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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文摘要： 

本系近年來致力推動苗栗在地觀光華語客遊程，然而今年由於新冠疫情衝

擊，造成實體觀光華語課遊程無法舉辦；但線上教學也因此興起，故執行者順

應時代潮流，邀請電機系、資管系師生合作，開發觀光華語數位教材。 

根據網路資料統計，苗栗全縣越南新住民人數超過三千人人，為非華語母

語者之新住民中，人數最多之族群。另外根據勞動部統計，苗栗縣越南籍移工

人數超過六千人，為數眾多。他們皆必須在最短時間內習得華語，方能更進一

步適應並融入異地生活。因此，本年度計畫以華語零起點、初級之越籍學習者

為教學對象，設計以具體、輕鬆、有趣為原則之影片。以最接近真實對話的方

式編成短劇，讓學習者兼顧視覺及聽覺方面的學習，更快速掌握課程重點。 

為了更有效率的推廣觀光華語，本團隊創立觀光華語專屬網站及觀光華語

app，兩者相輔相成。網站頁面圖文並茂，內置觀光華語相關資訊，使用者容易

上手；觀光華語 app承襲往年本校開發之 app成果，並加以完善，置入觀光華語

教學影片，並結合 google map功能，使學習者可清楚掌握各課程介紹景點之確

切位置，以增添課程真實感、提升學習樂趣。 

本計畫還特別邀請具備越南語翻譯專業之王明翠老師，以及逢甲大學華語

文中心林家盈老師共襄盛舉，設計教材。 

二、 執行內容：  

(一)  成果自評： 

1. 請就職型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1) 以舊版 app為基礎，成功開發出新版觀光華語 app (詳細內容見附件 1) 

(2) 拍攝觀光華語教學影片 

(3) 設計出觀光華語數位遊戲 

2. 執行計畫之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已發表 2 篇 (詳細內容見附件 2) 

 《苗栗好行 easy go》－觀光華語數位教材之設計與開發 

 疫情下的觀光華語 

  專利：□已獲得   件；□申請中；□無 

  其他：無（以 100字為限） 



  

3. 其他： 

(1) 實地訪評 

 執行期間： 

團隊成員曾親自到苗栗縣三義鄉最負盛名的景點之一：「龍騰斷橋與勝興車

站」進行 3 次實地考察，第一次由全體執行成員與文藻外語大學鄧文龍老

師協同前往(110/08/11)，主要針對如何搭乘舊山線鐵道自行車，以及乘車體

驗為考察目標；第二次以考察景點一帶的大眾運輸狀況，第三次考察當地

特色美食及小吃。 

 執行結果： 

執行者認為：搭乘舊山線鐵道自行車得旅遊體驗家，可以觀賞從各個角度

仔細觀賞「龍騰斷橋與勝興車站」周圍的風景以及隧道古蹟等，票價為每

人 250 元新台幣，也尚在外籍學習者能負擔的範圍內；至於交通部分，遊

客必須自行開車、騎車前往，或先搭乘火車或公車到三義火車站，再轉乘

免費巴士或計程車，免費巴士班次較少(一天六到十班左右，晚上無公車)，

便利性不足，計程車費用高昂，此為該景點目前外籍旅客不多的原因，油

與本年度計畫無實際觀光華語課遊程，故此問題並未造成影響。未來若舉

辦實體課遊程，這是首要解決的問題；另外在地特色小吃繁多，主要為客

家料理，比較特別的還有酥炸饅頭鐵馬臭豆腐等，但價格偏高，未來若舉

辦實際觀光華語課遊程時，在經費的拿捏上必須注意。 

 活動照片： 

  

圖 1、實地訪評拍攝內容-牛車寮 圖 2、實地訪評拍攝內容-勝興車站 

(2) 教學講座 

 活動內容： 

本次活動由本校華文系溫如梅老師舉辦，在授課期間撥空向目前華語文學

系一年級學生介紹本年度計畫所開發之「苗栗好行 EASY GO」APP等數位

教材，在演說過程中，先向學生講述今年度的計畫主旨，為推廣苗栗在地

觀光華語，並以越南籍學習者為教學對象(主要為新住民和移工)；演說中也

介紹苗栗著名景點、文化、各類客家美食等等，讓來到苗栗就學的華文系



  

大一學生更加了解苗栗，看見苗栗優點及特色，有助於增進他們對學校以

及苗栗在地之認同感。 

接下來，老師講述數位教材的各項教學理念，以及各種使用到的教學法(包

括聽說教學法、情境式教學法等等)，幫助學生能快速將平時上課中，所學

之華語教學理論與各種相關知識連結，此舉也使學生更深入掌握課程學習

內容，增進華語教學方面相關知識。 

 活動照片： 

  

圖 3、講師講述情境模擬功能簡報 圖 4、講座活動宣傳海報 

(3) 成果發表會 

 110年度高等教育深耕子二計畫成果發表會，於 110年 12月 24日舉辦，非

常榮幸能邀請本校李偉賢校長、人文社會學院黃惠禎院長、華文系劉若緹

主任、溫如梅老師、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黃志群參議、富志科技陳炳富

董事長，以及健行科大王明翠老師等師長蒞臨，活動中展示歷年以及本年

度相關成果，包含觀光華語 APP、網站和遊戲等。 

 今年度計畫主軸契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從人文關懷的角度出發，

以越南籍新住民及移工朋友們為教學對象，研發專屬之觀光華語數位教

材，希冀能藉此幫助越南朋友習得基本的華語能力，進而融入在苗栗的生

活；數位內容部分，今年以增進、加強觀光華語 app 為主要目標，並結合

以 scratch軟體開發之有聲書教材和教學遊戲。app內包含旅遊包、中、越、

英三種語言之翻譯、華語句型練習等功能，數位教材和遊戲內容實用性高，

亦能凸顯苗栗特色，豐富多元。 

 到場之長官貴賓亦提出許多寶貴的建議，如：王明翠老師提出：新住民和

移工的學習需求不同，教學時不能使用相同的教材，而需設計客製化教材。

黃志群參議、陳炳富董事長則建議能透過經營社群的方式推廣觀光華語。

華文系溫如梅老師建議，未來華語教材的設計可結合虛擬實境，可提升教

材實用性。以上建議十分寶貴，未來若執行計畫時，本人將彙整上述建議，

將今年度成果改善及優化。 



  

 活動照片： 

  

圖 5、學生報告觀光華語成果 圖 6、與會人員大合照 
  

4.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及在地發展等方面，評估執行成果之學

術或應用價值 

 目前苗栗縣越南籍新住民及移工，受文化及語言的隔閡困擾，在苗栗生活

十倍感吃力與無助。國立聯合大學為苗栗在地學術單位，有責任和義務協

助新住民快速地熟悉臺灣語言及文化、融入臺灣的社會、了解客家文化，

進而適應在臺灣的生活，解決眼前面臨的困境，為在地人文關懷盡一份心

力，因此今年度以他們為教學對象開發教材。 

 本次設計之 app 以「非同步教學」之模式進行授課，學習者無須主食到定

點上課，只需於閒暇時透過手機開啟 app，便能針對自身需求，選擇閱聽欲

學習之課程之內容學習。 

 教學內容以實用性為首要原則，教授學習者日常生活中常用華語字句，如：

食、衣、住、行等，設計教材時，使用「國教院語義場關聯詞查詢系統」

評估與教受之詞彙等級，語音功能方面特別設計放慢語速，避免初學者因

教學內容過於困難，導致學習成效不佳等問題。內容具系統性，資訊充足、

學習者易於上手且能及時更新；同時教材收錄苗栗特色景點、特產、文化

內容，並參考語言景觀理論，將景點周圍顯而易見之物品，如：招牌之文

字、標誌等融入教學素材，幫助他們能迅速將所學文字和實物結合，有效

提升教學內容具體性，減輕學習者學習上的壓力。 

(二)  附錄：如附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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