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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inar on  Subjectivity in Language

⼀、課程說明
「主觀性」（subjectivity）是語⾔學研究關注的議題，也是華語⽂教師必須⾯對的⼀個課題。華語
⽂教學中，我們常常會說或聽說某個詞是「強調」或「加強語氣」，然⽽到底強調什麼、加強什麼
語氣，往往不是說不出來，就是說得天花亂墜。本課程的⽬的，就是帶領同學探索語⾔的主觀性。
⾸先認識「主觀性」及其相關概念，如「主觀化」、「交互主觀性」、「交互主觀化」、「情
態」、「語氣」、「事理」等，接著透過各種案例，學習如何觀察與辨析⾔說主觀成分的功能，最
後回到主題上綜合討論。希望籍此提升同學的語法分析能⼒，更精準掌握詞語的語義/語⽤/篇章功
能，進⽽將相關知識運⽤在教學上。
本課程第⼀週就會進入主題的核⼼，因此無論是否確定選修，都必須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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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式
教師講解與課堂討論並⾏。

五、教學進度

週數 ⽇期 主題

1 2/19 主觀性與主觀化



六、成績考核
作業與課堂討論30%、期中⼝頭報告30%、期末書⾯報告 40%。

七、AI使⽤規則
報告不得使⽤⽣成式⼈⼯智慧產出。若經查核發現，不予計分。

2 2/26 情態、語氣與事理

3 3/4 立場與意圖

4 3/11 因果、轉折、並列

5 3/18 ⾏、知、⾔三域

6 3/25 相同與相異

7 4/1 期中⼝頭報告

8 4/8 期中⼝頭報告

9 4/15 語⾔環境：最簡、句類及語義背景 

10 4/22 語⾔環境：語義指向、同現

11 4/29 組合和語序

12 5/6 詞組、固定格式及句式

13 5/13 歷時的發展

14 5/20 綜合討論

15 5/27 期末⼝頭報告

16 6/3 期末⼝頭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