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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阿滴開設「阿滴英文」YouTube 頻道，以生活化、逗趣的英文教學風格，吸引百萬網

友訂閱，更成為台灣目前訂閱數最高的知識型 YouTube 頻道。除了分享英文外，另也教育相

關的主題，如討論 108 課綱、芬蘭教育等等。5 年過去，目前阿滴英文頻道已有超過 240 萬訂

閱人數、影片瀏覽人次超過 2 億，成為台灣最具影響力的 YouTuber 之一。 

    「哈囉我是阿滴！」採訪尚未開始，本名都省瑞的阿滴，已搶先拿起自己的

攝影機，側錄自己的採訪花絮，當記者看著他來回檢視畫面到終於坐下，以為可

以提問時，阿滴卻拿起訪綱，和記者一一確認他對問題的理解是否錯誤。謹慎，

是記者對他的第一印象。 

    黑框眼鏡是阿滴的招牌，英文則是他闖蕩網路的利器。2015 年 1 月 11 日，

阿滴與妹妹滴妹創立了「阿滴英文」YouTube 頻道，秉持每周上傳影片的堅持，

5 年過去，總共生產超過 440 支影片，累積瀏覽量高達 2 億人次，頻道訂閱更由

幾百人、幾千人，最後衝破 240 萬人大關，成為台灣目前訂閱數最高的知識型 

YouTube 頻道。 

    除了經營頻道外，阿滴也和滴妹在 2017 年一同推出英文學習月刊，提供有

志學英文的粉絲另一種管道接觸英文。阿滴也相當不藏私，樂於透過演講、課程

來與外界分享他經營頻道與個人品牌的經驗與心得。 

    阿滴不是唯一一個在 YouTube 上獲得如此大關注、影響力的人，大家耳熟

能詳的蔡阿嘎、Howhow，都是在該平台上走紅，進而成為半個公眾人物的例子。 

做影片的初衷來自英文教學影響力 

    身為台灣最具代表性的 YouTuber 之一，阿滴的一舉一動，都深受粉絲關

注，他透露，在剛開始做影片的第一個月，便深刻體察到做為 YouTuber 的影

響力有多大。那時的他除了有正職外，另有在補習班兼課，然而固定的時間與空

間，卻只能影響一小班上課的同學，「我花費兩個小時，就只能影響班上這 20

個人。」 

    但 YouTube 卻完全不同，「我發現我花了一個週末寫腳本、拍攝、剪輯出

來的影片，放在網路上面一個禮拜，有一千個人觀看，它是好幾十倍的影響，」

阿滴說透過影片，可以打破空間與時間的限制，觸及到更多有興趣學英文的人。 



    阿滴解釋，對觀眾而言每一支影片看似簡單，但背後卻需蘊藏非常多的細節，

「包含我的頻道名稱叫做什麼、我想做什麼內容、呈現出來的個性的感覺是什麼，

以及每支影片的主題、標題，縮圖要怎麼設定，大方向要確定之後，才能夠進入

到每一支影片的製作流程。」平均下來，約 10 分鐘影片最少需花費 6 個小時，

才能完成。 

    這麼用心生產影片，很難想像，阿滴第一年的整年收入不過三萬多元，相當

於一個月不到 2,500 元的收入。外人看起來苦哈哈，但阿滴不覺得，因為「喜歡」，

支持他繼續走下去的，是這份喜歡與對社會的影響力，為他帶來的是更大的動力，

讓他能在有全職工作以及其他兼職的狀況下，繼續每周都推出教學影片，一年後，

他更辭去工作，正式以 YouTuber 為本業。 

    然而，作為全職 YouTuber 意味著它不再是興趣，而必須考量到種種經濟

與現實難題，例如影片不對粉絲口味、觀眾漸漸流失、訂閱數未反應在影片觀看

次數上等等問題，後續更因加入不少以娛樂題材為主的影片，又遭不少網友質疑

「阿滴英文變了」，失去教英文的初衷。 

百萬訂閱 YouTuber，也曾因負面流言而焦慮 

這不只是阿滴的困境，也是每一個 YouTuber 的困境。 

    「這份工作的壓力很大，因為所有的數據都攤開在網路上，你的影片表現得

好或不好，訂閱數高還是低，全部都是透明的，」阿滴說。紅不紅、是否具備話

題、是否過氣、有多少觀眾，這些問題彷彿成為緊箍咒，每當想起就令人頭痛。 

    儘管現在的阿滴已有超過 240萬的訂閱人數，但他仍舊會為這些問題所困。

另一方面，阿滴也不脫「人紅是非多」的命運，當愈來愈多人關注他，也就代表

著有更多人正拿著放大鏡一一檢視他。 

    去年 8 月，阿滴團隊中的一名實習生上網發文，說明自己遭到團隊無預警解

雇，在各大網路平台、新聞媒體上，都能看見這則貼文所帶來的爭議，也將阿滴

推上風口浪尖，四面八方對阿滴的不滿匯聚而成，一次朝阿滴宣洩出來。 

    「我要面對的是無數則負面留言，你會遇到很多不認識你的人對你品頭論足，

或是對你的影片有意見，或者是有人誤會我，」阿滴坦言這對他的生活帶來極大

的心理壓力。最嚴重的時期，阿滴甚至都無法出門吃飯，「我都會覺得身邊的人

會不會在批判我？我只能外帶回來工作室吃。」 

曾自卑，教英文與製作影片帶來成就感 

    阿滴坦言，那是他第一次產生了放棄的想法。而支撐他走過那段時期的最大

動力之一，就是內心對製作影片這件事純粹的喜愛。 



    「我國高中的時候，其實是一個相當自卑的人，我講話的時候，一定是盯著

對方的肩膀或是手，」看著在鏡頭前侃侃而談的阿滴，實在很難想像他也曾是一

個嚴重缺乏自信、甚至無法與人對視的人。 

    由於患有異位性皮膚炎，阿滴的皮膚總是又紅又粗糙，造成他對自己外表沒

有自信，也因此，他試圖找尋其他成就感來源來彌補內心的匱乏。不擅長講話的

他，參加演辯社，精進自己口才；擅長英文的他，則開始教起同學英文，並從中

獲得幫助別人的快樂，也養成他喜歡分享英文的個性。 

    上大學後他開始接觸剪輯與拍攝，幫社團紀錄活動回顧，對他而言，拍攝時

是人群與鏡頭直接互動，因此他可以安心的隱藏在鏡頭背後拍攝大家。每當同學

們一起觀賞阿滴製作的影片時，他甚至都會認為自己就是舞台的主角，「每一個

字卡、每一個音效、畫面都是我設計的，雖然我沒有在台上表演，但站在最後面

的我在影片結束之後，卻可以獲得大家的掌聲，」阿滴說這就是讓他最有成就感，

也這麼喜歡做影片的原因。 

    而 YouTuber 這份工作，不僅能同時結合阿滴的興趣與專長，又可以藉此

獲取收入，對他來說，無疑是份 Dream Job ，這也難怪在採訪過程中，「喜歡」

二字成為他重複最多的字詞。 

過來人經驗談：學生別把 YouTuber 當職業 

    面對愈來愈多的年輕學子，將 YouTuber 視為未來志願之一，阿滴卻不鼓

勵學生將它當作職業考量，他認為，學生的本業還是應專注學習，只有學生時期，

才有大量的時間不斷「吸收」新知，「當你出了社會之後，你會發現你能學習的

時間是大大降低的。」 

與學生相反，YouTuber 是創作者，創作的本質是「釋放」，製造內容，內容則

取決於你過往的知識，「當你空空如也的時候，你沒有什麼內涵、知識，沒有什

麼對人生的態度，沒有什麼經歷的時候，你要創造什麼東西呢？」阿滴說。 

    另一方面，阿滴認為大多數人都忽視了「YouTuber 起點為零」這件事：

「YouTube 的收益是跟流量綁在一起的，你有流量才會有廣告收益，剛開始訂

閱的人數一定很少，所以你必須花很久時間，才會有基本薪資的收入。」 

    阿滴直言，如果做 YouTuber 的目標是想賺錢的話，一定會大失所望：「你

沒賺到錢，就不可能堅持不斷的做內容；沒有創造內容出來，就更難被觀眾看到。」 

為興趣而做，才能堅持下去 

    相反的，他比較鼓勵學生將其當作興趣，兩者差別在於興趣的心態是「學習」，

學習知識轉譯的過程、拍片剪輯的技巧等等，「雖然你仍然有在製作內容，但你

更多時候是在學習，就算你沒有賺到錢，你還是樂在其中。」 



    阿滴表示，他認識所有的一線 YouTuber，幾乎都是他們很喜歡做影片，同

時也很喜歡某個領域，才可以堅持創作到現在，「就算你不給我錢，我還是會每

個禮拜上傳影片，」這也難怪阿滴笑說若當初能重新選擇，還是會毫不猶豫的做 

YouTuber。 

    同時他也建議家長，如果孩子對 YouTuber 相當感興趣的話，不要那麼快

否定他們，他認為，孩子的時間就應該要花在自己喜歡的事情上，當一個人對一

個東西真的富有熱忱，他可以堅持下去的話，他就是在往卓越前進，未來也可能

在這個領域上成為專家，「誰知道這個領域在未來不會成為非常賺錢，非常成功

的領域？」 

    他強調，面對不斷變遷的時代，最好的教育應該是開放式的教育，「現在的

學習就是不要設限，引發孩子的各種興趣，讓他嘗試各式各樣的東西，並從中逐

漸找到自己很擅長、喜歡的事情，再不斷往下執行，」阿滴認為這便是最好的學

習方式。 

阿滴｜小檔案 

31 歲，本名都省瑞，畢業於輔仁大學英國語文學系學士、英國語文學研究所多

媒體英語教學組碩士，由於小時候與妹妹滴妹都冠伶在新加坡留學，因此練就優

異的英文能力，在開創「阿滴英文」頻道後，兄妹倆同時成為人氣 YouTub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