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簡報怎麼教？
臺大電機這麼教！

文‧圖／葉丙成

冷
冽的12月底，龍安國小某班的早自習，碩

一黃冠彰同學正在台上跟小朋友講解LCD

成像與RGB三原色的原理。冠彰哥哥在跟小朋友

介紹完三原色可以搭配出任何顏色後，突然說起

故事來：有天魯夫（漫畫「航海王」主角、「天

龍國」一詞源起）跟夥伴在偉大航道中遭遇著名

怪獸皮卡丘（口袋怪獸/神奇寶貝主角）。皮卡丘

最怕黃色的光砲，可是魯夫手邊只有紅色跟藍色

光砲，請問小朋友怎麼辦？小朋友們馬上七嘴八

舌的說：「將紅色光砲跟藍色光砲一起啟動，便

可以合成出黃色光砲打飛皮卡丘！」。冠彰哥哥

誇獎小朋友真是太棒了。此時，突然出現一個稚

嫩的聲音：「可是皮卡丘很可愛ㄟ，幹嘛打飛牠

啦！」。

這是電機系課程「科技簡報製作與表達」的

場景之一。這門課是少有的以體驗式教學讓同學

學習簡報重要概念的課程。之所以開授此課程，

其實源自於10年前我在密西根大學教書時所感受
到的震撼。當時是我念博士的第四年，系上有門

課因老師出缺而請我教授。在那門課，我在學生

期末專題報告的時候，發現每組學生投影片跟簡

報都非常專業。美國學生大多比亞洲學生表達能

力好，這是我早已知道的。可是每一位都這麼專

業？這著實嚇到我了！我忍不住詢問相熟的美國

學生為何大家簡報都這麼好？這麼專業？

他跟我說，因為有個必修課「Te c h n i c a l 
Communications」教他們怎麼做簡報，並要求每
位學生跟自己當學期某個課程的學期專題簡報連

結，一併作為該課程的期末成果。聽了之後，我

十分震撼！也不住的感嘆美國頂尖大學教育實在

領先臺灣許多。當臺灣的大學教育多半著重在專

業知識、專業能力的訓練時，美國大學已體認到

工程師只懂專業是不夠的，簡報與溝通技巧必須

列為必修加以鍛鍊。當時我暗自告訴自己：如果

有一天能回臺灣教書，我一定要推動簡報與溝通

的訓練。因為就像美國領先臺灣一樣，我認為這

種軟技巧（soft skills）將是我們臺灣年輕人與大
陸及亞洲各國年輕人競爭的重要關鍵！

構思
2005年回臺大任教後，因同時開授數個電機

專業課程，所以開設簡報課的念頭遲遲無法付諸

實現。期間，我常在某些專業課程中，以一週3小
時的講演時間跟同學講授簡報的重要觀念，學生

反應都非常好。但是，我發現到一個問題。例如

我在講演時常告訴同學eye contact非常重要，眼
神閃爍或是不看觀眾，都會讓觀眾對講者的可信

度有所存疑。同學聽我說的時候，往往都點頭稱

是。可是一到期末專題報告的時候，台上同學不

是看天、看地、看電腦、看投影幕，就是不看台

下的觀眾！

這樣的教學經驗讓我體認到，簡報是不能用

「教」的！不管學生聽了簡報概念覺得再有道

理，他們還是很難融入實際的簡報行為。因此簡

報教育必須要有革命性的設計才行！可是該怎麼

作呢？思索多年之後，我的答案逐漸浮現：「以

戰養戰！」。但說來容易，到底怎麼做才能創

造出「以戰養戰」的環境，讓學生得以在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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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快速提升簡報能力呢？對於不同的簡報概

念，我該怎麼設計對應的體驗式教學法，才能讓

學生真正體會、進而融入自己的簡報習慣？在

2006~2009年這3年當中，這些問題在我腦海裡一
直縈繞不去。3年下來，諸多想法慢慢成形，對於
開授簡報課程的決心也越來越篤定了！

開課
經過3年的構思，在2009年秋季我覺得自己終

於準備好了，「科技簡報製作與表達」也隨之誕

生！課程的精神是以體驗的方式讓同學自然而然

學會作簡報。課程的主軸特色有三：

一、讓學生體認簡報是一種藝術
每學期第一堂課，我都會跟同學強調：「簡

報是一種藝術，不是一種科學！」。科學往往只

有一個被廣為接受的答案，藝術則不然。以作畫

為例，畫畫不該有一個標準的畫法（雖然有補習

班在教考美術班該怎麼「畫」...）。你要怎麼畫
都行，只要大部分人都喜歡你的畫，那就是好

畫。簡報也是一樣！只要大部分人都喜歡你的簡

報呈現方式，那就是一個好簡報。

話雖如此，我們如何在課堂中讓同學對此真

正有所體認？如何讓他們在簡報時不要只在乎老

師，而是真正在乎所有聽眾呢？另外又該如何讓

台下同學能真正用心去聽簡報，而不會台上台下

交相混，3個小時睡睡去？為此，我們開發了一
個線上同儕評分系統（Electronic Peer Evaluation 
System, EPES）。每次簡報課前，我可以設定數
個問題（例：「投影片製作水準？」、「肢體語

言與表情？」、...）。當同學在台上簡報時，台
下所有聽眾便會同時上網針對這些問題輸入分數

與文字意見。同學一簡報完，馬上便可以看到自

己的分數排名以及聽眾意見的彙整（匿名）。這

種即時性的分數與意見回饋，可以讓同學對自己

簡報表現記憶猶新時，馬上比對、檢討、反省。

對於簡報技巧的進化，非常有幫助！

本課程開發線上同儕評分系統（EPES）以提供簡報同學即時性的分數與意見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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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學期初即昭告所有同學，他們的學期

成績完全是由每次聽眾所打的分數來決定。觀眾

給越高分，成績就會越高。因此很自然的，同學

開始非常在意每次簡報所有聽眾（而非只是老

師）的反應。而台下同學也因為身負打分數的重

任，大家對於台上的簡報非常專注，不會台上台

下交相混。台上用心講、台下專心聽，每節課下

來大家都有很大的收穫。

二、讓學生從活動體驗重要概念
前面提及過往經驗讓我體認到，只靠老師上

課「教」簡報觀念是沒用的。以eye contact為例，
如何能讓學生真正把eye contact融入簡報習慣中，
實在是很不容易的事。幾經思索，我設計了一系

列的體驗式學習法Yeh's Eye Training (YET)，可以
在一節課中改造同學的eye contact習慣。
在YET中最有趣也最有效的一個設計，便是

讓同學輪流上台做2分鐘的短簡報。在簡報前，
先請簡報同學離開教室一下。教室內的同學，

馬上抽籤決定待會要扮演的角色：聽不懂（二

名）、度姑（二名）、開心（二名）、不認同

（二名）、無反應（其餘眾同學）。抽到角色的

同學，在接下來同學簡報的2分鐘時間內，須一直
扮演該角色。抽完籤後讓教室外的同學回來，告

知他在簡報2分鐘內必須找出8名角色扮演的同學
及其所扮演的角色。答對幾個，就得幾分（算入

學期成績、非兒戲）。通常同學在YET活動中，
都會拋棄矜持。從第一秒開始便不客氣的一再直

視、掃視台下所有人的面孔，直到最後一秒！

在如此不客氣掃視眾人的2分鐘體驗後，這樣
的經驗便會融入同學的簡報習慣。大多同學上台

便不再羞澀、不再迴避觀眾，效果非常棒。除了

eye contact之外，對於肢體語言、聲音表情等重要
的簡報議題，我也都設計了相應的體驗式教學法

幫助同學學習。這些方法除了有效外，也非常有

趣。我們的課堂常常因此而充滿笑聲，真正達到

寓教於樂！

三、讓學生知道要把聽眾擺第一
在上個學期的簡報課，我在學期中跟同學宣

布期末的專題簡報是跟龍安國小合作，由每一位

同學選一個自己科系的技術向高年級小朋友做12
分鐘簡報。每個班級的早自習安排2位大學生去
簡報，簡報完當場由小學生針對「哪個簡報比較

好」來投票。每位修課同學會被安排3次左右的早
自習演講。期末專題成績就由自己得到的平均票

數決定。成績前5名的同學會進入總決賽，在龍安
國小大禮堂面對十幾班、四五百名小學生演講。

演講完再由小學生決定名次。

跟同學宣布完後，同學紛紛表示這太殘酷了

吧！我也看到不少同學有著驚慌的神色。我跟同

學說，在他們日後職場上對主管、老闆簡報時，

簡報的評價不會是一個百分比的分數。在老闆心

中，簡報不是好，就是爛。我就是希望同學能感

受到：「人生，就是這麼的殘酷！」下課後有同

學匿名跟我說：「老師，我修這門課是想學怎麼

做專業的簡報，不是為了替電機系宣傳、也不是

為了學會如何取悅小學生。」在課堂上我藉機回

應這個意見。我告訴全班同學：「人生最難做的

簡報，是面對一群很有權力、但沒什麼程度的人

做簡報。」

為了讓同學以後能夠面對這樣的挑戰，所以

我去找專業程度跟大學生有所落差的小學生當聽

眾（不過後來發現龍安國小小朋友程度超過我們

想像）。另外，我也賦予小學生決定大學生期

末專題成績的權力。我的目的是讓同學經此一役

後，未來簡報即使碰到程度不好的客戶或主管，

也能充滿自信：「小學生我都搞得定了，更何況

是大人？」

讓同學知道活動的意義後，我們便開始緊鑼

密鼓的進行。我首先安排一個聊天會，將大、小

學生合在一起分組座談。我鼓勵大學生盡量挖掘

一些有助於他們準備簡報的情報。比如說：小五

生、小六生數學跟自然教到哪？他們都是看什麼

卡通？他們都對什麼戲劇有興趣？我要讓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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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到：「一個成功的簡報者，必須要事先針對

自己的聽眾好好收集情報、好好了解他們，進而

做分析、定策略。」經過修課同學的努力，最後

活動非常成功，也出乎意料的有許多媒體主動來

採訪「大學生做簡報、小學生打分數」的活動

（蘋果日報、中視、聯合報、國語日報、親子天

下雜誌、立報等）。更令我高興的是，同學們對

於期末的活動都很投入，也都覺得獲益匪淺、功

力大增。這兩個禮拜在清晨寒風哆嗦中陪著同學

參加早自習簡報，值得！

除了以上的主軸特色，我們的課程還有許多

很有趣也很有效的教學方法，限於篇幅無法一一

呈現。每年的評鑑結果都得到同學相當好的評

價。但最讓我開心的是，從學期初到學期末的一

次次簡報看下來，可以看到同學們非常明顯的進

步。這讓我覺得非常的欣慰、非常有成就感。3年

的構思與籌劃，總算開花結果！

遠景
前面提到，當初開授的動機是看到美國頂尖

大學對於簡報等軟技巧的重視。在擔任教學發展

相關媒體報導。（蘋果日報影片：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20117/33967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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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行政工作後，我也常聽到臺大各院或是系

所主管提到臺大學生簡報訓練的不足。因此我的

願景是希望能將簡報教育推廣到臺大各系所，讓

簡報課變成像日文等課程一樣的普遍，讓簡報能

力成為臺大人著稱於世的特色技能。

「科技簡報製作與表達」至今已開授3年，每
年都會重新思考、調整、讓課程再進化，目前教

材跟線上教學系統已漸臻完善。因此從今年起，

我也開始思考如何幫助其他系所引進簡報教學。

現正與寫作教學中心洽商協助系所開課。一種可

能的模式是由我們訓練中心的兼任教師加開，鐘

點費由系所負擔。我所開發的教材、線上系統則

免費使用。初期師資人數有限，只能支援若干系

所。之後再募集經費，逐步擴大、推廣。若系所

對於引進簡報教學有興趣，歡迎與我聯絡。

另外，日前NTU-INTEL研究中心邀請了國
外著名簡報教學專家兼作家Dr. Coleman前來開授
簡報教學工作坊。會後我與Dr. Coleman針對簡報
教學的設計，相互交流。我把我所開發的諸多體

驗式教學法與她分享，她嘖嘖稱奇。相談甚歡之

餘，我們也決定合作寫書。希望透過書籍，能將

我們在臺大所開發的諸多體驗式簡報教學法，推

廣到全世界！

結語
回臺大任教迄今7年，教了不少電機領域的專

業課程。我常常在想，專業技術日新月異，這些

專業課程所教的東西，學生畢業後5年、10年還能
用到多少？但作為老師的我，內心最大的渴望，

是「希望教學生一輩子都用得到的東西！」這也

是為什麼我對簡報教育如此執著，因為這是我們

學生一輩子都會用到的：口試、應徵面試、公司

會議、主管報告、客戶報告、...
如果若干年後，某個學生在職涯的重要舞台

精采得分後，心裡浮現：「真多虧我十幾年前修

了葉老師的簡報課，今天才能如此帥氣！」我

想，當老師的也就值得了，是不是呢？ （本專

題策畫／電機系林茂昭教授＆中文系李文鈺教

授）

希望能教簡報課同學畢業後一輩子有用的東西！（合影者：2011
修課同學梁維元）

葉丙成小檔案

臺大電機系副教授

臺大教學發展中心教師發展組組長

部落格：http://pcyeh.blog.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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