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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用谷歌翻譯語音辨識功能及跟讀練習：提升非英文主修之大學生 

專業英文簡報之可瞭解性和可懂度 

The effects of using automatic speech recognition tools and shadowing practice to enhance  

comprehensibility and intelligibility of Taiwanese EFL learners’ English presentations 

 

一、 研究動機與目的(Research Motive and Purpose) 

本研究的目在於讓學生藉由運用谷歌翻譯裡的語音自動辨識功能，輔助改善他們的發

音，進而增進他們英語表達的可瞭解性和可懂度。對於第二外語的學習者而言，發音毫無疑

問是口說能力基本且重要的一部分。非母語人士的發音必須達到的基本門檻，即便不能完全

習得母語人士的發音，若他們無法通過基本發音的門檻，可以預期的是即使他們能使用適當

的單字和文法，仍將會遇到許多溝通上的障礙和問題。當然，發音教學的目標，並非在於讓

非英語為母語的學習者具備有完美的母語人士的發音，而是要使他們的英語表達能具有可瞭

解性和可懂度，而且能在各種不同的場合自信地用英文做溝通。儘管如此，在英語教學中，

發音的教學卻常常被忽略。原因可能在於，傳統的發音教學著重的是能讓學生習得母語人士

的發音，因此其發音課程是訓練學生能正確發每一個子音和母音的練習開始，可以想見這樣

的課程相當機械化且乏味，更重要的是它的效果也不明顯。因為根據研究顯示，要習得母語

人士的發音，必須在青春期之前當其口腔內的肌肉還有可塑性時，生活在目標語言的環境下

才能習得。然而，要提升非母語人士的發音之可瞭解性和可懂度，發音教學所應著重的點應

該是在於英語聲韻特色方面的訓練，如字重音，句重音，韻律和語調等。許多近期的研究也

顯示，相較於強調單一子音母音的發音教學，著重在教導英語聲韻特色更能有效的提升學生

英語發音的可瞭解性和可懂度。發音研究的學者 Scarcella and Oxford (1994) 認為，雖然成

人的外語學習者也許無法習得如同母語人士的發音，但是如果老師們能提供他們各樣協助，

他們即能有效地改進自己的發音。此外，學者們( Bouchhiou, 2017; Couper, 2009; Fraser, 

2009) 也強調，外語學習者一定能夠發展他們語言表達的可瞭解度，藉由參與自己的學習，

對於目標語言的發音系統的概念有充分認識，以及當老師透過各樣的教學技巧來輔助和支持

他們在發音改進上所做的努力，終究他們在發音改進上的成果絕對是可以期待的。 

由於本研究是針對大三必修之「進階英語表達」課程所設計，因為是大班級的課程，學

生來自不同的科系領域，一週也僅有兩小時的上課時間，因此為了能有效提升學生在做英語

簡報時發音的可瞭解性和可懂度，本研究秉持著行動研究的精神，發覺並找出教師在輔導學

生改善他們發音上所面臨的挑戰，試圖解決和處理這些問題，以提升教學的成效，並能建構

出一套結合語序教學和發音教學有效可行的簡報英文教學模式。因此本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

目標如下: 

     1. 老師在改善學生做簡報的發音問題的過程中所面臨的挑戰 

     2. 學生在運用語音辨識軟體和跟讀技巧改善發音過程中所面臨的困難 

    3. 探討藉由谷歌翻譯語音辨識軟體及跟讀練習輔助以改善學生發音之可瞭解性和可懂

度上的成果 

二、 文獻探討(Literature Review) 

儘管與單字和文法相比，傳統上在外語教學中發音領域沒有獲得相對多的關注，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近十年來卻有大量激增的興趣與研究投入於發音方面。然而，對於如何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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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學習者改善他們的發音，並且使他們的英語表達更容易被人理解，在這方面仍充滿了未

知，也需要有更多實際的教學研究來驗證 (Foote & Mc Donough, 2017)。在探討發音領域的

研究中，有四個主要關鍵的專有名詞：第一個是口音(accentedness)，意指與母語人士相比較

之下所覺察出的發音的不同。第二個為可瞭解性(comprehensibility)，即為聽者在理解說話時

所感覺的難易程度。第三個為可懂度(intelligibility)，意指聽者實際理解說話者所說的實際內

容之程度。第四則為流利度(fluency)，意即說話者的流暢度，由停頓的時間，說話的速度等

來觀察。在以上四項與發音有關的重要觀念中，可瞭解性與可懂度與其他兩項比較之下，對

於提升英文有效的溝通能力上更具影響力。Levis (2005)比較和區分以改善口音為原則的研究

和以改善可瞭解性為原則之研究的差別。他強調以改善口音為原則的研究，對於實際在課堂

內的發音教學較少應用性，因為其目標並非提升英文有效的溝通能力。相對而言，以改善可

瞭解性為原則之研究，則對於教師在課堂內的教學提供了極大的實用性和幫助，因為這樣的

研究乃是以提升有效溝通為主要目標，而非降低學生的口音。故本研究將針對於提升學生英

語發音之可瞭解性與可懂度這兩個概念來進行探討。 

   Derwing & Munro (2005) 首次為可瞭解性與可懂度下了具體的定義，根據他們的說法，

可瞭解性是聽者理解講話者的發表內容之感覺的難易度，而可懂度則為聽者實際理解講話者

發表內容的程度多寡。雖然這兩個名詞關聯性極高，而且要將它們分開也非常困難，因為事

實上聽者理解講話者的發表內容之感覺的難易度影響著聽者實際理解講話者發表的內容之程

度，因此，提升外語學習者講話的可瞭解性與可懂度，確實可提供教師在語言教學上需要追

求的合理的目標。不過，在發音教學的過程中，為了避免學生為了追求母語人士的發音無法

達到時所感覺的挫折感，教師應該指導學生設定具體可行的目標—即為以提升英文有效的溝

通為主，藉由增加口語表達的可瞭解性和可懂度。在近年來為外語教學所普遍運用的溝通式

教學法(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中，發音部分幾乎被省略不教或是沒有直接明確的

教學，因為溝通式教學法主要強調的是提升學生口說的流利度，因此並不特別強調和重視文

法及發音的正確性。溝通式教學法的提倡者認為，學習者流利度的發展比正確性的發展更重

要，因為流利度可以提升學生說英文的自信心且減少他們的挫折感。他們也認為只要學習者

不斷接受目標語言的輸入，不需要直接的發音教學，他們就能改善發音。Terrell (1989) 也說

藉由聽和瞭解目標語言就能培養發出目標語言的正確發音能力。     

   然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發現溝通式教學法因長期偏重於提升學習者的流利度，

而忽略了其正確性的提升。正確性也被視為在學習者的溝通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裡極為關鍵的因素，因為如果沒有正確的發音，成功的溝通是不可能發生的，此外，不良的

發音和語調甚至會誤導聽者，阻礙理解。Elliott （1995）發現如果老師沒有在上課中正式的

教導發音，外語學習者的發音很難改善，即便他們接受了高程度且密集的目標語言的輸入。

這也說明了發音教學須融入於在溝通式教學法中的重要性。此外，許多研究結果發現(Lord, 

2005; Saito & Lyster, 2012; Elliot, 1997)直接發音教學與訓練對於改進外語學習者發音的正確

性有正面積極的幫助。Couper (2003)調查學習者對於直接明確的發音教學(explicit 

pronunciation instruction)的態度。他的研究結果顯示，大多數的學習者較喜歡且認為有系統

性且明確直接的發音教學非常重要。Derwing & Munro (2005)也聲稱英語語音形式的知識應

該藉由直接教學法被傳遞給學生，這樣可以幫助學生察覺他們的發音和母語人士的差異之

處，進而改善發音。 

   認知語音學的學者(Langacker, 1987; Taylor, 2002) 也強調發音教學的重要性，並提出

其目標應在於提升可懂度而非習得母語人士的口音，因為這樣的發音教學能帶來正面的效

果。Pennington (1998)提出直接發音教學能提高學習者在語音習得過程中的覺察性和注意到

自己發音的模式和問題。Fraser (2006)提到在發音的學習過程中包含有一個認知的成分，這

項認知的概念是在於學習者去思考了解怎樣發出一個語音，而非只是單純得知如何運用嘴部

肌肉的活動之技能。比方說，學習者要習得發出一個字的重音節，其最大的困難在於他們不

知道如何使用重音的概念，而此種重音的概念，每個語言都有其特定的規則。因此，如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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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可以幫助學習者了解並建立目標語言的字重音的發音模式之概念，這將有助於他們習得目

標語言的聲韻和也能使他們能對比目標語言和其母語語音上的差異。 

     再者，當比較音元單位特色(segmental features)和語調的特色(suprasegmental features) 在

改善學習者目標語言的發音所扮演的角色時，許多的研究顯示語調特色的重要性遠大於音元

單位特色。Anderson-Hsieh, Johnson, and Koehler (1992) 比較語調特色和音元特色對於學習

者口語表達的可瞭解性之提升哪一個貢獻較為顯著。他們發現語調特色之分數的提升和整體

發音分數的提升有顯著的關聯性。Derwing, Munro, and Wiebe (1998) 研究三個不同發音教學

的組別對於提升學習者的口語表達可懂度上的差異。第一組為著重於音元單位特色教學的

組，第二組是著重於語調的特色教學的組，而第三組則為沒有任何發音教學的組。研究結果

顯示接受語調特色教學的組比起其他兩組，其發音的可懂度有顯著改善。另外，相似的研究

結果關於著重於語調特色的教學，對於改善學習者發音之可懂度效果較為顯著，也陸續出現

於其他學者的研究中(Gordon, Darcy, & Ewert, 2013; Phan & Vo, 2012)。由此可以大膽的推

論，發音教學中若能著重於聲韻和語調特色之教學，對於學習者之口語表達的可懂度和可瞭

解性的改善上，似乎成了可以達成的目標。因此，本研究將以前面發音學者的研究為基礎，

具體應用這樣的研究成果，但本研究與之前的學者研究不同且具有創新之處在於我們特別融

入輔助語調教學的一些科技軟體以及跟讀技巧的教學，期望能在提升學習者之口語表達的可

懂度和可瞭解性上，有更顯著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的發音研究仍是在英文為官方

語言國家所進行的，因此實驗的對象是英文為第二語言的學習者(ESL learners)，相對而言，

發音的研究仍較少以英文為外國語言的學習者(EFL learners)，如台灣的學生，因此相信本研

究也能為學習英語為外國語之發音研究領域注入一些新的元素和做出些許的貢獻。    

此外，Munro and Derwing (2015)也提到目前在教室內實驗研究上的缺口和執行面的困

難性。儘管如此，教室內的實驗研究對於第二語言教學的確提供了相當大的實用性。Munro 

and Derwing (2005) 指出從 1982 到 2005 這 23 年的期間，關於實際執行於教室內的發音研

究有被發表的只有 26 件，可見其缺乏性，而且多數的研究並沒有對照組或是研究對象的數

量非常小以及相當短的教學間隔。因此，雖然這樣的研究是能提供少數實用的教學建議，但

其結果仍然沒有結論(inconclusive)或缺乏概括性和通用性(generalizable)。Lee et al.’s (2014) 

檢視了在 2005 年之後十年有關發音研究 59 篇的論文，儘管這些研究數量的增加讓我們對發

音研究之前景審慎樂觀，然而在這 59 篇中，大部分的研究所收集的樣本還是讓學生唸一段

文章或是描述一樣東西。比較少即席的樣本。因此，本研究所收集錄音樣本是學生在課堂上

的演講。雖然不是完全即席的，但是學生並不能看稿，所以也可算為臨場的口語表達。雖然

教室內的發音實驗教學有許多執行上的不便性和挑戰性，但其研究結果是實際能使未來的學

生受惠，因此，它仍是一項值得投入的研究。    

本研究主要的目標是在於提升學生在英語發音上的可瞭解性（comprehensibility）和可

懂度（intelligibility）。就可瞭解性的定義，它是一種比較主觀的測量，從聽者的角度去做主

觀的判斷當他們試圖要理解說話者所說的內容時所感受的難易度。相對而言，可懂度則是比

較客觀性的測量，就是聽者所能實際聽出說話者的所說的單字的比率。因此，在發音相關的

研究裡，學者們常用來測量可懂度的方式是藉由聽者能實際寫出說話者所說的單字來計算。

Thomas and Derwing (2014)認為發音的研究需要把可瞭解性的評分列入評量標準，來決定是

否某一個教學技巧或是老師們所融入的教學實行是值得使用的有效策略。因為可瞭解性的改

善意指口語表達有顯著的改善進而使他們的表達更容易理解對於實際的活人聽眾，而非電

腦。故本研究將採用此兩項測量方式，一為評分者們主觀的感受度來替學生的可瞭解性評

分，另一為比較客觀性的評量，藉由評分者們實際寫出他們所聽得懂的字來計算學生口語表

達之可懂度。藉由採用此兩種評量方式，再將其結果綜合比較，相信更能提高此研究的可信

度(Foote & Mc Donough, 2017)。  

要提升學習者在其發音的可瞭解性上，通常面臨的挑戰有母語的影響和他們各別發音的

差異。其中一種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就是老師可以運用一些課堂活動或教學技巧讓學生能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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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到他們發音的缺口，就是他們本身的發音和母語人士的發音的差距，並且提供學生一個母

語人士發音的樣本，讓學生可以依循模仿。其中一項被學者認為相當有效的技巧也已經普遍

運用於發音教學的是跟讀技巧(shadowing technique)，此技巧提供學習者一個具有相當的潛力

的方式，針對改善他們口語表達的可瞭解性，而且能不限於在課堂教室內，且隨時隨地自主

練習。在跟讀練習活動中，學習者模仿一段口說範本，盡可能地跟上去，像是幾乎同時或是

緊接者唸。跟讀技巧並非起源於語言教學，最早是被用在認知心理學來測試人們選擇性的注

意力(Bovee & Stewart, 2009)或是被用來幫助治療口吃 (Li-Chi, 2009)。在日本，它也被用訓

練即席口譯的人員。雖然跟讀技巧不是起源於語言教學教室，但其在語言訓練中已經佔有一

席之地，也被廣泛討論在發音教學的書本中。近三十年也有不乏提倡用跟讀技巧發音的研

究，或是一些學習網站付費或是免費的，都提供了促進學習者發音練習的管道。隨著行動科

技的進步，跟讀練習可以容易地且以幾乎很小的成本在教室外執行。儘管如此，實際評量跟

讀技巧是否能有效改善學習者的可瞭解性和可懂度的研究仍相當有限。可能的原因也許是有

些學者認為這種類似聽說教學法(audiolingual approach)鸚鵡式地一味模仿的教法，學習者未

必能將其練習的成果轉換到他們即席的口語表達裡。 

儘管如此，到目前為止，也不乏有許多的奇聞軼事或個案研究關於學習者使用跟讀技

巧，不僅成功地提升了目標語言之發音的可瞭解性和可懂度，甚至改善了口音，而且更令人

感到驚奇的是，這些學習者並非是生活在目標語言的環境下。雖然這些個案研究不足以證明

跟讀技巧的效能，然而這些研究的確指出跟讀練習是一項有效果的技巧，可以被運用在增進

目標語言發音的發展上。不過，儘管這些有限的跟讀教學提升發音的實證研究都發現跟讀可

以提升口語表達（e.g., Bovee & Stewart, 2009; Hsieh, Dong, & Wang, 2013; Mori, 2011; Rongna 

& Hayashi, 2012），這些研究並未評量跟讀是否能導致發音上的改變，特別是在可瞭解性方

面。同時，這些研究所測量的也並非即席的說話，而是採用朗讀和跟讀練習的樣本。此外，

他們大多數所使用的評分者是電腦並非真人。值得一提的是 Foote and Mc Donough( 2017)的

研究是採用 22 位母語人士的評分者來評測說話者口語表達的可瞭解性，口音和流利度。16

位受試者使用 iPod 做跟讀練習簡短的對話 8 週的時間，受試者每週至少練習四次，每次至

少十分鐘，然後錄下自己的聲音。資料的蒐集分成前中後三次，每位受試者這三次皆有兩種

不同的口說樣本（一個是來自跟讀練習的錄音樣本，另一個則是來自即席口說的錄音樣

本）。結果顯示受試者除了在口音方面無明顯的改變，在另兩項（可瞭解性和流利度）上皆

有顯著的進步。並且從訪談的結果也發現，受試者對於跟讀練習的活動持有正面的態度。 

同時，也有一些研究是去了解學習者對於跟讀練習之態度和感受或是去訪談學生對於跟

讀練習活動的影響和看法。 Li-Chi (2009)研究 25 位參與跟讀練習活動八年級的台灣學生，

此練習活動持續五週，總計 15 小時。從問卷和訪談結果顯示，整體而言，學生表示在完成

這五週的跟讀練習之後，對於自己的口說能力較有自信。有一些受試者也表示他們認為跟讀

練習很棒，因為它可以被用於在課堂之外來增加練習的機會，錄下自己的口說也使他們能發

現並糾正自己發音之錯誤。然而，也有四分之一的受試者說他們覺得跟讀技巧有困難度而且

他們認為跟讀活動太過於枯燥乏味。Bovee and Stewart ( 2009)指派學生用電腦做跟讀練習當

作回家作業。他們的研究發現 67%的學生表示他們的單字發音進步了，73%的學生認為他們

的語調改善了，而且 80%的學生認為這個跟讀練習有教育的價值。此外，學生們也被要求表

達他們對於跟讀活動的意見，64%的學生給予正面評價，而 34%學生給予負面的評價。在負

面的評價中，30%是與技術性或後勤支援方面有關，20%是與任務本身的困難度有關，而另

外的 20%是認為此活動太過耗時，還有其餘的是關於學校內語言教室的設備方面。整體來

說，這些研究結果說明學生對於跟讀練習的學習經驗一般而言是正面的。 

總結來說，為了補足直接發音教學對於改善學生發音特別是在學生做英語簡報時研究

上的缺口，目前仍極少針對運用谷歌翻譯軟體的語音辨識系統融入發音教學，改善學生口語

表達的可瞭解性和可懂度之相關研究。此外，有鑑於跟讀練習在改善發音上之潛力以及學生

現今處於智慧型手機與網路無所不在的時代，融入科技延伸課堂的學習試圖改善學生的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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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音應該可以收到預期的效果。相信有別於以往的研究，只是單純的複誦跟讀之枯燥練習，

本研究具有相當程度的創新性及可行性。學生可以藉由網路上免費且先進的谷歌翻譯軟體，

將其簡報的講稿輸入軟體中，執行跟讀練習，目標是要在期末英語簡報中能提升自己口語表

達的可瞭解性與可懂度。相信有這樣具體的目標，應該能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由於本研究

是秉持著行動研究的精神，老師也會在過程中去發掘並了解學生在跟讀練習時所遇到的困

難，並試圖解決這些問題。希望藉由此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成果，包含學生運用谷歌翻譯軟

體作跟讀練習的學習經驗，相信將能提供給未來在英語進階口語表達這門課的老師和學生

們，在如何提升英語簡報發音的可瞭解性和可懂度方面，更具體可行的教學建議。 

三、 研究問題(Research Question) 

    本研究試圖回答的研究問題如下： 

  1. 融入谷歌翻譯軟體之發音教學和跟讀技巧教學是否能夠幫助學生增進口語表達的可瞭

解性和可懂度? 

  2. 學生運用跟讀技巧來模仿母語人士語調時所遇到的困難為何，以及他們對做這些跟讀

練習的感想為何?  

  3. 比較融入谷歌翻譯軟體之發音教學和跟讀技巧教學的班級和沒有融入的班級在其口語

表達的可瞭解性和可懂度上是否有所差異? 

四、 研究設計與方法(Research Methodology) 

本研究的受試對象為非英文系的學生。本校語言中心將非英文系學生依其語言能力分

為 A、B、C 三組，並依其系所屬性之差異分為餐旅、工科、商業、資訊科技、數位和社服

等六大群組。每位大三學生都必須修習「進階英文表達」課程，主要的學習內容以英文簡報

技巧為主，期望學生能利用簡報技巧，介紹其專業學科知識，進而增加其職場競爭力。本研

究的受試者共有三班，分別為兩個領域（科學和社服）A 組的班級作為實驗組，實驗組除了

融入語序公式教學之外，老師們還會引導學生利用谷歌翻譯軟體和跟讀技巧教學來改善在展

演過程中發音語調有問題的地方。此外，我們將採用另一個 A 組科學領域的班級作為對照

組，對照組的班級只接受語序公式教學的訓練。然後針對這三個班級的前後測進行比較，探

討融入發音和跟讀教學之成效上的差異。每班約 50 人，由於 A 組學生為英語能力最優者，

希望先經由對 A 組學生的簡報課程中融入發音改進教學，發掘學生學習時可能遇到的問題

和困難，找出相關的解決方案，進而將此發音改進教學推廣至 B 組和 C 組學生的簡報學

習。 

這門大三「進階英文表達」的課程，每週上課二小時，課程中除了教授簡報各階段的

架構和呈現技巧外，亦引導學生學習英文簡報常用語序公式及融入發音改進課程。以下是針

對實驗組的班級，各週的教學內容及活動規劃之詳細說明。 

第一週除了說明該課程的期末評量型式和要求外，教師將會進行簡報的架構教學，提

供簡報的範例以及帶領學生思考如何回答簡報撰寫的相關問題(guiding questions)，讓學生對

於簡報展演的標準架構及撰寫重點有初步的概念。並請學生課後根據建議之簡報類型選定簡

報主題。      

從第二週起，將正式進行簡報課程的教學。簡報內容的撰寫教學將含括三個部分；開

場(introduction)、主要內容(main body)和結論(conclusion)。而此週將介紹簡報開場的架構及

開場時常用的語序公式，教師將藉由問題引導，親自示範，讓學生實際地做類題演練及語序

活動教學練習，使學生能利用這些語序詞彙，組織成一個符合要求的簡報開場，並利用這些

經驗撰寫自己在期末簡報口試中的開場演講內容。 

第三到四週將進行簡報的主要段落之內容教學及簡報主要段落常用的語序教學。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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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段落需要涵蓋的內容較多，因此需利用二週的教學時間，讓同學能熟悉主要段落架構的

方法，和熟練語序的應用。此階段的教學法與第二週的步驟相似，若教學法有所修正則以修

正後的方式為主。同樣地，此二週的回家作業為利用所學到的技巧和語序，準備根據自己所

選定的主題之主要段落的演講內容。 

第五週，教學的主題是簡報結論之內容教學及其常用的語序公式教學。教學法大致和

第二週開場介紹及第三至四週主要段落教學的步驟一致，若教學法有所修正則以修正後的方

式為主。同樣地，此週的回家作業為應用所學到的技巧和語序，根據自己所選定的主題，準

備 30 秒的結論演講內容。 

為了診斷學生發音的問題，第六到第七週，每位學生陸續上台做二分鐘的英文簡報，

簡報內容將全程錄影。此外，為避免學生因對所準備簡報內容不熟悉、及因上台展演壓力而

影響口說的表現，此階段如果學生忘詞，仍可以讓學生看稿演說，藉此幫助教師了解學生英

語發音的可瞭解性和可懂度的起點和面臨的問題。老師於課後根據觀察記錄及展演錄音結果

進行問題診斷，並找出每位學生在發音及音調上最需改善的五個句子。 

第八週老師根據學生初次展演時所做的觀察記錄及錄音資料，找出常見發音問題後，

於課堂上提供改善方法及策略。本週將介紹如何運用谷歌翻譯軟體作為輔助改善發音的工

具。此外，課堂中也將示範如何利用谷歌翻譯的語音辨識功能，來了解自己發音是否正

確。本週指派學生將被診斷出最需改善發音的字詞及發音錯誤或不知如何發音的單字，回

家利用谷歌翻譯，反覆聆聽及模仿複誦，每週至少四次，每次至少十五分鐘，並且要將其

中一次最佳的錄音範本上傳至學校學習平台的作業區。 

第九週介紹跟讀技巧(shadowing)及免費網路資源 oddcast(text to speech)。本週將教導學

生如何應用 oddcast (text to speech)網頁，以及跟讀技巧來改善自己的發音及流利度。課堂也

將播放簡報範例的影片片段，要求學生練習跟讀技巧。本週指定作業同樣要求學生進行課

後自我練習。除持續利用谷歌翻譯進行單詞複誦練習，學生也需將被診斷出最需要改善的

五個句子輸入 oddcast 後，進行跟讀練習，每週至少四次，每次至少十五分鐘，並且要將其

中一次最佳的錄音範本上傳至學校學習平台的作業區。 

第十週與外師協同授課。此週協同計畫共同主持人包尼爾教師進行英語聲韻特色如字

重音、句重音、韻律和語調等方面的教學及示範，並要求學生於課堂演練前一週所練習的

五個句子，由包尼爾老師協同任課老師進行問題診斷及改善建議。課後持續運用谷歌翻譯

及 oddcast 網頁進行發音改善之練習，每週至少四次，每次至少十五分鐘，並且要將其中一

次最佳的錄音範本上傳至學校學習平台的作業區。 

自第十一週起進行簡報技巧（presentation skills）教學，講解的內容包括音量、目光接

觸、肢體語言、走位等。第十一週延續前一週的英語聲韻特色教學，引導學生運用音量變

化及語速快慢，練習字重音、句重音、韻律和語調等，改善口語的可瞭解性和可懂度。本

週作業除要求學生持續練習原有的五個問題句子和單字外，也要求融入簡報改變音量、音

速等技巧，進行簡報開場的展演練習，並將開場內容錄音上傳至指定作業區，老師則根據

作業了解學生的學習成效，以依實際成果修正之後的教學方法。課後持續運用谷歌翻譯及

oddcast 網頁進行發音改善之練習，每週至少四次，每次至少十五分鐘，並且要將其中一次

最佳的錄音範本上傳至學校學習平台的作業區。 

第十二週的第一階段則進行簡報技巧如目光接觸、肢體語言、手勢等技巧教學。第二

階段課堂活動是每位學生上台做 30 秒簡報開場的展演。每位學生的報告將全程的錄音及錄

影。同時，老師在每位學生報告時也會做觀察紀錄，作為分析研究學生所遇到問題和挑戰

的依據。在行動中藉由觀察學生上課的表現，教師記錄相關問題，進行省思，並在教師社

群中提出討論，尋求解決的方法，評估是否需要修正教學的模式；若有修正，則會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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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模式帶入之後的簡報主要段落和結論教學中。此外，學生課後仍須持續運用谷歌翻譯

及 oddcast 網頁進行發音改善之練習，每週至少四次，每次至少十五分鐘，並且要將其中

一次最佳的錄音範本上傳至學校學習平台的作業區。此外，學生還需準備上台做一分鐘不

看稿的簡報主要段落內容展演。 

第十三週每位學生須根據自己所準備的主要段落內容，上台做一分鐘不看稿的展演。

每位學生的報告將全程的錄音及錄影，老師也會做觀察紀錄。課後藉由這些紀錄兩位研究

人員進行討論和省思，並在教師社群中提出討論，尋求解決的方法，評估是否需要修正教

學的模式，若有修正，則會將修正後的模式帶入之後的簡報結論教學中。第十三週的回家

作業即是持續運用谷歌翻譯及 oddcast 網頁進行發音改善之練習，每週至少四次，每次至

少十五分鐘，並且要將其中一次最佳的錄音範本上傳至學校學習平台的作業區。此外，學

生還需準備上台做半分鐘不看稿的簡報結論內容展演。 

第十四週，每位學生上台做三十秒不看稿的簡報結論展演。其報告將全程錄音及錄

影，過程中老師亦做觀察紀錄，以利日後分析。藉由分析討論學生上課的表現及教師紀

錄，進行省思並在教師社群中提出討論，評估是否需要修正教學的模式。該週作業即是持

續運用谷歌翻譯及 oddcast 網頁進行發音改善之練習，每週至少四次，每次至少十五分

鐘，並且要將其中一次最佳的錄音範本上傳至學校學習平台的作業區。 

從第十五週到第十八週為發音教學的後測（即期末考)週，每位學生將上台進行兩分

鐘不看稿的英文簡報。其報告將全程錄音及錄影，過程中老師亦做觀察紀錄，以利日後分

析。此簡報表現將由本計畫的四位老師來作評量；同時，第十八週研究人員將根據學生後

測展演的表現，挑選 2 位表現最好、2 位最差及 2 位進步最多的學生進行訪談，每班 6

位，三班共 18 位學生，過程將全程錄音，內容將作為質性的分析和量化的數據整合比較之

用。 

本研究的方法除了按照前面所提到行動研究法的架構來執行之外，本計畫將採用谷歌

翻譯之應用程式以及 oddcast (text to speech)的網站來輔助學生做發音的練習，以改進他們

的英語發音。首先，學生可利用谷歌翻譯應用程式輸入他們覺得有困難發音的字詞，例如

專有名詞或是發音不正確的英文單字，或是整個句子或段落，然後按下喇叭狀的按鍵來播

放此單字、句子或段落，學生便可藉由模仿練習或跟讀來改進發音。此外，此頁面也具備

語音辨識功能，學生可以在模仿練習完所輸入之字詞發音後，藉由此應用程式的語音辨識

功能來確認自己是否已經能發出正確的發音了。 換言之，當學生在谷歌翻譯頁面 說出英文

字時，他們可以藉由頁面上是否顯示他們所念的單字或句子來確認自己發音的可辨識度。

若是他們念的字詞能能被谷歌語音辨識軟體辨認，則表示他們的發音應該已經有相當程度

的可瞭解性和可懂度了。此外，本研究也運用另一個協助學生改善發音的工具之網站，

oddcast (text-to-speech)。此網站主要用來讓學生做跟讀練習，學生不僅可以選擇講話者的

英語口音（如英式或美式發音等），也可以調整說話者講話的速度。學生可以將其簡報的講

稿，複製貼在此網頁的 Text 的欄位，並按下 Say it 的按鍵，網頁便會有仿母語人士的擬

真人發音念出此段文字。因此，學生便可跟讀及模仿此人的所說的發音和語調進行。經過

多次練習後，學生應能在發音和語調上有所改進。 

本研究資料項目分別說明如下: 

1. 發音的前測與後測: 

在第六和第七週時，三個班級的學生（兩個實驗組，一個對照組），根據他們準備好的

稿子進行兩分鐘的簡報內容朗讀，每位學生的朗誦內容將進行全程錄音作為前測。老師將

針對每位學生的演講挑出五個發音需要改進的句子。第 15 週到第 18 週，每位學生將以同

樣的演講題目和稿子進行兩分鐘的鐘不看稿的演講，並且全程錄影和錄音作為後測。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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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學生後測所錄製之音檔，擷取在前測中所診斷出發音有問題的五個句子，進行前後測

的發音比較。每位學生的檔案中會有五個發音前測和五個發音後測的句子，評分者將針對

此檔案進行可瞭解性和可懂度的評分，以便做分析與比較。 

2. 發音教學問卷: 

發音教學問卷將於第 18 週時實施，針對兩個發音教學實驗的班級，問卷內容詳見附件

一。 

3. 訪談: 

每班在 18 週時做訪談，訪問各班裡後測展演表現最好的 2 名、最差的 2 名，以及進步

最多的 2 名，故三班共 18 名，訪談問題 (見附件一) ，訪談內容將打成逐字稿，進行分

析。 

本研究資料處理與分析分別說明如下: 

1. 可瞭解性(comprehensibility)分析: 

四位評分者為計畫主持人和共同主持人(其中一位是英語母語人士)，將仔細聽所有前

測（750 句）和後測（750 句）的總共 1500 句子，使用高音質的耳機在安靜的研究室中，

評分者將為每個句子評分，分數是用 9 分的可瞭解性量表（1 代表極為容易瞭解，9 代表不

可能瞭解）。此可瞭解性量表為發音研究中常用的測量工具，也在許多發音研究被證實其可

信度(Derwing & Munro, 1997; Gordon et al., 2012)。 

2. 可懂度(intelligibility)分析。 

四位評分者必須一邊聽並同時在每位學生前測和後測的逐字稿中，劃下他們覺得學生

發音錯誤的單字，來評量學生口語表達的可懂度，然後再統計該生在其前後測發音總錯誤

的單字數，用其除以該逐字稿的總字數，便能計算出可懂度的比率。為了增加信效度，評

分者並不知道該錄音檔是哪一位學生的前測或後測的音檔。此外，由於要聽的句子數量很

多，為避免評分者的疲勞影響評分的信效度，我們將會限制每次評分的時間，比如一次不

超過兩小時，並且也需配合評分者有空的時段來進行。 

3. 評分者間信度的分析(inter-rater reliability): 

本研究因為有四位評分者，因此在評分之前，我們將召開評分的試評會議，在會議中

用一個學生的樣本進行評分測試，在每位評分者對此樣本評完分數之後，由各個評分者說

出他們給分的理由，經由評分者互相討論並比較評分結果後，共同制定一個對於發音可瞭

解性和可懂度之評分的共識。此外，計畫主持人與共同主持人將每個月召開一次評分會

議，檢驗評估評分者的給分是否有穩定性，若有差異性較大的評分將提出來討論並重新評

估，以確保實驗資料的正確性。 

4.  量化的資料分析法: 

當所有評分者評分完成時，本計畫將藉由一致性檢驗評估評分者的給分是否具有穩定

性，以確保實驗資料的正確性。同時當所有評分確認達一致性時，這些評分數據將透過

SPSS 來進行分析處理，以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效變化，藉此瞭解融入線上應用程式及跟讀

技巧的發音教學與練習對於改善學生發音和語調的成效。本計畫之數據的分析將透過

SPSS (Statistical Product and Service Solutions)套裝統計軟體進行分析。SPSS 包含各項數據

統計分析方式，在本研究中，由於可理解性和可理解性的得分均被視為排序(ranking)和非

正態分佈(non-normal distribution)，因此採用 Mann-Whitney U Test 進行數據分析。因此，

Mann-Whitney U Test 分別用於比較可理解性和可理解性的前測和後測，而不是採用 t 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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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因此，藉由以上提到的統計分析方式，本計畫可以進一步探討研究假設的成立與否，

進而瞭解融入線上應用程式及跟讀技巧的發音教學與練習對於學生發音和語調之影響。 

5. 質性的資料分析法: 

對教師觀察記錄以及學生訪談的內容做質性分析及資料編碼，經反覆閱讀歸類整理，

找出重複出現的相關主題。 

五、 教學暨研究成果(Teaching and Research Outcomes) 

1. 教學過程與成果 

以下將依研究問題的順序來說明本研究成果。 

研究問題一：融入谷歌翻譯軟體之發音教學和跟讀技巧教學是否能夠幫助學生增進口

語表達的可瞭解性和可懂度? 

(1) 關於評分者之間的信度分析結果 

在比較關於可瞭解性(comprehensibility)和可懂度(Intelligibility)的分數之前，

使用組內相關係數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檢查了四位評分者的評分的

可靠性。根據四位評分者所給的分數計算出可瞭解性(comprehensibility) 之評分者

間信度為 0.88，而可懂度(Intelligibility) 之評分者間信度為 0.91。 

(2) 關於可瞭解性 

下表一顯示了可瞭解性(comprehensibility)的前測分數之 Mann-Whitney U 

檢驗結果，其中實驗組的平均值和標準差分別為 6.03 和 1.11，對照組平均值和

標準差則為 5.97 和 1.18。 Mann-Whitney U 檢驗結果顯示，兩組學生在前測發

音的的可瞭解性上並沒有顯著差異（p = .83 >.05），表明實驗組學生和對照組學

生於發音教學及跟讀技巧練習前，在可瞭解性方方面並無統計上的差異，也就是兩

組學生在發音之可瞭解性方面程度相當。 

 

         表一、 Mann-Whitney U test 之結果關於可瞭解性(comprehensibility)的前測 

 N Mean  SD  Asymp. Sig.(2-tailed) 

Experimental group 58 6.03 1.11 .83 

Control group 32 5.97 1.18 

  

在發音教學及跟讀技巧練習結束後，採用 Mann-Whitney U檢驗檢驗兩組後測

可瞭解性成績的差異。下表二顯示了實驗組關於可瞭解性的後測分數（平均值 = 

3.56，SD = 1.02）與對照組（平均值 = 4.29，SD = .94）有顯著不同（p = .001 

<.05）的結果。此結果顯示，與傳統教學相比，融入發音教學及跟讀技巧練習有助

於改善發音的可瞭解性。        

 

        表二、 Mann-Whitney U test 之結果關於可瞭解性(comprehensibility)的後測 

 

 

 

 

 

(3) 關於可懂度 

可懂度(intelligibility)的成績計算是將每個口說樣本中正確發音的單字數除以它

的總單數而得出的。下表三顯示了關於可懂度的前測 Mann-Whitney U 檢驗結果，

 N Mean  SD  Asymp. Sig.(2-tailed) 

Experimental group 58 3.56 1.02 .001 

Control group 32 4.29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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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實驗組的平均值和標準差分別為 0.894 和 5.45，而對照組的平均值和標準差

分別為 0.881 和 4.70。 Mann-Whitney U 檢驗結果顯示，兩組學生在前測中沒有

顯著差異（p = .16 >.05），表明兩組學生在接受發音教學及跟讀技巧練習之前其發

音的可懂度上程度相似。 

 

表三、 Mann-Whitney U test 之結果關於可懂度(Intelligibility)的前測 

 N Mean  SD  Asymp. Sig.(2-tailed) 

Experimental group 58 .894 5.45 .16 

Control group 32 .881 4.70 

 

同樣，在發音教學及跟讀技巧練習結束後，採用 Mann-Whitney U檢驗檢驗兩

組後測可懂度成績的差異。下表四顯示了實驗組的後測分數（平均 = .943，SD = 

3.41）明顯優於對照組（平均 = .919，SD = 3.37）。也就是說，實驗組和對照組在

可懂度成績的差異有顯著的不同（p = .002 <.05） = 3.37)。這些結果表明，融入發

音教學及跟讀技巧練習比傳統教學，更能有效地提高學生在發音上的可懂度。 

 

表四、 Mann-Whitney U test 之結果關於可懂度(Intelligibility)的後測 

 

 

 

 

2. 學生學習回饋 

研究問題二：學生運用跟讀技巧來模仿母語人士語調時所遇到的困難為何，以及他們

對做這些跟讀練習的感想為何? 

 

(1) 問卷結果(學生對於發音教學和跟讀技巧練習的觀感) 

下表五為 58 位實驗組的學生所填寫之問結果，此問卷包含六個以五分等級的李克

特量表(5-point Likert Scale)回答之問題和兩個開放性的問題。量表中的 1 表示完全不同

意，5 表示非常同意。表五中排列順序是根據六個問題的學生所給的分數之平均從高

至低排列。其中在六個問題中，關於第 3 題，學生對於老師融入發音教學和跟讀練習

於課程中對他們的用處很大之排名最高（總分 5.00 得到 4.16 分）。這表明學生們都

同意，這種結合跟讀練習的發音教學對他們很實用且極有幫助。第 6 題排名第二（平

均值 = 4.14），表明學生同意完成跟讀練習作業，他們必須錄下他們的口說，這個錄製

和聆聽的過程有助於他們改善英文口說和發音。第 5 題，排名第三，此題是關於學生

對於六週跟讀練習的有用性（平均值 = 4.09），這表示學生同意跟讀練習有助於他們敢

善並提升發音。第 1 題和第 2 題得分接近 4，均排名第四，表明學生基本上認同應

用線上的谷歌翻譯或 Oddcast 之播放發音的應用程式來進行跟讀練習，有助於改善他們

的發音和語調。排名最低的第 4 題是有關以英文為母語的教師其教授發音課程之教學

的有用性。這可能表明學生認為他們的個人實際的練習比老師的教學更有效。總而言

之，這六題的分數都相當高，平均值皆有高於 3.86，這表明受試者對於此發音教學和

跟讀練習融入課程的看法，整體來說是相當正面的。 

 

 

 

 

表五、問卷結果 

 N Mean  SD  Asymp. Sig.(2-tailed) 

Experimental group 58 .943 3.41 .002 

Control group 32 .919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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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問題編號 問題內容 平均值 

1 3 我認為老師融入發音教學與跟讀練習到課程中對我很有

用。 

4.16 

2 6 在做跟讀練習的時候，我有機會錄下我的演講並聽我自己

的演講，我認為這有助於提高我的英文口說和發音。 

4.14 

3 5 在完成六週的跟讀練習後，我覺得我的英語發音有進步。 4.09 

4 1 我認為應用谷歌翻譯之應用程式進行跟讀練習有助於改善

我的發音。 

3.97 

4 2 我認為應用谷歌翻譯或 Oddcast之應用程式進行跟讀練習

有助於改善我的語調。 

3.97 

6 4 我認為英文為母語之教師的發音教學有助於提升我的英語

發音。 

3.86 

 

 

關於問卷中的兩個開放性的問題：（1）您對融入跟讀練習的發音教學有什麼看法和

建議？ (2) 此種融入跟讀練習的發音教學在哪些方面對學生幫助最大？根據質性研究分析

法的我們將學生回答中反覆出現的主題歸納為以下四個方面說明:：（a）發音教學的有效

性，（b）後設認知策略的使用（c）動機和自主學習，（d）時間和精力投入。 

（a） 發音教學的有效性 

大約 90% 的學生認為，在為期六週的跟讀練習以及發音教學有助於提高他們的發

音、口說技能和流利度，並且增強他們對於英文的語調(intonation)、節奏(rhythm)和單字的

字重音(word stress)的認識。由於跟讀練習作業的練習內容是他們期末演講的講稿，而在期

末演講中他們必須完全不能看講稿進行演講。因此有 12 名學生認為教學很有效，比如其

中一位同學的回答道:「這是雙贏的。我覺得這個方法很棒，因為這個練習不僅提高了我的

發音，而且還幫助我能記住講稿，提高了英文口語流利度和口說速度。」儘管為了完成跟

讀練習的作業，學生不得不抽出時間在課堂之外練習，但一名學生表示：「雖然這六周的跟

讀作業很麻煩，但通過這次練習，我的語調和節奏有了很大的提高。我覺得現在我說英文

的語調越來越有高低起伏。由於這種做法，我的口說表達變得流利了。另外，透過聽自己

說話的錄音，我可以找到我發音中不正確的部分以及如何改進它們。最後，我感到非常有

成就感，因為我在期末的演講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b）後設認知策略的使用 

大約一半的學生提到他們注意到他們發音的錯誤部分並對這些錯誤進行了修正。 

Shih and Huang (2020) 指出，當學習者知道自己的長處和短處時，他們就在運用後設認知

知識。一位學生評論說:「我覺得這種教學方法很棒。我從這種練習和指導中學到了很多，

因為它可以幫助我糾正自己發音中的錯誤部分。」一些學生還指出，這種發音融入跟讀練

習之教學法有助於他們注意和糾正單字重音錯誤。學生的此種覺察符合了後設認知中的自

我意識和自我監控的策略。 

（c）動機和自主學習 

學生的回答中反覆出現的主題之一是此種教學法激起他們的學習動機去學習更多有關

練習發音的部分。由於實驗組的參與者必須完成六週的跟讀練習作業，一名學生指出：「這

種做法促使我學習，並迫使我騰出每週練習發音的時間。我察覺到我們真的把學到的東西

付諸實踐，因為只有大聲說出來，我們的發音才能越來越準確，也能讓我們更好地記住單

字的發音。另一位」學生說：「我不是很喜歡英語，但自從接到任務後，我每週都會抽出一

些時間練習英語，這也是一次很棒的經歷。」 

（d）時間和精力投入 

一些學生提到，與傳統教學相比，為期六週的跟讀練習作業太耗時了。有同學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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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四次，每次練習所需時間，應由 15 分鐘縮短至 10 分鐘。兩名學生抱怨跟讀練習很乏

味。儘管如此，大多數學生在察覺到他們的發音有所改善時，都表示覺得一種成就感。因

此，儘管付出了額外的努力，但學習成果勝過了作業帶來的負擔。 

 

 (2) 問卷結果(學生對於發音教學和跟讀技巧練習的觀感) 

訪談的結果亦是根據質性研究分析法，在學生的回答中，衍生出四個密切相關的主

題：（a）科技輔助語言的創新和實用性（b）時間分配的適當性（c）發音意識的提升（d）

訓練後發音之改善。以下就此四個主題，分別進行說明。 

（a）科技輔助語言的創新和實用性 

有幾位受試者提到，發音教學的新穎性和創新性。透過應用谷歌翻譯和 Oddcast 的線

上應用程式，他們可以學習如何正確發音對於其不會發音的單字並模仿發音。此外，大多

數學生表示，他們發現這些工具對於發現他們本身的發音錯誤等問題非常有用且有效。 

（b）時間分配的適當性 

有學生提到指定的練習時間太長，這與問卷調查中對開放性問題的回答相呼應。然

而，大多數學生意識到此跟讀作業能督促他們安排課堂外的時間去做更頻繁的英語練習。 

（c）發音意識的提升 

在大多數情況下，學生提到這種融入跟讀練習的教學法提高了他們對於英文發音意

識。一位同學指出：「我發現我一些單字的字重音放的位置與母語人士不同。」另一位學生

說：「我以前通常都按照自己的想法發英文單字，但是在做這個作業時，我學到了單字的發

音和語調與我原來的發音方式完全不同。我覺得語調是我學得最多的，和中文完全不一

樣。」另一個回應說：「錄製自己的口說後，我會聽它，知道哪些部分聽起來很奇怪，下次

我會嘗試糾正並調整那些奇怪的部分。」 

（d）訓練後發音之改善 

大多數學生的回答問卷中開放性問題之回答相呼應，他們表示在發音的字重音、語調

和流利度方面都有所進步。透過發現自己字重音的錯誤和平坦的語調，他們能夠調整它們

以取得進步。例如，一位學生指出：「我曾經把 service 字的重音放錯了地方，在聽谷歌翻

譯的發音之幫助下，我現在發音正確了。」另一位學生提到：「有些單字很長很難發音，比

如 milliliter。我不知道該怎麼唸。我是從谷歌翻譯中學到的。」一些學生表示，他們成功

地糾正了一些字的錯誤發音如 character, appetite 等，並學會了一些新單字的發音如

genome, temporarily 等。此外，另有一位學生提到，她注意到 motorbike 這個詞的第二個音

節中的發音是[ɚ]與她原本的發音[ɔ]有細微的差別，並改變了它。 

3. 教師教學反思 

研究問題三：比較融入谷歌翻譯軟體之發音教學和跟讀技巧教學的班級和沒有融入的

班級在其口語表達的可瞭解性和可懂度上是否有所差異? 

 

本研究結合了課後六週的發音跟讀練習，並評估了其在提高 EFL 大學生口語表達的可

瞭解性和可懂度方面的有效性。具體來說，討論了學生在經過跟讀練習訓練後的表現和他

們的看法，以及對教學和課程計劃的影響。在可瞭解性(comprehensibility)方面，可瞭解性

實驗組後測 Mann-Whitney U 檢驗結果與對照組相比有顯著提高，說明此融入發音的跟讀

教學對提高學生發音的可瞭解性有顯著的效果。本研究結果與 Foote and McDonough 

(2017) 研究的結果一致，但和 Foote and McDonough (2017)研究的差別是，其研究是讓受

試者用 ipods 進行跟讀練習，而本研究是讓受試者利用谷歌翻譯和 Oddcast 的應用程序進

行跟讀練習。本研究結果顯示此種發音教學的融入跟讀練習的方法可以有效提高學習者發

音的可瞭解性。此結果也與關於著重 suprasegmental features 發音教學的相關文獻一致（例

如，Anderson-Hsieh, Johnson, & Koehler, 1992; Derwing, Munro, & Wiebe, 1998; Gordon, 

Darcy, & Ewert, 2013），在跟讀練習中，比較著重於 suprasegmental features 的覺察，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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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回饋中也可以發現，跟讀練習讓它們注意到了英文的字重音和語調的高低起伏，這些

都是屬於 suprasegmental features 所涵括的範疇。 

再者，關於可懂度(Intelligibility)的後測 Mann-Whitney U 測試結果表明，可懂度實驗

組後測 Mann-Whitney U 檢驗結果與對照組相比也有顯著性的差異，說明此融入發音的跟

讀教學能有效地促進了可懂度的提高。這結果也其他以英文為外語的發音研究結果 

(Bouchhioua, 2017; Hassanzadeh & Salehizadeh, 2020) 一致，這些研究直接的發音教學可以

提高學習者發音的可懂度。此研究結果呼應了 Swain (2005) 的輸出假設(Output 

Hypothesis)，雖然可理解性輸入(comprehensible input)對於培養學生的口語技能至關重要，

但不卻不足夠培養學生的口說技能，比如像是字重音的習得等。在本研究中，藉由學生們

在跟讀練習中積極進行口說的輸出練習，進而鞏固了他們記住的英文單字的發音。此外，

訪談結果顯示，藉由教師直接明確的發音教學和學生在發音跟讀練習，使學生意識到他們

發音的錯誤部分，監控、評估和改進輸出。這也說明了學生融入了後設認知策略在他們的

練習中。 Shih 和 Huang (2020) 指出，後設認知策略是學習者用來調整修正其認知過程的

技能，包括計劃、監控和評估等策略。 

問卷調查和訪談結果證明，學生們對於跟讀練習融入發音教學之觀感非常正面積極。

所有參與者都認為使用谷歌翻譯和 Oddcast 等的網路應用程式練習跟讀對發音很有幫助。

儘管一些學生說有提到跟讀練習作業既乏味又費時，但他們仍然承認這樣做的好處，因為

它促進了練習並提供學生了直接的回饋。在訪談中，有一些學生抱怨作業冗長乏味，但因

者是作業的要求，他們還是完成了這項任務。此外，為了實驗結果的有效性，我們也把沒

有實際完成六周跟讀練習的樣本刪除，不列入有效口說樣本中。Foote and McDonough 

(2017) 在他們的發現中指出:「對於自學的學習者來說，他們唯一的責任就是對自己負責。

如果學習者不喜歡跟讀，或者不相信它是有效的，他們不太可能會做很長時間（第 49 

頁）。」再者，訪談結果顯示，學生正在使用後設認知策略來監控他們的錯誤進行學習，這

樣的過程便能逐步引導培養學生成為自主學習者(autonomous learners)。 

 

六、 建議與省思(Recommendations and Reflections) 

 
研究結果表明，將跟讀練習與線上發音之應用程式相結合，可有效提高學生發音的可

瞭解性和可懂度。此研究擴充且延伸了之前有關以英文為外語之發音的研究未探索問題。本

研究藉由探討透過線上發音的應用程式融合跟讀練習技巧來改善 EFL 學習者發音，證明了 

應用谷歌翻譯 和 Oddcast 的等線上程式來進行跟讀練習是可行的，且能有效地提高 EFL 

學習者發音的可瞭解性和可懂度。再者，受試者的積極正面的看法與使學生利用線上應用程

式做跟讀練習納入發音教學的潛在效果相呼應。然而，研究人員發現，即便經過了六週的跟

讀練習，在後測的樣本中，我們仍發現實驗組中的一些學生仍然存在單字字重音問題，也就

是仍然為習得某些單字的正確字重音。因此，我們建議在課堂教學中，教師可以針對學生常

見字重音的錯誤的部分，進行直接明確的教學，來來提高學生對英文字的字重音的覺察和語

感，並結合課後跟讀練習作業來強化教學效果，使學生能習得英文的字重音。Hassanzadeh  

and Salehizadeh (2020)的研究也發現 Focus-on-Form 的發音教學對發展語音能力，如詞彙重

音有效。此外，為了讓學習更愉快，不讓發音練習成為機械式枯燥的練習，老師可以設計課

堂上的小組學習任務，使學習更具互動性和社交性。 

然而，這項研究確實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本研究使用了三個現成的班級並隨機指

定一個作為對照組，但如果最理想的狀況是能將三個班級學生打散後再隨機抽樣，這樣更會

更能有效地檢查獨立變數(發音跟讀練習)的對學生的影響。此外，由於是現成的班級，學生

的英語能力從 A2 到 B1 不等。語言能力的變數也可能會影響結果，因此未來的研究應該嘗

試控制受試者有相似的語言能力。然而，在現實世界的大學課程中，每個班級學生英文能力

往往皆存在著差異性，因此本研究確實呈現了現實世界樣貌的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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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透過線上發音的應用程式進行發音跟讀練習為學習者提供了日常能容易取得的設

備和練習發音的機會，然而關於這方面的研究仍然相對缺乏（Fouz-González，2019）。在此

研究的跟讀練習作業中，學生須把自己的口說錄下來，使他們有機會聽自己的口說，因此能

使他們注意到自己所念的英文和母語人士的差異，進而使它們嘗試改進並練習較正確的發音 

Hassanzadeh and Salehizadeh (2019) 強調，活用多媒體並搭配 form-focused 之發音教學，可

以為學習者提供矯正發音錯誤並習得正確發音的機會。本研究已經證明了融入跟讀教學在發

音教學中能有效的改善學生發音的可瞭解性和可懂度，也提供了具體可行的步驟和實施程

序。希望能提供教授英文口說或簡報的教師教學的參考。同時，也希望未來的研究可以專注

於結合讓學生利用線上發音的應用程式在課後進行跟讀練習和根據學習者需求仔細挑選重

點及學生覺得困難的發音特色之發音課程，規劃出更嚴謹的教學實驗步驟，進而在提升學生

發音的可瞭解性和可懂度方面，能達到更佳的教學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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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ppendix) (請勿超過 10 頁) 

附件一: 發音教學問卷 

閱讀以下的敘述給予 1到 9的評分 

1.我對於谷歌翻譯和 oddcast的喜歡程度 

我不喜歡                                                                   我很喜歡 

1 2 3 4 5 6 7 8 9 

2.我認為谷歌翻譯和 oddcast能幫助我的英語發音之程度 

一點也沒有幫助                                                             幫助極大 

1 2 3 4 5 6 7 8 9 

3.我認為谷歌翻譯和 oddcast能幫助我的英語聽力之程度 

一點也沒有幫助                                                             幫助極大 

1 2 3 4 5 6 7 8 9 

4.我對於跟讀練習的喜歡程度 

我不喜歡                                                                   我很喜歡 

1 2 3 4 5 6 7 8 9 

5.我認為跟讀練習能幫助我的英語發音之程度 

一點也沒有幫助                                                             幫助極大 

1 2 3 4 5 6 7 8 9 

6.我認為跟讀練習能幫助我的英語聽力之程度 

一點也沒有幫助                                                             幫助極大 

1 2 3 4 5 6 7 8 9 

 
訪談問題 Interview Questions: 

1. 整體來說，你覺得融入谷歌翻譯和 oddcast網站的發音教學活動如何? 

2. 整體來說，你覺得跟讀練習的技巧教學及作業練習如何? 

3. 你覺得融入谷歌翻譯，oddcast和跟讀練習，能讓你察覺你的發音和母語人士不同之處

嗎? 

4. 你覺得在錄下自己的口說，有機會聽自己的口說對於你是否有幫助，如果有，請舉例說

明。 

5. 你覺得跟讀練習活動有否需要改進的地方，比如要求練習時間的長短，作業次數等。 

6. 你覺得在經過這些融入谷歌翻譯和oddcast網站和跟讀練習之訓練後，你的英語發音有進

步嗎? 

7. 你會把這些提升發音的技巧，比如(谷歌翻譯和跟讀練習)推薦給同學或朋友嗎? 

8. 關於這個融入的發音改進課程，你有什麼想要表達的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