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紀要 

 

171 

 

第七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紀要 

本刊編輯部 

「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結合全球華語文學者，為提升華語文教學水

準，加強國際學術交流，曾於一九八四年首創召開第一屆「世界華語文教學

研討會」，獲得國際華語文教學界極高的肯定與重視，研討會每三年召開一

次，至二○○○年已分別辦理六屆，共發表論文六百九十三篇。 

「第七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於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至二○

○四年一月一日在台北市劍潭青年活動中心舉行，會後海外學者赴花、東部

參訪兩天。會前有二十多個國家地區四百餘人提論文摘要報名參加，期通過

審查，能在研討會發表論文。為提升論文品質，本屆研討會援例成立「學術

審議委員會」，敦聘知名學者何大安、曹逢甫、柯華葳、信世昌、黃美金、黃

麗儀、羅肇錦、畢永峨、鄭昭明等九人擔任論文評審工作。為求公平公正，

每篇論文皆由二位以上的學審委員審查，並採匿名彌封方式評審。評審結果

錄取一百四十八篇。本屆研討會開會時共有三百六十餘位專家學者出席。 

 

會議經過 

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時會議正式展開，開幕典禮由第七屆

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曾志朗院士主持，教育部長黃榮

村應邀致詞，黃部長讚揚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這三十年來的努力，更期勉為

華語文教學提供更佳服務。本屆研討會共舉辦了三十四場分組論文發表會、

二場專題演講、四場專題座談會。論文按內容性質分為語言分析組、教學應

用組、華文教學工作坊等，語文分析組涵蓋語法、語意、語用、語言分析、

古漢語、訓詁學、兩岸語文分析比較等方面研究；教學應用組則注意教材教

法、課程設計、師資培訓、語言心理、文化內涵、華語文能力評估、多媒體

教學、網際網路教學等研究；華文教學工作坊則著重教學演練介紹，為一國

際性華語文學界之盛會。 

 

舉辦二場專題演講： 

第一場講題為：「從認知的視角看華語語彙和語法教學」由李英哲教授主

講，李教授為美國夏威夷大學東亞語系主任。 

第二場為：「從心理學研究談電腦在中文教學上之應用」，由胡志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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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胡教授現任職於台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致力於華語文教育之研究。 
 

舉辦四場專題座談會： 

第一場：「知識中文：語意網與中文資訊化之前瞻座談會」，邀請中央研

究院資訊所黃居仁研究員主持，並以「網路的未來：語意與知識本體」引

言；另有四名學者分別作專題報告，莊德明（中央研究院資訊所研究員）「漢

字的知識結構及應用－由漢字智慧編碼，到漢字編碼中隱涵的知識架構」；羅

鳳珠（元智大學講師）「知識網路：文字語言、文學的結合及語言學習的應

用」；張俊盛（清華大學教授）「跨語言、跨媒介的知識與資訊工具」擔任引

言。 

第二場：「母語的獲得與外語學習座談會」，邀請鄭昭明（台灣大學教

授）主持；洪蘭（陽明大學教授）「語言學習的神經機制」；張顯達（台大視

聽教育館主任）「語用層面看語言學習」；張欣戊（台灣大學教授）「幼兒習得

華語的幾個關鍵問題」；曾金金（台灣師範大學教授）「由中介語看第二語言

習得」分別以「僑民教育與華文教學」與「孩子的興趣與教學目標」作專題

引言。 

第三場：「僑民教育與華語文教學座談會」邀請何福田（教育部教育研究

院院長）主持、鄧守信（台灣師範大學教授）、姚道中（美國夏威夷大學教

授）、王培光（香港城市大學教授）、謝世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教授）擔

任引言。 

第四場：「華語文能力定義與測試座談會」邀請柯華葳（中央大學教授）

主持、幸曼玲（台北市立師範學院教授）「語言學習與文化情境」、張郁雯

（台北師院教授）「詞彙分級的困境」、鍾榮富（高雄師範大學教授）「文法的

測試」、宋如瑜（暨南大學講師）「測驗與教學」擔任引言。 

 

綜合報告 

語文分析組曹逢甫教授報告： 
第一點，就語文分析組所涵蓋的領域而言，有下面幾點提出來討論，以

往語文分析組都是一組獨大，今年情況有點不一樣，今年教學應用組反而比

較多。目前語文分析組似乎有點萎縮的情況，但是相對的從華語教學的角度

來看，華語教學日趨成熟，已經開始有自己的空間與領域，脫離華語文分析

的母體追求另一層次的發展當然也是很不錯的。這是一種健康的發展。 
第二點，就語文分析組所涵蓋的領域而言，有多元化的現象，除了傳統



 
 
 

第七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紀要 

 

173 

 

的語音、語法、語意文字的分析之外，有越來越多的論文是朝著語用、認

知、與言談分析這方面來發展，甚至有一兩篇論文是有關腦神經與語言學的

關聯，可說是多采多姿，琳瑯滿目，這也是一種健康的現象。 
第三點，就題材而言，本屆另外有一個特色，就是教學語法還有語言習

得相關的論文漸漸多了起來，例如錯誤分析、對比分析、中介語的研究等

等，這方面論文明顯的增加，雖然目前這方面的論文數量還不足以另外分成

一組，不過日後若論文篇數持續增多，我個人建議應該另分一組來討論。就

發表論文者本身而言，這方面也是呈現多元化的健康取向，如女性工作者明

顯逐年增加、海外地區學者明顯增加，另外與會學者都能正面的積極的提出

自己的看法，造成很多場次都有很熱烈的討論。一個學門要能茁壯長大，除

了學者默默耕耘之外，還需要常常參加各種研討會，才能真正地成為一門學

問。 
第四點，就論文內容來看，這一次的論文，實務研究占相對多數，理論

的部分比較欠缺，我個人認為當一們學問要有長遠且健康發展的話，理論與

實務是要並行的。這一點可能因為我們這個學門還很年輕，還有很多空間可

以進步，可以與其他相關領域相互交流，促進學術的發展。另外就參與的地

區來看，第三世界國家參加此次會議占非常少數，大多都是歐美日韓等較進

步的國家，如果有一天我們的學門裡頭有相當數量學者來自第三世界，就可

說是真正的華語教學已經涵蓋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第五點，就兩岸學者來看，對彼此研究可說非常陌生，另外兩岸對國外

所進行的研究也顯得陌生，這是我從論文引用書目上觀察推斷而來的，我覺

得從我的經驗看來，對於彼此間的了解並不夠深入，所以應該有加強交流的

必要。例如像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議，是需要大家來共襄盛舉的。如此，

我們這個華語文的學門才能真正的發揚光大。 
 
教學應用組陳純音教授報告： 

本屆華語文教學組論文文章內含跨領域者有 82篇，外加跨領域共有 112
篇。論文研究議題主要可分為聽力教學研究及語音教學研究兩大方向，即針

對聽力教學研究中的口說教學、閱讀教學、寫作教學，和語音教學研究中的

詞彙教學、語法教學、篇章教學、文化教學等研究主題方向加以討論。 
在各領域論文研究中有許多不同主題的發現。在教學法及課程設計研究

方面的論文，探討了對於不同的課程選擇、學生興趣、語境多種多樣、篇章

語言學知識、校本語文課程與教材發展、設計教學活動、互動教學模式等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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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教材研究方面則對實用化、生活化、中華文化廣泛閱讀教材、不同教學

環境下的教材提出實用的意見。評量研究方面的論文探討了評分標準系統／

漢語水平考試、設計評核模式、真實材料、建立檔案等此方面的相關發展。

師資培訓方面對於培訓具有語法自覺、具有知識結構的人才、以及雙語教育

政策等方向有很好的建議。而在多媒體、電腦科技在教學之應用方面，則熱

烈討論多媒體技術、仿真技術與人工智慧技術，創建虛擬學習環境、網絡教

學與海外短期研習結合、有效的多媒體教學方法和規律、華語教師對使用網

路資源中心的意願、提昇學習者的動機與興趣、CAI課件應注意事項等相關
重大議題與收穫。在影響學習歷程因素方面，針對就業機會、對外經濟貿易

發展現狀、學習者的語言、文化背景和興趣、母語干擾等，作有關的研究發

表。關於語言現況與政策方面，則有針對課程設置、教材適用、師資數量等

分項的論文研究。在僑外華語文教學探討方面，對於設計和製作多媒體軟

體、識字和用字的方法、製作成多媒體軟體等方向有許多發展及討論。 
此次的論文發表非常豐富、多樣化，有許多探討是近年來華語文教學發

展的新興趨勢，由於各地不同的環境，也孕育出不同地方研究方向的特色，

例如日本地區以媒體應用、教材研究方向為主，香港地區偏重語言教學與課

程設計，大陸地區在測驗評量的研究上嶄露頭角，新加坡地區探討了當地雙

語教育的研究發現。可預見的，未來在關於教學反思與行動研究方面、華語

語言知能之研究方面、及師資培訓課程之研究方面，與多媒體與教學應用方

面之探討會日增月益。 
 
結論 

「第七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感謝與會學者的支持與掌聲。本屆研

討會的意義有三： 

（一）、增進全球華語文教學者的凝聚力。 

（二）、藉由研討會活動的進行，提供學者分享研究所得及教學經驗的機會。 

（三）、在交換心得之餘，與各地的華語文教育者從事資訊的交流，使世界華

語文教育的推展更加強多元化，不但豐富教學的內容，提升教學技巧，同時

也改進傳統的教學方法，開拓華語文教學實施上的廣度與深度，使中華文化

的博大精深遠播世界每一個角落，不但教育我們的華裔子弟，同時也提供中

華文化愛好學習與認識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