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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十多年前，因為全球興起學習華語的熱潮，有鑑於華語文教育蘊涵國家的文

化根基，也可以發展成為一項具經濟效益及國家競爭力的教育服務產業，因此，

國內公私立大學紛紛設立華語文學系、研究所及學習機構，教育部和各大學也紛

至海外招攬外籍生，並實施華語文教學，鼓勵畢業生赴海外教授華語文。 

華語文教育的對象是母語非華語的外國人，以華語作為第二語言或外語的教

學（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 Foreign Language），由於華語文教育有別於傳

統的中文教育，加上受到國家的重視，因此，推動華語文教育需要建立許多配套，

包涵上游、中游和下游範圍。本文聚焦於上游的師資培育階段，植基於華語文師

資的教學素質和教學能力之議題，討論華語文師資培育及教學的問題，包含課程

教材、師資專業、師資培訓、就業、測驗認證、教育推廣及教學研究等，最後提

出改進建議。 

二、華語文師資培育概況說明 

教育部於 2014 年公布「教育部華語文教育機構績效管理及獎勵要點」、「教

育部補助開拓華語文教育產業海外需求計畫要點」、「教育部促進華語文教育產業

發展補助要點」。為提升華語文教育全面品質管理並展現專業標準，於 2015 年起

辦理華語文教育機構評鑑，評鑑對象包含：大學華語文教學系所及學程、大學華

語中心、短期語文補習班、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認證考試承辦機構、華語文能力測

驗承辦機構等。2016 年公布「邁向華語文教育產業輸出大國八年計畫（102－
109）」。由此可知，推動華語文教育已成為國家層級的重點計畫之一，希冀推動

華語文教育成為一項具整合性服務之教育產業，也作為提升國家競爭力的有效途

徑。 

舉例來說，在「教育部促進華語文教育產業發展補助要點」裡提到：「一、

教育部因應全球學習華語熱潮，有效整合國內資源及促進華語文教育產業發展，

鼓勵以整合服務策略，推動華語文教育國際合作及交流，特訂定本要點。」「二、

有關華語文教育產業包括華語文教育產業之上游、中游、下游，其範圍分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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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游：華語文教學系所及學程、華語文師資培訓、華語文課程及教材開發

等相關機構及廠商；（二）中游：華語教學能力認證、華語文能力測驗、華語師

資輸出、華語文學習、課程及教材輸出相關機構及廠商；（三）下游：華語文教

育推廣、行銷及通路建構相關機構及廠商。」 

從華語文師資培育來看，師資供給來源主要是各大學華語文學系、碩士班或

研究所、華語文教學中心（約 45 個）等教學組織，再搭配專業學會（如世界華

語文教育學會、臺灣華語文教學學會）、華語文出版業者、數位華語文業者及測

驗認證機構（華語文能力測驗，簡稱 TOCFL）等。此外，政府也會提供經費，補

助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任教與實習，並同時補助海外華語教師組團來臺培訓

研習計畫，促進華語教學經驗交流。 

分析國內華語文教學學系所開設的課程，由於具有師資培育性質，在培育具

有雙語能力的華語文師資作為學系目標來看，學系大多會提供華語文教學、雙語

教學、語言學、文學及文化等多元課程。從課程內涵來看，大多會包含理論與實

務，以及教學取向和語言學取向。教學取向是指教導學生學習運用科技及各種教

學策略，培育具備雙語教學能力。語言學取向是指提供多元文化課程與語言訓練，

培育學生具備口語及企劃溝通能力。 

因此，學生畢業後出路，在升學方面可以選擇華語文相關的國內外研究所就

讀；在就業方面可以選擇到國內外各級學校或語言中心擔任華語教師，或成為中

小學雙語教師、教育訓練人員、華語文測驗研發機構人員、文化創作或媒體從業

人員，投入華語文教學之教育推廣、教材研發、教學設計及測驗研發等工作。 

三、華語文師資培育及教學現場問題 

檢視臺灣華語文教育產業現況及政策的問題，根據教育部公布「邁向華語文

教育產業輸出大國八年計畫（102－109）」，在政策面的問題主要有五項：(1)欠缺

完整的華語文教育推動體系與專責機構；(2)缺乏語料庫永續發展機制；(3)欠缺

定位與整合行動；(4)華語文產業欠缺競爭環境，難以產生拉拔提攜效應；(5)亟待

開拓海外需求市場。若是進一步從華語文師資培育及學生就業情形來分析問題，

主要有二項：(1)華語文教學人力之培育未能與海外需求緊密相扣；(2)缺乏建構

具有創新思維之整合模式或途徑，無法推動華語文之相關部會、華語文系所、華

語文中心、補習班及產業界等進行跨域整合。因此，導致華語教育畢業出路受限、

人才過剩，也連帶限縮了華語文教育產業的發展（教育部，2016）。 

承上，分析華語文師資培育及教學現場的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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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材不足，教學資源偏少 

華語文教材版本選擇性過少，且缺少因應不同語言及文化的版本。例如鄭欽

元（2020）探討印度籍華語學習者學習華語文，由於印度人多數使用英文作為主

要語言來進行溝通，所以在華語學習上係以第三種語言來學習，也因此為印度籍

學習者編輯的華語文教材甚少。 

(二) 語言環境差異，導致教學和學習的差異 

從國際案例來看，林秋香（2008）進行研究泰國的華語文教學，以公立北欖

培華學校及 RUAMRUDEE 國際學校作為個案研究的對象，研究發現，由於教學

語言環境的差異，所以在教學與學習方面就會產生不同面貌。林瓘閩（2008）針

對泰國中華會館中華語文中心（C.L.C.）小學二、三年級華語文學習的課程，進

行華語文教學課程的行動研究，研究發現，採用臺灣教育部審定國民小學《國語

課本》作為教材，同時考慮學習者的學習態度、學習者的環境及教學者的教學策

略，包含認知教學法、聽說教學法、直接教學法等，然後再運用寫造句、作文的

精熟練習，並適時的提供學習者有生活化的應用機會，結果可加強學習者的認知

記憶，且增進華語文學習者的學習興趣及學習效率。鄭欽元（2020）進行印度籍

華語學習者學習華語文及寫作的個案研究。研究結果發現，兩位個案在輔導方案

介入前，華語能力皆為初級程度，且在學習中文的聲調方面都有問題與困難，後

來在曼陀羅思考法的輔導方案介入後，不論是口說及寫作方面，皆有明顯的進步，

個案已能書寫簡單的短文，同時亦改善了發音及聲調上的部分問題。 

(三) 教學技術的能力有待提升 

華語文學系的培育課程雖有理論與實務，但偏重於語言取向課程，教學取向

課程較為不足。然而，考量畢業生多數可能會從事教學工作，因此需強化職前的

教學技術，例如教導學生運用科技及各種教學策略。否則到了教學現場，會發現

雖熟稔語言，卻不熟悉教育理論、教學原理、班級經營、學生心理、教材教法、

多元評量，導致教學人員無法進行多元化的教學和評量設計（范毅軍，2011）。
畢竟教學專業不足是無法有效教學的，如果只是過度依賴出版業者提供的教學資

源，就會影響到師資素質和教學品質，進而無法提升外國人學習華語文的興趣和

成效，更無法進而在語言學習過程中習得臺灣在地文化之特色。例如，劉思嫺

（2016）研究兩位華語文初任教師遭遇到的教學困境，其一就是雖在修習課程或

實習階段有學習到一些教學技術，但會因為不熟悉學生程度、欠缺班級經營技巧

及缺乏輔導技術而影響到教學，甚至造成在教學上缺乏信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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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師資培訓、就業及測驗認證的問題 

華語文系所的師資培育時間過長，短期師資培訓又缺少實務經驗。其次，因

為教育部補助選送出國培訓的教師人數有限，所以大多只採在地培訓方式供給國

外所需華語教師。第三，國內華語教師的缺額有限，多數畢業生只好投入相關工

作，但工作保障低、離職率高。第四，華語文教學能力認證考試偏重知識，缺少

實際教學能力的測驗（范毅軍，2011）。 

(五) 教育推廣的問題 

缺乏語言使用的環境，會不利於外國人在臺灣學華語，例如多數人在日常生

活會使用臺語（閩南語）交談。此外，可以多提供生活化的學習情境，例如結合

傳播媒體（如電影和音樂）來作為授課輔助和教育推廣的工具，進而引導外國人

在學習語言的同時，也能對臺灣本土文化有深刻感動的認同感（范毅軍，2011）。 

(六) 缺乏華語文教學議題的研究 

未來可以多鼓勵進行教學議題相關研究，包含：華語文教學實踐、華語文教

學教材教法、華語文教學師資培育、華語文教學文化、華語文課程設計、華語文

語料庫建立、資訊科技融入華語教學的有效模式等。 

四、結論 

「學華語，來臺灣」。當政府喊出響亮口號的同時，也要思考如何提升教授

華語文的師資專業和教學能力，進而提升師資素質和教學品質，以提升外國人學

習華語文的興趣和成效，更重要的是，可以進而讓外國人喜愛及認同臺灣本土文

化。國內推動華語文師資培育及教學增能，本文提出以下建議，提供後續實施和

改進之參考。 

1. 華語文教育政策的推動目標，宜在培育華語文師資和建立教育產業、提升國

家競爭力之外，務實的增加增進師資素質和教學能力作為目標，檢討並設定

更具體的策略。此外，應積極向歐美推廣具臺灣特色的華語文教學體系，由

僑委會鼓勵海外僑校提出申請設立「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Taiwan Center for 
Mandarin Learning）（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2021）。 

2. 華語文系所的辦學應更有彈性，可鼓勵探究雙語教學、多語教學的實施方法，

也增加教學取向的課程，據以培育師資。 

3. 華語文教材教法、教學設計、學習評量、師資增能、學習環境等配套，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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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實檢討改進。此外，針對初任教師較欠缺教學經驗的問題，可鼓勵導入資

深教師協助，或是組成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透過專業對話、經驗交流及公開

授課等方式，提升教學效能和學習成效。 

4. 華語文教育推動方案宜訂定關鍵表現指標，華語文教學實施亦宜持續進行評

鑑作為改進依據，但不宜只限於關鍵表現指標，更應著重教育品質。 

5. 宜推動檢討及修訂華語文教學師資培育計畫，檢視師培機構的運作實效，包

含理念目標、課程規劃、教學模式、學習方法、學習評鑑、師資專業發展、

科技運用等重點。 

6. 華語文教育的推動也需要有研究基礎和實證依據，可以多鼓勵投入教學實踐

議題相關研究，更重要的是研究結果的利用，以作為有效改進華語文教學實

施和成效的參考。 

7. 後疫情時代下，數位學習已成為新趨勢，未來應鼓勵教學轉型，改採「複合

教學」，將線上與實體教學加以整合。也就是運用電腦、視訊工具、收音設備，

輔以觸控裝置及軟體，透過網路依據教學目標實施同步教學、非同步教學、

直播教學、錄播教學。結合網路科技的複合教學，可完成教室教學、線上與

實體複合教學，也可進行線上觀議課與跨校教學（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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