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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項目: 交際語言教學法應用在法語口語表達課的創新教學 

貳、 課程名稱、授課教師: 法語口語表達 孟詩葛 

參、 計畫緣由與目的 

    學習者害怕說法語，是因為他們不習慣開口表達想法、或是對

自己的法語能力沒信心，即使他們非常熟悉法語語法，也無法將所

學之文法實際運用於交談互動上。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以溝通為導向的交際語言教學法是否優於

以文法結構為主軸的傳統式教學。 

肆、 計畫特色 

    交際語言教學法有別於傳統教法，學生透過溝通學習結構，換

句話說，就是利用對話的同時學習語言結構，這就是人類學習說話

的〝自然傾向〞的方式。教學著重在語言的意義、交流技巧、演講

的能力、說話的行為等層面，且學習過程是透過老師和學生、學生

與學生之間的互動中完成的，有別於以往垂直式的教學法，老師被

視為“支配者”。他們傳播知識，而學生處於被動傾聽的位置。 

伍、 執行內容與計畫 

  課程設計的核心觀念採用奧斯汀和塞爾的言語行為理論，理論

中提及: 學習者必須要能夠學會在溝通情境中採取行動和做出反應，

並從中獲取所需要的技能。 

  要學好，必須讓學習者參與並給予他們任務。一旦定義了功能目

標，我們就會確定語言目標（語法和詞彙內容），然後確定該使用的

社會文化，以實現課程的言語行為。  

  在每門課程中，有三個教學目標： 

1) 理解 

2) 練習 

3) 生產  

 

 

 

 



運用交際語言教學法的各個課程階段  

1) 反應  

2) 整體性的理解  

3) 詳細的理解  

4) 概念化  

5) 運用以及系統化 

6) 生產 

 

反應 首先讓學生透過識別資料，老師在旁以提問的方

式引導學生進入課程主題。例如，一封信，教學

者一開始可以將其投影在投影片上並保持模糊，

以防止學生閱讀並讓他們從外型識別出文件。 

整體性的理解 在理解階段，教學者提出的活動旨在檢測溝通時

的情況、確認學習者對此教學內容的理解是否正

確。例如:你聽到或看到誰（誰是場景中的角色？

他們和誰說話？地點在哪裡？角色在做什麼 ?）

然後再引導出他們為什麼在這。 

詳細的理解 這個階段的活動意義在於使用總體性理解的問題

來仔細的提出相關字彙、語法。教學者要求學習

者識別文章中人物用的言語行為，是為了表現哪

些行為的形式。 

概念化 該步驟是使學習者從詳細理解中獲取的語料庫中

得到更好的學習方式。 



運用及系統化 我們提供學習者練習題，使他們能夠以系統化且

正確的方式使用語法規則以及記下相關字彙。 

生產 以分組形式訓練學習者以角色扮演方式模擬情境

老師可以要求學習者準備兩種類型的口頭呈現： 

  -直接採用文章中的情況來演練 

  -透過改變角色、地點、主題來擴大情況 

透過模擬，學習者可藉此獲得口說的實際經驗。 

 

總結課程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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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施行成果 

本課程實際評量結果的測量方法: 

1. 107與 108學生期中考成績比較  

(因學期尚未結束、所以成績調查結果截至期中考) 

2. 學生意見調查 

 

 107、108期中考成績調查結果 

(圖例一)  

由圖例一、圖例二可知，使用交際語言教學法，學生的聽力成績明

顯進步，107學度大部分的學生成績普遍落在 40-60分，其次為 70-

80分，極少數同學為 90分以上 ;108年度的期中考成績普遍落於

80-90之間，鑑此結果，此教學方式與傳統教學有明顯成效。 

(圖例二)  



 學生意見調查 

學生認為採用交際語言法的教學模式使授課更加靈活有趣， 

對於口說能力有很大的幫助，從中幫助學生或的成就感和自信

心、提升學生的學習意願。 

 

學生 A 

 

學生 B 

 

學生 C 



 

學生 D 

學生 E 

柒、 結論 

    本計畫以分組形式訓練學習者以角色扮演方式模擬情境，透過

模擬，學習者可藉此獲得口說的實際經驗。過程中，教授同學情境

中相關字彙、語法。讓同學能夠學以致用。 

    其結果不但提升學生的學習意願，在課堂中同學勇於用法文溝

通，在考試成績方面也有明顯進步，提升整體環境的學習品質。 



 

透過模擬情境，學生嘗試用法語溝通 

 

小組討論對話內容 

 

老師教授情境所需之詞彙與句型結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