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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國際學位生為對象之預備課程校園華語教材編寫研究

摘要 

 

為因應臺灣高教少子化之困境，在政府吸引國際學位生政策力推

之下，赴臺攻讀學位的國際生人數有逐年增長的趨勢。然而，由於相

當多的國際學位生，其華語能力為零起點或是基礎程度，導致這些國

際學位生在求學過程及生活環境適應上皆面臨相當多挑戰。而目前對

於國際學位生華語學習需求及教材編寫設計相關研究，主要以專業學

科用語以及中、高華語程度的學術預備華語為主。針對學位生一般性

的，語言任務導向、以預備校園華語為主的需求分析以及教材編寫研

究量則相對有限許多。因此，本文以大學的國際學位生為對象，旨在

透過問卷調查以及半結構性訪談進行需求分析，分別了解國際學位生

的華語學習現有條件，日常生活、校園溝通、專業學科等目標情境中

的語言能力需求以及學習需求，並以上述需求分析的結果為基礎，提

出教材編寫的方向與建議。研究結果顯示，基礎華語程度的國際學位

生，在語言能力的需求上，以聽力理解最為需要。主題需求方面，則

以校園相關的日常生活用語需求，如購物、點餐、利用交通工具等最

為需要。其他如理解使用說明、理解課堂規範用語、校園行政諮詢、

專業學科關鍵詞彙也都是國際學位生普遍認定的需求。在教材方面，

國際學位生普遍能接受以英語寫成的說明，並偏好使用多媒體影音輔

助學習。因此，本研究提出高教國際學位生的預備校園華語教材編寫

應把握七項原則，分別是速成性、針對性、真實性、目標多元性、易

讀性、策略性、延伸性。期許透過教材，得以自語言及生活面提供國

際學位生輔助。 

 

 

 

關鍵詞：高等教育、國際學位生、專門目的教材、預備華語、需求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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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into the Material Design of Campus Mandarin Language 

Curriculum for International Degree Students  

Abstract 

The recruitment of international degree students is promoted by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to cope with the dilemma of sub-replacement ferti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This policy successfully resulted in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degree stud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in Taiwan. 

However, these international degree students encountered difficulties in both 

daily lives and learning activities due to their primary Mandarin Chinese 

proficiency.  Indeed, the researches toward international degree students’ 

learning needs and learning material compilation to date mainly focused on 

intermediate or high-level Mandarin for Academic purposes. In contrast, the 

number of researches toward international degree students’ target-aimed, 

general campus Mandarin learning needs and learning material compilation 

remained limited. Thus, this research aimed at realizing international degree 

students’ Mandarin learning in various target situations, such as daily life 

language, campus communication language, and professional subject 

language through survey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This research 

further aimed to provide instructions toward composing learning material 

for international degree students. As the result of the research, international 

degree students were proved to have a high requirement to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competence among language competencies, while having a 

high requirement to daily conversation language such as Mandarin for 

shopping, ordering foods, and utilizing transportations among language 

topics. There were also other learning needs such as understanding 

instructions, understanding classroom language, consulting for 

administration affairs, and keywords of professional subjects, etc. As for 

learning materials, most of international degree students accepted the 

instructions in the learning materials written in English. international degree 

students also desired to learn Mandarin through visual and audio recourses. 

Based on the result of need analysis, several features are suggested to 

compose Mandarin learning material for international degree students. 

Which were effective, target-aimed, practical, task-focused, readable, 

strategic, and expandable.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degree students, Mandarin for 

academic purpose, Mandarin for specific purpose, need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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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緒論 

本研究為針對國際學位生預備課程中的教材編寫探討與實踐，共以緒論、

文獻探討、研究方法、校園預備華語教材學習需求分析、預備校園華語教材編

寫方向與示例、結論與建議，上計之六章寫成。本章緒論共五節，依序說明研

究背景、研究動機、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研究範圍，以及名詞示例。 

第一節 研究背景 

由於少子化的情形日益加劇，臺灣各級學校單位皆面臨了招生人數不如以

往的衝擊。為了彌補校內學生人數的缺口；同時，為達成校園內學習環境國際

化的目標，臺灣各大學在政府政策的引導下，將招生的對象擴大至境外學生。

自 2002 年起，從國家發展計畫、教育部所主導的〈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及

其下諸多計畫，並輔以「臺灣獎學金」等政策，皆強烈地顯示了政府對於吸引

外國學生、陸生及僑生的企圖心。 

同時，教育部依據 2016 年通過之〈新南向政策〉政策綱領，以東協及南亞

國家為對象，透過提供教育產業、專業人才雙向培育、擴大雙邊青年學者及學

子交流、擴展雙邊教育合作平臺等計畫目標持續推動各項工作計畫。因此，愈

來愈多來自印尼、越南等國家的學子，因應產業以及專業的需求而赴臺就讀。 

經過數年政府與各大專院校的努力，根據教育部統計處 2019 年 1 月 28 日

發布的 2018 年（民國 107 年）大專校院境外學生概況，該年度境外生以華語文

中心學生 2 萬 8399 人（主要來自日本、越南、印尼）、修讀學位外國學生 2 萬

8,389 人（主要來自越南、印尼、馬來西亞）為主，各占境外生總數之

22.40%。再者為僑生 2 萬 4,575 人（占 19.4%，主要來自馬來西亞、香港、澳

門）、陸籍研修生 2 萬 597 人（占 16.2%）。由此得以發現在所有來臺的學生當

中，赴臺以獲得學位為目的者，占總國際學生比例高達將近四分之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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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來臺修讀學位的外國學生當中，有相當多並非以中文作為母語或第二

外語，且在入學以及取得學位上，並未受到中文能力作為門檻的嚴格限制。然

而，國際學生入學就讀有其特殊需求必須回應，而這些措施都需要課程與教學

的因應 （黃政傑，2013）。在求學過程中，國際生們仍然會遇到相當多課業與

語言方面的考驗。課業方面，一起上課的同儕仍多為本國籍學生，且對學術英

語文的掌握能力有限，導致原先招生時所宣稱的「研究所課程以英語授課」，因

授課教師得配合多數本國籍學生的需求，除了教學材料（如投影片、授課講義

等），其餘大部分課堂語言，仍以中文呈現。即便專業課程確實以英語文進行授

課，卻也時常因為授課教師並非語言專業，或者對英語文的口語表達或書寫能

力也有限，導致教師以英語上課時，並未能達到以母語授課相當的成效。即便

是這些國際學位生所修習的正式學制的國際學位生華語課程，根據黃雅英

（2020）的研究，大學華語普遍存在混程度、低時數、跨文化、跨學科等高異

質性的課堂特質，且市面上仍相對缺乏適切的大學華語教材。儘管目前相當多

專門目的外語教材相關的研究中，提出了數項有關專門目的外語教材編寫的原

則，然而鮮有針對此類大學華語的銜接教材所提供的建議。 

國際學位生們在語言方面上所需面對的挑戰又更多了。學校畢竟屬學術單

位，校內的教師、職員、學生尚具備基本的外語會話能力。一旦出了學校辦理

各項生活所需，包含購物、申請文件、交通、繳費、就醫、修繕等，無不需要

以語言進行溝通。如何佳真（2013）的研究指出，國際生的適應困擾範疇主要

來自「語言適應困擾」、「課業學習困擾」、「人際互動困擾」、「飲食習慣困擾」

和「學校制度了解上的困擾」等五項，可見提升國際學位生華語文能力的重要

性與急切性。在這些過程中，可以了解，相當多這些事項的主責單位不一定能

提供相對應的外語服務；由於中文能力的缺乏造成誤解，甚至無法完成日常所

需任務的案例時有所聞。因此，於這些國際學生在臺就讀時期，提供其具備基

本且可實用於生活中的中文會話的能力成為了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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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 

研究者自 107 學年度（2018 年）暑假期間起，負責進行臺灣北部大學暑期

華語橋接課程的教學。該校橋接課程開設於學期開學前二週，是每日上課六小

時，課程包含語言課以及文化體驗課程（如認識校園、生活華語實地演練等），

為期一週（五日），共計三十小時的密集華語課程。旨在於提供未具備華語學習

背景，也就是零起點的國際學位生，必須具備的日常生活華語。期盼國際學位

生得以透過此課程，減緩因異語言或異文化所造成的衝擊，協助其適應在臺灣

的留學生活；也期待透過課程當中的教學內容，讓國際學位生得以以此作為基

礎，進行延伸與應用，進而初步獨立解決日常生活中所需克服之語言任務。 

為使教學有效，除了完整且有效率的課程規劃之外，仍需要具系統、符合

使用者中心的教材作為教學內容的參考以及依據。然而，目前市面上主流的數

本華語文教材，多數為針對華語中心以季為單位的帶狀密集課程所設計，講究

聽、說、讀、寫等各語言能力綜合性的訓練。以學位生的學業規劃來看，恐怕

沒有這麼充分的時間以及精力經歷如此較為長期且完整的學習過程；另外，由

於是全面性的教材，部分學習材料以及主題也可能會有無法完全切合學位生實

際生活的需要，更無法完全因時因地制宜。 

在臺灣的華語文學術研究方面，對於教學法、課程規劃等，如同現今華語

文教材的流通情形，仍然大多著力於帶狀密集課程的開發與研究。以專門目的

華語為題的研究，如商務華語、科技華語、法學華語、中醫華語等，也已逐漸

成為廣受討論的議題。而同屬專門目的華語學門的學術目的華語，近十年來已

有林宜樺（2009）、舒兆民（2012）、黃馨誼（2013）、宋繼容（2017）、劉宜雯

（2018）等碩、博士論文進行深度的探討，性質上較接近學科預備華語的學術

華語，所針對的對象為使用中文以取得學位的國際學位生，多屬中、高級程度

的中文學習者。而初級程度，甚至是零起點的的國際學位生，所擁有的中文學

習時間更顯得相當有限，且必須倚賴中文應付校園內外的大小情境需求更顯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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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相關的研究仍待學術界進行進一步的探討。 

因此，以橋接課程這樣的校園預備華語為中心，編纂出可實際融入學位生

生活經驗的教材確實有其必要。 

 

 

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根據上述研究背景，在此研究者提出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一、 研究目的 

本文旨在針對負笈來臺攻讀學位、且未具備基礎中文能力的國際生，了解

他們在臺生活以及攻讀學位過程中，對於預備校園情境華語學習的需求。透過

實際了解國際學位生切身相關的語言學習需求，尋找並整理出難易合宜、具備

高實用性的語言材料作為教學內容，同時篩選出合適的主題並融入在地生活實

際的情形。再者，將所蒐集的教學材料，經系統化的整理後，以書面教材方式

呈現。除了便於教師作為課程教學中的參考及依據，也讓學習者可經由已習得

的教學內容進行更進一步的延伸學習以及應用。 

本文以華語學習程度零起點與初級的國際學位生為對象，擬達成下列目

的： 

1. 調查國際學位生的華語文學習需求。 

2. 探討適用於國際學位生的預備校園華語教材編寫方向，並編寫成果呈現之。 

二、 待答問題 

據上述研究目的，本文研擬待答問題如下： 

1. 國際學位生的華語文學習的需求為何？ 

2. 適用於國際學位生的預備校園華語教材編寫方向為何？ 如何以編寫成果呈

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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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 

本節分別就本研究之教材語言材料內容、教材適用課程、教材針對對象三

項目，說明本研究之研究範圍。 

教材中出現的語言教學項目，係來臺攻讀學位的國際學位生，在華語能力

有限的條件下，仍必須使用華語完成聽說讀寫等語言任務，以利校園生活適應

之語言內容。亦即以校園相關情境為主軸，語言內容的範疇包括通用性的華

語、以及具專門目的性的華語。在具體內容的選擇上，不以整體華語文情境中

的使用頻率、難易度為絕對的衡量標準，而是提供國際學位生求學環境相關程

度最高，且得以以最高效率習得且應用的語言內容為核心選取原則。 

而本教材所適用搭配的課程，則是國際學位生在正式開始專業科目學習階

段以前，以華語語言以及生活適應輔導為目標所進行的短期預備課程。因此，

本研究所提出之教材相關研究結果，除了提供與國際學位生求學生活高相關杜

的語言材料之外，應得以提供國際學位生校園生活頻繁接觸的語言情境，除了

作為課程主題題材選取的參考，同時藉由當中所呈現的語言內容或是生活現

象，促進國際學位生得以初步了解校園生活的樣態、特色、生活型態等，進而

作為國際學位生於跨文化情境下溝通的輔助。 

至於本教材所針對來臺就讀學位之國際學位生，相對於普遍高等教育機構

以入學方式、國籍、身分等作為主要學籍身分劃分的依據，本研究則是以華語

能力表現作為選取研究針對對象的要點。本研究所探討教材之使用者，為非華

語為母語，基礎華語能力的非華僑國際學位生。因此，以當前高教機構學生學

籍身分分布而言，並不包含教育部統計處所述境外生框架下的陸生、港澳生和

僑生。而這些學習者，多半未曾具備長期在臺求學之經驗，即便來臺前曾學習

過華語，然求學過程中不時仍尚有需透過英語或其他外語輔助，以達成求學或

生活目標等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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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名詞釋義 

一、 高教國際學位生 

而本文所指稱高教國際學位生，以來臺目的區分之，即為赴臺灣各高等教

育機構，包含一般大學、科技大學、技術學院及專科學校，以取得該校正式學

位（即學士、碩士、博士等）為目的的世界各國籍留學生。本文之研究，並不

包括佔來臺留學者當中比例相當高的華語生（即入學各語言中心，以單純學習

華語為目的者）與交換留學生。故本文以「高教國際學位生」與上述二者區別

之。而若以國籍背景區分之，根據教育部統計處之定義，境外生包含陸生、港

澳生、僑生、外國學生四類別。而本文所探討的對象，不包含陸生、港澳生、

僑生，僅討論外國學生中，非華裔且非華語為母語者，此類型的學習者，確實

有預備課程校園華語之學習需求。 

二、 預備華語 

國際學生在臺攻讀大學或研究所學位前，所進行的華語學習。大多為學習

學校校園內相關情境的用語，在臺灣有學者稱為「學位預備華語」。（舒兆民，

2012）然而，臺灣目前很多各大專院校語言中心專為學位生所開設的預備華語

課程相對較少，尚以國際學生入學後，與本科學習同步進行的學期制的學分型

華語課程為主。 

三、 校園華語 

依據學生需求，以校園為背景，使學習者得以具備相關情境當中溝通與交

際能力所進行華語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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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國際學位生預備華語教材 

教材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者，即任何於課堂上及課堂外提供教學者與

學習者輔助的學習材料，皆屬「教材」的範疇，如課本、練習冊、故事書、補

充練習、活動冊、自學手冊、報刊雜誌、廣播電視節目、投影片、圖卡、教學

實物等；而本研究中所討論的教材，則屬於狹義教材的範疇。也就是，針對教

學核心材料使用的課本提出編寫內容與形式之方向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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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將針對文獻進行三個階段的探討：第一部分將進行專業華語以及專業

英語的文獻探討，目的在於檢視特殊目的（special purpose）的語言教學流變與

現況，並了解其教學內容的選定以及取向為何。其中再透過中國實施預備課程

之情形，了解特殊目的的語言教學如何具體應用於課程架構規劃與執行當中。

其次，將探討華語文學習需求分析相關文獻，透過文獻的爬梳，以確立需求蒐

集過程中所需顧及的面相；同時，檢視前人進行需求分析的結果與操作方法為

何。第三部分則聚焦於華語文課程教材之編纂原則，做為確認教材內容須包含

項目的依據，並檢視教材是否合乎學習者中心的取向。 

 

 

第一節 專門目的外語理論研究範疇與預備課程 

 Stevens （1988）曾指出專門目的英語的四項優點，分別是： 

1. 專注於學習者的需求，節省時間 

2. 與學習者有所關聯 

3. 使學習具備成效 

4. 較一般英語（General English）更具效率 

由此足以證明對於學習時間較短，同時需要有效地達到目標程度的學習者

言言，專門目的的外語學習確實有必要性，以讓所學與需求相結合，同時將學

習時間專注用於所需領域的學習上。目前專門目的華語的相關研究，仍在發展

當中，尚未發展出較為完整的理論體系；在語文上的相關討論多著眼在書面語

的部分（舒兆民，2012）。然而，作為目前全球普遍性最高的語言，專門目的英

語的相關理論，在二十世紀就已被廣泛地討論。因此，本節有關專門目的外語

的發展與理論，將以專門目的英語（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 ESP）作為第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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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語言的學科學習目的之課程為主進行探討。 

目前以預備課程性質的專門目的華語課程為題的學位論文有林宜樺

（2009）、舒兆民（2012）二者。林宜樺考察了英國與中國各大學的預備語言課

程現況、源流以及課程類型等議題，以問卷了解學生背景以及需求分析之調查

作為預備華語課程設計之基礎，以此提出了國際學位生的預備課程設計。舒兆

民透過先導研究、學習夥伴、教學紀錄與省思等工具，建立完整以學位生為目

的地之華語養成課程規劃。林宜樺（2009）和舒兆民（2012）皆以需求分析了

解學習者背景及學習需求，在內容上則以課程規劃為主要著墨的部分，所針對

的學習者是以中、高級程度者為主。而中國方面的預備課程實施情形，則是在

進入專業學習前以預科教育方式進行，當中華語教育在預科教育中的角色甚為

重要。預科教育中的華語教育分為兩部分，分別是解決學生的生活華語問題的

「基礎漢語」教學，以及解決學生順利銜接到專業學習的語言問題的「專業漢

語」教學。 （李揚，1997；張桂賓，2014）。自上述文獻理解得以發現，以零

起點和初級學習者為對象的研究、教材開發等議題，都有待後續研究的進行。 

一、 專門目的英語的定義與發展 

（一） 專門目的英語（ESP）的定義 

Hutchinson & Waters （1987）認為，ESP 必須被視為一種途徑（approach）

而不是一種產品（product）。ESP 不是特定的語言或方法，也不是特定類型的教

材。亦即，ESP 是一種基於學習者需求的語言學習方法。所有 ESP 的基礎都須

回歸到「為什麼這個學習者需要學習外語？」此一問題上；這個問題的答案牽

涉到學習者本身、學習者需要操作的語言的性質、給定的學習內容。但是，整

個分析源自於學習者對語言的初步定義的需求。因此，ESP 是一種語言教學方

法，其中內容和方法均基於學習者的學習原因來決定。 

Stevens （1988）則是以四個絕對特質（absolute characteristic）及兩個可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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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質（variable characteristic）定義 ESP。這四項在語言教學中的絕對特質分別

為： 

1. 專為符合學習者的特殊需求所設計 

2. 內容（即主題與標題）與特定的領域、職業與活動相關 

3. 以與該活動相關的句法、詞彙、言談、語意等為中心，以及對言談的分

析 

4. 相對應於一般英語（General English） 

而兩項可變特質則為： 

1. 可限定於特定語言能力（如：閱讀） 

2. 不根據任何預先設定的方法進行講授。 

Dudley-Evans & St. John （1998）也贊成 ESP 教學，尤其是特定專業或領

域的 ESP 教學，所使用的方法應與一般英語教學中使用的方法不同。在互動模

式上，ESP 課程中的教學者的性質更像是語言顧問（consultant），與在主題方面

擁有自己專長的學習者享有同等的地位。因此，Dudley-Evans & St. John 對 ESP

的定義，著重在 ESP 方法的兩個面向上，一者為所有 ESP 教學都應反映其服務

的學科和專業的方法論；另一者為教師和學習者之間互動的性質會與一般英語

課堂上的有所不同。同時，也認為須透過需求分析瞭解學習者須達成的語言任

務為何，並藉此找出提供關鍵詞、相關類別的語言技能等。在這些原則下，

Dudley-Evans & St. John 將 ESP 的定義修正為兩個絕對特質及四個可變特質。這

兩項在語言教學中的絕對特質分別為： 

1. 專為符合學習者的特殊需求所設計 

2. 應利用其所服務的領域和專業的方法論，以與該目標活動相關的句法、

詞彙、言談、語意等為中心 

而四項可變特質則為： 

1. ESP 可與特定的領域相關或為特定的領域所設計 

2. ESP 在特定的教學情況下可使用不同於一般英語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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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SP 一般而言主要是為高等教育（tertiary level）或專業工作環境中的成

年學習者設計的。亦可以用於中學階段（secondary school level）的學習

者。 

4. ESP 通常是為中級或高級程度學生設計的。大多數 ESP 課程都假定學習

者具有語言系統的基礎知識，但亦可以供初學者使用。 

（二） 專門目的英語（ESP）的起源 

 Hutchinson & Waters（1987）將 ESP 的蓬勃發展指向三大主因，分別為： 

1. 針對特定訴求的英語需求擴張：由於科技以及商業兩大推力，導致跨

國間語言需求的快速增加，學習者勢必得透過熟悉英語以掌握科技以及商業的

趨勢。學習者基於生活、工作、學業的需要而學習語言，因此他們對於學習的

動機與目的相當清楚。 

2. 語言學領域的發展：相較於傳統語言學研究專注於語言的用法（如：

文法），新型態的語言研究轉移到了語言的在真實溝通情境中的展現 

（Widdowson, 1978）。從這些研究中發現，書寫和口述的語言，在不同的情境

中有相當大的差異；因此，這些差異，應也可應用於課程中。透過分析其專業

工作或學習領域的語言特徵來識別特定學習者群體所需的英語。「告訴我您需要

什麼英語，我會告訴您『您所需要的英語』」已成為 ESP 的指導原則。 

3. 聚焦於學習者的教育心理學發展：隨著教育心理學的研究指出學習者

不同的需求和興趣，對他們的學習動機和學習效率產生重要影響。因此，與需

求息息相關的英語課程，有助於提升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同時使學習效果更加

且具效率。 

（三） 專門目的英語（ESP）的發展 

Hutchinson & Waters（1987）和 Dudley-Evans & St. John（1998）都詳述

ESP 的發展歷程，並將其發展為數個階段。在 Hutchinson & Waters 的架構下，

共有五個階段，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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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記載分析（register analysis）：此階段的分析興盛於 1960 到 1970 年代初

期，著眼與「語言」的層面，Swales（1988）則指出是基於「詞彙數據

（lexicostatistics）」的分析。此階段教學的內容，源自於專業領域中的語言，即

分析出在該專業領域中，所使用到的詞彙及文法結構。以此與一般英語有區

隔，詞彙、語法、至於英語中的時態，以在該該專業領域的文本中較為高頻者

為優先。這一套分析也凸顯了「半/準技術性詞彙（semi-/sub- technical 

vocabulary）」的重要性，如在科學、科技或學術寫作中較為常見的用語「導

致」、「包括」、「由……組成」等。 

2.修辭與言談分析（rhetorical and discourse analysis）：由於記載分析所使用

的詞彙數據時常無法解釋在以外語寫作的科學與科技書籍中，行文對於某些句

型結構偏好的原因，也未能解釋句子如何透過組成形成段落乃至於對話。因

此，Trim 等人（1973）提出了以言談的角度分析科學與科技英語。Trim 將修辭

（rhetoric）定義為「作者用來產生所需文本的過程」；ESP 文本即是用以呈現現

有事實、假設與資訊。並建議以四個修辭層次來組織文本，分別是 

A 級-整體話語的目標； 

B 級-制定 A 級目標的一般修辭功能；  

C 級-發展一般功能的特定修辭功能；  

D 級-提供 C 級功能之間關係的修辭技巧。 

這四項層次，除作為文本發展的基礎、ESP 教學材料選擇的主要標準，也同時

作為連結語言形式與實際使用語言的樞紐。將這套分析模式發揚光大的可說是

Widdowson 和 Allen，他們在 1970 年代左右的一系列作品，可說是將語言的形

式（form），介紹到語言當中，對後續 ESP 的發展有相當大的影響（Dudley-

Evans & St. John, 1998）。 

3.目標狀態分析（target situation analysis）：此分析在語言層面上延續歷來

的分析方式；相較以往，更加關注了學習者的需求，如學習者為何而學，須達

成哪些目標能力等議題。這些分析項目，提供了進行 ESP 課程的目的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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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同時設定了 ESP 課程大綱中所需包含的項目。這類型的分析方式，屬需求分

析的一環，在本文第二節會進行更詳盡的文獻探討。 

4.技能與策略（skills and strategies）：第一與第二階段主要探討語言表層的

特徵，第三階段引入了學習者的需求，此階段則在於檢視語言下的層面，即思

考的過程及語言使用的策略。目前受到廣泛研究的已有閱讀策略等相關議題。

此分析的核心概念在於所有的語言底下都共享一套理解的機制，使學習者可以

處理語言表層的形式以及底層的意思。舉例來說，學習者可以從上下文推測文

意及核心的概念。因此，在理解這套機制的模式下，關連領域所記載的語言表

現顯得不是那麼重要。而在本分析中，又以閱讀以及聽力策略作為關注的核

心。 

5.學習中心方法（learning-centered approach）：Hutchinson & Waters 認為單

純展示他人對於語言的處理並不能使學習者具備語言能力。因此，ESP 關注的

焦點，不應是語言如何「用」；而應聚焦於如何「學」。Hutchinson & Waters 的

ESP 理論，即以學習為中心，提出教學方法、課程大綱與教材等。 

其後，Dudley-Evans & St. John（1998）的討論，將較早期就已有所發展的

目標狀態分析、Hutchinson & Waters 提出的學習中心方法，加以後人對於需求

分析的重視，將需求分析方法視為一個完整的發展階段。 

（四） 小結 

從歷來研究中可以發現，ESP 最大的發展目的，就是與一般英語作區隔，

產生具有針對性的學習內容。根據 ESP 研究的趨勢，不難發現專家對於 ESP 議

題的關注，由語言本體轉向了學習者，以學習為中心，使學習者可以透過學習

歷程達成目標能力。而最能夠有效了解學習者以及其目標能力的方式即是需求

分析。因此，本文將以需求分析的結果作為根據，發展合乎學習者需求以及目

標能力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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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專門目的英語的內涵與類別 

(一) 專門目的英語（ESP）的定位 

一般而言，專門目的英語（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 ESP）屬於英語語

言教學（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ELT）的一個支項。與其相對應的即是包含

了基礎、進階（如中學）、及成人為對象所進行的一般英語（General English, 

GE）。若以學習者的於言條件和學習背景來看，ESP 和 GE 都可以在英語作為第

二語言（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 ESL）以及英語作為外語教學（English as 

Foreign Language, EFL） 的環境背景中進行教學（Hutchinson & Waters, 1987）。 

Jordan（1997）則是以英語文技能（Language Skills）定位 ESP。英語語言

能力包含了以口說為基礎的聽、說能力；以及以文字為基礎的讀、寫能力。而

需要以這些能力為基礎的，除了上述的一般目的（General Purpose）英語、專

門目的（Specific Purpose）英語之外，尚有為適應會話目的以及溝通情境（如

購物、打電話、以及「生存英語」等）的社交目的（Social Purpose）英語。 

為了 ESP 的定位更加明確， Hutchinson & Waters （1987）點明了三個容易

對 ESP 產生的誤解： 

1.ESP 並不是教「特殊（specialized varieties）」的英語。換句話說，教學內

容，是在特殊目的下所使用的英語，並非英語中的特殊形式。儘管在特定的上

下文中，會有傾向於被使用的「典型（typical）」用法，但這並不代表教學內容

會偏離英語使用的本質。 

2. ESP 並不只是專門學科中的生詞和文法，這些只是屬於語言表層的內

容。ESP 的關鍵在於對於目標能力的表現（performance）以及水準

（competence），即學習者是否能運用其後複雜的語言結構呈現所學語言及知

識。 

3.和其他的語言教學相同，ESP 的教學也必須遵循效果（effective）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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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ient）的教學原則。因此 ESP 當中所使用的學習方式也可以應用在任何形

式上的英語學習。 

(二) 專門目的英語（ESP）的分類 

作為 ESP 早期相當具代表性的學者，Hutchinson & Waters （1987）以三大

領域劃分 ESP，分別是科學與科技英語（English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ST）、商業及經濟英語（English for Business and Economics, EBE）及社會科學

英語（English for Social Sciences, ESS）。這三個領域的 ESP 底下都可再加以分

為學術目的英語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 EAP） 及職業目的英語

（English for Occupational Purpose, EOP）。而在這邊職業英語又可以被稱為職務

目的英語（English for Vocational Purpose, EVP）或是職務英語作為第二語言

（Vocational 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 VESL）。因此在這樣的分類下產生了各

式各樣的子學門，如學術目的的科學與科技英語有醫學英語（English for 

Medical Purpose）；職業目的的科學與科技英語則有技術員英語（English for 

Technicians）。 

以現今的趨勢而言，各項學門以及各項專業的區分愈來愈細致，若以

Hutchinson & Waters 的方式將所有的 ESP 大致區分為三大領域，以相當多高度

專業化的專門英語類別恐怕不敷適用。後續在美國更廣受使用的分類方式是將

ESP 先區分為職業目的英語（English for Occupational Purpose）及學術目的英語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 （Jordan, 1997）。職業目的英語的部分，再細

分為專業目的英語（English for Professional Purpose），如醫學目的英語、商業

目的英語等；以及職務目的英語（English for Vocational Purpose, EVP）。職務目

的英語又可再依循是否已從事該職業，分為預備職務英語（Pre-Vocational 

English）以及職務英語（Vocational English）（Dudley-Evans & St John, 1998）。  

學術英語的部分，Johns （1991）將學術英語中最具發展歷史的科學與科技

英語（English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ST）視為 EAP 的一分支，也就是將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548

17 

 

EAP 分為科學與科技英語與其它學術英語。而 Jordan （1997）則是依照學習的

內容取向將 EAP 分為特定學術目的英語（English for Specific Academic Purpose, 

ESAP）和一般學術目的英語（English for General Academic Purpose, EGAP），

特定學術目的英語是針對特定學術主題的語言，包括語言結構、詞彙、該主題

所需的特定技能以及適當的學術慣例等。例如經濟學及其學科文化為目的之英

語。一般學術目的英語則是以英語進行學術活動時所需具備的能力，如聽講與

筆記、學術寫作、專題與研討等。 

Jordan（1997）針對學術目的英語有更詳細的描述。EAP 可在將英語作為

外語（EFL）使用的區域進行，例如在出國留學前在自己國家學習 EAP；也可

在英語作為第二外語（ESL）的地方進行，以學習些在辦公場合或學校使用的

語言。而在完全講英語的環境中，也可能是作為高等教育的一環，例如教學如

何閱讀學術文章等學術語言技能。教師可以是母語人士（NS）也可以是非母語

人士（NNS）。課程可在學期開始前，以全時制的方式開設；也可是學期制的數

小時課程。課程的時長更可以依據學生或課程的規畫分為長期或是短期。在英

國，這樣的課程大多由語言中心、或名稱、功能相近的部門開設。這樣的課

程，與被命名為「TENOR（無明顯理由的英語教學）」的一般英語課程有所區

別。 

另外，尚有學者如 Robinson （1991）以經驗、是否正在從事相關事務/學

習區分 EOP 和 EAP。EOP 部分就可分為未經驗（Pre-experience）、經驗中

（Simultaneous / In-service）和後經驗（Post-experience）三者。EAP/EEP 則參

照是作為專業學科的一部分，還是作為一個獨立的科目。若是專業學科的一部

分，則同樣可分為就學前（Pre-study）、經驗中（In-study）和後經驗（Post-

study）；若作為一獨立科目，則檢視其性質是獨立性的（Independent）還是整

合性的（Integrated）。 

(三)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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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列各學者所列舉的 ESP 體系分類，研究者在此將目前所提及的類別

依據本文研究方向，整理了各分支之間的關係，如下圖 2-1：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在上列的分配圖中，除了學術目的英語（EAP）等部分採用 Jordan 

（1997）的分類形式外，其餘分類則使用 John （1991）和 Dudley-Evans & St 

John （1998）的分類。亦即，將 ESP 下分為職業目的英語和學術目的英語兩大

類別，在職業目的英語方面，以所學習的技能是作為專業用途抑或是技能用途

作為區分；而且學術目的英語方面則是以是否針對特定學科進行作為區分的標

準。研究者認為這樣的一套分類方式，最能有效覆蓋所有隸屬於 ESP 底下的學

門，同時避免在分類中偏厚某些特定學科範疇，而導致組織的規模不均等弊

端。 

 根據本文預備校園華語的研究方向，本文所探討的議題應隸屬於學術目的

底下，一般學術目的之子範疇中。然而，在內容上與所謂一般學術目的英語所

訓練的技能稍有不同。一般學術目的英語普遍以使學習者得以目標語獲取學位

之必要技能為教學的方向與原則。這樣的技能通常適用對象為中、高級程度的

目標語學習者。本文主要顧及對象為零起點及初級程度之學習者，透過預備華

ESP 

職業目地(EOP) 

專業目的(EPP) 

職務目的(EVP) 

學術目的(EAP) 

一般學術目的(EGAP) 

特定學術目的(ESAP) 

圖 2-1 ESP 體系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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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的進行方式，習得校園華語的相關語言架構，藉此解決基本的語言任務。就

內容上而言稍接近 Jordan （1997）所提及的社交目的英語，以特定的環境及溝

通需求為學習目標。 

三、 中國預備課程實施考察 

以學位學生為目標所採行的專門目的外語課程，即屬預備課程最具代表

性。考量現今對於臺灣高教體制中，以學位學生為目標採行的預備課程相關研

究，多尚於開發階段。故研究者考察近年中國預備課程實施情形相關研究，以

作為專門目的外語相關理論實踐於預備課程中參考之鑑。 

(一) 中國預備課程的發展與特性 

預備課程於中國文獻中多寫作「預科課程」，故以下行文與文獻一致，以

「預科課程」指涉之。中國的預備課程全稱為「公费留学生预科教育」，乃由中

國教育部國際合作與交流司和國家留學基金管理委員會領導，沿革可追溯至

2005 年起天津大學、南京師範大學、山東大學受委託進行預科教育試驗。其

後，中國教育部於 2009 年 3 月 13 日發出《教育部關於對中國政府獎學金本科

來華留學生開展預科教育的通知》（教外來〔2009〕20 號），決定自 2010 年 9 月

1 日起，正式實施獎學金生預科教育制度，所有中國政府獎學金本科來華留學

生新生在進入專業學習前均需接受預科教育（李向農、萬瑩，2013；韓志剛、

董傑，2016）。2015 年，中國教育部、國家留學基金委員會在國內指定了 8 所

高教機構承擔「中國政府獎學金本科來華留學預科教育」（張義，2015） 

針對留學生預科教育的定位，韓志剛與董杰（2016）提出了三者，分別是

服務國家對外交流需要的基礎工程、嫁接中國高教的正規跨文化、跨教育體

系，以及介於學歷教育與非學歷教育之間的通用漢語教育與專用漢語教育相結

合的漢語國際教育特殊類型；亦即，留學生預科教育模式的特性，是服務型、

嫁接型、綜合強化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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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於預科教育當中的漢語教學，李向農、萬瑩（2013）認為必須是速成

教學以及能力教學。速成是為因應理工、農醫、經濟、法學、管理、教育等學

科專業不得低於 HSK 三級（新 HSK 四級），文學、歷史、哲學及中醫等學科專

業不得低於 HSK 六級（新 HSK 五級）的漢語水準要求，故教學需全浸式強

化、短時高效、科學優化。能力則是為滿足如下表 2-1 所述的各項教學任務、

知識目標與能力目標。 

表 2-1 預科漢語教學基本內容 

教學任務 知識目標 能力目標 

基礎漢語 語音、漢字、詞彙、語法 培養留學生的漢語交際能力 

專業漢語 數學、物理、化學、醫學等 培養留學生在漢語環境中的專業

知識學習能力 

文化知識 中國國情、中國文化等 培養留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

瞭解並熱愛中國文化 

（資料來源：重繪自李向農、萬瑩（2013）。留學生預科漢語模塊化教學模式的

探索與實踐。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6， 176-181。） 

由於課程的特殊性質，中國的預科課程學生大約具備以下特性： 

1. 入學年齡主要在 18 歲至 20 歲之間 

2. 已完成其本國高中階段的學業 

3. 絕大部分漢語水準為零 

4. 來中國留學的目的是攻讀中國各大學本科專業。 

而預科學制為一年，實際教學時間僅為 8 至 9 個月，具有短期性之特點

（李向農、萬瑩，2013；韓志剛、董傑，2016）。然李泉（2016）指出，僅一學

年約七、八百個學時的教程，仍難以達到專業的要求，故應該將預科的學習年

限提升至至少兩年。 

另外，這些學生在結束預科學習，升入本科後，尚有待克服之課題，此也

大幅地影響了預備課程設置的定位與特性。蔡云淩（2016）以北京大學留學生

預科專案為例，指出預科學生升入本科後，分別遇到語言以及知識結構二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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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瓶頸。語言方面，初期授課教師並不遷就留學生的水準，仍保持正常語速，

且有的有地方口音，再加上大量專業詞語的出現，所以聽課時會有較大的困

難。其後由於本科的大量專業文獻閱讀以及大小無數報告，致學生們的的主要

困擾在閱讀和寫作方面。知識結構方面，以數學為例，中國基礎教育階段的數

學具有相當大的難度。而北大的很多院系無論文理都設置有數學課程，因此大

部分的預科學生升入本科後，要為數學課花費大量的時間且收效甚微。即便大

部分預科學生最終升入了北大的文科專業。再觸及諸如歷史典故、文化常識、

新聞時事、社會變革等內容時，經常因為相關知識的缺乏而捉襟見肘。 

(二) 中國預備課程架構與實施情形 

對於的整體的留學生預科教育，魏敏（2015）提出具五個模塊、兩個層次

結構的留學生預科漢語模塊化教學模式，五個模塊分別為課程設置模塊、教材

建設模塊、課堂教學模塊、教學形式模塊和管理模塊。當中課程設置模塊為第

一層面，而教材建設模塊、課堂教學模塊、教學形式模塊則構成第二個層面。

具體的教學內容上，張義（2015）指出由於漢語預科課程意味著學生已具備漢

語基礎，但仍未具備以漢語為工具獲取專業訊息的能力，因此需提供用於某種

專業領域、特定範圍和固定場合的專門用途漢語（CSP，Chinese for Specific 

Purpose）。預科教育的教學內容如圖。 

 

圖 2-2 預科教育範疇體系圖（張義） 

（資料來源：重繪自張義（2015）。來華留學生預科教育中內容為主導型課程體

系建設的設想。湖北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 6-9。） 

  

預科教育

預科漢語教學

通用漢語教學

專門用途漢語教學

專業知識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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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泉（2016）則是將預科教育的教學內容劃分為通用漢語、專業漢語、專

業知識基礎三項範疇，並將當中專業漢語明確定義為「理科、工科、中西醫、

政經法、文史哲等專業學習、教學和相關文獻中，經常使用帶有專業語言特點

和語體特徵、含有專業知識的詞彙、專業表達方式乃至涉及特定專業場景的漢

語，且相關的知識為相對系統性的」。因此通用漢語實為漢語預科教育的主體；

專業漢語仍需以漢語，而非以所涉及專業知識為核心教學。專業基礎類課程則

建議用學生的母語或英語等媒介語進行教學，因為數理化等專業基礎類課程以

傳授和提高學習者相關專業的基礎知識為目的，用學習者的母語或媒介語教學

便於他們更好地認知和理解相關的知識和教學內容。其界定的範疇分佈如下圖 

2-3： 

 

圖 2-3 預科教育範疇體系圖（李泉） 

（資料來源：重繪自李泉（2011）。論專門用途漢語教學。語言文字應用，3， 

110-117。） 

在此背景下，李泉對預科教育中 3 個類別的課程設置及學時比例分配分別

為通用漢語 70%、專業漢語 10%、專業基礎（數理化等）20%。理由為通用漢

語為所有漢語學習之基礎，專業漢語的學習同立基於通用漢語上，根本而言仍

屬漢語之範疇。而專業漢語類課程實施及教材編寫過程中，建議「專業詞彙」、

「專業知識」占 30%；「通用漢語」占 70%。同樣是為了避免語言課程走向專

業知識和專業理論教學之路，所以只應教授最基本的專業詞彙和專業知識。而

關於通用漢語的教學與教材編寫，則提出了以下建議： 

1. 應遵循外語教學的理論和教學規律， 

預科教育

通用漢語

專業漢語

專業基礎

(數理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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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課程設置、教材編寫和課堂教學中，即應體現「專業」特色、「專

門」用途，並以此與通用漢語教學區別。 

3. 採取漢語教學與專業知識相結合的教學原則，並以漢語教學為主，專業

知識教學為輔。 

4. 在教學和教材內容（話題、論題、場景、情境、語域）上與相關專業、

特定場景或話題相關聯。 

5. 關於專業知識的教學，人文學科的專業知識主要是特定專業的常用詞

彙、常用短語、專門的表達方式、常用的複句格式、特有的語篇結構、特定的

活動場景等的教學，以及與專業詞語學習和理解直接相關的專業知識的教學。

自然科學的相關專業知識教學當有一定的系統性。 

6. 專業知識教學在內容取向和教學理念上，應以「確有必要」、「適當適

量」、「解釋為主」為原則，堅守語言教學為主的學科方向；對專業詞彙和知識

不貪多求全，將專業知識的介紹限制在解釋相關語言現象的層面，而非單純的

專業知識的介紹。 

同為討論課程安排的準則，張義（2015）以專業學科內容為核心、使用真

實的語言材料、提供專業知識、符合不同學生群體需要等特性的內容為主導型

（CBI，content-based instruction）課程體系作為實踐預科課程的目標。強調

「專門用途漢語教學」與「專業知識教學」之間，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密切

關係。故具備內容為主導型課程體系有以下六項特性： 

1. 語言、專業與技能教學三者合一 

2. 語言能力與專業知識共同累積。 

3. 專業內容是課程教學設計的主要依據。 

4. 語言的使用和操練圍繞專業內容展開。 

5. 鼓勵學生積極參與。 

6. 重視語篇層面能力的提升。 

在此基礎下，張義安排了每週三十小時課時，包含下列七項課程模塊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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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專業漢語課程（12 節）。 

2.閱讀課程（6 節）。包含 ： 

(1)理解性閱讀。 

(2)引導性閱讀。利用特定的閱讀理解問題來教授給學生閱讀技巧和閱讀

策略。 

(3)個性化閱讀。學生根據自身的節奏和需求來進行閱讀，讀後可以就所

讀內容發表個人觀點、提出問題或看得出結論，教師不作統一要求。 

(4)課外補充閱讀。 

3.視聽說漢語課程（2 節）。 

4.寫作課程。(2 節) 

5.HSK 備考課程。(4 節) 

6.電腦應用課程。(2 節) 

7.跨文化交際課程。(2 節) 

其他關於課時分佈的討論則有蔡云淩（2016）所說明之北京大學的預科課

程安排，依據學生的能力需求分為高班和低班，各包含必修課以及選修課，以

語言課程作為課程核心。高班和低班的差異在於，低班的語言課程共 20 學時，

其中精讀 6 學時，口語 8 學時，讀寫 6 學時；高班的語言課程共 16 學時，其中

精讀 6 學時，口語 6 學時，讀寫 4 學時。低班學生的必修課只有精讀、口語和

讀寫三門，而高班學生的必修課除此之外還有專業漢語課；另外在高班的第一

學期，統一開設了專業漢語綜合課，而在第二學期則根據其自身的選擇、專業

取向分別開設了歷史及文學、法律及經濟、國際關係及政治這三門課。選修課

方面則提供基礎數學、高等數學、中國概況課供學生選修。整體課程架構圖呈

現如後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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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北京大學預科項目課程體系圖 

（資料來源：取自蔡云凌（2016）。論學術漢語在對外漢語教學中的重要性。國

際漢語教學研究，3， 4-7。） 

另有如李向農與萬瑩（2013）以及魏敏（2015)）等根據模塊化教學模式設

置的三種語言課程架構類型討論，分別是子模塊 1「聽說課」與子模塊 2「讀寫

課」，兩者之間為並列的結構，無強制性先後順序之分。子模塊 1「聽說課」與

子模塊 2「讀寫課」與子模組 3「複練課」則需建立在前二模塊的基礎上，如下

圖 2-5  

 

圖 2-5 模塊化教學模式下的預備漢語教學結構圖 

（資料來源：重繪自李向農、萬瑩（2013）。留學生預科漢語模塊化教學模式的

探索與實踐。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6，176-181。） 

子模塊1

聽說

子模塊2

讀寫

子模塊3

複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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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塊化的教學模式當中要求了課程設置、教材、課堂教學單位、教學形式

的模塊化。在課程設置及教材上對應聽說、讀寫與三個子模塊，分別提供「漢

語綜合」，即側重學生聽說讀寫的綜合語言能力培養，偏講授；「漢語聽力」，即

側重學生聽說能力培養，偏練習型；以及「漢語複練」，即側重學生的讀寫能力

培養，偏漢字知識的講解和訓練。教材部分則把握「語文分開、聽說領先、識

讀跟上、重視書寫」之原則，並善用手寫和電腦輸入相結合的學習方法，降低

了漢字讀寫的難度。課堂教學單位則是以兩節課 90 分鐘作為一完整的教學單位

安排。教學形式上則善用多媒體課件，使其與板書及課堂講授相結合。在此架

構下，建立如下圖 2-6 的立體模塊教學模式。 

 

圖 2-6  預科漢語模塊化教學立體圖 

（資料來源：取自李向農、萬瑩（2013）。留學生預科漢語模塊化教學模式的探

索與實踐。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6， 176-181。） 

不論在上述哪一模塊的運用上，皆把握「學生為中心」原則，師生互動越

好，課堂效果越好。同時，教學上，教師也要在留學生預科漢語教學中盡可能

創設真實語境，並根據學生學習習慣來進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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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小結 

依循中國預科課程相關研究文獻之考察，得以認識到中國的預科教育已歷

經的至少十年餘的發展。自趨勢看來，相關的課程教學、教學法、教材發展

等，都持續是研究發展的熱區。雖本研究所針對的國際學位生預備校園華語，

與中國預科教育當中的所謂預科漢語教育，規模以及服務範圍有所不同，然而

針對學位生提供針對性的語言方面協助，在此一核心概念上是相同的。故在此

透過研究者於預科課程特性、教學內容取向、教學架構安排三個面向中獲得的

啟示說明之。 

在預科課程特性方面，特別是學習者的性質上，於本研究對象之學位生，

皆為混國籍、混背景、學習起點有所不同的學習者，再加上其所面臨短時間內

需迅速習得的壓力，作為教學內容之提供者，確實需要給予與目標學習者高度

相關且高效的學習支援，同時應該依據教學內容提供者的自身優勢與背景、在

語言、溝通策略、或是跨文化溝通能力運用上提供支援，以更有效率地補齊學

位生在目標環境中不熟悉所造成的不適應感。 

在教學內容取向上，雖多數學者將預科漢語教育分作通用以及專業二部

分，然而不論專業漢語如何定義，都不損通用漢語在專業漢語當中的重要性。

有鑑於此，以通用漢語作為核心，將專業漢語中的素材作為不可或缺的輔助要

素，正是語言教學內容的選取準則。 

教學架構安排則是關注於各項語言能力的培養。在預科教育以一學年為單

位執行下，聽說讀寫的能力皆進行的訓練，然而就次序上而言還是有所先後。

因此在有限的學習時間下，在不同的語言能力上達成相對應的目標，確實是對

國際學位生而言更能「應急」的方法。  

預科教育以一年作為學習年限，對於語言基礎為零的國際學生而言都仍然

相當吃力，更何況是本研究所探討的短期的預備課程。雖然像中國預科教育這

樣，能兼顧專業領域知識的整體課程規劃，對本研究而言略顯鞭長莫及。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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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更加凸顯預備校園華語教材的編寫需具備針對性，因此，如何使教材中所

發展的通用語專業漢語能更高效率且相互輝映，實為關鍵的課題。 

 

 

第二節 學習需求分析相關研究 

在第二語言的學習過程中，社群和認知的不同，導致跨語言間的差異顯現

在社會行為、權力結構、理念偏好上；再加上語言、技能和文本都會因應個人

的角色、信仰、說話方式而有所差異（Long, 2005）。因此，專門目地的語言教

學，需要透過需求分析，建立明確的教學目的、選取合適的教學內容，以切合

學習者的學習模式及實際需要。另一方面，需求分析有助於教學者提供學習者

有意義且引起他們興趣的課堂學習經驗（Brindley, 1984），更凸顯出需求分析的

重要性，可說是專門目地語言教學的基礎。 

需求分析的概念，1980 年代起，以需求為本的理念（need-based 

philosophy）更是與語言課程設計有著密切的關係（Richards, 2002）。 

一、 需求的理論基礎 

需求分析的核心即為「需求」。在建立需求分析的理論前，需先了解「如何

判斷需求」、「需求從何而來等議題」。Kemp （1998）依據不同的需求判斷標準

將需求歸納為六種類型，分別為：  

1.規範性需求（normative needs）：以國家的標準為參照對象，未達該標準

之項目即為其需求。此標準多由評量（如：語言能力測驗）或專業人員所界

定。 

2.比較性需求（comparative needs）：以較為領先的對象做為參照基準，較

對照對象不足的項目即為需求。如與不同班之間比較其進度或是能力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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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感覺需求（felt needs）：具有需求者依據個人的經驗、主觀感受，加以個

人對於現況的期待，所得出個人的需求。因此，易因為不同具有需求者的不同

背景，而產生多樣、分歧的結果。此項需求一般透過面談或是問卷取得；問卷

又較面談更有效率（Morrison et al., 2013）。 

4.表達需求（expressed needs）：有需求者透過行動，如：參加課程或工作

坊等方式表現出需求。一般而言，透過意見調查和意見欄位取得數據。 

5.預期或未來需求（anticipated or future needs）：透過預期未來情況的轉

變，預測出因應轉變所將產生需求。如：未來教學環境將進行電子化；因此，

教學人員必須具備一定的資訊素養。 

6.重大事件需求（critical incident needs）：由於重大變故的發生所產生出的

新需求。此類型的需求需透過分析潛在問題取得。 

根據 Kemp 的分類，本研究之需求分析主要為感覺需求類型。調查內容主

要根據在臺灣留學之國際學位生個人的生活以及求學經驗，判斷其在大學或研

究所研讀過程中所感覺不足或需要的學習技能，以及期望在哪些情境中，具備

哪些理解、溝通或是應用的能力。 

在需求的分析中，需「從學習者身上了解什麼」、「了解哪些需求資訊」則

可自歷來的研究脈絡中理出。雖然目前尚未有專以專業華語教學為目的完整需

求分析理論；然而以專門目的英語教學為目的需求分析已有五十年餘的研究歷

史，理論發展堪稱相當完備，故在此借鑒專門目的英語教學當中的需求分析理

論進樳探討，解釋並尋求可行的需求分析方法。 

透過在臺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中進行需求分析的主題知識地圖檢

索，便可了解需求分析被廣泛地應用在相當多領域，包括「知識管理」、「職

能」、「數位學習」、「教育訓練」、「電子商務」等。而將需求分析應用於第二語

言學習始於 1960 年代至 1970 年代初，當時以文學與語言訓練為背景的英語教

師，面臨了需教導科學部門學生有關於學科的英語，卻苦於缺乏這些科目的學

科知識以及學科知識（Dudley-Evans & St John, 1998）。自此，隨著專業英語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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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快速增加，需求分析導入了英語教學的領域。 

率先提出一套需求分析系統的一般公認為 Munby（1981）。其所提出的分

析核心為「交際需求處理（communication needs processor, CNP）」，CNP 以大量

影響溝通情境要素提問，以了解個別學習的溝通需求。這些影響溝通的要素，

Munby 大略區分為五大區塊，包含： 

（一）背景：有五個項目 

1.身分：即了解學習者的年齡、性別、國籍及居住地。 

2.語言：即了解學習者的母語、目標語、當前程度及所具備的其他外語能

力。 

3.目標定位：即了解學習的目的；是為了職業目的（occupational）還是教

育目的（educational）。若為職業目的，則需探查學習者的主要職責、其他職責

以即所屬工作的類別範疇；若為教育目的，探查內容則包括學科名稱、核心學

習專業、其他學習專業和所屬的學術領域類別範疇。  

4.使用目標語的地點（國家/城市/工作機構/學校機構）、使用範圍規模  

5.使用目標語時間與頻率  

（二）互動：有三個項目 

1.媒介（書面/口語）  

2.形式（對話/獨白）  

3.溝通頻道（單向/雙向）   

（三）方言（使用區域/社會地位）  

（四）目標等級  

（五）會話場合與情境 

Munby 進行的分析可說是在傳統以語言為中心的研究模式外，開創出以

「學習者需求」為中心的新視角與分析法（Hutchinson & Waters, 1987），而其

從學習者實際接觸的多元交際情境來設計語言課程，此一創見對「專門用途語

言」教學尤具指標性的意義與影響力（陳寅清，2018）。以交際需求處理對於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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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者也有所好處，除了能讓學生更能意識到自己作為學習者的角色，以此發展

出自我衡量能力，同時使學習者對課程目標有更實際的概念，且將語言學習視

為向目標逐步邁進的過程（Nunan, 1988）。然而，由於以「學習者需求」為中

心的具有高度的針對性和地域性，能完全適用的情況仍屬有限。而學習者的主

觀需求難以預測，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Richterich, 1980）。也有相當多的學者

指出，學習者常無法明確表達自己的需求（Long, 2005），特別是在初級階段

（Chambers, 1980; Hutchinson & Waters, 1987; West, 1994; Jordan, 1997; Dudley-

Evans & St. John, 1998）。 

其後，不少學者都針對了需求分析中，需求的範疇進行討論。由於對需求

的定義不同，所發展出的需求分析理論也有相異之處。Brindley（1984）根據需

求的判斷方式分為兩類，分別是客觀需求（objective needs）與主觀需求

（subjective needs）。客觀需求透過可明確區分且可觀測的數據得出，包含了學

習者的狀態、當前各項語言能力的表現、以及所需要達到的標準，可由教學者

或是專家判斷；主觀需求則加入了學習者個人的學習意願與傾向，較為複雜且

須注意個案的差異。 

Richards & Rodgers （2001）認為需關注一般語言課程的要件或是語言學習

者的特定溝通需求二者之一。在此一基礎下，提出了兩個分析手段以判斷需

求，分別為 

（一）狀況分析（situation analysis）：當中關注學習者（身分、目標、期望、

學習偏好等）、教學者（身分、經歷、教學偏好）、課程（課時、預算、限制、

評量方式等）。 

（二）溝通需求分析（communicative needs analysis）：關注目標語言的使用

議題。如：對話的情境、對象、言談行為及溝通的形式（聽、說、讀、寫）

等。 

另有學者依據 Munby 提出的需求分析理論，進行進一步的論述。Chambers

（1980）更明確地將交際需求定義為「目標情境」中的交際需求；而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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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針對目標情境需求所作的分析，故 Chambers 稱之為「目標情境分析（target 

situation analysis）」。Nunum（1997）則再以 Munby 的溝通式課程設計大綱為

本，歸納並整理出九項在探討需求時需分析的項目，分別為： 

1.參與者（participant）：包括學習者的身份、語言技能、年齡、性別、民

族、母語、其他外語能力等 

2.目的領域（purpose domain）：即要學習目的與的哪些內容 

3.背景（setting）：使用目標語的環境 

4.互動（interaction）：學習者需使用目標語互動的對象 

5.工具（instrumentality）：包含溝通的媒介（書面或是口語；接收或是產

出）、模式（獨白或對話）、面對面或間接 

6.方言（dialect） 

7.目標等級（target level）：對目標語的掌握、精通程度 

8.交際活動（communicative event）：產出和接收目標語的技能 

9.交際關鍵（communicative key）：包含個人態度、語調等 

這些學習者中心分析的討論中，將原先理論進行大步的延伸，擴充該理論

架構最具代表性的，應屬 Hutchinson & Waters（1987）。他們再將需求的內涵區

分為兩部分，分別為： 

（一）目標需求（target needs）：探討學習者於目標情境中，所需具備的能

力。此部需求包含三者：需要的（necessities），即在情境中學習者需要掌握的

語言要素，如句型、詞彙等）、欠缺的（lacks），即學習者目前的語言能力和目

標水平間的差距）、想要的（wants）即學習者出於個人意願想要學的。 

（二）學習需求（learnimg needs）：探討學習者為達到目標能力，在學習的

過程中所產生的需求。 

針對這兩種需求，提出的問題也不同，整理如下頁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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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Hutchinson & Waters （1987）的目標需求與學習需求 

 目標需求 學習需求 

為什麼？ 為什麼學習這個語言？ 為什麼學習者使用這個方式學

習？ 

如何？ 如何使用這個語言（媒介、行

式）？ 

學習者怎麼學習？ 

什麼？ 需求的語言材料是什麼？ 有什麼可用的學習資源？ 

誰？ 使用語言的對象是誰？ 學習者是誰？背景為何？ 

哪裡？ 在什麼場合使用這個語言？ 在哪裡學習？ 

何時？ 在什麼時機使用這個語言？ 在什麼時間學習?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Hutchinson, Tom and Alan Waters. 1987.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A Learning-centred Approach.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三) 小結 

本文之重要目的之一為了解國際學位生對於預備校園華語的學習需求。黃

雅英（2020）指出，華語文教學重於培養國際生以華語進行跨文化溝通、學習

的能力。因此，華語文的學習不僅止於語言知識、技能的追求，而應將「培養

學生的華語文跨文化溝通素養」，納入全盤性思考與規劃，以拓展華語課程於高

等教育中的深度與廣度。此外，也應更重視華語課程在高教「在地國際化」中

所扮演的角色，不僅國際生需提升華語文跨文化溝通素養，以適應臺灣高教環

境，校內師生面對校園國際化的跨文化衝擊，亦需有相關機制來培養其跨文化

教學與學習的素養，以回應國際學生所帶來的多元語言與文化資源。學習需求

所對應到的能力，是能夠使用語言解決校園相關情境之語言任務。這樣的目標

任務，較難以標準化的數據了解學習者具體的需求為何，故透過學習者的生活

經驗判斷以及學習意向，更能夠了解學習者期待於預備階段獲得什麼樣的華語

能力，在分類上還是依感覺需求 Kemp （1998）、客觀需求 Richards & Rodgers 

（2001）為主要的調查方向。 

透過相關需求分析文獻整理，大致可將需求分析詢問的內容分為三個方向 

1.學習者現有背景條件（Munby, 1981; Richards & Rodgers, 2001）：此項作

為了解學習者目前情形的關鍵，以了解學習者目前的不足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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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標情境與能力（Munby, 1981; Richards & Rodgers, 2001; Chambers, 

1980; Hutchinson & Waters, 1987）：用以了解學習者在什麼樣的情境下需要用到

目標語言，需要完成哪些語言任務。並透過與現有背景條件的比較，判定對目

標需求的輕與重、緩與急。 

3.學習需求分析（Hutchinson & Waters, 1987）：前兩部分已了解起點以及目

的地，此部分的目的在於如何使學習者可以從起點到達目的地。即學習者透過

經驗，認為哪些方式以及內容能夠有效協助學習者從不足到達成語言目標。 

有鑑於此，本文所進行的需求分析將透過此三大方向，了解學習者的狀況

目標以及方法。 

二、 需求分析的方法 

則以「學習為中心（learning-centred）」，將需求分析有諸多學者提出了不同

的分析模式，在此根據 Jordan（1997）及 Srijono（2006）所羅列的分析模式進

行歸納，分述如下： 

（一）當前狀態分析（present-situation analysis, PSA）：考察學習者在課程進

行前的語言能力發展。因此，需求的來源可為學習者本身、教學機構，或是學

習者的工作場所、贊助者等。取得的需求的方式多以問卷和訪談。PSA 是一個

以學習者為中心，文化與社會為輔的分析（Jordan, 1997）。 

（二）策略分析（strategy analysis, SA）：由 Allwright（1982）率先發展的概

念，目的在於協助學習者辨別要學習的技能、該技能以達成的成就以及偏好的

學習方式。所使用的需要（needs）、欠缺（lacks）、想要（wants）也是

Hutchinson & Waters （1987）「學習為中心（learning-centred）」理論發展的基

礎。SA 提醒了教學者需關注文化差異，學術文化習俗，學習策略和教學方法的

差異，重視學習者的自主性，以減少學習者的挫敗感。 

（三）方法分析（means analysis）：此分析的核心概念是使語言課程適應當

地情況，因地制宜；換句話說，必須要考察當地的各種限制條件，例如文化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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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資源材料、設備等（Holliday and Cooke, 1982）。因此，須對教師、教學方

法、學生、設施等當地情況進行研究，以了解如何實施語言課程。此一分析方

式承認了教育的社會背景，並賦予了教師更大的自由度。可以提高對教學環境

的適應力，同時避免因文化上不適當的教學方法而導致的教學成效不佳。 

（四）語言審計（language audits）：此分析以大量數據分析的統計結果為

本，與目前狀況、目標狀況與未來狀況進行對比，用當中的差異來辨別需求。

語言審計多用以擬定大規模機構的語言學習政策，如公司、區域、國家等。本

分析需倚賴大量的數據以及專家對於需求以及標準之間關連性的判定。 

需求分析的分析基礎，在於所採集的數據。Long（2005）指出共有五個類

別的調查對象，亦即需求的數據提供者，分別為： 

1. 已出版與未出版文獻（published and unpublished literature） 

2. 學習者（learners） 

3. 應用語言學者（applied linguists） 

4. 領域專家（domain experts） 

5. 三方來源（triangulated sources） 

透過上述的來源，選擇適切的方式來蒐集需求數據。根據 Jordan（1997）

的整理，共羅列了十四種方法，分述如下： 

1. 先備文件（advance documentation） 

2. 家中語言測驗（language test at home） 

3. 入學時語言測驗（language test on entry） 

4. 自我評估（self-assessment） 

5. 觀察與監測（observation and monitoring） 

6. 課程進度測試（class progress tests） 

7. 問卷（Surveys） 

8. 結構性訪談（structured interview） 

9. 學習者日誌（learner di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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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個案研究（case-studies） 

11. 期末測驗（final tests） 

12. 評估/回饋（evaluation/feedback） 

13. 追蹤調查（follow-up investigations） 

14. 先前文獻（previous research） 

而 Kemp （1998）將完整的需求分析，分為四個階段，列如圖 2-7 

 

 

 

 

 

 

 

 

 

 

 

 

 

 

 

 

 

 

（參考來源：譯自 Kemp, J. et al. （1998）. Designing Effective Instruction. New 

Jersey : John Wiley & Sons.） 

根據上表，四個階段分別為： 

1. 規劃（Planning）：規劃需聚焦於任務類別或目標客群其中之一。一旦

確認了目標客群，就必須採集數據並判斷是否和各項需求相關。其次，則必須

確認參與者（participants），可能為目標客群，或是其監督人或上司。不同類別

的參與者，能因具備不同的經驗，提供不同面向的需求。此階段的最後，則需

訂立採集數據的方法。一般採集方法包括問卷調查、評分量表、訪談、小團體

階段一 

計畫 

目標對象 

策略 

分析 

參與者 

樣本規模 

時程規劃 

分析 

目的 

流程 

結果 

行動 

階段二 

蒐集數據 階段三 

數據分析 階段四 

結案報告 

排序 

圖 2-7 需求分析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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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以及紙本文件回饋等。採集方法的選擇，須依據調查對象的人數以及最合

乎目標的方式來判斷。及早確立採集數據的方法，有助於保障採集數據的品

質。 

2. 蒐集數據（Collecting the Data）：由於逐一進行訪談並非有效率的方

式，因此確立樣本的規模以及分布更顯得重要，同時這些樣本必須要涵蓋所有

有需要的不同領域。蒐集數據時，也需考量時程表預約、行程安排以及有效樣

本回收率的議題。 

3. 分析數據（Analyzing the Data）：分析的結果將影響對需求的優先順

序。可以根據經濟價值（如耗費的時間與成效）、影響（即受影響的人數）、重

要度排序及及時性來確定需求的先後。Kemp, J. et al.指出可以 Delphi 法確確認

需求的優先次序。Delphi 法是一個反覆的過程，即要求受測者重複排列被選出

具有較高需求程度的項目，直到建立焦點為止。Delphi 法是一套有系統且徹底

的數據收集過程。它的缺點是需要較多的工作量和時間。 

4. 編寫結案報告（Compiling a Final Report）：一份需求分析的結案報告

必須包含四個項目： 

(1) 進行分析的目的摘要 

(2) 分析流程的摘要（如何作成以及涵蓋了哪些人員） 

(3) 以表格或是簡述呈現的分析結果 

(4) 依據分析結果所提出的必要建議 

編寫時，同時須確認分析的結果是否切合需原先需解決的問題。 

根據本文的研究性質，本文將採取一般需求分析方法中最普遍的問卷調

查，除了促使各項詢問內容的標準化，同時亦可有效採集足夠的樣本量。另外

針對問卷無法有效獲得的資訊，則透過半結構性訪談輔助之，以便根據受訪者

的條件適時調整，以獲得合適的質性資訊。數據的來源方面，除了以目前市面

上流通的文本作為已出版的文獻來源外，同時也收集來自學習者以及觀察者

（教師、第三方來源） 所提供的數據。以使獲得的學習需求內容兼顧主客觀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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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角度。 

三、 國際學生的現況分析 

(一) 國際學位生求學情形考察相關文獻 

關於在臺灣國際學生的學習現況，研究者查有以下數篇學術論文，專以探

討國際學生在臺灣的學習現況、壓力來源、以及尋求支援之方式為題。這些學

術論文中，包含的受訪對象單純為國際學位生者，也包含同時有非學位生與學

位生者。在此將相關文獻依研究發表之時間先後分述之。 

李豐里（2000），以隨機抽樣方式，抽取三所國立大學正式註冊就讀之 184

名外國學生為研究樣本。透過資料統計進行分析。指出未來教育及行政上，應

加強對外國學生的生活輔導；而研究上應著重量表的制定及個別化、介入性的

研究。其研究主要發現分別有以下四點： 

1.研究對象在過去的六個月中經驗及感受到的最困擾生活壓力事件為學校

課業；而最常採用「邏輯思考正向情緒」的因應方式去面對壓力；其最主

要的社會支持者為朋友，自覺社會支持種類中以情緒性支持的幫助最大。 

2.當研究對象面對的生活壓力愈大時，愈常採取負向的因應方式；而社會

支持愈好者，則較常以正向的因應方式來面對生活壓力。 

3.當研究對象客觀與主觀之生活壓力愈大時，其一般適應、生理適應及心

理適應都較差；較常以正向因應方式面對生活壓力者，其一般適應、生理

適應及心理適應皆較良好；研究對象的訊息性支持愈多者，其生理適應較

好。 

4.生活壓力與因應方式對一般適應具有解釋力；性別、國籍、生活壓力及

訊息性支持對生理適應具有解釋力；性別、年齡、生活壓力及因應方式對

心理適應具有解釋力。 

施秀玲（2006）透過觀察法與訪談法等質性研究方法、觀察教室、宿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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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生活場景四十餘次，深入了解銘傳大學桃園校區內的外國學生在臺灣求學

時，所遭遇的各種生活適應與社會支持問題。發現，在不同條件的外在環境與

內在因素下，外國學生主要受到就學意願、語言能力、風土民情、課業壓力、

思鄉情懷…等因素的影響，而有不同的調適差異。而外國學生之訊息性支持大

多來自初級系統，亦即初級系統提供外國學生日常須知以及課業協助，至於次

級系統，則以解決臺灣法規…等問題為主。而外國學生需要工具性支持時，大

多傾向與初級系統請求協助。至於外國學生尋求情緒性支持時，則是對於初級

系統的支持採取正向態度，但外國學生對於請求次級系統協助的機會較少，對

於次級系統之需求，大多以宗教機構為主。再者，外國學生對於學校設置的前

程規劃暨學習資源處也不瞭解，有些外國學生甚至採取較為負向的態度。並在

以上的研究基礎下，建議招收國際生的校方應鼓勵外國學生積極選修中文課

程、培養臺灣學生世界觀、推廣前程規劃暨學習資源處功能、強化國際學生顧

問室的功能、鼓勵本國學生主動協助外國學生。 

劉品佑（2007）以新竹市兩所國立大學的國際學位生為研究對象，透過問

卷與訪談，共提出五項發現，分別為： 

1. 外國學生主要面對的生活適應問題，包括語言、飲食、自然環境和宗 

教等問題。 

2. 「文化衝擊」是多數外國學生會面臨的一大挑戰，其影響的程度，視學

生心態調整和對不同文化的包容性。 

3. 生活因應：多數外國學生採取積極、正向的態度面對生活適應和挫折，

主要尋求支持的來源，為家人或外國朋友，對於由臺灣學生、師長或相關

行政機構得到情感上的支持較少。 

4. 外國學生選擇來臺灣就學的主要因素，包括學習中文，體驗不同文化、

本身即有到國外求學意願和臺灣的學術資源豐富等，未來的生涯規劃，則

以「留在臺灣求學或工作」、「回到母國服務」和「到其他國家求學」為主

要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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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外國學生對於學校能提供的如心理或生涯諮詢等服務不是非常清楚，學 

校可以建立單一窗口，並積極對外國學生宣傳相關活動，也可以讓外國學

生能夠增加對學校的情感。 

(二) 小結 

根據上述研究，研究者觀察到幾項關於國際學生的適應情形共通點。首

先，多數國際學生的適應困擾，可以大致分為課業學習以及文化衝擊兩部分。

其次，雖然不同的國際學生間，面對生活適應之壓力，正向者以及負向者都

有，然而獲得較多社會生活以及情感支援者，明顯較能以正向之心態調適生活

中的壓力。另外，國際學生獲得的情感資源，主要來自友人、家人、宗教，對

於學校系統所提供的情感支應，相對不甚熟悉，進而利用者寡。因此，校方是

否能確實利用資源或是正確的方式，實質提供國際學生輔助，尚有研討價值。 

 

 

第三節 專門目的華語教材編寫方法及原則研究 

教材可說是任何語言教學發展的基礎之一，課堂教學的必備要件。教材除

了是輔助教學進行的利器，更足以充當理想的課堂實踐的具體模型（Nunan, 

1988）。一份教材的成功與否，與課程的成敗、教學品質與效果有直接絕對的關

係，更進一步影響了海外華語教學的推廣（何淑貞等，2008；舒兆民，2016）。

特別是專門目的的語言教材，強調以學習者的需求為底，學習者須獲得的目標

能力為準，是否能夠因時因地因人，讓教材同時具備效果和效率，優劣顯而易

見。因此，本節將依序討論教材的作用、良好教材的標準、教材編寫時所依循

的大綱以及編纂流程，讓學習者透過教材，同時獲得語言以及符合專門需求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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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專門目的教材的功能及編寫原則研究 

(一) 專門目的語言教材的重要性與必要性 

教材在 ESP 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在教學的流程中，ESP 提供了四個作

用（Hutchinson & Waters, 1987; Dudley-Evans & St John, 1998）： 

1.作為語言的來源：在作為單一目標語來源時尤其重要。需呈現真實的語

言，即如何被使用與學習者需使用的場域範圍。在教室是提供語言的主要來源

的情況下，教材還需要大量地提供語言。例如，透過提供補充，取代細究每一

項需求，感興趣的學習者自然會自主深入學習。 教材中語言的另一個來源是指

示（rubrics）。 在單一語言的情況下，可以在材料中使用母語進行說明和解釋。 

如果學習者很少接觸目標語，過度使用母語便相當可惜。 當學習者以較低的語

言水平開始時，一種解決方案是同時使用兩種語言並逐漸減少母語的比重。 

2.作為教學的輔助：教材需有可信度（reliable），即以一套可辨識的結構來

運作以及構成。內文所自然產生的理解問題不宜過多否則容易分散了實際目

標。 為了增強學習，材料必須使學習者思考和使用該語言。 這些活動需要刺激

認知而不僅只是機械化的過程。 學習者還需要能獲得進步感（sense of 

progression）。 

3.提供動機與刺激：教材需具有挑戰性且在學習者的能力範圍內；也必須和

學習者的生活經驗相關，必須是學習者所熟悉的觀念或知識，同時提供新的資

訊，以讓學習者得以進行溝通和互動。教材的目的和與學習者現實中的關聯也

必須明確。 

4.提供參考依據：ESP 的學習者時間有限，需仰賴綜合課程、自學及參考資

料學習。因此，教材須完整，盡可能提供學習者期待的說明、範例、練習、解

答和討論指示。教材也需要考慮不同的學習方式，並允許學習者遵循一系列思

路。也就是說教材需有清晰的架構、目次等作為學習者的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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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nan（1988）指出，在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材中，可以產生多種利用方式

的教材，較綜合性教材來得更實用。因為這樣的教材將重點放在協助學習者在

課堂上做他們將需要在課堂外進行的任務上，因此材料應該反映外面的世界。

換句話說，多用途的教材應該具有一定程度的真實性。這與文本的來源以及學

生的活動任務有關。這些教材還應透過提高學習者的意識，使他們更了解學習

過程，進而促進獨立學習。如：建立自我評估和評估練習都可以提升學習者的

意識。另外，教材製作的過程中，必須考量到學習者是為一混合性的群體，組

成中固然會有不同的熟練程度及偏好的學習方式。因此，能夠使教材以多種方

式使用，同時也可服務不同的熟練程度的學習者，還須能應反映將在其中使用

的社會文化背景，都一再凸顯了材料設計的重要性。 

(二) 專門目的語言教材的編寫原則 

教材的編寫，須具備針對性。Jordan（1997）指出，教材製作必須回歸到

需求。針對教材的需求，Jordan 以 wh 問題定位教材。包含： 

why：即為什麼需要教材？可能因為沒有適當的書，或是為了配合學生參

與某個特定的課程； 

who：學習者是誰？包含學習者的背景、語言程度、目標、文化、偏好的

學習方式、動機等等； 

what：需要什麼教材？探討這份教材於課程規劃中的定位、需要的語言、

詞彙、媒介、使用的方法等等； 

where：在什麼場合使用？這個教材是在什麼樣的教學單位，或是哪一種課

程中使用； 

when：課程什麼時候進行、什麼時候會需要教材、什麼時候完成編製； 

how ：教材要如何製成？單人作業還是群體，如何控制教材的品質及組織

等。 

同時，Jordan 也列出了數項需考量的要素，這些要素即是透過上述六個 wh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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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影響教材編製的走向，可能也是教材編寫中所需留意的限制，包含 

1. 學生：他們的需求和學習目標 

2. 老師：教師的能力，熟練程度和自信心 

3. 教學大綱：教學的方式與流程 

4. 方法：教學如何實施；  

5. 資源及其可用性 

6. 時間：可使用的學時 

7. 財務：可支配的額度 

另外，也不可忽視在教材寫作過程中可能遭遇的問題： 

1.預備與前導施測時間的短缺； 

2.沒有足夠的資金來資助額外的老師以幫助他們進行教學/寫作； 

3.難以取得目標話語社群特定主題的資訊、數據和切合的學術傳統； 

4.缺乏專業部門工作人員的合作； 

5.缺乏自信，經驗，想像力和創造力； 

6.對於是否能取信於學習者的擔憂。 

(三) 小結 

根據上述文獻的探討，完整的背景設定是教材寫作中的根本。以 Jordan 的

定位而言，在本文中須產出的教材是以零起點和初級程度的國際學位生為對象

（who），以校園華語相關內容為主題（what），由於目前市面上尚未有符合上

述程度以及主題的教材出版問世（why），因此，透過學習者學習需求分分析，

了解學習者的現況、學習需求以及學習目標，以作為教材編寫的內容根據

（how）。針對目教使用者進行使用情境分析的先例有陳麗宇（2011）對常用的

三部商用華語教材，即以 CEFR 的四大情境領域（個人、公眾、職業和教育），

分析其設計與分佈狀況，指出商用華語教材的情境分佈以職業領域為主，公眾

其次；而閱讀為主的商用華語教材可以依需求增加適量的文本和真實材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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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教材的內容與教學成效。 

在教材的原則方面，國內有曾品霓（2017）以專業教材評鑑的角度，綜合

整理出十項專業教材的原則，分別為基本理念、版面設計、教材配套、教學理

論、學習理論、專業知識、語言、內容、真實性和練習活動。並據此進一步提

出 50 項針對專業華語教材的評鑑準則。 

另外，教材的建立也需教材與學習者生活間的真實連結，如 Drake （1993）

所提出，學科的統整需透過接觸真實世界的統整途徑（the real-world 

approach），強調知識是要放在一個文化或實際生活中，並加以全球的觀點來探

索的。在這個原則下，以國際學位生的現況而言，黃雅英（2020）指出，華語

文教學重於培養國際生以華語進行跨文化溝通、學習的能力。因此，教材時能

向學習者提供一個真實跨文化環境的學習場域。足見假教材提升國際學位生對

於跨文化意識，亦是教材作成的一大參考要項。 

而教材所能提供的功能，也將根據 Hutchinson & Waters （1987），Dudley-

Evans & St John （1998）所指出的教材功能作為標準；即教材可視情形搭配預

備校園華語課程使用，並作為學習語言材料的參考來源。同時，透過教材內容

提供的語言材料，提升學習者學習動機，促使學習者得以以教材內容為依據，

藉由相關資訊檢索等方式提升學習的深度與廣度。 

二、 專門目的教材的編寫流程與典型 

若以教材的實際內容做為區隔，在教材的各個項目項都有學者提出了選擇

的標準。在文本的選擇上，Moore（1977）所提出的鑑別要件有下列數項： 

1.主題（topic）；包括學習者是否對此有興趣、是否為學習者可獲得的訊

息、是否具多樣性； 

2.文體類型（type of writing）：包括是否呈現學術英語的真實樣貌、是否與

學生息息相關； 

3.範例（exemplification）：包括是否能清晰說明指定的概念、架構和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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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超出範圍嗎、是否涉及適當的閱讀任務； 

4.難度（difficulty）：即語言難度是否適當？  

Moore 也建議教材的編制應採取團隊合作的方式，而非單打獨鬥。 

 而在應用的任務選擇方面，Moore 則是以六種類型的標準檢視目標的語言

任務，分別為： 

1.目的（purpose）：目的是否明確； 

2.類型（type）：練習類型是否有效且合乎經濟效益地達到了目的； 

3.內容（contents）：學生任務所用語言的比例是否合理？教學指導是否清

晰？ 

4.興趣（interest）：是否有趣。 

5.真實性（authenticity）：是否有意義？是否具有挑戰性。 

6.難度（difficulty）：是否包含易產生干擾的障礙？ 

隸屬於 ESP 分支下的學術目的英語（EAP），則有 Jordan（1997）提供了錄音檔

和溝通活動兩個方向的練習方式。Jordan 認為從持續 10-15 分鐘，由主題專家

錄製的特定主題的演講中摘取筆記，是一個雖然非常耗時但必要的過程。學習

者可以透過聽和讀相同的單詞來學習大量有關發音，重音，節奏和流利度的知

識。筆記的方式可取決於學生的水平或學生和老師的偏好。一種方式是為筆記

提供一個框架，要求學習者指出每個要點中的內容，並提供「語言提示」，以便

學生認真聽講；另一個是列出表明談話要點和方向變化的話語標記，即使沒有

時間做筆記練習，但是如果抄寫已經完成，則可以使用通用的標題來檢視應該

記錄的筆記，如此便可高度地提提升紀錄的靈活性。另外，也可善用錄音檔，

要求學習者進行敘述大意、互動方法、找出關鍵詞、行文方式等形式的練習。

溝通活動的練習方式則有描述與繪圖和金字塔型討論等。 

(一) Hutchinson & Waters（1987）的教材規劃模型 

Hutchinson & Waters 認為教材共由四個要素所架構而成，分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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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輸入：輸入可以是文字、對話、影像、分析圖或任何的溝通數據，採用

何種輸入需依照需求的指向。輸入的內容需包含六個次項目，分別為活動的引

導刺激、新的語言材料、正確的語言使用範例、溝通的主題、學習者運用組織

資訊技能的機會以及學習者運用現有相關專業知識與語言知識的機會。 

2.內容焦點：即透過語言，所要傳遞的資訊以及表達的感受。 

3.語言焦點：將語言結構分解，使學習者了解其中的運作機制以及練習方

式，即為傳達內容所需要的語言結構及材料。 

4.任務：作為語言學習的終極目標，目的在於引導學習者使用內容和語言

知識完成他們所需要進行的溝通任務。 

這四個要素當中，以任務作為教材編寫模型中的核心，輸入則是構成任務

的來源；而內容焦點和語言焦點則是用以達成任務所採取的兩個方法。這一套

教材規劃模型可以圖示，如下圖 2-8： 

 

 

 

 

 

 

 

 

 

 

 

 

 

 

 

（參考來源：譯自 Hutchinson, Tom., & Waters, Alan. （1987）.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A learning-centered approa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由上圖可以得知為達成目標任務，語言焦點方面的來源需要透過額外語言

引言 

報告 

輸入 

任務 

語言焦點 內容焦點 

額外

輸入 
學習者

知識與

能力 

圖 2-8  Hutchinson & Waters 的教材設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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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的輔助；而內容方面的來源則需透過學習者本身已具備的知識以及能力輔

助 ，使達成目標任務的能力更加完整。 

除上述的四個要素之外，Hutchinson & Waters 也提供數個教材產製中須注

意的要點： 

1.引言必須具備以下功能： 

(1) 由於專門目的的英語課堂中，理解任務比實際生活中的理解任務難以

達成，因此引言需作為連結互動性知識的內文輸入來源。 

(2) 驅使學習者的思考，使學習者的心思能與目標物的連結。 

(3) 能夠揭示學習者已具備的知識，容許教師能依據現況調整。 

(4) 提供有意義的內容以介紹生詞以及文法結構。 

2.提供的任務須鼓勵學習者自力採取任何方式以尋找答案。 

3.在任何階段中都應該可以使學習者善用已具備的知識以及專業。 

4.教學者可以在單元中提供更多橫向的輸入，使學習者理解如何運用現有

的學習資源，擴展解決問題的能力。 

5.學習者需透過任務訓練組織資訊正確的表達方式以及語言解決問題的能

力。 

綜上所述，Hutchinson & Waters 將 ESP 教材的開發，劃分為十個步驟，在此

呈現如下表： 

步驟一-尋找文本：文本須包含三要素 

1. 文本需為溝通中自然產生的 

2. 文本必須符合學習者的需求以及興趣 

3. 文本必須有產製課堂活動的能力 

步驟二-檢視教材的模型，思考學習者在單元結束後可如何達成任務。 

步驟三-檢視大綱，確認任務類型是否確實有助於學習者。 

步驟四-決定輸入中將包含的語言，如結構、生詞、功能以及內容等，並檢視這

些項目是否能確實作為任務達成的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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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五-思考可以練習所決定之語言項目的方法以及活動  

步驟六-解釋輸入是否可以針對學習者進行更恰當的修正，若修改的呈現效果不

佳，則暫且擱置現有的文本，並再次尋找是否有更恰當的 

步驟七-重複步驟一至步驟六的方法，同時修正輸入。 

步驟八-檢視修正後的教材是否能與大綱相吻合。 

步驟九-在課堂中測試教材。 

步驟十-透過課堂中教材的使用對教材進行再修正 

Hutchinson & Waters 的教材規劃模型相當明確，以學習者需求為本、以任

務為核心，次以文本作為輸入，輔以較學提供內容以及語言能力的擴張，此法

符合語言教學的原理。以任務和目標為導向的教材設計方向也有助於學習者實

際獲得解決問題的能力。在輸入的設計上時時與任務相扣合，可以有效避免欠

缺效率的學習內容干擾了學習的效果。唯獨在操作的步驟上，大舉決定了語

言、內容和練習的方式後，才進行文本的再審視，似乎花費過多的精力，在不

完全適當的文本上，也容易受較不妥善的教學內容，模糊了教學內容的焦點。

研究者認為，搜索相關文本後，在決定了語言、內容和練習的方式的過程中，

教材提供者即可逐步修正相關的物件，透過教材提供者本身的專業，除了進行

文本的提取，同時檢視語言、內容和練習的方式的適切性，似乎更能夠符合教

材編輯產製的性質。 

(二) Dudley-Evans & St John（1998）的 ESP教材架構 

Dudley-Evans & St John（1998）就曾指出建構一份 ESP 教材需要從尋找合

適的載體內容，搭配真實內容的學習和現實世界活動，組成清晰的標題，到規

劃有效佈局的每個階段，都是非常耗時且費力的。即使每位教師實際上都有能

力，為每門課程從頭準備新材料顯然也是不切實際的。Dudley-Evans & St John 

即認為需破除「ESP 的教師都是良好的教材寫手」之迷思，修正為「ESP 的教

師都是具備提供良好教材的能力」。而好的教材提供者須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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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可用的材料中做適當選擇：Dudley-Evans & St John 採用的方法是首

先使用兩個或三個關鍵標準。再應用其他方法來減少選擇或確定我們在使用材

料時要解決的一些弱點。這些關鍵的標準包括： 

(1) 這些教材是否會提升動機或提供刺激？  

(2) 這些教材所提供的學習標的和教學中的學習標的相符程度為何？（很

少有出版的教材能夠滿足任何 ESP 學習者群體的確切學習需求，活動

也並不總是能達到既定的目標。） 

(3) 這些教材是否能有效輔助學習？ 

通常，需要評估的不會是一整本書，而是一個單元或只是一項活動。評估中所

需檢查的，即是內文的內容以即特定的活動任務。這些教材中所提供的物件，

都必須確實可行且與目標相符。檢測的唯一方法即是以學生的角度嘗試進行活

動任務，仔細思考如何才能真正成功地完成活動任務。 

2. 具創造性地善用現有材料：在某些情況下，如教學環境的限制或是可

獲得的教學資源有限等原因，教材提供者可能受迫使用不完全合適的教材內

容。作為因應，教材提供者必須具有創造力。富有創造力的行為可以為材料提

供新的視角，產生更多可能性，而非「在艱難的條件下妥協」。在教材內容過時

的情況下，學習者可以： 

(1) 篩選掉不再正確的內容（並解釋原因） 

(2) 將他們已經知道的知識與新知識分開 

(3) 提取真實內容，然後重寫或重新敘述。 

對於似乎無關緊要的教材內容，必須將重點明確放在真實內容上。材料的目的

需要明確，即為什麼還要使用這份教材。 

3. 修改活動以適應學習者的需求：修改活動通常適用於輸入和內容足

夠，但某些不適當的情況。根據不同教學活動不合適的原因，需要個別採取不

同的行動。Dudley-Evans & St John 舉出五種可能原因及修改方向： 

(1) 選擇核心目標的核心活動：混合小組可以由每個人進行，其他活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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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選擇，供較弱的學習者稍後練習（重複）或讓較快的學習者在課

餘時間進行練習（其他目標）。 

(2) 將其替換為專注於真實內容的活動：即意味著需準備其他替代的新活

動。 

(3) 更改形式以更改焦點或放棄活動：例如一些活動，要求學習者在不考

慮意義的情況下演練語法結構。例如「將以下句子轉換為被動句」。 

(4) 在選擇給定的材料之前，添加一個或兩個活動。 

(5) 與較高程度的小組討論，詢問他們問題所在。若無特別需要則省略練

習。 

4. 透過提供額外的活動（和額外的投入）作為補充：調整材料、補充額外

的輸入和活動以及製作一份全新的教材之間沒有明確的分際。補充的教

學內容，亦可視為額外的活動的修改形式；而修正語言輸入更有可能被

視為補充或準備新教材。 ESP 的教材提供者為了提供不同的投入和額

外的活動（即編寫材料）所需要的技能包括： 

(1) 使載體內容與真實內容相吻合。  

(2) 提供多樣性 

(3) 將活動提升至語言和學習等級的層面 

(4) 良好地呈現教材內容 

這些之間的平衡將因課程的不同，情況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針對編寫材料，Dudley-Evans & St John 即以提供額外教材補充項目中的四

項教材提供者技能，列舉出一份教學者產出（teacher-generated）的 ESP 教材應

具備的特徵。 

1. 使載體內容與真實內容相吻合：依循傳統路線開發新材料，在不同的

起點上可有兩個方向。若當前已有相當良好的輸入或是文本，則據此分析以確

定可以將其用於那些實際內容。再以此檢核是否吻合課程的規劃以及所要教學

的項目。若尚未有良好的輸入或是文本，有精確的課程目標，卻沒有所對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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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或項目，即屬於課程材料中有空隙的地方。如此則應當先搜索一些合適的

輸入及文本。 這兩種可能性可以表示為： 

在確認真實內容合乎文本後，下一步是草擬活動。選擇活動時，必須考慮

可獲得的資源、小組規模、學習方法和目標活動，以適應學習環境。在 ESP

中，學習者主要不是單純語言的學習者，而是將要或是已在其他領域學習的學

習者，因此如何讓學習的效果和刺激最大化，是在設計和提供課程時必須是主

要考慮因素。 

2. 提供多樣性：須就三個面向上提供多樣性，分別是： 

(1) 微技能多樣性（variety in the micro-skills）：一個班級可能以某個特

定的主要技能（例如寫作）為目標，但是其他技能的學習也有助於

學習主要目標技能。相同的理由亦可套用至微技能上，許多微技能

有助於培養主要技能，例如從上下文中推論含義即可作為閱讀能力

訓練的要素。 

(2) 活動類型多樣性（variety in activity types）：對於學習者和老師而

言，使用各式各樣的活動任務會增加學習動力。但是，當我們使用

新的任務類型時，必須使學習者熟悉它，以便學習者認知到他們被

期望做出什麼表現。練習中的視覺元素是可以善用的一環，如圖表

和照片等，可以此生成口頭或書面作品。因為它既增加了多樣性，

又避免了過多的文字而難以閱讀和理解。同時，也需要融合不同來

源的想法，以取代機械是的操練，這樣具挑戰性的任務既可以增加

動力，也可以增加練習的機會。 

(3) 互動多樣性（variety in interact）：針對學習者不同的學習偏好，如喜

歡單獨作業或是群體進行等。至少在課堂中，可以充分提供這些互

動的可能性和選項。 

3. 將活動提升至語言和學習等級的層面：ESP 在透過任務進行的過程

中，便不得不考慮學習群體程度多元且複雜的情形。這種情況下便需要一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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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種程度上適合所有人的材料方法。實現此目標的一種方法是在三個級別上各

呈現一個任務或一組練習。另外，活動概念的難易程度也不同（Nunan, 

1989），可以根據處理的複雜性對其進行分級。 

4. 良好地呈現教材內容：Dudley-Evans & St John（1998）也針對學習者

產出（learner-generated）的 ESP 教材做了不少描述。學習者產出的教材並非

透過文本作為載體，而是以一個框架，讓學習者根據自己的程度去適用該框

架。這些框架可以為表格或是流程圖等，這樣的圖示呈現方式對於右腦學習型

的學習者而言相當有利。教學者透過使用這些框架來讓學習者從閱讀和聆聽中

提取的概念，並讓學習者運用框架組織所提取的概念。使用框架的教材是作為

傳統材料的補充，而不是替代，可以在輸入特定語言後的練習階段使用。由於

語言是來自學習者自身能力的，因此具有不同語言能力的學習者可以使用相同

的框架。也可說是消弭了 ESP 教材提供者設定教材程度的困擾。然而，有些

框架有其適用的對象，因此須根據不同學習者的程度與來源選擇適當的框架。

Dudley-Evans & St John 也建議先使用其他人已設計和測試的框架。在修改

時，也需保持簡單明瞭的原則。注意影響視覺判讀的要件如：形狀、大小、顏

色、相對位置等。操作時，可以提供如筆記紀錄、詞彙發展和文本互動（由學

習者們組成小組，由各學習者提供問題與解答，向小組其他夥伴提問）等任

務。 

(三) 小結 

本節透過著力探討 Hutchinson & Waters（1987）及 Dudley-Evans & St John

（1998）所提出的教材編寫架構模型與編寫流程，試圖尋找合乎本文研究方向

之教材編寫方法。將兩方的理論綜合觀之，可明確體察文本/語言材料與任務的

互動性。即是以任務作為學習者的核心目標，而這些任務須合乎教材編寫的目

地，同時須適用而對象學習者；而為使學習者則達成任務，須以文本作為媒

介。因此，文本的選擇，須具備真實性，且可使學習者理解其語言使用下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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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材料和語言架構。本研究欲提出的教材，亦將可適用此一體系，透過提供相

關且可行的語言材料，使學習者具備於目標情境中使用目標語言的能力。 

Dudley-Evans & St John（1998）提及以現有的教材選取合適、可用的部分應

用在課程中，是十分實際且高效率的實施方法，唯在目前以出版的教材作品

中，完全目標對象與目標能力大致相符者，實有開發之空間。因此，現有已出

版教材部分，主要作為教材內容大綱與使用文本的參照；在編寫上則以提供者

產出教材與學習者產出教材為主。編寫時，則把握真實性與多樣性等主要原

則。 

有關學位生、預備華語課程教材的研究論文則僅有黃馨誼（2013）、鍾麗清

（2015）、宋繼容（2017）、劉宜雯（2018）探討。黃馨誼以學位目的的聽力教

材編寫 研究，透過需求分析，並定位講座課程中的語言特徵，參考現行教材，

提出聽力教材編寫的模式以及單課內容等。鍾麗清則是以赴臺留學的印尼語為

母語學習者為背景，設計零起點的華語短期速成教材。其考察中國出版以印尼

籍學生為對象之教材，並比較其在使用上的差異，透過需求分析以及漢語印尼

語的對比，建立教材之編寫原則以及內容。宋繼容是以中國文化大學為研究範

圍，透過對於學生背景以及校園輔導制度的考察 編寫校園華語為主題之教材。

劉宜雯以在臺留學生為對象，以摘要撰寫、簡報製作、口頭報告等一般學科性

質的學習技能作為內容編寫教材。由此可以理解上述相當多研究主要針對來臺

留學生的學術技能，以基礎華語程度國際生為對象的短期、密集銜接性華語生

活與學科適應課程適用之教材，目前市面上尚無相關作品問世，因此相關編寫

的流程與典型，仍須以學位生的需求分析為基礎，定義出學習的項目以作成學

位生的預備性華語教材還需要系統性的研究，故本研究期盼延續現有關於學位

生、預備華語課程教材的研究，根據研究目的、動機以及文獻探討的基礎，設

計研究方法如下一章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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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研究方法 

本章共分為第一節研究架構、第二節研究方法與工具、第三節研究對象、

第四節研究流程、第五節資料蒐集與記錄、第六節研究信實度及第七節研究倫

理。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預備校園華語教材編寫作為研究核心目的，透過專門目的外語理

論、需求分析理論與專門目的華語教材編寫理論等文獻探討後，歸納出與本研

究有關之變項一參與者、學習需求、預備校園華語教材，將此三者間的互動以

調查研究實踐與檢驗。故依此架構出本研究之主要概念，如下圖 3-1：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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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工具 

本節將方別針對本研究中所採用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工具說明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假問卷與訪談調查研究法進行探討，是為一兼採質性研究與量化研

究的混合研究。為了解學習者的背景條件、學習傾向以及需求，本研究將問卷

與訪談調查研究法廣泛地運用在學習者的需求分析上。問卷設計與訪談大綱經

圖 3-1 本文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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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專家檢覈以及試驗性測試，以此透過具較高信實度的問卷的數據量化結果，

輔以受訪談者的個人經驗與意見佐證，判斷有所需求的項目，並排定學習的優

先順序，並進一步據此作為教材發展之脈絡根據。有關本研究所採行的各項研

究方法陳述如下。 

(一) 問卷調查法 

本次問卷針對各項自我能力評估、需求的重要性評估，主要採封閉式問

題，以五點量表作成，受訪者僅須依據個人經驗或意見，自所提供的一列答案

中，選出最相應者即可；問卷中各區段最後亦提供開放式問題，可由受訪者自

主提供其他所認為重要之需求。此類型設計的優點在於，應答者可表示中性的

觀點，此外也可以依據意願之強烈程度作答。 

(二) 訪問調查法 

王文科、王智弘（2017）指出了訪問調查法具備以下優點： 

1. 容易取得較完整的資料 

2. 較易深入了解問題的核心 

3. 可以揭示明確的目標 

4. 可評鑑答案的真實性 

5. 可以控制環境 

6. 可以掌握問題的次序 

考量上述優點，本研究採訪問調查法，作為量化描述性分析之補充與延

伸。以訪問的結構而言，本研究採行者為半結構性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即訪問者最初向受訪者發問一系列結構性問題，然後為做深入探

究起見，採用開放性問題，並適時改變問題的順序、省略某些問題、更改用

字、或增列其他問題，以獲得更完整的資料（王文科、王智弘，2017）。 

另外，為求使研究更具信實度，上述調查法同時皆仰賴專家檢核，主要展

現於各別之初始及修正階段。亦及透過具華語教學背景之專家或研究對象高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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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之教學團隊同儕，於需求問卷與訪談大綱提問方向設計的過程中，經由討

論而擬定。需求問卷與訪談大綱初步完成階段，也透過專家以及教學團隊同

儕，提供細節以及文字上修正之建議。詳細修正情形請見本章的六七研究信實

度處。 

理想的課程設計應從學習者需求角度建立其合理性，將需求評估結果納入

課程內容與架構，並慎重考慮課室中師生主體經驗、互動方式、教學環境等各

種客觀條件（林宜樺，2009）。尤其是如專門目的語言學習的課程與教材規

劃，首重以學習者的生活經驗以及學習需求為根基，把握以學習及學習者為中

心的原則。因此，若忽視被研究者所提供之條件與數據，將使研究結果與現實

產生落差。 

二、 研究工具 

本研究兼採量化研究工具與質性研究工具。本研究之量化統計數據由需求

分析問卷取得之。；質性研究結果則是透過半結構性訪談建立。個別的具體實

施方式分述如下： 

(一) 量化研究工具-需求分析問卷 

依據需求分析相關文獻爬梳後的結果，問卷中所提及的項目主要分為三個

部分： 

  1.現有條件分析：此項目旨在了解學位生當前的狀態及不足。分析項目包

含學習者對自身語言能力的評估、對華人社會與文化的理解以及過往的學習歷

程。目的在於理解學位生現今學習的起點為何。本研究得以透過學位生對於自

身語言學習需求的目標以及需求，判斷應達到的能力為何。 

2.目標情境分析：此項目旨在了解學位生為完成學業所需要的用語與主

題，及其在目標情境中所需的語言交際能力。探討內容包含情境、對象、場合

和功能等。透過 2019 年九月二十日進行的前導訪談發現，學位生的目標情境需

求可大致分為三個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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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常生活用語，因應一般日常生活所需使用的語言，如食、衣、住、

行、育、樂等。 

（2）校園溝通用語，因應校園內不一樣的情境，所產生及使用的語言。如

器材租借、預約時間等。 

（3）專業學科用語，針對各個專業科目所需使用的學術性用語。如進行學

術報告、討論等。 

上述三個類別間並沒有明確的分際，彼此環環相扣，以下對話為例。 

學生：助教，請問有機化學的教室在哪裡？ 

助教：102 教室，在行政大樓旁邊。 

當中就包含了日常生活用語（以詢問處所為主題。在哪裡？）、校園溝通用語

（如助教、教室、行政大樓等常用校園辭彙）及專業學科用語（如有機化學等

學科專業用語或術語）。由此可以發現各項目間也需要其它的語言內容作為基

礎。然而，對於這三個類別的需求比重應會有所不同。因此，此分析透過詢問

各個類別的情境以及能力描述，了解各類別的能力需求比重，進而作為各項能

力指標的重要性分析，並進一步做為後續教材目標以及能力項目編寫的基礎。 

3.學習需求分析：此部分目的在於理解學習者的教材使用偏好，以及學習

者如何透過教材來輔助自主學習。透過了解學習者在學習上採取的策略，作為

調整語言輸入方式的比重，同時決定相對應適合的任務型態；更進一步以此作

為基礎，了解學習者的自主學習習慣，使教材得以成為提供學習動機的源頭、

亦作為擴張學習範圍的媒介。 

綜合上述，問卷內容、各大項目中的詳細項目表列如下表 3-1 

表 3-1 需求分析問卷調查項目 

類別 目地 子項目 

學習

者背

景 

了解學習者背

景 

-國籍（nationality） 

-母語（mother tongue） 

-懂的語言（Other language that understood） 

-年齡（age） 

-就讀年級（grade） 

-就讀科系（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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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讀現在的系所以前，學習華語的地點及時間

（When and where did you learn Mandarin before 

entering the current department?） 

-是否有華語文能力的畢業門檻，須達到甚麼等級

（Mandarin proficiency required as graduate 

requirement? Level?） 

-目前修習的專業課程，教師上課使用的語言（教科

書、投影片、講述）（the language that lecturers give 

lessons in the current professional courses） 

現有

條件

分析 

了解學習者的

華語文自我能

力評估， 

以數字標記，

欠佳（1）-極

佳（5） 

-聽力理解（listening comprehension）  

-閱讀理解（reading comprehension） 

-口語發音（pronunciation） 

-口語表達（oral expressing） 

-漢字書寫（Mandarin character handwriting） 

-寫作（integrate writing） 

了解學習者的

華人社會文化

情境理解與運

用自我能力評

估 

以數字標記，

欠佳（1）-極

佳（5） 

-校園文化（campus culture） 

-課堂文化（classroom culture） 

-研究室/實驗室文化規約（convention culture in lab） 

-同儕互動文化（culture of interaction between peers） 

-校園行政諮詢（campus administrative consulting） 

目標

情境

分析 

了解學習者的華語文能力需求， 

以數字標記，非常不重要（1）-非常重要（5） 

（子項目同華語文自我能力評估） 

了解學習者的華人社會文化情境理解與運用能力需求， 

以數字標記，非常不重要（1）-非常重要（5） 

（子項目同華人社會文化自我能力評估） 

了解學習者的日

常生活用語需

求，以數字標

記，非常不重要

（1）-非常重要

（5） 

-聽懂東西的使用說明（understand the instructions for 

using things by listening） 

-聽懂朋友詢問問題內容（understand the content of 

friends’ question by listening） 

-聽懂注意事項內容（understand the content of 

cautions by listening） 

-看懂菜單、目錄的關鍵字（read the keywords of 

menus and table of contents） 

-看懂生活中的中文標語與指示（read the Chinese 

slogans and instructions in life） 

-看懂通知、文章的關鍵字（read the keywords of the 

notifications and articles） 

-以簡單中文介紹自己或他人（introduce yourself or 

others in simple Chinese） 

-以簡單中文說明並詢問行程和規劃（explain or 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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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he schedule and planning in simple Chinese） 

-以簡單中文說明自己的需要和期待（explain your 

needs and expectations in simple Chinese） 

-以簡單中文問候和關心他人（greet and show care to 

others in simple Chinese） 

-以中文進行簡單的演說 （make simple speeches in 

Chinese） 

-其它（Any other important ability of daily life 

language） 

了解學習者的校

園溝通用語需

求，以數字標

記，非常不重要

（1）-非常重要

（5） 

-聽懂學校行政人員的中文說明（understand the 

Chinese instructions of school administrators）  

-聽懂同學的課業協助或是說明（understand the 

school work guidance or explanation from the 

classmates） 

-聽懂師長課堂上詢問的問題（understand the 

questions asked by the teacher in class） 

-聽懂並回應師長課堂外詢問和問候（understand and 

respond to the teacher’s inquiries and greetings outside 

the classroom） 

-看懂學校中文網頁的關鍵字詞（find out and read 

keywords in the Chinese webpage of the school） 

-看懂學校場館各式標語（read various slogans in 

school venues） 

-看懂學校的公告（read the school’s announcement） 

-看懂學校的郵件和活動通知（read mails and event 

notifications from the school） 

-操作中文介面的教學務系統（manipulate the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administration system） 

-以中文與行政人員詢問相關事務（ask for matters in 

Chinese from school administrators face-to-face） 

-以中文寫信向行政人員詢問相關事務（ask for 

matters in Chinese from school administrators by writing 

mails） 

-以中文詢問並理解課程的流程（ask about and 

understand the curriculum planning in Chinese） 

-以中文在學校內進行預約（make an appointment in 

school in Chinese） 

-以簡單中文回應同學（respond to classmates in 

simple Chinese） 

-其它（Any other important ability of campus 

communication language） 

了解學習者的專

業學科用語需

求，以數字標

-聽懂指導教授以中文講授的學科內容（understand 

the subject contents lectured by the professor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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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非常不重要

（1）-非常重要

（5） 

-能聽懂同學的中文學術討論內容（understand the 

Chinese academic discussion content of classmates） 

-聽懂學科的中文專業術語（understand the technical 

terms of the subject in Chinese） 

-看懂實驗室以中文呈現的簡報內容（read the 

contents of the lab presentation in Chinese） 

-看懂實驗室的中文標語與指示（read the Chinese 

slogans and instructions in the lab） 

-看懂中文學術著作中關鍵內容（find out and read key 

contents in Chinese academic writings） 

-以簡單中文進行論文報告（giving an essay 

presentation in a simple Chinese） 

-以簡單中文製作中文學術簡報（make academic 

slides in simple Chinese） 

-以簡單中文說明研究領域（explain the research field 

in simple Chinese） 

-以簡單中文說明流程及介紹實驗室（introduce the 

lab and instructions of the experiment in simple 

Chinese） 

-其它（Any other important ability of Professional 

subject language） 

學習

需求

分析 

了解學習者的自

主學習經驗和偏

好方式，以數字

標記，從不使用

（1）-經常使用

（5） 

-自主利用網路課程資源學習（using online course 

resources to do self-learning） 

-自主利用網路多媒體資源（如：歌曲、影片等） 

（using online multimedia resources （such as songs, 

movies, etc.） resources to do self-learning） 

-大量書寫（doing a lot of writing practice） 

-與華語為母語者語言互動（having language 

interaction with native Mandarin speakers） 

了解學習者對於

教材使用的偏

好，以數字標

記，非常不贊成

（1）-非常贊成

（5） 

-大量使用我的母語（the frequent usage of my native 

language） 

-大量使用其他外語（英語） （the frequent usage of 

other foreign languages （English）） 

-僅使用大量華語（using merely a lot of Mandarin） 

-鉅細靡遺地講述語法規則（the detailed explanation 

of grammatical rules） 

-提供大量對話練習（provide a lot of dialogue 

exercises） 

-提供大量提供大量任務（provide a lot of language 

tasks） 

是否接受後續訪談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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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分析問卷中目標情境分析的諸項語言能力表現指標，其設定基於研究

者與受訪目標高教機構的具華語教學背景之教學同儕團隊，共同選定該校國際

學位生頻繁面臨的校園相關情境。研究者以這些情境作為背景，考量當中國際

學位生須完成的語言任務，依據這些任務會對應到的語言能力，設定作為語言

目標。 

(二) 量化研究工具-半結構性訪談 

針對較難以量化的數據，本研究採用半結構性訪談。訪談提問方向根據初

步需求問卷分析的結果，將整體結構區分為「背景」「學習需要」與「教材輔

助學習」三部分，依據受訪者角色，以不同的角度提問。而這三大區塊，覆蓋

了需求分析架構下的三個面向：「背景」對應到現有條件；而「學習需要」則

是對應了「目標情境」以及「學習需求」。訪談時長約 30 分鐘。主要針對個人

的學習與接觸經驗、相關情境中語言的應用情形以及學習習慣的偏好等容易因

個別條件差距所產生的需求，作進行進一步的詢問；同時依循受訪者的經驗，

根據其所著重之部分進行更深度的了解。 

綜合上述，問卷內容、各大項目中的詳細項目表列如下表 3-2： 

表 3-2 需求分析半結構性訪談調查項目 

類別 目地 子項目 

背景 了解學習者背

景 

-來臺求學經驗，如：學位別、學科、來臺時間等 

-華語學習經驗，如：是否學過華語？在哪裡學？學

多久？學習簡體字還是繁體字、學習拼音還是注音

等 

-專業學科中的華語使用經驗，如：授課語言、教

材、投影片使用的是中文還是英文？ 

-華語能力現況 

-跨文化體驗經驗 

學習

需要 

了解學習者的

聽力理解需求 

-具體學習需求 

-溝通策略需求 

了解學習者的

口說能力需求 

-具體學習需求 

-溝通策略需求 

了解學習者的

文化適應需求 

-具體理解與適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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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輔助

學習 

了解學習者的自

主學習經驗和偏

好方式 

-偏好的教材練習類型，如：情境對話、句型練習、

文化情境引導等 

-偏好的教材特點，如：多外語輔助、詳細語法說明

等 

了解學習者對於

教材使用的偏好 

-偏好的教材輔助資源，如：情境對話、多媒體影音

等 

其他意見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完整訪談大綱如附錄。 

 

 

第三節 研究對象 

依據所採用的研究工具，本節將研究對象以「問卷調查對象」與「半結構

性訪談對象」區分並敘述之。詳述如下：  

一、 問卷調查對象 

本次問卷調查於 2019 至 2021 年初間發放，以北部某國立大學的國際學位

生為採樣對象。透過對這些國際學位生的問卷以及訪談，了解他們的學習背景

以及對華語文學習的期待、現況的自我評估和了解。教材開發的適切與否，與

這些最直接的被研究者有密切的關係。故視為當然的問卷施測與訪查對象。另

外，訪查對象同時包含了甫取得學位的國際學位生。這些學生已在臺灣經歷過

使用初階華語求學的歷程，同時也較新生具備更多的學習經驗。因此，以這些

舊生作為回顧者，更能清楚了解在預備華語的教材中，被期待以及被需要的內

容為何。並且通過經驗的傳承，更可以了解各主題、學習能力的學習先後順序

以及急迫性。 

為求分析結果精確，本問卷受測對象皆非華語母語者，且經該校華語能力

分班考評，華語能力不超過 CEFR B1 等級。以華語能力 CEFR B1 等級的國際

學位生而言，雖然對於熟悉的話題或事件，可以理解且清晰、標準地表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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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也得以獨立以華語應對大多數的情形。然若是特定場域，或是專門的術語，

以及部分跨領域理解的概念，都尚有得意預備課程的校園華語提升華語應用能

力的可能性。在此條件下，將受測者的華語程度，設定在零起點至 CEFR B1 之

間。 

受測者的問卷填答時間，在學生已修畢至少一學期三學分之學分型華語課

程；已取得學位者，則於取得學位起一年內完成填答，以確保確實貼近在臺求

學生活時期之華語使用經驗。 

二、 半結構性訪談對象 

本文之研究對象包含國際學位生、其教師及相關從業行政人員，各對象之

訪談理由分述如下： 

(一) 國際學位生 

作為最直接的學習者，國際學位生得以透過訪談，提供更多無法透過數據

以及量化資料呈現的個人經驗以及意見。完成需求分析問卷的國際學位生，得

意於問卷後反應是否有意願接受訪談。藉此，研究者再由有意願者當中，篩選

共四名異質性高的國際學位生進行個別訪談。以期透過不同學科間，相異的生

活模式以及不同程度的語言使用需要，讓國際學位生的華語學習需求更加立

體。 

(二) 教師 

除了學習者以外，也同時對共四名教師進行半結構性訪談。受訪的對象教

師多具備與國際學位生教學上互動的經驗。透過與教師的半結構性訪談，以期

辨別國際學位生在課堂中的適應難點為何，並以第三方來源的身份，觀察學習

者欠缺哪些亟需具備的校園情境華語能力。 

作為國際學位生的指導者，相當多的教師不一定具備語言或是教學領域相

關的專業，仍須站在國際學位生教學的第一線，與他們的學習成效有最密不可

分的關係。在此，教師的身份除了指導者，同時也可能是標準的設定者，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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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商者。對於國際學位生在該專業學門當中，所需達成的目標以及要求有最清

楚的認識。同時，也能以觀察者的身份，點出國際學生在學習以及生活中會面

臨到的難點。教師的部分，主要透過訪談了解教師對於學位生教學的經驗、學

習需求之判斷以及能力目標的期許。 

(三) 相關從業行政人員 

行政人員作為高教國際學位生的引介者，理當得透過國際學位生的接觸與

諮詢，對他們的華語學習需求有所感觸與理解，同時得以點出自身提供對應與

輔助的侷限。因此，雖政府與出版社對相關教材與課程的開發有所投入，礙於

對國際學位生第一線的接觸仍然有限，恐難以具體配合其學習型態與生活現

況，提出相應的學習需求觀點。在此一前提下，本研究仍以二名提供高教國際

學位生行政諮詢與服務的相關從業行政人員為訪談對象。 

 

 

第四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之流程，根據上述文獻探討與資料分析，大致作成研究流程圖，如

後頁研究流程圖 3-2所示：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548

67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以上研究流程圖為基礎，將研究流程大致分為五步驟，分別為「擬定研究

大綱」、「文獻探討」、「量化學習者需求分析」、「質性學習者需求分

析」、「結論與提出教材編寫建議」，此六步驟的執行方式與內涵分述如下： 

(一) 擬定研究大綱 

圖 3-2 本文之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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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獻探討 

針對本文國際學位生預備校園華語教材編寫之目的，本文自專

書、期刊、學位論文，考察各項相關研究主題。並將研究主題分做三

類，類別以及理由如下： 

1. 專門目的外語的理論與研究範疇：正確理解本文在專門目的華

語學門中的定位，並藉以了解在專門目的華語的教材以及教學

中須把握的原則為何，又該如何應用之。並藉此判斷如何決定

內容的取材來源及編寫方向。 

2. 學習需求分析相關研究：作為目前專門目的外語教學中設定教

學內容的趨勢，本文亦以需求分析作為教材分析內容編寫方向

的根本。並藉由需求分析相關文獻的檢閱，定義出需透過需求

分析以獲得哪些關於學習者、學習目標、學習方式的詳細項

目。 

3. 專門目的華語教材編寫方法及原則研究：了解目前專門目的教

材的編寫趨勢，同時尋找合適的教材編寫模板作為合理的教材

編寫框架以及方向參考，同時透過教材寫作原則的檢視，使教

材的編寫上能更符合學習為中心之概念。 

(三) 量化學習者需求分析 

自相當多 ESP 的文獻中，可以非常明確地理解需求分析對於專門

目的外語教學的重要性。具備良好信實度的需求分析調查，是最直

接、最能夠呈現且配合實際教與學情形的要素。本文在需求分析的調

查上先採量化的需求分析問卷，以觀測整體國際學位生的專業課程與

華語的學習現況、各項華語言能力和主題的學習需求，以及華語學習

媒介的偏好與習慣。透過了解整體的走向，將需求範圍更明確地限

縮，以利能透過後續訪中能明確導向國際學位生有明確學習需求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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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而需求問卷中各項需求內容的設定，研究者考察由歐洲漢語能力

基準討論會（The European Benchmarking Chinese Language Project 

Team, EBCL） 2012 年所公布之 A1~A2+等級能力指標表（Can-do 

Statements at Levels A1-A2+），該能力指標表中，不同等級之能力表

現陳述，較目前由國家教育研究院提出的臺灣華語文能力基準

（TBCL），針對不同情境中的能力表現，有更細緻的描述。經考察，

得以發現在被標記為 A1 等級的能力指標當中，鮮有校園情境相關的

能力。而與校園情境較為相關的能力，如互動會話中的回覆（例：請

你再說一次）、詢問（你什麼時候有中文課？）、商量（我明天不能

來上課，請問作業是什麼？）等內容，所註記的能力皆落在 A2 級及

以上。由此不難發現校園情境華語的相關目標情境，其語言成分及架

構稍微難一些，所需具備的目標能力也較為複雜多樣。有鑑於此，若

在本文中直接將各項能力指標列表介紹至本研究當中，恐容易導致能

力的項目類別太多而過於龐雜，亦無法在各個類別間做出明確的類別

區分；另外，在是否為校園華語情境的界定也稍顯模糊，針對性較為

不足。因此，本文採取根據需求分析中所調查的各項背景、能力以及

情境做一綜合性的描述，以此描述作為該能力的目標。 

(四) 質性學習者需求分析 

透過量化學習者的需求分析，大致發現受訪者的語言能力需求以

聽力理解能力居多；主題需求以日常生活用語居多。在此基礎下，設

定範圍更明確的半結構性訪談大綱。訪談對象分別為國際學位生、教

師以及相關行政人員。此三者於訪談中分別扮演學習者、指導者、觀

察者的角色。以其以各角色間交互的描述，能夠更立體地刻劃國際學

位是在學習現況與相互互動後的結果。 

(五) 結論與教材編寫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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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蒐集與紀錄 

由於本研究中共有問卷形式的量化研究工具以及訪談形式的質性研究工

具，本節將針對此二項目，說明各自的具體採集對象、採集過程和方法。 

一、 需求分析問卷 

本研究之需求分析問卷於 2019 至 2021 年初間發放，問卷提供紙本及

Google 線上表單兩版本，問題內容完全相同。為配合紙本以及網路頁面呈現，

採行五點量表分析之提問，紙本問卷由受測者填入數字，而線上表單問卷則由

受測者勾選數字選項。紙本問卷於國際學位生修習的二學期的學分型華語課程

時，於課堂空閒時間非強制性填寫。其餘受測者以 Google 線上表單形式填答。

為確保受測者符合研究對象之目標，填寫前，需確認受測者是否為非華語母語

者，且華語能力不超過 CEFR B1 等級；另外問卷填答時間，在學生是否已修畢

至少一學期三學分之學分型華語課程；若為已取得學位者，是否於取得學位起

一年內完成填答，以確保確實貼近在臺求學生活時期之華語使用經驗。問卷施

測前，業經 2 名測試者（SS01、SS02）預試，以確保問卷具備足夠效度。 

本次問卷共回收 34 份紙本問卷、22 份線上問卷，剔除 4 份無效問卷後，共

計取得 52 份有效數據。問卷調查結果，由研究者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利用平

均數以及數字分佈，理解各項的能力、需求之於受訪者的情形與重要性。 

二、 半結構性訪談 

本研究之半結構性訪談於 2021 年三月至四月間進行。採用手法視受訪者實

際需求，以現場面談或通訊軟體遠距訪談進行之。為有利質性資料整理，訪談

過程全程錄音；訪談結束後，由研究者將個人資訊匿名後以代碼處理，整理為

逐字稿，並作為訪談手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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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際學位生：以編碼 S1~S4 代表 4 名接受訪談之國際學位生，各受訪

之國際學位生基礎資訊表列如表 3-3： 

表 3-3 國際學位生受訪談者基本資訊 

類別 國際學位生 

編碼 生理性別 學位別 系所 受訪時間 

S1 女 碩士（畢） 航運管理研究所 2021.04.06 

S2 女 碩士（畢） 食品科學研究所 2021.04.16 

S3 女 博士 海洋工程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2021.05.04 

S4 女 博士 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 2021.05.06 

 

各國際學位生的個別基本資訊補充如下： 

․編號 S1 受訪者 

 為一越南籍女性。2018 年來臺，於 2020 年取得臺灣北部某國立大學之航

運管理碩士學位，受訪時已返回越南。來臺前未曾學習過華語，於臺灣就讀

時，曾修畢兩門共六學分的必修學分型華語課，另外在教授的推薦下，曾參與

由該校華語中心開設之密集華語課程。畢業時華語約有 CEFR A1~A2 程度。 

․編號 S2 受訪者 

 為一印尼籍女性，穆斯林。2018 年來臺，於 2020 年取得臺灣北部某國立

大學之食品科學碩士學位，受訪時已返回印尼。於臺灣就讀時，曾修畢兩門共

六學分的必修學分型華語課，亦曾參與數個由該校華語中心舉辦之校內外華語

講座。畢業時華語約有 CEFR A1 程度。 

․編號 S3 受訪者 

為一印尼籍女性。2019 年來臺，受訪時正就讀於臺灣北部某國立大學之海

洋工程博士學位學程。來臺前曾在高中時短暫學過中文。受訪時華語約為

CEFR pre.A1 程度。 

․編號 S4 受訪者 

為一馬來西亞籍女性，穆斯林。2019 年來臺，受訪時正就讀於臺灣北部某

國立大學之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所碩士班。來臺前曾在馬來西亞學過數個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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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中文。受訪時華語約有 CEFR A2~B1 程度。 

(二) 教師：以編碼 T1~T4 代表 4 名接受訪談之教師，各受訪之教師基礎資

訊表列如下： 

表 3-4 教師受訪談者基本資訊 

類別 教師 

編碼 性別 任職單位 職稱 受訪時間 

T1 女 北部某私立醫學大學 華語教師 2021.03.16 

T2 女 北部某國立大學、 

北部數所私立科技大學 

華語教師 2021.04.02 

T3 女 北部某私立大學華語中心 執行秘書、 

華語教師 

2021.04.30 

T4 女 北部某國立大學 華語教師 2021.05.11 

 

․編號 T1 受訪者 

 為一女性華語教師。自 2020年起擔任北部某私立醫學大學學分型華語課教

師。具德語能力。 

․編號 T2 受訪者 

 為一女性華語教師。已擔任過數個私立科技大學越南產學專班教師、北部

某國立大學分型華語課教師。具越南語能力。 

․編號 T3 受訪者 

 為一女性華語教師。現職為北部某私立大學華語中心執行秘書，同時負責

教授該校全英語授課學位學分學程之國文課程（學分形國際學位生華語課程）。 

․編號 T4 受訪者 

 為一女性華語教師。現職為北部某國立大學分型華語課教師。 

(三) 相關行政人員：各受訪之相關行政人員基礎資訊如下： 

․編號 F1 受訪者 

 女性，現職為北部某國立大學共同教育中心專任副教授。曾任該校華語中

心主任數年，統籌與規劃該校華語中心業務以及學分請華語課程。與該校國際

學位生生活於華語學習有密切關連。於 2021年五月 4日受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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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F2 受訪者 

 女性。現職為北部某國立大學教學發展中心專案助理。曾於另一北部某國

立大學華語中心擔任專案助理約一年半時間，負責華語中心各項業務執行，並

作為國際學位生業務諮詢窗口。亦曾於其他某國立大學附設華語教學機構協助

華語教學工作。於 2021年五月 7日受訪。 

(四) 資料編碼：本研究採立意取樣方式進行半結構式訪談。為呈現訪談的

真實內容，研究者對訪談對象做基本資料的陳述，並將訪談進行時的錄音檔轉

成為逐字稿，是為訪談紀錄。資料編碼依據以下步驟進行之： 

7. 轉化選取資料：研究者針對訪談紀錄原始檔，選取其背景條件下，與

國際學位生之華語學習目標需求、主題需求、教材輔助學習需求相關之訪談資

料內容進行分析，主要採取歸納取向的分析資料方式。 

8. 決定分析單位：在轉化選取訪談資料之後，進一步以受訪者根據自身

的學習現況、影響因素、面臨挑戰與目標與期待等各訪談問題中，就其華語使

用現況、影響因素、面臨挑戰與因應策略等實際現況或事件來做為資料分析的

單位。 

 

 

第六節 研究信實度 

本節分別針對量化與質性分析，說明維持研究信實度之方法。 

(一) 量化問卷調查：問卷當中需求問題的作成，其基本情境設定，均經過

專家以及具華語教學背景之同儕擇定。需求項目設定完畢後，亦經專家、同儕

檢視以及 2 名測試者預試(SS01、SS02)後修正，移除學習者背景中的年級項

目、以及主題需求中的語言功能項目，並確認問卷內容易於理解與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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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根據專家學者之意見，認為華人社會文化能力之陳述不甚明確，信

義有更進一步的說明使受訪者更容易理解。因此，將主標題華人社會文化能

力，補充敘述為「華人社會文化情境理解與運用」。 

而問卷發放的過程中，線上問卷受測者，皆為受邀後自主、自願完成填

寫；紙本問卷之受測者，於課堂前皆受告知，問卷填答情形將不會影響課堂成

績表現，使受訪者得以在無壓力、無其他因素干擾下，確實根據自身情形表達

真實的想法與意見。以利研究者完成後一步的描述性統計分析。 

(二) 質性訪談調查：半結構性訪談大綱之建立基於量性需求分析統計的結

果。初步訪談大綱（見：附件三）經討論後，除修正題目文字外，調整以下二

項目： 

1. 將目標需求聚焦至聽力理解需求、口語表達需求、文化適應需求三項

目。有鑑於國際學位生於量化問卷中，對於聽力理解、生活用語等項目有相當

明顯的需求，因此宜針對這些項目進行更深入、細項學習需求訪查。 

2. 訪談對象除學生與教師外增加校園相關行政人員。新增訪談校內相關單

位之行政人員，如單位主管、行政助理等，以更能以服務提供者的角度，提供

國際學生華語學習的建議。 

另外，訪談實施前，業經目標訪談對象（國際學位生、教師以及所接觸的

相關行政人員）各一名測試者（S0、T0、A0），完成預測，均獲得「題目文字

說明恰當得以理解」、「提問項目具體」等評價。當中 T0針對訪談中「偏好的

教材練習類型」中，提出得「提供更多練習類型，供受訪者從中選擇回答」之

建議；唯，研究者考量練習型態之多樣，為避免過多的選項干擾受訪者描述所

期待之練習類型，故未於題目文字增補或是調整。 

在訪談過程中，研究者根據受訪對象之語言能力，使用中文或是外文（英

語）訪談。使用外語訪談時，為避免溝通上的落差，研究者透過重複及反覆確

認，確保表達與理解間沒有落差。另外，訪談過程中特別強調以個人的現場經

驗，忠實呈現國際學位生華語使用現況以及需求，不受其他因素影響。訪談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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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轉錄與詮釋，根據受訪者真實發生的情形描述，並保持開放態度，減少個

人主觀之過度理解。訪談內容均做逐字稿真實記錄之，紀錄之結果經與受訪者

確認正確與否；倘有不清楚或疑義者，將進一步與受訪者。 

 

 

第七節 研究倫理 

凡以人(human)作為研究的觀察、參與、實驗對象，所可能牽涉的公共道德

爭議與規範，均在研究倫理討論的範疇內。研究倫理之主要目的，在於保護研

究參與者，避免研究計畫執行者因主觀價值而與參與者間存有潛在的利益衝

突，或因研究者與參與者間之資訊不對稱等因素下，致使參與者權益遭到忽視

或損害，甚至嚴造成參與者身心承擔巨大風險。故本研究之資料與蒐集研究過

程，謹守研究倫理之規範，把握以下二項原則： 

(一) 知情同意原則：問卷與訪談進行前，研究者提供被研究者知情同意書

（見：附件四），經受訪者閱讀後，經研究者口頭以中文或外文（英語）說明

並確認是否有疑義，不同意者不得將相關資料作為研究用。問卷調查之過程

中，完全尊重受調查者之意願，且不竄改任何一筆量化數據與統計結果。再半

結構性訪談執行部分，必在受採訪者完全自主接受之條件下進行訪談。與訪談

邀請信以及訪談前的聲明中，告知受訪者得以迴避任何不方便回答的問題，並

可隨時終止訪談。訪談過程中的提問以及後續的記錄中，忠實的保持受訪者之

原意，不進行誘導性的提問，且避免扭曲或過度詮釋受訪者之表述。 

(二) 信任保密原則：為保障受訪者之隱私，本研究採用匿名和編碼轉換的

方式進行資料蒐集。 訪談內容及過程以不透露其真實身份為基礎進行，訪談中

所提及的特定人、事、物、場所等，亦經研究者匿名處理，以保障受訪者則以

在不受其他因素干擾之條件下，自然且正確的表達其最真實的想法、經驗以及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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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校園預備華語教材學習需求分析 

本章共三小節，意圖透過現有背景、資訊的蒐集，確立教材編寫的取材與

方向，是為重要的前置工作。第一節將根據高教國際生們所填寫的問卷，了解

其學習需求、所期待的學習目標以及學習興趣大致的走向。第二節則假半結構

性訪談，更細緻、更具體地，自學習者以及教學者的角度，對學習需求進行更

精確的描述，以進一步提供教材編寫上細緻的輔助。第三節則彙整前二節之量

化與質性分析結果，是國際學位生的校園情境華語學習需求更臻立體。 

 

 

第一節 學習者問卷調查結果 

本研究之需求分析問卷於 2019 至 2021 年初間發放，發放對象為臺灣北部

某國立大學在學或甫畢業之學位生。填答方式分別有紙本以及 Google 線上表單

二法。為求分析結果精確，本問卷受測對象皆非華語母語者，且經該校華語能

力分班考評，華語能力不超過 CEFR B1 等級。受測者的問卷填答時間，在學生

已修畢至少一學期三學分之學分型華語課程；已取得學位者，則於取得學位起

一年內完成填答，以確保確實貼近在臺求學生活時期之華語使用經驗。 

本次問卷共回收 34 份紙本問卷、22 份線上問卷，剔除 4 份無效問卷後，共

計取得 52 份有效數據。 

詳細統計結果於後段詳述。 

一、 受訪者背景資訊 

（一） 受訪者的國籍與語言背景 

受訪者國籍分布如後頁表 4-1 所示（依人數多寡排列）：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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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受訪者國籍統計 

國籍 

  

人數 

印尼 26 

越南 14 

菲律賓 2 

馬來西亞 2 

其他國家（印度、泰國、緬甸、澳

門、俄羅斯、斐濟、海地、澳大利亞

各一人） 

8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由於研究者所考察之學校，長期著力於海洋科學學術研究，在政府新南向

政策配套的推波助瀾下，吸引以印尼為首等各國的相關產業人才赴該校就讀。

因此，該校有急切校園華語學習需求者，確實以印尼籍學生佔大多數，而越南

籍學生次之。而本問卷調查對象之國籍分佈，亦與該校國際學位生學習需求者

比例相符。此國籍分佈也投射在問卷中所調查之學習者的語言背景，記如表 

4-2： 

表 4-2 受訪者語言背景統計 

母語 其他懂的語言 

 人數  人數 

印尼語（Bahasa 

Indonesian） 

26 英語（English） 36 

越南語（Vietnamese） 14 馬來語（Malay） 6 

他加祿語（Tagalog） 2 日文（Japanese） 4 

馬來語（Malay） 2 阿拉伯文（Arabic） 1 

其他語言 

孟加拉語（Bengali） 1 人 

緬甸語（Burmese） 1 人 

粵語（Cantonese） 1 人 

英語（English） 1 人 

斐濟語（Fijian） 1 人 

法語（French） 1 人 

俄語（Russian） 1 人 

泰語（Thai） 1 人 

8 韓文（Korean） 1 

泰語（Thai） 1 

西班牙語（Spanish） 1 

粵語（Cantonese） 1 

華語、中文（Mandarin） 6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於表 4-2 的統計結果中，有 36 名受訪者都將英語列為自己懂的語言。足見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548

79 

 

在華語能力有限的條件下，相當多高教國際學位生仍相當仰賴英語作為校園溝

通的語言。另外有 6 人曾於母國學習過華語，或是已學習華語較長一段時間，

故將華語/中文列為自己懂的語言。然而，要如同以華語為母語者般地運用華語

仍有段距離，因此此 6 人仍有校園華語的學習需求。 

（二） 受訪者的學習背景 

受訪者於該大學所就讀的最高學位與年齡表列如表 4-3。本次問卷調查受訪

者年齡主要集中於 21 至 25 歲及 26 至 30 歲兩個區間間，就讀的學位以碩士為

大多數，其次是博士，而後為學士。這些零起點至初級華語程度的國際學位生

主要為碩博士生的現象，可以從表 4-4 所表列的專業課程授課方式有進一步的

理解。 

表 4-3 受訪者年齡與就讀學位統計 

年齡 人數 年齡 人數 就讀學位 人數 

16~20 2 人 31~35 5 人 學士 12 人 

21~25 21 人 36~40 3 人 碩士 28 人 

26~30 20 人 40 以上 1 人 博士 12 人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表 4-4 受訪者所修習之專業課程授課方式統計（複選） 

授課方式類別 修習人次 

英文教科書+中文投影片+中文講授 20 

英文教科書+英文投影片+英文講授 19 

英文教科書+英文投影片+中文講授 9 

中文教科書+中文投影片+中文講授 17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根據表 4-4，多數國際學位生所修習的專業課程，主要仍以英語教科書搭配

中文的講授以及視覺輔助；或是英文的講授以及視覺輔助居多。而大學部的專

業課程，多半為迎合普遍臺灣學生，較多使用中文教科書搭配中文視覺輔助，

並以中文講授，對國際學位生而言有明顯較高的華語程度門檻。相較之下，對

於國際學位生較為友善的於中文授課時，使用英語教科書搭配英語投影片，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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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仍不甚普遍。 

除上述四種課堂語言使用模式外，尚有其他受訪者指出如：「使用英語教科

書，投影片以及講授則為中英語混合」、「使用含拼音的中文教科書，投影片上

也提供拼音以及英語輔助」等方式 。另外亦有受訪者提及，「即便專業課程教

師使用英語授課，受限於教師英語口語表達表現，致使無法完全理解課程講述

內容」之情形。 

（三） 受訪者的華語強項與弱點 

 本分析藉華語文能力（如：聽說讀寫）與對華人社會文化的理解（如；語

用文化、知識文化、語言結構文化）二面向，由國際學位生自主評估其各項能

力的優劣勢。華語文能力下細分為六項：聽力理解、閱讀理解、口語發音、口

語表達、漢字書寫、寫作。為求能夠更清楚展現各受訪者間之分布差異，自主

評估結果分別以表 4-5 與長條圖圖 4-1 示之： 

表 4-5 受訪者對華語文能力自主評估人數分布 
 

極佳 佳 普通 不佳 極不佳 

聽力理解 4 7 16 11 11 

閱讀理解 2 6 9 13 20 

口語發音 4 8 16 13 9 

口語表達 2 11 11 14 12 

漢字書寫 0 5 9 9 26 

寫作能力 1 7 10 9 24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聽力理解 

 

閱讀理解 

 
口語發音 口語表達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548

81 

 

  
漢字書寫 

 

寫作 

 

圖 4-1 受訪者對華語文能力自主評估分布 

由圖 4-1 判斷，多數學習者對於「漢字書寫」、「寫作」，其次為「閱讀理

解」等華語文能力，相對於「聽力理解」、「口語發音」與「口語表達」等項目

較無把握。而對華人社會文化情境的理解與運用能力分布則呈現如表 4-6 及圖 

4-2： 

表 4-6 受訪者對華人社會文化情境理解與運用能力自主評估人數分布 
 

極佳 佳 普通 不佳 極不佳 

校園文化 3 19 18 8 3 

課堂文化 6 16 21 6 2 

研究室/實驗室文化規約 5 18 15 10 2 

同儕互動文化 2 18 22 7 3 

校園行政諮詢 3 16 21 8 4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校園文化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548

82 

 

課堂文化 

研究室/實驗室文化 

同儕互動文化 

校園行政諮詢 

圖 4-2 受訪者對華人社會文化理解能力自主評估分布 

（資料來源：經研究者整理後取自 Google 表單） 

於圖 4-2 中，除「研究室/實驗室文化」一項，可能因受訪者來自不同科

系，對於研究室/實驗室理解不同，致選擇「不理解」者比例較高以外，其餘各

項校園華人社會文化理解能力，多數受訪者多評估為「普通」與「理解」者較

多。 

二、 校園預備華語學習需求 

(一) 受訪者的華語語言能力需求 

受訪者對於各項華語能力的重要性判斷表示如表 4-7 及圖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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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受訪者對華語文能力需求人數分布 
 

非常重要 重要 普通 不重要 非常不重要 

聽力理解 37 10 4 0 0 

閱讀理解 26 9 14 2 1 

口語發音 32 13 7 0 0 

口語表達 30 13 6 1 0 

漢字書寫 13 13 15 5 3 

寫作能力 15 14 13 4 3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聽力理解 

 

閱讀理解 

 
口語發音 

 

口語表達 

 
漢字書寫 

 

寫作 

 

圖 4-3 受訪者對華語文能力需求分布 

（資料來源：經研究者整理後取自 Google 表單） 

根據受訪者對於各項華語能力重要性的判斷，九成左右的受訪者皆認同

「聽力理解」、「口語發音」與「口語表達」的重要性。其次，關於「閱讀理

解」的重要性，也有 50%受訪者認為非常重要；近 20%認為重要；25%認為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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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相較之下，多數受訪者對於「漢字書寫」與「寫作」兩能力的重要性，

則沒有如其他項目的高認同。 

(二) 受訪者的文化能力需求 

對華人社會文化情境理解與運用的重要性判斷分布則呈現如表 4-8與圖

4-4。 

表 4-8 受訪者對華人社會文化情境理解與運用能力自主評估人數分布 
 

非常

重要 

重要 普通 不重要 非常 

不重要 

校園文化 3 19 18 8 3 

課堂文化 6 16 21 6 2 

研究室/實驗室文化規約 5 18 15 10 2 

同儕互動文化 2 18 22 7 3 

校園行政諮詢 3 16 21 8 4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校園文化 

課堂文化 

研究室/實驗室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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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互動文化 

校園行政諮詢 

圖 4-4 受訪者對華人社會文化重要性判斷分布 

（資料來源：經研究者整理後取自 Google 表單） 

根據圖 4-4，各文化項目皆有近八成的受訪者認為其「非常重要」或是「重

要」。當中，重要性較為凸顯的為「課堂文化」以及「校園行政諮詢」（平均皆

為 4.231分）兩項目。 

(三) 受訪者的華語學習主題需求 

學習主題需求依據日常生活用語、校園溝通用語、專業學科用語三大面

向，分別探討各面向中的子需求項目對國際學位生的影響程度。 

1. 日常生活用語 

將各子需求項目依其五點量表評分之平均高低排列如表 4-9：  

表 4-9 日常生活用語需求項目重要程度 

日常生活用語需求項目 重要程度平均分 
（取至小數點後二位） 

聽懂注意事項內容 

（understand the content of cautions by listening） 

4.54 

聽懂朋友詢問問題內容 

（understand the content of friends’ question by listening） 

4.5 

聽懂東西的使用說明 

（understand the instructions for using things by listening） 

4.46 

以簡單中文說明自己的需要和期待 

（explain your needs and expectations in simple Chinese） 

4.35 

以簡單中文問候和關心他人 

（greet and show care to others in simple Chinese） 

4.35 

以簡單中文說明並詢問行程和規劃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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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ain or ask about the schedule and planning in simple 

Chinese） 

以簡單中文介紹自己或他人 

（introduce yourself or others in simple Chinese） 

4.27 

以中文進行簡單的演說 （make simple speeches in Chinese） 4.19 

看懂通知、文章的關鍵字 

（read the keywords of the notifications and articles） 

4.17 

看懂菜單、目錄的關鍵字 

（read the keywords of menus and table of contents） 

4.15 

看懂生活中的中文標語與指示 

（read the Chinese slogans and instructions in life） 

3.81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日常生活用語需求項目中，獲得最高評分的三個項目，依序為「聽懂注意

事項內容」（4.538）、「聽懂朋友詢問問題內容」（4.5）、「聽懂東西的使用說明」

（4.462）而最低者，則是「看懂生活中的中文標語與指示」（3.806）。 

另外，受訪者提供了其他日常生活用語需求有：「就醫」、「臺語」、「看懂中

文電影」、「在不同情境中表達自己（express yourself in various 

circumstances）」、、「了解在餐廳消費時店家對食物的說明，特別是素食的（For 

buy something in the canteen and understand what they speak about the food 

especially for vegetarian）」、「生活中的規矩（Manner in life） 」、「緊急狀況，如叫

救護車或是警察（Emergency situation such as call ambulance or police）」、「在使用

近義詞需要謹慎，每一個詞帶有一種意義表態，要看它在中文裡是消極意義還

是積極意義而使用」。 

2. 校園溝通用語 

將各子需求項目依其五點量表評分之平均高低排列如表 4-10：  

表 4-10 校園溝通用語需求項目重要程度 

校園溝通用語需求項目 重要程度平均分 
（取至小數點後二位） 

聽懂並回應師長課堂外詢問和問候（understand and respond to 

the teacher’s inquiries and greetings outside the classroom） 

4.46 

聽懂師長課堂上詢問的問題（understand the questions asked by 

the teacher in class） 

4.44 

看懂學校的公告（read the school announcement） 4.27 

看懂學校的郵件和活動通知（read mails and event notifications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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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school） 

-聽懂學校行政人員的中文說明（understand the Chinese 

instructions of school administrators）  

4.23 

聽懂同學的課業協助或是說明（understand the school work 

guidance or explanation from the classmates） 

4.21 

以中文與行政人員詢問相關事務（ask for matters in Chinese 

from school administrators face-to-face） 

4.17 

以簡單中文回應同學（respond to classmates in simple 

Chinese） 

4.1 

看懂學校中文網頁的關鍵字詞（find out and read keywords in 

the Chinese webpage of the school） 

4.04 

操作中文介面的教學務系統（manipulate the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administration system） 

3.94 

以中文詢問並理解課程的流程（ask about and understand the 

curriculum planning in Chinese） 

3.92 

以中文在學校內進行預約（make an appointment in school in 

Chinese） 

3.85 

以中文寫信向行政人員詢問相關事務（ask for matters in 

Chinese from school administrators by writing mails） 

3.79 

看懂學校場館各式標語（read various slogans in school 

venues） 

3.71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校園溝通用語需求項目中，獲得最高評分的三個項目，則依序為「聽懂並

回應師長課堂外詢問和問候」（4.462）、「聽懂師長課堂上詢問的問題」

（4.442）、「看懂學校的公告」（4.269）。其他校園溝通用語的需求則有「看懂宿

舍公告」以及「與教師或是教授正式對話（Formal conversation with lecture or 

Professor in mandarin）」。 

3. 專業學科用語 

專業學科用語部份，各子需求項目依其五點量表評分之平均高低排列如表 

4-11：  

表 4-11 專業學科用語需求項目重要程度 

專業學科用語需求項目 重要程度平均分 
（取至小數點後二位） 

能聽懂同學的中文學術討論內容（understand the Chinese 

academic discussion content of classmates） 

4.17 

聽懂指導教授以中文講授的學科內容（understand the subject 

contents lectured by the professor in Chinese）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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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懂學科的中文專業術語 

（understand the technical terms of the subject in Chinese） 

4.02 

看懂實驗室以中文呈現的簡報內容 

（read the contents of the lab presentation in Chinese） 

3.9 

看懂實驗室的中文標語與指示 

（read the Chinese slogans and instructions in the lab） 

3.83 

看懂中文學術著作中關鍵內容 

（find out and read key contents in Chinese academic writings） 

3.79 

以簡單中文說明流程及介紹實驗室（introduce the lab and 

instructions of the experiment in simple Chinese） 

3.77 

以簡單中文進行論文報告 

（giving an essay presentation in a simple Chinese） 

3.75 

以簡單中文製作中文學術簡報 

（make academic slides in simple Chinese） 

3.75 

以簡單中文說明研究領域 

（explain the research field in simple Chinese） 

3.75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專業學科用語需求項目中，獲得最高評分的三個項目，則依序為「能聽懂

同學的中文學術討論內容」（4.173）、「聽懂指導教授以中文講授的學科內容」

（4.038）、「聽懂學科的中文專業術語」（4.019）。而專業學科用語項目當中，你

簡單中文進行論文報告、製作中文學術簡報、說明研究領域等項目，獲得的重

要性評分較低。由於主要受訪的對象為基礎程度的國際碩、博士生，此處所調

查的項目可定位為與教師同儕定期性的學術研究討論語言。經研究者考察其普

遍學術活動之型態，發現多數學生、教師、同儕三方，在考量語言程度的限制

後，為使溝通具正確性以及效率，主要以英語作為相關學術內容溝通的媒介；

再者，以理工背景的國際學位生而言，其所需閱讀的學術文獻，也多以英語寫

成。因此，使用中文進行學術相關產出或是閱讀理解，對於基礎華語程度的國

際學位生而言，其重要性相對不迫切。 詳細國際學位生與教師、同儕溝通互動

情形，可參考本章第二節有關學習者的深度探討。 

另外，受訪者提供了「看懂考試題目」的校園溝通用語需求。另外，也有受

訪者指出，重點在於對話雙方皆了解欲傳達的知識（both participant understand 

the knowledge want to [del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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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題比較 

將上述主題以三大面向的角度觀之，不難發現在專業學科用語的重要度評分

上，較其他兩者偏低；而校園溝通用語居中。重要度最高者仍為日常生活用

語。足見與校園生活相關的日常生活用語，會是國際學位生華語學習的主要重

心。 

若是以需求項目的角度觀之，則可以發現在三個面向中，需要透過「聽懂」

來完成的項目，都被視為是最大的學習需求。其次則是回應說明以及看懂公告

或通知等。因此，聽力理解確實是國際學位生學習華語的最大目標，此一結果

與受訪者的各項華語文能力需求結果相符。另外，在專業學科用語的部分，需

要透過表述才完成的項目需求度偏低。求此可見，對國際學位生而言，需要透

過華語文表達專業學科領域的需求實則相對有限。 

三、 教材與學習偏好分析 

各項教材偏好的重要程度如表 4-12；  

表 4-12 教材偏好項目重要程度 

教材偏好項目 重要程度平均分 

教材大量使用我的母語 

（the frequent usage of my native language in learning 

materials） 

3.69 

大量使用其他外語（英語）（the frequent usage of other foreign 

languages （English） in learning materials） 

3.71 

僅使用大量華語（learning materials with only Mandarin） 3.65 

鉅細靡遺地講述語法規則 

（learning materials explain grammatical rules detailly） 

3.81 

提供大量對話練習 

（teaching materials with a lot of dialogue exercises） 

4.37 

提供大量課堂互動 

（teaching material with a lot of classroom interacting activities） 

4.15 

自主利用網路課程資源學習 

（using online course resources to do self-learning） 

3.54 

自主利用網路多媒體資源（如：歌曲、影片等）學習（using 

online multimedia resources （such as songs, movies, etc.） 

resources to do self-learning） 

4.1 

透過教材的大量書寫練習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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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ot of writing practices provided by learning materials） 

與華語為母語者語言互動 

（having language interaction with native Mandarin speakers） 

4.1 

教材中的文化體驗主題 

（the cultural experience section in learning materials ） 

3.9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有關於教材的輔助語言，根據問卷結果，可以發現沉浸式僅大量使用中文

（3.654）的特點，對國際學位生而言並不受青睞。這可能是受限於國際學位生

有限的華語學習時間。相較之下，雖然使用母語（3.692）對國際學位生而言應

較容易閱讀，然而受限於國際學位生多國籍的條件，加上普遍國際學位生有一

定英語程度，因此，使用母語作為輔助語言的重要性，不比使用英語（3.712）

來得高。 

而在教材的其他特點部分，「提供大量對話練習」（4.365）、「提供大量課堂

互動」（4.154）、「與華語為母語者語言互動」（4.096），呈現了較高的重要性。

由此可以理解，國際學位生期待透過教材，獲得大量互動性練習的機會。 

 輔助學習資源方面，「網路多媒體資源（如：歌曲、影片等）」（4.096）明

顯較「網路課程資源」（3.538）來得受歡迎得多。 

 

 

第二節 深度訪談結果 

在問卷的基礎下，為求更深刻地貼近國際學位生實際華語學習需求，同時

以更多角度觀察國際學位生華語學習以及使用的現況，針對國際學位生的學習

背景、學習需求以及教材學習方法需求，向國際學位生、教師以及所接觸的相

關行政人員進行的半結構性訪談。本次三種不同對象的訪談，皆已經各一名測

試者（S0、T0、F0），進行完整訪談流程並完成訪談後回饋。詳細訪談結果如後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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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習者的深度訪談 

研究者透過訪談深入了解國際學位生華語學習與使用的現況、華語的學習

需求、以及對教材的期待與想像。各項目詳述如下： 

(一) 華語使用與學習狀況 

1. 專業課程的語言使用情形 

四名受訪者中，S1 與 S2 來臺前均未學習過中文，S3 曾於高中時期上過中

文課學習些如「你」、「我」等基本詞彙；而 S4 則曾於高中與大學時期修過中文

課。期間都是以拼音學習簡體中文。四位在其專業課程，以及與師長同儕間互

動時中文的使用情形略有不同。 

S1 表示，其指導教授考量他的華語程度，建議其修習教師擅長英語或是得

以英語上課之課程。 

 

I also discuss with my professors and he give me advice. Like he said I 

just/should choose the class with the teachers they can speak English. So almost 

the class I choose are the teacher speaking English. So Chinese is not big 

problem….but another thing, it's not good because like some class I like, but I 

cannot take because I cannot understand what is the teacher said. And it's also 

more difficult for me to keep the grade for the scholarship…. I wish I learned 

Chinese before I go to Taiwan.（訪談紀錄-S1） 

（譯：我和教授討論後，教授建議我修能說英語的老師的課，所以我大部

份選的課老師都說英語，沒什麼中文的問題…...但是另一方面，這樣不太

好，我不能選一些我喜歡但不知道老師說什麼的課。這也讓我更難透過保

持成績來獲得獎學金…...我希望來臺灣前能學過中文。） 

 

因此，大多數的學業要求得以英語完成，然而也限縮了選課的自由度，無

法修習較有興趣的課程；同時透過課堂成績獲得獎學金的難易度也提升了。 

同樣課程都以英文進行的有 S2；相對於 S1、S2，S3、S4 專業課程的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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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則有使用中文授課者。S3 與 S4 的教師使用英語投影片，並提供英語的

相關文獻。S4 提及，其教師於中文講解完畢後，視學生理解情形，將所講述的

內容再以英語補充說明。兩者的具體上課情形如下訪談紀錄所述： 

 

In my course, actually, my lectures speak Chinese. Then, they will give me PPT 

and E-book, or book in English. But I can't I [discussed] with them. … If I 

confuse with the course. They are very open to discuss. （訪談紀錄-S3） 

（譯：事實上，在我的課程中，老師們講中文。然後他們會提供我投影

片、電子書或是英文寫的書籍，可是我很難參與討論……但如果我對課程

內容感到困擾，他們都非常歡迎我討論。） 

 

[In] the course [teachers] speak in Chinese, They will 翻譯 [to] English. … 

（The test book and the supportive material are written in the language） 

depends on teachers. I have attended in some classes. They use Chinese textbook 

and slides. It's Depends on the teacher. Sometimes the supplementally reference 

will be shared in English. … I just see the slide, and from the slide, I write in the 

dictionary to look for what are people talking about.（訪談紀錄-S4） 

（譯：老師們使用中文上課，他們會翻成英語……教科書或輔助學習資料

使用的語言因老師而不同。有時候會提供英語的輔助文獻……我會看投影

片，並透過查找字典看看說了什麼。） 

 

另外，S4 也表示，根據對課程主題的熟悉程度，其針對教師以中文講述的

課程內容之理解比率也會有所不同。熟悉者約可理解 50%到 60%，而不熟悉者

僅能理解約 30%到 40%。 

2. 校園溝通情形 

與教師、指導教授溝通時，除 S4 的教師時以中英並陳之方式溝通外，其餘

學位生與教師溝通時，多使用英語，即使教師們的都非常鼓勵且期許學位生們

能夠學習並使用中文。如 S1 敘述： 

 

[Professors are] so friendly, like friends. Also, my teacher, he used to study in 

America before, so he can speak English very well. So he understand what's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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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like to study abroad. … Every time I want to inform him, I write email. 

But normally, I inform him by LINE. And laterly, I sent an email. Because he is 

[主任]. He is so busy and always reply my email three or four days later. … 

Because I also don't want to waste his time. … If I tried to talk to him in Chinese, 

He have to think.（訪談紀錄-S1） 

（譯：教授們就像朋友一樣友善。而且我的指導教授在美國留過學，他英

語說得很好，也清楚在海外留學的情形。所以每次我使用 email 跟他聯繫，

但通常我會先傳 LINE 的訊息，然後才寄 email。因為他是主任，常常忙到

三、四天後才回我信……因為我不想浪費他的時間……如果我和他說中

文，他得想我說了什麼。） 

 

因此，學位生們的室友、同學、實驗室夥伴，時常成為他們吸收或練習中

文的對象。其互動的情形如以下敘述： 

 

My lab mates Also teach me some word like 謝謝…回家...go back? Sometimes 

they say 回家 to each other. I asked them what's the meaning, and they explain it 

to me. （訪談紀錄-S2） 

（譯：我的實驗室夥伴教了我一些詞，像是「謝謝」、「回家」，有時候他們

跟彼此說「回家」，我問他們什麼意思，然後他們會解釋給我聽。） 

 

另外，如 S3 表示其朋友在其生活輔助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I have a Friend. She always be my translator. When I am confused, I will ask.  In 

some of the courses, we have the same courses, so she always sits beside me and 

try to translate to me. Like the regulation in the class, [if] we need to pass it, how 

many papers we need to pass. …Every semester, We have new courses, having 

new rules, new regulations, so I need to understand. I have the private....If she 

cannot Translate, she uses Google tools. I mean we can take a picture, and 

translate the picture. （訪談紀錄-S3） 

（譯：我有個朋友總是當我的翻譯。我困擾時就會問她。我們有一些共同

的課，她就會坐在我旁邊幫我翻譯。像是課堂上的規定，還有作業要

求……每個學期我們會有新的課、新的規定。我有我的自尊……如果她翻

不了，她就用 Google 工具，我的意思是我們照相，然後翻譯圖片上的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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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 則表示，當他的周遭意識到他能說中文時，也會向她使用中文： 

Actually, even in my classes also, Since they know I speak Chinese, They speak 

Chinese to me. ...But sometimes when I don't know how to say, Then I reply in 

English. Because my speaking is 不太好, My listening may be better. （訪談紀

錄-S4） 

（譯：在課堂上也是，當他們發現我說中文時，他們對我說中文……但有

時候我不知道該怎麼表達，我就會用英語回應。因為我的口說不太好，或

許聽力好一點。） 

 

而在遇到溝通困難時，S3 分享其使用 Google 翻譯，透過拍照翻譯中文；

或是透過輸入關鍵字，大致了解教師上課內容。若遇到不會的漢字則是使用

pleco 等辭典查詢。 

 

3. 文化理解 

S1、S2、S3 都對臺灣人工作、課業長時間的高強度、專注感到衝擊。他們

發現，臺灣學生普遍對手上事務高度投入，不喜歡在過程中被打擾，且會在實

驗室、圖書館等地持續作業到深夜。這些對學位生而言難以想像。具體敘述如

訪談紀錄： 

 

Taiwanese works very focus and are responsible for their work or they do. For 

example, my lab mate study very hard, she always come home at 11 p.m. It never 

happen[s] in my country. Because the school closes [at] 5 p.m. Nobody want to 

stay at school, so they go home. But in Taiwan around 9 p.m., they are still in 

school. Some of them are in the lab. They really focus on their work. （訪談紀錄

-S1） 

（譯：臺灣人在作業上非常專注和負責。像我的實驗室夥伴總是 11 點才回

來。這不會發生在我的國家，因為學校下午 5 點就關門了，沒有人想待在

學校所以就回家了。但在臺灣，9 點左右他們還在學校。有些在他們的實

驗室，他們對他們的工作相當專注。） 

 

I think Taiwanese is very strict in working, very focus on what they're wo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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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aiwanese are like not to talk too much when working. …Sometimes they 

said I work too slow. （訪談紀錄-S2） 

（譯：我覺得臺灣人對作業非常嚴格，他們對正在做的事情非常專注，而

且臺灣人工作時不喜歡多說話……他們抱怨過我動作太慢。） 

 

S1 與 S3 也都表示臺灣人相當友善，都曾有受本地人邀請到家裡、一同用

餐、出遊的經驗。而兩位受訪者也透過此方式，深化與臺灣的連結與文化的認

識。 

(二) 學習需求 

1. 日常生活用語 

受訪者們都贊同，中文聽、說能力的重要性。以此二能力相關的日常生活

主題來說，最顯而易見的需求應屬購物，特別是購買餐點。受訪者們的陳述如

下： 

 

When I go out to buy some food, they cannot talk in English. … I think I have to 

talk to seller [in Chinese.] I cannot choose another language. The language I 

speak to them are very basic. Like 這個、這個、我要這個，多少錢. （訪談紀

錄-S1） 

（譯：我去買食物的時候，店家沒辦法說英語…..我得跟店家說中文。我都

用基本的像是「這個」、「這個」、「我要這個」、「多少錢」。） 

 

I usually use daily conversation to buy something, like 我要買雞排…I use 

Chinese in Taipei. Taipei has Halal 雞排. …When I buy something,（I hope） I 

can tell the name, not just saying 我要買這個. I want to learn how to 

communicate in restaurant（訪談紀錄-S2） 

（譯：我會用像是「我要買雞排」的日常用語……我在臺北使用中文，因

為那邊有清真雞排。我希望我買東西的時候，能說得出東西的名稱，不是

只說「我要買這個」。我想學怎麼在餐廳裡溝通。） 

 

If we want to order some food, Like we want hot or cold like that, If we speaking 

熱 or 冷, They cannot catch what we mean. （訪談紀錄-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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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像是我們點食物時，如果我們說「熱」或「冷」，老闆分不清我們的

意思。） 

 

Going to the store, buying breakfast…I also go to the local markets, so you have 

to know how to say what you want to buy. And sometimes use 臺語 with 阿嬤. 

（訪談紀錄-S4） 

（譯：去商店、買早餐……我也去傳統市場，所以要知道怎麼說出要買的

東西。有時候得跟女性長者說臺語。） 

 

另一項被多數受訪者提及的日常生活用語需求，則是與周遭人物，如朋

友、店家，進行與自身相關的寒暄。期許能夠大致理解正在討論的主題，或是

能從對話中抽取出關鍵詞，並當進行回應。受訪者描述如下： 

 

Usually old people （like to talk to me in Chinese） , Oh, The 老闆 in the 

cafeteria. Because I always have lunch or dinner there. He lives in Indonesia 

before. So he like to talk to me. He knows a lot about Indonesian foods. But he 

cannot speak English. So when I go to cafeteria, he always try to talk to me in 

Chinese. But I can just “huh, huh, okay” But, actually I don't understand. I go 

with my Indonesian friends. They will translate for me. … I can just speak 2 to 3 

words, No long sentences（訪談紀錄-S3） 

（譯：通常長者會跟我說中文。像是學生餐廳裡的老闆。我平常都在他那

裡用餐，他之前在印尼住過，所以很喜歡跟我聊天。他知道很多印尼的食

物，可是他不會說英文，所以他都會嘗試跟我說中文。我只能回應「嗯」、

「嗯」、「OK」，其實我不懂他在說什麼。我只能請我的印尼朋友翻譯給我

聽……我只能說 2 到 3 個字，說不出長句子。） 

 

You have to talk with 房東. … There are so many conflicts that we are not taught 

in class. …buying things online. work part time, talk with 老闆. （訪談紀錄-

S4） 

（譯：像是要跟房東講話……有很多課堂上沒教過的衝突……在網路上買

東西，和打工的雇主講話） 

 

S2 認為以中文介紹自己很重要，能以中文提供自己的基本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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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is daily conversation, Like my name is, 我的名字是, 

like that, And how to introduce myself, introduce my University, and what is my 

major. （訪談紀錄-S2） 

（譯：我認為日常生活對話最重要，像是我的名字、怎麼介紹我自己、介

紹我的大學、還有說明我的主修。） 

 

除了上述主題外，S3 提到了移動、交通相關的華語學習需求；S4 則提到了

希望學習在銀行、郵局等場域會使用到的中文。S4 也對學習臺語有興趣，這對

於與長者應對有幫助。 

除了聽與說之外，S4 也分享了關於日常生活中「讀」的需求，她認為最困

難的應屬使用以僅以中文寫成的應用程式，其陳述如下： 

 

I think the hardest one is that all the application is mostly in Chinese. I think I'm 

still in a hard time adapting to it. …Like recently I just got Vaccinated, So there is 

kind of “Taiwan V-Watch”. We have to submit our health every day. The health 

form is all in Chinese. What the hell! So it want to ask such as “你舒服嗎？" … 

"有什麼副作用嗎？"So I learned so many terms about 疫情. I was forced to 

learn it. …You know in the convenience store, like 7-11, 全聯, Everything are all 

the Chinese. … When I pay, I show him I have the app. I press but I don't know 

what is that. （訪談紀錄-S4） 

（譯：我認為最難的是使用那些以中文寫成的應用程式。我現在還很難適

應……像我最近接種了疫苗，需要在 Taiwan V-Watch APP 上申報每日健康

狀況，可是表格全部都是中文。像是問「你舒服嗎？」……「有什麼副作

用嗎？」我被迫學了好多疫情相關的專有名詞。還有像是 7-11、全聯，他

們的 APP 全都是中文。我結帳時，出示 APP，照著操作，可是我不知道那

是什麼意思。） 

 

2. 校園情境用語 

校園情境用語方面，被認為最重要的應屬區別正式與非正式用語，這在與

師長溝通時顯得特別重要。情況如訪談紀錄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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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cannot use informal Chinese to my teachers. Like we learn 你, It's informal, 

right? To be formal we used 您.（訪談紀錄-S2） 

（譯：我不能對師長使用不正式的中文。像是我們學了「你」，這是不正式

的，對吧？正式的我們要說「您」。） 

 

When you meet the professors,sending email or these kinds of things. Use what 

like 您,not 你. Will be like 您好. （訪談紀錄-S4） 

（譯：跟教授見面，或是寄 email 時，用的是「您」而不是「你」。像是

「您好」。） 

 

S3 則提到了處理緊急狀況的中文與聽懂、看懂公告，表示了這些資訊的英

語化較不普及，對國際學位生來說閱讀起來較吃力，她以宿舍內的公告為例： 

 

In dormitory, there is announcement, test the alarm, fire alarm. Someone is 

speaking Chinese but we cannot understand. Because it speaks fast. … Yeah time 

to clean the refrigerator like that. And for example, It's the time to fix the elevator. 

Some of the announcements may be using English. …The officer announces only 

in Chinese. And when they speak Mandarin, it’s too fast.（訪談紀錄-S3） 

（譯：宿舍有一些公告，像是測試警報、火災警報。有人會使用中文廣

播，但我們沒辦法理解。因為他說得很快…...還有宿舍會公告什麼時候清理

冰箱、什麼時候修理電梯。有些公告是英文的，但職員的只有中文。而且

他的中文說得太快了。） 

 

除了宿舍外，還有實驗室的公告： 

 

In my lab, there are old computers. They will give announcements like electric 

will be shut down. They use the paper and typed and put in the announcement 

board. … The professor also sends it to the group, the line group. But I cannot 

catch up professor’s announcement, unless I use Google Translate.（訪談紀錄-

S3） 

（譯：我的實驗室裡面有些舊電腦，他們會公告什麼時候停止供電，他們

會打在紙上並在佈告欄公告……教授也會把資訊傳到群組裡，LINE 群組，

可是我跟不上教授的公告，除非我使用 Google 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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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專業學科用語 

專業學科用語對學位生而言難度較高，S1 與 S4 在訪談中都表示，曾有過與

教授和同儕參與學術討論，自己因為無法聽懂而完全無法參與的情形： 

 

When we have lab meeting, We need to do PowerPoint, And then he explained to 

me. I can understand 90%. You know like exactly some Academy work. We read a 

lot of paper so difficult. …He try to explain to me What is it, and why is like that. 

But I still have some difficulties to learn. Because even if it is English, It's so 

difficult. Also, these I cannot understand, because it's very academic. So, it's even 

hard. But my friend she's Taiwanese, so she speak in Chinese and teacher explain 

more easily to her. And sometimes she [does] presentation [in] Chinese also. I 

cannot understand what they're talking about. … they're just looking at me. （訪

談紀錄-S1） 

（譯：實驗室會面時，我們需要做投影片，然後教授會向我說明，我能理

解九成。我們讀很多文獻，教授會解釋這些是什麼、怎麼來的。但還是很

困難，因為這些都是英文，而且非常的學術。像是我的朋友，她是臺灣

人，教授比較容易用中文向她解釋。有時候我的朋友用中文報告，我無法

理解他們在說什麼……他們只能看著我。） 

 

另外，S4 也表示自己參與的一些與學科專業相關的活動，也需要聽懂同儕

所說明內容： 

 

Because recently I work with 海科館. So I have to know about Marine terms. … 

And also I works with the NGO for 氣候變遷, They speak in Chinese all the time. 

So I have to know about the term Related to 氣候變遷. （訪談紀錄-S4） 

（譯：因為最近我和海科館合作。所以我需要知道跟海洋有關的術語…...我

也在非政府組織裡做些有關氣候變遷的工作，他們總是說中文。所以我也

得知道有關氣候變遷的術語。） 

 

(三) 教材輔助學習需求 

關於學習者所期待的教材內容，多半為回應其需求。在提升各項語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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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S1 與 S3 都表示將重點放在聽與說的能力上，特別是說口語上發音與聲

調等基本功： 

I think [that] I care the most is about Chinese listening and speaking. Because 

sometimes I say a word, and it's not correct. My friends will be like “huh? huh?”, 

“What did you say?” It's makes me feel so sad. （訪談紀錄-S1） 

（譯：我最關心的是中文的聽與說，因為有時候我沒把詞念對，朋友就會

顯得很疑惑。這讓我很難過。） 

 

The problem is the speaking, because there are five tones. How to recognize it 

with people.（訪談紀錄-S3） 

（譯：問題出在說上，因為中文有[含輕聲]5 個聲調。要怎麼樣讓聽的人辨

別。） 

 

 也有學位生提到了透過教材來擴充詞彙上的需求，如 S2 提到購買品項的名

稱、以及 S3 提到緊急情況下須用到的生詞。 

至於教材中的要素，S2 與 S4 都表示文法確實有其必要性，如 S4 表示將兩

三個句子組成長句的難度相當高： 

 

I think [that] grammar is important. … Because sometime I think Basic grammar 

is easy. … Learning the grammar in two to three sentences is very hard. How to 

write in two to three sentences is complicated. （訪談紀錄-S4） 

（譯：我覺得文法很重要…...因為有時候我覺得基礎文法很簡單……可是

學兩三個句子的文法就難。將兩三個句子組成長句很複雜。） 

 

 受訪者們也分享了他們偏好的學習資源類型，如 S2 提到他喜歡的電影那些

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以及當中的主題曲；S4 則提到他喜歡 Spotify 還有

YouTube，另外透過早年看的臺劇，透過當中的中文字幕學習更多的中文用

法。受訪者們表示，這些資源除了擴展他們學習中文的視角，也增強了他們對

於學習中文的動機以及興趣： 

 

Learning by singing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if you like the song, [then]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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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search the lyrics, right? …And then you get the meaning, And then you can 

understand what’s the meaning of the song. I really remember I learn by the song 

那些年. ….Watching a movie is also very important. What was the title of the 

movie...Oh, You are the apple of my eyes. I learned “I like”我喜歡你.（訪談紀

錄-S2） 

（譯：我覺得唱歌學中文很重要。因為如果喜歡那首歌就會去查他的歌

詞，進而去弄懂歌曲的意思。我還記得我用「那些年」學中文……看電影

學中文也很重要。像是「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我學了「我喜歡

你」。） 

 

Many years ago, I watched a lots of Taiwanese and Chinese dramas. And what 

helps me is the Chinese subtitle. …It's really helps my reading. Every time I see 

the character, I try to read by the pinging….Because I also listen to Spotify, And 

watch YouTube. I think These can help me with my Chinese. I have several 

watching list that I use a lot. … Sometimes, it's not just teaching, It's because 

they speak in Chinese. So that's how I learn. So I learned from different sources, 

Not just teachers, But also entertainers. （訪談紀錄-S2） 

（譯：很多年前，我看了很多臺劇和中劇，裡面的中文字幕幫了我很

多……這提升了我的閱讀，當我看到漢字，我就念它的拼音……我也聽

Spotify 和看 YouTube，我有一些播放清單…….所以我用不同的資源學習，

從老師也從娛樂來學中文。） 

 

另一個提到學習動機的是 S1，他認為在度過了學習的蜜月期後，很容易就

感受到挫折。因此，她期待透過教材提供明確的目標與動機，能夠支撐學習者

持續學習中文。 

 

I think the first thing in the lesson, I hope the material provide me with the target. 

Like why do you learn Chinese. And the ambition, That encourage the student to 

learn Chinese. Like in the first week, If I learn a new language , It's very happy. I 

learn something new and I can remember that. After 1 month 2 months 3 months, 

It becomes very frustrating. … by encourage the student to come back to learn. I 

want to have a lesson about why do you want to learn Chinese. If you want to 

quit, what do you need to do next.（訪談紀錄-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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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我希望教材能在一開始提供一個目標，像是釐清為什麼要學中文。

還有展望，這些能幫助學生學下去。第一個禮拜剛學語言時，學了新的東

西而且能記住，覺得很開心；可是幾個月後就會非常挫折……希望能鼓勵

學生回來學習，並且能夠知道想學中文的理由是什麼。如果想放棄了，下

一步可以怎麼做。） 

 

而 S2 則是提到，透過教材提供的對話，經教師的要求而背下來，這對他而

言非常有用，因為背下來後再去理解意思也不遲。同樣 S2 認為相當有用的是教

師要求其書寫漢字： 

 

（Teacher） forced us to remember all the dialog in the textbooks. It's really 

helped for Learning. … She also forced us to write Mandarin characters. 

Learning Chinese writing is very useful. … Even if we don't know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at least we can remember all of the sentences. About the meaning, we 

can do it next, right? We can search for the meaning. I think I remember all the 

senses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訪談紀錄-S2） 

（譯：老師要求我們背下課本裡的所有對話，這對學習非常有幫助……他

也要求我們習寫漢字，這非常有用……即便我們不知道生詞的意思，但至

少我們都記得句子。至於意思，我們可以之後再查。我覺得先把句子背起

來是最重要的） 

 

(四) 小結 

將上述國際學位生提及的語言學習需求以表格呈現之，結果如下： 

表 4-13 國際學位生華語學習需求 

項目 

購物購買餐點 

與朋友店家進行與自身相關的寒暄，並從中理解主題關鍵詞 

以中文自我介紹 

表達移動位置交通手段 

以臺語與長者互動 

理解並使用以中文寫成的應用程式 

與師長以正式用語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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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懂、看懂處理緊急狀況的中文公告 

理解教授、同儕間的學術討論 

正確說出中文的發音 

透過電影、音樂學習中文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二、 教師的深度訪談 

(一) 與國際學位生之接觸背景 

本次訪談的四名教師，皆作為華語教學者，於受訪談之當學期，都持續教

授國際學位生的學分型華語課程。這四名教師的教授對象之類型、華語能力與

學習情況敘述如後： 

T1 教授的對象為混國籍之醫事相關專業國際學位生。其學生以就讀碩、博

士學位者占多數，修習的專業課程所使用的教材以英語寫成，教師則依據班上

國際生人數比例，選擇以中文或是英文授課。據學生表示中文的授課內容大約

可理解五成左右。 

T2 於某國立大學教授學分型華語課程，受訪時該學期的修課學生國籍遍及

日本、韓國、美國，中南美洲的巴拿馬、聖文森、瓜地馬拉、海地。亞洲則是

印尼和越南。另外，T2 也在數所私立科技大學教授越南產學專班，該班的組成

都是越南籍的學士生。在課堂使用語言方面，基本上以中文為主。某國立大學

的學分型華語課程會使用一點英語輔助；其他科技大學則是使用越南文輔助。

兩者皆隨著課時的進展，降低輔助語言的比例。這些學校的學生學習中文的多

半有限，以產學專班的學生來說，來臺前雖密集學過一個月的中文，然而畢業

時，依據不同學校的要求，須通過 A2 至 B2 的華語能力檢定。 

T3 則是教授北部某私立大學全英語授課學位學分學程之國文課程，該課程

即為該學程學生必修之華語課。每學期修課的學生不同，無法提前知道學生程

度分布；學生也可依據自己的修課規劃選擇修課的學期。由於是全英語制度下

的課程，因此 T3 會於第一堂課，以全英語解釋課程大綱與課程規定，同時調查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548

104 

 

學生的學習需求： 

 

像是有一個學期的學生，跟我說他們想要增加說、寫能力，那我就是可能

其中一個小時訓練他們的寫作。全班同學一致同意想要練習寫作這樣子。

那如果就是那種歐美籍的，他們非常想要聽、說，像是他們想要坐計程

車、買早餐、然後或者是去夜市買東西，那這樣就會重聽、說。那他們就

是一個字都不能寫，但等課程結束他們都可以說話。（訪談紀錄-T3） 

 

 T4 與 T2 皆於某國立大學教授學分型華語課程。教授的學生中，有一些是

大學應屆畢業生，有一些研究所學生可能本身是有工作經驗的社會人士，例如

政府官員、在公司工作過的人。學生的程度也根據國籍而不同，大部分從西方

國家，或者是中南美洲來的學生，大部分是從零基礎開始的。如果韓國、日

本、東南亞的學生，有的是有華僑背景，可能在小的時候已經學過華語。其教

授的學生中，若為大學學位者，專業課程教師的授課語言、課本、都是使用中

文，上課時候很難聽懂，也很難進入狀況。T4 對於這些學生的上課困境描述如

下： 

  

他們在那個上課的時候曾經跟我反應，老師在打屁的時候都聽得懂，開玩

笑或者是跟他們在說一些日常生活的事情他們都聽得懂，但是上課的時

候，一回到「好，來，我們來看 PowerPoint。」開始上課的時候，學生們

就真的只能打瞌睡。（訪談紀錄-T4） 

 

雖然四名受訪教師所接觸的學位生程度不一，然而其對於國際學位生華語

能力之要求與期許，主要皆為能透過華語解決生活中的障礙，降低對於比手畫

腳肢體語言的依賴程度，並減少文化相關之衝擊。 

有關文化衝擊之體驗，受訪教師們舉出了相當豐富的例子。其中最受討論

的，應為與臺灣人的互動型態。T4 舉出臺灣學生可能因害羞、或是較未社會化

的互動型態，導致國際學位生練習華語的機會，甚至進而少了對華語的好感，

對身處環境校園的認同、歸屬感。T4 的描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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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常聽到學生反應的部分：臺灣的學生不太喜歡跟我們說話。當我們聽

到學生這樣反應的時候，我們其實是忍不住想要幫臺灣學生說幾句話。但

是呢，很明顯的對國際學生來說這個是他們覺得一個很明顯的感受，就是

不太容易跟臺灣的學生有這種交流。那這個問題我覺得是雙方面的，也是

很實際的，可能我們的學生覺得英文不好，也會比較內向跟害羞。比較不

會那麼主動說「我去跟你認識」，或者是往來。國際學生因為他們可能有些

都是已經在社會工作過的人，可能在國外的話，其實他們我不想跟你很深

入的交往，但是我們見面，我也會跟你打招呼。這個就不是我們這個地方

的文化……但是對這些國際生來說，連個招呼都不會打一聲，感覺好像是說

我對你很冷。這真的不是我們學生的錯，這就是一種文化差異。……我們的

校園裡面的大部分都是應屆的居多，所以他們的方式是沒有經過社會化

的。這個對國際學生來說是非常的冷漠。（訪談紀錄-T4） 

 

T3 則是提到國際學位生，不像我們一般所認為，「臺灣最美的風景是人」，

相反地，臺灣人並不太友善。這些在這些國際學生體驗一些服務時得以展現，

T3 以在早餐店因為發音不正確所導致的誤會與不愉快為例： 

 

有一次有一個學生很生氣的跟我說，他有一次去早餐店，他跟老闆娘說他

要一個 yán 味蛋餅，然後老闆娘說：「什麼鹽味」？ 學生再說一次：「我要

一個 yán 味蛋餅」，老闆娘就說：「我們沒有鹽味啊」，學生就說是菜單上第

一個，然後老闆娘就很大聲的轉頭，跟著正在做蛋餅的人說一個「原」味

蛋餅。（訪談紀錄-T3） 

 

除此之外，T3 還提到了國際學位生因為是外國人而被計程車司機拒載、向

相機街老闆諮詢想買的相機型號卻被冷漠拒絕等事例。而另一個 T3 與 T4 感受

都相當深刻的文化現象，是臺灣人喜歡跟國際學生說英語，即便國際學位生呈

現出中文的樣子。T3 的描述如下： 

 

臺灣人覺得學了一輩子的英文，我只要看到白人，或是不同膚色的人，就

想跟他們講英文。可是他可能是西班牙人、法國人，所以其實英文不是他

的第一語言，他也不見得英文很好程度，但是臺灣人會覺得這種就是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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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然後可能練習一輩子的英文，都沒機會講到，看到的時候就大講特

講。所以在 7-11……店員就跟他講說 May I help you？但其實學生說他也很

想練習中文，他每天的練習的有限，……所以他能練習的機會可能就是買東

西，或者是在商店裡面。（訪談紀錄-T3） 

 

另外對於語言意思理解的落差，也成為了造成文化衝擊的原因。T4 舉了因

對「不錯」程度理解的差異，而影響了學生學習情緒的案例： 

 

有一次考完試，我就告訴學生「你考得很不錯啊！」他是一個剛來的學

生，算是零起點的學生，他不太懂不錯是什麼意思。我就告訴他不錯就是

Quite good, not bad。結果一個美國學生就哭了……他可能覺得是沒那麼好的

意思，而且他覺得我已經這麼努力了。那為什麼結果只有 not bad……可是

老師你說「不錯」，「錯」是不好的啊。所以語言上也會有一個錯誤的認

知。（訪談紀錄-T4） 

 

同樣的語言相關的還有 T3 舉出的，臺灣人喜歡用非正確英語（Chinglish）

的習慣，例如：「太 over 了」、「你有 get 到嗎？」、「你 catch 到了嗎」、「ok

嗎?」、「這個是 for 誰」等。這些與正規英語不同的說法，造成了國際學位生理

解其意思的困擾。 

相關的文化衝擊，T3 的學生還觀察到其他如臺灣人很喜歡排隊、會直盯著

國際人士看，甚至拍照等現象。 

因此，T2 就從宗教習慣上體驗到的衝擊，提到了教師需要跨文化的意識，

能夠對師生之間國情的差異有一定的敏感度。而對學生國家文化的理解，也能

提升華語學習動機與效果： 

 

我覺得很有意思的就是，因為他們基督教嘛，就有同學問多久要去這些宮

廟一次，我就想說只要你覺得不順就可以去......那時候我就反應過來了， 因

為他們每週都要去做禮拜，相對於我們想什麼時候去就什麼時候去……我覺

得說文化回應這件事情其實蠻重要的，像是我教越南產學專班的時候，因

為我的越南文化還算是深入，所以我能夠輕易的就是比較臺灣人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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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人不是這樣。比方說越南人吃粽子是過年的時候吃，那我就會特別去

把它提出來……當學生感覺得到你了解他們的文化時……他們學起來會比較

安心這樣子，我覺得成效會比較好。（訪談紀錄-T2） 

 

(二) 所觀察之學習需求 

本段落將根據教師所觀察之語言能力學習需求、主題學習需求、文化學習

需求逐項闡述。 

1. 語言能力學習需求 

受訪老師們多數認同華語的聽力理解能力對於國際學位生的重要性。然而相

對於「聽」，T2 及 T4 兩位老師對於「說」之於國際學位生們的重要性，保持著

並非那麼關鍵的看法。其敘述分別如下： 

 

我覺得說的比較還好。如果他們說得不好，可能問題沒那麼嚴重……因為這

個比較容易被肢體動作或是表情之類的取代。可是我覺得聽不懂這件問題是

比較大的。（訪談紀錄-T2） 

 

說老實話，在學校的環境，對國際學位學生其實是比較友善一點。也就是

說，在學校裡面他有任何的需要，其實他們都還可以用英文處理。坦白說，

他的中文口語的表達是不是完全需要……都用英文說嘛，那就用英文解決。

（訪談紀錄-T4） 

 

由此可以理解，於校園相對屬於英語友善的環境，加上口語表達的不足，得

以仰賴肢體動作表情甚至溝通策略來彌補。在此條件下確實口語表達的需求必

要性不及聽力理解。然而，T4 指出了口語表達能力對於國際學位生至關重要的

功能，及情感的連結以及所屬環境的認同，這更是影響持續學習中文意願的要

因之一。T4 所提出的觀點如下： 

 

如果他的口語，只能用英文來表達的話，他在學校裡面他就會變成一個非常

小的，或是非常被孤立的群體。不太能融入這個社會，有點難融入在地，或

者是學生的氛圍……那個在異鄉、異國，這種孤獨的感覺就會越重。所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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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口語表達不好的學生，聽力不好的學生，他常會伴隨著對環境適應不

良。或者是說需要一些心理輔導……如果他的口語表達能力好……會讓他對

學校的滿意程度、親切感提升。所以說學校如果有這麼多的國際學生，我們

要照顧他的時候，並不是說我的英文能力表達很好，我可以用英文跟他們

說。應該是盡力協助這些學生，讓他們可以有更好的口語表達，或者是說聽

說能力。（訪談紀錄-T4） 

 

因此，除了透過加強國際學位生的聽力理解能力，以應付生活需求之外，同

時可透過口語表達的加強，除建立學生與學習環境間的連結，同時藉此克服獨

自在海外留學的心理障礙。 

除了「聽」跟「說」之外，T1 則以學校公告信件為例，指出對於「讀」的

學習需求不是那麼急切： 

 

之前看過學生系上寄來的活動通知 email，在信件上方有一欄「翻譯」，這好

像是信箱內建系統就有的功能。雖然機器翻譯還是沒有辦法那麼準確，但

是日期時間地點都還是可以判讀，對他們來說看懂中文寫的學校公告應該

沒有那麼需要。（訪談紀錄-T1） 

 

2. 主題學習需求 

訪談中所以國際學位生的聽說能力作為出發點，詢問教師們對於其學習需求

的想法，然而，考量學習需求類別可能包含綜合性的語言能力，故將此段落受

訪教師們所呈現的學習需求，以日常生活用語、校園溝通用語、專業學科用語

等類別依主題統整之。 

(1) 日常生活用語 

T4 在國際學位生一般生活華語學習需求的架構下，根據食、衣、住、行等

類別，分別闡述了國際學位生需使用華語的情境。本段落以此發展方向為基

礎，統整受訪老師所觀察到的各方面需求。 

在「食」的方面，T3、T4 都提及了點餐、買食物的需求，例如 T3 就提及，

國際學位生希望能從早餐店琳瑯滿目的菜單中，透過關鍵字找到想點的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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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的方面，T4 針對學生住宿生活中可能產生的衝突分享： 

 

他們是住在學校裡面，那就會有一些東西使用的問題。還有就是跟臺灣的

學生住宿，居住在一樣的環境裡面。……常在宿舍裡面發生的衝突就是：我

要睡你不睡，可是很亮，或者是你還在聽音樂。這是很實際的。他需要去

了解宿舍的規定是什麼，如果發生這樣的問題的時候他應該怎麼樣，去找

誰解決。或者是說怎麼跟臺灣的學生，在這個生活習慣跟文化上面，這個

部分怎麼去溝通。（訪談紀錄-T4） 

 

T2、T3、T4 也都提及了「行」的需求，如 T3 提到怎麼叫計程車、T4 提到怎麼

搭大眾捷運系統、怎麼回應公車上面司機問他的問題、T2 更認為「行」是國際

學位生在聽力理解上最明顯的需求，其說明如下： 

 

外面移動的時候吧，就是搭車啦、做什麼這方面……例如鄉從甲地移動到乙

的這種情況，因為在外面的話就是比較沒那麼多語的輔助……大家比較不會

設想他是外國人，要講慢一點，或者是要用他聽得懂的字……其像是在從甲

地到乙地時，他們特別需要去聽懂人家在說什麼。（訪談紀錄-T2） 

 

 除了食、衣、住、行外，其他與國際學位生生活密切相關的，就屬購物。

如題 T2 所提及，國際學位生會需要去知道一些所需民生用品的名稱詞彙： 

 

因為他們剛來， 我相信他們會很急迫的需要一些東西，例如像日常生活用

品。 因為他們要自己去採購，所以可能要會說一些日常生活用品的詞彙。

（訪談紀錄-T2） 

 

又如 T3 所提到的，購物時一些商店情境相關的用語。因為這些可能不僅只

是課堂上所學的如「一共多少錢」而已： 

 

學生去便利商店買東西，他已經預想店員會問他「這個多少錢」、「一共多

少錢」、數字嘛。但他說臺灣的店員跟他說的第一句話：「有會員嗎？」他

就很恐慌……他就說：老師為什麼店員跟我說「good morning，有會員

嗎？」……我後來才知道原來他說的是「觀迎光臨。」學生還覺得臺灣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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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e，跟他說 good morning。（訪談紀錄-T3） 

 

另外，從 T3 的訪談中，也發現聽懂生活中物品的指示語，確實有其需要，正如

所舉出的電梯以及飲水機的例子： 

 

我問過學生最想知道的一句話是什麼……他跟我說的是「電梯下樓」。他說

他從機場下來第一個聽到的是電梯下樓，而不是你好。還有一個學生跟我

說的是「熱水請小心」，這是飲水機的語言。……他們會聽到「請先解除鎖

定，再按熱水」。 他們就會問什麼是解鎖，什麼是熱水。還有聽到的電梯上

樓、電梯關門、電梯下樓。……他們很怕是超重、或是搭錯了東西，可是這

些都沒有英文。他只覺得他按了熱水，可是都沒有。（訪談紀錄-T3） 

 

(2) 校園情境用語 

在此將校園情境用語，以課堂內以及課堂外稍做區分。課堂內的部分，T2

與 T4 都表明一些課堂用語，如報告、出席，都是國際學位生的學習需求項目。

如 T2 透過課堂中的引導，協助學生認識課室用語： 

 

有一些課室的指令，比如說到齊了沒。我知道他們沒學過，但是我會故意

說中文。 因為指令的話有那個情境很清楚，比如說他寫作業考試交作業這

種。這種大概會在很早時候就來學。因為這個情境你應該不用特別指示

他，他就會感受得到你現在講的這個意思。（訪談紀錄-T2） 

 

而課堂外的華語學習需求，則有國際學位生辦理行政事務的流程與諮詢，例如

選課、繳費等。T3 與 T4 對此方面的需求敘述如下： 

 

他要去學校辦手續，可是不是每個人都會說英文，例如像出納阿姨、窗

口、收發室。所以口說的話像是他們要繳學分，這些事實上都需要口說。

（訪談紀錄-T3） 

 

關於各個系所，有一些比方說選課啦，或者是加退選……可能英文對這些學

生也是第二語言，或者是第三語言。所以這些學生有可能再跟我們在用英

文在溝通的時候，有可能會發生一些問題。（訪談紀錄-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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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外的華語學習需求還包含著 T4 所提到的校方指示與說明。這些語言多半帶

著書面語的色彩，因此對國際學位生而言，理解難易度是更高的： 

 

學校裡面有一些說明跟給學生的一些指示，大部分來講的話其實是需要是

比較學術性。……我們的一些說明下面都是屬於比較書面的。對這些零程度

的學生來說，即使他學了一年的中文……看中文是看不懂的，所以他們很需

要一些翻譯性的東西。（訪談紀錄-T4） 

 

針對這些需求，T4 提出了可以以國際學位生的社群、生活經驗較為豐富的學長

姐，藉由與學校的合作，共同協助或是提醒一些可以事先知道的校園行政事

項。 

 

(3) 專業學科用語 

T4 提出專業學科用語確實有其需要，因為除了專業科目、還有微積分、通

識等，當中的用語國際學位生都未曾於課程中學習過。因此，T4 提出可以華語

教師與專業教師、科系合作，以提供專業詞彙表的方式，輔助國際學位生從一

般生活華語銜接到專業學科用語。其論述如下： 

 

我們華語教師能幫他們做什麼。這部分坦白說，專業的部分我們其實沒辦法

提供那麼多……要跟他們的這些本科系的這些老師們、系所要一起協

助。……我常常就在想如果各系所他們都有一份， 比方說他們的專業詞彙

表……我們中文老師就可以利用這個詞彙表，來額外的加強這些國際學生在

專業方面的這些能力，在華語課的時候幫助他們去記得這些生詞。或者是說

在他們的學術性的表達上面，比方說報告的時候，跟那個我們華語的學術的

連接詞啊、報告的這種。（訪談紀錄-T4） 

 

3. 文化學習需求 

教師們分別針對各項文化情境，提出了一些可以學習或是理解的項目，例如

像表達數字的手勢、握手的方式等符號、動作。在語言文化方面，則提到了可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548

112 

 

能與課本上所學習的內容不同者，如 T2 所提到的，臺灣人常用的縮略語，其實

當中隱含了文言的概念： 

 

中文不喜歡太囉嗦的話， 比如說公共汽車，可是我不喜歡說 4 個字，就會

說公車。可是用這兩個字代替就可以了。也算是帶著一點點文言文的概

念 ， 因為在文言文裡面常常一個字就是一個詞。（訪談紀錄-T2） 

 

又如 T3 所提到臺式口語，當中包含了客氣與禮貌的成分，很難單純的語法或是

意思來解釋； 

 

口語吧，像是臺灣人會說「在這裡幫我寫名字」，他會覺得為什麼要「幫

你」，是你現在在幫我，怎麼會是我在幫你……其實我覺得有字句也是， 但

是這個他們學得很快。就是會有很多臺式的禮貌。（訪談紀錄-T3） 

 

另外還有生活中常見的文化情境，例如祝福他人。T2 透過引導發現國際學位生

確實有以中文給予他人祝福的學習需求。 

 

比如說這次這一課是祝你生日快樂。那我就會去講一些祝福的話，例如像

什麼場合要祝什麼，例如工作的話就祝他工作順利，旅遊的話就祝他旅途

平安……那這樣學生也會問，那朋友結婚的時候要說什麼，朋友生小孩的時

候要祝福什麼。所以他們在生活上確實有這些需要。（訪談紀錄-T2） 

 

(三) 所觀察之教材輔助學習需求 

針對華語程度初階的國際學位生，所有受訪談老師們都提及了透過情境，

藉由圖片的輔助，以及 T2 所提及的相關主題式的生詞，建構學習者基礎對話的

實力。其敘述如以下內容： 

 

用一個圖片、有一個情境，大概知道現在的狀況是什麼，然後再搭配課本

面的句型這樣子來教他們 。然後我常常會做補充的生詞。因為其實詞彙量

多的話，對於解決他生活上的問題會比較容易嘛。那即便你劇情丟不出來

你關鍵字丟得出來，就解決掉很多溝通的問題。所以我會做的是大概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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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多個生詞……當然在設計題目的時候，可以讓同學根據 補充生詞進行溝

通 。然後再搭配課本句型，他就可以在課堂上聽說讀寫操練都在一張紙

上。（訪談紀錄-T2） 

 

我覺得教材可以有打散的……情境式的。譬如說第一篇人在哪裡......或者是

真的是暗示他有一個情境的，有一個對話，類似這樣子就蠻好的。.....就是

說要怎麼樣設計一個情境， 讓他就是說在這樣的環境下，腦袋自然就會想

要講這句話。（訪談紀錄-T3） 

 

以零起點來說……能夠讓他們把要說的東西說出來。所以第一個一定要建

立讓他們怎麼樣去說一個句子。能說得出句子，那再來就是增加很多課

室……一些虛擬情境的練習……那種對答，Q&A 這些的。我覺得這個對零

起點的學生是很重要。因為在這個階段他們需要建立信心。（訪談紀錄-

T4） 

 

 至於教材當中的說明要素，受訪老師們普遍認為確實有其需要。然而以英

語本位，以及使用大量專業術語的語法說明，將增加國際學位生理解上的困

難： 

 

我在教越南產學專班的時候，我就會用越南文，在 Powerpoint 上面附上 一

點越南文，例如說方向補語，我就會上網查一下在越南文怎麼說……因為

像（某華語教材，正中出版）裡面的解釋都是英文，有自學或是複習預習

都會蠻困難的。所以我覺得語言的輔助是蠻重要的。（訪談紀錄-T2） 

 

不要完全以英語的邏輯為主。例如像（某華語教材，聯經出版）上面有英

文的解釋，可是事實上很多學生，不只一個，甚至是英語為母語的學生， 

反應他們看不懂。因為那是用文法專業的術語來解釋……有些學生覺得可

以用圖示，或者是中中的形式。（訪談紀錄-T3） 

 

關於輔助資源，T4 認為可以在國際學位生具備基礎一點對話能力後，倒入

一些影片或是歌曲，其實此創造真實的互動情境，進而藉此了解國際學位生是

否了解意思，並可進行一點相關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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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已經有了基本的信心 ，那這時候就需要讓他們去實境操作……比方說

從多媒體的影音啦、文化情境啦、或者是直接帶領他們跟臺灣人做實際的

對話溝通。第三個階段就更需要一些詳細的，因為他們的目標就在表達上

更清楚的 ，他不清楚就容易有文化衝突…….如果是針對這個目標去選擇輔

助性教材， 我覺得那個彈性就很大。第三階段就會看個短的影片，討論這

個情節。就可以看一下他表達上是不是理解，有沒有什麼錯誤。（訪談紀錄-

T4） 

 

在輔助資源的使用上，T3 認為對於使用者而言是親民的很重要，需要在學習者

不會有太多干擾或障礙的情形下，才能夠發揮教材的最大效果： 

 

像很多時候我們覺得不就是上傳雲端，我只是弄個 PPT 可能也不會。 所以

我就想如果是輔助資源的話，希望能夠是學生唾手可得的。甚至不一定要

什麼設備就可以完成的。所以便民很重要，至少能夠讓學生在任何場合或

時間下都能盡可能使用。（訪談紀錄-T3） 

 

另外，輔助教材也包含了口語的學習資源。對 T3 而言，其表示並不提倡非常臺

式的口語入教材；然而其也認為，若能增加學習的趣味性，也可能是不錯的參

考。 

 

我個人並沒有提倡用非常臺式的口語入教材。但是我覺得這會是個好玩的

東西。 我不提倡的意思是， 不會花兩個小時的上課時間， 和朋友練習只

能跟朋友間講的話。所以我覺得放在正式教材，我不提倡，但是我覺得如

果他是一個好玩的教材的話，何樂不為。（訪談紀錄-T3） 

 

(四) 小結 

將上述國際學位生提及的語言學習需求以表格呈現之，結果如下： 

表 4-14 教師所觀察之國際學位生學習需求 

項目 

購物、購買餐點相關情境用語 

透過閱讀菜單等找尋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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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室友溝通 

表達移動位置交通手段（搭計程車、公車） 

理解日常使用機械的告示音 

課堂用語 

校園行政諮詢用語 

理解校方的中文公告（翻譯性策略） 

理解臺灣常用的手勢、符號、縮略語 

理解臺灣口語中的客氣、禮貌成分 

使用並理解情境中的主題式生詞 

透過電影、音樂學習中文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三、 行政人員的深度訪談 

本段落統整兩名受訪相關行政人員與國際學位生之接觸背景、所觀察之學習

需求，以及所觀察之教材輔助學習需求。 

(一) 與國際學位生之接觸背景 

F1 主要接觸的學位生以理工背景為主，當中初級程度或是零起點的國際學

位生主要會在其在學第一年時與 F1 接觸。而 F2 主要接觸的，大部分是印尼還

有越南籍的碩博班學位生。其華語的學習情形，根據 F1 表示，受限於時間，華

語課堂中使用教材、語言、投影片多半是中英並呈，難以透過沉浸式的中文教

學，來讓他們理解或是精熟所要學習的內容。 

兩位受訪行政人員分別陳述了其與國際學位生交流時，使用中文的時機。 

F2 表示其在傳達行政諮詢內容時，使用中文的層面並不多。會使用到中文的部

分主要是校內特定單位或是特定建築物之名稱。而 F1 使用中文的時機分別有三

者：招呼用語、回應請求、以及課堂事務佈達。其詳述如下： 

 

第一個是課堂外的，就是一般像朋友一般打招呼的時候的基本用語，另外

一個就是正規的情境，比方說學生在下課後可能有些請求類的情境，他會

偏向於用中文來提出請求，像這個部分我也會用中文來做回應。那第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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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課堂內的，正式的一些事情的佈達，我會用英文，但是輔以中文文字

以及拼音的板書，如果是在課堂當中的閒聊，我會用中英夾雜的方式去做

補充說明。（訪談紀錄-F1） 

 

正如同 F2 所觀察到的，國際學位生與教師互動時，使用中文的頻率較高。其他

使用中文的時機，如和學生餐廳或便利商店的店員對話，或是有心練習中文的

同學，嘗試與 F2 以中文寫信溝通行政事宜。 

 在文化衝擊方面，F2 提到印尼籍的穆斯林學生，會利用課間的休息時間，

虔誠地借用空間進行禮拜，這樣對信仰的虔誠， F2 為之動容。另一個文化衝

擊，是 A2 發現無法辨別臺灣人的客氣與客套： 

  

有個學生他就是已經做出些邀約，或是說受到同學的邀約，可是實際上一

直沒有邀約成功，就是不是說好要約出去吃飯，可是日期一直都沒有定下

來。對學生來說會覺得就是還蠻難過的吧。（訪談紀錄-F2） 

 

F1 則是以認定服裝的正式與否，分享了體驗文化差異的案例： 

 

從穿著來說好了，他會覺得說我應該要穿夾腳拖，因為露腳趾的鞋子代表

尊敬、坦白、毫無掩飾的；但是在臺灣這是非常不禮貌的一種穿著......有些

國家他會覺得學習是一件很正式的事情，覺得老師的穿著應該要再正式一

點，但有些國家也不是這樣。（訪談紀錄-F1） 

 

其他 F1 提到的文化衝擊，還有像是因為與臺灣人用餐時間的習慣不同，所以晚

到餐廳時已經買不到什麼菜了；以及學生不理解臺灣的課堂文化，如發言到底

要不要舉手、到底能不能夠上講臺、干預老師的教學。因此 F1 提及，若教師沒

有一定的跨文化的敏感度，很容易會有一些師生的衝突；同時，需要去喚醒整

個班級學生彼此的互相理解跟同理心，因為不可能只以單一國家的文化規準去

建立課堂文化。 

 

(二) 所觀察之學習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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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受訪行政人員，都贊成華語聽力理解對於國際學位生之重要性，如 F2

所述： 

 

我認為他們聽力應該是要就是至少要能理解一般的協商活動，就我的想

法，假設學生他的聽力理解比較好那就照他說的，就算他說的不太好，可

是他還是可以用英文跟臺灣人溝通。臺灣人的英文可能說得不太好的，但

是如果大概聽懂，至少還是能雞同鴨講吧。（訪談紀錄-F2） 

 

F1 也指出，聽說的當面互動的語言能力，是國際學位生溝通的基礎。相較於一

些閱讀素材雙語化的普及，讀寫能力的欠缺影響相對較小，但是當中也有一些

需求有學習的必要： 

  

基於跨文化溝通的立場，我覺得聽說的當面互動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讀

跟寫的部分呢其實現在因為國際化還有雙語言年的因素，很多表單會陸續

英語化或是以雙語呈現，這個部分倒是不會太擔心。那其中有一個我覺得

跟他們日常生活比較有關係的，就是交通號誌阿，這些只有中文呈現的告

示，比方說禁止到溪水遊玩這種，比較屬於緊急性的、重要性的告示，我

覺得還是要有機會能夠放在相關的單元裡面，讓他們能夠有基本的認讀能

力。寫的部分，我覺得能夠寫出自己的名字，或者是有些校園的表單需要

填寫日期啊，或者是系所，他能夠對這個方面有一個基本的寫作能力就可

以了。（訪談紀錄-F1） 

 

而聽力理解需求，兩位行政人員認為展現在校園情境華語的需求上面。比

如 F1 提及課堂要求及規範、影響其學習權益的課堂用語： 

 

至少課堂指示語一定要聽懂，課堂指示語是不管他在專業學科、華語課、

還是他的 seminar，他都要聽懂一些很基本的中文指示語。那有些共同的東

西，比方說關於期中報告、關於期末作業、關於課堂出席，一些課堂成績

有關的，這個就是攸關到他的學習權益。他一定要了解還有老師認為請假

方式該怎麼做，我想就是每一堂課老師都會提到的這種共同的內容，我覺

得那是他需要聽懂的。老師會說我的這堂課我會怎麼做這些東西。（訪談紀

錄-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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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 則認為聽力的需求展現在校園行政諮詢上，即若學生能理解學校場館名稱、

以及待辦事務的說法，能讓其辦理行政事務更有效率： 

 

系所端他們可能會比較常需要用到中文，因為他們的助教英文不一定會那

麼好。那再來就是一些其他的行政單位像是註冊課務組，或者是一些選課

有關的事情……其實如果學生能聽得懂一些校園用語，或者是說希望學生可

以知道這個某某建築物叫什麼，然後比如說我請他去出納組繳費，那希望

他們聽得懂出納組這三個字。或者是說去行政大樓這四個字。（訪談紀錄-

F2） 

 

在聽力理解的策略上，F1 指出可使用複述、錄音等方式。另外，從教師方

面可以提供一些中英對照的輔助，讓國際學位生可從中抓取關鍵詞，限縮理解

預測的範圍： 

 

如果說老師這邊能夠事先提供一個中英對照的課綱給學生的話，或許他會

更容易聽懂老師現在做什麼。另外一個是聽關鍵字，他可能可以聽到老師

說課程大綱，他能知道老師現在可能要做 introduction，要介紹這堂課程怎

麼進行，他就可以有一個預測範圍的線索，說他的聽力可以限縮在跟討論

課堂進行方式有關的。那他在抓中文聽力的時候，就會比較精準一點，可

以耗費比較少的注意力。（訪談紀錄-F1） 

 

至於口語表達，F1 認為因為高教中常有口語發表（oral presentation）的任

務，因此，如果能做一個基本的自我介紹，說明他是哪個系的學生，然後跟大

家打個招呼。這對國際學位生來說相當有幫助。F2 指出國際學位生可以透過口

說進行行政諮詢，如瞭解缺少的學分以及修課限制等。同時盡可能以完整成句

的形式詢問，如直接用中文說「我要這個」、「我要那個」。而不是非常簡單的

「這個」、「那個」。 

 

其他學習需求方面，F2 指出臺語的使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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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要理解的是臺灣有些老人家可能中文不太好，所以有些學生可能程度

還不錯了，但是會遇到一些臺語無法溝通的問題。可能可以讓他學一些簡

單的話，例如：「阿公，我袂曉講臺語」。所以可以用簡單的中文跟我溝通

嗎等等。（訪談紀錄-F1） 

 

F1 則是針對動機層面，提出若是可以透過與學伴間的互動，以建立其自信

心，鞏固學中文的熱忱，並藉此填補學分華語課時數有限的遺憾。 

 

(三) 所觀察之教材輔助學習需求 

訪談中可以發現，兩位行政人員都贊成藉由情境的對話，進行句型練習。

F1 更指出，可以透過文化情境的切入，藉由比較差異來喚起動機，兩者的論述

分別如下： 

 

我想一個文化情境的引導跟切入可以喚起動機，因為他是一個差異的比

較。然後再來呢，透過一個情境的分析，可以理解誤會產生或是一個特殊

的現象。再進一步從對話當中抓出主要句型作練習。……可以鼓勵他真的從

校園周遭開始去認識周遭的商家、試著用中文去跟學校週邊的商家點餐，

我覺得這個反而是對他生活上有幫助的，又能夠鼓勵他跟母語者對話。（訪

談紀錄-F1） 

 

我覺得情境對話應該是最有幫助的。 只不過情境對話可能還需要帶一點反

覆的句型練習，所以其實應該說不能單靠一個練習去讓他學習中文，可是

應該環環相扣的。像我們可以有一個情境對話，比如說他們可能常用郵局

好了，郵局會有什麼對話，這是一個情境。他們用了這個對話之後，比如

他們有哪些常用的句型，比如說你要寄去哪裡，那可能他可以再把這個字

自己改成說你要去哪裡等等的，一直做一些替換練習。（訪談紀錄-F2） 

 

教材中的輔助語言，F2 提倡的是沉浸式的，即以中文教中文。其論述如

下： 

 

輔助語言的話我不太確定，因為多塞一個語言的話可能會影響教材的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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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那如果只用英文的話，那可能是一些英文不太好的學生來就是...對他

們來說也沒用。我自己還是偏向沉浸式的，就是多用中文教中文吧。我知

道就是有一個教材，他有一個自己的語法字典，那我覺得那個可以當作一

個輔助。（訪談紀錄-F2） 

 

兩位行政人員也同時提及了教材中語音練習的必要性，這個需求尤其需要

藉助 CD、APP、錄音等輔助資源來強化習得： 

 

畢竟對他們來說這個聲調是非常困難的。說如果教材能夠有一個 CD，或者

是 APP，或者是一個音檔，能夠讓他多聽多了解的話，我覺得這是一個很

大的幫助。因為其實語法詞彙的東西，他可以透過網路上找到更精準的答

案，或者是透過他的母語去找更清楚的解說。那反而是語音的部分，他在

影片上是很難找到一個合適的發音。（訪談紀錄-F1） 

 

學生發音上比較有一些抓不準的問題，其實會蠻建議就是讓學生多做一些

錄音的練習，老師可能比較辛苦一點，就是選擇反覆去發音錄音，老師去

糾正的話其實會是一個很好的方式。（訪談紀錄-F2） 

 

另外，就如同 F1 前所述，一些事實性的知識可以透過線上的 APP 軟體，或者

是練習本的方式來鞏固，以善用課堂時間多做些互動性的練習。另外也可運用

相關的網路資源，學習所感興趣的語言內容，如 F2 提到的注音符號： 

 

像有些學生他提到他想學注音符號，可是老師也不可能為了這個學生特別

去教注音符號，那我們可以提供什麼樣的資源，或者可以給他們一個小老

師或是說小 TA。就是說幫助這個學生。（訪談紀錄-F2） 

 

 F2 也贊成多媒體影音的使用，但是需考量是真實語境，還是是為了學習而

製作的。雖然接近日常生活口語的語音資料對於國際學位生而言較有親切感，

然而當中尚須考慮語速以及語言材料規範與否的問題。因此，F2 提出的方法是

從影片中抓取情境，學習者藉此練習句型。另外，一些娛樂性較高的影音作

品，也可作為認識文化的材料：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548

121 

 

 

那如果這個假設他今天這個教材的內容是農曆新年好了，那當然正經八百

的新年快樂、祝賀語，之後我就可能會用一些中文的那些影片，或者是一

些文字等等的，可能是比較搞笑型的，比如說我們常常遇到什麼親戚或長

輩會問什麼問題，我們可以怎麼回應，這些比較不正經搞笑的。覺得可以

給學生當作一個笑笑的教材。讓學生了解到原來華人文化裡面有一些很惱

人、很煩人的親戚問題。這也可以讓他們認識華人文化。（訪談紀錄-F2） 

 

(四) 小結 

將上述國際學位生提及的語言學習需求以表格呈現之，結果如下： 

表 4-15 行政人員所觀察之國際學位生學習需求 

項目 

理解教師、行政人員的招呼用語、請求答覆 

理解臺灣人文化上的客氣與客套 

以跨文化視角與臺灣在地、校園文化互動 

具備當面互動的能力 

理解緊急性、重要性的符號 

 

 

表達移動位置交通手段（搭計程車、公車） 

理解日常使用機械的告示音 

課堂用語 

校園行政諮詢用語 

理解校方的中文公告（翻譯性策略） 

理解臺灣常用的手勢、符號、縮略語 

理解臺灣口語中的客氣、禮貌成分 

使用並理解情境中的主題式生詞 

透過電影、音樂學習中文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第三節 學習需求與教材討論 

本節統整上述量化以及質性資料，以檢視共同的學習需求傾向，以及教材

的偏好，並進一步紀錄比較質性與量化資料間，或是不同群體間，學習需求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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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與教材偏好的異同。 

一、 國際學位生學習需求 

根據問卷以及訪談的結果，將各項國際學位生華語學習需求的共識羅列如

下： 

(一) 以聽力理解為主的語言能力需求 

綜合需求問卷中日常生活用語、校園情境用語及專業學科用語的各項學習

需求，可以發現在三個面向中，需要透過「聽懂」來完成的項目，較使用其他

語言能力來完成的項目明顯來得高。而聽力理解的重要性，也一致獲得國際學

位生、教師與行政人員與訪談中的肯定。正如同 T2 所指出的：「因為在外面應

答的時候，大家比較不會設想他是外國人，要講慢一點，或者是要用他聽得懂

的字。」（訪談紀錄-T2）。另外，若是遇上談話對象不具備英語能力時，透過聽

力理解抓取談話中的關鍵內容就顯得特別重要，此時，能運用溝通策略如請求

從速或放慢語速，也是國際學位生理解對話內容的關鍵步驟（F1）。 

相較之下，雖然「說」也被國際學位生普遍認為是重要的技能，然而其重

要性與聽力仍有一點落差。在可能需使用說的情境下，國際學位生可以使用肢

體動作（F2、T2）、表情（T2），甚至是 APP 輔助（S3）來達成目的。另一方

面在學校情境中，確實是使用英文相對友善的環境，不少需解決的語言任務可

以透過英語的口說來完成（T1、T4）。 

另外確實也有其他透過「讀」以及「應用」的零星語言能力需求，其需求

程度的高低因國際學位生華語能力而有所不同。 

(二) 以點餐、購物、移動方向為首的日常生活用語需求 

根據需求問卷的結果，對零起點、初級華語能力的國際學位生而言，日常

生活用語是其首要的語言學習主題需求。各項日常生活用語的項目中，又以點

餐、購物等進行交易的學習需求最為明確。所有的受訪者，都提及了此方面的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548

123 

 

學習需求。不僅只是詢問以及價格，還包含的真實情境中店員可能的詢問

（T3）、多種要採購物品的名稱（S2、T2）。由此可以理解，國際學位生確實有

需要能明確說出欲購買物品的需求，同時能表達自己對菜色、物品內容的個人

需要；內容方面，也須切合實際商店情境下，店員可能會使用的用語。 

其次為表達移動方向，S3、T2 都表達了如何前往何處的學習需求。T3 也

提到國際學位生在叫計程車時有表達的學習需要。即便 T3 同時也表示目前有部

分 APP 可以指定直接前往地點，省去了與司機溝通的功夫。然而一般情況下確

實還是有表達移動方向之學習需求。 

而需求問卷當中被認為最重要的項目如「聽懂注意事項內容」、「聽懂東西

的使用說明」，有 T3 提到電梯以及飲水機的語言，由此足見如注意事項、使用

說明的聽力理解確實有需求。 

 而其他日常生活用語的語言需求，則遍布在食衣住行等日常任務當中，如

回應與朋友的寒暄（S1、S2、S3）、與房東溝通（S4）、與臺灣室友溝通（T4、

T4）、使用以中文寫成的 APP（T4）、與長者使用臺語等（S4、F2）。 

(三) 課室用語、行政諮詢等校園情境用語需求 

校園情境用語對國際學位生而言，還是有相當高的重要性。可以發現需求

問卷中，被認為較為重要的項目，如「聽懂並回應師長課堂外詢問和問候」、

「聽懂師長課堂上詢問的問題」、「看懂學校的公告」、「看懂學校的郵件和活動

通知」、「聽懂學校行政人員的中文說明」、「聽懂同學的課業協助或是說明」及

「以中文與行政人員詢問相關事務」，確實透過與國際學位生、教師、行政人員

的訪談中呈現需求。 

當中明顯的需求都是與回應師長有關。除了以中文校教師提出請求外

（F1），正如同 T2、T4 的訪談中提到，需要使用更正式的人稱代詞，如

「您」，來與師長互動溝通。 

「看懂學校的公告」方面，則有 S3 提到應變緊急情況的語言，如如宿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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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實驗室的公告，甚至是宿舍的中文廣播。而 F1 則是提到「一些只有中文

呈現的告示，比方說禁止到溪水遊玩這種，比較屬於緊急性的、重要性的」（訪

談紀錄-F1）。T3、T4、F1、F2 都提到了「聽懂學校行政人員的中文說明」，包

含能夠使用中文，處理選課、修課、繳費、註冊等事宜。另外 F2 也提到，希望

國際學位生能夠理解其待辦項目的中文說法以及校園中的場景，也就是說，若

國際學位生對於要辦的事項名稱、或是對口、校園建築物名稱有所熟悉的話，

可以有效減少在行政諮詢上面，因為語言障礙而造成的阻力。 

 除了需求問卷所列出的校園情境用語項目之外，受訪者們也提出了各項使

用中文的校園情境。如能透過自我介紹，說明自己的名字、學制與專業（S2、

F1），此確實與課堂中的口語表達情境息息相關（F1）。此外還有課堂用語

（T2）能聽懂宣達課堂規則及要求等攸關學習權益的關鍵詞（T2、T4、F1）。 

(四) 透過專有名詞列表輔助專業學科用語需求 

如同需求問卷的結果，對照日常生活用語以及校園情境用語，專業學科用

語對零起點、初級程度學位生而言，沒那麼明顯的學習需求。此現象可以反映

在國際學位生的專業學科課程，可能以英語授課（S1、S2）或是以中英並陳的

方式呈現（S3、F1）之現象上。然而，對於華語程度較高，或是其教師以中文

授課的國際學位生而言，專業學科用語還是有其需求市場。特別是在該領域當

中之專有名詞理解上，透過聽力捉取關鍵詞彙，可以有效限縮理解預測的範

圍，減少消耗注意力（F1）。如同 S4 所表示，因為參與一些非政府組織的活

動，他需要熟悉關於他專業領域的關鍵詞彙像像是氣候變遷、暖化等。因此，

關於這些專業術語的協助，可以使用 T4 所提到的，藉由於該專業領域的教師合

作，擬定一份專業生詞表。如此一來便可透過華語課程，由教師輔助其銜接專

業學科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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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預備教材編寫建議 

根據訪談的結果，可以發現所有受訪談的教師以及行政人員，都贊成情境

式的教材是最理想的。此概念與 Drake （1993）學科的統整需透過接觸真實世

界的統整途徑（the real-world approach），強調知識是要放在一個文化或實際生

活中，並加以全球的觀點來探索之概念不謀而合。可以透過文化情境的方式切

入（F1），從情境中進行對話練習（T1、T4、F1、F2），並透過主題式生詞的補

充（T2），讓學習者在情境中自然就能說出應使用的句子（T3）。透過熟悉該情

境的語言，進一步鼓勵國際學位生應用於周遭的情境，以建立其學習中文的信

心（T4、F1）。因此，依據上一段落所指出的各項學習需求，提供相關的主題

式生詞，引導國際學位生進行該情境下的句型操練，因為最理想的教材編輯方

式。而情境的塑造，可透過提供場景及對象，或是善用圖示來暗示（T1、

T2）。 

而教材中訓練的語言能力，除了聽力理解為主外，還可加強口語語音的表

達。如 S1、S3、F1、F2 表示，中文當中的聲調、發音，確實是學習者的一大

學習難點。對此，教材中可善用 CD、APP、錄音（F1、F2）等形式，協助國際

學位生練習發音。 

如 S2 與 S4 表示，文法練習及其說明，對國際學位生而言確實，有其重要

性。至於所使用的輔助語言，根據需求問卷調查的結果，主要以英語作為輔助

語言對於國際學位生而言，是比較有效率的方式，同時也可避免因多塞其他語

言而影響教材編排的問題（F2）。然而，使用英語說明必須注意可讀性，除了因

為對很多國際學位生而言，英語可能也是其第二甚至第三外語（T4），因此要

注意在英語說明中，是否置入了過多的專有名詞或術語（T3），以免徒增讀者

的困擾。因此，對於華語程度較高的國際學位生，不妨使用圖示，或是以中中

解釋的形式說明（T3、F2）。 

在教材中，亦可善用辭典（S3）、APP 等相關多媒體資源，來穩固事實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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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知識，如語法詞彙等等。透過這樣的學生自主練習形式，可以將華語的課

堂時間，挪出更多時間用以進行高互動性的練習，如對話情境演練等（F1）。 

而在其他多媒體資源的使用上，可善用歌曲影片等多媒體資源。這些對於

國際學位生，如 S2 與 S4 而言，除了可增強輸入，同時也能穩固國際學位生學

習華語的興趣以及動機。T4 與 F2 表示也可透過影音資源，提供出情境，讓國

際學位生可以練習當中的句型或對話。然而如 F2 提到的，影音學習資源的選

材，需考量其為規範性的還是生活化導向的語言內容。其選材還需教材編寫者

的考量。T3 也考量了口語化的語言內容入教材的議題。T3 並不提倡將非常臺

式的口語放入正式的教材中，但是如果作為補充或其他輔助型式，或許可以提

升教材的趣味性。 

此外，教材的編寫得以以國際學位生的學習動能為考量。如 T4 與 F1 提

及，國際學位生華語的表達，能提升其對於所處環境的認識與認同。因此，我

透過教材可以給予國際學位生學習華語的興趣與信心是最理想的。如 S1 所提

及，期待能透過教材給予學習者目標及願景，並能夠讓學習者於學習受挫時，

能重拾學習中文的興趣與毅力。 

最後，華語文的學習不僅止於語言知識、技能的追求，而應將「培養學生

的華語文跨文化溝通素養」，納入全盤性思考與規劃，以拓展華語課程於高等教

育中的深度與廣度。此外，也應更重視華語課程在高教「在地國際化」中所扮

演的角色，不僅國際生需提升華語文跨文化溝通素養，以適應臺灣高教環境，

校內師生面對校園國際化的跨文化衝擊，亦需有相關機制來培養其跨文化教學

與學習的素養，以回應國際學生所帶來的多元語言與文化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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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預備校園華語教材編寫原則與示例 

根據第四章需求分析的結果，可以發現國際學位生確實需要更具針對性的

學習輔助，以回應其在聽力理解、日常生活用語校園溝通用語以及專業學科用

語上的需求。依據國際學位生學時有限、華語使用與生活情境密切相關等學習

特質條件，提供有高針對性的教材作為學習輔助確實重要。因此本章開始根據

前一章需求分析的結果，以自語言面實質提供國際學位生生活以及學習輔助為

目標，給定教材編寫的方向原則，並提出其中一課作為實踐範例。 

本章內容分為二節：第一節為教材編寫的方向原則，根據前一章的需求分

析結果，研究者提出數項作為國際學位生校園預備華語教材編寫準則之項目，

作為教材編寫之參考。第二節為教材單課範例，透過給定主題的教材內容呈

現，提供符合國際學位生學習需求的學習內容，並將第一節所提及之編寫方向

付諸實現。 

 

第一節 預備校園華語教材編寫原則 

透過本研究實施之問卷與訪談，根據所呈現之量化與質性結果，研究者在

此針對適用於國際生的預備華語教材，提出以下七項應具備之特點，作為預備

校園華語教材編寫方向之建議：  

一、 簡潔性 

即教材須具備情境主題、學習者學時短、任務目標導向等特徵。根據本研

究調查結果，可以明確發現正式學制的國際學位生不同於以學習華語為目的而

來臺的華語生，其課程學習型態普遍具有混程度、低時數、跨文化、跨學科等

高異質性的特質，與黃雅英（2020）的研究調查結果一致。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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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量國際學位生尚需負擔專業學科知識之學習，必須利用極為有限的時

間，習得中文並藉此達成校園生活中的語言任務，具備簡短、語言材料份量適

中、情境主題單元式的華語學習教材，對國際學位生而言是更合適的。在此一

前提下，一般性教材所強調的螺旋性架構，以及生詞、語法結構的複現率，對

於此類型的專門教材而言，並不是那麼具急切性的要素。透過每一單元給定的

情境任務，使國際學位生能直接在該情境中透過每一單元給定的情境任務，使

國際學位生能直接在該情境中順利應對並使用中文。此外，若教材的單元規劃

與進度，能夠與預備課程、甚至是學分型華語課程的課程架構、學習時數相吻

合，更能使國際學位生的華語學習，在課程的推進助力下而更有效率。 

二、 針對性 

即教材需針對給定國際學位生的生活環境與學習背景客製化。有鑑於不同

高教機構、不同專業學科背景，甚至不同學習群體的華語使用背景與目標不盡

相同，需要針對目標的國際學位生的實際生活環境、需求專業領域編寫華語預

備教材。以生活環境而言，可於學習材料中，帶入實際生活常接觸之場景如行

政大樓、校門口；又如帶入高相關性之生活任務，如領錢、期限、交報告等，

透過此方法建立語言與生活實情之連結，同時也可藉此加強國際學位生與所屬

環境之理解與歸屬感。專業學科用語作為教學材料時，也需考量目標的國際學

位生專業背景為何，以藉此提供課堂間能抓取理解的關鍵詞彙。這些都需仰賴

確實的需求分析調查，你確保教學內容與實際使用間的落差，能夠降至最小。 

三、 真實性 

即教材需提供規範且自然，合乎真實使用情境跟語言材料。由於國際學位

生的華語學習為任務導向，因此，所需具備的是能夠直接面對與應對真實華語

使用情形的能力。在此前提下，國際學位生需要的華語學習內容，是以規範但

是自然的真實語言材料為佳。相較之下，若單純以熟悉句型架構為本之教材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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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對國際學位生而言可能稍微緩不濟急，同時難保其能夠在句型與真實情境

應用間建立連接。另外，如日常生活用語、校園溝通用語、專業學科用語等各

主題間，在真實的使用情形下，各使用情境也很難有非常清楚明確的區分，若

刻意的去切割各個主題，除了導致語言材料的不自然，也限縮了國際學位生實

際應用發展的空間。因此，使國際學位生能夠坦然應對帶有非語言性質干擾的

真實語言使用情形，也會是教材設計的目標之一。 

四、 目標多元性 

即教材中的各項學習目標難易度須依據需求程度而有所不同。以本研究結

果為例，可以發現國際學位生在聽力理解上有明顯的需求，相當大一個原因是

其受到其他輔助策略的取代性，相對其他語言技能而言低上許多。因此，針對

不同主題、不同情境、不同語言能力，其任務目標要求，應有所不同。以語言

能力為例，聽力理解的學習目標應較其他語言項目（如：讀、寫）來得多。而

同樣是聽力理解；針對日常生活用語與專業學科用語的理解程度目標要求，也

應該有高低之分。再以詞彙為例：教材中呈現的生詞，應有「能自主產出並運

用的生詞」、「在輔助下能理解並運用的生詞」以及「能理解的生詞」之區隔，

除了使學習目標而更加明確，同時能夠將國際學位生的學習投入，做最有效率

的分配。 

五、 易讀性 

即教材的呈現與說明方式須使國際學位生容易理解。根據本研究分析，教

材所呈現之說明，確實明顯影響國際學位生之華語學習成效。依本研究中進行

的問卷分析為例，對國際學位生而言，英語的輔助說明是較被接受的呈現方

式。因此，教材中的編排、說明、輔助語言之使用，除須依使用目標對象慎選

語言外，同時須兼顧是否參雜過於生澀的術語或說明形式。以英語為例，對國

際學位生而言可能也是其第二或是第三語言；即便是母語人士，對於過於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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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說明，恐怕也因不符合其使用習慣而無法理解。據此，善用圖示、簡明的說

明語言，能讓國際學位生甚至自學都可以使用，會是最理想的形式。 

六、 策略性 

即教材需能夠以輔助國際學位生完成溝通任務為目標給予指引。對國際學

位生而言，學習華語無非是為了解決生活中的各項任務。因此，為達成有效的

溝通，華語不應是為單一的溝通媒介，其中尚包含的肢體語言、表情行為、行

為，甚至是溝通策略以及資源輔助。因此，國際學位生的預備華語教材，上應

包含輔助其達成語言任務之角色。可以透過跨文化溝通的角度，藉由教材提供

合適的肢體語言、表現動作來達成溝通目的。甚至藉由導引國際學位生，善用

請求重述、放緩語速、替換用詞，乃至透過翻譯性應用程式完成溝通，也是教

材可以提供給國際學位生的有力工具。 

根據國際學位生的訪談中，研究者彙整出普遍國際學位生較為需要且可廣

泛利用的溝通策略如下列數項： 

1. 請求重述、放慢語速 

2. 語碼替代，如：「請問可以說英語/其他外語嗎？」 

3. 確認，如重述或是詢問：「是嗎？」、「對不對」 

4. 迴避，如：「我不太懂」、「我不太會說中文」 

5. 肢體語言，如表情、手勢、動作 

6. 物品輔助：如使用手機、實物指涉或是示意 

七、 延伸性 

即教材需能提供國際學位生鞏固事實性語言知識與額外學習的資源。根據

本研究中對相關行政人員之訪談結果，受訪者一致認為再學習時數非常限縮的

條件下，真正能夠使國際學位生華語能力大幅要生的關鍵，除了課堂中的學習

外，還需要課堂外自主對於華語學習的投入。有鑑於此，理想的預備校園華語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548

131 

 

教材，需能提供國際學位生進一步加深加廣學習的門路。這些門路，包含了強

化如詞彙、句型等知識性語言資訊的應用程式、提供發音模範的音檔或軟體、

與學習目標情境相關的影音資源。同時，透過教材所提供的資源，同時達到了

篩選相關學習資源適切與否的目標，包含是否確實符合生活情境、是否過度口

語或是有不規範的內容等。另外，相關的學習資源，若兼具生活化、實用、具

趣味性等特質，將可以額外帶來提升國際學位生華語學習興趣，同時與在地的

人事物等，自文化面產生連結，進而達到將語言與文化共融學習的效果。 

在上述七項原則下，期盼國際學位生能透過教材，習得規範且合乎真實使

用情形對華語內容，藉此應用於生活中，降低其在各情境中，因溝通困難導致

者衝擊與不適感。 

 

 

第二節 預備校園華語教材架構與示例 

本節根據上節所述之編寫原則，以需求分析結果為基礎，規劃「預備課程

校園華語教材」課程架構與單課範例編寫。 

一、 預備校園華語教材課程架構 

根據本研究第四章需求分析之結果，研究者考量國際學位生得以消化的語

言教學內容份量之條件下，選擇出 5 個最具重要性、急切性的主題，其主題、

教學內容、文化與適應議題，彙整預備課程校園華語教材課程架構如後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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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預備課程之校園華語教材課程架構規劃 

主題 語言學習目標 文化與適應內容 

課堂華語 -能以中文進行簡單自我介紹 

-能以恰當的簡單口語與師長互動 

-能大致理解課堂規範詞彙與課堂

用語 

-能使用中文打招呼或簡單寒暄 

-臺灣的打招呼習慣 

-課堂文化與規約 

點餐華語 -能以簡單中文完成點餐 

-透過尋找關鍵字大約理解菜單內

容 

-能大致理解並回應店員的詢問 

-能大致陳述自己的飲食需求 

-臺灣常見的稱呼方式 

-臺灣的飲食差異與習慣 

-指示輔助溝通策略 

移動華語 -能指出自己的前往方向 

-能針對位置或是移動手段請求協

助 

-能大致理解方向與位置的說明 

-臺灣的大眾交通模式 

-交通查詢系統使用 

購物華語 -能正確指出自己的需求項目 

-能大致理解店員對商品的說明 

-能大致理解並使用以中文作成的

APP 

-臺語 

-臺灣的消費模式（折扣、會

員制等） 

-提問與確認溝通策略 

校內華語 -能在輔助下完成行政溝通 

-能大致理解校園標示、標語、通

知的內容 

-能大致理解校園常用機械器具的

說明語音 

-校園場館與場景 

-行政諮詢流程與方法 

-校園與實驗室規約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根據上述課程架構，有鑑於量化調查結果、國際學位生、教師、行政人員

的質性訪談結果中，一致指出點餐的需求對於國際學位生的重要性、必要性與

急切性。因此，研究者於本文中，選擇以「在校園周遭購買食物」為主題之點

餐華語單元為例，提供單課的編寫實踐案例，並於示例頁面後，輔以七個編寫

原則的呈現方式於下款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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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預備校園華語教材編寫示例 

以前述需求分析結果、課程架構安排為基礎，以「在校園周遭購買食物」

為主題，提供教材單科編寫示例。考量點餐確實為國際學位生求學生活中初步

生活適應階段就必須面對的任務，同時牽涉大量相關詞彙、文化差異，甚至個

人禁忌等議題。雖然坊間已有不少華語教學先進，推出了幾個版本的成套教

材，當中當然也包含談及點餐情境的語言教學內容。相關體例與情境的建置相

當完整，生詞、語法的教學也相當豐富；然而，若用於需求急切、教學時數短

的預備課程校園華語教學當中，難免鞭長莫及，即便直接從中篩揀教學材料，

也可能因不及按照該教材其編纂大意逐步教學，導致國際學位生因在學習上無

法妥善銜接而感到困難。另外，提供校園周邊的真實情境、以及實際語言使用

的現況，確實能夠對國際學位生與應用上提供幫助，足見以情境高度密切的點

餐為題教學內容確實有其價值所在。 

以下呈現當課之內容範例。為配合版面安排，並呈現所對應之編寫目標，

編寫示例呈現以段落為區隔，範圍為半頁至一頁不等。原始頁面之縮放難免導

致頁面模糊，然真實呈現情形中，學習者可清晰閱讀每個文字與圖片。為輔助

學習者建立個別漢字與讀音之間之連結，教材中之拼音標記以音節/字為單位。

符合目標部分於下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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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頁內容符合針對性，提供該校國際學位生符合實際校園生活時場景的

素材。本業同時呈現公開之招牌以及商標，目的在於協助國際學位生，在對於

不同字體、大小、排列方式的漢字時，其閱讀的困擾能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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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此頁提供生詞，包含臺灣常見的主餐，如飯、麵；以及肉品種類和普遍

較容易不被接受的佐料，這些項目在臺灣相當常見、容易取得，且容易牽涉國

際學位生的飲食習慣或禁忌，因此確實符合國際學位生的學習需求。由於如麵

湯等，真實圖像可能因訊息過多，容易產生干擾；而肉品若是直接呈現真實圖

像，也較難你區別或是與形象產生連結，在此為符合易讀性而使用了插圖或是

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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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頁以國際學位生中人數比例相當高的穆斯林為題，提供相關飲食禁忌

的說法，共符合以下三項編寫目標： 

 （1）簡潔性：提供份量適中的語言材料，以最簡短、最容易習得的句式寫

成。 

 （2）針對性：根據學生背景，提供實用的語言內容。 

 （3）策略性：直接協助學生解決點餐溝通任務。 

 雖就語境而言，甚少直接出現「我是穆斯林」的使用情形，然而為避免過

多的干擾或非必要的學習材料，不另外設定說話者之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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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此部分以練習形式呈現點餐中的真實語言材料，示意圖由研究者攝於目

的校園鄰近商圈的泰式料理店。並提供真實音檔作為聽力理解練習材料。對話

文本於後頁呈現（內文於下）。本頁共符合以下編寫目標： 

 （1）針對性：提供與符合學生生活環境與聽力需求目標的學習材料。 

 （2）真實性：自然且真實使用的對話內容。 

 （3）簡潔性：以情境為軸提供對話。 

 （4）延伸性：提供真實音檔與知識性語言內容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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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配合前頁的真實點餐內容，教材於下方補充溝通技巧，具策略性，目的

在於輔助國際學位生在有限的華語能力下，能夠運用策略，以最簡單的中文達

成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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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上頁教材內容則運用具真實性與針對性文化知識的補充，使國際學位生

得以認識臺灣人互動的策略，而進一步透過與自身文化的比較，使國際學位生

具備跨文化的視野，能更有彈性的運用情境溝通策略在與當地人的互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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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上頁教材內容則是使用另一間目的校園周邊的餐飲商家菜單作為閱讀練

習的真實材料。除了真實性以外，此部分主要目標符合教材的目標多樣性與策

略性。有鑑於國際學位生在經歷過目前的學習後，應可識讀菜單上的部分文

字，進而藉此判斷菜單上的品項大略內容。因此，使學習者能夠透過關鍵字的

識讀掌握核心概念，是為此部分學習者得以使用的策略。又，相較於聽跟說，

針對閱讀部分學習者僅須掌握較為基礎的認讀即可，此即呈現了目標多元性針

對不同型態的任務設定相對應能力目標的精神。 

本研究中所指出的七個預備校園華語編寫方向，應用於上頁示例當中之展

現統整如下所述： 

(一) 簡潔性 

考量此階段的學習者多為華語初學者，且能利用的華語學習時數較為有

限，本課以點餐主題為題出發，而非如普遍流通的結構性教材以詞彙和語法結

構為基礎。因此，所學的課程內容，主要以食物名稱、與點餐相關之名詞

（如：點餐、料理），以及具高度相關性與實用性的句子架構（如：要吃……/

可以吃……/不可以吃……）。課程中所提供之對話文，足以應付點餐時各項基

本需求表達。另外，對於有表達用餐禁忌的學習者，如文中所提及的穆斯林國

際學位生，提供最直接、句型最基礎的用餐禁忌表達方式。本科的內容，得益

於課程中搭配二至三個小時的學時，其語言內容份量，應尚於學習者得以接受

之空間內。期許國際學位生能對於自身的點餐任務，進行最有效、最簡潔的應

答。 

(二) 針對性 

於針對國際學位生的生活環境與學習背景客製化部分，文中所提及的背景

周圍校園內或是鄰近校園的設施。又考量無法接受辣、香菜等；或是有清真、

素食飲食的國際學位生不在少數，透過文中所提供的語言內容，輔助其得以針

對飲食需求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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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真實性 

對於作為華語初學者的國際學位生而言，於教材中呈現過於複雜或過多的

真實語言材料，可能造成學習者的負擔。因此，透過真實菜單作為練習的材

料，等於是國際學位生在教材使用的過程中，感受菜單真實呈現的情形。另

外，相近意思的詞語，可能也有不同的說法，如除了常聽到的「內用」與「外

帶」之外，可能還包含「這裡吃」還是「帶走」等在地的說法。這些內容得以

透過相關輔助資源進一步提供國際學位生理解的門路。另外，本科所提供的語

音資源，可採用母語者以一般語速的簡短對話，以期學習者得以走出教材較為

生硬的框架。 

(四) 目標多元性 

本課所示例之教材，並非以齊頭的方式對聽說讀的能力有齊一的要求。另

外，在詞語方面，亦為提供學習者資源，根據與生活相關的程度，可大略分為

理解者以及能運用者。以第 5 頁所提供的真實菜單材料為例，要求學習者完整

識讀菜單內容，既過於生硬也沒有其必要性。因此，在本任務中，主要的目的

為透過部分漢字的識別，大致抓取其內容，大致找出其飲食的偏好或是禁忌。

在此條件下，國際學位生得予以負擔最小的方式，應用有限但延伸性高的所

學。 

(五) 易讀性 

為使國際學位生容易理解，本教材之排列善用圖示，除了真實環境的相片

之外，亦善用如插圖屋（irasutoya，https://www.irasutoya.com/）等公開無版權

圖庫之美工圖案，既增加學習者閱讀之趣味性，同時便於學習者透過圖像理解

或是記憶。另外，文中的所有語言內容，皆採中英對照，同時使用顏色提示關

鍵詞彙，有助於學習者完整理解其義。除此之外，也確保大小足夠的中文字體

呈現，以一字一音的呈現方式，促進學習者建立漢字與讀音之間的連結。在外

文的輔助上，也力求說明簡單明瞭，避免徒增學習者理解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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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策略性 

教材需能夠以輔助國際學位生完成溝通任務為目標給予指引。以練習任務

為例，本課提供的方法為識讀漢字關鍵詞，促使國際學位生能自當中抓取部分

核心概念。然以溝通策略而言，尚包含相當多非語言的溝通手段，還包含請求

重述、放緩語速、替換用詞等溝通補償方式。以本課而言，策略性的部分確實

尚有強調或是進一步發展的空間。 

(七) 延伸性 

於完整教材的前頁，附有教材內教學內容之相關音檔，除了增加國際學位

生語音方面的輸入，同時回應起對於口語發音穩定性的學習需求。同時，也提

供了相關生詞、句型線上練習之連結，用於穩固其事實性的語言內容。另外，

可透過教材提供真實點餐情形之錄像，或是飲食相關，具有趣味性之影片內

容，除了提升學習者的興趣外，尚提供國際學位生進一步加深加廣學習的門

路。有關延伸性的應用，仍需相關多媒體材料間的互相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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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透過需求分析問卷以及半結構性訪談，試圖找出華語程度零起點與

初級程度的國際學位生，對於校園情境下華語學習的需求為何，以藉此提出教

材編寫的建議。因此，本研究首先於第一說明研究價值、確立研究問題並明確

界定研究範圍；第二章則探討相關文獻，透過汲取專門目的外語、需求分析、

專門目的教材等三項主題的文獻，以尋求本研究員專門目的外語之定位、需求

分析質量行資料的收集與做法、以及專門目的外語教材的編寫原則與流程。第

三章說明研究過程和方法，以明定本研究之操作流程以及資料蒐集之範圍；於

第四章分析並統整本研究所蒐集之質、量化資料，並藉資料所呈現之結果，提

出教材編寫的方向。 

基於一至五章之討論、評估、分析與歸納，本章分為三節，對本研究進行

總結。第一節為研究結論，說明本研究整體過程之發現與心得，並針對第一章

中所設定的研究問題提出回答與解釋。第二節為研究限制，說明本研究進行過

程之限制與困難及其對研究成果之影響。第三節為對未來研究發展方向之建

議，從本研究不足之處及研究者所獲得之啟示出發，以作為其他研究者進行相

關研究之參考。 

 

 

第一節 研究結論 

目前臺灣各大高教機構，仍有相當多基礎華語程度之國際學位生，除了學

業的議題之外，尚有明顯華語學習需求。本文即欲透過提出教材編寫的建議，

提供國際學位生於華語學習上的輔助。本節將針對第一章所提出的兩個待答問

題，提出回應以及解釋：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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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際學位生的華語文學習需求 

根據本文之研究結果，提出以上國際學位生之華語文學習需求： 

(一) 首重聽力理解之語言能力 

根據本文訪談結果，國際學位生有明顯「聽」、「說」語言能力之需求，當

中「說」的語言能力，得以仰賴溝通策略、肢體語言表情的方式輔助。因此，

聽力理解能力對於國際學位生而言，重要性無可替代。若以語言能力區分，國

際學位生尚有其他零星語言能力學習需求，如進行簡單自我介紹、讀懂公告、

使用中文見面之系統等。 

(二) 以點餐、購物、移動方向為首的日常生活用語需求 

與校園生活相關之日常生活用語，為國際學位生的最大宗華語學習需求。

當中又以解決日常生活之語言任務最具重要性，如點餐、購物、搭乘交通工具

等。其他日常生活用語需求，還包含回應日常寒暄、聽懂注意事項和使用說

明、使用臺語等。 

(三) 課室用語、行政諮詢等校園情境用語需求 

校園情境用語也是國際學位生相當重要的華語學習需求，與求學生活息息

相關。當中包含課堂內以及課堂外所使用的華語。課堂內包含課室用語、教師

對課程規則與要求的說明等與學習權益相關的華語。課堂外則包含校園行政諮

詢、對外介紹自身的學習經驗與背景。 

(四) 透過專有名詞列表輔助專業學科用語需求 

專業學科用語雖然需求的急切性不及日常生活用語與校園情境用語，然而

對於華語能力較為進階的國際學位生而言，亦是學習當中必要的一環。專業學

科用語方面主要可以透過提供該領域當中的術語，使國際學位生能較快掌握話

題的核心內容。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548

145 

 

二、 適用於國際學位生的預備校園華語教材編寫方向 

透過本研究實施之問卷與訪談，根據所呈現之量化與質性結果，研究者在

此針對適用於國際生的預備華語教材，提出以下七項應具備之特點，作為預備

校園華語教材編寫方向之建議：  

(一) 簡潔性：國際學位生華語課普遍為低時數的學分課程，教材內容宜簡潔、

好攜帶的手冊形式搭配線上學習軟體為佳。 

(二) 針對性：需針對國際學位生的生活環境與學習背景客製化。 

(三) 真實性：教材需根據學習者使用的真實性以及情境的真實性蒐集適切的語

言材料。 

(四) 目標多元性：教材中的各項學習目標難易度須依據需求程度而有所不同。 

(五) 易讀性：即教材的呈現與說明方式須使國際學位生容易理解。 

(六) 策略性：即教材需能夠以輔助國際學位生完成溝通任務為目標給予指引。 

(七) 延伸性：即教材需能提供國際學位生鞏固事實性語言知識與額外學習的資

源。 

本研究亦根據上述七項原則，編寫以國際學位生為對象的預備校園華語教

材示例。目標在透過教材，習得規範且合乎真實使用情形對華語內容並應用於

生活中，減少因語言所造成生活與學習上的衝擊。 

 

 

第二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囿於人力與環境等因素，難以顧及研究之所有面向。本節謹就「需

求分析」以及「教材編寫」二方面，說明本研究未盡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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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需求分析限制 

於國際學位生方面，本研究共蒐集了 52 筆需求問卷的量化資料、及當中

四筆的深度訪談質性資料。然而，當中受訪者又以東南亞國籍的國際學位生居

多，印尼與越南的國際學位生更佔了大多數。此受訪者比例雖然確實相當反應

了該校的國際學位生組成，但與臺灣其他高教機構相比較，可能不盡然是如此

相似的比例。因此，如果受訪對象能涵蓋更多國籍，乃至擴大樣本數，或許能

更忠實地呈現各高教機構普遍的學位生國籍分布與學習情形。 

本研究也收集了四名教師關於國際學位生華語學習需求的訪談。此四名教

師，都具備華語教學背景，故得以相當準確的指出華語學習者的困境，並得以

以語言教師的角色，提供學位生語言學習、心理建構上的建議。然而對學位生

而言，與其密切接觸的尚有其專業領域的教師，指導教授等。其雖然較難明確

指出國際學位生急切的華語學習需求，不易完全呈現國際學位生在華語學習上

的表現，卻能提供確切實驗室、指導關係、課堂現況的具體描述。透過華語教

師角色與學生間的討論，所理解出的國際學位生專業領域學習輪廓，難免有失

真或是片段、零碎的可能。因此，在人力的允許的條件下，加入專業領域教師

的質性資料，不失為使觀察角度更加廣闊、多元的好方法。 

二、 教材編寫限制 

本研究以需求分析為基礎，提出教材編寫方向與內容選擇的建議，然而國

際學位生為對象所編寫之預備教材，目前仍罕有問世的作品。在相關真實情境

與語料相當有限的條件下，常作為專業教材設計基礎之文本分析，對以國際學

位生為對象所編寫之預備教材來說，便顯得難以執行。於訪談中所呈現需求材

料，單詞或是短句，如何形成具備完整話輪的對話，同時可以呈現出國際學位

生可採用的非語言上的溝通形式、溝通策略。本研究中尚難以完整蒐集。因

此，建構出更完整的互動性語言材料，將為進一步編寫教材提供莫大的助益。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548

147 

 

 

第三節 未來研究方向及建議 

國際學位生的華語學習，由於其急切且持續的需求，將會是相當值得探討

的議題。本研究雖力求將國際學位生的需求分析以其教材編寫方向，進行兼具

信效度的探討與處理，國際生的華語學習，尚有相當多值得探討與後續研究的

議題。在此研究成果之基礎下，本文僅提出三項後續研究方向以及建議： 

一、 國際學位生華語預備課程規劃與教學法 

本研究之研究範圍，界定為校園華語預備教材。然而，欲將教材的功效發

揮至最大值，尤其在國際學位生的華語學習時數相對稀少的條件下，仍須仰賴

完善的課程架構以及教學法，始能引導國際學位生有效率且有系統的學習預備

華語。因此，國際學位生華語預備課程規劃，包含學習目標、課時、期程規

劃；以及其教師將使用何種教學法輔助學生學習，都是相當具備探討價值的議

題。國際學位生的學習華語學習體系，需仰賴後續的研究，持續使教學系統配

套完善。 

二、 專業學科生詞表之開發 

正如同本研究中受訪者教師所提及之專業學科華語學習需求，對於基礎華

語程度的國際學位生而言，透過提供其專業領域常用的專有名詞、術語的列

表，算是相對容易得以銜接與專業學科課程落差的方法。透過掌握專業學科中

的詞彙，國際學位生較能從教師中文的講述中，抓取到關鍵詞，使其能限縮預

測聽力理解內容的範圍，讓國際學位生於課堂中比較能進入狀況。然而，這項

工程仰賴跨領域間之合作。同時，不同的學位生間，也有不同的專業領域。因

此，若在某一專業領域之國際學位生華語學習有明顯需求的條件下，嘗試透過

該領域專家提供常用術語，經由華語教師彙整後，於華語課堂中協助國際學位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548

148 

 

生習得，想必對國際學位生在其專業領域課堂上的學習，能夠有更高程度的參

與。同時，更可作為發展該專業領域華語之基礎。 

三、 預備校園華語教師手冊與多媒體學習資源 

本研究所界定之教材範圍，是為教材本體。然而廣義的教材，尚包含如練

習別冊、教師手冊，與其他多媒體輔助等。愈完善的教材系統，愈能教材在使

用時，教師得以有所依據，並根據現有條件，選擇並利用相關的學習資源。而

多媒體學習資源部分，猶如本研究中受訪行政人員之意見，尚需考慮是規範抑

或是生活化、口語的學習材料。因此，若能編制合乎學習者生活環境的多媒體

學習材料，使其難易度適中，且能確實貼近學習者生活情境，才能夠發揮多媒

體資源之最大效能。而在變動如此迅速的未來，這些學習材料都還能持續發揮

其作用。相關多媒體學習材料之開發、媒介、選材，都是非常值得後續研究琢

磨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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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需求分析問卷 

高教國際學位生華語學習需求分析 

Need analysis of degree students’ Mandarin learning. 

 

親愛的同學 您好: 

我是國立政治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的張皓，感謝您協助填答這一份學

術調查問卷。這份問卷主要目的即在了解高教國際學位生華語學習的現有條

件、目標需求及學習需求，以判斷同學們對於華語學習的期待，並作為相關教

材設計的參考。這份問卷沒有標準答案，麻煩您依照自己真實的經驗及想法填

答即可。問卷結果僅做研究上的統計分析，絕對恪守學術倫理的規範，請您安

心填答 

 

指導教授：  黃雅英 博士 

研究生：張皓 

敬上 

 

Dear all,  

I am Chang, Hao from Master’s Program in TCSL, NCCU. I appreciate your taking 

the time to complete the following academic survey. This survey aims to realize 

degree students’ current condition, target needs, and learning needs. We hope to figure 

out Students’ expectations toward Mandarin learning, and providing possible 

suggestions for the arrange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materials. No standard 

answer is set for this survey; thus, please answer it just based on your individual 

experience. I will follow the criterion of academic ethics strictly. The result of this 

survey is just for academic statistical analysis. Please feel free to answer the survey. 

 

Adviser: Dr. Huang, Ya-ying 

Student: Chang, Hao 

 

第一部分 PART Ⅰ  個人基本資訊 personal information 

國籍 Nationality 

＿＿＿＿＿＿＿＿＿＿＿＿＿＿＿＿

＿＿＿＿＿ 

年齡 age 

16-20 /21-25 /26-30 /31-35 /36-40 /41-

45 /over 45 

您的母語 Your mother tongue 您懂的語言 Other language that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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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understand 

＿＿＿＿＿＿＿＿＿＿＿＿＿＿＿＿

＿＿＿＿＿ 
就讀科系 Department 

＿＿＿＿＿＿＿＿＿＿＿＿＿＿＿＿＿＿＿＿＿＿＿＿＿ 

就讀年級 grade   □學士   □碩士   □博士  

□一年級 1st year student  

□二年級 2nd year student 

□三年級 3rd year student  

□四年級 4th year student  

□五年級及以上 5th year and above student 

就讀現在的系所以前，學習華語的地點及時間    

When and where did you learn Mandarin before entering the current 

department? 

□臺灣: ________年________個月，學習□繁體字 □簡體字 

In Taiwan: ____year(s)____month(s),  

learned traditional characters/ simplified characters 

□中國:________年________個月，學習□繁體字 □簡體字 

In mainland China: ____year(s)____month(s),  

learned traditional characters/ simplified characters 

□自己的國家:________年________個月，學習□繁體字 □簡體字 

In your own country: ____year(s)____month(s),  

learned traditional characters/ simplified characters 

□其他地方:________年________個月，學習□繁體字 □簡體字 

In other places: ____year(s)____month(s),  

learned traditional characters/ simplified characters 

您目前修習的專業課程，教師以哪一種方式上課？ 

How do lecturers give lessons in your current professional courses? 

□英文教科書+中文 PPT+中文講授，哪些科目？ 

English textbooks and Mandarin slides, Mandarin lecture subject: 

□英文教科書+英文 PPT+英文講授，哪些科目？ 

English textbooks and English slides, English lecture subject: 

□英文教科書+英文 PPT+中文講授，哪些科目？ 

English textbooks and English slides, Mandarin lecture subject: 

□中文教科書+中文 PPT+中文講授，哪些科目？ 

Mandarin textbooks and Mandarin slides, Mandarin lecture subject: 

 

第二部分 PART Ⅱ  技能需求 needs of skills 
A. 此部分目的在了解您目前的語言技能、強項與弱點。您認為您的各項語言能

力為何？請以數字標記，欠佳(1)-極佳(5) 

The purpose of this section is to understand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your 

current language skills. How do you think of your language skills? Please mark 

with numbers, poor (1) - excellen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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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華語文能力(聽說讀寫 翻譯)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writing, and translation 

您認為您的華語聽力理解能力如何？ 

How do you think of your Mandarin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ability? 

 

您認為您的華語閱讀理解能力如何？ 

How do you think of your Mandarin reading comprehension ability? 

 

您認為您的華語口語發音能力如何？ 

How do you think of your Mandarin pronunciation ability? 

 

您認為您的華語口語表達能力如何？ 

How do you think of your Mandarin oral expressing ability? 

 

您認為您的華語漢字書寫能力如何？ 

How do you think of your Mandarin character handwriting ability? 

 

您認為您的華語寫作能力如何？ 

How do you think of your Mandarin integrate writing ability? 

 

 

(B)對華人社會文化的理解(語用文化、知識文化、語言結構文化)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social culture (pragmatic culture, knowledge culture, culture 

of language structure) 

您認為您對於校園文化的理解能力如何？ 

How do you think of your ability to understand campus culture? 

 

您認為您對於課堂文化的理解能力如何？ 

do you think of your ability to understand the classroom culture? 

 

您認為您對於研究室/實驗室文化規約的理解能力如何？ 

How do you think of your ability to understand the convention culture in 

lab? 

 

您認為您對於同儕互動文化的理解能力如何？ 

How do you think of your ability to understand culture of interaction 

between peers? 

 

您認為您對於校園行政諮詢的理解能力如何？ 

How do you think of your ability to understand campus administrative 

consulting? 

 

 

B. 此部分目的在了解您認為以下各項語言能力的重要性為何？請以數字標記，

非常不同意(1)-非常同意(5) 

The purpose of this section is to understand that how do you think of the 

importance of following language skills? Please mark with numbers, not agree at 

all (1) - extremely agree (5) 

(A)華語文能力(聽說讀寫 翻譯)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writing, and translation 

我認為華語聽力理解能力很重要？ 

I think that the ability of Mandarin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is important. 

 

我認為華語閱讀理解能力很重要？ 

I think that the ability of Mandarin reading comprehension is important. 

 

我認為華語口語發音能力很重要？ 

I think that the ability of Mandarin pronunciation comprehension is 

important. 

 

我認為華語口語表達能力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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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think that the ability of Mandarin oral expressing comprehension is 

important. 

我認為華語漢字書寫能力很重要？ 

I think that the ability of Mandarin character handwriting comprehension 

is important. 

 

我認為華語寫作能力很重要？ 

I think that the ability of Mandarin integrate writing comprehension is 

important. 

 

 

(B)對華人社會文化的理解(語用文化、知識文化、語言結構文化)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social culture (pragmatic culture, knowledge culture, culture 

of language structure) 

我認為對於校園文化的理解能力很重要？ 

I think that ability to understand campus culture is important.  

 

我認為對於課堂文化的理解能力很重要？ 

I think that ability to understand the classroom culture is important. 

 

我認為對於研究室/實驗室文化規約的理解能力很重要？ 

I think that ability to understand the convention culture in lab? is 

important. 

 

我認為對於同儕互動文化的理解能力很重要？ 

I think that ability to understand culture of interaction between peers 

important. 

 

我認為對於校園行政諮詢的理解能力很重要？ 

I think that ability to understand campus administrative consulting is 

important. 

 

 

 

第三部分 PART Ⅲ  主題需求 needs of topics 
此部分在了解學位生為順利完成學業所需要的用語與主題，及其在目標情境中

所需的語言交際能力，您認為以下各項語言能力的重要性為何？請以數字標

記，非常不同意(1)-非常同意(5) 

The purpose of this section is to understand the language and topic that is 

required to acquire degree, and the communicational ability in target situations.  

How do you think of the importance of following language skills? Please mark 

with numbers, not agree at all (1) - extremely agree (5) 

A.日常生活用語(生存華語、食衣住行育樂)  Daily life language (survival Chinese, 

food, clothing, living and recreation) 

我認為能聽懂東西的使用說明很重要 

I think that being able to understand the instructions for using things by 

listening is important. 

 

我認為能聽懂朋友詢問問題內容很重要 

I think that being able to understand the content of friends’ question by 

listening is important. 

 

我認為能聽懂注意事項內容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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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think that being able to understand the content of cautions by listening is 

important. 

我認為能看懂菜單、目錄的關鍵字很重要 

I think that being able to read the keywords of menus and table of contents is 

important. 

 

我認為能看懂生活中的中文標語與指示很重要 

I think that being able to read the Chinese slogans and instructions in life is 

important. 

 

我認為能看懂通知、文章的關鍵字很重要 

I think that being able to read the keywords of the notifications and articles is 

important. 

 

我認為能以簡單中文介紹自己或他人很重要 

I think that being able to introduce yourself or others in simple Chinese is 

important. 

 

我認為能以簡單中文說明並詢問行程和規劃很重要 

I think that being able to explain or ask about the schedule and planning in 

simple Chinese is important. 

 

我認為能以簡單中文說明自己的需要和期待很重要 

I think that being able to explain your needs and expectations in simple 

Chinese is important. 

 

我認為能以簡單中文問候和關心他人很重要 

I think that being able is to be able to greet and show care to others in simple 

Chinese is important. 

 

我認為能以中文進行簡單的演說很重要 

I think that being able to make simple speeches in Chinese is important. 

 

是否有其它您認為重要的日常生活華語？ 

Any other important ability of daily life language 

＿＿＿＿＿＿＿＿＿＿＿＿＿＿＿＿＿＿＿＿＿＿＿＿＿ 

 

B.學科專業用語  Professional subject language 

我認為能聽懂指導教授以中文講授的學科內容很重要 

I think that being able to understand the subject contents lectured by the 

professor in Chinese is important. 

 

我認為能聽懂同學的中文學術討論內容很重要 

I think that being able to understand the Chinese academic discussion 

content of classmates is important. 

 

我認為能聽懂學科的中文專業術語很重要 

I think that being able to understand the technical terms of the subject in 

Chinese is important. 

 

我認為能看懂實驗室以中文呈現的簡報內容很重要 

I think that being able to read the contents of the lab presentation in Chinese 

is important. 

 

我認為能看懂實驗室的中文標語與指示很重要 

I think that being able to read the Chinese slogans and instructions in the lab 

is important. 

 

我認為能看懂中文學術著作中關鍵內容很重要 

I think that being able to find out and read key contents in Chinese aca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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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ings is important.  

我認為能以簡單中文進行論文報告很重要 

I think that being able to giving an essay presentation in a simple Chinese is 

important. 

 

我認為能以簡單中文製作中文學術簡報很重要 

I think that being able to make academic slides in simple Chinese is 

important. 

 

我認為能以簡單中文說明研究領域很重要 

I think that being able to explain the research field in simple Chinese is 

important. 

 

我認為能以簡單中文說明流程及介紹實驗室很重要 

I think that being able to introduce the lab and instructions of the experiment 

in simple Chinese is important. 

 

是否有其它您認為重要的日常生活華語？ 

Any other important ability of Professional subject language 

＿＿＿＿＿＿＿＿＿＿＿＿＿＿＿＿＿＿＿＿＿＿＿＿＿ 

 

C. 校園溝通用語(與校內各處室場館人員 室友、社團、師生的日常互動)  

Campus communication language (daily interactions with school administrators, 

roommates, clubs, teachers and students) 

我認為能聽懂學校行政人員的中文說明很重要 

I think that being able to understand the Chinese instructions of school 

administrators is important. 

 

我認為能聽懂同學的課業協助或是說明很重要 

I think that being able to understand the school work guidance or explanation 

from the classmates is important. 

 

我認為能聽懂師長課堂上詢問的問題很重要 

I think that being able to understand the questions asked by the teacher in 

class is important. 

 

我認為能聽懂並回應師長課堂外詢問和問候很重要 

I think that being able to understand and respond to the teacher’s inquiries 

and greetings outside the classroom is important. 

 

我認為能看懂學校中文網頁的關鍵字詞很重要 

I think that being able to find out and read keywords in the Chinese webpage 

of the school is important. 

 

我認為能看懂學校場館各式標語很重要 

I think that being able to read various slogans in school venues is important. 

 

我認為能看懂學校的公告很重要 

I think that being able to read the school’s announcement is important. 

 

我認為能看懂學校的郵件和活動通知很重要 

I think that being able to read mails and event notifications from the school is 

important. 

 

我認為能操作中文介面的教學務系統很重要 

I think that being able to manipulate the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administration system is important. 

 

我認為能以中文與行政人員詢問相關事務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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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think that being able to ask for matters in Chinese from school 

administrators face-to-face is important 

我認為能以中文寫信向行政人員詢問相關事務很重要 

I think that being able to ask for matters in Chinese from school 

administrators by writing mails is important. 

 

我認為能以中文詢問並理解課程的流程很重要 

I think that being able to ask about and understand the curriculum planning 

in Chinese is important. 

 

我認為能以中文在學校內進行預約很重要 

I think that being able to make an appointment in school in Chinese is 

important. 

 

我認為能以簡單中文回應同學很重要 

I think that being able to be able to respond to classmates in simple Chinese 

is important. 

 

是否有其它您認為重要的校園溝通華語？ 

Any other important ability of campus communication language 

＿＿＿＿＿＿＿＿＿＿＿＿＿＿＿＿＿＿＿＿＿＿＿＿＿ 

 

第四部分 PART Ⅳ  學習方式需求 needs of learning methods 
此部分在了解學位生以課程、學習方法對於華語能力提升的效果為何？請以數

字標記，非常不同意(1)-非常同意(5) 

The purpose of this section is to understand how is the effort of promoting 

Chinese language ability by courses and study methods.How do you think of the 

importance of following language skills? Please mark with numbers, not agree at 

all (1) - extremely agree (5) 

 

 A.教材設計 the design of learning materials 

我認為教材大量使用我的母語有助於華語學習。I think that the frequent 

usage of my native language in learning materials helps Mandarin language 

learning. 

 

我認為教材大量使用其他外語(英語) 有助於華語學習。I think that the 

frequent usage of other foreign languages (English) in learning materials 

helps Mandarin language learning. 

 

我認為教材僅使用大量華語進行教學有助於華語學習。I think that 

learning materials with only Mandarin help Mandarin language learning. 

 

我認為教材鉅細靡遺地講述語法規則有助於華語學習。I think that the 

learning materials explain grammatical rules detailly help Mandarin learning. 

 

我認為教材提供大量對話練習有助於華語學習。I think that teaching 

materials with a lot of dialogue exercises help Mandarin language learning. 

 

我認為教材提供大量課堂互動有助於華語學習。I think that teaching 

material with a lot of classroom interacting activities help Mandarin 

language learning. 

 

 

B.自學策略  self-studying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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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自主利用網路課程資源學習有助於華語學習。  

I think that using online course resources to do self-learning helps Mandarin 

language learning. 

 

我認為自主利用網路多媒體資源(如：歌曲、影片等)學習有助於華語學

習。 

I think that using online multimedia resources (such as songs, movies, etc.) 

resources to do self-learning helps Mandarin language learning. 

 

我認為透過教材的大量書寫練習有助於華語學習。I think that a lot of 

writing practices provided by learning materials help Mandarin language 

learning. 

 

我認為與華語為母語者語言互動有助於華語學習。 

I think that having language interaction with native Mandarin speakers helps 

Mandarin language learning. 

 

我認為教材中的文化體驗主題有助於華語學習。I think that the cultural 

experience section in learning materials helps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若願意接受後續訪談，請留下您的聯絡方式，感謝您。 

姓名：_________________ 

連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信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f you accept to be interviewed, please leave your contact information. Thank you. 

Name: _________________ 

Phone numb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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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訪談邀請函與訪談大綱 

訪談邀請函 -1 (高教國際學位生用) 

 

親愛的 (欲訪談高教國際學位生之全名) 同學： 

 

  您好，我是國立政治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的張皓。目前正在進行 

高教國際學位生的校園華語教材編寫研究，誠摯地徵求受訪者參與。本研究目

的在透過了解國際學位生的學習背景，以及在校園中的華語使用需求，以了解

具備哪些主題與語言內容的華語教材，得以提供國際學位生華語學習上的輔

助，進而適應在台求學生活。您在台求學期間的生活適應經驗與華語學習意

見，將為本研究提供重要的研究資訊，期待您於百忙之中協助本研究的調查。 

 

  本次訪談時間約 20 至 30 分鐘，訪談過程中，將在您的同意下全程錄影或

錄音，錄製的影音資料僅供學術研究分析使用，未經您的允許，絕不外流。於

訪談過程中，您可拒絕回答任何您不方便回答的問題，也可隨時中止訪談。論

文中，您的姓名將以匿名處理，以保障您的隱私與權利。敬請提供寶貴的意

見。在此，對於您的熱心支持，致上誠摯的感謝，並期盼得到您的回覆！ 

 

敬祝 

  平安、順心 

 

國立政治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 

指導教授  黃雅英 博士   

研究生  張皓 敬上 

連絡電話：0933-101-XXX 

email：haruka.ukulel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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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interviewed students’ full name), 

I am Chang, Hao from Master’s Program in TCSL, NCCU. I am now conducting 

interviews as part of a research study to figure out degree students’ learning 

background, target needs, and learning needs toward Mandarin learning. It will lead to 

providing possible suggestions for the arrange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materials. As a degree student with limited Mandarin learning hours, you are in an 

ideal position to give us valuable first-hand information from your own perspective. 

 

The interview takes about 20 to 30 minutes. The interview will be recorded 

within your allowance. Any audio of the interview will not be released without your 

allowance. During the interview, you can skip any question which you are not willing 

to answer and end up the interview at any moment. Your responses to the questions 

will be kept confidential. Each interview will be assigned a number code to help 

ensure that personal identifiers are not revealed during the analysis and write up of 

findings. If you are willing to participate please suggest a day and time that suits you 

and I'll do my best to be available.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 please do not hesitate to 

ask. 

 

Regards,  

 

Master’s Program in TCSL, NCCU 

Adviser: Prof. Huang, Ya-Ying 

Student: Chang, Hao 

Phone number: 0933-101-XXX 

Email: haruka.ukulel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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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問題大綱 -1 (高教國際學位生用) 

 

主題一：背景   Theme 1: Background 

1. 請問您的來台求學經驗為何？（如：學位別、學科、來台時間等） 

What are your study experiences in Taiwan? (E.g. your degree, major, the time 

arriving at Taiwan, etc.) 

 

2. 請問您的華語學習經驗為何？（如：是否學過華語？在哪裡學？學多久？學

習簡體字還是繁體字、學習拼音還是注音等） 

What are your Mandarin learning experiences? (For example: Have you ever 

learned Mandarin? Where? How long? Learn simplified or traditional characters, 

learn Pinyin or Zhuyin, etc.) 

 

3. 請問在您的專業課程中，有哪些場合或是任務您需要透過使用或是理解中文

完成？ 

In your professional courses, what tasks and occasions require your Mandarin 

speaking and understanding? 

 

4. 請問在您的專業課程中，教師與同儕使用的中文，您可以理解多少比例？您

理解的是哪些內容？ 

In your professional courses, how would you rate the percentages of Mandarin 

spoken by the lecturer and peers that you understand takes part? 

 

5. 請問您在台灣求學時，您需要與那些對象以中文溝通？目的是什麼？ 

With whom do you communicate by Mandarin when you study abroad in Taiwan? 

What is the reason for you to communicate? 

 

6. 請問您對台灣的文化印象，與自己的國家有什麼差異？台灣人的習慣與文

化，曾給您造成那些困擾？ 

How do you think of culture in Taiwan?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of cultures 

between your country and Taiwan? What kind of cultural conflicts have you 

experienced? 

 

 

主題二：使用者經驗   Theme 2: Competence needs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國際學位生普遍對中文的聽、說能力有較多需求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the survey, degree students show more needs toward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and oral ex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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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您需要聽懂哪些以中文表達的內容（如：哪些事/物的使用說明、哪些事/物

的注意事項……）？您採取哪些方法或輔助，協助您聽懂更多？ 

What are the Mandarin contents that you need to understand by listening? For 

example, what kinds of caution or instruction do you need to understand by 

listening? What strategies do you take to help you understand Mandarin better? 

 

8. 您需要以中文口語表達哪些內容（如：表達哪些需要、回應哪些提問、與哪

些人問候語寒暄……）？您是否採取哪些方法或輔助，協助您順利表達？ 

What are the contents that you need to express by Mandarin? For example, what 

are the need you need to express; what questions do you need to respond; whom 

do you need to greet to? What strategies do you take to help you express 

Mandarin better? 

 

9. 您需要認識或是理解哪些台灣人的文化與生活習慣？（如：如何與哪些人相

處、如何融入台灣哪些場所的生活……）？ 

What Taiwanese’ cultural habits do you need to know and realize? For example, 

how to go along with Taiwanese, or how to get used to life on various occasions? 

 

 

主題三：教材輔助學習  Theme 3: Teaching materials assisted learning 

10. 您認為，教材中哪些類型的練習（如：情境對話、句型練習、文化情境引

導），能幫助您在生活中使用華語？ 

In your opinion, what kinds of practicing questions (such as situational 

conversation, sentence patterns drilling and cultural issues simulating, etc.) 

provided in learning materials may help you learn Mandarin? 

 

11. 您認為，有哪些特點（如：多外語輔助、詳細語法說明等）的教材，能幫助

您學習華語？ 

In your opinion, what features (such as multi-language assistance, detailed 

grammar instructions, etc.) provided in learning materials may help you learn 

Mandarin? 

 

12. 您認為，提供哪些輔助資源（如：情境對話、多媒體影音等）的教材，能幫

助您學習華語？ 

In your opinion, what auxiliary resources (such as situational dialogues, 

multimedia audio-visual, etc.) provided in learning materials may help you learn 

Manda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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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邀請函 -2 (教師用) 

 

親愛的 (欲訪談教師之全名與最高職稱) ： 

 

  您好，我是國立政治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的張皓。目前正在進行 

高教國際學位生的校園華語教材編寫研究，誠摯地徵求受訪者參與。本研究目

的在透過了解國際學位生的學習背景，以及在校園中的華語使用需求，以了解

具備哪些主題與語言內容的華語教材，得以提供國際學位生華語學習上的輔

助，進而適應在台求學生活。您對國際學位生的指導經驗以及觀察，將指出國

際學位生關鍵的生活適應與華語學習建議，實為本研究提供重要的研究資訊，

期待您於百忙之中協助本研究的調查。 

 

  本次訪談時間約 20 至 30 分鐘，訪談過程中，將在您的同意下全程錄影或

錄音，錄製的影音資料僅供學術研究分析使用，未經您的允許，絕不外流。於

訪談過程中，您可拒絕回答任何您不方便回答的問題，也可隨時中止訪談。論

文中，您的姓名將以匿名處理，以保障您的隱私與權利。懇請您提供寶貴的意

見。在此，對於您的熱心支持，致上誠摯的感謝，並期盼得到您的回覆！ 

 

敬祝 

  平安、順心 

 

國立政治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 

指導教授  黃雅英 博士   

研究生  張皓 敬上 

連絡電話：0933-101-XXX 

email：haruka.ukulel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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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問題大綱 -2 (教師用) 

 

主題一：背景 

1. 請問您所接觸過的國際學位生，其學習背景為何？（如：學位別、學科、來

台時間等） 

2. 請問在您開設的專業課程中，授課語言、教材、投影片使用的是中文還是英

文？ 

3. 請問您在傳達哪些事情，或是什麼情況下會與國際學位生使用中文？ 

4. 請問您對國際學位生聽、說、讀、寫等能力的期許為何？ 

5. 根據您的經驗，您與所接觸過的國際學位生的文化有什麼印象？與台灣文化

有什麼差異？有過什麼樣文化衝突或衝擊的經驗？ 

 

主題二：觀察者經驗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國際學位生普遍對中文的聽、說能力有較多需求 

6. 根據您的經驗，您認為國際學位生需要聽懂哪些以中文表達的內容（如：哪

些事/物的使用說明、哪些事/物的注意事項……）？國際學位生曾經或是可

以採取哪些方法或輔助，使其更有效地聽懂中文？ 

7. 根據您的經驗，您認為國際學位生需要以中文口語表達哪些內容（如：表達

哪些需要、回應哪些提問、與哪些人問候語寒暄……）？國際學位生曾經或

是可以採取哪些方法或輔助，使其更有效地以中文表達？ 

8. 您會鼓勵國際學位生認識或是理解哪些台灣人的文化與生活習慣（如：如何

與哪些人相處、如何融入台灣哪些場所的生活……）？ 

 

主題三：教材輔助學習： 

9. 您認為，教材中哪些類型的練習（如：情境對話、句型練習、文化情境引

導），能幫助國際學位生在生活中使用華語？ 

10. 您認為，有哪些特點（如：多外語輔助、詳細語法說明等）的教材，能幫助

國際學位生在學習華語？ 

11. 您認為，提供哪些輔助資源（如：情境對話、多媒體影音等）的教材，能幫

助國際學位生學習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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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邀請函 -3 (相關行政人員用) 

 

親愛的 (欲訪談行政人員之全名與最高職稱) ： 

 

  您好，我是國立政治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的張皓。目前正在進行 

高教國際學位生的校園華語教材編寫研究，誠摯地徵求受訪者參與。本研究目

的在透過了解國際學位生的學習背景，以及在校園中的華語使用需求，以了解

具備哪些主題與語言內容的華語教材，得以提供國際學位生華語學習上的輔

助，進而適應在台求學生活。您對國際學位生的相處互動經驗以及觀察，將指

出國際學位生關鍵的生活適應與華語學習建議，實為本研究提供重要的研究資

訊，期待您於百忙之中協助本研究的調查。 

 

  本次訪談時間約 20 至 30 分鐘，訪談過程中，將在您的同意下全程錄影或

錄音，錄製的影音資料僅供學術研究分析使用，未經您的允許，絕不外流。於

訪談過程中，您可拒絕回答任何您不方便回答的問題，也可隨時中止訪談。論

文中，您的姓名將以匿名處理，以保障您的隱私與權利。懇請您提供寶貴的意

見。在此，對於您的熱心支持，致上誠摯的感謝，並期盼得到您的回覆！ 

 

敬祝 

  平安、順心 

 

國立政治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 

指導教授  黃雅英 博士   

研究生  張皓 敬上 

連絡電話：0933-101-XXX 

email：haruka.ukulele@gmail.com 

  

mailto:haruka.ukulel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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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問題大綱 -3 (相關行政人員用) 

 

主題一：背景 

1. 請問您所接觸過的國際學位生，其學習背景為何？（如：學位別、學科、來

台時間等） 

2. 請問您在傳達哪些事情，或是什麼情況下會與國際學位生使用中文？ 

3. 請問您對國際學位生聽、說、讀、寫等能力的期許為何？ 

4. 根據您的經驗，您與所接觸過的國際學位生的文化有什麼印象？與台灣文化

有什麼差異？有過什麼樣文化衝突或衝擊的經驗？ 

 

主題二：觀察者經驗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國際學位生普遍對中文的聽、說能力有較多需求 

5. 根據您的經驗，您認為國際學位生需要聽懂哪些以中文表達的內容（如：哪

些事/物的使用說明、哪些事/物的注意事項……）？國際學位生曾經或是可

以採取哪些方法或輔助，使其更有效地聽懂中文？ 

6. 根據您的經驗，您認為國際學位生需要以中文口語表達哪些內容（如：表達

哪些需要、回應哪些提問、與哪些人問候語寒暄……）？國際學位生曾經或

是可以採取哪些方法或輔助，使其更有效地以中文表達？ 

7. 您會鼓勵國際學位生認識或是理解哪些台灣人的文化與生活習慣（如：如何

與哪些人相處、如何融入台灣哪些場所的生活……）？ 

 

主題三：教材輔助學習： 

8. 您認為，教材中哪些類型的練習（如：情境對話、句型練習、文化情境引

導），能幫助國際學位生在生活中使用華語？ 

9. 您認為，有哪些特點（如：多外語輔助、詳細語法說明等）的教材，能幫助

國際學位生在學習華語？ 

10. 您認為，提供哪些輔助資源（如：情境對話、多媒體影音等）的教材，能幫

助國際學位生學習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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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半結構性訪談大綱初稿 

對象 A. 國際生 

一、背景：學科、語言背景、華語學習經驗(學習場所、簡/繁、拼音/注音)、專

業課程參與 

二、技能需求： 

(一) 語言需求：是否須寫漢字、作文；那些情境需仰賴「讀」 

(二) 華人社會文化：互動對象；生活習慣；行為場合 

三、主題需求： 

(一) 日常：食、衣、住、行、禁忌 

(二) 專業：目前對專業課程的吸收程度、可如何提升課程參與 

(三) 校園：師、生、校互動情形；校園設施與資源使用 

四、教材輔助學習：語言內容包含資訊；參考內容類別；提供額外資源輔助 

 

 

對象 B. 教師 

一、背景：專業科目、與國際生互動、授課情形、國際生專業課程參與 

二、技能需求： 

(一) 語言需求：對國際生華語聽說讀寫的要求 

(二) 華人社會文化：互動模式；生活習慣；行為場合 

三、主題需求： 

(一) 日常：食、衣、住、行、禁忌 

(二) 專業：目前對專業課程的吸收程度、可如何提升課程參與 

(三) 校園：師、生、校互動情形；校園設施與資源使用 

四、教材輔助學習：語言內容包含資訊；參考內容類別；提供額外資源輔助 

 

 

對象 C. 對外高教政策官員 

一、背景：業務範圍、當前目標 

二、現況：華語零起點國際生招生現況、華語學習配套 

三、教材市場：相關教材資源挹注、學習輔助資源開發方向 

四、未來：政策走向、政府與教學單位合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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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研究參與者知情同意書 

非常感謝您參與此研究!以下表格將提供您本研究之相關資訊，希望

能在研究進行前，讓您對此研究有充分的瞭解。若您對此研究有任

何疑問，歡迎您對研究者提問，將為您做詳細的說明。 

研究名稱 

中文：以高教國際學位生為對象之預備校園華語教材編寫研究 

英文：Research into the Compilation of Campus Mandarin Language Material for 

International Degree Stud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所屬單位：國立政治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 

指導教授：  黃雅英 博士         研究生：  張皓  

連絡電話：0933-101-XXX       email：haruka.ukulele@gmail.com 

一﹑研究目的： 

透過問卷調查以及半結構性訪談進行需求分析，分別了解國際學位生的華語學

習現有條件，日常生活、校園溝通、專業學科等目標情境中的語言能力需求以

及學習需求，並以上述需求分析的結果為基礎，編製難易度、內容、任務合乎

學習者實際需求的教材。 

二﹑研究參與者之人數與參與研究相關限制： 

訪談對象（含測試者）為國際學位生 4 人、教師 4 人、相關行政人員 3 至 4

人，共計 11 至 12 人。國際學位生需曾經或正在台灣高教機構以取得正式學位

為目標就學，且在學期間華語程度不高於 CEFR B1 等級。教師須具備教學初/

中階國際學位生之經驗。相關行政人員需基於業務需要，與國際學位生有一定

程度之交流。 

三﹑研究流程： 

由研究者經由線上或是實體其中之一之方式， 與受訪者進行一對一訪談。訪談

時長約 30 分鐘。訪談語言視受訪者需求，使用中文或是英文等其他外語輔

助。 

四﹑研究益處： 

（一）由研究者向受訪者提供每人每次新台幣***元之車馬費，若因受訪者不

便收受金額，由研究者提供等價之語言課程或語言輔助作業。 

（二）相關經驗與意見將作為國際學位生活與學習教材開發之基礎，並協助國

際學位生更快速地適應在台校園生活。 

五﹑研究參與者之保護與補償：  

(一) 本研究依計畫執行，除可預期之不良事件外，若因參與本研究而發生不

良事件或損害，由研究者依法負補償責任。除前述之補償原因與方式

外，本研究不提供其他形式之補償。 

(二) 您簽署本知情同意書後，在法律上的任何權利不會因此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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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機密性：研究者將依法把任何可辨識您的身分之紀錄與您的個人隱私資

料視為機密來處理，不會公開。將來發表研究結果時，您的身份仍將保密。倘

有委外蒐集、處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由研究者確保資料的保密及隱私，並

負監督管理的最終責任。您也瞭解若簽署知情同意書即同意您的原始紀錄可直

接受監測者、稽核者、研究倫理委員會及主管機關檢閱，以確保研究過程與數

據符合相關法律及法規要求；上述人員也承諾，將不會洩漏任何與您身份有關

之資料，絕不違反您的身份之機密性。 

七、研究計畫材料之運用規劃、保存期限及到期後之處理方式：研

究完畢後，訪談記錄音檔與文字紀錄稿將進行封存。未經受訪者之允許，不得

將相關紀錄公開再製與再利用。 

八﹑研究參與者權利： 

(一)如果您研究過程中有任何疑問，可以直接詢問研究人員，亦可與國立政治

大學研究倫理辦公室聯絡請求諮詢，其電話號碼為：(02)29393091 轉

66015。 

(二) 研究者已經向您說明研究相關之最新資訊，並已告知可能影響您繼續參

與研究之意願之所有資訊。 

(三) 研究者已將您簽署之一式兩份同意書其中一份交給您，並已充份說明本

研究之內容。 

九﹑研究之退出與中止：您可自由決定是否參加本研究；研究過程中，您

不需要任何理由，可隨時撤銷同意，退出研究，且不會引起任何不愉快以及任

何不良後果。研究者也可能於必要時中止該研究之進行。 

十、本研究可能衍生之商業利益：無 

十一、簽名 

(一) 研究者已詳細解釋本研究計畫的內容，以及參與本研究可能帶來的益處

與風險。 

研究者/說明人員簽名：張皓 

日期：2021 年 3 月 25 日 

(二) 本人已詳細瞭解上述研究方法及其可能的益處與風險，有關本研究計畫

的疑問，已獲得詳細說明與解釋。本人同意成為此研究計畫的自願研究

參與者。 

研究參與者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同意書版本/日期：1090504/國立政治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