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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語言為基礎　做深一層的文化研究

專題報導

【記者饒慧雯專訪】外語學院自81年8月從文學院獨立出來，至今已有10年的歷史

，為本校考量加強培育外語人才並凸顯外語學系特色而設，目前設有英、法、德、日

、西、俄語六系，具有良好而深厚的根基，在全校各院系緊鑼密鼓地討論如何提昇研

究成果及讀書風氣下，外語學院院長林耀福在院務會議上也嚴格地要求各系需提出實

施辦法，並已於本學期陸續著手實施。 

 

林耀福院長表示，外語學院目前共有104位師資，60個班級，學生人數共有4055人

，民國70年首創國內大學語文學系率學生赴國外大學短期研修語言及文化、72年英文

系更是創全國之先，率學生赴菲律賓馬尼拉參加學術研會，此外並以六種語文出版外

語月報，85年舉行第一屆兩岸外語教學研討會，首開兩岸外語教學界的交流，目前已

舉辦五屆。 

 

「本院的性質與其它學院非常不同，很多人提到外語學院，都會想到同學外語能力是

否要培養得很好，確實如此，在國際化的時期，語言的聽說讀寫是必備的，但我們要

求的不單單只是做語言的研究，而是更要以語言為基礎，往學術發展，做更深一層的

文化研究」，外語學院院長林耀福以一貫的笑容談著，他說要在中文環境學外語，實

在是「事倍功半」，因此在師資方面實施雙軌制，即聘任的老師不一定需要擁有高學

位，「請一個博士來教ABC，他反而不會教」，因此碩士學歷就足夠，甚至學士學歷

也行，因為語言的學習和擁有博士學位並不相關，這些專業英語教師只要語言能力強

、有熱忱、教學經驗豐富即可，如此一來，這些教師的薪水低一些，授課時數會多一

些，加上年紀多半會年輕一些，與學生距離小，易打成一片。 

 

另外有關於設備不足方面他也提到，資源不夠的問題是每個學校每個國家都有的，因

此他認為未來應多加利用網路資源，創造24小時的學習環境，讓書房變成學習語言的

那個國家。 

 

談到網路教學，外語學院幾個系也已經著手進行中，他說目前正在設法推廣英文系衛

友賢老師所設計的「I WILL」，法、俄、日文系也裝有衛星天線，可收到該國的電視

節目，供學生做訓練。 



 

課程設計方面他則強烈主張在大一、二致力基礎語言能力的培養，舉英文系為例來說

，只修習三門科目即國文、英文及文學導論，首先國文即母語，此能力的好壞將影響

英文的學習，其次，英文方面則以各種不同議題的文章教材，訓練同學基礎聽說讀寫

的能力，而修習文學導論目的，則是要求同學不只是會簡單的聽說讀寫，而是提昇同

學的文化文學的層次，利用不同作品來學習流派、思想。 　向來一直鼓吹發展學術

的外語學院，目前有外語論叢分為兩部分，一為語言教學，另一為為學文化，鼓勵教

師投稿。另一方面則是在每個學期至少舉辦三場「學術下午茶」，主要是談學術問題

，但冠上下午茶之名，則是希望氣氛不要太嚴肅，而壓迫大家的創造力，演講者在活

動後寫成文章並投稿，此外，也經常邀請外來學者演講培養研究氣氛。他也要求教師

每學年都要訂定一個題目研究，經由學術下午茶或演講方式發表，並積極訂購新書籍

，「隨時對新的學術發展保持敏感度是很重要的！」 

 

對於學校積極地提倡提昇讀書風氣及研究成果，他抱持著肯定的態度，雖然不容易但

希望此風能持之以恆，他也提出許多對於同學的規定需更嚴格執行。而對於外語學院

而言，班級人數設法減少是一直以來的訴求，他希望藉由小班級課程使的往日「師父

」與「徒兒」間的親密關係能再重現，而不單單只是「師」與「生」的關係，如此一

來不僅僅能提昇讀書風氣，更可提升倫理風氣。 

 

他也認為大家目前普遍認為學生讀書風氣不佳很可能是受社會風氣的影響，「生存乃

是最大的動力」，他鼓勵同學應自立救濟，眼光不單只是在畢業學分上，要盡可能充

實自己。 

 

當他談到外語學院未來的遠景時，神情愉悅地表示，首先同學在外語能力方面必須達

到一定水準，並進而利用這項語言工具做高深的研究，有這些研究結果，才能在國際

上有貢獻，而這事業需要同心協力來完成，師與生都要扮演好各自的角色，以堅忍不

拔、持之以恆的態度來對待，「有心才有誠，就能克服各種問題！」 

 

談到提昇讀書風氣，英文四C伍筱琪表示，希望系上能多多舉辦活動，例如現有的朗

誦、演講比賽，甚至能舉辦大型戲劇公演或英文歌唱等，她認為藉由這些活動或競賽

，可以讓同學們互相學習，也可肯定自己，並在過程中進而檢討自己，找出自己的弱

點並想辦法改進，增加學習的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