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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練習應用在中級德語課程的實踐與研究 

一. 報告內文(Content)(至少 3 頁) 

1. 研究動機與目的(Research Motive and Purpose) 

本研究的目的是以學生學習為中心，讓大二學生能透過網路，在手機上做德語測驗與練

習，複習課堂上所教授之德語相關內容，以測驗的形式練習課本內的文法還有單字。 
 
2. 文獻探討(Literature Review) 

「每日練習應用在中級德語課程的實踐與研究」將分將從下列三個面向來討論國內外文

獻與研究成果：1) 「每日練習」對於學生學習外語的重要性； 2) 「每日練習」透過

電腦與行動裝置的網路化教學落實； 3) 台灣德語教學發展。「每日練習」對於學生學

習外語重要性的理論基礎是頻率效應(frequency effects)與練習頻率(law of practice)。在

劍橋大學出版特刊《第二語言習得研究》(Studies of Second Language) 中，刊載了 Nick 
Ellis (2002) 對頻率與語言習得的研究，作者認為語言習得是一個各種範例逐漸累積，

並相互形成網絡結構與語言規律性的過程，語言輸入頻率在發音識別、單字拼讀與識

別、文法學習、語言表達和語意理解等都佔有重要的作用(相關探討請見文秋芳，

2003； 蓋淑華，2011； Brown，2007: 293f.)。低練習頻率正是台灣德語教學最大的困

難之一，德語系學生在大班制的課堂上缺乏練習機會，課堂外亦缺乏練習德語的實際環

境(蘇秋華，2004: 1)。 
本研究「每日練習」的落實則希望借助電腦與行動裝置的網路化教學，亦即實施「混和

型課程」(賴膺守、游寶達、蔡鴻旭，2011: 30； Ko & Rossen，2001)，運用網路教學來

輔助課堂教學，整合兩種教學形式的優點。網路教學可透過電腦與行動裝置，例如智慧

型手機與平板電腦傳遞給學生，其優點如下：1) 破除時間與空間限制，延續課堂教

學，尤其是行動裝置的普及化更讓語言教學與學習不再侷限於書桌電腦前，可以跟著使

用者隨處移動，隨時隨地接觸學習內容(賴膺守等人，2011； 張雅雯，2000， 34f.； 
陳瑛慧，2016； Mitschian，2010)； 2) 學生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選擇適合自己的速度

與頻率進行個別化學習(張雅雯，2000， 34f.)； 3) 讓學生可以透過自動訂正功能得到

立即回饋，檢視自己是否熟悉德語詞彙、文法、文章語意與聽力內容 (張雅雯，2000， 
34f.)； 4) 多元的學習方式，包括閱讀、聆聽、視覺、學習者自己整理出學習內容甚至

作品，皆有利於學習者培養第二外語能力(二木紘三，2003) 台灣德語教學研究開始逐

漸關注網路化教材能幫助德語學習的各種可能性。陳欣蓉(2005) 研究設計網路德語觀

光會話教材； 蘇秋華(2004)為德語初學者研討出教學網路化教材設計；余璟萍將多媒

體教材加入德語視聽課程(2008)； 陳瑛慧(2016)探討 18 種輔助學習德語 app 的各種功

能； 高慧霞(2016)研究將網路部落格寫作融入課程之中。上列研究皆證明網路化教材

能幫助學生學習德語，然而本計畫與上列研究的差異將說明如下：1) 由於電腦輔助教

學的課程設計與編制成本相當高，1 小時電腦教學課程製作可耗費 50-100 小時不等

(Fielden，1977；Flasherty，1984，轉引自林壽華，1997: 93)，相較於陳欣蓉(2005)與蘇

秋華(2004)自行開發特定主題的教材，或陳瑛慧(2016)文章中多數德語學 APP 僅適合初

級德語程度 A1，本研究的「每日練習」將以現有教材改編並將其數位化發送給學生作

課後練習，優點是此數位教材將能涵蓋更多元題材，並且涵蓋中級德語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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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問題(Research Question) 

本研究最原先的構想是能夠每日發送不同的電子測驗練習到學生手機，讓學生自主練

習，然而因為沒有算成績所以導致學生填答率很低。後來改為密切搭配上課的進度，讓

學生課後複習上課的內容，透過下次上課發送「每日練習」當作隨堂小考，此測驗卷有

自動訂正功能，老師上課可以直接看到與討論學生最容易出錯的地方，學生馬上知道錯

誤加以改進。這些測驗學生可以回家繼續做此份「每日練習」，如果有不及格的學生，

下次可以在下課的時候再次做測驗，超過六十分以六十分記算。此研究希望測試出每回

上課透過手機發送的電子測驗卷「每日練習」是否有助學生學習德語的成效。 
 

 
4. 研究設計與方法(Research Methodology) 

(1)研究設計說明 
 
l 研究對象 
 
本研對象為中國文化大學德國語文學系大二某組學生，108 第一學期班級人數 34 人，

108 第二學期班級人數為 32 人。將取得班上所有學生的同意書後，參與「每日練習應

用在中級德語課程的實踐與研究」。 
 
l 教學目標 
 
希望在大二上下兩個學期每週四小時的基礎德語課中，學生可以在課後透過作德語每日

練習，真正做到熟練與內化大二基礎德語的課程，學生能夠理解關於具體或抽象事物文

章的主要內容，聽懂涉及工作、學校、休閒、旅遊等的德語內容，並且能對熟悉的事物

或興趣等清楚確切表達自己的見解與解釋理由，對於生活經驗能夠具體描述自己的經

驗、計畫與目標。 
 
l 教學方法 
 
除了課堂上的老師對學生的授課，下次上課開始透過網路發送『德語練習』當作課堂小

考，練習內容以課堂上使用的德國教材 Passwort Deutsch 3， 4， 5 為主，包含德國母

語人士正常速度對話的課堂教材錄音檔、文法相關的題目測驗(填空、選擇) 與訂正。 
 
l 成績考核方式 
 
期中考 25%，期末考 25%，出席成績 25%，『每日德語練習』小考 25%。 
 
l 學習成效評量工具: 
 
運用問卷調查方式完成每日練習對德語學習成效描述性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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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學暨研究成果(Teaching and Research Outcomes) 

(1) 教學過程與成果 

『每日德語練習』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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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師教學反思 

透過課堂上的隨堂考試可以督促學生課後複習，同時電子測驗卷可以馬上自動批改學生

的答案，節省批改時間，有助外語教學。 

 

(3) 學生學習回饋 

以下是修習大二基礎德語 108 學上下學期的學生，對於線上測驗練習的滿意度調查。 

表一：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期末年學生意見調查描述性統計(1 表示非常同意，2 表示同

意，3 表示無意見，4 表示不同意，5 表示非常不同意。) 
     

  樣本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 標準差 
我對外語感興趣 28 1 4 1.89 .737 

我有語言能力的天賦 28 1 5 2.54 .922 

我會想要把德語學好 28 1 4 1.64 .780 

我覺得隨堂 google 表單考試可以

幫助我學習德語 
28 1 4 2.07 .716 

我覺得隨堂 google 表單考試可以

幫助我複習上課所講過的東西 
28 1 5 2.04 .838 

我覺得隨堂 google 表單考試可以

彌補課堂上練習不足的問題 
28 1 4 2.11 .786 

我覺得 google 表單考試的測驗比

紙上測驗更好 
28 1 4 2.46 .922 

我覺得期中考前衝刺可以幫助我

學習德語 
28 1 4 1.75 .752 

我覺得期中考前衝刺可以幫助我

複習上課所講過的東西 
28 1 3 1.64 .559 

我覺得期中考前衝刺可以彌補課

堂上練習不足的問題 
28 1 4 1.89 .685 

我覺得隨堂 google 表單小考對我

的德語聽力有幫助 
28 1 4 2.43 .959 

我覺得隨堂 google 表單小考對我

的德語口說有幫助 
28 1 5 2.54 1.071 

我覺得隨堂 google 表單小考對我

的德文閱讀有幫助 
28 1 4 2.11 .685 

我覺得隨堂 google 表單小考對我

的德文寫作有幫助 
28 1 4 2.29 .713 

我覺得隨堂 google 表單小考對增

加德文詞彙有幫助 
28 1 3 1.79 .499 

我覺得隨堂 google 表單小考對了

解德文文法有幫助 
28 1 3 1.86 .525 

有效樣本數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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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期末年學生意見調查表(1 表示非常同意，2 表示同意，3 表

示無意見，4 表示不同意，5 表示非常不同意。) 
  樣本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我對外語感興趣 26 1 3 2.12 .711 

我有語言能力的天賦 26 1 4 2.58 .809 

我會想要把德語學好 26 1 3 1.69 .736 

我覺得隨堂 google 表單考試可以

幫助我學習德語 
26 1 3 1.77 .652 

我覺得隨堂 google 表單考試可以

幫助我複習上課所講過的東西 
26 1 4 1.81 .749 

我覺得隨堂 google 表單考試可以

彌補課堂上練習不足的問題 
26 1 3 1.96 .720 

我覺得 google 表單考試的測驗比

紙上測驗更好 
26 1 4 2.04 .824 

我覺得期中考前衝刺可以幫助我

學習德語 
26 1 4 1.69 .679 

我覺得期中考前衝刺可以幫助我

複習上課所講過的東西 
26 1 4 1.54 .706 

我覺得期中考前衝刺可以彌補課

堂上練習不足的問題 
26 1 4 1.58 .703 

我覺得隨堂 google 表單小考對我

的德語聽力有幫助 
26 1 4 2.04 .774 

我覺得隨堂 google 表單小考對我

的德語口說有幫助 
26 1 4 2.46 .989 

我覺得隨堂 google 表單小考對我

的德文閱讀有幫助 
26 1 4 2.19 .801 

我覺得隨堂 google 表單小考對我

的德文寫作有幫助 
26 1 5 2.35 .892 

我覺得隨堂 google 表單小考對增

加德文詞彙有幫助 
26 1 2 1.69 .471 

我覺得隨堂 google 表單小考對了

解德文文法有幫助 
26 1 3 1.77 .587 

有效樣本數 26         

 

數值越小，代表越同意題目所述。總體而言，兩份調查當中，學生對 google 表單隨堂

測驗給出正面評價。其中學生認為最有幫助的是增加德文詞彙（1.79（108 一）, 1.69
（108 二））與了解德文文法（1.86（108 一）, 1.77 （108 二））。次要有幫助的是幫助

學習德語（2.07（108 一）, 1.77（108 二））、幫助複習上課所講過的東西（2.04（108
一）, 1.81（108 二））與彌補課堂上練習不足的問題（2.11（108 一）, 1.96（108 二））。

在德語聽力、口說、閱讀與寫作方面，學生仍肯定 google 表單隨堂測驗的幫助，但效

果沒有前兩類佳。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期中考前衝刺能幫助學習德語的同意度很高，為

1.75（108 一）, 1.69（108 二），此認同度比認為 google 表單隨堂測驗能幫助學習德語

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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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議與省思(Recommendations and Reflections) 

這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是我教德語第一年後的計畫，透過每次隨堂線上小考練習可以督

促學生課後複習，從問卷調查可得知學生認為隋堂線上小考可以幫助他們的德語學習，

同時電子測驗卷可以馬上批改學生的答案，減少了教師很多批改的時間，這對當時的新

進教師我來說，對語言教學是有很大的助益，然而 2019 年 9 月我到德國進修兩週的德

語教學，從中得到許多德語教學的啟發，發現這套『每日練習』的缺點是其訓練重點在

學生較為被動地記憶語言文法與單字，而非將外語轉化為自身能力，主動地靈活運用這

項外語，也無法大幅提高學生學習外語的動機，在經過兩年的德語教學後，我發現除了

被動式記憶，提高學習外語的動機，與主動將上課所學的內容轉化為自身的外語意見表

達也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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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附件(Appendix) 

與本研究計畫相關之研究成果資料，可補充於附件，如學生評量工具、訪談問題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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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練習 google 表單使用調查問卷 
 

 
第一部分                                                                                 
1. 我平均每星期填「每日練習」幾次? (不包含期中考周)：□1次 □2次 □3次 □4次 □5次以

上 
2. 我平均每次花在準備基礎德文 II 的小考多久時間? □15 分鐘 □30 分鐘 □45 分鐘 □60 分

鐘以上 
3. 除了準備基礎德文 II 的小考，我下課後，平均每日花在學習德語的時間是 □15 分鐘 □30

分鐘 □45 分鐘 □60 分鐘以上 
 

第二部分  態度調查                                                                      
 態度調查 

非

常

同

意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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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意

見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我對外語感興趣 1 2 3 4 5 
2. 我有語言能力的天賦 1 2 3 4 5 
3. 我會想要把德語學好 1 2 3 4 5 
4. 我覺得隨堂 google 表單考試可以幫助我學習德語 1 2 3 4 5 
5. 我覺得隨堂 google 表單考試可以幫助我複習上課所講過的東西 1 2 3 4 5 
6. 我覺得隨堂 google 表單考試可以彌補課堂上練習不足的問題 1 2 3 4 5 
7. 我覺得隨堂 google 表單考試的測驗很有趣 1 2 3 4 5 
8. 我覺得隨堂 google 表單考試的測驗很有挑戰性 1 2 3 4 5 
9. 我覺得 google 表單考試的測驗比紙上測驗更好 1 2 3 4 5 
10. 我覺得期中考前衝刺可以幫助我學習德語 1 2 3 4 5 
11. 我覺得期中考前衝刺可以幫助我複習上課所講過的東西 1 2 3 4 5 
12. 我覺得期中考前衝刺可以彌補課堂上練習不足的問題 1 2 3 4 5 
13. 我覺得隨堂 google 表單考試對我的德語聽力有幫助 1 2 3 4 5 
14. 我覺得隨堂 google 表單考試對我的德語口說有幫助 1 2 3 4 5 
15. 我覺得隨堂 google 表單考試對我的德文閱讀有幫助 1 2 3 4 5 
16. 我覺得隨堂 google 表單考試對我的德文寫作有幫助 1 2 3 4 5 
17. 我覺得隨堂 google 表單考試對增加德文詞彙有幫助 1 2 3 4 5 
18. 我覺得隨堂 google 表單考試對了解德文文法有幫助 1 2 3 4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