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報告內文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申請者任教數十年來，有感於教學現場的種種問題，包括： 

1. 學生普遍學習意願較低，對中文系課程的重視程度不足 

傳統宣講、口授的單向教學方式已備受考驗，又加上中文系課程

易與工作內容脫節，學生或認為課程無趣，或認為與自己未來無關，

造成課堂反應和注意力低落的現象。 

2. 中文系課程缺乏因應數位時代的相關內容 

數位化、電子化、圖像化早已是社會發展的大勢所趨，中文系的

轉型迫在眉睫，能否納入數位人文教學法、巨量文本閱讀法及數位工

具的使用甚至成為了中文系未來存亡的關鍵。 

面對應接不暇的電子文獻資料庫和各種數位工具，學生難免徬

徨失措，數位人文該怎麼教，學生該如何學，一直是申請人最在意的

問題，面對龐大的文獻資料，申請人運用「巨量文本閱讀法」，使學

生在檢索關鍵字、詞的同時，注意對所有資料概括式的掌握，兼具宏

觀的視野和微觀的審視。 

3. 中文系課程與畢業出路關聯性較小 

多數學生不重視課程的原因，多半是中文系課程與未來規劃無

涉，被認為用處不大因此不認真修習，鑑於此，應於課程中安排能與

未來工作銜接的內容，例如 Adobe 系列軟體、攝影教學等，本課程

也延請了拍攝、後製的業界專家和知名 YouTuber 進行教學。 

追根究柢，上述問題皆肇因於中文系課程結構的問題，職是之故，申請

人透過「數位人文教學」，盡最大努力改善中文系課程結構，既滿足了學術

研究的需要，也解決了就職、創業的難題，在兼顧學術研究與業界實踐的基

礎上，為莘莘學子開拓更為寬廣的職涯道路 

 

（二）文獻探討 

有關數位人文的研究成果相當豐碩，有的探討參與建置資源之數位人文

學者的資訊行為，如林妙樺（2018）的論文：〈數位人文學研究計畫參與者

之資訊行為研究〉；有的建立數位人文研究平台，探討史料人物的關係網路，

如張鐘（2018）的論文：〈古籍數位人文研究平台之史料人物關係圖工具發

展與應用-以明代文集之人物為例〉；有的針對數位人文論文本身進行研究，

透過分析大量的期刊論文和相關資料，發現數位人文研究與人文學具有密切

關聯，並且具有跨領域的特性，如薛弼心（2014）的論文：〈數位人文學學

術文獻的研究特性與參考文獻型態的探索性研究〉。 



上述各類研究，都為數位人文研究貢獻良多，但較少涉及教學或產學合

作的領域，張俐璇（2015）的論文〈臺灣文學文本轉換為數位學習內容的案

例分析〉特別提到了文學文本如何與數位內容結合的問題，通過國立臺灣文

學館 2013 年推動的「臺灣文學數位學習內容開發製作」所規劃的三式文學

課程，詳細論述了故事線、分鏡畫面、閱讀延伸等面向，是本計畫重要的參

考依據。 

要言之，數位人文的實踐與研究都已步入新的階段，本計畫結合眾多前

人的研究經驗，在新創的「巨量文本閱讀法」的基礎上，建置了一套兼具學

術研究與數位應用的教學方法，讓數位人文教學的發展更進一步。 

 

（三）評分方式 

本計畫採取多元開放的評分方式，一方面更能凸顯學生作為學習者的主

體地位，另一方面期望能更切近數位人文教學的多元性、開放性，藉由教師、

學生、業界專家的合作，共同完成評量。 

1. 業界專家部分（每位佔比 15%，三位共佔比 45%） 

本計畫共延攬三位業界專家，分別為巨匠電腦名師滕金紘、希

望電視攝影師陳効甫以及 YouTuber 許起墉。滕金紘老師教授學生

影片的後製剪輯和分鏡腳本、劇本的創作；陳効甫老師負責攝影、

錄影、鏡位安排、走位等專業拍攝技巧；YouTuber 許起墉以創業者

的身分分享網路資訊平台運用的相關經驗，詳細解釋了 YouTube 平

台許多不為人知的內在機制。三位業界專家分別解決了學生從學業

端到創業端的各項問題，他們通過所學專長，擔任評分的角色，並

在給分後進行講解與檢討，讓學生能有更大的進步空間。 

三位專家的評分要點分別為： 

（1）巨匠電腦名師滕金紘：學生影片、劇本規劃和分鏡腳本

的完整度、流暢度以及題材的新穎度。 

（2）希望電視攝影師陳効甫：學生對攝影器材的熟悉度、運

鏡的流暢度以及構圖的美感。 

（3）YouTuber 許起墉：學生對於數位媒體網路平台概況的了

解程度、對於創業初步構想的合理性。 

2. 學生互評部分（佔比 25%） 

學生通過線上問卷平台給予同儕互評，其評分要點有四個面向，

分別為：團隊合作的流暢度、作品的完整度、作品的內容豐富度以及

整體呈現方式的創新程度。 

3. 教師（申請人）評分部分（30%） 

除了課堂表現、出席率等要求外，授課教師主要從學術研究的視

角給予同學的作品評價，對於作品的學術內涵、劇情合理性等方面逐



一檢視，並於最後統整業界專家和學生互評的資料，反饋學生意見，

讓本課程的評分、評價得到客觀的呈現。 

作品之外，本課程另設有個人加分部分，該部分具備較強的學術

性，並包含了「巨量文本閱讀法」的具體操作流程，故由申請人進行

評分。 

 

（四）課程成果 

由於本課程具有課堂互動環節，許多意見與建議學生當下就能與老師反

饋，因而使課程能隨時機動調節，通過問卷及口頭諮詢，大多數學生表示，

本課程能有效提升以下 4 個方面的能力： 

1. 使用線上電子資料庫及數位人文研究平台（如「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

劃 https://ctext.org/zh」、「台灣師大圖書館【寒泉】古典文獻全文檢索

資料庫 http://skqs.lib.ntnu.edu.tw/dragon/」、「中央研究院數位人文研

究平台 https://dh.ascdc.sinica.edu.tw/member/」）運用「巨量文本閱法」，

培養問題意識，深化學術研究的能力。 

2. 藉由劇本、分鏡腳本的創作，激發創新思維，為影片的拍攝與製作提

供架構。 

3. 使用數位工具（Adobe 系列軟體、單眼相機等）進行跨域整合，將中

文系的傳統文獻以短劇、報導等方式呈現。 

4. 延請業師講學，使學生了解業界情況，為未來出路提供更豐富的可能

性，提升就職、創業的競爭力。 

成果表現上，全班同學以組為單位，都交出了各組的作品，分別有劇本、

分鏡腳本和影片，另外還有個人加分作業，詳見下： 

1. 劇本 

 

https://ctext.org/zh
http://skqs.lib.ntnu.edu.tw/dragon/
https://dh.ascdc.sinica.edu.tw/member/


 

2. 分鏡腳本 

 



 

3. 影片 

（1）形式上，結合說書與電視報導，並演出相關內容；內容上，選

自《禮記．檀弓上》「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這一節，略加改編。 

            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Gpt0uus1fU&feature=youtu.          

be 

（2）形式上，為現代商戰劇，以現代公司間的商業角力比擬春秋時

代的大國博弈；內容上，為春秋時代鄭國、晉國、秦國的征戰。 

     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hZbcvDqFCs&feature=youtu.

be&fbclid=IwAR0xkb8eDBoDhfdf2iECkmO3Eo1UGcGscB-

gZTNdfixH0P1SakoR1pT0JvM 

（3）形式上，依據課程要求，前五分鐘為影片製作前的討論紀錄，

使授課教師更明確小組的運作、分工情況，其後以舞台劇的形

式呈現相關內容；內容上，改編自《史記．刺客列傳》。 

     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3hGE-    

5Bubo&feature=youtu.be 

4. 個人加分作業：該項作業根據申請人自創之「巨量文本閱讀法」，通

過大數據線上資料庫的關鍵詞檢索，統計相關筆數，進而製表，最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Gpt0uus1fU&feature=youtu.%20%20%20%20%20%20%20%20%20%20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Gpt0uus1fU&feature=youtu.%20%20%20%20%20%20%20%20%20%20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hZbcvDqFCs&feature=youtu.be&fbclid=IwAR0xkb8eDBoDhfdf2iECkmO3Eo1UGcGscB-gZTNdfixH0P1SakoR1pT0Jv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hZbcvDqFCs&feature=youtu.be&fbclid=IwAR0xkb8eDBoDhfdf2iECkmO3Eo1UGcGscB-gZTNdfixH0P1SakoR1pT0Jv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hZbcvDqFCs&feature=youtu.be&fbclid=IwAR0xkb8eDBoDhfdf2iECkmO3Eo1UGcGscB-gZTNdfixH0P1SakoR1pT0Jv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3hGE-%20%20%20%205Bubo&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3hGE-%20%20%20%205Bubo&feature=youtu.be


直觀客觀的呈現該關鍵字詞的現象。 

（1）《左傳》中的「期」：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PzBHmGMeBinz7V11cx_xzfIjez

cEUq4/view?usp=sharing 

（2）《左傳》中的「喜」：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0trOr6J3HC7iIr0yNJ92vsvBOlV

wHR7/view?usp=sharing 

（3）《左傳》中的「仁」：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PEaqjTnIUMOAF61aINaTqAevI         

Aa7UWGC/view?usp=sharing 

此外，也有部分學生藉由本課程精進學術能力，於大學期間便開始探索

學術研究的領域，本校王麒瑋（2020）同學的〈申徒狄投江形象研究〉，即

發表於「第四屆臺港五校中文系大學生論文發表聯誼會」，他利用大數據資

料庫進行檢索，藉由「巨量文本閱讀法」，得到了客觀、直觀的結論，他表

示，本課程的教學非常具有啓發性，讓他以新的視角重新審視文獻資料，深

具數位人文領域的學術價值。 

 

（五）學生反饋 

通過數位人文課程的修習，多數學生表示受益良多，在學術表現上，增

加了許多中文系應具備的知識，對古典文獻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並藉由數

位人文學習法、巨量文本閱讀法、大數據閱讀體驗，增強了探究與批判思考

的能力，能以全新的視角審視文獻，得到全新的理解，潛移默化的培養問題

意識，善於在大量文獻中找出關鍵，具有獨到的眼光。 

在數位工具的使用上，大多數學生表示，學到了很多原科系學不到的技

能，有助於未來創業或相關領域的發展，許多原無基礎的學生具備了基礎的

技能，已有基礎且很有興趣的同學學會了許多自學無法完成的新技巧。具體

反 饋 內 容 如 下 （ 詳 見 問 卷 連 結 ：

https://www.surveycake.com/admin/tw/survey/lnzYP/report?v=52ca1ca6eb1813

5564bf406d1923d847&layout=P）。 

1. 學生一： 

   「通過完成劇本，數碼工具拍攝，製作分鏡，剪輯，最後完成影片；

並完成期末小論文。」 

2. 學生二： 

   「一開始不太會運用剪輯軟體，但後來漸入佳境，學會了新的剪輯

軟體，我覺得很實用。」 

3. 學生三： 

   「能夠多學到一個新的剪輯軟體我覺得很開心。」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PzBHmGMeBinz7V11cx_xzfIjezcEUq4/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PzBHmGMeBinz7V11cx_xzfIjezcEUq4/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0trOr6J3HC7iIr0yNJ92vsvBOlVwHR7/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0trOr6J3HC7iIr0yNJ92vsvBOlVwHR7/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PEaqjTnIUMOAF61aINaTqAevI%20%20%20%20%20%20%20%20%20Aa7UWGC/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PEaqjTnIUMOAF61aINaTqAevI%20%20%20%20%20%20%20%20%20Aa7UWGC/view?usp=sharing


4. 學生四： 

   「我學到如何使用數位工具來協助學業方面，另一方面是體會到不

同的另一種國文課。」 

5. 學生五： 

   「學會了如何拍攝，製作分鏡以及剪輯影片。」 

由上可知，學生對於數位工具的教學部分感到滿意，認為十分實用；學

術部分，本課程的教學也有利於小論文的構思及完成。 

本課程還製作了紙本問卷，詳見附件。 

 

（六）結論 

本計畫的研究與實踐，再次證明了數位人文教學的重要性與迫切性。實

施數位人文教學，是因應數位時代的必須。一方面，中文系學術的發展需要

數位思考的加入，運用全新的數位人文、巨量文本概念，能夠提供更為精確

且全面的研究成果，新工具必然帶來學術領域的質變，這也是修課學生普遍

贊同且藉由個人作業、論文書寫所實際經驗的全新感受。 

另一方面，數位工具（Adobe 系列軟體、單眼攝影機）的教學讓學生能

活用古典文獻，將古書中的故事、概念以劇本、影片的方式呈現，既增加了

學生的學習樂趣，也使得塵封的文獻資料以有趣的方式被看見，有效吸引了

閱聽者的注意；此外，數位工具的學習也更有利於學生未來的職涯選擇，不

再為缺乏關鍵技能所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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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附件 

附件 1 

【109 學年度國文課程教學實驗研究計畫教學評量問卷】 

                                                   問卷編號：         

 

同學 您好： 

 

欲了解新的教學方法是否有助於引發學生學習的誘因、培養創新的動力、發

展良好學習的行為。除了深化學生的學習外，更欲強化學生資訊力及跨域能力，

進而達到高教深耕對學子學習成效的標的。本計畫承前宗旨，積極執行國文課程

教學實驗研究計畫，期藉拋磚引玉之效，促進各大學校院積極參與數位人文相關

專業人才之培育工作。因此，本問卷針對學習此課程之學生學習效益進行調查，

以作為後續執行計畫之重要參考。所得資料僅供本計畫分析使用，請安心作答，

並感謝您的協助！ 

 

順頌 

時祈 

 

國文課程教學實驗研究計畫團隊  敬上 

 

計畫聯絡人：劉文強 教授 

計畫連絡電話：07-5252000#3080 

研究經費補助/贊助單位：教育部 

 

填表人基本資料： 

一、性別： 男      女 

二、年齡： 15-20 歲 20-25 歲 25-30 歲 30 歲以上 

三、學歷： 大學部（年級：    ） 研究所（年級：    ） 

四、學籍： 一般生  在職班（職業：                 ） 

 

http://www.airitibooks.com/detail.aspx?PublicationID=P20171218002


第一部份：多元化智慧教學評量 

本分項計畫的工作重點是「教學內容問卷」，針對學生學習狀況與教師授課內容、方式之回饋。 

 

非 不 無 同 非 

常 同 意 意 常 

不 意 見    同 

同          意 

意 

一、 教學內容（基礎知識培育）： 

(1) 對於國文課程教學內容難易度，您認為適當 ..............................................      

(2) 對於整學期的教學內容安排，您認為適當 ..................................................      

(3) 對於課程中安排的數位工具學習，您認為有助於學習應用之瞭解 ...........      

(4) 這門課有關演講(或講座)的內容易懂 ............................................................      

(5) 這門課有關演講(或講座)內容對自己的學習有幫助 ....................................      

(6) 老師有關心同學在演講(或講座)的學習狀況 ................................................      

(7) 老師授課過程中與修課學生多有互動及討論 ..............................................      

 

二、 創意引導（誘發創作思考）： 

(1) 您認為本課程之安排有助益理論與創作的整合 ..........................................      

(2) 您在修習本課程的過程中，可與學習伙伴激盪出創意...............................      

 

三、 針對本課程教學內容的建議 

歡迎表達對本課程之意見。如：教學方式、教材編寫或課程安排等。 

 

                                                                                    

 

                                                                                    

 

                                                                                    

 

                                                                                    

 

                                                                                    

 

                                                                                    

 

 

 

 

 



第二部份：學生自我評量 

本分項計畫的重點是「學生自我檢視學習情況」，作為學生對於上課內容、方式之自我回饋。 

 

非 不 無 同 非 

常 同 意 意 常 

不 意 見    同 

同          意 

意 

一、 學生自評 

(1) 您對授課內容感到興趣 ..................................................................................      

(2) 您有上課作筆記的習慣 ..................................................................................      

(3) 您會利用課後老師的 office hours 與老師討論 .............................................      

(4) 您常上課有專心聽講並理解講授內容 ..........................................................      

(5) 您會補充搜尋數位人文的課外資料 ..............................................................      

(6) 你對期中期末評量報告準備態度認真 ..........................................................      

(7) 就教學內容而言，我喜歡這門課 ..................................................................      

(8) 我會推薦其他人來修這門課 ..........................................................................      

(9) 對於這門課，我投入很多時間 ......................................................................      

(10) 您對於數位人文學習有進一步的認知 ..........................................................      

(11) 您透過數位人文學習中有提升自我思考及創作能力...................................      

(12) 您透過這門課程有引發您對於理論與創作的整合的能力 ...........................      

(13) 跨領域課程規劃，讓我學習到平常較少接觸的知識...................................      

 

二、 針對本學期自我學習概況描述 

 

                                                                                    

 

                                                                                    

 

                                                                                    

 

三、 針對目前修習此課程的學習成果心得 

 

                                                                                    

 

                                                                                    

 

                                                                                    

非常感謝您在百忙中撥空填寫問卷，我們很重視您的寶貴意見。 

填完後請直接將問卷交給學會訪視工作人員，謝謝。 



附件 2 

教學觀察表 

課程

資料 

教師姓名：                                 課程名稱：國文 

課程內容：                                 觀察者：教學助理 

觀察日期：                                 觀察時間： 

層面 觀察指標與檢核重點  文 字 敘 述 

教 

學 

者 

1. 教學態度  

2. 教學方式 

 

說明學習目標或學習重點 

有組織條理呈現教材內容 

正確而清楚講解重要概念、原則或技能 

完成每個學習活動後，適時歸納總結學習重點 

3. 教學互動 

 

引發並維持學生學習動機 

善於變化教學活動或教學策略 

善用問答技巧（如提問、候答、傾聽、澄清、提示、轉問、深究、回
應、兼顧不同層次問題、兼顧高低成就學生的反應等） 

根據學生個別差異調整教學（含個人或小組指導）
 

被 

教 

學 

者 

1. 學習情形   

2. 學習互動  

觀察人員簽名： 



附件 3 

教學日誌 

  年   月   日 （星期  ）   第  週 

教學單元  

選修人數   人 出席人數    人 請假人數    人 

教學內容 

 

教學省思 

 

備註 

 

教   師  教學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