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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2-中國文化大學教師教學創新暨教材研發獎勵成果報告書 

 

壹、 計畫名稱 

名稱：先聲奪人: 英文聽講輔助教材研發 

性質：教材研發 

 

貳、 實施課程、授課教師姓名 

課程：大一英文 

級數：B級 

授課教師：英文系張禮文 

 

參、 前言 

由於各大專院校對於英文畢業門檻的制定，大一英文不僅是全校一年級的必修科目，

本科亦承擔提升全校學生英文程度的重責大任，也因此持續維持相當程度的重要性。

依據「因材施教」的原則，本校大一英文採取分級授課，共分五級，各級有統一的教

材，期末考試採統一命題。雖然在同級、同教材、同考題的課程設計下，可以在期末

時幫助教師瞭解各級統一的學習與教學成果，但也由於教材的統一，無法顧及所有學

生的學習需求與興趣，可能因此導致學習意願的低落。所以，各班教師若期待跳脫統

一教材的框架，勢必需要依照各班學生特質來設計適性的教材，於授課時巧妙地結合

主要教材與補充教材，讓統一教材與補充教材得以左提右挈、魚水互幫，創造最大的

學習效益。 

 

本計畫嘗試設計適合大一英文 B 級學生之補充教材。根據本人在 1091 學期的觀察，

本屆學生在聽講方面的程度仍有待加強，因此 1092 本人企圖設計一套「先聲奪人」的

聽講教材，讓學生在 Fun 心玩英文的同時，也能夠增進英語說與聽的能力。 

 

本計畫另一個目標則是期望透過教材的研發，引導 I 世代的學生學習善用與巧用網路

科技，並適度引領學生「下線」、離開虛擬世界、回到真實人生，透過課程活動增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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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之間互動與實際面對面接觸的機會。本計畫將針對「聲音」設計各項活動─1) 以

戲劇教學法為基準，2) 以任務型教學法為導向─讓學生在進行不同任務的過程中，在

假設(as if)的情況裡去體驗學習的歷程，幫助學生在不同的模式/場域/情境中，進行口

說練習。 

 

肆、 計畫特色及具體內容 

計畫最大的特色，在於結合戲劇教學法(drama-based pedagogy)與任務型導向學習法

(task-based learning)，設計適合搭配大一英文 B 級讀本（Flow: 21st Century Strategic 

Reading 3）之輔助聽講教材。所欲開發之教材將配合課本內容，衍伸適合之課外補充

教材。教材的設計主要依據下列三項任務分項，概稱其為 3R： 

一、 Reader’s Theater: 讀者劇場 

二、 Radio Drama 廣播劇  

三、 Recitation Song in Music Video 歌「頌」錄影帶 

 

此三種教材內容雖以不同方式進行活動，但共通點在於三種教材皆欲藉戲劇引導學生

進入學習語言的過程與經驗。第一類為開發適合「讀者劇場」之英語劇本。依據

Flynn(2004)的定義，讀者劇場是「一個團體使用綵排的方式，以大聲的朗讀來表現一

個文本或是劇本，而非死記台詞」。其主要目的是讓學生反覆練習講述有劇情之

適當文本，協助學生以流暢、富感情的閱讀方式來對表達劇中張力。此外，

讀者劇場可有效增加學生的社會互動性，幫助害羞的學生透過與同儕一起朗

讀、合作的經驗，建立自信心與自我表達的能力。  

 

第二類教材為適合廣播劇的英語劇本。教材內容與讀者劇場非但相似亦可相

通，且兩者都須以團隊的模式完成、皆不需死背劇本、也不需道具及佈景製

作，而兩者的差別在於劇本的呈現方式。讀者劇場以聲音、面部表情與肢體

動作來展現，是適合在教室中進行的活動；廣播劇則是課後的活動，學生只

能透過聲音詮釋劇本。此任務可望有效提升學生對聲音的敏感度。另外，學

生可以藉此活動學習利用數位科技錄製、編輯廣播劇，將其對 3c 科技的熟稔

度轉換到該項課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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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類教材將英語歌曲當成媒介，讓學生製作個人的歌「頌」錄影帶 (music 

video)。本計畫考量到並非所有的學生都五音俱全具有歌唱天分，因此不硬性要

求學生用唱的，亦開放用頌的(唸誦歌詞)方式來錄製音樂錄影帶。本計畫讓學生

先聽再唱 /頌，除了瞭解歌詞第一層文字涵義和第二層蘊藏的文化內涵，更從模仿

原唱的咬字發音的過程裡，加強自我之發音、語調、連音、與消音的練習。  

 

伍、實施成效及影響（量化及質化，且說明是否達到申請時所期之學習目標與預期成

效） 

一、 預計實施流程： 

1. 三月：讀者劇場。 

2. 四月：廣播劇 

3. 五月：歌唱/頌錄影帶 

4. 六月第一周：同學欣賞廣播劇與音樂錄影帶，並由同學票選最佳音樂影片。 

5. 六月第二周：課堂舉行英文能力檢定後測 

6. 六月第三周：問卷 

     註：由於學校自5/14全面改為遠距教學，原訂的六月份計畫內容無法如期進行。僅 

          於六月第二周舉行期末考後，請同學在線上完成期末問卷。 

二、 量化結果 

1. 各項任務完成度： 

A. 第一個R (reader’s theater)：共十組，完成度 100% 

B. 第二個R (radio show)： 

a) 講義：完成度 100%---共十組，完成10份劇本講義 

b) 錄音：完成度 100% 

C. 第三個R (recitation/singing MV)： 

a) 講義：完成度 95.3%----共完成49份歌詞講義 

b) 影片：完成度 92.2% 

2. 由於原計畫欲比較「控制組」與「實驗組」在第一學期的英語能力檢測(前測)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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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學期的英語能力檢測(後測)兩項成績，但由於施作前測時兩班分配到不同之

考題，再加上遠距教學無法進行英語能力後測，因此目前僅就1091與1092兩班之

期中考與期末考成績，來作比較： 

 

 1091 期中考 1091 期末考 1092 期中考 1092 期末考 

控制組 74.2 73.6 70.4 67.1 

實驗組 67.6 68.4 69.3 67.6 

差距 -6.6 -5.2 -1.1 +0.5 

 

 

3. 問卷結果： 

問卷共20題封閉式問題(closed-ended questions)，1-5題有關第一個R；6-10有關第

二個R；11-15題有關第三個R；16-20題則是有關3R整體計畫。 

 

三、 量化結果討論 

1. 完成度：3R共分五項任務，每一項的完成度都達90%以上。師生共完成60份英語

講義，包含Word檔與PPT檔，內容則涵括英美影集和英文歌詞。 

2. 成績：本計畫之實驗組和控制組皆為大一英文B級學生，使用相同教材，由同一

教師授課，考題也一樣。控制組的作業有四種(兩種造句練習，兩種心得感想)，

都是個人作業、也都是透過文字來練習英語。實驗組則有五項挑戰(三種聲音表

演，兩項講義製作)，第一個R和第二個R是小組任務，第三個R讓學生自行決定

小組或個人。雖然無法比較英檢前後測成績，但從兩學期的大考平均成績相差值

比較，可看出實驗組的筆試成績，從1091的負6.6，進步到1092期末考的正0.5。 

3. 問卷：完成度是100%。採用Likert scale 1-5給分方式、於期末考結束之後進行。

問卷平均值為4，代表學生對於3R計畫抱予高度肯定。 

 

四、 質化結果討論 (教師觀察與學生反思) 

1. 讀者劇場：由教師設計美劇講義，於課堂介紹劇本內容。之後抽籤分組，各組課後

練習對話，並於課堂表演。共有十組，每組5分鐘，分兩周進行。每組表演皆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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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放置Teams檔案區供同學事後觀看自我表現。整體來說，可明顯看出各組在表演

前都有練習，對話流暢，且多數同學都有做到聲音表演(voice acting)。唯一的缺點

是戴著口罩到講台表演讀者劇場時，少數同學聲音過小。不過，因為學生是第一次

嘗試讀者劇場，可看出表演者與台下欣賞的同學，都抱著高度的興趣與專注力。同

學期末反思亦表示，這個活動可以訓練發音、咬字、聲調、以及台風，是個有趣的

挑戰。 

2. 廣播劇：維持讀者劇場的組別，教師的考量是可以繼續培養默契。但在活動的過程

中和期末的反思回饋，可看出兩大族群：一為組員非常配合，因此大家合作愉快，

也從講義製作中，學習蒐集整理文法與單字；從錄製廣播劇中，充分練習發音；從

團隊合作中，交到外系的朋友。另一族群則反映小組出現搭便車的狀況，在製作講

義和錄製廣播劇的過程中，都不是太認真。針對社會惰化問題，教師這邊最直接的

處理方式是同組不同分。每一位同學的分數是依其對講義與廣播劇的貢獻而定。與

讀者劇場相比，廣播劇的表現平平、不夠出色。 

3. 音樂錄影帶：製作期間剛好學校改為遠距教學，因此對於影片的內容，老師無特別

限制。同學製作完歌詞講義後，可選擇不同的元素放到影片中，但歌頌/唱的部份，

一定需要是本人。大部分學生選擇個人完成，因為在疫情期間小組成員若需彼此配

合，在溝通和分工合作過程難度會增加。錄影成品雖因疫情受限，但學生仍充分發

揮想像力，自彈自唱/頌、邊舞邊唱/頌、或是結合個人照片、個人旅遊影片、自畫

圖像等元素，剪接為完整又生動的音樂影片，令人耳目一新。 

 

陸、結論 

本計畫共完成六十份英語講義/教材。計畫中利用任務型導向學習的教學法，將三種輔助

聽力的活動融入於課程中。任務型導向學習法(簡稱 TB)是近年來備受國內外學者與教師

注意的一種教學法，亦被視為最適合 21 世紀的教學法之一。該教學法起源於溝通式語言

教學(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其基本精神包含「任務」與「溝通」─透過目標

清楚的任務指派，學生在群體團隊合作的經驗中，建立同儕之間的互動與溝通能力。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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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TB 是以具體的任務為學習動機、繼之以完成任務的過程為學習的過程、最後以展

現任務的成果為學習的成效。Jane Willis 於 A Framework for Task-Based Learning (1996) 

指出，在引用 TB 於實際課堂中時，教師提供學習者三大語言學習之基本要件：  

一、 接觸「真實語言」的機會（exposure to real language） 

二 、  將語言運用於真實情境的機會（opportunities for using language for real purposes） 

三 、  學習語言及使用該語言的動機（motivation to learn and to use the language） 

 

本計畫透過任務型導向學習法，引領學生藉聲音表情、音量大小、說話速度、節奏、語

調等練習，和腔調等不同聲音元素來表達不同的情緒，嘗試用聲音來演戲，感受戲劇之

情境張力與劇中不同立場角色之間的互動與關係，同時從劇本唸讀和歌曲唱頌中，進一

步瞭解英美語言結構與歷史文化。 

 

從學生的表現中(包含考試、講義製作、廣播劇製作、音樂影片製作等成品)判斷，本計

畫完成以下目標： 

 

1. 透過任務的進行與完成提升學生問題解決能力； 

2. 刺激學生對於基礎語言學習課程的興趣； 

3. 幫助學生透過影集及歌唱的途徑，更加了解英語國家之文化； 

4. 加強學生的聽力、以及對於英語咬字發音的掌控； 

5. 提升學生對於英語腔調、語調、與連音、消音的敏感度； 

6. 引發學生想像力與創造力； 

7. 透過閱讀劇本的角色扮演增加課程的趣味度，並協助學生了解語言在實際生活

使用的方式； 

8. 建立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與習慣； 

9. 培養學生溝通能力與社會化的能力； 

10. 建立學生對於數位製作(錄音與錄影)的瞭解、能力、與自信。 

 

 



附件 1 

 

7 

 

柒、執行計畫活動照片 

 

活 

動 

照 

片 

  

 讀者劇場 (第一組) 讀者劇場 (第八組) 

  

劇本講義製作 (PPT)  劇本講義製作 (Word)  

   

歌詞講義製作 歌詞講義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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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照 

片 

  

 音樂錄影帶 音樂錄影帶 

  

Teams 讀者劇場錄影 Teams 英美劇本講義 

 

 

期末反思 線上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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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附件   

樣本-1: 劇本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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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2：歌詞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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