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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關鍵詞：通譯、制度、培訓、認證 

一、 研究緣起  

截至 2020 年 3 月底，台灣新住民（外籍配偶）、外籍移工及其他外來人士等外僑居

留總人數已達 80 萬人，外來人口已成為台灣不容忽視的一部分。許多外來人口，在台生

活因語言障礙且不甚了解社會規範及法令，而產生社會或司法問題，故通譯之角色格外

重要。 

本研究將根據現有臺灣通譯現況，針對通譯人員及通譯需求機構進行深入個案訪談

及焦點團體訪談，佐以相關文獻、通譯人才資料庫數據資料、法規制度探討，以了解本

國通譯現況與困境，並參照他國通譯制度，提出可能解決方案。本研究在第一階段發

現，我國目前缺乏兼具通譯能力與素養之課程以及通譯評鑑制度。本研究在第二階段，

針對本國最大新住民族群-越南新住民，設計澳洲 NAATI 國家通譯機構認可之通譯課

程。並首創符合 NAATI 要求之華語文-越南語文通譯命題以及通譯表現分析量表，以實

驗設計測試與分析此通譯評鑑之可行性與通譯課程施行之效能，期望本研究結果提供可

行亦有效之通譯證照制度之雛形與施行建議。 

 

二、 研究方法及過程 

本計畫依研究目的，採量化與質化並行的研究方法。本計畫第一階段包括訪談及焦

點團體，佐以相關文獻、通譯人才資料庫數據資料、相關法規制度等，來了解現今本國

通譯需求及通譯人員培養與運用的現況與需求。 

本研究團隊對我國的 43 位通譯人員和 8 個新住民通譯之使用\需求單位進行焦點小

組或個人訪談。訪談目的如下：(1) 界定通譯語文能力之門檻級別  (2) 了解通譯使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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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之通譯員工作內容與技能要求 (3) 了解現今通譯品質之查核機制(4)了解通譯人才培

訓現況（如課程、內容、評鑑等） (5) 了解現今通譯人才培訓與管理的困境。本報告將

呈現第一階段的研究成果。 

本計畫第二階段，依據第一階段的研究成果，了解本國通譯人才需求與通譯培訓的

現況，佐以相關研究文獻與參照 NAATI 通譯分級制度。我們參考 NAATI 制度，設計符

合 NAATI 要求之通譯命題，並分析命題可行性與分級。我們研發出一套通譯口試分析量

表測量學員之通譯表現，來了解通譯課程之教學成效。細節請見後續研究方法一節。 

 

三、 重要發現 

經過本研究團隊對我國之通譯市場，人力和培訓現狀的研究探討，以及對通譯分級

分領域的類型文獻和實驗分析結果，本研究團隊對於本國通譯現況有以下幾點重要發現

與解決成果： 

（一）缺乏通譯素養課程且無通譯評量機制 

第一階段之新住民通譯的訪談研究結果發現，目前國內通譯培訓課程缺乏通譯實務

演練與通譯素養（如倫理、跨文化等）教學。大多通譯表示通譯課程缺乏成效，且無一

適當之通譯評量機制，如分級之測驗、該課程評量與教學分析式評量，前二者是行政機

關了解通譯課程成效之工具，後者則給予通譯學員各項的反饋，讓學員了解自己的長處

在哪一項，而短處在哪一項，增進自己通譯能力。 

（二）研發與施行 NAATI 認可通譯課程 

本研究團隊依據 NAATI 通譯課程要求，設計 40 小時通譯課程。此課程已得到

NAATI 之認可。並依據現有通譯需求，設計兩班，面對面和線上通譯課程各一，經量性

與質性分析結果顯示，所執行的面對面和線上通譯課程達到所預測的成效。1)高完成

率：此課程完成率，面對面和線上通譯課程皆是百分之百。2)高滿意度：近九成學生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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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課程有效幫助學習通譯能力與素養。3)提升文化處理能力：大多數學員認為本課程

老師經驗分享舉例及演練提升其跨文化問題處理能力。4)提高通譯實務能力：透過情境

演練，大部分學員都感覺提升了實務經驗，也發現了一些自己本身應該加強的部分，如

表達能力、語速…等。5)提升華語文能力：所有的學生覺得本通譯課程可增加華語文能

力，尤其是提升華語文詞彙。 

（三）研發出信度與效度兼具之通譯表現分析量表 

本研究團隊根據澳洲 NAATI 通譯守則研發之口譯表現分析量表。此量表使用結果分

析發現，此量表之信度與效度在可接受範圍內，為有效與可靠之口譯表現測量工具。 

（四）研發出可行性與分級性兼具之通譯命題 

本研究團隊參照 NAATI 通譯口試命題設計與要求，首創二十組華文-越南文之通譯

口試命題，並分析命題可行性與分級。對十二名命題測試者施行命題結果發現，本研究

團隊之通譯口試命題施行順利，測試者訪談亦證實其可行性。分析亦顯示，命題難易度

顯著差異，可作為分級使用。 

（五）我國通譯制度設定的門檻起點為華語文 B1 

經過以上研究分析，本研究團隊得到結論，通譯入門門檻可從華語文能力 B1 開

始，特別在社會通譯方面。在醫療和司法通譯的領域，B2 以上的華語為起點為好。 

 

四、 主要建議事項 

根據研究發現，本研究針對我國新住民通譯人員培訓與機制的發展提出下列具體建

議。以下分別從立即可行建議及中長期建議加以列舉。 

⚫ 立即可行，短期建議： 

建議一：.通譯課程領域不應侷限於司法通譯 

建議二：通譯課程活動宜增加通譯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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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長期建議與解決方案 

建議一：成立專業協會（預計可執行年度：2021 年） 

建議二：繼續發展和教授面對面和線上教學培訓課程（預計可執行年度：2021 年） 

建議三：擴展命題範圍（預計 2021 年執行） 

建議四：設計與建立道德及跨文化知識的考試和準口譯及口譯認證考試（預計可

2021 年執行） 

建議五：設計和建立醫學口譯專業認證考試和法律口譯專業認證考試（預計 2022

年執行） 

建議六：製作口譯訊息包 

建議七：建立評估專家小組（2021 年執行） 

建議八：建立平臺（2021 年執行） 

建議九：與我國大學合作開辦 NAATI 認可的口譯課程 

建議十：口譯測試驗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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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研究緣起與背景 

因應科技發展及全球化之趨勢，世界人口流動頻繁，造就四海皆一家之概念，使國

與國之間之人口流動日漸頻繁。而臺灣身為島國，具有高度人情味，擁有高生活品質，

且經濟能力需求，吸引許多外國人士來台，內政部移民署的統計資料(內政部移民署，

2020)，截至 2020 年 3 月底，台灣新住民（外籍配偶）、外籍移工及其他外來人士等外僑

居留總人數已達 80 萬人，儼然外來人口已成為台灣不容忽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外來人口來到台灣，除了需要適應台灣文化風俗及了解基本法律與權利外，最重要

莫過需要克服語言之障礙，雖然台灣針對外籍配偶等新住民制定一套進入台灣或是進行

國籍歸化時需要參加 72 小時的華語課程，讓新住民學會基礎生活會話以因應生活需要。

但針對外籍移工及其他外來人士，並無適切的華語教育及法律相關課程，使其在台生活

因不了解臺灣法令及相關權益與風俗民情，而產生許多不必要之糾紛，造成許多民、刑

事等訴訟問題。根據 Phillipson 等人（1994）提出，當牽涉至司法相關權益時，如果在

公開正式場合使用母語權利加以限制時，則可以視為對基本人權的迫害，故本國為尊重

國家多元文化之精神於 2019 訂定國家語言發展法，根據國家語言發展法第 11 條規定政

府機關（構）應於必要時提供各國家語言間之通譯服務，並積極培育各國家語言通譯人

才。因此在外來人士具有語言障礙時，需要由通譯擔任翻譯人員進行翻譯，協助陳述當

事人具體事證，故通譯之角色，格外重要。 

台灣因應需求，從中央政府到地方縣市開始並持續培訓通譯人才，並執行多項通譯

培訓研究，並建立全國性通譯人才資料，可見政府投入通譯培訓資源不遺餘力，且不斷

力求通譯人才擁有更高效率的能力發揮及運用效率。在 107-108 年羅秉成政務委員聯合

跨部會持續舉行了多次關於改善口譯和法律口譯員資料庫的會議。會議中除了要求調查

線上法律口譯的可行性之外，也針對通譯員經費的狀況進行討論。自 108 年開始，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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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警政署、海巡署、教育部、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衛生福利部、司法部、勞

動部及農業委員會等行政院部會調查了各個部門的口譯需求，並向羅政委提出報告。 

從這些政府部門報告中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希望透過以下做法提升通譯人才管理效

率以及建立一套完整性通譯人員培訓架構及管理系統：（一）建立通譯人才管理機制：

希望透過移民署通譯人才資料庫優化方案，或建置全國性司法通譯組織，建立專業訓練

及認證標準，提供各司法機關選任適當的通譯人員。（二）需要建立全國性通譯能力鑑

定標準並建置專責通譯機構：根據警政署 108 年 12 月 27 日的通譯情況盤點報告指出，

翻譯的件數年年成長，其中以移工案件最多。預計將來的年度成長率也可能越來越高。

因此通譯之預算編列需求也會逐年增加。現行員警機關處理涉外案件之通譯費用，除外

籍移工案件可由勞動部補助外，一般外國人案件，由各員警機關業務費支應，各地方政

府並無編列專款支應，且通譯費用標準與法務部及司法院給付標準不同，影響通譯人員

協助通譯意願，建議建置專責通譯機構及核撥通譯費標準，並由中央統一專款支應。

（三）需要建立統一通譯費標準：各警政機關現行通譯費用支給，係參照勞動部「地方

政府辦理非營利組織陪同外國人接受詢問作業要點」所訂標準，除外籍移工案件可由勞

動部補助外，一般外國人案件，由各警政機關業務費支應。但是因爲勞動部支給是勞動

部僅一年三次撥付警政署，因此通譯經費將由各警政機關先行代墊給通譯人員。警政署

建議將來可以請中央編列預算支應(警政署, 民 108)。（四）辦理通譯培訓工作：目前各地

方警政機關持續延攬人才，並於每年或每兩年辦理通譯講習，107 年辦理 16 場， 108 年

至 11 月為止辦理 13 場，目前員警機關收編列冊通譯人員達 1,538 人，因一般外國人通

譯案件與日漸增，辦理通譯培訓課程著實重要。（五）線上翻譯執行之可行性評估：在

醫療領域，臺灣部分醫院目前已結合科技公司開始運用真人線上口譯 APP 提供通譯服務

之具體作法，透過線上口譯軟體及電話三方通話服務協助外籍病患，使醫病溝通上有相

當之助益。此作法不僅可大幅減少通譯人員差旅費用，也可讓通譯人員減少舟車勞頓，

以最佳的精神狀態做好通譯工作，大大提升通譯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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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根據現有臺灣通譯制度針對通譯人員及通譯需求機構進行深入個案訪談及

焦點團體訪談，佐以相關文獻、通譯人才資料庫數據資料、法規制度探討，了解現今臺

灣在教育、移工、醫療、司法四大方面之通譯需求及通譯人員養成與運用的現況進行需

求分析及提出改善建議。並參照他國通譯人員制度（如澳洲國家翻譯認證局, National 

Accreditation Authority for Translator and Interpreters ，NAATI、美國譯者協會, American 

Translators Association, ATA 等)，提出一通譯分級評鑑制度，試圖界定通譯人員所應具備

之通譯能力、通譯人員必須具備之素養（職業倫理、數位、跨文化、溝通技巧等）、並

設計相關通譯能力素養課程以及通譯能力素養之分級評鑑。本計畫將針對現有通譯人員

進行培訓課程，並試行此通譯分級與評鑑制度，並探討分析此通譯制度施行之效能與可

行性，以提供一套可行亦有效之通譯證照制度之雛形與施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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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報告將由以下幾個面向來探討，（一）我國通譯需求與通譯人才發展、（二）各國

與我國司法通譯制度介紹與分析、（三）我國醫療通譯、移工通譯及教育通譯現況與需

求分析、（四）社區通譯專業及制度化模型、（五）政府跨部會執行人才管理現況及建議

進行文獻探討。 

 

第一節 我國通譯需求與通譯人才發展 

 

根據內政部移民署的統計資料（內政部移民署，2020），截至 2020 年 3 月底，台灣

外僑居留總人數已達 80 萬人，從原屬國籍來劃分，印尼為 24 萬，而越南為 21 萬居首。

在臺居留的非中文母語人口總數已高達 73 萬人(內政部移民署，2020)。而台灣新住民的

主要組成為移工、外籍配偶與留學生，而來自東南亞地區之外來人口為台灣新住民大

宗。 

然而根據 2017 年報導，台灣之東南亞語言的通譯人數明顯不足，無法因應眾多台

灣第三大族群-新住民之需求。例如只有 471 名印尼通譯，卻要服務 25 萬的印尼勞工與

近三萬印尼籍配偶。且使用過的人表示不能直接媒合，而城鄉差距也使得通譯人才也呈

現兩極化的差異（蔣宜婷，2017)。 

而我國政府也體察此通譯人才之需求，從中央政府到地方縣市開始並持續培訓通譯

人才，並建立全國性通譯人才資料，目前通譯人才之數量達 2000 餘人，其中通譯人才所

執行之任務依照其情境與場所，分類為司法通譯、醫療通譯、移工通譯、教育通譯等。

而在國際上，不論是司法通譯、醫療通譯、移工通譯或是教育通譯，皆統稱「社區通

譯」。 

根據 Pöchhacker（2004）年提出之定義，「社區通譯」是指為在地居民提供日常所需

的口譯服務。近代社區通譯的出現於美國、加拿大、澳洲等這些移民發展蓬勃之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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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移民形成當地多元種族語言社會，為了接納非英語母語移民，社區通譯服務因應而

生。 

「社區通譯」與「會議口譯」雖同為翻譯，但兩者在場合，服務對象，溝通内容與

方式上有極大差異。「會議口譯」：顧名思義為場合為較正式的會議或演講，服務對象為

與會成員，將與演講內容對與會成員進行長時間單向翻譯。「社區通譯」：場合為社區，

服務對象多為移民，需要翻譯服務的雙方互動較多，例如通譯員在醫生與病患間，對其

雙方往來的問答進行翻譯，故口譯員的語言翻譯方向便為雙向。因為兩者有極大的不

同，所以翻譯培訓機構大多將社區通譯的訓練與會議口譯分別開設課程進行培訓。 

另外，會議口譯歷史悠久，會議口譯早已是翻譯培訓機構的主流課程。而社區通譯

培訓的教學還沒有形成系統化之培訓模式。各國社區通譯培訓方式多受各國歷史與文化

因素影響（如移民政策和語言政策）以及培訓主導機構，如大學，公共服務部門，地方

政府，或民間團體等的影響（ Kelly＆Martin，2009）。而社會對社區通譯人才之迫切需

求，傳統課室授課無法滿足其實際需求，興起各式各樣新型態之社區通譯培訓方式與管

道，如線上教學，繼續教育，共通單語課程，多機構合作等（Kelly＆Martin，2009）多

元化管道。另外，社區通譯教學不同於傳統會議口譯教學的是授課內容重點：會議口譯

培訓多強調口譯技巧，社區口譯培訓則較重視口譯場合（如法庭或醫療）運作方面的知

識，以及跨文化溝通技巧（Kelly＆Martin，2009）。 

社區通譯可由其情境與場所，粗略分類為司法通譯、醫療通譯、移工通譯、教育通

譯等。其中法律情境與場所包括警局、法庭、看守所、移民署等地，凡於上述場所發生

並需通譯參與之司法權益等相關事件，比如警察詢問與偵訊、律師與當事人間之會議、

法庭聽證會、審判等等，皆可稱之為「司法通譯」（Hale，2011）。因為司法通譯有其第

一線的迫切需求，各國通譯制度發展大多以司法通譯制度為主線，司法通譯制度略具規

模後再拓展，往其他類型之通譯服務，如醫療、教育通譯制度的建立。故本研究亦依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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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絡，參考已具規模各國司法通譯制度，提出本國醫療通譯與教育通譯等認證制度發展

可借鑑參考建議。 

第二節 各國與我國司法通譯制度介紹與分析 

 

國際公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第十四條第三項提到「審判被控刑事罪時，被告一律有權平等享受下列最低限度

之保障：（一）迅即以其通曉之語言，詳細告知被控罪名及案由；（二）給予充分之時間

及便利，準備答辯並與其選任之辯護人聯絡；（三）立即受審，不得無故稽延；    

（四）到庭受審，及親自答辯或由其選任辯護人答辯；未經選任辯護人者，應告以有此

權利；法院認為審判有此必要時，應為其指定公設辯護人，如被告無資力酬償，得免付

之；（五）得親自或間接詰問他造證人，並得聲請法院傳喚其證人在與他造證人同等條

件下出庭作證；（六）如不通曉或不能使用法院所用之語言，應免費為備通譯協助之；

（七）不得強迫被告自供或認罪。其中第（一）（四）（五）（六）都提到通譯在公民與

政治權利上之重要性。 

隨著外籍移工、外籍配偶以及國際學生增加，法院通譯已成為各國政府語言服務中

越來越重要的一部份。法院通譯的部份，各國針對刑事通譯皆以國際公約為原則進行大

致相同的規範。以下針對美國、澳洲、日本、加拿大等國家司法通譯制度進行介紹，並

敘明我國司法通譯制度執行現況。 

一、 美國司法通譯制度 

1978 年美國國會通過法庭通譯法 (Court Interpreter’s Act) （Courts，2020）。該法規

定，於刑事案件或美國政府為其中一造的民事訴訟，若主審法官判定當事人或證人不通

曉英語或為聾啞人，以致不了解程序進行或無法與法官、律師溝通，應使用具有通譯證

照之通譯。若無上述通譯可用，應選用適任之通譯 （鄭家捷: 戴羽君，2006）。 

美國聯邦法院通譯共分三類，簡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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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類為聯邦法院認證合格通譯員(Certified interpreters)，該員須通過聯邦法院針對

法庭通譯而舉辦之認證考試「The Federal Court Interpreter 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 

program(FCICE)」。此考試由聯邦法院行政管理部(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Courts)主辦，然因西班牙語占司法通譯案件 90%以上，近年則只剩下西班牙語通

譯考試。考試分為筆試與口試兩大部分，需先通過筆試，才可參加口試。筆試無法律內

容，以測驗受試者的語言理解能力為主，合格率約在 22%左右。口試則有視譯、同步口

譯、交互詰問之同步與逐步口譯三大部分，合格率大約 7-10%。美國各州法庭皆對此認

證司法通譯表示肯定。 

第二類專業通譯人員(Professionally qualified interpreters)，僅適用於西班牙語、那瓦

約語、海地克羅奧爾語三種語言以外之語言。只要該員通過：1.美國務院會議或研討會

等級之英文及外語通譯考試者(不包括導覽考試)；2. 聯合國通譯考試；3.取得特定國際通

譯人員協會會員資格者(AIIC)、美國語言精通人員協會會員資格者(TAALS)；4.手語通譯

需具已登錄法律專家認證聽障通譯之資格者(Specialist Certificate: Legal of the Registry of 

interpreters for the Deaf)，均可取得專業通譯人員資格。 

第三類語言精通人員或選任通譯人員(Language Skilled/Ad Hoc interpreters ) 則指未具

前二類之通譯資格，但經法院確認具有擔任法院通譯之能力者。 

除 FCICE 外，某些司法通譯需求量大的州政府與外來人口較多的都會區，亦會舉辦

法庭通譯認證考試，包括加州、麻州、紐澤西州與華盛頓州等。以及芝加哥、洛杉磯、

邁阿密及鳳凰城都有獨立的法庭通譯認證考試。其中發展法庭通譯認證考試較具規模的

是加州、 紐澤西州與華盛頓州三州。 

各州主辦的認證考試所考測的語言也因各州居民組成不同而相異。例如，在紐澤西

州的考試則提供西班牙語、海地語及葡萄牙語種的考試。而加州的認證考試，有提供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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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牙語、阿拉伯語、廣東話、日語、韓語、葡萄牙語、 塔加拉族語及越南語的語種考

試。 

各州法院間也經常合作，在認證考試的內容與要求統一，好讓通過不同認證考試之

法庭通譯也可以跨州服務，增加通譯員參加認證考試之意願與經濟效益。（Courts，

2020；沈美真、李炳南與楊美鈴，2012）。 

此外，美國學術單位亦開設受地方政府認證之通譯課程或學程，提供長期、正式的

通譯教育與訓練課程，增進學員通譯之應用與技巧。 

二、 澳洲通譯制度 

NAATI（ National Accreditation for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全國口筆譯認證署）是

由澳洲聯邦政府於 1977 年所設立，總部位於澳大利亞首府坎培拉，是國際公認的口譯及

筆譯資格認證機構，也是澳洲唯一的翻譯專業認證機構。2012 年在 NAATI 的資助下，

新南威爾士大學，西雪梨大學，莫納什大學和 RMIT 大學執行了一個名叫：「NAATI 測

試項目的改進」的項目（Sandra Hale 等人，2012）。本計劃從「NAATI 測試項目的改

進」的項目中的 17 建議中受益匪淺。 

Hale 等人（2012）建議所有候選人都必須完成必修的教育和培訓，才有資格參加認

證考試，被選爲本計劃的參加考試最低標準。也接受該報告中的第 6 個建議，即是建議

非專業口譯員認證，和以下專業：法律，醫學，會議和商業的專業口譯認證。本計劃也

在執行中，除了現場進行口譯測試以外，也為候選人提供了通過視頻的考試 （Hale 等

人, 2012）。 

NAATI 認證主要可透過下列五個方法取得：（1）通過 NAATI 所舉辦之認證考試。

（2） 完成 NAATI 所認證之澳洲高等教育機構所提供之翻譯課程。（3）取得 NAATI 認

證的海外高等教育機構之翻譯學歷證明。（4）具備由 NAATI 認可之國際口/筆譯專業協

會之成員身分。（5）提出資深口筆譯經歷證明。(http://NAATI.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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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ATI 頒發之口筆譯認證主要分為四等級，其中口譯等級分別為：資深會議口譯員

(前身為五級)、會議口譯員(前身四級)、專業口譯員(前身三級)、 準專業口譯員(前身二

級)。其中準專業口譯員與專業口譯員認證，可藉由通過 NAATI 認證考試取得，資深會

議口譯員與會議口譯員認證則需經過審核始可頒發。 

目前澳洲多數司法通譯之認證資格多落在 NAATI 專業口譯員(前身三級)。 NAATI 

曾於 1998 年公布一套司法通譯專業訓練課程綱要，要求已具備專業口譯 員認證之會員

接受另外 60 小時之專門訓練。然因該份綱要之規定並無強制力，無此訓練者仍可接洽司

法通譯案件，故成效有限 (沈美真、李炳南、楊美鈴, 2012; Hale, 2011)。但具有 NAATI

資格認證者，可以就業通行於世界所有英語國家。 

三、 日本通譯制度 

日本選用司法通譯員採登載名冊方式。此方式廣為日本檢警單位、法院和律師協會

採用。首先在 1988 年，日本警察廳建置「偵查階段之通譯制度研討委員會」，其要務有

三： 

（1） 調查與掌握全國警察單位使用通譯情況（2）提高員警外語能力，培育部內之

國際偵查員警與通譯要員（3）加強委外通譯體制，建立警方內部通譯名冊， 增進各府

縣間之通譯相互派遣支援合作。 

另檢查廳亦於 1994 年統整全國高檢和地檢所有的通譯員名冊於電腦資料庫中。最

高法院則自 1989 年起統籌建立其通譯員名冊，並於每年 4 月補充更新名冊內容。律師協

會部分，東京三個律師協會統合建立通譯名冊分送各協會，其他地方協會則多自行建立

通譯名冊（闕文三，2005） 。 

四、 加拿大通譯制度 

加拿大是以加拿大口譯和筆譯工作者委員會（Canadian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Council；簡稱 CTIC）此機構來實施全國統一標準的翻譯職業認證考試。CTIC 下有一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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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委員會負責指定認證標準和實施考試，其委員會的組成為筆譯、會議口譯、法庭口譯

和術語學方面的專家。1975 年後，加拿大設立了筆譯考試與會議口譯考試，考試資格是

具有 200 個工作日或同等經歷的專業口譯者。 

在加拿大司法通譯需求量大的地方政府，亦有自己的司法通譯認證制度，如在安大

略省，想成為安大略省認證的通譯，必須要滿足以下幾個條件：（1）參加通譯認證考試

的準備課程（由政府出資，免費）;（2） 通過雙語或英語法庭通譯考試 （3） 參加通譯

訓練與通過法庭程序與通譯道德倫理課程。（4） 通過個人背景審查。 

另外，如同美國學術單位開設受地方政府認證的通譯課程，加拿大亦有類似學術單

位通譯認證課程，以加拿大西門菲沙大學的法律口筆譯証書課程為例，課程可分為三大

部分：（1）法律相關必須科目-法律口筆譯員與加拿大法律須知、法律口筆譯員與中國法

律須知、法律語言與法律術語管理、法律筆譯、法律口譯（一）：交替傳譯、法律口譯

（二）：視譯、 法律口譯（三）：同步傳譯、（2）通譯倫理道德科目-法律口筆譯員的職

業道德和行為準則、 法律口筆譯員自由接案和職涯規劃須知 （3）實地考察觀摩教學。 

為期 10 個月的課程，實務口筆譯課程總時數為 180 小時，而 90 個小時的法律知識

除加拿大法律知識外，亦有他國法律須知一門課，顯示該法庭口譯訓練，考量到不同語

言者國家的法律背景。該證書課程嚴格，結業者可直接成為受法院認可第 2 級法院通

譯。 

第三節 各國與我國司法通譯制度異同及比較分析 

多數國家認為司法通譯是口譯的特殊規格，其人才須經專門訓練，並依照資格遴

選。美國法院網站法院通譯認證考試提到：「法院通譯需要高度精通英語和另一種語

言」（Highly proficient in both English and the other language）（法庭用語和傳譯語言）；同

時須精通同步口譯（法庭最普遍之傳譯模式）、逐步口譯和視譯（Courts,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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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根據我國監察院報告（民 101）美國、歐盟、香港法院通譯考試多以口譯能力、

法律知識和法庭用語等三項指標作為考試項目，此種考試亦為各國發展法院通譯專業化

的方向。 

我國司法通譯考試制度 

我國各高院依據法院特約通譯約聘辦法 ，每兩年舉辦一次教育與遴選特約通譯，每

次 2 至 3 日共約 24 小時，經口試通過後列冊兩年，其教育訓練課程表，如下表： 

表 二-1 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7 年度特約通譯教育訓練課程表 

資料來源: 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107 年度特約通譯教育訓練課程表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訓練期間：107 年 8 月 20 日至 107 年 8 月 22 日（共三日） 

日期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08:10～09:00 民事法律常識 民事法律常識 

傳譯之專業技能 

及倫理責任 

09:10～10:00 

民事審判程序 
少年及家事審

判程序 
10:10~11:00 

11:10~12:00 

13:30~14:20 行政訴訟法律

常識 
刑事法律常識 刑事審判程序 

14:30~15:20 

15:30~16:20 行政訴訟審判

程序 
法院業務簡介 口試 

16:30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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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現有通譯培訓課程引來外界質疑聲浪，首先，二十幾個小時的法律課程過於薄

弱，二來，國內外通譯課程多以實務練習為主要課程。如美國司法學院法院通譯：州法

院通譯政策與實施指導一書，提到短期課程的講師資格:工作坊是為了提供實務教育，而

非理論。講師對學生而言須有可信度、講師需有大量該領域實務經驗，並針對不同情況

提估可行建議。在法院通譯領域中，由於實務案件種類變化多元，各類案件差異大，故

實務練習重於理論。 

而課程內容應該包括相關場域之知識、相關情境與流程通譯技巧、通譯倫理、實務

演練與實習。如美國與加拿大司法通譯訓練課程都同樣包括法律相關知識，法庭流程與

情境場合、通譯倫理、以及實務演練等科目。而加拿大更提供他國法律課程，讓通譯學

員以跨文化角度比較分析兩國的法律與民情差異。 

而美國司法學院法院通譯：州法院通譯政策與實施指導一書亦指出，美國通譯訓練

需要兩種課程:第一種是，相對短期、費用低、高度聚焦的工作坊，以應對司法通譯專業

和法庭特殊要求。第二種相對長期、正式的教育與訓練課程，增進通譯應用、精通口譯

技巧。通常由學術單位辦理此通譯課程或學程。對比前述文獻所舉之加拿大大學通譯課

程即是第二種，但我國少有高等學府辦理此通譯認證課程。 

我國於民國 102 年設立法院通譯倫理規範，可能各高分院的通譯課程架構取美國制

度，學術單位未接上長期訓練，而其後的承辦人和接手主事人誤以為兩日工作坊為主要

教育選用課程。美國亦有眾多學術單位進行此種訓練課程，通常學術單位才有能力承辦

此種訓練與認證（傅玫玲，2019）。 

培訓課程科目與內容是本研究訪談通譯最關切的主題。以上制度比較分析結果與本

研究多數通譯對各級政府通譯課程之看法相同，亦即政府安排通譯培訓課程並不適合通

譯需求，缺少倫理、情境與實務練習。初具規模的司法通譯尚且如此，更遑論他類社區

通譯，如教育通譯與醫療通譯。而國家教育研究院我國翻譯發展策略及人才培育之研究

子計畫「美加翻譯發展策略及人才培育之研究」報告(2016)提到：「法庭傳譯直接攸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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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命福祉，由政府直接介入很有必要，也似乎是比較有效的做法。美國聯邦政府介入

法庭口譯考試機制是一個值得參考的例子。」此報告建議我國中央政府介入社區通譯機

制，建設一社區通譯管理機構。 

第四節 我國醫療通譯、移工通譯及教育通譯現況與需求 

 

除了司法通譯外，社區通譯更因場合分類為醫療通譯、移工通譯及教育通譯等。此

節將分項簡述我國各項通譯的現況與需求。 

一、 醫療通譯 

Thompson、Hartel、Manderson、Stirling 等人 Kelaher（2002）提出語言溝通障礙為

影響新住民心理健康的主因。倘若外籍人士不懂華語文，在面臨己身的醫療需求，常因

無法理解醫師的訊息，而影響他們己身健康與醫病關係。近年來，台灣已意識到通譯之

重要性且積極培訓通譯員，但台灣醫療通譯的發展仍面臨相當的挑戰。范明瑛（2011）

以新北市衛生所通譯員為例，所做的醫療通譯現況調查，發現通譯員欠缺醫療與語言專

業的通譯訓練、考評制度仍不完善等情況。而 Buendia（2010）也提到仍未重視社區通

譯專業（例如醫療口譯）的國家，由缺少通譯培訓與認證之概念，當遇到緊急的通譯需

求時，也以略懂雙語而非專業的通譯員應急。使用者對於通譯員的介入，並沒有正確或

適當的期望。而在我國推行通譯培訓多年，至今醫療通譯培訓與考核制度尚未完善，可

見我國的醫療通譯仍未獲重視（吳佩玲，2018）。根據報導，國內各大醫療院所目前普

遍缺乏東南亞語醫療通譯。醫療院所目前僅有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設有專職通

譯人員。其他醫療院所仍以略通外語（多是英文）的醫事人員協助通譯，上述現況反映

出臺灣在醫療通譯上，東南亞語系通譯的短缺現象（方炳超，2017a，2017b）。 

而顏芳姿在 2013 研究發現，台灣的通譯受訓時數明顯低於英美國家。英國醫療通譯

的訓練時間長達一年共 154 小時，美國波士頓的公立醫院，通譯受訓時數亦達 60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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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而台灣的醫療通譯在與醫療相關的職前訓練卻只有 6 小時，內容聚焦在婦幼照護和

優生保健。如此醫療通譯訓練充其量只能算是「生育保健通譯員」，是為了方便新住民

生育管理而非為促進外籍人士之醫病溝通而設。綜合以上，可見台灣醫療通譯在培訓、

制度與人才缺乏的窘境。 

二、 移工通譯  

根據行政院資料，台灣新住民主要由移工、外配、與國際學生組成。勞動部統計資

料顯示，截至 2020 年 5 月底，在臺工作的外籍勞工已高達 70 萬人，國籍以越南語印尼

籍為最大宗(勞動部，2020)。 

政府自民國 78 年 10 月開放引進外勞，外籍移工來自不同國家，來台首先面臨的即

是生活、文化、社會及工作等各種適應問題，而因此引發的種種外勞問題，也常為世人

所詬病。在台灣，雇主若要聘僱外籍勞工，常需倚賴外國移工仲介公司的協助。而外國

移工仲介公司之服務內容包山包海，從申請外籍勞工引進國內後的生活適應，勞雇雙方

的溝通協調，直到聘僱許可期滿後外籍勞工離境等作業，外籍移工仲介公司皆扮演非常

重要角色。雇主少了人力仲介公司的居間處理，便如同缺了手腳且易觸法受罰。而移工

通譯就是外籍移工仲介公司派來擔任雇主、外籍移工仲介公司、外籍移工三者之間的中

介，少了這個中介者，以上三者將無法傳達訊息解決問題。因此，外籍移工問題仰賴移

工通譯甚巨。而移工通譯往往除了扮演翻譯者外亦扮演協調者角色。外籍勞工的管理層

面上，移工通譯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如研究發現，外籍移工仲介公司藉由移工通譯為企業(雇主)和外籍勞工提供服務。

因為所處中介溝通者的位置，移工通譯往往必須站在人力仲介公司角度，同時滿足企業

(雇主)與外籍勞工之需求來解決問題。而黃立德（2010）進行研究，了解台灣外籍勞工

之海外適應、人力仲介公司服務滿意度在移工工作滿意度上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1)移

工對仲介公司服務滿意度，與移工海外適應呈現正向顯著之影響。(2)移工海外適應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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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工作滿意度的各項構面均呈現正向顯著性的影響。(3)移工仲介公司服務滿意度對工作

滿意度各構面呈正向顯著之影響。  

吳文龍（2018）對台灣北中南地區之移工通譯、雇主、仲介公司進行研究，結果發

現移工通譯之職能展現與工作績效有明顯關聯性。移工通譯對職能表現的自我評價與移

工仲介主管、雇主的他評有明顯落差。而雇主大多認為移工通譯之語言與溝通能力等職

能表現良好，但對市場敏感、產業知識等職能上表現較弱，盼政府能給予仲介公司對於

移工通譯之職教育訓練強化與改善之協助。 

在我國引進外籍勞工的當下，如何做到保障國內合法雇主、合法仲介公司、合法外

籍勞工的生存權和工作權，並在移工問題採取發生前預防、當下處理與事後的補救措

施。而移工通譯對於移工問題預防處理與補救具有重要性。如何招募、培育出優秀的移

工通譯便是外籍移工管理上極重要的一環。 

三、 教育通譯 

自一零七學年起，教育部將國際外籍生納入各大專院校的註冊率。依據內政部戶政

司(2018)的統計資料顯示，高等教育正面臨嚴重的少子化衝擊，民國 84 年出生人口數三

十二萬人，民國 107 年出生人數降至十八萬人，出生人口減少甚巨。在台灣本地學生數

逐年減少的情況下，本國各等教育機構皆受到衝擊，面臨台灣本地招生不足或學生素質

下滑的困境。為了提升國家競爭力，我國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面臨校園國際化與招

收國際生的迫切需求。而吸引國際生至本校就讀，為本國現今重要的教育發展政策之

一。 

目前 107 學年境外生以華語文中心學生 2 萬 8399 人(人數排名為日本、越南、印

尼，45%)、修讀學位外國學生 2 萬 8389 人(人數排名為越南、印尼、馬來西亞，合占 

63%)為主(http://stats.moe.gov.tw/statedu/chart.aspx?pvalue=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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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生由海外來到台灣，往往因文化、語言、溝通適應等問題影響學習動機與就

讀意願，但目前我國各級學校極少使用教育通譯，來協助國際生順利適應我國校園生

活。近期最常使用教育通譯反而是新住民二代所在的中小學校。根據聯合報（2019）報

導，教育部發布最新統計，國內從幼兒園到大專的新住民二代學生已超過 31 萬人，其中

過半念國中小，多數是東南亞新二代。近期從海外歸來的新二代數量激增，使得中小學

內教育通譯的需求者眾。根據賽珍珠基金會（2017）長期對跨國婚姻家庭與兒童的觀

察，新二代可分為三類。1.土生土長新二代：臺灣出生長大，因為沒有多國語言學習環

境支持，通常不熟悉、或未曾學習新移民家長的母語。2.跨國海外隔代教養新二代：家

長因工作經濟條件等因素，被送回新移民母國由公婆照顧的新移民家庭子女。3.繼親家

庭新二代：隨父母再婚、家庭結構轉變的新二代。而其中第二類與部分第三類家長將孩

子送回母國父母隔代教養。如此的隔代教養跨越國界，送到海外的孩子需經歷不同文化

背景的照顧環境、教育環境，且家長不一定能經常探視。而家長會在孩子學齡前後送孩

子回台就學。依據這群新二代回台就學情況又可分為「海歸返臺灣轉銜就學」與「持續

滯留海外未歸」兩種狀態。 

賽珍珠基金會發現，需要學校通譯服務的學童，尤以小學畢業後返臺者日益增多。

新二代在返臺之後，往往因文化、語言、溝通問題、學習與人際適應等考量，導致往往

必須降級，或是有跟不上學業進度的情況發生，在銜接中文學習環境上確實遇上重重困

難。基金會安排通譯到校的服務方式，提供新移民子女返臺之「在校伴學」服務，使學

童更順利銜接中文學習環境、適應更順暢。但基金會也發現，海歸新二代所需「通譯在

校伴學」服務班次由 104 年為 80 班次，隔年即增至 412 班次，暴增近 5 倍，且逐年增

加。綜合上述，可見教育通譯的需求量，將隨著海歸新二代與國際生數量增長，而與日

俱增。 

由以上各節綜論，不論是廣設培訓課程的司法通譯、與培訓制度與人才皆缺的醫療

通譯、人數最多需求最廣的移工通譯以及最近需求量暴增的教育通譯，這些不同場域與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95%99%E8%82%B2%E9%83%A8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96%B0%E4%BD%8F%E6%B0%91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9D%B1%E5%8D%97%E4%BA%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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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的社區通譯在我國都尚未達到專業化的階段，如何能讓我國社區通譯進入專業化，

下一節詳細說明。 

 

第五節 社區通譯專業及制度化模型 

 

「職業」（occupation）概念自十八世紀工業革命興起，而社會學界自 20 世紀中期探

討專業化（professionalization）現象，意即一門職業（occupation）如何提昇成為受人尊

敬的專業（profession）（Larson，2013）。如以醫生與律師作為模範，分析其專業特質與

發展歷程。而各個領域如護理、教育、社工亦積極投入相關研究，期盼能取得與醫師、

律師一樣的專業地位，受社會敬重。 

通譯雖然是歷史悠久之溝通活動，但直到二十一世紀，通譯研究與產業逐漸興盛

後，才開始有人探討口譯產業的專業化。Tseng（1992）以社會學界之專業化理論為根

據，融合台灣會議口譯界之發展歷程，提出會議口譯之專業化模型。該模型將專業化過

程分為四大階段。在此節，我們將比較各家口譯制度發展模型，佐以我國社區通譯現

況，討論解決社區通譯亂象的可行方案，為我國社區通譯提供一發展模型。 

汝明麗（2009）參考 Teseng 之模型提出修正模型，汝認為解決通譯市場紊亂，必須

凝聚共識成立專業協會。根據汝明麗修正模型，專業協會的出現，乃是專業化進入第三

階段之重要指標。台灣目前雖有「台灣翻譯學協會」，主要功能為提供業者交流之專業

平台，並推動口筆譯學術研究。該協會並無汝明麗修正模型之協會功能，如舉行專業能

力認證、從業人員進修課程、制定倫理規範等體。該協會雖能凝聚翻譯界內部共識，並

對外宣傳促進大眾對口筆譯之認識，但對客戶、從業員皆尚不具影響力。 

其二為中介機構的出現。在汝明麗（2009）的修正模型中，專業會議公司扮演會議

口譯員與客戶間之中介角色、為其爭取工作條件。專業會議公司扮演的角色與外國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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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仲介公司類似。隨著外國移工進入台灣市場，外國移工人力仲介公司應運而生，其

提供客戶「一把包」服務，舉凡移工引進、管理與服務皆一把包。移工管理與服務所需

之口譯員自然為其業務之一。因此, 外國移工人力仲介公司不僅成為通譯員與客戶之間

的媒合機構，更是代替通譯員向客戶爭取工作與條件的經紀人角色。但與汝模型的專業

會議公司不同，極少有外國移工人力仲介公司辦理通譯培訓等業務，而外國移工人力仲

介公司對於移工通譯之市場進入有實質影響力。 

其三為認證考試,認證考試在汝明麗模型中，屬於第四階段之發展目標，象徵通譯專

業化之開始。然如前所述,「翻譯學協會」並無舉辦認證考試。而台灣口譯市場尚未出現

任何全國性認證考試，審核通譯之通譯品質與建立通譯工作門檻。至於培訓機構學術化

是在整體產業進入專業化的第四階段後的重點之一。建立於高等教育機構內的翻譯人才

培訓機構，除了培訓人才外，更要著重提昇學術研究品質。如此才符合教育部對於大專

院校之評鑑要求，更能將通譯教學推向科學化與系統化之發展。 

Ho 與 Chen（2014）以汝明麗(2009)修正 Tseng(1992)模型做為分析架構，檢視台灣

司法通譯專業化之發展，並依現況稍加修改，提出適用於台灣司法通譯之專業化模型。

相較於汝模型會議口譯需至專業化第四階段才開始尋求法律保障，因爲台灣所簽訂之聯

合國「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以及法院組織法均

明定通譯之必要，故早在司法通譯發展初期，便定下穩固法源基礎。但此局限於司法通

譯，其他社區通譯如醫療通譯、教育通譯並無此法源基礎。故汝模型可能更適合台灣非

司法通譯之社區通譯（如教育通譯、移工通譯、醫療通譯等）發展。 

在汝明麗(2009)的修正模型中，專業化進入第三階段後，中介機構、協會與學術培

訓機構各司其職。由中介機構扮演通譯員與客戶間之中介角色、為其爭取工作條件。協

會則負責推廣相關學術研究，學術培訓機構則專注於培育人才。最後，遊說立法機關修

改相關法律，提升保障與認證品質。但在此之前，協會、中介機構、學術界與各個訓練

單位勢必得先行整合需求與資源，才能有效推動修法，達成最後的社區通譯專業自主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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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1  汝明麗 (2009) Tesng 專業化社會學模型修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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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2 Tseng 專業化社會學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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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模型之專業化階段相同點如下：第一、二階段市場紊亂無秩序，眾多從業人員

進入市場，但亂象紛生（如素質良莠不齊，薪資無統一水準）但培訓機構增多，完成培

訓者眾，且對市場出現更高期待，並形成共識。第三階段，從業人開始凝聚組織形成專

業組織（professional association），對社會大眾宣傳此專業，更與訓練機構合作、發展出

專業守則，進一步監控欲加入市場之新進從業人員。最後第四階段，業界透過遊說立法

機構，取得此專業之合法保障，達成專業自主（Professional Autonomy）之最終目標。 

在 Tseng 模型中，專業組織的出現，象徵一門職業已進入專業化。在此階段，從業

人員間已達成共識，準備團結對外爭取更好的工作條件、更高的社會肯定等。專業組織

對內能界定工作內容與範圍、控制新人入行狀門檻、設立職業倫理守則等，對外則能匯

集從業人員意見，為成員爭取工作條件、薪資等重要權益。還能防止外人進入與破壞市

場。專業組織的出現，可說是專業化過程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Tseng，1992)。學者汝

明麗則於 2009 年依據臺灣會議口譯產業發展現況修正 Tseng 所提出的模型。然則，社區

通譯與會議口譯雖同為口譯活動，然其對話模式、對談者背景差異、語域、工作環境皆

差異甚大（陳子瑋，2011）。故社區通譯所面臨之專業化歷程與挑戰，自然也不同於會議

口譯，Ho & Chen (2014)即以 Tseng 模型為本，對照台灣司法通譯發展現況加以增添調

整，提出司法通譯專業化之發展模型。在此報告中，將會就這三個模型與本研究結果合

併討論，探討適合我國社區通譯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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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3 Ho & Chen (2014)專業化社會學模型(Ho & Chen, 2014) 

 

第六節 政府跨部會執行通譯人才管理現況及建議 

 

自 108 年開始，移民署、警政署、海巡署、教育部、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衛生福利部、司法部、勞動部及農業委員會等行政院部會調查了各個部門的口譯需求，

並向羅政委提出報告。 

從這些政府部門報告中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希望透過以下做法提升通譯人才管理效

率以及建立一套完整性通譯人員培訓架構及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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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建立通譯人才管理機制 

很多單位都反應通譯人才來源不一。 例如警政署的各分局員警除使用自行建置或其

他分局員警之通譯名冊外，其他通譯管道來源包括移民署「通譯人才資料庫」、司法院

「特約通譯專區」、法務部「特約通譯名冊」、駐臺外國領館或代表處及教育機關外語學

系之適當通譯人員。 

警政署的報告中指出 

(1) 部分特殊語言人才的缺乏(如烏爾都語、孟加拉語、蒙古語、西班牙語等)，遇案無

法立即提供協助，於涉外案件偵處上恐有延誤之虞。 

(2) 夜間或偏遠地區難覓通譯人員：部分通譯人員因工作及家庭因素，無法隨時提供協

助，遇有偏遠地區或夜間時段更難找到通譯人員協助，另依勞動部 108 年 5 月 14 日

修正「地方政府辦理非營利組織陪同外國人接受詢問作業要點」，任職於辦理外國

人聘僱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或其分支機構之就業服務專業人員不得擔任外國人之通

譯人員，在通譯人員不足情形下，更難以選任通譯人員。 

海巡署的報告（海巡署，民 108）中也反應該署的通譯人才來自查緝隊、專勤隊、

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台中分處、全國通譯資料庫等。但是很多單位反應實務上則洽請

當地勞工主管機關派員會同協助。 

各個部門都希望透過移民署通譯人才資料庫優化方案，或建置全國性司法通譯組

織，建立專業訓練及認證標準，提供各司法機關選任適當的通譯人員。移民署的人才翻

譯資料庫已於 109 年 6 月 30 日完成。目前正在內部進行試用，因新冠肺炎病毒的流行將

試用過程推遲數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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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需要建立全國性通譯能力鑑定標準並建置專責通譯機構 

根據警政署 108 年 12 月 27 日的翻譯情況盤點報告指出，翻譯的件數年年成長，107

年較 106 年成長 27.84%，108 年較 107 年成長 70%。其中以移工案件最多。預計將來的

年度成長率也可能越來越高。因此通譯之預算編列需求也會逐年增加。 

現行員警機關處理涉外案件之通譯費用，除外籍移工案件可由勞動部補助外，一般

外國人案件，由各員警機關業務費支應，各地方政府並無編列專款支應，且通譯費用標

準與法務部及司法院給付標準不同，影響通譯人員協助通譯意願，建議建置專責通譯機

構及核撥通譯費標準，並由中央統一專款支應。 

目前我國通譯費用自 108 年 5 月起由移民署撥發各警政機關轉發，惟撥發金額不足

支付當期款項，致部分員警墊付通譯費逾數月後才能撥款入帳，影響基層同仁權益。 

三、 需要建立統一通譯費標準 

各警政機關現行通譯費用支給，係參照勞動部「地方政府辦理非營利組織陪同外國

人接受詢問作業要點」所訂標準，除外籍移工案件可由勞動部補助外，一般外國人案

件，由各警政機關業務費支應。但是因爲勞動部支給是勞動部是固定在每年 1 月 30 日、

5 月 30 日、9 月 30 日前撥付警政署，所以會出現通譯無法及時拿到通譯費用的情況。有

時因爲經費還未發下給各個警政機關先墊，因此促使各警政機關經費需求逐年增加。警

政署建議將來可以請中央編列預算支應（警政署，2019）。 

四、 辦理通譯培訓工作 

警政署（2019）報告中指出現行各機關建置之通譯人員，語言能力良莠不齊，警政

署為確保涉案外籍人士之司法權益，督請各地方警察局落實辦理通譯培訓工作，惟部分

通譯人員因家庭或工作因素，參訓意願不高，專業訓練不足，加上目前未有全國性各種

語言別通譯能力鑑定標準，致難以尋找及建置具有足夠司法通譯能力之人才；目前各地

方警政機關持續延攬人才，並於每年或每 2 年辦理通譯講習，107 年辦理 16 場，培訓通

譯 546 人，108 年至 11 月止辦理 13 場，培訓通譯 397 人，員警機關列冊通譯人員 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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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通過講習人員 992 人，達 64.5％，因一般外國人案件通譯費日增，但仍有部分地方

警政機關未能編列足夠經費支應，由其他業務費勻支，致部分警政機關無足夠經費辦理

通譯培訓。 

五、 線上翻譯執行之實證 

在醫療領域，臺大醫院目前已結合科技公司開始運用 BEasy 真人線上口譯 APP 提供

通譯服務之具體作法：經三個月之實際試用，此線上口譯軟體及電話三方通話服務對於

協助外籍病患，尤其與日本/印尼/越南病患的語言溝通上有相當之助益，英文翻譯的服

務也可協助病房的同仁進行溝通。其中臺大醫院辦理線上真人口譯服務，不僅可做到真

人即時口譯，用手機登入 APP 即可享有專業口譯服務，不僅可大幅減少口譯人員差旅費

用，也可讓口譯人員減少舟車勞頓，以最佳的精神狀態做好口譯工作，屬較為友善的通

譯工具。 

但由於「線上司法通譯」制度存有洩漏偵查秘密之嚴重風險，而偵查程式有偵查不

公開原則之適用，則縱使於偵查中設置「線上司法通譯」制度，檢察官極可能基於偵查

程式洩密、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等顧慮，而對運用該制度持極為保留之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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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計畫依研究目的，採量化與質化並行的研究方法。本計畫第一階段的資料收集方

式包括問卷調查、訪談及焦點團體，佐以相關文獻、通譯人才資料庫數據資料、相關法

規制度，來了解現今本國通譯需求及通譯人員培養與運用的現況與需求。 

本計畫第二階段，依據第一階段的研究成果，了解本國通譯人才需求與使用的現

況，佐以相關研究文獻與參照他國通譯人員制度，擬定設計並發展通譯培訓課程，並提

出通譯評鑑。為了分析本計畫之通譯培訓課程與通譯評鑑之可行性，本研究將進行實驗

研究，透過線上及面對面的班級進行通譯課程試辦。此通譯課程設計與施行得到國際通

譯組織 NAATI 之認可。學員之通譯能力經鑑定後分析其課程成效。本研究並於培訓課程

及口譯考試完畢後，進行學員填寫問卷，邀請學員給予回饋評價，作為本研究試辦課程

重要成效評估。 

  



我國新住民通譯人員培訓與機制發展- 

以澳洲國家級通譯認證制度 NAATI 為借鑒之研究 

 

28 

 

圖 三-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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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訪談問卷設計及內容 

 

訪談問題分為以下面向：（1）通譯面向；（2）通譯使用單位面向。訪談採用半結構

式的訪談。訪談題目為（1）界定通譯語文能力之門檻級別（2）了解通譯使用\需求單位

的通譯工作內容與技能要求（3）了解現今通譯品質之查核機制（4）了解通譯人才培訓

現況（如課程、內容、評鑑等（5）了解現今通譯人才培訓與管理的困境。 

 

第二節   訪談對象選定 

 

本計劃訪談對象的選定依背景設定為（1）通譯及（2）通譯使用/需求單位，由於適

逢疫情，故訪談對象選定之方式採在新住民相關民間團體及相關通訊群組公開招募有意

願接受訪談之通譯，並從有意願接受訪談之通譯進行滾雪球模式，聯絡有意願接受訪談

之需求單位進行訪談，其中需求單位和新住民通譯皆透過個人線上訪談方式進行，而其

他留學生通譯則部分採用焦點小組或是個人訪談方式進行。本研究訪談對象共訪談 51

位，其中 43 位參與者為通譯，8 位通譯使用/需求單位。訪談前，訪談者皆需填寫背景問

卷，再依其背景分組進行下一階段的訪談。 

 

第三節   訪談方式 

 

本研究因新冠肺炎流行，考量地域性與即時性，透過線上及實體方式進行訪談，線

上透過 Line 視訊通訊軟體進行視訊及語音訪談，並透過錄音功能紀錄訪談過程;實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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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則進行個人面對面訪談及焦點團體訪談，其訪談過程透過手機錄音 APP 軟體「語音備

忘錄」及 Livescribe Echo pen 進行語音紀錄。 

 

第四節   訪談結果分析 

 

本研究採用 NVivo plus 軟體進行逐字稿質性分析，並透過 Microsoft office 的 Excel

及 IBM 統計分析軟體 SPSS 23 進行量化統計。 

 

第五節   第二階段的課程設計 

 

依據第一階段，瞭解本國通譯人才需求與使用的現況後，佐以相關研究文獻與參照

澳洲通譯組織 NAATI 課程要求，設計一內容與教學方式得到澳洲 NAATI 之認可之通譯

課程與通譯評鑑。本計畫研究者將此通譯課程與評鑑（如 NAATI 認證通譯之準口譯員、

認證口譯員等級）試行於兩組新住民通譯人員培訓班。就本報告前章節所述，目前本國

之越南籍新住民就外僑人數、移工人數教育通譯需求等都是居一二名的首位。故本研究

先發展越南通譯課程與命題，並以越南籍通譯為研究參與者。本研究之學生通譯組為 14

名開南大學應華系越南學生，華語文能力為 B1 以上，有通過華測聽讀能力基礎級證

明，對通譯有興趣，尚未進入通譯職場。第二組為資深通譯組，為台灣地區人民婚配之

越南籍配偶，且近七年內具有通譯經驗，並提供通譯工作經驗證明。本計劃因應資深通

譯無法在同一時空上課，而採取線上通譯課程，此通譯課程亦被 NAATI 機構認可，規模

與 NAATI 線上課程相似。因資深通譯組之通譯證明獲得 NAATI 認可，故資深通譯組學

員成功完訓後，資深通譯組學員可繳付申請認證之費用（澳元 154 元/3300NT）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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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ATI 認證之通譯資格。而學生組學員必須通過 NAATI 通譯相關考試才能取得 NAATI

認證之通譯資格。而兩組均進行每週 4 小時，維持 10 週共 40 小時之通譯課程培訓。兩

組的課程進度與內容相同，只有上課媒介不同。 

一、 華語文能力測驗 

「華語文能力測驗」（Test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簡稱 TOCFL）為國家華

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簡稱華測會）專為母語非華語之人士所設計的標準化語言能力

測驗，其通過之證書可作為母語非華語人士之升學與就業資格的參考標準。 

而 The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簡稱 CEFR) ，是歐洲官方對於不同級語文水平的描述，2001 年由歐洲委員

會(Council of Europe)決議推薦會員國採用，以制定語文分級系統。故，CEFR 是國際間

廣泛作為語文課程設計、教學方法、教材規劃與語言能力評量之參考框架，此架構將語

文能力由 A1 至 C2 分為六級，C2 為能力最高等級。以下圖表是本研究團隊至 Council of 

Europe 官網，擷取現今的 CEFR 框架陳述。 

 

 



我國新住民通譯人員培訓與機制發展- 

以澳洲國家級通譯認證制度 NAATI 為借鑒之研究 

 

32 

 

圖 三-2  The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 

     資料來源：Council of Europe (2020). 

而華測會之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亦參照 CEFR 將測驗架構分為三等六級，三等

分別為入門基礎級、進階高階級與流利精通級，而每一等級經過標準設定(standard 

setting)程序，依據測驗成績再細分成兩級共六級，由低至高依序為入門級、基礎級、進

階級、高階級、流利級、精通級共六級，可完整對應到 CEFR 的 A1 至 C2 等級，請參照

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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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3  華測會華語文能力測驗與 CEFR、HSK 比較 

資料來源： https://www.sc-top.org.tw/chinese/LS/test5.php 

 

二、 課程流程 

本計劃所培訓的是逐步通譯（Consecutive Interpreting）。所謂逐步口譯或交替傳譯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是指講者講到一個段落後，停下來讓口譯員進行翻譯，以此

方式交替進行。由於講者說話的時間長短不一，為了不遺漏重點，在短時間內以筆記的

方式摘要講者說過的內容，是逐步口譯員的訓練重點之一。 

本研究的面對課程面與線上課程為期 10 週，每周四小時。面對面課程是為開南大學

的學生通譯而開的課程。由張箴助理教授每週從臺北到開南大學教授面對面的課程。班

https://www.sc-top.org.tw/chinese/LS/test5.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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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共有 14 位越南籍的學生，除了教導道德和跨文化的課程以外，也教授了一些口譯練

習和技巧練習。而線上課程從 109/1 學期開始，上課時間為週一和週四的晚上，從 7 時

30 分到 9 時 30 分 課程是通過 zoom 視訊軟體上的。學生們可以用電腦或手機上課。但

還是電腦上的 Zoom 錄製出來的視頻和聲音最清晰。 

通譯培訓常遇到的分班難題，到底是要以通譯資歷分班還是以華語文能力分班？本

研究團隊的假設是，通譯是偏重實務與經驗導向的專業，故以通譯資歷為背景進行分

班，依據參與者的通譯經驗，分成學生組與資深組。而資深組多是社會人士無法在同一

時間同一地點聚集上課，故採取線上上課的方式。學生組需要通譯實務演練精進通譯能

力與技巧，故在傳統教室面對面上課。 

依據 NATTI，除了英語能力測驗外，準通譯員必須完成通譯課程培訓、通譯倫理考

試與跨文化考試、或具備 NAATI 所要求的通譯工作資歷。在本計劃的培訓課程中，通譯

教師會用角色表演､文化關鍵事件的翻譯､ 小組合作活動、討論和通過 zuvio 平臺

（https://irs.zuvio.com.tw）跟學生的互動教學，培養學生們隨機應變的能力。學員每次的

通譯演練，都是先用 zuvio 來隨機選擇練習的學生，然後三個人一組，用我們寫好的題

目練習口譯。三個學員之中，一個做只説華語的客戶，一個是新住民，另一個做口譯。

每次通譯的時候，每個人的表現都會使用手機或錄音設備錄製，並把錄製的聲音檔案寄

給資深的口譯審判和評分，學員因此能得到及時反饋。另外，學員亦在培訓課程中學習

使用 Google translate，Zoom 等系統軟體進行通譯準備工作，並在上課活動演練其數位工

具之使用能力。全部的講義，教材，作業，討論都建立在 http://schoology.com 的學習網

上。作業是在網站上完成的，請參看附錄五。其中一項作業是學生需回答考試中會出現

的知識和場景問答問題。請參看附錄六。 

本通譯課程學員必須完成的四個課程核心目標如下： 

http://schoolog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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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構翻譯的專有名詞詞彙表 

(1) 分析行業資訊 

1.1 收集並分析作業文檔和相關背景材料。 

1.2 考量作業要求和詞彙共用的需求，以決定方法及格式。 

1.3 選擇並取得使用工具及設備，並確定最新，相關和全面的資源。 

(2) 建立對主題和上下文的熟悉度 

2.1 訪問並嚴謹的使用資訊來源和參考資料。 

2.2 批判性地分析上下文中的術語，並在特定於任務的詞彙表範本中記錄選擇。 

2.3 確定需要進一步學科知識的領域，並向客戶，專家顧問或同事尋求更多相關

資訊。 

(3) 審查和評估詞彙表 

3.1 審查準備工作，以確認它滿足作業要求並在必要時更新詞彙表。 

3.2 檢視並實施調整以改善流程和未來準備的結果。 

2、 準備翻譯和口譯 

(1) 評估完成任務的能力 

1.1 接收任務要求並闡明工作的範圍和性質以及參與條件。 

1.2 確定績效期望、限制和責任及其對執行任務的影響。 

1.3 考慮個人的可用性和準備情況、以滿足作業要求。 

1.4 以專業、及時的方式建議客戶或指定代理的接受或拒絕。 

(2) 回應作業 

2.1 記錄作業詳細訊息，並審查參與條款和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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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解決所有疑問並澄清執行任務方式，包括付款方式。 

2.3 根據良好的業務慣例創建和維護分配記錄。 

(3) 制定工作計劃 

3.1 確定可能影響作業結果的因素以確定計劃需求。 

3.2 確定目標並確定實際的時間承諾和分配。 

3.3 找出問題，並在必要時尋求客戶、專家顧問或其他對等網絡的幫助。 

3.4 在要求的時間範圍內組織適合於任務類型的活動。 

(4) 審查和評估工作計劃 

4.1 審查準備工作，以確認其滿足分配要求，並解決未解決的問題。 

4.2 檢視並實施調整以改善流程和未來準備的結果。 

3、 道德倫理規範 

(1) 發展有關道德和專業問題的知識 

1.1 使用可靠的資訊資源來確保道德問題和專業實踐的知識是最新的，全面的和

相關的。 

1.2 保持專業關係和網絡以促進對當前問題的認識。 

1.3 分析適用的道德和行為守則及其與工作慣例的關係。 

(2) 將道德標準應用於專業實踐 

2.1 識別並檢查影響專業和道德決策的因素。 

2.2 將道德行為守則和標準應用於作業。 

2.3 制定和促進應對可能困境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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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與客戶、同事和其他人一起推廣道德標準和實踐。 

(3) 評估與道德實踐相關的專業實踐和知識 

3.1 在工作任務中反思並評估道德實踐。 

3.2 監督和審查有關道德和行為標準的實踐。 

3.3 就績效提出建議和反饋，以改善道德規範。 

3.4 參加專業發展活動和網絡，以解決當前道德實踐中已確定的需求。 

4、 在情境設計中管理話語 

(1) 建立話語 

1.1 與客戶建立任務要求。 

1.2 確認可能影響口譯員效率的因素。 

1.3 安排工作環境以輔助表現並確保口譯員的安全、舒適和有效。 

(2) 同意過程 

2.1 根據已建立的口譯協議，確認參與者之間以及與參與者之間的關係。 

2.2 解釋口譯員的作用，並確定需要進一步澄清的領域。 

(3) 管理溝通流程 

3.1 評估參與者的屬性並使用適當的溝通方式。 

3.2 以專業和禮貌的方式為演講者提供有關長度、節奏和收費的建議。 

3.3 解決影響通信流程的問題。 

(4) 自我檢視和維護消息傳輸 

4.1 自我覺察及檢視和識別錯誤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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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尋求並在需要時提供澄清。 

4.3 確定個人和專業在管理話語方面的局限性並採取必要措施加以補救。 

4.4 在有挑戰性情況下尋求適當人員幫助，以管理話語錯誤並恢復溝通。 

(5) 評估話語管理 

5.1 尋求並分析關於話語的反饋並評估績效。 

5.2 就問題和解決方案提出建議，並探索和制定改善實踐的策略。ˊ 

爲了測試本通譯課程與評鑑之可行性與效能，本計劃將採質與量的研究方式。本實

驗實施通譯能力素養作業、上課通譯演練評量等，針對培訓班學員之通譯能力進行口譯

考試並對其進行量化分析，並以訪談、焦點小組瞭解學生對此課程之觀感與反饋。 

 

第六節   學習評量與學生對課程之評價 

 

一、 評量方法 

在為期十週的課程後，本研究團隊為了解學員之通譯能力，對學員進行口譯測驗考

試。以模擬通譯者實際經歷之情境，讓學員扮演通譯者進行雙向雙語通譯。其口譯考試

命題與通譯表現分析量表之設計於下一節呈現。 

而為了解學員對通譯素養與能力的認知以及對本課程的評價，本研究對兩組學生分

發了通譯課程問卷，該問卷包含 31 個問題，包括 13 個基本問題和 18 個涉及口譯課程和

過程的不同方面的問題。問題面向為：通譯道德問題， 跨文化素養， 記錄能力，實務

演練與情景練習，通譯前準備與自律學習精進，和整體而言的通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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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課程結束時，兩組學生進行口譯測試並填寫口譯技巧問卷-口譯技術調查表。其目

的是確定兩組不同的口譯員是否認為他們在口譯時使用了相似的技巧。該調查表之設計

將於下一節進行報告。 

二、 命題設計目的 

(一) 命題層級與設計參考 NAATI 制度 

因為通譯命題屬於實作測驗與評量（perfomance test and asessment)有其能力門檻與

層級設定。本研究團隊參考 NAATI 機構之通譯員分級制度，NAATI 通譯員分成四等，

（1）助理通譯員認證（Recognised Practising Interpreter)和（2）準通譯員認證（Certified 

Provisional Interpreter）（3）通譯員認證（Certified Interpreter）（4）特別領域通譯員認證

(Certified Specialist Interpreter)。其中助理通譯員無需口譯考試，而特別領域通譯員認證

(Certified Specialist Interpreter)口譯考試需要該領域專家協助設計。故本研究目前先針對

NAATI 前兩階段的準通譯員與通譯員進行命題設計。依據 NAATI 之制度，要通過準通

譯員口譯考試者，必須具備以下條件（1）完成 40 小時 NAATI 認可之通譯培訓課程，

（2） 英語能力測驗 。NAATI 要求準通譯員與準通譯員必須要具有英語聽說 B2 等級能

力，並不要求讀寫。而通譯員必須具備 C1 等級聽說讀寫之英語能力。準通譯員即可在

社區進行通譯如學校、工廠等，而通譯員可進入一般公家機構如警局進行通譯。 

(二) 命題能力門檻參考華語文教學專家意見 

本研究團隊之華語文教學專家認為，英語是拼音文字系統，英語使用者只要會聽

說，即可以閱讀與聽說同等程度的文字訊息。而華語文是語素文字系統，漢字通常是華

語文學習之難點。華語二語學習者常有以下情況：華語聽說流利，但卻是無法閱讀華文

或華文閱讀能力弱。所以，華文閱讀能力通常是華語文能力的重要指標。一般來說，華

語文閱讀程度好的二語者，其華語文聽說能力亦不弱。本研究團隊華語文教學專家認為

是，華語文閱讀能力在 B1 的二語者，通常聽說能力大約會在 B2 程度。故，本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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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華語文閱讀能力 B1 設為準通譯員之華語文門檻能力。而華語文閱讀能力 B2 則設為通

譯員之華語文門檻能力。 

圖 三-4 NAATI 通譯分級華語文能力對照表 

資料來源：NAATI 網站 

(三) 命題設計與撰寫 

本研究團隊之命題設計者為四人，一名是本研究主持人，具有教育學博士學位與

測驗專業的華語教學學者。另三名是越南籍人士，其中兩名有台灣大學華語文學系學

位，精通華語與越南語，且具有通譯經驗。另一位則擁有華語文教學與碩士學位之資

深通譯，越南語和華語文通譯資歷十五年。前三位主要任務為命題資料搜集與命題編

寫，最後一位負責對編寫完成的命題，進行審閱，如需修改便加以修改稿件。 

在設計與撰寫通譯試題前，具測驗專業之華語教學學者先對兩位越南籍命題撰寫者

進行命題撰寫培訓。包括命題資料搜集、命題類別、情景選擇、句子撰寫、詞彙選擇、

劇情編寫注意事項等。例如場景選擇為新住民通譯常會遇到的場景，詞彙選擇盡可能在

華語文等級 C1 以下，句子為中短句不可過長、情景以對話進行宜一來一往避免單一角

色對白過長等。 

三、 命題資料搜集 

台灣目前最需要通譯的四大領域為教育、移工、醫療、司法四大領域。本團隊之測

驗專業學者先在通譯四大領域：教育、移工、醫療、司法相關情境蒐集基礎文件。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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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譯的源語材料盡可能挑選台灣新住民通譯在台灣社區逐步口譯場合遇到的談話類型，

包括學校新生訓練、移工職前訓練、醫院看診、律師諮詢等。至於談話內容，考慮到口

譯測驗的目的是測試考生的口譯能力，而非背景知識，測驗專業學者挑選的源語材料以

通譯四大情境教育、移工、醫療、司法四大類別之非技術性的內容為主。挑選原則以訊

息密集度、專業領域知識或詞彙、數字、抽象用詞。源語材料邏輯清楚與詞彙不艱澀為

準。 

(一) 編寫命題 

學者將選好的源語材料交給兩位越南籍通譯，每次進行一項的命題討論如教育通譯

_新生訓練。學者就源語材料跟兩位越南籍通譯分別討論，確立該命題題目與命題內

容。命題為兩人以上對話之通譯情境，約九百字到一千字上下。兩位越南籍通譯了解命

題題目與內容後，參考源語材料進行命題華文初稿撰寫。命題之華文初稿完成後交予學

者審閱與批改。經過數次往來審閱與批改，華文命題才能定稿。兩位命題撰寫者再將華

文命題翻成越南文。命題的標題由通譯類別與題目組成。類別是司法、教育、醫療、移

工四大類別，題目則是標明此命題發生的情境與內容。下表為命題清單範例，每完成一

項命題，就要將其命題標題與語言於清單檔案中（見附錄一）。本研究在人力物力有限

情況下，完成四十個命題包括越南文與中文編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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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1 命題清單範例：命題類別題目與語言 

命題標題：類別：題目 語言 

司法通譯情境一：警察路邊臨時檢查酒駕 中 

司法通譯情境一：警察路邊臨時檢查酒駕 越 

移工通譯情境一：宿舍聽音樂問題 中 

移工通譯情境一：宿舍聽音樂問題 越 

醫療通譯情境一：外國人健檢 中 

醫療通譯情境一：外國人健檢 越 

教育通譯情境一：租屋注意事項 中 

教育通譯情境二一租屋注意事項 越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華文與越南命題完成後，學者會將命題傳給命題審閱者，請他進行華文與越南譯文

間準確度與忠實度的檢視。命題審閱者完成越南文與華文之審閱與批改後，亦必須將命

題稿進行華文程度的檢視，以華測會 TOCFL 華語詞彙通網站，檢視命題詞彙是否超過

Ｃ1 程度等級，若有詞彙為 C2 等級，則進行標示，並將此詞彙改換成Ｃ1 程度或程度以

下的詞彙，以確定本命題的難度。 



第三章 研究方法 

 

43 

 

圖 三-5 TOCFL 華語詞彙通畫面 

資料來源：http://huayutools.mtc.ntnu.edu.tw/ts/TextSegmentation.aspx 

 

經過 TOCFL 華語詞彙通檢視，本研究命題測驗詞彙大多落於 A1-B2 程度, 少數落在

Ｃ1 程度，適合本研究之準通譯員與通譯員等級施行測驗。而就命題類型來看，移工教

育相關通譯命題之用語相對容易，全篇命題詞彙在 B2 以下程度。因為移工與教育通譯

命題的全篇詞彙落在 B2 程度，故我們將教育通譯與移工通譯整合成教育移工類別。而

司法與醫療相關通譯命題，除了具有少數該領域之專業用語外，並有較多詞彙在 C1 層

級。本研究團隊之華語文教學專家與測驗專業專家預設 B2 等級之口譯命題為準通譯員

口譯認證考試之命題，而 C1 等級之口譯命題為通譯員口譯認證考試之命題。若是命題

受測者顯著表現分數差異在此兩種命題上，則代表此兩種口譯命題有難度上的差異，可

能適合作為分級之試題。 

另外，要特別說明的是，NAATI 通譯員考試機制將司法、醫療專業化領域如法院、

醫療會議之特別專業通譯情境，列在特別領域通譯員認證(Certified Specialist Interpreter)

考試。而本研究之司法醫療相關命題使用於準通譯員認證與通譯員認證口譯考試中，而

非特別領域通譯員認證(Certified Specialist Interpreter)考試。  

http://huayutools.mtc.ntnu.edu.tw/ts/TextSegmentatio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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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通譯口試測驗設計 

 

 根據本研究團隊對在職新住民通譯的訪談結果（本計劃期中報告，2020）亦顯

示，大多數的在職通譯皆認為目前不論是中央或地方政府舉辦之通譯培訓課程的內容相

對多理論，少通譯倫理、跨文化比較以及通譯實務上的討論與演練，而這些通譯課程所

欠缺者正是在職通譯最渴求在通譯培訓課程精進的部分。 

而本研究團隊依據以上需求，設計一得到澳洲國家級通譯機構 NAATI 認可之通譯課

程。此課程更因應通譯學員的背景與上課條件分成兩組，資深通譯線上組與學生通譯面

對面組。目前國內通譯課程無線上授課與評量的機制，為提升通譯人才培訓的普及率，

打破地點的限制，本研究特別採用線上通譯課程與面對面通譯課程的方式，進行比較了

解其成效是否有差異。 

為了解通譯課程之教學成效，本研究團隊設計一有信效度的通譯表現分析式量表，

以此量表為標準為學員之通譯表現評分。一般來說，通譯量表又可分整體式計分與分析

式計分。當受測者人數眾多時，考慮到評閱的文本數量大，評閱者評閱時間有限，故多

採取整體式計分，也就是評閱者評閱後，給予評量之整體分數。此方法雖然執行起來迅

速、但主觀，且無法給予考生明確的回饋訊息，也缺少診斷功能。分析式計分不但能避

免以上缺點，在教學時施用，可以給予學生明確的回饋訊息，並同時兼具診斷功能可以

幫助學生了解己身之優缺點及需要改進之處（Jonsson、Svingby，2007）。本研究團隊為

了希望給予通譯課程學員明確反饋，故設計分析式計分之通譯表現分析量表。 

一、 通譯量表的效度 

效度即有效性，指評量能精準測出所需測量事物的程度。分析測驗內容與測量的構

念（construct）之間的關係可以得到相關的效度證據。而測驗內容包含：主題、用字、

試題、試題格式、指導語、評分方式等。分析測驗分數與其他外在變項的關係，亦是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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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證據的重要來源。當研究者以外在變項與該測驗的關係，作為效度的依據時，研究者

需了解此項關係是否與該測驗所欲測量的構念相符。用來檢核此效度的證據有二：聚斂

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與區辨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該測驗分數與其他具有

相同構念之測驗分數的關聯，是為聚斂效度；故高效度的測驗應在聚斂效度具有高相

關。該測驗與具有不同構念之其他測驗分數的關聯，則是區辨效度，故在區辨效度方面

具有低相關。 

二、 通譯量表之信度 

信度在測驗領域的意義是可靠性或一致性。影響測驗信度的要素包括：測驗本身、

受試者與評分者、測驗情境、 信度評估方式等（陳柏熹，2011）評分者信度分析，當由

不同評分者進行測驗評分時，是否可以得到一致的結果。依屬性來分，又分成評分者內

一致性(intra-rater consistency)與評分者間一致性(inter-rater consistency)。前者是指同一評

分者在評分上的一致性或穩定性；後者則是指不同評分者在評量相同受試者時，其評量

分數或分數等級的一致性（陳柏熹，2011）。許多教育學者認為，評分者必須是經過訓練

並熟悉考生程度的專家（例如：相關學科領域的教師），且應了解測驗評量的機制。其

次為訓練評分者的方式，評分者在正式評分前，應給予評分者訓練，使其熟悉評分標

準、了解該測驗欲評量的能力特質為何，以促進評分者間的一致性（Fenton、Straugh、

Stofflet 與 Garrison，2000）。 

三、 通譯分析量表設計 

因為本研究通譯人才培訓課程是以通譯實務訓練為目的，並 NAATI 之通譯守則為基

本授課內容。故，為了解本通譯課程學習成效，本研究者根據 NAATI 之通譯守則為基

礎，以其中三項守則如下，設計此通譯分析量表： 

（1）明確且清楚的角色界線  

口譯員擔任訊息傳遞者時與溝通橋樑時，始終都保持明確的角色界線。研究者將此

項守則設計成自我介紹評分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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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正客觀  

口譯員在口譯過程中與任何人之間進行交流都保持公平公正，不會對原文作者或其

翻譯的目標讀者出現偏見。研究者將此守則設計成第一人稱評分項目。 

（3）準確性  

口譯員和筆譯員會使用他們最專業的判斷，在任何時候都忠於文本和訊息的含意。

研究者將此守則分成內容正確性，口語表達、整體流暢度三項評分標準。 

此分析量表為五級分，零分到四分，其評分量表與評分細節請見附錄二。 

四、 參與者 

本研究所設定的受試對象為兩組越南籍學員。一組為資深通譯線上組八人，一男七

女，其背景為有七年以上在職通譯的資歷的資深通譯，年齡從二十五歲到六十歲，因其

居住地點與工作關係無法配合傳統教室上課而選擇線上通譯課程。而另一組為學生通譯

面對面組十四人，四男十女。其背景為大學越南生，大多數沒有在職通譯經驗。年齡從

二十歲到二十八歲。透過面對面傳統教室進行通譯培訓課程。  

五、 評分者 

口譯考試的評分者，為兩位越南籍人士，皆有國內大學學士學位，亦有越南語華語

通譯在職經驗，兩人亦經過本研究之分析式量表評分訓練，且讓評分者認知：口譯並非

筆譯，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程度，所以不能以評量筆譯的標準來評量口譯。 

六、 施測過程 

所有參與者皆單獨受試。施測前，研究人員先說明考試方式與施測程序，介紹命題

情境以幫助受試者進入考試情境。施測完全模擬通譯雙邊口譯情境。由研究團隊中華語

母語者擔任通譯情境中的華語使用者，反之，研究團隊的越南語母語者擔任情境中的越

南語使用者。雙方需要受試者擔任通譯才能進行溝通。越南語使用者與華語使用者以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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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語速念設計好的通譯情境與對白。參與者在聆聽雙方說話時，可自行選擇是否要記筆

記或用手機查找資料。為模擬通譯真實情境，筆記與手機為受試者自行攜帶。 

七、 評分過程 

本研究依據學者葉舒白＆劉敏華（2006）建議，將施測與評分過程分開，評分在所

有參與者完成測驗後才開始，評分者評分時不面對考生，而是直接聽考生的口譯錄音。

評分者在評分時，不但可以重複聆聽口譯錄音同時也參照原文抄錄本，此舉可大大減少

評分者犯錯及誤差的機會，也可以減輕評分者壓力和困難度。 

八、 量表之信度和效度分析 

本研究使用平方加權的方法來凸顯表現好的評分，整體計算是使用在統計軟體 R 裡

的 Kappa2 的函式。本研究採用驗證聚斂效度，亦即了解該測驗分數與其他具有相同構

念之測驗分數的關聯，故高效度的測驗應在聚斂效度具有高相關。通譯內容正確性應與

學生華語文閱讀能力有直接相關，故本研究進行學員華語文能力閱讀測驗分數與其通譯

口試之正確性相關性分析。此信度與效度分析將在下一章節呈現。 

第八節   口譯技巧問卷 

課程結束後，兩組學生將進行口譯考試並填寫口譯技巧問卷。施行口譯技巧問卷之

目的是為了了解兩組不同背景的口譯員是否認為他們在口譯時使用了相似的技巧。參與

者需要回想他們過去的口譯經驗，然後檢視在通譯的過程中，是否用過以下的 22 個策略

並評估使用程度。學生們所用的評分為：0=無經驗；1=完全沒用；2=沒用；3=中立；4=

有用；5=用的最多。整個問卷有 22 個技巧。本問卷是由 Dong、Li 等人 Zhao（2019）的

研究中而翻譯成中文的。Dong 等人(2019)的英文問卷是通過 17 位口譯教師推薦的策

略。問卷中的每一個技巧都是從前人的研究結果中整理出來的。以下為問卷中的技巧：

（請參看中文版的技巧版本，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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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調整：當您考慮到來源語在字面上的表達直接翻譯成目標語時，在語義或文化

含義上並不適當，你會根據上下文調整目標語輸出中的單詞選擇。 

2. 添加：你會在目標語輸出中添加單詞或句子來補充可能難以令人理解的來源

語。 

3. 預測：你會根據上下文的語內或弦外之音來預測接下來的訊息或措辭。 

4. 近似：當您無法及時地呈現「理想的」翻譯內容時，你會準備或使用差不多會

類似的解釋。 

5. 濃縮：你會利用一些手法，像是刪減多餘的訊息、概括或用代名詞與特定格式

來取代名詞等，來簡潔地翻譯成目標語。 

6. 明確：為了讓來源語中要傳達的內容在目標語的輸出中更明確，你會用像是使

用連接詞將暗示或模糊的邏輯明白地表達出來，或當來源語使用代名詞時，你

在目標語中使用名詞。 

7. 猜測：為了在沒有抓到、理解或回想來源語言的意思時，我會自己發出語言或

聲音的片段來塞滿空檔，以保持發言的流暢性。 

8. 推理：根據上下文，背景知識或常識來重新建構來源語的訊息。 

9. 告知客戶口譯問題：使用口頭或非口頭語言來表達你無法接收或理解來源語的

內容，或者你找不到適當的翻譯詞語。然後你通常會請說話者重複或請聽眾參

考其他訊息來源。 

10. 除非是關鍵訊息，否則不修復訊息：如果翻譯錯誤的部分並不重要時，你會故

意放棄修復錯誤。 

11. 在並行結構中，換句話說：當輸入內容有多個可能或流行的翻譯方法時，在並

行結構中你會提供幾種說法來翻譯；或翻譯為並行結構中的錯誤提供修復以減

少對輸出結果的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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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個人交往和參與：想像自己是演講者，以便更好地理解演講者的意圖並更有效

地進行翻譯。 

13. 準備：為口譯任務做一些事前準備，除了研究演講者和演講的背景以及熟悉演

講中的技術術語或表達方式，還會做其他準備。 

14. 複製：當聽眾很熟悉來源語的某個領域時，在翻譯目標語時直接使用來源語

（例如 Word，Excel，PowerPoint 等特定術語）。 

15. 跳過：如果無法理解某個來源語的片段或未能找到正確的翻譯，則忽略該片

段。 

16. 停頓：爭取一些時間來回想來源語的訊息，利用閱讀筆記或降低語速，或利用

塞入一些停頓或連接詞等方法刻意拉長翻譯時間來尋找正確的目標語表達方

法。 

17. 替代：在無法理解來源語的訊息時，先不翻譯當前的來源語片段，而是改寫或

重複之前的話，以免造成尷尬。 

18. 利用來源語中的整體性和連貫性的策略：利用來源語中的整體性和連貫性策

略，以提高目標語理解的效率。 

19. 轉換：偏離來源語中的語序，句型結構或語序後並在輸出中用不同的單詞順

序，句子結構或句子順序在輸出的目標語中表達來源語的含義。 

20. 使用公式表達：在目標語中採用公式或常見的表達方式以提高解釋效率。 

21. 可視化：利用跟來源語訊息有關的心理圖片，以便更有效地調用來源語訊息。 

22. 逐詞翻譯：在不完全理解的輸入含義或不考慮輸出的語法，銜接或連貫性的情

況下，逐字翻譯（幾乎）每個單詞並將這些翻譯片段進行一個字一個字的連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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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計畫第一階段，我們採訪了參與口譯過程的各方。以下小節列出了本計畫透過訪

談以及透過焦點小組訪談採訪的通譯人員基本資料與分析結果。 

 

第一節   第一階段訪談結果 

 

一、 訪談參與者基本資料結果 

通譯採訪總數為 51 人。通譯 43 人與通譯使用及需求單位有 8 位，一位為律師，一

位小學教師，一位為長照單位的院長，兩位為警察局的警官。  

通譯採訪者來臺平均年數為 15.02 年（SD=11.14 年），來臺少於 5 年的為 9 位，佔

20.9%；在 5 年與 15 年之間的為 13 位，佔 30.2%；多過 15 年的有 21 位，佔 48.8%。請

參考表 4-1。其中的 25 人（佔 58。1%）為華僑；其餘的 18 人為非華僑。43 位通譯中

34.9%有高中的學歷，48.8%有大學的學歷，11.6%有碩士的學歷，一位有博士學歷。目

前 51.2%的通譯已經有台灣國籍了；48.8%沒有。72.1%的通譯以前上過華語課，27.9%

在台灣沒上過華語課。62.8%的通譯都上過跟通譯相關的課程；62.8%的通譯課程都有證

書；但 37.2%的沒有證書，因爲他們沒有參與過通譯課程。這些通譯經驗豐富，很多都

有跨移工，教育，司法和醫療的經驗。 而他們最有經驗是移工，教育，司法和醫療領域

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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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1 來台灣多久了？（平均值: 15.02 年) 

來台年資 n 百分比 

少於五年 9 20.9% 

五至十年 13 30.2% 

多於十五年 21 48.8%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這 43 位通譯人員來自 7 個國家，人數最多的為越南，共 23 位，佔，53.5%；其次為

印尼人，共 9 位，佔 20.9%；來自泰國和緬甸的為 3 位；柬埔寨的為 2 位，馬來西亞的

為 2 位。請參考表二。 

表 四-2  來自哪國？ 

國家 n 百分比 

印尼 9 20.9% 

柬埔寨 2 4.7% 

泰國 3 7.0% 

緬甸 3 7.0% 

菲律賓 1 2.3% 

越南 23 53.5% 

馬來西亞 2 4.7%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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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問題分為以下兩個面向：（1）使用者面向及(2)通譯面向。訪談採用半結構式的

訪談。訪談目的為： 

(1) 界定通譯語文能力之門檻級別 

(2) 瞭解通譯使用\需求單位的通譯工作內容與技能要求  

(3) 瞭解現今通譯品質之查核機制 

(4) 瞭解通譯人才培訓現況（如課程、內容、評鑑等）  

(5) 瞭解現今通譯人才培訓與管理的困境。 

二、 通譯人員的問卷分析結果 

以下為每一問題分析出來的結果：請參考附錄四 

(一) 對您來說：語文程度要至少多高才能成為通譯？不同的通譯環境需要哪一種等

級的語文能力？ 

因爲大多數的參與者都沒有考過華測，所以對於多高的華語等級才能做通譯不太瞭

解，有人認爲可以聊天就行了。但是開南大學的參與者對華測的等級就比較清楚，因爲

他們都是留學生，來到台灣是考過華測才進來的， 對他們來説華測的 B1 應該是華語能

力最低的標準，起點越高越好，有的也認爲起點應該是 B2。 

(二) 進行通譯的時候，在文化上，需要瞭解什麽？您覺得通譯時最重要的文化知識

或常識是什麼？ 

對在做通譯時，在文化上應該瞭解什麽，這些參與者的回應並不一致，從認爲文化

跟通譯無關到台灣人跟大陸人用詞差異，到生活習慣上的差別都有提過，但並沒有深入

地表現出他們對跨文化的瞭解。跨文化的知識和理論是通譯必備的，因爲通譯不僅是兩

種語言的傳聲筒，他們也是跨文化的協調者，在執行通譯任務中，通譯倫理指出為了遵

守公平準則，一個好的通譯，在必要的時候，有責任教育使用者和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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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教育、移工、醫療、司法的區域中，您覺得哪方面的通譯比較容易？ 

對這些通譯來説，最容易的通譯任務為移工，然後是教育，雖然司法通譯比較難，

但累積了經驗之後，也會比較簡單。最難的可能是醫療領域的通譯，因爲很多東南亞的

語言中缺少很多中文的專用名詞。 這個訊息有利於我們下一個階段的教育内容設計和測

驗命題的編寫。 

(四) 你覺得現在哪些方面需求最多？能給我具體的例子嗎？ 

至於通譯的需求，很多任務都來自警察和派出所，其次就是仲介公司。所接觸過的

案子很多都跟逃逸或逾期居留的非法外勞、偷渡、喝酒打架、違規犯罪、法院、外勞仲

介業務，以及公司問題如薪水爭議、加班、教育訓練、生活雜事…等，還有學校業務，

教育相關或課程翻譯助教和婚姻問題。本計劃希望在這方面命題，以便在下個階段的課

程中用符合通譯工作性質和場所的場景來命題。 

(五) 您覺得做通譯工作需要什麽技能？ 

對這些通譯來説，通譯品質的好壞，在於雙語言能力佳，能傳達清楚雙方的話，速

記筆記能力，具備工作場所之領域的專業背景，理解判斷協調能力，應變能力臨時反應

也很需要，敏捷的觀察力，同理心，能將心比心，瞭解對方的心理的事情，情緒管理很

重要，溝通技巧良好。這些參與者因爲長期地在通譯領域工作，所以他們很清楚知道除

了要有優良的雙語能力和速記筆記能力之外，對在場他人的心理狀態也要很敏銳，可以

隨時解決問題。這些技能就是我們所設計的倫理和跨文化必修課程要訓練的技能。很可

惜的是只有一位認爲電腦技能很重要。在將來的社會中，利用高科技的資源來準備通譯

任務是每個通譯的必備能力，特別是在比較專業的領域，像醫療通譯。通過高科技，本

國通譯可以有系統地為我國建立中文跟其他東南亞語言對應的資料庫，確定各個領域上

的中文用詞與他們語言中的翻譯一致。因爲用科技的應用能力是 NAATI 課程中的必修

課，也會是我們下一段計劃中的課程的必學能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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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現在非常缺少在偏鄉能夠承擔高品質通譯任務的新住民，「而社會對社區通譯

人才之迫切需求，傳統課室授課無法滿足需求，興起各式新型態社區通譯培訓方式與管

道，如線上教學，繼續教育，共通單語課程，多機構合作等（Kelly＆Martin，2009）為

了相應 Kelly and Martin 的建議，本計劃將通過必修的「準備通譯任務」的課程中，讓參

與的學員知道如何使用視訊工具，比如 Zoom，Microsoft Teams, Google Meet 等等來為偏

鄉的新住民翻譯。學員們可以學到如何用手機和電腦來完成線上通譯和通譯任務準備的

作業。 

(六) 現今在通譯品質上有查核機制嗎？ 

全部的通譯都認爲現在台灣沒有任何查核機制，大多數都是靠自己的自我檢查或利

用調查表上給的滿意度調查。在重要場合會請相關的專業人士以同步聽的方式來檢查翻

譯的準確性。 

(七) 您希望有什麽查核機制？ 

對這個問題，有些通譯已經意識到互相練習互相核對的好處，通譯 15 指出： 

兩個通譯 輪流啦，他站在旁聽 我在翻，後來再換他，下一個在換他 我就在旁邊

聽，討論然後給對方意見，需要糾正哪裡你翻得不好，哪裡需要調整應該比較好吧！ 

(31)那其實有一個人當我們專家、解釋這樣，如果對於比較適當的內容。 

(19)通譯要再把中文筆錄再翻譯成原語言讓當事人確認比較好，尤其最重要的問題

點是需要的。 

也有兩位認爲有通譯證照為好： 

政府單位通過考試、筆試核發通譯證照(28) 

如果事先有一個機構有來培訓，有一定的認證，證書起碼有所謂一定的門檻，我要

做一些審核。(2，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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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該由誰來制定哪一個說的才準確，應有查核單位(3 34) 

也有一位通譯認爲因爲在某些領域對當事者的公平和權益很重要： 

任何影響到權益的東西或是要簽合約，都要有兩個語言，保障雙方。(29) 

(八) 在通譯人才的培訓上有什麽困境？ 

在通譯人才的培訓上，這批通譯指出了以下幾個問題： 

培訓課程報名的問題因爲課程訊息沒有真的很通暢。（35) 

課程安排的問題：安排的課程不適用，缺少實習的機會；雖然强調倫理，但並沒有

教授或讓參與者吸收 （1，21,25，19，28，6，32，22，23，10，18） 

辦的通譯培訓不應該完全是司法通譯，例如辦的有關健康中心，衛生所的常識，也

有辦的與多元文化相関的及報稅理財等，還有為了輪服務櫃抬接電話的，並非著重在司

法部分。（17） 

經濟收入與機會排擠的問題。 因為只做通譯經濟來源應該是不夠的 (26，29，11，

33，34)，這可能也是很多通譯離開本行業的原因。 

缺乏資源和人才的問題，特別是高階的人才： 

有些專有名詞未必有母語(17,30,21)) 

大學都沒有一個是越南語科系，都是開的越南語班。以東南亞語好了，跟日文跟英

文的口譯相比，我們機制一點不完善。真正高品質的人力很少，如果是一個國際會議，

公家機關、部級，調查局什麼局邀請的口譯，不管越南語、泰語，他就非常貴，因為人

很難找。可能全台灣只有幾個人能夠做，東南亞語言的同步口譯，就那麼幾個人。現在

高階人才非常的需要加強，非常的缺。(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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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您有什麽解決困境的建議嗎？ 

1.培訓課程的宣傳建議(13，3)，比如：3 號通譯人表示： 

訊息傳播的問題，最好國家有個通譯總管理單位部門，在分下來司法通譯、生活通

譯，是怎樣在分層。讓民眾知道要走通譯這條路，該如何做(3) 

2.培訓課程內容改善建議 （17，21，25，32，28，） 

32 號通譯人員表示利用兩個不同老師上課的優點：   

因為很少有人這樣子，又懂越文、又懂理論、又懂英文，這很少有這樣，那所以是

單純課程培訓裡面會有安排兩個不同的老師，可能今天是教理論阿，接下來第二節是上

就是比較國語背景的人，就兩個不同領域，就覺得課程比較豐富，然後又實際。(32) 

3.認證制度的建議（13，21，31，4） 

很多通譯都希望有一個正規的通譯認證系統，以便保證通譯的品質： 

也要有一個機關，政府如果要做的話也要有機關成立出來，譬如一個評審委員會，

也要先考試進去。要先考試進去，然後相關知識或者中文或越南文能力，還有口譯的能

力之後，你才能當評審。我的意思說這個評審委員會也要這樣子選，而不是你覺得那個

誰好像很不錯，那誰很不錯，然後提出來當評審，我們不服的阿。有高階的人才先培

養，然後政府機關才有辦法成立一個仲裁的評審機關來做這些評鑑(21) 

4.經驗累積的建議（25，21，28，2） 

很多通譯認爲提供實習機會或翻譯觀摩教學是積纍經驗的方法 

(十) 在通譯人才的管理上有什麽困境？ 

有關薪資發放的問題 （10，1，22，2，29，32，5） 

有關工作時間的問題 （10，11） 

有關工作品質的問題：（19， 21）21 號通譯認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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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譯完會給當事人一張評分表，這個又是兩面刃，評分表就是會勾選，滿意不滿

意，態度等等。嗎。但是，變成說有的通譯為了要跟當事人搏感情，因為很多案件一個

當事人他不是開一次庭，他一兩個月後他還要再開。然後為了要跟他搏感情，為了要給

予一個好的評價，就是盡量跟他聊，不該透漏的也透漏，或給他聯絡方式之類的(21) 

有關工作媒合的問題：（1，3，28，29，32，34） 

工作媒合是一個大問題，特別是在緊急的情況下，比如 32 號表示： 

隨便抓人，譬如說他需要緬甸語的，可能他們也找不到人，因為台灣真的沒有編列

通譯名單，讓他們知道需要通譯去找哪裡找這些東西，那警察他不知道去哪裡找，就來

華新街找通譯(32) 

混亂的媒合使通譯們覺得這個行業不是一個專業的行業，例如 34 號認爲： 

畢竟我們通譯，大部分的通譯他們都是業餘的，都是業餘的通譯。像我也算是業餘

的通譯，因為根本沒有一個....我們目前的...不管是在什麼政府單位，那些通譯我覺得幾

乎有點像是，有錢領的志工這種感覺(34) 

有關通譯保障的問題：很多人認爲應該解決通譯保障問題： 

其實像一般上班都有勞健保，但我們通譯不會有。如果你發生甚麼問題不會有補

助，例如上班受傷有健保勞保，但我們沒有，如果我們在路上出車禍，如果處理完案件

結束了，路上發生甚麼車禍意外都不會有甚麼保障，這是通譯最可憐的地方。 

(十一) 您有什麽解決困境的建議嗎？ 

有關薪資發放的建議（23，9，1，21，24，29，24）  

請政府提高薪資(23) 

我覺得應該把發錢的時間講好（1） 

有關工作機會管理的建議 （11，18，1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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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建立一個群組，然後有 case 的話先給比較良好的，就希望是每次你去翻譯

可以一個一個評分之類的，打顆星或之類的累積下來，那優秀的當然我們可以先選阿，

一定要有個群組才可以，就是會比較好管理。(13) 

有關管理系統的建議（26，11，2，32， 36） 

36 號認爲： 

慢慢把通譯制度化，然後把他人才培訓也做一個課程化，那我覺得通譯這個產業才

會走得更完善，然後再做到分級分流，比如說在這個階層就應該得到這樣的一個薪水，

這個我覺得是台灣必須要建立的，如果有這個制度通譯人才的福利跟薪水才會有保障，

否則的話越來越少人進來這個行業，這個行業就會慢慢死掉，或者是慢慢被翻譯機取代

(36) 

三、 通譯運用單位基本資料及分析結果 

以下為 9 位使用單位的訪談結果和結論： 

從使用單位的面向來說，通譯來源太多元，沒有統一的途徑，也會造成緊急的時候

找不到通譯的痛苦。至於通譯選用標準來説，各個機構都有自己的做法，有的要面談，

有的要現場考試，也需要學歷的認證等等。 

因爲沒有一個系統，通譯會碰到他人對他的不尊敬。使用機構也很希望政府各網站

上可以提供更完善公開化的通譯員資訊，提高通譯的薪資和保障，為他們建立一個友善

的工作環境。使用者認爲現在的通譯的中文程度參差不齊，中文成都普遍不佳。  

總而言之，使用單位也很期望政府建立人才資料庫，提供能力檢驗、分級、規劃、

讓使用單位知道什麼程度的通譯可以做什麼工作。 

除了採訪臺灣的各種口譯服務使用者外，我們還採訪了行政院政務委員羅秉成政

委，他自 107 年以來一直負責臺灣的翻譯和口譯服務改革。目的是了解從 107 到 109 進

行翻譯的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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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除了進行訪談通譯相關人與單位外，更透過文件分析與文獻分析，分析政府

歷次通譯相關會議紀錄等文件，剖析當下本國政府各部會面臨的通譯相關問題，各部會

遭遇通譯問題之相同點與相異點，以及跨部會會議裡呈現的解決共識為何等。藉由爬梳

各部會之相關會議紀錄，理解本國當下通譯問題的脈絡與政府希冀尋求的解決的方案為

何。 

本國於 107 年起，在法律改革小組的一項決議要求建立法律口譯和手語口譯認證系

統。該任務最初委託勞動部作為主要組織者，法務部、法律事務部、衛生福利部、內政

部和教育部作為該項目的主要協助者。隨後與教育部舉行的會議中建議應由教育部主要

負責並結合非政府組織共同籌組與語言認證有關事務的組織；認證應與法律改革案分開

處理。根據上次會議的決議，教育部擬定相關規定及頒布鼓勵方案提供資金給大學進行

東南亞語言的語言認證。隨後，根據 107 年 12 月 26 日舉行的消費者保護會議的決議，

決定將語言認證及相關有關之事務管理交予教育部，以建立消費者保護體系。此外，該

過程不會涉及法律口譯員開發專案。 

另一個決議為，將外語能力（特別是東南亞語言）認證的責任移交給非政府組織。

為了公平起見，需要這種語言能力認證之組織可舉行認證考試。截至目前為止，教育部

未發佈或提供此類認證的認證規範，也未批準任何認證課程。若政府部門對此認證規範

有需求，則可與持有此類認證的非政府機構協商。 

自通過上述決議以來，羅秉成政委於 108 年 7 月 29 日舉行了另一次會議，以跟進口

譯員資料庫的進展以及與法律口譯員有關的問題。關於由主要大學組織的對新南向國家

的國家語言認證的諮詢問題，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報告，已補助國立高雄大學，開辦東南

亞語言課程認證（107-109 年）。該所大學建立 Mooc 數位線上學習平台，以開課教授越

南語和泰語等語言課程，並以泰語和越南語進行認證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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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其召開之課程包含初級、中級、觀光等越南語及泰語，僅適合初學者的使用

環境以及觀光旅遊的目的。因此，教育部承認這些課程並非專業認證課程，因此不適合

用作口譯和翻譯專業認證課程。據瞭解，台灣司法通譯協會已提出了一針對口譯人員的

課程開辦之申請。 

根據內政部於 108 年 4 月 23 日舉行的照顧新移民措施特別小組第 8 次會議記錄，其

中通過了一項決議，此決議為邀請法務部考慮增加人數培訓法律口譯員的專業培訓計畫

的頻率。 

第一階段訪談小結 

綜合通譯訪談的結果，可以發現大多數的通譯對我國當下通譯現況的陳述皆聚焦在

培訓課程上，約四分之一通譯（1，21,25，19，28，6，32，22，23，10，18）表示，現

今各級政府安排通譯培訓課程並不適用，缺少情境與實務練習。通譯課程內提及倫理，

但卻缺少系統教學與情境，參與者無法吸收。且通譯們期待培訓課程不局限於司法通

譯，應當廣開不同類別的通譯培訓課程如醫療、教育、文化等通譯培訓。大多通譯期待

政府能建立一個統一規劃通譯培訓課程的管理機構，進行通譯培訓課程分級（如初中高

級）、分類別（如醫療、教育等）的課程規劃、宣傳與實施。多數通譯也期待政府建立

一個正規認證系統，設立一個通譯評審委員會，來評鑑通譯，保障通譯品質。 

多數通譯們（1，3， 28，29，32，34）與使用單位共同提出的問題就是工作媒合的

問題，混亂的媒合與薪資水準，使通譯們覺得這個行業不是一個專業的行業。而我國中

央政府多次跨部會會議紀錄分析亦顯示，政府各部門亦意識到上述的通譯問題。政府各

部門皆希望透過移民署通譯人才資料庫優化方案，或建置全國性司法通譯組織，建立專

業訓練及認證標準。雖然，中央政府各部會仍聚焦在於司法通譯上，但近期地方政府頻

頻開設醫療通譯課程，如桃園市政府之婦幼保健宣導通譯課程(2017)，與移工通譯課

程，如新北市政府之心理諮詢雙語通譯人員培訓課程(2018)，可見地方政府已發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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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通譯的需求性，並立即處理此通譯需求。但各級政府與中央部會各自為政，缺少一

統一機構統整各部會資源與需求，只會造成我國社區通譯政策與市場的混亂。 

第二節   第二階段教學研究結果 

一､學員之基本資料 

本研究課程施行對象有分為學生組及資深組，其中學生組入選 14 人，資深組入選 8

人，真正完成所有教學過程之人數各為學生組 14 人，資深組 8 人，其完成率學生組和資

深組皆為 100%。以下針對完訓 22 位學員進行基本人口學統計分析，其結果如下表： 

 

表 四-3 第二階段參與者之基本資料 

 
新手組 資深組 全部 

 
n1=14 63.6% n2=8 36.4% N=22 100% 

性別 
      

男 5 35.7% 1 12.5% 6 27.3% 

女 9 64.3% 7 87.5% 16 72.7% 

年齡 
  

8  22 
 

18~22 歲 3 21.4% 0 0.0% 3 13.6% 

22~29 歲 11 78.6% 0 0.0% 11 50.0% 

30~39 歲 0 0.0% 3 37.5% 3 13.6% 

40~49 歲 0 0.0% 4 50.0% 4 18.2% 

50~59 歲 0 0.0% 0 0.0% 0 0.0% 

60 歲以上 0 0.0% 1 12.5% 1 4.5% 

擔任通譯經驗 
  

  22 
 

從未擔任 10 71.4% 0 0.0% 10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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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內 3 21.4% 0 0.0% 3 13.6% 

1~3 年 0 0.0% 3 37.5% 3 13.6% 

3~5 年 1 7.1% 2 25.0% 3 13.6% 

5~10 年 0 0.0% 2 25.0% 2 9.1% 

10 年以上 0 0.0% 1 12.5% 1 4.5% 

通過華語測驗聽

力最高等級 

  

  

22 
 

從未參加 1 7.1% 5 62.5% 6 27.3% 

A1 0 0.0% 0 0.0% 0 0.0% 

A2 1 7.1% 0 0.0% 1 4.5% 

B1 3 21.4% 0 0.0% 3 13.6% 

B2 6 42.9% 1 12.5% 7 31.8% 

C1 3 21.4% 2 25.0% 5 22.7% 

C2 0 0.0% 0 0.0% 0 0.0% 

通過華語測驗閱

讀最高等級 

  

  

22 
 

從未參加 1 7.1% 5 62.5% 6 27.3% 

A1 0 0.0% 0 0.0% 0 0.0% 

A2 1 7.1% 0 0.0% 1 4.5% 

B1 6 42.9% 0 0.0% 6 27.3% 

B2 5 35.7% 1 12.5% 6 27.3% 

C1 1 7.1% 2 25.0% 3 13.6% 

C2 0 0.0% 0 0.0% 0 0.0%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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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性別分布 

在性別方面，男性為 6 人（27.3%），女性為 16 人（72.7%）。若以組別分類來區

分，學生組男性為 5 人（35.7%），女性為 9 人（64.3%），資深組男性為 1 人（12.5%），

女性為 7 人（87.5%）。此結果顯示，在通譯人力市場方面，女性佔大多數。 

(二) 年齡層 

在年齡方面，由於本計畫在招募時，已將學生組及資深組分開招募，且透過網路於

新住民社群進行招募，其完訓之年齡層大部分 22~29 歲佔 50%，其主要為學生組，其次

為 40~49 歲之資深組佔 18.2%。其 18~22 歲（13.6%）及 30~39 歲（13.6%）居次。 

(三) 通譯經驗 

在擔任通譯經驗方面，本次招募參與且完訓通譯學習課程中，學生組有 10 位

（71.4%）從未擔任通譯以通譯工作作為未來工作行業，擁有 1 年內之通譯經驗有 3 位佔

21.4%，擁有 3~5 年通譯經驗者僅有 1 位（7.1%）。而資深組擁有 1~3 年共有 3 位

（37.5%）、3~5 年內及 5~10 年之通譯經驗者各 2 位（各佔 25％）居次，10 年以上通譯

經驗者有 1 位（12.5%）。 

整體完訓學員之通譯經驗，擁有 1 年內之通譯經驗有 3 位佔 13.6%，擁有 1 年內、

1~3 年及 3~5 年之通譯經驗者各 3 位（各佔 13.6％）居次，5~10 年之通譯經驗者 2 位

（佔 9.1％），10 年以上通譯經驗者有 1 位（4.5%）。 

(四) 華語能力 

在參與課程前通過華語測驗聽力最高等級之分佈，整體結果顯示，有 6 位未參加測

驗(27.3%)，通過 A2 等級有 1 位佔 4.5%，B1 等級有 3 位佔 13.6%，B2 等級有 7 位佔

31.8%，C1 等級有 5 位佔 22.7%。依分組狀況之結果，學生通譯組僅有 1 位未參加測

驗，通過 A2 等級有 1 位佔 7.1%，B1 等級有 3 位佔 21.4%，B2 等級有 6 位佔 42.9%，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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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有 3 位佔 21.4%;在資深通譯組共有 5 位從未參加測驗，通過 B2 等級有 1 位佔

12.5%，C1 等級有 2 位佔 25%。 

在參與課程前通過華語測驗閱讀最高等級之分佈，整體結果顯示，有 6 位未參加測

驗(27.3%)，通過 A2 等級有 1 位佔 4.5%，B1 等級有 6 位佔 27.3%，B2 等級有 6 位佔

27.3%，C1 等級有 3 位佔 13.6%。依分組狀況之結果，學生通譯組僅有 1 位未參加測

驗，通過 A2 等級有 1 位佔 7.1%，B1 等級有 6 位佔 42.9%，B2 等級有 5 位佔 35.7%，C1

等級有 1 位佔 7.1%;在資深通譯組共有 5 位從未參加測驗，通過 B2 等級有 1 位佔

12.5%，C1 等級有 2 位佔 25%。 

在資深通譯組中高達 62.5%之參與者從未參加華語測驗，說明現有資深通譯對於華

語了解及熟悉度並未獲得語言能力之評估，其現有華語文能力雖仍需待評估，但大部分

有華裔背景，中文本來就是母語，通譯專業能力可能更需要評估。而學生通譯組從結果

顯示，其閱讀能力相較於聽力能力優，其華語能力仍介於 B1~C1 之間。 

二、擁有通譯經驗者之基本資料 

本研究進行課程教學招募時，盡可能考量學生組及資深組之差異，其招募資深組以

是否擁有通譯資歷證明進行ˊ嚴謹篩選，而學生組則是以未來將從事通譯工作為職業之通

譯初學者，大部分並無通譯經驗。但為深入了解現有市場通譯人員之能力、技巧與素

質，以下結果將排除未擔任通譯之參訓人員，僅針對已完訓且擁有通譯經驗之 12 位通譯

人員進行結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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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4 擁有通譯經驗之參與者統計（N=12）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一) 性別分布 

在性別方面，男性為 4 人（33.3%），女性為 8 人（66.7%）。 

(二) 年齡層 

在年齡方面，大部分擁有通譯經驗學員是介於 22~49 歲之間，其中 40~49 歲之資深

通譯組佔最多共 4 位(33.3%)，其次為 22~29 歲（25%）及 30~39 歲（25%）居次，各有

3 位，其餘 18~22 歲及 60 歲以上各僅有 1 位（8.3%）。 

(三) 通譯經驗 

在擔任通譯經驗方面，而擁有 1 年內、1~3 年、3~5 年內之通譯經驗者皆為 3 位（各

佔 25％）居次，5~10 年通譯經驗者有 2 位(16.7%)，10 年以上通譯經驗者有 1 位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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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華語能力 

在參與課程前通過華語測驗聽力最高等級之分佈，結果顯示，有 6 位未參加測驗

(50%)，通過 B1 等級有 1 位佔 8.3%，B2 等級有 3 位佔 25%，C1 等級有 2 位佔 16.7%。

在參與課程前通過華語測驗閱讀最高等級之分佈，結果顯示，有 6 位未參加測驗(50%)，

通過 B1 等級有 2 位佔 16.7%，B2 等級有 2 位佔 16.7%，C1 等級有 2 位佔 16.7%。 

在擁有通譯經驗之完訓者統計結果中發現，高達 50%之通譯者從未參加華語測驗，

說明現有通譯對於華語了解及熟悉度並未獲得語言能力之評估，其現有通譯能力仍需待

評估。而目前通譯市場上通譯人員之華語能力大部分介於 B1~C1 之間。其結果顯示，整

體通譯人員之華語能力仍有加強及進步空間。 

三、通譯課程問卷結果 

在為期十周的課程後，本研究團隊向兩組學生施行「1091 通譯課程問卷」，該問卷

包含 31 個問題，包括 13 個基本問題和 18 個涉及口譯課程和過程的不同方面的問題。請

參考附錄三。問題面向為：通譯道德問題、跨文化素養、記錄能力、實務演練與情景練

習、通譯前準備與自律學習精進和整體而言的問題。在課程結束時（10 周，面對面教學

40 小時），兩組學生進行口譯測試並填寫口譯技巧問卷。口譯技術調查表的目的是確定

兩組不同的口譯員是否認為他們在口譯時使用了相似的技巧。 

1091 通譯課程問卷的結果：基本資料為 1-4 題，從 1.5 開始有 18 個牽涉到口譯課程

的問題，數據分析如下： 

 

1.5.1 如果有擔任通譯經驗，是在哪一方面（教育、移工、醫療、司法)的通譯？請

說說你在通譯工作上的經驗，困難，或說說你比較擅長的那方面。 

開南大學應華系 14 名學生當中僅有 4 名有過通譯經驗，4 位中有兩位僅是臨時兼差

性質，並非正式工作，如: 



我國新住民通譯人員培訓與機制發展- 

以澳洲國家級通譯認證制度 NAATI 為借鑒之研究 

 

68 

 

「偶爾也有仲介公司來找我去工廠當通譯」（3） 

「目前在台灣只有打工經驗,沒有真正接觸過正式的通譯專門工作」(4) 

顯示受訪者四僅僅是在打工的工作上協助翻譯過，並非定義上的通譯人員。 

而另外 2 位則較有經驗: 

「我有擔任通譯經驗，是在移工方面，我在一家公司當管理人員和翻譯」(10) 

「我有擔任過幫移工，商業做通譯。再商業範圍的困難是因學業有限…我比較擅長

的方面是翻譯給移工，因為接近生活話題。」(12) 

4 名有經驗的開南大學學生中，都擔任過移工通譯，理由是因為較接近生活話題。 

在通譯工作上的難點，五名有過經驗的開南大學生通譯因為工作領域跟經驗有差

異，對此的想法較分歧，如: 

一、學習工作領域的內容 

受訪者 10 認為「困難要不斷學習，更新知識並理解許多領域，工作壓力大，要標準

和小心的說或寫（在翻譯過程中），要需要了解說話者的心理和背景。」 

受訪者 12 為「商業範圍的困難是因學業有限不是很了解貴國的法律。」 

二、當事人的態度 

若當事人或者雇主的態度不利於解決問題，經常會妨礙通譯人員的工作。 

受訪者 12 指出「在通譯給移工困難的是有些移工不合作和不好的態度。」 

而受訪者 6 雖然沒有相關經驗，但提供了當通譯人員姊姊的意見： 

「老闆是台灣人與我們越南人的文化和風俗習慣當然也會有不同的地方。 

她是女生，越南移工大部分是男生，所以她要花很多時間去了解，詢問越南移工的需

求，愛好...然後找出最好的方法來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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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好的脾氣，因為只要他的脾氣不好就會讓客人生氣，不滿意他就沒辦法繼續克服

那位客人了。」 

在線上通譯課的學員皆為在職通譯，有 8 名學員，在通譯專長部分有司法通譯專長

者有 6 位(15,16,17,18,20,22)，學員認為在司法通譯方面的困難之處如下: 

一、需要瞭解雙國的文化(15) 

「第一困難還是語言文化與專屬領域需要耐心與不斷學習成長，第二就是酬勞囉。

希望政府可以以適當報酬力給予。」(16) 

「法官開庭的速度很快所以需高度心理適應力，良好集中, 分析與描述能力，中越

南文通曉之語言理解及使用能力專。.」(17) 

「法官權力很大…而在這樣至高無上的權力之下，伴隨而來的便是最高標準的自我

要求。」(20)  

綜上所述，語言文化及法律領域知識及自我要求對於司法通譯來說是必要條件，即

使在同鄉的人情壓力及同情心之下，還是需要保持一定的專業性，故通譯倫理的訓練有

其重要性。 

擅長醫療通譯者有 4 位(16，20，21，22)，大部分人都沒有提到醫療方面的難點，

僅有一位提及「我覺得醫療通譯的領域最難因為醫療器材與病的名稱一直在添新。」

(22)必須經常學習。 

擅長教育通譯者有 4 位(16，18，20，22)，沒有提到教育方面的難點。 

有移工通譯專長者有五位(16，18，19，20，22)，無人提及相關難點，但其中一位

任職於仲介公司的學員(19)表示「在仲介公司做翻譯比較有困難，因為服務對象是移

工，雇主與公司所以同時也擔任口譯，筆譯，翻譯，輔導，管理，溝通橋樑，甚至像是

移工的家人等不同角色，所以無法百分百保持公正的通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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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特別的是其中一名學員(21)的專長是商務及茶領域，提到的難點可以加以參

考，「比較困難是需要跟多方溝通，很多時候需要臨機應變，反應要快。 

個人的話，則是需要加強專業詞彙對照能力，以及一些墊底的語詞。 

另一部分是，翻譯的價格雖依經驗有所不同，但很多時候常常是喊價的。 

還有進修之道相當缺乏。已經當翻譯的人不一定會想把知道的東西分享出來，這樣才不

會培養出一個競爭者。」 

線上課程組大部分學員都有至少兩項以上的專長，這顯示要成為通譯人員通常需涉

獵較多領域的通譯專長，以有益於職業發展，故在國內推動通譯系統，通譯在多種類的

進修增能課程是相當重要的。 

1.6 在上這門通譯課前，你覺得身為一個通譯需要哪些能力？為什麼？華語文能力

和母語能力大概要在哪個程度（聽說讀寫)？ 

在開南大學的學員方面，認為通譯需要的基本能力有： 

1. 雙語能力，12 位開南大學學員皆認為流利的雙語聽說能力是必須的。 

2. 反應能力與判斷力快，有些學員(1，2，7，8，14)認為反應能力很重要，如同學員 1

所說「在通譯時各種情況會發生，通譯人員很快就要下決定。」 

3. 記憶要好(2，12，14) 

4. 公正性(2)  

5. 全面性之一般知識、相當之生活經驗及瞭解當前政治.經濟及社會議題。(4) 

6. 使用電腦能力(10)，「在全球化你也非用電腦不行。」 

對於華語文能力和母語能力要求在開南的學員方面，認為通譯需要的基本能力都

需要流利，至於華語程度要求有具體描述者，認為需達到 B1(5，10)兩人，B2(11)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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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認為需達到流利等級者(1，2，6，7，9，12，13)七位，認為須達到精通等級者有

一人(14) 

在線上通譯課的學員方面認為需要的能力有： 

1. 語言能力，所有的學員皆提到語文能力的重要性 

2. 具備相關知識(17，18，21，22)臺灣的法律知識及常識，因為一個只有熱情而缺少

了法律知識跟常識，導致害到他人的人生與財產甚至害到人家的生命安全(18)，及

專業詞彙的掌握度(21) 

3. 有專業教育訓練, 知識及技巧(17，20，23)，如 20「口譯員本身必須不斷精進口譯

專業能力，而這也是所有的專業人士應有的自我要求」  

4. 記憶能力(22) 

5. 筆記技巧(22) 

6. 邏輯理解能力(22)「邏輯理解能力就跟語言能力相關，如果聽力遇到困難 就影響理

解能力」 

7. 了解文化(18)「我覺得身為一個通譯，一定要必備兩邊的文化」 

8. 經營人際關係(20，21)「必須要能和法庭人員融洽共事，更重要的是，法庭通譯必

須謹守職業倫理」(20)。「需要常和有關部門打交道(這樣才有機會接到 case」 

(21) 

對於語文能力的要求，在職的線上通譯人員對於華語等級的分類沒有概念，故無對

於等級的精準要求，有二人(17, 21)提及需兩種語言都精通，另有二人(19, 23)提及需兩種

語言都流利，其餘僅認為需具備雙語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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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在上這門課前，你知道通譯需要認證嗎？在你的母國有通譯認證制度嗎？ 

開南大學的學員表示：上課前不知道的有 7 位(3，5， 6，8，10，11，12)，其餘都

知道需要認證。 

有關於母國是否有認證制度，大部分越南學生皆表示母國有通譯認證制度，雖然有

些學生表示沒有或不知道，但以此調查應該有。 

線上通譯課有兩位學員(17, 21)不知道自己的母國需要認證，其餘都認為需要認證，

而四人(16，17，19，21)表示越南沒有通譯制度，一人不清楚 (22)，三人(15，18，20)表

示有。 

在這方面出現很大的歧異，有可能學員認知上的認證制度定義不同，再加上資訊不

流通所造成。 

1.8 你想取得通譯課的學習證明嗎？如果想，為什麼想取得通譯學習證明？你人生

的規劃和這個通譯學習證明有什麼關係？ 

開南大學的學員表示： 

有一名(14)不想取得學習證明，如學員 14 所說「我不想取得通譯課的學習證明。我

的擅長不是語言，所以在我的人生規劃中和這個通譯學習證明沒有任何的關係。」 

其餘都有意願。想取得的原因為幾乎都是認為對未來的就業有幫助或可能多一種選

擇，如學員 13 所說「因為以後可以幫助我考通譯證書。 我在學應用華語學習所以我人

生的規劃會找一個工作關於中文或是通譯能力。所以如果可以取得通譯學習證明我會有

更多的機會。」 

線上通譯課的學員全部表示需要得到學習證明，原因是增加工作機會(15，19)、證

明自己的能力與自信(16，17)，對就業有保障(21)，證照是世界認可的(21，22)，如學員

22 所述「想拿到這次的證明，因為是國際通譯 ，覺得有正名而且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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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上這門通譯課後，你覺得身為一個通譯需要哪些能力？華語文能力和母語能力

大概要在哪個程度（聽說讀寫)？ 

在開南大學的學員方面，認為通譯需要的基本能力比起沒上課前更加混亂及分岐，

顯然上了課以後讓學生的想法更多了，大致上有: 

1. 雙語能力包含聽說讀寫(1，2，3，6，7，9，10，12，13，14) 

2. 準確性、會保密、公平性、合作精神(1) 

3. 通譯專業(1，2，3) 

如受訪者 2 所說「專業行為、機密性、適當的能力、公平性、準確性、清楚角色的

界限、保持專業關係、專業成長與專業團結。」 

4. 了解專業的領域和行業的詞彙(8，9，10，13) 

「妳是通譯在那個行業你要去了解學習這行業的專業的詞彙，在全球化你也非用電

腦能力(10)，要了解文化，知道通譯的道德守則行為理論（在各個行業）你的反應和尋

找調查新的詞彙。」(10) 

5. 高度心理適應力，良好集中力，分析與描述能力，短期記憶，且須保持自信及適當

服儀, 提供專業語言或手語服務(4) 

6. 應變能力和記憶能力(14) 

7. 應用能力(6，7) 

8. 辦別能力(6) 

9. 承擔責任(6) 

10. 理解能力(6) 

11. 了解客戶的文化(13) 

「我覺得通譯還需要隨時保持公正、客觀的心態，還要有勇氣、膽子，和控制好自

己的情緒。」(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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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通譯課以後，開南學員對於有關華語能力的要求變得更分岐，對於程度的描寫

也很亂，認為需要高階級的有 1 人(1)，流利級的 3 人(2，7，12)，B2 的 2 人(3，11)，B1

的 1 人(10)，精通級的 1 人(6，15)，不論多高都需要經過訓練的一人(8)，其餘並未清楚

描述。 

線上通譯課的學員認爲以下很重要： 

1. 道德倫理(17，19，20) 

2. 熟悉用語專業知識，如法律知識，常識(17，18)。 

3. 公正秉持熱誠及耐心，遵守法令及本規範。(17) 

4. 了解雙方國家文化，反應快，尋找資料  會使用電腦的能力。(19) 

5. 跨文化素養(21) 

線上課程學員對於語言的要求，僅有三人有稍微具體描述，其餘並沒有特別指出需

要哪種程度，有描述的為流利 1 人(15)，精通 2 人(14，17)。 

2.1 你在上這門課前，聽過道德倫理嗎？你覺得道德倫理是什麼？ 

開南大學的學員有 6 位在上課前不知道或沒有很了解(3，6，7，8，10，11，12) 

其餘大多明顯可看出是從網路上抓來的，大致分類如下: 

說出與職業道德方面有關的有 5 位(5，7，9，13，14)，如學員 7 所說「作為口譯或

筆譯譯員，道德責任與您的謹慎責任重迭。謹慎的義務是合理的從事可能會傷害他人的

工作時候對技能，謹慎和盡職的要求。」以及「我覺得道德倫理是指要符合道德標準或

者是某一專業行業的行為標準」(5)。 

認為與佛教有關的(8，10)「我覺得應該是跟佛家的道德概念差不多，就是說做人要

向善、要公平公正、守信用、要有孝道、尊師重道、尊老愛幼、不要做壞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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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與人的相處有關(1，6)「我覺得道德倫理是人跟人之間的關係，保持良好的關

係，互相幫忙，有包容心包容別人」(1)。調整人與人之間以及個人與社會之間相互關係

的行動規範的總和(6)認為與個人特質有關。「我覺得道德倫理是屬於個人內在自發的人

格能力和特質」(2)。 

認為跟是非觀念有關(7，13)「我認為道德倫理是關於道德上是非的一套信念」

(13)。認為跟行為有關的有一位(11)。 

以上的發言顯示開南大學的學生雖然大部分對於道德為何沒有具體的認知，大部分

都是從網路抓文章過來的，但明顯地還是有許多人受到課程的啟發，知道道德會是通譯

工作的規範。 

線上課程的學員的意見不一而足，但看的出來大部分都是自已的想法。認為與專業

相關有五位(18，19，20，22)。如學員 20「道德倫理是必須謹守職業倫理，向法庭負

責。」學員 19「要遵守法律的規定，也要憑著良心不要亂翻譯，你懂的就說懂，不可以

不懂裝懂，這樣會造成別人生命，財產的損害。」 

提出學術定義的一位(15)認爲：『我認為中文的「倫理」與「道德」是沒有差別的，

至少我在本系列用到這兩個詞的時候，其定義沒有差別，所以我會交替使用，轉換原因

往往只是「語氣比較順暢」。我知道有些學者對於倫理與道德之間的差別非常執著，甚

至倫理學課本一開始就花了很長的篇幅來談。像是倫理專指人際關係，道德專指行為層

面的價值判斷，但這區別與現實道德困境沒有任何關係，只是玩自爽的天挑五輪定義大

賽。像是我說：「父子關係是當代最常被忽略的道德問題。」他們會跳出來糾正說：「那

是倫理問題，不是道德問題！」 是差在哪？改說是倫理衝突或矛盾，一般人就知道怎麼

解決問題了嗎？這耍假掰而已，所以我不打算管這個區分。 我認為要介紹倫理學，第一

個要處理的問題就是「道德」主題與「非道德」主題之間的區辨。「非道德」的意思，

是「道德以外」，並不是「不道德」，不道德仍是道德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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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是常識性的規範(16，17，19) 誠實、公平、公正(16)，「我覺得道德論理是人與

人，人與社會，人在各行業的分辨，判斷是非的一套信念。人在生活，工作中，時刻都

面臨許多不管是好事或壞事的問題要如何應對。那時，道德論理會導向每個人的處理方

式。」(19)。 

2.2 上課到現在，你在上這門課前，你知道通譯道德守則嗎？你覺得通譯道德守則

對於執行通譯重不重要？為什麼？ 

開南大學的學員上課前知道的通譯道德守則的僅有兩人(4，13)，知道一點點其餘十

二位表示不知道。 

上了課以後都瞭解到其重要性，也能指出為什麼，如學員 2 所說的「上課到現在，

我覺得通譯道德守則對於執行通譯來說是很重要。因為，在我們可以了解通譯道德守則

時，讓自己不會違犯通譯道德守則，可以自己保護自己與相關的人，同時也可以達到別

人的信任。」 

在線上通譯課程學員方面，有一位上課前並不知道通譯道德守則的存在(21)，其餘

都知道，也知道其重要性，且明白為什麼，如學員 22 表示，「在上這門課前，我有知道

通譯道德守則，到目前更知道道德守則對於執行通譯的重要性。因為在協助通譯當中可

以避免遇到困難。」 

不論學員的來源如何，在上完課後，學員全部明白通譯道德守則對於執行通譯工作

的重要性，知道的也會更加重視，對於內容的細節也可掌握。 

2.3 你覺得這門課有幫助你學習通譯道德守則嗎？如果有，你覺得老師用的哪種方

法對你學習通譯守則最有幫助？ 

在開南大學的學員中，有關課程對於幫助學習通譯道德守則方面，除了一位沒有回

答外(4)，其餘都認為課程有助於學習通譯道德守則。如學員 5「我覺得上這門課，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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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通譯道德守則有很大的幫助。我覺得老師解釋很仔細，多說例子令我更了解通譯守

則。」 

對於教師的教學方法學員們都很喜歡： 

1. 教師自己的經驗及例子(包含影片)分享(1，3，5，7，8，9，10，11，12，13，14) 

2. 實際練習與討論(2，6，8，0)  

由此可見學生大多數認為教師的經驗最有助益，其次是實際練習與討論。 

而線上通譯班學員一致認為課程有助於學習通譯道德守則，如學員 19 所說「我覺得

老師目前的方法（看短片，討論問題，談談學員工作經驗等有助理解，加強印象與提升

應變能力），這方法對我，對學習者學習通譯守則很有幫助。」 

對於教師的教學方法，學員們都喜歡： 

1. 教師自己的經驗及例子(包含影片)分享(16，17，18，19，20，22) 

2. 實際練習與討論(19，20，21)  

有此可見學生大多數認為教師的經驗最有助益，其次是實際練習與討論。 

這個結論與開南大學的學員類似，顯示實務經驗的分享更容易讓學員受益。 

2.4 你覺得學習通譯道德守則最困難的地方是什麽？你希望老師怎麽可以幫助你加

强學習這些守則？ 

開南大學的學員覺得學習通譯道德守則的最大困難有以下幾點： 

1. 公平性與清楚角色的界限(1，3，5，6，10，12)。如學員 10 所言「我覺得學

習通譯道德守則最困難的地方道德守則的運用你在任何工作過程中必須保持

公正並不洩漏跟工作有關的訊息不能偏見需要專業地工作。」 

2. 運用與理解清楚道德守則的意義(7，11，13，14) 

3. 文化差異(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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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大學的學員片普遍認為公平性與清楚角色的界限，包括在人際關係下如何準確

及公平地扮演通譯的腳色是比較困難的，另外就是運用並清楚理解這些守則的意義。 

學員希望教師幫助的部分有: 

1. 經驗分享與案例(影片)(1，5，8，9，10，14) 

2. 多給我們練習與測試通譯(2，3，7，8，10，11，12) 

3. 能學到更多詞彙(6) 

由上述可知，經驗及案例最受學生歡迎，然後就是課堂練習與測試，這對於學生來

說是比較有用的。 

線上課程的學員們認為困難的地方是： 

1. 公平性與清楚角色的界限(15，16) 

2. 運用與理解清楚道德守則的意義(18，19，20，21，22) 

線上學員認為困難最多的是運用與理解清楚道德守則的意義，主要是條例多，不容

易完全記住並實行。其次才是公平性與清楚角色的界限，這與開南大學的學生不同，因

為線上學員大多都已執行多年的通譯工作，在公平性上的拿捏與腳色的定位已經較有經

驗，而道德守則的條例對有些學員較新，所以他們認為比較困難。 

學員希望教師幫助的部分有: 

1. 經驗分享與案例(影片)(16，17，18，19，20，21，22)； 

2. 線上課程學員較喜歡案例及經驗分享，因為學員們都有通譯經驗，所以除了

教師的分享，學員的經驗分享也會被提出來。 

3.1. 你覺得這門課對於你在不同的文化下處理通譯問題有幫助嗎？如果有，你覺得

老師用的哪種方法在這方面對你最有幫助？ 

大部分開南大學的學員認為課程於學員在不同的文化下處理通譯問題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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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學員 8 認為還好，因為這樣不足夠，畢竟文化是很廣泛的，不可能三言兩語就

可以完全掌握各國文化，還是需要再慢慢地深入了解，研究、學習再學習。 

開南大學的學員認為在這方面最有幫助的方法有: 

1. 教師經驗並舉例不同文化下的情境講解(1，5，9，10，11，14)老師可以大概

說說在某個文化上，我們要怎麼處理？ 

2. 從各角度分析(7)我覺得老師用人類學；心理學；語言學的方法給我在這方面

最有幫助（7） 

3. 給我們自己找出文化的定義(2)   

4. 用演練的方法(12) 

在線上課程學員部分，學員一致認為課程於學員在不同的文化下處理通譯問題有幫

助或很有幫助。 

他們覺得有幫助的方法有: 

1. 教師經驗並舉例不同文化下的情境講解(15，16，17，18，20，21，22)。「我

覺得這門課對我在不同文化下處理，通譯問題有很大的幫助，因為不同的文

化里會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說同一個問題不同國家的人來看會有完全不一樣

的一個層面。（課堂中老師有用「狗」來做形容：在韓國你用狗的形容是不

好的，可是在英國狗是代表忠誠」（注釋：上課老師是用「狗」來解釋符號

學的概念。） 

2. 從各角度分析(19) 「我覺得老師用文化冰山比喻、刻板文化、文化認同和文化

轉移對我都有幫助。」 

3. 學員互相分享(16) 

線上學員與開南的學員在舉例不同文化下的情境講解相同，而因學員都有經驗，所

以也提及了學員互相分享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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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你覺得學習跨文化素養最困難的地方是什麽？你希望老師怎麽樣可以幫助你加

強學習跨文化素養？ 

開南的學員認為學習跨文化素養最困難的地方在於: 

1. 地方是習俗和習慣(1) 

2. 文化的範圍太大(2) 

3. 有很多不同的文化(2，5，9，13) 

4. 理解性、溝通(7) 

5. 文化總在變化(8) 

6. 語言(11，12) 

7. 文化的概念(14) 

8. 比較有意義的大概就是學員認為文化內容太過龐大。 

9. 開南大學學生希望老師幫忙的部分有: 

10. 應該要怎麼應對(1，5) 

11. 多跟我們介紹各國的文化(2，7，9，10，11，14) 

12. 難的生詞寫上拼音和我們母語(12) 

13. 多解釋(13，14) 

可以看出學生對於其他國的文化比較有興趣，但也有學生出現了無法理解的現象。

開南大學的學生都是華語為第二語言，而且在台灣沒住多久的學生。因此對於學術性的

華語詞彙有點陌生。所以在將來的課程設計中必須考量學生華語的難度，用二語習得的

方法教學，增强課程的針對性。 

線上課程的學員認為難點在於: 

1. 如何不失去文化素養(15) 

2. 有很多不同的文化(17，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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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語言不通(20) 

4. 教不得，需自行感受(21) 

線上學員一樣覺得文化內容的龐大是首要難點，但依然針對培養素質方面沒有太具

體的理解，顯然這部分需要更多訓練。文化的龐大需要通譯自己的提升，所以自我學習

能力是必須培養的一部分。線上學員非常喜歡分享和上課。每次在課上都很積極參與，

凝聚力非常強。因此 10 周後，他們還會表達出想繼續上課的想法，比如 19 號學員希望

「上課時數可以長一點」(19)，並要「在實務上加強學習」(20)和「加強案例」(21, 

22)。本次的案例用的是 NAATI 授權1的英文跟不同語言對話的案例，但本研究團體，把

每個視頻都標上中文字幕，促使學員們在家或課堂上使用。每次上完課後，老師都會把

3 小時的影片通過群組寄給學員，以便學員們重溫上課内容。課程中所用的講義、練

習、作業、測驗等等都上傳到教師設計的免費網站（http://www.schoology.com）。註冊的

學員都能隨時上網下載學習教材，自己安排學習時間。 

有些學員沒提出需要幫忙或加強的部分，但更多的案例還是比較受歡迎的，顯示文

化素養方面的確不容易培養，理解也不是那麼容易。在未來的課程中，應該在這方面的

規劃上更明確。 

4.2 你覺得你有從這門課學到做通譯筆記的方法嗎？(無論是紙筆或數位）如果有，

說說老師教的方法？或者你想學但老師還沒教的筆記方法。 

在開南的學員中，大部分都認為學到了一些做通譯筆記的辦法，但也有一位認為很

少，一點一點的(8，10)「 我想方法應該很多，但我不知道，老師有的話，可以教教我

們，我們都很願意學習。」 

學生學到老師教的有: 

1. 寫下重點，數字要算清楚(1，2，7，8，10，11，12，15) 

 
1
 本項目是由 NAAATI 的 CEO授權與張箴博士的。請參看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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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學生的回答依然文不對題，如「老師可以在雲端共享筆記中,透過筆記的統計,

了解學生的問題和重點分佈。這樣一來,在課堂上就可以再針對問題做補充，加強，或是

快速複習同學整理的重點。」(4)，「真正有效率的方式應該是讓抄筆記變成複習的一

環，在完成筆記的過程中，就能夠完整的複習課程。而記錄下來的筆記則起到快速回

憶、後續複習的作用，節省念書的時間。」(6) 在此學生們好像誤會了通譯過程中筆記的

用途，這一點可以通過針對性強的練習來解決。況且越南文中可能沒有統一的筆記寫

法，所以要訓練學生們用自己的筆記方法做筆記。 

在線上學員方面，就有不同的想法，如: 

1. 自己有時候也是用這方法(15) 

2. 我覺得老師的方法,得即便是很好也不見得會適合每個人(18) 

3. 暫時沒有(21) 

4. 每個人所記錄的筆記都不一樣，何況是不同語言的差異筆記更不一樣(22) 

5. 其餘大致上認為有學到。 

6. 學員認為從老師學到的方法有: 

7. 每個語言(或國家)會有不同的記號跟縮寫(17，20，22) 

8. 想學的建議有: 

9. 數位筆記透過 excel 則相對容易且易學(21) 

與開南大學不同，線上學員有較豐富的筆記經驗，許多人有自己的方法，有些人會

認為自己現有的方法沒問題。因此比較會對於較特殊的縮寫法比較有印象。本線上課程

曾經教授通譯如何用 excel 來製造詞彙表。很多學員都覺得這些工具很有用，跟希望將

來有機會一起為越南語的專業詞語翻譯有所貢獻，如製造、醫學和法律領域的越南語統

一詞彙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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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這門課提供讓大家實務演練真實通譯的情境，你覺得這樣的演練對你通譯能力

有沒有幫助？你覺得學習實務演練中最困難的地方是什麽？你希望老師怎麽樣可以幫助

你加強實務演練？  

在開南的學員中幾乎全數都認為提供讓大家實務演練真實通譯的情境，也認為有幫

助，只有學員(3，4)看不懂題目，文不對題。 

學員覺得困難之處為: 

1. 不知道在情境下何為最好的反應?(1，7) 

2. 語言表達能力與詞彙的地方(2，5，9，10，13，14) 

3. 會習慣性看著稿子來做通譯，忘了真實情況(8) 

4. 注意語速，不知道對方是否聽懂(8) 

5. 時間控制(12) 

以上可以看出這些學員在語言詞彙的不足，令他們覺得實務演練有困難，其餘如時

間控制、通譯與當事人、雇主翻譯理解的部分，也都可以做得更貼近真實情形，因為學

員依然使用稿子，不容易重現真實情境。 

在如何加強實務訓練的反饋如下: 

1. 希望老師先給我們講義，先練習再演練(9) 

2. 我覺得老師再給我們多多演練的練習跟不同的人演練和各種個樣的行業(10) 

3. 我希望老師可以參加指出我們的錯誤，在演練時。(14) 

在線上課程學員方面，學員一致認為提供讓大家實務演練真實通譯的情境，也有很

大的幫助。但學員(21)因為是線上授課，分組練習難免結構比較鬆散。 

5.2 在確實保密客戶個資的情況下，你覺得跟其他通譯討論在通譯情境上遇到的困

難，類似通譯支持小組(support group)的討論與交流，是能讓你通譯能力與素養的進步

的方式嗎？如果是，請說為什麼？如果不是，也請說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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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於通譯支持小組(support group) 的討論與交流，是能讓你通譯能力與素養的進

步的方式，開南大學的學員除了有一位(1)因為保密原則反對，以及一位(11)認為學員經

驗不多，故僅有一點點幫助外，其餘大部分認為可以提高通譯素養，但必須在確實保密

客戶個資的情況下，經驗交流能夠進步的理，學員們具體提了以下幾點: 

1. 學到不同的解決問題的方法(2，8，10) 

2. 學習別人的技能(5) 

3. 看出自己的缺點(6) 

而線上課程的學員全部認為通譯支持小組(support group) 的討論與交流，有助於提

高通譯素養，但前提是在確實保密客戶個資的情況下，在確實保密客戶個資的情況下，

真的會遇到困難，在困難下努力克服、討論與交流，能讓通譯學習到在緊急情況下如何

處理。(22) 

除了因保密原則而反對建立譯支持小組的以外，開南大學學員與線上課程學員的意

見大致上一樣。 

6.1 你覺得這門課有提升你的華語文能力嗎？如果有，是提升了哪方面的能力（例

如：聽說讀寫、文法、詞彙）？怎麼來提升了呢？ 

開南大學的學員都認為可以提升華語能力，提升的部分及理由有: 

1. 閱讀(1) 老師會叫我們念句子 

2. 詞彙(2，3，6，8，11，14)因為專業的詞語多 

3. 聽力(3)  

全部(5，7，9，10，12)老師讓我們念文章（講義）提升我的閱讀能力在閱讀的時候

碰到很多新的詞彙我也學到了老師還讓我們演練同意讓我頭腦張開注意的去聽趕快寫下

重點通譯給別人我的記憶反應文法已這樣的提升了。 

線上課程地的學員也都認為可以提升華語能力，提升的部分及理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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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17，20，21) 會想說在所述場合要用什麼詞彙來表達，例如勞動、法律等領域

中文都有專業詞彙，而沒接觸或沒研究的人即使是母語者，也沒辦法講出來的。 

全部(15，16，18，19，22) 提升我的全方位的華語文能力，聽（理解老師講課）說

（發表想法，意見，提問）讀（念講義），文法，特別是詞彙（講義與實際分享的術

語） 

綜上所述，這門課所有的學生都覺得可以增加華語能力，單一技能方面是提升詞

彙，主要是學習到很多專有名詞，且許多學員認為提升是全方位地提升。兩個班的情形

都差不多。 

6.2 你覺得在通譯這門課上，你還想精進哪個方面的技能與素養？ 

在開南大學的學員部分，主要是在文化方面的理解，再來就是通譯技巧。 

1. 文化(1，4，8，9，12，13) 

2. 口說能力(2) 

3. 讀寫能力(5) 

4. 自信(5) 

5. 通譯技巧(6，10) 

6. 經驗(11) 

7. 筆記技巧(8) 

線上的學員部分，文化、通譯技巧及詞彙是第一群，第二群是語用、筆記跟邏輯。 

1. 文化(16，17) 

2. 詞彙(21) 

3. 通譯技巧(15，20) 

4. 語用技能(18) 

5. 筆記技巧(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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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邏輯(22) 

6.3 你覺得為什麼通譯人員要組成協會，參加協會對通譯人員有什麼好處？ 

開南大學的學員認為協會帶給會員的好處有: 

1. 知道新的消息(1，8) 

2. 交流學習(1，2，6，7，9) 

3. 加強專業能力(1，2，6，9) 

4. 認識人(7) 

5. 互相幫忙(1，2，6，8，11) 

6. 審查專業(10) 

7. 保護會員利益(8，9，10，11，12) 

8. 保險(3，8) 

9. 找工作(3，4，12) 

線上的學員認為協會帶給會員的好處有: 

1. 知道新的消息(20) 

2. 辦理培訓加強專業能力(15，19) 

3. 認證(19) 

4. 交流學習(17，18，19，20，21) 

5. 加強專業能力(17) 

6. 聚集人才(19) 

7. 保護會員利益(19) 

8. 提升國家整體翻譯水準(21) 

9. 工作機會(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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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請說說，這門課中，你覺得最難的地方是什麽？你最希望這門通譯課幫助你進

步的地方是什麽？ 

開南大學的學生認為比較難的地方有: 

1. 遵守道德守則(1，2，7) 

2. 專業詞彙(5，8，9，12) 

3. 新的概念(14) 

4. 翻譯的準確性(6) 

5. 演練(10，11) 

6. 自己的語文能力(9) 

7. 了解別人的心情(13) 

8. 想進步的地方有: 

9. 提升自己的聽力(3) 

10. 詞彙(5，8，9) 

11. 筆記技巧(8) 

12. 通譯技巧(5，7，10) 

13. 實務經驗(11) 

線上課程的學生認為比較難的地方有: 

1. 文化(15，17，20) 

2. 道德守則(18，22) 

3. 不難(16) 

4. 資訊太多(19，21) 

想進步的地方有: 

1. 通譯相關知識(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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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譯技巧(17，19) 

3. 文化相關(17) 

4. 詞彙(17) 

5. 行業觀念(19) 

6. 提升記憶力(22) 

7.2 說說你覺得這門課最有趣，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麽？是單元或活動？為什麼？  

開南大學學員認為最有趣，印象最深刻的是: 

通譯演練(1，5，6，7，8，9，10，11，12，13)讓我們一邊學習，一邊玩，令我可

以吸收知識而不「膩」。 

一個文化與其他文化(2，9)各國各地會有不同的文化，所以身為一個通譯者一定要

多了解其他文化，這樣在通譯上面才會幫助我們，避免一些意外的事發生。 

線上課程學員認為最有趣，印象最深刻的是: 

1. 文化素養(16，17，20，21，23) 

2. 道德守則(18，19，20) 

開南大學的學生多半沒有太多通譯經驗，所以對於演練比較有興趣，而線上課程的

學生有通譯經驗，所以會比較喜歡文化方面跟道德方面的單元。 

7.3 你希望老師能做什麼，讓這門課對你更有幫助？ 

開南大學學員希望老師能: 

1. 經驗分享(1，9，10) 

2. 提供行業資料(7) 

3. 練習通譯的機會(2，3，10) 

4. 辦活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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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更生動的 ppt(6) 

6. 加強實務演練(8) 

7. 教筆記法(8) 

8. 把新詞加上拼音(12) 

9. 用簡單方式解釋(14) 

線上課程學員希望老師能: 

1. 多舉例(15) 

2. 場景實習練習(16，17) 

3. 更多課程跟時數(18，19，20) 

4. 台灣在地案例分享(21) 

7.4 你希望這門課以何種方式考試？ 

開南大學學生希望的考試方式有: 

1. 實習演練 (1，3，5，6，7，8，9，10，11V13) 

2. 上台報告(14) 

3. 筆試(12) 

4. 看影片作答(4) 

線上學生希望的考試方式有: 

1. 實習演練 (15) 

2. 線上考(16，18) 

3. 筆試(19，22) 

4. 看影片作答(19) 

5. 口試(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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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譯表現分析量表之效度與信度分析結果 

(一) 效度 

本研究採用驗證此量表的聚斂效度，亦即了解該測驗分數與其他具有相同構念之測

驗分數的關聯，故高效度的測驗應在聚斂效度具有高相關。通譯內容正確性應與學生華

語文閱讀能力有直接相關，故本研究進行學員華語文能力閱讀測驗分數與其通譯口試之

正確性相關性分析，結果發現，學員的通譯口試內容正確性分數與其華語文閱讀測驗分

數有顯著正相關（r= 0.65, p=0.01）。但華測閱讀分數在口語表達以及整體流暢度並沒有

顯著正相關。至於第一人稱與自我介紹這兩項目，則使用概念效度的概念，運用通譯課

程的重點內容概念設計題目，因為是概念入題，則屬於高效度題目。 

(二) 信度 

本研究使用平方加權的方法來凸顯表現好的評分，整體計算是使用在統計軟體 R 裡

的 Kappa2 的函式。整體評量的 Cohen’s Kappa 是 0.844（p<0.01）。而每項項目的 Cohen’s 

Kappa 落在 0.412 到 0.976 （表 4-5），符合 Fleiss、Cohen 等人 Everitt（1969）所設下的

信度標準，代表本分析評量尺規之信度都在可以接受的範圍。 

表 四-5 口譯面向的 Cohen’s Kappa 

 Cohen’s Kappa p-value 

整體評量 0.844 <0.01 

自我介紹 0.976 <0.01 

內容正確性 0.412 <0.01 

第一人稱 0.955 <0.01 

口語表達 0.744 <0.01 

整體流暢度 0.615 <0.01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第四章 研究結果 

 

91 

 

五、通譯課程學習成效與比較 

因為本研究研發之此分析評量的信效度皆在可接受範圍，故研究者將兩位評分者，

使用此量表給予口譯表現之總分相加平均，得出一總分平均分數。將兩位評分者在各項

分數相加除二得各項平均分數，將此總分與各項平均分數針對不同變項進行分群比較。 

(一) 學生組與資深組對於實務口試分數之差異 

在學生組及資深組對於實務口試分數執行獨立樣本 t 檢定後，其結果如表 1，在自我

介紹這項分數上，學生通譯組自我介紹分數(N=14)為 3.5(SD=.51)而資深通譯組 (N=8) 平

均分數為 1.81 (SD=.65)。學生組分數優於資深組，對其施行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結果

發現，學生組在自我介紹這一項顯著優於資深組( t[20]=6.69, p=.000, p<.05）。且學生通譯

組在第一人稱的分數 3.53(SD=.71)上高於資深通譯的 2.81(SD=.37)，有顯著差異

( t[20]=19.91, p<.05) . 

內容正確性與整體流暢度這兩項上，資深通譯組皆高於學生通譯組。對其施行獨立

樣本 t 檢定分析，結果發現，資深通譯組 (N=8) 內容正確性分數為 3.75 (SD=.43)顯著高

於學生通譯組 3.01(SD=.26); t[20]=-4.00, p=.001, p<.05。資深通譯組 (N=8) 在整體流暢度

分數為 3.68(SD=.37)顯著高於學生通譯組 3.00(SD=.65); t[20]=-2.72,p=.013.p<.05。資深通

譯組在口語表現上略高於學生通譯組，但無顯著差異。 

而在總分這一項目，資深通譯組略高於學生通譯組為分組，資深通譯組總分平均分

數(N=8)為 17.00(SD=1.16)而學生通譯組(N=14) 總分平均分數為 16.89(SD=2.19)。施行獨

立樣本 t 檢定分析，結果發現，兩組在此口譯考試的總分上並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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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6 學生組和資深組的學員在實務口試的各項目之差異 

 
新手組 n1=14 

 
資深組 n2=8 

 
t Test p value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自我介紹 3.50 0.52 
 

1.81 0.65 
 

6.70  0 

內容正確性 3.07 0.43 
 

3.75 0.27 
 

-4.00  0.001 

第一人稱 3.53 0.72 
 

2.81 0.37 
 

2.63  0.016 

口語表達 3.71 0.43 
 

3.87 0.35 
 

-0.90  0.378 

整體流暢度 3.00 0.65 
 

3.68 0.37 
 

-2.73  0.013 

總分 16.89 2.19 
 

17.00 1.16 
 

-0.13  0.9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二) 性別對於實務口試分數之差異 

依性別分組執行獨立樣本 t 檢定後，其結果如表 2，在自我介紹這項分數上，男性自

我介紹分數(N=6)平均分數為 3.17 分(SD=0.75)，而女性 (N=16) 平均分數為 2.78 分

(SD=1.08)，性別對於自我介紹上無顯著差異。在內容正確性這項分數上，男性內容正確

性分數平均分數為 3.08 分(SD=0.38)，而女性平均分數為 3.41 分 (SD=0.52)，性別對於內

容正確性上無顯著差異。在第一人稱這項分數上，男性第一人稱分數平均分數為 3.17 分

(SD=0.98)，而女性平均分數為 3.31 分 (SD=0.60)，性別對於第一人稱上也無顯著差異。

在口語表達這項分數上，男性口語表達分數平均分數為 3.42 分(SD=0.49)，而女性平均分

數為 3.91 分 (SD=0.27)，性別對於口語表達上達統計上顯著差異。在整體流暢度這項分

數上，男性整體流暢度分數平均分數為 2.92 分(SD=0.92)，而女性平均分數為 3.38 分 

(SD=0.50)，雖女性高於男性，但性別對於整體流暢度上無顯著差異。在總體通譯分數

上，男性整體分數平均分數為 15.75 分(SD=2.79)，而女性平均分數為 17.38 分 

(SD=1.20)，女性雖高於男性，但性別對於通譯總分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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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7 性別在實務口試的各個面相之差異 

 男性(n1=6)   女性(n2=16) t Test p value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自我介紹 3.17  0.75    2.78  1.08  0.80  0.434 

內容正確性 3.08  0.38  
 

3.41  0.52  -1.37  0.185 

第一人稱 3.17  0.98  
 

3.31  0.60  -0.43  0.675 

口語表達 3.42  0.49  
 

3.91  0.27  -3.00  0.007 

整體流暢度 2.92  0.92  
 

3.38  0.50  -1.52  0.145 

總分 15.75  2.79    17.38  1.20  -1.95  0.065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三) 通譯經驗對於通譯口試分數之差異 

依通譯經驗分群執行獨立樣本 t 檢定後，結果如表 3，在自我介紹這項分數上，無通

譯經驗群之自我介紹分數(n1=10)平均分數為 3.6 分(SD=0.52)，通譯經驗一年內 (n2=3)平

均分數為 3.33 分(SD=0.58)，通譯經驗 1~3 年內 (n3=3) 平均分數為 1.67 分(SD=0.58)，通

譯經驗 3~5 年內(n4=3) 平均分數為 2.5 分(SD=0.87)，通譯經驗 5 年以上(n5=3)平均分數

為 1.67 分(SD=0.58)，說明通譯經驗對於自我介紹上無顯著差異。 

在內容正確性這項分數上，無通譯經驗群之內容正確性分數平均分數為 3.05 分

(SD=0.44)，通譯經驗一年內平均分數為 3.33 分(SD=0.29)，通譯經驗 1~3 年內平均分數

為 3.67 分(SD=0.29) ,通譯經驗 3~5 年內平均分數為 3.5 分(SD=0.87)，通譯經驗 5 年以上

平均分數為 3.67 分(SD=0.29)，說明通譯經驗對於內容正確性上無顯著差異。 

在第一人稱的分數方面，無通譯經驗群之第一人稱分數平均分數為 3.70 分

(SD=0.48)，通譯經驗一年內平均分數為 3.67 分(SD=0.29)，通譯經驗 1~3 年內平均分數

為 2.67 分(SD=0.29)，通譯經驗 3~5 年內平均分數為 2.5 分(SD=1.00)，通譯經驗 5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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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分數為 2.83 分(SD=0.29)，統計結果也顯示，通譯經驗對於第一人稱之使用達統計上

顯著差異，並說明無通譯經驗者使用第一人稱之頻率顯著高於通譯經驗五年以上者。 

在口語表達這項分數方面，無通譯經驗群之口語表達分數平均分數為 3.8 分

(SD=0.35)，通譯經驗一年內平均分數為 3.67 分 (SD=0.58)，通譯經驗 1~3 年內平均分數

為 3.67 分 (SD=0.58),通譯經驗 3~5 年內平均分數為 3.67 分(SD=0.58)，通譯經驗 5 年以上

平均分數為 4.00 分(SD=0.00)，說明通譯經驗對於口語表達上無顯著差異。 

在整體流暢度的方面，無通譯經驗群之整體流暢度分數平均分數為 3.05 分

(SD=0.60)，通譯經驗一年內平均分數為 3.17 分(SD=0.76)，通譯經驗 1~3 年內平均分數

為 3.50 分(SD=0.50)，通譯經驗 3~5 年內平均分數為 3.17 分(SD=1.04 ，通譯經驗 5 年以

上平均分數為 3.83 分(SD=0.29)，經透過 ANOVA 統計分析，說明通譯經驗對於整體流暢

度在統計上無顯著差異。 

在總分的表現上，無通譯經驗群之總分平均分數為 17.35 分(SD=1.18)，通譯經驗一

年內平均分數為 17.50 分(SD=1.73)，通譯經驗 1~3 年內平均分數為 16.17 分(SD=1.04)，

通譯經驗 3~5 年內平均分數為 15.50 分 (SD=4.44)，通譯經驗 5 年以上平均分數為 17.17

分 (SD=0.76)，說明通譯經驗對於整體總分在統計上無顯著差異。 

 

 

 

 

 

 

表 四-8 不同的通譯經驗學員在實務口試的各個面相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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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四) 年齡對於實務口試分數之差異 

依年齡層分群執行獨立樣本 t 檢定後了解年齡對於通譯能力之差異，結果（表 4）顯

示，在自我介紹這項分數上，18~29 歲之學員自我介紹分數(n1=14)平均分數為 3.5 分

(SD=0.52)，30~39 歲之學員 (n2=3) 平均分數為 1.33 分 (SD=0.58)，40 歲以上之學員

(n3=5) 平均分數為 2.10 分 (SD=0.55)，經統計分析後發現，年齡層對於自我介紹分數上

達統計上顯著差異。其中，18~29 歲之學員之自我介紹分數顯著高於年齡較長之學員。 

在內容正確性這項分數上，18~29 歲之學員內容正確性分數(n1=14)平均分數為 3.07

分(SD=0.43)，30~39 歲之學員 (n2=3) 平均分數為 3.67 分 (SD=0.29)，40 歲以上之學員 

(n3=5) 平均分數為 3.80 分(SD=0.27)，經統計分析後發現，年齡層對於內容正確性分數上

達統計上顯著差異。其中，40 歲以上之學員之內容正確性分數顯著高於 18~29 歲之學

員。 

在第一人稱的分數方面，18~29 歲之學員第一人稱分數(n1=14)平均分數為 3.54 分

(SD=0.72)，30~39 歲之學員 (n2=3)平均分數為 2.50 分 (SD=0)，40 歲以上之學員(n3=5)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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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分數為 3 分(SD=0.35)，經統計分析後發現，年齡層對於第一人稱分數上達統計上顯著

差異。但透過事後檢定進行交叉比較，並無顯著差異。 

在口語表達這項分數方面，18~29 歲之學員口語表達分數(n1=14)平均分數為 3.71 分

(SD=0.43)，30~39 歲之學員 (n2=3) 平均分數為 3.67 分(SD=0.58)，40 歲以上之學員

(n3=5)平均分數為 4 分(SD=0.27)，經統計分析後發現，年齡層對於口語表達分數上達統

計上無顯著差異。 

在整體流暢度的方面，18~29 歲之學員整體流暢度分數(n1=14)平均分數為 3.00 分

(SD=0.65)，30~39 歲之學員 (n2=3) 平均分數為 3.67 分(SD=0.58)，40 歲以上之學員

(n3=5)平均分數為 3.70 分(SD=0.27)，經統計分析後發現，年齡層對於整體流暢度分數上

達統計上顯著差異。但透過事後檢定進行交叉比較，並無顯著差異。 

在總分的表現上，18~29 歲之學員整體流暢度分數(n1=14)平均分數為 16.89 分

(SD=2.19)，30~39 歲之學員(n2=3) 平均分數為 16 分(SD=0.87)，40 歲以上之學員(n3=5) 

平均分數為 17.60 分(SD=0.89)，經統計分析後發現，年齡層對於總分分數上未達統計上

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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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9 不同年齡的學員在實務口試的各個面相之差異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五) 口譯技巧問卷結果 

口譯技術調查表的目的是確定兩組不同的口譯員是否認為他們在口譯時使用了相似

的技巧。參與者需要回想他們過去的口譯經驗，然後檢視在通譯的過程中，是否用過以

下的 22 個策略並評估使用程度。學生們所用的評分為：0=無經驗；1=完全沒用；2=沒

用；3=中立；4=有用；5=用的最多。整個問卷有 22 個技巧。 

在課程結束時（10 周，面對面教學 40 小時），兩組學生進行口譯測試並填寫口譯技

巧問卷。口譯技術調查表的目的是確定兩組不同的口譯員是否認為他們在口譯時使用了

相似的技巧。參與者需要回想他們過去的口譯經驗，然後檢視在通譯的過程中，是否用

過以下的 22 個策略並評估使用程度。學生們所用的評分為：0=無經驗；1=完全沒用；

2=沒用；3=中立；4=有用；5=用的最多。整個問卷有 22 個技巧。本問卷是由 Dong 等人

（2019）的研究中而翻譯成中文的。Dong 等人（2019)的英文問卷是通過 17 位口譯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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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的策略。問卷中的每一個技巧都是從前人的研究結果中整理出來的。請參考附錄

四。 

圖 四-1 通譯時常用的技巧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本研究針對完訓對象且擁有通譯經驗者共 12 人進行通譯時常使用技巧之分析。原來

有 14 為自稱有通譯經驗的學生，但依照他們填寫的通譯技巧發現，只有 12 人有實務上

的通譯經驗。圖 4-1 的結果顯示發現大部分通譯人員最常使用之通譯技巧為「準備」（為

口譯任務做一些事前準備，除了研究演講者和演講的背景以及熟悉演講中的技術術語或

表達方式，還會做其他準備）達 3.33 分，其次為「調整」（當您考慮到來源語在字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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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達直接翻譯成目標語時，在語義或文化含義上並不適當，你會根據上下文調整目語

輸出中的單詞選擇）達 2.75 分及「近似」（當您無法及時地呈現“理想的”翻譯內容時，

你會準備或使用差不多會類似的解釋）達 2.58 分。 

而通譯人員不常使用之技巧為「猜測」（為了在沒有抓到、理解或回想來源語言的

意思時，我會自己發出語言或聲音的片段來塞滿空檔，以保持發言的流暢性）為 0.83

分、「跳過」（如果無法理解某個來源語的片段或未能找到正確的翻譯，則忽略該片段）

0.83 分、「除非是關鍵訊息，否則不修復訊息」（如果翻譯錯誤的部分並不重要時，你會

故意放棄修復錯誤）0.91 分、「替代」（在無法理解來源語的訊息時，先不翻譯當前的來

源語片段，而是改寫或重複之前的話，以免造成尷尬）0.92 分。 

以上結果說明，通譯人員大部分會針對所知通譯內容進行事前準備，且執行通譯時

翻譯成目標語時覺得語意不適當時，將會根據上下文自行調整為適當名詞，也會因為無

法即時表達理想翻譯內容而使用差不多類似的句子進行解釋。而以上的論述說明擁有較

佳之華語能力、事前準備及臨場反應力對於通譯人員技巧使用之重要性。 

若依學生組及資深組分組分析結果顯示，學生組通譯最常使用之通譯技能為「添

加」（你會在目標語輸出中添加單詞或句子來補充可能難以令人理解的來源語）達 2.56

分、「調整」2.44 分、「近似」2.44 分、「準備」2.44 分、「推理」（根據上下文，背景知識

或常識來重新建構來源語的訊息）2.22 分、「告知客戶口譯問題」（使用口頭或非口頭語

言來表達你無法接收或理解來源語的內容，或者你找不到適當的翻譯詞語。然後你通常

會請說話者重複或請聽眾參考其他訊息來源）2.22 分。較少使用之技能為「替代」0.78

分、「跳過」0.78 分、「利用來源語中的整體性和連貫性的策略」（利用來源語中的整體性

和連貫性策略，以提高目標語理解的效率）0.89 分。請參考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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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2 資深組使用通譯技巧的排序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圖 四-3 學生組使用通譯技巧的排序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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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依資深組分組分析結果（圖 4-3）顯示，資深組通譯最常使用之通譯技能為「準

備」達 4.13 分、「近似」3.25 分、「調整」3.13 分、「利用來源語中的整體性和連貫性的

策略」（利用來源語中的整體性和連貫性策略，以提高目標語理解的效率）3 分、「推

理」（根據上下文，背景知識或常識來重新建構來源語的訊息）2.13 分、「告知客戶口譯

問題」為 2.38 分。較少使用之技能為「除非是關鍵訊息，否則不修復訊息」1 分、「跳

過」1.13 分、「猜測」為 1 分。請參考圖 4-2。 

以上的數據分析顯示學生組的通譯技巧很低，22 題的技巧分數分佈 2.56-0.78。這證

明很多技巧都沒用過（2=沒用）。這個結果是因爲他們在通譯上缺少經驗。相反來説，

資深通譯班的學員非常瞭解他們在執行任務中所用的技巧，因此在評分上跟學生班的學

生有很大的區別，分數的分佈為 4.13 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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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10 學生組和線上通譯組對課程的滿意度 

 
新手組 線上通譯組 

 
n1=14 % n2=8 % 

這門課程讓你了解做筆記在通譯的重要性 
  

  

非常重要 3 21.4% 7 87.5% 

很重要 7 50.0% 1 12.5% 

還好 4 28.6% 0 0.0% 

不重要 0 0.0% 0 0.0% 

非常不重要 0 0.0% 0 0.0% 

這門課有效地幫助你學習通譯能力與素養 
  

8  

非常有幫助 2 14.3% 6 75.0% 

有幫助 9 64.3% 2 25.0% 

還好 3 21.4% 0 0.0% 

沒有幫助 0 0.0% 0 0.0% 

非常沒幫助 0 0.0% 0 0.0%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1.課程滿意度    

滿意度的結果（如上表）明確地顯示百分之百的線上通譯班學員都認爲「這門課有

效地幫助你學習通譯能力與素養」有幫助（8 個人中的 8 個人的 6 位）覺得非常有幫

助，2 為覺得有幫助。同時，線上通譯組的學員 87.5%認爲筆記非常重要，12.5（1 位）

覺得很重要。這證明資深的通譯都意識到筆記的重要性。相反，學生組的學生對滿意度

和筆記的重要性的評分都比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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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命題可行性 

表 4-8 顯示就命題可行性而言，十二名測試者，包括無通譯經驗者，皆順利完成命

題測試，所有測試者都在各種類別通譯命題上分數均高於 14 分（12 分為及格分數），高

於總分七成。且大多數測試者在訪談中，表示命題設計清楚，使其了解自己在命題中應

當完成的任務為何，可見本研究命題可行。就命題難易度而言，本研究者假設：同等級

的測試者會在命題較難的題目上得較低分數，而在命題較容易的題目上得到較高分數。 

命題類別、通譯總分、華測等級與通譯經驗上的表現呈現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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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11  命題類別、通譯總分、華測等級與通譯經驗上的表現 

編號 命題類別 通譯總分/20 分 華測等級 通譯經驗 

子 司法 16.5 Ｂ1 無 

丑 教育、移工 18.5 Ｂ1 無 

寅 醫療 16 Ｂ2 無 

卯 司法 16.5 Ｂ1 無 

辰 醫療 18.5 Ｂ2 無 

巳 司法 17 B1 無 

午 司法 15.5 C1 1-2 年通譯經驗 

未 教育、移工 18.5 B1 1-2 年通譯經驗 

申 教育、移工 19.5 C1 無 

酉 教育、移工 18.5 B1 2-3 年通譯經驗 

戌 司法 17.5 B2 無 

亥 司法 17.5 B2 無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在此必須説明的是本命題的範圍為社區口譯，其定義為在各種私人和公共場所中進

行並支持平等地使用社區和/或公共服務。「能夠獲得服務的口譯可能包括在法律環境

（警察局，法院，監獄等）中提供的有助於平等訴諸司法的服務。在某些國家/地區，法

律口譯（包括法院口譯在內的廣泛領域）不被視為社區口譯的一部分。」

（https://www.iso.org/standard/54082.html） 

https://www.iso.org/standard/540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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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更進一步瞭解測試者通譯分數是否跟通譯命題類別(Test Type)、測試者華語文

程度(Level)與測試者通譯經驗(Experience)相關，因此，我們進行了 General Linear Model 

分析。如表 4-9: 

 

表 四-12 通譯分數跟通譯命題類別、測試者華語文程度與測試者通譯經

驗之相關性 

 

估計值 Mean Square F test p value 
scheffe 

事後檢定 

常數項 1880.92  1880.92  2386.71  0.000   

命題類別 12.40  6.20  9.35  0.014  移工教育>司法 

華語文程度 1.10  0.55  0.83  0.481   

通譯經驗 1.07  1.07  1.62  0.250   

R2=0.759        調整後 R2=0.558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結果顯示，整體模型高達 75.9（R Squared=.759），其中命題類別（Test Type）與通

譯分數顯著相關，測試者華語文程度與通譯經驗皆與通譯分數無顯著相關。此表示，完

成四十小時的通譯培訓課程後，受測者在此口譯考試的成績表現與華語文程度與通譯經

驗並無相關。 

進行教育移工、醫療、司法通譯成對的比較後，發現受測者在司法相關命題的分數

顯著低於移工教育相關命題。可能是因為醫療通譯命題之樣本數只有兩位，故此分析發

現，受測者在醫療通譯命題上與其他兩者無顯著差異。但由此分析發現，司法相關通譯

命題的確與移工教育通譯命題有分數上顯著差異，司法類型之通譯命題顯著難於移工教

育類型命題。而根據訪談，考過司法相關通譯命題之測試者皆認為，司法相關通譯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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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於移工教育通譯命題。此發現符合當初命題預設：教育移工類型命題詞彙落在華測 B2

等級，為準通譯員口譯認證考試而設計，而司法類型命題落在華測 C1 等級，為通譯員

口譯認證考試而設計。此兩類命題適合作為分級之試題。至於分級命題之通過分數，則

有待下個計畫搜集所需樣本與更大規模樣本進行測試或進行命題反覆修改測試，才能得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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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研究團隊綜合前各章節文獻探討與研究結果分析，得到結論如下： 

(一) 借鑑澳洲 NAATI 制度的好處 

本研究統合文獻探討與研究成果，將各國通譯制度比較整理成下表： 

表 五-1 各國通譯制度比較表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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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台灣目前通譯制度與日本類似，並沒有一個統一的機構加以管理，而

是各單位依照其需求進行培訓與選用。而美國因為各州法律及需求差異，對於通譯的選

用來源較多，聯邦有統一標準與制度，但各州對通譯有自行選訓也接受其他認證來源。   

考量到美日兩國現行制度與前章節所述之本國通譯制度改善目標並不符合，澳洲

NAATI 與加拿大 CTIT 較符合本國需求。而澳洲 NAATI 近年來對於推廣其制度到其他國

家的態度相對積極，如紐西蘭在 2019 年起與 NAATI 合作，如本國與 NAATI 合作，在資

訊分享的完整度、智慧產權方面與法律問題上可以得到支援。另外，澳洲扣除掉英語系

國家移民後，最大宗的移民人口為中國與越南，這個情形與台灣類似。且澳洲與台灣同

屬印太地區，面對同樣的東南亞移民。而 NAATI 具有豐富之東南亞新住民語言通譯課程

與命題，而此東南亞語言通譯資源正是目前台灣建立通譯制度所需要的。再者，NAATI

的線上口譯資源與臺灣的許多口譯情況相吻合。NAATI 線上口譯資源對於我國建立八種

最大的東南亞語言術語資料庫，特別是醫學術語資料庫非常有用。雖然，NAATI 對華文

通譯之中文入門門檻沒有設定得很清楚，但根據 NAATI 的分級，其準通譯員只為 B1 和

B2 的華語水準的人設置。而本計畫為解決此門檻問題，諮詢華語文教學學者之意見，設

定準通譯員與通譯員之華語文門檻為 B1 與 B2，本研究結果證實，此通譯語文門檻可

行。 

從制度面來看，澳洲司法通譯專門認證制度並非政府設立, 而是由全國唯一口筆譯

認證單位（NAATI（National Accreditation for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該單位除了

一般語言之口筆譯證照外,亦有手語翻譯證照與當地原住民語言翻譯證照。NAATI 認證

主要可透過下列五個方法取得:1. 通過 NAATI 所舉辦之認證考試。2. 成功完成由 NAATI 

所認證之澳洲口/筆譯教學機構所提供之課程。3. 具備海 外口/筆譯高等教育機構之學歷

證明。4. 具備由 NAATI 認可之國際口/筆譯專業協會之成員身分。5. 提出資深口筆譯經

歷證明 (NAATI, 2015)。NAATI 頒發之口筆譯認證主要分為四等級,其中口譯等級分別為:

資深會議口譯員(前身為五級)、會議口譯員(前身四級)、專業口譯員(前身三級)、準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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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譯員(前身二級)。其中準專業口譯員與專業口譯員認證,可藉由通過 NAATI 認證考試取

得,資深會議口譯員與會議口譯員認證則需經過審核始可領發。目前澳洲多數司法通譯之

認證資格多落在 NAATI 專業口譯員(前身三級)。NAATI 曾於 1998 年公布一查司法通譯

專業訓練課程綱要, 要求已具備專業口譯員認證之會員接受另外 60 小時之專門訓練。      

Hale (2012）也建議各個等級的口譯人員接受專門道德倫理和跨文化訓練。該建議已

被 NAATI 落實。本計劃實驗的 40 小時培訓課程就是 NAATI 落實 Hale (2012)建議的結

果。NAATI 在國際通譯界具備數十年口碑與相當程度的公信力，因其並非澳洲政府所屬

單位，故 NAATI 在合作方面的限制較少，也較靈活，我國可經由協會或法人方與其聯繫

並洽談合作事宜，其中準專業口譯員與專業口譯員認證兩項只需藉由通過 NAATI 認證

考試即可取得，不須太多認證便可輔導國內通譯人員參加考試並取得 NAATI 證照，較符

合目前國內通譯市場所需。而 NAATI 先進的培訓系統可以滿足台灣口譯人員之需求，例

如線上通譯培訓課程與測驗就很適合台灣口譯人員在職進修或認證。 

研發與施行 NAATI 認可通譯課程 

本研究團隊依據 NAATI 通譯課程要求，設計 40 小時通譯課程。此課程並得到

NAATI 之認可。並依據現有通譯需求，設計兩班面對面和線上通譯課程，經量性與質性

分析結果顯示，所執行的面對面和線上通譯課程達到所預測的成效。 

高完成率：此課程完成率，面對面和線上通譯課程皆是百分之百。 

高滿意度：近九成學生認為此課程有效幫助學習通譯能力與素養。 

提升文化處理能力：大多數學員認為本課程老師經驗分享舉例及演練提升其文化問

題處理能力。 

提高通譯實務能力：透過情境演練，大部分學員都感覺提升了實務經驗，也發現了

一些自己本身應該加強的部分，如表達能力、語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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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華語文能力：所有的學生覺得本通譯課程可增加華語文能力，尤其是提升華語

文詞彙。 

研發出信度與效度兼具之通譯表現分析量表 

本研究團隊根據澳洲 NAATI 通譯守則研發之口譯表現分析量表。此量表使用結果分

析發現，此量表之信度與效度在可接受範圍內，為有效與可靠之口譯表現測量工具。 

研發出可行性與分級性兼具之通譯命題 

本研究團隊參照 NAATI 通譯口試命題設計與要求，首創二十組華文-越南文之通譯

口試命題，並分析命題可行性與分級。對十二名命題測試者施行命題結果發現，本研究

團隊之通譯口試命題施行順利，測試者訪談亦證實其可行性。分析亦顯示，命題難易度

顯著差異，可作為分級使用。 

我國通譯制度設定的門檻起點為華語文 B1 

經過以上研究分析，本研究團隊得到結論，通譯入門門檻可從華語文能力 B1 開

始，特別在社會通譯方面。在醫療和司法通譯的領域，B2 以上的華語為起點為好。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因受有限時間與經費之限制，命題設計與測試的限制有以下三項： 

(一)本命題測試的樣本數小 

因為 NAATI 規定，要完成 NAATI 核可之通譯培訓才具備參與準通譯員與通譯員口

譯認證考試之資格。目前本計劃中完成 NAATI 認可之通譯測試的測試人約二十二人，線

上課程得到證書的為八人，造成本命題測試樣本數小的情況。  

(二) 本命題測試的樣本族群通譯經驗淺  

本研究所徵招的命題測試者，雖然有 B1-C1 不同的華測等級，但是通譯經驗尚淺，

多是毫無經驗或 1-2 年通譯經驗。研究者希望能在下階段研究中擴大樣本族群，讓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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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不同通譯背景與資歷之樣本來進行命題測試。 

(三) 同一測試者只接受一種類型命題  

本研究受限於經費與時間限制，無法讓同一測試者接受兩種類型以上之命題考試，

建議日後研究若有時間與經費，當讓命題測試者接受兩種類型以上的命題考試，對其進

行進一步分析以精確掌握命題類型難度之分數差異。 

經過本研究團隊對我國之通譯市場，人力和培訓現狀的研究探討，以及對通譯分級

分領域的類型文獻和實驗分析結果，本研究團隊對於本國通譯現況有以下幾點重要發現

與解決成果： 

三、提出建議與解決方案 

在此節，本研究團隊綜合前述相關文獻與本研究結果，提出解決我國社區通譯與通

譯培訓困境的短期建議，並提出中長期建議與解決方案，盼能對我國通譯制度提出可行

且系統性的整體解決方案。本研究成果只代表發展系統性通譯制度的第一步。借鑑澳洲

通譯制度後，第二步就是要設計整個通譯系統，比如首先需要建立準通譯員認證系統，

依序再建立通譯員認證系統、專業通譯員認證系統等。預期未來將要突破的困難，會是

設計認證考試與建立系統的經費。另外，因爲認證考試牽涉到內政部、教育部、勞動部

等多部會，本研究團隊希望在有跨部門的合作，完成認證系統的設計與實施。從借鑑澳

洲 NAATI 通譯制度，我們發現，澳洲成功的例子證實，通譯系統要得到社會大衆、新住

民、通譯使用單位的認可，必須有一個統一的專責機構。在澳洲，NAATI 是唯一受各個

政府部門認可的認證機構，其經費的一部分也來自各個政府部門。所以，如果要在台灣

建立一個相似的通譯系統，本研究團隊建議，各個政府部門深度合作，一起建立一個被

國際認可的通譯制度。 

(一)短期建議 

建議一：通譯課程領域不應侷限於司法通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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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通譯們訪談結果，許多通譯們認為通譯培訓課程應擴大到司法通譯之外。實際

上，他們認為不僅司法口譯應具有最高的專業水準，其他口譯領域也應如此。而就行政

院各部會的會議紀錄，亦發現各部會對通譯高規格的需求並不侷限於司法通譯。而不論

學員是新手或資深的通譯，在上完本研究之通譯課後，學員全部明白通譯道德守則對於

執行通譯工作的重要性，也可掌握其內容的細節。因此，我們認爲道德守則和跨文化理

論會繼續成爲通譯培訓課程的重要項目，而且應當也是其他如醫療、教育通譯領域之課

程。 

建議二：通譯課程活動宜增加影片觀摩與通譯練習 

兩組學員都表示他們非常喜歡通過視頻影片來思辨影片中的道德守則和跨文化問

題。 因爲這個課程的視頻是 NAATI 授權的視頻影片，來源語言是英文，不是中文。本

計劃也希望以後根據台灣的新住民通譯場景，跟新住民的資深通譯合作，拍攝真實的以

台灣為背景的視頻，加强這些教學視頻的真實性和針對性。 

為了確保口譯人員正確地解釋資訊並忠實於客戶母語中的原始句子，口譯人員會成

對練習，以便彼此檢查。這種練習和檢查的方法是我們在未來實驗中採用的練習方法。

由於 NAATI 的口譯測試採用相同的面對面形式，因此此種練習可以使學生熟悉實際的口

譯情況。課程問卷結果分析顯示，兩組的學員都希望以後課程能增加實務練習的次數。

在未來的課程中，特別是在面對面的學生通譯課程中，本計劃建議把 10 周的課程延長到

18 周，以便增加學員所需要的實務練習機會和通譯技巧的練習機會。 

(二)中長期建議與解決方案 

建議一：建議設立專業協會 （進行中） 

主辦單位：如內政部、教育部等。 

協辦單位：如勞動部、衛福部、法務部、司法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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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澳洲國家級通譯機構 NAATI 發展過程，澳洲政府先輔導民間團體成立一個專業

通譯協會如澳洲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Interpreters & Translators (AUSIT)來規範培訓課程的

管制，通譯人員的認證和認證考試。初期，澳洲政府支持此協會建立與發展，待 AUSIT 

發展成熟成為一可獨立運作機構後，再成立 NAATI，此發展是民間組織與政府相互援

舉，為政府建構通譯制度，本小利大之舉。而根據本研究結果，通譯人員﹑政府機構和

使用單位都認爲，我國在通譯方面需要建立一個專業協會來規範培訓課程的管制，通譯

人員的認證和認證考試。除此之外，該協會也是推廣與提高通譯品質的單位，應該通過

每年的學術會議為全國通譯人才提供分享跟通譯行業有關的議題。該協會的性質應該跟

澳洲 AUSIT 相等，這也符合汝明麗（2009）專業化社會學模型的第三階段。依據上述，

澳洲相關通譯機構發展、汝明麗專業化社會學模型與本研究結果，本研究團隊建議政府

需輔導成立此一民間協會，以利我國通譯制度之發展。可依循澳洲 NAATI 發展過程，可

說是水到渠成，本小利大之舉。本建議 2021 年就可以執行。 

建議二：發展與教授面對面和線上教學培訓課程 （預定執行年度：2021 年） 

主辦單位：如內政部、教育部等。 

協辦單位：如勞動部、衛福部、、法務部、司法院等。 

繼續實體和線上的通譯培訓，建議一年將教授 4 次線上培訓，每一次 10 周，每周兩

晚，一共 40 小時。至於面對面的課程，本計劃希望後續研究跟相關的大學或其他機構合

作，不但安排教授道德和跨文化能力的課程，也會編寫口譯技巧訓練課程。把從 B1 開

始的華語文學生培訓成成功通過認證考試的通譯訓練還需要另外 18 周（每周 2-4 小時）

的課程。本課程的内容將包括改寫的口譯技巧和認證考試訓練 （Gillies，2013）。 

建議三：擴展命題範圍（2021年執行） 

主辦單位：如內政部、教育部等。 

協辦單位：如勞動部、衛福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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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把華語到越南語的 20 個命題轉寫成我國八大東南亞語言的題目。本計劃通過實

驗與教學已經驗證了華語《---》越南語的 20 個命題的合適性。建議就是把華語到越南語

的 20 個命題轉寫成我國八大東南亞語言的題目，以便迅速為我國培訓出為這八大語言的

新住民和台灣社會服務的通譯認證題目，彌補我國在這些語言的通譯缺口。當然多種語

言的命題需要嚴謹的寫作、審查和試用的人力資源。因此本計劃希望和國家機構或民間

機構合作，為我國完成這一大任務。執行時間預測為 2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12 月。 

建議四：設計道德和跨文化知識的考試以及準口譯員和口譯員認證考試 （2021年

執行） 

主辦單位：如內政部、教育部等。 

協辦單位：如勞動部、衛福部、法務部、司法院等。 

預測的通譯考試測驗方式以 Sandra Hale 等人（2012）對 NAATI 考試的建議為基

礎。參與考試者首先要達到以下的標準，才能參加認證考試，步驟為： 

1.取得認證考試資格 

認證者需透過數位學習管理系統進行道德能力和跨文化能力測驗。在執行線上測驗

前，需完成一個線上課程。預測的課程將以同步教授，本計劃完成的課程是由張箴助理

教授完成的。將來也可以考慮開發一個非同步，以視頻和遠距教學爲主的道德能力和跨

文化能力課程，以便無法上課的資深通譯可以快速得到 NAATI 的認可，并且獲得

Recognised Practicing Interpreter 證書（請見附錄九）。取得 Recognised Practicing 

Interpreter 證書的通譯員不需要參加考試。但如果持有 Recognised Practicing Interpreter 證

書者想取得準通譯員認證時，就必須參加筆試。 

將來本課程大約需要 40 個小時才能完成，它包含 4 個課程模組，每個模組學習後都

有學習活動，例如測驗，簡短問題和答案，反思問題和閱讀材料。完成全數位線上課程

後，將有資格參加線上考試，線上考試將在每個月的月底執行筆試。筆試需要測試者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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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90 分鐘的時間回答六個跟道德能力和跨文化能力有關的問題。該問題將包括：回答三

個基於知識的簡答題；回答三個基於場景的簡答題。這就是整個考試中的筆試部分。候

選者需要用電腦打字來回答問題。 

此道德能力測試將評估候選人對相關道德守則的瞭解及候選人在各種口譯在翻譯場

景中發現道德問題的能力，與將相關道德原理應用於各種情況之能力。跨文化能力是指

口譯員和翻譯員所需要的知識和技能，使他們能夠識別語言中特定的文化資訊，以精準

的語言適當地翻譯資訊，並以適合文化的方式與客戶打交道。 

本計劃開南大學的越南學生，因爲已經完整地參與了這次的實驗，就已經有資格參

加將來的認證考試。 

2.參加認證考試 

當符合培訓、華語水準資格之條件，且完成道德能力測驗及跨文化能力測驗，並取

得認證考試資格認定後，即可參加認證考試。本計劃希望先設計準通譯員及通譯員認證

考試。按照 NAATI 的規定，未通過準通譯員及通譯員認證的通譯沒有資格參加專業的醫

療和司法通譯認證考試。因此設計準通譯員及通譯員認證的筆試和口試對整個通譯制度

的設計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考試分分數將匿名地由每個審查員都會分別計算結果。若不同考官對同一候選人的

表現有差異時，則由其他考官評估該份考卷的成績，以協助確定最終測驗結果。 

對於作為口譯員的工作經驗:候選人必須處理口語，並將某人從一種語言說成的另一

種語言解釋。 

3.準通譯員認證（Certified Provisional Interpreter） 

準通譯員認證適用於需要在工作場所使用除華語以外的其他語言進行基本交流者。

準通譯員需要提供相關證據及文件，證明他們具備以下的基本經驗和能力： 

a. 符合本認證規定之華語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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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完成道德能力和跨文化能力培訓與測驗 

c. 具備翻譯或口譯工作經驗 

d. 已完成助理通譯員培訓認證  

e. 通過準通譯認證考試評估能力，評估要點如下： 

f. 準確傳達資訊並在需要時闡明常規要點 

g. 遵守華語互動中預期的程式規範（例如禮貌和時間效率） 

h. 從客戶那裡獲取資訊 

i. 關注並理解非華語為母語人士的說話內容 

j. 尋求澄清是否立即理解這種談話 

k. 發音準確到足以使語音清晰可辨的程度 

l. 足夠準確地表達語言，以免錯誤不會妨礙或損害溝通 

m.需要具備足夠詞彙量，以便可準確、清楚地解釋組織程式和相關事項。 

準通譯認證考試有三項實務任務，包括兩個逐步的口譯面對面對話任務以及一項逐

步的口譯遠程對話任務（通過電話/視訊）。 

每個任務都是作為現場角色扮演所執行的。每個角色扮演都會有兩個角色扮演者，

一個會說華語，一個會講測試語言（例如：越南語）。 

候選人將需要以逐步模式為每個角色扮演者進行口譯。每個任務時間為 10-12 分

鐘，並將設置在社區通譯的領域中。 

4.通譯員認證（Certified Interpreter） 

認證口譯員測試有八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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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兩次對話 

一項逐步的口譯面對面對話任務 

一項逐步的口譯遠程對話任務 

(2)兩種視覺翻譯（與對話任務在同一域中）（注：視覺翻譯是把書面材料進行口頭

上的翻譯，把内容轉換從華語翻成另一種語言的口語。） 

一個視覺翻譯:把非華語的語言（非華語）翻成華語的任務–與面對面對話任務

相關並在其後立即進行。 

一個視覺翻譯:把華語翻譯任務–與遠程對話任務相關並在其之後進行。 

(3)四個獨白 

逐步傳譯一次–獨白非華語任務 

逐步傳譯一次–獨白華語任務 

同步傳譯–獨白非華語任務 

同步傳譯–獨白華語任務 

建議五：設計和建立醫學口譯專業認證考試和法律口譯專業認證考試（2022年後執

行） 

主辦單位：如內政部、教育部等。 

協辦單位：如衛福部、法務部、司法院等。 

本研究的目標是為社區通譯建立系統，但在研究中也深入瞭解了法律口譯專業和醫

學口譯專業的測試需求，因此也希望有機會設計司法通譯和醫療通譯的測驗，該測試的

道德和跨文化能力會在培訓中評估。當然設計任何測驗的第一步就是命題。命題屬於教

育學領域，本計劃的命題團隊是由華語文教學與教育學專家陳嘉怡博士所領導。本研究

團隊建議將來在命題過程中增加邀請：（1）資深在職司法通譯；（2）口譯教育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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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通譯無關的語言教學專家。但在少數語言的群組中，可能找不到這三方的命題專家，

因此可能會邀請跟這些語言相關的人士參與。本建議希望在 2022 年執行。 

這些命題專家不但可以為我們命題，也可以成爲以後評估測驗的考官。許多考官，

尤其是那些在職通譯人員，可能對口譯的滿意度有很好的直覺，但對翻譯和口譯的理論

沒有任何背景（如道德和跨文化理論上），這可能導致一種僅採取字面上的做法進行標

記，或者過度關注語言品質問題的趨勢。解決方法是讓這樣的考官與有口譯背景的人合

作，以便將他們的評論和評估「翻譯」成分數的標準。當命題結束之後，就可以繼續設

計相關的認證考試，如下： 

1. 法律口譯專業認證考試 

(1)法律口譯專業認證考試 

將包括雙向逐步口譯問題和答案，同時將語音翻譯成其他語言（華語和非華語）、

文件的即興翻譯、法院協議，例如向法院致辭、尋求澄清、提供解釋等。 這可以以模擬

腳本測試來完成。對於在職口譯員來說，可以用候選人擔任口譯員的真實案例的觀察來

考試。 

(2)術語測試 

2. 醫學口譯專業認證考試 

(1)模擬與醫患互動（對話翻譯、視覺翻譯、管理技能） 

(2)模擬的心理健康口譯情況（口語或耳語同時進行口譯） 

建議六：製作口譯訊息包（2021年後執行） 

主辦單位：如內政部、教育部等。 

協辦單位：如勞動部、衛福部等。 

口譯發展協會將製作一個訊息包，其目的為解釋口譯和筆譯，認證與資格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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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的前提條件和對候選人的期望，包括候選人的華語和其母語的預期語言水準。閱讀

了這樣的訊息包後，可以預測有些對口譯和翻譯有誤解的人將放棄認證。讓無成功機會

的候選人不會浪費金錢和時間來進行認證。它還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有關低通過率的潛

在投訴。 

建議七：建立評估專家小組（2021年後執行） 

主辦單位：如內政部、教育部等。 

協辦單位：如勞動部、衛福部、法務部、司法院等。 

本研究團隊希望建立一個專家評估小組，其中設有專門的子小組，以設計必修課程

的課程，並為最終評估任務提供指導。專家小組應由大學翻譯所的教育工作者組成，其

成員資格每五年輪換一次。對於每個專業，應組織不同的專家小組，相關行業/專業以及

口譯的代表（例如，法律專業的律師，醫學專業的醫療保健工作者等）。 

建議八：建立平臺（2021年後執行） 

主辦單位：如內政部、教育部等。 

協辦單位：如勞動部、衛福部、法務部、司法院等。 

本平臺將成爲線上教學的平臺，並成爲學習成員互相溝通，分享經驗的網站，預測

會為職前的通譯開設華語課程，使他們通過專業的培訓提升華語程度並通過通譯認證考

試。此協會也會為在職的通譯舉辦線上認證課程並利用網頁宣傳跟通譯有關的培訓活

動。希望此協會能夠成爲我國新住民通譯們可以互相學習的協會，更能夠完成汝明麗

（2009）第三階段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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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九：與我國大學合作開辦 NAATI認可的口譯課程（2022-2023年） 

主辦單位：如教育部等。 

協辦單位：如內政部、勞動部、衛福部、法務部等。 

本研究團隊希望將來有機會與 NAATI 和台灣的大學合作，依照 NAATI 的標準高等

教育課程，並鼓勵所有申請人在大學所提供的語言組合下採取正式的認證途徑。執行時

間可從 2021 年開始。 

建議十：口譯測試驗證研究（2023年後） 

主辦單位：如內政部、教育部等。 

協辦單位：如勞動部、衛福部、法務部、司法院等。 

建議進行驗證研究項目驗證新的口譯測試工具。驗證研究將以實驗的構造定義來設

計測試的組件，每個組件的難度級別、標準和測試的執行。 

將進行驗證研究項目驗證新的口譯測試工具。驗證研究將以實驗的構造定義來設計

測試的組件，每個組件的難度級別、標準和測試的執行。需要根據實驗中所訂的定義進

行，以便評估工具可以與它們保持一致。本驗證研究將預測在 2 至 3 年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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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40 筆命題的中-越題目 

序號 命題 語言 

1 教育通譯情境：一新生訓練 中 

2 教育通譯情境：一新生訓練 越 

3 教育通譯情境二：打工與讀書（上） 中 

4 教育通譯情境二：打工與讀書（上） 越 

5 教育通譯情境三：打工與讀書（下） 中 

6 教育通譯情境三：打工與讀書（下） 越 

7 教育通譯情境四 ：學生宿舍規定宣導 中 

8 教育通譯情境四 ：學生宿舍規定宣導 越 

9 教育通譯情境五：學生旅行 中 

10 教育通譯情境五：學生旅行 越 

11 教育通譯情境六：租屋注意事項 中 

12 教育通譯情境六：租屋注意事項 越 

13 移工通譯情境一：職前說明 中 

14 移工通譯情境一：職前說明 越 

15 移工通譯情境二：伙食問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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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移工通譯情境二：伙食問題 越 

17 移工通譯情境三：放音樂衝突 中 

18 移工通譯情境三：放音樂衝突 越 

19 移工通譯情境四：逃跑移工 中 

20 移工通譯情境四：逃跑移工 越 

21 移工通譯情境五：台北火車站大廳禁坐事件 中 

22 移工通譯情境五：台北火車站大廳禁坐事件 越 

23 司法通譯情境一：警察路邊臨時檢查酒駕 中 

24 司法通譯情境一：警察路邊臨時檢查酒駕 越 

25 司法通譯情境二：新住民申請依親居留證 中 

26 司法通譯情境二：新住民申請依親居留證 越 

27 司法通譯情境三：諮詢離婚相關法規 中 

28 司法通譯情境三：諮詢離婚相關法規 越 

29 司法通譯情境四：家暴防治論壇 中 

30 司法通譯情境四：家暴防治論壇 越 

31 醫療通譯情境一：掛號 中 

32 醫療通譯情境一：掛號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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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醫療通譯情境二：孕婦第一次產檢 中 

34 醫療通譯情境二：孕婦第一次產檢 越 

35 醫療通譯情境三：外國人健檢 中 

36 醫療通譯情境三：外國人健檢 越 

37 醫療通譯情境四：看牙醫 中 

38 醫療通譯情境四：看牙醫 越 

39 醫療通譯情境五：施打疫苗 中 

40 醫療通譯情境五：施打疫苗 越 



我國新住民通譯人員培訓與機制發展- 

以澳洲國家級通譯認證制度 NAATI 為借鑒之研究 

 

124 

 

 



  附錄二 

125 

 

 

附錄二：通譯表現評分表  

 自我介紹 內容正確

性（意

思） 

使用第一

人稱 

 

語音表

現 

整體通譯流暢度 

4 完整介紹自己

通譯身份 

（1 通譯、2 使

用第一人稱、3

一句一句說、4

對雙方說明） 

內容從頭

到尾沒有

漏翻或翻

錯   

 

從頭到尾

使用第一

人稱 

1 音量

適中 

2 語速

適中 

3 中文

發音清

楚 

4 越南

語發音

清楚 

 

整體通譯過程非常流暢 

通譯在第一時間即可了解

當事者的意思 

1.沒有停頓超過五秒 

2.沒有要求當事者重複講過

的話 

 

3 少一項介紹自

己通譯身份（1

通譯、2 使用

第一人稱、3

一句一句說、4

對雙方說明） 

內容有少

數漏翻、

翻錯  

有少數沒

用第一人

稱 

少一項 整體通譯過程順暢 

通譯大部分都可在第一時

間了解當事者意思 

極少數需透過查字典、要

求重複語句等方法了解當

事者的意思 

1.停頓超過五秒、 

2.要求當事者重複講過的話

（1+2 少於 3） 

2 少兩項介紹自

己通譯身份（1

通譯、2 使用

第一人稱、3

一句一句說、4

對雙方說明） 

內容有半

數漏翻、

翻錯 且影

響翻譯前

後文 

有半數沒

用第一人

稱 

少兩項 整體通譯過程不太順暢 

通譯過程常有停頓或重複 

1.停頓超過五秒、 

2.要求當事者重複講過的話 

（3 次 < 1+2< 8 次  ） 

1 少三項介紹自

己通譯身份（1

通譯、2 使用

第一人稱、3

一句一句說、4

對雙方說明） 

大多數內

容翻錯、

但仍有少

數正確 

多數沒用

第一人稱 

少三項 整體通譯過程常因為停頓

與重複耗費許多時間 

 

1.停頓超過五秒、 

2.要求當事者重複講過的話 

（1+2 > 8次  ） 

0 完全沒有自我

介紹 

完全沒有

傳達正確

內容 

從頭到尾

都沒用第

一人稱 0 

都沒有 通譯過程通譯者每一句都

要求當事者重複或停頓 

⚫ 滿分 20 分  （12 分為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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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1091 通譯課程問卷 

 

此問卷最大的要求，是你「誠實」回答以下的問題以及你的「回答內容」。我們希望你

把每個答案寫成一篇短文（Long answer）每一題都要求回答字數 50 字以上，你可以參考講

義回答問題，根據自己的經驗，整理出自己的想法。 

* Required 

一、背景資料 

1.1 班級 

開南大學應華系 

線上通譯課 

1.2 姓名 

 
Your answer 

1.3 生理性別 

男 

女 

1.4 年齡 

18-22 歲 

22-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59 歲 

60 歲以上 

1.5 上此通譯課前，你擔任通譯的經驗是 

從沒擔任過通譯 

一年內 

一年到三年 

三年到五年 

五年到十年 

十年以上 

1.5.1 如果有擔任通譯經驗，是在哪一方面（教育、移工、醫療、司法) 的通譯？請說說

你在通譯工作上的經驗，困難，或說說你比較擅長的那方面。 

Your answer 

 
1.6 在上這門通譯課前，你覺得身為一個通譯需要哪些能力？為什麼？華語文能力和母

語能力大概要在哪個程度（聽說讀寫)？ 

Your ans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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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在上這門課前，你知道通譯需要認證嗎？在你的母國有通譯認證制度嗎？ 

 
Your answer 

1.8 你想取得通譯課的學習證明嗎？如果想，為什麼想取得通譯學習證明？你人生的規

劃和這個通譯學習證明有什麼關係？ 

Your answer 

 
1.9 上這門通譯課後，你覺得身為一個通譯需要哪些能力？華語文能力和母語能力大概

要在哪個程度（聽說讀寫)？ 

Your answer 

 
1.10 你有考過華測嗎？你通過華測聽力最高等級是？ 

沒參加過華測考試 

A2 

B1 

B2 

C1 

C2 

1.11 你有考過華測嗎？你通過華測閱讀最高等級是？ 

沒參加過華測考試 

A2 

B1 

B2 

C1 

C2 

Other: 

 
二、通譯道德問題 

2.1 你在上這門課前，聽過道德倫理嗎？你覺得道德倫理是什麼？ 

 
Your answer 

2.2 你在上這門課前，你知道通譯道德守則嗎？上課到現在，你覺得通譯道德守則對於

執行通譯重不重要？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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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answer 

 
2.3 你覺得這門課有幫助你學習通譯道德守則嗎？ 如果有， 你覺得老師用的哪種方法對

你學習通譯守則最有幫助？ 

Your answer 

 
2.4 你覺得學習通譯道德守則最困難的地方是什麽？你希望老師怎麽可以幫助你加强學

習這些守則？ 

Your answer 

 
三、跨文化素養 

3.1. 你覺得這門課對於你在不同的文化下處理通譯問題有幫助嗎？如果有， 你覺得老師

用的哪種方法在這方面對你最有幫助？ 

Your answer 

 
3.2 你覺得學習跨文化素養最困難的地方是什麽？你希望老師怎麽樣可以幫助你加強學

習跨文化素養？ 

Your answer 

 
四、記錄能力 

4.1 你覺得這門課是否讓你了解到做筆記在通譯的重要性？ 

非常不贊同 

1 

2 

3 

4 

5 

非常贊同 

4.2 你覺得你有從這門課學到做通譯筆記的方法嗎？(無論是紙筆或數位）如果有，說說

老師教的方法？或者你想學但老師還沒教的筆記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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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answer 

 
五、實務演練與情境練習 

5.1 這門課提供讓大家實務演練真實通譯的情境，你覺得這樣的演練對你通譯能力有沒

有幫助？你覺得學習實務演練中最困難的地方是什麽？你希望老師怎麽樣可以幫助你加強實

務演練？ 

Your answer 

 
5.2 在確實保密客戶個資的情況下，你覺得跟其他通譯討論在通譯情境上遇到的困難，

類似通譯支持小組(support group) 的討論與交流，是能讓你通譯能力與素養的進步的方式

嗎？如果是，請說為什麼？如果不是，也請說為什麼？ 

Your answer 

 
六、通譯前準備與自律學習精進 

6.1 你覺得這門課有提升你的華語文能力嗎？如果有，是提升了哪方面的能力（ex:聽說

讀寫、文法、詞彙）？怎麼來提升了呢？ 

Your answer 

 
6.2 你覺得在通譯這門課上，你還想精進哪個方面的技能與素養？ 

 
Your answer 

6.3 你覺得為什麼通譯人員要組成協會，參加協會對通譯人員有什麼好處？ 

Your answer 

 
七、整體而言 

7.1 請說說，這門課中，你覺得最難的地方是什麽？你最希望這門通譯課幫助你進步的

地方是什麽？ 

Your ans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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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說說你覺得這門課最有趣，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麽？是單元或活動？為什麼？ 

Your answer 

 
7.3 你希望老師能做什麼，讓這門課對你更有幫助？ 

 
Your answer 

7.4 你希望這門課以何種方式考試？ 

 
Your answer 

7.5 總體而言，這門課有效地幫助你學習通譯能力與素養。 

非常不贊同 

1 

2 

3 

4 

5 

非常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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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口譯技巧問卷 

指示：請回想您過去的口譯經驗，然後檢視在通譯的過程中，是否用過以下的策略

並評估使用程度： 

1=完全沒用；2=沒用；3=中立；4=有用；5=用的最多 

謝謝您參與本研究。 

 

  

Email address  

1. 調整：當您考慮到來源語在字面上的表達直接翻譯成目標語時，在語義或文化含

義上 

並不適當，你會根據上下文調整目語輸出中的單詞選擇。（Kohn & Kalina, 1996) 

 1 2 3 4 5  

完全沒用      用的最多 

2. 添加：你會在目標語輸出中添加單詞或句子來補

充可能難以令人理解的來源語。 

（Kohn & Kalina, 1996；Wang, 2012) 

 1 2 3 4 5  

完全沒用      用的最多 

3. 預測：你會根據上下文的語內或弦外之音來預測接下來的訊息或措辭。 

(Bartłomiejczyk, 2006; Kohn & Kalina, 1996；Pöchhacker, 2004; Riccardi, 1996) 

 

 1 2 3 4 5  

完全沒用      用的最多 

4. 近似：當您無法及時地呈現“理想的”翻譯內容時，你會準備或使用差不多會類 

似的解釋。(Bartłomiejczyk, 2006; Bertone, 2011; Kohn & Kalina, 1996；Li, 2003) 

 1 2 3 4 5  

完全沒用      用的最多 

5. 濃縮：你會利用一些手法，像是刪減多餘的訊息、概括或用代名詞與特定格式來 

取代名詞…等，來簡潔地翻譯成目標語。(Chernov, 2002; Bartlomiejczyk, 

 2006, p. 161 中的遺漏; Moser-Mercer， 1997，p.257 中的‘略過’);  

(Wang, 2012,p. 206 中的‘減少’和 Chernov, 2002) 

 1 2 3 4 5  

完全沒用      用的最多 

6. 明確：為了讓來源語中要傳達的內容在目標語的輸出中更明確，你會用像是使用 

連接詞將暗示或模糊的邏輯明白地表達出來，或當來源語使用代名詞時，你在目標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LZ896oGjWdUcQRfnq_TwFVNPGu2ezCIZ/edit#heading=h.3vac5uf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LZ896oGjWdUcQRfnq_TwFVNPGu2ezCIZ/edit#heading=h.3vac5uf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LZ896oGjWdUcQRfnq_TwFVNPGu2ezCIZ/edit#heading=h.319y80a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LZ896oGjWdUcQRfnq_TwFVNPGu2ezCIZ/edit#heading=h.3q5sasy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LZ896oGjWdUcQRfnq_TwFVNPGu2ezCIZ/edit#heading=h.3vac5uf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LZ896oGjWdUcQRfnq_TwFVNPGu2ezCIZ/edit#heading=h.48pi1t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LZ896oGjWdUcQRfnq_TwFVNPGu2ezCIZ/edit#heading=h.3q5sasy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LZ896oGjWdUcQRfnq_TwFVNPGu2ezCIZ/edit#heading=h.25b2l0r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LZ896oGjWdUcQRfnq_TwFVNPGu2ezCIZ/edit#heading=h.3vac5uf


我國新住民通譯人員培訓與機制發展- 

以澳洲國家級通譯認證制度 NAATI 為借鑒之研究 

 

134 

 

語中使用名詞。(Baker, 1996; Kenny, 2005; Olohan & Baker, 2000;  

Tang & Li, 2016; Wang, 2012). 

 1 2 3 4 5  

完全沒用      用的最多 

7. 猜測：為了在沒有抓到、理解或回想來源語言的意思時，我會自己發出語言 

或聲音的片段來塞滿空檔，以保持發言的流暢性。 

（Giles，2009; Bartlomiejczyk,2006) 

 1 2 3 4 5  

完全沒用      用的最多 

8. 推理：根據上下文，背景知識或常識來重新建構來源語的訊息。 

(Bartlomiejczyk,2006;Giles, 2009; Seleskovitch, 1978b) 

 1 2 3 4 5  

完全沒用      用的最多 

9. 告知客戶口譯問題：使用口頭或非口頭語言來表達你無法接收或理解來源語的 

內容，或者你找不到適當的翻譯詞語。然後你通常會請說話者重複或請聽眾參考 

其他訊息來源。(Giles, 2009; Herbert, 1952) 

 1 2 3 4 5  

完全沒用      用的最多 

10. 除非是關鍵訊息，否則不修復訊息：如果翻譯錯誤的部分並不重要時，你會故意

放棄修復錯誤。(Bartlomiejczyk,2006; Moser-Mercer,1997) 

 1 2 3 4 5  

完全沒用      用的最多 

11. 在並行結構中，換句話說：當輸入內容有多個可能或流行的翻譯方法時，在並行

結構中你會提供幾種說法來翻譯；或翻譯為並行結構中的錯誤提供修復以減少對

輸出結果的損害。(Herbert, 1952; Kohn and Kalina, 1996; Li, 2013;  

Yang and Deng, 2011) 

 1 2 3 4 5  

完全沒用      用的最多 

12. 個人交往和參與：想像自己是演講者，以便更好地理解演講者的意圖並更有效地

進行翻譯。(Bartlomiejczyk, 2006; Seleskovitch, 1978a) 

 1 2 3 4 5  

完全沒用      用的最多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LZ896oGjWdUcQRfnq_TwFVNPGu2ezCIZ/edit#heading=h.3q5sasy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LZ896oGjWdUcQRfnq_TwFVNPGu2ezCIZ/edit#heading=h.1baon6m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LZ896oGjWdUcQRfnq_TwFVNPGu2ezCIZ/edit#heading=h.39kk8xu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LZ896oGjWdUcQRfnq_TwFVNPGu2ezCIZ/edit#heading=h.3mzq4wv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LZ896oGjWdUcQRfnq_TwFVNPGu2ezCIZ/edit#heading=h.319y8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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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準備：為口譯任務做一些事前準備，除了研究演講者和演講的背景以及熟悉演講

中的技術術語或表達方式，還會做其他準備。(Bartlomiejczyk, 2006; Kalina, 

1994;Pöchhacker, 2004) 

 1 2 3 4 5  

完全沒用      用的最多 

14. 複製：當聽眾很熟悉來源語的某個領域時，在翻譯目標語時直接使用來源語 

（例如 Word，Excel，PowerPoint 等特定術語）。(Bartlomiejczyk, 2006; Gile, 2009) 

 1 2 3 4 5  

完全沒用      用的最多 

15. 跳過：如果無法理解某個來源語的片段或未能找到正確的翻譯，則忽略該片段。
(Li,2013; Riccardi, 1996) 

 1 2 3 4 5  

完全沒用      用的最多 

16. 停頓：爭取一些時間來回想來源語的訊息，利用閱讀筆記或降低語速，或利用 

塞入一些停頓或連接詞等方法刻意拉長翻譯時間來尋找正確的目標語表達方法。 

(Li, 2013; Pöchhacker, 2004; Riccardi, 2005; Gile 2009; Bartlomiejczyk, 

2006) 

 1 2 3 4 5  

完全沒用      用的最多 

17. 替代：在無法理解來源語的訊息時，先不翻譯當前的來源語片段，而是改寫或 

重複之前的話，以免造成尷尬。(Kirchhoff, 2002; Kohn and Kalina, 1996) 

 1 2 3 4 5  

完全沒用      用的最多 

18. 利用來源語中的整體性和連貫性的策略：利用來源語中的整體性和連貫性策略， 

以提高目標語理解的效率。(Kalina, 1994) 

 1 2 3 4 5  

完全沒用      用的最多 

19. 轉換：偏離來源語中的語序，句型結構或語序後並在輸出中用不同的單詞順序，

句子結構或句子順序在輸出的目標語中表達來源語的含義。(Bertone, 2011; Kalina, 

1994; Kohn and Kalina, 1996; Moser-Mercer, 2000; Riccardi, 1996;Bartlomiejczyk, 

2006) 

 1 2 3 4 5  

完全沒用      用的最多 

20. 使用公式表達：在目標語中採用公式或常見的表達方式以提高解釋效率。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LZ896oGjWdUcQRfnq_TwFVNPGu2ezCIZ/edit#heading=h.48pi1t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LZ896oGjWdUcQRfnq_TwFVNPGu2ezCIZ/edit#heading=h.48pi1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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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cardi, 1996， 2005） 

 1 2 3 4 5  

完全沒用      用的最多 

21. 可視化：利用跟來源語訊息有關的心理圖片，以便更有效地調用來源語訊息。 

(Bartlomiejczyk, 2006; Jones, 2008) 

 1 2 3 4 5  

完全沒用      用的最多 

22. 逐詞翻譯：在不完全理解的輸入含義或不考慮輸出的語法，銜接或連貫性的 

情況下，逐字翻譯（幾乎）每個單詞並將這些翻譯片段進行一個字一個字的連接。
(Yang and Deng, 2011; Bartlomiejczyk, 2006; Gile, 2009) 

 1 2 3 4 5  

完全沒用      用的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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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跨文化技能課程的練習活動 

 

練習活動（第一章 第一課：一個文化與多個文化） 

第 1 題: 文化是專門指與一個國家及其人民相關的習俗和習慣。  

  

1．True 2．False

第 2 題: 在冰山的文化比喻中，冰山尖角代表了某個群體中我們可以看到、聽到和摸到的行

為。冰山尖角還包括下核心價值，是從一代傳到了下一代。

1．True 2．False

第 3 題: 一個人的文化身份僅由一個主要元素構成，這就是他們的國籍。

1．True 2．False 

第 4 題: Edward Hall 在他的《超越文化》的書中發展了文化冰山這個比喻。

1．True 2．False  

第 5 題: 世界觀，決策模型，權力關係，對權威和時間概念的尊重是文化的無形部分，它們

是文化的隱含體現，對行為、價值觀和思想產生影響。

1．True 2．False 

第 6 題: 文化並不是單一的東西，而是會動的和一直______的，會受到不同的因素影響的族

群價值觀。 

1．轉變 

2．均一 

3．環境 

4．身份 

5．全球

第 7 題: 文化並不以國家為界限，文化的定義中也不是指文化是______的。

1．轉變 

2．均一 

3．環境 

4．身份 

5．全球 

第 8 題: 文化轉移是指文化總是隨著______、全球變化和本地事件而變化的。

1．轉變 

2．均一 

3．環境 

4．身份 

5．全球

第 9 題: 通過超級多樣性，我們認識到對個人文化______的許多影響，並且承認單一的整體

文化不是現實。

1．轉變 

2．均一 

3．環境 

4．身份 

5．全球 

第 10 題: 技術、經濟、政治和文化交流已使台灣公民成為______網路的一部分。

1．轉變 

2．均一 

3．環境 

4．身份 

5．全球

練習活動（第一章 第二課：文化敏感度的培養） 

第 1 題: 在發送和接收消息時，較依賴語言且較少依賴上下文線索的多元文化：  

1．高語境文化       

   

2．中語境文化       

   

3．低語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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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題: 非語言交流或肢體語言是一種方式，讓人們用來：   

   

1．互相發送和接收不涉及語言  

2．通過書面交流發送和接收訊息     

     

3．在低語境文化中進行交流，在這種文化中，資訊主要通過文字傳達  

  

第 3 題: 在高語境文化中，訊息是通過文字傳達的，而且：   

   

1．透過具有較高音域的單詞。     

     

2．透過口頭交流。 

3．通過語氣、手勢、沉默和暗示的含義。    

   

第 4 題:您將以下哪項歸類為最「低語境」文化的國家？   

   

1．德國       

    

2．南美       

   

3．阿拉伯       

   

4．南歐       

   

5 題: 文化交流方式的差異可以包括：語調，使用多少沉默，談論什麼以及何時談話等： 

1．雙文化交流       

  

2．跨文化的交流      

    

3．跨越的文化交流 

第 6 題:否認、防禦和_____階段與民族中心主義有關。   

  

1．愚蠢的問題 

2．具有跨文化交流的能力 

3．承認表面文化差異 

4．最小化 

5．認識並欣賞人們在價值觀和行為上的

差異 

6．能夠促進文化之間的建設性接觸 

7．對那些文化與自己的文化不同的人進

行負面評價

第 7 題: 拒絕階段的特徵是______綜合症。

1．愚蠢的問題 

2．具有跨文化交流的能力 

3．承認表面文化差異 

4．最小化 

5．認識並欣賞人們在價值觀和行為上的

差異 

6．能夠促進文化之間的建設性接觸 

7．對那些文化與自己的文化不同的人進

行負面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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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題: 防禦階段的特徵是承認文化差異並加上______。 貶低、優越和逆轉是這個    階段的

主題。       

     

1．愚蠢的問題 

2．具有跨文化交流的能力 

3．承認表面文化差異 

4．最小化 

5．認識並欣賞人們在價值觀和行為上的

差異 

6．能夠促進文化之間的建設性接觸 

7．對那些文化與自己的文化不同的人進

行負面評價

第 9 題: 最小化階段的特徵在於_，但是要相信所有人都是一樣的。 

1．愚蠢的問題 

2．具有跨文化交流的能力 

3．承認表面文化差異 

4．最小化 

5．認識並欣賞人們在價值觀和行為上的

差異 

6．能夠促進文化之間的建設性接觸 

7．對那些文化與自己的文化不同的人進

行負面評價

第 10 題: 接受，______和融合可以與民族主義相關聯。

1．愚蠢的問題 

2．具有跨文化交流的能力 

3．承認表面文化差異 

4．最小化 

5．認識並欣賞人們在價值觀和行為上的

差異 

6．能夠促進文化之間的建設性接觸 

7．對那些文化與自己的文化不同的人進

行負面評價

第 11 題: 接受階段意味著，在人們察覺到差異且開始______時有特定的改變。在接受階段，

人們意識到人們生活在不同的文化環境中。並非所有的文化習俗都會受到喜歡或重視，但他

們可以理解自己親眼看到的內容。

1．愚蠢的問題 

2．具有跨文化交流的能力 

3．承認表面文化差異 

4．最小化 

5．認識並欣賞人們在價值觀和行為上的

差異 

6．能夠促進文化之間的建設性接觸 

7．對那些文化與自己的文化不同的人進

行負面評價

第 12 題: 適應使人們變得更______。這個階段是因需要更好的教學或更多的認知性同理心所

驅使。例如，進行同理心練習或與其他文化夥伴互動的機會的培訓是提高感知力和能力的方

法。        

    

1．愚蠢的問題 

2．具有跨文化交流的能力 

3．承認表面文化差異 

4．最小化 

5．認識並欣賞人們在價值觀和行為上的

差異 

6．能夠促進文化之間的建設性接觸 

7．對那些文化與自己的文化不同的人進

行負面評價

第 13 題: 族群融合很少實現，但比起文化群體，個體(融合)就比較自由，並且______。

1．愚蠢的問題 

2．具有跨文化交流的能力 

3．承認表面文化差異 

4．最小化 

5．認識並欣賞人們在價值觀和行為上的

差異 

6．能夠促進文化之間的建設性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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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對那些文化與自己的文化不同的人

進行負面評價

練習活動（第二章 第一課：知識技能和屬性） 

第 1 題: 具有跨文化能力的口譯和筆譯者俱有以下特定於文化和社會制度______知識。

1．文化規範和價值觀 

2．可能讓聽者感到敏感的句子 

3．本身文化偏見 

4．干預或調解 

5．文化誤解與困惑  

6．語言 

第 2 題: 社會語言能力包括對社會不同階層如何相互作用和使用不同______的理解。

1．文化規範和價值觀 

2．可能讓聽者感到敏感的句子 

3．本身文化偏見 

4．干預或調解 

5．文化誤解與困惑  

6．語言

第 3 題: 具有跨文化能力的口譯/筆譯員有望能夠：維護專業關係；避免______;並解釋和調解

發生誤會和混亂的情況。      

   

1．文化規範和價值觀 

2．可能讓聽者感到敏感的句子 

3．本身文化偏見 

4．干預或調解 

5．文化誤解與困惑  

6．語言

第 4 題: ______可能是一方或另一方通過請求訊息或通過口譯員暫時停止直接口譯以提供幫

助而產生的。       

  

1．文化規範和價值觀 

2．可能讓聽者感到敏感的句子 

3．本身文化偏見 

4．干預或調解 

5．文化誤解與困惑  

6．語言

第 5 題: 口譯人員還必須能夠反思他們______對工作的影響。

1．文化規範和價值觀 

2．可能讓聽者感到敏感的句子 

3．本身文化偏見 

4．干預或調解 

5．文化誤解與困惑  

6．語言

第 6 題: 具有跨文化能力的口譯員隨時準備向任何一方提供解釋______。

1．文化規範和價值觀 

2．可能讓聽者感到敏感的句子 

3．本身文化偏見 

4．干預或調解 

5．文化誤解與困惑  

6．語言

練習活動（第二章 第二課：對文化挑戰的回應） 

第 1 題: 語用失誤是無法理解所說的意思。

1．True 2．False

第 2 題: 社交語用差異與社會習俗、潛在的文化觀念、意識形態或信仰相關。比語用 差異更

難克服。

1．True 2．False 

第 3 題: 由於華人社會與傳統原住民文化之間的相似性，原住民語言翻譯人員面臨的 挑戰較

少。

1．True 2．False



  附錄五 

 

141 

 

第 4 題: 在醫療保健系統中經常發生的社會實用失敗的例子都圍繞著説不説真相，等級制

度，患者的參與和宗教/精神價值觀的差異上。

1．True 2．False

第 5 題: AUSIT 醫務人員與口譯人員合作指南中包含的訊息建議醫務人員不要從口譯員那裡

獲取文化訊息，因為他們不是文化專家，只能在那裡進行逐字逐句的口譯。

1．True 2．False

第 6 題: 在醫療機構中，口譯員和服務提供商應共同承擔理解文化問題的責任。可以在作業

前後的簡報中討論問題。

1．True 2．False

第 7 題: 如果在任務過程中出現可能影響患者的診斷和/或治療的文化問題，例如，有關精神

健康預後的宗教信仰，那麼口譯員應徵得患者的同意，以向衛生專業人員解釋這種文化現

象。

1．True 2．False

第 8 題: 在醫院進行口譯時，口譯員應該說「我不是這方面的文化專家，但您可能想與文化

聯絡官交談」。

1．True 2．False

第 9 題: 口譯員始終是文化專家，即使不確定，也應以自信和權威的方式發表意見。這將為

客戶提供保證感。

1．True 2．False

第 10 題: 當律師說出令人困惑和誤解的內容時，法院口譯人員應總是提供澄清。

1．True 2．False

第 11 題: 根據新南威爾士州衛生部的《口譯指南》，醫療服務提供者應僅向口譯員提出文化

問題。

1．True 2．False

第 12 題: D-CS 需求類別包括： 

1．環境、人際、專業和社會實用 

2．環境、人際、非語言和人際關係 

3．環境、跨文化、語用和個人     

     

第 13 題: Dean 和 Pollard 定義中指出翻譯者在執行任務中可以使用控制的三個時機機會為：

任務分配前的控制（例如教育，語言流利度和任務準備），任務分配的控制（即在任務本身

進行的行為和翻譯決策）以及任務分配後的控制。後者包括後續行為和：

1．繼續練習 2．繼續拖延 3．繼續教育

第 14 題: 在需求控制方案中，控制可以是一種簡單的行為，即有意識地確認給定需求的存在

和重要性及其對以下方面的影響：

1．口譯作業  

2．人際關係  

3．個人本身的關係
 

第 15 題: 人際需求是在解釋與消費者互動有關的挑戰或成功需求，例如： 

1．忍受飢餓、痛苦、疲勞和分散注意力的想法。   

    

2．了解特定的專業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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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調解文化差異   

練習活動（第三章 第一課：比較文化） 

第 1 題: ______的核心價值觀和禮節是構成關於一個特定文化知識體系的主體的一些重要組

成部分。

1．民族或種族文化 

2．文化脚本  

3．身份 

4．文化規範  

第 2 題: 雖然我們知道每個人______都受他們所屬於的文化的影響，但總的來說，最重要的

文化影響力之一總是被我們稱為的個人的民族或民族性.   

  

1．民族或種族文化 

2．文化脚本  

3．身份 

4．文化規範 

第 3 題: 儘管國家機構在宏觀層面/社會層面上體現了民族或族裔文化的核心價值，但正是這

些價值體現的______塑造了個人在社會中的行為和互動。

1．民族或種族文化 

2．文化脚本  

3．身份 

4．文化規範

第 4 題: 文化自動控制意味著根據您固有的文化假設和行為模式來生活，這可以被認為是

______。       

    

1．民族或種族文化 

2．文化脚本  

3．身份 

4．文化規範

第 5 題: 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維度模型始於 1984 年，隨後進行了完善，是最具影響力的文化比

較研究。該模型描述了可用於比較文化的 6 個不同維度。   

 

1．True 2．False

第 6 題: GLOBE 的研究證明了文化對社會領導期望的巨大影響，以及將總理的行為與對領導

有效性的期望相匹配的重要性。

1．True 2．False

第 7 題: 未來方向是 GLOBE 研究項目中描述的維度之一。它描述了個人參與（並應從事面

向未來的行為，例如計劃，對未來進行投資和延遲滿足）的程度。

1．True 2．False 

第 8 題: Meyer 的文化地圖理論基於一組文化價值觀，外籍公司管理人員根據這些文化價值

觀進行了調查和衡量。然後，使用該數據集來得出「地圖」，以圖表形式說明各種宗教團體

之間的文化差異。

1．True 2．False

第 9 題:「反饋」是 Erin Meyer 的理論中的 9 個文化方面之一。她將間接負面反饋描述為對

同事的反饋，這種反饋是通過柔和、巧妙、外交的方式提供的。正面消息用於包裝負面消

息。批評時經常使用限定詞。批評只能私下進行。

1．True 2．False

 

 

  



  附錄六 

143 

 

附錄六：道德守則測試題目範例 

A 節：知識問答 

問題 1：AUSIT 道德規範將「角色邊界的明確性」列為原則。根據道德規範翻譯此短語。提

供一個例子，說明對這點缺乏理解會阻礙翻譯人員的口譯工作。    

說明： 角色邊界的明確性意味著，口譯和筆譯員不應承擔由任務中涉及的其他方承擔的其他

角色或任務。他們應該尊重其他工人的職業界限。他們也不應向客戶提供建議或指導。如果

由於就業安排而不得不執行其他任務，則應明確他們何時執行這些任務以及何時進行口譯或

筆譯。他們應該向可能不了解的其他人解釋自己的角色。    

示例： 要求口譯員承擔其他角色，尤其是辯護人或顧問的角色並不少見。如果客戶詢問您是

否認為醫生建議的手術是否有益，您可能會發現如果發生問題，您將承擔責任。口譯員需要

清楚說明他們的角色。理想情況下，這應該在作業開始時進行，但在作業期間可能需要重

申。      

 問題 2：AUSIT 道德守則將“機密性”列為原則。請根據道德規範解釋此短語，並在雙方允許

公開的情況下指出這個定義的意思。 提供一個在專業實踐中允許違反保密性的示例。    

說明： 機密性意味著不討論或公開您在分配過程中獲取的信息。口譯員和筆譯員也不應試圖

利用自己在工作中獲得的信息。在健康和高度安全的環境中，如果不公開可能導致某人的生

命受到威脅，我可能必須披露信息。    

示例： 如果要求我出庭作證，我可能需要披露信息。法官可以命令我透露在口譯任務中委託

人所說的話。另一個場合可能是，如果我在新聞記者和受訪者之間進行解釋，而雙方都清楚

可以將信息透露給其他人，那就很好。    

B 部分：場景問題與解答 

問題 1：當您在會議中進行通譯時，當事方中的一個變得非常辱罵。辱駡持續了一段時間。

您可以肯定，如果您忠實地翻譯辱駡，那麼其他各方都會深感冒犯。確定相關的 AUSIT 原則

解釋其如何適用於此方案描述您將採取的行動方針。 

 原則：準確，公正，專業操守，角色界限清晰   

解釋它/它們如何應用/應用： 準確性與這種情況有關，因為口譯員的責任不是扭曲或改變他

人語音的內容和意圖，並以其他語言中繼與源說話者使用的效果相同的評論。公正性與這種

情況有關，即口譯員不對任何一方的言論負責，而是要求提供完整而準確的消息傳遞，而不

會產生偏見或指責。與這種情況有關的專業行為是因為口譯員必須與他人誠實和公平地合

作。角色界限的明確性是相關的，因為在向另一方發表評論時，口譯員可能認為有必要（如

果在介紹和解釋口譯員角色時沒有這樣做）來提醒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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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我要以與發言人相同的水平和意圖將侮辱性和褻瀆性的言論傳達給另一方。我可能會

提醒正在向我提供口譯服務的那一方進行解釋，要求我對所有內容進行解釋，而不是作為他

人評論的審查員或編輯，並且該解釋反映了與會發言人的看法。我也要通知原方，我已經就

其他的角色界限發表了這一附帶評論。   

問題 2：您被預定在有關醫療設備工程的會議上進行口譯。您會收到演示文稿，並且在開始

準備演示文稿時，會意識到其中的演示文稿是非常技術性和專業性的。您只有兩天的準備時

間，您會感到完全被主題的複雜性淹沒。 確定相關的 AUSIT 原則/ 說明該原則/ 它們如何/適

用於此場景描述您將採取的行動過程   

原則： 能力，專業操守，準確性，維持專業關係   

解釋它/他們如何應用/應用：  能力原則是指當口譯員接受一項任務時，他們具有資格並有能

力執行該任務。該原則指出，如果在分配過程中（或準備過程中）很明顯地需要他們不具備

的專業知識，他們會將分配情況告知專員，並努力尋找可接受的策略。專業行為要求口譯人

員為所有任務進行適當的準備。準確性與口譯員提供源語音/文本的準確表示的能力有關。維

持專業關係涉及口譯員，要求他們提供情況簡介和參考資料，以準備其工作。    

回應：  我將採取的行動是立即通知會議組織者我擔心在翻譯該主題方面缺乏能力。我會尋找

一位合格且能夠勝任這項工作的同事，並願意與他/她一起進行準備工作，並可能會作為展位

合作夥伴。    

 問題 3：多年來，翻譯公司已定期向您發送技術信函給小型工程公司的經理。出乎意料的

是，您接到了那個已經建立了自己的公司的經理的電話。他問您是否現在想直接為他做相同

類型的翻譯，而無需涉及代理。 而且，是否有可能向他提供他在另一家公司時為他完成的翻

譯副本。 確定相關的 AUSIT 原則/ 說明該原則/ 它們如何/適用於此場景描述您將採取的行動

過程。  

 原則：維護專業關係，保密性，專業行為    

解釋它/它們如何應用/適用：  維持專業關係的原則規定，對於通過代理機構工作的從業者，

向他們提供工作的代理機構是其客戶之一，與其他客戶一樣，也要遵守他們的專業標準。機

密性原則涉及經理要求將翻譯內容傳遞給與現在與譯者為其工作的客戶不同的一方的請求。

專業行為原則涉及翻譯人員應披露可能損害其公正性的利益衝突的情況。    

回應：  如果作為翻譯從業人員我只在代理機構工作，那麼我會禮貌地拒絕經理的要求，說我

不以獨立自由職業者的身份工作，並且不能接受直接與他合作的請求。但是，如果我與代理

公司沒有關係，那麼我只能為他們服務，即我與他們的關係範圍是他們僅根據個人，偶然或

需求為基礎發送翻譯任務，否則，我也是自由職業者，我會考慮接受要求。這樣做的原因是

因為存在一個開放和自由的市場，翻譯人員和翻譯客戶可以自由地相互聯繫，只要沒有排他

性或合同性的限制自由聯繫的基礎。     



  附錄六 

145 

 

 問題 4：與非法藥物使用者合作的組織已與您聯繫。它最近服用過量藥物的數量驚人地增

加，現在正在尋求將一本關於更安全的藥物使用的小冊子翻譯成各種語言。為了直接針對目

標受眾，該手冊使用了許多您不熟悉的語。在您看來，他們對毒品的某種寬鬆態度也存在道

德問題。 確定相關的 AUSIT 原則/ 說明該原則/ 它們如何/適用於此場景描述您將採取的行動

過程。 

原則： 能力，準確性，公正性，專業操守  

解釋它/它們如何應用/應用:權限原則適用於這種情況，其中源文本中使用的術語可能超出翻

譯人員的權限。準確性原則適用於場景，因為翻譯人員承諾為其客戶提供準確的翻譯。公正

原則適用於以下情況：如果翻譯人員的團隊難以維持，則翻譯人員可以考慮提供或要求退出

任務。專業行為原則適用於翻譯人員與客戶坦誠相處的工作，並就可能損害其公正性的事項

披露任何信息。    

 回應：首先，我將 努力 在源語言中找到使用語的示例，如果無法，我將與該組織聯繫並詢問

是否有可能聘請同事的服務我一起工作。只有在組織允許我這樣做的情況下，我才會這樣

做。關於非法藥物的主題，在決定之前，我需要考慮我個人反對該材料的數量。在無法保持

超然或公正的基礎上提出退出。如果我無法保留支隊，我會向組織聲明這一點，並要求退出

任務並協助組織找到另一位翻譯。如果我能夠保留支隊並專業，公正地翻譯文檔，我會這樣

做（在組織要求並批准的同事的幫助下）。    

問題 5：  您的客戶（高級醫生）要求翻譯其資格。他們向您提供有關他們的經驗和以前的職

責的詳細信息，並強烈要求提供過去擔任的職位的特定頭銜。其中一些標題在您的國家衛生

系統中並不常用，而其他標題似乎在某種程度上誇大了客戶的專業知識和專業地位。  

確定相關的 AUSIT 原則/ 說明該原則/ 它們如何/適用於此場景描述您將採取的行動過程。   

 原則： 準確性，能力，角色界限的明確性，保持專業性，關係，公正性   

解釋它/它們如何應用/應用： 準確性原則適用於翻譯人員，要求他們準確地翻譯成目標語

言，而不會遺漏，失真或增加。勝任原則的適用範圍是要求翻譯人員具有一定的專業知識水

平，以執行翻譯並了解其工作語言的上下文，機構結構和術語。角色界限的明確性原則要求

翻譯在擔任翻譯時不承擔其他編輯角色。當客戶提出有關翻譯/口譯以外的工作，從業人員擴

大或編輯文本的要求時，翻譯人員堅持要求在 T＆I 與其他任務之間達成明確的界限。維持專

業關係的原則要求譯者公開，誠實地與客戶打交道。公正原則意味著譯者在偏見下工作，不

會軟化或加強或改變他們傳達的信息。   

囘應： 我會考慮客戶提供給我的信息，特別是如果有特定於他們的工作場所或工作環境的信

息可以支持他們主張以特定方式翻譯特定術語的主張。同時，我將嘗試通過其他渠道檢查客

戶提供的補充信息是否正確。如果我認為客戶就所使用的標題提出的建議會使文本失真，我

會告知客戶這一點，並聲明我可以使用一致，適當的術語將文本翻譯成英文。僅等效於源文

本。我認為，如果客戶就所使用的標題提出的建議不構成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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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ＮAATI 與我方協議信 

Dear Felicia: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to discuss the potential for NAATI supporting the formal 

recognition of interpreters in Taiwan through our Certification system. Thank you also 

for the feedback on the website and the certification system itself. For the record, I note 

there are already four interpreters (English-Mandarin) based in Taiwan that hold official 

NAATI Certification, as well as several translators. 

  

Like so many important projects, there is always a conflict between time pressure and 

quality outcomes. Based on our discussion, I think this is best considered in three stages. 

1. Now to December 2020 to develop a course that would meet the requirements for 

NAATI Recognised Practising Interpreter (RPI) credential 

2. Interested universities to apply for NAATI Endorsed Qualification (EQ) status to 

commence from start of 2021 (applications available from July 2020). Note that 

we will be in a position to test graduates at the end of the course(s), and 

3. (if considered appropriate by Gov’t) – formal request by Taiwan Gov’t to NAATI 

to implement formal certification policy in Taiwan- which, as we discussed is a 

vastly more complex arrangement. 

  

For now, suggest we focus on the immediate priority of attaining some form of formal 

credential for a number of existing (or developing) interpreters  through RPI.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Recognised Practising credential can be found on our 

website here. 

https://www.naati.com.au/certification/recognised-practising/ 

  

Note that this is by assessment rather than by test. In summary, candidates need to meet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to be eligible for RPI and this is what the program should be 

based on: 

● Language proficiency  (both languages) 

● Ethical Competency (EC)  (either NAATI on-line module or the below training 

unit would satisfy this) 

https://www.naati.com.au/certification/recognised-pract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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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cultural Competency (IC) (relevant to context) 

● Some (interpreting) work experience, and 

● Basic training in some core interpreting skills. In Australia, the core units from 

the TAFE system are as follows: 

o Build glossaries for 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assignments 

(PSPTIS002) 

o Prepare to translate and interpret (PSPTIS003) 

o Apply codes and standards to ethical practice (PSPTIS001) 

o Manage discourses in general settings (PSPTIS042) 

I've  provided links to the training.gov.au page for each of the units so you can see what 

is involved in each. This will enable you to design something in your system that is 

equivalent. Note that this is different to the EQ process. EQ courses will include all of 

this and more that will result in the issue of a formal qualification. 

I hope that all the above will give you the core information from which you could build 

a program that would make people eligible for RPI Certification. 

As I mentioned, I have copied in Sarah who can provide more specific information on 

the EQ system for future reference. More importantly, Sarah can give you access (as a 

student) to our on-line EC and IC courses through our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This will give you a sense of the requirement for you to develop something relevant to 

your requirements. Sarah- please accept this email as approval to waive the enrolment 

fees for EC & IC for Felicia. 

In terms of process, I suggest you submit a proposal that includes a program that would 

address all of the above. We could essentially pre-approve that package so that upon 

evidence of completion, we would approve their application for RPI – the RPI 

application process is all on-line ($154 AUD) and once issued they would receive a 

NAATI ID card with their credentials displayed on it. 

Please don’t hesitate to contact me or Sarah if you would like any further information. 

All the best with this exciting project and I look forward to talking to you again soon. 

Regards 

  

https://training.gov.au/Training/Details/PSPTIS002
https://training.gov.au/Training/Details/PSPTIS003
https://training.gov.au/Training/Details/PSPTIS001
https://training.gov.au/Training/Details/PSPTIS042
http://training.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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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 Painting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National Accreditation Authority for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Ltd 

T: +61 02 6202 3601 

M: +61 417 536 861 

P.O Box 223 Deakin West ACT 2600 AUSTRALIA 

   

This email, and any attachments, may be confidential and privileged. If you are not the 

intended recipient. 

1.現在至 2020 年 12 月，開發符合 NAATI 認可的實踐口譯（RPI）證書要求的課

程； 

2.感興趣的大學將從 2021 年初開始申請 NAATI 認可資格（EQ）身份（申請日期

為 2020 年 7 月）。請注意，我們將在課程結束時對畢業生進行測試，並且 

3.（如果政府認為合適的話）–台灣政府正式向 NAATI 提出在台灣實施正式認證

政策的要求-正如我們所討論的，這是一個更為複雜的安排。 

目前，建議我們重點關注通過 RPI 為許多現有（或正在開發）的口譯員獲得某種

形式的正式證書的當務之急。 

請注意，這是通過評估而不是通過測試。總而言之，候選人必須滿足以下條件才

能獲得 RPI 資格，這是該計劃的基礎： 

•語言能力（兩種語言） 

•道德倫理能力（EC）（NAATI 在線模塊或下面的培訓單位可以滿足此要求） 

•跨文化能力（IC）（與背景相關） 

•一些（口譯）工作經驗，以及一些核心口譯技能的基礎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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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需要發展的核心單元如下： 

o 構建用於翻譯和解釋作業的詞彙表（PSPTIS002） 

o 準備翻譯和口譯（PSPTIS003） 

o 道德倫理規範（PSPTIS001） 

o 在常規設置中管理話語（PSPTIS042） 

在流程方面，我建議您提交一份包含針對上述所有問題的計劃的提案。我們實質

上可以預先批准該軟件包，以便在完成證據後批准他們的 RPI 申請-RPI 申請流程

全部在線（154 澳元），一旦發出，他們將獲得一張 NAATI 身份證並顯示其憑證在

上面。 

如果您需要更多信息，請隨時與我或 Sarah 聯繫。這個激動人心的項目祝一切順

利，我期待著與您再次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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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Recognised Practising Interpreter 證書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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