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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大學初級日語選修課程之問題與教學對策— 
以應用英語系第二外國語課程為例 

吳媛媛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講師 

 
一、前言 

臺灣因應國際化的不斷發展，外語學習除了英語外，也因臺灣與日本在歷史

上的關聯及雙方在經濟文化各方面的交流頻繁，臺灣大多數的大學即使沒有日語

相關科系，仍會開設日語課程。以本校應用英語系為例，日語一直是學生選修人

數最多的第二外國語（表 1）。 

表 1  107 學年度-109 學年度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第二外國語(一)(二)選課人數  
學年度 日文 西班牙文 法文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 

91(50%) 

80(49%) 

101(50%) 

86(54%) 

102(72%) 

103(80%) 

48(26%) 

41(25%) 

52(26%) 

40(25%) 

40(28%) 

26(20%) 

44(24%) 

42(26%) 

48(24%) 

34(21%) 

未開課 

未開課 
單位：人 
資料來源：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日間部選課人數一覽表  

非日語專攻的大學生，大多為對日本旅遊、日本文化流行或是日後計畫到日

本留學、實習就業等的憧憬而選修日語課程。但是，也由於選修學生的學習動機

強度不同、學習信念及學習策略的差異，且為非必修的課程，以致在課堂上的學

習表現會有很大的落差，造成教師在教學上的困難或學生學習成效不如預期。本

文將以科技大學的初級日語選修課程之學生的日語學習背景及學習狀況為例，探

討教師在初級日語課程的教學現場所面臨的教學問題及解決對策。 

二、日語選修課程之規劃與教學 

(一) 課程的規劃 

    以本校應用英語系的科目表為例，「第二外國語-日文」的課程規劃為每週兩

堂課，從日語的發音及表記開始教學，屬於日語的基礎入門課程，只要對日語有

興趣的學生都可以選修。因此，選修一年級的「第二外國語-日文(一)(二)」的學

生通常十分踴躍。而二年級的「第二外國語-日文(三)(四)」課程為一年級的延續

課程，除了需具備日語的基本能力，也可能因為學生衝堂或無法跟上教學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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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人數較為減少。但是，若學生能持續學習，在兩年的日語基本能力的學習後，

接下來就可選擇觀光日語及商用日語的選修課，學校端也鼓勵學生參加學校開設

的日語能力檢定的加強班。 

(二) 教學的問題 

    選修「第二外國語-日文」的學生來自不同的高中高職學群，日語學習背景差

異很大。期初調查學生的日語能力，大多數為日語的初學者，但其中也有已通過

日語能力檢定 N5、N4，甚至有通過 N3 等多位已具備不同程度日語能力的學生，

因為興趣、課程安排或學分需求而修這門初級日語課程。另外，科技大學的學生

普遍較擅長實務上的操作，對於記憶背誦方面的課程相較之下容易產生挫折而失

去堅持學習的動力。因此，在剛開始接觸日語時，完全沒有日語基礎的學生，可

能因為非主修、努力不夠或其他主修課業的壓力而容易放棄。已有基礎的學生又

可能在發音及基礎單字文法的課程階段，覺得太簡單而上課態度散漫。  

三、提升學習動機及學習成效之對策 

    語言的學習需要長時間累積，學校開設「第二外國語-日文」的目的，為引導

學生在習得日語基本能力的同時，不僅強化學習動機，更期望學生能獲得學習的

成就感，進而肯定自己，這也是私立科大老師們努力的目標。惟在實際教學現場

上仍面臨學生人數多及選修學生日語能力差距過大的問題，如此，本課程可能成

為只是一門取得學分的選修課程，而枉費系科的課程規劃及學生選修時的期待。

因此，亟需學校及授課教師在教學對策上進行改善與調整，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成

效及自主學習能力。以下，就教學設計與對策提出幾點建議。 

(一) 網路數位資源融入日語教學 

    黃添丁（2015）的研究指出，資訊科技運用在教學，較能引起學生對學習產

生興趣也能增進學生的學習動機。透過數位學習的方式，學習者由被動的單向知

識接受者轉換為可以扮演「自我調整學習」的角色（高翎紘、吳政叡，2016）。 

    教師在課堂中將日語歌曲、日語新聞、短篇卡通甚至自製影片等「網路數位

資源」應用於第二外國語之日語課程設計及教學策略，以具象化、情境化、趣味

化的日語素材，讓學生結合日語的聽、說、讀、寫的學習，增強學習動機、專注

於課堂的學習、提高學習成效（吳如惠，2006；林曉淳，2017；林盈萱，2017；
陳山龍、吳致秀、邱齊滿，2008；蔡豐琪，2020）。因此，將適當的日語網路資

源融入課程中，學生可以依照個人的程度進一步熟悉日語的發音與運用，也可隨

網路資源的主題與內容拓展個人視野與知識，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及自主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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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 

(二) 日語檢定測驗練習 

    教師可善用學校提供的線上日語檢定測驗練習，規定學生必須上網做練習，

以做為平時考的考核分數，藉此鼓勵學生為日後參加日語能力檢定做準備。 

(三) 成立讀書會 

    教師在課堂中觀察學生之間的互動狀況，鼓勵學生三、五位為一組，於課後

組成日語讀書會，訂定個人的目標、教師提供相關的書籍、學習資源，學生互相

激勵一起為通過檢定努力。 

(四) 日語單字比賽 

    配合教科書的上課內容，在學期的期中或期末舉辦班級的單字比賽，比照學

校正式比賽依成績取前三名，且有獎金獎勵。已有基礎的學生雖然勝算較大還是

需要再複習，而初學的學生只要努力也有得獎的機會。比賽的起跑點是平等的，

讓不同程度的學生都有挑戰的動力，學生也在比賽中得到自我肯定的成就感。 

四、結語 

    「第二外國語-日文」的課程，雖是基礎課程，在科技大學一直是學生喜歡選

讀的科目。學校也大力挹注豐富的日語學習資源及潛能開發班的推動，期待可以

呈現學生亮眼的學習成效。而上課學生人數多本就不利於基礎語言教學，再加上

選修學生的日語能力差距及學習的動力強度不同，都會造成教學上的困難。這有

賴於授課教師除了課程設計外，也須重視學習的氛圍及教學策略的擬定與運用，

方能達到最大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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