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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要 

印尼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因國家經濟與職場的問題，許多印尼人會選擇出國工作，

而台灣是其中一個嚮往的地方。在 1992年就已經有許多印尼勞工開始來台工作了。印

尼的華文教育被禁止了長達三十多年的時間，造成許多華人都不會講華語，更不用說印

尼非華族。早期的印尼勞工在被派往台灣之前並沒有進行華語的培訓，導致勞工在適應

期間不管是日常生活還是工作溝通上都有很大的障礙。 

近幾年，印尼仲介公司在勞工出發前都會進行兩個月的華語培訓。培訓內容主要是

以日常生活的會話為主，可是因為印尼語本身是無聲調的語言，而且在印尼沒有很好的

語言環境，所以很多來到台灣還是沒辦法進行簡單的溝通交流，使得在工作上遇到許多

困難與問題。為解決印尼勞工在日常生活或是在工作過程中的華語溝通能力問題，所以

研究者以「印尼國別化職場華語教材設計研究」作為研究內容。 

本研究對 INDOSUARA 雜誌社的華語班進行研究探討，並針對在台的印尼勞工進

行問卷調查及訪談。從調查結果中發現，印尼勞工的學習需求除了想提高日常生活的華

語能力之外，也希望可以通過課堂教學改進自己的發音問題，並想提高自己的漢語讀寫

能力。 

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及學習者的學習需求，採用 5C原則和呂必松的六項原則作為

教材編寫原則依據，進行教材範例編寫設計，通過教學實驗所得到的教學回饋及專家所

提出的意見進行修正。希望此研究成果能為印尼在職場上的語言溝通問題可以得到幫助

與改善。 

 

關鍵詞：印尼勞工、職場華語、教材編寫、問卷調查、教材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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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ndonesia still deals with some economic and 

workplace issues which cause its people to prefer working abroad. One of the countries that 

Indonesians prefer to work in is Taiwan. Since 1992, there have been plenty of Indonesian 

workers in Taiwan.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s once had been banned previously in 

Indonesia for three decades, hence causing many Chinese Indonesians; not mentioning the 

native Indonesians who cannot communicate using Chinese at all. In the early periods, 

Indonesian workers that went to Taiwan dealt with communication and daily life problems 

during the adaptation periods.  

Recently, Indonesia labor agencies provide an intensive two months Chinese language 

training before the workers work in Taiwan. The training sessions are mostly about daily 

conversation skills. But since the Indonesian language is not tonal, the environment does not 

support Chinese language developments. Therefore, many problems are encountered by 

workers in Taiwan due to their difficulties in Chinese language. In order to solve the 

communication problems either in Indonesian or Chinese labor in daily life, the authors 

propose a design of textbook related to A study on the design of country-specific workplace 

Chinese material for Indonesia.  

In this study, we analyze the Mandarin courses provided by INDOSUARA magazine and 

gather the information from Indonesian workers through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found that most Indonesian workers not only want to improve their 

Chinese capability, but also want to improve their pronunciation, reading and writing skills in 

Chinese language through class teaching.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findings and learning needs of the learners. By using the 5C 

principles and the six principles by Lv Bisong as the compila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we 

propose textbook design examples. We also asked for expert opinions and collect teaching 

feedbacks from the teaching experiments to be proposed as amendments. We hope this study 

could help and improve the Chinese skills of Indonesian workers hence minimizing the 

communication problems in their workplaces. 

 

Keywords : Indonesian workers, workplace chinese,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survey, 

design teaching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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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自從 1992 年起就已經有許多印尼勞工開始來台工作了。根據 Riana Afifah（2012）

文中提到，仲介公司會根據勞工分配的地區會進行兩個月的語言培訓。準備到台灣的印

尼勞工，在出發前一定要上滿 60天的華語課，一共 600課時。印尼語本身沒有聲調，

從小到大他們已經習慣無聲調的語言，所以華語對印尼人來說，是非常難學的語言。印

尼學習者除了對聲調的問題有困難之外，還有複雜的發音部位，完全看不懂的文字，再

加上許多同音詞，常常會讓他們感到困惑、分辨不出之間的區別，兩個月的語言訓練很

難讓印尼學習者學會基本會話。因此，有些印尼勞工來到台灣沒辦法與別人用華語進行

溝通，導致在生活與工作上遇到了一些困難與麻煩。 

本論文主要分為七章，第一章主要描述研究背景、研究動機和研究目的；第二章是

針對印尼華語教材的使用狀況、教材編寫原則、專業華語教材的編寫、教材評價的理論

依據、職場華語教材相關的資料蒐集及歸納；第三章是提出本研究過程中所使用到的研

究方法，並發展出本論文的研究架構、流程及範圍；第四章是本研究之前導研究，根據

INDOSUARA 華語班學員的驗證學習結果進行分析；第五章是以問卷調查和訪談的方式

了解印尼勞工的學習需求及對問卷調查結果進行分析；第六章是根據研究對象的學習需

求設計印尼國別化職場華語教材的單元範例。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印度尼西亞簡稱印尼，根據 BPS（2010）人口調查統計，印尼有 1340 個不同民族

及 2500種語言，最大的族群為爪哇族，穆斯林人口占多數，並在政治上居主導地位，

官方語言為印尼語。Anton R（2015）文中提到，根據印尼中央統計機構的統計結果，

2015的印尼人口為 2億 549萬，其中爪哇族（suku jawa）47%，巽他族（suku sunda）14%，



 

2 

 

馬都拉族（suku madura）7%，華人（suku tionghua）5%。早期的印尼有正規的華文學校，

學制、課程、教學、德育、性質等都跟中國的一樣，華人弟子都會在華文學校學習，而

且當時的課堂教學是以繁體中文。自從 1965 年「九·三〇」事件1發生後，印尼的華文學

校全部被迫關閉，學校領導人被抓或受迫害，華文學校的校舍和資產被接管和沒收，許

多文件和書籍都被消滅掉。自從華文學校被封閉後，華裔子弟都進入印尼學校讀書，致

使現在大部分四五十歲以下的華裔子弟不懂華語（顏天惠，2001）。1998 年 8月 24日，

哈比比總統對記者說：政府將准許印尼國內任何學校教華文，學生可以像選修英文、德

文和法文那樣選修華文。12月，印尼文教部長頒布第 0288號決定書，允許開辦華文補

習班（黃昆章，2007）。 

印尼自 1998年 12 月印尼政府允許開辦華文補習班後，印尼各個地區才開始慢慢建

立華文補習班，大家猜開始踏上學習華語這條路。而何宗翰等人（2007）針對外勞政策

議題報告中提到，自 1992 年就已經有印尼外勞來台灣工作，在那段時間，印尼並還沒

開放學習中文的機會，而且這些外勞在出發國外前都沒有外國語言的訓練，只能靠自己

到了目的地再慢慢學習。 

研究者在 2014年 10月接了一個在台北的印尼雜誌社 INDOSUARA 專門為印尼勞

工所開辦的華語班。教材內容是研究者和其他三位教師根據雜誌社所設定的主體一起編

寫而成的。每一期的上課時間是五個月，一個月只上一次課，而一次課只有兩個小時。

實際上課的時間是四個月，最後一個月主要是驗證學習的部分。第一期的教學單元有自

我介紹、烹飪、買東西和看醫生，主要目的側重在培養學員的聽說能力；第二期的教學

單元是在超市、在醫院、在機場和在餐廳，主要目的則側重在識字和漢字書寫部分。 

第一期的學生人數總共有 50多名，分成兩個班級，一共有四位老師負責教學，包

                                                 
1 「九·三〇」事件是 1965年 9月 30日在印尼發生的軍事政變，被當時的陸軍部隊司令蘇哈托推翻，並隨後在全國

策動反共大清洗，導致大量共產黨員被殺害，大量華人也被當作共產黨員處決，使眾多的印尼華人被迫離開印尼，

僑居海外生活。資料來源：2016 年 6月 15取自 https://id.wikipedia.org/wiki/Gerakan_30_Sept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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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研究者在內。這些學員很多都來台好幾年，所以對教學內容並不陌生，可是也有幾位

同樣來了幾年，由於平時僱主都講台語，而外勞在外面都只使用印尼語或英語進行溝通，

所以華語能力還屬於零起點。因為上課時數非常少，而且一個月才見一次面，再加上他

們回到僱主家都沒有時間去複習，所以很難讓他們完全記得所學過的內容，不過簡單的、

接近他們生活的詞，他們都能記得比較牢。 

第二期上課目的主要是提高他們的漢字書寫能力，屬於進階級，所以學生人數比較

少，一共只有 18名，對象是已經來台灣兩年以上的印尼勞工，基本會話上面沒有太大

問題，可是在漢字書寫方面有很多都還不會，但有一兩位學生已經有相當好的書寫能力。

在這一年多的教學過程中發現，雖然他們已經來了兩年以上，可是對漢字書寫方面都還

很陌生，有很多教過的漢字他們都寫不出來，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們回到僱主家沒有時

間學習。可是學生又非常積極地來參加華語課，他們有些也是因為日常生活中或工作上

的需要，所以想學些相關內容的漢字。 

 

第二節 研究動機 

本研究動機的啟發點就是因為研究者接了 INDO SUARA 的華語班。在一年多的教

學過程中，發現學員的學習態度非常積極，在基本的溝通會話上除了聲調之外，基本上

沒有太大問題，可是在書寫上面很多學員都還是不會。這些印尼勞工基本上來台已經超

過兩年，甚至有的已經九年。可是，有些因為他們照顧的對像是講台語的阿公阿嫲，或

者是智障或不會講話的老人，所以他們很少有機會用華語進行溝通，他們只能通過電視

節目來學習華語。因為沒有人教，只靠自學，也沒有人幫助糾正錯誤的音，所以發音上

難免會有些問題，而且他們要花很長的時間才能學會基本會話。 

為解決印尼勞工在日常生活或是在工作過程中的華語溝通能力問題，找出更快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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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讓他們可以在有限的時間裡可以學會基本的會話、發出更準確地讀音、能書寫一

些常用漢字、能把學到的東西進行實際的溝通，所以研究者以「印尼勞工國別化職場華

語教材設計」作為畢業論文的研究主體。希望此研究成果能為印尼在職場上的語言溝通

問題可以得到幫助與改善。 

 

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面對以上所提的教學問題，所以研究者想把教學中所遇到的難點作為研究對象。本

研究目的是為解決印尼勞工在日常生活或是在工作過程中的華語溝通能力問題，透過調

查及訪談，瞭解印尼勞工在生活或工作上常用到的詞語，他們想要學的內容，以及他們

希望加強的能力，並在教學過程中發現的一些問題，對課堂教材的設計進行修改，編寫

適合印尼勞工使用的華語教材，並提出針對印尼勞工使用的華語教材編寫上的一些建議，

希望此研究成果能協助印尼勞工在職場上的語言溝通問題。本研究目的有以下幾點： 

一、探討印尼勞工在實際工作上遇到的華語學習困難。 

二、分析印尼勞工在實際工作上的華語學習需求。 

三、探討印尼勞工在來台灣工作前需要通過的華語課程。 

四、探討以前印尼勞工所學的華語課程內容和現在工作的關聯。 

五、發展與設計適合印尼勞工使用的華語教材。 

針對以上的研究目的，本研究的問題可以分為幾個部分： 

一、如何解決印尼勞工在實際工作上遇到的華語學習困難？ 

二、如何滿足印尼勞工職上的華語學習需求？ 

三、如何調整印尼勞工所學的華語課程內容是否和現在工作有一定程度的關聯？ 

四、如何設計適合印尼勞工使用的華語教材，及教材編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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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的必要性 

根據 2015年 6月底內政統計通報，在台灣的印尼勞工人數有 237610 人，其中產業

勞工只佔 24.4%，而社福勞工（主要工作照顧老人、孩子、家務等）有 75.6%。近幾年，

印尼仲介公司會提供給將派往台灣的外勞提供兩個月的華語培訓，可是因為培訓時間太

短，而且在印尼當地沒有很好的語言環境，走出教室一樣只會使用母語與朋友、同學進

行溝通，所以很多外勞學了兩個月之後還是不會說，來到台灣也沒辦法與僱主進行溝通，

以致在工作上和生活過程中遇到許多問題。 

雖然這些印尼勞工每天都要忙著工作，可是他們非常珍惜每個月僱主給他們的休息

時間，有些還從高雄特地來到臺北上這兩個小時的華語課。這些勞工對華語都有很大的

興趣，可是他們沒辦法像其他學生那樣可以每天上課，也很少有專門針對他們這個特殊

群所體開設的華語班，而且專門針對這特殊群體所編輯的教材非常少，大部分都是培訓

機構的老師自編。因為不清楚目標群的基本情況，所以很多教學內容的設計缺乏針對性。

為了讓學生可以在有限的時間裡學習到東西，為了讓老師更有效地把學習內容傳授給學

習者，印尼國別化職場華語教材發展的研究是有必要性。 

 

第五節 名詞解釋 

壹、 國別化（Country-specific） 

甘瑞瑗（2005）在文中提到，國別化是指針對不同的國家而實行不同或者有差別的

漢語教學與研究。汲傳波（2010）在文中指出，國別化教材（Country-specific Material）

的內容是針對某一類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教學對象而編寫的。汲傳波還特別強調，國別

化漢語教材不應該只是簡單地對通用型教材進行外語翻譯，國別化漢語教材的核心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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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有兩點：一是教學物件具有同樣的語言文化背景，二是根據一個國家的特殊情況開

展，本研究的「國別化教材」主要是以印尼勞工為教學對象而編寫的教材。 

  

貳、 職場華語教材（Workplace Chinese Material） 

職場可以從狹義和廣義來理解。狹義是指工作的場域；廣義是指與工作相關的環境、

場所、人和事，還包括與工作、職業相關的社會生活活動、人際關係等。本研究所稱職

場華語教材，主要是針對印尼勞工所設計的，適用於工作場域的華語教材。 

  

參、 社福勞工（Social Welfare Workers） 

  根據內政統計資料，社福勞工主要是指顧老人、孩子、家務等勞工總稱社福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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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華語在許多國民學校都已經設立為一門外語課或者選修課程，許多非華族的孩子也

開始學習華語，而且許多大學也開設中文系，甚至有幾所大學已經開設華文教育系。雲

南網（2012）中提到，為了滿足日益增長的需求，印尼教育部語言中心負責人鄧迪·蘇

哥諾說，現在印尼大約 1/5的大學開設中文課。近幾年，中印的合作不斷發展，許多中

國人在印尼設立公司，所以常會把漢語作為應聘的條件之一，學好華語對他們以後找工

作有很大的優勢。 

根據 2015年 6月底內政統計通報，來台灣工作的印尼人也不斷增加。印尼仲介公

司也會專門為準備來台的勞工進行漢語培訓。所以目前在印尼學習漢語的群體已經不再

限於華人學習了，已經擴展到非華人群體，從幼兒園到大學，甚至是家庭主婦。 

第一節 印尼華語教材使用狀況 

一直以來，印尼華文教育所面臨的問題還是跟以往一樣，師資不足、教材不足和經

濟不足等問題。目前印尼各地區使用的華語教材都不一致，不同的地區使用不同的教材，

而且這些教材來自不同的國家。蔡麗（2011）對印尼的 163所開設華語課的小學進行調

查，並整理出以下內容(見表 2-1)。 

表 2-1 163所學校使用的華語教材 

教材名稱 編寫地 冊數 編者 出版社 出版時間 

《漢語》（試用版） 中國大陸 12冊 暨南大學華文學院 暨南大學出版社 1998-1999年 

《中文》（試用版） 12冊 北京華文學院 暨南大學出版社 1997-1999年 

《幼兒漢語》 4冊 北京華文學院 暨南大學出版社 2003年 

《千島娃娃學華

語》 

30冊 廣州市幼兒師範學

校 

暨南大學出版社 2008年 

《印尼版新編華語

課本》 

中國台灣 12冊 台灣僑務委員會 台灣僑務委員會 2009年 

《小學華文》 新加坡 12冊 新加坡教育部課程

規劃與發展司小學

華文課程組 

新加坡教育出版

社、中國人民教育

出版社 

2007年 

《看圖學華文》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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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兒童華文》 12冊 新加坡教育部課程

規劃與發展司小學

華文課程組 

新加坡教育出版

社 

1999-2000年 

《好學生華文》 12冊 不詳 印尼文事業化私

人有限公司 

2001年 

《華語活動》 不詳 方偉初 不詳 不詳 

《幼稚園華語課

本》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華文教室》 馬來西亞 12冊 張發（主編） Penerbitan 

Pelangi 

2005年 

《我的漢語》 印尼 6冊 Priska Hermin 

Leonny 

Penerbit 

Erlangga 

2005年 

《基礎漢語》 6冊 Tim Penulis LBM 

SINO 

Gramedia 

Widiasarana 

Indonesia 

2008年 

《育苗華語》 9冊 東爪哇華文教育統

籌機構教材編寫小

組 

印尼教育出版社 2007年 

資料來源：蔡麗（2011）。印尼正規小學華文教材使用及本土華文教材編寫現狀研究，頁 15-16。 

 

從以上的教材當中，有三套教材是專門針對印尼小學階段所編寫的國別化教材，有

《千島娃娃學漢語》、《印尼版新編華語課本》和《好學生華文》。在印尼目前還沒有專

門針對印尼勞工編寫的教材，大部分都是由老師自己自編的或者有公司指定教學內容。 

  

第二節 教材編寫原則 

依據美國政府制定的國家級外語課程標準發展而來的「5C原則」為外語教學的理論

依據，不同學者在不同方面探討了教材的編寫與選用問題，其中以崔永華在《對外漢語

教學設計導論》第十一章漢語教材設計中提到的，呂必松提出的各種類型教材普遍適用

的六條原則和借鑒《英語課程標準》發展而來的五條原則以及劉珣在《對外漢語教育學

引論》第八章第三節對外漢語教材的編寫與選用中指出的「教材編寫和選用的原則」作

為典型。 

本節將詳細闡述 5C 原則的三個部分。第一是 5C原則的定義；第二是 5C原則在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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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教學的現況；第三是 5C原則運用於教材編寫及教學的情況。 

壹、5C原則 

  1996 年，美國頒佈了《外語學習的目標：為21 世紀做準備》（Standards 

fo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Preparing for the 21
st 

Century）。 1999年， 美國在《21 世

紀外語學習標準》（Standards fo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in the 21
st
 Century）中，漢語

學習目標是其中之一。「5C」原則就是依據美國政府制定的國家級外語課程標準，將外

語學習目標歸納為五個以C為開頭的英文字母： 交際（Communications）， 文化（Cultures）， 

關聯（Connections）， 比較（Comparisons）， 社區（Communities）。 

  以下是研究者根據崔永華（2008：165）所列出的美國《21 世紀外語學習標準》的

5個C和11條標準，及舒兆民、徐慧如（2010：199）的11項原則略修正：  

一、 交際（Communications）：運用中文達到溝通目的  

(一) 語言溝通：學習者以交談方式詢問或提供訊息、交換意見及表達情感。  

(二) 理念詮釋：學習者瞭解並能翻譯各種書面及口語主題。  

(三) 表達演示：學習者透過表達方式，將不同理念及內容表達給聽眾或讀

者。  

二、 文化（Cultures）：體認並瞭解中華多元文化  

(一) 文化習俗：學習者能表達對華人社會習俗的瞭解與認識，並能應對得

體。  

(二) 文化產物：學習者能表達對中華文化、藝術、歷史、文學知識和理解。 

三、 關聯（Connections）：結合並貫連其他學科  

(一) 觸類旁通：由於華文的學習者加強或擴展其他學科的知識領域。 

(二) 增廣見聞：學習者能得到唯有學華文才能獲得的特殊觀點與體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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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比較（Comparisons）：領悟並比較不同語言與文化的特性  

(一) 比較語言：學習者比較華文及其母語而促進對語文本質的瞭解。  

(二) 比較文化：學習者比較中華文化與其本國文化而達成對文化本質的了

解。  

五、 社區（Communities）：應用於社區與國際多元社會  

(一) 學以致用：學習者可以在校內校外運用中文。  

(二) 學無止境：學習者將中華語言文化融入日常生活，成為終身學習者。 

語言是溝通工具，也是人與人在進行交際（Communications）的過程中最重要的部

分。語言的使用與文化（Cultures）資訊密不可分，在學習某種語言的同時，在不知不

覺中我們也在學習該語言的文化。華語中的文字與拉丁字母不同，漢字很多都帶有文化

意義，往往從一個字形可以猜出該字所隱含的文化意思，如：男、女、衣、車等等，這

些漢字都是象形文字，而字形的來源都是與古代的文化習俗息息相關。 

漢字對於印尼學習者老說雖然是語言中最難的文字，但是有些漢字雖然看不懂，或

者不會讀，但是我們可以通過它的偏旁部首及之間的關聯（Connections）猜出該字所代

表的意思。根據調查及訪談中也瞭解到，外籍勞工在華語教學過程中，關聯（Connection）

是最難實行，學習者需要透過華語來增加對其他學科領域的認識，例如歷史、地理、文

學、醫學、政治等等。 

學習語言最終目的是如何運用在社區（Community），如何把學習到的知識應用在

實際的生活中。在本國學習一門外語最常遇到的問題是沒有一個真實的語言環境。若沒

有很好的使用環境，教師也可以擬造一個情景使學習者可以通過課堂上的活動使用所學

過的內容與同學進行對話練習。 

比較（Comparisons）的特性是希望學習者通過學習一種新語言反思本族語言和文

化。如進一步理解中國人和中國文化，深入掌握本族語言和文化，同時又 通過比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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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析並思維其不同點。 

 

貳、5C原則運用於教材編寫及教學的情況 

一、 5C原則運用於教材編寫的情況 

5C原則不僅是影響美國公立高中中文大學學分先修課（Advanced Placemend簡稱中

文AP課程）的教材編寫也影響了中國大陸、台灣等國家。現今在編寫國別化華語教材過

程往往都會把5C原則作為教材編寫的原則。陳紱（2008）在編寫美國AP中文教材的思考

與實踐中，也受到《21世紀外語教學標準》影響，並提出了以下看法：  

(一) 大綱觀，提供真實語境，從表達意義的角度將各個語言項目融合在一起。 

(二) 文化的展示內容，充分展現出中華文化特質的話題中培養學習者的交際能

力。 

(三) 比較中展現出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  

(四) 編寫選擇有利於開展以學習者為中心的互動場景，充分使用漢語進行交

際。 

  陳紱（2008）在文章中還提到要真正了解美國漢語教學的理念與實際，才能編寫出

適用於美國課堂的、有價值的教材。 

黃桂英（2008）在文化教材設計中結合了5C原則，透過閱讀和對話方式培養學習者

在特定的情境中進行溝通。文化是語言與語言教學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語言課程中文

化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語言是人類溝通與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黃桂英的教材設計是

透過了解文化以培養學習者的溝通能力，語言與文化知識做完美的結合。  

二、 5C原則運用於教學的情況 

陸效用（2001）在文中提到，外語學習的重點是能夠與人進行溝通，能夠運用在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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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生活中，語言系統不只是詞彙和語法規則，還包括使用語言者的社會地位和說話的風

格，說什麼、對誰說、什麼時候說等等。陸效用還認為「5C」目標體現了當代最新的語

言習得理論，代表了21世紀外語教育改革和發展的方向，影響了許多教學、教材的設計

理念。 

隨著時代的變遷，現在的教學方式與過去的傳統教學已有所改變，教育理念從傳統

的以老師為中心走向了以學習者為中心。老師的角色，不只是以提高學習者的聽說讀寫

能力，而是要能引導學習者把所學習到的知識運用在實際生活中。一個成功的老師不在

於他自己有多厲害、能力有多好，而在於他是否能讓學習者敢於說、敢於做。只要老師

用心、用對了方法，是沒有教不會的學生的。 

李季芬（2011）認為教師的華語文教學思考必須從聽、說、讀、寫四種能力教學，

轉向以培養學習者5C多元溝通能力為目標。如何將5C原則融入教學策略中是教師首要考

量。許怡貞（2007）的研究內容在於華語文師資培訓實習課程的設計，對象是華語文師

資培訓班的學員而非學習者，以5C原則規劃華語文師資培訓課程，融入華語網路資源設

計教案及教學活動，並進行實體與網路資源運用之實務教學。 

何麗華和石鴻珍（2007）的研究內容是由童謠民謠及音樂教學設計5C多媒體網路教

學教材，以引導學生學習的興趣。教材內容融合音樂教學法，以童謠、民謠為教材內容，

進行教案及活動設計，以達到學習者對語言能力的基本訓練，並以多媒體網路為介面，

融入文化歷史教材，提供一個以5C為目標的多媒體網路教學。 

張金蘭(2010)文中提到，語言教學除了要培養學生掌握聽、說、讀、寫之外，還要

能夠提高學生的溝通能力。現今除了教材編寫融入5C原則之外，師資培訓與認證考試的

發展也開始走向5C的要求，教師除了要具備良好的語言知識與能力之外，還要熟悉中華

文化，同時在課堂上能夠引導學生將所學習到的內容進行實際的溝通，能夠將所學的內

容與其他學科相互關聯、互相比較。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detail.jsp?dtdId=000040&search_type=detail&la=ch&checked=&unchecked=&sysId=0006585720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detail.jsp?dtdId=000040&search_type=detail&la=ch&checked=&unchecked=&sysId=0006585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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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專業華語教材編寫 

壹、 一般華語教材與專業華語教材 

一般華語（Chinese for General Purposes，簡稱 CGP）。陳懷萱、林家盈（2013）對一

般華語課程所給的定義是在於訓練學生聽說讀寫四項語言技能，為了能充分達成語言運

用的目標而設計了各種教學活動與任務。 

專業華語（Chinese for Specific Purposes，簡稱 CSP）。陳懷萱、林家盈（2013）對專

業華語的定義是以學習者為中心，針對學習者的特殊目的所規劃的課程。課程的特徵是

以內容為基礎的教學模式，專業與使用的特徵，以實際經驗為基礎的教學，強調多樣而

且大量地輸入。專業華語教學模式是始於專業英語（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簡稱

ESP）。專業英語不僅注重學習者的語言，同時也針對於學習者學科相關的活動的設計。 

Dudley-Evans, Tony & Maggie Jo St. John. (1998)提出，專業英語具有「絕對屬性」

（absolute characteristics）和「變異屬性」 （variable characteristics）。 

一、 絕對屬性 

(一) 專業英語是針對學習者特殊需求來設計課程。 

(二) 專業英語針對學科所設計的方法及活動。 

(三) 專業英語著重在語言（語法、詞彙、語體）、技能、篇章等的相關活動。 

二、 變異屬性 

(一) 專業英語可以針對專業學科設計。 

(二) 專業英語在實際教學的情形下，使用不同於一般英語的教學方法。 

(三) 專業英語主要是針對成人學習者、或是高等教育、職業工作情境所設計，

但也可以為中學程度的學習者而設計。 

(四) 專業英語一般是為了中級或高級程度的學習者所設計，具備相當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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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但是也可以為初級程度的學習者所設計。 

從其「變異屬性」的定義來看，專業英語並不一定完全是針對特殊職業或特定程度

所設計的課程。華語教學和英語教學一樣，都是屬於第二語言教學。根據Dudley-Evans, 

Tony & Maggie Jo St. John. (1998)提出的專業華語特性和郭宗翰（2013）的分析，對專業

華語教學和一般華語教學的差異進行整理。 

表 2-2 專業華語和一般華語教學差異 

項目 一般華語教學 專業華語教學 

學習對象 幼兒到成年人皆有 多數是青少年以上 

學習動機 對學習華語有興趣或學習要求 多數因為職業要求 

學習者程度 從零起點、初級、高級皆有 大部分要具備中級以上的程度 

教材內容 以生活主體為主要編寫範圍 針對不同的專業領域編寫內容 

資料來源： Dudley-Evans, Tony & Maggie Jo St. John. (1998)和郭宗翰（2013：22）（研究者略修正） 

 

從表格的對比中可以看出，專業華語教學和一般華語教學最大的不同在於學習者的

學習內容及華語程度。通常學習者會因為工作上的需要而選擇學習專業的內容。專業華

語的課程不只是生活上的語言溝通，而是較多的專業術語，因此學習者要竹北基礎的華

語溝通能力才能學習專業華語的內容。如今，專業華語不僅是為了專業學科所設計的課

程。外勞的漸增，因他們生活上溝通的需要，使一些專家也開始針對他們的情況設計職

場教材。 

 

貳、 教材編寫原則 

一、 教材的定義與設計 

教材根據《漢語大辭典 & 康熙字典》知網版的解釋是根據教學大綱和實際需要,為

師生教學應用而編選的材料。主要有教科書、講義、講授提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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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華（2008）對教材的定義為在系統層次的設計之後，在系統層次的指導下進行

的，設計和編寫教材是在課程計劃和課程標準之後進行的，應當以課程計劃和課程標準

為編寫依據。他在文中也提到，教材設計應當遵循教學設計的一般過程，即： 

(一) 首先要進行需求分析，獲得教學總體目標； 

(二) 選擇、分析、編排為達到總體目標所要教授的具體內容； 

(三) 分析學習者的相關因素，為教學內容的選擇和教學策略的設計提供依

據； 

(四) 對具體的教學目標進行可測量的行為描述； 

(五) 制定教學策略； 

(六) 選擇適當的媒體； 

(七) 制定對學習效果評價的方案、方法； 

(八) 對教材設計的成果進行評價。 

二、 一般華語教材編寫原則 

呂必松（1993）提出了各種類型教材普遍適用的六條原則： 

(一) 實用性原則：選擇的教學內容必須是學生所需要的、常用的。 

(二) 交際性原則：教學內容的選擇和語言材料的組織要有利於培養學生的語

言交際能力。 

(三) 知識性原則：教學內容要包含學生感興趣的新知識，使學生感到不但能

學到語言，而且能增長知識。 

(四) 趣味性原則：教材的內容和形式生動有趣，不至於使學生感到枯燥乏

味。 

(五) 科學性原則：第二語言教材的語言要規範，對有關知識的介紹和解釋要

科學，教學內容的組織要符合語言規律、語言學規律和語言教學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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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針對性原則：編寫第二語言教材首先要明確所編的教材適用於哪一種教

學類型、哪一種課程類型、哪一種教學對象等。 

另外，何淑貞等人(2008)則認為編寫華語教材需注意：定向、目標、特色、認知、

時代、語體、文化和立體等八項原則。 

(一) 定向原則：確定教材的基本走向，例如確定針對何種教學類型、編寫哪

一類教材、教學對象為何、何種等級和多少學時學完等等。 

(二) 目標原則：根據學習者的需求分析，如學習者的文化背景、學習目的、

學習時間、現有目標語基礎、將來運用目標語的方式即預期達到的水準

等。 

(三) 特色原則：特色與創新乃是教材的生命與價值所在，編寫教材的特色原

則是指以新理論和新觀念來支援教材的特色與新意，並能達到實踐檢驗，

使教材具長久使用價值。 

(四) 認知原則：考慮教學對象在語言習得過程中的認知因素，包括分析學習

者識別語法結構和功能的能力、對語言現象的歸納概括能力等等。 

(五) 時代原則：在教材編寫所涉及的種種面向應體現出知識、觀念和教學法

的更新，並能反映學科發展的新成果和編寫教材的新水準，以達到時代

發展變化的需要。 

(六) 語體原則：編寫教材時要選擇明確定語體，充分體現該語體特徵或屬性

的典型課文、詞彙、語法等語言材料和表達方式。使學習者掌握各種語

體的特點和使用規律，協助學習者能根據不同的溝通內容、溝通目的、

溝通場合，來選擇恰當的語言材料和表達方式。 

(七) 文化原則：教材設計編寫應恰當地選擇和安排文化點，以提升學習者在

跨文化溝通時的具體情境中處理文化差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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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立體原則：教材的設計和編寫應包括練習冊、教師用書、課外讀物、教

具、影音、光碟等。 

三、 專業華語教材編寫原則 

關於專業華語教材的編寫原則，目前還沒有一套定式的編寫原則。沈小濤（2006）

認為好的專業英語教材應遵循的原則有：結合專業的原則、激勵學習的原則、便於教學

的原則、體現語言教學規律的原則等。Tom Hutchinson & Alan Waters（1987）提到專業

英語教材並非某種專門的教材，它是根據學習者的需要而學習語言的一種途徑。 

王艷（2011）提出了專業英語教材應該著重的九個原則，即： 

（一） 需求分析原則 

編者要全面考慮學習者的學習目的、學習期望、語言水準、知識面、興

趣範圍等的各種需求因素，做到有據可循、有的放矢。 

（二） 相關性原則 

學習者的需要必須反映在教學大綱的目標上，ESP 教材的設計目標和理

念必須體現教學大綱的目標，這樣才能使教材幫助學習者。 

（三） 真實性原則 

教材要提供貼近真實職場活動的交際任務，讓學生去體驗，幫助學生理

解交際任務的語言本質和交際本質。 

（四） 實用性原則 

學生在特定的語境中運用語言來提出問題、討論問題、解決問題，課堂

教學活動不僅是為語言學習本身，而且是超越語言本身的，以達到學以

致用的目的。 

（五） 適應性原則 

教材需要向教師提供相關的背景知識以及充足、適用的指導材料，這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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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於教師對課堂活動進行整體控制，真正發揮促進學生學習的作用。 

（六） 系統性原則 

教材提供系統和全面的知識，反映相關領域的先進成果。學生在內容學

習中習得語言，擴充專業詞彙，研究不同的語言結構、語言功能、語言

形式以及語言運用方法。 

（七） 難度控制與階段性原則 

初級階段的教材與高級階段有時不同，高級階段的教材可分不同專業，

在技能訓練方面對學生提出更高的要求，以達到培養和提高學生所學專

業領域的英語運用能力的目的。 

（八） 立體化原則 

ESP 立體化教材的使用不僅能為教師提供豐富多彩的課堂組織與評估

方式，同時從不同層面滿足不同學生的需求，發揮學生學習的潛力，使

學生的技能訓練從課堂內延伸到課堂外，保證學生知識體系的完整性，

幫助學生拓展知識面，激發其探究學習的興趣。 

（九） 研究型學習原則 

學生在教師的引導下，確定研究問題，在主動探索、發現和體驗的過程

中學會對資訊進行蒐集、分析和研究，這將有助於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

實踐能力以及學生的終身學習能力，從而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的目標。 

 

第四節 教材評價的理論依據 

本節內容主要闡述的教材評鑒理論包括 Brown 在《原則導向教學法》第九章：教學

技巧、教科書與科技中「教科書評鑒標準」，崔永華《對外漢語設計導論》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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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教材設計，「教材評價」中給出的「Hutchinson 和 Waters（1987）設計的教材評價

內容」、「Grant（1987）設計的關於教材選擇的評價表」、以及「趙金銘設計的對外漢語

教材評估表」。為評價台灣現有的專門針對印尼勞工所編寫的教材，研究者採用 Grant

（1987）設計的教材評價進行進一步的分析。對於本研究所設計的印尼國別化職場華語

教材，研究者採用了趙金銘設計的對外漢語教材評估表。研究者採用了後兩者的教材評

鑒標準的原因是因為所設計的範圍比較廣，而且有衡量的標準分數可供研究者對所分析

的教材進行對比，可以更詳細地了解到該教材的優點及不足之處。 

壹、 Brown《原則導向教學法》 

Brown 在《原則導向教學法》第九章：教學技巧、教科書與科技中給出了「教科書

評鑒標準（改編自 Robinett1978:248-51）」可供參考的評鑒標準。設計的內容有課程目

標、學生背景、語言技巧、上課內容和課堂技巧等，甚至印刷品質和輔助教材也包括在

內，評鑒內容涉及比較廣。但是本評鑒標準也存在一些問題，首先是題目的設計大部分

都是以是非題，不能以量化的方式來進行評量，評量問題的選項只能給教材編輯者或者

使用者提供考量；其次，評價的內容主要是針對英文教材，所以不適合用在華語教材的

評價。 

表 2-3 Brown 提出的教科書評鑒標準 

評量標準   

課程的目標（這本課本是否有助於你達成

課程的目標？）   

學生的背景（這本書適合學生的背景

嗎？） 

A．年齡 

B．母語與文化 

C．教育背景 

D．學習英語的動機或目標 

教學觀（你的學生、你所任教的機構以及

你自己，是否能夠認同這本書所反映的教

學理論？） 

A．學習理論 

B．語言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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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技巧（這本書是否整合語言的 4 個技

巧？這四個技巧之間，是否分量都一樣

重？這本教科書所要強調的技巧，是否符

合課程的需要？） 

A.  聽 

B.  說 

C.  讀 

D.  寫 

內容（這本書是否反映了語言及語言學習

的現代理論？） 

A．效度——這本教科書是否能夠達到教學目標？ 

B．語言的真實性。 

C．主體、情境及背景的合宜性與通用性。 

D．程度——這本書是否適合學生的程度？ 

習作的品質： 

A．練習的內容是否有從“控制性”到“自由性”的變化？ 

B．指引說明是否清晰？老師和學生是否都很容易看懂？ 

C．學生的主動參與——是否能有效鼓勵學生主動參與？ 

D．文法及其他有關語言形式的解釋——歸納式還是演繹式？ 

E．複習的教材——是否夠螺旋式？複習的內容充分嗎？ 

排列順序（這本書如何排序？） 

A．按照文法結果 

B．按照技巧 

C．按照情境 

D．綜合以上幾點排列 

詞彙（這本書有沒有注意到詞彙以及詞彙

的研讀？） 

A．相關性 

B．出現的頻率 

C．詞彙分析的策略 

一般社會語言的因素 

A．英語的變體——美式英語、英式英語、方言或國際性的變

體？ 

B．文化的內容——有無文化歧視？ 

印刷版面（版面是否吸引人？印刷是否精

美？裝訂是否牢靠耐用？） 

A．打字的清晰度。 

B．使用特別醒目的提示（音標、重音、語調的標明等） 

C．插畫的品質與清晰度 

D．版面的設計——看起來是否舒適，不會太過“擁擠”？ 

E．書本的大小與裝訂 

F．排版的品質 

G．索引、目錄及篇章的標題 

隨書的輔助教材（是否擁有好用的輔助教

材） 

A．習作 

B．錄音帶、錄影帶等 

C．海報、閃示卡等 

D．整套的考題 

 教師手冊。（好用嗎？） 

A．教學法的指引 

B．替代性或輔助性練習 

C．適合外國老師的語言與文化背景 

D．解答 

資料來源：Brown, H. Douglas(2003：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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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Hutchinson 和 Waters（1987）設計的教材評價內容 

Hutchinson 和 Waters（1987）設計的教材評價內容屬於開放式的描述性問卷調查，

評鑒者根據題目敘述教材的內容及教材設計的方法，觀點不受限制，可以深入瞭解被調

查者的意見、態度、看法、需求問題等，但同時也存在著很大的缺點，就是評鑒者由於

先前經驗背景的緣故，思考問題的方式和關注重心不一樣，所以評量問題的答案會標準

不一，而且文字敘述比較抽象，細節難辨，需要花比較常的時間去分析內容。 

這個評價內容包括教學物件、教學內容、教學目的、教學方法、教學成本等，其中

有關教學內容和方法的評估標準包括： 

表 2-4 Hutchinson 和 Waters（1987）設計的教材評價內容 

兩大項 各項評估標準 

內容 

 

 

 

 

 

 

 

 

 

 

描述語言的理論基礎是什麼？是結果主意，還是功能意念？是否以語篇為基礎？是否是幾種理論的

綜合？ 

所覆蓋的語言點有哪些？ 

聽、說、讀、寫等技能訓練的比重是多少？是否有綜合技能訓練？ 

需要培養的微技能有哪些？ 

課文的體裁包括哪些類型？ 

課文的題材範圍如何？課文的主題是如何處理的？ 

教學內容是如何安排？ 

每個單元是如何安排的？是否按固定模式（如聽說讀寫等順序）安排的？有沒有突出其中某一技

能？ 

教材內容的先後次序是按什麼原則編排的，線性式還是螺旋式，或是其他方式？ 

各單元的編排是否有一定的原則指導？ 

方法 

外語學習的心裡過程是以什麼理論為基礎的？是否是行為主義？是否注意到學生的學習動機、態

度、性格等情感因素對外語學習的影響？ 

學生對學習外語的態度和期望中有哪些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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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哪些類型的練習或任務？如：是否需要指導？是語言理解還是語言運用？是語言形式或技能訓

練還是靈活運用？是注重形式或技能練習，還是注重意義的任務？答案中有一個還是數個？是角色

扮演、模擬活動、演劇，還是做遊戲？全班活動、小組活動、個別活動還是自學？ 

需要運用哪些課堂技巧？如：是環環相扣的活動、結對子活動、小組活動、發音還是其他活動？ 

需要哪些教學輔助工具？ 

搞好教學還需要哪些輔導和配套材料？如：是否有教學要求、詞彙和技能表？是否有語言和專業方

面的參考資料？是否有教學法指導？是否有測驗題？ 

使用教材是否有靈活性？如：可否不按單元次序教學？可否打亂單元中各部分的次序？可否與別的

教材配合使用？ 

資料來源：崔永華（2008：233-234） 

 

參、Grant（1987）設計的關於教材選擇的評價表 

Grant（1987）設計的關於教材選擇的評價表與 Brown提出的教科書評鑒內容有些相

似，大部分已是非題，可是 Grant（1987）的教材選擇的評價表答案多了一個「說不清

楚」，並且三種選擇對應不同的分數，各種不同教材的評量結果由分數的高低決定。這

種評鑒方法給出了一個比較明確的數字，但是僅僅這三種選項，並不能很清楚地判別教

材的差異和特色，而且評鑒的結果也不能夠提供很好的教材修改建議，此種評鑒表只能

評量出哪一種教材更受大眾喜歡。 

表 2-5 Grant（1987）設計的關於教材選擇的評價表 

三大項目 各項評估標準 
是 不是 說不清楚 

第一部分：教材是否

符合學生的學習需

求？ 

教材對學生有吸引力嗎？從學生的平均年齡看，他們是否樂

於使用這種教材？ 

   

在文化方面，教材內容是否能被學生接受和認可？ 
   

教材是否反映了學生的學習需要和學習興趣？ 
   

教材的難度是否適當？ 
   

教材的篇幅是否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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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幀設計是否合理（比如，是否容易保存、是否耐用）？ 
   

教材是否有足夠的真實語言素材？學生是否認為教材內容貼

近現實生活？ 

   

教材是否兼顧語言知識的學習和語言技能的實際運用？ 
   

教材是否注重相關語言技能的協調發展？教材是否有綜合語

言訓練？ 

   

教材是否包括足夠的交際活動？教材是否注重培養學生獨立

運用語言的能力？ 

   

第二部分：教材是否

符合教學的需求？ 

總的來看，教材的內容和版面設計是否令人滿意？ 
   

 教材是否配有便於使用的教參？教參是否附有參考答案？教

參是否就教學方法和教學活動的設計提出建議？ 

   

課堂上，教師是否可以在不依賴教參的情況下進行教學？ 
   

教材體現或建議的教學方法是否符合教師、學生和實際課堂

教學的需要？ 

   

在必要情況下，教材是否容許教師調整教學方法？ 
   

教材是否有利於教師節省課外備課時間？ 
   

教材是否配備了必要的輔助教材，如錄音帶、練習冊（活動

冊）、圖等？ 

   

教材是否配備了用於複習和測驗的教材？ 
   

教材是否注重新舊知識的結合以及重要語言現象的再現率？ 
   

教材是否被其他教師認可和採用？ 
   

第三部分：教材是否

符合課程標準的需

求？ 

教材是否經過教育行政部門審定或由有關權威機構推薦？ 
   

教材是否遵循但不拘泥於課程標準規定的內容和要求？ 
   

教材內容體系的安排是否由淺入深、從簡單到複雜逐步過

渡？ 

   

如果教材內容超出課程標準規定的範圍，超出內容是否有利

於教學？ 

   

教材中的活動、內容和方法的設計與安排是否周密、合理？ 
   

教材的編寫是否有明確的使用對象和教學目標？ 
   

教材的編寫是否有利於學生在實際語言運用中發揮正常水

準？ 

   

教材是否合理地兼顧學生考試的需要和實際語言運用的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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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是否有足夠的運用練習？ 
   

教材是否有利於學生為進一步學習打基礎？ 

   

是=2 分，不是=0 分，說不清楚=1 分 

資料來源：崔永華（2008：233-234） 

 

肆、趙金銘設計的對外漢語教材評估表 

趙金銘設計的對外漢語教材評估表，從形式上看，版面整齊、美觀、分數劃分合理，

便於閱讀和作答，而且每組評估項目都有一個具體的主體、題目表述詳細、重點突出、

並且根據分數的分佈很容易看出教材的優缺點，有利於教材的回饋和修改。 

表 2-6 趙金銘設計的對外漢語教材評估表 

教材名稱 :          作者  :  

出版時間 :          出版單位 :  

教材類型 :          適用對象 :  

開本  :          總頁碼 :  

序

號 

評   估   項   目 得分 

A B C D 

1 前期准備 對學習者的需求有調查瞭解     

2 依據現行的某種教學計畫 、課程大綱進行編寫     

3 依據大綱對詞彙總量及其分佈進行控制     

4 覆蓋大綱所規定的語言點     

5 依據大綱確定功能意念專案且分佈合理     

6 教學理論 以某種語言理論為基礎 ,如結構主義或功能意念     

7 體現或側重某種教學法原則 ,如聽說法或交際法     

8 使用該教材可完成既定的教學目標     

9 正確處理語言知識的傳授和語言技能的培養     

10 聽說讀寫譯各項技能訓練比重均衡 ,並有綜合訓練     

11 按照語言技能編排教學內容     

12 既注意表達正確又注意表達得體     

13 語言能力與交際能力並重     

14 學習理論 以第二語言學習心理過程為理論基礎如行為主義     

15 教材內容與學習者的需求相一致     

16 內容編排符合學習者的學習心理過程     

17 語言水準與學習者的基礎相符     

18 語言內容與學習者以前所學相銜接     

19 注意學習者的情感因素對學習的影響     

20 語言 每課生詞量適當 ,重現率充分     

21 句子長短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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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課文篇幅適中     

23 課文與會話語言真實 、自然     

24 口語與書面語關係處理得當 ,是真正的普通話口語     

25 所設語境自然 、情景化     

26 材料 
課文內容符合外國人 、成年人 、有文化的人的心態 

    

27 課文題材涵蓋面廣 ,體裁多樣     

28 課文內容的深淺難易排序得當     

29 從開始就有可背誦的材料     

30 課文有意思 ,給學習者以想像的餘地     

31 內容無宣傳 、無說教 、無強加於人之處     

32 教材的文化取向正確無誤     

33 練習編排 練習覆蓋全部的教學內容     

34 練習有層次 :理解性 —機械性 —活用性練習     

35 練習類型多種多樣 ,每個練習都很短     

36 各項練習之間具有內在聯繫     

37 注重表達練習 ,練習項目具有啟發性     

38 練習的量足夠     

39 練習編排遵循“有控制 —較少控制 —無控制”原則     

40 練習兼顧到各項語言技能的訓練     

41 注釋解說 淡化語法 ,少用概念和術語 ,加強交際     

42 語言現象的注釋簡明 、扼要     

43 外文翻譯準確 ,具可讀性     

44 注重詞的用法及使用條件的說明     

45 例句精當 ,可以舉一反三     

46 教材配套 有教師手冊及參考用書 ,方便教師 ,起導向作用     

47 有學生練習冊     

48 各單項語言技能訓練教材配套     

49 有清晰音像材料 ,可供視聽     

50 有階段複習材料及總複習材料     

51 有相關的測試練習     

52 其他 開本合適 ,使用方便     

53 插圖數量適當 ,與內容配合緊密     

54 版面活潑新穎 ,吸引學習者     

55 教材內容使用不同字型大小編排     

1-45 A4 B3 C2 D1(滿分 180)，46-55 A2 B1 C0.5 D0.25(滿分 20) 

總滿分 200 170 以上優秀教材 150-169 良好教材 ，120-149 一般教材，119 以下較差的教材 

資料來源：崔永華（2008：235-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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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職場華語教材相關研究 

  本節主要闡述三個項目，第一、台灣職場華語教材相關研究，本研究者透過關鍵詞

的搜尋方式找出相關文獻；第二、針對印尼人所編輯的職場教材，主要介紹四本針對印

尼人所編輯的職場華語教材及兩本台語教材；第三、印尼職場華語教材分析，本研究者

使用 Grant（1987）設計的教材評價表對四本印尼勞工職場華語教材進行進一步的分析。

以下將詳細論述之。 

壹、 台灣職場華語教材相關研究 

目前在台灣針對職場華語教材的研究仍屬少數，研究者以「職場華語」為關鍵字，

在台灣華文教學學會中只有找到兩筆資料，一是廖淑慧的《基礎級職場華語教材之編寫

設計──以越南台商公司學習者為對象》，二是吳惠萍、蔡德祿的《職場華語初級教材

研發──以提昇越南職工口語能力為主》。 

廖淑慧的《基礎級職場華語教材之編寫設計──以越南台商公司學習者為對象》的

研究內容是使用客制化教材的觀點，分別從學習者的背景、教師條件和溝通式教學觀三

方面進行探討《華語快易通》編寫的依據與使用的原則。這份教材是由文藻應華系教材

編寫小組籌劃編製，定名為《華語快易通》，是以語言溝通功能為主，以情境的對話為

輔，設計各式的練習活動，讓學習者可以清楚掌握如何以適當的語句表達各種言語行為，

也讓新手老師可以發揮靈活的教學設計之課堂用書。 

吳惠萍、蔡德祿的《職場華語初級教材研發──以提昇越南職工口語能力為主》

是 2007 台灣華語文教學年會暨研討會發表的論文。此研究是從資方和勞方的需求點

切入，針對越南職工在台商工廠內就職所面臨的華語生活交際情境和台、越員工溝通

需求，編寫出具有文字、圖畫、聲音、影像的自學式數位多媒體華語教材，並搭配財

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開發的中文語音辨識與語音評分的技術，協助學習者自我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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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音，強化語音的準確度。 

 

貳、 針對印尼人所編輯的職場教材 

根據每年內政統計通報的數據可以看出，印尼勞工的人數每年都在增加，這些勞工

因為背景特殊而且他們主要是來台灣工作，但因為語言溝通上的問題，在工作上也遇到

許多問題，所以為了讓這些勞工能夠盡快學會華語或與老闆或僱主能夠進行溝通，一些

學者根據他們的背景與學習需求編寫相關的職場教材。 

陳玉順於 2009年和 2013年出版了兩本專門針對印尼幫傭、印尼看護工和印尼配偶

編寫的教材，分別是《印尼人學中文》和《印尼人的實用中國話》。這兩本教材都配有

華語 CD光碟，印尼語對照錄音。 

陳美萍於 2012年出版了《印尼人學華文不求人》教材。此教材的內容是專為印尼

外籍勞工設計的情境式會話課程，同時也配有 CD 光碟。 

哈福編輯部於2014年也針對印尼外勞及印尼外籍配偶編寫了《印尼人輕鬆學中文．

台語》這本教材。此教材同樣配有 CD光碟，華語和台語對照錄音。 

除了以上兩本教材，研究者在金石堂網絡書店還蒐集到兩本教材，《印尼人學台語》

和《印傭會話一指通》以下是根據金石堂網絡書店的內容進行整理內容。 

一、 《印尼人學中文》 

這本教材是以注音和拼音同時標注，印尼語解釋，配上兩張華語和印尼語對照錄音

的 CD光碟。教材內容一共有十二個單元，有： 

(一) 常用詞句篇 

(二) 基本語句篇：問候用語、成語、道謝和道歉的回答、告別語、數字、時

間、星期/月份、季節/天氣、顏色、身體的部位。 

(三) 家事篇：生活作息、教煮菜、烹飪、在客廳、在房間、在廁所、洗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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燙衣服、洗碗、清潔鏡子和玻璃、清潔電風扇、招待賓客水果、泡茶。 

(四) 醫療照顧篇：照顧老人、照顧病人、照顧小孩、照顧嬰兒。 

(五) 聯絡篇：外出和家人聯絡、寫信回印尼。 

(六) 銀行篇：開設賬戶、取款/存款。 

(七) 醫療篇：生病、在掛號處、看醫生、領藥和打針。 

(八) 外出篇：問路、搭公車、搭火車/搭捷運、搭計程車、搭飛機、外出用

餐。 

(九) 購物篇：在菜市場、在百貨公司、在商店。 

(十) 地名和語言篇：台灣的地名、世界各國、語言。 

(十一) 算數篇 

(十二) 常用單字篇：城市和鄉村、植物與動物的名稱、交通工具、大自然的事

物。 

二、 《印尼人的實用中國話》 

這本教材是全國第一本用印尼語拼音標注的華語教材，同樣有印尼語翻譯和配上兩

張華語和印尼語對照錄音的 CD光碟。本教材內容共六個單元，有： 

(一) 選工人篇 

(二) 外勞在台辦手續與生活的內容篇：押指紋與居留證 、辦體檢、訂票、

轉出與承接、銀行、打電話、放假、購物、離境。 

(三) 照顧篇：照顧老人家、照顧病人、照顧孩子、照顧嬰兒、病名。 

(四) 做家事篇：客廳、房間、廚房、洗手間、洗衣服、水果類、菜類、其他

食物、飲料。 

(五) 其他篇：家庭、建築物、娛樂、形容詞、身體、數字數量、時間、動物、

運動、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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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印尼人學華文不求人》 

這本教材是以漢語拼音標注，使用印尼語翻譯，配上一張 CD光碟。教材內容一共

有七個單元，有： 

(一) 生活適應篇：自我介紹、介紹別人、興趣與夢想、我的家人、問候語、

感謝、道歉、道別、祝賀與稱讚、給意見。 

(二) 工作篇：熟悉地方、掃地、洗衣服、煮菜、倒垃圾、洗廁所、打電話、

接電話。 

(三) 照顧老人篇：按摩、在浴室、復健、餵阿嫲吃飯、吃藥。 

(四) 交通：問路、搭公車、搭捷運／火車、搭計程車、機場。 

(五) 購物篇：殺價、菜市場、夜市、餐廳、飲料店、便利商店、服飾店、鞋

店、化妝店。 

(六) 緊急事故篇：生病、看醫生、受傷、遺失、防火準備。 

(七) 請求篇：請求幫忙、在郵局、寄東西、在銀行匯款。 

四、 《印尼人輕鬆學中文．台語》 

這本教材是全國外籍配偶生活適應班指定的教材。教材內容的設計是以四種語言對

照的方式，有華語、台語、英語和印尼語，華語部分是使用漢語拼音標注，而台語部分

是使用印尼語的拼音方式標注，配上一張 CD光碟。本教材內容共七個單元，有： 

(一) 問候篇：打招呼、禮貌用語、表達問候、稱謂。 

(二) 時間和天氣篇：時間用語、今天星期幾、日期、關於時間、什麼時候、

天氣。 

(三) 飲食篇：煮食、味覺、我喜歡喝、我喜歡吃、怎麼樣。 

(四) 溝通篇：自我介紹、表示態度、請對方再說一遍、抱歉的話、感謝的話、

回答用語、讚成和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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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感情篇：表現情感、表達同情、感覺、健康狀況、喜歡。 

(六) 應用篇：祝賀話語、電話應對、感謝邀請、招待客人、節日、電氣使用、

東西壞了、形容詞、方位用語。 

(七) 生活篇：好不好、找地方、我想去、出門時、買食物、有沒有賣、多少

錢、上速食店、喝飲料。 

五、 其他教材 

從以上教材的整理可以看到，為方便學習者學習和模仿，每一套教材都配上了 CD

光碟，而且大部分都使用漢語拼音和注音，其中一本教材《印尼人的實用中國話》是使

用印尼文來標注讀音。以防這些勞工所遇到的僱主不會講漢語，所以一些學者也專門編

寫台語的教材，甚至《印傭會話一指通》這本教材是專門幫助主顧之間的語言障礙，通

過指點書上的詞語來進行溝通（見表 2-7）。 

表 2-7 其他針對印尼人所編輯的相關職場教材 

 書名 作者 使用對象 教材設計 

1 印尼人學

台語(附

2CD) 

 

 

梁庭嘉 印尼幫

傭、印尼看

護工、印尼

勞工、印尼

配偶 

台灣主婦日常生活的慣用台語，共計十七

篇：買菜、廚房、育兒、看護、居家生活、

工作、數字數量、形容詞、大自然、動物植

物、穿著、電話、時間、應對、稱呼、地點、

其他動詞，全書以漢語拼音標註台語 

2 印傭會話

一指通 

(附贈

MP3) 

哈福編

輯部 

印尼幫

傭，雇主 

簡單實用的句型，日常生活對話，中文．印

尼文對照，主雇用指的也能通，輕鬆學印尼

語篇，有中文羅馬拼音和英文對照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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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印尼職場華語教材分析 

以上所提的四本印尼職場華語教材都沒有配套的練習本和教師參考書，所以不適合

使用趙金銘設計的對外漢語教材評估表。因此，研究者根據 Grant（1987）設計的教材

評價表對四本印尼勞工職場華語教材進行進一步的分析。分析的內容包括三個項目：一、

教材是否符合學生的學習需求；二、教材是否符合教學的需求；三、教材是否符合課程

標準的需求。研究者把四本教材編為四個號碼，B1是《印尼人學中文》，B2是《印尼人

的實用中國話》，B3是《印尼人學華文不求人》，B4是《印尼人輕鬆學中文．台語》。評

分標準是根據 Grant（1987）設計的教材評價所規定的分數，以 2分表示「是」， 0分表

示「不是」， 1分表示「說不清楚」。詳細內容（見表 2-8）。 

表 2-8 印尼職場華語教材分析 

三大項目 各項評估標準 
教材 

B1 B2 B3 B4 

第一部分、教

材是否符合

學生的學習

需求？ 

教材對學生有吸引力嗎？從學生的平均年齡看，他

們是否樂於使用這種教材？ 
 

1 

 

1 

 

2 

 

1 

在文化方面，教材內容是否能被學生接受和認可？ 0 0 1 0 

教材是否反映了學生的學習需要和學習興趣？ 2 2 2 2  

教材的難度是否適當？ 2 2 2 2  

教材的篇幅是否適當？ 2 2  2  2  

裝幀設計是否合理（比如，是否容易保存、是否耐

用）？ 2 2  2  

 

2 

教材是否有足夠的真實語言素材？學生是否認為教

材內容貼近現實生活？ 2 

 

2 2  2  

教材是否兼顧語言知識的學習和語言技能的實際運

用？ 1 

 

1 1  1  

教材是否注重相關語言技能的協調發展？教材是否

有綜合語言訓練？ 0 

 

0 

 

1 0  

教材是否包括足夠的交際活動？教材是否注重培養

學生獨立運用語言的能力？ 1 

 

1 1  1  

第二部分、教

材是否符合

教 學 的 需

求？ 

總的來看，教材的內容和版面設計是否令人滿意？ 0 0  1 1  

教材是否配有便於使用的教參？教參是否附有參考

答案？教參是否就教學方法和教學活動的設計提出

建議？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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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上，教師是否可以在不依賴教參的情況下進行

教學？  2 2  2  2  

教材體現或建議的教學方法是否符合教師、學生和

實際課堂教學的需要？ 0 

 

0 1  0  

在必要情況下，教材是否容許教師調整教學方法？ 1 1 1  1 

教材是否有利於教師節省課外備課時間？ 1 1 1  1  

教材是否配備了必要的輔助教材，如錄音帶、練習

冊（活動冊）、圖等？ 
 

1 1  1 1 

教材是否配備了用於複習和測驗的教材？ 0  0  0  0  

教材是否注重新舊知識的結合以及重要語言現象的

再現率？ 0  

 

0 

 

0 0  

教材是否被其他教師認可和採用？ 1 1 1 1  

第三部分、教

材是否符合

課程標準的

需求？ 

教材是否經過教育行政部門審定或由有關權威機構

推薦？ 0  

 

0 2  0  

教材是否遵循但不拘泥於課程標準規定的內容和要

求？ 1  

 
1 

 

1 1  

教材內容體系的安排是否由淺入深、從簡單到複雜

逐步過渡？ 0 

 

0 

 

0 0  

如果教材內容超出課程標準規定的範圍，超出內容

是否有利於教學？ 0  

 

0 0  0  

教材中的活動、內容和方法的設計與安排是否周

密、合理？ 0  

 

0 0  0  

教材的編寫是否有明確的使用對象和教學目標？ 2 2 2  2  

教材的編寫是否有利於學生在實際語言運用中發揮

正常水準？ 
 

1 

 

1 1  1  

教材是否合理地兼顧學生考試的需要和實際語言運

用的需要？ 
 

0 

 

0 0  0  

教材是否有足夠的運用練習？ 0 0  0  0  

教材是否有利於學生為進一步學習打基礎？ 1 1 1 1 

 總分 24 24 31 25 

資料來源：參考崔永華（2008，211-239）的 Grant（1987）設計的關於教材選擇的評價表，分析內

容由研究者自行整理 

 

因為以上的四本教材都沒有教師手冊及練習冊，所以在評分標準上會與一般教材的

分數要低一些。根據 Grant（1987）的評價表所給出的分數來看，第三本教材——《印

尼人學華文不求人》是比較符合教材編寫的標準。教材內容是以情境對話為主，編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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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是以詞語和句子為先，然後對話內容在後。版面設計很吸引人，圖文並茂，以單粉

色的排版方式突顯出建材的各個部分，而且拼音的注釋是以淡色的方式呈現，可以讓使

用者的注意力更集中在漢字部分。因為教材是彩色的，如果插畫部分或者排版部分使用

更多的顏色進行排版會更能吸引學習者選用。本教材主要著重在聽說練習部分，而忽略

了讀寫部分，這也是本教材所存在的不足之處。除此之外，教材中也有設計練習部分，

可是量偏少，而且比較像是單詞，並不像練習內容。 

 
圖 2-1 《印尼人學華文不求人》教材內容 

 

其他三本教材分數都相差不多，其中兩本（《印尼人學中文》和《印尼人的實用中

國話》）因為是同一位作者所編輯的教材，不但內容一樣，教材的編排也是一樣，所以

分數沒有差距。這兩本教材不同的地方只在於拼音部分，《印尼人學中文》是使用注音

和漢語拼音注音，而《印尼人的實用中國話》是使用注音和印尼文的拼音法。雖然《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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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人的實用中國話》這本教材使用印尼語的拼法覺會對印尼人使用比較方便，可是很多

字是沒辦法用印尼文來拼寫的，如、/z/、/c/、/s/、/j /、/q/、/x/等，用印尼文的

拼法都沒辦法標準地讀出該詞語的讀音，而且聲調的標號是以數字 1、2、3、4，這樣更

會干擾到學習者的閱讀。目前的教材都會配備錄音光碟，所以可以通過錄音的方式給使

用者提供注音或者漢語拼音的讀音，使他們可以自己在家自學。 

 
圖 2-2 《印尼人的實用中國話》教材內容 

 

《印尼人學中文》和《印尼人的實用中國話》這兩本教材所設計的內容很豐富，而

且每一個單元都分成好幾個子單元，教材內容是以左右分欄，華語和印尼語對照的方式

呈現。本教材存在比較大的問題是在於內容設計部分，是以詞語或者句子為主，比較像

一本單詞語或單句的手冊，並不像一本教材，而且並沒有像教材那樣有配套的練習冊及

大量的練習題，所以這兩本教材並不適合在課堂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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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印尼人學中文》教材內容 

 

《印尼人輕鬆學中文．台語》這本教材內容的設計與《印尼人學中文》和《印尼人

的實用中國話》這兩本教材一樣，也是以詞語和句子對照的方式。這本教材使用了四種

語言，有：華語、台語、英語和印尼語的對照方式排版。雖然這本教材多了一些插圖，

可是圖片和內容並不相關，並沒有起到什麼作用。此教材也是一樣偏像單詞手冊，並不

適合作為課堂使用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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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印尼人輕鬆學中文．台語》教材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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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流程 

第一節 研究對象與場域 

本節針對研究場域及研究對象進行探討。本研究場域主要是針對一個在台灣的印尼

雜誌社——INDOSUARA，研究對像是本雜誌社華語班的學員。 

壹、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主要是針對在台的印尼勞工，透過 INDOSUARA 雜誌社發放問卷。

INDOSUARA 雜誌社所開辦的印尼勞工班的學員大部分來自印尼爪哇島，有部分的學員

在來台之前參加過兩個月的華語班。他們來台的時間大都已經在兩年以上，所以已經掌

握基本的會話，可是書寫和閱讀方面都還屬於基礎級，甚至零起點。因為受他們母語的

影響，所以在發音上都存在很大的問題。 

本單位所開設的華語班是按期進行的，每一期為四個月。每一期報名參加的學員都

是同樣的背景，都是在台灣的印尼勞工，但每一期的學員都不是固定的。 

表 3-1 學習者人數 

 日期 人數 學習內容 

第一期 2015 年 1月開始，5月結束 54（兩個班） 聽說 

第二期 2015 年八月開始，11月結束 23（一個班） 讀寫 

第三期 2015年 11 月開始，將在 2016年 3月結束 18（一個班） 讀寫 

第四期 2016 年月開始在 5月結束 8（目前人數） 讀寫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因為 INDOSUARA 雜誌社的學員人數有限，所以研究對象除了該雜誌社的學員之

外，還會透過該雜誌社發放更多的問卷調查。此外，研究者還對六位學習者進行訪談，

瞭解他們在學習過程中遇到什麼不一樣的問題和教學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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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場域 

本研究選 INDOSUARA 雜誌社作為研究對象的主要原因是因為該單位在 2015年 1

月份與中原大寫應用華語文學系合作開辦了華語證書班，而研究者與其他三位應華碩士

生接了這個教學任務。 

INDOSUARA 是由兩個詞組成的，分別是 INDONESIA（印尼）和 SUARA（聲音），

簡而言之是指印尼人民的聲音。INDOSUARA 是一位印尼華族青年——沈天德創辦的雜

誌社。自 2006年 9月在臺灣成立，本雜誌社開展的願景和使命是作為在臺灣的印尼人

民的「聲音」。沈天德之所以能夠在臺灣辦起這份雜誌社，首先是因為他生活在臺灣 20

多年了，所以非常瞭解印尼人的需求。 

INDOSUARA 首次出版於 2006年 11月，發佈的時間與在臺灣的穆斯林慶祝 1427H

開齋節的時間同時進行。首刊共 16頁全彩，印刷數量共 3000冊，後來印尼勞工開始慢

慢地認識 INDOSUARA。在 2007年 12月，印刷數量已經達到了 1萬冊，到 2009年 8

月達到了 3萬冊，分佈在臺灣的各個地區。 

INDOSUARA 也始終積極支持印尼勞工的每一項活動。印尼台北（KDEI）經濟貿

易辦事處和臺灣 GSM-SIMPATI 在桃園的體育場合作舉辦的印尼獨立日第 62年和第 63

年慶典，INDOSUARA 連續 2年成為該活動唯一的印刷媒體。 

INDOSUARA 也始終保持內容和材料的品質，到 2009年 9月版 INDOSUARA 頁面

數量已經達到了 64頁全彩。除了國內和國際新聞，INDOSUARA 還給印尼勞工提供一

些輔導，而且都是由專業人士負責處理，工作諮詢由臺北心理諮詢中心負責，伊斯蘭教

心裡諮詢由 Neno Warisman 負責，基督教由海外印尼基督教協會 Poki 負責處理，健康培

育由國家健美運動員 Ade Rai 負責，性諮詢由性專家 Boyke 醫師負責，星座由 Suhu Yo

負責和美容諮詢由 Martha Tilaar 女士全國化妝品 Sariayu 的創始人負責。 

INDOSUARA 所編輯的內容非常多樣，而且具有趣味性，從 INDOSUARA 商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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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科技、在印尼本月之明星的藝人、名人、體育、百科、神秘、故鄉新聞、封面故事、

幽默故事等材料。本雜誌社也推出一個「INDOSUARA 關懷」的平臺。在此平臺，讀者

可以以捐錢的形式給在臺灣工作時面臨困難的同胞。 

INDOSUARA 也提供給具有創作能力的讀者一個投稿自己作品的機會。讀者的作品

內容多樣，有烹飪諮詢、詩歌、短篇小說、真實故事、知識問答等等。主辦單位希望讀

者在臺灣工作期間也能創造成就感，回到家鄉時也有一個美好回憶。 

在 2015年 1月份，該單位也與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合作開辦了華語證書班。

除了華語班、他們也開了英文班、化妝班（Sariayu Beauty）等。 

 

第二節 問卷調查法（Questionnaire） 

本研究採用的研究方法主要以問卷調查法。問卷調查法也稱「書面調查法」，或稱

「填表法」。用書面形式間接蒐集研究材料的一種調查手段。吳明清（1991）指出，問

卷調查法代表一個普遍而且體化的操作過程，必須透過客觀、有系統的科學方法，在應

用上必須瞭解實施的過程和程式才能收集到可靠和有效的資料。 

本研究為了要深入瞭解學習者的背景、學習漢語的情況及學習需求作為教材編輯之

內容設計的參考。本文問卷收集的時間是從 2016年 2月至 2016年 4月，兩個月的時間。

研究者是通過台北 INDOSUARA 雜誌社的 Facebook 粉絲團轉發網絡問卷調查，而紙本

問卷是直接發放給報名參加 INDOSUARA 華語班的學習者。研究者收回的網絡填寫的

問卷調查共 64份，紙本問卷調查共 15份，其中 4份無效問卷，最後收回的有效問卷一

共 75份。本研究之問卷調查是為了了解印尼勞工的學習需求，以調查數據作為參考，

進而設計適合印尼勞工學習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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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料蒐集方法 

在本研究中，資料蒐集的部分主要採用文獻蒐集法、訪談法及觀察法。 

壹、 文獻蒐集法（Document Collection） 

文獻蒐集法是指蒐集前人的研究資料、公開出版的統計資料和書籍以獲得與本研究

相關的資料的一種方法。本研究所蒐集的文獻資料主要來自圖書館、書籍、期刊、碩士

論文、研討會論文、網絡資料等等。 

 

貳、 訪談法（Interview） 

訪談法又稱談話法，是指通過訪員和受訪人面對面地交談來瞭解受訪人的心理和行

為的心理學基本研究方法。因研究問題的性質、目的或物件的不同，訪談法具有不同的

形式。本研究除了使用問卷調查，在課間或課後也進行訪談，瞭解他們的學習困難和學

習需求。 

問卷調查及訪談法是本研究蒐集資料的主要方法，籍由訪談相關人士，瞭解在台的

印尼勞工現況，包括印尼勞工背景、實際工作上遇到的困難、實際工作上的學習需求、

來台灣工作前需要通過的專業課程、印尼勞工所學的華語課程內容和現在工作的關聯等

等。以這些資料為基礎，設計出適合印尼勞工使用的職場華語教材的雛形，並透過問卷

的方式進行至專家效度評估，蒐集專家的意見作為教材修正的依據。 

 

參、 觀察法（Observation） 

觀察法是資料蒐集技術之一種方法，指研究者根據一定的研究目的、研究提綱或觀

察表，用自己的感官和輔助工具去直接觀察被研究對象，從而獲得資料的一種方法。觀

察技術可配合實地調查法、個案法、實驗法，或實地實驗法。 



 

41 

 

第四節 資料整理與分析 

壹、 資料編碼 

本研究的調查及訪談的對象分為三類，第一是雜誌社的負責人；第二是在台印尼勞

工；第三是教師，為了保全個人隱私問題，所以本研究將對調查問卷資料進行編碼。在

台印尼勞工將會使用 S1、S2、S3、…等；對於教師將使用 T1、T2、T3、…等。 

 

貳、 資料分析 

本研究主要採用文獻分析法、描述性統計和訪談資料分析三種方法來分析所蒐集的

資料。文獻分析法是透過文獻蒐集、分析與研究來提煉所需資料的方法，並且對文獻做

客觀而有系統的描述的一種研究方法。研究者將透過文獻分析法對蒐集的文獻資料加以

分析探討，找出職場華語教材的設計原則，釐清職場教材的教學內容，希望能設計出適

合印尼勞工職場華語教材的雛形。 

因為受時間和人力的限制，收回的問卷調查數量較少，所以研究者採用描述性統計

來分析問卷資料。此外，研究者對所蒐集的訪談筆記及錄音當打成逐字稿後，進行資料

分類。研究者預設的分類項目有以下幾個： 

一、印尼勞工實際工作上遇到的困難。 

二、印尼勞工實際工作上的學習需求。 

三、印尼勞工來台灣工作前需要通過的專業課程。 

四、印尼勞工所學的華語課程內容和現在工作的關聯。 

 

參、 信、效度檢測 

本研究的信、效度將採用三角檢測法（Triangulation），透過資料分析的、訪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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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文獻比對等三方面檢測，對於描述項目一致性的程度，以評估資料之信、效度。胡幼

慧（1996）指出，當一項研究中融進一種以上的方法時，它便是採多元方法（Multimethod）

來收集資料。它亦有一個特別的稱法——三角交叉檢視法。 

此外，本研究還採用專家效度，對本研究產出的印尼勞工職場華語教材範例進行新

效度檢測。根據心裡計量特性專有名詞索引，專家效度亦是指由該領域的多種專家判斷

問卷所包含的內容廣度與適切性是否足夠。專家效度為內容效度的一部份。 

本研究將根據所產出的印尼勞工職場華語教材雛形，設計一份教材評鑒表發放給多

位專家（教授及教育現場的實物工作者），將專家們所提供的意見回收彙整後，對不合

適的教材內容進行修改，以增進教材的完整性與合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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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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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編製 

擬定研究方向及主體 

蒐集文獻探討相關資料、蒐集印

尼外勞學習華語教材相關的資

料，設計第一稿範例教材內容 

前導研究：第一稿範例教材試教，

收集學習者的學習回饋並對驗證

學習內容進行分析 

針對在台的印尼外勞進行問卷

調查，並對問卷內容進行分析 

資料分析：教材編寫原則、教材

內容組織架構、教材編排設計 

教材第二次修改 

結論與建議 

專家評估 學習者的評估 

第二次教材範例試教 

內容分析 

教師的評估 

正式研究 

教材第一次修正 

準備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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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研究範圍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主要是以在台的印尼社福勞工進行問卷調查，瞭解他們在工作上

遇到的困難、學習需求、來台灣工作前需要通過的專業課程、他們所學的華語課程內容

和現在工作的關聯等等，及對目前台灣發行的教材進行分析。 

目前在台灣專門針對印尼勞工所編輯的教材有好幾本，有些是為了滿足被派到南部

地區的印尼勞工所編輯的台語教材，而研究者所分析的教材主要是以學習華語為主的教

材。研究者收集到的針對印尼勞工所編輯的教材共有四本，其中一本比較特別的是以四

種語言對比翻譯的方式呈現，有華語、台語、英文和印尼文。 

為了更深入了解印尼勞工的學習需求，研究者通過問卷調查和訪談的方式收集更多

的可參考資料。在台的印尼勞工分散在個各地區，要實用紙本問卷有很大的困難，研究

者無法知道各個勞工的地址也沒辦法把紙本問卷寄到每家每戶，所以本研究的問卷調查

方式主要是通過台北 INDOSUARA 雜誌社的 Facebook 粉絲團分享網絡文件調查及對台

南 INDOSUARA 華語班的學生進行紙本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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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本研究之前導研究 

本節闡述本研究前導研究的初步研究內容，前導研究為期 4個月，為正式研究職場

華語範例教材編寫之雛形，加強研究中的範例教材的可行性及改善教材不足的部分。 

INDOSUARA 雜誌社開辦的華語班主要是針對印尼社福勞工，所以上課的內容除了

針對他們職場上會使用到的溝通語言，還會考慮到平時生活實用的華語。學員的學習內

容主要分兩個部分，前面的四個月主要是聽說能力的練習，而後面的四個月是著重在漢

字的書寫。第一階段的具體的主體有：自我介紹、買東西、看醫生和烹飪。第二階段的

學習的主體內容有：在超市、在餐廳、在醫院和再機場。 

後一階段的內容會著重在書寫方面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學生自己的需求，他們希

望自己能夠學會書寫在生活上常用到的一些漢字，第二是學習漢字對他們的工作也有很

大的幫助，因為他們的主要工作是在家裡照顧阿公阿嫲，有時候他們需要負責阿公阿嫲

的飲食及安排吃藥的時間，所以他們需要看懂一些漢字，第三是因為他們大部分都是伊

斯蘭教，所以在飲食方面會有些禁忌，市場上的商品幾乎都是用漢字說明等等，如果他

們不懂漢字會對他們的生活帶來一些困擾。 

為了檢驗研究者前期的教材內容設計及學習者的學習效果，所以研究者對第二批的

驗證學習內容進行分析與研究。分析結果發現，他們除了漢字書寫上有問題外，在閱讀

部分也有很多問題。 

 

第一節 印尼勞工基礎漢字讀寫錯誤分析 

根據學習者的學習需求，上課內容也做了一些調整，把教學重點放在閱讀與漢字書

寫部分，並增加了一些基礎漢字的教學。為了解學習者對調整後的課程內容的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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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對學習者的驗證學習進行研究。 

本研究分析內容是研究者通過驗證學習所收集到的第一筆資料。本前導研究使用錯

誤分析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學員的學習時間有限，沒辦法長期追蹤學習者的學習情況，

而且每一期的學員都不是同一批人，所以沒辦法進行漢字讀寫的偏誤分析。根據兩個班

級的驗證學習結果發現，他們的讀音錯誤比書寫錯誤的幾率還要多。這些學員在讀寫過

程中常出現的錯誤主要有一下幾個方面： 

壹、 學員對漢字的閱讀錯誤 

學員除了對漢字書寫方面產生錯誤之外，在閱讀方面也同樣有很大的錯誤現象。本

研究者對同樣的 20個漢字進行測試，能閱讀正確的比率只佔 43.9%，有 45.8%是出現錯

誤問題。 

一、 漢字的讀音錯誤 

學員的讀音錯誤可以細分為以下幾種： 

（一） 聲調的錯誤 

印尼語是非聲調語言，所以對漢字的聲調比較難掌握。從驗證學習的資料發現，

45.8%的漢字讀音錯誤中，有 62.4%是因為聲調的錯誤，其中最常出現錯誤的是二、三、

四聲的字，他們會常常把那些字讀成第一聲。如： 

1. 第一聲錯誤 

表 4-1 第一聲錯誤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根據印尼學員的母語來推測，第一聲應該是比較容易發的聲調，可是從資料中卻發

現，第一聲的漢字也會被讀成二聲和四聲。 

2. 第二聲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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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第二聲錯誤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從數據中可以看到，二聲的漢字讀成一聲的幾率大過於三聲和四聲。 

3. 第三聲錯誤 

表 4-3 第三聲錯誤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到，三聲的漢字被讀成一聲的幾率也是一樣高，可是其中的「臉」

有一半的學員都讀成了二聲。 

4. 第四聲錯誤 

表 4-4 第四聲錯誤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從以上的數據中可以看出，四聲的漢字也常被讀成第一聲，而二聲和三聲只佔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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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二） 聲母的錯誤 

根據學員的驗證學習的統計，從 45.8%的漢字讀音錯誤中，有 11.5%是屬於聲母的

錯誤。學員比較常出現的錯誤是，送氣音和不送氣因的混讀。如：石 sh → s，看 k → g，

見 j → q 或 去 q → j，跑 p → b 或 步 b → p，肚 d → t 或 頭 t → d，臉 l → d，

出 ch → zh、z 等。 

（三） 韻母的錯誤 

根據學員的驗證學習的統計，從 45.8%的漢字讀音錯誤中，有 4.2%是屬於韻母的錯

誤。韻母的錯誤主要有三大問題： 

1. 前鼻音和後鼻音的錯誤 

從驗證結果中可以看到，部分學員會把前鼻音的漢字讀成後鼻音，如「山」讀成

「shang」。 

2. 單韻母和複韻母的錯誤 

從驗證結果中發現，在有 ou 或者 uo 的複韻母同時出現時，有部分學員會把它讀成

單韻母。如，「火」讀成「ho」，「走」讀成「zo」，「頭」讀成「do」。 

3. 韻母位置調換的錯誤 

除了以上的單複韻母的錯誤之外，學員在讀的時候還會把 ou或者 uo 的位置調換。

如，「走」讀成「zuo」。 

4. 韻母ü讀成 i 

從驗證結果中還發現，有些學員還是沒辦法發出「ü」的音，他們會讀成「i」的音，

而且聲母也因此跟著變。如，「去」讀成「ji」。 

二、 形近字的錯誤 

從 45.8%的錯誤中，因字形相近而混讀的漢字只佔 4.2%，如：「水」讀成「米」，「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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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成「小」，「山」讀成「出」，「木」讀成「大」，「出」讀成「山」， 「石」讀成「右」，

「走」讀成「步」。 

 

貳、 學員對漢字書寫的錯誤 

從聽寫的 20個漢字裡，幾乎每個漢字都出現錯誤的現象，筆畫多的字出現的錯誤

幾率高。從第三期的 18 位學員的書寫結果統計，出現 26.9%的錯誤字。一下將根據學員

書寫漢字的形誤細分為錯字和別字。 

一、 錯字 

錯字，是指寫得不成字，或字形不正確的字，規範字典查不到的字。從 26.9%的錯

誤字中，錯字佔總錯誤的 89.7%。 

（一） 筆畫錯誤 

筆畫錯誤主要是指因筆畫的增減或筆畫變形產生的錯誤。 

1. 筆畫數的增減 

筆畫的增減，是指在漢字的書寫過程增加或減少了一畫或多筆的情況。如： 

表 4-5 筆畫的增減 

規範漢字 錯誤字 規範漢字 錯誤字 

看 
  

跑 
  

見 
 

步 
 

拿 
  

頭 
    

去 
 

鼻 
 

臉 
 

木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根據數據統計，筆畫增減而產生的漢字佔錯字錯誤的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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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筆畫的變形 

筆畫的變形是指在漢字的書寫過程中基本筆畫的混淆或出頭與否或交叉與否行程

的錯誤。如： 

表 4-6 筆畫的變形 

規範漢字 錯誤字 規範漢字 錯誤字 

水 
 

見 
 

火 
 

拿 
 

石 
 

走 
 

手 
 

跑 
 

看 
 

步 
 

鼻 
 

牙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3. 方向的轉換 

方向的轉換，指的是寫出來的漢字與規範的方向相反。如：牙 → 。此類錯字只

佔錯字錯誤的 1%。 

（二） 部件的組合錯誤 

部件的組合錯誤主要包括部件的增減、部件的替換和部件的拆分。如： 

表 4-7 部件的組合錯誤 

規範漢字 錯誤字 規範漢字 錯誤字 

走 
 

鼻 
      

去 
 

臉 
 

步 
 

肚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此類錯字佔錯字錯誤的 34.5%，其中出現頻率最高的是由鼻、臉和肚這三個字。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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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三個字有好幾個部件組成，部件越多的字，出現部件更改的可能越高。 

二、 別字 

別字，是指寫成字形相近，或字音相同的字規範字。從資料統計中發現，別字只佔

總錯誤的 10.3%。 

（一） 音誤 

音誤，是指由同音字或近音字的混淆而產生的錯誤。從分析結果中發現，因為學員

目前所學的漢字都屬於基礎的、數量還比較少，而且讀音都比較容易分辨，所以在聽寫

的時候，受讀音相近的幹擾因素會比較少，所以對音誤方面的問題很少，幾乎所有學員

對二十個漢字的讀音都很清楚，只有一位學員把「火」字寫成了「我」。因為「火」和

「我」後面都有「uo」的音，而且在念的時候，嘴型的變動也是非常相似，所以在辨音

的時候會產生誤解。 

（二） 形誤 

形誤，是指因對漢字形體分辨不清而產生的錯誤。這類錯誤佔別字錯誤的 90%。如： 

表 4-8 形誤 

規範漢字 錯誤字 規範漢字 錯誤字 

石 
 

走 
  

木 
 

去 
 

上 
 

鼻 
 

火 
 

見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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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學員漢字讀寫錯誤的原因 

壹、 漢字的特殊性和字母文字的遷移 

漢字本身是一個比較複雜的文字，筆畫多、部件多，而且結構複雜。從結構上看，

漢字是一種表意文字，它可以由上而下、有左而右排列，不像其他表音文字只能固定一

個方向讀。除此之外，漢字的書寫規則也繁多。如，先橫後豎、先撇後捺、從上到下等

等。對於從小都只讀寫拉丁字母的印尼學員來說，漢字就像一個外星語一樣複雜。 

除了以上的特點以外，漢字有很多字形結構相近的字——形近字。學員常會因為相

似的漢字字音混讀。如，「上」和「下」，「石」和「右」等等。除了獨體字以外，合體

字的部件也容易混淆。從以上的資料中也可以看到，學員常把「肉」部寫成了「月」部。

這也有可能和簡繁體的問題相關，因為簡體字會把「肉」部和「月」部的字一樣寫成「月」，

所以在設計課程內容或練習的時候可能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在教材內容設計部分，為了增加他們對注音符號的負擔，所以採用漢語拼音的標注，

可是因為受母語的影響，他們會把漢語拼音的讀音與他們母語的讀音混淆。此外，有些

漢語裡面的音，在他們母語裡面沒有的，所以發不出那個讀音。如，送氣音「p、t、k」，

捲舌音「zh、ch、sh、r」，母音「ü」等。 

 

貳、 學習環境和學習條件 

從調查資料中可以看到，這些學員都是非華族，所以對一些華人文化都不太瞭解，

而且漢字本身也蘊含著許多中華文化，而他們的母語是非聲調語言，所以他們很難掌握

住漢字的聲調。除了漢語本身的複雜性，他們的學習時間非常有限，一個月才上一次，

而且回到家很少有練習的機會，都忙著做自己的工作，等到第二個月再補習的時候，前

面學過的內容已經忘得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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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們上課的時間有限，所以主辦方會希望老師多準備一些內容，老師可以多講

一些，練習的部分讓學員在家裡做。很多學員因為回家沒有時間做，所以到了課堂上，

一次把一個月的作業寫完，在這樣急急忙忙的情況下寫作業，往往會把漢字的筆畫漏寫，

或者字體變形，而且也無法記住該漢字。為了讓學員更有效地學會漢字的書寫及閱讀，

在作業練習部分的設計要進行調整，不能只是單純地寫字練習。 

 

圖 4-1 漢字練習 

 

第三節 前導研究小結 

根據以上的分析結果，可以看出，印尼人在學習華語的過程中，常出現的問題除了

發音之外，還有漢字書寫錯誤的問題。這些來 INDOSUARA 雜誌社學習的印尼勞工，

他們大部分都已經來台灣比較長時間，所以基本對話已經不會有太大問題，可是在聲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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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及書寫部分還需要更進一步加強。因為他們自己也知道這些是他們不足的地方，所以

想提高自己發音的準確度和提高漢字的書寫能力。 

通過以上的分析，也可以更瞭解如何設計出適合印尼勞工的教材內容。根據以上的

錯誤分析，可以更明確地說明，注音和拼音教學的設計是必要的，而且漢字書寫練習的

設計不能太過單一，要有多樣性，而且漢字練習要分階段，不能一次排版，會顯得枯燥

而且失去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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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印尼勞工學習需求調查分析 

研究者為了了解在台的印尼外勞對職場華語的需求，為未來的班級學習有更好的學

習效果，以及調整過去課程內容的不足之處，因此做了網絡問卷調查和紙本調查。在台

的印尼勞工分散在各個地區，要實用紙本問卷進行調查會有很大的困難與問題，因為沒

辦法知道他們的住址，花的時間會比較長，而且若使用郵寄的方式，問卷能收回的可能

性不大，所以研究者主要使用網絡問卷進行調查研究。 

第一節 印尼勞工背景與職場上的困難 

壹、 印尼勞工背景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有 85.3%是女性，其中有 81.3%是照顧長著（阿公阿嫲），10.9% 

是幫傭（做家務），3.1%是照顧小孩，做其他工作的也只佔 4.7%；而剩下的 14.7%的男

性都在工廠上班（圖 5-1和圖 5-2）。 

 
圖 5-1 性別 

 

男性, 14.70% 

女性, 8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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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印尼勞工目前在台灣的工作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的總年齡大部分在 20-39 歲之間，40歲以上的只佔小部分。根

據統計，20-29歲之間的佔了 50.7%，而 30-39歲之間的佔了 41.3%（見圖 5-3）。 

 
圖 5-3 年齡 

 

印尼法定國民教育為 9年教育制度（6年小學和 3年國中教育）。根據 Indra Bastian

（2006）書中提到，政府為了能夠讓貧困的孩子也能上學，自從 2005年 7月開始，印

尼政府給每所國立學校提供助學金，孩子們從小學到國中都可以免費上學。根據 Najwa

（2015）文中提到，2015 年 6月開始，印尼國家又新推動了 12年的教育制度，希望通

69.30%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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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教育可以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及改變教育面貌。 

根據圖 5-4可以看出，調查對象的受教育程度大部分都是高中畢業，也有少部分是

大專畢業。雖然有些外籍勞工也只念完小學或國中，可是他們也並沒有放棄學習的機會。

根據台北 INDOSUARA 雜誌所登載的內容，他們從 2014年還專門為這些印尼勞工開了

成人教育班，目的是讓這些只有小學畢業的或者國中沒畢業的印尼勞工可以繼續學習，

並且在國家規定的時間參加考試，考試通過者可以拿到與印尼正規學校相等的畢業文

憑。 

 
圖 5-4 學歷 

 

從表 5-1中也可以看到，印尼勞工是分散在台灣的各個地區，雖然上課的地方距離

遙遠，但是並沒有讓他們放棄學習的機會。有的學生為了參加 INDOSUARA 雜誌社所

開辦的華語班，他們也千里迢迢從彰化搭台鐵來到台北上課。除了在台北，自從 2016

年 4月起，INDOSUARA 也在台南分店開了一個新的華語班，學習對象同樣也是以社福

勞工為主。 

台北 INDOSUARA 雜誌社也專門為印尼勞工提供了各種各樣的學習機會，而印尼

勞工他們會利用一個月一次的週末假期去學習他們感興趣的內容，華語也包括在內（見

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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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印尼勞工目前工作的地點 

基隆 台北 新北市 桃園 新竹 苗栗 

1.3% 17.3% 20% 10.7% 4% 2.7% 

台中 彰化 雲林 嘉義 台南 高雄 

5.3% 4% 2.7% 8% 18.7% 2.7%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從圖 5-5 中也可以看到，在台灣工作超過兩年以上的佔了 72%，其中有 28%在已經工

作了五年以上，甚至有 5%的勞工超過了十年。 

 
圖 5-5 在台工作時間 

 

貳、 印尼勞工來台灣工作前需要通過的專業課程 

印尼勞工在來台之前，大部分都參加過華語培訓。Riana Afifah（2012）文中提到，

合法的勞工一定要參加印尼勞工局規定的培訓，而且對派送不同國家的勞工都有不同語

言培訓的要求。派往香港和台灣的勞工規定要參加中文和英文的培訓，特別是社福勞工。

可是，早起的印尼勞工很多都沒有參加華語培訓，到了台灣才就地學習，通過僱主、電

視、廣播等管道學習華語。 

根據表5-2的數據顯示，本研究之研究對象有72%在出發台灣前都參加過華語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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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培訓時間的長短是由印尼各個單位自行決定，有些只有一個月，長的會超過五個月，

而一般的都是在兩三個月(見表 5-2)。 

表 5-2 參加華語培訓的時間 

時間 1-1.9个月 2-2.9个月 3-3.9个月 4-4.9个月 5个月以上 没有 

比率 8% 22.70% 22.70% 5.30% 13.37% 28%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本研究調查顯示，印尼勞工在赴台灣工作前所學的專業華語主要是生活華語。因為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大部分是社福勞工，所以他們除了學習生活華語以外，還學習看護華

語（見圖 5-6）。 

 
圖 5-6 印尼勞工在來台灣前所學習的專業華語課程 

   

研究者根據文獻探討所提的四本教材所設計的單元內容進行調查。據統計，本研

究之研究對象在印尼學習的單元有：日常問候語、稱呼、道謝與道歉、日期、身體部位、

顏色、家事篇、生活作息、烹飪和數字，這幾個單元出現的頻率都是在 50%上。通過此

調查大概可以了解到，印尼勞工在出發國外工作前所學的內容主要有以上所列出的 10

個單元。詳細的內容，參見圖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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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學習單元 

 

參、 印尼勞工所學的華語課程內容和現在工作的關聯 

根據 72%曾經在印尼學過華語的勞工所給的回饋，總的來說大家都覺得在印尼學過

的華語對他們的工作提供了許多幫助，其中有 57%的勞工覺得之前所學的內容，對他在

台灣工作的過程中有很大的幫助，37%的勞工認為只有一點點，而有 4%的勞工因為學過

的內容都記不住，所以派不上用場。此外有 2%的勞工對之前所學的內容感到非常滿意，

因為學過的內容能夠運用在實際生活中（見圖 5-8）。 

 

圖 5-8 印尼勞工所學的華語課程內容和現在工作的幫助 

從以上的數據可以看出，華語培訓對印尼勞工是非常重要，而且對他們在台灣生

活有很大的幫助。語言培訓不只是為了提高勞工本身的語言技能，也幫助勞工能夠盡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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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台灣的生活環境，工作能做得更好，也方便勞工在自行外出時能完成自己的目標。

雖然簡短的一兩個月時間學不到什麼東西，可是最基本的字詞與日常用語也能給他們帶

來不少幫助。可是學習語言除了靠自己的努力之外，語言天賦也會有所影響，在沒有語

言環境的情況下，一時半刻也很難學會，學了忘記也是一種正常的現象，所以要能讓這

些比較特殊的學習者能更快地學會、記住，也是教材設計的一個重要部分。 

 

肆、 印尼勞工實際工作上遇到的困難 

根據調查數據分析，印尼勞工在台灣工作的過程中最常遇到的問題是看不懂商標、

地標等，也不會表達自己想說的話。除了圖 15中所提到的困難之外，從 28%選擇其他選

項的印尼勞工，其中他們遇到的困難是在於閱讀和書寫漢字方面，他們看不懂漢字，所

以很渴望自己能閱讀也能寫漢字，也有其他勞工是遇到聲調方面的困難，他們還無法分

辨漢語裡的四個聲調，也不知道原來不同的聲調是有不同的意思，後來才發現可能自己

的發音不夠標準，所以跟僱主溝通的時候，對方常常不知道自己所要表達的意思（見圖

5-9）。 

 

圖 5-9 工作中常遇到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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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印尼勞工對職場華語的需求調查 

壹、 職場華語學習需求 

根據文獻探討所提的四本針對印尼勞工所編輯的職場華語教材（《印尼人學中文》、

《印尼人的使用中國話》、《印尼人學習華文不求人》和《印尼人輕鬆學中文．台語》）

內容，大部分單元都很相似，有：外勞在台辦手續與日常生活用語、家務、醫療照顧、

外出、購物、地名、數字等。除了這些內容之外，還有兩本學台語的教材（《印尼人學

台語》和《印尼人輕鬆學中文．台語》），這是考慮到被派往南部或是在講台語的環境工

作的外勞，解決他們在溝通上的問題。 

為了進一步瞭解在台灣的印尼勞工真正想學的主體內容有哪些，所以研究者以以上

教材的主體內容進行更進一步的問卷調查。此外還對參加過 INDOSUARA 雜誌社華語

班的學生進行調查，瞭解他們對前期所設計的教學內容的一些看法，作為教材修改的參

考。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有54.7%是從未參加過 INDOSUARA雜誌社華語班的印尼外勞，

而有 45.3%是該雜誌社的學生。這 45.3%的學員得知這個華語班的消息是從各種不同的

管道，但大部分都是從 Facebook的宣傳（見圖 5-10）。 

 

圖 5-10 從哪裡得知 INDOSUARA 開華語班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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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的學習動機主要是來自個人對華語的興趣。從圖 12 可以看到有

將近 50%的學生他們主要目的是想提高自己的華語會話能力，另外有 40%的學生想學習

漢字及其書寫規則，也有少部分的學生是想充實週末時間及改進自己的發音（見圖

5-11）。 

 
圖 5-11 參加 INDOSUARA 華語班的動機 

 

根據前期 INDOSUARA 華語班學生的學習回饋單，大部分學生都覺得教學內容的

難易度適中，22.6%的學生覺得有點難，12.9%的學生覺得內容比較簡單，同樣也有 12.9%

的學生覺得內容太難、聽不懂（見圖 5-12）。 

 
圖 5-12 課後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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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OSUARA 華語班學生的華語程度不一，有的對漢字完全不會認也不會寫，可是

總的來說基本生活會話除了部分的聲調有問題之外，都沒有太大問題。因每一期的學生

人數不多，雜誌社沒辦法按照程度分班，所以每個班都會有一兩位學生是來台時間比較

短的，他們的華語表達能力還比較差，更不用說是認字和寫字。所以前期所設計的教學

內容對程度比較差的學生難免會覺得太難。 

根據調查研究顯示，本研究之研究對象有 90%以上都想在台灣工作的同時繼續學習

華語，可是因為他們平時工作很難請到假，一般僱主都只給他們一個月請假一次，有些

是請不到假，所以有 43%的研究對象表示想學，但是沒有空擋時間（見圖 5-13）。 

 
圖 5-13 印尼勞工對學習華語的態度 

 

根據本研究之研究對象所填寫的數據顯示，將近 50%都想學習與日常生活相關的內

容，而其他佔 10%以上的排列順序從百分比高到底的單元有：外勞在台灣辦手續、日常

問候語、旅遊、照顧、烹飪、家事篇和動植物。除此之外，還有 18.7%的研究對象選擇

其他，從中有 78.6%的研究對象都想學會漢字的書寫及閱讀。 

從以下的研究數據可以知道，前期設計的教學單元是符合研究對象的學習需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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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主要著重在漢字的書寫及閱讀，符合研究對象的學習需求（見圖 5-14）。 

 

圖 5-14 印尼勞工學習需求 

 

貳、 學習者深度訪談 

本研究訪談對象主要是 INDOSUARA 華語班的學生，訪談人數共 6 位，其中 4 位

台北班的學生，2位台南班的學生。選擇 INDOSUARA 華語班的學生的主要原因是因為

他們比較符合研究者的研究內容，如果在外面找的印尼勞工他們有可能對華語不敢興趣，

而且也沒辦法提供教學建議與回饋；來 INDOSUARA 華語班學習的學生大部分的學習

動機都非常強，而且學習態度非常積極。 

S1 是一位男同學，他是因為在工廠上班比較少使用華語，所以口語表達比其他同

學要差一些，因為語言上的障礙所以平時都跟其他印尼勞工在一起，不敢與其他國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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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授的內容有很多聽不懂，可是學習態度非常認真，字也寫得很好。 

S2是一位女同學，她是班上的第一名。平時學習非常認真，她在家裡一有空都會

複習學過的內容，練習寫字。她對華語的興趣非常高，而且認識的漢字也很多。她平時

除了練習課堂上學過的內容之外，還會從電視上看到的一些字詞進行抄寫，她的發音不

但比其他同學都還要標準，而且字寫得很漂亮。 

S3與 S4這兩位同學在台灣的時間都比較久，所以華語會話方面已經很好，而且還

會講日常台語。他們倆都想學更深的內容，他們不只是想提高自己的發音與漢字書寫，

他們還想提高自己的閱讀能力及基礎寫作。所以要求在進階班學習內容可以以短文的形

式，而且可以教他們如何寫作。 

S5是台南學生，她在來台灣前從沒學過華語，可是在台灣還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已

經學會不少簡單的日常用語。她表示對漢字非常感興趣，所以希望老師在課堂上可以多

講講一些漢字的來源，讓他們可以更快地了解該漢字，而且可以記得更快。 

S6也是台南的學生，她在台灣台南地區定居已經有十幾年了，所以除了華語之外，

台語也講得很好，閱讀也很不錯，可是不會寫漢字。所以在這個華語班，她最想提高的

就是漢字的書寫。 

 

第三節 印尼勞工學習需求調查分析小結 

研究者為了想更詳細地了解印尼勞工的華語學習需求通過網絡 INDOSUARA 的

Facebook 粉絲團協助網絡問卷調查。本研究之研究對象有 85.3%是女性，而且大部分是

社福勞工（照顧長著的佔大多數），工廠勞工只佔少數而且以男性為主。他們的總年齡

大多數在 20-39 歲之間，而 40 歲以上的之佔小部分，工作地點都分佈在台灣的各個地

區。在派往台灣工作前，有 72%的研究對象都參加過華語培訓，而且有 57%的勞工都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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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他們之前所學習過的華語對他們現在的工作有很大的幫助。 

本研究顯示，有 90%以上的研究對象都想在台灣工作的同時繼續學習華語，可是有

部分是因為工作的時間限制，所以沒辦法參加課堂上的學習。根據研究數據顯示，將近

50%都想學習與日常生活相關的內容，除此之外，有一部分研究對象想學會漢字的書寫

及閱讀。從深度訪談的結果中也發現，研究對象也對漢字學習很感興趣。 

總而言之，這些研究對象都很希望除了提高自己的會話能力之外，他們也對漢字

的書寫非常感興趣，希望通過班上的學習可以知道漢字書寫的規律。所以漢字教學對印

尼勞工也是一個必不可少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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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印尼國別化職場華語教材範例編寫設計 

研究者根據調查分析結果及學習者的學習需求，對課程內容進行第二次的修改。

從學習者的學習需求來看，他們除了想要提高自己的華語口語表達能力之外，更想改進

自己的發音、提高自己的閱讀能力，並且從深度訪談的結果中也發現，研究對象也希望

可以提高自己的漢字書寫能力。所以，在第二次課程內容的修改，研究者主要從在這幾

個方面著手。 

第一節 印尼國別化職場華語教材設計大綱及教材設計範例 

壹、 印尼國別化職場華語教材設計原則 

本研究設計的印尼國別化職場華語教材，是以 5C原則「交際（communications）、

文化（cultures）、關聯（connections）、比較（comparisons）、社區（communities）」

和呂必松六項原則「實用性原則、交際性原則、知識性原則、趣味性原則、科學性原則、

針對性原則」為標準。研究者結合了這兩個原則對印尼國別化職場華語教材內容進行編

寫，主要有一下幾個原則： 

一、 交際性原則 

  研究者所設計的教材內容是以情境對話的方式呈現，目的是希望學習者學習之後，

可以使用相似的對話內容直接應用在實際生活中。課堂活動部分是以引導的方式讓學習

者討論改寫課文內容，並上台演示。 

二、 文化原則 

研究者所設計的教材內容除了重視語言溝通的練習之外，還在課文中隱藏著當地的

文化習俗。華人因受傳統文化的影響，對家庭成員的排位都會從大到小，先男後女。台

灣人比較重視禮儀常常把「謝謝」、「請」、「對不起」、「不客氣」等等掛在嘴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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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除了具有當地的文化習俗之外，也是一種禮貌用語。 此外，漢字也是傳播中

華文化的一種媒介，一個漢字的偏旁部首往往都蘊含著文化意義。所以研究者在前面兩

課主要先給學習者認識基本的漢字，並對漢字的來源進行解釋，能幫助學習者找到一些

漢字的規律，對記憶或書寫漢字有很大的幫助。 

三、 關聯性原則 

  研究者根據學習者的學習需求，設計了與工作領域相關的內容。如、體檢、辦居留

證等。這些內容是與學習者的生活或工作離不開的話題，也是他們所關心、感興趣的新

知識，而且他們有必要知道並認識這些專業內容，使學習者感到不但能學到語言，而且

能增長知識。 

四、 比較性原則 

研究者在內容設計部分也比較台灣和印尼不同語言與文化的特性，如、第四課「買

東西」這篇課文中會讓學生說說兩國的傳統市場的異同之處，在第六課「今天要煮什麼

菜」課文中也設計了兩國的一些特色食物，台灣是以滷味做代表，而印尼是以油炸食物

為代表。  

五、 社區性原則 

  印尼國別化職場華語教材的編寫宗旨是在於幫助學習者將所學的內容應用在實際

生活及工作中，所以在教材內容設計部分是以日常生活對話及與學習者工作領域相關的

話題為題材。 

六、 實用性原則 

  研究者所設計的教材內容是根據學習者的學習需求，並採用與實際生活相符的對話

題材，目的是讓學習者不管是在工作上還是在生活中都能夠學以致用。如、買東西、看

醫生、做菜等是與社福勞工密不可分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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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交際性原則 

本教材內容的設計是以情境對話為主，與當今社會常用的對話內容相符，有利於培

養學習者的語言交際能力。如、在教材範例的「買東西」這篇課文，我們在買東西的時

候最常使用到的話題就是「買什麼、問價錢、討價還價」等，希望學習者在學習後，可

以用這些句子在真實場景與別人進行交際。 

八、 知識性原則 

從調查結果及課堂觀察發現，有一部分學習者的語言溝通能力已經不成問題，可是

漢字大部分還是屬於零起點，所以本教材內容設計除了會增加一兩個比較難的詞語之外，

也包含學習者感興趣的漢字教學，希望能力好的學習者也能從中學到新詞語，使學生感

到不但能提高語言技能，而且能增長知識。 

九、 趣味性原則 

  研究者設計的教材內容為了不然學習者感到枯燥乏味，所以加了一些相關的圖片作

為輔助。在漢字教學部分，對於比較複雜、部件比較多的漢字會使用部件拆解並用聯想

的方式把漢字變得生動化。如、第一課和第二課的漢字基礎部分是以象形文字為主，所

以會把從圖演變成漢字的過程呈現出來，引起學習者對漢字學習的興趣。 

十、 科學性原則 

科學性是指教材中的材料要跟現實生活相關，語言要規範，對有關知識的介紹和解

釋要科學。如、「辦居留證」和「開銀行賬戶」這兩篇課文是根據真實的材料進行設計，

而且這個話題都與他們的生活息息相關。 

十一、 針對性原則 

教材的針對性是指為某個領域或是特殊的群體所專門設計的教材。本研究的主體是

設計印尼國別化職場華語教材，因此研究者以在台灣的印尼勞工作為調查及訪談對象，

了解他們的學習需求，進而設計能滿足學習者學習需求的職場華語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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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印尼國別化職場華語教材大綱 

一、 教學目標 

  本研究所設計的教材是針對在台的印尼勞工，根據他們所提出的學習雪球進行編寫

的。本教材的具體教學目標有以下幾項： 

(一) 提高學習者的職場華語能力 

本教材的內容設計除了與他們日常生活上相關的內容，也設計了與他們在台灣工作

過程中辦理手續的相關內容，讓學生在訓練聽說讀寫的過程中，同時學到相關的專業知

識。 

(二) 改進學習者的發音問題 

聲調是印尼勞工學習華語時常面臨的困難，所以在教學過程中會特別注意發音上面

的問題，可是每一次的見面只有簡短的兩個小時很難讓學習者的聲調問題改進。為了幫

助學習者在家裡也能夠學習標準的發音、糾正自己的發音，本教材內容的設計也為學習

者提供 MP3錄音檔。 

(三) 培養學習者的讀寫能力 

本研究教材設計根據學習者的學習需求，培養學習者的讀寫能力。課程內容以雙拼

（注音符號和漢語拼音）的方式作為閱讀輔助，對於愈多能力還不是很好學習者，他可

以通過注音符號或者漢語拼音閱讀不認識的漢字。漢字教學部分因為受時間限制，所以

會從生詞當中挑選出比較常用的字進行教學，如「第四課 買東西」這篇課會選出常用

字「錢、貴、算、給、找、新、鮮、買、賣、謝」等等。 

二、 適用對象 

本研究所設計的教材是專門針對印尼勞工（主要是社福勞工）學習使用，可供學習

者自學，也可以做為課堂用書，預設的使用對象為已經在台灣工作一年以上，已有一定

的會話基礎，才不會對本教材規劃的課文內容感到難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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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印尼國別化職場華語教材設計大綱 

研究者根據學習者的學習需求以及前導研究結果對前期課程內容進行調整，並針對

INDOSUARA 華語班設計一套教材。除此之外，本教材的課程內容設計還把上課時間和

時數考慮在內。INDOSUARA 華語班一期為五個月，可是因為印尼勞工沒辦法每週請假

上課，所以一個月只能上一次課，一次兩個小時，而第五個月是驗證學習周，上課時間

非常有限。為了讓學習者在家可以自己複習、自學、練習等，所以教材內容的設計使用

印尼文翻譯的方式進行編排，漢字部分使用兩種拼音模式，注音符號和漢語拼音上下對

照。 

研究者使用兩種拼音模式的主要原因是因為考慮到學習者的習慣，有些學習者過去

學習華語是使用注音符號，所以對漢語拼音並不熟悉，而且總受印尼語讀音的影響，也

有些過去學習華語的時候是使用漢語拼音，也有一部分是從來沒有學過華語，只靠自己

每天在日常生活中通過口頭學習，所以對注音符號非常陌生。為了讓不同的學習者都能

夠使用，因此研究者選擇使用兩種拼音模式呈現。 

本研究的內容設計是根據學習者的學習需求所編寫，因為學習者希望可以在課堂上

提高漢字的讀寫能力及改進自己的發音問題，所以本教材內容除了注重對話練習和發音

問題之外，也把重心放在漢字讀寫部分。研究者所設計的國別化職場華語教材內容是根

據教學試驗後進行調查研究所得出的結果選出票選比較高的課文進行修改，並對其他的

課文內容根據學習者的需求進行重編（見圖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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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最受學習者喜歡的課文 

 

研究者針對印尼勞工的學習需求所設計的國別化職場華語教材內容分為五個單元，

共有 10課。每一課的內容分成課文、生詞、補充詞語、語法解釋、綜合練習和延伸閱

讀六個部分。本教材同時也提供了漢字練習簿和教師參考手冊。漢字練習簿主要是供給

學習者在家練習寫字的小冊，學習者可以根據表格上的筆畫筆順進行練習。 

第一單元主要介紹注音符號和漢語拼音，並使用左右對照的方式呈現。第二單元是

漢字的基本筆畫、筆畫規則和漢字結構。第三單元是漢字基礎，主要是以象形文字為主。

目的是希望象形文字的講解，大家可以知道漢字不是隨便創造的，是有一定的規律，而

且是可以與真實的事物聯繫在一起，讓學習者對漢字產生興趣。第四單元是以日常生活

用語為主，是以情境式對話的方式呈現。第五單元是以勞工在台灣工作期間會遇到的一

下問題，主要在於文件辦理手續方面的內容。以下是各單元的詳細內容（見表 6-1）。 

表 6-1 國別化職場華語教材內容設計 

單元 課程內容 內容大綱 

單元一、

拼音系統 

一、聲調符號 

二、注音符號和漢語拼音 

一、 了解注音符號和漢語拼音的發音及

其異同之處 

二、 了解聲調符號及標調的位置 

60.70% 

53.60% 

60.70% 

50% 

32.10% 

14.30% 

25% 

35.70% 

自我介紹 

買東西 

看醫生 

烹飪 

在超市 

在餐廳 

在機場 

在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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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二、

漢字知識 

一、是漢字的基本筆畫 

二、筆畫規則 

三、漢字結構 

一、 了解漢字的基本筆畫，書寫的方向及

順序 

二、 了解漢字的筆畫規則，提高書寫漢字

的速度 

三、 了解漢字結構，避免學習者寫錯字 

單元三、

漢字基礎 

第一課、漢字基礎一 一、身體部位 

二、數字 

第二課、漢字基礎二 一、大自然（象形文字） 

二、稱謂 

單元四、

生活用語 

第三課、自我介紹 一、打招呼 

二、介紹名字、年齡、家人 

三、愛好 

四、喜歡的顏色 

五、喜歡的水果 

六、住址 

七、電話號碼 

第四課、買東西 一、買菜 

二、買水果 

三、攤位介紹 

四、青菜類 

五、肉類和海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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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看醫生 一、掛號 

二、檢查過程 

三、症狀 

四、注意事項 

第六課、今天要煮什麼菜 一、做菜 

二、台灣特色菜餚 

三、印尼特色菜餚 

單元五、

辦理手續 

第七課、體檢 一、填表 

二、抽血 

三、照Ｘ光 

四、注意事項 

第八課、辦居留證 一、注意事項 

二、需要攜帶的證件 

三、辦理手續 

第九課、開銀行賬戶 一、開新賬戶 

二、辦理手續 

三、需要攜帶的證件 

第十課、訂飛機票 一、訂回國的機票 

二、機票的種類 

三、需要攜帶的證件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本教材作為課堂教學用書的話，可以根據學習者的學習時間做調整，也可以根據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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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的教學主題自行補充一些相關的資料。因為印尼勞工的學習時間有限，一個月只能上

一次課，所以一篇課文會用兩節課上完，主要是上主課文和生詞部分，其他部分是提供

給學習者在家自學及練習。 

 

肆、 印尼國別化職場華語教材設計範例 

根據印尼社福勞工生活經驗分享，他們在家裡除了要幫忙做家務之外，還要陪他們

照顧的老人到公園走走、曬太陽，此外還要去菜市場買菜。本研究者從學習者的生活需

求出發，設計範例「第四課 買東西」。 

職場華語教材編輯架構以範例教材「第四課 買東西」為例，架構包含單元名稱、

教學目標、教學步驟、教材編排項目及內容。職場華語教材編輯架構不僅要考慮到教學

目標、教學功能、教學方法，還搭配教學流程。本教材設計教材目標分為認知、情意、

技能三個領域，清楚地績效目標可以使設計出的教材有更好的互動機制及發展正確有效

的方法以達成結果。詳細內容見表 6-2。 

表 6-2 教材內容 

課程

名稱 

買東西 

教學

目標 

認知方面：學習者能夠理解課文中每個詞語的意思，能夠分辨出課文中的不同量詞的搭

配，並學會怎麼問價錢及討價還價。 

技能方面：學習者能夠用正確的讀音閱讀課文，能夠認讀課文中的詞語，並能夠書寫課文

中的十個漢字：錢、貴、算、給、找、甜、酸、買、賣、謝。學習者能夠使用

學過的量詞，模仿對話內容進行演示。 

情感方面：完成一個任務，記下自己在菜市場買菜的過程，並在課堂上做口頭報告。 

教學

步驟 

引起動機 解說重點 教師示範 學生模仿 反覆練習 評量結果 

編排

項目

及內

容 

1. 詢問學

生是否去

過台灣的

傳統市場 

2. 可以在

傳統市場

買到哪些

東西 

3. 傳統市

1. 解讀生

詞，帶讀，

並糾正學

習者的發

音 

2. 認識菜

市場中常

看到的

菜、肉、海

1. 老師領

讀課文，並

糾正學生

的發音及

聲調 

2. 分角色

朗讀，並糾

正學習者

的發音 

1. 學生分

角色進行

對話練習 

2. 分組改

寫課文內

容 

3. 各組上

台表演改

寫過的內

1. 複習學

過的詞語

並跳出常

用的字進

行更進一

步的講解 

2. 講解該

漢字的筆

畫筆順並

課後模仿文

章內容，記

下自己在菜

市場買菜的

過程，並在

下一次上課

進行課堂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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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中的不

同攤位 

鮮等名稱 

3. 學會使

用課文中

的語法點 

3. 如何問

價 

4. 如何討

價還價 

容 練習寫字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自行整理 

 

一、 教材內容設計理念 

（一） 課文 

  課文內容是以情境對話呈現，使用雙拼模式（注音符號和漢語拼音）幫助學習者閱

讀課文，並可以提醒學習者該字的讀音及聲調。本課文內容的設計是為滿足不同學習者

的需求，有些華語能力比較差的可以透過課文練習學會如何討價還價，華語會話能力比

較好的可以通過他們熟悉的內容糾正他們的發音問題，並認識其漢字。所以研究者以兩

篇相似的情境對話，希望通過反復練習可以提高他們的會話能力、發音問題以及讀寫能

力。 

（二） 生詞 

生詞部分，研究者採用直接翻譯的方式進行編排，幫助學生快速掌握課文內容。在

進行生詞教學時，除了直接翻譯之外，還可以利用圖示法和意義比較法幫助學生理解生

詞的意思。 

（三） 議題討論 

  議題討論部分，研究者提供幾張傳統市場中不同攤位的照片，讓學習者認識各攤位

的名稱，使用 5C中的比較（comparisons）原則，引導學生說說台灣的傳統市場和學習

者熟悉的印尼傳統市場有什麼不一樣，並使用下面的兩道題（你們會怎麼問價錢、你們

會怎麼討價還價）了解台灣的社區文化及如何應用在現實生活中。 

（四） 語法解釋 

課文中的語法點主要使用直接翻譯的方式以節省解釋的時間，讓學習者可以更快了

解該語法點的用法，並通過大量的例子進行練習。本課的語法點主要有三個，量詞「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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顆、斤」、「A不 A」的問句和形容詞「AA的」。在解釋的過程中，教師除了利用教材中所

列出的詞語之外，可以直接使用周圍的一些事物作為練習題材，如：教室里的桌子、椅

子、書包等等。 

（五） 綜合練習 

  綜合練習部分，研究者使用 5C中的社區（communities）和關聯（connections）原

則進行設計。研究者在教材中設計綜合練習是希望學習者可以通過綜合練習的內容，對

重點字詞和句子有更深刻的印象，並希望學習者通過動手寫字的方式加深記憶。綜合練

習的編排是根據不同的課文內容進行編排。本課綜合練習分為六個部分： 

1. 寫漢字：學習者根據下面的漢語拼音提示把字寫完整。 

2. 看圖填空：本課的看圖練習是對前面所學過的量詞進行複習，透過教材所

提供的圖片選擇出正確的答案。 

3. 選詞填空：這一部分是對課文中所學到的重點詞語進行複習，學習者可以

根據上面所提供的詞語，把正確的答案填寫在空格里。 

4. 句子排列：這一部分的練習是為了訓練學習者的語感，同時提高學習者的

字詞閱讀能力。學習者把已打亂順序的字詞排列成正確的句子。 

5. 句法練習：這一部分是根據每一篇課文內容的語法點進行設計。本課的語

法點出了量詞之外，有「A不 A」的問句和形容詞「AA的」。學習者根據提

示把已有的句子改寫 A不 A」的問句或者把形容詞改寫成「AA 的」。 

6. 延伸閱讀：讓學習者課後複習課文內容，最後根據延伸閱讀部分的內容用

模仿的方式寫下自己在菜市場買菜的過程，把課堂學到的內容應用在真實

生活中，並在下一次上課進行課堂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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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材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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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課文及討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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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語法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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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教材練習題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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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教材評估 

壹、 學習者的評估與回饋 

研究者使用以設計好的教材範例在兩個不同的班級進行實驗教學。一個是台北班的

8位學生，另一個是台南班的 11學生，共 19為學生。根據本次的問卷統計發現，有 81.8%

的學習者在家裡偶爾會抽空複習學過的內容，而有 18.2%的學習者在家裡經常都會複習

所學的內容。從學習者的回饋中得知，有 63.6%的學習者都覺得學習內容符合了他們的

學習需求。對於課文內容的難易度，有 54.5%的學習者都覺得本課文的難度是可以接受

的，有 27.3%的學習者覺得很難。 

對於漢字的認識程度，有 36.3%的學習者都覺得還可以，有 27.3%的覺得有非常多

不認識的，有 18.2%的覺得他們不認識的漢字不多，另外同樣有 9%的學習者覺得有一點

點，另外的覺得有一些不認識的字。總體來說，大家會認的漢字已經不少了。 

對於課文的內容部分，有將近一半的學習者都覺得課文中的句子並不會很長，而且

難度還好，而且 45.4%的學習者對能夠理解文章句子的意思，只有 18.2%的學習者還對

課文的內容不是很理解。 

對於練習部分，因為學習者希望通過課堂學習提高自己的讀寫技能，所以研究者給

學習者準備了比較多的漢字書寫與閱讀的練習。對於漢字練習的數量，有一半以上的學

習者都覺得不會太多，而且有 81.7%的學習者都覺得課文的練習能夠幫助他們記住學過

的內容。 

對於課文內容的篇幅部分，有 36.3%的學習者覺得還可以，並不會太多，有 54.5%

的學習者都覺得課文內容並不多。19位學習者中，有 10位都強調說，在今後的課堂教

學中要多增加漢字教學部分，從中也有 4位也希望加強閱讀練習部分。 詳細內容見表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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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學習者對教學實驗的回饋 

序

號 問題 非常 還好 一般 一點 不會 

1 學習的內容是否難 27.3% 54.5% 9% 0 9% 

2 學習的內容是否符合你的需要 63.6% 36.3% 0 0 0 

3 課文的漢字是否有很多不認識的 27.3% 36.3% 9% 9% 18.2% 

4 課文的句子是否太長 0 36.3% 18.2% 0 45.4% 

5 課文中的句子是否太難 9% 54.5% 18.2% 0 18.2% 

6 是否都理解課文中的每個句子的意思 27.3% 45.4% 9% 0 18.2% 

7 漢字練習是否太多 0 27.3% 18.2% 0 54.5% 

8 課文練習是否可以幫助你記住學過的內容 36.3% 45.4% 18.2% 0 0 

9 課文內容是否太多 0 36.3% 9% 0 54.5%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貳、 專家的評估與回饋 

研究者為了能夠編寫出更完善的教材內容，因此找了七位具有華文教育背景的專業

人士及兩位具有教材編寫經驗的助理教授對研究者設計的教材範例進行評估。評估人員

選取標準有教學年資達一年以上、現職為華語相關的工作經驗者以及專業領域為華語文

教學（長期接觸的教學對象是外國學習者）、教材及管理。以下表格為評估本範例教材

人員背景資料。 

表 6-4 教材評估員資料 

編號 教學年資 職稱 專業領域 

T1 2 華語教師 華語教學 

T2 2 華語教師 華語教學 

T3 1 華語中心教師 華語教學 

T4 2 華語中心教師 華語教學 

T5 1 華語中心教師 華語教學 

T6 4 華語中心教師 華語教學 

T7 9 華語中心教師 華語教學 

T8 11 助理教授 句法學、華語文教學、英語教學、語言學、跨文化溝通 

T9 12 華語中心教師 英語教學、華語教學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七位從事華語文教育領域的專業人士根據趙金銘（1996）教材評估表對範例教材進

行評估，除了給予教材評估分數之外，還對本範例教材提出了修改建議。另外兩位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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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因為個人的時間因素，所以對本範例教材直接提出修改建議並沒有使用評估表進行

評估。以下是本教材範例評估的總分及其修改建議（見表 6-5）。 

表 6-5 教材範例評估建議 

編號                             教材評估總分 修改建議 

T1 184 分：優秀教

材 

 

1. 目錄的部分，目錄的錄是簡體字。 

2. 第十四頁「一顆种子 yìkēzhǒngzi」的「種」的注音錯誤，

是「ㄓ」不「ㄔ」。 

3. 「尺子」在台灣不會這樣使用，台灣用「尺」建議可以注

意一下出版的地區，決定使用的語言方式。 

4. 另外，敘述體重這部分，台灣使用方式比較偏向使用「體

重 54 公斤」，不太用「斤」來當作敘述體重的單位。「斤」

通常使用於物品，尤其買賣蔬果，肉類。 

5. 買賣部分還有一個單位「兩」。看編輯者編排方式，是否放

入作為補充資料。 

6. 第 19 頁閱讀部分，「市場里」的「里」在台灣多使用「裡」。                               

7. 教材編排清楚簡單，不過建議可以在生詞、語法、補充學

習部分放上明顯的標目，更清楚這個部分是什麼。 

T2 135.75 分：一般

教材 
1. 第 3 頁，漢語拼音的輕聲，應該是空白，不是一個「˙」。                   

2. 第 8、14、19 頁:有簡體字也有繁體字，ex:目「錄」、一顆

「種」子、市場「裡」。 

3. 第 11、12 頁的「不行」，「不」的注音和拼音不一樣；討價

「還」價，「還」的注音錯了。                      

4. 第 15 頁，臺灣不說「一把尺子」，說「一把尺」。                  

5. 第 18 頁，改寫句子題目「這是橘子甜嗎?」，「這是橘子」

是什麼?(這顆橘子?)；改寫句子可以附上ㄧ題範例會比較清

楚。             

6. 第 28 頁，(1)教師示範:有錯字(所以可以「透」過課堂上的

反「覆」練習)；(2)學生模仿的部分: (所「以」研究者給他

們安排語發音比較差的同學同組)；(3)反覆練習部分:第一

句的反「覆」練習、「挑」出其中比較常用。                                 

7. 生詞部分好像沒有什麼例句；漢字教學的部分也比較少，

好像只有生字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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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 179.5 分：優秀教

材 
1. 教材中有部分錯字，另外簡繁須注意。                                   

2. 開放式的問題需要再簡化，或是附上印尼文翻譯，另外要

學生寫出短文的部分，                                   

3. 依課本的內容推估的學生程度，短文可能超過學生程度。

但若已在台灣待一年，課文內容可能太簡單，學習程度和

目標不夠明確。                                   

4. 關於課文的開放性問題可放在最後的練習，以符合“有控

制＂到無控制的優先順序。                                   

5. 這本教材看不出主要的教學理論及學習目標，如果目標是

溝通交際，但學習者已經一年多應該有基本溝通能力，所

以要訓練哪個部分，需要再更清楚。                                  

6. 此書的優點是少見的印尼國別化教材，並且也能了解學習

者對於語法和詞彙的難點處，若能將學習目標及教學重點

標示清楚，應該可以更完善。 

T4 179.5 分：優秀教

材 
1. 種子的「種」是簡體字。 

2. 「一」的拼音與注音不一樣，拼音部分有注意到變調的問

題，可是注音部分卻權標第一聲。 

T5 176.5 分：優秀教

材 
1. 可增加聽說練習，減少寫的練習。 

2. 兩則課文都是買整體(青菜和水果)，也許可以改買肉類，

就可學習不同部位的說法（雞腳、豬腿…之類的）。 

T6 138 分：一般教

材 
1. 第三頁，聲調表格的「聲調」拼音也應該統一標白體；子

音表的「子」，注音標錯，而且表格裡的字體不同。 

2. 第四頁，母音表的注音符號的字體不統一；聲調練習的表

格少了拼音，但多了印尼文翻譯 

3. 第六頁，漢字筆順規則的裡面多了印尼文翻譯，而其他表

格沒有。 

4. 第八頁，目錄的「錄」寫成簡體字了；第九課的賬戶應該

改成「帳」。 

5. 第九、十、十二、十四頁課文中的「一」變調，在注音方

面都標錯。 

6. 第十一頁的討價還價的「還」，注音標錯了。 

7. 十三頁的花椰菜的漢語拼音標錯了。 

8. 第十七頁的綜合練習的「總」漢語拼音標錯了；填空的「空」

注音標錯了。 

9. 綜合練習的提示語，有些有印尼文翻譯，有些沒有。 

10. 前言部分應該要講解清楚使用對象的特殊性，為什麼著重

在讀寫技能。 

11. 教學目標部分也沒有交代清楚學習者的情況。 

12. 能針對印尼籍學習者設計教材提升其讀寫技能，並用學習

者母語直接翻譯使學習者更易了解，可惜未聽到 mp3 錄音

檔。 

T7 153 分：良好教

材 

1. 教材是針對來台灣一年以上的印尼移工，目錄編排中的「體

檢」與「辦居留證」這兩項應該在更早就會需要辦，所以

如果已經是待了一年的，大概明白該怎麼做，所以可以設

定至少半年的，或是選更難的工廠工作或是公司商務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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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2. 從編者的話看不出這套教材採用的是何種大綱，所以第一

個部分無從判斷，建議可以加上說明。 

3. 由於只看到示範的第四課，因此有些評估項目不容易評，

看不出教材內容的連貫性。建議可以做表格，稍加說明每

一課的大鋼。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本教材範例的評估總分有 4位認為是優秀教材，1位認為是良好教材，2位認為是

一般教材，而其他兩位所提出修改建議的內容有： 

 

T8  

1. 教材的編排和排版可以，就比較傳統。 

2. 課文目的應該是如何在市場買菜，但是裡面並沒有這樣的練習或引導，要注

意。 

3. 還有那個賣水果的地方我覺得怪，印尼要酸的跟甜的，怎麼知道呢。 

4. 「啊」在不同詞語的後面會發生變化，如：甜啊的「啊」要改寫成「那」。 

5. 酸酸甜甜的，買一斤甜的，賣的人怎麼知道那橘子是酸還是甜的呢？一般都

會說自己賣的都是甜的。 

6. 最後的閱讀內容有點奇怪，他和老闆有什麼關係，為何跟老板去買東西。 

7. 對象不清楚，是在台灣的幫助照顧別人的那些人嗎？ 

 

T9  

1. 教學對象沒有說清楚，他們具有怎樣的特殊條件。 

2. 太多寫字的部分。 

3. 會話內容太長。 

4. 課文可以用問答的方式帶出，一個問答以各種不同的回答列出，之後才把多個

問答題主城一篇課文。 

5. 單詞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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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課文的編排內容，可以把體檢和看醫生放在一起當成一課。 

7. 在餐廳對他們也很重要，可以做菜和再餐廳放在一起。 

8. 教材的編排很好，圖片清晰。 

 

根據以上九位評估員的建議歸納出四項教材可改進之處，包括語言、課文、練習、

教材說明和排版問題。 

一、 語言待修之處 

語言待修之處，主要是指詞語選擇或者搭配上的問題，有些是因為兩岸詞語的不同

用法，此外還有錯別字的問題。詳細內容有以下幾點： 

T1 台灣使用方式比較偏向使用「體重 54 公斤」，不太用「斤」來當作敘述體重

的單位。「斤」通常使用於物品，尤其買賣蔬果，肉類。 

T1、2 第 15 頁，臺灣不說「一把尺子」，說「一把尺」。 

T1、2 第 19 頁閱讀部分，「市場里」的「里」在台灣多使用「裡」。 

T2 第 28 頁，(1)教師示範:有錯字(所以可以「透」過課堂上的反「覆」練習)；

(2)學生模仿的部分: (所「以」研究者給他們安排語發音比較差的同學同組)；

(3)反覆練習部分:第一句的反「覆」練習、「挑」出其中比較常用。 

T2、4 第 8、14、19 頁:有簡體字也有繁體字，ex:目「錄」、一顆「種」子、市場「裡」。 

T6 第八頁，目錄的「錄」寫成簡體字了；第九課的賬戶應該改成「帳」。 

T8 「啊」在不同詞語的後面會發生變化，如：甜啊的「啊」要改寫成「那」。 

T8 最後的閱讀內容有點奇怪，他和老闆有什麼關係，為何跟老板去買東西。 

二、 課文待修之處 

課文待修之處，教師們主要提出了對話內容的設計部分。詳細內容有以下幾點： 

T2 生詞部分好像沒有什麼例句；漢字教學的部分也比較少，好像只有生字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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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 開放式的問題需要再簡化，或是附上印尼文翻譯，另外要學生寫出短文的

部分。 

T3 依課本的內容推估的學生程度，短文可能超過學生程度。但若已在台灣待

一年，課文內容可能太簡單，學習程度和目標不夠明確。 

T5 兩則課文都是買整體(青菜和水果)，也許可以改買肉類，就可學習不同部位

的說法（雞腳、豬腿…之類的）。 

T8 還有那個賣水果的地方我覺得怪，印尼要酸的跟甜的，怎麼知道呢。 

T8 「啊」在不同詞語的後面會發生變化，如：甜啊的「啊」要改寫成「那」。 

T8 酸酸甜甜的，買一斤甜的，賣的人怎麼知道那橘子是酸還是甜的呢？一般

都會說自己賣的都是甜的。 

T8 最後的閱讀內容有點奇怪，他和老闆有什麼關係，為何跟老板去買東西。 

T9 會話內容太長。 

T9 課文可以用問答的方式帶出，一個問答以各種不同的回答列出，之後才把

多個問答題主城一篇課文。 

T9 單詞太多。 

T9 課文的編排內容，可以把體檢和看醫生放在一起當成一課。 

T9 在餐廳對他們也很重要，可以做菜和再餐廳放在一起。 

 

三、 練習待修之處 

  練習待修之處，主要是因為研究者沒有把教學目標寫清楚，使教師對漢字練習的數

量產生質疑。詳細內容有以下幾點： 

T2 第 18 頁，改寫句子題目「這是橘子甜嗎?」，「這是橘子」是什麼?(這顆橘子?)；

改寫句子可以附上ㄧ題範例會比較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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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 關於課文的開放性問題可放在最後的練習，以符合“有控制＂到無控制的

優先順序。 

T5 可增加聽說練習，減少寫的練習。 

T9 太多寫字的部分。 

 

四、 教材說明待修之處 

教材說明修改之處，教師所提出的主要是教材範例的前言部分沒有交代清楚學習者

的背景的特殊性及其他們的華語程度，還有教學目標部分也沒有說清楚。詳細內容有以

下幾點： 

T3 依課本的內容推估的學生程度，短文可能超過學生程度。但若已在台灣待

一年，課文內容可能太簡單，學習程度和目標不夠明確。 

T3 這本教材看不出主要的教學理論及學習目標，如果目標是溝通交際，但學

習者已經一年多應該有基本溝通能力，所以要訓練哪個部分，需要再更清

楚。 

T3 此書的優點是少見的印尼國別化教材，並且也能了解學習者對於語法和詞

彙的難點處，若能將學習目標及教學重點標示清楚，應該可以更完善。 

T3 前言部分應該要講解清楚使用對象的特殊性，為什麼著重在讀寫技能。 

T3 教學目標部分也沒有交代清楚學習者的情況。 

T7 教材是針對來台灣一年以上的印尼移工，目錄編排中的「體檢」與「辦居

留證」這兩項應該在更早就會需要辦，所以如果已經是待了一年的，大概

明白該怎麼做，所以可以設定至少半年的。或是選更難的工廠工作或是公

司商務的主題。 

T7 從編者的話看不出這套教材採用的是何種大綱，所以第一個部分無從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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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可以加上說明。 

T7 由於只看到示範的第四課，因此有些評估項目不容易評，看不出教材內容

的連貫性。建議可以做表格，稍加說明每一課的大鋼。 

T8 對象不清楚，是在台灣的幫助照顧別人的那些人嗎？ 

T9 教學對象沒有說清楚，他們具有怎樣的特殊條件。 

 

五、 排版待修之處 

排版待修之處，主要是因為電腦軟體上的問題，主要在於注音和拼音上的對照，還

有「一」的變調都標出了原調。詳細內容如下： 

T1 第十四頁「一顆种子 yìkēzhǒngzi」的「種」的注音錯誤，是「ㄓ」不「ㄔ」。 

T2 第 3 頁，漢語拼音的輕聲，應該是空白，不是一個「˙」。 

T4 種子的「種」是簡體字。 

T4 「一」的拼音與注音不一樣，拼音部分有注意到變調的問題，可是注音部

分卻權標第一聲。 

T6 第三頁，聲調表格的「聲調」拼音也應該統一標白體；子音表的「子」，注

音標錯，而且表格裡的字體不同。 

T6 第四頁，母音表的注音符號的字體不統一；聲調練習的表格少了拼音，但

多了印尼文翻譯 

T6 第六頁，漢字筆順規則的裡面多了印尼文翻譯，而其他表格沒有。 

T6 第八頁，目錄的「錄」寫成簡體字了；第九課的賬戶應該改成「帳」。 

T6 第九、十、十二、十四頁課文中的「一」變調，在注音方面都標錯。 

T6 第十一頁的討價還價的「還」，注音標錯了。 

T6 十三頁的花椰菜的漢語拼音標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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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6 第十七頁的綜合練習的「總」漢語拼音標錯了；填空的「空」注音標錯了。 

T6 綜合練習的提示語，有些有印尼文翻譯，有些沒有。 

 

第三節 教材修正 

研究者根據學習者的學習回饋及教材評估員所提出的意見與建議，修改調整本範例

教材，並展示修改調整後的國別化職場華語教材。 

首先因為研究者在前言部分沒有交代清楚學習者的背景及語言技能的掌握程度，因

此研究者根據評估員所提出的建議進一部修改。在教師參考的教學目的部分，研究者根

據評估員提出的建議對教學目標部分進行修改。 

對於課程內容的詞語、練習及編排問題，研究者根據學習者及評估員所給的建議對

教材範例內容重新調整並修正。以下是研究者修改後的教材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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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 教材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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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6 教材範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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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7 漢字練習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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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8 教師參考手冊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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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印尼國別化職場華語教材編寫設計小結 

本研究設計的印尼國別化職場華語教材，是以 5C原則和呂必松六項原則作為印尼

國別化職場華語教材範例編寫的標準。研究者結合了這兩個原則對印尼國別化職場華語

教材內容進行編寫。 

本研究所設計的教材是針對在台的印尼勞工，根據他們所提出的學習雪球進行編寫

的。本教材的具體教學目標有三個：一、提高學習者的職場華語能力；二、改進學習者

的發音問題；三、培養學習者的讀寫能力。 

研究者為了能夠設計出更完善的教材內容，採取了兩個方式進行教材範例的評估，

一是學習者的學習的評估與回饋，二是專家的評估與回饋。研究者根據九位評估員的建

議歸納出四項教材可改進之處，包括語言、課文、練習、教材說明和排版問題。最後，

研究者根據學習者的學習回饋與專家的評估回饋對教材範例進行修改並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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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分為三節，第一節旨在敘述針對印尼勞工學習者之職場華語教材編寫設計的範

例教材過程做一個總結，第二節是敘述本次研究進行時所遇到的困難與限制，第三節是

提出本次研究可進一步探討的部分，並提供未來有志研究印尼勞工華語教材相關的研究

者一些建議。 

第一節 結論 

印尼在六十年代因國家證詞的改變，使得印尼的華文學校全部被迫關閉，華裔子弟

都進入印尼學校讀書。因為華文教育被禁止了三十多年，致使一代的華裔子弟不懂華語。

到了 1998年年底，政府才發令可以開始開辦華文補習班。而早在 1992年就已經有許多

印尼勞工開始來台工作了。因為當初在印尼沒有學習華語的機會，所以這些印尼勞工只

能到了台灣才開始就地學習，通過僱主、電視、廣播等管道學習華語。 

仲介公司會根據勞工分配的地區會進行兩個月的語言培訓。合法的勞工一定要參加

印尼勞工局規定的培訓，而且對派送不同國家的勞工都有不同語言培訓的要求。派往香

港和台灣的勞工規定要參加中文和英文的培訓，特別是社福勞工，在出發前一定要上滿

60天的華語課，一共 600 課時。對於從小就已經習慣無聲調語言的印尼人來說，兩個月

的語言訓練很難讓印尼學習者學會基本會話，很多印尼勞工來到台灣往往因不熟悉台灣

文化及語言而與雇主有隔閡戓障礙。 

研究者選擇印尼國別化職場華語教材作為研究主體的動機來源是因為在 2014 年 10

月接了 INDOSUARA 的華語班。教材內容是研究者和其他三位教師根據雜誌社所設定

的主體一起談論並編寫設計而成的。每一期的上課時間是五個月，一個月只上一次課，

而一次課只有兩個小時。實際上課的時間是四個月，最後一個月主要是驗證學習的部分。



 

125 

 

一期的教學結束後，透過學習者的反應、問卷調查及訪談發現研究者所設計的教材內容

並沒有滿足他們的學習需求，他們更希望在課堂上可以提高華語讀寫能力及改進他們的

發音問題。 

在台灣工作的印尼勞工根據 2015年的統計有 237610人，其中社福勞工佔 70%。雖

然在台灣有這麼多印尼勞工，可是在市面上針對他們所編寫的教材並不多。研究者所蒐

集到的教材大部分都是以單詞或單句的形式呈現，而且內容編排比較偏向一本單詞語或

單句的手冊。因此，研究者根據印尼勞工的學習需求設計一本適合他們學習的教材是有

其必要的。 

壹、 印尼勞工在實際工作上遇到的華語學習困難 

根據問卷調查統計及訪談結果發現印尼勞工在實際工作上過程中最常遇到的問題

是看不懂商標、地標等，也不會表達自己想說的話。此外在於閱讀和書寫漢字方面也是

他們的困難之一，也有其他勞工是遇到聲調方面的困難，他們還無法分辨漢語裡的四個

聲調，也不知道原來不同的聲調是有不同的意思，所以跟僱主溝通的時候，對方常常不

知道自己所要表達的意思。 

 

貳、 印尼勞工職上的華語學習需求 

根據本研究之研究對象所填寫的數據顯示，將近 50%都想學習與日常生活相關的內

容，而其他佔 10%以上的排列順序從百分比高到底的單元有：外勞在台灣辦手續、日常

問候語、旅遊、照顧、烹飪、家事篇和動植物。除此之外，還有 18.7%的研究對象選擇

其他，他們除了想學習與日常生活相關的內容之外，他們也想學習與辦理手續相關的主

體內容，而且從中有 78.6%的研究對象都想學會漢字的書寫及閱讀。從深度訪談的結果

中也發現，研究對象也對漢字學習很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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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印尼勞工所學的華語課程內容和現在工作的關聯 

  印尼勞工在來台之前，大部分都參加過華語培訓，而且合法的勞工一定要參加印尼

勞工局規定的培訓，而且對派送不同國家的勞工都有不同語言培訓的要求。派往香港和

台灣的勞工規定要參加中文和英文的培訓，特別是社福勞工。 

根據問卷調查顯示，72%曾經在印尼學過華語的勞工所給的回饋，總的來說大家都覺得

在印尼學過的華語對他們的工作提供了許多幫助。語言培訓不只是為了提高勞工本身的

語言技能，也幫助勞工能夠盡快適應台灣的生活環境，工作能做得更好，也方便勞工在

自行外出時能完成自己的目標。 

 

肆、 適合印尼勞工使用的華語教材 

  根據教材內容分析及文獻探討發現在教材編寫上，要有以下幾個步驟： 

一、編寫前準備：確定研究對象、學習目標。 

二、蒐集材料：蒐集與印尼勞工相關的教材作為教材內容設計的參考，蒐集與印尼

勞工相關的主體及他們在台灣辦理手續的一些資料，調查分析學習者的學習需

求。 

三、設計編寫材料：使用科學化的排序，選擇學習者關心的話題，透過趣味化的編

輯提高學生學習動機。 

四、學習者的回饋及專家評估：設計一本教材一定要經過幾次的修改編輯才能更完

善。本研究的專家評估主要是以第一線教師，因為他們長期接觸外國學習者，

所以對外國學習者的學習情況及要求比較了解，對教材修改內容有一定的幫

助。 

五、教材內容修正：透過學習者所提供的學習回饋和專家所給的評估及修改建議進

行進一步的修改，使教材能更趨向於學習者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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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文獻分析、問卷調查及訪談，研究者得出適用於印尼勞工的華語教材應有以下

幾個特點： 

一、印尼國別化職場華語教材的設計應符合教材編寫原則。本教材研究設計是以 5C

原則以 5C原則和呂必松六項原則為標準。 

二、教材內容與實際工作情況接軌。教材內容的主體設計是根據學習者常接觸的情

境進行設計，而且要與實際對話內容相符，使學習者可以使用課文中所學習到

的句子進行實際溝通。 

三、教材內容設計需符合學習者的學習需求。根據研究者所收集到的問卷調查內容，

發現印尼勞工的學習需求不足是想提高自己的會話能力，他們也想要提高自己

的閱讀及漢字書寫能力。 

四、需要有媒體輔助教材，如、CD或 MP3。在台的印尼勞工他們能請假出來上課學

習的時間非常有限，所以他們希望除了在課堂上學習之外，可以有更多的學習

內容可供他們在家裡學習，通過錄音內容幫助他們進行複習及練習。 

 

第二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是針對在台的印尼勞工設計出能滿足他們的學習需求的一本職場華語教材。

本研究的教材範例試教對象主要是台北 INDOSUARA 雜誌社華語班和台南

INDOSUARA 分社的學生。這些學生都來自台灣的各個地區，從南到北都有。他們主要

都是社福勞工，利用週末時間請假出來與朋友相聚並學習。每個月，僱主只允許他們請

一次假，有些印尼勞工也很想參加這個班級，都是因為請不到假，所以沒辦法參加。因

為他們的學習時間有限，所以他們希望老師在課堂上可以多講一些內容，並給他們準備

可供在家自己自學或練習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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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遇到比較大的問題是在收集資料和進行教學實驗部分。因為學

習者的工作地點分佈在台灣的各個地區，所以要發放調查問卷的時候不能一一進行調查，

只能通過網絡平台及 INDOSUARA 的 Facebook 粉絲團進行網絡問卷調查。雖然

INDOSUARA 的 Facebook 粉絲團有十幾萬的粉絲，但是 Facebook 頁面會不斷刷新，信

息沒辦法永久保留在頭條，所以會有很多人看不到這個信息，收到的問卷沒辦法達到所

預估的數字。 

研究者在進行實驗教學的過程中，遇到最大的問題是上課時間的間隔太長，一個月

才能見一次面，沒辦法把研究者設計的每一篇課都進行一次的教學實驗，所以研究者只

能選擇其中幾篇課文進行實驗。 

 

第三節 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設計的印尼國別化職場華語範例教材，因受時間與人力的因素，未能全部在

課堂上進行教學實施，日後研究者會將其他課程內容實施與課堂上，了解內容設計上的

不足及趕緊之處。未來若有其他研究者想從事印尼勞工相關教材的開發研究，研究者提

出了幾個建議供大家參考： 

一、 本研究的內容只是初步設計第一本教材，因此課程內容只包含八個情境話

題，未來的研究可以針對本教材設計的內容為基礎，繼續擴大設計到其他

的內容主題。 

二、 除了教材內容開發外，未來可以進一步發展多媒體輔助教材，為滿足更多

的沒有辦法到課堂上進行面對面教學的印尼勞工，可以通過線上學習華

語。 

三、 本研究所設計的教材內容是針對已經在台灣工作一年以上的學習者，並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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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可以用簡單的華語進行溝通的印尼勞工，未來可以針對基礎程度或者高

階級程度的教材。 

四、 由於時間與人力有限，本研究所設計的教材內容主要針對印尼社福勞工，

未來的研究可以針對工廠勞工的學習對象進行研究。 

五、 由於時間與人力有限，本次研究主要通過 INDOSUARA 的 Facebook 粉絲

團的平台進行調查研究，未來若有研究者想從事印尼勞工教材的開發研究，

可以從更多的管道進行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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