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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教材、學生數、問卷

• 課程：德語系大一A組作文課和語法課（背景解說：德語
系大一、大二語言課程有橫向與縱向整合。）

1. 大一語言課程共用同一教材。

2. 大一及大二的教學內容具延續性。

3. 將各自分開的大一語言課程「閱讀課」「會話課」、「

語法課」、「作文課」進行內容接續教學。

4. 「閱讀課」和「會話課」、「語法課」和「作文課」分

成兩組課程，各由同一位教師擔任。

• 教材：Optimal A1全，A2的1-7課

• 學生數：96/97 學年度語法課和作文課人數介於35 - 3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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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卷：校方教學評量、97/1期末開放式問卷、97/2

期中考後封閉式問卷。

•問卷目的：從「學生的視角」檢視學生對教師採用

的教學法之接受度。

• 97/1學末開放式問卷：學生以自己的角度，依據自
己的學習狀況自由表達對課程內容、教學法、課程
中師生互動關係的看法及個人學習德語的心得。

• 97/2期中考後封閉式問卷：除性別及學習動機兩
個基本資料問題外，共20個針對語法/詞彙/作文課
程整合與多元教學活動的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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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理念
1. 語法教學與詞彙教學的教學目標都是要提升口

說和書寫的接收和產出能力，語法、詞彙和寫
作有互為表裡的關係，教學上應將三者連結，
彼此支撐。

2. 「歐語能力評量共同參考標準」將歐語學習導
向「行為能力取向」的外語學習，要求學習者
必須具備完成語言溝通任務的能力。依照情境
教學的主張，教學活動不宜將教學內容隔絕在
語用情境外單獨教學，應盡可能將傳授的（語
法和詞彙）內容融入符合學生經驗的語言行為
中。

3.  年輕學習者喜歡多樣化的學習活動，多樣化的
學習活動較能符合不同類型學習者的學習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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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適性多元教學活動設計

1.「智性教學」

• 智性教學：以語法規則及構詞法規則進行教
學，使學習有舉一反三的學習效果。正確語
法概念有助於學生養成自行檢視錯誤的能力
及作為日後自主學習的基礎。

• 封閉式問卷有關「智性教學」題目：第3題、
第4題和第5題，同意度均超過93.9％，顯示
學生對「智性教學」的接受度很高。

以學生的學習動機、學習類型、教學內容、學習狀況、教學活動本身難
易度作為教學活動設計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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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詞性規則與複數規則的補充資料有助於我對詞彙學習與記憶。 

4. 前綴、組合詞的概念能幫助我對詞彙與語法的掌握。 

5. 強調慣用語和片語有助於我在德語口說、書寫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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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觀摩揪錯學習」

• 負面教材：以學生的錯誤實例作為教學資源。

• 集體訂正錯誤：課堂上與學生一同訂正1至2位
自願學生的作業，分析作業中的錯誤，讓學生
觀察自己的學習過程及瞭解錯誤的原因，例如
單詞拼錯、詞位錯置、用詞不當等。

• 個別訂正：（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批改過的作
業置於 iCAN教學平台課程網站供同學觀摩。

• 封閉式問卷第2題、第6題和第8題與錯誤訂正
有關。統計結果顯示，觀摩揪錯的教學法受到
多數學生高度肯定。

C:/Documents and Settings/excel/桌面/當天呈現，不放入簡報檔連結/批改作業1.doc
C:/Documents and Settings/excel/桌面/當天呈現，不放入簡報檔連結/作業範例2.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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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改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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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記憶策略與記憶技巧教學」

• 德語語法規則繁複，語法教學多採表格
、圖表、譬喻 (如「衣架」記憶五種動詞
特殊位置) 等方法協助學生理解、歸納及
記憶。

• 老師可在學生易錯或不易記憶之處發揮
教學技巧，例如記憶技巧、口訣、童謠
敎語法。

• 封閉式問卷第7題：同意百分達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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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格：形容詞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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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表：陰性名詞詞尾及其複數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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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喻：衣架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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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題:以圖示/譬喻解說德語的特殊句法，如以「衣架」解

說德語動詞位置，有助於我的語法學習與記憶。

同意

90.9%

不清楚

9.1%

不同意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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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與格介詞」（音檔）

•「支配受格介詞」（音檔）

•「方位介詞」：靜態支配與格，動態支配受格

。（音檔）

• 以童謠教德語詞彙（音檔）

•封閉式問卷第9題：同意度百分達100％。

以童謠搭配「德語介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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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自我展現教學」

• 偏向靜態課程中學生容易被慣性地安排扮演被動
學習的角色。

•語法、作文與詞彙三合一整合課程重視書寫練習
及語法糾正的教學設計，也注重讓學生能說出或
演出自己產出內容自我展現的機會。

• 教師提供相關詞彙→ 批改作業→學生以簡報講
述或戶外現場演出。

• 一上：「自我介紹」（見範例）。

• 一下：「戶外教學」（範例：輔大門診）。

• 問卷第13題：87.9％表示「同意」，12.1％「不清楚
」，0％「不同意」。

C:/Documents and Settings/excel/桌面/當天呈現，不放入簡報檔連結/Sich_vorstellen_(修改後)柏宏ok.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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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題、我喜歡老師在語法/作文課安排讓我以

口頭表達自己寫作成果的活動，如自我介紹。

不同意
0.0%

不清楚
12.1%

同意
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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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合作與競賽的語言遊戲教學」

•語言遊戲：詞彙接龍遊戲、德語歌曲競賽、心智
聯想圖、職業猜謎、互動式教學光碟等，以個人
或分組方式進行。。

• 問卷第15題：75.8％「同意」；問卷第16題：
57.6％「同意」；問卷第18題：87.9％「同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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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課堂上設計的語言競賽，如動詞變化接龍、詞彙接龍有趣且能複習語法及

詞彙。

16. 分組搶答競賽可激發我想為自己組別爭取分數的團體感。

18. 我認為，將朗讀和德語歌曲納入作文和語法課程的內容能提高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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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多媒體與網路輔助教學」

• 外語教學環境下，多媒體和網路輔助教學是教師帶領學生接近外國語
言與文化的一個重要選項。

• - 認識德語鍵盤
• - 優良德語網站、免費學習網站及線上語法/詞彙練習
• - 歌德學院網站德語能力分級測驗及語言教材Lina und Leo

• - 在iCAN平台提供課外輔助練習
• - 以軟體編寫短劇
• - 上網搜尋特定資料，如Jugendherberge（青年旅館），閱讀資料及

填寫住宿預約表，引領學生進入德語國家的真實生活。

問卷第17題： 81.8％表示「同意」，15.2％「不清楚」，
3 ％「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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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軟體寫短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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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第17題

同意

81.8%

不同意

3.0%
不清楚

15.2%

17. 整體來說，我喜歡老師使用多媒體教學，如PPT、 iCAN網站、互動式遊戲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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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1.學生對整合教學的看法

2.學習靠記憶，與老師的教學法無關？（反向設題）

3.大一下第3週的德國歌德學院語言分級測驗結果

4.校方教學評量

5.學生學習行為的正向改變（問卷第6題和問卷第20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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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對語法、作文、詞彙整合教學的看法

第14題: 在語法課與寫作練習課強調詞彙教學

有助於我的德語書寫表達。

同意

93.9%

不清楚

3.0%

不同意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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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題:我認為，德語學習只要靠背誦記憶，

與老師在課堂上的教學法無關。

同意

0.0%

不清楚

12.1%

不同意

87.9%

學習靠記憶，與老師的教學法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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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題:「對我而言，德語作文與語法課的教學活動設計有助於我認識其

他同學，也讓我更願意和別人一起對話或合作。」

不同意 0.0%

同意 81.8%

不清楚 18.2%
不同意

不清楚

同意

多樣化教學設計的良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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