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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表現」—華語文能力指標 

華語教學的「參考指引」在 2023 年出版，書籍網址（《華語文能力基準應用參考

指引》https://coct.naer.edu.tw/file/files/華語文能力基準應用參考指引(PDF).pdf），全書

包含五大章：「基本理念」、「課程目標」、「學習重點」、「實施要點」、「附錄」，其中「學

習重點」又細分為「學習表現」、「學習內容」兩項。 

所謂的「學習表現」，描述的是學習者從初學到精熟各個學習階段的應知與應能

（can-do），我們可以理解為能力指標（can-do statement），也就是不同等級的學習者能

用華語完成的事。「參考指引」的「學習表現」將華語文學習者的聽、說、讀、寫、譯、

文化表現分為三等七級。「三等」為「基礎」、「進階」、「精熟」，「七級」分為「1 級」

至「7 級」，兩者關係見下圖 1。 

等 級 聽、說、讀、寫 譯 文化 

基礎 

1 級 ✓  

✓ 2 級 ✓  

3 級 ✓ ✓ 

進階 
4 級 ✓ ✓ 

✓ 
5 級 ✓ ✓ 

精熟 
6 級 ✓ ✓ 

✓ 
7 級 ✓ ✓ 

每一種等級都描述學習者能用語言完成的活動，例如 3 級程度的學習者在聽力上

應該「能在語速緩慢、內容清晰的情況下，聽懂以句子表達之對話、指示、非正式討

論與視聽媒體之內容。」；在口說上應該「能以簡單完整的句子說出與個人周遭場域有

關的經歷，進行對話及有限討論。」；在閱讀上「能理解以句子及簡短段落呈現與個人

周遭場域有關的敘述及指示。」；在寫作上「能以簡單完整的句子寫出或回覆與個人周

https://coct.naer.edu.tw/file/files/華語文能力基準應用參考指引(PDF).pdf


遭場域有關的訊息」；在文化上能「在日常且熟悉的生活情境中，能得體地使用符合華

人文化的形式或肢體語言來表達或回應。學習者可能可以察覺顯而易見的文化差異或

禁忌，但其語言能力尚不足以運用多樣的語言形式表達或回應。例如，回應讚美時，

學習者可說出『哪裡哪裡』的高度固定化形式。」 

「參考指引」中的能力指標描述包含行為、語言、話題、文本四種成分，我們能

以下列的公式理解每一個能力描述的組成。 

 

 

 

 

以剛剛提過的 3 級學習者的寫作表達「能以簡單完整的句子寫出或回覆與個人周

遭場域有關的訊息」而言，拆解如下： 

 

 

 

 

 

 

 

我們若在進行教學設計時，能夠從學習者應該具備的「語言」、「行為」、「話題」、

「文本」來思考，就較能發展出符合學習者程度的教學活動。例如根據上面的拆解公

式，我們就能請 3 級學習者以簡單完整的句子，來寫出與個人日常生活主題有關的文

本，例如請他們寫出感謝信、祝賀信，電話留言、私人信件等。但至於能夠使用什麼

樣的語言來書寫呢？接下來是「學習內容」的說明。 

能力 

描述 
行為 語言 話題 文本 

能以簡單完整的句子 寫出或回覆 與個人周遭場域有關的訊息。 

行為 語言 話題 文本 



「學習內容」—華語文字表、詞表、語法點表 

國教院為找出不同等級學習者應該學習的語言內容，經過語料庫語言學、專家學

者調校等研究程序，完成華語文漢字、詞語、語法點表等內容，供華語教學者參考使

用。例如，3 級程度的學習者應該能理解、使用的詞語包含「咳嗽」、「發燒」、「鼻水」、

「汗」、「臉色」、「藥局」等，語法上應該理解、使用的結構包含「動詞+起來」（例如：

他一聽到這個好消息就開心地笑起來）、「動詞+得／不…」表可能的用法（例如：他看

得懂中文菜單。我今天看不完這本書）。華語教師或相關工作者可依學生的不同需求

與學習目標，將字表、詞表、語法點表所提供的內容做適當的修訂，以發展適合學生

的教材、活動、測驗試題。 

在實際教學上，華師在課堂上的教學需要實際、具體、可操作的教學目標。上述

提到的「學習表現」（華語文能力指標）、「學習內容」（華語文字表、詞表、語法點表）

都可以作為教案上的學習目標，例如能力指標中的 1 級學習者在聽力上應該要「能聽

懂簡單的數字」，而詞表中的 1 級詞語也包含數字、錢、手機、歲數等，教師即可設計

詢問價錢、電話號碼、年齡等活動，再由此延伸詳細的教學重點、活動、步驟，及評

量方式等。 

可使用的線上資源 

為了使本參考指引的「學習表現」、「學習內容」能更有效地落實在課程設計或編

輯教材上，本院也開發數套線上查詢系統（連結見 https://coct.naer.edu.tw/），使用者可

直接查詢單一漢字、詞語、語法點的分級，其中 3 套系統舉例如下圖。 

 

1. 漢字分級標準檢索系統 https://coct.naer.edu.tw/hanzi.jsp 

 

查詢漢字的等別、級別、書面口語字頻，並可連結至「國字標準字

體筆順學習網」查詢筆順、讀音、部首。 

2.  詞語分級標準檢索系統 https://coct.naer.edu.tw/word.jsp 

 

查詢詞語的等別、級別、語言情境、書面口語字頻，並可連結至「教

育部國語辭典簡編本」查詢詞義、讀音、部首、筆畫等訊息。 

3.  語法分級標準檢索系統 https://coct.naer.edu.tw/grammar.jsp 

https://coct.naer.edu.tw/


查詢語法點的級別與例句。 

 

結語 

我們希望「參考指引」能為全球的華語教學者、學習者，以及所有樂於以華語交

流的人提供一個共同的基礎，華語文的學習內容、過程與目標將因此變得更加明確；

更重要的是，參考指引也能為國際華語文教育未來的各種創新應用提供發展依據。國

教院也在 2023 年出版「參考指引」的使用手冊《華語文能力基準應用參考指引使用

手冊》，要從實際的教學面為「參考指引」提供具體可操作的說明及示例，以便華語文

教學機構、教師在師資培育、教材編寫、教學設計、試題編製等各方面參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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