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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伴隨國內少子女化威脅，國家重點產業人才缺失現象日趨顯著。為吸引國際

生來臺就讀，企盼優秀人才完成學業後留臺就業，教育部發起「重點產業領域擴

大招收僑外生」計畫，推動國內各大專校院設立新行政單位「國際專修部」，擴

充僑外生生源，確保學生具備充足語言能力，並獲得完善的學習與生活輔導要件，

培育國家重點產業所需海外青年人才（教育部，2022）。 

為強化僑外生華語能力並了解中華文化底蘊，國際專修部廣泛開設「華語先

修班」，作為參與計畫學生銜接未來學術及職業生涯的管道，建立穩固的語言及

文化基礎。然而，對於國際專修部的華語課程而言，學習者需於有限時間內掌握

全新、毫無先備知識的語言，適應以目標語言作為知識傳遞載體的輸入模式，並

於 720 小時的修業期間內，通過華語文能力測驗基礎入門級。複雜的語言建構及

陌生的文化背景，種種因素交織，形成了一個艱鉅的學習挑戰。 

筆者參與國際專修部華語課程教學雖僅有一年，但已完成華語師資培訓，且

積極參加相關工作坊及課程觀摩。本文由教學端的角度切入，淺談於國際專修部

「華語先修課程」中觀察到的現象，嘗試提出潛在隱憂及可能的因應策略。 

二、課程設計與實施 

國際專修部華語先修課程旨在提升僑外生的語言能力和跨文化溝通技能，以

助學生銜接大學學業，並在未來學成後順利進入相關就業市場。目前國內逾五十

間校院已設立國際專修部並開設華語課程。然而，根據筆者先前至他校觀課及與

教師交流的經驗，多數開課單位的課程設置偏重於語法和詞彙的記憶，現行教材

多側重於語言知識的傳授，過於理論化，容易忽略語境學習或缺乏應用實例，限

制了學生在真實語境中的語言能力，又因所學內容情境過於制式化、生活化，導

致學生語文程度不及，難以接續大學端的專業領域課程。 

為改善此一現狀，課程中建議強調目標語言在各語境中的實際應用，引導日

常生活對話、商務交流、文化活動等場景，讓學生在擬真環境中操練，習得更加

自然，並貼近母語者的表達方式（竺家寧，2015）。如此不僅能夠提升學生的語

言應用能力，還能幫助他們更好地理解及適應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交流需求，從而

有效提高語言學習的實用性和趣味性。此外，課程末期的安排，應依學生大學所

選的不同系所，分別集中學生為其提供專業領域的入門語言課程，以利學生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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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得的語言作為未來輸入及輸出工具，更快地掌握專業領域新知。 

三、學習評估與反饋機制 

國際專修部華語先修課程在學習評估與反饋機制上仍存在改進空間。現行課

程評估方式多為一般教學測驗，屬傳統評量，不易全面反映學生實際語言能力和

應用水平（陳怡安，2020），且反饋機制較為單一，往往難以獲得具體的改進建

議。另外，學生並非皆以相同的方式學習，且習得程度不一，若長期僅以單一模

式評鑑學生學習成果，則不利於其持續進步和自主學習（黃幸美，2000）。 

為求改善，建議引入多元的評估方式，如：動態評量、實作評量、遊戲化評

量等，將評量範疇由語文能力，擴展至認知理解、學習策略、生活情境應用及課

堂學習成果演示等（許育健，2020），以更全面地反映學生的語言運用能力，並

通過教師的觀察，對低學習成就學生給予即時協助。此外，應強化反饋機制，由

教師提供詳細的反饋及具體改進建議，鼓勵學生在課後進行反思和修正，以利學

生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學習狀況並掌握補強方向，從而提升學習效果，並更有效地

支持學生的語言學習，幫助達到課程目標。 

四、技術應用與創新教學需求 

隨著科技的快速發展，技術應用在語言學習課程中的潛力逐漸顯現（陳姿青

等人，2007）。然而，在國際專修部的華語先修課程中，這方面的應用大多仍然

有限，教學技術和資源的利用率不高。若教師無法適當地將資訊技術引入課程，

學生便無法充分利用現代技術進行學習，則相對影響或限制了學生的學習動機以

及學習成效。 

為了充分發揮技術在教學中的作用，學校應積極引入和應用先進的教學技術

與工具。例如，可利用在線學習平台、生成式人工智慧、互動軟件和虛擬實境技

術等，增強教學的互動性和多樣性。這些技術不僅能提供豐富的教學資源，還能

為學生創造沉浸式的學習環境，提高學習興趣與動力（陳貞君、楊淑晴，2022）。

此外，應鼓勵教師進行技術創新，探索並實踐新的教學方法和模式，如：設計及

使用數位教材、開發多媒體課程內容、利用社交媒體平台促進課堂內外的互動等，

進而突破傳統教學模式的限制，強化教學效果及學生的學習滿意度。 

五、師資培訓與教學支持機制 

師資是決定教育質量的關鍵因素。目前，國際專修部面臨華語師資匱乏的挑

戰。急於招募新教師的過程中，難以同時確保師資品質。新招募的教師來源多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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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各異，導致教學水平略有參差。依筆者的課程觀摩經驗，察覺教學資歷豐富

的教師，大多採用傳統的講授式教學，缺乏互動和實踐活動，造成學生的學習參

與度和積極性不高。另一方面，新進教師缺乏針對性的培訓與專業支持，實務經

驗不足，面對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缺乏跨文化溝通技巧，難以在教學現場

靈活應用適切教學方法，從而制約了教學質量。 

為均衡師資能力，開課校院應建立完善的師資培訓計劃及教學支持體系。通

過舉辦工作坊或研討會，促進專業交流與合作，鼓勵教師間的互助學習和經驗傳

遞，以提升整體教學水平。針對新進教師，應設計系統化的培訓課程，包含教學

法、課堂管理、跨文化溝通等主題，幫助新進教師快速適應教學環境。對於資深

教師，則應提供進階培訓和進修機會，鼓勵資深教師探索創新教學方法，並分享

教學經驗。此外，學校應設立教學顧問制度，為教師提供持續的教學指導和支持，

幫助教師排除教學中的實際問題。 

六、結語 

國際專修部華語先修課程的開設已邁入第二年，設立國際專修部的大專院校

持續增加，標誌著國家現正以穩健、有序的步調，積極為未來填補重點產業人才

做足準備。隨著各校每半年招募一次新學生、開設新華語先修班級的實施過程，

華語先修課程在提升國際學生語言能力和跨文化溝通技能方面，顯現出其重要性

和潛力。儘管課程在實施過程中難免面臨諸多挑戰，仍期待未來通過教育機關及

第一線教職員不懈的努力與合作，能持續協力推動華語先修課程的發展，開拓教

學端與學習端更優質的教學及學習環境，提供優化的教育體驗，為國家培養具優

良語文能力和文化素養的海外青年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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