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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 

    本報告將以 105 年度「族語教材使用狀況研析報告」為研究方向，根據報告

所提建議「建置原住民族語言能力指標」作為本次計畫研究。藉由原住民族語言

能指標的建置，協助族語學習之螺旋性與銜接發展，使其族語學習與習得具漸進

的檢視依據。另外，2017 年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簡稱語發法)通過，族語作為國

家語言，並配合相關的語言發展措施保存與發展族語，其將開啟族語學習之新的

里程碑。 

貳、研究方法 

    本文以文獻分析與焦點團體討論進行研究，從文獻分析探討國內外重要的能

力指標，透過焦點團體之討論提供族語能力指標建置之問題與建議。焦點團體主

要以族語能力指標研議會議諮詢小組形式進行： 

一、諮詢委員選定原則 

1.通過族語認證 

2.教過族語教學(包含曾經)或為現職(退休)教師，其教學對象從幼稚園到成人皆  

  為考量(最好的情形為老師本身從小至成人皆有教學過，若無，另一個考量是 

  至少諮詢委員會成員要有不同教學對象、領域等的教師參予)。 

3.曾為或現為教材編輯委員、族語命題委員，或涉略相關族語議題者。 

4.曾經或現有參予相關的能力指標建置或學術領域涉略者。 

二、諮詢委員選定方式 

(一)須具備上述諮詢委員選定原則之條件 

(二)每個方言依據選定原則列出三至四名，並根據原則條件依序列出優先順  

   序。若優先順位諮詢委員不克參予，則依序位邀請，以此類推。 

參、國內外相關案例分析 

    本文針對國際上外語學習重要的三個語言能力分級指標：一、CEFR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Learning，Teaching，assessment)，

漢語譯為「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二、ACTFL (American Council 

on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漢語譯為「美國外語教學協會指標」；三、CLB 

(Canadian Language Benchmarks)，漢語譯為「加拿大語言基準」(蔡雅薰，2009)；

以及針對台灣的「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General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GETP)」、華語文能力指標、原住民族語能力認證測驗，為案例分析，分述如下。 

一、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 (CEFR) 

    根據《歐洲共同語文參考架構》指出，歐洲理事會為能解決歐洲多樣文化與

語言於各國間的溝通與交流，於 1970 年起希望能發展出一套清楚、全面並能通行

於不同語言之間的語言學習與測驗架構；CEFR 歷時二十多年的研究，於 2001 年

11 月由歐洲委員會決議通過，CEFR 為語言能力參考之系統，作為歐洲語言教學

指引、學習內容與評量語言的參照依據。CEFR 將語言分為三等六級，各等級總

體語言能力描述如下表 1。 

表 1 CEFE 各等級總體語言能力描述2 

                                                      
2 整理自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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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別 級數 能力描述 

基礎使用者 

Basic User 

A1 入門級 

Breakthrough 

能了解並使用熟悉的日常用語和詞彙，滿足具體

的需求。能介紹自己及他人，並能針對個人細

節，例如住在哪裡、認識何人以及擁有什麼事物

等問題作出問答。能在對方說話緩慢而且清晰，

並隨時準備提供協助的前提下，作簡單的互動。 

A2 基礎級 

Way Stage 

能以簡單用語描述個人背景、家族現況及切身需

求事務。能以簡單用語描述購物、周遭環境及工

作現況。能對單純或例行性任務進行溝通及簡單

直接的訊息交換。 

獨立使用者 

Independent 

User 

B1 進階級 

Threshold 

針對一般職場、學校、休閒等場合常遇到的熟悉

事物，能瞭解清晰且標準信息的重點。在目標語

言地區旅遊時，能應付大部分可能會出現的狀

況。 

針對熟悉或 私人感興趣的主題，能創作簡單有

連貫的篇章。能敘述經驗、事件、夢想、希望 

及抱負，而且對意見及計畫能簡短地提出理由和

說明。 

B2 高階級 

Vantage 

針對具體及抽象議題的複雜文字，能瞭解其重

點，這些議題涵蓋個人專業領域 的技術討論。 

能與母語人士經常作互動，有一定的流暢度，且

不會讓任一方感到緊張。能針對相當多的主題，

創作清晰詳細的篇章，並可針對各議題來解釋其

觀點，並提出各種選擇的優缺點。 

精熟使用者 

Proficient  

User 

C1 流利級 

Effective 

Operational 

Proficiency 

能瞭解廣泛領域且高難度的長篇文章，而且可以

認出隱藏其中的意義。能流利自然地自我表達，

而且不會太明顯地露出尋找措辭的樣子。針對社

交、學術及專 業的目的，能彈性且有效地運用

語文工具。能針對複雜的主題創作清晰、良好結

構、及詳細的篇章，呈現運用體裁、連接詞、和

統整性構詞的能力。 

C2 精通級 

Mastery 

能輕鬆地瞭解幾乎所有聽到或讀到的信息。能將

不同的口頭及書面信息作摘要，並可以連貫地重

做論述及說明。甚至能於更複雜的情況下，非常

流利又精準地暢所欲言，而且可以區別更細微的

含意。 

   並將溝通活動分類為產出型活動與策略、接收型活動與策略、互動型活動與策

略、傳達型活動與策略(蔡雅薰，2009)，如下表 2。 

                                                      
https://www.coe.int/t/dg4/linguistic/source/framework_en.pdf (2017/11/17)；多媒體英語學會譯本，

(2007)《歐洲共同語文參考架構》，頁 43-44；蔡雅薰(2009)，《華語文教材分級研製原理之建構》。

根據「華語文八年計畫-建置應用語料庫及標準體系 102 年規劃工作計畫期末報告」指出，2009

年歐洲會議將 CEFR 修訂，增加了三級 A2+、B1+以及 B2+共九級。本文主要依歐洲議會 2001 年決

議通過的三等六級作為探討，尚不探討 2009 年新增的三個級別。 

https://www.coe.int/t/dg4/linguistic/source/framework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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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CEFR 溝通活動分類與次分類3 

分類項目 次分類 

產出型活動與策略 

口語產出 

書面產出 

產出型策略 

接收型活動與策略 

聽覺接收 

視覺接收 

視聽覺接收 

接收策略 

互動型活動與策略 

口說互動 

書面互動 

面對面互動 

互動機制的溝通 

互動策略 

傳達型活動與策略 

口語傳達 

書面傳達 

傳達策略 

二、美國外語教學協會指標 (ACTFL) 

    美國外語教學協會指標(ACTFL)為美國外語教學學會針對外語學習目標、計

畫與學習活動，以及語言能力評估重要的參照(周中天、張莉萍，2007)。ACTFL

語言能力指標首次公布於 1986 年，此次公布內容主要針對聽力能力與閱讀能力指

標之描述；1999 年與 2001 年修訂寫作能力與口語能力之指標敘述；2012 年公布

最新修訂版本，主要針對各能力分級增加一般性說明，另外再分次等級，並增加

口語能力、寫作能力更高等級的優異級能力敘述(趙家壁、藍珮君、陳柏熹，

2016)。ACTFL 將語言能力以聽、說、讀、寫作為能力描述分類的依據，語言能

力分為初級(Novice)、中級(Intermediate)、高級(Advanced)、優秀(Superior)、優異

(Distinguished)，初級、中級與高級又再次分為初等(Low)、中等(Mid)、高等

(High)，各級能力描述如下表 3 至表 6，初級、中級與高級各級次分級參閱附件

一。 

表 3 ACTFL 口語能力描述4 

級別 
能力描述 

口語 

初級 

Novice 

    初級水平的講話者能夠就極具預測性、直接影響他們的

日常話題交流簡短訊息。他們主要通過使用自己見過、記住

並能想起的孤立的詞彙和短語來實現這一任務。即使對於最

寬容體諒且習慣非母語談話的對話者來說，初級水平講話者

的語言也可能會很難懂。 

中級 

Intermediate 

    中級水平講話者的主要辨別特徵是他們在討論與其日常

生活相關的熟悉話題時所具有的語言創造力 他們能夠重新組

                                                      
3 整理自，多媒體英語學會譯本，(2007)《歐洲共同語文參考架構》，頁 43-44；蔡雅薰(2009)，《華

語文教材分級研製原理之建構》。 
4 轉引整理自，https://www.actfl.org/ (2017/11/16) 

https://www.actf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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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別 
能力描述 

口語 

合所學到的材料，來表達個人的意思。 中級水平講話者能夠

詢問簡單的問題並應付簡單的生存挑戰情景。他們的語言侷

限於句子層次，其中既有互不相連的句子，也有一連串的句

子，大多為現在時態。 慣於同該語言的非母語學習者打交道

的對話者可以明白中級水平講話者的談話。 

高級 

Advanced 

    高級水平的講話者以積極的參與態度加入對話，就與個人

生活相關的話題以及社區性、全國性乃至國際性的話題交流信

息。他們以敘述和描述的方式，在過去、現在及未來的主要時

間框架內對這些話題進行具體表達。這些講話者也可以應對複

雜程度出乎意料的社交情景。如果以口頭段落作為高級水平程

度和話語的標準來衡量，高級水平的講話者的語言豐富。 他們

對句法基本結構及普通詞彙的掌握駕輕就熟，以該語言為母語

的講話者、包括那些對非母語講話不甚習慣的人，都可以理解

其話語。 

優秀 

Superior 

    優秀水平的講話者能夠準確、流利地交流，在正式及非正

式場合就多個主題在具體及抽象層面充分有效地進行談話。 

他們能對自己的興趣所在以及所勝任的特殊領域加以討論，詳

細解釋複雜事務，併進行一定篇幅的連貫講述，娓娓道來，表

述準確。 他們能夠就自己感興趣的題目例如社會及政治話題

表達自己的意見，並以有條理的論辯對這些意見加以佐證。 他

們能夠構建並發展假說，以探索另外的可能性。  

    適當的時候，即使是在進行抽象闡述，這些講話者可以使

用較長的話語闡述自己的觀點，並且沒有不自然的冗長及吞吞

吐吐。 這樣的話語雖然連貫，但仍可能為目的語以外的語言模

式所影響。 優秀水平的講話者運用多種互動及講話技巧，例如

輪流發言，借助句法、詞彙、語音等手段將主要觀點與輔助信

息相剝離。  

    優秀水平的講話者在基本語句結構的使用中不會出現錯

誤模式，不過可能會犯一些零星的錯誤，特別是在低頻句式以

及複雜的高頻句式中。 即使出現這些錯誤，也不會對母語對話

者造成困擾或是影響交流。 

優異 

Distinguished 

    優異水平的講話者能夠熟練、準確、簡練、有效地運用語

言。他們是受過教育、善於言辭的語言使用者。他們能夠以文

化上適宜的方式思考廣泛的整體事務及高度抽象的概念。優異

等級的講話者可以為某個具有立場性的目的使用勸說型及假

設型的話語，而他們所闡述的並不一定是自己的觀點。 他們可

以針對不同的聽眾來調整自己的發言，並採用符合文化的道地

表達方式。  

    優異水平的講話者說出的話語十分嫻熟，結構緊湊且詳

盡。 同時，他們的講話可以簡明扼要，時常借用文化和歷史的

典故，從而言簡意賅。 此一等級的口頭語言通常接近於書面語

言。  

    屬於此等級上的語言仍可能存在非母語口音、母語式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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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別 
能力描述 

口語 

練表達的欠缺、對深層次文化典故的控制力有限及/或偶爾出

現的個別語言錯誤。 

 

表 4 ACTFL 寫作能力描述5 

級別 
能力描述 

寫作 

初級 

Novice 

   初級水平寫作者的特點是能夠寫出列表和便箋，主要是靠

書寫單詞和短語。他們能在簡單的表格和文件中提供有限的

程式化信息。這些寫作者可以重寫練習過的材料，以傳達最

簡單的訊息。此外，他們能夠謄寫熟悉的詞或短語，抄錄字

母表的字母或音節表的音節，或部分準確地重寫基本字元。 

中級 

Intermediate 

    中級水平寫作者的特點是能夠滿足實務寫作的需要，例

如簡單的訊息和信件、信息咨詢以及便箋。此外，他們能以

書面形式提出和回復簡單問題。 這些寫作者可以用語言進行

創作，使用一系列鬆散連接起來的句子，就個人興趣及社會

需要的話題溝通簡單的事實和觀點。他們主要以現在時寫

作。 在這個水平上，寫作者使用可以讓那些習慣非母語寫作

的讀者理解的基本的詞匯和結構來表達含義。 

高級 

Advanced 

    高級水平寫作者的特點是能夠撰寫常規的非正式及部分

正式信函，以及屬於事實性質的敘述、描寫和概要。 他們可以

在過去、現在和將來的主要時間框架內進行敘述和描寫，通過

變換措辭或詳細闡述使文章清晰。高級水平的寫作者能寫出成

段且結構清晰的連貫話語。在這個水平上，寫作者顯現出對最

常用結構及通用詞匯的良好掌握，因此不熟悉非母語寫作的讀

者也能理解他們。 

優秀 

Superior 

    優秀水平的寫作者可以就各種社會、學術及專業議題撰寫

大多數類型的正式及非正式信函、深度概要、報告以及研究論

文。 他們對這些問題的討論超越了具體層面，向抽象發展。  

    優秀水平的寫作者展現出解釋復雜事物的能力，並能用有

力的論辯和假設來展示意見並加以佐證。 他們對議題的討論

因為有效使用結構、詞匯和寫作慣例而錦上添花。 他們組織並

將觀點合理排序，向讀者傳達哪些是重要的信息。 由於遵循組

織、闡述原則（例如因果、對比、時間順序），觀點之間的關系

自始至終都很清楚。 該水平的寫作者能夠就一個論題展開詳

盡討論，這通常要有至少幾個段落，但也可以擴展到幾頁的篇

幅。  

    優秀水平的寫作者顯示出對語法和句法、通用及專業/職業

詞匯、拼寫或符號書寫、銜接手段及標點的熟練掌握。 他們的

詞匯精確而富有變化。 這個水平的寫作者為其讀者寫作；他們

流暢的寫作減輕了讀者的負擔。  

                                                      
5 轉引整理自，https://www.actfl.org/ (2017/11/16) 

https://www.actf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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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別 
能力描述 

寫作 

    優秀水平的寫作者通常並未掌握目的語的文化、組織或文

體模式。 在優秀水平上，寫作者不表現出任何錯誤模式，但可

能會偶爾犯一些錯誤，特別是在低頻率的結構中。 這些錯誤即

使出現，也不會影響理解，也很少會讓母語讀者分神。 

優異 

Distinguished 

   優異水平的寫作者可以完成正式的寫作任務，例如公務信

函、立場聲明及期刊論文等。 他們可以就專業、學術及社會性

問題進行分析式寫作。 此外，優異水平的寫作者可以用高度概

念化的方式討論國際問題。  

    優異水平的寫作者的代表技巧是可以使用勸說型及假設

型的話語，這使得他們可以擁護一個並非是自己的立場。 他們

還能表達出細膩微妙之處。 優異水平的文章內涵豐富，面向的

也是內涵豐富的讀者。 處於這個水平的寫作者為其讀者而寫

作；他們為了讀者而修改自己的語言。  

    優異水平的文章密集而復雜；但是，表達簡練仍是其特點。 

文章寫法純熟，並以反映目標文化思維模式的方式結構寫成。 

對於優異水平而言，長度不是決定因素。 優異水平的文本可以

短至詩歌，也可以長如專著。  

    優異水平的寫作者表現出對復雜的詞匯、語法、句法以

及文體特點的掌握。 話語結構及標點符號的使用也富有技

巧，不僅使含義具有條理，而且予以深化。 採用的慣用表達

大多適於文本情態及目標文化。 

表 5 ACTFL 聽力能力描述6 

級別 
能力描述 

聽力 

初級 

Novice 

   初級水平的聽者能聽懂與語境高度一致且具有高度預測性

的關鍵詞、真正的聲音同源詞以及程式化的表達，例如在介紹

和基本問候中包含的話語。  

    初級水平的聽者能聽懂簡單問題、陳述及高頻率命令中的

詞和短語。 他們往往需要在重復、重新陳述及/或放慢語速之

後才能理解。 他們主要依賴語言之外的輔助來獲取含義。  

    在能識別自己能預計的講話時，初級水平的聽者最為準

確。 這種情況下，這些聽者往往是在識別而不是真正的理解。 

他們的聽力大量依靠信息本身以外的因素。 

中級 

Intermediate 

   中級水平的聽者能夠聽懂簡單的、句子長度的講話所表達

的自己熟悉的或日常主題的信息。 在進行面對面交談或是在

完成常規聽力任務時，例如要聽懂與語境高度一致的訊息、

直截了當的公告或簡單的說明或指示時，他們通常能夠一次

聽明白一句話。 聽者主要依賴冗餘、重新描述、變換措辭及

語境中的線索。  

    中級水平的聽者能聽懂傳達基本信息的講話。 這類講話

                                                      
6 轉引整理自，https://www.actfl.org/ (2017/11/16) 

https://www.actf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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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別 
能力描述 

聽力 

簡單、連貫性很小，並含有高頻詞匯。  

    當從簡單、直截了當的講話中獲取含義時，中級水平聽

者的理解力最為準確。 他們能夠理解高度熟悉的日常語境中

所含的訊息。 中級水平聽者需要一個控制下的聆聽環境，在

那裡他們聽到的是他們能預計聽到的信息。 

高級 

Advanced 

   高級水平的聽者能夠在連貫的話語中，就多個普遍關註的

話題如新聞報道、解釋、說明、軼事或旅行描述聽懂其主要觀

點及大多數佐證細節。聽者能夠藉助現實知識及語境線索彌補

其在詞匯及語言結構上的不足。如果對話題或語境非常熟悉，

聽者還能從口頭文本中獲取更多含義。  

    高級水平的聽者能聽懂地道、連貫的講話。 這類講話的詞

匯和結構都不復雜。 話語直截了當，結構通常清晰且沒有意外

轉折。  

    高級水平的聽者在普遍關註的話題上展示出理解力。 他

們對語言結構有充足的知識，能夠理解基本的時間框架參考。 

不過，他們的理解力大多局限於具體的普通話語。 

優秀 

Superior 

    優秀水平的聽者能夠在很大範圍內就熟悉及不甚熟悉的

話題聽懂標準口音的講話。 他們能夠跟上語言復雜的長篇話

語，例如那些在學術及職業場所、授課、演講及報告中用到的

話語。 他們的理解力不再受制於其對主題的熟悉程度，而是得

益於對語言的掌握，這種掌握來自廣博的詞匯量、對較復雜結

構的理解以及在目標文化中的語言經驗。 優秀水平的聽者不

僅能夠聽懂所聽到的語言，而且有時能聽出弦外之音；也就是

說，他們能作出推斷。  

    優秀水平的聽者能聽懂使用精確、專業化的詞匯以及復雜

語法結構的講話。這類講話通常以適於學術及專業聽眾的方式

抽象地討論問題，它可能帶有邏輯性，也可能含有文化典故。 

優異 

Distinguished 

  優異水平的聽者能夠理解針對不同聽眾酌情使用語言而表

達的高度專業性議題的講話中的多種形式、文體和語域。 他們

能夠聽懂古典戲劇、藝術電影、專業討論、學術辯論、公共政

策聲明、文學閱讀以及大多數笑話及雙關語中使用的語言。 他

們能夠理解隱含及暗示的信息、語氣及觀點，並能跟上極具說

服力的論辯。 他們能夠聽懂與復雜題目相關的出乎意料的思

維轉向。 此外，對文化典故及暗喻廣博而深刻的理解也增強了

他們的聽力。 優異水平的聽者能夠欣賞到所說語言的豐富多

彩。  

    優異水平的聽者能聽懂高度抽象、高度專業或二者兼備的

講話，也能聽懂含有非常精確、通常很少見的詞匯以及復雜修

辭結構的講話。 在這個水平上，聽者能理解冗長密集、結構復

雜、大量引用文化典故、俗語及口語的口頭話語。 此外，此水

平的聽者能夠明白微妙或高度專業化的信息，也能明白很少或

幾乎沒有語言冗餘的極短文本的全部文化意義。  

    優異水平的聽者從文化框架之內理解語言，並能理解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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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別 
能力描述 

聽力 

者的細膩微妙之處。但是，他們可能仍無法完全理解某些方言

及語言的非標準變異。 

 

 

 

表 6 ACTFL 閱讀能力描述7 

級別 
能力描述 

聽力 

初級 

Novice 

   初級水平的讀者能夠理解關鍵詞和同源詞，以及與語境高

度一致的模式化短語。 

    初級水平的讀者能夠從對話題或語境非常熟悉的具高預

測性的文本中獲得有限數量的信息，例如旅館賬單、信用卡收

據或天氣圖。 初級水平的讀者主要依賴他們自己的背景知識

和語言以外的輔助（例如天氣圖上的圖像或信用卡賬單的格

式）來獲取含義。 

    初級水平的讀者在能夠預測文本信息時，可以最好地理解

文本。在初級水平，對關鍵詞、同源詞及模式化短語的識別使

得理解成為可能。 

中級 

Intermediate 

   在中級水平上，讀者能夠理解簡單、可預測、連接鬆散的

文本所傳達的信息。 讀者主要依賴語境線索。 如果是熟悉

的文本模式，例如天氣預報或社會聲明，他們最容易理解信

息。 

    中級水平的讀者能夠讀懂傳達基本信息的文本，例如在

聲明、通知、在線公告板和論壇中包含的文本。 這些文本並

不復雜，而且具有可預測的呈現模式。 話語間的連接很少，

基本由單個句子及含有大量高頻詞匯的一連串句組構成。 

    當從簡單、直截了當的文本中獲取含義時，中級水平讀

者的理解最為準確。 他們能夠理解高度熟悉的日常語境中所

含的訊息。 這個水平的讀者可能無法完全理解充滿細節的文

本，或是那些需要具備語言結構知識以理解次序、時間框架

及時間順序的文本。 

高級 

Advanced 

   高級水平的讀者能夠理解地道的敘述及描述文本中的主要

觀點和輔助細節。 讀者能夠使用語境線索來彌補在詞匯及語

法結構知識上的不足。與之類似，語言規範方面的知識（例如

名詞/形容詞一致、動詞定位等）也可以輔助理解。如果對主題

熟悉，高級水平的讀者還能從簡單的論證式文本中獲取部分含

義（例如發現主要論點）。 

    高級水平的讀者能夠理解結構清晰且可預測的文本。 大

多數時候，文章並不復雜，主題則與受關註的現實話題有關。 

                                                      
7 轉引整理自，https://www.actfl.org/ (2017/11/16) 

https://www.actf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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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別 
能力描述 

聽力 

    高級水平的讀者能夠獨立閱讀新的主題。 他們對標準的

語言規範有足夠的把握，可以理解次序、時間框架及時間順序。 

但是，抽象論述問題的文本很可能會為這些讀者帶來挑戰。 

優秀 

Superior 

    優秀水平的讀者能夠理解很多無論自己熟悉與否的涉及

廣泛主題的文本，其理解力不受對主題熟悉程度的限制，而是

來自對語言的掌握，這種掌握源於廣博的詞匯量、對復雜結構

的理解以及對目標文化的瞭解。 優秀水平的讀者能夠藉助文

本及語言之外的線索作出推斷。 

    優秀水平的讀者能讀懂精確、時常很專業化的詞匯以及復

雜語法結構的文本，這些文本包括在學術及職業閱讀中所遇到

的論證、意見佐證、假設及使用抽象的語言模式。 這類文本往

往具有邏輯性及/或分析性，而且常常引經據典。 

    優秀水平的讀者能夠理解專業、學術或文學性質的長篇文

本。此外，優秀水平的讀者通常能夠體會到語言的美學屬性及

其文學風格，但可能無法完全理解含有深層次文化典故及假定

的文本。 

優異 

Distinguished 

  優異水平的讀者能夠理解非常廣泛的不同類型的文本，包括

專業、技術、學術及文學。 這些文本具有以下一個或幾個特點：

高度抽象、精確或用詞獨特、信息密集、引經據典或結構復雜。 

讀者能夠理解隱含及的信息、語氣及觀點，並能跟上極具說服

力的論辯。 他們能夠讀懂與復雜題目相關的出乎意料的思維

轉向。 

    優異水平的讀者能夠理解專為特定讀者而寫的作品，也能

理解語言若乾種歷史性、地域性及口語化的變異。 這些讀者能

夠欣賞到所寫語言的豐富多彩。 優異水平的讀者能夠讀懂並

欣賞使用高度精確但通常少見的詞匯以及復雜的修辭結構來

傳達細微或高度專業化信息的文本，這些文本通常為短文長

度，但也有可能是更長文本的節選。 

    優異水平的讀者從文化框架之內理解語言，並能理解作者

的細膩微妙之處，但是他們可能仍無法完全理解書面語言的某

些非標準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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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加拿大語言基準 (CLB) 

    CLB 為加拿大評量新移民的第二語言能力指標，指標分為初等(basic)：學習者

需在普通與可預測的環境中溝通，語言能力須能滿足日常生活交流；中等

(intermediate)：學習者能在社會、教育以及工作環境中充分的參與，英語環境脈絡

不熟悉且可預測，學習者的語言能力可以獨立運作；進階(advanced)：具高等能力，

在大多數環境能有效、適當、正確、流利的溝通，並具有自己的風格、語體或形式

來進行溝通(蔡雅薰，2009)。在三個階段中，再分成四個級別：初始(initial)、進展

(developing)、尚可(adequate)、流暢(fluent)，共 12 個基準；並結合聽、說、讀、寫

四項技能，敘述內容包含了整體表現指標、表現情境，以及能力成果與標準，CLB

能力架構如下表 7(CLB2000: XII、周中天、張莉萍，2007；蔡雅薰，2009)。 

表 7 CLB 能力架構8 

階段 基準 
能力

等級 
聽/說 讀 寫 

第一

階段 

初等

能力 

1 初始 
在日常、輕鬆的環境

中，就以下類型言談，

能夠說出或理解： 

 社會互動 

 說明 

 說服 

 資訊 

理解簡單的文段： 

 社會互動的

文字 

 說明 

 商業 /服務的

文字 

 資訊文字 

創作簡單的文段： 

 社會互動 

 紀錄資訊 

 商業/服務訊息 

 呈現資訊 

2 進展 

3 尚可 

4 流暢 

第二

階段 

中等

能力 

5 初始 
在適度需要專注的環

境中，就以下類型言

談，能夠說出或理解： 

 社會互動 

 說明 

 說服 

 資訊 

理解略為複雜的

文段： 

 社會互動的

文字 

 說明 

 商業 /服務的

文字 

 資訊文字 

創造適度複雜的文

段： 

 社會互動 

 紀錄資訊 

 商業/服務訊息 

 呈現資訊 

6 進展 

7 尚可 

8 流暢 

第三

階段 
9 初始 

在極度需要專注的環

境中，就以下類型言

理解複雜及非常

複雜的文段： 

創造複雜級非常複

雜的文段； 

                                                      
8 整理轉引自，CLB2000: XII、周中天、張莉萍，2007〈華語文能力分級指標建立〉；蔡雅薰，2009

《華語文教材分級研製原理之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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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

能力 10 進展 
談，能夠說出或理解： 

 社會互動 

 說明 

 說服 

 資訊 

 社會互動的

文字 

 說明 

 商業 /服務的

文字 

 資訊文字 

 社會互動 

 紀錄資訊 

 商業/服務訊息 

 呈現資訊 11 尚可 

12 流暢 

 

 

四、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GEPT)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GEPT)簡稱為「全民英檢」，民國 86 年邀集台灣

各大學英語教學評量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共同參與研擬，並獲得教育部支持，是

台灣第一套英語教育和參考教育部課程綱要的評量測驗。全民英檢將語言能力分

為初級、中級、中高級、高級、優級，並將語言技能分為聽、說、讀、寫四項，

能力描述分為綜合能力與分項能力(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2017)。教育部

為希望全民英檢與國際間接軌且能彼此衡量與對應，於民國 96 年 6 月發布「教育

部推動英語能力檢定測驗處理原則9」明訂全民英檢需參照 CEFR 重新修訂全民英

檢之能力指標。全民英檢能力之描述如下表 8、表 9。 

表 8 GEPT 綜合能力10 

級別 綜合能力描述 建議其人員宜具備之能力 

初級 
具有基礎英語能力，能理解和

使用淺易日常用語。 

一般行政助理、維修技術人員、百貨

業、餐飲業、旅館業或觀 

光景點服務人員、計程車駕駛等。 

中級 
具有使用簡單英語進行日常生

活溝通的能力。 

一般行政、業務、技術、銷售人員、護

理人員、旅館/飯店接待 

人員、總機人員、警政人員、旅遊從業

人員等。 

中高級 

英語能力逐漸成熟，應用的領

域擴大，雖有錯誤，但無礙溝

通。 

商務、企劃人員、祕書、工程師、研究

助理、空服人員、航空 

機師、航管人員、海關人員、導遊、外

事警政人員、新聞從業 

人員、資訊管理人員等。 

高級 

英語流利順暢，僅有少許錯

誤，應用能力擴及學術或專業

領域。 

高級商務人員、協商談判人員、英語教

學人員、研究人員、翻 

譯人員、外交人員、國際新聞從業人員

等。 

優級 

英語能力接近受過高等教育之

母語人士，各種場合均能使用

適當策略作最有效的溝通。 

專業翻譯人員、國際新聞特派人員、外

交官員、協商談判主談人員等。 

                                                      
9 民國 94 年 6 月教育部發布「教育部推動英語能力檢定測驗處理原則」(台社(一)字第

0940075287C 號令) 
10 資料來源：106 年「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報名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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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GEPT 綜合能力11 

級別 聽 說 讀 寫 

初級 

能聽懂與日常生

活相關的淺易談

話，包括價格、時

間及地點等。 

能朗讀簡易文章、簡

單地自我介紹，對熟

悉的話題能以簡易

英語對答，如問候、

購物、問路等。 

可看懂與日常生 

活相關的淺易英 

文，並能閱讀路 

標、交通標誌、 

招牌、簡單菜單、

時刻表及賀 

卡等。 

能寫簡單的句子

及段落，如寫明 

信片、便條、賀 

卡及填表格等。對

一般日常生活相

關的事物，能以簡

短的文字敘述或

說明。 

中級 

在日常生活中，

能聽懂一般的會

話；能大致聽懂

公共場所廣播、

氣象報告及廣告 

等。在工作時，能

聽 

懂簡易的產品介

紹與操作說明。

能大致聽懂外籍

人士的談話及詢

問。 

在日常生活中，能以

簡易英語交談或描

述一般事物，能介紹

自己的生活作息、工 

作、家庭、經歷等，

並可對一般話題陳

述看法。在工作時，

能進行簡單的答詢， 

並與外籍人士交談

溝通。 

在日常生活中， 

能閱讀短文、故 

事、私人信件、 

廣告、傳單、簡 

介 及 使 用 說 明

等。在工作時，能

閱讀工作須知、

公告、操作手冊、

例行的文件、傳

真、電報等。 

能寫簡單的書信、

故事及心得 

等。對於熟悉且 

與個人經歷相關

的主題，能以簡易

的文字表達。 

中高

級 

在日常生活中，

能 聽 懂 社 交 談

話，並能大致聽

懂一般的演講、 

報導及節目等。

在工作時，能聽

懂簡報、討論、產

品介紹及操作說

明等。 

在日常生活中，對與

個人興趣相關的話

題，能流暢地表達意

見及看法。在工作

時，能接待外籍人

士、介紹工作內容、

洽談業務、在會議 

中發言，並能做 

簡報。 

在日常生活中， 

能閱讀書信、說 

明書及報章雜誌 

等。在工作時，能

閱讀一般文件、

摘要、會議紀錄

及報告等。 

能寫一般的工作 

報告及書信等。 

除日常生活相關

主題外，與工作 

相關的事物、時 

事及較複雜或抽 

象的概念皆能適 

當表達。 

高級 

在日常生活中，

能聽懂各類主題

的談話、辯論、演

講、報導及節目

等。在工作時，參

與業務會議或談

判 

時，能聽懂報告

及討論的內容。 

對於各類主題皆能

流暢地表達看法、參

與討論，能在一般會

議或專業研討會中

報告或發表意見等。 

能閱讀各類不同 

主題、體裁的文 

章，包括報章雜 

誌、文學作品、 

專業期刊、學術 

著作及文獻等。 

能寫一般及專業 

性摘要、報告、 

論文、新聞報導 

等，可翻譯一般 

書籍及新聞等。 

對各類主題均能 

表達看法，並作 

深入探討。 

優級 

能聽懂各類主題

及體裁的內容，

理解程度與受過

能在各種不同場合

以正確流利之英語

表達看法；能適切引

能閱讀各類不同 

主題、體裁文 

章。閱讀速度及 

能撰寫不同性質 

的文章，如企劃 

報告、專業/學術 

                                                      
11 資料來源：106 年「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報名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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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別 聽 說 讀 寫 

高等教育之母語

人士相當。 

用文化知識及慣用

語詞。 

理解程度與受過 

高等教育之母語 

人士相當。 

性摘要、論文、 

新聞報導及時事 

評論等。對於各 

類主題均能有效 

完整地闡述並作 

深入探討。 

 

 

 

五、 華語文能力指標 

    華語文能力指標為國家教育研究院 2013 年執行教育部「推動全球華語文教育

八年計畫（102-109）」其中一項基本建置項目，並於 2017 年 10 月 30 號由國家教

育研究院公告華語文能力指標初稿。華語文能力指標將能力分為 7 級，1 至 3 級

為基礎，4 至 5 級為進階，6 至 7 級為精熟；將語言技能分為聽、說、讀、

寫、譯，1 至 2 級無翻譯之能力描述，3 級至 7 級才有語言能力翻譯之技能描述，

能力指標敘述如下表 10。 

表 10 華語文能力指標12 

      能力 

級別 
聽 說 讀 寫 譯 

1 級 

整體描述：能理解並運用與個人生活相關的簡單字詞。 

能聽懂以簡

單字詞表達

之個人生活

相關訊息。 

能以簡單字詞

表達與介紹個

人相關訊息。 

能讀懂個人生

活相關的簡單

字詞與指示。 

能以簡單字詞

寫出與個人生

活有關描述與

說明。 

 

2 級 

整體描述：能理解與個人及日常生活有關的字詞、短語及短句。能運用簡單

字  

          詞與句子與他人交流。 

能在語速緩

慢、內容清

晰 的 情 況

下，聽懂對

話、指示、

視聽媒體之

簡單字詞、

短 語 及 短

句。 

能以簡單字詞

和有限句子說

出或回應與個

人有關及日常

生活的訊息。 

能讀懂以簡單

句子描述的個

人相關訊息與

指示。 

能以簡單字詞

和有限句子寫

出與個人有關

的 訊 息 和 留

言。 

 

3 級 

整體描述：能理解公共、學校及職場等周遭場域的簡短對話、討論與指示。

能  

          以簡單完整的句子敘述經歷，與人進行對話及簡單討論。 

                                                      
12 資料來源：國家教育研究院

https://www.naer.edu.tw/ezfiles/0/1000/attach/2/pta_15221_644307_39626.pdf (2017/12/10) 

https://www.naer.edu.tw/ezfiles/0/1000/attach/2/pta_15221_644307_39626.pdf


  

14 
 

      能力 

級別 
聽 說 讀 寫 譯 

能在語速緩

慢、內容清

晰下，聽懂

以句子表達

之對話、指

示、非正式

討論與視聽

媒體之內

容。 

能以簡單完整

的句子說出個

人周遭場域有 

關的經歷，進

行對話及有限

討論。 

能理解以句子

及簡短段落呈

現之個人周遭 

場域有關的敘

述及指示。 

能以簡單完整

句子寫出或回

覆與個人周遭 

場域有關的訊

息。 

能以字詞與短

句翻譯個人相

關的訊息。 

4 級 

整體描述：面對周遭場域，能理解較長段落、熟悉主題的對話、演說、討論

及  

          視聽媒體的內容。能以連貫句群表達情感與觀點，進行討論與演

說。 

能聽懂周遭

場域中，以

較長段落表

達熟悉主題

的對話、演

說、討論及 

視聽媒體的

主要內容。 

能以連貫句群

就周遭場域的

熟悉主題敘述

個人情感、經驗

或觀點，並進行

對話、觀點論

述、演說及討

論。 

能理解以段落

呈現之文章所

傳達的情感及

主要觀點。 

能以連貫句群

表達個人感興

趣 的 主 題 內

容。 

能以簡單完整

的句子，翻譯

個人相關與日

常生活訊息。

譯句所呈現的

訊息與原文接

近，句子 

陳述大致清楚

明白。 

5 級 

整體描述：不論場域，能理解多樣主題篇章所表達的觀點。能以流暢的段落

及有組織的篇章表達觀點、摘要、評論或創作。 

能理解以流

利話語表達

之多樣主

題、演說、

討論與視聽

媒體的內

容、觀點與

情感。 

能就廣泛場域

的多樣主題清

晰流利且清楚

表達觀點、演

說與聽眾互

動、參與討論

與評析。 

能理解結構完

整、多樣主題

之篇章所表達

的觀點，並統

整及摘要。 

能以流暢的段

落及有組織的

篇章，在廣泛

場域，就複雜

主題表達觀

點、摘要、評

論或創作。 

能以句群翻譯

個人熟悉的主

題，譯句與原

文非常接近，

句子陳述清

楚，順暢。 

6 級 

整體描述：不論場域，能理解不同形式、多樣主題篇章的觀點及隱含的意

義。能以書面語及結構完整的篇章，精確表達觀點、摘要、評論

或創作。 

能理解以不

同形式表達

之各種主題

的內容、觀

點與情感。 

能就各種主題

清晰流利且精

準敘述觀點、

演說與聽眾互

動、參與討論 

與評論。 

能理解多樣主

題所表達的觀

點及隱含意

義。 

能以書面語及

結構完整的篇

章，就各種主

題精確表達觀

點、評論或創 

作。 

能以連貫的段

落翻譯多樣主

題的資料。譯

句通順且訊息

完整，口語陳 

述清晰流暢。 

7 級 
整體描述：能理解複雜主題內容與專業領域的觀點。能精準表達觀點、評論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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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 

級別 
聽 說 讀 寫 譯 

          創作。 

能理解以較

快語速、不

同腔調所表

達之複雜主

題的內容、

觀點與情

感。 

能就複雜主題

清晰流利且精

準論述觀點、

演說、討論與

評論。 

能理解專業領

域及複雜主題

之篇章所表達

觀點、評論及

寫作風格。 

能精確運用熟

語，就複雜主

題，精準表達

觀點、評論及

創作出結構完

整的篇章。 

能以篇章翻譯

各種主題的資

料。譯句通順

且訊息完整。 

 

 

六、 原住民族能力認證指標 

    原住民族委員會於民國 90 年辦理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考試(簡稱族語認

證)，為因應教育部 95 年頒布「九十六學年度原住民學生升學優待取得文化及語

言能力證明要點」，獲得語言能力資格升學優待加分 35%，故 96 開始族語認證分

為「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考試」、「原住民學生升學優待取得文化及語言能力ˋ營

考試兩種，直至 2014 年統一為「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原住民族語言能

力認證測驗主要分為初級、中級、高級、優級四級，語言技能分為聽、說、讀、

寫，各能力描述如下表 11。 

表 11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指標13 

    級別 

技能 
初級 中級 高級 優級 

聽 

1.能聽懂簡短的個

人切身相關訊

息。（例如身體特

徵、健康狀況

等） 

2.能聽懂常見的特

定訊息。（例如動

作指令、方位

等） 

3.能聽懂個人基礎

生活常用的簡短

語句。（例如問

候、道別、感

謝、指稱等） 

1.能聽懂日常生

活的一般語

句。（例如天氣

變化、詢問近

況等） 

2.能聽懂日常活

動相關事務的

談話、報告。

（例：特定訊

息宣導等） 

1.能聽懂長篇且廣

泛主題的談話或報

導。（例如電視劇、

新聞報導等） 

2.能聽懂談話的內

容、架構、條理、

觀點，並大致了解

對話中的言外之

意。 

1.能聽懂各類主題之複

雜且專業的言談內容，

如較長談話、辯論、演

講、禱（祭）詞、歌

謠、神話故事等。 

2.能分辨談話背後的理

由、立論根據、立論缺

失及矛盾之處，並針對

各種言談內容進行摘

要、推論、總結或綜合

判斷。 

說 

1.能以讓人聽懂的

語音，唸出常見

文字所書寫的簡

單詞語或短句。 

1.能以讓人聽懂

的語音，唸出

一般生活內容

較長的詞語或

1.能以精準的音，

流暢地朗讀廣泛主

題、內容的文章。 

2.能以精準的語

1.能以自然而精準的語

音，流暢且自在地朗讀

各種專業主題、內容的

長篇文章。 

                                                      
13 資料來源：「106 年度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http://apc.sce.ntnu.edu.tw/abst/files/1502679735_3T3qA.pdf (2017/12/04) 

http://apc.sce.ntnu.edu.tw/abst/files/1502679735_3T3q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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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級別 

技能 
初級 中級 高級 優級 

2.能以讓人聽懂的

語音，運用熟悉

的語句應答。 

3.能以讓人聽懂的

語音，簡短介紹

個人切身相關訊

息。 

4.能以讓人聽懂的

語音，說出日常

生活的簡單語

句。 

句子。 

2.能以讓人聽懂

的語音，運用

簡單且連續的

詞句介紹個人

生活環境、經

驗、想法與感

受等。 

3.能以讓人聽懂

的語音參與日

常生活事務的

談話或 

發表個人想

法。 

音，參與廣泛主題

的談話，並詳細談

論個人的日常生活

事務、經驗、事

件、意見、感受等

等。 

3.能以精準的語

音，有條理、有結

構地表達個人對各

項主題的觀點、評

論。 

2.能以自然而精準的語

音，流暢且自在地參與

各種主題的談論，並對

廣泛主題與人交換意見

並發表演說。 

3.能以自然而精準的語

音，運用各種說話技

巧，精準、有條理且流

暢地對各項主題表達出

結構完整、條理分明的

觀點、解說與專業評

論。 

讀   

1.能讀懂表達生活

經驗、事件、意

見、感受的短文。 

2.能讀懂各種常見

主題的文章或報導

的內容、架構、條

理、觀點。 

3.能理解文章中的

修辭及美感。 

1.能深入了解各種文章

體裁、風格之複雜且專

業的內容， 包括散

文、論文、小說、新詩

等。 

2.能分辨文章背後理

由、立論根據、立論缺

失及矛盾之處。 

3.能對各種文章內容進

行摘要、推論、總結或

綜合判斷。 

4.能精確掌握文章中的

修辭及美感。 

寫   

1.能針對文章段

落，進行族語及華

語之互相轉譯。 

2.能以文章表達個

人較廣泛的生活經

驗、感受和意 

見，或針對一般主

題表達個人看法，

並與他人交流。 

1.能針對不同的議題，

靈活運用豐富詞彙、各

種修辭技巧與文體，寫

出流暢、有美感且結構

完整的文章， 表達對

廣泛主題的看法或感

受。 

2.能針對不同事件，有

條理、有層次地寫出專

業評論或表達深層的感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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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各級能力指標綜合整理與說明 

    以下將 CEFR、ACTFL、CLB、GEPT、華語文能力指標以及原住民族語言能

力認證指標之基本架構與涵蓋向度、技能等整理如下表 12、表 13。 

表 12 指標之基本架構與涵蓋向度 

 架構與向度說明 

CEFR14 

一、CEFR 的特色內涵，以行為為導向、為「能做」敘述描述語言之能力。 

二、將語言能力概括了四種： 

(一) 一般能力：包括知識、人格特質、技術、與學習能力。 

(二) 語言溝通能力：包括語言文字能力、社會語言能力、與語用能力。

1.語言文字能力：如音韻、構詞、語意、語法等能力。 

2.社會語言能力：涉及社會文化因素，如禮貌規範、性別、階層等 

  語用差別。 

3.語用能力：涉及語言的功能、語言的連貫、與文本類型等。 

(三)語言活動：包括聽、說、讀、寫以及互動，聽與讀屬於語言的接收   

    行為，說與寫屬語言的產生行為表現，另有對話以及諮商討論  

    等，屬於語言的互動行為。 

(四)語言使用的社會情境：社會情境指涉廣泛，包括： 

1.四種生活領域（domains）：個人家居生活、公共場所、職業場

所、與教育場所 

2.情境（situations）：如人、事、時、地等。 

3.條件（conditions）：如說話環境、參與人數、時間限制等。 

4.主題（themes）：如飲食、娛樂等。 

5.功能（functions）：如詢問、指認、建議、描述等。 

6.任務（tasks）：如找工作、問路、做簡報等。 

7.媒介類型（media）：如面對面、電話、電視、錄音等。 

8.文本類型等（text types）：如典禮、討論、面試、報紙、期刊、

信函。 

                                                      
14 整理自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 

https://www.coe.int/t/dg4/linguistic/source/framework_en.pdf (2017/11/17)；多媒體英語學會譯本，

(2007)《歐洲共同語文參考架構》；全球英語能力檢定測驗，

http://www.ndi.org.tw/get/gindex.asp?Page=ndx_1/ndx1_31.htm (2017/11/17))；Becky Wang、Iria 

Wang (2015)，〈導讀：何謂 CEFR〉《語言之道》5 期，頁 14-16。 

http://www.ndi.org.tw/get/gindex.asp?Page=ndx_1/ndx1_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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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架構與向度說明 

9.策略（strategies）：如自我修正、重複、澄清等。 

二、CEFR 除了溝通分類之外，仍在下分次分類與細向分類來描述語言之 

    能力，詳細分類請參閱附件一。 

    例如：A2 總體能力指標溝通分類為「互動型活動與策略」，次分類分 

          為「口說互動」、「書面互動」、「面對面互動」、「互動機制溝   

          通」、「互動策略」，「口說互動」又細分為：(1)一般口說互動(2)       

          瞭解使用母語的對話者(3)對話(4)非正式討論(5)正式討論與會議 

          (6)目標導向的合作(6)為取得物品或服務的交互活動(7)訊息交換 

          (8)訪問與被訪問。 

ACTFL15 

一、不同等級語言技能在溝通中，能控制與運用各種溝通功能。例如，詞

彙運用、正確性等，並評估學習者會做甚麼，以及不會做甚麼。 

二、依循美國外語教學的五個目標(5Cs)和三個溝通模式。 

(一) 五個目標：1.溝通(Communication) 2.文化(Cultures) 3.連貫

(Connections) 4.比較(Comparisons) 5.社區(Communities)。 

(二) 三個溝通模式：1.語言溝通 2.理解詮釋 3.表達演示。 

三、著重於語言使用情境、功能與目的、題材內容以及表達。 

CLB16 

    語言能力指標敘述主要著重在，整體表現指標、表現情境、以及能力

成果與標準；在詳細描述的能力基準點上又分為：使用者能力表現（what 

the person can do）、活動與文段示例（examples of tasks and texts）、表現指

標(performance indicators)。 

GEPT17 

一、每級能力指標訂有明確能力描述。 

二、語言能力技能包含聽力、閱讀、寫作及口說四項，內容符合國內之英

語教學目標及生活情境。 

三、參照 CEFR 修訂 GEPT 能力指標之描述，故重學習者學習時「應該」

和「能夠」做甚麼事情，以及能做到能力之敘述。 

華語文能

力指標18 

一、包含內容標準與表現標準 

(一)內容標準：陳述學習者應知與應和的能力敘述。 

(二)表現標準：根據內容標準界定表現的程度如何達到標準。 

二、華語文能力指標四項度 

(一) 場域：個人、公共、學校與教育、工作與職場。 

(二) 溝通模式：接受、產出、互動。 

(三) 文本形式：淺層理解、深層理解。 

(四) 表現標準：簡單的字詞、有限的句子、流暢的段落、結構完整的篇

章。 

原住民族

語言能力

認證指標 

    能力指標描述針對各技能級別整體語言能力作為描述，著重於能做到

的敘述、能力表現情形，以及具不同的語言情境、文體等的，作為語言能

力基準之呈現。 

                                                      
15 資料來源：蔡雅薰(2009)《華語文教材分級研製原理之建構》；國家教育研究院(2016)「華語文

八年計畫–建置應用語料庫及標準體系 105 年工作計畫期末報告」 
16 資料來源：蔡雅薰(2009)《華語文教材分級研製原理之建構》 
17 資料來源：全球英檢與 CEF，財團法人中華綜合發展研究院，

http://www.ndi.org.tw/get/gindex.asp?Page=ndx_1/ndx1_31.htm (2017/12/1) 
18 資料來源：國家教育研究院(2016)「華語文八年計畫–建置應用語料庫及標準體系 105 年工作

計畫期末報告」 

http://www.ndi.org.tw/get/gindex.asp?Page=ndx_1/ndx1_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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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各能力指標學習目標語、技能與級別 

         項目 

各能力指標 
學習對象/目標語 語言技能 級別 

CEFR 
學習外語19者、第二

語言 

聽、說、讀、寫、

譯 

三等六級：基礎使用者(入

門級、基礎級)、獨立使用者

(進階級、高階級)、精熟使

用者(流利級、精通級) 

ACTFL 
學習外語者、第二語

言 
聽、說、讀、寫 

初級、中級、高級、優秀、

優異 

CLB 

學習英語作為外國語

文能力分級、第二語

言 

聽、說、讀、寫 

初、中、進階三階段，各階

再分為初始、進展、尚可、

流暢 

GEPT 

學習英語作為外國語

文能力分級、第二語

言 

聽、說、讀、寫 
初級、中級、中高級、高級、

優級 

華語文能力指

標 

學習華語作為外國語

文能力分級、第二語

言 

聽、說、讀、寫、

譯 
1 級到 6 級 

原住民族語言

能力認證指標 

學習族語作為本語言

能力分級、第一語言、

第二語言 

聽、說、讀、

寫 
初級、中級、高級、優級 

    上述各語言能力指標階將語言能力分級描述，且至少分為四級以上，即使如

CLB 分為三階段，但每階段又分四個類別描述語言之程度。可知，語言能力指標

與分級描述是語言學習、判斷其語言能力不可獲缺的量度，而各個指標皆有其衡

量與判別的依據。關於各語言能力指標之間的差異如下： 

1. 學習目標語不同：CEFR、ACTFL 主要是針對學習外語者使用的能力指標，CLB

是針對欲學習之單一目標語言，設計給以英語作為第二語言學習者做衡量(蔡雅

薰，2009)。GEPT 以及華語文能力指標則分別針對單一語言，學習第二語言做

設計，如 GEPT 學習英語、華語文能力指標學習華語。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

指標，雖為「原住民族語」但是其下共有 16 種語言 42 方言，雖屬同一語系，

但卻仍須視為不同語言處理；另外，族語認證測驗指標是針對第一語言以及第

二語言使用之指標。 

2. 語言技能分類不同：ACTFL、CLB、GEPT 及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指標語言

技能皆為聽、說、讀、寫，CEFR 與華語文能力指標語言技能為聽、說、讀、

寫、譯。 

3. 等級內涵不同：各語言能力指標級別涵蓋範圍、能力描述程度與基距判別具差

異。CEFR、ACTFL 分級描述為廣泛與完整(蔡雅薰，2009)，如，CEFR 因其

分類下仍在有次分類語系項分類，並根據不同場合、不同溝通可能使用到之語

言技能分別進行描述語言之能力。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其測驗語言對象為多語言，較符合CEFR與ACTFL

                                                      
19 這裡的外語指的是泛稱為非第一母語的廣泛定義。蔡雅薰(2009)，《華語文教材分級研製原理之

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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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能力指標非針對單一某語言性質設計，且其語言指標之分層描述範圍廣且完整。

語言與教學上的運用，CEFR 與 ACTFL 相較之下，CEFR 為世界各國大型測驗使

用，例如，美國的 TOEFL Ibt 和 TOEIC、英國 FCE 和 City&Guilds Tests of English、

德國 TestDaF 以及日本 EKIEN 等，皆以 CEFR 為參照研究進行語言分級(Becky 

Wang、Iria Wang，2015)；除此之外，CEFR 三等六級詳細、清晰架構，又具科學性

驗證與簡明清楚的語言能力描述，亦是外語教學與考試相關單位、機構青睞的主要

原因(張莉萍，2010)。臺灣 GEPT 以及華語文能力指標皆以 CEFR 作為參照研究，

研擬出現今的語言能力分級與描述。 

    為能與世界接軌、並使未來族語能力指標在現有基礎的理論之下具科學性與

可驗證性，且能在不同語言之間相互確認與了解所指涉的語言級別為同一之語言

能力，故本次計畫執行以 CEFR 為原住民族語各學習階段語言能力作為參照，透

過 CEFR 研議的相關內容與方法，進一步了解原住民族語言能力指標委員小組對

於未來研擬族語能力指標之問題與建議，並供作為未來政策之參考。 

 

肆、國內原住民族各學習階段語言能力指標表及說明 

    本次原住民各學習階段語言能力指標(簡稱族語能力指標)進行方式主要辦理

四場次族語能力指標研議會議，以及針對全國五場次的族語能力指標公聽會，透過

研議會議與公聽會蒐集以及了解族語能力指標建置之相關問題與建議，做為未來研

擬執行之參考依據。 

一、 族語能力指標公聽會 

    為能了解族人們對於族語能力指標之相關建議，族語能力指標座談會是針對全

國辦理，共辦理六場次如下表 14，會議資料如附件二： 

表 14 族語能力指標公聽會場次 

場次 日期 地點 

一 8/12 新竹清華大學南大校區 

二 8/18 花蓮東華大學 

三 8/23 南投南投縣魚池鄉邵族文化發展協會 

四 8/24 南投部落美食餐廳 

五 8/30 
高雄興中國小 

高雄那瑪夏文物館 

六 8/31 屏東台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 

   

 

 

 

 

  

 

 

  圖 1 能力指標公聽會工作照片        圖 2 能力指標公聽會工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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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族語能力指標座談會主要是讓參與人員了解甚麼是族語能力指標，將依據甚麼

理論基礎做為未來研擬之參照，未來可以怎麼運用，並請與會人員提出相關的建議。

綜合整理參與人員對族語能力指標建置之相關問題：一、各族能否自行辦理族語認

證；二、族語認證與指標如何更貼切於該族群與在地；三、如何建置族語教學、學

習及相關之語言能力學習與習得之評量機制 

二、 語言能力指標研議會議 

    語言能力指標研議會議共辦理四場，每場次之研議會議皆擬其相關問題並請能

力指標之諮詢委員討論並予以相關建議。會議問題之研擬由廣泛的基本問題，到深

入細部的討論，其目的在於，希冀能更了解參照 CEFR 研擬語言能力指標時須注意

的流程以及考量之相關問題。各場研議問題與相關建議以下分述之。 

(一) 第一場語言能力指標研議會議 

    第一場語言能力指標研議會議討論議題、能力指標諮詢委員提供之相關建議如

下表 15，會議資料如附件三。 

表 15 第一場語言能力指標研議會議討論議題與建議 

討論議題 委員意見 

從原住民族

從小至成人

的語言學習

環境、教

學、認證等

的現狀，探

討原住民族

語言能力指

標參考架構

建置目標、

目的以及須

注意的相關

問題。 

委員1 

九階教材詞彙量不足夠，文化篇教材的高級詞彙（文化

或深度用詞）都未呈現在此。能力指標所發揮的面向，

在詞庫方面需要更多的支援，如增加詞庫量。 

委員2 
各族語所列之能力指標，建議先增加詞庫量，再做能力

指標。 

委員3  

1. 建議提供現今所做的教材之紙本或電子檔，以便訂定

所需之能力指標。 

2. 建議中心彙整目前現有的面向主題（如工作、用餐、

問路等性質），建立一套各族群統用的系統，並可授

權於各族群發展細部的部分，因各族群面向均不大相

同。 

委員4 

能力指標其實是很難達成，族語除國小外，國高中、大

學皆屬選修課程，相較華語或其他語言上，是處於弱

勢，希望未來族語的課程上也是比照其他的語言課程，

這樣子的話，能力指標才有可能循序漸進。 

委員7 建議增加詞庫並同能力指標一起。 

委員10 

建構一個保障且永續的環境，如全母語幼兒教育或全母

語國小。如原民會與語發中心調查在哪些地區的家庭仍

使用族語，可將他們組織起來，將小孩及家人在同一場

域營造語言的環境（如全母語幼兒教育或全母語國

小），便能建構一個完善的能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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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議題 委員意見 

委員11 

1. 應加入各個族群的文化情境。  

2. 建議大家以學習者角度來看待，這個能力指標的問

題，學習者不限定性別及各個族群，也可以學習其他

的族群文化。  

3. 詞彙庫如何在能力指標上做一個具體的呈現，如量及

詞彙的深度（文化的性質）該如何去凸顯，這一邊也

可以做思考。 

委員12 

應於人際互動下培義「聽、說、讀、寫及綜合應用」的

基本族語文能力，並以族語文進行溝通。盼能有持續性

往下扎根，亦能往上教育、營造族語環境。 

委員14  

1. CEFR 的精神是值得參考的，對於族語的適用，應該

在於不同的文化，在不同的範疇，會有不同的內涵，

對應到的可能就是不同的詞彙與表達。比如，一樣是

日常生活的食衣住行好了，歐洲的早餐跟美國的早餐

不同，我們的早餐也不同，所以詞彙就不一樣了，如

他們有 cereal，以華語或漢文化，我們可能會包含燒

餅、豆漿，族語的環境與文化可能會列出不同於歐洲

語言、英語或華語的詞彙。但是，內容是一樣的都是

常生活中的食之下的早餐。應該先檢視，我們是不是

也認同CEFR訂定的能力，如A的聽力是能聽懂基本

生活內容與個人相關資訊，如果是，那族語的基本生

活或個人相關是什麼？ 

2. 如何用用到教學？首先，教材的編輯是不是應該就要

對應到能力指標所陳述的能力培養？ 

原住民族語

言能力指標
委員11 

正規課程（國英數等）及族語課程時數上是否有可能調

整？這點應要做一些探討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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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議題 委員意見 

參考架構的

原理論基礎

與原理原則

您的建議? 

委員15 

1. 建議能力指標能加入2-6歲(幼兒教育)的部分，可以參

考相關資料「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 

(http//www.root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A

040080031049200-1051201)」，裡面有「語文領域」

的分類，可參考相關內文。 

2. 如果未來的規劃會依循歐洲語文或華語文的分類，

A1, A2, B1, B2, C1, C2…的話，可以考慮將2-6歲的能

力指標分類成「A0」或「A-」，可稱為「學前級」

或「學齡級」。 

3. 內容的部分可以「聆聽和口說」為主即可，這是最重

要的部分。如果考慮加上「閱讀」，請以理解和辨識

書寫符號為目標即可，應該不需要認讀的地步，主要

的目的是用以培養兒童閱讀的能力，至少能清楚分別

族語和中文的差別。「寫作」則建議完全不需要，如

果真的要，那建議是以「圖畫能力」當作指標，也就

是說可以聆聽後用畫圖的方式畫出，而不是寫出族語

書寫拼音。 

原住民族語

言能力指標

參考架構中

的語言級別

如何劃分與

銜接? 

委員2 
低年級應學習聽說之能力，讀寫能力則於中年級學習即

可。 

委員11 
導向誘因顯然不足（如考上優級後的未來出路是什

麼？） 

如何有效地

將原住民族

語言能力指

標參考架構

整合到其獨

特的語言教

學情境中? 

委員9 

都很希望有一個完整適用的能力指標，能夠將「教」跟

「學」實質的呈現出來。而能力指標應注意學習者現在

處在的環境，都會區跟部落一定要做一個區別，都會區

的能力指標是什麼？環境及文化的起源在哪？那部落應

保存什麼？又如何做這樣的的差異融合在一起。 

委員12 

歌謠及兒歌是多數學生樂意接受的課程之一，透過兒

歌、歌謠、音樂等這樣的輔助教材來學習母語，易加深

族語的印象及興趣。 

原住民族語

言能力指標

參考架構如

何應用於原

住民族語文

12年國教課

程綱要與族

語認證能力

指標之中? 

委員14 

目前的族語課綱，學習內容太細 Aa-Ⅰ-1母音及子音、

Aa-Ⅰ-2書寫系統、Aa-Ⅰ-3單、雙音節、Aa-Ⅰ-4 重音，

感覺起來太認知導向，像是語言學的教學，需要嗎？如

果以溝通為考量，學習內容是書寫符號，需要的能力是

能看到符號讀，能運用符號書寫，表情達意。同樣的，

在語言的學習中，「數字的大小」意義是什麼？是數學

嗎？或者從語言的觀點，我們要教或學的其實是數概念

的理解與表達？學習內容內充滿了語言學的專業術語，

如重疊詞、衍生詞等等，不知這只是一個涵蓋學習內容

的名稱還是學習內容？若是前者，感覺是把語言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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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議題 委員意見 

放在認知層面而非溝通層面。建議，考慮以意義或溝通

能力為基礎來陳述學習內容。 

委員15 

看過所有的資料後發現，目前的族語認證能力指標，在

初級和中級的部分只有「聽和說」，這部分勢必要修正

的(雖然我知道未來新試題是有的)！而且要盡快且積極處

理，否則很難和其他不同版本的能力指標相對應，尤其

是12國年教的版本。 

其它 

委員3 

在拼寫書寫符號時，有很多種的拼寫方法，在拼寫都是

對的，但在答案上，只能辯視一種答案。是否能在自編

這樣子的能力指標前，原民會除了公布符號之外，在使

用的方式是否有一定的標準。 

委員4 

詞庫量少，建議印製圖片給教學者供學習使用，如教室

用品（黑板、桌子等）、海（船、魚等）。另也希望增

加國高中在家庭用語之詞彙。 

委員5  

1. 建議中央單位輔導各亞群成立各自的協（學）會，來

自行處理自己的書寫符號或相關語言業務。 

2. 建議中央單位多聽聽部落的需求。 

委員6 建議書寫符號統一。 

委員7 九階教材建議要修訂。 

委員8 

目前在教學上，最多只能教到4階，又因到了國中後則為

選修課程，在教學上皆遇到困境，希望這能力指標期盼

能盡快的完成。 

委員10 
鼓勵設立各族群語言發展學會，透過這樣子的機制，復

振自己的語言。 

委員12 
應多運用科技工具和設備保存原住民族語言文化，並擴

充原住民族語言與其他國家族群語言交流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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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第一次能力指標研議會議                圖 4 第一次能力指標研議會議 

上述諮詢委員對語言能力指標建置之問題與建議綜合整理彙整如下： 

一、檢視與評估對 CEFR 語言能力描述的認同程度 

    檢視評估 CEFR 語言能力之描述是否符合族語之適用，若不適用其問題在哪

裡？如何轉化或處理不適用的問題？若適用又該如何解釋與連結?例如，A1 的聽力

是聽懂基本生活內容與個人相關訊息，若適用，那族語的基本生活內容與個人相關

訊息是甚麼?如何定義? 

二、建置統一且具彈性的語言能力指標 

    建置一套各族群統一使用之族語能力指標，並又能使各族群彈性使用、細部發

展、符合該族語言情形之指標。此能力指標之學習對象不以族群分界，而是以語言

能力為依據，故指標之對象可以為族人與非族人，亦可為第一語言使用者與第二語

言學習者。 

三、從語言文化、環境思考能力指標之建置 

    族語能力指標之建置應從語言環境、文化脈絡等思考，例如，都會區與原鄉的

環境差異或文化脈絡情境，如何結合至能力指標之中。 

四、以意義、人際互動與溝通為基礎建置能力指標 

    族語能力指標因以意義、人際互動與溝通作為建置之基礎，並且以人際互動方

式培養語言之「聽、說、讀、寫及綜合應用」。 

五、思考不同級別相應之語言能力技能 

    思考與評估不同級別語言能力描述之語言能力表現，各級語言能力與培養與表

現之技能應為何？例如，GEPT 的語言技能為聽、說、讀、寫，而 CEFR 除了聽、

說、讀、寫之外還加了翻譯技能。 

六、增加語言學習之主題以及詞彙量與詞彙文化深度 

    彙整目前教材之面相主題，運用 CEFR 之方式增加多元溝通主題，例如，工作、

用餐….等。目前千詞表詞會數量不足，需研擬增加詞彙量、詞彙深度與文化詞彙等，

並且確立詞彙收集之方式。 

七、評估建置學齡前幼兒之族語能力指標 

    將學齡前幼兒族語教育，納入族語能力指標之一環，並且評估其相應的語言

技能為能力之描述與表現。 

八、教材、教學、評量與能力指標彼此間的連結與對應 

    建置完整適用的能力指標，能將「教」跟「學」實質與具體的呈現。使教材、

教學、評量等具架構系統的對應與連結語言能力之描述，並且相互呼應。 

九、評估課程時數、能力指標與學習之間的關係 

    評估課程時數、能力指標與學習之間的關係，例如，若預設國小一年級到國小

六年級的族語能力為對應 CEFR A1「…能介紹自己及他人，並能針對個人細節，例

如住在哪裡、認識何人以及擁有什麼事物等問題作出問答。…」，若以每週一節 1

小時(時間以寬列計算)，國小一年級至國小六年級共計上課時數為 240 小時，240

小時的課程學習當中如何培育其學習者具 A1 之語言能力？而時數、學習與能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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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彼此有甚麼樣的影響？ 

十、提供各級能力指標之導向誘因 

    語言能力指標之建置並同研擬其各指標相應的語言能力所需之用途，例如，族

語專職化之教師、公費留考等，其語言能力須獲得哪一語言能力級別。 

十一、書寫符號的統一與說明 

    建置能力指標時需統一或是完善說明書寫符號之使用，因其語言技能讀與寫涉

及符號的使用，若符號不統一或是未有完善說明容易造成讀、寫技能判讀失誤之因

素。語言之下雖分為方言，但是方言又可分為地方，其所使用的符號可能不同，例

如，諮詢委員提出「在拼寫書寫符號時，有很多種的拼寫方法，在拼寫都是對的，

但在答案上，卻只能辯視一種答案。」 

十二、族語教材修訂與編制 

    透過建置語言能力指標做為教材修訂與編制之方針，使其語言教材能循序漸進，

並且提供教材建置語言能力相互連結對應之方法。 

十三、以其他語言課程為借鏡 

 未來族語課程應比照其他的語言課程及其能力指標，使其語言學習可能循序漸進。 

十四、由各族群組織自主決議語言復振關問題 

    由政府與以彈性架構，其相關決議權與實質執行者為各族組織，並決定各族群

欲發展之語言面向。例如，書寫符號統一、方言之差異如何使用與呈現，則由各族

組織自行決議。 

 

 

 

 

 

 

 

 

 

 

(二) 第二場語言能力指標研議會議 

    第二場語言能力指標研議會議討論議題、能力指標諮詢委員提供之相關建議整

理如下表 16，會議資料如附件四。 

表 16 第二場語言能力指標研議會議討論議題與建議 

討論議題 委員建議 

一、  

從 CEFR 三等六級

探討族語能力指標

分級對應與建置。 

(一) 2-6 歲之幼兒記憶及學習能力強，亦可納入 A0 級，其 A0 級     

    之學習內容可包含基本問候語、兒歌、單詞、簡單回應，實   

    物、圖像教學單音教學（音節組合（大班）拼圖）、數字、身 

    體部位，而 A1 級則應包含族語自我介紹等。 

(二)詞彙 

1.詞彙量 

級別 A1 A2 B1 B2 C1 C2 

總詞彙量 400 800 1600 3200 6400 800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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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議題 委員建議 

    2.詞彙數應明定是詞根為主，還是衍生詞也算一個詞數。 

    3.建議小學六年上課程時間需 240 至 480 小時，故學習詞數

應為 500 詞。 

4. A1 級別詞彙應約 300 詞，且需非同根詞。 

(三) 語發中心需掌握所有族群目前使用族語的情形，尤其是人口

數不多的族群，予以具更彈性的能力指標來因應。 

(四)對少數人之族群而言，CEFR 應以各族狀況訂定，並建議（卡  

    那卡那富族）增加 A0 級。 

(五) 因（拉阿魯哇族）攸關語言環境影響（異族、家庭語言、社

區語言）之下，華語能力指標較合適。 

(六)族語認證中級與高級之級距太大。 

(七)如何界訂教學配套、時數的配置，詞彙的來源，行為目標活 

動內容依照 12 年國教指標，詞應有封閉形規範，讓教學與學

習者有方向。 

(八) 建議國教院、師大及語發中心三個單位，做協調之工作，凝

聚共識，俾利老師教學及學生參加族語能力認證考試。 

二、 

從 CEFR 溝通活動

分類探討族語能力

指標建置與問題 

CEFR 較細且清楚，但運用在混族部落，反而用華語能力指標較

好。 

 

三、 

以 CEFR 能力指檔

A2 與 B1，探討族

語能力指標的對

應、轉化 

 

(一) 三等六級之能力指標並無法做到一體適用，建議可針對自己  

族群所需自行拿來用。 

(二) 建議增加 A3 級別。 

(三) B1 之總體能力指標之（寫）：創作簡單連貫篇章難度過高。 

   （說）：途述經驗、事件、夢想、希望、抱負，應區分不同之 

    層次。 

(四) A2 之口語表達能力指標建議增修以下之能力： 

   1.能簡短說明理由及解釋自己的意見。 

   2.能宣佈短暫且事先演練過的事項。 

   3.能對主題發表簡短的說明。 

   4.能回應簡單的問題。 

(五) B1 之口語表達能力指標建議增修以下之能力： 

   1.能簡單敘述故事、事件、活動、計劃及安排。 

   2.能簡單回應複雜的問題。 

(六) A2 書寫表達能力建議增修以下之能力： 

   1.能描述基本的事件或活動。 

   2.能用簡單的連續短句寫出當地環境、教育背景及工作近況。 

   3.能寫出簡單的自傳。 

(七) B1 書寫表達能力建議增修以下之能力： 

   1.能寫出簡短的文章。  

   2.能寫出簡單的詩句。 

(八) A2 表達策略建議增修以下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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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議題 委員建議 

   1.能用簡單的語句，結構、詞彙表達自己的想法。 

(九) B1 表達策略建議增修以下之能力： 

   1.能說出詞彙的具體特性。 

   2.能修正或表達語意造成誤解時的混淆。 

   3.能確認自己所使用的形式是否正確。 

   4.能重新使用不同的溝通方式化解問題及衝突。 

(十)A2 級別之互動能力之旅行住宿部分，應思考族人是否需這樣 

   之能力，建議考量部落/社區等四周環境而定。 

(十一)可參照 12 年國教課綱，詞庫應明確，教學時數符合授課內 

      容且需師資源的配合，並訂定評量標準。 

四、 

承問題五，探討原

住民族語文 12 年

國教課程綱要與族

語認證能力指標如

何對應與轉化 

我 

(一) 十二國教能力指標建議參考華語文指標加入適當文化內含。 

(二) 5-Ⅵ-1 建議增加能與他人簡易對話溝通。 

 

 

 

 

 

 

 

 

 

 

表 5 第二次能力指標研議會議            表 6 第二次能力指標研議會議 

(三)第三場語言能力指標研議會議 

    第三場語言能力指標研議會議為 LTTC 吳若蕙執行長分享 GEPT 能力指標之

建置等相關問題，並帶領諮詢委員實作能力指標之判斷練習。測驗題目判別項目：

1.領域/範圍 2.主題 3.文本來源 4.真實性 5.話語類型 6.內容性質 7.文字長度 8.詞彙

9.語法 10.評估 CEFR 等級 11.CEFR 的依據；題目選項判別項目：1.項目類型 2.操

作 3.任務方面 4.內容方面 5.明確性方面 6.題解 7.預估 CEFR 等級 8.CEFR 的依據，

相關練習如下表，資料如附件五。 

一、以英語測驗題目作為能力指標之判別 

表 17 英語測驗題目作為能力指標之判別 

Tas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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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莉森中學體育教育中心 

徵 救生員 
 
 
我們正在尋找兩名兼職救生員於暑假期間在我們的游泳池工作。 

 

 

工作期間：7 月 15 日至 8 月 31 日 

工作時間：每週 20 小時 

薪    資：每小時新台幣 120 元 

 

欲了解更多訊息，請於上午 9:00 至下午 5:00 致電體育中心楊先生。 

電話：02-2744-8012 

艾莉森中學 P.E.C. 

Task 1 Text Characteristics: 

Domain 領域/範圍： Occupational 職業 

Topic 主題： Work 工作 

Text source 文本來源： Advertising material 廣告材料 

Authenticity 真實性: Adapted 改編 

Discourse type 話語類型： Descriptive 描述性 

Nature of content 內容性質： Only concrete content 只有具體內容： 

Text length 文字長度： 70 words 70 個字 

Vocabulary 詞彙： Mostly frequent vocabulary 大部分是常見的詞彙 

Grammar 語法： Mainly simple structures 主要是簡單的結構 

Estimated CEFR Level 

評估 CEFR 等級： 

A2  

CEFR 的依據 

表 1 總體能力指標 

4.4.2.2 閱讀方向  

4.4.2.2 擷取資訊及辨認論證 

 

 

 

 

 

 

表 18 英語測驗選項作為能力指標之判別 

 

Task 1 Item 1: #26 

What is this advertisement about?這個廣告內容是關於甚麼? 

A. A job opportunity 求職機會 

B. A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 體育課 

C. A summer sale 夏季銷售 

D. A sports activity 體育活動 

Task 1 Item 1 Characteristics:任務 1 項目特點 

Item type 項目類型: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 多選題 

Operations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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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sk dimension 任務方面:  Evaluating 評估/判定 

Content dimension 內容方面: Main idea 主旨大意 

Explicitness dimension 明確性方面: Explicit 明確 

Key 題解 A 

Estimated CEFR level 預估 CEFR 等級:  A2 

Rationale in terms of CEFR 

CEFR 的依據 

Table 1 Global Scale 表 1 總體能力指標 

4.4.2.2 Reading for orientation 

       整體性的閱讀理解  

4.4.2.2 Reading for information and argument       

       擷取資訊及辨認論證 

Task 1 Item 2: #27 

What might a person interested in this advertisement probably want to do next? 

對這個廣告感興趣的人，下一步可能會想要做什麼？ 

A. Clean the swimming pool 清潔游泳池 

B. Talk to Mr. Young 與楊先生交談 

C. Study at Alison Junior High School 在艾莉森初中學習 

D. Help a lifeguard 幫助救生員 

Task 1 Item Characteristics: 任務 1 項目特點 

Item type 項目類型: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 多選題 

Operations 操作:  

  Task dimension 任務方面:  Making inferences 推論 

  Content dimension 內容方面: Details 細節 

  Explicitness dimension 明確性方面: Explicit 明確的 

Key 題解 B 

Estimated CEFR level: 預估 CEFR 等級 A2 

Rationale in terms of CEFR 

CEFR 的依據 

Table 1 Global Scale 表 1 總體能力指標 

4.4.2.2 Reading for orientation 

       閱讀方向  

4.4.2.2 Reading for information and argument     

       擷取資訊及辨認論證 

 

 

 

 

Tas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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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提卡 動物園    158 大街   由提卡，紐約 13501 

 

唐納德·彼得森先生 

24 舍伍德 街道 

由提卡，紐約 13501 

2006 年 8 月 1 日 

 

親愛的彼得森先生 

我代表由提卡動物園寫信，感謝您加入我們的動物園之友計劃。如您在申請表上所

要求的，您的慷慨捐助將用於協助哺養和照顧我們的非洲大象。 

附上您的動物園朋友會員卡。該卡可以讓您享有進入動物園的 50％折扣，禮品店或

小吃店購買的所有商品可享受 10％的折扣。您也將很快收到您的免費動物園 T 恤和第一

版我們的每月《朋友通訊》。本通訊介紹了會員的捐款的使用情形，並提供特別會員專屬

活動的信息。 

我們的動物園依靠像您這樣的人，以確保我們所有的動物獲得最好的照顧，同時維持

低價之入場費。再次感謝您。 

此致 

蘇珊·羅傑斯 

蘇珊·羅傑斯 

由提卡 動物園主任 

附件 

Task 2 Text Characteristics: 

Domain 領域/範圍： Personal 個人 

Topic 主題： Daily life/Entertainment 日常生活/娛樂 

Text source 文本來源： Personal letters 個人信件 

Authenticity 真實性: Adapted 改標 

Discourse type 話語類型： Descriptive 描述的 

Nature of content 內容性質： Mostly concrete 大體具體的 

Text length 文字長度： 187 words 187 個字 

Vocabulary 詞彙： Mostly frequent vocabulary 大多是常見的詞彙 

Grammar 語法： 
Limited range of complex structures  

有限的複雜結構範圍 

Estimated CEFR Level B1 

評估 CEFR 等級： 

Table 1. Common Reference Levels: global scale 

表 1 總體能力指標 

4.4.2.2 Overall reading comprehension 

整體性的閱讀理解 

4.4.2.2 Reading for orientation 

閱讀方向 

 

 

 

 

 

 

Task 2 Item 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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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letter? 這封信的主要目的是什麼？ 

A. 
To inform Mr. Peterson about a sale at the gift shop 

通知彼得森先生禮品店銷售 

B. 
To encourage Mr. Peterson to visit the zoo 

鼓勵彼得森先生訪問動物園 

C. 
To thank Mr. Peterson for his contribution 

感謝彼得森先生的貢獻 

D. 
To respond to a question from Mr. Peterson 

回答彼得森先生的問題 

Task 2 Item Characteristics: 任務 2 項目特點 

Item type 項目類型: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 多選題 

Operations 操作:  

  Task dimension 任務方面:  Evaluating 評估/判定 

  Content dimension 內容方面: Main idea or Detail? 主要想法或細節？ 

  Explicitness dimension 明確性方面: Explicit or Concrete 明確或具體 

Key 題解 C 

Estimated CEFR level 預估 CEFR 等級:  B1 

Rationale in terms of CEFR 表 1 總體能力指標 

Task 2 Item 2: #32 

What is enclosed with this letter? 這封信附有什麼？ 

A. Information on joining the program 加入會員的訊息 

B. A schedule of special activities 特別活動時間表 

C.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African elephant 非洲大象的簡要描述 

D. Mr. Peterson's membership card 彼得森先生的會員卡 

Task 2 Item Characteristics: 任務 2 項目特點 

Item type 項目類型: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 多選題 

Operations 操作:  

  Task dimension 任務方面:  Recognizing 辨別/識別 

  Content dimension 內容方面: Detail or Main idea? 細節還是大意? 

  Explicitness dimension 明確性方面: Explicit or Concrete? 明確或具體？ 

Key 題解 D 

Estimated CEFR level: 預估 CEFR 等級 B1 

Rationale in terms of CEFR 4.4.2.2 Reading for orientation 

閱讀方向 

 

 

 

 

 

 

二、以族語測驗題目作為能力指標之判 

表 19 族語測驗題目作為能力指標之判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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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 1 

1.他將要帶 30個碗，你要帶 40個碗，我們要帶多少碗? 

1 60  

2. 20 

3. 70 

4. 40 

任務 1項目特點 

項目 說明 項目 說明 

領域/範圍 教育 項目類型 多選題 

主題  

操作 

任務方面 推論 

內容性質 具體 內容方面 中間 

文字長度 22 明確性方面 明確 

詞彙  Key題解 3 

語法  預估 CEFR等級  A2 

CEFR 的依據 
(1)表 1 總體能力指標 (2)2.4.4.2.2 整體性的閱讀理解(3)4.4.2.2 擷取資訊及辨

認論證 

任務 2 

2 有_____在樹上唱著歌。 

1 蟬 

2. 烏龜 

3. 蝦子 

4. 螃蟹 

任務 2項目特點 

領域/範圍 個人/教育 項目類型 多選題 

主題  

操作 

任務方面 判斷 

內容性質 具體 內容方面 細節 

文字長度 8 明確性方面 明確 

詞彙  Key題解 1 

語法  預估 CEFR等級  A1,A2 

CEFR 的依據 
(1)表 1 總體能力指標(2)2.4.4.2.2 整體性的閱讀理解 (3)4.4.2.2 擷取資訊及辨

認論證 

任務 3 

3.爸爸說不能在晚上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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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播種 

2. 種過種子 

3. 插種子 

4. 種過種子 

任務 3項目特點 

項目 說明 項目 說明 

領域/範圍 教育/職業 項目類型 多選題 

主題  操作 

 

任務方面 判斷/推論 

內容性質 具體 內容方面 大意/細節 

文字長度 10 明確性方面 明確 

詞彙  Key題解 1 

語法  預估 CEFR等級 A2(詞彙..)/B2(文化隱喻) 

CEFR 的依據 
(1)表 1 總體能力指標 (2)2.4.4.2.2 整體性的閱讀理解(3)4.4.2.2 擷取資訊及辨

認論證 

任務 4 

4.地是濕的，不是_______。 

1 酒醉 

2. 柔軟 

3. 乾 

4. 疲勞 

任務 4項目特點 

項目 說明 項目 說明 

領域/範圍 教育/個人 項目類型 多選題 

主題  操作 任務方面 判斷 

內容性質 具體 內容方面 細節 

文字長度 7  明確性方面 

詞彙  Key題解 3 

CEFR 的依據 
(1)表 1 總體能力指標(2)2.4.4.2.2 整體性的閱讀理解 (3)4.4.2.2 擷取資訊及辨

認論證 

 

 

 

 

 

任務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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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貓頭鷹  

1 iskan 

2. ithu 

3. sisiuh 

任務 5 項目特點 

項目 說明 項目 說明 

領域/範圍 個人/教育 項目類型 多選題 

主題  操作 

 

任務方面 判斷 

內容性質 具體 內容方面 細節 

文字長度 3 明確性方面 明確 

詞彙  Key 題解 2 

語法  預估 CEFR 等級 A1 

CEFR 的依據 
(1)表 1 總體能力指標 (2)2.4.4.2.2 整體性的閱讀理解(3)4.4.2.2 擷取資訊及辨認論

證 

任務 6 

6.猴子。 

1 utung 

2. utum 

3. butung 

4. butum 

任務 6 項目特點 

項目 說明 項目 說明 

領域/範圍 教育/個人 項目類型 

操作 

 

多選題  

主題  任務方面 判斷 

內容性質 具體 內容方面 細節/大意 

文字長度 2  明確性方面 

詞彙  Key 題解 1 

CEFR 的依據 
(1)表 1 總體能力指標(2)2.4.4.2.2 整體性的閱讀理解 (3)4.4.2.2 擷取資訊及辨認論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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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 7 

4關節。 

1 butun 

2. buhtung 

3. putu 

4. pautu 

任務 7項目特點 

項目 說明 項目 說明 

領域/範圍 個人/教育 項目類型 多選題 

主題  操作 

 

任務方面 判斷 

內容性質 具體/不具體 內容方面 細節 

文字長度 2 明確性方面 明確 

詞彙  Key題解 2 

語法  預估 CEFR等級 B1(詞彙使用範圍)/B2(對照 CEFR) 

CEFR 的依據 
(1)表 1 總體能力指標 (2)2.4.4.2.2 整體性的閱讀理解(3)4.4.2.2 擷取資訊及辨

認論證 

   

 

 

 

 

 

 

 

 

 

 

表 7 第三次能力指標研議會議          表 8 第三次能力指標研議會議 

  根據英語與族語測驗題目作為能力指標之判別，發現能力指標諮詢委員，針對題

目與選項時之項目判別時，有些題目具有模糊地帶，例如，族語判別任務 2「有_____

在樹上唱著歌。」，領域/範圍判別為個人或教育；或是，題目無任何背景只考詞彙

時較難以判別其領域/範圍，如任務 5「貓頭鷹」。未來在制定判別項目時除了參照

CEFR 之判別項目，仍也可具族語之需求增刪其判別項目。並且針對較無法輕易判

別之題目與選項，與以相關判別之依據與處理之方法，以利其判別。 

 

 

(四)第四場語言能力指標研議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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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場語言能力指標研議會主要以 CEFR 能力總指標、華語文能力指標項目等

綜合整理語言級別與能力之描述，透過匯整之語言能力描述，討論 A1 至 B2 各語

言能力描述是否符合族語能力指標，若不適用獲是有甚麼問題應該如何調整？如下

表 20(紅字為欲調整之方法、/為對其能力描述修正有不同之見解)。 

表 20 檢視修訂適用原住民族語言能力各級能力指標之描述 

A1 總體能力指標 

1. 能了解並使用熟悉的日常用語和詞彙，滿足具體的需求。 

2. 能介紹自己及他人，並能針對個人細節，例如住在哪裡、認識何人以及擁有什麼事物等問題

作出問答。 

3. 能在對方說話緩慢而且清晰，並隨時準備提供協助的前提下，作簡單的互動。 

A1.1 

表達能力 

A1.1.1 

口語表達能力 

1. 能使用簡單句子介紹人物及地點。/能使用簡單句子介紹人物

及居住地點。 

2. 能描述自己從事的職業及居住的地點。/刪除/能說出自己或

從事的職業及居住的地點。 

3. 能簡單的形容人物、地點及物品。 

4. 能表達對某件事情的喜愛或厭惡。 

5. 能描述自己的家庭、居住條件。/能描述自己的家庭、居住環

境。 

6. 能描述自己的教育背景及從事的工作。/能簡單描述自己的教

育背景及從事的工作。 

A1.1.2 

書寫表達能力 

1. 能寫出自己姓名和簡單短句。/能寫出自己姓名和簡單生活

用語單詞。 

2. 能針對自己、職業、居住地點寫出簡單短句。/能針對自

己、職業、居住地點寫出簡單單詞。 

A1.1.3 

表達策略 

 

A1.2 

理解能力 

A1.2.1 

聽覺理解能力 

1. 能跟上緩慢及仔細說出的話語。 

2. 能聽懂簡短、簡單、緩慢的說明。/能聽懂簡短、簡單、緩

慢的生活用語說明。 

A1.2.2 

視覺理解能力 

1. 能理解非常簡短、簡易的文本。 

2. 閱讀時能辨識熟悉的詞語及短句。/能辦識閱讀時的詞語及

短句。 

3. 能理解書信或電子郵件簡短、簡單的訊息。/刪除 

4. 能辨識生活中簡單告示或基本詞語。 

5. 在圖片輔助時，能大致理解簡單或提供資訊類的簡短描述。

/能理解圖片輔助時，簡單或提供資料類的簡短描述。 

6. 能理解簡短或簡單的書面說明。/刪除 

A1.2.3 

視聽理解能力 

 

A1.2.4 

理解策略 

 

A1.3 

互動能力 

A1.3.1 

口語互動能力 

1. 能簡單詢問、回答或敘述切身的需求或熟悉的話題。 

2. 能理解他人簡易、緩慢表達的生活需求內容。 

3. 能理解他人緩慢的提問或說明。/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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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總體能力指標 

4. 能理解簡短或簡單的指示。/刪除 

5. 能以簡單的短句詢問他人狀況或回應對方的詢問。 

6. 能向他人要求事物，並且回應他人給予事物。/能向他人要

求事物，並正確回應他人給予事物。 

7. 能向他人要求事物，並給予他人事物。/刪除/刪除 

8. 能處理簡易數字、數量、價錢及時間問題。 

9. 能以直接敘述方式，緩慢回答有關個人簡單問題。/刪除 

A1.3.2 寫作

互動能力 

1. 能寫出簡單的個人資料。 

2. 能寫出簡短的明信片。/能寫出簡短的書信。/能寫出簡短的

簡訊。 

3. 能在表格中填寫數字、日期、姓名、國籍、地址、年齡、出

生日期、或出入境時間等。 

A1.3.3 

互動策略 

 

A1.4 

轉述能力 

 

A1.4.1 

口語轉述能力 

1. 能注意聆聽，並聽懂簡單詞彙或生活基本常用的短句。/能

聽懂，並聽懂簡單詞彙或生活常用的短句。 

2. 能正確唸出簡單生字或詞彙。 

3. 能以正確聲調說出簡單短句。 

4. 能轉述簡單的詞彙與短句。 

A1.4.2 

書面轉述能力 

1. 能摹寫已學過的字詞。 

2. 能寫簡單的短句/能寫出已學過的詞彙。 

A1.4.3 

轉述策略 

1. 能理解拼音系統或部首基本概念。/能理解拼音系統或音

節、詞根基本概念。/能理解拼音系統。 

2. 能偶爾使用字典、詞典等工具書或電子媒體。/能偶爾使用

字詞典等工具書或電子媒體。 

 

 

 

 

 

 

 

 

 

 

 

 

 

 

 

 

 

 

 

 

(二)A2 總體能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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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總體能力指標 

1. 能以簡單用語描述個人背景、家族現況及切身需求事務。 

2. 能以簡單用語描述購物、周遭環境及工作現況。 

3. 能對單純或例行性任務進行溝通及簡單直接的訊息交換。 

A2.1 

表達能力 

A2.1.1 

口語表達能力 

1. 能以連貫的句子，簡單描述人物、生活、工作、好惡。 

2. 能簡單敘述故事、事件、活動、計畫、安排。/能簡單敘述故

事、事件、活動。/能簡單敘述故事、事件、活動、安排。 

3. 能以條列方式敘述事情。/能以條列方式簡單敘述事情。 

4. 能描述周遭環境的日常事物。 

5. 能描述嗜好、例行工作、過去事件及個人經驗。/刪除/能描述

興趣、例行工作、過去事件及個人經驗。 

6. 能進行簡短說明，並比較不同事物。 

7. 能進行短暫且事先演練過的事項宣佈。/能宣佈事先演練過的

事項。 

8. 能對熟悉主題發表簡短且事前準備的基本說明。/刪除/能發

表簡知說明熟悉的主題。 

9. 能回應重複性或規則性的簡單問題。 

A2.1.2 

書寫表達能力 

1. 能寫出連續性的簡短句子。 

2. 能使用簡單的連接詞。/刪除 

3. 能寫出家庭或日常生活的簡單經驗。 

4. 能寫出事件或活動的基本描述。/能寫出簡單事件或活動的

基本描述。/能寫出事件或活動的基本過程。 

5. 能寫出當地環境、教育背景、工作近況的簡單連續短句。/

能寫出簡單當地環境、教育背景、工作近況的簡單連續短句。/

能簡短說明。 

6. 能寫出簡單的想像性自傳或簡短的詩句。/刪除/能寫出簡單

的說出自傳或簡短的短文。/能寫出簡單的自傳或簡短的詩句。 

A2.1.3 

表達策略 

1. 能從常用詞語中，排練適當的用語。 

2. 能從常用詞語中，使用手勢來釐清或確認所要表達的意思。 

A2.2 

理解能力 

A2.2.1 

聽覺理解能力 

1. 能理解緩慢清晰、且與切身領域相關的句子及表達用語。/

能理解緩慢清晰、與切身領域相關的句子及表達用語。 

2. 能大略確認緩慢清晰的討論主題。/刪除/能確認緩慢清晰的

討論主題。 

3. 能聽懂簡短、清楚、簡單的訊息與宣佈事項的部分重點。 

4. 能理解簡單的方向指引說明。 

5. 能聽懂日常生活中、簡短的、已預知的，並以緩慢清楚方式

表達的語音媒體。/能聽懂日常生活中、簡短的、已發生的，並

以緩慢清楚方式表達的語音媒體。/能理解日常生活中、簡易

的、已預知的，並以緩慢清楚方式表達的語音媒體。 

A2.2.2 

視覺理解能力 

1. 能理解緩慢清晰、且與切身領域相關的句子及表達用語。/

能理解緩慢清晰、與切身領域相關的句子及表達用語。 

2. 能大略確認緩慢清晰的討論主題。/能確認緩慢清晰的討論

主題。 

3. 能聽懂簡短、清楚、簡單的訊息與宣佈事項的部分重點。/

能聽懂簡單的訊息與宣佈事項的部分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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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能理解簡單的方向指引說明。 

5. 能聽懂日常生活中、簡短的、已預知的，並以緩慢清楚方式

表達的語音媒體。/能聽懂日常生活中、簡短的、已發生的，並

以緩慢清楚方式表達的語音媒體。/能理解日常生活中、簡易

的、已預知的，並以緩慢清楚方式表達的語音媒體。 

A2.2.3 

視聽理解能力 

1. 能辨識具備充分視覺影像或肢體語言事件報導的重點，並能

判斷其主題的變化。/能辨識視覺影像或肢體語言事件報導的重

點，並能判斷其主題的變化。 

A2.2.4 

理解策略 

1. 對日常生活話題，能從上下文判斷部分語意，或歸納出短文

的大概語意。/能從談話中的上下文判斷部分語意，或歸納出短

文的大概語意。 

A2.3 

互動能力 

A2.3.1 

口語互動能力 

1. 能針對日常生活、工作情境或熟悉主題，以簡單的句子進行

簡短交談。 

2. 能以短暫對話，進行簡短的打招呼、告別、介紹、感謝等社

交性互動。/能在進行簡短的打招呼、告別、介紹、感謝等

社交性互動。 

3. 能在緩慢重述或以不同方式的表達之下，進行簡單生活話題

的意見交換。/刪除/能緩慢重述或以不同方式的表達之下，

進行簡單生活話題的意見交換。 

4. 能理解對方清楚、標準的語言，或熟悉主題的敘述內容。 

5. 能參與簡短的會話，並簡單表達感受。 

6. 能在緩慢清楚的討論中，大致理解簡單的生活議題內容。/

能在緩慢清楚的討論中，理解簡單的生活議題內容。 

7. 能提議、回應、討論或表達贊同/不贊同簡單的生活議題。/

刪除 

8. 能以直接的方式要求重覆不了解的日常事物。/能以直接的

要求重覆不了解的日常事物。 

9. 能提出問題要求給予說明，或回答問題作為回應。/能提出

問題要求給予說明，或回答問題。 

10. 能要求日常生活資訊的說明，運於旅行、住宿、飲食及購

物。 

11. 能要求並提供日常物品及服務。 

12. 能在商店、郵局或銀行等地方，詢問事物並進行簡單互動。 

13. 能給予或接收有關數量、數字、價格等訊息。 

14. 能說明自己的需求，並詢問價格，進行點餐或其他簡單的購

買行為。/刪除 

15. 能詢問並回答有關習慣及作息方面的問題。 

16. 能詢問並回答有關休閒及過去的活動方面的問題。/刪除/能

詢問並回答有關休閒及過去活動的問題。 

17. 能要求或給予簡單的指示或說明。 

18. 能以簡單直接的訊息交換，對例行事務進行溝通。 

19. 能針對熟悉的操作性問題，交換有限的資訊。/刪除/能針對

熟悉的操作性問題，交換的資訊。 

20. 能針對其工作及休閒內容，詢問並回答問題。/能針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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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休閒內容，詢問並回答問題。 

21. 能參考地圖或計畫，要求指示或給予指示。/刪除 

22.能在訪談中回答簡單的問題。 

A2.3.2  

寫作互動能力 

1. 能對於切身需求的事物，寫出簡短、簡單的紙條。/能對於   

切身需求的事物，寫出簡短、簡單的訊息。 

2. 能寫出簡單的個人信件，表達感謝與歉意。 

3. 能接收簡短、簡單的訊息。 

A2.3.3 

互動策略 

1. 能使用簡易的技巧來開始、維持或結束一個簡短的對話。/  

能使用簡易的技巧來開始、進行一個簡短的對話。 

2. 能在不了解時要求他人重述。/刪除 

3. 能使用常用詞語表示自己不了解他人所言，要求澄清。 

A2.4 

轉述能力 

 

A2.4.1  

口語轉述能力 

1. 能把握聆聽方法，說出簡單的字詞，聽辨基本的音義。/能

聽辨基本的音義及說出簡單的內容。 

2. 能聽辨日常生活熟悉主題，緩慢轉述部分的單句。 

3. 能轉述熟悉主題或標準緩慢的語言，告知他人簡單的重點。

/能轉述主題或標準緩慢的語言，告知他人簡單的重點。 

4. 能轉述與日常生活或工作相關的話題。 

A2.4.2  

書面轉述能力 

1. 能熟悉常用詞彙短句與句型，仿寫簡單或基本句型。 

2. 能辨識自己熟悉領域的簡短文句，筆譯成通順的簡單句子。

/能辨識自己熟悉領域的簡短文句，寫出成通順的簡單句子。 

3. 能筆譯部分生活特定或常見的資訊。(如：菜單、時間表、

小手冊)/ 能寫出部分生活特定或常見的資訊。(如：菜單、時間

表、小手冊) 

A2.4.3 轉述

策略 

1. 能熟悉拼音方法或部首概念。//能熟悉拼音方法或音節概念/

能熟悉拼音方法概念/能熟悉拼音方法或詞綴概念。 

2. 能要求陳述者以緩慢的方式確認說明，轉述重要詞彙或要

點。/能要求陳述者以緩慢的方式說明，轉述重要詞彙或重點。 

3. 能利用工具書或電子媒體檢索，以分辨不懂的字詞，理解其

中語意。 

 

 

 

 

 

 

 

 

 

 

 

 

 

 

 

(三)B1 總體能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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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針對一般職場、學校、休閒等場合常遇到的熟悉事物，能瞭解清晰且標準信息的重點。 

2. 在目標語言地區旅遊時，能應付大部分可能會出現的狀況。 

3. 針對熟悉或 私人感興趣的主題，能創作簡單有連貫的篇章。 

4. 能敘述經驗、事件、夢想、希望 及抱負，而且對意見及計畫能簡短地提出理由和說明。 

B1.1 

表達能力 

B1.1.1 

口語表達能力 

1. 能合理流利地對於自己感興趣的主題，進行直接描述。 

2. 能描述自己的夢想、希望及期望。 

3. 能描述真實或是想像的事件。 

4. 能發展簡單論點以供理解。/能發展簡單論點提供理解。 

5. 能簡短說明理由及解釋自己的意見、計畫及活動。 

6. 能針對日常生活的主題，進行簡短、演練過的事項宣佈或演

說。 

7. 能簡短說明理由，解釋自己看法、計畫及行為。 

8. 能回應簡易的後續提問。 

B1.1.2 

書寫表達能力 

1. 能針對自己興趣或熟悉的主題，寫出直接簡短的描述。 

2. 能以簡單連貫的文句，寫出自身經驗或描述感覺。 

3. 能寫出真實或想像的事件過程或旅程經驗。 

4. 能描述故事。/能描述故事情節。 

5. 能針對感興趣的主題寫出簡短的論文。/刪除/能針對感興趣的

主題寫出簡短的文章。 

6. 能對實際訊息，作摘要報告，並給予意見。 

7. 能針對標準的談話寫出簡短的報告。 

8. 能使用常見的訊息，敘述行動的理由。/能使用常見的訊息，

敘述其動向。 

B1.1.3 

表達策略 

1. 能排練並嘗試新的組合及表達用語，並要求對方回應。/能嘗

試新的組合及表達用語，並要求對方回應。 

2. 能傳達重點，並應用相關資源與方法，來表達訊息的特點。 

3. 能說出無法記住的詞彙的具體特性。 

4. 能以類似語意的詞語來表達意義（例如：載人的大車＝公

車）。 

5. 能以簡單的詞來表達類似的概念，並且要求確認與改正。/能

以簡單的詞來表達類似的概念，並要求確認與改正。 

6. 能修正用語或表達語意造成誤解時的混淆。/刪除 

7. 能詢問並確認自己所使用的形式是否正確。/能詢問並確認自

己所使用的方是否正確。 

8. 能於溝通產生問題時，重新使用不同的溝通方式。 

B2.2 

理解能力 

B1.2.1 

聽覺理解能力 

1. 針對一般日常或與工作相關的主題，假使口語表達以一般熟悉

的腔調清楚地說出，能夠了解直接的實際訊息，並能辨認大略

訊息及特定細節。/針對一般日常或與工作相關的主題，能夠

了解直接的訊息，並能辨認特定細節。 

2. 針對一般工作、學校、閒暇等情況中的熟悉話題，包括簡短的

敘述文章，能理解標準清楚口語表達的大意。/針對的作、學

校、閒暇等情況中的熟悉話題，能理解清楚口語表達的大意。 

3. 假使話語以標準的口語清楚說出，能大致跟上其周遭延伸性討

論話題的大意。/刪除/能標準的口語清楚說出，並作延伸性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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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的話題。 

4. 對於自身領域範圍內的或主題熟悉的演說或談話，在對方以標

準口語直接呈現且結構清楚的情況下，能大致瞭解其內容。/

能在對方以標準口語直接呈現且結構清楚的情況下，能大致瞭

解其內容。 

5. 假使能以標準口語清楚，針對熟悉的主題，能跟上直接簡短的

談話。/能針對熟悉的主題，直接進行簡短的談話。 

6. 能聽懂簡單的技術方面的說明，例如：日常用品的使用說明。 

7. 針對個人感興趣且以清楚的標準語言表達的主題，能理解大部

分錄製的或廣播與材料的訊息內容。/刪除/能針對個人感興趣

且以清楚的語言表達的主題，來理解大部分錄製的或廣播與材

料的訊息內容。 

B1.2.2 

視覺理解能力 

1. 能理解有興趣或熟悉主題，並以直接方式呈現的內容。/能理

解有興趣或熟悉主題，以直接方式來呈現內容。 

2. 能理解私人信件中對於日常生活事件、情感及願望的描述。/

能理解中對於日常生活事件、情感及願望的描述。/能理解信

件中對於日常生活事件、情感及願望的描述。 

3. 能與對方順利地進行簡單書信往返。/能與對方順利地進行簡

單簡訊往返。 

4. 能瀏覽較長的內容，從中找到需用的資訊，並能從中蒐集資

訊，以完成一個特定的資料搜尋。/刪除 

5. 能從日常生活相關的書面資料中，辨識及理解需要的資訊。 

6. 能辨識表達清楚的論證內容。/刪除 

7. 能理解日常討論議題或簡單的報紙文章的重點。/能理解日常

討論議題或簡單的雜誌的重點。 

8. 能理解書寫清楚、直接的設備使用說明或指導性文件。/能理

解並書寫清楚、設備使用的說明或指導性文件。 

B1.2.3 

視聽理解能力 

1. 能理解電視節目中個人熟悉的主題。 

2. 能理解表達緩慢清楚、輔以足夠圖像或肢體語言的節目。 

B1.2.4 

理解策略 

1. 能對熟悉的主題，從上下文判斷不熟悉詞語的語意並歸納出句

子的意思。 

B2.3 

互動能力 

B1.3.1 

口語互動能力 

1. 能流利與人溝通熟悉主題或日常話題。/能與人溝通熟悉主題

或日常話題。 

2. 能交換、比對及確認熟悉的日常資訊，處理例外的情況，並做

出判斷。/能交換、比對及確認熟悉的日常資訊，處理偶發事

件，並做出判斷。 

3. 能簡單表達對於書籍、音樂或影片中較抽象的文化話題的看

法。/刪除 

4. 能隨時運用簡單語言，表達對於家人、嗜好、工作、旅行及時

事等個人的意見，或進行對談與討論。/能隨時運用簡單語

言，表達對於家人、嗜好、工作、旅行及時事等個人的意見。

/能隨時運用簡單語言，表達對於家人、興趣、工作、旅行及

時事等個人的意見，或進行對談與討論。 

5. 能表達驚訝、快樂、悲傷、感興趣以及漠不關心等情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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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能對一般性主題及正常的交談中，大致了解對談的重要內容。 

7. 能對於他人的看法或觀點，給予簡短的評論。/刪除 

8. 能對簡單的事物表達自己的選擇或比對的結果。(如：做什

麼、去哪裡、選擇誰或哪一樣等) 

9. 能說明事情困難的地方，並能比較各種不同的解決方式，說明

優劣。 

10. 能對於可能的解決方法，給予簡單說明，並理解他人對解決方

法的意見與反應。 

11. 能對於如何進行的議題，邀請他人給予意見。/能對於如何進

行的話題，邀請他人給予意見。 

12. 能在旅行或安排住宿或出外訪問時，與對方接洽，並處理大多

數可能出現的互動事務。/能在旅行或安排住宿或出外訪問

時，與對方接洽，並處理可能出現的互動事務。 

13. 能在商店、郵局、銀行等地方，處理非一般事務。（如：退

貨、申訴等）/刪除 

14. 能透過旅行社安排旅行，或在實際旅行中解決大部分可能出現

的問題。（如：在不熟悉的地方，也可以知道下車的地點）/能

透過旅行社安排旅行，或在行程中解決可能出現的問題。

（如：在不熟悉的地方，也可以知道下車的地點） 

15. 能以說明方式，描述如何做某件事。 

16. 能對於短篇故事、文章、交談、討論、訪問或資料文件，做出

摘述並提出其意見，或回答問題。 

17. 能提供訪問或諮詢所需要的具體資訊。(如：對醫生描述症狀) 

18. 假使他人的回應快速或具延伸性，偶爾可能必須要求重覆，但

能以查對並確認資訊的方式，完成既定的訪問。 

19. 能在訪問或諮詢中，偶爾主動發言。/刪除 

20. 能使用預備的問卷，完成有計畫的訪問內容，並自發性提出一

些衍生問題。/刪除 

B1.3.2  

寫作互動能力 

1. 能對不同主題，傳達訊息與想法，核對訊息，並且精確地詢問

有關問題或解釋問題。/能對不同主題，傳達訊息與想法，核

對訊息，並精確地詢問相關問題。 

2. 能寫出個人信件與紙條，要求或傳達切身相關的簡單資料。/

能寫出個人信息，要求或傳達切身相關的簡單資料。 

3. 能對音樂或影片中抽象或文化方面主題，寫出個人信件，提供

消息及表達想法。/刪除/能對音樂或影片中抽象或文化方面主

題，寫出個人觀感，及表達想法。/能對音樂或影片中抽象或

文化方面主題，寫出個人見解，提供消息及表達想法。 

4. 能以較詳細的方式，寫出個人信件，描述經驗、情感及事件。

/能以較簡單的方式，寫出個人信件，描述經驗、情感及事

件。 

5. 能對於接獲訊息的質疑進行溝通，並解釋問題。 

6. 能書寫紙條，對於朋友、服務人員、教師及其他出現在其日常

生活中的人，傳達切身直接的簡單資訊。 

B1.3.3 1. 能加入熟悉議題的討論，並使用適當的詞語表達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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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策略 2. 能開始、維持並停止簡單的面對面對話。/能開始或維持等停

止簡單的面對面對話。 

3. 能將他人敘述作部分重述，確認彼此的理解，並使原本的對話

持續發展。/刪除 

4. 能要求他人釐清或詳述剛剛所陳述的內容。 

5. 能將討論重點摘述，以利凝聚言談焦點。 

B2.4 

轉述能力 

 

B1.4.1  

口語轉述能力 

1. 能轉述說話者以清楚、標準的語言說出的簡單內容。/能大略

轉述說話者以清楚、標準的語言說出的簡單內容。/能清楚轉

述說話者的簡單內容。 

2. 能以連續的句子轉述日常生活或工作相關且簡單的話語。 

3. 能協助一般日常生活資訊的詢問。（如：搭車、郵局、銀行基

本詢問） 

4. 能逐句分別進行簡易單句的轉述。/能逐句分別進行簡易單字

的轉述。 

B1.4.2  

書面轉述能力 

1. 能筆譯與日常生活基本需求相關且簡短、簡單的短句短文。/

能筆譯與日常生活基本需求相關且簡單的短句。/能寫出與日

常生活基本需求相關之短文。 

2. 能筆譯自熟悉領域的一般性簡短文章。/能筆譯自熟悉領域的

一般性簡短句。/能寫出自熟悉領域的一般性簡短文章。 

3. 能筆譯一般性的說明。(如：標示、警語）/能寫出一般性的說

明。(如：標示、警語） 

B1.4.3  

轉述策略 

1. 能向說話者複述以確認自身瞭解須轉述的話語。 

2. 能透過替代性詞彙的方式，表述詞彙量不足的語意概念。 

3. 能對說話者大意複述並尋求確認。/能對說話者大意重述並尋

求確認。 

4. 能請說話者重述以確保自身已掌握須轉述的內容。 

5. 能藉由查詢字典以修正轉述的錯誤或疑問。 

 

 

 

 

 

 

 

 

 

 

 

 

 

 

 

 

 

 

(四)B2 總體能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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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針對具體及抽象議題的複雜文字，能瞭解其重點，這些議題涵蓋個人專業領域 的技術討論。 

2. 能與母語人士經常作互動，有一定的流暢度，且不會讓任一方感到緊張。 

3. 能針對相當多的主題，創作清晰詳細的篇章，並可針對各議題來解釋其觀 點，並提出各種選

擇的優缺點。 

B2.1 

表達能力 

B2.1.1 

口語表達能力 

1. 能清晰、系統性的描述，並提出適當的重點提醒、細節說明或

舉例解說。 

2.能對於經驗描述自我感覺及反應，並仔細的說明。 

3.能描述意外事件等不預期發生的細節，連接起來說明。 

4.能連結書本或影片劇情，描述自己的感想。 

5.能發展合理論點，針對主題，提出優缺點，加以解釋說明。 

6.能清晰流利地進行大多數事項主旨的宣佈。 

7.能對熟悉的主題進行演說，並能合理清楚解釋要點。 

B2.1.2 

書寫表達能力 

1. 能對不同主題，書寫語意清楚的完整文句，並評價不同訊息或

論點。 

2.能對真實經驗或想像事件，以清晰連貫文句，詳細描述。 

3.能依照不同文體需求作適當的書寫。 

4.能對電影、書本或戲劇寫出感想心得。 

5. 能有系統組織論證寫出論文或報告，適當強調重點，提出細節

說明。 

 

B2.1.3 

表達策略 

1. 能規劃所要表達的內容及表達的方式，並考慮到對方接收訊息

的效果。 

2. 能使用委婉用語或改述方式，以修飾詞語或表達結構中的落

差。 

3. 能對於表達中的話語錯誤或造成的誤解，進行改正。 

4. 能自我監控、主動察覺或記錄容易犯的錯誤表達。 

B2.2 

理解能力 

B2.2.1 

聽覺理解能力 

1. 能理解現場或廣播方式，有關個人、社交、學術或職業生活的

各種主題。 

2. 能理解以標準口語表達的具體或抽象主題。 

3. 能理解技術性討論或複雜命題的語言大意。 

4. 能跟上生動的對話內容、延伸性的話語及複雜的論證內容。 

5. 能理解生活周遭大部分對談內容。 

6. 能掌握主題或用詞複雜的演說、交談、報告或其他形式的學術

性或專業性發言。 

7. 能理解標準語言及正常速度說出的具體或抽象的主題。 

8. 能理解社交、職業或學術方面以標準語言錄製的材料，並辨識

訊息內容以及說話者的觀點態度。 

9. 能理解以標準語言表達的大部分廣播播報內容及錄製的語言

材料。 

B2.2.2 

視覺理解能力 

1. 能針對不同內容的文本及閱讀目的，調整閱讀方式及速度。 

2. 能選擇適當的參考資料輔助閱讀，具備獨立閱讀能力及技巧。 

3. 能閱讀熟悉主題相關的信函，並能輕易掌握主要語意。 

4. 能快速瀏覽複雜文本內容，找出特定細節相關資訊。 

5. 能對新聞、文章或報告中的各式專業主題快速瀏覽後，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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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重要性，判斷是否需要進行精讀。 

6. 能理解熟悉領域專業書面資料的內容。 

7. 能對非其專業領域資料，經由查詢字典確定特定專業術語的

意義後，理解其內容。 

8. 能理解當代話題的文章、報告及作者所持的立場和觀點。 

9. 能詳細理解熟悉領域相關的長篇複雜說明或指導性文件。

(如：設備的使用說明書) 

B2.2.3 

視聽理解能力 

1. 能理解大部分以標準語言呈現的電視新聞、時事節目、紀錄

片、現場訪問、戲劇及影片等。 

B2.2.4 

理解策略 

1. 理解過程中能使用不同的策略。(如：聽取重點、找關鍵字、

使用情境的線索等) 

B2.3 

互動能力 

B2.3.1 

口語互動能力 

1. 能明確了解對方的說明。 

2. 能以流利的語言與對方順利的互動。 

3. 能請他人提供意見，使工作順利進展。 

4. 能清楚了解問題的癥結，並評估不同方法的利弊得失。 

5. 針對一般話題、特定情境、專業學術，能以流利精確且符合

語境的語言清楚表達。 

6. 能提供相關的解釋與論證，強調事件與經驗對個人的重要性，

清楚說明並維持其主要觀點。 

7. 能理解於吵雜環境中標準語言的敘述內容與細節。 

8. 能在嘈雜環境中對於一般性主題，順利進行對談。 

9. 能以言語充分表達個人感情。 

10. 能在熟悉情境中，積極參與非正式討論，並精確表達看法，

做出評論，或對他人的意見提出說服力的回應。 

11. 能精準瞭解支持或反對的觀點，並辨識討論內容的發展變化，

提供替代方案，並做假設與回應。 

12. 能對有爭議的問題進行協商，並使用說服他人的語言達到目

的。（如：不該被開的交通罰單、因爆胎造成的事故損害賠償） 

13. 能說明問題，並清楚表達提供服務者或顧客必須做出的賠償

或道歉。 

14. 能針對自己職業所涉及的相關問題，了解並交換複雜資訊與

建議。 

15. 能使用明確的方式以傳達詳細資訊。 

16. 能對執行事件的程序，給予清楚詳細的描述。 

17. 能從許多資源中，整合並報告資訊與論證。 

18. 能在自發性離題時，了解並探索有趣的回應，完成有效流利

的訪問。 

19. 能在訪問中能主動發言，擴展並提出想法。 

B2.3.2  

寫作互動能力 

1. 能在書寫內容中，有效地表達訊息與觀點，並與他人的訊息與

觀點產生關聯性。 

2. 能寫出信件，傳達情緒，強調事件與經驗中的個人重要性，並

評論聯繫對象的消息與觀點。 

3. 能接收訊息，針對質疑進行溝通，並解釋問題。 

4. 能對朋友、服務人員、教師及其他日常生活中人物，書寫紙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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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達切身直接相關的資訊，並能廣泛地使他人理解其認為重要

的重點。 

B2.3.3 

互動策略 

1. 能運用適宜的言語，進行或介入討論。 

2. 能有效運用輪替方式，適當引導、維持並結束言談。 

3. 能在構思表達內容時，使用慣用語來取得時間及保有發言機

會。（如：這個問題很難回答） 

4. 能對他人敘述與推論給予回應，並持續表達看法，以利後續

討論。 

5. 能依熟悉的立論點，作確認理解，邀請他人加入等方式，協

助討論進行。/能依熟悉的觀點，作確認理解，邀請他人加入

等方式，協助討論進行。 

6. 能提出後續問題，以確認了解說話者所欲表達之意，並且澄

清模糊點。 

B2.4 

轉述能力 

 

B2.4.1  

口語轉述能力 

1. 能轉述自己熟悉的主題或個人專業性的對話。 

2. 能對自己所熟悉的領域，轉述陳述者的重點。 

3. 能在一般社交場合，協助轉述不熟悉語言雙方的對話。 

4. 能轉述所聽音樂、影片或看完文章後，做適當說明或敘述細

節要點。 

B2.4.2  

書面轉述能力 

1. 能精確轉述各式各樣及專業領域主題，其中抽象的部分亦能

掌握。 

2. 能筆譯一般性的文件。（如：簡單的合約） 

3. 能筆譯一般性的文章。（如：通俗散文、簡易的專欄） 

4. 能對一般性文件或文章作內容摘要與整理。 

5. 能分辨各種語體及文言文詞語的差別。 

B2.4.3  

轉述策略 

1. 能依情境與場合，適切開場、表達或溝通。 

2. 能與陳述者進行溝通，確認陳述內容，再進行轉述。 

3. 能了解被轉述者的背景，避免使用不熟悉或禁忌的語言。 

4. 能進行專業術語的確認，避免產生誤解。 

 

    

 

 

 

 

 

 

 

 

 

 

 

 

 

表 9 第四次能力指標研議會議              表 10 第四次能力指標研議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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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諮詢委員針對能力指標之描述修正，其諮詢委員修正能力描述之判別有

若干思考： 

1. 根據現今之環境思考其能力指標之描述是否符合其環境，或是以更為上位  

廣泛的分類作為敘述。例如，在寫作能力中將原指標「能對於切身需求的事物，

寫出簡短、簡單的紙條。」改為「能對於切身需求的事物，寫出簡短、簡單的

訊息。」將「紙條」改為「訊息」。 

2. 在修正語言能力描述時，考量將其語言能力描述使用之文字、詞彙等，使用較

為更為清楚明瞭之文字、語句。例如，將原指標「能依熟悉的立論點，作確認

理解，邀請他人加入等方式，協助討論進行。」改為「能依熟悉的觀點，作確

認理解，邀請他人加入等方式，協助討論進行。」將「立論」改為「觀點」。 

3. 在探討語言能力描述修正時，各組對級別與能力至標描述之判斷有不一樣的看

法。例如，原指標「能轉述說話者以清楚、標準的語言說出的簡單內容。」，則

諮詢委員對此能力描述有其不同的修改見解 a「能大略轉述說話者以清楚、標準

的語言說出的簡單內容。」、b「能清楚轉述說話者的簡單內容。」，在 a 修正中

是以「大略轉述」，但在 b 中是以「清楚轉述」為修訂見解。 

4. 在轉化與修正語言能力描述時考量族語語言的特性，以適用族語之特性作為修

正參照。例如，原指標「能理解拼音系統或部首基本概念。」修正為「能理解

拼音系統或音節、詞根基本概念。」將原指標華語之特性「拼音系統或部首」

修改為族語之特性「拼音系統或音節、詞根」 

5. 在考量語言能力之描述時，會將其語言能力描述之程度明確標出。例如， 

   原指標 A2.1.2「能寫出事件或活動的基本描述。」修改為「能寫出簡單事件 

   或活動的基本描述。」將能力描述清楚呈現「簡單」之語言能力程度描述。 

(五)小結 

根據討論議題與諮詢委員之建議，初步規畫原住民族各學習階段語言能力指

標分級如表 21、能力指標分級整體描述如表 22、能力指標各學習階段與詞彙數量

如圖 11 。 

表 21 原住民族各學習階段語言能力指標分級 

各能力指標 CEFR 
原住民族語言

能力認證指標 

原住民族各學習階段

語言能力指標 

各級指標對應 

  A0幼兒級 

A1 入門級 初級 A1入門級/初級 

A2 基礎級 中級 A2基礎級/中級 

B1 進階級  B1進階級/中高級 

B2 高階級 高級 B2高階級/高級 

C1 流利級 優級 C1流利級/優級 

C2 精通級  C2精通級/薪傳級 

表 22 原住民族各學習階段語言能力指標分級整體描述 

       能力描述 

級別 
整體能力描述 

A0 幼兒級 

1. 能了解並使用最基本的日常簡單用語和詞彙。 

2. 能簡單介紹自己跟他人、能簡單表達自己的需求，例

如，住在哪裡、我是誰，或是說出肚子餓、想睡覺…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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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描述 

級別 
整體能力描述 

3. 能在對方以簡單、緩慢、清晰的說話時，理解其涵意

且能做出相應之簡單舉動。 

A1 入門級/初級 

1. 能了解並使用熟悉的日常用語和詞彙，滿足具體的需

求。 

2. 能介紹自己及他人，並能針對個人細節，例如住在哪

裡、認識何人以及擁有什麼事物等問題作出問答。 

3. 能在對方說話緩慢而且清晰，並隨時準備提供協助的

前提下，作簡單的互動。 

A2 基礎級/中級 

1. 能以簡單用語描述個人背景、家族現況及切身需求事

務。 

2. 能以簡單用語描述購物、周遭環境及工作現況。 

3. 能對單純或例行性任務進行溝通及簡單直接的訊息交

換。 

B1 進階級/中高級 

1. 針對一般職場、學校、休閒等場合常遇到的熟悉事

物，能瞭解清晰且標準信息的重點。 

2. 在目標語言地區旅遊時，能應付大部分可能會出現的

狀況。 

3. 針對熟悉或 私人感興趣的主題，能創作簡單有連貫

的篇章。 

4. 能敘述經驗、事件、夢想、希望 及抱負，而且對意

見及計畫能簡短地提出理由和說明。 

B2 高階級/高級 

1. 針對具體及抽象議題的複雜文字，能瞭解其重點，這

些議題涵蓋個人專業領域 的技術討論。 

2. 能與母語人士經常作互動，有一定的流暢度，且不會

讓任一方感到緊張。 

3. 能針對相當多的主題，創作清晰詳細的篇章，並可針

對各議題來解釋其觀 點，並提出各種選擇的優缺

點。 

C1 流利級/優級 

1. 能瞭解廣泛領域且高難度的長篇文章，而且可以認出

隱藏其中的意義。能流利自然地自我表達，而且不會

太明顯地露出尋找措辭的樣子。 

2. 針對社交、學術及專 業的目的，能彈性且有效地運

用語文工具。 

3. 能針對複雜的主題創作清晰、良好結 構、及詳細的

篇章，呈現運用體裁、連接詞、和統整性構詞的能

力。 

C2 精通級/薪傳級 

1. 能輕鬆地瞭解幾乎所有聽到或讀到的信息。 

2. 能將不同的口頭及書面信息作摘要，並可以連貫地重

做論述及說明。甚至能於更複雜的情況下，非常流利

又精準 地暢所欲言，而且可以區別更細微的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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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1 原住民族各學習階段語言能力指標各學習階段與詞彙數量 

    本次原住民族各學習階段語言能力指標主要是從相關案例分析、公聽會，以

及研議會議整理出初步的雛形，並透過本次探討進一步提出未來建置族語能力指

標時須注意的相關問題以及未來運用之面向。 

1.建置須注意之相關問題 

(1) 本次參照研究指標為 CEFR 其主要是針對能作能力，以及實際溝通作為能力 

描述依據，較無針對文化面向納入能力指標說明，故可進一步參考 ACTFL 將

文化能力描述於語言能力描述中，例如，ACTFL 優異「…優異水平的聽者從

文化框架之內理解語言，並能理解講話者的細膩微妙之處。…」 

(2) 本報告為初步探討階段，故仍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初步研擬之規畫仍須有專

門的族語能力指標研析小組進一步討論。討論方向如各級能力之名稱、檢視與

修訂整體能力指標與分數能力指標相關問題、詞彙數量與級別數的確立，或是

詞彙收集的方法以及詞彙收錄之形式….等。 

(3) 根據本次初探之語言能力指標發現，其指標若與目前族語學習之環境對照時有

極大的落差，例如，族語能力認證中級下一階段則為高級，若對照 CEFR 則為

A2 到 B2，族語能力認證缺少了 B1 的語言能力描述。進一步探討，族語能力

認證缺少了 B1 所描述的語言能力，其對語言學習與教學上有甚麼樣的影響。

若依照目前初探之族語能力指標，族語之教學與學習則須整體的重新規劃。 

(4) 本次報告主要以初探探討，並無進行深入之效度、性度之驗證，也尚無最後決

議之定稿，仍需待進一步的討論與研究。 

(5) 族語能力指標之建置須考量族語語言環境之實際問題，並將只標在整體架構不

變的情形之下，仍能修改並具符合族語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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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族語能力指標參照 CEFR 研擬後的定位確立。建置之族語能力指標因視為欲達

到、能做的能力，並也透過一層一層的級別參照，使其語言能力逐步往前達到

欲達到的語言技能。須注意若不清楚語言級別之能力定位，容易使語言能力指

標只配合實際語言能力與環境，而降低了能力指標的引導與具體語言能力獲得

之目標。 

 

 

 

 

 

 

 

 

 

 

 

 

 

 

 

 

 

 

 

 

 

 

 

 

 

 

 

 

 

 

伍、未來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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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族語言學習各段能力指標又為「原住民族語言能力指標」，內涵為「族

語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指標」，為族語教學指引、教材、方法、與評量架構

等提供基準，是學齡前至成人的族語語言學習導引，並著重自主學習。 

一、定位原住民族語言能力指標為：族語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指標與基準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指標作為族語學習、教材、評量等地參考架構與準

則，使教材、教學方法、評量等相互連結與對應，將教學者所教、學習者所

學所獲得之語言能力有其具體的評量與方法達到目的。並使學習者在學時知

道「應該」與「能做」之事，透過語言能力之描述提供學習語言時的相關指

導。例如，某教材是 A1 等級，級教材內有 A1 能力所需之詞彙、語法、篇

章、方法與評量等等，其為的是，當學習者學完此教材後將習得之 A1 的語

言能力，其能力之培育與養成具緊密之關係。 

二、建置具系統性、架構性、整合性、彈性、效度性的原住民族語言能力指標 

    建置系統性、架構性、整合性、彈性與具效度性的原住民族語言能力指

標，運用 CEFR 具科學驗證的語言能力描述以效性與可行性，結合定性分析

與定量分析，研擬適用於原住民族語言能力之指標。 

三、規劃短、中、長期之原住民族語言能力指標建置計畫 

    規劃短、中、長期之原住民族語言能力指標建置計畫，可由中央單位作

整體整合之規劃，例如，華語文能力指標是教育部委託教育研究院執行「華

語文八年計畫(102-109)–建置應用語料庫及標準體系」其中一項子計畫，從

102 年開始研擬華語文能力指標至今年 106 年歷時四年，由教育研究院公告

其初稿。可規畫原住民族語言相關整合之長程計畫，並規劃短、中期之具體

效益，例如，透過建置原住民族語言能力指標，共同研擬詞彙、語法點、篇

章、教材等相關之分級規劃標準。 

 

四、以能力指標為架構研訂原住民族語言、詞彙、語法、篇章之分級標準之規劃 

    以族語能力指標分級為架構融入詞彙、語法、篇章、教材共同規劃，發

展出原住民族分級綱要，有利於族語政策、教學與學習之相關運用。 

五、建置原住民族語言能力指標研析小組 

    建置原住民族語言能力指標研析小組統整規劃能力指標之建置之相關工

作與流程，其人員之組成為相關背景之專家學者、族人代表共同研擬。 

六、建置原住民族語言能力指標工作流程 

    建置原住民族語言能力指標工作流程，予以清楚與明確的建置方向，能

釐清每個工作環節對於能力指標建置之目的。 

七、辦理原住民族語言能力指標工作坊 

    透過辦理原住民族語言能力指標工作坊，不僅做定向與定量的評估，亦

透過工作坊培育參與之該族人，未來作為能力指標建置之相關工作人員等。 

八、製作原住民族語言能力指標參照手冊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指標建置完成後，並同時建置能力指標使用之參照手

冊，使大眾能夠參照手冊自行使用能力指標。有統一之能力指標，若族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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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組織、個人欲想編輯教材，則可參照參照手冊，使其教材具有相呼應與連

結之語言能力描述。例如，布農語語推組織想製作教材，則可依據能力指標

之參照手冊編制，其編製之教材則能符合族語認證相呼應之語言能力描述。

參照手冊可運用於各語言學習相關面向，並作為指引參照。 

九、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指標協助與促進政府與非政府機構、個人等相互合作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建置在政治上提供政策與教育評估之方針，在教育 

    上評估語言學習者其語言學習之成就。協助政府與非政府單位、個人(如， 

    考試單位、教育行政管理人員、學會組織、課程規劃者、教師、學習者)對 

    於族語學習、教學、評量調整與整合努力的面向。例如，語推組織或是個 

    人可運用製作的能力指標參照手冊建置多元的教材，一來減輕中央政府在 

    教材編輯尚需處理眾多語言之問題，二來能將教材更貼近其族群、文化與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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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FR溝通活動類型、次分類以及細項分類 

溝通活動類型 
溝通活動類型

次分類 
細項分類(描述性量表) 

產出型活動與

策略 

口語產出 
(1)綜合口頭表達(2)持續性獨白：敘述經驗(3)持續性獨白:呈

現案例(4)公告(5)對觀眾講話 

書面產出 (1)一般的寫作(2)創造性寫作(3)報告及文章書寫 

產出型策略 (1)規劃(2)補償(3)監控及修正 

接受型活動與

策略 

聽覺接收 

(1)整體的聽力理解(2)理解母語使用者之間的互動(3)身為現

場聽眾一員而進行聆聽(4)聽取公眾宣布及指示(5)聽取聲音

的媒介及錄音 

視覺接受 
(1)整體的閱讀理解(2)閱讀書信(3)為導向而作的閱讀(4)為資

訊及論證而作閱讀(5)閱讀指示或說明 

視聽覺接收 

(1)當文本被大聲念出聲時，會跟著文本內容(2)觀看具有字

幕的電視、錄影帶或者影片(3)使用新科技(多媒體、CD 光碟

等等) 

接受策略 確認提示與推理(口說及書寫) 

互動型活動與

策略 

口說互動 

(1)一般口說互動(2) 瞭解使用母語的對話者(3)對話(4)非正

式討論(5)正式討論與會議(6)目標導向的合作(6)為取得物品

或服務的交互活動(7)訊息交換(8)訪問與被訪問 

書面互動 無描述性量表 

面對面互動 無描述性量表 

互動機制溝通 (1)整體寫作互動(2)聯繫(3) 紙條、訊息與表格 

互動策略 (1)取得發言權(輪替)(2)合作(3)要求澄清 

傳達型活動與

策略 

口語傳達 無描述性量表 

書面傳達 無描述性量表 

傳達策略 無描述性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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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指標諮詢會議會議議程 

一、時間：106 年 5 月 19 日（五）上午 10 點至 12 點 30 分 

二、地點：台大文學院文 20 教室 

三、議程： 

時間 議程 

10：00-10：20 報到 

10：20-10：30 能力指標會議說明 

10：30-11：20 討論原住民族語言能力指標架構（一） 

11：20-11：30 休息 

11：30-12：20 討論原住民族語言能力指標架構（二） 

12：20-12：30 午餐&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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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語言能力指標參考架構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指標參考架構(以下簡稱族語能力指標)旨在提供共同的理

論基礎與原則，運用於學習、教學、評量，並進一步闡述族語教學綱要、課程指引、測

驗、及教科書等等。透過族語能力指標詳盡的描述每個語言學習者習得的語言能力，使

學習者能使用該語言進行有效的溝通；藉此使語言學習者發展語言的知識與技巧，讓學習

者能有效的表現語言能力；藉由語言能力精熟度的不同級別，作為測量與了解學習者在每

個階段的語言學習評量標準。 

希冀透過族語能力指標提供教師、教師訓練者、教育行政管理人員、課程設計師、

考試單位，以及非政府部門與個人致力於投入對於族語學習、教學、評量， 一些具體明確的指

標與方法，反思目前的工作，希望能引導與協調工作的進行， 並確保其能滿足與回應學習者的

需求。 

一、目的 

1.了解學習者聽、說、讀、寫之語言能力，並協助提供並回應學習者語言學習之

需。 

2. 提供一個健全的理論基礎，來相互認證不同層級的語言資格。 

3.促進政府與非政府機構、個人等相互合作。 

4.協助學習者、教師、課程規劃者、考試單位、教育行政管理人員，以及以及非政

府部門與個人致力於投入對於族語學習、教學、評量調整與整合努力的向。 

二、目標 

1.語言學習課程規劃 

2.語言能力認證規劃 

3.自我學習導向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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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會議討論問題 

 

(一)從原住民族從小至成人的語言學習環境、教學、認證等的現狀，探討原住民

族語言能力指標參考架構建置目標、目的以及須注意的相關問題。 

(二)原住民族語言能力指標參考架構的原理論基礎與原理原則為何? 

(三)原住民族語言能力指標參考架構中的語言級別如何劃分與銜接? 

(四)如何有效地將原住民族語言能力指標參考架構整合到其獨特的語言教學情

境。 

(五)原住民族語言能力指標參考架構如何應用於原住民族語文 12 年國教課程

綱要與族語認證能力指標之中? 

 
 
 
 
 

備註：委員們可參考附件以及附上的資料檔，思考族語能力指標之建置考量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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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共同語文參考架構 
 

一、整體性分級表 
 

 

 

 

 

 

歐洲
共同
語文
參考
架構 

級別 級別能力說明 

 
 

基礎 

 

A1 基礎級 

能了解並使用熟悉的日常用語和詞彙，滿足具體的需求。能介紹自己及他人，並能針對個人細節，例如住在哪裡、
認識何人以及擁有什麼事物等問題作出問答。能在對方說話緩慢而且清晰，並隨時準備提供協助的前提下，作簡
單的互動。 

A2 初級 
能了解最切身相關領域的句子及常用辭(例如：非常基本的個人及家族資訊、購物、當地地理環境、和工作)。能
夠針對單純例行性任務進行溝通，這些任務需要對熟悉例行性的事務作簡單直接的信息交換。 

能以簡單的詞彙敘述個人背景、周遭環境、及切身需求的事務等方面。 

 

獨立 

 

B1 中級 
針對一般職場、學校、休閒等場合常遇到的熟悉事物，能瞭解清晰且標準信息的重點。在目標語言地區旅遊時，

能應付大部分可能會出現的狀況。針對熟悉或私人感興趣的主題，能創作簡單有連貫的篇章。能敘述經驗、事件、

夢想、希望及抱負，而且對意見及計畫能簡短地提出理由和說明。 
 

B2 中高級 

針對具體及抽象議題的複雜文字，能瞭解其重點，這些議題涵蓋個人專業領域的技術討論。能與母語人士經常
作互動，有一定的流暢度，且不會讓任一方感到緊張。能針對相當多的主題，創作清晰詳細 

的篇章，並可針對各議題來解釋其觀點，並提出各種選擇的優缺點。 

 

 

精熟 

 

C1 高級 

能瞭解廣泛領域且高難度的長篇文章，而且可以認出隱藏其中的意義。能流利自然地自我表達，而且不會太明顯
地露出尋找措辭的樣子。針對社交、學術及專業的目的，能彈性且有效地運用語文工具。能針對複雜的主題創作
清晰、良好結構、及詳細的篇章，呈現運用體裁、連接詞、和統整性構詞的能 

力。 

 

C2 精通級 

 

能輕鬆地瞭解幾乎所有聽到或讀到的信息。能將不同的口頭及書面信息作摘要，並可以連貫地重做論述及說
明。甚至能於更複雜的情況下，非常流利又精準地暢所欲言，而且可以區別更細微的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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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歐洲共同語文參考架構之考量面向 
 

語文使用及語文使用者/學習者 使用者/學習者的內在能力 

 (一)領域(個人,公眾,職業,教育)  (一)陳述性的知識 
 架構使用:在那些範疇下，學習者需要、具備且必  1.對世界的認識 2.社會文化知識 3.跨文化的意識 

一 、 
語文使用 

情境 

要去運作?         
(二)情境           

(三)條件及限制 

(四)使用者/學習者心智情境 

一、 

一般性的內在
能力 

(二)技巧和技能 
1.實用技巧和技能 2.跨文化的技巧和技能 

(三)存在的內在能力 

(四)學習能力 

 (五)對話者的心智情境  1.語言和溝通意識 2.一般的語音意識和技巧 

   3.研讀技巧 4.啟發式技巧 

二、 

溝通主題 
 主題、次主題、特定概念 

  

   
 

(一)語言的內在能力 

 (一)四種生活領域  1.字彙的內在能力 2.文法的內在能力 
 1.個人領域 2.公眾領域 二、 3.語意的能力 4.音韻的內在能力 

三、 3.職業領域 4.教育領域 語文溝通內在 5.拼字內在能力 6.發音內在能力 

溝通任務 (二)語言使用任務 能力 (二)社會語言內在能力 

與目的 (三)語言任務與學習過程  1.社交關係的語言記號 2.禮貌常規 

 (四)語言的諧趣用途  3.民俗智慧的表達 4.語體差異 5.方言和腔調 

 (五)語言的美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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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使用及語文使用者/學習者 使用者/學習者的內在能力 

 

 

 

 

 
四 、 

溝通式語
文活動與 

策略 

(一)表達活動與策略 
1.口頭表達 2.書寫表達 3.表達策略 

(二)接受活動及策略 

1.聽覺(聽力)接受 2.視覺(閱圖)接受 3.視聽接受 

4.接受策略 

(三)互動活動與策略 

1.口語互動 2.寫作互動 3.混合互動(面對面) 

4.機器互動 3.互動策略 

(四)媒介活動及策略 

1.口語媒介 2.書寫媒介 3.仲介策略 

(五)非口說溝通 

1.語言活動實際動作(面對面) 

2.副語言 3.副文本的特徵 

  

 

 

 

 

 

 
 

三、 

語用內在能力 

 

 

 

 

 

 
 

1.言談內在能力 

2.功能性內在能力 

五 、 
言語溝通 

過程 

(一)規劃 

(二)執行 

1.表達 2.接受 3.互動 4.監控 

 

 

 
六、
文本 

(一)文本和媒介 

(二)媒體       
(三)文本形式 

(四)文本及活動 

1.表達(1)口說(2)書寫 

2.接受(1)聽(2)讀 

3.互動 

4.媒介(1)翻譯(2)口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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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FR 界定語文能力
的四個層面 

一、一般能力：包括知識、人格特質、技術、與學習能力 

二、語言溝通能力：包括語言文字能力、社會語言能力、與語用能力  

(一) 語言文字能力包括：音韻、構詞、語意、語法等能力 

(二) 社會語言能力：涉及社會文化因素，如禮貌規範、性別、階層等語用差別  
(三) 語用能力：涉及語言的功能、語言的連貫、與文本類型等三、

語言活動：包括聽、說、讀、寫以及互動 。 

(一) 語言的接收行為：聽與讀屬於。 

(二) 語言的產生行為表現：說與寫屬。 

(三) 語言的互動行為：對話以及諮商討論等。 

四、語言使用的社會情境：社會情境指涉廣泛四種生活領域（個人家居生活、公共場所、職業場所、與教育 

場所） 

 

 

 
CEFR 注重語言學習

內外條件 

一、情境（人、事、時、地等） 
二、條件（如如說話環境、參與人數、時間限制等） 
三、主題（如飲食、娛樂等） 

四、功能（如詢問、指認、建議、描述等） 
五、任務（如找工作、問路、做簡報等） 

六、媒介類型（如面對面、電話、電視、錄音等） 

七、文本類型等（如典禮、討論、面試、報紙、期刊、信函等） 

八、策略（如自我修正、重複、澄清等） 

說明：有關歐洲共同語言參考架構請參閱郵件附件檔「探討歐洲共同語言參考架構理念探討歐洲共同語言參考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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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文能力指標 
 

華語文能力指標 

基礎 獨立 精熟 

入門 基礎 進階 高階 流利 流通 

A1 A2 B1 B2 C1 C2 

分項能力結構 

表達能力 理解能力 互動能力 轉述能力 

口語表達能力 

書面表達能力

表達策略 

聽覺理解能力 

視覺理解能力

視聽理解能力

理解策略 

口語互動能力 

寫作互動能力

互動策略 

口語轉述能力 

書面轉述能力

轉述策略 

 

 

 

 

說明：各級別華語文能力指標說明請參閱郵件附件檔「華語文能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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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年國教原住民族語言課程綱要 
 

一、12 年國教原住民族語言課程綱建置依據 
 

總綱核心素養面向 總綱核心素養項目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A1 身心素養與自我精進 

 
A 語文 

A 自主行動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Aa 語音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Ab 語詞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Ac 句型 

B 溝通互動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 藝術涵養 與 美感素養 

 

1.聆聽 

2.說話 

3.閱讀 

4.書寫 

5.綜合應用 

Ad 段落/篇章 

B 文化 

Ba 生活用語 

Bb 自然地理與傳統 

Bc 生命禮俗 

Bd 祖先的話語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 社會參與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Be 傳統歌謠 

 C3 多元文化與 國際理解  
Bf 漁獵文化/歲時祭儀 

   Bg 農耕文化/歲時祭儀 

   
Bh 氣候/歲時祭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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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重點與核心素養呼應表參考示例 
 

一、二年級的語文能力 

核心素養具體內涵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1：聆聽 

Ⅰ：第一學習階段(一、二年級) 

A 語文：(Aa 語音、Ab 語詞、Ac 句型、Ad 段落/篇章) 

B 文化：(Ba 生活用語、Bb 自然地理與 傳統、Bc 生命禮
俗、Bd 祖先的話語、Be 傳統歌謠、Bf 漁獵文化 
/歲時祭儀、Bg 農耕文化/歲時祭儀、Bh 氣候/歲時
祭儀) 

 

Aa-Ⅰ-1 母音及子音。Ab-
Ⅰ-1 語詞的意義。Ac-Ⅰ-1
 簡易生活用語。 
Ad-Ⅰ-1 簡易自我介紹（含姓名、家族、部落

名稱等內容）。 
Ba-Ⅰ-1 外在身體部位名稱（如：肚

臍）。 
Bb-Ⅰ-1 所在部落/社區的名稱。Bc-
Ⅰ-1 家庭主要成員的稱謂。Be-Ⅰ-1 
唸謠及童謠。 
Bf-Ⅰ-1 漁獵的生活故事。Bg-
Ⅰ-1 常見的農作物名稱。Bh-Ⅰ-
1 所感知的氣候變化。 

原-E-A1 2：說話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 

E ：國民小學教育 

3：閱讀 

4：書寫 

5：綜合應用 

具 備 說 族 語 的 基 本 Ⅰ：第一學習階段(一、二年級) 

能 力 及 習 慣，孕育原住
民 族 文 化 主 體 性 的 
意  識  與  自  信，啟發
對 

1-Ⅰ-1 能聽辨母音及子音。 

2-Ⅰ-1 能正確發出母音及子音。 

族語 文化的興趣。 3-Ⅰ-1 能拼讀母音及子音。 
 4-Ⅰ-1 能正確寫出書寫符號。 

 5-Ⅰ-1 能正確應用 1-10 的數字。 

說明：有關 12 年國教原住民族語言課程綱請參閱郵件附件檔「12 年國教原住民族語言課程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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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語能力認證測驗各級測驗能力指標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考試初及中級測驗含二個分測驗：聽力測驗及口說測 驗；高及優級測驗含四個分測驗：聽力測驗、口說測

驗、閱讀測驗及寫作測驗。 各級測驗之能力指標如下： 

一、聽力測驗 

 

 

 

 

 

 

 

 

 

 

 
 

、 

等級 能力指標說明 

 

初級 

1. 能聽懂簡短的個人切身相關訊息。（例如身體特 徵、健康狀況等） 

2. 能聽懂常見的特定訊息。（例如動作指令、方位等） 

3. 能聽懂個人基礎生活常用的簡短語句。（例如問 候、道別、感謝、指稱等） 

 

中級 

 
1. 能聽懂日常生活的一般語句。（例如天氣變化、詢 問近況等） 

2. 能聽懂日常活動相關事務的談話、報告。（例：特 定訊息宣導等） 

 

高級 

 

1. 能聽懂長篇且廣泛主題的談話或報導。（例如電視劇、新聞報導等） 

2. 能聽懂談話的內容、架構、條理、觀點，並大致 了解對話中的言外之意。 

 

 

優級 

 
1. 能聽懂各類主題之複雜且專業的言談內容，如較長談話、辯論、演講、禱（祭）詞、歌謠、

神話 故事等。 
2. 能分辨談話背後的理由、立論根據、立論缺失及 矛盾之處，並針對各種言談內容進行摘要推

論、 總結或綜合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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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口說測驗 
 

等級 能力指標說明 

 
 

初級 

 

1. 能以讓人聽懂的語音，唸出常見文字所書寫的簡單詞語或短句。 

2. 能以讓人聽懂的語音，運用熟悉的語句應答。 
3. 能以讓人聽懂的語音，簡短介紹個人切身相關訊息。 

4. 能以讓人聽懂的語音，說出日常生活的簡單語句。 

 
中級 

 

1. 能以讓人聽懂的語音，唸出一般生活內容較長的詞語或句子。 

2. 能以讓人聽懂的語音，運用簡單且連續的詞句介紹 個人生活環境、經驗、想法與感受等。 

3. 能以讓人聽懂的語音參與日常生活事務的談話或 發表個人想法。 

 
 

高級 

 

1. 能以精準的語音，流暢地朗讀廣泛主題、內容的文章。 
2. 能以精準的語音，參與廣泛主題的談話，並詳細談 論個人的日常生活事務、經驗、事件、意見、感受 

等等。 

3. 能以精準的語音，有條理、有結構地表達個人對各 項主題的觀點、評論。 

 

 
優級 

 

1. 能以自然而精準的語音，流暢且自在地朗讀各種專業主題、內容的長篇文章。 
2. 能以自然而精準的語音，流暢且自在地參與各種主 題的談論，並對廣泛主題與人交換意見並發表

演說。  
3. 能以自然而精準的語音，運用各種說話技巧，精 準、有條理且流暢地對各項主題表達出結構完整、條理

分明的觀點、解說與專業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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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閱讀測驗 
 

等級 能力指標說明 

 
高級 

 

1. 能讀懂表達生活經驗、事件、意見、感受的短文。 

2. 能讀懂各種常見主題的文章或報導的內容、架構、條 理、觀點。 

3. 能理解文章中的修辭及美感。 

 

 
優級 

1. 能深入了解各種文章體裁、風格之複雜且專業的內容， 包括散文、論文、小說、新詩等。 

2. 能分辨文章背後理由、立論根據、立論缺失及矛盾之處。 

3. 能對各種文章內容進行摘要、推論、總結或綜合判斷。 

4. 能精確掌握文章中的修辭及美感。 

 

四寫作測驗 
 

等級 能力指標說明 

 

高級 
1. 能針對文章段落，進行族語及華語之互相轉譯。 
2. 能以文章表達個人較廣泛的生活經驗、感受和意 見，或針對一般主題表達個人看法，並與他人交流。 

 

 

優級 

 

1.能針對不同的議題，靈活運用豐富詞彙、各種修辭 技巧與文體，寫出流暢、有美感且結構完整的文章， 表達對

廣泛主題的看法或感受。 

2. 能針對不同事件，有條理、有層次地寫出專業評論 或表達深層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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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指標—第 2次諮詢會議 

 

 

 

 

 

 

 

 

日期：2017.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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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議程 

一、時間：106年7月25日（二）上午10點30分至下午15點00分 

二、地點：台大文學院文20教室 

三、議程： 

時間 議程 

10：30-10：50 報到 

10：50-11：10 能力指標會議說明 

11：10-12：00 討論原住民族語言能力指標架構（一） 

1. 從CEFR三等六級探討族語能力指標分級對應與建置。 

2. 從CEFR溝通活動分類探討族語能力指標建置與問題。 

12：00-13：00 午餐 

13：00-13：50 討論原住民族語言能力指標架構（二） 

以 CEFR 能力指標 A2 與 B1，探討族語能力指標的對應、轉化。 

13：50-14：10 休息 

14：10-15：00 討論原住民族語言能力指標架構（三） 

探討原住民族語文 12 年國教課程綱要與族語認證能力指標如何對

應與轉化? 

15：00 賦歸 

 



 

 
 

第二次族語能力指標諮詢會議討論問題 

 本次會議討論方式採分組並搭配一名專家學者模式進行討論。  

組別 族別 

一   

泰雅 

太魯閣 

噶瑪蘭 

二  

排灣 

魯凱 

撒奇萊雅 

三  

布農 

鄒 

卡那卡那富 

拉阿魯哇 

四  

卑南 

雅美 

賽夏 

五  
阿美 

賽德克 

一、討論議題 

(一)使用者使用CEFR能力指標時思考的事項與問題參照基礎。 

序號 內容 

1 
我是否能夠遇見我的學習者所運作與所屬的範疇為何?如果是，他們在該範疇之

下，擔任甚麼角色? 

2 學習者必需要面對甚麼樣的人物 

3 學習者所處的體制中，他們個人及職業上的關係為何? 

4 學習者必須處理那些主題? 

5 學習者必須完成那些任務? 

6 學習者必須要說話，或是利用聽及閱讀理解即可? 

7 學習者必須聽到及閱讀到的東西為何? 

8 在甚麼情況下學習者必須要做出反應? 



 

 
 

序號 內容 

9 學習者必須要知道另一個文化的那些知識? 

10 學習者必須發展出那些技能?應該要如何保有自我，而不會被誤解? 

11 對於上述事項，我該對學習者負甚麼樣的責任? 

12 

不管學習者如果我沒有辦法預見學習者將面臨語言使用的情況，我要如何用最好

的方式幫助學習者使用語言溝通，而不會一直進行他們永遠沒有機會使用的練

習。 

13 職業後來會有任何改變，我應該他們那些具有長久價值的事物。 

14 語言學習要如何才能夠在多元文化民族社會中，對個人及文化發展有所貢獻。 

 

(二)CEFR架構使用時須考慮的問題 

項目 考慮問題 

語文使用及語文使用者/學習者 

語文

使用

情境 

領域 在哪些範疇下，學習者需要、具備且必要去運作？ 

情境 

1. 學習者必須/具備/被要求處理的情境為何？ 

2. 學習者會關切的地點、組織/機構、人員、對象、級行動為

何? 

條件及限制 

1. 學習者再進行溝通任務的生理條件及狀態，對學習者執行被

要求的事項時，會產生的影響？ 

2. 對話者的人數及特性是如何影響學習者所作的語言表現? 

3. 學習者在甚麼樣的時間壓力之下必須要能夠運作 

使用者/學習者的

心智情境 

1. 對於學習者觀察、辨識外在溝通情境相關特質的能力，是否

有預設立場。 

2. 溝通及學習的活動要如何和學習者的慾望、動機，級興趣產

生關聯。 

3. 學習者被要求去反應他們自身經驗的程度為何。 

4. 學習者的心智特質會如何對溝通過程產生條件及限制。 

對話者的心智情

境 

1. 學習者必須調整適應對話者的心智情境，到甚麼程度? 

2. 學習者要如何能夠做出最佳的準備來因應必要的調整。 

溝通主題 

1. 學習者(需要/具備/被要求)處理特定學習領域中所牽涉到的那

些主題? 

2. 學習者將會處理與每個主題中相關的那些次要主題？ 

3. 與地點、單位/組織、人員、物件、事件、運作相關的那些特

定概念，是學習者(需要/具備/被要求)要處理的，才能面對每

個(次要)主題? 

溝通任務與目的 
1. 在個人、公眾、職業、及教育範疇下，學習者(需要/具備/被

要求)面臨的溝通任務? 



 

 
 

項目 考慮問題 

2. 選擇任務所根據的學習者需求評估? 

3. 在教育範疇中學習者(需要/具備/被要求)去處理的語言任務，

a)學習者參予指導性、目的導向的互動、計畫、仿真任務和

角色扮演，b)學習者處於其他情境，在這些情境下，第2語言

被用來當作是教學的工具來教I)語言本身，或II)其他學科。 

4. 學習者會(需要/具備/被要求)要產生哪些有趣及藝術性的語言

使用? 

溝通

式語

文活

動策

略 

表達活動與策略 

1. 在口頭表達(說話)的活動中，學習者(需要/具備/被要求)要進

行活動的範圍是甚麼? 

2. 學習者是為何目的，將需要/具備/被要求進行哪一種書寫活

動? 

接受活動與策略 

1. 學習者將需要/具備/被要求去聽何種範圍的輸入訊息? 

2. 學習者收聽此訊息是基於何種理由? 

3. 學習者將會以何種收聽模式進行? 

互動活動與策略 
1. 學習者會需要/具備/被要求進行哪些種類的溝通互動。 

2. 學習者會需要/具備/被要求在互動中扮演哪些角色。 

媒介活動及策略 學習者會需要/具備/被要求進行的媒介活動。 

非口說溝通 

1. 在動作和詞語搭配時，具好技巧的學習者會如何必須/具備/

被要求去做。 

2. 在何種情況下，他們會需要/具備/被要求去這樣做。 

3. 哪些設定的副語言(肢體)行為，是學習者/具備/被要求(a)認

識及瞭解(b)使用 

言語溝通過程 

1. 在學習者執行既定的溝通任務時，需用到那些技巧才能圓滿

達到何種滿意度。 

2. 那些技巧是認定為既有的，而哪些又是之後發展出來的。 

3. 哪些參考工具是學習者會需要/具備/被要求有效使用的。 

文本 
1. 哪一種媒體是學習者會需要/具備/被要求(a)個別地(b)有成效

地(c)以互動方式(d)在調解時用來掌控。 

使用者/學習者的內在能力 

一般性的

內在能力 

陳述性知

識 

1. 那些常識是語言學習者被認定/需要具備的。 

2. 在語言學習過程中，學習者需要獲得或掌握哪些新常識，尤

其是關於目的語言所屬國家的常識。 

社會文化

知識 

1. 日常生活(如，飲食、假期、工作、休閒活動等) 

2. 生活條件(如，生活區域環境、住屋條件、福利等) 

3. 人際關係(如，家庭結構、族群與小區、政治與宗教團體等) 

4. 價值觀、信仰和態度相關的因素(如，地區文化、制度、傳統

和社會變化、民族認同等) 



 

 
 

項目 考慮問題 

5. 肢體語言 

6. 社會習俗(如，著裝、行為和交談的傳統和禁忌等) 

7. 參加儀式的行為(如，宗教禮儀與慣例、嬰兒出生、婚禮、葬

禮、公開表演和儀式中聽眾和觀眾的表現等) 

跨文化意

識 

1. 語言學習者將被假定/被要求預先掌握哪些社會文化的知識。 

2. 為了滿足第二語言(L2)溝通的需要，學習者需要在自身所處

的社會和所要學習的社會中掌握哪些新的社會生活知識。 

3. 為了培養跨文化的內在能力，學習者需要對於本身所處的文

化和目標文化間的關係有哪些意識。 

技巧和技

能 

學習者需要/被要求掌握哪些實用技巧和技能。才能在所關心的

領域進行有效的溝通。(如，社會性技巧、生活技能、職業和專

業技能、休閒技能等) 

跨文化的

技巧和技

能 

1. 學習者將需要/被要求履行哪些中間人的角色和完成哪些任

務。 

2. 學習者將需要/要能夠/被要求區分自身文化和目標文化的那些

特徵。 

3. 將會為學習者提供哪些條件來體驗目標文化。 

4. 學習者將有哪些機會充當文化中間人的角色。 

存在的內

在能力 

1. 學習者是否需要/被鼓勵擁有/被要求發展/展示哪些個性特

點；如果有，是那些特性? 

2. 語言學、教學和評量是否將學習者的個性特點列入考慮。如

果有，以何種方法加以考慮? 

學習能力 
1. 哪些步驟學習者可以用來發展語言和溝通的意識。 

2. 學習者將需要/被假定/被要求掌握哪些聽力辨別和區分能力。 

研讀技巧 

1. 學習者被鼓勵/需要使用或者發展哪些研讀技巧。 

2. 學習者被鼓勵/需要使用或者發展哪些啟發式能力。 

3. 需要為學習者提供那些幫助而使他們在語言的學習和使用中

變得越來越獨立。 

語文溝通

內在能力 

字彙的內

在能力 

1. 學習者需要/將要/被要求學習和掌握哪些字彙元素(固定表達

和單數的字形) 

2. 如何選擇表達字彙並且如何正確地使用。 

文法的內

在能力 

1. 他們的工作要基於哪種文法理論。 

2. 學習者要能夠/被要求處理那些文法元素，如，類別、類型、

結構變換和關係等。 

3. 學習者將需要/具備/被要求處理構成詞形的要素及過程。 

4. 學習者將需要/要求/被具備如何處理文法要素、分類、架構、



 

 
 

項目 考慮問題 

過程、及相關關係。 

語意能力 學習者被要求具備建立何種語義上的關係之能力。 

音韻的內

在能力 

1. 學習者需具備何種新的語音技巧。 

2. 聲音及韻律的相對重要性。 

3. 語音準確度及流利度是否設定初期或長期的學習目標。 

拼字內在

能力 

1. 大小寫印刷體及草寫體的字母形式。 

2. 正確拼寫單字，包括被認同的所寫型式。 

3. 標點符號及其使用規則。 

4. 印刷規則及字體的變化等。 

5. 一般使用的符號(如@、%、&等) 

發音內在

能力 

學習者的拼字及發音需要與他們的口語及寫作語言能力之相關

性、並如何將口說的語言轉成寫作形式的需要，反之亦然。 

社會語言內在能力 

1. 學習者英需要/具備/被要求a)瞭解b)從社會學的角度評估c)使

用多少有關的招呼，應對型及助詞。 

2. 學習者應需要/具備/被要求a)認識並了解b)使用何種禮貌規

範。 

3. 學習者應需要/具備/被要求a)認識並了解b)使用何種情況下的

非禮貌性規範。 

4. 學習者應需要/具備/被要求a)認識並了解b)使用何種成語之陳

腔瀾調及民俗慣用語。 

5. 學習者應需要/具備/被要求a)瞭解b)使用何種語體。 

6. 學習者應需要/具備/被要求在何種語體、社交圈、或甚至是國

際社群，瞭解使用不同的語言。 

7. 學習者具備/被要求控制會話的何種功能。 

8. 學習者具備/被要求表達何種宏觀功能。 

9. 學習者具備/被要求表達何種微觀功能。 

10. 學習者需具備/被要求有何種互動基模。 

11. 那些被假設他/她應該去控制以及何者需要被教導的。 

12. 根據宏觀及微觀功能的原則如何選擇及排序。 

13. 語用部分的品質進化，其特點是如何。 

(三)從CEFR三等六級探討族語能力指標分級對應與建置。(可參考會議資料p1、p2) 

(四)從CEFR溝通活動分類探討族語能力指標建置與問題。(可參考會議資料p3) 



 

 
 

(五)以CEFR能力指標 A2與B1，探討族語能力指標的對應、轉化。(可參考會議資料p5-p15) 

(六)承問題五，探討原住民族語文12年國教課程綱要與族語認證能力指標如何 

    對應與轉化? 

 



 

 
 

二、第一次族語能力指標諮詢會議委員意見彙整表 

討論議

題 
委員意見 

從原住

民族從

小至成

人的語

言學習

環境、

教學、

認證等

的現

狀，探

討原住

民族語

言能力

指標參

考架構

建置目

標、目

的以及

須注意

的相關

問題。 

委員1 

九階教材詞彙量不足夠，文化篇教材的高級詞彙（文化或深

度用詞）都未呈現在此。能力指標所發揮的面向，在詞庫方

面需要更多的支援，如增加詞庫量。 

委員2 
各族語所列之能力指標，建議先增加詞庫量，再做能力指

標。 

委員3  

1.建議提供現今所做的教材之紙本或電子檔，以便訂定所需

之能力指標。 

2.建議中心彙整目前現有的面向主題（如工作、用餐、問路

等性質），建立一套各族群統用的系統，並可授權於各族群

發展細部的部分，因各族群面向均不大相同。 

委員4 

能力指標其實是很難達成，族語除國小外，國高中、大學皆

屬選修課程，相較華語或其他語言上，是處於弱勢，希望未

來族語的課程上也是比照其他的語言課程，這樣子的話，能

力指標才有可能循序漸進。 

委員7 建議增加詞庫並同能力指標一起。 

委員10 

建構一個保障且永續的環境，如全母語幼兒教育或全母語國

小。如原民會與語發中心調查在哪些地區的家庭仍使用族

語，可將他們組織起來，將小孩及家人在同一場域營造語言

的環境（如全母語幼兒教育或全母語國小），便能建構一個

完善的能力指標。 

委員11 

1.應加入各個族群的文化情境。  

2.建議大家以學習者角度來看待，這個能力指標的問題，學

習者不限定性別及各個族群，也可以學習其他的族群文化。  

3.詞彙庫如何在能力指標上做一個具體的呈現，如量及詞彙

的深度（文化的性質）該如何去凸顯，這一邊也可以做思

考。 

委員12 

應於人際互動下培義「聽、說、讀、寫及綜合應用」的基本

族語文能力，並以族語文進行溝通。盼能有持續性往下扎

根，亦能往上教育、營造族語環境。 



 

 
 

委員14  

1.CEFR 的精神是值得參考的，對於族語的適用，應該在於

不同的文化，在不同的範疇，會有不同的內涵，對應到的可

能就是不同的詞彙與表達。比如，一樣是日常生活的食衣住

行好了，歐洲的早餐跟美國的早餐不同，我們的早餐也不

同，所以詞彙就不一樣了，如他們有 cereal，以華語或漢文

化，我們可能會包含燒餅、豆漿，族語的環境與文化可能會

列出不同於歐洲語言、英語或華語的詞彙。但是，內容是一

樣的都是常生活中的食之下的早餐。應該先檢視，我們是不

是也認同CEFR訂定的能力，如A的聽力是能聽懂基本生活內

容與個人相關資訊，如果是，那族語的基本生活或個人相關

是什麼？ 

2.如何用用到教學？首先，教材的編輯是不是應該就要對應

到能力指標所陳述的能力培養？ 

原住民

族語言

能力指

標參考

架構的

原理論

基礎與

原理原

則您的

建議? 

委員11 
正規課程（國英數等）及族語課程時數上是否有可能調整？

這點應要做一些探討及思考。 

委員15 

1. 建議能力指標能加入2-6歲(幼兒教育)的部分，可以參考相

關資料「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 

(http//www.root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A04008003

1049200-1051201)」，裡面有「語文領域」的分類，可參考相

關內文。 

2. 如果未來的規劃會依循歐洲語文或華語文的分類，A1, A2, 

B1, B2, C1, C2…的話，可以考慮將2-6歲的能力指標分類成

「A0」或「A-」，可稱為「學前級」或「學齡級」。 

3. 內容的部分可以「聆聽和口說」為主即可，這是最重要的

部分。如果考慮加上「閱讀」，請以理解和辨識書寫符號為

目標即可，應該不需要認讀的地步，主要的目的是用以培養

兒童閱讀的能力，至少能清楚分別族語和中文的差別。「寫

作」則建議完全不需要，如果真的要，那建議是以「圖畫能

力」當作指標，也就是說可以聆聽後用畫圖的方式畫出，而

不是寫出族語書寫拼音。 

原住民

族語言

能力指

標參考

架構中

的語言

級別如

委員2 低年級應學習聽說之能力，讀寫能力則於中年級學習即可。 

委員11 導向誘因顯然不足（如考上優級後的未來出路是什麼？） 



 

 
 

何劃分

與銜接? 

如何有

效地將

原住民

族語言

能力指

標參考

架構整

合到其

獨特的

語言教

學情境

中? 

委員9 

都很希望有一個完整適用的能力指標，能夠將「教」跟

「學」實質的呈現出來。而能力指標應注意學習者現在處在

的環境，都會區跟部落一定要做一個區別，都會區的能力指

標是什麼？環境及文化的起源在哪？那部落應保存什麼？又

如何做這樣的的差異融合在一起。 

委員12 

歌謠及兒歌是多數學生樂意接受的課程之一，透過兒歌、歌

謠、音樂等這樣的輔助教材來學習母語，易加深族語的印象

及興趣。 

原住民

族語言

能力指

標參考

架構如

何應用

於原住

民族語

文12年

國教課

程綱要

與族語

認證能

力指標

之中? 

委員14 

目前的族語課綱，學習內容太細 Aa-Ⅰ-1母音及子音、Aa-Ⅰ-

2書寫系統、Aa-Ⅰ-3單、雙音節、Aa-Ⅰ-4 重音，感覺起來太

認知導向，像是語言學的教學，需要嗎？如果以溝通為考

量，學習內容是書寫符號，需要的能力是能看到符號讀，能

運用符號書寫，表情達意。同樣的，在語言的學習中，「數

字的大小」意義是什麼？是數學嗎？或者從語言的觀點，我

們要交或學的其實是數概念的理解與表達？學習內容內充滿

了語言學的專業術語，如重疊詞、衍生詞等等，不知這只是

一個涵蓋學習內容的名稱還是學習內容？若是前者，感覺是

把語言的學習放在認知層面而非溝通層面。建議，考慮以意

義或溝通能力為基礎來陳述學習內容。 

委員15 

看過所有的資料後發現，目前的族語認證能力指標，在初級

和中級的部分只有「聽和說」，這部分勢必要修正的(雖然我

知道未來新試題是有的)！而且要盡快且積極處理，否則很難

和其他不同版本的能力指標相對應，尤其是12國年教的版

本。 

其它 

委員3 

在拼寫書寫符號時，有很多種的拼寫方法，在拼寫都是對

的，但在答案上，只能辯視一種答案。是否能在自編這樣子

的能力指標前，原民會除了公布符號之外，在使用的方式是

否有一定的標準。 

委員4 

詞庫量少，建議印製圖片給教學者供學習使用，如教室用品

（黑板、桌子等）、海（船、魚等）。另也希望增加國高中

在家庭用語之詞彙。 



 

 
 

委員5  

1.建議中央單位輔導各亞群成立各自的協（學）會，來自行

處理自己的書寫符號或相關語言業務。 

2.建議中央單位多聽聽部落的需求。 

委員6 建議書寫符號統一。 

委員7 九階教材建議要修訂。 

委員8 

目前在教學上，最多只能教到4階，又因到了國中後則為選修

課程，在教學上皆遇到困境，希望這能力指標期盼能盡快的

完成。 

委員10 
鼓勵設立各族群語言發展學會，透過這樣子的機制，復振自

己的語言。 

委員12 
應多運用科技工具和設備保存原住民族語言文化，並擴充原

住民族語言與其他國家族群語言交流機會。 

  



 

 
 

第二次族語能力指標諮詢會議資料20 

    本次會議以歐洲共同語文參考架構(CEFR)與華語文能力資料，作為族語能

力指標會議討論參考使用。 

 

一、歐洲共同語文參考架構(CEFR) 

(一)CEFR整體性分級指標 

 

 

 

 

 

 

 

 

 

 

 

表1 CEFR共同參照等級─總體能力說明 

等級 級別 內容 

基礎使

用者 

A1(基礎

級) 

1. 能了解並使用熟悉的日常用語和詞彙，滿足具體需

求。 

2. 能介紹自己及他人，並針對個人細節，例如住在哪

裡、認識何人以及擁有甚麼事物等問題做出問答。 

3. 能在對方說話換飯而且清晰，並隨時準備提供協助

前提下，做簡單的互動。 

                                                      
20 本次會議資料皆摘錄整理自《歐洲共同語文參考架構》、《華語文教材分級研製原理之建

構》、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 http://www.sc-top.org.tw/chinese/RD/test6.php 

圖 1 CEFR 能力指標分級 



 

 
 

等級 級別 內容 

A2(初級) 

1. 能了解最切身相關領域的句子及常用辭(例如：非

常基本的個人及家族資訊、購物、當 地地理環

境、和工作)。 

2. 能夠針對單純例行性任務進行溝通，這些任務需要

對熟悉例行性的事務作簡單直接的信息交換。 

3. 能以簡單的詞彙敘述個人背景、周遭環境、及切身

需求的事務等方面。 

獨立使

用者 

B1(中級) 

1. 能清晰了解並掌握一般職場、學校、休閒等場合熟

悉事物的訊息重點。 

2. 能應付在華語地區旅遊時的常見狀況。 

3. 對於個人熟悉及感興趣的主題，能創作簡單連貫的

篇章。 

4. 能敘述經驗、事件、夢想、希望及抱負，並對意見

及計畫能簡短地提出理由及說明。 

B2(中高

級) 

1. 針對具體及抽象議題的複雜文字，能瞭解其重點，

這些議題涵蓋個人專業領域的技術討論。 

2. 能與母語人士經常做互動，有一定的流暢度，且不

會讓任何一方感到緊張。 

3. 能針對相當多的主題，創作清晰詳細的篇章，並可

針對各議題來解釋其觀點，並提出各種選擇的優缺

點。 

精通使

用者 

C1(高級) 

1. 能瞭解廣泛領域且高難度的長篇文章，而且可以認

出隱藏其中的意義。 

2. 能流利自然地自我表達，而且不會太明顯地露出尋

找措辭的樣子。 

3. 針對社交、學術及專業目的，能彈性且有效地運用

語文工具。 

4. 能針對複雜的主題創作清晰、良好結構、及詳細的

篇章，呈現運用體裁、連結詞、和統整性夠詞的能

力。 

C2(精通

級) 

1. 能輕鬆地瞭解幾乎所有聽到或讀到的資訊。 

2. 能將不同的口頭及書面資訊作摘要，並可以連貫地

重作論述及說明。 

3. 甚至能於更複雜的情況下，非常流利又精準地暢所

欲言，而且可以區別更細微的含意。 

 

 



 

 
 

(二)CEFR能力指標使用者與學習者 

1.CEFR四種溝通語言活動 

    CEFR將溝通語言活動分成四種：產出型(productive)活動與策略、接收型

(receptive)活動與策略、互動型(interactive)活動與策略、傳達型(mediating)活動

與策略，並再依活動表現形式(口語與書面)加以次分類與細項分類，如表1-2-

1。另外，CEFR將語文溝能內在能力也再細分，如表1-2-2。 

表1-2-1 CEFR溝通活動分類 

溝通活動類型 
溝通活動類型

次分類 
細項分類(描述性量表) 

產出型活動與

策略 

口語產出 
(1)綜合口頭表達(2)持續性獨白：敘述經驗(3)持續性獨白:

呈現案例(4)公告(5)對觀眾講話 

書面產出 (1)一般的寫作(2)創造性寫作(3)報告及文章書寫 

產出型策略 (1)規劃(2)補償(3)監控及修正 

接受型活動與

策略 

聽覺接收 

(1)整體的聽力理解(2)理解母語使用者之間的互動(3)身為

現場聽眾一員而進行聆聽(4)聽取公眾宣布及指示(5)聽取

聲音的媒介及錄音 

視覺接受 
(1)整體的閱讀理解(2)閱讀書信(3)為導向而作的閱讀(4)

為資訊及論證而作閱讀(5)閱讀指示或說明 

視聽覺接收 

(1)當文本被大聲念出聲時，會跟著文本內容(2)觀看具有字

幕的電視、錄影帶或者影片(3)使用新科技(多媒體、CD光碟

等等) 

接受策略 確認提示與推理(口說及書寫) 

互動型活動與

策略 

口說互動 

(1)一般口說互動(2) 瞭解使用母語的對話者(3)對話(4)非

正式討論(5)正式討論與會議(6)目標導向的合作(6)為取得

物品或服務的交互活動(7)訊息交換(8)訪問與被訪問 

書面互動 無描述性量表 

面對面互動 無描述性量表 

互動機制溝通 (1)整體寫作互動(2)聯繫(3) 紙條、訊息與表格 

互動策略 (1)取得發言權(輪替)(2)合作(3)要求澄清 

傳達型活動與

策略 

口語傳達 無描述性量表 

書面傳達 無描述性量表 

傳達策略 無描述性量表 

表1-2-2 語文溝通內在能力描述性量表 

語文溝通內在能力 描述性量表 

語言的內 語言的內在能力 一般語文範圍 



 

 
 

語文溝通內在能力 描述性量表 

在能力 字彙的內在能力 (1)字彙量(2)字彙的運用 

文法的內在能力 文法準確度 

語意的能力 無描述性量表 

音韻的內在能力 音韻的控制 

發音內在能力 拼字控制 

社會語言

內在能力 

社會關係的語言

記號 

 

禮貌常規  

民俗智慧的表達  

語體差異  

方言和腔調 社會語言的適當性 

語用內在

能力 

言談內在能力 (1) 狀況的適應性(2)輪流發言(在互動策略

下)(3)主題發展(4)連貫與結合 

功能性內在能力 (1)口語流利度(2)提議精確性 

2.CEFR界定語文能力的四個層面 

表1-2-2 CEFR語文能力四層面 

層面 內容 

一般能力 知識、人格特質、技術、與學習能力 

語言溝通能力 

1. 語言文字能力 

音韻、構詞、語意、語法…等 

2. 社會語言能力 

社會文化因素，如禮貌規範、性別、階層等語用差

別。 

3. 語用能力 

語言的功能、語言的連貫、語文本類型等 

語言活動 

包括聽、說、讀、寫以及互動等。聽與讀屬於語言接

收行為；說與寫屬語言的產生行為表現；對話以及諮

商討論等，屬於語言的互動行為。 

語言使用的社會情

境 

1. 社會情境的四種領域主要分成：個人起居生活、公

共場所、職業場所與教育 

2. 語言學習外在條件特點 

 情境:如人、事、時、地等 

 條件:如說話環境、參與人數、時間限制等 

 主題:如飲食、娛樂等 



 

 
 

層面 內容 

 功能:如詢問、指認、建議、描述等 

 任務:如找工作、問路、做簡報等 

 媒介類型:如面對面、電話、電視、錄音等 

 文本類型:如典禮、討論、面試、報紙、期刊、信

函等 

 策略:如自我修正、重複、澄清等 

3. CEFR詞彙量 

表1-2-3 CEFR各級別與總詞彙量 

級別 總詞彙量 

A1 300 

A2 1000 

B1 2000 

B2 3500 

C1 5500 

C2 8000 

4. CEFR溝通主題21 

表1-2-4 CEFR溝通主題分類 

溝通主題 

主題

分類 

1.個人認同2.房屋與家庭、環境 3.日常生活 4.閒暇時間、娛樂  

5.旅行 6.與他人關係 7.健康及身體照護 8.教育 9.購物  

10.食物及飲料 11.服務 12.地點 13.語言 14.天氣 

次要

主題 

以主題分類第四個分類「閒暇時間、娛樂」為例： 

1.空閒時光 2.嗜好及興趣 3.廣播及電視 4.電影、戲劇、音樂會等 

5.展覽、博物館等 6.智識及藝術追求 7.運動 8.媒體 

特定

概念 

以次要主題第七「運動」為例： 

1.地點:場地、運動場、體育館 2.組織及團體 

 

(三)歐洲共同語文參考架構(CEFR)A2、B1與說明性量表 

1.CEFR A2與B1能力指標 

                                                      
21 Threshold Level 1990 的十四的分類 



 

 
 

表1-3-1 CEFR A2與B1能力指標 

CEFR

級別 
基礎使用者-A2(初級) 獨立使用者-B1(中級) 

內容 

1. 能了解最切身相關領域的句子及常用

辭(例如：非常基本的個人及家族資訊、

購物、當 地地理環境、和工作) 

2. 能夠針對單純例行性任務進行溝通，這

些任務需要對熟悉例行性的事務作簡

單直接的信息交換 

3. 能以簡單的詞彙敘述個人背景、周遭環

境、及切身需求的事務等方面。  

1. 能清晰了解並掌握一般職場、

學校、休閒等場合熟悉事物的

訊息重點 

2. 能應付在華語地區旅遊時的常

見狀況 

3. 對於個人熟悉及感興趣的主

題，能創作簡單連貫的篇章 

4. 能敘述經驗、事件、夢想、希望

及抱負，並對意見及計畫能簡

短地提出理由及說明 

 

2.能力指標與說明性量表項目 

2.1以表達活動與策略為例： 

表1-3-2 表達活動與策略說明性量表能力指標 

       級別 

項目 
A2 B1 

綜合口頭表達 

可以對於人物、生活或工作條件、

每日例行工作、喜歡/厭惡等事物

進行簡單的描述，可以使用簡單的

片語或鋸子連貫來呈現。 

可以合理的，流利的對於自己感興

趣一個或是不同主題，進行直接的

描述，使用線性順序的方式呈現。 

持續性獨白 :

敘述經驗 

1. 可以描述一個故事，或是利用

簡單的條例敘述某件事情。 

2. 可以形容所處環境中的日常事

務，例如，人物、地點、一份

工作，或是學習經驗。 

3. 可以對於事件或活動，進行簡

短、基本的敘述。 

4. 可以描述計畫及安排、嗜好及

例行工作、過去的事件即個人

經驗。 

5. 可以使用簡單的敘述性語言，

進行簡短的說明，並且比較不

1. 可以依不同種類及興趣，針對熟

悉的主題，進行直接的描述。 

2. 可以合理的、流暢的將直接敘述

或描述，依照線性次序連接起

來。 

3. 可以對於經驗、描述感覺及反

應，進行仔細的說明。 

4. 可以將不預期發生的細節，連接

起來，例如，描述意外事件。 

5. 可以連結書本或是影片中的劇

情，並且描述自己的感想。 

6. 可以描述夢想、希望、及期望。 



 

 
 

       級別 

項目 
A2 B1 

同的物件及所有物。 

6. 可以解釋對某件事情的喜愛或

厭惡。 

7. 可以形容自己的家庭、居住條

件、教育背景、現在或是最近

從事的工作。 

8. 可以簡單的形容人物、地點、

極物品。 

7. 可以描述真實或是想像事件。 

8. 可以描述一個故事。 

持續性獨白:

呈現案例(例

如,在進行辯

論時 

無適切指標 

可以發展論點以供理解，幾乎都可以

簡短的說明理由及解釋自己的意見、

計畫及活動。 

公告 

可以針對可預期、學習過、對聽者

可理解的內容，在聽者注意力集中

下，進行非常短暫、事先練習過的

宣布事項。 

可以針對日常生活中相關的主題，

進行簡短、事先練習過的宣佈事

項，可能會還有一些外國的重音及

語調，但是仍然可清晰地辨識。 

對觀眾講話 

1. 可以針對日常生活中的主題，

進行短暫、已經排練過的呈

現，簡短的說明理由並且解釋

自己的看法、計畫、及行為。 

2. 可以處理有限數量、簡單的後

續質問。 

3. 可以針對熟悉主題，進行簡短

的、排練過的、基本呈現。 

4. 如果在可以尋求重複，以及如

果再有一定的規則可依循的情

況下，可以回答簡單的後續問

題。 

1. 可以針對孰悉的主題，進行準備

過的，簡單的呈現，大多時間可

以在沒有困難的情況下理解，並

對其中要點都已經合理、清楚的

解釋。 

2. 可以回答後續的質問、但是如果

說話速度太快，可能需要一再重

複。 

 

2.2以互動活動與策略為例 

    互動活動與策略說明性量表可用來描述以下活動：(1)一般口說互動(2)瞭解

使用母語的對話者(3)對話(4)分正式討論(5)正式討論與會議(6)目標導向的合作

(7)為取得物品或服務的交互活動(8)訊息交換(7)訪問與被訪問 

以下以整體性的口語互動、對話，以及訊息交換例舉其能力指標 

 

表1-3-3 互動活動與策略說明性量表能力指標 



 

 
 

       級別 

項目 
A2 B1 

整體性的口語

互動 

1. 假使在必要時有另一人幫忙，

能在有組織結構的情境中與簡

短交談中，能輕易地與人互

動。 

2. 能不過度費力地進行簡單慣常

的互動；針對日常情境中可預

測的孰悉主題，能詢問並回答

問題，也能交換想法與資訊。 

3. 針對與工作和閒暇相關熟悉和

日常事物中，需進行簡單直接

資訊交換的簡易平常事物，能

相互溝通。 

4. 能處理非常簡短的社交性互

動，但瞭解的程度幾乎無法達

到讓對話持續進行。 

1. 針對其感興趣的與職業領域相

關且孰悉的日常與非日常話

題，能具信心地與人溝通。 

2. 能交換、查對並確認資訊，處

理不同於日常一般的情況，並

且解釋為何某事會有問題。 

3. 針對較抽象文化方面的問題，

例如，影片、書籍、音樂等，

能表達看法。 

4. 能運用眾多不同的簡單語言，

來處理旅行中可能產生的大多

數情況。未經準備就能談論熟

悉的話題，表達個人意見，以

及針對孰悉、個人興趣或有關

日常生活(例如，家人、嗜

好、工作、旅行及時事)的話

題，能交換訊息。 

對話 

1. 能建立社交接觸：打招呼與告

別；介紹；感謝。假使能偶而

要求重述或重新說明，針對對

其訴說的孰悉問題，能大致了

解清楚、標準的話語。 

2. 針對感興趣的主題，在慣常的

情境中，能參與簡短會話。 

3. 能以簡單詞語表達其感受，及

表達感謝。 

4. 能處理非常簡短的社交互動，

但儘管說話者願意不厭其煩地

說明清楚，幾乎無法瞭解到足

以使會話依其所願繼續。 

5. 能運用日常的李傑與人打招呼

和稱呼。 

6. 能發出並回應邀請，建議與道

歉。 

7. 能表達其好惡。 

1. 能針對孰悉主題，在無準備的

情況下，進行對話。儘管有時

候必須要求重複某些詞彙及用

語，在日常生活對話中，能跟

上針對其個人清楚敘述的內

容。 

2. 能維持對話及討論，但在嘗試

精確表達所要表達的內容時，

有時可能有理解困難。 

3. 能表達並回應下列情感表現，

例如：驚訝、快樂、悲傷、感

興趣以及默不關心。 

訊息交換 1. 能以不過度費力的方式，瞭解 1. 能針對其領域內慣常及非慣常



 

 
 

       級別 

項目 
A2 B1 

到足以進行簡單平常的意見交

換。 

2. 能處理日常實際的要求：找出

及傳達直接具體的資訊。 

3. 能詢問並回答有關習慣及作息

方面的問題。 

4. 能詢問並回答有關休閒及過去

活動方面的問題。 

5. 能給予並瞭解簡單的指示與說

明，例如：解釋如何到達某

處。 

6. 能以要求簡單直接的訊息交換

方式，針對簡單慣常的任務進

行溝通。 

7. 能針對熟悉慣常的操作性問

題，交換有限的資訊。 

8. 能針對其工作及休閒內容，詢

問並回答問題。 

9. 能以參考地圖或計畫的方式，

要求指示或給予指示。 

10. 能要求及提供個人的資訊。 

的問題，以稍具自信的方式，

交換查對並確認累積的實際資

訊。 

2. 能以給予詳細說明的方式，描

述如何做某件事情。 

3. 能針對短篇故事、文章、交談、

討論、訪問或資料檔案，做出

摘述並提出其意見，並且進而

回答細節方面的問題。 

4. 能找出並傳達直接實際的資

訊。 

5. 能要求並跟上詳細的說明。 

6. 能取得更詳細的資訊。 

 

 

 

 

 

 

 

 

 

 

 

 

 

 

 



 

 
 

二、華語文能力指標 

(一)華語文能力指標分級 

 

 

 

 

 

 

 

 

 

 

 

 

 

 

 

 

 

表2-1 華語文能力指標A2與B1 

項目 
級別 

A2 B1 

總體能力指

標 

1. 能以簡單用語描述個人背景、家

族現況及切身需求事務。 

2. 能以簡單用語描述購物、周遭環

境及工作現況。 

3. 能對單純或例行性任務進行溝通

及簡單直接的訊息交換。 

1. 能清晰了解並掌握一般職

場、學校、休閒等場合熟悉事

物的訊息重點。 

2. 能應付在華語地區旅遊時的

常見狀況。 

3. 對於個人熟悉及感興趣的主

題，能創作簡單連貫的篇章。 

4. 能敘述經驗、事件、夢想、希

望及抱負，並對意見及計畫

能簡短地提出理由及說明。 

表達

能力 

口語

表達

能力 

1. 能以連貫的句子，簡單描述人

物、生活、工作、好惡。 

2. 能簡單敘述故事、事件、活動、

計畫、安排。 

3. 能以條列方式敘述事情。 

1. 能合理流利地對於自己感興

趣的主題，進行直接描述。 

2. 能描述自己的夢想、希望及

期望。 

3. 能描述真實或是想像的事

圖 2 華語文能力指標分級 



 

 
 

項目 
級別 

A2 B1 

4. 能描述周遭環境的日常事物。 

5. 能描述嗜好、例行工作、過去事

件及個人經驗。 

6. 能進行簡短說明，並比較不同事

物。 

7. 能進行短暫且事先演練過的事項

宣佈。 

8. 能對熟悉主題發表簡短且事前準

備的基本說明。 

9. 能回應重複性或規則性的簡單問

題。 

件。 

4. 能發展簡單論點以供理解。 

5. 能簡短說明理由及解釋自己

的意見、計畫及活動。 

6. 能針對日常生活的主題，進

行簡短、演練過的事項宣佈

或演說。 

7. 能簡短說明理由，解釋自己

看法、計畫及行為。 

8. 能回應簡易的後續提問。 

書寫

表達

能力 

1. 能寫出連續性的簡短句子。 

2. 能使用簡單的連接詞。 

3. 能寫出家庭或日常生活的簡單經

驗。 

4. 能寫出事件或活動的基本描述。 

5. 能寫出當地環境、教育背景、工

作近況的簡單連續短句。 

6. 能寫出簡單的想像性自傳或簡短

的詩句。 

1. 能針對自己興趣或熟悉的主

題，寫出直接簡短的描述。 

2. 能以簡單連貫的文句，寫出

自身經驗或描述感覺。 

3. 能寫出真實或想像的事件過

程或旅程經驗。 

4. 能描述故事。 

5. 能針對感興趣的主題寫出簡

短的論文。 

6. 能對實際訊息，作摘要報

告，並給予意見。 

7. 能針對標準的談話寫出簡短

的報告。 

8. 能使用常見的訊息，敘述行

動的理由。 

表達

策略 

1. 能從常用詞語中，排練適當的用

語。 

2. 能從常用詞語中，使用手勢來釐

清或確認所要表達的意思。 

1. 能排練並嘗試新的組合及表

達用語，並要求對方回應。 

2. 能傳達重點，並應用相關資

源與方法，來表達訊息的特

點。 

3. 能說出無法記住的詞彙的具

體特性。 

4. 能以類似語意的詞語來表達

意義（例如：載人的大車＝

公車）。 



 

 
 

項目 
級別 

A2 B1 

5. 能以簡單的詞來表達類似的

概念，並且要求確認與改

正。 

6. 能修正用語或表達語意造成

誤解時的混淆。 

7. 能詢問並確認自己所使用的

形式是否正確。 

8. 能於溝通產生問題時，重新

使用不同的溝通方式。 

理解

能力 

聽覺

理解

能力 

1. 能理解緩慢清晰、且與切身領域

相關的句子及表達用語。 

2. 能大略確認緩慢清晰的討論主

題。 

3. 能聽懂簡短、清楚、簡單的訊息

與宣佈事項的部分重點。 

4. 能理解簡單的方向指引說明。 

5. 能聽懂日常生活中、簡短的、已

預知的，並以緩慢清楚方式表達

的語音媒體。 

1. 針對一般日常或與工作相關

的主題，假使口語表達以一

般熟悉的腔調清楚地說出，

能夠了解直接的實際訊息，

並能辨認大略訊息及特定細

節。 

2. 針對一般工作、學校、閒暇

等情況中的熟悉話題，包括

簡短的敘述文章，能理解標

準清楚口語表達的大意。 

3. 假使話語以標準的口語清楚

說出，能大致跟上其周遭延

伸性討論話題的大意。 

4. 對於自身領域範圍內的或主

題熟悉的演說或談話，在對

方以標準口語直接呈現且結

構清楚的情況下，能大致瞭

解其內容。 

5. 假使能以標準口語清楚，針

對熟悉的主題，能跟上直接

簡短的談話。 

6. 能聽懂簡單的技術方面的說

明，例如：日常用品的使用

說明。 

7. 針對個人感興趣且以清楚的

標準語言表達的主題，能理

解大部分錄製的或廣播與材



 

 
 

項目 
級別 

A2 B1 

料的訊息內容。 

視覺

理解

能力 

1. 能理解日常生活或工作有關的熟

悉主題。 

2. 能理解以常用語呈現的具體簡單

內容。 

3. 能理解各國共通的常用語所寫成

的短文。 

4. 能理解詢問、訂購、確認等標準

慣用的基本形式書信內容。 

5. 能理解簡短、簡單的私人信件。 

6. 能辨識及理解廣告傳單、菜單、

時間表、工商服務等日常生活中

簡易的特定資訊。 

7. 能理解簡單書信、小手冊、描述

事件的簡短報紙。 

8. 能理解簡單的說明或安全規定的

指導性文件。 

9. 對理解日常生活中公共電話等常

見設備的使用說明。 

1. 能理解有興趣或熟悉主題，

並以直接方式呈現的內容。 

2. 能理解私人信件中對於日常

生活事件、情感及願望的描

述。 

3. 能與對方順利地進行簡單書

信往返。 

4. 能瀏覽較長的內容，從中找

到需用的資訊，並能從中蒐

集資訊，以完成一個特定的

資料搜尋。 

5. 能從日常生活相關的書面資

料中，辨識及理解需要的資

訊。 

6. 能辨識表達清楚的論證內

容。 

7. 能理解日常討論議題或簡單

的報紙文章的重點。 

8. 能理解書寫清楚、直接的設

備使用說明或指導性文件。 

視聽

理解

能力 

能辨識具備充分視覺影像或肢體語

言事件報導的重點，並能判斷其主題

的變化。 

1. 能理解電視節目中個人熟悉

的主題。 

2. 能理解表達緩慢清楚、輔以

足夠圖像或肢體語言的節

目。 

理解

策略 

對日常生活話題，能從上下文判斷

部分語意，或歸納出短文的大概語

意。 

能對熟悉的主題，從上下文判

斷不熟悉詞語的語意並歸納出

句子的意思。 

互動

能力 

口語

互動

能力 

1. 能針對日常生活、工作情境或熟

悉主題，以簡單的句子進行簡短

交談。 

2. 能以短暫對話，進行簡短的打招

呼、告別、介紹、感謝等社交性

互動。 

3. 能在緩慢重述或以不同方式的表

1. 能流利與人溝通熟悉主題或

日常話題。 

2. 能交換、比對及確認熟悉的

日常資訊，處理例外的情

況，並做出判斷。 

3. 能簡單表達對於書籍、音樂

或影片中較抽象的文化話題



 

 
 

項目 
級別 

A2 B1 

達之下，進行簡單生活話題的意

見交換。 

4. 能理解對方清楚、標準的語言，

或熟悉主題的敘述內容。 

5. 能參與簡短的會話，並簡單表達

感受。 

6. 能在緩慢清楚的討論中，大致理

解簡單的生活議題內容。 

7. 能提議、回應、討論或表達贊同

/不贊同簡單的生活議題。 

8. 能以直接的方式要求重覆不了解

的日常事物。 

9. 能提出問題要求給予說明，或回

答問題作為回應。 

10. 能要求日常生活資訊的說明，運

於旅行、住宿、飲食及購物。 

11. 能要求並提供日常物品及服務。 

12. 能在商店、郵局或銀行等地方，

詢問事物並進行簡單互動。 

13. 能給予或接收有關數量、數字、

價格等訊息。 

14. 能說明自己的需求，並詢問價

格，進行點餐或其他簡單的購買

行為。 

15. 能詢問並回答有關習慣及作息方

面的問題。 

16. 能詢問並回答有關休閒及過去的

活動方面的問題。 

17. 能要求或給予簡單的指示或說

明。 

18. 能以簡單直接的訊息交換，對例

行事務進行溝通。 

19. 能針對熟悉的操作性問題，交換

有限的資訊。 

20. 能針對其工作及休閒內容，詢問

並回答問題。 

的看法。 

4. 能隨時運用簡單語言，表達

對於家人、嗜好、工作、旅

行及時事等個人的意見，或

進行對談與討論。 

5. 能表達驚訝、快樂、悲傷、

感興趣以及漠不關心等情感

表現。 

6. 能對一般性主題及正常的交

談中，大致了解對談的重要

內容。 

7. 能對於他人的看法或觀點，

給予簡短的評論。 

8. 能對簡單的事物表達自己的

選擇或比對的結果。(如：做

什麼、去哪裡、選擇誰或哪

一樣等) 

9. 能說明事情困難的地方，並

能比較各種不同的解決方

式，說明優劣。 

10. 能對於可能的解決方法，給

予簡單說明，並理解他人對

解決方法的意見與反應。 

11. 能對於如何進行的議題，邀

請他人給予意見。 

12. 能在旅行或安排住宿或出外

訪問時，與對方接洽，並處

理大多數可能出現的互動事

務。 

13. 能在商店、郵局、銀行等地

方，處理非一般事務。

（如：退貨、申訴等） 

14. 能透過旅行社安排旅行，或

在實際旅行中解決大部分可

能出現的問題。（如：在不

熟悉的地方，也可以知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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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能參考地圖或計畫，要求指示或

給予指示。 

22. 能在訪談中回答簡單的問題。 

車的地點） 

15. 能以說明方式，描述如何做

某件事。 

16. 能對於短篇故事、文章、交

談、討論、訪問或資料文

件，做出摘述並提出其意

見，或回答問題。 

17. 能提供訪問或諮詢所需要的

具體資訊。(如：對醫生描述

症狀) 

18. 假使他人的回應快速或具延

伸性，偶爾可能必須要求重

覆，但能以查對並確認資訊

的方式，完成既定的訪問。 

19. 能在訪問或諮詢中，偶爾主

動發言。 

20. 能使用預備的問卷，完成有

計畫的訪問內容，並自發性

提出一些衍生問題。 

寫作

互動

能力 

1. 能對於切身需求的事物，寫出簡

短、簡單的紙條。 

2. 能寫出簡單的個人信件，表達感

謝與歉意。 

3. 能接收簡短、簡單的訊息。 

1. 能對不同主題，傳達訊息與

想法，核對訊息，並且精確

地詢問有關問題或解釋問

題。 

2. 能寫出個人信件與紙條，要

求或傳達切身相關的簡單資

料。 

3. 能對音樂或影片中抽象或文

化方面主題，寫出個人信

件，提供消息及表達想法。 

4. 能以較詳細的方式，寫出個

人信件，描述經驗、情感及

事件。 

5. 能對於接獲訊息的質疑進行

溝通，並解釋問題。 

6. 能書寫紙條，對於朋友、服

務人員、教師及其他出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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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日常生活中的人，傳達切

身直接的簡單資訊。 

互動

策略 

1. 能使用簡易的技巧來開始、維持

或結束一個簡短的對話。 

2. 能在不了解時要求他人重述。 

3. 能使用常用詞語表示自己不了解

他人所言，要求澄清。 

1. 能加入熟悉議題的討論，並

使用適當的詞語表達立場。 

2. 能開始、維持並停止簡單的

面對面對話。 

3. 能將他人敘述作部分重述，

確認彼此的理解，並使原本

的對話持續發展。 

4. 能要求他人釐清或詳述剛剛

所陳述的內容。 

5. 能將討論重點摘述，以利凝

聚言談焦點。 

轉述

能力 

口語

轉述

能力 

1. 能把握聆聽方法，說出簡單的字

詞，聽辨基本的音義。 

2. 能聽辨日常生活熟悉主題，緩慢

轉述部分的單句。 

3. 能轉述熟悉主題或標準緩慢的語

言，告知他人簡單的重點。 

4. 能轉述與日常生活或工作相關的

話題。 

1. 能轉述說話者以清楚、標準

的語言說出的簡單內容。 

2. 能以連續的句子轉述日常生

活或工作相關且簡單的話

語。 

3. 能協助一般日常生活資訊的

詢問。（如：搭車、郵局、

銀行基本詢問） 

4. 能逐句分別進行簡易單句的

轉述。 

書面

轉述

能力 

1. 能熟悉常用詞彙短句與句型，仿

寫簡單或基本句型。 

2. 能辨識自己熟悉領域的簡短文

句，筆譯成通順的簡單句子。 

3. 能筆譯部分生活特定或常見的資

訊。(如：菜單、時間表、小手

冊) 

1. 能筆譯與日常生活基本需求

相關且簡短、簡單的短句短

文。 

2. 能筆譯自熟悉領域的一般性

簡短文章。 

3. 能筆譯一般性的說明。(如：

標示、警語） 

轉述

策略 

1. 能熟悉拼音方法或部首概念 

2. 能要求陳述者以緩慢的方式確認

說明，轉述重要詞彙或要點。 

3. 能利用工具書或電子媒體檢索，

以分辨不懂的字詞，理解其中語

意。 

1. 能向說話者複述以確認自身

瞭解須轉述的話語。 

2. 能透過替代性詞彙的方式，

表述詞彙量不足的語意概

念。 

3. 能對說話者大意複述並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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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 

4. 能請說話者重述以確保自身

已掌握須轉述的內容。 

5. 能藉由查詢字典以修正轉述

的錯誤或疑問。 

 

(二) 測驗等級、學習時數語學習詞彙量 

表2-2 華語文測驗級別、學習時數與詞彙量 

測驗等級 
建議學習時數 

建議詞彙量 
華語地區 非華語地區 

入門基礎

級 

入門級 120-240 小時 240-480 小時 500 

基礎級 240-360 小時 480-720 小時 1000 

高階級 
進階級 360-480 小時 720-960 小時 2500 

高階級 480-960 小時 960-1920 小時 5000 

利精通級 
流利級 960-1920 小時 1920-3840 小時 

8000 
精通級 1920 小時以上 3840 小時以上 

(三)CEFR轉化為華語文能力指標 

1.理解內容並例舉「能力指標說明」 

(1)列出與華語文能力指標語義相似者。 

(2)利出與華語文能力指標邏輯相符者。 

(3)能力指標說明所指涉的內涵，必須涵蓋CEFR原指涉的內涵，不能有所遺

漏。 

2.解釋「主要概念知識」 

    意指表達對CEFR完整意義的理解。先列舉主要概念知識，清晰表達概念的

韓裔和邏輯關係，再以概念分析使CEFR內容成為可以解釋、可以轉換為具有共

識、可理解、更清晰且符合華語文作為第二語言學習的學習標準。 

3.華語文轉化時產生的問題 

(1)各能力等級間的關鍵差異有時不易辨識。 

(2)同等級能力指標的不同語言活動，可能未使用同一個評量標準。 

(3)未對能力指標適用的語境作充分描述。 



 

 
 



 

 
 



 

 
 



 

 
 



 

 
 



 

 
 



 

 
 



 

 
 



 

 
 

 

 

附件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