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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創專業英語教材發展與評估之行動研究: 

結合語料導向學習與 TED Talks 

 

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問題意識--- 

 

    本研究計畫背景源自於筆者投入跨領域教學經歷，發現跨領域教學現場存在的第一道挑

戰--- 合適教材的缺乏。 

    筆者的研究興趣與教學專長為專業英語研究與職場英語教學，因此，敝校文創系主任委

託我支援開授「文創專業英語」課程。然而，雖然有不少學者致力於專業英語研究，大多投

身學術、商業、工程、醫護、觀光等領域，相較於這些研究文獻俯拾即是，文創專業英文目

前能找到相關研究文獻相對少許多 (Basturkmen, 2010)。 

    由於是第一次開授這樣的課程，為了讓授課內容符合學生的英語學習需求，並希望能藉

此培養學生未來進入職場的英語能力，筆者於開課前先進行文創英語需求分析，與文創系主

任、教師，討論當初安排此課程之初衷與期望，並訪問從事文創產業的專家，在該領域工作

上所需的英語能力要求。依其分析結果，設計課程內容、挑選教材。 

    然而在教學現場，筆者發現 3 大問題: 

一、市面上文創設計英語學習教材缺乏，在筆者分析過學習需求之後聚焦，筆者詢問國

內幾家出版或負責代理國外英語學習教材的出版社，是否有符合我的教學需求的教材推薦，

筆者只有找到 2-3 本相關教材，然考量我的教學重點，僅有一本英國出版的教材符合我的需

求，因此筆者遂採用為主教材。 

二、當初選擇這本作為主教材，主要考量這本的重點符合文創系老師希望學生能藉這門

課提升相關專業字彙，且此市售教材主題包羅廣泛，有各種基礎專業字彙，如:色彩學、工

具介紹，也有文創產業工作內容介紹，且每課份量配合授課時間，設定為兩頁篇幅，文章長

度為符合學生程度而簡化。然而即使這樣，筆者觀察到教課本時，同學興致缺缺，學習態度

消極，且在期末課程問卷調查時，表示從此教材上收穫不大。筆者認為可能為配合學生程度

而簡化文章難度，但也因此失去了文章的趣味。相對於筆者在 YouTube、TED Talks、設計

雜誌上找到的補充教材，筆者觀察到不像上主教材時死氣沉沉，同學反應較熱烈，且較專

注。然而學生表示這些含真實語料的教材頗難，筆者自己亦觀察到教這部份教材時，筆者須

提供鷹架活動，如此才能協助學生吸收。 

三、除了著墨於文創英語字彙，筆者教學的另一重點是簡報技巧的訓練，雖然課堂上筆

者會介紹簡報結構，然後舉幾個簡報範例，分析演講稿結構，可是等期末每位同學上台做英

語簡報時，筆者發現大部份學生對於如何清楚地說明自己的設計理念、如何做個吸引人的簡

報，還是似懂非懂，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因此筆者覺得應該直接以設計、文創相關主題的

成功演講範例為教材，這樣可加強學生的具體概念。 

筆者在教學現場發現的問題，其實呼應了專業英語文獻的研究結果。學者指出市面上的

專業英語教材常難以顧全學習需求，使得教師須自行編纂適合自己學生的教材 (Basturkmen 

and Bocanegra-Valle, 2018; Marjanovikj-Apostolovski, 2019; Trisyanti, 2009)，因為許多教材編

寫者常僅憑自身的經驗或直覺，決定教材內容，編寫教材 (Anthony, 2018; Tomlinson, 

2011)。 

因此，綜合筆者於教學現場觀察到的問題、學生對於課程內容的回饋，以及專業英語文

獻的研究發現，在 110 學年度，筆者以 TED 上關於文化、設計、創意、行銷、全球議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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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為主要學習教材，教授並分析英語簡報的內容技巧，希望藉此可讓學生對如何做令人印

象深刻的簡報，能有更具體的概念。以 TED Talks 為主要教學教材理由如下: TED 的 D 指的

就是設計(Design)，因此網站上有不少與設計有關的演講。而 TED Talks 就如它的宗旨一

般，演講內容充滿啟發、發人深省，最為人稱道的就是講者的演講技巧，足以當學習簡報技

巧的範例。此外，有學者比較 TED Talks 英語簡報裡的用字與學術字彙表、學術口語字表，

發現有 90%的詞彙重覆。因此如果筆者以 TED Talks 為教材，亦可幫助學生理解大學課堂中

的專業英語授課 (Liu & Chen, 2019 ; Wingrove, 2017)。 

此外，為避免教材內容流於主觀，筆者採用語料導向學習法 (data-driven learning)，利

用語料庫分析 TED Talks 講稿用字與句型，選出高頻率專業領域單字，與連結演講內容的常

用句型結構來教學，並針對演講內容，設計問題討論，讓學生練習口語能力，應用學到的單

字句型，以加深印象。 

    筆者採用行動研究方法，依據之前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所做的需求分析、課堂觀察、教學

省思，設計文創專業英語課程上課教材，再加上學生的回應，修正課堂活動，希望經由這樣

調查並實踐後的教學研究成果，除了可以產出符合敝校文創系學生英語學習需求的教材外，

也可以供其他學校文創與設計學院選擇教材的參考。 

 

研究目的--- 

 

    本行動研究的主題主要為教材研發與學生學習成效促進。研究的目的有三，一是配合我

國產業創新的需求，筆者欲藉此教學實踐研究，以 Hutchinson 和 Waters (2009)所提的以學習

者為中心的專業英語課程設計理論為經，以 Tomlinson (2011)的英語教材編纂原則為緯，搭

配開放資源 TED Talks，開發更符合學生英語學習需求、能提升學生英語簡報技巧之文創設

計英語教材。二、藉語料庫為工具，以語料導向學習為方法，分析 TED Talks 演講逐字稿，

歸納出文創設計領域高頻率使用之詞彙與句型，幫助學生更有效地提升專業所需英語字彙。

三、筆者亦藉由學生英語簡報前、後測表現，檢驗搭配 TED Talks 與語料導向學習法設計的

文創專業英語教材是否能有效提升學習者的英語簡報能力。 

 

貳、文獻探討 
 

    以下文獻探討首先介紹專業英語課程設計理論與專業英語教材設計原則，再來探討文創

專業英語目前研究結果，接著探討 TED Talks 做為學習教材的適當性、語料導向學習應用於

教材設計的發展，以做為此研究之理論基礎。 

 

專業英語課程理論模式介紹--- 

 

    Hutchinson 與 Waters (2009)兩學者針對專業英文課程設計，曾提出一個以學習者為中心

的課程設計理論架構。他們建議課程設計者首先須了解上課的學習者是誰，然後進行需求分

析。需求分析的重點有二:一是分析學習者的學習狀況，如:英語學習態度、想加強的英語技

能、目前的英語程度、還有學習環境的狀況與侷限。二是分析學習者於專業領域的英文使用

情況，包含在甚麼樣的情境需使用到英文、須展現聽說讀寫那些英語技能?分析之後，再依

此為據，以專業領域的英文需求為本，輔以學習者的學習需求，設計課程內容與上課教材。

課程進行中，不時檢驗學習成效，看是否能滿足學習者的需求。Hutchinson 與 Waters (2009)

指出此課程設計的架構不是單向的線性過程，而是動態的流程。因此學習者的學習狀況與英

文使用情況，會因時因地而變化。兩學者強調課程設計者需有內建回饋機制，隨時反思、調

整上課內容與教材，以隨時反映其變化。 

 

專業英語教材設計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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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以上專業課程理論模式介紹，上課教材設計在課程建構上扮演重要的一環，一份能符

合學習者英語學習需求，又能反應專業領域的英文使用情況的教材，是成功的課程設計不可

或缺的。以下介紹 Tomlinson (2011)根據語言學習理論與教學理論，提出的英語教材編纂原

則，筆者將做為本研究選擇、編纂教材之圭臬。 

 

理論

依據 

理論 編寫原則 (Tomlinson, 2011, p. 87-97) 

學習

理論 

一、語言學習的先決條件是提供

學習者一個豐富且有意義的目標

語環境。 

一、教材要能提供學習者豐富且有

意義的語料。因此，教材要盡可能

提供真實使用的英語，並提供語

境，如此才能讓學習者學習後應用

在實際情況。 

二、較正向的學習經驗通常較能

促成成功的語言學習結果。 

二、教材裡的學習任務要讓學習者

感到有趣，且有關聯到學習本身，

這樣較容易導致正向的學習經驗，

且不可過易或過難，過易的學習任

務會讓學習者感到無聊，而過難的

學習任務會使學習者提早放棄學

習。 

三、藉著注意到輸入語料中顯而

易見的部份，能讓學習者學習效

果更好。 

三、教材裡的學習任務可設計讓學

習者自行發現要教授的重點，這樣

可讓學習效果較持久。 

四、語言學習需要給學習者機會

去使用語言，以達到溝通目的。 

四、教材裡的學習任務要盡量提供

機會使用正在學習的語言，而且確

保學習者使用語言來溝通，而不只

是用來練習某個正在學的特定語言

元素。 

教學

理論 

五、教學內容與方法須與教學目

標一致，且必須能符合學習者需

求與學習渴望。 

五、編寫教材前先做學習者需求分

析; 教材最終目標是幫助學習者提升

溝通能力。 

六、教學不僅僅只是幫助學習者

學到要教的內容，還要能助其語

言發展。 

六、教材裡的學習任務不應僅僅只

是為了練習語言形式與語言功能而

設計，也應提供機會，讓學習運用

學習內容而表達想法; 而且教材也應

提供機會，讓教師能提供建設性回

饋，衡量學習者學習成果。 

七、教學應要能提供學習者學習

機會，使其課程結束後，英語能

力提升以外，人格更加成熟、更

具批判思考能力、更有創意、更

能與他人合作，也更有自信。 

七、教材內容應該是要跨領域的，

與其他學科結合，不是僅僅只侷限

在語言學習 

八、教師須能夠依學習者的需

求、渴望與學習風格，調整並量

身訂做學習教材。 

八、教材編寫者可在教師資源手冊

裡，提供依不同需求、學習風格設

計的教學活動，讓教師能有彈性選

擇合適的課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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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創專業英語課程相關研究--- 

 

在執行 108 學年度計畫時，筆者發現文創與設計專業英語研究較少學者探討，目前能引

用文獻有限。找到的文獻主要著重在課程設計，相關教材研發與成效驗證之研究仍付之闕

如。 

Basturkmen(2010)以紐西蘭一所大學裡藝術與設計學院的視覺藝術課為例，說明該授課

教師如何設計專業英語課程。這門課的開課背景是授課教師發現選修學生並無相關工作經

驗，且不少是國際學生，英語並非是他們的母語，由於是第一次接觸到這樣的課程，這些學

生專業知識不足，且不熟悉教科書上的文體，也因此在報告書寫上遭遇巨大的難題。為了解

決這樣的問題，授課教師決定與設計專業老師一同開課，專業課程內容主要是各藝術與設計

學派的介紹，英語課程則是加強學術英文寫作的技能，原因是這些學生期末得面臨繳交小論

文的壓力。為了幫助學生撰寫小論文，授課教師把授課重點擺在如何用英文解釋各學派，並

如何分析各學派間的異同。Basturkmen(2010)指出這樣的課程要成功，英語教師需與專業科

目教師合作教學，且仔細地觀察學生不足之處，以此為授課重點，方能切合學生學習需求。 

 

TED Talks 做為學習教材的適當性--- 

 

    TED 是三個英文單字的縮寫--- 科技(Technology)、娛樂(Entertainment) 與設計

(Design)。最早成立時，邀請的演講以這三大主題為主，隨著它影響力日漸茁壯，現今演講

主要分為六個主題，除了原來的三個以外，又加入了商業、科學、全球議題三大主題。它的

成立宗旨為「散播值得散播的想法」。如同它的宗旨，TED 機構邀請全世界有影響力的人，

如:政治人物、科學家、名流、建築師、學者等，與大家分享他們的觀點、研究結果或心

得。 

    為了讓這些值得散播的想法散播的更遠、讓更多人受到啟發，該機構將這些演講放在官

方網站 (Ted.com)上，讓大家免費觀看，還可下載、分享影片。至今官方網站上已有超過

3600 部演講。此外，還附上演講逐字稿。為了讓更多非英語為母語人士也能被啟發，演講

逐字稿已有多國語言翻譯。 

    由於議題與時俱進、內容具有啟發性、語言為真實語料，還附有影片、演講逐字稿等開

放資源，許多英語教師把它當成語言學習教材，應用在班上。由於演講內容常引用學術研究

結果，許多教師將 TED Talks 作為學術聽力教材 (Coxhead & Walls. 2012; Takaesu, 2013)、學

術閱讀教材 (National Geographic Learning, 2017; Stephenson, Dummett & Lansford, 2015-

2016)。也由於 TED 講者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簡報技巧拿捏得宜，也有教師運用 TED 在英

語簡報訓練課上 (Floyd & Jeschull, 2012)。因為在官網上可獲得演講逐字稿，也有學者將所

有逐字稿下載，編纂一個 TED 英語簡報語料庫，讓學習者檢索做英語簡報時的詞彙使用、

詞語搭配，甚至可搭配演講影片，觀看詞彙如何使用在上下文的多媒體語境。 (Hasebe, 

2015; Nurmukhamedov, 2017) 

    由於 TED Talks 被許多教師作為學術英語教材，也有學者檢驗 TED Talks 作為英語學習

教材的適用性，如 Liu 和 Chen (2019)、Wingrove (2017)透過語料庫分析，比較 TED Talks 英

語簡報裡的用字與學術口語字表 (Academic Spoken Word List)、英國國家語料庫字表 

(British National Corpus)、美國當代英語語料庫字表 (Corpu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English)，發現學術口語字表對 TED Talks 有 90%的詞彙覆蓋率，這表示透過 TED Talks 學英

文，確實對學生理解大學課堂中的專業英語授課有幫助，且學生也可從 TED Talks 中學到高

頻率出現的專業英語口語字彙，對理解與發表學術英語簡報有很大的助益。不過，Wingrove 

(2017)提醒 TED Talks 講者語速平均比學術演講語料庫裡的講者語速來的快，因此教師可教

授一些聽力策略，如: 做筆記、英語簡報裡的語氣承接、轉折詞，協助學生理解 TED 

Talks，或者教授學術口語字表，讓學生有足夠的學術字彙，理解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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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料導向學習--- 

 

    以上筆者所舉的文獻，如: Hasebe (2015), Liu 和 Chen (2019), Nurmukhamedov (2017), 

Wingrove (2017)，正反映出專業英語教材研發的趨勢。由於語料庫研究的興起，許多學者建

議專業英語教師利用語料庫的分析，找出各專業領域的特殊用字、用法、文體，依此為本，

研發專業英語教材 (Anthony, 2018; Flowerdew, 2002; Johns, 1991; Leech, 1997; Romer, 2010)。

這樣根據語料庫分析而設計的教學叫做「語料導向學習」或「資料驅動學習」(data-driven 

learning)。 

    教師透過語料庫分析而設計的教學、教材，最主要的優點是呈現客觀的、科學的資料，

而反映出語言的真實使用情況給學習者 (Anthony, 2018)。這點在編寫專業英語教材時尤其重

要，因為語料庫可以呈現詞彙使用的上下文，而專業英語教材應反應專業領域的語用情況，

如此才能培養學習者在該領域的溝通能力。 

    目前因語料導向學習這股趨勢，針對特定目的選字的專業英語字彙表也如雨後春筍般地

冒出。最常為人引用的有 Coxhead (2000)的學術英語字彙表 (Academic Word List)，旨在介

紹學術領域上常見、廣為使用的字彙。而後 Gardner 和 Davies (2013)再根據 Coxhead 的

AWL 增修新的學術英語字彙表。其他的還有從工程領域教科書選擇的工程英語字彙表 (Hsu, 

2014; Mudraya, 2006; Ward, 2009; Watson-Todd, 2017)、環境科學英語字彙表 (Liu and Han, 

2015)、醫護英語字彙表 (Yang, 2015)、醫藥英語字彙表 (Hsu, 2013)、飛行員科學知識英語

字彙表 (Coxhead & Hirsh, 2007) 

 

    透過以上文獻探討，專業英語教學成功與否，專業英語教材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然

而，如筆者前面所述，文創專業英語研究目前在專業英語研究中，仍較少學者投入，遑論文

創專業英語教材發展相關文獻，因此筆者藉此研究計畫，依據 Tomlinson (2011)的英語教材

編纂原則，藉由語料導向學習法，搭配 TED Talks，開發文創專業英語教材，以提升文創系

學生的英語簡報能力，並分析 TED Talks 演講逐字稿，編纂文創專業字彙表，幫助學生提升

相關字彙。 

 

參、研究問題 
 

    本教學實踐研究目的有三，一、搭配開放資源 TED Talks，開發更符合文創系學生英語

學習需求、能提升學生英語簡報技巧之文創設計英語教材。二、藉語料庫為工具，以語料導

向學習為方法，分析課堂中學習的 TED Talks 演講逐字稿，歸納出這些文創設計主題演講中

高頻率使用之詞彙與句型，幫助學生更有效地提升專業所需英語字彙。三、藉由學生英語簡

報前、後測表現，檢驗搭配 TED Talks 與語料導向學習法設計的文創專業英語教材是否能有

效提升學習者的英語簡報能力。根據這樣的目的，本研究欲回答 3 個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一、學生對於搭配 TED Talks 與語料導向學習法設計的文創專業英語教材的看

法為何? 

    研究問題二、透過語料庫分析，課堂中學習的 TED 文創設計主題演講中高頻率常用詞

彙與句型為何? 

    研究問題三、這樣的文創專業英語教材是否能提升學生的英語簡報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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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設計與方法 
 

研究對象--- 

 

    參與本研究的對象是本校文化創意設計系大二至大四學生，共 33 人。由於本科系草創

階段，欲吸引有創意的人才加入，因此在甄選入學時，並未如其他設計科系加考術科。因此

大部份同學是普通高中畢業，僅因對設計有興趣而選讀此系，之前並無設計或美工專業訓

練。 

關於英語能力，受訪的系主任表示，在申請就讀該系時，已有要求申請者具備英檢中級

能力。然而，有一小部分同學透過寒假轉學考方式申請入學，這些同學的英語能力就沒有要

求，因此筆者預設此課程英語程度從初級到中高級皆有，大部份同學具有英檢中級程度。為

了三角驗證(triangulation)，開學第一週上課，筆者請修課同學自評自己的英文程度。針對字

彙、聽講、讀寫 3 能力，0-10 分，各給這 3 項能力打分數，並請同學提供當年申請入學時的

學測或指考英文成績，以及考過的英語能力檢定考試成績，讓筆者能參酌，調整上課內容與

進度。由學生提供的英檢成績驗證筆者的假設，參與本研究的學生英語程度涵蓋初級到中高

級，大部份學生具有英檢中級程度。 

 

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研究工具包含 TED Talks 挑選標準表、募資競賽英語簡報評分尺規、教材評估

問卷、訪談、教師省思札記、語料庫分析軟體。 

    一、TED Talks 挑選標準表(附件一): 為了幫助學生挑選合適影片，在班上分享、教學，

也藉這個挑選、教學機會，讓同學自己注意到英語簡報結構、重點，如此可強化學生學習 

(Tomlinson, 2011)。 

    二、英語簡報評分尺規(附件二): 筆者依課程授課重點，分為內容、語言表達、視覺呈

現、時間掌控四部份，設計評分尺規。尺規為 5 點量表形式(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

意、非常不同意)，將用於評量學生學期一開始與學期末所作的英語簡報，介紹個人設計作

品。此外，筆者最後增加募資金額一欄，以增加此任務的真實性與趣味性。 

    三、教材評估問卷(附件三): 此問卷依 Tomlinson (2011)所建議的英語教材編纂八大原則

設計，調查問卷為 5 點量表形式(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並有開放

式問題，供學生填寫文字描述或建議。問卷於最後一堂課發給學生填寫。 

    四、訪談: 訪談分為兩部份。首先、筆者訪談簡報評審委員，由文創系專業課程教師與

英語教師構成，訪談的目的為了解學生簡報表現的優、缺點、該加強的部份。此外，第二學

期結束時，筆者也隨機訪談 6 位修課學生。訪談目的為了解她們對這門課的授課內容與教學

活動上的想法。他們覺得受益最多的是哪個部份? 是否有哪個主題希望筆者多著墨? 上課進

行的教學活動是否有幫助他們該如何以英文清楚地解釋自己的創作理念與設計作品? 訪談全

程錄音，之後轉譯為謄錄稿，以茲分析。 

    五、教師省思札記: 教師省思札記的內容是筆者於課後根據課堂教學與學生互動情形所

撰寫的教學省思札記，以及所構思的教學策略。 

    六、語料庫分析軟體: 筆者將採用WordSmith、Sketch Engine、 AntWordProfiler version 

1.4.1(Anthony, 2014) 與AntConc Version 3.5.8 (Anthony, 2019) 詞彙分析軟體，來分析TED 

Talks語料庫，以及學生的簡報逐字稿，以探討語料庫常用字及簡報逐字稿字彙涵蓋量。 

 

研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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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研究為了解決現行教科書無法引起學生學習動機、無法滿足學生想提升英語口語能力

的需求，以及學生仍舊對於如何做個令人印象深刻的簡報捉不到方向，以 Tomlinson (2011)

的英語教材編纂原則為依據，選擇 TED Talks 為教學素材，透過語料導向學習法，採用行動

研究方法，由教師擔任研究者。 

    筆者於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和第 2 學期各進行一次行動研究循環。在 110 學年度第一學

期的研究循環中，筆者就文創設計為主題，收集相關 TED Talks 簡報，並下載簡報逐字稿，

再與文創系老師、文創產業工作者討論，選出適合的影片。第 2 學期期初第二個循環開始時

執行計畫，同時仍持續地觀察、評估、檢討和調整教學策略。期末時，進行「教材評估問卷

調查」，並比較前、後測的英語簡報表現，評估教材的成效。再搭配評審委員、學生個別訪

談，以獲取學生的英語簡報能力、教材學習成效之回饋意見。 

 

資料處理與分析--- 

 

此研究資料有量化與質性資料兩種。量化資料有個人英語簡報的前後測成績、TED 

Talks 挑選標準計算、教材評估問卷調查，與 TED Talks 用字難易度語料庫分析。筆者將以

成對樣本 t 檢定(paired-sample t-test)分析比較前後測英語簡報成績，以及敘述性統計方法報

告其他的資料。 

質性資料，有訪談謄錄稿、學生前後測英語簡報講稿、教師省思札記，以及學生於教材

評估問卷中寫下的回饋意見等。學生的前後測英語簡報講稿將被用來比較其內容完整性。 

省思札記以單次分析和整體分析兩種方式進行，單次分析是第二學期每次上完課後，所

做的觀察和省思紀錄分析，作為調整後續教材的參考依據。除了單次的省思紀錄分析之外，

另有學期末的整體省思紀錄分析，為進行質性資料分析時之三角檢定，整體省思紀錄連同其

他來源的資料，包括訪談謄錄稿和學生的回饋意見，採取一系列的步驟進行內容分析。首

先，經由重複閱讀紙本資料、開放編碼、交互參照與比對各項資料後，建立一套初步的分類

系統以界定主題和次主題，並根據分類系統一一將已初步編碼的資料作進一步分析、歸納和

統整，再檢視分類系統並進行調整，以確認能清楚地、完整地、且有條理地呈現資料。 

 

伍、教學暨研究成果 

 

課程授課重點 

 

    本課程透過需求分析，歸納出以下授課重點: 專業英語詞彙提升、簡報技巧訓練，尤其

著重在描述能力的訓練。當初開設此課程的目的有以下幾點。一、希望同學提升設計領域英

語詞彙量，以利他們日後閱讀設計相關英語文獻與雜誌。二、希望透過這門課的訓練，同學

能以英文流利地介紹自己的設計理念與作品，並培養日後同學參與國際設計大賽的英語溝通

能力。原本 108 學年度執行計畫時，筆者規劃兩者並重，然而後來從學生的教學回饋與訪談

中，發現學生希望我能以訓練英語簡報能力當為主要重點，能花更多的時間著墨，專業英語

字會遂成為次要重點。以下表格將呈現原來課程內容與修改後的比較。 

 

課程內容簡述 

 

一、教學科目: 文創專業英語 

二、課程說明: 學生須修畢大一英文，才可以選修此課程，為大二進階英文選修課之一 

三、授課對象: 文創系大二至大四學生，共 33 人 

四、授課教材: TED Talks on Design，及筆者自製補充教材 

五、課程內容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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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課程大綱修訂前、後比較 

週次 
原上課進度 (108 學年度) 修改後上課進度 (110 學年度) 

主教材: Career Path: Art & Design 主教材: TED Talks on Design 

1 
i. 課程內容與成績考核方式說明 

ii. 專業英語字彙前測 

i. 課程內容與成績考核方式說明 

ii. 學生填寫英語自評問卷 

2 
i. 學習形狀相關字彙 

ii. 討論甚麼是文化? 

i. 介紹 TED Talks 網站資源 

ii. 玩英語桌遊遊戲 (目的:藉遊戲

競賽讓同學開口說英語) 

3 
i. 學習光線相關字彙 

ii. 討論甚麼是台灣文化? 
成功的英語簡報三要素 

4 
i. 學習色彩相關字彙 

ii. 討論甚麼是基隆在地文化? 

i. 學習如何一開口就抓住觀眾的

心的技巧 

ii. 以 2 則 TED Talks 為例，分析

講者開場的技巧，並學習相關

句型 

5 
i. 學習位置相關字彙 

ii. 討論甚麼是海洋文化? 

i. 同學選擇 1 則 TED Talk，分析

講者開場的技巧，並教導英文

生字 

ii. 同學演練 

6 
i. 學習藝術風格相關字彙 

ii. 八斗子觀光需求定義 

i. 學習如何清楚呈現簡報重點 

ii. 以 2 則 TED Talks 為例，分析

講者如何呈現簡報重點，並學

習承接詞 

7 
i. 學習設計工具相關字彙 

ii. 八斗子創意發想 

i. 同學選擇 1 則 TED Talk，分析

講者如何呈現簡報重點，並教

導英文生字 

ii. 同學演練 

8 
i. 繼續學習設計工具相關字彙 

ii. 八斗子海報設計 

i. 學習投影片呈現技巧，以清楚

呈現簡報重點 

ii. 以 2 則 TED Talks 為例，分析

講者的視覺輔助設計 

9 
小組上台用英文介紹自己的海報 

+ 講評 

i. 同學選擇 1 則 TED Talk，分析

講者的視覺輔助設計，並教導

英文生字 

ii. 同學演練 

10 

觀賞電影「亞洲瘋狂富豪」/ 請同

學觀察這部電影怎麼呈現亞洲文

化 

以 2 則 TED Talks 為例，分析講

者如何呈現他的設計理念，並學

習相關表達方法 

11 
i. 學習數位設計相關字彙 

ii. 電影觀後討論 

設計理念案例剖析與翻譯習作--- 

聶永真 “WHO can help?” / 星宇

航空 

12 

i. 繼續學習數位設計相關字彙 

ii. 如何做場出色的簡報--- 如何組

織思緒 

i. 學習如何來個令觀眾意猶未盡

的結尾 

ii. 以 2 則 TED Talks 為例，分析

講者如何結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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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i. 學習設計動作相關字彙 

ii. 如何讓大家都聽你的--- 開場白 

i. 同學選擇 1 則 TED Talk，分析

講者結尾的技巧，並教導英文

生字 

ii. 同學演練 

14 
i. 繼續學習設計動作相關字彙 

ii. 如何讓大家意猶未盡--- 結尾 

i. 簡報中的非語言溝通 

ii. 以 2 則 TED Talks 為例，分析

講者的身體語言 

15 

i. 學習繪圖相關字彙 

ii. 如何做場出色的簡報--- 身體語

言 

i. 同學選擇 1 則 TED Talk，分析

講者的身體語言，並教導英文

生字 

ii. 同學演練 

16 

i. 學習應用美術相關字彙 

ii. 專業英語字彙後測 

iii. 期末報告討論 

i. 如何回答難纏的問題 

ii. 同學演練 

iii. 期末報告討論 

17 期末報告(第一輪) 期末募資競賽(第一輪) 

18 期末報告(第二輪) 期末募資競賽(第二輪) 

 

評量方式: 

1. 出席率 + 課堂參與  20% 

2. 小考  20% 

3. 個人口頭報告  10% 

4. 期中海報設計 + 說明 (小組)  

25% 

5. 期末作品展演 (個人)  25% 

評量方式: 

1. 出席率 + 課堂參與  20% 

2. 小考  20% 

3. 翻譯作業  10% 

4. TED Talks 英語教學與評析 (小

組)  20% 

5. 期末作品展演: 募資競賽 (個

人)  30% 

 

在這學期當中，我們總共選用了 13 部 TED talks 當學習教材，它們依序為: 

主題一、如何一開口就抓住觀眾的心 

    1. Forget shopping: Soon you’ll download your clothes 

2. The new reality of fashion is digital 

3. An underwater art museum teeming with life 

主題二、如何清楚呈現簡報重點 

4. Mind-blowing stage sculptures that fuse music and technology 

5. What if 3D printing was 100x faster 

6. Buildings that blend nature and city 

7. Ink made of air pollution 

主題三、如何來個令觀眾意猶未盡的結尾 

8. Design for all 5 senses 

9. I listen to color 

10. Fashion that celebrates African strength and spirit 

主題四、如何善用身體語言 

11. Happy Maps 

12. Your body language may shape who you are 

13. How I’m using LEGO to teach Arab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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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圖 1. 文創專業英語課程設計 

 

    以下教學暨研究成果將依三個研究問題詳述如下: 

    研究問題一、學生對於搭配 TED Talks 與語料導向學習法設計的文創專業英語教材的看

法為何? 

    本研究於學期末，請上課學生填寫線上問卷，以調查學生對上課教材的看法，並選擇 6

位學生，作焦點訪談，問卷與訪談結果再搭配筆者每週下課後所寫的教學反思紀錄，以為對

照、補充。 

    問卷結果顯示學生對於 TED talks 作為文創專業英語教材的滿意度高達 9.26 分(滿分為

10 分)。當被問到課堂上看的 TED talks 是否對同學設計作品帶來啟發，學生的認同度為

7.78 分(滿分為 10 分)。因為不管是筆者挑選的範本，或者是同學報告的演講，內容都是在

設計界鼎鼎大名的設計師累積畢生的智慧分享，或是初出茅廬的設計師新秀，分享最新的設

計觀點。這點符合 Tomlinson (2011)所提的英語教材編纂原則「教材內容應該是要跨領域

的，與其他學科結合，不是僅僅只侷限在語言學習」。 

    此外，學生覺得課堂上學習的 TED talks 非常有趣，認同度為 8.65 分(滿分為 10 分)。不

過，由於 TED talks 的主要宗旨是傳遞新知，因此在演講選詞的難度，與內容的深度、廣

度，再加上講者來自五湖四海，每位講者說英語的腔調殊異，因此填寫問卷的 23 位學生，

只有 8 位覺得上課的演講內容難易適中，其餘皆覺得教材內容偏難。最多學生反應講者演講

語速過快，以及口音與平常上課習慣的美式英語不同，因此需要字幕輔助學習。其次挑戰為

單元主題 
課程實施步驟 

評量方式 

 

教學方法 

 

 英語簡報三要素 

 如何一開口就抓住觀眾的心 

 如何清楚呈現簡報重點 (內容) 

 如何清楚呈現簡報重點 (視覺輔

助設計) 

 設計理念案例剖析與習作 

 如何來個令觀眾意猶未盡的結尾 

 簡報中的非語言溝通 

 如何回答難纏的問題 

 1-10  分鐘  英語口語暖身練習 

 11-50 分鐘  英語簡報結構與語言教學 

 51-60 分鐘  觀看一則 TED 演講，與學生

討論講者簡報技巧 

 61-80 分鐘  從 TED 演講學文創專業英語 

 80-100 分鐘 抽同學上台演練該堂講授之簡

報技巧 

 

 形成性評量  

(課堂演練、學生上台教 TED Talks) 

 總結性評量 (期末募資競賽) 

 以學生為中心 

 PPP---  

呈現 (Present) 

練習 (Practice) 

產出 (Produce) 

 任務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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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彙量不足，演講裡有許多學生尚未學過的生字。這點符合 Tomlinson (2011)所提的英語教

材編纂原則「教材要能提供學習者豐富且有意義的語料。因此，教材要盡可能提供真實使用

的英語，並提供語境，如此才能讓學習者學習後應用在實際情況。」 

    最後，針對課程滿意度，學生認同這門課的教材取材與上課方式，有符合期望，為 8.3

分(滿分為 10 分)。若與 108 學年度筆者執行「文創專業英語課程設計之行動研究」計畫時

所作的問卷調查相比，當時學生給予 7.41 的滿意度，有小幅提升。這兩學期最主要的差別

為上課教材，因此對照前面提及以 TED Talks 作為上課教材，學生的高滿意度，可同樣支持

學生對於搭配 TED Talks 與語料導向學習法設計的文創專業英語教材持正面看法。而學校的

教學評鑑成績亦獲得相同結果，這學期的文創專業英語課程平均得 4.25 分(滿分為 5 分)，與

筆者 108 學年度的成績 4.14 分、109 學年度的 4.17 分，一樣顯示小幅提升。 

    學期末筆者與 6 位學生的焦點訪談，學生表示期中考後因疫情，課程改採遠距教學，課

程內容的互動與吸收，不如實體授課，這可能因此對課程的期望與滿意度造成影響。以下引

用學生在訪談中與學校教學評鑑給予筆者的回饋，作為補充: 

 

1) “在上課的過程中能感受到老師備課非常認真！！ 在課堂中能看到許多實際範例，

覺得收穫很多 XD 謝謝老師用心的教學” 

2) “老師的課其實能啟發並幫助我很多，我會從老師的教學方式找到我自己學英文的方

法，也很感謝老師給我們練習英文表達的機會和一些機會能聽到講師的演講，雖然

線上非同步有時候可能會搞不清老師作業的模式，還是努力去完成，謝謝老師，辛

苦了” 

3) 因為線上上課的關係，有些小組作業比較難去溝同與實作 

4) 如果不是疫情，可以上實體課程會更好  

5) 線上授課不要一直只把教材丟到 Tronclass，然後一次丟就是一大堆，也不太懂到底

要幹嘛 (註: 筆者其實每週在線上教學平台公佈欄有說明當週的上課重點，以及該完

成的事項。可能這位學生沒有注意到。) 

6) 希望下次可以以兩堂課看影片，然後開放一堂課讓組員在小組內發表(或去別的小組

發表)。先以少數聽眾發表的形式漸漸習慣用英文闡述想法這樣 

 

    從學生的學習回饋，筆者可以明顯感受到調整過後的課程設計，比上一次執行計畫時，

更能引起學習興趣，且更聚焦。不過可惜的是因疫情攪局，使這堂課強調的互動性與口說練

習，減少不少。現在處於後疫情時期，在幾次的取消實體授課後，不少老師已摸索出如何有

效率地，也一樣精彩地經營線上課堂。現今實體與線上混成式教學，已被大家接受，亦可能

成為常態，這是筆者下一步需要精進的目標。 

 

    研究問題二、透過語料庫分析，課堂中學習的 TED 文創設計主題演講中高頻率常用詞

彙與句型為何? 

    筆者於學期末，將這學期課堂上學習的 TED 講稿建置成語料庫，利用 Sketch Engine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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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分析軟體，分析這 13 則演講中高頻率出現的單詞、詞串，與詞語搭配，分析結果如下

圖。筆者利用這些語料分析結果，做成單字表，讓同學複習、檢驗自己是否已習得這些高頻

率常用詞，以協助學生有效率地擴增單字量。 

 

圖 2. 高頻率單詞列表 

 

 

圖 3. 高頻率詞串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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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高頻率詞語搭配分析 

 

 

    研究問題三、結合 TED talks 與語料導向學習法的文創專業英語教材是否能提升學生的

英語簡報能力? 

    為了瞭解結合 TED talks 與語料導向學習法的文創專業英語教材不僅能提升學習興趣，

是否也能提升學生的英語簡報能力，筆者採前、後測比較。在學期初，待選課人課確定後，

請學生想像要參加募資競賽，以英文介紹一項自己設計的作品，說明設計理念，並錄製成 3

分鐘影片。學期末，學生再做一次相同的任務。68 份個人的文創設計英語簡報影片(34 位修

課學生的前、後測影片)，交由筆者邀請的 3 位評審評分。3 位評審分別為文創系教師、英語

母語人士、文創業者，他們依筆者提供的募資競賽英語簡報評分尺規(見附件 2)，於學期初

與學期末評分，並在最後一堂課，於線上與學生互動，釐清學生的設計理念，依筆者提供的

虛擬貨幣，各自投資他們覺得做得最好、最有說服力的作品。，並針對學生的英語簡報內

容、技巧，給予講評。 

從表 3 可得知，在學期初，即使筆者要求學生用 3 分鐘，以英文介紹自己作品，學生繳

交的簡報影片平均長度只有 35 秒。因為簡報偏短，內容大都空泛，而且很多做簡報該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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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如投影片排版、眼神接觸等，都沒注意到，因此全班簡報前測成績只有 50 分。而

在觀摩了 13 位 TED 講者的演講後，加上筆者的分析，學生在後測做的英語簡報內容較扎

實，簡報平均長度為 2 分鐘 43 秒 (等於 163 秒)，也有注意到肢體語言、視覺輔助工具的呈

現，因此後測簡報平均成績為 82 分。透過 TED talks 與語料導向學習法，學生明顯進步許

多。 

 

表 3. 募資競賽英語簡報前、後測比較 

 
簡報平均長度 

簡報平均成績 

(滿分 100 分) 

前測 35 秒 50 分 

後測 163 秒 82 分 

 

陸、建議與省思 
 

    筆者近 3 年教授文創專業英語課程，從收集的研究資料、學生的回饋，獲得主要 2 點省

思: 

    一、教材設計: 筆者過往挑選、設計上課教材時，把教材的難易度擺在首位。而在執行

這兩次計畫後，發現教材的趣味性遠比難易度來的重要。如果教師選擇的教材有趣，學生的

學習動機亦會提升，即使教材對學生的英文程度來說偏難。反之，即使教材符合學生的英文

程度，但如果主題乏味，學生很快在課堂上就失去專注力。雖然教材對學生來說較難，只要

教師能適時地提供學習鷹架，學習仍會有成效。 

    二、課程設計: Hutchinson 和 Water (2009)兩學者建議設計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專業英語課

程，一開始先進行學習者需求分析，了解學習者在專業領域必須要做的任務(necessities)、以

及在用英語執行任務時，表現不足的部份(lack)，以及他個人想增強的能力(wants)。由於課

程時間有限，許多專業英語課程教師常把訓練專業領域必須要做的任務放在第一順位。筆者

一開始教專業英語課程時，亦奉此為圭臬。然而，筆者發現許多大學生其實尚在摸索自己的

職涯興趣，未來想從事的工作未必與現在就讀的科系有關，且因無實務工作經驗，課堂上如

果僅以訓練專業領域要做的任務為主，學習效果往往不佳。針對在大學開設的專業英語課

程，筆者認為教師在設計課程時，應該首先著重修課學生不足的能力，以及大多數學生想加

強的能力。設計課堂任務時，再結合他們未來專業領域上會面臨的情境，如此讓學生覺得與

他們的生活/工作有關，學生接受度會較高，教學亦較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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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 1  TED Talk 挑選標準--- 學生挑選 TED Talks 影片教學的準則。每項說明，如果選

是，得 1 分，如果選否，得 0 分。總分為 12 分，至少要 7 分，才考慮選擇作為看 TED Talks

學英語簡報技巧的教材 

 

標準 說明 是 否 

主題 

此演講是否與此課程主題有關? 

a. 文創? 

b. 文化? 

c. 創意? 

d. 設計? 

e. 藝術? 

f. 最新潮流? 

  

興趣 

此演講是否能吸引你把它看完? 

請說明原因: 

 

 

 

 

 

  

結構 

此演講是否有引言?   

此演講是否有主文?   

此演講是否有結尾?   

內容 此演講是否有說明設計理念?   

語言學習資源 此演講是否可下載英語演講逐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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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募資競賽英語簡報評分尺規--- 前測與後測的英語簡報皆用以下尺規評分，前、後

測成績將用 t 檢定檢驗是否有差別。 

 

學生姓名: 

介紹作品： 

 

  項目 評分 評語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內容 

開頭 

1. 開頭吸引人

嗎? 
1   2   3   4   5  

2. 開頭有點出

整個簡報要

報告的重點

嗎? 

1   2   3   4   5  

3. 開頭有解釋

這個產品的

重要性嗎? 

1   2   3   4   5  

主文 

1. 設計理念清

楚易懂嗎? 
1   2   3   4   5  

2. 有使用時間      

承接詞，讓聽

眾清楚知道每

一個重點的銜

接嗎? 

1   2   3   4   5  

3. 有舉例說明 

設計理念嗎? 
1   2   3   4   5  

結尾 

1. 有簡短摘要

重點，以加

深觀眾印象

嗎? 

1   2   3   4   5  

2. 聽完結尾，

有讓人想購

買/投資的衝

動嗎? 

1   2   3   4   5  

表達 

語言 

1. 表達是否流

利? 
1   2   3   4   5  

2. 語速是否適

中? 
1   2   3   4   5  

3. 文法是否使

用正確? 
1   2   3   4   5  

非語言 
4. 與觀眾有眼

神交流嗎?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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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音量是否夠

大? 
1   2   3   4   5  

6. 在適當處是

否有手勢加

強? 

1   2   3   4   5  

7. 站姿是否端

正? 
1   2   3   4   5  

視覺呈現 視覺輔助 

1. 簡報視覺呈

現是否清楚

易懂? 

1   2   3   4   5  

2. 是否有秀出

實際物品或

物品照片，

讓觀眾清楚

知道商品特

性? 

1   2   3   4   5  

時間 時間掌控 
時間有掌控在 3

分鐘上下嗎? 
1   2   3   4   5  

金額 出資贊助 

你願意出資贊

助產品生產

嗎？如果是，

你願意出多

少？為什麼？ 

 

 

 

附件 3  教材評估問卷--- 

1. 我選修這門課是因為… 

a. 學分要求   b. 自身興趣   c. 追求專業   d. 同儕激勵   e. 其他 

2. 上完一學期的課，你覺得符合當初選這門課的期望嗎? 

3. 你覺得這學期的學習內容，收穫最多的是… (多選題) 

a. 英語簡報架構分析 

b. 從 TED Talks 學英語簡報技巧 

c. 從 TED Talks 學英語單字 

d. 從 TED Talks 學簡報句型 

e. 期末募資競賽 

f. 英美澳設計研究所介紹與申請須知 

g. 設計台灣: 台灣設計研究院林鑫保副院長演講 

4. 你覺得這學期的學習內容，收穫相對較少的是… (多選題) 

a. 英語簡報架構分析 

b. 從 TED Talks 學英語簡報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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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從 TED Talks 學英語單字 

d. 從 TED Talks 學簡報句型 

e. 期末募資競賽 

f. 英美澳設計研究所介紹與申請須知 

g. 設計台灣: 台灣設計研究院林鑫保副院長演講 

5. 你覺得 TED talks 適合作為這門課的教材嗎? 

6. 課堂上看的 TED talks 對你的設計有啟發嗎? 

7. 你覺得課堂上看的 TED talks 有趣嗎? 

8. 你覺得 TED talks 難懂嗎? (多選題) 

a. 難，因為太多不會的生字 

b. 難，因為文法、句型太複雜 

c. 難，因為講者講太快 

d. 難，因為我聽不懂講者講英語的腔調 

e. 難，因為主題太深奧了 

f. 不難，我還可應付 

9. 你覺得這門課的壓力大嗎? 

10. 針對文創專業英語領域，有什麼是你想特別加強的? 

11. 你覺得在這門課上遇到最大的學習困難是? 

 

 

附件 4--- 看 TED Talk 學英語簡報技巧舉例 (見下頁) 

主題: 如何來個令觀眾意猶未盡的結尾 

教材: I Listen to Color 

 



21 

 

 

 

 



22 

 

 

 

 



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