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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之目的在初步了解海外兒童初學華語之教材內容，根據美國明尼蘇達州

教育部門研究計畫報告所提出對兒童初學華語教材之建議，選擇五套華語教材，

主要分析教材內容之詞彙和主題，研究方法為內容分析法，先將所有教材輸入成

文字稿後，以 CHILDES資料庫之 CLAN 軟體分析教材詞彙，並以質性分析軟體

---ATLAS，針對教材主題進行分析與歸類。結果將呈現各個教材中所包含的辭

彙。另外，在主題方面，將教材主題分為 19類，亦於文中呈現。本研究希冀提供

海外兒童華語教學之教師及在教學上之應用，及教材編寫者於教材編寫上之參考。 

    關鍵字: 兒童華語教材、教材詞彙、教材主題 

 

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的地位受到世界各國的重視，全球學習中文的熱浪，開始席

捲各地，美國外語協會統計在 2000年時，全美中小學只有五千名學生學習中文，2007

年已增加到五萬人，暴增九倍，設有中文課程的明星學校更是讓家長們搶破頭；華語的

學習不再是大學中的語言課程，而透過兒童的華語學習走入到家庭中 (引自吳錦勳，

2008)，學習華語已經成為銳不可擋的潮流。 

在華語教學中，詞彙教學最為基礎，日常仰賴表達意義的字句就是由一個個詞所組

成，語言中缺少詞彙，不但發出的聲音不具意義，即使語法規則再簡單，人們還是無法

溝通，若語法是語言的架構，詞彙就是語言的血肉，兩者結合才能正常運作（蔡美智，

2000），詞彙的學習更是學習一種語言的根本，詞彙是屬於語言的知識，唯有在情境中

才會產生意義。在教學方面，讓學生知道課堂所學能運用在生活何處，才能達到理想的

語言學習效果（劉咪咪，1997），因此教學情境的提供甚為重要，而教學情境可以為主

題呈現的方式，讓兒童了解所學習語言的意義及正確應用的時機。 

蘇文霖（2006）探討幼兒華語教材編寫歷程及使用情況探討的研究中指出兒童教材

編寫應該以（1）主題式，單元性；（2）內容要有趣、可愛，能引起兒童興趣（3）課文

要能朗朗上口（4）教學內容要包含基本語言學習要件，如比筆順、華語部件概念等。

其中提到教材編寫要以主題的方式，更清楚地指出教材編寫應有別於華語為母語的兒童

教材，主題的內容應該超越地域性，符合幼兒的社會能力發展，例如簡單自我介紹（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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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年齡）、直系親屬的稱呼、兄弟姊妹、簡單的數字概念、基本問候語、表達喜好等

主題。合宜的主題安排對現場教師及學生皆很重要，唯有學生生活經驗相關的主題，才

能讓所學習的華語落實在生活，產生意義與價值。因此，本研究之目的在透過初步對海

外華語教材的分析，瞭解初學華語兒童的教材詞彙內容及教材之主題，希望藉此分析可

供教師或相關人員參考。 

研究教材 

本研究資料之選取據美國明尼蘇達州教育部門所進行的華語課程發展計畫

（http://education.state.mn.us）中，將學習華語的教材分級，其中建議初學華語兒童的選

擇教材，共五套，分別為＜遠東兒童中文＞(My Chinese Book)、＜快樂幼兒華語＞(My 

First Chinese Words)、＜漢語樂園＞(Chinese Paradise)、＜輕鬆學漢語＞(Chinese Made 

Easy for Kids)、＜快樂兒童華語＞(My Chinese First Chinese Reader)。簡介如下: 

＜遠東兒童中文＞台灣台北遠東圖書公司，2006年出版，針對六到九歲初學華語者

設計，本研究僅針對學生用書，目前共兩冊，每冊各有八課，第一冊每課的內容又分為

「課文內容」、「聲調練習」、「練習活動」等三個單元。 

＜快樂幼兒華語＞為針對非生活在華語環境的三到八歲幼兒所設計的華語教材，由

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 2005年出版。其中共包含有三十六本小書，根據作者指出，此套

華語教材共包含十八個兒童生活中的主題如下: 動作/表達、動物、身體部位、衣服、顏

色、國家、方向、飲食、屋/家具、量詞、數量、物體、天氣、人物、位置、時間、運輸、

其他。 

＜漢語樂園＞為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 2005年發行之版本，本書之使用對象為 6至

12歲學生，本研究僅針對學生用書進行分析，學生用書分為三級共六冊，相較於其他教

材差異較大之處，為此教材在各課末安排謎語、兒歌、或是打油詩。 

＜輕鬆學漢語＞由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出版，本文參考書籍年份為 2006年出版

之課本共四冊，每一冊有 16課，主要對象是小學一到六年級的學生（七至十二歲）。根

據文中指出，此套教材共包含主題如下: 問候、課室用語、自我介紹、數字和日期、國

家和語言、職業和工作地點、交通工具、顏色和衣服、日常生活事項、學校事物、身體

與疾病、每日的物件<用品>、文具、屋中的用品、動物、房屋與房間。 

＜快樂兒童華語＞大華風采有限公司 2006年出版，針對母語非華語的家庭或地區

之兒童所編寫，此套書籍共有四冊，每冊十二課，每課除課文外固定的活動有：對話、

句型、閱讀及筆順練習。 

研究方法 

    本研究方法為內容分析法，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的中心概念是，將文章中的

許多文字歸類成很少的幾個內容類別；每一個類別都是由一個、幾個或更多單字組成，

並假定具有相同意義的單字、片語或其他的文件單位，都會被歸類到到相同的類別(林

義男主譯， 1989)。針對本研究之詞彙與主題分析如下: 

一、教材詞彙內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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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分析教材的詞彙內容時，本研究將以字詞為分析單位。本研究先將所有教材的文

本內容逐一轉譯成文字檔。由於本研究為初探性質，了解教材詞彙的廣度，所以只要是

課文內容中完整的句子皆會納入，包含兒歌、謎語、童詩或是打油詩，再將所有文句進

行斷詞，斷詞的依據是參考教育部（2004）出版之國小學童常用字詞調查報告書的分詞

原則為主，處理原則請參閱報告書。斷詞完成之後，採 CHILDES工具中 CHAT轉譯格

式，再用 CLAN 軟體之 FREQ分析方式進行資料處理。 

二、教材主題分析 

在主題內容部份，在主題方面的分析單位，則以句子為單位，使用 ATLAS 軟體進

行編碼分析，將教材予以主題歸類。在編碼方面，前三碼為書籍編碼，之後則為引用文

本之行數。書籍編碼如下：P01～P02:遠東兒童中文第一冊～第二冊；P03:快樂幼兒華語；

P04～P08:漢語樂園 1A～3B；P10～P13:輕鬆學漢語第一冊～第四冊。P14 ～P17:快樂

兒童華語第一冊～第四冊。 

研究結果 

一、教材詞彙內容分析 

 本研究將五套書籍之詞彙分析結果，因篇幅之故，僅列出部分詞彙(若需詳細字詞，

請與作者聯繫)。 

(一) 遠東兒童中文(My Chinese Book) 

此書內容共有 212個字詞，部分字詞如下: 

一 / 七 / 三 / 三十 / 上課 / 下 / 下雨 / 下雪 / 不 / 中國 / 中國字 / 中文 / 乒乓 / 九 / 了 / 二 / 

二十 / / 五 / 人 / 什麼 / 今天 / 你 / 你好 / 來 / 個 / 借 / 傘 / 兔 / 兔子 / 兩 / 八 / 六 / 再見 / 

冷 / 刮風 / 剪刀 / 剪紙 / 北京狗 / 十 / 十一 / 十七 / 十三 / 十九 / 十二 / 十二生肖 / 十五 / 十

八 / 十六 / 十四 / 去 / 口 / 叫 / 吃 / 吉祥 / 名字 / 呱 / 咩 / 哎呀 / 哞 / 哥哥 / 喜歡 / 喵 / 嗎 / 

嘰 / 四 / 坐 / 堆 / …..

(二) 快樂幼兒華語(My First Chinese Words) 

 此書內容共有 293個字詞，各字詞如下: 

一 / 一些 / 一定 / 一月 / 一起 / 一點 / 七月 / 七點 / 三 / 三月 / 三點 / 上 / 上學 / 上街 / 上衣 

/ 下 / 下雨 / 下雪 / 不 / 不是 / 不會 / 不要 / 中國 / 也 / 了 / 二月   / 五 / 五月 / 五點 / 人 / 

什麼 / 他 / 住 / 你 / 來 / 個 / 做 / 停 / 兔 / 全 / 兩 / 兩手 / 兩腳 / 兩點 / 八 / 八月 / 六 / 六

月 / 六點 / 冰淇淋 / 出來 / 出租車 / 前 / 剪刀 / 加拿大 / 動物 / 十 / 十二 / 去 / 叫 / 可樂 / 吃 

/ 名字 / 和 / 哎呀 / 哥哥 / 哪 / 哭 / 唱歌 / 啊 / 喜歡 / 嗎 / 嘴巴 / 嚐一嚐 / 四 / 四月 / …

(三) 漢語樂園(Chinese Paradisa) 

 此書內容共有 623個字詞，部分字詞如下: 

一 / 一元 / 一共 / 一大把 / 一言既出 / 一起 / 七 / 七點 / 三 / 三明治 / 上 /上海 / 上網 / 下 / 下

雨 / 下雪 / 不 / 不去 / 不客氣 / 不論 / 世界 / 中國 / 乒乓球 / 九 / 九點 / 也 / 了 / 二 / 五 / 五

官歌 / 亮 / 亮晶晶 / 人 / 什麼 / 今天 / 今年 / 他 / 他們 / 件 / 份 / 伸 / 低 / 住 / 作家 / 作業 / 

你 / 你們 / 來 / 依 / 個 / 個子 / 倒 / 倫敦 / 做 / 停 / 偷 / 元 / 光 / 光明 / 兒 / 兔子 / 入 / 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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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元 / 兩點 / 八 / 再見 / 冬天 / 冰淇淋 / 冷 / 出 / 別急 / …

(四) 輕鬆學漢語(Chinese Made Easy for Kids) 

此書內容共有 1000個字詞，部分字詞如下: 

一刻 / 一天下來 / 一心 / 一月 / 一樓 / 一百 / 一般 / 一起 / 一點 / 七 / 七十四 / 七日 / 七月 / 

七點 / 七點半 / 三 / 三刻 / 三十 / 三文魚 / 三明治 / 三月 / 三點 / 上 / 上午 / 上學 / 上山 / 上

海 / 上班 / 上課 / 上車 / 上面 / 下 / 下午 / 下山 / 下車 /  下雨 / 下雨天 / 下雪 / 下面 / 不 / 不

冷 / 不去 / 不喜歡 / 不在 / 不好 / 不好吃 /  不好看 / 不客氣 / 不對 / 不想 / 不是 / 不用 / 不能 

/ 不要 / 不見 / 不開 / 中 / 中午 / 中國 / 中國人 / 中學生 / 中文 / 中間 / 中餐 / 九 /九月 /…  

(五)快樂兒童華語(My First Chinese Reader) 

    此套書內容共有個 1256字詞，部分如下: 

t 恤衫 / 一個 / 一共 / 一大一小 / 一天到晚 / 一定 / 一家人 / 一年到頭 / 一月 / 一百 / 一百四十 / 

一直 / 一紅一綠 / 一起 / 一邊 / 一長一短 / 一雙 / 一面 / 一黑一白 / 一點 / 一點點 / 七 / 三 / 三

明治 / 三月 / 三樓 / 上 / 上上下下 / 上午 / 上學 / 上海 / 上海人 / 上班 / 上網 / 上衣 / 上課 / 

上面 / 下 / 下午 / 下星期 / 下課 / 下雨 / 下雪 / 下面 / 不 / 不一樣 / 不上 / 不上學 / 不但 / 不

去 / 不可以 / 不吃 / 不同 / 不喜歡 / 不喝 / 不在 / 不夠 / 不太一樣 / 不好 / 不客氣 / 不對 /… 

二、教材主題分析 

 各教材內容之主題參考快樂幼兒華語及輕鬆學華語中所提出的主題分類之類別，加

以修改共分為十九類。依照其句子所呈現的重點歸類，此部份分析的單位為句子，以單

句分類，由於有時會出現一個句子同時屬於兩個主題，因重複的句子重點不同，而產生

此情況，例如「我愛我的媽媽」，若重點在媽媽，則屬於人物介紹，若重點在愛，則屬

於情感表達，由於語言的學習是在脈絡之中，並不完全可以簡單區分，因此，本研究結

果有重複歸類之情形產生。各主題如下： 

1. 時間概念 

時間概念小從分鐘、點鐘(一小時)到日、月、年、節日，以及年齡都歸類到時間概

念當中，這些時間的次概念主題很常出現在教材當中。五套教材皆有此主題。時刻如：

現在七點十分＜P11-545＞。昨晚九點就睡覺＜P06-157＞。日期如：今天星期幾＜P02-2＞？。年齡如：

哥哥十二歲＜P03-152＞。哥哥七歲＜P10-343＞。節日如：春節看爺爺和奶奶＜P09-34＞。 

2. 空間認知 

    此部分涵蓋的範圍較多的次主題，有地點、方位、地址、房屋及其空間配置，都屬

於此大類，在五類教材中，只有遠東兒童中文沒有提到此類。地點如我從北京來＜P06-40

＞。方位為上、下、前、後、左、右等；如往右走＜P09-90＞他在床底下＜P13-593＞。 

   地址，則為路名及路號，由於此部分為個人資料，本研究在歸類時，將電話號碼也

歸於此類當中，則不另置主題。如:我家住在花園路五百七十號＜P11-3＞。 

   房屋及其空間配置，主要為房屋中的空間規劃，如浴室、客廳、等等。教材內容如: 我

去廚房，媽媽在那裡＜P03-159＞。 

3. 身體與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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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部份分為三部份，一為身體部位的學習，如這是頭＜P01-106＞。二為對身體部位的

描述，如:白瑪麗的頭髮比白大衛的頭髮長＜P15-42＞；三為對身體各部位生理感受的描述，如

我頭痛＜P13-82＞，最後一部份，在教材中出現的機率較少，僅在輕鬆學漢語和快樂兒童

華語中提到較多。 

4. 氣候與季節 

此主題中最常出現的是天氣及其描述，和隨著天氣相關的四季主題，五套教材皆有

此主題。如:今天下雪，很冷＜P12-196＞。北京一年有四個季節＜P13-49＞。春天來了＜P08-3＞！  

5. 人物介紹  

此主題為較大的概念，包含人物介紹的用語為其次主題，各為人物名稱、問候語、

自我介紹。所有教材皆有此主題，教材內容如: 你好＜P01-3＞！這是誰＜P01-35＞？  

6. 動物 

    此主題即為動物與動物相關句子，如動物名稱、寵物、動物園等五套教材皆有此主

題。教材內容如:這是我的小貓＜P03-17＞。你喜歡什麼動物＜P07-87＞？ 

7. 服裝 

衣物服飾為此主題內容，除了遠東兒童中文外，其餘教材皆有此主題。教材內容如:

我的褲子＜P03-93＞。這是誰的上衣＜P03-253＞？那是我的毛衣＜P07-209＞。 

8. 顏色 

此主題為和色彩相關的句子，所有的教材都出現此主題。教材內容如:這是什麼顏色＜

P01-161＞？這是紅色＜P01-162＞。什麼顏色最好看＜P07-171＞？  

9. 數與量 

數與量指的是數字和量詞，華語和英文很大的不同，即在於華語有很多的量詞，如

一支筆、一張桌子，隨著主詞不同，會有不同的量詞。各教材都有呈現此主題。教材內

容如:一個，兩個，三個小朋友＜P01-83＞。一個紅色的氣球＜P03-39＞。有一隻手＜P03-112＞。 

10. 飲食 

    飲食包含蔬菜、水果、點心、飲料、餐點等皆屬於這個主題。各教材都有此主題。

如:水果真好吃＜P02-257＞！我餓了＜P03-66＞。我要蘋果＜P03-66＞。 

11. 學校用語 

學校用語為在學校常用到的語句，最常出現的就是有關學校的課程。學校用語除遠

東兒童中文和快樂幼兒華語沒有出現此主題外，其餘皆有。如: 我今天有漢語課＜P09-4＞。

你上幾年級＜P14-134＞？你今天上了什麼課＜P16-21＞？ 

12. 日常生活與活動 

    此主題包含日常生活中的例行事項，如睡覺，以及休閒活動。如:星期六，去打球＜P02-69

＞！我喜歡畫畫＜P03-85＞。你會游泳嗎＜P08-111＞？我在上網＜P09-35＞。 

13. 交通運輸  

此主題即是與交通工具相關，除遠東兒童中文外，其餘皆有此主題。教材內容如:

那是汽車＜P03-103＞。我坐飛機去上學＜P03-262＞。我們坐飛機去旅行＜P0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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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生活用品 

所有教材皆有此主題，此主題包含生活中的用具、傢俱、文具等。如：這是誰的鉛

筆＜P02-8＞？小貓在沙發後嗎＜P03-321＞？書包裡有橡皮＜PO3-51＞。 

15. 國家語言 

由於對國外的兒童來說，華語對是第二語言或是外語，與國家和語言的種類有關，

因在教材中都會提到而有此主題。教材內容如:我是中國人＜P02-19＞。我從日本來＜P03-187

＞。你是哪國人＜P06-4＞＜P11-427＞＜P14-95＞？  

16. 職業 

    此主題即為工作或職業，除遠東兒童中文和快樂幼兒華語沒有出現此主題外，其餘

皆教材皆有此主題，如：我長大後做司機＜P13-388＞。你長大後想做什麼工作＜P13-420＞？  

17. 動作 

動作指因某種需要而產生短暫的肢體的活動行為，此為與休閒活動（如跳舞）最大

的差別。所有的教材皆要提到。教材內容如：看，聽，說＜P01-190＞。我會跳＜P03-233＞。舉

手＜P05-88＞。快去把門關上＜P12-541＞！我用牙齒咬一咬＜P16-263＞。 

18. 情感表達  

所有教材中出現的情感表達，多是喜歡、不喜歡、愛與不愛等。如：我愛爺爺＜P01-56

＞！大家都喜歡我＜P07-75＞！ 

19. 中國文化 

中國文化指與中國文化特有的相關主題，如飲食文化:餃子、圓宵、粽子、月餅＜

P05-222＞，與年齡關的文化，如十二生肖。教材內容如：恭禧！給紅包＜P01-138＞。十二

生肖＜P02-224＞。你屬什麼＜P11-238＞？新年快到了＜P09-220＞。農曆正月十五是元宵節＜P17-17＞。 

討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海外初學華語之兒童教材共五套為分析對象，主要初步分析教材的詞彙量

以及教材的主題，根據前述結果進行的討論與建議如下： 

一、各教材詞彙量差異大 

本研究發現五套教材所呈現的詞彙量差異極大，從兩百多至一千多不等，快樂兒童

華語的詞彙量是遠東兒童中文的六倍，而輕鬆學漢語則是遠東兒童中文幾乎是五倍。其

原因可能是和教材設計時所涵蓋的年齡範圍有關係，輕鬆學漢語是為七至十二歲的兒童

所設計，遠東兒童中文則是為六至九歲的兒童設計。不僅如此，不同教材中，所包含的

冊數不同，每冊中的課數也不同，快樂兒童華語共有四冊，每冊有十二課，共四十八冊，

而遠東兒童中文只有兩冊，每冊也僅只有八課；除了課文之外，快樂兒童華語和輕鬆學

漢語，每一課的延伸練習活動也很多。以上這些都是影響教材詞彙量的原因。也因為教

材的詞彙量差異大，研究者試找出教材中常出現的共通詞彙，卻發現因為詞彙量差異過

大，出現的詞彙易受到較少詞彙教材的影響，而難以提供客觀的參考。 

本研究為初探性質，先了解海外教材詞彙內容的廣度，未來之研究可將教材內容、

適用對象、冊數進行較具體的區分再進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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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詞彙越多，越容易出現地區性詞彙 

 華語是兩岸三地共通的語言，這些教材的內容也會受到編者的背景而相異，語言有

區域性之後，便會產生變化，而有差異存在，當詞彙量越多的教材，越是容易出現有差

異性的詞彙，例如在輕鬆學漢語中出現「眼睛店」、「西紅柿」、「三文魚」、「出租車」、「卷

筆刀」、「固體膠」、「樹熊」、「帶魚」、「浴液」等詞彙，和台灣地區的詞彙用法不同。本

研究是針對初學漢語的兒童教材，出現差異的詞彙並不多，因為兒童學習的主題多與生

活相關且較為簡單，亦可見兒童學習的詞彙是最基本且通用性高的詞彙。但是當教材中

的詞彙增加，或進階教材，其詞彙內容要以哪一個地區的用法為主，已是教師和教材編

輯者必然會面對的問題。  

三、斷詞條件對詞彙量的影響 

教材內容越豐富，詞彙量受斷詞條件影響越多，以輕鬆學漢語為例，本研究所得的

詞彙量為 1000個，發現其中出現許多和數字有關的時間、或是量詞等都出現在詞彙中，

例如一○三室、一九九九年、七十四、三十五分、五百七十號等，約有 76個，依據斷詞

條件「所有由數字組合成之定語，不論以國字或阿拉伯數字表達均視為一分詞單位」將

這些詞彙斷為一分詞單位，其概念在於不同的數字組合後產生新的意義，因此視為一

詞，倘若都將此數字與名詞單位分開，也就是不將其視為一詞，詞彙量便減少了；另外，

若是恰巧教材中此類型的內容或是練習較多，也會造成詞彙量增加的影響。因此，此研

究中所呈現出的詞彙量應視為一個估計的數量，供華語教學相關人員參考。 

由於本研究採用斷詞標準之概念為，不同數字組合產生新意義即為一詞，但就學習

者的認知觀點，其具有重組數字與單位之能力，未來的研究方面，可將數字斷詞的定義

與以修正，即可避免此情形對詞彙量的影響。 

四、教材主題之差異 

 本研究的十九個主題中，遠東兒童中文包含有十四個主題，快樂幼兒華語則是十六

個主題，其餘三者皆有十九個主題，五類教材同時都有的主題是：時間概念、身體部位

與健康、氣候與季節、人物介紹、動物、顏色、數與量、飲食、休閒活動、生活用品、

國家語言、動作、情感表達，共十三個，其中比較特別的就是國家語言這一個主題，一

般的分類較少有此主題，由於這些教材都是學習外來語，因此都有提到這一主題。另外

六個非共通性的主題為空間認知、服裝、學校用語、交通運輸、職業、文化，以主題在

四類教材中出現的共通性來討論主題的重要性或是普遍性，並不適切，但是從主題切合

生活的觀點，除了文化主題對海外兒童可能比較陌生外，其餘主題在生活上都是常見，

符合兒童的生活經驗。 

由於主題的分類較為主觀，而分類條件及類別等會因使用對象、教材內容而有所差

異。本研究之所以參考教材中的兩套教材之分類方式，因此教材為第二語言之教材，其

分類方式應該比為母語設計的華文兒童教材主題分類方式合宜，因而加以參考並修正，

或許未來研究可以尋找更有力的分類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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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本研究在教材的詞彙分析方面，目前呈現教材的詞彙量，詞彙的內容可以發

現少部份已出現兩岸三地的使用差異，至於更細部與具體的分析，可望在未來的研究加

以努力，方可呈現更豐富的教材分析。在教材主題分析方面，發現教材的主題多是以兒

童的生活相關，將有助於兒童華語的學習。希冀本研究結果可作為教師教學及教材安排

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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