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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強化英文程度中等學生的聽與說： 

加入影視文稿跟述與配音的「視譯」課程 

1. 研究動機與目的 Research Motive and Purpose 

    筆者多年來一直教授翻譯課程，不難發現私校大學生的對翻譯的學習動機低落，在課程

中學生找不到成就感，多數學生表示老師要求的學習目標很難達到，因而缺乏繼續向前學翻

譯的動力。「學習動機低落」是一個阻礙大學生語言學習的普遍問題，本文試著從視譯教材

與課程活動設計來解決學生學翻譯動機低落的問題。再者是學生程度的議題，對於後段私立

學校的大學生來說，英文程度大多落在中級，學生的聽說能力提升被視為語言課程的焦點之

一，因此本研究的另一目的是讓學生在修完課程之後，檢視學生聽說能力能否提升。 

    研究執行課程是「視譯」。專業翻譯的教師一般認為「視譯」是「同步翻譯」訓練的一

個環節，學好視譯的翻譯人員，可成功進行口譯員必備的「有稿」同步口譯技能，視譯訓練

方法在培養口譯員的專業知能上，已經得到廣泛認可。目前我國大學的英文系廣開各類必選

修各種翻譯課程，做為未來就業的選項之一，然而對於文大學生來說，正規而嚴肅的會議所

要求的有稿同步口譯訓練，難度過高。一般中後段的大學將視譯定位為口筆譯間的「中間橋

樑」，目標通常是為了訓練學生的文稿解析與表達能力，然而與傳統閱讀能力培養，仰賴聆

聽老師解析句子、或經典文學課程廣讀或深讀的教法不盡然相同，視譯課程更強調的是學生

必須看懂文字並立刻用自己的話語闡述原文意涵。若將視譯課程，定位為透過大量聽譯對比

文稿理解、學習口譯轉換技巧諸如訊息整理、語意掌握等，同時訓練口語技能，包括口條、

發音、語調等溝通能力，現階段的大學視譯課程，則符合提升聽說能力培養的需求。 

     學生學習動機低落，其中有一個原因是視譯課程使用靜態文稿，對於目前大量以視聽

刺激語言學習的學生世代來說容易感到沉悶，再加上教師無法每堂課給予每位同學充分練習

的機會，常讓同學覺得有所侷限，造成低成就感。本研究計畫因此提議課程設計以影視領域

素材為主，課程練習讓中等程度學生從有把握的內容開始(諸如對話短句)或簡短演說著手。

本計畫也要求學生記錄下練習過的成品，讓學生一邊做跟述並跟著影片錄製影音檔案，跟述

練習完後進入視譯，先看完整句，理解原文後再口述其意涵。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在於藉由

影視視譯設計活動，研究學生是否能提升整體學習動機。再者，本計畫以中英口譯常練習的

跟述(Shadowing)法為執行的基礎，跟述之後以逐步或同步的配音(Dubbing)達成中英文的轉

換，聽到英文之後才對著稿件表達，這門課先就學生能力進行視譯相關活動（Lambert, 2004, 

p. 298）。視譯練習強調的技巧諸如先進(閱讀或聽力輸入)、先出(口語輸出) (張維為，1999）

也會融合在配音活動中。以上設計會根據學生的英語程度搭配教材，提供除了靜態文稿之外

的影片觀看與聽力口語表達練習的活動。 

依據現況與學習者需求，本課程發展跟述與配音之英譯中視譯教學，研究目的之一在於

探討以影視文稿為主的視譯教材，是否符合中等英文程度學習者的學習需求，進而改善其學

習動機；研究目的之二在於了解參與跟述與配音之視譯教學，對學習者聽力口說的學習成效

並收集學生學習觀感作為討論。 

 

2. 研究問題 Research Question 

     本次影視視譯內容的教學計畫，以中等英語學習者為研究對象，探討讓學習者透過

「跟述」法模仿英語口語，將影音的文章熟練與內化之後、聽著英文，看著英文文稿視譯

「配音」為中文，檢視學生的聽力口語進步表現。本研究希冀提升中等英文程度學習者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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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動機，目前翻譯在外語學習所扮演的角色愈來愈多元，在實踐上也需要更多教學實務來支

持，這門課程的設計目的就是在外語學習與翻譯練習當中尋找出一個新切入點，利用影視文

稿與影片讓學生從熟練英文發音以及語調之流利度開始，並以配音方式將文稿理解後以符合

影音呈現的節奏翻譯出來。本研究的研究問題有二： 
 

(一) 以跟述和配音活動作實作練習，學習視譯的學習動機是否有所提升? 

(二) 運用跟述和配音對於提升聽說能力的學習效果為何? 學生的感受與態度為何？ 

 

3. 文獻探討 Literature Review 

3.1 提升學生學習動機之視譯課程設計與原則 

    視譯(Sight Translation, ST)同時涉及口頭和視覺形式的信息處理，可以被定義為一種特

定類型的書面翻譯，也可以視為口頭翻譯的一種變體。Sylvie Lambert（2004, p. 299）指

出，視譯的需求是在資訊既以口頭又以視覺形式呈現時出現。這類活動在專業口譯上被稱

為，有(帶)稿的同步口譯（Pöchhacker, 2004, p. 19）。當口譯員在聽取講者現場發言的同時進

行視譯時，這種模式在會議口譯中很常見。然而，ST 涉及將用一種語言寫成的信息轉換成

以另一種語言口頭傳達的信息（Lambert, 2004, p. 298），因此訓練上習慣搭配跟述練習作為

同步口譯的入門。 

    然而專業上，以口譯會議題材練習的視譯學習模式，很難引發英文程度中等學生的學習

動機。一般而言學習動機源於學生正向學習，動機可以是內在的，比如由個人信念和內心選

擇引導，或外在動機，由個人以外的來源驅使而採取行動 (Deci et al.,2017)。而內在的學習

動機，能否藉著課程設計被引發，跟之後的學業成績呈現正相關( Alkı & Taşkaya Temizel, 

2018）。情感投入的多寡也會直接影響學習成果(Engels et al ., 2021)，學生對課程的認知會

影響投入努力的意願，也間接影響學習成果(Hasnine et al., 2023)。學生對學習的感覺也影響

其在學業上感受到的歸屬感與學習的價值(Guthrie et al., 2012)。學習的動機引導個人行為表

現、強度和持續性(Deci et al.,2017)。從認知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動機是一種內部的心理過

程，需要藉由目標或對象來引導、提供刺激並確認學生從事的學習活動效果，來保持動機的

持續性（Pintrich & Schunk, 1996）。學習動機是動機理論在學校學習中的實際應用（Slavin, 

2005），在視譯課程中，如何藉由提供跟以往不同的學習活動刺激，並且維持學生的學習，

是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課題。畢竟跟不具備學習動機的學生相比，具有內在學習動機的學生

除了更容易學習到更多的內容之外，常常能學習得更久，並且效果更好（Lazowski 

&Hulleman, 2016; Ramirez-Arellano et al., 2019）。本計畫將以英文跟述為練習開始，再加入

視譯的翻譯練習和配音。因此首先介紹跟述法在語言教學的作用，再探討影視配音的任務型

教學法，審視此類教學實施對同學的學習影響。 

3.2 跟述法在語言教學中的作用 

    「跟述」是同步口譯課堂常用的練習，顧名思義就是聽到什麼就跟著講，主要作用在讓

學生熟悉英語的發音方式，從單字、句子到段落練習。跟述是以幾乎同步的速度模仿原來講

者發音、語調，可幫助學生同時提升發音、語調和聽力，在「模仿」與「重複」中，掌握各種

英語「發音」、「節奏」及「語調」。跟述是一種邊仔細聆聽、邊模仿重述的任務，力求跟上速

度。將聽到的聲音信息立刻由口重現，以認知心理學的角度說明，Lambert（1992）提到跟述

法是一種特定速度的聽覺追蹤練習，過程中須使用同一種語言，如同鸚鵡模仿（parrot-style）

的逐字(word for word)重複。因為跟述是經過人為意識特意控制的行為，可讓 inner voice（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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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聲音）轉換成 vocalization（外顯表述），使得聲音訊息得以深刻地保留，因此音律也可以留

在記憶中，下次同樣情況可以借用，因此被視為是一種練習，可以提高聽覺注意力，並且進

行有意識模仿的行為，練習者可以明顯感受到語調起伏的詳細具體情形，進而察覺自己語調

的不足之處，然後再透過監測（monitoring）做到自我糾正(Hamada, 2015)。 

    跟述可分為「有稿」與「無稿」兩種，「有稿」跟述是指讓學生看逐字稿，模仿每個句子

的音調變化、強調重音、停頓、換氣及語速，一般認為這個方法對強化語調的表現非常有幫

助，缺點是學生非常依賴文字輸入；另外「無稿」跟述即「脫稿練習」則可再細分成兩種：強

調「節奏」（prosody）與強調「內容」（content）的跟述，英語教學中，為避免學習者過度依

賴視覺輸入，常採取無稿跟述。有學者提出，無稿跟述學習者常常無法自我監測其表現，因

為他們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傾聽聲音和複製之後說出內容，很可能不知道自己說了什麼。

因此在 Nakayama 與 Suzuki(2012)的實證研究中，學生被分成三組：第一組自我監督自己的跟

述，將自己的跟述錄製，並使用書面文稿檢查自我表現；第二組是以兩兩練習方式錄製跟述

表現，並用書面文稿回頭檢查自己的缺漏；第三組是控制組，不進行自我監測。實驗發現，

自我監測的組別在跟述表現的學習成長，優於倆倆互相監測組，也優於不做任何監測的對照

組。Hamada（2015）將研究成果再應用於 30 名大學二年級英語聽力程度低的學生上，每週兩

次進行 30 分鐘的跟述練習，持續一個月。結果發現低程度學生進行自我監控後提高了聽力理

解。他因此建議對於英文程度低的學生來說「無稿」跟述完之後，再使用「有稿」輔助的自

我監控跟述練習，是成效卓著的英語教學活動。 

 

3.3 視譯課程融入影視語料輔助語言聽說學習 

    視譯融入影視語料的操作基礎，在於讓學生將重複觀看影片，將之視為「理解訓練」，因為語

意和聲音之間會有「反射記憶」，跟小時候學母語過程類似。學生在學英文文發音時，聲音語調的

學習涉及聽覺，光靠書面以理論或知識性解釋辨析無法體會。在學習語調時大量的輸入是關鍵，唯

有接觸大量語句後才會將注意力放在認識語調上，慢慢體會出不同語氣語調之間的區別。而跟述

影視語料時，學生自然而然會注意到語調特性與上下文內容，因此跟述影音語料可以體會與表現

出英語的調性，可視為聽力與口說學習的一環。 

    Mayer（2001）提出在觀賞多媒體資訊時，人類處理訊息系統主要包含視覺和聽覺雙重管道，

視覺管道處理圖像訊息，聽覺處理語言語聲音訊息，他認為人類靠單一管道處理訊息的能力並非

無限制，所以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影音媒體協助將圖片文字與聲音加以連結(Montero, 2022)。Mayer

的理論呼應早期 Paivio (1986)所提出的雙重管道假設（Dual-Channel Assumption），其理論闡釋人類

處理前述兩種訊息的管道各自獨立，視覺管道處理的是呈現在眼前的訊息，而聽覺管道處理語言

描述、音效輸入等，兩者為相互獨立的系統，不論是處理影像訊息的視覺管道，或是處理語音訊息

的聽覺管道，人類對於某個時刻點的視覺或聽覺訊息處理量和記憶容量都受到限制。人類記憶過

程運作是讓訊息經由回聲記憶（Echonic Memory）進入工作記憶（Working Memory），一般不儲存

於長期記憶（Long-Term Memory），人類工作記憶容量是有限的。換句話說，一般視譯的靜態文稿

若過於冗長複雜，只靠平面紙本視覺輸入將增添學生的認知負荷，因此影音輸入因為聽力與視覺

的刺激，雙重管道能減輕學生在處理資訊的過程中的認知負擔。 

    影音輸入的特色在於學生將接收到的聲音語彙和圖片影像訊息，在工作記憶中讓新訊息和舊

有知識經驗進行整合和連貫，之後再與長期記憶中的先備知識互相整合、理解，形成具意義的知識

（Paivio, 1986）。影像加上聲音的輸入是動態的，會刺激神經相互連結(Mazzini, Holler, & Drijvers, 

2023)，學生會受到已儲備知識與經驗影響（Bordwell, 1985）。認知科學的觀點認為，個人在進行認

知活動時先前知識在整合、儲存及回憶新知識上，扮演極重要與關鍵角色（Rumelhart, 1984; 

Anderson, 1977）。簡言之，影視輸入可以活化人類既存知識結構，外界的刺激或新知識納入後將擴

展原有的知識結構; 當然也可能在既有知識結構受限時，重新組織建構另一個有意義的知識結構

（楊幸真，1993, p.15）。Taylor 與 Crocker (1981)認為基模的功能在於：編碼（Encoding）與再現

（Representation）資訊：組織經驗、儲存或從記憶中提取資訊，以及推論和解釋資訊的功能：填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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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連結我們從情境或訊息中獲取之資料的不足。 

    因此學生在理解影視的輸入時，一方面從影片中獲得訊息；另一方面也加入自己的理解，以解

釋所接收到的資訊並形成意義(Peters, 2019)。看與聽的同時活化了戲劇故事或情境，而劇情發展的

認知結構，可引導學生對情境訊息的詮釋與內容的理解，除聽覺輸入如對話、旁白外，也可以連結

各場景，或經由交代事件發生的時間序列，理解上下文脈絡。因此學生在從事跟述或將文本翻譯成

中文時，訊息處理的過程不至於太困難。 

 

3.4 影視文稿視譯的跟述及配音教學法 

英語教學中文稿的視譯以閱讀方式接收訊息，比單純聽覺方式接收訊息，萬一沒聽懂就完全

翻不出來的難度降低，加上譯者通常能自行控制口譯速度，時間壓力相對小，因此也常被英語教

師用來作為檢核閱讀理解與練習口語表達的工具。而翻譯的進階課程，幾乎都將視譯課作為同步

口譯訓練前的準備，強調譯語清楚易懂、儘量不帶翻譯腔。 

在利用影視「理解」建構基礎之下，可以培養英語的「聽和說」能力。早期 Christovich, 

L. A. (1960)從行為主義角度研究跟述法，他認為音檔就好比刺激物，在日常生活中處處都使用，

例如為了怕忘記電話號碼而一直複誦的行為，或是嬰兒模仿父母牙牙學語所發出的聲音，又或是

我們試著理解對方的言談時，小聲自我複誦一遍都是跟述。學習者跟述時說出的聲音就是反應，

而跟述法在口譯訓練開始發展後就用以訓練同步口譯員，取得一定的成果(Kurata, 2007)。而另一

學者 Kurz (1992)則提出跟述進入外語教學，能讓學生擺脫學習不熟悉發音時的焦躁感覺，重建學

習者「聽、說」的不足。 

影視翻譯的視譯比較偏向由「上」而「下」的建構，又稱做概念導向(concept-driven 

processing)處理模式，聽者從較高層次的背景知識開始產出對應，對照可能對語篇有一些預期效

果(expectations) (Richards,1990,p. 51-52)。影視的視譯方式，能更迅速的啟動背景知識。背景知識

即為情景(situational)或語境(contextual)知識，包括事件前後結構、相互關係，或是劇構 (scripts)

形式所儲存的知識(Richards, 1990)，在觀看影片時都能夠這些都是線索。視譯在口譯中大量應用

被動技巧(receptive skills)，需要著重「聽力」和「閱讀」，兩者皆屬於被動的語言輸入途徑。王碧

霞(1999, 2000)認為語言聽力理解應該被區分為三個階段：語音感知、話語理解和信息儲存。換句

話說，聽到一段話時由耳朵接收外界刺激，接收後將其和該語言知識連結後，再進行話語理解的

過程，最後進入信息儲存的階段。當影視輸入與聽者本身經驗相互產生聯繫時理解才成立。因

此，聽者積極地從已知基礎上聯繫新的經驗或訊息才是有效學習 (Anderson,1984)。視譯是文字解

碼之後再編碼，強烈需要前後文的支持。文字轉換過程也重視語用，意思是使用話語達到的交際

目的和意圖，語用意義的理解是一個推理過程，需要與當時語境有所聯繫，聽話人必須正確地將

語境與上下脈絡聯繫起來才能完整理解。 

 

3.5 視譯課程為何要採用跟述及配音 

提升語調措辭等口說流利度與語言轉換能力 

    跟述是聆聽原語文再跟著說話，但須緊跟原文逐步復述原語文之訊息。在英語教學中使用跟

述練習也是復述原文（verbatim)，因此在教材選擇上要先選出發音清晰、語法正確、措辭標準的影

片，最好從速度適中的母語人士說話開始。之後如果學生程度提升才能選擇在口音、語法、措辭、

邏輯等方面較具挑戰的言談。語調是人們交際中自然的產物，重要性不可言喻。美國傳播學家 

Mehrabian(1971)研究分析指出，溝通訊息的構成中，語調就占整體理解的百分之三十八。當今線上

溝通越加普遍，在沒有實體見面情況下，語調掌握對於語言學習者來說，更是必須習得的目標。而

英語的語音語調比起中文更具多樣性，中文的語調比較內斂，從語音語調常難以判斷對方的態度；

相比之下，英語語調輕重高低、抑揚頓挫的搭配與變化，很明顯可以識別說話者的態度或口氣。一

句話在解讀時除了詞彙意義外，還必須加上語調意義才算是完全。對於英文系中等程度以上學生

來說，學習者在聽力方面的主要障礙已經不是生詞或語法，而是語氣傳達的表情與態度。缺乏語調

輔助會阻礙交際進行，因此培養駕馭語調能力也很重要。再者，跟述是措辭與語法練習，學習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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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語人士如何利用一些詞彙或句法結構表達特定概念。練習時學生應該把注意力放在講者的用詞

和句法結構上。跟述其實就是讓學生試著大量模仿練習英文的語調與發音，這是無法藉書面閱讀

習得的，唯有接觸大量語句之後才能慢慢體會出不同語氣、語調之間的區別。比起拿出文稿一句一

句由教師分析語言，視譯更重要的關鍵在於引導學生融入具體語境之中，掌握背景狀況和每位說

話者當下的表達，然後再以影片的前後脈絡理解每句話的意義與語調變化之間關係。 

    使用影片作出視譯後的配音則是讓學生學習跳脫原文的束縛，理解語言、轉換語言過程後之

後有流暢表現。視譯對於程度中等的學生來說，口譯時原文就在眼前，翻譯時非常容易受至於英語

原文，而被牽制（Agrifoglio, 2004），譯語常帶有翻譯腔。學生必須練習搬動句子順序，才能說出

合乎中文句式的譯語版本。為了讓同學練習翻譯，配音時讓學生以原音加入中文，譯者聲音蓋過原

文，這種視譯模式十分接近有(帶)稿口譯，這樣的訓練重點在讓譯者感受時間壓力，如果原音速度

真的過快，教師播放影片時會以一點五或兩倍慢速搭配讓學生練習配音。影片的配音提供學生語

境化練習，在學習中身歷其境地去體會中英文在情境脈絡下交際目的和人物心理狀態，打造情景

與語言交融的語境，方便學生學習中英文的口語表達。 

   本計畫除課室教師帶領學生練習之外，執行時以兩次小組任務之影片跟述以及配音完成之成

品發表。第一次期中考週之前，以教師選擇同一影片讓學生進行小組跟述配音，第二次則為期末

考週前，也以小組共同完成跟述配音，學生自行選片練習。兩次進行步驟皆相同：練習的順序

為：看英文影片建立背景資訊→同儕討論單字→無稿跟述→有稿跟述練習→用中文講出大意→翻

譯→配音。 

 

4. 教學設計與規劃 (Teaching Planning) 

本計畫的視譯教學設計在執行上包含：跟述練習、翻譯練習與配音影片發表。跟述的設計讓學

生試著邊聽邊唸，重複講者的說話內容，在聽與跟述過程中建立跟母語人士類似的語韻（prosody），

就內容而言也讓學生練習要精準聽懂字句並且熟悉句子用法；第二個步驟為翻譯，因為訊息需要

被理解後才能有意義，因此課堂中影片會確立學生聽懂意義，翻譯過程即讓學生主動記憶與理解、

建立意義，並利用各種已知背景知識與能力，努力將接收到的語音解碼組織成為中文。最後是配

音，這個過程幫助學生深刻體會兩種語言的表達技巧，因為影片每句話有固定的秒數長度，學生必

須考慮到語速與聲音表情差異，學習流程如下圖一所示，期中與期末各有成品展示。 

      本計畫認為影視文稿跟述加上配音的練習可以視為翻譯實務的練習，也能當作一般英文加

強學習用以提升英文能力。如果將大專口譯課之教學效益定位在於強化學習動機、提升學生聽說

技能，此活動設計可以扮演強化語言的功能。影視文本通常是人物的口語對話，比起會議講稿更生

動有趣，而且影視文稿通常以單句為翻譯單位，口語處理起來不致於難度太高，較能鼓勵原本自認

為英文不佳，轉換過程卡住，中文又常表達不通順的同學，不至於完全翻不出來而對口譯感到卻

步。 

 

圖一、視譯課程聽讀與翻譯技巧學習 

 
 

    下圖二的示意圖為教學規劃，說明課程的實質內容、並解釋課程執行的實務操作方法：跟述、

視譯(語言轉換)、與配音的教學，主要是提升學生上課的動機、增加英語學習的技巧。圖二左方是

以加強聽說的跟述練習，說明課堂學習的重點；中段說明要訓練的視譯轉換技巧與期中指定主題，

影視英
文輸入

無稿/

有稿跟述

字幕視譯

口語翻譯
中文配音

聽讀跟
述翻譯

英文語調與
流利度練習

閱讀理解

翻譯轉換技巧

文字重組
英翻中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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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方則說明實務操作與執行過程。 

 

圖二、視譯課融入跟述/配音以提升學習動機之教學設計 

 
5. 研究設計與執行方法 (Research Methodology) 

    考慮到跟述之後以配音形式呈現影片的活動設計，與一般口譯課或英語課程設計不同，因此

本研究第一個研究問題，讓學生與先前的學習經歷相較，比較上了一學期之後，對視譯課程的學習

動機是否能有所改善。本研究問題以問卷評量其對英語學習的動機是否有提升，筆者以 John M. 

Keller (1987)所提出的 ARCS 動機模式，即專注、相關、信心、滿足，在教學設計上導入跟述與配

音的資源與程序之後讓學生填答其問卷。專注（Attention）類別的題目，強調可以透過各種外在的

感官刺激、提出各式問題，或是變換呈現的媒體等，引起學習者的注意並持續保持興趣（Keller,1983; 

Keller, 1984），設計教學時應以激發學習者的好奇心作為開端（Naime-Diefenbach, 1991）。再者問

卷提出的類別為相關（Relevance），指的是學習的內容（Content）與學習者之間的相關程度。當學

習者相信其所學的內容有益於其本身時，學習的動機即會相對提昇。Keller 強調關聯是教學之各種

因素，影響個體是否有足夠的動機去學習，以及是否能維持注意力（Shellnut, Knowlton & Savage, 

1999）。第三是信心（Confidence）指學習者能否察覺自身能夠透過學習的行為、付出相當的努力，

進而完成任務，而產生信心，其次個體普遍具有享受挑戰並且樂於挑戰的慾望，故 Keller 主張在

教材和教學策略中，納入適當難度的挑戰， 以激發學習者之學習動機（Keller, 1979）。最後是滿足

（Satisfaction），係指當學習者使用新習得的知識或技能時，對於結果與期望間所產生之感受，包

含學習者對外在獎賞和內在需求滿足的期待（Keller,1983），如果獲得的學習成就與自己的期望一

致，且對於成就產生正向感受時，較可能繼續維持動機。上圖二的示意圖右方，即解釋課程執行的

操作方法，課程設計提升其學生專注力、增加課程與英語學習的相關性、並提升學的信心和滿足。  

    其次本研究另一個重點在於探討藉由跟述與配音的視譯課程對於聽與說的學習效果以及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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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學習效果在探討此設計是否能提升學生英文聽說能力；再者對於學習感受上，課程加入精心

設計但卻繁重的課業活動，探討經過一學期的實施，學生對於跟述配音課程的感受與態度。 

   針對學生的聽說能力，筆者收集期初與期末學生參與多益考試的聽力成績，加上學生互譯評分

表現，最後使用學生反思心得繳交檔案，分析實施後對學生聽說技巧使用的觀察。本學期期初、期

中與期末一併收集自評與同儕互評之跟述量表。量表改編自 Perng (2003)，將聲音（voice）、台風

（stage presence）、用語（language）、技巧（technique）、專業術語（terminology）、和精確度（accuracy）

等列入考量標準(參閱附件表一)；教師也收集自評與互評的配音(翻譯成品)量表，改編自劉敏華

(2008)與劉敏華(Min-Hua Liu)、張嘉倩(Chia-Chien Chang)、吳紹銓(Shao-Chuan Wu) (2008)，作為視

譯成果同儕互評以及教師評分的標準，針對忠實度與完整度(80%)、中文使用與表達技巧(20%)給

予分數以及意見。(參閱附件表二) 

 

6. 教學暨研究成果 (Teaching and Research Outcomes) 

(1) 教學過程與成果 

    本計畫以影視文稿視譯進一步啟發學生學習興趣。實務操作首先要求學生依照影片英文

原音做跟述錄製音檔，並由教師、業師與同儕討論發音語調等流利度並說明如何改善，之後

再請學生將英文字幕視譯為中文譯文；最後則由分組學生以中文配音錄製，並邀請業師講

評，按照此教學程序實施之後的教學成果，回答研究問題一：以跟述和配音活動作實作練

習，學習視譯的學習動機是否有所提升? 本研究施以 ARCS(Keller,1984)問卷在各項度皆以

6-8 個子題施予同學填答，之後統計各個向度的總值平均結果如下(表一)，除了信心稍低於

其他三項之外，統計也發現學生在各個向度的五分量表平均得分皆偏高，問卷統計出「注意

力」平均得分 4.43 (M= 4.43, SD= 0.60)，跟述和配音活動能確保他們在學習過程中保持積極

參與。「相關性」平均得分為 4.40 (M= 4.40, SD= 0.53)，顯示學生認為視譯所加入的活動與他

們的學習目標或個人興趣高度相關。「信心」的平均得分（3.84）相對較低(M= 3.84, SD= 

0.57)，學生感到課程具有挑戰性，但他們對於能否掌握內容的能力的自信心不足，學生普遍

對於口說的表現不太滿意，大多數表示基本上他們能以英文溝通，但缺乏能細緻區別並應用

各種溝通技巧的信心。「滿足感」得分為 4.24，顯示學生對課程整體滿意(M= 4.24, SD= 

0.53)，感到自己的努力得到了認可，教師以及同儕的積極反饋以及完成活動所帶來的成就

感，提升了學生繼續投入學習的動力。 

 

表一、ARCS動機問卷評分狀況 
ARCS 向度 五分量表之平均得分 相關問卷問題 

注意力 4.43 課程是否能吸引並保持學生的注意力？ 

相關性 4.40 課程內容是否與學生的興趣和目標相關？ 

信心 3.84 學生是否對達成課程目標有信心？ 

滿足感 4.24 學生是否對課程的學習經驗感到滿意？ 

 

    研究問題二探討學生聽、說是否有進步，成果顯示學生確實有進步(表二)。由多益的前

後測顯示，學生在期初時參加了第一次多益聽力考試，期末也參加了考第二次不同版本的多

益考試，筆者進行了配對樣本 t 檢定來比較前測和後測的分數。前測(M = 46.93, SD = 8.80) 

和後測(M = 52.93, SD = 10.41)之間的分數有顯著差異；t(29) = -4.64, p < .001。這些結果表示

跟述加上配音對提高聽力分數在統計上應有顯著效果。 

 

表二、期初與期末多益聽力考試比較 

統計數字 M SD t P 

前測 46.93 8.80   

後測 52.93 10.41 -4.6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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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001. 

    

    關於聽力與口說進步的原因，本研究採用質性分析方法分析學生的反思日記，由筆者與

一名助理討論以澄清研究的涵義、確定內容分析法的作法、分析標準及確認記錄的格式，選

取語言概念並標記出現的次數。聽力的進步究其原因，從分析學生的反思日記中得知，多名

學生提到因為整學期不斷練習需要即時模仿並重複聽到的語言，這有助於學生在聽力理解中

注意細節，提升對語音、語調和語速的敏感度(5 名學生提及)，加上在模仿語音和語調的過

程中，對於英語的節奏和發音，有更深的體認(3 名學生提及)。而跟述訓練之後的視譯有助

於強化記憶學習和語言理解，學生需要即時處理並並且轉換所聽到的句子，有助於對語言掌

握(3 名學生提及)。在學生心理上，跟述的重複聆聽和重複練習，降低了學生在聽力練習上

的焦慮(2 名學生提及)，因為接著要翻譯成中文，所以開始練習諸如預測和評估聽力情境的

能力(1 名學生提及)，從而提高聽力理解的效果。 

   進一步分析可以發現學生的學習若以期中、期末作為兩個階段，則大多數學生能藉由數

個月的練習發現自己的不足，70%在期中自述中提出自己的弱點與初步改進的方法；而期末

的反思報告發現學生檢討了自己的不足，80%提出往後更具體的改善計劃和學習策略。以下

是期中、期末筆者挑出一些代表性的同學關於「聽力」的反思： 

 

(期中)S15:「聽力一向是我認為我極需加強的部分，除了容易聽不清楚別人講什麼之外，我     

           也容易把字搞混，那在比較快的聽力及影片中就容易造成語意及理解上的搞混              

           及不清，我可能需要加強單字的廣度。」 

(期末)S:09「可以透過加強聽力的訓練以及發音的練習來改善這些問題，有空時多看一些       

           native speakers 的影片，習慣他們的語速，當然ㄧ開始的話也是先從放慢影                                        

           片的速度去聽，到後來再恢復正常的速度。」 

(期末)S22:「我應該多去找一些不同題材的材料來收聽或接觸，增廣見聞的同時也可以增強    

           自己的聽力，為將來的跟述打下更好的基礎。」 

   

以下是期中、期末筆者挑出一些代表性的同學關於「口說」的反思： 

(期中)S12:「我影片可能需要分段來練，有時候頭腦跟嘴巴會不一致，有時候會講的錯   

            亂。」 

(期中)S18: 「我覺得聽力口語有進步，至少比起之前，我知道句子結構要搞懂，然後再翻    

            譯才不會一直卡在單字。」 

(期中)S13：「跟述這段影片也讓我學會了如何在快速環境中抓取關鍵訊息，這對提升我的聽  

            力和口語表達能力有很大幫助。」 

(期末)S09：「在經過上課教材的訓練下，聽說進步的速度清楚可見，適當的壓力可以達到更   

           有效率的學習，我去考多益測驗有成效，平常自己講話感覺用字好一點。」  

(期末)S22：「我會利用錄音的方式找出自己的問題點並且改進到滿意，我們非母語者，口說  

           英文要唸得順暢是要長期練習的，就算不是在充滿英語的環境，多看英文相關            

           影片也有幫助，因為常常聽就會習慣。」 

(期末) S30:「一學期下來我認為視譯就是要不斷的熟讀文章，平時看美劇或是影片的時候   

           也可以跟著唸唸看看自己能不能跟得上影片的速度，挑一些影片練習。一方面  

           學會了一些單字另一方面同時讓自己的口說能力變好。」 

    另外，教師也要求學生互相搭配在期中與期末時對同一名同學評分，審視彼此的表現。

在描述統計分析上，發現同儕間互評的平均得分上期末比起期中成績，有顯著提升。根據數

據統計，期中同儕的平均總分為 88.50 分，而期末的平均總分為 91.50 分，顯示出學生認為

所評量的同學，這段時間內的表現有所改善。教師認為同學之間針對某些口語項目的練習，

特別是在發音、語速與節奏以及整體流利度方面的進步尤為顯著。多數同學都能仔細去聽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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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的內容才給評語，下列例子顯示同學能確切指出 Ear-Voice Span(EVS)與跟述之間的表

現。在進行同步口譯需要理解原文方能說出譯文，因此譯文產出比較原文存有時間差，此一

時間差稱為 EVS。跟述是讓同學進一步控制 EVS的練習方法之一，下列的例子說明同學能確

切掌握節奏的是說話的關鍵，並希望同學在長句上多下一些功夫: 

「基本上和影片裡的講者的語速和節奏是一樣的。但要注意長句不間斷的時候就會些許

跟不上。(影片 1:40)”I think that’s when I began to worry about what other people thought of 

me and started seeing myself in their eyes.”從 thought of me 開始會跟講者隔太大的時間差，

導致跟不上，單字不難的情況下我覺(他)要想辦法跟上。 

(2) 教師教學反思 

      根據教師的觀察與上述的統計整理數據，教師認為往後的視譯課程應更重視提升課程

對未來職場聽力口說的相關性，但應該注意拿捏挑戰性，在他們能做到的範圍下設計任務，

但不能打擊學生信心。根據 ARCS的分析報告，學生對課程的相關性評價較高，但信心得分

相對較低。若要提供具挑戰性的內容，需要同時提供更多支持和引導，幫助學生逐步建立自

信。另外，跟述和配音的結合在教學實踐中證明有效，學生聽力在統計上是有進步的，顯然

視譯課導入影片，不僅有助於提高學生的語言轉換能力，還能讓學生在具體情境中練習語調

和表達能力增強英文能力。 

 

(3) 學生學習回饋 

    期末時教師以問卷題目讓學生思考本門視譯課程與其他語言課程有何不同，以下為學生

作答情況：執行跟述配音的視譯任務時會仔細聆聽並深入思考其含義（平均分 4.54）、

「學生會主動尋找和跟述與配音內容相關的資料來理解背景和上下文（平均分 4.38）、學

生在準備視譯作業時會思考如何更好地表達和演繹角色或演講內容（平均分 4.50）、學生

認為完成跟述和配音任務所需的投入是值得的，因為它比其他作業更能提升英語能力（平均

分 4.38）。另外，也有學生提到在期末跟述和配音中非常努力地多次嘗試，與小組同學進

行練習，獲得翻譯時的最佳表現，是很值得投資的活動。另外也有學生提到在課堂上被點名

翻譯，雖緊張卻能夠好好地完成任務，感到非常愉快和滿意。這些反饋顯示了課程在提升學

生注意力、激發學習動機和提供有效學習方面頗具成效。同時，學生對於老師和業師的指導

與反饋也有高度的評價，課程內容的設計能夠滿足學生的學習需求並促進其英語能力進步。 

(二)建議與省思 Recommendations and Reflections 

    在一學期執行後筆者認為翻譯課程可以考慮增加更多互動性強的活動，學生的參與、加

上同儕之間、或與教師甚或業師間多次的互動，對於增強學生的動機非常有幫助。另外教師

應持續提供針對個人的反饋，根據學生的具體需求和表現，提供個別的建議和鼓勵、並且在

課程內容中適當增加一些挑戰任務，但須注意學生反應，例如選擇對同學來說能提升學習興

趣但具備一點難度的影片，獎勵下功夫深入練習的學生，激發學生的學習潛力，誘導學生往

下一階段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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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附件 (Appendix) 

表一、跟述評分表 

Voice 10%聲音   分數 10 9 8 7 6 5 4 3 2 1  

(control, enunciation, intonation, projection, assurance) 聲控、發聲法、語調、語性、語勁  

Stage Presence 10%台風 分數 10 9 8 7 6 5 4 3 2 1  

(manners, assurance)禮節、穩健度  

Language 10%用語 分數 10 9 8 7 6 5 4 3 2 1  

(intelligibility, fluency)清晰度、流暢度  

Technique 10%技巧 分數 10 9 8 7 6 5 4 3 21  

(pacing, abstraction)語速（用掉的時間必須少於播放時間）、概括性  

Terminology 10%術語 分數 10 9 8 7 6 5 4 3 2 1  

(language level, maintenance of register)用語層級、語域維持  

Accuracy 50%精確度 Score 分數（請依下面四個註記欄打總分）  

Sentence Patterns 共計 次 句型註記欄 扣分 

Wrong Choice of Words 共計 次 「用詞不當」註記欄扣分  

Inappropriate Grammar & Syntax 共計 次 「語法錯誤」註記欄扣分  

Omissions 共計 次 「漏譯」註記欄 扣分 

Distortions 共計 次 「曲解原意」註記欄 扣  分  

Overall Assessment 總體表現分數： 

( ) Pass 通過  ( ) Failure 不通過   

給同學的其他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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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視譯(翻譯)表現評分表 

  Mark  Total Note 

 

Fidelity & Completeness  80%    

Target Language Usage & 

Public Speaking Skills 

20%    

Marking Table Distinction: 70%+ Merit: 60%-69% Pass: 50%-59%  

Fail: 49% and bel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