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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主編序 

影視材料作為視覺材料與真實語料歷來深受學生和教師歡迎。隨著數位與移

動技術的發達，影視材料製作與利用越來越普及，在二語教學上也密不可分。然

而不同的影視材料形態各異，在不同語言能力程度、不同學習環境中的利用方式

和潛在價值也必然有所不同。如何使影視材料更有效地服務於華語教學，尤其是

日常課堂中的教學，是一個十分值得研究的課題。本刊為此特別設立影視材料與

華語教學專刊（Film/TV Media Materials an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展示影

視材料在華語教學研究和實踐中的最新研究成果。 

值得欣喜的是，本期收錄的四篇論文從多個角度深入討論了影視材料與華語

教學中的問題，尤其是能把理論和實務結合起來。首篇向雪花的文章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Developing Film-based Materials for the Chinese L2 Classroom: The 

Macro and Micro Connection，運用話語分析和二語習得理論，從理論和實踐、文

化與語言、宏觀與微觀等多方面闡述在中文二語課堂中如何以電影作為真實語料

編寫教案。蘇丹潔的文章專注於利用影視材料進行話題構式（topic-comment 

construction）的教學，尤其是話語語用功能在初中級二語教學中的設計。謝佳玲、

吳欣儒的文章則以電視新聞為材料，分析臺灣電視新聞報導的宏觀語篇特徵及局

部標記，並說明如何通過這些篇章特徵設計聽力教學的實作範例。王靜的主題式

電影片段文化教學論文則向讀者展示了另一個角度，即如何在同一主題框架下連

綴多個相關電影片段進行文化與語言的教學，希望能夠為文化的討論提供多維角

度，進而在比較中讓學習者對自身文化也能夠反思。 

利用影視材料進行二語教學需要討論的話題無疑還有很多（例如與傳統教程

的無縫結合、各類技術問題、相關法律問題等），希望本期收錄的四篇論文能夠

為這方面的深入研究帶來新的視點並提供一個良好的開端。 

除了上述四篇論文外，本期還收錄了三篇非專題論文。首篇靳洪剛的論文討

論了二語教學中一個基本問題，即教師如何在課堂提問。文章的重點是教師提問

的具體實施程序及技巧，可與作者近期發表的相關理論論著互為參看。陳寅清的

文章利用問卷調查考察了在臺修習法律華語課程的華語學習者需求趨勢。最後，

真島淳的文章從數量、形式、內容與主題等方面為讀者全面展示了現行日本大學

初級華語教科書客觀與主觀文化題材的特徵及所存在的問題。 

本期殺青之際，本人謹向作者、審稿人及編輯部各位老師和助理為本期所付

出的辛勤努力及各自的貢獻致以最誠摯的謝意！ 
本期特約主編 陶紅印 謹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