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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毅踏實 李佩華建立台灣法文學習主構 
專訪

 

【記者陳維信專訪】走在外語大樓的長廊，午後的陽光穿透落地玻璃窗，在白色

磁磚地板上映出一片金黃，向前走去才發現一間教師研究室的門正敞開著，坐在電腦

桌前的女士正在專注地閱覽資料，很難想像，她前一天才剛從時差10多小時的法國回

到台灣；或許，就是這樣認真堅毅且踏實的態度，讓她在台灣法語教學的努力上，創

造出許多令人佩服的豐碩成果，她就是今年法國教育部棕櫚騎士勳章得主、本校法語

系教授李佩華。

 

 2002年，接下中華民國法語教師協會理事長職務，李佩華開始將她對法國語言文化

的熱愛，轉化為實際行動，除了帶領法語教師協會完成六屆全球法語日的大型活動和

許多教師研習會、工作坊，也協助政府培訓「DELF語言測驗」的考試官，而2006年的

亞太地區法語教學研討會更讓台灣躍上國際舞台；參與者來自法國、日本、韓國、印

尼、高棉和中國大陸等地，聚集了243位法語優秀教師分享教學經驗與學術交流。在

2006到2008年擔任本校法文系主任，在許多大大小小的評鑑中屢獲好評，但她卻謙虛

地說：「對我而言，那段日子是很大的學習。」

 

 2006年，中華民國法語教師協會獲得法蘭西學院與文建會頒發的台法文化獎，而李

佩華個人也深獲法國方面的肯定，除了法蘭西學院頒發獎牌，今年更獲得法國教育部

棕櫚騎士勳章，並在加拿大魁北克市舉辦的世界法語教學世界會議暨會員大會上，以

絕對多數獲選為全球法語教師聯盟首席副主席。從台灣區域性走到世界全球性的領域

，負責全球法語教師的事務，她透露未來將朝世界法語教師的聯繫與資源分享的面向

努力，「希望能建立一個平台，讓全球的法語教師互相分享教學與人力資源。」

 

 今年暑假，在她的努力下，完全以法語交流的「台灣與亞洲地區多元文化營」首次

在台灣亦即本校淡水校園舉行，讓來自韓、日、泰國等地的大學生在完全法語的環境

中參加營隊，學習多元文化。結合她過去推動的高中法語體驗營、小學法語推廣教學

，為台灣的法語學習環境建立相當重要的主架構，堪稱是台灣法語界承先啟後的關鍵

人物。

 

 然而，談到這些年推廣法語的功績，李佩華絲毫不以此自豪，「不論站在什麼職務

，我只是希望能扮演好每個角色，盡力做好每件事。」她說，這些活動能順利完成都

是集眾人之力，「我總會有許多新的點子想去嘗試，很高興大多能引起共鳴，得到學

校、法國在台協會、文建會和法國外交部的支持。」李佩華從這些努力成果中所得到

的不只是成就感，還有「難以言喻的愉悅」。這是否來自法國留學時期所不經意遺留



在靈魂中的浪漫呢？答案似乎隨著端莊文雅的微笑解構成分子微粒，瀰漫在悠悠回憶

裡。

 

 李佩華從淡江法文系畢業後，領到法國政府的獎學金前往弗朗士孔泰大學深造，初

次到與古蹟合而為一的柏桑松市，讓她想起父親給的月曆本，那些本以為不可能存在

、如詩篇般的風景照片，竟真實地出現在眼前，「當下的我有一種莫名的興奮，高興

地想在大街上跳起舞。」那份屬於過去的憧憬至今似乎未曾褪色，成為心中永恆的實

存，或許就是這份感動使她對推廣法語的熱忱生生不息，創意與動力源源不絕。

 

 當時赴法留學生大多必須從學士開始修習，李佩華優異的表現讓她順利在三年中修

畢學士和碩士，並進入博士預備班攻讀。留學時期，李佩華在法國結識了來自世界各

地的留學生及研究學者，這讓她心中的那塊世界拼圖變得更多彩多姿與寬闊。第一年

的博士研究告一段落後，她決定回淡江教授法語，後來又兩次幸運地領到法國政府頒

發的教學獎學金，在多年的台法往返中，順利完成「漢法比較語音學」的研究，取到

法國的博士學位。

 

 談到兩國教育模式的差異，她說：「那邊的教育較偏向辯論式的教學，高中考大學

時就有口試，建構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而李佩華也將這樣的觀察成果與經驗融入

教學之中，讓學生在閱讀與翻譯比較中進行分析，鼓勵學生說出自己的看法，並建立

支持這個看法的論點，「法語的邏輯性很強，學生可以透過語言的學習感受到法國人

的思考方式。」李佩華表示，她通常只會給學生方法而不是答案，藉此激發學生的創

造力與獨立思考。上過李佩華「法文翻譯」的法文碩一王君瑜表示，老師讓我們分組

翻譯、討論，再公開檢討，剛開始上課很辛苦，但效果很好，每一次都在進步，看法

文文章速度也變快了。

 

 李佩華表示，她很感謝許多人的支持與肯定，尤其是家人的體諒更讓她充滿感激

，但同時也有道不盡的歉意，因為大部分的時間與心力都環繞在協會和學校之間，儘

管回到家，許多時間也都在電腦前處理相關事務，她說：「很感激先生和孩子的體諒

與支持，讓我能全力去完成這些事情。」

 

 在那如時光隧道般的大樓長廊中，李佩華一步一腳印的耕耘為台灣的法語學習領域

開了扇門，而那份勇於承擔、虛懷若谷的精神是用任何文字描述都可能不小心加以桎

梏的，如同那片溫暖了冰冷白色磁磚的午後陽光，只能透過謙遜的學習與效法才能有

所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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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王文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