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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級華語學習者同步遠距教學互動之研究 

摘要 

    如何設計與帶領出高互動的線上課程，一直是華語數位化教學的熱門議題。探究國

內的線上語言教學研究，較少關注在互動本身，而且在華語文教學領域更是缺乏，多半

探討遠距教師的帶領策略與任務應用上。基於此，本研究旨在運用 Zoom 視訊會議系統

作為華語同步遠距教學平台，根據 Salmon(2002)所提之「線上帶領五階段策略」，以學

習者中心發展出「學習五階段互動模式」作為本次遠距課程的教學設計模式，強調學習

以溝通為核心，並以互動式、任務式為主，且重視學習者的需求。 

    本研究以三位中級華語學習者為，首先了解遠距教學、華語教學等要素，探討遠距

在華語教學中的發展與面對的問題、挑戰；取用其適於線上、高互動之教學方法融入本

次教學流程中，觀察、歸納教學情形與結果。研究者針對學習五階段互動模式之每一階

段，說明其教學流程與工作任務，搭配符合該階段之教學方法及數位工具，設計出以學

習者為中心、高互動的教學課程，反饋至數位化教學設計。  

    本研究之結果達到以下效益：（一）以強調互動之溝通教學搭配任務活動，可成功

營造真實的學習氣氛，促進教學雙方更多溝通機會、提升互動的目標；(二) 運用簡單

網路資源，重視教材與課程設計，即可打造高互動線上課程，讓學習者更投入、專注於

學習內容；（三）建立學習五階段模式應用於華語遠距教學，擴增了遠距教學的應用範

圍與策略，在每個學習階段發揮引導、省思等功能。最後，本研究提出建議：遠距教師

需恰當地運用的教學法實施於課程中，並且更新專業數位教學知識與能力，希冀未來有

志從事遠距教學者，能嘗試加深加廣學習五階段互動模式運用層面，為後續教學與研究

提出更有力之貢獻。 

關鍵字：遠距教學、華語教學設計、多方互動、線上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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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Interaction in Distance Education 

for Intermediate Chinese as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Abstract 

     Research into the high interaction in distance education has been established as a 

significant issue in teaching. However, there are insufficient studies in this field while most 

of the available studies only investigating into the online leading strategies and mission 

application , not to mention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teaching. Therefore, this study aims to use 

video conference software “Zoom” as synchronous distance teaching platform. Based on 

Salmon’s(2002) “5-stage strategy”, the researcher have tried to adapt these concepts into“ 5- 

stage interaction model”. Take the students’ points of view into consideration and implement 

it as the model of teaching programming.  

     The study first points out the challenges in Chinese teaching when developing distance 

learning. Adapt the teaching methods which are suitable in online, highly interactive course 

into the teaching and use observation survey to gain and generalize the learning condition. 

Next, the researcher explain the teaching process and the mission of every steps based on the 

5-stages learning interaction model with the teaching methods and digital tools correspond to

the stages in order to design a course that is learner-oriented and highly interactive. All the 

steps are outlined in this research.  

In conclusion, the study can reach the following three goals: 

1. Design the courses by using multiple teaching methods which emphasize the interaction

and build the classroom-like learning atmosphere to promote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learners and reach the goal of improving mutual interaction.

2. Use online leading strategies to design the highly interactive distance courses which helps

the learners focus more on the learning content.

3. Establish and develop the “5-stage learning model” in Mandarin distance learning would

extend the strategies and the range of application for distance education and provide the

future researchers with new form of teaching templates, advice, and establish the more

efficient online learning environment to the learners.

Key words: Mandarin Distance Learning, Interactions, E-Learning, Online Tu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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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旨在以「線上學習五階段互動模式」設計華語同步遠距之教學活動，藉此

了解在五階段教學模式之下，是否能建立高互動的學習氛圍。本章共有四節，第一節

為「研究背景與動機」，說明高互動的教學已成為線上教學重點，為本研究主要探討

之項目; 第二節「研究問題與目的」，整合目前華語遠距教學的現況與觀察到的問題，

並針對此困難與挑戰提出主要的研究目的；第三節為「名詞釋義」，對於本研究涉及

之重要領域，進行專有名詞解釋以協助讀者了解。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著學習華語的市場趨勢顯著化，近年來教學的重點更是向網路、教學媒體聚焦，

同步遠距教學不受時空限制的特點與數位科技的創新，提供一種嶄新便捷的學習機會，

學界也紛紛投入遠距教學的相關研究。相關文獻更指出，遠距學習互動是會影響學習

者的學習成效(Moore & Kearsley,1996)，互動的議題逐漸受到研究的重視，Moore & 

Kearsley (1996)認為，遠距學習教學者最需發展的技巧，是促進學習者主動的學習，困

難的不是課程的講授，而是使學習者主動參與。 

    在一般面對面傳統授課的環境下，師生互動能提高交流頻率，而遠距教學的環境

為師生處於不同空間，互動情形更應該要加強，提升學習效果。透過良好的師生同儕

互動機制獲得學習上的回饋，必能強化學習者的學習持續力，透過各種管道，同步與

非同步的師生同儕互動也給予學習者重要的支持 (黃慈，2004)；Moore & Kearsley(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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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應用相關的技巧促進教學互動，是迫切需要研究的主題。由此可見，互動過程

是影響學習的一個重要因素。 

    對於線上的學習互動，Salmon(2002)認為，線上學習主要目的是促進師生的互動

溝通、學生的主動參與，並利用線上教學的機會，協助學生對教材內容知識的吸收與

建立。Salmon(2002)以教學者的角度，提出「線上學習五階段互動模式」之概念，教

學模式包含了認知、社會、動機與情意的互動過程，就如同鷹架功能般，透過不同階

段設計出適當的教學活動，讓線上學習更具結構性。此外，根據華語文遠距教學能力

評核系統之指標，顯示出遠距同步教學的核心能力為教學帶領技巧以及高互動的教學

設計，而華語遠距同步課程具備的要素包含了同步教室、華語教師與參與學生(林翠雲，

2015)。 

    根據研究者調查，現有論文研究較少關注在遠距教學互動設計方面的探討，相關

研究也不多，還有諸多問題需要發掘及克服。再者，許多研究提出線上教學之情境溝

通的重要性，但現階段尚未見具體、可延續學習之遠距教學設計。 

另一方面，同步遠距教學首重的是教學平台，林賜霖(2014) 在其文中比較並分析

國內常見的視訊會議系統與遠距教學平台，如 Skype、JoinNet 以及 Adobe Connect。

Skype 主要是以通話對談的免費軟體，然而系統並不具備白板功能，若要進一步展示

圖片、PPT，只能以檔案傳輸或畫面共享的方式進行；Join Net、Adobe Connect 同樣

都有白板、桌面共享與遠端操控的功能，唯美中不足的地方是目前此兩款軟體皆需付

費。此外，JoinNet 僅支援 Windows 作業系統，學習者若使用 Mac iOS 系統則教師就

不能選擇此教學平台上課。基於研究經費的考量與時間上的限制，研究者接觸了免費

視訊會議軟體 Zoom。Zoom 和 JoinNet、Adobe Connect 同樣擁有白板小畫家、桌面共

享、遠端操控與內建錄影、計時的功能，也能呈現 PPT 中的動畫設計，並且使用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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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註冊帳號，任何作業系統僅要下載視訊軟體都能順利使用。考慮學習者使用電腦的

設備狀況、教學需求，在綜合考量之下，研究者決定以 Zoom 作為遠距教學之載體。 

  綜合以上，本研究以互動教學為基礎，導入線上學習五階段之互動模式，採用 Zoom

視訊會議系統作為遠距教學平台，結合課程特質設計出高互動的教學活動，探討運用

五階段模式實施於同步遠距課程中，是否能增進師生及同儕間的互動，研究最後提供

一套遠距教學之設計，打造遠距教室的真實學習情境。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壹、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之背景與動機，透過遠距同步教學結合線上學習五階段互動模式，使用

Zoom 視訊會議系統，透過該平台進行互動教學之設計，藉此能提高學習者的信心與

意願，增加使用華語溝通的機會，將研究成果作為往後遠距課程規畫之參考，本研究

具體目的為： 

一、 探討線上遠距課程適合溝通、互動之教學方法與最佳的教學環境。 

二、 設計高互動之遠距課程、教材設計與帶領策略的方式。 

三、 建立學習五階段互動模式並運用於華語同步遠距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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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問題 

   根據上述之研究目的，本研究欲探討的問題如下: 

一、線上互動的適合的教學法與最佳教學環境為何? 

二、如何在遠距平台上打造高互動的教學？ 

三、學習五階段互動模式運用於華語同步遠距教學是否能提升學習動機？ 

 

 

 第三節 名詞釋義 

壹、溝通式教學 

    學習者主要以溝通對話為學習內容，強調學習者中心、做中學，透過對話性教材

呈現真實語料，將學生的生活情境帶進教室，利用角色扮演、同儕演練、訊息交換等

任務活動，提供學生自我表達、大量練習的機會，同時兼顧聽說讀寫(打)的練習，培養

學生運用華語和他人溝通互動的能力。在課堂中實施溝通式活動，以師生、生生或小

組討論的方式，和同儕夥伴共同解決教師所設計的問題，並且向其他學習者報告。本

研究提供學習者自然的華語溝通環境，並試著改變學習者在課堂被動現象、引起學習

動機。 

貳、遠距同步教學 

    遠距同步教學系指，教學者與學習者於同一時間，透過網路進行教與學的活動，

具有可在不同空間的特性。本研究以 Zoom 視訊會議軟體作為遠距同步教學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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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距同步教學之策略可以分為溝通策略、合作策略。前者強調透過溝通來學習，

在教學活動上使用積極鼓勵、互動的策略；後者則認為合作就會產生競爭、互動，進

而引發更多有趣的活動 Driscoll(2005)。本研究之教學設計依此教學原則為目標，發展

線上遠距教材設計與高互動教學。 

 

參、線上互動 

    相較於傳統學習環境，線上學習提供了多對多的互動媒體科技。除了發展更完善

的平台進行教學外，也要重視在網路教學環境中，善用各種互動策略來加強學習者的

學習動機(高慧真，2010)。針對線上學習與互動，Moore 與 Kearsley(1996)指出，應用

相關教學技巧增進課堂中的互動，是極需研究的主題。遠距教育學者 Moore(1996) 更

進一步提出三種最基本的互動：一、學習者與教師之互動，在師生間提供學習的動機、

回饋和對話的互動；二、學習者與學習者的互動，對於課程相關的資訊、想法，學生

能彼此對話交流；三、學習者與教材的互動，可以從教材中提取知識的方法。 

    在不同的學習階段，採取的互動方式也隨之不同。本研究將以上互動形式對應五

階之教學模式，發展出遠距高互動之多元教學，以期透過情境營造、互動溝通、多元

活動等方式，作為後續課程設計時的參考依據。 

肆、學習五階段互動模式 

    線上帶領五階段模式「Five-Stage Model」 係由英國遠距學者 Salmon(2002)所提出。

Salmon(2002)認為，線上學習的主要目的，為促進師生間的互動、學生們的主動參與，

以及幫助學生對線上教材內容的知識建立與吸收，透過鷹架的導引，可讓教學者有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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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方向，了解線上學習者的學習過程，增加線上課程的互動性，降低可能產生的學習

中輟現象。 

    遠距學者 Salmon(2002)把線上帶領之過程，分成五個階段：第一階段「參與及動

機」，學習者開始進入摸索；第二階段「線上社會化」，同儕間相互認識進行溝通；

第三階段「資訊交換」，學習者彼此訊息交換與傳遞；第四階段「知識的建構」，試

著表達想法與見解；最後為第五階段「發展」，建立與發展個人的知識、技能。本研

究擴增 Salmon(2002)之線上帶領五階段模式之層面，以學習者中心發展「學習五階互

動模式」作為教學設計之方針，並針對中級華語學習者設計出適合同步遠距教學的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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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探討課堂中的互動情況為主要研究標的。本章將文獻分為「遠距課程的發

展與現況」、「遠距教學的互動研究」、「線上帶領分析研究」、「線上互動的教學

設計」四個部分探討。 

    第一節為「遠距課程的發展與現況」，研究者先從遠距教學的定義、理論了解線

上學習的意義，探討目前線上學習的類型及面臨的問題與挑戰，藉此了解遠距環境中

可能發生的問題。接著以各家學者針對遠距教學而發展出的教學理論，探討遠距教學

的策略、教學材料等功能。另外，除了線上同步學習課程，同時也整理了非同步課程

環境應該準備的學習資源與應用工具，作為往後課程發展的依據。 

    第二節為「遠距教學的互動研究」，對線上課程的互動相關研究加以整理歸納，

進一步討論網路教學常用的互動數位學習工具，藉由過去相關研究所提出的互動技巧，

作為研究者設計線上課程的參考依據。 

    第三節為「線上帶領分析研究」，說明線上帶領模式的理論與互動的流程。研究

者蒐集國內外相關文獻與分類，整理出該模式在學習互動各階段的設計，在實施遠距

互動課程時，作為第四章教學活動設計的參考架構。 

    第四節為「線上互動的教學設計」，本節研究者整理出教育學者們所提之教學理

論與主張。了解重要觀念與理論後擷取各家優點，以期能靈活運用各種教學方法與策

略，研擬出一套最適合線上課程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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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遠距課程的發展與現況 

    自從教學透過電腦網路應用後，傳統教室己不是唯一選項，多元化的教學環境，

可滿足不同需求的學習者，也能帶給教學者、學習者許多便利。隨著科技的進步，遠

距教學的媒介功能日趨成熟，本小節將討論遠距教學的發展與應用情況。 

 

壹、遠距教學的定義與範圍 

    網路教學愈來愈受到重視，最重要的因素是它能將人和資源以各種方式聯繫起來，

形成各式各樣的網路社群，並且激發出各種新的學習可能性。Moore(1972)首先為遠距

教學下定義：是一種有計畫的學習，通常學生與教師是分隔兩地，必須採用特殊的課

程設計及教學技巧、特殊的設備或其他科技傳播方式、特殊的組織與行政作業相互配

合才能達成遠距教育。近幾年，隨著傳播科技與資訊科技發展的突飛猛進，遠距教學

不再只是透過印刷媒體或廣播電視系統進行單向傳播，而是以電腦、網路、衛星為主

之數位科技，強調即時、互動的、雙向溝通的新型態，例如：視訊會議 (Video 

teleconference)、電腦會議(computer teleconference)、電子郵件(electronic mail)等，均被

用來滿足不同的學習需求，這些網路科技的應用，不但突破了教學與學習之時間與空

間的限制，更促進高品質、高速度、高互動性的遠距教學系統(沈中偉，2005)。由此可

知，遠距教育是教師和學生相隔兩地的教學與學習方式，任何一種非面對面的講授或

學習方式，皆可視為遠距教育。學習者不再透過傳統的實體課程獲得學習，利用遠距

教育打破時間和空間的限制的特性，提供了雙方彈性更高的管道。 

    從遠距教學的範圍來看，包涵了現今常聽到之數位學習與線上學習(行政院人事行

政局，2008)。相較於遠距，數位學習強調透過網路與各種多媒體形式來傳遞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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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線上學習是指透過網際網路來傳遞與進行學習。本研究所指遠距課程是透過網路傳

遞學習內容，學習者必需上線，並利用多媒體數位工具輔助學習，以下就遠距教學的

特色、類型與面臨的挑戰分述討論。  

貳、課程類型 

    發展迄今，遠距教學是以網路線上課程的方式來進行。關於遠距教學的實施模式，

目前可分為：非同步學習(asynchronous)、同步學習(synchronous)及混成學習(blended)

三種 (鄒景平，2003)，以下詳述之： 

一、 非同步學習模式 

    為目前廣為採用的數位學習模式，其特性較具彈性。師生不用在相同時間內出席

教室，而教材、作業與相關學習資源都放置於網路，學習者可自行選擇合適的時間學

習，透過電子郵件或討論區向教師或同儕討論、請益。  

二、 同步學習模式 

    相似傳統面對面的學習模式，然而學習者可透過資訊科技輔助，讓不同地點的師

生能線上即時互動。各地區因為網路環境的限制會產生各種類型的網路學習型態，文

字聊天、文件共享和語音溝通都是基本的線上同步元素(翁義鑫，2015)。而線上同步環

境中的教學活動，需依賴平台、軟體的各種功能，使師生有更多的互動及順暢的溝通，

例如：進行文字接龍時，需要學習者在互動式電子白板上直接書寫文字，如此能達到

如傳統教學在黑板上寫字的情境(李維蔓，2008)。  

三、 混成學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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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步學習或非同步學習都有其教、學上的限制。為結合同步、非同步學習之優勢，

爾後又發展出混合學習模式，透過實體教室與數位學習交互進行，各取其優點相輔相

成，可達到強化、延伸學習等效果。將部分指定閱讀材料放在網路，學習者能以非同

步方式閱讀；需要面對進行的課程講解、操作或演練，則選擇實體教室進行。 

    另一種整合線上同步與非同步的教學模式，如教學者運用社群平台如 Facebook、

Google Classroom、Google Form 等媒介，學習者能簡單發表文章、投票、問答和作業

繳交與使用統計等功能。結合線上通訊軟體、與學習者約定上線時間討論課程內容、

分享學習歷程或問題討論，不僅從教學者也能從同儕的即時回饋中得到答案(陳年興、

楊錦潭，2006)。  

 

    綜合以上，線上同步教學是透過教學工具，轉變為現代人有效率與學習的方式。

現今的線上軟體工具趨於容易操作、成本降低，在軟硬體設備相容性極高的電腦世代，

遠距學習系統的成本建置與相關問題會越來越少，注重的問題都將在教、學之中(翁義

鑫，2015)。因此，作為教師的我們更要思考如何在課程中讓學習者組織自我的學習，

啟發思考、協助其維持學習動機。 

參、線上教學的特色 

    線上教學的首要目標就是建立並突出互動性，除學生與教學系統間的互動性之外，

更要強調學生與學生、學生與教師之間的互動性(孫春在、林珊如，2007)。隨著資訊科

技與網際網路的興起，網路學習突破了時空的限制，學習者能在任何時間與地點進行

學習。吳聲毅(2004) 指出，網路學習是學習者透過資訊通訊科技為媒介，利用數位化

的教材與教學方式，整合線上、非線上的教學活動與學習策略所進行的學習方式。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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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透過數位或線上學習系統，教師除了可以為學生授課之外，還能夠舉行測驗、

指定作業、溝通討論等雙向互動(沈中偉，2005)。 

    孫春在、林珊如(2007)歸納出網路學習的四點特性，並提出相關建議： 

一、 主動學習  

    在學習動機與認知歷程方面，主動性會造成學習上的明顯差異，大量的資料充斥

在網路中，更需要學習者能主動去探索。線上教學讓師生之間隔了一層，學生在上課

過程中容易流於被動性，因此，學習者需要有自發性的產生策略與知識的能力。 

    另一方面，線上學習者可以利用匿名所帶來的安全感，大聲陳述自己的意見，能

使自己的學習能更深入，同儕也能得到正面的刺激。教學設計者則需思考學生感興趣、

能持續投入注意力的問題。學生可透過討論訂出自己的學習目標；其次，利用自評、

互評、師生合作評量等跳脫教師主導的評量方式，學生能感受到他們的主動性不只在

學習過程中發揮，也能在評量中造成影響。最後，學習檔案與設計作品都可讓學生來

維護，才能鼓勵學生在課程結束之後不斷回頭檢視、反省修正，達到學習效果。 

二、 模擬學習 

    有了好的學習主題之後，在網路上還要提供適宜的模擬數位軟體工具，來幫助學

生達到「做中學」的目標。在模擬的情境中進行真實的學習，就是要讓學生能夠動手

參與或做實驗、設計，而不只是單純的閱讀與討論。在課程情境中建構概念、成品並

和彼此分享，是在實體教室中不易實現的學習方式。 

    除了在教材中，提出配合模擬教學的工具外，更要鼓勵讓學生自行設計實驗任務、

驗證概念，例如在一個商務的環境中，藉由生產、買賣的過程，了解運作機制；在角

色扮演的互動環境中，產出自然的情境對話。因此，有效地模擬情境，可進一步使學

習「由虛入實」，走出重要的一步。 



DOI:10.6814/THE.NCCU.TCSL.007.2018.A0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2 

三、 互動學習 

    除了學科內容相關的教學設計外，還需強調互動學習，學習社群 (learning 

community)的建立，能協助達到高層次的互動。近年來，知識是由社會共同建立起來

的觀點已獲愈來愈多支持，這種知識是在特定學習社群裡的學習者所共享的。 

    學習社群可以利用網路作為與社會互動的媒介，進行溝通分享、記錄觀摩等重要

的學習步驟，而網路可使社群成員進行同步、非同步的學習；電腦的強大資料儲存能

力，能紀錄大量的互動資料與學習成果；同儕間互相分享知識與學習成品與觀摩，也

因為在合作中，觀摩別人的創造作品更能激勵創造的內在動機。 

    進行網路合作學習時，教師得設計適當的任務來促進合作，藉由社群的共識，讓

學生建立有用的知識。此外，教學設計應包含「問題尋找」的任務活動，問題尋找是

一種反覆循環的歷程，愈會尋找問題的人，創意發展的表現愈好，而互相合作學習的

成員能比個人尋找到更多的問題，也更能激發出多元能力、觀點與想像力。 

四、 累積學習 

    學習的歷程及結果都是可以持續累積，個人的學習心得與歷程檔案能夠保留下來，

隨時複習與增修，同儕間能觀摩成品與互相評論，激盪所學外，也能同時提高知識深

度及品鑑能力。 

    而學習平台上應提供具有診斷功能的測驗、能顯示個人成長的檔案紀錄，幫助教

師察覺個別學生的問題、提供資訊能為學習者規劃目標、激勵其終身學習。 

    李秉蓉(2008) 在其文針對線上教學蒐集了相關文獻，研究者茲將線上教學的特色

整理為七項特色，如下表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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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 線上教學之特色  

 特色 內容 

ㄧ、 無時空的限制 1. 師生可隨時隨地進入課程進行教與學。 

2. 沒有時間跟空間的限制，使得線上學習比面對面的傳統學

習還成功。 

3. 網路教學讓學習者有彈性，只要可以取得電腦及網路，學

習者就可以開始進入網路課程、有更多的學習自主性。 

二、 個人化學習 1. 主角是學習者本身，依照其學習風格、狀況設定進度，並

重複瀏覽學習內容。 

2. 學習者掌握自我學習之大部分，因此學習者更能建構、紮

實所學知識。  

三、 多樣化資源 1. 講授的文字在網路課程中，若要學習者專注於內容，必須

使用其它輔助教學的資源，以維持學習者的學習動機。 

2. 課程中使用一種以上的資源，能讓學習者在網路學習時，

得到較多的學習刺激、學習動機。 

四、 互動教學 1. 學習者在互動中學習為網路學習主要特色。 

2. 互動的過程中，可提升網路學習的參與感。 

3. 學習者在網路課堂中隨時都需互動，而在此過程中能建構

學習者的知識，達到彼此合作學習的目的。 

4. 網路教學比傳統教室教學更需要互動，因為參與者彼少有

面對之機會、師生之間也無法立即瞭解雙方感受，有時學

習會感到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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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合作學習 1. 師生之間需要大量的互動，可藉由網路學習環境中的工

具，如:討論區、線上聊天室等，達到合作學習。 

2. 學生藉由合作學習的方式，在群體之間彼此交換訊息，以

達到學習的成效，建構知識。 

六、 學習記錄與評鑑 1. 學習者在平台中張貼的公告、討論區文章，都會儲存於資

料庫，隨時都可藉由搜尋功能，使用過往資源。 

2. 線上參與討論內容、評量、作業繳交等資料能讓教學者依

照資訊給予評鑑。 

3. 資料儲存功能，使教師能取得學習歷程評估學習狀況；學

習者得以回朔過往資源、再次複習。  

七、 角色互換 1. 網路教學的環境讓學習者自己能掌握學習進度、學習方

式，讓教學從教師中心變為學習者中心。 

2. 教學者轉型為學習的輔助者、促進者、管理者、學習伙伴

的角色，協助其自我學習。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 李秉蓉(2008)。線上助教帶領大學探究式網路課程之行動研究。 

    

肆、傳統教學與線上教學之比較 

    林賜霖(2014)以速食店點餐作為傳統教學及線上教學之比喻，店家提供了兩種方案

的套餐，消費者依其所好地選擇適合自己的、想要的餐點。教學並非哪種學習成效最

好，僅透過兩者的對照，顯明其特點罷了，大家皆能得到相同的滿足，只要能幫助學

習者達成學習目標，就是好的教學。巫靜宜(2000)在《比較網路教學與傳統教學對學習

效果之研究》文中提出傳統教學與網路教學之差異，研究者整理其論點如下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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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 傳統教學與線上教學特色比較 

項目 傳統教學 網路教學 

時間 同時進行 學習時間彈性，可同步進行或非同

步進行。  

空間 同地進行 網際網路打破了空間的限制，可在

任何地點進行學習活動與交流。  

學習方式 1.注重團體教學的成效

2.學習不容易迷失，認知負擔較低

1.重視學習者個別差異，可自我控制

學習步調與速度。 

2.強調合作學習與建構學習的重要

性。採用團體、分組及個別化、適

性化的教學方式，啟發學習者獨立

思考的學習。   

3. 採用超文本的交互參考，很容易

造成學習上的認知迷失，對學習過

程較易造成延遲。   

學習範圍 1. 侷限於知識的傳授

2. 教師講義或課本，內容有限

1. 範圍廣泛，學習者可接觸到較為

實務的層面。 

2. 透過網際網路，課程內容無限且

容易更新發展。 

學生角色 消極、被動的聽眾。 積極、主動的參與者。 

教師角色 知識的傳播者、供應者。 知識的傳播者、輔導者、協助者與

提供者。網路裡的豐富資訊使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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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不再是知識唯一的供應者。  

師生互動 1. 多為言談互動、面對面溝通 

2. 受限於時間和地點。  

3. 組織傳播，師對全體學生 

1. 以文字、多媒體提供多種互動的

方法，讓學習者能在線上與教學

者、同儕互相討論。  

2. 溝通不受時空限制。  

3. 可以是組織傳播、也可以進行私

下對話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巫靜宜(2000)。比較網路教學與傳統教學對學習效果之研究。 

 

    雖然部分的線上教學特色為優勢，在執行面仍有些因素會影響教學的成效，教學

者在操作時可能會面臨的問題與挑戰分別於以下討論之。  

 

 伍、遠距教學面臨的問題 

    由於網路教學的的科技便利特性，帶來了許多的優勢，還有傳統面授課程沒有的

優點，但由於線上學習無實質的接觸，喪失了傳統面授重視教師立即回饋及師生面對

面溝通的優點(陳珮庭，2010)。從學習的觀點來看，如果數位學習無法做到高互動、適

性化、評量診斷、正式教學與補救教學的功能，仍會被視為是種輔助教學的工具(沈中

偉，2005)。  

    研究者就學者專家對網路教學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整理相關文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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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習自主性不足 

     國內學者曾針對網路學習者進行學習行為和學習成效研究，結論為學習自主性較

高的學習者能在網路學習中可得到高成就(陳年興、林甘敏，2002)。雖然遠距學習者認

同的新型的學習方式，但在個人心態上仍無法擺脫傳統的上課方式，如：不主動發表

意見、聆聽課程、不參與學習活動(陳珮庭，2010)。有些學習者因為遠距不受時空限制

的特性，而容易延遲課程、產生惰性；沒有了與教師面對的壓力，學習容易鬆懈。當

學習進度漸落後，便無法參與、趕上課程進度，學習者間的情感互動愈來愈少，最後

可能會對課程缺乏認同感(Eastmond, 1995)。此外，學習者本身若無基本的資訊素養、

電腦能力，在網路學習受挫後，會變得對學習失望而逐漸退出(陳珮庭，2010)。 

    Barker(2002)指出，線上教學中需提供給學習者大量溝通的機會以支持學習，這些

溝通可以是學習者間、師生之間的互動。實施網路教學，欲讓學習者持續參與網路課

程，除了有賴學習者需對於網路課程有所體認,學習過程中自我應該更有自制力、主動

性去參與。對於教學者則需要提供更多的溝通機會，讓課程中的學習者能夠有參與課

程的感覺。  

二、互動性不足  

     許多網路教學系統擁有各式的互動工具，然而大多學習者在網路學習過程中，只

停留於瀏覽，使得人際互動缺乏(林奇賢，2000)。學者林甘敏與陳年興(2002)的研究顯

示，有些教學網站缺乏吸引力，學習者無意願進入學習與他人互動；有的學習者因為

沒得到老師的即時回饋，覺得有失落感；有些學習者表示不了解如何加入話題討論。

上述例子都顯明，學習者與教學者之間的互動更是不可或缺的必須設計適合且充足的

互動，才能讓學習者減少孤獨感。 

三、教學與設計者負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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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者必須時刻留意線上學習者的學習狀況，並解決其各式問題，因此線上教學

者的工作較為吃重(林甘敏、陳年興，2002)。對於課程準備、互動、教材製作、技術協

助等多項工作，更需要花許多的時間與心力張羅。相關研究指出，課程內容的品質是

影響學生學習滿意度的重要因素。然而，開發優質的網路課程需耗費的人力和時間可

能跟不上學習者的需求，因此如何快速、有效地開發線上課程仍是挑戰之一(陳珮庭，

2010)。為了保有線上課程的互動，成為教學者一大負擔。綜合以上，研究者認為若減

少時間與心力去營造互動環境及關懷，可能減低學習者對課程的認同感，對於教師而

言是個棘手的問題。  

 

    設計遠距課程除了省思上述問題外，也需針對教學環境中的各項因素加以思考，

以免在教學之外增加額外的負擔、耗費心力、人力與時間製作相關課程、教材後，產

生不能達到目標之遺憾。 

 

陸、小結 

    遠距教學特徵是學習者與教師被時空所阻隔，因此距離對於教學、學習者、教師、

溝通互動方式、課程與管理的影響，是需要被討論的重要議題；對遠距學習者而言，

也必須面對比傳統課堂來得更多挑戰，學習者可能在理解或認知上產生距離，需要靠

教師教學與學習者一同克服，才能產生有效、有計畫的學習(Moore，1996)。 

    Salmon(2002)強調，為增進線上學習效果，網路課程須設立「線上討論主持人

(e-moderator)」或「專家教師 (specialist tutor)」，其責任是團體討論的促進與資料提供

者，負責提出問題以供學習者深入討論，能夠有效的增進互動溝通。國內學者沈中偉

(2005)指出，理想的遠距教學系統應該具備下列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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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學生實施前測，應先了解學生起點行為。 

二、對於不同起點的學生，要提供不同的學習內容。 

三、提供豐富且激發學生動機、吸引學生注意力的多媒體學習內容。 

四、有效分析學習特性，以及能記錄學生學習的情形。 

五、能提供教師簡易完成線上命題及編輯教材的工具。 

六、能提供師生互動所需的工具。 

七、有簡單容易操作的介面。 

八、能對學生實施有效且具公信力的評量，並將資料分析完成後，作為提

供學生補救教學時的參考。 

九、能提供有效的補救教學工具。 

十、無所不在的使用環境，如公共資訊戰、無線上網環境。 

 

    遠距教學系統如能提供上述功能，方能設計出具良好效果的學習課程。此外，思

考是否採行線上學習課程時，應該要加以考慮課程本身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如：人

際互動、公平性、隱私權、學習深度及廣度、缺乏面對面機制所產生的學習困境、數

位落差是否造成弱勢族群學習者的不利等(沈中偉，2005)。以上所提重點皆為本研究進

行設計課程加以審慎思考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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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遠距教學的互動研究 

    本節重點在探討遠距教學環境中的互動類型、互動功能與策略等相關研究，以及

探討遠距課程的實施困難處與蒐集文獻之建議。 

壹、互動類型

  線上學習的重點在於互動，而不只是教材(鄭意儒，2005)，互動能讓學習者有參與

感、提升學習效果。對於線上的互動教學，國內研究者經常引用 Moore(1989) 提出的

三種互動類型做為介紹：學習者與教師的互動、學習者與教材的互動，以及學習者與

學習者之間的互動。以下就課程中會發生的互動類型敘述之： 

一、 學習者與教師的互動 

    教師通常以互動的方式協助學生學習，也是最主要、最不可或缺的。在不同的學

習階段，採取的互動方式也隨之不同，當學習者獨自面對新知時，對於新資料的掌握

是否應用正確、是否可行或值得嘗試，此時，教師的帶領就顯得格外重要。除此之外，

教師要盡可能引起學習者的學期興趣與動機，尤其是在非同步的學習環境上，要適當

的運用技巧與選擇工具去帶領。最後，教學者透過正式、非正式的測驗來評量學生是

否進步、決定是否要改變教學策略。本研究目的為觀察遠距課室中，師生的互動情形，

進一步在學習初期、課程研討、以及學期末期等階段，進一步促進學習者與教師之間

的互動。 

二、 學習者與教材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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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中最基本的互動型態是學習者與教材間的互動，學生開始進入學科的學習領

域中，教師必須協助學生建立與學習教材間的互動。透過教材，能讓學習者瞭解自己

的學習目標，進而建構個別化的知識，將其融入原有的認知架構中。近來科技發展迅

速，學習者可藉由容易取得的資源，如電視廣播、網路資源、互動式多媒體工具等形

式的教材來進行互動，學習者也能透過與教材的互動，獲取教師所傳承的專業經驗。 

三、 學習者與學習者的互動 

    學習者與其他學習者之間的互動，在教學上十分重要，是最容易發生，也是次數

最多的一種互動。相關研究指出，在傳統教室中，學習者無法有效的推展彼此間的互

動，採用遠距學習的方式後，學習者透過電子郵件、視訊會議，一方面接受教師指導，

另一方面有同儕間的溝通情境，在此情況下能有效提升相互溝通的情形 (Philips＆ 

Santoro, 1989)。而互動的方式可分成個人主動學習，或是小間組透過協同合作的方式

進行互動。為了增加學習者間的同儕互動，教師應佈置情境任務的設計於課堂之中，

讓學習者間有互相交流、分享的機會。  

    綜合以上所述，遠距教學應致力於各類型互動過程的提升，強化教學成效。互動

式教學重心在於知識的歸納而不是灌輸，在於問題的引導而不是給予解答，在於學習

者的參與而不是教師的內容講授而已。Moore(1996)更進一步認為，遠距教學應把重點

放在加強學習者與學習者之間互動方面，旨在提高學習者參與感與彼此間互動機會、

提供更多師生社交互動的機會。許多文獻指出，課堂中採用提升社交互動的教學策略，

例如鼓勵學生參與、給予個別化回饋…等等，被認為是提升遠距學習的重要因素(Moore, 

1996)。以上可以增強學習參與感及加強互動，既能引發學習動機，也能輔助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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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遠距課程的互動策略 

    根據上述文獻，遠距教學必須要能設計出各類型的課程，並確保其具備各種互動

功能，以符合各類學習者之需求。Driscoll(2005)把線上同步教學策略分成兩大類，一

為「溝通為主的策略」，強調透過溝通來進行學習；二為「合作為主的策略」，主張

有合作就會有互動或競爭，進而衍生出更多活潑有趣的教學活動，因此在遠距教學環

境中，如何增進教師與學習者、學習者與學習者之間互動的策略甚為重要。針對互動

的重要性，許多文獻提出不少互動策略、建議，研究者整理成表格。以下表2-3為教師

與學習者的互動與策略、表2-4為學習者之間的具體互動與策略： 

表 2- 3 教師與學習者的互動與策略 

研究者 互動與策略 

Moore＆Kearsley (1996) 1. 學習者在開始上課後能撰寫、張貼文章。  

2. 鼓勵學習者在課堂中發表意見、提供建議。  

3. 要求學習者發表讀書心得報告與計畫成果，給其他學習

者提供評語的機會。 

4. 鼓勵學習者透過網路、互相合作完成作業或計畫。  

5. 要求學習者每天閱讀與回應訊息。  

6. 教師回應學生時，應採用正向積極與協助性的語氣態度。  

7. 不談論隱私性的議題。  

8. 鼓勵參與度低的學習者參加活動。  

9. 定期安排線上學習活動來維持學生動機與餐與感。  

10. 善用討論區或佈告欄告知學習者最新進度與傳達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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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公佈的訊息內容要精簡並容易閱讀。 

12. 提供有意義、清楚明瞭的訊息標題，幫助學習者瞭解訊

息重點。  

13. 定期提供課程摘要，有助於學習者瞭解學習的重點。  

14. 教師要避免討論區回應時產生學習者爭吵情形。  

15. 教學者或學習者傳送訊息後，務必通知傳訊者已收到。  

16. 給予學習者回饋時，可以是個別的回饋或是整合所有學

習者的優缺點。 

Flottemesch (2000) 1. 教學者的直接參與能促進學習者的互動，如果教學者無

法上線，可以利用線上助教協助帶領學習活動。  

2. E-mail 以及其他網路溝通工具能有效提供溝通的管道。  

3. 教師針對課前課前拋出討論議題、鼓勵學生批判思考。  

4. 教師要先瞭解學生特性、學習背景，如:選修課程的目的、

教育經驗、課程相關興趣。  

5. 課程初期要求學習者以 E-mail 聯絡，使其能適應科技的

使用，藉此建立師生關係、教導學生如何使用科技與其

他數位媒體工具。  

6. 安排電話訪問或課後時間，使學習者有機會進行下線後

的師生互動。 

7. 課程前寄歡迎信與其他課程相關訊息給學習者。  

8. 針對學習者的作業與學習問題，教師能即時與其溝通或

提供回饋。  

9. 整合多元的互動管道，使課程具備個人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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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適時詢問學習者是否有足夠的互動機會，並鼓勵學習

者，使其對互動有積極的態度。  

顏春煌 (2012) 1. 教師讓學習者輪流發表意見，對事件發言。由學習者說明

論述，另外一位學習者評論與質疑，自然就會產生溝通與

互動。   

2. 提升學生參與的興趣，教師可在課程開始前或進行中透露

關於學習主題的資訊。 

3. 學習者進行角色扮演某個主題之主持人；或是課前分配主

題給學習者研究，回到線上同步課程時，學生能向同儕討

論或報告結果。此外，教師也能安排扮演評論者的角色。  

4. 運用網路的方便性進行多人協同教學。課程中邀請專家參

與，也可能提高專家的意願,不必親自現場就能參與課程。 

5. 教師使用問答的方式，因為學習者較無法預期教師的問

題，一方面使學習者更專注，一方面避免學習者產生「掛

網」的情況。   

6. 利用線上同步互動工具進行問卷調查或投票，能即時產生

互動並迅速得到學習者的想法，教師必須於課程準備前先

調查問題或議題。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下表 2-4 則是歸納關於學習者之間的互動方式與應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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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4 學習者之間的互動與策略 

研究者 互動與策略 

Moore(1996) 1. 課程初期讓學習者做自我介紹。  

2. 鼓勵學習者使用 E-mail 與網路溝通。  

3. 教導學習者彼此交換資訊。  

4. 利用小組作業進行合作學習。  

5. 以開放式的問題，引導學習者產生互動。  

6. 適時的鼓勵學習者主動參與。  

7. 教學活動中可進行小團體討論、分組,增加互動機會。 

楊昭儀、徐新逸(1997)  1. 建立網路社群 

    每個人都有擅長的專業知識與技能，透過網路，可以讓

學習者與其他人的經驗分享下，逐漸將知識建構出來，從而

建立一個網路的學習社群與團體。由於網路科技不受時空限

制的特性，可將學習者的知識、專長、經驗、技能或資源，

匯集於網路學習社群中，搭配社會建構學習的概念，彼此能

互相分享、學習，討論與反思議題，進而達到資源共享，知

識建構、創造與創新的目的。透過網路上的互動與合作，是

現代網路學習的重要特徵，在「知識應用」與「問題解決」

方面，成了網路學習社群的主要目標。 

2. 合作學習與網路探索 

    儘管網路提供了大量的資訊，但缺乏專家篩選資訊的機

制，造成網路中充斥各種未經過濾的資訊，以致於學習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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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網路資源時，需要耗費更多心力進行挑選可用的資訊，

容易增加學生的負擔。建議學習者以合作學習的方式進行學

習，利用策略分配與工作分配，便可有效的降低工作負荷。

小組成員運用共同合作的模式，探索網路資源進行學習，經

由討論與資源分享，能夠獲得更深入的了解。 

Klemm(1998) 1. 參與學習是必須的。 

2. 課程上需組織學習小組。 

3. 除了意見式的表達外，更要有意見闡述能力。 

4. 主動傳遞作業與訊息。 

5. 知道自己的需求、學習目標並投入參與。 

6. 同儕互評的能力。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互動能讓學習者有極大的參與感，進而提升學習效果。從以上整理文獻的資料、

互動的理論以及相關策略的應用，我們可以發現，善用網路科技開啟教學互動，使用

不同的工具實現目標，可以讓學習不再侷限。如何讓教學者、教材、學習者之間的互

動最符合教學內容、最能達到教學目標，是遠距教學時需重視的課題。  

 

參、遠距互動之挑戰建議 

一、 教師的挑戰與建議 

    許多文獻不斷證實，營造有效的線上學習環境，線上講師擔任非常重要的角色。

國外學者 Palloff 和 Pratt (2001) 指出，線上課程成功的關鍵除了呈現的內容，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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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將課程傳遞給學生的方法。美國教育學者提到，教育機構花了很多時間才了解光

是課程內容並不足以構成優質學習，反而是學習情境，教師如何設計、推動，促成學

生間的互動與經驗交換，才是最終能讓機構出類拔萃之處(Garrison, 2003)。線上講師受

到的挑戰，是能在課程中創造持續、由淺入深的互動情境，並培養出社群氛圍，才能

促成真正的學習。國內學者鄒景平(2006)歸納出線上教師應具備的能力，主要有下列四

項：  

    (一) 領域的專業知識能力。  

    (二) 熟悉線上教學的作業流程。  

    (三) 會使用線上學習管理平台及相關數位媒體、討論工具。  

    (四) 熟悉並運用線上教學與帶領技巧。  

    

在課程安排方面，美國數位學習專家 Thurmond 與 Wambach (2004)指出，有些課

程因為教學設計或內容不恰當、教師回饋不足、學習活動銜接不順，導致學生收穫貧

乏。學者們進一步強調下列因素可能會影響學生在課程上的學習效果： 

(一) 持續的和內容互動，能促使學生精熟所學的內容。  

(二) 清晰的課程設計，課程與教材內容結構、排列順序要容易理解，易於取用。  

(三) 時間方面，學生需要足夠的學習時間來了解內容，並進行討論與反思。  

(四) 參加線上討論，經由對話和同學分享的不同觀點，讓學生建構知識，並得到

有意義的學習。 

(五) 課程內容與學習活動適當穿插，可以加深互動，使學習更有意義和成效。 

      

    在學習情境方面，Garrison(2003) 建議教師要讓學生感受到以下的情境： 

     (一) 受到歡迎和被需要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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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歸屬於一個社群的榮譽感。  

     (三) 學習有具體成果。 

     (四) 可以對談的氛圍，並願意加入談話。 

     (五) 對於不懂或質疑之處，敢放膽詢問。 

     (六) 能自我掌控學習。 

 

    由以上文獻可歸納，教師需先示範良好的資訊、分享和回應方式，並營造出鼓勵

學習者坦率提問、主動學習的氛圍。教師若能提出多種型態的問題，促使學生檢驗他

們的假設、信念、觀點和理由，將使互動的成果更加豐富，也因此提昇了學生的批判

思考能力。除此之外，也可以利用評論指導的機會，讓每位學生發表對事件的不同觀

點，增進學生對自我的信心。 

 

二、 學習者的挑戰與建議 

    學生對教師、學習環境的觀點，是影響線上學習成敗的重要因素(鄒景平，2006)。

國外學者 Shearer（2003）指出，除了可觀察的互動影響、教師的教學風格或教學設計

外，學生的自我認知會影響線上學習的狀態。Shearer(2003) 提到了學習者的挑戰： 

    (一) 先備知識不充足。  

    (二) 學生的對自己的學習過程或成果不清楚。  

    (三) 缺乏學習的清楚動機。  

    (四) 不良的學習習慣。 

    (五) 多重角色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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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學習者資源方面，鄒景平(2006)指出，線上學習者必須要確認自己是否有合適的

電腦、資訊設備，否則可能因為效能差的設備而感到挫折，失去耐心甚至放棄學習的

機會。學者更進一步歸納出要有良好的學習成效，必須要具有以下的工具運用或能力: 

 合適的資訊設備 

 使用資訊科技的經驗 

 強烈的學習動機 

 可達成且有挑戰性的學習目的 

 適合的學習計畫 

 完整的學習時間 

 不被打擾的學習環境 

 與他人討論學習計畫 

 尊重其他的線上學習者、體諒教師與其他工作者 

 熟悉網路禮儀 

 與他人合作完成任務的能力 

 自我評鑑學習成效的能力 

     

    國內外研究顯示，線上學習成功者通常具備的特質有: 可內在控制學習、自我激

勵、獨立自主等特質。學習者是主動積極、能為自己選擇與決定負責的。Moore(1996)

在其書中提到對線上學習者的建議 :  

(一）  創造參與 

學生需要機會發問或回答、彼此分享對於討論主題的觀點。建議遠距學生以

分組的方式進行，創造參與度。 

    (二) 激勵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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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的學生都偏好即時的回饋，在課堂上教師給予學生重點、建設性的回

饋，學生如能立即接收並修正，對於學習效果有很大的幫助。 

    (三) 主動學習能力 

學習者要能主導學習規劃、評估學習表現以及隨時調整的能力。研究顯示，

有自我導向學習能力、獨立性的人比較能適應遠距教學。因此學習者若能建

構出自己的學習目標，找尋並確認達成目標的資源、適當的方法，在學習方

面較具有優勢。 

 

    香港公開大學(2006)在《遙距學習方法》中，清楚的指示線上學習的成功要訣: 

(一) 建立自信 

自信是學習的重要一步驟，信心能支持在學習的道路上取得良好成果。 

(二) 善用時間 

對於成年的學生，要同時安排工作任務，又要兼顧學習，委實相當費神，因

此要懂得計畫如何有效的運用時間。此外，堅守學習計畫，在每個學習時段，

制定具體、易於落實的目標，達成後也要記得給自己獎勵。 

(三)  組織學習社群 

遠距學習者遇到困難時，往往感受到孤立無助，很難維持學習。因此建立緊

密聯繫的學習社群是十分重要的，目的是要提高學習成效，而活動也是以學

習為主。學習社群可分為: 

1. 學習小組: 能增加學習者之間的交流與支援，學習上的困難或問題可以

在與同儕討論過程中找到答案，而學習經驗的分享也對個人有相當大的

裨益。 

2. 網上學習社群: 透過網路而不受地域限制，能讓各地區的學習者互相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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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參與活動。善用討論區與電郵的方式表達意見、共同協作解決問題。

在此互動模式之下，學習者發言的機會均等、能蒐集各方觀點與意見。

此外，設置討論區更能深入磨練寫作技巧、先讓學習者找尋資料後深入

思考，師生彼此給予回應，大大的增加了互動的機會。 

(四) 善用學習資源 

在學習的過程中，面對大量的資料是無可避免的。首先學習者應該要設定時限，

思考應該透過那些網路途徑找到適合的資料。另外，評估與分析的能力也很重

要，學習者要協助自己判斷資料來源的可靠性和適用性。 

(五) 提升學習技巧 

學習者對於以往在學校的經驗，有一定的體會和想法，學習線上課程時應該要

時常評估自己的課前、課中、課後學習表現。課程中掌握教師的指導、學習時

以理解內容為目的，並且經常複習，有助於加深知識的掌握與理解程度、提升

整體表現。 

 

    經由本節文獻回顧，許多研究皆提出的互動的策略與技巧，都可適時地在遠距課

程的不同階段運用。綜合以上，研究者把課程分成三個階段，下表 2-5 為研究者歸納

出之教師與學習者間的互動策略與方式，以利做為後續教學設計時的參考依據:  

表 2- 5 課程中互動策略整理 

 互動策略 

教師 學習者 

課前 1. 了解學習者背景，寄發歡迎信，

建立良好師生關係。 

1. 透過公佈欄、討論區、E-mail，

學習者首先了解課程進行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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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協助解決學習者線上平台的登錄

與相關技術問題。 

3. 開始建立網路社群。 

式及評量標準。 

2. 通過網路社群，學習者能認識其

他同儕，開始進行交流互動。 

3. 與同儕與教師確認網路資源設

備與平台使用方式。 

課中 1. 鼓勵學習者自我學習，讓他們依

照興趣和能力做不同的學習內

容或進度。 

2. 每次的教學內容最好控制在十

五分鐘左右,以免學習者注意力

無法集中。 

3. 在同步、非同步的課程中設計多

樣化的活動，激發學習者動機，

維持參與度。 

1. 課程初期的自我介紹、破冰遊戲

中與其他學習者互動。 

2. 善用討論區資源發表意見。 

3. 提高自己的課程參與度，如發

問、積極回答、小組競賽、腦力

激盪等。 

4. 善用網路社群與同儕協同完成教

師指派的任務。 

課後 1. 每堂課程結束時，進行小測驗或

任務，促使學習者持續聽課、幫

助複習內容。 

2. 透過評量與教學日誌，時刻掌握

學習狀況，以便隨時補充教學資

料或增加支援。  

3. 課後與學習者對談，深入了解學

習狀況及學習者期待之處。 

1. 經常評估自己的學習狀況，主動

與教師討論學習難點。 

2. 和同儕分享學習經歷，鼓勵其他

學習者 

3. 善用網路各種學習資源收集課堂

相關資料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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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線上帶領之分析研究 

    本節首先介紹線上帶領的意義、帶領者的角色工作與帶領的流程。蒐集學者專家

對線上帶領的研究與實施線上帶領之線況等相關資料後，研究者從學習者角度出發，

探討線上五階段互動模式的設計與應用，作為本研究第四章課程發展的架構。 

壹、線上帶領 

一、線上帶領的定義 

    進行線上帶領人員(E-tutor)又稱為線上帶領者，在數位學習環境中擔當重要的角色，

係由教師或助教扮演，主要目的是讓在數位環境上課的學習者，得到一定的支援與輔

導，進而讓學習者多參與學習活動、完成課程(吳聲毅，2008)。張淑萍(2009)指出，線

上帶領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角色，是扮演傳遞知識的引導者，透過線上帶領的方式能促

使學習者有效、有組織性的學習。美國訓練發展協會（ASTD，America Society for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將線上帶領者稱為 Facilitator，也就是「輔助者」之意，並

將其定位為幫助線上學習的人。國內經濟部工業局在「線上課程帶領技能手冊」中，

對線上帶領下了定義 : 線上帶領者是指在教學期間，給線上學習者 (E-learner, 

Online-learner) 指導、協助，使其能順利完成課業，並能給學習者評量與回饋。此外，

線上課程帶領者可直接運用線上教材，不需自行開發與設計課程 (經濟部工業局，2006)。 

英國遠距學者 Salmon(2002)定義了線上帶領者(Ｅ-moderator) 為同步或非同步之課程

帶領人，並扮演著課程討論的主導者、以及課程資源的提供者之角色。國內外學者對

於線上帶領人員各有不同名詞之用法，例如：線上主持人(E-moderator)、線上教學導

引者(E-facilitator)及線上學習輔助者(E-tutor)。在各文獻用詞皆不盡相同，但這些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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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皆指協助學習者的學習的行為。在網路教學的過程中，支援學習的角色眾多，

本研究之線上帶領重視教學、帶領之過程，其他網路教學平台之工作建立則不在研究

範圍之內。以下針對線上帶領者角色與其任務、工作流程分別介紹之。 

二、線上帶領的角色與工作任務 

     一般來說，線上帶領者須具備專業領域的知識、熟悉教學活動與過程、了解教學

環境系統與線上帶領技巧，工作大多是由線上講師(教學者)擔任，在進行線上課程時，

有時會有線上教學助教與系統助教之協助。徐新逸(2003)指出，線上帶領人員通常是和

學習者接觸的第一線工作者，在網路教學課程中加入了有關人的成分，能讓學習者感

受到並不是個體單獨在網路上學習的。本研究者整理學者提出對線上帶領扮演的角色

之看法，如下表 2-6： 

表 2- 6 學者對線上帶領角色之看法 

學者 線上帶領之角色 

Shepherd (1999) 線上帶領者需扮演三種角色： 

1. 主題、內容專家：向學習者呈現知識、示範技能，給予相

關問題參考的答應、增強學習者建構知識的能力。 

2. 教練：在合適的時間詢問適當的問題、仔細傾聽學習者回

應，給予回饋。鼓勵學員回應、參與、激發學習者潛能、

控制學習者的表現行為。 

3. 顧問：留意學習者行為與回應、安排公平的教學活動。  

Hootstein (2002)  

 

線上教學導引者(E-facilitators)是帶領學習者進入學習氛圍的

重要者，主要任務是協助學習者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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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供應資訊來協助學習者完成分配之任務。

2. 對於學習提出建議與策略。

3. 幫助學習者連結其先備知識。

Salmon (2002) 1. 線上主持人(E-moderator) 為主持一議題或討論的中間

人，其主要的工作項目為主持線上談話、進行主題討論性質

的會議。 

2. 使用不同的策略增強參加者的動機，主要目的是為提高學

習者的參與及互動程度。 

3. 帶領並給予學習者方向，使用多元策略維持議題穩定進行。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在線上帶領工作任務方面，我國經濟部工業局(2006)指出，線上帶領者的主要工作

項目有四項：一、課前熟悉線上開課環境；二、研擬線上課程帶領策略；三、進行線

上課程帶領活動；四、完成線上課程帶領總結，其詳細工作內容如下表 2-7 所示： 

表 2- 7 線上帶領者工作項目 

業務 工作項目 

一、課前熟悉開課環境 1. 適用並熟悉線上開課平台功能

2. 收集、整理帶領課程的相關資料

3. 聯繫其他教學人員與獲取學習者名單

二、擬定線上課程帶領策略 1. 分析學習者名單

2. 擬定線上課程帶領策略

三、進行線上課程帶領活動 1. 啟動與學習者之間的良性互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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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供行政與技術協助

3. 提供導讀協助

4. 持續鼓勵、督促學習者並建立其自信

5. 妥善選擇工具以帶領同步及非同步的討論

四、完成線上課程帶領總結報告 1. 統計線上問卷調查結果

2. 評定學習者學習成果

3. 撰寫總結報告

資料來源：整理自：經濟部工業局(2006)。線上課程帶領技能規範(v1.3 版)。 

    徐新逸(2003) 進一步認為線上課程的經營與帶領應包括課前準備、課中帶領與課

後評鑑等工作才是完整的工作流程，以下表 2-8 為四階段的準備工作與內容： 

表 2- 8 線上課程經營與帶領工作 

階段工作 內容 

一、課前準備 1. 熟悉教學平台操作方式

2. 整理、設計課程資料

3. 與教學者溝通

4. 分析學習者背景、瞭解其特質

5. 擬定線上課程帶領策略

二、課中帶領 1. 開啟良性互動

2. 行政技術支持

3. 教學者導讀與協助

4. 持續性的鼓勵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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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善擇線上數位工具來帶領 

三、課後評鑑 1. 統計問卷調查 

2. 評量學習結果 

3. 撰寫結案報告 

      資料來源：徐新逸 (2003)。數位學習課程發展模式初探。 

     

     線上帶領者扮演多種角色，由以上文獻探討可得知，學者們對於線上帶領者所提

出之工作項目略有不同，然而核心概念卻很類似。線上帶領者除了傳統教室中的經營，

如：班級經營、多元教學法、團隊領導技能，因線上教學環境，帶領者更要成為學科

知識專家、班級課程管理者、評鑑者、輔導者等角色，適當地運用教學媒體來促進學

習者學習，以上皆是線上帶領者需要面對的重要課題(徐新逸、黃美蘭，2008)。另一方

面，林翠雲、黃依駿(2016)在《華語遠距同步教學實務導引》一書中，更直接指出教師

的線上帶領能力是最重要的條件，透過不同的互動設計與用心帶領，方能使課程維持

新鮮度、是課程成功的關鍵因素。研究者以 Shepherd(1999) 所提之線上帶領者扮演三

個角色、Salmon(2002) 線上主持人「使用不同策略以增強學習者參與互動程度」之概

念、以及配合 Hootstein(2002) 對教學上的三個主要任務，共同譜出同步遠距教學的架

構，下段將整理關於線上帶領之研究。 

 

三、線上帶領的現況與相關研究 

     全球網路搜尋引擎龍頭 Google 公布世界大學搜索排名，由美國鳳凰城大學

（University of Phoenix）奪冠，理由是該大學提供了大量線上課程給學生選擇。鳳凰

城大學成立於 1970 年，在 1989 年時成為全美第一個提供網路教學的學校。因具備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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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化的網路課程、為網上學習者提供全天候線上服務，除博士課程之外，在註冊入學、

學費繳納、圖書資訊、教學研討、作業考試、課程實驗操作、畢業典禮等環節均可在

線上完成，成為具高度指標性的線上學校。其他美國名校，如：耶魯（Yale）、普林

斯頓（Princeton）、哥倫比亞（Columbia）與布朗大學（Brown）等學院，藉由交流平

台，以資源共有、開放校園與全民教育為目的，更免費讓民眾跨越學院高牆吸收最新

的高等教育知識 (教育部電子報，2013)。 

    英國開放大學(The Open University) 經營遠距教育已近半世紀，是目前世界上發展

最成熟的遠距教育大學，其教學品質為英國頂尖學院之一。遠距教育的學生包括行動

不便的身障生、移居海外或在海外工作的英國人、受刑人、軍人、或因居家照護而無

法長時間出門者等，目前有十八萬名學生，是全歐洲規模最大的學術單位，創校以來

更是已招收超過 300 萬學生。現今超過二十所的頂尖大學，將各自學校最具特色的課

程共築於 FutureLearn 的網路線上教學平台，由英國開放大學統籌執行，而該教學平台

創立宗旨為：無論是手機、平板電腦、與一般電腦皆可隨時接收線上課程，讓學習進

入你的生活中，而不是讓生活去適應不同的學習樣態。 

    英國國家廣播公司 BBC（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報導表示，許多大學將

此線上教學計劃視為學校推廣的方法之一，英國空中大學 FutureLearn 執行長（Chief 

executive）Simon Nelson 說明，線上教學不僅提供新的學習途徑，並會努力減少學習

者的孤立感，藉由成立互助線上社群（supportive online community）能彌補遠距學習

所欠缺的人際互動與議題討論過程，可以使學生隨時對課程提出問題，並利用類似社

交網站中的留言與評論介面促進溝通的有效性。 

    以上學校能成功經營線上課程，觀察其共同因素為重視教師的線上帶領的能力。

成為線上教師的條件，必須先接受系列的課程訓練，以美國鳳凰城大學與英國開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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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為例，兩所學校皆開立針對線上教師的嚴格課程，因為線上帶領者是學習者在學習

過程中的重要人物，也更顯明了現上帶領技巧重要之處。  

    在國內，對於線上教學的情形，鄒景平(2004)指出，台灣在線上教學與帶領所重視

的程度不足，較少實務經驗，以企業內部講師為例，很少人受過此方面的訓練。在 2003

年資策會引進英國開放大學之線上帶領技巧課程，線上帶領的觀念開始萌芽。近年來，

國內開始相關研究證實融入線上帶領的課程能促進學習者的反應和學習成效。以下表

2-9 為研究者整理國內目前針對線上帶領的相關研究： 

表 2- 9 國內針對線上帶領之相關研究 

研究者 研究主題 內容 

王尹伶(2004)  數位學習產業線上學習

輔助者專業職能與培訓

規劃之研究  

 

1. 指出線上學習輔助者是線上教學課程

或線上學習 者不可或缺的專業人才

之一。 

2. 探討現今數位學習產業線上學習輔助

者所應具備專業職能的內涵、規劃出

一套可行的專業職能訓練課程設計。 

3. 目的為協助提升線上教學課程的品質

及線上學習者學習成效之能力。  

劉書蓉 (2006)  

 

大專院校線上助教教育

訓練課程發展與評鑑研

究  

1. 高等教育遠距教學環境中，提供線上

帶領與學習服務是不可或缺的。 

2. 研究目的為設計與發展線上助教培訓

課程。 

3. 工作場域是以國內一般大學開設之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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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程，由線上教師與線上助教共同

帶領之教學型態為主。 

姜士茜 (2007)   

 

大專院校線上教師訓練

課程發展研究  

 

1. 認為數位學習在高等教育之應用已被

廣泛使用，學習亦可經由遠距學習取

得碩士學位或學分，更能凸顯線上學

習的成效與教育品質的重要性。 

2. 影響線上學習者因素除教材本身的優

劣之外，線上教師的帶領是影響學習

者線上學習成功與否的關鍵要素。 

3. 線上教師與傳統教師所具備之職能有

所差異，如線上教師需特別強調不同

的教學方法、課程規劃、經營以及使

用科技等。 

4. 設計與發展出「大專院校線上教師訓

練」之課程。 

鄭雅中 (2007)  

 

應用線上帶領策略於網

路學習社群討論之設計

與實施  

 

1. 非同步方式採行動研究設計網路課

程、質化分析學習紀錄做為佐證的資

料 

2. 利用學習管理平台的討論區功能，進

行議題互動討論。學習者可以透過網

路與其他連上網路的同儕一起學習或

是解決問題，達到合作學習的效果。  

3. 線上帶領策略應用在網路學習社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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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能提升學習者在網路學習社群

的參與程度。 

4. 線上帶領者需注意學習者的信任感與

溝通能力，要適時主動介入議題討論。  

陳珮庭 (2010)  

 

網路課程線上帶領活動

設計與實施之行動研究-

以「小學圖書館概論」課

程為例  

 

1. 實驗研究以線上非同步方式進行，根

據線上學習進度表，完成各單元教材

閱讀。每週固定登入平台 參與線上議

題活動討論之意見發表。課程中安排

一次與教師有約的線上同步會議。  

2. 指出 Salmon 的線上帶領策略提供一

種鷹架引導模式，幫助線上帶領者瞭

解學習過程，讓實施線上帶領有依循

的方向、且有助於增加線上課程的互

動性，讓學習者對學習環境更有安全

感。 

3. 有效的線上帶領能提高學習者線上課

程的完成率、提高學習者的滿意度、

降低線上學習可能產生之學習中輟。  

徐新逸、林盈蓁

(2011) 

 

案例教學應用於線上帶

領技巧課程之研發 

1. 指出國內線上帶領關案例缺乏，本研

究將就案例教學應用於線上帶領技巧

課程進行規劃，以供我國線上帶領訓

練人員使用。 

翁義鑫 (2015) 線上同步教學帶領技巧 1. 以 Salmon 線上教學帶領之五階段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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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教學策略之研究 討同步教學的帶領技巧與策略發展。 

2. 研究指出，線上同步教學需要帶領技

巧的應用，才能培養線上課程的氣氛

與互動，建構出真實的學情境。 

張芷綾 (2015) 跨校遠距實作課程對學

習互動策略之研究 

1. 探討跨校學程遠距教學電腦實作課程

導入 Salmon 之五階段教學模式是否

能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與學習動

機。 

2. 研究發現學習五階段教學模式對於提

升學生學習動機及學習成效的具有顯

著效果。 

3. 實驗對象對於線上學習抱持正面態

度，認為能提高學習上的興趣、成效

及滿意度。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以上研究者皆肯定線上帶領者與線上帶領技巧的重要性。目前的研究範圍多為國

內大專院校課程，研究對象以本地在學學生為主，數位學習應用的推廣已普及，然而

國內在線上帶領的應用對象仍不夠多樣 (陳珮庭，2010)。此外，大部份的研究皆採取

線上教師、助教的觀點做研究分析。本研究旨在擴增線上帶領的應用層面，並採取以

學習者的角度設計專屬華語的同步遠距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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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線上帶領活動設計

    英國開放大學Salmon 博士致力於網路教學的研究，她認為線上學習主要的目的，

是促進線上學習中師生的互動溝通及學生的主動參與，利用線上教學的機會，協助學

生對線上教材內容知識的吸收與建立。Salmon(2002) 以教學者角度的任務觀點，提出

「線上帶領五階段模式」(Five-Stage Model)，其概念是以建立社群的模式，設計出包

含認知、社會、動機和情意間的互動過程。線上帶領五階段模式之第一階段為「使用

及動機(Access and Motivation)」、第二階段為「線上社交(Online Socialization)」、第

三階段為「資訊交流(Information Exchange)」、第四階段為「知識建構(Knowledge 

Construction)」、最後第五階段為「發展(Development)」。階段圖2-1如下所示: 

圖 2- 1 線上帶領五階段模式 

資料來源: 參考 Salmon(2002)；研究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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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階段「使用及動機」：主要目的是鼓勵學習者使用、熟悉系統。同時也是線

上課程能否順利啟動的關鍵。電腦配備和網路路環境、技術能力不同，教師要隨時警

覺、注意學習者狀況，並協助解決問題、幫助學習者在線上學習環境中建立信心、安

全感。此外，教師在此階段要向學習者說明線上活動的目的、評分方式、學習時間，

以解除學習者疑慮。  

    第二階段「線上社交」： 社交能讓學習者與教師彼此認識的時間縮短。Salmon(2002) 

提到，此階段可先從分享的話題切入，讓學習者先試著分享自己的興趣或生活經驗。  

    第三階段「資訊交流」: 開始正式進入課程主軸時，學習者會與師生交換課程相

關訊息及資源、展開學習活動。學習者在此時可能會面臨資訊收集的壓力，容易產生

學習問題。教師應要能快速、敏銳察覺學習者狀況，提供指導和鼓勵，協助發展出個

別化的學習策略。  

    第四階段「知識建構」：此階段學習者彼此的討論與互動能達到最高點，開始提

出自己的見解與主張。此時的重點在於使討論聚焦，讓每位學習者的發言都能受到尊

重，藉以增強學習者參與討論的意願。此外教師也可鼓勵學習者把討論過程總結成摘

要，深化學習。  

    第五階段「發展」：此階段學習者已培養出獨立學習之能力，能開始檢視、反思

自我的學習歷程。學習者需要大量的批判思維能力。師生的互動量相較於前面階段已

逐漸減少，但學習者的問題可能會讓教師花更多心思回覆。  

    線上帶領五階段就如同鷹架一般，需建立在學習經驗上，讓學習本身變得更具結

構性(Salmon，2002)。顏春煌(2006) 認為線上活動若設計得恰當，對學習者有以下好

處: 一、具明確的努力目標；二、個人時間管理容易; 三、線上活動形成課程內容另一

種架構，可對應到知識領域。對於模式實施之部份，學者鄒景平(2004) 提到，運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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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帶領五階段的困難點在於要如何落實執行每一階段的任務，而國內線上教師經常忽

略第一、第二階段之經營層面，導致學習者可能一開始就對線上討論興趣缺乏，或是

產生各說各話情形，學習者與教師之間無法激盪出火花。此外，線上教師或帶領者必

需隨時留意討論過程，如教師沒有即時回應學習者的問題，對線上學習氣氛的影響是

相當嚴重的(陳珮庭，2010)。  

 

參、小結 

    綜合以上文獻，可觀察 Salomon(2002)所提之教學設計模式特別強調線上學習互動，

設計方向適用於遠距教學領域，為本研究採用此教學設計模式之重要理由。由文獻可

知，大部份的研究皆採取線上教師、助教的觀點做研究分析。楊家興(2006)曾針對五階

段帶領模式指出，Salmon(2002)的五階段論，對整體線上教學是按照「暖身預備」、

「進行維護」、「總結推廣」等三階段順序來進行，若無一開始的暖身預備，學生就

不能熟悉環境、有強烈的動機來進行學習；在持續進行線上教學一段時間後，學生也

要自己從資訊交流中建構知識體系，最終能發展到獨立自學的過程。 

    本研究首先整理出線上帶領的理論，接著嘗試擴張五階段的運用層面，以學習者

的角度探討線上五階段的相關研究，試圖提出「線上學習五階段互動模式」，透過任

務導向與溝通學習之概念，設計各個階段的活動，藉以了解此教學設計之下，是否能

引發學習動機進而投入華語學習環境中。藉由線上學習、引導者與同儕間的互動討論，

以及在各個學習階段過程中不不斷反思、建構個人知識，完成華語學習的歷程，希冀

能達到最佳的學習效果，下一節為探討適合線上課程的教學設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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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節 線上互動教學設計 

壹、科技融入教學方法 

     科技是學習的輔助工具，影響學習成效的最重要因素是教學方法與教學策略。而

有效的學習教學方法有很多種，教師必須加以臨機應變，靈活運用，並創新與發展新

的教學。沈中偉(2005)提出常見的科技融入教學方法有：一、直接教學法；二、發現學

習法；三、合作學習法；四、建構式網路教學模式；五、網頁主題探究教學法；六、

資源本位教學法。吳聲毅(2008)在《數位學習觀念與實作》中，也提到適合線上教學的

方法包括：問題學習法、合作學習法與情境學習法等。資訊科技融入外語教學是因應

時代發展的新趨勢，可以用來落實溝通式語言及促進合作學習。韋金龍(2011) 指出，

外語教學的終極目標在培養學生的語文溝通能力，因此使用「溝通式教學策略」是達

成此目標為訴求最直接的理念。另外，「合作學習」在語言教學中已愈來愈受重視，

不僅是落實溝通式語言教學的絕佳策略，更是培養學生分工合作、增進群己關係的有

效方法。教學雙方可運用網路多媒體資訊讓「合作學習與溝通學習」的教學活動和世

界接軌，儘管互動模式可能是虛擬的，但學習者的感受卻是真實的。韋金龍(2011)強調，

只要使用母語的情境受到限制，使用外語的機會增加，對學習絕對有正面的幫助，教

師本身也可和本地或外地的教師合作和分享。因此，線上教學結合高互動的教學法將

成為促進語言教學的有效利器，語言學習家 Brown(2007)甚至建議外語教學應該從一開

始就採用互動、溝通的模式來進行。有鑑於此，本研究重要目的之一為探討教育學者

所提出教育理論、方法，嘗試擷取各家優點，觸類旁通地運用各種方法領導華語同步

遠距教學。 



DOI:10.6814/THE.NCCU.TCSL.007.2018.A0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7 

貳、強調溝通互動的教學方法 

    Driscoll(2005) 把 線 上 同 步 教 學 策 略 分 成 兩 類 ， 一 是 溝 通 為 主 的 教 學

(communication-based strategies)；第二是合作為主的策略(collaboration-based strategies)。

前者強調要透過溝通來進行學習，教學活動必須鼓勵、有互動發生，後者則認為有合

作就會有局部的互動與競爭，可以延伸出很多有趣的教學活動。林翠雲、黃依駿(2016)

依據 Driscoll(2005) 所提之線上同步教學觀與策略，在華語線上教學中，進一步地融入

各種教學法: 溝通式教學、主題式教學法、任務導向教學法以及合作式學習等概念，

進行高互動華語教材、教學的設計。同步遠距課程著重於提高學習者的專注力、交流

情境與提高師生間的互動，因此研究者乃針對以上學者所提出之四種教學方法，並且

經常運用在線上語言教學之範疇來做討論： 

一、溝通式教學法 

(一) 特色 

    溝通教學法主要是讓學生使用目的語來溝通，將語言的結構和功能結合起來進行

教學，是以溝通對話作為主要學習題材 (林翠雲，2016)。其教學的目標在於培養學習

者具備溝通目的語之能力，當中包括了對語言型式的認知、語言功能之瞭解以及在溝

通場合中運用社交和合宜的語言來表達思想、觀點、意見。當語言能力不足或型式錯

誤而影響溝通時，亦能進行補救，例如運用口語、非口語等溝通技巧，保持溝通持續

進行直到完成溝通的目的為止(石素錦，2000)。  

    另一方面，學習者要學習真實的語言  (authentic language)、使用真實的教材

(authentic materials )，亦即在真實情境生活中會使用的溝通內容。石素錦(2000)指出，

溝通教學法應首重生生間的充分互動、思想及情感之溝通；而教師的職責在於促進學

生之間的互動，再將學生、溝通教學活動和教學內容，三者的互動關係加以串連起來。  



DOI:10.6814/THE.NCCU.TCSL.007.2018.A0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8 

 (二) 教學結構 

    溝通教學法中，最重要的觀點就是「語言乃是溝通的橋樑」，教學的首要目的在

於培養學生於真實情境中的溝通能力。透過師生彼此討論的方式，和學習夥伴一同協

商意義、共同解決教師設計的問題與任務，並且向其他組別報告。學習者要運用聽、

說、讀之技能，而且可能會聽到、看到比自己語言能力還要高一些的輸入，但透過猜

測、回應、確認等輸出的方式，就可以獲得新知識和新資訊了。此外，溝通式教學法

經常與任務教學搭配應用，繼而產生多種型態的活動，教師給予任務目標與線索後，

小組之間要資訊互補，並且透過意見表達，協商討論解決任務的方式，最後藉由推論，

從各種已有的推論出新資訊，完成教師所指派的任務 (林翠雲、黃依駿，2016)。 

    Richards 和 Rogers(2001) 指出溝通教學法的兩大特色：培養學生的語言溝通能力

以及注意聽、說、讀和寫四個技能之全面發展與溝通相互依存的關係。除了體現在教

學中具體的教學步驟外，亦包括教師使用的設備資源以及課堂中師生的互動和師生對

「設計課程」所實踐的策略，常使用的教學分有三個步驟如下： 

1. 呈現(presentation)  

     教師在真實或模擬的情景中呈現自然話語(包括課本以外的真實話語)，讓學生在

逼真的情境接觸多種語言形式的對話。 

2. 練習(practice)  

    模擬範例練習是控制性的模仿和有意義的練習。在對話中選取個別語法內容進行

模擬，不斷重複，並根據語言規則創造大量句子。教學時，通常使用自然的問答對話

方式。 

3. 表達(product)  

    此階段教師只需提供情景，學生運用所學的語言形式能自由表達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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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秋美(2005) 在實施溝通式英語教學時，歸納出在教室中簡單製造出使用真實語

言的環境有四個階段，即上述之呈現階段、練習階段、表達階段與延伸階段，另外再

加上作業安排。即便是教字彙、句型也會放入真實情境，讓學生從互動中練習會話及

角色扮演，體驗運用語言表達意義，並在課堂中採取任務導向之活動，而學生爲了完

成任務會忘記是在學習語言，甚至不自覺的使用出語言，這時就達成語言習得之目標。

下表 2-10 為四階段溝通教學的實施方式： 

表 2- 10 溝通教學法的實施 

運用範圍 內容 

一、呈現階段 

 

1. 新課導入時，一次只呈現一個項目，否則學生容易搞混。

如: 新的詞彙、新的文法句型或發音重點，再將不同的重點

結合，融會貫通。  

2. 上課首先按上述生詞順序教學，配合圖片、實物、肢體

等方式讓學生瞭解意義，認讀時先帶全班讀、小組讀 再至

個別讀。  

二、練習階段 

  

1. 提供學生練習機會，經常是一齊或是成對練習，要嘗試

以不同方式練習所學。 

2. 就學習成果而言，學生投注在實際練習上的時間長短及

練習品質的好壞與學習成效成正比。 

3. 活動包括句型練習、句子配對、完成句子、對話。 

三、表達延伸階段 

    

1. 主要目的在確認學生於前兩個階段的表現與成果。學生 

可彼此分享自己個人或與小組成員完成任務所獲得的資訊

與成果，讓新的技巧結合或是延伸、複習曾經介紹過的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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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及練習過的技巧，藉此強化學生的記憶。 

2. 活動有角色扮演、模擬活動或是溝通式任務。  

四、作業安排 1. 安排作業可讓學生多練習並強化學習效果，教師也可根

據學生的作業來判斷學習成效並即時給予指導。  

2. 內容可以為複習或預習生詞、課文、生詞習寫。  

  資料來源：宋秋美(2005)。國小實施「溝通式英語教學」之行動研究-以四年級學生為例。 

 

    溝通式教學是一種教學觀，而不是一種教學法，因為相較於其他之教學方法，溝

通式教學並沒有一套標準之教學程序，在教室中之呈現完全在於老師如何詮釋及應用

(詹餘靜，2000)。當教師靈活運用溝通模式來設計課堂活動，能讓上課更加活絡。教師

在進行課程設計時應專注於教材內容，教材內容可能是對話、文章、聲音影像、圖片

等，帶出具體內容後，再由淺到深逐步排列，引導學生練習。以上皆可使用不同的溝

通工具，在教學上活用學者專家所提的觀念，相信更可掌握整體課程並經營出自己的

風格。 

 

二、主題式教學法 

(一) 特色 

    主題式教學意涵是鼓勵學習者進行自發性的探索與建構，讓所有的學習活動都環

繞在一個重要的主題之上，並且反覆思考，做深入的討論與延伸(林翠雲、黃依駿，2016)。

課程的設計必須圍繞著某個「大概念」，選擇重要、具長久持續性的價值觀作為主題。

決定了核心主題後，再設計學習目標，可以很自然地將語言、文化的理解與技能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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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科內容銜接在一起，學習者能感受到語言的真實性。由於課程設計是多方面、多

層次的，學生更易於理解本來不太容易懂的核心觀念。在選取教材、教具時，教學者

要蒐集真實語料、選擇能反映實際生活的語境當作操練的背景。而主題教學會運用較

複雜的發問方式，目的是要讓學生進行思考與討論，藉此提升高層次思考能力(林遊嵐，

2013)。 

(二) 教學結構 

    主題式的教學結構可以用網狀的結構呈現。網的中心為主題，中心可延伸出數個

相關的副題，在每個副題下還可以延伸出數個小主題來。此網狀可以擴展形成結構緊

密的課程分布圖，每一個小主題可以研發成單獨的一個教案 (林翠雲、黃依駿，2016)。 

    林遊嵐(2013)在僑委會辦理之兒少班級經營課程中，針對主題教學深入探討，並總

結出主題式教學的設計原則與步驟(表 2-11)： 

表 2- 11 主題式教學的設計方法 

設計原則 內容步驟 

1. 設定課程目標 (1) 內容是由許多單課研發制成的。每一個小主題都需

要寫出一個完整的單課教案。 

(2) 首先需考慮到課程的最終目標，學習者能學會何種

概念。 

(3) 其次考慮在課程結束時，教師所預期的學習成效。 

(4) 最後著手設計教學活動的內容，必須多樣化、以學

生為中心，以便觀察學習情況、收集學習證據，以

便評量教師教學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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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前引導活動 (1) 主要課程前，應先進行五到十分鐘的暖身，如:小復

習單讓個人或小組復習已經學過的內容。 

(2) 進行師生或生生之間開放式的對答。目的是作為課

前準備、提供教師觀察學生的熟悉度。 

(3) 暖身後，簡單介紹當天上課的目的、內容，以及教

學活動，讓學生對課程有心理準備。 

3. 新知導入 (1) 使用目的語教目的語的策略，並多加利用實物、圖

像、視頻、肢體語言、表情等方式導入新的詞彙及

語義。 

(2) 學生需靠多次反覆練習才能習得與記得新知。需用

教具、教材、教學策略鞏固。 

(3) 教師示範帶領練習，確定學生了解練習的方法後才

指示學生進入小組練習，以免混淆產生困惑。 

4. 技能操練 (1) 個人練習後，讓學生進行小組練習。每次練習的時

間不宜太長，但可以增加操練次數。 

(2) 操練以兩人或四人一組進行口語練習。教師要設計

不同的語境，變換著給學生練習，如：學生兩人互

問對方各自的早餐內容作記錄，用互訪的結果分析

個人營養的吸取，等每個小組完成工作之後，讓小

組給全班同學做分享活動。 

  資料來源：林遊嵐(2013)。主題式教學於華語教學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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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式教學能保持學習聚焦，並鼓勵學生在學習中進行自發性的探索與建構，所

有的學習活動都環繞在一個重要的主題上反覆思考，並作深入的討論和延伸。運用組

織、順序的策略來發展課程，強調以活動課程為主，並重視教師與學生共同蒐集與主

題有關的語言文化和其他學習資源(林翠雲、黃依駿，2016)。 

 

三、任務教學法 

(一) 特色 

    任務就是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所做的各式各樣的事情，如點餐、購物、打電話、

旅遊等。在課堂中的任務主是要透過這些類似或接近現實中各種的活動，讓學習者在

執行任務時接觸學習目的語，並使用之。任務的取材資源也可以很豐富，教師能利用

生活上的才料，組織並設計其教學任務(程曉堂，2004)。  

 (二) 教學結構 

     吳中偉(2009)說明任務型教學法應注意兩特性: 一、模擬性:任務教學之設計主軸

為模擬對真實世界溝通、互動的過程，要貼近學習者的日常生活；二、教學性：任務

教學具有明確的目標和結果。在老師的指導下有計畫性的進行操作任務。以上可知，

任務型教學強調學生的主體性、共同參與，讓教學以學習者為中心，透過實際的教學

情境更能學習與他人合作、溝通、表達自己的意見等技巧，達到「做中學」的成效。  

    在課程設計中，教師可以先設計基礎的小任務練習，再逐漸到綜合性的評量大任

務。如此環環相扣的任務後，讓學習者在情境中整體接觸語言、感受語境，完成任務

中的聽說讀寫，在任務過程中、任務後，通過觀察、分析概括出其中的規則 (林翠雲、

黃依駿，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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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作教學法   

（一）特色 

     現今大部份的工作都無法單獨由個人完成，需靠具有共同目標的團隊合作。研究

顯示ㄝ一群人共同學習，效果要比孤立的個人為佳。現今的學校教育對於教導學生如

何和別人合作仍然相當缺乏，最好的方式就是利用「合作學習」的實際活動來學習合

作。選擇一個適當的主題吸引學習者興趣，並鼓勵主動追求新知也是非常重要的(孫春

在、林珊如，2007)。 

     因此，合作學習特別重視學習者之間的交流互動。林翠雲、黃依駿(2016)歸納其

特色如下： 

1. 共同參與: 合作的過程中，成員們都可以主動參與，貢獻創意、能力與資

源。 

2. 共同創造：學習的價值是由大家共同創造出來的，試製共創新的價值。 

3. 協力合作：將工作劃分為許多細小的單位，集眾人的智慧分工完成 

4. 集體決定：打破過去權威是關鍵的思維，專案的目標是由參與的成員一起

決定。 

 

    合作教學有別於個別學習或競爭學習，提供了學生與人互動的機會，學習尊重他

人，也是群育的具體實踐。採用合作學習像是提供學生學習的鷹架，透過同儕教導，

彼此協助，產生有效的學習，也能促進學生思考，解決問題的能力(蕭惠文，2017)。 

(二)教學結構 

    華語同步教學可以透過互動式教學設計，採取小組溝通合作完成任務，如：小組

競賽、搶答等活動，從不同的學習方式來激發學習者的參與度。蕭惠文(2017) 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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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法運用在國小國文科教學活動設計上，並整理出合作教學的流程，如下表 2-12 所

示： 

表 2- 12 合作學習活動設計流程 

流程階段 內容 

1. 合作前的說明 (1) 說明課程活動順序、解釋作業內容與方式 

(2) 分組與建構學生個別責任，教師同時也要觀察學

生在合作學習中的參與情形。 

(3) 解釋達成任務的標準、使學生共同討論，達成目

標 

(4) 說明教師期望，如：專心參與合作。教師也可將

期望行為做成標語，張貼在教室環境中。 

2. 教師指導合作技巧 (1) 專心參與討論、專注傾聽。 

(2) 輪流發言。 

(3) 掌握時間，組員享有相同時間與機會發表意見。 

(4) 不同看法時，能充分討論，協調出彼此理解、認

可的意見。 

3. 分組合作學習 (1) 學生進行合作技巧練習，巡視各組並適時提供協

助。 

(2) 教師介入與觀察，教導合作技巧，如：主動分享。 

4. 總結活動 (1) 教師根據各組的合作學習表現給予回饋。 

(2) 安排小組反省時間，針對活動過程檢討，作為下

次改進的依據。 



DOI:10.6814/THE.NCCU.TCSL.007.2018.A0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6 

5. 小組表揚 按照學生不同表現分別表揚 (小組與個人積分) 

     資料來源：蕭惠文(2017)。合作學習在國語文教學上的應用。 

 

     「合作教學」設計者若能結合「任務」的元素，也能激發學習興趣、增進學習互

動，更可幫助學生保持在特定任務與近側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中，不

因過大的壓力產生學習中斷之現象。透過設計，學習者能夠學到的不僅有學科上的知

識，更加上實作的經驗與技巧；而由一群人合作來設計，更可帶來多方面的學習效益，

如：溝通協調技巧、學習同儕不同的觀點等(孫春在、林珊如，2007)。針對華語同步教

學，林翠雲、黃依駿(2006)提出，教師在帶領兩位以上的學生時，可試著融入合作學習

策略，導入生生之間的交叉互動模式。而教師需要持續思考相關的小組活動，帶動線

上班級也能像實體課程般的合作或競賽設計。 

 

    總的來說，教師應要把握好教學方法，從理論上了解不同流派的方法後，更要身

體力行，選擇適合自己本身教學、適合學生學習，就是最好的教學法(蔡雅薰，2008)。

本研究目的在同步遠距華語課程中，以「學習五階段互動模式」作為教學階段的設計，

於各教學階段中導入適合該階段、該課程主題之教學方法。或許每種教學方法都有其

限制與缺失，研究者希冀能從以上文獻分析得知教學法之長處，經後續實驗不斷修正，

以期能帶領、歸納出符合本研究宗旨之高互動、適合遠距的教學模式與教學策略。 

參、線上的教學設計 

     沈中偉(2005) 於《科技與學習理論與實務》一書中，清楚指出影響線上學習成效

的最重要因素是教學設計、教學方法與策略；同時，他也說明：我國許多線上師資培

訓、推廣課程大都聚焦在應用資訊軟體、設計製作數位教材，卻忽略了科技與教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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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結合。線上教學者需花比傳統課堂更多的時間備課，包括蒐集資料、製作媒體教

材、設計教學，加入創意思考的元素，活化現有教學方法與策略。 

    科技融入教學過程中最重要的關鍵就是教學設計(沈中偉，2005)。有效的教學的重

要特質是：審慎規劃、設計與實施、在教學過程中反思、進修充實專業知能與技能，

如此才能成為一位優良的教師。而教學設計有很多著名、經常拿來課程中實施的模式，

如: Dick 與 Carey 模式、ASSURE 模式、Kemp 模式、PIE 模式等。而這些教學設計模

式含括的元素均有：分析學習者特性、確認教學目標與教學方法、運用資訊科技或媒

體、實施全方位且多元化的學習評量。實施結束後，討論並省思教學過程，以作為下

次教學改進的依據(沈中偉，2005)。 

    許多學者們指出，這些教學模式的設計是讓教學有可依循的流程，較無教學經驗

的新手教師能依據其中的原理、方法與步驟來規劃單元教學活動設計，才會達到有效

的教學目標。等到有經驗之後，就可以靈活運用之。此外，很多教師也根據各種教學

上不同的需求與任務特性，改變其中步驟，創造出新的教學設計模式 (沈中偉，2005)。 

    林翠雲、黃依駿(2016) 把華語同步教學中一堂課的整體教學架構及進行的流程，

分成三個階段：主題導入、活動式教學、綜合練習，以下分別於表 2-13 介紹之： 

表 2- 13 華語同步教學三階段設計 

活動階段 目的 內容 

第一階段： 

主題導入 

教學前的引導、 

暖身活動 

1. 運用大量圖片營造具體語言情

境，引導學習者從先備知識到未知

語言。 

2. 藉由簡單的開放式提問，讓學習者

在進入正式課程前，能喚起相關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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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並準備進入該主題學習。 

3. 教師提問畫面上看到的訊息，透過

指示訊息與學生對話和該主題有

關的經驗，進入課程教學。 

4. 播放相關影片材料前先提供題目

給學生，不宜問太過細節的事物。 

第二階段： 

活動教學 

暖身後，透過語法語生詞

的互動練習活動，進一步

熟悉內容 

1. 教學引導、互動練習要並重進行。 

2. 小活動要能延伸至生活對話，和學

習經驗或習慣產生連結。 

3. 「生詞教學」：融合學生已學過的

語法，將新生詞放入句子練習對

話。 

4. 透過溝通式練習，讓詞彙脫離語句

孤立的語言單位。 

5. 「語法教學」：簡單解釋語法句型

後，套用例句、附以圖片、生活對

話引導學生使用。 

第三階段： 

綜合練習 

 

 

鞏固學習者的學習、 

交叉互動 

 

 

1. 先進行範例式的基本對話，讓學習

者建立初步的概念與信心，接著進

入進階對話。 

2. 包括先前所學之生詞語法、對話練

習、角色扮演。 

3. 教師要將說話權交給學習者，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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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語練習、對話活動進行教學。 

     資料來源：整理自：林翠雲、黃依駿(2016)。華語遠距同步教學實務導引。 

 

    Gagne(1985)將教學定義為「安排外在事件以支持學習者的內在學習歷程」。他認

為學習過程有不同的發展階段，而為了達到最好的教學效果，教學過程就必須依照學

生的內在學習歷程，設計出不同的教學事件或活動，使其與內在的學習歷程相互配合 

(沈中偉，2005)。為達成課程的教學目的、配合學生的學習進展，教師要擬出一套完整

的規劃。楊家興(2006)針對線上帶領的設計，說明了教師要詳列不同階段的教學帶領主

軸與各種活動之流程規劃。針對全部課程的教學流程，可以採取 Salmon(2002)提出的

線上學習五階段論，而每個單元的教學可採取三階段內容之設計來進行。 

肆、語言教學線上帶領與互動實施情況 

    近年來，利用數位工具的應用，被視為語言學習風潮下的顯學，國內外充滿著各

種研究與實例，開啟另一扇學習之門(陳姮良，2011)。現代化的教學方式，力求在教材

上展現立體化、科學化，更要提供多媒體影音或視訊等功能，提供教材在平面材料外，

有網路服務的管道，使教材的使用廣度從課堂延伸至課後，更強化網路社群互動在學

習過程中之功能。針對華語文領域中之線上遠距教學的發展，舒兆民(2011)指出，在熱

浪下，華語學習者人數增加，然而師生分布過散、教師教學質量不夠、針對性教材也

缺乏。為了因應分佈全球的語文學習者與提供即時的華語文課程，現階段華語文教學

的重要課題即是透過網路資訊、結合多媒體應用，發展針對線上華語文教學之聽說讀

寫技能的軟硬體設備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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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內語文線上教學情況 

    陳姮良(2011)分析了近年來在中國、台灣以及美國各地，針對外語及華語文師資培

訓單位的課程研究，結果發現除了在教師華語文專業知能的培訓與強化之餘，對於教

師數位能力的加強、數位多媒體工具在華語文教學上的應用等各種課程，在時數、內

容及參與人數上都呈現倍數的成長情況。經深入探討後，在數位語文師資培訓課程中，

不論在教具的應用、數位教材的呈現、教學方法數位化，以及利用工具評量成果等議

題上，都在在顯現了數位資訊教學對華語文教學所發揮的影響力。 

    陳姮良(2011)曾針對 120 位參與華語文數位教師知能培訓的教師進行問卷調查。其

調查結果為，不論參與任何層級或經歷多少小時的數位工具培訓課程後的中文教師，

64.9％的參與者反應皆為：學習相當多的數位工具後，卻無法整合到自己的實體中文

教室之中；76.5 ％ 則表示想要更清楚了解數位工具的應用、如何產生最大的教學或

學習效益。楊家興(2006)指出，線上教學的採用已在各國大學及企業中大幅成長，然而

綜觀其成效，卻不如預期。不僅學習者的輟學率高，學習成就也都見仁見智，我國教

育局乃至社會大眾對網路教學及線上教學都持相當謹慎保留的態度。 

    對此，楊家興(2006)表示，大力推動線上教學的同時，若無經過適當的教育訓練來

協助教師、學生適應新的角色、新的技能，並透過不斷的評估，持續改進線上教學的

應用方式與帶領策略，恐怕有「消失在沙灘上的前浪，被下一波新科技的後浪所淘汰」

之慮。以上之線上教學議題，在研究與教學中百花齊放，值得所有華語文教學應用的

教育者、培訓者、計畫設計者、決策者參考深思。在現今資訊通訊科技的快速發展之

下，若能將數位知識能力融入語言教學，透過整合運用，即可為分佈全球的華語文學

習者提供更好的教學服務。 

    為了解國內遠距語言教學之情形，研究者蒐集並整理國內對華語線上遠距教學的

研究。據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科學教育期刊文獻資料庫與華藝線上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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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Airiti Livrary)等資料庫所載，截至 2018 年 3 月 5 日為止，研究者以「線上

教學、同步遠距」為關鍵字查詢，結果顯示國內研究華語遠距教學方面的碩士、期刊

論文分別為: 林金賢《結合網路同步教學與多媒體網站輔助華文新聞教學的探討》、

陳亮光《華語文教學線上活動(e-tivities)之設計與研究》、黃聖芳《以同步視訊遠距教

學為主軸之跨文化華語口語教學設計》、林賜霖《ASSURE 融入華語同步視訊遠距教

學 ─以商務華語為例》、林翠雲《華語同步教學四方互動設計線上帶領策略探析－以

美國維吉尼亞大學同步課程之教學設計示例》、邱佩緹《全語言原則運用於華語同步

遠距課堂提問之教學省思與建議－以《遠東生活華語 II（B）》為例》、謝宜靜《華語

遠距同步教學設計－以美國新墨西哥大學基礎級華語學習者為例》和蔡雨芹《華語遠

距混成式之課程模式構建與教學實施》，各篇詳細內容，研究者整理為下表 2-14:  

表 2- 14 國內華語線上遠距教學之研究 

研究者 研究主題 內容 

林金賢(2004) 結合網路同步教學與多媒

體網站輔助華文新聞教學

的探討 

 

1. 採取混成式輔助華語文新聞教學。 

2. 同步教學有實體課程，藉由視訊軟體

進行以中文口語溝通練習。 

3. 非同步則提供學生網路互動討論的環

境。  

陳亮光(2007) 華語文教學線上活動

(e-tivities)之設計與研究 

1. 以 Salmon 提出線上五階帶領理論，架

構華語的網路教學模組。 

2. 教育科技融入傳統課室教學，創造多元

創新的華語學習環境。 

黃聖芳(2011)  以同步視訊遠距教學為主 1. 研究目的為利用同步視訊遠距教學，增



DOI:10.6814/THE.NCCU.TCSL.007.2018.A0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2 

軸之跨文化華語口語教學

設計 

進華語跨文化理解與口語能力。 

2. 利用網路資源和標的語環境之真實語

料做口語練習。 

林賜霖(2014) ASSURE 融入華語同步

視訊遠距教學 ─以商務

華語為例  

 

1. 研究者參與 2012 年美國星談計劃(Star 

Talk)與維吉尼亞大學之合作進行華語

遠距教學。 

2. 利用 Jointnet 平台進行同步遠距教學之

商務華語教學設計與發展數位模組教

材。 

3. 結果顯示完整的線上教學情境設計，能

促進三方的高度互動，並能成功的營造

良好的線上課室氣氛。 

林翠雲(2015) 華語同步教學四方互動設

計線上帶領策略探析－以

美國維吉尼亞大學同步課

程之教學設計示例 

1. 提出同步教學設計四方互動之線上帶

領策略，使用 ASSURE 模式設計課程。 

2. 研究結果顯示，高互動的線上帶領可以

活絡同步課程之氣氛。 

3. 四方互動教學與成功的線上帶領能激

發學習者動機，同時考驗帶領能力。 

邱佩緹(2015) 全語言原則運用於華語同

步遠距課堂提問之教學省

思與建議－以《遠東生活

華語II（B）》為例 

1. 以全語言原則運用於同步遠距課堂提

問並探討其教學效益。 

2. 質化個案的研究方式，利用 Adobe 

Connect 平台，針對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國語教學中心 MTC Online 之二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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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一對二遠距教學 

3. 採用歐用生之 6W 內容分析法分析與實

驗後肯定全語言原則運用於同步遠距

課堂提問之上課程序，具有教學效果。 

謝宜靜(2015) 華語遠距同步教學設計－

以美國新墨西哥大學基礎

級華語學習者為例 

1. 研究採用 ADDIE 教學設計之華語教材

套用於新墨西哥遠距中文課程中。以檢

視課程中的教材模組，透過與美國新墨

西哥大學實際操作、訪談、問卷等方式

獲得學習者之反饋。 

2. 研究發現全線上學習或混成模式之華

語課程接受度高 

3. 教師方面運用完整教學模組，能有效減

輕負擔。 

蔡雨芹(2016) 華語遠距混成式之課程模

式構建與教學實施 

 

1. 研究旨在蒐集各種科技輔助數位教學

工具，針對學習時數少之華語學習者，

創造出高互動的同步、非同步學習活動 

2. 以 ADDIE 設計模式進行教學實驗，透

過觀察、訪談、課程錄影以及測驗，分

析教學設計模式與學習活動。 

3. 結果顯示，於非同步活動設計中，應要

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願望、細部經營遠

距的人際互動方式、關注回饋機制，能

有效激起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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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同步遠距互動方面，則建議需仔細經營

互動氣氛、提供適當工具、關注獎勵的

間隔時間、即時的回饋性。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從上述相關論文的搜尋和調查，可發現國內研究多以實務操作為主，透過實際線

上教學之經驗，統整出相關的教學實證，以活動設計、教師帶領策略與任務應用為取

向。陳亮光(2007)於《華語文教學線上活動(e-tivities)之設計與研究》一文中探討科技

協同華語教育，打造多元創新的學習環境之可能性，為華語文教學中導入 Salmon(2002)

線上五階段帶領模式之先趨。然在當時科技背景之下，線上的教學的發展、環境與設

備的完善與否仍有諸多限制；此外，其教學場域是以傳統課室融入教學科技，並非針

對遠距教學、遠距平台做討論。另一方面，近來雖對遠距課程的實施多有討論，仍較

少關注在互動本身，且目前尚無針對遠距課程中師生間的互動，並運用線上帶領五階

段策略對中級華語學習者的相關學術研究，實為值得探索的議題。  

二、線上互動實施重點 

    林翠雲、黃依駿(2016)提出在華語同步課程實施中，教師需注意的六項要點，為此

才能順利進行課堂中的帶領與互動： 

(一)  前導活動 

    此階段屬於課前的暖身或破冰活動，重點為喚起學習者的先備知識、經驗，引發

學習者興趣，而非讓學生感到挫折。教師可利用同步教學平台之「共同瀏覽網頁」功

能播放影片或動畫進行主題導入活動時，帶領有三步驟： 

1. 確認學習者看得到播放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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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示學習者觀看後，於聊天區以文字訊息表示已結束畫面，方便教師掌握進度。 

3. 提問時，注意教師語言符合學習者程度，可加上拼音或英文訊息，使學習者確

實理解作答。 

(二) 生詞教學活動 

    活動的目的為加強語言技能，當學習者完成活動，如：漢字拼音圈選、連線時，

學生必須再次唸出詞語的發音。遊戲式評量時，應在結束後立即檢討，如：隨機點選

遊戲中的生詞檢核學生的認字、語音與意義理解。 

(三)  語法教學活動 

    在此階段著重學習者反覆操練、模仿語法句式。語法教學之後可進行互動式活動，

教師可設計進階的任務活動，讓學習者從制式的操練，進入模擬真實情境之對話、輸

出當課學習之語句，並整合過去所學，建構出自己的話語。 

(四)  搭配教材輔助訊息 

    針對入門或基礎級的學習者而設計的學習活動，應該要在教材上顯示相關輔助訊

息，包括：課程需應用的工具、呈現部分學習內容與英文說明，或是註明部分漢拼協

助學習者理解語句意義，增加其信心。 

(五)  示範明確的活動指令 

    下達明確的指令，是線上活動進行順理與否的重要關鍵。新手教師可能會因為線

上帶領經驗不足，導置活動指令不清楚、語速過快、說明複雜等問題產生，容易造成

學生壓力。在活動進行前，應該遵循以下步驟，確保活動進行順利： 

1. 依照學習者程度，以該程度之中文說明活動規則，教材可輔以英文，方便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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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快速進入狀況。 

2. 零起點學生可以其母語說明活動。 

3. 活動解說完畢後，教師需進行示範，並瞭解學生的理解程度。 

 

    在同步教學中，許多不斷地強調高互動之教學設計，是為了避免讓教師將以教學

為導向的傳統模式帶入線上教學，但是高互動的教學設計對教學者來說可能是一大挑

戰，在各個教學環節中，需要更注意可能出現的缺失。林翠雲與黃依駿(2016) 在《華

語同步教學活動設計》的章節中，針對華語線上教學中容易出現的問題與缺失，提出

改善方法，如下表 2-15 所示：  

表 2- 15 線上教學容易出現的問題 

問題與缺失 解決方法 

一、活動設計過多、時間掌握不佳 應重視時間比例分配，著重在語法活動、綜合

評量上，暖身、生詞與課文的帶領不宜多。 

二、教師語速快，解釋不清晰 時時提醒自己需以適當語速解說重點或規

則，尤其在基礎級班，應留意統一課室用語，

如此有助於學習者沈浸於中文學習環境。 

三、活動相似性高，缺乏新意 教師要不斷的學習與反思活動類型，吸收其他

教師的活動設計後加以改變，並適時適度導入

線上教學，營造出自己的教學風格。 

四、學生說話機會少，口語練習不足 在教學過程中要記得分配各學生說話的機

會，利用多提問、活動設計，讓學生在課堂中

有足夠的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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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活動設計玩樂性質大於學習目的 設計活動前，需先擬定教學目標，達到口語練

習的成效，教材也要跟著目標設計製作。實施

後進行評估與修正，確保下次實施不再失誤。 

六、活動設計不佳，預期成效有限 活動設計時，要先預測學生可能的表現，若經

評估無法達成成效，需加以修改。此外，新手

教師可以透過事先的演練，藉以預知學生可能

會發生的狀況，同時也可以估計進行時間長

短，避免時間掌握不當。 

七、教材畫面雜亂、訊息不清 活動設計完成後，可以先試做或是預想畫面，

評估教材版面的活動空間是否足夠；活動實施

後，應注意白板上的教材畫面是否清理乾淨，

不應影響到學生聚焦的視窗和學習。 

八、教師線上帶領能力不足 多進行演練、評估修正，可透過每次的教學錄

影，省察自己的帶領能力較弱的環節。課前提

醒自己需適時給學生提示或在白板上標記，減

少學生不知所措感；學生完成指令時，要及時

給予肯定與讚美，提升學生的自信、成就感。 

資料來源：林翠雲、黃依駿(2016)。華語遠距同步教學實務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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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小結 

    不論數位科技的進展如何，在語文教育上，教師的地位都不能被取代，當教師或

學生取得了適用的教材、素材、教具後，運用適合的軟體工具，在在都需要事先詳細

的課程的規劃與設計(舒兆民，2011) 。至於遠距的華語教育需求層面，外籍人士的華

語文學習與華裔的華語教育，在當地的學習時數與環境都不利培養完善的語文能力；

此外，海外取得華語教學的資源並不容易，對學習者、教師來說，能從網路管道獲取

有效且快速的資料、與各地的師生共享資源，以上的需求與便利性，應憑著網路的無

遠弗屆來輔助，而建置線上教學之數位素材，更是迫切必要的(舒兆民，2011)。 

    在教學方法與策略層面，研究者同意沈中偉(2005)所言：有效學習的關鍵並不在於

媒體或科技本身，而是在於媒體的設計中使用了什麼策略，或是在運用科技媒體時使

用了什麼策略，研究者對遠距教學成為實現語言學習的一大利器抱著偌大的期許。由

以上文獻之探討已了解，網路數位資訊儼然已成為遠距教學的媒體、媒介，探究其國

內的線上教學之帶領研究，發現極其少數在語言教學中提及，而在華語文教學領域更

是少之又少，多半應用在探討教師的帶領策略與任務應用上。教學研究欲從學生角度

設計，乃本研究之重要價值所在，期望本研究能深入的探索遠距教學在華語教育上的

應用範圍與方法策略，以期為教學者、學習者帶來更具成效、更便利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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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研究設計 

   本研究欲按照學習五階段互動教學系統的理念，參考學者們提出之教學設計內涵，

並結合適當的教學方法與策略，將所有可能會影響學習效果的因素做整體性的考量。

確實掌握華語同步遠距教學的要素與架構後，發展出適合華語同步遠距的教學設計，

希冀能達到教學目標與有效地提升學習效果，並且能對從事線上教學的教師們提供實

務設計的參考方法。 

     本章將以三小節說明在華語同步遠距課程上所實施之教學方法與流程規劃，第一

節為研究範圍，第二節為研究方法，第三節為研究流程，第四節為研究工具。  

第一節 研究範圍 

    本研究的討論範圍僅限於以下項目，茲分別對教學平台與工具、研究對象、研究

內容與研究時間加以說明: 

壹、 課程教學平台與工具應用 

一、同步遠距教學平台－Zoom 視訊會議系統 

    本研究選用 Zoom 視訊會議系統進行線上同步課程，並運用 Zoom 與學習者進行

訪談。在開設線上課程前，研究者曾測試了不同的免費視訊會議軟體，包括 Skype, 

Google Hangouts, Zoom，最後發現，Zoom 能提供較好的線上教學品質。Zoom 是一款

矽谷新創公司，由前 Cisco 及 Webex 專精線上會議、視訊會議技術的工程師團隊所創

辦的。2012 年，Zoom 為商務人士提供了高清的畫面、移動網路會議功能的免費雲端

視訊通話服務。現世代雲端技術的成熟、智慧行動裝置的普及，視訊會議不再侷限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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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體系統、只能在電腦前使用，Zoom 用戶可以通過手機、平板電腦等移動端和對方進

行多人視訊及語音通話、螢幕分享，更可以同時做會議管理、預約等商務溝通。2014

年，台灣 Zoom 成立後，專為亞太區域客戶提供在地化服務，使用自建的伺服器，更

暢通了連線的品質與精進了系統功能，目前國內配合的公司大小行號、學校、政府單

位，都相繼選擇與 Zoom 會議系統合作。除了在業界有良好的表現，Zoom 也長期在

教育市場耕耘，在 2016 年 TechValidate 的市場調查指出，全美排名前 200 所大學，超

過 86%的學校的學校表示，因為該視訊軟體的通訊品質、簡單易用、功能強大等特性，

讓 Zoom 成為遠距教學之首選。 

    本研究選擇以 Zoom 視訊會議系統作為同步遠距教學平台，該軟體成熟且穩定性

高，任何作業系統上，都可以順利運作，而軟體對於行動裝置的友善，也讓更多學生

能透過手機、平板電腦隨時隨地進行遠距課程。研究者在實際使用 Zoom 會議系統後，

歸納出以下優點： 

1. 與 Google 行事曆同步、具有預約會議、提醒的功能，教師能更有效率管理。 

2. 快速進入教室：無需註冊 Zoom 帳號，學生只要輸入會議室 ID，或點選教

師發佈的 URL，即可輕鬆透過會議系統開啟課程。 

3. 私人訊息、全體通告等功能：教師可私訊學習者課程中任務；當學習者遇

到困難時，也能使用聊天室訊息功能，第一時間通知教師、並排除疑慮。 

4. 多方螢幕共享：所有人都能同時分享自己的螢幕，教師可以隨時切換學習

者的螢幕畫面，透過共享達到不同的教學效果。 

5. 白板、共同註記與塗鴉：師生同時在內建白板使用畫筆、打文字、畫出各

式圖形，也可移動白板上的物件，在教學上能達到高度互動的目標。 

6. 遠端控制螢幕：能協助解決學習者遇到的問題，透過遠端控制，直接操作

對方的電腦排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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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同步錄影、錄音：Zoom 能為個別與會者錄製聲音 Mp4 檔，會議結束錄影

錄音完成時，也會自動歸類與儲存在電腦檔案夾中。 

8. 跨平台的運用模式：學生能同時連結、共享自己的手機、平板畫面。 

9. 順暢、穩定的音訊與畫面：經研究者試驗，音質穩定、網路順暢、畫面清

晰，更建有幫與會者「美肌」的功能；此外，教師也能共享電腦中的影、

音，訓練學習者聽、說的能力。 

10. 主持人管理功能：教師能掌握發言權，控制開啟、關閉學習者的視訊或

麥克風，透過此功能作為課堂管理之目的。 

 

    上述為 Zoom 視訊會議系統的優點。然而，美中不足的地方唯免費版的會議時間

僅四十分鐘，若要選擇無限時會議，則要考慮企業多人視訊方案。綜合考量課程的時

間、學習者人數與經費等問題，研究者最終選擇 Zoom 免費版本作為教課平台，充分

發揮、運用該軟體功能，達成最大的教學效益。 

二、非同步遠距教學平台－Google Classroom 

     本研究以Google Classroom 作為非同步遠距教學平台。研究者曾嘗試使用Google 

Site 作為與學生溝通的協作平台，發現其介面較 Google Classroom 複雜，就師生互動

性而論，Google classroom 更有融入課室管理的概念。Google Classroom 是 Google for 

Education 專案於 20004 年發展的教育平台。教室的標語是”  More teaching,  less 

tech-ing”，亦即希望藉由科技的協助，降低老師們花費在課程雜務的時間，

如：收作業、改作業、發布班級公告等等，將更多時間花在準備課程內容、增進教學

品質中。Google Classroom 整合了電子郵件 Gmail、Google Document 線上文件編輯以

及 Google Drive 網路雲端硬碟，提供了師生們便利的教育資源平台。學生有兩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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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加入課程：一是輸入課程代碼，而此課程代碼只有開課的老師知道，而不是以

搜尋課程名稱的方式查詢；二是由老師主動以電子郵件邀請學生加入。另外，

由於 Google Classroom 是一個半開放的社群，只允許擁有 Google for Education 帳號的

使用者加入。 

    Google Classroom 首頁簡要分成：訊息、學生、關於等三大分頁，頁面簡潔，訊

息表達與傳遞上更有力，如圖 3-1 所示。研究者整理 Goolge Classroom 之功能，簡介

如下： 

圖 3- 1 Google Classroom 首頁 

 

(一) 課程內容 

1. 教師可用文字描述課程大綱、單元的學習重點，加入 YouTube 教學影片，或是插

入更詳細的教學檔案內容。根據進度表上傳各單元教材及講義資料，供學習者自

行閱讀線上教材。 

2. 教師可以上傳所有的教學資源，並把內容加上主題來分類，如圖 3-2。學生就會更

容易找到學習的題材；當課程內容豐富時，也能避免訊息過於雜亂。隨著課程的

建置而訊息串愈來愈多時，教師可以手動安排重要的訊息的位置，如：近期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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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作業移至頂端，而該項訊息就會出現在最上頭。 

 

圖 3- 2 Google Classroom 課程主題分類 

(二) 討論區與學習資源區 

    用於提醒課程資訊、時間與注意事項等等，教師也能發布課程相關的學習資源。

學生還可以在老師發佈的訊息底下留言，和其他同學一起進行互動討論，如圖 3-3 所

示。 

圖 3- 3 Google Classroom 討論與學習資源區 

(三)作業區 

    Google Classroom 提供多樣的作業內容，教師可以非常方便地發佈

線上作業，例如可以透過 YouTube 影片、網址連結、Google 文件、雲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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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上傳等形式，當成作業的參考資料。而所有的作業通知，都會藉由

電子郵件通知，直接在線上編輯作業，並儲存在 Google Drive 中。此外，

Google Classroom 會自動進行檔案的管理與備份處理，教師可直接批改

作業、評分、撰寫評語，只要按下「發還」，就能把作業「還給」學生。

當然這些回饋也會透過郵件通知學生，如下圖 3-4。  

 

 

 

 

 

 

 

圖 3- 4 Google Classroom 作業區  

(四) 線上問答與線上問卷 

1. 在課前或課後，教師可以新增「線上問答」的功能出題目，利用問答的功能，可

設計簡答題或單選題，讓學生線上直接回答。此外，亦可將此功能作為線上詢問

意見的管道。 

2. 建立 Google Form 表單問卷，調查學習者背景與課後學習狀況。學生線上填答完

繳交問卷後，表單能以圖表顯示答題狀況。 

(五)學習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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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gle Classroom 結合 Google 日曆，只要教師一設定好繳交作業的期限，日曆上

就會自動多註明繳交作業的時間，也能設定提醒。此外，教師上傳的教學資料、學生

繳交的作業內容，都會在 Google Drive 雲端硬碟中自動建立資料夾，保管所有的課程

資訊，如下圖 3-5 所示： 

  

 

 

 

 

 

                          圖 3- 5 Google 學習資料夾 

貳、研究對象 

    本研究運用線上學習五階段互動模式設計華語遠距教學活動。為符合線上學習五

階段互動模式要旨，本研究所設計之教學活動多運用討論、溝通互動等活動方式進行，

而中級華語程度之學習者係能針對課程主題製造相關的話題，並且能說明經驗、理由

與看法，故為研究者選以華語程度為中級之學生作為教學對象之主要原因，並採一對

多同步遠距之方式進行教學。願意使用線上遠距平台進行課後學習，也能完全配合本

研究進行的學習者共有三位，分別為：美國籍男學生、美國籍華裔女學生以及日本籍

女學生。美國籍華裔女學生曾於 2016 年來台參加 F 大學華語暑期營隊，目前已返回美

國Ｂ大學就讀，同時參與其學校中級華語班實體課程；另一位美國籍學生與日本籍學

生，為台灣Ｃ大學華語中心中級初階班的學生。從實體課程之評量得知，學習者的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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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語言程度比照歐洲共同語言標準為 CEFR B1 等級，關於華語能力等級之對照如下

表 3-1 所示： 

表 3- 1 華語能力等級對照表 

華語能力等級對照參考表 

CEFR ACTFL TOCFL New HSK 

A1 初級-低等 

初級-中等 

入門級 Level 1 

500 詞 

三級 

600 詞 

A2 初級-高等 

中級-低等 

基礎級 Level 2 

1000 詞 

四級 

1200 詞 

B1 中級-低等 

中級-中等 

進階級 Level 3 

2500 詞 

五級 

2500 詞 

B2 中級-中等 

中級-高等 

高階級 Level 4 

5000 詞 

六級 

5000 詞以上 

C1 進階-一般 

進階-晉級 

流利級 Level 5 

8000 詞 

- 

C2 優級 

傑出 

精通級 Level 6 

8000 詞以上 

- 

資料來源：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http://www.sc-top.org.tw/chinese/LS/test5.php)。 

    三位學習者學習華語時數都已達一年以上，並能掌握1000以上左右的詞彙，對於

語法結構、日常生活用語的掌握皆有一定程度之了解，可以和華語母語人士簡單溝通，

也看得懂淺顯的文章。 

http://www.sc-top.org.tw/chinese/LS/test5.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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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教學內容  

    以遠距方式來進行第二語言學習是新的學習趨勢。遠距教學平台媒介種類多，功

能與操作方式各有不同。考量便利性，研究者選擇Zoom免費雲端視訊會議系統作為本

研究之研究工具，依照線上五階段教學設計原則，利用遠距教學平台之功能，掌握學

習者中心設計出互動頻繁之教學。 

    在課程內容的安排，研究者配合學習者在Ｚ大華語中心中級初階班使用的教科書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三冊的內容作為主要教學範圍，學生在課程結束後，對照CEFR

等級為B1進階級。本研究主要是以課後輔助加強的形式進行，在正式開課後一週後開

始線上課程，該班授課老師希望線上課程能配合中心課程進度。學生剛從初階班升級

至中級班，基本的溝通話會能力沒有問題，不過詞彙語法仍不足、聽說能力需大力加

強，因此課程建立在鞏固生詞、語法的基礎上，加強學生溝通與會話，不再著墨於生

詞語法的細部教學與操練。基於研究時間的限制以及配合學生正式課程的進度，研究

者選取第三冊一至三課作為線上教學的主軸，教學大綱與進度規劃詳見於第四章。研

究者在教學過程中反覆結合學生已學之詞彙與句型，以自製教學PPT、課程講義作為

教材、每次上課後進行教師反思，根據學生表現隨時調整內容，藉由課堂觀察、課後

錄影分析學習者在線上教室中的互動，同時努力發展合適的中級華語學習線上材料。 

肆、課程實施時間 

    為配合學習者於華語中心的主課程學習進度，本研究規劃每週進行一個課程主題，

每一個課程主題分配於二節課，共計三個主題，為此，本同步遠距正式教學時間共歷

時三週，課程時間為每週上課兩次。本研究所採用之免費視訊會議系統 Zoom，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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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每次限時為四十分鐘，研究者留以十分鐘作為教學緩衝，乃定三十分鐘為一節課

程，整體教學活動共計六次，一百八十分鐘。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互動教學為基礎，導入線上學習五階段互動教學模式，並使用 Zoom 視

訊會議軟體，結合課程特質設計出高互動、溝通任務等教學活動。觀察華語中級學習

者在同步遠距課程中師生及同儕間的互動與策略，並營造遠距同步課室的經營氣氛。 

壹、觀察研究法 

    研究者透過觀察研究法（Observation Survey）可立即、實地觀察行為現象的發生 

(蔡保田，1987)。國內學者說明，在自然的情境或可控制的情境下，依據研究目的，對

現象或個體行為做有計劃、有系統的觀察，依照觀察的記錄，對現象或個體的行為做

客觀性解釋的一種研究(郭生玉，2001)。在社會調查方法中，觀察法是基本的調查法，

卻也是資料蒐集的一個重要方法，研究者可進一步透過電腦軟體，把觀察的資料轉為

量化的數據，以進行客觀的分析與解釋。葉重新(2001)指出，觀察研究法的適用範圍很

廣泛，無論是量化研究或質性研究都經常會使用到觀察法來作統計分析或敘述性的描

述。 

    觀察法是隨時隨地都可以採用的，便利性較高，可以保持被觀察現象的狀態，不

進行人為干涉，下列幾種情形亦適合運用於觀察研究法(孫春在、林珊如，2007)： 

1. 當研究者進入研究場域或情境時，被觀察對象不會因研究者的出現而改

變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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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者對於研究的現象所知有限，可以透過參與觀察法對研究現象產生

初步了解。 

3. 當真實行為與語言之間有明顯差異時，如果研究者運用訪談或問卷調查

方式，無法了解真實的行為，就比較適合運用參與觀察法。 

4. 當研究的現象、事件或行為具有連續性時，參與觀察法的運用有助於研

究者從整體脈絡觀點來了解現象之意義。  

5. 當研究的現象並不是日常生活中尋常現象，或者被視為違反社會規範的

行為時，參與觀察法可說是頗為適合的研究方式。 

 

    根據吳明清(1991)之說法，觀察法的優點為下列： 

1. 可蒐集「非語文行為」，研究者可透過觀察法蒐集學習者之行為、想法。  

2. 可蒐集自然情境資料，藉由設計以觀察受試者的行為，大部份的情況都

是在自然的情境下產生，因此能蒐集所需的資料。 

3. 可蒐集縱貫資料，因為人的發展是有持續性的，透過一系列的觀察和追

蹤才可得到真正的資料。觀察者可以持續觀察特定行為，可在一定的間

隔時間內做追蹤調查。 

 

     使用觀察研究法可得到更深入的資料，大部分的觀察法以實地觀察法主。本研究

為了解華語現象，運用科學的步驟，輔以線上數位工具，在自然情境下，以參與觀察

的方式對課室互動、學習者行為，進行有系統的觀察與紀錄學習活動狀態。作為研究

者，應該要深入被研究者的世界，透過局內人的觀點，實際參與過程，才能真正了解

現象與行動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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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問卷調查法 

    本研究教師在每次課程中進行觀察，在教學設計前進行簡單訪談及問卷調查等形

成性評量。主要目的是在授課前先了解學習者背景，修正下一次的課程設計。整體課

程結束後，以問卷調查與深度訪談的方式了解本次學習結果，依此檢視教學設計是否

達到本研究之預期效果。本問卷係參考高慧真(2010)、林賜霖(2015) 之課後評鑑問卷，

結合本研究之需求與特性修改後擬定，而最後的總結果將作為本研究之成效評鑑。研

究分為課前學習者背景問卷與課後線上課程滿意度問卷等兩個調查項目做調查，課前

問卷詳見附錄一、課後滿意度問卷詳見附錄二，以下分別為兩份問卷之調查項目 : 

   一、課前學習者問卷 

       1. 學習者個人背景資料 

       2. 學習背景 

       3. 學習狀態與風格 

       4. 線上中文課經驗與期待 

   二、課後學習結果與滿意度問卷 

       1. 學習動機 

       2. 課程教材 

       3. 課室互動 

       4. 線上教學 

       5. 課室氣氛 

       6. 學習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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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教學平台 

參、半結構訪談法 

    研究者擬定與學習者做課前、課後之半結構訪談。訪談主要目的為深入了解線上

教學功能、線上互動方式，以及省思教學、提升線上學習之滿意度，同時也能作為後

續修正線上課程的方針，最後提出華語遠距教學之具體建議。 

    關於半結構訪談的特點，主要是以綜合結構的嚴謹、鬆散問題，進行有框架、彈

性運用的訪談，由問題列表想探究的議題，主導大部分的訪談內容。以此方式很快就

能引導出研究對象背後的信念與想法，並使用研究對象於線上同步教學有更深的探究

(林生傳，2003)。因此本研究在課程實踐前後，依照研究問題、目的設計訪談大綱。在

訪談過程中，採取實際狀況調整訪談問題，並在徵求訪談者同意後將訪談過程錄影錄

音，並於訪談完畢後將紀錄轉騰為文字用以分析。  

    課後訪談學習者的部分，希冀以輕鬆對話的方式得知對此次課程的學習困難點、

課程適應問題、了解學習歷程與感受，並提出自己的看法、建議、以及對此次教學的

滿意接受度等項目，訪談大綱詳見附錄三。 

 

 第三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為主，量化研究為輔的方式進行，經由問卷、訪談、觀察活動，

發現學習者的適應情況，接著依照文獻探討的結果，結合線上學習五階段模式，設計

可實行之同步遠距教學活動，進而檢視師生間的互動學習情況，以下為研究流程圖 3-1

與流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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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同步遠距教學現況調查 文獻蒐集與分析 

擬定研究計畫 

研

究

初

期

階

段 
訪談設計 問卷設計 

學習與教學滿意度 

歸納結果與修正 

完成論文 

問卷訪談與結果 

研

究

結

果 

「線上學習五階段互動模式」設計教學活動 

修正教學活動 

資料蒐集與分析 

1. 教學錄影 

2. 平台學習紀錄 

3. 課前調查問卷 

4. 教學觀察與日誌 

5. 課後滿意度問卷 

6. 課後學習者訪談 

研

究

實

施

階

段 

使用與

動機 

線上 

社交 

資訊 

交流 

知識 

建構 

發展 

 

 

 

圖 3- 6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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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初期階段：華語同步遠距教學現況與文獻資料蒐集分析  

    從線上遠距課程之整體脈絡，分析其發展重點。首先分析線上遠距教學之發展背

景與適合的線上教學方法等文獻資料，並針對國內華語文遠距教學之研究進行歸納。

接著整理課程設計的階段、內容與帶領成效等文獻資料，並同時蒐集相關數位學習理

論與適合之線上教學法，進一步深入探討高互動的教學應用方法與策略。此外，問卷

與訪談大綱的設計也在此階段著手運行。 

二、研究實施階段：線上學習五階段互動模式設計教學活動 

    根據 Salmon(2002)所提之線上帶領五階段，架構出「學習五階段互動模式」為本

次教學之設計之主軸。透過使用與動機、線上社交、資訊交流、知識建構與最後發展

階段等過程，逐步建置出高互動華語線上同步遠距課程，並設計符合學習者程度的教

材內容，導入適合的線上教學法與數位工具。 

三、研究結果：整理課程觀察、問卷與訪談等資料並歸納學習滿意度與研究結果     

    此階段著力於統整資料，包括本研究之問卷調查、訪談的結果、課程記錄與反思

日誌。透過問卷、訪談等調查可得知學習者於本次教學活動的方式、教材、平台的認

同程度，藉此幫助教師了解學習者的學習效果、滿意度，研究者除歸納結論外也針對

本次教學設計提出修正及教學實務上之建議。研究成果的部分整理出本次遠距教學在

華語教育上的應用方法與策略，以期為教學者、學習者帶來更具效果、更便利的學習，

也利於後續研究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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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節 研究工具與資料蒐集 

     本研究透過實際教學，深入探討學習者彼此協同與互動關係，強調學習者的行動

與學習。研究過程中，首先從文獻探討出發，了解教師如何有效的在華語線上遠距課

程中帶領與經營、探討學習者在線上課程中與同儕教師的互動；接著整理相關議題與

製作課程教材，實作前後以訪談、問卷的方式了解學習者背景與需求；藉由學習者在

平台上發表的回應文章與課程中的錄影、課後反思教學記錄，不斷調整與修正學習五

階段互動模式應用在華語遠距課程中最適宜的方法。研究者身兼線上教師的身份，在

課程進行時能立即回覆問題並滿足學習者需求，藉以提高學習者參與度。本研究採取

問卷調查、研究對象訪談、課程影片、教學日誌等方法蒐集學習資料，以下就蒐集之

工具、分析方法分述如下: 

壹、研究工具 

一、問卷 

    透過問卷調查，能試著找出何種教學活動對學習者而言有較大的幫助，也能更清

楚應該要運用何種輔助工具是對學習有較顯著加分作用的。教師若能巧妙地掌握教學

活動，可以提升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建造舒服的學習氣氛 (何佳蓉，2011)。在編制問

卷前，研究者透過閱讀文獻，參考高慧真(2010)、林賜霖(2015)之學習者背景問卷、教

學評鑑問卷後加以修改，設計出一份能瞭解本次遠距教學之學習結果與滿意度問卷。

問題形式為開放式與封閉式，封閉式評量標準以「李科特五點量表(Likert Scale)」為主，

分為五等級：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問卷調查項目分為課前

個人學習背景調查與課後滿意度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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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習者課前問卷 

    根據相關遠距教學文獻、專家教師建議，在正式課堂前應先搜集學習者資料，進

而分析之，以利後續教學順利。研究者擬定課前個人基本資料與學習背景問題，以及

後續線上課程的時間調查，使用 Google Form 建立線上問卷，以電子郵件發送給學習

者填答。如此可先瞭解學習者學習華語動機目的、學習華語與其他語言學習經驗、電

腦配備、線上學習經驗等項目，也可盡快規劃課程時間表，及早告知學生，做好準備。

學習者課前問卷詳見附錄一。 

(二)課後學習滿意度問卷 

    為了解學生對於此次之教學方式與活動設計、課室氣氛、平台操作等方面的感受

與建議，本研究之調查問卷項目分成八項：個人資料、學習動機、課程教材、互動、

線上教學、課室氣氛、學習結果、教學平台，透過以上重點項目，能了解本次遠距教

學對華語學習者產生的影響與幫助。研究後蒐集的資料將以圖表呈現，清楚說明每個

項目與學習者之間的重要關聯。調查時間於教學一週後開始著手於了解學習情況，以

期能修正並設計更貼近學習者需求的教學活動。課後學習滿意度問卷請參考附錄二。 

二、訪談大綱 

    本研究使用半結構訪談的方式，針對學習者進行訪談。本研究依照研究問題、目

的設計訪談大綱，以下就學習者課前、課後等訪談項目作介紹： 

(一)學習者課前簡單訪談 

    由於三位研究對象平日課業繁忙，正式課程前，彼此皆以電子郵件溝通聯繫。開

課前一週，研究者與三位研究對象約定好時間後，分別在 Zoom 線上平台測試，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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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清晰度測試、白板註記教學、分享畫面等介面操作方法。確認操作無異後，研究

者進一步簡單訪談研究對象，如：來台學習華語目的、對線上課程的期待、學習華語

的時間、線上學習經驗…等學習背景問題。除先前的問卷調查外，在課前若能先與學

習者線上溝通，開啟第一次的對話，能幫助教師判斷學習者的口語實際程度、電腦操

作的反應、更進一步認識彼此，排除後續課程操作的疑慮；另外，研究者也利用課前

面談的機會，與學生確認上課時間、上課提醒事項。待調查完掌握資訊後，隨即進行

本研究之教學實驗。 

(二)學習者課後訪談 

    研究者以 Zoom 視訊會議系統作為對話平台，主要目的為深入了解學習者對此次

課程的想法。訪談過程主要以華語目標語進行，倘若學習者有理解上的困難再予以母

語輔助。訪談時會同步顯示上課教材、PPT、大綱一同進行，讓學習者能更具體的說

明當時的課堂感受，希望能瞭解進而分析、提供在學習難點與學習需求等層面協助，

以及了解本研究運用之教學法是否有助於提升互動、學習效果。學習者課後訪談大綱

詳見附錄三。 

三、課程錄影 

    記錄學習者在課堂上的反應、問題與學習狀況，是研究中重要的一手資料。藉由

錄影記錄可細緻地瞭解學習面向，每一階段的活動，是否能跟從教師指引？過程中如

何與同儕、教師進行互動？最後是否能順利完成任務，可與同儕以目標語進行溝通對

話? 然而，在教室裡，教師要兼顧每位學習者，通常無法注意太多細節，只能知道大

體概況，因此，使用錄影紀錄功能可幫助學習者了解自己的學習、教師更可仔細觀察

學習情形，進而調整教學。本研究所使用遠距教學平台為 Zoom 視訊會議軟體，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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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錄影的功能非常方便，學生可自己啟動錄影功能作為課後自我複習的途徑之一，教

師則是藉由影音檔觀察反應、師生互動情形；此外，課後也會在 Google Classroom 上

傳錄影檔，因為透過觀看自己學習、教學實境，能更進一步瞭解不足及加強之處。下

圖 3-7 為研究者在自然上課情況開啟錄影功能的情形： 

 

圖 3- 7 同步遠距上課情形 

四、教學日誌 

    教學日誌帶給教師最大的助益是「反省」與「精進」。不只學生要對自己的行為

反省，教師也需時刻檢視自己的教學理念、教學策略、專業能力，包括教學策略是否

符合學生期待、教學成效是否如預期、專業能力是否足夠駕馭現階段的課程。除了瞭

解不足，日誌也能發揮觀察的功能，如：學生課堂上的反應、學習狀況，可作為教學

持續進步的能量。 

    每次課程結束後，研究者立即記錄遠距教學的過程，將課室中的觀察、可能遇到

之問題，想法與靈感、學習者學習情況與其他同儕的互動等，作為省思紀錄與備忘錄，

遠距教學教師日誌記錄表格式如下圖 3-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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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 8 遠距教學教師日誌記錄表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教師日誌須清楚說明當日上課情況。研究者特別重視上課情況及學習紀錄，透過

具體且清楚地描述學生上課反應，嘗試解讀其感受與想法，接著評估與規劃所觀察到

的現象或所得到的啟發，思考未來課程的走向與可行性，並在學習期末製成專屬的學

習建議書。詳細教學日誌內容請參考附錄四 4-1 至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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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資料分析 

一、質性資料分析與編碼 

    本研究之質性資料以資料類型與來源將各類質性資料進行編碼，以便於資料整理

與分析，質性資料來源分為: 課後訪談逐字稿與教學日誌。編碼的質性資料呈現在第

五章，所引用的資料將清楚註明，以便檢索與後續追蹤。 研究資料類型及編碼方式(見

下表 3-2)與說明分述如下： 

表 3- 2 研究資料編碼 

類型  來源  編碼       說明 

人員 學習者 W,Z,Y 按照三位學習者代號予以相

同編碼 

 

資料 

課後訪談 訪談 學習者於課後的訪談紀錄 

教學日誌 日誌 研究者於教學時之記錄與反

思日誌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一)課後訪談逐字稿 

    研究者在本次遠距課程結束後，於視訊會議平台 Zoom 與三位學生分別進行一對

一線上訪談，根據當時訪談的錄影及錄音檔案加以整理成逐字稿。關於逐字稿之編碼

方式，共分四碼，說明如下： 

1. 第一碼 類型來源:「學習者＋資料來源」如：「W 訪談」，表示學習者 W

的訪談逐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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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碼 訪談日期: 如：「2018/03/20」，表示 2018 年 3 月 20 日進行訪談。 

3. 第三碼 逐字稿頁數: 如：「P.1-2」，表示引自該資料第 1 到 2 頁。 

4. 第四碼 逐字稿行數: 如：「5-7」，表示引自該頁資料第 5 到 7 行。 

5. 範例:「W 訪 2018/03/20:P.1:5-7」 

    表示屬於學習者Ｗ的課後訪談(W 訪)，訪談日期為 2018 年 3 月 20 日

(2018.03.20)，引自於該資料第 1 頁(P.1) 第 5 行到第 7 行(5-7)。 

 

(二)教學日誌 

    教學日誌為研究者擔任遠距教師期間，於當日課程後記錄教學情形、觀察學習狀

況、教後省思之內容。關於教學日誌的編碼方式，共分為四碼，說明如下： 

1. 第一碼 類型來源: 如：「日誌」，表示資料來自於教學日誌。 

2. 第二碼 日期: 如：「2018/03/21」，表示該日誌為 2018 年 3 月 21 日所記

錄的。 

3. 第三碼 記錄頁數: 如：「P.12-13」，表示引自該日誌第 12 到 13 頁。 

4. 範例:「日誌 2018/03/21:P.12-13」 

    表示引用資料為教學日誌的內容(日誌)，日期為 2018 年 3 月 21 日

(2018.03.21)，引自於該日誌第 12 頁到 13 頁(P.12-13)。 

 

二、量化資料分析 

    學習者分別在課前、課後要求各填寫一份 Google Form 線上問卷，分別為：一、

課前問卷，調查個人基本資料與學習經驗；二、課後問卷，調查學習滿意度。線上問

卷回收後，研究者保留有效問卷，以電腦統計軟體 Excel 進行系統分析，包括:資料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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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描述統計、整理數據與圖表製作。將統計後資料分析後，得知學習基本資料與線

上課程滿意度分佈情形，以支持質性資料之分析結果。 

 

 

 

 

 

 

 

 

 

 

 

 

 

 

 

 

 

 



DOI:10.6814/THE.NCCU.TCSL.007.2018.A0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92 

第四章 同步遠距教學設計 

    本章分為五節，第一節為教學分析，首先整理 CEFR-B1 中級程度的聽說讀寫所描

述的標準，有利後續更精準的課程設計；接著研究者欲針對本次華語遠距同步課程的

學習者，全盤性分析其學習背景與能力；此外，數位工具的應用與操作為本研究之重

點，研究者參考學者對數位媒材選用之建議文獻後，分析了數個軟體數位工具的應用

方式，以及說明本研究選擇之依據，最後試驗了幾項容易操作的工具帶入此次教學中。 

    第二節為遠距課程規劃與教學設計，本研究欲利用 Zoom 視訊會議平台之各項功

能，依照「學習五階段互動模式」設計本次遠距課程的教學。教材係配合政大華語中

心中級班主要教材進度《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三冊之一到三課做為教學主軸，針對

學習五階段互動模式規劃整體教學流程、工作任務，選用符合該教學之數位工具，盡

可能地考慮教學每個環節之因素，設計出完整的教學活動。 

 

第一節 教學分析 

壹、 學習者分析 

一、課前資料收集 

     唯有先了解教學對象，才能選擇合適的教學活動，達成教學目標。研究者在開課

前製作了課前問卷(見附錄一)，取得三位學生同意後，於正式線上教學前一週設計

Google Form，以電子郵件作為溝通媒介，調查三位學習者個人基本資料。本研究之對

象其中兩位學生目前在Ｃ大華語中心參與 2018 年的春季正規班，上課時間為週一至週

五，每天 3 小時，一星期共計 15 個小時的實體課程。確定開始線上課程前，研究者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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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該班授課老師進行非正式訪談，瞭解大多數學習者使用華語溝通的情況不充足，希

望實體課程後能搭配的線上遠距課程，進行課後輔助，特別是加強語法、聽說的能力；

另一位學習者目前正在美國 B 大學修讀學士，同時在週末參與了大學開設的中級華語

班，學習者個人資料如下表 4-1 所示： 

表 4- 1 學習者個人資料調查 

名字(代號) W  Z  Y  

1. 性別 男 女 女 

2.國籍 美國 日本 美國 

3.年齡 20 49 21 

4.母語 英語 日語 英語/華語 

5.使用的語言 英語/西班牙語/華語 日語/韓語/華語 英語/華語 

6.教育程度、 

主修 

大學在學，國際關係 大學畢，法律 大學在學，亞洲美國

人研究 

7.來台時間 3 個月 5 個月 1 個月 

8.學華語時間、 

地點 

2 年半，大學 1 年，大學 教會 5 年 

大學 2 年半、 

輔仁夏令營 2 個月 

9.目前學華語 

情形 

C 大華語中心中級

班，每週 15 小時 

C 大華語中心中級

班，每週 15 小時 

美國 B 大學，中文進

修班 

10.家庭成員說

華語情形 

無 無 和家人偶爾會以華語

溝通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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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 W 與 Z 兩位是同班同學，在 C 大華語中心參加 2018 年春季正規班課程

(2018/3/05~2018/5/25)，該班程度為中級初階。上課時間為每週一到週五，早上 8 點到

11 點，每週共計 15 個學時，上課總時數共 180 個學時；學習者 Y 在國小時期曾到教

會上過華語課程，一週一次口語練習，屬家教性質；此外，兩年前曾參與美國 B 大學

暑期商業計劃，來台灣 F 大學參加夏季營隊課程 2 個月，回美後持續參加 B 大學中文

進修課程至今。    

     除了學習者基本資料外，也要同步了解學習經驗，如：對於數位教材或相關數位

學習工具的使用習慣及狀況。待教材雛形具備後，還需針對實際課堂反饋加以修正。

下表為學習目的與線上課程經驗如下表 4-2 所示： 

表 4- 2 學習目的調查 

名字(代號) W  Z  Y  

11.學習華語目的 喜歡華語 工作需要 和家人溝通 

12.學習華語難點 聽、說 發音、語法 語法 

13.線上課程經驗 無 無 有，使用 Zoom 進行

系上學科課程 

 

    研究者在正式上課前，曾和該班授課教師有非正式訪談，老師提到學生Ｚ在說話

時常有動詞、時貌成分錯置的偏誤產生；學生 W 則是聽力理解比較慢，不過在大學學

習華語的時間有 2 年半，詞彙量較豐富，語法的理解也較快，相比下 W 的程度較 Z 佳；

老師更進一步強調兩位學生都非常認真，課後會主動學習；學生 Y 是美籍華裔，父母

是中國人，從小移民美國，國小在教會學習簡單口語華文表達，目前在大學持續上華

語課，在家裡偶爾會使用華語溝通。提到來台學習華語的經驗，Y 生表示，前年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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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大學為期 6 週的暑期華語營隊，是第一次接觸繁體字，回去後很少機會能使用，希

望能利用這次線上課程學會認讀繁體字，也能學習更多語法、充實詞彙、精進聽說能

力。在Ｙ生填答完表單以及簡單訪談後，研究者判斷其程度為三人中最佳，溝通方面

沒有太大的問題，唯詞彙量偏少、語法偏誤的情形會在口語溝通時發生。 

    研究者在問卷最後針對個人的課程期待(表 4-3)、欲加強的能力(圖 4-1)以及喜歡的

主題(圖 4-2)同時做了調查，於課程設計時結合學習者的喜好，成爲設計活動的方針。

調查結果如下表 4-3 所示： 

表 4- 3 課程期待調查 

名字(代號) W  Z  Y  

14.課程期待 課程外增加說華語

的機會 

能聽得懂 60%以上的

日常對話 

多練習中文、學繁體

字 

 

 

 

 

 

圖 4- 1 學習者欲加強之華語能力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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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以上表 4-3 了解大部份學習者都期望在課程中能得到溝通、練習口語表達的機

會；圖 4-1 學習者欲加強的能力調查中，三位學習者都想要改善與增進聽、說的能力，

其次才是閱讀、寫作的能力；圖 4-2 對於感興趣的學習主題，三位學習者曾在台灣旅

行，都希望能再次踏上旅行的路途，探索台灣；其次感興趣的主題的有：食物、政治、

節日、語法學習…等。研究者以教科書之詞彙、語法為學習基礎，結合以上資料融入

感興趣之主題，設計以學習者角度出發、多元化溝通任務的課程活動，以期達到最佳

的教學效果。 

     掌握學習者資訊與選定教材內容後，下一步就是確認學習者的線上課程時段。學

習者有兩位在台灣，一位在美國舊金山，時差慢了 15 個小時，白天得忙於上課與工作，

因此上課時段需安排在台灣時間 11:30～13:00 間(美國時間 20:30~22:00)。一次課線上

課程的時間僅安排 30~40 分鐘，原因有三：一、由於參與遠距課程的人數少，教學內

容的安排較緊湊些；二、此門課程的性質為課後輔助，目的為鞏固學習者上課，運用

所學加強聽、說能力；三、教學平台乃使用 Zoom 視訊會議軟體，會議進行有時間上

圖 4- 2 學習者感興趣之主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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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制，最多只能持續 40 分鐘。最後，研究者以 Google Form 線上調查學習者的上課

時段，整理如下圖 4-3： 

 

 

 

 

 

 

 

 

 

    

    從上圖 4-3 可得知，三位學生可以上課的共同時間為：台灣時間星期四 11:30 至

12:30、星期六 11:30 至 13:00。考慮學生平日 11:00 語言中心下課、12 點為中午用餐時

間等因素，選擇 11:30 至 12 點的時段最為恰當；假日部分，學生在表單附註中提到希

望不要太早上課，因此最後決定兩天的上課時間分別為台灣時間週四、週日，皆固定

在上午 11:30 到中午 12:00。 

 

二、學習程度  

    瞭解學習者的華語程度，才能決定要給予的教學材料與目標。本研究對象主要為

C 大華語中心中級班學生，配合實體課程教材《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三冊之第一到

第三課，選用歐洲共同語文參考架構 CEFR 作為語言能力指標。以下對 CEFR，並說

明與此課程之對應關係： 

圖 4- 3 學習時段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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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歐洲共同語文參考架構 

     歐洲共同語文參考架構CEFR，主要是在解決歐洲多樣語言在各國之間的交流與

溝通障礙。在內容細節上提供了能力的劃分與教育的規準，在精神面上維護了語言多

樣性 (蔡雅薰，2009)。CEFR提供了學習語言綱要、語言溝通面向、教材編制等參考細

節，經過長期的科學研究與廣泛的研議，提供了清晰的外語學習標準，成為國際上使

用的外語分級重要參考依據，各國的語言能力考試皆致力對應於 CEFR 能力指標架構，

如：劍橋大學的英檢考試、日本語能力考試、 漢語水平考試(HSK)、法語檢定考試(DELF)

等等，都依據 CEFR 能力指標，將考試級數重新規劃，台灣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

亦 是 參 照 CEFR 指 標 編 制 而 成 ( 國 家 華 語 測 驗 推 動 工 作 委 員 會 : 

https://www.sc-top.org.tw)。  

    CEFR 對於學習外語能力的分級描述相當廣泛與完整，依照學習者語言程度分成

三階段與六等級，透過發展性的成就水準或表現水準，了解學習趨勢。等級分別命名

為 A1、A2、B1、B2、C1、C2，透過清楚分級以建立總體標準（張莉萍，2007），分

級標準如下圖 4-4 所示： 

圖 4- 4 CEFR 分級標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繪，參考蔡雅薰(2009)。華語文教材分級研制原理之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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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透過問卷和訪談資料，蒐集學習者相關基本資料，瞭解性別、年齡、國籍

與程度後，接者分別從：特性、起點能力、技能和態度、學習風格等面向來分析。除

上述分析資料外，經由課前簡單與實體課程老師溝通，以及參考學習檔案後，判定本

次遠距課程之學習者語言層級界定在中級第一階。故本研究以 CEFR-B1 中級程度學習

領域做為探討範圍，下表 4-4 是 CEFR-B1 中級華語能力描述： 

表 4- 4 CEFR-B1 中級華語能力描述 

B1 

能力 

概述 

    針對一般職場、學校、休閒等場合，遇到的熟悉事物時，收到標準且清晰

的訊息後，能知道其重點。在目標語言地區旅遊時，能應付大部份可能會出現

的狀況。針對熟悉、個人感興趣的主題能製造相關且簡單的話題。能說明經驗、

事件、希望及夢想志向，能簡短地給予理由與解釋看法與計畫。 

 

 

 

各項

技能

描述 

聽 說 讀 寫 

1.能聽得懂簡單的

技術方面的說明。 

2.針對熟悉主題，

能直接跟上簡短

的談話。 

3.針對日常工作的

相關主題，能辨認

大致訊息及特定

細節 

4.針對學校、閒暇

等情況中的熟悉

1.能流利與他人溝

通熟悉主題或生

活話題。 

2.對於他人的看法

或觀點，能給予簡

短的評論。 

3.能說明、描述如

何做某件事。 

4.能對某一事件說

明情感表現。 

5.能運用簡單語

1.能理解信件中

對於日常生活事

件、情感與願望的

描述。 

2.能與對方順利

進行簡單書信往

返。 

3.能瀏覽較長的

文章内容,並從中

搜尋需要的特定

資料。 

1.能針對感興趣的

主題寫出簡短的

文章。 

2· 能 對 實 際 訊

息，進行摘要報告,

並給予意見。 

3.能使用常見的訊

息,敘述、說明行動

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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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題，如：簡短的

敘述文章、能理解

並清楚口語表達

大意。 

5.針對個人感興

趣，能以清楚、標

準的語言表達、能

理解大部份錄製

的或廣播的訊息

內容。 

言 , 表達對於家

人、嗜好、工作、

旅行、時事等個人

的意見 ,也可進行

對談與討論。 

6.能簡單表達對書

籍、音樂或影片中

較抽象的文化主

題與看法。 

7.能對於短篇故

事、文章、交談、

討論、訪問或資料

等文件 ,做出摘述

並提出其意見、回

答問題。 

4.能理解日常討

論的議題、簡單報

紙文章的重點。 

5.能理解電視節

目影片中個人熟

悉的主題。 

 

資料來源: 整理自 蔡雅薰(2009)。華語文教材分級研制原理之建構。 

(二) CEFR 能力指標發展華語遠距教學 

    連結 CEFR 指標於遠距教學，為本研究之重要任務，以至於教學有嚴謹的規準。 徐

東玲、蔡雅薰與林振興(2008)在其文中提出以 CEFR 發展華語教材之特色，研究者乃以

此觀點將結合本教學遠距實驗，作為課程規劃、教材設計之重要參考。以下為 CEFR

發展華語遠距課程之主要特色、應用： 

1. 以溝通互動為首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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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FR 能力指重視學習者是否可以達到與人溝通的任務，注重表達、理解、互動、

和轉述等四大基本能力。以此原則發展華語遠距教學，可以在線上活動設計中注入口

語表達的任務、理解的訓練、增加互動的機會，全面提升學習者整體溝通能力。 

2. 提升互動學習與建設情境 

     基於 CEFR 強調溝通、互動的特性，以學習者中心為理念，本教學實驗欲以大

量具體的視覺傳達訊息，如圖片、動畫與影視情境，在課程中學習可以直接連結到真

實情境，激發學習動機，提高學習興趣與增加參與感。研究者在不同的教學環節中安

排討論議題，並以教材為主軸創造合適情境，整合多媒體、各式線上軟體，讓學習者

持續互動、練習。 

3. 教材融入文化拓寬學習視野 

    語言是具有豐富文化內涵的，教師應該根據學生的認知能力，擴充文化知識的範

圍、內容 (蔡雅薰，2009)。CEFR 重視文化體驗，本研究之教學設計融入華人文化，

與學習者分享生活中的背景文化知識及思考邏輯方式。學習文化能更晉升溝通能力，

研究者經常將台灣文化融入課堂之中，運用多媒體影音展現真實情境。 

 

三、教材規劃 

    分析了學習能力指標後，下一步就是著手進行教材分析與規劃。欲先確認學生所

習慣的學習風格模式、教材呈現方式、深入瞭解其學習經驗、使用的教材，如此能夠

幫助研究者初步掌握學習者的學習型態，成為教材設計的起步點。本研究選定之教材

係配合政大華語中心，使用《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三冊，符合學習者 CEFR-B1 中級

程度。配合實體課程進度，在為期三週的線上規劃，主要以螺旋式複習詞彙、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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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口語溝通、分享文化等多元話題，並搭配互動性較佳的線上資源進行活動，按照

線上學習五階模式、同時對應 CEFR-B1 語言學習能力指標，建立學習者中心的題材，

達到師、生高度互動的目標。下表 4-5 為課程大綱與學習活動規劃表： 

表 4- 5 課程大綱與學習活動規劃表 

日期 時間 階段 教學內容 活動 

第一週 

3/20 (二) 

 

11:00- 

11:30 

Stage1 

使用及動機 

前置作業 

課程介紹 

1. 測試 Zoom 

2. Google Form 問卷填寫 

3. 加入 Google Classroom 

4. 確認上課時間 

5. 說明班規、課室用語、

獎勵規則 

3/22 (四) 

 

11:30- 

12:00 

Stage1 

使用及動機 

Stage2 

線上社交 

第三冊,第一課 

新室友 

校園日常 

 

1. 認識同學老師、 

自我介紹 

2. 角色扮演 

3/24 (六) 

 

11:30- 

12:00 

Stage3 

資訊交流 

第三冊,第一課 

新室友 

校園日常 

1. 訪問我的朋友、室友 

2. 遊戲任務：文字雲 

3. 影片、分享文化 

第二週 

3/29 (四) 

 

11:30- 

12:00 

Stage3 

資訊交流 

第三冊,第二課 

吃什麼好 

1. 介紹台灣美食 

2. 詞彙語法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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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生活 情境說故事 

3/31 (六) 

 

11:30- 

12:00 

Stage4 

知識建構 

第三冊,第二課 

吃什麼好 

美食生活 

1. 角色扮演：客訴 

2. 說故事錄音 

第三週 

4/5 (四) 11:30- 

12:00 

Stage4 

知識建構 

第三冊,第三課 

我想去台灣 

節日與文化 

 

1.語法測試：句式排列 

2.台灣節日介紹、文化分

享 

3.指定閱讀：各國節慶 

4/7 (六) 11:30- 

12:00 

Stage5 

發展 

第三冊,第三課 

我想去台灣 

節日與文化 

 

1. 主題報告 

2. 各國節日與慶祝方

式、異國文化分享 

3. 課程結束 

4/8 (日) 

～ 

4/10 (二) 

11:00- 

12:00 

結業 整體課程結束 

訪談、後測 

1. 課程結束後完成評量

測驗、課後問卷 

2. 約個人時間訪談 

3. 完成課程後頒發獎

勵、獎狀 

4. 領取學習成果報告書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線上華語課程為期三週，每週兩次，每次 30 分鐘，自 2018 年 3 月至 4 月間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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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結業標準為完成作業要求、上課活動測驗、課程問卷與訪談。每次課程皆有作

業、任務，學生必須在下次課程開始前完成並上傳指定作業到雲端教室。學生須積極

參與課程所有活動，並時常登入 Google 雲端教室查看最新上課資訊，教師也會時刻更

新相關補充資料，如：台灣旅遊影片、語法課外練習題等等，回答指定問題可獲得積

分。以上安排能協助、鼓勵學生課後自我學習，達到課後非同步學習目的。 

貳、數位媒體工具分析 

    下表 4-6 所列舉之數位工具、遠距教學平台皆經研究者實際試驗後，選擇幾項容

易操作的工具、平台融入本次教學研究，以期發揮教學最大功效。以下(表 4-6)為數位

媒體工具資源之介紹與選用依據：  

表 4- 6 數位媒體工具介紹 

數位工具 特色 應用方式 語言

技能 

選

用 

選用及 

不選用原因 

Teamviewer 軟體資源取得方

便、安裝簡易。無

法透過信件、對談

解釋時，使用此工

具能即時解決對方

電腦問題。 

可以協助學生安裝

遠距平台 Zoom 以

及其他相關數位工

具。利用此工具能

具體解決學生當場

遇到的問題。 

 協助 

 工具 

 

Ｘ 本研究使用之

視 訊 平 台

Zoom 已內建

相同功能，可

遠端操控對方

電腦。 

Google 

Document 

共同編輯工具，主

要用途為表單、製

作與分享問卷之功

能。用於通知訊

息、全體表決等需

要協同合作的時

在文件上，師生能

即時互動；也可應

用在寫作練習、小

組任務協作的教學

設計。在評量測驗

上，能作為試卷、

 讀、 

 打 

Ｖ 可搭配Google 

Classroom 收

取作業、分享

課堂資料，同

時可建立

Google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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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問卷之工具。 表單作為問

卷、試卷之使

用。 

Tagxedo 詞彙雲製作工具，

可製作成各式風

格、形狀的詞彙

雲，可任意隨選排

列與字體大小方

式。 

幫助學生複習學習

過的詞彙。可以任

選學過之字詞，讓

學生辨認漢字、讀

出語音。 

 說、 

 讀 

Ｖ 在生詞活動中

使用不僅能達

到複習效果，

師生可創造不

同 的 活 動 規

則 ， 具 趣 味

性。 

Audacity 軟體取得容易且操

作簡單，可錄製語

音內容。 

師生皆可錄製自己

的語音，提供聽力

練習、口說作業，

藉由語音檔矯正學

生發音。 

 聽、 

 說 

Ｘ 學生可直接使

用 Zoom 平台

錄製的功能繳

交教師指定之

錄音作業。 

Flash Games 互動式計分遊戲，

有數種類型，可產

出詞語配對、句子

重組等遊戲。 

可作為教學活動及

評量檢測工具，如

句型結構、語意的

評量。 

 讀 Ｘ Flash 遊戲製

作方式繁瑣且

多為一次性使

用。本教學利

用 PPT製作遊

戲 活 動 替 代

之。 

Quizlet 具備測驗編製的功

能，並與他人協作

分享；也有遊戲與

學習設計等多項功

能，測驗的題型有

簡答、配對、選擇、

是非題。 

可作為詞彙複習、

階段性評量工具，

具有圖片、拼音與

翻譯的輔助。學生

開始作答時，亦有

記錄、測驗成績的

功能。 

 聽、 

 讀 

Ｘ Google 

Classrom 已包

含相似功能。 

Google Site 為開放式平台。平 教師將上課用的教  讀、 Ｘ 協作平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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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作平台 台具備雲端硬碟，

可將影片、圖文等

資源放置資料庫，

具有多項互動溝通

等協作功能。 

材資源整合後放到

此平台上，學生可

自行存取，作為複

習。因具備協作功

能，教師能放置指

定的作業或非同步

的小組討論，可作

同步遠距課程後的

互動平台。  

 打 與 Google 

Clasroom 相

似，但頁面顯

示與操作較為

複雜，教師必

須花費較多心

力建置平台。 

Wikispace 免費之課程整合平

台、中英文皆可以

編輯。可接受多種

檔案型態。 

作為平時討論區、

課程教材與學生作

業上傳平台。可共

同編輯教師指派之

任務、作業。 

 讀、 

 打 

Ｘ 課程平台、討

論區在Google 

Classroom 皆

有相同功能。 

Google  

Classroom 

免費雲端教室，平

台結合 Google 雲端

硬碟、YouTube、月

日曆、課室管理等

功能。任何人都能

加入與建立教學與

學習平台。 

教師能針對每個課

程在平台建立學習

檔案、繳交作業與

討論問答，容易進

行教學互動與作業

評分批閱。 

 

 讀、 

 打 

Ｖ 頁面簡單、簡

潔，並且加入

課室管理的元

素，方便師生

互動與查找資

料。 

Skype 免費視訊會議軟

體，可撥打市話與

網路電話，且無時

數限制，任何作業

系統皆能使用。 

操作容易的視訊通

話軟體，能使用聊

天室功能輕鬆傳送

課程相關檔案與圖

片。 

平台 X 收訊與通話較

不穩定，會有

視訊畫面延遲

情形發生。除

視訊與通話通

能外，無其他

功能可使用。 

Zoom 免費視訊軟體，通

話限制 40 分鐘。強

穩定且容易操作的

視訊通話功能外，

平台 V 實測視訊語音

速度快且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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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收訊、連接速度

快且穩定。專為會

議、遠距教學而打

造，已與多間學術

機構合作，任何作

業系統皆能使用 

內建有小白板、桌

面共享、遠端操控

與錄影、計時的功

能，同時能順利呈

現與播放 PPT 動畫

設計。使用者無須

註冊帳號，輸入會

議號碼即可參與。 

穩定，具有多

項功能，方便

課程活動操

作。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以上各項網路資源選取的考量點，皆以免費、方便使用、容易取得的數位媒體工

具融入教學設計。本研究主要選擇 Google Classroom 為溝通平台，乃因 Google 工具能

讓學習者與教師有共同協作、即時回饋的功能；此外，在教學期間，將 Google Classroom 

加入課室管理的元素，把學生資訊、注意事項放置於公佈欄；使用內建月曆能提醒學

生下次上課時間與任務完成時間，克服時差問題，也能避免因書信來往可能產生聯絡

上的失誤；教師在發佈公告時，學生會在第一時間從 Google Classroom 得知訂閱的訊

息，省去了教師以 E-mail 信件溝通往返時的複雜性。上述平台之功能，符合本研究強

調高互動之設計；教材方面，本研究主要以 Power Point 作為教學頁面載體，除可整合

豐富圖片、文字與影音元件外，也具有基本美工編輯之功能，更能充分發展教材的內

容。本研究結合上述列舉之數位媒體工具結合教學材料，並在遠距課程中搭配教學平

台 Zoom 一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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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遠距課程規劃與教學設計 

    本研究實施同步課程之教學設計，植基於Zoom之各項功能，以教科書《新版實用

視聽華語第三冊》，結合研究者自製線上教材，達成學習者與教師、學習者與教材、

學習者與學習者之高度互動設計。本節重點為教學活動規劃與設計，於下呈現整體架

構與流程，包括課程時間規劃以及每階段執行任務與要點；為後續課程能順利進行，

研究者擬定教學進度表，最後提供本次華語同步遠距課程之教案範例供參考。 

壹、整體架構與流程 

    本教學研究歷時三週，學習者每週上課兩次，每次上課 30 分鐘。課程進度均以下

表 4-7 的方式進行劃分。教學設計按「學習五階段」之各個階段的目標為基礎。此外，

在課程進行當中，並非將完全依照所列舉的數位工具，而會事先搭配課程進度，根據

學生狀態、上課情形隨時調整修改。研究者依照上一章節介紹之五階互動模式，對課

程活動設計清楚列舉實施作法，學習時間規劃如下圖 4-5 所示： 

圖 4- 5 遠距課程學習時間規劃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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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表 4-7 為本研究之遠距課程規劃之整體工作項目，包括：開課前一週至前三週

之準備期、遠距課程之五階段教學內容與執行要點，詳列了工作事項、執行內容與對

應的數位工具： 

表 4- 7 學習五階段互動模式執行項目說明 

時程 工作事項 執行內容 數位工具 

 

 

 

 

開 

課 

前 

三 

週 

 

 

 

(一)線上環境佈置 

1. 上傳相關教材 

2. 測試同步、非同步平台之

環境與功能 

3. 佈置線上學習環境、公布

課程大綱、告示、討論區功

能與規範 

4. 開設平台帳號、確認使用

平台權限 

Zoom、Google 

Classroom 

 

 

 

(二)相關資料整理 

1. 製作問卷與訪談大綱 

2. 收集、製作教材相關學習

資源 

3. 預先統整課程可能遇到

之問題與解決方式 

Google Form 

PPT 

 

 

 

開 

課 

(一) 課程內容規劃與設計 規劃設計課程內容、教學活

動與評量方式 

Google Classroom 

 

 

1. 確認學習者名單、初步分

析學習者資訊 

Zoom  

Google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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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一 

週 

 

 

(二) 學習者分析 

 

2. 建立學習者連絡資料，建

立郵件群組、加入 Google 

Classroom  

2. 協助學習者登入線上平

台 

 

 

(三) 準備學習資料 

 

1. 編寫華語遠距課程學習

手冊，說明課程操作方式課

程進度、學習資源、作業與

評量 

2. 寄發紙本資料: 教材、學

習手冊等 

Google Classroom 

 

時程 學習階段 設計要點 執行內容 數位工具舉例 

 

 

 

 

 

開 

始 

課 

程 

 

 

 

第一階段 

使用及 

動機 

課前引導: 

吸引學生注

意，引起學習動

機、順利使用平

台 

1. 課前預習線上教材，了解

當天教學內容 

2. 熟悉平台操作，教師提供

技術協助 

3. 填寫課前問卷，了解學習

者背景 

4. 師生自我介紹、課程內容

介紹 

Zoom 

Google Form 

Google-Classroom 

PPT 

 

 

 

第二階段 

線上社交 

保持良好互動: 

參與課程，增進

互動之機會 

1. 說明學習目標，了解單元

學習技能 

2. 確立課程活動任務方式 

Zoom 

PPT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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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動關心學習者先前學

習狀況 

 

 

 

第三階段 

資訊交流 

善用工具討論: 

同儕互動，建立

線上學習團隊 

1. 以合作協同的方式完成

教師所設計的任務活動，並

建立線上學習團隊 

2. 師於非同步平台提供課

程重點，適時彙整討論區資

訊 

3. 學習者瀏覽討論區並發

表文章、回覆問題、協助同

儕 

4. 每日收發郵件，及時回覆

與關心學習者動態 

Zoom 

Google Form 

Taxedo 

Google-Classroom 

E-mail 

 

 

 

 

第四階段 

知識建構 

適時提供協助:  

課堂實作，教師

扮演鷹架教學

指導角色 

1. 任務活動中紀錄過程 

2. 經驗分享與回饋 

3. 隨時整理學習者提供之

建議，以作為下次課程設計

參考，與調整不適切處 

Zoom 

Google Document 

Google-Classroom 

PPT Games 

 

 

 

第五階段 

發展 

鼓勵學習者建

立自信、獨立思

考:  

製作成果，分享

經驗及自我檢

1. 每位學生進行報告觀摩

學習及修正 

2. 設計議題，引導學習者深

入思考 

3. 肯定學習者、表揚積極參

Zoom,  

Google-Classroom, 

Google Doc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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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學習結果 與者 

完成

同步

遠距

課程 

 

學習評估與總結報告 

1. 回顧學習者的課堂表現

紀錄，進行分析 

2. 撰寫學習成果書 

3. 課後訪談與問卷 

4. 課後反思與檢討 

Google Document 

Google Form 

Zoom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上表所陳述為根據教學流程所設計之教學策略，不同教學階段中的教學設計分別

由不同的功能的數位工具分擔，在教學環節中發揮作用。以上列舉之數位媒體工具皆

為高互動數位工具，研究者選取幾項簡單易懂、好操作之軟體作為工具，而不以發展

多種數位媒材為目標，以免造成學習者與教師的負荷，而此數位工具能在課程中反覆

使用，除了提升學習動機外，更可減少教材編製的負擔。 

 

貳、教學進度規劃 

    在實體課程或是遠距課程，教學規劃與設計是重要的核心。本研究以「學習五階

模式」為架構，以 Zoom 視訊會議系統為教學平台，搭配教學進度規劃出遠距課程之

教學活動。因此，為後續教學上的順利，研究者擬定了教學進度表，內容包括了同步

線上課程與非同步的課後學習，以下表 4-8 至 4-11 詳述第一階到第五階段的學習進度

與每節課程的活動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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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8 使用與動機階段、線上社交階段教學進度表 

學習階段 Stage1 使用與動機、Stage2 線上社交 

節次 課前準備、第一節 

學習主題 校園日常 

教材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三冊第一課〈新室友〉 

-遠距同步課程- 

Zoom 教學活動 

-非同步學習進度- 

Google Classroom 工作任務 

【課前準備】 

1.與學生個別測試 Zoom 平台之

各項功能、熟悉上課環境 

2.簡單課前訪談 

3.介紹其他課程所需軟體與應用

方式 

 

1.寄發歡迎信 

2.登入 Google Classroom，並填寫

Google Form 課前問卷 

3.公告上課資訊:班級規則、獎勵、

課程規劃、上課時間於 Google 

Classroom 

【第一節】 

1.破冰活動：師生認識彼此、自

我介紹 

2. B3L1 生詞、語法點練習: 

「V 起來、總是、對…有興趣」 

3.訪問活動「對…有興趣」 

 

1.到 Google Classroom 寫下，今天

學到印象深刻的生詞、句子 2 個 

2.訪問室友或朋友，第二節課分享 

3.公告下次上課時間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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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9 資訊交流階段教學進度表 

學習階段 Stage3 資訊交流  

節次 第二節、第三節 

學習主題 校園日常、美食生活 

教材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三冊 

第一課〈新室友〉、第二課〈吃什麼好〉 

-遠距同步課程- 

Zoom 教學活動 

-非同步學習進度- 

Google Classroom 工作任務 

【第二節】 

1.分享室友/朋友「對..有/沒興趣」 

2.語法複習&操練:  

「總是、先…再、才、就」 

3. 問題討論、文化分享 

4. 生詞測驗活動「你說我找」: 

Taxedo 遊戲 

 

1.Google Classroom 閱讀補充文章 

2.複習 PPT 生詞、語法，下次課程

有小測驗(Taxedo) 

3.推薦台灣好吃、有名的食物：上

網找資料、第三節上課分享 

【第三節】 

1.分享台灣美食 

2.語法教學&操練： 

「連…都/也、只要…就」 

3.角色扮演＆情境對話 

 

 

1. 到 Google Classroom 學習區看

短片「台灣和各國不同的差

異」，思考教師發佈的問題，下

次上課討論與分享 

2. 複習今日上課 PPT 教材 

3. 提醒下次上課時間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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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0 知識建構階段教學進度表 

學習階段 Stage4 知識建構 

節次 第四節、第五節 

學習主題 美食生活、節日與文化 

教材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三冊 

第二課〈吃什麼好〉、第三課〈我想去台灣〉 

-遠距同步課程- 

Zoom 教學活動 

-非同步學習進度- 

Google Classroom 工作任務 

【第四節】 

1.影片心得分享、交流各國訊息 

2.語法加強與複習:  

「連…都/也、只要….，就…」 

3.角色扮演&情境討論 

 

1.錄音作業上傳至 Google  

2.複習 PPT 生詞、語法 

3.提醒下次上課時間  

 

【第五節】 

1.介紹台灣旅遊景點、文化交流 

2.語法測驗活動「拼一拼」: 句

子重組遊戲 

3.清明節日介紹：共同讀文章、

分組討論與分享 

4.各國節慶報告專題: 決定報告

主題、上網找資料 

 

1.Google Classroom 學習區看自行

觀賞短片「老外在台灣的旅行」 

2.Google Classroom 閱讀指定國家

節慶文章 

3.自行查找補充資料、下次課堂進

行節慶專題報告 

4.提醒下次上課時間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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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1 發展階段教學進度表 

學習階段 Stage5 發展 

節次 第六節 

學習主題 節日與文化 

教材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三冊第三課〈我想去台灣〉 

-遠距同步課程- 

Zoom 教學活動 

-非同步學習進度- 

Google Classroom 工作任務 

【第六節】 

1.台灣文化、用語介紹，文化分

享與交流 

2.清明節日文章、詞彙複習: 

活動「命運與機會」 

3.各國節慶專題報告 

4.課程結束：結業與頒獎 

 

1.Google Form 填寫課後滿意度調

查問卷 

2. 填寫完問卷後與師預約課後訪

談時間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參、中級華語同步遠距教案範例 

    本研究所進行之同步遠距教學，參考主要教材《新版實用視聽華語三》規劃了三

個學習主題、分別進行六次的課程。教學設計以「學習五階段互動模式」作為主要架

構，涵蓋了線上同步課程的進行與非同步的學習。以下表 4-12 以階段三資訊交流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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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規劃為示範，內容主題為美食與生活、分別進行於兩次課程，以做為完整的教學活

動，以下針對教學流程與活動的進行說明： 

表 4- 12 中級華語遠距教學示範教案 

教學者 陳詠璇     日期 3/24(六), 11:30 am-12pm 

3/29(四), 11:30am-12pm 

學習者 W、Z、Y 學時 2 節課，共 60 分鐘 

學習階段 Stage 3 資訊交流 課程主題 校園日常、美食與生活 

教材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B3, L1、L2  

教具 電腦、耳機麥克風、Google Classroom、Zoom、B3 課本、預

備小白板 

教學方法 溝通教學法、任務教學法 

階段學習 

目標 

1. 使用已知生詞、語法描述食物的味道，並能推薦給他人。 

2. 對於影片中的文化議題能表達自己的看法。 

3. 對於其他學習者發表的觀點，能給予簡短評論、回饋。 

4. 在情境中能順暢與他人互動、討論，並積極完成任務。 

5. 其他學習者分享時，能作出摘要、提出意見並回答問題。 

6. 熟悉且準確地使用已學生詞語法與他人溝通。 

課前準備 1.師、生先進行 Zoom 平台聲音、功能測試 

2.於課前五分鐘開放教室，傳 Zoom URL 連結到雲端教室，進

入教室後開始同步錄影與計時。 

課 程 實 施 

時

間 

教學重點 教學活動流程 數位工具 

第一節教學活動 

 

1 

 

 

引起動機 

1. 介紹上課

內容、流

程 

暖身活動： 

1. 師生進教室、確認電腦設備都正常後開

始進入課程。 

2. PPT 說明上課流程、獎勵加分規則 

1. Zoom 開

啟同步錄

影功能 

2. 預備白板 

提前五分鐘進

入 Zoom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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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學生分享 3.學生分享上回作業： 

(1) 抽卡決定發表順序 

(2) 學生分享，需開啟「共享螢幕」功能 

 這是什麼食物？用什麼做的？裡

面有什麼餡料？ 

 吃起來怎麼樣？你喜歡嗎？ 

 哪裡可以吃得到？多少錢？ 

 推薦給你的同學、老師 

3. 抽卡 PPT 

4. 螢幕共享 

 

 

 

8 

 

 

 

 

 

 

 

 

 

 

 

 

 

 

 

教學活動 

B3L1＆L2 

語法： 

連…都 /也、

只要…就、

才、就 

 

一、語法教學 

連…都/也… 

1.請學生仔細觀察語法 PPT 上的難字 

Q: 認識這個字的人很少，我不知道，你

們知道嗎？ 

A: 知道這個字的人很少，連老師也不知

道。 

2. Q: 老師的朋友是台灣人，除了英文，

他還會說很多語言，他還會說哪些語言？  

A: 他連法文、西班牙文都會說。 

只要…，就… 

1. 直接從問學生經驗、分享開頭 

師 Q: 我想學習英文，但是英文很難學，

我可以怎麼做？ 

生 A：你可以多練習。  

師 A：(指著句式) 只要陳老師多練習，就能

學好英文。 

2. 師 Q: Trump 想要減肥，他可以怎麼

做？ 

生 A: 他可以多運動/少吃甜點。 

師 A：（指著句式）所以你可以說…. 

3.開放式問題： 

1.語法 

互動 PPT 

2.小白板 

 

 

 

 

 

 

多以時事名人、好玩的例

子作為討論話題，可以引

起興趣與共鳴。 

翻牌抽卡讓學

習變得有趣。 

 

 

 

  

學生共享螢幕

讓學習更有參

與感。 

 

 
分享時要求其

他學生給予回

饋、教師用註

記筆記錄在空

白 PPT處。 

語法操練方式： 

抽點學生  

教師修正  

全體重述。 

1.用動畫、圖片展

示各種範例，抽點

學生練習。 

2.其他代換練習：

把主角設為學生。 

1.出現多種提示，讓學

生自行選擇。 

2.學生多次複述，了解

句子成分、意思。 

1.熟悉語法後，多問開放式

問題。 

2.讓學生自由發揮與分享。 

3.學生互問、彼此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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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Q：你做什麼事的時候，父母會很開心？ 

 

12 

 

2 

綜合練習 

1.角色扮演 

討論 

2.發表與回饋 

3.獎勵 

4.作業交待 

一、 角色扮演「請給我建議」 

1.PPT 以圖片呈現情境，師說明規則： 

(1)內容： 

-你跟你的男朋友/女朋友吵架了，他/她做

了一些事讓你很不開心...為什麼？ 

-他/她要怎麼做，你才會開心？ 

(2)角色分配： 

學生一人扮演男朋友，一人扮演女朋友，

另外一位當和事佬，負責給這兩位男女朋

友建議，希望他們理性、和好如初。 

(2)至少要說 2-3 個例子，並用規定語法： 

「連…也/都」「就」「才」「只要…就…」 

「一…就…」「一邊…一邊」「越來越…」  

二、發表與回饋 

1.抽卡發表順序 

2.學生輪流敘述，教師同步記錄在 PPT 空

白處，最後修正 

三、獎勵 

結束所有任務活動後，進行積分統計，師

頒發勝利小獎狀以茲鼓勵。 

1.小白板 

2.抽卡 PPT 

3.情境 PPT 

4.小獎狀 

 

 

 

 

 

 

 

 

 

 

 

 

 

 

 

 

非同步學習 

作業交待： 

1.Google Classroom 看影片，想ㄧ想老師

發佈的問題，下次上課討論與分享。 

2.提醒下次上課時間、複習今日上課教材 

 

 

-第一節課程結束- 

 

 

1. Google 

Classroom 

2. YouTube 

預留 2 分鐘讓學生構

思、互相討論，記錄

在備用小白板上。 

每次課程尾聲都要記得

總結與鼓勵。研究者自

製不同名稱獎狀頒發給

三位學生。 

研究者在學生發表時同步

把詞彙、語句記錄於螢幕

上，鼓勵多說話，最後再 

少量糾錯 重要詞彙/句子

複述。 

設計作業時應考慮下次上

課的主題。研究者經常讓

學生於下次課堂中回答作

業，目的是要培養學生課

後自主學習的習慣。 

這裡角色扮演是句型綜合

練習，研究者給語法架構與

故事情境，不至於造成學生

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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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教學活動 

 

 

1 

 

3 

 

8 

引起動機 

2. 介紹上課

內容與流

程 

2. 台灣、異國

文化交流分享 

3. 學生分享

影片心得與回

答問題 

暖身活動： 

1. 師生進教室、確認電腦設備都正常後

開始進入課程。 

2. PPT 說明上課流程、獎勵加分規則 

3.台灣文化分享，學生彼此交流各國訊

息 

4.影片心得分享 

(1) 每位學生分享上次作業(學生課前都

需先在雲端教室觀看短片) 

(2) 使用課室軟體 Classdojo 抽籤決定

發表順序、學生輪流分享，輪流給予回

饋，最後教師在修正用法。 

(3) 分享內容： 

 誰說的事情最有趣？  

 你同意嗎？為什麼？ 

 和你的國家有什麼不同，你喜歡

嗎？  

＊使用語法：對我來說，…. 

1.Zoom 開啟

同步錄影 

2.PPT 教材 

3.YouTube 

影片連結 

4.Classdojo 

課室軟體進

行抽籤計分 

 

  

 

6 

 

 

 

 

 

 

 

 

 

 

教學活動 

1.生詞複習 

B3L1+L2 生詞 

 

 

 

 

 

生詞評量「你說我找」(文字雲活動) 

1. 先進行生詞總覽與複習 

2. 說明規則： 

(1) -基本:師說生詞，學生輪流找出字 

-加深難度：師說句子，學生找出字。 

-教師聊天室私訊學生，讓學生出題。 

(2)順序：學生抽卡決定 

  註記筆顏色: W=紅色/Y=橘色/Z=藍色 

(3)找出詞彙後，學生都要重述生詞、句

子，方能得分。 

3.PPT 呈現多種文字雲畫面，每人有兩

1.抽卡 PPT 

2.Zoom 畫筆

功能 

 

 

 

 

 

暖身的重點在於

喚起學生經驗，

這裡不執意糾

錯，讓學生自由

發揮與分享。 

使用新軟體之回饋、競

爭機制與可愛的介面

能吸引學生目光。 

學生彼此互問互答， 

更有趣味性，可以讓

關係更緊密。 

藉由不同程度的挑

戰，讓每位學生都能

發揮及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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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競賽的機會 

4.複習剛剛學生不熟的生詞(以練習句子

為單位)  

12 

 

1 

綜合練習 

角色扮演討論 

發表與回饋 

獎勵 

作業交待 

二、 角色扮演 

1.快速複習生詞、語法 

2. PPT呈現情境畫面，師說明學生任務： 

(1) 三個餐廳客訴情境背景圖片與介紹 

(2) 使用規定的生詞、語法，至少選 3 個。 

(3) 抽籤選題，準備 1-2 分鐘。可跟同學

討論、筆記在備用白板上。 

(4) 說明發表方式 

(5) 情境內容： 

*情境一: 你跟家人一起去餐廳吃晚

餐。你看到飯裡面有蟑螂，你很生氣…  

＊情境二：你在一間餐廳裡。你現在又

餓又渴，可是服務生都在旁邊聊天，沒

有人想過來幫你點菜，你很生氣… 

＊情境三：你和你喜歡的女生一起去吃

牛排。餐廳很多人在排隊，你們等了 3

個多小時，牛排都賣完了，你很生氣… 

二、發表與回饋 

1.使用 Classdojo 抽籤發表順序 

2.學生輪流「抱怨」，其他學生仔細聽。 

3.教師指派其他學生當「老闆」，回應

顧客需求、解決問題。 

4.教師修正、糾錯，同步記錄在 PPT 空

白處 

三、獎勵 

結束所有任務活動後，進行積分統計，

頒發勝利小獎狀以茲鼓勵。 

1.情境 PPT 

2.小白板 

3.Classdojo 

4.獎狀 

 

 

 

 

 

 

 

 

 

 

 

 

 

 

 

 

 

 

 

結束後一定要進行檢

討、複習，確認學生

對字詞意義的理解。 

這裡是為了下面

的角色扮演活動

而複習，確認學

生瞭解其意義、

能真正使用。 

透過清楚的情境與指示，

了解運用的場合和時機，

結合真實語料進行餐廳情

境溝通的語境。 

這裡是訓練換位思考與

表達的能力，學生要仔細

聆聽同儕的話語並做出

適切的回應，是極有挑戰

性的綜合評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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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同步學習 

作業交待： 

1.錄音作業：再說一次「客訴」的故事，

並把聲音錄下來，傳到 Google Classroom 

2.提醒下次上課時間、準備學習教材 

3.複習本週上課的教材，下次有小測驗

(句子重組任務)  

-第二節課程結束- 

1.Google 

Classroom 

2.Audacity(或

學生習慣錄

音程式)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本研究遠距教學設計主要以溝通為導向，強調互動學習、完成任務活動，故以「溝

通教學法、任務教學法」為主要教學之方法。以上教案示例之「同步學習」暖身活動、

教學活動、綜合活動以及「非同步學習」等課程活動所運用各項互動策略，整理於下

表 4-13： 

表 4- 13 教學互動策略 

課程   教學活動 教學互動策略 

 

 

 

 

 

 

同步學習 

 

 

暖 

身 

活 

動 

1. 以真實圖片營造具體情境，喚起學生相關經驗 

2. 提示影片的重點與問題，學生，注意提問要簡

單，能讓學生理解。 

3. 藉著讓學生分享課後作業，快速進入課程狀況 

4. 分享作業時把操作權交給學生，如螢幕共享，

讓學習有參與感。 

5. 還未進入教學活動，教師不執意糾錯，讓學生

自在發揮，也不宜提問太過細節事物。  

 一、生詞 

讓學生，再次整

理、重述課程中的

故事。行有餘力還

可結合電子郵件

寫作，要求學生真

正書寫客訴信件

並寄到老師信箱。 

預告下次課程的內容，因為

下次一上課就有小測驗，學

生必須在課後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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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活 

動 

1. 以打包新生詞、句法的方式，讓學生直接練習

對話，詞彙放在語句中才有意義，更容易理解。 

2. 生詞活動 

(1)實驗範例 

生詞教學後，研究者以「文字雲」作為複習的手

段，以競爭性遊戲位學生評量詞語的學習情形。

師要清楚指示規則，如：使用紅色的筆圈出ＸＸ。 

訓練學生聽。加強版可以讓學生互相出題，互動

更多更有參與感。最後教師要統整容易犯錯之

處，鞏固正確的用法。 

(2)其他方式 

透過實際操作的練習可以增加課堂的互動性，讓

學生藉由趣味的評量活動加深詞語學習的印象。

其他方式如連連看、生詞賓果、翻卡配對等都是

趣味的評量方式，可以加深學習的印象。 

二、語法 

1. 語法點操練的範例需多結合熱門時事、名人、

或是學習者經驗為例，有趣的動、圖片與練習，

學生自然會投入、更有共鳴。 

2. 語法練習應該以循序漸進的方式進行，一開始

給學習者多種提示，進行互問互答輪番練習，逐

漸過渡到開放式問題，把話權轉交給學生。 

3. 語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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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重組競賽或看圖說話，運用規定的生詞、語

法在情境對話中展演。 

 

    綜 

    合 

    活 

    動 

1.最後展示階段可以給學習者一個較大的任務，

如，角色扮演可以訓練學生換位思考與表達的能

力，整合學習過的生詞、語法。設計與生活相關、

有趣的情境讓學生演練。 

2.可以嘗試結合聽說讀寫四種技能整合於一個活

動當中，注意清楚的規則與指示，任務前要先做

示範。 

3.這個階段學生的語言產出較大量，因此要注意

學生之間的回饋，師要注意糾錯。 

 

 非同步學習 

作 

業 

交 

待 

1. 研究者硬性規定作業規範，方能掌握課後學習

狀況，實行監督學習的效果。 

2.作業活動如：課後到 Google 教室上傳作業、閱

讀指定文章、觀看短片、回答問題。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研究者特別注重最後綜合活動階段，如分享自己的生活經驗。基於學習目標注重

口語溝通與表達能力，對於其他學習者發表的看法或觀點，能給予評論與回饋、在設

定的情境中能順暢與其他學習者互動、討論，並完成教師任務等等，教學環節為先穩

固生詞、語法的基礎，經由多種任務型活動，讓學習者實際演練運用。下一章節將針

對第四章設計之教學活動與規劃，進行學習五階段互動教學實施，並記錄實施成果供

後續研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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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學習五階段互動教學實施與研究成果 

    本研究歷時三週之實際教學，在整體課程結束後予以課後滿意度問卷、訪談的方

式，深度了解學生對此次課程的意見，力求未來有更完善的設計，佈置線上教學總體

環境方面達到最好的學習效果。本研究運用學習五階段教學模式設計教學環節，以下

第一節為「學習五階段互動教學實施」針對每個階段的教學實施與活動評量作敘述；

第二節為「教學評量」係以問卷、訪談結果之資料詳細闡述，並交互分析教學互動與

其結果；第三節為「綜合分析」為學習五階段互動教學分享心得與結論。 

 

第一節 學習五階段互動教學實施 

    本研究旨在以線上學習五階模式設計教學活動，深入觀察師、生互動情形。以下

分別針對五階段設計的教學活動以及所運用之教學方法，逐一說明、分析實施情形與

互動狀況。 

壹、 教學實施與互動結果 

ㄧ、第一階段「使用及動機」 

    為使日後教學能順利進行，研究者在開課前三週已先擬定課程，同時撰寫了遠距

學習使用手冊，在開課前一週分別與三位學習者約定時間，線上測試視訊系統 Zoom。

第一階段主要目的是使學習者熟悉系統、了解電腦配備、確認良好的網路環境，降低

操作問題的疑慮，同時，研究者也利用這段個別測試時間，再次提醒學生上課時段、

做正式開課前的簡單訪談，增加彼此熟悉度、降低學習焦慮、確認其學習需求。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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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的重要任務就是說明教室的介面與操作方法，讓學習者能熟悉地運用 Zoom 的功

能，如：螢幕共享、註記筆、小白板、聊天室、同步錄影等功能，知道運用的方法後，

才能在將專注力放在內容的學習上。下圖 5-1、5-2、5-3 為研究者解說軟體用法之情形： 

圖 5- 1 Zoom 共享螢幕教學 

圖 5- 2  Zoom 各項功能介紹 



DOI:10.6814/THE.NCCU.TCSL.007.2018.A0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27 

圖 5- 3 Zoom 註記筆功能介紹 

    三位學習者都在測試前，先自行摸索了軟體功能，對於操作的方法很快就熟悉了。

在管理得宜的教室中，學生的學習能更投入，因此合理的教室經營是必要的手段，而

成功的教室管理應該在第一次上課時就清楚宣布規則，明確指出學習本份，並且嚴格

執行。研究者在測試當天於 Google 雲端教室發布班級規定(如下圖 5-4)，並說明教師經

常使用的簡單指令，以幫助學習者快速進入狀況(如下圖 5-5)。最後向學生說明課程的

學習目標、活動與評量、學習時數，以及每次課後的任務作業。課前說明的重要性在

於能幫助學習者更明白學習的目標與意義、提前的準備能讓每次課程從容不迫。總而

言之，教師要佈置好教室，營造熱情的學習氣氛，充滿「開學」的感覺，熱烈地迎接

學生的到來。 

 

 

 

 

 

圖 5- 4 班級規定發布於 Google 雲端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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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5 教師課堂常用指令 

 

    測試結束後，研究者和三位學習者分別進行了課前簡單訪談，讓師生熟悉彼此。

其中有兩位學習者表明沒有用電腦上課的經驗，很緊張也很期待；另一位學習者則是

在大學課程裡使用過 Zoom，對於線上課程可以算是得心應手。 

 

二、第二階段「線上社交」 

    由於學生在正式課程已先熟悉平台的使用方式，學生都能提前準備好，進教室和

教師、同學們閒話家常、相互問候。線上社交階段之重點在於認識彼此，教師準備的

話題可從分享等破冰活動切入，因為社交活動能讓彼此認識的時間縮短，也可以協助

熟悉環境建立出好的班級氣氛，是故第二階段之主要教學方法以溝通教學法為主。 

    研究者首先以自我介紹作為暖身活動，學生必須想破頭猜出老師的真實身份，最

後嘗試串聯成一個完整的小故事，說得最完整者可以獲得積分的獎勵。活動的目的在

於，課程一開始就建立學生主動說話、分享的好習慣。破冰活動「猜一猜」作為開場

示範，接下來就換學生們彼此介紹了(如下圖 5-6)。 

    要促進新知識的學習，首先要增強學生已有的認知結構與新知識的連結。影響學

習最主要因素是學生的先備知識，故教師應先了解學生舊知識與經驗，並因材施教 (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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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偉，2005)。引起動機的目的並不是擺出嶄新的學習內容，在這裡，學習者能看著螢

幕上的生詞線索，喚出學習者的先備經驗，自由、輕鬆的使用目的語發表，也因此，

這個階段可以說是教師測驗學習者語言起點的好方法。 

 

 

 

 

 

 

圖 5- 6 破冰活動「猜一猜」 

 

    學習者表示這個活動讓剛開始有點緊張的氣氛漸漸緩和：「感覺跟老師、同學很

近」、「可以真的認識我的老師還有同學」……。這堂課程也讓研究者看到學生們喜

歡發表，因此在往後的課程也會將更多的重點放置在練習、討論上。 

 

三、第三階段「資訊交流」 

    進入資訊交流階段也就開始了正式的學習活動，師、生彼此會交換訊息。這個時

候，學習者可能產生學習上的問題與壓力，教師要時刻偵查學習者狀況，給予指導，

鼓勵發展出個別化的學習策略。而語言教學中，最棘手的挑戰可以說是佈置語言環境，

教師應在課堂上安排適當的情境、營造合理氛圍、鼓勵學生按實際情況，運用真實的

語言，進行有意義的溝通訓練，待演練純熟，口語表達的情況自然會改善。因此第三

階段，研究者將注意力放在學習上，尤其是訓練聽、說的能力，並且加強句子的用法，

鞏固舊知、學習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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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教師在這個階段要營造情境，由任務的溝通互動語句，融入本堂課程的目

標生詞語法，是故在資訊交流階段主要以「任務教學法」搭配「溝通教學法」為教學

之方法。以下研究者分享在線上教學時經常使用的生詞、語法與綜合練習等活動：  

（一）生詞部分 

    下圖 5-7 為研究者在課程中進行「誰的眼力好」活動，運用「文字雲」進行生詞

活動，是在複習之後所進行的競爭性遊戲。學生仔細聽老師指令、分別用不同顏色的

筆，圈出生詞，比如：當老師說一個句子，學生圈出生詞後，重述老師所說的句子，

最快者得分；也可以由一位學生當裁判官，負責出題、判斷誰找出字的速度最快。此

活動可以同時達成聽、說、讀的學習目標。學習者在課後訪談提到：這個遊戲可以訓

練快速讀字的能力，要仔細聽同學、老師說話。有的時候學習者會聽不清楚其他同儕

說的話，圈出不合邏輯的生詞、句子，造成一些「笑果」，覺得十分有趣。最後，教

師仍要揪錯，讓學生一齊練習對的句子，鞏固正確的語法知識。 

 

 

 

 

 

 

 

 

圖 5- 7 文字雲活動－「誰的眼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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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語法部分 

    在課前問卷與訪談中得知，學生最想進步的部分就是語法。因此本次教學實驗規

劃側重於學生已在主課程學習過之語法，進行螺旋複習。研究者先以句子演練的方式

鞏固語法知識，逐漸從線索找答案，從師問生答，到你問我答等一輪一輪的練習，如

此可以達到高度互動的效果(如下圖 5-8)。語法練習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教師在課程中

創造交際的環境，讓學習者把學得的語法運用於實際交際中，比如，學了「一…就」、

「先…再」的語法後，可以讓學生運用該語法點敘述旅遊時行程；了解「越來越..」的

用法後，能和師生分享來台灣以後的改變(如下圖 5-9)。此外，語法評量的方法有很多，

在句子練習之後，可以進行任務活動的設計，如下圖 5-10 句子重組的競賽活動，也可

以運用教師所規定的生詞、語法，在情境對話中展演，最後，記得在課程結束前幫學

習者歸納今日所練習之語法，加深印象。 

 

 

 

 

 

 

圖 5- 8 語法練習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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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9 開放式問答演練 

 

 

 

 

 

 

 

圖 5- 10 句子重組競賽 

 

    教材主要運用大量圖片構成，能集中學習者在課程中的專注力。三位學習者在課

後都表示，練習語法的時候，藉由視聽的輸入可以很容易地幫助記憶。研究者的 PPT

與課後教材，放置了許多生動有趣的圖片、動畫，教學的示例，也盡量使用好記、好

玩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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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合練習 

    角色扮演是在實體教室常見的教學設計，因為可以滿足高度互動、高回饋性，學

習能達到相當的成效。相對於實體教學，除可滿足參與者不受空間的限制外，遠距線

上課程也可建置出與實體教室相比擬，真實的情境的環境。因此，在線上課程中，教

材內容若能設計得逼近真實、有趣、自然，與生活息息相關，透過情境對話讓學習者

了解運用的時機、場合，學習者就可以有「出了教室即可使用」的成就體驗。 

    研究者選用在主課程已學習過的語法與詞彙，為每位學習者設定不同主題故事，

挑戰的規定為：只能使用 PPT 上的生詞、語法，去構築自己的故事。以研究者提供的

模擬情境為例：任務的主題是「餐廳客訴」，三位學生分別去了三家餐廳用餐，碰巧

都在各個餐廳發生不愉快的事件，最後要向經營者客訴。學生需使用規範的生詞、語

法訴說不滿、表達憤慨，最後還要分別扮演餐廳的老闆，向顧客提出解決之道、彌補

不是(如圖 5-11)。 

圖 5- 11 角色扮演活動 

 

     在情境學習的教學之下，教師必須要提供情境、意義清晰的問題，解決該狀況所

發生的問題。學習者在課後表示，雖然有點難，要馬上想到可以使用的句子還有生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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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件很挑戰的事，但整體過程非常有趣，「下次我知道要怎麼罵老闆了！」學生如

是說。 

    原本研究者規劃於課程後教導中式書信撰寫的方式，真實地寄一封客訴信到教師

信箱。然而礙於時間因素，學習者在課後並沒有太多時間做該活動，實至可惜。最後，

選擇以主題為「我要客訴！」以錄音的方式，電話控訴餐廳發生的事情，上傳作業到

Google 雲端教室。 

 

四、第四階段「知識建構」 

    學習教材的安排，要逐次增加複雜性、多樣性。知識建構的階段是討論、互動達

到最高點的時刻，學習的重點在於討論、分享，師生彼此應藉著鼓勵、支持的態度，

增強學習者參與學習的意願，是以第四階段之教學方法以「溝通教學法」為主，搭配

「任務教學法」貫穿本節教學活動。 

    研究者會在課程開始時播放小短片，由於影片具有快速抓住注意力、提高學習動

機等特性，適合用來打造豐富的學習環境、促進學習效果。比如「生活在台灣」短片(如

下圖 5-12)，各國學生、外籍人士分享在台生活的經驗點滴，其中談到了看病、垃圾車

與回收分類、夜市美食等主題，研究者順勢提問學生在自己國家是否有相同經驗(如下

圖 5-13)？同意或不同意影片中所述說的觀點？在此情境下讓學生們互相討論，而討論

分享正可以提振班級氣氛，達到以目的語表達、訓練以目的語解決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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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2「生活在台灣」短片播放情形 

 

 

 

 

 

 

 

圖 5- 13 短片討論與分享 

 

    據研究者觀察，學習者觀看短片非常專注、討論分享時也特別熱烈，因為可自由

分享本國文化、比較異同處。課後訪問時，三位學習者都提到非常喜歡上課以多元化

的方式討論，而看影片就是一個很好的練習。在線上課程播放的短片中，可以看到實

實在在的台灣生活、台灣文化。然而，影片只是教學素材，而不是全部的教學中心，

最重要的依然是教師所使用的教學方法、教學策略。因此，看完影片後也要進行有意

義的討論，研究者會在影片後鼓勵學習者把同學們所分享的話，嘗試以自己的話總結

為摘要，爾後師再給予回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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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以教科書為主題，因著學習者對台灣文化十分有興趣，再額外補充傳統文

化、習俗。以本次教學為例，研究者先複習課本生詞「廟」，並分享台灣的廟宇文化。

有的學習者一看到廟宇建築，會主動發表意見，說明自己曾經到「台南孔廟」，也能

描述一般建築與廟宇建築的不同。接下來，學習者相互問答、分享著自己對此議題的

看法、與文化比較(如下圖 5-14、5-15)。 

 

 

圖 5- 14 台灣特色廟宇文化介紹 

圖 5- 15 文化分享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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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6 清明節特色小吃介紹 

 

 

 

 

 

 

 

圖 5- 17 清明節故事閱讀與討論 

     

    課程中期，剛好時至清明節慶，研究者配合此重要華人節慶，自製文化教材，如

上圖 5-16、5-17，介紹台灣清明節常見小吃以及清明節日的意義。研究者認為，教學

應盡量讓學習者認識、尊重各種文化上的差異，透過體認、比較或分析，可以了解不

同文化的特質與其中的觀念，同時將自己國家的文化加以比較，相信學習者更能體會

其所需要的認知、語言技能與發現自我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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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五階段「發展」 

    在密集式的實體課程之外，學生每週上課、接觸華語的時間相當有限，這些上課

時間通常以讀、寫的學習活動為主，進行口語練習的機會不多，學生的口說練習也往

往不足，因此線上課程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讓學習者有更多機會練習所學，學習者

開始有能力建築批判、思維的技巧。第五階段是一個檢視自我所學，充分發展的階段，

研究者以專題報告的形式設計教學活動，故以「任務教學法」給予學生不同的任務指

令，而報告之後的相互答辯是以「溝通教學法」為主要教學導向。 

    為營造主動參與的學習環境，規劃了各國節日的專題報導，要求學習者針對自己

喜歡之國家上網蒐集資該國節日的補充資料，從做中學習，下圖 5-18、5-19、5-20、

5-21 為學習者報告節慶的過程。解說完畢不代表完成任務，更要接受其他同學、老師

的提問，方能完整自己的報告。 

 

 

 

 

 

 

 

圖 5- 18 學習者抽卡決定專題報告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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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 19 發展階段「泰國潑水節」專題報告情形 

 

 

 

 

 

 

     圖 5- 20 發展階段「西班牙奔牛節」專題報告情形 

 

 

 

 

 

 

     圖 5- 21 發展階段「德國啤酒節」專題報告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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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者提到，這門節日報告的課讓他們很累，但是中文發表能力可以進步很多，

因為要先處理閱讀，接著陳述自己的觀點，分享完後還要回答其他觀眾的問題，才算

結束。經由與環境的互動、教師引導、同儕間的溝通、討論、辯證與澄清，如在各國

專題報告中回答從沒思想過的問題，如此可謂是一個同化、調適與重構新知識的過程。

學生發表時，更可培養其自信心、口語表達能力、傾聽他人報告的態度以及獨立思考

判斷的能力。 

 

貳、教學反思與建議 

    一個教師的成長，是累積的經驗與持續反思堆築起來的。簡梅瑩(2008)提到，反思

對於教學之重要性，在於能促進教學者的覺知與檢視教學過程；對學生而言，因其學

習過程受到關注，而能發展對學習內容的興趣。教學目標是否有效達成，有賴於教學

前的準備、教學中的修正與教學後的評估，省思日誌或教學檔案可提供教學前中後的

自我檢視、修正及評估的最佳指南。研究者在課程中觀察學習者合作、互動、討論與

發表意見等學習情形，也分別在教學階段中進行反思與回饋： 

 

一、階段一、二 「使用與動機與線上社交」 (日誌：2018/03/22:P.200-201，2018/03/24:P.202-203) 

1. 視訊軟體的操作要更加熟悉，並於課前確認電腦設備 

    第一次線上課程中，在視訊軟體 Zoom 上操作不甚順暢。由於學習者 Z 的麥克風

發生了問題，其他人聽不到Ｚ生的說話聲音。基於課程已開始，有教學時間上的壓力

限制，無法當場遠端修正學生麥克風問題。因此上課的補救方法是，在互動問答時，

請學生 Z 使用 Zoom 小白板、註記筆、聊天室回應，同時也請Ｚ生張大嘴巴跟著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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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話，教師能姑且判斷學生的口語表達意思。在課程結束後，研究者立刻使用 Zoom

遠端遙控功能，排除了 Z 生的麥克風問題，並告知該生須在往後課程前 15 分鐘與研究

者測試，確保學習品質。  

2. 課程節奏要更明朗、注意登入與教學時間 

    對整體課程的時間掌握上需要再加強，有時候會因為某議題有趣而討論熱烈，加

上 Zoom 會議室時限 40 分鐘，第一次上課時，研究者提早了 15 分鐘開啟該系統等待

學生陸續上線，如此導致上課時間的分配不如先前計劃般順利，會議系統就先自行斷

線了。往後上課時只需提前 5 分鐘進教室，並設置內建鬧鈴提醒師生注意下課時間。

在第二次上課後，因先前的經驗，時間的掌握十分順利，能在 30 分的課程中涵蓋引起

動機、活動與作業交待等環節，呈現完整的課程。 

3. 配合視訊軟體介面設計上課教材 

    教學 PPT 的版面設計要考慮 Zoom 視訊窗格的位置。由於 Zoom 視訊會議軟體在

開啟螢幕分享的功能時，遠端同步視訊者的窗格是隨著主持者移動而會變動位置的。

因此，研究者在教學 PPT 製作上，都會先預留窗格位置於投影片最底部，教學時避免

時時更動位置，導致學習者失去注視焦點而分心。上課時教師也要將白板上的畫筆痕

跡清理乾淨，避免影響到學生的視線與學習  

 

二、階段三「資訊交流」                (日誌 2018/03/29:P.204-205，2018/03/31:P.206-208) 

1. 搭配主課程，以口語溝通、任務活動增加課後練習之互動性 

    教學內容設定以複習主課程進度為主幹，注重於練習語法、糾音、修正語序上，

卻也花了相對多的時間在指導基本知識上，生生之間的互動性降低，而三位學習者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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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發表，如此有違研究初衷。第三次上課後，研究者將生詞語法基礎練習時間縮短，

以議題討論、分享作為主軸，把說話權轉交學生。在熟習問答模式之後，學習者能就

教師的提問主動回答、彼此分享，也因課程設計節奏緊密，學生專注力能一直持續在

畫面上，互動明顯增加。 

2.使用新軟體、佈置教室風格 

    為增加教、學活潑度，研究者嘗試使用新的軟體 Classdojo 課室管理網頁，學生覺

得有趣，對於抽籤決定發表順序時也有驚喜感。人會被視覺類型的媒材吸引，新穎、

有趣的視覺效果能帶給學習者新的刺激。研究者會佈置不同的風格的教學 PPT，如：

中國風格、嘉年華風格…等等，也以不同的媒介來作為活動的表現載體，如 Google Form

是評量測驗的好工具。這些軟體因為操作簡單，研究者無須花費太多心力在解釋，雙

方都可以很快地進入互動過程。 

3.分析學習者錯誤，上傳資料供學習者線下自學 

    因時間的限制，教師無法逐一糾錯，根據 Zoom 同步錄影檔案，研究者仔細分析

每位學生在語用、發音、語法容易犯的錯誤，並在下次教學中提醒學生正確用法，或

公布於 Google 教室學習區，使其有進步空間，比如 Z 生在組句的能力比較弱，副詞

語法使用時常有偏誤情形: *他洗澡偷看總是女生。是故研究者在課程後會整理出該堂課

程容易犯錯的語法、詞彙，並時常更新 Google Classroom 的習題資料庫，讓學生自主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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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說話清晰、指令清楚並給予示範 

   教師說話的語速、用字遣詞要隨時提高注意，學生才從初級剛上來中級班，詞彙的

掌握不佳。以適當的語速解說教學重點、使用 Zoom 內建「焦點棒」作為引導工具，

同時也要統一課室用語，幫助學習者沈浸於中文學習環境。 

 

三、階段四「知識建構」                                 (日誌：2018/04/05:P.208-210)  

1. 加入文化元素，發展學習興趣  

    研究者會在課前會播放台灣文化的影片、或分享關於台灣旅遊、小吃的圖片，學

生在這個學習環節上特別有熱誠。此外，研究者在語法操練的範例上，多以圖片傳達

意義，最後進行開放式問答，不斷的刺激學習者思考，藉著視聽的輸入，讓學習者能

更專注於課程中。研究者介紹台灣文化時，以圖片方式介紹讓學習者特別有共鳴。學

生們都勇於發表自己意見，如：Ｗ生分享在台灣剪頭髮的經驗。在沒有語法生詞限制

的框架下，三位學生說話都很流暢，能用已學過的詞語發表意見。在這階段讓學生自

由發表，不執意糾錯。 

2. 善用加分獎勵制度，刺激學習者學習動機 

    本教學積極施行獎勵制度：學習者畫記分數在自己的備用小白板上、使用 Classdojo

課室管理網頁，為學生加分獎勵。基於學習者喜歡接受新刺激，有時課程中，研究者

會於教學 PPT 上設計「命運與機會」抽卡活動，鼓勵學習者積極發表，回答或分享就

可以選擇抽「機會卡」或「命運卡」。研究者觀察，W 生比平時更能專注於課程、Ｚ

生更能踴躍回答老師問題，其他學習者也能在分享時能主動給予回饋，學習與互動效

果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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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設置多元化情境，課程聚焦於分享與討論 

    知識建構階段，課程聚焦在分享、討論，較少有生詞、語法操練，而語法也是選

擇偏簡單、易懂、生活化的例子來教學。在「我要客訴」、「請聽我的建議」活動中，

學生能練習站在不同角色的角度，運用目的語抒發己見與提出意見。同時研究者也觀

察，在其他學生發表時，其他學生會隨時做摘要、筆記，非常專注。教師在活動發展

中，要適時給學生緩衝時間消化，研究者在角色扮演的活動中，會先讓並做筆記在備

用白板上，學生能充分思考等等要表達的語句，也消弭了緊張的氣氛。 

   另外，課程一開始若能讓學生分享作業，學生進教室就能有更多的專注力，並達到

課前預先準備、提高非同步學習的效果。課前一天提醒學生上課時間與作業是必要的，

以影片分享的活動作為例子，三位學生都先要事先到 Google 雲端教室觀看影片「台灣

和各國不同的差異」，思考教師拋出的問題，並積極在課堂上分享，如此能省取課程

播放影片的時間，增加學習者練習說話的機會，學習者都會有「更多話要說」的情形

產生。 

 

四、階段五「發展」                                  (日誌：2018/04/07:P.210-212)  

1. 規劃主題研究報告，讓學習者深度探索、維持動機、獲得成就 

    由於剛好時至清明節慶，課程規劃以華人祭祖、感恩為主題，學習者都表示是一

個很不錯的文化體驗。研究者相信，華語教學結合網路科技進行主題研究活動是種趨

勢，研究過程中能結合學習者有興趣的主題與活動，可激發其後續發展的動力；而研

究活動本身也能讓學習者到滿足，能使用目標語與他人介紹自己介紹的觀點。基於以

上原因，研究者規劃了國家節慶的專題報告，學習者分享的主題有「西班牙鬥牛節」、

「德國啤酒節」、「泰國潑水節」。除了在 Google 教室能找到基本的節慶文章資料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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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要求學生針對自己選擇的國家蒐集補充資料。學習者Ｚ非常認真，進了圖書館

查閱相關書籍、有的學習者藉由網路豐富的搜尋引擎，一同分享了節日背後的故事。 

2. 選擇學習者有興趣之議題 

    教師選擇教材時盡量以社會時事、大眾文化、較有知名的議題相關的主題，同時

也要分配好每位學生的發言時間。在本次報告過程中，Z 生因口音不清、Ｙ生使用較

難字詞等情況導致其他學習者無法了解的情況，研究者會適時出聲糾正、解釋，而教

材 PPT 也預留了空白位置做生詞補充之用。 

    在此也建議，程度為中等以上的學習者，教師可以準備「辯論」的題材，相信更

能激發學習者的能力。可惜因為本次教學時間有限，沒言有辦法盡攬教學題材、文化

主題、時事議題和學生交換訊息、彼此分享。另外一方面，在最後階段，師生已對 Zoom

的運用熟能生巧，來往互動間多了份熟悉與熱絡感， 線上課程著實地讓每個人的距離

變得更緊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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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教學評鑑 

壹、 學習者課後滿意度調查結果與分析 

    線上課程結束後，為了解學生對本同步遠距課程實施之滿意度，研究者以 Google 

Form 設計雲端問卷，發布在 Google 教室，請三位學生線上填答。問卷內容共有八部

分，在學習者個人資料後，依序是：學習動機、課程教材、互動、線上學習、課室氣

氛、學習結果以及最後一部分教學平台。研究者首先將課後滿意度調查結果以圖表方

式清楚呈現整體情形，如下圖 5-22 所示: 

圖 5- 22 課後滿意度各項目調查情形 

 

    在學習動機、課程教材、線上學習與課室氣氛方面，學習者滿意程度皆達到九成

以上；在學習結果與教學平台方面，滿意度達到八成以上；互動方面，也有近八成的

滿意度；整體同步遠距教學課程滿意度為八成九，因此，可以認為本研究教學實驗結

果為高度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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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研究者分別針對七大項目與其子題進行分析。本研究問卷以李克特式五點量

表進行調查，5 表示非常同意、4 表示同意、3 表示普通、2 表示不同意、1 表示非常

不同意，以下研究者將問卷填答情形製表如下，並詳細分析說明： 

表 5- 1 課後滿意度之「學習動機」調查 

項目  

滿 

意 

度 

(%) 

5 

非 

常 

同 

意 

4 

同 

意 

3 

普

通 

2 

不

同

意 

1 

非

常

不

同

意 

1-1 這個課程包含了我想要學習的東西。 100% 3 人 

100% 

- - - - 

1-2 課前的暖身活動能讓我快速進入學習狀

況。 

100% 3 人 

100% 

- - - - 

1-3 上課時，老師會鼓勵我說話、給我建議。 91.6% 2 人 

66.7% 

1 人 

33.3% 

- - - 

1-4 老師在課程中會安排有趣的活動。 100% 3 人 

100% 

- - - - 

第一項目「學習動機」滿意度＝98% 

     

    首先在學習動機部分，調查結果顯示，項目 1-1、1-2、1-4 之滿意度皆為 100% ，

項目 1-3 滿意度為 91.6%，而整體「學習動機」之滿意度高達 98%。因此，本研究之

遠距教學整體設計是能引起學習者學習動機的。能引起學習興趣乃是教學成功的開端，

在僅有 30 分鐘的課程，引起動機是不容忽視的。韋金龍(2011)認為，好奇心與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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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激發、維持學習動機的兩項重要的因素。若要引導學生踏進學習的大門，最好的方

式是要先勾起學生的好奇心，進而促動探索意願，當學生願意投入學習以後，教師再

安排有趣的活動以維持或增強學習動力，如此學習動機最然會激發出來。 

    由於網路多媒體具靈活展現聲光、色彩與動畫等吸引人的特質，因此融入線上華

語教學是新穎、引發好奇心的重要手段。研究者以台灣文化為主題、使用圖片、影片

作為暖身的開端，能讓三位學習者成功開啟話題，學生也能表示能快速進入課程狀況；

接著再融合多樣有趣的教材內容、設計活動到線上教室中，整體教學成效可以自然提

升。此外，線上課程的班級人數為小班制，上課時更能讓每位學生有相對充分的機會

發表意見，三位學習者都認為這是一個很棒的練習場域。最後，在每個教學環節上，

融合多樣有趣的教材內容、活動設計到線上教室中，能彌補無法實體接觸之遺憾。 

表 5- 2 課後滿意度之「課程教材的互動」調查 

項目  

滿 

意 

度 

(%) 

5 

非 

常 

同 

意 

4 

同 

意 

3 

普 

通 

2 

不

同

意 

1 

非

常

不

同

意 

2-1 老師會製作適合我的線上課程教材。 100% 3 人 

100% 

- - - - 

2-2 為了幫助我了解語法、生詞，老師會

給我很多例子練習。 

91.6% 2 人 

66.7% 

1 人 

33.3% 

- - - 

2-3 老師會給我很棒的教材，提供充足的

練習。 

100% 3 人 

100% 

- - - - 

2-4 放在 Google Classroom 的教材可以 85% 1 人 1 人 1 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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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我更了解上課的內容。 33.3% 33.3% 33.3% 

第二項目「課程教材」滿意度＝91.6%  

 

    在表 5-2 課程教材的部分，整體滿意度高達九成以上，顯示學習者認為本次線上

課程所設計的教材與練習，能有效幫助學習、產生高度互動。研究者以《新版實用視

聽華語》第三冊作為教學主教材，搭配時事例子、台灣文化與真實用語，以大量的視

覺圖畫、影音呈現在學習者面前，多元化了原本教材的內容、製造真實情境，使學習

者更能沈浸在線上課程中，並產生高度互動。項目 2-4 放置在雲端教室裡的學習教材

的滿意度調查中，選擇普通的學習者則是希望能在課後有更多的語法、詞彙練習應用

題；此外，該生希望教師能在每次上課後，整理一份該堂師生互動對話中，所運用的

詞彙與常用句，如此更能幫助這位學習者真正在和台灣人溝通時，能把課堂所學的真

實語料派上用場。 

表 5- 3 課後滿意度之「課室互動」調查 

項目  

滿 

意 

度 

(%) 

5 

非 

常 

同 

意 

4 

同 

意 

3 

普 

通 

2 

不 

同 

意 

1 

非

常

不

同

意 

3-1 上課時，我和其他同學有很多互動 

 

85% 1 人 

33.3% 

1 人 

33.3% 

1 人 

33.3% 

- - 

3-2 上課時，我和老師有很多互動 91.6% 2 人 

66.7% 

1 人 

33.3% 

- - - 

3-3 整體來說，大家的互動都很好 83.3% 2 人 - 1 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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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7% 33.3% 

3-4 我會用 Zoom 的功能，例如：聊天

室、白板…等等，和老師、同學溝通。 

83.3% 2 人 

66.7% 

- 1 人 

33.3% 

- - 

3-5 上課時，老師會回答我的問題、給

我幫助。 

91.6% 2 人 

66.7% 

1 人 

33.3% 

- - - 

3-6 上課時，我可以和同學討論老師的

問題。 

58.3% 1 人 

33.3% 

- 1 人 

33.3% 

1 人 

33.3% 

- 

3-7 上課時，老師會請我和同學一起合

作。 

58.3% 1 人 

33.3% 

- 1 人 

33.3% 

1 人 

33.3% 

- 

第三項目「課室互動」滿意度＝77.38% 

 

     第三項目表 5-3 之調查結果，課室互動的整體滿意度為 77.38%，近八成的滿意度

顯示本次課程在師生互動中呈現正向的效果。遠距教學的核心在於教材設計與師生的

互動，教學設計要注重互動性，於此能提升學習者的注意力、幫助學習者理解課程內

容，能使整體學習變得更有樂趣 (林賜霖，2014)。據研究者觀察，在線上學習模式第

三階段之後，生生、師生的互動明顯增加，藉由分享的任務，學生可以彼此給予回饋。 

    在情境認知理論中，十分強調高度互動與活動的真實性，認為互動是發展認知的

過程中重要的部分，以「分享實物」的概念強化情境學習、重視小組成員與教師的溝

通互動、知識分享，在共同參與中達成理解，進一步建構知識 (沈中偉，2005)。學習

者藉由與情境間的互動，有助於對知識的遷移與應用，同時能激發學習者的興趣與動

機，因為他們知道所吸收的知識不是抽象的知識，而是能夠實際應用到周遭環境上，

以解決問題、滿足需求。基於以上需求，研究者以大量的實際操作、情境模擬、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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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告…等活動，在過程中培養主動積極的學習態度，於是乎也獲得了學習者高度

的認同。 

    項目 3-6、3-7 選擇不同意的學習者，在班上的學習程度與理解的速度相對較慢，

其他同學發表、分享時，會有無法跟上的情形。該生提到，上實體課程時，習慣與周

圍同學私下討論、詢問老師的問題，然而線上課程中，時刻都得要全神貫注地關注視

訊螢幕，焦點放在視窗格上，也因為線上活動的形式是以團體活動為主，因此沒有辦

法直接與其他兩位同學個別討論對話，是該學習者覺得和同學互動不充足的原因。研

究者了解線上課程的限制，為提高互動率，經常於課程環節中設計答辯、問題討論等

活動，鼓勵師生互相回饋。 

表 5- 4 課後滿意度之「線上學習」調查 

項目 滿 

意 

度 

(%) 

5 

非 

常 

同 

意 

4 

同 

意 

3 

普 

通 

2 

不

同

意 

1 

非

常

不

同

意 

4-1 在這個課，我有更多機會可以發表意

見。 

83.3% 1 人 

33.3% 

2 人 

66.7% 

- - - 

4-2 老師會注意我的反應，調整說話速

度、用其他方式讓我了解。 

100% 3 人 

100% 

- - - - 

4-3 對我來說，課程的進度是剛剛好的。 100% 3 人 

100% 

- - - - 

4-4 老師會給我很多例子，幫助我了解學

習內容 

100% 3 人 

10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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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整體而言，這次的線上課程比一般的

課程好玩。 

75% 1 人 

33.3% 

1 人 

33.3% 

1 人 

33.3% 

- - 

第四項目「線上學習」滿意度= 91.66% 

 

    上表 5-4 之調查結果顯示，在線上學習的整體滿意度達到 91.66%。就研究者觀察，

三位學習者在課堂中積極尋求說話、練習的機會，學習態度非常正向。學生在實體課

程都是中級程度，不過個人在學習程度上卻有落差。為了平均整體課程的程度、顧及

每位學生，並盡可能滿足三位學生的要求，研究者把教學內容稍降低程度、調整說話

語速，以及在語法操練上，予以大量例子、情境，並隨著。三位學習者都表示，每次

的課程進度都恰到好處，除了幫助，也能額外獲取運用語句的適當時機，成功的彌補

了實體上課時練習不足的問題。 

    項目 4-5，學習者向研究者說明了自己是喜歡線上課程，但仍然偏好實體課程時能

直接與師長、同學面對接觸，覺得感覺比較真實，因此在這個題目上選擇了普通的選

項。 

表 5- 5 課後滿意度之「課室氣氛」調查 

項目 滿 

意 

度 

5 

非 

常 

同 

意 

4 

同 

意 

3 

普 

通 

2 

不

同

意 

1 

非

常

不

同

意 

5-1 我覺得上課的氣氛很輕鬆、愉快，沒

有壓力。 

100% 3 人 

100% 

- - - - 

5-2 我在線上課程都很專心，很認真學 91.6% 2 人 1 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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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 66.7% 33.3% 

5-3 這個課讓我跟老師、同學有更多的練

習機會。 

100% 3 人 

100% 

- - - - 

5-4 整體而言，我喜歡線上的中文課程環

境。 

83.3% 2 人 

66.7% 

- 1 人 

33.3% 

- - 

第五項目「課室氣氛」滿意度= 93.75% 

    

    上表 5-5 之「課室氣氛」的調查，整體滿意度為 93.75%，可以認為本次遠距教學，

提供了良好的學習環境給學習者，著實地降低了實體教室的壓力，而能以輕鬆、愉快

的方式學習、與師生自然互動。課程的主要目標雖是以學業為主，學習的方式是以群

體的形式進行，因此課室氣氛自然對學生的態度、興趣、參與意願以及學習成就造成

影響。韋金龍(2011)認為，課室氣氛是指教室內存在的一種社會關係，而理想的關係是

建立在與學習者、教師之間的和諧與互信。首先經由互動、溝通、支持等活動培養好

的師生關係：教師在課堂時顧及每位個體，活動讓大家共同參與，使人人都有歸屬感，

並多讚賞以開放的胸襟鼓勵學生接納建議、勇於嘗試在錯誤中學習。除此之外，在教

室中要維持良好的學習氛圍、使教學活動能順利朝預定目標進行。研究者也在課程前

先與學生約定班級公約，並要求嚴格執行。尊重他人、約束自己、真誠地學習，並遵

守上線的禮貌、規則，共同維護課室的秩序。 

表 5- 6 課後滿意度之「學習結果」調查 

項目 滿 

意 

度 

(%) 

5 

非 

常 

同 

意 

4 

同 

意 

3 

普 

通 

2 

不 

同 

意 

1 

非

常

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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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6-1 這次的課程，適合以線上的方式上

課。 

100% 3 人 

100% 

- - - - 

6-2這個課程的學習效果比在一般的教

室上課來得好。 

58.3% - 2 人 

66.7% 

- 1 人 

33.3% 

- 

6-3這個課程能幫助我進行個別化的學

習。 

83.3% 2 人 

66.7% 

- 1 人 

33.3% 

- - 

6-4 老師會利用一些活動讓我學習。 

 

91.6% 2 人 

66.7% 

1 人 

33.3% 

- - - 

6-5 我在這次的課程有很棒的學習經

驗。 

100% 3 人 

100% 

- - - - 

第六項目「學習結果」滿意度= 85% 

 

    學習結果如上表 5-6 所示，整體滿意度為 85％，上表可以說明，學習者認為以遠

距進行學習的方式，其效果是高度正向的。在線上課程中，能比一般實體課成更強調

個別化指導，也能進行高互動學習，因為在課程中，所有的活動都是團體式的學習。

沈中偉(2005)認為，教師的職責之一就是要佈置真實活動、真實情境或模擬情境中「身

歷其境」的學習環境，是以研究者無論在課室環境、活動安排，都盡量以模擬真實情

境設置為主軸，嘗試縮短彼此距離，讓學習者在線上課程就如同實際面對面的教室接

觸的感受般。 

    在項目 6-2 中，整體滿意度僅 58.3%，選擇不同意的學生認為線上課程是可以作為

課後補強的一種教學方式，也因為學習者喜歡接觸人群，線上課程多了點不真實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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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同時也要克服電腦的問題。但該生經課後訪談表示，線上學習的效果比一開始想

像中的好，並且很快就能接受、習慣線上課程運作的模式。 

表 5- 7 課後滿意度之「教學平台」調查 

項目 滿 

意 

度 

5 

非 

常 

同 

意 

4 

同 

意 

3 

普 

通 

2 

不 

同 

意 

1 

非

常

不

同

意 

7-1 使用 Zoom 對我來說很容易。 

 

75% 2 人 

66.7% 

- - 1 人 

33.3% 

- 

7-2 我喜歡利用 Zoom 學習中文。 

 

91.6% 2 人 

66.7% 

1 人 

33.3% 

- - - 

7-3 老師使用 Zoom 上課，讓我容易學

習中文。 

91.6% 2 人 

66.7% 

1 人 

33.3% 

- - - 

7-4 Zoom 讓我和教材、老師、同學之

間有更多互動。 

75% 1 人 

33.3% 

1 人 

33.3% 

1 人 

33.3% 

- - 

7-5 這次課程使用 Zoom 的情況很好。 

 

83.3% 1 人 

33.3% 

2 人 

66.7% 

- - - 

第七項目「教學平台」滿意度＝ 83.33% 

     

    上表 5-7 教學平台方面，整體滿意度為 83.33%，顯示學習者認同使用 Zoom 作為

遠距教學平台是有助於學習的。本次教學充分運用 Zoom 視訊會議系統之功能，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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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活動規劃出多樣化的活動，由於每次上課的活動皆不同，學生皆表示線上學

習也能如此活潑、有趣。 

    選擇不同意的學習者提到，由於對該軟體操作不熟悉的緣故，雖然在操作手冊中

也告知學生，就在某次上課時因為該生沒事先調整並測試麥克風音效，導致上課時聽

不到該生的說話聲音，因此教師欲請學生發言時，先改利用聊天室或白板註記的功能

發表。研究者於當日課後利用軟體附設之功能：遠端操控，排除學生的電腦問題。爾

後每次上課前十五分鐘，研究者皆會和學生一對一事先進行測試，後續的課程都非常

順利。 

    教學平台與科技媒體為遠距教學重要角色，提供對話、討論、合作學習的環境，

也有助於分享彼此的學習經驗，充實每位學習者發展知能。課前應要準備充足，並提

前告知學生課堂活動與搭配的媒體素材。接者，師生雙方要溝通好，並盡量簡化所有

線上操作的方式，如此將能促進並提升學習效果。巧妙的運用媒材科技，能提供有意

義且在真實世界中的問題、情境與脈絡給學習中，在學習歷程中分析、思考以及建構

知識。 

    線上教學並不全然著重在媒體或科技本身，而是在當中運用了什麼教學方法與策

略，最重要的因素乃在於教學設計、策略與教師的專業知能 (沈中偉，2005)。運用各

種軟體、電腦網路時，教師得要花更多心力蒐集課程資料、製作媒體與設計活動，發

揮創意、活化教學方法與策略，並審慎地規劃、實施，並在教學過程中，不斷自我省

思、進修、充實專業知能與技能，如此方能設計出一個好的遠距課程。 

    下一段落，研究者分別與三位學習者，在熟捻的學習平台 Zoom 上進行深度訪談，

並把結果紀錄、分析於下，以供教學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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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習者課後訪談結果 

    遠距課程結束後，為深入了解學習者對於本次課程的想法與意見，研究者以半結

構深度訪談法，與三位學習者分別在視訊軟體 Zoom 上進行約 1 至 2 小時的一對一訪

談。在課程後，研究者修改了學習者課後訪談大綱，原則上依照大綱上的項目順序性

地訪談，但也會按受訪者回答情況跨題討論，甚至是離題分享，並鼓勵受訪者針對每

個問題給予更多、詳細的回答，以獲得更多與研究主題有關的資訊。訪談之後，研究

者利用個別面談的難得機會，觀察並分析學習者在這三週課程的表現，安排了 20 至

30 分鐘的學習建議時間，一對一再次加強、糾正語音、語法常犯的錯誤。 

    研究者分別以代號 W、Z、Y，代表三位學習者：一位為美國華裔，目前於美國Ｂ

大學學習中級華語；另外兩位為日本籍、美國籍學習者，在接受本教學研究與受訪期

間，為 C 大華語中心中級班學生。三位學習者學習華語平均時間都有一年以上經歷。

研究者茲將學習者訪談時的想法、提出的問題與課程建議，轉錄為文字方式，詳細說

明訪談結果。訪談時雙方全程使用中文問答，若必要時再以英文作為輔助。以下共有

五個項目、十五個子題的訪問，分別是：個人學習需求、線上互動、活動設計、學習

結果與未來參加意願，中、英訪談大綱請參考附件三。 

一、個人學習需求 

1. 中文學習經驗分享 

    首先，研究者請學生分享自己過去到現在學習中文的經驗。三位受訪者學習中文

的時間都在一年以上，有的學習者從大學一開始就參加學校裡的中文課程，課程規定

需學習繁體字，也藉此機會來台灣 C大華語中心進修；有的學習者則表示從無參與家

教或團體班學習中文過，只有買書自學的經驗；另一位學習者則是家庭因素，從小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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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中文，屬家教式學習，但所學內容與程度增長仍有侷限，直至大學後，才正式參

加中文課程、有機會來台灣遊學。 

 

學了 2 年半，來台灣前，我學了 5 個學期，從大一學到大三，都是在我的大

學裡面學的。我們有四個水平，我現在在第三個水平，有 8 個學生一起上課，

這是學校規定要我們要上的課。一次一個小時半，一星期 2 次。還有，我們

可以選去台灣、中國……要是你選台灣，要學習繁體字。我只會繁體字，

但是我可以懂一些簡體字……簡體字構造很奇怪，我喜歡繁體字，我很喜

歡學中文。 

(W 訪談 2018/4/10:P.1:2-7) 

 

學中文到現在，一年。以前在日本自己看書……去年 9 月在台灣上課，到現

在，我在 C 大學參加了中文課。 

(Z 訪談 2018/4/10:P.3:2-3) 

 

我小時候去教會上中文課，每星期一次、一小時，和兩位同學一起。我們

都會一起唸一篇文章，學最簡單的。老師以前在中國，是家教那種。兩年

前我來台灣遊學，因為我的中文老師是 Program 的主任，我們在 F 大學上商

業中文的課。每天早上九點到十點半，差不多 1 個小時商業中文課、十點半

到十二點有另外一個文化課，我們在文化課上面讀很多有趣的文章、老師

也教我們剪紙；下午的時候會有演講，跟我們說台灣的大學是怎麼樣子的，

學校會在週末的時候帶我們去玩。我在這個課學到很多，但是沒有這麼商

業的感覺。我的同學都是美國 B 大學的，總共有 20 個人。 

(Y 訪談 2018/4/10:P.5:2-9) 

 

我在 B 大學的中文課比較難、正式，我說的東西老師都會調整，現在四年

級的中文課很難，有生詞、語法句子、看小說、長的文章。我的老師是台

灣人，我要學繁體字，覺得很辛苦。大學的這個課是規定的，上課前有測

驗。我的中級班有十個人，從早上八點開始上課，上一個小時，一個星期

有三次的中文課。 

(Y 訪談 2018/4/10:P.5: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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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喜歡台灣學習環境，對中文持續保有學習目標、動力與熱誠。 

    學習者各自有不同的學習原因，有的是工作需要；有的是熱情使然；有的則是為

了與家人、朋友有著更好的溝通。在訪談過程中，得知在學習者自己國家練習中文的

時間與機會非常有限，因此萌發想要至全中文環境學習目標語的動機；此外，因台灣

的生活水平與環境十分友善，也是學生想要來台學習中文的主要因素。研究者在課程

中能感受到三位對學中文的熱情，訪談時也都不約而同地表示未來會一直學習中文直

到精深的程度。  

 

我在大學的專業國際關係，我們的課要學一種語言：西班牙文、日文、法

文、中文，你要選一種。我覺得中文是最有用的，也很複雜、很難，但是

很有意思。我學了中文兩年半後，學校要讓我們到外面留學一個學期，我

選台灣，因為我聽朋友說台灣的學習環境比較友好。回去美國，我要完成

第四水平的中文課，因為我希望可以說更流利的中文，可能可以幫助我以

後的工作。 

(W 訪談 2018/4/10:P.1:10-15) 

 

在韓國工作的時候，那裡的朋友們是 C 大學畢業的學生，她介紹我來 C 大

的華語中心學中文，很多人說在台灣學中文很好。我以前在韓國工作五年，

我會說韓文。但是現在日本很多中國人、台灣人，要是會說中文，回日本找

工作會很快、也很容易，所以我要學中文。 

(Z 訪談 2018/4/10:P.3:5-8) 

 

因為家人、親戚都是華人，小時候在家會跟他們說幾句中文。現在上大學，

在外面住，很少機會回家，都是和同學、朋友說英文。所以我想要練習更

多的中文，希望說話的時候可以很清楚，還有以後的工作環境希望是可以

說中文的。 

(Y 訪談 2018/4/10:P.5: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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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線上互動 

1. 使用 Zoom、Google Classroom 作為教學媒介簡單又便利，但要注意網路連接與

電腦軟硬體設備問題。 

    本次教學媒介選用 Zoom、Google Classroom，學習者都很認同操作簡單且便利，

可以隨時在有網路環境中讀取課程資料，甚至也可使用行動裝置上課；Ｚ生因為鮮少

使用網路溝通平台，一開始測試時十分擔心操作不熟悉的狀況發生，但經幾次登入使

用過後也表示比想像中容易、漸漸習慣了。 

 

我的手機也可以看到 Google Classroom，可以看到信、上課的東西。Zoom

的話，我覺得很簡單、很方便，還有 Zoom 可以看到別的人說話、看到老師

的 PPT 還有玩遊戲，很好。 

(W 訪談 2018/4/10:P.1:16-18) 

 

我喜歡上課以前去 Google Classroom 看你上次的東西；第一次用 Zoom 的

時候，我覺得有點難，幾次以後，我習慣了，很容易的。 

(Z 訪談 2018/4/10:P.3:10-11) 

 

    在遠距教學進行順利之前提下，電腦的軟硬體設備都要確保能否使用。Y 生在先

前遠距課程經驗中，就曾發生網路連接不穩定的問題，導致該堂課被迫終止，得要再

另尋時間補課。也因此本遠距課程開課前，研究者皆會事先提醒學生做好網路檢驗，

甚至與學生個別測試，以免臨時狀況發生。 

 

用 Zoom 上課沒有問題，可是有時候 WiFi 可能會壞掉，要小心這個。 

(Y 訪談 2018/4/10:P.5:21) 

 

    在初次登入階段中，有的學習者對於遠距上課的方式較不熟悉，也是因為第一次

使用，尚未習慣視訊軟體的操作方式，甚至出現了麥克風的音訊故障的小插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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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事後每次上課前都會先發信詢問學生設備測試狀況，也從此排除了操控困難的疑

慮。 

2. 實際參與遠距中文課程後，肯定線上學習的環境與上課方式。 

    在學習環境方面，三位學習者皆認為實體課程仍有必要性，大部份學生都喜歡在

能實際接觸、彼此能面對面交談的教室上課，因為隨時可與其他同學說話、練習與交

際，而這也是線上遠距課程的挑戰。 

 

我覺得一般的教室是最好的，我覺得這個不是真的交際溝通的感覺。因為

在一般的教室，有問題可以問旁邊的同學、也有聊天的時間。 

(W 訪談 2018/4/10:P.1:20-22) 

 

有時候在 Zoom 上面，大家一起說話的時候，覺得很吵，聽不太清楚誰說話，

在教室上課的時候，沒有這個問題，你可以很快地和其他同學一起練習。 

(Z 訪談 2018/4/10:P.3:13-14) 

 

我覺得線上課有多麽精彩，還不如面對面的學習，因為我喜歡跟人家接觸，

電腦的課沒辦法太多人一起上，對學習沒有很好。 

(Y 訪談 2018/4/10:P.5:23-24) 

 

    然而，因實體課程學時較長、上課精神可能容易疲卷，且班上人數較多，學生可

能沒有辦法特別專注在課之中，因為有其他同學的干擾。實際進入線上教室 Zoom 後，

學習者表示上課環境、效果良好。 

 

我覺得是不一樣的環境，Zoom 也很好，我可以很認真在 Zoom 裡面學習。 

(W 訪談 2018/4/8:P.1:23) 

 

一個人的時候我喜歡 Zoom，可以很專心跟老師說話。我喜歡教室的上課，

老師問問題，我可以和別的同學說話、討論，但是在 zoom 上課的時候，不

太能和其他同學說話。   (Z 訪談 2018/4/10:P.3: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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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說，我不是這麼喜歡線上的課。但是你的中文課，在 Zoom 裡面，真

的很有幫助。 

(Y 訪談 2018/4/10:P.5:26-27) 

3. 遠距課程便利程度、趣味性高，對學習中文不至於造成太大負擔。 

    談到遠距課程的最大優勢，三位學習者都認為「便利程度高、很輕鬆」，到教室

上課沒有距離的問題，只要提前幾分鐘準備好上課的用具與資料就可以「進教室」了。 

 

我可以在上課前 10 分鐘起床、換上衣服，很快就可以上課了，不用走出去。 

(W 訪談 2018/4/8:P.1:25) 

 

在Zoom上課的時候可以很專心，大家一起看老師，我覺得內容比較好掌握、

容易，電腦看很清楚，給我很多練習。在一般教室，沒有這麼多圖片、練

習，有時候上課很辛苦，會跟不上老師，而且有的人用手機、有的人聊天、

有的人睡覺，沒有這麼專心  

(Z 訪談 2018/4/10:P.3:20-23) 

 

用電腦上課可以很快，打開電腦準備好就可以開始了。 

(Y 訪談 2018/4/10:P.5:30) 

 

    在 Zoom學習平台上面，學習者可以完全專注在老師、同學的分享上，也有更多的

練習、說話機會。正因為遠距課程的時間不太長，學生能充分掌握學習內容，時間與

內容都不會造成學習的負擔，線上課程也有很多活動可以幫助學習。經實際線上學習

後，認為有趣的程度大於實體課程，對線上課程的印象與續上的意願非常高。不過，

有的學習者也表示，這要建立在班級人數很少的情況下，學習效果才會好。 

 

這是第一次我用電腦上課，很方便，而且我也在 Zoom 上面可以跟老師、同

學說話，也學習很多。 

(W 訪談 2018/4/8:P.1: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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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分鐘的課程可以很專心，沒有太多學習內容，可以記得很快、很容易學，

聽得很清楚。以前沒上過線上課程，這是第一次。以後也想要再用電腦上

課，因為學校很遠，用電腦上課很方便。 

(Z 訪談 2018/4/10:P.3:25-27) 

 

我喜歡跟人家接觸，但是線上課很有趣，也很方便，我一樣可以練習很多。 

(Y 訪談 2018/4/10:P.5:32) 

三、 活動設計 

1.  線上活動多變化、富有趣味性，情境練習搭配有趣動圖片例子讓學習者記憶深刻。 

    教學活動方面，三位學習者都認為本研究所設計之的線上課程很有趣，對主課程

以及個人學習很有幫助。在線上課程要更注重情境演練的活動，於此研究者特設置模

擬等情境，透過大量動圖片演示語法，運用有趣的語法例子強化學習者記憶。 

 

我喜歡上課的時候有很多圖片、影片，我可以記得很清楚，知道怎麼用。 

(W 訪談 2018/4/10:P.1:29) 

 

上課看老師的 PPT 練習語法，PPT 的例子都是用有名的人，有 Justin, Trump、

還有影片，所以我很容易記得。 

(Z 訪談 2018/4/10:P.3:30-31) 

 

我喜歡我們上課的 exmples，很有意思。 

(Y 訪談 2018/4/10:P.5:33) 

 

    教學過程中，發現學習者喜歡分享、討論，是故課程中設計了專題報告、相互問

答的環節。課前的調查顯示三位學習者都喜歡文化主題，因此研究者在每次課程中會

穿插台灣的食衣住行等文化，以有趣的影片、故事、用語作為補充資料，引起學生的

興趣，而這些安排讓學習者興味猶存，直至課程結束，可見課程設計，需從真實有用

的目的出發，學習語言最終目的乃是順利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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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人要回答你的問題，你要回答別人的問題，我喜歡這個，這個很 creative、

useful，我可以練習聽別人的口音。所以你的課很有趣、creative，一般的教

室我都會念課文、語法生詞練習，沒有那麼好玩。 

(W 訪談 2018/4/10:P.1.31-33) 

 

上課有很多活動、遊戲，我覺得都很好。老師的例子很好笑、圖片很多、

很好玩，可以幫助我學習中文，下課後我都記得。 

(Z 訪談 2018/4/10:P.3:33-34) 

 

所有的活動都很好玩，上課所有圖片我都會記得。我喜歡看 video、喜歡文

化的東西，可以跟同學說我的國家的事情。 

(Y 訪談 2018/4/10:P.5:34-35) 

    

    提到印象最深刻的學習內容，學習者分別提到了綜合活動的情境練習「我要客訴」、

生詞活動「誰的眼力好」、語法練習「抽卡樂」以及最後的專題報告「各國的節日」。

這些活動能讓學生留以深刻印象之要素可歸因為：富有樂趣、具有挑戰性、相互競爭，

更能讓學習者充分運用所學展示其中。 

 

我們每個人都寫一個客訴的故事，用老師的生詞、語法，跟同學分享，然

後我們要錄音給老師和同學聽。我們也玩了找很多字的遊戲，我很快就可

以找到老師說的字，因為我的讀比較快。還有我們的上課，有很多的討論、

用語法練習，很有用，因為有很多圖片、例子，我會記得。 

(W 訪談 2018/4/10.P.34-37) 

 

節日的介紹，我們自己找資料，在課堂上分享很多國家的節日、討論，這

個方法很好，我喜歡在上課的時候跟大家分享我的東西。也有找字的遊戲、

還有卡片回答問題，很好玩，可以學到很多中文。 

(Z 訪談 2018/4/10:P.35-:37) 

 

找字的活動我覺得最有用，其實我要看很久才可以找到你要的生詞；還有

我們學新的語法都會看很多圖片、最後一堂課玩了看卡片說答案的遊戲，

對我來說很有幫助。    (Y 訪談 2018/4/10:P.5:36-37,P.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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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慮到學習能力與風格之差異性，研究者盡力設計整體教學活動，然所選用課程

內容與對應活動並非能完全合適於每個人。因此，研究者在訪談中希望學習者能針對

本次線上課程給予回饋，學習者表示生詞量在主課程之外可以在線上課程裡多補充，

並且時常糾正發音的問題。 

 

我希望我的中文全部都要在學得更好，生詞、句子都要更好。 

(W 訪談 2018/4/10:P.2:2) 

我想可以多練習發音、因為我的口音很不好。 

(Z 訪談 2018/4/10:P.4:2) 

 

生詞可以學更多一點、大家可以一起讀一篇文章、討論。 

(Y 訪談 2018/4/10:P.6:3) 

 

2.課程時間半小時最為合適、課前測試與準備讓後續作業進行得更順利。 

有學習者認為若要精進語言能力，課程時間可以再加長，30 分鐘的內容稍嫌短促；

其他兩位學習者都認為 30 分鐘的線上課程、並且一週二次的安排是能掌握學習內容的。

考慮所有師、生的時間因素與學習狀況，以及教學平台本身的時間限制，研究者決定

將課程時間調整至 30 分鐘為一節課程；而陳珮庭(2010) 也在其論文中提到，線上同步

活動時間建議控制在 30 分鐘至 1 個小時內，是最能達成討論效果的。另外，研究者認

為，線上語言課程的班級人數應控制在 10 人以下，否則學習者過多時，很難照顧到每

一位學習者，學生練習的機會將減少許多；若學習者人數過多，建議拆班上課。 

 

30 分鐘很好，因為我在這裡有 intership，沒有很多時間，我覺得 30 分鐘很

好。而且 2 天上課很好，太多次會累，有些人的時間不行一起上課。 

(W 訪談 2018/4/10:P.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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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時間可以，30 分鐘好，一個小時太長了，我會記不起來。一個星期 3

次最好，2 次是 ok 的。 

(Z 訪談 2018/4/10:P.4:4-5) 

 

我覺得至少要一個小時，30 分鐘有點短。一個星期越多次越好，如果要真

的進步很快的話可以每天上課。 

(Y 訪談 2018/4/10:P.6:4-6) 

 

    由於遠距教學時間、環境的限制，課前的準備得更加仔細，學生也因此養成課前

做好設備測試、準備課程資料、提前入教室等習慣，如此才能讓這六次的遠距中文課

程進行得順利。 

 

上課以前，我會先看我們的作業、複習課本的生詞、語法還有 Google 

Classroom 的東西。 

(W 訪談 2018/4/10:P.2:7-8) 

 

我會先在 Google Classroom ，check 上次的 PPT、其他的教材。然後早一點

打開電腦和老師 test。 

(Z 訪談 2018/4/10:P.4:7-8) 

 

都會提早 15 分鐘準備好我的環境、還有一張白紙、把電腦開機也看看我們

的 Google Classroom。 

(Y 訪談 2018/4/10:P.6:8-9) 

 

四、學習結果 

1. 中級程度學習者尚未完全掌握語音、語法要領，課後追蹤狀況與輔導是重要的學習

評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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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級程度學習者在語音、語法的掌握上，尚未成熟，對三位來說，語法是學習難

點。中級課程出現了複雜、具挑戰性的生詞、語句，教材開始以篇章、對話的形式呈

現，學習者表示，會不確定要使用哪一個語法。研究者反思在教材設計上，應多讓使

用錯誤率高的生詞、語法複現率提升，增加更多練習機會；也因為正式上課時間短促，

課後從 Google Classroom 上的作業任務指派追蹤學生學習情況是重要的學習評估方式。

在聽力的訓練中，學習者提到需要適應同學的口音問題。研究者經常讓課程中出現「你

問我答」的學習環節，藉以訓練學生在聽的技能上提高敏銳度。 

 

說話的時候，語法不知道對不對，還是用哪一個會比較好。我會很認真聽

老師跟我說我的語法要用哪一個。 

(W 訪談 2018/4/10:P.2:10-11) 

 

我的發音、語法想要再更好，語法常常弄糊塗，因為中文語法和日文非常

不一樣。說話的時候，我的發音好不好，我也不知道，同學說的話因為口

音，可能我會聽不太懂。 

(Z 訪談 2018/4/10:P.4:11-13) 

 

就是我看不懂、聽不懂中文的時候，很容易 Give up，不過在這個課程我好

像都可以做得到，還能學到新的東西。 

(Y 訪談 2018/4/10:P.6:11-12) 

2. 線上遠距也能給予學習者學以致用的課程 

    線上學習的最大好處是學習再也不受時空限制，通過任務的實踐，對於學習素材

會有更深層的記憶，學習者在受訪時開心地表示：「我真的知道怎麼用了！」，作為

語言教師，最大的成就莫過於學生能學以致用、受用無窮。研究者以教科書做為課程

設計的底土，以文化作為架枝，協助拓展枝葉的脈絡，以聽說的訓練作為養分，施以

耐心時刻矯正彎曲的枝幹，期望能育出一顆顆在華語環境中全方位發展的大樹。 

剛來台灣的時候，我可以寫和看很多中文字，現在我可以說的中文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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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和說最想要變好，尤其是說話時候的語法，經過你的課，我知道怎麼用

了，我也知道更多台灣的東西了！ 

(W 訪談 2018/4/10:P.2:13-15) 

 

我知道的生詞、語法還有文化的東西比以前更多，因為老師會修改我的發

音和句子。 

(Z 訪談 2018/4/10:P.4:14-15) 

 

這幾次上課說了很多中文，我的 expression 好像更好一點。我覺得在說話的

地方要練習，很久沒有說很多中文了，在美國同學都說英文，有時候打電

話回家才會講一點點中文。 

(Y 訪談 2018/4/10:P.6:14-16) 

五、未來參加意願 

1. 學習者願意繼續以遠距學習方式進修中文 

    在本次遠距課程中的學習結果滿意度達 8 成以上，學習者表示，因為方便、創新、

學習資源能更多元化，也沒有實際課程中的大壓力。此外，對線上課程已從陌生到習

慣的程度，三位學習者都希望回國後能繼續以電腦遠距的方式學習華語。 

 

我以後也想要用電腦上課，因為從我的家到學校很遠，而且電腦上課很有

趣，很有用。 

(W 訪談 2018/4/10:P.2:17-19) 

 

會想要再用電腦學習中文，因為很方便，我現在用 Zoom 很容易了。 

(Z 訪談 2018/4/10:P.4:18) 

 

我願意繼續電腦學習中文，可以幫助我中文更好。 

(Y 訪談 2018/4/10:P.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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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習者喜歡活潑有趣又實用的課程素材，享受的開心、輕鬆的線上課程氛圍 

    三位學習者都給予本次遠距課程正向積極的回饋，讓研究者著實感到欣慰，也為

華語遠距、線上課程、文化的推廣，產生了推波助瀾的效果。 

 

我很喜歡這個中文課的 type，因為現在我有很多課，最大的 advantage 是你

的資料很好，上課很 creative，還有台灣的文化，我很喜歡，因為課本沒有，

但是我可以真的用得到。 

(W 訪談 2018/4/10:P.2:21-23) 

 

我非常喜歡PPT的資料，這個上課的資料我都會去Google Classroom download。

我常常聽的時候，都聽不懂，可是老師的 PPT 可以很容易記得。 

(Z 訪談 2018/4/10:P.4:20-21) 

 

我很喜歡老師的上課，覺得老師有耐心，上得比別人都好。以前的中文老

師都很兇，我第一次有個開心、放鬆的中文課。 

(Y 訪談 2018/4/10:P.6: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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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綜合分析 

    綜合以上資料，三位學習者對於遠距華語課程抱持著正向的學習態度，不論是本

次教學使用的平台 Zoom，或是對於課程整體設計，在問卷、訪談的結果上，都投以高

分的滿意度，學習者能在此找到興趣、發展成就，同時也都希望能繼續持續線上學習。

研究者因著本次的教學機會，有些感觸與體悟，以下為教學期間的啟示與分享： 

 

壹、發展高互動教材、建立情境脈絡 

    建構主義者認為，知識的是在情境脈絡下建構而生的，因此教學主體應設計情境

讓學生學習，將學到的新知識與現實環境關聯起來。在教學實驗後，研究者認為，教

材與課程設計是互動成效的關鍵因素。研究者在課程中教導真實生活中可用的知識與

技能，並提供許多擬真、有趣的情境脈絡供課堂練習與應用，讓學生以目標語解決問

題。線上課程與實體課程最大的區別在於，線上教學無法實際知道學生真正在電腦前

面做些什麼，為了不讓學生分心於他事，緊密的教學設計、引發生生、師生之間的真

正的互動，可讓學習者更專注於課程之中。 

    本教材出現的情境例子多以視聽型態出現，在研究者的教學檔案中，經常出現學

習者知道、或喜愛的明星、最新的社會話題，有時語法練習的主角也以學生當範例，

讓學習更有臨場感，學生會了解這份教材是專為他而設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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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遠距教材設計與畫面呈現需簡潔明瞭 

    精通心理學與經濟學家 Shlomo Benartzic 和 Jonah Lehrer (2016)，專門研究上網的

行為以及人在面對螢幕時的思考與行為模式，其書中提到：我們每個人的關注能力其

實都有限，同一時間只能注意到少數幾件事或幾個對象。因此，同時存在太多的資訊

將會耗掉我們的注意力，因為人的心智一次就只能注意那麼多的事情。研究者在教材

PPT 設計，盡量以簡潔明瞭的版面配置，選用不花俏的主題，同時配合 Zoom 視訊的

窗格位置，也為課程隨時會以註記筆塗鴉的區域留白，讓學習者專注於重要資訊。此

外，上課教材的畫面要避免學生過度依賴拼音、英語解釋，活動的訊息越清楚，越能

幫助學生理解，也能越掌握課的節奏性。 

    對應 CEFR-B1 在口語表達與公開宣告的能力概述，中級程度學習者能在課前準備

後，就個人熟悉、興趣之事項做簡短的報告、闡述，雖口音、聲調不盡道地，但一般

人能聽得懂。因此，教學要讓學生循序漸進的練習，如本教學研究以專題報告的方式

讓學習者練習表達能力、解決困難，如此將使其更有成就感。 

參、遠距教師需時刻注意學生反應與週遭狀況，充分掌握數位教學與科技

運用的能力 

   林翠雲、黃依駿(2016)在其書中提到作為線上教師需要具備的能力，除了專業知識

外，在技能方面更需要充實教學設計、資訊知識、教學平台操作、數位教材製作與管

理等能力。在學習過程中，學生是主角，而教師的角色是促進者、引導者、教練與設

計者。上課時，研究者會積極察覺學習者的反應：有的學習者在說話時信心較不足，

研究者會引領學生回答有興趣的話題或是成就感較高的問題；有的學習者非常積極學

習，課前會主動找相關資料，研究者會選擇更複雜性的主題、語法請學生套用、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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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進行適性化的教學的範例。透過不同的教學設計出高互動或動以及用心、熱情

帶領，可以使課程增加新鮮度。 

肆、在教學中穿插有趣新穎的網路資源與軟體以強化學習印象。 

    許多研究結果顯示，電腦或其他科技在教學上並不會比教師更加有效，但是如果

我們運用科技來學習，將科技當作學習工具、智慧夥伴的角色，是可以強化學習者思

考能力、具有支援學習的功能 (沈中偉，2005)。也由於多媒體能讓感官刺激，有助於

提升學習效果與記憶保留，現今許多師生都樂於使用。研究者在教學期間經常以不同

形式模擬情境討論，嘗試讓學習者實際操作、控制學習速度與內容等等，都是要給學

生新的刺激、新的輸入。 

    最後，希望通過五階的教學，學生最終能學會「自我調整學習」的能力，因為教

師除了教學之外，更重要的是教導學生學習方法與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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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線上學習五階段之互動模式為教學架構，採用 Zoom 同步視訊會議系統

作為遠距教學平台，以溝通、互動教學為基礎，探討中級華語學習者以學習五階段模

式所設計的教學活動，能否真正促進學習、增加師生與同儕間之互動、並營造遠距教

室的真實學習情境，綜合第四章分析之研究結果，歸納出本章的結論、建議。第一節

為「研究結論」，回應第一章之研究目的與問題；第二節「建議與未來展望」提供後

續遠距教學、相關研究之參考。 

 

第一節 研究結論 

    隨著中華語言與文化逐漸成爲矚目的焦點，學習華語也因而成為全球的顯著趨勢，

成為炙手可熱的顯學，面對「放眼國際、擁抱世界」的神聖且艱巨任務,對外華語教學

所肩負之重任不言而喻。然而，我們現在置身的世界，是越來越趨近於「0」和「1」

所構造的數位資訊科技時代，知識擴張變得更為劇烈、資訊傳播也更為快速，改變了

我們交際溝通的方式，而未來的資訊科技衝擊會愈來愈多，沒有人能避開未來的挑戰。

對外華語教學當然也是無法自外於此發展的方式，倘若教學仍不能通權達變、因時地

而制宜，提升學習者口語溝通能力的策略與技巧仍以傳統教學模式為主軸，華語教學

將很難跟得上時代的脈動，無法滿足學習者的需求，教學成效勢必難有突破之處。正

如同林翠雲(2016)所云：科技不是一切，但離開了科技，我們將會失去很多。對於線上

教學的研究，英語教學領域及早就起步，證實了對學習有相當程度的效益，而華語教

學領域也需力求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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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認為，如此的科技革命也正為我們帶來難得的機會，讓我們可以重新想像、

思考、生活。因此，我們應要善加利用這個時代的優勢，以免數位革命帶來的可能性

被浪費掉了。華語文學習者遍佈全球，網路自然成為華語學習的重要載體與管道，教

師們要思考並善用教學平台功能，透過同步遠距教學設計來引導學習者參與學習、進

行互動，然而，研究者也相信，拜科技日新月異的發展所賜，能更有效率地協助、管

理學習，在教學上的應用也有其價值，但仍舊無法取代教師潛移默化的教育功能，因

為科技媒材的角色和傳統教學媒體一樣，屬輔助工具，在此前提下，我們應當思考如

何藉由網路科技創造、整合出優良的教學環境。 

    本研究從第一章研究背景、研究目的與問題，第二章以遠距華語教學的重要文獻

探討數位教學的發展；第三章規劃出整體研究之方法、建立架構；第四章進行教學設

計，以學習五階段互動模式架構整體教學，營造學習情境，在教學中觀察師、生互動

與學習情形，並在課程進行期間，透過同步同台之錄影紀錄、輔以教師日誌省思，最

後將觀察與研究發現記錄於第五章，透過分析學習者在課程活動的表現、作業與評量、

課後滿意度問卷調查與個別深入訪談的方式，了解學習者對於本次同步遠距教學之活

動設計的整體滿意度與建議，也作為研究修改、評鑑的依據。研究者期望藉由本研究

實驗之結果，能提供同樣有心發展遠距教學之教師建議，以下分述本研究之成果與結

論： 

壹、溝通教學搭配任務活動打造遠距教室真實學習情境 

    華語教學的目標在於培養學生目標語的溝通能力，而溝通教學策略是達成此目標

的教學理念。研究者於課前問卷調查、課後深度訪談後，三位中級程度學習者都認為

加強口語溝通能力為個人首要學習目標，對於文化、生活主題很有興趣，因此在課程

中運用強調互動的教學活動，教導真實生活中派得上用場的知識與技能。韋金龍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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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溝通教學的核心精神在於「互動」，而互動的要件則在「語用」，研究者以此

為核心，運用語技整合的策略，引導進入學習情境，在課程五階段設置不同任務活動

激發學習者所習得的知識與他人溝通、互動，嘗試以目標語解決問題。吳中偉(2009)

提及，透過任務的執行，能讓學習者共同參與、學習與他人合作、並訓練溝通與表達

自我意見等技巧，能達到「做中學」的成效。研究者在教學中安排了專題報告、相互

問答、角色扮演等任務活動，通過任務的實踐，對於所學會有更深層的記憶。問卷調

查結果顯示，學習者對本次遠距課程之整體滿意度高達九成，在學習動機，課室氣氛

等滿意度項目亦達到九成以上；訪談方面，學習者提到，課堂有許多有趣的活動，能

讓自己充分運用所學，比實體課程多了很多練習的機會，也因為課程教材的活潑設計，

容易幫助記憶，在與其他師生對答之中，又可從中學習其他的口語表達方式，對學習

有著極大的助益。 

    經本研究觀察，活動任務中學習者藉由傾聽對話，能更確切的輸入、輸出語料。

除了與同儕、教師的互動外，學習者也在本身「已知」與「未知」之間的互動，運用

「後設認知」，體驗、覺察自己的學習，能立即檢視、修正適當的語法與溝通的技巧，

在持續自我檢核中成長。此外，三位學習者皆表示，在同步遠距的學習環境下比較沒

有壓力，可以自由分享與發表，比實體課有更多聽、說的練習機會，而最大的好處是

學習可以不受時空限制，上課變得更簡易、更有效率了。 

    教學本身即是在進行溝通，無論是在線上同步或非同步教室，學習始終在進行。

本研究設計之遠距課程所搭配教學法以「溝通式教學法」與「任務式教學法」為核心。

然受制於課程性質、學習人數以及時間限制，研究者仍無法逐一檢視其他教學方法的

應用情形，如： 「合作式教學法」、「主題式教學法」對於本次遠距教學之互動成效，

實為遺憾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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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重視教材與課程設計，簡單資源即可創造高度互動 

    在本教學實驗後，研究者認為教材與課程設計是互動成效的關鍵因素，而充分使

用網路多媒體資源則能讓教學更靈活、更有彈性，進而提升學習保留率。首先在同步

華語數位教材內容方面，本次教學研究主要以簡單投影片的形式，以 Zoom 視訊會議

系統作為教學載體，著重群體互動與情境營造，希望活動成為教學的有利助手。研究

者進一步認為，教材資源無須包覆完整知識，教師需要的僅是能夠幫助學生訓練語言

技能的教材，因此，本研究多以視聽型態、真實的情境圖片扮演知識的傳遞要件，在

教學設計的引導下，編排各個元件，讓教材發揮最大的功能、滿足課堂中的各項教學

活動。調查問卷顯示，本教學研究所使用之課程教材，學習滿意度高達九成；教學平

台與互動項目，也達到八成以上的滿意度，三位學習者皆認同課程中圖片、影音的輔

助能夠有效的強化學習記憶，活潑、靈活且彈性的搭配其他資源，讓專注力相對提升

了，也能習得更多元化的知識，有效的提升學習保留率，也有更高意願再次以同步遠

距課程的方式學習華語或是接觸其他的學習。 

    關於教材設計細節，簡報投影片或相關教材應以學習者認知為設計出發點、並搭

配遠距平台的特性、介面全盤設計。根據 Miller 對訊息記憶處理的研究，提出人的記

憶廣度大約為 7 加減 2 個單位，短期記憶中的資訊保持時間短、容量有限，如果資訊

量越豐富，反而會造成學習者注意力不足，學習很快就會被遺忘，也難以在認知、思

考的時候作出合適的選擇，也因此研究者在教學中以螺旋方式、以舊帶新重現教材，

簡報上呈現適量的資訊，讓學習者複習，將學習材料重新強化，變得清晰且穩定。學

習者在課程後訪談提到，這樣的教材呈現方式遠比課本來得豐富、活潑，因而更有意

願學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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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針對教學投影片的配置與設計，Shlomo Benartzi 與 Jonah Lehrer(2016)在其

著作中提及，我們身處的科技時代，螢幕本身就是個高度視覺化的媒介，吸引我們的

注意力。學者們做了許多實驗，證實人類的關注力受到螢幕中央而吸引，同時會避開

邊緣、容易注意到以水平方式排列的資訊，因此在選擇事物時，中央所獲得的關注力

與價值會比較高。針對以上特色，研究者特別重視教學簡報的設計與呈現方式，利用

這些傾向幫助學習者注意到最需要關注的事物：較重要的細節放置中央或眼睛最可能

掃視的地方，並以橫向水平排列學習資訊、遠離邊緣，同時注意資訊量不能過多，如

此教材本身獲得的關注性就會增加了。 

    即使以熟悉、不花俏的基礎線上工具，只要把握簡易的操作原則，並加入合適的

學習策略，緊僅跟隨教學目標、學習者特性，設計出創新的學習活動，相信能夠提高

學習果效、促進良好互動，即可創造一個優良的遠距學習環境；另一方面，重視螢幕

呈現的方式，抓取學習者吸引力，相信在未來將會成為遠距教學的重要研究課題。 

參、以學習五階段互動模式發展華語教學，提升學習結果滿意度 

    本研究主要參考 Salmon(2002)線上帶領五階段，並增廣五階段的運用層面，以學

習者中心發展「線上學習五階段互動模式」於華語同步遠距教學中實施，強調學習以

溝通、互動，任務學習為核心以及重視學習者需求，以此原則設計各階段的教學活動。

Salmon(2002)認為，階段就如同鷹架，建立在學習經驗之上，使學習更有結構性。本

研究運用之五階互動模式，針對同步遠距課程 提供學習者各種支援，並配合教材內容

與視訊平台的應用。整體學習結果的滿意程度達到八成以上的結果，能肯定各個學習

階段能發揮引起動機、省思的功能，並協助其完成華語遠距的學習歷程。以下研究者

針對五階段提出教學策略與改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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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使用與動機階段是建立良好師生互動的基礎 

    五階模式的運作，強調第一階段的登入基礎與課前的準備。唯師生間先有了解與

互信、建立情誼，熟悉課程操作，才能有效經營線上遠距課程的氣氛。學者鄒景平(2004)

提出：學習者對教師、學習環境的觀點，是影響遠距學習成敗的重要因素，此外，遠

距學習者可能會因課前準備不足、未能清楚了解說明與得到回應、不能融入學習環境…

等心理狀態而磨損學習熱情。本研究於開課前，清楚編列遠距學習手冊並與學習者分

別測試平台、熟悉電腦操作方式，予以親切態度進行簡單訪談，希望引起學生參與及

求知的慾望。研究者在此階段認為事先說明課程的設備、上課內容以及認識教師，師

生雙方都能更有效率地進入第一次課程，學生也能自然的與教師互動；另外，教師要

觀察並確認每位學習者的學習風格，有些學習者可能因為習慣或對電腦設備操作不熟

悉，而導致第一階段的學習困難，因此在課程規劃第一階要確實的預留足夠時間引導

學習者登入。總的來說，第一階段建立互動的基礎與打造學習者的信心，是後續課程

能否順利進行的重要關鍵。 

二、線上社交能促進線上學習的安全感改變教師與同儕間疏離感 

    第二階段的重點為營造學習社群，開啟學生彼此交流與發表的機會。Salmon (2002)

認為：人們對線上學習活動，「感覺」會比「技術」更重要。也就是說，教師要體察

學生情感方面的需求，避免學習半途而廢或是對線上學習有著負面印象。本研究之學

習五階段互動模式為同步遠距學習注入了「人」的成分，讓學習者充分體驗到以群體

為線上學習單位，不是只有知識的傳遞，彼此更能建立情誼，提高互動，進而對線上

學習產生認同感。參與本教學研究的學習者來自不同國家，生活習慣與文化都有個別

差異性，研究者先從彼此感興趣的生活經驗著手，藉由破冰活動的設計，讓學習者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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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分享，在課後問卷滿意的調查也顯明了學習者認為本課程於互動交流中達到良好的

成效，改變了原本對遠距課程的陌生感。此外，基於線上課程需滿足學習者的個別需

求的原則，研究者以 Google 雲端教室為交流平台，讓學生充分抒發意見、共同交流與

討論，給予適當的回應，能有持續參與的動機，相互參與創造出學生歸屬感與認同機

會。 

     綜合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的觀察，研究者認為在遠距課程中的師生、同儕關係需

要特別經營，靈活地照顧個別差異，滿足學習者的需求、利用多元化的活動提高互動，

必然有助於凝聚學習力與專注力。 

三、發展資訊階段，善用學習資源與多媒體工具、佈置語言環境 

    經由前兩階段的順利引導後，學習者也漸能適應遠距學習、互動的模式是不同於

以往實體教室的。從第三階段起進入了課程主軸，彼此能交換訊息。研究者觀察此階

段的學習與互動，最容易產生學習知識上的問題，除了課程中以適當時機糾正，還會

根據同步錄影檔分析學習者在課程中普遍犯的錯誤，並在課後立即記錄於 Google 教室

的討論區與學習區。為了促進有意義的學習，研究者設置許多練習活動，語法操練上

予以大量例子、情境以訓練學習者口說與聽力的能力，加強基礎語言知識，以交叉問

答、議題討論與分享為重點。 

    綜合以上，研究者認為，發展階段應讓教學活動富有變化，使學習保有新鮮感，

因為激勵學習的手段愈多元，不論是教師的教學技巧、學習者的學習能力，都會愈加

靈活，更有彈性。 

四、知識建立階段，運用提問策略引發學習者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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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建立階段的重點聚焦於討論、分享自己的見解與主張，因而互動能達到最高

點。參與本研究之學習者學習積極度高，在課堂中總是積極尋求練習機會，也喜愛討

論文化議題，因此研究者以教科書內容之主題，予以其他補充資料，如：台灣的小吃

與生活、重要節慶與習俗等學生有興趣之議題。課程佈置成多種情境，讓學習者盡可

能從中體驗、比較本國文化與華人文化的特質與觀念，也因為討論主題更多元化，此

時教師能充分使用提問策略，引發學習者思考、探究新知識，彼此能談論的話題廣度

又增加了。 

     研究者在本階段多以任務活動的形式建立，如：角色扮演，選擇常用語法、生活

化的題材讓學習者應用，保留多一些說話機會給學習者，也因此較少關注詞彙、語法

的操練；練習時設置多元情境，留適當的緩衝時間，能讓學習者充分思考、準備與發

揮，在實作中累積經驗。  

五、發展階段帶給學習者多元發展的可能性、培養獨立思考能力、引導自主學習 

    第五階段，是檢視學習者所學、充分發展的階段，學習者開始有能力運用華語進

而發揮批判、思維的技巧。參加本研究之學習者，除了實體課程外，使用華語溝通的

時間非常有限，也因此本課程首要任務就是達成學習者需求：有更多機會使用所學，

因而規劃了主題報告的活動，結合了學習者有興趣之議題，目的是希望在此過程中能

激發繼續精進的動力，樂於使用目標語向他人介紹、分享自己的觀點。學習者在課後

訪談中提到對個人學習最有幫助的活動，大部份都認為是發展階段的專題報告，因為

能更全面的使用聽、說、讀的技能。此外，據研究者觀察，在最後階段，學習者已熟

悉遠距課程的模式、清楚網路平台的操作，和同儕、教師的交際有著更自然的互動。 



DOI:10.6814/THE.NCCU.TCSL.007.2018.A0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81 

課後問卷調查也顯示，以五階段模式進行課程設計，學習結果之滿意程度達到了八成

以上，在在表示學習者高度認同本次遠距課程的規劃。研究者認為，學習者能順利且

成功的完成五階段的遠距學習，歸功於每一階段的穩扎穩打、用心經營、帶領與規劃。

林翠雲(2016)提到：一個成功的線上教學，必須考慮到語言技能、教學階段以及媒體工

具的使用等種種因素，雖看似複雜，但是最核心的關鍵依舊是教學設計。 

   華語的學習重在日積月累的功夫，遠距課程交給學習者的最終任務目應該是提升自

我學習的能力，教師在課程中要培養學習者善用網路多媒體資源無遠弗屆的特性，網

羅更多社會議題，拓展視野，必定能讓華語學習更上一層樓。 

 

 

第二節 研究建議     

    研究結果發現，學習者對於參與本次中級華語同步遠距課程有相當正面的評價，

而經過實際的教學分析後，亦顯示本研究使用之五階段互動模式的實施，能提升學習

動機。有鑑於此，研究者根據研究目的與結論提出對華語同步遠距教學的建議，希冀

能將研究成果推廣到其他知識領域，增廣運用範圍，以下三點為本研究之建議與未來

研究方向： 

壹、配合遠距課程內容、電腦軟硬體設備條件而選擇合適教學方法 

    根據本研究之結論，影響遠距學習的重要因素是教學方法與教學策略，有效的教

學方法有很多，教師應加以應變、靈活運用。本研究所進行遠距課程主要選用「溝通

教學法」、「任務教學法」做為華語遠距教學活動設計之原則，確實能達成高度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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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習滿意度。然而，研究者雖已竭盡所能蒐集資料與應用，仍無法逐一檢視其他教

學法，如：「主題式教學法」、「合作式教學法」對於本次遠距教學之互動成效，原

因有三：一、本研究進行之遠距課程為課後輔導性質，需搭配主課程教學，教材主題

與內容多有侷限，若採用主題式教學法將無法充分發揮其教學精神；二、合作學習多

以小組間的相互競賽、搶答，然而受到本課程學習人數 3 人、課程時間 30 分鐘之侷限，

若採用合作學習法將難以達到協力合作、共同參與與創造之合作學習目標；三、本研

究按學習五階段互動模式規劃教學活動，考慮學習程度因素，多聚焦於話題討論、任

務活動，是選用溝通教學搭配任務教學的主要原因。 

    以上限制實為本研究遺憾之處，在此建議後續研究可以探討其他教學法於同步遠

距課程的實施成效，相信對華語學習會有正面的幫助。 

貳、時刻提升與更新數位教學知識，成為創新成長的促進者 

    處於資訊科技時代，許多華語老師對基本的電腦操作並不陌生，能以網路多媒體

呈現教學內容。研究者接觸的華語教學者，大多以實體教室教學為主要方針，對線上

教學感到生疏，甚至認為遠距教學程序繁瑣，產生排拒心理，歸因可能是教學者對於

科技融入教學的素養不充足。最佳的因應策略就是勇於面對並盡力培養科技能力，因

為隨時充實新的資訊也是教師的重要工作任務之一。研究者認為，只要有心，隨時都

能利用豐富電腦網路多媒體知能，以容易取得之現成材料、語料做為教材，找尋適合

師生的教學平台，彼此溝通互動。善用網路多媒體工具成為落實遠距教學的利器，能

減輕教師的教學壓力。據研究者的深刻體悟，教師本身要時時更新教學知識與技巧，

充實數位教材的知識與製作能力，持續熱情地帶領與鼓勵，是教學成功與否重要的本

質要素。最後，研究者也建議，欲進行遠距教學的教師，應以一對多的教學環境為目

標，因為在多方互動的過程中，更能產出創新、多元的教學與互動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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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運用學習五階段互動模式進行教學研究 

    Salmon(2002)的線上帶領策略以注重認知、社會、動機、情意與互動的過程建立

起社群的模式，提供教學鷹架，讓課程具有明確努力的目標，基於以上特色，本研究

建立學習五階段互動模式應用於華語遠距教學，擴增了原以教師為核心的架構，以學

習者中心為焦點，關注師生互動、溝通層面，觀察五階運用情形。研究結論證實了學

習滿意度與互動結果良好，適合於本次遠距課程之中。然而，研究仍有諸多發展上的

限制，分述如下： 

    第一，觀察相關文獻與目前教學情況，在華語教學界尚未見以此模式作為架構之

教學設計或深入研究，且戰且走地在實際教學中嘗試、修正缺失並改善；第二，本研

究只針對三位 CEFR中級程度之線上華語學習者進行教學，實驗規模不充足；第三，本

教學研究所選用之教學方法、教學設計與軟體設備乃按照線上課輔形式所規劃，並且

符合學習五階段互動模式之原則，得出結果僅能確定合適於本次遠距教學，並非能全

盤類推、適用於其他課程上。 

    研究者建議若要成為專業遠距華語教師或未來有志從事遠距教學研究者，可以本

研究內容為基礎，嫻熟各式教學使用技巧與工具，嘗試加深加廣學習五階段互動模式

之運用層面，並發揮知識永續建構的精神，相信後續研究之成果能為華語遠距教學研

究提出更有力之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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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附錄ㄧ 學習者課前問卷 

 

中級華語同步遠距課程 學習者課前問卷 

Online Class Questionnaire 

親愛的同學你好： 

    歡迎你參加中級華語遠距課。這份問卷主要是想先了解你的華語學習程度、電腦

使用能力，以及對本課程的期待和需求。這份問卷僅供學術研究之用，答案將不會作

為其他用途使用，你可以放心回答，也請協助完成此份題目。祝 

    身體健康、學習愉快！  

Dear students:  

    Thank you for participating in this online course.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questionnaire is to 

know your background of learning language, the ability of Chinese learning, the ability of using 

computer and the expectation about this class. The questionnaire will only be used on the research. 

Thanks for your support.  

    May you healthy and have fun in the learning!  

國立政治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博士學位學程 

                                                   NCCU Ph.D./MA Program in TCSL 

                                                     研究生 陳詠璇  敬上 

                                             2018 年 3 月 10 日 

 

一、 個人基本資料 Personal Information 

1-1 姓名 Name: 

1-2 性別 Gender：☐男  ☐女 

1-3 年齡 Age: 

1-4 國籍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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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教育程度 Education: 

1-6 主修科系 Major: 

1-7 學習中文時間: 

1-8 目前工作 Job: 

二、 學習背景 Learning Background 

2-1 你的母語是什麼？(What’s your mother tongue?) 

 

2-2 你會什麼語言?  (What language can you speak?) 

 

2-3 你為什麼學習中文？(What is your motivation for learning Chinese?) 

 

2-4 你的家人會說中文嗎？(Does any of your family can speak Chinese?) 

 

2-5 你在哪裡上過中文課？上了多久時間？(Where did you learn Chinese? How long 

you took this class? ) 

 

三、學習狀態 Learning Status 

3-1 你想要增加哪一種華語能力(多選)？(What kind of abilities you want to enhance? 

Multiple Choice.) 

☐聽, ☐說, ☐讀, ☐寫字, ☐打字, ☐其他 Others:                 

3-2 學中文時，你遇到什麼困難？(What are the difficulties you encountered when 

learning Chinese? ) 

四、線上中文課 About Online Chinese Class 

4-1 你用過什麼方法學中文(多選)？(How do you learn Chinese ? Multiple Choice) 

☐看電視/電影 Watch TV or movies , ☐聽廣播/音樂 Listen to the radio or music 

☐看 YouTube 頻道 Watch YouTube channel , ☐ 玩遊戲 Play the games 

☐其他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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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你上過遠距課程嗎？(Have you joined the online class before?) 

 

4-3 你喜歡的中文課主題是什麼(多選)？(What are the topics you are interested in 

Chinese learning? Multiple Choice) 

☐旅行 Travel , ☐食物 Food , ☐政治 Polity , ☐節日 Holiday , ☐健康 Health 

☐工作 Work , ☐購物 Shopping , ☐語法 Grammar , ☐寫作 Writing 

☐其他 Others:                

4-4 你希望可以在這個課學到什麼？Your expectation. 

 

 

 

 

 

問卷結束，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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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課後學習結果與滿意度調查問卷 

 

華語同步遠距課程 課後學習結果與滿意度調查問卷 

 

親愛的同學您好： 

    謝謝您參加這個課程。這份問卷主要目的是想了解你對於本次華語同步遠距課程

的感受與意見，幫助我們繼續調整、打造更好的華語遠距課程。請根據問題，在一到

五分中，選出符合的感受。這份問卷僅作為學術研究，你可以放心作答，也請協助完

成此份問卷。謝謝你的支持。祝 

    身體健康、學習愉快！ 

Dear students:  

    Thank you for participating in this online course.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questionnaire is to 

know your feelings during the class. Your opinion will help me modify and build the better online 

courses environment. Please choose the best description(1to5scales) on each states. The 

questionnaire will only be used on the research. Thanks for your support.  

May you healthy and have fun in the learning!  

國立政治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博士學位學程  

                            研究生 陳詠璇  敬上 

                          2018 年 3 月 25 日 

 

第一部分：個人基本資料 

一、基本資料  

1. 姓名 Name： 

2. 電子郵件地址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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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課程滿意度與學習結果調查 

請勾選最符合的答案： 

（說明：5=非常同意、4=同意、3=普通、2=不同意、1＝非常不同意 

         5= Strongly Agree, 4= Agree , 3= Neutral , 2=Disagree, 1=Strongly Disagree ) 

項目/內容 Question 評量 Answer 

1. 學習動機 Learning Motivation 

1-1 這個課程包含了我想要學習的東西。  

(This Course includes what I want to learn. ) 

□5 □4 □3 □2 □1 

1-2 課前的暖身活動能讓我快速進入學習狀況。    

(There were “warm-up” parts before classes.)  

□5 □4 □3 □2 □1 

1-3 上課時，老師會鼓勵我說話、給我建議。 

(The teacher would encourage me to talk, give me some useful advices.)  

□5 □4 □3 □2 □1 

1-4 老師在課程中會安排有趣的活動。  

(The activities my teacher arranged were interesting.)  

□5 □4 □3 □2 □1 

2. 課程教材 Learning Materials 

2-1 老師會製作適合我的線上課程教材。 

(The teacher would make online course materials for my learning.)  

□5 □4 □3 □2 □1 

2-2 為了幫助我了解語法、生詞，老師會給我很多例子練習。  

(To help me understand the grammar and vocabulary, the teacher would give 

me some examples.)  

□5 □4 □3 □2 □1 

2-3 老師會給我很棒的教材，提供充足的練習。 

(The teacher would give me some practices during the class. )  

□5 □4 □3 □2 □1 

2-4 放在 Google Classroom 的教材可以幫助我更了解上課的內容。 

(I found learning materials on Google Classroom helpful.)  

□5 □4 □3 □2 □1 

3. 互動 Interaction 

3-1 上課時，我和其他同學有很多互動。 

(I have a lot of interaction with my classmates.)  

□5 □4 □3 □2 □1 

3-2 上課時，我和老師有很多互動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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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ave a lot of interaction with my teacher. )  

3-3 整體來說，大家的互動都很好 

(All in all, we have good interaction on Zoom.)  

□5 □4 □3 □2 □1 

3-4 我會用 Zoom 的功能，例如：聊天室、白板…等等，和老師、同

學溝通。 

(Ｉused some functions on Zoom, such as: chatting room, whiteboard…etc)  

□5 □4 □3 □2 □1 

3-5 上課時，老師會回答我的問題、給我幫助。 

(The teacher would answer my questions and give me some helps. )  

□5 □4 □3 □2 □1 

3-6 上課時，我可以和同學討論老師的問題。 

(I could discuss with my classmates over some issues.)  

□5 □4 □3 □2 □1 

3-7 上課時，老師會請我和同學一起合作。 

(I could cooperate with classmates and nish the assignment.)  

□5 □4 □3 □2 □1 

4. 線上教學 Online Learning 

4-1 在這個課，我有更多機會可以發表意見。 

(I have more opportunities to express my thoughts in online class.)  

□5 □4 □3 □2 □1 

4-2 老師會注意我的反應，調整說話速度、用其他方式讓我了解。 

(The teacher would pay attention to my reaction, adjust the rate of speech, and 

use some tips to let me understand the learning content.)  

□5 □4 □3 □2 □1 

4-3 對我來說，課程的進度是剛剛好的。 

(For me, I could catch up with the course easily.)  

□5 □4 □3 □2 □1 

4-4 老師會給我很多例子，幫助我了解學習內容 

(I could understand the learning content by examples.)  

□5 □4 □3 □2 □1 

4-5 整體而言，這次的線上課程比一般的課程好玩。 

(All in all, I have more fun in the online class than in traditional class.)  

□5 □4 □3 □2 □1 

5. 課室氣氛 Atmosphere 

5-1 我覺得上課的氣氛很輕鬆、愉快，沒有壓力。 

(The atmosphere is relaxing, enjoyable, and stress-free.)  

□5 □4 □3 □2 □1 

5-2 我在線上課程都很專心，很認真學習。 

(I concentrated on the class and devoted myself to learning.)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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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這個課讓我跟老師、同學有更多的練習機會。 

(I have more opportunities to practice with my classmates and teacher in this 

class.)  

□5 □4 □3 □2 □1 

5-4 整體而言，我喜歡線上的中文課程環境。 

(Overall, I like the Chinese online courses. )  

□5 □4 □3 □2 □1 

6. 學習結果 Learning Effect 

6-1 這次的課程，適合以線上的方式上課。 

(The lessons teacher designed are suitable for online course.)  

□5 □4 □3 □2 □1 

6-2 這個課程的學習效果比在一般的教室上課來得好。 

(The learning effect in online class is better than that in traditional class.)  

□5 □4 □3 □2 □1 

6-3 這個課程能幫助我進行個別化的學習。 

(This course will help me carry on individualized learning.)  

□5 □4 □3 □2 □1 

6-4 老師會利用一些活動讓我學習。 

(The teacher would arrange some activities during the class.)  

□5 □4 □3 □2 □1 

6-5 我在這次的課程有很棒的學習經驗。 

(I have a great learning experience in this course.)  

□5 □4 □3 □2 □1 

7. 教學平台 Learning Platform 

7-1 使用 Zoom 對我來說很容易。 

(I am able to use “Zoom ”, and it is easy for me. )  

□5 □4 □3 □2 □1 

7-2 我喜歡利用 Zoom 學習中文。 

(I like to use Zoom when learning Chinese.)  

□5 □4 □3 □2 □1 

7-3 老師使用 Zoom 上課，讓我容易學習中文。 

(Thanks to “Zoom” , I could learn Chinese easily.)  

□5 □4 □3 □2 □1 

7-4 Zoom 讓我和教材、老師、同學之間有更多互動。 

(Zoom allow me to have more interaction with my classmates and teacher.)  

□5 □4 □3 □2 □1 

7-5 這次課程使用 Zoom 的情況很好。 

(Everything went well when using Zoom)  

□5 □4 □3 □2 □1 

 

問卷結束，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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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學習者課後訪談大綱 

 

華語遠距課程 學習者課後訪談大綱 

Learner -Interview syllabus 

 

一、個人學習需求 

1.   請分享你學習中文的經驗。 

    (Please share me with your Chinese Learning experience.) 

2.   為什麼要學習中文？  

    (What is yout motivation for learning Chinese?) 

 

二、線上互動 Online Interaction 

1. 我們在 Zoom 上課，也用了 Google Classroom，你會不會覺得很困難?  

(Is it difficult for you to use Zoom , Google Classroom?) 

2. 在一般教室和在 Zoom 上課，對你來說，哪一個比較好？為什麼？ 

(Having classes in traditional and online ways, which one is easier for you?) 

3. 在一般教室和 Zoom 上課，兩個有什麼好的地方、什麼不好的地方？ 

(What are the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in traditional class and online class?) 

4. 你喜歡用電腦上課的方式學習中文嗎? 為什麼?  

(Do you like to learn Chinese through the computer ? Why?) 

 

三、活動設計 Learning materials 

1. 上課前，你會準備什麼？ 

(Before the class, what would you prepare for ?) 

2. 你記得我們在課程中做了什麼活動？ 

(Do you remember what activities we did in the classes?) 

3. 上課時，你覺得很有趣的事情是什麼？ 

(What were the special and fun things in the class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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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課的教材、PPT，對你的學習有幫助嗎? 你希望還要加強什麼？ 

(Are these learning materials helpful to you? ) 

5. 這次的上課時間合適嗎？  

(How long and how often should you have the class?)  

 

四、學習結果 Learning effect 

1. 你在這個課，學習的困難點是什麼？ 

(What difficulties you did encounter when learning Chinese?) 

2. 這幾次上課，你的中文進步了嗎？哪裡還要努力？ 

(Have you made any progress after the online class? Which part should you improve or 

enhance? ) 

 

五、未來參加意願 Willingness 

1. 如果還有機會，回你的國家後願意再使用電腦學習中文嗎?  

(Is it possible for you to learn Chinese through the computer again?) 

2. 你對這次的課有什麼建議？ 

(What’s your opinion on this class ?) 

 

 

 

訪談結束，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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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華語同步遠距教學日誌 

四-1 中級華語遠距教學日誌-0322 

華語遠距教學：教師日誌 

 週別 W1, 1st 

 上課時間 2018 年 3 月 22 日，11:30am - 12:00pm 

 教師姓名 陳詠璇 

 學生姓名 W、Z 

 出席情形 缺課：Y（病假）  遲到：無 

 教學進度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B3, L1 新室友 

 教學內容 1. 複習生詞語法 

2. 訪問同學、課堂發表 

3. 介紹台灣文化: 廟、算命文化，彼此訪問各國的習俗。 

4. 交代作業與下次上課時間 

 今日上課情況 

學習紀錄 

11:20-11:30 

1. 老師開放 Zoom 教室，學生陸續到班。 

2. 簡單測試、問候、學生準備課堂用具。 

11:30-1147 

3. 課程開始，螢幕分享播放 PPT: 師先自我介紹，學生嘗

試用已學過的詞彙猜老師資訊。 

4. W 會主動發言，努力嘗試用各種學過的詞彙表達心中

的意思。說話的自信心需要加強，發表時最後會語調

提高，偶爾穿插英語解釋其意思。 

5. Z 在回答問題時，比較謹慎、用詞較智賢精準。 

6. 發音問題：興「趣」，兩位學生[q]和[yu]的音沒辦法結

合，因此老師花了一些時間在指導糾音上。 

7. 本次上課是複習性質，教師以學生已學習過的教材為

主軸，PPT 皆出現本課生詞如：雜誌，兩位同學卻答

不出來，學生仍需重複不斷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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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7-11:55 

8. 台灣廟宇文化分享：教師先複習課本單字，並分享台

北知名廟宇：龍山寺、行天宮。 

9. W 看到廟宇，能主動發表意見，說明曾經到「台南孔

廟」，能比較台南孔廟、台北行天宮的外觀差別。 

10. Z 表示自己去算命過，表達上有語序錯置的問題。 

11:55-12:05 

11. Zoom 會議室因時間到自動斷線。 

12. 教師重新貼連結後，學生陸續進到教室。教師完成尚

未說明的事項：作業交代、詢問學生上課的節奏、老

師的語速能否接受 

12:05 下課 

 教師反思 1. 操作上稍微不順暢、畫筆的功能操作要更熟悉，應在

螢幕分享的同時點開工具箱的功能，才不會讓學生等

待教師坐下一個動作，時間一分一秒都不得浪費。 

2. 對課程的時間掌握上需要再加強，Zoom 會議室有時間

限制 40 分鐘。因此下次上課時提前 5 分鐘進教室就行

了，並設置內建鬧鈴提醒注意下課時間，相信下次會

有更好的掌握。 

3. 學生喜歡發表，但本堂課程以複習進度為主軸，較多

注重在練習語法、糾音、修正語序上，下次上課應先

規劃更多討論的議題， 

4. 學生還未習慣教師手勢、用詞，指令應要更明瞭清楚。 

 作業佈置 

課後提醒 

1. 各打 2 個今日上課學到的生詞、句子在 Google 教室作

業區裡。 

2. 下次上課分享室友、朋友的興趣洗好，並使用語法：

對～(沒)有興趣、看起來~、總是～。 

3. 提醒下次上課時間: 3/24 星期六 11:30am-12:00pm 

4. 請 Y 到 Google 教室觀看同步錄影補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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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 中級華語遠距教學日誌-0324 

華語遠距教學：教師日誌 

 週別 W1, 2nd 

 上課時間 2018 年 3 月 22 日，11:30am - 12:00pm 

 教師姓名 陳詠璇 

 學生姓名 W、Z、Y 

 出席情形 缺課：無    遲到：Ｚ(晚 1 分鐘) 

 教學進度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B3, L1 新室友 

 教學內容 1. 作業發表 

2. 複習生詞語法點 

3. 文字雲遊戲 

4. 交代作業與下次上課時間 

 上課情況 

學習紀錄 

11:25 

1. 前五分鐘老師開放 Zoom 教室，Y、W 先到班，Z 晚近教室 1

分鐘。 

2. PPT 說明今日流程、上課須知，開始 Zoom 同步錄影。 

11:30-1145 

3. 課程開始，W、Y 分享室友興趣、習慣。 

學生能使用中級以上詞彙發表，教師使用註記筆記錄。 

教師講解完後，Z 才進班。Z 麥克風發生問題，聲音出不來，

但她表示自己能聽得清楚其他人講話。基於課程已開始，又有

時間上的壓力限制，無法當場修正麥克風問題。(第一次課前測

試 Z 的聲音也是無法被其他人聽到，我請 Z 改用耳機，改善了

聲音出不來的問題；第一次上課時，Z 使用耳機，麥克風一切

正常，非常順利。第二次上課時又出現問題….) 

＊解決方法：請 Z 說話時張大嘴巴，姑且判斷表達的意思。 

互動回答問題時，改用小白板方式輔助表達、封閉式問題多請

Z 回答。下次課前請 Z 提早 15 分鐘入班做測試。 

4. 介紹完朋友，開始進入正題。進行 B3L1 語法操練「總是」「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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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先…再」。學生對總是、先…再 的用法清楚。才、就

是上一冊語法，可能先前練習不夠緣故，尚未明瞭才、就的差

別用法，花了較多的時間在這部分做練習、提問。 

5. W 語序能力需要加強，詞彙明顯不足；Y 表達自己意思時用字

精準，語序正確，整體表現良好。 

6. 學習力部分：W 注意力比上次上課進步、Y 生Ｚ生都非常專

注，能隨時回答老師、同學的提問。 

11:45-11:55 

7. 綜合活動：以文字雲複習生詞，師說出生詞，學生找出並圈出

來、復述。礙於時間限制，每個學生只做了 2 次練習。 

11:55-12:05 

8. 交代作業、簡單詢問上課的狀況 

9. 12:00 準時下課 

 教師反思 1. 上課時間掌握順利，課程暖身、活動與作業交待都在 30 分鐘

內。 

2. 課程設計以學生溝通、討論為主軸，複習為其次，本次課程嘗

試多讓學生多發表，互動效果增加。 

3. 設備使用順利：使用 Zoom 螢幕錄影順利錄製課程外、介面操

作更熟悉了。 

4. 學生能互相詢問彼此意見，也因課程設計節奏緊密，學生專注

力能一直持續在畫面上，互動明顯增加。 

5. Z 的電腦出了問題，其他人無法聽到 Z 聲音。下次上課前 10-15

分鐘會先與學生測試，確保學習品質。 

6. 加分獎勵制，學生自行畫記在備用白板上。上課學生能更踴躍

回答老師問題，效果非常好。 

7. 課程一開始讓學生分享作業，讓學生進教室就能有專注力、並

能課前預先準備，達到非同步學習的效果。 

 作業佈置 

課後提醒 

1. 下次上課分享台灣有名的美食，找圖片說明食物的內容、吃起

來的味道…等資訊。 

2. 提醒下次上課時間: 3/24 星期六 11:30am-12: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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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3 中級華語遠距教學日誌-0329 

華語遠距教學：教師日誌 

 週別 W2, 3rd 

 上課時間 2018 年 3 月 29 日，11:30am - 12:00pm 

 教師姓名 陳詠璇 

 學生姓名 Ｗ、Ｚ、Ｙ 

 出席情形 缺課：無 ；遲到：無 

 教學進度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B3 L2 吃什麼好 

 教學內容 1. 作業發表：台灣有名的食物 

2. 文字雲競賽 

3. 語法、生詞操練 

4. 語法演練：角色扮演。 

5. 交代作業與下次上課時間 

 上課情況 

學習紀錄 

11:26 

1. 11:15 先和 Z 測試麥克風，確認沒問題，11:26 開放教室。 

2. PPT 說明今日流程，打開同步錄影，請學生自行在白板計分。 

11:30-11:45 

3. 推薦台灣/美國有名的食物： 

Ｚ非常認真，在課前已經交了 Google doc 的作業。因此先讓她分

享。Ｚ介紹的台灣小吃是肉圓，其他兩位同學並沒有嘗試過，對肉

圓的介紹很有興趣；Ｙ上傳了美國加州知名速食店的漢堡套餐圖，

也同時介紹了該速食店的地理位置，因 W 也是加州人，兩人分常

有共鳴的分享必點的套餐、還有吃法，非常有趣；W 沒有準備作

業，用了Ｙ的漢堡套餐圖片，介紹漢堡裡的配菜，使用“吃起來的

味道是+adj adj“的句型。描述食物方面，Ｚ表達能力很不錯，能

使用酸甜苦辣來說明，也能清楚指示食物的名稱。 

4. 生詞語法操練 

課程設計的語法、生詞操練，這次使用的例句加深難度了些，學生

因為複雜的句子而無法理解。在重述、解釋的時間花了很多，W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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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情看起來有點痛苦ＸＤ 後來馬上決定放慢速度，先讓學生理解

再進行下一個活動更重要。 

11:45-11:58 

5. 綜合活動-角色扮演 

教師先說明故事情節，分配學生三人分別擔任：男朋友、女朋友、

和事佬(建議人)，並使用本課語法「連…也」「只要…都」。師先

讓學生彼此討論 1 分鐘，Y 說了建議的句子很漂亮：「只要他們有

好的溝通，就不會吵架了。」教師讓學生重述這句話，並解釋溝通

的意思。 

11:58-12:00 

6. 交代下次上課前要觀看影片並分享，詢問完上課情況，12:00

準時下課。 

 教師反思 1. 上課節奏掌握越來越順利，學生也都會使用 zoom 視訊系統裡

的工具。 

2. 教師說話的語速、用字遣詞要隨時提高注意，學生才從初級剛

上來中級班，詞彙的掌握不佳 

3. 多把說話權交還學生，畢竟線上課程時間僅 30 分，要善用每

一分每一秒達到最大的教學效益。 

4. 觀看錄影檔，分析每位學生在語用、發音、語法容犯的錯誤，

並在第三次教學後告知學生，使其有進步空間。 

 作業佈置與

課後提醒 

1. 下次上課前要看完 Google 教室影片「台灣和各國不同的文

化」，並分享內容、回答問題。 

2. 提醒下次上課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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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4 中級華語遠距教學日誌-0331 

華語遠距教學：教師日誌 

 週別 W2, 4th 

 上課時間 2018 年 3 月 31 日，11:30am - 12:00pm 

 教師姓名 陳詠璇 

 學生姓名 W、Z、Y 

 出席情形 缺課：無  ； 遲到：W(遲到一分鐘) 

 教學進度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B3, 吃什麼好結束 

 教學內容 1. 分享各國不同的文化 

2. 複習語法點 

3. 角色扮演：餐廳客訴 

4. 交代作業與下次上課時間 

 上課情況 

    學習紀錄 

11:26~11:30 

1. 11:15 分先和 Z 測試麥克風聲音。 

2. 11:26 老師開放 Zoom 教室。Y、Z 先到班，W 晚 1 分鐘。 

3. PPT 說明今日流程、加分規則，開始 Zoom 同步錄影。 

11:30-1145 

4. 教師介紹台灣文化，以圖片方式介紹吸引學生共鳴。學生們都

勇於發表自己意見。如：W 分享在台灣剪頭髮的經驗，因為沒

有溝通好而剪出意想不到的髮型；三位學生說話都很流暢，能

用已學過的詞語發表意見。在這階段讓學生自由發表。 

5. 影片心得分享「台灣和各國不同的差異」：使用 Classdojo 課室

經營網頁抽籤決定發表順序，以及加分。Y、Ｚ能在影片播放

時利用小白板做紀錄，清楚說明什麼是有趣、和自己國家不同

的地方。Ｙ說話流利，但語序還是會出錯，習慣把動詞往句子

後面放；Ｚ和上次上課比起來，說話變得有自信、咬字也清晰

許多，會主動使用前幾課教的生詞、文法表達出自己的意思，

唯語序問題較多、Ci 的音容易發成 Chi；Ｗ分享時，詞彙量明

顯不足，但仍然有自信的把所有已學會的詞語搬出來，說到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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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會唸成興「處」Qi 的結合音需要加強。 

6. 簡單複習語法：三位學生對於 L3 的語法掌握比上一次課程好

很多，但是 W 會在練習語法的時候分心，因此會不斷對他提

問、回答同學問題，藉以拉高注意力。 

11:45-11:55 

7. 綜合活動「客訴」：為了讓學生自由運用已學過的生詞、語法，

設計了 3 個情境，都是關於餐廳客訴事件。師先說明 3 個情境

與要使用的生詞語法作為框架，之後讓學生花 1。5 分鐘寫筆

記，選好自己的生詞語法、準備等等要分享的內容。 

8. 發表並專心聆聽，用 Classdojo 抽順序：Y 先發表，使用了 5 個

生詞、3 個語法，串連出客訴的故事；意料之外，Z 的句子非

常漂亮，每個句子都使用了生詞，語法都正確，能確切的表達

客訴的需求；W 使用詞語、語法的能力夠，說話不夠有自信，

這裡我幫他加了很多分，希望能鼓勵他！ 

9. 每位學生分享完後，師立即問聽到什麼內容以及給對方回饋。

Z、Y 能仔細地做筆記回答問題；W 的情況是，如果句子沒聽

懂就會放空，因此這裡讓其他同學重述的次數多了一點。 

11:55-12:05 

10. 交代作業：把今天說的故事錄製成 mp4 傳到 google classroom，

學生都表示沒問題� 簡單詢問上課狀況並提醒下次上課時

間，12:00 準時下課。 

 教師反思 1. 本次課程聚焦在分享、討論，較少做語法、生詞操作練習。語

法也是選擇偏簡單、易懂、生活化的例子來操練。把更多時間

放在課程後半段的討論分享「我要客訴！」，學生都能專心聽、

紀錄下來。 

2. 設備使用順利：上課前反覆操作測試，畫筆、共享影片畫面等

功能都很正常，在學生發表時會隨時做摘要、筆記。 

3. 分享時，給了學生緩衝時間，並先做筆記在備用白板上，學生

能充分思考等等要表達的語句。 

4. 每次嘗試新活動、新軟體：本次使用 Classdojo 課室管理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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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覺得有趣，對於抽籤決定發表順序時也有驚喜感。 

5. 課前一天提醒學生上課時間與作業是必要的，三位學生都先到

Google 教室觀看影片，並積極在課堂上分享。  

 作業佈置

課後提醒 

1. 提醒上傳錄音作業至 Google 教室 

2. 提醒下次上課時間: 4/5 星期四 11:30am-12:00pm 

 

 

四-5 中級華語遠距教學日誌-0405 

華語遠距教學：教師日誌 

 週別 W3, 5th 

 上課時間 2018 年 4 月 5 日，11:30am - 12:00pm 

 教師姓名 陳詠璇 

 學生姓名 W、Z、Y 

 出席情形 缺課：無  ； 遲到：無 

 教學進度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B3, L3 台灣節日 

 教學內容 1. 分享台灣文化用語 

2. 語法遊戲: 句子排一排 

3. 綜合活動：清明節 

4. 交代作業與下次上課時間 

 上課情況 

    學習紀錄 

11:26~11:30 

1. 11:26 老師開放 Zoom 教室。PPT 說明今日流程、加分規則，開

始 Zoom 同步錄影。 

2. 等學生同時老師分享「老外看台灣」， 

3. 分享台灣文化用語: 抓住夏天的尾巴、眼睛吃冰淇淋、照相時

會說什麼… 學生樂於分享自己的意見，都認為這些慣用語很有

趣。 

11:30-1140 

4. 句子重組遊戲：PPT 出現亂序的生詞，出現後 5 秒必須馬上組



DOI:10.6814/THE.NCCU.TCSL.007.2018.A0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10 

出正確的順序，寫答案在小白板上，秀給老師看後，還要說出

來才能加分。出題的內容為這幾次上課複習的生詞、語法。學

生對於此活動毫不陌生，80％以上的題目都能答對。W 的生詞

認讀能力很好，每個句子都是第一個寫出正確答案；Z 在組句

的能力來說比較弱，語法的使用還是有偏誤情形，如：*他洗澡

偷看總是女生；Y 因為學的是簡體字，因此認讀的速度稍慢。

在每一，學生跟著復述老師說的句子，智賢的聲音也比上次宏

亮、有自信多了。 

 

11:40-11:55 

5. 台灣的節日「清明節」： 

由於今天是清明節放假日，學生剛好。在課程一開始，老師先問

學生學校放假的原因，只有 W 回答：Tomb-Sweeping Day。三位

同學都不知道這個節日的意義。教師參考僑教雙週刊之清明文

化，大幅修改成符合學生程度的自編教材。先以食物「春捲」切

入主題，接著帶入自編小短文，以敘事文體介紹這個重要的節日。 

6. Z 今天多次主動發表，並開始說長句子(之前都是以短句表示)，

分享時也會很自然地使用學過的語法。今天的課程表現的自在

程度看起來比前幾堂都好；Ｙ在課前表示「我聽過這個日子」，

從沒清楚瞭解過清明文化，不過整堂課都非常認真聽其他同學

分享；W 在認讀上沒有什麼問題，然對於聽、說的組織能力還

是較弱，不過今天的狀況比較分心、看起來比平時累，說話次

數較少，回答問題經常簡短帶過。 

 

11:55-12:05 

7. 交代作業：下次上課分享各國的節日：W 西班牙奔牛節、Z 泰

國潑水節、Y 德國啤酒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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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反思 1. 由於時間的限制，今日尚未進行完全部文章與快問快答的部

分，下次上課繼續，也會導入更多討論的議題，如分享自己國

家的習俗。 

2. 今日課程剛好設置清明節慶，以華人祭祖、感恩為主題，對學

生來說是一個很不錯的文化體驗。學生也在課前表示喜歡節

日、美食、文化等主題，希望在課輔之餘，能讓學生了解華人

的文化。 

3. 這幾週上課下來，師生已經對 Zoom 熟能生巧，會主動利用白

板比功能、聊天室功能說明、分享。下次是最後一次課程，其

實心裡有些不捨，還有許多活動、文化主題、時事議題想要和

學生彼此「交換、分享」。 

 作業佈置

課後提醒 

1. 作業：準備下週分享各國節日文化 

2. 提醒最後一次課程: 4/7 星期六 11:30am-12:00pm 

 

四-6 中級華語遠距教學日誌-0407 

華語遠距教學：教師日誌 

 週別 W3, 6th 

 上課時間 2018 年 4 月 5 日，11:30am - 12:00pm 

 教師姓名 陳詠璇 

 學生姓名 W、Z、Y 

 出席情形 缺課：無  ； 遲到：無 

 教學進度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B3, L3 台灣節日 

 教學內容 1. 分享台灣文化用語 

2. 清明節閱讀與分享、快問快答 

3. 綜合活動：國家節慶專題報告 

4. 結業、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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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課情況 

    學習紀錄 

11:26~11:30 

2-1 11:26 開放 Zoom 教室。PPT 說明今日為最後一天上課流程、統

計加分，開始 Zoom 同步錄影。 

11:30-1140 

2-2 清明節課文回顧、詞彙複習： 

完成上次清明節慶故事，Z 主動分享台灣的文化和日本文化很類

似，都會在特定的節日緬懷祖先，其口語表達能力與第一次課程相

比進步非常多；Ｙ的繁體認讀能力也進步了，閱讀的速度明顯變

快，唯 2、3 聲的語調仍要加強；W 說話速度變快時，會不自覺忘

記聲調，在本日課程結束後與 W 特別加強了聲調的練習。 

2-3 活動：命運與機會 

教師自製 PPT 抽卡活動，以新的抽籤、獎勵方式「命運與機會」。

設置快問快答的題目如：清明節會吃什麼食物？要準備時麼東西帶

祖先…。，在這裡也安插一些離題卻好玩的題目，如：你的同學喜

歡什麼動物… 學習效果非常好，學生都熱衷於回答問題，W 表現

得特別積極，可以感受到所有學生都極為融入在線上課程之中。 

11:40-11:55 

2-4 各國節慶報告 

在上一節課程已讓學生們抽籤決定報告主題，課後作業也同時交代

除了閱覽 Google 教室裡的文章，還要自行找資料補充。這次的各

國節慶報告規劃了西班牙奔牛節(W)、德國啤酒節(Y)、泰國潑水節

(Z)。Z 在課前特地去圖書館翻閱泰國旅遊書籍、也在網路上蒐集了

相關圖片。在回答問題方面，因為課前充分了準備資料，當 Y 問到

較細項的問題，如：大家都會參加潑水節嗎？Z 則馬上回答，資料

中說明老人是不參加的…。在此能看得出學生真的非常認真準備；

Y 負責的是德國啤酒節，分享時能以非常流暢的中文為大家介紹，

並能分享該節日背後的故事；W 因為準備了最多的內容，花了最多

的時間為大家鉅細靡遺的介紹。 

11:55-12:05 

3 結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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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至此告一個段落，最後大家一起合影，在此祝福親愛的同學們

往後學習能順利、持續精進自己，勇敢地往下一個階段邁進。 

 

 教師反思 1.師生在最後一階段完全融入線上課程，在口語表達方面變得大

方、有自信。 

2.據觀察發現，學生在第四、五階段後，會運用後設認知能力，自

我覺察並更正原本所說錯誤的語法。 

3.專題報告能讓所有學習者發揮聽、說、讀的學習技能，也因為安

排了問答的環節，互動變得更加自然跟充沛。 

 作業佈置

課後提醒 

1.結業頒發獎狀 

2.約課後訪談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