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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拓國際觀的視野提升外語教學的功能

專題報導

從上個世紀末的蘇聯解體、東歐開放之後又開啟了另一波所謂全球化的新潮；跨國企

業的勃興、網際網路的科技發展，讓人類的距離縮短了、國界的概念鬆動了。今天已

經沒有任何一個民族國家，能夠自絕於地球村之外，獨立地發展自己的文化與經濟。

人與人、國與國之間的溝通日益頻繁，訊息的傳遞與獲得，成為社會進步與遲滯的關

鍵，如果不能有效而迅速地掌握訊息，切實而深刻地瞭解其他文化與社會，馬上就會

面臨被時代淘汰的危機。 

 

要避免被時代淘汰的命運，唯有從「語言」的學習開始。因為語言是人類文化溝通的

媒介，也是知識傳播的工具；人不可能將眼睛、耳朵堵塞起來而有知識，如果不瞭解

其他民族的語言，不能與之溝通，交換意見，自然也不可能開拓自己的視野，傳達自

己的思想。每一個國家都有它獨特專長的一面，比如美國的電腦相當進步，法國的藝

術馳名世界，德國的工業科技獨步全球。如果我們懂得外語，將可直接獲得第一手資

料，或最新的報導，對於各方面的幫助相當大。 

 

目前世界局勢隨著歐洲共同體的發展，歐洲單一貨幣的歐元已於一九九九年開始啟用

，二○○二年將全面正式流通，因此勢必強烈影響國際經貿、外匯儲備及政治情勢。

尤其是以經貿為主的台灣，工商企業界甚至政府單位今後對外語人才（尤其翻譯人員

）的需求，無論在數量上和語言能力的要求上，相信將完全不同於往昔。 

 

又從台灣光復以後，大家克勤克儉打拚，共同一致地追求生活品質的改善。今日的台

灣已從當年的未開發國家進入已開發國家。我們目前的富裕、繁榮、生活水準之高

，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目前台灣很重視科技，而且是朝著發展成為科技島的目標在進

行，比如現有的新竹工業科學園區及正在積極建設的台南科學園區，如果要使台灣成

為名副其實的科技島，更需要以外文為工具，引進最新的知識，以利科技的發展，外

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外語教學之目的是要達到語言交際的能力，而有系統的語言知識和完備的語言技能則

是語言交際能力的基礎。在學習的過程當中，於語言知識的範圍，眾所周知，除應有

系統地學好語法的運用外，並應記好基本的詞彙量。於語言技能的聽、講、讀、寫、



譯（筆譯及口譯）更應該加強訓練，使之嫻熟，運用自如。當語言知識和語言技能的

掌握和運用搭配得當的話，方可達到外語的學習效果。 

 

但在這學習的過程中，有一樣背景知識是不可忽視的，即該外語所代表的文化內涵。

因為兩個不同的國家，其社會文化差異極大，因此在語言教學時，要有意識地向學生

傳授所學語言的文化、習俗等國情知識，使他們更進一步地瞭解兩種文化的異同。如

此在語言交際方面才能夠暢通順利。 

 

英語係國際語言，而台灣的外語一向以英語為主，但如果懂得第二外語，將比別人多

占一項優勢，比如目前在世界上簽訂國際合約或商約，仍以法文為主，科技語言仍以

德文為主，更何況經由翻譯介紹去瞭解另一個國家的文化，畢竟還是隔了一層紗。到

目前為止，教育部已開放高中、高職的第二外語教學，可謂洞燭先機。而前身是淡江

英專的淡江大學除致力於英語人才的培養外，更從民國五十二年起陸續設西班牙文系

、法文系、德文系、日文系及俄文系，積極培養從事文化工作者及政經、外貿之專業

人才。為能落實「語言」的應用能力，更於民國八十三年首創台灣大三學生赴所研習

之該語言國家進修一年，擴展學生視野，增加學生學習機會。今年欣逢五十週年校慶

，更舉辦「外語教學國際會議」，來自阿根廷、西班牙、美國、法國、德國、日本、

俄羅斯、南韓等學者及國內中、外籍外語教學之教師以六種語文發表七十二篇擲地有

聲的論文，涵蓋層面甚廣，計有文學、文化與語言教學之課程設計、教學法、教學理

論及以電腦等輔助的多媒體教學；廣泛及中肯的討論、切磋，成果豐碩，在國內係屬

創舉，相信在國內也只有淡江大學可以做到。但我們並不以此為自滿而沾沾自喜，所

期望的是再接再厲，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發揮外語教學的功效。 

 

藉著此次的國際外語教學研討會，我們不只是創造歷史，我們更希望讓它深化，以開

啟另一個屬於淡江大學外語學院的特色與傳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