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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教材計畫背景及動機編教材計畫背景及動機

義大利文系二年級語言課程分為文法 會話 閱讀與寫作義大利文系二年級語言課程分為文法、會話、閱讀與寫作

二年級的教學目標

1. 讓同學建立可以獨立溝通的外語程度

2. 進而學會與外國人相處

課程內容與進度不夠完整

當初所發現的缺點

學生反應：需要

橫向的連結

適當(初中等級)的教材

學生反應 需要
做修正以符合學
習者的實際需求

適當(初中等級)的教材



初步的改善措施初步的改善措施

最近兩年已實行「老師自編講義」的教材設計工作

參考現有的義大利國內出版品參考現有的義大利國內出版品

由老師重新開發設計單元裡的教材

新教材深受同學歡迎



開始『施工』開始 施工』...

97年度決定將原有的講義合併成一本「二年級義大利語課程」

的教材的教材

為了協助老師以同一本教材執行教學進度，設計一整年的

「每週教學進度表」，要求所有老師配合教學進度，並在課

後編寫實際教學內容（包含遇到的問題等） 。

http://www.google.com/calendar/render



課程特色課程特色
教學理論

強調師生間的溝通及互動 (溝通式教學法)

橫向課程發展：文法、會話、閱讀與寫作課擁有共同的主

題(語言與文化方面的) 透過重複練習使學

生活化的課程內容 (與學生生活環境與興趣做連結 兩國

生熟悉並使用之

生活化的課程內容 (與學生生活環境與興趣做連結，兩國

的文化交流) 

核心課程(core curriculum)



各個單元的教學內容各個單元的教學內容
第二冊的目錄

9 - In giro per negozi (逛街買東西)

10 - Festeggiamo! (慶祝吧!)

11 - Cerco casa (我在找房子)

12 - Una serata davanti alla TV (今天晚上看電視)

13 - Sei arrivato! (你終於到了!)

14 - Vita all’università (校園生活)

15 - Personaggi famosi (知名藝人)15 Personaggi famosi (知名藝人)

16 - Andiamo in giro (出去走一走吧)



教學單元的結構教學單元的結構
一. 單元整體結構

主題介紹(問答，看圖片)

對話(一)：聽對話，回答問題；看對話內容，回答問題對話(一) 聽對話 回答問題 看對話內容 回答問題

語言(句型、溝通技巧、文法、詞彙等)分析與使用

對話(二)：同上

補充：各類文章，真實(authentic)教材，主題詞彙等

總複習



教學單元的結構教學單元的結構
二. 圖片與教學法（一）

引起學生的好奇心及認同感 (可愛活潑的漫畫人物)



教學單元的結構教學單元的結構
二. 圖片與教學法（二）

連續的故事內容：每個單元主題為介紹義大利交換生與台

灣輔大學生在台灣生活的某一方面灣輔大學生在台灣生活的某一方面

義大利學生跟台灣朋
友首次去 唱歌

比較義大利跟台灣
的年輕人休閒活動友首次去KTV唱歌 的年輕人休閒活動



二. 圖片與教學法（三） 
Introduzione 
 

 
Introduzione 
 

主題介紹幫學生進
入狀況：看圖回答
問題

1. Guardate i disegni qui sotto: cosa è successo a Pietro? 
 

2. Guardate il disegno di destra: Sara guarda la foto di una sua compagna adesso e ricorda la sua 
compagna alle scuole superiori. Com’era la ragazza della foto alle superiori e com’è adesso? 
 

1. Guardate i disegni qui sotto: cosa è successo a Pietro? 
 

2. Guardate il disegno di destra: Sara guarda la foto di una sua compagna adesso e ricorda la sua 
compagna alle scuole superiori. Com’era la ragazza della foto alle superiori e com’è adesso? 
 

問題

看圖片猜測對話內
容

3. Nel disegno di destra, cosa stanno facendo quegli studenti? Perché si comportano così?
 
3. Nel disegno di destra, cosa stanno facendo quegli studenti? Perché si comportano così?
 

容

描述圖片    描述圖片

聽對話，回答問題，

 
 
Ascolto:  
1. Pietro, Antonio ed Eva, una loro amica, hanno avuto dei “problemi” con degli oggetti: ascoltate il 

dialogo, indicate quale oggetto si riferisce ad ognuno dei personaggi e che problema hanno avuto. 

 
 
Ascolto:  
1. Pietro, Antonio ed Eva, una loro amica, hanno avuto dei “problemi” con degli oggetti: ascoltate il 

dialogo, indicate quale oggetto si riferisce ad ognuno dei personaggi e che problema hanno avuto. 
聽對話，回答問題，
填表格

 
NOME OGGETTO 

 
 

PROBLEMA 

Pietro   

 
NOME OGGETTO 

 
 

PROBLEMA 

Pietro   
  



教學單元的結構教學單元的結構

三. 語言輸入/language input (對話)

排版清晰，提供足夠的空間記筆記

模擬真實的情境(感嘆詞、幽默的語氣、溝通上之誤解等)

清楚地呈現該單元之主要溝通技巧亦或文法重點，提供多

種句型讓同學做比較和分析

必要時，引出跨文化議題供學生討論必要時 引出跨文化議題供學生討論



對話特色（一）

行距設定提供足夠
的空間讓同學記筆
記記

感嘆詞使對話感嘆詞使對話
較為自然，有
生活化的感覺

幽默的語氣，
讓同學更有真
實感

溝通上之誤解
和其處理方法



多種句型供同
學參考和分析

對話特色（二）

學參考和分析

溝通技巧



對話特色（三）

從日長生活找出從日長生活找出
文化差異，練習
會話時可以進行
義大利和台灣的
文化比較



教學單元的結構教學單元的結構

四. 語言分析和使用

讓學生“探索＂外語，找出文法規則，表達方式的特性等

分析完畢即可用口頭或書面的方式使用

以“講解框框＂的方式介紹該單元之溝通技巧，並提供更

多的例句讓學生參考

除了文法，還注重詞彙分析和運用（含基本的翻譯技巧）除了文法 還注重詞彙分析和運用（含基本的翻譯技巧）



語言分析和使用（一）

分析對話內容

用中文解釋義大利文片語用中文解釋義大利文片語

找出溝通技巧找出溝通技巧

理解整句的意義



語言分析和使用（二）

選擇題（以台灣學生容易混
淆的文法重點為主）

簡單的中翻義簡單的中翻義

句子重組

造句練習



語言分析和使用（三）

溝通技巧分析框框

先複習對話內容，
再提供其他例句

儘量讓學生立儘量讓學生立
刻練習剛學過
的溝通技巧，
以讓他們有更
深刻的印象



教學單元的結構教學單元的結構

五. 補充練習，總複習

除了對話內容之外，提供其他種類的語言輸入（書信、網

誌、簡訊等）

在換下一個單元前，讓學生進行整體的複習和練習



補充練習，總複習 （一）

網路討論版的內容

租屋廣告（真實/authentic租屋廣告（真實
的教材）

簡訊（含“火星
文＂）



補充練習，總複習 （二）

複習會話，引導同學
使用該單元所教過的
溝通技巧

針對某個在該單元已針對某個在該單元已
經遇過的話題進行討
論，順便複習文法



教學單元的結構教學單元的結構

六. 文法講解和練習題

位於單元的節尾，有條例地呈現先前所學過的規則

用中文講解文法，並提供多種句型，必要時和英語做比較

多種習題可以寫，全部附解答，可供學生在家裡自習



左邊提供句型（必要
時加中文翻譯 右

文法講解和練習題 （一）

時加中文翻譯），右
邊進行講解，預留空
間做筆記

有時候跟英文做比較有
助於學生理解歐語的共
同點同點

重點式講解，相當
受同學歡迎



文法講解和練習題 （二）

選擇題（固定答案）

可漏字（半開放式答案）可漏字（半開放式答案）

對話翻譯（開放式答案），
雖然有提供老師的版本翻
譯 但學生可以跟老師討譯，但學生可以跟老師討
論自己寫過的內容是否正
確



結論結論

一. 課堂使用情形和學生反應

二. 未來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