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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 

  我母親是國小老師，從小看著許多學生們，在母親的指導下，而變的更積極正

面。每逢教師節，就有已經入社會或是為人父母的同學們，來拜訪致謝，這種師

生情誼，一直讓我十分嚮往。大學時期開始在何嘉仁兼職教英文，開始了我英語

教學的旅程。從教小朋友的過程中，觀察體會到許多教學的技巧；如何引起學生

的注意力與共鳴，如何將複雜的文法概念簡單化，以及如何建立良好的教室互動

關係等等。為了能進一步的學習英語教學的理論與實務，我於 1999 年前往美國

紐約大學進修英語教學碩士，紐約大學的教育系以突破傳統教學理念著稱，在學

期間學過不少讓我記憶猶新的教學法，例如: 以透過身體表達語言情感、藉由音

樂學習英文、從團體戲劇中找尋聲音等等。這些課程讓我們了解，語言學習的媒

介，不是只有透過口述的傳授，學生本身在內化知識的過程，也可以藉由其他方

式，而減低學習新知的焦慮感，這些課程對於我之後的教學工作都有很大的影

響。爾後，為了能更進一步了解教學實務是建立在那些語言架構的基礎下，於

2004 年前往英國伯明罕大學攻讀，並於 2009 年取得教育哲學博士。在 Professor 
Angela Creese 的指導下，除了在理論研究外，我更因為自身有在台灣、美國及

英國的生活經驗，體認到文化在溝通上所佔的重要地位。因此博士研究致力於探

討跨文化溝通的認知理解過程。。2011 年有幸進嘉義大學語言中心這個大家庭，

很感謝中心主任及同仁們總是不吝於分享教學經驗。並且總是給予我最大的支持

與鼓勵，才能讓我有機會獲得此殊榮。 
 
 



教學心得分享 

   面對科技發達的 21 世紀，跨文化的溝通能力是不可或缺的能力。然而，

跨文化的溝通能力，除了語言更包含了對其他如文化社會的認識與包容。因此，

課程的安排應符合這些需求而做更多樣性的安排。  
 

在教學課程方面，課程的設計源於我認為語言學習不應該只侷限於學習文字

本身的形跟意。更重要的，語言學習是為了能與不同背景的人自在且得體的溝

通。從這觀點來看，「英文」也是一種溝通的橋樑與工具。因此，把英文融合於

我們的語言體系，並能順暢的以英文思考及溝通更顯重要。然而，要能做到這樣

並不容易。這必須先從能認同英文的本質開始。換言之，英文應該被視為溝通的

一部份，而非分離出來的譯文。 
 
由此可見，語言的能力指標，不再狹隘的定義在四項聽說讀寫技能中，而是

包含了溝通的能力、正確表達意見的能力、以及建立人際關係的能力。針對這些

目標，我在課堂中，透過討論的方式，訓練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溝通技巧以

及文化認知。在課堂上配合採用 ‘溝通式教學’的方法，增加上課活動，包括模

擬英語情境演練、議題辯論、英語學習遊戲、英文電影賞析與討論等。透過穿插

這類活動式的課程進行，在課本外促使學生，透過學生與學生間，學生與老師間，

三方的互動，自然使用英語交流，並且使用英語思考。從多種方式接觸英文的聽

說讀寫，增加學生運用英文的自信，於日常生活、職場應對或各種情境中。 
 

   我致力並專長於設計一系列的主題式情境。其目的在於先使學生掌握該情境

主題下的相關必要辭彙與正確句型，避免學生誤用中文式的英語；並使其瞭解，

初階英語會話並不需要使用太複雜的句型與詞彙，而直接讓學生以國外最普遍使

用的句子，進行如點餐、購票、問路等活動。而這需要先對學生程度進行測試分

級，並作出對應的適當教案，配合上課實際情形，修正內容並適時幫助學生矯正

發音或文法概念；我相信多樣且豐富的課程設計，可以幫助提供學生正面的學習

能量，讓學生在踏出教室的那一刻開始，就能自然而然的用英語溝通及討論。看

著學生從不好意思說英語，到能主動舉手發表意見，總能讓我覺得再次感受到教

學的成就感與感動。就是這股感動，不斷的支持我在教學方法上精益求精。 
 
   至嘉義大學三年多以來，我一直秉持著一貫的教學信念，希望能培養學生對

英文的學習熱忱，並讓同學體認到學習語言的重要性。因為語言課程是短暫的，

唯有自發性的學習才能讓英文能力永續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