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華文世界 18  
 

李馬克 12  

 

摘要 12  

為輔導海外華文學校發展，1974年發行《華文世界》期刊，內容包括：華語

文教與學、華語文教材教法、華語文教育動態、華語文教學疑難問答。 

迄今 40多年，本刊一直是華語文師生教與學的經驗交流平臺，許多時間裡甚

至是唯一的平臺。一百多期「華文世界」裡有超過一千位的作者和近兩千篇的論

文，涓滴匯海、掬水思源，這是何等傲人的成就，何等不容易。 

 

關鍵詞：華語文  教學  語言習得  理論  結構（10級） 

 

 

1. 前言( 12 11 ) 

為輔導海外華文學校發展，1974年發行《華文世界》期刊，內容包括：華語文

教與學、華語文教材教法、華語文教育動態、華語文教學疑難問答（作者，1988）。

為輔導海外華文學校發展（作者、作者，1988、1999），1974 年發行《華文世界》

期刊 (Author, 1988)，內容包括：華語文教與學、華語文教材教法、華語文教育動

態、華語文教學疑難問答 (Author and Author, 1988)。（11級） 

表一：統計分類表 

 項目 1 項目 2 項目 3 項目 4 項目 5 

類 1      

類 2      

2. 研究方法 

為輔導海外華文學校發展 (Li and Thompson, 1981; Thompson, 2008)，1974年發

行《華文世界》期刊，內容包括：華語文教與學、華語文教材教法、華語文教育動

態、華語文教學疑難問答（Li and Thompson, 1981；黃宣範，2008）。 

2.1 歷史回顧（12級） 

Author (1988)為輔導海外華文學校發展，1974年發行《華文世界》期刊，內容

包括：華語文教與學、華語文教材教法、華語文教育動態、華語文教學疑難問答 

(Huang, 2017: 42)。 

(1)《華文世界》期刊，內容包括：華語文教與學、華語文教材教法、華語文教

育動態、華語文教學疑難問答。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教授。 



a. 海外中文學校介紹：成立時間、教學、特色、未來展望。 

(a) 華語文教學心得感想、華語教學實習經驗。 

b. 對外華語教學語音、語法、語用、漢字、教材教法、多媒體輔助教學等

相關題材專論。 

為輔導海外華文學校發展，1974年發行《華文世界》期刊，內容包括：華語文

教與學、華語文教材教法、華語文教育動態、華語文教學疑難問答。 

2.2.1 方法（11級） 

為輔導海外華文學校發展，1974年發行《華文世界》期刊，內容包括：華語文

教與學、華語文教材教法、華語文教育動態、華語文教學疑難問答。 

 

圖一：使用流程圖 

為輔導海外華文學校發展，1974年發行《華文世界》期刊，內容包括：華語文

教與學、華語文教材教法、華語文教育動態、華語文教學疑難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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