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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培養熟稔外語的人才可提高國家競爭力，以學習者的立場而言，外語能力即可謂就

業競爭力1。近年注重以學習者為中心（learner-centered teaching）的教育2，相對蓬

勃了探究學習者學習動機的相關研究。Gardner and Lambert（1959）提出的「道具的

動機」及「統合的動機」自 1980 年代起廣泛使用在外語教育上，關於國人學習外語動

機的討論歷來已有呉（1994）、堀越（2011）、王‧吳‧張（2016）等諸多的實證研究，

另一方面，也有洪（2016）等對於學習者不再繼續學習日語的探討。這些研究成果對我

國日語教育界提供了不同面向的建言，具相當之意義貢獻，但大多的研究對象限定於一

至數所教育機構內的日語學習者，惜未見俯瞰我國正規教育體制內近年第二外語學習人

口增減變化的分析。 

    日語為臺灣擁有最多學習人口的第二外語，近年的訊息如聯合影音（2016.9.25）「哈

日大勝哈韓！高中生每學期3萬人學日語」的報導也展現在臺灣學習日語的興盛狀況。

但另一方面，国際交流基金（2012、2015、2016）近年的調查卻顯示2012年臺灣學習日

語的人數下降至233,417人，低於2009年的247,641人，2015年維持2012年時的人數為

233,489人，2016年再度下滑，僅有220,045人。對於臺灣學習日語人口減少的原因国際

交流基金（2013：33）僅提示在「交流協会が日本語教育関係者にヒアリングを行った

結果、減少の理由として」提出可能跟韓國流行文化受歡迎有關。而香港日語學習人口

減少的狀況勝於臺灣3，香港日語教育界普遍認為香港學習日語人口的減少很大的原因是

大家都去學習韓語了4，但瀬尾（2016）訪談了5位曾經學習日語後又學習韓語的香港人，

所得的結論卻不支持這樣的論點，小玉（2017）調查在香港A機構學習韓語的207位社會

人士學習日語的經驗，及學習日語的190位社會人士學習韓語的經驗，並訪談在香港任

教的專任日語教師及韓語教師各3位後，得到的結論也認為香港學習日語人口的減少不

全然是因為學習韓語的人口激增之故，因此建議宜檢視現行日語教育的內涵，尋求建設

性的具體改進方案。 

                                                 
1
 誠如張瑞雄（2012：22-23）所示，日本對年輕人曾提出多項協助其於就學期間儘早了解自己及形成就

業意識的措施，即透過學校讓學生在在學期間探索未來出路，以尋求從人才育成面做起，達到促進就

業發展經濟並維持社會安定的可能。 
2
 川口義一・横溝紳一郎（2005）。 
3
 国際交流基金（2013）。 
4
 瀬尾悠希子（2016：50）。宇田川洋子・李夢娟・李澤森・劉礪志（2014：119）認為在香港，學習韓語

的人氣可能與從頭學習日語的人口減少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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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主要探討近年臺灣學習日語的人口在絕對數量和相對比例上增減的狀況，以及

日語學習人口相對於韓語學習人口的狀況，甚至臺灣學生修讀其他外語的情形。學生修

讀狀況可在教育部「高級中學第二外語教育學科中心」、「大學院校資訊網」及「技專院

校資訊網」查證。由於日語學習人口的增減直接反映在班級數/課程數上，並波及日語

教育專長者的就業狀況，因此本文亦同時討論日語課程的開班/課程數。本文旨在記錄

臺灣日語教育的軌跡並觀察其間與韓語，甚至其他外語學習狀況的動態。希望本文對於

近年我國教育體制內修讀各種（除英語以外的）外語人口消長的釐清，提供未來如各外

語學習人口數變化原因的探究等之後續深入研究的基礎，並為我國培育外語人才的規畫

或調整提供參考。 

 

2.臺灣學生修讀外語之狀況 

  臺灣學生自小學 3年級起即需接受英語的義務教育，中學、高中階段也都必須學習

英語5，大學教育也對英語程度有一定的要求6。 

    相對於此，除早年受日本統治（1895～1945年）老一輩的臺灣人諳知日語外，1983

年高級中學課程標準納入第二外國語選修課程，1994年起少數高中以實驗性質開設第二

外語課程，2017年現在由教育部高級中學第二外語教育學科中心公布的各外語修讀人數

等最早的資料（90學年度第 1學期）數據顯示當時修讀人口最多的第二外語是日語，但

96學年度第 2學期至 98學年度第 1學期間計 2年的資料無法取閱。 

臺灣第一個主修日語的大學科系 1963 年創立於中國文化大學，之後持續增設日語

相關科系，2006年計有 44個日語科系7。但近年臺灣少子化現象的浮現8，各大學招生狀

況不若以往好，不少大學/科系做出調整9，其間日語系增減的狀況如表 1 所示，由表 1

可知 102學年度及 103學年度日語系的數量減少不少，若以一般大學及科技大學來看，

科技大學日語系的減幅較大，尤其以 103學年度最為嚴重。 

                                                 
5
 臺灣自 2014年 8月起高中被編為義務教育。 
6
 有些學校規定須修足一定的學分數，有些學校規定須達到 TOEIC 或 TOEFL 等一定的程度。 
7
 含「日語組」（賴錦雀（2006：76））。 
8
 國家發展委員會（2016）公布的資料顯示 105 至 125 學年度，臺灣學齡人口將減少 22.6%，其中以 18

～21歲大學學齡人口減少的 32.2%降幅最大。 
9
 比如「大學退場」成為熱議話題，2009年 6月 11日教育部發布實施「大學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

準」，2014年已有大學退場，教育部推估 112學年最多將有 1/3、約 50 所大專校院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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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近年臺灣日語系增減狀況10 

 100學年度 101學学年

度 

102學年度 103學年度 104學年度 増減狀況 

日語系 38 38+1-1=38 38+1-5=32 32+2-7=27 27+1-1=27 -11(-28.9%) 

增減日語

系所屬之

大學屬性 

 +1 科大/-1

科大 

-3 科大/-2

一般大/+1

科大 

-6 科大/-1

一般大/+1

科大/+1一

般大 

+1 科大/-1

科大 

 

     

高中生的韓語學習人口亦在前述教育部高級中學第二外語教育學科中心公布的範圍

內。大學主修部分則有政治大學東方語文學系韓語組在 2000 年成為韓語系，1963 年成

立的中國文化大學東方語文學系韓語組於 1994 年成為韓語系，國立高雄大學東亞語文

學系於 2008 年開設韓語組。陳（2014）認為韓流風潮是促使臺灣的大學韓語相關科系

成立、升格的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各大學廣開包含日、韓語等各種外語的課程，提供各種不同專業背景的

學生多樣的需求11。其中東南亞語的教育更是近年政府鼓勵加強的一環12，一方面因我國

包含東南亞外配等的新住民已超過 10 萬人，其就讀國中小學的子女有 12 萬多名13，一

方面也支持呼應南向政策14。 

    一個國家對其國民使用及學習的語言多有相關政策15，張（2013：8）曾指出在全球

化的現代，國家傾向選擇性地介入強化對其自國發展有利的條件，本文作者認為援此概

念再縱觀前述我國對各外語的政策/態度，可以看出我國選擇性的強勢介入將英語定為

自義務教育階段國民均須學習的外語。近年教育部鼓勵國人多學習東南亞語則屬柔性誘

導。而目前其他日、韓等語的學習則處於宛若自由市場的競爭狀態，日本經濟發展不若

以往的盛況，相對地韓國近年除演藝相關產業外，3C、汽車等高科技產業的表現亮眼，

這些自然影響學生修讀的意願，另一方面也為了因應我國少子化給我國日語教育界（特

別是日語系）帶來的衝擊，落合（2013）認為跨領域相互合作，開拓新的需求/受容者

是很重要的，林（2015）提出的建言則包含創新和跨領域等，如研究「日本事情」，以

與國內其他（不懂日文/不了解日本）的層級溝通，提供對臺有益的建議。 

                                                 
10
 另外，目前臺灣計 59 個外語系中有 8個系設有日語組。 

11
 1993 年起臺灣的大學開放第二外語，取代原先必修的英語。 

12
 教育部國教署（2016）。 

13
 洪聖恩（2017）。 

14
 新南向政策即包含語言教育（楊昊（2017））。 

15
 如所謂「國語」的選定、學校教育該於何時提供哪些語言怎樣程度/內涵的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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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獻查考 

    除前兩節述及臺灣學習日語人口的狀況外，對於臺灣人近年開始對韓語表示興趣的

情形有以下這些論述。 

  游‧吳（2010）回顧臺灣的韓語教育狀況，首先指出受韓流風潮的影響，臺灣人學

習韓語的意願提高，報考韓語文檢定測驗人數逐年增加，2009年報考該檢定的臺灣人超

過1500人。該文在以韓語為第二外語的討論中明確列出有臺大、師大等31所大學於大學

部開授共48門韓語課程。郭（2011）認為約始自本世紀初的韓流帶動臺灣人學習韓文，

學習者起初以哈韓年輕女性為主，後來增加了因工作需求的上班族及少數將與韓國人結

婚的學習者。林（2015：411）簡略提到哈韓/學習韓文風潮影響臺灣日語教育市場，但

並未舉出具體事例或數據。王（2017）著眼近年臺灣日語學習者數的增長不若以往與韓

流風潮有關的說法，探討臺灣人對日本及韓國的態度（attitude），希望藉此連結臺灣

人學習日、韓語的意願。經由分析報章資訊及對臺灣人進行問卷調查顯示，臺灣人對日

本的正面態度普遍高於對韓國的正面態度，且喜歡日本的層面較喜歡韓國的層面廣且

深，因此推估臺灣人學習日語的意願會優於學習韓語。但不可否認的，太過的熟悉可能

也會降低親近、學習或探究的動機。 

    基於本文前3節的整理可知国際交流基金定期調查包含臺灣的世界各地的日語學習

人口，具體數據顯示近年臺灣學習日語的絕對人數減少，另一方面，游‧吳（2010）指

出因哈韓影響，帶動學習韓語的臺灣人增加，並列出當時的一些數據。国際交流基金

（2013：33）基於交流協會聽取部份日語教育相關人士的意見，點出臺灣學習日語人口

的減少與韓國流行文化受歡迎有關。林（2015：411）雖未提出具體事例或數據，但認

為哈韓/學習韓文風潮影響臺灣日語教育市場。王（2017）分析報章訊息及對臺灣人進

行問卷調查的結果推估臺灣人學習日語的意願仍高於學習韓語。但日韓兩語學習人口及

開課班數/課程數的實際狀況究竟如何，卻仍未有明確的考察。 

 

4.研究方法 

本研究調查整理臺灣高中生及大學生修讀除英語以外之外語的情形，包含修課人

數、開課班數等，並做各年變化的比較。 

資料來源主要是臺灣教育部的「高級中學第二外語教育學科中心」、「大學院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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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及「技專院校資訊網」內所公布的資料。 

 

5.調查結果 

5.1.高中第二外語 

    筆者於 2017 年 8 月整理臺灣教育部「高級中學第二外語教育學科中心」公布的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普通高級中學開授各種第二外語課程的狀況16。首先整理各年修讀日

語及韓語的學生數。其次整理修讀各外語的學生所佔比例的各年變化，以探析各外語受

臺灣高中生喜愛的經年變化。第三再整理各年日語開課的班數，以了解日語教師就業機

會受到的影響。 

 

5.1.1.修讀日語及韓語的高中學生數及比例 

    表 2 整理出各學期修讀日語及韓語的高中生人數，除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以外，大

約都有 3萬左右的高中生修讀日語，不過近兩年有略為減少的趨向，唯獨 105學年度修

讀日語的高中生數不但回彈，還超過了 4萬人創新高。而修讀韓語的人數雖然不多，但

基本上是呈逐年增加的趨勢，連同比例來看，經卡方趨勢檢定後得知修讀韓語的高中生

增加狀況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p<0.001），相對地隨著年代推移高中生修讀日語的比

例則降低（p<0.001）。 

表 2  修讀日語及韓語的高中生數及百分比 

 日語 其他語 (非日

語) 

韓語 其他語(非韓語)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98 學年度 第 1學期 ─ ─ ─ ─ ─ ─ ─ ─ 

第 2學期 24634 78.6% 6691 21.4% 395 1.2% 30930 98.8% 

99 學年度 第 1學期 34858 74.9% 11696 25.1% 1145 2.5% 45409 97.5% 

第 2學期 31501 73.6% 11251 26.4% 961 2.2% 41791 97.8% 

100學年度 第 1學期 38337 69.1% 17071 30.9% 2065 3.7% 53343 96.3% 

第 2學期 38488 70.9% 15722 29.1% 1712 3.1% 52498 96.9% 

101學年度 第 1學期 39466 66.3% 20040 33.7% 2213 3.7% 57293 96.3% 

第 2學期 34481 64.6% 18868 35.4% 1940 3.6% 51409 96.4% 

102學年度 第 1學期 35165 59.4% 23953 40.6% 3110 5.3% 56008 94.7% 

第 2學期 35235 60.8% 22759 39.2% 3264 5.6% 54730 94.4% 

103學年度 第 1學期 29534 59.6% 20013 40.4% 2688 5.4% 46859 94.6% 

第 2學期 33516 58.7% 23568 41.3% 3696 6.5% 53388 93.5% 

                                                 
16
 如前所述，該項資料自 98學年度第 1學期起連續 4學期 2年的資料無法取得，為進行逐年連續觀察，

故本研究取 98學年度第 2學期起的資料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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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學年度 第 1學期 33696 57.4% 25020 42.6% 4279 7.3% 54437 92.7% 

第 2學期 32067 57.1% 24128 42.9% 3995 7.1% 52200 92.9% 

105學年度 第 1學期 43119 61.0% 27531 38.9% 5293 7.5% 65357 92.5% 

第 2學期 42598 61.6% 26494 38.3% 4844 7.0% 64248 92.9% 

  卡方趨勢檢定 p<0.001 卡方趨勢檢定 p<0.001 

 

5.1.2.修讀各外語高中學生數之比例變化 

    前節（5.1.1.）討論了各學期修讀日語及韓語的絕對人數，本節則整理各學期各外

語修課人數佔該學期修讀除英語以外之外語總人數的百分比（如附錄一）。 

  首先得知修讀日語的高中生由 98學年度第 2學期的 78.6%降至近幾年的約 60.0%，

降幅明顯。修讀韓語的高中生由 98學年度第 2學期的 1.2%升至近幾年的約 7.0%，是修

讀人數增加比最高的。 

  此外，99 學年度起高中開始增開越南語、印尼語，100 學年度增開義大利語，101

學年度增開泰語，102 學年度增開葡萄牙語、馬來語，103 學年度增開菲律賓語，104

學年度增開緬甸語的課程，雖然各語修讀的人數不多，但的確是讓學生增加了更多元的

選擇，相對的也可能稀釋了修讀日語的人數。本研究將歐洲語（法、德、西班牙、拉丁、

斯拉夫、俄、葡萄牙、義大利）及東南亞語（越南、泰國、馬來、印尼、菲律賓、緬甸）

各設為一組經卡方趨勢檢定後得知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p<0.001）前提下隨著年代推

移高中生修讀歐洲語及東南亞語的比例增加17，但修讀歐洲語的高中生的增幅較不明

顯。面對這些逐年新開的第二外語課程，修讀韓語的人數比仍是逐年上升，可見得韓語

受到臺灣高中生的歡迎方興未艾。 

 

5.1.3.高中日語開課班數的變化 

    班數的變化自然關係著日語教師的就業機會。高中各學期日語開課班數如表 3 所

示，最多的是 100學年度第 2學期的 1492班，但之後日語開課班數基本上呈減少趨勢，

104學年度起的最近幾個學期都只有 9百多班，回到 99學年度的水平，但到 105學年度

班數又突然增加，未來的走向值得持續觀察。 

                                                 
17
 因篇幅限制，修讀歐洲語及東南亞語的高中生數及比例變化之卡方趨勢檢定不再另以表格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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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高中日語的課程班數 

 班級數 

98 學年度 第 2學期 682 

99 學年度 第 1學期 940 

第 2學期 913 

100學年度 第 1學期 1043 

第 2學期 1492 

101學年度 第 1學期 1079 

第 2學期 992 

102學年度 第 1學期 1013 

第 2學期 1062 

103學年度 第 1學期 1021 

第 2學期 1045 

104學年度 第 1學期 991 

第 2學期 966 

105學年度 第 1學期 1252 

第 2學期 1261 

 

5.2.大學英語以外的外語 

    以下對於「修讀日語及韓語的大學生數」、「修讀各外語大學生數之比例變化」及「大

學日語開課數（門）的變化」均先分別就一般大學及科技大學兩個部份討論後再整合兩

者。 

 

5.2.1.修讀日語及韓語的大學生數 

(1)一般大學修讀日語及韓語的學生數及比例 

表 4整理出近年臺灣一般大學生修讀日語/日文及韓語/韓文的人數。由表 4可知自

99學年度以來修讀日語/日文的人數變動不大，但修讀韓語/韓文的人數基本上是逐年持

續增加的。經卡方趨勢檢定後得知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p<0.001）前提下隨著年代推

移一般大學生修讀日語/日文的比例降低，修讀韓語/韓文則增加。 

表 4  修讀日語/日文及韓語/韓文的一般大學學生數及百分比 

 日語/日文 其他(非日語/

日文) 

韓語/韓文 其他(非韓語/韓

文)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98 學年度 第 1學期 77365 63.3% 44701 36.7% 6453 5.2% 115613 94.8% 

第 2學期 74397 66.9% 36739 33.1% 4430 3.9% 106706 96.1% 

99 學年度 第 1學期 105139 63.5% 60352 36.5% 6214 3.8% 159277 96.2% 

第 2學期 96427 64.7% 52435 35.3% 5543 3.7% 143319 96.3% 

100學年度 第 1學期 104314 62.1% 63609 37.9% 6699 3.9% 161224 96.1% 

第 2學期 94219 63.5% 53927 36.5% 5356 3.6% 142790 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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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學年度 第 1學期 106401 61.6% 66057 38.4% 6704 3.8% 165754 96.2% 

第 2學期 94968 64.2% 52882 35.8% 5718 3.8% 142132 96.2% 

102學年度 第 1學期 106219 61.1% 67446 38.9% 7109 4.0% 166556 96.0% 

第 2學期 94902 62.5% 56914 37.5% 6547 4.3% 145269 95.7% 

103學年度 第 1學期 106197 60.6% 68989 39.4% 8455 4.8% 166731 95.2% 

第 2學期 96019 61.9% 58932 38.1% 7258 4.6% 147693 95.4% 

104學年度 第 1學期 108463 59.8% 72689 40.2% 8927 4.9% 172225 95.1% 

第 2學期 96493 61.0% 61604 39.0% 8151 5.1% 149946 94.9% 

105學年度 第 1學期 107433 59.3% 73576 40.7% 10175 5.6% 170834 94.4% 

第 2學期 97366 60.9% 62489 39.1% 8378 5.2% 151507 94.8% 

  卡方趨勢檢定 p<0.001 卡方趨勢檢定 p<0.001 

 

(2)科技大學修讀日語及韓語的學生數及比例 

表 5整理出近年臺灣的科技大學學生修讀日語/日文及韓語/韓文的人數及比例。由

表 5 可知科技大學修讀日語/日文的人數變動不大，但自 100 學年度以後基本上人數是

一路下滑，105學年度第 2學期已跌至未滿 8萬人的低點。 

另一方面，修讀韓語/韓文的人數及比例基本上都是增加的。 

經卡方趨勢檢定後得知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p<0.001）前提下隨著年代推移科技

大學學生修讀日語/日文的比例降低，修讀韓語/韓文增加。 

表 5  修讀日語/日文及韓語/韓文的科技大學學生數及比例 

 日語/日文 其他(非日語/日

文) 

韓語/韓文 其他(非韓語非韓文)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98 學年度 第 2學期 90087 80.219 22213 19.781 1642 1.462 110658 98.539 

99 學年度 第 1學期 97857 77.520 28378 22.481 2459 1.948 123776 98.053 

第 2學期 89510 77.971 25289 22.028 2463 2.145 112336 97.854 

100學年度 第 1學期 100093 77.413 29205 22.587 2400 1.856 126898 98.144 

第 2學期 100236 79.623 25652 20.376 2076 1.649 123812 98.35 

101學年度 第 1學期 96982 77.428 28273 22.573 2273 1.815 122982 98.186 

第 2學期 84987 77.374 24852 22.626 1828 1.664 108011 98.336 

102學年度 第 1學期 96163 77.591 27772 22.41 2032 1.640 121903 98.361 

第 2學期 86563 77.195 25573 22.805 2756 2.458 109380 97.542 

103學年度 第 1學期 92830 76.098 29158 24.858 2627 2.153 119361 97.846 

第 2學期 83765 76.711 25431 23.291 2658 2.434 106538 97.568 

104學年度 第 1學期 86931 75.142 28758 24.858 2831 2.447 112858 97.552 

第 2學期 81769 75.650 26320 24.396 3176 2.938 104913 97.108 

105學年度 第 1學期 84610 73.068 31186 26.917 4036 3.485 111760 96.5 

第 2學期 78690 72.917 29227 27.083 4671 4.328 103246 95.672 

  卡方趨勢檢定 p<0.001 卡方趨勢檢定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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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般大學及科技大學的統整 

綜觀前述一般大學及科技大學修讀日語/日文及韓語/韓文學生數的狀況可知，修讀

日語/日文的人數變動不算太大，但近年呈緩慢下降，而修讀韓語/韓文的人則呈逐年上

升。而在比例方面，如表 6 所示經卡方趨勢檢定後得知隨著年代推移修讀日語/日文的

大學生（一般大學及科技大學總合）比例降低，修韓語/韓文則增加，均達統計上的意

義（P<0.001）。 

表 6  修讀日語/日文及韓語/韓文的大學生數及比例 

 日語/日文 其他(非日語/日文) 韓語/韓文 其他(非韓語非韓文)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98 學年度 第 2學期 164484 73.616 58952 26.384 6072 2.718 217364 97.282 

99 學年度 第 1學期 202996 69.584 88730 30.415 8673 2.973 283053 97.026 

第 2學期 185937 70.521 77724 29.477 8006 3.036 255655 96.962 

100學年度 第 1學期 204407 68.773 92814 31.227 9099 3.061 288122 96.939 

第 2學期 194455 70.96 79579 29.04 7432 2.712 266602 97.288 

101學年度 第 1學期 203383 68.315 94330 31.685 8977 3.015 288736 96.985 

第 2學期 179955 69.834 77734 30.165 7546 2.928 250143 97.071 

102學年度 第 1學期 202382 68.005 95218 31.995 9141 3.072 288459 96.928 

第 2學期 181465 68.749 82487 31.25 9303 3.525 254649 96.474 

103學年度 第 1學期 199027 66.973 98147 33.028 11082 3.729 286092 96.272 

第 2學期 179784 68.062 84363 31.937 9916 3.754 254231 96.245 

104學年度 第 1學期 195394 65.824 101447 34.179 11758 3.961 285083 96.042 

第 2學期 178262 66.969 87924 33.031 11327 4.255 254859 95.745 

105學年度 第 1學期 192043 64.703 104762 35.296 14211 4.788 282594 95.211 

第 2學期 176056 65.748 91716 34.252 13049 4.873 254723 95.127 

  卡方趨勢檢定 p<0.001 卡方趨勢檢定 p<0.001 

 

5.2.2.修讀英語以外之各外語大學生數之比例變化 

(1)修讀英語以外之各外語一般大學學生數之比例變化 

    附錄二整理出各學期各外語修讀人數佔該表內該學期修讀所有英語以外之其他外

語總人數的百分比。由附錄二表中數據可知，近年修讀英語以外之其他各外語的一般大

學生人數在比例上沒有太大變化，修讀日語/日文的人數大約都佔 6成，修讀韓語/韓文

的在本調查最早的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到最新的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有些微上升。雖然

101 學年度新開了菲律賓語，103 學年度新開了緬甸語，但修課的人所佔比例都極低。

本研究將歐洲語（法、德、西班牙、拉丁、斯拉夫、俄、葡萄牙、義大利）及東南亞語

（越南、泰國、馬來、印尼、菲律賓、緬甸）各設為一組，經卡方趨勢檢定（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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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得知隨著年代推移一般大學學生修讀歐洲語及東南亞語的的比例增加18。 

 

(2)修讀英語以外之各外語科技大學學生數之比例變化 

    附錄三整理出科技大學各學期各外語修課人數佔該表內該學期修讀所有英語以外

之其他外語總人數的百分比。由附錄三表中數據可知，近年修讀英語以外之其他各外語

的科技大學學生人數在比例上沒有太大變化，修讀日語/日文的人數大都超過 7 成，修

讀韓語/韓文的從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的約 1.5%升至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的 4.3%。本研

究將歐洲語（法、德、西班牙、拉丁、斯拉夫、俄、葡萄牙、義大利）及東南亞語（越

南、泰國、馬來、印尼、菲律賓、緬甸）各設為一組，經卡方趨勢檢定後得知隨著年代

越晚修讀歐洲語及東南亞語的科技大學學生的比例增加，均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

（p<0.001）
19
。 

 

(3)一般大學及科技大學的統整 

    附錄四整理出近年臺灣所有大學各學期各英語以外之外語修課人數佔該表內該學

期修讀所有英語以外之外語總人數的百分比。由附錄四表中數據可知，近年修讀英語以

外之各外語的大學生人數在比例上變化並不太大，但科技大學並未開授斯拉夫語、菲律

賓語及緬甸語，而葡萄牙語僅開授過一學期20，因此相對於一般大學，科技大學學生能

選擇修讀的外語較少，這可能也是科技大學學生修讀日語/日文比例高於一般大學生的

原因。 

  本研究將歐洲語（法、德、西班牙、拉丁、斯拉夫、俄、葡萄牙、義大利）及東南

亞語（越南、泰國、馬來、印尼、菲律賓、緬甸）各設為一組，經卡方趨勢檢定後得知

（p<0.001）隨著年代越晚修讀歐洲語及東南亞語的所有大學學生的比例增加
21
。 

 

5.2.3.大學日語開課數（門）的變化 

(1)一般大學日語開課數（門）的變化 

    一般大學各學期所開的日語課程數（門）如表 7所示，各年變化雖然不大，但基本

                                                 
18
 因篇幅限制，修讀歐洲語及東南亞語的一般大學生數及比例變化之卡方趨勢檢定不再另立表格呈現。 

19
 因篇幅限制，修讀歐洲語及東南亞語的科技大學學生數及比例變化之卡方趨勢檢定不再另做表格呈現。 

20
 開授於文藻外語大學。 

21
 因篇幅限制，修讀歐洲語及東南亞語的大學生數及比例變化之卡方趨勢檢定不再另以表格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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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呈微幅遞減的趨勢。 

表 7  一般大學日語的課程數（門） 

 日語/日文 

日語 日文 小計 

98 學年度 第 2學期 1592 1315 2907 

99 學年度 第 1學期 1633 1322 2955 

第 2學期 1643 1294 2937 

100學年度 第 1學期 1642 1301 2943 

第 2學期 1628 1284 2912 

101學年度 第 1學期 1580 1363 2943 

第 2學期 1612 1340 2952 

102學年度 第 1學期 1610 1311 2921 

第 2學期 1605 1282 2887 

103學年度 第 1學期 1631 1245 2876 

第 2學期 1596 1250 2846 

104學年度 第 1學期 1600 1280 2880 

第 2學期 1562 1219 2781 

105學年度 第 1學期 1579 1277 2856 

第 2學期 1531 1300 2831 

 

(2)科技大學日語開課數（門）的變化 

    科技大學各學期所開的日語課程數（門）如表 8所示，自 101學年起開始減少，105

學年度第 2學期僅剩下 2007門。 

表 8  科技大學日語的課程數（門） 

 日語/日文 

日語 日文 小計 

98 學年度 第 2學期 1773 1744 3517 

99 學年度 第 1學期 1971 1765 3736 

第 2學期 1886 1733 3619 

100學年度 第 1學期 1951 1704 3655 

第 2學期 1856 1714 3570 

101學年度 第 1學期 1333 1208 2541 

第 2學期 1252 1081 2333 

102學年度 第 1學期 1268 1116 2384 

第 2學期 1212 1060 2272 

103學年度 第 1學期 1174 1067 2241 

第 2學期 1144 1005 2149 

104學年度 第 1學期 1146 967 2113 

第 2學期 1212 960 2172 

105學年度 第 1學期 1127 926 2053 

第 2學期 1110 897 2007 

 

(3)一般大學及科技大學日語開課數（門）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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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合前兩節一般大學及科技大學日語/日文課程開課狀況逐年的變化（表 9）可知，

臺灣的大學日語課程數是逐年減少的，101 學年度起由 6 千多門減至 5 千多門，103 學

年度第 2 學期起由 5 千多門減至 4 千多門，其中以科技大學的減幅為大，這與前列表 1

提示的科技大學日語系的裁撤應有關連。開課數（門）的減少影響日語教師的就業機會，

其中應以在科技大學任教的日語教師所受到的衝擊較大。 

表 9  大學日語/日文課程數（門） 

 一般大學 科技大學 小計 

日語 日文 日語 日文 

98 學年度 第 2學期 1592 1315 1773 1744 6424 

99 學年度 第 1學期 1633 1322 1971 1765 6691 

第 2學期 1643 1294 1886 1733 6556 

100學年度 第 1學期 1642 1301 1951 1704 6598 

第 2學期 1628 1284 1856 1714 6482 

101學年度 第 1學期 1580 1363 1333 1208 5484 

第 2學期 1612 1340 1252 1081 5285 

102學年度 第 1學期 1610 1311 1268 1116 5305 

第 2學期 1605 1282 1212 1060 5159 

103學年度 第 1學期 1631 1245 1174 1067 5117 

第 2學期 1596 1250 1144 1005 4995 

104學年度 第 1學期 1600 1280 1146 967 4993 

第 2學期 1562 1219 1212 960 4953 

105學年度 第 1學期 1579 1277 1127 926 4909 

第 2學期 1531 1300 1110 897 4838 

 

6.結語 

    以上本文對於近年臺灣高中及大學修讀日語及韓語人口及比例變化的討論可以整

理如表 10。 

表 10  近年臺灣高中及大學修讀日語及韓語人口變化總結 

日語/日文 韓語/韓文 

高中 

修課人數 班級數（班） 修課人數 

絕對人數 比例 絕對人數 比例 

近年略減 降幅大 近年減少 逐年增多 增加比居各外語

之冠 

一般大學 

修課人數 課程數（門） 修課人數 

絕對人數 比例 絕對人數 比例 

變動不大 變動不大，但呈

減少趨勢 

變化不大，但呈

微幅遞減 

增加 變動不大 

科技大學 

修課人數 課程數（門） 修課人數 

絕對人數 比例 絕對人數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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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動不大，但 100

學年度起一路下滑 

變動不大，但呈

減少趨勢 

自 101學年起開

始減少 

增加 上升 

     

由表 10 可知，基本上不論高中或大學，修讀日語/日文的絕對人數、或相對於修

讀其他外語的相對人數比都是降低的，其中又以高中及科技大學減少的狀況較為明顯，

理所當然的高中開課的班數及大學開授的課程數（門）也是減少，自然影響了日語教育

專長者的就業市場。究其原因可能有學生可選讀的外語變多、日本本身經濟力不若以

往、臺灣可接收的國際影視娛樂訊息等變多、國人對日本的熟悉度較高以致降低新鮮感

等。 

  相對的，有不少臺灣的高中及大學生修讀德、法語等歐洲語或越南、印尼等東南亞

語，經由本研究前述卡方趨勢統計的結果，修讀歐洲語及東南亞語的臺灣學生是呈增加

的趨勢。學習東南亞語人口的增加可能與我國包含東南亞新住民的人數已達一定規模及

近年政府南向政策有關。 

    另外，先行研究如国際交流基金（2013）、林（2015）、瀬尾（2016）、小玉（2017）

等特別關心的日語及韓語學習人口是否互補或重疊等的部分，由本文前述統計分析總結

可知，臺灣修讀日語的高中生及大學生雖然仍居多數，但比例卻呈下降，其間的缺口由

包含韓語在內的各種外語分食。修讀韓語/韓文的學生不論是高中生或大學生、絕對數

及相對比例的確都是增加的，但增長幅度不及學習日語人口的減幅。臺灣高中及大學生

可選擇修讀的外語多於以往，集中修讀日語的趨勢減緩，修讀韓語人數及比例低於修讀

法、德、西等語的人數及比例，但為何社會的氛圍顯得好似學習韓文人口的增加威脅了

日語教育市場？是否因為法、德、西等歐語系國家近年沒有類似像韓劇那樣強烈異文化

色彩的東西進入臺灣，所以法、德、西等歐語的學習者缺少“共同話題”獨自分散各地？

或另有其他原因，需另做實證檢視，如建議未來教育部在做例行性的第二外語學習人數

等基本調查之餘，亦增加學生學習該外語的原因/需求等項目，若能有效掌握正規教育

體制內學生學習各第二外語的原因，可促使教師直接回饋至其教育的內涵，而非框限於

將其他外語視為日語的“競爭對手”，因為本文分析近年臺灣學習各外語的高中生及大

學生的狀況可知，目前我國正規教育體制內學生可選擇的外語不僅限於日語或韓語，因

此若欲保有甚至回到以往日語學習的盛況，日語教育工作者要關注的視野/層面可能需

要更廣。至於可能的改善之道，如前述落合（2013）、林（2015）指出的（由日語系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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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跨出與其他領域合作，並開拓新的需求/受容者外，對於非日語系學習者的日語

教育內涵可廣納學習者自身的專業，並提供非日語系學習者適合的「日本事情」教育，

提高日語實用的附加價值，同時也不能忽略授課的新鮮感與趣味。 

 

  致謝：本研究為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MOST106-2410-H-011-016-）成果之一部分，其中部份資

料之整理得國防醫學院公衛系周雨青老師之協助，謹此銘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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