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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申美日三國初級英語課本的比較

 由第三、四兩章申，我們對日美兩國初級英語課本的特色有了概

 略的瞭解。如緒論中所提，由於英語是美國的母語，其教學目標，教

 學時數、與教材內容，自然異于將英語視為外國語的中、日兩國，難

 以一併比較。因此以下的比較研究，特以丰、日兩國為主，美芭為副。

5-1教學目標的比較

 首先我們就「國中外語(英語)課程標準」，與日木「中學校學

 習指導要領」，有關兩國教學目標、教學時數、與教材編輯等方面作

列表比較:

 中、日兩國初級英語教學目標之比較

 哦		，;．華民國一一一""""一"""一	"""""一日本^
 ̂頒佈機關		教育部	? B %

 甲		六十年修訂，六十一年十月頒佈實施	三叭1空74j四月全面實施""""'"'""尹臣口
 乙		僅列舉教學一般目標	"""叩"。""
 內容	區	L以達到能德、能說、能讀、能寫的目的。兩國共同強調培養學生運用現代淺近英語的基木丁三口	

 	異    ．點	除建立學生進修英語之基礎外，並配合教育輔導及職業輔導之原則授以必要的英語知識。	注重對外國文物，風俗基本叮了解。



 卜	戶
 \%w&	厄

 必	必口乙@-	伊	選	們
 必	□選	選	仁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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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級英語教學在美國，就如同國語課程之在我國小學，或日語之

 在日本小學，其教學目標，當然以如何教導學生正確的認讀或書寫其

 本國語，並對本國的歷史、地理、文物有所了解為主。

5-2教學時數的比較

 中、日兩國初級英語課程選、必修

之規定及其每週教學時數之比較

 國別	。一			s      *		
 	口刁	三	戶一	□	卜	一一

 修訂前	3	3	3	3	3	三．一
 修訂後	口	口	口	T	斤	□

 日本自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新學制，迄^970年新修訂的「中學校

 學習指導要領」均規定;中學六年當中，學生得修習外語，在初中

 階段英語是選修(學生可隨其與趣所在，選修非英語的其他外語，如

 法語、德語、西班牙語等)   ^高中英語則為必修科。然而，由於社會

 人士對英語普遍的重視，日本初中生不修習英語的實如鳳毛麟爪。也

 因之使英語成為高申入學必試科目，所以英語在日本初中，雖名為選

 修，事實上與必修科目無異。

 反觀我國的初級英語教學，自舊制初中(末施行九年國教前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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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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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到六十一年「國申課程標準」修訂前，英語均為必修課程，教學

 三個學年。然而，根據六十一年十月新頒的「國民中學英語課程標準

 」，第三學年的英語被列為選修課程;想來是為了配合義務教育的宗

 旨，使不再繼續升學的國中畢業生，得以利用時間多選習些技藝方面

 的課程，俾利其畢業後之就業。可是對絕大多數繼續升學的國中生而

 言，由於英語是高中聯考科目，又是進修的重要工具，別無選擇餘地

 ，視第三學年英語為當然必修課程，這種現象確與日本極其相似。

 至於教學時數方面，日本由修訂前的每週三小時，到修訂後的每

 週四小時，第三學年可增至五小時;英語教學時數，佔教學總時數百

 分之十一點八八，與數學或理科的教學時數旗鼓相當。而我國的初級

 英語教學時數，由舊制初中每五小時的教學，減為新制國中修訂後的

 每週二一三小時(實際上是三小時)教學，第三學年選修課程每週四

 一六小時(實際上是五小時)的教學，佔國中教學總時數百分之十點

 七八，每週教學時數平均比日本少，而教材份量瑯普遍較重，教師們

 常在趕課的壓力下，多有怨言。第三學年的選修英語，雖恢復為每週

 五小時，仍嫌不足。教學時數無法與教材份量相配合，是目前一般國

 申英語教師 感棘手間題之一，有關單位似宜針對此間題，有所對策。

 由於英語是美國的本國語，是當然必修課程，教學時數則各州規

 定不一。根據Charles     F .  Faber及Gilbert F .  Shea^^on兩．位

 先生所著Elementary    Schoo1    A^minis     t^a^^^n;:^Theory

 and   Practice^—書中所示，初級英語在美國小學的教學時數(包括

 Reading ^ Spelling與Hand   writing )幾佔數學總時數的三分之

 一。

5-3課本編輯的比較



178
 中、日兩國初級英語教材編輯之比較

 國別"""	中華民國	本日
 教材統一與否^"""@@"	課本口統一採用國民中學英語	無統二課本
 三"	國立編譯館	任何出版社委託的個人或團體
 梓"	國立編譯館國民中學英口口互科教科用書編審委員會"^""^"""	定調查審議會卜葦部省教科用圖書檢

 編輯與評審標準	根據 新(六十一"年十月)頒佈之國民中學外國語(英語)課程標準	必須附合「中學校學習指導要領」各項細則之規定，並以不抵觸日本墩育基本法^與庫校墩育法』為原則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教科用圖書檢定審議會」的成員，除知

 名的專家學者外，並包括經驗豐富的中學教師，借以收理論與實際相

 得益彰之效，並可避免閉門造車之弊。

 美國初級英語教學並無統一規定的教材，教本的選定通常由各校

 自行決定。

 5-4課本內容的比較．

 就Open   Court  ^ New Horizon : Eng^^sh   Course^及國民

 中學英語三套教材的外觀比較，以Open   Court份量 多，計有讀

 本八冊，作業簿二冊、故事書十二冊，以訓練美國兒童對其本國語的

 閱讀、書寫( hand   Wri^^ng )、與拼音等能力為主。然而以中、

 日兩國課本來比，則國中六冊課本的份量，確顯較日本三冊課本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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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課的分項教材亦多。可是在印刷的精美、字體的明晰、圖片色彩

 的鮮明，插圖的生動活潑，以及附件多以利參考等方面，確是日本

 New   Ho^^zon^English    Course的特色。

 以下就字母、語音、字彙、課文、會話、句型、文法、及練習(

 習題)諸方面，對申、日兩國教材內容，作一系統的比較，而對Open

 Court的內容，僅就書寫(特指于母的書寫)、課文、字彙與練習(

 習題)等四項，作一對比說明，他如語音、句型、文法等方面，因在

 該套教材中末見提出，無法比較。

5 ? 4-^字母的此較

 國中初級英語對字母教學相當重視，早在第一學年第一冊課本的

 第一課，就規定以九小時．(三週)．先教授印刷體大、小寫的認讀與書

 寫，草寫連續體的大、小寫留待第二冊才開始介紹，以減輕學習上的

 困難。在一、二冊內陸續有抄寫或聽寫的有關練習，另外字母歌，字

 母筆順表，及字母四種體式對照表等附件，均能幫助學生對十六個字

 母基本的四種體式，作有系統的學習。

 日本「中學校教學指導要領」雖明文規定:初中第一年必須教導

 學生「字母之鋁字體與筆記體的大、小寫」，但是New   Horizon．這

 套教材中，字母教學並未被正式列入，而僅在第一冊某些課後習題內

 出現，因此無法確知他們的字母教學始於何時?教學時數為何?對各

 種字母體式的教授有無先後之別?然而，由第一冊書前所附的字母歌

 ，書後有正楷與手寫的印刷體以及筆記體等六種字母大小寫列表(國

 中字母教學僅四種體式，不包括手寫印刷體大小寫)，另有用筆記體書

 寫的單字與句子表等附件，顯示字母教學必然在第一學期實施。

 我們由Open   Court    Kindergarten   Program內，發現美國

 的幼稚園課程，對英文字母的認讀與書寫十分重視。其型式大致為，

 先介紹各單獨字母之大、小寫印刷體，在介紹二、三個字母之後，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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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性的練習。一些趣味性、啟發性的練習方式，如以圖片配合字母

 發音練習，連字遊戲(詳見第四章字母教學部份)等，多有值得我們

 借鏡之處。

^ ? 4 ? 2語音的比較

 語音方面的比較，將就其所包括的範圍，以及編排的方式兩方面

進行:

 1語音教學的範圍:中、日兩國教材中均包括了聽音、辨音

 、音標、音調及重音等基本的語音練習、所不同者: (1)國中課本第一

 、二冊的拼音練習，是New Horizon教材中所沒有的;(2)國中課本

 內的音標採用美國的K - K音標，而New Horjzon採用Daniel

 T^^^^音標所漂注的英國音; (3)音調練習在國中課本雖顯得有些零亂

 ，但劫列舉的十分詳盡;在New Horizon中則缺少丁對稱呼、及呼

 應等調型的提示; (4)對連音與停頓的標明及提示，我們可由New Ho-

 r^ ^nn許多語調例句中看出，莉是國中課本語音練習部份所缺漏者。

 2編排方式:中、日兩套教材在語音方面，包羅的範圍雖大體

 相同，在編排方式上劫差別很大。在國中六冊課本中，除第一冊第一

 課字母教學外，幾乎每課後均列有語音練習一項，依拼音、音標、"語

 調、與重音的順序，分別在各冊中作系統的引介練習。

 在N^w  Horizon這套教材中，語音部份顯得零亂。除偶然的發

 音或聽音練習外，他如音標與重音僅標注在課文下方的單字內，音調

 則在習題例句中標示。但是，在三冊課本前後有關發音練習的多種附

表:如第一冊書後所列較難發之音的口形圖;第二冊書後三音節宇酌輕重音

 讀法;回答"^h^-^^est;ion須強調某字的不同語調列表;以及第三冊書後

 對複合詞輕重音、多音節字的輕重音，連同日語和英語某些近似音的

 對照表等。這種對於比較複雜的發音、輕重音、及語調作列表式的翩

 納，以引起教師學生的注意，倒是對語音教學有很大的助益。;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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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4?3聽與說的比較

 「聽與說」是國中課本編撰上特有的一項，不但用來訓練學生耳

 聽與口說的能力，並藉以引介課內的單字、句型、及文法，通常是一

 課的中心。日本的New Horizon雖也以配合耳口教學法為主，但並

 無專門的「聽與說」一項，故無法作進一步的比較。

5- 4-4字彙的比較

 我國與日本「中學英語課程標準」對字彙的介紹有一定的限制，我們

 可以把兩國的課本所教字彙數量與「裸程標準」所規定的做一個比較(見

下表) ^

 	我國			"一	一	
 	課本字彙	陣"	F"	碎"	碎"	亨磕
 固至。	279	250	卜百	350	門。	「"丁
 樺'	目"	400	F"	向『	曰『	戶『
 匡三卓年	487	月可	口"	403	口可	「二"""""一"
 	巫	匝	回	1130	匝	回

 (中、日課本字彙與課程標準規定字數之比較)

 由上表可以看出，我國規定字彙^250字，日本^^00字，而實際上

 課本中所含之字彙則皆超過之。但表甲亦可看出，日本課本中字彙與

 規定的數量相差很少，第一學年完全吻合，另二學年之差別亦不到三

 十字，可見字彙的控制很好。而我國的則起伏較大，尤以第三學年比

 規定少了^^3字，而第二學年卸多出^78字。美國因為沒有一定的課

 程標準，故無法一併比較。

 如就初級讀本前三年的字彙比率，我們可以得到下面這個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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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呻'		mmmM^m^	
 ̂第一學年	279	%     -@@@什．口	350	%13	"五""一	
					204	

 卉	口干	43%	377	碎	岡""""一	咳
 戶車"一"	二已	36%	403一‥一""""	恥	F三"‥一""…	50%
 三召	1344	^00%夕"""	1^30一	匝	日三	玉乙

 中、日、美課本字彙數量比較)

 日本及美國課本之字彙均是逐年增加，我國則是第二學年字彙介紹

 多:達．43% 0

 在字彙介紹的方式上，以美國的 為複雜，畢竟因英語是其本國

 語，故字彙之增加，運用當非外國語課本所能比。

 中、日、美三國教科書均將生字分別列於課文下方及書後，但其

 型式略有不同，有的附有音標，有的附有註解，或在不同地方出現。

 現將其列一略表於下，「十」號代表有，「一」號代表無。



第一學年  一	十	一十	一	一	一	一 十

第二學年 十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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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門一-		一		美國^	

 舀	舀。，	璽。，	舀"，	韶"，一	三"，'

 第三學年卡	一二	口二	L」	卜口	口二	L」	二	□	-二	片二	-二	-二
 (中、日、美課本生字編排型式比較表)

 日本課本課文下生字僅附音標(第二年起)無注解，我國則相反，音

 標附在書後生字表上。美國則音標、註解均無。

 另外，日本課本有一特點，就是標示出字彙的來源，(部原型)

 如lilies二lily ,  Seen二see，把原型列出來的方式值得參考。

 美國讀本則因為是以課文為主，字彙比較不易控制，所以另外在

 每二、三課後增列一個單元字彙練習( Word  Study Exerc^se ) >

 這種字彙的補充多半是同類字的介紹，如讀本^ :  2字彙練習5，是

 以學校為中心，分別列出與學'校有關的字如: book,   teac，、er,

 reading,  writing   ,   desk  ,   Penc^l  l notebook.等字，然後

 再配以各種問題，讓學生思考及討論與學校有關的事(見本書159頁

 )。這樣，學生對字彙的把握比較有重心。這種以"subject"為主

 的字彙練習，可以訓練學生重視字典字之間的連貫，而且這種以字組

 的方式介紹字彙，學生的興趣也較高。字彙練習除同類字組介紹方式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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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還有一種比較特別的方式，就是字母重組的練習，這種練習其實就

 是一種遊戲，是把字內字母次序混亂，要學生重新排列。比如，列出

 erapp   ,  moeh   1   kesd，要學生組成正確的字:  erapp—^paper

 ̂ moeh—^home   ^  kesd—^desk。這種拼音(重組字母)遊戲也極

 富趣味性。

5?4?5課文的比較

 我國國中英語課本第三、四、五、六冊有課文閱讀，日本也是自

 第二年起提供課文(第二冊，第三冊)，美國課文名為「讚」本，自

 然五冊均以課文閱讀為中心。下面把申、日、美三國課文閱讀的類別

及比重做一此較::

 一一"一""""""一""	我國(四冊)"""@@‥一""""	h * c - m)	一""""""一""""
 正常生"	43-8%	38-4%	"'五"‥一一-
 風土人情"一""^	10.4%	24.5%	丁"
 口幽斡短文(笑話)	B不	3.5%	"二
 人物介紹	8.4%    :	「"二	二
 自然科學(科學知識)	8".4%	2.8%]	9 %
 現代知識	6.3%	一	
 事故	6.3%	叩"	五"
 傳記	4%	『二'	4 %
 童話	2%	「	25  %□
 寓言	2%	4.2%	二--杉%□
 戲劇		"一	
 童謠			「三"
 L詩歌		"一""	一
 [神話			1"口"一
 美國歷史、常識			7 %
 計合	100%	100%	一

 (中、日、美課文類別及比重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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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的課文種類有1^種之多，我國次之，亦有10種，日本則有8種

 。三國共同的題材計:日常生活、風土人情、自然科學、故事、傳記

 、寓言6類。在比重上，我國與日本均是日常生活類題材 重，其次

 是風土人情類。美國則迥然不同，以童話及故事二類 多，合十韶2%

 。風土人情次之，i^13^。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童諸詩歌類體材，只有

 美國讀本才有，共佔^4^，這種讀物很容易討好，學生背誦容易，又

 能培養英語韻律的欣賞。

 我們再把三國讀本課文的編排，做一個比較:

 『一	日本	美國^"^"""""^一
 L課文配以圖畫	^^^圖畫	而乙

 2末註課文出處	2末註課文出處	作者或類別2註明來源:出處或^
 A每冊課文閱讀重心	且每冊重心不同	3.每冊之編排有連貫^

 ̂不顯著	C第□冊乙傢庭為扣口"""以獸媯。。'	性，有重心。^
 ̂4.每課課文後配以各	4．偶有問答題，但在	4．每課課文後配以問^
 ̂類問答題(第四冊	練習部分	答題(多為疑問詞^
 ̂起)		問句)^

 ̂5.趣味性課文較少	五重趣味性	且極富趣味性。丘種類多，題材廣，^
 ̂6J課文內對話不多	匕對話多已排入課文	不多。6．敘述體為主，對話^
 ̂7.以句型為重點	兀以句型為重點	兀增進閱讀能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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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彙為重點。

 8．無補充讀物	8．無補充讀物	8．每冊 後一部，提供補充讀物，供程度好的學生閱讀。
 (中、日、美課文編排的比較)

 由上面的表，我們可以看出:

 1我國與日木課文都是似句型為重點，取材較受限制。而美

 國讀木以閱讀能力及字彙為重，在課文．選擇上有較大自由。

 2日本的課文編排比較特別，多將句型編成對話，排入課文

 中，如此，課文可以較輕鬆。

 a美國及日本教科書每冊重心不同，我國則重心不顯著。

 4．我國及美國每課課文後均配以問答題，我國的是各類問答

 題(疑問詞間句，是非問句都有)，美國則多為疑問句，亦包括啟發

 性及引伸性問題。日本課文後末附問答，問答都編入練習部分，且不

 是每課都有。

 5．美國課文編排有兩個特色，是我國及日本所無;一是註明

 課文的來源，或註出處，或註作者，甚至標明類別。另一個特色，則

 是每冊 後一部，特別設計為"For Readers  Brave   and BoId"

 ，可作補充教材，供程度好的學生閱讀。

5 ? 4?6會話的比較

 國中課本內的「會話」，在日本New Hor^zon中稱為口對話」

 。大體說來，中、日這兩套教材的會話內容大同小異，均以簡單的問

 候語、告別語、一般常見之人、物、顏色、大小、年齡、以及一些日

 常生活上的題材;如介紹、問路、閒時、天氣、購物、電話、遇友、

 郊遊、電影、探友等為主。所不同的只是在會話編排的形式上，故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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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後者作如木的比較:

 國中課本每一課申有固定的「會話練習」一項(在第一、二冊申

 ，簡單的會話被名之為「應用練習」或「問答練習」)。主要在配合

 課內的生字;句型、聽與說、或課文的題材，編成長短不一的連續問

 答句、或實用對話用語，以訓練學生口說英語的能力。除了每課特有

 的會話練習外，會話並間或出現在「課文」部份，提供學生更多的練

 習機會。

 New Horizon教材中對話的編排大異於國中課本內的會話。在

 其第一冊書中大多以對話代替課文，除yes—^0  quest"ion之外，已

 有不少有關wh-questjon的對話;這些對話的主要目的，或為課內

 句型作註腳，或以對話本身的內．容提供字、辭彙的練習。第二冊幾乎

 每一課內都有對話，但均出現在課文內，其作用有二:(U為句型或句

 型的變形提供活用的場合;(2)表現課文內容。第三冊內的對話較少，．

 而且多已溶合在描述性的課文藝"。

 由於這兩套教材的編撰均基于口說法的教學原理，對口語的會話

 (或對話)練習，都十分強調，僅管在編排的形式上不盡相同。

 5?4?7．句型的比投

 ．句型在中日兩國的初申英語課本申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們在

 前面已提到過，日本New Ho"rizon讀本具有所謂的「句型趨向」．;

 這也就是說"，這套課本中的各種材料全以配合句型為主。我國的國中

 英語課本每一課都有句型練習，其重視句型的程度，亦可想見。美國．

 Open Court讀本中沒有標示句型，所以我們在下面的比較中只能對

 其省略而不論。

 根據我們前面對申甘兩國初中英語課本句型的介紹，可以獲得以

下的一些結論:

1在句型的內容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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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日本文省部頒佈的「申學校學習指導要領」對日本初中

 各年級必須教授的句型有明確的規定;而我國教育部頒訂的「課程標

 示丁中亦列有許多句型，但僅籠統的規定初中第一、二學年可從中選

 授四十五個左右，第三學年不得多於三十個。兩相比較，我國國中英

 語課本的編者在選擇句型方面，顯然比日本的要自由。

 (2)日本的New Horizon讀本不但嚴守文部省的規定選編

 句型，同時還將各冊所含的句型，表列於書後，因此我們較容易將讀

 本中的基本句型(不含變形或衍生句)^一列出。根據前面的統計，

 第一冊有七種基本句型，第二冊八種，第三冊十二種，共計二十七種

 (詳情見頁)。我國國十課本末作此種列表之工作，因此我們難

 以確實的知道各冊基本句型的數且。

 (3)將中日兩種課本申的句型略加比較，可以發現兩者大致

 相同;均足夠於表達一般的思想與感情。兩者唯一的不同是，日本的

 課本申無假設語態的句型。

2在句型的編排方面

 山申日課本申句型之 明顯差異在編排方式。日本New

 Hor^zon讀本中的句型都出現於每一課或每一段課文之前，並以線

 框標示，十分突出。線框中的虛實線都有特定的作用，我國國中英語

 課本中的句型都出現於「聽與說」或「課文」之後，置於「句型練習

 三一項之內，換言之，日本是先提示句型，然後再在課文申給予此一

 句型一活用的場合;我國則是先讓句型在「聽與說」或「課文」申出

 現，然後再將其取出，作加強練習。

 (2)我國國申英語課本申的句型練習甚多，全套六冊課本共

 七十課，但有句型練習多達一百四十五個。練習的形式有代換、變換

 、問答、擴充、統整等多種。日本New Horizon讀本則僅在課後的

 習題申，設法加強擎生對句型的把握與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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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4 ? 9文法的比較

 申日兩國的英語課本中都列有文法的章節，美國的課木則沒有。

 這並不是說美國的英語教學完全不講文法，我們在介紹Open Court

 讀本申的字彙練習時，就曾指出其申有些練習實際上就是文法練習，

 如不規則之名詞複數形練習，不規則之動詞變化等等。然而，典語對

 美國學生而言是母語，他們自小部在這種語言的環境下長大，因此對

 此語言的語法結構大多已了然於胸，對他們作太多的文法解說並無必

 要;重點提示以及學生在語法上犯錯時加以改正就已足夠。這與我們

 在小學時學國語的情形完全一樣。英語對申日兩國的學生而言是一種

 外國語，其語法結構與他們的母語有相當大的差異，因此讓學生在學

 習英語時，把握其正確的語法結構;以培養正確的英語表達能力，實

 有其必要。下面我們就申日兩國初申英語課本中的文法部分加以比較

 工文法編排方式之比較．

 在編排方式上，申日兩國的課本有著明顯的共通性:都採用歸納

 怯，而且很少用說明性的文字。我國的國中課本從第一冊第四課開始

 介紹文法，以後每隔數課就有文法章節的出現;而自第三冊起，每課

 之後均列有文法或文法要點。日本之初中課本則是自第一冊至第三冊

 都是每隔數課附二文法章節。在編排方面，兩者均避免繁複的解析，

 而採取扼要的歸納，將課文申已經學過的句法，作重點的整理與提示

 。歸納時常用的方法是舉實例與列表。

 中日初中英語課本申的文法，雖在編排的性質上相同，但在程度

 上則大有分別。我國的國中英語課本共六冊七十課，大多數的課文後

 都附有文法，而日本的初申英語讀本共三冊六十三課，每隔數課才有

 一文法章節，所以在介紹文法的次數上，我國的課本要比日本的課本

 來得多。此外，在舉實例介紹文法時」前者亦比較繁多;例如在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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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詞的單複數形時，國申課本取了二十四個實例，而日本初中課木在

 介紹同樣的形式時用了兩個文法章節，但兩章合起來只有七個實例，

 而且還未分類。又如國中英語課本在介紹語屬間句時，共用了十個實

 例;而日本初中英語課本於介紹同樣的句法時，第一次用了兩個實例

 ;第二次用了六個實例。日本課本之所以實例用得少之主要原因在其

歸納的工作做得極為徹底;它所使用的例句都是課文申已經出現過的

 句子，所以常在句後以數目字標明第幾課。我國的國中課本在選句時

 則比較自由，只要句中沒有生字部可。

 日本的課本除用實例介紹文法外，還用列表的方式，我國國中讀

 本更進一步，不但使用實例與列表，同時還用圖解。我們在前面已經

 提及國中課本使用圖解介紹介系詞，主被動語態，one(s)與oth^^

 (5)之情形(見第47頁)";這些都是日本課本中所沒有的。

2文法內容之比較

 中日兩國初中英文課本中的文法都為配合句型而設，因此其內容

 典句型有密切的關係。我們在比較句型時已指出，我國國中英語課本

 與日本Ne而Horlzon讀本申的句型大致相同。所以，兩者文法的內

 容亦大致相同，唯一的差異是，我國國中英語課本在文法中末涉入反

 身代名詞，日木則有;日本的課本末涉入虛設語態，我國則有。

 在文法出現的順序方面，申日兩種課本都能由淺而深，循序漸進

 +而且有些重要的文學方式，如不定詞、動詞的lng form，時態等

 等都能分成數次介紹;同時在介紹新的項目時，不忘記複習已經教過

 的。這種情形，在國中英語的 後兩冊，以及日本課本的第三冊，尤

 其明顯，其中大多數的文法章節除引入新的文法項目外，還在複習以

 前已經學過的東西。

"5-4-9練習的比較

 中日兩國初中英語讀本中的練習都非常之多，根據我們前面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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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分類與統計，我國的國中課本有十類，日本有十二類，每一類中又

 可分成數種不同的形式，．這些練習都是經過精心設計的，目的在使學

 生對英語的詞類與句法能夠獲得基本而切實的了解。美國的Open

 Court讀本中亦有不少練習，但其目的只有一個:擴增學生對英語字

 彙的把握。將中日兩國多目標的練習與美國單目標的練習放在一起比

 較，既困難而又毫無必要，所以我們將在下面僅比較中日兩國的練習

 。 後再討論一下美國字彙練習的特性，以作為比較之參考。

 L申日兩國共有的練習形式

 中日兩國的初中英語課本申有許多練習有其共通性。兩者有些練

 習完全一樣;有些則名稱相同，但內容稍有出入;還有一些，雖名稱

 不二樣，但實際上是同一形式的練習。

 山填空或完句:在我國國中英語讀本中，這一類的練習佔

 百分之二十四點六，居第二位，可以說是非常重要的一種練習。在日

 本的New Horizon讀本中，我們將這類練習稱作句子完成，其所佔

 的分量十分輕微，．只有百分之三點四。由於兩者所佔分量的相差懸殊

 ，所以在形式上簡繁亦有所不同。日本課本中的這類練習十分單純，

 只要學生根據上下文或課文，將適當的字、詞、或子句填人空格內就

 可。我國國中課本裏的這類練習分成七種形式出現(見第53頁)，

 其中Cd) g(e)   ^ .(f)，與^9)四種是日本課本所完全沒有的。

 (2)翻譯:這類練習在我國國中課本中佔百分之三點七，在

 日本的初中課本則佔百分之十點八。形式都是將母語譯成英語．。唯一

 不同的是國中課本偶而提示重要的字或詞。日本課本自第二冊起，幾

 乎每課都有翻譯練習。

 (3)變換練習:日本課本中，這類練習佔百分之二十一點二

 的比重，居第二位。我國國中課本的習題中無此名稱(句型練習中有

 )，但實際上其中的改寫句子與合併句子兩類就是變形練習。前者．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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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之二十六點五，後者佔百分之二點二，兩者合佔百分之二十八點

 七，居第一位:這類練習能培養學生對英語句型的把握與活用，所以

 中中兩種課本都予以特別的重視。

^^^問答:這類練習在中日的課本申分估百分之二十一點五

 ，與百分之八點八，我國國申英語課本申問答練習特別多的原因是，

 大多數課文之後都附有幫助學生了解課文的問題，目的顯然在等閱讀

 適課文後，作隨堂口頭練習之用;而在習題中，則要求學生寫出這些

 問題的答案。在問答練習的形式方面，申日並無多大差異。

 (5)代換練習:我國國申課本的「句型練習」一欄中雖有許

 多這類練習，但在課後的習題申則極少。如我們再加細心的探查．，就'

 可發現習題中的造句與日本New Hori．zon讀木申的代換練習在實質

 並無不同。造句佔國申課本練習的百分之七點七;代換練習佔日本課

 本練習的百分之五點七，但如果我們將其看圖仿做亦視為代換練習，

 則所佔比例高達百分之三十六點七，居第一位。

^^^選擇:這類練習吞日的課本申分佔百分之四點六與百

 分之六點五，並不十分重要;兩者在形式上完全相同。

2申日兩國英語課本中不相同的練習

 在我國國中英語課本的十類練習申，抄寫、聽寫、與雜類為日本

 初申英語課本中所無。抄寫與聽寫練習在極中課本的主要目的是加強

 學生把握字母、音標、與拼字的能力;．而日本讀本將這些工作留給教師

 自行處理，因此在課本裏末列這一方面的教學材料，所以亦無這類的

 練習(教師手冊申顯示教師常要學生作抄寫練習)。國中練習中的雜

 類，如讀寫數目字、時間、年月日期等，日本英語課本申亦有涉及，

 只是已完全混合在其他各種練習申，例如New Horizon讀本第二冊

 第二十課中的看圖仿倣練習就是要學生讀寫時間。這三類日本課本所

 無的練習在國中讀本中所佔的分量並不重，加起來還不到全部練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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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之十。

 在日本New Horizon課本的十二類練習申，語音、描述、重組

 、擴充與課文理解五類未見於我國國中課本的習題之申。語音練習是

 標示重音，以及利用對偶字作聽音或辦音練習;而擴充練習是將較簡

 單的句子變成較複雜的句子．，這兩種練習在我國國中英語課本內的句

 型練習申時有出現，但末包容於習題之中。重組則為我國國中課本所

 無。這五種練習佔日本課本練習的百分之十二點六。

 a美國小學英語課本中之練習

 Open  Court讀本每隔二至三課，就有一字彙練習，每朋有十

 五或十六個這種練習。每一練習分成三部分: (l)R^^d  and SpeI^ ;

 ̂2)Read  and Answer ;(3)Wr^te。現將其特色說明如下:

(1)    Read  and Spell

 這一部分是將許多字彙分類排列，讓學生體認各字之間的關係，

 以及其拼音。例如練習中有一組與學校有關的字彙C見第159頁)，

 教師先帶領學生閱讀與討論這些字，然後再作課堂口頭拼音活動。

 (2)    Read   and Answer．

 一組字彙經過Read  and  Spell．的過程後，並未就此完結，接

 著後面附有一些文字，要學生閱謂與回答。例如有一練習列有AlI

 k^nds  Of   things  >並分類為Fast and   Slo^  things  ; Big and

 LittIe  thjngs  ;與Old  and New   things^(見第^60頁) ;然後

 在Read   and   Answer部分有下列兩個句子，

(n    Name   Some  more   things   that  are   fast   Or

slow,   big or   little,  Old Or new.

 (9    Name   Some   green   things,   some   Pretty．

th^ngs,   Some   heary   th^ngS,   and  Some   l^ght th^ngs.

(3)    W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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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的部分分抄寫、造句、與作文三種形式。抄寫是要學生寫一些

 在發音上甚為特別的句子，如The  fat Cat 8at  w^th  h^s ta^I in

 the Pa^l使學生在抄寫時，體會某些拼音方面的規則;造句與作文

 是要學生根據Read  and SPeII申所列出的字彙，寫出一些句子或一

 段文章，例如在Read  and Spell中列有許多昆蟲的名字，在寫的

部分就有下面兩個題目:

^    Wr^^e fjve  Sentences.   Let each One   tell

somethjng about  One  of   the   insects  in part  1.

(g)    Write a l^ttle story about   an   insect named

in Part   1.

 此外在以上三類練習申，有時出現^種稱作unscrannb^e的字囊

 練習，而將字的順序弄亂，再要學生「解出」正確的拼法刁^ t^e (

 —^cat)  ^  kesd (—^deSk )等。下面是一整句這樣的字。

Fi   het   act Si vaaw^  hte  Ci^e   Iiw^  la"py.

( ?> lf the  Cat  is away^   the m^ce w^ll play.)

 從以上的比較中，我們可獲得下面的一些結論:

 山中日初申英語課本中的練習，在形式上並無多大差別，

 共同的練習形式佔百分之九十左右。

 (2)練習的形式雖大致相同，但側重則不一樣，我國的國中

 英語課本以填空或完句，問答。，以及句子之改寫或合併(變換練習)

 為主;而日本則以代換練習(含看圖仿倣)，變換練習為主。

 (3)美國的字彙練習對於字組乙同類字，同義字，反義字，

 同音字等．)．與發揮性的寫作特別重視，因此在培養學生文字的聯想力

 與創作力方面甚俱功效;中日初申課本中的練習在這方面較弱。日本

 尚有類似作文的描述練習，我國的國中課本則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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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教學指引的比較

 就各教學指引的項目，我們可以列表比較於下:

(內容項目之比較)

 一	日本^@"""""-"	美國

 几教學目標(本課目	工指邁目標	上課文背景介紹
 標)		
 ̂(2)教法要點(教法提	2文法事項、句型	2生字．介紹
 ̂一)不	&本文導入(二、三	
 ̂(3)使用教具	冊才有)	缸指薄閱讚
 ̂&教學過程	(4)本文問答	&默讓與討論
 惋。"""""""	(5)言語活動伍黑板蕃寫	(5)讚詩6朗誦
 		
 	口^習題一"一"""一"一	工作文及改正句子
 	口稜習(第一冊第．7課	
 	口""'一"""一	以改正發回作業'咀拼音練習，
	^	
 		刨寨寫，
 		的生字練習
 		御字燊練習教法
 		刨複習問答教法
 		阿備忘錄
 		。生
 滋註: ( )表示不是每課都有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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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表，我們可以看出，表面上我國教學指引似乎項目 少，追，

 為其編排完全配合教科書上的單元，在叱教學過程中，部將每課之各

 項目按次序很詳細的述說講解;美國教學指引項目分的很細，但是有

 許多實際上是寫作及改正作業方面的指示。。美國教學指引比較特別的

 ̂^項是兩套考題，供教師參考之用。

我們再把申日美三國教學指引在編排上比較特別的地方綜合列表

 於下，

 ̂我國		日本^一"一"""^""""""一""一	一"

 	工課本中各項全部	L並未列出課本申	仁末列出課本各項
 	列出，標以黑^	之全部項目。	0
 	框(包括課本上		
 陞｜	之圖片中)。		

 ̂式	2附有課文之翻譯	2末列課文翻譯	2在背景介紹一項及指導閱讀一項介紹課文。
 	乳生字介紹附音標	a無生字介紹	色列生字時，附發^

 	及中文註解		音之標示，亦有字義之解釋。l
 	immmmfr-zm	L以活頁式版面出，	L aS^^SJ51H
 特｜｜	合發音介紹很詳	｜現	｜｜練
 色	細。	2條理分明，閱讀^	Z鼓勵學生自己修^
 		清楚明瞭。^	改作業。^
 ̂		a課後所附複習部^	3.每課附背景介紹^
 		分，顧及學生個^	O
 		別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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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附件多，每冊包

 括二套考題。

 S重學生與趣及學

 習動機"。

(教學指引編排之比較)

 由上面的此較，我們可以看出以下幾點:

 1我國教學指引把全部課本複印在上，似無必要。．

2日本教學指引:

 例以活頁方式裝訂，擄帶方便，且印刷精美，條理分明。

 吋．在課後附加之複習，甚為可取;內含補充問題，為特殊

 學生所設計準備。

 3.、美國教學指引:
""一"一-"

 (a)咐直每課貨量介紋，褒供有關作者;作母及敢事含意之

 資料。

 樹注重寫作技巧訓練，以及閱讀能力之增進。寫作時，並

 鼓勵學生主動訂正錯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