，農人利用

這段難得的休息時間，跟家人好好地聚聚。除夕這一天，在家除了

祭祖，還要拜神。大年初一，全家人到廟裡拜拜，希望新的一年，

神能讓他們一家平安、健康。【習俗 6】(B3，L3) 

 中國人過年與家人團聚吃年夜飯是由來已久的文化傳統。 

【習俗 7】(B5，L4) 

 中國人過年要一直過到一月十五號。【習俗 8】(B2，L15) 

端午節 

（5 筆） 

 到了農曆五月，天氣越來越熱，蚊蟲慢慢多起來，人也容易生病。

五月五號端午節這一天，古代的人戴香包、喝雄黃酒，還在門上掛

一些植物。這些都是為了把瘟疫趕走。在現代，有人還按照傳統的

做法過節……。【習俗 9】(B3，L3) 

 端午節大家都戴香包，還在門上掛植物……【習俗 10】(B3，L3) 

 端午節這一天，古代的中國人不但戴香包，還喝雄黃酒。 

【習俗 11】(B3，L4) 

 端午節的風俗很多，像戴香包、喝雄黃酒、在門上掛一些植物等。

【習俗 12】(B4，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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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午節喝雄黃酒、戴香包是古代人傳下來的習慣。 

【習俗 13】(B4，L6) 

中秋節 

（2 筆） 

 秋天是收成的季節，很多民族都有慶祝活動。農曆八月十五日的中

秋節就是這樣來的。這一天，月亮又大又圓。雖然現在台灣已經不

是農業社會，但是離開家鄉的人，再遠也要回家團聚。晚餐以後，

一家人吃著月餅、柚子，一邊給孩子講月亮的故事，過一個溫馨的

節日。【習俗 14】(B3，L3) 

 對中國人來說，中秋節是全家團聚的日子。習慣上，每個人都要回

家。【習俗 15】(B3，L12) 

  

教材在節慶方面的呈現皆屬於中華文化區域之一般文化的範疇（【習俗

4~15】，12 筆），其中提及元宵節的部分完整性不足，主要仍以春節、端午節及

中秋節的內容最為完整，清楚指出「做什麼」、「為什麼」、「象徵什麼」三個重點，

如春節前（除夕）要祭祖、拜佛、圍爐吃年夜飯，春節後（初一）要到廟裡拜拜，

祈求平安、健康（【習俗 4~8】，5 筆）；端午節，由於天氣漸漸暖和，為了驅趕蛇、

蚊和瘟疫，衍生出戴香包、喝雄黃酒的習慣和做法，久而久之產生與端午節相關

的習俗（【習俗 9~13】，5 筆）；中秋節則是經過春、夏天兩季辛勞工作，迎來收

成的秋季，此時正巧是一年之中月亮最大最圓的時刻，因此人們將收成的喜悅與

月亮的圓美連結在一起，發展出吃月餅和柚子26和中秋節故事27的習俗（【習俗

14~15】，2 筆）。 

 

1.3 歷史傳統 

 

【表 17】慶祝生日、新婚項目與筆數（文化習俗 1.3） 

 

主題 內容 

                                                       
26 月餅，有象徵「團圓」的意義，而柚子正好是當季的水果，形狀為「又大又圓」，另與「佑」

及「游子」之意，祈求保佑全家以及在外的遊子們可以盡快回家。教材未對此說明。 
27 如「嫦娥奔月」、「玉兔搗藥」、「吳剛伐桂」等。教材未對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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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牛節 

、 

奔牛節 

（3 筆） 

 鬥牛是西班牙古老的傳統，有千年的歷史。最早是把牛當做拜

神的祭品，十九世紀時成為西班牙的全民運動。 

【習俗 16】(B5，L4) 

 例如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海明威在西班牙觀看奔牛節活動後寫了

《太陽照常升起》這本小說，使奔牛節成為舉世聞名的節日。 

【習俗 17】(B5，L4) 

 鬥牛士穿著十六世界華麗的傳統服飾在鬥牛場中表演，一面利

用手中的紅色披風激怒公牛，一面隨著音樂以優雅的姿勢避開

攻擊……【習俗 18】(B5，L4) 

原住民 

狩獵文化 

（1 筆） 

 狩獵文化是台灣原住民的傳統，也是一些原住民家庭主要的經

濟來源，……【習俗 19】(B5，L4) 

 

 歷史傳統，主要與人文精神有關，教材中屬於這類的僅有西班牙鬥牛節、奔

牛節及台灣原住民狩獵文化等活動。相對於前述之習俗所處的文化區域，【習俗

16~18】的三個文化習俗皆屬於歐美文化區域的西班牙文化，【習俗 19】則為中

華文化之台灣文化下的原住民文化，前者原為將牛隻作為獻給神的祭品，延續至

今成為重要的精神表現，象徵西班牙鬥牛士的勇敢與優雅，後者雖然屬於台灣文

化下的次分類，但須強調其為台灣本地的原生文化，與現今俗稱的台灣文化存在

顯著的差異性，在習俗方面，同樣有展現原住民的勇敢精神，並說明狩獵文化在

過去為經濟的來源，但至今普遍屬於其文化下的歷史傳統活動。 

 

2.傳統習慣 

 

 相對於節慶習俗，人類生活中有許多約定俗成以及受到過去社會思潮影響的

文化習慣，憑藉著長期的累積、傳承而延續至今，一般來說，人們能清楚感知、

分辨這部分的習慣與現今的差異，請見表 18【習俗 20~23】。 

 

【表 18】傳統習慣項目與筆數（文化習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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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內容 

文字選擇 

（2 筆） 

 田中：「是啊，日本人從小就開始寫漢字了。」 

【習俗 20】(B2，L3) 

 日本人從小就開始學寫漢字。【習俗 21】(B4，L1) 

家庭關係 

（1 筆） 

 在傳統的華人社會，孩子念什麼科系多半不是由孩子自己

決定，而是由父母決定。【習俗 22】(B3，L12) 

感謝方式 

（1 筆） 

 泰國人雙手合十向觀光客致謝，因為觀光產業對泰國的經

濟有不小的貢獻。【習俗 23】(B6，L5) 

 

 上述提到三個傳統習慣，【習俗 20】及【習俗 21】屬亞洲文化區域下之日本

文化與中華文化蘊含的漢文化接觸，經過後續日本各派思潮及既有習俗交互影響

的結果，【習俗 22】為中華文化區域華人父母介入子女對教育、未來選擇的問題，

【習俗 23】則屬於亞洲文化下泰國文化致謝的方式，這三個習慣皆能追溯至該

時空背景的影響因素，但究其真正歷史緣由的完整性仍有待商榷。 

 

3.生活行為 

 

與傳統習慣不同，生活行為更貼近現代文化的時空背景，對於主要影響的因

素來自於人們長期下來因文化、制度或自然偏好與行為所致，請見表 19【習俗

24~27】。 

 

【表 19】生活行為項目與筆數（文化習俗 3） 

 

主題 內容 

偏好 

（1 筆） 
 台灣人喜歡喝茶。【習俗 24】(B1，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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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習慣 

（2 筆） 

 外國人剛到台北，不知道哪裡可以丟垃圾，也不知道什麼時候

可以丟垃圾，馬安同問了台灣人才知道，台北的垃圾車只在一

定的時間、一定的地點收垃圾。【習俗 25】(B2，L7) 

 高橋健太也說到，對台南人來說，早餐非常重要。……，所以

鈴木一下高鐵就去吃了鹹粥、牛肉湯。他沒想到台南人都對吃

的這麼講究，每天花這麼多時間吃一頓早飯。……發現台南人

不但走路慢，說話速度也慢多了。【習俗 26】(B3，L4) 

飲食習慣 

（1 筆） 

 中國人習慣上都是先吃飯再喝湯，你們呢？ 

【習俗 27】(B3，L9) 

 

 上述四例，唯獨【習俗 27】屬於中華文化之一般文化的範疇，其餘三例皆

為中華文化之台灣文化的範圍，較特別的屬【習俗 25】討論台灣垃圾車的設置

與人們按時間點、地點丟垃圾的生活習慣，以及【習俗 26】特指台灣的台南人

有著和其他台灣人不同的飲食及生活習慣。概論性的討論則有【習俗 24】及【習

俗 27】分別介紹台灣人及中國人，基於偏好和習慣所創造出生活行為的特色。 

 

4.其他習慣 

  

最後，文化習俗亦涉及到「文化比較」、「刻板印象」及「外來文化（流行文

化、殖民文化）」影響的文化習慣問題，見表 20【習俗 28~31】。 

 

【表 20】其他項目與筆數（文化習俗 4） 

 

主題 內容 

文化比較 

（1 筆） 

 月美：「我聽說西方一些吃素的人跟我們不一樣，我們是完全

不吃肉的。」【習俗 28】(B2，L12) 

刻板印象 

（1 筆） 
 他是韓國人，居然不吃辣。【習俗 29】(B3，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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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文化 

（2 筆） 

 [流行文化] 台灣人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喜歡喝咖啡的人越

來越多。【習俗 30】(B3，L3) 

 [殖民文化] 經過五十年的殖民政治，台灣人在飲食、生活習

慣各方面都受到日本文化很深的影響。【習俗 31】(B3，L12) 

 

課文中「月美」是一位來自越南的華語學習者，因此在【習俗 28】的表現

為亞洲文化之越南文化，針對越南的吃素習慣與西方文化的差異比較，對比同樣

吃素，但越南人吃素是完全不吃肉，而西方人則有些不同；【習俗 29】表達出說

話者意指「韓國人，應該要（或喜歡）吃辣」，屬於刻板印象的部分，刻板印象

雖然係屬文化觀念的範圍，但「韓國人（喜歡）吃辣」這件事本身是一種文化習

慣，亦如【習俗 24】，因此在此屬文化習俗之生活行為的範疇；【習俗 30】與【習

俗 31】為外來文化的影響，前者受到流行文化的影響，促使越來越多台灣人喜

歡喝咖啡，而後者受到日本殖民時期的長期影響，在飲食及生活方面有或多或少

的改變。上述【習俗 28~31】因有其特殊的影響，在此作特別的說明。 

 

 根據文化習俗的討論與統計，整理出表 21： 

 

【表 21】文化習俗－區域分布及總筆數 

 

文化區域 來源 內容 

中華文化 

（23 筆） 

一般（17 筆） 【習俗 1~15】、【習俗 22】、【習俗 27】 

台灣（6 筆） 【習俗 19】、【習俗 24~26】、【習俗 30~31】 

歐美文化 

（4 筆） 

一般（1 筆） 【習俗 28】 

西班牙（3 筆） 【習俗 16~18】 

亞洲文化 

（5 筆） 

韓國（1 筆） 【習俗 29】 

日本（2 筆） 【習俗 20~21】 

越南（1 筆） 【習俗 28】 

泰國（1 筆） 【習俗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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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習俗 28】牽涉文化比較的部分，無法以某一區域文化作為主要的依

據，因此，在亞洲文化之越南文化及歐美文化之一般文化各留下 1 筆，並於文化

習俗的筆數中計成 2 筆，故文化習俗部分，總計有 32 筆。 

 

（三）文化觀念 

 

 文化觀念，為人類長期以來於同個文化環境裡對外界及自我所形成的一套價

值評斷系統，其中包含信念及價值觀。關於教材中觸及之文化觀念，可大致分成

「傳統觀念」、「現代觀念」兩個部分進行討論。 

 

1.傳統觀念 

 

 分「傳統價值觀」【觀念 1~12】和「迷信」【觀念 13~17】兩個部分討論。 

 

1.1 傳統價值觀 

 

 文化觀念中的傳統價值觀側重於「傳統」二字，共提到下述 8 個觀點，請見

表 22。 

 

【表 22】傳統價值觀項目與筆數（文化觀念 1.1） 

 

主題 內容 

社會地位 

（2 筆） 

 表哥：「……農夫在台灣的社會地位不高，工作辛苦不說，收入

也不穩定，父母都希望孩子有更好的發展。」 

【觀念 1】（B3，L6） 

 在台灣，教授是個受人尊敬的工作。【觀念 2】（B3，L10） 

傳宗接代 

（3 筆） 

 魯亞：「……，但是你們不是有傳宗接代的觀念嗎？」 

【觀念 3】（B4，L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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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婆婆還有傳宗接代的觀念，使得她的壓力更大了。 

【觀念 4】（B4，L13） 

 東方社會婦女都希望能為家庭傳宗接代。【觀念 5】（B5，L5） 

男主外 

女主內 

（1 筆） 

 「男主外女主內」顧名思義就是要男人負責在外面工作，要賺

錢養家；所以妻子也稱丈夫為「外子」，女人負責家裡的大小事，

比如做飯、洗衣服、照顧小孩等。但現今社會已有許多職業婦

女也一樣賺錢養家，甚至也有男主內女主外的家庭。…… 

【觀念 6】（B5，L5） 

重男輕女 

（2 筆） 

 經國家健康單位調查發現，民眾若有三個孩子，第三胎是男孩

的比率遠高於女孩的，這有可能是重男輕女的現象。 

【觀念 7】（B6，L1） 

 老王是一個重男輕女的傳統華人，婚後不孕多年，好不容易生

了女兒，依然渴望有兒子傳宗接代。【觀念 8】（B6，L1） 

傳媳 

不傳女 

（1 筆） 

 這種秘訣是不對外傳授的，正所謂「傳媳不傳女」。 

【觀念 9】（B6，L4） 

身體髮膚

受之父母 

（1 筆）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這樣的想法已經落伍了，就像穿衣服、

剪頭髮一樣，不會對別人造成任何影響，所以根本不需要理會

他人的眼光，自己開心就好。【觀念 10】（B5，L3） 

教育觀念 

（1 筆） 

 傳統的華人並不認為技職教育是「正式」的學校教育，很多人

都是在進步了一般的大學之後，……【觀念 11】（B6，L1） 

不患寡 

而患不均 

（1 筆） 

 古人說「不患寡而患不均」，意思是「民生問題不是擔心分得少，

而是擔心資源沒有平均、合理的分配。」【觀念 12】（B5，L6） 

 

【觀念 1~2】為台灣社會對於不同職業地位抱持的價值評斷觀念，如農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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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較低，教授的地位較高等現象，然而教材僅對此闡述而未對此再作深入的討

論。【觀念 3~5】論及大部分華人、亞洲家庭及社會關注在子女是否有意「綿延

子嗣」而延伸出的社會價值觀，如：賦予已婚女子生育的期待與重擔【觀念 4】，

以及希望能早盼得子女【觀念 5】，某種程度上亦成了其他國家人士對東方文化

的「既有印象」【觀念 3】。與傳統價值觀之男女地位有關的【觀念 6~8】，提到男

女各自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差異，進而產生妻子對外稱呼丈夫為「外子」的用法

【觀念 6】。此外傳統華人注重血脈的傳承，對孩子性別尤其重視，如【觀念 7~8】

「重男輕女」的價值觀念深根柢固影響著社會男女比例，相關的還有【觀念 9】

的「傳媳不傳女」，古時認為女兒出嫁後不再是自家人，因此自家獨門技藝不可

教授給女兒，以免傳到別人家，反之，媳婦嫁來家中則是幫忙血脈的延續，自然

將家族技藝交付給媳婦。基於上述【觀念 6~9】得知傳統華人重視家庭關係，若

子女有意做外在的改變必須得到父母的認同，特別是在頭髮及皮膚上作改變，畢

竟子女的一切來自於父母，如【觀念 10】。【觀念 11】傳統華人不認為「技職教

育」不屬於正式教育的觀點，實與過去升學體制有關，同時也彰顯了華人對教育

的重視程度28。【觀念 12】則提到「不患寡而患不均」為孔子所提出29，為中國古

聖賢觀點，華人將其視為理想的目標，屬於精神文化觀念的範疇。 

 

以上為針對傳統價值觀的呈現與討論，【觀念 1~2】、【觀念 7】為中華文化之

台灣文化，【觀念 5】提及「東方社會」屬於亞洲文化區域文化之一般文化。其

餘【觀念 3~4、6、8~12】為中華文化之一般文化的範圍。另一方面，【觀念 6】

及【觀念 10】的基本觀念為傳統價值觀，但教材展示方式以帶領學習者反思這

類的傳統觀念，本文基於該概念的核心意義，暫將這兩筆觀念歸類於傳統價值

觀，同時亦可以看出兩者在現代與傳統價值觀所產生的變化，隨著文化之間的交

流與思想改變，「傳統價值觀」雖說明、介紹過去人們的共有價值觀，卻也面臨

新興價值觀的挑戰與影響。 

 

1.2 迷信 

 

 自古以來，不論海內外各地都有與「迷信」的相關的看法與觀念，迷信意指

難以透過科學證明的超自然現象所產生的信念，並且長期受到背景文化的影響與

傳播，以致部分人群對這類難以說明的現象堅信不已或有所忌諱，相關內容請見

                                                       
28 教材中未對此做說明。 
29 出自於《論語‧季氏第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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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表 23】迷信項目與筆數（文化觀念 1.2） 

 

主題 內容 

信仰 

（1 筆） 

 大部分的中國人都認為拜神、祭祖能給家人帶來平安和幸福。

【觀念 13】（B3，L9） 

風水 

（2 筆） 

 林先生：「好！那妳說風水到底何我們的生活有什麼關係？」 

 林太太：「譬如家裡的布置，如果在牆上掛很兇猛的動物，或是

刀、劍這樣的東西，就會讓居住者的脾氣暴躁、容易衝動。又

譬如說，鏡子不能正對床腳，這樣起床容易被自己嚇到。」 

【觀念 14】（B4，L4） 

 「中國有句話說：『一命，二運，三風水。』從這裡可以看出風

水在中國人心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 

 從風水學的角度來看，對人的個性、健康、命運有影響的不只

是房子的本身，房子外面的環境以及房子裡面的佈置、擺飾等

都是有影響的。【觀念 15】（B4，L4） 

迷信 

（1 筆） 

 中國人喜歡紅色，因為紅色表示「吉祥」。 

【觀念 16】（B5，L2） 

信念 

（1 筆） 

 華人相信過了端午節，氣溫自此由低轉高，正式邁入夏季，冬

天的衣服就可以洗乾淨收起來了。【觀念 17】（B6，L6） 

  

宗教信仰，為迷信價值、現象的代表之一，【觀念 13】就指出人們相信祭祖、

拜神能夠得到平安與幸福；此外，「風水」在迷信價值中同樣也有這類的作用，【觀

念 14~15】華人相信居家擺設及位置的不同，將影響人的個性、健康和命運，而

【觀念 16】中國人對於紅色表示「吉祥」的信息也與長期以來的信念有關，對

於實際的起源在目前的研究考察中仍存在著許多說法，【觀念 17】起因於農民曆

法，早期華人經過長期遵循曆法，觀察出每過了端午節，天氣便不再出現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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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狀況，久而久之有了「相信」的部分，而這並非來自於信仰，故歸類於迷信中

的「信念」，上述【觀念 13~17】皆為中華文化之一般文化。最後需要留意的是

【觀念 16~17】的說明為研究者的補充，教材本身並未對此詳細解釋。 

 

關於迷信，來自於它約定俗成的特性，相同文化背景的人在同一個時空內對

此保持一樣的觀念、看法，並擴及旁人、傳遞給後代，即便是不可考、無科學依

據，都將促使人們產生心理上無條件地「相信」。 

 

2.現代觀念 

  

 與傳統觀念不同，現代觀念表現出脫離傳統社會的箝制、融合現代多元的文

化思潮而生成的觀念，請見表 24。 

 

【表 24】現代觀念項目與筆數（文化觀念 2） 

 

主題 內容 

價值觀 

（1 筆） 
 很多台灣人都說臭豆腐越臭越好吃。【觀念 18】（B2，L12） 

社交觀 

（1 筆） 

 白如玉30：「每個國家的文化都不大一樣，在我的國家，欣賞表

演也算一種社交活動。……欣賞活動可以和朋友聯絡感情。」

【觀念 19】（B4，L2） 

審美觀 

（1 筆） 

 不少亞洲人認為白皮膚、細腰、豐胸、長腿、高挺的鼻子、水

汪汪的大眼才是美。【觀念 20】（B5，L3） 

 

 【觀念 18】人們認為臭豆腐的美味在於製作過程中所散發的發酵味，普遍

被台灣人視為既傳統又可口的美食之一，這樣的觀念取決於這個區域人們一致的

                                                       
30 此一人物的為美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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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觀念，屬於中華文化之台灣文化。【觀念 19】為歐美文化之美國文化，說話

者表示在她的國家和朋友一起去看表演是一種社交活動，說明這個行為所隱含的

社交觀念，相對於華人文化則沒有顯著的相關性。【觀念 20】審美觀的討論是見

仁見智，由於提及區域的關鍵字「亞洲人」，因此為亞洲文化之一般文化。 

  

 最後，文化觀念相關筆數整理如下表 25： 

 

【表 25】文化觀念－區域分布及總筆數 

 

文化區域 來源 內容 

中華文化 

（19 筆） 

一般（15 筆） 【觀念 3~ 6】、【觀念 8~17】、【觀念 20】 

台灣（4 筆） 【觀念 1~2】、【觀念 7】、【觀念 18】 

歐美文化 

（1 筆） 
美國（1 筆） 【觀念 19】 

亞洲文化 

（2 筆） 
一般（2 筆） 【觀念 5】、【觀念 20】 

 

【觀念 5】和【觀念 20】提到「東方社會」、「亞洲人」，由於無法以某一區

域文化作為主要的依據，因此，在中華文化及亞洲文化的一般文化各留下 1 筆，

文化觀念的筆數中計成 4 筆，故文化觀念總計有 22 筆。 

 

（四）文化個體 

 

 教材全六冊中合計出現 38 位人物和 4 個團體，根據教材人物所屬的區域文

化、身分背景與出現次數之筆數，整理如表 26~28： 

 

中華文化區域共出現 17 個的不同的文化個體，共 15 位人物，2 個團體。經

過整理歸納，將中華文化分成一般文化、台灣文化及新加坡文化。其中一般文化

範疇下的「老張」為第三冊第九課「再談台灣文化」的短文主角，文中描述他跟

著蔣介石的軍隊來到台灣，以及等到開放大陸探親的故事，因此本文將「老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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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重要的文化個體之一，其餘人物於教材中的呈現皆屬於「被提及」的狀態，

未有更深入的介紹；台灣文化裡，以專文描述的人物和團體有「吳寶春」、「許芳

宜」、「黑幼龍」、「五月天」，筆數的呈現也較為明顯，分別為 4 筆、8 筆、4 筆、

7 筆，其他「齊柏林」和「廖添丁」則簡述身分和故事，僅各出現 1 次，其餘人

物皆以說話者角色被提及而無其他描述；新加坡文化的部分，「李光耀」同樣作

為論點的的例子被提及，無詳細的說明介紹。 

 

【表 26】中華文化人物角色項目與筆數（文化個體 1） 

中華文化（15 位人物，2 個團體，共計 43 筆） 

一般 

（10 筆） 

1.近代人物（5 筆）：「蔣介石」1 筆、「宋美齡」3 筆、「周恩來」1 筆。 

2.歷史人物（4 筆）：「武則天」3 筆、「鄭成功」1 筆。 

3.文章角色（1 筆）：「老張」1 筆。 

台灣 

（30 筆） 

1.近代人物（29 筆）： 

(1)人物：「吳寶春」4 筆、「許芳宜」8 筆、「黑幼龍」4 筆、「齊柏林」

1 筆、「曾信哲」1 筆、「盧希鵬」1 筆、「朱永光」1 筆。 

(2)團體：「五月天」7 筆、「雲門舞集」2 筆。 

2.傳奇人物（1 筆）：「廖添丁」1 筆。 

新加坡 

（3 筆） 
1.近代人物（3 筆）：「李光耀」3 筆。 

 

歐美文化區域共出現 23 個文化個體，合計 21 位人物，2 個團體。教材自五、

六冊起，歐美國家區域之人物大量出現，在第三章研究分析對象介紹時，提到這

兩冊以具有爭議性的主題、真實語料為編寫核心，涉及國際時事、人物介紹，因

而文章中討論到參與角色和說話者所說的話，同時亦是五、六冊夾帶著大量的人

名的主要緣故，並以第六冊為最多。其中第六冊第二課「科技與生活」介紹英國

與加拿大研究人員「喬許·席爾佛」、「爾文‧哈樂戴」在科技方面的研發內容發展，

在此屬於詳述他們二人的事蹟與身分，另「亞力山大」則為同冊第九課「鄉關何

處」作者的美國朋友，文中描述他的背景和對家的想法，因此屬於文化個體之一，

其餘人士為文章中的說話者和被提及但無深入進行介紹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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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歐美文化人物角色項目與筆數（文化個體 2） 

歐美文化（21 位人物，2 個團體，37 筆） 

英國 

（9 筆） 

1.近代人物（8 筆）： 

(1)總統：「邱吉爾」4 筆。 

(2)舞者：「阿喀郎·汗」1 筆、「克理斯多福·惠爾敦」1 筆。 

(3)研究人員：「喬許·席爾佛」2 筆。 

2.傳奇人物（1 筆）：「羅賓漢」1 筆。 

瑞士 

（2 筆） 

1.近代人物（2 筆）：(1)研究人員「葛瑞里」2 筆。 

德國 

（2 筆） 

1.近代人物（2 筆）：(1)總統－「梅克爾」2 筆。 

美國 

（22 筆） 

1.近代人物（20 筆） 

(1)總統：「歐巴馬」1 筆、「艾森豪」1 筆、「尼克森」1 筆。 

(2)舞者：「瑪莎·葛蘭姆」2 筆、「羅斯‧帕克斯」3 筆、 

     「溫蒂·威倫」1 筆 

(3)作者：「海明威」2 筆、“Ursula K. Le Guin” 1 筆、「卡內基」1 筆 

(4)影視人員：「勞勃‧阿特曼」1 筆、“Kevin Spacey” 1 筆。 

(5)研究人員：「威廉‧詹姆士」1 筆。 

(6)團體：「紐約市立芭蕾舞團」2 筆、「葛萊姆舞團」2 筆。 

2.文章角色（2 筆）：「亞力山大」2 筆。 

加拿大 

（2 筆） 

1.近代人物：(1)研究人員－「爾文‧哈樂戴」（2 筆）。 

 

 亞洲文化區域部分，僅 2 個人物，1 位為越南的「阿水」，1 位為「日本天武

天皇」。前者強調與描述其越南的文化背景，後者如大部分歐美文化區域人物相

同，僅有被提及之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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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水是越南來的新移民，在台灣努力工作，不知不覺就過了五年，存了不少

錢給家人蓋了一棟房子。」（B5，L2） 

 

【表 28】亞洲文化人物角色項目與筆數（文化個體 3） 

亞洲文化（2 位，3 筆） 

越南（1 筆） 「阿水」1 筆。 

日本（2 筆） 「日本天武天皇」2 筆。 

 

（五）小結 

 

教材分析透過文化廣度及文化深度兩個方向，剖析《當代中文課程》中的文

化內容，首先展示兩個方向的筆數總結，再利用文化深度範疇內的四個文化屬性

分類來呈現與分述文化內容的樣貌，並於各小節後展示其文化廣度內涵的文化區

域之筆數分布。分析結果顯示，文化廣度之區域性筆數由最多至最少的順序則為

中華文化 478 筆（65.84％）、歐美文化 191 筆（26.31%）、亞洲文化 56 筆（7.71%）

及其他文化 1 筆（0.14%）；文化深度屬性中筆數則為文化產物 589 筆（81.13%）、

文化個體 83 筆（11.43%）、文化習俗 32 筆（4.41%）和文化觀念 22 筆（3.03%）。

請詳見表 29 文化內容之分類、區域分布及筆數總表。 

 

【表 29】文化內容之屬性、區域分布的呈現總表31 

文化內容分類 中華文化 歐美文化 亞洲文化 其他文化 筆（%） 

文化產物 393 149 46 1 589 (81.13) 

文化習俗 23 4 5 - 32 (4.41) 

文化觀念 19 1 2 - 22 (3.03) 

文化個體 43 37 3 - 83 (11.43) 

總計 478 (65.84) 191 (26.31) 56 (7.71) 1 (0.14) 100/726 

文化內容總計 726 筆。 

                                                       
31 表 32 內部數字為其筆數，總計的部份另以筆數與百分比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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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文化廣度的區域分類中，又可細分其確切地文化來源地區及筆數，如

中華文化下有一般（252 筆）、台灣（223 筆）及新加坡（3 筆），歐美文化有一

般（52 筆）、英國（34 筆）、美國（48 筆）、西班牙（37 筆）、法國（9 筆）、德

國（3 筆）、義大利（1 筆）、瑞士（4 筆）、加拿大（3 筆），亞洲有一般（3 筆）、

日本（21 筆）、越南（18 筆）、泰國（3 筆）、韓國（11 筆）等地區文化，以及其

區域（1 筆）32，實際筆數如表 30 所示： 

 

【表 30】文化區域之各地區筆數 

 

中華文化（478 筆）  歐美文化（191 筆） 

一般 252    一般 52   

台灣 223    英國 34 德國 3 

新加坡 3    美國 48 義大利 1 

  西班牙 37 瑞士 4 

亞洲文化（56 筆）  法國 9 加拿大 3 

一般 3        

日本 21 泰國 3  其他文化（1 筆） 

越南 18 韓國 11  土耳其 1   

 

最後根據教材分析的四個文化屬性分類所列舉出的次分類，基本上能表示出

其文化內容之具體主題、內容以及相關的討論面向，同時深入探討其細部的區域

分布。當教材中文化產物、個體占多數時，該文化內容的呈現方式傾向以「提及」

的方式為主；文化習俗、觀念兩部分透過這種方式的展開更為顯著，如陳述、介

紹兩者內容，甚至無引導反思的安排，但仍有藉由「問答」引介出的方式，例如

一位人物在篇章中進行提問，再由另一位人物回答其細節等；除此之外，教材呈

現的內容受限於文章篇幅或語言教學設計的考量，普遍對於文化的內容採取相對

表面的介紹。以上為教材分析所得之結果與分析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與狀況，本

文將會在第五章再進行相關說明。 

                                                       
32 此部分為了行文順暢，省去國家後「文化」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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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訪談研究結果 

 

 訪談問題建立於回顧個人的使用經驗，受訪者們對於文化內容的部分並不是

相當有印象，因此，訪談前請他們回顧之前和現在所使用的課本中與文化相關的

部分，而研究者在受訪者回顧、思考和討論的過程中，逐步以聊天的方式開啟問

題，問題的設計由半結構的方式為基礎，盡可能在談話的過程中囊括學習者的使

用心得。 

 

一、語言即是文化 

 

本次訪談研究從受訪者對教材裡文化的印象開始談起，在他們的回覆中，得

知學習者認為語言基本上代表著文化，所學的都與文化有關： 

 

A-D：「課本的內容當然有關係文化，漢字課本書選的漢字，文化有關係的漢

字，我覺得很多。」33 

 

A-A：「我覺得學漢字幫我練習文化。」 

 

A-A：「捷運站（「還是坐捷運吧？」；B2，L2）的這一課是有一點點和文化有

關係的。我覺得裡面的內容，比方說德國人不告訴別人他們想像的問題，德國

人的想法的問題，所以我覺得，比方說這裡內容有文化的關係。因為我覺得幾

乎全部的課都有文化的。」 

 

C-E：「全部都有吧。這個文化，語言帶來它的文化，所以我覺得全部都有。」 

 

初級學習者表示（A-D、A-A），學習中文之初亦是認識漢字之初，提出掌握

「漢字」與文化之間的重要性，然而，這兩位受訪者的背景長期受到日本文化及

教育影響，對漢字本身的所乘載的文化意義已有相關的認識，因此這部分亦有待

討論的空間。另一方面，A-A 認為課程內容牽涉到文化的部分，如德國人不輕易

告訴他人關於仍在臆測階段的事，這與整體文化個體的思維有關，學習者從教材

看華人的思維與行為模式亦是如此。C-E 則認為語言與文化的關係是一體的，在

                                                       
33 A-D 意指課本中有很多與漢字有關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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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的討論中他亦提出「學語言就是打開一個文化，所以這是需要的。」前述三

位表示他們是透過語言學習來認識一個文化的，認為語言本身就是文化。 

 

二、文化主題的印象 

 

這部分討論與文化有關的主題內容，就學習者而言，最記得已學過的課程中

的文化主題內容為何？研究者根據受訪者程度及使用冊數的差異，整理出下述看

法與討論： 

 

依據教材的單元名稱與學習者的回覆進行核對，A 組受訪者認為「學功夫」

（B2，L8）、「過春節」（B2，L15）、「垃圾車來了」（B1，L7）最令他們印象深

刻，其中「功夫」、「太極拳」屬於中華文化遠近馳名的特色，受到不少外國人的

關注，所以不少學習者到台灣後，普遍對這一部分的文化特別感興趣，再來是「過

新年」34，A-D 特別以這個主題與自己國家的文化習俗進行文化比較，補充了日

本文化在春節時吃東西寓意，此外，有意思的是 A-C 激動反應「垃圾車」帶給

他的困擾，因此他對於這一課記憶猶新，並討論起台灣與其他國家在倒垃圾時的

差異。 

 

A-B：「我覺得第二本書，學功夫，是。」（「學功夫」；B2，L8） 

 

A-A：「因為這個是很有名的，我覺得在西方、美國，在德國有很多這種太極

拳的，你去台北，你去台灣的時候，一定要去打太極拳。」 

 

A-D：「新年的，過春節的，跟日本的一樣，吃的有意思。麵，吃麵的意思，

蝦子，吃的意思，老人的背，蝦子一樣，自己的身材，蝦子一樣的，活得很久，

好像老人。第十五課的內容，台灣的說明，我有興趣。」35（「過春節」；B2，

L15） 

 

A-C：「垃圾車的，因為我的家在這裡，所以我要走到這（一邊說一邊做手勢）。」

                                                       
34 「過年的食物都有特別的意思，吃魚的意思是年年有餘（魚）；吃年糕是步步高（糕）升，希

望大家工作、功課一年比一年好；吃橘子是希望新的一年大吉大利。」節錄自《當代中文課程》

第二冊第十五課，頁 389。 
35 日本過新年時會吃「蝦子」，蝦子煮熟以後和老人的背一樣彎彎的，因此吃蝦子有象徵「長壽」

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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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車來了」；B2，L7） 

 

B 組僅有一位受訪者 B-B 提出相關的印象，他關切「文化、種族的大熔爐」

（B4，L11）這一課的議題，並指出早期美國的種族歧視問題，除了人種差異外，

亦和文化差異引起的誤會有關，至於 B 組其他學習者則反應第三、四冊偏向語

言技能的課題較多，文化相關的主題不多，因此沒有相關的印象。 

 

B-B：「第十一課是和跨國婚姻有關係的。這一課裡面有一個美國人，他說在

美國人幾年前就是歧視種族的現象。」（「文化、種族的大熔爐」；B4，L11） 

 

C 組提到的單元有「開學了」（B3，L1）、「床該擺哪裡」（B4，L4）、「傳統

與現代」（B5，L4）、「代理孕母，帶來幸福？」（B5，L5），涉及的文化內容與父

母商討想轉系的問題、風水與生活的關係、西班牙鬥牛文化的存廢、傳統價值觀

下女性的責任等。仔細觀察 B 組與 C 組的整體回覆，C 組對第三、四冊的內容

記憶較深，反之對於目前正在學習的第五冊文化內容不太熟悉，似乎反映出學習

者較能遠觀過去所學習的文化內容，但對於剛結束第四冊的 B 組受訪者來說，

相關的記憶就沒這麼深，無法馬上做出回應。當然這與提問的順序與學習者感興

趣的話題有關連，部分學習者才剛進入文化這方面的思辨，因此有仍未進入狀況

的可能。 

 

C-B：「其實就很多啦，傳宗接代，鬥牛的那個。」（「代理孕母，帶來幸福？」

B5，L5；「傳統與現代」B5，L4） 

 

C-A：「有的是風俗，就是台灣就重視風水，因為風水會影響生命、運氣，然

後家裡的擺飾一定會按照風水，放東西，而且還有台灣人最重視拜拜36，如果

碰到事情、運氣不好，就會去拜拜。課本告訴我們，老師也告訴我們。台灣的

拜拜，和我們的國家就不一樣。比方說不能做什麼，一定要做什麼，又和我們

不一樣。」（「床該擺哪裡？」；B4，L4） 

 

C-C：「我們學了在第四本書37，有很多部分，就是他們要上學，可是他們不喜

                                                       
36 「拜拜」並不屬於教材內容，但存在於「文化 Bits of Chinese Culture」的部分。學習者表示是

參與另一種課程的補充知識，而非來自於教材。 
37 經研究者查閱後，該內容第三冊第一課「開學了」，其中一位台灣人的角色（何雅婷）想轉系，

因此希望媽媽能夠尊重與接受她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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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這個科系，所以他們要換，可是父母反對。可是在我的國家，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我不喜歡，就不喜歡，我不要問爸爸、媽媽要做什麼。所以我們跟亞洲同

學討論一下，可是你的父母，你一定要聽他們的話38，可是我不懂，因為我從

小到現在我們有不一樣的想法，所以我覺得這個不可思議。」（「開學了」；B3，

L1） 

 

C-D：「我覺得傳宗接代的，亞洲人可能是以前，可是現在只有在鄉下，城市

好像是沒有了，現在是還有傳宗接代的觀念，可是現在是覺得一個人要一定有

孩子，女生是一定要有孩子，因為結婚過後，女生不生孩子的話，別人會看到，

會看那個女生，會給她不孕的標籤，所以我覺得也是不好的。」（「代理孕母，

帶來幸福？」；B5，L5）39 

 

三、文化內容對中文學習的影響 

 

 此部分討論文化內容是否對學習者學習中文有所影響，根據學習者不同的分

享，分成「輔助中文學習與文化相關的討論」、「文化相近，影響不大」兩點說明： 

 

（一）輔助中文學習與文化相關的溝通 

 

 B 組兩位學習（B-B、B-A）者認為，學習中文的目的是與華人溝通，所以

學習的重心應該是了解、回應文化相關的問題時，能夠利用學到的相關生詞、主

題，輔助他們對話題作出最合適的回覆。C-C 表示因為住在台灣，自然會因為文

化而學到語言，也會因為語言而學到文化，所以兩者是一起的。整體來說，三位

受訪者都肯定了文化對中文學習是有用、有幫助的。 

 

B-B：「我覺得學中文的時候，一般的時候，你和華人說話的時候，會說到你

自己國家的文化怎麼樣，他們會問你，嗯，『在英國是這樣嗎？有什麼不同？』

如果你不知道怎麼講，就不能說。我覺得學習這樣的東西，有用吧。因為課本

說到，所以知道怎麼說。」 

                                                       
38 C-C 意指在她的國家不需要問爸爸、媽媽怎麼做比較好，但在亞洲家庭長大的同學表示因為

是自己的父母親，所以應該要聽他們的意見及決定。 
39 C-D 意指傳宗接代的觀念，可能是過去亞洲人的觀念，現在只有在鄉下還保留這個觀念。對

於結婚後但沒子女的女性，別人會給這樣的女性貼上不孕的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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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我覺得是因為我們在台灣學中文，所以如果學的是台灣的文化，有跟

台灣文化有關係的生詞，有用。」 

 

C-C：「我也覺得學文化對我來說，有幫忙，因為我現在住在這個地方，我要

了解台灣的文化，因為文化是語言的一部分，怎麼說，就是語言、文化就是一

起的。對，所以不能只是學到語言，沒有學到文化。」 

 

（二）文化相近，影響不大 

 

C 組的受訪者 C-B 和 C-A 來自於越南、印尼兩地，前者因父母其中一人為

台灣人，後者的背景文化則與中華文化相近，因此對於台灣文化是否影響語言學

習是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C-B 概括性地指出亞洲文化似乎是比較接近，不至於

產生太大的文化及學習問題。但另一方面對於文化是否影響語言的問題，C-A 還

是抱持肯定的看法，甚至討論起中文生詞裡「嫁」、「娶」二字與傳統文化觀念和

自己的文化相近，因此沒有太大的感覺。 

 

C-B：「我覺得我們是在台灣，台灣也是一個亞洲國家，台灣的文化和我們國

家的文化差不多是一樣的，不過如果我在美國或澳洲學習的話，可能會不一樣

的影響。因為我是亞洲人，所以大部分的都知道了。沒有文化的問題。」 

 

C-A：「對我們來說也是，因為我們大部分都是越南啊、印尼、台灣，都是亞

洲的，所以我們碰到文化，跟我們都是差不多的，所以我覺得沒什麼困難。」

可是我記得，不知道是這學期還是上學期，老師有跟我們說到，一句就是一個

國家的語言，一個國家的字就會表現出他們國家的傳統。因為那個時候，學到

女生要嫁給……，男生要……（C-B：「男生要『娶』」），對，娶，然後老師就 

說，一個國家的語言就可表現出他們的傳統是怎樣，還有想法是怎樣。看到那

個後，就覺得本來和我們一樣有重男輕女的那種想法。比方說，對。」 

 

四、教材裡的文化內容的真實性與正確性 

 

 就學習者而言，教材是離開課堂後學中文最重要的媒介之一，其中文化內容

與真實生活中的文化是否相符亦是學習者在意的問題之一，《當代中文課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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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教材自 2015 年起開始出版，直至 2018 年底第六冊出版完成，教材內容的時代

性與今距離相近，內容及題材設計方面比起其他華語教材更能體現出今日的台灣

與世界動向，研究者基於這般考量，試以從學習者個人的經驗，對比教材中文化

內容之真實度與正確性問題，從學習者的看法中整理出「相差不遠」、「內容陳舊」

和「無從考證」三點說明。 

 

（一）相差不遠 

 

A-A 以課堂中老師教她的文化作為出發點，藉以比較與教材中的文化內容差

別，發現兩者的差異不大，因此認為這方面的文化內容是正確的；C-A 透過個人

在台灣的生活經驗，表示生活中的文化與現實中文化沒有落差。這兩位學習者反

應出教材的文化內容與真實的文化，並無太多不同之處，唯獨 C-A 補充了一些

過去傳統文化觀念與現在不一樣的資訊。 

 

A-A：「第一本書的時候，我學台灣的文化，我的老師教我現在的文化，跟現

在一樣，現在台灣的年輕人做什麼，老人做什麼。書40說做這個，所以我覺得

差不多。」41 

 

C-A：「因為我覺得從第一本書到第四本書，因為我們是新的學生，所以我們

學生活的，我們都不知道生活的那種，對真正的生活文化來說，他們42是差不

多。對，沒有什麼是不一樣的，就是有一些觀念是老一輩的觀念，和我們不適

合而已43。很少人會有那種想法而已。」 

 

（二）內容陳舊 

 

C-A 表示傳統觀念與現在的不太一樣，這部分 C-D 同樣認為教材中介紹了

部分傳統的文化，在時間軸上與古時候的時空相符，但實際上這些文化與現在的

社會價值卻也漸漸不一致。此外，A-D 認為教材中有一些陳舊的文化內容，例如

教材中的對話其實不太像現在人的真實說話方式，說起來有點落伍的感覺。 

                                                       
40 指「課本」。 
41 A-A 意指老師和她介紹的台灣文化與教材中的相符，所以相差不多。 
42 意指「文化」。 
43 等同「對我們來說不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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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沒有什麼是不一樣的，就是有一些觀念是老一輩的觀念，和我們不適

合而已。很少人會有那種想法而已。」44 

 

C-D：「我覺得是比較古老的觀念，以前有，可是現在沒有了。就是老的、以

前的觀念。就是重男輕女，現在是快沒有了，可是課本裡還有。是對的、沒有

錯的觀念，但是現在不適合。課本寫的就是對的，只是現在是舊的，不是錯的，

就是舊的。」 

 

A-D：「有時候課本的內容，是幾年前寫的內容，文化的，有一點久，有時候。」 

 

（三）無從考證 

 

對沒有相似文化背景的學習者而言，由於從未學習、了解與亞洲文化相關的

資訊，來到台灣後亦無從考證教材中的文化是否正確、無誤，並表示沒想過教材

中文化的正確與否。C-C 反映出部分學習者不具備察知教材正確性的能力，因此

教材內容的真實性與正確性應是我們該注重且關心的重點之一。 

 

C-C：「對，在我的國家，我沒有見過亞洲文化，我沒有學過，所以我們都學

歐洲文化，所以我來到這裡，對什麼，就是對45。所以我沒想到在課本，有些

沒有那麼有問題。」 

 

五、教材裡的文化內容與現實生活的銜接 

  

 承接上一點的討論，研究者將話題帶入更為具體的問題上，詢問受訪者關於

教材中的文化內容是否能與現實的生活做銜接？與台灣人溝通更為恰當得宜？

更能理解台灣人的思考邏輯？以下將受訪者分享之結果分為「台灣人，不清楚台

灣文化」、「課本的中文，台灣人的中文」、「教師引導、介紹的文化」、「實際的應

用」、「台灣人的理解」五個要點討論。 

 

（一）台灣人，不清楚台灣文化 

                                                       
44 C-A 意指教材中有很多老一輩的觀念和現代年輕人的價值觀不符，因此不太會有這些觀念。 
45 指「課本說什麼是對的，就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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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受訪者 A-D 及 A-E 向台灣人詢問關於文化的問題時，台灣人普遍對文化

並不是非常了解，特別是年輕人對文化一知半解，似乎只知道什麼節日、事件要

做什麼（知其然），而不知道為什麼要這麼做（不知其所以然）。因此，A-D 在之

後的相關回覆中表示相當困惑，同時不知道當下要向誰詢問，所以都上網查。 

 

A-D：「有一點幫助。台灣的文化的內容問台灣人的話，大家都為什麼不知道，

文化做的事都知道，問為什麼的事的話，大家都不知道。」46 

 

A-E：「年輕的人，嗯，不用。在台灣的年輕的人，不太知道台灣的文化。」 

 

（二）課本的中文，台灣人的中文 

 

 根據受訪者的回應，發現大部分的受訪者都遇過教材裡的詞彙與台灣人實際

習慣用的詞彙不同，因此離開課本、教室後，發現完全不明白台灣人說什麼。 

 

C-D：「書本上說的，和跟一些台灣人聊天的時候，是沒有用的。比方說『白

開水』，那個時候，我聽不懂台灣人說47，課本上只有教『水』，沒有教『白開

水』，在外面他們都說『白開水』比較有禮貌。然後『化妝室』，『化妝室』是

什麼意思？『洗手間』。」 

 

 關於上述 C-D 提到的「白開水」、「化妝室」、「洗手間」的問題，都是與文

化的影響有關，例如「白開水」是「經過煮沸且不攙他物的水」48，由於早期中

國及台灣地區考量到基礎建設不全與衛生問題，民間盛行煮沸之水後再飲用，因

此「白開水」一詞是因社會價值觀、習慣等文化因素而生成的詞彙，相似的還有

「洗手間」的用法，涉及中華文化對較隱私、禁忌、不便直接說出的事，傾向透

過委婉的方式稱之，而「化妝室」為日語借詞，在此不贅述其歷史因素。 

 

由此可知，學習者雖認同教材中詞彙的重要性，但對應到現實生活時發現仍

嫌不足。此外，對於發音不太好的學習者尤其不方便（請見下方 C-C 的內容），

                                                       
46 指若拿文化的問題來問台灣人，但大部分的台灣人都只知道根據這個文化要做什麼，而不知

道為什麼要這麼做。 
47 即「我聽不懂台灣人在說什麼」。 
48 取自教育部國語辭典簡編本，http://dict.concised.moe.edu.tw/cgi-bin/jbdic/gsweb.cgi 最後檢索日

期 2019/05/13。 

http://dict.concised.moe.edu.tw/cgi-bin/jbdic/gsweb.c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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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無法在生活上精準說出一個適當、合宜的詞，時常讓學習者難以解決與台灣

人的溝通問題。 

 

C-C：「我也有這個問題，有時候我學新的字的時候，我看不懂怎麼用。我問

我男朋友，他是台灣人，可是他說：『呃～這個句子很奇怪。為什麼？台灣人

真的不用這個字。』比方說，如果你要生小孩，說『生育』，可是台灣真的不

說『生育』49。他說為什麼你們要學這個字。我覺得有幫助，但是對我來說，

很難，他們的語言有四聲50，可是我的語言沒有，所以我講，他們聽不懂，所

以我要知道別的字比較容易，所以他們會懂我說什麼。」 

 

 另一方面，我們都知道語言是不斷在變化的，人類無時無刻都在開創語言的

新面貌，台灣人自然而然透過擴大詞性與大量使用口語以更貼近生活的使用，使

得學習者到和朋友進行語言操練時不免遇到挫折，甚至開始對教材中的內容產生

懷疑。 

 

C-E：「我覺得我在學第四本書的時候，我在抱怨。抱怨朋友，因為他們，我

不記得哪一個，我說幫助，他們說幫忙。所以他們回答，所以我沒辦法聽得懂

他們說的話。他們說我的第三本書是有點口面，口語的，很口語的語言，這是

他們跟我說的。這是ＯＯ（該教學單位名稱）的選擇，看起來不太好，這是選

擇。」 

 

 以及台灣人的中文，長期與台語「語言接觸」（Language Contact）而產生新

的用語，或是從台語的發音直接輸出的中文字詞，這些字詞不論在漢字的語義

上，還是表音上都無法展現完整其意涵或符合台語的正確發音，因此這樣的現象

同樣衍生至教材生詞的中文字及標音上，使得學習者難以在實際生活中應用。 

 

B-B：「我想到了“é ā jiān”（蚵仔煎），可是都沒有人說“kē zǐ jiān”51，都是說

台語。」 

 

（三）教師引導、介紹的文化 

                                                       
49 經了解，C-C 表示台灣人大部分說「懷孕」。 
50 手指著 C-A 和 C-D，意指「越南話」有聲調；「四聲」指中文基本的四個聲調（第一至第四聲）。 
51 “kē zǐ jiān”為課文中的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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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坦言，生活中實際的文化，大部分是上課時教師的補充，A-A 的老師

向他們說明課本的中文及在台灣生活的中文是有明顯的落差，上課時也會區分出

中國和台灣之間中文使用與文化習慣的差異，促使她認為課本裡的資訊並不能實

際應用於生活之中，畢竟兩地在很多方面的文字使用與情境是不太相同的；另

外，B-C 說如果生活中有需要注意到文化問題的部分，也都是他的老師在上課時

告訴他們的，並非來自於教材。相對於教材的文化，兩位受訪者更仰賴教師所分

享的文化內容。 

  

A-A：「老師常常說，課本的中文是中國的中文，不是台灣的中文，所以你一

定知道不一樣的，她常常告訴我們這裡是課本的中文，但是台灣人說另外的。

課本不幫助，因為，那個內容是不用的文化內容。」 

 

B-C：「如果要小心的話，常常是老師告訴我們。」52 

 

（四）實際的應用 

 

B-D 認為應重視課本外的文化學習，透過真實與台灣人談話才能知道更多的

文化，C-B 則認同課本裡的文化內容，但重點仍是需加強與人的溝通才會更了解

文化的部分，因此上述兩位受訪者指出教材中的文化內容是一回事，真槍實彈與

台灣人溝通又是另外一回事，對他們來說，直接和台灣人溝通才能更瞭解文化。 

 

B-D：「很難知道，應該實際上跟台灣人交流才可以。」 

 

C-B：「除了在上課以外，也要在社會、生活中講這個語言比較有用。其實課

本有幫助，只是沒有這麼大，最重要的是和別人溝通。」 

 

（五）台灣人的理解 

 

最後 B-C 說，很多時候台灣人完全不在意他們懂不懂這些文化內容，因

此，他認為在某種程度上不需要太認真思考文化的問題，只要達到溝通的目的

就好。在場其他四位受訪者均對此頻頻點頭表示認同。 

                                                       
52 意指若是在文化上需要注意的部分，也都是老師提醒他們的，而非教材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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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也可能是台灣人，大家知道我們是外國人，所以不管我們知道不知道

（這一些文化）。」 

 

六、學習者之文化內容偏好 

 

 經過前五大點的問題討論，學習者對文化的方面的概念及偏好越來越明顯，

故此，研究者詢問他們目前喜歡和不喜歡的文化內容。結果呈現，A、B 組學習

者列舉出較多不喜歡的文化內容，C 組的成員則分享自己喜愛的主題及提出疑問

為多，無正面回應不喜歡的文化內容。根據受訪者的討論內容，分成「個人偏好」、

「與文化習慣不符」與「重複出現的主題」三點分述。 

 

（一）個人偏好 

 

受訪者喜歡的主題不外乎為人際關係（感情關係，B-A）、飲食（早餐選擇，

C-B）及流行文化（C-C）的話題，這部分根據個人興趣偏好而定；不喜歡的主

題有政治（B-A、B-C）、藝術（B-A）、應徵（B-D、B-E）與歷史（B-A），主要

考量到「實用性」的問題，包含生詞是否實用、和個人生活階段是否相符、內容

與期待的落差，以及課文資訊量不足等，因此受訪者（如 B-D）不免有所失望，

至於不喜歡的主題，大部分學習者反應他們多半採取半忽視的手段。 

 

1.喜歡的主題 

 

B-A：「我特別喜歡那一課（「大學生的事」；B4，L7），因為是談戀愛的，生詞

很好用，吃醋！（B-D：「忌妒！」）哈哈哈哈！」【符合學習者個人興趣】 

 

C-B：「我記得以前學燒餅油條、豆漿，早餐店嘛。我聽說台灣的早餐店很有

選擇、很多選擇。我們就可以選，可是我不知道哪一個是比較好吃的。剛好那

個課提到燒餅油條，還有什麼什麼的。然後我就覺得，這對我們外國人講，有

是有幫助啦。」【符合學習者個人興趣】 

 

C-C：「我比較喜歡學有意思的課，比如說打扮、和衣服有關的字。因為你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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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說整形手術（看著 C-E），我也很喜歡，因為我們女生很喜歡這個主題，每

個女生都有自己的部分，她要改，所以今天我穿這個不適合，所以女生說這個、

那個，對，流行文化。」【符合學習者個人興趣】 

 

2.不喜歡的主題 

 

B-A：「那個紅毛城，我不喜歡這個（「台灣故事」；B3，L11）。我覺得投票（「我

要去投票」；B3，L12）的生詞，我要知道那個生詞，因為我要用，可是那個

故事53，我沒辦法用到那些生詞，所以我不要學。」【實用性－生詞的應用】 

 

B-C：「大部分不想學的是和政治有關的。」【不符合學習者個人興趣】 

 

B-A：「因為大部分的年輕人不關心。我覺得我們班的同學都不關心。我最不

喜歡的是…跟藝術有關的課（「眼睛、耳朵的饗宴」；B4，L2）。（另用手指第

四冊第三課「雲端科技」標題）第三課，我覺得這個課的生詞也沒有用。」 

【不符合部分學習者及個人興趣】 

 

B-E：「第三本書我不知道，第四本書，我已經沒有關係54。『大學生的事』（B3，

L7）。我不喜歡『應徵』（B4，L10）。」【實用性－與人生階段不符】 

 

B-D：「我覺得我看『應徵』，這課很有用，可是我學了，覺得很失望。可是這

個題目很有用。」【實用性－內容與期待不符】 

 

C-C：「我不喜歡那個荷蘭歷史（「台灣故事」；B3，L11），不是歷史的問題，

我覺得，恩，不是無聊，我們學了很少的一個部分，兩個部分，我不會全部了

解這個歷史。所以我什麼都不知道，看了這個，比方說，我們花一個學期學這

個，所以我不太喜歡這個。」【實用性－課文資訊量不足】 

 

（二）與學習者文化習慣不符 

 

                                                       
53 指「台灣故事」。 
54 指「已經和我沒有關係」。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1900539
73 

 

A 組 5 位受訪者說明早上去 KTV 這件事，對他們來說，主要是文化習慣的

不同、語言能力的不足與已經體驗過 KTV 的問題，特別是該課安排在初級階段，

大部分學習者都還不具備能用中文到 KTV 唱歌的能力，以及受訪者的背景文化

也有相關的設施，或者在他們國家裡完全不流行，因此無去體驗的需求，同時也

不感興趣。 

 

A-C：「這個去 KTV 早上九點（「早上九點去 KTV」；B1，L7），我覺得我還沒

55，我覺得時間有一點奇怪，我知道老師說早上的時候比較便宜，可是沒有人

要去，九點。我覺得去 KTV 的時間應該比較晚上的時間去56。」 

 

A-B：「因為學第一本書的時候，看不懂、聽不懂，去 KTV，不知道。」57 

 

A-E：「日本人常常下課以後去 KTV。」 

 

A-D：「嗯嗯，有一點奇怪。」 

 

A-A：「因為我們都是日本人、韓國人，所以對我們來58，沒關係，我們已經去

過。」 

 

A-C：「我覺得印尼、加拿大沒有 KTV，可是不流行。」 

 

（三）重複出現的主題 

 

 此外，C-E 對不同冊數出現相同主題感到困惑，表示自己是歐洲人，雖然有

整型這件事（「我住院了」B3，L10；「整形好不好？」B5，L3），但在他的生活

中卻不怎麼流行。另一方面，他也認為第五冊「傳統與現代」中的「鬥牛」不是

亞洲的文化，所以不了解學習的意義，但同意課程中所介紹生詞，因為足以應付

生活面相關的分享與討論。 

 

                                                       
55 A-C 意指還沒起床、準備好心情。 
56 應為「比較晚的時間去」。 
57 A-B 意指在第一本書的時候，中文程度仍不太好，因此去 KTV 不知道要做什麼、唱什麼。 
58 指「對我們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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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為什麼有兩次我們有整形的，第三、第四本書都有。第三本第十次課59。

為什麼兩次60。整形這件事對歐洲人來說，在歐洲有，但是沒有這麼多，為什

麼要出現兩次？」 

 

C-E：「書裡面都沒有不喜歡的。這個鬥牛應該沒有用，但是因為亞洲沒有，

所以這個鬥牛，但是裡面有很多有意思的生詞，所以沒關係，不是亞洲的文化，

所以我覺得為什麼，但是沒關係，這是國際觀。」 

 

最後，B-B 對教材中文化主題的內容反映較為無感，並認為所有學習語言的

課本都差不多、不太有趣。 

 

B-B：「我覺得都一樣。不是都很想學，我覺得學習語言的課本都差不多一樣

無聊。」 

 

研究者整理上述受訪者討論之文化內容偏好與意見重點，請見下表 31： 

 

【表 31】學習者文化主題偏好 

 

文化內容偏好 

A 組 

【不喜歡】KTV（「早上九點去 KTV」；B1，L7）、打工（「我打工，

我教法文」；B2，L4）、搬家（「我打算搬到學校附近」：B2，L6）、手

機掉了（「我的手機掉了」；B2，L13）、找工作（「我要開始找工作了」；

B2，L14） 

B 組 

【不喜歡】 

政治（「我要去投票」；B3，L12）、藝術（「眼睛、耳朵的饗宴」；B4，

L2）、台灣歷史（「台灣故事」；B3，L11）（「再談台灣故事」；B4，L9）、

「大學生的事」（B4，L7）、「應徵」（B4，L10） 

【喜歡】「大學生的事」（B4，L7） 

                                                       
59 指「第十課」。 
60 應為「為什麼有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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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組 

【喜歡】流行文化（「現在流行什麼」；B3，L5）、早餐店（「再談台灣

故事」；B4，L9） 

【疑問】整形（「我住院了」；B3，L10）（「整形好不好；B5，L3」）；

鬥牛（「傳統與現代；L5，B4」） 

 

七、文化的區域性考量 

 

 研究者針對教材裡文化區域分布的多元性考量，詢問受訪者是否希望在教材

中放入其他區域的的文化內容，以增強國際視野與相關資訊與知識，並從他們的

回應中得出「只需學習台灣文化」、「中文學習應與其他文化分開」、「可多介紹亞

洲文化」、「可介紹各大洲文化」以及「以台灣人視角介紹其他文化」五個重點。 

 

（一）只需要學習台灣文化 

 

A 組有 3 位學習者表示，他們來台灣學習中文的目的，就是想學習台灣文化，

A-A 說到「我們都知道台灣的文化是古代的中國文化，所以我們要知道台灣人的

文化。」在這裡需要說明的是 A-A 所言的「台灣人的文化」，是脫離傳統的中華

文化的台灣在地文化，另外 A-B 則提出中文課裡有很多國籍的學生，如果要一

邊上中文課一邊學其他國家的文化，他覺得學習時間會不夠，且影響中文學習的

時間。 

 

A-A：「我們住在台灣，所以我們在台灣要學台灣的文化，台灣的中文。所以

我也覺得我想要知道台灣的文化，我們都知道台灣的文化是古代的、中國的文

化，所以我們要知道台灣人的文化，台灣的原住民，台灣的特色，特別的。」 

 

A-B：「我也同意，因為我們要學中文，學中文是亞洲的文化，別的國家的文

化是很複雜的，所以，一個人韓國人，一個人日本人，一個人越南人，國家的

文化是很多，我沒有時間。我不要別的國家的文化。因為我們的目的是學中文，

所以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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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我覺得在台灣學中文，台灣以外的國家文化，我覺得不需要。」 

 

（二）中文學習應與其他文化分開 

 

B 組同樣有 3 位受訪者，不過他們認為文化與中文學習應該要清楚分開，每

個人學習的目的不一樣（B-A），再加上討論到文化時，或多或少會用帶入外來

詞及其他語言，將造成中文學習上的負擔（B-B）。如果需要學習其他文化的話，

事實上可以用自己的語言找相關的資源來學習，不需要利用到學習中文的時間

（B-E）。 

 

B-A：「我無所謂。因為我覺得文化是文化，中文是中文。因為有的人，他要

學語言，不是要學文化，也有的人，他不想知道別的文化。」 

 

B-B：「興趣是興趣，但是我覺得提到其他國家的文化，常常需要外來詞，或

是其他的語言，對學習中文來說，可能遇到一些問題，但是這個不是跟內容有

關係，是語言學習的部分。但是學習到其他文化，我都可以接受。」 

 

B-E：「我對其他的文化有感興趣，可是，學中文的時候，不用。我自己學習，

用日文學習。」 

  

（三）可多介紹亞洲文化 

 

 相對而言，也有學習者表示在自己的國家時，比較難注意到和亞洲文化相關

的內容，所以希望能透過中文課學習台灣及鄰近等亞洲國家的文化，因此支持增

加其他文化的部分，但以亞洲文化為主。 

 

C-C：「我比較要學亞洲文化，比方在美國怎麼樣，比方在菲律賓、越南，我

一輩子都不知道他們的文化怎麼樣，所以我比較想學亞洲文化。」 

 

（四）可介紹各大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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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起 C-C 所提及的亞洲文化，C-A 則認為若能按照區域來介紹更好，課本

裡的文化區域大部分都集中在幾個重點國家，如西班牙及亞洲，另外，她也提到

上中文課時，班上也有有來自非洲國家的同學，但教材裡都沒有和非洲有關的內

容，若能加入各大洲的文化會更好，最後也提到至於美國的部分，她則沒什麼相

關的印象。 

 

C-A：「我覺得在課本裡面，就是一部分一部分的說，就是亞洲阿、歐洲阿。

然後中南美洲、非洲阿，可是沒有非洲。可是我們以前有朋友是聖文森的國家。

聖文森的朋友，我覺得應該要抓亞洲、歐洲、非洲一部分的國家，大部分簡單

的說。因為課本裡面，大部分都是西班牙、亞洲，就沒有。美國不多。沒什麼

印象。」 

 

（五）以台灣人的視角介紹其他文化 

 

C-D 表示當我們討論其他文化的分布比例應該如何配置時，適時幫助來台學

習者了解台灣人是如何想各國人士的會更有用。研究者認為這個回答非常有趣且

值得思考，提供相關有效的資訊給學習者參考、討論，或許是另一條思考教材主

題內容的途徑，除了能增進文化討論的能力，亦能培養學習者多元文化的看法，

激發出更多的相關討論，也能了解不同國籍學習者對「台灣觀點」這部分的想法。 

 

C-D：「我覺得最好的是，對台灣人來說，這一些文化是怎麼樣。比如是台灣

人覺得越南人怎麼樣，烏克蘭人怎麼樣。」 

 

 當然，最後也有學習者覺得是否加入其他文化沒有關係（A-C、A-E、B-A、

B-B 及 C-B、C-D、C-E），以及對文化不感興趣（B-D）。 

 

C-B：「我沒什麼意見。西方的文化，對我來說沒什麼大問題。」 

 

B-D：「我是對文化不太有興趣的人。」 

 

八、學習者之教材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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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藉由 1 至 10 分的評分標準請學習者對《當代中文課程》中文化內

容的部分進行評價，分數越高表示對文化內容越滿意；反之，分數越低表示越不

滿意。A、B、C 組的滿意度評分結果分別為 72%、64%、78%，顯示高級 C 組

對教材中的整體文化內容最為滿意，初級 A 組次之，中級 B 組最為不滿意，在

滿意度差異上，最滿意的高級 C 組與最不滿意的初級 A 組，相差了 14 個百分點。

評分結果整理如表 35： 

 

【表 32】學習者教材滿意度評分表 

 

  成員 

組別 

A B C D E 總得分 滿意度 

A 5 8 7 8 8 36 72% 

B 7 7 6 6 6 32 64% 

C 7 8 9 7 8 39 78% 

 

為了瞭解各組間評分差距，研究者針對學習者對教材滿意度的看法及分享，

歸納出「台灣文化還是中國文化」、「現代文化的一知半解」、「文化有關的詞彙使

用率偏低」、「課本裡的文化內容相當明確」與「《當代中文課程》系列教材的整

體評估」五個重點討論這些評分依據與原因。 

 

（一）台灣文化還是中國文化 

 

 事實上，不難注意到前述受訪者們在談到文化時，常以「台灣文化」指稱生

活裡的文化，因為他們都是來台灣學習華語的學習者，生活的環境、感興趣的文

化原則上都與台灣密不可分，因此 A-A 和 A-B 針對這一部分作對教材中裡初級

階段的文化分享，A-C 聽完他們的評價後亦表示贊同並給分。 

 

A-A：「如果我要學台灣的文化，我應該要給 5 分。因為我要學台灣的文化，

我不要學中國的文化，我在台灣，學中國的文化，沒辦法，因為在台灣，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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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我覺得很好，這是本來的文化，這是台灣自己的文化。」 

A-B：「我是 8 分。因為學第一課的時候，一點點、一點點還好，但是越來越

難。第一本書的時候常常是中國的文化，越來越難以後，來不及看別的文化。

但我覺得很好。」 

 

A-C：「我 7 分，我同意他們說，還可以。」 

 

（二）現代文化的一知半解 

 

 相對於台灣文化和中國文化的選擇，A 組另外 2 位 A-D 和 A-E 則表示他們

比較想知道有關於「現代」的文化，然而，課本裡學到的文化內容卻與 A-D 所

遇到的台灣文化不太一樣，A-E 則認為課本裡與現代文化有關的文化並不多（第

一、二冊），有一點可惜。 

 

A-D：「我覺得 8 分，文化的內容，很好，可是有時候說很久，可是我不知道

台灣的文化，現在的，所以我覺得有一點奇怪的感覺。現在不一樣，感覺。我

的想法，住在台灣，看看台灣的，和課本的內容比起來，不太一樣。我不知道

台灣，我知道一部分的台灣，所以沒錯，不知道，所以是 8 分。」61 

 

A-E：「8。我也希望要知道現在的文化，可是課本沒有很多。」 

 

（三）文化有關的詞彙使用率偏低 

 

 B 組有 2 位學習者指出，由於有關文化的內容和詞彙使用率低，所以在給分

方面，只給了 6 分。除了詞彙使用率偏低的問題以外，亦不易了解這些詞彙該如

何實際應用，加上平常近乎用不太到相關的詞彙，所以之後再看到這些詞彙時，

常有「好像學過但不太記得的感覺」。 

B-C：「文化內容的話，我是給 6 分，因為是很難懂。沒有用。」 

 

B-D：「所以我也給 6 分。」 

                                                       
61 A-D 意指他看教材中的文化內容覺得很好，只是有時候有太冗贅的介紹，同時他無法在教材

中認識到現代的台灣文化，因此感覺上有一點奇怪。他個人認為他所察知的台灣文化和課文之間

是有落差的，但基於他在教材中所學習到到的有限的台灣文化基本上是沒有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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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在生活中，跟文化的內容還是生詞，沒有這麼多機會用得到。所以我

只知道這個字學過，可是用不到。」 

 

（四）課本裡的文化內容相當明確 

 

其中 C-C 個人認為教材裡的文化內容安排明確，所以在學習時不會有混亂

的情況發生，反而更能掌握這些內容。 

 

C-C：「你一開始來學一個語言，你不知道你要學什麼，可是這本書都說得很

清楚，你要學這個、這個。」 

 

（五）《當代中文課程》系列教材之整體評估 

 

 受訪者 C-D 表示第四、第五冊應該仍以與生活應用有關的內容為重，如此

一來才能在語言學習趨於穩定的階段（第四、五本書時），進行真實語境的操練，

協助學習者有效應用於現實生活。 

 

C-D：「我覺得第一、第二、第三本書都是簡單的，可是第四本書、第五本是

傳統的，他們教得比較清楚。如果第二、第三是最重要的，他們不教清楚的話，

現在的生活我都是不懂他們說的話。如果的可以的話，可以變得第四、第五，

因為中文好了，可以把生活真的會用的語法放在第四、第五比較好。現在是第

四、第五本，他們都是學歷史什麼的，對我們來說，是沒有用的。我需要第四、

第五本可以給我在生活上、生活中的需要，還常用的，所以第一、第二、第三

本他們都教，可是很簡單。所以有時候，我去辦什麼的時候，我不知道要怎麼

用。」 

 

 對此，C-A 支持目前的教材在內容的安排，從生活的對話循序漸進到越來越

正式的書面語用法。 

 

C-A：「我還是按照學校課本第一到第三本書，教我們怎麼適應台灣生活。我

上一次去面試大學的時候，那邊的學生跟我說，你現在學的中文是很簡單的。

第四本書裡面學到的書面語，以後會很有用。才來台灣學的中文沒有這麼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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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所以現在開始是書面語63，以後應該很有用，所以我先相信這本書。」 

 

其餘受訪者，只有評分而不做相關評論。 

 

九、學習者之反感問題 

 

最後，要討論的是教材是否帶有讓學習者感到不舒服的文化內容，對此僅

B-D、B-E、C-A、C-C 作出表示。B-D 對「種族、文化大熔爐」（B4，L11）這

一課表示相當敏感，主要因素涉及到越南籍人士在台灣的處境，這一點讓她不太

喜歡；B-E 說明由於自己的年紀稍長，討論「雲端科技」時無法跟上大家（年輕

人）的理解速度，所以在比較難參與討論而感到不太舒服；C-A 認為一些落伍的

傳統，讓她學了也無法有更好的想法和感受；C-C 則是提到沒有討論到她的國

家，讓她有一點被忽視的感覺。 

 

B-D：「我有這個（指「文化、種族的大熔爐」；B4，L11）；因為我自己對這個

問題有一點敏感，那一個課我真的不要學，不要討論到那個問題。因為我不喜

歡在台灣討論到在台灣的越南人問題，所以我不喜歡。」 

 

B-E：「我不太熟悉雲端科技，那時候，除了我以外都是很年輕的64，所以他們

很熟悉，可是我不太熟悉，隨便討論的感覺。」 

 

C-A：「對我來說，比較像是有一些落伍的傳統，讓我不舒服。然後學了，也

沒有什麼變好。」 

 

C-C：「除了沒有我的國家，其他都還好。」 

 

 相反地，B-B、C-D 則認為應該客觀看待這些文化內容，最重點的是認識、

理解這一些文化內容。 

 

C-D：「課本教的是讓我們要了解古老的觀念。沒什麼不舒服的。就是多了。」 

                                                       
62 指剛來台灣學的中文沒這麼深。 
63 「現在」指的是第四冊。 
64 指除了她以外，都是很年輕的同學們。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1900539
82 

 

B-B：「我覺得理解就好，敏不敏感，我覺得不重要。」 

 

十、小結 

 

 從學習者訪談的結果中，可以找到與教材分析相似的一些觀點，如受訪者關

注的文化主題，基本上呈現在「文化習俗」與「文化觀念」這類相較顯著的文化

層面，同時內容也側重在傳統文化，欠缺現代文化的安排，其中的介紹也趨於表

層、資訊量提供不足等。而在文化區域的看法則相對多元，甚至展現出學習者在

不同的語言程度，對其他文化的關注度是有落差的，這也是本文在訪談研究中得

到的重要收穫之一，接下來將於第五章進行統整、仔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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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章總結整體研究的結果，提出相關的研究建議作為參考，共分成兩節。第

一節為針對本文所提出的兩個研究問題進行回答，主要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

為教材之文化內容分析，第二部分為學習者對教材文化內容的看法與滿意度；第

二節為研究建議，同樣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研究待改進之處，第二部分為

後續研究之建議，希望透過本研究之教學分析與學習者訪談研究，提供相關之研

究發展。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問題有二：一、在選定的教材中，文化內容主要涵蓋地區與占比為何？

以及教材提供的主要文化內容包含哪些主題或面向？二、學習者對該套教材中關

於文化內容的看法如何？還有對於教材提供的文化內容是否滿意？本節將這兩

個問題分為「教材文化內容分析」與「學習者滿意度調查」兩個環節來討論。 

 

一、教材文化內容分析 

  

根據上一章的研究分析結果得知，《當代中文課程》教材中整體文化內容涵

蓋地區域遍及四個區域，而以中華文化區域（478 筆，65.84%）分布最廣，再者

為歐美文化（191 筆，25.31%）、亞洲文化（56 筆，7.71%）及其他文化（1 筆，

0.14%），冊數間的表現可大體分為「第一至第四冊」與「第五、六冊」兩組分布

情形來看，前者以中華文化為重，歐美文化為輔助，後者則有以歐美文化近乎與

中華文化持平的狀態（第五冊），甚至是完全取代的現象（第六冊）；而亞洲文化

始終維持第三位的占比，其他文化則無顯著的呈現。 

 

文化屬性的分類比重同樣有相當大的落差，以文化產物（589 筆，81.13%）

為最多，其次為文化個體（83 筆，11.43%）、文化習俗（32 筆，4.41%）、文化

觀念（22 筆，3.03%）。相對於文化區域的涵蓋，文化屬性的分布顯出文化主題、

內容上的不均狀況，高達四分之三為「文化產物」作為主要的內容，因此關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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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內容的主題討論，可由文化屬性分類中的次分類及筆數察知。研究者參照上一

章的討論，整理出本次文化主題與內容結果的列表，此部分以筆數的多寡來作為

「文化屬性分類」和「主題」排序，見表 33。 

 

【表 33】文化內容所涵蓋的主題 

 

文化屬性 主題（筆數） 

1.「文化產物」 

（589 筆） 

1. 「飲食」209 筆65 

2. 「語言與文字」171 筆 

3. 「組織機構」52 筆 

4. 「建築」48 筆 

5. 「國家名+名詞」6648 筆 

6. 「休閒、表演和作品」41 筆 

7. 「習俗、信仰及觀念產物」20 筆 

2.「文化個體」 

（83 筆） 

1. 近代人物 71 筆 

（政治人物、名人、作者、舞者、研究人員等） 

2. 歷史人物 6 筆 

3. 文章角色 4 筆 

4. 傳奇人物 2 筆 

3.「文化習俗」 

（共 31 筆67） 

1. 「節慶習俗」19 筆 

（「慶祝生日、新婚」；「過節慶」：春節、端午、中秋節） 

2. 「傳統習慣」4 筆 

（日本人寫漢字、華人父母干涉孩子的學習、泰國人感

謝的方式） 

3. 「生活行為」4 筆 

（台灣人喜歡喝茶、台灣的垃圾車文化、台南人的生活

習慣等） 

4. 「其他習慣」4 筆 

（吃素的習慣、刻板印象、外來文化的影響） 

                                                       
65 原「飲食」為 209 筆，另加上「國家名+名詞」中與飲食相關的「-菜」、「-茶」、「-麵」、、「-

蛋糕／甜點」、「-咖啡」等 29 筆，共計 238 筆。 
66 為已扣除 29 筆「國家名+名詞」飲食相關的筆數。 
67 因為涉及文化區域的範圍，筆數則以其內容所出現的筆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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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化觀念」 

（共 20 筆68） 

1. 「傳統觀念」17 筆 

（「傳統價值觀」如傳宗接代、重男輕女；「迷信」如祭

祀、風水） 

2. 「現代觀念」3 筆 

（台灣人的飲食偏好觀念、美國文化的交際觀、亞洲人

的審美觀） 

 

 表 33 中，文化產物為「飲食」209 筆的占比最高，其次為「語言與文字」

171 筆；文化個體以「近代人物」71 筆為主要提及的對象；文化習俗著重在「節

慶習俗」19 筆上；文化觀念則聚焦於「傳統觀念」17 筆，但普遍來說，仍以文

化產物中的其餘 5 個次分類主題為主，大部分也略多於其餘文化屬性分類內的次

分類。區域分布的部分，除文化個體在歐美文化與中華文化的筆數相近外，其他

如文化產物、習俗、觀念基本上都集中於中華文化上。 

 

二、學習者觀點訪談 

 

 從研究結果得知，學習者對教材中的文化內容普遍還算可以接受，滿意度介

於 64%~78%（A 組 72%，B 組 64%，C 組 78%），主要關注到的文化主題與人類

對「文化」的定義感知相近，如飲食、技藝、習俗、精神等層面，然而對於文化

與現實生活接軌、學習偏好的取向，最有關連的則是「實用性」的強弱，其中又

牽涉到主題相關的生詞使用率、學習者身分背景的問題、資訊量是否充足等，而

對目的語文化區域的需求即便各有所好，卻也依循程度的提升逐步轉向多元接受

的狀況。整體教材滿意度反饋中，不論是哪一個程度的學習者皆對於教材中較為

陳舊及傳統的內容有感，並希望能加以補充更多現代文化相關的資訊，反映出教

材以「傳統中華文化」為主要的安排設計。最後，關於是否產生學習反感的關鍵，

則與個人的國籍、人生背景與國家文化是否被提及有關。 

 

綜合上述的討論，學習者最容易感知的文化部分為為飲食、傳統習俗、生活

習慣、精神價值等，其中除了「飲食」為占比最高的「文化產物」以外，其它幾

個主題為「文化習俗」及「文化觀念」的範疇，在教材表現上相對不顯著，亦面

臨資訊量不足、區域受到限制、傳統文化為重等幾個問題。 

                                                       
68 同註解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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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量不足的問題，以「文化習俗」與「文化觀念」最為嚴重，其內容多以

介紹與敘述為主，對於細節的部分有不充足的現象，同時這也是在訪談過程中被

學習者提出的問題之一；此外「文化產物」、「文化個體」也有相似的情形，兩者

本身是由名詞的方式組成，若在內文中無完整的說明、介紹，其實際的表現皆以

以「被提及、介紹」的狀態為多，如文中只提及「牛肉麵」、「赤崁樓」、「邱吉爾」

而無多加說明，以至於無法為教材帶來更多、更豐富的資訊。 

 

再者，即使整體文化內容主要由中華文化區域涵蓋，但仍有些區域文化受到

內容的強調或關鍵字影響，而產生爭議性與模糊性的問題，如同樣能翻譯成

“English”的「英文」和「美語」，受到中文呈現方式的限制，大都分類為歐美文

化之英國文化，進而造成英國文化與美國文化區域的比重差異，以及「文化觀念」

範例中討論到農人、教授地位高低的差別，因「在台灣」一詞，而使得這類價值

觀歸類至台灣文化，而非中華文化之一般文化的範疇。 

 

最後是以傳統文化為重的問題，主要是由學習者訪談中得到的資訊，經研究

者發現，學習者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來自於幾個最能使學習者意識到「文化」

的主題，這些主題大部分皆與「傳統文化」有關，同時屬於教材分析中「文化習

俗」、「文化觀念」的部分，更說明這類的內容在學習者觀感中較為明顯、強烈。

另一方面，以名詞組成的「文化產物」與「文化個體」的內容卻無過多牽涉傳統

文化的問題，反而以現代相關的產物、個體為多，證實學習者對文化的感知與「文

化習俗」、「文化觀念」最為有關。但本文基於學習者的觀點，以及教材分析不涉

及傳統文化的分析討論，暫以傳統文化為多，缺少現代文化的部分作為分析結果

的重點之一， 

 

三、與前人研究的對比 

 

本研究之文化深度的四個分類依據，採用 Ka-Ming Yuen（2011）對香港兩

套英語教科書所做的文化內容研究，同時亦參考其文化廣度的分布狀況，該文在

的分析結果呈現，文化產物環繞在「娛樂」、「飲食」、「購物」及「旅遊」的主題

上，文化習俗包含重要的節日習俗、日常生活和社會制度等，並呈現出受限、片

段和表面的現象，文化觀念討論到勵志（平等、伊索寓言）、神話、世界觀，文

化個體以知名人物、虛幻或不知名人士為主，文化區域的分布則以目的語文化英

語系國家文化為主，再來是亞洲區域和其他文化區域的文化。該文與本研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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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本文分析結果唯獨「飲食」這一主題與其文化產物的結果相同，其餘雖有休

閒活動的部分，但不達「娛樂」性質的範圍，購物及旅遊的內容也為少數；文化

習俗方面相近，但因無傳統與現代習俗部分的筆數比較，無從得知內容上的差異

性；文化觀念，與前一個文化習俗結果相近，亦分別出傳統與現代的差異，並討

論到迷信的部分，但與 Ka-Ming Yuen 的分析結果無交叉處；文化個體呈現較多

與目的語文化相關的人物，該文以英語系區域人物為主，本文則以中華文化區域

為主，此部分呈現出一致性。由此可知，英語教學與華語教學在文化的考量上自

然有顯著的差異存在，首先是目的語本身的不同，再來是相對應到各地區文化的

關注度也不一，最後是文化深度內容在選擇上的差異。 

 

此外，為更清楚展示教材文化廣度的部分，研究者另與歐陽芳暉（2016）所

針對的中美漢語文化教材的研究結果做共同的討論，了解《當代中文課程》在文

化區域的表現上與其他教材的異同之處，其文列舉出共四套教材69裡的中華文

化、英語母語國家文化、其他國家文化出現的比例和次數，以了解在不同文化分

布的前提下所涉及到的跨文化現象。她的研究中，四套教材裡中國文化的分布只

有一套教材低於 60%（《天地》55.4%），其餘皆為 60%以上（《實用》68.4%、《當

代》65.1%、《讀寫》63.9%），顯示該文的中國文化與本研究之中華文化的整體

表現相近（65.85%），另外研究者假定其文章討論之英語母語國家與其他國家文

化的百分比分布，與本文「歐美文化」與「亞洲文化、其他文化加總」的分類一

致，歐美文化的結果表現（26.30%）同樣與歐陽芳暉的研究結果相近（《實用》

19.3%、《當代》25.7%、《讀寫》25.6%和《天地》31.9%），而亞洲文化、其他文

化加總的百分比結果（7.85%）則略低於其他國家文化 1.36 到 4.86 個百分點（《實

用》12.3%、《當代》9.2%、《讀寫》10.5%、《天地》12.7%）。 

 

 大體來說，《當代中文課程》與其他四套教材的文化分布狀況相似，以中華

文化為主，對於學習者的文化則以歐美文化為首要考量，接著才是亞洲及其他地

區的文化，值得注意的是《當代中文課程》在其他國家文化的關注上則低於其他

四套教材，反應出相對不關心其他區域之文化內容。 

 

 學習者訪談的部分，則可與黃富玉（2010）對在台華裔學習者的研究一同討

論，研究中指出學習者普遍對文化學習的意願還算高，且都想再多了解中華文

                                                       
69 分別為：《新實用漢語課本》（《實用》）、《當代中文》（《當代》）、《中文聽說讀寫》（《讀寫》）、

《中文天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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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對於食物、態度、信念、武術、書法、茶及習俗等內容也相對感興趣，扣除

「茶」的部分，上述結果與本研究教材分析與學習者訪談的結果相符，研究者認

為，若學習者以學習中文為來台學習之目的，應不至於排斥其目的語文化，並且

對該文化懷抱著期待，因此在意願的反饋上亦不會過低，感興趣的文化主題也與

前述學習者容易感知的「文化」有關，物質層面為「飲食」（食物）、「技藝」（武

術、書法），精神層面則為「觀念」（信念、態度）與「習俗」等。 

 

 

第二節 研究建議 

 

 本節分為兩個部分來探討，第一部分為本研究尚待改進之處，第二部分為後

續研究之相關的建議，希望能提供未來投入華語教材中文化相關分析研究的研究

者又更多的幫助與啟發。 

 

一、本研究待改進之處 

 

 本研究盡可能呈現出《當代中文課程》系列教材中的文化內容，與學習者的

觀點研究，但仍有不足及尚待改進的地方，以下針對教材分析、學習者樣本與詮

釋的方面探討： 

 

（一）教材分析的主觀性問題 

 

 本文在教材分析上與另一位研究人員對比文化內容的結果，經過初步對比與

再商討後，決定以目前現有的文化內容作為主體，但仍難避免兩人之間對文化內

容所持有的相同偏好、認知價值，因此對於其他研究者而言，可能產生部分不認

同與質疑的問題。 

 

（二）教材分類的參考限制 

  

關於研究分析的架構，本文採用 Ka-Ming Yuen（2016）對文化深度的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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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屬性分類作為核心的架構，並討論文化深度之區域的分布狀況，然而這四個

分類或許在文化內容的分析上有空缺之處，如有些同樣屬於文化內容的部分，卻

因無法滿足四個分類的基本要求而不收錄於任一範疇之中，而產生文化分析上的

失衡或不全面的問題。 

 

（三）受訪者樣本不足與不均 

 

 本次研究所進行的三次訪談研究中，受訪者數量僅 15 位，國籍、年紀不均，

如 20 到 29 歲的區間最多人，30 歲及以上的人較少，國籍方面，歐美國家少於

亞洲國家，且無一位屬於本文之其他地區的受訪者，因此在整體研究分析上，難

避免在某一意見和想法上引發一面倒的現象，又或者使得少數人的意見無法具體

反應出其確切的聲量等疑慮。 

 

二、後續研究之相關建議 

 

 本研究投入於華語綜合性教材之文化內容的分析，及探討學習者對教材中的

文化內容的看法與反應，嘗試有別於過去針對文化導入、文化因素與文化能力的

研究，實際進到教材中探查學習者觸目可及的文化內容，並結合這些與內容相關

的主題及面向，與學習者所感知、察覺的文化內容與生活應用的層面，來探討教

材中文化部分的取捨與待強化之處，但有限於教材的議題設定，僅能呈現出華語

教材中文化部分的一角。因此，研究者深入思考與本研究視角相關的議題與方

向，希冀能提供未來研究相關領域的人有效的建議。後續研究之相關建議如下： 

 

（一）華語教教材之文化內容分類 

  

研究待改進之處提到本研究所進行的分類依據僅有四類，事實上對於文化內

容分類是否有更多、更完善的分類依據可以再有突破、研究之處，並且與本文相

關的研究方法與探討在華語教學研究領域尚不足，因此相當值得延續這部分的研

究，對比出其他華語教材在文化深度及文化廣度上的狀況。 

 

（二）傳統與現代文化兼顧的教材設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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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獻探討時，討論到華語教材中的文化編寫原則與考量，我們都知道世界上

沒有最好的教材，只有不斷追求進步的教材，不論是教材編輯者，還是語言學習

者都能難以在文化內容上設計出恰到好處的兼顧語言與文化的教材，因此我們還

需要更多綜合教材編輯者及學習者作為教材評估者的教材，例如本文學習者反應

教材中的文化內容趨於傳統，但另一方面，教材編輯者又希望能傳達這些傳統文

化精神與價值，因此對於這方面的研究還有必要深耕下去，同時可思考本研究文

化內容的四個文化屬性分類與區域文化設定的角度去發展。 

 

（三）以目的語文化出發的文化教材設計 

 

 研究者在訪問高級 C 組學習者時，一位受訪者語重心長地向我訴說，因為

他們是外國人，然後來台灣學中文，教室、語言中心裡有這麼多國籍的學生，為

什麼教材不試試看設計一些「台灣人是怎麼看其他國家和人」的內容？當然這很

有可能涉入文化比較、偏見或歧視的問題，但這類的內容確實是住在台灣的外國

人最想知道的文化，同時也能拉近他們與台灣人、台灣文化的距離，除此之外，

還可以學到更為道地的詞彙與俗語等。故研究者認為，關於這論點的教材編寫研

究有其發展的空間與必要性存在。 

 

（四）文化內容的呈現方式的相關研究 

 

本文在分析的過程中論及文化之間的呈現方式，如以「陳述性」與「問答性」

等不同方式來進行的文化介紹，有助於增添教材的多元性，並引起相關的比較、

合作，因此兩者在比例上的拿捏將影響學習者是否能透過教材的設計，例如以問

答性的方式呈現，有助於學習學習者受到教材刺激而主動進行文化比較；同時若

以不同地區的文化共有指邏輯觀念一同呈現在教材上時，能多增加與目的與文化

之間的認同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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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教材展示：第五冊第八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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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研究參與同意書 

 

「華語文教材中的文化內容分析及學習者觀點研究」研究計畫 

研究參與者同意書 

 

您好，非常感謝您願意參與「華語文教材中的文化內容分析及學習者觀點研

究」(Investigating the Cultural Content in Chinese Textbooks and Learners' 

perspectives)研究(以下簡稱本研究)，這份研究參與者同意書(以下簡稱本同意書)主要向

您充分的說明有關本研究的相關資訊，以便您決定是否要參加本研究。若您在閱

讀本同意書或參與本研究的過程中，對本研究有任何疑問，歡迎隨時向研究者提

出，我將為您做詳細的說明和回答。如果您決定參與本研究，請在這一份研究參

與者同意書上簽名，以表示您同意參與。簽名後，想法若有所改變，您仍然可以

隨時退出本研究而不需要任何的理由。 

 

有關本研究的計畫內容，在此向您簡要說明如下: 

 

本研究是由國立政治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碩士生李桂芳負責，負責

本研究的規劃與執行，主要目的在於了解使用《當代中文課程》系列教材的學習

者對於教材中文化內容的反應及意見。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是質性的焦點團體訪談

方式，透過訪談來收集資料。執行期間自 108 年 4 月 8 日至 108 年 5 月 6 日止，

預計招收研究參與者 15 人。研究進行過程中，若您有感覺到不舒服或想法有所

改變，可以隨時退出本研究。您不會因為簽署本同意書，而喪失在法律上的任何

權利。在研究期間，若研究者有與本研究相關之最新資訊且與您的權益相關，會

隨時通知您。 

 

本研究將依法把任何可辨識您身分之紀錄與個人隱私資料視為機密處理，研

究中將使用化名，隱私資料不會公開，也不會向與本研究無關的人員透露。所有

研究的原始資料經由分析後，除非另外再徵得您的同意，否則將保留在研究者硬

碟資料中儲存，並在研究結束、撰寫成研究論文後，加以銷毀，原則上為研究結

束後一年，若因論文尚未撰寫完成，或其他法規或命令的要求，而有延長的必要

時，最長也不會超過三年。 

 

   若您簽署本同意書，即表示您了解並同意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的成員及研究

倫理主管機關，為保障您做為研究參與者的權利，以確保研究過程與數據符合相

關法規要求，並確定研究者所進行的研究是否恰當，可基於法定的權利要求監

測、稽核與查核您所提供的原始資料，上述人員均承諾不會洩漏任何與您身分有

關之資料，以確保您的身分之機密性。 

 

    若在參與研究過程中所討論的某些問題，如果會使您在心裡上感到不舒服或

困擾，您可隨時向研究者表示，並當場拒絕回答問題、隨時退出當次的討論或退

出整個研究。您的退出不會引起任何不愉快、產生任何不良後果，或影響到您任

何其它方面的權益。而當研究者發現您有上述的心裡不舒服或困擾之現象，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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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研究可能對您造成傷害時，會建議您退出研究。 

 

   參與本研究計畫將不會為您帶來直接利益。然而您的參與將有助於華語教材

編寫與設計的參考。若您有關於本計劃的緊急事項要聯絡，請與李桂芳聯繫。(電

話：0915-082320；Email：capturewho@gmail.com)。 

 

 

Thanks for joining this project “Investigating the Cultural Content in Chinese 

Textbooks and Learners' perspectives”. This agreement is mainly about protecting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that would not leak from this research. Also, it is allowed to 

quit this research when you feel uncomfortable or change your mind without any 

reason. If you agree with this agreement, please sign your name below. 

 

 

(一) 研究說明者已詳細解釋有關本研究計畫中上述研究方法的性質與目

的，及可能產生的風險與利益。 

 

研究說明者(Researcher)正楷姓名: 李桂芳 Kuei Fang, Lee  

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日期: 西元___________年 _________月 ___________日 

 

 

(二) 研究參與者已詳細了解上述研究方法及其所可能產生的危險與利益，有

關本研究的疑問，業經計劃主持人或指定研究說明者詳細予以解釋。本人同

意接受為此研究計畫的自願研究參與者。 

 

研究參與者(Participant)正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日期(Date): 西元___________年 _________月 _____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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