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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語教材「溝通主題」之考察分析 

—參照 CEFR、JF Standard 及臺灣第二

外國語文課綱 

黃鈺涵* 

國立臺灣大學 

摘要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及教育國際化的趨勢，跨文化溝通的需求及能力愈來

愈受到重視，在進行交流互動時，溝通主題也變得更為多元化。為因應

上述全球環境的變化，外語教學中導入多元化溝通主題及使用情境之重

要性亦與日俱增。 

本研究以歐洲CEFR、日本JF Standard、和臺灣第二外國語文課綱為

考察對象，針對各語言指標所訂定的「溝通主題」進行比較分析，採用

Threshold Level之分類基準，提示了20個類別的溝通主題及涵蓋項目，

以補足現有分類項目之不足。此外，根據此溝通主題分類架構，考察臺

灣及日本的日語初級教材中溝通主題之提示狀況，探討現行日語教材之

傾向及不足之處。進行教材分析的同時，亦調整及增補溝通主題下之項

目分類，進而建置較具系統性且適用於臺灣日語教學之溝通主題一覽

表，期能作為今後日語教學設計、教材編寫及教材分析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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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ommunication Themes in 
Japanese Textbooks: 

Based on CEFR, JF Standard, and 
Curriculum Guidelines of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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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With the progression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trend towards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education, the demand for and importance of cross-

cultural communication skills have increasingly been recognized. As 

interactions become more diverse, the themes of communication have also 

broadened. In response to these shifts in the global environment, the 

importance of integrating diverse communication themes and situations 

into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has grown over time. 

This study focuses on examining CEFR, JF Standard, and the 

Curriculum Guidelines of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in Taiwan. The author 

conducted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ommunication themes outlined 

in each language framework, using the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from 

Threshold Level. This analysis resulted in the integration of 20 categories 

of communication themes. 

Based on this classification framework, the author examined the 

communication themes in beginner-level Japanese textbooks and explored 

the tendencies and shortcomings of current textbooks. During the textbook 

analysis, the author also refined the classification of communication 

themes. This refinement l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communication 

themes checklist more suitable for Japanese education in Taiwan, aiming 

to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future curriculum design, textbook editing, and 

textbook analysis in Japa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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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自從 2001 年歐洲理事會（The Council of Europe）公佈了 CEFR 共同語

言參考架構1和 Can-do 能力分級等指標後，世界各國皆陸續採用此國際共

通的外語能力指標，強調語言運用能力之重要性。日本國際交流基金（The 

Japan Foundation）參照 CEFR 於 2010 年發表了 JF Standard for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簡稱 JF Standard），作為日語教學之指引。臺灣的

日語教育環境中，長期以來大多以語言知識之學習為中心，近年來為因應

多元化的國際環境以及外語教學發展的趨式，亦採用此一新指標並將它納

入臺灣十二年國教的第二外語新課綱之中。 

在臺灣的日語教學機構中，日語學習者的主要學習來源大多來自日語

教材，然而目前的研究成果中，無論是教材分析或教材設計開發等皆鮮少

有納入 CEFR 觀點之系統性分析。吉岡・本田（2016）提及「在壓倒性地

仰賴教科書進行教學的日語教育實踐現場，若期望能因應日本及世界的趨

勢變化進行日語教學創新的話，必須要推動教科書的改革及革新，才能夠

得到成效。因此，教材研究應會成為決定今後日語教學方向的主軸。（中

略）為了要推動日語教學朝向更理想的方向發展，必須努力改善教科書的

內容，使其符合學習者的志趣，並且貼近日本社會的語言使用環境。」2

（221），此論點充分反映出教材研究在日語教學上之必要性及重要性，尤

其在全球日趨多元的環境中，日語教材在主題、情境、內容、活動等設計

上更應考量學習者多樣化的學習目的及需求。 

筆者著眼於此一現狀，欲針對目前國內日語教學現場所使用的日語教

材進行教材分析，考察重點包括以下三項： 

（一）考察歐洲 CEFR、日本 JF Standard for Japanese-Language Education

（以下簡稱 JF Standard）、與臺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語文

領域—第二外國語文》（以下簡稱第二外國語文課綱）所提示的溝通主題

分類之異同，根據 Threshold Level 之分類基準，建構完整的溝通主題及

涵蓋項目，進而補足現有分類項目之不足。 

（二）根據上述溝通主題分類架構，針對臺灣及日本編寫的日語初級教材

進行分析，調查日語教材中溝通主題之提示狀況及分佈情形，進行量化分

析並探討現行日語教材之傾向及不足之處。 

（三）檢視教材內的會話本文，調整及增補溝通主題下之項目分類，進而

建置較具系統性且適用於臺灣日語教學所需之溝通主題一覽表。 

 
1 全名為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歐洲共同語言參考架構：學習、教學、評估），簡稱 CEFR。 
2 引用內容為筆者翻譯。日文原文請參照吉岡英幸・本田弘之（2016）『日本語

教材研究の視点－新しい教材研究論の確立をめざして』くろしお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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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文獻探討 

一、CEFR 及 JF Standard 之相關研究 

CEFR 是由歐洲理事會 (Council of European)相關部門之專家學者歷經了

十多年所研發而成，2001 年歐盟理事會（  European Union Council 

Resolution，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決議將其訂定為國際共同之

語言學習及使用能力指標，作為課程指引、教學方式、教材編寫、能力評

量之參考準則。 

CEFR 之內容共有九章，內容涵蓋了複言語及複文化能力（Plurilinqual 

and pluricultural competence）、評核學習者語言溝通能力的共同參考級

別 （ Common Reference Levels ）、 各 級 語 言 能 力 說 明 指 標 （ Can-do 

statements）、語言使用（Language use）、課程（Curriculum）、評量

（Assessment）等。 

自從 2001 年 CEFR 公布以來世界各國陸續採用此一語言指標，臺灣

亦跟上國際化的腳步著手進行翻譯，於 2007 年出版了《歐洲共同語文參

考架構》繁體字版，並將此一指標納入了各個語種的教學綱要或評量測驗。

例如華語文、台語、英語、第二外語等各個領域皆參照 CEFR 訂定了相應

的標準，「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全民台語認證（GTPT）」、「全民

英語能力檢定測驗（GEPT）」、「外語能力測驗（FLPT，含英、日、法、

德 、 西 五 種 語 言 ）」等語言測驗亦比照 CEFR 提示了其分級方式及能力

標準。 

如同程（2017）所述，臺灣對於 CEFR 的接受度及影響力擴及了英語、

第二外語、華語文、台語，反映在課程規劃及檢定測驗上，為各個領域所

認同。從這個現象來看，臺灣可以說是東亞中受到 CEFR 影響最深的地區

（109）。相較於臺灣的語言教育接受 CEFR 的廣度，日本的語言教育則顯

示出接受 CEFR 的深度。臺灣對於 CEFR 之採用大多著重於語言能力等級

及評量測驗之對照，並未針對 CEFR 所列出的 493 個語言能力說明指標

（CEFR Can-do statements）以及 CEFR 提及的溝通語言能力與溝通語言

活動（Communicative language competences and activities）等進行深入

的探討；而日本除了在日語及英語等語言教學上採用了 CEFR 之共同參考

級別（Common Reference Levels）作為教學內容及評量測驗之依據外，亦

參考 CEFR 訂定了適用於日語教育的 532 個語言能力說明指標（JF Can-

do statements）
3
，並對於溝通語言能力與溝通語言活動之關聯性進行了

以下詳細的探討。 

日本國際交流基金參考了 CEFR 的內容及項目，於 2010 年發表了 JF 

 
3 CEFR Can-do 493 個語言能力說明指標及 JF Can-do 532 個語言能力說明指標可

參照国際交流基金「JF 日本語教育スタンダード」網頁之 Can-do 一覽表。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uncil_of_the_European_Union#Resolution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uncil_of_the_European_Union#Re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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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 作為日語教學之指引。其中除了參照 CEFR 提示了 A1～C2 各級

語言能力分級架構 4（參照【圖 1】）、JF Can-do 之目標設定、以及任務達

成能力（task competence）
5
」之重要性，同時亦提出了「JF Standard tree」

的概念（參照【圖 2】），詳細說明了溝通語言能力與溝通語言活動之關聯

性（參照【表 1】）。 

 

 

【圖 1】JF Can-do 之能力分級架構 

 

 
4 為詳實呈現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所提出之具體概念，本文引用之【圖 1】、【圖

2】及【表 1】皆為 JF Standard 所提示之英文版圖表。出處請參見

https://www.jfstandard.jpf.go.jp/summaryen/ja/render.do 及

https://www.jfstandard.jpf.go.jp/pdf/2022_jfs_tree.pdf。 
5 為任務型導向教學法（Task-Based Approach）所提示之概念，意指學習者在外

語學習的過程中，執行課題任務並達成溝通語言活動目標所需要的能力。 

https://www.jfstandard.jpf.go.jp/summaryen/ja/render.do
https://www.jfstandard.jpf.go.jp/pdf/2022_jfs_tre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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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JF Standard Tree 

 

國際交流基金將使用語言進行交流的能力以【圖 2】JF Standard Tree

之圖示表現，櫻花樹下方樹根部分為溝通語言能力（communicative 

language competences），主要包含語言結構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s）、

社會語言能力（sociolinguistic competences）、語用能力（pragmatic 

competences）。上方枝葉部分為溝通語言活動（communicative language 

activities），主要包含接收活動（receptive activities）、產出活動（productive 

activities）、互動活動（interactive activities）三大類別。圖中的數字對應

到【表 1】，可了解到溝通語言能力及溝通語言活動之關聯性及詳細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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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Categories for communicative language competences 

and communicative language activities 

 

資料出處：《JF Standard for Japanese-Language Education 

Guidebook for Users [New Edition]》 

 

以上的共同參考級別（Common Reference Levels）、能力說明指標

（Can-do statements）、溝通語言能力及溝通語言活動（Communicative 

language competences and activities）等皆屬於CEFR第二章及第三章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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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之內容，目前的先行文獻也大多聚焦在此一範疇之探討，代表性的研究

例如：櫻井（2016）以CEFR共同參考級別B1為中心，進行教學實踐及教

材開發、野口・大隅・熊谷・島田（2021）探討有關溝通語言活動與溝通

語言能力說明指標之關聯性。 

櫻井（2016）發表了有關CEFR共同參考級別B1的研究成果，說明其

所屬的大學近年來參照CEFR之理念進行教學實踐之成果，並介紹目前正

在編寫的B1等級日語教材。除了敍述B1級別教材之內容構成、主題和場

面、目標設定、以及教材特徵之外，亦探討了以CEFR為基礎的語言教育

意義。 

野口・大隅・熊谷・島田（2021）從量表建構理論的角度探討了 CEFR

應用於日語教育的可能性。作者根據 CEFR 針對各種溝通語言活動所提示

的能力說明指標，設計了一份問卷，讓學習者自我評估他們在這些溝通語

言活動中的 Can-do 能力程度，同時將每種溝通語言活動的能力說明指標

與原始 CEFR 的難易度進行比較。結果顯示，若要在日語教育中應用 CEFR，

必須進行多種修改和補充，包括：更改「互動」領域有關能力說明指標之

等級、添加反映日語獨特性的內容、考量歐洲和日本之間的社會文化差異。 

CEFR 所探討的範疇中，除了上述有關參考級別、能力說明指標、溝

通語言活動等項目之外，第四章「語言使用及語言使用者/學習者

（Language use and the language user/learner）」在全文中亦佔了相當之

篇幅，其中詳細記載了語言使用的情境（the context of language use）、溝

通主題（communication themes）、溝通語言活動與策略（communicative 

language activities and strategies）等有關語言使用的外在條件。在任何的

語言環境中，無論是使用情境、溝通主題、或溝通語言活動與策略對於語

言學習都具有相當之重要性，尤其在思考教材及教學活動時皆應將這些要

素列入參考。然而，目前有關 CEFR 及 JF Standard 的先行研究大多著眼

於 CEFR 第二章及第三章所提及之項目，以能力等級之對照、教學活動、

評量方式等考察為主，針對第四章所提及的使用情境、溝通主題、溝通語

言策略進行深入分析的研究仍十分鮮少。6 

筆者觀察到目前在臺灣與日本進行日語教學時，雖皆以CEFR為參考

準則，但教學網要中所提示的內容有所差異，因此本文著眼於溝通主題之

探討，將針對CEFR、JF Standard及臺灣第二外國語文課綱所提示的內容

項目進行比較。此外，由於先行文獻中以CEFR及JF Standard之觀點所進

行的日語教材分析尚為不足，本文將根據上述基準，考察臺灣與日本的日

語教材中「溝通主題」的提示狀況及差異。 

 

 
6 目前有關使用情境之先行研究如陳（2011），有關溝通主題之先行研究如羅

（2019），有關溝通語言活動與策略之先行研究如黃（2022）。其中，與本論文相

關之先行文獻為羅（2019），將於第二節進行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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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溝通主題之相關研究 
CEFR 在第四章第 4.2 節中提示了溝通主題（Communication themes）之

分類及重要性，強調語言使用者能夠辨識出語言中所具備的「主題」，無

論在言談、對話、思考、寫作中都存在著主題，為特定溝通行為中所關注

的焦點。主題的分類可採用多種方式，CEFR 特別提示了 Threshold Level

中的主題（themes）、次要主題（sub-themes）及特定概念（specific notions）

的分類方式。【表 2】為 CEFR 所提示的溝通主題，根據 Threshold Level

之分類，共包含了十四種主題，各個主題之下皆提示了其相關事物，主題

及次要主題的詳細分類請參照【附件 1】，這些細項仍可從生活規範中的

其他部分進行補充。 

 

【表2】CEFR所提示之溝通主題（Communication Themes） 

1 個人身份（personal identification） 

2 房屋與家庭、環境（house and home, environment） 

3 日常生活（daily life） 

4 閒暇時間、娛樂（free time, entertainment） 

5 旅行（travel） 

6 與他人的關係（relations with other people） 

7 健康與身體照護（health and body care） 

8 教育（education） 

9 購物（shopping） 

10 食物及飲料（food and drink） 

11 服務（services） 

12 地點（places） 

13 語言（language） 

14 天氣（weather） 

 

【 表 2 】 CEFR 所 提 示 之 溝 通 主 題 第 １ 項 原 文 為 「 personal 

identification」，CEFR 中譯本《歐洲共同語文參考架構》將此用語解釋為

「個人認同」（50），然而日譯本『外国語の学習、教授、評価のためのヨ

ーロッパ共通参照枠』則翻譯為「個人に関する事柄」(53)，筆者參考英

文原義、日文翻譯、以及 Threshold Level 之分類，將中文用語修改為「個

人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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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國際交流基金參照了 CEFR Communication themes，在 JF 

Standard 中提示了日語教育所需之溝通主題，分類與上述【表 2】相同，

共分為十四大類。臺灣的第二外國語綱要則是在 CEFR 的基礎上增加了多

項溝通主題，提示了適用於臺灣日語教育之主題一覽表。【表 3】為國教

署 2019 年公告的第二外國語文課綱「語文領域-第二外國語文」中學習

內容所涵蓋的溝通主題及項目（11-14），共包含 19 個主題。 

 

【表 3】第二外國語文課綱所提示之溝通主題及項目一覽表 

主題 項目 

a 招呼用語 (L-1)問候、致謝、道別、教室用語 

b 自己與家人 (L-1)自我介紹、家人稱呼、家中成員 

c 
學校生活 

(L-1)課表、星期、時間、社團、數字運用、學校

活動、教室 

(L-2)課程、學校作息、運動 

d 

日常生活 

(L-1)居家環境、招牌標示、生活用品、生活作息、

數字運用 

(L-2)生活習慣、假日、流行、打扮、寵物、生日、

星座 

e 
家庭生活 

(L-2)房屋、房間、家具、方位、城鎮、清潔、垃

圾分類 

(L-3)方位格局、城鎮、打掃、租屋、街景 

f 食物 (L-2)餐廳、點餐、飲食偏好 

g 購物 
(L-2)網購、數字運用、錢幣、商品、商店 

(L-3)需求、流行 

h 健康 (L-3)身體、疾病、就醫 

i 

興趣與休閒 

(L-3)興趣及嗜好、假日、郊遊、寒暑假、音樂、

電影 

(L-4)遊戲、娛樂、喜好分享 

j 
交通與旅遊 

(L-3)方向、地點、時差 

(L-4)觀光、出遊、機場、旅遊需知、景點 

k 

節慶 

(L-1)主要節慶習俗、社會禮儀規範 

(L-3)節日、紀念日、邀請祝賀語、接受、道謝、

拒絕、節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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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4)餽贈、禁忌、邀請、接受、道謝、拒絕 

l 
社會風習 

(L-4)商業行為、飲食文化、家庭觀念、時事問題、

肢體語言 

m 科學技術 (L-4)最新科技、科學、媒體資訊 

n 語言與文化 (L-4)文化、文學、藝術、語言能力 

o 人際關係 (L-4)關係的建立與維持、禮儀規範、稱謂、紛爭 

p 

溝通策略 

(L-1)字詞歸類、猜測、推論 

(L-2)條列式陳述、援引譬喻 

(L-3)非語言溝通、訊息歸類、語境間因果關係 

(L-4)語境間邏輯關係、主客觀陳述、歸納總結 

建議可增加的主題 建議可增加的場景 

自然與環境 氣候、四季、颱風、地震、汙染、環境問題 

社區與國際 

與他國比較、少子化、高齡化、歷史地理關係、

國際關係、社會議題、 

性別議題 

工作與職業 
就業、面談、打工、簡報、洽公電話、應對、職

場、電子信函 

資料出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語文領域-第二外國語文》 

 

羅（2019）根據第二外國語文課綱所提示的主題及項目一覽，針對臺

灣高中日語學習者進行訪談及問卷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其日語使用場面大

多集中於次文化、購物、旅行、飲食文化、國際交流、城市觀光等。此外，

論文中亦提及調查結果中完全沒有符合「p 溝通策略」之項目，由於溝通

主題應為學習者可進行討論的話題及議題，「p 溝通策略」在性質上屬於

語言行動的一種，並非進行言語交流時的談論的話題，因此溝通主題中此

一項目之分類有待商榷（119-21）。 

有關第二外國語文課綱中溝通主題所列出的「p 溝通策略」此一分類，

筆者與羅（2019）看法一致。由於 CEFR 第四章中提及了語言使用包含了

4.1 語言使用情境、4.2 溝通主題、4.3 溝通任務與目的、4.4 溝通語言活

動與策略等外在條件，明確提示了「溝通主題」與「溝通策略」之定義及

分類，亦即將溝通主題及溝通策略兩者區分為不同類別。「p 溝通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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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了推論、譬喻、因果關係、歸納等項目，在屬性上並不屬於談話的主

題，建議今後在訂定溝通主題之分類時，可刪除「p 溝通策略」此一項目。 

此外，在項目分類中仍可見部分矛盾之處，例如「k 節慶」主題下的

「社會禮儀規範」項目與「o 人際關係」主題下的「禮儀規範」項目兩者

難以明確區分；「i 興趣與休閒」主題下的「郊遊」項目和「j 交通與旅遊」

主題下的「出遊」項目兩者界定模糊；「l 社會風習」主題下的「時事問題」

項目和「社區與國際」主題下的「社會議題」屬性相同，應歸類於同一主

題之下。由於第二外國語文課綱中並未公佈其分類基準，難以掌握各項目

之含義及指涉範圍，本研究將根據 Threshold Level 之分類基準，進一步

調整溝通主題之項目分類，並將重複之項目統整為較精簡易掌握之分類。 

參、 溝通主題之考察 
綜合以上 CEFR、JF Standard、及臺灣第二外國語文課綱之內容，可看出

三種準則皆提示了溝通主題一覽表，然而在主題的設定與分類上卻出現差

異且細項分類不一，未見明確的分類標準。若要進行教學設計或教材分析，

實有必要統整目前既有的各種主題分類，建置符合現今日語教育需求之架

構。 

CEFR 雖明列出溝通主題一覽表，但並未在文中詳述其分類方式，若

欲進一步探究，應參考其引用出處 Threshold Level 第七章所提出的主題

（themes）、次要主題（sub-themes）、及特定概念（specific notions）。

以下【圖 3】為 Threshold Level 之一例，在「個人身份」（Personal 

identification）的溝通主題之下，其各層架構包括： 

 

主題（theme）：1. Personal identification 

次要主題（sub-theme）：1.1 name 

特定概念（specific notions）：name, first name/Christian, 

name/forename, surname/ family name, initials, Mr..., Mrs..., Miss..., 

Ms..., to write/to spell, names of letters of the alphabet, to call, to be/ 

to be called, to sign, signature, 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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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Threshold Level 之分類 

 

Threshold Level 為 1998 年所修訂，其中所列出的主題共包含 14 大

類，各類主題之下皆涵蓋了廣泛的次要主題及特定概念。近十多年來隨著

全球發展，無論在科技、媒體、國際社會各方面皆出現相當的變化，因此

溝通主題變得更為豐富且多元。除了上述 CEFR 及 JF Standard 所列出的

14 個主題分類之外，臺灣於 2018 年所公佈的第二外國語文課綱因應現

今情勢增列了部分新項目，例如：節慶、社會風習、科學技術、社區與國

際等。筆者根據 Threshold Level 之分類基準【附件 1】，將 CEFR、JF 

Standard、及臺灣第二外國語文課綱的溝通主題及次要主題進行比較分析，

調整及增補為 20 個類別，以作為今後教材分析及教材設計之依據。其中

的 19 類別乃參照前述先行文獻所統整，另新增〈其他〉類別，將未能分

類於上述類別者納入此一項目。溝通主題對照表如以下【表 4】所示，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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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欄位由於 JF Standard 所提示之溝通主題乃參照 CEFR 之分類，14 個類

別完全相同，因此整合為同一欄位；中間欄位為臺灣第二外國語文課綱所

提示之溝通主題；右側欄位為本研究進行教材分析所設定之基準，共含 20

個溝通主題類別。筆者依據 Threshold Level 之分類基準，將 20 個類別所

涵蓋的詳細項目進行分類，考察結果如【表 5】本研究之溝通主題及次要

主題一覽表。 

 

【表 4】溝通主題對照表 

CEFR、JF Standard 臺灣第二外國語文課綱 本研究所採之教材分析基準 

1 個人身份 b 

 

自己與家人 1 個人身份 

2 房屋與家庭、環境 e 家庭生活 2 房屋與居住環境、家庭

生活 3 日常生活 d 日常生活 3 日常生活 

4 閒暇時間、娛樂 i 興趣與休閒 4 興趣與休閒 

5 旅行 j 交通與旅遊 5 交通與旅行 

6 與他人的關係 o 人際關係 6 人際關係 

7 健康與身體照護 h 健康 7 身體與健康 

8 教育 c 學校生活 8 學校與教育 

9 購物 g 購物 9 購物與消費 

10 食物及飲料 f 食物 10 飲食 

11 服務   11 服務與設施 

12 地點   12 地點 

13 語言 n 

a 

語言與文化 

招呼用語 

13 語言與文化 

14 天氣 建議

項目 

自然與環境 14 自然與生物 

 

 

 k 節慶 15 節慶 

  l 社會風習 16 社會現象與 

風俗習慣   m 科學技術 17 科技與媒體 

  p 溝通策略   

  建議

項目 

社區與國際 18 社區與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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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

項目 

工作與職業 19 工作與職業 

    20 其他 

 

【表 5】本研究之溝通主題及次要主題一覽表 

溝通主題 項目（次要主題） 

1 個人身份 

姓名、地址、電話號碼、年齡、生日、

出生地、國籍、性別、婚姻狀況、家

庭、好惡、個性、外貌、自我介紹、家

中成員 

2 
房屋與居住環境、 

家庭生活 

住宅類型、住家與房間、家具及寢具、

房屋格局、生活設施、地區、城鎮、環

境整理、清潔打掃、垃圾分類、租屋、

街景 

3 日常生活 

招牌標示、數字運用、生活用品、生活

作息、生活習慣、時間、星期、日期、

假日、地址、電話號碼、流行、穿著打

扮 

4 興趣與休閒 

休閒娛樂、興趣與嗜好、音樂、廣播、

電視、電影、戲劇、展覽、博物館、知

識和藝術、報章雜誌、運動 

5 交通與旅行 

大眾運輸、私人交通工具、交通、觀光

旅遊、景點、假期、住宿、行李、機

場、出入境、旅行證件、旅遊須知、時

差 

6 人際關係 
人際關係、關係的建立與維持、稱謂、

禮儀規範、通信聯繫、會員資格、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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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邀約、接受、拒絕、道謝 

7 身體與健康 
身體部位、身體狀況、衛生、疾病、意

外、就醫、醫院診所、醫療服務、手術 

8 學校與教育 
科目、課程、課表、教室、學校作息、寒

暑假、學校活動、社團活動、學位證明 

9 購物與消費 
購物、價格、錢幣、商品、商店、網

購、需求、流行時尚 

10 飲食 
食物、飲料、在外用餐、餐廳、點餐、

飲食偏好 

11 服務與設施 
郵政、電信、電報、警政、道路救援、郵

局、銀行、加油站 

12 地點 地點、位置、方向、方位、距離、移動 

13 語言與文化 

招呼語、特定用語（含教室用語、職場

用語等）、語言能力、語言理解、語言

表達、文化、文學、藝術 

14 自然與生物 
氣候與天氣、四季、颱風、地震、汙

染、環境問題 

15 節慶 
節日、紀念日、節慶習俗、節慶活動、餽

贈、禁忌  

16 社會現象與風俗習慣 

時事問題、社會議題、性別議題、商業

行為、家庭觀念、政府和政治、犯罪與

正義、戰爭與和平 

17 科技與媒體 最新科技、科學、媒體、資訊 

18 社區與國際 
少子化、高齡化、歷史地理關係、國際關

係、與他國比較 

19 工作與職業 工作、職業、打工、就業、面談、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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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洽公電話、電子信函、簡報 

20 其他 （未能分類於上述類別者） 

肆、 教材分析 

如上所述，本研究根據 CEFR、JF Standard、及臺灣第二外國語文課綱提

出 20 個類別的溝通主題作為教材分析之參考，本章節將透過教材分析進

一步檢證此教材溝通主題分類架構之有效性，調整及增補各溝通主題下之

項目分類。同時，調查日語教材中溝通主題之提示狀況及分佈情形，考察

現行教材之主題設計是否符合臺灣日語教學之需求。 

一、調查對象： 

台灣目前的日語教學現場，尤其是學校教育的初級日文課程中，為了在教

學設計上可涵蓋較完整的學習項目，協助學習者系統性地學習由易至難的

文 法 句 型 項目 ， 大 多使 用 以文 法 句 型 為導 向 之 「結 構 式課 程 大 綱

（structural syllabus，grammatical syllabus）」教材。在篩選教材時，筆

者考量了涵蓋句型表現較為完整，且內容份量及課數較為豐富之教材進行

比較，因此挑選了兩套分別由台灣及日本的日語教育專門機構所編寫、具

公信力及代表性的初級教材進行比較。調查對象如下： 

 

《日本語 GOGOGO 1‧2‧3‧4 增訂版》（2021・2022・2023）財團

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LTTC），豪風出版 

《大家的日本語 初級Ⅰ・Ⅱ、進階Ⅰ・Ⅱ 改訂版》7（2016）ス

リーエーネットワーク，大新書局代理・出版 

 

前者為台灣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所編寫的《日本語 GOGOGO 1

‧2‧3‧4 增訂版》系列教材（以下簡稱《GOGOGO》），後者為日本スリ

ーエーネットワーク所編寫的《大家的日本語 初級Ⅰ・Ⅱ、進階Ⅰ・Ⅱ 

改訂版》系列教材（以下簡稱《大家的日本語》），兩套教材皆於國內外的

日語教學現場廣為使用。內容皆以初級日語學習者為對象，並採用結構式

課程大綱（structural syllabus），難易度及編篡方針較為一致，總課數及

內容份量亦相近，可作為教材分析之比較對象。《GOGOGO》共 40 課，每

課包含 2~3 則會話本文，四冊共含 104 則對話；《大家的日本語》共 50

課，每課包含 1 則會話本文，四冊共含 50 則對話。本研究設定的考察範

 
7 原教材名稱為《みんなの日本語》，台灣出版社譯為《大家的日本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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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為兩套教材中每課會話本文之溝通主題，因此調查對象共有 8 冊教材，

總課數 90 課，包含 154 則會話本文。 

二、研究方法及考察結果：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及步驟如下： 

（一）根據本研究所建置的【表５】溝通主題及次要主題一覽表，針

對兩套教材共 90 課 154 則會話本文進行主題之分析，將其分類至適當的

溝通主題及次要主題類別，並統計數量及計算比例，進行量化分析。考察

結果以表列方式呈現，請參照【表 6】教材分析—會話主題分類。 

（二）將【表 6】會話主題分類的統計結果進行排序，考察臺灣教材

及日本教材所提示的溝通主題分佈情形，分析其傾向及異同。同時調查日

語教材中並未出現，即出現次數為 0 之主題，探討現行日語教材之傾向及

不足之處。考察結果請參照【表 7】日語初級教材溝通主題之分佈情形。 

（三）藉由教材分析檢視每則會話本文，並逐一調整及增補溝通主題

下之項目分類，進而建置較完整且適用於臺灣日語教學所需之溝通主題一

覽表。本研究透過以上研究手法所完成的溝通主題及次要主題一覽表請參

照【表 8】。 

下表列出了 20 個溝通主題及其相對應的次要主題，分別針對

《GOGOGO》及《大家的日本語》兩套教材中的會話主題進行分類，並計

算其數量及比例。由於《GOGOGO》每課包含 2~3 則會話本文，在進行教

材分析時，若一課的會話本文出現一種以上的溝通主題，則會依據相應的

類別進行分類，例如：《GOGOGO》第 2 課包含自我介紹、生活用品之溝

通主題，因此分別於「1 個人身份」及「3 日常生活」之類別下進行分類。

又，【表 6】欄位中之「會話數」相當於該溝通主題之出現次數，「比例」

之計算方式為溝通主題出現次數除以該教材之總會話數，《GOGOGO》之

母群體個數為 104，《大家的日本語》之母群體個數為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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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教材分析之內容，進一步將兩套日語教材的溝通主題分類結果

進行順位高低之排序，可得到以下結果： 

 

【表 7】日語初級教材溝通主題之分佈情形 

順位 

（比例） 
《日本語 GOGOGO》 《大家的日本語》 

1 日常生活（8.7%） 

飲食（8.7%） 

人際關係（12%） 

2 個人身份（7.7%） 房屋與居住環境（10%） 

日常生活（10%） 

興趣與休閒（10%） 

身體與健康（10%） 

購物與消費（10%） 

工作與職業（10%） 

3 人際關係（6.7%） 個人身份（8%） 

語言與文化（8%） 

4 興趣與休閒（5.8%） 

交通與旅行（5.8%） 

身體與健康（5.8%） 

購物與消費（5.8%） 

自然與生物（5.8%） 

交通與旅行（6%） 

服務與設施（6%） 

地點（6%） 

其他（6%）8 

 

5 社會現象與風俗習慣

（4.8%） 

工作與職業（4.8%） 

學校與教育（4%） 

科技與媒體（4%） 

6 學校與教育（3.8%） 飲食（2%） 

 
8 包含遺失物品、獲獎、採訪、訪談之次要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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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3.8%） 

節慶（3.8%） 

其他（3.8%）9 

節慶（2%） 

社會現象與風俗習慣

（2%） 

7 科技與媒體（2.9%） 自然與生物（0%） 

社區與國際（0%） 

8 房屋與居住環境（1%） 

語言與文化（1%） 

 

9 服務與設施（0%） 

社區與國際（0%） 

 

 
   從【表 7】的調查結果可看出《GOGOGO》及《大家的日本語》兩教

材中溝通主題之分佈情形，雖然兩教材之主題比重及順位排序不相同，但

兩者都涵蓋了多樣的溝通主題，對於外語課程的內容編排及教案設計有所

助益。若依據順位排序來看，兩教材之前三順位皆包括〈個人身份〉、〈日

常生活〉、〈人際關係〉之溝通主題，顯示初級階段較常提示之會話主題大

多集中於個人資訊、生活相關事務、與他人互動等層面。另一方面，兩教

材的最後三順位則包括了〈社區與國際〉、〈科技與媒體〉之溝通主題，尤

其〈社區與國際〉之數值在兩教材中皆為 0，顯示現行初級教材針對此類

會話主題之提示較為缺乏。如同 CEFR、JF Standard 及臺灣第二外國語文

課綱所示，現今的外語使用情境中，〈科技與媒體〉、〈社區與國際〉皆為

學習者與外國人互動交流時相當重要且頻繁的溝通主題，今後在進行教學

設計時，可考慮補充此類溝通主題之教學活動，例如「臺灣與其他國家之

比較」、「介紹臺灣的鄰近國家」、「國際化或全球化相關資訊」等內容。又，

〈科技與媒體〉、〈社區與國際〉之溝通主題較為缺乏之傾向是否受限於初

級程度教材，今後將會持續針對中高級日語教材進行考察。 

此外，《大家的日本語》的會話本文中亦缺乏〈自然與生物〉此一溝

通主題，建議在教學現場可補充「颱風或地震」、「動物」、「寵物」等話

題之會話練習；而《GOGOGO》的會話本文中則缺乏〈服務與設施〉此

一溝通主題，建議在教學時可提示「郵局寄郵件」、「圖書館借還書」、

「向櫃枱或客服人員詢問資訊」等話題。 

藉由教材分析，除了了解日語初級教材中溝通主題之提示狀況及分佈

情形之外，亦可檢視教材溝通主題分類架構之有效性。筆者根據前述【表

5】之基準，針對每則會話本文進行了詳細分類，然而在分析過程中出現

 
9 包含街頭訪問、遺失物品、獲獎之次要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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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許多原一覽表中未包含之項目，或是分類概念較不明確之項目，因此筆

者在進行【表6】教材分析的同時，亦逐一調整及增補溝通主題下之項目

分類，將【表5】修訂為更完整且適用於臺灣日語教學之溝通主題及次要

主題一覽表。透過此研究手法所完成的溝通主題分類架構如以下【表8】

所示，其中以底線標示處為筆者進行教材分析後新增補充或調整類別之項

目。 

如同CEFR在第4.2節中所述，此種主題、次要主題及特定概念之分類

並非絕對的，它是作者在考量到學習者溝通需求下所作的判斷和決定，可

隨著學習者或語言使用者的需求、動機、特質、資源等進行調整。因此，

今後仍需持續觀察教學現場及教學資源等，建置更具系統性之溝通主題分

類架構，以符合新時代的教學需求。 

 

【表8】本研究之溝通主題分類架構 

溝通主題 項目（次要主題） 

1 個人身份 

姓名、地址、電話號碼、年齡、生日、

星座、出生地、國籍、性別、婚姻狀

況、家庭、好惡、個性、外貌、才藝、

專長、能力、自我介紹、家中成員 

2 
房屋與居住環境、 

家庭生活 

住宅類型、住家與房間、家具及寢具、

房屋格局、生活設施、地區、城鎮、環

境整理、清潔打掃、垃圾分類、租屋、

搬家、周邊環境、街景、建築 

3 日常生活 

招牌標示、數字運用、生活用品、生活

作息、遲到早退、生活習慣、日程、時

間、星期、日期、假日、地址、電話號

碼、機器操作、宅配、流行、穿著打

扮、髮型 

4 興趣與休閒 

休閒娛樂、興趣與嗜好、音樂、廣播、

電視、電影、戲劇、展覽、博物館、知

識和藝術、報章雜誌、運動、戶外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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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登山、球賽 

5 交通與旅行 

大眾運輸、私人交通工具、交通（含交

通方式、時間、距離、費用等）、觀光

旅遊、景點、假期、住宿、行李、機

場、出入境、旅行證件、旅遊須知、時

差 

6 人際關係 

人際關係、關係的建立與維持、稱謂

（含家人稱呼及對人稱呼等）、禮儀規

範、通信聯繫、會員資格、傳聞、紛

爭、道歉、請託、邀約、接受、拒絕、

道謝、讚美 

7 身體與健康 

身體部位、身體狀況、衛生、疾病、症

狀、意外、就醫、醫院診所、醫療服

務、手術、服藥、藥品、用藥須知、瘦

身減肥、健康 

8 學校與教育 

學習、科目、課程、課表、教室、校園、

上學、上課、考試、學校作息、寒暑假、

學校活動、社團活動、學位證明 

9 購物與消費 

購物、價格、付費、折扣、錢幣、金錢

使用、商品(含食物、衣物、生活用品

等) 、商店、網購、需求、流行時尚 

10 飲食 
食物、飲料、料理、烹飪、食譜、在外

用餐、餐廳、點餐、飲食偏好 

11 服務與設施 

郵政、電信、電報、警政、公共服務、保

險、道路救援、客服中心、郵局、銀行、

加油站、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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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地點 
地點、位置、方向、方位、距離、移

動、問路、指路、城市、國家 

13 語言與文化 

招呼語（含問候、致謝、拜訪、道別、

祝賀等）、特定用語（含教室用語、職

場用語等）、專業術語、語言能力、語

言理解、語言表達、肢體語言、文化、

文學、藝術 

14 自然與生物 

氣候與天氣、四季、颱風、地震、自

然、汙染、環境問題、動植物群、生

物、寵物 

15 節慶 
節日、紀念日、節慶習俗、節慶活動、餽

贈、禁忌  

16 社會現象與風俗習慣 

社會事件、時事問題、社會議題、性別

議題、商業行為、家庭觀念、風俗習慣

（含飲食、穿著等）、宗教信仰、法

規、規則、政府和政治、犯罪與正義、

戰爭與和平 

17 科技與媒體 
最新科技、科學、電腦、網路、通訊、媒

體、資訊、電視節目、新聞、天氣預報 

18 社區與國際 
少子化、高齡化、全球化、歷史地理關

係、國際關係、外交、與他國比較 

19 工作與職業 

工作、職業、志向、打工、就業、面試、

面談、收入、應對、職場、洽公電話、電

子信函、簡報、工作行程、職務調動 

20 其他 （未能分類於上述類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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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 

在探討語言使用的現象時，CEFR、JF Standard、和第二外國語文課綱皆提

示了溝通主題之分類，然而由於各語言指標的分類基準及涵蓋項目有所不

同，因此出現了部分無法確實分類的模糊之處，有待進一步釐清及改善。

有鑑於此，筆者以 CEFR、JF Standard、和第二外國語文課綱為考察對象，

針對各語言指標所訂定的溝通主題進行比較分析，採用 Threshold Level

之分類基準，建構完整的溝通主題及涵蓋項目，進而補足現有分類項目之

不足。並根據此溝通主題一覽表，考察臺灣及日本的日語教材中溝通主題

之提示狀況，探討現行日語教材之傾向及不足之處。進行教材分析的同時，

亦調整及增補溝通主題下之項目分類，進而建置更具系統性且適用於臺灣

日語教學之溝通主題分類架構。 

本研究從 CEFR、JF Standard、和第二外國語文課綱之觀點，進行了

溝通主題分類及日語教材分析。本文提出的溝通主題分類架構【表 8】

及教材分析結果【表 6】【表 7】開啟了以往教材研究未曾探索之新方向

及可能性，期能以此作為今後日語教學設計、教材編寫及教材分析之參

考。其中，【表 8】所提示的 20 個類別，在現今的外語使用情境中皆為

學習者與外國人互動交流時相當重要且頻繁的溝通主題，今後在進行教

學設計時，可於 A1~C2 各個能力等級中，依據其難易度導入此類溝通

主題之教學活動。本論文之教材分析由於篇幅關係，以結構式課程大綱

之初級日語教材分析為開端，今後將會根據本研究建置之溝通主題架構

及基準，持續考察其他類型課程大綱之教材，並逐步將調查對象由初級

延伸至中高級。進行教材分析之同時，亦會嘗試具體的教學設計及教學

實踐，作為今後之研究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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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表 9】Threshold Level 主題分類 

 

以下主題（themes）及次要主題（sub-themes）收錄於 Threshold Level

第七章〈Specific notions〉，括號之中文為筆者譯。 

 

1 personal identification 

（個人身份） 

1.1 name（名字） 

1.2 address（地址） 

1.3 telephone number（電話號

碼） 

1.4 date and place of birth（生日

及出生地） 

1.5 age（年齡） 

1.6 sex（性別） 

1.7 marital status（婚姻狀況） 

1.8 nationality（國籍） 

1.9 origin（出身） 

1.10 occupation（職業） 

1.11 family（家庭） 

1.12 religion（宗教信仰） 

1.13 likes and dislikes（好惡） 

1.14 character, disposition（個

性） 

1.15 physical appearance（外

貌） 

 

 

2 house and home, environment

（住家環境） 

2.1 types of accommodation（住

宅類型） 

2.2 accommodation, rooms（住

家與房間） 

2.3 furniture, bedclothes（家具及

寢具） 

2.4 cost（成本） 

2.5 services（公共服務） 

2.6 amenities（生活設施） 

2.7 region（地區） 

2.8 flora and fauna（動植物群） 

 

3 daily life（日常生活） 

3.1 at home（在家中） 

3.2 at work（工作中） 

3.3 income（收入） 

3.4 schooling（學校教育） 

3.5 prospects（志向） 

  

4 free time, entertainment 

（休閒與娛樂） 

4.1 leisure（休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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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hobbies and interests（興趣

與嗜好） 

4.3 radio, TV, etc.（廣播、電視

等） 

4.4 cinema, theatre（電影、戲

劇） 

4.5 exhibitions, museums, etc. 

（展覽、博物館等） 

4.6 intellectual and artistic（知識

和藝術） 

4.7 sports（運動） 

4.8 press（報章雜誌） 

 

5 travel（旅行） 

5.1 public transport（大眾運輸） 

5.2 private transport（私人交通

工具） 

5.3 traffic（交通） 

5.4 holidays（假期） 

5.5 accommodation（住宿） 

5.6 luggage（行李） 

5.7 entering and leaving a country

（入出境） 

5.8 travel documents（旅行證

件） 

 

6 relations with other people 

（人際關係） 

6.1 relationship（人際關係） 

6.2 invitations（邀約） 

6.3 correspondence（通信） 

6.4 club membership（會員資

格） 

6.5 government and politics（政

府和政治） 

6.6 crime and justice（犯罪與正

義） 

 

6.7 war and peace（戰爭與和

平） 

6.8 social affairs（社會事件） 

 

7 health and body care 

（健康及身體照護） 

7.1 parts of the body（身體部

位） 

7.2 personal comfort（身體狀

況） 

7.3 hygiene（衛生） 

7.4 ailments, accidents（疾病、

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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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medical services（醫療服務） 

7.6 insurance（保險） 

 

8 education（教育） 

8.1 schooling（學校教育） 

8.2 subjects（科目） 

8.3 qualifications（學位證明） 

 

9 shopping（購物） 

9.1 shopping facilities（購物場

所） 

9.2 foodstuffs（食物） 

9.3 clothes, fashion（衣服、時

尚） 

9.4 smoking（吸菸） 

9.5 household articles（生活用

品） 

9.6 prices（價格） 

 

10 food and drink（飲食） 

10.1 types of food and drink （食

物與飲料類型） 

10.2 eating and drinking out （在

外用餐） 

 

 

11 services（服務） 

11.1 post（郵政） 

11.2 telephone（電信） 

11.3 telegraph（電報） 

11.4 bank（銀行） 

11.5 police（警政） 

11.6 diplomatic services（外交

服務） 

11.7 hospital, surgery, etc. （醫

院、手術等） 

11.8 garage（道路救援） 

11.9 petrol station（加油站） 

 

12 places （地方） 

包含向他人問路及指引方向

等。參照General Notions 2.1-

2.5及Specific Notions 1.2 and 

5.3. General Notions： 

2.1 location（地點） 

2.2 relative position（相對位

置） 

2.3 distance（距離） 

2.4 motion（移動） 

2.5 direction（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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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language（語言） 

13.1 ability, understanding, 

expression（語言能力、理解、表

達） 

 

14 weather 天氣 

14.1 climate and weather （氣候

與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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