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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台灣之美︰以專題合作改善觀光英文被動學習 

報告內文 

1. 研究動機與目的  

    英文系提供跨領域的全校性選修課程，普遍面臨大學生「混學分、填空堂」的修課心態。

形成這樣狀況的原因，一方面可能在於修課人數眾多，教師難以一一顧及，更重要的原因可能

是課堂時間有限，掌握知識與權力的教師往往成為課程的主導者，學生淪為被動的聽講與記

憶，缺乏「參與」而引不起學習的熱情，學習效果自然不如預期。由於多數英文教師大多沿用

傳統講述的教學方式，較少讓學生自己發掘問題、尋找答案， 也缺乏讓同學彼此相互學習的機

會，養成多數學生被動學習的「習慣」，即便教師全心全意投入課程經營，積極參與課程的學生

仍是少數，造成課堂學習氣氛低落，影響學習成效。 

     當今的學生多希望「學以致用」，尤其大四的選修課，學生期待課程內容與未來就業相結

合。英文系提供不分系選修觀光英文課程，主要修課組成為英文系學生，也有部分有意投入觀

光餐旅相關產業的非本科系學生，若單仰賴坊間觀光英語教科書，進行課堂的練習，不但形式

單調，內容也與學生需求存有落差，這就使得專業英文(包括觀光英文)淪為「營養學分」的一般

課程。 

    為了避免學生陷入「混學分」的窠臼，彌平課程設計的學用落差，就大四畢業生的觀點，

實務能力的培養更為迫切，大學畢業生需要具備使用英文策畫觀光旅遊的能力，因此專業課程

必須將實際情境融入教學中。近來 ESP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的研究，愈來愈受到英語

教學者的重視，ESP 強調語言在真實學術環境或工作場域的應用，目的是為了達成學習者特定

的目的與需求(周碩貴、李登慧，2017）。因此在教學目標、內容及方法上，ESP 須要因專業領域

的不同而調整，Hinkel(2006)提出在全球化趨勢下，語言學習應該以「語用」為導向，換句話

說，台灣英語教育不該只教學生如何應付考試，而應培養學生使用英文溝通的能力，如何利用

適當教學方式創造情境，讓學生使用專業英文的內容，在觀光實務課程中強調語用，以達到提

升學生對觀光詞彙、句法，或觀光相關論述的敏感度，增進語言使用之適切性，應為觀光英語

作為 ESP 課程的教學目標。 

     在大學畢業前，如何藉由一門開放給全校學生修習的課程，讓有興趣踏入該產業的學生能

一窺其面貌，同時創造英語使用的環境，幫助學生接近觀光產業，進而使學生更具就業優勢，

是本計畫主要的研究背景與動機。一般而言，專業英語的課程設計，需考量學生英語文能力以

及專業對應的職場需求，如果不是只傳授職業領域的單字和文法，而是希望學習特殊目的的英

語文，則需要創造出進一步在觀光領域情境，幫助學生體認並適切的使用英文。然而，一般英

語教學若不是針對該領域的專題做出課程設計，僅僅專注於課程測驗，進行小考或期中期末

考，將失去語言運用的真實目的與應用性，無法幫助學生提升語言在專門領域的實際使用。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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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ESP 並無固定教法，在以適合觀光領域教學重點的前提下，結合團隊合作進行專題的教學

法，基於教學經驗發現，提升學生專業英文學習興趣的方法，在於將學習與自己有興趣的專題

連結，同時若能納入同儕意見、相互激盪想法，在專業與英文學習間互相激勵，更能發揮課程

最大的綜效。歸納此些經驗於觀光英文教學，課程內容將配合學生生活經驗與需求，設計觀光

專業主題，藉由小組合作的學習過程，納入真實的觀眾或聽眾，引發學生自主學習動機。 

     由於本校國際暨外語學院尚有日、韓、俄、法、德語等學系，學校也廣收國際學生，提供

豐富的文化相關資源，因此專題將要求學生針對外籍遊客設計以台灣為主、納入陽明山周邊台

北盆地的人文與自然資源之觀光行程，引導學生善用校園國際生優勢，在製作觀光專題時訪談

來自各國的交換生，運用外語學資源等，以特定國家的文化背景做參照，提升跨文化溝通的同

時，也可以為觀光英文課程增添新元素，以培養學生對使用觀光領域語文的敏感度與適切性。

專題式合作學習教學，可引導學生在認知、情意、技能層面上的成長，透過延伸活動，多角度

地接收並應用資訊將主題深化，同時搜尋最新旅遊訊息，藉由團體討論、發展專題任務的方

式，可為學習帶來最大的效用，增進語文能力的同時，也學習到專業領域的特定知識。  

    本計畫強調學習者的主動性，引導學生負起責任、達成學習任務。課程將建構專題任務，

融入「越在地越國際」的觀光亮點核心要素，以及本校外語學院的資源，幫助學生活用與延伸

專業領域觀光英文的學習，針對特定的觀光客設計來台旅遊的產品。為整合觀光相關聽說讀寫

英語技巧，學生須依專題訪問外籍學生、拍攝旅遊宣傳短片，擔任導遊對外籍生解釋台灣文

化，最後針對外籍觀光客進行行銷規劃。課程以小組為單位進行學習設計具體的活動，目標和

反饋則由教師、業界專家與同儕提供，引領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擴充專業領域字彙，運用閱讀技

巧以增進文章理解，並且使用口語溝通表達，與加強基本書寫能力。 

 

2. 文獻探討 

專題合作學習的理論基礎 

     本課程以學生為主體，嘗試連結學生的生活經驗，幫助學生活用觀光知識以英文介紹台

灣，培養在地觀光產業國際化所需的英文技能。教學方法採用合作互動方式以改善被動學習，

從專題中培養團隊研究、資訊蒐集、書面整理、口語表達、自我省思等多元能力。小組互動合

作的專題任務學習的理論基礎來自認知心理學。維高斯基(L. S. Vygotsky)的社會文化理論 

(Socio-culture theory)指出，個人會依據自己的先備知識及經驗，從與環境的互動中，透過組織、

適應、同化、調適以形成新知識，這就是一種學習。維高斯基在 1978 年提出「潛力發展區」

(ZPD,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的概念，倡導學習者潛在的認知發展，需要有經驗者的協

助，否則認知的發展會受到限制。換言之，藉由同儕或是教師的指導，學習者在認知層面的實

際發展水準，將越趨近於潛在發展水準，從而成為「專題合作，共同學習」的基礎理論。 

    維高斯基（1978）認為，人類的認知發展無法脫離社會文化情境脈絡。人類有不同於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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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的認知結構與學習歷程，在語言學習情境中，因為與他人產生交互作用，學習者可以藉由

與他人的互動，創造出主動思考與驗證知識的動機；相反地，若只是被動獲取知識，學習者將

失去自行思考的機會。因此，採取專題本位的合作學習，可給予學習者在社會互動的情境，不

論是與自己班級的同儕互動，與業界老師互動，或與國際學生互動，嘗試各種的可能，尋求完

成專題的最佳途徑。在此過程中，老師與同儕將扮演重要的「鷹架」功能，讓學習者理解任務

目標，並引導其完成任務(Rogoff, 1990, 2008 ; Rogoff et al.,1996)，落實鷹架理論(scaffolding)式學

習。簡言之，專題學習以「從事某些事物」(doing about something)取代「學習某些事物」

(learning about something)，藉由執行過程主動建構知識。實際操作過程中，學生的專業知識，並

非來自教師口述，而是學生參與解決專題問題而習得，在反覆檢討過程中，將知識內化轉化成

對自己有意義的理解。  

同儕中「分組合作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黃政傑 & 林佩璇, 1996)亦是一種社會性互

動形式，團隊成員經由自我想法的表達和與他人互動，獲得並分享經驗與知識(So & Brush, 

2008； 岳修平、鐘婉莉，2005)。Price (1995)的專題研究發現，大部分學生較喜歡在團隊裏一起

工作，因為可以降低他們單獨完成任務的焦慮，並更加專注或投注心力在自己有興趣的題目

上。陳壁清和元墩（1996）則使用整合式專題製作教學法(integrated project approach)，針對台灣

的大學商用課程進行實驗教學，研究調查結果顯示，此種教學法可以「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並

激發創意」。 

 

跨文化溝通能力在觀光英文課程的應用 

    本研究以互動學習的教學方式為主，學習內容則安排跨國的文化交流活動與任務，以加深

文化體認，再由同儕合作製作文化觀光專題，從過程中培養跨文化的能力(intercultural 

competence)。本課程安排學生訪談以及與國際學生交流，而不是將既有的知識於課堂上「灌

輸」給學生。學生必須要從互動學習中，發掘與體認台灣的優缺點，才能介紹台灣文化給來自

異國文化的觀光客。藉由了解不同的民族特性，學習尊重不同的文化，觀察各國不同的生活樣

貌，培養出與國際交流的語言能力以及國際觀。 

     關於跨文化能力(intercultural competence)概念的研究，學界常常見到許多類似的用語。就

語言教學來說，Byram(1997)提出的跨文化溝通能力架構中，除了知識、態度和技能構成的跨文

化能力外，還加上了一定的語言(linguistic)能力、社會語言能力(socio-linguistic)能力和篇章

(discourse)能力。而這些能力需要有組織的語言課程來訓練才能達成。由於觀光英文仍為語言教

學的課程，語言的應用應視為教學的重點，課程的內容除包含認知、情意、技能，也應該包含

語言教學和文化之間的影響，因此本文採用跨文化溝通能力一詞，包含文化的層面，以下即就

相關語言教學的文獻作探討。 

    從語言學習的觀點出發，大多數文獻皆將文化學習視為一種語言學習的過程。Robinson-

Stuart & Nocon (1996，p.432)認為，語言教學中如果缺乏文化互動，是一種囫圇吞棗的急就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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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是沒有用的，語言學習必須把文化學習當成一部分。Koester、Wiseman 與 Sanders（1993）

認為跨文化溝通能力是語言溝通能力的進一步延伸，是在跨文化情境中去應用溝通能力達成目

標。這種能力會隨著每個人的語言經驗以及所處的文化情境增長。Douglas Brown (2007)則進一

步提到文化的學習是在不同文化間創造意義的過程，學習第二語言就語言的自我意識來說，其

實是增加了另一個自我，而這個自我的產生是透過學習第二語的文化，或是他所說的文化的互

相滲透(acculturation)。因為語言是文化的載體，被視為是在文化表達上最明顯的表徵，因此一

個人的世界觀，自我認同、感覺或是溝通的模式極有可能在深入接觸另外一個文化的時候產生

混亂，需要經過重組之後再出發。 

   文化的習得不如語言習得，語言習得在例如單字語法等構成元素上有明確的目標或規則，但

是文化的習得包含更多的元素，尤其是人類會透過自身的價值觀來看待週遭的文化環境。文化

習得的目標不在流利或精準模仿特定文化的人，文化習得也不可能絕對的客觀超然，而是在兩

者中間培養學生具備彈性適應各種不同文化群體的自我調節能力。有鑑於此，諸多研究者同意

讓學生有異文化接觸的經驗，可以增進對文化的包容並涵養更寬闊的思維(Harris, Moran & 

Moran, 2004；Parker & McEvoy, 1993)。因此，對於跨文化溝通能力的培養，若能有實際的溝通

經驗，可以增進跨文化的敏感度。Baker (2012)提出的跨文化覺察(intercultural awareness)，探討

了英文課程的設計因為全球化思維，多文化的混雜與多元取向是常態，學生被鼓勵從跨文化的

溝通中覺察文化差異，找出相同與相異，了解外國朋友也隸屬於多個文化群體，再從這些基礎

上去建立連結而擺脫刻板印象，而從中學習跨文化的溝通。 

    由於英語是現今的全球共通語言，學生使用英語去做跨文化的溝通。跨文化溝通(ICC)的概

念，目前多從評估跨文化溝通能力的數個構面開始，一項項去對應學生學習效果。ICC 的問卷

以量化衡量學生的能力，諸如跨文化的接受力、積極的取向、社交開放、尊重、文化視野，冒

險精神和社會信心（Elmer, 1987)。ICC 的量測面向，學者提出的多有重疊，例如開放性，靈活

性和同理心等構面即出現在諸多評估中，成為具備 ICC 的學生具有特定典型的能力和特質

（Earley＆Ang，2003）。一般來說，跨文化溝通的能力被分為態度、知識以及技能三個面向

(Lustig＆Koester，2006; Spitzberg & Changnon, 2009)。Byram、Nichols 與 Stevens (2001)也指

出，文化能力的組成要素包含態度、知識和技能三部分：1.態度：對於與自己不同文化的價值

觀、信仰和行為，保持同理心、尊重與開放的態度。 2.知識：具備異文化及自身文化的知識，

包括異文化大家遵循的常規和溝通型態。3.技能：具有與來自其他文化的人的互動技巧。在台

灣，Chao (2014)針對跨文化能力進行探索性面向分析，研究結果顯示出五個主要面向。修正後

的跨文化能力組成之要素，依照學生自評結果之五個面向，高低依序為：跨文化互動情意傾

向，跨文化敏覺感的呈現，跨文化互動時的自我勝任感，跨文化溝通相關知識，跨文化溝通行

為表現能力。 

 

3. 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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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上述理論與實務執行背景，本研究借專題合作的執行方法改善學生被動學習，嘗試以

同儕合作與教師支持雙管齊下，提升學習觀光知識以及英語言應用的效果。同時因為專題執行

過程加入與國際學生互動後的觀點，因此本研究亦以量表與學生反思心得探討學生是否在執行

完專題之後增進了跨文化溝通行為的表現能力。本研究所探討的研究問題如下： 

(1). 參與學生在經過一學期執行專題合作任務後，自我評估的學習成效為何?  

(2). 與國際學生互動的過程中，學生跨文化溝通的表現在量表上是否有所提升？ 

(3). 關於觀光知識、英文與跨文化溝通能力，專題成品與反思日記反映出那些成長? 

4. 研究設計與方法 

以下分別就研究對象與研究資料收集，課程和教學活動規劃進行介紹，再探討研究方法、

評量工具與研究流程，最後說明學習成效評估。 

 

研究對象與研究資料收集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全程參與 109-2 觀光英文之學生，在期中加退選後學生人數共為 27 人全程

參與所有課程活動，包含 11 名男生與 16 名女生。就系別來看，學生組成為 5 名外系同學（來

自商學院經濟系、文學院文學系、以及藝術學院戲劇系），22 名為來自國際暨外語學院英文系

的同學。本研究之資料收集內容分為學習效果問卷分析與學習反思心得日記分析，再加上跨文

化溝通量表問卷分析。 

 

課程和教學活動規劃進行介紹 

本計畫執行期間為十八週，以平均四到六週為一個任務的循環，進行專題任務活動，鼓勵

學生以三到五人為一小組製作專題。每個專題的執行步驟如下圖一所示。本學期除了課程教師

指定閱讀文章之外，一共有四大專題任務，每個任務在課程上的設計都要經過數個階段。第一

階段：學生找尋並整理資料，做好前置準備再開始執行﹑第二階段：執行專題並發表成品﹑加

上第三階段：檢討改進。經過三階段再次進入下一次的任務循環。執行上在第一階段為語言與

學科內容輸入，教師以講授或學生以小組活動方式進行觀光產業英文的學習（例如討論觀光產

業文章、參考觀光局製作的影音片段，分析觀光行銷作品優缺點，分工執行選定的專題任務），

教師從中輔助並協調，也提供學生所需的語言支援、幫忙審定專題執行提綱；第二階段為學生

執行任務，直到小組完成作品於課堂發表，並由同學互相評分，教師與業師也會給予意見。第

三階段同學討論下次執行上應避免的錯誤，並開始下次任務。學期間也鼓勵學生使用網路搜尋

資料與善用社群媒體資源，在課室結束後繼續使用通訊功能（網路社群 line 的討論區等）形成

小組社群，交換關於專題製作的意見，教師也設立班群方便全班師生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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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專題製作流程說明 

 

 

關於四大專題的設計，用意在培養同學使用觀光英文的相關能力，四個專題皆以團隊合作

為課程設計核心，進行小組觀光產品或觀光宣傳活動的規劃、注重語言與跨文化溝通能力在觀

光產業應用。表一為課程安排與專案主題相關說明，設計目的是為了讓學生具體在觀光產業上

實踐跨文化溝通的技巧，並能學到以英文做宣傳、導覽或安排行程等工作技能，用以接待國際

旅客。專題一是培養學生的跨文化思維，訪問國際生來台旅遊的偏好，試著從外國人的視角看

台灣與外國文化的差異與吸引外國人的旅遊資源。專題二是團隊合作拍攝短片，找出並且包裝

台灣對國際旅客的觀光魅力，以創意來行銷台灣。專題三是跨文化實力的培養，訓練從事國際

旅遊業的溝通技能，找出台灣人文風土、人際交流與宗教和文藝等等的地方特色，深入了解自

己的文化，並能以英文口語具體說明，這類技巧之後能運用於在地導遊或領隊的工作上。最後

一個專題為總結，讓學生思考如何將前面三個專題所學綜合起來，創造出一個有賣點同時在產

業有利潤的商品。 

 

表一、專題進度與主題說明 

Week 1 

 

Week 2-

5 

課程任務說明、小組團隊組成、跨文化能力量表前測，觀光旅遊閱讀教材。 

專題任務一：英文訪談國際學生(外國旅客來台旅遊偏好分析) 

1、課前準備該國旅客喜好資料 

(建議生整理該國旅客來台參觀地點與偏好資料﹑比較台灣與該國對於飲食文化﹑節慶與來

台生活經驗的異同)。 

2、繳交訪談問題與大綱，擬寫答案 

3、執行訪談﹑整理錄音稿件 

4、整理訪談精華與班級分享，檢討訪談過程缺失 

Week 專題任務二：拍攝宣傳台灣五分鐘行銷短片(針對來台國際旅客)  

專題任務製作步驟操作

第一階段

語言與專業準備

觀光知識訊息輸入

第二階段

成果發表

訊息整理與交換

綜合之後輸出

第三階段

任務檢討

檢核各組表現，準備下一
次任務

準備 成品發表 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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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1、搜尋拍攝之旅遊景點（大台北與陽明山周圍） 

2、景點宣傳重點整理﹑擬稿（劇情發展） 

3、拍攝手法與英文稿件潤飾討論 

4、實地拍攝﹑繳交成品﹑欣賞成品 

5、同儕互評﹑兩名業師（旅遊一名﹑影視產業一名）指導給予意見 

Week  

12-15 

專題任務三：越在地越國際－台灣文化現象釋疑（國際生入班討論） 

1、以第一次訪談任務的結果，整理出之文化相同相異處出發，使用英文形容台灣吸引國

際旅客的特別之處，以文字描述各種台灣風土人文現象。 

2、台灣風土人文特別之處舉出十例（如飲茶文化﹑台灣百岳等詳細解說） 

3、台灣宗教以及人際關係解說，舉出十例（例如敬老尊賢的長幼順序﹑嫁妝一牛車的嫁

娶文化﹑馬祖繞境﹑鬼門開等民間習俗） 

4、台灣文藝活動與日常娛樂生活解說，舉出十例（如布袋戲﹑夜市小吃）  

5、練習將文字描述之文化現象以簡單的口語說明（導遊解說口語文字） 

6、國際生入班聽取文化現象描述，給予評論與互動 

Week 

16-18 

專題任務四：設計國際觀光客來台兩天一夜書面行程  

1、根據前述各項任務所得到的資訊，設計來台觀光行程  

2、以 48 小時來台時間，考量出團人數與觀光客國別與團客偏好，將交通﹑景點﹑膳食與

住宿安排納入行程，寫出每小時所安排的活動與花費。 

3、說明景點﹑餐食﹑住宿等選擇與費用的考量 

4 完成跨文化溝通問卷後測 

 

    研究方法 

本教學實踐計畫的教師採用 Kurt Lewin(1947)發展的執行行動研究的四個要素：計畫、行

動、觀察、反思，形成「行動－反思循環」作為記錄學生學習過程的架構，整體課程設計皆以

製作專題用以改善學生被動學習的狀況為主。專題由學生主導，議題的選取也由學生自由發

展，教師與業師從旁輔助。學生須扮演著比一般英語課程學習更主動、更積極的角色，教師負

責幫忙判斷學生對主題內容的認知程度與興趣傾向，鼓勵學生加深或加廣對議題的討論，學習

活動是為了協助學生建構概念，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與能力。研究者於教學活動設計時，希

望兼具「觀光知識」、「語言學習」與「跨文化溝通學習」，課程並融合來自觀光產業業師的觀

點，學習者透過專題活動的全程參與，提昇其學習動機，瞭解觀光英語學習的意義與目的。 

本課程成效分析架構參考借用學者 Harold R. Hungerford（1980）「環境教育」的課程設計

四層次的核心概念，來檢視課程是否符合預期效益 Hungerford 認為在環境教育的學習中，利用

四種不同層次的課程設計，循序漸進地讓學生對於生態環境這個議題展開學習。本課程教師認

為 Hungerford 對於課程設計的層次也適合延伸到其他領域的學習，所以利用 Hungerford 的架

構，檢核觀光英文專題的學習情況的四個層次，以建立學習各層次的目標，檢核本研究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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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成效。以下為本課程四層次的介紹。 

計畫預計增進學生在語言、文化以及觀光產業相關知識的學習情形，在第一層次（一）基

礎知識的層次（Foundation Knowledge Level）的主要目標在於提供活動課程中會運用到的基礎

語言知識，與「行銷台灣」相關的一般觀光知識。此外特別重要的是與主題相關的特定「知

識」，特別是文化差異的敏銳度，換句話說，第一個層次重點在培養學習者對於課程主題的「知

覺與知識」，在此研究中研究者將知覺定義為幫助學習者獲得與課程文化主題相關的認知與敏感

度；幫助學習者獲得與課程主題相關的各種經驗與基本的認識（Hungerford, et al.,1980）。 (二)

問題與價值概念的層次（Concepts for Issues and Values Level）這個層次的主要目標為引導學習

者培養對於課程主題的概念，讓學習者形成問題，透過活動讓其深入瞭解問題背後的價值與立

場的不同。Hungerford 認為學生在進入問題與價值概念的層次後，除了知覺與知識的目標之

外，能在問題意識中培養積極的學習態度，因此在觀光專題中學生要能主動找出問題並嘗試解

答，對於觀光產業展現好奇心與求知慾，因此 Hungerford (1980)所指的「態度」是幫助學習者

建立起對於課程主題的關心，從而積極的參與課程中的各項議題。 

關於第三層次的課程活動重點在確認學習者在學習基礎知識與技能之後，能夠藉由找出問

題與評估出解決的方案，來矯正所遭遇的問題，因此稱為(三)調查與評估層次（Investigation and 

Evaluation Level）。Hungerford 認為調查與評估層次的重點就是希望學習者在學習之後能夠觀察

出問題在哪，並找出解決的方式，學習者如果根據資訊自行評估解決方案，則培養出前述所提

三層次的技能了，（Hungerford, et al.,1980）。在觀光英文中這項技能無非是學生在執行專題上，

獲得確認問題並加以解決問題的能力。    

（四）行動技能應用層次（Action Skills Level：Application）這個層次的目標在於讓學生積

極參與課程，以利於將來運用所學習到的技能應用於職場上。所以這個層次鼓勵學生達成有效

率的工作結果與工作價值、根據職場需要擬定計劃與策略、採取行動；評估採取之行動是否適

合於職場（Hungerford,1980）。四種層次並非完全獨立，雖然區分為四層次但各階段的目標相

同，可視為一系列循序漸進的活動。而二與第三層的的關聯很緊密，Hungerford (1980)認為透過

團隊合作的學習足以提昇這兩個層次的學習表現。 

    評量工具 

    量化方面有兩份問卷，一為在期末發放的學習滿意度問卷，做為學生自我評量學習 成效的

衡量指標，就學習情況進行整體評估，用來評估觀光英語專題教學實踐的可行性與成果，另外

第二份問卷則針對跨文化溝通交流的成長，施以跨文化問卷前測與後測，當成量化的評量指

標。質化方面，研究者對全班的反思日記進行分析，闡述學生的學習成效。 

研究流程 

    下圖表二為研究流程的示意圖。研究蒐集的資料分為質化與量化數據。質性資料採用

MAXQDA 軟體做編碼，Miles 與 Huberman(2005) 認為預建式的代碼是在分析資料之前，先建

立好代碼並預先設想擬好各代碼的下一層代碼。在本研究中，研究者從前述探討預先幾個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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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是重要的，因此預先擬定編碼系統，然後根據這個預建的編碼架構對資料進行分析之

後，以描述方式呈現。研究者事先擬定第一層的編碼，將質性資料分成（1）基礎知識的層次(2)

問題與價值概念的層次(3)調查與評估層次（4）行動技能應用層次，依照分析層級把可辨識的主

旨放在這些主題之下(Miles & Huberman 2005, p123），研究者採納內容分析法，以事先建構好的

類目架構對文本進行分析，並且計算類目出現的頻率，舉例說明學生學習的狀況。 

    研究者分類整理時，有些代碼彼此會相互有層級上的隸屬關係，因此也會把層次比較低的

代碼歸併到層次比較高的代碼之下。透過課程規劃中(1)基礎知識的設定，下層又包含讓學生從

英語學習中獲得關於觀光活動本質的知識、台灣景點的特色、台灣文化理解。而(2)問題與價值

的概念，是指學生依前階段所界定之問題，透過小組合作使用英文撰寫觀光宣傳的方案，包含

如何解決國際客來台飲食與生活的文化差異，釐清各國偏好與打破刻板印象、尊重多元宗教觀

念等價值。(3)調查與評估層次，指的是學生在資料收集中所做的努力與評估方案如何實踐，例

如國際旅客來台旅遊行程設計中，如何對於景點、交通、飲食、住宿的考察與評估，寫入最終

文案企劃。最後（4）行動技能應用層次，則提及將本堂課所習得的語言用法、觀光宣傳相關知

識或文化應對技巧應用到日後職場中。 

 

表二、研究流程示意圖 

 
 

    關於量化問卷回饋的分析，研究者為了解前述課程安排之學習成效，透過兩份量化工具，其

一是參考與改編 Hung (2020)在觀光課程使用的學生意見與學生學習滿意度問卷，研究者自行修

改成適合本課程之問卷，用來檢驗修課學生之整體性學習成效，另外一份是 Chao (2014)針對跨

文化能力進行探索性分析，分析學生在跨文化學習上的五個構面的跨文化成長。 

 

5. 教學暨研究成果 

    關於教學成果的部分，本計畫預期的教學目標是希望藉由專題合作的教學活動，培養學生

觀光知識、語言應用、跨文化溝通的能力，以下先透過上述所提的學習問卷調查以量化數據呈

•同意書簽屬(學生問卷資料與專題作業作為研究使用)

•量化資料:學習滿意度問卷與跨文化溝通量表問卷
資料蒐集(問卷)

•質化資料:反思心得分析資料蒐集(反思心得作業)

•以質性軟體MAXQDA分析文字資料，評析學生於基礎知識、問題價值概念、
調查與評估，以及行動技能應用這四個層次的表現文字資料分析彙整(學習效果)

•整合分析前後測跨文化溝通分析量表

•分析學生專題合作學習與課程滿意度問卷
數據資料分析彙整(問卷)

• 分析學生學習執行專題整體表現

•探討、歸納研究發現與修正課程內容分析結果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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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成果。 

    研究問題一專題合作的學習效能，請見下列學習滿意度的成效量表(表三)，量表為學習自我

評估成果。量表為四大構面的設計，第一區塊觀光相關知識學習成效，計有五題(1 到 5 題)， 

平均得分介於 3.65～4.44 分（滿分 5 分），顯示學生對此課程之學習成效多數具有高度正面的回

應，大多學生同意從此門課程中學習到了觀光的相關知識(題 1)，也習得了關於台灣與國外的相

關歷史文化(題 2,3)與接待國際客的自信(題 4)，在第五題「這門課讓我對觀光產業產生興趣，將

來可能成為我的工作選項」，在共十五題中，這一題填答「普通」的人數最多，外語學院的大四

學生表示他們是對這個產業有興趣的，但是進一步了解這個產業之後，對於進入旅遊業工作的

考量更深入，發現自己不適合，因此不一定會將旅遊產業當成職業選擇；另外受疫情影響，台

灣目前國際旅遊產業重挫，學生擔心旅遊業慘澹經營，也會先從其他行業別做選擇，暫時不從

事觀光旅遊行業。第二區塊語言應用的構面計有五題(6 到 10 題)，平均得分介於 4.04～4.33 分

（滿分 5 分），顯示修課學生不僅從中學習相關旅遊知識，也磨練了英文技能，在聽說讀寫層面

皆有具體的應用。 在第三區塊中提及跨文化溝通能力的培養，因為本課程專題一大部分仰賴與

國際學生溝通之後製作專題，因此也請學生評估自己的跨文化溝通效能，平均獲得 4.26 分(第十

一題)，也培養了自己對接待國際客的溝通能力的信心(前述第四題)得到平均 4.86 分。之後會再

討論另一份專門針對跨文化溝通的學習問卷，更進一步對跨文化溝通進行學習效果的分析。另

外，關於專題合作學習的部分(12-15 題)，學生也獲得 4.03～4.26 的高分，大多數學生覺得團隊

合作提升了整體學生效能，然也有部分爭議產生，會之後再進一步說明。 

 

表三、學生學習成效回饋問卷 

題目 非常同

意 

（5） 

同意 

 

（4） 

普通 

 

(3) 

非常不

同意

（2） 

不同意 

 

（1） 

平均 

1. 這門課對於觀光知識的學習

程度： 

（5）非常多（4）很多

（3）普通 （2）不多（1）

完全沒學到 

33.3％ 59.3％ 3.7％ 0％ 0％ 4.44 

2. 這門課加深我對台灣風土人

文與歷史特色的瞭解 

44.4％ 48.1％ 7.4％ 0％ 0％ 4.37 

3. 這門課幫助我對外國風土人

文與歷史特色的瞭解 

40.7 51.9 7.4 0 0 4.33 

4. 上完課我對接待國外旅客更

有信心 

33.3％ 51.9％ 14.8％ 0％ 0％ 4.86 

5. 這門課加深我對觀光產業的 29.6％ 48.2％ 22.2％ 0％ 0％ 3.65 



12 

 

了解，將來很可能成為我的

工作選項 

6. 對於與觀光相關英文應用的

學習程度： （5）非常多

（4）很多（3）普通 （2）

不多（1）完全沒學到 

48.1％ 44.4％ 7.4％ 0％ 0％ 4.33 

7. 這門課訓練未來就業使用的

英文聽力 

22.2％ 59.3％ 18.5％ 0％ 0％ 4.04 

8. 這門課訓練未來就業使用的

英文口語 

22.2％ 59.3％ 18.5％ 0％ 0％ 4.04 

9. 這門課訓練未來就業使用的

英文寫作 

29.6％ 51.9％ 14.8％ 3.7％ 0％ 4.07 

10. 這門課訓練未來就業使用的

英文閱讀 

29.6％ 51.9％ 14.8％ 3.7％ 0％ 4.07 

11. 這門課關於跨文化溝通的學

習程度： （5）非常多

（4）很多（3）普通 （2）

不多（1）完全沒學到 

33.3％ 59.3％ 3.7％ 0％ 0％ 4.26 

12. 團隊合作比個人努力更有利

於目標達成與 任務完成。 

44.4％ 48.1％ 0％ 0％ 3.7％ 4.26 

13. 這門課因為團隊合作提升了

我的學習效能 

44.4％ 48.1％ 0％ 0％ 3.7％ 4.26 

14. 這門課訓練我的團隊合作能

力 

29.6％ 55.6％ 7.4％ 3.7％ 3.7％ 4.03 

15. 這門課應繼續推廣專題團隊

合作完成任務 

44.4％ 48.1％ 0％ 0％ 3.7％ 4.26 

 

    關於研究問題二，與國際學生互動的過程中，學生跨文化溝通的表現在量表上是否有所提

升? 關於跨文化知能成長情形，研究者採取 Chao(2014)的文化溝通量表(題目範例請見表四)，採

取前後測。學生在五項跨文化能力前後測均有所變化(請見表五)。因參與學生未達 30 人，研究

者進一步應用 Wilcoxon signed-ranked test 來檢測後測成績是否顯著高於前測成績。受試者尤其

在因素構面二：跨文化互動情意傾向，因素構面三：跨文化互動時的自我勝利感，因素構面

四：跨文化溝通行為表現能力呈現顯著成長。問卷分析發現，跨文化互動情意傾向後測 (Mdn = 

32)顯著高於前測分數(Mdn = 26), Z = 3.25, p = .01, r =.68)，根據 Cohen (1988)，教學成效具中至

高 (medium-to-large effect)的效益。構面三跨文化溝通行為的自我勝任感，同樣後測分數(Mdn = 

10) 顯著高於前測(Mdn = 12), Z = 3.30, p = .01, r = .74，教學成效具中至高 (medium-to-l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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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的效益。跨文化溝通行為表現能力後測(Mdn = 30)顯著高於前測分數(Mdn = 26), Z= 4.44, p 

= .01, r = .36）。 

 

表四、Chao (2014) 跨文化溝通能力量表題目範例（摘自頁 122–123） 

因素構面一： 跨文化溝通相關知識 

1. 我知道世界上其他文化的日常生活習（例如：飲食、習俗）。 

因素構面二：  跨文化互動情意傾向 

12. 我願意學習暸解世界上不同的文化。 

因素構面三： 跨文化互動時的自我勝利感 

17. 對於能否與世界上其他文化的人士進行合適有效溝通一事我很有信心。 

因素構面四： 跨文化溝通行為表現能力 

23. 我具備流利的英語能力，能與世界上其他文化的人有效溝通。 

因素構面五： 跨文化敏感覺的呈現 

31. 在與不同文化背景人士互動前，我會事先作好準備。 

 

 

表五、 學生跨文化能力問卷測結果 

  前後  後測  

構面 題數 M SD M SD 

(N=27)      

1 跨文化溝通相關知識 9 37.38 3.50 39.06 5.40  

2 跨文化互動情意傾向 6 26.48 2.42 31.96 2.32 

3 跨文化互動時的自我勝任感 3 10.20 3.21 12.72 4.78 

4 跨文化溝通行為表現能力 7 26.34 2.22 30.01 1.22 

5 跨文化敏覺感的呈現 5 20.08 2.38 21.78 2.48 

 

    研究問題的第三題，探索學生自我反思日記反映出對於觀光旅遊知識、觀光英文語言使用與

跨文化溝通能力中有那些成長? 研究者預先將觀光知識、語言學習與文化交流三個面向分為四

種層次的學習，包含(1) 基礎知識的層次、(2)問題與價值概念的層次、(3)調查與評估層次（4）

行動技能應用層次(如表五)。按照資料分析結果發現 19 項有意義的主題，這些主題又可以歸類

出 4 種類別。表中為該主題於反思日記中出現的次數。 

 

表格五、觀光知識、語言學習與文化交流的成長 

概念 次概念 類別 主題 (出現次數) 

觀光知識 基礎知識的層次 從事旅遊產業基本

概念 

產業基本要求 6 

導遊領隊職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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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與價值概念的層次 台灣介紹 提高旅遊價值 5 

 調查與評估層次 台灣介紹 景點深入介紹 8 

 行動技能應用層次 技術運用 影片製作應用 3 

行銷技巧應用 3 

語言學習 基礎知識的層次 聽說讀寫基礎 相應詞彙列表 5 

口語表達    15 

 問題與價值概念的層次 語言應用 用英文包裝與行銷 3 

 調查與評估層次 語言應用 旅遊翻譯技巧精進 2 

 行動技能應用層次 專題合作 旅遊編輯寫作 1 

遊覽旁白讀稿 1 

文化交流 基礎知識的層次 文化學習 異國生活規範 15 

 問題與價值概念的層次 文化特色 國際客喜好分析 13 

台灣特色 20 

台灣價值 22 

 調查與評估層次 跨文化溝通 概念衝突的原因 8 

文化比較 29 

 行動技能應用層次 跨文化溝通 接待國際旅客注意事項 3 

 

    關於學生語言以及觀光專業的學習成效，研究者要求學生每個人在專題合作結束之後進行

反思日記的撰寫，學生可以自行選擇以中文或英文撰寫繳交。反思日記在本研究為成效檢核分

析的一環。質性分析之後學生在上述 19 項主題中有深刻的反思。 

 

觀光知識的學習舉例說明節錄如下： 

(S14)從事旅遊產業基本概念(導遊領隊的職責)：業師分享 2017 年困在土耳其機場的帶團經驗嚇

了我一跳…那時歐洲政局不安，當時因為政變，在機場外面的槍響下，還要安撫團員故作鎮

定，這讓我思考我的人格特質是當導遊的料嗎。 

 

(S27)台灣介紹(提高旅遊價值):網路看了很多資料之後才知道，萬華原來是一個很有歷史的地

方，萬華區是台北市較早發展的區域，有許多老社區和古蹟，我們去了龍山寺、青草巷、剝皮

寮。自己去是一回事，拍微電影的時候，一直想說要呈現哪一方面外國人才會覺得有趣會想來

台灣。 

 

(S19)技術運用(影片製作技術運用):… I was also familiar with Apple’s built-in video production 

software "iMovie", and because of using this software to shoot the group project, I also learned about 

the more sophisticated functions of the software, I believe being able to make a movie is a survival 

skills in the future career which I have already acquire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A4%E8%B9%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9%8B%E8%88%BA%E9%BE%8D%E5%B1%B1%E5%AF%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D%92%E8%8D%89%E5%B7%B7_(%E5%8F%B0%E6%B9%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9%9D%E7%9A%AE%E5%AF%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9%9D%E7%9A%AE%E5%AF%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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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學習舉例說明節錄如下： 

在語言學習上，製作專題報告的過程中學生多很多與國際學生溝通的機會，有些學生認為平常

在課堂上較少使用英文，能夠以英文與外國人直接溝通是學習成長的一大步，學生也提及處理

文化概念的翻譯很棘手，錄製微電影時討論旁白文稿在螢幕上的呈現，大多數學生認為在中英

語言應用上有進步。細節如下: 

 

(S22)聽說讀寫基礎(口語表達):為了要將之前寫的東西整理成外國人聽得懂的口語，經過幾天的

練習我用英文講話變得流利。 

(S05)語言應用(資料翻譯技巧精進)：這次的作業難在台灣有的概念(俗語諺語) 

外國沒有，為了要傳達農業生活的概念，我們試了很多次翻譯，看看這樣翻到底外國人懂還不

懂。 

(S21)語言應用(旁白讀稿):我以為我的責任只要唸過去就好，但是業師講到聲音表情與螢幕畫面

的搭配，我才知道我做的不好。我覺得我學到很多以後工作可以用到的拍攝與英文讀稿技巧。 

 

跨文化溝通交流的學習： 

最後在跨文化溝通與交流的部分，日記中學生對這部分有深刻的反思，包含的層面也最廣。從

異國生活規範、國際客喜好分析、台灣特色、台灣價值、概念衝突的原因、文化比較、接待國

際旅客注意事項等。 

 

(S5)文化學習(異國生活規範): 我們的訪談內容為台灣婚禮和韓國婚禮的不同之處，讓我蠻驚訝

的是韓國婚禮只有三個小時，而且韓國婚禮場地和吃飯是分開的，是觀完禮才吃飯，或是不觀

禮直接吃飯，他們給禮金是用白包。參加韓國婚禮女生不能穿白色的衣服，因為新娘只會穿一

套禮服，就是白紗。 

(S8)文化特色(台灣價值): I have been living in this country far too long, and that changes my 

perspective thinking that things are better on the outside world. To learn what others think of Taiwan, 

especially so highly about my home country, it forces me to readjust my opinions on the country that I 

am from, so that I can appreciate the improvement Taiwan has made over the last century. Taiwan has so 

many different cultures intertwined all together, and all of them seem to be coexisting in a perfect 

balance. 

(S12)文化特色(國際客喜好分析):我們這組的泰國朋友叫 Palm，原本擔心我這慢熟個性會讓這次

的訪問很尷尬無聊但很幸運的是 Palm 是一位很好相處的女孩…她很喜歡台灣的珍珠奶茶於是就

買了一間自己很喜歡的珍奶品牌給她順便推薦幾間不錯喝的…在訪談過程中滿驚訝的是原來她

來台灣最大的文化衝擊居然是她搭捷運時看到大家都很統一的站在右邊然後左邊的通道留給正

在趕時間的人…在訪談前我以為泰國人來台灣最不習慣的地方應該是食物，台灣跟泰國比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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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清淡一些，她很喜歡台灣食物沒有適應問題。結果沒想到是台灣捷運讓她驚訝。 

(S10)跨文化溝通(文化比較)：台灣文化對於台灣人來說一點也不陌生但是當需要將這些文化翻

成英文就有難度了。在介紹過程中也讓我知道原來不僅僅台灣跟中國有抓周，印度斯里蘭卡也

有抓周，這是我沒有注意到的。 

(S11)跨文化溝通(接待國際客)：上完這堂課我會用更開放的態度接待來自不同國家的旅客…我覺

得外國人其實很友善，如果我能在各種細節處顯現出尊重不同的文化，他們對台灣的印象會更

好。 

 

教師教學反思  

     本研究係以改善學生被動學習出發點，培養學生的觀光知識、語言應用與跨文化溝通技

能、以團隊合作製作專題與呈現作品。成效評估發現透過團隊合作的方法確實可提升學習成

效，而且絕大多數學生認同團隊合作可以增進彼此情誼，在畢業前是很珍貴的禮物，但是少數

同學在執行過程中陸續發現同組學生彼此溝通或與國際生溝通時發生困難時，因為意見分歧加

上來自不同科系，共同討論時間無法配合，反思心得中有如下的反應： I feel some of my 

teammates are not as enthusiastic as some of us, we really need to choose our members carefully”該組

後來自願拆成兩組交出兩個作品。 

    回收各組檢討的互評表格，或觀察課後 Line 群組討論中可以發現，有些小組對於成員特質

差異很敏感，每組都出現少數領導者、多數沉默或少數逃避責任的現象。雖然每位參與學生都

貢獻了意見與想法，但因個人特質不同，小組中會有學生認為責任分擔不均，是團隊專題合作

過程中須因執行活動中造成摩擦的原因。教師檢討後發現，在人際關係細節處理與在團隊分工

與同儕溝通方面，授課老師在製作團體專題時需要設法投入更多時間在各群組中給予回饋，強

化學生在人際關係的協調，並幫助他們設定專題方向，並在爭執過程中公平的看待學生意見。 

     在一學期下來，透過三階段循環執行四個專題，不難發現學生在認真構思企劃文案、用心

執行專題之後受到業界專家的讚美和同儕的認同，對大多數的學生來說是一種自我執行能力的

肯定，他們很開心在大四畢業前有機會以英文將專題文案呈現出來。但本學期共執行了四項專

題任務課學習壓力較重，不只一名學生表示：「修這堂課感覺像一次修了兩三門課，回家一直在

做作業」。因此在期初與期中加退選時，教師發現一共有接近二十名學生認為這門課份量與壓力

過重，而轉而選其他較輕鬆的課程，而退選觀光英文。因為退選的學生人數過多，教師認為下

次在專題規劃上，也許可以縮減到進行二到三次專題，但精緻化每個專題的流程，讓學生專注

在將每次專題做好，給學生消化吸收與喘息的空間，可以讓課程的進行更順暢，降低學生學習

壓力。 

 

學生學習回饋 

     本研究嘗試透過專題合作改善學生被動學習，學期末課程滿意評量中，有超過八成學生認



17 

 

為團體合作的學習，對於學習成效、課堂氣氛、就業能力都有正面的提升，學生在課後表示，

「專題合作最後會有作品呈現在全班面前，因此不太敢蒙混過去。畢竟團體合作中沒有盡到自

己責任，會造成別人的負擔。」課程評量的匿名調查也有高達九成以上的同學認為他們樂意推

薦學弟妹來選修專題合作式的觀光英文，學生表示透過小組作業，發現小組成員的資源與組員

個人長處，用來準備作業、分工合作、齊心解決問題，辛苦過後看到成品會獲得滿滿的成就

感。這種學習方式讓他們在一個學期的課程裡，學會與班上其他成員建立一致的目標，對於畢

業後如何與他人共事、溝通與妥協，是畢業生所需要的軟實力。 

 

6. 建議與省思 

    本研究以小組合作完成專題的方式學習觀光英文，融入並運用跨文化溝通元素，期望能提

升學生使用英文與國際生溝通能力，課程作業強化學生對台灣與異國文化的認識，並培養學生

尊重與同理文化之間的差異。統計中顯示學生在跨文化互動情意傾向、跨文化互動時的自我勝

利感、跨文化溝通行為表現能力呈現顯著成長，而在跨文化溝通相關知識、跨文化敏覺感兩項

統計上不顯著，進行檢討時發現學生普遍認為面對國際生的當下，能夠順利溝通完成作業，比

累積對方國家的相關知識更重要，造成了對於跨文化溝通的知識與敏覺感兩項，統計上並無顯

著成長。深入探究時發現，本課程藉由小組共同討論並且偕同成員與國際生互動，能提供學生

對跨文化溝通的興趣，但若要對一個國家的文化歷史背景相關知識有深入認識，或注重到生活

文化的敏感細節，需要靠平常認真累積，一學期的課程播下了對文化交流產生興趣的種子，而

茁壯成長還需要靠同學長期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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