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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貞君

在後全球化與全球在地化的批判性思潮下，各界對於全球化過程所衍

生的課題進行反思，外語教學領域也在此思潮中審視教材的在地化議

題。在華語作為外語教育的文獻中，有關教材結合文化的議題已有豐

富的研究成果和討論。然而，少有研究從在地化的觀點探討文化內容

在國別型教材裡呈現的方式和分布。本研究旨在了解兩岸政府指導出

版的國別型泰國華語教材在呈現文化的方式和配置上，是否符應外語

教材結合在地文化的倡議。作者取徑內容分析研究法，以《泰國版新

編華語課本》、《體驗漢語基礎教程─泰語版》為研究對象，分析

並比較2套教材以何種方式結合華、泰文化，以及呈現文化的方式在

教材的配置是否平衡。根據分析結果，作者從外語教育在地化的內

涵、外語教材結合在地文化的理據，對臺灣僑委會指導出版的國別型

泰國華語教材提出優化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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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post-globalization era, critical reflection on the effect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rise of  glocalization have attracted research attention in various academic fields, 
including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 debated topic is the incorporation of  
local culture into foreign language textbooks. Despite its importance, this topic 
has been minimally explored in the field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CFL).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incorporation of  local culture in two series of  
textbooks designed for Chinese learners in Thailand. Using content analysis as 
the research method, the author assessed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ai and Chinese 
cultures and their proportions in the textbooks. The unit of  analysis is the lesson, 
and the five methods employed in analysis are (1) presenting Chinese culture 
(Cul-Ch), (2) presenting Thai culture (Cul-Th), (3) presenting both Chinese and 
Thai cultures (Ch&Th), (4) providing cultural information (Cul-info), and (5) 
incorporating no cultural content (Null). The findings revealed that different 
methods are employed to incorporate culture in the two serie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five methods is not uniform across both se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calizing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se results and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enhancing CFL textbooks targeted at Thai lear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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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自 1990 年代中期以來，在後全球化（post-globalization）與全球

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批判性思潮下（Robertson, 1995, 2020），各

界對於全球化過程所衍生的課題進行反思，外語教學領域也在此思潮

中審視語言教材和課程設計的在地化（localization）議題。1 Kramsch

與 Sullivan（1996）探討國際語言（international language）的內涵與功

能，主張在非目標語社會進行的外語教育，除了幫助學習者能以得體而

妥適的外語和母語者溝通交際，也須提供學習者空間與機會，使其能運

用外語談論母國的社會與文化，成為對內、對外皆能依社會語境進行溝

通的雙（多）語者。在跨文化情境中，雙語者經常需要以外語向他者介

紹自己的母語社會與文化（McKay, 2003, 2004），因此教材與教學活動

的設計除了介紹目標語文化（以下簡稱 L2 文化），2 也應結合在地的文

化元素。Porto 與 Byram（2015）主張跨文化素養的內涵不僅是認識 L2

文化，也強調從 L2 文化反思自己的母語文化（以下簡稱 L1 文化），並

發展出對文化他者的理解與包容。華語在國際外語教育市場中是具有競

爭力的語種，當政府與學界致力於發展國際華語教育產業時，也需對外

語教育在地化的趨勢和理據有所掌握。方麗娜（2010）即根據全球教育

的學理，建議華語教師在針對某一國家的學習者編寫國別型華語文教材

（country-specific Chinese textbooks）時，應考慮全球在地化的趨勢和

內涵。

1 關於在地化的議題，英文文獻是 “local”、“localized”、“localization”為關鍵字，一般譯
為「本土的」、「本土化」。為區別華語教學資源輸出國與輸入國的視角，本文作者

以「在地的」、「在地化」等詞彙從輸出國的觀點進行論述；若是從當地國家的視角，

則使用「本土的」、「本土化」等詞彙。
2 名詞解釋：在外語和第二語言教學領域裡，目標語（target language）指的是學習者正
在學習的外國語或第二語言，簡稱為 L2。以學習華語的泰籍學習者為例，其母語或第
一語言（簡稱 L1）為泰語，其學習的目標語或 L2是華語。對其而言，「目標語社會」
是以華語為第一語言（first language）或通用語（lingua franca）的社會，如臺灣、中國、
新加坡，而「目標語文化」指的即是這些社會的文化，簡稱 L2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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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型和通用型華語教材都能幫助學習者學習語言知識、發展表達

與理解能力。然而，通用型教材在非目標語社會的教學情境下有其侷限

性（任遠，1995；鄭通濤等人，2010）。吳應輝（2013）指出通用型教

材的編製是依循普遍性原則，使內容盡可能適用於不同國家的學習者，

因此無法兼顧學習者的母語特徵和文化背景。國別型教材則是特別為某

個國家的學習者編製。李泉與宮雪（2015，頁 80）將國別型教材定義為

「專為某國華語學習者編寫的教材」。同一國別的學習者多具有共同的

母語或第一語言，其所在的國家有其獨特的國情、文化和風俗。國別型

教材較通用型更能周全地考量這些方面。趙金銘（1997）也主張為海外

學習者編寫的教材要考慮國別、民族、當地社會的制度與環境；教材具

有針對性，才能提升實用性和學習成效。

國別型教材的一項特徵是結合當地社會的文化元素，使學習內容能

連結至學習者的生活以促進學習遷移。吳應輝（2013）和鄭靖而（2016）

建議國別型教材應編入當地生活常用的詞彙。以本文所探討的初、中級

國別型泰國華語教材為例，「湯圓」、「墾丁」、「農曆」、「歌仔戲」

等詞彙可與「芒果糯米」、「普吉島」、「佛曆」、「孔劇」並列， 3 更

能引起泰國學習者的注意與討論，並應用於描述在地生活。各國華語教

學環境和對象皆有其獨特性，張金蘭（2022）建議蒐集並分析各地華語

教材的文化內容，以回饋到臺灣研發的教材。

經常和國別型教材一起出現的「本土化」，是近年國際華語教育領

域裡有關教材發展的關鍵詞。《2022 年度國際中文教育研究課題指南》

就把「國別／區域本土化國際中文教育」列為其中一項課題（中外語言

交流合作中心、世界漢語教學學會，2022，頁 9）。徐昌火（2012，頁 2）

指出，現代教育的課程應與學生的社會生活建立聯繫，而國別型教材在

本質上是各國 CFL 課程「多樣化」和「鄉土化」的體現。吳應輝與何

洪霞（2016）、周小兵與陳楠（2013）就本土化的內涵指出，國別型教

3 「孔劇」是一種結合文學與藝術的泰國舞台劇。讀者可參閱 Vision Thai《看見泰國》
的主題介紹 https://visionthai.net/article/thai-culture-k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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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的編製，除了考量 L1、L2 語言特徵、語法的對比差異，尚須考量當

地的外語教育方針、意識形態與風土民情。 

有關教材的內容，作者訪談的幾位泰籍華語教師均提到一個現象：

無論是從臺灣或是中國輸入至泰國的教材，內容多與泰國當地社會、

生活與文化脫鉤，難以滿足教學需求。泰國教師所提供的回饋促成本

文的研究發想。相關文獻中，泰國華語教育專家也針對教材結合本土

文化的議題提出諸多論述（韋麗娟，2007；Wang & Mayoe, 2013; Wei & 

Weerasawainon, 2019）。近 20 年間，有關泰國華語文教材的研究文獻著

重下列幾項議題：初級教材設計與編製、探討泰國當地某學校的教材使

用情形和編寫、專業華語教材的編寫（如觀光導遊華語、航空華語）等。

然而，少有文獻從「在地化」的觀點探討國別型泰國華語教材呈現華、

泰文化的方式和配置。 

本研究以 2 套分別由兩岸政府單位指導出版的國別型泰國華語教材

為研究對象，目的旨在分析並比較此 2 套教材在文化內容的呈現方式和

配置上，是否符應外語教材結合在地文化的倡議。兩者的出版資訊：

（一）《泰國版新編華語課本》：由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以下簡稱僑

委會）指導出版，其數位化教材可於僑委會「全球華文網」（https://

www.huayuworld.org/ebook_list.php?class=1&series= 泰國版新編華語）

的電子書城網頁閱覽；（二）《體驗漢語─基礎教程（泰語版）》：由

中國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指導出版。4

具體研究問題：（一）2 套教材以何種方式呈現華、泰文化？（二）

呈現文化的方式在各冊的分布與配置是否平衡？

作者將根據分析結果，從外語教育在地化的內涵、外語教材結合在

地文化的理據，對我國僑委會指導出版的國別型泰國華語教材在現有的

基礎上提出優化的建議。 

4 簡稱「漢辦」，成立於 2004年，2020年 6月更名為「中國國際中文教育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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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國際外語教育與教材的在地化議題

外語教育在地化的議題之一，是各國教育主管機關制定的指導綱領

對於教材內容的規範。例如，課程大綱的制定或教材內容是否能維護當

地的宗教信仰、傳統價值與國家認同。以沙烏地阿拉伯為例，BinObaid

（2016, p. 233）指出，沙烏地阿拉伯王國教育部於 2001 年針對中小學

外語教育所頒訂的指導原則包含「有能力展現本國的文化和文明」、「能

從國際合作中發展出理解與尊重文化差異的認知」、「能展現、解釋以

及參與傳播伊斯蘭文化的概念和議題」。BinObaid（2016, p. 248）檢視

沙國教育部核可的外語教材內容，而 6 項檢視指標的第一項即是「教材

內容是否合於伊斯蘭原則和本國文化」。

位於西亞的伊朗，其外語教育的施行也強調國族認同與本地文化的

保護。Davarpanah 等人（2018, p. 136）根據伊朗教育部的指導方針，

指出外語教育的本土化內涵包括「保存與發揚伊朗認同」、「避免外語

霸權的形成」，以及「訴諸於本土文化與智識」。

印尼的外語教育也強調課程目標須服膺本地的宗教信仰和核心價

值。Alwasilah（2013）指出，印尼的「國家教育法」對一般教育和外語

教育皆具規範與約束作用。在政府母法的規範下，所有科目的學習活動

與目標都強調對神的信仰，以及對傳統美德的維護。政府設有「課程與

教科書中心」（此中心的印尼文縮寫為 PUSKUR），而多數的中小學所

選用的外語教材，即是 PUSKUR 根據教育母法的指導綱領進行編製、

推薦或審議的。Gunantar（2017）分析多套由印尼教育主管機關核可的

中學外語教材，結果顯示，教材裡的文化內容雖有目標語社會的文

化，但更多的是在地文化，以及由多元族群與文化交融而成的印尼國家

文化。

馬來西亞華語專家鄭靖而（2016）則從本土性、針對性和實用性探

討教材內容的本土化議題。他提到，由於馬來西亞華語學習者的主要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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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圈是當地的華人社群，為使學習者能與當地華人交際，教材裡的詞彙

應貼近當地的日常生活和文化背景。以宗教信仰為例，馬來人是馬來西

亞人口數最多的民族，而伊斯蘭教是馬來人的主要信仰，因此，伊斯蘭

教的一些宗教詞彙有必要列入教材，如「開齋節」、「齋戒月」、「祈

禱室」等（鄭靖而，2016，頁 80）。

二、泰國外語教育指導綱領強調對國族文化的維護

與上述提到的幾個國家一樣，泰國對國族認同和本土文化的保

護意識也反映在政府公布的基礎教育與外語教育指導綱領中（Baker, 

2008）。Draper（2019, p. 233）探討泰國國家教育委員會於 1978 年公布

的語言教育政策，指出泰語、英語、華語 3 個語言的功能皆有明文規定：

泰語為促進教育、鞏固國家安全和國族團結的語言；英語是用於

資訊傳播的語言；華語是用於保持國際友好關係的語言。

之後，1990 年初期，為使國家在全球化趨勢下持續發展的同時，

也能鞏固人民的國族認同，泰國政府在 1992 年公布國家教育計畫（The 

National Education Scheme），強調教育的施行要能強化學生對泰國文化的

了解和欣賞、能充分運用與本地情境有關的當代知識，以及能維護泰國

認同與文化（Draper, 2019）。到了 2008 年，泰國教育部公布《基礎教

育核心課綱》（Basic Education Core Curriculum），5 明示泰語教育和外語

教育的課程目標（潘素英，2012）。泰語作為國家語言，課程目標除了

學會以泰語進行溝通交際，還包括另一項目標─「悅納並欣賞泰國智

識、對國家語言感到驕傲」；而外語教育的課程目標則是工具導向─

「促進溝通、尋求知識與生計」（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ailand, 2008, 

p. 10）。

5 英文版網址：https://neqmap.bangkok.unesco.org/wp-content/uploads/2019/06/Basic-Education-
Core-Curriculum.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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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泰國政府公布的語言教育政策和指導方針皆強調對國族文化的

維護。學者們也基於這些教育相關的指導綱領對外語（包括華語）教

育的目標進行論述。Wiriyachitra（2002）主張外語教育的目標不僅是發

展 L2 溝通能力、認識 L2 文化，泰國學習者還要學會以 L2 介紹與推廣

泰國文化。為達到此目標，教材就需要結合泰國的本地文化。Labtic 與

Teo（2020）、Nomnian（2013）也強調外語教材對文化議題的討論不能

只著重 L2 文化，應平衡 L1 文化和 L2 文化，使學習者在學習外語時，

能藉由接觸他者的文化反思個人在母語社會的文化經驗，並強化對泰國

文化的理解與擁護。

上述泰國學者對外語教育政策和目標的闡述皆強調國族認同與維護

本地文化，在此背景下，華語教材除了介紹華人社會的文化，也須考慮

結合泰國當地的民情與文化，以利引導學生在文化對比中認識華人文

化，同時也學會使用華語表達泰國文化，並比較雙邊文化的異同。 

三、泰國華語教師對於教材結合在地文化的論述

泰國於 1992 年全面開放華文教育，各級學校皆能開設華語課程，

各校可自行選用或自編教材（韋麗娟，2007）。泰籍教師韋麗娟（2007）

以泰國國立法政大學（Thammasat University）為例，指出該校於 1975

年設立華語課程，採用自編教材，並參考市面上的通用型教材，每隔幾

年修訂自編教材的內容以符合教學需求。

Kanoksilapatham（2011）對泰國的中學華語教師所進行的問卷調查

顯示：市售的華語教材普遍缺乏在地化的內容。韋麗娟（2007）也指出：

內容反映的多是中國國內的生活，與泰國的生活不相符，學生感

到很陌生而不感興趣，認為學了也沒有多大用處……漢語教材要

想推到國際，必須根據國外教學體制和學習對象編寫海外版漢語

教材……。（頁 86）



鄂貞君 從外語教育在地化的觀點探討國別型泰國華語教材的文化呈現方式與配置 123

Wang 與 Mayoe（2013）則主張適用於泰國的華語教材除了須重視

泰國學生的學習需求和心理因素之外，主題與內容方面是否能結合泰

國本地生活與國情也是教師和教學單位選擇教材的重要指標。Wei 與

Weerasawainon（2019）以問卷調查泰國三所大學國際學院 169 位學生對

華語教材的滿意度，結果顯示「生活應用」這方面的滿意度偏低；Wei

與 Weerasawainon（2019, p. 152）以下列 2 則對話的例子，主張教材應

結合泰國當地生活的詞彙，才能讓學生將語言技能用於日常生活，以提

高學習動機。對話（1）提到的華人的餐飲品項不符合大多數泰國人的

早餐習慣，而對話（2）的「帕泰」才是泰國人熟悉的餐飲內容：6

（1） 學生 A：你早餐都吃什麼？ 

學生 B：我吃水餃或麵。 

學生 A：我喝蛋花湯。

（2） 學生 A：你想吃什麼？ 

學生 B：我想吃麵，你呢？ 

學生 A：我很想吃帕泰。

除了教材裡的文化內容應適度貼近當地生活，泰國人的認同也是教

材研製者需要考量的因素。以土生華人（在泰國出生成長的華裔）為例，

李美樺（2014）、劉漢文（2017）皆指出多數第二代以後的泰國華人在

深度「泰化」的影響下，是以泰語進行日常交際，身分認同嵌入對國家

的忠誠。2 位學者也提到，對大部分泰國華語學習者而言，學習華語是

基於經濟與工具性動機。這呼應了 Wiriyachitra（2002）的論述─工

具性學習動機和泰國致力發展觀光產業有關。在清邁有華語教學經驗的

臺灣教師林昀靜（2019）也指出，當地華文教育機構著重培養能以華語

介紹在地文化的人才，以因應旅遊經濟的需求。

6 「帕泰」為泰式炒麵 “pad thai”的音譯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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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上不乏「專業華語」（Chinese for specific purposes）的教材，

如觀光導遊華語、商務華語等，可滿足學習者的工具性動機，這與國別

型教材結合在地生活與文化的需求並不衝突。一位參與本研究、學習華

語將近 20 年的泰籍華裔留學生給予如下的意見回饋：

旅遊華語或商務華語教材也很好，但很多泰國學習者，包括年紀

小的學習者並不是專業工作者，不會想去買專業華語的書。比

方說，小學生、觀光景點的攤商、計程車司機、餐館和商店店

員……，他們想學的只是簡單的句型還有一些實用的華語詞彙，

讓他們可以用來介紹泰國的地名、景點、佛寺、食物名稱、節

慶、當地活動、交通路線等。有些華人子弟會想要以華語和家族

裡會說華語的親戚聊天，聊的內容也會和泰國的食衣住行的話題

有關……。7

專業華語教材具專業性，也有市場需求，但一般學習者需要的是在地

化、分級的華語教材，用以學習如何以華語表達、討論在地生活與泰國

的社會文化。

綜合以上 3 節的文獻探討，我們得以了解泰國政府在維護國家認

同、國族文化以及發展觀光產業的前提下，外語教育的實施強調工具導

向與經濟功能，目標在於促進溝通、追求知識與裨益個人生計。因此，

泰國當地教師與學習者期待教材內容能結合本地生活，讓學習者能現學

現用、將華語實際應用到當地生活與工作情境中。因此，在編製國別型

泰國華語教材時，吾人須思考如何結合在地元素，使學習者在學習華語

語言知識和華人文化的同時，也能以華語為工具表述在地生活，並使用

華語探索雙邊文化的異同。

7 感謝泰籍留學生李金圓（นาลิดดา คำาบาง/Nalida Khanbang）所分享的意見與回饋。作者
保留其原意，僅在文字上稍加潤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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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泰籍華語教師編製的教材

本節以泰國國立藍康恆大學（Ramkhamhaeng University）泰籍教師

自編的教材為例，從泰國人的視角探究華語教材如何結合華、泰文化。

藍康恆大學位於曼谷，具綜合大學的學制，也設有空中大學。作者

於 2017 年訪問該校的泰籍華語教師 Nophatorn Patjaikhunnatham 博士。

根據 Patjaikhunnatham 博士提供的資訊，該校使用自編華語教材的原因

是考量到進口的教材在實用性、教學目標和課程時數方面難以滿足實際

的教學需求。因此，校內的華語課程，包括空中大學的遠距華語課程，

所使用的課本是校內華語教師組成的教材小組所編寫。

教材小組完成教材編寫後，由學校書局加上封面、印刷成冊後出

版，以相對低廉的價格販售給師生。8 下列圖 1 為 Patjaikhunnatham 博

士和另 2 位泰籍教師編寫的中文課本第 2 冊的目錄。

圖 1　藍康恆大學中文課本第 2 冊目錄

資料來源：藍康恆大學（2016，目錄頁）。

8 根據 Patjaikhunnatham博士提供的資訊，進口教材對大部分的泰國學生來說，是很昂
貴的資源。符翠蘭（2007）也提到進口的華語教材售價多在 200銖以上，對泰國學生
而言是沉重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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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目錄顯示，課程主題包括一般日常生活、校園環境、泰國與華

人社會的節日、傳統和風俗習慣。在課程安排上，學生先學會如何以華

語為工具表達泰國的水果品項、節日與風俗習慣，之後再學習華人的節

日、風俗習慣。

第一課主題為天氣和季節，泰國的三季和中國的四季並列於課文。

節錄的課文對話和相關習題如圖 2、圖 3。

第七課主題為泰國的傳統風俗習慣。課文條列 5 項泰國人的日常

社交禮節。作者節錄其中 2 項：一是表達敬意、低頭彎腰的身勢語

（Kinesics）；二是將華人與泰國人對禮節的重視在同一段並列陳述，

結合了語言知識的學習以及華、泰社會的文化訊息。節錄內容如圖 4。

圖 2　藍康恆大學中文課本第 2 冊

資料來源：藍康恆大學（2016，頁 2）。

圖 3　藍康恆大學中文課本第 2 冊

資料來源：藍康恆大學（2016，頁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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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圖 6 是以填空和選擇題的方式讓學生熟練生詞、回答問題，

以及發展閱讀理解；學生能藉由閱讀學習語言，也能學習以華語表達已

知的泰國本地文化。

圖 4　藍康恆大學中文課本第 2 冊

資料來源：藍康恆大學（2016，頁 102）。

圖 5　藍康恆大學中文課本第 2 冊

資料來源：藍康恆大學（2016，頁 215）。

圖 6　藍康恆大學中文課本第 2 冊

資料來源：藍康恆大學（2016，頁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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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教材內容顯示：即使是學習華語，有關泰國文化與傳統的內容，

並不少於華人文化。這些以當地環境和生活為中心的課文內容，能讓學

習者學會以華語為工具表達泰國的生活與文化。

藍康恆大學的教材讓我們從泰國教師的視角看到華語教材在地化的

樣貌。 其結合 L1、L2 文化的編製方式，呼應了 McKay（2004）的主張：

除了訓練學習者的外語溝通技能，外語教材與教學活動的設計若能結合

在地的文化元素與風土民情，將有助於學習者以外語為媒介表述、比較

並探索雙邊社會的國情與文化。此外，並非每一位泰籍學習者學華語的

目的是基於融合性動機（Gardner, 2001），或是為了到華語社會旅遊、

工作、留學、經商。如同上一節泰籍研究參與者在訪談中提到的，對於

學習華語的小學生、計程車司機、攤商、餐館或商店服務員等學習者而

言，結合本地生活與文化的華語教材較能滿足其在地應用的需求與工具

性動機。 

五、外語教材結合 L1 文化的理據

外語教材結合 L1 文化有其學習心理與認知建構的學理根據。就

學習心理而言，Tomlinson（2011）提到教材適度結合 L1 文化能使學

習者在較為自在、焦慮感較低的心理狀態下學習外語。而從認知建構

的角度而言，文化對比或並列呈現有助於引導學習者的注意力至相異

處。Liddicoat（2011）指出，語言學習與跨文化能力的發展過程中有

四項循環性的認知活動：注意（noticing）、比較（comparing）、思考

（reflecting）、互動（interacting）。「注意」和「比較」是習得與知識

內化的起點。無論是數位或紙本媒體，教材所提供的鷹架具中介效益、

能引導學習者覺察、注意新知識，進而將新、舊知識整合後內化（Martin 

et al., 2019）。泰國學者 Labtic 與 Teo（2020）探討泰國外語教材裡的

文化內容，也指出在地文化於外語教材中的呈現可作為文化差異的參照

點，有助於引導學習者進行比較與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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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amsch 與 Sullivan（1996）主張外語教育不僅要幫助學習者依目

標語社會的規約使用得體的 L2 進行交際活動，同時也需要思考在非目

標語社會的情境中，如何提供學習者機會與空間，使其能根據交際目

的運用 L2 進行表述、談論本地社會與生活。結合在地文化的外語教

材除了有益於學習者發展 L2 語言能力，也能幫助學習者將所學的語言

知識和口語能力應用到現下的生活情境和母國社會，達到以 L2 的語言

能力連結母國社會、目標語社會和全球社群的學習目標（Liddicoat & 

Kohler, 2012; McKay, 2010）。McKay（2004）以日本為例，指出由日本

教育部核可的外語教材除了 L2 文化的知識，也包含日本文化的內容，

學習目標之一是幫助學生能以 L2 介紹日本社會與文化。

在探討外語教學與跨文化素養的關係時，Liddicoat 與 Scarino（2013, 

p. 24）主張跨文化素養的內涵包括「能珍視自己的母語文化，也能理解

並欣賞 L2 文化」、「能使用語言去探索文化」、「能運用既有的文化經

驗做為認識新文化的資源」等能力。教材裡並列呈現的 L1、L2 文化題

材有助於學習者在 L1 文化經驗的基礎上認識 L2 文化；而文化差異的部

分能引起學習者的注意，進而在比較的過程中建構與協商意義，有利於

學習者將整合後的新、舊文化知識連結至未來跨文化的交際情境中。印

尼學者 Marwa 等人（2021）在印尼公立大學進行外語教學的田野調查、

訪談和課堂觀察，其研究結果顯示，以情境化的方式將在地文化和 L2

文化並列於學習材料中，能有效提高學生在課堂上對於文化差異的討論

興趣，促進跨文化能力的發展，呼應了上述 Liddicoat 與 Scarino（2013）

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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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取徑內容分析研究法。9 研究目的有二。第一，作者依據外

語教材結合在地文化的學理，以 2 套分別由兩岸政府單位指導出版的國

別型泰國華語教材為研究對象，分析並檢視這 2 套教材以何種方式呈現

華、泰文化，以及呈現文化的方式在教材中的配置是否平衡。第二，根

據分析結果，作者將從外語教育在地化的內涵、外語教材結合在地文化

的理據進行質性闡釋，並對臺灣僑委會出版的華語教材提出優化的建

議。研究設計與步驟說明如下。

一、教材取樣與研究對象

作者以立意取樣（purposive sampling）挑選兩岸政府單位指導出版

的教材，分別為臺灣僑委會出版的《泰國版新編華語課本》（以下簡稱

《泰國版華語（臺）》），以及中國漢辦出版的《體驗漢語基礎教程─

泰語版》（以下簡稱《體驗漢語（陸）》）。立意取樣又稱判斷取樣，是

研究者從可近母群體（accessible population）中依據特定條件，挑選與

研究問題和研究目標有關、能夠提供研究者資料以實現研究目的、回答

研究問題的對象或樣本（Maxwell, 2012）。

選擇這 2 套教材是基於研究目的與下列考量：有別於一般以營利為

目的而販售的教材，政府單位指導出版的教材具推廣華語文的目的，

能藉由與華僑機構合作辦理的語文活動，將教材介紹給泰國教師或學

習者；或是透過公、私立教育單位的國際合作，更廣泛地將教材推廣至

泰國。

9 內容分析研究法結合客觀的量化分析與質性詮釋，常用於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如圖
書資訊科學、新聞傳播、教育學、社會學等。研究者針對某個訊息單位在文本的分布

進行計量，並根據計量結果進行質性的推論與解釋（克勞斯‧克里本多夫，2014；鄒菲，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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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2 套教材是專為泰國學習者所編製的教材。《泰國版華語（臺）》

是由僑委會邀請國內華語文教育專家共同編製。教材前的序言提到：

本套華語課本係專為泰國地區所編印的教材，除引介泰國當地的

風土民情之外，還運用「對比融入」之方式介紹臺灣。（柯遜添，

2006a , 2006b, 2006c, 2006d , 2006e, 2006f, 2006g , 2006h , 2006i , 

2006j, 2006k, 2006l，序言頁）

作者將在下文第肆部分研究結果中說明此套教材如何以「對比融

入」的方式呈現雙邊文化。本書全套共 12 冊，每冊 12 課，每冊教材在

最後面附有生詞的泰文注釋。除了紙本教材，僑委會也將教材內容數位

化，放置在「全球華文網」的電子書城網頁，供教師和學習者免費下載，

以促進教材在泰國的能見度和使用率。而《體驗漢語（陸）》是中國漢

辦規劃出版的教材，2008 年由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印製發行（梁宇，

2012）。全套共 4 冊，每冊 12 課；僅發行紙本教材。每一課的各個欄目，

包括課文、詞彙、語法、習題、補充區塊等皆附有泰文的說明；每冊在

最後的附錄也提供對話的泰文翻譯。由於 2 套教材都是政府單位指導出

版的教材，且對象皆為泰國學習者，因此具有可比較的基準。 

二、研究工具：五個文化呈現方式的類目

為泰國學習者編製的華語教材中，常見的文化呈現方式有 5 種。第

一種是純粹學習語言本體和語法知識的教材，未結合文化內容。第二種

是在課文中結合華人社會的文化，這是目前最常見的方式；對於以華語

為母語的教材編寫者和教師而言，較容易編製、備課。第三種也是以課

文結合文化內容，但呈現的是泰國當地的文化；這種形式常見於國別型

教材。第四種是針對某一文化主題，在課文中將華人社會與泰國社會的

文化資訊並列呈現。第五種是在課文之外另設欄位補充文化知識或設置

問答區塊。作者將此 5 種文化呈現方式設定為 5 個分析類目，類目代碼

（可於文末附錄 1~4 閱覽其中 4 個類目的課文例子）：（一）課文未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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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華人社會或泰國的文化：Null；（二）課文內容僅呈現華人社會的文化：

Cul-Ch；（三）課文內容僅呈現泰國社會的文化：Cul-Th；（四）課文

內容同時呈現華人與泰國社會的文化資訊：Ch&Th；（五）在課文外，

以補充欄位呈現圖片、問答等方式結合文化：Cul-info。

分析單位為「課」，作者與 2 位具有華語教學經驗的研究人員（1

位為臺灣母語者、1 位為流利級的泰籍留學生）對 2 套教材各課進行第

一階段的類目編碼。當 3 人對某一課的類目編碼不一致時，則以討論所

得的共識為該課歸類編碼。

三、研究效度 

本研究效度屬表面效度和專家效度（克勞斯‧克里本多夫，2014），

從文獻、理論、專家諮詢等 3 方面建立類目並檢核效度。上述五個文

化呈現方式的類目，其中 Cul-Th、Cul-Ch 是參考外語教學研究文獻裡

Cortazzi 與 Jin（1999）、Labtic 與 Teo（2020）、McKay（2003, 2004）

等學者在分析教材時所提出的 “source culture” 和 “target culture” 概念。

本研究把呈現泰國文化（source culture）的課文編碼為 Cul-Th，而把呈

現華人文化（target culture）的課文編碼為 Cul-Ch 。類目 Ch&Th 則是

參考 Liddicoat（2011）所倡議的文化對比融入外語教學的理論，用以編

碼華、泰文化並列的課文。類目 Cul-info 的建立則是根據華語教學專家

的經驗。

參與第一階段類目編碼的研究人員之一為泰籍留學生，本身為華語

文的學習者，有其參與編碼能確保表面效度。為了檢驗作者與 2 位研究

人員對各課文化呈現方式所做的判斷之有效程度，作者在第二階段邀請

2 位具有國際華語教學經驗的雙語專家（S、H），以及一位泰籍華裔留

學生（Y）依 5 個類目對教材的每一課進行編碼。在 3 位編碼者（S, H, Y）

分別對各課進行類目編碼前，作者先向他們說明 5 個類目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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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信度 

在編碼者 S、H、Y 完成編碼後，作者對編碼者之間的一致性信度

（Inter-raters agreement reliability）進行 Kappa 係數（Cohen, 1960）檢

驗。Cohen（1960）提出的 Kappa 係數可用於檢驗 2 位編碼者或評分

者對同一批資料所做的分類判斷是否有一定程度以上的一致性信度。

Kappa 係數公式如下 Cohen（1960, p. 39）：

Kappa =
P0－Pe

1－Pe

P0 為 2 個編碼者判斷結果相同的比例，而 Pe 則為 2 個編碼者獨立進行

判斷時對某類目做出相同判斷的期望值。

以編碼者 H 和 E 對《泰國版華語（臺）》第 5 冊每一課所作的類

目判斷為例，表 1 中的數據為 2 人的判斷結果。

表 1　編碼者 H 和 E 對《泰國版華語（臺）》第 5 冊各課的類目判斷

《泰國版華語（臺）》

第 5 冊
編碼者 H 總和

編碼者 E Null Cul-Ch Cul-Th Ch&Th Cul-info

Null 5 1 0 0 0 6

Cul-Ch 0 1 0 0 0 1

Cul-Th 0 0 3 0 0 3

Ch&Th 0 0 0 2 0 2

Cul-info 0 0 0 0 0 0

總和 5 2 3 2 0
12

（課）

Kappa=0.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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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的粗體數據說明如下：H 與 E 一致認為該課課文沒有呈現文

化（Null）的課數有 5 課、一致認為課文只呈現華人文化的（Cul-Ch）

有 1 課、一致認為課文只呈現泰國文化的（Cul-Th）有 3 課、一致認為

該課課文既有華人文化，也有泰國文化（Ch&Th）的有 2 課；此外，E

認為是 Null 而 H 認為是 Cul-Ch 的有 1 課。合計共 12 課。Kappa 值為

0.879，計算過程如下： 

H、E 皆判斷為 Null 的課數　 + H、E 皆判斷為 Cul-Ch 的課數 +

H、E 皆判斷為 Cul-Th 的課數 + H、E 皆判斷為 Ch&Th 的課數

總課數

5+1+3+2

     12

1. P0 =

= 0.917 =

2. Pe = （E 判斷為 Null 的機率）    ×（H 判斷為 Null 的機率）    +

（E 判斷為 Cul-Ch 的機率）×（H 判斷為 Cul-Ch 的機率）+

（E 判斷為 Cul-Th 的機率）×（H 判斷為 Cul-Th 的機率）+

（E 判斷為 Ch&Th 的機率）×（H 判斷為 Ch&Th 的機率）

（6/12×5/12）+（1/12×2/12）+ 

（3/12×3/12）+（2/12×2/12）= 0.3125

=

3. Kappa =
P0－Pe

1－Pe

=
0.917－0.3125

1－0.3125
= 0.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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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Landis 與 Koch（1977），Kappa 係數達 0.61 以上已具有相當

程度的一致性，而達 0.81 以上至 1.00 則是具有高度一致性。0.879 代表

H 和 E 2 位編碼者的判斷具有高度一致性。

以上述方式，作者將 4 位編碼者兩兩之間對各課的判斷進行編碼者

之間一致性信度檢驗，所得之 Kappa 值皆高於 0.61。以類目較多的《泰

國版華語（臺）》第 5 冊和文化主題多元的《體驗漢語（陸）》第 3 冊

為例，表 2 所列為 E 和 3 位編碼者 S、H、Y 兩兩之間的 Kappa 值，數

值介於 0.657~1.0，顯示具有一般至高度的編碼者之間一致性信度。

在完成第一階段以及第二階段的類目編碼、計算 Kappa 值並確認編

碼者之間達一般至高度一致性信度之後，作者統計各類目在 2 套教材出

現的次數和百分比。

五、研究步驟與流程

圖 7 為研究步驟與流程。

表 2　4 位編碼者兩兩之間一致性信度檢驗所得之 Kappa 值

書名

編碼者
《泰國版華語（臺）》第 5 冊 《體驗漢語（陸）》第 3 冊

E、S 0.769 1.0　

E、H 0.879 1.000

E、Y 0.879 0.824

S、H 0.778 0.824

S、Y 0.778 0.657

H、Y 0.765 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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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立研究目的、

研究問題

在表面效度的基礎上，確立專家

效度：邀請 2 位華語教學專家、

1 位流利程度的泰籍華語學習者

對各課進行第二階段的類目編碼

計算 Kappa 係數值以檢驗編碼者

兩兩之間的信度

質性闡釋：

根據量化分析結果進行質性闡釋。

從外語教育在地化的內涵、外語教

材結合在地文化的理據對《泰國版

華語（臺）》提出優化建議

立意取樣：

挑選兩岸政府單位出版之國別型

泰國華語教材

文獻回顧

建立並定義 5 個類目後，對各課

進行第一階段的類目編碼；泰籍

雙語人士的參與可使編碼具表面

效度

2 套教材的量化分析：

計算各類目在各冊出現的次數和

百分比；以圖表呈現華、泰文化

在全套教材與各冊的分布

圖 7　研究流程圖

肆、研究結果

一、《泰國版華語（臺）》呈現文化的類目次數和分布

《泰國版華語（臺）》每一冊的每一課只有課文和生字 2 個區塊，

無補充文化知識的區塊，因此沒有類目標記為 Cul-info 的課別。此教材

呈現華、泰文化的方式（類目）有 3 種：Cul-Ch、Cul-Th 和 Ch&Th。

各類目在各冊出現的課程數和跨冊分布如圖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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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泰國版華語（臺）》各冊的文化呈現類目與課數 

  

0 2 4 6 8 10 12 14

第1、2冊
第3冊
第4冊
第5冊
第6冊
第7冊
第8冊
第9冊
第10冊
第11冊
第12冊

Cul-Ch  出現課數 Cul-Th  出現課數
Ch&Th並列課數 Cul-info 出現課數

圖 8　《泰國版華語（臺）》各冊的文化呈現類目與課數

圖 8 顯示，屬於入門級的第 1、2 冊的課文皆未結合華人或泰國文

化。第 4 冊有 1 課、第 12 冊全部 12 課的課文皆呈現華人文化（Cul-Ch）。

第 5 冊 3 個類目 Cul-Ch、Cul-Th、Ch&Th 皆有，合計有 7 課。第 11 冊

也是 3 個類目皆有，但課數不平均，有 9 課標記為 Cul-Ch，而標記為

Cul-Th、Ch&Th 的各 1 課。全套共有 4 課的課文標記為 Ch&Th，分

別在第 5、7、11 冊，這說明華、泰文化共現在同一課的安排是可行的，

只是將雙邊文化並列於課文的課程並不是每一冊都有，僅出現在上述

3 冊。

除了第 1、2 冊的課文內容多為入門的語言結構與知識，無文化內

容的呈現以外，第 3 冊到第 12 冊，每一冊至少有一課的課文結合文化

主題（不分華、泰），到了第 12 冊，每一課的課文皆結合華人文化。就

類目的次數而言，最多的是 Cul-Ch，共 45 課；若將另外 4 課以 Ch&Th

呈現雙邊文化的課文也合併計算的話，則共有 49 課的課文呈現華人文

化；占全套（144 課）的 34%。其次是 Cul-Th，共 11 課，占 7.6%；華、

泰文化並列的類目 Ch&Th 只有 4 課，占 2.8%。若將 11 課 Cul-Th 以及

4 課 Ch&Th 合併計算，在全套 144 課中，出現泰國文化的課數共 15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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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全套教材的 10.4%。

表 3 列出各冊標以 3 個類目的課別及該課課文所呈現的文化主題

（各主題前的數字為出現的課別，如「親屬稱謂」出現在第 4 冊第 12

課）。灰底欄位顯示的是以 Cul-Th、Ch&Th 2 種方式呈現泰國文化的課

別，共計 15 課結合泰國文化。

表 3　《泰國版華語（臺）》各冊配置的文化主題

         文化呈現

                 類目

          文化

冊別　主題

Cul-Ch Cul-Th Ch&Th

第 1 冊

第 2 冊

第 3 冊 5- 臺灣地名 2- 泰國天氣

第 4 冊 12- 親屬稱謂

第 5 冊 3- 向人問好、12- 孟宗竹

5- 微笑王國、

6- 遊玉佛寺、

9- 黃金雨花

7- 清邁與臺南 
 的白河、

8- 宗教之旅

第 6 冊

1- 月餅、4- 農曆新年、

6- 諺語：早起的鳥兒有蟲吃、

7- 諺語：遠親不如近鄰、

10- 黃帝與倉頡

2 宋干節

第 7 冊
4- 搖子（籃）歌、

10- 家和萬事興

7- 泰國犀鳥與 
 臺、泰環保 
 意識

第 8 冊
4- 象棋、7- 臺灣佛教、

10- 書信格式

3- 泰皇蒲美蓬

8- 九皇齋節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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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泰國版華語（臺）》各冊配置的文化主題（續）

         文化呈現

                 類目

          文化

冊別　主題

Cul-Ch Cul-Th Ch&Th

第 9 冊

2- 孫中山、4- 漢字、

6- 華人族群與方言、

10- 盤古、11- 后羿射日

1- 五世皇、

9- 鄭王

第 10 冊

1- 民主法治精神、

2- 寓言故事（禮讓）、

7- 茶文化、8- 中國菜、

9- 蠶絲歷史

4- 普吉島風光

第 11 冊

2- 包子、3- 知福惜福、

4- 孔子、5- 孟母三遷、

6- 媽祖、7- 臺灣民風、

10- 登觀鵲樓、11- 萬里長城、

12- 陽明山

9- 泰國自然環 
 境

8- 泰國水燈節 
 與臺灣平溪 
 放天燈

第 12 冊

1- 書法、2- 太極拳、

3- 臺灣童玩、4- 談孝順

5- 繞口令、6- 成語、

7- 竹子、8- 梅花、

9- 陶淵明、10- 武松打虎、

11- 西遊記、12- 關公

次數／ 144 課
45 課／ 144
占 31.3%

11 課／ 144
占 7.6%

4 課／ 144
占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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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體驗漢語（陸）》呈現文化的類目次數和分布

由漢辦指導出版的《體驗漢語（陸）》，呈現文化的方式僅有 Cul- 

Ch 和 Cul-info 2 種類目，最多的是 Cul-Ch，共 24 課，占 50%；有 12

課是在課文之外以補充欄目或問答區塊的方式（Cul-info）觸及文化。

圖 9 顯示各冊以 Cul-Ch 和 Cul-info 2 種方式呈現文化的課程數，由於教

材中並無課文以 Cul-Th 或 Ch&Th 的方式呈現文化，因此僅有深色和線

條 2 種圖例。

教材在第 1、2 冊的課文即有華人文化內容的呈現，各有 2 課是以

Cul-info 的方式觸及泰國文化。文化內容的呈現方式在這套教材中僅

Cul-Ch 和 Cul-info 2 種方式，若將 2 個類目的次數合併計算，共有 26

課（前者有 24 課、後者有 12 課，其中有 10 課是同時被標記為 Cul-Ch

和 Cul-info 2 種類目），占全套教材的 54.2%。未結合文化的課程則有

22 課，占 45.8%，以 Null 標記。

各課被標記有文化內容的課文及其所呈現的文化主題如表 4（各主

題前的數字為出現的課別，如第 1 冊第 7 課呈現華人的「生肖」文化）。

 
圖 9 《體驗漢語（陸）》各冊的文化呈現類目與課數 

 

0 2 4 6 8 10 12 14 16

第1冊

第2冊

第3冊

第4冊

Cul-Ch  出現課數 Cul-Th  出現課數 Ch&Th 共現課數 Cul-info出現課數

圖 9　《體驗漢語（陸）》各冊的文化呈現類目與課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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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體驗漢語（陸）》各冊呈現的文化主題

         文化呈現

                 類目

          文化

冊別　主題

Cul-Ch Cul-info

第 1 冊

（第 1~12 課）

3- 姓名、4- 地址、

7- 生肖、9- 交通工具、

10- 中國貨幣與度量衡、

12- 殺價

4- 中、泰國旗圖片和地名圖片、

9- 泰國景點圖片

（註：僅以圖片展示於「詞彙擴

展」或「看圖回答問題」的區塊，

但無相關文化說明）

第 2 冊

（第 13~24課）

13- 飲食、

18- 中藥

13- 中、泰菜餚的圖片和名稱、

15- 泰國貨幣圖片

（註：僅以圖片展示於「詞彙擴

展」或「看圖回答問題」的區塊，

但無相關文化說明）

第 3 冊

（第 25~36課）

25- 書法 & 京劇、

27- 北京博物館 & 中國景點、

28- 請客文化、

29- 做客 & 送禮、

30- 北京胡同、31- 春節、

32- 寒假 & 過年、36- 杭州

29- 做客、

31- 生日禮物與做客禮物

（註：皆出現在「雙人練習─

回答問題」區塊，讓學生回答自

己國家的相關文化）

第 4 冊

（第 37~48課）

37- 長城、

41- 諺語：大人不記小人過、

42- 諺語：一年之計在於春、

      一日之計在於晨、

43- 北京奧運、

45- 諺語：早睡早起身體好、

      飯後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笑一笑、十年少、

46- 諺語：世上無難事，

      只怕有心人、

47- 讚美與回應、

48- 告別情境的祝福語

39- 買票卷、

41- 借東西、

43- 氣候現象、

45- 有關「養身」的諺語、

46- 有關「堅毅」的諺語、

47- 辭行 & 回鄉

（註：皆出現在「雙人練習─

回答問題」區塊，讓學生回答自

己國家的相關文化）

次數／ 48 課 24 課／ 48 課 12 課／ 48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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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教材的前言部分提到，課文和對話內容的編製原則是：

以學生最熟悉和最需要的學校生活和相關社會生活為主，以幫

助學生解決學習和生活中的實際問題……，使學生在學習課文

的過程中逐漸加深對中國文化習俗的了解。（姜麗萍，2008a，

2008b，2008c，2008d，序言頁）

可見其編製原則強調的是對目標語社會文化的認識，這可說明為何

另 2 種呈現文化的方式 Cul-Th 或 Ch&Th 未見於此套教材，而是在課文

和對話之外，以文化區塊的方式（Cul-info）如「看圖回答問題」、「詞

彙擴展」和「雙人練習─回答問題」間接引入泰國文化。

第 1、2 冊「看圖回答問題」、「詞彙擴展」是課文以外的文化區塊，

呈現中、泰的文化產品，如貨幣、菜餚或景點的圖片，使學習者除了認

識相關的華語詞彙，如「宮保雞丁」、「北京烤鴨」、「西安」等，也能

有機會在教師的補充下，學習以華語表達泰國的相關詞彙，如「泰銖」、

「涼拌青木瓜絲」、「綠咖哩雞」、「清邁」等。

到了第 3、4 冊，引入文化的 Cul-info 區塊則是「雙人練習─回

答問題」，此區塊設置在每一課的習題裡，並非直接呈現或說明泰國社

會的文化，而是以提問的方式讓泰籍學習者自由反思、分享相關的泰國

文化。下列為第 3、4 冊「雙人練習─回答問題」區塊中和文化有關

的提問內容：

在你們國家，去別人家作客一般帶什麼禮物？（第 3冊 29、31課）

你請別人幫忙弄過什麼票嗎？在你們國家有沒有這樣的習慣？

（第 4冊 39課）

在你們國家哪些東西可以借？哪些東西不能借？（第 4冊 41課）

你們國家有沙塵暴嗎？（第 4冊 43課）

中國有句話叫「笑一笑，十年少」，你們國家有類似的話嗎？（第

4冊 45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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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有句話叫「堅持到底就是勝利」，你們國家有類似的話嗎？

（第 4冊 46課）

你的故鄉在哪？你有第二故鄉嗎？（第 4 冊 47 課）（姜麗萍，

2008c，頁 52，73；姜麗萍，2008d，頁 31，53，75，95，106，117）

伍、綜合討論

本節根據上述分析結果，說明 2 套教材呈現文化的方式分別以哪一

種類目為主，並討論各類目在各冊以及跨冊的配置是否平均。 

首先，關於教材呈現華、泰文化的方式，研究結果顯示《泰國版華

語（臺）》有 49 課（34%）在課文呈現華人文化（Cul-Ch、Ch&Th）、

有 15 課（10.4%）呈現泰國文化（Cul-Th、Ch&Th），其中的 4 課是在

課文中將臺、泰兩地的文化並列呈現（Ch&Th）。這 4 課課文呈現的文

化主題分別為「清邁與臺南的白河」、「宗教之旅」、「泰國犀鳥與臺、

泰的環保意識」和「泰國水燈節與臺灣平溪放天燈」。以 Ch&Th 方式

結合文化是《泰國版華語（臺）》的特色，如第 5 冊第 8 課〈宗教之旅〉

（請見附錄 4），先介紹泰國的臥佛寺、佛祖故事，接著指出臺灣的宗教，

並提到兩國都是宗教自由的社會。這種呈現文化的方式，與上文泰國藍

康恆大學的華語教材相似，在設計上較能符應泰國教育部對外語教育實

施的指導方針─認識 L2 社會的文化，也學會使用 L2 表述泰國社會的

文化。

以 Ch&Th 方式編寫課文的難度較高，但有助於引起學習者對文化

差異的覺察，能呼應 Liddicoat（2011）基於認知建構的主張─ L1 與

L2 文化並列呈現能透過「注意」、「比較」、「思考」和「互動」的心理

過程促進學習成效，有助於引導學習者反思雙邊文化相同與相異之處，

對於發展跨文化素養有其效益。雖然目前全套僅有 4 課以此方式結合語

言與文化學習，但足以顯示在課文中將文化並列呈現是可行的。

《體驗漢語（陸）》呈現文化的方式為 Cul-Ch 和 Cul-info 2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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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套 48 課共有 24 課在課文中呈現華人文化（Cul-Ch）；有 12 課以文化

區塊的形式（Cul-info）補充若干泰國文化詞彙，或是以問答的方式提

供學習者以華語介紹母國文化的機會。沒有課程是直接在課文中呈現泰

國文化（Cul-Th），也沒有將華、泰文化並列呈現（Ch&Th）的課程。

此教材較適合已經身處目標語社會的學習者，但難以滿足在泰國國內的

CFL 學習者在地應用的學習需求。

第二，關於呈現文化的方式（類目）在教材中的配置是否平衡，

《泰國版華語（臺）》全套有 58.3%的課程（84 課）未呈現華人或泰

國文化（類目編碼為 Null）。第 1~4 冊僅 3 課結合文化內容，其中 2 課

以 Cul-Ch、1 課以 Cul-Th 的方式呈現文化。大部分的文化內容集中在

第 11、12 冊，第 11 冊 3 個類目皆有，但課數不平均，有 9 課標記為

Cul-Ch，而標記為 Cul-Th、Ch&Th 的則是各 1 課（圖 8）。第 12 冊的

每一課雖然都有文化內容，但都是以 Cul-Ch 的方式呈現。整套教材僅

10.4%（15 課）的課文以 Cul-Th 或 Ch&Th 的方式結合泰國文化，且各

冊之間的分布並不平均，如第 1、2、4、12 冊無泰國文化的呈現。

《體驗漢語（陸）》全套也有 45.8% 的課程（22 課）未結合文化

內容，標記為 Null。Cul-Ch、Cul-Th 和 Ch&Th 三種呈現文化的方式

在配置上並不平均（圖 9）。全套 48 課有 50%（24 課）的課文標記為

Cul-Ch，但標記為 Cul-Th、Ch&Th 的課程數則是 0，僅若干課程是以

Cul-info 的方式在補充區塊裡的「看圖回答問題」和「詞彙擴展」提及

與泰國生活文化有關的詞彙，或是在「雙人練習─回答問題」的區塊

讓學生回答母國的相關文化。另一方面，《體驗漢語（陸）》在第 1、

2 冊的課文就已結合華人文化，能讓學習者在學習華語的初級階段即開

始認識華人文化。然而，全套沒有課文或對話結合泰國的在地文化，課

文內容反映的是中國社會的生活。這可能容易導致文獻探討第三節中韋

麗娟（2007）、Wang 與 Mayoe（2013）所指出的現象─教材未能結

合在地社會的情境，不利於維持泰籍學習者的學習興趣，也難以滿足現

學現用的工具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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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教材優化的建議

如同緒論與文獻探討所提到的，在後全球化的背景中，外語教育領

域的學者專家，如 Kramsch 與 Sullivan（1996）、McKay（2003, 2004, 

2010）以及 Porto 與 Byram（2015）相繼主張在非目標語社會進行的外

語教育，除了幫助學習者發展得體而妥適的語言表現，也須發展能以外

語談論在地生活與社會議題的能力。相同的觀點也出現在探討泰國外語

教育的文獻中。Wiriyachitra（2002）指出泰國外語教育的一項重要目標

是學習者能以外語介紹、推廣泰國文化。Nomnian（2013）也主張外語

教材在文化呈現和文化議題的討論不應只著重 L2 文化，應平衡 L1 文化

和 L2 文化。Labtic 與 Teo（2020）則是依據泰國 2008 年公布的課綱，

指出外語教育的指導方針強調學生能認識泰國社會與目標語社會在語言

與文化上的異同。泰國當地的華語教育專家，如韋麗娟（2007）、符翠

蘭（2007）以及 Wang 與 Mayoe（2013）皆提到華語教材的主題與內容

是否結合泰國本地生活與國情是當地教學機構選擇教材的重要考量。在

此背景之下，作者根據研究結果對《泰國版華語（臺）》的優化提出以

下幾點建議。

目前《泰國版華語（臺）》有文化內容的 60 課，呈現的文化主題

包含泛華人社會共享的歷史、文明、物質文化、藝術、神話傳說、文學

以及語言文字等方面。另外，也有課文介紹臺灣、泰國雙邊社會的民主

政治制度和君主立憲制、宗教信仰的自由、雙邊著名的歷史人物、風

土、民情等主題（表 3）。這類文化主題可呈現臺灣不同於其他華人地

區的國情與文化特徵，建議未來可增加有關臺灣社會的教育系統、公共

制度、宗教慶典、藝術展演、庶民生活與流行文化等主題。

教材的前 4 冊僅有 3 課的課文結合文化內容。除了擴增現有的文化

主題清單，建議可在第 1、2 冊的課文中結合學習者所熟悉的泰國在地

文化，使學習者能在初級階段將所學的華語語言知識和技能運用於熟悉

的本地生活。如同 Martin 等人（2019）所言，教材所提供的鷹架具有



教科書研究 第十六卷  第三期146

中介效益；連結泰國本地生活與文化的華語教材能發揮學習鷹架的功

能，引導學習者在其已熟悉的 L1 文化知識的基礎上探索有關 L2 文化的

新知識。此外，就學習心理而言，教材適度結合 L1 文化能使學習者在

較為自在、焦慮感較低的心理狀態下學習外語（Tomlinson, 2011）。

除了擴增雙邊社會的文化內容，建議多以文化並列的方式呈現。例

如，將臺灣的「歌仔戲」、「布袋戲」、廟宇盛事與泰國的「孔劇」、著

名佛寺並列介紹。又如藍康恆大學的教材將華人與泰國社會都重視的敬

老尊賢、熱情厚道的價值觀並列在同一課的課文（圖 4），有益於引導

學習者認識華人社會文化，也能學習以華語表述相關的泰國文化。如

此，既能提高全套教材在課文中結合文化的課數比例、豐富文化主題，

也能符應泰國華語教育的在地需求。未來或可透過和雙語人士、教育部

外派至泰國的華語教師合作，有系統地蒐集可供文化對比的主題與材

料，增加華、泰文化並陳的（Ch&Th）課程數。

教材已有 Cul-Ch、Cul-Th、Ch&Th 三種呈現文化的方式，建議未

來可在教材中增設補充文化知識的說明區塊或問答的互動區塊（Cul-

info），提供泰國學習者口語練習、分享母國文化的機會。相較於單採

Cul-Ch 或 Cul-Th，搭配 Cul-info、Ch&Th 的方式能為學習者建構文化

議題的討論與反思空間。

柒、結語

教材是推廣外語教育的重要資源，在非目標語國家更是如此。具國

別針對性的華語文教材和數位化教材資源能在華語母語師資不足的情況

下，在該國發揮推廣華語文的功能。臺灣是主要的華語教育資源輸出

國，透過國別型教材，我們不僅傳遞語言知識給海外的學習者，也藉著

教材的中介功能服務文化他者，使其在學習語言的同時，也能透過文化

對比促進反思。

本文比較與分析兩岸政府單位出版的國別型華語教材。分析結果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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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泰國版華語（臺）》呈現華、泰文化的方式較《體驗漢語（陸）》

多元，也有部分課程內容像藍康恆大學出版的教材一樣，在課文中將

華、泰文化並列呈現。在文化的呈現方式的配置上，《泰國版華語

（臺）》有 15 課在課文裡結合泰國文化，而《體驗漢語（陸）》並未

在課文裡直接結合泰國文化而是以補充區塊的方式觸及泰國文化。作者

根據分析結果，從外語教育在地化的內涵以及文獻中有關外語教材結合

在地文化的理據，提出優化《泰國版華語（臺）》的建議。本研究結果

期能拋磚引玉，使臺灣輸出的國別型教材能在學者、教師、雙語專家的

協作下持續發展與創新，以提升在泰國華語教育市場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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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理髮〉（課文或對話未呈現華人或泰國文化，標記為類目 Null）

理髮師：歡迎光臨！你想理髮還是染髮？

納榮：理髮。

理髮師：請坐。你想剪什麼樣的？

納榮：前邊剪短一點兒。

理髮師：後邊呢？

納榮：後邊不用剪。

……

理髮師：你看怎麼樣？

納榮：前邊再剪短一點兒吧。

……

理髮師：好了，到這邊洗一洗吧。

納榮：好的。

理髮師：吹風嗎？

納榮：吹吹吧。（姜麗萍，2008b，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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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寒假你有什麼打算〉（課文或對話呈現華人文化，標記為類目

Cul-Ch）

馬克：喂，是納榮嗎？

納榮：是，馬克，好久沒聽見你的聲音了。

馬克：我打算後天回中國。你寒假在中國過的怎麼樣？ 

納榮： 非常好。我在張華家過的春節，這是我第一次在中國人家

裡過年。

馬克：他們怎麼過年？

納榮： 放鞭炮、貼春聯、看春節晚會、吃餃子什麼的，可有意

思了。

馬克：你的漢語水平提高的很快啊。

納榮：是啊。春節時去哪兒都能遇到中國人，說漢語的機會很多。

馬克：我都忘了差不多了。

納榮：沒問題，等你回來我們用漢語聊天。

馬克： 我真羨慕你，明年我也要在北京過春節。（姜麗萍，2008c，

頁 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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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微笑王國〉（課文或對話呈現泰國文化，標記為類目 Cul-Th） 

泰國是一個物產豐富，民風純樸的國家。人民都很和善，平常見

面也都面帶微笑，所以有「微笑王國」之稱。首都曼谷位於湄南

河口，交通便利。

泰國的國旗是以 3種顏色為代表：紅色代表國家，白色代表宗教，

藍色代表國王。可見泰國雖是君主立憲的國家，但宗教的信仰卻

占十分重要的地位。

生長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的確幸福。不愁吃，不愁穿；氣候好，

風景美。種稻，稻子長得好；種花，花兒開得美。水果多又甜，

魚蝦肥又鮮，生活舒適又安康。尤其那蔚藍的海水，一望無際，

細白的沙灘，令人心曠神怡。

泰國！確實是個美麗的地方，可愛的微笑王國呀！（柯遜添，

2006e，頁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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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宗教之旅〉（課文或對話同時呈現華、泰文化，標記為類目

Ch&Th）

今天早上，媽媽帶著小明到臥佛寺去禮佛。媽媽告訴小明說：「泰

國大部分人信奉佛教，所以無論走到哪裡，都可以看到身穿黃袍

的僧侶和金碧輝煌的佛寺。」

小明問：「除了佛教，還有沒有人信奉別的宗教呢？」

媽媽說：「有的。泰國是一個宗教信仰自由的國家，除了佛教以

外，也有少數人信奉基督教、天主教和回教。」

小明又問：「誰是佛祖呢？」

媽媽說：「佛祖是古時候印度的一個小國的王子，名叫悉達多。

他看到人間的許多疾苦，就放棄王位，離家修行，決心拯救世人，

後人尊稱他為釋迦摩尼佛。」

媽媽又說：「我們的家鄉―臺灣，也是一個宗教信仰十分自由

的國家，像阿公信的是道教，阿姨信的是天主教。」

媽媽說完，小明心想，將來有一天一定要回臺灣，問阿公有關道

教的事情。（柯遜添，2006e，頁 18-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