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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說明 

本課程建立在理論語法之上，以台灣地區所使用的語言為例

(包括華語、閩客方言等)，引導學生利用相關的語法知識，提

升解決語法問題和組織語法教學活動的能力，透過將語法理

論與教學的結合，讓學生從中學習和掌握語法教學的基本原

則和策略，進而指引語法的教學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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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方式 老師講解、學生讀書報告、主題討論、教案演示 

五、教學進度 

課程內容： 

週次 課程內容 

1 課程概述 

2 一般語法與教學語法之別 

3 語法規則 

4 語法教學的基礎屬性 

5 簡易性的準則 

6 語法教學點難易度的評定 

7 補假 



8 語法點的排序 

9 期中報告 

10 詞類教學 

11 語言對比分析 

12 語言對比分析與教學 

13 常用句型的教學 

14 複句教學 

15 教學與評量 

16 教案設計 

17 教案設計演練 

18 期末口頭報告 
 

六、成績考核 

課堂參與  15% 

課堂導讀  15% 

教案演示  30% (教案 15%, 試教 15%) 

期末報告  40% (期中大綱 5%, 口頭報告 10%, 書面報告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