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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提昇是活化系所首要目標 
專題報導

 

【記者王鴻坪報導】根據天下雜誌群的「Cheers」雜誌四月份調查，「缺乏國際

觀與外語能力」是私立大學畢業生普遍的弱勢。淡江以英專起家、多年來大力推行國

際化，積極與國外各大學進行友誼交流，成果斐然。相較於其他學院，外語學院的活

化系所情形有很大的不同，畢竟語言的學習，收效最快速的方法，就是生活在該語種

環境中，經由潛移默化陶冶語言素養。但現今台灣的學習環境，要將外語學好學透

，真要下一番苦功耕耘。

 

 

 

　大部分的外語學院學生在進大學前，並未接觸過英文以外的外語，面對全然陌生的

語言學習，對學生而言是一項大挑戰。語言是一項應用工具，學生必須踩著這塊基石

，再往學術文化文學各方面發展，外語學院林耀福院長說：「要先在能力方面加強

，才能談到運用層面。」因此能力上的提昇是外語學院活化系所的首要目標。

 

 

 

　推行課程改革方面，外語學院提出了幾項大刀闊斧的改革提議。首先，希望自92學

年度入學新生起，實施減少一年級非語言課程，落實一、二年級語言密集授課。將通

識核心共同課程儘可能地移至大三、大四，早期奠下語言基礎，讓學生能於高年級積

極發展自己的興趣。不過許多課程為全校共同開課多為必修，獨行困難，且考量延畢

因素，因此還有待商榷。

 

 

 

　此外，就外語的學習而言，需要許多語練時間，課堂上只教授原理、光是抽象的認

知是不夠的，必須經由非常密集的練習才能把認知轉化為語言層面。林耀福指出，「

語言問題不只是認知問題，更是習慣、實行問題。」一學分只有一小時的學則，是讓

學習困難指數提高的一大門檻。

 

 

 

　「要達到效果，一學分至少要兩三個小時。」但由於師資、教室資源上實行有困難

，因此應充份利用課堂外的時間，來加以補強。以英文專欄生活化、平實化，系辦內



的外語特區、每一個語種都備有電影、CD、錄影資料、期刊等供學生借閱，結合系上

資優學生、學生會與學生社團的資源、與國交處的交換學生配合，舉辦多樣活動如演

講、戲劇、口譯、背誦等比賽，或法語日、外語週、德文週等，讓同學在課外藉由舉

辦、參加活動，增加練習語言的機會。以輕鬆活潑的方式，引起同學興趣，運用各方

面的管道串成一個網絡來誘導學生，在活的環境中學習，來提昇外語學院同學的語文

能力，效率一定提高好幾倍。

 

 

 

　針對畢業同學實施外語能力檢定測驗，也是該院目前積極醞釀的。未來並將檢定成

績，列於成績單上供就業參考，更會規定需到何等程度才可畢業。「同學受到壓力

，便會主動於課外用功。」以些微的壓力，來引導同學自動自發的讀書精神，啟發他

們學習的意願。「及早利用每一分鐘」但採取漸進主義，因為調整課程上困難重重

，活化系所是一個永續的工程。英文二B的林玉雯同學，對實施檢定考表示贊成。一

方面可以鞭策、督促同學用功，另一方面也可以藉此知道自己的能力標準；只是覺得

只考一次就將成績列於成績單上，而大四面臨就業壓力大，萬一考壞了，也許會影響

就業，建議以證書方式，可供學生選擇性使用。「其實從大一就開始考也是不錯的。

」用功的林同學建議。

 

 

 

　英文系上學期末與大三、大四的同學進行座談，並分發問卷調查同學對課程改革的

意見。開設文法與修辭相關課程、「英語句法學」、並加開符合社會需求的「時論選

讀」與「英語發音」課程。系主任林春仲表示，課程改革要先從正名著手，將英文系

系所正名為英文學系所；其次建立起課程內容的連貫性，與符合社會需求都是該系目

前致力朝向的目標。

 

 

 

　日文系系主任劉長輝則表示，最讓該系感到困擾的是系必修（含校定必修）僅能佔

畢業學分百分之八十五的上限。授課時數無法提高，而必修的學分除了顧及日語能力

的加強，還用於開設多門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相關課程，供同學選擇。對於大多

數學生都是到大學才接觸日語，必須從零開始循序漸進的學習情形而言，基礎學科不

可廢，學分數所能做的課程變動實在有限。除了取消中英文電腦輸入法的課程，而將

學分用於開設語練課外，日文系更積極加強同學們能於課外時間練習日文的機會。於

課餘另外由姊妹校京都橘女子大學的TA，針對大一至大四和進學班的同學開設實用日



語加強班。更針對欲參加日本留學試驗的同學開設讀書會，進行指導。並藉由日本姊

妹校的來台參訪機會，讓學生擔任嚮導，第一線接觸日本文化等。

 

 

 

　未來外語大樓的成立，必然會讓外語學習的功效更好，但還是需要靠同學們願意多

花時間去自修、自我學習、課外加倍複習，否則再好的設備師資也無用。「不求急功

近利，要下功夫，有心開創、推動，持之以恆，是外語學院的改革步履。」林耀福如

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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