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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近年來臺灣的長照人力需求不斷上升，許多家庭選擇雇用外籍看護工來協

助需要長期照護的家人。然而，看護工來臺前只受過簡短的中文能力訓練，來

臺後便需立刻與雇主家庭同住，且長時間與被照護人相處、執行照護工作、處

理家人交辦的事項。因此，擁有良好的語言溝通能力對看護工來說至關重要。

本論文的研究目的為探討如何編寫適合外籍看護工的華語自學教材，讓時間或

學習資源較少的看護工，也能透過自學教材增進中文能力。 

    為了設計符合學習者需求的主題大綱，本論文藉由文獻探討、非正式訪談

與需求分析，深入了解看護工的工作內容和學習習慣，並將看護工所需具備的

語言能力主題分為四類：1.生活技能、2.居家家務、3.照護技能與知識、4.關心

與陪伴。另外，為了更了解移工華語和自學教材的編寫特色，也回顧了《外籍

看護工中文基礎訓練課程教材》和《印尼人學華文不求人》兩本移工華語教

材，並分析了《好看護的第一本速查手冊》，認識看護需要的照護知識與技

巧。最後，利用華語教材、自學教材和專業華語教材的編寫原則與特點，針對

學習主題進行看護華語教材的內容規劃。 

     綜合以上資料的蒐集與探討，本論文規劃的看護工華語自學教材分成四個

主題、十二個單元、四十二課，並提供一課完整內容做為教材範例。針對此教

材的編寫設計，提出五項特點，分別為；1.針對性強、2.主題式內容編排、3.適

合自學、4.單元學習量小以提高學習動機、5.兼顧生活、家務與照護專業。 

 

關鍵詞：移工華語、外籍看護工、專門用途華語、自學教材編寫、華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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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aiwan’s long-term care manpower demand has continued to 

rise. Foreign nursing workers only receive brief Chinese training before coming to 

Taiwan, and right after coming to Taiwan, they need to live with the employer’s 

family, perform care work, and handle matters assigned by the family. Therefore, 

having good language communication skills is very crucial for nursing worker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how to compile Chinese self-instruction material 

suitable for foreign nursing workers, so that nursing workers with less time or 

learning resources can also improve their Chinese skills. 

This thesis has gained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k content and 

learning habits of nursing workers based on literature review, non-official interview 

and need analysis, and divide the language skills required into four categories: 1. life 

skills, 2. housekeeping, 3. nursing skills and knowledge, 4. caring and 

companionship.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feature of compiling Chinese self-instruction 

material, we also reviewed two Chinese textbooks and a nursing textbook written for 

migrant workers. At last, combining principles and features of Chinese textbooks, 

self-instruction material and Chinese for specific purposes to design the material. 

The material for nursing workers planned in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four 

themes, twelve units, and 42 lessons. Five characteristics are used in designing this 

material, which are: 1. Highly targeted, 2. Thematic content arrangement, 3. Suitable 

for self-study, 4. Small unit learning volume, improve learning Motivation, 5. Take 

care of daily-life, housework, and nursing. 

 

Key words: migrant workers Chinese, foreign nursing workers, self- instruction 

material, Chinese for specific purposes, material design,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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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動機 

    最近幾年，筆者發現回到鄉下和長輩聊天的話題又多了一塊：「你們家的外

勞還好嗎？」光是身邊的親戚，就有四、五位家裡請了外籍看護。 

    隨著臺灣產業結構改變、青年人口外移，獨居老人的比例也逐漸升高。再加

上少子化的影響，台灣的人口比例呈現老年化的趨勢。根據內政部的資料顯示1，

截至民國 108 年底，台灣的老年人口（65 歲以上）佔總人口數 15.28%，已正式

邁入高齡化社會（老年人口比例超過 14%）。 

    而近幾年來，有關長期照護（簡稱：長照）的討論也越來越多。根據美國學

者 Kane（1995）等人的定義，長期照護的服務對象包括先天以及後天失能者，所

提供的服務包括醫療照護、個人照顧和社會性之服務等一系列的照護措施，且服

務的時間是長期的。老年人口比例增加、少子化現象，這些都是近幾年來耳熟能

詳的人口議題。以這樣的趨勢來看，未來有關長照的需求，將有增無減。 

    根據勞動部對於外籍勞工工作資格的規定2，來台從事照護、醫療工作的勞

工，可分為「家庭看護工」和「機構看護工」兩種。若家中有患有慢性病或行動

不便的年長者，不少家庭可能會選擇雇用外籍看護當作家庭看護工，協助照顧年

長者的生活起居，減輕家庭成員的負擔。由於與雇主同住，因此家庭看護工的工

作內容十分繁雜，除了對患者長時間的照護之外，還可能需要協助處理許多家務

和日常起居事宜。 

                                                 
1 中華民國內政部統計通報，查詢日期：2020 年 7 月 13 日，取自：

https://www.moi.gov.tw/stat/node.aspx?cate_sn=-1&belong_sn=7887&sn=7917 
2 移工工作資格及規定，查詢日期：2020 年 5 月 4 日，取自：

https://www.wda.gov.tw/NewsFAQ.aspx?n=9C9CC6640661FEBA&sms=A1CA5B0D37C1A9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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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勞動部的資料顯示3，累積至 2020 年 3 月，全台的外籍家庭看護工人數

總計有 245,957 人，養護機構看護工有 15,211 人。而若以國籍區分，來台從事醫

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的外籍勞工中，印尼勞工佔最多數，共有 196,419 人，

第二多數為菲律賓，共計 31,772 人，接下來為越南勞工，人數為 28,698 人，最

後是泰國，約有 494 人。以台灣目前的人口結構來看，未來這個數字可能只會繼

續升高。 

    外籍看護工來台，除了要熟悉工作內容，還要面對語言不通的情況，這對勞

雇雙方都是一大挑戰。尤其是照護、居家照顧等工作內容，雙方會有大量與彼此

相處、互動的時間。因此，如何建立起良好的溝通橋樑，將是一大課題。而溝通

最重要的地基就是語言。若能提升外籍看護的中文能力，將使他們在臺灣的生活

更順利、遇到問題時也能夠替自己發聲。 

   不過，外籍看護平時工作繁忙，一週幾乎只有一天的休息時間，所以很難空

出時間去上華語課。另外，由於工作地點不一定在市區的關係，有些看護住的地

方可能根本沒有上課的機會。因此，若能有一套針對外籍看護所編寫的華語自學

教材，讓他們能在平日或假日的工作之餘，有效率且有方向地學習，將較符合及

適合學習者的需求。另外，看護工平常要負責的工作內容，從家事、家務，到照

護病人，可以說是包羅萬象。尤其在照護知識和技能的方面，教材如何提供有助

於學生提升專業語言知識的內容，也是教材編寫者需要深入探究的問題。因此，

做為有特定學習對象和學習目標的語言教材，筆者想探究專門用途語言

（Language for Specific Purposes, LSP）對編寫看護工華語教材的影響和應用。 

 

                                                 
3 勞動部產業及社福移工人數統計，查詢日期：2020 年 3 月 8 日，取自：

https://statdb.mol.gov.tw/evta/jspProxy.aspx?sys=100&kind=10&type=1&funid=wqrymenu2&cparm1=

wq14&rdm=I4y9dc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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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本論文的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如何寫出一本專門為外籍看護所設計的華語自

學教材。幫助外籍看護在缺乏時間以及資源的情況下，即使沒有課堂或老師的引

導，也能掌握課本中所編寫的內容，達到吸收語言知識的成效。因此，本論文的

研究目的有： 

 

一、探討自學華語教材的編寫原則 

    透過閱讀、整理前人的文獻，分析自學教材的特色，並對比自學教材和一般

教材編寫的不同之處。在編寫外籍看護華語自學教材時，將以一般華語教材編寫

原則作為基底，加上自學教材的編寫原則，作為教材的理論基礎和依據。 

二、探討看護華語的教材特色 

瀏覽有關專門用途語言和專門用途華語的文獻，從而理出專門用途語言 

教材的編寫特點和原則，並提出看護華語作為專門用途華語的教材特色。 

三、分析現有的移工、看護華語教材 

    檢視市面上已出版的移工、看護華語教材，並且分析、歸納出它們的特色、

程度分級、以及編排特點…等。藉此瞭解現有教材的主題編排及可參考、借鏡之

處。也能夠藉此分析，歸納出外籍看護教材的編寫、編排特色和要點。 

四、外籍看護華語學習者的需求分析 

在編寫教材之前，對目標教學對象做學習需求分析。了解學習者的日 

常生活華語使用情形、困難點以及工作內容。依據需求分析的結果，設定教材主

題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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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編寫外籍看護華語自學教材 

   依據以上所歸納的自學教材編寫原則、專門用途語言和學習者需求分析的理

論基礎和調查結果，設計編寫適合在臺外籍看護的華語自學教材。 

 

1.3 研究問題 

    趙金銘（2004）認為，第二語言教材是老師和學生在課堂學習中溝通與合作

的「媒介」。在一般的語言課程中，透過老師的指引和帶領，學生漸漸地能夠理

解教材中的內容，提升自己在聽、說、讀、寫方面的能力。自學教材之於學生，

就像一張能夠帶領你通過迷宮的地圖一般。若沒有這張地圖，便只能靠自己不斷

地嘗試和犯錯，來尋找正確的出口。 

    外籍看護因應工作內容和生活環境，需要使用的語言能力和情境也和一般華

語學習者不太一樣。所以，在編寫教材內容之前，應先對外籍看護的華語需求有

所了解。而教材除了決定學生學什麼之外，還決定了何時學以及怎麼學。在一般

課堂中，學生可以透過老師的講解或補充，來理解課本上的語法、生詞知識。不

過，學習的過程中如果抽離了「教師」這個角色，那麼教材便須承擔這份責任，

讓學生在閱讀的時候也能像有老師在旁講解一般清楚明瞭。另外，一般的紙本教

材只能顧及學習者的輸入，卻無法檢視學習成效及真實的語言輸出。因此，如何

利用其他媒介管道，來幫助學生在聽、說、寫等能力上的進步，也是需要思考和

解決的問題。基於上述的研究目的，筆者想提出並探討下列問題： 

一、外籍看護的華語學習需求為何？ 

二、現有的針對外籍看護所編寫的教材有什麼特點？ 

三、自學教材有哪些特點？ 

四、如何提供學習成果檢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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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所提出的問題，筆者將在接下來的章節中，透過閱讀前人的文獻、分析

現有的自學教材以及學習者需求問卷調查中，尋求解答。而接下來，筆者將根據

學習者需求調查的結果，融入自學教材所需具備的特色和項目，編寫適合外籍看

護工自學的華語教材。 

    本論文擬改編出適合學習者的自學，且同時具備趣味性、實用性的自學教

材，讓學生可以在沒有時間上中文課或是其他情況限制之下，仍能持續不斷地學

習。這是筆者進行此項研究的目的。 

    因此，筆者預計將透過以下研究步驟，達到上述的研究目的：1. 由文獻探

討，整合和歸納出可以支撐本研究撰寫的理論依據和材料、2. 分析市面上已出版

的外籍看護華語教材，並彙整它們的特點和內容、3. 調查外籍看護的華語學習需

求及使用情況，進行學習需求分析、4. 以需求調查的內容為基礎，編寫外籍看護

華語自學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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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文獻探討將分成四節，第一節檢視看護工華語學習需求概況，包括工作

內容和華語學習需求；第二節將探討華語教材的編寫原則，歸納出可運用於本文

教材編寫的方向；第三節是自學教材的編寫原則，探討自學教材的特色與要點；

第四節是專門用途語言的回顧和整理，分析專門用途語言的教學和教材編寫原

則，並且提出看護華語教材的特色。 

2.1 看護工華語學習需求概況 

    在編寫一套教材之前，首先必須瞭解目標學生的背景，及他們的學習需求，

如此一來才能針對特定的主題和內容做課程安排，設計出最適合學習者的教材內

容。 

    本教材的目標學習對象為外籍看護，而筆者並無醫護相關背景。因此為了瞭

解看護工可能需要的知識背景，筆者將透過前人的文獻分析，了解看護日常的工

作內容及生活圈、會碰到的人事物以及可能面臨的問題。這些背景知識對教材主

題的設計、課文內容的編寫以及詞彙的選擇至關重要，因此將之列入文獻探討的

章節中。 

2.1.1 看護工作項目與內容 

    勞動部在外籍勞工工作資格及規定中，將外籍勞工照顧工作分為三種不同名

稱，分別為家庭看護工、家庭幫傭以及機構看護工。根據規定，家庭看護工的工

作內容主要應為「在家庭從事身心障礙者或病患之日常生活照顧相關事務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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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而家庭幫傭則為「在私人家庭從事房舍清理、食物烹調、家庭成員起居照

料或其他與家事服務有關工作」，機構看護工則負責「在護理之家或安養中心等

機構或醫院從事被收容之身心障礙者或病患之日常生活照顧等相關事務工作。」 

    雖然明文規定如此，不過在一般台灣民眾的印象中，外籍看護工所負責的工

作內容似乎比上述要廣泛許多，是既能幫忙照顧長者衣食起居、生活娛樂的看

護，又能協助買菜、打掃、整理家務的幫傭，這也使外籍看護的工作內容以及所

要處理的工作事項多出許多。除此之外，許多被照顧者可能處於獨居或和家人、

子女分居的狀態，因此看護工還同時要扮演陪伴以及情感支持的角色。 

    沈雅萍（2017）在做長期照護教材編寫研究時，曾到照護機構擔任看護實

習，並且紀錄看護工每日所需執行的工作項目。看護工的工作內容有一定的專業

度，項目非常多元，非僅為單純的勞力工作。這些工作內容和項目包括了：1. 測

量血壓、體溫、心跳、2. 鼻胃管灌食、餵食、3. 刷牙、口腔護理、洗臉、4. 更

換尿布及會陰清潔、5. 翻身及拍背、拍痰、6. 洗澡、洗頭、換床單、7. 協助下

床活動、8. 寫紀錄單。 

    由此可見， 看護工的工作內容除了包含一些照護相關的護理知識，還包括

了日常起居協助的內容。而她也在研究中將看護的工作內容進行技能分析，並將

它們分類成三個部份，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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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外籍看護工作內容 

一、知識上 與看護醫療相關的知識內容： 

例如：長者易患疾病、藥品使用方式、個人衛生…等。 

二、技能上 與長者日常、生理所需的相關工作內容： 

例如：家事、協助上下床、洗澡、換衣服、餵食用藥…等。 

三、情意上 陪伴與支持： 

能夠理解長者因生理變化造成的心理變化，給予情感支持。 

資料來源: 沈雅萍（2017：12） 

    而邱怡玟（2009）在探討外籍看護工照顧失能老人的實際工作情況後發現，

看護工的實際工作內容可分為四項，分為：1. 生活照顧和醫療照顧、2. 家務和

清潔工作、3. 共同參與娛樂和陪伴、4. 雜務工作。 

     劉宛欣、莊秀美（2009）則將看護的工作內容區分為：1. 個人照顧服務、

2. 家務服務、3. 社會性服務。最後一項「社會性服務」指的是，例如：陪同散

步、外出、情緒關懷等內容。  

    從以上三篇文獻我們可以發現，外籍看護的工作內容橫跨了許多不同的面

向，主要內容從與雇主相關的醫療照護，到居家家務、家事，再到情感陪伴，要

顧及的層面非常多元。因此，筆者預計將依照前人文獻對於看護工工作內容的描

述，融入看護工在台灣生活上的需求，將看護工華語的教材內容分為四個主題部

分，分別為： 

一、生活技能：學習者在台灣工作生活所需要的語言技能。例如：銀行匯款、 

     郵局寄件、買東西、搭車、詢問…等。 

二、居家家務：學習者在照護的過程中需要做的日常相關事項。例如：做飯、清

潔打掃、家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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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照護工作：包括學習者在執行照護工作時需要的照護知識與照護技能。例

如：用藥方式、清潔知識、易患疾病、幫照護人洗澡、換藥、換衣服、協助

上下床、去醫院看病回診…等。 

四、關心與陪伴：在照護人身體或心理狀況不好時，能給予關心、陪伴或鼓勵。 

    這四個部分所包含的知識內容，是看護工在台灣生活和工作的場域中很有可

能會碰到或需要的知識內容。因此這些主題內容將成為本研究教材編寫的設計大

綱與主題設計重點。 

2.1.2 外籍看護華語學習需求  

    譚華德（2003）在研究泰國勞工在台灣的適應問題時便發現，「語言溝通困

難」是外籍勞工與雇主之間最大的障礙，同時也是影響他們適應工作及在台生活

的重要原因。勞動部對於外籍勞工管理及運用的調查結果4也指出，事業面及家庭

面雇主在管理及運用外籍勞工時，困擾原因均以「語言溝通困難」為最高，前後

比例各佔了 84.9%及 73.5%。 

    葉含迎（2014）的個案調查中顯示，大部份的看護初抵達雇主的家庭時會有

雞同鴨講的情形。平時相處的時後，也時常用比手畫腳的方式來代替口語溝通。

而外籍看護則一致認為自己的中文聽力比口說能力好，該研究者認為這和看護的

華語語音偏誤及基礎詞彙句型不足有關。  

    許多外籍看護在語言能力不足及工作時間的壓力下，經常以大量肢體、眼神

等非語言的方式來達成工作項目。而使用語言時語氣多聽似命令式的口吻，可能

                                                 
4 108 年外籍勞工管理及運用調查統計結果，查詢日期：2020 年 6 月 19 日，取自： 

https://www.mol.gov.tw/announcement/2099/44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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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被照顧者產生沒禮貌、粗魯的印象，進而影響與雇主之間的關係（沈雅萍，

2017）。陳映竹（2006）發現，中文程度的低落可能使僱主感到對方有能力不足

的疑慮，且讓僱傭雙方產生不信任感。若語言能力好，除了能減少雙方的摩擦，

還能在受到不合理對待時對外發聲，主動尋求協助。  

    語言能力除了可能影響勞雇關係之外，也可能會影響外籍看護的工作表現。

何宜蓁、徐菊容（2010）的研究結果指出，外籍看護在執行護理工作時常常出現

問題，原因在於聽不懂護士或醫生所給的指示。而改善的方法是利用雙語對照或

看護母語製作的宣傳手冊或光碟，進行衛教教學，結果成效顯著。  

    目前針對外籍看護所開設、設置的培訓課程多為「技能上」的知識，而語言

課程的部分則因國別與不同的仲介公司而異。葉含迎（2014）針對護理華語需求

和外籍看護做訪談時便發現，仲介公司在外籍看護的照護技能和語言訓練上扮演

舉足輕重的角色。不過，由於全台仲介公司眾多，而各個公司之間的訓練流程和

內容也有所不同，因此品質也無法統一。訪談中也提到，因為台灣政府並未規定

外籍看護來台前後的語言能力，所以大部份的看護在來到台灣之後，沒有接受任

何正式或非正式的語言課程。而看護僅在初次來台時拿到仲介公司發的語言對照

手冊，手冊的內容皆為單詞或短句，以「漢字-印尼文拼音-印尼文翻譯」呈現。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音」是由印尼拼音呈現。這也反映了許多外籍看護

學習者對於漢語拼音系統不熟悉，在學習的初期還十分仰賴母語的輔助，無法直

接以漢語拼音學習華語。目前台灣市面上的華語學習教材皆以漢語拼音為拼音系

統，若外籍看護在沒有老師的引導之下直接使用這些教材，可能會產生學習困難

的問題。因此在設計看護華語自學教材時，應特別注意這個部分，才不會造學習

者學習上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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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政府提供給外籍移工的語言訓練資源，有勞動部建置的「外籍家庭看護

工補充訓練專區」網站5。網站上提供了印/越/泰/英，四種語言的「生活會話」及

「生活資訊」數位學習課程。網站上的課程編排與內容皆採用單句式的翻譯教

學，而內容則以「主題式」的方法來編排，因此沒有呈現前後難易的分別。而課

文說明則包括了詞彙、語音及漢字，沒有包含語法點或句型。課程的句子及生詞

可以選擇注音、漢語拼音和母語意思翻譯。 

2.1.3 小結 

    本小節先探討了前人對於外籍看護工工作內容的描述以及分類，再依此分類

結果制定看護工華語自學教材的設計大綱與主題內容。接著，筆者從文獻敘述

中，整理外籍看護工因為語言而產生的問題，並且簡單探討目前看護工所獲得的

華語學習資源，以利筆者在教材編寫時設計適當的教學內容。總結以上文獻探討

的結果，筆者在此提出三點，作為看護工華語學習需求的重點： 

一、外籍看護工長期生活在台灣，於此就業，並與台灣家庭同住。學習華語將   

有利於看護工融入家庭與當地社會，幫助他們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並且提

升工作效率。因此，在設計看護工華語自學教材時，除了技能上的知識之

外，還要囊括知識上和情意上的語言內容，使學習者在工作和人際關係的語

言溝通也能順利進行。 

                                                 
5勞動部外籍家庭看護工補充訓練專區，查詢日期 2020年 3月 10號，取自：

https://portal.wda.gov.tw/resource/type/0/group/10002437/p_group/10002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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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籍看護工的工作時間長，由於與雇主同住，他們常常需要 24 小時待命。

因此學習者不一定每天都有時間能夠學習華語，且就算有時間，可能也不會

太長。因此編寫教材時要將學習者的「學習時間」納入考量。 

三、許多外籍看護在台灣工作、生活，最需要的是快速學習語言，也就是以

「聽」、「說」為主。若沒有老師的教導或影音媒體的輔助，學生對於華語

語音的掌握可能出現問題。因此自學教材該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也是本研究

的研究重點。 

2.2 華語教材編寫原則 

    俗話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第二外語課堂教學中，好的教材

能夠使教師在備課時事半功倍、教學時順暢流淌。而學生也能在整個學習過程

中，吸收得宜、層層進步。因此，在語言學習的過程中，教材可以說是最重要的

元素之一。 

    劉珣（2006）認為，語言教材的呈現，體現的就是語言教學最根本的兩個面

向：「教什麼」和「何時教」。而對於「教材」二字的定義，劉珣認為，教材不

一定只能侷限於教科書。廣義的教材定義，涵蓋了教材、講義、教學音像資料，

甚至是日常生活中的真實材料，例如：菜單、時刻表…等，都能算作是教材的一

部分。也就是說，教材的內容和形式並非一成不變，而是會隨著科技的進步、時

代的更迭所變動的。 

    有關華語教材的編寫原則理論，已有許多前人做過相關的研究。筆者在此整

理了三位具有代表性，且其研究成果經常被引用的著作，作為教材編寫原則的文

獻理論基礎。首先，趙金銘（2004）先生提出了第二語言教材應具備的五項基本

功能，分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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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功能 

    「用之於學」，是教材最基本、最重要的功能，也是教材和學術著作最大的

不同。教材內容應符合學習者需求、難易適中、由簡到難，且與目的語民族性相

互協調。 

二、課內外媒介功能 

    教材的媒介功能不受限於課堂中，而是要通過教材，把學習者和目的語社會

連結在一起。教材的內容設計應有利於學習者跳脫書本知識，到實際語言使用情

況中展現他們的語言能力。 

三、文化交流功能 

   語言和文化密不可分，教一種語言，就是在教一種文化。所以教材也承擔了

重要的文化傳播、交流的功能。不過，教材最重要的任務是提高學習者的語言交

際能力，因此教材內容應避免出現文化好壞或優劣等具有比較性質內容。 

四、激發學習興趣的功能 

   好的教材不但能傳授語言知識技能，還能激發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和興趣，讓

學生學了一課，就想學下一課。 

五、促進學科建設的功能 

    教材不僅在教學品質和效果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同時也體現了學科發展的水

準。因此，教材的編寫在學科研究和教學發展中，擔任重要的樞紐。 

 

    而劉珣（2006）則針對華語教材的編寫和選用，提出了「五性原則」，分別

是針對性、實用性、科學性、趣味性，和系統性。他認為，這五項原則不僅是編

寫教材時應嚴謹遵守的圭臬，也是評估一份教材優缺的標準。而「五性」的意義

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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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針對性 

    教材應針對學習者的年齡、國別、文化程度、學習目的、學習起點以及學習

時限，做為教材設計時的考量。 

二、實用性 

  從學習者的角度出發，避免出現無意義的教科書語言，或是為了配合語法點而

產生的用語。教材的語言材料必須來自於生活，因為這些知識都會轉化成技能，

因此若內容實用，才能激發學生的學習積極性。 

三、科學性 

   教規範的語言，為了特殊需要，才教當地特定的方言。另外，教材的內容組

織要符合語言教學的規律，層層遞進，而非毫無前後順序，且需重視詞彙、句型

的重現率。對語言現象的解釋也必須準確、精準，避免學生誤解、誤用。 

四、趣味性 

   作者指出這是非常重要，但難度最大的原則之一。趣味性原則強調的是，教

材的內容應與學習者的使用時機、交際行為緊密相關，如此一來學生才有興趣學

下去。另外，還包括內容應該反映現實、跟上時事主題、加大目的語文化內涵。

除此之外，書本的排版也要多樣化，設計活潑醒目的版面，這是學習者對教材產

生興趣的重要元素之一。 

五、系統性 

   教材的內容要能與前後不同程度的教材做搭配、銜接。而教材本身應兼顧

聽、說、讀、寫四項語言技能的能力。它們之間有一定的章法，彼此能夠平衡協

調、相互呼應。 

    若仔細比對趙金銘的五項教材的功能和劉珣的五性，會發現其中有不少重

疊、可相互呼應之處，可見這幾點是許多學者有共識的教材編寫原則。筆者認



doi:10.6342/NTU202100439
15 

 

為，這五點原則大致符合外籍看護工自學教材的編寫需求，尤其是針對性、實用

性和趣味性。 

    看護工來台灣的目的是工作，因此許多人的學習目標是能夠快速地聽懂老闆

或是照護人所說的話。也因如此，看護工自學的教材內容應能夠針對學習者的學

習目的，編寫符合學習者需求的教材的內容，達到針對性和實用性的功能。另

外，由於自學可能遭遇的瓶頸之一便是動機不足，因此教材如何將內容設計得有

趣、與學習者息息相關，並且利用排版、設計幫助學習者保持學習動機，也是在

編寫自學教材時需要多加著墨之處。 

    李泉（2006）根據前面的學者所提出的原則做統整，並且進一步將教材編寫

原則細分為十點，作為編寫教材的依據，以下將以表格呈現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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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第二語言教材編寫的十項基本原則 

1. 定向原則 確定所編教材的性質和教學對象、內容…等。落實定

性、定位、定量三步驟。 

2. 目標原則 根據目標學習者做需求分析，包括文化背景、學習目

的、時間等。以利後續教學和課程大綱的編排。 

3. 特色原則 在編寫教材時，考量此教材和其他教材的不同之處。並

且努力創造自己的特色和心意，開發最大價值。 

4. 認知原則 編寫教材時，應將學習者在語言習得過程中的認知因素

列入考量。 

5. 時代原則 需符合編寫時的學科成果和發展水平，反映最新脈絡。 

6. 語體原則 教材應考慮學習者需要的語言形式，做為內容編寫的參

考。語體可以盡量多樣化，讓學習者認識不同的語言表

達形式。 

7. 文化原則 為提升學習者的跨文化語言交際能力，教材中應融入目

的語的文化內涵，幫助學生理解文化差異。 

8. 趣味原則 教材內容應讓學習者感到又有趣、又有用，形式順眼且

方便學習使用。 

9. 實用原則 教材內容應考量語言的實用價值，並符合學習者日常生

活中的實際需求。 

10. 立體原則 除了課本教材之外，還可發展教師用書、練習冊、課外

讀物、音檔…等資源搭配使用 

資料來源：李泉（2006：46） 

 



doi:10.6342/NTU202100439
17 

 

    與前面兩位學者所提出的教學原則相比，李泉的十項原則在內容上增加了特

色原則、認知原則、語體原則以及立體原則。筆者認為這四點也與看護工華語自

學教材應符合的特色相吻合，特別是前面較無提及的「語體原則」以及「立體原

則」。劉珣提到，教材的內容不限於教科書，舉凡日常生活中會碰到的真實材

料，都可能成為教材內容的一部分。因此像看護工工作上常見的藥單、照護注意

事項…等，都可適用語體原則，將它納入教材內容。另外，由於沒有教師的引導

和考試…等教學行為來測試學生的學習成果，因此或許可以透過練習冊、難點說

明、多媒體…等方式，來彌補這方面的不足，做到立體原則的展現。 

    教材編寫的原則絕不僅限於五個原則或是十個原則，而是隨著教學目的或對

象的不同，在過程中不斷演進、改變的。前人的教材編寫大綱，提供了我們非常

好的教材編寫架構，讓我們在編寫教材的之前和之後，都能夠有所依據和參照，

也能夠作為檢視設計成果的參考基準。 

    而一般教材和自學教材，雖然本質上都是語言學習的教材，不過後者抽離了

「教學行為」這個重要的元素，就好像直接把劇本丟給演員，要演員在沒有導演

的提醒和指導下，自行消化內容，並且揣摩人物的特色和張力。要是想要演員能

夠表現得和有導演在場時一樣好，想必導演事先需要在劇本上做一些更動或註

記，以彌補指導的缺口。 

    因此，要想編寫出一本符合教學目的又適合自學的教材，我們還需要探討自

學教材的編寫原則。下一節筆者將繼續探討自學教材的編寫原則，並試圖找出兩

種編寫原則之間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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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自學教材的編寫原則 

    在上一節文獻探討的內容中，筆者回顧了有關一般性華語教材的編寫原則，

整理了幾位學者所提出的研究成果，包括劉珣的五性：針對性、實用性、科學

性、趣味性、系統性以及李泉的教材編寫十項基本原則…等，作為編寫教材的重

要依循方針。 

    本研究的研究動機，是因為發現外籍看護工的工作內容和人與人之間的溝

通、交流密不可分，不過由於法規和工作性質的關係，幾乎沒有休假時間，因此

也沒有機會能夠接觸課堂上的華語學習，增進語言能力。因此筆者希望能設計出

針對外籍看護工所編寫的華語自學教材，讓看護工即便在自己的空閒時間拿起課

本自學時，也能夠有良好的學習品質和資源，達到學習的目的。因此，為了滿足

以上需求，在編寫看護工自學教材時，除了以一般性教材的編寫原則作為參考圭

臬之外，還應添加其他元素，讓學生能真正進行「自學」的學習活動，並且一樣

達到學習的目的。 

    本章的重點將聚焦於探討自學式教材的編寫特色與功能，藉以了解自學式教

材和一般性教材的不同，為之後的教材編寫奠定穩固的理論基礎。 

 

2.3.1 自學教材的定義與介紹 

    最近幾年，有關「網路資源」、「線上教學」、「自學課程」…等教學模式

的討論度愈來愈高，尤其在 2020 年新冠疫情的影響之下，全球各地學校關閉，

許多學生被迫在家自學或進行線上課程。這也連帶地推動了自學教材的發展。不

過，筆者在閱覽文獻時，發現目前兩岸華語界對於自學教材的理論與研究數量並

不多，有的是十幾年前所發表的研究。不過，許多還是有其參考的價值。而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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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第二外語的教學研究發展得較早，所以相關的文獻和書籍資源，相較於中文

也比較多。以下將介紹幾位學者對於「自學」的定義： 

    Dickinson（1987）把自學稱為“Self-instruction Learning”。他認為所謂的自

學，就是學生在沒有老師的控制下，自主進行的學習任務。Sheerin（1989）則把

自學稱為“Self-access Learning”。她指出，自主學習就是學生可以自行選擇、使用

教材，並且可以透過教材檢視、評量自己的學習成果。Gardner & Miller（1999）

提到，自主式語言學習（Self-access Language Learning, SALL），可以是一種

「學習」的方式，但不是「教學」的方式。也就是說，整本學習教材編寫，應以

學生為主體，而非教師。綜合以上學者對於自學的定義我們可以得出自學的特色

包括：沒有老師、學生透過「教材」學習，以學生為主體。 

    關於自學教材的定義，黃政傑（1990）為自學教材是「一種能夠讓學習者自

己學習，不必依賴他人教導的材料」。楊家興（2000）則表示，自學教材與一般

教材的不同之處，在於自學教材能夠「利用本身的設計，讓學習者直接了解、吸

收教材中所包含的內容，達成學習知識的目的。」 

    透過以上學者對於自學與自學式教材的定義，我們可以發現，自學式教材和

一般教材最大的不同，就在於把「老師」這個元素給抽離，並在經過縝密的思考

與編排後，將教學的元素放入自學教材之中。 

    因此，編者在編寫自學教材時，也應該把這點銘記在心，不能假定會有老師

替學生把教材中不清楚的地方加以說明，而應以「看書的人自己能夠學習」，為

最高編寫原則（黃政傑，1990）。以下筆者將羅列國內外學者對於自學教材編寫

的建議和原則大綱，並將學者之間所提出的共通點和值得參考的部分做整理和歸

納，最後提出看法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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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自學教材的開發與分析 

    自學教材的編寫，是十分冗長且耗時、耗力的過程。它所需要的編寫時間，

可能是一般教材的十倍左右（孟繁華，1987）。因此，在決定開始教材的設計和

編寫之前，編寫者需要先進行完善的分析工作，才能確保後續的過程能更順暢、

有效率。 

    由於開發一套新教材所要花費的資源成本非常高，所以若有市面上已出版的

教學資源或是教材，可以在經過修改或補充之後成為合適的自學教材，則可以省

下大量的時間以及金錢。不過，Rowntree（1992）提到了，使用或改編現有教材

時，需注意版權問題。應該先詢問出版者是否同意進行改編，再做動作。不過雖

然版權費可能很高，卻也不一定會比開發一份新教材來得高。所以可以先針對現

有的教材進行分析、評估，再決定是否能夠運用。 

    若評估之後，發現現有教材的內容大致符合且可以達到自學教材的學習目

的，則可考慮改編現有教材，添加其他項目或是改編部分內容，作為自學教材之

用。若評估之後，發現現有教材皆不可行，則需規劃自行開發教材（Rowntree, 

1992）。 

    楊家興（2000）提出，在進行任何教學活動或教材編寫之前，教師或設計者

需以學習者的現況為起點，並且運用可能的教學資源，來協助學習者達到學習的

目的。因此編寫者在著手設計編寫流程之前，應先進行「學習者分析」、「目的

分析」以及「資源分析」。這三者並無一定的先後順序，可以分頭或同時進行。 

    學習者分析的目的，在於了解學習者的基本資料、學科背景、學習傾向…

等，藉以達到激發學習動機、建立合適的教學起點、教材教法、評量模式...等目

標。目的分析的目的，是要了解這份教材所設定達到的任務是什麼？是不是能滿



doi:10.6342/NTU202100439
21 

 

足、解決學習者的需求？充分了解學習目的之後，才能在教材中有效地引導學生

前進，並且設定學生會感興趣的主題或活動。而資源分析，顧名思義，就是對要

編寫教材所需要的人力、物力、時間、空間…等條件，進行評估。 

2.3.3 自學和自學教材的研究 

（一）Derek Rowntree（1992） 

    Derek Rowntree 是一位擁有豐富教學經驗的學者，他曾任教於開放大學，並

且出版了多本與自學和自學教材編寫相關的書籍。在他的著作《Preparing 

Materials for Open, Distance and Flexible Learning》中，作者除了以敘述的方式說

明內容之外，還搭配許多實際的自學教材例子，並且通篇以幽默、詼諧的口語方

式與讀者對話，讓讀者感到身歷其境，好像本書作者真的躍然紙上，正在你耳邊

與你對話一般。作者直接以身作則，展現自學教材應有的特點和功能。 

    作者在書中提到了 15 點他認為自學教材常見的特色以及一本完善的自學教

材應有的項目內容： 

1. 清楚的學習目標。 

2. 如何使用教材的建議。 

3. 語調輕鬆，例如使用「你」、「我」等稱謂。 

4. 學習份量較短、易吸收。 

5. 教材頁面多留白，不塞滿空間。 

6. 多給實用的例子。 

7. 將內容知識與學習者的實際經驗做連結。 

8. 以圖片代替文字。 

9. 標題指示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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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與其他多媒體材料連結。 

11. 顧及不同學習者的學習需求。 

12. 足夠的練習題，檢驗學習成果。 

13. 課本預留空白處讓學者做筆記。 

14. 設置反饋機制，讓學生檢測自己的學習進度。 

15. 給予尋求旁人協助的建議。 

    藉由以上的的教材設計特點，可以讓學習者在沒有老師的介入之下，直接理

解、吸收教材中所傳遞的知識，達到有效學習的目的，並且發揮自我學習的效

能。筆者認為，以上由作者所提出的關於自學教材的編寫特色，與上一節回顧的

教材編寫原則有諸多共通之處，不過作者以許多實際的例子提出編寫時可以注意

的要點，對看護工華語教材的編寫有非常大的助益。 

 

（二）Leslie Dickinson（1987） 

    在《Self-instruction in Language Learning》中 Dickinson 提到，會想要選擇自

學語言的人通常是基於一些現實考量所做出的決定，例如：學習者的居住環境附

近沒有適合的學習場所、工作時間無法配合上課時間（排班、加班…）、學習者

有肢體或行動上的困難…等等。而有些人則是因為有特殊的學習目標，例如：需

在短時間內學會基本溝通技能、有特定專業取向、只想學書面語…等等，而選擇

自學語言。 

    他透過觀察語言教師在傳統課堂教學的課前、課中、課後所需要做的準備與

執行的活動，擬定了自學語言時的替代方案，說明了自學過程在對應課堂學習的

各個階段，所該執行的應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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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自學式教材與課堂教學的比較 

教師主要職責     自學的替代方案 

1. 教學規劃 

   1.1 需求分析 

   -  決定長期學習目標 

   -  決定短期學習目標 

   1.2 選擇教材 

   -  選擇相應的課程教材 

   -  選擇輔助教材 

   -  選擇適合自學的教材 

 

 

需求分析問卷 

 

 

整套材料，如：環狀模式 

語言自學輔助 

- 無取代方式 

2. 教材 

2.1 事前準備 

- 選擇課程主題 

- 課程規劃 

- 設計任務 

2.2 實際教學 

- 決定語言的使用時機 

- 決定相關主題 

- 決定任務類型 

- 決定預期表現 

- 決定時間分配 

 

- 呈現新教材 

- 提供解釋和描述 

- 回答問題 

- 觀察學生反應 

 

- 教師帶領討論 

- 教師提問/選擇誰回答 

- 教師觀察學生情況 

 

 

 

學習者負責 

 

 

 

 

 

課程教材/學習者負責 

 

 

 

 

 

課程教材/ 母語者 

 

 

 

同儕團體或學習夥伴 

最好由老師或幫手進行 

 

3. 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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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事前準備 

- 選擇或設計測驗、練習內容 

3.2 實施評量 

- 實施測驗 

- 收回作業 

- 指派練習 

3.3 課後 

- 改作業、考卷、評分 

- 檢討練習、測驗 

- 採取補救措施 

- 有些評量目的可以由學習者自

身或同儕進行測量 

- 有些評量目的可以由學習者自

身或同儕進行測量 

 

 

 

- 有些項目可自評或由同儕評估 

- 沒有替代方式 

- 可由教材提供 

4. 管理與組織活動 

   4.1 學習教材與設備 

- 教材汰舊換新 

- 安排、檢查設備 

4.2 組織學習者 

-  決定分組 

-  決定、實施一般行為標準 

4.3 紀錄表現 

- 出缺席紀錄 

- 成績紀錄 

- 作業紀錄  

 

 

- 自主學習，經由資源中心 

- 圖書館員、老師或學習者 

 

-  學習者安排 

-  某些情況由老師主導介入，但   

  也可由同儕團體協助 

  

仍然需要，由學習者自行紀錄 

5. 諮詢與支持 

5.1 鼓勵 

5.2 支持 

- 道賀 

- 慰問 

5.3 諮詢 

- 討論學習困難 

- 教材建議 

- 整體建議 

5.4 互動 

- 透過互動建立關係 

 

 

 

對自學語言來說更為重要 

資料來源：Dickinson（1987:38），筆者自行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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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圖表可以看出，脫離傳統師生講授的課堂學習場域，自主式學習在很多

對應的部分，都必須由學習者自身來負責規劃和評量。而可以從旁協助的，除了

同儕團體或母語者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學習的教材。一套自學語言教材，必須囊

括的責任包括：決定相關主題、提供解釋和描述、回答問題…等。 

    針對自學教材的選用，Dickinson 也提出了三種不同的自學教材來源，分別

是：1. 真實材料、2. 現有教材改編、3. 專門編寫的自學教材。真實材料的優點

是以最經濟實惠的方式，針對學習者的學習目標提供材料。缺點是，若學生本身

不具備「自主學習語言的能力」，且身旁又沒有老師於以協助的話，會使學習者

無從開始。 

    而由現有教材改編的方式，優點是選擇較多、已有現成教材; 缺點是這些教

材通常都有著作財產權，無法隨意編寫，而且有的教材雖然標榜可以自學，但是

只是將內容附上解答跟解釋，實際上並不適合學習者自學。最後，專門編寫的自

學教材，優點是完全針對學習者的學習目標設計、適合學生自學; 缺點是編寫的

耗時較長，所需花費的時間成本較高。 

    不論是選用真實材料，或是利用現有教材改編，都有其窒礙難行之處。因

此，Dickinson 提出了語言自學教材編寫的 12 項原則，作為編寫的目標與規範。 

他認為自學教材教材應該具備： 

1. 清楚的學習目標 a clear statement of objectives 

確立學習目標，能夠增加學習者的學習動機，也能使學習更有效率。 

2. 有效的語言輸入 meaningful language input 

由於沒有其他人從旁協助、翻譯，所以教材上的語言一定要是學習者可以理

解的內容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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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材提供練習和活動 exercise materials and activities 

教材提供練習或可施行的活動，讓學習者確認該階段的學習成效。 

4. 有彈性的教材 flexibility of materials 

編寫者應做好心理準備，學生不一定會遵守課本上的每一個步驟進行。 

5. 學習指南 learning instructions 

學習指南在一般語言教材中就會有，可是在自學教材中應該更加詳盡，並且

通常以學習者的母語來編寫。內容除了該課的學習目標之外，還應包括活動

該如何進行（個人、分組）、要花多長時間…等。 

6. 語言學習建議 language learning advice 

提供語言學習的建議，例如：如何做練習、如何學習詞彙、何時該使用字典

或文法書、如何記錄進度…等。 

7. 回饋與測驗 feedback and tests 

自學教材重要的一環，就是提供學生自我檢驗的方式。除此之外，還應附上

詳盡的解釋，讓學生得以自我察覺錯誤，進而改正錯誤。 

8. 建議記錄學習段落 advice about record keeping 

自學語言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讓學習者意識到自己的進步。因此教材中應建

議學習者紀錄練習或測驗的結果，並且可以以圖表的方式呈現，將有助於提

升學習動機與效果。 

9. 補充資料 reference materials 

由於沒有老師可以在課堂中補充相關的語言或文化知識，所以自學教材應該

將補充資料編入課程教材中，並以學生可理解的語言解釋內容。 

10. 目次表 indexing 

自學教材中應有詳盡的目次表，讓學生可以輕易、快速地找到需要的資料。 



doi:10.6342/NTU202100439
27 

 

11. 動機元素 motivational factors 

有許多元素都可以刺激學生的學習動機，不過最簡單、有效的一種方法就是

教材的編排和印刷。一本排版精美、生動活潑的課本，將有助於提升學生的

學習動機。另外還有幾項可行的元素，例如教材的編排讓學習者容易掌握、

使用，或安排適量的學習量，降低學生的學習焦慮感…等。 

12. 協助進步 advice about progression      

自學語言的學生可能因為找不到學習的節奏而導致學習速度緩慢或成效不

彰，因此教材應能幫學習者擬定學習計畫、找到短期和長期的目標，協助他

們在語言學習的道路上持續進步。 

 

    由以上作者所提出的觀點和理論原則中，我們可以發現，自學教材的內容所

應包含的，除了傳遞語言知識之外，還多了傳遞「學習方式」的層面。學習者需

要對自己的學習付更大的責任，而教師需設法設計出能夠代替他們，給予學生鼓

勵、指導、補充、評估、反饋的教材。 

    根據以上回顧，編寫自學教材時除了應顧及一般教材編寫所涵蓋的「教什

麼」、「何時教」，還應加上「怎麼教/學」，藉由充分的引導來彌補缺乏老師從

旁指導的缺口。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教材的說明或敘述需要以學生「可理解的語

言」進行編寫，才是有效的輸入，因此編者應針對學習者而改變編寫的語言形

式。還有關於「補充資料」的部分，許多一般性的教材在編寫生詞語法的內容

時，不一定會說明使用時機或給予足夠的例句說明使用方法，因為這些部分都可

以由老師在上課時進行說明或補充。因此，在編寫自學教材時編者應謹記這些特

點，並時常停下來換個角度檢視教材內容、發現學習難點，並想辦法以學生可理

解的語言，將知識轉換成不同的形式，編寫於自學教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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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裘偉廷 （1992） 

    裘偉廷主要探討的是自學教材中的「印刷教材」，也就是課本教材的部分。

作者除了說明了自學教材的特點，也提出關於教材的結構、編寫原則和使用原

則，做為自學教材的編寫方針。他指出，不同學科的自學教材自然會有細節上的

分別。不過，作為自學教材，結構上一定會包含三個層次： 

1. 第一層次：課本部分 

  包含課程基本理論、知識、技能，不一定按照普通教材的編排順序，或以學習

量或章節體系做劃分。 

2. 第二層次：指導、輔導、訓練、實踐部分 

   以課本為基礎，指導該自學教材的使用方式，可在課本的開頭、文中或是結

尾出現。以課文單位，輔導學習者理解該課的難點和疑點，並以文字、圖片、音

檔的方式呈現。在一課的停頓或結束處，搭配練習、思考題，並且附上參考答

案，答案應包含試題解釋。最後，透過活動或任務設計，讓學生學以致用，實際

應用所學。 

3. 第三層次：開拓、探索部分 

   提供學生延伸學習的資源，例如列出參考文獻或額外的自學資源，讓學生能

自行選擇、主導學習進程和深度。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提到了，自學教材的結構和編排並非一成不變的，可能

因為現實情況的變化或科技發展而增減或變換。因此，自學教材應是富有彈性且

與時俱進的。 

    關於自學教材的特色，作者提出了四點並加以說明，分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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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媒體配套化 

承上所說，自學教材不應只有紙本印刷課本，還應搭配錄音或錄影等教學媒

體配套，來補足實際上的不足。另外，自學教材中應提供如何使用這些媒體

教材的說明和指示，讓學生易於上手、使用。 

2. 結構一體化 

自學教材除了主體內容知識以外，還會有許多搭配的參考補充或例句、練

習。這些內容都應融合在一起，才能成為一本完整的自學教材。 

3. 敘述簡要化 

在選取自學教材的內容時，應力求精簡，突出最重要、基本的知識，縮減次

要的技能。另外，文字敘述應簡單明瞭，避免難解的專業術語。 

4. 指導明確化 

在編寫自學教材時，應明確地告知學生教材的教學目的，並且將即將出現的

要點、關鍵和難點告知學生，讓他們事先做好準備。 

    為了要達成這樣的特色和結構，在編寫自學教材時，編者應遵守下列教材編

寫原則： 

1. 目的性原則 

    針對學習者的學習目標，訂定教材內容的出發點。 

2. 系統性原則 

    每課之間的內容應緊密相連、不重複。另外，輔導材料和練習應是經過仔細

編排後，與內容緊密結合的、有系統的知識體系，而不是在一般教材中加入輔導

語和練習內容，隨便拼湊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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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坡度原則 

    內容編排應注意循序漸進，符合學習者的學習認知歷程。對學習者的要求應

適中，不能過高或過低。 

4. 教方法原則 

    除了傳授知識，也要教導方法，培養學習者的應變能力。 

 

（四）李靜（2005） 

    在現今這個信息爆炸的社會，終身學習的概念愈來愈普及，培養人們自主學

習的能力也顯得更加重要，因此自主語言學習的材料、教材，對學習的發展有直

接的影響（李靜）。這點和 Dickinson 所提出的「有效的語言輸入」是相似的概

念。因此，她認為自學材料所包含的特點，除了一般語言教材所應注重的特點之

外，還應涵蓋其他三點： 

一、滿足學習者的不同需求和學習動機： 

    分析、了解學習者的學習目標之後，針對學習者的學習目的挑選或編寫出學

習者感興趣的教材內容，將有利於提高學習者的興趣和激發他們的內在學習動

機。 

二、適應學習者的不同學習風格： 

    Ellis（1989）提出了「場依賴型」和「場獨立型」兩種不同的語言學習認知

模式。作者認為，應針對不同學習模式的學生，提供不同的語言學習材料。例如

給予前者較多真實語言學習材料，後者更多分析、邏輯性的學習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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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夠促進自主學習能力的提高。 

    李靜認為自學教材的編排與指導，將有助於提高學習者的自主學習能力。例

如教材應包含詳細的目錄和索引、活動可由學生獨立完成、練習附解答和反饋、

培養反思能力…等。 

 

    根據以上編寫特點，筆者認為在開始編寫教材之前，編者應做好目標學習者

的學習需求分析，確認學習對象和學習目標，以編寫出學習者感興趣的教材內

容。再來，透過需求分析的結果，擬定最適合學習者的學習認知模式，進而挑選

合適的教學材料進行教材編寫與設計。另外，在排版的時候，切記要以「使用者

友善」的角度進行編輯，使學習者容易使用此教材，並且搭配合適的練習、活

動、反饋機制等，提高學習者自主學習的能力與效果。 

    另外，李靜也討論了自主語言學習材料的來源種類，內容如圖所示： 

 

 

 

 

圖 2- 1 李靜（2005），自主語言學習材料的來源種類 

 

    由於學習者的學習需求、目標以及學習風格、背景文化…等，會因個體而產

生差異，就算是正式出版的教材，有時也很難完全符合學習者的需求。因此作者

認為，老師可以視情況改編，或專門編寫教材，以滿足學生的特殊需要。 

自主語言學習材料 

購買的學習材料 

正式出版的學習材料 

自己製作的學習材料 

由教師、學習顧問改編、

編寫的學習材料 
由學習者提供的學習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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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編教材要注意的部分是，應在「不改變實質內容」的前提下進行，且老師

在改編之前要多下功夫選擇材料。一旦決定了，就要從一而終，保持教材的完整

性。他也提到，教材中的練習、活動部分，經常是改編的重點。自學教材的練習

內容應更靈活，才能有利於學習者獨立操作。 

    而專門編寫的語言教材，對於有特定目標學習者或有特定學習目標的學習者

來說，有其特別的優越性，原因在於教材的稀少性。不過李靜也提到，教師在編

寫教材時需有高度的想像力和創造性，並且配合學習者的學習風格，以學習者為

中心，才能編寫出高質量的自學語言教材。 

 

2.3.4 自學教材編寫原則與特色 

    整理了前人所撰寫的關於自學教材的特色，可以發現每位學者所提到的項

目，都包含幾個共通的概念。有的學者給的是比較大方向的原則，有的學者則將

大方向之下的一些細節，也一併列出。筆者在閱讀、整理了上述四位學者以及其

他關於自學教材的著作之後，將前人所提出的自學教材特色，歸納成四大類，以

下將以文字說明解釋： 

 

一、內容特色： 

    自學教材的內容，除了要包含該學科所要傳遞的知識以外，教材的內容還應

該融入老師的「教學行為」，才能讓學習者在沒有老師的輔助下，也能夠順利吸

收知識。這些「教學行為」，包括指導、激勵、詢問、討論、補充、提示…等。

楊家興說，編寫自學教材的過程，就像在對學習者說話一樣，只是要把每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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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活動轉化成文字。基於以上編寫精神，自學教材的課程內容，應該包含下列

幾項特色： 

（1）明確的學習目標 

     Rowntree、Dickinson 和裘偉廷皆將「清楚的學習目標」放在自學教材特色

的第一點，顯示了此概念的重要性。在課程開始之前，先讓學生清楚地理解在學

完這課或這個單元之後，能夠獲得哪些語言技能，除了讓學生做好心理準備之

外，也可以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因此，自學教材的內容特色應包含詳盡的「學

習目標」。 

（2）學習量切分 

     Rowntree 在自學教材的特色中提到了「學習份量較短」，而裘偉廷也提到

了「小坡度原則」，說明自學教材在內容份量安排上的特點。自學除了靠教材提

供知識內容，更重要的是靠學習者的自制和自律，自主完成學習的過程。因此自

學教材每課或每個單元的學習量不宜過多，應以「少量多餐」的方式進行編排，

才不會使學習者消化不良。每個單元的課時要多長，應考量學生的學習頻率和時

間長短，做出學習效率評估，並決定適合的學習份量 

（3）敘述方式口語、自然 

     龐國維（2003）表示，撰寫自學教材時，為了能將教師的功能，例如：指

導、激勵、詢問、討論、解釋、補充…等功能融入教材之中，其內容文字的陳述

應淺顯易懂又具體，以讓學生容易理解。而 Rowntree 在撰寫自學教材的設計指南

時，也以非常口語、自然、幽默的語句，講解知識內容。筆者認為，這是自學教

材與一般性教材差距較大的一項特點，應在編寫教材時多加發揮利用，以凸顯自

學教材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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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重點、難點整理 

    Dickinson 與 Rowntree 都提到了「指導明確化」這個特點。由於每個學生的

學習方式不同、理解力也不同，因此在編寫自學教材時最好以清楚明確的指示，

告訴學生該部分的學習重點或難點，讓學生能很快地抓住重點，避免在閱讀的過

程中產生不必要的誤解。另外，撰寫說明的語言也須是學生可理解的語言，才能

達到有效溝通的功能。最後，自學教材的內容應多以表格化或是圖像化的方式呈

現（王步云，1997），以方便學生理解和比較。 

 

二、排版特色 

    教材的排版是學習者決定是否選用該教材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學習者在沒

有老師的引導下，能夠流暢、循序漸進地學習的重要環節。好的教材排版不但能

讓學生輕鬆找到學習重點，也能激發學習動機和興趣，達到「趣味性」的指標。

因此 Rowntree（1992）在自學教材特色中提到的一點，便是「版面留白」，而吳

文琴（2014）的「自學式教材呈現形式檢核表」中的 15 項中，有 7 項都和版面

編排有關，顯示排版對於自學教材的重要性。關於自學教材所要注意的排版特

色，筆者歸納如下： 

（1）清楚的課程目錄 

     此特色的功能等同於課堂前老師給學生的課程進度表。藉由瀏覽書中的課

程目錄，學習者可以理解編者的課程安排計畫以及預期達到的學習目標。 

（2）標題明確 

     階段與階段的銜接之間，以明確、清楚的標題，告知學習者接下來要進行

的學習步驟。並且透過大標題、小標題、子標題的分類，讓學習者明白該部分的

重要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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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靈活運用字體、字型、顏色、畫線 

    透過字體、字型、顏色…等變換，來顯示重要或是該注意的部分，達到為學

生標示學習難點的目的。 

（4）頁面留白 

    除了使整體版面看起來較整齊之外，也能降低學習者的焦慮、壓迫感，並且

提供做筆記或練習的空間。 

（5）圖片、照片、圖表 

    多利用視覺化的呈現方式，以代替或輔助文字說明。除了使內容更容易懂之

外，也使教材版面看起來更活潑。 

 

三、練習特色 

    Rowntree（1992）認為，學習者要真正習得一項技能，進行「深度學習」，

「練習」這個步驟絕對不能跳過。他以一句格言“I hear and I forget; I see and I 

remember; I do and I understand.”(p.253) 來證明練習活動在自學過程的重要性。 

    楊家興（2000）也表示，藉由活動或是評量、練習，讓學習者跳脫輸入，真

正了解文字內容所傳達的概念，是整個自學式教材的關鍵。不過作者也提到，活

動、練習的多寡，會影響學習進行的順暢度，因此編者應注意它出現的頻率，太

多或太少都不適當。 

    設計得宜的教材練習，可以達成以下幾個功能：1. 引導、鼓舞學習者動機、

2. 診斷學習的困難與問題、3. 鑑定學習的效果、4. 了解自己對教材的掌握度。

而整個練習評量的編寫核心，應為配合學習目標，檢驗學習者是否吸收該段落的

內容為主。因此，為達到以上功能目標，筆者認為自學教材的練習評量，應有以

下幾點特色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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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練習內容多樣化 

     自學教材的練習形式應包含封閉式和開放式問題，來檢驗學習者對於知識

的綜合運用能力，達到複習、操練、運用的功能。不過，由於學生練習缺乏老師

的反饋和指正，因此在構想運用的練習題目時，最好設計「半開放式」的問題，

才能使回答不離題，並且有跡可循。多樣化的練習內容除了可以訓練學生對於不

同語言技巧的熟悉度之外，還能給教材添加「挑戰性」和「新鮮感」，刺激學習

動機。 

（2）配合學習難點設計練習 

     自學教材可以透過練習活動的分配，提醒學生教學內容的難點和重點，並

且檢視自我學習狀況。若有易混淆或是較困難的部分，可以利用練習加深印象。

不過，練習活動太多或太少，都有可能會打亂學習的速度和順暢度，所以編者應

適當分配練習頻率和時間點。 

（3）附詳細的參考解答 

    為了讓學生檢驗學習成果，並且能夠自己發現、訂正，並理解自己答題上的

錯誤，自學教材應附上詳細的參考解答，讓學生能自我解惑。因此，解答內容除

了提供正確答案之外，還要說明答案正確或是錯誤的原因，讓學生能夠自主訂正

學習，達到練習的目的。 

 

四、多媒體輔助 

    隨著科技的發展，語言教學的形式早已不限於紙本印刷教材，也可以搭配其

他形式的媒體，例如：錄音檔、影片、網路資源，甚至是近年來流行的「點讀

筆」，來輔助學習，達到紙本做不到的事情。裘偉廷所提到的媒體配套化，便提

到多媒體之於自學教材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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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圖片、影像或是聲音，來解釋一些概念，會比文字敘述說明來得清楚許

多。另外，豐富、生動的多媒體內容，也能提高學習者的學習興趣，讓教材保持

新鮮感。不過要注意的是，若教材中使用了多媒體的功能，也一定要記得附上使

用方式和規則等，讓學生知道應何時以及如何使用，藉以達到它的最大學習效

益。 

2.3.5 自學教材與一般教材的比較 

    許多人會認為，只要是書面教材或資料，就能夠自行閱讀，所以就等同於自

學教材。不過實際上，自學教材著重的是學習者在整個過程中，能夠完全靠自己

的能力和教材的引導，達到和預期學習成果相符的程度。過程中完全不接觸老

師，或是有限度地接觸老師。 

    因此，自學學習者和一般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出發點以及整個學習過程，都會

有明顯的差異。自學學習者必須具備，並且保持強烈的學習動機、目標，並且在

這個過程當中，保持自律、不間斷地學習，才能達成一開始所設定的目標。否則

若在過程中倦怠了，或是碰到挫折而停止前進，便會半途而廢。因此，在設計自

學教材時，除了思考教學內容之外，也要從學習者的角度出發，考慮在學習認知

的過程中，可能會碰到的問題，進而在教材編寫中想辦法讓學習者度過一個又一

個的挑戰。 

    Dickinson 分析了傳統課堂中教師的職責，把它分成五個部分，分別是：教學

規劃、教材、評量、管理與組織、諮詢與鼓勵，並把它跟自學做對比。結果發現

前兩個部分的教學內容，在轉變為自學之後，主要責任幾乎都落到教材身上，其

他有的由同儕或是母語者輔助，顯示自學教材編寫的重要性。而楊家興做了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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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教材和一般性教材的分析比較，並將它們的差異做成了表格對比，呈現兩者的

不同： 

表 2-4 自學式教材與一般教材的分析比較 

自學式教材 一般教材 

挑起學習興趣 預設學習者自有興趣 

為學生編寫 為教師編寫 

預估學習使用時間 未估列學習使用時間 

有明確的學習者 廣大的使用群 

提供學習目的及目標 很少提供學習目的及目標 

採用多種學習途徑 大體上採用單一學習模式 

依學習者需求決定教材架構 依學術專業決定教材架構 

強調自我評量活動 很少或沒有自我評量的活動 

注意學習者可能的困難 不在意學習者可能的困難 

提供內容的總結 很少提供內容的總結 

使用個人化的稱謂 不使用個人化的稱謂 

內容詳細陳述 內容精簡濃縮 

版面留白較多，採低容量設計 版面充滿文字，採高容量設計 

尋求學習者的評鑑回饋 很少顧及學習者的觀點 

提供學習技巧的建議 未提供學習技巧的建議 

需要學習者的主動回應 學習者被動閱讀 

以達成有效學習為目的 以學術性呈現為目的 

鼓勵學習者的共同參與 假設學習者的個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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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鮮明的教材結構 較籠統的學習結構 

簡單的語法、詞句 複雜、典雅的語法、詞句 

較短的課程片段 較長的課程片段 

使用大量的範例、圖表 不特別使用範例、圖表 

參與學習者的經驗 以學科邏輯順序為主 

應用知識的建議 較不注重知識的應用 

     資料來源：楊家興（2000：10） 

    由於台灣的華語教材在這幾年也有了許多改變和創新，許多一般性教材也提

供了許多能夠幫助學習者整理內容、總結重點、練習語言的部分，語法說明也非

常詳盡清楚，因此筆者認為此表格所做的比較並不能完全反映現在的教材差異情

況。不過，在表格羅列的這幾項要點之中，可以看出兩者之間比較顯著的差異，

便是教材編寫的「出發點」。 

    一般教材是以「教學」的角度來規劃，以老師容易教的原則，進行編排設

計，通常沒有明確的教學對象或學習目的。而自學教材是以「學習」為出發點，

以學習者為本位，編寫容易學的教材，並且利用大量的練習、難點提醒、特殊排

版、學習量分配...等方式，讓學習者獲取知識內容。 

    另外因為自學教材必須預期學習者的反應，所以在編寫教材之前，編者應該

透徹地調查學習者的學習背景、動機，並設想學習者在過程中可能會碰到的困難

或問題，預先想出應對方式。此外，自學教材編寫完成、開始使用之後，就沒辦

法臨時更改或修訂內容，所以其編寫和檢視學習環節的過程，必須比一般教材的

編寫還要更嚴謹、更精密，才能夠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成為學習者會選擇繼續使

用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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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小結 

    在今日這個強調數位化、線上化、電子化的時代，所謂的「開放課程」、

「線上學習資源」和「自主學習」等概念都已非常普及，所需要的媒體輔助科技

功能也已十分成熟。尤其是在 2020 年新冠疫情的影響之下，有關在家自學、線

上課程、自學課程…等概念和內容更是蓬勃發展。因此，關於「自學」這塊領域

的探討與研究，也應該獲得同等的重視。 

    自學教材與一般性教材的不同之處在於，前者是以「學習」為出發點，後者

是「教學」。想當然耳，由此概念延伸而出的教材編寫內容和特色，也會有所差

異。自學教材的特色在於沒有老師從旁指導，學生透過閱讀、使用自學教材，來

掌握該科目的專業知識，教材承擔了提供知識與教學技能的責任。 

    因此，自學教材應在一般教材的編寫原則基礎上，加上自學教材的特色，作

為自學教材的編寫基礎。筆者認為，自學教材的編寫原則，除了應遵循前人所提

出的針對性、實用性、科學性、趣味性和系統性之外，還應加上「教學性」與

「互動性」，作為自學教材的編寫原則。 

    所謂「教學性」，即將教師在課堂中可能會說明、補充、講解的方法與內

容，融入教材之中。其主要特點有：1. 教材提供教材指引、各單元學習目標、學

習重點…等，讓學生清楚理解學習的目的與重點。2. 以學生可理解的語言，進行

解釋或說明。在第二語言學習的課堂中，老師通常會配合學生的語言程度，選擇

相呼應的解釋方式。因此，自學教材在編寫說明或解釋時，也應以學生可理解的

語言進行編寫。3. 提供問題或練習的參考詳解。沒有檢討的練習是沒有意義的練

習，自學教材除了應提供問題或練習的標準答案之外，還應提供答案之外的解釋

或說明，讓學習者更清楚學習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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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動性」所代表的，是教材編寫的「語氣」。自學教材應針對不同的目標

學習者，融入合適的編寫語氣，讓學習者對教材本身產生興趣和連結，並且相信

這本教材能夠帶領、引導他學習更多知識技能。因此，自學教材不應只是以陳述

或敘述的口吻來編寫內容，應加入適合教材內容或目標學習者的編寫語氣，以時

而幽默、時而輕鬆、時而正經的方式，拉近與學習者的距離。這麼做的目的，是

讓學習者對教材和學習產生興趣，讓學習者可以主動探索教材的內容，達到自學

的功效和目的。 

 

2.4 專門用途語言教學 

    Hutchinson 和 Waters（1987: 6）提出，專門用途語言是一種由多種趨勢的發

展而產生的現象。李泉（2011）在談到專門用途外語教學時表示，「專門用途外

語教學及其研究狀況，是衡量一種語言作為外語教學成熟與否的重要標準。」 

    究竟什麼是專門用途語言？又它與通用語言教學有什麼不同？以下筆者將回

顧前人對於專門用途語言的研究，來探討專門用途語言的內容，進而整理它對看

護工自學教材的意義與影響。 

 

2.4.1 專門用途語言之起源與概念 

    有關專門用途語言之研究，原先是從英語開始的。因此本節將探討有關專門

用途英語教學的起源與發展，再沿著這個脈絡探討專門用途華語的研究。 

    專門用途英語（English for Spesific Purposes，簡稱 ESP）又被譯成專業英語

或特殊目的英語。有關 ESP 的研究，主要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開始。當時美

國在科學、科技、經濟等領域快速成長。因此作為全球經濟、政治霸權的美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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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語言：英語，便成為了國際的主流通用語。當時有大量的人學習英語的目

的，是想透過英語和美國人談生意或做研究，而傳統式的英語教學方式已不足以

滿足想要快速學習的學習者的需求。因此，關於 ESP 的教學與研究發展概念便從

那時候開始形成。 

    Hutchinson 和 Waters（1987）於《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A learning 

centered approach》中提到，關於通用英語教學（English for General Purposes，簡

稱 EGP）和專門用途英語教學的區別在於，後者的語言是途徑，而非目的。作者

說明，ESP 是一種針對「特定需求目的」，而選擇教學內容與方法的一種教學模

式，也是「以學習者為中心」的語言教學方法。其主要核心是強調語言與學科的

連結與關聯性。 

    Hutchinson 和 Waters 進一步將專門用途英語的主要學科分為三大類，分別是

科技（Science and Technology）、商業（Business and Economics）和社會科學

（Social Sciences）英語。接著，依照這些學科的使用目的，又可以將每類分成學

術英語（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和職業英語（English for Professional 

Purposes）。舉例來說，學術商業英語的需求者可能為經濟學家，而職業商業英

語的需求者可能為秘書。由此分類來看，可以看出專門用途英語一開始的發展，

是為了因應不同學科對於不同工作的語言使用需求而產生的。 

    而為了因應「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模式和具有「特殊目的」的學習者，

ESP 在教材選取或課程上，也與 EGP 有所分別。Carver（1983）便提出了 ESP 的

三個教學特色，分別是以「真實材料」作為教材、教師保持「有目標的教學方

向」以及以學生為主體的「自我定位」。Belcher（2009）則表示，教師在規劃、

設計專門用途語言的課程前，應先確認學習者的需求，再針對此需求設計課程、

選取教材和決定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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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tchinson 和 Waters（1987）將 ESP 課程設計的流程分成三個階段： 

一、什麼是 ESP？：思考專業英語和通用英語的差異，以學習者為中心 

二、課程設計：思考課程需求要素，其中包括需求分析、學習模式和描述語   

                言的方法，進而決定課程設計和教學的方法 

三、課程實踐：包括大綱設計、教材評估、教材設計和教學法，並且評估這  

                些選擇和方法是否適宜。 

    Hutchinson 和 Waters 提出了專門用途語言教學的課程設計流程圖，幫助教學

者在設計課程時能夠有所依歸，並且了解在各個不同環節所需要做的事情以及需

要思考的項目。 

 

2.4.2 專門用途語言的教學設計 

     專門用途語言的學習者皆具有學習的「特殊目的」，不論在學術上或是工

作上，皆有一定的內容範圍和特定的形式，因此側重的語言技能也有所不同，不

一定如傳統課堂一樣，聽、說、讀、寫四項技能都需要面面俱到（陳莉萍，

2000）。需要進行學術研究的學習者，其側重的語言能力可能是閱讀能力，而像

是秘書，可能聽、說、讀、寫都必須會一點，但內容不需太複雜。 

    根據此學習上的特點，在專門用途語言的教學設計中，便經常使用主題式教

學（Theme-based instruction）或是任務型教學法（Task-based approach），做為課

堂使用的主要教學法。以下將整理主題式教學和任務型教學法的文獻內容，並且

從閱讀文獻的過程中找出最適合看護工自學教材的教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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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題式教學 

     Brown （施玉惠、楊懿麗、梁彩玲譯，2003）提出了五種常見的教學模

式，其中一種便是主題式教學。主題式教學是一種以主題為核心，並加入語言知

識、詞彙、句式等輸入，讓學生在討論中大量練習，達到記憶和有效輸出的一種

教學方式。它的學習是以「溝通」為目的，除了讓學生能夠自主蒐集與主題相關

的資訊之外，學習者還能夠闡述個人的觀點和意見，達到有效學習和自主學習的

效果( Eskey, 1997)。 

   而內容導向教學（Content-Based Instruction, CBI）也經常與專門用途語言結

合，因為它強調「語言」和「內容」並重，其主要核心是透過第二語言，來學習

某些特定的學科、資訊和內容。並且在這個過程中發展出該學科或領域的語言認

知思考能力（Brinton, Snow, and Wesche, 1989）。 

    無論主題式教學或內容導向教學，他們所強調、側重的重點都是透過語言，

達成對於某些特定知識內容的學習。而這些特定的知識內容是什麼，就取決於學

習者的學習目的，也就回到了專門用途語言的「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出發點。教

師應針對學習者的學習需求實施需求分析，並根據結果，選定符合此需求的教

材、設計出合適的教學大綱。 

（2）任務型教學 

    Nunan, D.（1989）將任務分成學習性任務（pedagogic tasks）和真實生活任

務（real-world tasks）。這兩者之間的差別在於，前者是根據二語學習理論或教

育心理學所設計的學習任務，而後者是根據需求分析所設計的任務。前者的任務

內容不會在真實生活中發生，而後者可能於真實生活中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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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lis（2003）表示，進行任務的目的是要拉近課室語言和真實世界語言之間

的差距。藉由這樣的方式，訓練學生完成語言溝通任務的能力，達到提高語言輸

入和輸出技能的功效。 

    回顧了上述兩種與專門用途語言相關並且經常使用的教學法之後，筆者認

為，這兩種教學法都非常符合專門用途語言教學和自學教材編寫所設定的學習目

標和特色。主題式教學或內容導向教學強調的是教學的內容重點，透過學習特定

學科、資訊、內容的過程，去學習第二語言，是「語言」和「內容」並重的教學

模式。透過這樣的方法，除了可以提升這兩項技能的能力之外，還能培養學生對

於學習的興趣和自主性。 

    而任務型教學強調的是教學的過程和方法，學習者透過思索、計畫、執行任

務內容，到完成任務，同時也訓練了與任務相關的目的語語言技巧。如此一來，

學生能夠從學習中得到成就感，激發學習動機和思考能力，也能兼顧用目的語交

際溝通的目的。 

    筆者認為，在看護工華語自學教材的設計編寫中，有部分單元可以根據內容

導向教學來設計教材內容，例如與醫療照護相關的單元，並且可以利用真實材

料，當作教材中的課文或教學材料。這樣一來，學習者可以透過學習與醫護相關

的知識，進而同時學習語言，達到有效學習的目的。 

    而任務型教學，則可以運用在練習評量的設計上。除了選擇題、問答題之

外，為了使學習者實際運用所學，也可以設計幾個任務型的練習活動，讓知識與

真實生活產生連結，希望能藉此增加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和興趣。不過，由於沒有

老師進行任務練習過後的總結與評量，因此教材在設計任務型的練習時，應提供

一個特定的回答範圍或是句型規範，讓學習者在有限的範圍內作答。而教材也需



doi:10.6342/NTU202100439
46 

 

提供範例解答，或是提供可以查找相關訊息答案的資料來源，供學生參考、對答

案。 

2.4.3 專門用途華語教學 

    近年來，隨著中國大陸經濟崛起，華語也成為了各國人才爭先學習的語言，

而與專門用途華語（Chinese for Specific Purposes, CSP）或有人稱之為專業華語的

相關研究也應運而生。關於 CSP 的研究，目前在兩岸較常被討論有例如：商務華

語、新聞華語、法律華語、觀光華語、中醫華語…等，其中又以商務華語的發展

最成熟。 

    彭妮絲（2017）認為，以教學策略來看，專業華語的教學特點為趨向注重以

問題為導向的學習，以及案例教學與詞彙教學。其最顯著的特性為語言知識與交

際能力相互配合，並且搭配有真實性、語篇性、時效性的華語案例，作為教學內

容。 

    陳麗宇和李欣欣（2012）則提到，在一般語言教學中教師通常會把語法教學

是為課程重點，不過專門用途語言教學中因為有許多特殊詞彙，所以有時候詞彙

教學反而會比語法的傳遞還要來得重要。齊滬揚和方緒軍（2008）比較了專門用

途華語和一般華語教學上的差異，其對比整理如下表： 

表 2-5 專業華語與一般華語的比較 

教學模式 專業華語 一般華語 

教學重點 需求分析 程度分級 

語用場域 特定領域的使用情形 一般生活 

教學目標 特定情境溝通任務 一般生活語言能力 

資料來源：齊滬揚、方緒軍（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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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在做看護華語的文獻分析與整理時發現，目前在台灣針對護理華語或是

看護華語的研究和討論不多，目前蒐集到的只有兩篇，分別是葉含迎（2013）的

「護理華語之需求探討」以及沈雅萍（2017）的「長照華語主題式教材設計」。 

    台灣近幾年來依靠外籍看護人力進行長期照護的需求愈來愈高，且相較於醫

療人員，看護工是與被照護者相處時間最久的對象。他們所需具備的知識技能也

具有一定的專業度，是在特定情況和特定場域下會產生的語言形式和功能。從專

業層面來看，看護華語課程所培養、訓練的學習者應該具備基本的照護相關知

識，同時也要具備交際與跨文化的溝通能力。因此，筆者認為看護華語作為專業

華語中的一項，其所應具備的教材特色應有以下幾點：1. 強調看護技能與知識、 

2. 注重關懷與溝通技巧、3. 培養跨文化語用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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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看護工華語教材分析 

 

    本章首先將列出目前北台灣各地所開設的移工華語課程概況以及所選用的教

材情形。其次將分析三本和移工、看護工相關的華語教材，並探討教材中值得學

習和借鏡之處。 

 

3.1 移工華語教材與課程介紹 

    在編寫一本教材之前，除了應對目標學習者進行需求分析、調查之外，檢視

已出版的、市面上已有的現有教材，也是不可缺少的一環。目前台灣市面上的華

語教材日趨完備，選擇也越來越多。不過針對移工或是看護工所專門編寫的華語

教材，相對之下則沒那個健全。 

     根據勞動部截至 2019 年 2 月底的資料顯示6，在台工作的社福移工人數總計

約有 26 萬人，而其中家庭看護工就佔了 24.6 萬人。這顯示了家庭看護工在社福

移工中所佔的比例以及重要性。這些看護工不僅是在公司、工廠中工作，而是在

台灣人的家裡工作。因此，擁有一定水平的語言溝通能力，對勞雇雙方來說絕對

是重要且必要的一環。 

    有鑑於這方面的需求日益漸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便委託了國立台灣師範

大學國語教學中心，由陳浩然、陳振宇（2015）編寫了一套針對外籍看護工在台

工作所需要的華語學習教材，《外籍看護工中文基礎訓練課程教材》。而這套教

材也是目前市面上唯一一套，針對外籍看護工所編寫的華語教材。勞動部提供了

                                                 
6 產業及社福移工人數：http://statdb.mol.gov.tw/html/mon/212050.htm 

http://statdb.mol.gov.tw/html/mon/21205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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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套教材的電子檔，在勞動部的網站上供民眾和需要的人下載。它總共有 30

課，另外附上台灣重要節慶的介紹以及課本練習的參考解答。此外，這套教材分

為四種語言版本，有中泰語版、中印尼文版、中越語版和中英文版。 

    除了《外籍看護工中文基礎訓練課程教材》之外，坊間還有其他針對移工所

編寫的華語學習教材，而他們的目標學習對象設定範圍則較廣，舉凡新住民、家

庭幫傭、廠工、看護工…等，都在他們的目標教學對象範圍內。 

    目前坊間針對移工編寫的教材有許多，以下列出幾本在書局較常見的教材

（依出版日期新到舊排列）：  

1. 《越南人在家自學漢語》（統一出版社，2017） 

2. 《印傭會話一指通：家有印傭好幫手 主雇雙方好溝通》（哈福企業，

2014） 

3. 《印尼人輕鬆學中文、台語》（哈福企業，2014）、 

4. 《越南人輕鬆學中文、台語》（哈福企業，2014） 

5. 《印尼人學華文不求人》（白象文化，2013） 

6. 《越南人的第一本中文學習書》（統一出版社，2012） 

 

    從筆者列出的出版教材中可以發現，除了針對外籍移工編寫之外，這類教材

通常會對特定國籍的學習者，進行編寫對象設定。這些教材多屬於「工具型」的

教材，為了讓學習者能夠很快地說出目標句，教材內容多以單句翻譯為主要的教

學方式，而沒有搭配相關的語法、句型或活動練習。另外，由於這些教材皆不是

課堂使用的教材，因此須以學習者「可理解的語言」進行編寫，教材中解釋的部

分也皆以學習者的母語進行編寫。以《越南人在家自學漢語》為例，書中的生

詞、句子皆以「漢字-拼音-越南文翻譯」的方式編排，說明的部分則為越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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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這些教材屬於工具書，並非系統性的語言教材，不過可以從閱覽這些教

材的過程中，獲得了許多寶貴的資訊，例如學習者經常談論的主題、對話情境、

角色設定以及常需要用到的句子、詞彙…等，這些內容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因

此本研究將分析、整理幾本已出版的移工教材的內容，了解移工教材主要的編排

主題方向、觀察其中可參考和不足的部分，作為之後教材編寫的參考依據。 

    劉昱均（2018）在編寫外籍勞工教材之前，針對專門為外勞所開設的華語課

程、課程規劃以及教材選用做了資料搜集、整理。他將開設課程的單位分成政府

機關及民間團體，並且列出他們的上課時間、上課教材、課程長度以及分班依

據…等。筆者整理了該研究的內容，並且加上自身所做的調查，將各單位教材選

用的內容列成表格呈現： 

表 3-1 北台灣移工華語課程簡介 

開課單位 使用教材 上課時數與頻率 

1. 新北市政府

勞工局 

市面上一般華語教材、報章雜誌改寫 三小時/每周日 

2. 臺北市勞動

力重建運用

處 

《外籍看護工中文基礎訓練課程教

材》、《廠工華語》、《當代中文課

程二》 

六小時/隔週週日 

3. 桃園市政府

勞工局 

自編教材 依班別而定/每周

日 

4. 輔仁大學文

輔華語文教

學志工隊 

《當代中文課程》系列 三小時/每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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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社團法人台

灣四十分之

一移工教育

文化協會 

自編教材 三小時/隔週日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由各地開課情況可以發現，目前各單位所開設的課程，多數單位是依照「語

言程度」進行分班，並沒有依照「職業」來開課或分班。移工的職業主要可以分

成在工廠工作的「廠工」、在家庭或機構照護的「看護工」以及「家庭幫傭」。

做的工作不同，所需要的詞彙和語言形式也有所差別，教材和上課內容也應有所

區分。不過目前因為資源有限，因此皆合併開班。 

    由開課情況也顯示，針對外籍勞工所開設的中文課程，幾乎都是由政府機關

補助，或是由民間團體所自願發起的中文課程。筆者於撰寫期間拜訪了位於桃園

的移工藝文空間「望見書間 SEAMI」，訪問了該處的負責人與工作人員之後，

發現這跟學習者的生活節奏和來台目的有很大的關係。 

    由於外籍勞工或看護的工作時間很長，且許多人是與雇主同住，他們的上班

時間不固定，也沒有特定的下班或休假時間，所以幾乎不可能報名一般語言中心

或是補習班的中文團體課程。因此以上開課單位的上課時間，都是以週末為主，

並且間隔以一週或隔週一次，一次三到五個小時。 

    另外我們也可以發現，各個開課單位的教材選用原則不太一樣，各個單位之

間沒有特定或共通的使用教材。輔仁大學華語教學志工隊因應不同的開課程度和

內容，選擇的教材也不一樣。在入門班的華語課程中，選用的教材是《當代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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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系列，而在程度較高的班級，則以授課教師自行改寫報章雜誌或文學作品

內容，加入課程中進行教學。 

    而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所主辦的移工中文培訓課程則將學習者分成三個

程度，初級的學習者使用的是《外籍看護工中文基礎訓練課程教材》、中級用

《廠工華語》、高級用《當代中文課程二》。不過由於學習者有廠工也有看護

工，因此初級程度的廠工有可能被分配到看護工教材的班級，而看護工有可能被

分配使用廠工華語的教材，顯示了移工缺乏合適教材的問題。 

 

    根據以上關於移工華語教材和開課情形的介紹和概略中，可以列出目前的移

工華語教材有以下幾點問題： 

1. 缺乏有系統的移工華語教材： 

    目前許多針對移工所編寫的教材多為工具型的語言學習教材，這樣的教材雖

然能夠讓學生快速地說出目標句，不過由於缺乏語法、句型、詞性等概念，可能

會造成學習者學習上的限制。 

2. 針對性不足： 

    目前的移工華語教材所設定的目標學習對象多為「全體移工」，不過移工來

台的職業分成很多種類，其工作內容和語境也完全不同。因此，教材應針對學習

者的職業做分類，才符合教學對象的學習需求。 

3. 應注意學習量切分 

    由於學習者的工作時間長、學習時間不固定…等特性，教材的學習量也應該

做調整，以符合目標學習者的學習習慣。 

    接下來，筆者將針對已出版的移工華語教材進行教材分析，了解它們的編寫

理念、特色和方式，並作為設計看護工華語自學教材的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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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外籍看護工中文基礎訓練課程教材》教材分析 

   《外籍看護工中文基礎訓練課程教材》是台灣目前市面上唯一一本針對外籍

看護工所編寫的有系統的華語教材。以下筆者將檢視其編排架構和主題、內容…

等，以對外籍看護的教材內容和編寫有基本的認識，並且參考可以在自學教材編

寫中參考或補足之處。 

 

（一）教材介紹 

    由於台灣的照護工作需求量逐漸增加，因此對於外籍家庭看護工和機構看護

工的勞動需求也隨之而升。綜觀台灣目前的長照、照護現況，外籍看護工已然成

為整個照護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推手。這本教材的編者提到，「看護工是一項

以人際互動為基礎的服務工作」。他們除了要克服照護技術上的問題，更多的是

要面對文化差異、年齡代溝…等工作壓力，而語言不通或溝通不良經常是導致以

上問題被逐漸放大、日積月累以致有一天爆發的主要原因。 

    有鑒於語言對於外籍看護工和雇主的重要性，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便委託臺

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編纂一本針對外籍看護工所編寫的華語學習教材。《外

籍看護工中文基礎訓練課程教材》於 2015 年出版，全書共一冊，一冊共 30 課。這

套教材分成了四種語言版本，中泰語版、中印尼文版、中越語版以及中英文版，供

不同國籍的學習者選擇合適的版本使用。編者期望透過此教材，提升看護工的基本

中文能力，使看護工和雇主之間的溝通更順暢、更順利。此教材的內容主題是針對

外籍看護工所編寫，不過編者並未將它定義為自學教材。 

    《外籍看護工中文基礎訓練課程教材》全書可於勞動部網站的「中文基礎訓練

教材課程專區」下載，網站上提供了四種語言的版本。而檔案下載的方式是：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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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第一課、第二課…第三十課、參考答案、台灣重要節慶。全書共有 34 個檔案，

需要分別下載，以獲得全冊。 

 

（二）編排架構 

     筆者閱覽了《外籍看護工中文基礎訓練課程教材》一書三十課，並觀察其整

體的教材編排架構和單元設計。透過觀察、檢視教材的整體編排，能夠初步理解教

材編寫者的編輯思維和設計流程，以供後續編寫教材時參考。 

    在封面和序之後，緊接著就開始了第一課。閱覽了這本教材之後筆者把它的編

排架構分成 5 個部分，分別是：課文對話、生詞表、句型練習、練習和補充生詞。

以下將以文字說明教材的呈現方式和編排順序。 

    這本教材主要以「課文對話」為主，每一課的第一部分都是一段對話，而一課

共會有二至三篇對話。對話的漢字旁邊附上注音符號，下面附有漢語拼音，而母語

翻譯則呈現在下一頁。當課的課文對話呈現完畢之後，便是「生詞列表」。生詞呈

現的方式是：序號、漢字生詞、注音、漢語拼音、通用拼音、翻譯。而每篇對話的

生詞表會分開，以一篇對話為一個單位呈現。 

    生詞表過後，便是「句型練習」。每一課大約會有三至五個句型，這個部分完

全以漢字呈現，沒有翻譯或拼音輔助，內容主要以結構、套入句型為主，沒有附上

其他使用上的解釋說明或文法解釋。 

    隨後是「練習」的部分，練習共分成六個小部分，分別是：1. 配對生詞和翻

譯、2. 說出指定圖片的中文、3. 完成句子、4. 句子重組、5. 任務練習、6. 本課重

要句子。全冊共三十課都是以這樣的練習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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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則是「補充生詞」的生詞列表，這個部分不是每課都會出現。補充生詞的

內容主要環繞著當課的主題，進行生詞延伸補充。它的呈現方式和內文的生詞列表

相同，都是以漢字、注音、漢語拼音、通用拼音以及翻譯的方式呈現。 

    另外，教材中的其中幾課，會在頁末下方出現「小叮嚀」。內容是解釋台灣人

的一些語言習慣或文化，例如打招呼的方式（不握手只點頭）、「您」和「你」的

不同、接電話的對話方式…等。不過由於它只出現在教材的前半部分，所以筆者沒

把它列入正規的教材編排架構中。 

 

（三）課文主題與體裁 

   《外籍看護工中文基礎訓練課程教材》一共分成三十課，而編者也因應學習者

可能面對或碰到的不同情境，設計了相應的課文主題。整本書的課文體裁都是以對

話的形式進行，一課當中會有二至三篇對話。 

    課文的對話主題圍繞著看護工「瑪莉」在台灣的生活，在對話內文的鋪陳中，

瑪莉開始了她在台灣的生活，過程中也遇見了許多人物和不同場景，而展開了不同

的對話情境和內容。從最基本的自我介紹、日常起居、日期時間…等生活所需內容，

到比較貼近看護工工作內容的醫院掛號、看醫生、用藥方式、居家照顧…等，都包

含在內。 

    如果仔細分析這套教材中的主題和內容，可以發現從第一課到第十三課，主題

較偏向生活化，涵蓋的是一般日常基礎的交際功能，屬於生活與家事技能的範疇。

而從第十四課開始，課文主題則較偏向看護工平時工作、照護的內容，教材的針對

性也開始增加。例如：照顧失智病人、行動不便者、洗腎病患…等，屬於看護專業

知識與技能的內容。而最後兩課則是要顧及病患的感受，試圖安撫、鼓勵被照護人，

屬於關心與慰問的範圍。 



doi:10.6342/NTU202100439
56 

 

表 3-2 《外籍看護工中文基礎訓練課程教材》全冊主題 

課程 課文名稱 課程 課文名稱 

1 自我介紹 16 看醫生 

2 日常生活 17 用藥方式 

3 日期和時間 18 受看護者行動不便 

4 打電話 19 受看護者臥床或癱瘓 

5 家居與用品 20 照顧失智症病人 

6 廚房 21 意外受傷 

7 飲食 22 在急診室 

8 服裝 23 住院照顧 

9 買東西 24 定期復健 

10 去郵局寄包裹 25 定期洗腎 

11 去銀行 26 居家照顧 

12 交通工具 27 住院看護 

13 天氣與季節 28 鼓勵受看護者 

14 身體部位與感覺 29 轉移病人注意力 

15 去醫院掛號 30 外勞諮詢管道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前幾課的基本、日常會話中，還是可以看出教材對於

學習對象的針對性。例如第一課的「自我介紹」，除了基本的詢問名字之外，還提

到了「年齡」、「結婚」和「小孩」。這些內容通常不會出現在一般語言教材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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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不過在看護工的生活場域中，都是初到台灣時非常實用且必要的會話內容，

所以編者把它們放在第一課，便是針對看護工的需求所設計。 

    另外，由於編者的教學目標是要提升看護工的交際溝通能力，所以全冊都以對

話的形式進行，並且以看護工瑪莉為主角，搭配在真實生活中會碰到的人事物，帶

出不同的語境和主題，符合教材編寫的實用性和趣味性。如此一來，可以使學習者

更快地適應教材，並且對內容產生興趣，達到刺激學習動機的目的。 

 

（四）課文長度 

    教材中課文的篇幅長短，也會影響學習者的學習效果和動機。課文過長，容易

使學習者感到有壓力; 課文過短，則可能使學習者感到缺乏輸入和挑戰。因此，編

者應視學習者的學習習慣、程度，和教材目標，編寫出長度適中的課文。 

   《外籍看護工中文基礎訓練課程教材》的課文體裁皆為對話的形式，每一課會

有兩篇對話，而對話的長度會隨著程度提高而增長。前三課的課文對話長度約為四

至六句語句較短的對話; 而從第四課到第八課，約為六到八句，且語句的長度也開

始增長從第九課開始，對話的句數有時候會超過十句，且句段長了許多。 

    隨著課文主題的延伸、難度調升，需要用到的生詞、語法也變多，因此課文的

對話篇幅也會增長。在這套教材中，課文對話的篇幅隨著課程內容的進行而適量地

加長，讓學習者循序漸進地進入中文學習的語境，是符合科學性的教材編寫方式。

不過，學生在使用自學教材的過程中，由於沒有老師的解釋和帶領，若有不太理解

的地方，可能容易卡住或跳過，造成學習不完整。 

    如何將課文篇幅設計適中，且平均地分配生詞、語法、句型的位置，減少學習

者閱讀、學習上的阻礙，也會是編寫課文時需要注意和仔細規劃的要素之一。筆者

將參考課文內容的難度和需求調查的結果，來安排各課的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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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生詞 

1. 生詞數量 

    這套教材的生詞內容，包含了每課對話一、對話二所提供的生詞以及補充生詞。

補充生詞並非每一課都有，是在談論到特定主題而有一些相關生詞需要補充時，才

會在當課的最後列出。筆者統計了從第一課到第三十課的生詞數量，發現了不同於

一般性華語教材的特色。 

表 3-3《外籍看護工中文基礎訓練課程教材》全冊生詞數量 

課文主題 生詞 補充生詞 課文主題 生詞 補充生詞 

1 自我介紹 22 13 16 看醫生 18 5 

2 日常生活 26  17 用藥方式 18  

3 日期和時間 17 4 18 受看護者行動不

便 

14  

4 打電話 28  19 受看護者臥床或

癱瘓 

13 9 

5 家居與用品 29 14 20 照顧失智症病人 9  

6 廚房 29  21 意外受傷 18  

7 飲食 24  22 在急診室 18  

8 服裝 23  23 住院照顧 18  

9 買東西 19  24 定期復健 10 4 

10 去郵局寄包裹 20 9 25 定期洗腎 13 3 

11 去銀行 23 12 26 居家照顧 18  

12 交通工具 26 4 27 住院看護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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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天氣與季節 23  28 鼓勵受看護者 18  

14 身體部位與感覺 20 25 29 轉移病人注意力 16  

15 去醫院掛號 13 7 30 外勞諮詢管道 25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一般性語言教材，生詞數量通常會隨著課程的進度而遞增，讓難度提高、輸

入變多，增加學習的份量和強度。不過從此教材的每課生詞統計表中可以看到，

《外籍看護工中文基礎訓練課程教材》的生詞數量，並沒有隨著課數的增加而跟

著提高，反而好像減少了。如果不計算補充生詞的部分，前十三課的平均生詞數

量約為 20～25 個，而十四課之後則約為 15～20 個。而在這三十課之中，其中有

十二課有補充生詞，其中又以第十四課的補充生詞數量最多，有 25 個。 

    仔細翻閱教材之後筆者發現，教材生詞數量的多寡，主要和當課的主題和語

境較有關係，並非全然和難易度成正比。例如談論到家居用品和廚房時，就會出

現許多與此主題相關的生詞，因此雖然只是第五和第六課，當課就有 29 個生

詞。反觀第二十課，因為課文主題是在描述一個情況和故事，並非帶出一個全新

的場域和主題，因此生詞就只有 9 個。同理可見，當談論到身體部位與感覺時，

這個主題所延伸、觸及的生詞非常多，而且也是看護工照護內容的重點，因此補

充生詞便有 25 個。 

    從每課生詞的數量來看，我們可以發現這套教材的課程編輯思維，和一般語言

教材有一點不同。《外籍看護工中文基礎訓練課程教材》是以「主題」來區分課程

內容和生詞數量，而非以生詞帶出主題。這樣的課程編寫方式符合專們用途華語的

主題式教學法，以主題為核心，加入語言知識、詞彙、句式等輸入，讓學生練習根

據主題表達他們的意見和想法。 



doi:10.6342/NTU202100439
60 

 

    由於許多看護工學習中文的目的是能夠快速地融入、適應台灣的生活和工作

環境，所以教材選擇用最貼近他們來台生活和工作環境的主題，帶出需要的生詞，

希望學習者能立刻在現實生活中使用，達到刺激學習動機、保持學習熱忱的作用。 

 

2. 生詞分級 

    一本合適的語言學習教材，應該依照學習者的程度，來選擇與該程度對應的詞

彙（蔡雅薰，2009）。若生詞超過或是低於該層級的學習大綱太多，都可能影響學

習者的學習效果。不過，由於《外籍看護工中文基礎訓練課程教材》的性質屬於有

特殊目的的「專門用途語言教材」，因此所選用的詞彙本會與一般華語詞彙分級框

架有所不同，所以筆者不打算將它們放入一般詞彙分級中做檢視。 

    此教材的編寫特色是直接由對話場域，帶出生詞和句型。因此在第一課就出現

了「雇主」這個生詞，屬於較書面的用法。而當課也將「老闆」列入生詞中，同時

顧及了書面和口語用法的差別。另外，在第六課之後，則陸續出現了例如：剩菜、

統編、秤、匯率、回診…等詞彙，顯示了此教材以主題式教學與內容導向教學為編

寫原則的特色，筆者認為在編寫看護工自學教材時，也可以遵循這樣的方式，以主

題或內容帶入生詞，達到以學習者為中心的編寫原則。 

    先前對於教材主題的分析中提到了，這套教材前 13 課的內容屬於日常生活用

語，從第 14 課之後則開始加入看護工照護工作內容的相關主題和詞彙，增加教材

的針對性。因此，前半段的課程內容需要替後半段的內容打好基礎，才能讓學習者

在學習的過程中，順利地步上軌道，吸收更多和照護內容相關的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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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詞注釋 

    除了課堂上的學習之外，生詞注釋對於學生對生詞的掌握度和理解度，也非常

重要。它可以幫助學習者理解詞彙的發音和用法，並且在複習的時候有一個可以查

找、參照的依據。 

   《外籍看護工中文基礎訓練課程教材》分成四種語言的版本，所以生詞注釋的

部分添加了學生母語翻譯的輔助，讓學生能用「可理解的語言」，快速地掌握中文

生詞與母語相對應的意思。其呈現方式為列表，以「漢字生詞、注音、漢語拼音、

通用拼音、母語翻譯」的順序，闡明生詞的意思。而補充生詞亦以相同的方式羅列。

如下例： 

 

 

 

 

 

 

 

 

圖 3- 1《外籍看護工中文基礎訓練課程教材》生詞注釋範例 

    不過，由於生詞表中並未加上詞性說明或生詞例句，因此學生在學到了一個新

的生詞之後，若沒有老師在課堂上說明或補充，恐怕較難掌握生詞正確的用法、使

用時機或情境，而導致學生用錯或不知如何使用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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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在編寫看護工華語自學教材時，若出現意思較抽象，或較難掌握生詞時，

應附上例句，使學習者能夠透過清楚的例句，理解該生詞的使用方法、使用時機和

情況。另外，也可以多利用圖片或是圖表等視覺化的方式，代替文字說明。 

    另外，Dickinson 也在自學教材的特色中提到過「索引與目錄」的重要性，這

麼做的目的是讓學習者能夠快速地找到所需要的內容。因此，許多教材會附上「生

詞索引」，方便學習者查找學過的，或是需要用到的生詞，增加學習的效率，不過

這套教材中並沒有附上詞彙索引。筆者認為，自學語言教材為提供學習者使用教材

上的方便性，應在教材的附錄部分附上生詞索引，方便學習者複習、查找或背誦生

詞，以提升學習的效果。 

 

（六）句型 

1. 數量與注釋 

    這套教材每課約有三到五個句型，而到了教材的後半段，會有句型複習的部分，

讓學習者溫故知新，並稍微減緩學習的壓力。其句型注釋的方式，是在列出指定句

型之後，以表格直接列出固定格式的部分，然後變換句子的內容，讓學生認識句型

的使用方式和意思，請參見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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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外籍看護工中文基礎訓練課程教材》句型範例 

    句型的說明部分沒有英文或是其他語言的解釋或翻譯，全部以漢字以及結構

表格的方式呈現。另外，句型的表格也沒有附上該句型所搭配的詞性或句子的架

構，這可能和前面生詞注釋的方式和整體編輯邏輯有關。 

    筆者認為，這樣的編排方式較適用於對漢字已非常熟悉，或有老師和課堂從旁

輔助的學生。若以自學的角度來看，這樣的編排方式則不便於自學。 

 

2. 難度 

    語言學習若只有詞彙，將如缺乏支架的藤蔓，不管長得多長，永遠只能在地上

前行，無法向上生長。句型之於語言學習也是如此。它會影響語言使用的順暢度及

流利度。語法教學的目的，應在培養學習者組詞造句、連句成篇的能力（張旺熹，

2009）。因此，如何及怎麼架設支架，便是教材編者需要深思熟慮的問題。 

   《外籍看護工中文基礎訓練課程教材》的句型分級與一般華語教材不同，分類

章法也不太明確。它主要將課文中的詞彙，與可變換的句式做搭配，列成句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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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冊共有 101 個句型，不過有些是重複的。筆者整理了教材中列出的所有句型，請

見下表。 

表 3-4《外籍看護工中文基礎訓練課程教材》各課句型 

課序 句型 課序 句型 

1 1. A:（你）+叫什麼（名字）？ 

  B: （我）+叫… 

2. …是… 

3. （你）+幾歲？ 

4. …嗎 

5. A:…了嗎？ B:…了 

16 1. 我___痛（複習） 

2. ____多久了？（複習） 

3. 要多（喝水）… 

2 1. （太太）…+早！ 

2. A:（你）…了嗎？ 

  B:（我）+還沒… 

3. （你）+要吃什麼？ 

  （我）+要吃… 

4. （我）+等一下+要… 

5. A:（你）+（正）在+做什麼？ 

  B: 人+（正）在… 

17 1. …嗎？（複習） 

2. 這是（口服）藥 

 

3 1. A: …（是）星期幾？ 

  B: …（是）星期（一）。 

    …（是）幾月幾號？ 

2. A: 現在（是）幾點？ 

  B: 現在（是）（上午/下

午）…點…分。 

3. A: （我們）+什麼時候…？ 

  B: （我們）+（時間）+… 

18 1. （我）+把+（你）+

（扶）＋（起來） 

2. 複習：一點 

3. （你）+不要+（扶）得+

太（用力） 

 

4 1. 喂！ 

2. 請問，…？ 

19 1. 你+多久+幫阿嬤（翻）+

一次+（身）？ 

2. 小心不要讓+（阿嬤）+

（長壓瘡） 

3. （阿嬤的消毒藥水）+快+

（用）+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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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這/那是… 

2. （你/我/他）的…在這裡。 

3 ….在哪裡…? 

4. …在（這裡/那裡） 

20 1. 阿公，吃藥了 

2. 複習：過 

3. …還沒（吃藥） 

4. …有沒有… 

5. …一…就… 

6 1. …還是… 

2. 還有… 

3. …多久？ 

4. （藥）+在+（餐桌）+（的）+

上面/下面。 

5. （藥）+不在+（餐桌）+

（的）+下面/上面 

21 1. …起來 

2. （你）可以+（走）+嗎？ 

3. （我）+得+（打 119） 

4. （我）+沒辦法+（走） 

7 1. （她）+不+（吃）+（辣） 

2. （她要吃）+（清淡）+一點兒 

3. （太太），（喝）+（一）點

兒+（綠豆湯） 

4. （飲料）+太+（甜）+（了） 

5. （你）+少+（放）+一點兒+

（油） 

6. （綠豆湯）＋有點兒+（燙） 

22 1. 複習：有沒有…? 

2. （你）+跟+（我）+去+

（醫院） 

3. 他+會+馬上去醫院 

4. （阿公）+什麼時候+會

+(醒過來)？ 

8 1. （你）+陪+（阿嬤）+（買了

什麼？） 

2. A:（阿嬤）+要不要+（穿）+

（這件粉紅背心）？ 

 B: 不要/不用。 

3. （他）+（去買）+（一件上

衣），還有+（一件外套） 

23 1.（他的三餐）+一直都+

（很正常） 

2. 複習：把 

9 1. （三明治）+多少錢？ 

2. …幾+（量詞）+（  ）？ 

3. （你）+有沒有+（名詞）？ 

24 1. 記得要+ 帶阿嬤的健保卡

和殘障手冊 

2. 左手+拉+五下 

10 1.（你/我/他）可以…一下嗎？ 

2. （我要）去（郵局）（寄信） 

3. （你）先…再… 

4. （你/我/他）…就  

25 1. 你+把+紗布+（壓）著> 

你壓著紗布 

2. 不要+（抱）+太+（用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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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要...才…  3. （我）+把+（東西）+

（收）好+就可以+回家了 

11 1. 需要/不需要 

2. 用+（名詞）+（動詞） 

3. （動詞）+（名詞）>>把+（名

詞）+（動詞） 

4. 萬、千、百、十、元/塊 

26 1. 帶/推…（出去）… 

2. （動詞）+個+（名詞） 

3. 會不會…？ 

 

12 1. （請問，）…怎麼去？ 

2. 坐…到…下車 

3. 如果…了，就… 

27 1. …著… 

2. …可以…了嗎？ 

13 1. （台灣的）+（夏天）+天氣+

（怎麼樣？） 

2. （台灣的）+（冬天）+（常

常）+下雨 

3. （我）+（不）習慣+（台灣的

氣候） 

4. （秋天）+又+（涼快）+又

（舒服） 

28 1. 要...就要 

2. 一邊…一邊 

14 1. （阿嬤）+怎麼了？ 

2. A: （你）+（哪裡）+不舒

服？ 

B: （我）+（頭）+（暈） 

3. （你）+先+（休息）+一下 

29 1. （我）+先（陪你）+（下

棋），（等一下）+再+（打

電話給老闆） 

2. （我）+就是+（要吃）！ 

3. …，要+（住院檢查）+才

行 

15 1. 我+來+過 

2. 第（一）… 

3. A: 你要掛什麼科？ 

  B: 我要掛…科。 

30 1. …，怎麼辦？ 

2. （你）+隨時+都可以+

（打）！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瀏覽了整本教材的句型內容之後，筆者認為，這套教材的句型選用及說明

有以下兩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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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型編排的界定原則不明 

    鄧守信（2009）對於語法點的界定原則為，「只要是對第二語言學習者而言

需要說明、解釋的語言成分或語言現象，都是語法點的範圍。」而楊玉玲和吳中

偉（2013）則提出「針對性原則」和「典型性原則」，作為語法點劃分的依據。

前者強調的是針對學習者的特點，選擇教學內容; 後者指的是，在教學過程中出

現語法點時，教師或教材應突出語法點的典型意義和用法，而忽略特殊、不常用

的非典型項目。 

    根據前人對於語法點界定的原則，筆者在整理各課的句型時，發現了一些筆

者認為不符合上述原則的語法點，例如：第二課的「早」、第四課的「喂」、

「請問」，第十三課的「下雨」、「習慣」、…等。這些詞彙並不符合語法點界

定的針對性或典型性。 

    另外，還有一些句型，實屬同一種語法點的功能，不過教材並未系統性或完

整地介紹這項功能，因此同一個功能重複出現了好幾次，例如：第六課的

「在」、「不在」被分成兩個語法點，「要不要」、「需要/不需要」、「有沒

有」、「會不會」也都被分成了獨立的語法點，而未介紹「正反問句」的問句形

式。 

二、句型的描述不明 

    鄧守信表示，教材上的語法點描述，應以學習者為導向，主要目的為讓學習者

能夠掌握語言結構。而劉月華等人（1983）則列出四項語法點的描述原則，分別是：

1. 語法意義的描寫要科學、2. 語法意義、規則的描寫要細膩、3. 研究各種語法現

象的交際功能、4. 突出外國人學漢語語法的特點。 

    《外籍看護工中文基礎訓練課程教材》的句型練習部分，僅列出句型的基本結

構，並未對句型的意義、交際功能、規則有進一步的描述。若沒有老師或課堂再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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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教材中的句型做說明或補充，學習者可能難以自行吸收知識內容，或對句型的功

能產生興趣。 

     「語法」是語言中組詞造句、連句成篇的規則（楊玉玲、吳偉中，2013）。

而自學教材應是一種能讓學習者自己學習，不必依賴他人教導的材料（黃政傑，

1990）。因此，綜合這樣的特點，自學教材在編寫語法點或句型時，應根據學習者

的需求和程度，篩選符合這樣特點的語法點，並且根據需求排列語法點。另外，為

了使學習者能夠自行吸收教材內容，教材對於語法點的描述需為學習者可理解的

語言，並且囊括語法點的意義、功能、結構、用法等，並且針對難點做提醒，使學

習者在少了老師或課程指導下也能順利地學習教材內容。 

 

（七）練習  

1. 題型與數量 

    語言教學的最終目的，是要提高學習者的「溝通交際能力」。因此除了吸收教

師課堂授課、教材內容之外，學習者還需要透過組織及歸納，主動地產出所學內容，

達到溝通的目的（葉德明，1990）。語言的輸出關係著學習者是否能運用所學，並

活用於目的語的生活中。而要如何將語言知識從「輸入」，升級到「輸出」，練習

即為不可或缺的關鍵。另外，不同的教材對於聽、說、讀、寫各項技能的要求和設

計也會根據它的學習目標而有所不同。 

   《外籍看護工中文基礎訓練課程教材》每一課的最後都有練習題。練習的題型

和形式固定，每課一共有六種題型。六種題型中，有兩種屬於生詞練習、兩種是句

子、結構練習、一種是綜合任務練習、一種是句子記憶練習。以下將以文字和圖片

說明題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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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課練習的第一種題型都是生詞練習。生詞練習的部分有兩題，第一種題型是

「選擇生詞的意思」，一共會有十個當課的生詞，左邊是漢字與拼音、右邊是翻譯。

學生需要依照漢字生詞，選擇搭配的翻譯。第二種題型是給出四張和生詞相關的圖

片，要學習者說出中文的意思。如下例： 

圖 3- 3《外籍看護工中文基礎訓練課程教材》練習範例 1 

圖 3- 4《外籍看護工中文基礎訓練課程教材》練習範例 2 

    第一種題型除了測試學生是否知道生詞的意思之外，同時也訓練學生的認字

能力。而第二種題型訓練的是學生口語發音的能力以及對生詞的熟悉度。因此，這

兩個生詞練習共涵蓋了說和讀兩種語言技能的練習。 

    生詞練習之後，緊接著是第三種題型「根據圖片完成對話」。這個部分大概會

有三題，題型中會給出三張圖片和一小段對話，對話中會出現底線挖空。學習者要

根據圖片和對話的上下文，填入適當的生詞或句型，完成對話。這個練習涵蓋了讀

和寫兩項語言技能。如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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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5《外籍看護工中文基礎訓練課程教材》練習範例 3 

    第四種題型是「句子重組」，大約有五題，被拆開的詞和詞組會以數字代替。

學生需要熟知生詞、句型、句子架構，將各項詞組組成合語法和語意的句子。如下

例： 

圖 3- 6《外籍看護工中文基礎訓練課程教材》練習範例 4 

    第五種題型為「任務練習」，題目會給出一個任務情境，例如「想幾個話題跟

阿嬤聊天」、「鼓勵阿嬤做復健」…等。題目內容和當課的主題相關，讓學生綜合

當課所學的生詞、語法和文化知識，練習口語表達。如下例： 

 

 

 

圖 3- 7《外籍看護工中文基礎訓練課程教材》練習範例 5 

    最後第六種題型為重點複習，書上列出三句當課重要的句子，不過並未說明練

習的方式或目的。如下例： 



doi:10.6342/NTU202100439
71 

 

 

 

 

圖 3- 8《外籍看護工中文基礎訓練課程教材》練習範例 6 

  

    總體來看，《外籍看護工中文基礎訓練課程教材》中的練習題，較著重在鞏固

學生的閱讀和寫作技能，多屬於封閉型的題型，並在課本最後提供練習的解答，供

學生自行查找答案。 

    筆者認為，在編寫專業華語的自學教材時，可以利用「任務型教學」的模式，

針對不同主題設計不同的任務練習題。另外，練習題的編排位置也不一定非得在單

元結束後才進行，也可以針對課文、生詞、句型的內容，在每個部分之間穿插練習，

最後再結合不同技能進行綜合練習。 

    另外，自學教材的練習如何同時顧及聽力和口說的部分，筆者認為前者需要透

過多媒體的輔助，讓學習者進行聽力練習，而後者可以利用半開放式的問題，讓學

生利用學過生詞或是句型表達自己的意見或回答問題。 

 

（八）排版 

    排版雖然和教學內容較無關聯，但是好的排版能夠使學習更省力，並且提升學

習者的學習動機。這套教材的排版，採用了彩色印刷，在每一課的標題下方，都會

放上一張彩色的圖片，呼應課程的主題，讓內容一目瞭然。 

    不過課文對話的部分，則沒有特別利用粗體、斜體、間隔、顏色…等方式，區

隔生詞和句型。生詞部分用表格翻譯方式呈現，沒有搭配圖片，句型也僅用表格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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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方式呈現。練習題的部分，在「生詞練習」的部分，因為目的是要讓學習者用中

文描述物品或東西的意思，所以會搭配簡單的圖片，以利口語練習的進行。 

 

3.3《印尼人學華文不求人》、《好看護的第一本速查手冊》

教材分析 

    筆者在查詢、瀏覽教材的時候發現，目前市面上針對外籍勞工或是新住民所

編寫的教材，大部分都屬於「工具型」語言教材。這類教材的編寫原則以實用性

為主，目標是讓學習者能以最快的速度，用目的語說出要表達的內容。因此，這

類書籍多以主題和情境分類，並且以句子為單位，採用中文、拼音、母語的排列

順序，以逐句翻譯的方式，呈現單元內容。 

     它的各個單元不一定有課文，可能直接條列與主題相關的句子，作為全冊

的重點。另外，各單元的內容通常不會包含句型、語法等部分，因為要以可以直

接溝通、使用為主，因此不以漸進式的方式進行系統性地教學。 

    筆者瀏覽了市面上針對外籍勞工出版的華語教材之後，選定了《印尼人學華

文不求人》（陳美萍，2013）以及《好看護的第一本速查手冊》（林秀英、何美

娜，2011）這兩本教材，做為教材分析的目標。選定這兩本書籍的原因有四點： 

 

一、針對性：前者是專為印尼外籍勞工所編寫的華語自學教材，後者是專為外    

    籍看護工編寫的照護手冊。兩者的題材內容皆涵蓋家庭看護工可能需要面    

    對、負責的工作內容，可作為看護工華語自學教材的參考依據。 

二、自學教材：這兩本書皆屬於自學教材，分析、觀察它們的內容將有助於筆者

對於自學教材的理解以及編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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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排版設計：這兩本書籍的排版形式特別與一般語言教材不同，有助於之後    

    自學教材編寫的排版參考。 

四、內容主題：前者的情境內容多樣，後者專精於看顧、照護，兩者的內容可互

補，讓筆者對家庭看護工的工作和生活情境有更深入的認識。 

    

（一） 教材介紹 

1. 《印尼人學華文不求人》 

  《印尼人學華文不求人》全書共四十五課，共分成七大主題。這本教材的作者

是一位印尼人，因爲來台就學、工作之後，接觸許多同樣來台工作的印尼勞工，

因而發現許多勞工因為溝通困難，導致無法適應或是與雇主產生不必要的誤會，

因此編寫了這本教材，希望能幫助印尼勞工更順利地用華語溝通以及融入台灣生

活。作者序中也提到，這本教材是針對來自印尼的外籍勞工，特別是看護人員，

所編寫的華語工具書。整本書以漢字、漢語拼音和印尼文為主要說明與解釋語

言。 

2. 《好看護的第一本速查手冊》 

   《好看護的第一本速查手冊》屬於衛教手冊，共分成二十個主題，有英文、

印尼文以及泰文三種語言的版本，內容皆以醫療照護為主。作者為林秀英及何美

娜，兩人皆具備深厚的醫護背景。前者現任台中仁愛之家附設靜和醫院的護理主

任，後者為中山醫學大學附設復健醫院的臨床護理師。作者在工作環境中觀察

到，近年來申請外籍看護全天候照料親屬的人數和比例愈來愈高，不過因為語言

隔閡以及民俗文化的不同，導致看護在照護時產生障礙與不便。因此，作者將中

山醫學大學的護理同仁與外籍看護的交流與教學記錄了下來，並且加以整合，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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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這本工具書，希望能減少醫護、家屬與看護在語言溝通上的困擾，進而提升

照護品質與能力。 

 

（二）主題設計 

     這兩本教材在學習目標的設定上就有根本的不同，一個以日常生活場域為

主要會話情境、一個以醫院照護為主要溝通目的，因此在內容主題的設計和編排

上，也會有所不同。以下將列出這兩本教材的主題，作為編寫參考。 

    《印尼人學華文不求人》將內容分成七個不同主題的章節，章節之下又分成

共四十五個課文主題。它的七個章節主題分別是：1. 生活適應篇、2. 工作篇、3. 

照顧老人篇、4. 交通篇、5. 購物篇、6. 緊急事故篇、7. 請求篇。另外，它將稱

謂、數字、時間、身體部位…等資訊放在附錄，供學習者自行翻閱查找。 

   《印尼人學華文不求人》的內容主題涵蓋了生活中的許多面向，這同時也反

映出了家庭看護工的工作性質。筆者認為此教材的課文主題設計非常豐富且實

用，容易讓擁有相同背景的學習者產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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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印尼人學華文不求人》章節與主題 

篇章主題 課文主題 篇章主題 課文主題 

  第一章： 

生活適應篇 

1.自我介紹 

  第四章： 

交通篇 

24.問路 

2.介紹別人 25.搭公車 

3.興趣、夢想 26.搭捷運/火車 

4.我的家人 27.搭計程車 

5.問候語 28.機場 

6.感謝 

第五章： 

  購物篇 

29.殺價 

7.道歉 30.菜市場 

8.道別 31.夜市 

9.祝賀、稱讚 32.餐廳 

10.給意見 33.飲料店 

第二章： 

  工作篇 

11.熟悉地方 34.便利商店 

12.掃地 35.服飾店 

13.洗衣服 36.鞋店 

14.煮菜 37.藥妝店 

15.倒垃圾 

第六章： 

緊急事故篇 

38.生病 

16.洗廁所 39.看醫生 

17.打電話 40.受傷 

18.接電話 41.遺失 

第三章： 

照顧老人篇 

19.按摩 42.防災準備 

20.在浴室 
第七章： 

請求篇 

43.請求幫忙 

21.復健 44.在郵局寄東西 

22.餵阿嬤吃飯 45.在銀行匯款 

23.吃藥   

附錄 
稱謂、數字、星期、月份、時間、天氣、身體部位、台北/

高雄捷運地圖、美食材料、常見疾病、災害、重要電話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好看護的第一本速查手冊》並非以學習語言為教學目標，而是傳遞衛教知

識。因此全冊的主題皆圍繞著照護技巧和知識為主，並且以「中文-翻譯」的方式

編寫，無提供漢語拼音。主題內容從一般住院病人照護的技巧，例如：皮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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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如何幫病患清潔身體、給藥的方式…到抽痰、關節運動、尿管及尿袋…等，

皆包含在內。雖然家庭看護工的工作內容不一定包含這麼多照護的內容，但是其

中有些是照護老人時基礎且重要的衛教知識。 

    因此筆者認為，在編寫看護工華語自學教材時，也應將部分關於照護的衛教

知識，納入教材編寫的主題當中。並且利用「內容導向教學法」，讓學生透過學

習知識的過程，同時學習語言。在情境脈絡下學習語言，既符合看護工的專業取

向，又符合看護工的語言學習需求，或許能將知識即學即用，並且提升學習者的

學習興趣和自信。 

表 3-6《好看護的第一本速查手冊》各課主題 

《好看護的第一本速查手冊》主題 

1.皮膚照護 11.矽質氣切管居家清潔消毒方法 

2.如何給予病患洗頭 12.蒸氣吸入操作 

3.口腔清潔與洗臉 13.如何清潔病患的氣切造口 

4.如何清潔與洗臉 14.拍痰及姿位引流 

5.病患正確的給藥 15.如何給予臥床的病患進行關節運動 

6.如何進行吞嚥訓練及餵食 16.膀胱訓練方式 

7.如何由鼻胃管灌入食物 17.如何照顧病患的尿管及尿袋 

8.如何給予病患正確的換藥 18.大便訓練衛教單 

9.如何從病患的氣切造口抽痰 19.癲癇患者發作之處理 

10.如何照護病患的呼吸道 20.預防跌倒需知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三）內容編寫 

   《印尼人學華文不求人》在課本的開頭，編排了本書的使用方法，說明課文

的編排邏輯及形式。由於本書屬於自學教材，因此說明內容的項目及功能，將有

助於學習者更快速地理解編輯者的用意，並順利地進入學習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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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使用方法之後，還有「人物介紹」。編者設定了來自印尼的看護工

「Wati」，作為全書的主角。並且加入王太太、王先生、阿嬤…等家庭成員，創

造出符合家庭看護工日常生活的人物情境。《印尼人學華文不求人》也在進入課

程前，介紹了聲調和漢語拼音的發音方式。編者用印尼文和漢拼發音相近的單

字，說明漢拼子音和母音的發音，幫助學習者掌握漢拼的發音方式。 

    而各課的內容和編排，主要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基本句型，第二部分

為延伸句型，第三部分為會話。內容都圍繞著該課的主題，並且透過「補充說

明」的欄位，延伸生詞內容。另外，若課文句子中提到的生詞或句型較複雜，或

是有其他的延伸意思，則會在下方利用印尼文補充說明，如圖 3-9。 

圖 3- 9《印尼人學華文不求人》句型範例  

    筆者認為，這樣的編排方式符合自學教材編寫的特點，利用可理解的輸入幫

助學生在沒有老師的情況下，也可以理解教材內容並且獲得額外的補充資訊。另

外，課文的編排模式與一般性教材不同，它的排列方式是先說明基本的句型和生

詞，並且根據基本句型的內容延伸補充句型之後，才進入該單元的對話內容。筆

者認為，這樣的編排方式是根據學習者的學習順序，先學生詞、句型，再學課

文。在語言課堂中，教師也經常以這樣的順序進行教學。因此筆者在編寫看護工

華語自學教材時，會參考這樣的模式進行單元內容的編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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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好看護的第一本速查手冊》並非語言學習教材，內容編寫也不是以一

般教材的編寫邏輯思維所設計，因此筆者將不對此教材進行內容編寫分析。 

 

（四）設計與排版 

   《印尼人學華文不求人》在設計與排版上，相較於一般課堂語言學習教材，

更展現出了自學教材在排版上的特性。由於沒有教師提醒學生劃重點或是在課堂

上做補充，因此自學教材必須在編寫內容和設計排版時，融入教學行為，使教師

有如躍然紙上一般，與學生進行學習交流互動。 

    此書以雙色印刷，因此在圖片和文字的設計上能夠做更多的變化。而在排版

部分，也做了以下幾項設計，來加強其內容的功能性與趣味性： 

1. 圖片豐富： 

   《印尼人學華文不求人》全冊的圖片豐富，且生動活潑。每一課的主題

下方，都繪製了跟該主題課文相關的圖片示意圖，不僅能抓住學習者的目

光，也能讓人迅速地進入新的課程主題。另外，在對話的人物部分，它不以

文字標示，而是以人物圖片顯示。此作法使整體版面看起來更生動、有趣，

如圖 3-10。 

圖 3- 10《印尼人學華文不求人》課文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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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利用特殊符號： 

    在文字排版部分，設計者利用底線標示特定句型，並用米字和星號，標

示會另外補充說明的生詞。 

3. 字體： 

   《印尼人學華文不求人》的每個句子都會以四種方式呈現，由上而下分

別是：印尼文翻譯、漢字、漢語拼音、印尼文拼音。每種呈現方式都會以不

同的字體顏色或字型標示，因此整體版面看起來不會太過單一或繁冗。 

4. 生詞表： 

    在全書的最後，附上了各課的單字所以生詞表，方便學生複習或是查找

所需的生詞。 

5. 多媒體配套： 

   《印尼人學華文不求人》課本附上一張多媒體光碟，並在課本的每個單

元旁邊標上在多媒體光碟上的單元查找數字。其內容包含課程開始前的漢語

拼音、標題、基本句型、延伸句型以及對話的部分。讓學習者可以一邊聽正

確的發音，一邊搭配課本的漢字與拼音，練習中文的發音和聽力。 

 

3.4 小結 

    外籍家庭看護工由於工作時間長、休假時間少且不固定，因此無法參與一般

華語教學課堂。目前市面上針對外籍看護或是外勞所編寫的教材多屬於自學式單

句翻譯之工具書，且多以國別化的方式出版，讓學習者能夠透過母語翻譯學習中

文，降低初學外語的焦慮感。 

    筆者分析了《外籍看護工中文基礎訓練課程教材》和《印尼人學華文不求

人》，兩者都是針對外籍看護工或是勞工所編寫的華語學習教材。唯前者屬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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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華語教材，後者為自學華語教材。因此，其編輯邏輯和思維也有所不同。不過

兩者在內容主題的編寫上，呈現了很大的共通性，可作為筆者後續編寫家庭看護

工自學教材時的題材參考。 

    而《好看護的第一本速查手冊》雖非華語學習教材，不過其內容包含了看護

工的專業照護工作內容，且呈現看護工工作的特殊及專業性。因此筆者列出了此

教材的內容主題，並且將參考主題下的衛教內容，希望能夠作為之後教材編寫的

生詞或句型參考。以下將以表格呈現《外籍看護工中文基礎訓練課程教材》和

《印尼人學華文不求人》的教材比較： 

表 3-7《外籍看護工中文基礎訓練課程教材》、《印尼人學華文不求人》教材比較 

教材名稱 《外籍看護工中文基礎訓練課

程教材》 

《印尼人學華文不求人》 

教材種類 專業華語教材 自學華語教材 

印刷 書面彩色 電子檔彩色 

目標學習者 外籍看護工 印尼外籍移工 

課數 30 45 

生詞數量 約 20 約 15 

句型數量 5 無 

生詞注釋 漢字-注音-漢語拼音-通用拼音-

母語翻譯 

漢字-漢拼-印尼文拼音-印尼文

翻譯 

課文體裁 對話 對話 

練習活動 有 無 

多媒體配套 無 課本 CD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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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方法與需求調查 

 

   本論文的研究目的為：1. 瞭解外籍看護的華語學習需求、2. 分析自學教材的

特點、3. 分析現有外籍看護華語學習教材的特點、4. 編寫外籍看護華語自學教

材。 

    為達到以上的研究目的，筆者採用內容分析法和調查研究法，分析華語自學

教材以及外籍看護華語學習教材的特點，並且對外籍看護工進行華語學習需求調

查，分析調查結果。最後，利用前面所瀏覽、分析、蒐集到的資料，做為研究理

論的基礎，編寫外籍看護工華語自學教材。 

 

 4.1 研究流程 

    本論文將運用內容分析法以及調查研究法進行看護工華語自學教材的研究及

編寫，而以下將說明本論文的研究流程： 

1. 探討外籍看護工的工作型態、工作內容以及生活上的中文使用情形。確認研

究目的以及研究問題。 

2. 針對與本研究相關的主題進行文獻探討，其中包括：華語教材的編寫原則、

自學教材的編寫原則、專門用途語言教學，確認看護工華語自學教材的編寫

原則與教學法。 

3. 為了對外籍看護工所需要的內容主題有更深入的了解，筆者調查了市面上針

對看護工編寫的華語教材內容，並分析了《外籍看護工中文基礎訓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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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印尼人學華文不求人》、《好看護的第一本速查手冊》這三本教

材，並將他們的特點做比較及整理。 

4. 針對不同的內容主題，選出最合適的研究方法：內容分析法和調查研究法。

利用內容分析法決定教材內容主題與搭配的教學法，並以調查研究法進行學

習者需求分析和非正式訪談，以學習者為中心設計教材。 

5. 分析需求調查結果，確認目標學習者的基本背景、中文程度、中文學習情況

以及有興趣、需要的主題，另外還有學習習慣。藉由這些資訊確認教材的編

寫內容、單元長度以及編寫重點。 

6. 提出看護工華語自學教材之編寫規劃、內容架構以及教材設計，並且說明編

寫理念及設計原則。 

7. 提出本研究的結論以及關於看護工華語自學教材的編寫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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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1 看護華語自學教材研究流程 

 

4.2 需求分析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是替在台灣的外籍看護工編寫適合他們工作及生活型態的

華語自學教材。為了能夠設計出更有針對性以及目的性的教材，筆者透過需求調

查，搜集編寫教材所需要的資訊，藉以初步理解他們的語言程度、語言使用情況

以及教材主題需求。本章將敘述需求問卷的設計與發放過程，接著分析需求調查

的結果，最後在小結中統整調查後的發現以及對自學教材設計的影響和意義。 

 

 

提出研究問題 

 

確認研究問題與目的 

 

文獻探討： 

1. 華語教材編寫原則 

2. 自學教材編寫原則 

3. 專門用途語言教學 

 

 
移工華語教材分析 需求調查

https://fw.wda.gov.t

w/wda-

employer/home/cou

rse 

 

看護華語自學教材編寫範例

設計 

結論與建議 

非正式訪談 

 

https://fw.wda.gov.tw/wda-employer/home/course
https://fw.wda.gov.tw/wda-employer/home/course
https://fw.wda.gov.tw/wda-employer/home/course
https://fw.wda.gov.tw/wda-employer/home/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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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問卷設計與發放 

    本問卷實施的目的，主要是想要理解外籍看護工平常的語言使用情形、中文

學習方式、歷程及調查學習者感興趣、覺得重要的學習主題，做為編寫教材的依

據。本研究問卷的內容參考了許銘桂（2009）對新移民華語學習需求的問卷設

計、前人的教材設計調查以及學習習慣調查研究編寫而成。 

    本研究的需求調查問卷一共分成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參與調查者的基本資

料，包含國籍、性別、年齡以及來台灣的時間。目的是對學習者的背景有基本的

認識; 第二部分是他們的中文程度及溝通情況，問卷內容包括：中文程度自評、

日常生活中文使用頻率、中文理解程度、中文與工作的關係…等。目的是想調查

學習者目前的中文程度以及語言使用情況。第三部分是中文學習管道與習慣調

查，包括過往的中文學習經驗、學習的媒介或管道、學習難點以及學習習慣。第

四部分則是關於自學教材的主題調查，研究者根據先前分析的教材內容，歸納出

十二個主題，讓學習者排列需求程度的高低，藉以作為自學教材主題情境設計的

依歸。 

    由於考慮到看護工的語言背景不同，若問卷以中文或英文呈現都有可能產生

填答的疑慮和問題。因此研究者在需求問卷設計完成之後，將問卷翻譯成三種語

言，分別有印尼文、越南文和菲律賓文。翻譯完成之後，便開始進行問卷發放。

由於看護工的休假時間少，且不都居住在交通方便、人口密集的地方，因此考慮

到紙本填答的困難性，此次需求問卷是以 Google 表單的形式進行填寫。填寫本

需求問卷的對象主要有研究者身邊和親朋好友認識的看護工以及參與 2020 年 6

月由臺灣外籍工作者發展協會（Global Workers Organization, GWO）所承辦的台

北市移工中文培訓課程的看護工學員。 



doi:10.6342/NTU202100439
85 

 

4.2.2 問卷結果分析 

   本需求調查一共有 100 人填寫問卷，其中有效問卷為 84 份。問卷共分為四種

語言，英文版的問卷樣本請見附錄一。 

 

1.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表 4- 1 需求調查問卷參與者國籍 

    填寫本問卷的參與者一共有 84 人，分別來自越南、印尼和菲律賓。其中以

印尼填寫者的人數最多，共有 40 人填寫，占總人數的 48%。再來是菲律賓，有

34 人填寫，占 40%。最後是越南，有 10 個人填寫，占 12%。 

 

表 4- 2 需求調查問卷參與者性別與年齡 

2.性別 3.年齡 

男 女 20～25 26～30 31～35 36～40 41～45 

0 84 9 16 22 25 12 

    由於工作性質的關係，填寫需求問卷的參與者皆為女性，一共 84 人。而年

齡群的分佈，則較集中於 31～40 歲之間。30 歲以下的學習者共有 25 人，占

30%; 31～40 歲的學習者共 47 人，占 56％; 而 40 歲以上的學習者有 12 人，占

14%。 

1.國籍 

項目 越南 印尼 菲律賓 合計 

人數 10 40 34 84 

百分比 12% 48% 4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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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3 需求調查問卷參與者來台時間 

4.來台時間 

1 年以下 1～2 年 2～3 年 3 年以上 

4 11 8 61 

    參與者的來台時間，1 年以下的共有 4 人，占 5%; 來台 1～2 年的，共有 11

人，占 13%; 2～3 年的共 8 人，占 9％; 而人數最多的是來台 3 年以上，共 61

人，占 73%。這也顯示了大部分外籍看護都計劃長期在台灣工作、生活，因此以

中文溝通、解決問題的需求和重要性也不言而喻。 

 

2. 第二部分：語言能力和工作情況 

    此部分想調查的是參與者的中文語言能力自評以及她們平時生活中語言和工

作之間的關係。 

圖 4-2 需求調查問卷參與者中文能力自評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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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不好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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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好

15%

好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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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問卷結果可以發現，相較於閱讀和寫作能力，大部分參與者對自己的聽力

和口說能力較為滿意。在這兩項能力的調查中，「非常不好」的選項人數皆為

0，而「不好」的選項也僅占 3%和 19%。反觀閱讀和寫作，認為自己這兩項能力

「非常不好」的參與者分別有 13%和 18%; 而「不好」的比例則是 39%和 37%。

顯然，大部分看護工的中文能力普遍呈現「聽說強、讀寫弱」的現象。 

表 4- 4 需求調查參與者中文使用頻率 

2. 在您目前的日常生活中，使用中文的頻率是？ 

選項 80%以上 60～80% 40～60% 20～40% 完全不說中文 

人數 19 31 20 11 3 

百分比 23% 37% 24% 13% 3% 

 

表 4- 5 需求調查參與者與雇主溝通中文理解程度 

3. 雇主說的話，您大概能理解多少？ 

選項 80%以上 60～80% 40～60% 20～40% 完全不能理解 

人數 15 36 22 10 1 

百分比 18% 42% 27% 12% 1% 

     第 2 和 3 題，筆者調查了看護工平時的中文使用情況和理解程度，發現參與

者平時使用中文的頻率頗高，有 23%的人表示自己有 80%以上的時間使用中文溝

通; 37%的人表示有 60～80%的時間使用中文，兩者共占了一半以上。至於雇主

說話的理解程度，有 18%的人認為能夠理解 80%以上; 42%的人認為能夠理解

6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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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6 需求調查參與者與雇主誤會頻率 

4. 曾經因為語言溝通問題而跟雇主產生誤會的頻率是？         

選項 常常 有時候 不常 從來沒有 不知道 

人數 7 45 26 6 1 

百分比 8% 53% 31% 7% 1% 

 

表 4- 7 中文能力與改善關係意見調查 

5. 您覺得提升中文能力，將有助於提升您與雇主之間的關係 

選項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人數 70 13 0 1 0 

百分比 83% 16% 0% 1% 0% 

 

表 4- 8 中文能力與工作順利度意見調查 

ˊ6. 您覺得提升中文能力，能夠讓工作變得更順利 

選項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人數 68 14 1 1 0 

百分比 81% 17% 1% 1% 0% 

      第 4 題「曾經因為語言溝通問題而跟雇主產生誤會的頻率」，有 8%的人表

示「常常」、53%的人選擇「有時候」，而「不常」、「從來沒有」和「不知

道」的人，一共佔了 39%。由此可知，雖然許多看護工覺得自己可以聽懂雇主大

部分所說的話，不過還是有 60%以上的人認為自己「有時候」或「常常」和雇主

因為溝通問題而產生誤會。第 5 和 6 題的結果顯示，90%以上的參與者皆同意，

若能提升中文能力，將可以改善他們與雇主的關係，也能夠使工作更順利。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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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溝通是雙向的，尤其是當生活和工作緊密連結時，更需要勞雇雙方互相合作、

了解對方的想法，使關係更和諧、提升工作效率。 

 

3. 第三部分：中文學習情況 

 

表 4- 9 需求調查參與者來台後中文學習調查 

1. 您來台灣以後，學了中文嗎？ 

選項 是 否 

人數 56 28 

百分比 67% 33% 

 

    本題詢問了研究參與者來台以後學中文的情況，有 67%的人來台灣以後學了

中文，而有 33%的人表示沒學。本題未限定學中文的場域或方式，只是想初步了

解是否有這樣的行動，了解學習者的行為習慣，做背景調查。 

 

表 4- 10 需求調查參與者中文學習管道 

2. 您在台灣主要透過哪些方式學中文？ 

選項 人數 選項 人數 

上中文課 32 日常生活 25 

中文學習網站 11 看電視 11 

中文學習 App 14 看影片 11 

其他 家人（14 人）、自學（1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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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題為複選題，詢問學習者在台灣主要透過哪些方式或管道學習中文。問卷

結果由高至低排列為：上中文課（32 人）、日常生活（25 人）、中文學習 App

（14 人）、中文學習網站（11 人）、看電視（11 人）、看影片（11 人）。而在

其他的部分，有學習者補充了：家人（14 人）和自學（12 人）這兩種學習方

式。其中家人，指的是與學習者同住的台灣家庭，而自學指的是學習者自行閱

讀、使用身邊的中文教材學習中文。 

   從結果可以發現，看護工學習中文的管道非常多元，主要方式不限於中文課

堂。由於工作性質和生活模式的關係，許多人是透過日常生活和與雇主家庭的相

處互動中學習中文。另外，許多人也透過數位科技的輔助進行自學。 

 

表 4- 11 需求調查參與者中文學習難點 

3. 在您先前學華語的經驗中，哪個部分是您覺得最難的？ 

選項 聽 說 讀 寫 

人數 2 16 24 42 

比例 2% 19% 29% 50% 

    有超過一半的學習者認為「讀」和「寫」是中文最難的部分，其中「寫」占

了 50%，「讀」29%。顯示「漢字」對看護工來說是學習中文最大的難點。 

 

表 4- 12 需求調查參與者中文進修意願 

4. 您願意利用工作之餘的時間，繼續提升中文能力嗎？ 

選項 是 否 

人數 81 3 

比例 9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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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顯示，大部分看護工有學習中文的意願。有 96%的人表示願意在工作之

餘的時間，繼續提升中文能力。而僅 4%的人表示不願意。 

 

表 4- 13 需求調查參與者中文學習時數意願調查 

5. 您每天大概可以花多少時間學習中文 

選項 15 分鐘 30 分鐘 30～60 分鐘 60 分鐘以上 不知道 

人數 9 11 20 38 6 

百分比 11% 13% 24% 45% 7% 

    承上題，「您每天大概可以花多少時間學習中文」，有 45%的人選擇 60 分

鐘以上、30～60 分鐘占 24%、30 分鐘占 13%、15 分鐘占 11%，不知道占 7%。 

 

4. 第四部分：教材主題與需求調查 

    問卷的最後一個部分，研究者調查了學習者最感興趣、最需要的教材主題，

作為編寫自學教材時主題排定和內容份量的參考。問卷內容中的主題選定，是來

自市面上針對外籍看護工、移工出版的教材主題，經過研究者歸納、整理而來，

一共列出了 12 個主題。非常需要為五分、需要為四分、不需要為三分、完全不

需要為兩分，最後算出分數加總的平均值，由高至低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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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4 看護華語主題需求調查 

1. 主題需求程度 

主題 

需求程度人數 平均分數 

非常需要 需要 不需要 完全不需要 數值 

1. 醫院看病 45 35 4 0 4.49 

2. 郵局銀行 44 37 3 0 4.49 

3. 飲食烹飪 42 40 2 0 4.48 

4. 交通 42 39 3 0 4.46 

5. 購物 41 41 2 0 4.46 

6. 天氣與季節 36 45 2 1 4.39 

7. 家事 34 47 3 0 4.37 

8. 家庭照護 34 46 4 0 4.36 

9. 旅遊 34 46 4 0 4.36 

10. 關心慰問 35 42 5 2 4.3 

11. 休閒活動 31 45 8 0 4.27 

12. 台灣文化 30 39 3 1 3.77 

 

    結果顯示，學習者認為最需要的主題內容前三項分別為：醫院看病、郵局銀

行和飲食烹飪。這樣的數字結果符合研究者對於目標學習者工作性質和內容的預

期。由於有些看護工經常需要陪伴長者去醫院看病、在家幫忙做飯，或是到郵局

或是銀行辦理儲匯業務，因此這三個主題也被選為最需要的學習主題。而最不需

要的主題前三名分別是：台灣文化、休閒活動和關心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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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認為，會出現這樣的結果，是因為填寫問卷的學習者有一半以上都已經

在台灣住了三年以上，對台灣文化已經有所認識，所以覺得不需要再學習。另

外，由於看護工說中文的對象多為雇主或家庭中的成員，而每個人與雇主或家庭

成員的緊密度不同，因此也不一定每個人都能夠與他們談論休閒活動，或是進行

關心慰問，因此得到了這樣的結果。 

表 4- 15 需求調查參與者漢字讀寫需求 

    有 79%的學習者表示自己平時有認字或是寫字的需求，21%表示沒有這樣的

需求。而在先前的調查中，可以看到在「中文能力自評」的部分，「閱讀」和

「寫作」是超過半數的學習者認為程度最不好，也是最困難的部分，顯示了漢字

對學習者來說，是學中文的一大瓶頸。 

    做完需求調查後，筆者又進一步針對「讀」和「寫」的需求，與學習者進行

了訪談。結果發現，學習者對於認讀和書寫漢字十分感興趣，主要需要的面向為

例如：買東西、填表（郵局寄東西、醫院掛號）、指示牌…等，與生活和工作內

容相關的部分。因此，在漢字教學的部分，可以著重在這幾個主題，利用內容導

向教學法融入真實材料，作為語言學習的教材。 

 

 

 

 

2. 您平常有沒有認字或是寫漢字的需求？ 

 回答 有 沒有 

回答人數 66 18 

百分比 79% 21% 



doi:10.6342/NTU202100439
94 

 

4.2.3 小結 

   研究者對於外籍看護工的中文學習進行了需求調查，發現了一些特點，也從

數據結果中得到了對教材編寫有益的資訊。以下列點說明： 

 

1. 目標學習者的性別： 

     透過平時的觀察和需求調查的結果顯示，家庭看護工的性別幾乎皆為女

性。因此，在教材內容的設計方面，也可以針對女性在生活中可能會碰到的事情

或需求內容進行編寫。 

2. 主題設定： 

    從數據結果可以看到，學習者認為最需要的主題內容前三名分別是：醫院看

病、郵局銀行和飲食烹飪，其次是交通、購物…等。可以發現，這些主題大多數

是有關生活技能的內容，顯示學習者對這方面的需求和興趣，因此教材內容將把

這些主題納入編寫。同時，配合看護工的工作性質，搭配照護知識與技能、關心

與慰問等專業知識的內容，讓學習者同時學習生活和工作的語言知識和交際功

能。 

    另外，從需求調查的數據結果中我們可以發現，有關台灣文化的主題被排在

最後，這可能和學習者來台灣的時間長短有關。基本資料顯示，有 73%的學習者

已經來台灣超過三年，對於「台灣文化」應該較為熟悉。因此，在編寫看護華語

教材時，若要編寫文化相關主題，可能要挑選較深入的文化點或意涵，才能讓學

習者產生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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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習難點 

    從需求調查結果中可以看到，看護工普遍認為自己的讀、寫能力比較差，而

也有將近八成的看護工表示，自己有讀寫漢字的需求。因此，看護工自學教材應

在這個部分做加強，引導學生認識基本、常用的漢字，並且針對學習者最迫切需

要的內容下手，將真實材料帶入教材內容，提供能夠引發動機的元素。另外，也

應設計漢字教學和練習的部分，提供學習漢字的方法。 

4. 學習時間  

    自學教材的單課學習時間設定，對於學習者是否能夠持續不斷地學習，有很

大的關係。從調查結果來看，學習者願意付出的學習時間不太一致，有將近一半

的人選擇每天學習 60 分鐘以下，一半選擇 60 分鐘以上。若單課內容過多、學習

時間過長，可能使部分學習者感到有壓力、難以持續。因此在單課學習時間的調

配上，將以一次 30 分鐘左右為主。若還有餘力想繼續學習的人，則可以先行閱

讀下一個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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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外籍看護工華語自學教材設計與編寫 

 

    本章根據需求調查的結果，設計看護華語自學教材的編寫架構、特色，並編

寫教材內容。本教材希望能夠讓在台灣工作的看護華語學習者，獲得更多與工作

領域相關的詞彙，並且使用正確的語法知識，提升溝通和表達能力。以下分成四

個小節，說明教材編寫的思路及設計理念。 

 

5.1  教材設計的理念與特點 

     在台灣工作的外籍看護工學習中文有幾個比較大的問題和困難，其中包括

工作時間長、學習時間短、休息時間不固定、沒有合適的教材…等等。其實，看

護工的生活及工作環境，可以說是很好的「沈浸式」學習環境。趙金銘（2009：

212）說：「學習語言最大的有利條件就是社會語言環境」。若能好好地利用，

並以適合的方式引導學習，相信將對看護工的中文能力有一定的幫助。因此，看

護華語自學教材期望能做到的，便是提供學習者適合他們生長的學習鷹架，讓學

習者能夠順著鷹架生長，吸收到更多的陽光和養分。 

 

5.1.1 教材設計的理念 

    現有的華語教材雖然種類繁多，不過針對性不足，較難針對有特殊目的、專

業知識的學習者設計教材內容與主題，引起學習者的興趣與動機。另外，一般性

的華語教材多以課室學習為編寫初衷，非自學，這也可能造成學習者在閱讀、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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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使用上遭遇一些困難，進而導致學習中斷。因此，本研究擬設計、編寫外籍

看護華語自學教材，主要的編寫理念有四點： 

一、容易學、輕鬆學： 

    調整單課內容量，將大目標切成許多小目標，使時間有限的學生也能從學習

中獲得成就感，延續學習中文的行動和興趣。 

二、提供學習建議： 

    市面上許多自學教材因為學習目的不同的關係，常以單句翻譯的方式編輯教

材。不過，研究者希望，此份自學教材除了教導語言方面的知識以外，也能夠提

供學習者有關學習中文或查找相關資訊的建議，擴展學習者的學習管道。 

三、提升學習者的自信心 

    語言是溝通最重要的載體。提升語言程度，除了能夠增進瞭解他人、自我表

達的能力之外，還能夠使工作進行得更順利，增加自我價值認同和自信心。 

四、使生活更便利、融洽     

    生活在台灣、在台灣的家庭中工作，處處都需要使用中文進行溝通、交流。

因此，增進中文能力、學習漢字，能夠減少學習者日常生活中的障礙，並且使學

習者與雇主、仲介的溝通更融洽。 

 

5.1.2 教材設計的特點 

    本論文欲編寫之看護工華語自學教材結合了華語教材、自學教材和專門用途

語言教材的編寫原則，並且根據學習者需求分析進行設計與編寫。綜合以上的編

寫原則和特色，看護工華語自學教材共有以下設計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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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針對性強 

    教材以外籍看護工的學習需求做為出發點，進行設計編寫，並且針對看護工

在生活中可能會遇到的情境或狀況，於教材中進行內容編排和設計。學習者能夠

在書中獲得最實用、最貼近真實情境的詞彙和句型，維持學習動機，並且加強照

護職場和日常生活中基本的語言溝通能力。 

二、主題式內容編排 

    教材主題依照需求調查的結果及文獻探討中整理的相關技能，進行主題設計

和編排。教材中的主題圍繞著看護工在台灣的生活圈，以不同場域和情境，帶出

不同的對話內容。例如：菜市場、醫院、診所、郵局、銀行、家務…等。這樣的

編排除了希望能夠引起學習者的興趣之外，還能加強學習者在真實語境下的語言

表達和理解能力，達到提升語言溝通能力的目的。 

三、適合自學 

    本教材的編寫初衷為讓沒有時間、沒有學習資源、學習機會的看護工，能透

過自學，達到學習的目的。因此，本教材將遵循自學的特色，幫助學生在沒有老

師、課程的引導下，也能順利吸收課本中的知識內容。其中包括：單元提示、學

習引導、難點提示、指導語...等。另外，解釋說明的部分為學習者可吸收、理解

的語言，並且以口語化的形式編寫，拉近與學生的距離，降低學習的焦慮感。 

四、單元學習量小、提高學習動機 

    考量到看護工平時工時長、休假少的情況，本教材將把教材中各單元的學習

份量減少，以類似「少量多餐」的方式，進行教材編寫與內容安排。因此，每一

課的學習時間將安排在二十分鐘以內，並且以大量復現以及搭配練習的方式，達

到學習最大化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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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兼顧生活、家務與照護專業 

    看護工的工作內容多且雜，從居家家務至照護、關心，都是生活中需要面對

的工作項目。看護自學教材將內容分成四大主題，包含：生活技能、居家家務、

照護工作、關心與陪伴，內容涵蓋了看護工可能需要具備的各種語言技能，幫助

學習者多方面提升語言知識。 

    以上五點為看護華語自學教材的設計特點，希望透過這些特點，讓外籍看護

工在沒有教師的輔助下，也能透過自學掌握教材內容，不受時空限制地達到學習

的效果和目的。 

 

5.2 教材主題的安排 

     本研究針對來台灣工作的外籍看護工，編寫看護華語自學教材。根據文獻

探討、教材分析和學習者需求調查所得到資訊和結果，看護華語教材的內容一共

可分為四個主題、十二個單元，分別是： 

一、 生活技能：1. 個人、2. 房屋與家庭、3. 購物、4. 交通與娛樂、5. 天氣、

6. 郵局銀行 

二、 居家家務：7. 家事、8. 飲食 

三、 照護工作：9. 照護技能、10. 照護知識 

四、 關心與陪伴：11. 鼓勵、12. 關心 

 

    筆者在設計主題下所包含的單元時，參考了一般性初級華語教材、移工華語

教材、網路上的照護技能資源、照護手冊以及衛教手冊…等材料，做為主題和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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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編寫依據。希望能將語言知識與專業知識連結，編寫主題式的看護華語教材

內容。 

    教材單元的編排順序，按照學習者來台灣生活可能會發生的情況的先後順序

來做安排，難度循序漸進，由簡到難。教材的開始先以學習者可能最先碰到的生

活場景為開頭，接下來一步一步深入到生活中的其他情境，再延伸至、居家家

務、照護工作，最後是關心與陪伴。而與各單元搭配的語言點主要也是依照實用

性進行編排與設計。 

    看護華語自學教材的十二個單元中，共包括四十二課。希望能藉由不同話題

的討論，培養學習者的溝通表達與閱讀理解能力。以下為看護華語自學教材的主

題、單元、課文標題及語言點大綱： 

表 5- 1 看護工華語自學教材主題大綱 

分類 一、生活技能 

課 單元 課文標題 語言點 

1.   

個人 

歡迎你來台灣！ 是、不、嗎 

2.  你吃不吃豬肉？ A-not-A、呢、會 

3.   

房屋與家庭 

新的家人 有(possessive)、的 

4.  房間在哪裡？ 在(locative)、方位詞 

5.  爺爺不喜歡喝水 都、有(existence) 

6.        

 

 

我常來這裡買東西 常、也 

7.  能不能幫我找這個？ 能、幫、在

(progres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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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購物 

菜市場真好玩 量詞、Vs+一點 

9.  去餐廳吃飯 有一點、VV 看 

10.  便利商店太方便了 太…了 2、可以、了 2 

11.  你還需要什麼？ 以前/以後、要是...

就… 

12.   

交通與 

休閒娛樂 

星期天放假 比較句、怎麼+V 

13.  第一次去台北 時間、從…到… 

14.  火車站大廳怎麼走？ V 著、先…再…、從...

往... 

15.  坐捷運不能喝水 的時候、了 1、得 

16.  天氣 台灣怎麼這麼熱？ 快…了 2、Vs 死了 

17.  

郵局銀行 

我要寄包裹 V 到(destination)、就 

18.  匯錢給家人 離、每、不/沒 

二、居家家務 

19.   

家事 

每天都要倒垃圾 才、把...V 了 

20.  地板拖過了嗎？ VR（動補）、過 

21.  洗好了就去休息 V 了…就…、把+VR  

22.     

 

 

 

台灣菜 vs.印尼菜 V 起來、形容詞重

疊、比起來 

23.  我是小廚神 好/難+V、V 完 

24.  爺爺愛吃我做的蒸蛋 按照、V 到（動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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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飲食 超級食物 得/不（Potential 

capability）、V 下去

（持續） 

三、照護工作 

26.   

 

 

 

  

照護技能 

掛號 趁、就要…了 

27.  醫生說什麼？ 是…的、越…越… 

28.  身體檢查 才（條件）、連…

都… 

29.  用藥資訊 一 M 一Ｍ 

30.  幫奶奶洗澡 被、V 掉 

31.  測量血壓、心跳 一邊…一邊…、V 走 

32.  該換藥了！ 除了…還…、的話 

33.  餵爺爺吃飯 就算、只要…就… 

34.   

 

照護知識 

皮膚照顧 別再…了、V 來 V 去 

35.  拍痰 起來、這樣一來 

36.  關節運動 再不 A 就 B 了 

37.  預防跌倒 萬一、免得 

四、關心與陪伴 

38.      

   鼓勵 

多吃一點，才會康復 為了 

39.  我們去外面走一走！ V 一 V、一來…二

來… 

40.  您年輕時好漂亮喔！ 跟…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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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關心 您今天感覺怎麼樣？ 不管 A 都 B 

42.  總算可以回家了 總算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編寫整理 

    看護華語自學教材依照學習者的工作內容和生活情境分成四個主題，並且編

列了十二個單元、共四十二課，讓學習者可以從不同的主題和單元中，學習到相

關的詞語與句式，滿足生活中可能碰到的各種情境和需求。本教材的主題設計特

點為： 

一、以學習者為導向，貼近生活 

    本教材的目標學習者為在台灣工作的家庭看護工，因此在設計教材主題時，

依照文獻和需求分析結果所搜集的主題內容作為參考依據，並且設想學習者來台

灣之後可能先後碰到的情境，作為編排主題的方式。全冊的主題，皆圍繞著看護

工在台灣的生活情境和工作場景，希望能引起學習者的共鳴，提高學習者的學習

動機，並且達到與工作、生活連結的效果，讓學習者能夠學以致用，增加自信

心。 

二、由生活到工作，層層遞進 

    看護華語教材的程度設定為初級程度，不過也必須兼顧工作和專業的語言技

能，因此教材以生活主題為第一個主題單元，並藉由生活中會出現的基礎句型和

生詞，打好學習者的中文基礎能力，接著再慢慢從生活主題，移至居家家務。這

個部分除了將討論許多跟家事有關的生詞之外，在句型上也會使用較多與「動

作」相關的句式，例如：「把」、「動詞補語」...等。每個主題的句型都和當課

的內容進行搭配，而編排則由易至難，希望能從基礎至進階，替學習者的每個階

段都打好基礎，讓學習者層層遞進，提升語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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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兼顧日常生活與專業知識 

    本冊的主題課數分佈為：生活技能共十八課、居家家務共七課、照護工作共

十二課、關心與陪伴共五課。以下將以圖表呈現教材主題的分佈情況： 

 

 

 

 

 

 

 

 

圖 5- 1 看護華語自學教材主題分佈 

    從圖中的數據可以看到，教材中生活技能和工作相關技能主題的課數分佈約

為 4：6。看護華語教材的內容主題除了應包含日常生活的基礎語言會話知識，也

應兼顧看護專業知識相關的語言知識。希望能透過這樣的設計，讓學習者不論是

在日常生活或是工作、照護的場域中，都能有足夠的語言知識，來完成生活和工

作中的會話與溝通交際。 

 

5.3 教材內容的編寫 

    根據前述的教材特點和主題單元設計，可以發現看護華語所需要的語言內容

和知識與其他華語學習對象有所分別。因此，在編寫看護華語時，除了應遵循一

般性的華語教材編寫原則之外，亦應依照看護工的需求和學習重點，發展出符合

生活技能

42%

居家家務

17%

照護工作

29%

關心與陪伴

12%

主題分佈

生活技能

居家家務

照護工作

關心與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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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護華語學習者的各項編寫特色。本小節將依序提出看護華語教材的程度分級劃

分，以及教材中的課文、生詞、句型、練習和多媒體的編寫特點。 

5.3.1 教材程度的分級 

    根據文獻探討以及本文需求調查的結果顯示，許多看護工在來台灣之前，會

在母國通過仲介安排，學習中文。不過每家仲介公司所安排的語言訓練時間長度

和教師、課程素質不一，因此來台家庭看護工的華語能力也不相同，落差很大

（葉含迎，2014）。 

    由於學習時間不足和工作性質的關係，看護工普遍呈現「聽說較強、讀寫較

弱、讀寫不行」的現象。而在台灣的看護大部分是從與家庭成員的互動或生活中

學習語言，因此不同家庭的用語習慣也會影響看護語言使用方式，有的可以說出

一段完整的句子，有的只能以單詞表達意思。 

    筆者進行學習者需求分析時，訪談了台灣外籍工作者發展協會（GWO）的負

責人。該組織除了提供移工關於問題諮詢相關的服務之外，也定期舉辦中文課。

該負責人表示，許多移工向他們表示除了聽、說能力，他們也很希望能夠學習認

讀和書寫中文字，因為他們不想一直當「文盲」。 

    因此，考慮到學習者的語言技能程度落差較大以及語言程度不一的現象，筆

者將看護華語自學教材定義為初級教材，適用對象包括零起點的學習者以及已經

在台灣生活一段時間，希望能繼續增進華語能力的看護工。  

    本研究參考歐洲語文共同架構（CEFR）對於初級語言能力程度的分級，作

為編寫框架。不過，由於看護華語屬於專門用途華語教材，因此在詞彙的收編

上，會包括看護工需使用的高頻詞，作為編寫的方針之一。以下將以表格，說明

看護華語教材在聽、說、讀、寫，四項技能中要達成的能力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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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 看護華語能力評量表 

  看護華語能力評量 

理
解 

聽
力 

• 能理解生活中相關領域的內容，例如：銀行、郵局、購

物、交通...等 

• 能聽懂雇主、醫療人員所交代的工作或注意事項 

• 能掌握被照護人表達的語意或提出的需求 

閱
讀 

• 能閱讀生活上和工作上可能需要的文本，例如：匯款

單、時刻表、菜單、藥單、基本資料、注意須知…等 

• 能從文本中找出重點和需要的資訊 

口
說 

 

口
說
互
動 

• 能夠針對生活中的主題進行正確、簡單的訊息交換 

• 在工作上，能和醫療人員、雇主和被照護人交換訊息，

表達事實的情況、說明照護指令，或是表達自己的想法 

口
說
產
出 

• 能用完整的句子，描述自己的家人、介紹國家文化和興

趣喜好 

• 能說明工作內容的情況和被照護人的行為和身體狀況 

寫
作 

寫
作 

• 能書寫生活和工作中需要的文本資料，例如：匯款單、

地址、個人基本資料...等 

• 能書寫簡單的個人書信或簡訊，並與家人或雇主以簡單

文字溝通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看護華語教材與一般性初級華語教材相比，在聽、說、讀、寫四個方面的能

力目標都有所不同，主要差異在於看護工的工作內容與專業技能的語言知識。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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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般性的生活語言技能以外，看護工還需要與雇主、醫療人員和被照護人溝

通。因此，教材編寫的內容也需扣合學習者的需求，才能達到以上的學習目標。 

5.3.2 課文編寫原則 

    李泉（2006）表示，課文在教材中的地位舉足輕重，華語教材中的課文內容

應符合學習者的學習目的及學習需求，也應包含該語言的文化思想，才能傳遞正

確的語言知識，顯示了課文之於教材的重要性。 

    看護華語自學教材的學習目標為交際溝通，以學習者能夠在日常生活或工作

環境中與人順利交流為主要的學習目的。因此本教材的課文形式將以對話形式為

主，提供學習者正確的學習依歸和典範，也較符合學習者的語言使用需求，提高

學習動機。 

    而除了對話的形式之外，教材也將使用短文的課文形式，幫助學生在有了一

定的語言基礎之後，將閱讀理解能力更上一層樓。在「照護知識」的單元中，由

於主要的學習目標為語言和知識，因此這個單元將以短文的方式呈現。讓學生的

語言能力從單句到多句、對話到篇章，除了增進口語會話之外，也能逐漸培養學

習者的閱讀理解能力。本論文所提出的看護華語自學教材課文編寫原則為： 

一、符合語用原則： 

    外籍看護工在台灣與雇主同住，且照護的對象多為年長者，對話形式與和同

輩、同儕之間是有一定的落差的。因此在編寫課文內容時，應留意交際溝通中的

語用原則，例如：稱謂、問候、道歉、道謝、拒絕...等。希望學習者除了從教材

中得到語言知識以外，也能更理解在台灣的生活和照護情境中所使用的語言功

能，使交際溝通更為順暢。 

二、內容取自生活體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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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教材的課文內容將以對話為主、短文為輔，並且融入真實材料，例如：菜

單、病歷表、匯款單、網路頁面...等，做為課文的材料之一。 

三、課文內容幽默、有趣 

    自學教材的課文內容除了承載語言知識以外，也應保持幽默和有趣的風格，

吸引學習者，提高學習動力。 

5.3.3 詞彙編寫原則 

    筆者參考教育部華測會所制定的八千詞，做為詞彙編寫的參考依據之一。教

育部八千詞共分為五個等級，分別是入門級、基礎級、進階級、高階級與流利

級。本文所編寫的教材設定為初級教材，因此筆者將參考其中入門級和基礎級的

部分，作為詞彙的編寫基礎和依據。不過，由於看護工所需要、會使用到的詞彙

和一般性華語教材所收錄的詞彙部分上有一些差異，因此筆者將依據教材的單元

主題為詞彙選定的主要核心，以具有針對性和實用性的詞彙，做為編列詞彙的優

先考量，再以教育部制定的基礎為輔，選定看護華語自學教材中的詞彙內容。 

    張寶榆（2009）認為，初級教材中每課的生詞應不超過 25 個。任遠

（1995）則提出，成年人學外語時的聯想能力較強，在學到同類事物的時候若有

相關連的詞，常希望能同時學會，擴展相關詞彙。由於看護華語自學教材屬於專

門用途華語教材，會使用的生詞除了生活用語之外，還包括許多專業醫療照護詞

彙，因此不能把它放置在一般性華語教材的詞彙框架或綱要之中檢視。不過，這

並不代表教材應該把每課的詞彙「塞好塞滿」，而應該利用同類事物之間的關聯

性，適時地補充相關生詞，提供學習者足夠的語言知識來源，以便學習者參考和

查找。看護華語每課的詞彙數量應控制在 20 個以內，其餘的相關詞彙可以以補

充生詞的方式，編列在單元中的其他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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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由於本教材為自學教材，因此除了生詞量不宜過多之外，也應提供清

楚、易懂的說明方式，幫助學習者快速掌握生詞的意思和用法，並在生活中正確

地使用。生詞教學的編寫方式包括：標記詞性、翻譯、例句、圖片...等。本教材

中的詞類標記方式採用的是鄧守信教授主編之《當代中文課程》（2015）中的詞

類系統，詳細的詞類標記說明請見附錄二。總結來說，看護工華語自學教材的詞

彙編寫原則為： 

一、以針對性、實用性為主 

    針對看護工所需要的相關詞彙為主要的編寫考量，其中包括學習者可能在生

活中會碰到，或是雇主常使用的字詞，一併列入詞彙的選定之中。 

二、補充相關生詞 

    成年人學語言的聯想力較強，且看護工需要的詞彙，許多都存在著關聯性。

若能夠適時、適地地補充相關主題的生詞，將能提高學習效率，達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 

三、控制生詞量 

    為了不造成學生太大的學習壓力和負擔，教材將盡量把每課的生詞量平均分

配，控制在 20 個左右。若當課的相關生詞較多，則以補充生詞的方式呈現。 

四、多元說明方式 

    教材中的詞彙將搭配詞類、母語翻譯、例句、圖示等不同的說明方式，幫助

學生理解詞彙的正確用法和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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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語法編寫原則 

    楊玉玲、吳中偉（2013）指出，在教學目標上，二語語法教學的目的是通過

培養學生的語法能力，從而提高他們的語言交際能力，而不是傳授語法知識。而

在編排語法的教學內容時，教師應該盡量用「構式」或是「語塊」等具體的語法

規則，讓學生能按照明確的規則，達到交際溝通的目的。李泉（2006）也提到，

華語教材在編寫語法說明或注釋時，應盡量避免使用專業術語，而是以實際的例

子或例句幫助學生理解語法的功能和規則。 

    看護工來台灣的目的是工作，在學習中文或特定事物時是有明確的學習目的

的，因此教材在選擇和編排語法點時，應以「交際溝通」和「實用性」為主。例

如看護常需使用的疑問句、把字句、結果補語，或用來緩和語氣的語氣詞，都是

本教材的語法編寫重點。 

    另外，自學教材的編寫特色之一，即需以學生「可理解的語言」作為媒介，

避免學習者獨自閱讀時難以理解、吸收。因此教材在編寫說明和注釋時，也應特

別注意這點。說明的部分應以學習者的母語或媒介語進行編寫、避免專業術語，

並且多以圖片、構式或實際的例子，做為語法點的編寫特點。   

5.3.5 練習編寫原則 

    趙金銘（1997）提到，除了課文內容之外，學生還需要靠大量的練習來鞏固

所學，將知識內化成自己的語言能力。由於自學的學生從開始學習到結束，都沒

有老師在旁協助或檢視，因此教材的練習設計和編排便格外重要，是能夠幫助且

督促學習者繼續學習的機制和幫手。   

    Paulston（1976）提出了三類練習方式，作為出題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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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機械型練習（mechanical drills） 

    教師掌握練習的標準答案，目的是讓學生練習特定的語法結構，回答內容不

是重點。例如：漢字練習、語音訓練、填圖/表...等。 

二、有意義的練習（meaningful drills） 

    教師掌握標準答案，學生熟悉語言結構，且必須理解內容意義。例如：填

空、改病句、選擇題、閱讀理解...等。 

三、交際性練習（communicative drills） 

    教師只掌握題型，學生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回答，沒有標準答案。例如：看圖

說話、語篇練習、寫作...等。 

   看護自學教材會著重於提供「有意義的練習」，讓學生在一定的學習框架之

內練習學過的語言知識，並且得以自行對答案和檢討問題。至於其他兩種練習方

式，也會依照不同的練習目的，搭配出現。筆者認為，看護華語自學教材應有以

下幾項練習編寫原則： 

一、分散練習 

    依照不同內容，設計不同題型，並且分散在各個不同主題之後，讓學生立刻

檢視該部分的學習重點，降低練習的負擔。 

二、多元題型 

    依照不同的練習目的，變化題型的種類，除了能訓練到不同的項目技能之

外，也能讓學生保持新鮮感。 

三、提供詳解 

    除了正確答案之外，自學教材還應該附上詳細的解釋，說明其他選項為何不

對，或為何正確，讓學生知道自己的問體，才能夠自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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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 多媒體配套編寫原則 

    多媒體是一種結合文字、圖片、聲音、影像以及動畫特效...等的媒體，它能

夠依照我們所需要的不同形式和樣貌來呈現（詹國群，1992）。在教學上，多媒

體的聲光效果容易吸引學生的目光，另外，圖像化、影像化的傳播方式，也可以

幫助學習者有效進入情境、傳達豐富訊息，理解和記憶內容。 

    自學教材雖然沒有老師在旁引導，不過同時也脫離了課堂教學場域的時空限

制，讓學生不論什麼時候、在哪裡，都可以持續不斷地學習。而多媒體的配套，

除了可以讓學習者隨時隨地使用之外，還可以補足紙本教材在語音、聽力方面無

法實現的方向。 

    因此，看護華語自學教材在多媒體的功能中，應該提供教材中所有有文字內

容的音檔，讓學習者除了閱讀漢字和拼音之外，還能夠直接聽到發音，幫助學習

者掌握語音和發音技巧。而練習的部分也應搭配多媒體的功能，提供聽力練習的

輔助，以補足紙本教材無法做到的部分。 

5.3.7 小結 

    本研究所編寫的教材屬於專門用途華語教材和自學教材，因此在教材內容的

編寫設計上，除了遵循一般性華語教材的編寫原則之外，還融入了專門用途語言

和自學教材的特色，讓教材的內容在各方面都能符合學習者的需求，並且幫助學

習者在使用教材時，能夠保持學習動機，並且快速、有效地掌握教材的使用方

式，達到學習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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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教材實踐 

    本論文所擬定之看護華語自學教材，將內容分成四十二課，由基礎的生活技

能，進入到與居家工作相關的的居家家務，接著進入與照護專業工作相關的照護

技能與知識以及關心與陪伴。這樣的單元設計方式，目的是讓學習者能夠循序漸

進地打好語言基礎，同時不脫離與看護工工作相關的主題，讓學習者時時保持學

習的動力和興趣。 

    每個單元的內容會分成五個小部分，分別為：A. 課前討論與詞語、B. 情境

練習、C. 對話、D. 語言點、E 補充資料，以及最後的單元練習。在內容的編排

設定上，第一部分的「課前討論與詞語」會帶出該單元的教學重點、主題與詞

語。第二部分的「情境練習」，會根據該單元主題的真實情境，列出真實世界的

語料，並讓學習者進行任務練習。第三部分「對話」，內容將以漢字在上、拼音

在下的方式呈現。第四部分「語言點」，除了列出使用情況外，還會以例句和圖

片的多元輔助方式編寫。「補充資料」的部分將介紹許多與該課的主題相關的生

詞，讓學生能夠快速地掌握與當課相關的詞彙，也方便學生日後查找資訊。最後

是「單元練習」，透過不同類型的綜合練習設計，讓學生回顧本單元所學的內

容，達到複習和檢視的作用。 

    除了補充資料和單元練習之外，教材在每個小部分後，也都設計了練習，讓

學生能夠在學習的當下就能立即檢視自己的學習狀況，彌補缺乏教師監督的不

足。每個單元的練習解答，皆附在該單元的最後一頁，方便學生隨身攜帶和查

找。而補充資料的解答，則附在該頁的底下，以上下顛倒的方式排列。若是聽力

練習，會在解答處附上聽力文本的內容，並在關鍵處劃底線，方便學生找到答題

關鍵字。若為是非題，則會解釋該句對或是錯的原因。透過這樣的設計，讓學生

能夠自行訂正練習內容，並且快速地找到問題的關鍵點，達到有效的自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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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部分所設定的學習時間為二十分鐘，若不包括補充資料和單元練習的部

分，每個單元的總課時將為八十分鐘。由於看護工平時工作忙碌，很難空出時間

學習，因此將每日的學習時間控制在二十分鐘內，除了能夠降低學習者的焦慮

感，還能提升學習者的學習動力，讓他們較容易拿起教材學習。為了幫助學習者

控制學習時間，教材在每個部分結束的地方，會以虛線和圖示的方式提醒學生已

完成 20 分鐘的學習量，也希望能達到鼓勵的作用。 

    而為了配合小份量的內容設定，教材中的每課預計將編列二至三個語法點，

課文對話的長度也將控制在 150～200 個字之間，其中包括約 15 個生詞。透過每

次只學習一個部分，降低每日的學習份量，也透過課內、課間份量的調配，降低

單課的學習份量，讓學生可以順利完成每日閱讀、學習的目標。 

   本節根據本章前三節所撰寫之教材編寫理念和內容特點，編寫了看護工華語

自學教材中的其中一課。這一課屬於「照護工作」的主題，是「照護技巧」單元

中的第一課：「掛號」。希望能透過本課的編寫，呈現看護工華語自學教材的編

寫理念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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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未來研究 

 

    本研究的發想點，來自於發現生活周遭和自身親人，有愈來愈多長輩因為身

體退化或開刀、住院等原因，需要請外籍看護工幫忙進行長期照護。不過，因為

語言溝通障礙等原因，導致雙方在生活上出現一些困難，甚至可能產生誤會。因

此，筆者希望能撰寫出適合外籍看護工的華語教材。經過調查後發現，看護工的

休假時間有限，平均一個月只有兩天，而且平日的工作時間很長，幾乎是 24 小

時待命，所在的縣市也不一定有學習華語的機會。因此，以自學教材進行自主語

言學習的方式，應該能讓更多想學中文的看護，能夠利用生活中的小空檔繼續學

習。 

    本研究根據在台外籍看護工的華語學習需求，編寫看護工華語自學教材。第

一章緒論說明了此研究的研究動機、背景、目的、問題，及思路，奠定了本文的

中心思想與目的。第二章文獻探討，筆者探討了有關華語教材和自學教材的編寫

原則，比較兩者的想同和相異處。接著也回顧了專門用途語言教學的內容與特

色。第三章筆者歸納了目前關於移工華語教材和課程的情形，並且分析了《外籍

看護工中文基礎訓練教材》、《印尼人學華文不求人》、《好看護的第一本速查

手冊》這三本教材。第四章研究方法，筆者以內容分析法與調查研究法為主，設

定研究對象與目標。第五章的教材編寫，筆者根據先前搜集、整理的文獻，訂定

了看護工華語自學教材的編寫原則、目的，和內容大綱，並且設計出一課的教材

範例。以下將說明本論文的研究限制以及對於未來研究方向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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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研究限制 

    在撰寫本論文時，筆者雖然分析了有關於照護技能與知識的教材，也在網路

上查找了許多宣導照護知識的文本和影片資料，不過由於缺乏第一線實際照護老

人或病人的經驗，因此在編寫教材的同時，可能產生一些盲點，或有不夠完善之

處，影響教材的真實性。若未來有機會再次編寫看護相關教材，筆者希望能與第

一線照護人員合作，或實際參與照護工作，對看護工作更了解，以寫出更符合學

習者需求和真實情境的教材。 

    而在進行學習者需求問卷的設計時，筆者未考慮到學習者或許有「讀」、

「寫」能力需求不同的情形，應將兩者的能力需求分開調查。因此在問卷的結果

分析中，僅能呈現學習者對於「讀寫」的需求，而未能說明針對個別能力的需

求。若有機會針對看護的華語學習需求再做近一步的研究，應該二者分開調查。 

    再者，由於看護華語的學習需求範圍廣泛，從生活用語到醫療用詞都包含在

內，因此若想在一冊之中包含所有的內容，可能導致教材內的程度落差較大、教

材分級模糊。也因如此，本論文在設定教材分級時有不夠明確的現象，導致後續

在編列語法點和撰寫教材內容時，無法對照教材分級的指標，進行科學化的劃

分。而在編列教材單元的語法時，筆者僅以較符合該單元實用性和情境的原則，

進行語法點的查找與設計。期望未來若有機會延續此研究，或許可以建置看護的

詞彙、語法語料庫，以更符合教材的針對性和科學性，並且設定更明確的教材分

級，保持程度的一貫性，以利後續教材編寫的進行。 

    由於環境與時間條件的限制，本研究所編寫出的看護工自學教材無法實際讓

學習者使用，測試教材的內容和編寫方式是否需要修改或變動，獲得目標學習者

的反饋。目前本研究僅提出教材的編寫大綱、原則、特色等內容，供有意編寫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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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教材的人員參考，不過仍缺少實際的使用測試，來驗證教材，是本論文的不足

之處。 

    最後，自學教材的特色之一即為排版，有效的排版能夠吸引學習者的學習興

趣並且讓學習者快速地抓到重點。筆者在編寫教材時，參考了其他自學教材的編

寫方式，並且努力盡自己所能做到精美、有特色的排版方式。不過，受限於筆者

的排版技巧不足，最終的呈現結果並不能完全達到筆者心目中想像的排版樣式。 

     

6.2 未來研究與建議 

    長照和老人照護近年來在台灣是討論度很高的一個話題。許多政治人物在選

舉時，提出的政見和政策也都和改善長照機制和制度相關。不過，目前外籍看護

工來台灣的前後所受到的專業知識和語言訓練皆不足，許多筆者接觸到的看護工

都表示，自己是來台灣過了一、兩年後，靠自己的摸索，才有辦法開口說中文，

和雇主進行較深入的交流。因此，若想提升台灣的長照品質，除了可以進行照護

知識和技巧的宣導和訓練之外，增進看護工的中文能力也是刻不容緩的問題。筆

者在此嘗試提出針對看護華語教材的未來研究方向與建議： 

 

一、國別化的教材 

    根據勞動部的統計，目前在台灣的看護工以印尼籍佔多數，其次是越南，再

來是菲律賓。若能針對各國不同的母語語言特性，設計編寫華語教材，相信將在

學習上給予學習者許多助力，也能提早防堵偏誤發生的機率。另外，國別化的編

寫方式也可以針對各國不同的文化特點，介紹相關的詞彙，並且與台灣文化做比

較。例如：伊斯蘭教的禱告室、各國飲食習慣、特別節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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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業界、醫界合作 

    在編寫看護工華語教材時，教師或編寫人員若能與醫療界合作，將能提升教

材整體的專業度和實用性。另外，若能與負責進行工作分配的仲介或第一線的病

患、家屬合作，共同討論、擬定看護華語的教學重點和內容，將對編寫看護工華

語教材有很大的助益，也能更深入地理解學習需求，編寫出更具針對性的教材。 

三、工作內容細化、單獨成冊 

    筆者觀察了看護工的工作內容之後，發現看護工所負責的工作項目繁多， 

從生活、日常起居，到照護、關懷，內容包山包海，實難以一冊完整包含所有內

容。另外，有些看護照顧的是老人、有的照顧的是小孩，兩者所指用的語言形式

有很大的落差，教材分級也不盡相同。因此，未來若能將看護工華語教材的工作

內容細化，並且單獨成冊，將能顧及各個不同種類的需求，並且發展基礎至進階

的教材，更完整地帶領學習者系統性地認識中文，並且與工作內容結合，也更符

合看護華語教材的針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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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需求調查問卷 

 

Hello: 

    Thank you for taking the time to fill out this questionnaire.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understand your Chinese learning situation and the need for Chinese 

learning. Your experience and opinions will be of great help to me in the preparation of 

Chinese self-study materials for nursing workers in the future, thank you very much! 

    This questionnaire is expected to take you 5 to 10 minutes. There is no right or 

wrong answer. Please answer according to your personal opinion. This questionnaire is 

for research use only, the information will not be circulated, please feel free to fill in, 

thank you!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Graduate student Lin Yuling 

 

A. Basic Information 

 

1. Nationality: 

Indonesia Vietnam Thailand Philippines Others：_____________ 

2. Gender: 

male   female 

3. Age: 

20～25  26～30  31～35  36～40  41～45  46～50  over 50 

4. How long have you been in Taiwan? 

 Less than 1 year  1～2 years   2～3 years More than 3 years 

others_______ 

5. Which city do you work in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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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pei  New Taipei City  Taoyuan  Hsinchu  Miaoli  Taichung 

Changhua  Chiayi  Yunlin  Tainan  Kaohsiung  Pingtung  

Taitung  Hualien  Yilan  Keelung 

 

B. General Language & work survey 

 

1. How would you evaluate your Chinese proficiency now? 

 Very good Good Average Not so good Bad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Writing      

 

2. How often do you use Chinese in your everyday-life now? 

more than 80% 60%～80% 40%～60% 20%～40%  I dont use Chinese at 

all 

3. What percentage of the employer’s speaking do you understand? 

more than 80% 60%～80% 40%～60% 20%～40%  i dont understand at all 

4. How often did you have problems with the employer because of language 

misunderstanding? 

often sometimes not often never I don’t know 

5. Do you think that by enhancing your Chinese language level, it would also help 

improv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ou and the employer? 

strongly agree agree neither agree nor disagree disagree strongly disagree 

6. Do you think that improving your Chinese would make work easier and smoother? 

strongly agree agree neither agree nor disagree disagree strongly disagree 

 

C. Chinese Learning 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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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ave you learned Chinese before coming to Taiwan? 

yes (continue answering the next questions)  no (skip the next questions) 

2. Have you learnt/ Have you been learning chinese after arriving in Taiwan? 

yes (continue answering the next questions)  no (skip the next questions) 

- How do you learn Chinese now?  

 Going to Chinese class   Chinese learning websites   Chinese learning apps  

 self-learning Chinese text book：________(which one)   watching videos     

daily life    watching TV    family member    others：__________ 

3. From your Chinese learning experience, which part do you think is most difficult?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writing 

4. Would you be willing to use your spare time to continue improving Chinese? 

yes (continue answering the next question)  no (skip the next question) 

5. How much time can you spend learning Chinese every day? 

15 minutes 30 minutes 30～60 minutes more than 1 hour others:__________ 

 

D. Self-learning Chinese Material Topic Survey 

1. What are the topics that you find most interested or needed? 

         Importance 

 

Topic 

Very 

important 

important No need No need at all 

1. hospital& doctor     

  appointments 

    

2. transportation     

3. travel     

4. sho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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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ooking and foods     

6. house work     

7. domestic care     

8. leisure activities     

9. weather& seasons     

10. taiwanese culture     

11. small talks and 

condolences 

    

12. post office& 

banks 

    

- Other topics that you are interested i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Is there any needs to recognize or write Chinese characters in your daily life? 

ye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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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當代中文課程》詞類標記表 

 

詞類標記 英文名稱  中文名稱 範例 

Adv adverb 副詞 很、不、常、到

處、也、 就、難

道 

Conj conjunction 連詞 和、跟，而且、

雖然、 因為 

Det determiner 限定詞 這、那、某、

每、哪 

M measure 量詞 個、張、碗、

次、頓、 公尺 

N noun 名詞 水、五、昨天、

學校、 他、幾 

Prep preposition 介詞 從、對、向、

跟、在、 給 

Ptc particle 助詞 的、得、啊、

嗎、完、 掉、

把、喂 

V verb 動詞 買、做、說 

Vi intransitive action 

verbs 

不及物動作動詞 跑、坐、睡、笑 

V-sep intransitive action 

verbs, separable 

不及物動作離合詞 唱歌、上網、打

架 

Vs intransitive state verbs 不及物狀態動詞 冷、高、漂亮 

Vst transitive state verbs 及物狀態動詞 關心、喜歡、同

意 

Vs-attr intransitive state 

verbs, attributive only 

唯定不及物狀態動詞 野生、公共、新

興 

Vs-pred intransitive state 

verbs, predicative only 

唯謂不及物狀態動詞 夠、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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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sep intransitive state 

verbs, separable 

不及物狀態離合詞 放心、幽默、生

氣 

Vaux auxiliary verbs 助動詞 會、可以、應該 

Vp intransitive process 

verbs 

不及物變化動詞 破、壞、死、感

冒 

Vpt transitive process 

verbs 

及物變化動詞 忘記、變成、丟 

Vp-sep intransitive process 

verbs, separable 

不及物變化離合詞 結婚、生病、畢

業 

資料來源：鄧守信（2015），《當代中文課程》（第一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