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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名稱： 

基於學習共同體的跨文化知能之培養與實踐 

貳、實施課程 

一、開課系級：外語學院俄文系二年級 

二、課程名稱：華人社會與文化 

三、開課教師：方麗娜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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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前言 

「教育是一種持續性的對話，就其本質而言，此種對話應能夠呈現出不同

觀點。」哈欽斯（Robert Hutchins） 

本課程屬於外語學院「華語文教學學分學程」之選修課程。「華語文教學學

分學程」設置宗旨在培養優秀華語教師，本跨領域學程開設在外語學院之目的

即希望培養外語學院學生之第二專長，透過外語學院學生之外語能力再加上華

語教學知能，比一般人更有機會成為跨越國度的華語教師。 

華語文教學是一種外語教學，外語教學的目標，從正確性、精熟性的要求

過渡到語用的適當性，繼而發展到跨文化溝通能力的探討。此過程有助於學生

更加關注語言行為與其他社會文化存在因素的關係；然而，不僅理性的知識受

到社會文化的制約，各種謬誤、刻東印象、幻覺、神話信念等也都是社會產

品，華語教師身為社會脈絡下的一員，如何傳遞所謂客觀多元的語言文化內涵

是一種挑戰。因此，華語教學對於跨文化溝通能力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與價

值。 

21世紀的世界公民需要掌握語言和文化知識，這包括學術知識、語言能力

以及對世界其它國家地區語言和文化的瞭解。此外，良好的跨文化交際能力在

亦有利於增進文化瞭解並促進國際合作。這是本課程「華人社會與文化」的設

置目的。選修此門課的學生，目前正努力學習一門外語，而學習語言的目的是

為了順利地與人溝通，但只有語言知識和語言形式是不夠的，當學習者有足夠

的目標語文化知識語能力，才能與目標語母語者進行有效且有意義的互動，才

能避免誤解的產生。 

Fanitini(1995)認為學習者語言能力的失敗可能是因為文化能力不足所致，

亦即學習目標語文化有助於學習目標語，因此文化教學乃是語言教學中不可或

缺的重要部分。語言是文化的載體，語言反映文化，文化對外語教學產生影

響，了解目標語文化將有助於學習目標本研究計劃的創新課程設計，將學習者

的母語文化與其正在學習的目標外語與文化結合，並與目標語文化相互比較，

以提高學習者的學習動機。 

傳統語言教學與語言文化教學的差異在於，前者屬陳述性知識，即「是什

麼」、「文化是知識」階段，文化是外加進入語言課堂的（Hall,1959）；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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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程序性知識，即「怎麼做」的知識、「文化是行為」階段，以及要理解並獲

得意義的「文化是理解與互動」階段（Kramsch,1993;Byram,1997）。學習者若

僅僅是獲得文化知識，即便是比目標語母語者更了解目標語文化，有了目標語

的語言能力，但仍可能會造成誤解，不足以成功地與人溝通。因此，需採取比

較的方式，透過與自身文化的參照來了解目標語文化。 

有鑑於這些外語學院的學生將來可能在不同國度擔任華語老師，成為穿梭

國際間的文化大使。為了讓來自不同外語語系的學生能夠了解跨文化的重要

性，本研究計畫所設計之課程與傳統教法或教材之差異性在於： 

一、傳統「華人社會與文化」課程：傳統課程內容著重在中華文化知識的傳

遞，教師多以講授與討論方式進行。 

二、創新「華人社會與文化」課程：由於選修本課程之學生來自外語學院的不

同語系，每一種語言都蘊含了民族文化的各個層面，是深入瞭解這個民族

的一條必經之路。語言教學必須結合文化，這是第二語言教學界的共識。

本課程組學習共同體，各語系同學自選文化主題，進行華人文化與俄國、

法國、……等之跨文化主題之討論與分享，落實做中學的意義。如此不僅

可幫助學生建立華人文化知識，亦能使學生在習得外語的同時，對外語背

後的文化產生認同感，同時促進第二語言的學習。  

 本課程期望透過「華人社會與文化」的教學為學習者提供反思語言和文化

的機會，一方面強調語言教學中的文化層面，另一方面則強調培養學習者的跨

文化溝通能力，以理解不同文化，進而尊重不同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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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計畫特色及具體內容 

一、計畫特色 

華語文教學是一種外語教學或稱二語教學，也是一種文化教學。本課程希

望透過知識共同體的小組合作學習，讓學生瞭解華人社會與文化中的文化因素

與文化知識，並進行跨文化之比較。 

本課程有三個特色：一、以學生為中心，課程將依據美國加州世界語規準

的「content」提供之四階段主題，由同學自由選擇文化主題。二、組織學習共

同體：同一語系同學小組合作，學生必須挑選重要文化主題，例如節慶、飲

食、休閒、喜宴、數字、顏色……等等，進行進行華人文化與俄國、日本、韓

國、英美……等之跨文化討論。三、產生做中學的意義：學生可在先進國家外

語教學規準之引領下，認識各種外語規準對「文化」的教學要求，並共同編寫

與翻譯相關主題文化教材，此過程可促進學生精進外語的動機，並掌握編寫文

化教材的要領。 

(一) 以跨文化為課程內容 

學者們對於文化的內容與分類提出不同的看法，如Oswalt（1970）從廣義

與狹義兩個方向將文化分為大C 文化、小C 文化，除了正式的文化之外，風

俗、日常生活中的行為方式等均可成為課堂教學的內容。Spradeley（1980）將

文化分為文物、知識、行為三類；張占一（1984）分為知識文化與交際文化，

前者乃是對溝通不產生影響的、非語言標誌的文化知識，後者是在言語中直接

影響溝通的文化信息；Hammerly（1985）針對不同文化產物的特性，分為成就

文化、知識文化與行為文化；Walker（2000）則從母語文化的角度來區分為母

語者急於與人分享的「外顯文化」、母語者認為是普通的具有普遍性的行為與

習慣的「受忽略的文化」、母語者不願外籍人士知道的自覺需要導正的「受壓

抑的文化」。 

Kramsch（1998）認為語言與文化的關係有三，一是語言傳遞文化，人們

產出的語言反映出人類所共享的經驗與觀點；二是語言體現文化，人們通過各

種語言完成的溝通行為形成經驗、影響認知與觀點；三是語言象徵文化，人們

通過語言建構其社會認同。他並將語言與文化視為一個硬幣的兩面，並認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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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與文化應該要融合教學（Kramsch,2003）。Moran（2001）認為當前文化三要

素──文化產物（Products）、文化實踐（Practices）與文化觀念

（Perspectives）不夠全面，應該加入文化社群 （Communities）與文化個體

（Persons）成為五個文化維度，其彼此之間的關係是互動而密切的。 

 (二)以跨文化為教學目標 

本課程有關跨文化的理論，採用Byram（1997:34）的說法Byram（1997）

將跨文化能力分為「態度（Attitudes）」、「技能（Skills）」與「知識

（Knowledge）」三個部分，由此三者組成整體的「教育（Education）」，以

上各種跨文化能力都是必須的，是交織在一起的，最終是為了「教育

（Education）」這個目的，希望學習者能具備「批判性的文化意識（Critical 

Cultural Awareness）」，亦即評價、批判母語文化與其他文化的能力。意思就

是說，所有的語言文化教學都應該有一個教學觀，那就是承認並尊重人的尊嚴

與平等的立場。而此結合知識、態度、技能的跨文化能力，和語言能力、社會

語言能力、篇章能力等共同組成為跨文化溝通能力。研究者認為他將複雜的概

念拆解成數個組成部分，對於教學現場的教師來說相當實用。 

就文化與語言學習的面向而言，Brown（林俊宏等譯，2007）表示學習第

二語言意味著同時學習第二文化，文化可視為一個語言的背景，在其語言的發

展中具有重要意義。因此，第二語言的學習若是脫離了文化的內涵，不但使學

習者無法精確地使用目的語，嚴重者可能會產生文化衝突或文化不適應等問

題。正如同張占一與畢繼萬（1991）的研究指出一句廣為熟知的中文問候語：

「吃了嗎？」在中國的留學生即便學會了詞彙、語法規則，仍會因為不了解目

的語背後的文化因素而產生「以為對方要請吃飯」的誤會。可見，第二語言的

學習多半離不開文化學習。在語言教學中，若是只注重語法規則，而忽略目的

語環境中的文化因素，便無法幫助學習者達到真正的交際能力。 

(三)接軌國際的文化教學 

美國外語教學委員會（American Council on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 ACTFL）公布的《21 世紀外語學習標準》(2009)的外語學習5C架構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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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FL表示文化教學的目標應是理解目的文化的價值觀、符號意義以及該文

化成員間的言行與社會的關係，並以Perspectives, Practices, Products 作

為文化教學的核心，以三者之間的關係強調文化教學的系統性和多層次性。圖

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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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AP漢語與文化課程概述(草案) 》也有一些文化教學的規定，例如： 

• 介紹中國歷史上的重要人物、重要文化產物以及重大主題，比如傳統哲

學思想、行政管理制度以及藝術門類(諸如書法、繪畫、文學、音樂、民

間藝術和文化)。 

• 文化內容要讓學生接觸傳統及當代的中華文化，讓學生能夠全方位學習

當代華人社會，包括地理、人口、種族及地區多元化、旅行及交通、氣

候、節慶、飲食習慣、運動及遊戲、和當代事件；學生也須瞭解華人社

會結構，諸如個人與家族、長輩平輩之間的互動，以及重要的歷史、藝

術、文化、習俗與當代人物 

(四)以文化體驗為教學方法 

將文化融入華語教學中，以期學習者通過語言學習來了解文化的同時，亦

能提升跨文化溝通的能力，順利地進行跨文化交流。然而，對於文化應如何導

入語言教學中，Moran（2009）表示文化體驗（the cultural experience）的重要

性，同時以此為奠基，教師可以從文化知識框架（cultural knowings）和體驗式

學習循環（experiential learning cycle）入手，以協助學生學習和理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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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n 認為「文化體驗」指的是「邂逅另一個異文化」。學習者透過課堂

中或課堂外的文化活動，猶如經歷了不一樣的生活方式。因此可以說，經歷異

文化的過程即是文化經驗，其整個組成包含文化內容、學生參與、學生產出、

學生學習背景，以及老師和學生建立的關係。根據上圖所示，「文化」部分的

組成除文化本身文化的內涵外，還包括學習者所體驗的文化活動和欲達到的文

化結；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文化體驗」過程中，教師的角色不僅推動了學習

者與文化意涵、文化活動及文化結果間的互動，也與學生建立合作關係，在教

學上具有重要作用。換句話說，文化體驗中的各個部分相互影響，因此，在進

行文化教學時，教師應提供學習者各種文化體驗的機會，以取得良好的教學成

效。 

根據上述，在文化教學中，教師除了應該提供文化素材與環境，讓學習者

擁有文化學習及體驗的機會，也應培養其對目標文化的運用和思辨能力；通過

理解目標文化的意義，進而比較文化並產生自我覺知，使得學習者在完整的文

化知識框架下有效地進行目標文化體驗。關於文化體驗的內容具體如本研究報

告肆之二。 

(五)培養學生團隊協作精神和反思能力 

美國《外語教師職前培養專業標準》（Program Standards for the Prepar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2002年頒布)，這個外語教師專業標準總共六

條，其中有三條與本課程「華文社會與文化」的「文化」知能相關，分別是：

標準2：要求教師瞭解目標語的文化背景和文學知識。標準5：強調教師對語言

和文化的評價和反思，教師要利用分析和評價結果來監督學生學習，幫助學生

反思他們的進步。標準6：強調教師的團隊協作精神和教學反思能力。這些標準

除了可以看出文化與跨文化知能在教師專業素養上的重要位置外，「強調教師對

語言和文化的評價和反思」以及「強調教師的團隊協作精神和教學反思能力」

兩項都強調合作與反思識中師專業知能的一部分。這些能力應受到外語教學系

所的重視。 

學生外語成績的好壞，教師居關鍵地位。美國《外語教師職前培養專業標

準》重視語言與文化的評價，培養學生跨學科的概念，並將外語學習標準滲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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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課程計畫、語言教學之中，用外語學習標準與課程目標來選擇、設計、評

價、調整教學，為外語教師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啟示。外語教師培養要瞭解文化

和語言實際運用的聯繫，並將文化因素滲透到外語教學實踐中。要尋求一切機

會促進教師專業發展，促使其深刻理解學習外語的價值，並清楚語言學習的作

用。因此，本創新教學課程之目的希望培養學生合作與反思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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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體內容 

第二語言教學中的文化，分為兩個層次：一是文化因素，這是語言教學的

內容；二是文化知識，這是文化教學的內容。研究者認為華語文化教學相關課

程之重要性不容忽視，為了解現今華語文教材中的文化內容，本課程設計之前

先透過華語文化教學相關文獻的蒐集與分析、華語文化教學的現況與發展趨勢

的釐清，清楚地呈現許多關於華語文化教學的觀點。 

(一) 課程內容、教學流程說明 

  1.課程內容 

本課程「華人社會與文化」主要內容有： 

(1)中華民族與華人的定義與界說。 

(2)介紹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 

(3)華語文教學中的文化因素分析。 

(4)中外跨文化之比較與教學設計。 

  2.教學流程 

 

 

 

 

 

   (1)組織學習共同體 

學習應該是社會交互的、具有情境性的、強調自我主動體驗的過程。據

此，自主、合作、探究這三種學習方式之間就必然地具有了高度的同一性，

這是它們可以統一起來的內在根據。本計畫組織學習共同體（Learning 

Community），就是把自主學習、合作學習和探究學習等三種學習方式進行有

機結合的範例。  

   (2)確定學習共同體 

全班共分八小組，每一小組一個主題；每位同學均須分享跨文化經驗，一

次。學期開始時，老師先讓同學自行選主題。 

   (3)學習共同體自選文化主題 

「外語能力標準」是各國家或地區指導語言學習、教學與評估的指導文

件，對外語學習者需要發展的語言能力都經過專家學者討論，有比較科學的描

述。歐洲、北美地區對外語能力標準的研究已經相對成熟，制定出的外語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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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因其科學性和影響力而具有參考價值。美國 World Language Content 

Standards for California Public Schools，美國加州世界語規準「content」有詳細

的主題內容建議。學生自行從美國 World Language Content Standards for 

California Public Schools 的「content」挑選文化主題。 

(4)學習共同體輪流上台講解 

學習共同體輪流上台講解中外跨文化主題，其他組同學必須給予意見。 

(5)撰寫雙語主題文化簡報 

學生就所選之主題，撰寫雙語文化簡報。教師提供討論鷹架。學生可在先進

國家外語教學規準之引領下，認識各種外語規準對「文化」的教學要求，並共同

編寫與翻譯相關主題文化教材，此過程亦能促進學生精進外語的動機，並掌握編

寫第二語言文化教材的要領。 

(二)指定用書 

方麗娜(2017)。華人社會與文化。台北：正中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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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大綱 

108-2「華人社會與文化」課程大綱 

 

週 別 內 容 小組報告 

1 3/4 

一、 課程簡介 

二、 上課規定 

三、 華語教學能力認證考試 

 

2 3/11 

一、 四大古文明之一：中華文化 

二、 對外華語教材裡的文化：以《美洲華語》為例 

三、 何謂跨文化：「愚公移山」與「老人與海」 

 

3 3/18 
一、 各國外語規準對文化的相關規定 

二、 美國 AP中文與文化試題分析 

 

4 3/25 
一、 語言與文化的關係。 

二、 如何介紹華人文化。 

 

5 4/01 春假  

6 4/08 主題式文化教學介紹 1：漢字 第一組 

7 4/15 主題式文化教學介紹 2：姓名 第二組 

8 4/22 主題式文化教學介紹 3：顏色 第三組 

9 4/29 期中考試  

10 5/06 校外教學  

11 5/13 
主題式文化教學介紹 4：數字與手勢 

校外教學心得分享 

第四組 

12 5/20 主題式文化教學介紹 5：方位 第五組 

13 5/27 主題式文化教學介紹 6：節慶文化 第六組 

14 6/03 主題式文化教學介紹 7：漢語語序與文化 第七組 

15 6/10 主題式文化教學介紹 8：文化教學設計實作 第八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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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6/17 課堂期末考試與文化教材分享  

17 6/24 大學部期末考試  

(四)教師自備講義 

1.第一週課程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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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七週：華人姓氏與跨文化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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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實施成效及影響(量化及質化，且說明是否達成申請時

所期之學習目標與預期成效) 

一、實施成效 

(一)量化說明： 

1.跨文化比較分享 

全班共分八小組，每一小組一個主題；每位同學均須分享跨文化經驗，一

次。學期開始時，老師先讓同學自行選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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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週主題與分組名單 

共分八組，各組名單與主題如下： 

 

(2)學生分享的跨文化主題： 

 由於這門課程「華人社會與文化」開在俄文系，選修此門課的學生除了一名是

組別 成員 文化主題 

1 組長 張育珊 

組員 陳姿君、施墨襄 
漢字 

4/08 

2 組長 王依依 

組員 李昀潔、李岳彤 
姓名 

4/15 

3 組長 呂宜芳 

組員 黃彥伯 
顏色 

4/22 

4 組長  

組員 許儷馨、陳珮昀 
數字與手勢 

5/13 

5 組長 陳冠綸 

組員 游玟馨、柯亭妤 
方位 

5/20 

6 組長 王思婷 

組員 陳巧吟、張嘉倪 節慶文化 
5/27 

7 組長 徐珮芝 

組員 鄧旭雅、范名宣 
漢語語序與文化 

6/3 

8 組長 廖奕珊 

組員 魏靖松、劉秉宸 、劉助鋒 
文化教學與實作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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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語系學生之外，其他皆是俄語系學生，因此學生的跨文化主題的對比，幾乎

都是華人文化與俄羅斯文化之比較分析。茲舉五個主題案例如下： 

(2-1)漢俄的文字比較 

 

 

 

 

 

(2-2)漢語與法語的數字與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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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漢俄顏色的跨文化比較 

 

 

 

(2-4)漢俄名字的跨文化比較 

 

 

 
(2-5)漢俄語法的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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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校外教學 

一次，於期中考試後，2020年 5月 6日(三)下午，帶領學生至淡江大學城

區部華語中心參訪與觀課。 

(1) 校外教學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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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集合地點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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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觀課心得 

參訪後，學生完成觀課心得。學生觀課心得擷取如下： 

(3-1)學生心得之一 

 

 

(3-2)學生心得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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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學生心得之三 

感謝老師那麼的用心舉辦了校外參訪，學到許多受益的資訊，同時也讓我

對華語界的環境又更進一步的了解。在參訪的過程中，最讓我印象最深的則是

課堂觀摩這件事，相較於台灣學生，外籍同學在上課都十分的活躍，所以我覺

得這也是值得我們學習的一點，在課堂上也聽到同學們練習開口講中文，老實

講我心裡很敬佩他們，因為假設把語言轉換成俄文的話，給我一樣的時間去學

習，我也不見得能像他們學中文一樣快，由此可見，華語教學的系統是非常有

規劃的，並循序漸進，才讓他們學得如此的好。還有我覺得華文課的有趣度是

遠遠大於俄文課的，俄文課是真的太艱澀了。經過這次參訪，是讓我更有動力

去學俄文和學習華語教學方面的知識，同時也對未來的方向比較有概念。感謝

老師們的用心。 

(3-4)學生心得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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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業分配 

總共有四次課後作業。課堂上採隨機的形成性評量，例如：成語教學與測驗

等等。 

 

(四)教材掛網與課程公告 



27 
 

本課程由師生共同建構課程內容，除教師講授與引導外，學生分組輪流分

享主題是跨文化比較。 

掛網講義 24筆，紙本 16筆，課程公告 12筆，擷取圖如下： 

 

(二)質性分析： 

本課程設計，期望學生能產生做中學的意義。除了分組分享主題跨文化之外，

教師亦利用時間讓學生充分參與如何設計體驗式的文化教學內容。課程設計特

色舉例： 

1、 以手工實作增加學生的學習動機 

搭配畢業季，本課程使用僑委會所編寫的《一千字說華語》95課〈祈福天

燈〉為教材。除了讓學生驗習編寫華人文化教材外，並實作天燈。此課程特色

是融入語言的文化教學，以語言為主，文化為輔。教學目標有三：一、學生能

了解文化教學的重要性。二、學生能掌握文化點的活動設計。三、學生能完成

文化的任務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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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趣味活動建議學生華人文化知能 

課程設計讓學生發現有趣的文化點，並尋找文化詞語的來源。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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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華人社會與文化」課程的跨文化討論的鷹架舉例： 

(1) 怎麼進行這一單元的文化教學？ 

 (2) 採用何種活動的方式？如：觀察、利用圖卡，整句對話，角色扮演，討論

答辨……等等作法。 

 (3)介紹這個文化點所需教具或工具。教師須預備的教材教具是什麼？記錄學

習活動的紀錄表等等。 

 (4)介紹這個文化點的過程及時間。在過程裏要注意的是什麼？焦點是哪些？

要啟發繫聯的知識點是什麼？該教學活動各歷程要執行多少時間？ 

 (5)介紹這個文化點使用了那些多元智能？為什麼你使用這幾個智能活動當作

遊戲？請說明。 

 (6)介紹這個文化點要使用多模態話語的哪幾種？運用聽覺、視覺、觸覺等

多種感覺？通過語言、圖像、聲音、動作等多種手段和符號？用哪一種模

式來評估學習成效？為什麼？請說明。 

 (7)介紹這個文化點的附註說明。包含執行該活動時的反省與建議事項等等。 

 (8)介紹文化點後的反思紀錄。編寫後的成果蒐集與彙整，以及一些重要

的，須記錄下來的要點與心得等等。 

3、 以多元文化提升學生的跨文化意識 

Gadamer（1990）認為理解是一種歷史性的、辯證性的和語言性的事件。理

解的要件不是操縱和控制，而是參與和開放；理解並非知識，而是經驗。本課

程力足跨文化比較知觀點，課程中由學生上網蒐集世界各國的風俗禁忌，並進

行討論。 

  (1)尼泊爾：用餐時，若沒有擺出刀叉，就表示以手抓食；但要記著要用右手

吃，因為左手代表不乾淨。 

  (2)緬甸：篤信佛教，參拜寺院必須脫鞋赤腳進入。摸頭是一件不禮貌的事。 

  (3)泰國：佛教國家，女性在公共場合應避免碰觸僧侶。觸摸小孩子的頭是不

禮貌的行為。 

4、體驗外語測驗中的文化評量 

本課程接軌國際外語教學對文化的相關規定。美國 ACTFL 

PROFICIENCY GUIDELINES 的教學目標是以 Can Do來進行描述的。Can 

Do 強調的是在真實情景下的語言運用，Can Do 教學目標的例子，如：學生

能提問並且回答關於節慶的食物與意義。學生能描述並且解釋自己國家的數

字、顏色文化等等，並表達喜好與感受。 

課程中讓學生實際體驗美國外語測驗的任務型文化的測驗評量。以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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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AP中文與文化試題為例，擷取圖如下： 

 

 

 

伍、 結論 

許多學者均已提出警告，跨文化溝通外語教學只停留在低層次的記憶理解

是難以喚醒跨文化意識的（Ribiero, 2016），甚至會導致刻板印象的負面效益

（Chaney &amp，Martin, 2013），在理論上，跨文化溝通能力的提升有賴於分

析、批判、創造等高認知層次的學習歷程，也已有一定共識（Zhang, 2015），

然而實際的師資培訓現場受限於教學時數，多停留在記憶、理解、應用的低階

認知活動，仍缺乏高認知層次學習歷程的切入點與操作方法。 

以下就本課程的教學特色與課程品質改善兩項說明本研究之結論： 

一、 特色教學活動方面 

本特色教學的活動，包含內容資料的分析取捨、流程規劃、活動創發等一

系列高認知學習歷程，展現語言使用以及文化互動規約的方式。這種將「教

學」活動作為一種學習訓練的「微型教學」模式，已被大量運用於師資培訓當

中（Cheng, 2017），其概念正好提供一個高認知層次的跨文化互動學習機會，

關於「教中學」的概念及效益已具備一定共識(Stollhans，2016）。 

二、課程品質改善方面 

本特色教學，針對培訓課程的兩大命題：教什麼及如何教，本課程以

Anderson（1990）對知識的分類：陳述性知識(declarative knowledge)和程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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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proceduralknowledge)為主。陳述性知識闡述「是什麼」和「為什麼」的

知識，其表現形式為一系列的概念、命題、法則、定理和理論等屬於既定事實

的描述。程式性知識是回答「怎麼辦」的知識，屬於某種操作程式這些內容由

組織學習共同體在研究者所設計的鷹架中進行討論和實作。在華語文教學中，

如何教外國人習得華人文化，是創新教學的重點，在策劃文化教學時，必須為

學習者做好相應的材料、時間、空間等條件準備，如何從教材課文中挖掘出文

化點，然後把這些文化知識與學生的接收能力結合起來，並設計出教學過程，

以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積極性。 

雖然本學期課程受COVID-19(武漢肺炎)的影響，課程略受到壓縮；但整體

而言，已達成本創意教學的教學目標。 

陸、 執行計畫活動照片 

  
校外教學團體照 小組合作學習 

  
語序活動教學 同學跨文化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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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跨文化分享 同學跨文化分享 

  
天燈製作 天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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