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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克服不同文化之間的交際障礙與文化衝突，最好辦法是進行文化比對；進行文化

對比有助於學生清楚地瞭解異國文化，培養跨文化意識。Redfield就「文化」提出
大傳統與小傳統（great tradition and little tradition），藉以說明存在於社會中的兩
種不同文化傳統；大傳統鑄塑而成的文化基因，對小傳統形成深遠的影響；在華

語文文化教學內容亦或隱含大傳統與小傳統。其次，語言的習得可以幫助學生文

化的習得，同樣地，文化習得可以促進他們的語言學習，文化知識的積累，有助

於他們更好地理解和使用語言。本研究以印尼大學中文系學生為對象，進行 CFL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學生華語文文化認知與語言學習策略研究，主
要採問卷調查與相關研究。首先編擬「華語文化認知問卷調查」研究工具，內容

包括華人文化認知途徑、華人文化認知內容、華人文化教學法等面向，就 CFL學
生華人文化認知情況，以大傳統與小傳統為主軸進行探析，繼而比較CFL學生「華
語文化認知問卷調查」及「語言學習策略」，最後根據 CFL學生華人文化認知情
況與學習策略特質，擬出適當之文化教學策略。

關鍵詞：以華語為外國語之教學（CFL）、文化認知、語言學習策略、文化教學、隱性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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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micro-level, to teach a foreign language is to develop a good command of linguistic 
knowledge and the ability to apply linguistic skills, while on the meso-level, its purpose 
is to improve the ability of communication. The best way to get over the communicative 
barriers and cultural conflicts between various cultures is to conduct cultural comparisons, 
which is helpful for students to gain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foreign cultures and to 
expand their cross-cultural consciousness. For the study of culture, Redfield proposes the 
terms “great tradition” and “little tradition” and suggests that a peasant society consists of 
both of these two traditions and the established memes (cultural genes) of great tradition 
have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little tradition. As for the teaching contents of Chinese 
culture, there exist the great tradition and little tradition as well.Further, the language 
acquisition can help students acquire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acquisition can advance 
their language learning in return. The accumulation of cultural knowledge, similarly, will 
also contribute to better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of language.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cognition and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of CFL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students. The subjects are students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at 
one Indonesian university and it is carried out mainly by survey research and other related 
tools. A questionnaire on “Chinese cultural recognition” is firstly designed, which contains 
aspects such as the cognitive means of Chinese culture, the contents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teaching methods of Chinese culture. With the major help from concepts of great 
tradition and little tradition, the status of CFL students’ Chinese cultural recognition is 
analyzed and then the questionnaire and their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are compared.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CFL students’ Chinese cultural recognition and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a suitable strategy about cultural teaching is thereby presented.

Key words: CFL, cultural recognition,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y, cultural teaching, tacit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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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使用語言。語言教學必須與文化教學同

時進行，只有將語言教學放在文化教學的

大背景下，才能更好地培養學生的跨文化

交際意識，提高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

要讓學生話說得正確不難，若要說得得

體，就得下功夫；語用或語境失誤，一直

是語言教學，特別是外語教學上的難點。

什 麼 是 CFL（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學生既有的華人文化認知？學
生又是以何種文化認知為基礎來理解異文

化？教師如何傳授顯性文化與隱性文化？

基於上述問題，本研究以印尼大學中文系

學生為對象，進行 CFL學生華語文文化
認知與語言學習策略研究，主要採問卷調

查方式，進行「華語文化認知問卷調查」

及「語言學習策略」施測。首先編擬「華

語文化認知問卷調查」研究工具，內容包

括華語文化認知途徑、華語文化認知內

容、華語文化教學法等面向；繼而進行施

測，並分析測驗結果：探討及分析 CFL
學生華語文化認知情況與影響因素、華語

文化認知與語言學習策略之相關情況。最

後將「語言學習策略」部分調查與「文

化認知問卷調查」比較，根據同學學習特

質，提出華語文文化教學之些許建議。

在這個課程中，我們將以認知的角度

來看語言學習。

貳、文獻探討

以下擬就文化的內涵、華語文文化教

學的內容、華語文教學中的文化導入，及

語言學習策略，分述之。

一、文化的內涵

文化是一個民族所傳承下來的生活方

式；Hinkel（1999, p. 1）指出：「即使在
語言的教學及研究領域，文化涉及到言語

壹、前言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生活方式及其

設計（李亦園，1992），然而生活方式與
設計是一個很廣闊的範疇，它不僅包括具

形而可觀察的生活存在必需的物質工具文

明、人際關係的準則規範，以及表達內在

情操的藝術、文學、音樂、歌舞以至於宗

教、信仰等等，同時也包括了那些不可觀

察而抽象存在的價值觀念、邏輯思考、象

徵意義，以及理想典範等。

文化中隱含許多隱性知識（如價值理

念），這類內容較難以理解，此可從文化

讀本的閱讀時間差異大略可知（彭妮絲，

2013）。有形內容直接構成傳統文化外在
形態的祭典、娛樂、飲食等活動；無形的

內容即傳統所載負的深層歷史文化；前者

為文化的表層，可以直接去感受和瞭解，

後者則隱藏於文化活動的背後，需要用心

領悟，此二者構成完整意義的文化。一般

對於文化的認知刻劃，多著眼於有形內

容，對於傳統文化所載負的深層歷史文化

則鮮少觸及。隱性知識顯性化是一種語言

過程，也是一種符號化的過程，就文化教

學層面而言，也是一種深層文化自我反思

的過程；所以文化內容的取向和取捨、文

化內涵的概括和闡釋、文化特徵的理解和

應用、文化教學觀念的意識等，就不應過

於單一、過於執著與絕對。

Kramsch（1993, p. 8）指出「如果把
學習語言看成是社會實習的話，文化就是

語言教學的核心。文化知識必須看成是提

高語言能力的手段，也是衡量語言能力的

標準。」語言的習得可以幫助學生文化的

習得；同樣地，文化習得亦可以促進語言

學習，「語言和文化是人類生活中不可分

割的部分」（Kramsch, 1991, p. 217），
文化知識的積累有助於學習者更好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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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修辭結構、社會組織、知識建構的

面向，其定義就變得既多元又具差異性。

文化的觀念有時又會與個人空間、合宜的

肢體行為、或適當的時間等概念相互結

合。」就文化內涵來看，又有物質文化或

技術文化、社群文化和倫理文化、精神文

化或表達文化。再者，又可分為可觀察的

文化和不可觀察的文化（李亦園，1992，
頁 195-196），所謂不可觀察的文化是一
套價值觀念，一套符號系統或意義系統，

經常是下意識存在的，但卻隨時在統合支

配人的行為，使他的行為成為是有意義，

而可以為同一群人所瞭解。

關於中國文化分層的見解，Redfield
（1956, pp. 67-104）就「文化」提出大
傳統與小傳統（great tradition and little 
tradition）的文化分層理論，藉以說明
存在於社會中的兩種不同文化傳統。

Rosaldo（1984, p. 140）認為：「文化類
型是社會事實，也是人類行動、成長及

理解的模板。因此，文化模式源自於我

們所居住的世界，同時也是組成自我許

多活動、反應、感知及經驗的基礎。」

以上是大文化的典型定義。Hammerly
（1982, pp. 512-514）則將文化分成三
種類型：（一）成就文化（achievement 
culture）：包括藝術、文學、音樂，甚
至科技等領域的成就；（二）信息文化

（informational culture）：指普通人對自
己國家的地理、自然資源、政治等領域所

具備的常識；（三）行為文化（behavioral 
culture）：為大眾廣泛接受的語言和身體
行為，以及該文化體系對這些行為的價值

判斷。

Galisson從功能的角度將語言教學中
的文化內容分為「知識文化」和「大眾共

有文化」（傅榮，2010）；「知識文化」
是人們描述、表述出來的一種顯性文化，

屬知識範疇，講授「知識文化」的目的，

是使學生瞭解目的語文化中那些能夠反

映其民族思想、歷史、地理、藝術和科技

等背景系統性知識，講授的方式多為獨立

於語言外專門設計的文化課程。所謂「大

眾共有文化」（或稱交際文化），主要指

人們具有實踐的日常生活文化，其首要特

質是隱含在目的語語言和非語言當中，卻

常常反映目的語國家的價值觀念、道德取

向、社會習俗、心理狀態和思維方式等。

因為是隱含的，所以目的語國家的人常常

只需意會，無須言表（傅榮，2010），具
有即時與實踐性、抽象概念與非系統性等

隱性知識的特質。

如上文提到的正式的文化（像文學、

歷史、哲學、政治等）稱作「大文化」或

「知識文化」，把普通的社會習俗稱作「小

文化」、「語言交流文化」或「行為文

化」（呂必松，1999；張占一，1990）。
所謂大傳統意指上層的士紳文化，多半是

經由思想家、哲學家等深思反省所產生的

精英文化（refined culture）；相對的，
小傳統則是指一般社會大眾，尤其是鄉民

或俗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大傳統是在學

校或教堂中培育出來的，小傳統則是生長

和存在於村落共同體元文化的生活中。大

傳統對於小傳統來說，是孕育、催生與被

孕育、被催生，大傳統鑄塑而成的文化基

因，對小傳統形成深遠的影響（葉舒憲，

2012）。這兩個傳統是互動互補的，大傳
統引導文化的方向，小傳統卻提供真實文

化的素材，兩者都是構成整個文明的重要

部分。中國大傳統的上層士紳文化習慣於

優雅的言辭，趨向於哲理的思維，並且關

照社會秩序倫理關係層面；而小傳統的民

間文化大都以日常生活的所需為範疇而出

發，因此是現實而功利、直接而質樸（李

亦園，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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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是可以用書面文字或地圖、

數學公式來表述，這只是知識的一種形

式，還有一種知識無法系統表達，這類知

識如有關自己行為的、習慣的某種知識。

倘若將前一種可以文件化、標準化、系統

化的知識，可訴諸於文字傳授給他人，和

客觀事實的知識，稱為顯性知識；與之相

對的是默會的、無法言喻的知識，即稱之

為隱性知識（tacit knowledge）（Polanyi, 
2005）。Polanyi並指出隱性知識是自足
的，顯性知識必須依賴隱性知識，因此想

要掌握任何一門學科，都必須充分重視蘊

涵在此學科內的隱性知識。前述不可觀察

的文化即屬隱性知識範疇，在華語文文化

教學內容亦隱含大傳統與小傳統，此為本

研究欲探究之面向之一。

二、華語文文化教學的內容

對外華語教學文化課程，受語言教學

總目標的制約，必須完成一定的語言能力

培養的任務，周思源（1997，頁 13）認為，
這種「語言目標追求的自覺性」和「文化

目標追求的有限性」構成了對外漢語教學

文化類課程教學的基本特徵。外語教學在

微觀層面，是培養語言知識的掌握和語言

技能運用的能力；在中觀層面，目的是培

養交際能力。交際能力是指在具體語境中

得體地使用語言的能力，它包括社會語言

能力、語篇能力和策略能力（胡文仲、高

一虹，1997）。交際能力不僅包括語言方
面的能力，還包括非語言的能力。在各層

面能力的培養中，文化因素滲透到各個層

面，不僅表現在目的語詞彙中特殊的文化

義涵，獨特的句法和語篇結構，並體現在

目的語所代表的一整套行為規範、思想模

式，以及支配人們行為的世界觀和價值觀

（延輝，2010，頁 40）。

漢語課程文化教學內容的挑選準則方

面，傅榮（2010，頁 92）將文化教學法
做一個簡要的梳理和分類：（一）文明／

文學法：這類方法以文學文本為綱，著重

傳授知識文化，多屬於陳述性知識；（二）

日常社會生活法：這類方法注重講授目

的語國家普通民眾及其社會的日常生活知

識，基本的出發點在於向語言學習者灌輸

目的語國家標準的、正統的日常行為準

則，形成對目的語國家積極和正面的模式

化印象；（三）人本主義／跨文化法：這

是目前外語學界比較盛行的文化教學與研

究法，比較和反思為該方法的重點；（四）

文化詞彙語用法：通過詞彙學習目的語國

家的文化。邢志群（2013，頁 276-277）
則提出如下準則：「凡屬於中國社會與民

族特有的傳統、態度、儀式、信仰、行為，

並且對漢語學習和理解以及對漢語為母語

的民族和它們的行為很重要的文化內容，

都應考慮列入漢語語言課的學習中」。其

並將文化內容分為傳統、態度、禮儀、信

仰及社會行為這五類（邢志群，2013，頁
271-272）。其中初級文化教學成分，如
中國家庭、姓名、漢字等；中級文化教學

成分，如家庭生活、中國哲學、中國文明

等；高級文化教學成分，如家庭觀念、道

德觀念、民族觀念等。以上初級到高級，

文化教學成分大抵由具體到抽象概念推

展。各級文化教學成分，見表 1。

 傳統的文化教學往往是以知識文化
的講述為主，這些文化常識由於時間和

空間的兩大阻礙，與生活在當代且異國

的學生的距離甚遠，容易使學生產生隔

閡，進而影響教學效果。方麗娜（2009，
頁 205-206）舉四大要領說明如何妥善處
理文化教學的問題：與學生感興趣的話題

結合、與學生的華語文能力結合、與教材

中的文化背景結合、與跨文化對比分析結

合。交際文化教學，除了語言知識技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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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注重日常生活與風俗習慣知識點的

介紹，輔助目的語國家的文化背景知識；

這種教學的特點是具體易行，實用性強，

對提高交際能力效果顯著，缺點是比較膚

淺，容易形成刻版印象（延輝，2010），
這也是在進行華語文文化教學所必須注意

的。

三、華語文教學中的文化導入

（一）隱性知識的轉換

隱性知識對創造的作用，往往通過

蘊釀、直覺、靈感和頓悟等體現，這些創

造性認知加工主要表現為內隱性質，而這

些加工過程需要利用個體已經獲得的大量

隱性知識（周治金、楊文嬌，2007，頁
78）。不同的知識分享互動方式所隱含的
知識特性不同，由內隱程度較低的文件管

理、提案制度、課堂講授、教育訓練、師

徒制度，以至於內隱程度高的親身感受，

其間的內隱程度將逐漸增加（劉宗其、譚

大純，1999，頁 196）。至於能否瞭解及
能夠瞭解多少隱性知識，則取決於個體對

自身隱性知識的敏感度。

隱性知識是無法用字或句子表達

的知識，包括認知技能和透過經驗衍生

的技術能力；外顯知識則是具條理及系

統化的知識，因而很容易傳播與分享。

Nonaka 與 Takeuchi 提 出 知 識 轉 化 的
SECI 模 型（socialization, externalization, 
combination, internalization），利用轉化
的概念說明知識的創造是由「共同化」

（由隱性知識到隱性知識）、「外化」

（將隱性知識轉化為外顯知識的過程）、

「結合」（由外顯知識到外顯知識）、及

「內化」（由外顯知識到隱性知識的轉換

過程），四種知識轉化模式不斷循環的結

果，將外顯與內隱的知識做進一步的詮釋

（楊子江、王美音譯，1997）。

從隱性知識的表現形式來看，主要有

經驗、技能、訣竅、直覺、靈感、權威等

面向。與顯性知識相比，隱性知識具有以

下一些特徵（李祚、張開荊，2007；彭妮
絲，2009；彭蓮好，2005；繆小春、楊金
鑫，2004；Polanyi, 2005）：內隱學習的
過程是自動且穩定的、非正式性、非系統

性，內隱學習的結果是無意識的、具有文

化及抽象概括性。再者，富含即時與實踐

性，隱性知識與其載體是無法分離的，所

以隱性知識需要實踐和親身體驗。

（二）華語文教學中的文化教學策略

趙賢州（1992）提出，文化導入必
須遵循階段性、適度性、規範性和科學性

表 1　文化教學成分
文化教學階段 文化教學成分

初級文化教學 姓名（起名、涵義）、漢字（構造、形成、發展）、普通話及方言、顏色及涵義、
文房四寶、簡單的中華飲食、中國家庭、十二生肖、簡單的人際交流、簡單的例行
活動（問候、讚美、感謝等……）

中級文化教學 中國節慶與意義、中國各民族和風俗習慣、家庭生活（婚姻、家庭關係等）、人際
關係（如有情、尊重）、教育、近代史主要人物和事件、中國飲食及特色、中國哲
學（如儒家、道家、佛教）、中國人的生活水準和相對的社會地位、中國藝術（如
國劇、繪畫、樂器）、中國文明（如中藥）、健身文化（如武術）、現代時事

高級文化教學 家庭觀念、道德觀念、民族觀念、中國人的思想意識、飲食和健康、社交習慣、教育、
重要歷史人物和事件、生育、婦女議題、社會時事、宗教信仰、審美觀、藝術（繪畫、
文學）、時事政經

資料來源：邢志群（2013，頁 271-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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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則，即文化的導入要適合學生語言

水平、適應語言教學需要，以及要傳授

目的語國家的通用文化。再者，趙金銘

（2005）認為應取雙向文化的態度，介紹
自己，亦應旁及他人。又程棠（2000）強
調從文化差異的角度來考慮文化教學內容

的可接受性。張英認為對外漢語教學的比

重，其規律是：由少到多、逐步增加；並

認為語言教學與文化教學的比重，在初級

約為 5:1，中級階段約為 4:1，高級階段則
要上升到 3:1（程書秋、鄭洪宇，2008，
頁 119）。

李泉（2007）認為文化教學的剛性
原則，是基於外語教學的性質、特點、目

的及文化內容本身的特點而提出的，要求

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應掌握並予以執行，此

類內容如：語言教學的同時要進行文化教

學、語言教學必須教授的是與語言交際密

切相關的交際文化因素、與語言交際相關

的文化因素的教學要與語言教學的階段性

相適應、教師應持有開放的文化心態、教

學應增強對文化差異敏感性和包容性，以

及具有不可更改性的文化內容應採用剛性

教學原則。

邢志群（2010）認為，雖然很多教
師都認為文化是漢語語言教學中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也試圖通過不同的方法讓學生

瞭解中國文化，然而漢語語法已形成有系

統的教學法（鄧守信，2009），文化內
容卻尚無系統化。因此邢志群（2013，
頁 278）建議語言學習理論也可借用到分
層文化教學上，可比照語法點分難易程度

的方式，將文化要點加以分類，如此語法

點和文化要點可同時習得。再者，克服不

同文化之間的交際障礙與文化衝突，最好

辦法是進行文化比對；彭妮絲（2016）
調查顯示，對外華語教學注重跨文化分析

教學，然傳承語教學所使用教材教法則較

傾向一語教學，導致受調查者對於中韓文

化差異之認知較弱，此亦凸顯文化對比之

重要。進行文化對比有助於學生清楚地瞭

解異國文化，培養跨文化意識，將學生置

身於目的語文化氛圍中，易於提高學生的

積極性，同時還能加強對母語文化的理解

（張學進，2010）。本研究援取文化分層
教學概念，文化比照語法點分難易程度的

方式，將文化要點加以分類。

（三）語言學習策略

學習策略是個人在學習任務中，為

促進表現所進行的一系列過程，並且學習

策略會因為學習任務的本質而有所不同

（Riding & Rayner, 1998）。瞭解並幫學
生發現自己的學習策略，有助於學生發展

個人的自我效能，亦提升個人的學習成

就。

Oxford（1990）把學習策略分為兩大
類，一是直接策略（direct strategies），指
語言學習策略中直接與目標語言有關的策

略；二是間接策略（indirect strategies），
指學習者在不直接涉及標的語言的情況

下支持和安排語言學習。Cohen（1998）
把學習策略分為兩大類：學習語言的策

略（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包

括 識 別 材 料（identifying the material for 
learning）、 區 分 材 料（distinguishing 
it from other material）、 組 織 材 料

（grouping it for easier learning）、 翻 覆
接觸材料（repeatedly engaging oneself in 
contact with the material）、有意識記憶
（remembering it with efforts）；以及運用
語言的策略（language using strategies），
包 括 檢 索 策 略（retrieval strategies）、
排 練 策 略（rehearsal strategies）、 掩

蓋 策 略（cover strategies）、 交 際 策 略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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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的一些學習策略類型得知，學

生採取的策略是為了學會、掌握、保留新

知識，亦得到良好的學習成就。本研究主

要是基於 Oxford（1990）學習策略，因
研究者欲瞭解學生吸取與保留新信息所使

用的策略，這可透過 Oxford的直接策略
分類（記憶策略、認知策略和補償策略）

以瞭解；通過 Oxford間接策略分類（後
設認知策略、情感策略和社交策略）鑑定

學習者學習策略類型瞭解到，以瞭解學生

如何處理、安排、調整學習困難中使用的

策略。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對象、研究期間、研究工具，

及資料處理，分述如下。

一、 文化認知問卷調查研究對象
與期間

本研究以印尼○○大學中文系學生為

對象，進行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CFL）文化認知問卷調查。印尼○○大

學是一所私立大學，位於印尼雅加達西

區，成立於 2002年，目前約有 300多位
學生。除了教授中文聽、說、讀、寫技能，

也提供學生學習華人的歷史、藝術、文學

等課程，以提高學生的華文能力。學生在

一年級至二年級，學習華語文聽說讀寫基

本技能，三、四年級才學習如中國文化、

中國地理、中文報刊等專門課程。學生到

了三年級必須選擇專攻何專業華語，如廣

播專業、商務專業與教學專業。

文化認知問卷調查期間為 2013年 6
月。本次的問卷調查研究對象，男 6人，
女 44人，共 50人。研究對象年齡層分布，
集中於 22歲，占 54%。「語言學習策略」
於 2013年 5月進行施測，施測對象亦為
印尼○○大學中文系第一年級至四年級的

同學，1計 295人，有效問卷共有 232份，
男生 30人，女生 202人；一年級 44人，
二年級 53人，三年級 60 人，四年級 75
人。此部分調查與「文化認知問卷調查」

比較，繼之根據同學學習策略特質，擬出

適當之文化教學策略（見表 2）。

1 本施測由中原大學碩士班吳旖旎同學協助翻譯成印尼文，並由其協助進行調查。

表 2　研究對象
問卷調查 性別 人數（人） 比例 年齡／年級 人數（人） 比例

文化認知 
問卷調查

男 6 12% 20 歲 1 2%
21 歲 8 16%
22 歲 27 54%

女 44 88% 23 歲 8 16%
24 歲 6 12%

總和 68 100% 總和 50 100%
語言學習策略
問卷調查

男 30 13% 一年級 44 19%
女 202 87% 二年級 53 23%

三年級 60 26%
總合 232 100% 四年級 75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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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首先編擬「研究認知問卷」，

內容包括華人文化認知途徑、華人文化認

知內容、華人文化教學法等面向，於網路

上進行問卷調查。2資料分析主要以描述

性統計進行。

其次，本研究使用之二語學習策略

使用率問卷，主要以 Oxford（1990）的
「語言學習策略」問卷做為基礎。Oxford
語言學習策略量表（Strategy Inventory 
for Language Learning, SILL），通過 50
個題目辨別學習者在學習語言時的實際

行為。SILL把學習策略分為六大類，有
記 憶 策 略（memory strategies）、 認 知
策略（cognitive strategies）、補償策略
（compensation strategies）、後設認知
策 略（metacognitive strategies）、 情 意
策略（affective strategies）及社會策略
（social strategies）。施測時間約 20 ~ 30
分鐘。此量表為兩種施測對象提供了不

同的版本，分別是「英語母語者學習其

他語言之用」的版本（version for English 
speakers learning new language），及「其
他母語者學習英語之用」的版本（version 
for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 learning 
English）。兩種版本皆以二語學習策略
測量為目的，前者版本供英語母語者填

答，共 80題；後者供其他母語者填答，
刪去了描述較為繁難的問題，僅留存 50
題，本研究即採用後者版本。

Oxford的語言學習策略量表共有 50
題，本語言學習策略量表採用 Likert 5
點評分制。本問卷的目的為辨別學習者

在學習語言時的實際行為，SILL 把學
習策略分為六分量表，A 部分是測量記

憶 策 略（memory strategies）， 共 有 9
題；B 部分是測量認知策略（cognitive 
strategies），共有 14 題；C 部分是測量
補 償 策 略（compensation strategies），
共有 6 題；D 部分是測量後設認知策
略（metacognitive strategies）， 共 有 9
題；E 部分是測量情意策略（affective 
strategies），共有 6題；及 F部分是測量
社會策略（social strategies），則有 6題。
施測時間約 20 ~ 30分種。

肆、研究分析與討論

以下就 CFL同學文化認知基礎、華
人文化認知情況，以及多採行何種文化教

學方式、文化認知與語言學習策略相關討

論、華語文文化教學建議，分述之。

一、 以何種文化認知為基礎來理
解異文化

文化學習與華語文學習之關係，認

為「文化課程可以讓其更完整地認識中

華文化」，認同以上者占 68%（A1，見
表 3）。認為「文化課程可以提升學習華
語文的動機」，認同以上者占 44%（A2，
見表 3）。透過「文化學習可以瞭解華人
的溝通方式、基本的溝通禮儀，加強跨文

化溝通能力」，認同以上者占 76%（A3，
見表 3）。「華文化知識可以增進華語文
能力」，認同以上者為76%（A5，見表3）。
可知同學之認知，文化學習與華語文之

間的關係，依序為：可以增進華語文能

力與文化溝通能力，其次為認識中華文

化與培養跨文化意識，提升華語文學習

動機者排序最後；一般認為認為文化課

程可提升華語文學習動機，此對本研究

對象而言，文化課程無法提升動機。

2 2013/7/1問卷調查網址：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tSUFK6T_L_FonYn23dS0A7sCmFa_5PVy516m3e_
1tp4/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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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L同學已體認跨文化比較的重要，
如「認識中華文化，並比較自己的文化

與中華文化的異同，可以培養其跨文化

意識」，認同以上者占 68%（A4，見表
3）。「對於中華文化與印尼文化異同之
瞭解」，非常認同者為 12%，認同者為
40%，普通者為 44%，然亦有 4%不認同
（B15，見表 4）。「瞭解中華文化會因
地區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做法」，認同以上

者占 56%，30%認為普通，但有 14%不
認同（B3，見表 4）；「對於中華民俗文
化的認識」，認同以上者亦有 52%，惟不
認同者比例略高，達 12%（B16，見表 4）；
不認同比例較高，推測同學未能理解「中

華民俗文化」定義所致，如 B1具體提問
「對於日常生活中有形的中華文化產物之

認識」，認同以上者即高達 78%。

克服不同文化之間的交際障礙與

文化衝突，最好辦法是進行文化比對；

Bennett（1997）認為教師應重視語言教
學中的文化內涵，而最有效的方法則是對

於母語文化（first culture, C1）和第二文
化（second culture, C2）實施文化比較法
（culture-contrast approach），其並提出
了比較的三步驟：（一）使學生瞭解 C2
的價值觀（values）、信念（beliefs）、
思想模式（thought patterns），與社會行
為（social actions）；（二）比較 C1 與
C2，特別是 C2中那些 C1所沒有的概念，
因為那便是跨文化溝通成功之鑰；（三）

外語學習的評量項目，不應限於詞彙與語

法，也應考察得體的語用與決策方式等文

化概念。進行文化比對有助於學生清楚地

瞭解異國文化，培養跨文化意識，形塑情

境，將學生置身於目的語文化氛圍中，易

於提高學生的感知與積極性，同時還能加

強對目的語與母語文化的理解。據上問卷

表 3　以何種文化認知為基礎來理解異文化
問卷內容（一） 很正確 正確 普通 不正確 很不正確

A1. 文化課程可以讓我更完整地認識中華文化。 16% 52% 32% 0 0
（Mata kuliahbudayadapatmembuatsayalebihmengenalbuda
ya China sepenuhnya.）
A2. 文化課程可以提升我學習華語文的動機。 8% 36% 46% 10% 0
（Mata kuliahBudayadapatmembuatsayameningkatkanmoti
vasiuntukmempelajaribahasa Mandarin.）
A3.  透過文化學習，讓我瞭解華人的溝通方式、基本的
溝通禮儀，加強跨文化溝通能力。

2% 74% 12% 12% 0

（Denganmempelajaribudaya, membuatsayalebihmemaham
icaraberkomunikasi orang Chinese, etikadasarberkomunikasi
danmeningkatkankemampuanberkomunikasilintasbudaya.）
（lintasbudaya = komunikasiataupertukaranantaradua orang 
yang mempunyaibudaya yang berbeda.）
A4. 認識中華文化，並比較自己的文化與中華文化的異
同，可以培養我的跨文化意識。

0 68% 16% 16% 0

（PengenalanterhadapbudayaChinasertamembandingkanbud
ayasendiridenganbudaya China, dapatmemupukkesadaransa
yatentanglintasbudaya.）
A5. 中華文化知識可以增進我的華語文能力。 14% 62% 20% 4% 0
（Pengetahuantentangbudaya China dapatmemajukankema
mpuanbahasamandarins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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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所知，本研究對象已能體認跨文化比

較的重要。

二、華人文化認知情況

以下就日常生活有形文化、日常生活

隱性文化及文化知識，分述之。

（一）日常生活有形文化

CFL 學生對於日常生活中有形的中
華文化產物之認識，非常認同者占 16%，
認同者占 62%，認為普通者占 22%（B1，
見表 4）。至於「中華食衣住行等有形
文化產物的文化內涵」，瞭解比例則較

低，多數為普通占 68%，亦有 6%不認同
（B17，見表 4），此為「日常生活」較「食
衣住行有形文化」具體可感，容易理解所

致。CFL同學對於日常生活的有形文化較
熟悉，日常性原則是將文化教學內容具體

可感化，使文化教學內容貼近學生的日常

生活，讓學生在日常生活中感受中華文化

的內涵，是文化教學常見的切入點，也是

CFL同學認知比例較高的原因。

（二）日常生活隱性文化

「大概知道華人社會互動的模式與習

慣，如風俗節慶、生活習慣、社會禮儀與

禁忌」，認同以上者占 62%，普通者占
38%（B4，見表 4）。「對於中華的傳統
節慶、習俗」，非常認同者占 14%，認
同者占 66%，普通者占 20%，普通以下
者則無（B7，見表 4）。弔詭的是，「對
於當代華人風俗、生活習慣、社會禮儀

的瞭解」，非常認同者占 8%，認同者占
48%，普通者占 30%，不認同者占 14%
（B8，見表 4）。同學對於現當代文化的
理解，應該於古代文化的理解；同時，

該校課程注重現當代語言，如此課程安排

下，同學對於中華傳統的文化認知高過於

當代華人文化，顯然課程內容或教材之文

化呈現，仍以經典傳統文化為主。

同樣是隱性文化，對於「孝順」這類

文化的認識，很認同者占 14%，認同者
占 64%，普通者占 18%，但有 4%不認同
（B5，見表 4）；至於對「宗教、信仰」
這類隱性文化的認識，非常認同者占 6%，
認同者占 56%，普通者占 34%，同樣也
有 4%同學表示不認同（B6，見表 4）。
宗教信仰等這類文化，個人差異較大，可

接受或理解的程度亦不同，反觀孝道概

念，以及下述孔子思想，接受與理解百分

比相對較高，「孝」及「孔子思想」顯然

為華人文化之重要文化基因。

華語文教學中的文化教學，所應結

合的文化應以當代文化、主流文化、與語

言交際密切相關的文化為主；然而在教學

實踐中，對這樣的原則無法固著，許多情

況下當代文化跟古代文化往往不容易截然

劃分，主流和非主流也非逕渭分明。由上

述數據來看，就本研究對象而言，同學對

於大傳統，或者普通華人風俗等的瞭解，

顯然高於對當代華人習俗的認識；應是古

今文化差異顯著，與現今文化對比不足所

致。

（三）知識文化

「知道中國和臺灣的各大城市、景點

及地理、歷史等」，認同以上者占 60%，
其餘 40% 認為普通（B2，見表 4）。在
傳統思想文化認識方面，對於當代華人

文學的瞭解，認同者占 14%，普通者占
42%，不認同者占 36%，非常不認同者占
8%（B9，見表 4）；中華古典文學、傳
統戲曲方面的認識比例，與上述相近，認

同者占 14%，普通者占 46%，不認同者
占 36%，非常不認同者占 4%（B10，見
表 4）；至於中華傳統的思想，如孔子思
想，瞭解的同學比例較高，非常認同者占

4%，認同者占 40%，普通者占 48%，普
通以下僅占 8%（B11，見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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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2題「對於中華節慶文化活動的內
容的瞭解」，76%同學表示認同；但對於
中華節慶活動背後的文化涵意，及與中華

節慶相關的傳說故事的認識，認同以上者

則占 48%及 66%，於文化義涵方面，有 8%
不認識，傳說故事不認識者則略低，約 4%
（B13、B14，見表 4）。上述問題，前
者為顯性文化，認同比率高，表此文化易

理解；後者為隱性文化，認同比率低，表

不易理解。同學大概瞭解中華民俗文化，

認為不正確者占了 12%（B16，見表 4）。
對於食衣住行背後文化內涵的瞭解，多集

中於普通（占 68%），這方面是未來文化
教學需加強的內容（B17，見表 4）。

綜上，研究對象對於知識文化的理

解，節慶知識暸解高於節慶相關傳說故

事；傳統經典大文化的瞭解，高於區域性

小文化的認識。

就華人文化認知情況問卷調查結果來

看，同學對於各地區不同文化，如廣東客

家飲食文化的差異，不甚瞭解，顯示同學

對於大文化的理解顯然高於小文化。對於

華人「孝順」這類文化的瞭解，高於對於

「宗教、信仰」這類文化的瞭解。楊慶堃

（轉引自李亦園，1992，頁 96）指出中
國宗教與西方宗教最大的不同處在於：西

方宗教綜合道德倫理系統與超自然系統於

單一結構中，而中國宗教則是道德系統

與超自然信仰，有相當程度的分開；中

國傳統道德的完整系統是由儒家所建立，

而相當獨立於宗教超自然系統之外；其

並指出，傳統的中國宗教多屬於普化的

宗教，宗教信仰與儀式多混於生活習俗

之中。道德系統與超自然信仰相當程度

的分開，在文化認知上兩者認知程度亦

不同，歧異較大，這也是同學對於宗教信

仰這類隱性文化瞭解比例較低的原因。

表 4　華人文化認知
問卷內容（二） 很正確 正確 普通 不正確 很不正確

B1. 我大概知道日常生活中有形的中華文化產物，如飲茶、
服裝等。

16% 62% 22% 0 0

（Sayaki ra -k i ramengetahuibendabudaya  China  yang 
konkretdalamkehidupansehari-hari, sepertiteh, pakaiandll.）
B2. 我大概知道中國和臺灣的各大城市、景點及地理、歷史等。 4% 56% 40% 0 0
（Sayakira-kiramengetahuikota-kotabesar, tempatwisata, 
geografis, sejarah, dll China daratandan Taiwan.）
B3. 我大概知道中華文化會因地區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做法，
如廣東人、客家人的飲食文化不完全相同。

8% 48% 30% 14% 0

（Sayakira-kiramengetahuibudaya China dapatdikarenakandaerah 
yang berbedamakaadanyaperbedaanaturan, sepertiperbedaanbuda
yamakanandari orang Kanton danorang Hakka.）
B4. 我大概知道華人社會互動的模式與習慣，如風俗節慶、
生活習慣、社會禮儀與禁忌。

6% 56% 38% 0 0

（Sayakira-kiramengetahuicaradankebiasaaninteraksimas
yarakat Chinese, sepertiadathariraya, kebiasaansehari-hari, 
etikamasyarakatdanlaran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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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華人文化認知（續）
問卷內容（二） 很正確 正確 普通 不正確 很不正確

B5. 我大概知道中華文化隱性的知識，如孝順。 14% 64% 18% 4% 0
（Sayakira-kiramengetahuipengetahuanbudaya China yang 
abstrak, sepertiberbaktipada orang tua.）
B6. 我大概知道中華文化隱性的知識，如宗教、信仰。 6% 56% 34% 4% 0
（Sayakira-kiramengetahuipengetahuanbudaya China yang 
abstrak, seperti agama, kepercayaan.）
B7. 我大概知道中華的傳統節慶、習俗。 14% 66% 20% 0 0
（Sayakira-kiramengetahuiharirayadanadatistiadattradisional China.）
B8. 我大概知道當代華人風俗、生活習慣、社會禮儀。 8% 48% 30% 14% 0
（Sayakira-kiramengetahuiadatistiadat modern, kebiasaansehari-
haridanetikamasyarakat orang China.）
B9. 我大概知道當代華人文學。 0 14% 42% 36% 8%
（Sayakira-kiramengetahuisastra modern karyasastrawan China.）
B10. 我大概知道中華古典文學、傳統戲曲。 0 14% 46% 36% 4%
（Sayakira-kiramengetahuisastrakunodan drama tradisional China.）
B11. 我大概知道中華傳統的思想，如孔子思想。 4% 40% 48% 6% 2%
（Sayasekiranyamengetahui ideologi t radis ional  China, 
sepertiKonfusius.）
B12. 我大概瞭解中華節慶文化活動的內容。 12% 64% 4% 0 0
（Sayakira-kiramengetahuikegiatanbudaya China yang 
dilakukanpadasaathariraya.）
B13. 我大概瞭解中華節慶活動背後的文化涵意。 10% 38% 44% 8% 0
（Sayakira-kiramengetahuimaknadarikegiatanbudaya China yang 
dilakukanpadasaathariraya.）
B14. 我大概瞭解與中華節慶相關的傳說故事。 8% 58% 30% 4% 0
（ S a y a k i r a - k i r a m e n g e t a h u i c e r i t a l e g e n d a  y a n g 
berhubungandenganhariraya China.）
B15. 我大概知道中華文化與我國文化的差異或相似的地方。 12% 40% 44% 4% 0
（Sayakira-kiramengetahuiperbedaandanpersamaanbudaya China 
danbudayanegarasendiri.）
B16. 我大概瞭解中華民俗文化。 6% 46% 36% 12% 0
（Sayakira-kiramengetahuiadatistiadat China.）
B17. 我大概瞭解中華食衣住行等有形文化產物的文化內涵。 10% 16% 68% 6% 0
（Sayakira-kiramengetahuimaknadaribudayabendakonkretseperti
makanan, pakaian, tempattinggaldantransportasi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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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上採何種方法讓學生理解

在文化課程教法上，老師最常使用的

方法為傳統解說方式，經常使用以上方法

者達 66%，偶爾使用達 36%（C2，見表
5）。其次，「藉由閱讀民間故事，透過
文學作品瞭解中華文化」，經常使用此方

法者為 16%，偶爾使用者為 60%（C8，見
表 5）。再者，「利用實物、圖片、或圖
畫來介紹中華文化」，經常使用以上者達

26%，偶爾使用者為 36%，但有 30%很
少使用（C1，見表 5）；以及觀賞影片者
（經常使用以上者達 16%，偶爾使用者達
46%）；以上三者並列第三（C7，見表 5）。

較不常用的教學法，如利用角色扮演

的方式，讓同學體驗中華文化者，總是使

用者為 0，經常使用者為 4%，偶爾使用
者占 14%，很少使用者為 36%，不曾使
用者高達 46%（C3，見表 5）。其次為

表 5　文化課程教學法

問卷內容（三）
總是
使用

經常
使用

偶爾
使用

很少
使用

不曾
使用

C1. 老師會用實物、圖片、或圖畫來介紹中華文化。 4% 22% 36% 30% 8%
（Dosenmenggunakanbendanyata, gambarataulukisanuntukmemperke
nalkanbudaya China.）
C2. 老師會採用解說的方式來教授中華文化。 18% 48% 30% 4% 0
（Dosenmenggunakancaramenjelaskandalammengajarbudaya 
China.）
C3. 老師會利用角色扮演的方式，讓我們來體驗中華文化。 0 4% 14% 36% 46%
（D o s e n m e m a k a i c a r a m e m a i n k a n p e r a n t o k o h a g a r  k a m i 
bisamerasakanbudaya China misalkanmembuat drama.）
C4. 老師會設定一個主題，讓我們進行文化報告。 4% 12% 34% 24% 26%
（Dosenmenetapkansebuahtema agar kami membuatlaporan.） （mis
alkandosentugasmemberikantemaHariraya Imlek, makalaporan kalian 
berisitentangapasajakegiatan, makanandll yang berhubungandengan 
Imlek.）
C5. 老師會給我們任務，藉由任務的完成理解中華文化。 0 6% 46% 18% 30%
（Dosenmemberikantugas, denganselesaitugasmakaakan kami 
memahamibudaya China tersebut.） （misalkandosenmembe
rikantugasmembuatbacanguntukharirayabacangsetelahdosente
rsebutmemberikanpenjelasantentangkegiatanharirayatersebut, 
setelahselesaimembuatbacang, kalian akanlebihmemahamimaknadibal
ikpembuatanbacang di harirayatersebut.）
C6. 老師會布置情境，讓我們參與中華民俗節慶活動。 0 8% 16% 42% 34%
（Dosenmenciptakansuasana agar kami dapatberpartisipasidalamkegiatan
perayaanadatistiadat China.）
C7. 老師會讓我們觀賞並討論華人生活影片。 4% 12% 46% 22% 16%
（Dosenmengajak kami menyaksikandanmendiskusikan film 
tentangkehidupan orang China.）
C8. 老師會讓我們閱讀民間故事、華人文學等素材，透過文學作
品瞭解中華文化。

2% 14% 60% 14% 8%

（Dosenmengajak kami membacaceritarakyat, karyasastrawan China 
sertamateri lain. Melaluikaryasastrauntukmemahamibudaya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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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布置，總是使用為 0，經常使用者為
8%，很少使用者達 42%，不曾使用者亦
高達 34%（C6，見表 5）；以及主題教學，
經常使用以上者為 16%，偶爾使用者為
34%，很少使用者為 24%，不曾使用者則
達 26%（C8，見表 5）。藉由任務的完成
來理解中華文化，總是使用者為 0，經常
使用者為 6%，偶爾使用者為 46%，高達
30%不曾使用（C5，見表 5）。

調查結果顯示，文化教學常使用的情

境或任務教學法，老師未曾使用此方法的

比例相當高。在文化教學方法上，老師多

採故事文本或文學作品，以及解說的方式

來教授中華文化。此應是情境或任務取向

教學，傾向於引導發現的教學法，相對於

講述教學，所花的時間較多，為求進度與

大量內容，教師多採傳統講授方式進行。

四、 文化認知與語言學習策略相
關討論

Oxford（1990）根據過去專家學者對
語言策略的研究及分類，將語言學習策略

分為直接性及間接性兩大類，直接性語言

學習策略可再細分為三類：記憶策略、認

知策略及補償策略；間接性語言學習策略

亦可細分為三類：後設認知策略、情意策

略及社交策略。以下據此進行探討。

（一）記憶策略與認知策略

在幫助學習者運用已知的事物聯想

新訊息的記憶策略部分，同學所使用的

策略，最高者為「想像會用到某個華語

文單字的可能情況，幫助記憶單字」（m 
= 3.26），其次為「用新學的單字造句，
加深記憶」（m = 3.13），再者為「把新
學的華語文跟已學過的華語文做聯想」；

最不常用的策略為「用單字卡背華語文單

字」（m = 2.12）。

認知策略包括練習、分析、理解或重

新組織資料；在認知策略方面，同學所使

用的策略依序為：「練習華語文發音」（m 
= 3.47）、「看華語文電視節目或電影」
（m = 3.35）、「反覆練習說或是寫華語
文的字詞」（m = 3.32）、「我以不同的
方式使用我所知道的華語文的詞彙」（m 
= 3.31）；最不常使用的策略為「讀華語
文的書報當作娛樂消遣」（m = 2.73）、
「會把一個華語文單字拆成幾個我認得的

部分，以找出它的字義」（m = 2.85）。

對於中華節慶文化內容的瞭解，主

要透過節慶相關的傳說故事的認識，此與

教師教學法有關；整體而言，同學對於文

學的認知較低（無論古典文學或當代文

學）。再者，文化課程教法上，老師最常

使用的方法為傳統解說方式、藉由閱讀民

間故事，及透過文學作品瞭解，然而同學

學習策略側重聽說與影像媒材，老師於教

學影像媒材使用頻率較低；因此，影片素

材、情境設計、任務導向教學，是未來可

增加的教學方法。

（二）補償策略與後設認知策略

學習者經過猜測、使用手勢、或替代

的說法，彌補在目標語言上不足的補償策

略方面，當同學想不出某個華語文字時會

利用其他意思類似的字句，遇到不熟悉的

華語文字時會用猜的（m = 3.56），至於
讀華語文時「不會每個單字都去查字典」

（m = 3.01）排序最後，顯示亦常搭配查
字典策略。

後設認知策略包括計畫、監控與評

量來協調其語言學習進程和結果；在後設

認知策略方面，同學最常使用的策略依序

為「試著找出如何學好華語文的方法」

（m = 3.59）、「當有人在說華語文時會
特別注意聽」（m = 3.64）、「會考量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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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學習華語文的進展」（m = 3.62）；最
不常使用的語言學習策略為「訂定作息

表，使自己有足夠的時間讀華語文」（m 
= 2.84）、「找機會儘量讀華語文」（m 
= 3.12），顯示出華語文學習動機方面較
缺乏；相較前述文化學習與華語文學習之

關係，其中「文化學習可以提升華語文學

習動機」同學選擇排序最後，結果是一致

的，研究對象在華語文自主學習能力方面

較弱，此可以加入知識管理工具應用來改

善自主學習狀況。

（三）情意策略與社會策略

情意策略方面，同學最常使用的策略

為「即使害怕犯錯誤還是會鼓勵自己說華

語文」（m = 3.59）、「每當我害怕使用
華語文時會試著放鬆自己」（m = 3.40）；
最不常使用的策略為「會在語言學習日記

上，寫下自己的學習心得」（m = 2.16）、
「會跟別人討論自己學華語文的感受想

法」（m = 2.77）。顯現傾向於個人內在
的、罕書寫的學習，試著瞭解目的語文

化。

社會策略可以幫助學習者與同儕彼

此切磋互相學習，並且幫助學習者發展文

化之理解，例如請教問題以澄清疑惑、與

同儕或較精通之學習者合作。社會策略方

面，假如在華語會話時有聽不懂的地方，

會請對方再說一次，或說慢一點（m = 
3.69）；同時說華語時會要求對方改正自

己的錯誤（m = 3.63）；但是「試著去瞭
解說華語為主的國家的文化」（m = 3.20）
及「會發問以澄清和證實華語文上的問

題」（m = 2.19）是最不常使用的策略，
未來教學可加強此方面的聯繫。

整體而言，研究表明印尼 CFL學生
多為以社會策略（m = 3.4282）及後設認
知策略（m = 3.3731）為學習策略，記憶
策略（m = 2.8396）則為最不常使用的學
習策略，顯示本研究對象在學習方面比較

喜歡採取社會策略與後設認知策略，學生

較不常使用記憶策略與情意策略為學習策

略。結合上述問卷結果，本研究對象的學

習策略類型傾向於小組策略，這表示學生

較喜歡通過與其他人互動的方式學習（見

表 6）。

伍、華語文文化教學建議

邢志群（2013）認為初級階段的學生
應學習簡單、具體的文化概念；到了中級

階段就應該讓學生充分瞭解中國文化的特

點，中級班文化教學的重點應該大量提供

實例、介紹中國的傳統、風俗、習慣。其

提出以「關鍵字／詞」教學法（key word 
approach）來進行初級文化教學，以習得
文化要素及溝通的功能；以「關鍵句式」

（key sentence approach）提高中級學生
的文化和語言能力；至於高級文化教學則

採「關鍵文體」（key genre）教學法，進

表 6　CFL學生採取之學習策略類型
學習策略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記憶策略 2.8396  .5773 6
認知策略 3.0650  .5823 4
補償策略 3.3226  .6731 3

後設認知策略 3.3731  .7346 2
情意策略 3.0057  .6561 5
社會策略 3.4282  .730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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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深入瞭解複雜的文化概念。如以「主

題評論句」為例，中級班學生可以利用中

國節慶為主題，利用主題評論的句子來描

述、評論、辯論；關鍵文體教學法則主張

經由不同的篇章文體學習文化成分（邢志

群，2013，頁 283、287）。

Kramsch（1993）認為在課堂環境中
有必要培養學生對第三文化（C3）的認
識和瞭解，而 C3文化是由 C1和 C2的文
化特質和語篇文體模式中衍生而來。邢志

群（2010）認為初級階段的文化教學主要
透過字和詞傳達其中的文化涵意，中級階

段的文化教學主要體現在由「怎麼」引發

的問題答案，高級階段文化知識層次則體

現在「為什麼」引發的問題的答案。邢志

群（2013，頁 297-298）進一步提出文化
教學步驟為：一、辨認 C2，以春節食物
為例，如「中國人的春節都吃什麼？」；

二、瞭解 C2，如「為什麼中國人在春節
時吃這些食物？」；三、比較 C1和 C2，
如「學生的母語文化中有沒有和中國春

節類似的節慶呢？」；四、練習 C3，如
「非母語的學生在擁有春節的知識後，針

對這些節慶如何與以漢語為母語的人士互

動？」。

據上述學習策略與文化認知結果，

對於中華節慶文化內容的瞭解主要透過節

慶相關的傳說故事的認識（可重文化對

比），同學學習策略側重聽說與影像媒材

（可採行動中學習）、學習策略類型傾向

於小組策略、比較喜歡採取社會策略與後

設認知策略（可行學習社群營造）、在華

語文自主學習能力方面較弱（可加入知

識管理工具應用來改善自主學習狀況）。

CFL學生華語文化教學，據上文化認知
與語文學習策略調查結果，文化知識的學

習，大抵可透過如下方式進行。

一、學習社群的營造：本研究 CFL
同學的學習策略類型傾向於小組策略，

適合採學習社群方式學習。文化教學所營

造的學習社群，有時以全班為單位組成分

享座談與活動，有時以小組為單位進行課

堂演示，自主選擇一個感興趣的單元，就

單元內容選一個切入點，分工完成準備工

作，然後在規定的時間內向全班演示，彼

此在合作交流中，學生自行進行知識傳遞

與創造，對於傳統節慶所載負的深層歷史

文化，進行對話與探析，以根植個體內心

深層的核心文化價值觀。

二、發聲思考進行內省及過程回憶：

藉由文化活動經驗的過程回憶，透過食物

記憶、故事記憶、活動記憶來重現文化

體驗，藉由引導與問對進行理解與觀念澄

清。CFL同學在情意策略上，最不常使用
的策略為「寫心得」。「寫心得」為最不

常使用的策略，恐因畏懼「寫」漢字的緣

故，所以可以「說」的方式來進行內省與

過程回憶，進行發聲思考，以「說心得」

方式替代「寫心得」。

三、知識管理工具的應用：本研究

對象的學習策略類型傾向於小組策略，這

表示學生較喜歡通過與其他人的互動中學

習，可透過平臺進行互動學習。個人知識

管理軟體可以為師生提供個人知識管理服

務，網絡教學平臺，可以為師生提供網上

教學、交流、協作的功能，教師和學生同

時還可以擁有個性化的界面和知識庫。透

過此，同時可讓學生自學，依自己程度安

排學習進度，培養自主學習能力。

四、行動中學習：行動中的學習是

知識經濟時代中創新知識極為有效的方

法，行動由於充滿第一手經驗、情境、文

化等內隱的特性，所以能根深蒂固，對個

人的行為與思考能發揮關鍵性的影響效

果。行動中的學習是知識經濟時代中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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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極為有效的方法，學習應發生在解決

實際的問題情境當中，這樣的情境提供人

們一個絕佳的學習機會，同時也利於人們

分享各自的發現，甚至相互質疑彼此的觀

點，於是發展出人們「知所以然的知識」

（know-how），或是引出「內隱知識」
的過程。任務導向、文化活動模擬、文化

情境布置、情境模擬（戲劇展演），都是

行動中學習的方式。

五、文化比對、古今對比：在不同民

族的文化中，存在一些共性的因素，即所

謂的「文化偶合現象」，文化偶合現象在

第二語言和文化習得過程中將起到正遷移

的積極作用（程書秋、鄭洪宇，2008）。
克服不同文化之間的交際障礙語文化衝突

的最好辦法是進行文化比對，為了遏止負

遷移，對比的重點是差異和衝突，對比的

原則是以共時對比為重點，只比異同，著

眼於解決交際中的實際問題為主。

華語文中的文化教學，最佳的方式是

將顯性教學法和隱性教學法相結合，在一

堂課中以語文教學技能為主，在語文學習

的過程中學習文化，既有文化知識的導入

和對比，又有培養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實戰

操練，使學生在有意識學習文化知識的同

時，能夠運用並內化這些知識。

綜上文研究及各家所述，華語文文化

教學模式，如圖 1。

陸、結語

研究顯示，CFL 同學對於大傳統，
或者普通華人風俗等的瞭解，顯然高於對

當代華人習俗的認識，應是古今文化差異

顯著，與現今文化對比不足所致。同時，

CFL同學對於知識文化的理解，節慶知識
暸解高於節慶相關傳說故事；傳統經典大

文化的瞭解，高於區域性小文化的認識。

CFL 同學在華人文化認知方面，顯
性文化知識的認識大於隱性文化知識，如

對於中華節慶文化活動的內容的瞭解，高

於節慶活動背後的文化涵意；同樣是隱性

文化也會有不同的認知，如同學對於華人

「孝順」這類文化的瞭解，高於對於「宗

教、信仰」這類文化的瞭解。道德系統與

超自然信仰相當程度的分離，在文化認知

上兩者認知程度亦不同，歧異較大，這也

是同學對於宗教信仰這類隱性文化瞭解者

比例較低的原因。

圖 1　華語文文化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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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任務等是老師較少採行的教學

方式。情景教學則是教師借助輔助設備，

如圖片、實物、投影、電視等媒材，為

學生營造一擬真語言環境，讓學生有如

身臨其境，從而加深對文化內容的理解。

同學雖然認為文化課程可以讓其更完整

地認識中華文化，但在語言學習策略上，

試著去瞭解華語文化卻是比較不常使用

的策略。文化中隱含許多隱性知識，此

類文化知識的學習，大抵可透過學習社

群的營造、發聲思考進行內省過程回憶、

情境模擬、文化對比與行動中學習等途

徑習得；結合華語文文化教學步驟與內

容：一、認識 C2（瞭解「是什麼」）；
二、瞭解 C1、C2（瞭解「怎麼」）；三、
比較 C1、C2（瞭解「為什麼」）；四、
練習 C3（瞭解「怎麼用」），可為華語
文文化教學模式。華語文中的文化教學，

最佳的方式是將顯性教學法和隱性教學

法相結合，在語文學習的過程中學習文

化，既有文化知識的導入和對比，又有

培養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實戰操練，能夠運

用並內化這些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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