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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國立政治大學陳超明教授提出「科大及技職校院英語文教育白皮書」之

後，全國技職院校更積極訂定適合各校學生的英文提升方案。本研究嘗試

由學生角度探討科技大學大一英文課程內容修訂的方向。研究樣本為來自

一國立科技大學四個學院、十二系的 374 位大一學生，問卷結果顯示：第

一，在課程內容方面，八成以上學生認為大一英文課程應依序著重閱讀能

力訓練、聽力訓練、語言應用能力訓練、字彙訓練、一般生活會話能力訓

練、寫作能力訓練；多數學生認為課程應聽、說、讀、寫四種技巧並重之

綜合訓練，僅有三成學生認為課程應僅著重聽、說訓練或僅著重讀、寫訓

練；另外，九成學生希望學校在大一英文之外增設與學生主修相關的專業

英語課程。 第二，在教材方面，大多數學生同意教師應該選擇不同主題文

章、情境對話、搭配不同媒體如 DVD；另外，在教學活動方面，學生希望

教師多提供學生使用英語的機會、多用思考性的活動、多用口語發表活動、

多玩遊戲等。第三，學生喜歡的教學活動依序如下：看電影、參與活動來

加強學習印象、由老師/同學糾正其英語錯誤、老師帶領全班討論、老師講

解、多做文法練習、閱讀小說；令人驚訝的是，近一半的學生不喜歡以分

組討論活動的方式學英文。根據研究結果，作者提供數點建議作為修訂技

職校院大一英文課程的參考。 
 

關鍵詞：：大一英文、課程內容、教材、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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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背景 

自國立政治大學陳超明教授在「全國

技職校院英語文教育政策論壇」呼籲各科

技大學應訂定適合各校的英語教育政策

白皮書之後，如何提升技職院校學生的英

文能力又引起教育界廣泛的討論，並成為

各技職院校爭取教育部經費的重點計劃。 
誠如陳超明教授所言，台灣大多數的

科技大學和技術學院學生英文程度低落

的確已是無庸置疑。根據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ETS) (2009)發布的統計數

字，台灣隸屬高教司的一般大學學生多益

(TOEIC)測驗平均分數尚有 577 分，而隸

屬技職司的科大學生的平均分數則僅有

429 分，遠低於高中生 580 分及國中生 521
分的平均分數 (ETS, 2009)。另外，教育部

也曾於 2003 年委託財團法人語言訓練測

驗中心，對 85 所科技大學隨機取樣大一

及大二學生 9,527 人進行英語能力檢測

（該測驗相當於全民英檢初級程度），結

果除外語系、動力機械系、餐旅系外，其

他各系通過的學生皆未超過 20% (LTTC, 
2002)。 

作者任教的學校雖為國立科技大

學，且近年教學品質屢獲教育部肯定，然

而每年招收的學生素質似乎每況愈下，英

文老師普遍感嘆學生不僅英文程度低，上

課時學習態度不佳，下課後自習更是明顯

不足(Wang, Sheu, & Hsu, 2009)，為了了解

學生的英文程度，本校教務處曾對全校大

一學生進行相當於全民英檢初級程度的

英文能力統一測驗，結果在參加 1,826 人

中， 僅有 87 人（5.4%）通過聽力測驗，

44 人（2.4%）通過閱讀測驗，二項皆通

過更只有 23 人（1.3%），其中 12 人尚為

應外系的學生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2004)。國立科技大學學生通過率已是如此

令人憂心，對於其他入學考試排名較後的

學校學生而言，通過全民英檢初級想必更

加困難。 
事實上，在提升學生英文能力及學習

動機方面，作者任教的學校已做了許多努

力，例如，自 2003 年實施英文畢業門檻，

並於 2005 年實施大一英文能力分班，規

定新生須於新生訓練時接受全校英文能

力測驗，並按成績分級上課，配套措施計

有實施夜間英文補救教學，架設英語學習

網，實施英文老師駐點諮商輔導服務等。

為此政策，應用外語系老師成立大一及大

二英文工作小組，討論教科書、教學大

綱、期中、期末考命題等。此外，為了了

解本校師生對上述政策的看法，作者陸續

合作做了四個相關研究  (Hsu & Wang, 
2006; Sheu, Hsu, & Wang, 2007; Sheu & 
Wang, 2007; Sheu & Wang, 2006)。 

這些連續性的研究顯示三個重要發

現：首先，多數學生同意實施畢業門檻，

但是僅英語程度較佳的學生有較強的學

習動機，大部分的學生在學習英語花費的

時間極為不足，例如：六成以上的學生每

週閱讀英文書籍的時間少於一小時，每週

花在聽英文廣播或 CD 時間少於一小時的

學生更是高達八成；其次，雖然老師與學

生普遍認為分級上課有助英語學習，但多

數老師不認為分級上課後學生的動機、興

趣與信心有增強；再者，多數師生不贊成

所有級別採用相同教科書與期中考及期

末考統一測驗。 
在參考師生的看法之後，本校自 2006

年取消統一教科書與測驗的規定，教師可

以自由選擇適合學生程度的教材，因此，

國內知名外文代理書商紛紛蒞校舉行英

文教科書發表會。令人驚訝的是，多數新

書內容皆是以整合聽、說、讀、寫四種技

能為教學目標，這與過去本校將大一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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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 內 外 探 討 全 語 言 教 學 之 研 究  
(studies on the whole language approach) 

課程定位為培養「閱讀能力」，以及大二

英文課程定位為培養「聽力與口說能力」

的理念相去甚遠，尤其對已習慣個別技巧

教學方法的老師而言，接受西方國家提倡

的「全語言教學」（ the whole language 
approach）的思維和教學法更是一大挑戰。 

在 2010 年八月，本校成立「語文中

心」，專責全校共同語文課程規劃及能力

指標的訂定，目前正在草擬本校共同科英

文課程大綱與評量草案，例如，自九十九

學年度起鼓勵英文老師使用以職場英文

或通過專業證照為導向的教學策略，大一

及大二皆進行聽說讀寫整合活動教學，以

便達成學生能實際使用英語與他人溝通

的教育目標。這些規劃的確符合技職司當

前的英語文教育政策白皮書精神，然而，

作者認為任何教學革新及學習內容的規

劃前提，一定要注意學習者的需求，方能

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因此我們以本校學

生為研究對象，嘗試了解以下研究問題：

（一）、科大學生對大一英語課程內容的

看法為何？課程是否應該整合聽説讀寫

四技並重？還是著重個別聽說或讀寫訓

練就好？（二）、科大學生對英文老師教

材編選方式和教學活動的期待為何？

（三）、科大學生喜歡的學習方法為何？

以及 （四）不同學院、性別及程度的學

生看法是否不同？ 
回顧中西方相關文獻，發現進行整合

式教學法的研究多在小學、國中教育階段

(e.g. Cheng, 1998; Kim, 2003; Rosberg, 
1995 ; Tu, 2004)，研究對象為一般大學生

者並不多(Amir & Moosavi, 2007；Lin, 
2007; Ei-Koumy, 2006; Lin, 2002; Chiang, 
1996)，研究台灣技職院校大學生者僅有銘

傳大學一件(Eyerman, 2005)，因此，本研

究將可補充現有文獻的不足。下列文獻回

顧部分，分四部份說明，分別是： 

2. 國內外探討個別技巧教學之研究 
(studies on the skill-based approach) 
3. 國內外探討全語言教學與個別技巧教

學之比較研究 
4. 國內科技大學共同英文課程實施概況 

 

二、文獻回顧  

（一）、國內外探討全語言教學之研究 
全語言教學哲學觀自 1980 年代以後

開始被普遍使用，許多英語系國家例如紐

西蘭、英國、加拿大、澳洲皆大力推動此

理念，甚至認為全語言是國家的教育政策

(Lee, 2006)。簡單歸納，其理念如下： (1) 
人類學習語言是由整體開始，再逐漸進入

局部，而且整體大於局部的總合，唯有在

完整的話語裡，才有可能學得完整，所

以，老師應提供學生完整真實的聽、說、

讀、寫情境，學生才能學會其中比較片段

的語言成份，例如拼音、單字、片語等；

(2) 語言學習是一個社會的，更是個人的

創造歷程，學生必須學會暸解別人的意思

以及表達自己的意思；(3) 所有學習都涉

及冒險，學校必須鼓勵學生有冒險的精

神；(4) 學生犯錯是語言學習過程中的正

常現象；(5) 學習須是以學生為中心，並

且重學習過程甚於學習結果；(6) 語言學

習要求學生將新知識與舊知識作連結

(Doake, 1994; Dudley-Marling, 1995; 
Freeman & Freeman, 1994; Newman & 
Church, 1990) 。 
   許多老師以為把語言拆成許多小片

段，較能幫助學生快速學習，然而「全語

言之父」Goodman (1986)則認為零碎的片

斷會喪失了語言使用的功能。它主張學校

內和學校外的語言發展歷程應該是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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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就是說，書面語言和口頭語言是平

行的語言系統，聽、說、讀、寫的語言技

巧發展不該有先後的次序問題，老師應該

設法讓校內的語言經驗和真實世界一樣

多樣性及有趣性，如此學生的語言能力方

能持續擴展。 
   基於全語言學習理論，當語言是完整

的、真實的、與生活經驗相關的且有實用

功能時，最容易學習，因此全語言教學主

張以工作為導向 (task-based teaching)，教

學活動設計重點要求學生透過與其他同

學互動及合作完成指定的任務，例如：方

案教學 (project approach)的小組報告，要

求學生把注意力放在所要傳達的意義層

面，而不只在語言本身。 
國外學者的研究結果支持此種教學法

者有很多，而且涵蓋小學生、中學生、大

學生等研究對象。 例如，Rosberg (1995) 
的研究將語言教學裡加入文學元素，要求

小學生閱讀後寫日記記錄下其想法及問

題，以及比較自己/組員寫作方式與作者的

寫作方式有何不同，然後小組以短劇演出

或報告的方式呈現他們的心得，這個做法

促進學生思考、提升後設認知能力及創造

力、增加其單字量、了解寫作過程、幫助

其溝通表達能力，更重要的是從參與同伴

的活動中，使小孩的身體、智力、社交、

感情方面皆有所成長。 
國內全語教學的研究，多集中在國中

小學階段，大學生的研究則集中在一般大

學。陳秋蘭(2000)的研究調查 45 位國中一

年級學生對整合式教學的看法，實驗教學

的過程為老師念課文，學生聽，老師問課

文相關問題，學生回想自己生活經驗然後

回答，請擅長畫畫的同學上台畫下同學的

回答，若同學回答的語意不清以至畫圖的

同學畫不出來，則請同學再次以英文解釋

說明，然後老師用英文描述黑板上的圖

畫，同學聽完老師的描述後，各自再添加

自己的想法，然後寫下描述這個情景的短

文。老師看完學生的作品後，挑出幾篇較

有趣及創意的作品，於次週讓學生閱讀，

另外並請這些傑作的作者站起來朗讀自

己的作品，全班聆聽後票選他們最喜愛的

一篇作品，討論喜歡的原因，並全班一起

朗讀這篇最受喜愛的短文。  對這樣整合

式的教學，三分之一同學（11 人）持正面

看法，三分之一同學（10 人）持反面看法，

另外三分之一同學（9 人）持正反面看法。

喜歡此教學法的學生認為英語變有趣、單

字學習變容易、英文能力及寫作能力提升

了、而且老師有耐心又親切。不喜歡此教

學法的學生認為自己程度不好，所以聽不

懂老師在說什麼；另外，同學唸英文太小

聲，所以也不知同學在唸什麼；加上學生

也不習慣老師沒有教單字文法及解說句

子等。這個研究僅實施三個月且每週只有

50 分鐘教學，誠如作者所說，也許學生尚

未能感受此種教學法帶給他們的成效，因

此延長教學的進行時間是未來研究該考

慮的。 
綜觀國內大學實施大一英文四技整

合教學者多為一般大學，例如靜宜大學 
(Chiang, 2005) 、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Chu, 
2005)、成功大學(Lai, 2005)、東海大學(Lin, 
2007; Sim, 2005)、銘傳大學 (Eyerman, 
2005)等。科技大學實施大一英文四技整合

教學者的文獻並不多見。而且有些國內研

究結果與國外研究分歧，例如，林曉彤

(Lin,2007)對 2707 位東海大學大一學生的

研究顯示，經過一學年四技整合教學後，

學生在文法、閱讀和聽力測驗均有不錯的

成績，尤其是聽力測驗成績進步最多，但

初級學生分數提昇很多，至於高級班的學

生進步則有限，此結果與埃及大學的研究

矛盾，在 EI-Koumy (2006) 對 96 位埃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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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 15 週全語教學結果顯示，僅有高

級班的學生聽力測驗成績進步，因此作者

建議老師仍應教導基礎技巧。 
  雖然全語教學成效受到廣大學者的肯

定，但也有一些國內外學者不認同此種教

學法，他們的理由如下：(1)只重語言的意

義功能，忽略其語言使用的正確性

(Eldredge, 1991; Goldenberg, 1991)；(2)高
估 學 生 的 能 力 (Freeman & Freeman, 
1992)；(3)費時(賴盈君, 2000)； (4)老師專

業素養的不足、工作量增多，以及教學資

源的缺乏以致不易實施等  (Danehower, 
1993; Sanacore, 1995)。 
 
（二）、國內外探討個別技巧教學之研究 

個別技巧教學哲學觀源自行為心理

學及結構語言學，簡單歸納，其理念如

下：(1) 整體等於各局部的總合；(2)書面

語言和口頭語言是不同的語言系統； (3)
口語能力發展在讀、寫能力之前；(4) 語
言是藉著反覆的刺激－反應的習慣養

成，所以在老師清楚解釋課文後，課堂活

動要給學生不斷練習題目，例如是非題、

選擇題； (5) 避免學生犯錯，而且錯誤要

立刻糾正 (EI-Koumy, 2000)。 
支持此種教學法的國外學者認為單

獨教聽、說、讀、寫技巧較容易實施，學

生也較不會混淆，而且研究結果證實教學

成效很好(Biederstadt, 1995; Field, 1997)，
國內學者探討聽、說、讀、寫個別技巧教

學成效的研究頗豐 (Lan, 2005; Luo, 2005, 
Shyu, 2005; Wu, 2003)。然而，此種教學法

受到國外學者諸多批評，理由如下：(1) 呆
板的練習語法不像真實生活中的語言使

用(Norris & Hoffman, 1993；Reutzel & 
Hollingsworth, 1988)；(2) 人類頭腦無法長

期記憶片段零碎的分割語言 (Anderson, 
1984)； (3) 若有限的上課時間都花在機

械式的練習，則學生實際使用標的語言的

時間便減少 (Eldredge, 1995; Reutzel & 
Cooter, 1992)。 
 
（三）、 國內外探討全語言教學與個別技

巧教學之比較研究 
目前不論是國內或國外比較這二種

教 學 法 的 研 究 均 不 多 見 ， 在

EI-Koumy(2006)的研究結果顯示，全語言

教學組的學生英文寫作量（quantity）雖然

比傳統英文寫作教學的學生多，但全語言

教學組的學生英文寫作質 (quality)卻較

差。作者推論雖然全語言教學組透過小組

討論、共同閱讀寫作等技巧能有效提升寫

作的量，但是此教學法沒有教寫作技巧、

文法、句子結構等，所以學生的英文語法

並不正確，依作者之見，最好是兩種教學

法兼具，才會顧及內容（content）流利而

且形式（form）正確。 
全語言或個別技巧到底何者較有

效，尚無定論，有學者試圖從學生觀點及

需求來探討，黃素月(1998) 以問卷調查

1086 名大一學生的課程需求，發現大部份

大一學生希望注重聽與說，(386 位畢業生

大部分則認為應該注重閱讀 )。楊式美

(1994）研究台中師院學生的課程需求，

也有相同的結果，至於學生對於課程目標

應該偏重聽說能力或四技並重，卻沒有一

致性。較近期的研究為蔡宗宏和徐定華

(2009) 分析 191 名遠東科技大學學生的

英語學習需求，發現學生希望課堂中的英

語學習能注重聽讀說寫四項技能的實際

應用。 
 

(四)、 國內科技大學共同英文課程實施概

況 
 國內目前共有 44 所科技大學(包括 99
年 8 月 1 日改制之三所)， 各校皆有四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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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及大二必修之英文課程，名稱雖不相

同，都以提升學生英文程度為目標，但是

課程名稱、每週上課時數、課程目標等、

各校做法不同，經過綜合整理二十所學校

之資料，做為代表，結果如表一。 

 
表一  國內科技大學共同英文課程概況表  

 (依教育部 98 學年度公私立科技大學一覽表網站 http://tve.nkut.edu.tw，由北向南排序) 
四技 大一 四技 大二  學校 
聽    說    讀    寫 聽    說    讀   寫  

國立台灣科大 ＊        ★ ★ ★ ★   
國立台北科大   ★ ★ ★ ★ ★ ★ ★ ★ 
國立勤益科大 ★ ★ ★ ★     
國立虎尾科大＊ ★ ★     ★  
國立雲林科大 ★ ★ ★ ★    ★ ★ 
國立高雄應用科大

＊   ★ ★ ★ ★   
國立高雄海洋科大＊   ★  ★ ★ ★ ★ 
國立第一科大 ★ ★ ★ ★ ★ ★ ★ ★ 
國立屏東科大＊   ★ ★ ★ ★   
國立澎湖科大 ★ ★ ★ ★     
清雲科大 ★ ★ ★      
萬能科大＊ ★ ★   ★ ★ ★ ★ 
龍華科大 ★ ★ ★ ★ ★ ★ ★ ★ 
明新科大＊ ★ ★    ★ ★  
元培科大 ★ ★ ★ ★ ★ ★ ★ ★ 
朝陽科大 ★ ★ ★ ★ ★ ★ ★ ★ 
輔英科大 ★ ★ ★ ★ ★ ★ ★ ★ 
南臺科大 ★ ★ ★ ★ ★ ★ ★ ★ 
嘉南科大 ★ ★ ★ ★     
樹德科大 ★ ★ ★ ★ ★ ★ ★ ★ 
＊
表示此校採取個別技巧教學。 

★表示此校實施該種技巧教學。 
※ 資料來源: 各校通識中心或語言中心的網站（99 年 8 月） 
 
 由上表可看出， 約有七所學校（以

＊標示）採取個別技巧教學，其中四所在

大一強調英語閱讀能力之訓練，大二再加

強聽說能力，有三所則先訓練聽與說之能

力，大二再增加閱讀與寫作之訓練。其他

十二所科大，則採取大一或甚至大二時四

種技巧同時訓練的方式，但是做法極不相

同，有的是一門課使用全語言的教材及教

法，有的是分開訓練各別技巧，學生必須

同時修習兩門課，如雲科大之<字彙與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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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及<英語聽講練習>，或者合併為一門

課，如北科大的<英文閱讀與聽講練習>，
其中兩小時為閱讀教學，一小時為聽講練

習。由表一看出，四種技巧同時訓練的教

學方式似乎得到較多學校的認同。   
 

三、研究方法與進行步驟 

 以下說明本研究所採取的研究方法

與執行步驟。由於研究的學校，已於開學

前依新生四技統測的英文成績分成初

級、中級、高級三種程度班級，因此作者

們把自己所任教的七個班級，作為各程度

班級的樣本（便利取樣），如此，樣本為

來自全校四個學院十二各科系混班上課

的大一英文班級的學生（初級二班、中級

二班、高級三班），共有 374 人。 為讓學

生體會全語言教學，研究者的七個班級皆

接受一年的全語言教學，老師皆使用同樣

教材與教法，並在相同的教學大綱及進度

情況下授課。詳細的樣本資料，請見表二。 

 
表二  樣本背景資料 (學生總數=374， 男=207，女=167) 

 

類別 細項 人數 百分比 
學院 工學院 

商管學院 
人文學院 
電資學院 

144 
105 
59 
66 

38.5% 
28.1% 
15.8% 
17.6% 

系別 機械系 
土木系 
化材系 
工管系 
企管系 
財稅系 
會計系 
國企系 
人資系 
文化系 
電機系 
資工系 

49 
30 
26 
14 
32 
42 
30 
26 
40 
19 
48 
18 

13.1% 
30.8% 
7% 
3.7% 
8.6% 
11.2% 
8% 
7% 
10.7% 
5.1% 
12.8% 
4.8% 

性別 男 
女 

207 
167 

55.3% 
44.7% 

分級 
 

初級 
中級 
高級 

98 
87 
189 

26.2% 
23.3% 
50.5% 

總共  37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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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工具為改編自師大英語系陳秋

蘭教授所編寫的「大學英語課程內容」問

卷，於本研究進行前，作者已先去函獲得

陳教授的同意使用。改編後的問卷共有兩

大部份（共 42 題），第一部分詢問學生對

大一課程內容的看法（16 題），對教學方

面的看法（10 題），以及對學習方法的看

法（12 題）；第二部分詢問學生的基本資

料（4 題）（詳見附錄）。之後，研究者邀

請一班大一學生施做問卷預試，了解是否

有題意不清之處，並針對問卷第一部分的

四點利式量表的問題做信度統計分析，求

得問卷信度為 α＝0.88。 

接著，作者利用接近期末的上課時間

在任課的班級實施問卷調查，資料蒐集完

畢後，作者用描述統計報導樣本學生對大

一課程內容、教學方面的看法，以及其喜

愛的學習方法。單因子變異數與 Sheffe 後

測法將分析學生學院及程度是否影響其

看法。另外，獨立樣本 t 檢定則用來檢驗

不同性別學生的看法是否有顯著差異。 
 

四、研究結果  

（一）全體樣本學生的看法如下： 

1. 課程內容方面 
絕大多數的學生同意大一英文大課

程應著重閱讀能力訓練(96.8%)、聽力訓練

(96.5%)、語言應用能力訓練(96.5%)、字

彙訓練(91.4%)、一般生活會話能力訓練

(90.4%)、寫作能力訓練( 80.7%)；89%的

學生認為大一英文課程應聽說讀寫四技

綜合訓練並重，僅有少數學生認為大一英

文應著重聽說訓練就好(33.2%)或著重讀

寫訓練就好(34.2%)；另外，九成以上的學

生同意大一英文課程題材應包含多種主

題(97.1%)，而且，大學在大一英文外應開

設與學生主修相關的專業英語課程(91.4%) 
(詳見表三)。 
 
2. 教學方面 

在挑選教材方面，高於 90% 的學生

同意英語教師應該選擇不同主題文章

(97.6%)、選擇對話(92.2%)、使用不同媒

體如 DVD (90.1%)；另外，在設計教學活

動方面，高於 80% 的學生希望英語教師

多提供學生使用英語的機會(94.1%)、多用

思考性的活動(87.9%)、多用學生口語發表

活動(85.3%)、多玩遊戲(84.8%)、多用小

組討論方式(80.7%)等(詳見表四)。 
 

3. 學習方法方面 
多數學生喜歡利用下列方式學英

文：看電影(93%)、參與活動來加強學習

印象(92.2%)、由老師/同學糾正其英語錯

誤 (90.9%)、老師帶領全班討論 (88%)、
老 師 講 解 (83.1%) 、 多 做 文 法 練 習

(76.7%)、閱讀小說(73.8%)；另外， 將近

50% 的學生不喜歡以交網友 (51.1%)，或

是 以 分 組 討 論 活 動 的 方 式 學 英 文

(48.9%)；接著，60.4%的學生不喜歡和同

學合作完成指定作業、但也有 51.3%的學

生不喜歡獨自完成英語作業(詳見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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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學生對課程內容的看法 

非常同意 大致同意 不太同意 非常不同意A. 課程內容方面 

（同意% VS.不同意%）  N. % N. % N. % N. % 

1.大一英文課程應著重文法

及語言結構的教學 
  (89.3% VS. 10.7%) 

82 21.9 252 67.4 38 10.2 2 0.5 

2.大一英文大課程應著重聽

力訓練 
  (96.5% VS.3.5%) 

131 35 230 61.5 12 3.2 1 0.3 

3.大一英文課程應著重閱讀

能力訓練 
  (96.8% VS.3.2%) 

104 27.8 258 69 11 2.9 1 0.3 

4.大一英文課程應著重寫作

能力訓練 
  (80.7% VS. 19.3%) 

73 19.5 229 61.2 65 17.4 7 1.9 

5.大一英文課程應著重一般

生活會話能力訓練 
 (90.4% VS. 9.6%) 

167 44.7 202 54 6 1.6 0 0 

6.大一英文課程應著重語言

應用能力訓練 
  (96.5% VS.3.5%) 

142 38 219 58.5 12 3.2 1 0.3 

7.大一英文課程應著重文學

素養訓練 
  (75.4% VS. 24.6%)  

50 13.4 232 62 90 24.1 2 0.5 

8.大一英文課程應著重字彙

訓練 
  (91.4% VS.8.6%) 

95 25.4 247 66 31 8.3 1 0.3 

9.大一英文課程應著重與學

生主修相關的專業英語能

力訓練 
  (78.9% VS.21.1%) 

88 23.5 207 55.3 68 18.2 11 2.9 

10.大一英文課程應聽說讀寫

四技綜合訓練並重 

   (89% VS.11%) 

109 29.1 224 60 37 9.1 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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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大一英文應著重聽說訓練

就好 
  (33.2% VS. 66.8%) 

15 4.0 109 29.1 176 47.1 74 19.8

12.大一英文應著重讀寫訓練

就好 
  (34.2% VS.65.8%) 

16 4.3 112 29.9 174 46.5 72 19.3

13.大一英文課程題材應著重

科技類 
   (53.2% VS. 46.8%)   

26 7.0 10.7 28.6 163 43.6 12 3.2 

14.大一英文課程題材應著重

文學類 
   (63.3% VS. 36.7%) 

22 5.9 139 37.2 127 34 10 2.7 

15.大一英文課程題材應包含

多種主題 
   (97.1% VS. 2.9%) 

127 34 201 53.7 10 2.7 1 0.3 

16.大學在大一英文外應開設

與學生主修相關的專業英

語課程 
   (91.4% VS. 8.6%) 

103 27.5 182 48.7 29 7.8 3 0.8 

 

 

表四  學生對教學的看法 

非常同意 大致同意 不太同意 非常不同意B. 教學方面 

（同意% VS.不同意%）  
N. % N. % N. % N. %

1. 英語教師應該多講解文

法來幫助學生學習  
   (83.2% VS. 16.8%) 

66 17.6 245 65.5 56 15 7 1.9

2. 英語教師應該多用學生

口語發表活動 
   (85.3% VS. 14.7%) 

79 21.1 240 64.2 50 13.4 5 1.3

3. 英語教師應該多用學生

表演活動（如短劇） 
   (74.6% VS. 25.4%)  

69 18.4 210 56.2 77 20.6 18 4.8

4. 英語教師應該多用思考

性的活動 
   (87.9% VS. 12.1%) 

67 17.9 262 70.1 43 11.5 2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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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英語教師應該多用小組

討論方式 
   (80.7% VS. 19.3%) 

66 17.6 235 62.8 63 16.8 9 2.4

6. 英語教師應該多玩遊戲 
   (84.8% VS. 15.2%) 

92 24.6 225 60.2 46 12.3 11 2.9

7. 英語教師應該選擇不同

主題文章做為教材 
   (97.6% VS. 2.4%) 

133 35.6 232 62 9 2.4 0 0 

8. 英語教師課程應該選擇

對話做為教材 
   (92.2% VS. 7.8%)  

105 28.1 240 64.2 25 6.7 4 1.1

9. 英語教師應該使用不同

媒體(如 DVD)的教材  
   (90.1% VS. 9.9%) 

109 29.1 228 60.9 35 9.4 2 0.5

10. 英語教師應該多提供學

生使用英語的機會 
   (94.1% VS. 5.9%) 

111 29.7 241 64.4 2.0 5.3 2 0.5

 

表五  學生對學習方法的看法 

非常同意 大致同意 不太同意 非常不同意C. 學習方法 

（同意% VS.不同意%）  N. % N. % N. % N. % 

1. 我喜歡老師講解式的上

課方式  
   (83.1% VS. 16.9%)  

86 23 225 60.2 60 16 3 0.8

2. 我喜歡老師帶領全班討

論方式學習英語 
   (88% VS. 12%) 

87 23.3 242 64.7 45 12 0 0 

3. 我喜歡課堂上有分組討

論的活動 
   (51.1% VS. 48.9%) 

38 10.2 153 40.9 150 40.1 33 8.8

4. 我喜歡獨自完成英語作

業 
   (48.7% VS. 51.3%) 

35 9.4 147 39.3 162 43.3 30 8 

5. 我喜歡和同學合作完成

指定作業 
   (39.6% VS. 60.4%) 

28 7.5 120 32 98 26.2 128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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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喜歡經由參與活動的

方式來加強學習印象 
   (92.2% VS. 7.8%) 

103 27.5 242 64.7 26 7 3 0.8

7. 我喜歡老師/同學糾正我

英語錯誤 
   (90.9% VS. 9.1%) 

101 27 239 63.9 30 8 4 1.1

8. 我喜歡藉多做文法練習

來加深學習印象 
   (76.7% VS. 23.3%) 

70 18.7 217 58 79 21.1 8 2.1

9. 我喜歡用閱讀小說來學

英文 
   (73.8% VS. 26.2%) 

53 14.2 223 59.6 83 22.2 15 4 

10. 我喜歡上網以交網友的

方式學英文 
   (48.9% VS. 51.1%) 

38 10.2 145 38.8 162 43.3 29 7.8

11. 我喜歡在網路上瀏覽閱

讀英文資料 
   (61.2% VS. 38.8%) 

40 10.7 189 50.6 128 34.2 17 4.5

12. 我喜歡利用看電影方式

學英語 
   (93% VS. 7%) 

149 39.8 199 53.2 23 6.1 3 0.8

 
（二）、不同學院、程度、性別的學生對

四技整合課程的看法： 
本研究的樣本七個班級中，工學院佔

三班（包含二班初級，一班中級），管理

學院二班（皆為高級），人文學院一班（高

級），及電資學院一班（中級）。關於研究

問題一：大一課程是否應該整合聽説讀寫

四技並重？還是著重個別聽說或讀寫訓

練就好？描述統計顯示，同意四技整合課

程的以人文學院比例最高(92.4%)，電資學

院次之（89%），工學院第三（88.2%），管

理學院第四（86.4%）；男生(89.4%)比女生

（ 88.6% ） 略 高 ； 程 度 中 級 最 同 意

（94.3%），高級次之（89.9%），而初級雖

然居於最後，但也有 82.6%的人同意。至

於反對著重聽說訓練就好的學生依序為

人文學院（86.4%）、工學院（74.3%）、管

理學院（61%）、電資學院（42.4%）；女生

(74.9%)比男生（60.4%）多；程度初級最

多人反對（82.6%），高級次之（68.2%），

而中級 46%人反對。同樣地，反對著重讀

寫訓練就好的學生，人文學院高達

86.4%，工學院 71.5%，管理學院近六成

（59.1%），電資學院（45.4%）；女生(71.9%)
比男生（60.9%）多；不同程度的學生方

面，仍以初級反對最多（82.6%），高級次

之（67.1%），而中級的學生反對較少

（43.7%）。  
 
（三）、不同學院、程度、性別的學生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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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有顯著差異者： 

1. 課程內容方面 
    表六顯示不同學院學生看法確有顯

著差異。第一，雖然各學院多數學生認為

大一英文課程應著重文學素養訓練，工學

院較人文學院學生更肯定文學知識的重

要性，這可能是本研究中教授工學院的老

師使用英文小說為教科書，因此學生比其

他未接觸文學作品的班級更能體會文學

作品對提升其英文能力的助益。第二，大

多數學院的學生均不贊同大一英文應著

重聽說或讀寫訓練就好，其中尤其以人文

學院學生反對者最多，電資學院學生反對

者相對較少。也許是因為人文學院學生的

未來職場將要求英文口語及書寫表達能

力，因此更加體會英文聽說讀寫四種技能

並重的必要性。第三、工學院學生顯然較

肯定「大一英文課程題材應著重科技

類」，其他三學院學生則較不支持此看

法，其中又尤以人文學院學生最反對。學

生的看法似乎受其主修影響。 

 
表六  不同學院對課程內容的看法（ANOVA & Sheffe） 

項目 工學院

平均數 
管理 

平均數

人文 
平均數

電資 
平均數

事後比較 顯著性

7. 大一英文課程應 
  著重文學素養訓練 

3.59 3.36 3.15 3.62 工＞人文 0.04* 

11.大一英文應著重 
  聽說訓練就好    

2.26 2.36 2.00 2.75 電資＞工 
電資＞人文 

0.01* 
0.00** 

12.大一英文應著重 
   讀寫訓練就好     

2.30 2.46 2.00 2.71 電資＞人文 0.00** 

13. 大一英文課程題 
   材應著重科技類    

3.13 2.76 2.64 2.96 工＞人文 0.02* 

 * p<0.05, ** p<0.01,  
 
此外，不同程度的學生看法亦有顯著

差異（見表七）。程度愈初級的學生，似

乎愈喜歡大一課程內容融入文學作品，而

且他們也最不認同大一英文應著重聽說

或讀寫訓練就好，顯現他們對四技並重的

需求及渴望。接著，初級的學生也較高級

的學生喜歡科技類的課程題材，由於本研

究初級的學生均來自工學院，中級的學生

來自工學院及電資學院，高級的學生則包

含人文及管理學院學生，學生對英文課程

題材的喜好似乎受主修的影響比程度影

響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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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不同程度對課程內容的看法（ANOVA & Sheffe） 

項目 初級 
平均數 

中級 
平均數 

高級 
平均數 

事後比較 顯著性 

7. 大一英文課程應著 
  重文學素養訓練 

3.68 3.59 3.29 一級＞三級 0.02* 

11.大一英文應著重聽 
   說訓練就好 

2.11 2.71 2.28 二級＞一級 
二級＞三級 

0.00** 
0.02* 

12.大一英文應著重讀 
   寫訓練就好 

2.11 2.75 2.33 二級＞一級 
二級＞三級 

0.00** 
0.02* 

13.大一英文課程題材 
  應著重科技類   

3.22 3.02 2.72 一級＞三級 
 

0.00** 

 * p<0.05, ** p<0.01, 
  

表八顯示女生比男生更著重字彙訓

練，也較希望課程題材應包含多種主題，

但較不喜歡科技類的題材。相反地，男生

比女生著重文學素養訓練，如上述，工學

院的班級曾上過英文小說的教學，而且工

學院的學生大多以男生居多，可能因此，

他們的對文學訓練的反應也更正向。 

 
表八  不同性別對課程內容的看法 

項   目 男 
平均數 

女 
平均數 

t 顯著性 

7. 大一英文課程應著重文學素養訓練 3.56 3.34 2.02 0.04* 

8. 大一英文課程應著重字彙訓練 3.85 4.04 -2.13 0.03* 

13.大一英文課程題材應著重科技類   3.07 2.74 3.02 0.00** 

15.大一英文課程題材應包含多種主題 4.11 4.27 -2.17 0.03* 

* p<0.05, ** p<0.01, 
 
2. 教學方面 
 表九顯示人文學院的學生最希望老

師多讓學生有口語發表及使用英語的機

會，管理學院的學生則較不喜歡此類教學

活動；同樣地，文學院的學生喜歡表演活

動，電資學院與管理學院的學生則較不喜

歡。在教材方面，人文學院的學生最希望

教師選擇不同主題文章，以及使用不同教

學媒體，電資學院的學生則較少人有此傾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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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不同學院對教學的看法（ANOVA & Sheffe） 

項目 工學院

平均數 
管理 
平均數 

人文 
平均數

電資 
平均數

事後比較 顯著性 

2. 英語教師應該多用  
  學生口語發表活動 

3.84 3.48 3.93 3.57 工＞管理 
人文＞管理 

0.04* 
0.05 

3. 英語教師應該多用 
  學生表演活動 
 （如短劇）  

3.66 3.15 3.88 3.04 工＞管理 
工＞電資 
人文＞管理 
人文＞電資 

0.00** 
0.00** 
0.00** 
0.00** 

7. 英語教師應該選擇  
不同主題文章做為教材 

4.22 4.26 4.37 3.96 人文＞電資 0.01* 

9. 英語教師應該使用 
   不同媒體 
   (如 DVD)的教材  

3.96 4.01 4.15 3.68 人文＞電資 0.04* 

10.英語教師應該多提供

學生使用英語的機會 
4.06 3.86 4.28 3.90 人文＞管理 

 
0.02* 

* p<0.05, ** p<0.01, 
  

不同程度的學生對教學活動亦有顯

著差異的看法(見表十)。雖然所有程度的

學生都喜歡表演活動，思考性的活動，及

玩遊戲，初級的學生是所有學生中最熱衷

這些活動的。根據研究者的觀察，這二班

來自工學院的初級學生，雖然程度較差，

但多數學生個性活潑，上課對老師的問答

較反應熱烈，也較不畏懼上台表演。因

此，作者認為學生對教學活動的喜好往往

受個人特質及班級風氣影響。此外，教師

年紀、服裝、外貌也可能是影響學生學習

態度的因素。  
 

表十  不同程度對教學的看法（ANOVA & Sheffe） 

項目 初級 
平均數 

中級 
平均數 

高級 
平均數 

事後比較 顯著性

3. 英語教師應該多用學生表演活

動（如短劇）  
3.93 3.02 3.38 一級＞二級 

一級＞三級 
0.00** 
0.00** 

4. 英語教師應該多用思考性 
   的活動 

3.98 3.59 3.64 一級＞二級 
一級＞三級 

0.03* 
0.02* 

6. 英語教學應該多應用遊戲活 
   動於教學 

3.93 3.44 3.78 一級＞二級 0.02* 

* p<0.05,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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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十一顯示女生較男生喜歡老師多

講解英文文法，選擇不同主題文章做為教

材，及使用不同媒體(如 DVD)的教材。 

表十一  不同性別對教學的看法 （t-Test） 

項目 男 
平均數 

女 
平均數 

t 顯著性 

1. 英語教師應該多講解文法來幫助學生學習  3.47 3.86 -3.87 0.00** 

7. 英語教師應該選擇不同主題文章做為教材 4.13 4.32 -2.65 0.00** 

9. 英語教師應該使用不同媒體(如 DVD)的教材 3.83 4.11 -3.05 0.00** 
* p<0.05, ** p<0.01, 

 
3. 學習方法方面 
 表十二顯示工學院與電資學院的學

生較人文學院的學生喜歡老師講解式的

上課方式；此外，較多電資學院的學生喜

歡分組討論的活動，人文及管理學院的學

生明顯的較不喜歡。至於完成作業的方

式，喜歡獨自完成英語作業的學生似乎比

和同學合作完成指定作業的學生多，其中

工學院及電資學院尤較人文學院的學生

喜歡獨自完成英語作業，而且人文學院的

學生普遍不喜歡和同學合作完成指定作

業。有趣的是，不論以哪種方式完成作

業，除了電資學院的學生外，其它學院的

學生似乎都不喜歡，也許學生是希望完全

沒有作業的要求。 接著，工學院與人文

學院的學生較電資學院的學生喜歡用閱

讀小說來學英文，電資學院的學生較喜歡

上網以交網友的方式學英文，可能與其主

修科目得常接觸網際網路世界有關。 

 

表十二  不同學院對學習方法的看法（ANOVA & Sheffe） 

項目 工學院

平均數 
管理 
平均數 

人文 
平均數

電資 
平均數

事後比較 顯著性 

1. 我喜歡老師講解式 
  的上課方式     

3.87 3.77 3.35 3.95 工＞人文 
電資＞人文 

0.01* 
0.01* 

3. 我喜歡課堂上有分 
  組討論的活動 

2.99 2.60 2.47 3.34 工＞人文 
電資＞管理 
電資＞人文 

0.03* 
0.00** 
0.00** 

4. 我喜歡獨自完成英 
  語作業 

3.00 2.72 2.28 3.03 工＞人文 
電資＞人文 

0.00** 
0.00** 

5. 我喜歡和同學合作 
  完成指定作業 

2.21 2.40 1.33 3.59 工＞人文 
電資＞工 
電資＞管理 
電資＞人文 
管理＞人文 

0.00** 
0.00** 
0.00** 
0.00** 
0.00** 

9. 我喜歡用閱讀小說 
  來學英文 

3.51 3.37 3.54 2.90 工＞電資 
人文＞電資 

0.00** 
0.01* 

10.我喜歡上網以交 
  網友的方式學英文 

2.95 2.65 2.66 3.30 電資＞管理 
電資＞人文 

0.00** 
0.02* 

* p<0.05,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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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不同程度的學生方面(見表十三)，首

先，中級的學生顯然較喜歡課堂上有分組討

論的活動，也較喜歡獨自完成英語作業，或

和同學合作完成指定作業。相較之下，初級

的學生最不喜歡和同學合作完成指定作

業，推敲其原因可能是彼此程度皆不好，很

難合作完成作業；至於高級（高級）的學生

為什麼也不喜歡和同學合作完成指定作

業，作者猜測是因為他們英文程度好，靠自

己便可迅速完成作業。其次，初級的學生較

喜歡用閱讀小說來學英文，應該是受其課堂

曾修讀小說經驗影響。最後，中級的學生最

喜歡上網以交網友的方式學英文，可能原因

是他們大多是電資學院的學生，因此喜歡與

電腦相關的方式學習英文。 

 

表十三  不同程度對學習方法的看法（ANOVA & Sheffe） 

項目 初級 
平均數

中級 
平均數

高級 
平均數 

事後比較 顯著性 

3. 我喜歡課堂上有分組討論的

活動 
2.71 3.36 2.70 二級＞一級 

二級＞三級 
0.00** 
0.00** 

4. 我喜歡獨自完成英語作業 2.97 3.04 2.62 二級＞三級 0.04* 

5. 我喜歡和同學合作完成指定

作業 
1.55 3.57 2.24 二級＞一級 

三級＞一級 
二級＞三級 

0.00** 
0.00** 
0.00** 

9. 我喜歡用閱讀小說來學英文 3.62 2.97 3.42 一級＞二級 
三級＞二級 

0.00** 
0.02* 

10.我喜歡上網以交網友的方 
   式學英文 

2.89 3.22 2.71 二級＞三級 0.01* 

* p<0.05, ** p<0.01, 

 
 不同性別對學習方法看法有顯著差

異者計有表十四的四項，分別是男生較女

生喜歡分組討論的活動及上網以交網友

的方式學英文；有趣的是，不論男生女生，

似乎都不喜歡老師指定作業，而且女生又

比男生更不喜歡作業的要求。 

 
表十四  不同性別對學習方法的看法（t-test） 

項目 男 
平均數 

女 
平均數 

t 顯著性 

3. 我喜歡課堂上有分組討論的活動 3.01 2.67 2.87 0.00** 

4. 我喜歡獨自完成英語作業 2.95 2.64 2.66 0.00** 

5. 我喜歡和同學合作完成指定作業 2.57 2.11 3.39 0.00** 

10. 我喜歡上網以交網友的方式學英文 3.03 2.70 2.72 0.00** 

* p<0.05,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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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與建議 

首先，在課程內容方面，本研究發現多

數科技大學學生希望大一英語課程應該整

合聽、説、讀、寫四種技能，而不是個別技

巧教學，此發現支持當前教育部技職司推動

的共同語文課程規劃的方向，將符合學生的

期待，也將能更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第

二，雖然大部分樣本學生認為大一英文課程

題材應包含多種主題，但事實上我們發現學

生對英文課程題材的喜好受主修的影響很

大，例如工學院學生最喜歡大一英文課程題

材著重科技類，其他三學院學生則較不支持

此看法。此外，由於許多學生也希望學校能

開設與學生主修相關的專業英語課程，因此

我們建議英文老師在大一英文課程題材的

選擇上，能融入學生的專業職場英文訓練，

也就是專業英文與大一英文結合，例如，對

象是工學院的學生，可補充科技英文，如果

是商管學院的學生可考慮加強經貿英文，至

於電資學院的學生，多媒體傳媒英文或許可

更貼近學生的專業領域。當然，為了配合這

些專業英文課程開設，英文老師勢必得加強

自己在這些領域的相關專業知識，然而這對

許多同時面對教學與研究壓力的老師而

言，勢必加重更多負擔。或許另一解決之道

是如陳超明教授（2008）所提，英文老師與

專業領域老師協同教學，或未來聘任新師資

時考慮聘任具英文語言與學科專業的雙專

長英文老師。 
本研究發現一個有趣的發現是，初級

比高級的學生、男生比女生更認同大一英

文課程應著重文學素養訓練，這與一般以

為文學作品對程度不好的學生太過艱

深，或是女生較喜歡研讀文學的想法不

同。造成本研究結果的原因可能是初級的

樣本學生恰好是工學院的學生，因此男生

佔大多數，擔任這二班的英文教師為研究

者之ㄧ，她選用簡易小說讀本作為補充教

材，並搭配改編原著小說的電影 DVD，實

驗教學一年後顯著改善學生的英文聽力

與閱讀能力(Wang, 2009) 。有鑒於此，我

們建議英文老師可藉文學作品的教學來

整合學生的英語聽說讀寫應用能力訓練

並加強學生對標地語言的文化理解。 
至於研究問題二：科大學生對英文老

師教材編選方式和教學活動的期待為

何？我們發現高達九成的學生認為英語

教師應該多選擇不同主題文章以及對話

做為教材，而且應該提供學生使用英語的

機會，他們也希望老師多讓學生思考、多

用小組討論方式、並多用學生口語發表活

動。學生的回答非常符合語言學習要建立

在使用的學理概念，也似乎可讓當前課程

規劃應以產出為教學活動(陳超明, 2010)
的倡導者，更深具信心這樣的規劃是符合

學生需求的。然而，從學生對研究問題三

的回答：科大學生喜歡的學習方法為何？

我們發現其實只有一半學生喜歡分組討

論的活動，八成以上的學生仍偏好老師講

解式的上課方式，或是老師帶領全班討論

方式學習英語，而且在完成英語作業的選

項上，喜歡獨自完成或和同學合作完成的

人均只佔三、四成。面對這樣的調查結

果，我們非常憂心學生雖然對學校政策及

老師教學方面期待很高，然而多數學生仍

舊抱持被動的學習態度。因此我們認為寓

意再好的教學目標，如果老師無法有效引

導學生積極的的學習態度，即使使用學生

喜歡的教學活動，例如看電影、玩遊戲，

也會淪於歡樂有餘，學習卻有限的窘境。

因此我們建議老師投學生所好，但是不論

是看電影或讀小說，都應該要搭配其它相

關動態活動（例如，老師帶領全班討論，

遊戲搶答）及靜態活動（書面報告、文法

練習）來加深學習印象。 

 214



王佩玲、羅雅芬、許春滿、徐儷娜 

科技大學學生對大一英文課程規劃的看法：以一所應用科技大學為例 

至於第四個研究問題：不同學院、性

別及程度的學生看法是否不同？我們發

現，人文學院學生最強烈主張英文聽說讀

寫四種技能並重的必要性，他們最不喜歡

老師講解式的上課方式，也最渴望擁有口

語發表及使用英語的機會，這也許是因為

在未來職場上，他們最需要四技並重的專

業能力。另外，初級的學生也較高級的學

生喜歡四種技能並重的課程內容，以及參

與課堂活動例如表演、玩遊戲等，但他們

最不喜歡和同學合作完成指定作業。在性

別部分，女生較不喜歡科技類的題材，他

們也不喜歡以交網友的方式學英文，而且

女生較喜歡老師多講解英文文法、字彙訓

練等。 
從上述的研究發現，我們可了解學生

的需求及訴求，為了鼓舞學習動機普遍不

高的科大學生，我們認為老師應該確實依

照學生的喜好設計教學活動，誠如洪蘭教

授在《理直氣平－勇於改變才會進步》

(2010)的後序所言：「講的再好聽都抵不上

一個執行力，天下事只有實際動手去做

了，才有成果出來。」雖然洪蘭教授不是

英語教學領域的教育學者，她的建言提供

我們勇於改變的動力，我們相信背負艱鉅

教育使命的英語老師，教學觀念需由傳統

語意（semantics）理論建構框架中跳脫到

語用（pragmatics）的實踐，希望學生不僅

要懂英文單字或文法規則，還要能實際使

用未來職場需求的聽、說、讀、寫整合的

能力。 
 

結論 

技職院校學生的教育目標應是強化

學生的就業競爭力，為了提昇台灣產業國

際化，訓練科技大學學生的英語基礎及專

業應用能力更是當務之急。根據本研究結

果，我們肯定教育部部技職司對技職校院

英語文教育的規劃方向符合大多數同學

的期待，至於如何改變學生被動的學習態

度，除了營造友善的師生關係、同儕互助

的班級風氣，運用多元的教材及活動或許

亦為有效策略之ㄧ。 
 由於本研究的研究工具僅運用學生

問卷，對於學生意見的背後原因，則需要

使用不同研究方法加以探索，未來研究可

考慮增加學生訪談以了解原因，並擴大樣

本人數，讓每種程度的樣本學生皆涵蓋各

學院的族群代表，並力求取樣時無論在學

院、性別、及程度人數能夠分佈平均，如

此研究結果的推論將更嚴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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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大一英文課程問卷 

 
 
 
 
 
                                                                                        

親愛的同學： 

     為了了解您對大一英文課程內容以及英文老師教學的看法，以作為學校及老師改進

教學之用途，請您耐心填寫此問卷，您的答案與英文成績沒有關係，請放心填寫，謝謝

您的幫忙！ 

                                                          英文老師 敬上 ☺ 

                                                   
                                                  非    大     不    完       
                                                  常    致     太    全 
                                                                     不    
                                                  同    同     同    同 

                                                  意    意     意    意 
第一部分 
A. 課程內容方面    

1. 大一英文課程應著重文法及語言結構的教學    4 3 2 1 

2. 大一英文大課程應著重聽力訓練 4 3 2 1 

3. 大一英文課程應著重閱讀能力訓練 4 3 2 1 

4. 大一英文課程應著重寫作能力訓練 4 3 2 1 

5. 大一英文課程應著重一般生活會話能力訓練 4 3 2 1 

6. 大一英文課程應著重語言應用能力訓練 4 3 2 1 

7. 大一英文課程應著重文學素養訓練   4 3 2 1 

8. 大一英文課程應著重字彙訓練 4 3 2 1 

9. 大一英文課程應著重與學生主修相關的專業英 
   語能力訓練 

4 3 2 1 

10.大一英文課程應聽說讀寫四技綜合訓練並重 4 3 2 1 

11.大一英文應著重聽說訓練就好 4 3 2 1 

12.大一英文應著重讀寫訓練就好 4 3 2 1 

13.大一英文課程題材應著重科技類   4 3 2 1 

14.大一英文課程題材應著重文學類 4 3 2 1 

15.大一英文課程題材應包含多種主題 4 3 2 1 

16.大學在大一英文外應開設與學生主修相關的 
   專業英語課程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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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教學方面 

1. 英語教師應該多講解文法來幫助學生學習   4 3 2 1 

2. 英語教師應該多用學生口語發表活動 4 3 2 1 

3. 英語教師應該多用學生表演活動（如短劇）  4 3 2 1 

4. 英語教師應該多用思考性的活動 4 3 2 1 

5. 英語教師應該多用小組討論方式 4 3 2 1 

6. 英語教師應該多玩遊戲 4 3 2 1 

7. 英語教師應該選擇不同主題文章做為教材 4 3 2 1 

8. 英語教師應該選擇對話做為教材  4 3 2 1 

9. 英語教師應該使用不同媒體(如 DVD)的教材  4 3 2 1 

10.英語教師應該多提供學生使用英語的機會 4 3 2 1 

 
C. 學習方法 

1. 我喜歡老師講解式的上課方式   4 3 2 1 

2. 我喜歡老師帶領全班討論方式學習英語 4 3 2 1 

3. 我喜歡課堂上有分組討論的活動 4 3 2 1 

4. 我喜歡獨自完成英語作業 4 3 2 1 

5. 我喜歡和同學合作完成指定作業 4 3 2 1 

6. 我喜歡經由參與活動的方式來加強學習印象 4 3 2 1 

7. 我喜歡老師/同學糾正我英語錯誤 4 3 2 1 

8. 我喜歡藉多做文法練習來加深學習印象 4 3 2 1 

9. 我喜歡用閱讀小說來學英文 4 3 2 1 

10. 我喜歡上網以交網友的方式學英文 4 3 2 1 

11. 我喜歡在網路上瀏覽閱讀英文資料 4 3 2 1 

12. 我喜歡利用看電影方式學英語 4 3 2 1 

 
第二部份：您的基本資料 
1. 學院：□工學院  □管理學院  □人文學院  □電資學院  
2. 系別：□機械系 □土木系  □化材系 □工管系 □企管系  □財稅系 □會計系 
        □ 國企系 □人資系 □文化系 □電機系  □資工系  

3. 性別：□男  □女   
4. 分級：□初級  □中級  □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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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iculum Design for Freshman English—An Analysis of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Freshmen’s Perceptions 

 

Pei-Ling Wang, Ya-Fen Lo, Chuen-Maan Sheu, Lina Hsu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Abstract 
Since Professor Chao-Ming Chen of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proposed “White Papers 

on English Education of Universiti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aiwan” in 2009, the 

administrations of universiti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ve devoted more attention to 

developing programs on elevating students’ English proficiency. Hence, this study tried to 

explore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freshmen’s perceptions of Freshman English curriculum 

design and development. The subjects were 374 freshmen from 12 departments of 4 colleges 

at a national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in southern Taiwan. Concerning the course content, over 

80 % of the subjects expressed a preference for contents focusing on reading (96.8%), 

listening (96.5%), language application ability (80.7%), vocabulary-building (91.4%), daily 

conversation (90.4%), and writing (80.7%). Eighty-nine percent of the subjects responded that 

Freshman English course should include four-skill training, while comparatively fewer 

subjects preferred either only listening and speaking training (33.2%) or only reading and 

writing training (34.2%). Besides, 91.4% of the subjects expressed a need of having ESP 

courses related to their majors apart from the Freshman English course. Pertaining to 

teaching/learning materials, most of the subjects responded that teachers could choose 

materials of a wider variety of topics and more situational dialogues with media such as DVD. 

For teaching/learning activities, they expressed a preference for more practice, more 

thought-provoking and more oral presentation tasks, as well as a preference for more games. 

In the aspect of teaching/learning methods, students showed a preference for watching movies, 

strengthening their learning by participating in tasks, receiving corrections from 

teachers/peers, listening to teachers’ lecturing, doing more grammar practice, and reading 

novels. A surprising finding was that about 50 % of the subjects disliked learning English by 

group discussion. Based on the findings above, the researchers propose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curriculum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Freshman English course. 
Keywords: Freshman English, course content, teaching materials, teaching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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