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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多元識讀教學與影像發聲計劃 

提升大學生跨文化溝通之文化後設能力 

一、 本文 

1. 研究動機和目的 

    國際化加速了英語的普及和雙(多)語言使用者的人口。伴隨而至英語語言的

多樣性，文化的多元性及跨語言使用的頻率，增加了跨文化互動的複雜性，亦造

成許多跨文化溝通失敗的困擾(例如:英語口音問題，文化偏見，缺乏背景知識，

情意障礙，或是語用上之變異)。真實世界中，因文化及母語不同等諸多因素，往

往在跨文化互動時所用來溝通的共同語言(例如:英語)，隱藏了許多概念上的變異

(conceptual variation)。除了一般課室中語言能力訓練，語言教師需能提供相關

跨文化溝通教學課程及創造學生真實運用機會，讓學生探索及反思不同文化背景

下，因跨國溝通需要所呈現或使用之目標語，其相關行為與態度中所隱含之文化

概念，近而產生變異覺醒(variation awareness)及發展具備跨文化溝通解釋

(explication strategy) 與協商策略 (negotiation strategy) 之文化後設能力

(Noshadi & Dabbagh, 2015; Xu, 2017)。 

    此現象與需求同樣反應在研究者所在的校園。本校國際生來源多元(例如:日

本、韓國、蘇俄、蒙古、烏干達、法國等)，近年因教育部鼓勵技專校院辦理產學

合作國際專班之故，東南亞(例如:緬甸，越南，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等區域

學生急速增加，目前本校國際學生人數達千人以上，許多跨文化溝通的校園問題

陸續浮現，本校台灣學生不滿的聲音時有耳聞。為了解決上述問題及創新跨文化

溝通課程之內涵，因此研究者規劃執行以多元識讀教學法 (Cope & Kalantzis, 

2015 ; New London Group, 1996)為本的跨文化溝通課程，輔以影像發聲計劃 

(Velea & Alexandru, 2017)為課後實踐活動，並採用多元評量工具檢證其成效。  

    上述教學與活動計劃融入研究者在本校人文設計學院應外系開設的一門課

程《跨文化溝通理論與實務》當中。此課程主要是為應外系學生開設，但亦開放

給全校學生跨系選修。透過多元識讀的教學活動與影像發聲計畫，協助學生探索、

反思與理解多模態跨文化文本內容所使用之語言(例如:英語)，其中相關行為與態

度所隱含之文化概念，近而產生覺醒及發展有助於跨文化溝通解釋與協商之能力。

期望因此也能提升學生跨文化溝通之文化後設能力，降低未來面對異文化及多元

英語時可能產生的矛盾、偏見、誤會與衝突。學生未來不但能在校園中與國際學

生合適地互動，在面對 21 世紀全球公民的挑戰時，亦能做好準備。 

 

2. 文獻探討 

(1)相關背景 

    面對科技的進步，資訊流通的無遠弗屆，跨文化接觸因教育、政治及經濟等

因素變得更加頻繁。近年來，英(外)語教學界所推動的多元文化或跨文化溝通教

育(黃淑真，2017; Byram, 2012 &2014; Lin & Byram, 2016; Marlina, 2013)，亦是

目前各國政府積極推動全球公民素養教育的主軸之一(Tarozzi & Torres, 2018)。大

環境的影響，使英語為國際共通語教育必需在教學與評量的內容與方式上不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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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與精進 (Canagarajah, 2006; Fang, 2017; Jenkins & Leung, 2017; Sifakis, 2014)。

其中有三個重要議題更是影響到英語教學的未來發展。第一、語言的變異及多元。

跨文化溝通時，除了要面對各式口音或用法的英語(Jenkins, 2000; Low, 2014; 

Marlina & Giri, 2014)，跨語實踐(translanguaging)情形亦會出現 (Hornberger, & 

Link, 2012)。以前的母語干擾，現在可能成為重要的語言資源(Ke & Lin, 2017)。

第二、文化的多元。當英語為國際共通語言時，不同語言與文化背景的英語使用

者增多，除了英美文化外，多元文化的理解，尊重及協商變得相當重要 (Baker, 

2012 & 2015; Holliday 2009 & 2013)。例如，學生需培養文化後設能力，協助其

明辨跨文化互動時，社會情境及文化脈絡的差異，了解如何進行理解、溝通，並

能針對訊息進行思考、批判，以整合訊息，做出明智的判斷或解釋 (Sharifian, 2013 

a & b)。第三、識讀能力的多元。傳統識讀能力強調平面印刷書報 (例如傳統的

紙本教科書)的讀寫。在通訊科技及各式媒體發達的今日，識讀的範圍與能力需

與時俱進。學生需有多元識讀能力，去認識與判讀多元媒體的資訊(例如: 網際

網路、電影、廣告、新聞報導)，合適地反思與解讀人與人之間的多模態訊息，

成為符合今時代的跨文化公民 (Cope & Kalantzis, 2015 ; New London Group, 

1996)。 

    多元識讀的提倡者針對於多元識讀教學提出四種教學活動類型，分別是 (1)

情境化練習; (2)明確引導教學 ; (3)批判性分析和  (4) 轉化實踐練習 ( New 

London Group, 1996)。因為多元識讀教學注重“action rather than cognition--not what 

we know, but the things we do to know” (Cope and Kalantzis, 2015:1)。因此轉化實

踐練習很重要，學過的內容，須能透過社會參與，實際的行動，應用呈現所學。

因此，筆者將影像發聲(PhotoVoice)，一種結合視覺影像的參與式方法(Cheng, 

2018; Velea & Alexandru, 2017)，應用於本課程的課後活動中，目的是轉化應用以

多元識讀教學為本的跨文化溝通課程。 

 

(2) 與本計劃相關的名詞解釋 

a. 多元識讀教學  

超越過去以紙本文字為主的讀寫英語文或雙語教育，重視文本形式的多元

(例如:電影、網際網路)，溝通形式的多元 (例如:語言、肢體、空間)，文化內

容的多元(例如:學習內容不限於英美文化)，及語意的多元(例如:語意因不同文

化社會情境而異)。幫助學生了解如何運用多元工具，認識與判讀多元文本的多

元訊息。 

本計劃採用新倫敦小組及相關學者專家對多元識讀課程的教學活動類型建

議 (Cope and Kalantzis, 2015)，課程設計以四個面向--情境練習(situated practice), 

明確教學 (overt instruction), 批判架構 (critical framing), 轉化練習 (transformed 

practice)所對應的知識習得過程--體驗(experiencing)，概念(conceptualizing)，分析

(analyzing)及應用(applying)為架構。推廣多元識讀教學的學者們認為學習是一個

‘編織’的過程，在不同的教與學之間來回穿梭(Luke, et al., 2004)。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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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e and Kalantzis, 2015:5)。 

 

圖一: Mapping the original Multi-literacies pedagogy against the ‘Knowledge 

Processes’ (Cope and Kalantzis, 2015:5) 

 

b. 影像發聲法 

影像發聲法是 1990 年代由美國學者 Wang 和 Burris (1994)提出。是一個以

影像作為社會調查研究的方法。它的起源是協助社區邊緣人(或弱勢族群)，讓他

們拿起相機有意識地拍攝自己的生活，進而透過照片(相機所捕捉的世界)，在團

體中分享與討論他們如何感知自身的問題，困難或需求，並從對話中向決策者或

當局者傳達信息，進而發展出解決的方案，促成改變的可能。這種方法，是將研

究對象從傳統的被動角色，轉化成主動的參與者。透過拍攝影像的討論，能讓拍

攝者(參與者)有機會進一步轉化既有的理解，讓個人與社會之間彼此的覺察更為

敏銳(Wang, Burris & Xiang,1996)。此法和巴西教育家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 

1970)的培力教育(empowerment education)思想類似，強調教育是要協助人們發展

主動探索與培養對所處環境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影像發聲不單是對生活圖像的社

會學解碼活動，更是發展對所處環境的覺醒能力及解釋能力; 它不只是在看圖說

故事，本質更是一種參與式行動研究 (Cheng, 2018)。近年來，影像發聲法也逐漸

被應用在教育(Ciolan and Manasia, 2017; Velea & Alexandru, 2017)及英語教學上

(Ferdiansyah, Widodo & Elyas, 2020)。 

c. 文化後設能力，文化概念和文化語言學  

在跨文化溝通情境下，使用英語互動的人可能是母語(L1)，雙語(bilingual)或

多語(multilingual)的使用者，因此溝通的過程變得更加複雜，需要一些特別的能

力與不同語言及文化背景的人合適協商，以期加速溝通成效(Canagarajah, 2006; 

Nunn, 2005)。Sharifian (2013b)認為這些特別的能力當中，有一項很重要，稱之為 

meta-cultural competence (文化後設能力)。此能力可歸屬為跨文化溝通能力(包含

知識，態度，技巧三層面)當中，技巧層面下較少論及的一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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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後設能力(Sharifian 2013 a & b; Xu, 2017)意旨在接觸不同文化或語言背

景人士所用的英語或共同溝通語言時，對於其中隱藏文化概念變異之覺醒

(cultural conceptual variation awareness) 。具備此能力之人，知道在跨文化溝通情

境下，如何探索、比較、反思與理解不同語言或文化背景下所使用之英語，其中

對應相關行為與態度所隱含之文化概念，近而產生覺醒及發展有助於跨文化溝通

解釋，比較與協商之行為能力。在本計劃中，文化後設能力是指在進行多模態跨

文化文本的中、英雙語識讀時，參與者是否能夠觀察、探索、反思、協商與解釋

情境語言中的文化概念(cultural conceptualizations)之行為能力。依據 Sharifian 

(2017 a & b)提出的文化語言學之觀點，文化概念主要涵蓋了三方面。(1) 文化基

模(cultural schemas): 對各類行為的信念、標準和期望，以及對不同事件呈現出的

價值觀。例如，在很多文化當中都有‘婚禮’，但不同文化中的婚禮内容是有差異

的，比如婚禮儀式或婚禮傳統。(2)文化範疇/類别(cultural categories): 對許多人、

事、物和經驗的分類，通常是透過接觸周遭環境中的人、事、物和文化而獲得的。

例如，當我們想到 ‘早餐’ 這個詞（範疇/類别）的時候，我們的腦海中就會浮現

出某些食物，而不是其他的食物。(3) 文化隱喻(cultural metaphors): 是根植于文

化體系中的認知結構，使我們從另一個領域的認知概念來理解一個領域的認知概

念。例如，被解雇“being fired”一詞可用不同隱喻呈現此概念。“Getting one’s 

marching orders”為英式表達; “getting the sack” 源自於法式表達, “getting one’s 

walking papers”為美式表達, “ frying a squid” 源自於中式表達。這些語言表達方

式所呈現之文化概念，並無好壞之分，覺醒、理解和尊重相當重要。 

d. 跨文化溝通理論 

    目前，跨文化溝通理論相關之研究，遍佈在人類學，心理學，傳播學及語言

學等領域，著重於文化模式和價值觀的理解。在本計劃中，研究者採用荷蘭心理

學家 Hofstede (2011)的文化維度論: (1)個體主義或集體主義; (2)權力距離遠近; (3)

男性或女性文化; (4)不確定性迴避; (5)長短期導向; (6) 放任或約束。美國人類學

家 Hall(1989)的高低語境文化理論，與英國語言學家 Holliday(2013)的 Grammar 

of Culture 等，作為探討、分析、協商及解釋跨文化溝通語言、態度、行為之工

具。研究者多年來跨文化溝通研究與教學經驗，把一些學術傾向的理論或概念，

化成有趣及實用的分析工具，引導學生透過此課程，發展跨文化反思與解釋能力，

進而改善其跨文化溝通時的解讀與互動技巧，這也是文化後設能力所強調的技能。 

 

3. 研究問題 

    本研究主要探究學生參與本研究課程的經驗與感想，學生文化後設能力的發

展，以下為研究問題： 

(1) 學生參與此課程(例如:多元識讀教學或影像發聲計劃)的經驗與感想? 

(2) 學生透過此課程學習到什麼?是否有進步(例如:文化後設能力)？在過程中

遭遇到什麼困難與挑戰? 

(3) 老師在此教學計劃中學到什麼，面對到什麼困難或挑戰？如何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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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設計與方法 

 
(1) 研究情境與對象 

    本課程是在本校人文設計學院應外系開設的一門選修課程。課名為《跨文化

溝通理論與實務》。參與研究對象為選修跨文化溝通理論與實務此課程的學生。

學生英語程度介於 A2(基礎級)和 B1(進階級)之間。修課學生背景多元，以應外

系學生為主，共有 29 人。除此之外，還有運管、休閒、旅廚、幼保、多媒、時

尚等科系的學生共 17 位選修。另有 6 位外籍生亦修習此課，來自越南，日本與

泰國。總共有 52位學生參與此課程。 

 

(2) 研究工具 

    在第一次上課，研究者就告知所有學生此課程所收集的資料(所用的研究工

具)，是評估此課程成效及未來課程創新改善之依據。學生若不想將資料提供作

研究用，也不勉強，其分數及權益不受影響。總共有 48 位學生同意資料供分析。

研究工具包含 (1)文化後設能力前後測(學期初和學期末)。(2) 不記名半開放式課

程問卷調查(學期末)。 (3)線上訪談 (學期末/18~19 週執行，研究者同事協助訪

談錄影)。(4)多元識讀教學作業(影片探索作業及閱讀心得報告由學生定期上傳

Tronclass 作業區，教師獲得學生同意另存其作業，並在上標註日期及代碼，作

為之後分析的資料)。(5)影像發聲計劃照片/圖文報告。(6) 教師日記整理(每週教

學與觀察記錄;每次學生輔導與反思檢討記錄)。本課程研究工具(成效評量工具)

及其對照使用目的如表ㄧ。 

 

表ㄧ: 研究工具(成效評量工具)及其對照使用目的 

研究工具 使用目的 

文化後設能力問卷前後測(學期

初、學期末) 

此問卷分成三部份，分別是(1)文化是什

麼? (複選題);(2)文化的要素是什麼? 

(複選題);及(3)針對跨文化情境問題時

在態度與觀點上的開放式填答(七題)。

主是要瞭解此課程對提升文化後設能力

成效的依據(收集量化和質性資料) 

半開放式課程問卷調查 (學期末) 此問卷是要初步瞭解學生對此課程的經

驗、感想與成效(收集量化和質性資料) 

線上訪談(學期末/ 18~19週執

行。同事協助訪談錄影) 

以課程問卷題目為本，延伸提問，此訪

談是要進一步瞭解學生對此課程的經

驗、感想與成效(收集質性資料) 

多元識讀教學作業(影片探索作業

及閱讀心得報告由學生定期上

TronClass 平台作業區) 

分析比較學生的探索作業與心得報告的

內容特徵，評估學生在針對跨文化/文化

事件的反思及解釋力上是否進步之依據

(收集質性資料)。 

影像發聲計劃照片/圖文報告 

(期末線上分享) 

學生影像發聲報告(照片/圖文作品)可作

為協助瞭解此課程執行成效之部份依據

(收集質性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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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日記 (每週教學與觀察記錄;

學生輔導與反思檢討記錄的撰寫

等) 

了解學生學習狀況或困難，並適時在課

程規劃或教學活動上提出修正與輔導/協

助，此資料可作為協助瞭解此課程執行

成效之部份依據(收集質性資料)。 

    

(3) 資料處理與分析 

    所收集來的資料有質性及量化資料。經過整理，分類，編碼，輸入後，針對

研究問題作分析。表二為研究問題所對應的研究工具及資料處理與分析方式。 

 

表二: 研究問題所對應的研究工具及資料處理與分析方式 

研究問題 研究工具 /資料處理與分析方法) 

1. 學生參與此課程的經

驗與感想? 

a. 不記名半開放式課程問卷調查 (量化分析:量化

數據以描述性統計資料呈現與說明; 質性分析:

開放性回答整理、編碼、分類及解釋) 

b. 訪談(質性分析:將訪談內容中與經驗、感想與

建議相關的資料整理、主題編碼、分類及解釋) 

2. 學生透過此課程學習

到什麼?是否有進步

(例如:文化後設能

力)？在過程中遭遇

到什麼困難與挑戰?  

 

a. 文化後設能力問卷(複選題量化數據，開放性問

題質性編碼分析) 

b. 多元識讀教學作業 (質性分析:比較學生歷次的

探索作業與心得報告的內容特徵作整理，評估

學生在針對跨文化/文化事件的反思及解釋力上

是否進步) 

c. 影像發聲計劃照片/圖文報告(質性分析: 針對

學生作品整理、分類及解釋) 

d. 訪談(質性分析:將訪談紀錄中有論及此課程學

到什麼或過程中遭遇到什麼困難與挑戰等部分

作整理、主題編碼、分類及解釋) 

3. 老師在此教學計劃中

學到什麼，面對到什

麼困難或挑戰？如何

解決? 

透過以上收集的資料分析結果，再輔以教師日記多

面檢核，整理歸納優缺點，並提出建議。 

 

 

 

5. 教學暨研究成果 

(1) 教學過程與成果 

在本計劃十八週的課程當中，筆者採用如上所言之多元識讀教學架構，規劃

執行活動。所有活動將隨著每個教學單元的學習內容反覆穿插執行，讓學生的文

化後設能力在編織中成長。圖二則呈現本計劃教與學之間來回穿梭的課程設計概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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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多元識讀課程設計 

 

在多元識讀的四個面向課程活動進行時，主要採用合作學習，協同教學，實

務展演教學法。但在執行課程理論及概念說明時(例如: 跨文化溝通理論及文化語

言學分析工具介紹及應用 )，教師採用 PPP (presentation, practice and 

production) 教學法。教師先呈現講解學習內容（presentation），然後學生練習

（practice），最後學生用學到的進行表達(production）。在執行課程主題討論時，

教師則採用 TBL (task-based learning) 教學法。任務型教學(TBL)可提供學生進

一步應用表達機會(例如:小組影片分析)，隨著活動機會增多，學生可理解性的輸

入越多，目標內容習得越多。除此之外，本課程鼓勵學生透過教師預先上傳

TronClass 線上平台之多模態識讀教材，培養課後自學(預習及複習)之能力。四

個面向的教學內容活動安排簡述如表三。 

 

表三: 多元識讀課程四個面向的教學內容與活動 

教學活動面向 教學活動說明 

情境練習/體驗

學習 

(1) 提供多模態的多元識讀學習教材 (例如: 跨文化電影/中

英語字幕、Taiwan Panorama 網路雜誌/中英語版本、各

國公益廣告/中英語版本、Ted Talk 演講/中英語字幕，可

見附件 A )於學校課堂教學及課後自學活動。 

(2) 安排協同教學，讓學生體會不同的文化學習經驗(例如:

多模態的多元

識讀教材 

(課堂及課後)

ㄥ) 

情境練習:提供

學生體驗 

學習機會 

教師明確 

教學:協助理論

概念理解 

學生依據所學，分析解釋 

目標文本內容 

學生轉化練習/真實應用 

(影像發聲計畫) 

師生討論/ 

展覽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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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場跨文化講座)。 

明確教學/理論

概念理解 

教師利用課堂時間及課後 TronClass 教學平臺，針對相關理

論及概念，透過課堂影片分析(例如:廣吿、電影、演講)及課

後數位課程(例如:預先錄好放在 TronClass 教學平臺)等方

式，作明確解釋說明(例如:跨文化溝通理論及文化語言學分

析工具介紹及應用)，並展示如何用這些理論概念來檢視多

元識讀的學習內容。 

批判架構/分析

解釋 

(1)教師引導學生如何運用教師教過的工具及概念做目標文

本內容(多模態的多元識讀教材)之分析與解釋 (例如:語意分

析或批判分析)，並提供學生個別練習及合作學習之機會。 

(2) 教師邀請國際友人來課堂，分享介紹不同文化。 

轉化練習/真實

應用 

學生應用課堂所學於課後影像發聲計劃(第十二週開始)。個

人或小組實際走出教室，擔任小記者去訪談和了解國際生或

國際友人等，並在期末展覽上透過文字及照片，和老師及同

學分享相關內容及想法。 

 

本課程為期 18 週，每週上課兩小時，期中考前以四部跨文化電影及網路雜

誌 Taiwan Panorama 閱讀教材為主要的多元識讀教材。上課時，電影部分，因

時間因素，只針對剪輯影片(Film clips)作討論分析。但課後，每部電影，會安排

兩次完整影片(預看與複習)公播，讓學生對每部目標片有完整理解。學生可在週

三下午(全校師生自由活動時間)至指定地點觀賞 (不強迫，學生亦可另覓時段自

己去學校圖書館視聽中心借片觀賞，或自行在網路觀賞)。上課時，閱讀教材部

分，學生可到 TronClass 教學平台本課程所連網址，預看與複習文章，上課時老

師會將識讀文章作成 PPT 授課。學生每兩週需繳交影片探索作業及閱讀心得報

告，申請人鼓勵學生用跨文化視角(教師上課會教學引導)分析解讀相關影片及雜

誌文章。 

    期中考後，課堂以YouTube系列影片(例如:Ted Talk及各國公益廣告影片)，

網路上社交媒體海報及協同教學為主。所有 YouTube 影片都可到 TronClass 教

學平台本課程所連網址，隨時觀看(皆有英文字幕)，因此不再安排公播時段(五月

中旬因疫情之故，改為全面線上教學，實體公播亦取消)。影片探索作業仍需繳交

(透過 TronClass 平台線上繳交)。課堂協同教學則邀請七位外師到課堂分享與同

學互動(因疫情之故，修正為兩場實體，五場線上)1。 

    期中考後亦開始全面啟動課後影像發聲計劃，實際上，有些學生從學期第二

週就開始執行。大部分受訪國際學生或友人是學生自己找的，有些是國際交流中

心在期初協助安排的。學生進行訪談內容以英語和中文(雙語)為主，主題不限，

                                                      
1 這七場分別是(1)我在捷克的見與聞。(2)跨文化交流:俄語世界。(3)我在印度的見與聞。(4)跨

文化交流:衣索比亞。(5)我與德國文化的過招經驗。(6)Indonesia: Know it and Love it 。(7) 跨文

化，跨出我窄小天地 (英美留學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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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彼此生活經驗及文化習俗分享。每次訪談後要拍攝相關照片並提供說明 

(例如: 國際生最喜歡的臺灣食物及理由; 國際生目前最不適應的人事物及原因; 

國際生介紹自己的文化習俗及寫心得報告等)，學期末要展示成果(例如:照片，相

關說明文字及心得)。計劃過程，若遇到問題或困難，學生可透過課程 Line 群組

討論或至教師每週預先排定 6 小時的 office hours 尋求協助。教學過程如圖三。 

 

 
圖三:教學過程 

 

    從期末影像發聲計劃(照片/文字)成果報告可看出，學生慢慢地發展出跨文

化溝通的互動力。這個互動力包含了願意去溝通的心，同理心，反省的心與真實

的行動落實。同學願意主動與國際學生互動，關心他們，並用對方立場瞭解他們

的喜好與需要，也會請對方分享他們不習慣，不喜歡與覺得需要改善的事。學生

學習扮演會聆聽人說話的校園記者，記錄著國際生(有同學寫外籍生)在台灣的酸

甜苦辣。所有修此課程的國際生，也努力地用中文或英文表達他們與台灣文化或

台灣人相遇的火花。這些期末作品表達台灣或國際同學觀察到的一些現象，主要

可歸類為下以下幾個主題: (1)彼此不同:了解與欣賞。(2) 國際生在台灣所感受到

的驚豔點。(3) 國際生在學校中覺得很棒的事或地方。(4) 國際生對所就讀大學

的建議。(5) 本地生自己的反省。附件 B 為部分同學的作品。  

 

(2) 教師教學反思  

    依據教學日記(內含輔導紀錄)及訪談資料，研究者發現在計劃執行過程中，

學生遇見的主要困難與挑戰就是執行國際生訪談。訪談不是只有聊天，而是要問

一些合適的問題，彼此也能互相分享生活經歷。許多台灣同學不熟悉訪談國際生

時該注意那些訪談禮儀、原則及溝通策略，覺得很焦慮。研究者就利用課後線上

直播方式，除了講授前述的內容，亦提供相關書籍與影片供參考，並和同學作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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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扮演的演練，協助有需要的同學。這種手把手的輔導方式，讓許多學生在期末

訪談中表達感謝。 

    五月開始進行線上遠距教學，使用同步及非同步授課時，研究者原本擔心疫

情會影響課程的品質，但因需大量運用網路和多媒體素材使課程有趣，反而使多

元識讀教學更落實。除此之外，許多學生在課程初期，因對自己書寫及口說英文

沒自信，擔心期末用雙語或英語呈現影像發聲計畫會有問題，向研究者表達有困

難，需協助。因此研究者額外安排了幾周彈性線上課程，主要介紹如何使用免費

翻譯軟體及線上語料庫協助英文句子撰寫。例如指導如何使用國教院華英雙語索

引典系統及 DeepL 翻譯器，輔導需要幫助的同學及進行多次分組練習。結果大

部分的學生在期末線上報告，都能有效地用雙語或英語呈現作品，讓研究者非常

感動。 

    在教學過程中，研究者發現台灣同學和國際生(大都是英語為非母語使用者)

在互動使用語言的過程中，常常混雜著多種語言，並且同時結合各式媒介諸如手

勢、文字與圖像等來建構意義並進行溝通。因此，跨語言實踐(translanguaging)

在跨文化溝通教育中其實是一個可行的策略。未來在以產業為導向的科技大學，

如何把英語為國際共通語，善用母語資源的概念提供給這些英語不頂尖的學生，

使其不再害怕使用英語，突破無法講得或寫得像母語使用者那麼好的迷思，是研

究者未來要努力的。 

 

(3) 學生學習回饋  

透過課程問卷分析與期末訪談結果，學生參與此課程的學習回饋有助瞭解學

生參與此課程的經驗與感想。首先，不記名半開放式課程問卷中量化資料調查結

果整理如圖四。結果發現參與學生對所有題項的圈選介於 3-5 之間。特別是在多

元識讀教材的多元性(Q1)，實用性(Q2)，有趣性(Q3)及相關教學活動喜愛度(Q7)

上，學生大都選擇同意與非常同意選項，所以平均在 4 以上。有許多學生在期末

訪談或是課程問卷心得表述中亦提到多模態識讀教材與引導性教學活動，有助於

理解，也能提高學習興趣及產生進一步的反思、自學與探索。值得一提的是，不

少學生在期末訪談中亦表達對協同教學中七場跨文化講座的肯定。有的學生表達

偏見覺醒，有的陳述對目標國家的嚮往，或開闊視野等。 

除此之外，學生對於本課程是否可協助明白如何與國際友人互動(Q5)上，亦

表達肯定的態度，平均為 4.3。在我喜歡參與影像發聲校園學生記者計劃(Q8)上

平均是 3.9。在訪談中許多學生提到此課程所推動的課後影像發聲計劃的確使他

們與國際生或國際友人互動上跨出一大步。有些同學提到一開始並不是很想參與，

或是覺得有困難，但仍然在老師及同學鼓勵與協助下完成。 

但在問到本課程是否可提升我的英語溝通能力(Q4)及本課程是否可提升我

對異文化分析解釋之能力(Q6)兩題上，學生選項介於 3-4 之間，雖然同意，但認

同度沒那麼高。從期末訪談及課程問卷心得建議部分中了解其原因。在提升英語

溝通能力方面，研究者發現因為學生所採訪的國際生都不是英語為母語的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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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的英語都沒那麼流暢，甚至有些口音很重，影響彼此理解，所以常是中文和

英文跨語使用，或透過肢體語言來溝通，所以學生普遍認為英語溝通能力提升是

有，但是不高。但也有不少同學提到雖然自己英文沒進步很多，但是有交到朋友。

也有學生覺醒到有效溝通不是只有語言好，還有其他變數，例如文化理解，同理

心及溝通意願都很重要。 

    當問到本課程是否可提升對異文化分析解釋之能力上，平均是 3.5，檢視資

料，沒有學生選擇不同意的選項，是以有些同意及同意選項占大多數。在期末

訪談或是期末課程問卷心得中，許多學生也表達他們對於自己異文化分析解釋

之能力的看法與態度，包括了從無知到有感; 從不懂困惑到約略明白;從分析解

釋新手到完成作業等。學生的進步看似微小，但對異文化分析解釋之能力的確

是在進步中。 

 

圖四: 跨文化溝通課程問卷調查結果 (n=48) 

 

    依據文化後設能力問卷三部分中前測及後測的回饋比對結果，可看出學生

在二方面的成長。第一是文化認知方面 (問卷第一及第二部分)，圖五及圖六可

清楚看到學生在文化定義及文化組成要素上認知的改變。第二是態度觀點方面

(問卷第三部分)，從跨文化模擬情境之回饋，發現學生在態度及觀點上的覺

醒。 

    首先，討論文化認知方面的改變。學生在前測時，對‘文化是什麼?’的認識較

狹隘，大多數認為文化是靜態，世代相傳及穩定不變的。但在後測時，幾乎八成

至九成以上學生在ㄧ學期的課程洗禮後，覺知到文化是動態的，象徵性的，後天

習得的，協商的及共用的等。此結果如圖五所示，學生開始察覺到文化的複雜性，

移動性，協商性及多面性。至於‘文化的要素’，大部分學生一開始傾向於選擇

飲食，服飾，歷史，風俗，語言等外在看得見的顯性文化。在後測時，大部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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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把所有選項勾選。特別是價值觀及世界觀等隱性文化的選項，在前測很少人勾

選，但到後測時，多人勾選。學生對文化要素包含了顯性(例如:外在看得到的事

物)及隱性(例如:不自覺卻主觀的價值觀)的文化覺知，可從圖六看出。 

 

 

圖五: 文化是什麼前後測結果 (n=48) 

 

 

圖六:文化要素前後測結果(n=48) 

 

    再來討論面對跨文化情境的覺醒。從文化後設能力問卷第三部分 「學生對

跨文化模擬情境之回饋」之前測及後測的結果分析，發現 67%(32 位)參與學生在

態度及觀點上都呈現相當大的轉變。以下為具有代表性的三位同學在不同跨文化

模擬情境前後測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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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身上強烈的香水味 (I could feel the strong smell of perfume on the 

Filipino students when I take the elevator with them)。 

前測回饋: 我會捏鼻子給他們看，讓他們明白他們身上刺鼻的香水味道讓人不

舒服。(S 23/CQ Part 3 Pre- Q3) 

後測回饋: 菲律賓學生可能體味重，噴濃香水應該是為了遮蓋，這也表達他們

的禮貌，那我就忍一下囉。(S23/CQ Part3 Post- Q3) 

 

 跨文化模擬情境 Q4:越南同學喜好在宿舍用魚味很重的魚露烹調食物

(Intercultural simulation scenario: Vietnamese students prefer to cook 

their food with strong fish sauce in the dormitory.)。 

前測回饋: 好臭，我討厭魚露的味道。(S 45/CQ Part 3 Pre- Q4) 

後測回饋: 若有機會，我想我會嘗試一下用魚露烹調過的食物，搞不好像 stinky 

tofu 一樣好吃。(S45/CQ Part3 Post- Q4) 

 

 跨文化模擬情境  Q5: 第一次和緬甸同學約時間，就遲到半小時 

(Intercultural simulation scenario: The first time I met with my 

Myanmar classmate, he was half an hour late.)。 

前測回饋: 很生氣，下次就放他鴿子，少跟這種懶散的緬甸人來往。(S 29/CQ 

Part 3 Pre- Q5) 

後測回饋: 原諒他吧，他可能有事趕不來，我自己有時也會遲到。(S29/CQ 

Part3 Post- Q5) 

 

    除了從跨文化後設能力問卷看出學生在文化認知及跨文化情境態度與觀點

方面成長外，可從他們的多元識讀教學作業(影片探索作業及閱讀心得報告)發現，

不少學生除了有跨文化的省思與覺醒，並在跨文化多元文本解釋力上有進步。特

別是有位同學在閱讀完網路版光華雜誌多語文章「台越一家，共創新味—客家媳

婦阮氏秋的美味人生」後的心得，不但表達了自我的省思，展現出跨文化覺醒，

也對自己新住民身分有了認同。特別是以自己的視角，解釋了「涼拌青木瓜絲」

在文化中的概念及意義。閱讀心得節錄如下。 

 
這篇光華文章有中文、英文及越南語，我都讀了，後來也看了公視的戀戀木瓜香(Papaya 

Love)，真的超好看的，也很感動…我媽媽也是從越南嫁來台灣的，我小時候也聽過我媽說

她嫁來台灣時遇到很多瓶頸，語言不通的困難，而我媽媽也是跑去學了中文，而我爸爸也知

道我媽會人生地不熟，也不會阻止我媽回越南玩…但我一直不想讓人知道我媽是越南人…我

在台灣長大，但有時會自卑…這課程內容是我沒想到的，老師及同學對越南文化及美食的熱

情與尊重…我覺得自己想太多，不要作繭自縛，文化融合是美事…我特喜歡文章中用客家小

炒 (Haka Stir Fry)來描述台越婆媳相處，愈煸愈香，回味無窮。台越夫妻的情感是酸中帶甜，

微辣帶香，是一種雙方都喜歡的滋味，就像阮氏秋所做的 chilled appetizer 涼拌青木瓜絲…

就像老師說的文化概念中，有可能同一件事，但在作法或想法上會不同…在亞洲，涼拌青木

瓜絲是一道清爽解膩的菜，但作法不同，各有其風味，沒有好或壞，就像文化一樣…越式青

木瓜絲，泰式青木瓜絲做法就有差異，泰國人會用木臼敲打，讓木瓜絲入味；越南人會將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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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絲浸入涼水中，讓木瓜絲夠鮮脆…韓式青木瓜不刨絲，是像蘿蔔切塊並用辣椒粉醃製…不

管如何料理，美食都是為了家人及朋友的胃還有讓彼此開心…現在台灣也買得到各國料理食

材…我們的心跟我們的味蕾，都要放開，勇於嘗試，讓我們的人生更有滋味。(閱讀心得報告

3/S48) 

 

6. 建議與省思 

    透過整學期的多元識讀教學實踐活動，結合多模態的跨文化教材及協同教學，

研究者協助學生探索，反思與理解多模態跨文化文本內容所使用之語言，其中對

應相關行為與態度所隱含之文化概念，進而產生覺醒，及發展有助於跨文化溝通

解釋與協商行為的文化後設能力。大部分學生在影片探索作業及網路雜誌閱讀心

得報告部分，逐漸發展出跨文化的省思與覺醒，在多模態跨文化文本解釋力上也

有進步。期末的影像發聲計劃為課後實踐活動，疫情的肆虐下，修習本課程學生

仍努力扮演記者的角色去了解國際生和訪談國際生。在過程中，學生學習主動表

達與記錄問題、探索語言與文化習俗、了解對方學習經驗、實習狀況、生活故事

或日常需要等，並拍攝相關照片或影片。透過影像發聲計畫，參與學生有機會和

校園國際生互動，並學習在期末展覽上和師生討論與分享拍攝的內容及想法。透

過拍攝的照片，能夠使參與學生更願意表達自己與他人的所知所感，創造團體討

論的良好互動氣氛。這些照片與文字，配上同學的期末解說，讓多元識讀教學的

影響轉化為真實應用，確切落實在校園生活中。 

    研究者發現，現在學生是 3C 族，拍照，攝影，網播對其而言都不是難事，

他們也喜歡從網路或不同媒體獲取知識。此課程能順利進行，是因為看到及運用

學生的喜好，並願意相信學生是能實踐的人。研究者希望這些學生在修習多元識

讀教學的跨文化英語溝通課程後，仍然能在日常生活中轉化應用所學，不斷跨越

自我，勇敢地與不同語言或文化背景人士互動，精進其跨文化溝通能力，成為積

極，務實有同理心的國際公民。 

    國際化讓跨文化教育變得重要。初期的跨文化教育，以增加知識，覺醒心態

及改變態度為主，在行為上的應用較少著墨。此計劃雖然有遇到困難及挑戰，但

最後仍能在跨文化行為上協助學生，學生能把跨文化課程學以致用，慢慢發展行

為技巧層面上的文化後設能力。研究者深感，只要老師願意相信學生能做，並合

適設計課程及提供彈性協助，學生就會在過程中進步，發現學習樂趣。 

    本計劃結果也發現學生在透過此課程，提升自身英語溝通能力及提升對異文

化分析解釋之能力上持較保留態度。因此，研究者未來將依據學生需要，設計與

執行英語為國際共通語改善課程，幫助學生提升跨文化英語溝通力，特別是對非

英語系國家人士口音的理解。除此之外，也會透過跨域合作，統整 AI 智慧與文

化學習分析，錄製有趣，多例，互動式的跨文化分析多元工具影片供學生自學，

協助學生有效提升對異文化分析解釋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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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附件 

附件 A: 多模態的多元識讀教材 (Ex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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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同學作品 (Examples)。 

 

 

彼此不同-欣賞差異:台灣同學用「亞洲貝克漢」來描述越南同學對足球

的熱愛，透過影像，同學也進一步訪談越南同學原因，了解文化歷史在

其中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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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不同-瞭解不同:台灣同學對東南亞國際生喜歡穿拖鞋一事，從嗤之以

鼻的態度，到瞭解地理環境所造成的習慣，能用同理心的角度，接納「拖

鞋愛好者」的他們 

國際生對所就讀大學的建議: 學校沒有人車分道的地方不少，真是需要小

心，減速標誌有其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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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中很棒的事:國際生很感謝明新國際處對他們的照顧，常常安排活動

讓他們參加，讓他們認識新朋友及更瞭解台灣。 

本地生自己的反省: 台灣學生透過訪談，發現印尼學超級尊師重道。台

灣是老師請學生，很少學生請老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