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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被遺忘的城鎮︓
透過觀光導覽將淡⽔的過去與現在
帶⼊⽇本的未來

111年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成果交流會



1.研究動機與⽬的



1-1⼤學的⽇語教學現場

⻑年以來⾯臨著多種不同的問題。

• 平澤（2018）︓教材無法跟得上時
代潮流的變化。

• ⻑坂、⽊⽥（2011）︓在教室中的
語⾔學習容易變成複誦、背書、翻譯
等低⾃由度的練習。

• 渡辺（2005）︓班級⼈數上的問題。



1-2本研究計畫⽬的

• 透過「⼤學社會責任（USR）」計畫讓學習者⾛出教室，實際⾯對⽇語環境
• 分析學習成果確認以觀光為主題的USR學習⽅式，對於⽇語⼝語能⼒的學
習有何影響、是否能解決⼤學的⽇語教育現場所⾯臨到的各項問題。



2.⽂獻探討



2-1先⾏研究
⽇語教育中教材使⽤的重要性，若只是使⽤板書教學，⽇本的⾵⼟
⺠情、⽇常⽣活的⾔語習慣無法呈現在學習中⾯前。

教室為主的教學⽅式，容易讓學習者演變為以反覆練習、背誦為主
要⽬標。⽽且在學習歷程還不⻑的學習者⾝上發現到容易依賴⺟語
的翻譯來理解⽇⽂。再加上沒有⾃由度⾼的對話環境，學習者無法
確定⾃⼰的⽇語能⼒是否⾜夠應付⽇常⽣活使⽤。

⼤班課或是班上學習者程度差異較⼤時，為了符合班機⼤多數學習
者的學習狀況，容易演變成教師單⽅⾯講授知識，學習者的回應通
常不踴躍。在會話課當中，要讓全體學習者在課堂發⾔不是容易的
事，特別是學習程度較低的學習者。

平澤（2018）

⻑坂、⽊⽥（2011）

渡辺（2005）



2-2⽂獻總結

• 外語教學在「教室活動」會受到⼀定
程度的限制，因此「⼤學社會責任
（USR）」模式讓學習者實際⾛⼊
場域，可預期其學習成果會有所進
展。

• 但是在沒有⽇語環境的台灣，能提
供⽇語教育的場域有限，若使⽤「線
上協同學習」則要注意學習者和對⽅
交流互動的雙向性。



3.研究問題



3-1教學現場之問題

• 課程多為知識記誦、反覆練習為主。
⼤量記憶單字、⽂法可以讓學習者
在零基礎之下，快速對⼀⾨外語有
基本認識，對⽂法有邏輯上的理解。

• 但是，將語⾔的⽂法、字義等項⽬
進⾏統整，提供學習者背誦邏輯，
⽽不是強調⽇常⽣活中的靈活運⽤。

• 如此⼀來，外語成為⼀⾨「知識」、
「學問」，⽽不是能夠實際活⽤的「能
⼒」。



3-2研究問題

• 本研究計畫研究的主題是【透過「USR模式」將學習場域延伸⾄校外，以「校
外學習」、「志⼯服務」讓學習者實際應⽤所學】是否能有效解決⽬前⼤學會話
課程教學現場所⾯臨到的各項問題。

• 評定⽇語會話能⼒時，無法透過⽂法、單字的使⽤正確度等⽇語檢定考模式
來確認學習者的⽇語程度。本研究計畫探討【學習者是否在與⽇本⼤學⽣的
交流當中，不斷反思⾃⼰不充分之處進⽽改善，⾃主強化⽇語溝通能⼒】。



4.研究設計



4-1研究對象

• 111學年度淡江⼤學「⽇語會話（四）」之修課學⽣。
• ⽇⽂系⼤四、22名。學習⽇語時間平均為3年。



4-2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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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CA循環

以USR為主軸設計課程，並加
⼊110學年度之反思

(1)教室活動、(2)校外學習、
(3)專題製作、(4)志⼯服務，
透過學習單紀錄各項⽬的變化。

針對學習者的「觀光認知」、
「⽇語會話能⼒」進⾏⼝頭訪查。

不斷調整， 確認學習者是否
達成本計畫之主要⽬的︓(1)
強化溝通能⼒、(2)培養場域
認同、(3)促進觀光發展。



4-3配合課程及教學活動

為以「⾛出教室」為宗旨︔以「觀光導覽」為主題，透過實踐來學習、強化⽇語表
達、會話能⼒。

項⽬ 課程內容及教學⽬標
(1)教室活動 希望培養學習者的基礎能⼒，並對台灣、⽇本的觀光環境有基本認知。
(2)校外學習 ⾛出教室將學習環境帶⼊⽣活、場域，將「教室活動」所學到的知識轉化爲⽇常

應⽤能⼒。
(3)志⼯服務 與⽇本⾦城學院⼤學合作，將台灣的實體場域資訊，透過線上交流虛擬場域帶

到⽇本⼤學⽣的⽣活中，除了能得到⾼⾃由度的會話練習外，也能持續不斷推
廣台灣在地⽂化，達到「⼤學社會責任(USR)」⽬標。

(4)專題製作 將學習歷程紀錄下來，透過體系化⾃⾝經驗的過程加強⽇語應⽤能⼒。

＊期中⼝試20%、期末⼝試20%、課堂參與（包含1〜4）60%。



4-4資料來源&分析⽅式

• 資料來源為學習者每次繳交之作業
報告、服務⼼得、專題製作等書⾯資
料，以及課堂發表、期中考期末考
⼝試內容。

• 課程第⼀週針對⽇語學習狀況進⾏
問卷調查，之後加上期中、期末，
分三次針對同類型項⽬進⾏提問。

• 會話、表達能⼒的提升較難⽤測驗
⽅式評斷，因此本研究計畫採⽤質
性分析⽅式，分析學習者學習之質
性變化。



4-5USR場域

• 【實體場域】淡⽔
擁有400年歷史⽂化的城鎮

• 【虛擬場域】線上協同學習
⾃由度⾼的線上交流（⽇語環境）

透過觀光議題⽅式將「淡⽔」持續推廣
給⽇本的⼤學⽣。讓⽇本⼤學⽣⽇常
⽣活中時常接觸淡⽔的訊息，讓淡⽔
成為⽇本⼤學⽣未來的觀光⾸選。



4-6社會實踐議題

• 全球疫情相對不穩定當中，2020〜2022年的「台北國際旅展」（Taipei 
International Travle Fair）仍然如期舉辦，「觀光產業」是疫情之後許多城
鎮未來的發展重點項⽬之⼀。

• 本研究計畫透過USR讓學習者實際體驗淡⽔，以在地⽂化為基礎，讓學習
者反思⾃⼰的成⻑環境。更進⼀步從「淡⽔」拓展⾄⾃⼰成⻑的故鄉「台灣」，
認識台灣的觀光環境、政策、問題點。並透過「線上協同學習」線上交流將⾃
⼰⼼⽬中的故郷推廣⾄⽇本，透過觀光實踐台⽇夥伴關係。



5.教學暨研究成果



5-1前測問卷（111-1）

111-1學期第⼀週課程

題號 題⽬ 屬性
1 ⽬前印象最深刻的旅⾏體驗（去了哪裡︖什麼樣的體驗︖） 觀光認知
2 ⽬前你⼼⽬中的【觀光】是什麼︖ 觀光認知
3 ⽬前⽇⽂能⼒（⼤致敘述⼀下） ⽇語能⼒
4 ⽇常⽣活什麼場合會⽤到⽇⽂ ⽇語能⼒
5 學⽇⽂的動機 ⽇語能⼒
6 學⽇⽂⽬前遇到的困境、瓶頸 ⽇語能⼒



5-1-1題號3: ⽬前⽇⽂能⼒

• 回答⼈數︓22名
• 不擅⻑「說」的⽐例（75%）

遠超於其他3項能⼒。
• 學習者對於⾃⼰的⽇⽂表達

能⼒沒有信⼼。

5 3

12 1

4 11

9 4



5-1-2題號2: ⽬前你⼼⽬中的【觀光】︖

• 整體回答略為單⼀、沒有獨特性
• 學習者對於「觀光」並未深⼊理解。

13名
2名

4名

1名



5-2課程内容（111-1）

項⽬ 內容
教室活動 01傳達技巧、02介紹觀光地、03畢業專題製作Ⅰ、04觀光商業活動、

05⾏程實作、06業師演講、07校外學習反思、08畢業專題製作Ⅱ、09課程反思
校外學習 淡⽔古蹟（09/21）、實作⾏程（12/07）
志⼯服務 10/18、10/19、10/27、11/01、11/07、01/10、01/17（共7次）

＊期中考試︓畢業專題構想
＊期末考試︓畢業專題的第⼀部分



5-3課程反思問卷（111-1）

對應「前測問卷」
題號3:⽬前⽇⽂能⼒

對應「前測問卷」
題號2: ⽬前你⼼⽬中的【觀光】︖

＊111-1最後⼀次課程舉⾏



5-3-1⽇⽂會話能⼒的變化（111-1）

學習者當中有82%認為透過
本課程對於⾃⼰⽇語表達有
正⾯幫助。

5 3

12 1

4 11

9 4

回答⼈數︓17名



5-3-2⽬前對觀光旅遊的看法（111-1）

• 經過⼀個學期的課程，增加對於「觀光」各個⾯向的認知度是理所當然。
• 其中有3位除了獲取「知識」上的進步之外，更體會到⾃⼰「能⼒」上的發展。

13名
2名

4名

1名



5-4課程内容（111-2）

項⽬ 內容
教室活動 01開學熱⾝、02B級C級觀光地、03訪台旅客、04觀光公害、05校外學習討論、

06業師演講、07異⽂化交流、08畢業專題、09發表技巧、10課程總結
校外學習 觀光帶來的問題（03/08）
志⼯服務 02/06、02/07（共2次）
成果發表會 05/17



5-5實際⽇語應⽤⾃評（111-2）

• 寒假前「志⼯服務」︓主題「介紹台灣」
• 開學第⼀週問卷⾃評︓題⽬為「オンラ
インでの発表を経験した皆さん、どうでしょ
う︖」（⼤家體驗過先上發表後有什
麼感覺呢︖）

• 回答⼈數︓17名
• 7位學習者（41%）肯定⾃⼰的表現。
逐漸對⾃⼰的⽇語表達能⼒有信⼼。

肯定41%



5-6學習歷程回顧問卷（111-2）

111-2最後⼀次課程舉⾏

對應「前測問卷」
題號3:⽬前⽇⽂能⼒



5-6-1 ⽇⽂能⼒的進步、成⻑之幫助

• 回答⼈數︓22名
• 學習者1年來對於⾃⾝⽇語能⼒
變化的體認。

• ⼀共15位學習者（68%）認為
⾃⼰⽇語表達相關能⼒透過本
課程得到提升。



5-7⽇語⼝語能⼒的變化（學年）

111-2第⼀週
⾃我肯定

5 3

12 1

4 11

9 4

111-1第⼀週
沒⾃信

111-1最後⼀週
勇於嘗試

111-2最後⼀週
能⼒提升



5-8教學暨研究成果總結

1. ⾃主學習
實際和⽇本⼤學⽣交流，為了回答對⽅提問，學習者必須⾃⾏調查，並思考如何
表達。

2. 接軌業界
USR計畫⾛訪場域，體認觀光對當地居⺠帶來的各種影響。畢業後若從事旅遊業
能完成有深度的旅遊企劃。

3. 國際交流
並⾮單⽅⾯將台灣的資訊提供給對⽅，站在對⽅⽴場思考、聽取對⽅意⾒，給出
的意⾒才能符合對⽅的真正需求。

4. ⽇語應⽤
⾯對⽇本⼤學⽣⽤「說」的來交流，能⽤⽇語將⾃⼰的想法表達出來。學習者未來
能⽤同樣⽅式⾯對任何議題⽤⽇語表達。



6.建議與省思



6-1教學注意點
• 課程中多強調觀光的多元性，讓每位學習者⾃
由發揮，不需要背誦課程講義。讓學習者慢慢
培養起⾃⼰搜集資料、交流時⾃由發揮的⾃主
學習態度。

• 業界現況變化快速，課程中必須有⽬前⼈在業
界第⼀線的業師相互配合，才能讓學習者的到
現今業界真實樣貌。

• 在線上交流時教師必須適當介⼊、提供模仿對
象，讓雙⽅交流保持暢通才能深知彼此的⽂化
差異。

• 強調透過USR場域重要性，讓學習者接觸各種
不同場景，培養學習者的⽇語應⽤能⼒。



6-2結論

• 回饋場域
學習者推薦⽇本⼤學⽣⾃⼰喜愛的景點，
進⽽增進台灣觀光的推廣、⾏銷。學習者與
⽇本⼤學⽣接觸後得知的⽇籍遊客觀點，
可以回饋台灣觀光景點，讓景點理解並著
⼿解決本⾝存在之問題。

• 提供教學模式
⾛⼊場域的學習⽅式、課程設計內容能夠成
為其他科⽬之參考。「初級⽇語讀本與語法」、
「⽇語語⾔練習」等⼤⼀必修科⽬融⼊本研
究計畫的教學模式，預期可以提升⼤⼀新
⽣⽇語學習之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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