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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獎補助教學創新課程成果報告 

Project Report of Teaching Innovation Course 
 

提交日期 Date：  2023  年 3   月  3  日 

 

壹、 基本資料  

I. Basic Information 

申請教師 

Name 
林虹秀 

職稱 

Title 
助理教授 

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中、英文） 

(In English and 

Chinese) 

中文 Chinese：逐步口譯：科技議題 

英文 English：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Technical Issues 

實際修課人數 

Actual Number 

of Students 

33 

棄修人數 

Number of 

Withdrawal 

Students 

0人，棄修比例 ：0% 

0 students, and the ratio of withdrawal is 0 % 

教學意見 

調查分數 

Score of 

Teaching 

Quality Survey 

4.87 

實際觀課週數 

Actual Weeks of 

Class 

Observation 

1 週 

觀課狀況 

Class 

Observation 

Status 

觀課當週為協同教學週，亦為期中口譯驗收週，全班同學已排好上場口譯順序，按順

序上台進行班內臨場口譯公開演示。 

已申請政府部門

補助計畫名稱及

時程 

The Name and 

Schedule of the 

Government 

Subsidy Project 

Applied 

預計 2023年 11 月申請 112年教育部教學實踐計畫 

學生成績差異 

Differences in 

Student 

Achievement 

過去上課以教師、錄製好的影音檔為演講，學生為口譯員的練習模式；本課堂強調真

實講者與學生搭配，提供學生獨挑大樑的完整工作經驗，模擬實際口譯現況，創造學

生在台上產出口譯與講者、觀眾互動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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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互動差異 

Differences in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老師為給指令者、引導者、講評者，學生傾向接受指令後，與同儕討論結果，再與老師

協調報告內容。課堂上的報告內容以文藻月桂方法為指導原則，學生與教師討論報告

內容主題、並與小組組員協調後，方才定案報告內容。課堂上報告後，教師針對小組

報告表現，講評內容與口語表達風格。 

學生競賽獲獎 

Student Contest 

Rewards 

本班學生參加課程搭載創新課程的口譯公開展演，活動初選中，本班同學共 6人獲選，

進入第二階段全系公開展演。最後有 3位學生表現傑出，獲評審表揚。 

其他執行成效 

Other 

Implementation 

Results 

透過本次口譯公開展演，表現特優獲得表揚的學生亦經翻譯系推舉，參加 2023年 1 月

4 日全國級的海峽兩岸口譯大賽。 

簽核欄 Sign-off Field 

申請教師 

Teacher’s Name 

開課單位主任/所長 

Director 

開課單位院長 

Dean of the college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承辦人 

Case officer at Special 

Programs Section, 

Office of Academic 

Affairs 

林虹秀   

 

對應推動項目檢核單位 

Inspection Unit of Corresponding Project 

Promotion 

（由教務處分辦） 

(Handled Respectively in the Office of 

Academic Affairs)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組長 

Leader of Special 

Programs Section, 

Office of Academic 

Affairs 

教務長 

Dean of Academic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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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成果報告內容 

II. Project Report Contents 

一、 成果與討論 Results and Discussion 

（一） 學生參與狀況說明（提供質量化說明及佐證，如照片） 

Description of student participation (provid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description and supporting evidence, such as photos) 

以下就修課學生，參與為課堂上協同講者公開口譯，參加口譯公開

展演初選與複選人數，進行說明。本堂課修課學生有 33 人；課內

口譯公開展演方面，課堂邀請兩位協同講者，提供同學兩週（11 月

08、15日）課堂公開演練口譯機會，兩週參與學生皆為 33人；課

外口譯公開展演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參加口譯公開展演有 29位。

此外，本創新課程舉辦的口譯公開展演初選亦吸引了 18 位 2 年級

生與 17位四年級生報名參與。本階段有 20位同學獲邀進行公開展

演複選，本班有 6 位學生獲選。複選中，評審選出 10 位表現傑出

學生，本創新課程班級中，有 3位同學表現獲得評審公開點評表揚。 
 

 
 

 
（圖一）初選參與同學簽到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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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1月 08日 協同講者 Scott （一） 2022年 11月 08日 協同講者 Scott （一） 

 
  

2022年 11月 15日 協同講者 Sebastian（二） 2022年 11月 15日 協同講者 Sebastian（二） 

 

 
 

2022年 11月 15日 協同講者 Sebastian（二） 2022年 11月 15日 協同講者 Sebastian（二） 

 

 
 

 

 

（圖二）學生課堂內為協同教師口譯公開展演  

 

（二） 學生學習成效評量與探討（含成效評量實施狀況） 

Student Learning Effectiveness Assessment and Discussion (Including 

the implementation condition of effectiveness assessment) 

學習成效評量有下列幾項：課堂第一節口譯主題討論時間與口譯練

習。口譯練習主要有以下四個時間點：平時課堂第二小時口譯表現，

課堂內為協同講者口譯之表現，參與口譯公開展演之表現與期末考

小組組內口譯展演表現。以下就學生學習成效評量之實施狀況與探

討分述之。 

一、 學生學習成效評量與評量實施： 

課堂上第一小時為口譯主題討論。學生在第一小時的學習包括：

（甲）學生小組討論主題、（乙）選派同學上台報告與（丙）小

組英文報告。小組討論評量以學生主動發言提供想法、協助筆

記討論內容為加分項目；學生上台報告評量指標為學生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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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豐富與扎實度與口語表達風格。 

除了平時與同儕的討論外，本課堂主要訓練學生口譯表現。第

一堂課的口譯主題討論後，教師選定第二節課的口譯同學，評

量學生口譯進步狀況。LTTC 舉辦的口譯考試評量評鑑口譯員訊

息準確度與表達風格兩大指標。有鑑於此，本創新課程亦以這

兩項指標評量學生每週第二節課的口譯表現、為協同講者口譯

產出、參加口譯公開展演與期末考組內口譯展演的表現。口譯

評量以外的時間，如：小組討論、上台發言等為鼓勵學生參與

以及公開演說，皆以加分處理。 

 

二、 學習成效評量實施之探討： 

學習成效評量實施的時間有以下六點，包括：學生於每週第一

小時的討論時間與小組報告、第二小時口譯練習、為協同講者

口譯、口譯公開展演初選、口譯公開展演複選、期末小組口譯

展演。本段就上述六點，針對學生學習評量的實施成效進行探

討。 

（甲）第一小時各組討論與該週小組報告時間：教師分派每組

一個與口譯主題相關的關鍵字，建議全組以英文進行討

論。教師給的指令為，小組組員分飾提問、討論、搜尋資

料、筆記/整理資料、上台報告學生。每週上台報告同學

應為不同人，報告語言為英文。依照此法實施下的進度

發現，因教師規定以英文討論，許多害羞的同學在討論

時間因此鮮少發言。儘管已說明組內分工細節，組內較

為活躍的成員有承攬所有工作的傾象。小組討論時間的

評量最具體的是上台報告同學講述的內容與口語表達風

格，討論時組員的表現較難客觀的逐一評量。各組討論

報告完的時間為該週小組報告時間。此報告以月桂方法

為報告主軸，進行 20分鐘的英文報告。本階段的評量以

學生於報告前一兩週與老師溝通協調報告內容、PPT 內

容製作與呈現、小組上台口語表達為評量。此階段可做

一到兩週的準備，學生不管在內容的完整度、英文的表

達上多有較佳的表現。 

（乙）第二小時的口譯練習：教師於第一小時全班討論時間結

束後，會點出五至六位同學作為第二小時演講的口譯人

員。學生接收到任務後，常會在下課與教師詢問演講 PPT

內容。教師依照訊息準確度與口語表達風格來評量口譯

同學表現。當週非口譯同學在第二小時的工作為評量者，

評量口譯同學表現。此階段雖為教師與同學共同評量口

譯同學表現，然而，學生在非自己上場的時間時，在座位

上比較難維持注意力。此階段教師評量的項目僅限於口

譯學生的表現，非口譯同學的表現不在此階段的評量中。 

（丙）為協同講者口譯：本創新課程安排了兩位與乾淨能源（風

能）相關的講者。此乃本課程第一道創新介入。此兩週評

量為全班口譯評量。舉凡口譯資料搜集、口譯順序、口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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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口譯呈現皆為學生須自行熟悉學習的重點。兩週

口譯成績亦為本課堂的期中成績。因此，學生對於自己

上台時間的掌握、講者提供的 PPT內容的理解都有比平

時上課更精準，也更主動投入。此點可由學生互相提醒

上台順序、提點口譯內容、口譯時展現眼神接觸與更多

口語表達自信可以得到證明。 

（丁）口譯公開展演初選：本創新課程安排學生在教室外也有

口譯公開展演的機會，演講內容由授課教師出題。口譯

內容為本創新課程的主題 SDGs 與潔淨能源。學生在平

時上課已反覆接觸主題內容多次，對初選主題應不陌生。

因爲公開展演，本課堂亦歡迎有興趣一起切磋口譯技巧

的同學參與，因此人數眾多。（參考圖一初選參與同學簽

到單）口譯公開展演初選以短逐步錄音實施之。為達成

公開展演的最佳效果，本堂課學生的口譯錄音檔由系上

兩位口譯老師根據訊息準確度與風格表達評量，筆者（授

課教師）評量非本班同學的口譯表現。 

（戊）口譯公開展演複選：口譯公開展演複選集結初選中，表

現優異學生再次進行與 SDGs 潔淨能源相關的主題演示。

演示時間為週三下午三點到六點。評量者為授課教師、

一名系上口譯老師與一名專業口譯協同業師。展示學生

有 20位，逐一演練口譯時的台風與口譯時該達到的訊息

精準度。除了展示學生之外，本班同學亦在現場觀摩同

學公開口譯的表現，為一學生相互學習、見賢思齊的機

會。會後，由專業口譯協同業師為全班同學進行口譯表

現上的點評，提供學生不同於課堂上的專業口譯回饋。

此階段的口譯公開展演中，非上台的學生專注力至最後

一小時較為渙散。 

（己）期末小組口譯展演：期末考週，教師分配五位學生一組，

同進教師進行口譯。此階段學生的口譯展演規模較小，

主題為課堂上處理的能源公司與 SDGs 內容，理應壓力

較小。但因一同考試的成員非平時一起做作業、報告的

小組，口譯觀眾成員彼此仍具一定的不熟悉，模擬口譯

真實情況。此階段的評量著重在小組的訊息準確度與表

達風格。因口譯段落為教師點選，亦考驗學生的專注力。

學生通常在聽到與課堂內容關聯性較不直接的部分，會

失去焦點。然期末的評量結合了課堂內容（SDGs、能源

與月桂方法）與口譯公開展演的精神，讓學生於期末考

中體驗內容準確度與風格表達並重的口譯公開展演。 

（三） 學生進步狀況說明或具體教材產出 

Statement of student progress or specific teaching material output 

學生進步狀況說明由（甲）協同講者與（乙）口譯公開展演兩項目

說明之。 

（甲）協同講者：學生為協同講者口譯時，主要的進步在準備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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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表達風格。在準備效率上，學生於取得口譯材料時，逐頁閱讀準

備；在表達風格上，學生口譯無法理解講者時，會以再次詢問講者

為主要策略，爭取再次理解講者的機會。此外，課堂上強調的眼神

接觸，學生在協同講者親臨課堂上演講時，有顯著的進步。最後，

協同講者帶來的演講內容包含綠能在全球的發展趨勢，以及風能在

台灣發展現狀，提升了學生對綠能科技背景知識。 

（乙）口譯公開展演：此次口譯公開展演題目以本課堂主題 SDGs

與綠能為主，邀請有興趣的學生共同切磋。因此，SDGs 永續能源

的項目不僅在逐步口譯科技口譯這門課經學生鑽研，有興趣與同好

切磋口譯的學生也藉此機會了解高雄與全球在 SDGs 綠能的發展。 

（四） 計畫實施後問題改善狀況 

Improvement of the problem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ject 

甲、計劃實施前之問題：過去科技口譯即搭載 SDGs，以綠能環保

科技為主題。學生上課精心準備報告內容，但進行口譯演練時，總

有缺乏真實情境之憾。本創新課程以邀請校外協同講者（兩位）、

舉辦口譯公開展演（初選與複選）、期末同儕間口譯演練等三個創

新方式，提供學生真實講者、觀眾情境，提供學生口譯事前準備工

作效率，並強化口譯動力。 

乙、計劃實施後之改善：以下就業師協同教學（兩週）、口譯公開展

演（兩週）與期末同儕口譯等三面向來說明之。 

一、業師協同教學：平時上課演練時，學生觀眾為教師與全班同學，

有問題時，多以放棄整個訊息段落為策略。業師協同教學週，學生

在上課前兩週即開始準備，為業師口譯遇到問題時，學生以詢問業

師內容，再試圖理解為主要處理策略。因有外來講者在場，增加臨

場感，學生口譯時也給予觀眾更多的眼神接觸。 

二、口譯公開展演：口譯公開展演初選，因吸引學生眾多，學生口

譯以全體作業、錄音為主。雖錄音缺乏直接觀眾接觸，然而，聲音

表情為口譯員主要傳導媒介，有此意識的學生在口譯表達風格上的

分數取得不錯的成績；口譯公開展演複選為臨場口譯表現，觀眾不

僅有班上學生，亦有非共同修課學生，故模擬真實口譯情況程度更

高。學生在準備期間，詢問教師 SDGs 相關主題、準備時間、與同

儕練習口譯時間有提升。加上口譯公開展演複選是在系外場地公開

演示，從學生準備口譯服裝、準備口譯資料多元、準備頻率加強等

項目中看出，學生的口譯動力是增加的。 

三、期末考同儕口譯：期末考口譯少了外來協同講師、或專業口譯

員的指導，但加入了與自己不熟悉的同學一起口譯與教師在現場考

評的壓力。學生在口譯時的緊張程度從學生主動詢問考試大綱、內

容，提前抵達考試現場與收起嘻笑玩耍的態度可以看出學生對口譯

工作的專業度愈發重視。 

（五） 創新規劃導入前後差異（列表） 

Differences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innovation planning (list) 

本課程計劃實施前，學生對 SDGs 的了解僅止於名稱上的拼法、中

文全名甚至不全。至課程結束後，在問卷中學生表示對 17 項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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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永續發展目標與生活的連結，月桂方法，特別是與能源及生活上

的連結有更清楚的認識。 

二、 委員審查意見回應 

Responses to the Committee Members’ Review Opinions 

  

委員評分表 委員審查意見 

針對委員審查意見，逐一回覆： 

一、 協同業師針對台灣風能發展現況與全球綠能發展提供師生演講，使

師生在專業知能上有所提升，同時亦使學生與最新知識接軌，增加口

譯接案的真實性。 

二、 針對口譯競賽，本創新課程作出調整成口譯公開展演。此展演是回

應學生缺乏系統性的公開演練口譯機會所提供的課程創新方案。學生

得以在協同教學（全班）與口譯公開展演初選（全班）與複選上（六

人）公開演示口譯。 

三、 為提供學生公開展演的內容，本課程以 SDGs中的乾淨能源為主，

使學生接觸跟日常生活相關的國際性議題。 

四、 本次協同講師到班上演講的週數為第九週、第十週。考量業師演講

時間接近期中考，學生亦表示希望能有兩次期中考演練機會，因此，

最後仍然維持兩週全班皆公開口譯的計畫。本課程參考委員意見，請

業師在協同教學後提供與演講內容相關的重點概念，向學生進一步解

說。如：公司投標的過程、風機組件的細部說明等。 

五、 參考委員意見，本課程期中考後的內容由學生自行選擇與綠能相關

的公司，進行研究、於課堂報告，內容由教師抽點學生口譯。 

三、 未來精進與改善建議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finement and Improvement 

本課程在未來的經營上會加強課堂問卷信效度、課程前後測以及期末學

生訪談。 

四、 政府部門補助之課程與教學計畫申請規劃 

Application Planning for Courses and Teaching Plans Subsidized by 

Government Ag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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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創新課程經委員建議、執行過程與調整，預計申請 113年教育部教學實

踐計畫。 

五、 參考資料 

References 

   附件一：11/30/2022 口譯公開展演當天活動/紀錄/照片（至少十張，照片請附

說明） 

Appendix I: Activities/Records/Photos (at least ten, please attach a description for 

the photos) 

  

活動進行，學生於台前進行口譯公開

展演 

司儀協助場控，計時，宣布活動進行進

度 

  

三位評審評量學生口譯內容與台風 等候上場演示口譯的學生 

  

文瑞樓 R401活動現場（由後往前視

角） 

校外口譯專接上台給予同學講評與經驗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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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譯公開展演表現優異學生與評審團

（一） 

口譯公開展演表現優異學生與評審團

（二） 

  

與會學生、口譯學生與評審合影留念 評審團與兩位司儀展演後合影留念 

 

附件二：課程/教材內容及學習成果 

Appendix II: Course/Teaching Materials Contents and Learning Outcomes 

附件二提供五個參考檔案，分別為：一、教師上課教材，月桂方法大綱：以

生質能為例（一）；二、學生學習成果：月桂方法大綱以生質能為例（二）；

三、創新教材：口譯公開展演初稿（三）；四、創新教材：口譯公開展演複

選：以環保交通為例 （四）與五、創新教材：逐步口譯科技議題期末口譯

大綱（五） 

創新課程教材：月桂方法大綱（一）以生質能為例 

Part I: 生質能月桂方法示範 

生質能

小組 

 

 

作業： 

生質能 
林虹秀 

月桂

方法 

1. Serviam: Who are we serving? How can we serve better? 
     大學生，讓同學認識生質能源。 

2.  Hope: What is the hope we can aspire to?  
從大學時期，提高每個人對生質能的認識。 

3. Above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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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ow can we shape this new idea with courage and pragmatism?  
生質能的轉換過程會產生異味，應以工業化的做法來介紹生

質能給大家認識。 

b. Is this essential or is this vanity? Why*5? 這是必要的，因為

生質能是天天都可產生，隨手可運用的一種能源。 

 
why 1 生質能是只要有植物就可以運用的能源，應予以重視。 

why 2 生質能運用不同的植物、堆肥產生，在家也能用。 

why 3 能掌握身邊環境提供的材料所產生的生質能，是一項利多。 

why 4 對生質能能的認識可增進自己對自然環境的敬畏。 

why 5 對自然環境的敬畏，可讓自己對環保與 SDGS 上盡上更多心

力。 

4. Togetherness: Who can we work with to fulfil this intuition?  
     可與衛生局合作，廚餘回收在台灣目前的發展狀況。 

5. Lead a new life 
--與衛生局合作，收集廚餘。 

--廚餘分類，為生質能回收利用做準備。 

--與當地政府建造生質能製成所需之技術與廠房設備。 

--利用生質能供給社區所公共用電，如：公共廁所，公園，公園

電燈等。 

 

 
 
 
 
Part II: Outline+ Glossary 

 

Biomass Energy 
I. Where did Biomass begin? 中文重述 

A. 1900 Rudolf Diesel 

B. 1925 Henry Ford 

Glossary 
柴油 Diesel 

世博會 World’s Fair 

奧圖循環 Otto  Cycle 

花生油 peanut oil 

農作物 crops 

固態 Solid states 

禁酒時期 Prohibition Period 

內燃機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 

發酵 fermentation 

乙醇 Ethanol 

   

II. The principal of biomass 英進中口譯 

A. What is Biomass 

B. What materials can be used for biomass? 
 

Glossary 

Feedstocks 原料 

Switchgrass 柳枝稷 

多年生草本植物 

Copra椰乾 

Jatropha 桐油樹、痲瘋

樹 

MSW 都市固定廢棄物

Sunflowers 向日葵 

Palm nuts 棕梠堅果 

Canola 芥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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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at 小麥 

Sugar can 甘蔗 

Sequestered 隔離 

Gasified氣化 

Briquettes 煤球/餅 

Torrefaction 烘焙 

Pyrolysis 熱解 

kilns 窯爐

 

III. Biomass in Taiwan 
A. Government Incentives 

B. Not yet to be commercialized 

 

Works Cited 
Goodall Chris. Ten Technologies to Save the Planet. Vancouver: D&M Publishers, 

2008.  

TTV NEWS. “廚餘變黃金!中市整建全台首座生質能源廠” 05 Jun 2019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qqxVrsNMzg > 07 Mar. 2020 

TVBS NEWS. “【十點不一樣】全台最先進生質能源廠”  04 Sep 201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0v43Vaa82o > 07 Mar. 2020 

Green Mountain Energy. “Renewable Energy 101: How Does Biomass Energy 

Work?” 03 Oct 201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Vl17JLn_u0> 07 Mar. 

2020 

Howarth Timber. “How Biomass Works” 18 Apr 201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ln6yi7LF0> 07 Mar. 2020 

Student Energy. “Biomass 101” 26 Jun 2015.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HWcddUZ35s 

> 07 Mar. 2020 

National Energy Education Development. Biomass at a glance.  

https://www.need.org/wpcontent/uploads/2019/10/BiomassAtAGlance_11x17.pdf 

National Geographic. Biomass Energy. 20 Mar.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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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成果：月桂方法大綱以生質能為例（二） 

 

創新教材：口譯公開展演初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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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教材：口譯公開展演複選：以環保交通為例 （四） 

 

創新教材：逐步口譯科技議題期末口譯大綱（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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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經費實際運用情形 The Actual Use of Funds 

單位 Unit：新臺幣/元 NTD 

經費項目 

Funding Item 

預算數 

No. of 

Budget 

執行數 

No. of 

Implementation 

執行率 

Executive 

Rate 

差異說明 

Description of Differences 

專家演講指導

鐘點費 

14,294 14,294 100  

高鐵來回車票 2,980 2,980 100  

文具費 4,000 4,000 100  

影印費 1,660 1,660 100  

雜支 969 969 100  

     

     

總計 Total 23,903 23,903 100  

 

以下亦提供經費申請修正說明。 

逐步口譯：科技議題創新課程經費申請表修正申請說明 

 

單位：新臺幣/元 

經費項目 預算數 說明 

專家演講指導鐘

點費 

14,294 外聘專家進行課堂演講 4 小時、口譯公開展演指導 3 小時，每小時

以 2000元計。 

每小時鐘點費之補充保費2000元*2.11%=42 

高鐵來回車票 2,980  

文具及禮品費 4,000  

影印費 1,660 列印本堂口譯課公開展演之海報，邀請外來觀眾參與公開展演 

雜支 969  

總計 23,9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