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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領域 華語及本土語言教學 

講題 從語言的多面向樣貌探討語言教學的新路徑 

講題簡介 (一) 摘要： 

我們拿握紙杯子和陶瓷杯子的方式不會相同，這是因為兩

者的樣貌與構造不同的緣故。如果把語言想像成一種物體，那麼

我們認為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物體，也會影響我們如何攫取掌握

它。換句話說，我們問如何習得語言之前，要先思考語言是什麼。

現有的語言習得理論都有其假定的語言樣貌。本文從八個面向探

討語言的樣貌，及其對應的語言習得理論。然後嘗試加以歸納整

合出一個比較合乎人類生態的語言習得觀點，本文借用

Atkinson (2011) 提出的名稱，稱之為社會認知取向。這個觀點

對語言教學提出了新的路徑，可供教學者思考與研究新的教學方

案。 

(二) 參考文獻： 

陳振宇，2013，〈學語言是學到了什麼？從語言的多面向樣貌探

討語言教學的新路徑〉，《臺灣華語教學研究》，7: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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