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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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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語文能力基準應用參考指引」的研發 

 

細說從頭…… 

國家教育研究院研發「臺灣華

語文能力基準」（TBCL）與「華

語文能力基準應用參考指引」

（參考指引）的過程。 

2013年

華語文語料庫與

標準體系

2019年

臺灣華語文語料
庫（COCT）與臺
灣華語文能力基
準（TBCL）

2021年

華語文能力基準
應用參考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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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的華語文教學在 2013 年時的情況： 

1. 缺乏大型且持續更新的語料庫。 

2. 缺乏以語料庫研究為基礎而研發的能力指標，以及漢字、詞語、

語法點表等學習內容。 

3. 缺乏能直接為華語教師所用，且結合上述 1、2 點的線上應用系

統，例如教材編輯輔助系統、語義場關聯詞查詢系統等。 

 國家教育研究院在 2013 年至 2019 年的工作： 

1. 建置臺灣華語文語料庫（COCT），包含書面語、口語、華英雙語、

中介語四種語料庫，並持續更新。 

2. 研發臺灣華語文能力基準（TBCL），包含華語文能力指標，以及

漢字表、詞語表、情境詞表、基礎詞彙、類詞綴、語法點表等。 

3. 建置華語文語料庫與能力基準整合應用系統，包含 14 套使用者

可直接使用的線上系統，網址：https://coct.naer.edu.tw/。 

 國家教育研究院在 2020 年至 2022 年的工作： 

1. 持續更新、推廣臺灣華語文語料庫及能力基準，進行相關研究，

並開發新的系統工具。 

2. 研發《華語文能力基準應用參考指引》及《華語文能力基準應用

參考指引—使用手冊》。 

https://coct.naer.edu.tw/
https://coct.naer.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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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BCL 與國際能力基準的比較 

 《華語文能力基準應用參考指引》（簡稱《參考指引》）是以《臺灣

華語文能力基準(Taiwan Benchmarks for the Chinese Language, TBCL)》為基

礎研發的華語文課程綱要。我們先了解 TBCL 包含的內容，在下表的左邊欄

位以黃底標示，而其餘欄位則是與國際能力基準的對照。 

項目 
TBCL 

（臺灣） 
ACTFL 

（美國） 
CEFR 

（歐盟） 

EBCL 
（歐盟 

德語區） 

國際中文教

育中文水平

等級標準 

(中國大陸) 

華語文特性 符合 未針對華語 未針對華語 符合 符合 

能力指標 3 等 7 級 5 等 11 級 3 等 6 級 3 等 12 級 3 等 9 級 

漢字 3,100 字 無 無 部分 3,000 字 

詞語 14,425 詞 部分 部分 部分 11,092 詞 

語法點 496 個 無 無 無 572 個 

基礎詞彙 
1~3 級 

(完整資訊) 
無 無 無 無 

情境分類 1~5 級 部分 A2~B2 A1.1~C1 無 

線上查詢整

合應用系統 
14 套 無 無 無 無 

教材原型  無 無 無 無 

技術報告 完整(5 本) 無 無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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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需要發展《華語文能力基準應用
參考指引》？ 

 既然有了《臺灣華語文能力基準》（TBCL），為何還需要發展《華語文

能力基準應用參考指引》？ 

 使 TBCL 更好、更具體地落實在華語文教學中； 

 與國際語言教學領域對話，分享臺灣華語文教育的成果。 

 

 為了進一步與世界各國分享臺灣華語文教育的成果，國家教育研究院

在 TBCL 基礎上擴充華語文教學的基本理念、課程目標、學習重點及實施方

式等內容，而且也涵納課程、教材、教學、資源、評量五個面向，成為《華

語文能力基準應用參考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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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指引》的架構 

 

基本理念 

課程目標 

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實施要點 

課程發展 教材編選 教學實施 教學資源 學習評量 

附錄 

整 體 表 現  
聆 聽  

口 說  

閱 讀  

寫 作  

翻 譯  
文 化  

漢 字  
詞 語  
語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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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指引》內容說明 

基本理念 本指引的整體理念與願景，指導其他項目的開發與實施。 

課程目標 透過華語文課程的學習過程，希冀學生表現出的學習結果。 

學習重點 由「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兩個向度組成，用以引導課程、

教材及測驗評量等項目的開發，並配合教學加以實踐。 

學習表現 描述學習者從初學到精熟各個學習階段的應知與應能。                                       

學習內容 呈現華語文課程重要、基礎的學習內容，也是達成「學習表現」

各等級描述需要具備的知識。華語文教學機構、教師得依學生

需求與目標將「學習內容」轉化，以發展適性教學。 

實施要點 包含「課程發展」、「教材編選」、「教學實施」、「教學資源」、「學

習評量」五項，旨在提供華語文教學機構、教師、教科書出版

單位等參考應用。 

課程發展 學校、華語文中心等機構在規劃華語文課程時可參考應用。 

教材編選 編輯教材或教科書時可參考應用。 

教學實施 提供教師教學時可應用的具體建議。 

教學資源 說明與本指引「學習表現」、「學習內容」有關的教學、教材、

學生自主學習資源，以落實本指引的「學習內容」並達成「學

習表現」。 

學習評量 說明評量的實施原則與注意事項，及「學習表現」各等級學習
者可報考的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等級，最後提供「學習表

現」與 TOCFL、CEFR、ACTFL Proficiency Guidelines 的等級對照。 

附 錄 包含兩份文件：（一）溝通話題表、（二）本指引「學習表現」

與國際 ACTFL、CEFR 能力指標的等級對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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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指引》的用途有哪些？ 

 我的身份是華語教師 

項目 《參考指引》的用途 本使用手冊的相關說明 

1 

教師能應用《參考指引》了解學習者

的華語程度，也就是學習者能夠做到

的事（can-do）。 

知識篇 1.3。 

2 
教師能應用《參考指引》設定具體明

確的教學目標。 
知識篇 1.3。 

3 
教師能應用《參考指引》設計課程大

綱，編寫教案、教材(講義)。 
實作篇 2.1 至 2.3。 

4 《參考指引》能作為教師備課工具。 知識篇 1.4、工具篇 3.1。 

5 
《參考指引》能作為教師課堂上的教

學工具。 
工具篇 3.2。 

 我的身份是華語學習者 

項目 《參考指引》的用途 本使用手冊的相關說明 

1 
學習者能應用《參考指引》了解自己

的華語程度。 
知識篇 1.3。 

2 
學習者能應用《參考指引》了解學習

進程，並設定具體明確的學習目標。 
知識篇 1.3。 

3 
學習者能應用《參考指引》評估自己

的學習成果。 
實作篇 2.4。 

4 
《參考指引》能作為學習者自主學習

的工具。 
工具篇 3.3。 

5 
《參考指引》能作為學習者準備華語

考試的參考。 
知識篇 1.3 至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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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身份是學校或機構的行政人員 

項目 《參考指引》的用途 本使用手冊的相關說明 

1 
行政人員可清楚標明每項課程的分

級、學習目標及學習內容。 
知識篇 1.3、實作篇 2.1。 

2 
行政人員可設計問卷了解學習者的

學習成效。 
實作篇 2.4。 

3 
行政人員可為課程設定長期的、具

體、清楚的課程目標。 
知識篇 1.2。 

4 
行政人員可協助學習者選擇與其程

度相符的班級，對接新課程。 
知識篇 1.3 至 1.4。 

 我的身份是教材編輯者 

項目 《參考指引》的用途 本使用手冊的相關說明 

1 
教材編者能應用《參考指引》了解學

習者能夠做到的事（can-do）。 
知識篇 1.3。 

2 

教材編者能應用《參考指引》了解每

個等級應掌握的漢字、詞語、語法點

知識，也就是學習者已經會了什麼，

將要學習什麼。 

知識篇 1.4。 

3 
教材編者能應用《參考指引》設定具

體明確的單元(學習)目標。 
知識篇 1.3。 

4 

教材編者能應用《參考指引》編寫教

材內容（確認文本難度、查詢例子、

搭配詞、話題、情境等）。 

工具篇 3.1。 

5 

教材編者能應用《參考指引》提供教

師備課、教學或學習者自主學習可使

用的工具。 

工具篇 3.1 至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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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指引》對華語文教學的助益 

 承前所述，《參考指引》對華語文教學中的課程發展、教材編選、教學

實施、教學資源、測驗評量等方面都能應用，因此不論是華語教師、學習

者、學校或機構的行政人員、教材編者等皆能受益。 

 《參考指引》的主體是「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參考指引》的

內涵透過「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落實在華語教學的課程、教學、教

材等方面，並為世界各地的華語教學提供一致的參考依據。 

 

 

 

 

參考

指引

教材資源

課程

評量 教學

主體 應用

學習
表現

學習
內容

課程

教學

教材

基本
理念

目標

資
源 

評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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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指引》的特色？ 

 

 

《參考指引》完成後，經歷 10 場由專家學者、資深華師提供意見的

諮詢會議，也召開 2 場由國際華師參與的座談會，並多次向教育部

報告進度、成果。經過多次的討論與修訂，《參考指引》是遵循完整

的研究程序且取最大共識下的成果。 

特色 1：研發程序嚴謹完整。 

為方便使用者應用《參考指引》，國家教育研究院開發 4 項配套：1. 

FAQ（12 個常見問題的回復）、2. 使用手冊、3. 華語文語料庫與能

力基準整合應用系統（https://coct.naer.edu.tw/），以及為了促進各

界運用、每年都舉辦的 4. 工作坊與競賽活動。 

特色 2：具有完整配套。 

我們由衷地向參與會議的 39 位專家學者致上最

高謝意與敬意，感謝提供寶貴意見！ 

《參考指引》配套可在此下載：
https://coct.naer.edu.tw/page.jsp?ID=41  

https://coct.naer.edu.tw/page.jsp?ID=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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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理念」是《參考指引》整體的理念與願景，並且指導《參考指

引》其他應用的開發與實施。《參考指引》的基本理念是培養學習者的三種

能力：溝通能力、文化能力、使用華語文學習的能力。溝通能力為聽、說、

讀、寫、譯的傳達溝通技能，華語文課程除了語言知識的學習與技能培養，

更應重視語言的使用。文化能力則是使學習者認識、尊重並欣賞不同國家

的文化內涵，進行跨文化反思，並能在跨國界、跨文化交流展現合宜、得

體的溝通行為。最後，學習者能使用華語文學習各種知識。 

 

 

 

 

 

 

 

 

 

 承上所述，《參考指引》的基本理念是最上位、整體的教學理念，也就

是我們期待學習者藉由華語文的學習，能掌握溝通、文化，以及使用華語

文學習的三種能力，而其他項目例如課程、教學、教材的設計與發展都應

以培養這三種能力為目標。 

溝通能力 

文化能力 

使用華語學習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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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培養這三種能力的過程中，也應提升學習者的學習興趣，涵育積極

的學習態度，使學習者能自主學習，並運用科技進行高效學習，培養以華

語文進行邏輯性思考與論述的能力。   

 

 

 

 

 

 

 

 

 

根據以上的基本理念，我們為華語文課程設定以下 6 個具體、長期的

課程目標。我們期待學習者透過華語文課程的學習，達到以下的學習結果。

學校、華語機構、教師可選擇其中幾點作為華語文課程目標。 

1. 培養華語文聽、說、讀、寫、譯的能力，應用於日常生活溝通。 

2. 提升學習華語文的興趣，並涵育積極的學習態度。 

3. 運用高效的學習方法，強化自學能力，奠定終身學習的基礎。 

4. 了解、尊重與悅納多元文化。 

5. 使用華語文學習各種知識。 

6. 培養以華語文進行邏輯性思考與論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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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指引》中的「學習表現」，就是我們熟知的「華語文能力指標」。

「學習表現」描述學習者從初學到精熟的各個學習階段，所具備的

華語知識與技能。 

什麼是學習表現？ 

國家教育研究院的華語文能力指標包含聽、說、讀、寫、譯、文化

的表現指標，共分為三等七級。「三等」為「基礎」、「進階」、「精熟」，

七級為「1 級」至「7 級」，其中「基礎」包含 1 至 3 級，「進階」包

含 4、5 級，「精熟」包含 6、7 級。考量翻譯需要綜合多種技能，將

其等級設定為第 3 至 7 級。 

學習表現分為幾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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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需要學習表現？ 

「學習表現」描述華語學習者在各個學習階段的應知與應能，為何

華語文教學需要這樣的表現描述？第一，學習表現使我們能客觀地

掌握學習者的華語程度，也能明確知道要進展到下一個階段，需要

達到哪些具體的學習目標。第二，學習表現提供一個共同的基礎，

使在世界各地不同機構的華語學習者，能相互理解、分享華語文的

學習過程與結果。 

能

聽

懂

數

字

、

價

錢

、

時

間

。 

能

聽

懂

以

短

句

宣

布

的

指

示

。 

能討 

聽論 

懂。 

熟 

悉 

主 

題 

的 

非 

正 

式 

能主 

聽要 

懂訊 

較息 

長與 

段特 

落定 

的細 

對節 

話。 

之 

能主 

理題 

解中 

長的 

篇觀 

對點 

話、 

的情 

多感 

樣。 

 

能達 

理的 

解各 

以種 

流主 

利題 

話之 

語觀 

表點 

 。 

 

 

能雜 

理主 

解題 

不的 

同內 

腔容 

調、 

、情 

複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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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教育研究院的華語文能力指標分為
幾級？ 

 

 

 
 
 

 

◎ 三等七級的聽、說、讀、寫、譯、文化表現指標 

等 級 聽、說、讀、寫 譯 文化 

基礎 

1 級 ✓  

✓ 2 級 ✓  

3 級 ✓ ✓ 

進階 
4 級 ✓ ✓ 

✓ 
5 級 ✓ ✓ 

精熟 
6 級 ✓ ✓ 

✓ 
7 級 ✓ ✓ 

 能力指標為聽、說、讀、寫、譯、文化的三等七級表現描述。接下來

我們以聽力為例，呈現 1 至 7 級的聽力指標，並說明如何理解能力指標的

內容。我們將以拆解的方式說明能力指標的成分，這點非常重要，因為後

續我們使用《參考指引》設計課程、教案等活動都會需要能力指標的知識

喔！ 

現在，我們一起來了解 

研擬的華語文能力指標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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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級提供描述，說明學習者能完成的語言活動。以聽力表現為

例，聽力的學習表現如下，其餘請參見《參考指引》第 7 至 18 頁。 

1 級 

能聽懂以簡單字詞表達之個人生活相關訊息。 

L-1-1 能聽懂簡單的數量名稱（數字、價錢、時間）。 

L-1-2 
能聽懂以簡單字詞介紹的個人相關資訊（國籍、住址、學

經歷、家庭狀況）。 

L-1-3 
能聽懂生活常用的簡單詞彙及短語（打招呼、謝謝、對不

起）。 

2 級 

能在語速緩慢、內容清晰的情況下，聽懂對話、指示、視聽媒體

之簡單字詞、短語及短句。 

L-2-1 
能在語速緩慢、內容清晰的情況下，聽懂以短語及短句

陳述之個人相關問題。 

L-2-2 
能在語速緩慢、內容清晰的情況下，聽懂以短語及短句

之宣布與指示。 

L-2-3 
能在語速緩慢、內容清晰的情況下，聽懂以短語及短句

陳述之日常生活訊息。 

L-2-4 
能在語速緩慢、內容清晰的情況下，聽懂視聽媒體之簡

單字詞、短語及短句。 

3 級 

能在語速緩慢、內容清晰的情況下，聽懂以句子表達之對話、指

示、非正式討論與視聽媒體之內容。 

L-3-1 
能在語速緩慢、內容清晰的情況下，聽懂以句子或簡短

段落表達之熟悉主題的對話。 

L-3-2 
能在語速緩慢、內容清晰的情況下，聽懂以句子或簡短

段落敘述的通知或指示。 

L-3-3 
能在語速緩慢、內容清晰的情況下，大致聽懂視聽媒體

報導的事件。 

L-3-4 
能在語速緩慢、內容清晰的情況下，聽懂以句子或簡短

段落所表達之熟悉主題的非正式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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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級 

能聽懂周遭場域中，以較長段落表達之熟悉主題的對話、演說、

討論及視聽媒體的主要內容。 

L-4-1 能聽懂較長段落的對話之主要訊息與特定細節。 

L-4-2 
能聽懂並掌握以較長段落陳述的說明、指示及熟悉主題

演說的重點。 

L-4-3 
能聽懂並掌握以較長段落呈現之感興趣視聽節目之內容

重點。 

L-4-4 
能聽懂以較長段落表達的熟悉主題、非正式討論之觀

點。. 

L-4-5 能聽懂以較長段落表達的熟悉主題、正式討論之觀點。 

5 級 

能理解以流利話語表達之多樣主題、演說、討論與視聽媒體的內

容、觀點與情感。 

L-5-1 能理解長篇對話的多樣主題內容、觀點與情感。 

L-5-2 
能理解以流利話語陳述的多樣主題之訊息及演說的重

點。 

L-5-3 能理解以流利話語呈現的電視新聞與訪談。 

L-5-4 
能理解以流利話語表達的多樣主題、非正式討論之內容、

觀點與情感。 

L-5-5 
能理解以流利話語表達的多樣主題、正式討論之內容、

觀點與情感。 

6 級 

能理解以不同形式表達之各種主題的內容、觀點與情感。 

L-6-1 能理解各種主題對話的幽默、反諷與嘲諷等隱含意義。 

L-6-2 
能理解以流利的話語及俚語或慣用語呈現的各種主題視

聽節目內容。  

L-6-3 
能理解以流利話語所表達的各種主題之敘述及專業演說

的重點。 

L-6-4 能理解以流利話語表達的各種主題討論之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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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級 

能理解以較快語速、不同腔調所表達之複雜主題的內容、觀點與

情感。 

L-7-1 
能理解以流利話語所表達的複雜主題之敘述及專業演說

的重點。 

L-7-2 
能理解新聞、時事報導、紀錄片等不同類型的視聽節目

內容，並能辨別說話者的立場。 

L-7-3 
能歸納以較快語速或不同腔調之話語中所表達的複雜主

題及其討論之觀點。 

 



 

19 

 

知
識
篇 

◎ 拆解能力指標！ 

 我們要如何理解每一項能力指標包含哪些內容呢？以 4 級的聽力描述

（L-4-2）為例，L-4-2 的描述為： 

 

 

 能力描述包含以下六種成分，前四種屬於必要成分，而後兩種屬於輔

助成分。 

 

 

 

 

 

 

 

 
 
 
 
 

 必要成分構成能力描述的主要內容，必須出現、不可缺少，而輔助

成分則是次要成分，不見得每次出現，用以補述必要成分的內容。 

 

必要成分 

行為 語言 話題 文本 

輔助成分 

能聽懂並掌握以較長段落陳述的說明、指示及熟悉主題演說的重點。 

場域 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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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種成分的釋義 

行為 
華語學習者在真實的語言溝通中所做的活動，例如「聽懂」、

「口頭介紹」、「對談」、「讀懂」、「理解」、「寫出」等。 

語言 
華語學習者所能理解、處理、產出的語言形式，從字詞開始，

到短語、短句、完整的句子、較長的段落、包含多個段落的

長篇等。 

話題 
華語學習者在語言活動中，主要關注、談論的對象或事件等，

例如自己居住的環境、學校生活、留學經驗、感受等。 

文本 
華語學習者進行聽、說、讀、寫、譯等活動時的有關文本，

例如私人信件、電話留言、新聞、訪談、學術論文等。 

場域 分為個人、公共、學校與教育、工作與職場四類。 

條件 
語言活動發生的先決條件，通常是對表達方式的說明，如底

線處「在語速緩慢、內容清晰的情況下，聽懂…」。 

 

◎ 成分的組合 

 國家教育研究院華語文能力指標的描述包含行為、語言、話題、文本

四種成分，老師們能以下列的方式理解每一個能力描述的組成，接著舉例

說明。 

 

能力 

描述 
行為 語言 話題 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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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指標的拆解說明 
 
 
 
 
 

◎ 以 17 頁 4 級的聽力描述（L-4-2）為例： 

 
 
 
 
 
 

 國家教育研究院華語文能力指標的能力描述幾乎都能用上面的方式拆

解每一項能力描述在行為、語言、話題、文本上的內容；只不過，關

於話題，由於能力描述較難窮舉所有的話題類型，所以以熟悉的主題、

陌生的主題、多樣的主題、複雜的主題等來表示，文本也是，很難窮

舉，僅能列出一些較有代表性的文本類型，例如菜單、留言、新聞語

篇、訪談、專業領域的文本、學術論文、演講等。 

 場域、條件是輔助成分，僅在部分描述中出現，例如： 

聽力 3 級：能在語速緩慢、內容清晰的情況下條件，聽懂以句子表達

之對話、指示、非正式討論與視聽媒體之內容。 

聽力 4 級：能聽懂周遭場域場域中，以較長段落表達之熟悉主題的對

話、演說、討論及視聽媒體的主要內容。 

能力 

描述 
行為 語言 話題 文本 

行為 語言 文本 話題 

能聽懂並掌握以較長段落陳述的說明、指示及熟悉主題 演說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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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拆解範例 

我們以寫作能力描述為例，說明如下： 

 

 
 

 
 
 
 
 

 
 

 
 
 
 
 

 
 
 
 
 
 

 
 
 
 
 
 

 
 
 
 
 

能力 

描述 
行為 語言 話題 文本 

書寫 簡單字詞 

個人且熟悉

的日常生活

主題 

與個人訊息

有關的表格 

寫出、回復 
簡單完整的

句子 

日常生活主

題，例如表

達感謝、祝

賀等 

電話留言、

私人信件 

1 級 

寫作 

3 級 

寫作 

寫出、摘要 

流 暢 的 段

落、有組織

的篇章 

熟悉的多樣

主題、複雜

主題 

對於某篇文

章的評論、

創作 

寫出 
書面語、結

構完整長篇 

陌生的各種

主題 

小論文、學

期報告 

5 級 

寫作 

6 級 

寫作 

寫出 運用熟語 

學術或專業

領域的複雜

主題 

報章評論、

學術論文 

7 級 

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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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至 4 級閱讀能力指標列舉 

2 級 
R-2-2 

能讀懂生活場域中的短語或短句指示（街道、飯館、火車站的

路牌和指示標誌）。 

3 級 
R-3-1 

能從句子或簡短段落之書面資料理解基本訊息（宣傳單、菜單、

廣告、佈告欄或海報上的時間、地點或聯繫方式）。 

4 級 
R-4-1 

能理解以段落呈現之文章所傳達的情感及主要觀點，能理解常

見書面資料（宣傳冊子和簡短的文件）的相關訊息。 
 

 
 
 

應用上面的原則，就可以

拆解聽、說、讀、寫、譯

能力描述，你也試試吧！ 

能力 

描述 
行為 語言 話題 文本 

2 級 

閱讀 

3 級 

閱讀 

4 級 

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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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是這樣拆解的嗎？ 

能力 

描述 
行為 語言 話題 文本 

2 級 

閱讀 

3 級 

閱讀 

4 級 

閱讀 

讀懂 短語、短句 

與個人生活

相關，例如

問路、找路、

指路等 

街道、飯館、

火車站的路

牌和指示標

誌 

理解 
完整句子 

簡短段落 

點菜、慶生

會的時間與

地點 

宣傳單、菜

單、廣告、佈

告欄 

理解 段落 

熟悉主題，

例如某地點

的觀光宣傳

手冊 

宣傳冊子、

簡短的故事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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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至 7 級能力指標的縱向差異 

 

◎ 隨著語言能力提升，學習者在語言、話題、場域的進展如下。 

     面向 

等級 語言 話題 場域 

1 級 字詞 

對學習者而言 

熟悉的話題 

 
 

 
個人 

2 級 字詞、有限句子 

3 級 句子 

4 級 連貫句群 公共與學校 

5 級 

段落、篇章 

對學習者而言 

複雜、多樣、 

陌生的各種話題 

工作與職場 6 級 

7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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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 CEFR、ACTFL、TOCFL 的聆聽能力 
等級對應 

引用出處：https://tocfl.edu.tw/index.php/test/listening/list/7。（下載日期：2022.10） 

https://tocfl.edu.tw/index.php/test/listening/list/7
https://tocfl.edu.tw/index.php/test/listening/list/7。（下載日期：2022.10）


 

27 

 

知
識
篇 

◎ 與 CEFR、ACTFL、TOCFL 的口說能力 
等級對應 

引用出處：https://tocfl.edu.tw/index.php/test/speaking/list/8。（下載日期：2022.10） 

https://tocfl.edu.tw/index.php/test/speaking/list/8
https://tocfl.edu.tw/index.php/test/speaking/list/8。（下載日期：20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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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 CEFR、ACTFL、TOCFL 的閱讀能力 
等級對應 

 

引用出處：https://tocfl.edu.tw/index.php/test/reading/list/8。（下載日期：2022.10） 

https://tocfl.edu.tw/index.php/test/reading/list/8
https://tocfl.edu.tw/index.php/test/reading/list/8。（下載日期：20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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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 CEFR、ACTFL、TOCFL 的寫作能力 
等級對應 

引用出處：https://tocfl.edu.tw/index.php/test/writing/list/9。（下載日期：2022.10） 

https://tocfl.edu.tw/index.php/test/writing/list/9
https://tocfl.edu.tw/index.php/test/writing/list/9。（下載日期：20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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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指引》的學習內容分為漢字、詞語、語法點三大類，其中詞語

一類除了詞語，還包含基礎詞彙與類詞綴。「學習內容」呈現華語文課程與

教材重要、基礎的內容，教師可使用這些分級過的漢字、詞語、語法點來

編輯教材、設計活動、編制測驗試題等。必須說明的是，雖然是已經分級

的漢字、詞語、語法點，但華語文教師或教材編者還是可以依照學習者的

實際需求、目標，以及各種條件（如年齡、文化等）彈性運用《參考指引》

的漢字、詞語、語法點表。 

《參考指引》提供的學習內容整理如下圖。 

 

基礎 進階 精熟 

第 1 級 第 2 級 第 3 級 第 4級 第 5 級 第 6 級 第 7 級 
 
 

 
 
 
 
 
 

 

 

漢字 第 1-7 級，共 3,100 個 

語法點 

基礎詞彙 1-3 級，1,254 個 

第 1-7 級，共 14,425 個 

類詞綴 1-6 級，73 個 

詞語 

第 1-5 級，共 496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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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快速查詢漢字的級別？ 

學習者在第 1 至 7 級各等級建議應掌握的漢字數量見下表，而為便於

教材編寫與測驗評量等實務應用，《參考指引》區分第 1 至 4 級各等級內

部的難易度，將難度相對較高的漢字以*字號標示。 

學習表現 漢字分級 數量 
等級內部的 

難易度劃分 
累計 

基

礎 

1 級 1 級 246 個 
1 163 個 

246 個 
1* 83 個 

2 級 2 級 258 個 
2 186 個 

504 個 
2* 72 個 

3 級 3 級 297 個 
3 189 個 

801 個 
3* 108 個 

進

階 

4 級 4 級 499 個 
4 305 個 

1,300 個 
4* 194 個 

5 級 5 級 600 個 無 1,900 個 

精

熟 

6 級 6 級 600 個 無 2,500 個 

7 級 7 級 600 個 無 3,100 個 

 上表各等級漢字的全部內容請在下面網址下載，國家教育研究院提供

Word 與 EXCEL 兩 種 下 載 格 式 ：

https://coct.naer.edu.tw/page.jsp?ID=41。若要查詢個別漢字的級別， 也可在

國家教育研究院建置的「漢字分級標準檢索系統」檢

索，網址：https://coct.naer.edu.tw/hanzi.jsp。

 

https://coct.naer.edu.tw/page.jsp?ID=41
https://coct.naer.edu.tw/hanzi.jsp
naer7834
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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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輸入漢字「請」，查詢結果如下。「請」屬於 1 級詞，在書面語料

庫的詞頻是每百萬詞出現 499 次，口語語料庫的詞頻是每百萬詞出現 546

次。檢索結果提供「國字標準字體筆順學習網」的連結，可點選連結觀看

該字的注音、拼音、筆畫、部首、筆順動畫等資訊，並能線上製作注音及

生字練習簿。 

 

 

 

 

 

https://coct.naer.edu.tw/hanzi.jsp

在此輸入要檢索的漢字

可點選並連結到筆順網 

https://coct.naer.edu.tw/hanzi.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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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troke-order.learningweb.moe.edu.tw/

 豐富的教學資源

https://stroke-order.learningweb.moe.edu.tw/
naer7834
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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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線上製作與生成生字練習簿，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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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快速查詢詞語的級別？ 

 學習者在第 1 至 7 級各等級建議應掌握的詞語數量見下表，而為便於

教材編寫與測驗評量等實務應用，《參考指引》區分第 1 至 4 級各等級內

部的難易度，將難度相對較高的詞語以*字號標示。 

學習表現 詞語分級 數量 
等級內部的 

難易度劃分 
累計 

基

礎 

1 級 1 級 396 個 
1 182 個 

396 個 
1* 214 個 

2 級 2 級 402 個 
2 200 個 

798 個 
2* 202 個 

3 級 3 級 456 個 
3 224 個 

1,254 個 
3* 232 個 

進

階 

4 級 4 級 1,415 個 
4 681 個 

2,669 個 
4* 734 個 

5 級 5 級 2,619 個 無 5,288 個 

精

熟 

6 級 6 級 4,144 個 無 9,432 個 

7 級 7 級 4,993 個 無 14,425 個 

 

 上表各等級詞語的全部內容請在下面網址下載，國家教育研究院提供

Word 與 EXCEL 下載格式：https://coct.naer.edu.tw/page.jsp?ID=41。

若要查詢個別詞語的級別，也可在國家教育研究院建置的「詞語分級標準

檢 索 系 統 」 檢 索 ， 網 址 ：

https://coct.naer.edu.tw/word.jsp。

https://coct.naer.edu.tw/download/tech_report/
https://coct.naer.edu.tw/standsys/#words
https://coct.naer.edu.tw/page.jsp?ID=41
https://coct.naer.edu.tw/word.jsp
naer7834
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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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輸入詞語「擔心」，查詢結果如下，可知「擔心」屬於 3＊級詞

語，情境是核心詞（橫跨四個情境的詞語，就歸入核心詞）。「擔心」在書

面語料庫的詞頻是每百萬詞出現 169 次，口語語料庫則是每百萬詞出現 241

次。介面也提供國語辭典及書面語語料庫的連結，可點選觀看釋義及例句。

https://coct.naer.edu.tw/word.jsp

 

在此輸入要檢索的詞語

https://coct.naer.edu.tw/word.jsp
naer7834
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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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辭典簡編本》提供的資訊介面擷取如下。 

COCT 書面語語料庫提供的資訊介面擷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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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替換詞義相近但等級不同的詞語？ 

老師們在教學的時候，有時會需要根據學習者的語言程度改變詞語的

難度，例如，將某些詞語替換成詞義相同，但難度較高或較低的其他詞語，

以符合學習者的語言程度，並增加其詞彙量。「詞語分級標準檢索系統」一

次檢索一個詞，較難達到這個目標，我們可以使用「教材編輯輔助系統」，

路徑及使用方法說明如下。 

 
 
 
 
 
 
 
 
 
 
 
 
 
 
 
 
 
 
 
 
 
 

https://coct.naer.edu.tw/sentedit/ 

https://coct.naer.edu.tw/ 

naer7834
圖章

https://coct.naer.edu.tw/sentedit/
https://coct.naer.edu.tw/
naer7834
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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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輸入要檢索的

詞語或文章 

1 

2

 

點選「查詢」

 

輸入「注重」，點選

上方的查詢。

 

naer7834
圖章

naer7834
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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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呈現檢索結果，「注重」屬於 5 級詞，接著點選紅框處關聯替

換詞語選擇器的「注重」，可看到系統提供可替換「注重」的其他詞語。

 

 

 

 

 

 

 

 

 

 

 

 

 

 

 

 根據檢索結果，可替換的詞語如下。 

 

重視
注重

講求、
著重

偏重
4級詞 

5級詞 
6級詞 

7級詞 

 

詞義相近但等級較高的詞語 詞義相近但等級較低的詞語 

點選「關聯替換詞語

選擇器」中「注重」

一詞左側隨即出現

替換詞語的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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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針對基礎詞彙撰寫注音、漢拼、
級別、詞類、英譯、義項、用法、搭配詞、
例句等資訊？ 

 問：什麼是基礎詞彙？ 

 答：基礎詞彙是國家教育研究院分級表中第 1 級到第 3 級的詞

語。 

 

等 級 聽、說、讀、寫 譯 文化 

基礎 

1 級 ✓  

✓ 2 級 ✓  

3 級 ✓ ✓ 

進階 
4 級 ✓ ✓ 

✓ 
5 級 ✓ ✓ 

精熟 
6 級 ✓ ✓ 

✓ 
7 級 ✓ ✓ 

 問：為什麼對於基礎詞彙，國家教育研究院進一步編寫基礎詞彙的注

音、漢拼、級別、詞類、英譯、義項、用法、搭配詞、例句等教學可

使用的資訊？ 

 答：為了讓基礎詞彙更容易為教材編寫、教學設計、測驗評量等使用，

國家教育研究院在 2020 年邀請 8 位華語教學、語言學領域的大學教

授、研究員、資深華師參與編纂，共召開 39 次會議完成編寫第 1 至 3*

級 1,265 個華語基礎詞彙內容編寫。編寫內容包含詞語的級別、注音、

漢拼、詞類、英譯、華語釋義（以符合華語學習者級別的詞語進行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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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圖式、搭配詞、例句等 10 項訊息。這些訊息不僅方便教師直接

使用在教學上，學習者也可當作辭典來檢索詞語的意義及用法，相當

便利。

◎ 如何快速查詢基礎詞彙的資訊？

「基礎詞彙檢索系統」（https://coct.naer.edu.tw/corevoc.jsp）上可查詢

基礎詞彙的相關資訊，如下。我們接著輸入「剛剛」這個詞語，可得到的

相關訊息如下。

 
https://coct.naer.edu.tw/corevoc.jsp

https://coct.naer.edu.tw/corevoc.jsp
naer7834
圖章

naer7834
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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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輸入「半」，共檢索到三個結果：「半」、「一半」、「半夜」。 

 從上圖的檢索結果，可清楚看到使用者可查找到這三個詞的級別、注

音、漢拼、詞類、英譯、義項（義項所使用的詞語都和被檢索的詞語等級

相同，以確保學習者不需要額外查詢義項中的詞語）、情境、用法、常用搭

配詞、例句。這些訊息歡迎教師、學習者多多利用。 

naer7834
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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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快速查詢類詞綴的級別？ 

 問：什麼是類詞綴？ 

 答：類詞綴是華語特別的語言現象，指的是具有固定詞義的字詞，

但時常與其他詞語結合使用，並可以在類推的原則下產生一系列詞語，

能產性極高。例如，「店」可與其他詞語結合成「書店」、「書店」、「商

店」，這三個詞的語義都包含「陳列貨物等待出售的地方」。類詞綴的

教學是華語詞語教學的一個重要部份，但由於類詞綴可以衍生哪些派

生詞及其結合的規則對教師、學習者而言較難掌握，因此，國家教育

研究院也從語料庫中擷取詞頻高的 73 個類詞綴及其衍生詞，並將其難

度進行分級，以供華語教學參考。 

 類詞綴的示例 

 ～片 1：2 級詞，扁平的東西。 

片

相/照

明信
卡圖

葉片

肉片

生魚



 

45 

 

知
識
篇 

 ～力：4*級詞，力量／能力。 

 總～：5 級詞，統括／全部。 

力

注意

人
生產智

想像

影響

創造

總

會

計 體管

司令

經理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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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者在第 1 至 6 級各等級建議應掌握的類詞綴數量見下表，而為便

於教材編寫與測驗評量等實務應用，《參考指引》區分第 1 至 6 級各等級

內部的難易度，將難度相對較高的類詞綴以*字號標示。 

※ 說明：類詞綴將不重複列入詞語表中，而類詞綴的眾多衍生詞中，也

僅選擇其中一個放入詞語表中。以「～店」（詞義：陳列貨物以出售的

地方）為例，「～店」屬於類詞綴，2 級，在詞語表中將不重複羅列「店」，

並且在「～店」的眾多衍生詞中，只選擇其中一個「書店」放入詞語

表中，其餘不列入詞語表中，如「連鎖店」、「咖啡店」、「分店」、「理

髮店」、「服飾店」等都不列入詞語表中。 

 

學習表現 類詞綴分級 數量 
等級內部的 

難易度劃分 
累計 

基

礎 

1 級 1 級 6 個 
1 3 個 

6 個 
1* 3 個 

2 級 2 級 7 個 
2 3 個 

13 個 
2* 4 個 

3 級 3 級 12 個 
3 6 個 

25 個 
3* 6 個 

進

階 

4 級 4 級 15 個 
4 7 個 

40 個 
4* 8 個 

5 級 5 級 29 個 無 69 個 

精

熟 
6 級 6 級 4 個 無 73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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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表各等級類詞綴的全部內容請在下面網址下載，國家教育研究院提

供 Word 與 EXCEL 下 載 格 式 ：

https://coct.naer.edu.tw/page.jsp?ID=41。若要查詢個別類詞綴的級別，也

可在國家教育研究院建置的「類詞綴檢索系統」中檢索，網址：

https://coct.naer.edu.tw/simaffix.jsp。

 
 

 
 

https://coct.naer.edu.tw/simaffix.jsp

 

在此輸入要檢索的類詞綴

https://coct.naer.edu.tw/page.jsp?ID=41
https://coct.naer.edu.tw/simaffix.jsp
https://coct.naer.edu.tw/simaffi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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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快速查詢語法點的級別？ 

 學習者在第 1 至 5 級各等級建議應掌握的語法點數量見下表，而為便

於教材編寫與測驗評量等實務應用，《參考指引》區分第 1 至 4 級各等級

內部的難易度，將難度相對較高的語法點以*字號標示。 

學習表現 漢字分級 數量 
等級內部的 

難易度劃分 
累計 

基

礎 

1 級 1 級 15 個 
1 7 個 

15 個 
1* 8 個 

2 級 2 級 92 個 
2 46 個 

107 個 
2* 46 個 

3 級 3 級 134 個 
3 58 個 

241 個 
3* 76 個 

進

階 

4 級 4 級 149 個 
4 67 個 

390 個 
4* 82 個 

5 級 5 級 106 個 無 496 個 

 

 上表各等級語法點的全部內容請在以下網址下載，國家教育研究院提

供 Word 與 EXCEL 下 載 格 式 ：

https://coct.naer.edu.tw/page.jsp?ID=41。若要查詢個別詞語的級別， 也可

在國家教育研究院建置的「語法點分級標準檢索系統」檢索，網址：

https://coct.naer.edu.tw/grammar.jsp。
 

 

https://coct.naer.edu.tw/page.jsp?ID=41
https://coct.naer.edu.tw/grammar.jsp
naer7834
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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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語法等級可使用的系統是「語法點分級標準檢索系統」。使用方式

是在檢索欄位輸入要查詢的語法，就可看到該語法的等別、級別、例句。 

 

 

 

 

 

 

 

 

 

 

我們鍵入語法點「了」，共查到 26 筆與「了」用法相關的語法，如下，

這些「了」的等級不盡相同，供教師編輯教材、測驗試題等使用參考。 

https://coct.naer.edu.tw/grammar.jsp

 
在此輸入要檢索的語法

https://coct.naer.edu.tw/grammar.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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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指引的「課程目標」、「學習表現」與
「學習內容」的關係為何？ 

 「學習表現」描述學習者從初學到精熟各個學習階段的應知與應能，

以此養成溝通、文化與使用華語學習的能力；而「學習內容」則是呈現達

成「學習表現」的各等級能力所需具備的語言內容。兩者的關係如下。 

 

 

 

 

 

 

 

 

 說明「課程目標」、「學習表現」、「學習內容」的關係前，我們提出另

一個概念「學習目標」。學習目標指的是短時間內的學習，例如在一堂課的

時間內，學習者能展現出的學習結果。相對於這個概念，課程目標則是指

學習者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最終能展現出的學習結果，如經過幾年的學

習能具備華語文聽、說、讀、寫、譯的能力，或能以華語學習各種知識等。 

基於這點差異，課程目標較適合學校、機構設計一連串的課程時使用，

而學習目標則較符合一線的華語老師或教材編者的需要，而《參考指引》

能滿足這兩種不同的需求。《參考指引》提出 6 點課程目標，而《參考指

引》中的「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則可以作為學習目標，見下圖。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溝通、文化及使用華語

學習的能力 

循序漸進的漢字、 

詞語、語法知識 

發展 

達成 

學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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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指引》的 6 點課程目標如下。 

1. 培養華語文聽、說、讀、寫、譯的能力，應用於日常生活溝通。 

2. 提升學習華語文的興趣，並涵育積極的學習態度。 

3. 運用高效的學習方法，強化自學能力，奠定終身學習的基礎。 

4. 了解、尊重與悅納多元文化。 

5. 使用華語文學習各種知識。 

6. 培養以華語文進行邏輯性思考與論述的能力。 
 

 而本指引的「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清楚地描述學習者的應知與

應能，相當適合作為學習目標。例如： 

學習表現：L1-1-1 學生能聽懂簡單的數字。 

學習內容：一級詞語「數字 1 到 10」。 

 一線的華語老師或教材編者需要的是實際、具體而且能在課堂上操作

的學習目標，《參考指引》的「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則能達到此點。

教師可根據這個目標來規劃詳細的教學重點、活動、步驟，及評量的方式

與重點等內容。本書的實作篇將對此有更詳細的說明。 

 

課程目標 學習目標 

目標 

課程目標 本指引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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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華語機構）

課程目標的訂定
→可參考《參考指引》的課程目標

（教師、教材編者）

學習目標的訂定
→可參考《參考指引》的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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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重點 

1. 訂定課程大綱的流程與實例。 

2. 訂定單元大綱的流程與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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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大綱與單元大綱 
 

 

 

 

 

 

 

 

  

 

 

 

 課程 

 

 

 

 

 

 

 

常以時間順序安排 

 

 

訂定課程大綱指的是根據特定的課程目標，為特定的學習者將某段

時間內（如一季 3 個月 12 週、一學期 18 週等）要學習的內容以及

材料安排妥當的過程。 

課程大綱 

一個完整的課程是由一系列的「單元」組成，該單元的大綱即為單

元大綱。例如，一個為期 7 週的暑期遊學團，每一週的課程架構稱

為「單元大綱」，而 7 週的單元大綱合起來稱為一個「課程大綱」。 

單元大綱

 

單

元 

單

元 

單

元 

單

元 

單

元 

單

元

大

綱 

課 程 大 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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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定課程大綱 

訂定課程大綱指的是根據特定的課程目標，為特定的學習者將某段時

間內（如一季 3 個月 12 週、一學期 18 週等）要學習的內容以及材料安排

妥當的過程。而一個完整的課程是由一系列的「單元」組成，該單元的大

綱即為單元大綱。 

 要讓一門課程變得完整、有目標，且能依據各種突發事件的變動調整，

課前妥善的計畫扮演重要的角色。教師或學校、機構的行政人員藉著課程

大綱為學習者將某段時間內要學習的內容與材料，依據特定的目標安排妥

當，就是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我們在下面列出訂定課程大綱的 5 個步驟供

老師們參考： 

 

1. 步驟一：決定課程目標。→可使用《參考指引》中的課程目標。 

2. 步驟二：根據課程目標的特點，決定課程的單元。 

3. 步驟三：安排或重新檢視單元的順序是否合理。 

4. 步驟四：決定單元裡的內容，製作單元大綱。→可使用《參考指引》

中的學習表現、學習內容、溝通話題表。 

5. 步驟五：重新檢視各單元的學習目標，能否達成課程目標。 

 

在訂定課程大綱的過程，老師們可以隨時回去前一個步驟，循環修正，

課程大綱就是選擇、組織、排序的產物。教師可依據課室的實際環境，課

程中可得的教學資源、學習者的學習狀態與回饋等修正課程的單元及其內

容。接著說明上述 5 個步驟的進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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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 步驟二 步驟三 步驟四 步驟五 

★步驟一：決定課程目標。 

說明：教師可思考開課的目的、課程的意圖以及想要的結果，將這些寫

成一段文字，將重點放在希望學習者在課程結束時在語言、文化、使用

華語學習的能力三個方面能夠具備哪些能力，以此作為課程目標。 

可使用《參考指引》的課程目標：教師可使用《參考指引》提供的 6

個課程目標，從中選擇適合課程的整體目標，必要時也可根據自身的教

學情況修改《參考指引》中的課程目標，以便能更符合您的教學場域。 

 《參考指引》的 6 項課程目標： 

（一） 培養華語文聽、說、讀、寫、譯的能力，應用於日常生活溝通。 

（二） 提升學習華語文的興趣，並涵育積極的學習態度。 

（三） 運用高效的學習方法，強化自學能力，奠定終身學習的基礎。 

（四） 了解、尊重與悅納多元文化。 

（五） 使用華語文學習各種知識。 

（六） 培養以華語文進行邏輯性思考與論述的能力。 

 

 舉例而言，如果是學術華語課程，教師可以選擇上面 6 項中的（三）、

（五）、（六）作為課程目標，並依照實際的教學情況改寫、調整。例如，

我們可以將上面的（三）、（五）、（六）分別改寫為以下 5 點： 

1. 學生能運用一般語料庫與學術語料庫查詢、檢索特定詞語、語法、句

式的使用方式，提升學術寫作能力，奠定終身學習的基礎。對應（三） 

2. 學生能透過使用語料庫的相關教學來發展學術寫作的策略與技巧。對

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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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一般綜合型的華語課程，例如初級華語、中級華語等，也可應

用《參考指引》的課程目標來撰寫，如挑選（一）、（二）、（三）、（四）作

為課程目標的改寫基礎，教師可以改寫為以下 5 點： 

在課程結束時，學生能： 

1. 發展在日常生活與學校情境下所需要的聽、說、讀、寫技能。對應（一） 

2. 發展對日常生活與學校情境有關的社會文化的了解與尊重，並在臺灣

的日常生活中，展示符合華人溝通慣例的行為。對應（四） 

3. 使用線上自學資源，包含作文錯別字自動批改系統、基礎詞彙檢索系

統、華英雙語索引典系統、COCT 中介語語料庫等。學生藉由實際的操

作、練習，強化自學能力與奠定終身學習的基礎。對應（三） 

4. 在課堂獲得解決生活問題的語言及文化能力，學生能有自信處理課堂

外真實情境的需要，藉此提升學習華語文的興趣，涵育積極的學習態

度。對應（二） 

課程目標的設定會決定接下來的單元主題與單元目標，關乎學生將從

課程中學到什麼，必須謹慎計畫，教師可使用《參考指引》的課程目標，

改寫成符合個人教學情況的授課目標。 

 

 

 

3. 學生能透過閱讀華語學術論文來發展使用華語文學習學術專業領域

知識的能力。對應（五） 

4. 學生能透過聆聽華語學術演講來發展使用華語文學習學術專業領域

知識的能力。對應（五） 

5. 學生能以華語文針對個人的學術立場提出觀點與進行論述。對應（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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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 步驟二 步驟三 步驟四

步驟一 步驟二 步驟三 步驟四 步驟五
 

 

★步驟二：根據課程目標的特點，決定課程的單元。 

 

說明：教師根據步驟一所選定的課程目標，決定課程的單元。教師可以

如此想像，課程目標是旅行的最終目的地，而單元是到達這個目的地的

途中會經過的不同地點，因此，單元的選擇不能偏離最終的方向（課程

目標）。 

 單元除了可以是某種主題（如下一頁的兩個表格，一個是維持 7 週

的夏令營課程，另一個是維持 12 週的華語學術寫作課程），或是某份教

材的各課標題，或是由某些要素組成，例如一門華語新聞閱讀課，單元

可以是三大要素：一系列的閱讀策略、不同新聞媒介的特點（如報章新

聞、網路新聞等）、學生的專題計畫，每一堂課都會涉及一至兩種要素的

教學。以上這些說明的單元主題例子見下頁。教師可根據您的教學情況

（如課程總時間、學校政策等）決定課程要包含幾個單元以及哪些單元。

在這個步驟，教師需要清楚列出每個課程所包含的單元數量與名稱。 

最後，每個單元大綱所需要的學習時間（學時）可以是相同的，舉例

而言，當我們以週為計畫單元的單位時，每個單元都用一週的時間完成，

那每個單元所分配到的教學時間就會相同，但也有一種情況是部分單元

內容較為困難、複雜，需要兩至三週才能完成。因此，在課程開始之前，

教師需要計算每個單元需要多少時間完成，再推算某段時間內的課程可

以容納幾個單元，由此組成一個完整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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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2022 年○○大學暑期學習華裔夏令營 

週次 單元主題 

第 1 週 自我介紹、認識校園與朋友 

第 2 週 食物 

第 3 週 購物 

第 4 週 家庭生活 

第 5 週 校園生活 

第 6 週 社區與鄰近地區 

第 7 週 旅遊 

 

課程名稱：華語學術寫作（共 12 週，每週即為一個單元） 

週次 單元主題 

第 1 週 學術華語寫作的課程介紹、期末專題與成果發表簡介 

第 2 週 華語句子的銜接與連貫。 

第 3 週 華語段落的銜接與連貫。 

第 4 週 過程的描述與分門別類的作法。 

第 5 週 提出觀點的寫法。 

第 6 週 觀點的支持與論證：引用與舉證。 

第 7 週 觀點的支持與論證：數據與圖表。 

第 8 週 觀點的反駁：論證分析的次序與條理性。 

第 9 週 撰寫研究報告。 

第 10 週 同儕互相編修研究報告。 

第 11 週 修正研究報告。 

第 12 週 自我評估及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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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初級華語（一） 

週次 單元主題 

第 1 週 《時代華語 1》第一課 新同學 

第 2 週 《時代華語 1》第一課 新同學 

第 3 週 《時代華語 1》第二課 日常生活 

第 4 週 《時代華語 1》第二課 日常生活 

第 5 週 《時代華語 1》第三課 購物與商業行為 

第 6 週 《時代華語 1》第三課 購物與商業行為 

 

課程名稱：新聞華語閱讀課（共 14 週） 

單元 主題 

單元一 

（第 1 週與第 2 週） 

網路新聞大搜查：觀察不同網路媒體的新聞的語

篇結構，說明特色及異同。 

單元二 

（第 3 週至第 5 週） 

網路新聞的閱讀策略教學：檢索與擷取。 

→學生從語篇結構預測新聞的內容。 

單元三 

（第 6 週至第 8 週） 

網路新聞的閱讀策略教學：統整與解釋。 

→學生從語篇標記的學習來回答理解性問題。 

單元四 

（第9週至第11週） 

網路新聞的閱讀策略教學：省思與評鑑。 

→學生綜合語篇標記與結構解釋華語網路新聞

的特點。 

單元五 

（第 12 週至 14 週） 

新聞語體的特點：重新架構並發展一個故事。 

→學生綜合語篇標記與結構，先閱讀某篇新聞的

第一段，了解報導的中心思想後，再自己組織其

他段落報導的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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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 步驟二 步驟三 步驟四 步驟五

步驟一 步驟二 步驟三 步驟四 步驟五

 
 
 

★步驟三：安排或重新檢視單元的順序是否合理。 

說明：一般而言，教師必須在課程開始之前決定好各單元的順序，但當

然，若您身處的教學情境彈性夠大，也可以一邊教學一邊調整單元順序。

課程單元的排序通常依照以下 3 個原則： 

1. 單元 A 在時間、空間、認知等方面優先於 B 單元。例如，前述「2022

年○○大學暑期學習華裔夏令營」各單元的排序原則是根據關係的

親疏遠近，從個人為基礎擴展到家庭、學校、社區、鄰近地區。 

2. 單元 A 提供學習單元 B 所需的先備知識或技巧。例如，前述「華語

學術寫作」的單元先安排學生理解華語句子、段落銜接與連貫的原

理，提供學生撰寫華語學術文章的先備知識，再依照學術寫作的章

節安排單元順序。 

3. 單元 A 比單元 B 簡單或容易理解，單元 B 的內容或要求較複雜。這

種通常表現在詞語或語法點的安排上，例如，可以先學包含「從」或

「到」的句子，再學習「從…到」（表示時間）的定式。較為簡單或

容易理解的單元建議放在前面。 
 
 
 
 

★步驟四：決定單元裡內容，制訂單元大綱。 

說明：當老師完成步驟一至三，就可以開始分別安排每個單元裡的內容，

也就是制訂單元大綱。制訂單元大綱是浩大工程，也涉及多個步驟，這

部分的流程與細節我們將在後面仔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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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 步驟二 步驟三 步驟四 步驟五

可使用《參考指引》的課程目標：教師可使用《參考指引》中的學習

表現、學習內容、溝通話題表來制訂單元大綱，下一節將詳述製作流程

與方法。 

 
 
★步驟五：重新檢視各單元的學習目標能否達成課程目標。 

說明：當老師完成步驟一至四，基本上就完成課程大綱，但仍需要重新

檢視每個單元的主題與目標是否能引導學生達成課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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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大綱的實例 

課程大綱是包含數個單元的整體的教學計畫，沒有固定格式，但通常

學校、機構有其慣用的樣式。不同的大綱格式、需要填寫的欄位、呈現訊

息的精細度都反映不同機構的課程特色。如果老師沒有固定樣本可用，不

妨參考我們接下來列出的課綱模版。我們按照上面的 5 個步驟思考並制訂

課程大綱的內容，如下。 

 課程資訊：我們以前面提及的「2022 年○○大學暑期學習華裔夏令營」

為例，學生為一群來自美國的華裔青年，約 10-15 人之間，程度約為

國家教育研究院能力指標 2 至 3 級。這個暑期學習夏令營課程為期 7

週，每週都有不同主題。每週上課 5 天，每天上午 4 小時語言課，下

午安排文化、參訪、簡單社區旅遊等活動。課程主題如下，本次課程

大綱是為上午的語言課製作。 

 單元主題：七週的單元主題設定如下。 

課程名稱：2022 年大學暑期學習華裔夏令營 

週次 單元主題 

第 1 週 自我介紹、認識校園與朋友 

第 2 週 食物 

第 3 週 購物 

第 4 週 家庭生活 

第 5 週 校園生活 

第 6 週 社區與鄰近地區 

第 7 週 旅遊 

 針對上述課程說明，教師可以製作如下頁的課程大綱，以前三週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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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第一週的單元主題：自我介紹、認識校園與朋友。 

單元目標：聽、說、讀、寫 3 級能力指標（L-3-1、S-3-1、R-3-1、W-3-1）。 

任

務

與

活

動 

1. 自我介紹。 

2. 認識同學。 

3. 破冰遊戲。 

4. 課程總覽。 

1. 打招呼、開

啟談話、道別

結束談話。 

2. 邀約朋友

參加活動。 

3. 說明自己

喜歡參加哪

類型的活動。 

4.寫一則訊息

邀請新同學

參加活動。 

1. 了解校園：

閱讀介紹校

園的相關介

紹資料。 

2. 描述與介

紹校園環境。 

1. 舉出新學

校的特點，並

與過去經驗

比較。 

2. 閱讀校園

海報後，發表

感興趣的校

園活動並說

明原因。 

1. 錄製影片

介紹自己最

喜歡的校園

一角。 

2. 製作一個

張貼在校園

的海報，說明

活動舉行的

時間、地點及

內容。 

3. 這星期的

回饋。 

第二週的單元主題：食物。 

單元目標：聽、說、讀、寫 3 級能力指標（L-3-4、S-3-2、R-3-3、W-3-3）。 

任

務

與

活

動 

1. 認識各種

不同的食物。 

2. 閱讀教師

提供的中式、

西式、日式、

韓式的菜單。 

3. 認識臺灣

的各種飲料。 

4. 完成教師

提供的分類

學習單。 

1. 描述食物

味道、香味、

顏色的各種

形容詞。 

2. 描述食物

吃起來的味

道與聞起來

的味道。 

3. 遊戲。 

4. 歌曲：盧廣

仲《早安，晨

之美》。 

5. 我喜歡…。

介紹自己最

喜歡的一道

菜。 

1. 認識華人

的餐桌禮儀。 

2. 討論：華人

的餐桌禮儀

和美式用餐

禮儀的不同。 

3. 拍一個短

片，說明華人

用餐文化的

可做與不可

做的事項。 
 

1. 角色扮演：

完成一個在

餐廳點餐的

短片。 

2. 與一位臺

灣人訪談，主

題是過年的

時候桌上會

出現的菜。 

3. 製作訪談

稿並與同學

練習。 

4. 口頭報告：

介紹過年時

臺灣的年菜

與美國新年

食物的不同。 

1. 我們一起

來 做 一 道

菜！ 

2. 觀看做宮

保雞丁的影

片。 

3. 認識烹調

過程需要的

詞語。 

4. 認識描述

煮菜過程的

詞彙與連接

詞語。 

5. 這星期的

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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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的單元主題：購物。 

單元目標：聽、說、讀、寫 3 級能力指標（L-2-3、S-2-3、R-2-2、W-1-2）。 

任

務

與

活

動 

1. 認識臺灣

的各種購物

方式：網路購

物、便利商

店、超級市

場、大型賣

場、百貨公司

等。 

2. 說明自己

的購物偏好。 

3. 認識不同

的支付方式。 

4. 完成教師

提供的分類

學習單。 

1. 觀看一則

購物短片。 

2. 邀約朋友

在特定時間

一起去購物。 

3. 選定自己

想要買的東

西，描述物品

的價格、外型

與功能。 

1. 角色扮演：

約朋友一起

去購物。 

2. 認識網購：

下載一個購

物的 app，如

momo 購物、

pchome購物，

介紹各式商

品的名稱與

介紹該網購

平台的特點。 

1. 角色扮演：

詢問店員相

關商品的訊

息，例如某物

放哪、能不能

刷卡等。 

2. 看臺北市

的地圖說明

各地的購物

特色，例如哪

裡可以買到

什麼特別的

產品。 

3. 活動：寫信

給父母或朋

友介紹在臺

灣買到的一

樣很喜歡的

物品。 

1. 口頭報告：

製作一個約

2-3 頁的投影

片，說明自己

在臺灣買到

的一樣很喜

歡的物品。 

2. 歌曲：好好

先生、魏如萱

《賺錢來買

uniqlo》。 

3. 這星期的

回饋。 

 
 
 
 說明 

1. 課程大綱沒有固定格式，在暑期夏令營的教學情境，我們選擇較能突

顯每天教學任務的形式作為課綱範例。 

2. 上面的課程大綱呈現每週的主題、目標，以及每天的教學任務與活動，

但每個單元還可以更仔細地說明其他重點，例如單元目標、語言學習

重點、文化學習重點等，接下來將仔細說明訂定單元大綱的方法。 

下一節說明如何訂定單元大綱，讓每週的單元目標、語言學

習重點等內容更為仔細、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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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訂定單元大綱？ 

單元大綱沒有固定範本，通常包含幾種內容，如單元目標、學習目標、

任務、語言學習重點、教科書、課程進度、評量方法等。要將上面這幾種

內容融合在一份單元大綱中，有許多方式，不同方式也會產出不同功能的

單元大綱。本手冊僅使用其中的一種樣本，重點在於示範如何在制訂單元

大綱的過程中參考、使用《參考指引》。 

 

 

 課程背景說明：學生為一群來自美國的華裔青年，約 10-15 人之間，

程度約為國家教育研究院能力指標 2 至 3 級。這個暑期學習夏令營課

程為期 7 週，每週都有不同主題，第 3 週的主題為「購物」。每週上課

5 天，每天上午 4 小時語言課，下午安排文化、參訪、社區旅遊等活

動。 

 

課程名稱：2022 年○○大學暑期

學習華裔夏令營 

週次 單元主題 

第 1 週 
自我介紹、認識校園

與朋友 

第 2 週 食物 

第 3 週 購物 

第 4 週 家庭生活 

第 5 週 校園生活 

第 6 週 社區與鄰近地區 

第 7 週 旅遊 

編寫單元大綱的流程 

我們以第三週的「購物」為例，說

明編寫單元大綱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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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可以如何計畫這一週的單元大綱？ 

我們提供的單元大綱包含以下內容： 

單元主題 單元目標 任務 

語言技能 語言學習重點 文化學習重點 

其他學習重點 

這 7 項內容中的單元主題、單元目標與語言學習重點兩項可使用《參

考指引》中的溝通話題表、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其餘 4 項的內容需要教

師根據學習者的實際學習情況撰寫。這 7 項內容的說明如下： 

單元主題 

主題是語言用來談論或書寫的內容，可以是個人的，如

家人、學習、工作、興趣等，可以是公共的，如社會文

化、習俗、政治、經濟等。→可參考《參考指引》的「溝

通話題表。 

單元目標 

單元目標指的是在幾個單元的學習結束後，學習者能

掌握的知識或技能。 

→可參考《參考指引》的「學習表現」。 

任務 

任務是學習者要完成某件事的具體行動，教師給予學

習者在課堂中執行的任務最好存在於真實世界之中，

任務必須具有特定目的，而且完成任務的過程與結果

同等重要。舉例而言，任務可以是「一起去超市購物」、

「去便利商店寄包裹」，或是「與朋友討論自己的興

趣」、「比較國產車與進口車的差異」、「回報以電話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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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看診時間」等，範圍相當廣泛。 

語言技能 
語言技能是指學習者要達成任務所需要掌握哪些聽、

說、讀、寫的技能。 

語言學習重點 

語言學習重點是指學習者要完成任務所需要的詞語、

語法、語篇等語言知識，也是希望學習者完成課程時能

掌握的知識內容。 

→可參考《參考指引》的「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 

文化學習重點 

學習者使用語言溝通時除了語言的知識與技能，也牽

涉對於語言理解、價值、規範、習俗等文化層面的學習，

例如華人對讚美的回應方式、餽贈禮物的方式、拒絕邀

約的方式等。學習者學習這方面文化的知識，才能以合

乎文化期待的方式與人互動。 

其他學習重點 

除了語言與文化的學習之外，還包含其他學習重點，如

情意、思辨、邏輯思考、使用華語學習各種知識的能力

等。教師可在此寫出除了語言、文化的其他學習重點，

例如學習者對目標語言及其文化學習是否抱持理解、

尊重、悅納的態度；學習者對能否抱持積極、正面的學

習態度；學習者對以目標語進行溝通的自信與對犯錯

的態度；學習者發展學習知識的技能與策略等。 

 我們接下來呈現一個空白的樣本，讓老師們知道上面的 7 項內容可以

如何組織在一起，接著看一個實際的例子，單元主題是「一起去商店購物」，

一起看在這個主題之下，針對大約為學習表現 2 級至 3 級的學習者，可以

如何安排單元目標、任務，以及語言、文化、情意的學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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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大綱的格式樣本 

單元主題  

單元目標 

聽  

說  

讀  

寫  

其他  

任務 
 

 

語言技能 

聽  

說  

讀  

寫  

語言 

學習重點 

詞彙  

語法  

語篇  

文化 

學習重點 

 

 

其他 

學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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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大綱的例子 

我們來看一個實際的例子。單元主題是「一起去商店買東西」。在這個

主題之下，針對學習表現大約為 2 級至 3 級的學習者，我們可以安排以下

的單元目標、任務，以及語言、文化及其他學習重點。我們以前頁的空白

樣本為例，填入如下的內容。 

單元主題 購物：一起去商店買東西 

單元目標 

聽 

L-2-1 
能在語速緩慢、內容清晰的情況下，聽懂以短

語及短句陳述之個人相關問題。 
L-2-3 
能在語速緩慢、內容清晰的情況下，聽懂以短

語及短句陳述之日常生活訊息。 

說 

S-1-1 
學生能說出簡單的數量名稱(數字、價錢、時間)。 
S-2-1 
能以簡單字詞和有限的句子表達問候和感謝。 
S-2-3 
能以簡單的字詞和有限的句子描述自己的居住

環境及做的事情。 

讀 

R-2-1 
能讀懂以短語或短句描寫的個人相關訊息與指

示。 
R-2-2 
能讀懂生活場域中的短語或短句指示（街道、

飯館、火車站的路牌和指示標誌）。 

寫 

W-1-2 
學生能書寫簡單的數量名稱(數字、價錢、時間)、

姓名、國籍等常見的表格內容。 

任務 
1. 進行任務前，學生觀賞購物短片或閱讀與購物主題相

關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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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邀約朋友在某特定時間一起去購物； 

3. 與同去購物的夥伴敘述購物目的； 

4. 描述希望購買的物品，外型與價格； 

5. 購物時，與夥伴討論物品的外型與價格； 

6. 詢問店員商品的資訊，並於結帳時，與店員互動。 

7. 向朋友表達感謝之意。 

語言技能 

聽 

1. 學生能聽一個與購物有關的短片。任務 1 

2. 學生能聽購物夥伴的談話內容。任務 2 

3. 學生能聽店員提供的商品資訊。任務 6 

4. 結帳時，學生能聽取店員的問題。任務 6 

說 

1. 學生能說出見面的時間、地點，以及要去的商

店名稱、地點。任務 2 

2. 學生能向購物夥伴敘述購物目的；聆聽者提

出相關問題。任務 3 

3. 學生能描述希望購買的物品，其外型與價格；

聆聽者提出相關問題。任務 4 

4. 學生購物時能與夥伴討論物品的外型與價

格。任務 5 

5. 學生能詢問店員商品的訊息，包含東西放在

哪裡、能不能刷卡等。任務 6 

6. 學生能在結帳時回答店員的問題並結束談

話。任務 6 

7. 學生能向陪同的朋友表達感謝。任務 7 

讀 

1. 學生能閱讀便利商店或超市標示貨品的種

類、牌子。任務 1 任務 5 

2. 學生能閱讀購物主題的對話內容。任務 1 

3. 學生能閱讀購物夥伴敘述購物目的訊息。任務

3 任務 4 

寫 學生能撰寫並敘述購物目的訊息。任務 3 任務 4 

語言 1. 與提出邀約有關的詞彙、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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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重點 2. 與生活日用品有關的詞彙。 

3. 與購物場景（詢問價錢、結帳等）有關的詞彙。 

4. 詢問價錢的問句。 

5. 簡單的指令句。 

6. 描述物品外型的形容詞。 

文化 

學習重點 

觀念：臺灣生活的購物環境與其服務精神。 

實踐：和同儕討論在臺灣購物時的選擇、在臺灣購物詢

問商品資訊的方法、如何禮貌地提出邀約、如何禮貌地

表達自己需要協助。 

產物：臺灣購物的環境、商品陳列的樣貌、商品資訊的

呈現。與店員溝通的語言以及常見的固定說法。 

其他 

學習重點 

1. 培養願意表達需求、尋求他人支援的等勇於嘗試的

心態。 

2. 培養不害怕在溝通時犯錯的態度。 

3. 促進說華語的動機與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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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寫單元大綱的 7 個步驟 

 

說明  教師根據課程目標決定每個單元的主題。教師可根據您的教學情

況（如課程總時間、學校政策等）決定課程要包含幾個單元以及

哪些單元，並決定這些單元的主題。 

 

說明  教師根據學生的語言程度（屬於 TBCL 華語文能力指標的哪個等

級，或見本書第 26-29 頁 TBCL 與 CEFR、ACTFL、TOCFL 的等級對

應）了解學生等級，再從《參考指引》學習表現的能力描述來撰

寫學生的單元目標，例如，學生若為 TBCL 第 1 級的學生，就能以

第 2 級的能力表現為單元的學習目標。 

 

 

說明  教師列出學生在該單元主題之下，必須要能完成的行動，例如在

「去商店購物」的情境下，學生要能夠做到的事情包含「詢問商

品的相關訊息」、「結帳時聽取店員的問題，並能與店員互動等」。

教師可從兩個方面思考任務類型，第一個是某情境之下常見哪些

任務；二是從能力指標去思考，例如 2 級的能力描述包含「能讀

懂生活場域中的短語或短句指示（街道、飯館、火車站的路牌和

指示標誌）」，教師即可據此寫出「閱讀便利商店或超市標示貨品

的種類、牌子」的任務。 

01 

03 

根據學生的語言程度撰寫單元目標。 

思考與列出在這個單元主題之下，學生必須能完

成的任務。 

02 

決定單元主題。 



 

74 

 

實
作
篇 

 

 

說明  教師根據學生的語言程度以及步驟 3的任務類型，列出學生在聽、

說、讀、寫的學習目標，或稱為表現指標，也就是學生要達成這

些任務，需要掌握哪些聽、說、讀、寫的技能。 

 

 

說明  教師根據學生的語言程度，列出學生在詞語、語法、語篇的學習

內容。教師可以思考學生要達成步驟 3 的任務需要哪些詞語、語

法、語篇知識，也可參考《參考指引》的情境詞表，從各情境中

找出完成某項任務需要具備的語言知識。 

 

說明  教師根據前述第 2 與第 3 個步驟思考學生要完成該項任務需要具

備的文化知識，據此列出學生在文化方面的學習重點，此點在後

續的幾頁中會有詳細說明。 

 

 

說明  教師根據前述步驟 2 至 4 思考學生要完成該項任務需要具備的其

他方面的學習重點。例如理解、尊重、欣賞、悅納不同國家的文

化內涵、提升學習興趣、涵育積極的學習態度，以及以華語學習

知識等學習重點。 

 

06 列出文化學習重點。 

07 列出其他的學習重點。 

05 列出語言學習重點。 

04 列出語言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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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寫單元大綱的注意事項 

 承上所述，我們將製作單元大綱簡化成以下 7 個步驟： 

1. 根據課程目標決定每個單元的主題。 

2. 根據學生的語言程度撰寫單元目標。 

3. 思考與列出在這個單元主題之下，學生必須能完成的任務。 

4. 列出完成任務所需要的聽、說、讀、寫技能。 

5. 列出語言學習重點。 

6. 列出文化學習重點。 

7. 列出其他的學習重點。 

 在這 7 個步驟中，有些注意事項無法在上面的步驟說明中詳細解釋，

因此，接著我們分段說明編寫單元大綱時需要老師們留意的事項。 

 

教師在課程開始之前，需要安排各單元的主題（通常是以週為單位），

有時教師任職的學校、機構已經安排好各單元的主題，但若教師需要自己

決定單元主題，可以思考以下幾個問題： 

1. 參考類似課程的單元安排。 

2. 思考學習者的特質，年齡、程度、母語文化、個性、個性、學習目標、

需求、期待等，或是學習者在課程結束後將如何繼續學習華語等問題。 

3. 機構、學校對課程的要求與期待，如期末規劃話劇表演等活動。 

4. 根據學校、機構、社區可提供的學習資源來規劃單元主題。 

單元主題最好能讓學習者從名稱就可以知道單元大致的學習內容，且

需要從學習者為中心出發，構思整體的單元設計方向。 

單元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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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是整體的教學要追求的目的。清楚的目標有助於從事有目的、有

方法的教學。教師在課堂上教學、活動、練習的內容，都與目標有關係。

單元目標指的是在課程結束時，學習者已經能掌握的知識或技能，決定單

元主題後，接著是決定數個單元目標。教師如果不清楚如何決定單元目標，

可以使用《參考指引》中的學習表現（能力指標）。教師可以根據學習者的

語言程度（屬於 TBCL 華語文能力指標的哪個等級，或見本書第 26-29 頁

TBCL 與 CEFR、ACTFL、TOCFL 的等級對應），決定學習目標，例如，學習者

若為 TBCL 第 1 級，就能以第 2 級的能力表現為單元的學習目標。單元目

標的訂定將影響任務的類型，以及學習者如何學習、如何練習，對產出何

種成果也會有深遠的影響，必須謹慎計畫。 

 

任務是學習者要完成某件事的具體行動，教師列出在該單元主題之下

學習者必須要能完成的行動，例如在「去商店購物」的情境下，學習者要

能做到「詢問商品的相關訊息」、「結帳時聽取店員的問題，並能與店員互

動等」。教師可從兩個方面思考任務類型，第一個是某情境之下常見哪些任

務；二是從能力指標去思考，例如 2 級的能力描述包含「能讀懂生活場域

中的短語或短句指示（街道、飯館、火車站的路牌和指示標誌）」，教師即

可據此寫出「閱讀便利商店或超市標示貨品的種類、牌子」的任務。 

對於如何將學習表現轉換為任務的方法，可參考知識篇 1.3 的說明。

我們在本書 21 頁提出《參考指引》學習表現中的每一相能力描述都可以區

分出 4 種成分：行為、語言、話題、文本。簡述如下： 

單元目標 

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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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 4 級的聽力描述（L-4-2）為例： 

 

 

 

我們在知識篇也以寫作能力描述為例，說明如何拆解能力指標所包含

的內容： 

 

 

 

 

 

 

 

行為 語言 文本 話題 

能聽懂並掌握以較長段落陳述的說明、指示及熟悉主題 演說的重點。 

能力 

描述 
行為 語言 話題 文本 

書寫 簡單字詞 

個人且熟悉

的日常生活

主題 

與個人訊息

有關的表格 

寫出、回復 
簡單完整的

句子 

日常生活主

題，例如表

達感謝、祝

賀等 

電話留言、

私人信件 

1 級 

寫作 

3 級 

寫作 

教師可以從中衍生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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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從能力指標的描述中延伸課堂的任務，例如 1 級寫作是「能

書寫簡單的數量名稱（數字、價錢、時間）、姓名、國籍等常見的表格內容。」，

老師即可設定需要填寫表格的相關活動，例如初次就診需要填寫的初診

單，如下。教師可以讓「完成填寫初診病患基本資料卡」成為任務，並針

對表格中所需的資訊教學，使學習者能在最後完成填寫資料卡。 
 

註：為了讓學習者以真實的初診單練習如何在表格中填寫個人資料，此處的表格引

用自衛生福利部胸腔病院網頁，網址如下：https://www.ccd.mohw.gov.tw/?

aid=507&iid=2&page_name=detail&pid=0。

而 3 級寫作是「能以簡單完整的句子寫出簡短的信件內容（感謝、道

歉、祝賀、道別）」，在配合單元主題與目標的前提下，教師可以讓學習者

寫一封表達感謝、道歉、祝賀、道別的書信，或是寫日記、寫留言便條等

任務。當然，教師從學習表現的能力描述中延伸任務時，也需要注意任務

類型與單元目標、單元主題的契合度，要讓學習者在達成單元目標的前提

下進行任務的練習。 

 

https://www.ccd.mohw.gov.tw/?aid=507&iid=2&page_name=detail&p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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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技能是學習者達成任務所需掌握的聽、說、讀、寫技能。如前面

單元大綱例子中，教師設定的任務之一是「邀約朋友在某特定時間一起去

購物」，為了要達成這個任務，在口說的學習重點是「學生能說出見面的時

間、地點，以及要去的商店名稱、地點」等。為了方便教師對照任務與技

能之間的關係，我們在前述範例的語言技能後標示對應的任務類，如下表。

教師需要確保每一項任務所需要的各種能力都具體條列在語言技能中。 

任務 

1. 進行任務前，學生觀賞購物短片或閱讀與購物主題

相關的對話； 

2. 邀約朋友在某特定時間一起去購物； 

3. 與同去購物的夥伴敘述購物目的； 

4. 描述希望購買的物品，外型與價格； 

5. 購物時，與夥伴討論物品的外型與價格； 

6. 詢問店員商品的資訊，並於結帳時，與店員互動。 

7. 向朋友表達感謝之意。 

口說技能 

1. 學生能說出見面的時間、地點，以及要去的商店名

稱、地點。任務 2 

2. 學生能向購物夥伴敘述購物目的。任務 3 

3. 學生描述希望購買的物品，其外型與價格。任務 4 

4. 學生購物時與夥伴討論物品的外型與價格。任務 5 

5. 學生能詢問店員商品的訊息，包含東西放在哪裡、

能不能刷卡等。任務 6 

6. 學生能在結帳時回答店員問題並結束談話。任務 6 

7. 學生能向陪同的朋友表達感謝。任務 7 

註：任務一不是對應到口說技能，而是對應到聆聽與閱讀技能，所以在上表中的第二欄

「口說技能」沒出現任務一，但教師需要確保任務與技能之間可以對應。 

語言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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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學習重點是學習者要達成任務所需具備的語言知識。例如前述提

到的「一起去商店購物」的主題，要教授的語言知識包含以下： 

(1) 與提出邀約有關的詞彙、語法。 

(2) 與生活日用品有關的詞彙。 

(3) 與購物場景（詢問價錢、結帳等）有關的詞彙。 

(4) 詢問價錢的問句。 

(5) 簡單的指令句。描述物品外型的形容詞。 

語言學習重點可參考《參考指引》的學習內容，尤其是國家教育研究

院的情境詞彙表（《參考指引》28 頁）列出各主題的常見詞語，如下，教

師可以在考量學習者程度與特質，將與單元主題有關的詞語作為語言的學

習重點。 
 

主題 次主題（共 18 類） 詞語 

核心詞 

初學者須先學會的詞

語，及其延伸、跨四類次

主題的詞語。 

2,512 個詞 

(1) 個人 
A. 個人資料 176 個詞 

B. 情緒、態度 110 個詞 

(2) 生活 

C. 日常、起居 217 個詞 

D. 休閒、娛樂 227 個詞 

E. 交通、旅遊 198 個詞 

F. 教育、學習 344 個詞 

G. 購物、商店 151 個詞 

H. 餐飲、烹飪 214 個詞 

語言學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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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次主題（共 18 類） 詞語 

I. 科技 32 個詞 

J. 身體、醫療 269 個詞 

(3) 人際 
K. 社交、人際 127 個詞 

L. 職業 204 個詞 

(4) 社會 
M. 公共服務 53 個詞 

N. 安全 142 個詞 

(5) 自然 O. 自然環境 90 個詞 

(6) 人文 P. 藝術、歷史、文化 86 個詞 

(7) 國際 Q. 國際、社會 136 個詞 

    各主題的詞語可在此查詢：https://reurl.cc/XZnKqg。

 文件下載處：https://coct.naer.edu.tw/page.jsp?ID=41。

 在系統上查詢：https://coct.naer.edu.tw/word.jsp。

 語法也可以參考《參考指引》中的語法點，例如，若是針對華語中高

級以上學習者開設華語學術寫作課程，在提到寫作的「對比」溝通功能時，

就很適合使用《參考指引》學習內容中，語法點第五級，三個與「比較」

有關的句式，如下，而語言學習重點就是「掌握能表達對比功能的語法或

句式」。

1 A跟B......相當 坐在前面的那個男生，看起來大約跟我年紀相當。

2 比不上 買來的玩具雖然精緻，但比不上親自做的有價值。

3 （A）與B相比 這座城市現在與五年前相比，繁榮了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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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寫單元大綱時，教師可以依據單元主題，將社會文化元素融入課程

設計，並且彈性調整它們在課程中的比重。社會文化元素可以是社會中的

身份、關係、規範或行為，也可以是文化的內涵、價值與習俗等。我們在

前面的例子「一起去商店購物」的主題與購物有關，主要任務為表達購物

需求、經歷選購過程，並且在購物過程中以華語進行語言互動，整體而言

文化在任務中的比重較低。儘管任務中未呈現明顯的社會文化元素，我們

仍然可在單元大綱的文化學習重點中看到它們的存在。以下，我們一起思

考，如何依據 3 個 P 的文化架構，發掘課程設計中的文化因素，讓學習者

藉由華語學習體驗社會文化內涵。 

 3 個 P 的文化架構 

1. 觀念（Perspectives）：包含在文化中的價值、態度、意義與想法等，從

中衍生出文化實踐的方法以及文化產物。 

2. 實踐（Practices）：社會或社群認同的既定做事方法。例如：問候、使

用餐具、買火車票以及婚禮儀式等。 

3. 產物（Products）：在文化實踐的過程中，牽涉到的產物，包括有形的

或無形的。例如：語言、服裝、建築場景、制度以及各項藝術形式等。 

 

 以「一起去商店購物」的單元大綱為例，學習者藉著執行大綱中的任

務項目，體驗在臺灣表達購物需求以及實際購物的過程，這個過程便融合

了文化實踐。學習者能從中學到在臺灣的購物情境中與同儕討論購物需求

與商品選擇的方法，以及購物時詢問商品資訊並與店員互動的常見說法。

教師可以思考在實踐的過程中包含了哪些具有華人特色的行事方法。 

文化學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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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化產物方面。當我們進行文化實踐時，文化產物便會隨著實踐的

過程顯現。例如，「一起去商店購物」單元中的文化產物就在於臺灣的購物

環境、商品陳列的慣例、樣貌等，都包含在真實的購物過程中，讓學習者

體驗、感受臺灣的消費習慣。商品資訊或是折扣活動的呈現樣式，不只關

乎語言，也與文化息息相關。教師可以在思考文化實踐方法的同時，連結

實踐過程可能伴隨出現的文化產物，語言經過適當地調整後可作為語言任

務的執行內容。最後，經過實際的文化實踐以及與文化產物的接觸，這些

經驗使學習者有機會體驗文化觀念並進一步進行跨文化反思，最後得以理

解華人文化的價值觀、態度、意義、想法等文化觀念。 

《參考指引》的學習表現包含文化表現，將學習者的文化表現分為三個

等級，如下，教師設計單元大綱時可以由此設定學習者在該單元的文化學

習目標，參考下面的表格為不同程度的學習者設定文化的學習目標。在這

個面向，教師可以注意兩個重點，一是學習者能否針對特定溝通情境中的

目的、關係等因素使用恰當的語言和非語言行為，例如學習者對於與關係

親近的家人與關係疏遠的陌生人談話，能否根據身份、關係等調整發話內

容；二是學習者對目標語文化在特定事物、行為上的內涵、價值、規範等，

或是外顯的行為、習俗等的掌握程度，也就是學習者能否以文化上適當的

方式與他人進行互動。例如，接受他人的餽贈時，學習者能否掌握華人對

於接受禮物的文化內涵，進而恰當的方式接受或拒絕餽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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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 描述 

基礎 

（1-3 級） 

學習者在日常且熟悉的生活情境中，能得體地使用符

合華人文化的形式或肢體語言來表達或回應。學習者

可能可以察覺顯而易見的文化差異或禁忌，但其語言

能力尚不足以運用多樣的語言形式表達或回應。例如，

回應讚美時，學習者可說出「哪裡哪裡」的高度固定

化形式。 

進階 

（4-5 級） 

學習者在公共、學校及職場等場域，能察覺母語文化

與華人文化在行為與觀念上的差異，也能有意識地使

用帶有文化色彩的形式或肢體語言來表達或回應，並

表現對華人文化的理解。例如，回應讚美時，學習者

可說出「你過獎了」。 

精熟 

（6-7 級） 

學習者在各種場域的語言及行為都能以符合華人文化

的方式表達或回應，能準確、恰當、靈活地表現自己

對文化差異的掌握，也能進一步考慮社會因素，如關

係親疏、地位高低等，在語言及行為上做出相應調整。

例如，回應不熟悉的上位者的讚美時，學習者可說出

「承蒙抬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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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其他的學習重點指的是除了語言、文化的學習，其他面向

的學習重點，包含內容眾多，如下圖所示，舉凡使用華語學習的能力、情

意學習、思辨學習、科技學習等都含括在內。 

 

 

 

 

 

 

 

《參考指引》的基本理念所強調的三種能力為溝通能力、文化能力，

以及使用華語學習的能力，但我們在使用手冊除了溝通能力、文化能力個

別條列，將其他的能力都歸為「其他學習重點」，原因在於在華語教學中，

不是每種課型都能夠單獨列出學習者使用華語進行學習的能力，因此我們

將此與其他內容（如情意、思辨等）合併，方便教師彈性運用。 

其他的學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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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編寫文化比重較重的單元大綱？ 

前述提及的「一起去商店購物」主題中的文化比重較低，我們接著呈

現另一個例子，當中有較多的文化學習要點，以描繪將社會文化元素融入

課程的樣貌。以下的單元大綱以「撰寫家書」為主題，學生程度約為國家

教育研究院華語文能力指標 3 級、4 級，這個大綱預計需要 6 個學時（6 節

50 分鐘的課）完成。我們以此任務說明任務設計如何融入文化的教學。 

 

單元主題  

單元目標 

聽 
L-4-1 能聽懂較長段落的對話之主要訊息與特

定細節。 

說 
S-4-1 能以連貫的句群敘述經歷、感受、理想或

願景。 

讀 
R-4-1 能理解以段落陳述的事件與感情（信件、

公告、通知）。 

寫 
W-4-1 能以連貫性的句群，清楚地表達個人的

情感、經驗。 

譯 
T-4-2 能以簡單完整的句子翻譯簡短的信件內

容（感謝、道歉、祝賀、道別）。 

任務 

1. 藉由範例家書，了解華人家庭家書的重要性； 

2. 朗誦範例家書，學習家書的篇章結構； 

3. 描述／介紹新學期的校園環境、老師與同學； 

4. 敘述新學期在學校發生的事； 

5. 表達新學期的個人感受； 

6. 描述自己離家的感受； 

7. 撰寫一封家書。 

語言技能 聽 

1. 聽教師介紹家書在華人文化的文化意含。

任務 1 

2. 聽讀範例家書，了解家書的重點內容。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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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2 

3. 聆聽教師講解家書特殊用語以及格式的重

點。任務 2 

4. 聆聽同儕分享新學期在學校發生的人事

物。任務 3 任務 4 

5. 聆聽同儕分享新學期的個人感受與離家感

受。任務 5 任務 6 

說 

1. 輪流朗誦範例家書的內容，盡可能以角色

扮演的口吻朗誦（教師可適時調整內容用

詞的難易度）；任務 2 

2. 找一處校園環境、老師或同學，從不同面

向仔細描述／介紹此對象；任務 3 

3. 敘述新學期在學校發生的一件事；任務 4 

4. 表達新學期的個人感受與期望；任務 5 

5. 描述自己離家的感受。任務 6 

讀 

1. 閱讀範例家書的內容，及相關的生詞語法；

任務 1 

2. 閱讀家書的特殊用語以及書信格式；任務 2 

3. 閱讀描述／介紹新學期校園環境、老師與

同學以及敘述學校事件的課文對話或讀

物；任務 3 任務 4 

4. 閱讀描寫離家感受的課文對話或讀物，以

及相關的生詞語法。任務 5 任務 6 

寫 

寫一封家書給家人，以下面的順序架構文章。

第一，找一處校園環境、老師或同學，從不同

面向仔細描述／介紹此對象；接著，敘述新學

期在學校發生的一件事；最後，表達自己離家

的感受，以及新學期新生活的感受與期望。在

信中盡可能地與讀者進行互動對話。任務 2  

任務 3 任務 4 任務 5 任務 6 任務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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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 

翻譯範例家書的部分段落，並且比較不同語言

間，表達情感的語言與方式的差異。任務 1 任

務 2 

語言 

學習重點 

1. 書信的常見用語。 

2. TBCL 4 級以下表達感受的詞語，如緊張、興奮等。 

3. 介紹校園環境的詞語，例如圖書館、餐廳、教室等。 

4. 以時序法描述事件發生過程的方式。 

5. 以時序法描述事件發生過程的常見句式。 

6. 華語書信的常見結構。 

文化 

學習重點 

1. 觀念：華人的家庭教育觀。 

2. 實踐：藉由閱讀範例家書，了解華人家庭中的溝通方

式，以及傳遞家庭價值、教育觀念的方式。 

3. 產物：家書、書信的格式、稱謂、書信用語以及書信

常用語言。 

其他 

學習重點 

1. 以華語學習撰寫書信的方式。 

2. 能夠從書信內容，判斷不同書信的用途，以及通行雙

方的社會關係。 

3. 反思華人家庭教育觀與自身文化的不同，藉由差異啟

發好奇，進一步理解華人家庭教育觀的不同面向。 

 以「撰寫家書」作為單元大綱的主題，是以一項將濃厚華人文化氣息

的文化產物作為課程核心的作法。教師在課程的一開始，引介一個家書的

範例，引導學生閱讀內容及了解華語的書信格式，並且清楚且直接地點明

其包含的文化觀點，同時藉由觀摩家書範例，學習文化實踐的方法。緊接

著，課程任務 3、4、5、6 項不只讓學習者練習了多項語言功能，也為撰寫

家書的任務準備了書寫的內容。如此的課程設計，是將文化學習的實踐過

程作為課程主體，並且在文化實踐過程的同時使用語言、提高語言技能的

熟練度。文化學習與語言學習不僅能夠同時進行，更能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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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編寫專業華語的單元大綱？ 

接著我們以前述的大綱樣本製作專業華語的單元大綱，我們以學術華

語中的學術報告討論為例。在學術華語的課程中，學習者希望增進在學術

環境中使用華語來表達以及互動的能力。其中，同儕之間討論研究報告是

學術環境的常見任務，這項任務要求學習者必須綜合使用各種語言技能。

我們接著呈現的學術報告討論課單元大綱，需要 6 小時完成，班級是約 4

人的小班，學生程度約為國家教育研究院華語文能力指標 5 級、6 級的學

習者。即便教師對文本的專業內容掌握程度不高（例如不了解工程論文的

內容），仍可引導學習者使用學術語言進行團體討論。 

單元主題 學術報告討論 

學習目標 

聽 
L-6-3能理解以流利話語所表達的各種主題之敘

述及專業演說的重點。 

說 

S-6-4 能清晰流利地參與各種主題的討論與辯

論，明確地闡述觀點與立場，切題地評析並回

應他人的評論。 

讀 
R-6-3 能理解具有難度的長篇，並運用策略處理

無法理解之處。 

寫 

W-6-3能以書面語及結構完整的篇章，針對某一

特定觀點，清楚表達支持或反對的理由，且論

據嚴謹。 

譯 
T-6-3 能以連貫的段落翻譯他人的觀點、活動與

計畫內容。 

任務 

1. 執行任務前，學習者觀賞一則學術發表短片。 

2. 彙整學術用語並彙編資料。 

3. 指派一位同學口頭簡報研究報告／論文。 

4. 不報告的同學需事前閱讀研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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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不報告的同學需條列研究重點，並各自針對寫作方法

提出 3 項問題。 

6. 在課堂聆聽簡報時，同時記下對簡報內容提出的 2 項

問題，並口頭提問。 

7. 報告的同學，現場回答同儕提問。 

8. 共同討論事先提出的 3 項寫作方法問題。 

語言技能 

聽 

1. 聆聽學術發表短片的內容。任務 1 

2. 特別專注聆聽邏輯連結的方式，以及導引聽

眾的語言。任務 1 

3. 聆聽同儕簡報學術研究要點。任務 3 

4. 聆聽同儕提問內容以及報告者的回應。任務 7 

說 

1. 討論彙整學術用語。任務 2 

2. 報告者口頭簡報研究內容的要點。任務 3 

3. 提問者引用簡報內容進行提問並評析。任務 6 

4. 報告者即時口頭回應同儕課堂提問。任務 7 

5. 共同討論時間，提出事前擬定的 3 項寫作方

法問題，以及可能的解決辦法；同時，嘗試回

應其他同儕的問題。任務 8 

讀 

1. 閱讀學術用語彙編資料。任務 2 

2. 課前閱讀研究報告／論文的內容。任務 4 

3. 簡報時，閱讀電腦上的簡報內容。任務 6 

寫 

1. 邊聆聽學術發表短片的內容，邊記下邏輯連

結的方式，以及導引聽眾的語言。任務 1 

2. 合作彙編學術用語資料。任務 2 

3. 報告者需製作投影片內容。任務 3 

4. 不報告的同學需條列研究重點，並各自針對

寫作方法寫下 3 項問題。任務 4 任務 5 

5. 在課堂聆聽簡報時，同時記下對簡報內容提

出的 2 項問題。任務 6 

語言 1. 由學生統整的學術用語（參任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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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重點 2. 華語語篇中表示句子間並列、附加、因果、對比等邏

輯關係的詞語（連詞與副詞）。 

3. 學術論文的分節、格式、各節的寫作重點。 

4. 學術報告的開場、投影片的銜接，以及結束的慣用語。 

5. 學術報告中提問、回答問題的慣用說法。 

文化 

學習重點 

1. 觀念：華人學術發表以及學術討論。 

2. 實踐：華人進行學術簡報時，開場的方式、轉折、連

結，以及結尾的方式。華人在學術討論時，評論的態

度與方式。 

3. 產物：華人研究報告／論文的篇章結構，以及寫作使

用的語言。簡報時所用的書面語言與口頭表達的語

言。提問與評論時所用的固定用法以及自謙詞等。 

其他 

學習重點 

1. 藉由觀察自然文本，自行學習學術篇章所使用的語

言，培養辨識華語文體與寫作風格的能力。 

2. 在學術性環境中，能夠以具備針對性的方法，提出邏

輯性的評論，並以此進行學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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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重點 

1. 編寫教案的注意事項。 

2. 編寫教案的流程與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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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寫教案需要考慮的基本因素 

教案（lesson plan）是教師對課程的個人教學計畫，通常載明學習者

要學習什麼，教師如何教，以及如何評估學習結果。教案的編寫單位可以

是一單元、一課（如第五課）或是一學時（一節課 40 至 50 分鐘）。若教案

的單位是一單元或一課，則教案可能包含 2 個小時以上的教學計畫，若是

以一節課為單位，則約為 50 分鐘的教學計畫。 

教案沒有固定格式，可能因為學科特性、學生特質（如年齡、國籍等）、

教學機構的規定等因素而有不同樣貌，但通常得考量以下因素： 

1. 基本資料欄位：教學主題、目標、對象、日期、時間、地點、材料等。 

2. 教學內容欄位：教學內容、重點、任務、教法、過程、材料、評估等。 

教案沒有固定格式，基本上所排定的計畫具體可行並且符合教學原理，

便是優良的教案。一般而言，編寫教案困難的地方通常在於以下三點： 

1. 教師不會撰寫教學目標（學習目標）。 

2. 教師不會排定教學順序。 

3. 教師無法預估教學活動中的各流程所需要的時間，也就是無法妥善分

配教學時間。 

針對以上三點，我們提供教案的格式範例與實例，並且說明《參考指

引》在其中能提供給老師們的協助，希望能協助老師們更好地運用《參考

指引》制訂課堂上的教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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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資料欄位可包含的項目 
 
 
 
 
 
 
 
 
 
 
 
 教學內容欄位可包含的項目 

 
 
 
 
 
 
 
 
 

教學主題 

教學內容 

目標 對象 材料 

時間 日期 地點 

重點 任務 教法 

過程 材料 教師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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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案的格式樣本 

我們在此提供的教案樣本雖是以任務型教學為主要教學方法，但傳統

以某教科書為主，注重生詞、語法、課文解說的課堂教學模式也能使用，

鼓勵教師根據實際的教學情況改寫以下樣本。 

單元任務  

任務說明  

預估課時  

教材教具  

目標等級  

學習目標 
(可延伸自國家

教育研究院的

學習表現) 

聽  

說  

讀  

寫  

語言知識

與技能 
 

教師評估  

溝通能力 任務與執行 

(聽說讀寫)  

(聽說讀寫)  

(聽說讀寫)  

文化能力  

學習能力  



 

96 

 

實
作
篇 

◎ 編寫教案的注意事項 

在套用前頁的格式樣本編寫教案時，有以下的事項需要注意，我們在

每個欄位填入編寫要點供老師們參考。下面表格的藍底標示老師們可使用

《參考指引》加以填寫的部分，包含的「目標等級」、「學習目標」、「文化

能力」、「學習能力」四個欄位。 

單元任務 根據實際情況填寫。 

任務說明 根據實際情況填寫。 

預估課時 根據實際情況填寫。 

教材教具 根據實際情況填寫。 

目標等級 
若學生為 TBCL 1 級學生，則目標等級為 2 級，並以 TBCL 

2 級的能力描述為下面的學習目標。 

學習目標 

聽 參考「學習表現」寫出學習目標。 

說 參考「學習表現」寫出學習目標。 

讀 參考「學習表現」寫出學習目標。 

寫 參考「學習表現」寫出學習目標。 

語言知識

與技能 

具體寫出學生學完這課能獲得的語言／溝通能力，包含應

知與應能。 

教師評估 教師如何評估學生是否確實達成以上的學習目標？ 

溝通能力 任務與執行 

(聽說讀寫) 寫出教學流程、方法、時間配置等內容，必須與上面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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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目標能夠相互對照。 

(聽說讀寫) 
寫出教學流程、方法、時間配置等內容，必須與上面的學

習目標能夠相互對照。 

(聽說讀寫) 
寫出教學流程、方法、時間配置等內容，必須與上面的學

習目標能夠相互對照。 

文化能力 具體寫出學完這課學生能獲得的文化能力。 

學習能力 
除了語言與文化能力，具體寫出學完這課學生能獲得的其

他的多元能力。 

我們說明以上表格中「目標等級」與「學習目標」的差異。「目標等級」

指的是學習者要朝向的整體目標，例如學生是 TBCL 2 級程度的學生，那目

標等級的則是 3 級。設定「目標等級」的用意是讓老師定位學生目前的能

力，以及了解學習者長期的學習方向。而「學習目標」則是指該堂 50 分鐘

的課結束後學習者能獲得的語言知識或技能。 

我們接著來看 4 個實際例子。這 4 個主題分別是初級的「和購物夥伴

談論需要購買的物品」、中級的「美食評論家」，以及高級的「華語家庭主

題的電影配音」、「重述寫作」。藉由這 4 種主題的教案實例，我們希望說明

《參考指引》中的「學習表現」如何幫助教師定位學習者的語言與文化能

力，以及設定具體可行的學習目標。不論是哪一個等級的學習者，都可以

使用我們提供的範本來編寫適合的教案。我們以前頁的空白樣本為例，填

入如下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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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例 1：初級華語教案設計 

 

單元任務 和購物夥伴談論需要購買的商品。 

任務說明 

教師指定便利商店為學習者購物的場域，並請學習者以假

日的聚餐為目的，分組準備購物清單。在分組討論需要購買

的物品時，學習者討論各自的需求與想法，以及達到需求必

須購入的物品與數量，以此練習日常所需物品的名稱、單位

詞與數量。同時，學習者需要計算購物時的預算，思考預算

是否負擔得起，並認識紙鈔與錢幣。最後，學習者試著比較

與反思，如果在學習者母國購買相似的日用品可以去哪裡

買？以及預算的價格有什麼差異。 

預估課時 1 至 2 堂 50 分鐘的課。（約 2 節課）  

教材教具 

1. 便利商店常見商品的圖卡； 

2. 附有價格的商品名稱圖卡； 

3. 臺幣紙鈔與硬幣； 

4. 自製購物清單表格； 

5. 教師自製的教學投影片。 

目標等級 TBCL 第 1 級 

學習目標 

L-1-1 能聽懂簡單的購物品項名稱、數量，及其金額。 

S-1-1 能說出簡單的購物品項名稱、數量，及其金額。 

R-1-1 能讀懂簡單的購物品項數量，及其金額。 

W-1-2 
能書寫簡單的購物品項數量，及其金額，並填寫購

物清單表格內容。 

語言知識

與技能 

1. 學習基本詞彙：「想要」、「需要」、「買」、「什麼」

以及數詞、量詞等一級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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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習日常食品、用品的名稱。 

3. 認識在臺灣便利商店買得到的日常用品及其包裝樣式。 

4. 學習在團體協作中表達自身需求、想法、意見，並能詢

問他人意見，完成成功的互動。 

5. 學習在團體協作中以華語統籌購物需求，並用華語討論

價錢與預算。 

教師評估 

1. 教師製作食品、物品的圖片與名稱配對遊戲，評估學習

者的熟悉度。 

2. 在討論購物清單時，教師確認學習者是否能重複使用關

鍵詞彙與句型，以詢問及表達意見，並在預算討論時正

確說出各項物品的價格。 

3. 請學習者分享各組的討論結果及其預算金額。 

溝通能力 任務與執行 

L-1-1 

S-1-1 

R-1-1 

1. 學習者認讀臺灣便利商店常見的食品與用品圖卡、並誦

讀商品名稱、價格。 

老師要做什麼 

教師簡單介紹任務以及各項便利商店常見食品與用品，並

帶著學生誦讀其名稱與價格。 

L-1-1 

S-1-1 

R-1-1 

2. 學習者學習表達個人購物需求與想法之詞彙與句型，例

如：「想要」、「需要」、「買」、「什麼」以及數詞、量詞等

一級詞彙。 

老師要做什麼 

教師講解關鍵詞彙、語法點或句型，並適度帶領學習者進行

語言操練，鞏固熟練度。 

L-1-1 

S-1-1 

3. 學習者邊參考食品、用品圖卡，邊討論假日聚餐所需的

物品、物品數量及其價格。 

老師要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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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幫助學習者在進行討論任務時，盡可能重複使用關鍵

的詞彙與句型，並確認價格的唸法正確。教師可依據國家教

育研究院詞語分級詞表，列出任務討論時可供參考的一級

詞彙，作為補充詞彙。 

L-1-1 

S-1-1 

W-1-2 

4. 學習者彙整所需購買的物品，以及所需的預算，並考慮

預算是否負擔得起，決定是否增加品項或數量。 

老師要做什麼 

教師引導學習者統整所需購入的物品品項與數量，引導討

論預算是否合理、是否需增加品項或數量。 

L-1-1 

S-1-1 

5. 學習者依照預算找出付款時所需的錢幣與紙鈔。 

老師要做什麼 

教師確認學習者的錢幣與紙鈔數量，並討論錢幣與紙鈔的

不同搭配可能，以及需要找零的情況。 

L-1-1 

S-1-1 

6. 學習者比較與反思文化對比的議題，例如：學習者母國

購買相似的日用品可以去哪裡買？以及商品的價格有

什麼差異？ 

老師要做什麼 

教師引導文化對比的各項討論，例如：臺灣的物價、臺灣便

利商店可以買到的商品，或在臺灣假日聚會買的東西與學

習者母文化的差別。 

文化能力 

藉由實際談論與規劃購物的過程，讓學習者必須使用在特

定文化下，執行特定任務時所需的語言技能，這便是展現文

化實踐的過程。文化實踐的過程，除了語言技能外，仍須考

慮執行任務時所牽涉的環境條件，種種條件由文化產物構

成，例如在這個任務中，便利商店的場域特色，便利商店提

供的服務、販售的商品、價格等也真實呈現華人文化中人們

集體的愛好與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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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能力 

以籌劃假日聚餐為任務目標，幫助學生執行任務進行決策

時有明確的判斷依據。學生經歷購物規劃的各項步驟，需要

具備蒐集資訊、籌劃未來、解決問題以及評估與判斷的能

力。同時，購物時所需的實用語言技能，也在這項學習活動

中有多重機會得以展現，能有效地結合溝通能力與學習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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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例 2：中級華語教案設計 

 

單元任務 美食評論家 

任務說明 

1. 教師在美食評論網站上挑選特定餐廳，供學習者閱讀

瀏覽各方對餐廳與餐點的評論。 

2. 學習者閱讀並統整餐廳的他人評論後，依據美食評論

網上的資料與自行取得的相關資訊，針對自身曾去過

的餐廳撰寫評論文章。 

預估課時 3 至 4 堂 50 分鐘的課。（約 4 節課） 

教材教具 教師挑選的餐廳資料、餐廳評論文章、彙整學習單 

目標等級 TBCL 第 4 級 

學習目標 

L-4-2 能聽懂並掌握以較長段落陳述的美食評論重點。 

S-4-6 
能以連貫的句群，就感興趣的餐廳或餐點表達推薦

或不推薦的意見與理由。  

R-4-3 
能理解以段落呈現之顧客評論所傳達的主要觀點

與結論。  

W-4-1 
能以連貫性的句群，清楚地表達個人對特定餐廳或

餐點的認識或經驗，並推薦屬意的餐廳或餐點。 

語言知識

與技能 

1. 學習分級詞表 4 級的評價詞彙，例如：「主動」、「細

心」、「可靠」、「用心」、「完美」、「迅速」等。 

2. 學習辨別正面評價與負面評價的表達方式。 

3. 認識華人評論餐廳或餐點時，注重的面向，例如：服務、

上菜速度、價格或口味等。 

4. 學習彙集多方評論，並作出總結性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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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習推薦文的篇章結構以及撰寫食物口味、香味、顏色

等常見的詞彙與句型。 

教師評估 

1. 學習者針對特定餐點彙集多方意見時，教師確認學習

者是否有能力分辨正面評價與負面評價，以及各自使

用的評價詞彙。 

2. 學習者在分享顧客評論注重的面向時，教師可以檢視

學習者是否確實理解評論文章中的大意。 

3. 教師可從學習者所寫的推薦文評估學習者是否達到預

期的學習目標。 

溝通能力 任務與執行 

L-4-2 

R-4-3 

1. 學習者閱讀臺灣美食評論網特定餐廳的顧客評論。 

老師要做什麼 

教師簡單介紹任務。向學生展示指定的店家網頁及其相關

資料，並將事前挑選的顧客評論文章發給學生閱讀，挑選評

論時可利用國家教育研究院教材編輯輔助系統評估評論內

容是否符合學習者的目標等級。 

R-4-3 

W-4-1 

2. 學習者分辨評論中哪些是正面評價、哪些是負面評

價，並統整各自常用的評價詞彙或句型。 

老師要做什麼 

教師引導學習者閱讀美食評論。以及統整正、負面評價所使

用的詞彙與句型。 

R-4-3 

W-4-1 

3. 學習者依據評論的內容，統整出顧客評價美食時在意的

面向。 

老師要做什麼 

教師幫助學習者找出常見的評論標的，並歸類主要評價面

向，例如評論標的為某道菜，可歸類為食物面向。接著在不

同面向的評論中，歸納出常見的評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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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6 

R-4-3 

W-4-1 

4. 學習者彙整店家整體評論，並分享觀察結果。 

老師要做什麼 

教師提供以不同評論面向為架構的彙整學習單，引導學習

者彙整店家整體的綜合評論，並以口頭分享觀察結果。 

R-4-3 

W-4-1 

5. 學習者依照觀察評論所學，為自身曾拜訪的餐廳撰寫

美食評論。 

老師要做什麼 

教師引導學習者挑選評論的店家，並提供評論寫作的篇章

架構，讓學習者將觀察時所學到的評論方式及語言使用應

用於寫作中。 

文化能力 

學習者以觀察他人評論的方式學習特定文化群體評論餐飲

的方式，從中，可以看到文化下的價值觀以及餐飲習慣再現

於評論的內容。過程中，學習者也同時能學習在餐飲文化下

的美食評論寫作方式，其篇章結構與用字遣詞的文化獨特

之處。 

學習能力 

評論寫作的學習，是以搜集資料、了解現況為開端，以彙整

資料、撰寫看法為過程，以明確的評論為結果。寫作過程體

現以華語進行獨立研究與思辨的學習能力。學生能對他人

的正、負評論進行分析，以及評論面向的歸類與統整，幫助

學習者建立處理華語資訊的能力。最後，以分析結果作為自

身評論寫作的養分，我們可在其中看到培養學生自學能力

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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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例 3：高級華語教案設計 

 

單元任務 華語家庭主題電影配音 

任務說明 

教師選取以家庭關係為主軸的電影，學習者為其配音。 

教學影片：電影「別告訴她」。 

教學片段一：奶奶與孫女碧莉的電話對話，探討華人家庭中

長輩關心晚輩的方式，以及當長輩詢問個人交友情況時，晚

輩不願正面回應時的溝通策略。 

學習者利用打電話作為溝通方式，學習進行電話對話的慣

用語及程序，並能藉由模仿對話中的語氣，學習語氣、語調

如何表達說話者的態度與情感。 

教學片段二：碧莉回到奶奶家，家人迎接碧莉的方式，展現

出華人在與晚輩見面時開場的方式。華人直接評論他人外

表的行為可作為文化討論的素材，比較不同文化在同樣場

合開場行為的差異。 

預估課時 4 至 5 堂 50 分鐘的課。（約 5 節課） 

教材教具 
電影片段、自製紙本講義、投影片、錄音器材、錄音分享平

台。 

目標等級 TBCL 第 6 級 

學習目標 

L-6-1 
學習者能理解華人家庭中各種情境對話中不同語言

形式傳達的語用意義及其隱含的意義。 

L-6-2 
學習者能理解以流利的話語及俚語或慣用語呈現的

華人家庭議題對話。  

S-6-1 
學習者能以清晰流利話語，運用溝通技巧，以華人

家庭的親情互動模式適切地表達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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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6-1 
學習者能理解華人家庭議題的相關文章，並推論文

中角色的態度及觀點。 

語言知識

與技能 

1. 學習基本詞彙：相關詞彙參考 TBCL 情境分類此表中的

「個人資料」、「情緒、態度」主題。 

2. 對話中不同角色的語氣與語調。 

3. 溝通中的迴避策略。 

4. 學習動詞「操心」的文化意涵。 

5. 學習華語中打電話時所使用的慣用語。 

6. 學習華人文化中評論外表的文化意涵以及迎接親友的

開場方式。 

教師評估 

1. 在討論片中重要家庭議題時，使用自製講義，讓學習者

填空帶有關鍵意義的詞彙語法，並撰寫個人想法、他人

想法，以及討論後的反思。 

2. 學習模仿影片片段中的對話內容時，教師以此評估學

習者學習進度。 

3. 在學習者分析未聽過對白語音的片段時，評估學習者

的語言技能以及對文化觀念的理解程度。 

溝通能力 任務與執行 

L-6-3 

1. 學習者聆聽並理解電影片段的前情提要，並且建立對

話的背景知識。 

老師要做什麼 

教師講解電影片段的情境、角色關係以及重要的相關事件，

幫助學習者了解對話中的來龍去脈。 

L-6-2 

2. 學習者觀賞指定電影片段，了解華人家庭在特定情境

下表達情感的方式與語言。 

老師要做什麼 

教師提問引起學習者對關鍵詞彙語法的關注，讓學習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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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詞彙語法的字面意義以及語用意義。教師提醒學習者關

注語氣及語調的差異，以及語氣所傳達的角色關係，並引導

不同語氣之間意義差別的討論。 

L-6-1 

S-6-1 

R-6-1 

3. 學習者討論片中的重要家庭議題，學習者確認對片中

各角色行為以及語言使用的理解，及其與文化觀念間

的關係。 

老師要做什麼 

教師提供電話作為溝通媒介的序列結構與慣用語，讓學習

者兩人配對練習電話對話。在電話對話中加入敏感議題的

提問，並接續練習迴避策略的使用。教師引導學習者分析片

段二，奶奶在迎接碧莉時的開場方式，並引導討論，為何奶

奶一開口就評論碧莉的外表。 

R-6-1 

S-6-1 

4. 學習者閱讀片中所用重要詞彙與語法點的相關講解，

以及片中對話時語氣所傳達的語用意涵。 

老師要做什麼 

教師講解關鍵詞彙「操心」、「就是」、「我沒事」、「傻孩子」，

語法點「快讓我 VV」、「非...（不可）」、「哪裡（哪兒）」，並

帶入不同情境讓學習者結合語境練習使用，並理解其中的

語用意義。 

S-6-1 

5. 學習者練習模仿片中對白。 

老師要做什麼 

教師可以結合步驟 2.讓學習者做角色扮演，進行重複的語

氣模仿練習。 

S-6-1 

6. 學習者利用電影的其他對話片段，在未聽過對白語音

的情況下，分析對話內容應使用的語氣。 

老師要做什麼 

教師提供其他以電話為媒介的對話片段，以及其他迎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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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成員回家的片段，在相似的情境下，教師帶領並讓學習者

在聆聽對白語音之前，討論、分析該如何為影片配音，配音

時考慮了哪些社會文化因素。 

S-6-1 

7. 學習者按照字幕顯示的對話內容，練習為影片的角色配

音，並錄音。 

老師要做什麼 

教師讓學習者分組，接著使其照著字幕嘗試為片段配音，並

錄音。 

S-6-1 

8. 學習者比較真實對白的配音與自行錄製的配音，並進行

分析與討論。 

老師要做什麼 

教師協助學習者將錄音上傳至網路平台，以利在課堂中分

享成果，並播放實際的影片片段語音，讓學習者可以進行對

比與討論。教師可以特別提醒語氣、語調的差異，進一步提

升學習者的學習意識。 

文化能力 

透過實際為對白配音的過程，以語言中說的技能進行華人

家庭文化的實踐，並在過程中學習華語使用者在家庭情境

下，展現特定情感的文化模式，以此了解文化觀點的內涵。 

學習能力 

藉由觀察華語使用者在家庭情境下的互動對話，判斷對話

雙方的態度與情感，以建立在多元情境下，邏輯思考與包容

理解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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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例 4：高級華語寫作教學教案設計 

 

單元任務 重述寫作 

任務說明 

1. 教師依據學習者的興趣與專業傾向，挑選特定文章作

為重述的對象。 

2. 學習者以自己的話重述文章各段落的意思。 

3. 評估文章的詞彙等級，將較困難或是專業詞彙以等級

較低的詞彙替換。 

4. 力求重述後的文章能被一般非專業領域的人理解。 

5. 最後階段為進行同儕審閱。 

預估課時 3 至 4 堂 50 分鐘的課。（約 4 節課） 

教材教具 
上課簡報、寫作相關的輔助系統、語法點彙整表、同儕審閱

方法的範例。 

目標等級 TBCL 第 7 級 

學習目標 

L-7-1 
能理解以流利話語所表達的複雜主題之敘述及介

紹專業領域議題的主題重點。 

S-7-3 
能清晰流利地就自身興趣或專業，進行有組織、有

邏輯且切題的論述與介紹。 

R-7-2 
能理解學術或自身專業領域中各種主題的篇章，賞

析風格的細微差異，理解明示含義與言外之意。 

W-7-3 
能精確地運用熟語，針對讀者特性，調整表達方式，

完整且有條理地創作結構完整的篇章。 

語言知識

與技能 

1. 學習搜集華語學術或專業領域的文章或資料。 

2. 學習評估文章或資料的篇章結構以及詞彙難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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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各項華語學習輔助系統，例如：國家教育研究院教

材編輯系統、國家教育研究院語義場關聯詞查詢系統

等。 

4. 學習重述寫作換句話說的寫作技巧，並以科技工具輔

助學習。 

5. 學習如何在非專業領域中理解文章的主題與大意。 

6. 學習辨別同儕寫作的字句問題。 

教師評估 

1. 學習者選定閱讀的文章時，教師可以依據學習者對文

章的評估與選擇的理由，對學習者的閱讀理解能力進

行了解。 

2. 教師可以從學習者的重述寫作內容，評估學習者是否

適時地使用科技工具輔助寫作過程。 

3. 教師能夠從學習者提供給同儕的回饋中看到，學習者

是否了解學習內容，並且有能力以此作為辨識同儕寫

作問題的方法。 

溝通能力 任務與執行 

R-7-2 

1. 學習者搜集並閱讀與自身興趣或專業相關的華語學術

文章或專業評論。 

老師要做什麼 

教師簡單介紹要學生執行的任務，並向學習者的文章選擇

提供建議，以篇章架構完整、值得作為高級寫作學習典範的

文章為優先選擇。 

R-7-2 

W-7-3 

2. 學習者使用國家教育研究院的教材編輯系統，評估所選

文章的詞彙等級分布，並圈選第 6、7 級詞彙以及其他專

業詞彙。 

老師要做什麼 

教師引導學習者使用國家教育研究院教材編輯系統，並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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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簡單總結所選文章的詞彙等級分佈，同時評估是否

難字比例過高而需要更換文章。 

R-7-2 

W-7-3 

3. 學習者對所選文章進行重述寫作。需要換句話說時，可

利用國家教育研究院語義場關聯詞查詢系統，查詢可用

的替代詞語。同時，需將圈選出的難字以等級較低的詞

彙替換。 

老師要做什麼 

教師提供學習者重述寫作可用的參考資源，例如國家教育

研究院語義場關聯詞查詢系統、華語書面語料庫，以及語法

點彙整表等。 

L-7-1 

S-7-3 

4. 完成重述寫作後，學習者將重述寫作的文章交給同儕進

行審閱，並在同儕審閱前簡單口述文章梗概。 

老師要做什麼 

教師提供學習者進行同儕審閱時需注意的事項，例如，如何

標記需要修改的部分，以及提供文章難以理解的可能原因。 

R-7-2 

W-7-3 

5. 學習者在審閱同儕的重述文章時，試著指出不容易理解

的部分，作為同儕修改的方向。另外，自身也需依照同

儕審閱結果進行寫作修改。 

老師要做什麼 

教師引導學習者進行同儕審閱，以及後續的修改工作。 

文化能力 

學習者閱讀華語的專業領域文章，能夠感受到同樣的主題，

卻因文化與自身母語不同，而在篇章以及寫作風格上有所

差異。以如此的閱讀經驗，對照自身寫作的風格，可以比較

華語的寫作思維與其他文化的不同。 

學習能力 

學習者以科技工具輔助華語寫作，是適時利用科技學習、提

高學習效率的做法。同儕審閱能夠幫助學習者以評量者以

及非專業的一般人角度，更清楚地審視一篇專業文章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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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寫作，不但能提高學習者反思與批判的能力，也能提供學

習者換位思考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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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重點 

1. 發展教材的意義、原則與思考要點。 

2. 發展與課程大綱密切聯繫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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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教材的意義 

教材是課程的材料，用來促進或評價學習者的學習結果。我們相信在

大多數的情況下，教師不需要自己撰寫教科書，因為坊間已有許多選擇，

或者所屬的學校、機構也有指定用書，但不可避免教師可能得製作補充講

義、投影片、學習單、作業等，這些都屬於教材的一部份。教材的研發是

教師最有機會將個人的教學信念、學識經驗實際運用到教學的時機，如果

時間、各種條件許可，我們都鼓勵教師動手製作各種教學材料，為課堂注

入更多創意與巧思。 

研發教材的意義不僅止於上面所提的，教材作為教師和學生互動的重

要媒介，是課程、課程大綱、單元大綱、教案等一系列決策過程的最終產

物。教材具體化教師在設計課程大綱、單元大綱、教案的想法與設計，學

習者可能不會接觸到課程大綱、單元大綱、教案，但他們可以根據教材內

容來認識教師所要帶領他們走向的學習目標，感受課程設計對他們產生的

實際影響，教材是教學與學習的重要媒介。 

 

 

 

 

 

 

 

 

 

 

讓課程設計越來越

具體的過程。 

教材是一連串決策

的實際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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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教材前需要思考的項目 

我們在本章提的教材不僅是坊間可見的綜合型教科書（如《當代中文

課程》），而是泛指任何經過教師製作、編輯，可以在課堂使用的教學材料，

也是配合學習目標，為了達到溝通、文化、使用華語學習的能力所使用的

素材。《參考指引》27 頁提到發展教材可呼應「基本理念」與「課程目標」，

並依照學習者的先備知識與教學情境將「學習內容」做適當的轉化，意思

是發展教材前要考量學習者的情況，並盡可能融入《參考指引》的精神：

培養學習者的溝通、文化、學習三種能力。因此，我們發展教材前需要思

考的項目整理如下圖所示。 

 

 

 

 

 

 

學生

溝通

文化學習

學生 

以學習者為中心，因此教材

要與學生的經驗、背景、需

求、目標等相關。學習者的經

驗、背景、需求、目標為何？ 

文化 

1. 與學習目標有關的文化

能力為何？ 

2. 跨文化學習重點為何？ 

3. 如何培養與發展學生的

文化能力？ 

學習 

1. 可以培養學習者哪些學

習能力？例如發現、解決

問題、分析能力等。 

2. 如何培養與發展特定的

能力？ 

溝通 

1. 如何培養與學習目標有

關的聽說讀寫技能力？ 

2. 如何引導學習者理解與

使用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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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的編寫原則 

1. 以學習者為中心：教材的選編應契合學習者的學習興趣及需要，對

學習者而言應具吸引力。教材內容應真實、實用、有趣、新穎且生

動活潑，並具有明確的適用對象與課堂類型。 

2. 使用正體字編輯教材：正體字優美、結構嚴謹、是華人的文化資產，

也利於學生辨識、閱讀、記憶、學習，各種教學材料應使用正體字。 

3. 善用科技以發展多元教學模式：數位科技為語言教學與學習帶來革

新，編寫教材時也應善用科技發展多元的教學模式，例如善用數位

科技的回饋、檢索、互動等功能，或連結線上的整合系統、AI 智能

學習平臺，讓數位教材、教科書可以更好地幫助教師實踐課程目標。 

4. 溝通能力的培養優於語言知識的傳授：語言知識固然是必備的基礎，

但教材應提供生活及跨文化理解的情境，並融合主題、句型結構及

溝通功能，設計多元的任務與活動，增進學生興趣並培養溝通能力。 

5. 學習內容循序漸進：「學習內容」的編纂基本上應謹守循序漸進、由

簡而繁、適時重複出現或加深加廣的原則（有些課程注重急用先學，

即不屬於此範圍），不必一次窮盡該素材的所有面向。例如，某詞語

可先呈現使用頻率高的語義，再出現其他的語義；同一句型結構可

以先呈現最簡易的核心句型，之後才介紹衍生、較複雜的結構或用

法。教過的字彙與句型結構，宜在後續課次大量反覆出現，並於不

同情境的文章或對話中充分練習。 

6. 選材以溝通式教學為原則：教材的編輯應具備基本的語言教學原理，

應選取具有溝通功能的文本，例如任務導向或內容導向的教材。教

材編寫也力求內容及語句的真實性，並符合華語的表達慣例。長度

不宜過長，以利學習者容易熟稔、靈活組合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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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的取材來源 

《參考指引》將 1 至 5 級共 5,288 個詞語歸納成 18 個主題，供老師們

選用。由這 18 個主題延伸出的溝通話題見下頁。 

 

主題 次主題（共 18 類） 詞語 

核心詞 

初學者須先學會的詞

語，及其延伸、跨四類次

主題的詞語。 

2,512 個詞 

(1) 個人 
R. 個人資料 176 個詞 

S. 情緒、態度 110 個詞 

(2) 生活 

T. 日常、起居 217 個詞 

U. 休閒、娛樂 227 個詞 

V. 交通、旅遊 198 個詞 

W. 教育、學習 344 個詞 

X. 購物、商店 151 個詞 

Y. 餐飲、烹飪 214 個詞 

Z. 科技 32 個詞 

AA. 身體、醫療 269 個詞 

(3) 人際 
BB. 社交、人際 127 個詞 

CC. 職業 204 個詞 

(4) 社會 
DD. 公共服務 53 個詞 

EE. 安全 142 個詞 

(5) 自然 FF. 自然環境 90 個詞 

(6) 人文 GG. 藝術、歷史、文化 86 個詞 

(7) 國際 HH. 國際、社會 136 個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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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次主題 話題列舉 

(1) 個人 
A. 個人資料 

1. 姓名、國籍、出生時地、年齡、

通訊資料 

2. 個人的學歷與就業、語言 

3. 親族稱謂 

4. 個人的習慣與愛好 

5. 個人的性格特質 

B. 情緒、態度 6. 情緒、態度、反應 

(2) 生活 

C. 日常、起居 

7. 生活起居 

8. 居住環境、地點 

9. 家務分工 

10. 搬遷 

D. 休閒、娛樂 

11. 影視網路娛樂 

12. 體育 

13. 觀賞表演 

14. 文化參觀 

E. 交通、旅遊 

15. 大眾交通工具 

16. 個人交通工具 

17. 旅行 

18. 旅遊資訊 

F. 教育、學習 

19. 就學 

20. 學校環境 

21. 學校生活 

22. 學習活動與經驗 

23. 學習用品 

24. 同儕互動 

G. 購物、商店 25. 實體商店的購買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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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次主題 話題列舉 

26. 網路購物 

H. 餐飲、烹飪 

27. 食物、食材 

28. 用餐時間與地點 

29. 用餐禮儀 

30. 飲食烹調、烹飪 

31. 飲食習慣、文化 

I. 科技 

32. 科技產品 

33. 數位媒體 

34. 網際網路 

J. 身體、醫療 

35. 身體認識 

36. 身體狀態的表達 

37. 醫療活動與行為 

(3) 人際 

K. 社交、人際 

38. 招呼用語 

39. 生活應對、社交應對 

40. 意見與情感表達 

41. 情感與經驗分享 

42. 通訊 

L. 職業 

43. 職場稱謂 

44. 求職 

45. 待遇 

46. 職場文化 

(4) 社會 
M. 公共服務 

47. 公共服務地點（銀行、郵務、加
油站、車輛維修） 

48. 行政文化 

49. 領事、移民、居留 

N. 安全 50. 安全、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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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次主題 話題列舉 

51. 警消 

52. 犯罪 

53. 衝突 

(5) 自然 O. 自然環境 

54. 時間、空間 

55. 動物、植物、景物、景觀 

56. 天氣、氣候、氣候變遷 

57. 環保 

58. 臺灣的地理環境、全球地景 

59. 二十四節氣 

(6) 人文 
P. 藝術、歷

史、文化 

60. 歷史、傳承、在地化 

61. 傳統節慶、時令習俗、祖先祭
拜、宗教信仰 

62. 藝術及其精神 

63. 文學、文字、方言 

(7) 國際 Q. 國際、社會 

64. 華人在全球的分布與遷徙、世界
各國的華人 

65. 國際情勢及重大議題 

66. 政治情勢與社會活動 

67. 法律與經濟活動 

 

 上述各情境的詞語請見 https://reurl.cc/XZnKqg

 

 

 

 

 

https://reurl.cc/Mk4L1k
https://reurl.cc/XZnKqg
naer7834
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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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你的課程大綱製作教材 

前述提及教師如何發展教材取決於自身的經驗、學識、信念，對學習

者需求、背景、學習目標的理解，以及課程目標、單元目標等眾多因素。

教師一旦投入時間、精神為課程研發教材，就很容易對課程產生歸屬感，

但教師卻不應該以教材為中心，教材不會是課堂的中心，學習者才是。因

此，研發教材的目的應是在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前提下讓學生能掌握語言，

包含理解語言（的形式、功能等）、使用語言、練習語言以及創造語言。 

 教材是讓課程設計越來越具體化的過程，因此

課程、課程大綱、單元大綱、教案、教材之間應該

具有聯繫，基於這個想法，教師製作教材時，可檢

核以下 4 點： 

 

 教材中關於語言知識與技能的部分，是否與課

程的學習目標一致或具有關聯？ 

 教材中的練習、活動內容是否與課程的學習目標一致或具有關聯？ 

 教材內容考慮了本書 114 頁圖中的哪些因素？ 

 教材內容是教師事先準備好的，屬於半真實的文本，而教師如何透過

真實的材料或活動設計讓學習者從半真實走向真實？ 

我們接著以上一節編寫教案中的兩個教案實例：「美食評論家」、「重述

寫作」，提供兩個發展教材的活動設計，說明如何透過實際的教材設計讓

「學習目標」、「語言知識與技能」、溝通能力中的「任務與執行」之間形成

環環相扣的聯繫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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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手冊提供的教案格式樣本 

單元任務  

任務說明  

預估課時  

教材教具  

目標等級  

學習目標 
(可延伸自國家

教育研究院的

學習表現) 

聽  

說  

讀  

寫  

語言知識

與技能 
 

教師評估  

溝通能力 任務與執行 

(聽說讀寫)  

(聽說讀寫)  

(聽說讀寫)  

文化能力  

學習能力  

 

 
教師發展教材時，可時時檢核自己所撰寫的內容、選取的材

料、設計的活動是否與上面紅框中的內容一致。可以將教材

中符合紅框處內容的地方劃上某種顏色，最後根據畫線的

頻率判斷每個目標是否都能有教學活動與之配合、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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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例 1：如何根據教案發展教材？ 

L-4-2 

R-4-3 

1. 學習者閱讀臺灣美食評論網特定餐廳的顧客評論。 

老師要做什麼 

教師簡單介紹任務。向學生展示指定的店家網頁及其相關

資料，並將事前挑選的顧客評論文章發給學生閱讀，挑選評

論時可利用國家教育研究院教材編輯輔助系統評估評論內

容是否符合學習者的目標等級。 

教師提供如下的學習單。 

♨美食評論家：觀察別人的評論♨ 

1. 請想一想下面   內的評論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留言的人給的

是好評還是負評？請用不同顏色把正面或負面的評論分別圈起來。

然後，再找一找評論的項目是什麼，把項目跟評論整理到表格裡。 

評論 1 

迪化街上的二樓，不限時；可以訂位。 

一人一壺茶 280 元+10%服務費。 

附贈茶點有 9 樣， 

有熱水壺，讓客人自己加熱水回沖， 

茶葉都會有試聞瓶， 

讓客人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茶葉， 

跟朋友聊天的好地方。 

評論 2 

老屋的氣氛超佳，環境與椅子都很舒服，茶葉選擇多，主打臺灣茶，經

營策略有其獨到之處。臺灣茶選擇較少高山清香系列，選用的烏龍烘焙

都較濃，老茶味較重，東方美人正常發揮，建議臺灣茶級數可再提高，

另外茶點看來豐富，其中有幾樣感覺算是充數，南瓜子也不夠新鮮，與

期待有些差異，不少桌面被壺底燙壞，有一些印象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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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3 

位在 2 樓，滿多外國人來體驗茶文化的店，菜單上只有國內國外的茶，

價錢都是 280 元，附小點心，點心不可以換，菜單上沒其他甜點蛋糕。 

點了 3 種茶，沖泡茶香滿滿，會提供熱水壺讓客人自己回沖，沒像其他

茶店給沙漏或是指導怎麼回沖，但隨便沖泡味道還是很好，當天外頭天

氣熱全部只提供熱茶有點可惜，店內生意很好，因為廁所在外頭，如果

下雨可能有點麻煩。這裡適合朋友花時間喝茶聊天。 

評論 4 

周末下午第一次來這喝茶，在 Google 評論與部落客的評論分數都很高。

對於喝茶很感興趣的我抱著極高的期待。 

先說結論：我不會再訪了。 

茶樓位在百年老宅的二樓，生意算是滿好的，環境也是濃濃的懷舊風格。 

以設備來說，得分。 

一開始先以十多小瓶裝的乾茶葉聞香，再來選茶，體驗不錯。不過對於

聞香瓶是否有天天換茶葉和消毒有些擔心。 

茶湯本身很剛好，但茶湯的溫度有點不足。香氣也比較不足。就只能說

是順口。 

服務人員態度親切有禮，但可惜的是沒有做更多的說明。 

 

如果能分享沖茶的知識: 比如說，溫度、沖泡的時間等，或是自家茶葉

的故事，一起和客人說明，對於整個體驗一定會更完整且仔細。 

一套 280 的組合包含了一壺茶和一份茶點。 

當天的茶點包含的綠豆糕、花生酥和一些細碎的果乾、堅果等等。 

不難吃，但一方面量少得讓人驚訝，另一方面，茶點的組合又少了整體

感。茶點旁附上一支細叉子，但除了綠豆糕插得起來(其實我插下去整個

綠豆糕就碎了，但一起的朋友順利插起)，其他的茶點完全無法使用叉

子來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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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將班上同學分為 3 組，每一組分配一則評論，說明所分配到的那組評論

整體而言屬於好評或負評？請說明你們判斷的原因，並且從評論中舉出

支持你判斷的例證。 

R-4-3 

W-4-1 

2. 學習者分辨評論中哪些是正面評價、哪些是負面評

價，並統整各自常用的評價詞彙或句型。 

老師要做什麼 

教師引導學習者閱讀美食評論。以及統整正、負面評價所使

用的詞彙與句型。 

教師提供如下的學習單。 

2. 請先想想評論是好評還是負評，再思考評論的內容是下面那一類，

把項目跟評論整理到表格裡（也可以自己加新的評論項目）。 

評論項目 好評 負評 

食物  南瓜子不夠新鮮 

環境   

服務 可以訂位  

氣氛   

活動   

生意   

時間 不限時  

   

   

不確定屬於好評或負評的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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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例 2：如何根據教案發展教材？ 

R-7-2 
1. 學習者搜集並閱讀與自身興趣或專業相關的華語學術

文章或專業評論。 

教師提供如下的學習單。 

 重述寫作：「研究目的」的寫作 

1. 請閱讀以下文獻，並圈出重要的語法點、連接詞或引導語，並思考為

何這些詞語能讓我們分辨出作者正在告訴我們他的研究目的。 

老師要做什麼 

教師簡單介紹要學生執行的任務，並向學習者的文章選擇提供建議，以

篇章架構完整、值得作為高級寫作學習典範的文章為優先選擇。 

本參考文獻節選自： 

周善瑜、張智勇、蕭櫓（2006）。網際網路興起對數位產品獨佔廠商

產品決策與通路策略之影響。《中山管理評論》14(4)，807-846。 

 
以下取自周善瑜、張智勇、蕭櫓（2006）文獻中描述研究目的之段落，809-810 頁。 

 

 本研究旨在分析網際網路興起對數位產品產業所帶來的衝擊。所謂

數位產品是指消費者主要根據產品的數位屬性來評估其價值，而數位屬

性，根據 Lal & Sarvary (1999)的定義，是指能夠在網路上與消費者溝通

之屬性，而大部分的數位屬性能夠透過視覺上的觀察來對此屬性進行評

估。以電腦軟體或音樂 CD 為例，消費者可以透過網路下載後試用、試

聽來評估產品的價值，故其可歸類為數位產品。例如全球知名的資料庫

軟體廠商甲骨文公司除了讓顧客可在網路上下載外，更可為其召開線上

會議，由產品專家解說，使顧客對於產品有更深入的了解，也因此網路

能使顧客更容易取得產品的品質資訊。在傳統通路中，因為實體通路的

溝通特性無法有效傳遞此類數位屬性或是要普遍在所有通路據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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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資訊需付出極為高昂的成本，因此廠商在傳統通路中不會去提供

這樣的產品資訊。以前述之電腦遊戲軟體為例，透過傳統通路銷售雖然

可以在各個零售地點擺設試玩的設備供消費者瞭解產品品質，但考慮到

每個銷售點的設備成本、空間成本，多數軟體並無法負擔這樣的費用，

因此發現對大多數的這類商品，消費者在實體通路購買前並無法充分瞭

解產品的品質；而透過網路，則廠商僅需要將試玩的遊戲版本放到網路

上提供下載，或以多媒體方式進行展示，該項花費相對於實體通路的展

示費用便宜許多，消費者也更能體會產品的真實品質，此類商品即為數

位產品。而凡此得以透過網路傳遞數位化產品屬性的商品是為本研究所

探討的對象。  

 本研究主要即在探討數位產品之製造商，應如何因應行銷環境之變

化，善用網路通路之特質，最適調整其產品、訂價、與通路策略。本文

獲致之理論，期能提供主管當局擬定產業政策之參考，同時做為行銷與

產業經濟學者從事實證研究之基礎。 

R-7-2 

W-7-3 

2. 學習者使用國家教育研究院的教材編輯系統，評估所選

文章的詞彙等級分布，並圈選第 6、7 級詞彙以及其他專

業詞彙。 

老師要做什麼 

教師引導學習者使用國家教育研究院教材編輯系統，並請

學習者簡單總結所選文章的詞彙等級分佈，同時評估是否

難字比例過高而需要更換文章。 

2. 請將圈出的語法點、連接詞或引導語填入「慣用語」欄，並把例句填

入（如果句子太長，可以試著縮短例句）。接著，回到文章的內容，

思考這些慣用語的功能，並試著寫下來。 

 慣用語 功能 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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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研究旨

在...... 

說出主要的研究目

的。 

本研究旨在分析網際

網路興起對數位產品

產業所帶來的衝擊。 

2 
所謂......是

指...... 
定義名詞、概念等。 

所謂數位產 品是指消

費者主要根據產品的

數位屬性來評估其價

值， 

3 而...... 
進一步說明已提及的

名詞、概念。 

而數位屬性，......是指

能夠在網路上與消費

者溝通之屬性， 

4 
根據......的定

義， 
引述研究、資料等。 

根據 Lal & Sarvary 

(1999)的定義， 

5 
以......為

例，...... 
舉例說明。 

以電腦軟體或音樂 CD 

為例， 

6    
7    
8    
9    

R-7-2 

W-7-3 

3. 學習者對所選文章進行重述寫作。需要換句話說時，可

利用國家教育研究院語義場關聯詞查詢系統，查詢可用

的替代詞語。同時，需將圈選出的難字以等級較低的詞

彙替換。 

老師要做什麼 

教師提供學習者重述寫作可用的參考資源，例如國家教育

研究院語義場關聯詞查詢系統、華語書面語料庫，以及語法

點彙整表等。（https://coct.naer.edu.tw/） 

讀完文章後，請將文章中意思相近的句子變成一段，放入以下表格中的

「內容」，並試著在「改寫」的地方用自己的話，把「內容」的意思再寫

一次。如果遇到比較難的詞，可以使用國家教育研究院關聯替換詞語選

https://coct.naer.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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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器，尋找意思接近且學過的詞代替（注意：許多詞無法直接代替，請

回想學過的代替詞該怎麼用。） 

段落 內容 改寫 

1 
本研究旨在分析網際網路興起對數位

產品產業所帶來的衝擊。 
 

2 

所謂數位產品是指消費者主要根據產

品的數位屬性來評估其價值，而數位屬

性，根據 Lal & Sarvary (1999)的定義，是

指能夠在網路上與消費者溝通之屬性，

而大部分的數位屬性能夠透過視覺上

的觀察來對此屬性進行評估。 

 

3 

以電腦軟體或音樂 CD 為例，消費者可

以透過網路下載後試用、試聽來評估產

品的價值，故其可歸類為數位產品。 

 

   
   
   

 發展教材可使用國家教育研究院提供的 14 套系統，國家教育研究院

系統提供的功能包含查詢詞語難度、替換詞語、查詢定式、查詢語義

場等，相關功能的操作及應用方式，請見本書的工具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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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重點 

1. 實施學習者自評的目的、時機與方式。 

2. 製作學習者自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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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指引中關於評量的說明 

評量是教學的一個重要部份，與課程、教材、教法構成循環回饋的歷

程。《參考指引》中提到評量之目的在於提供學習者了解學習的成效，以利

調整學習方式，促進學習，也提供教師了解教學的效果、調整教學。因此，

《參考指引》第肆章「實施要點」中的「課程發展」與「學習評量」兩節

都提到評量在教學中的角色、使用時機、範圍、方式等內容。節錄如下，

相關內容請參閱《參考指引》34-35 頁。 

經常性的課程反饋：有關單位可經常性地實施正式或非正式的課程

評鑑，幫助教師調整教學計畫。課程評鑑除了檢視成果，更應重視

歷程，實施評鑑的目的是回饋教師教學與學習者學習，以改善課程、

提升教學效能，及確保最終的教學目標能夠實現。 

4.1 課程發展 

 

華語文教學的學習評量，除依據教學單位訂定的學習評量辦法及教

師相關規定辦理外，應視評量為學習及課程發展的一部分，教師應

依學習評量結果，適當調整教材教法與教學活動設計，學習者也可

善用評量，促進學習。評量實施須掌握其多元的內涵，充分發揮診

斷與回饋的功能。 

5.1 評量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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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指引》中也建議學習者可報考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檢視個

人的學習表現，並利用華語文能力測驗網站提供的應試資源進行練習：

https://tocfl.edu.tw/index.php/home/index，並列出各等級的學習者建議參

加的華語文能力測驗等級，如下表所示。 

本指引三等七級「學習表現」 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 

基礎 

1 級 準備級 

2 級 準備級、入門基礎級 

3 級 入門基礎級 

進階 
4 級 進階高階級 

5 級 進階高階級 

精熟 
6 級 流利精通級 

7 級 流利精通級 

 

 教師除了鼓勵學習者參加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外，也應遵循《參

考指引》的建議，將評量視為學習及課程發展的一部分，定期、定時地實

施評量，發揮評量對於教學的診斷與回饋功能。評量的種類繁多，教師應

針對學習者不同的學習目標、需求、結果等選擇適合的評量方式。本手冊

為提供《參考指引》在學習評量中相關說明的例證，在本節以形成性評量

中的學習者自評為例，說明實施學習者自評的目的、時機與方式，並提供

學習者自評表的實際範例，以供教師使用參考。 

https://tocfl.edu.tw/index.php/home/index，並列出各等級的學習者建議參加的華語文能力測驗等級，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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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實施評量？ 

當學習者結束一段時間的學習，為了了解學習結束後，特定能力是否

因此獲得提升，我們會對學習者實施評量，評估學習者特定能力的表現與

熟練度。然而，實施評量不僅是為了測量學習者的能力，也希望能藉此提

供教師與學習者進一步的學習回饋。 

 為了使評量能幫助教師制訂課程內容、改善課程設計或教學方法，並

賦予學習者自我掌握學習進程的能力，實現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理念，

以下的章節將討論在教學過程中，如何藉著評量提供教師足夠的教學回

饋，此外，我們也討論教師如何藉由評量，幫助學習者深入參與自身的學

習歷程，激發自主學習的積極態度。 

 

 

 我們在本章使用的評量方式為形成性評量（formative assessment）。形

成性評量是一項在教學過程中實施的評量方式，也就是說，實施形成性評

量後，接下來需要找機會在課程中，利用評量結果調整課程內容、教學方

式或進行補充教學，讓教師與學習者從評量結果的回饋中反思，以提高學

習效果。 

 實施形成性評量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蒐集資訊以調整教學或學習狀況，

並滿足學習者的學習需求。實施形成性評量，教師能藉此了解學習者的強

項與弱項，針對強項能進一步深入發展；針對弱項，則探究能改善的方法。

對教師而言，形成性評量能提供制訂或調整後續課程所需的資訊；對學習

者而言，能夠引導他們改善自身的學習表現，並且提升自我評量的能力，

讓學習者更積極地負起學習的責任。 

實施形成性評量之目的與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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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形成性評量中，蒐集學習者學習資訊的方式有許多種，除了常見的

課堂測驗、期中期末考試之外，另一種方式是從課程的接收者（學習者）

身上獲取直接的回饋，也就是直接請學習者描述他的學習經驗。例如，詢

問學習者是否能在課程設計中有效地學習？學習者自己評估是否達到學

習目標？學習者自評是否能展現學習目標中所描述的學習表現？ 

 我們請學習者自我評量學習狀況，不只能使教師從不同視角看待學習

者的學習表現，獲得新的資訊，也能使學習者藉著自我評估的過程，提高

認知能力，並增進其主動學習的表現。因此，教師需要強調，請學習者自

我評量的重點，不在於評量自己的表現能得到幾分，而是評估自己的學習

狀況，而這份自我評估的結果，也是教師後續制定學習計畫或是補充教學

的重要參考。 

 

 

 為了讓評量能有效幫助教師在課程進行的過程中逐步調整教學方法，

並讓學習者即時獲悉自身需要進一步關注的學習弱點，建議教師在課程進

行的期間，規律地實施學習者自評活動。 

 實施的頻率由教師所需的資訊內容而定。例如，生詞、語法的學習常

是課堂上常態性的教學活動，若教師需確認學習者對於該課生詞、語法的

學習是否達到學習目標，除了一般性的測驗，請教師每次完成一個單元的

生詞語法教學後，便立即實行自評活動，讓學習者反思自身的學習歷程與

必須持續關注的生詞或語法點。有另一種活動是課堂上偶爾出現且複雜性

較高的課堂任務，例如讓學習者口頭報告，不定期實施自評活動。 

形成性評量中的學習者自評法 

實施自評活動的時機與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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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實施生詞、語法的學習者自評？  

我們建議生詞／語法自評表的設計可從《參考指引》學習表現的精神

切入，也就是學習者應該知道什麼（應知），以及應該能做到什麼（應能）。

因此，學習者學完某課的生詞、語法點後，教師可以提供如下的生詞語法

檢核自評表。 

 生詞、語法自評檢核表範例 

生詞／語法點 
(可視情況分成兩個表格) 

我知道「它」

的意思（✓） 

我能用「它」

說出一個句子

（✓） 

我不知道 

1. 應該    

2. 最近    

3. 剛剛    

4. 怎麼辦    

5. 看到    

6. A-not-A    

7. V 了 1    

上表中讓學習者評量的項目是 7 個生詞及語法點，而教師給予的指示

是要學習者檢視是否知道意思以及能否造出一個句子，教師可以彈性更改

表格中的指示，例如改為「能否在『請求』的語境用這個詞語造出一個句

子」等。藉由這樣的自評活動，能夠累積學習者一定數量的生詞語法學習

歷程，教師也能針對生詞語法的教學進行調整，同時，能明確了解、掌握

學習者的學習狀況及其變化。如此的自評實施方式是針對教學性質接近且

頻繁進行的教學活動而做，因此能夠以規律且密集的頻率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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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針對複雜的任務實施學習者自評？  

 上述提及的生詞、語法教學是課堂上經常重複且構成學習基礎的活動，

因此建議從應知、應能兩個層面進行規律、密集的自評活動。而有另外一

種課堂任務是性質較為複雜、準備期長且重複性低，例如，學習者的期末

口頭報告、戲劇表演，或是訪問某人物後撰寫報導等。針對這類需要教師

在學習者準備過程中不斷引導的任務，建議教師將語言任務拆解成幾項步

驟，而且各個步驟必須再細分成不同的語言行動（如在聽說讀寫技能上的

具體表現）。教師可將以上的步驟及語言行動彙整為自評表的核對項目，製

作成自評檢核表，以便學習者能在完成每項步驟後，不定期且自主地實施

自評活動，更清楚看到學習過程需要注意的內容及接下來要完成的目標。 

 

 接下來我們說明如何針對複雜任務設計自評檢核表。第一個是拆解任

務的步驟。以學習者要進行口頭報告為例，準備過程大致分成以下幾項階

段：蒐集資料、消化並重組資料、組織大綱、製作簡報，最後是進行口頭

報告。這幾項步驟需要的能力相異，步驟之間承先啟後的關係緊密，每項

步驟都需要奠基於前項步驟，因此進行下一個步驟前可先讓學習者自評，

檢視自己對於該步驟的掌握情況，以利進入下一個步驟。 

 第二個是描述學習者達成每個步驟需要進行的具體行動。教師在自評

表的每項步驟中，必須清楚描述要完成該步驟所需達成的語言行動，給予

學習者更細緻的語言行動指導，除了能夠讓學習者掌握學習目標，也能幫

助他們檢視學習過程需要執行的事項，並且核對執行的方式是否達成既有

的目標。我們接著以口頭報告的任務為例，說明應用以上兩個步驟所設計

的自評檢核表。 

針對複雜任務的自評檢核表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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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報告自評檢核表範例 

口頭報告的步驟與行動 
我已做完 

（✓） 

我遇到的困難

是... 

步驟一：蒐集資料 

1.1 查找 3 筆中文資料   

1.2 找出跟資料有關的圖片或影片   

1.3 決定報告主題   

步驟二：消化並重組資料 

2.1 把資料中的關鍵詞圈出來   

2.2 選出和關鍵字有關的段落   

2.3 選出 5 個重要的段落   

步驟三：構思並決定大綱 

3.1 說明報告題目的屬性（如時序型、

因果型、對比型、說服型等） 

  

3.2 根據報告屬性寫出每個段落的主旨   

3.3 檢查各段落的順序   

3.4 寫出各段落的關鍵詞與大概內容   

步驟四：製作簡報 

4.1 用自己的話把重要段落再寫一次   

4.2 構思如何將草稿的內容做成簡報   

4.3 製作簡報   

4.4 精簡重要段落的句子   

步驟五：預演口頭報告 

5.1 思考每一張簡報要說的內容   

5.2 在簡報的備忘錄紀錄重點   

5.3 練習口頭報告，增加熟練度   

5.4 預演口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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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面展示的自評檢核表可以看出，我們可以將「準備口頭報告」的

過程細分為一項項具體的語言行動，並在行動中給予清楚的行動指示。例

如，步驟一的第一項行動 1.1 為查找 3 筆中文資料，表示這項行動需進行

的行為為查找，而行動的內容與達成的標準為 3 筆、中文資料。在自評檢

核表中的細項應該給予清楚、直接、具體的行動指示，以便學習者檢視學

習過程需要執行的事項，並核對自己執行的方式是否達成這項行動的標

準。我們建議教師在實行複雜的教學任務前，能事先向學習者說明任務的

評量項目（也就是自評檢核表中的各個細項），讓學習者預先建立明確的學

習歷程鷹架，輔助學習者發展出特定能力。 

 

 

 

 

 

 

 

 

 

 

讓自評檢核表中的行動指示成為學習歷程的鷹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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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設計自評表中的評量項目與評估指
示？ 

我們先釐清兩個術語在本章的意義：評量項目與評估指示。評量項目

指的是需要學習者評量的內容，在下面兩個表格的範例中，以藍色圓框標

出；而評估指示則是指在評量項目下，標明該項目的完成所需執行的事項

及其細節的指示，也就是指示、告訴學習者怎樣算是完成任務、怎樣算是

學會要評量的項目，在下面兩個表格中以紅色方框標出。 

 

生詞／語法點 
(可視情況分成兩個表格) 

我知道「它」

的意思（✓） 

我能用「它」

說出一個句子

（✓） 

我不知道… 

1. 應該    

2. 最近    

3. 剛剛    

 

口頭報告的步驟與行動 我已做完 

（✓） 

我遇到的困難

是... 

步驟一：蒐集資料 

1.1 查找 3 筆中文資料   

1.2 找出跟資料有關的圖片或影片   

1.3 決定想報告的主題   

在前述的生詞／語法檢核自評表中羅列的生詞及語法點是評量項目，

指出學習且需評量的內容為何，而「我知道「它」的意思」、「我能用「它」

說一個句子」，則是評估指示，指出需要評估的行動為何，在這個例子中自

評量項目 評估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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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者需要做到的行動為「知道...的意思」，以及「用...說一個句子」。這些評

估指示能依照教師希望檢視的學習面向以及教學重點，由教師自行訂定與

增減，教師制訂時應該以具體的行動與表現作為自評項目中的評估指示，

才有助於自評者清楚評斷自己的學習情況。 

 生詞／語法的評量項目與評估指示較為單純直觀，但有一些複雜的學

習任務，由於需要評估的行動與內容較多，設計評估指示就會成為教師的

一大挑戰。例如，在前述的口頭報告自評表中，要分成哪幾個步驟，以及

每個步驟需要包含哪些項目，並沒有特定的答案。此外，有時候評估指示

不一定有明確的內容標準，例如步驟一蒐集資料提出 3項完成步驟須進行

的行動與內容，分別是查找 3筆中文資料，以及找出跟資料有關的圖片或

影片、決定報告主題。第一項評估指示有清楚的行動（查找），與行動內容

的標準（3 筆中文資料），但也可以設計如後面兩項，沒有明示內容標準，

而是給學習者留下彈性的發揮空間。因此，自評表中的評量項目與評估指

示都仰賴教師的教學經驗、語言文化與溝通等相關知識，加上對授課對象

學習表現的理解，綜合思考學習歷程中，需要特別關注的學習重點，再將

這些學習重點放入自評表，作為評估指示。總結而言，將教學內容適切地

轉換成自評表的評估指示，是製作自評表時的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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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評量項目的三個重點 

 設計評量項目的方法多元且沒有特定格式，教師可以依據教學內容、

教學重點與教學目標，自行編寫評量的項目內容，並依學習者的自評結果

彈性調整。整體而言，設計學習者自評表的項目需關注以下三個重點： 

1. 以任務為評估單位，以任務中的表現為評估對象。 

2. 給予學習者清楚、直接、具體，可以檢核的評估指示。 

3. 給予學習者評估後改善學習狀況的機會。 

 第一個重點是我們製作自評表中的評量項目時，盡量以一個任務為評

估單位，一次評估一個任務，檢視學習者能否達成這個任務，在生詞／語

法檢核表中就是評量學生能否使用某一個生詞／語法，在口頭報告中就是

學生能否個別完成 5 個步驟。這樣也才能使自評者了解他被期待要完成的

事。第二個重點是對於評估指示的寫法，應該秉持清楚、直接、具體的原

則，例如「查找 3 筆中文資料」的寫法就比「去網路上查資料」更具體、

清楚。最後一個重點也是形成性評量特別注重的：是否能提供改善教學與

學習的資訊，因此，自評表中必須納入一定的空間讓自評者反思在未來的

學習中能夠改善的項目。從範例的評量項目可以看到開放性問題「我不知

道...」、「我遇到的困難是...」，這些評量項目不僅幫助學習者關注學習歷程

中需要改善的部分，更能幫助他們深入思考從何改善，藉此教師也能更精

確地提供協助改善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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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合單元大綱的學習者自評表 

我們除了讓學習者針對課堂上某個特定的教學活動進行自評，也可以

在某項課程（例如為期 7 週的暑期夏令營課程或為期 3 個月的初級華語 I）

進行中的某個階段實施自評，這也呼應《參考指引》在 4.1 課程發展中提

及的： 

 

 

 

而形成性評量的功能是為了檢視教師的教學能否達到教學目標，並且

讓學習者反思自身的學習歷程，因此，評量項目必須緊密結合課程的教學

目標以及為了達到教學目標所進行的課堂任務。評量與課堂有效結合的方

法之一，便是將課堂任務或是任何在課堂中執行的語言行動（例如各樣的

聽說讀寫技能）列為評量的項目。 

以下我們以一個為期 7 週的暑期夏令營課程為例。這個班級的學生來

自美國的大學，成年人，母語為英語，來臺灣前沒學過華語，為零起點學

習者。他們到臺灣的某所大學進行為期 7 週的夏令營課程，課程第一週的

主要學習目標是認識校園以及學會以華語自我介紹的方法。在課程第一週

開始的第三天，教師可以提供下面的單元任務自評表，讓學習者自我評估

過去兩天的學習表現。 

 

第 1 週 
(課程開始) 

第 2 週 第 3 週 
第 4 週 

(期中測驗) 
第 5 週 第 6 週 

第 7 週 
(期末表演) 

經常性的課程反饋：有關單位可經常性地實施正式或非正式的課程評

鑑，幫助教師調整教學計畫。課程評鑑除了檢視成果，更應重視歷程，

實施評鑑的目的是回饋教師教學與學習者學習，以改善課程、提升教學

效能，及確保最終的教學目標能夠實現。 

第 3 天就先進行第一次課程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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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者自評檢核表範例 

單元任務自評檢核表 

單元：新校園生活 

任務 聽說讀寫技能 
100%------50%------0% 

 

我需要再

練習的

地方是... 

任務一： 

向你的老師

和同學介紹

自己，並且

認識大家。 

聽 

我聽得懂自我介紹

的方法。 

100%------50%------0% 
 

 

我聽得懂認識新朋

友的方法。 

100%------50%------0% 
 

 

我聽得懂第一次跟

新朋友說話的方

法。 

100%------50%------0% 
 

 

說 

我能跟同學打招

呼。 

100%------50%------0% 
 

 

我知道怎麼跟新朋

友開啟談話。 

100%------50%------0% 
 

 

我會跟新朋友介紹

自己（姓名、年齡、

國籍等）。 

100%------50%------0% 
 

 

我會邀請新朋友和

我一起出去。 

100%------50%------0% 
 

 

譯 

我會翻譯自我介紹

的例子。 

100%------50%------0% 
 

 

我會翻譯第一次跟

新朋友說話的對

話例子。 

100%------50%------0% 
 

 

我會翻譯認識新朋

友請他一起出去

的對話例子。 

10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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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週 
(課程開始) 

第 2 週 第 3 週 
第 4 週 

(期中測驗) 
第 5 週 第 6 週 

第 7 週 
(期末表演) 

 

 

 

補充說明 

 進行自評活動的時機，在不同的時機點做有不同效果。在上課前先給

學習者自評單，可以預先建立心理準備，知道即將要學習什麼，以及

要注意什麼；在課堂中進行，學習者可以階段性地、逐步地查核自己

是否按部就班完成各項任務；在課程結束後進行，學習者可以清楚自

己的吸收結果，提供反饋讓教師作為改善後續教學的參考。 

 由於我們採用的是形成性評量，因此教師應把調查結果的重點聚焦在

如何協助學習者學得更好。如果教學場域允許，教師可以結合科技，

在教學的過程中讓學生使用 app 或其他雲端工具即時回報自評結果，

教師可立即在教室在雲端後台觀看學生回報的資料，在下一堂課的前

10 分鐘可以針對學生的問題做補救或深入的說明。 

第 3 天就先進行第一次課程回饋 

整個課程會實施多次自評，每次自評都是教師進行補救教學或改

善後續教學的基礎，接著再進行自評，再改進教學等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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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作課程單元自評表的注意事項 

在課程開始的第一週，教師進行的教學內容包括：介紹校園、讓學習

者能介紹自己、打招呼、道別以及如何邀約新朋友去喝咖啡、逛夜市等，

要讓學習者在真實生活中完成上述提及的這些行為，在課堂上須進行許多

教學活動，教師可在教學告一段落時，例如在課程第三天，提供前述的學

習者自評表讓學習者總結、反思過去兩天的學習歷程。 

從上述的學習者自評表可以看到，任務一使用了語言行動中的聽、說、

譯三項語言技能，並以這三項語言技能作為自評表的評量項目，在各項目

下再劃分出各自的評估指示。例如，聽力的項目下有三條評估指示，分別

是「我聽得懂自我介紹的方法」、「我聽得懂認識新朋友的方法」、「我聽得

懂第一次跟新朋友說話的方法」，這些評估指示是參照當週課程目標中設

計的教學行動與內容改寫而來。 

在結合單元大綱的學習者自評檢核表中，最後一項評量項目是一項開

放性問題「我可以再練習的是...」，能夠輔助學習者思考執行特定行動時的

表現為何，以紀錄能夠再加強的學習點。教師使用時，依據需要取得的回

饋項目（例如：詞彙／語法／語言技能熟練度／任務的執行方法等），向學

習者說明填寫的方法。例如，在上述的自評表中，聽力技能中的第一項，

「我聽得懂自我介紹的方法」，其中，學習者可能部分內容聽不懂，則可在

開放性的評量項目中填寫：介紹興趣的句子可以再聽一聽。 

當學習者進行開放性自評問題的反思時，在熟悉自評系統的初期，需

要花費教師較多時間引導與說明，儘管如此，學習者經過適當的引導，能

夠逐漸掌握反思的要點與自評的技巧。開放性問題可以只針對特定評量項

目或是評估指示，進行深入的反思討論，教師也可依據課堂狀況或是學習

者個別的困難點，適時調整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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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的每週單元大綱標明了課堂要進行的行動與內容，這些行動與內

容則經過轉換，轉換成評估指示，放入自評表。轉換時，我們可以思考當

學習者在課堂中執行特定語言行動、在行動中練習使用語言內容時，怎麼

樣的結果算是符合學習目標的表現？而這項符合學習目標的表現就會成

為自評表的評估指示。 

在編寫自評表的評估指示時，教師可以視課程狀況，以及希望藉此獲

取的學習資訊，調整自評標準的內容細緻度。例如，「我聽得懂新朋友的自

我介紹」可以改為更細緻的「在語速正常的情況下，我聽得懂新朋友的自

我介紹」；或是「我會翻譯第一次跟新朋友說話的對話例子」可以改為「在

不使用手機翻譯 APP 的情況下，我能翻譯第一次跟新朋友說話的對話例

子」。評估指示的細部設計，以及應該以哪些方式呈現，教師可參考學習重

點、學習情況、課程整體目標等多方因素的思考，適度調整並彈性編寫。 

從自評表評估指示的轉換過程可知，單元大綱的編寫不只能作為課程

設計重要的一環，也是教師檢視課程設計是否得宜，學習者檢視並修正學

習軌跡的依據。需要注意的是，自評表內容需以學習者能理解的語言撰寫

或依其語言程度，調整用詞，並清楚說明評量的方法，以利自評順利進行。 

評量的刻度，在上述的例子中使用百分比的長條圖，可依照學習者表

現符合評量標準的比例填寫，因此可以了解學習者對自我語言表現的感知

程度，即使如此，教師在編寫自評表時可各自依據需要獲取的資料細緻度

調整評量刻度，斟酌使用檢核表、李克特量表等其他量表。 

總結而言，綜合前面 140 頁提過的 3 項評量項目的設計重點，製作結

合課程單元大綱的評量項目時，主要的概念在於從課堂的學習任務出發，

清楚列出單元大綱中完成任務需進行的行動（也就是各項聽說讀寫技能，

例如在上面的自評表中，要完成任務的行動包含聽力、口說、翻譯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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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教師按照聽力、口說、翻譯這三項評量項目，繼續規劃這三個項目

的具體行動，包含在任務中需達成的行動、行動中涉及的語言知識，以及

完成行動的標準。教師藉由這些具體行動清楚向學習者說明課程的重點，

而學習者從自評表單中獲取清楚且直接的評估指示後，即能核對自身的學

習狀況，檢視自己在任務中的表現是否足以完成任務或是滿足學習目標，

進一步對自身的學習歷程有更深入的掌握。 

 

 

 

 

 

 

 

 

 

 

 

 

 

 

 重點整理 

 自評表中的評量項目設計，教師應從課堂的學習任務出發，教師要

清楚列出完成任務所需要進行的行動（也就是聽、說、讀、寫、技

能，例如鎖定聽力、口說兩種技能）。 

 自評表中的評估指示設計，教師應先設想，怎麼樣的結果算是符合

學習目標的表現？學生做到什麼，即可算是完成任務？例如，在以

自我介紹為主題的課程中，學生應能「說出自己的姓名、年齡、國

籍等資訊」。教師編寫自評表的評估指示時，可以視課程狀況，以

及希望藉此獲取的學習資訊，調整自評標準的內容細緻度。 

 自評表內容需以學習者能理解的語言撰寫或依其語言程度，調整用

詞，並清楚說明評量的方法，以利自評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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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幫助教師了解教學與學習的狀況，即時針對學習者的需要調整教

學內容，本章採用形成性評量，將評量內容緊扣單元大綱，也就是將單元

中的教學過程與學習內容，完整地納入評量內容。這種作法的好處是教師

能快速製作評量表，並在課程中規律地實施，以蒐集課程回饋、掌握學習

者的學習狀態。對學習者而言，形成性自評表不只能使其對自我學習歷程

有更完整、深入的掌握，也能藉著對學習目標的理解與對學習問題的反思，

提升學習策略的運用能力。然而，進行形成性評量需要學習者願意配合教

師指示，不厭其煩地審視自己的學習歷程，而且在剛開始學習者仍不熟悉

自評系統的階段，更需要教師的引導與說明。剛開始可能會花費多一點時

間，但長期而言對學習者的自我監控能力、調節能力，使用學習策略的能

力，以及各項認知能力的提升都有所幫助，因此，我們仍鼓勵教師以這種

自評表幫助學習者培養奠基於華語文學習知識的反思與邏輯批判能力。 

形成性評量的限制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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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指引》作為教師備課的工具 1 
 

 

 

 

 

 

我想編寫和「機場」這個主題有關的教材，或想將機場中常發生的情境設計成一

個課堂活動，哪些情境或生詞是在「機場」出現率高、重要、必須要教的？ 

在編寫特定主題的教材時，如何決定必須要教授的生詞(及語法)？ 

我想幫學生補充固定結構的短語，如「愛 A 不 A」(愛理不理)、「半 A 半 B」(半

信半疑)、「數詞+量詞+抽象事物」(一團和氣、一身本領)，如何查到大量例子？ 

我發現要給學生閱讀的文本中有「偏重」(TBCL 7 級詞)這個詞，因超出學生的程

度，想換成意思相近但等級較低的詞語，有哪些工具可以查詢？ 

我想把一些不錯的網路文章、影片當成補充教材，讓學生閱讀或觀看，如何確定

這些材料的難度適合我的學生？ 

我要怎麼知道某個生詞、語法點是否構成學習難點呢？學生在這個生詞、語法點

的學習、使用上通常有哪些表現？ 

想一想： 

老師在教學生涯中有沒有遇過下面的問題？ 

是如何解決以下問題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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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難度 

想不出例句 

查搭配詞 

辨析 

近義詞 

設計情境 

替換 

生難字詞 

 

 

備課的哪個環節最讓老師困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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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頁列舉一些華語老師在備課時可能遇到的問題，實際上在備課時

會遇到更多的問題；幸運的是，大部分的問題我們都可以讓語料庫、線上

工具來提供解決方案。我們只要輸入指令，就可以從電腦提供的方案中選

擇最適合自己的一個！ 

您備課時習慣使用線上資源來查詢資料或充實教學內容嗎？習慣使用

哪些網站或線上工具備課呢？國家教育研究院至 2022年共開發 14套檢索

系統，各系統的連結、簡介、功能見下頁。這些系統介面單純、操作便利，

並附帶詳細的使用說明，十分好用，期盼能成為華語老師的備課利器。 

國家教育研究院完成系統後，也錄製 5 個影片詳細說明這些系統的操

作及應用方式，見 https://reurl.cc/LmVOVy，5 個影片的主題包含： 

1. 臺灣華語文語料庫與能力基準的發展：https://reurl.cc/ERLz6v。 

2. 系統基礎實作：https://reurl.cc/9pLXDO。 

3. 系統進階實作：https://reurl.cc/RXE1k6。 

4. 語言分析應用實作：https://reurl.cc/60Ylqr。 

5. 華語文教學應用實作：https://reurl.cc/W1MLby。 

快上

youtube 

看影片 

https://reurl.cc/LmVOVy%EF%BC%8C5
https://reurl.cc/ERLz6v
https://reurl.cc/9pLXDO
https://reurl.cc/RXE1k6
https://reurl.cc/60Ylqr
https://reurl.cc/W1MLby
https://reurl.cc/LmVOVy，5
https://reurl.cc/ERLz6v。
https://reurl.cc/9pLXDO。
https://reurl.cc/RXE1k6。
https://reurl.cc/60Ylqr。
https://reurl.cc/W1ML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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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教育研究院的系統在哪裡？ 

✽入口網站：https://coct.naer.edu.tw/ 

 
https://coct.naer.edu.tw/ 

https://coct.naer.edu.tw/
https://coct.naer.edu.tw/
naer7834
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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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套教學資源的連結與簡介 

1. 漢字分級標準檢索系統 https://coct.naer.edu.tw/hanzi.jsp  

 
查詢漢字的級別、書面口語字頻，並可連結至「國字標準字體筆順

學習網」查詢筆順、讀音、部首。 

2.  詞語分級標準檢索系統 https://coct.naer.edu.tw/word.jsp  

 
查詢詞語的級別、情境、書面及口語詞頻，並可連結至「教育部國

語辭典簡編本」查詢詞義、讀音、部首、筆畫等訊息。 

3.  基礎詞彙檢索系統 https://coct.naer.edu.tw/corevoc.jsp  

查詢基礎詞彙的注音、漢語拼音、級別、詞類、英譯、語意／義項、

用法／常用搭配詞、例句等訊息。 

4. 類詞綴檢索系統 https://coct.naer.edu.tw/simaffix.jsp 

 查詢類詞綴的級別、說明及相關的衍生詞彙。 

5. 語法點分級標準檢索系統 https://coct.naer.edu.tw/grammar.jsp 

 查詢語法點的級別與例句。 

6. 國家教育研究院索引典系

統 
https://bcoct.naer.edu.tw/cqpweb 

 查詢詞語及語法點的使用頻率、可能義項及前後搭配詞。 

7. 教材編輯輔助系統 https://coct.naer.edu.tw/edit.jsp  

 

系統將自動標註文本中詞彙的等級，也會計算整篇詞彙的等級分

布，並產出文本的詞語表（包含詞頻）。此系統也提供關聯詞語替代

功能，也就是將某詞更換為意義相近，但難度較高或較易的詞語。 

8. 語義場關聯詞查詢系統 https://coct.naer.edu.tw/word2vec.jsp  

 查詢詞語的同義、近義、反義詞及難度等級。 

https://coct.naer.edu.tw/hanzi.jsp
https://coct.naer.edu.tw/word.jsp
https://coct.naer.edu.tw/corevoc.jsp
https://coct.naer.edu.tw/simaffix.jsp
https://coct.naer.edu.tw/grammar.jsp
https://bcoct.naer.edu.tw/cqpweb
https://coct.naer.edu.tw/edit.jsp
https://coct.naer.edu.tw/word2vec.jsp
naer7834
圖章

naer7834
圖章

naer7834
圖章

naer7834
圖章

naer7834
圖章

naer7834
圖章

naer7834
圖章

naer7834
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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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國家教育研究院分詞系

統 
https://coct.naer.edu.tw/segment.jsp 

 進行文本的分詞及詞性標性。 

10. 語料庫覆蓋率統計系統 https://coct.naer.edu.tw/coverage.jsp 

 
計算某些詞語（可輸入一組詞表），語料的覆蓋率越高，代表詞語的

常用度越高，教師或研究者也可由此推估該組詞的教學效率。 

11. 詞表比較工具  https://coct.naer.edu.tw/compare.jsp  

 
以兩兩相比較的方式，觀察出不同詞表之間的差異，包含重疊及單

獨出現的詞語。 

12. 華語中介語索引典系統 https://bcoct.naer.edu.tw/cqpweb 

 查詢華語非母語人士使用詞語、語法點及前後搭配詞的可能偏誤。 

13. 華英雙語索引典系統 https://coct.naer.edu.tw/bc.jsp 

 查詢華英的雙向翻譯、使用頻率、可能義項及搭配詞。 

14. 作文錯字自動批改系統 https://coct.naer.edu.tw/spcheck.jsp 

 查詢作文錯別字並建議正確用字。 

https://coct.naer.edu.tw/segment.jsp
https://coct.naer.edu.tw/coverage.jsp
https://coct.naer.edu.tw/compare.jsp
https://bcoct.naer.edu.tw/cqpweb
https://coct.naer.edu.tw/bc.jsp
https://coct.naer.edu.tw/spcheck.jsp
naer7834
圖章

naer7834
圖章

naer7834
圖章

naer7834
圖章

naer7834
圖章

naer7834
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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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 

◎ 國家教育研究院的系統如何協助華語老
師備課？ 

接下來，我們從老師備課時需要準備的詞彙、語法、對話或課文三個

方面來介紹，前述的 14 套系統如何協助備課。 

 

 

 

 

 

 

首先是詞彙，我們將從 4 個方面：查難度、查意義、查用

法、查例子介紹各種工具的使用方式。 

語法 對話或課文 

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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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確認詞語或文本的難度等級？ 
 

          查難度 

 查難度的意思是教師可以查詢個別詞語的難度等級，或是在系統上查

詢學習者使用這個詞語的情況，是否出現偏誤及觀察偏誤的類型等，以此

判斷該詞語對學習者的難度。這兩種查詢可使用的系統如下。 

查詢內容 可用系統 

查詢詞語等級 
1.1 詞語分級標準檢索系統 

1.2 教材編輯輔助系統 

了解學習者使用及表現 1.3 華語中介語索引典系統 

1.1 詞語分級標準檢索系統 

 查詢詞語等級可使用的第一個系統是「詞語分級標準檢索系統」。只要

在檢索欄位中輸入要查詢的詞語，就可看到該詞語的等級、情境、書面、

口語詞頻，搜尋結果也提供連結，可直接連結到「教育部國語辭典簡編本」

與「國家教育研究院語料庫索引典系統」觀看詞語的釋義及例子。 

 

 

 

 

1 

查詢結果的頁面所提供的資訊包含：詞語、等別、級別、情境、書面詞

頻、口語詞頻、國語辭典連結、語料庫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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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ct.naer.edu.tw/word.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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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教材編輯輔助系統 

 除了查詢單個詞語，也可以一次輸入一篇文章，一次查詢文章內所有

詞語的等級，使用的介面是「教材編輯輔助系統」，如下。 

 

  

 

 

 

 

 

 

 

 

 

 

我們貼入文章，按下上方藍色的 按鈕，得到的結果如下圖。從

下圖的紅色大圓框可見系統已自動標示每一個詞語的難度等級。而圖上方

我們標示的 1、2、3、4 四個方框，第 1 個是「分級標記」，也就是呈現下

面標示每個詞語等級的結果，第 2 個是「詞彙等級分布」，點選後，系統會

以圓餅圖呈現文章中所有詞語的等級分布。 

 

 

 

https://coct.naer.edu.tw/edit.jsp

 

 

https://coct.naer.edu.tw/edit.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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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2  3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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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個是產出「詞表」，系統以下圖的條列方式呈現該文本所有的詞

語、出現次數及等級，如此可看出該文本每個詞語的出現次數及其等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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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替換詞義相近但等級不同的詞語？

第 4 個功能是「關聯詞替換詞語選擇器」。使用者點選詞語後，例如點

選下圖中的「石油」，系統會呈現與該詞詞義關聯度最高的其他詞語，如系

統提供與「石油」詞義上相關的詞語及其等級，包含：「原油」、「能源」、

「天然氣」、「蘊藏量」、「電力」、「油價」、「礦藏」等。

 

系統在選擇要呈現該詞語的哪些關聯詞時，是根據使用者所選擇的語

料庫來決定，這個設定在介面的最左邊欄位，即下圖的第二個紅色方框。

4 

naer7834
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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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形

naer7834
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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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邊的第二個紅色方框是選擇關聯替換詞所搜索的語料庫，教材編輯

輔助系統提供 5 種語料庫讓使用者選擇：遠流語料、中國時報、國語日報、

平衡語料庫、Chinese Giga Words。國語日報的語料數量較少，系統計算的

速度較快，使用者也可以根據需要選擇與新聞有關的中國時報、與圖書出

版相關的遠流語料，或文類來源較為平均的平衡語料庫，而 Chinese Giga 

Words 則是臺灣中央社的新聞語料。

 左邊的第一個紅色方框則是關聯替換詞語的選擇限制，使用者可以

選擇系統要呈現哪個等級以下的詞語，例如，點選等級「5」，再按一次下

面的 按鈕，剛出現與「石油」詞義上相關的「原油」、「天然氣」、

「蘊藏量」、「電力」、「油價」、「礦藏」等詞語就消失了，因為這些詞語大

多是未收詞語。系統只會留下你設定的那個等級以下的詞語。

 

 

 

  

 

限制系統呈現的關聯詞，只能

是在等級為 5 級以下的詞語。

naer7834
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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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功能對華語老師來說很方便。教師將文本輸入系統後，若有超出

學生程度的困難生詞，例如下圖中的「注重」屬於第 5 級詞語，教師若想

替換成詞義相近但等級較低的詞語，點選關聯替換詞語選擇器後，系統提

供「講求」（6 級）、「偏重」（7 級）、「重視」（4 級）、「著重」（6 級）等其

他近義詞供教師選擇，教師可視學生程度，將「注重」（5 級）換為等級較

低的「重視」（4 級）。 

 

 

 

 

 

 

 

 

 

  

 

 

 

重視
注重

講求、
著重

偏重
4 級詞 

5 級詞 
6 級詞 

7 級詞 

系統可以幫你找出詞義相近但等級不同的詞語，方便替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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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查詢個別詞語的難度等級，接著要介紹華語中介語索引典系統，

以此查詢學習者使用這個詞語的情況，以此判斷該詞語對學習者的難度，

或歸納成為難點的原因。 

 

查詢內容 可用系統 

查詢詞語等級 
1.1 詞語分級標準檢索系統 

1.2 教材編輯輔助系統 

了解學習者使用及表現 1.3 華語中介語索引典系統 

 

1.3 華語中介語索引典系統 

 COCT 中介語語料庫的網址及使用介面如下圖。這個語料庫的查詢方式

與書面語、口語語料庫相同，查詢式也與這兩個語料庫相同，介面的首頁

提供查詢詞語的方法與範例，如下圖。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

點選這裡下載查詢方式 

https://b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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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學習者如何使用某個詞（單個詞） 

老師在檢索欄位輸入要檢索的詞語，點選    就會出

現檢索結果。 

 

 

 

 

 

 

我們檢索「一向」，結果如下圖，搜尋結果顯示共在 1963 個文本中，

共有 9 個文本出現「一向」，共 9 次。點選紅框中的 Filename 可得知語料

的蒐集年份、撰寫者的性別、母語，以及該篇文本的題目、字數。而點選

搜尋結果中的「一向」，可以看到更多的上下文。從下圖的檢索結果，教師

就可以觀察與計算學習者使用該詞的正確率。 

 

 

 

 

 

 

 

 

點選後可看到更多上下文 查看語料的後設資料 

在此輸入要檢索的詞語 

點選「開始檢索」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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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學習者如何使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
近義詞（或易混淆詞） 

如果老師想繼續觀察、比較學習者如何使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近義詞，

例如想查詢學習者能否掌握「一向」與「一直」的用法，這個語料庫也能

讓老師一次查詢多個近義詞，查詢式為(A｜B)，例如：(一向｜一直)，或是

(怕｜害怕｜恐怕)，或是(特色｜特性｜特徵｜特點｜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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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個詞也可以查。 

 

 

 

 

 

 

 

 

  

點選「開始檢索」後，看到初步結果如下。我們輸入(怕｜害怕｜恐怕)，

一共在 211 個不同的文本中出現 277 次。接著點選紅框中的選單，可繼續

查詢更多資訊。華語教師最常用的功能應是 Frequency breakdown（頻率分

解）和 Collocations（搭配詞）這兩種。查詢方法是在紅色方框的選單中

選擇要查詢的功能。

 

 

 

 

 

下拉這個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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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選 Frequency breakdown（頻率分解），可得到下面的頁面，系統計算這

三個詞在總共 277 次的出現率中，各佔了幾次， 呈現次數與百分比兩種

訊息，如下。我們發現學習者使用最多的是「怕」

（64.6%），其次是「害怕」（21.7%)，最少的是「恐怕」（13.7%）。

 第二種常用功能是 Collocations（搭配詞）。我們繼續點選下面頁面中

的「怕」、「害怕」、「恐怕」三個詞。在左邊紅框中點選 Collocations（搭配

詞）。如此就可以看到「害怕」這個詞的搭配情況，我們用這個方法檢索

「怕」、「害怕」、「恐怕」的搭配詞，操作步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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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 Collocations 

naer7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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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意義 

 

 教師在課堂上教授生詞時，需要說明該詞的意義、用法與提供大量例

句。我們接著先說明如何查詢意義。查意義的意思是教師透過系統查詢某

個詞語的相關聯詞（如近義詞、反義詞等），當然也可以透過系統查詢及區

辨幾個近義詞的異同。此外，教師也可查詢某個詞的英語對應詞，進行華

語與英語的雙向詞彙檢索。查詢內容與可用的系統彙整如下。 

 

查詢內容 可用系統 

查詢相關聯詞 

（如近義詞、反義詞等） 

2.1 教材編輯輔助系統 

2.2 語義場關聯詞查詢系統 

2.3 國家教育研究院索引典系統（區辨近義

詞） 

華英雙向詞彙檢索 2.4 華英雙語索引典系統 

 

 

2 

一般而言，老師教學前若能了解某些語言知識是否構成學習難點，

並了解學習者常見的偏誤類型，教課時將更具有針對性，教學也將

更有效率。國家教育研究院的中介語語料庫能協助老師查詢學習

者如何使用詞語，若老師想進一步查詢母語者的使用方式及表現，

可進入國家教育研究院其他的語料庫查詢（書面語、口語語料庫），

查詢方法相同，這樣可對比母語者與學習者的使用是否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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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教材編輯輔助系統 

 第一個可查詢近義詞（或相關聯詞）的系統是教材編輯輔助系統，使

用方式前面介紹過，其中的關聯替換詞語選擇器，會提供教師詞義相同，

但等級不同（難度較低或較高）的其他詞語，例如點選「日益」（5 級詞），

可換成同義的「日趨」、「日漸」（6 級詞）。對於中高級以上程度的學習者，

教師可彙整與提供學習者可相互替換的近義詞，對於需要寫作與具有翻譯

需求的學習者而言相當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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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語義場關聯詞查詢系統 

 第二個可使用的是語義場關聯詞查詢系統。語義場指的是在同一個語

義系統中與共時條件下，若干個具有共同義素的義位聚合起來的聚合體，

例如「聰明」和「愚笨」屬於意思相反的負義語義場，「狗」和「貓」屬於

（動物）類型語義場。套用這個概念，語義場關聯詞查詢系統可協助華語

老師查詢與某詞語在語義上有關聯的詞語，包含近義詞與反義詞。此外，

系統也可呈現與被檢索的詞語處在同一個語義場，也就是在相似情境下經

常共同出現的詞語。系統的介面與網址如下。 

 

 

 在上面的紅框中輸入要檢索的詞語「炎熱」，得到的結果如下。 

 

 

https://coct.naer.edu.tw/word2vec.jsp 

在這裡輸入要檢索的詞語 

https://coct.naer.edu.tw/word2vec.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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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與該詞語在語義上具關聯性的詞語
（如同義詞、反義詞） 

我們輸入「炎熱」，得到的 10 個關聯詞如下 1 所示： 

 

 

 

 

 

 

 

 

 

編號 詞語 等級 詞義關係 

1 酷熱 -- （同義詞） 

2 悶熱 3+,基礎 （同義詞） 

3 寒冷 5,進階 （反義詞） 

4 盛夏 -- （同義詞） 

5 燠熱 -- （同義詞） 

6 嚴寒 7,精熟 （反義詞） 

7 涼爽 5,進階 （反義詞） 

8 天氣 1,基礎 其他關聯詞 

9 酷暑 -- （同義詞） 

10 冬季 -- 其他關聯詞 

 

 

 

系統不但呈現語義

上具關聯性的詞語，

也呈現詞語的級別，

在備課時，特別是出

考題時，需要一些同

義且具誘答力的選

項，這就能提供老師

更多選擇。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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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輸入區中，除了可輸入正關聯詞，也可以輸入負關聯詞。負關聯詞

的意思是，你不要搜尋到具有哪些語義的詞語。例如，我們在正關聯詞輸

入「蘋果」，得到的結果包含 iphone, ipad, iwatch, APPLE, 黑莓等。但若想

要結果只限於同屬於水果類型語義場，這時只要在負關聯詞輸入 APPLE，

也就是不要和該品牌有關的詞語，即出現下面第二張圖的結果。 

  

 

 

 

naer7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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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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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系統在選擇要呈現該詞語的哪些關聯詞時，是根據使用者所選

擇的語料庫來決定。語料庫所收錄的文本特性會影響到詞彙的近似程度，

這個設定在介面的最左邊欄位，即下圖中左邊標示 2 的地方，目前提供五

種語料庫可以選擇：遠流語料、中國時報、國語日報、中央研究院平衡語

料庫和 Chinese Giga words。而標示 3 的則是可以選擇系統要呈現哪幾個等

級的詞語。 

 

 

 

  
 
 
 
 
 
 
 
 
 
 
 

在 2 中，選擇不同語料庫搜尋相同詞彙出現不同結果，以蘋果為例。 

語料庫 詞彙的搜尋結果 

遠流 藍莓 檸檬 橘子 柳橙 APPLE 梨子 桃子 柳丁 

國語

日報 
iphone 

賈伯

斯 
木瓜 香蕉 水果 番茄 火腿 肉類 

中國

時報 
APPLE 橘子 iphone 黑莓 IPAD IPHONE IWATCH IPA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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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情境與詞語 

我們也可以把同一個語義場的關聯詞視為可能發生於相似情境的詞，

例如在系統中查詢「機場」，得到如下圖的結果。我們可以在左邊標示 1 的

紅框中選擇不同的語料庫，再從標示 2的輸出區中蒐集這些語料庫的結果，

在這些結果中歸納在機場的常見情境與相對應的詞語。 

 

 

 

 

 

 

 

 

 

 
接機 登機 入境 出境 過境 

免稅購物 
詢問 

航廈資訊 

詢問班機/

航班資訊 

候機/ 

候機室 
檢疫 

 
 

機場 
軍用 

機場 

民航 

機場 

國際 

機場 
停機坪 候機室 航廈 航站 

班機 航班 航線 入境 出境 過境 離境 接機 

登機 送機 簽發 居留證 居留 護照 海關 簽證 

 
1

2

naer7834
矩形



 

177 

 

工
具
篇 

移民局 境管局 境管 疫區 下令 維安 檢疫 旅客 

出入境 入境者 隨俗 住居 偷渡 遣返 潛逃 遣送 

使用相同的方式，我們檢索「選舉」，同樣可以找到這個情境下常見的

相關詞語，我們使用心智圖將這些詞語依照主題分類，如下圖。語義場關

聯詞語查詢系統能幫老師查詢情境與詞語，再應用到設計課堂活動、編輯

教材、測驗出題等，例如，老師可以提供學生某些情境中的常見詞語，讓

學生以此角色扮演或解決任務，老師撰寫教材時也可多加利用，使教材提

供的生詞符合實際語言情境的溝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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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國家教育研究院索引典系統 

索引典（Concordance）是指在語料庫中，將資料的重要字詞，依某種

邏輯順序排列成表，來標示其在原語料的位置，以利使用者檢索語料。索

引典是搜索語料庫強而有力的工具，可以找到單詞、短語、標籤、文件、

文本類型等資訊。語料庫索引典具有查詢功能和分析能力，目前國家教育

研究院索引典系統提供以下功能： KWIC（關鍵詞索引）、搭配詞

（Collocations）、語料庫查詢語言（Corpus Query Language, CQL）、詞頻表、

近義詞等。國家教育研究院索引典包含四種語料庫：書面語、口語、華英

雙語、中介語等四種語料庫。入口網址如下，接下來我們選擇「COCT 書面

語語料庫 2019」為操作範例，路徑如下。 

 

 

 

◎ 查詢情境與詞語 

https://bcoct.naer.edu.tw/cqpweb/

點選 COCT 書面語語料庫

 

註：書面語語料庫至 2019 年止（2014-2019 年）所蒐集的書面語語

料，總字數約 4 億 5 千萬字。 

https://bcoct.naer.edu.tw/cqp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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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下載查詢方法 

https://b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

這裡下載查詢方法。 

這裡輸入要查詢的詞或查詢式，再點選下方

的 Start Query。 

https://b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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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運用語料庫區辨近義詞？ 

近義詞的差異說明是教學上相當常見且重要的部分，學習者累積一定

的詞彙量後，便會遭遇近義詞選擇的難題。老師備課時可使用國家教育研

究院系統釐清近義詞的差異，在課堂上精準、有效地講解。一般解析近義

詞的差異，可從詞性、詞頻、分布、搭配等幾個方面說明，我們接著使用

國家教育研究院索引典系統中的書面語語料庫 2019來查詢近義詞的異同。 

※ 「感覺」、「感受」、「覺得」的差異 

在檢索區輸入查詢式(感覺|感受|覺得)，得到結果如第二個圖，「覺得」

出現率最高，約有 6 成，其次是「感覺」，出現率最低的是「感受」，只有

約 1 成的出現率。 

 選擇 frequency breakdown 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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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看這些詞的搭配，重新回到檢索區，分別輸入「覺得」、「感覺」、

「感受」這三個詞，接著點選 Collocations，如下，可取得三組的搭配詞。 

 

 

 

 

 

 

 

 

 

 

 

 

 

 

 

感覺 感受 覺得 

點選

Collo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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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出「覺得」、「感覺」、「感受」這三個詞的常見搭配詞後，接著使用

國家教育研究院的「詞表比較工具」，以兩兩相比較的方式，觀察這三組詞

彙之間的差異。我們在下一頁用兩個表格分別呈現這三個詞兩兩比對，以

及三組詞彙的比對結果，供老師參考以搭配詞進行近義詞差異說明的作

法。 

 

 

從下頁兩個表的搭配對比，我們可進一步說明這三個詞的差異，例如：

「強烈」可以作為「感受」的狀語，但不能作為「覺得」的狀語；「感覺」

及「覺得」的共同搭配詞有「舒服」、「自在」和「不安」，而「感受」一詞

的搭配詞和「感覺」、「覺得」有明顯差別，由此可知使用上「感覺」和「覺

https://coct.naer.edu.tw/compare.jsp

 

https://coct.naer.edu.tw/compare.jsp
naer7834
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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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比較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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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感受」、「覺得」兩兩比對 

感覺 感受  感受 覺得  覺得 感覺 

愉快 深刻  深刻 不安  有趣 愉快 

遲鈍 安寧  安寧 有趣  無助 遲鈍 

舒服 正向  強烈 自在  寂寞 敏銳 

自在 深  敏銳 無助  沮喪 美好 

不安 寧靜  正向 舒服  不已 髒髒 

無比 充分    深 寂寞  無聊 溫馨 

 

▣「感覺」、「感受」、「覺得」三組比對 
 感覺 感受 覺得 

愉快 V X X 

遲鈍 V X X 

舒服 V X V 

自在 V X V 

敏銳 V X X 

不安 V X V 

深刻 X V X 

安寧 X V X 

強烈 X V X 

正向 X V X 

深 X V X 

寧靜 X V X 

有趣 X X V 

無助 X X V 

寂寞 X X V 

沮喪 X X V 

無比 X X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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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華英雙語索引典系統 

華英雙語索引典系統提供華語與英語的雙向查詢，教師若需提供生詞

的英語翻譯，除了辭典外，也可使用這個系統查詢。這個系統與辭典相較，

還提供整段具上下文的查詢結果、數個對應翻譯選項以及搭配詞。教師也

可以推薦學生使用，學生可藉此取得大量的中英對照例句與搭配的翻譯，

特別是學習寫作或翻譯時，是自主學習的重要工具。介面如下。 

 

 

 

 

https://coct.naer.edu.tw/bc.jsp 

註：華英雙語語料庫至 2021 年止已蒐集的雙語語料約 1,276 萬字，

來源為《台灣光華雜誌》自 85 年 1 月至 110 年 5 月所有刊期的內

容，容涵蓋文學、科學、財經、藝術、思想、文化、全球、休閒等

具教育意義的多元文章類型。 

https://coct.naer.edu.tw/bc.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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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系統的操作很單純，使用者可以在關鍵詞處輸入要查詢的詞語，

可以是華語或英語，而系統檢索出的結果有三種，在下圖以 1、2、3 呈現。

1 呈現華英對照的檢索結果，2 呈現自動對應翻譯的幾種結果，3 是自動

抽取搭配詞。我們在關鍵詞區輸入「感染」，共得到 573 例的檢索結果，這

些結果都有完整的上下文，並以紅⾊及綠⾊字體標出檢索的詞語供使用者

對照。這些翻譯的結果不是字對字的直譯，而是意思相互對應的意譯。2 則

是提供「感染」這個詞的不同的英語說法，並依照在語料庫的出現頻率排

序，選單往下拉可看更多不同的翻譯。最後，3 是系統自動抽取出的搭配

詞，包含「感染」這個詞在上下文中的詞性以及常見的搭配詞。

由於本節主要說明如何使用這個系統查詢意義，關於這個系統的搭配

詞的檢索結果將在下一節有更深入的說明。

 輸入詞語(華英皆可)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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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用法 
 

 老師上課時需要講解詞語的用法，國家教育研究院的工具能協助老師

查詢詞語的搭配用法及大量的例句，也可以透過語料庫提供的例句歸納詞

語的使用情境。可以使用的系統如下。 

 

查詢內容 可用系統 

查詢詞語的搭配用法 
3.1 華英雙語索引典系統 

3.2 國家教育研究院索引典系統 

查詢詞語情境 3.3 國家教育研究院索引典系統 

◎ 如何取得大量例句、搭配用法，以及歸納
定式？ 

我們可以用來查詢詞語搭配用法的系統有兩個：華英雙語索引典系統、

國家教育研究院索引典系統。 

3.1 華英雙語索引典系統 

華英雙語索引典系統除了華英詞義的雙向查詢，也提供搭配詞的查詢

服務。到雙語索引典系統的頁面後，在關鍵詞處輸入要檢索的詞語，例如

輸入「研究」，就可以找到包含「研究」的例句、翻譯及自動搭配詞。如下

頁圖。系統提供「研究」作為不同的詞性時，前後的常見搭配詞。接著以

表格彙整研究的常見搭配詞。 

 

 

3 



 

188 

 

工
具
篇 

 

 

 

 

 
 
 
 
 
 
 

研究 [Vt]  [~N] 

[Vi~]  ~ 中心, 

深入 ~,  ~ 人員, 

[Vt~]  ~ 計畫, 

專門 ~,  ~ 機構, 

研究 [N]  ~ 報告, 

[A~]  ~ 發展, 

基礎 ~,  ~ 成果, 
[N~]  [~Vt] 

學術 ~,  ~ 顯示, 

科學 ~,  

漢學 ~,  

[P~]  

根據 ~,  

[Vt~]  

做 ~,  

從事 ~,  

進行 ~,  

「研究」

當動詞時

的常見搭

配詞。 

「研究」

當名詞時

的常見搭

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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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老師也可以從這個大量的例句中歸納適合教學的定式，例如從

下圖的 29-32 例中，可歸納兩個定式（句型）： 

 

1. 在（地點）從事 (科目 ∕ 領域) 研究的 （人 ∕ 人名） V，（句子） 

例 在南方澳從事鯊魚研究的海洋大學師生指出，東北海岸夏季捕鯊船較

少，鯊魚族群反倒因此有一喘息的機會。 

 

2. 從事 (科目 ∕ 領域) 研究的 （人 ∕ 人名） V ，（句子） 

例 從事臺灣地震研究多年的王教授指出，這樣頻繁的地震現象在地震史

上並不多見。 

 老師可以從檢索結果所提供的大量例句中，歸納定式，並從定式中挑

選適合學習的例子，設計相似的情境讓學生依照指式（情境的特性、定式、

搭配詞等）造出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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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國家教育研究院索引典系統 

 國家教育研究院索引典系統也可以查詢詞語的搭配用法，同樣在國家

教育研究院書面語語料庫的頁面輸入「研究」，接著下拉功能選單，選擇

「Collocations」，即可看到語料庫的計算結果，不過，這樣得出的結果比較

凌亂，還需要老師整理及找出適合教學的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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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例子 

語料庫在華語教學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於語料庫提供巨量且已被分類

過的真實語料，不管是教師或學生都能從中受益。然而，不同於其他線上

的搜尋引擎，例如 Google，語料庫具備檢索及語料分析（計算）的互動功

能，因此需要使用者學習如何操作。使用者的查詢技巧、方式甚至是熟練

度都可能影響從語料庫中取得的資訊量。從本章開始到現在，我們著重在

說明國家教育研究院的整合應用系統（如語義場關聯詞查詢系統、教材編

輯輔助系統等）如何協助華語老師解決在備課時可能產生的問題。這個小

節，我們將轉而使用國家教育研究院索引典系統中的 COCT 書面語語料庫

2019 來說明一些查詢技巧，協助老師查詢某種語法結構或定式的大量例

子。 

 

  

 

 

 

4 

https://b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

沒用過 COCT 書面語語料庫 2019 的老師，記得在使用前到頁面上

下載「指令速查表」喔。 

點我下載使用方式 

https://b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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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方式列舉（其他方法請上網下載） 

符號 功能 
? 代替一個中文字元，例如：?書→「婚」書、「證」

書、「漢」書、「叢」書……。 

＊ 代替 0 ~ n 個中文字元，前字重複 0～N 次，例

如：哈*→哈、哈「哈」、哈「哈哈」；副* →副、

副「手」、副「作用」、副「總統」、副「院長」……。 
+ 代替 1～N 個中文字元，例如：副+ →副「手」、

副「作用」、副「總統」、副「總經理」……。 
??+ 代替 3~n 個中文字元，例如：??+家→心理學家, 

物理學家, 經濟學家, 生物學家……。 
A?B? 一個詞彙使用多個萬用字元，例如：三?兩? →三

言兩語, 三三兩兩，三天兩頭……。 

字_詞性 把_Nf(表示要查詢「把」當量詞使用的例子)→一

「把」、一「把」蔥。 

研究_Nv → 查詢名物化的 研究_Nv 

*究_Nv  → 研究_Nv, 探究_Nv, 考究_Nv, 深究

_Nv... 研究_V*  →  查詢 研究 的動詞形式 
[  ,  ] 內的字詞符合任一即可，例如[台,臺]灣→臺灣、

台灣。 
(  |  ) 會搜索語料庫內的所有詞（類），例如：喜歡(我

|你) →喜歡我、喜歡你。 

(+){數字,數字} 可限定夾帶的詞的數量，例如：一(+){4,6}就。 

詞組查詢 簡單 到 (以空白分隔)。 

詞組查詢可以配合萬用字元。 

詞類 _V* 到  →  增加 到, 送 到, 想 到 …  

詞組間使用 + 可代替任意詞, 或使用 * 代替

可有可無的詞。  

結合 + 與 * 可以代替多個詞, 例如 +++**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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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代替 3 到 5 個詞。  

想 * 到→想 得 到, 想 不 到 …    

想 + 到→想 得 到, 想 不 到, 想 跳槽 到 …. 

一  ++* 就→一  不  小心  就 , 一  個  星期  前 

就 … 

一 (_V*|_N*) 就 →一 開始 就, 一 看 就, 一 次 就 …  
 
：   中  :   

一 (+)* 就 中間夾很多個詞 

一 (+){2,5} 就 中間夾 2-5 個詞 

一 <<3>> 就 距離最大為 3  ( 一, 就 的前後順序不定) 

一 >>3>> 就 距離最大為 3  ( 一, 就 的前後順序固定) 

更複雜的例子 

吃 ((_Neu)? _Nf)* 飯 

吃 一 頓 飯, 吃 頓 飯, 吃 兩 碗 飯 … 

 

 本語料庫使用詞類標記集為中研院詞庫小組定義的 46 個詞類，請參考

http://ckipsvr.iis.sinica.edu.tw/papers/category_list.doc。 

http://ckipsvr.iis.sinica.edu.tw/papers/category_list.doc
http://ckipsvr.iis.sinica.edu.tw/papers/category_list.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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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查詢具固定結構短語的例子？ 

 

 

 

 查詢方法：輸入「??度」，再使用 frequency breakdown 功能搜尋出現

率最高的 20 個例子，如下。 

 查詢結果： 

No. Search result No. of occurrences Percent 
1 知名度 

2300 7.47% 

2 敏感度 

1579 5.13% 

3 可信度 

1265 4.11% 

4 東印度 

1227 3.98% 

5 滿意度 

1097 3.56% 

6 大幅度 

1058 3.44% 

7 忠誠度 

784 2.55% 

8 高難度 

619 2.01% 

9 能見度 

538 1.75% 

10 準確度 

521 1.69% 

11 自由度 

514 1.67% 

12 複雜度 

499 1.62% 

13 成熟度 

467 1.52% 

14 接受度 

467 1.52% 

15 困難度 

460 1.49% 

16 加速度 

410 1.33% 

17 透明度 

386 1.25% 

18 敏銳度 

383 1.24% 

19 低密度 

350 1.14% 

20 高密度 

336 1.09% 

找出書面語語料庫中出現率前 20 高的「○ ○ 度」的例子，例

如「滿意度」。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6gbmi3neg&newPostP=item&newPostP_itemPosition=0&newPostP_itemForm=%E7%9F%A5%E5%90%8D%E5%BA%A6&newPostP_itemTag=&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6gbmi3neg&newPostP=item&newPostP_itemPosition=0&newPostP_itemForm=%E6%95%8F%E6%84%9F%E5%BA%A6&newPostP_itemTag=&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6gbmi3neg&newPostP=item&newPostP_itemPosition=0&newPostP_itemForm=%E5%8F%AF%E4%BF%A1%E5%BA%A6&newPostP_itemTag=&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6gbmi3neg&newPostP=item&newPostP_itemPosition=0&newPostP_itemForm=%E6%9D%B1%E5%8D%B0%E5%BA%A6&newPostP_itemTag=&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6gbmi3neg&newPostP=item&newPostP_itemPosition=0&newPostP_itemForm=%E6%BB%BF%E6%84%8F%E5%BA%A6&newPostP_itemTag=&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6gbmi3neg&newPostP=item&newPostP_itemPosition=0&newPostP_itemForm=%E5%A4%A7%E5%B9%85%E5%BA%A6&newPostP_itemTag=&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6gbmi3neg&newPostP=item&newPostP_itemPosition=0&newPostP_itemForm=%E5%BF%A0%E8%AA%A0%E5%BA%A6&newPostP_itemTag=&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6gbmi3neg&newPostP=item&newPostP_itemPosition=0&newPostP_itemForm=%E9%AB%98%E9%9B%A3%E5%BA%A6&newPostP_itemTag=&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6gbmi3neg&newPostP=item&newPostP_itemPosition=0&newPostP_itemForm=%E8%83%BD%E8%A6%8B%E5%BA%A6&newPostP_itemTag=&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6gbmi3neg&newPostP=item&newPostP_itemPosition=0&newPostP_itemForm=%E6%BA%96%E7%A2%BA%E5%BA%A6&newPostP_itemTag=&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6gbmi3neg&newPostP=item&newPostP_itemPosition=0&newPostP_itemForm=%E8%87%AA%E7%94%B1%E5%BA%A6&newPostP_itemTag=&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6gbmi3neg&newPostP=item&newPostP_itemPosition=0&newPostP_itemForm=%E8%A4%87%E9%9B%9C%E5%BA%A6&newPostP_itemTag=&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6gbmi3neg&newPostP=item&newPostP_itemPosition=0&newPostP_itemForm=%E6%88%90%E7%86%9F%E5%BA%A6&newPostP_itemTag=&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6gbmi3neg&newPostP=item&newPostP_itemPosition=0&newPostP_itemForm=%E6%8E%A5%E5%8F%97%E5%BA%A6&newPostP_itemTag=&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6gbmi3neg&newPostP=item&newPostP_itemPosition=0&newPostP_itemForm=%E5%9B%B0%E9%9B%A3%E5%BA%A6&newPostP_itemTag=&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6gbmi3neg&newPostP=item&newPostP_itemPosition=0&newPostP_itemForm=%E5%8A%A0%E9%80%9F%E5%BA%A6&newPostP_itemTag=&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6gbmi3neg&newPostP=item&newPostP_itemPosition=0&newPostP_itemForm=%E9%80%8F%E6%98%8E%E5%BA%A6&newPostP_itemTag=&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6gbmi3neg&newPostP=item&newPostP_itemPosition=0&newPostP_itemForm=%E6%95%8F%E9%8A%B3%E5%BA%A6&newPostP_itemTag=&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6gbmi3neg&newPostP=item&newPostP_itemPosition=0&newPostP_itemForm=%E4%BD%8E%E5%AF%86%E5%BA%A6&newPostP_itemTag=&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6gbmi3neg&newPostP=item&newPostP_itemPosition=0&newPostP_itemForm=%E9%AB%98%E5%AF%86%E5%BA%A6&newPostP_itemTag=&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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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方法：分別輸入「上?下?」等查詢式，從介面的左上角可看到官

於出現率的統計結果，接著使用 frequency breakdown 功能搜尋出現

率最高的 10 個例子，如下。 

 查詢結果： 

序號 上?下? 前?後? 左?右? 東?西? 
1 上上下下 前前後後 左鄰右舍 東張西望 
2 上吐下瀉 前因後果 左思右想 東倒西歪 
3 上山下海 前仆後繼 左顧右盼 東南西北 
4 上中下游 前仰後合 左支右絀 東拉西扯 
5 上山下山 前俯後仰 左擁右抱 東拼西湊 
6 上中下卷 前仰後翻 左祖右社 東奔西走 
7 上中下籤 前仰後俯 左轉右轉 東邪西毒 
8 上中下鋪 前仆後仰 左昭右穆 東宮西宮 
9 上中下層 前顧後瞻 左輔右弼 東扯西扯 
10 上中下塗 前仰後倒 左左右右 東征西討 

 

 

 

 查詢方法：輸入「_Neu _Nf _VH」或「_Neu _Nf _Na」，最後的抽象事

物可多下幾種不同的詞類查詢。 

 查詢結果：一團和氣、一種永恆、一片嘈雜、一身本領、一點區別、

一種承諾、一番苦心、一種學問、幾聲敷衍、一副脾氣、一陣數落等。 

 

找出語料庫「數詞+量詞+抽象事物」的例子。 

下列 4 種結構，哪種出現率最高？請各找出 10 個例子。1.「上

A 下 B」；2.「前 A 後 B」；3.「左 A 右 B」；4.「東 A 西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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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語法，我們將從 2個方面：查難度、查例子介紹 

系統工具的使用方式。 
 

 

 

 

         查難度 

語法點分級標準檢索系統 

 查詢語法等級可使用的系統是「語法點分級標準檢索系統」。使用方式

是在檢索欄位輸入要查詢的語法，就可看到該語法的等別、級別、例句。 

 

 

 

 

 

 

 

 

 

 

 

我們鍵入語法點「了」，共查到 26 筆與「了」用法相關的語法，如下，

這些「了」的等級不盡相同，供教師編輯教材、測驗試題等使用參考。 

 
 

語法 

1 

https://coct.naer.edu.tw/grammar.jsp

 
在此輸入要檢索的語法

https://coct.naer.edu.tw/grammar.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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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例子 

 查詢語法的方法與前述查詢詞語的方法相同，同樣可使用國家教育研

究院索引典系統的 COCT 書面語語料庫查詢。在這一節我們要示範兩種查

詢方法，一是查詢語法結構的例子，可以查如「V 掉」、「V 起來」，「把」字

句等用法。另一種是查詢定式的例句，例如「這樣一來／這麼一來／這麼

說」、「為了…而…等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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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查詢某種語法結構的例子？ 

 

 

 查詢方法與結果： 

1. 在 http://ckipsvr.iis.sinica.edu.tw/papers/category_list.doc 搜尋量詞及關

聯詞語的標記，如下圖的紅框處。 

 

 

 

 

 

 

 

2. 輸入「_Nf」，再使用 frequency breakdown 功能搜尋出現率最高的 10 個

例子，得到出現率最高的 10 個量詞，由高至低排序：個(28.4%)、種(8.52%)、

年(6.13%)、次(3.99%)、天(3.4%)、位(3.38%)、些(1.81%)、件(1.72%)、歲(1.61%)、

條(1.42%)。 

1. 利用語料庫找出 10 個最高頻量詞。 

2. 利用語料庫找出量詞「種」後面的常用名詞。 

3. 利用語料庫找出 10 個最高頻連接詞(關聯連接詞)。 

http://ckipsvr.iis.sinica.edu.tw/papers/category_list.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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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點選前述 2 搜尋結果的「種」，或重新輸入「種_Nf」，再使用搭配詞的

功能，觀察其後所接名詞為何，檢索結果為：「方式」、「情況」、「感覺」、

「方法」、「情形」、「形式」、「程度」、「說法」、「現象」、「類型」、「事」、「態

度」、「想法」、「行為」。 

 

 

 

 

 

4. 輸入「_Cbb」，再使用 frequency breakdown 功能搜尋出現率最高的 10

個例子，得到出現率最高的 10 個關聯連接詞，如下。 
No. Search result No. of occurrences Percent 

1 而 927157 15.92% 

2 但 

597124 10.25% 

3 因為  

425058 7.30% 

4 如果  

322113 5.53% 

5 但是  

247988 4.26% 

6 所以  

239047 4.11% 

7 並 

212516 3.65% 

8 因此  

184597 3.17% 

9 而且  

179083 3.08% 

10 不過  

161555 2.77%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6ge2577uv&newPostP=item&newPostP_itemPosition=0&newPostP_itemForm=%E4%BD%86&newPostP_itemTag=&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6ge2577uv&newPostP=item&newPostP_itemPosition=0&newPostP_itemForm=%E5%9B%A0%E7%82%BA&newPostP_itemTag=&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6ge2577uv&newPostP=item&newPostP_itemPosition=0&newPostP_itemForm=%E5%A6%82%E6%9E%9C&newPostP_itemTag=&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6ge2577uv&newPostP=item&newPostP_itemPosition=0&newPostP_itemForm=%E4%BD%86%E6%98%AF&newPostP_itemTag=&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6ge2577uv&newPostP=item&newPostP_itemPosition=0&newPostP_itemForm=%E6%89%80%E4%BB%A5&newPostP_itemTag=&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6ge2577uv&newPostP=item&newPostP_itemPosition=0&newPostP_itemForm=%E4%B8%A6&newPostP_itemTag=&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6ge2577uv&newPostP=item&newPostP_itemPosition=0&newPostP_itemForm=%E5%9B%A0%E6%AD%A4&newPostP_itemTag=&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6ge2577uv&newPostP=item&newPostP_itemPosition=0&newPostP_itemForm=%E8%80%8C%E4%B8%94&newPostP_itemTag=&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6ge2577uv&newPostP=item&newPostP_itemPosition=0&newPostP_itemForm=%E4%B8%8D%E9%81%8E&newPostP_itemTag=&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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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方法與結果：輸入「_V* 掉」，再使用 frequency breakdown 功能

搜尋出現率最高的 10 個例子。 

 

也可以進一步限定這個動詞的類別，如改為搜尋 VH*，以找到狀態不

及物動詞搭配「掉」的例子，再使用 frequency breakdown 功能搜尋出現率

最高的 10 個例子。 

 

 

 

 

 

 

 

 

找出語料庫中 10 個出現率最高的「V 掉」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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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TBCL 的 3 級語法。 

 查詢方法： 輸入查詢式「_V* (死|極|翻|爆)」 

 

 查詢方法：輸入查詢式「_V* 得 不得了」 

 

 查詢結果：表格歸類如下，供教師備課、設計教材或活動參考使用 

笨死了  難過死了  笑翻了 

窮死了  討厭死了  忙翻了 

爛死了  緊張死了  像極了 

愁死了  無聊死了   

臭死了  感動死了   

貴死了  愛死了   

  賺死了   

 
好得不得了  喜歡得不得了  好得很 

疼得不得了  高興得不得了  多得很 

痛得不得了  興奮得不得了  安全得很 

緊張得不得了  羨慕得不得了  遠得很 

害怕得不得了  可愛得不得了  簡單得很 
  激動得不得了  清楚得很 
   快樂得不得了  緊張得很 

找出語料庫中其後常接表示極致程度的語言形式，如 OO 死/極

了/得很，OO 頻率最高的前幾種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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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查詢定式的例句？ 

 

 

 
 

 查詢方法與結果：分別在書面語及口語語料庫輸入「(， 這麼 說｜這

樣一來｜這麼一來)」。「這麼說」可能被分詞系統判定為詞組，因此「這麼」

與「說」之間加上空格。此外，我們希望搜尋到的「這麼說」結果排除掉

「他這麼說」或「你這麼說」等 S+V(+O)結構的句子，所以在「這麼」前面

加上「，」或「。」一起搜尋。 

以下兩個圖分別呈現在書面語語料庫加上「，」與「。」的搜尋結果。

可發現不論是使用「，」與「。」，結果都是「這樣一來」的出現率最高，

近六成，其次是「這麼一來」，最低的是「這麼說」，出現率約五成左右。 

 

 

 

 

 

 

 

 

 

 

「這樣一來」，「這麼說」、「這麼一來」 

1. 在語料庫中的出現率如何？ 

2. 哪個常用於書面語／口語語境？ 

3. 各給 5 個包含上下文情境的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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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用同樣的方法搜尋口語語料庫的例子，結果如下。「這樣一來」的

出現率更高，約有 7 成 5，但沒有「這麼說」的例子。 

 

 

 

 

 

 

 

 

 

 

 

 點選就可以看到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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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方法與結果：在書面語料庫輸入「再 不 (+){2,5} (就｜會｜要)」，

可得到下面的搜尋結果。老師可學生的程度、年齡、生活經驗、母國

文化等改寫例句。 

例句歸納如下： 

1. 再不乖，媽媽就要把你送給別人了。 

2. 再不走，就要錯過火車了。 

3. 再不喝，湯就要涼了。 

4. 再不做點什麼，就再也沒機會了。 

5. 再不守規矩，就要把你送去受軍事訓練。 

6. 再不繳清欠款，就要切斷電力跟瓦斯。 

7. 再不搶救，傷口就會繼續惡化下去。 

找出語料庫中「再不……就/會/要」的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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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方法與結果：在書面語料庫輸入「為 了 (+){1,9} 而 (+){1,9} 等

於」，可得到下面的搜尋結果。老師可學生的程度、年齡、生活經驗、

母國文化等改寫例句。 

 例句歸納如下： 

1. 為了打發無聊的生活，而把大部分時間用來看電視的退休族，等於是

在慢性自殺。 

2. 為了自己而所害了集體的利益，就等於是拿石頭砸自己的腳。 

3. 為了避免爭執而讓步，讓對方為所欲為，等於是告訴對方，惡劣的行

為是有效的。 

4. 許多大廈為了提高運輸量而加裝了好幾台電梯，那就等於是為了多開

幾輛車就加鋪鐵軌一樣，實在太沒效率了 

找出語料庫中「為了……而……等（同）於」的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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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是對話或課文，我們要介紹的查難度、關聯詞語替

換選擇器兩種工具的使用方式。 

 
 
 

華語老師準備對話與課文的教學時，可以使用「教材編輯輔助系統」

來查看課文或對話中的生詞、語法的等級，並使用系統查詢較難詞語的替

代詞，或是補充、提醒學生過去曾學過的相關詞語、語法，幫學生連結在

不同時期學到的語言知識，以鞏固學生的詞語或語法知識。 

◎ 教材編輯輔助系統 
 

 

 

 

 

 

 
 
 
 
 
 
 
 
 

在這個環節，我們用來示範的教材是國家教育研究院「TBCL 應用於華

語文教材原型發展」。可在「https://coct.naer.edu.tw/」的入口網頁下載，進

入這個頁面後，點擊右側「華語文教材原型」即可看到資深華

對話

課文 

https://coct.naer.edu.tw/edit.jsp

在此貼上要檢索的對話

 或課文

https://coct.naer.edu.tw/」的入口網頁下載，進入這個頁面後，點擊「TBCL
https://coct.naer.edu.tw/edit.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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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教師為 TBCL 第一至第六級所編寫的教材範例。頁面如下。 

 

 我們選取教材原型第六級「科技」為例（編寫者為國立空中大學歐喜

強老師），TBCL 六級大約等級 CEFR 的 C1。 

「科幻電影」一直是電影產業中不可或缺的類型，它滿足了我

們對未來的想像，也體現了我們對未知的不安。無論是製作方式

還是故情節，科幻電影都跟科技發展息息相關。 

製作科幻電影所需耗費的成本往往比其他類型還多，因為它

在編劇、布景道具和剪接這些方面都有比較高的技術門檻。 

西元 1902 年，法國電影《月情之旅》（Le Voyage dans la Lune）

是公認的第一部科幻電影，內容講述一群前往月球的科學家是如

何從月球人的手中逃脫並返回地球的。這部電影隱含了對帝國主

義的諷刺、對自以為是者的嘲弄。其故事靈感是來自法國作家凡

爾納（Jules Gabriel Verne, 1828－1905）的小說，再由導演梅里埃

https://coct.naer.edu.tw/page.jsp?ID=2

https://coct.naer.edu.tw/page.jsp?I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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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es Méliès,  1861－1938）將它搬上大銀幕。在那個攝影器

材剛問世的年代，這部電影可以說是啟發了往後的科幻電影。 

在那之後，西元 1956 年的《問世的年代，這禁忌星球》

（ Forbidden Planet）堪稱是科幻電影歷史的另一座里程碑，這部

電影在全球票房達到功，甚至還打造了電影中透明半圓形頭部的

空前的成經典機器人形象。 

如今，隨著科技的蓬勃發展，月球旅行和機器人的故事已經不

再夢幻。儘管需要更多的創意和想像力，許多電影公司還是依然

將製作科幻電影列為重要的目標，希望藉此機會向觀眾展現他們

成熟且逼真的製作技術。 

 

老師將教材的課文輸入教材編輯輔助系統，可在右邊的欄位看到詞語

及語法的等級，對於超出學生程度的詞語，老師可於課前準備講解的方式，

或使用「關聯替換詞語選擇器」的功能，查詢可用於釋義的其他生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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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教師也可以搭配雙語索引典系統查詢搭配詞，如下圖的紅框區，

可以向學生補充，除了課文中的「滿足…的想像」，也可以是「超出…的想

像」或「不如…的想像」，以及如「難以想像」等用法。 

 

 

 

 

 

 

 

 

 

 

 

 

 最後，老師可下載系統產生的詞表，供學生預習或複習課文中的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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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 

 本章介紹教師備課時可能會遭遇的問題及解決的方法，主題歸納如下。 

1. 國家教育研究院的系統在哪裡？ 

2. 國家教育研究院 14 套教學資源的連結與簡介。 

3. 國家教育研究院的系統如何協助華語老師備課？ 

4. 如何替換詞義相近但等級不同的詞語？ 

5. 查詢學習者如何使用某個詞（單個詞）。 

6. 查詢學習者如何使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近義詞（或易混淆詞）。 

7. 查詢與該詞語在語義上具關聯性的詞語（如同義詞、反義詞）。 

8. 查詢情境與詞語。 

9. 如何運用語料庫區辨近義詞？ 

10. 如何取得大量例句、搭配用法，以及歸納定式？ 

11. 如何查詢具固定結構的短語的例子？ 

12. 如何查詢某種語法結構的例子？ 

13. 如何查詢定式的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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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指引》作為教師教學的工具 2 
 

國家教育研究院開發的 14 套系統除了可協助老師備課，也可作為課堂

上的教學工具。老師可思考學生特質、教學目標、可用的資源等因素，若

情況允許，可適時、適度地在課堂中介紹、穿插使用語料庫／系統教學的

環節。本章目標是提供使用語料庫／系統進行課堂教學的範例，期待老師

參考後可以發想出更多有趣、有意義的練習與活動。 

本章要使用作為教學範例的是國家教育研究院索引典系統中的書面語

語料庫。網址：https://coct.naer.edu.tw/。路徑如下。 

https://coct.naer.edu.tw/
https://coct.naer.edu.tw
naer7834
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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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您覺得書面語語料庫可

以當作課堂的教學工具

嗎？怎麼做呢？ 

2. 除了書面語語料庫，還

有其他的系統適合作為教

學工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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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呈現範例之前，我們先說明以語料庫作為教學工具，也就是數據驅

動學習（Data-driven learning, DDL）的特色、優缺點及進行前老師應先了

解的注意事項。數據驅動學習是一種基於語料庫的外語學習方法，Johns 

and Ring (1991)定義為「在課堂上使用電腦生成的檢索結果，讓學生探索目

標語的規律，並在檢索結果的基礎上開展活動與練習 1」。由這段定義我們

可歸納數據驅動學習的以下兩個特點： 

1. 讓學生在語料庫的大量檢索結果的基礎上，探索目標語的規律，並

且能觀察、歸納、總結目標語的語言使用現象（包含詞語、語法、語

篇、語用層面的語言特徵）。 

2. 教師可以將事先查好的語料提供學生，或教導學生查詢方法，並引

導學生自主地探索與發現。學生說明語言使用的規律後，教師也必

須分析學生查詢的結果，並在此結果之上開展後續的活動與練習。 

我們接著以下面兩張圖，分別說明進行數據驅動學習的優點及可能遭

遇的問題。 

 

 

 

 

 

 

 

 

 
1 原文：the use in the classroom of computer-generated concordances to get students to 
explore regularities of patterning in the target languag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ctivities and 
exercises based on concordance output. 

1. 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學習。 

2. 學習者在有情境、有上下文的情況下接觸母語者的語

料，也就是實際、真實的語言現象帶入課堂。 

3. DDL 可以培養學習者的觀察與歸納能力，相較於教師

單方灌輸或讓學生死記硬背，文獻指出 DDL 能提高

學習者對學習外語的主動性與積極性。 

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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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以上可能遭遇的問題，以下提醒幾點注意事項： 

1. 數據驅動學習不能取代教師原本的教學（例如詞語、語法的講解等），

而是既有教學內容外的輔助或補充。至於以語料庫在課堂教學中佔的

比例，教師應視情況調整。 

2. 數據驅動學習被認為在提升學習的積極性，以及注意到學習者已經僵

化、石化的錯誤上特別有助益。教師可以善加利用這兩點，讓語料庫

成為學習者自主學習的利器。 

3. 語料庫的檢索結果可以成為練習、活動的工具，但大多數的情況下，

教師經常使用語料庫做填空的練習，教師應設計多元的練習形式，避

免流於單調、枯燥。 

可能遭遇的問題 

1. 有文獻指出 DDL 可能不適合初學者，較適用於中高

級以上的學習者。 

2. 以語料庫學習外語的方式不一定適合每個學生。有的

學生的學習風格、語言能力，或觀察、歸納、總結的

能力可能不足以應付閱讀與分析大量語料的需求，有

文獻指出 DDL 只能吸引有限的學習者。 

3. 在課程上觀察、歸納語料，可能導致課堂氣氛沉悶、

單調，或學生產生的挫折感、無聊感也可能讓他對這

種教學方式失去興趣。這些都考驗老師的事前準備與

課堂應變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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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 

我們將從搭配詞、詞語用法、近義詞辨析三個方面說明 

教師可以進行的相關活動及流程說明。 

◎ 語料庫如何作為課堂教學的工具？ 

接下來，我們將從課堂教學的詞彙、語法、語篇三個方面介紹語料庫

如何作為課堂教學的工具。我們提供一些課堂教學的範例，期待老師參考

後可以繼續發想出更多有趣、有意義的練習與活動。 

 

 

 

 

 

 

 

 

 

 

 

◎ 使用語料庫進行搭配詞教學 

 說明：搭配詞是進行詞語教學的重要環節，可以幫助學生更好地掌握

詞語的用法，以及釐清相近意義之間的差異，許多文獻表明學習詞語

應該連同搭配詞一起學。在前一節，我們說明教師可以如何利用國家

教育研究院的書面語語料庫查出詞語的常見搭配詞，但在課堂上，教

師除了自己帶出詞語的搭配詞，也可以讓學生自己查詢、自己歸納搭

配規律，並設計活動讓學生互相分享歸納的結果，本節將說明教師可

以使用的課堂活動。 

語法 語篇 

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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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課的準備重點： 

 

 

 

 

 

 

 

 

 範例：我們以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五冊第四課「不經一事、不長一智」

為例，這課的主題是敘述旅遊的安排、過程、經驗、行程，以及意外

事件的處理過程與方式。這課的生詞多與旅遊主題有關，例如「風光」、

「古蹟」、「勝地」、「旅程」、「名勝」、「旋律」等。有的詞義相近，英

譯也接近，不利學生理解詞語意義，例如 “a famous site ”（名勝）、

“relics; historic sites ”（古蹟）、“a tourist attraction”（勝地）；有的詞語

則是意義抽象，學生不知道如何使用，例如「旋律」、「風光」、「旅程」

等。為了讓學生了解詞語的使用方式，搭配詞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 

 教學活動：教師可以提供學生如下頁的搭配詞，請學生思考以下問題：

(1)「名勝」、「古蹟」、「勝地」分別多跟哪一類的詞語搭配？例如，「名

勝」多跟自然風景有關的詞語搭配，「古蹟」多跟歷史事件、人物有關

的詞語搭配，「勝地」則多跟民眾一般度假、觀光、休閒有關的活動類

型搭配。 

重點 1  教師在書面語語料庫查詢生詞的搭配詞。 

教師找出該課中意義相近或需要講解的詞語，並在語料庫上查詢並一

一列出這些詞語的搭配詞。 

重點 2  教師決定這些搭配詞在哪個環節使用：講解、練習或活動？ 

教師可根據搭配詞的難易等級（可在教材編輯輔助系統查詢詞語難易

度）決定要在哪個環節帶出搭配詞教學。通常在練習或活動環節使用

搭配詞，搭配詞本身的難度不能太高，否則活動可能難以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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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某些詞語跟這三個詞語的搭配情況，例如「觀光」可以跟「名勝」、

「勝地」搭配，但不能跟「古蹟」搭配；「度假」只能跟「勝地」搭配，

不能跟「名勝」、「古蹟」搭配等。 

 

 

 

 

 

 

 

 

 

 

 

 

 

古蹟□□ 

風景□□ 

觀光□□ 

山水□□ 

風土□□ 

名勝 

建築□□ 

歷史□□ 

寺廟□□ 

一級□□ 

台北市□□ 

文物□□ 

列為□□ 

保存□□ 

古蹟 

度假□□ 

觀光□□ 

避暑□□ 

旅遊□□ 

滑雪□□ 

休閒□□ 

溫泉□□ 

海灘□□ 

遊樂□□ 

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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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原則：教師要掌握的兩個原則是： 

 

 

 

 

 其他活動：第四課「不經一事、不長一智」也有其他較為抽象的名詞，

教師可歸納這些詞語的搭配詞，並進行以下活動：（以下 1、2、3 是可

能的教學活動，請教師根據教學情況自由運用調整。） 

1. 教師請學生在語料庫上查出詞語的搭配詞，再分小組歸納搭配特點。 

2. 教師提供以下搭配詞，讓學生以搶答的方式說出□□內的搭配詞語，並
說明原因。 

3. 教師將班上分成幾個小組，每組指派一個詞語，由學生查出該詞語的

搭配詞及搭配特點，再由各小組報告結果。 

 

 

 

 

 

 

 

 

 

原則 1  教師引導學生發現語言結構的搭配規律。 

教師可透過提問、小組討論，或者是小組報告、搶答等各種方式引導

學生自行觀察、歸納、總結詞語搭配的規律。 

原則 2  教師進行其他活動，以鞏固學生使用該語言結構的能力。 

優美□□ 

輕快□□ 

悠揚□□ 

動人□□ 

動聽□□ 

簡單□□ 

熟悉的□□ 

悅耳的□□ 

旋律 

踏上□□ 

探險□□ 

生命□□ 

展開□□ 

冒險□□ 

未知□□ 

長途□□ 

精彩□□ 

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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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語料庫查詢相同結構的不同例子 

 教學活動：請學生在語料庫上查出 6 個「東 A 西 B」與「左 A 右 B」

的例子，並依照出現頻率排序，也請學生試著說說這兩種結構的意義、

差異及用法。 

No. Search result No. of occurrences Percent 

1 東張西望  

718 36.58% 

2 東倒西歪  

519 26.44% 

3 東拉西扯  

132 6.72% 

4 東拼西湊  

75 3.82% 

5 東奔西走  

47 2.39% 

6 東征西討  

14 0.71% 

 

No. Search result No. of occurrences Percent 

1 左鄰右舍  

581 33.12% 

2 左思右想  

485 27.65% 

3 左顧右盼  

337 19.21% 

4 左支右絀  

89 5.07% 

5 左擁右抱  

28 1.6% 

6 左拉右扯  

3 0.17%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6f943hhhp&newPostP=item&newPostP_itemPosition=0&newPostP_itemForm=%E6%9D%B1%E5%BC%B5%E8%A5%BF%E6%9C%9B&newPostP_itemTag=&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6f943hhhp&newPostP=item&newPostP_itemPosition=0&newPostP_itemForm=%E6%9D%B1%E5%80%92%E8%A5%BF%E6%AD%AA&newPostP_itemTag=&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6f943hhhp&newPostP=item&newPostP_itemPosition=0&newPostP_itemForm=%E6%9D%B1%E6%8B%89%E8%A5%BF%E6%89%AF&newPostP_itemTag=&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6f943hhhp&newPostP=item&newPostP_itemPosition=0&newPostP_itemForm=%E6%9D%B1%E6%8B%BC%E8%A5%BF%E6%B9%8A&newPostP_itemTag=&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6f943hhhp&newPostP=item&newPostP_itemPosition=0&newPostP_itemForm=%E6%9D%B1%E5%A5%94%E8%A5%BF%E8%B5%B0&newPostP_itemTag=&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6f943hhhp&newPostP=item&newPostP_itemPosition=0&newPostP_itemForm=%E6%9D%B1%E5%BE%81%E8%A5%BF%E8%A8%8E&newPostP_itemTag=&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5unsjqntm&newPostP=item&newPostP_itemPosition=0&newPostP_itemForm=%E5%B7%A6%E9%84%B0%E5%8F%B3%E8%88%8D&newPostP_itemTag=&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5unsjqntm&newPostP=item&newPostP_itemPosition=0&newPostP_itemForm=%E5%B7%A6%E6%80%9D%E5%8F%B3%E6%83%B3&newPostP_itemTag=&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5unsjqntm&newPostP=item&newPostP_itemPosition=0&newPostP_itemForm=%E5%B7%A6%E9%A1%A7%E5%8F%B3%E7%9B%BC&newPostP_itemTag=&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5unsjqntm&newPostP=item&newPostP_itemPosition=0&newPostP_itemForm=%E5%B7%A6%E6%94%AF%E5%8F%B3%E7%B5%80&newPostP_itemTag=&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5unsjqntm&newPostP=item&newPostP_itemPosition=0&newPostP_itemForm=%E5%B7%A6%E6%93%81%E5%8F%B3%E6%8A%B1&newPostP_itemTag=&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5unsjqntm&newPostP=item&newPostP_itemPosition=0&newPostP_itemForm=%E5%B7%A6%E6%8B%89%E5%8F%B3%E6%89%AF&newPostP_itemTag=&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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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語料庫查詢詞語的搭配用法 

 教學活動：我們繼續說明搭配詞的可用教學範例。教師可以讓學生自

行上語料庫查詢特定詞語的搭配情況，例如請學生在語料庫上查詢「振

奮」一詞的搭配情況，並根據查詢結果完成下面的表格。 

-2 -1 振奮 1 2 

     
     

 說明：在國家教育研究院書面語語料庫查詢搭配詞的介面中，羅馬數

字代表詞語及其搭配詞的相對位置，1 代表該詞右邊的第一個搭配詞，

2 代表第二個，而-1 代表左邊第一個，-2 代表左邊第二個，其他以此

類推，最多可觀察到第 3 個位置。 

 查詢結果：「振奮」在語料庫中的搜尋結果如下，歸納結果見下頁。 

No. Word 
Total no. in 

whole corpus 

Expected 

collocate 

frequency 

Observed 

collocate 

frequency 

In no. 

of texts 

Log-

likelihood 

1 令 
128,742 5.741 557 531 4018.003 

2 人心  
11,229 0.501 305 291 3317.242 

3 精神  
79,222 3.533 350 332 2534.223 

4 人 
1,550,512 69.138 646 610 1757.507 

5 起來  
110,738 4.938 141 139 674.565 

6 感到  
74,094 3.304 114 114 587.005 

7 士氣  
3,806 0.17 53 53 504.138 

8 大為  
6,475 0.289 51 51 426.924 

9 不已  
11,973 0.534 48 48 337.294 

10 消息  
37,528 1.673 63 63 334.874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llocation.php?collocSolo=%E4%BB%A4&collAtt_pos=1&maxCollocSpan=5&qname=h7afl6h3ec&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7afl6h3ec&newPostP=coll&newPostP_collocDB=db_colloc_h7afl9ai4i&newPostP_collocDistFrom=-3&newPostP_collocDistTo=3&newPostP_collocAtt=word&newPostP_collocTarget=%E4%BB%A4&newPostP_collocTagFilter=&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llocation.php?collocSolo=%E4%BA%BA%E5%BF%83&collAtt_pos=1&maxCollocSpan=5&qname=h7afl6h3ec&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7afl6h3ec&newPostP=coll&newPostP_collocDB=db_colloc_h7afl9ai4i&newPostP_collocDistFrom=-3&newPostP_collocDistTo=3&newPostP_collocAtt=word&newPostP_collocTarget=%E4%BA%BA%E5%BF%83&newPostP_collocTagFilter=&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llocation.php?collocSolo=%E7%B2%BE%E7%A5%9E&collAtt_pos=1&maxCollocSpan=5&qname=h7afl6h3ec&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7afl6h3ec&newPostP=coll&newPostP_collocDB=db_colloc_h7afl9ai4i&newPostP_collocDistFrom=-3&newPostP_collocDistTo=3&newPostP_collocAtt=word&newPostP_collocTarget=%E7%B2%BE%E7%A5%9E&newPostP_collocTagFilter=&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llocation.php?collocSolo=%E4%BA%BA&collAtt_pos=1&maxCollocSpan=5&qname=h7afl6h3ec&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7afl6h3ec&newPostP=coll&newPostP_collocDB=db_colloc_h7afl9ai4i&newPostP_collocDistFrom=-3&newPostP_collocDistTo=3&newPostP_collocAtt=word&newPostP_collocTarget=%E4%BA%BA&newPostP_collocTagFilter=&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llocation.php?collocSolo=%E8%B5%B7%E4%BE%86&collAtt_pos=1&maxCollocSpan=5&qname=h7afl6h3ec&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7afl6h3ec&newPostP=coll&newPostP_collocDB=db_colloc_h7afl9ai4i&newPostP_collocDistFrom=-3&newPostP_collocDistTo=3&newPostP_collocAtt=word&newPostP_collocTarget=%E8%B5%B7%E4%BE%86&newPostP_collocTagFilter=&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llocation.php?collocSolo=%E6%84%9F%E5%88%B0&collAtt_pos=1&maxCollocSpan=5&qname=h7afl6h3ec&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7afl6h3ec&newPostP=coll&newPostP_collocDB=db_colloc_h7afl9ai4i&newPostP_collocDistFrom=-3&newPostP_collocDistTo=3&newPostP_collocAtt=word&newPostP_collocTarget=%E6%84%9F%E5%88%B0&newPostP_collocTagFilter=&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llocation.php?collocSolo=%E5%A3%AB%E6%B0%A3&collAtt_pos=1&maxCollocSpan=5&qname=h7afl6h3ec&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7afl6h3ec&newPostP=coll&newPostP_collocDB=db_colloc_h7afl9ai4i&newPostP_collocDistFrom=-3&newPostP_collocDistTo=3&newPostP_collocAtt=word&newPostP_collocTarget=%E5%A3%AB%E6%B0%A3&newPostP_collocTagFilter=&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llocation.php?collocSolo=%E5%A4%A7%E7%82%BA&collAtt_pos=1&maxCollocSpan=5&qname=h7afl6h3ec&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7afl6h3ec&newPostP=coll&newPostP_collocDB=db_colloc_h7afl9ai4i&newPostP_collocDistFrom=-3&newPostP_collocDistTo=3&newPostP_collocAtt=word&newPostP_collocTarget=%E5%A4%A7%E7%82%BA&newPostP_collocTagFilter=&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llocation.php?collocSolo=%E4%B8%8D%E5%B7%B2&collAtt_pos=1&maxCollocSpan=5&qname=h7afl6h3ec&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7afl6h3ec&newPostP=coll&newPostP_collocDB=db_colloc_h7afl9ai4i&newPostP_collocDistFrom=-3&newPostP_collocDistTo=3&newPostP_collocAtt=word&newPostP_collocTarget=%E4%B8%8D%E5%B7%B2&newPostP_collocTagFilter=&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llocation.php?collocSolo=%E6%B6%88%E6%81%AF&collAtt_pos=1&maxCollocSpan=5&qname=h7afl6h3ec&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7afl6h3ec&newPostP=coll&newPostP_collocDB=db_colloc_h7afl9ai4i&newPostP_collocDistFrom=-3&newPostP_collocDistTo=3&newPostP_collocAtt=word&newPostP_collocTarget=%E6%B6%88%E6%81%AF&newPostP_collocTagFilter=&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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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讓 
526,314 23.468 153 147 315.835 

12 使 
197,544 8.809 82 80 219.905 

13 心情  
33,611 1.499 40 39 185.888 

14 鼓舞  
3,696 0.165 23 23 181.679 

15 民心  
2,019 0.09 20 18 176.552 

16 群情  
93 0.004 9 9 121.405 

17 的 
16,029,838 714.772 1,014 921 117.392 

18 無比  
9,025 0.402 19 19 109.348 

19 非常  
152,032 6.779 48 46 105.595 

20 軍心  
1,160 0.052 11 10 96.14 

21 情緒  
66,126 2.949 31 30 89.829 

22 十分  
63,196 2.818 30 30 87.612 

23 相當  
66,293 2.956 29 28 80.41 

 表格中每一個詞點選後都可以看到各個搭配位置的出現率統計，例如： 

Within the window -3 to 3, 人心 occurs 305 times in 291 different texts 
(expected frequency: 0.501) 

Distance No. of occurrences In no. of texts Percent 

-3 0 0 0% 

-2 1 1 0.3% 

-1 13 12 4.3% 
 

1 284 271 93.1% 

2 4 4 1.3% 

3 3 3 1%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llocation.php?collocSolo=%E8%AE%93&collAtt_pos=1&maxCollocSpan=5&qname=h7afl6h3ec&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7afl6h3ec&newPostP=coll&newPostP_collocDB=db_colloc_h7afl9ai4i&newPostP_collocDistFrom=-3&newPostP_collocDistTo=3&newPostP_collocAtt=word&newPostP_collocTarget=%E8%AE%93&newPostP_collocTagFilter=&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llocation.php?collocSolo=%E4%BD%BF&collAtt_pos=1&maxCollocSpan=5&qname=h7afl6h3ec&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7afl6h3ec&newPostP=coll&newPostP_collocDB=db_colloc_h7afl9ai4i&newPostP_collocDistFrom=-3&newPostP_collocDistTo=3&newPostP_collocAtt=word&newPostP_collocTarget=%E4%BD%BF&newPostP_collocTagFilter=&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llocation.php?collocSolo=%E5%BF%83%E6%83%85&collAtt_pos=1&maxCollocSpan=5&qname=h7afl6h3ec&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7afl6h3ec&newPostP=coll&newPostP_collocDB=db_colloc_h7afl9ai4i&newPostP_collocDistFrom=-3&newPostP_collocDistTo=3&newPostP_collocAtt=word&newPostP_collocTarget=%E5%BF%83%E6%83%85&newPostP_collocTagFilter=&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llocation.php?collocSolo=%E9%BC%93%E8%88%9E&collAtt_pos=1&maxCollocSpan=5&qname=h7afl6h3ec&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7afl6h3ec&newPostP=coll&newPostP_collocDB=db_colloc_h7afl9ai4i&newPostP_collocDistFrom=-3&newPostP_collocDistTo=3&newPostP_collocAtt=word&newPostP_collocTarget=%E9%BC%93%E8%88%9E&newPostP_collocTagFilter=&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llocation.php?collocSolo=%E6%B0%91%E5%BF%83&collAtt_pos=1&maxCollocSpan=5&qname=h7afl6h3ec&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7afl6h3ec&newPostP=coll&newPostP_collocDB=db_colloc_h7afl9ai4i&newPostP_collocDistFrom=-3&newPostP_collocDistTo=3&newPostP_collocAtt=word&newPostP_collocTarget=%E6%B0%91%E5%BF%83&newPostP_collocTagFilter=&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llocation.php?collocSolo=%E7%BE%A4%E6%83%85&collAtt_pos=1&maxCollocSpan=5&qname=h7afl6h3ec&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7afl6h3ec&newPostP=coll&newPostP_collocDB=db_colloc_h7afl9ai4i&newPostP_collocDistFrom=-3&newPostP_collocDistTo=3&newPostP_collocAtt=word&newPostP_collocTarget=%E7%BE%A4%E6%83%85&newPostP_collocTagFilter=&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llocation.php?collocSolo=%E7%9A%84&collAtt_pos=1&maxCollocSpan=5&qname=h7afl6h3ec&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7afl6h3ec&newPostP=coll&newPostP_collocDB=db_colloc_h7afl9ai4i&newPostP_collocDistFrom=-3&newPostP_collocDistTo=3&newPostP_collocAtt=word&newPostP_collocTarget=%E7%9A%84&newPostP_collocTagFilter=&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llocation.php?collocSolo=%E7%84%A1%E6%AF%94&collAtt_pos=1&maxCollocSpan=5&qname=h7afl6h3ec&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7afl6h3ec&newPostP=coll&newPostP_collocDB=db_colloc_h7afl9ai4i&newPostP_collocDistFrom=-3&newPostP_collocDistTo=3&newPostP_collocAtt=word&newPostP_collocTarget=%E7%84%A1%E6%AF%94&newPostP_collocTagFilter=&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llocation.php?collocSolo=%E9%9D%9E%E5%B8%B8&collAtt_pos=1&maxCollocSpan=5&qname=h7afl6h3ec&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7afl6h3ec&newPostP=coll&newPostP_collocDB=db_colloc_h7afl9ai4i&newPostP_collocDistFrom=-3&newPostP_collocDistTo=3&newPostP_collocAtt=word&newPostP_collocTarget=%E9%9D%9E%E5%B8%B8&newPostP_collocTagFilter=&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llocation.php?collocSolo=%E8%BB%8D%E5%BF%83&collAtt_pos=1&maxCollocSpan=5&qname=h7afl6h3ec&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7afl6h3ec&newPostP=coll&newPostP_collocDB=db_colloc_h7afl9ai4i&newPostP_collocDistFrom=-3&newPostP_collocDistTo=3&newPostP_collocAtt=word&newPostP_collocTarget=%E8%BB%8D%E5%BF%83&newPostP_collocTagFilter=&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llocation.php?collocSolo=%E6%83%85%E7%B7%92&collAtt_pos=1&maxCollocSpan=5&qname=h7afl6h3ec&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7afl6h3ec&newPostP=coll&newPostP_collocDB=db_colloc_h7afl9ai4i&newPostP_collocDistFrom=-3&newPostP_collocDistTo=3&newPostP_collocAtt=word&newPostP_collocTarget=%E6%83%85%E7%B7%92&newPostP_collocTagFilter=&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llocation.php?collocSolo=%E5%8D%81%E5%88%86&collAtt_pos=1&maxCollocSpan=5&qname=h7afl6h3ec&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7afl6h3ec&newPostP=coll&newPostP_collocDB=db_colloc_h7afl9ai4i&newPostP_collocDistFrom=-3&newPostP_collocDistTo=3&newPostP_collocAtt=word&newPostP_collocTarget=%E5%8D%81%E5%88%86&newPostP_collocTagFilter=&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llocation.php?collocSolo=%E7%9B%B8%E7%95%B6&collAtt_pos=1&maxCollocSpan=5&qname=h7afl6h3ec&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7afl6h3ec&newPostP=coll&newPostP_collocDB=db_colloc_h7afl9ai4i&newPostP_collocDistFrom=-3&newPostP_collocDistTo=3&newPostP_collocAtt=word&newPostP_collocTarget=%E7%9B%B8%E7%95%B6&newPostP_collocTagFilter=&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7afk9n4le&newPostP=coll&newPostP_collocDB=db_colloc_h7br9aqxbt&newPostP_collocDistFrom=-2&newPostP_collocDistTo=-2&newPostP_collocAtt=word&newPostP_collocTarget=%E4%BA%BA%E5%BF%83&newPostP_collocTagFilter=&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7afk9n4le&newPostP=coll&newPostP_collocDB=db_colloc_h7br9aqxbt&newPostP_collocDistFrom=-1&newPostP_collocDistTo=-1&newPostP_collocAtt=word&newPostP_collocTarget=%E4%BA%BA%E5%BF%83&newPostP_collocTagFilter=&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7afk9n4le&newPostP=coll&newPostP_collocDB=db_colloc_h7br9aqxbt&newPostP_collocDistFrom=1&newPostP_collocDistTo=1&newPostP_collocAtt=word&newPostP_collocTarget=%E4%BA%BA%E5%BF%83&newPostP_collocTagFilter=&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7afk9n4le&newPostP=coll&newPostP_collocDB=db_colloc_h7br9aqxbt&newPostP_collocDistFrom=2&newPostP_collocDistTo=2&newPostP_collocAtt=word&newPostP_collocTarget=%E4%BA%BA%E5%BF%83&newPostP_collocTagFilter=&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7afk9n4le&newPostP=coll&newPostP_collocDB=db_colloc_h7br9aqxbt&newPostP_collocDistFrom=3&newPostP_collocDistTo=3&newPostP_collocAtt=word&newPostP_collocTarget=%E4%BA%BA%E5%BF%83&newPostP_collocTagFilter=&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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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in the window -3 to 3, 大為 occurs 51 times in 51 different texts (expected 
frequency: 0.289) 

Distance No. of occurrences In no. of texts Percent 

-3 0 0 0% 

-2 0 0 0% 

-1 51 51 100% 
 

1 0 0 0% 

2 0 0 0% 

3 0 0 0% 

 學生可根據語料庫的計算結果，歸納「振奮」的用法與常見搭配，並

請學生參考語料提供例句。 

（可繼續延伸歸納） 

例句 

這部電影不但是溫馨感人的愛情文藝片，也是令人振奮的勵志片。 

聽到這個好消息，他臉上露出笑容，精神也振奮起來。 

-2 -1 振奮 1 2 

令 (人) 振奮   

 精神/心情 振奮 精神/人心／士氣  

  振奮 起來  

 感到 振奮   

  振奮 (的) 消息 

  振奮 不已  

 大為/無比 

非常/相當 

振奮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7afk9n4le&newPostP=coll&newPostP_collocDB=db_colloc_h7br9aqxbt&newPostP_collocDistFrom=-1&newPostP_collocDistTo=-1&newPostP_collocAtt=word&newPostP_collocTarget=%E5%A4%A7%E7%82%BA&newPostP_collocTagFilter=&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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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語料庫查詢詞語的搭配用法，辨析
近義詞差異 

 教學活動 1：請學生在語料庫上查詢「安定」、「穩定」在語料庫的出現

率，並找出這兩個詞的搭配詞，完成下面的表格，最後說出兩組詞的

差異。 

-2 -1 安定 1 2 

     
     

-2 -1 穩定 1 2 

     
     

 

No. Search result No. of occurrences Percent 

1 穩定  

19877 74.43% 

2 安定  

6827 25.57% 

 教學活動 2：老師在語料庫上查詢「安定」、「穩定」的例句，讓學生分

組歸納這兩個詞語的常見搭配。 

穩定 

1 早上上課前先讓學生運動，對穩定孩童的情緒有很好的效果。 

2 我們發現李小弟最近上課時不喜歡聽老師說話，也會突然大吼大

叫，情緒很不穩定，也不喜歡跟同學玩。 

3 很多研究指出，女性在寫博士論文的時候，若同時有家庭、工作的

壓力，情緒相當不穩定，這時候需要家人或朋友的理解與支持。 

4 他認為穩定的人格是成功的重要因素，許多無所事事、缺乏理想的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7adpvkrqc&newPostP=item&newPostP_itemPosition=0&newPostP_itemForm=%E7%A9%A9%E5%AE%9A&newPostP_itemTag=&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7adpvkrqc&newPostP=item&newPostP_itemPosition=0&newPostP_itemForm=%E5%AE%89%E5%AE%9A&newPostP_itemTag=&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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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容易有情緒不穩定的問題。 

5 一般說來，健康的孩子情緒通常較為穩定，不會無理取鬧。  

6 他用眼睛、眼球和臉部的穩定表情告訴大家，他比以前更能專注和

用心──這是任何學習成功的關鍵所在。 

7 如果沒有足夠的能量，根本無法讓人類的身體保持穩定與直立。  

8 這個國家在總統很好的領導下，始終能夠不調整電費，成為穩定物

價 的大功臣。  

9 羅馬帝國全盛時期長達百年，經濟繁榮，物價穩定，稅收溫和，貿

易發達。 

安定 

1 這本圖畫書使孩子瞭解牙齒保健的重要性，不再害怕看牙醫。老師

透過這本書給孩子安定感。 

2 每個人都做好自己的責任，並對他人有多一點關懷，才能使社會安

定、國家富足。 

3 在唐代，人們生活安定、少有內憂外患，是繁榮的盛世。 

4 他們看風水是希望生活安定，工作順利。 

5 據說日本婦女對家庭的付出是他們社會安定最大的力量。  

6 二十世紀初，人們對未來社會的願景是每個人都富裕到無法想像，

生活閒適，社會安定，辦事有效率。 

7 國際力量將該如何面對朝鮮半島的緊張？這些都是維持東北亞安定

和 繁榮的關鍵性因素。 

8 國家的安定需要三個因素：一是法令，二是信用，三是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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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 

 穩定多形容事物本身變化頻率比較快、比較多的情況，常見搭配有情

緒、物價。 

安定 

 安定多搭配平面、靜態、變化緩慢且變化不多的情況，因此比較常見

的搭配有國家、社會。 

 

 教學活動 3：挖空練習也是語料庫 KWIC 分析（將觀察字彙置於文本的

脈絡中心）常見的課室練習方式之一，以「聽說」、「傳說」為例，教

師在語料庫查詢適合的例句，將這兩個詞挖空，讓學生填寫，如下。 

1 他乖巧又勤奮，後來_________ 被親戚收養，全家搬到都市去了。 

2 對方是個知名度很高的花花公子，她常_________ 有關他的花花故

事。 

3 _________李鴻章第一次被外國人請客，兩片嘴唇鼓得鴨屁股大，

努力 把冒煙的冰淇淋「 吹冷 」，在外國人的驚訝眼光輕視下，吃

進了第一 口後，很尷尬的擺出大臣的風度。  

4 他認為民俗應該包括神話、 _________ 、民間故事、信仰、藝術、

醫藥 等等。 

5 神話故事的宗教意義，是它與民間_________故事最大的不同。 

6 有一個記者問這位明星：「_________你的母親是個騙子？」  

7 歷史上_________中國古代最早發明中草藥的是神農氏，但後來的

研究指出中藥草並非由單獨一人發明。 

8 有一位從台灣來北京讀書的陳同學，_________有台灣原住民團隊

來演出，特地趕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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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她快要考大學了，還能學習日語，真了不起 。_________她在班上

總是 第一名。  

10 _________「鴆」是一種有毒的鳥，把這種鳥的羽毛放到酒裡，就

變成鴆酒，喝下必死，所以鴆酒就是一種毒酒。 

教師也可以提供頻率等其他訊息，如出現率、常見搭配詞等，讓學生

參考以寫出正確答案。（以下表格僅為範例，還可以繼續延伸） 

-2 -1 聽說/傳說 1 2 

 沒 聽說 過  

動人 
民間/神話/

古代/根據 
傳說 中  

 

出現率（出現率低可能表示使用的文本、語境比較有限） 

No. Search result No. of occurrences Percent 

1 聽說  

26069 64.48% 

2 傳說  

14362 35.52%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79hr6zr17&newPostP=item&newPostP_itemPosition=0&newPostP_itemForm=%E8%81%BD%E8%AA%AA&newPostP_itemTag=&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concordance.php?qname=h79hr6zr17&newPostP=item&newPostP_itemPosition=0&newPostP_itemForm=%E5%82%B3%E8%AA%AA&newPostP_itemTag=&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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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中介語語料庫進行詞語教學 

 教學活動 4：最後一種要介紹的是利用中介語語料庫，教師可以連上

中介語語料庫查詢學生如何使用這個詞語，擷取書面語語料庫與中介

語語料庫的例句，讓學生討論母語者與學習者如何使用這個詞。 

 活動說明：請學生觀察以下兩個從母語者、學習者語料庫擷取的「幸

虧」的例句，並回答以下問題： 

(1) 母語者語料庫的「幸虧」通常出現在第一個分句的哪個位置？第二

個分句常出現哪個連詞或副詞？ 

(2) 學習者語料庫的「幸虧」通常出現在哪個分句？第二個分句常出現

哪個連詞或副詞？這些連詞或副詞是否也在母語者語料庫中出

現？你覺得這些連詞或副詞的使用是否恰當？ 

(3) 學習者語料庫出現「很幸虧」的用法，請根據母語者語料庫中的「幸

虧」用法，說明為什麼不能說「很幸虧」。 

(4) 請從「幸虧」的出現位置，兩個分句的連接方式，兩個分句的語義

關係等三個方面總結母語者與學習者使用「幸虧」的差異。 

母語者（語料出自書面語語料庫） 

1 珍妮講了她的歷險經過；「幸虧你跟來了，否則我的麻煩可大了」。 

2 建造的過程都有清楚的記載。幸虧乾隆高壽，否則他生前是不可能

完成這項巨大工程的。 

3 王祥拍了拍他的手說道：幸虧發現得早，不然還能這麼悠哉地坐在

這裡說話嗎！ 

4 沒想到山裡的溫度這麼低，幸虧我記得帶幾件衣服，否則就跟你一

樣—冷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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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珍妮講了她的歷險經過。幸虧警察來得早，才能救我一命。 

6 車禍使她當場沒了生命跡象，幸虧醫生的搶救，才使她保留性命。 

7 他抬起腳來往後一靠，心有餘悸地說：幸虧趕上這班車，不然這筆

生意就泡湯了。 

8 女兒在深山中差點丟了性命。幸虧他機警，及時通報警方，不然可

就釀成大禍。 

9 前方有個小洞，王明沒看見，失足掉進洞裡，幸虧洞裡沒水，他好

不容易才爬上來。 

10 謝天謝地，幸虧遇到了你，不然我真的餓壞了。 

學習者（語料出自中介語語料庫） 

1 查臺灣的歷史以後，我對臺灣有了興趣。幸虧我在日本念大學的系

是有關地理、歷史的事。再說 …。 

2 可是他不要每天都在家，而且他還有很多的能量，所以他也要打工。

幸虧他的公司有可健康保險。我哥哥的薪水很好，可是沒有他太太

非常好的健康保險。  

3 我們的錢 ,衣服 ,車西什麼的 ,都沒了。可是幸虧沒有人死。 

4 上大學也一定有很大得壓力，我會神經病的。幸虧我姐姐也沒關係 。 

5 如果看到海龜的話，這個旅行就會很痛快。幸虧我有看到海龜兩次 ， 

一次是晚上看到一隻海龜在生蛋，另外一次是看到很多小海龜在孵

出來。  

6 總而言之，我比較喜歡去學校上課因為比較了解老師的說明也比較

容易問老師如果有問題車時候。幸虧我大學的時候，我沒有上很多

遠距教學的課 。 

7 雖然跟韓國男生已經結了婚 ，生了孩子，但是還是她一直想再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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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很幸虧她的公司給她 1 年的育兒休假，她就決定來台灣 。 

8 給全世界介紹亞洲有豐富多彩的自然材料。不過幸虧，現在亞洲手

工藝 狀況，逐漸有更高的發展性。 

9 看了他因為他的穿著不適合約會我一點失望可是表演的時間快要到

急著去戲劇院。幸虧我們準時進去戲劇院看表演。  

10 如果在日本沒有脫鞋的習慣的話，脚又濕又不舒服了。幸虧有脫鞋

的習慣，所以家裡比較乾淨。 

 教學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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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語料庫的主題關鍵性分析工具觀察
學習者的詞語使用特徵 

 說明：中介語語料庫除了能夠查詢學習者的語料，還有一個好用的功

能，叫做主題關鍵性（keyword-keyness）分析工具。這個工具可以查

出學習者文本中的不尋常高頻與低頻詞語。使用這個功能，需要選定

兩個語料庫，我們要找出詞語特徵的稱為目標語料庫（target corpus），

用來與目標語料庫對照的稱為參照語料庫（reference corpus）。原理是

利用統計方法，比對兩個語料庫所產生的詞表，以參照語料庫的詞為

依據，看目標語料庫中哪些詞屬於不尋常高頻與低頻詞語。 

 

 

 

 

 

 

可找出這個語料庫的不尋常的高、低頻詞語 

 操作方式：國家教育研究院的中介語語料庫具有主題關鍵性的分析功

能，操作方式說明如下。在中介語語料庫首頁，左邊功能欄中先點選

keywords，點選後進入主題關鍵性的分析頁面。接著，我們必須選擇

兩個語料庫，左邊的 frequency list 1 指的是目標語料庫，包含韓語、

日語、英語、越南語、印尼語、泰語母語者的華語語料。右邊的 frequency 

list 2 指的是參照語料庫，若左邊選擇 English，右邊得選 Non-English，

依此類推。選完按最下 方的                                                           

 

 

 

 

 

  

 

目標 

語料庫 

target corpus 

參照語料庫 
reference  

cor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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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目標語料庫 

選擇參照語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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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結果：我們想知道英語母語者的詞語使用特徵，他們與其他語言

的學習者相比，不尋常地多用或少用哪些詞語，查詢結果如下。藍底

是多用的詞語，灰底是少用的詞語。 

 

No. Word 

In subcorpus “3a_English”: In subcorpus 
“3b_non_English”: 

Frequency Frequency Frequency Frequency 

(absolute) (per mill) (absolute) (per mill) 

1 美國 114 
1,775.95 208 

325 

2 日本 9 
140.21 1,177 

1,839.05 

3 韓國 8 
124.63 941 

1,470.30 

4 倫敦 38 591.98 17 
26.56 

5 壞 57 
887.97 81 

126.56 

6 , 120 
1,869.42 2,569 

4,014.03 

7 印尼 3 
46.74 553 

864.06 

8 莊子 26 
405.04 14 

21.87 

9 小明 20 
311.57 5 

7.81 

10 中國 103 
1,604.59 361 

564.06 

11 你 357 
5,561.53 2,134 

3,334.35 

12 節約 18 
280.41 3 

4.69 

13 、 197 
3,068.97 3,347 

5,229.65 

14 加州 15 
233.68 3 

4.69 

15 海龜 14 
218.1 4 

6.25 

16 我們 526 
8,194.30 3,748 

5,856.20 

17 學歷 16 
249.26 9 

14.06 

18 ・ 16 
249.26 9 

14.06 

19 牠 24 
373.88 33 

51.56 

20 猴子 12 
186.94 4 

6.25 

21 革命 16 
249.26 13 

20.31 

22 公寓 23 
358.31 35 

54.69 

23 敘利亞 11 
171.36 3 

4.69 

24 台灣 264 
4,112.73 3,775 

5,898.39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7%BE%8E%E5%9C%8B%22%25c%5D&del=begin&t=%7Esc%7E190&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7%BE%8E%E5%9C%8B%22%25c%5D&del=begin&t=%7Esc%7E191&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6%97%A5%E6%9C%AC%22%25c%5D&del=begin&t=%7Esc%7E190&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6%97%A5%E6%9C%AC%22%25c%5D&del=begin&t=%7Esc%7E191&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9%9F%93%E5%9C%8B%22%25c%5D&del=begin&t=%7Esc%7E190&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9%9F%93%E5%9C%8B%22%25c%5D&del=begin&t=%7Esc%7E191&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5%80%AB%E6%95%A6%22%25c%5D&del=begin&t=%7Esc%7E190&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5%80%AB%E6%95%A6%22%25c%5D&del=begin&t=%7Esc%7E191&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5%A3%9E%22%25c%5D&del=begin&t=%7Esc%7E190&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5%A3%9E%22%25c%5D&del=begin&t=%7Esc%7E191&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2C%22%25c%5D&del=begin&t=%7Esc%7E190&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2C%22%25c%5D&del=begin&t=%7Esc%7E191&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5%8D%B0%E5%B0%BC%22%25c%5D&del=begin&t=%7Esc%7E190&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5%8D%B0%E5%B0%BC%22%25c%5D&del=begin&t=%7Esc%7E191&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8%8E%8A%E5%AD%90%22%25c%5D&del=begin&t=%7Esc%7E190&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8%8E%8A%E5%AD%90%22%25c%5D&del=begin&t=%7Esc%7E191&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5%B0%8F%E6%98%8E%22%25c%5D&del=begin&t=%7Esc%7E190&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5%B0%8F%E6%98%8E%22%25c%5D&del=begin&t=%7Esc%7E191&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4%B8%AD%E5%9C%8B%22%25c%5D&del=begin&t=%7Esc%7E190&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4%B8%AD%E5%9C%8B%22%25c%5D&del=begin&t=%7Esc%7E191&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4%BD%A0%22%25c%5D&del=begin&t=%7Esc%7E190&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4%BD%A0%22%25c%5D&del=begin&t=%7Esc%7E191&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7%AF%80%E7%B4%84%22%25c%5D&del=begin&t=%7Esc%7E190&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7%AF%80%E7%B4%84%22%25c%5D&del=begin&t=%7Esc%7E191&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3%80%81%22%25c%5D&del=begin&t=%7Esc%7E190&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3%80%81%22%25c%5D&del=begin&t=%7Esc%7E191&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5%8A%A0%E5%B7%9E%22%25c%5D&del=begin&t=%7Esc%7E190&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5%8A%A0%E5%B7%9E%22%25c%5D&del=begin&t=%7Esc%7E191&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6%B5%B7%E9%BE%9C%22%25c%5D&del=begin&t=%7Esc%7E190&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6%B5%B7%E9%BE%9C%22%25c%5D&del=begin&t=%7Esc%7E191&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6%88%91%E5%80%91%22%25c%5D&del=begin&t=%7Esc%7E190&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6%88%91%E5%80%91%22%25c%5D&del=begin&t=%7Esc%7E191&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5%AD%B8%E6%AD%B7%22%25c%5D&del=begin&t=%7Esc%7E190&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5%AD%B8%E6%AD%B7%22%25c%5D&del=begin&t=%7Esc%7E191&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3%83%BB%22%25c%5D&del=begin&t=%7Esc%7E190&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3%83%BB%22%25c%5D&del=begin&t=%7Esc%7E191&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7%89%A0%22%25c%5D&del=begin&t=%7Esc%7E190&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7%89%A0%22%25c%5D&del=begin&t=%7Esc%7E191&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7%8C%B4%E5%AD%90%22%25c%5D&del=begin&t=%7Esc%7E190&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7%8C%B4%E5%AD%90%22%25c%5D&del=begin&t=%7Esc%7E191&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9%9D%A9%E5%91%BD%22%25c%5D&del=begin&t=%7Esc%7E190&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9%9D%A9%E5%91%BD%22%25c%5D&del=begin&t=%7Esc%7E191&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5%85%AC%E5%AF%93%22%25c%5D&del=begin&t=%7Esc%7E190&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5%85%AC%E5%AF%93%22%25c%5D&del=begin&t=%7Esc%7E191&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6%95%98%E5%88%A9%E4%BA%9E%22%25c%5D&del=begin&t=%7Esc%7E190&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6%95%98%E5%88%A9%E4%BA%9E%22%25c%5D&del=begin&t=%7Esc%7E191&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5%8F%B0%E7%81%A3%22%25c%5D&del=begin&t=%7Esc%7E190&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5%8F%B0%E7%81%A3%22%25c%5D&del=begin&t=%7Esc%7E191&del=end&qmode=cqp&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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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花蓮 20 
311.57 29 

45.31 

26 所以 230 
3,583.06 3,353 

5,239.02 

27 英國 30 
467.36 71 

110.94 

28 喜歡 135 
2,103.10 2,172 

3,393.72 

 

 詞語教學應用：從上表可得知，英語母語者過度使用「壞」這個詞。

點選「壞」後，可看到英語母語者如何使用這個詞語，列舉如下。 

 
1 我的壞習慣是喝啤酒，喝啤酒是壞習慣是因為對身體不好。 

2 在我的國家沒有很多人抽煙，我覺得是因為很多人都知道吸煙壞他

們的身體所以他們很恐怕開始。 

3  我在高中的世界歷史課簡單的學過中國的文化革命，所以我知道 

這一段時間是中國的一個非常壞的回憶。 

4 那一個時代的出生好和出生壞的看法是跟現代的看法完全相反的。 

出生好的是等於在貧窮的家庭出生的，而出生壞的人是曾經在社會 

最頂尖的人。我的父母在那時候算是“ 出生好 ”所以他們的家庭 沒

有什麼大影響。可是，“ 出生壞 ”的人被瞧不起，而且被安排 去五

七校去體會農民生活。  

5 雖然我覺得在台北倒垃圾很麻煩，但是好像也不壞，因為路上沒有 

垃圾，還有對台北的環境比較好。 

 

 教學活動：在對英語母語者教學時，特別是寫作教學，需要提醒學生

除了「壞」這個詞語，還可以使用其他的近義詞例如「糟糕」、「邪惡」、

「惡劣」等。如果「壞」要當動詞使用，可使用「傷害」、「破壞」等，

英語母語者大量使用的「壞習慣」也可替換為近義的「壞毛病」。教師

師可設計以下活動。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8%8A%B1%E8%93%AE%22%25c%5D&del=begin&t=%7Esc%7E190&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8%8A%B1%E8%93%AE%22%25c%5D&del=begin&t=%7Esc%7E191&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6%89%80%E4%BB%A5%22%25c%5D&del=begin&t=%7Esc%7E190&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6%89%80%E4%BB%A5%22%25c%5D&del=begin&t=%7Esc%7E191&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8%8B%B1%E5%9C%8B%22%25c%5D&del=begin&t=%7Esc%7E190&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8%8B%B1%E5%9C%8B%22%25c%5D&del=begin&t=%7Esc%7E191&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5%96%9C%E6%AD%A1%22%25c%5D&del=begin&t=%7Esc%7E190&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5%96%9C%E6%AD%A1%22%25c%5D&del=begin&t=%7Esc%7E191&del=end&qmode=cqp&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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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學生的說明：從英語母語者的語料庫檢索結果來看，英語母語者過

度使用「壞」這個詞。現在我們使用英語母語者的作文來進行一個擴

充詞彙量的練習。請在下面的語境中，填入某個詞以替換掉「壞」這

個詞語。注意，某些情況可以維持原本「壞」的用法。 

1 我的__________習慣是喝啤酒，喝啤酒是__________習慣是因為對

身體不好。 

2 在我的國家沒有很多人抽煙，我覺得是因為很多人都知道吸煙

__________他們的身體所以他們很害怕開始。 

3  我在高中的世界歷史課簡單的學過中國的文化革命，所以我知道 

這一段時間是中國的一個非常__________的回憶。 

4 那一個時代的出生好和出生__________的看法是跟現代的看法完全

相反的。出生好的是等於在貧窮的家庭出生的，而出生__________

的人是曾經在社會 最頂尖的人。我的父母在那時候算是“出生好”所

以他們的家庭 沒有什麼大影響。可是，“出生__________ ”的人被瞧

不起，而且被安排去五七校去體會農民生活。  

5 雖然我覺得在台北倒垃圾很麻煩，但是好像也不__________，因為

路上沒有 垃圾，還有對台北的環境比較好。 

 進行方式：教師可以視學生程度決定要不要提供一些替代詞語讓學生

選擇，或讓學生以分組討論的方式進行這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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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語法，我們將說明教師可以如何將語料庫應用在

語法教學及活動上。 

 
 

 

 

 

◎ 使用語料庫的查詢結果歸納語法結構 

 教學活動 1：教師可以利用語料庫能快速取得大量例句的優勢，將某

個語言結構的大量例句提供給學生。與傳統由教師講授結構特點的作

法相反，教師可以先讓學生嘗試歸納句子的結構特點，再展示句型。 

 查詢結果：教師在書面語語料庫中輸入查詢式「在 (+){1,5} _VA」，可找

到「S 在 N+Directional Word +V(O)」句型的例句，教師再從中挑選適

合學生學習的語料。查詢結果列舉如下。 

他 在房間裡 睡覺 

那個孩子 在媽媽旁邊 看書 

他們 在圖書館外面 做什麼？ 

小鳥 在天空中 飛翔 

蜜蜂 在花叢中 歌唱 

小鳥 在樹上 唱歌 

他 在山坡上 奔跑 

爸爸 在廚房裡 煮飯、打掃、做家事 

他 在操場上 跑步 

他 在學校裡 讀書 

他 在公司裡 工作 

他 在床上 看書 

他 在街上 閒蕩 

弟弟 在地板上 跳來跳去 

老師 在黑板上 寫字 

弟弟 在父親身旁 聽大人們談話 

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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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妹 在地上 哭叫 

學生 在格字內 寫字 

他 在草地上 打滾 

我們 在學校前面 踢足球 

父親和他的兒子 在森林裡 散步 

他們 在室內 喧嘩 

 活動說明：教師挑選適合的學生程度、興趣的語料，讓學生用不同的

符號分別標出每句中詞性相同的詞語（各句中具有相同語法角色的詞

語），接著讓學生分組討論、報告他們歸納出的句型。 

 

接著教師說明以下的語法規則，並設計活動讓學生練習使用該句型。 

S 在 N+Directional Word V(O) 

媽媽 在 廚房裡面 做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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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中介語語料庫進行語法教學 

 教學活動 2：語法教學也可以利用中介語語料庫，教師上中介語語料

庫查詢學生如何使用這個語法，擷取書面語語料庫與中介語語料庫的

例句，讓學生討論母語者與學習者如何使用這個語法，兩者的差異為

何，讓學生自行歸納異同。 

 活動說明：我們以「不得不」這個語法點為例，「不得不」是 TBCL 的

4 級語法。 

請學生觀察以下兩個從母語者、學習者語料庫擷取的「不得不」的例

句，並回答以下問題： 

(1) 母語者語料庫的「不得不」表示由於條件的限制或情況的惡化，被

動地、沒有選擇地、不自願地去做某事，有「無可奈何、只好這樣」

的語義。學習者語料庫的 8 個句子中，哪幾個句子沒有這個意思？ 

(2) 承上，你選出的這些不可以使用「不得不」的句子，應該如何修改？

為什麼你這樣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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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語者（語料出自書面語語料庫） 

1 為了維護夫妻感情， 不得不跟婆婆住在一起，並且處處委屈自己。 
2 據我的了解，不少男性剛開頭是「礙於情面」，或「為了保障工作」不

得不參加應酬。這時候他們回到家裡對妻子還覺得歉疚、慚愧。  
3 雖到入學年齡，由於情況愈來愈惡化，顯然無法進行認知學習，而不

得不暫時留在幼稚園中，等情況改善後再上小學就讀。 
4  唉！這個工作真是煩死人了，但又不得不去做。 
5 近來建築業的不景氣，便使社區木工廠不得不關門。 
6 因為外籍老師不會講中文，才逼得孩子不得不學。 
7 愈來愈多夫妻分在兩地生活或工作，或是因為工作不得不分開兩地。 
8 有些人雖然想做全職媽媽，卻有現實上的困難，不得不出去謀生養家。 

學習者（語料出自中介語語料庫） 

1 在台灣唸書我可以有一個全中文的環境，每天我不得不聽、說、讀、

寫中文 。  
2 可是因為我愛上你，我不得不告白。如果你同意，我們會先去公園牽

手散步，然後去看電影。 
3 五年前我在巴拿馬大學讀醫學預科，那時候，我不得不選擇一門課程

不涉及醫藥，所以我選中文。 
4 因為“韓國的”好紅，而讓我不得不見面我的語言交換朋友們的時候 

打扮好。 
5 其實是因為參加了兩位以色列軍人的演講。他們說以色列男生不得不

加入以色列的軍隊。 
6 我同時也希望能趁此機會表現出我對音樂的喜愛，即便我很緊張，但

不得不硬著頭皮上台。 
7 我拿到獎學金以後，很緊張，因為覺得中文很難學，但是按照獎學金

的規定，我不得不先學中文再念大學。 
8 不管幾歲，大部分的人都會聽從父母的話。好像他們不得不聽從他們

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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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是語篇，我們將說明教師可以如何將語料庫應用在

語篇教學及活動上。 

 

 

 

◎ 使用語料庫的關鍵性分析工具觀察學習
者的語篇使用特徵 

 說明：我們可使用中介語語料庫的主題關鍵性（keyword-keyness）分

析工具觀察學習者的語篇使用特徵，藉由主題關鍵性分析工具探究學

習者多用或少用的語篇銜接機制（如關聯詞語），再進行針對性教學，

這對寫作教學尤其重要。我們接著查詢韓語學習者的關鍵詞彙，如下。 

 

 

 

 

 

 

 

語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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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結果： 

No. Word 

In subcorpus 
“1a_Korean”: 

In subcorpus 
“1b_non_Korean”: 

+/- 
Log 

likelihood Frequency 
(absolute) 

Frequency 
(per mill) 

Frequency 
(absolute) 

Frequency 
(per mill) 

1 韓國 555 7,134.87 377 602.25 + 1278.21 

2 
韓國

人 
86 1,105.58 62 99.04 + 192.16 

3 所以 600 7,713.37 2,979 4,758.88 + 105.08 

4 首爾 29 372.81 4 6.39 + 104.31 

5 整型 34 437.09 14 22.36 + 95.11 

6 日本 42 539.94 1,144 1,827.51 - 90 

7 韓 31 398.52 13 20.77 + 86.2 

8 北韓 35 449.95 21 33.55 + 85.01 

 教學活動：從前頁韓語母語者的檢索結果來看，韓語母語者過度使用

「所以」。現在我們使用韓語母語者的作文來進行一個替換關聯詞語的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9%9F%93%E5%9C%8B%22%25c%5D&del=begin&t=%7Esc%7E204&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9%9F%93%E5%9C%8B%22%25c%5D&del=begin&t=%7Esc%7E186&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9%9F%93%E5%9C%8B%E4%BA%BA%22%25c%5D&del=begin&t=%7Esc%7E204&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9%9F%93%E5%9C%8B%E4%BA%BA%22%25c%5D&del=begin&t=%7Esc%7E186&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6%89%80%E4%BB%A5%22%25c%5D&del=begin&t=%7Esc%7E204&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6%89%80%E4%BB%A5%22%25c%5D&del=begin&t=%7Esc%7E186&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9%A6%96%E7%88%BE%22%25c%5D&del=begin&t=%7Esc%7E204&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9%A6%96%E7%88%BE%22%25c%5D&del=begin&t=%7Esc%7E186&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6%95%B4%E5%9E%8B%22%25c%5D&del=begin&t=%7Esc%7E204&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6%95%B4%E5%9E%8B%22%25c%5D&del=begin&t=%7Esc%7E186&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6%97%A5%E6%9C%AC%22%25c%5D&del=begin&t=%7Esc%7E204&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6%97%A5%E6%9C%AC%22%25c%5D&del=begin&t=%7Esc%7E186&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9%9F%93%22%25c%5D&del=begin&t=%7Esc%7E204&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9%9F%93%22%25c%5D&del=begin&t=%7Esc%7E186&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5%8C%97%E9%9F%93%22%25c%5D&del=begin&t=%7Esc%7E204&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5%8C%97%E9%9F%93%22%25c%5D&del=begin&t=%7Esc%7E186&del=end&qmode=cqp&uT=y


 

243 

 

工
具
篇 

練習。請檢視下面 5 個短文中「所以」的用法是否適當，(1)從下面的

替代詞表中選擇一個更適合的關聯詞語，或是(2)刪掉該句的「所以」，

不使用任何的關聯詞語，或(3)維持原本「所以」的用法。(1)、(2)、(3)

都可以，寫完後請說說你的答案與理由。 

 

替代詞表：結果、於是、因此、因而、之所以…是因為 

母語為韓語的學習者（語料出自中介語語料庫） 

1 有一天，我把「老公」和「老闆」搞混了，那是我跟朋友們一起去

酒吧 的時候，我把服務生叫成「老公」，所以包括我朋友和在那邊

的人都笑我。 
2 看完博覽會有點餓，所以我和朋友到了春水堂，台灣的第一家珍珠

奶茶店，我喝了我喜歡的珍珠奶茶，真的很好喝。  
3 大家好！我想寫的是給韓國人推薦旅行的地方，然後簡單地安排旅

行計劃。所以我想來想去，終於決定的地方就是台灣的首都台北。

我選台北的理由很多。第一個理由是最近在韓國去台灣旅行的人氣

越來越高，所以我覺得很多韓國人一定想去台北玩。你們應該喜歡

台北。第二個理由是在台灣有很多好吃的東西。我知道去旅行的時

候重視吃的人非常多，所以我選了台北。 
4 因為台北市長跟市議員選舉快到了。所以我想知道台北市民對台北

市跟台灣政府的想法。 
5 淡水聽起來很遠，可是不必換車，所以一點也不麻煩。淡水跟台北

市比起來，又安靜又美麗。所以淡水不但是台灣人喜歡的地方，而

且很多外國人也喜歡。因為風景很漂亮，也是電影〔不能說的祕密〕

拍攝的地方，所以你可以去去看拍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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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中介語語料庫進行語篇教學 

另一種 DDL 常見的語篇練習方式是同時提供母語者與學習者的語料，

讓學生觀察、歸納母語者的語言使用方式，再檢視學習者是否遵循母語者

的使用規則。我們以人稱代詞的使用為例，人稱代詞是華語語篇重要的銜

接機制，但查詢中介語語料庫後，發現英語母語者相較於其他國籍的學習

者，有多用人稱代詞「你」的現象。檢索結果如下。 

 

No. Word 
In subcorpus “3a_English”: In subcorpus “3b_non_English”: 

Frequency Frequency Frequency Frequency 
(absolute) (per mill) (absolute) (per mill) 

1 美國 114 
1,775.95 208 

325 

2 日本 9 
140.21 1,177 

1,839.05 

3 韓國 8 
124.63 941 

1,470.30 

4 倫敦 38 
591.98 17 

26.56 

5 壞 57 
887.97 81 

126.56 

6 印尼 3 
46.74 553 

864.06 

7 莊子 26 
405.04 14 

21.87 

8 小明 20 
311.57 5 

7.81 
9 中國 103 

1,604.59 361 
564.06 

10 你 357 
5,561.53 2,134 

3,334.35 

 為幫助英語母語者改善過度使用「你」的情況，教師可提供母語者語

料，讓學習者觀察與歸納母語者使用人稱代詞的頻率、位置、時機、功能，

再以此規則修改學習者語料中的人稱代詞。我們檢索書面語語料庫與中介

語語料庫後揀選的文本如下，教師也可換為其他的語篇連接機制，提升學

習者的語篇表達意識。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7%BE%8E%E5%9C%8B%22%25c%5D&del=begin&t=%7Esc%7E190&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7%BE%8E%E5%9C%8B%22%25c%5D&del=begin&t=%7Esc%7E191&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6%97%A5%E6%9C%AC%22%25c%5D&del=begin&t=%7Esc%7E190&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6%97%A5%E6%9C%AC%22%25c%5D&del=begin&t=%7Esc%7E191&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9%9F%93%E5%9C%8B%22%25c%5D&del=begin&t=%7Esc%7E190&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9%9F%93%E5%9C%8B%22%25c%5D&del=begin&t=%7Esc%7E191&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5%80%AB%E6%95%A6%22%25c%5D&del=begin&t=%7Esc%7E190&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5%80%AB%E6%95%A6%22%25c%5D&del=begin&t=%7Esc%7E191&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5%A3%9E%22%25c%5D&del=begin&t=%7Esc%7E190&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5%A3%9E%22%25c%5D&del=begin&t=%7Esc%7E191&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5%8D%B0%E5%B0%BC%22%25c%5D&del=begin&t=%7Esc%7E190&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5%8D%B0%E5%B0%BC%22%25c%5D&del=begin&t=%7Esc%7E191&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8%8E%8A%E5%AD%90%22%25c%5D&del=begin&t=%7Esc%7E190&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8%8E%8A%E5%AD%90%22%25c%5D&del=begin&t=%7Esc%7E191&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5%B0%8F%E6%98%8E%22%25c%5D&del=begin&t=%7Esc%7E190&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5%B0%8F%E6%98%8E%22%25c%5D&del=begin&t=%7Esc%7E191&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4%B8%AD%E5%9C%8B%22%25c%5D&del=begin&t=%7Esc%7E190&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4%B8%AD%E5%9C%8B%22%25c%5D&del=begin&t=%7Esc%7E191&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4%BD%A0%22%25c%5D&del=begin&t=%7Esc%7E190&del=end&qmode=cqp&uT=y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concordance.php?theData=%5Bword%3D%22%E4%BD%A0%22%25c%5D&del=begin&t=%7Esc%7E191&del=end&qmode=cqp&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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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語者（語料出自書面語語料庫） 

1 我認為已過婚齡還獨身的女性，以及更年期無自我生活的中年婦女，

是目前臺灣社會最容易瞭解寂寞的人們。這些寂寞的現代人都需要建

立良好的人際關係來解除寂寞，正像羅素說的，有「快樂的 人際關

係」生活才能快樂。 
2 我最怕聽別人說我是「婚姻專家」，因為專家的意思就是「別人不懂 

的你懂，別人不能解決的問題你能解決」。但事實上婚姻的問題複雜

性不下於一個國際問題、或政治問題，而難解性更有過之而無不及 。

我們早有一句很聰明的「評語」 ── 「清官難斷家務事」，說盡了解決

婚姻問題的困難。同時某一個成功的婚姻又不一定能給另一個婚姻 

作為借鏡，再加上婚姻所屬的家庭，以及和家庭有關的種種問題，就 

形成了更加複雜的情況。 

母語為英語的學習者（語料出自中介語語料庫） 

1 我剛搬來台灣的時候我覺得這一年一定很長，因為我什麼都不會說

和什麼都不會看。我做什麼都很難，我連去餐廳訂菜都很辛苦，因

為我看不懂菜單。這個時間我覺得我的生活是真的很辛苦。 
2 這部也是我最喜歡的亞洲影片，我到目前為止看過大概十次左右。 

我喜愛主要的理由就是這部的主題：人類與寂寞。每位人物全部都 

有孤單感覺。我個人覺得人物的經驗反映現代大都市的生活方式； 

有一天你與一大群的朋友聚餐，相親相愛，你不在乎人生的困難，

隔天你也許很寂寞，你感覺悲觀，因為大都市的人太冷淡了。 
3 夏天的時候有培訓，讓教練更好的了解每個人的潛力。由於教練要 

看你的能力和對足球的了解，因此你必須很快地轉變成團隊最好的

隊友之一，否則培訓結束後他們會讓你離開。至於培養強壯的身體

來說，祖先遺傳給你的身體肯定很重要。舉例來說，身高和體能可

以幫你達到良好的身體狀況。只要你持之以恆從事美國足球的運動，

你的體力和耐力就會日漸增加。 
4 隨著人類的發展，我們世界上的山和海都會消失的。一百年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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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會在一個更加方便的社會生活，但是恐怕我們現在的人可以享

受的自然風景就看不見。如果你從今天開始不用智慧型手機、平板

電腦，甚至於你連腦也不用的話，你覺得你可以開開心心地生活下

去嗎？ 
5 現代科技對人類的影響很大。由流行的趨勢看來，用智慧型手機的 

人越來越多。現代科技的發展使人類方便地過個人的生活。所謂的 

方便性可以在服務業看的到。比如說，在日本的一些飯店裡，他並 

不會看到人而會看到機器人來幫你點餐或結帳。機器人做事也比人

類快，而且它們也不會弄錯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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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 

 本章介紹語料庫如何作為課堂教學的工具，主題歸納如下。 

1. 語料庫如何作為課堂教學的工具？ 

2. 使用語料庫進行搭配詞教學。 

3. 使用語料庫查詢相同結構的不同例子。 

4. 使用語料庫查詢詞語的搭配用法。 

5. 使用語料庫查詢詞語的搭配用法，辨析近義詞差異。 

6. 使用中介語語料庫進行詞語教學。 

7. 使用語料庫的主題關鍵性工具觀察學習者的詞語使用特徵。 

8. 使用語料庫的查詢結果歸納語法結構。 

9. 使用中介語語料庫進行語法教學。 

10. 使用語料庫的關鍵性工具觀察學習者的語篇使用特徵。 

11. 使用中介語語料庫進行語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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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指引》作為自主學習的工具 3 
 
 

 

可
能
的
問
題

我要怎麼使用某詞語？

意義／用法

搭配

例句

驗證我的用法是否正確

某種意義／想法

母語者是如何表達的？

英語翻為華語

參考母語者文本

我可以使用哪些詞語？

在這個主題／情境下，
有哪些常見的詞語？

相同語義場的關聯詞語

替換詞語的等級

在沒有華語教師可以協助的情況下，學習者自學

可能遭遇以下困難。老師可以如何協助他們解決

這些問題呢？ 
 



 

249 

 

工
具
篇 

 

 

 

 

 

 

 

 

 

 

 

 

 

 

 

可
使
用
的
資
源

我要怎麼使用某詞語？

意義／用法

搭配

例句

驗證我的用法

是否正確

某種意義／想法母語者

是如何表達的？

英語翻為華語

參考母語者文本

我可以使用哪些詞語？

在這個主題下，
有哪些常見詞語

相同語義場的
關聯詞語

替換詞語的等級

華英雙語 

索引典系統 

國家教育研

究院 

 

國家教育研

究院 

 

1. 情境詞彙 

2. 語義場關

聯詞查詢

系統 

3. 教材編輯

輔助系統 

 

https://coct.naer.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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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怎麼使用某個詞語？ 
 

 

◎ 在沒有老師可以協助的情況下，學生遇到不懂詞義或用法的生詞，

往往求助於辭典，然而，除了辭典以外，能提供大量例句且具備檢

索功能的語料庫，也能成為學生自學的工具。 

◎ 當學生想知道要如何使用某個詞語，例如「讚賞」，或「讚賞」與「讚

美」的差異等，可使用語料庫歸納用法、搭配、查詢例句，甚至從母

語者的文本中確認自己對某詞語的用法是否正確。當然，要學生能

夠使用語料庫來查詢這些內容，教師必須先傳授學生操作的方法，

本手冊工具篇的第一章已詳細說明操作方法，整理如下。 

查詢意義 第 169-178 頁、第 183-184 頁 

查詢用法 第 185-188 頁 

查詢搭配 
第 177-182 頁、第 185-187 頁、

第 213-216 頁 

查詢例句 第 189-191 頁 

近義詞辨析 第 165-169 頁、第 179-182 頁 

查詢具固定結構的短語 第 192-193 頁 

自主

學習 

老師可思考在課程的哪個環節適合帶入語料庫操作的教學，也需

要顧及學校或教室能提供的設備、學生是否有相關的電腦設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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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如何根據語料庫的檢索結果歸納詞
語的用法？ 

 說明：查詢語料庫中的「讚賞」後，學生可以試著回答下列的問題，

從問題的答案一步步釐清、歸納「讚賞」的使用規則。 

 

 

 

 

 

 

 

 

 

 透過上述四個問題，我們幫助學生掌握「歸納」的策略，讓學生知道

如何開始、如何進行。 

 

 

 

問題 1  這個詞在書面語和口語語料庫的出現頻率為何？ 

請以每百萬詞的出現率為基準，而不單純只是比較出現次數，兩者才

能互相比較。 

問題 2  這個詞經常出現在什麼位置？ 

例如這個詞常出現在句首、逗號之前、句號之前、主語之後等。 

 

 
問題 3  這個詞常見的搭配詞有哪些？ 

請歸納至少 5 個的搭配用法，並說出這個搭配用法的特點。 

問題 4  根據以上你整理的 2-3 項使用規則，造出幾個例句。 

造完例句後，可根據第 3點的語料庫例句中檢查你的用法和母語者的

用法是否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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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的答覆：根據上面的 1 到 4 個問題，我們期待學生可以做到…… 

1. 問：這個詞在書面語和口語語料庫的出現頻率為何？ 

答：「讚賞」在書面語語料庫的詞頻為每百萬詞約出現 12 次，在口語語

料庫每百萬詞約出現 3 次，在書面語的使用率較高。 

語料庫證據： 

書面語語料庫 

 

口語語料庫 

 

2. 問：這個詞經常出現在什麼位置？ 

答：「讚賞」經常出現在逗號或句號之前。 

語料庫證據：第一個是查詢的結果。 

第二個證據是讚賞的搭配詞大部分出現在「讚賞」的左邊（-１）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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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問：這個詞常見的搭配詞有哪些？ 

語料庫證據 
答 

「讚賞」左邊常出現的搭配詞有： 

 大加讚賞 

 大為／頗為讚賞 

 值得讚賞 

 表示讚賞 

 令..讚賞 

 十分讚賞 

 非常讚賞 

 贏得讚賞 

 受到讚賞 

 備受讚賞 

「讚賞」右邊常見的搭配詞有： 

 讚賞有加 

 讚賞不已 

 讚賞地Ｖ 

學生可以再根據語料庫搜尋結果繼續歸納用法，如果時間允許，鼓勵學

生歸納地越細緻越好，例如： 

 大加讚賞→人 對 事 大加讚賞 或 人 大加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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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種意義／想法，母語者是怎麼
表達的？ 

 

4. 問：根據以上你整理的 2-3 項使用規則，造出幾個例句。 

答：根據前 2、3 項的歸納結果，學生可能可以造出： 

(1) 老師看了我的分析結果大加讚賞。 

(2) 老闆對我的報告非常讚賞。 

(3) 我十分讚賞臺灣在防疫上的成果。 

 

 

 

◎ 學生有時不知道母語的某個詞語對應到華語的哪個詞，這時需要類

似雙語辭典或翻譯軟體的雙向對譯工具，由於國家教育研究院目前

只開發華英雙語索引典系統，因此我們在此以這個系統舉例。華英

雙語索引典系統操作起來相當單純、直覺，本章工具篇第 183 到 184

頁已詳細說明這個系統的介面與操作方式，我們非常推薦老師在課

堂上進行這個系統的操作教學，讓學生透過華英對譯、大量例句來

看華語怎麼表達、使用特定詞語。 

◎ 我們不再贅述華英雙語索引典系統的使用方式，僅簡單舉個例子，

例如學生想知道“create jobs/job creation”的意思或華語可以怎麼說，

檢索後可得到以下的結果。 

The plan for expanded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s includes two sub-plans , one for 
the building of infrastructure , and another for promotion of employment through 

high-level job training . The two sub-plans are expected to create 120,000 and 

69,000 jobs , respectively . 

以 擴大 公共 建設 投資 計畫 來 說 ， 又 細分為 公共 建設 計畫 ， 以

自主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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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培育 優質 人力 促進 就業 方案 兩 項 ， 預估 分別 可 創造 14 萬 個 

及 6 萬 9,000 個 就業 機會 。 

The Fort Davis Export Processing Zone was created through a joint 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 agreement between the ROC and the Panamanian government . It can 

be seen as a model example of " economic diplomacy " --using investment from 

Taiwan 's small and medium business enterprises to stimulate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 create jobs and strengthen diplomatic ti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 

原來 ， 大衛堡 加工 出口區 是 我國 與 巴拿馬 政府 聯合 投資 開發 

的 ， 可以 說 是 「 經貿 外交 」 的 典型 範例 ﹘﹘ 藉由 我國 中小 企

業 的 投資 ， 帶動 當地 經濟 發展 ， 增加 就業 機會 ， 並 因而 鞏固 彼

此 邦誼 。 

Labor is inexpensive and creating a few more jobs there wouldn 't hurt . 
Furthermore , capital-intensive industries can lead to maintenance and operational 

difficulties . " 

一來 因為 當地 人工 便宜 ， 不妨 多 製造點 就業 機會 ； 二來 太 精密 的 

機器 ， 反而 會 造成 維修 和 操作 上 的 困難 。 」 

Universities and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 In 1998 America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had an economic output of US $ 33.5 billion , creating jobs for 280,000 

people . 

根據 統計 ， 一九九八年 ， 美國 各 大學 所 衍生 的 創新 科技 公司 ， 

共  創造出  高達  三百三十五億  美元  的  經濟  活動  ，  造就  了  二十八

萬 個 工作 機會 。 

This year 's Jobs Now Project will provide another 4,000 jobs , and the fact that 87 

% of the planned jobs had already been created as of mid-February gives some 

indication of how popular the scheme has been with employers . 

今年度 「 立即 上工 計畫 」 將 繼續 提供 4,000 個 名額 ， 目前 不過 2 

月 中旬 ， 執行率 已 高達 87 % ， 可 見 深受 企業 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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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s creat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re more diverse . Th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is recruiting people to take part in mountain patrols , conservation 

activities , and forest fire prevention work ; jobs provided by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include recycling , beach cleanup , and cleaning of public 

toilets ; and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has organized teams to protect 

mountain stream environments . Central government agencies plan 

to create 12,000 jobs this year . 

而 中央 部會 提供 的 工作 機會 更 是 「 包 山 包 海 」 ， 例如 農委

會 招募 民眾 參與 巡山 、 保育 、 森林 防火 等 ； 環保署 的 資源 回

收 、 清理 沙灘 、 掃 公廁 等 環境 維護 工作 ； 經濟部 的 河川 守護

隊 等 ， 今年度 新增 1 萬 5,000 個 名額 ， 已 陸續 釋出 中 。 

But where the government takes the lead in creating jobs and businesses are only 
expected to follow along , it is important that the latter do indeed follow along , or 

the impact of the government 's actions will necessarily be limited . 

然而 ， 這 套 「 公 部門 為主 、 企業 為輔 」 的 增加 就業 職缺 ， 如果 

沒有 企業 配合 ， 成果 一定 有限 。 

In a bid for speed and results , the government has moved quickly to create large 

numbers of jobs . 

為 求 快速 有效 ， 現階段 政府 已 搶先 釋出 大量 的 就業 機會 。 

◎ 根據以上列舉的查詢結果可知，英語的 create jobs，華語說法如下。 

創造 

增加 

製造 

造就 

提供 

釋出 

就業 

機會 

名額 

職缺 

查詢結果也提供完整的上下文，供學生挑選最適合的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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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使用哪些詞語？ 
 

 

◎ 最後，有一種狀況是學生不知道如何表達，特別是在寫作的時候，

儘管有題目和說明，學生還是無從下筆。針對這種情況，我們要推

薦國家教育研究院的情境詞彙表與語義場關聯詞查詢系統。國家教

育研究院在 2020 年將詞語表中 1 到 5 級的詞語其所屬的情境進行

分類，一共分出核心詞（橫跨 4 個情境的詞語）及 17 個情境，類別

如下（引自《華語文能力基準應用參考指引》28 頁）。 

主題 次主題（共 18 類） 詞語 

核心詞 

初學者須先學會的詞

語，及其延伸、跨四類次

主題的詞語。 

2,512 個詞 

(1) 個人 
A. 個人資料 176 個詞 

B. 情緒、態度 110 個詞 

(2) 生活 

C. 日常、起居 217 個詞 

D. 休閒、娛樂 227 個詞 

E. 交通、旅遊 198 個詞 

F. 教育、學習 344 個詞 

G. 購物、商店 151 個詞 

H. 餐飲、烹飪 214 個詞 

I. 科技 32 個詞 

J. 身體、醫療 269 個詞 

(3) 人際 
K. 社交、人際 127 個詞 

L. 職業 204 個詞 

自主 

學習 



 

258 

 

工
具
篇 

(4) 社會 
M. 公共服務 53 個詞 

N. 安全 142 個詞 

(5) 自然 O. 自然環境 90 個詞 

(6) 人文 P. 藝術、歷史、文化 86 個詞 

(7) 國際 Q. 國際、社會 136 個詞 

  上述核心詞及 17 個情境的詞語請見 https://reurl.cc/XZnKqg。

◎ 說明：教師可以引導或提供學生某種情境下、而且符合學

生程度的常見詞語（也可以加入一些些語法點），讓學生盡量使用當

中的詞語寫作。例如，TBCL 2 級（約等於 CEFR 與 TOCFL A1）的學生

撰寫與「交通」、「旅遊」有關的文章，教師可提供學生字彙表讓學

生發想寫作內容，激發靈感並且使文本的詞語使用更為豐富。

E. 交通、旅遊

一級詞 公車、天氣、火車、計程車、飛機、國家、開車

二級詞
十字路口、公共汽車、巴士、出國、司機、汽車、車站、風

景、旅行、茶館、馬路、雪、報紙、街、飯店 

三級詞 

入口、公路、月台、出口、交通、地鐵、自行車、行李、利

用、城市/城、客滿、度、春季、座位、時差、班次 61 、停

車場、捷運、船、晴天、搭、溫泉、颱風、摩托車、標準、 

機車、簽證  

核心詞 

一級詞 
地方、今天、早上、時間、早餐/早飯、快樂、衣服/衣、錢、

愛、喜歡、畫、週末/周末、聽見、禮拜天、電腦、喝、讀 

二級詞 
冬天/冬、白天、有名、有用、有意思、中間、不過、比方說、

比較、春天/春、對面、網路、緊張、計畫、背包、但是 

三級詞 
建議、必須、流行、亞洲、看起來、相當、流行、看法、目

的、生活、半夜、直接、美麗、合適、自由、資料、輕鬆 

https://reurl.cc/Mk4L1k
https://reurl.cc/XZnKqg
naer7834
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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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種提供可用詞語查詢的為語義場關聯詞查詢系統，本章工具篇

第 172 到 176 頁已詳細說明這個系統的介面與操作方式，我們非常

推薦老師鼓勵學生使用此系統找尋可用的詞語，例如，假設學生要

描述一個面試的場景，不知道有哪些詞語可以使用，可在語義場關

聯詞查詢系統輸入「面試」，就可得到在這個場景中的常見詞語，如

下，面試、應徵、求職、履歷表、報名、複試、考試、工讀生、口

試、徵才、初試等，點選下圖紅框中不同的語料庫還可得到更多的

結果。學生自主寫作或撰寫口語文稿時，可以參考語義場關聯詞查

詢系統提供的關聯詞語，從中發想內容，讓描述更為豐富、生動。 

 



 

260 

 

工
具
篇 

◎ 總結 

 本章介紹語料庫如何作為學生自主學習的工具，主題歸納如下。 

1. 我要怎麼使用某個詞語？例如「讚賞」要怎麼用？ 

2. 我如何根據語料庫的檢索結果歸納詞語的用法？ 

3. 某種意義／想法，華語母語者是怎麼表達的？ 

4. 我要寫一篇和「旅遊」主題有關的文章，有哪些詞語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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