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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與職場普遍重視溝通表達與口頭報告能力，但由於學生缺乏足夠

的學習動機與簡報技能，往往造成學生的課堂報告無法達成理想教學成

效。過去文獻指出，雖然簡報技巧課程可使同學們了解口頭報告的原則與

技巧，但仍須實際多次演練才能實際提升學生上台的表現 (De Grez, Valcke, 

& Roozen, 2009a)。本研究目的在了解於通識教育「三國演義」課程中，

密集安排學生上台發表，達成提升學生簡報技能之效益。本研究以自編

之「簡報技能自評量表」，與「簡報表現 Rubric 評分規準」評估學生簡

報技能，採 ANCOVA 與 t-test 分析前、後測差異，並以反思文本、半結

構團體訪談等質性資料，了解學生簡報技巧的提升情形。本研究結果發

現學生自評分數平均提高 6.12 分（前測平均得分為 55.68±9.42 分；後測

平均得分 61.81±7.60）；互評分數平均提高 6.03（期中互評平均得分為 

21.60±1.22 ；期末專題報告平均得分為 27.63±1.86），皆達統計顯著水

準。本研究質性結果亦發現，學生的簡報技能有明顯進步。本研究所置入

之動機誘發、觀察學習、同儕互評、經驗反思等課程設計理念與教學執行

技巧，可供大學教師運用與操作，以強化學生簡報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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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傳統大專院校的教學現場裡，常會看到一個普遍現象：教師在課程中

安排同學們上台進行小組口頭報告，但整間教室只有教師一人專心聆聽，

多數學生包含同組同學都心不在焉地處理自己的事。雖然教師在設計課程

時，知道小組專題報告可帶來許多聽講以外的學習效益，如增進學生尋找

資料能力、組織架構能力，並強化團體合作精神、口語表達技巧等（陳秋

虹，2006；韓德彥，2013）；然而實際運作時，往往未能達成理想目標。

    造成此現象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學生「不知為何而戰，為誰而戰？」

──同學們只為得到學分，卻沒有強化自身知識與能力的動機。要「翻

轉」這種現象，不能只靠「翻轉教育」，而是要讓同學們能「翻轉心

態」。研究者在過去這幾年，嘗試在通識教育課程中潛移默化影響學生以

提升其能力，並以「學生為中心」強化他們的自主學習意識，透過反思作

業審視他們自己的學習歷程（陳瑞玲、韓德彥，2015），持續小幅修改課

程設計，學生們大多願意花時間在專題報告之上，藉此機會磨練自己──

甚至曾有學生期中報告只拿 99 分還不滿意，竟在期末報告又花上數十小

時，最終得到全班認可的 100 分（韓德彥，2015，2017）。

    除了學生缺乏學習動機以外的另一個關鍵成因是簡報技巧不足；若再

加上報告缺乏創意以及沒有紮實的內容，當然無法吸引其他同學聆聽。事

實上，學生若能經過觀摩、評論、實作檢討、教師指導等歷程，會發現確

實可在課堂報告中，學到完整簡報呈現技術，進而因為同學專心聆聽而獲

得成就感，並達成教師所期待的教學成效（韓德彥，2013）。

    Brown、Collins 與 Duguid (1989) 提出「情境學習理論」，強調學習

活動必須具備文化脈絡性；讓學生在真實情境中學習，較不會發生與現實

生活脫節或難以遷移知識的狀況。因此，本研究以通識教育三國演義課程

內所包含各種不同文化及歷史情境脈絡，引導學生分組設計簡報，訓練其

簡報技巧，再透過同儕互評與反思檢討期望學生能逐漸不害怕上台報告，



109

進而鍛鍊穩健的台風，裝備好職場生涯的必備利器。本研究假設有二：

（一）上台報告訓練，可有效提升學生簡報技能；（二）學生透過簡報訓

練所學到的技能，能創造教學設計效益。

二、文獻探討

    大學通識教育強調讓學生能思考、能表達、能反省並成為有責任的

現代公民（周芳怡，2019），而「溝通與口語表達技能」經常是大專院校

教育目標中，羅列的重要項目之一（國立中山大學教務處，2018；國立

臺灣大學教務處，2018；鄭英耀、葉麗貞、劉昆夏、莫慕貞，2011；

Hadiyanto, 2016）。國內許多大學，如臺灣大學、嘉義大學、朝陽科大、

高雄應用科大等，都有專門課程教導學生簡報技巧，國外也有些商學院會

提供學生口頭報告的訓練，以增進就業競爭力 (Campbell, Mothersbaugh, 

Brammer, & Taylor, 2001; Maes, Weldy, & Icenogle, 1997; Morreale, Valenzano, 

& Bauer, 2017)。由此可知，無論是國內或是國外大學，都致力於提升學

生的簡報技能。

    在這樣的需求下，過去不少研究者以各式教學方法，嘗試了解應如何

有效提升大學生的表達能力和簡報能力（鄭明俊、劉旨峰、林珊如、袁賢

銘，2001；韓德彥，2013；De Grez et al., 2009a）。不論是專門開設的專

業簡報課程，或是通識課程嘗試提升學生的簡報技能，這些研究皆顯示，

雖然教授簡報技能可使同學們了解口頭報告的原則與技巧，但必須實際多

次演練，才能真正提升學生台上的表現成效。

    基於古典制約理論而發展出的「交互抑制」(reciprocal inhibition) 技

術，被廣泛運用於治療焦慮相關症狀上 (Wolpe, 2000)。若運用此技術於簡

報訓練裡，學生在具備正向鼓勵氣氛的教室裡，將可逐次降低上台發表

的焦慮程度，進而提升簡報表現。另外，若要真正提升學生簡報實力，教

師在課程設計或訓練安排上，務必促使學生真正上台，並得到正向鼓勵

回饋，經過多次交互抑制的制約歷程降低焦慮，才能達到提升簡報技能的

成果。

通識學刊：理念與實務，8(2)，107-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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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針對如何有效提升簡報技巧的研究顯示，在經過多次實際練習

後，來自專家、同儕或是自身的回饋，都對學習者在簡報技巧的提升具有

良好效益；而在各種回饋方式中，又以同時具備觀察學習的同儕回饋效益

最好 (De Grez et al., 2009a)。從社會認知論的角度來看，人們從過去經驗

與觀察別人的過程中，形成了某種預期表現，透過「替代學習」的協助，

自己的實際表現將可逐步貼近這樣的預期表現 (Bandura, 1997)。

    筆者過去針對簡報成效的質性研究，雖顯示學生在簡報技能訓練後，

表現確實有所提升（韓德彥，2013），但課程設計安排上如何達成這樣

的成效，卻缺乏詳細說明。事實上，不論是營造教室正向氣氛的技巧，

或是培訓簡報技能的方法，都需要教師在此過程中不斷計畫、行動、觀

察、反省，才能讓學生從實踐中逐步掌握箇中技巧 (Grundy & Kemmis, 

1981/1988)。因此，研究者嘗試以行動研究的四步驟「計畫、行動、觀

察、反省」，增加學生上台次數的教學設計，實際執行教學活動，觀察學

生表現情形，並輔以學生反饋意見，供教師自我省思整個過程需要修正的

部分，期能透過通識課程幫助學生提升簡報技能。

    過去大部分研究以量化或質化方式呈現課程成效，較少同時採用量化

與質化一併呈現簡報訓練的結果。因此若能採用量化工具證實學生簡報技

能的提升，並同時採用質化工具了解學生實際主觀看法，將能完整了解簡

報技能提升的來龍去脈。有鑑於口頭簡報能力對學生而言至關重要，而多

數剛進大學修習通識課程的學生，對簡報技能的掌握有所不足，本研究針

對簡報技能主題，呈現達成教學任務的課程設計、授課方式，供有興趣教

師做為教學安排上參考，並以量化與質化方式同時呈現教學成效，期望學

生畢業時不僅不害怕上台報告，更能台風穩健地清楚述說，裝備好職場生

涯的必備利器。以下說明簡報技能培訓在通識課程「三國演義」中的規劃

方式。

三、三國演義課程規劃方式

    三國演義課程自研究者 101 學年度開設以來，依照學校經典閱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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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要求，規劃反思作業，讓學生每週撰寫一次；惟自 106 學年度起為減輕

學生負擔，改為每兩週撰寫一次作業。反思作業可供教師了解學生對課程

內容、教學安排的意見與看法，因此教師得以在次週或下一學期修正課程

設計，持續提升教學成效。

    本課程自 103 學年度起，使用 Zuvio 線上教學回饋系統進行課前章回

測驗，以提升學生課前閱讀動機。由於課前章回測驗占了總分的 15%，

且學生頗重視分數，在此誘因下更願意實際閱讀三國演義文本，任課教師

接下來的幾年裡，持續這樣的配分制度。自 107 學年度起，研究者首度採

用 Rubrics 評分規準，讓學生使用 Zuvio 中的同儕互評功能，針對同學的

口頭報告進行線上即時同儕互評。

    在課程設計部分，教師通常將 40 位修課學生分成 10 組，每組 4 人。

每次上課教師要求每組學生派一位組員上台，手持 A3 視覺輔助海報，進

行 1 分鐘章回報告。在下一課程段落裡，教師將設計好的討論題目呈現在

教室投影幕上，由另一組員手持視覺輔助海報，進行 1 分鐘小組討論結果

報告。

    由於每次上課會讓 20 位同學上台，故平均每位學生每兩週會上台報

告一次，整個學期上台簡報約 6 次（不含期末專題報告）。藉由整學期多

次簡短上台，通常學生能克服上台的緊張焦慮感，超過半數學生可以進而

追求卓越而良好的表現。視覺輔助海報則可讓報告同學上台時有所依循，

並讓聽眾明瞭完整報告架構。教師除鼓勵學生不斷挑戰自我外，也在學期

後段同學準備專題報告期間，指導學生題目選擇、內容架構、PPT 設計等

報告要領。

    同學上台報告後，教師請台下同學們利用 Zuvio 線上教學 APP，以手

機勾選同儕互評 Rubric 評分規準的項目，並在專題報告階段也現場邀請

同學直接給予報告者一些評論或提出發問。教師藉由加平時分數 1 到 2 分

的方式，鼓勵同學們直接以口頭方式給予報告者回饋。通常學生們得到回

饋後，會很開心並珍惜得到真摯的建言，他們也因此修正上台報告方式，

且願意認真給予其他同學回饋。

通識學刊：理念與實務，8(2)，107-138



112 韓德彥    以三國演義簡報設計教學及訓練提升學生簡報技能效益

    學期前半段，教師會提供 4 個歷屆表現優異的專題報告影音檔案，引

起學生的投入動機，以達到簡報成效上的更高境界。過去許多同學會在反

思中表達出看完後影音檔的讚嘆與崇拜，進而興起「有為者亦若是」的雄

心壯志。經過這樣的動機強化後，配合課程每兩週上台一次的壯膽訓練，

期末做出高品質專題報告的機率大幅提高。

    學期第 1∼14 週的教學內容皆以三國演義文本為主，除第 1 週進行課

程介紹，第 9 週進行電影賞析討論外，其他每週進行 10 回，共 120 回。

此階段學習目標，在使學生能從三國故事中學會人生境遇的自處，人我互

動的真諦，心靈層次的提升，期能對目前學校生活適應與未來醫療領域生

涯皆有具體幫助。

    學期第 9∼14 週，教師開始於課外時間指導各組學生專題報告方向、

資料收集、內容架構、呈現方式與 PPT 製作技巧。課程大綱中明定「每

組於第 7 週確認各組題目，第 11 週確定各組報告日期（請 TA 協助登記、

協調），並於報告前 9 日 23:59 前將 PPT email 給教師；這三次 deadline 

未做到，每次酌扣專題報告項目分數 1 分。」這樣的要求讓學生分階段逐

步完成專題報告，以免拖到最後一週才熬夜完工。

    在準備專題報告的過程中，學生學習從圖書館或網路蒐集三國相關

資料，運用心智圖或樹枝圖的方式整理各方收集到的資料。然後再評估

組員各自專長，進行資料收集、文稿撰寫、PPT 製作、現場講述表演等

任務分工。運作良好的組別，學生通常會在反思中呈現他們在此歷程所獲

得的技能與成就感；運作不好的組別，學生通常會在反思中呈現他們在此

歷程的懊悔或罪惡感。本課程還有一個剔除組員的機制，明列在課程大綱

中：「若有人被組員檢舉未盡本分，改由該員進行 3-4 分鐘的個人專題報

告」，因此小組內通常不太會出現有人明顯失職的問題。

    除了第 14 週以前 120 回的章回摘要報告與討論題目報告外，學期最

後三週還有進行正式專題報告的任務，每組約 15 分鐘左右，報告結束後

其他同學亦透過 Zuvio 線上教學回饋系統，採用教師已設定好的 Rubrics 

規準進行同儕互評，並自發性提出口頭或書面回饋意見。此階段的教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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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在使學生統整三國演義所學到的內容，拓展到三國演義相關的生活應

用或其他相關事件分析，期能從中了解學生的整體學習成果。

貳、研究方法

一、參與者

    107 年 7 月到 108 年 6 月間，本研究收集四門通識課程 84 位學生的

「簡報技能自評量表」資料，其中實驗組為 107 學年度夏季學院修習「三

國演義與生命智慧」的北二區學生，以及 107-1 修習「三國演義」的臺北

醫學大學學生，共 38 名，全都參與課程中的簡報培訓；對照組則為另兩

門法政類通識課程，無須進行口頭報告的修課學生共 46 名，這些學生願

意協助填寫前、後測問卷。對照組的目的，是希望了解未接受簡報訓練的

學生，在一般大學學習情境裡，是否確實不會呈現出簡報技巧自評上的進

步。實驗組的男生有 18 人，女生有 20 人；對照組男生有 21 人，女生有

22 人，另有 3 人漏填性別。實驗組年齡平均為 20.01±2.13 歲；對照組平

均年齡為 20.32±2.21 歲。本研究經臺北醫學大學暨附屬醫院聯合人體研究

倫理委員會審查核准後進行，核准字號為 N201802046。所有學生簽署知

情同意書後參與研究，並獲得 100 元的便利商店禮券感謝參與研究。

通識學刊：理念與實務，8(2)，107-138

二、研究工具

    量化研究工具可分成自評與他評兩項。在自評部分，研究者邀請國內

包括學界、業界，以及編製心理測驗專家學者共四位，進行專家效度評

估，協助確認「簡報技能自評量表」的核心建構與表述語句。經收集四門

通識課程 147 位學生資料，得其內部一致性信度達 .93 (Cronbach’s alpha)；

與三國演義課程簡報學習的 5 個自評題項相關為 .78 (p<.001)，顯示具有

效標關聯效度；經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到單一因素，可解釋 47.8% 的變

異量，顯示所測內容為同一概念。因此，「簡報技能自評量表」可謂信、

效度良好（韓德彥，2019，12 月）。在他評部分，研究者參考過去文獻

（柳玉清，2016；García-Ros, 2011），自行擬定「簡報表現 Rubric 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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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準」，供台下學生為報告者評分之用。該評分規準共有 6 題，包括：

（一）內容，（二）邏輯思路，（三）聽眾興趣，（四）聲音，（五）手

勢、動作、臺風，（六）視覺輔助等項目，每題 5 分，滿分為 30 分，亦

經過前述專家意見修正。

三、研究程序

    本研究採行動研究法，由教學助理協助記錄教學歷程，以利課後與教

師共同討論學生在教室中的行為表現，以增進教學成效的課程安排。這種

做法擷取更多增進學生投入簡報技術學習的創新教學方法，並即時了解學

生針對簡報回饋所提出的問題，實質提升學生簡報技能。

    本研究以便利取樣選取選修三國演義課程學生為實驗組 (N=38)，另

外隨機選取當學期選修法政類課程的兩班學生為對照組 (N=46)，於期初

及期末填寫「簡報技能自評量表」。研究者持續過往在通識教育中心經典

閱讀的教學設計，要求學生撰寫反思作業，並在學期結束後，整理學生在

反思作業提到的簡報技能提升與學習相關敘述，以了解學生在教學的歷程

的進步情形。

    研究者請教學助理於學期末最後 3 次上課結束後，邀請修課學生填

寫量表，並接續主持 30 分鐘的半結構小組訪談，每次邀約 3-4 組學生參

加。半結構小組訪談問題大綱包括：（一）對於課程中安排小組摘要、討

論，並上台報告的看法與建議。（二）對於同儕互評有何意見或看法？能

依照同學們的實際表現給予評分？（三）對於專題報告的安排有何建議？

本課程對你在簡報技能上的影響如何？（四）有無任何其他補充意見？

    助理在訪談結束後，謄打錄音檔內容為匿名之逐字稿，以供教師進一

步分析學生在簡報技巧上的學習狀況，以及對於教師課程設計的意見。研

究架構與流程見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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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量化資料分析

    本研究將前測得分作為共變數，以 ANCOVA 驗證有接受簡報培訓

（實驗組）與沒接受簡報培訓（控制組）學生，在「簡報技能自評量表」

得分上的差異。再用 paired t-test 驗證兩組學生各自在前、後測差異，並

探究實驗組學生是否在「簡報表現 Rubrics 評分規準」有期初、期末的

差異。

（二）質化資料分析

四、資料處理與分析

圖 1：本研究架構與實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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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採用質性分析法中的編輯分析 (editing analysis)，整理學生在

反思作業與焦點團體中，提到的簡報技能相關敘述，期能藉此了解學生在

克服舞台恐懼、深刻了解簡報目的、組織簡報主要內容、掌握副語言與視

覺輔助技巧等方面的學習狀況。編輯分析是透過閱讀文本，辨識分析單

位，逐步發展出有意義的分類系統等步驟，以詮釋方式說明文本中的關聯

性 (Miller & Crabtree, 1999)。此外，研究者亦將學生針對教學設計所提出

的意見做一歸納整理，以利發掘促進學習成效的良好教學設計。

    在反思作業部分，研究者一一讀過學生的每份反思作業後，將與主題

有關的語句摘錄出來；質性文本編碼方式為：R —第幾次反思—第幾位學

生—第幾段文字。在團體訪談部分，研究者請研究助理依據訪談大綱召集

有意願學生進行訪談，隨後謄打為逐字稿，研究者再一一閱讀逐字稿，並

摘錄出與主題有關的部分；質性文本編碼方式為：G —第幾次訪談—第幾

個問題—第幾段文字。研究者將所有摘錄出的文字進行初步分類，給予暫

時性的小標題，而後再調整分類方式，成為最後質化結果呈現。

參、研究結果

一、量化結果

    以「簡報技能自評量表」前測得分作為共變數，比較實驗組與對照

組經由教學介入過程在後測得分差異狀況。首先，兩組在變異數同質

性檢定上未達顯著 (F = 0.173, p = .679)，顯示兩組變異數屬同質；另外，

ANCOVA 結果顯示兩組組間差異達顯著（見表 1）。

表 1：以「簡報技能自評量表」前測得分作為共變數的 ANCOVA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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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一步分析「簡報技能自評量表」所涵蓋的 15 個題項與總分之前、

後測差異，結果如表 2 所示。

    由表 2 數值得知，就總分的結果而言，實驗組確實有達 .001 顯著水

準的前、後差異，惟對照組也有達到 .01 顯著水準的差異。

    實驗組 15 題中，有 9 題達顯著前、後測差異，顯示學生在這 9 個題

目有明顯進步；對照組在 15 個題目中，有 5 個題目亦達顯著進步，惟顯

著程度大多未較實驗組明顯。顯示整體而言，實驗組在簡報技能自評量表

中的 9 個題目有明顯進步。

    實驗組有顯著而對照組未達顯著的 5 個題目分別為：2、8、9、12、

15，顯示學生接受三國演義課程簡報訓練後，在這些題目所述的相關能力

通識學刊：理念與實務，8(2)，107-138

表 2：「簡報技能自評量表」所涵蓋個題項與總分之前、後測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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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較對照組而言得到格外顯著的提升。

    對照組 5 個顯著的題目中，值得特別注意的是第 7 題「我能做到進行

簡報時不念稿」，此乃唯一實驗組未顯著，而對照組卻顯著的題項。造成

這樣的結果，可能是因為學生在進行三國演義專題報告時，自我要求較

高，多採演出方式進行，修課同學在學期末反而較對照組同學，更不敢說

自己可以不念稿，故導致對實驗組同學無顯著進步的結果。

    為避免學生在期初時，對評分規準還不熟悉，無法給予台上同學精

確評斷的分數，本研究針對實驗組上台同學在「簡報表現 Rubric 評分規

準」的期中、期末表現進行 t-test 前、後測分析。結果發現期中平均總分

為 21.60±1.22（滿分為 30），而專題報告平均總分為 27.63±1.86（滿分為

30），互評平均分數顯著提高 6.03 (p<.001)。顯示學生期末專題報告時的

簡報表現，明顯較平時表現來得更好，確實得到同儕互評上的肯定。

二、質化結果

    質化結果分為「簡報訓練學到的技能」，以及「教學設計創造的效

益」兩部分呈現。

（一）簡報訓練學到的技能

    針對簡報技能，研究者從學生反思作業與焦點訪談內容，整理出主觀

上認為學習到的項目說明如下：

    1. 從聽眾角度思考

      學生開始從聽眾角度去思考，什麼樣的內容與呈現方式較會受到聽

      眾青睞，而這部份的自覺，有可能是來自同儕互評機制的幫助。

      我只是想講自己覺得有趣的方向，而沒有考慮台下聽眾的內

      心。(R-6-4-3)

      腦中只想著要怎麼表達，卻忘記要跟台下的人有一點互動。

       (R-4-33-1)

      要思考一下，如果自己是觀眾會想要看到怎麼樣的講者。

       (R-6-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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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要想想，如果我是觀眾，我會希望我喜歡甚麼樣的方

      式，然後吸引我目光，比如：聲音抑揚頓挫和能舉出跟現今社

      會能連結的實例。(G-2-3-3)

      站在台上說話時，一定要同時站在聽眾的角度思考，如此一來

      才能使自己想要表達的內容更加貼近聆聽者，產生更多共鳴。

       (G-3-3-1)

      在同儕互評的項目當中，有其中一項是「能否吸引聽眾注

      意」，這使我進一步的去思考與觀察，什麼樣的報告內容才能

      夠吸引聽眾。(G-1-3-2)

    2. 運用幽默技巧，吸引聽眾目光

      學生習慣了舞台，放下焦慮後，開始知道在簡報中善用幽默，吸引 

      聽眾目光，可帶來良好效果。

      我發現做得很好的同學，都會說一些比較詼諧有趣的內容。

       (R-5-10-8)

      至少要讓別人覺得有趣，別人才會聽台上的人講話。(R-4-7-9)

      報告的時候，要加一些幽默的點，而這些也必須多看、多學

      習，也在每次的報告中，慢慢進步。(R-5-12-8)

      展演的內容是否能引起觀眾興致這點十分重要，或許是展演成      

      敗與否的關鍵。(G-3-5-2)

    3. 重視眼神、聲音與臺風

      同學們開始會發現眼神注視、聲音表現與整體臺風，會影響到他們

      簡報所帶給聽眾的效果。

      眼神時不時與聽眾接觸。(R-2-17-5)

      我覺得不只是說話內容要更加風趣而已，還有盡量與觀眾有眼      

      神交流。(R-4-12-4)

      在音調上有比較多的起伏，增加其他人的興趣與注意力。      

       (R-5-5-5)

      學到比較風趣誇張的口吻來講述，所以這次的觀眾興趣有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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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關注 PPT 的視覺呈現技巧

      學生開始從聽眾角度去思考，什麼樣的內容與呈現方式較會受到聽

      眾青睞，而這部份的自覺，有可能是來自同儕互評機制的幫助。

      提高。(G-2-2-1)

      兼顧音量大小和抑揚頓挫。(G-2-3-2)

      多練習讓聲調有起伏，手勢動作適當就好，過多搶風采，在家      

      中也可以找家人來練習講給他們聽。(G-1-3-3)

      我覺得他們報告者之間的互動很多，更能吸引同學們的注意。    

       (G-3-4-2)

      同學們在口頭報告的部分說話很自然，聽起來不太緊張，我覺      

      得這真的是在這堂課當中，大家不斷不斷的經過好多次的上台

      經驗所累積出來的成果。(R-6-18-8)

      不斷的在 6 分鐘內討論、整理、簡單書面呈現、馬上上台，讓

      我大幅減少過去發抖的症狀，雖然準備常常略有瑕疵，但是口      

      條、反應都比過去的我好太多了。(R-5-27-8)

      我一開始覺得美編簡單明瞭就好，不過看了他們的之後反而覺      

      得更有特色。(R-2-12-9)

      投影片看起來不太用心，是新細明體的，雖然也有可能是學校      

      電腦沒有他們原先做的投影片的字型，另外，背景都是一樣而      

      沒有變化感覺也會顯得很單調。(R-2-16-7)

      PPT 的製作亦是讓這個報告內容更有趣、易懂的一大因素，用

      各種人物圖片、地圖標示、表格，甚至加上許多動畫。

       (R-3-19-11)

      簡報當中，他們的表格整理的非常好，清楚明瞭、字數恰當，      

      非常便於閱讀。(R-3-18-5)

      PPT 檔一眼就吸引了我，整體的顏色與斗大清楚的標題，甚至      

      到版面配置都讓我十分佩服。(R-7-20-3)

      深的背景可以考慮白色字。英文字體用 Arial，中文用微軟粗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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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G-4-3-2)

      這次的簡報有需要用到投影片之間的跳轉，為此還去查了方

      法，又多學到一項技巧，覺得挺開心的。(G-4-2-4)

      簡報字數太多會讓聽眾有「不知道該看簡報還是聽台上的人說      

      話」的感覺，從歷屆優秀學長姐的報告當中，我發現到：大部      

      分都是以圖片為主，搭配表格以及動畫。(G-2-1-3)

    5. 上台放輕鬆，避免背稿

      學生學習到上台進行簡報，必須放鬆緊張心情，而且千萬不能單純   

      背稿，否則會毫無臨場應變能力。

      說話輕鬆有臨場感，非常沒有背稿的感覺。(R-5-31-8)

      記得第一次排練時，大家都拿著手機念稿的情形，每個人都在      

      問自己：「該不會真的全部都要背起來吧？在台上忘詞怎麼

      辦？」我也看見了每個人的焦慮與不安，但是在一次又一次的      

      排練後，我們終於都能夠用最自然的狀態講出相對應的台詞。

       (R-6-37-4)

      因為太緊張所以會忘詞，還講得不大順，以後報告前要多練習      

      幾次，而且要稍微想一下，如果發生狀況要如何臨機應變。      

       (R-6-20-4)

（二）教學設計創造的效益

    學生能學習到以上的簡報能力，可能要歸功於以下教學設計的巧思，

才能創造出良好學習效益。

    1. 觀察學習提升簡報動機

      學生觀看歷屆學長姊優秀專題報告影片，以及觀察同學們的台上實

      際表現，不僅提高更佳簡報表現的動機，也明白自己可以努力的

      方向。

      在老師給我們看完學長姊的滿分報告影片後，覺得那是激勵也      

      是壓力，因為要做出這麼精采的報告，不管是在創意、編輯、

      排演呈現等各方面，一定是花了很多心力。(R-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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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深刻體會同儕互評效益

      同學們進行同儕互評時，轉換自己的角色到評審標準，能幫助自己

      看到盲點，增加進步空間。

      同儕互評正好就可以檢視自己和別人，截長補短。(R-5-6-9)

      普通的大學課程可能一學期只上台一次，每次上課的上台使我      

      能夠更勇於面對觀眾並從互評中找出缺點。(R-4-13-7)

      聽取觀眾的回饋，所謂旁觀者清，自己當下的一舉一動都在他      

      們眼裡呈現。(R-4-38-6)

      許多留言針對我的演技給予正面評價，有某些建議指出講話音      

      量有點小，總體而言本次的結果讓我很滿意。讓我開心的不是

      完美無瑕的完成一個報告，而是從挑戰中學習，看見自己的進

      步。(R-4-31-5)

      透過一次次的同儕互評，了解自己到底哪裡不足，補足思考漏      

      洞，並且真正在過程中學習如何成長。(R-3-12-10)

      特別去對比了我第一次與第二次上台發表的評分情形，確實有      

      些進步，讓我知道經過上一次上台後，自己真的有從中改進，

      而哪些部分是相對進步比較少的。(R-4-6-8)

      同學的給分也看的出來我一次比一次進步，實際的正向回饋也      

      讓我更有信心表達自己的意見。(G-2-4-3)

      我覺得以前做報告的時候就是應付老師，所以就沒有很認真地      

      投入這個報告，但是三國這樣的報告就會讓我開始思考，要站

      在觀眾的立場，想說觀眾會喜歡什麼，給自己能夠有更多改進

      的空間。在報告的時候，也是把心力更多地放在報告上面。可

      從學長姊的作品中會發現自己有很多的不足，但也在佩服學長      

      姊的同時，激勵了我們更用心地去完成這次報告呢！(R-2-9-5)      

      我覺得他們不論是臺風或是內容都表現得很好，害我壓力好大

      啊~希望我們之後也可以做出跟學長姊一樣優秀的報告。

       (R-2-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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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學到更多東西。(G-1-4-3)

    4. 面對失敗從中汲取教訓

      同學們每次上台經驗未必都理想，但失敗卻帶來可觀的正面效益。  

      這種來自內心深處的經驗與體會，讓通識課不只是通識課，簡報訓 

      練不只是簡報訓練。

      我不灰心，我知道現在知道問題出在哪裡，而且該怎麼處理，      

      我將會抱著這樣子的經驗，繼續未來的挑戰，相信下一次的自

      己，能夠準備得更加充分，然後去努力實踐自己的 100 分。

       (R-6-27-4)

      雖然我的表達技巧無法像某些同學一樣好，不過我相信只要多      

      練習再加上自己心態的轉變，一定會漸入佳境的。(R-5-34-8)

      自己對於講出來的內容沒有把握，音量也掌握得不好。老師在      

    3. 明顯覺察他人或自己的進步

      教學設計要有回饋機制，讓學生感受到他人或自己的進步情形，才

      能提供明確方向，讓學生不斷努力提升自己。

      漸漸地觀察出報告時大家各自的風格了，大部分的同學感覺都      

      有進步耶！(R-6-8-12)

      上到第 10 週大家都已經進入狀況，能夠迅速的帶過簡介並且      

      發表自己的看法，重點是大家的看法都言之有物！(R-4-13-3)

      同學們上台的台風也越來越好，相信大家還可以再更加進步。

       (R-5-11-4)

      剛來三國課時戰戰兢兢的上台報告，到現在已經泰然自若了，      

      讓我非常贊同老師說這個課程會增進上台報告能力。(R-5-7-3)

      這門課使我變得更加勇敢，台風變得更加穩健。(G-3-3-2)

      因為自己事先已經反覆練習，台詞也記過多遍，所以真正上台      

      時，我想自己已有盡力表現最好的那一面了。結束後，看見同

      學的評語那瞬間，先前一切的疲憊感都消失了，值得！

       (G-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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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簡報訓練提升多元知能

      同學們體會到團隊製作報告的歷程，帶來明顯的多元學習成果，如

      技術提升、勇敢嘗試、激發潛能，甚至是發現意義。

      這堂課讓我進步最多的應該是做報告的過程吧！從蒐集資料開      

      始到上台報告，其中的每一項我都有參與到一些，而這些技能      

      在未來也會用的到，尤其感謝組長讓我蒐集資料的能力更好一

      些，也謝謝有給過建議的人，我會銘記在心的。(R-7-20-4)

      我覺得我在這裡最想達成的是勇敢的去嘗試，我有學習的能

      力，我可以從別人的報告中學習，吸收自己想要的，我不想讓      

      自己因為猶豫而錯失機會，現階段我準備要做的就是每堂課都      

      讓自己準備充足，透過提高熟悉度來增加信心。(R-5-16-5)

      很感謝老師與同學們的肯定，讓我們四個人能夠突破自我、激      

      發自己的潛能。(R-6-19-4)

      上台講話不再會那麼彆扭，感覺上課每一個人都更加開朗，而      

      且總是會從幾個同學身上學到很多，不管是上台時的表現力或      

      定力，或是條條有理的分析口條，每一堂課都可以有不同的發

      現。(G-2-1-8)

      如果不知道自己為甚麼要做這件事情，或是做這件事情的理由

      白板上畫了個心智圖，告訴我們上台前可以藉由此方法整理思

      緒。希望我下次上台報告時能有效運用老師教導的方式。

       (R-4-7-9)

      當下的挫敗感是令人難忘的，但我也記取這次教訓，至少我不      

      再是那隻只願意窩在舒適圈的井底之蛙，我跨出了第一步，儘

      管結果不完美，我仍享受尋找問題、探索目的、突破盲點的過      

      程，並從中汲取了寶貴經驗。(R-6-9-6)

      為了這 10 幾分鐘，我們花了差不多 24 小時討論準備，和不知

      道幾小時的自我練習，我覺得雖然我自己沒有做到最好，但是

      我已經盡到最大的努力了！(R-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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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觀察學習能有效提升簡報製作技能與動機

    研究的質性結果顯示，給予學生過去學長姊表現優秀的簡報影音檔，

確實可強化投入專題報告製作的動機。此外，觀察同儕上台報告的臺風與

技巧，也有助於不斷提升自己的簡報技能。

    在任何一項學習任務裡，提升學習者動機往往是教學成功的首要步

驟，引發學生投入學習的動機將可顯著提升其學習表現 (Cole, Feild, & 

Harris, 2004; Guay, Ratelle, & Chanal, 2008)。面對整體學習動機低落，且

不斷被手機吸引的「滑世代」年輕學子，教師要能給予學生一個明確的學

習目標，才能讓學生清楚知道「為誰而戰，為何而戰」。

    以本課程來說，學生看到學長姊與同儕沉穩的臺風與條理分明的報告

時，就開始知道要為自己日後的職場競爭力而戰，不能總停留在讚嘆與羨

慕裡，惟有勇敢走上台，認真面對缺失，才能達到這樣的表現水準。在此

過程中，教師必須不斷給予學生支持與鼓勵，強化其學習動機，學生才能

採取正向態度看待所得到的回饋，並且不斷向前邁進。

    De Grez、Valcke 與 Roozen (2009b) 的量化研究結果甚至指出，動機

層面因素如自我效能與目標導向等的重要性，更甚於簡報技術的獲得。因

此對教師而言，在規劃簡報教學時，務必重視如何提升學生的簡報動機，

並提供理想報告範例供他們參考，在此過程中不斷計畫、行動、觀察、反

      太過敷衍如：為了分數、作業……等等，在進行報告或準備報      

      告的同時，就會開始懷疑自己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內心動

      搖，懷疑自己之後就會失去信心，更緊張，更害怕。這時不如

      換個角度思考：這是為了培養我以後的工作實力，所以我要從

      進行各種報告中練習；或是這個報告是期末的一個大家上完這

      堂課的心得分享，大家都用心的準備分享，自己也要給大家回

      饋。(G-1-4-5)

肆、討論與結論

一、教學理念與課程設計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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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才能讓學生逐步從真正實踐中，掌握簡報技能 (Grundy & Kemmis, 

1981/1988)。這種作法可能會比實際上一步一步教導他們簡報技術，來得

更為重要。

（二）同儕互評的效益

    本研究質化結果顯示，學生們頗珍惜並開心取得同學們的真摯建言，

此現象與 De Grez、Valcke 與 Roozen (2012) 的研究發現一致，大體而言同

學們對於同儕互評結果頗為正向。追究其根本原因，學生確實可以透過同

儕互評機制，得到加強自己簡報技能的寶貴資訊。這些質化回饋內容具體

詳實，其中正向回饋足讓同學更有信心上台表達觀點，肯定投注時間於練

習簡報之效益；負向回饋也讓同學清楚明白要如何改進，能從失敗中汲取

教訓。

    滑世代的年輕學子，似乎十分在乎付出時間於學習上的「CP 值」，

他們在短時間內若沒有明顯感覺到學習上的收穫，就容易失去學習熱忱。

本課程所使用的線上同儕互評機制，可讓學生明顯感受到自己的進步情

形，因此他們就更願意投注時間於改善自己的簡報技能。過去研究也顯

示，同儕回饋可讓學習者動機提升，學習表現也確實更好（陳榮章、王琦

正、駱俊霖，2010）；不僅讓學生清楚教師期待的目標，教師也了解學生

的學習成效（楊書濠，2016）。因此，線上同儕互評具備多項優點，值得

教師在教學設計中採用。

    在強調自主學習的教學理念下，教師改以同儕所給予的量化回饋作為

主要評分依據，而非教師評分，這可以避免過往學生只想應付老師的心

態，開始認真思考上台報告的實質意義，如強化自身的思考能力，提升上

台有條不紊說明的技能，並讓大家都藉此而有所成長與收穫。因此，教師

需要在課程前期，不斷提醒學生為自己而學習的心態，強調修「學分」的

目的在「學」，而不在「分」。學生轉化到正確學習心態後，才會採取珍

惜態度看待同儕互評的結果。

    同儕互評是提升學生簡報技能的良好教學設計，而 Rubric 評分規準

是其中的重要工具。教師使用評分規準於同儕互評時，除可提供較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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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的評分（史美瑤，2012），學生也因此更願意認真聆聽同學的報

告，以利給予其他同學具體、精確的回饋（韓德彥，2013）。

（三）不斷「做中學」累積寶貴經驗

    授課教師採「上台發表時間短，但次數多」的方式訓練學生上台簡報

的技能與膽量，讓學生不斷在實際簡報經驗中，累積並沉澱出自己的簡報

技能，這與杜威所強調的「做中學」理念十分吻合 (Dewey, 1938)。

    從行為治療處理「舞台恐懼症」的觀點來說，當學生在安全、友善的

同儕互評機制下，將能逐步克服對上台的恐懼感，取而代之的是對上台

的自我效能感 (Bandura, 1997)。這可從質化結果中，充分看到學生不再發

抖，且口條、反應表現等方面有明顯進步，可以泰然自若地講述，對自己

上台進行簡報任務有信心。相反地，若一味教授學生上台簡報技巧，卻沒

有實際演練，學生依舊無法擁有良好的簡報表現 (De Grez et al., 2009a)。

因此，在進行簡報技能這樣的學習任務時，實際演練的重要性超過理論

解說，教師務必在課程設計時落實這樣的教學理念，才能達成良好教學

成效。

（四）藉由參與簡報訓練提升多元知能

    當與對照組相較時，授課教師在三國演義課程所提供的簡報訓練，可

以讓學生在五個項目中得到明顯進步：2. 我會利用工具或技巧（如便利

貼，樹狀圖或心智圖等）架構我的簡報主軸；8. 為追求更好的表現，我會

勇於接受在衆人面前簡報的挑戰；9. 我會重視簡報時的音量大小與抑揚頓

挫；12. 我會用清楚的邏輯理路呈現簡報內容；15. 我會重視簡報時與聽眾

的互動。

    以上這些項目也的確是教師在課程中，特別強調或說明的簡報技能，

學習成效與質化結果，如提升多元知能、提升簡報動機、重視聲音、從聽

眾角度思考、吸引聽眾目光等項目，得以相互印證。因此，學生不但學會

了組織簡報內容的工具與技巧，更克服了內心障礙勇於接受簡報挑戰，也

重視聲音呈現方式、內容邏輯理路，而且還時時關注與聽眾的互動品質。

這些項目其實也是過去學者，在設計簡報技能同儕互評問卷時所共同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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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限制

    本研究對照組學生在「簡報技能自評量表」的 15 個題項裡，有 5 個

題目有達前、後測顯著差異。這可能反應出對照組學生有修習到其他需要

使用簡報技能的課程，因此仍有部分簡報技能的提升。由於學生可以自由

選課，且許多教師也經常會在課程中要求學生上台報告，因此就本研究而

言，純粹不受干擾的對照組幾乎很難找到，因此本研究未能選取未受干擾

的對照組，是為本研究的一大限制。

    本研究在量化部分採取學生簡報自評與互評資料，質化部分採取反思

作業與焦點訪談逐字稿作為分析文本，已盡量採取多元評量方式，以達成

三角驗證的目的，然而教師本身觀點卻未納入學期成績，這是先前設計研

究時未能設想到的，乃本研究另一限制。

（二）未來研究建議

    由於學生在進行同儕回饋時並未經過事前訓練，故部分參與的學生對

同儕互評的正確性與公平性稍有疑慮，希望得知教師觀點或具體評分。因

此，日後可考慮將教師給分也納入實際運作，讓同學們得到更多元的回饋

意見。

    本研究在三國演義課程所得到的理想簡報培訓成效，可以嘗試類推到

其他課程中，驗證是否同樣具有良好效果。若確實具備良好效果，日後推

二、 研究限制與建議

的技能 (De Grez et al., 2009b; Knight, Johnson, & Stewart, 2012)。

    事實上，簡報訓練不只提升簡報相關知能。從部分訪談結果得知，學

生願意勇敢嘗試，相信自己有學習的能力，激發自己的潛能，以及面對失

敗從中汲取教訓等，更是這些訓練活動的附帶價值。一個通識課程不該只

教導課程本身知識，藉此學習過程培養學生終身受用的能力，應該更具價

值。因此，通識教師仍應盡其所能，透過知識本身以外的各種活動，培養

學生多元知能。這樣的作法，可以在日後幫助學生把專業知識，更發揮到

淋漓盡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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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到各個需要學生上台報告的課程中，那麼將會具體提升學生簡報能力，

強化職場競爭力 (Morreale et al., 2017) 。

    為使學生能做出有品質的口頭簡報，增進整體學習效益，同時也考量

3C 世代學生專注時間有限的問題，教師採用小組討論並讓學生上台進行

多次短時間簡報的方式，確實可帶來良好學習效果，本研究成果可供其他

有興趣教師日後參考運用。

    感謝臺北醫學大學教務處教師發展中心補助本計畫研究經費，另感謝

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張國城教授協助資料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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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Teaching and Training Designs in the 
Course of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on 

Improving Students’ Oral Presentation Skill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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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ge and workplace lay stress onthe ability of communication, 

expression, and oral presentation; however, owing to lacks of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presentation skills, students’ performance of oral report 

presentation in class often cannot achieve ideal learning effects. Literature 

showed that although courses on presentation skills make students realize 

principles and skills of oral presentation, intensive practices actually increase 

students’ performance (De Grez, Valcke, & Roozen, 2009a). The goal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realize the effects of arranging students to do oral 

presentations in the course of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Self-report 

Oral Presentation Skill Scale” and “Oral Presentation Performance Rubrics” 

were utilized to assess students’ performance, and pre- and post- differences 

were analyzed by ANCOVA and t-test. Qualitative data including reflective 

journals and semi-structure interview transcripts were collected to realize 

students’ improvement on oral presentation. Results showed that students’ 

self-rated score increased by 6.12 points (pre-test=55.68±9.42; post-test= 

61.81±7.60) and peer-rated score increased by 6.03 points (pre-test= 

21.60±1.22; post-test =27.63±1.86), both improved significantly. Students’ 

Der-Yan Han*



韓德彥    以三國演義簡報設計教學及訓練提升學生簡報技能效益

subjective qualitative results, as well as course design rationale and teaching 

executive skills like motivation arousing, observation learning, peer-rating, and 

experience reflection were reported for college teachers to apply to improve 

students’ oral presentation skills. 

Keywords: general education, presentation skill, teaching design, teaching 
                    practical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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