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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展示說明 

 

    人們可能會發現單靠文字或語言，有時是很難了解關於意念的問題。以示範說明一種過程，一個活

動或是一份產品，對幫助聽眾了解演說內容，是一種很好的方法。在示範性演說中，你將藉由動作來表

達過程；產品或活動以期使聽眾更能獲得益處。 

 

示範可由幾個方面來詮釋 

 

“肢體語言”：聽眾可由你的肢體動作了解你所要表達的是什麼，例如你可以用肢體動作來表達一種舞

步或是游泳方式。 

 

“實體展示”：你藉由實物來作為你演說的佐證，例如食物之半成品。 

 

“模型”：你可以相關的複製品來表現你的演說。例如，假如你談的是人們的心，那你便可製作一顆塑

膠心為道具。 

 

無論你選擇那一種方式，切記“示範”本身是因你的演說而生，而不是單為“示範”而活。你的口語表

達仍是最重要的一環，無論是流程說明、活動報告或者是產品介紹，口語表達都是最重要的主力。 

 

“發展你的演說”： 

使用以下方法來發展你的演說： 

1. 說明為什麼這個資訊對聽眾很重要。將主題和聽眾的需要和期待作一連結。 

2. 把活動分為若干部份(通常是以時間順序及方式作分類)。 

3. 說明各部份的操作方式以及彼此之間的關聯。 

4. 活動重組後，示範整體的運作狀況。 

 

例如，想像你的題目是關於汽油引擎的操作。在這個主題上，你可能需要準備一個模型來說明汽油引擎

的真實運作情況。 

 

說服聽眾使他們同意這主題和他們很有關係後，立刻進行 4 行程引擎的操作解說。說明每一行程的特色；

記住需用簡單的字詞來說明。先作一大綱介紹，概要說明每一行程之間的關係。然後表演引擎運轉的基

本操作程序。確定所有的說明都和你原本設定的目的有關，這樣才能表現專業。不要浪費心力在次要的

問題上，就好像如何把油加滿這類問題。 

確認你自己的說明。如果你示範的是如何打高爾夫球，那就讓聽眾知道你在俱樂部打球，且多遠的距離，

應用幾號球桿來揮擊。 

 

“示範的訣竅” 

大抵來說，實物的表現或是模型的展出，都需要相當的準備。這類型的輔助工具為了表現你對整篇內容

的重視。 

一般來說，會先在演說空檔運用輔助工具，然後再繼續演說。這是要給聽眾時間去注意這些準備。因此，

也要避免自己成為聽眾觀看輔助工具的阻礙。如果這輔助道具是放在桌上，請你這時站在物件的側面。

小心操作，但不要妨礙示範。當演講者花太多時間去注意示範本身，聽眾會感覺不太舒服。 

示範表演是需要練習的，仔細演練是很重要的；特別是一些說詞，用語應在展示前或展示後來進行，要

相當留意。這樣地準備是為了更確定示範表演對演說而言是有加分的效果。 

假如你需要一張桌子來做輔助工具之用，無論自備或現場準備，都須事前準備好。又如果你需要電力來

做輔助，你也應事先準備好，包括延長線準備應一併考量。計畫的每一步驟都關係著你的表演。預防突

發狀況及如何依計行事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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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他們感興趣”： 

小心，當你專心於你的示範表演物件或是專注於你自己的舉手投足時，聽眾很容易被忽略的。當下保持

和聽眾的視線相交，以及運用聲調的變化，都可讓聽眾感到有趣。 

 

“你的演說計畫”： 

這篇計畫，是希望你藉由準備、排練後來發表一篇 5～7 分鐘的演說，透過你決定要示範的過程，產品

或活動來進行。你可運用你的肢體動作來表演(例如示範溜冰的技巧)，也可以實物作說明(例如以釣竿說

明拋竿的動作)，或是模型(如飛機模型)。因為你可能會因為需示範而變得忙碌，因此希望在演說過程不

要唸稿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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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評 

“展示說明”指南 

 

＊ 題目： 

＊ 講評人： 

＊ 日期： 

 

“講評人請注意”：這一篇演講的目的是要演講者運用 5～7 分鐘來示範流程，產品介紹或活動說明。

講演者可以使用肢體語言，實物展示和模型來作示範表演。這是一篇不能看稿的演講，除了要讓聽眾覺

得有趣外，還需要對細節有清楚地說明。除了口頭講評外，請回答下列問題。 

 

＊ 演說如何讓聽眾感到興趣？ 

 

 

 

 

 

＊ 示範表演給了你什麼樣的衝擊力？ 

 

 

 

 

 

＊ 示範的方法是否恰到好處？ 

 

 

 

 

 

＊ 每ㄧ部份的示範表演都很成功嗎？ 

 

 

 

 

 

＊ 還有什麼是你認為可為演說加分的方式？ 

 

 

 

 

 

＊ 整個演說的哪一部份，你覺得最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