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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日語系學生之日商相關實務教學計畫書 

一.  報告內文 
 

1.    研究動機與目的 

    通常在一般課堂上理論和應用技巧的學習，提供學生技能的養成以及企業營運狀況的知識，

作為未來進入社會職場所需，亦為學用合一是技職教育體系上重要課題之一。學生在校所學通

常僅能使用學校的口譯設備進行相關的口譯訓練，包含專業的口譯技巧，並給予同學相關產業

之需求與適性、適力的發展潛能之培養。 

    使用學校專業 N202和 N409口譯教室，藉以作為學生驗證課堂所學理論的實作場所，因而

強化學生的對口譯業務的的實作技能、並發揮集體分組的創意創業思考，達到學生理解企業組

織結構之育成目的。 

    在「口譯入門」相關課程的實際進行下，同學分組自行規劃籌備一個企業，並且從中學習

募資時的口譯方法和實際展演，其中包含先了解企業的意涵後進行規劃、設計和募資報告。同

學所投入的生產力與貢獻度會回饋於自己在課堂上虛擬募資的成效並了解自我能力之價值所在，

藉以進行反思，自我能力是否合乎口譯業界相關產業的基本能力。 

    在「口譯技巧與實務」相關課程的實際進行下，同學進行單獨展演口譯能力，從開始分配

到各種不同的產業議題，如環保、綠能、模具、回收、機械、國際貿易、商務談判、會展、花

卉產業等，將課堂上學到的口譯技巧如加字、減字、轉譯等方式進行口譯實際展演，從同學們

的反饋中了解自我能力之價值所在藉以改善，並了解自我能力在某些產業領域中是否具備其口

譯的專業能力。 

 

2.    研究方法 

A.實作場域： 

    由本系現有之專業可譯教室為實務的領域，並且進行企劃書的撰寫和報告，藉以強化學生

實作技能、企業組織管理能力及創意創業之育成。 

B.研究對象： 

本系口譯相關之「口譯入門&口譯技巧與實務」課程的選修同學。 

C.研究架構：

口譯入門&口譯

技巧與實務 
     1. 口譯的流程-口譯的架構-口譯的區分 

     2. 口譯譯者的能力-口譯譯者的學習方向-口譯譯者的筆記和記憶力 

     3. 身體力行的能力-短暫記憶體與長期記憶體的拉長學習 

     4. 透過外界力量(展演、同儕互評、企業參訪)-修正自我能力-評價 

   



3  

D 研究假設： 

    「口譯入門&口譯技巧與實務」的相關課程，從企業組織的學習到撰寫創業計畫書、進行

營運面的募資口譯展演、對銀行和財務報表的日中口譯進行分組實作報告，其中包含整個創業

的預期營運績效計劃、成本考量、人力資源的配置等，讓學生了解企業經營的狀況，藉以適應

未來進入職場擔任口譯相關業務的適應性。 

以學期為單位，三年級為計畫書的展演報告，四年級為口譯技巧的運用和實務展演。

並與歷史博物館合作，讓學生實際面對外面的老師的時候如何克服自己的緊張感達到學習

口譯技巧的實務展演。並透過三、四年級前往企業參訪，了解企業的營運模式和企業所需

具備口譯人才的條件，以做為學生課程實務學習的方向。 

本課程之教學產出在於針對口譯技巧進行課堂說明與分組/個人展演，透過同儕的力

量讓學生了解口譯技巧中要如何應對進退、隨機應變的學習方向。教學成效評估的重點在

於學生對實際口譯現場能夠掌握的程度之適應性與表現力。 

 

E.資料蒐集方法： 

    本「口譯入門&口譯技巧與實務」在學生透過課堂學習、企業參訪、課堂展演、分組/個

人展演為資料蒐集和彙整之方法。 

 

F.分析方法： 

    三年級為創業計畫書撰寫設計→產品設計→企業成本計算→募資口譯展演→預期營運績效

口譯展演。四年級為口譯技巧的學習能力→筆記和轉換實作展演→不同口譯狀況的掌握程度→

對口譯業者如翻譯社的報告書撰寫→彙整學生課堂前、中、後和企業參訪前後的展演能力，並

從每次的展演中進行教師評估、同儕評價、口譯現場的整我能力的評價。 

 

 

3.   教學成果 

(1) 口譯課程前段 

    在口譯課程的前段，學生透過課堂學習了解企業組織、營運基本概念，分組確定創業計畫

書之撰寫和預期的成本、預定達到的創業績效等。應日系同學通常很害怕數字，透過本課程讓

同學對數字有所了解並正確定口譯出來。 

 

 

 

 

 

 

 

 

 

108-2 課堂上運用相關日商 NEWS提供學生了解企業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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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創業計畫書撰寫後的募資口譯報告包含經費 

 

(2) 口譯課程中段 

    課堂上學習口譯的筆記技巧後，於企業參訪時實際運用於隨行口譯上。 

 
 

 
 

108-3 企業參訪之隨行口譯筆記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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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堂上學習口譯的領導技巧後，於企業參訪時實際運用於導遊領隊的口譯上。 

 

 

 

 

 

 

 

 

 

 

108-4 企業參訪之導遊領隊口譯技巧展演 

 

 
 

 (3) 口譯課程後段 

    對於不同場面的口譯技巧之展演能力之表現。如遇到英文的時候的解決方法、

客人來公司參訪時的口譯方法和接待方式與用語。 

 

 

 

 

 

 

 

108-5 口譯技巧的展演  

 

 

 

 

 

 

 

 

 

 

 

 

 

 

 

108-6 譯者於口譯亭時的模擬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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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成果 

(1)  參與「口譯入門&口譯技巧與實務」相關口譯專業之學生而言： 

1. 透過問卷調查了解三年級的口譯入門的課前課後學習成效，課前學生表示希望能夠聽懂

就好，而課堂中和透過企業參訪，要求同學開口說話。期末(課程後)學生的反饋多為學

習到即使講錯也要講、開口很重要、自己能夠 HOLD住全場的辛苦和努力方向、口譯的

難處不是想像中會日文即可、企業的創業過程的辛苦以及當一適合的譯者需要了解企業

才能真的翻到企業想要表達的意思。 

2. 透過問卷調查了解四年級的進階口譯的課前課後學習成效，課前學生表示可以聽到後立

刻講出來是學習的目標。而透過課堂展演、企業參訪等，學生於期末(課後)的反饋多為

學習到專有名詞不是直接翻譯即可、快速筆記有助於記憶力、自己的短暫記憶體的不足

和畢業後學習的方向等。 

三年級學生在各種不同的口譯領域之實作體驗中，從企業的組織架構、成本觀念包

含人力成本的面項了解企業經營的狀況，並且進行創業企劃書的撰寫和撰寫後的口譯展

演。由實務體驗以驗證學生自己的口譯相關之技能。 

四年級學生在各種不同的口譯領域包含逐步、隨行等實作體驗中，了解不同場合下

的口譯技巧之運用方向。由實務體驗以驗證學生自己的口譯技巧能力和臨機應變與隨時

運用口譯技巧的能力。 

結合理論教學與實務實習，學生對口譯和日商之現狀及其所回饋之程度有所認知與

理解和體會，可藉此回饋以瞭解自我能力需要改善的地方與學習日文和口譯之關聯性和

其價值之所在，並且反思自我能力是否合乎日商相關口譯產業之用，作為爾後在職場上

的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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