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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說明
本課程提供漢語語法分析知識，以句⼦和虛詞為主要的分析對象。句⼦分為單句與複句。單句⽅⾯
側重討論謂語的類型以及漢語語法研究者經常採⽤的五種分析⽅法。複句⽅⾯側重區別三種事理邏
輯類型及其下位的⼩類。虛詞⽅⾯側重語法功能的辨認及功能成分之間的比較分析。課程最後略說
如何將語法知識應⽤到中⽂寫作與華語⽂教學上。
本課程為16週課程，第1週開始上課，第18週結束，期間和平紀念⽇與兒童節停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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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式
本課程教學⽅式為教師講解與⼩組討論並⾏。每⼀學習單元由教師先⾏講解要點，再由⼩組報告語
料分析結果並提出相關問題，進⾏課堂討論。



五、教學進度

六、成績考核
作業30%、課堂討論 10%、期末⼝頭及書⾯報告60%。

週數 ⽇期 單元

1 2/14 漢語語法綜述

2 2/21 層次分析的觀念與⽅法、分析練習

3 2/28 和平紀念⽇停課

4 3/7 變換分析的觀念與⽅法、分析練習

5 3/14 語義特徵分析的觀念與⽅法、分析練習

6 3/21 配價分析的觀念與⽅法、分析練習

7 3/28 語義指向分析的觀念與⽅法、分析練習

8 4/4 兒童節停課

9 4/10 語義範疇分析的的觀念與⽅法、分析練習

10 4/17 期中報告討論

11 4/24 漢語常⾒句式分析練習

12 5/2 廣義的並列類型、并列句分析練習

13 5/9 廣義的因果類型、因果句分析練習

14 5/16 廣義的轉折類型、轉折句分析練習

15 5/23 漢語虛詞分析综述

16 5/30 漢語虛詞功能的比較分析

17 6/6 漢語虛詞的主觀化

18 6/13 期末報告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