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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研習交流 深化全英語授課  
趨勢巨流河

 

本校國際事務學院獲得教育部「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之第一期重點培

育學院補助，自110學年度開始啟動，除了深化全英語教學模式外，並以國家重點產

業領域雙語專業人才為目標，培養學生英語能力，提高國際移動力並加值就業競爭力

。本校教師教學發展中心舉辦英語教學技巧和教學研究與升等之教學知能研習活動

，國立清華大學英語教育中心助理教授黃芸茵，以及本校英文系副教授張慈珊分享英

語教學秘訣，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授邱皓政則帶來「資料視覺化與教學

成果之展現」。本報摘要其精華，與讀者分享。（文／林曉薇、李沛育、陳子涵，攝

影／黃偉、謝聿涵、本報資料照。）

 

 

 

My EMI journey: Research writing course

 

110年10月1日(五)，國立清華大學英語教育中心助理教授黃芸茵

 

EMI（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是指以英語授課的非語言學習類學科

課程，為提升教師全英語授課能力，以達成運用於各學科的教學目標，黃芸茵分享

EMI（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課程設計及教學技巧。

 

黃芸茵以教授碩博士班課程為例，首先將課程分為3個部分：Areas of activity（專

業領域）、Core knowledge（核心知識）及Professional value（專業價值），都有

助於學生於課前理解專業概念與課後準備課堂報告。在專業領域的方面，她會於課前

製作和課程相關關鍵詞、與主題相符的教材，與學習目標連結設計可支援學習的遊戲

，讓學生了解課程內容；授課時也會放慢說話速度，並提供如簡報等視覺輔助，幫助

學生了解專業內容；此外，在學生的作業中提供適當回饋和表揚，黃芸茵也會在課堂

上讓學生兩兩一組，彼此互相測驗以複習上課內容和給同學建議，來增加學生學習動

機。

 

在核心知識方面，黃芸茵認為是將專業知識傳授給學生，除了指導理論內容外，也要

審視及診斷學生的狀況並適時提供指導；由於學生來自不同的領域，她鼓勵學生在班

上進行小組討論和回答問題時都使用英文表達，並要求尊重彼此領域的差異性，這樣

能讓學生從錯誤中學習，不怕因說錯而扣分，而學生課堂上不只是聽老師講課，也能

互相討論學到知識。在專業價值方面，主要就是讓學生了解彼此是學習共同體，除了



鼓勵學生發問外，課堂上讓大家有平等發言和參與的機會，也會對學生提問讓他們進

行反思練習。

 

黃芸茵提到，除了自製教材外，也可以充分使用數位多元教材，使用Google雲端硬碟

相關功能、善用簡報軟體相關功能，來回顧和提高教學內容品質；而為了精進老師個

人的教學專業，參與全英語授課工作坊（EMI Workshop）以提升自己的能力，與不同

的老師相互交流學習，來使全英語教學更加盡善盡美。

 

她認為，在全英語授課中最重要的三個東西是  Content  is  King（內容是王道

），Vocabulary is Key（詞彙是關鍵）和Pronunciation is a Win（讀音是取勝

），教師一定要非常熟悉自己的教課內容，課前需要消化和整理教課內容，並思考想

讓學生從課堂中學習和得到怎麼樣的知識，上課時以投影片、影片、文字等相關內容

來幫助學生了解上課內容，透過不斷地提問讓學生加深印象，此外，不用擔心口音

，因為學生在乎的是從授課內容所學習到的知識，而不是來練習英文發音。

 

黃芸茵表示，大班級的學生人數較多，比較不容易掌握學生的學習速度，她建議可以

使用「Kahoot!」平臺設計與課程相關的遊戲關卡，幫助學生聚焦課堂內容，也減少

上課滑手機的機會，除了螢幕上的教材，可盡量以口說、肢體等方式溝通、適時地對

學生提問，讓學生在班上專心聽講並且做筆記，以增加學習效果。

 

 

 

全英教學與課程經營經驗分享

 

110年11月2日(二)，本校英文系副教授張慈珊

 

張慈珊以自身教授的英文閱讀課為例，分享從2017年以來的全英語授課經驗，以及如

何讓學生適應全英語授課。她提及，現階段面對全英文專班，教師常因大班教學而無

法顧及每個學生的需求外，面對國際學生與臺灣學生在性格和英文程度不同等問題

，她會以分組的方式進行教學，關注每位學生的學習問題，因應學生的個性差異，張

慈珊提出，課程前半段可讓學生依「組」為單位進行發言，後半段則強制讓學生依「

個人」為單位發言及報告，來培養學生口說的膽量。而為了充分讓學生有足夠的動力

參與課程，張慈珊鼓勵多應用本校的iClass系統功能，以該系統點名、繳交課堂報告

與小考等，也可在課堂上多採用iClass的討論區，可讓老師們一目了然知曉學生是否

確實吸收課堂知識。

 



張慈珊分享，自己的課程主旨為「Keep Students busy learning repeatedly」，她

坦言，不奢求在一堂課中能教給學生許多觀念，而是希望學生可在課堂中明確學到一

到兩個觀念，因此在課堂中不斷「重複」與學生討論與給予回饋，一方面表示教師在

乎學生的想法，也讓學生在過程中學到課堂上的觀念。如何讓學生在全英語授課的環

境下吸收課堂知識的課題，張慈珊建議，可在課前製作單字講義，讓學生在課堂上不

忙著查找單字解釋而忽略課堂重點，並提醒除了嚴格執行課堂規則外，也給予學生一

定的彈性，讓學生能自主學習。

 

 

 

開啟教學研究之窗：資料視覺化與教學成果之展現

 

110年11月3日(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授邱皓政

 

邱皓政說明，所謂的資料視覺化，就是透過圖表來說明資訊和資料。藉由使用圖表、

圖型等視覺元素，資料視覺化提供了一種可存取的方式，可用來查看與理解資料中的

趨勢、異常值和模式。在大數據領域中，對於分析大量資訊和制定資料導向的決策而

言，資料視覺化的工具與技術十分重要。他表示，由於自己熱愛統計，會把手邊資料

做整理以及詮釋，並且運用統計分析、行動研究的過程，並資料視覺化，也撰寫多本

以白話的方式來解釋統計學的教科書，讓更多人以輕鬆有趣的方式來理解統計學。

 

邱皓政為使學生實際認識統計，鼓勵學生編寫調查手機的重要性的問卷，為加深學習

的印象，分組方式採用星座分組，各組間以互相提問的方式來進行調查，接著再針對

不同的組別，進行文獻探討、問題假設等專題製作，並製作海報來進行成果發表，結

合趣味、生活性的應用，讓學生自然就會應用統計和理論相關內容。邱皓政說明

，Excel是統計的最佳工具，小到可以存儲統計資料、製作各式各樣的數據圖表、大

到製作財務報表、開發進銷存系統，因此，將校務資料中的學生學習情況進行分類統

計，找出平均值成績較低的學生，了解他們的學習困難後為他們進一步提供協助，也

可以分析不同入學管道的學習成效的比較，從中鼓勵各系學生跨領域修習課程、也鼓

勵學生嘗試發展自己的興趣，增加多元的能力。統計可以應用在校務研究上，透過數

據、視覺化的方式提供近一步校務經營參考，他提到，Excel報表都是靠電腦選出數

據，分析所需的時間也不多，但有時候遇上需要手動輸入資料的時候，得花費不少時

間才能完成，所以他鼓勵需要進行數據分析的老師可以跟資訊科技跨領域合作，才能

更有效完成工作。

 

他提及，近期管理學院與教育學院重視層次效果（Multilevel），這會是未來的研究



重心，邱皓政認為，如果要學統計，必須要做到2點，第一是心情要調整好，第二是

原理跟技術要相互應用，並且要善用懶人科技和教科書，透過實證方式熟悉統計應用

。

 

 

 

讓學生動起來：全英語授課不讓老師卡講台

 

110年12月2日(三)，本校觀光系助理教授紀珊如

 

紀珊如表示，因臺灣學生所使用語言環境中，較少使用全英語授課方式，因此以英語

授課較無法將完整傳達想法給學生，容易造成課堂上的隔閡。她運用CLIL（Content,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Skills）來整合課堂內容，紀珊如分享，內容

（Content），可以依照學生程度挑選教材，教材內容很重要，選擇合適教材可幫助

學生在閱讀時理解課程內容，並以分組的方法，降低個人內容的份量，而各組分工摘

要，也能幫助其他組別理解內容，避免學生因吸收不了長篇內容所造成課堂上的枯燥

。在語言（language）上，紀珊如認為，語言的學習環境相當重要，學生常常因為程

度落差或口音的問題，而不敢主動發表和回答問題，但越是不敢開口，容易導致對學

習失去興趣，因此她鼓勵程度較不好的同學可「寫先於說」，讓他們事先準備想要說

的話，便可以改善這個問題。

 

學習風格（Visual Learner）方面，紀珊如表示，語言型學習者對於閱讀和書寫較為

擅長，可鼓勵他們使用筆記或填空型的學習單；空間型學習者在圖表類、影片類較為

拿手，則可以提供他們圖表、影片類的學習資源，或是圖表統整類的學習單，提供額

外的聽覺型教材來輔助教學影片，對於聆聽和表達的學習方式會有更好的學習效果

，可利用教具、物件等實體教材，讓學生實際操作，能夠幫助同學對課程內容更有記

憶。她提及，上課Q＆A很重要，可以藉由提問來確認本身課程的教學狀況和了解學生

對於課程的理解程度，如果遇到不善於回答的學生，則可以利用如Kahoot等網路教學

平臺鼓勵他們進一步思考、回答，發表想法。

 

 

 

紀珊如說明，與學生交談是很重要的，若學生能參與討論並教導他人，這樣學習效果

是最好的，因此要鼓勵學生多參與課堂活動，而非被動學習，因此，會讓學生投入很

多報告，讓學生必須使用英文說明自身所學習的知識，從中設計學習單、課程，透過

語言的方式，聚焦至專業知識，達到認知與學術的語言能力（Cognitive Academic



Language Pro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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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研習交流 深化全英語授課

 

 

國立清華大學英語教育中心助理教授黃芸茵，於110年10月1日分享EMI（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課程

設計及教學技巧。（攝影／黃偉）

 

 

國立清華大學英語教育中心助理教授黃芸茵，於110年10月1日分享EMI（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課程



設計及教學技巧。（攝影／黃偉）

 

 

本校英文系副教授張慈珊於110年11月2日分享全英教學與課程經營經驗。（攝影／謝聿涵）

 

 

本校英文系副教授張慈珊於110年11月2日分享全英教學與課程經營經驗。（攝影／謝聿涵）

 

 

本校英文系副教授張慈珊於110年11月2日分享全英教學與課程經營經驗。（攝影／謝聿涵）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授邱皓政於110年11月3日說明「資料視覺化與教學成果之展現」。（攝影／謝聿涵）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授邱皓政於110年11月3日說明「資料視覺化與教學成果之展現」。（攝影／謝聿涵）

 

 

本校本校觀光系助理教授紀珊如於110年12月2日說明「讓學生動起來：全英語授課不讓老師卡講台」。（攝影／謝聿涵

）

 

 

本校本校觀光系助理教授紀珊如於110年12月2日說明「讓學生動起來：全英語授課不讓老師卡講台」。（攝影／謝聿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