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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業背景 
（一）教師個人基本資料 

學 校 名 稱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教師 

基本 

資料 

中文姓名 王國安 英文姓名 Kuo An Wang 

 

現服務單位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專(兼)任 
教師教務 
年資 

 

任教學校任

教時間 
職級/年資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西元) 2011  年 2 月~   年  月 
█專任/ 10.5 年  □兼任/    年 

任教學校 
任教時間 
職級/年資 

國立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   
(西元) 2009 年 8 月~  2011 年 1 月 
█專任/ 1.5 年 □兼任/    年 

 

任教學校任

教時間 
職級/年資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  
(西元) 2010 年 2 月~  2010年 7月 
□專任/   年  █兼任/ 0.5 年 

任教學校任

教時間 
職級/年資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西元) 2008 年 8 月~  2009 年 7 月 
□專任/    年  █兼任/ 1 年 

任教學校任

教時間 
職級/年資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西元) 2008 年 8 月~  2009 年7 月 
□專任/   年  █兼任/ 1 年 

任教學校任

教時間 
職級/年資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西元) 2008 年 8 月~  2009 年7 月 
□專任/   年  █兼任/ 1 年 

任教學校任

教時間 
職級/年資 

義守大學   
(西元) 2008 年 8 月~  2009 年7 月 
□專任/   年  █兼任/ 1年 

任教學校任

教時間 
職級/年資 

美和技術學院   
(西元) 2008 年 8 月~  2009 年1月 
□專任/   年  █兼任/ 0.5年 

任教學校任

教時間 
職級/年資 

高鳳技術學院   
(西元) 2008 年 8 月~  2009 年1月 
□專任/   年  █兼任/ 0.5年 

任教學校任

教時間 
職級/年資 

國立中山大學   
(西元) 2006 年 8 月~  2007 年 7 月 
□專任/   年  █兼任/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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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教學校任

教時間 
職級/年資 

國立台南護理專科學校   
(西元) 2006  年 9 月~  2007 年 1 月 
□專任/   年  █兼任/ 0.5 年 

任教學校任

教時間 
職級/年資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西元) 2006  年 8 月~  2007  年 7 月 
□專任/   年  █兼任/ 1 年 

任教學校任

教時間 
職級/年資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西元) 2005  年 8 月~  2007  年 7 月 
□專任/   年  █兼任/ 2 年 

任教學校任

教時間 
職級/年資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西元) 2005  年 8 月~  2006 年 1 月 
□專任/   年  █兼任/ 0.5 年 

任教學校任

教時間 
職級/年資 

樹德科技大學   
(西元) 2005  年 8 月~  2006 年 7 月 
□專任/   年  █兼任/ 1 年 

任教學校任

教時間 
職級/年資 

國立台南護理專科學校   
(西元) 2005  年 8 月~  2006 年 1 月 
□專任/   年  █兼任/ 0.5 年 

任教學校任

教時間 
職級/年資 

和春技術學院   
(西元) 2005  年 8 月~  2006年 1月 
□專任/   年  █兼任/ 1 年 

任教學校任

教時間 
職級/年資 

永達技術學院   
(西元) 2004 年 8月~  2005年  7 月  
□專任/   年  █兼任/ 1 年 

學歷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學士 

學術 

專長 

台灣文學 

現當代小說 

現代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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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識教育理念 
    通識教育被視為通才培養的核心課程，在專業化、國際化、全人化的教育

目標下，促成大學生對自然界、社會與人生的綜合性理解，與學生專業領域相

輔相成。自 1984 年教育部規定大學院校需開設 6~8 學分通識科目開始，至今三

十多年的通識課程運作，從早期的「共同科目」，到兼顧人文、社會、自然與生

命科學、數理與應用科技四大領域的課程規劃，旨在讓學生在專業分工愈加細

密，專業領域愈加深化的時代，透過通識教育的介入，避免在長期在專業領域

養成時產生的專業偏執，以全人化的角度，培養學生成為具備公民力與價值信

念的知識分子。 
    本人通識教育理念，是希望通識教師透過對自身專業領域的深入理解，在

課程中除課程理論與內涵的教授外，更能夠讓學生在課程學習中將通識課程所

學運用於生活，從自身生命經驗到世界關注議題，使學生在自身專業學習之外

有更寬廣的視野，更準確的判讀，更深入的分析，方能達成通識教育的使命。 
    基於這樣的通識教育理念，以本人 10 年來於屏科大所開設通識課程為例，

其中「國文（閱讀與寫作）」為本校共同必修科目，一學年四學分，對象以大一

學生為主，而本於通識課程應能在教師的專業理解中引導學生透過課程廣泛且

深入理解自己、社會、世界的理念，在這門以文學作品閱讀與寫作為主體的課

程中，除透過文本閱讀與分析連結學生生命經驗外，更重要的是透過文學的理

解，凸顯在每篇文本外的歷史脈絡、社會結構，而在寫作訓練中，以「土地」

為出發點設計作業，讓學生能探索校園地景、發現故鄉特色，也透過文學手段

回應自身專業。 
    另外，在人文領域的通識課程中，開設「台灣文學與歷史」、「台灣小說與

公民意識」等課程，同樣以文學為主體，一者縱向連結學生腳下的土地歷史，

一者橫向連結學生周遭社會議題，在台灣社會實現主體性歷史，也走向活潑的

公民社會的時代，這兩門通識課程亦在培養能對具備公民素養的台灣公民。且

結合當今學生嫻熟使用的社群媒體，以及創新的課程設計，讓學生能在課程中

自然養成對腳下土地歷史的情感，對公民議題的關注，以及增加網路資訊蒐

集、辨識與整理能力，以理性的態度接受異己想法，養成學生的社會力與公民

力。後更增加「職人敘事」嵌入「國文（閱讀與寫作）」課程中，將文學與專業

結合，以文學增進學生對自身專業領域的知識面與精神面，進一步使學生能認

同所選科系與理解未來職涯。 
    通識課程長久以來被視為營養學分，在以專業領域之實務操作為課程主體

的科技大學中，通識課程甚至可能被視為壓縮到專業科系必選修學分數的可有

可無的課程，如此則又是專才與通才長久難有定論的爭辯。實則，雖然當代環

境對於專業分工更加細密，對專業能力又要求更加精緻的表現，不可否認的

是，環境的快速變動使各產業領域都面臨時刻可能發生的變化，因此，在專業

領域之外其實更需要通識課程的補充，讓學生對自身專業領域之外的學科都能

有所認識與應用，更多的通識課程的修習亦將培養更能適應多變與多元未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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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 
    但相對地，通識課程的規劃與開設，也需對現實社會有更活潑與多元的對

應，且過去以四大領域作通盤規劃卻又將不同課程畫線歸類的時代也已過去，

通識各領域之間的課程，可嘗試更多的跨領域內涵的融入，如本人所開設之

「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課程，以人文領域之文本分析與社會領域之台灣公民

議題探究結合，加上以社群媒體為主要課程形式的數位能力要求，亦可視為對

通識領域跨領域融合的實驗，學生的課堂表現與回饋，都可見到學生對此課程

規劃形式的熱情與期待。未來不論是學校整體通識課程規劃與教師個人通識課

程設計，都可以跨領域的融入為主軸，以對應當代社會的變遷節奏，給予學生

更豐富、活潑、多元的通識課程。 
本著如此的通識教育理念，並結合，歷年創新教學經驗，希望可以帶給學

生更優質的通識課程，也更理解通識教育能帶給自己面對社會與人生的真正影

響所在。 
     
二、教師教學專業成長歷程 
    教師個人的教學專業成長歷程，以下以「105～107 年度」承辦本校「教育

部推動教師多元升等學校計畫」因應業務需求所帶給自己在教學方面的成長，

及「108 年至今」因接任本校通識教育中心主任，以及個人自 106 學年度開始

進行教學創新實驗以來的個人教學專業的成長歷程，分項說明。 
 
（一）承辦本校 105～107 學年度教育部「推動教師多元升等重點學校計畫」 

本人自 105 學年度起承接本校「教育部推動教師多元升等重點學校計畫」，

目標在讓教師理解多元升等的升等途徑，提供教師更多的生涯規劃選擇，也讓

教師可有更多的管道與想法，可提升教學現場中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成效。因此

本人因應業務需求，規劃教師研習—「多元升等教師工作坊系列講座」，共五場

教學實務學術研討會，三場「獸醫學門」、「生物科學學門」多元升等審查共識

研討會，一場校內的教師教學優良競賽，以及一場高屏地區大學院校教學實踐

研究成果發表會。另外也創立「升等屏科」之臉書專頁與社團，為參與教師提

供教學升等相關最新資訊，讓社團教師可以相互交流與成長。 
計畫執行的過程中，從規劃到參與，本人都在講座、研討會、教學成果發

表會與多元升等審查共識研討與教學競賽觀摩中，獲得教師教學從理論到實

務，從教學升等到升等審查的理解，本人在教學方面因此有很多的收穫。相關

活動承辦與心得茲說明如下： 
1、承辦教師教學研習 
（1）舉辦 105 學年度「多元升等教師工作坊系列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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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舉辦 106 學年度「多元升等教師工作坊系列講座」 

106 學年度之教師工作坊分為兩大部分，一為對有意提出教學升等教師提

供幫助的「教學升等實務分享」，主要邀請校外已獲教學升等之教授、副教授，

以自身經驗為例，分享其教學歷程以及教學升等相關準備方向；另一為「教學

理論與實務」，則邀請校外教育學門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從教學理論到實務，

提供教師創新與實用的教學知能。茲說明如下： 
 
A、「教學升等實務分享」系列講座 

 
 
 
 
 
 
 
 
 
 
 
 
 

106年4月12日，邀請國立中山大學教

育研究所洪瑞兒教授主講，講題：「如

何兼顧大學教學品質與學術產能」。  

106年9月25日，邀請正修科技

大學發展中心主任主講，講

題：「攜手開拓教師多元升等途

徑」。 

106年10月11日，邀請國立嘉義大

學資訊工程系許政穆教授主講，講

題：「教學升等經驗分享」。 

106年6月6日，於本校教師專業成長營

分享，講題：「如何撰寫教學成效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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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教學理論與實務」系列講座 
 
 
 
 
 
 
 
 
 
 
 

 

107年3月21日，邀請南台科大資訊

工程系鄭淑真副教授主講，講題：

「教學實務升等經驗分享」。  

107年5月16日，邀請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餐飲管理研究所劉聰仁教授主講，講題：

「教學實務升等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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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07 學年度教師工作坊 
 
 
 
107 年 11 月 9 日，邀請屏東大

學教育學系孫敏芝教授蒞校舉辦

三小時的「行動研究工作坊」，

主要提供本校非教育領域教師可

運用之教學研究方法，本人也多

運用該次講座之行動研究法於自

身的教學研究中。 
 

 
 
 
 
 
 
 
 
 
 
 
 
 
 
 
 
 
 

 

106學年度「教學理論與實務」系列講座共舉辦四個場次，邀請國立高雄師範

大學劉世閔教授、國立屏東大學湯維玲教授、國立台南大學教育學系黃彥文

教授及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吳俊憲教授蒞校分享教學創新、課程

設計與學生學習成效評估、質性研究等教師教學與研究心得。每個場次與會

教師都超過十人以上，且講座內容若經講者同意，也會在「升等屏科」的教師

社團中直播，讓未能與會的老師也能參與。 

在教學理論與實務方面，107
學年度更邀請甫獲得清華大學

舉辦之「大學教師創新教材與

教學優良競賽」特優之義守大

學王淑綺助理教授，以「運用

多元線上互動工具於課堂經營

與實作」為題，分享王師於課

堂上所運用之各種社群媒體與

網路工具，對本人以社群媒體

為主要課程網路延伸工具的建

立提供更多想法。另邀請國立

高雄師範大學工業設計研究所

陳俊智教授，以「創新教學×教

學研究—「實作」與「理論」

課程教學設計的差異」為題，

分享他透過教學設計，帶領學

生從實作到參與競賽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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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承辦校內教學競賽 
舉辦本校首屆「卓越教學，邁向顛峰—

教師優良創新課程競賽」，向屏科大校內教

師徵求優良教學成果，並邀請三位校外委

員參與評審。本教學競賽是本人參考清華

大學所舉辦的全國性競賽「大學教師優良

創新課程及教學競賽」舉行，目的在增加

本校有意提出教學升等之教師的績效。而

雖為校內競賽，審核過程亦十分嚴謹，除

書面資料之初審、複審外，更有由三位校

外委員評分之口頭報告成績，最後選出特

優、優良與佳作，並於頒獎典禮當天邀請

獲得特優與優等獎的教師分享其教學成

果，與會教師皆有所收穫。 
 
 
 
 

 
3、舉辦教學相關學術研討會 
   教學研討會的召開，可聽到不同的領域的教師於教學現場的操作與研究，

三年期間共舉辦五場研討會，並皆申請 ISBN 正式出版為研討會論文集。 
 
 
 
 
 

＊本次教學競賽經半學期的宣傳，共收到13份本校教師參與教學競賽的

作品，且經第一輪初審結果，作品平均都超過70分，共同進入複審程序，

於6月13日由複審委員進行口試並公布得獎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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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 學年度舉辦教學研討會（一場） 
*「2017 技職教育農業、獸醫暨生命科學學門多元升等制度研討會」 

 
 
 
 

 
 
 
 
 
 
 
 
 
 

 
 
 
 
 
 
 
 
 
 

 
 
 

本研討會共收錄七篇教學研究論

文，並有二場技術升等及教學實

務升等成功經驗分享會，以及一

場「微型創業的創意與創新」專

題演講。與會學者認真研討與分

享創新教學經驗。 

研討會共計60人次參與，會後整理

研討會論文集，並申請ISBN，於

2017年9月出版《2017技職教育、農

業暨生命科學學門多元升等制度研

討會論文集》。 
 

 

「2017技職教育農業、獸醫暨生命科學

學門多元升等制度研討會」於106年5月
31日假本校綜合大樓博雅講堂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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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6 學年度舉辦教學研討會（兩場） 
A、「2018 教學精進暨通識教育學術研討會」 
本研討會以「教學」型論文的徵集做為主軸，研討會當天共發表「通識教

育」主題論文共四篇，及「教學」主題論文共 11 篇，會中更邀請本校通識教育

中心廖珮如助理教授，以廖師在課堂上運用網路媒體如入教學之經驗作演講分

享，演講主題：「多元媒體融入教學實踐：以共同建構知識的通識課程為例」，

參與之教師皆獲益良多。 
 
 
 
 
 
 
 
 
 
 
 
 

B、「2018 教學實務暨技術應用報告學術研討會」 
本研討會以「教學實務研究」及「技術應用報告」為論文徵集主題，共收

錄由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高雄市立空中大學及本校教師投稿發表。且除論文發

表外，當天更邀集於 106 學年度舉辦之「卓越教學，邁向顛峰—教師優良創新

課程競賽」得獎者進行頒獎，並邀請在競賽中獲得特優與優等共四名教師發表

其優良創新課程競賽成果。研討會論文經外審委員審查及論文作者修改後申請

ISBN 碼並出版為《2018 教學實務暨技術應用報告研討會論文集》。 

107年6月15日
（五）舉辦「2018
教學精進暨通識教

育學術研討會」，

共收通識與教學主

題論文1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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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7 學年度教學研討會（二場） 
A、「2019 教學精進暨通識教育學術研討會」 

  本次研討會以通識教育研究與教學創新實踐為徵稿主題，共收論文 8 篇。 
 
 
 
 
 
 
 
 
 
 
 
 
 
 

B、「2019 教學實務學術研討會」 
本次研討會結合教育部推動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邀集高屏地區獲 107 學

年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支持之教師，與會並分享他們該年度的研究成果，共計

6 為教師參與。當天教學型論文共發表 16 篇，發表人從大學副教授到幼兒園教

師，從屏東、台北、花蓮到澳門，吸引國內外學者共同參與，參與教師皆獲益

良多。會議當天同時舉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成果交流會」，共邀集六位高屏地

區六位教師，與當日研討會中發表。教學內容範圍從社會學、藝術、管理學、

到生物科技、資訊管理、微生物學，吸引超過 50 位校內外教師與會。 
 

 
 

本研討為共

徵集 8 篇論

文，其中涵

蓋文學、經

學、人類

學、宗教、

史學等的學

術與教學研

究論文。 
 



14 
 

4、成立教師教學社群 
106 學年度在臉書設立了不公開社團「升等屏科」，將之做為本校多元升等

資訊的討論平台，讓老師們可以互相共享多元升等資訊，互相討論與成長。透

過本校人事室協助，邀集更多對多元升等尤其是教學升等有興趣之教師加入教

學社群。持續以「升等屏科」之臉書社團作為教師交流與活動成果分享處，教

師也可以互相分享資訊與進行問題討論。所舉辦工作坊亦可經講師同意後與社

團中直播，若未能參與的群組教師亦可透過影片學習。「升等屏科」社團呈現如

下圖所示： 

 
 

（二）107～110 學年度：擔任本校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自 107 學年度起，接任本校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擔任主任期間，負責承辦

通識中心每年固定舉行的學術研討會，也多有參與他校通識課程規畫、審查的

機會。同時以主任身分推動國文教學課程的規劃革新，推動靜思湖文學獎與職

人敘事等特色課程。又因個人對教學創新的期許，而有高教深耕計畫、教學實

踐研究計畫等的申請與執行，參與本校與他校創新教學社群，獲本校及他校創

新教學獎項等。在過去承接教育部推動教師多元升等重點學校計畫的經驗與歷

練中，以中心主任與教師個人的身分持續成長。分項說明如下。 
 

1、舉辦教學相關學術研討會 
（1）109 學年度教學研討會（一場） 

    舉辦「2020 通識教育創新與實踐學術研討會」，以通識教育研究，以及通

識教育教材教法、教學媒體、教學問題解決等為徵稿主題，共收稿 11 篇，分三

大主軸為「教學與實踐」、「文學與社會」、「哲學與教育」，發表人普遍來自南部

大專校院，在通識領域的研究方面收稿較多，教學實踐則在教學法與教學科技

方面多有班級情境的實際探討，與會學者皆有所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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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0 學年度教學研討會（一場）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舉辦「2022 通識教育 X 永續行動 X 教學創新學術研討

會」，以通識教育研究，永續行動方案與教學實踐研究為主題徵稿，經審查後共

收稿件 15 篇，並安排專題演講，邀請本校永續行動辦公室副執行長簡赫琳老

師，分享永續與通識教育的結合經驗，講題為「21 世紀『永續素養』的通識育

成策略」。也因應疫情改為線上舉辦，與會成員來自超過 70 人。會後更徵集稿

件，並邀請校外審查委員進行雙向匿名審查，收錄稿件出版有 ISBN 碼的研討

會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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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申請與執行教學計畫 

在計畫申請與執行方面，主要以三門課程「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台灣歷

史與文學」及「國文（閱讀與寫作）」作為教學創新實驗課程，將「敘事文學」

及「PBL 問題解決導向學習」與「網路合作學習」融入課程，改變課程的設計

與實施方式。且多以校內高教深耕計畫申請與執行並進行檢視與修正後，再申

請教育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並自 108 學年度起，連續三年獲得教育部教學實踐

研究計畫支持。各項教學計畫之類型、名稱與說明，請參下表。 
 

編號 
日期 

(年月日) 
轉化為創新教學改進之說明 

01 
2021.08.01 

~ 
2022.07.31 

課程：【國文（閱讀與寫作）】 
計畫類型：110 學年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計畫名稱：「職人敘事」—「PBL 問題導向學習」與

「網路合作學習」融入大一國文課程之教學實踐 
說明：依學生不同專業領域開設課程社團，由同學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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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與自身專業領域相關之文學書籍與文字書

寫，並以學生創作及本校特色課程具體實踐文學

與專業的連結。 

02 
2022.02.01 

~ 
2022.07.31 

課程：【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 
計畫類型：110 年高教深耕創新教學暨問題導向課程專

案計畫（110-2） 
計畫名稱：「永續行動讀書會」 
說明：學生於分組社團中研讀不同書籍，除對內容與議

題延伸能夠有清楚理解外，更要能對故事人物背

後的權力結構能有所分析，進而提出問題解決方

法，以期人物情境能夠有所改變並達到永續改

變。 

03 
2021.08.01 

~ 
2022.01.31 

課程：【台灣歷史與文學】 
計畫類型：110 年高教深耕創新教學暨問題導向課程專

案計畫（110-1） 
計畫名稱：「XX 歷史劇場」 
說明：學生於分組社團中進行地方歷史資料蒐集，並能

於共同線上討論時間腦力激盪，撰寫發生於該組

主題空間之歷史故事，在故事虛構的過程中能夠

連結更多台灣歷史資訊，增進對在地歷史的理解

與興趣。 

04 
2021.08.01 

~ 
2022.01.31 

課程：【國文（閱讀與寫作）】 
計畫類型：110 年高教深耕教學創新課程專案計畫

（110-1） 
計畫名稱：「職人敘事」 
說明：以職人敘事嵌入國文（閱讀與寫作）課程，實現

文學與專業領域的連結，開設不同科系的學生社

團，讓學生蒐集資料也共享，透過實驗摸索以期

建立創具屏科大特色之國文課程。 

05 
2021.02.01 

~ 
2021.07.31 

課程：【台灣歷史與文學】 
計畫類型：109 年高教深耕創新教學暨問題導向課程專

案計畫（109-2） 
計畫名稱：「XX 歷史劇場」 
說明：學生於分組社團中進行地方歷史資料蒐集，並能

於共同線上同論時間腦力激盪撰寫發生於該組主

題空間之歷史故事，在故事虛構的過程中能夠連

結更多台灣歷史資訊。 
06 2020.08.01 課程：【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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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7.31 

計畫類型：109 學年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計畫名稱：「公民讀書會：以結合『敘事文學』與『PBL

問題解決導向』之課程設計深化大學生公民意識

之行動研究」 
說明：以公民讀書會做為本課程 PBL 問題導向課程活動

設計，引導學生進行書籍閱讀與相關議題理解、

資訊搜尋與共享。 

07 
2020.08.01 

~ 
2021.01.31 

課程：【台灣歷史與文學】 
計畫類型：109 年高教深耕創新教學暨問題導向課程專

案計畫（109-1） 
計畫名稱：「XX 歷史同好會」 
說明：學生於分組社團中能廣泛蒐集該組主題之歷史資

料，並共同以關鍵詞對該空間進行準確清晰之歷

史階段耙梳。 

08 
2019.08.01 

~ 
2020.01.31 

課程：【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 
計畫類型：108 年高教深耕創新教學暨問題導向課程專

案計畫（108-1） 
計畫名稱：「線上公民議會」 
說明：學生以分組社團的形式共同討論議題解決方案，

並舉辦同步線上討論室之「線上公民議會」，共

同討論最具全組共識之解決方案。 

09 
2019.08.01 

~ 
2020.07.31 

課程：【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 
計畫類型：108 學年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計畫名稱：「以結合『問題解決導向學習』、『敘事文學』

與『社群媒體』之課程深化大學生公民意識之行

動研究」 
說明：以小說文本結合台灣當下之公民議題，並以「線

上公民議會」形式進行問題討論，成員以不同角

色立場討論該組最具共識之解決方案，並於期末

分組報告呈現。 

10 
2018.08.01 

~ 
2019.07.31 

課程：【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 
計畫類型：107 年高教深耕創新教學暨問題導向課程專

案計畫（107-2） 
計畫名稱：「公民讀書會」 
說明：以學生共組讀書會社團的形式，閱讀教師指定書

目，並能在閱讀書籍的過程中延伸現實生活之新

聞時事報導，並以共同線上討論室，完成分組報

告內容之討論，並於分享期間能讓他組同學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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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組書籍的主要內涵與對應議題的價值取向。為

個人第二次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之先行運

作。 

11 
2018.08.01 

~ 
2019.01.31 

課程：【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 
計畫類型：107 年高教深耕創新教學暨問題導向課程專

案計畫（107-1） 
計畫名稱：「線上公民議會」 
說明：學生以分組社團的形式共同討論議題解決方案，

並舉辦同步線上討論室之「線上公民議會」，共

同討論最具全組共識之解決方案。為個人第一次

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之先行運作。 

12 
2017.08.01 

~ 
2018.01.31 

課程：【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 
計畫類型：106 年度技專校院教學創新先導計畫 
計畫名稱：「以『敘事文學』及『社群媒體』深化大學生

公民意識」 
說明：本計畫為本人新設之「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之

基本運作模式，透過小說文本與公民議題的連

結，以及以臉書社團形式建立學生社團貼文回應

等社群媒體運作形式。 

 
  3、參與校內外教學競賽 

    自 107 學年度起，本人積極參與校內外教學競賽，共計校內獲獎四次（院

特優一次，校教學特優一次，校教學優良兩次），校外獲獎三次（清華大學舉辦

之大學教師創新優良課程教學競賽，佳作一次，優等兩次）。各獎項說明如下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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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日期 競賽名稱 名次 創新教學競賽之內容說

明 

01 2021.11.25 
國立屏東科技大

學 109 學年度創

新教學優良教師 
第一級 

當屆 B 類創新教學優良

教師競賽，以「台灣歷史

與文學」課程所申請之高

教深耕計畫之內容，將

「XX 歷史同好會」與

「XX 歷史劇場」兩個主

要活動做為競賽內容，獲

得當年度第一級第一名

的肯定。 

02 2020.10.30 
2020 大學教師優

良創新課程教學

競賽 
優等 

本競賽以「台灣小說與公

民意識」課程運用「敘事

文學」、「社群媒體」與

「PBL 問題導向課程設

計」為創新模式，分為「線

上公民議會」與「公民讀

書會」兩個主要活動，以

課程之創新模式與成效

獲得競賽優等。 

03 2020.04.19 
國立屏東科技大

學 107 學年度創

新教學優良教師 
第二級 

當屆 B 類創新教學優良

教師本課程以「台灣小

說與公民意識」課程所

申請之高教深耕計畫之

內容「線上公民議會」

與「公民讀書會」為主

要內容，獲得當屆 B 類

創新教學優等教師第二

級第一名的肯定。 

04 2019.10.24 
2019 大學教師優

良創新課程教學

競賽 
優等 

本課程以「國文（閱讀

與寫作）中運用地景

詩、自然寫作等貼近學

生專業領域以及校園空

間之課程活動設計，以

及以「屏科藝象」藝文

粉專作為國文課程與生

活連結，以及教師專欄

與學生優秀作品之展示

平台，透過社群媒體擴

延國文課程之課程內容

與影響。 

05 2018.10.04 
國立屏東科技大

學 106 學年度教
第一級 本次競賽以本人之「國

文（閱讀與寫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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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特優教師 為主，以曾舉辦過之靜

思湖文學獎、屏科校園

金句比賽結合結合學生

作業之設計，以及以

「屏科藝象」粉專透過

社群媒體經營與擴延本

校國文課程之成果，該

成果獲當年度教學特優

教師競賽第一級第一名

的肯定。 

06 2018.11.16 
2018 大學教師優

良創新課程教學

競賽 
佳作 

本次競賽以初次在「台灣

小說與公民意識」課程中

運用「敘事文學」與「社

群媒體」深化大學生公民

意識之課程模式參與競

賽，獲得該次競賽佳作肯

定，成果並以海報發表於

當年度清華大學舉辦之

教學研討會。 

07 2018.06.22 
本校人文暨社會

科學院 106 學年

度教學特優教師 
 

本校人社學院教學特優

教師由系所推薦後經院

教評會審議通過。是於本

人於校內最早獲得的教

學績優相關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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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教學成果分享與交流 

本人之創新教學成果發表共分三個課程四個部分，分項說明如下： 
 

（1）「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課程 
    本課程的建立經歷兩階段，早期以敘事文學融入公民議題課程，並以社群

媒體作為主要課程延伸之媒體工具，後期則加入 PBL 問題導向學習的活動設

計，讓學生的自主學習與合作學習可以更為聚焦也深入。因此本課程在分享與

交流方面，亦分兩階段說明如下: 
 

A、「敘事文學」＋「社群媒體」之運作模式 
自 105 學年度有「台灣小說教學融入公民力之課程設計」（項 24）之構思

後，106 學年度承接大專校院先導計畫後，以新開設之「台灣小說與公民意

識」課程，實驗敘事文學及社群媒體介入課程以深化大學生公民意識之教學成

效。該成果於先導計畫成果展（項 23）發表，並參與清華大學舉辦教學競賽，

獲佳作後於當年研討會以海報發表（項 21）。後受當屆獲特優獎項之義守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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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淑琦老師邀請，於該校醫學院創新教學社群分享（項 18）。 
 

B、「敘事文學」＋「社群媒體」＋「PBL 問題導向學習活動設計」之運作

模式 
自 107 學年度起經本校跨域中心之問題導向學習計畫申請，嘗試於該課程

加入「PBL 問題導向課程設計」，而有「線上公民議會」及「公民讀書會」之運

作，後以之申請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連獲兩年計畫支持。該成果並於中

山大學研討會（項 14）、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成果交流會（項 13）、本校 PBL 成

果交流會（項 16）發表，後以成果參與清華大學教學競賽獲得優等，於當年研

討會口頭發表（項 12），隔年加入 109 學度的運作，於雲科大研討會以論文發

表（項 11）。 
 
（2）「國文（閱讀與寫作）」課程 
A、國文與學生生活的連結 

  本課程以「地景詩」寫作作為學生觀察校園生活的連結，並將成果整理為

「地誌文學融入大一國文之教學設計」論文於研討會發表（項 22），並設計

「屏東廣告文案設計」、「屏科金句文創商品設計」等連結學生與屏東生活的文

案撰寫。 
 

B、國文之與社群媒體之連結 
  透過「屏科藝象」粉專，連結本校圖書館、「屏科南風」等擴延校園影響

力，「屏科藝象」除有通識中心教師個人專欄撰寫外，更做為每學期國文課程優

秀學生作品展示平台。後集結作品出版《屏科藝象》季刊，目前已出版四期。

該成果獲本校教學特優教師第一級肯定，並於本校教師成長營分享（項 20），
後更以該成果參與清華大學教學競賽獲得優等，於當年研討會口頭發表成果

（項 19），並收錄於清華大學之教學實踐研究期刊獲刊登為期刊論文（項 15）。 
 
C、國文課程與學生專業領域之連結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初步嘗試，110 學年度正式實施之「職人敘事」課程，

透過將「職人敘事」嵌入國文（閱讀與寫作）中，讓學生能在選文閱讀與文學

創作中，了解自身專業領域與文學結合的可能。在一年半的教學實踐中，先於

佛光大學「跨域自學力」研討會以論文發表（項 07），隔年增加 110 學年度第

二學期成果於本校通識中心舉辦之研討會發表（項 02），最後投稿佛光大學

《跨域自學力學報》，經匿名審查後刊登為期刊論文（項 01）。 
 
（3）「台灣歷史與文學」課程 
在本課程中，主要透過「敘事文學」融入台灣不同歷史階段的課程中，並以

「PBL 問題導向學習活動設計」與「網路合作學習」做為課程延伸，讓學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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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團參與中學習在地歷史資料蒐集及故事創作與發想。109 學年度開始運作

新的教學方式後，110 學年度先以研討會論文發表於台灣師範大學舉辦的學術

研討會（項 08），後因該課程獲得本校教學創新優良教師而受邀於本校 PBL 交

流會分享（項 09），最後投稿屏科大《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教育類》（項 03），
經匿名審查後刊登為期刊論文。 

  也因三門課程的運作多以敘事文學融入課程，並輔以網路合作學習的教學

方法，並以社群媒體為教學工具，所以也有融合近五年的教學內容與方法的成

果分享，如受邀本校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說明暨分享會（項 06）及受邀於宜蘭大

學創新教學系列研習分享（項 04）的機會。 
  除上述三個層面外，也因本人擔任屏科大通識教育中心主任，也受邀在通

識教育相關研討會以座談會形式分享個人於通識教育推動上的經驗與心得。如

高雄餐旅大學連續二年的通識教育研討會，便受邀座談通識相關如通識教育的

閱讀力發展（項 05）及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主題類型分析（項 11）等。 
  以上說明之個人近五年教學成果交流與分享，具體內容請可參下表： 
 
編號 日期(年月日) 成表發表名稱 

01 
111.06.30 

《跨域自學力》第二期 
（佛光大學） 

「職人敘事」—大學專業領域融

入大一國文之教學實踐 
（期刊論文） 

02 

111.04.20 
2022 通識教育 X 永續行動 X 教學

創新學術研討會 
（屏東科技大學） 

「職人敘事」—大學專業領域融

入大一國文之教學實踐 
（研討會論文） 
（口頭發表） 

03 

111.03.31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教育類》 

16 卷 1 期 
（屏東科技大學） 

以敘事文學與網路合作學習提升

歷史學習動機之教學實踐研究 
（期刊論文） 

04 
111.03.23 

110-2「創新教學」系列研習 
（宜蘭大學） 

以敘事文學與網路合作學習提升

學生學習動機與成效 
（講座分享） 

05 
110.11.19 

2021 通識教育研討會 
（高雄餐旅大學） 

台灣通識教育的閱讀能力發展 
（座談分享） 

06 

110.11.10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申請說明暨分享

會 
（屏東科技大學） 

社群媒體在網路合作學習的應用 
（講座分享） 

07 
110.11.06 

第二屆「跨域自學力」學術研討會 
（佛光大學） 

「職人敘事」—大學專業領域融

入大一國文之教學實踐 
（研討會論文） 
（口頭發表） 

08 110.10.22 以敘事文學與網路合作學習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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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教育：教育公平、卓越與效能

國際學術研討會 
（台灣師範大學） 

歷史學習動機之教學實踐研究 
（研討會論文） 
（口頭發表） 

09 

110.10.19 
創新教學暨問題導向學習課程交流

會 
（屏東科技大學） 

分享課程：「台灣歷史與文學」 
（講座分享） 

10 
110.05.29 

2021 教學創新示範學校國際研討會 
（雲林科技大學） 

「線上公民議會」與「公民讀書

會」: 以結合敘事文學、社群媒 
體與 PBL 問題解決導向之課程

設計深化大學生公民意識之行動

研究 
（研討會論文） 
（口頭發表） 

11 
109.11.11 

2020 通識教育研討會 
（高雄餐旅大學） 

台灣通識教學創新實務教學研究 
（座談分享） 

12 

109.10.30 
2020 數位教育的創新與變革—後疫

情下的學習驅動研討會 
（清華大學） 

「線上公民議會」與「公民讀書

會」: 以結合敘事文學、社群媒 
體與 PBL 問題解決導向之課程

設計深化大學生公民意識之行動

研究 
（成果報告） 
（口頭發表） 

13 

109.08.18 
108 學年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學門

成果交流會 
（靜宜大學） 

以結合「問題解決導向學習」、

「敘事文學」與「社群媒體」之

課程深化大學生公民意識之行動

研究 
（成果報告） 
（口頭發表） 

14 

109.06.19 
2020 通識教學實踐與跨域學習學術

研討會 
（中山大學） 

以結合「問題解決導向學習」、

「敘事文學」與「社群媒體」之

課程深化大學 生公民意識之研

究 
（研討會論文） 
（口頭發表） 

15 

108.12.31 
《大學教學實務與研究期刊》 

3 卷 2 期 
（清華大學） 

從土地到雲端──實踐「國文」

課程對生活的連結 
（期刊論文） 

16 

108.10.30 
創新教學暨問題導向課程專案計畫

分享會 
（屏東科技大學） 

以結合「問題解決導向學習」、

「敘事文學」與「社群媒體」之

課程深化大學公民意識 
（講座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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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08.10.26 

2019 卓越教學與評鑑研究研討會 
（清華大學） 

從土地到雲端──實踐「國文」

課程對生活的連結 
（成果報告） 
（口頭發表） 

18 
108.04.16 

「醫學院創新教學社群」專題演講 
（義守大學） 

以敘事文學與社群媒體深化大學

生公民意識 
（講座分享） 

19 

107.12.18 
教學創新暨問題導向學習課程專案

計畫成果分享會 
（屏東科技大學） 

PBL 計畫成果分享:台灣小說與

公民意識 
（講座分享） 

20 
107.12.05 

專業教學特優教師教學經驗分享 
（屏東科技大學） 

教學經驗分享:社群媒體在教學

上的應用 
（講座分享） 

21 

107.10.26 
2018 大學創新學制與教學實踐研討

會 
（國立清華大學） 

以敘事文學與社群媒體深化大學

生公民意識 
（成果報告） 
（海報發表） 

22 
107.06.20 

2018 教學實務暨技術應用報告研討

會（屏東科技大學） 

地誌文學融入大一國文之教學設

計 
（研討會論文） 
（口頭發表） 

23 

107.03.22 
106 年度技專校院教學創新先導跨

校期末成果展 
（高雄科技大學） 

台灣小說與社群媒體融入公民意

識課程成果分享 
（成果報告） 
（口頭發表） 

24 

106.05.31 
2017 技職教育農業、獸醫暨生命科

學學門多元升等制度研討會 
（屏東科技大學） 

台灣小說教學融入公民力之課程

設計 
（研討會論文） 
（口頭發表） 

 
  5、參與創新教學活動與研習 

本人自 105 學年度承辦教育部推動教師多元升等重點學校計畫以來，參與

創新教學活動研習已成為個人的習慣，早期多以校內教師專業成長研習為主，

近兩年因疫情緣故，有更多教師教學研習改以線上舉辦，所以參與他校教學研

習的機會也增加很多，總計共參與 54 場創新教學活動與研習。所參與每場研習

及活動之內容與心得，請參下表。 
 

 
編號 日期 創新教學活動或研習名稱 創新教學活動或研習之內容及心得 

01 111.06.30 
教研相長-教學實踐研究

工作坊 
由臺灣師範大學師培中心的王秀槐

教授主講，說明教學研究中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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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行為與學生參與的相關性如何理

解。並說明各類研究方法的特色與

應用範圍，其中準實驗法的概念未

來可能運用到。會中也分享教學實

踐研究的亮點計畫，說明不同計畫

的核心與訴求所在。 

02 111.06.24 

110 學年度教學實踐研

究計畫線上成果發表分

享會 
（元智大學） 

元智大學的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成果

多集中於電機資訊工程方面，提供

對不同學程領域的教學現場問題解

決方案。其中尤淨纓副教授將經典

文學融入談判技巧課程的教學實踐

十分有趣，透過對學生的心理測試

找到人格屬性並對應到經典故事進

行模擬扮演的部分對本人在課程中

的公民讀書會活動有很多啟發。 

03 111.06.23 

110 學年度教學實踐研

究計畫線上成果發表分

享會 
（國立中正大學） 

中正大學的教學實踐研究分享會分

為兩場，參與 B 場以人文學門為主

的分享。其中中文系曾若涵副教授

讓文學課程結合程式語言設計，讓

學生以 PBL 的合作方式產出 AR 擴

增實境的學習成果，令人印象深

刻。 

04 111.06.16 

落實創新教育：2022 創

新教學×教學實踐分享

會 
（弘光科技大學） 

分享會中邀請數學系、教育所與建

築系的老師分享對教學創新的想

法，其中巫博瀚老師對 PBL 問題解

決導向學習教學法的運用與分享收

穫最多，阮怡凱老師對教學實踐研

究計畫的審查經驗，也提供更多對

教學實踐研究方向的想法。 

05 111.06.08 
教學實踐研究計劃學術

論文撰寫工作坊 
（大葉大學） 

邀請台北教育大學教育系賴秋琳助

理教授分享她的教學論文寫作經

驗，其中對於當前教學論文的教育

科技研究創新元素，提供未來教學

論文寫作更多的想像。 

06 111.05.12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經驗

分享： 許一個有互動的

課堂 
(國立中山大學電光工程

學系于欽平副教授) 

本校教資中心邀請獲得教學實踐研

究績優計畫的于欽平副教授與老師

們分享，分享他如何透過同儕教學

策略讓學習較佳的同學指導其他同

學，學習落後的同學保有學習意願

的教學策略，獲益良多。 

07 111.04.21 
設計思考與創意教學 
（國立屏東大學幼兒教

育學系陳雅鈴教授） 

陳雅玲教授分享其於幼教課程中使

學生能團隊合作，以科學遊戲融入

課程設計，最後能產出幼兒科普的

教學書籍，令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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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111.04.20 

「2022 通識教育 X 永續

行動 X 教學創新學術研

討會」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由屏科大通識中心主辦的學術研討

會，主題涵蓋創新教學、永續行動

等面向，透過臉書社團、在地踏

查、創意桌遊，以至圖書館活動等

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成效的具體

教學實踐經驗撰成主題論文發表，

獲益良多。 

09 110.11.19 
「2021 通識教育研討

會」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高餐的通識教育研討會主要邀請各

校專家學者以座談方式討論，2021
年的議題以台灣通識教育的閱讀能

力發展的座談主題有最大收穫。 

10 110.11.11 

如何錄製非同步教材-錄
製軟體教學 

（訊連科技專業講師李

燕秋老師） 

李燕秋老師是非同步教學的專家，

在教學課程的錄製提供許多軟體應

用操作方式的教學，以及錄製非同

步教材時應注意事項，以求能確保

學生在非同步教學時的學習成果。 

11 110.11.10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申請

說明暨分享會 
（本校食品系吳明昌教

授、通識中心王國安副

教授、客研所鄭春發副

教授） 

本校教資中心為提升本校教師申請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動機與成效，

邀請校內負責學門計畫審查委員的

教授，以及獲多次教學實踐研究計

畫支持之教師分享，會中與會教師

的提問也釐清了更多計畫申請的細

節問題。 

12 110.11.06 
第二屆「跨域自學力」

學術研討會 
（佛光大學） 

由佛光大學主辦的「跨域自學力」

學術研討會，除參與發表的學術論

文外，最後由佛光大學傅昭銘副校

長引言的「如何建構『佛光自學力

大學』」提供了做為教學主管可以為

學校教學提供的創新方向與思考方

式，提供個人對本校通識教育的教

學規劃方向，有最大收穫。 

13 110.10.22-
23 

未來教育：教育公平、

卓越與效能國際學術研

討會 
（台灣師範大學） 

研討會蒐羅各大專校院教師的教學

論文，議程分兩天進行，主要議題

涵蓋「學習成果之公平與卓越」、

「學校變革之效能與創新」及「教

育效能與學習型社會」等三面向，

其中以教師的教學實踐成果分享有

最大收穫。 

14 110.10.16-
17 

2021 年國際博雅教育線

上論壇：邁向東亞博雅

教育的共同體 
（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

會） 

由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CAGE)與
韓國國家敎養學院(KONIGE)、韓國

全國大學教養教育協議會

(KCUGE)、日本大學教育學會

(JACUE)等共同舉辦，主場地為韓

國。每個場次有共同討論主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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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由台、韓、日、中學者共同討

論。其中韓國學者關於混成式教學

的研究最可做為後續教學之參考。 

15 110.09.29 

教學實踐研究系列演

講：教學實踐研究撰寫

指南與拆招解密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

巫博瀚助理教授） 

本校教資中心舉辦之研習會，會中

巫教授詳細說明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書寫時要注意到的問題意識、教育

目標、教學方法、課程設計與學習

評量各方面教師容易忽略或誤解的

部分，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分享他的

計畫書寫經驗，是相關教學實踐研

究計畫撰寫研習講座中收穫最多的

一場。 

16 110.09.17 

創新教學—問題導向

（PBL）線上教學經驗

分享會 
（本校生科系施玟玲教

授、通識中心王國安副

教授） 

會中生科系施老師提供她在教學上

所運用之網路資源對於生物科技相

關課程的運用，對於透過網路資源

增進師生互動的部分，以及所使用

軟體介面印象深刻。 

17 110.09.08 
數位學習平台教育訓練 
（本校電算中心薛招治

組長與林斐清講師） 

因應疫情於開學前升溫而延後實體

課程，為使各教學單位之線上課程

能完善呈現，而有本次教育訓練。

課程中也讓讓數位學習平台於線上

教學之功能運用上能更為熟練。 

18 110.07.27 

通識教育「境」與

「進」的力量 
（2021 臺灣通識教育策

略聯盟暨品質策進會@
高雄科大大會） 

主要針對各校通識教育的規劃作研

討，邀請不同學校分享如高雄科技

大學、輔英科技大學等分享其於通

識課程的整體創新規劃，以及細部

如國文課程的革新等，對未來規劃

本校通識教育課程提供了許多思考

方向。 

19 110.07.11 
「簡報製作與表達」 
（品牌策略媒體顧問師 

陳佩君老師） 

陳佩君以她多年的演講經驗，詳細

說明她的簡報製作與演講技巧，以

及授課的心法與學生相處之道，對

授課之簡報準備及與學生於課堂的

應對之道有所助益。 

20 110.06.17 
2021 教學創新策略暨教

學實踐研究研討會 
（弘光科技大學） 

本次研討會共邀請靜宜大學、逢甲

大學、東海大學三校之教師與行政

主管進行對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中

區支持系統，及教師之教學創新實

踐為分享主題。 

21 110.06.15 
2021 六藝講會：教學與

研究的相遇—探究教學

實踐研究之開展 

六藝為台師大校徽，其六藝講會為

台師大重要活動，2021 年以教學與

研究為主軸。其中由石蘭梅等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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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組成的 PBL 教師社群所進行之

通識課程【公民環境素養】，結合

SDGs 教學模組優化，使學生能實地

踏查，結合校園與社區關係進行探

索，發現並解決問題，其運作方式

對本人課程之活動設計提供更多實

踐方向。 

22 110.05.28 
2021 教學創新示範學校

國際研討會 
（雲林科技大學） 

本次研討會於各人發表的場次中，

主持人針對個人發表論文之教學成

效分析提供有效建議，當學期之成

效問卷之設計便依主持人之建議有

所修正。 

23 109.12.30 
2020 通識教育創新與實

踐學術研討會 
（屏東科技大學） 

研討會共發表論文 10 篇，分「教學

與實踐」、「文學與社會」及「哲學

與教育」三個主題。相關通識領域

相關論文及創新教學成果，可做為

未來教學之參考。 

24 109.11.06 

創新教學-微積分課程翻

轉教學經驗分享 
（高雄醫學大學基礎科

學教育中心溫慶峰主

任） 

溫慶豐老師以翻轉教師的方式，讓

學生可以在家以影片學習後，於課

堂提出問題，並以情境式的問題讓

學生以微積分做解答，並能帶動其

他同學以小組形式教學相長，是相

關知識量繁重的主科可參考的教學

模式。 

25 109.10.27 

109-1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說明暨分享會 
（屏科大森林系陳美惠

教授、機械系陳金山教

授、餐旅系汪眾仁副教

授） 

本次分享會以三位教師的教學實踐

研究成果分享為主，也提供個人申

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成功的方法。

其中陳美惠老師的 USR 大學社會責

任計畫的分享與審查經驗令人印象

深刻。 

26 109.01.06 
新版數位學習平台教育

訓練（人文學院） 

因應舊版數位平台課程檔案上傳的

限制以及各類數位教學需要，學校

開發新版數位平台，以不同學院分

別進行教育訓練。 

27 108.12.17 
新版數位學習平台教育

訓練（通識中心） 

因應舊版數位平台課程檔案上傳的

限制以及各類數位教學需要，學校

開發新版數位平台，語言中心與通

識中心等進行教育訓練。 

28 108.11.18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說明

暨分享會 
（屏科大森林系陳美惠

教授） 

陳美惠老師分享其教學實踐研究計

畫 USR 相關申請經驗與成果，分享

會中可見陳美惠老師對地方山林以

社區共同參與型是延續經濟與文化

活動的方法與成效。 



31 
 

29 108.11.04 

創新教學-Apps 融入課程

設計 
（逢甲大學外語教學中

心王柏婷副教授） 

王柏婷老師以個人對手遊與網路科

技的興趣，自行開發 APP 以利逢甲

大學學生進行外語學習，讓學生可

以將語言學習融入生活，其創意與

執行力值得學習。 

30 108.10.30 

創新教學暨問題導向課

程專案計劃分享會

（二） 
（屏東科技大學） 

學校邀請當年度申請 PBL 問題導向

學向學習計畫有所成效的三位老師

分享計畫內容與成效。 

31 108.10.07 

專業教學特優教師教學

經驗分享 
（屏科大森林系羅凱安

副教授、技職所吳雅玲

教授） 

學校邀請當年度獲得 A 類教學特優

教師第一級的兩位教師羅凱安教授

於森林系戶外教學成果與吳雅玲教

授於技職所及師培中心針對學生教

學所需索進行的教學創意分享個人

教學特優成果。 

32 108.06.12 
2019 屏東科技大學教學

實務學術研討會 
（屏東科技大學） 

本次研討會共有教學論文 13 篇，論

文內容涵蓋小學、國中、高中職、

大學教育教學論文，更有從台北、

桃園、台東等地學者前來發表其教

學成果，此外更有遠從澳門來此發

表論文之教師，讓本次的教學實務

研討會內容精彩豐富。 

33 108.05.23 
如何提高學生學習動機 
（本校創新教學 PBL 交

流會） 

PBL 交流分享會以教師共同針對問

題:【如何提高學生學習動機】，分組

提出討論的方式進行，教師以便利

貼提出想法與創意，由分組主席分

享各組統整意見，獲益良多。 

34 108.04.18 
如何進行課堂分組 

（本校創新教學 PBL 交

流會） 

PBL 交流分享會以教師共同針對問

題:【如何進行課堂分組】，分組提出

討論的方式進行，教師以便利貼提

出想法與創意，由分組主席分享各

組統整意見，獲益良多。 

35 108.01.09 
2019 教學精進暨通識教

育學術研討會 
（屏東科技大學） 

本研討會共發表 8 篇論文，論文內

容以通識課程相關領域如文學、哲

學、宗教以及如地方產業活化創新

及課程教學創新實踐研究等為主。 

36 107.12.12 

實作與理論課程教學設

計的差異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工

程教育學系陳俊智教

授） 

陳俊智老師以帶領學生組成團對參

與校外工業設計競賽，從參賽主題

發想、團隊合作到校外資源連結，

分享其帶領學生於競賽中獲獎的心

法，獲益良多。 

37 107.12.06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申請

說明 
（台北市立大學教育行

何希慧老師以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召

集人的經驗，分享教學實踐研究計

畫的撰寫方向與審評標準，講解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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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與評鑑研究所何希慧

教授） 
晰，亦能針對不同學門提供建議。

對個人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申請有很

大助益。 

38 107.12.05 

運用多元線上互動工具

於課堂經營與實作 
（義守大學學士後醫學

系王淑琦副教授） 

王淑琦老師曾於 2018 年大學教師優

良創新課程及教學競賽獲得特優獎

項，於講座中分享她運用各種網路

工具如 line@、Google、Facebook
等，針對本國籍與外國籍學生在學

士後醫學學習上的運用，非常精

采。 

39 107.11.09 
行動研究工作坊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

系孫敏芝教授） 

行動研究是非教育類領域之教師從

事教學實踐研究常用的教學法，孫

敏芝老師在三小時的工作坊中，從

行動研究的內涵到運用做完整說

明。對個人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撰寫

與成果分析有很大助益。 

40 107.06.20 
2018 教學實務暨技術應

用報告研討會 
（屏東科技大學） 

研討會共有9篇論文發表，共分「創

新課程規劃實務」與「創新教學方

法實務」，領域包括農企業與森林管

理、音樂鑑賞、國文教學等，在不

同領域中對創新實踐的方法提供可

參考之創新模式。 

41 107.06.15 
「2018 教學精進暨通識

教育學術研討會」 
（屏東科技大學） 

該研討會共收通識與教學主題論文

15篇，並邀請本校通識中心廖珮如

老師進行「多元知識融入教學實踐:
以共同建構知識的通識課程為例」

專題演講。 

42 107.06.06 

邁向大學教師的教學創

新 
（屏東大學教育學系湯

維玲教授） 

湯維玲教授以個人教育專業，以閒

聊的方式和與會老師進行意見交

流，協著有亦以教學創新進行教學

之教師，以及希望能有效進行教學

成果分析之教師，提供教學成效資

料統計分析方法。 

43 107.05.16 
教學實務升等經驗分享 
（高雄餐旅大學餐飲管

理研究所劉聰仁教授） 

劉聰仁教授以個人於餐旅專業中之

教學成果分享如何整理餐管專業與

學生成果，以完成完整之教學成效

報告。 

44 107.05.14 

課程材料設計的原理與

應用 
（高雄科技大學通識教

育中心吳俊憲教授） 

吳俊憲老師以分組討論的方式讓參

與教師以分組合作的方式，分享其

於教學時為能激發學生學習動機所

運用之材料材料與課程架構整理。 
45 107.05.01 為何教學研究？為誰教 黃彥文老師的演講分享很多關於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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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研究？—課程與教學

觀點的反思 
（台南大學教育學系黃

彥文教授） 

其教育專業領域之課程及教學理

論，亦提供評估學生學習成效之方

法與工具，對個人教學研究之學理

基礎與課程設計之創新與說服力助

益良多。 

46 107.04.18 

NVivo 在質性研究的運

用 
（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

系劉世閔教授） 

本次講座以教學實踐研究時教育統

計可以運用的工具 NVivo，透過該

工具，在質性研究的的資料檢索與

應用上可以作為重要參考工具。 

47 107.04.17 
PBL 問題導向工作坊 
（中原大學何坤原教

授） 

何坤原老師將 PBL 問題導向課程的

理論基礎，在各種不同類型課程的

運用方式，以及可行的運作形式。

該次工作坊獲益甚多，本人在 107
學年度起申請 5 次 PBL 專案計畫，

申請三次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記

劃，皆受益於本次工作坊何坤原教

授之解說。 

48 107.03.21 
教學實務升等經驗分享 
（南台科大資訊工程學

系鄭淑珍副教授） 

鄭淑真老師為資訊工程學系教師，

教學上運用多種處新教學方法，並

能有效提升學生考取證照比例，對

教學成果之整理能給予本人對教學

升等申請準備有所助益。 

49 106.10.11 
教學升等經驗分享 

（嘉義大學資訊工程學

系許政穆教授） 

許政穆老師為資訊工程學系教師，

教學上運用多種處新教學方法，並

能有效提升學生考取證照比例，對

教學成果之整理能給予本人對教學

升等申請準備有所助益。且許教授

為副教授等教授之成功案例，其升

等準備之心法非常受用。 

50 106.09.25 

攜手開拓教師多元升等

途徑 
（正修科技大學教學發

展中心黃玉幸主任） 

黃玉幸主任在正修科技大學以協助

多位教師成功運用教學升等管道升

等成功，在講座中以教師提問的方

式為有意願選擇教學升等路徑之教

師解惑。 

51 106.05.31 

2017技職教育農業、獸

醫暨生命科學學門多元

升等制度研討會 
（屏東科技大學） 

乾研討會共收錄七篇教學研究論

文，並有二場技術升等及教學實務

升等成功經驗分享會，以及一場

「微型創業的創意與創新」專題演

講。與會學者認真研討與分享創新

教學經驗。 

52 106.04.12 
如何兼顧大學教學品質

與學術產能 
（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

洪瑞兒教授多次獲得中山大學教學

優良教師，除完整的教學計畫外，

每次課堂上讓學生作的筆記，教授

的細心批閱與對學生的回饋是其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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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瑞兒教授） 堂成功的秘訣。 

53 106.03.21 
105學年度多元升等教學

實務報告研討會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研討會主要以高雄第一科技大學不

同學門教師分享創新教學成果為

主。 

54 106.02.14 
多元升等經驗分享 

（馬偕醫學院李靜芳副

教授） 

由輔英科技大學主辦之多元升等經

驗分享會，教學升等方面邀請李靜

芳老師，雖然是以護理學院之教學

專業為主要分享，但因為是初次接

觸相關教學升等訊息，亦對未來教

學升等規劃有所幫助。 

 
6、參與創新教學相關教師社群、委員會或會議 
  在參與教學相關社群與委員會方面，包括本校人文社會暨科學院之院課程委員

會、校級遠距教學委員會、高教深耕計畫管理委員會等，另外校外如受邀雲科大通識

與共同教育委員會、高餐大通識教育研討會等，以及因參與創新教學而加入校內外創

新教學教師社群，如本校教學實踐研究教師社群及佛光大學跨域自學力教師社群等。

參與創新教學相關社群與委員會，都能對自身教學專業成長有所幫助，尤其在教師社

群的資訊共享與成果交流中獲益最多。歷年參與之創新教學相關社群、委員會與會議，

請參下表。 

 

編號 學年度 
相關教師社群、委員會

或會議名稱 
工作事項之說明 

01 110 
雲林科技大學「通識

與共同教育委員會」

委員 

聘期 110.08.01～111.07.31，主要於雲科

大通識教育相關創新嘗試時能提供意見

與檢視方向。 

02 110 
佛光大學「跨域自學

力」教師社群 

自參與佛光大學「跨域自學力」學術研

討會後受邀加入該校教師社群，社群中

多有教學創新與跨域學習及學生自學力

培養的相關文章與新聞分享。 

03 110 
高雄餐旅大學「2020
通識教育研討會」 

在該研討會中以與談人身份分享本校在

國文課程方面的教學實踐，並對通識教

育中涵蓋閱讀能力教學的部分進行意見

交流。 

04 110 
本校遠距教學委員會

委員 

聘期 110.08.01～111.07.31，主要於委員

會進行本校遠距教學課程之申請檢核與

遠距教學績優課程之審核。 

05 110 
本校「110 教學實踐

研究計畫」教師社群 
該教師社群除定期的共同討論外，亦有

各校各類教學創新研習之資訊以及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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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研究計畫申請之重要資訊提供。 

06 109 
雲林科技大學「通識

與共同教育委員會」

委員 

聘期 109.08.01～110.07.31，主要於雲科

大通識教育相關創新嘗試時能提供意見

與檢視方向。 

07 109 
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

畫管理委員 

聘期 110.01.01～110.12.31，主要以高教

深耕計畫中中文寫作之提升項為規劃與

執行為主，並能於當學年結束能提供可

供檢視之中文能力提升之報告。 

08 109 
本校遠距教學委員會

委員 

聘期 109.08.01～110.07.31，主要於委員

會進行本校遠距教學課程之申請檢核與

遠距教學績優課程之審核。 

09 109 
本校「109 教學實踐

研究計畫」教師社群 

該教師社群除定期的共同討論外，亦有

各校各類教學創新研習之資訊以及教學

實踐研究計畫申請之重要資訊提供。 

10 109 
高雄餐旅大學「2020
通識教育研討會」 

在該研討會中以與談人身份分享對前一

年獲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支持之通識課程

的主題與研究法之整體觀察。 

11 109 
本院人文暨社會科學

院院課程委員會委員 

聘期 109.08.01～110.07.31，主要討論院

定必修課程及各系所課程之增刪修正方

向。 

12 108 
本校「108 教學實踐

研究計畫」教師社群 

該教師社群除定期的共同討論外，亦有

各校各類教學創新研習之資訊以及教學

實踐研究計畫申請之重要資訊提供。 

13 108 
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

畫管理委員 

聘期 109.01.01～109.12.31，主要以高教

深耕計畫中中文寫作之提升項為規劃與

執行為主，並能於當學年結束能提供可

供檢視之中文能力提升之報告。 

14 108 
本校人文暨社會科學

院院課程委員會委員 

聘期 108.08.01～109.07.31，主要討論院

定必修課程及各系所課程之增刪修正方

向。 

15 108 本校 PBL 交流會 
以本校申請創新教學暨問題導向學習專

案計畫課程計畫之教師為成員，於交流

會中分享計畫成果。 

16 108 
正修科技大學通識博

雅課程開課規劃審查

委員 

以本校通識教育中心主任的通識課程規

劃經驗，提供該校當學期通識課程之規

劃與方向審查。 

17 108 
108 學年度遠距教學

委員會委員 
聘期 108.08.01～109.07.01，主要於委員

會進行本校遠距教學課程之申請檢核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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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距教學績優課程之審核。 

18 107 
義守大學醫學院創新

教學社群 

108 年 4 月 16 日受義守大學醫學院創新

教學社群邀請，分享個人「台灣小說與

公民意識」課程模式。 

19 107 
本校 108 年度高等教

育深耕計畫管理委員 

聘期 108.01.01～108.12.31，主要以高教

深耕計畫中中文寫作之提升項為規劃與

執行為主，並能於當學年結束能提供可

供檢視之中文能力提升之報告。 

20 107 
本校遠距教學委員會

委員 

聘期 107.08.01～108.07.31，主要於委員

會進行本校遠距教學課程之申請檢核與

遠距教學績優課程之審核。 

21 107 
本校人文暨社會科學

院院課程委員會委員 

聘期 107.08.01～108.07.31，主要討論本

院院定必修課程及各系所課程之增刪修

正方向 

22 106 
本校多元升等重點學

校計畫教師社群 

本校重點學校計畫以數位有興趣選擇以

教學升等為升等途徑之教師組成社群，

並以臉書社團「升等屏科」為成員交流

相關研習、研討會資訊，並以貼文方式

分享個人之創新教學與教學升等準備之

各類想法。 

23 106 
高雄餐旅大學「106
學年度多元升等專家

諮詢會議」委員 

高雄餐旅大學同樣承接教育部推動教師

多元升等重點學校計畫，邀請同為重點

學校之屏科大承辦人員參與圓桌會議，

針對該校教學升等與產學升等之相關條

文訂定提供建議。 

24 106 

本校「卓越教學，邁

向顛峰—2018 優良創

新課程競賽」初審委

員 

本校在教育部推動教師多元升等重點學

校計畫下，舉辦本校之教學競賽， 

 
     以上說明教師個人之通識教育理念與教學專業成長，教學創新是一持續的

歷程，對教學研習、教師社群的參與，以及教學成果的分享、教學研討會的參

與，都能夠連結到教學現場的創新實驗與問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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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事文學融入課程並結合網路合作學習以提升學生學習動

機與成效之教學實踐 

 

摘要 

 

本教學報告主要說明「以敘事文學融入課程並結合網路合作學習」之創新

教學模式如何與不同課程結合，及其有效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成效之實踐成

果。 

本教學報告共有五年的時間跨度（106～110學年度），以三門課程（「國文

（閱讀與寫作）」、「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台灣歷史與文學」）與創新教學模

式結合，其成果具體展現在學生於文學創作、公民意識培養與在地歷史探索方

面之學習動機與成效之提升，且在創新教學模式進行中，教師觀察與學生反饋

如何使課程內容與活動設計更臻完善，在其間歷程性的展示亦是本教學報告的

重心。 

在「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課程中，從 106學年度將敘事文學與當代公民

議題結合建立新課程，並以社群媒體（臉書社團）為課程延伸，使學生能以嫻

熟使用之社群媒體將公民議題討論融入日常生活。後歷經 PBL問題解決導向學

習之活動設計如「線上公民議會」、「公民讀書會」、「永續行動讀書會」等，透

過敘事文學融入課程及學生在網路合作學習中的資料蒐集與共享，及針對問題

提出最佳解決共識等，都有效提高學生對公民議題的理解興趣，並提高學生在

參與公民議題的討論時的議題理解、媒體識讀與意見表達能力，有效達成課程

目標。 

在「台灣歷史與文學」課程中，以「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課程中 PBL活

動設計為基礎，於 109學年度分別以「XX歷史同好會」及「XX歷史劇場」之活

動，以對歷史資料三階段的「擴散」與「收斂」的學習進程，透過學生於分組

社團中的資料蒐集與共享，能凝縮主題空間的歷史資料並能不同主題空間創造

歷史故事，對台灣以至在地歷史都能有效提升學習動機，也更能理解不同時代

人思想與行為的歷史因素。 

在「國文（閱讀與寫作）」課程中，則融入「職人敘事」課程，讓學生能將

自身科系專業領域的實作經驗與文學創作相結合，透過職人書寫文本的選擇與

分析，以及學生於課程社團中的資料蒐集與共享，了解自身專業領域與文學結

合的可能形式，後使學生能以自身專業領域做為文學創作的素材，完成圖文及

散文的創作。110學年度以「職人敘事」為課程重心，當年度之學生創作也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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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豐碩成果。 

在本創新教學模式的五年運作中，發現在課程設計中若能以循序漸進的學

習階段做為學生學習參與的參考進程，教師也能有效參與學生學習歷程，且能

善用當代學生資訊接收的媒體工具，並讓知識展現與思考能盡可能貼近學生生

活，都將使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成效能有效提升。 

本創新教學模式也在五年的運作中，確認敘事文學結合跨領域課程的可行

性，在不同形式的網路合作學習與不同主題的 PBL活動設計中，讓學生能有具

體的討論目標並共同討論解決，課程實施都將有明顯成效。相信除本教學報告

的三門課程外，能有更多的課程可透過此創新教學模式，將敘事文學融入課程

並結合不同形式與主題的網路合作學習，達到提升學生動機與成效之課程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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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rporating narrative literature into courses and 

combining online collaborative learning to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outcomes 
 
 

Abstract 
 
 

This teaching report explains how an innovative teaching model incorporated 
narrative literature and collaborative online learning into courses and describes the 
model’s effectiveness in improving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outcomes. The 
reporting period was 5 years (fall semester 2017–spring semester 2022). The model 
was integrated into three courses, namely “Chinese (reading and writing),” 
“Taiwanese Novels and Civic Consciousness,” and “Taiwanes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The model enhanced students’ literary creativity, civic consciousness, and 
motivation to explore Taiwanese history. This report also describes how teachers 
observed the students’ learning process and presents the students’ feedback regarding 
improving the course and its activities. 

The “Taiwanese Novels and Civic Consciousness” course covered narrative 
literature and modern civic issues in the fall semester of 2017. Facebook was 
incorporated into the course to enable students to discuss civic issues in their daily 
lives. Activities such as an online citizens council, civic issues book club, and 
sustainability book club were held and incorporated problem-based learning. The 
integration of narrative literature into the course and the students’ sharing of materials 
and problem-solving through collaborative online learning increased their interest in 
civic issues, deepene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civic issues, and helped them develop 
media literacy and express their opinions, which were the main goals of the course. 

The “Taiwanes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course involved activities incorporating 
the problem-based learning method used in the “Taiwanese Novels and Civic 
Consciousness” course. In the fall semester of 2020 and spring semester of 2021, “XX 
History Club” and “XX History Theater” were held to familiarize the students with 
the concepts of diffusion and convergence through three phases of historical data 
analysis. Through data collection and group work, the students analyzed historical 
data to extract themes. This motivated the students to learn about Taiwanese history 
and the factors informing beliefs in various e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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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nese (reading and writing)” course incorporated narratives about 
craftspeople to enable the students to combine practical experience with literary 
creation. These narratives were the main topic of the courses in the fall semester of 
2021 and spring semester of 2022. By analyzing these narratives and sharing 
materials in groups, the students discovered the opportunities to combine their fields 
of study with literature. They also created impressive written and visual projects 
related to their fields of study. 

Over the course of 5 years, we discovered that the model encouraged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and enabled teachers to engage in the students’ learning process. 
Encouraging the use of media as tools to acquire information and connecting topics to 
the students’ personal lives motivated the students and resulted in satisfactory 
outcomes. We also discovered that the incorporation of narrative literature into 
courses and the use of problem-based learning activities involving collaborative 
online learning enabled the students to engage in focused discussions and solve 
problems effectively, thereby strengthening the effects of the model. Other courses 
can apply this model to courses with different themes to motivate students to learn 
and increas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ir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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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課程或設計理念 

一、教學理念 

   本人自就讀博士班第一年起即進入大學任教，至今已十五年以上，且不論於

何校任教，多以個人學術專業領域，任教「國文（閱讀與寫作）」等相類似科

目。在以傳統中國文學領域所學與今之非專業領域（中國文學系等）學生進行

教學接觸後，隨著多年學生回饋與教學經驗的累積，自進入屏科大任教以來，

已建立「國文」教學應能貼合學生生活經驗、時代及社會脈動，並兼顧文本賞

析與文學創作的教學理念。 

    「國文」課程的建立，關係著文學的教授可以如何開展，如何讓非文學專

業的學生也能習得創作者對生活的敏銳觀察，並能運用準確中文表達己身想

法。因此，在個人的國文教學中，建立了以下四項的教學理念：1、廣義的文學

有多種形式：「文學」二字，不應限於國文課本中的經典選文，不被選入國文課

本的文章，不論詩、散文、小說等等，都屬於文學的範疇。更廣義地談，電影

以影像說故事，漫畫以圖像說故事，還包括電視戲劇、舞台劇，而流行歌曲的

歌詞更透過文字展現時代精神，這些都是不同形式的文學作品，也都應是大學

國文課程的具體內容；2、文學來自生活，也應用於生活：在文學的課堂，要建

立的是學生能連結文學與生活的能力，這將使學生能更深入掌握生活中不同事

物與事物間關係的本質，也能運用好的書寫能力，更有效率也更精準地解決生

活中可能面對的不同問題；3、透過文學貼近社會：文學是學生貼近社會最重要

的一環，透過文學作品，我們將深入理解社會結構中每個人的內心世界，也能

理解在社會結構中主流與邊緣的差異，從而建立共感與同理心；4、透過故事認

識世界：故事是人類理解世界最重要的基底，人類透過故事認識世界，掌握人

與人相互對待的關係。學生的人文素養，也就在有良好的閱讀能力以及多閱讀

好的文學作品中逐步養成。 
    個人的「國文（閱讀與寫作）」課程從整體規劃到活動設計，從文學與「生

活」、「社會」的連結，到文學的形式多樣性與「故事」的傳達性上，皆在多年

教學經驗的累積下有其相對應之運作，也都有良好的教學成效。1本人於 106 學

年度開始進行創新教學的設計與實踐，即建立在十多年來「國文（閱讀與寫

作）」課程的運作基礎上，以「敘事文學」結合「網路合作學習」，希望能建立

一能使課程規劃更完善，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都能有所提升的創新教學模

式。而在這五年的教學實踐下，從「國文（閱讀與寫作）」的課程出發，開展出

「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106 學年度至今）、「台灣歷史與文學」（109 學年度至

今）與「職人敘事」（110 學年度）三門課程。三門課程在相同的教學模式—

「『敘事文學』結合『網路合作學習』」的運作下，皆能有良好成效。 

                                                       
1 本人的國文課程運作可參王國安：〈從土地到雲端—實踐【國文】課程與生活的連結〉一文。

本人也以國文課程的教學成果，獲本校 106 學年度教學特優教師，以及國立清華大學舉辦

「2019 大學教師優良創新課程及教學競賽」優等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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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敘事文學」做為課程整體規劃中的重要成分，來自「國文（閱讀與

寫作）」課程中對文本的理解—文學有不同的形式且能對應生活與社會，所以隨

著課程內涵的不同，揀擇適當的敘事文本，必能增進學生對該知識體系的理

解，並能有完整的情境想像與故事人物同理。因此，在「台灣小說與公民意

識」課程中，結合本人對台灣 1970 年後出生，作品發表於廿一世紀後的小說研

究（研究成果出版為《小說新力—台灣一九七０後新世代小說論》一書），將近

年來與台灣社會議題更能緊密結合的小說、戲劇與電影，以不同的主題搭配適

當的敘事文本進行教學，不論在議題概念的延伸上，以及對邊緣處境人物的同

理上，都發揮了提高學生學習動機與成效的功用；在「台灣歷史與文學」的課

程中，則以台灣主體性歷史的分期，結合不同形式的敘事文本，讓學生能以該

文本人物的視角，探看時代場景與歷史事件對人的影響；在「職人敘事」中，

則以本校不同科系學生專業領域為本，結合不同形式的文本，讓學生熟悉文學

創作得與自身專業領域結合的各種可能。 

    再者，在「網路合作學習」上，則以「社群媒體」為學生進行網路合作學

習的主要平台，結合社群媒體在資訊提供上的即時性、多元性，以及學生能因

訊息提供而帶來討論的共時性，讓學生能在此虛擬空間中妥善運用網路資源，

為課程內容進行自主與合作的擴延。而在「網路合作學習」上，也多運用

「PBL 問題解決導向學習」的活動安排，讓學生的網路合作學習能夠有更具體

明確的完成目標與階段性的學習進程，加上教師對網路合作學習過程的監督與

引導，「PBL 問題解決導向學習」近三年的運作皆卓有成效。 

因此，在本人長年之「國文（閱讀與寫作）」課程以及對台灣當代小說研究

的鑽研中，希望能於不同的課程中擴延與深化敘事文本所能帶給學生的影響。

在課程整體規劃中透過「敘事文本」，既能有效傳達詩性正義，亦能使專業知識

更生活化，帶起學生對生活的各面向的思考（如社會責任、在地歷史、專業特

質等）。而在「網路合作學習」的活動設計中，透過學生的資料蒐集與共享，能

補充擴延在跨領域課程中學生的學習內容，且維持課程內容與生活時空的共時

性，讓學生更能將所學應用於生活中。 

    總而言之，在本人長年「國文（閱讀與寫作）」的課程經驗累積中所建立的

教學理念，透過創新教學的模式建立，使文學能擴延其跨領域的可能性，具體

實現於社會與歷史，以至學生各自的專業領域中，並以網路合作學習的運作，

讓嫻熟網路使用的當代學生，能透過社群媒體與網路資源，延伸課程所學，也

擴大課程內容的多元性、豐富性與可能性。真正落實個人對於文學能夠以故事

結合社會脈動，形塑觀看世界的角度，進而成為更具人文素養，也更成熟的台

灣公民，與世界公民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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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情境與課程設計理念 

    台灣自九０年代進入網路時代，而在廿一世紀後隨著網路科技的進步與智

慧型手機的普及，今之大學生出生於千禧年之後，更成長於「Web2.0」的時

代，社群媒體的高度勃發，使學生處於資訊極度爆炸的年代，傳統課室的教學

經驗與今之學生的訊息接收模式時常產生齟齬，造成學生的學習動機相對不易

引起，連帶使教學成效也隨之降低。 
    且今之台灣以至世界人才需求隨著時代環境變化，大學學科長期穩定的課

程規劃若未能與環境需求相對應，學生在學科修習後難學以致用，也難靈活應

對外在環境條件的各種變化。學生如何在具彈性的課程規劃中學習，如何在教

學活動中培養學科的實際應用，也如何培養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都是

台灣人才培養的在大學教學環境中的重要問題。 
    而在教學現場中最直接面對的，是今之大學生於課堂教室中學習動機低落

的問題，隨身攜帶的智慧型手機中大量且即時的資訊分散了學生大部分的注意

力，大學課堂的教學在各學科中都面對著極大的挑戰。 
    因此，如何打破傳統課室的思維限制，如何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如何使

學生的學科學習能靈活應用於善變的環境條件，如何透過課程培養未來人才與

世界公民，都是今之大學課室教學情境所需共同面對的問題。 
    依個人的教學理念與對今之教學情境問題的理解，本人建立「敘事文學」

融入課程，並結合「網路合作學習」提高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的創新教學

模式。此模式自 106 學年度至 110 學年度的五年期間，透過三門課程—「台灣

小說與公民意識」、「台灣歷史與文學」及「職人敘事」（內含於「國文（閱讀與

寫作）」課程）進行教學設計與改進。隨著每門課程的課程內容與屬性，對應教

學情境問題所帶出的各分科課程之設計理念，茲分述如下： 
 
（一）「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課程（106 學年度至今） 
    當代大學生成長於網際網路 2.0 的時代與高度民主化的台灣，年輕世代習

於透過社群媒體理解議題與討論參與，但這些數位原生世代對公民議題是否有

足夠的認知與敏銳度，能否在議題討論下維持理性溝通，對媒體資訊能否有良

好的識讀能力，從公民素養到數位公民素養，都是關於未來公民培養的重要課

題。 
因此，本課程以「敘事文學」搭配台灣當今社會各類公民議題架構十八週

的課程，並以「網路合作學習」的方式，運用社群媒體資訊「多元」、「即時」

的特性，使學生於社群媒體所營造之虛擬空間中進行議題討論，提高學生對公

民議題的理解與學習動機，也達到深化大學生公民意識的目的。 
  
（二）「台灣歷史與文學」課程（109 學年度至今） 
    當今大學生生於千禧年之後，手機與網路結合的基本生活模式，帶來無限

擴延也極速更替的資訊，「歷史」在學生的視界中一直被推遲而相對無感，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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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科大學生來源多為技職體系，高職在學期間歷史科非專業科目也相對不受學

生重視，所以即使學生普遍對以台灣主體性歷史已有所認識，但對日常生活相

關歷史的認知感受卻仍淺薄。因此，如何在大學歷史通事課程中引起學生對台

灣歷史的理解與學習動機，並增進學生能將台灣歷史認知延伸運用於生活空間

的能力。 
因此，本課程透過台灣歷史與敘事文學結合的課程建構十八週的課程，透

過不同形式的敘事文本增進學生對台灣不同歷史階段的理解視角，並透過網路

合作學習，以「擴散→收斂」三階段的活動，令學生共同探究地方歷史，也使

學生對台灣歷史能夠有更清晰且脈絡化的理解，對台灣的歷史流動也能有更敏

銳的感知。 
 
（三）「職人敘事」課程（110 學年度至今） 
    今之大學生對於自身專業科系的選擇，在大一的階段最為茫然，而文學探

討人的本質，透過文學穿透事物核心，省思生命價值是文本能帶給學生的思考

方向。若能將文學與學生的專業科系作連結，或可提升學生對該文本的閱讀欣

賞動機，也能增進對自身專業領域之專業知識以至態度、價值的認識與省思。 
    「職人敘事」課程非單一課程，而是本人「國文（閱讀與寫作）」課程中內

含的教學項目。以「職人敘事」的課程安排，使國文課程能與學生的專業領域

有更緊密的結合，從職人敘事作品的選文閱讀與分析，到以專業領域所見所學

為創作底蘊，再透過班級社團內的資料蒐集與共享進行網路合作學習，讓學生

能在文學的閱讀與寫作中，更細緻地觀察自己專業領域的物件與場域，更深刻

省視自己專業領域的專業內涵、職場想像、工作價值，使「國文（閱讀與寫

作）」的課程能夠更深入地與本校各科系學生的專業領域相互連結。 
 
三、教學策略（教學方法、教學媒體運用等） 

    在「國文（閱讀與寫作）」課程的教學理念與經驗累積後，本人以「敘事文

學」融入課程並結合「網路合作學習」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成效的教學模式，

因應課程內容與屬性建構三門課程。因此，在整體教學策略上，以「敘事文

學」結合國文、社會、歷史不同領域的課程，擴展學生的文學視野，並提供學

生更身歷其境（不論是社會環境或是歷史環境）的心靈關照。也運用社群媒體

以及 PBL 問題導向學習的活動設計，使學生能透過網路合作學習，在教師的課

堂講授之外，能有更即時、多元、共享的自主學習空間。同一課程透過教師與

學生共同建構，每學期也將有不完全相同的教學內容，與學生興趣以致時代的

脈動有更緊密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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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方法 

在教學方法上，本教學模式「敘事文學＋網路合作學習」的運作雖有三門

課程五個學年的運作，但在教學方法上相同，惟因課程內容不同有不同的側

重。本課程所運用的教學法與活動設計分述如下： 

  1、講述教學法 

    本課程在整體規劃上，以敘事文學搭配課程主題為主軸，教師以課堂講授

提供學生完整的課程架構，如「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課程，在課程中，講述

教學法主要是在各類公民議題的相關知識、事件成因、發展、現況，以及相關

敘事文學如小說、電影的文本介紹，使學生得以在課程中建立對該議題相關知

識的完整體系，適合在學生對各類議題尚一知半解時能有完整的基礎建立與概

念學習。「台灣歷史與文學」及「職人敘事」課程亦然，皆以講述教學法給學

生完整的內容架構，使學生能對台灣歷史進程與內涵意義有更完整的認識，對

自身專業領域與文學的結合的各種可能形式也能有清晰理解。 

 

2、討論教學法 

    本課程的討論教學法運用，於「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的課程中，如課程

社團中的貼文回應，同學針對教師分享議題提出看法，或是在「線上公民議

會」的分組社團針對分組題目做討論，或是在「公民讀書會」中針對同一書籍

作討論，討論教學法為本課程的重心所在；在「台灣歷史與文學」中，學生透

過對分組社團所選出之歷史空間進行資料蒐集，並於共同討論時間於聊天室中

完成對該空間的歷史關鍵詞串連及故事創作。 

 

3、探究教學法 

    探究教學法，是誘發學生主動去探索問題並發現答案的教學策略，在「台

灣小說與公民意識」的課程中，結合社群媒體的即時性、大眾化、多元化、分

散化、可連結其他平台內容的特性，進行各種公民議題的貼文運用，學生可選

擇自己有興趣的議題提出意見並進行討論，更透過作業評分的加分方式，鼓勵

學生能旁徵博引，在一個議題的引導中去發現更多的研究資料，去佐證或修正

自己的既定想法；在「台灣歷史與文學」的課程中，透過「擴散→收斂」的過

程，讓學生可以在自學與共享中探究，對在地歷史空間能有更多的歷史聯想與

感受；「職人敘事」課程，則讓學生在社團中以個人資料蒐集與同儕共享的探

索中，能夠建構個人專業領域如何文學連結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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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角色扮演教學法 

    角色扮演教學法於「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課程的「線上公民議會」活動

中有最多的運用，要求學生選擇扮演該議題的問題事件中相關的不同角色，在

資料蒐集與研讀的過程中，能以該角色的身分以及與該問題事件的利害關係做

想像的發言。以此讓學生能對不同角色身份者更能設身處地，也更能理解在公

民社會中不同利害關係的折衝應如何透過溝通來處理，也加深學生的公民意

識；在「台灣歷史與文學」的課程中，「歷史劇場」的故事創作，亦是讓學生

能有對置身該組所選擇空間的時代中人，透過角色的視角觀看歷史環境，對其

中人物能有更設身處地的想像。 

 

5、網路合作學習 

    網路合作學習是以網路為學生群組溝通的媒介，在「台灣小說與公民意

識」課程運作成熟後，也轉化成「台灣歷史與文學」及「職人敘事」課程的運

作模式。在這些課程中的「網路合作學習」運作中，教師為引導的角色，所以

諸如社團貼文的揀選、詮釋與思考導引都是教師的責任，學生則需主動學習，

在教師的引導下進行資料蒐集與共享，於合作中對課程內容能有更深刻的認

識。 

 

6、非同步學習網絡（ASN，asynchronous learning networks） 

    非同步學習網絡，讓學生因電腦資訊的溝通得以透過網路隨時互動，本課

程所設置之課程臉書社團、分組社團、討論區、留言版等皆在此列。如「台灣

小說與公民意識」的課程，社團內主要由教師與 TA 提出問題與引導，社團做

為教師與學生蒐集及分享資料的虛擬空間，學生依個人的學習時間在此可有非

同步的學習進度，又可因社群媒體的即時性與共時性特質而能隨時互動。「台

灣歷史與文學」及「職人敘事」的課程社團，亦以學生個別社團中的資料蒐集

與共享完成非同步學習網絡，使學生能在教師的學習進程安排下，依個人的學

習進度完成同組的合作學習。 

 
（二）教學媒體運用 
    本課程在教學媒體的應用上，以社群媒體為平台做為學生在實體課堂之外

的虛擬課堂，加上本校有運作平穩且已為學生嫻熟使用的數位學習平台，皆為

本人在三門課程的操作中重要的教學媒體運用。 
 

1、數位學習平台 
    本校的數位學習平台為學生嫻熟使用之網路學習虛擬空間。於數位平台

中，除展示每門課程的教學規劃以及課程講義外，因應疫情而實施遠距教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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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更在課程的運作中佔有重要位置。不論是作業繳交平台、課程連結網址、

課程延伸資料（如網路文章與影片連結等），以及學生即時意見反映，皆以本校

數位學習平台為重要空間。 
 

2、社群媒體 
    社群媒體為本教學模式的重要部分。每學期每門課程透過 FACEBOOK 建立

課程社團、分組社團、分組社團聊天室，使學生能於該虛擬空間中進行非同步

與同步的合作學習，且相關學習資料都可留存分享，增進學生主動探索與團隊

合作，也能做為學生的學習證據與觀察修正之依據。社群媒體所附加的直播、

表情符號、回覆即時通知等功能，若經運用，亦能在教學過程中有所助益。 
    除 FACEBOOK 外，學生習以 LINE 群組做為溝通聯繫工具，習慣查詢

YOUTUBE 影片資源，皆為本課程在教學媒體應用上運用的工具。以 110 學年度

第二學期本人同時教授「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一班）、「台灣歷史與文學」

（二班）及「職人敘事」（二班）課程需管理的學生社團為例，在社團管理的呈

現上可參下圖，也可看到本教學模式在社群媒體運用的可能樣貌。 
 

 
圖 1-1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所管理分組社團示例（共五門課程） 

 
四、評量計畫與方法 
    本次三門課程之學習評量依課程屬性有大同小異之評量策略，針對學習成

效與動機之評量計畫，可分為「學生面」：因評量方式而有的學習參與、個人及

分組成果，以及「課程面」：課程結束後，透過學生作業與課程問卷進行之整體

課程實施成效評量二者。茲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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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生面 
   1、學習參與 
    三門課程皆著重學生在實體課堂之外的網路參與，因此，學生的學習參與

會是學習評量的重要部分。在「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課程中，學生的學習參

與表現在社團貼文的回應，分組社團的資料蒐集與分組聊天室的參與程度。在

本課程中，因社群媒體的回覆即時通知的功能，所以教師能夠給予學生學習參

與的即時反饋，同樣透過社群媒體的表情符號功能，在學生的貼文回應中可以

讓學生知道自己的表現如何被評價，在分組社團中可以讓學生知道所搜尋資料

是否符合教師期待，在分組聊天室中可以讓學生知道教師在旁對自己意見的觀

看與評價，每次的參與皆有 TA 負責記錄，並做為學期成績的一部份，這都使該

課程能夠維持學生一定的網路參與程度。「台灣歷史與文學」及「職人敘事」課

程亦以相同方式促進學生在網路上的學習參與。     
 
  2、分組成果 
    三門課程各經過一學期的學習參與與同儕模仿討論學習後，經同組同學共

同討論整理的成果，亦為學習評量的重要依據，且評分方式除教師評分外，同

儕互評、自評，以及在分組期末報告時以直播的方式讓班上同學投票表揚表現

最佳組別等，都可做為分組成果的分數評量依據。 
 
  3、個人呈現 
    個人呈現的部分，主要為學生個人在不同課程中的期中作業及期末心得報

告。在「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課程中，「我的公民筆記」為學生個人學習成

果，其中關於「收穫」與「建議」的部分，更是教師觀察學生反饋與修正改善

課程的重要依據；在「台灣歷史與文學」課程中，學生期中作業為對於台灣歷

史相關之小說、戲劇、電影的閱讀與觀賞心得，要求學生依照「動機、歷史背

景、內容概述與心得」的格式撰寫，做為學生統整課堂所學進行個人閱讀應用

時的延伸學習；在「職人敘事」中，則以學生以自身專業領域進行的文學創

作，其形式如短詩、圖文、短文、散文、訪談等皆可，亦做為學生在本課程學

習於個人呈現方面的評量依據。 
 
（二）課程面 
    在課程面上，教師在三門課程的五年操作中，以行動研究的方式，既是觀

察者也是參與者，並以如下方式，完成對課程面的檢視與修正。 
 
1、觀察研究法 
    在臉書社團群組中，透過參與及觀察，在「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課程

中，對社團群組中學生對各類公民議題的參與討論進行系統性觀察，並依觀察

紀錄對學生行為做客觀性解釋。本研究教師身為研究者，也是參與其中的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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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觀察者，將在參與課程並觀察課程內學生的學習互動情形，進行相關資料

的觀察與紀錄；在「台灣歷史與文學」課程中，同樣觀察學生針對地方空間歷

史資料搜尋，以及在分組討論室中的參與程度，觀察學生在此教學模式下能否

準確掌握教師引導方向，也能做為修正參考；在「職人敘事」課程中，則以學

生貼文分享觀察其是否能理解「職人敘事」所專業領域與文學創作連結的意

義，適時於課程中提出問題與指導，並做為未來課程的修正參考。 
 
2、問卷調查法 
    在每學期該門課程結束後，都以課程 GOOGLE 表單問卷進行問卷調查，以

理解學生對課程整體實施成效的理解，在學習成效與學習動機是否提升方面，

做大方向的理解。同時也對課程細部的教學規劃做成效檢視，以利後之課程的

修正與改進。 
 
五、教學省思架構圖 

本教學報告以五年期間運作「敘事文學」結合「網路合作學習」的教學模

式。從初期創立就是在教學現場觀察學生對社群媒體的使用與依賴，以及當前

台灣公民議題的高度討論，所以開展教學行動方案，探索創新教學模式。並從

第一學期的運作，觀察學生學習成效，其中包括學生的社團參與，報告呈現，

期末回饋等，以及教師引導成效，包括社團貼文回應情形，學生於社團的網路

合作學習情形等，進行觀察分析。分析後進行省思與修正，再於新一學期以修

正過後的課程進行教學實施。亦同樣進行教師引導成效與學生學習成效之觀察

分析，再透過省思與修正，於新一學期提出改善後的行動方案。如此循環反

覆，以求使創新教學模式能運用純熟，對應社會環境條件而有更多開展空間。 
本教學模式之教學省思架構圖如下圖 5-2 所示。而透過此教學省思歷程所

呈現之創新教學模式之改變循環過程，可參第三章教學規劃之歷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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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創新教學模式省思架構圖 

教學現場問題發現 

發展教學行動方案： 
創新教學策略與課程活動設計 

教學行動： 
以敘事文學融入課程並結合網路合作學習之教學模式 

觀察分析 
教師引導成效： 
課室師生互動 
延伸活動學生參

與問題發現 

學生學習成效： 
學生報告呈現 
學生社團參與 
問卷填答分析 

反省與修正：釐清問題並提出修正策略 

 

觀察分析 教師引導成效 學生學習成效 

反省與修正：找出問題提出修正策略 

發展教學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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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學、課程、設計理念及學理基礎 

 

一、敘事文學融入課程 
    「敘事文學」的本質就是「故事」，故事是理解世界的過程，人因故事而得

以安身立命，認知自身的文化環境，可以反映人類集體的渴望與對世界的想

像，更能指出最根本、最普遍也具恆常性的「人性」（邱于芸，2014）。敘事文

學的可貴之處，正在於透過故事的創造，讓讀者得以透過故事深刻理解社會、

理解世界、理解歷史以及理解自我。故事的特質，建構了其從不只侷限於文學

課程的內涵，舉凡公民認知、科學趨勢、歷史溯源、個人心理與社會群像，都

是敘事文學的涵涉範圍，不同課程皆可以敘事文學融入以實踐其跨領域連結。 
    如美國哲學家 Martha C. Nussbaum（2010）考察與想像了文學如何能實現

社會公平正義的方法。她認為，透過文學的想像，可以拓展自己的經驗邊界，

獲取更多訊息，更重要的是，透過對故事中的人物與情節與背景的理解，故事

所賦予人的暢想的力量，將能讓我們看到人的豐富性、複雜性與獨特性，以

愛、同情與仁慈為出發的思考，將能夠去除原先在現實社會中未經反思的歧視

與仇恨。如此「詩性正義」的思維，正提供了我們將敘事文學與公民知能相連

結最重要的理論根砥。楊宏琪（2012）進一步引用 Nussbaum 的理論，檢討與

提出詩性正義對台灣培養批判性公民意識的啟示，認為台灣的公民養成教育應

找尋厚實且具中心性的理論基礎、立定公民素養的向心性目標，從人文學科、

批判思維的角度，培養具有跨國性的「世界公民」素養。且認為「美學」的敘

事想像，可以幫助公民擬情的理解他人，更可幫助減少因誤解產生的暴力。可

以理解，「詩性正義」的思考從故事人物與情節而發，在敘事文學的教授中，學

生於文本中對人物情境的感同身受，經過教師的適當引導，於跨領域實現文本

的擬情理解，從對公民議題的理解，對歷史情境的體認，對群工百業的認知，

都能在文本情意面的信念與價值中，有更深刻的體會。 
    首先，就敘事文學與本人最早建構的課程「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言，敘

事文本如何與台灣當代公民議題連結，可以王國安（2016）針對台灣一九七０

後新世代小說的研究為例，王國安指出，台灣新世代小說家成長於台灣走向解

嚴的民主勃發過程，使他們的創作走向連結社會脈動，多將公民議題的討論融

入其常民生活題材，使近年出現大量可觀之台灣公民議題相連結的小說敘事文

本。「台灣新世代小說」跳脫早期政治小說對國族認同、歷史爭議的意識型態思

考，且以輕盈的面貌，逕以「公民」為思考主題，對各種權力失衡的政治、社

會現況進行反思與抵抗。它代表著台灣文學在 21 世紀後對民主實踐的回應，

是最能符合台灣時代新貌的新文類。本課程也在此研究的對象中取材相關文

本，作為架構「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18 周課程的依據。 
    再者，就敘事文學與歷史教育的相關性言，以不同形式的敘事文本作為深

化學生歷史教育的相關研究不一而足，觀察國內的相關研究，以透過影視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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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致遠，2013；張雅婷，2014；黃瓈瑩，2014；楊顯邵，2018；朱逸寧，

2021）進行歷史教學的深化的教學研究成果已十分豐富。於課程中，教師選定

單一影視文本進行歷史教學之分析與實踐，認為影視作品能具體而微地將歷史

階段中如世界趨勢、國族想像、自我認同、政經文化，及爭議事件以至歷史虛

構與真實的討論等，都能因故事而深化，直指核心。運用在歷史教學中，從台

灣史到世界史，從上古到當代，都能有對應的影視文本得以運用於歷史教學

中。 
    而歷史的敘事文學其形式相對豐富，從小說、電影，到繪本、漫畫、動

漫、戲劇、舞台劇等等，都可以是歷史的切片。而台灣自 1980 年代以來，「書

寫台灣」早已是文壇主流，以台灣歷史為背景的影視作品也隨著台灣主體性歷

史從模糊到確立，對應而生，從王童的《稻草人》、《香蕉天堂》到 1989 年侯孝

賢的》悲情城市》等皆為顯例。20 世紀後以至最近十年，是台灣歷史影視作品

大勃發的年代，從《賽德克‧巴萊》到《一把青》再到《斯卡羅》，都可見台灣

歷史影視作品的大規模製作與觀眾的廣泛接受。加上台灣漫畫界也在文化部的

支持下有更多發表園地，伴隨著對台灣歷史的探源興趣，更多以台灣歷史為背

景的漫畫作品問世，如《1661 國姓來襲》、《1624 男人與島》、《Formosa 福音戰

士》…等，可見台灣歷史與不同階段之敘事文學連結，累積至今已有十分豐富

的資源。 
    而敘事文學與群工百業的連結，近五年來於台灣興起的「職人書寫」便十

分可觀（鍾燕雪，2022）。以林立青《做工的人》為標誌，魚販林楷倫《偽魚販

指南》、計程車司機王國春《運轉手的小黃日記》、殯儀館接體員大師兄《你

好，我是接體員》、…等等，對應各種不同職業的職人書寫可說是近年書市的主

流。而以職業為敘事文學題材的書寫，職人對工作場域與工作事務的書寫，較

之傳統文學作品更能帶出實際的空間感與人情。學生對不同專業領域的理解也

能從職人書寫中獲得。但如吳哲夫（2022）的觀察，書寫職人不免面對讀者獵

奇心態、消費自身與他人的生命的各方質問，也提供本課程對應學生不同科系

之專業領域時需自我評估的想法。 
    總而言之，本課程以敘事文學融入課程作為深化學生公民意識，提升學生

歷史學習成效，連結自身專業領域的課程架構，目的不僅是人文領域敘事文學

閱讀與分析能力的培養，更希望透過不同題材與形式的敘事文學，讓課程能與

生活連結，以其學生能在跨領域學習的過程，理解自身也共感社會，對課程有

更深入的體會。 
 
二、網路合作學習 
    合作學習做為一種系統化的教學策略，教師將學生進行異質性分組，學生

於同組中共同學習、彼此共享學習成果，進而提高主動學習之動機與團體學習

的成效。而合作學習在網路情境下，是不同於以往傳統課室分組的合作學習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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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在 1990 年代開始於台灣盛行，網路如何應用於教學也成為當時重要的

研究風尚，陳年興（1998）指出，Internet-based 有三種學習環境：網際空間學

習環境、網路課程教材自習、即時群播視訊教學，其中網際空間學習環境可以

做為課堂教學的延伸與應用。輔以討論區、聊天室、留言版與多媒體等方式將

課程呈現在網路上。在「Web1.0」的時代，無遠弗屆的網路連結，即時溝通的

E-mail，創造了嶄新的學習可能。合作學習與網路環境的結合，如李淑芬

（1997）指出，網路合作學習的優點為：網路合作學習可打破時間、空間、地

點的限制；學習者展現更高的學習動機；學習者可從其他學習者處分享並取得

不同想法、意見，進而對課程教材有更深層的認知。且透過網路的特性，學習

時間更具彈性，學習社群透過網路連結，讓學習者能主度參與學習歷程，重新

建構知識（王進德，2004）。 
    然網路是開放的系統，且以今之學生所熟習的社群媒體（如 Facebook、
IG、Line…等），多樣豐富且即時的資訊，加上不限成員所在位置的共時參與，

都使今之網路合作學習有更新與多樣的形式。在這「Web2.0」的時代，前述的

網路合作學習之優點仍在，且更增加了學生資料蒐集與共享，同步與非同步討

論合作的可能性，Liaw et al.（2008）認為，Web2.0 對於合作學習有其正面影

響。且學習者在網路合作的環境中，學習者可以其先備知識連結網路資訊，主

動學習，且在知識分享上更省時，也展現更高效率。本課程利用社群媒體

Facebook 的分組社團，讓學生進行非同步的資源共享，更具多元性與即時性，

在效率上明顯高於傳統課堂分組討論，且在分組同步討論的聊天室中，成員間

的即時性互動與協商，亦展現更高的成效。 
    網路合作學習策略的系統性，在於除了網路科技的連結，學生同儕的主動

參與與共享外，教師層面在學生合作學習的規劃上更應有明確的邏輯程序供小

組依循，且應有明確回饋機制，且能在教師之監督下讓合作討論更能對任務聚

焦，進而協助學生掌握學習內容（Rosateli & Self，2004）。因此，在「台灣小

說與公民意識」的課程中，透過網路合作學習，利用社群媒體的連結，讓學生

能主動學習，參與與共享，在社團貼文與回應及分組社團中都能相互合作；在

「台灣歷史與文學」的課程中，則透過「擴張」與「收斂」的邏輯順序帶領學

生對台灣歷史的觀察從台灣島到縣市歷史空間，且透過課程社團的程序要求，

以及同步網路聊天室討論的觀察記錄與回饋，讓學生的網路合作學習能更見成

效；在「職人敘事」課程中，則透過網路合作學習，讓學生能在資料蒐集與共

享中，主動學習也觀摩他人之成果，進一步建立文學與自身專業領域連結之可

能，對本課程所要求之文學創作也能有進一步的學習準備。 
 
三、PBL 問題解決導向 
    問題導向學習方式發源於 1950 年代美國 Case Western 大學及 1960 年代

加拿大 McMaster 大學，並於 1970 到 1980 年間漸漸推廣到其他國家，且其應

用範圍很廣，舉凡商業、法律、教育、土木工程、科學、倫理課程等，幾乎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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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包。問題解決導向是以學習者為中心，並利用真實的問題來引發學習，透

過學習者資料蒐集與共享、分組討論與腦力激盪，為問題作深入的探討與評

估，並提出最佳也最具共識的解決方案，在其間教師是引導者也是監督者。如

此能有效提升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對問題背後所代表的知識也能做系統性的建

構式理解。因此 Barrows（1998）等人認為，問題導向學習是一種以學習者為

中心的教育方法。它不但是一種課程的組織方法，也是一種教學策略，更是一

種學習的過程（Barrows & Kelson,1998）。 
    PBL 問題導向學習能有如此教學效果，是因為大部分認知科學家相信：學

習必須要在情境脈絡下與問題互動才能對對課題有清楚的理解。而問題導向學

習的教學模式，正符合人類建構認知的學習方式。吳清山（2001）則認為問題

導向學習有以下優點：一、激發學生學習動機；二、培養高層次思考能力；

三、強化學生後設認知能力；四、促進學習遷移；五、培養學生未來主動學習

能力，也代表了 PBL 教學在促進學生學習與建構系統性認知的優勢。 
    PBL 的教學模式，亦是學者討論的重心。如 Casey 與 Tucker（1994）認為

在教學歷程中，教師可以採取下列步驟，協助學生有效的學習：1、提出開放式

的問題；2、教導學生思考的步驟；3、把問題融入於課程中；4、把問題解決的

教學與學生的興趣密切結合；5、從現實生活的情境中選擇題材；6、持續的挑

戰與不斷的發問；7、運用操作，解答問題。Banjamin、Schneider 和 Hinchey
（1999）則進一步提出問題導向學習之八大階段：確定問題、分析問題、產生

假設、確認已知知識、確立所需資訊、確認資源、蒐集新資訊及連結新舊知識

等八大階段。 
    在此學生主動學習的歷程中，教師有其重要的位置，Casey 與 Howson
（1993）認為在發展以問題為中心的教學中，教師應自我評鑑在設計及實施以

問題為中心的教學時的進展情形。Beau FlyJones,Claudette M. Rasmussen, and 
Mary C. Moffitt（1997）認為問題本位的學習在很多方面是增進個人在社會及人

際、內省知覺智慧上的發展。至於內省知覺能力的發展，需要老師設計不同的

作業，製造各種不同的機會，如：日誌、對自我評鑑的決定、學習檔案的選

擇、聆聽他人的報告，或透過文章的發表，接受來自他人不同意見的質詢與挑

戰。教師扮演著學習促發者，也是學習者的角色，而且評量從學生學習的初始

狀態到監控進度的歷程都是有意義的。Antonietti（2001）則認為，在問題導向

學習之學習過程中，教學者必須先培養良好之討論環境，再呈現問題，並且確

認學習者皆充分瞭解問題之概念，而後學習者即自行確認學習議題、尋找有用

之資訊、與小組成員想獲得之資訊，並應用所獲得之資訊，再進行問題解決後

之省思。 
    在「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的課程中，教師在 PBL 問題解決活動開始前，

會先以社團貼文訓練學生針對公民議題的思考與表達能力，在筆戰活動中則訓

練學生針對立場相反意見的理性溝通能力，在社團群組中建立公民議題的討論

環境，期中考後才開始進行 PBL 問題解決活動，讓學生自行蒐集資料與整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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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自主學習。在學生的不同組別的 PBL 群組中，教師做為引導與監督的角

色，適時提問與引導思考，不將自己所認為的解決方式靠單方面引導影響學

生，而是讓學生自行建構各種可行的解決問題的方法。 
    而 PBL 問題解決在本課程的使用中更有實際的影響效用。本課程以台灣當

代公民議題為討論主題，並以當下尚未解決的問題事件讓學生討論並提出最佳

方案，如此與社會、人情、倫理相關的思考，以真實問題讓學生進行角色扮演

參與討論更具意義。如 Parker（1995）認為，倫理教學與問題導向學習之特徵

十分相似，且在倫理教學中經常運用道德判斷之兩難情境引發學習者動機與思

考，而此種兩難問題正是極佳的問題導向學習問題來源。「台灣小說與公民意

識」課程的 PBL 問題設計，如「線上公民議會」，正是以討論當下懸而未決，

有正反雙方不同意見僵持無法解決的公民議題為主，PBL 問題情境的真實性，

將能使學生更深入理解公民議題的兩難情境，並從中探尋最佳的處理方案。 
    另外，PBL 問題導向學習的課程設計與社群媒體相結合，也更能凸顯其優

勢，如沈中偉（2004）認為，當今數位學習時代，教師可善用電腦多媒體與網

路科技，營造一個問題導向學習情境，將學習者至於有意義的問題解決情境

中。透過多媒體來表達 PBL 的問題情節，學生也依賴網路資源來解決問題，所

以 PBL 變得更加科技導向。Gooding（2001）則主張問題導向學習藉助網路資

源是最佳策略。首先，在資料蒐集上，網路的資源非常豐富，可以提供學習者

多元的資訊管道；其次，學習者與學習者在資料共享、分組討論上，網路空間

比傳統教室快速也方便，彼此溝通的距離與時間問題都將更近更快，且網路上

同步（如聊天室）與非同步（如討論區、留言版等）討論工具，可讓溝通討論

持續，可使位於不同地點的學習者即時地進行討論；最後，電腦科技可以透過

網頁之動態性，創造出真實的情境，以利問題導向學習活動進行。本課程使用

社群媒體進行學生討論訓練及 PBL 問題解決活動的課程設計，以網路合作學習

加入 PBL 活動設計，也正可讓學生有更佳的學習成果。 
    總而言之，在社群媒體應用在深化學生公民意識的課程上，不僅可以保有

社群媒體即時、多元、雙向等符合「數位原生」與「N 世代」的網路使用特

質，也能夠直接觀察學生使用社群媒體參與公民討論的現象，作為行動研究的

資料，進而在教學現場適時透過公民議題理論的深化與學生主動參與的理性批

判而改善學生可能錯誤的網路社群使用方式，進而深化公民意識，提升公民素

養。 
    而在「台灣歷史與文學」的課程中，台灣歷史的部分從鳥瞰到地方選材深

究，教師所提出之同組學生共同解決之問題「以關鍵詞統整該空間之歷史脈

絡」及「以該空間創作敘事文學以連結其歷史特色」，學生以主題任務為中心，

以真實存在之地方空間為核心，讓學生主動蒐集歷史資料與同組同學共享。教

師分組社團中，除觀察記錄學生的參與程度與問題解決外，更從旁營造學生於

社團中的討論氛圍。而同步的線上聊天室討論進行時，教師更擔負觀察與引導

的角色。「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課程之「公民讀書會」與「永續行動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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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也是以教師所提出由同組同學共同解決之問題，讓同學能對書籍深究並傳

達該書籍的內容與價值給他組同學，進而省視書籍中人物情境之權力結構，提

出解決方案，想像未來情境等。透過課程活動與多元評量設計，使學生在 PBL
活動中能以網路合作學習的方式達到更好的成效。 
 
 
 
 
 
 
 
 
 
 
 
 
 
 
 
 
 
 
 
 
 
 
 
 
 
 
 
 
 
 
 
 
 
 



59 
 

參、主題內容及方法技巧 
 
一、課程架構 
    本人自 106 學年度起投入創新教學，希望透過社群媒體的介入，以原本文

學教授與研究過程累積的敘事文學文本，與網路合作學習以完成教師所運用之

PBL 問題導向學習的活動設計，來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成效。故在課程架構

上，區分為「整體課程規劃」（包含課程主軸、分項主題與敘事文本搭配）與

「網路合作學習」（主要為「PBL 問題導向學習活動設計」）兩大部分。以下就

三門課程「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台灣歷史與文學」及「職人敘事」作分項

說明，其中「網路合作學習」的部分因有多項教學設計活動，另於下節「教學

規劃」中呈現。 
 
（一）「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課程 
    本課程的 18 週課程規劃，以敘事文本結合台灣各類公民議題如遊民、同

志、女性、土地正義、能源、環境…等，以「政府→人→土地→社會→世界」

的課程邏輯，選用各類公民議題來建構單元主題，茲說明如下： 
 

表 3-1  「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課程主題與敘事文本規劃 

主題 主題內容 敘事文本 

導論：文字

對現實的衝

撞 

21 世紀後標榜民主、自由、人權、多元

的台灣價值，已成為台灣文學最重要的

核心精神，大量的當代社會觀察與書

寫，更像是一場文字的社會運動，讓作

品能延伸出更寬廣的公民討論空間，以

虛構的故事帶起讀者對現實的反思，試

圖透過文字的衝撞，改變總是無動於衷

的現實。 

呂蒔媛：《我們與惡

的距離》 

徐漢強：《返校》 

黃信堯：《大佛普拉

斯》 

江  鵝：《俗女養成

記》 

台灣公民社

會的形成 

從政府與人民的關係，討論公民社會得

以生成的條件，從日治大正民主時期談

到太陽花學運，讓學生瞭解政府與公民

之間的權力關係及其遞變樣貌。 

徐嘉澤：《下一個天

亮》 

傅  瑜：《我們的青

春，在台灣》 

自己的位置 

瞭解自身對於社會結構、各類權力關係

的敏感與不敏感處，進而能夠同情與關

懷在各類公民議題中受到權力壓迫的弱

勢者處境。 

林立青：《做工的

人》 

戴立忍：《不能沒有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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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與地方 

從對地方、記憶與認同的理論起始，討

論全球化地方感消失以及當今台灣公民

對於「地方」記憶的保留與重建的現

況。  

吳  晟：《守護母親

之河：筆記濁水溪》 

楊富閔：《花甲男

孩》 

土地正義 

從「土地是誰的？」的思考討論開始，

談到台灣在國府遷台後的土地政策，到

現今因都市更新、土地徵收而發的時事

新聞與公民運動的討論。 

臥斧：《碎夢大道》 

卓立：《白米炸彈

客》 

遊民意象與

都市階級 

從文學中浪漫與寫實的遊民意象，帶入

對都市階級意識的思考，再以「家」本

身物質與精神性的「道德意義」，思考

我們對「無家」之人的既定偏見。 

蘇飛雅：《蛆樂園》 

陳又津：《少女忽必

烈》 

鴻  鴻：〈遊民〉 

原住民 

從蔡英文總統於 2016 年原住民日向原

住民道歉的全文起始討論，談當今台灣

社會原住民邊緣化的問題，再以原住民

作家作品為引導，深入瞭解原住民在生

活與精神上可能面臨的困境。 

莫那能：〈燃燒〉 

達卡鬧‧魯魯安：

〈好想回家〉 

鄭有傑、勒嘎‧舒

米：《太陽的孩子》 

同志 

從「同性婚姻」的時事討論當今台灣社

會對同志族群的邊緣化及台灣異性戀中

心的本質，進而以從九０年代起同志文

學與電影的興起，其中關於同志處境等

主題的遞嬗，都可見同志議題內涵的與

時俱進。 

林佑軒：《崩麗絲

味》 

鄭有傑：《親愛的房

客》 

 

環境 

從「大武山消失了」的空污問題起始討

論各類環境議題，檢討過去「人類中

心」思考所帶來的環境災難，以「土地

倫理學」為理論深化，進而以地球村的

概念思考如何成為全球的環保公民。 

吳明益：《複眼人》 

 

以不同公民議題的說明搭配敘事文學，於課堂上進行講解與共同閱讀分

析，讓學生能對議題了解後透過敘事文學中的人物角色、空間背景、社會結構

等有更親近也深入的體會，帶領學生思考也增強學習效果。課堂講解內容請參

「附錄 2 「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課程講義示例」。 

 
（二）「台灣歷史與文學」課程 

本課程開設初始目的即在透過敘事文學與台灣歷史的結合，讓學生得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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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文本中對台灣歷史能夠有更細緻且更由「人」所出發的視角，探看曾經發

生在台灣土地上的歷史故事。且為能兼顧敘事文學形式的多樣性，每個歷史階

段教授盡量透過不同形式的敘事文學作品（如長篇小說、電影、戲劇、漫畫、

繪本…等），讓學生得以擴延理解台灣歷史正透過不同型式的敘事文學在生活

中不斷被書寫與詮釋。故18週課程的安排，依照台灣歷史的開展邏輯（史前→
荷治→鄭氏治台→清領時期→日治時期→國民政府時期→解嚴後）進行敘事文

本的搭配。而在敘事文本的安排上，亦不侷限於傳統歷史小說的形式，除短、

中、長篇小說的運用外，如現代詩、繪本、漫畫、電影、舞台劇等，皆為本課

程可運用之文本形式，也展現敘事文本在形式上的豐富性。本課程的整體規劃

如下表所示： 
表3-2 「台灣歷史與文學」課程整體規劃 

歷史分期 敘事文本 主題內容 史觀建立 

史前時代 

夏曼‧藍波

安 
《八代灣的

神話》 
（口傳故

事） 

透過原住民口傳文學

傳達史前時代人類如

何以樸素認知解釋世

界的天文、物理及文

化、習俗。 

理解「漢人史觀」與

「原住民族史觀」的差

異，進而尊重與理解原

住民族的受迫歷史與今

之原住民族權力爭取的

歷史源由。 

荷治及鄭氏治

台 

李隆杰 
《1661國姓

來襲》 
（紙本漫

畫） 

理解大航海時代下荷

屬東印度公司與台灣

的關係，並透過鄭氏

以台灣為根據地延續

明朝正以至鄭成功在

不同歷史階段神格化

的脈絡梳理。 

透過《1661國姓來

襲》，讓學生得以從荷

蘭守將視角重探鄭氏治

台的歷史，理解不同視

角下歷史的詮釋權力的

差異與結果。 

清領時期 

王湘琦 
《俎豆同

榮》 
（長篇小

說） 
 

林立青、蠢

羊《Formosa
福音戰士》 
（網路漫

畫） 

以清領時期消極治台

以至公權力不彰，移

民必須在與政府、原

住民族、及移民者之

間努力求生為教授主

軸。旁及清領後期開

港後傳教士來台影響

台灣教育、醫學進展

的歷史。 

呈現清領時期「頂下郊

拚」的全貌，呈現在公

權力不彰的社會中，移

民們如何相互依存，以

理解進而理解各族群於

台灣土地能延續傳承的

價值所在。也認識傳教

士來台在各方面的努力

對台灣歷史進展的意

義。 

日治前期 
(1895~1915) 

施達樂 
《小貓》 

從乙未割台始末至屏

東林少貓以角頭勢力

以繪本形式，呈現地方

角頭勢力如何團結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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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繪本） 抗日的武裝抗日為課

程主軸。 
共同抗日，更深入理解

台灣在日治初期武裝抗

日的精神。 

日治中期 
(1915~1930) 

 

蔣渭水 
〈臨床講

義〉 
（詩） 
《渭水春

風》 
（舞台劇） 

以台灣在大正年間勃

發的文化為主軸，在

民主爭取、文化推動

與繪畫藝術等領域的

豐富性為課程主軸。 

透過透過蔣渭水詩作表

現當時台灣文化協會透

過文化推動改變台灣殖

民處境的想法與意義。 

日治後期 
(1930~1945) 

 

王童 
《稻草人》 
（電影） 

以日治後期皇民化運

動與二戰末期戰爭與

歷史情勢為課程主

軸。 

故事呈現在二戰末期日

本統治下台灣農民的困

苦生活，讓學生對於被

殖民國家在戰爭期間的

無奈。 
終戰初期 

（1945~1949
） 

 

鄭清文 
〈三腳馬〉 
（短篇小

說） 

以終戰後台灣歷史情

勢為課程主軸。 
故事呈現終戰後人民於

政權更替下的身份認同

混亂。 

國府遷台 
（1950~1960

） 

白先勇 
〈一把青〉 
（短篇小

說） 

以國府遷台過程中國

共內戰形式的演變與

前台後的政治高壓為

課程主軸。 

透過小說與戲劇《一把

青》的對比，表現在國

府遷台下大陸人面對離

散的情境與情結。 

鄉土的崛起 
（1960～
1980） 

黃春明 
《兒子的大

玩偶》 
（短篇小

說） 

以台灣經濟轉型，從

農業社會轉型為工商

業社會以及都市化的

高度發展的經濟發展

歷程為主軸。 

透過短篇小說呈現台灣

在經濟起飛的階段城鄉

流動與階級問題，理解

台灣在轉型過程中人的

民所可能遭遇之社會問

題與轉變可能。 

解嚴前後 
（1980～） 

宋欣穎 
《幸福路

上》 
（電影） 

以台灣解嚴前後黨外

運動與各項民主抗爭

運動為課程主軸。 

透過電影的敘事者從女

孩時期在戒嚴體制下的

教育、社會環境，到民

主化後台灣的文化轉

變，讓學生能完整理解

台灣八０年代至今的歷

史流動樣貌。 
不同的歷史階段搭配不同形式的，以台灣歷史為背景的敘事文學，在教師

帶領的文本閱讀與分析中，可以讓學生在歷史知識的理解外，更身歷其境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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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當時代的歷史背景、空間描繪、人民思考等，也同樣增強了學生的學習效

果。課程講解具體內容，請參「附錄3 「台灣歷史與文學」課程講義示例」。 

 
（三）「職人敘事」課程 
    「職人敘事」課程為本人「國文（閱讀與寫作）課程」的內含課程，以課

堂講解與學生於社團內的網路合作學習，擴延與深化學生對自身專業領域的細

節觀察與價值理解。本人之「國文（閱讀與寫作）」課程規劃可參下圖： 
 

 

 

 

 

 

 

 

 

 

 

 

圖 3-1  「國文（閱讀與寫作）」課程規劃 

 
在「國文（閱讀與寫作）」課程中，「閱讀」與「寫作」部分的主要軸心皆

為「從土地出發」。「閱讀」方面，透過所選讀文本對台灣土地上的歷史、社

會、文化等的分析理解，有了「鄉土文學」、「屏東在地書寫詩」等教授；而

「土地」所延伸之學生對所現處生活的空間觀察、價值省思部分，則有「旅行

文學」、「飲食文學」、「廣告文案」、「女性主義文學」、「原住民文學」等文類呈

現；而學生生活中最重要的專業學科的學習，則有針對農學院學生的「自然寫

作」，針對設計類群學生如木設系、時尚系的「後現代文學」等文類教授。讓

「土地」的概念從實體的地域空間，到現下生活的自身專業領域，做為本人

「國文（閱讀與寫作）」課程的整體規劃方向。 
    因此，「職人敘事」課程為本人在「國文（閱讀與寫作）」課程在「土地」

為主軸規劃的基礎上進一步的延伸（可參參考著作「從土地到雲端—實踐【國

文】課程對生活的連結」一文），讓學生能在大一國文的課程中，也同時透過文

學理解自身專業領域，包含典範人物、操作實務、工具細節到生命體認等內

容，從文學作品的閱讀分析，到自身觀察紀錄與創作，更具體落實與實踐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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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生活的連結。課程講解的具體內容，可參「附錄 4 「職人敘事」課程講義示

例」。 

    在課程規劃上，針對當學年所任教科系的專業領域進行文本選讀，為個別

科系設計專屬該科系之「職人敘事」課程。課程以不同專業領域為延伸方向，

從專業科系在「人、物、事、空間與理論」不同的呈現，到相關文學書寫的資

料蒐集，加上學生於課程社團運作中的資料蒐集與共享，最終能以短詩、圖

文、散文、書評、訪談等不同形式創作「職人敘事」作品。「職人敘事」為嵌入

「國文（閱讀與寫作）」做為符膺該科系特質的特色課程，課堂敘事文本選讀操

作與學生網路合作學習，兩者共同為「職人敘事」課程的規劃方向。 

 
二、教學規劃 
    前節所述為本人在進行敘事文學融入課程的教學模式上，在不同課程中的

整體規劃呈現，其中學生的「網路合作學習」部分亦為課程內容的重要主軸，

但隨著活動設計的創立，以及實施後依教師觀察與學生回饋的修正，雖然以

「PBL 問題導向學習」的活動設計讓學生進行「網路合作學習」的模式不變，

但不僅不同科目的活動設計有所不同，相同科目在不同學期亦有所差異。因

此，在教學規劃的說明中，自 106 學年度的「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科目，依

時間順序說明如下： 
 
（一）「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課程 

本人於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設「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課程，以敘事文學與

社群媒體融入課程，透過網路合作學習，建立能培養與深化大學生的公民意識的通

識課程。後於 107 學年度再加入 PBL 問題解決導向課程設計，上、下學期又各自以

「線上公民議會」與「公民讀書會」建立了不同的課程設計與呈現方式，都各自獲

得滿意的成果。以下先以 106 學年度「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最初的課程規劃與設

計做呈現，107 學年度之後的課程設計基本課程架構不變，但在作業設計與學生參

與上做改變，同時多元評量方式也會有各自不同的細部改變，茲分項說明如下。 
 

1、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以臉書社團為課程開展空間 
（1）成立臉書社團做為課程延伸的主空間 

    本課程創立伊始，便希望將當今學生對議題參與最常使用的社群媒體做為

教學規劃的重心。因 FACEBOOK 此類社群媒體早已為學生嫻熟使用，可說是

學生日常生活的一部份，加上社群媒體本身「多元」、「即時」的特性，每天

所發生的新聞、記者的深入報導、針對時事的評論、政府及非政府組織的宣傳

影片、與各類公民議題有關的小說評介與電影預告及影評，甚至是在本校所發

生的廣為學生討論的事件，都可以作為在臉書社團上讓同學可以公開討論的議

題，在教師揀擇與貼文分享中，使其成為課程延伸內容的一部份，也讓本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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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透過社群媒體的特性維持其多元活潑的特色。亦在本學期運用社群媒體介入

課程後，本人之創新教學課程皆以此課程社團的成立為起點。 

自 106 學年度開始，每個新的課程都將成立新的臉書社團，由教師及 TA
為管理者，該門科目的修習同學皆為社團的當然成員。課程臉書社團形式如下

圖 3-2 所示： 

 

 

 

 

 

 

 

 

 

  圖 3-2  106-1「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臉書社團 

 

   （2）社團群組貼文回應 

    「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的課程，希望能讓學生於課程中瞭解台灣各項公

民議題，並能有完整表達個人想法及理性溝通的能力，因此，本人與 TA 在課

程期間，於課程社團分享各類公民議題相關之時事新聞、雜誌專題、短片、電

影、書評書介等，並要求參與課程的學生皆需針對貼文內容作回應。如此每次

課程社團都將有至少超過三十則的貼文，不僅豐富了課程內容，擴大學生對台

灣公民議題理解的視野，也讓學生在貼文回應中，訓練其資料判讀、分析，及

針對公民議題的敘述模式。本活動設計的成效顯著，亦是自創立伊始至今未更

動的教學規劃。貼文分享的表現方式則如下表 3-3： 

 

表 3-3 社團貼文與教師引導文字示例 

  社團貼文 公民議題 教師引導 

公視獨立特派員節

目預告：【你的捷

運，他們的病】 

勞工權益： 

捷運工人因

長期挖掘地

下隧道罹患

潛水夫病，

今天才看到公共電視台有個我相見恨晚的

節目叫做【獨立特派員】，節目以公民議題

為主，而在這次的節目中，就談到了因為

建構台北新莊捷運而使捷運工人因此得到

潛水夫病的事件。節目以【你的捷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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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仍有工

人被排除在

職災給付的

名單之外 

們的病】為名，在享受捷運的便利之時，

我們也該想到這帶來便利的工程，不只是

來自於市政府的遠大計畫，來自於經費的

爭取與挹注，實際上在工地上拚命的，是

這些勞動階層，而當他們受害時，我們所

給予的支持，真的太少太少了... 

為使學生能投入貼文的判讀與回應的活動，學生每次針對貼文的回應可得

2 分，由 TA 每週登記學生回應分數，授課教師亦可針對學生的回應內容酌予

加、減分。在社團群組中教師的貼文與引導可以下圖為例： 

 

圖 3-3 社團貼文教師引導示例二則 

本課程為方便學生可有立即回饋，也方便 TA 登記學生的回應成績，以臉

書表情符號為加減分表示（開學時就需讓同學瞭解每個表情符號代表的教師回

饋），教師針對貼文回應點選的圖示評分標準如下表 3-4 所示： 

表 3-4  表情符號評分標準與評分依據 

 

 

 

無表情 

 
 

 

1 分 2 分 3 分 4 分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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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未能徵引他

人意見，甚至

未能完整讀畢

文章，只就標

題做情緒性且

不負責任的發

言。 

1、僅針對議題

做直接回應，

未能深入議

題，也無法提

出更深入的見

解。 

1、能深入討論

議題的成因、

表現、及可能

的結果。 

2、能旁徵博

引，引用其他

資料佐證自己

的想法。 

3、能對新聞本

身提出個人見

解甚至質疑，

不盲從新聞內

容或標題引

導。 

1、能找到文本

線索，深入探

究作者原意。 

2、能掌握自己

的論點，表現

公民意識核心

信念。 

1、能在閱讀後

完整表達自己

看法，不但深

入、能旁徵博

引，更能重整

與確認自己的

價值觀，對個

人生命成長有

具體表現。 

2、語言優美，

結構分明，文

字順暢，自成

一篇能影響他

人的文章。 

   在教師貼文與引導中讓學生能針對議題進行討論，並以社群媒體的表情符號

功能進行立即且明確的給分標準，且因留言功能為公開且長期保留，後之同儕

可參考其他同學的回應，進而蒐集資料並提出自己更深入的想法。 

 

（3）「一起來筆戰」  

    本課程創立伊始，試圖將社群媒體中對公民議題的討論模式廣泛運用進活

動設計中，在社群媒體中為學生所熟知的「筆戰」行為，也以單週活動的形式

進行。 

參與本課程的學生，於每週抽出當週的「筆戰」同學（每次十人，已參與

過的同學亦歡迎發言，但不計分），學生必須針對教師在社團中所提出的問題或

時事，抒發各人意見，並以「筆戰」的方式，對議題作正反雙方不同意見的深

入討論。此作業與前述貼文回應不同之處，在於每次由十人參與，當天公布

「筆戰」題目，每次十人「參戰」，依回應熱烈程度給分，學生需能針對他人的

論點進行反思，在為自己的論點辯護的同時確認自己在此公民議題中的位置。

且課程臉書社團非匿名制，教師擔負觀察與監督的角色，同學須為自己的論點

負責，以此改變大學生於網路論戰中盲目附從或謾罵不負責任的現象。 

再者，每次的筆戰題目由授課教師或 TA 出題，每次的題目為因應「筆

戰」的爭議性與遊戲性，所出題目除扣準一公民議題外，以有爭議甚至挑釁性

的語言，似是而非的論點，讓學生從題目就可看到可發揮之處，以此帶出正方

與反方的論戰。本課程共計 9 次的筆戰題目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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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一起來筆戰」題目示例 

議題 題目 

國家 【一起來筆戰 ROUND 1】 

當媒體與政黨聞到兩岸議題蜂擁而至時，需要的就是在場的各位隨之

起舞，不論支持哪一方，最後受益的都是媒體的點閱率與政黨的曝光

度，最後風聲一過就不了了之，在場的各位都是媒體的幫兇。你可以

浪費時間檢討場地、嘲諷學生作為抑或是責備主辦單位，然後像寫完

暑假作業的孩童，大肆宣揚自己的愛國心。所以我說，在場努力在兩

岸議題中發表自己觀點的人們，平時到底又做了些什麼讓人家更尊重

臺灣？ 
遊民 【一起來筆戰 ROUND2】 

我們尊重遊民的遭遇與價值上的選擇，但往往遊民引發反彈來自於不

尊重法治社會，當他們恣意造成環境髒亂、擾弄安寧時，警方無法開

罰制裁。社福機構大多願意提供協助，管理遊民最大的困難來自於他

們不願意接受安置，當你的愛心銅板變相的資助著他們脫軌的自由之

時，愛心與關懷早就染上不同色彩。 
性別 【大家來筆戰 ROUND3】 

男女生生理構造差異是不爭事實，再完善的專法在價值觀偏差的人眼

裡都只是偏心，我們都是一群在性別歧視環境成長的人，沒有人有資

格說自己絕對中立，我們早在我們的成長過程中做了數不盡的性別歧

視，在盼望未來有更好發展的此刻你們卻一昧將過錯推給他人，讓仇

恨堆疊出更多仇恨。 
外籍 

移工 

【大家來筆戰 ROUND4】 

台灣產業目前相當依賴外籍勞工，若提高其薪資與福利勢必造成整體

經濟成本提高，在弱肉強食的現代社會裡試圖抬高弱勢群組的天秤

端，不僅僅是口頭支持便能實行，我們所處的高階台灣人生活圈是否

已經準備好接納他們進場?外籍勞工來台工作並非被迫，平心而論我

們並沒有虧欠他們什麼。 
外籍 

配偶 

【一起來筆戰 ROUND5】 

東南亞外籍配偶離婚率居高不下，面對華人沙文主義的洪流只能放棄

自己的母文化，不完善的家庭及文化混淆才是新二代面臨的最大傷

害，只想談崇高的尊重包容友善，就如同在溫室裡同情受凍的花草，

這才是對他們最大的藐視。 

環保 【一起來筆戰 ROUN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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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看完動物星球或環保議題影片後卻轉身繼續外帶食物、濫用塑膠

製品的人，都沒資格在關注環保議題時假裝自己好像對這些動物們很

有同情心來欺騙自己。 
教育 【一起來筆戰 ROUND 7】 

最近新聞討論到部分學校科系可以不用經過學測逕行提出申請或推甄

大學，以前是 0 分也能上大學，現在是沒分數也能上大學?! 如果上

大學只是為了一張跨足進入社會的基本票根，這問題是僵化的教育制

度、是不符合時代潮流的教材教法、還是渾渾噩噩玩大學的學生的問

題?那麼這張可以拿去當壁紙的證書意義在哪裡? 
核電 【一起來筆戰 ROUND 8】 

「我是人，我反核」，這句反核標語看似觸動了很多人，只要講到核

能，支持者都成了不顧核爆末日預言的邪惡份子。但是再怎麼看似純

正的價值信念，卻禁不起一次的全國大跳電。現在更多人轉向以若擴

大火力發電補償核電不足的做法將帶來更大空汙的理由，或是各類對

核電一旦停用台灣的用電環境將會如何艱困的危言聳聽，倒向雖然嘴

巴不說，可是心裡卻支持核能續用的方向。這個時候，「我是人，我

反核」看起來就格外諷刺，因為一旦因為沒電用就轉向支持核能的時

候，那「不是人」的我們，又是什麼? 
筆戰 【大家來筆戰 ROUND9】 

筆戰聽起來好像一場理念的戰爭，但是參與者躲在螢幕後面，根本漫

不經心，好像在社會或道德議題講上幾句，就盡了自己的社會責任，

就已經告訴別人，自己多麼經得起道德考驗。而這種在虛擬空間的理

念爭論，又何時能動搖現實分毫? 所以筆戰這種東西，就是吃飽太閒

的人在茶餘飯後自娛娛人的愚蠢遊戲而已，可是現代人卻很愛幹這件

事，筆戰完再說自己是個關心台灣的好公民，豈不可笑? 
    「筆戰」活動因為是首次運用進課程內，對學生而言也是十分新鮮的嘗

試，所以參與度高，且在教師與 TA 就個別論點的延伸引導下，每次筆戰都能

給學生帶來對議題深入思考的機會。106-1「一起來筆戰」的活動成果，可參

「附錄 5「一起來筆戰」活動成果示例」。 

 

（4）「給我一個畫面」 

以學生對公民議題、社會運動、台灣政治社會環境的理解，透過「一個畫

面」的想像來聚焦，想像人物、對白、場景，並細部刻畫人物此時不論是受到

迫害、選擇對抗、挺身助人等等可能的想法、心理狀態。要求學生以 500 字以

內，微型小說的筆法，進行敘事練習。讓學生再以與公民議題相關的敘事文學

的分析與理解後，模仿敘事文學的筆法，深入想像每個公民議題與公民運動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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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時身處其中的人物心境，從對人物同情、關懷的心情，進而產生協助、付出

的理念。從議題理解到文學創作，作為該門課程的期中作業，也讓學生更能在

具體實踐中理解「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的結合形式與可能性。以下以學生優

秀作品為例證說明「給我一個畫面」活動的具體樣貌： 

 

表 3-6  「給我一個畫面」學生作品示例 

「大埔張藥房  張文森之死」 

那時他心想，一切都毀了。 

曾經遮風蔽雨的房子，沒了；曾經承載歡笑幸福的家，沒了；而那曾經以為

一直都會在的，頂天立地的巨人，也垮了。那個堅強了幾十年的父親，走在

理應團圓的中秋前夕，看著冰冷的他，被從冰冷的水中打撈起，張元豪的心

底也一片淒涼。 

他不明白父親為何會走，他以為在家被拆掉後的這段日子，能稍稍沈澱父親

心中的苦痛，他真的是這樣以為的，那現在躺在這裡的父親是怎麼回事？周

圍亂糟糟的十分吵雜，他不知道有誰，也不知道他們在說些什麼，也許有那

些一起守護我們家的學生們，也許有那些關注這個議題的記者們，不過那些

都已經不重要了，「阿爸，你起來好不好？」，他專注的看著眼前的父親，沒

有回應，沒有呼吸，緊握的雙手僵硬的維持著，他想伸手去握，想讓父親能

抓住一點什麼，也想溫暖他的手，告訴他，自己在這。 

阿爸，你起來好不好？ 

沒有你，我才真正沒有了家。 

 

   （5）「我的公民筆記」 

「我的公民筆記」為學期末繳交的期末報告，為能透過學生作業具體發現

學生的學習成效，以「我的公民筆記」的報告格式，讓學生對自己在課程中的

學習歷程進行整理。作業以三大題要求學生照規定格式書寫，作業內容包括： 

A、對我回覆的回覆：請學生於「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的社團貼文中，選

擇自己的 3～5 則回覆，以不同議題為大項，依次以「討論主題」（將該則貼文

做簡要概述）、「我的回覆」、「對我回覆的回覆」分別回答。本項作業是要求學

生能針對自己在社團貼文的回應，在經過一學期的課程學習以及與同學的討論

後，以後設認知的概念，重新審視自己的回應，不論是贊同或是有想法上的改

變，都提出理由，如此可讓學生針對自己所提出的論點作更進一步的深化，也

是本課程重要的資料記錄。 

B、讀書心得：請學生自行選擇與公民議題相關的電影、電視劇、小說等

閱讀觀賞並撰寫觀後、讀後心得，300 字以上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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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收穫與建議：分為 A、收穫：由學生挑選在本學期所討論議題中最感

興趣的部分，並說明自己在議題討論中的個人成長；B、建議：請學生對本課

程提出建議，也歡迎提供新活動構想，做為未來課程規劃設計的修正參考。 

 

（6）舉辦「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系列講座 

    本課程自建立伊始，便固定於每學期的課程中舉辦「台灣小說與公民意

識」系列講座，邀請校外學者（對公民議題有長期關注者）以及作家（作品深

入公民議題者）蒞校演講。且將演講訊息公告全校，讓非本門課程學生但對相

關公民議題有興趣的屏科大學生也有機會共同參與。106-1 學期邀請講者與講題

如下表： 

表 3-7  106-1「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系列講座 

日期 講者 講題 

2017.09.28 郭漢辰（作家） 父親的手提箱—那段白色恐怖

歲月 

2017.10.26 施清仁 

（屏東縣愛鄉協會副總幹事） 

周怡萱 

（屏東縣愛鄉協會理事） 

鄉民的力量—青銀協力滾動創

意城市 

2017.11.16 顏聖紘 

（國立中山大學生命科學系副

教授，鳴人堂專欄作家） 

「給青年人忠告的書」多如牛

毛，我怎麼知道有沒有用？ 

2017.12.07 蘇飛雅（作家） 《蛆樂園》的前世今生 

 

（7）評量策略 

    本課程採多元評量的方式，各項課程活動評量的呈現如上所述（社團貼文

回應、一起來筆戰、給我一個畫面與我的公民筆記等）。這些評量方式在學期

初就已向學生清楚說明，讓學生瞭解本課程是以多元評量的方式決定同學學期

成績，同學需能在敘事文學的閱讀與社群媒體的參與中，瞭解公民議題，深化

公民意識，在不斷地思考、挑戰、重整、建立的過程中學習。學期評量項目與

學期分數佔比如下表 3-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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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106-1 學期評量項目說明 

學期評量

項目 
課堂參與 

社團貼文

回應 
一起來筆

戰 
給我一個

畫面 
我的公民

筆記 
小計 

百分比 20% 30% 10% 10% 30% 100% 

 

    在此多元評量中，有學生合作學習表現（社團貼文回應、一起來筆戰），

有學習歷程檔案建立（我的公民筆記），有綜合能力展現（給我一個畫面），

亦有更為開放、多元、立即的各類貼文刺激帶出的回應，表現學生的理解、應

用、分析能力，從基礎的理念建立、文本閱讀，到各類議題的刺激，最終自己

整理整學期的學習歷程，課程的評量策略著重於學生的參與及反思，在 TA 的

協助計分、出題、回應之下，教師主要專注於課程教材設計、網路時事新聞的

關注、學生回應的評分，在教師、TA 與學生的三方合作下，達到深化學生公民

意識的主要目標。 

 

   2、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PBL 活動設計之「線上公民議會」   
    經過一學期的課程運作，在教師觀察與學生回饋的整理後，取消「給我一

個畫面」，和「我的公民筆記」中「對我回應的回應」以及「讀書心得」的部

分，而將學生的網路合作學習，以「PBL 問題解決導向學習」的活動設計—
「線上公民議會」與保留下來的「社團貼文回應」開展本學期的課程。 

本課程首先透過臉書社團教師貼文學生回應的作業設計，訓練學生在本課

程社團中可與他人針對公民議題表達意見與理性溝通的能力，在社團中凝聚討

論的氛圍。在社團討論成熟後，於期中考後進行「線上公民議會」後的活動，

教師於社團公布 PBL 題目讓學生選擇並分組。分組後學生自行開設專屬該組

PBL 題目的社團，分組組員為社團當然成員，教師要求學生必須於個人的分組

社團進行資料蒐集與貼文分享，讓學生在蒐集資料的同時也消化資料，並將自

己消化的內容分享給全組同學。並且為了能讓同學更能進入問題的討論中，請

同學先設想問題事件可能參與其中的角色，並各自選擇角色扮演，在整理資料

時透過角色進行思考與評價，讓問題事件有更多元的想像。 
而本課程「線上公民議會」的設計，則是讓 PBL 最重要的共同討論部分放

到線上，讓學生可以在不同地點共同討論，且討論的內容都可以有文字紀錄，

可讓同學在討論時回溯，也能隨時在線上蒐集相關資料放進聊天室中分享。「線

上公民議會」之活動進行方式分述如下： 
 

   （1）線上公民議會 
    A、學生準備階段 
    本課程於開學第一週，就請同學加入本課程專屬臉書社團，並請學生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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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分享與回應等活動進行讓學生習慣在本課程中課堂外的議題討論。 
 
    B、學生解題規劃與小組討論 
   （A）本課程之小組討論以非同步學習網絡的方式，讓學生在本課程的臉書

社群建立後，於社團中屬於自己的組別貼文項下進行資料蒐集，並在資料蒐集

成熟後有小組共同上線討論的具體時間，討論出問題解決最佳方案後，於學期

結束前三週進行各組問題解決方案之分享活動。在「線上公民議會」所提出的

六大主題請參下表 3-9： 
表 3-9  「線上公民議會」107-1 六大議題與解決問題 

  議題 PBL 問題解決 
一 同志 面對這次的公投結果，同志議題在台灣的環境中會有怎樣的改變？

在教育、民法，甚至憲法上，又將如何因應此次的公投結果？未來

又應該以怎樣的方向作開展，方能改變大眾的想法，達到婚姻平權

的目標？ 
二 遊民 對於無家者，現行法律對他們有許多不適用之處，請問為遊民設置

「遊民專法」是否得宜？將面對那些挑戰？又該如何解決？ 
三 土地

正義 
屏東市公勇路拆遷新聞曾經鬧得沸沸揚揚，但自新聞熱潮後問題又

再度停擺。請問該如何解決土地正義與經濟開發及地方發展的兩難

問題？ 
四 地方 「墾丁轉運站」是否增設是現今恆春地方重要的公民議題，而居民

與政府各執一詞也各有道理，請問如何解決是否增建墾丁轉運站的

問題，才能讓雙方取得平衡點？ 
五 外籍

配偶 
《國籍法》明定，外國人要歸化我國籍，除要連續 5 年、每年合法

居留 183 天以上之外，並規劃修法，要求必須「無不良素行」，且外

籍配偶若有「妨害婚姻」的行為就無法歸化我國。請問是否有更好

的修法方向與想法？ 
六 勞工 行政院及所屬機關今年首季聘用 7238 名派遣人員，行政院長賴清德

認為保障勞工權益須從政府做起，正式核定派遣人員 2 年內歸零，

改以公開遴選程序聘用。如此的做法該如何評價？派遣工的勞動權

益又該如何被保障？ 
    

（B）將選修本課程的學生每系打散，分組採由不同系學生組成的異質性分

組。 
   （C）每組 9～10 員，共分 12 組，每 2 組探究同一題目。以題目做分組依

據，於本課程臉書社群中，將每組題目如「環保 A」、「環保 B」的貼文做為討

論處，並將 12 個組別的題目於社團中設為「置頂文章」，讓學生可以點進社團

中就可找到自己的組別並與組員進行對話。 
   （D）分組運作方式，以小組成員自行選擇產（2）、官（2）、學（2）、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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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四種扮演角色，根據自己所選之角色，收集與問題相關的資料。組員需對

其他組員收集的資料進行研讀並回應，此為分組討論的準備階段。 
    C、呈現問題解決成果 
   （A）在各組討論出最佳問題解決方案後，於期末考前三週，選擇一至二週

做為各組上台報告分享的時間。 
   （B）各組同學於報告時間一同上台，將問題解決的討論過程整理成簡報

檔，在報告時分享從產、官、學、民眾不同的資料蒐集、消化整理，並於說明

如何共同上線討論時間從問題討論過程中發現也具共識的最佳方案，最佳方案

具體為何，可能的影響為何，在課程的問題解決分組分享過程中，讓同學知道

其他的公民問題如何解決，也可以從中看到不同組的不同想法，見賢思齊。 
   （C）分組呈現當天以社團直播方式讓每個組別的呈現都能在社團中同步呈

現，並讓學生以按讚投票的方式選出提出最佳問題解決方案的組別。 
「線上公民議會」線上討論及分組報告形式可參以下圖示說明： 
 

 
 
 
 
 
 
 
 
 
 
 

圖 3-4 「線上公民議會」示例：「3A 土地正義」討論屏東公勇路拆遷問題 
 

 
 
 
 
 
 
 
 
 
圖 3-5  PBL 成果發表會示例：以「3A 公勇路拓寬案」（臉書社團同步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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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分組報告社團直播並投票示例 1 圖 3-7 分組報告社團直播並投票示例 2 
 
   （2）舉辦戶外教學:屏東勝利星村導覽 
    為了讓學生能更深入理解公民與地方的連結，以及地方記憶的保存與再生

等實例，107 年 12 月 1 日帶領本班共 114 名同學於屏東勝利星村進行眷村導

覽，讓學生瞭解屏東公民團體保存屏東地方記憶的成果。 

 
圖 3-8  將軍之屋前團體合影                    圖 3-9  學生走看眷村建築 
   
（3）舉辦「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系列講座 
本學期的講座安排，因應本學期以「線上公民議會」對議題的討論為課程

主軸，所以邀請對外籍配偶教育、遊民協助、勞工問題與地方創生等方面已有

多年經驗者，在課堂對各類議題做深入講解，也讓學生可以從業師的經驗中了

解各議題中人、事、物與社會結構的連動，對各類議題有更深入的理解。當學

期所舉辦六場講座如下表 3-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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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107-1「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系列講座 

日期 講者 講題 

2018.09.25 張義東（國立屏東大學社會

發展學系副教授） 
《大佛普拉斯》映後座談 

2018.10.06 任明信（詩人） 不惑之年 

2018.10.16 蘇美玉（南洋姊妹會南部辦

公室理事） 

楊巧鈴（南洋姊妹會南部辦

公室社工督導） 

外籍老娘獅子班，原來我們不孤

單 

2018.10.23 林立青（作家、監工） 看見做工的人 

2018.10.30 盈婕（人生百味活動企劃） 無家者 

2018.11.20 葉慶元（屏東愛鄉協會理

事） 
城市探秘：屏東飛行宿舍群 

 

（4）評量策略 
    本課程同樣採多元評量的方式，且更重視 PBL 活動的學生參與，在學生於

分組社團及線上聊天室的網路合作學習，以至分組期末報告呈現，佔學期成績

的一半，也鼓勵學生對 PBL 問題解決導向的活動設計能夠投入參與。學期評量

項目與學期分數佔比如下表所示： 

 

表 3-11  107-1 學期評量項目說明 

學期評

量項目 
課堂參

與 
社團貼

文回應 
分組社

團貼文 

線上公

民議會

討論 

分組報

告期末

呈現 

我的公

民筆記 
小計 

百分比 20% 20% 20% 10% 20% 10% 100% 

 
3、108 學年度上、下學期：「線上公民議會」的運作修正 

    因本課程設計運用已有操作基礎，於當年（107 學年度）提出教學實踐研

究計畫，獲得 108 學年度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支持，所以於 108 學年度上

下學期同樣就「線上公民議會」進行教學規劃，在所討論之公民議題上亦有所

改變。而本年度之課程也因教師觀察與學生回饋而有了在題目成形過程有了部

分改變。首先，教師觀察學生在自主選題方面，容易因題目看似較為容易發揮

或常見而選擇該題目，相反題目看似生疏或較為冷硬者則少有同學主動選擇，

造成後續選題的困難，所以在進入學生議題選擇階段時，是以「主題＋分項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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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方式呈現，如「同志—同性婚姻」、「環保—石虎」、「勞工—外送員」…
等讓學生依意願選擇組別，完成分組後方公布該組題目。其於社團運作如下圖

所示： 
 

   圖 3-10 分組主題與關鍵詞示例       圖 3-11  分組完成題目公布示例 
 
經學生自主選擇討論主題後，公布問題讓學生於社團中討論解決。108 學

年度所討論議題如下表 3-12 所示： 
 

表 3-12  108-1「線上公民議會」討論議題 
主題 關鍵詞 PBL 問題 

環保 石虎 
《石虎保育條例》又在今年闖關失敗，請問在動物保育

與經濟開發的權衡之下，台灣人應該如何作為，才能真

正保護石虎? 

同志 同性婚姻 

婚姻平權終於在台灣實現。但同志家庭是否可以擁有與

自己有血緣關係的孩子，人工生殖、代理孕母等在台灣

仍有可預見的爭議，請問同志家庭如何可能實現擁有自

己血緣關係孩子的夢想? 

勞工 外送員 

美食外送員因工作在車陣穿梭，交通意外頻傳，也讓美

食外送員的勞動權益受到關注。請問外送員與公司間的

「承攬」或是「雇傭」關係，何者方能真正保護外送員

的勞動權益？ 

外籍

移工 
外籍漁工 

在這次南方澳大橋斷裂後，外籍漁工的勞動甚至生存權

益開始受到重視，請問外籍漁工現在的處境問題為何?又
該如何解決? 

遊民 遊民 
對於無家者，現行法律對他們有許多不適用之處，請問

為遊民設置「遊民專法」是否得宜？將面對哪些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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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如何解決？ 
 
其後，在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的選題模式運作後，學生再提出反饋，希望

相關議題討論能夠讓學生有更多的選題自主性，所以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則

以教師指定主題，由學生自行於現實生活中尋找題目，每組成員皆須提供題

目，並於分組社團中票選當學期的討論題目。各組同學出題與票選形式如下圖

所示： 

圖 3-12  同學出題與票選示例 1 
 

以上二圖為例，其中 Mick 同學題目的讚數最高，就以該同學所訂題目為

該組題目。於該學期所訂出之題目如下表 3-13 所示： 
 

表 3-13  108-2「線上公民議會」討論議題 
 議題 PBL 問題解決 
一 環保 

— 
限塑

方案 

A 我國限塑法規已經實行超過 10 年，但塑膠製品還是佔了海洋廢

棄物總量的 7 成，顯示限塑政策的成效還有待提升，是法規不夠

強硬還是環保意識的推廣不夠確實？是否有方法可以對已造成的

傷害做出補救和挽回？ 
B 隨著時代的進步，人們對於環保意識有著逐漸上升的趨勢，很多

國家或是企業都開始正視環保議題，而面對嚴峻的塑膠垃圾問

題，各國政府都想推行限塑政策，但是現況制度下，比較難達到

經濟與環保的平衡，時常會因為偏袒其中一方，而導致另一方的

損失，我們也有不同立場上的看法與見解，獲得一個可以在經濟

與環保上取得平衡的解決方向。 
C 有什麼辦法可以讓限塑政策繼續實施，又不會太過濫用紙製品，

且增加非一次性工具的使用，又要如何平衡對業者、廠商與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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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所帶來的影響？ 

二 女性 
— 
數位

性暴

力 

A N 號房事件中，有許多的少女因為個資被盜而被逼迫做不情願的

事，而在事情曝光後，社會上對於被害者女性的言論許多仍是抱

持著貶義，這是網路氾濫後造成的網路暴力。 
B 近期女港星阿嬌因離婚登上新聞版面，但大家對他的印象仍停留

在多年前的性醜聞及所謂不雅照，數落她活該，被用過的還有人

要等粗魯言論。 
但她明明就是個受害者，何其無辜？不肖的何不是不良業者非法

取得散播嗎？卻讓受害者被貼了一輩子的標籤，身為女性，難道

就是不段被剝削和侮辱，而不能純粹的去享受性本身的美好，女

性談及性就往往遭受波及，性別上的不公，在亞洲社會看似含蓄

的社會，是否是父權主義的一種報復？ 
我們該如何認知這樣的社會結構，又可能如何改變呢？ 

三 同志 
— 
跨國

婚姻 

A 婚姻平權在台灣通過了，但是現在眾所矚目的問題是跨國婚姻，

當你的另一半國家不承認同性婚姻，請問為何法律上不承認跨國

婚姻，還有修法或是改善的餘地嗎？ 

四 移工 
— 
黑工

寶寶 

A 
 
 
 

由於來台移工大幅增加，有些移工懷孕了，而因為懷孕的關係，

可能會被雇主遣返回國，就這樣害怕遣返，所以有移工會選擇把

小孩給殺了，有些會遺棄，這樣都是人命，政府是不是要對這樣

的規定再修正？讓移工多一份保障，減少無辜的生命 
 
本學期主要由教師提供主題與分項題目如「女性—數位暴力」、「移工—黑

工寶寶」等，讓學生可以在分項題目下搜尋資料並提出問題。雖然在所提問題

上可能有個人感受的抒發，但也可以看到以學生的視角對公民議題的想法與感

受。 
本學年課程運作上同樣保留社團貼文回應活動，而更多以「線上公民議

會」做為學生網路合作學習活動，也同樣按照課程屬性，邀請校外各領域專

家，其著作有關於公民議題之作家蒞校，舉行「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系列講

座，講座安排如下表所示： 
 

表 3-14  108-1「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系列講座 

學期 日期 講師 講題 

108-1 2019.09.24 蔣月惠（屏東縣議員） 關心政治等於關心自己的權益 

2019.10.08 邱毓斌（國立屏東大學

社會發展學系副教授） 
貧富差距與低薪過勞：我們該

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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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22 徐嘉澤（作家） 從「下一個天亮」的歷史與社

會運動談起 

2019.11.19 陳又津（作家） 如果在台北，一個移民 

108-2 2020.04.07 林立青（作家、監工） 做工的人 

2020.05.19 吳曉樂（作家） 心有所惑，就成靈光 

 

   4、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與 109 學年度：PBL 活動設計之「公民讀書會」 

    本學期以「公民讀書會」為 PBL 問題解決導向的課程設計活動，與「線上

公民議會」最大的差別，在於更著重於敘事文學的深入閱讀，除了要求學生細

部研讀不同議題的小說外，在業師講者的邀請上，也著重邀請能夠結合公民議

題與文學藝術創作的作家、畫家、音樂工作者蒞校演講。本學期以七大公民議

題建立 PBL 問題解決導向活動，分別以「教育」、「同志」、「土地正義」、

「勞工」、「能源」、「女性」與「遊民」為七大主題，並將於 PBL 課程實施

時共同討論。該學期「公民讀書會」分組閱讀的書目則如下表五所示： 

 

表 3-15  「公民讀書會」七大議題與研讀書目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議題 
教育與

親子 
同志 能源 遊民 土地 

正義 

底層 

勞動 

女性與

媒體 

作者 吳曉樂 黃惠禎 伊格言 李玟萱 臥斧 林立青 平路 

分組

書目 

你的孩

子不是

你的孩

子 

我和我的

T 媽媽 
零地點 無家者 

碎夢大

道 
如此人生 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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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影 
 

 

     

本課程之整體活動設計呈現如下： 

  （1）PBL 活動：公民讀書會  

A、學生準備階段 

   （A）本課程以各類公民議題之概念、轉變、問題發生之介紹說明，以及可

與各類公民議題相連結的台灣小說之文本分析為主，在開學時，即列出可延伸

閱讀之與各類公民議題相關的小說，做為學生期末報告讀書心得的指定書目。 

   （B）參與本課程的學生，皆須加入課程臉書社團，由授課教師與 TA 於課

程期間，針對各類公民議題時事新聞、雜誌專題、短片、電影預告、書評書介

等做分享轉貼，由學生針對貼文內容作回應。 

   （C）於開學第一週公布書目後給學生選擇時間，第三週時於臉書社團上確

認所選書籍，各書籍學生名單確定後再採異質性分組，每組 8～11 員，共分 13
組，每組再個別創立自己的書籍研讀社團，並請學生購置該書開始進行閱讀，

給學生一個月針對該書的閱讀時間。 

    B、學生解題規劃與小組討論 

   （A）閱讀時間一個月結束後，請該組成員開始該社團中進行閱讀分享、議

題延伸與文本分析。共分三個部分：「五大佳句」（2 週）、「議題延伸」（2
週）、「文本分析」（2 週）。 

    a、「五大佳句」：本課程之小組討論以非同步網路學習的方式，讓學生在

本課程的臉書社群建立後，在社群中屬於自己的組別貼文項下自行貼文分享，

首先是「五大佳句」，由學生自行節錄在所研讀書籍中最有感觸的佳句並說明

原因以與同組同學分享。 

    b、「議題延伸」：再以議題延伸為主，請學生針對文本中某段與社會議題

有所連結的文字，自行選擇相關媒體報導貼文，並寫引導文字與同學分享。 

    c、「文本分析」：最後針對小說文本中的人物設定、情節、結局等部分進

行文本分析，同樣以自行貼文的方式與同學進行線上的非同步分享。 

（B）於分組成果報告前三週，公布本課程所需解決的問題：「如何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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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鐘內，讓未閱讀過所研讀書目的同學能夠理解該書的具題內容與議題？」，

問題公布後，請各組同學再開分組聊天室進行討論，約定共同上線時間進行同

步討論，此時各組成員都對該組書目都已深入研讀，聊天室討論主要商討如何

在分組報告時間確實展現研讀成果，以及如何讓所研讀書目從文本內容到所延

伸議題討論都能清楚呈現。 

（C）於聊天室討論時間（公民讀書會），教師亦同步參與學生討論，並於

討論過程中，適時提醒學生分組報告的呈現重點，讓討論過程能夠有效率。本

次討論的問題學生需考慮的部分有：小說文本的重心為何？要呈現哪些部分？

小說所關注的社會議題為何？如何揀選？分組報告在 12 分鐘內如何做到確實掌

握時間又能深入表現書籍內涵？以何種形式進行分組報告能夠達到最佳效果？

等等問題都於討論時間內完成。 

C、問題解決分組呈現： 

經學生在課堂上、分組聊天室中的「公民讀書會」時間的密集討論後，各

組同學多能針對小說文本做最精確也簡省的說明（每本小說動輒 200 頁以

上），且在報告形式上，除傳統簡報報告外，更有以辯論形式、短劇與角色扮

演等報告形式，使期末分組報告有豐富多元的呈現。 

（2）舉辦「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系列講座 

本學期為因應「公民讀書會」的活動設計，所邀請業師除邱毓斌為多年投

入勞工運動的社會學系教師外，邀請詩人任明信談詩與社會的結合，邀請作家

吳曉樂談其《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的創作理念，邀請屏東在地畫家鄭開翔

談其《街屋台灣》中貼合土地的觀察視角，也邀請「農村武裝青年」以音樂會

的形式談其抗爭歌曲的創作理念。系列講座如下表 3-16 所示。 

 

表 3-16  107-2「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系列講座 

日期 講者 講題 

2019.03.14 任明信（詩人） 花的力量 

2018.03.27 吳曉樂（作家） 此時，我們還能擁有怎樣的情懷 

2019.04.24 農村武裝青年 站在土地上唱歌 

2019.05.16 鄭開翔（畫家） 用溫柔的心重新認識城市 

2019.05.30 邱毓斌（國立屏東大學社會

發展學系副教授） 
無名英雄注定無名嗎？—台灣經

濟發展下的勞動者 

其後每學期皆舉辦「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系列講座，講座的主題更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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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除同樣邀請作家分享外，如國際公民議題「難民工作坊」，勵馨基金會談

「校園性暴力防治」，酒店公關經紀談「酒與妹仔的日常」，或是電影座談旁及

電影配樂賞析等，在講座安排運作成熟後，也能讓學生對社會議題有更多元、

豐富的理解。系列講座如下表 3-17 所示。 

 

表 3-17  109 學年度與 110-1 學期「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系列講座 

學期 日期 講師 講題 

109-1 2020.09.28 林立青（作家、監工） 做工的人—勞工觀察與戲劇

改編 

109-2 2021.03.11 姜宜君（國立屏東科技

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

授） 

《返校》電影配樂賞析 

2021.03.25 胡鈞媛（講師） 難民工作坊 

2021.04.15 吳曉樂（作家） 我們與他人的距離: 觀點如

何融合與分化我們 

2021.04.29 郭雅真（心理師） 校園性暴力防治 
110-1 2021.10.14 陳怡靜（記者） 從百花齊放到悄然無聲 

2021.10.28 楊紫婷（台灣人權促進

會南部辦公室法務） 
電影座談：《審判王信福》 

2021.11.04 張川（台北市職業公關

經紀職業工會理事長） 
酒與妹仔的日常 

 

（4）評量策略 

    本課程同樣採多元評量的方式，且更重視 PBL 活動的學生參與，學生於分

組社團及線上聊天室的網路合作學習，以至分組期末報告呈現，同樣佔學期成

績的一半。學期評量項目與學期分數佔比如下表所示： 

表 3-18  107-2 學期評量項目說明 

學期

評量

項目 

課堂參

與 
社團貼

文回應 

五大

佳句

分享 

時事

連結

分享 

文本

分析

分享 

分組

報告

期末

呈現 

我的公

民筆記 
小計 

百分

比 
20% 20% 10% 10% 10% 20% 10% 100% 



84 
 

 
    本課程因運作得宜，109 學年度獲教育部教學實踐計畫支持，後期因台灣

疫情升溫而展延計畫，該課程運作則延續至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隨時間推進

運作上更為成熟也能提升學生對公民議題的學習動機與並深化其公民意識。 
    「線上公民議會」與「公民讀書會」之詳細運作方式，可參光碟中教學影

片「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課程介紹 1」與「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課程介紹 2」。 
 

5、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永續行動讀書會」 
    「永續行動讀書會」為本課程運作 PBL 活動設計之第四階段樣貌，同樣本

課程以結合「敘事文學」與「網路合作學習」的教學模式進行，以「永續」為

課程主軸，建立「永續改變讀書會」的學習模式。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整理了當今世界為能永續發展而訂出的明確

目標，立意甚深，且為今之世界公民無可迴避的責任。然在面對永續議題上，

因為對議題的理解不夠，所以多數時候成為口號而不自知。本課程即透過敘事

文學融入課程與網路合作學習的方式，讓學生能在課程中對永續議題有其認知

與應用的能力，讓永續不只是口號，而是更明確且有利於世界的永續解決問題

的能力。因此，在課程活動設計上，以線上「永續行動讀書會」的形式，讓分

組同學能夠完整理解各組所研讀書籍之主題內容、永續議題取向，並提出現況

分析與未來解決方案等，做為分組期末報告的內容。本課程是在過去四年的基

礎上，透過主軸明確化而進行之教學規劃。 
本課程的 PBL 問題設定，將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為主軸，選定相關敘事

文本供學生選讀，分組後各自成立讀書會社團，讓學生於社團中進行文本精

讀，與永續發展目標思考連結。學生於社團中能理解議題本質，分析現況（利

害關係人），並於線上共同討論時間「永續改變讀書會」中，於聊天室共同討論

該文本中各角色所遇到的問題，現況分析，並提出解決方案，進而想像二十年

後該文本角色所能預見的世界。 
「永續行動讀書會」所列書目共涵蓋十一項議題供學生選擇，其分組書目

如表 3-19 所示： 
 

表 3-19  「永續行動讀書會」十一項議題與研讀書目 

項

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議

題 
教育與親

子 
同志 遊民 底層勞動 校園性侵 外籍移工 

作 吳曉樂 黃惠禎 李玟萱 林立青 陳昭如 江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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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分

組

書

目 

你的孩子

不是你的

孩子 

我和我的

T 媽媽 
無家者 如此人生 

沉默的島

嶼 
奴工島 

書

影 

 
 

    

項

次 
七 八 九 十 十一  

議

題 
海洋生態 

野生動物

保育 
空污 原住民 外籍漁工  

作

者 

吳明益、

張卉

君、、陳

冠榮 

黃美秀 

房慧真、

何榮幸、

林雨佑、

蔣宜婷 

撒力浪 
李雪莉, 林
佑恩, 蔣宜

婷, 鄭涵文 
 

分

組

書

目 

黑潮島

航：一群

海人的藍

色曠野巡

禮 

小熊回

家：南安

小熊教我

們的事 

煙囪之

島：我們

與石化共

存的兩萬

個日子 

用頭帶揹

起一座座

山 

血淚漁

場：跨國

直擊台灣

遠洋漁業

真相 

 

書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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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BL 活動：永續行動讀書會 
   A、學生準備階段 
    本課程於「1102 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臉書社團中，同樣讓學生能先熟悉

教師社團貼文與回應的意見表達與理性溝通，營造課程內學生兼能對應公民議

題陳述己見的氛圍。並能選定本學期所研讀書籍後開始進行閱讀。 
 
   B、學生解題規劃與小組討論 
   （A）閱讀時間一個月結束後，請該組成員開始該社團中進行閱讀分享、議

題延伸與文本分析。共分三個部分：「五大佳句」（2 週）、「議題延伸」（2 週）、

「利害關係人分析」（2 週）。其中因應「永續行動讀書會」的部分，「利害關係

人分析」為「現況分析」的運用，讓學生選擇文本中單一故事進行該故事各角

色的利害關係人分析，綜合過去「線上公民議會」貼近議題與「公民讀書會」

從文本中感受詩性正義的兩項優勢，讓學生更能透過敘事文本結合當下議題現

況並進行策略討論。 
（B）於聊天室討論時間（永續行動讀書會），教師亦同步參與學生討論，

並於討論過程中，適時提醒學生分組報告的呈現重點，讓討論過程能夠更有效

率。本次討論的重點學生需考慮的部分有：學生能讓他組同學理解該書主軸，

並理解該書與不同永續發展目標的連結，除此之外，更選定書中單一篇章進行

利害關係人分析，以透視該文本背後議題的權力架構，理解是甚麼樣的權力失

衡使問題產生，進而提出調整權力失衡狀態的方法，最後設想文本人物二十年

後的處境，如此系統思考的模式，將使學生更瞭解不同永續發展目標的內涵與

應用。 
 
C、問題解決分組呈現： 

    學生於分組期末呈現中，分享社團與聊天室的合作學習成果。在「永續行

動讀書會」中，首先呈現同學討論出的書籍關鍵詞並串聯書本內容與時事新

聞，使他組同學能對本組報告書籍之議題內涵與價值信念有更完整的理解。後

以單一篇章之利害關係人分析、問題解決方案與未來情境設想等分享，透過更

多與現實社會的聯繫，使學生在書籍閱讀與分享的同時，也能有系統思考解決

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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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永續行動讀書會」期末分組報告示例 

  
  （2）舉辦「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系列講座 
    本學期邀請《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小說原著作家吳曉樂，也邀請《你

不伸手，他會在這裡躺多久》的作者社工李佳庭蒞臨分享，講座安排如下表所

示： 
 

表 3-20  110-2「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系列講座 
日期 講者 講題 

2022.03.15 吳曉樂（作家） 塊陶啊！談文字弱智化現象 

2022.05.03 李佳庭（芒草心協會社工

師） 
阿北，你怎麼會躺在這裡—遊民

社工的日常 

 

  （3）評量策略 

    本課程同樣採多元評量的方式，亦同樣重視 PBL 活動的學生參與，學生於

分組社團及線上聊天室的網路合作學習，以至分組期末報告呈現，同樣佔學期

成績的一半。學期評量項目與學期分數佔比如下表所示： 

 

表 3-21  110-2 學期評量項目說明 

學期

評量

項目 

課堂參

與 
社團貼

文回應 

五大

佳句

分享 

時事

連結

分享 

利害

關係

人分

析 

分組

報告

期末

呈現 

我的公

民筆記 
小計 

百分

比 
20% 20% 10% 10% 10% 20% 1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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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程從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至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共運作 9 個學期，從

開始以社群媒體功能進行創新教學，到加入 PBL 活動的安排使學生能更透過合

作學習思考問題根源進而提出解決方案，從著重問題解決的線上公民議會，到

重視學生文本閱讀與分析的公民讀書會，再到今年將文本閱讀與問題解決思考

融合的永續行動讀書會。都可見創新教學模式可透過經驗累績與資訊吸收而持

續精進的歷程。 
 
（二）「台灣歷史與文學」課程 
  1、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XX 歷史同好會」 

本課程在「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運作三年的基礎上，結合已開課六年的

「台灣歷史與文學」課程，以「網路合作學習」的形式，讓學生可以將歷史學

習在地化，透過臉書社團建立課程整體社團以及學生各分組社團，並運用社群

媒體之即時、多元、資源共享等特性，於線上進行非同步的網路學習。 
 

  （1）網路合作學習：「XX歷史同好會」 
本課程每學期設立「台灣歷史與文學」之課程社團，課程社團形式如下： 

 
 
 
 
 
 
 
 
 
 

圖 3-14  「台灣歷史與文學」課程社團示例 
 

修習本課程的學生為課程社團的當然成員，學生的網路合作學習也以此社

團為起始。本課程網路合作學習設計方向，是以台灣土地為主軸，讓學生從準

備階段到解題階段，進行「擴散→收斂→擴散→收斂→擴散→收斂」的擴延與

深入的探究方向，讓學生可以在分組社團中對不同縣市中的不同空間能夠透過

對台灣歷史的理解，深入探究該空間的存在成因及其中歷史流動的痕跡。茲說

明如下。 
 

A、「擴散與收斂」第一階段 
在第一階段中，先讓學生在全台灣 22 縣市（擴散）中依個人興趣選擇分組

（收斂），選定後經教師分組並再開設分組社團，小組成員便於社團中進行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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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學習。形式如下： 

 
圖 3-15  課程社團分組示例 

     
    學生於該縣市圖例下留言「＋1」後，由教師進行分組（4～8 人為一組，

超過 8 人再分 A、B 組別），分組完成後由教師及 TA 開設分組社團，並將連結

張貼於課程社團，讓學生能依個人組別加入個別社團。分組社團形式如下圖所

示： 
     
 
 
 
 
 
 
 
 
 
 
 

圖 3-16  分組社團示例（新竹歷史同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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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擴散與收斂」第二階段 
開設分組社團後，學生需於該縣市中廣泛收集資料，選擇可為報告主題之

建築或公共空間如台北二二八紀念公園、屏東書院等（擴散），並請學生依所選

擇空間之所屬以「年代、重要人事物、特色」三項格式進行資料整理，再於該

階段結束後讓學生於課堂進行投票，於該組社團中票選期末報告之主題空間

（收斂）。第二階段「擴散」形式如下： 
 
 
 
 
 
 
 
 
 
 
 
 

圖 3-17  （右）學生選擇歷史空間並依格式說明

示例（高雄歷史同好會 A） 
圖 3-18  （上）學生選擇歷史空間並依格式說明

示例（台中歷史同好會 B） 
 

    第二階段「收斂」形式如下： 
    
 
 
 
 
 
 
 
 
 
 
圖 3-19  學生投票票選分組報告主題示例

（桃園歷史同好會—忠貞新村—5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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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擴散與收斂」第三階段 
由分組社團成員共同投票後，選定期末報告欲探究的空間。選定後由分組

同學蒐集該空間之歷史資料（擴散）。形式如下： 

 
圖 3-20  以所選定空間蒐集資料示例（台南歷史同好會 B—林百貨） 

 
    在資料收集完備後，於分組報告前一週進行線上同步討論，教師設立不同

組別之線上聊天室，並於課堂時間進行兩小時的同步討論。討論形式如下： 
 
 
 
 
 
 
 
 
圖 3-21  分組線上聊天室示例

（台中歷史同好會 A） 
 

在分組討論中，重點在於提出一個全組具共識的「關鍵詞」（收斂），再以

此關鍵詞統整所收集之歷史資料，並透過歷史階段的分期梳理，在分組報告中

清楚呈現該空間中人民如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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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分組期末報告 
本課程透過學生針對台灣某縣市進行單一空間深入探索，連結至該空間、

該縣市以至整個台灣與世界的歷史脈絡連動，在經過線上聊天室的討論與簡報

的整理製作後，於期末考前一週進行「XX 歷史同好會」的分組期末報告呈

現，讓他組同學也能夠透過各組的報告擴散理解全台灣不同地區的歷史聯繫。 
 

 
 
 
 
 

 
圖 3-22 分組期末報告

示例（澎湖歷史同好

會） 
 
 
  （2）舉辦「台灣歷史與文學」系列講座 
    本學期因應課程方向，透過新台灣和平基金會，邀請「台灣歷史小說獎」

的得獎者與評審，蒞臨本校舉辦「台灣歷史與文學」講座，讓學生可以在講座

過程中，更理解台灣歷史與文學如何結合。當學期的講座內容如下表所示： 
 

表 3-22  109-2「台灣歷史與文學」系列講座 
日期 講者 講題 

2020.09.24 陳柏青（作家） 圍牆史：新公園是怎麼蓋起牆的 

2020.10.09 錢真（作家） 回到三百年前—羅漢門與朱一貴事件 

2020.12.03 李旺台（作家） 蕉王吳振瑞 

 
（3）評量策略 

    為鼓勵與督促同學能對分組網路合作學習有更多的投入，本課程同樣採多

元評量的方式，且更重視線上空間的學生參與，除期中報告為個人的歷史文學

閱讀（包括台灣歷史小說、電影、戲劇等）的資料蒐集與心得撰寫外，學期評

量項目與學期分數佔比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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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  109-1「台灣歷史與文學」學期評量項目說明 

學期

評量

項目 

課堂

參與 
期中

報告 

歷史

空間

選擇

與分

享 

歷史

空間

資料

蒐集 

歷史

同好

會線

上討

論 

分組

報告

期末

呈現 

我的

歷史

筆記 小計 

百分

比 
20% 20% 10% 10% 10% 20% 

10% 
100% 

 
  2、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與 110 學年度：「XX 歷史劇場」 

本課程在上學期「XX 歷史同好會」的基礎上，依教師觀察與學生回饋進

行修正與創新，而有「XX 歷史劇場」的設計。教學規劃上，學生的網路參與

大部分同於「XX 歷史同好會」中「擴散→收斂」的運作模式，但讓分組同學

以關鍵詞梳理該空間的歷史脈絡後，在分組討論時以同學對該歷史空間之歷史

知識，共同腦力激盪構思一完整具角色、情節與結局之歷史故事，並於期末報

告時分享各組之「歷史劇場」演繹，讓同學能在創作故事的同時更細節地理解

該空間於不同時代的可能樣貌，也讓他組同學能透過故事更清楚了解該空間所

代表的歷史意義。也因運作成熟，110 學年度同樣開設「台灣歷史與文學」的

課程，進行「XX 歷史劇場」的教學活動。 
 

  （1）「XX 歷史劇場」 
「XX 歷史劇場」的運作模式與「XX 歷史同好會」的運作模式大致相

同，學生在加入課程社團後，經「擴散→收斂→擴散→收斂」兩個階段後，學

生已選定該組分組報告的歷史空間，並已完成該空間歷史資料的蒐集與共享，

其「擴散→收斂」的第三階段有所不同，說明如下： 
 

A、 第三階段「擴散」 
    於「擴散」第三階段中，因應本活動以「歷史劇場」為主軸，讓學生能於

所選定之歷史空間中提出一個故事構想，其中需有人物，大概的故事背景與發

展，讓學生腦力激盪，同組同學也可在同學的分享中理解歷史空間可以有如何

的文學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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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  （左）學生設計人物與故

事示例（台南歷史劇場 1—開元

寺） 
圖 3- 24 （上）學生設計人物與故

事示例（宜蘭歷史劇場—宜蘭監

獄） 
    
   B、第三階段「收斂」 
    在學生於社團分享個人的故事構想完成後，於分組期末報告前一週進行線

上分組討論，於聊天室中學生除須選定一「關鍵詞」梳理該空間的歷史脈絡之

外，更須合作創作一完整，具背景、發展與結局的故事，其中人物與時空背景

的設定皆須經全組同學討論，在共同的腦力激盪後完成一個具有完整架構的故

事。分組討論形式如下圖所示： 
 

 
 
 
 
 
 
 
 
 
 
 
圖 3- 25 線上分組討論共同

創作故事示例（屏東歷史劇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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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分組期末報告 
    分組期末報告，讓他組同學可以透過該組所想像的故事更加瞭解該空間可

能的歷史樣貌與所代表的歷史意義，因同學所創作故事有不同的類型，包括嚴

肅的歷史事件想像，也有以愛情、推理、奇幻等更天馬行空的故事設計，學生

也於此表現出高度的學習動機。分組期末報告如下示例： 
 
 
 
 
 
 
 
 
 
 

圖 3-26  分組報告期末示例（台南歷史劇場 2—線上形式） 
 

  （2）舉辦「台灣歷史與文學」系列講座 
    系列講座旨在開拓學生對台灣歷史（更多為在地歷史）的眼界，邀請專家

學者分享對六堆客家、屏東眷村的認識，並邀請將台灣歷史以戲劇與影像重新

改編者如為明華園創作新戲《海賊之王鄭芝龍》的施百俊，編導《國際橋牌

社》的導演汪宜昕，以及解說台劇《斯卡羅》歷史背景的王玉輝等。實施「XX
歷史劇場」三學期的系列講座，講座規劃如下表所示： 
 

表 3-24  109-2 與 110 學年度「台灣歷史與文學」系列講座 
學期 日期 講者 講題 

109-2 2021.03.26 王玉輝（國立屏東高級中學

學務主任） 
清代六堆對台灣社會的影

響 

110-1 2021.09.24 汪怡昕（導演） 國際橋牌社 

2021.10.22 施百俊（國立屏東大學文化

創意產業學系教授） 
海賊之王鄭芝龍 

2021.12.07 葉慶元（屏東愛鄉協會理

事） 
從歷史影像來看屏東眷村

的變遷 

110-2 2022.03.21 王玉輝（國立屏東高級中學

學務主任） 
斯卡羅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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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評量策略 

    本課程同樣採多元評量的方式，以鼓勵與督促同學對網路合作學習能有更

多的投入。因此除期中報告為個人的歷史文學閱讀（包括台灣歷史小說、電

影、戲劇等）的資料蒐集與心得撰寫外，更側重在學生的網路參與，學期評量

項目與學期分數佔比如下表所示： 

表 3-25  109-2 與 110 學年度「台灣歷史與文學」學期評量項目說明 

學期

評量

項目 

課堂

參與 
期中

報告 

歷史

空間

選擇

與分

享 

歷史

空間

資料

蒐集 

歷史

空間

故事

構想 

歷史

劇場

會線

上討

論 

分組

報告

期末

呈現 

我的

歷史

筆記 
小計 

百分

比 
20% 20% 5% 5% 10% 10% 20% 10% 100% 

 
    以上為「台灣歷史與文學」的教學規劃內容與歷程，學生在原有的課程之

外，因網路合作學習運作，展現較以往更高的學習動機，學習成果也更佳。 
 
（三）「職人敘事」課程 
    「職人敘事」課程設計的目的在於使屏科大各具特色的專業系所，其國文

學習能與所修習之專業領域有更緊密的結合。在教學規劃上，同樣透過網路合

作學習，讓學生可以在「職人敘事」的領域以資源共享來模仿學習。在此，學

生以自己在對專業領域的理解進行資料蒐集，此時教師因對該專業領域不如學

生熟悉，反而更像學習者，在學生對自身科系的探索與分享中，教師對該系所

之文學連結也將有更多的靈感，且更能確立未來的課程規劃方向。 
 
  1、「職人敘事」學生社團 
  （1）學生準備階段 
    設立「職人敘事」課程社團，對應不同科系而有不同的社團設立。以 110
學年度為例，設有「1101 職人敘事  動畜系」與「1101 職人敘事  木設系」課

程社團，做為學生建立與熟悉職人敘事相關之討論空間，並於其間依教師要求

進行資料的蒐集與分享。課程社團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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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7  「職人敘事」學生社團示例（「1101 職人敘事  動畜系」） 

 

  （2）學生社團資料蒐集與共享 

    透過課堂說明「職人敘事」的概念，請學生依個別科系的專業領域，搜尋

科系相關之「人」、「物」、「事」、「場域」、「理論」等網路資料，經個

人的選擇與消化後，分兩階段呈現。 

A、請學生搜尋與自身科系專業領域相關的文學作品，透過同儕資料的蒐集

與分享，讓學生可以擴大對自身科系與文學連結的視野。學生資料蒐集方向與

成果如下圖所示： 

 

 

 

 

 

 

圖 3-28 （左 1）木設系學

生於社團分享之科系相關

文學書 

圖 3- 29（左 2）動畜系學

生於社團分享之科系相關

文學書籍 

 

B、在第一階段完成後，學生對於科系相關與文學作品的連結已有一定的

想像基礎，第二階段則以科系相關專業領域之細部文字呈現為蒐集與分享的主

軸，舉凡與科系相關之「人」、「事」、「物」、「場域」、「理論」等網路

文章，經學生選擇消化後，摘錄文章內重要字句，並分享連結於社團中給同班

同學參考。從科系出發蒐集字句於社團中的分享呈現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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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0  木設系分享木設職人專訪文章 
 

 

   C、請學生以「職人敘事」為主題，在圖文、散文、廣告文案中等形式中表

現與自己專業領域相關的文學主題。在學生的作品中，我們看到專業領域如何

以文學語言呈現，也看到學生在創作過程中對自身專業領域的理解與反思。 

 

D、評量策略 

本課程同樣採多元評量的方式，以鼓勵與督促同學對網路合作學習能有更

多的投入。因「職人敘事」課程為嵌入「國文（閱讀與寫作）」課程，所以主

要評量仍有期末考做為課程鑑定標準。但學期大部分評量分數則以職人敘事做

為規劃，除學生的社團參與外，以「職人敘事」為主軸的文學創作，更是學期

評量的重心。學期評量項目與學期分數佔比如下表所示： 

 

表 3-26   110 學年度「職人敘事」學期評量項目說明 

學期評

量項目 
課堂

參與 

社團貼

文分享

（書

籍） 

社團貼

文分享

（文

字） 

職人敘

事作品

（廣告

文案） 

職人敘

事作品

（圖

文） 

職人敘

事作品

（散

文） 

期末

考 
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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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 20% 10% 10% 10% 10% 10% 30% 100% 

 

  2、舉辦「職人敘事」系列講座 

    為使學生能更理解「職人敘事」的可能範疇，以學生的專業領域出發，邀

請與學生領域可相連結的作家與藝術創作者蒞校演講，讓學生可以在講座中聽

到講師對專業領域在文學與藝術的不同嘗試，進而學習職人敘事的呈現可能。 

    其中木設系因與設計相關，所以邀請地衣荒物創辦人談其如何在台灣歷史

與地景中尋找美學的可能，而鄭開翔則是以屏東地景漫遊與繪畫結合，學生可

在兩位藝術家的創作中，習得鄉土文學以台灣土地為文學發想的概念如何與藝

術形式及美學相結合；杜虹則是屏科大熱帶農業研究所博士畢業，其於墾丁國

家公園的探索與思索，也讓動畜系同學在動物科學的理解範疇中，更瞭解自然

寫作如何將科學與文學融合，以道德自省增加感染力。屏東藝術家兼詩人之伊

誕‧巴瓦瓦隆更透過他的藝術創作與對黃魚鴞的觀察及繪本製作，讓我們看到

物種的存續與人類的行為選擇如何聯繫。110 學年度針對所教授「國文（閱讀

與寫作）」課程之動畜系與木設系所舉辦之課堂講座如下表所示： 

 

表 3-27  110 學年度「職人敘事」系列講座 
學期 日期 講者 講題 

110-1 2021.10.26 杜虹（作家） 比南方更南 

2021.11.01 謝欣翰（地衣荒物共同創辦

人） 
台式古典新生活美學融

合 

2021.12.07 伊誕‧巴瓦瓦隆（藝術家、詩

人） 
從黃魚鴞談哲學 

110-2 2022.04.11 四流（作家） 生活中的文案 

2022.04.12 王俊傑（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

系助理教授） 
廣告文案寫作 

2022.05.09 鄭開翔（畫家） 繪‧屏東 

 
   3、成立「職人敘事」教師社群 
    為推動「職人敘事」為本校國文課程的特色課程，結合本校教授「國文

（閱讀與寫作）」的專兼任教師成立「職人敘事」教師課群，除於每學年召開國

文組教學交流會議，討論「職人敘事」的推動方向外，亦成立教師之「職人敘

事」臉書社團，於社團中分享各專業領域的選文可能。臉書社團形式如下圖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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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  「職人敘事」臉書社團內容示例 
 

   4、出版《屏科職人誌》 
    在各班推動職人敘事後蒐集優秀作品並出版《屏科職人誌》，將作品留存在

流傳，也做為後來教師課程推動之重要參考。 

   
本教學模式透過三門課程，以五年的時間具體實踐，在時序推進的過程

中，可以看到課程運作過程中，課程開創時的實驗性，而後依教師觀察與學生

反饋帶來的課程修正，也讓創新課程可以隨時間推進更為成熟。「敘事文學」與

課程主題的搭配作為整體課程架構，「網路合作學習」則透過社群媒體讓學生可

以在網路的虛擬空間中進行資料蒐集與共享，讓同儕間可以在相互模仿學習中

成長，也進而提升學生對該科目主題的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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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發成果及學習成效 
    在「敘事文學」融入課程並結合「網路合作學習」的教學模式操作下，經

三門課程五個學年的運作，可在各學門課程規劃與不同的教學活動中看到學生

的學習成果。以下以三門課程在不同教學活動中各項規劃下的成果，以及學生

對三門課程在每學期所提供之量化資料與質性回饋，觀察本創新教學模式的研

發成果與學生的學習成效。 
 
一、學生學習成果 

以下以三門課程包括「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台灣歷史與文學」及「職

人敘事」分別詳述學生於教學規劃中的各項活動中的學習成果表現。 
 

（一）「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課程 
  1、社團貼文呈現 

社團貼文由教師揀擇相關新聞時事做議題討論，選材上強調即時性與多元

性，主要讓學生可以透過社團討論議題的理解與反思，建立學生與社會議題的

連結。以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本課程初次運作之社團貼文為例，「附錄 6 106-1
「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社團貼文與回應數一覽表」共整理該學期 54 則社團貼

文（此處僅列舉有學生回應的部分），若再加上教師貼文學生按讚但未回應，以

及 9 場「一起來筆戰」的貼文，總計貼文超過 70 篇，以一學期 18 週計算，每

週約 4～5 篇貼文，主題從貼近學生的教育議題到社會中的媒體、政治、遊民等

議題，再到擴及世界環保議題，符合本課程主題「政府→人→土地→社會→世

界」的設計。 
    而在學生的貼文回應上，以下列貼文回應為例，前者以林立青《做工的

人》介紹讓學生回應關於勞工與對《做工的人》議題內涵的理解，其中學生針

對勞工問題、社會對勞動階層的隱性歧視，以及從自身生命經驗作反省，回應

內容豐富也有動人處；後者則以《衛生紙＋》詩刊中所收錄關於婚姻平權議題

的詩作讓學生作解讀討論，在其中都可以看到學生對於貼文回應的熱度與思考

的深度。 
 
  （1）社團貼文與回應示例 1：「做工的人」 

貼文內容（教師引導文字）：「在一則對林立青專訪文字中，記者如此做結

論：『《做工的人》表面上寫的是社會階級，勞工困境，體制暴力，實際上寫的

是人性的卑劣與高貴。無論何種階級，無論是做工的人、種田的人、唱歌的

人、演戲的人、寫字的人⋯⋯當中都有被剝削、受歧視的一方。幸也不幸，林

立青所目睹的底層社會，是個連謊都圓不起來的世界。生活的艱困，心理的、

身體的傷，明目張膽的壓榨，國家機器的暴力，都在工地裡現形。他怒，所以

不得不寫。但如果他對自己身處的世界，對人沒有愛，就不會為了發生在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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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的不公感到憤怒與心疼。正是因為還沒死心，還沒對人性放棄，所以林立

青努力地敲擊鍵盤。他一下嗆政府，一下嗆財團，朋友說他罵得好，罵得對，

他卻高興不起來。這些看似憤怒的文字，本質上是愛的一擊。那不是要跟誰辯

輸贏，只是要人們正眼面對這些他身邊的人而已。不論是出於獵奇，或者感同

身受，這個社會，有吃下這一拳的必要。』PS. 這是一本很好的書，如果同學

在上次上課中我所分享林立青的文字有所感觸的話，歡迎同學去購買林立青的

書做為期末報告的主題，相信你／妳一定會有所得。」 
 

 
圖 4-1  106-1 社團貼文活動學生回應成果示例 1 

 
（2）社團貼文與回應示例 2：林林〈他們說這是更崇高的愛〉 

    貼文內容（教師引導文字）：請同學試賞析林林〈他們說這是更崇高的愛〉 
說明：這首林林〈他們說這是更崇高的愛〉是一首圖象詩，由學生針對詩

名與圖像做連結想像，同學針對愛字，想像「凹」與「凸」可能代表人的不同

面向，組合起來方為更好的「愛」；或試圖從圖像詩中「找碴」，看是否有遺落

的線索；更有同學從先回答的同學的答案再進一步聯想推敲，讓一個新詩賞析

的活動變得十分有趣。最後有同學提出正確解答，看到「凹」與「凸」的並列

其實是現實社會異性戀中心的象徵，而將「愛」以高牆的形式包圍，不讓同性

戀者有詮釋「愛」的機會，答案揭曉後，同學亦有延伸詮釋，讓本詩有持續延

伸思考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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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106-1 社團貼文活動學生回應成果 2 

本課程共開設 9 學期，其他學期之學生社團貼文回應的成果請參「附錄 7
「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課程社團貼文與學生回應」。 
  
  2、PBL 活動：「線上公民議會」、「公民讀書會」與「永續行動讀書會」 

「線上公民議會」及「公民讀書會」均以學生分組社團為主要討論空間。

學生於分組社團之討論請參「附錄 8「線上公民議會」分組社團成果示例」及

「附錄 9「公民讀書會」分組社團成果示例」。從題目與討論書籍的選定，到對

題目與討論書籍的資料蒐集與探索分享，再到線上聊天室中發揮資料蒐集與共

享階段的所得，共同討論針對問題的全組最佳共識，以及針對書籍內容的主題

探討，再於期末分組呈現時讓他組同學也能共享本組的討論成果，使課程內容



104 
 

得以在學生的討論與延展中再擴大。其中分組社團討論規劃如第三章說明，而

如「線上公民議會」之具體討論樣貌，請參「附錄 10「線上公民議會」聊天室

討論示例」。 
另外在課堂中為使隔周之線上分組討論能更容易進入狀況，於前一週會有

實體的初步討論，除為分組破冰外，也讓同學在初步討論中對問題與討論書籍

之主題有初步共識，討論如下所示： 

圖 4-3 「線上公民議會」分組討論 1    圖 4-4  「線上公民議會」分組討論 2 

圖 4-5  「公民讀書會」分組討論 1       圖 4-6  「公民讀書會」分組討論 2 
      

於初步討論完成後，請各組別指派其中一名組員上台與班上同學分享該組

對問題的初步解決共識，及討論書籍內容的主題與報告形式，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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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左）「公民讀書

會」初步呈現示例 
圖 4-8 （右）「線上公民

議會」初步呈現示例 
    
    經學生於「線上公民議會」完成針對問題的全組最佳共識討論，於「公民

讀書會」討論完該組書籍的內容呈現後，於隔週進行期末報告分組呈現，其中

「線上公民議會」呈現如下：  
 

圖 4-9  學生課堂分組報告     圖 4-10  「線上公民議會」報告呈現示例 
 
    學生經線上公民議會討論後的分組呈現報告，請參「附錄 11 「線上公民

議會」期末報告呈現」。 
    「公民讀書會」的期末報告呈現不同於「線上公民議會」較為制式化的問

題解決流程呈現，在線上聊天室共同討論前即提醒可針對不同的書籍主題與內

容特色選擇更適當的呈現方式。諸如訪談、讀書會、脫口秀、綜藝節目、戲劇

等皆可，學生也於期末呈現時依不同的書籍而有不同呈現方式，不僅使報告形

式更多元，也可見當代學生的創意展現。以下以 107-2「公民讀書會」為例說明

學生報告與書籍主題的連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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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C1 零地點」期末呈現 1       圖 4-12 「C1 零地點」期末呈現 2 

 

 

     

 

 

 

   

圖 4-13 「B2 我和我的 T 媽媽」期末呈現 

 

 

 

 

 

圖 4-14 「F1 如此人生」組期末呈現 

 

C1 零地點：因文本主要討論「核四」問題，學生模仿政論節目以「三方會

談」進行核四廠存廢的辯論，其中並以短劇方式融入本書的推理小說架

 

B2 我和我的 T 媽媽：黃惠偵書寫

成長經驗所經歷家暴、父親性猥

褻、與母親與妹妹逃家，並接受

自己的媽媽是同志的事實。學生

選擇「作家專訪」的方式，由同

學扮演黃惠偵與其母親，回應主

持人提問。 

F1 如此人生：《如此人生》為作

家林立青針對底層勞動族群進行

記實書寫的散文，學生以綜藝節

目「康熙來了」的形式，邀請書

中角色為「來賓」，與主持人互

動並提出工作時的甘苦以及所面

對的勞動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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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E1 黑水」期末呈現 

圖 4-16 「D1 無家者」期末呈現 1       圖 4-17  「D1 無家者」期末呈現 2 

 

 

 

圖 4-18「D2 無家者」期末呈現 1      圖 4-19「D2 無家者」期末呈現 2 

 

 

 

D1 無家者：《無家者》一書以作者李玟萱所採訪遊民故事為主體，學生選擇

以「市議會質詢」的方式，由議員對市政府提出遊民問題該如何解決的方

案，融入故事角色的討論，十分用心也精彩！ 

D2 無家者：學生模仿政論節目「關鍵時刻」，以書本內容所提到的角色作角

色扮演，並於過程中激辯，整體設計完整凸顯書本內涵，又能在模仿政論

節目的過程中以不同角色做發聲，整體報告節奏掌握十分得宜，是本學期

學生分組報告成績最高的一組！ 
 

D1 黑水：《黑水》為作家平路以當

年八里雙屍命案為主軸所撰寫的小

說，內容在以命案兇手與女性被害

人兩個視角重新詮釋其中的媒體與

社會對待女性時的偏見。學生以新

聞媒體報導的方式製作簡報，讓同

學更能進入故事內容並了解平路所

欲傳達的女性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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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於「公民讀書會」的成果分享，其期末報告的具體內容，請參「附錄

12 「公民讀書會」學生期末報告呈現」。 

 學生進行期末報告同時進行課程社團直播，也請同學於看完同學的報告後

在直播影片下方投票，票選出期末報告呈現最佳的組別，其直播投票形式以

107-1「線上公民議會」期末呈現為例，直播與投票結果呈現可以下圖為例： 

圖 4-20 「1B」組別（得票數 55）    圖 4-21 「2A」組別（得票數 61） 

     
得票數最高的組別，則由教師當場與以該組同學獎勵，除讓同學見賢思齊

外，也感謝同學對本堂課程的參與及付出。當場授予獎勵方式如下圖所示： 
 

圖 4-22  獎勵最佳組別 1（107-1）        圖 4-23  獎勵最佳組別 2（107-2） 
 
    「永續行動讀書會」為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所進行之 PBL 活動，同樣於分

組社團與聊天室中進行討論，其中分組社團新增「利害關係人分析」，讓同學分

析書籍中單一篇章內人物角色的權力結構，再於社團中分享。於各組社團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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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學生對於利害關係人分析的任務感到有趣而能用心參與，學生於分組社團之

利害關係人分析可參「附錄 13 永續行動讀書會「利害關係人」分析示例」。此

外，由於今年（2022）五月後適逢疫情再起，轉為遠距授課，課堂上的互動討

論則改為分組聊天室內的第一階段討論，而分組期末呈現則改為線上辦理。學

生在「永續行動讀書會」的成果報告，可參「附錄 14 「永續行動讀書會」學

生期末報告呈現」。 
 
（二）「台灣歷史與文學」課程 
    「台灣文學與歷史」的課程，透過課程社團的建立，學生於「XX 歷史同

好會」與「XX 歷史劇場」中，從擴散到收斂三個階段的運作，以及網路聊天

室的共時討論，讓學生對於所選擇的歷史空間能有以關鍵詞串連歷史資料，以

及共同創作歷史故事的能力與經驗，其運作模式與成果示例已如前述，學生並

於期末分組報告時與他組同學分享該組合作學習所得，學生之期末報告呈現可

參附錄  ，學生期末分組報告形式則有實體報告與線上報告（因應疫情），如下

所示： 

圖 4-24 歷史同好會期末分組報告示例 
 
 
 
 
 
 
 
 
 
 

圖 4-25  歷史同好會期末遠距分組報告示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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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6  歷史同好會期末遠距分組報告示例 2 
 
    學生分組期末報告成果，可參「附錄 15 「台灣歷史與文學」期末報告呈

現示例」。 
 
（三）「職人敘事」課程 
    「職人敘事」課程為本人「國文（閱讀與寫作）」內嵌之課程，其中課程社

團之運作與示例已如前述。本課程於 110 學年度正式推動，於上學期建立課程

社團讓學生廣泛蒐羅與自身專業領域相連結的文學作品，下學期則讓學生蒐集

與自身專業領域相關之圖文、散文、訪談等文字，讓同學熟悉如何運作由自身

專業領域出發之中文書寫。而在經過一學年的推動（包含職人敘事課程、職人

敘事系列講座等），本人於 110 學年度所教授之動物科學與畜產系及木材科學與

設計系學生，於本校舉辦之第六屆靜思湖文學獎中，散文類部分共收 231 份稿

件，共 34 篇文章入選決審，其中動畜與木設兩班共佔 17 篇，而其中以自身專

業領域出發的散文書寫篇章如〈我與牛〉、〈我的木工師傅潘金雄〉、〈木工廠〉、

〈值日〉、〈輪值印象〉等，都因為對自身專業領域的書寫而有了其他散文稿件

缺少的厚度而能脫穎而出。 
    除散文組外，於圖文組的部分，共收稿件 593 件，共 49 篇入選決審，其中

動畜系與木設系共 16 篇，其中以自身專業領域出發所書寫的物件、空間、人物

等而入選者如〈死亡〉、〈設計〉、〈屏科日不落〉等皆為職人敘事作品。 
    學生作品如「附錄 16 「職人敘事」學生作品示例」所示，從附錄文章可

看到學生在中文書寫方面的成長，以及透過中文書寫對自身專業領域的詮釋與

反省，於作品中皆清楚可見。 
 
二、評量結果運用與省思 
    三門課程實施後所使用之評量如第一章所述，包括學生面及課程面，透過

學生期中作業與期末報告，課堂、社團與聊天室參與，以及課程問卷與學生回

饋作為課堂之評量結果與教學省思的依據。以下，以每學期不同課程的教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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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評量、課程問卷結果與學生質性回饋檢視「敘事文學融入課程並結合網路合

作學習」的教學模式之成效與可能的改進之處。 
 

（一）教學評鑑評量 
    教學評鑑評量為學校所設計問卷，檢視學生在課程結束後對該課程的學習

成果，可作為針對課程的大方向的檢視。其中問卷項目與本課程所欲觀察之授

課方式學生是否能提升學習成效（檢視敘事文學結合不同領域建構課程的成

效）、教師是否鼓勵學生課堂參與與意見表達（檢視網路合作學習的部分是否達

到學生參與及討論的成效）、課程內容能協助學生建構課程概念（檢視本教學模

式是否能協助學生建構如公民意識、在地歷史感等成效）及是否能使用有效評

量檢視學生學習成效等四個項次，其中「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為本模式較早

建構之課程，共有五年八學期的評量結果呈現，其結果如下表所示： 
 
表 4-1  「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教學意見評量 

 題項                 學期 1061 1071 1072 1081 1082 1091 1092 1101 

5.授課教師的上課方式能提升

學生學習成效 
9.14 9.42 9.46 9.17 9.38 9.76 9.05 9.54 

6.授課教師能鼓勵學生課堂參

與、發問、討論或意見表達 
9.11 9.47 9.62 9.21 9.38 9.71 9.24 9.67 

8.授課教師所呈現的教學內容

能協助學生建構本課程之重要

概念 

9.09 9.42 9.58 9.14 9.44 9.76 9.24 9.58 

10.授課教師所使用的評量方法

能有效評量學生學習成效 
9.06 9.42 9.46 9.08 9.19 9.76 9.05 9.63 

總分 90.58 94.71 95.33 91.77 93.20 97.46 92.22 96.18 

    
     由上表可知本課程在不同學期的評量結果總分都超過 90 分（最高達 97.46
分），可見本課程的運作能夠獲得學生的普遍認同。其中第五項及第八項題目多

為題項中最高分，也可見本課程於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與使學生能建構課程重要

概念上是最獲學生認同者。 
    另外自 109 學年度開始操作創新教學模式之「台灣歷史與文學」課程，三

學期評鑑評量結果如下表所示： 
 
表 4-2  「台灣歷史與文學」教學意見評量 
題項                                             學期 1091 1092 1101 

5.授課教師的上課方式能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9.78 8.94 9.33 

6.授課教師能鼓勵學生課堂參與、發問、討論或意見表達 9.75 9.02 9.42 

8.授課教師所呈現的教學內容能協助學生建構本課程之重要概念 9.75 8.94 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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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授課教師所使用的評量方法能有效評量學生學習成效 9.69 8.98 9.38 

總分 97.84 90.18 94.75 

 
    由上表可見，在創新教學運作模式中學生多能給予 90 分以上的高分，其中

109-2 為「XX 歷史劇場」模式初創，經修正後下個學期之評分亦明顯提高。從

學生對課程的評鑑評量分數，可以做為對課程實施成果大方向的理解與參考。 
 
（二）課程問卷調查 
     本人自執行「敘事文學」結合「網路合作學習」的教學模式以來，從 107
學年度開始，每門課程於學期結束前皆有課程問卷調查，針對不同的課程科目

與活動操作內容，以題項理解學生在不同科目內容中的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

以期在課程整體後學生評鑑評量的大方向檢視之外，能有更細部的學生學習反

饋。另外在不同課程中以作業形式請同學提供的「收穫」及「建議」的反饋，

亦是在課程問卷之外，理解學生對課程與活動設計內容及方向的肯認與批評。

以下，就本教學報告所需呈現之「敘事文學」及「網路合作學習」提升學生學

習動機與成效方面做資料的彙整與說明： 
 

1、以「敘事文學」提升學習動機與成效 
    在本人的創新教學模式中，以「敘事文學」搭配不同課程主題為課程整體

規劃的重點，能否透過敘事文學介入不同領域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成效，其

結果可參下二表所示: 
 
  （1）「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課程 
    於「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課程結束後，以問卷題目「在修習本課程後，

你是否同意本課程以小說與電影文本進行公民意識的教授對自己的公民意識的

培養有所幫助」，了解以敘事文學搭配當代公民議題的整體規劃是否能達到使

學生對公民議題有更強的理解動機的目的，問卷結果如下表所示: 
 
表4-3 「敘事文學」融入課程提升學生對公民議題理解動機問卷調查結果 

 學期  題項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07-2  02 45％ 47.5％ 5％ 2.5％ 0％ 

108-1  03 46.3％ 50％ 3.7％ 0％ 0％ 

108-2  03      41.3％ 50％ 6.5％ 2.2％ 0％ 

109-1  03 39.6％ 56.6％ 3.8％ 0％ 0％ 

109-2  02 51％ 47％ 2％ 0％ 0％ 

110-1  03 48.8％ 43.9％ 7.3％ 0％ 0％ 

110-2  03  56.1％ 43.9％ 0％ 0％ 0％ 

     由上表可知，對於以敘事文學提升學生對公民議題理解動機的問卷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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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表示同意者於不同學期皆超過 90％以上，於 110-2 學期更高達 100％，且

有 56.1％的同學皆表示非常同意，可見以敘事文學作為課程整體規劃的安排確

能達到提升學生公民意識的效果。 
   
  （2）「台灣歷史與文學」課程 
     在「台灣歷史與文學」課程中，同樣以敘事文學作為搭配台灣不同階段歷

史的閱讀文本，期待學生可以在文本閱讀中對台灣歷史的理解有更高的學習動

機。在課程結束後的問卷中，以題項「在修習本課程之後，你是否同意以文學

作品對應歷史的教學內容有助於提升對台灣歷史的理解」，檢視學生對於本課

程規劃是否增加其對理解台灣歷史的動機有所提升。109 學年度及 110 學年度

第二學期（本學期有兩班，問卷結果以 A、B 區別）的問卷調查結果如下表： 
 
表4-4 「敘事文學」融入課程提升歷史學習動機問卷調查結果 
學期   題項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09-1    02 27.6％ 65.8％ 6.6％ 0％ 0％ 

109-2    02 48.5％ 45.5％ 4.5％ 0％ 1.5％ 

110-2A  01 84.5％ 12.1％ 3.4％ 0％ 0％ 

110-2B  01 60.8％ 33.8％ 5.4％ 0％ 0％ 

     
由上表可見，在對於以敘事文學提升歷史學習動機的部分，每學期問卷填

答結果皆有超過93％以上同意本課程以敘事文學結合歷史的規劃方式確有助於

提升其對歷史的理解與學習動機，且110-2A班級更有84.5％表示非常同意，可

見敘事文學融入課程的規劃方式確有提升學生學習動機之成效。 
 
  （3）「職人敘事」課程 
   A、以「職人敘事」提升學習動機 
    「職人敘事」為本人之「國文（閱讀與寫作）」課程之內嵌課程，於課堂上

以職人敘事相關作品的文本解析，與鼓勵學生進行職人敘事創作，使學生能將

自身專業領域所學，以及屏科大學生在不同科系的實作經驗融入文學創作中，

其成果如附錄 16 所示，學生投稿靜思湖文學獎的作品獲得相較以往的巨大成

果。除此之外，推動「職人敘事」的目的，也在透過職人敘事作品閱讀與職人

敘事創作的過程，讓學生對自身專業領域能有更進一步的理解，除知識面與技

術面外，更重視情意方面如不同專業領域的信念、價值等，故於學期末之問卷

調查，亦以此評估「職人敘事」的具體成效。 
     首先，在問卷第一題項中以「在職人敘事的課程與創作之後，您是否同意

文學創作的興趣因此提升」，理解該課程對學生中文書寫的動機是否有因此提

升；在第二題項中，則以「在職人敘事的課程與創作之後，您是否同意對自身

專業領域的學習興趣因此提升」，理解職人敘事課程與學生對自身專業領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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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動機的連動可能。其問卷填答結果如下所示： 
 
表4-5  「職人敘事」提升學習動機問卷調查結果 

 學期  題項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10-2  01 38.4％ 42.5％ 12.3％ 5.1％ 1.7％ 

110-2  02 39.7％ 37％ 17.8％ 3.3％ 2.2％ 

      
     由上表可見，「職人敘事」在本學年的推動上確有其具體成效。在提升學

生中文創作的動機方面，有達 80％以上的認同，而透過職人敘事提升對專業

領域的學習動機方面，則有達 76％以上的認同。惟填選「普通」以下選項者

都達 19％以上，在增進學生學習動機上還有進步空間，未來可調整選文內容

作因應。 
 
   B、以「職人敘事」提升學習成效 
    在「職人敘事」的課程中，除增進學生對文學創作與專業領域的理解動機

外，也希望能在職人敘事的選文與創作中，增進學生對自身專業領域的理解，

在職人敘事的作品中，對各專業領域的實作內容會有更細緻的呈現，職人所展

現的態度與信念，若與閱讀作品的讀者為相同領域，更將使讀者在閱讀過程中

能對該專業領域有所學習。而在自身創作中，也是進一步對自身專業領域在知

識面與精神面上的精進、深究與檢視，透過文學連結自身專業領域的學習成效

亦將在此呈現。因此，在問卷中，第三題項以「在職人敘事課程與創作之後，

你是否同意因此提升您對自身專業領域知識層面（空間、理論、事務）的理

解？」理解學生在職人敘事課程中對其在專業領域知識面上的學習成效，第四

題項則以「在職人敘事的課程與創作之後，您是否同意因此提升您對自身專業

領域在精神層面（價值、信念、態度）的理解？」為題詢問。其填答結果如下

所示:  
 
表4-6  「職人敘事」提升專業領域學習成效問卷調查結果 

 學期  題項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10-2  03 35.6％ 42.5％ 19.2％ 1.8％ 0.9％ 

110-2  04 38.4％ 41.1％ 15.1％ 3.6％ 1.8％ 

      
   由上表可見，透過職人敘事的課程選文與自身創作，學生對於在自身專業領

域上的知識面與精神面之學習成效差異不大，在知識面上較低，表示同意以上

者為78.1％，在精神面上者則為79.5％，但仍可見職人敘事課程與學生自身專業

領域相連結產生之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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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以「網路合作學習」提升學習動機與成效 
     本教學模式的重心除以敘事文學搭配不同課程主題做整體規劃外，更以網

路合作學習的活動增進學生的課程參與及討論，進而提升學習動機與成效。以

下分三門課程分別說明課程問卷調查成果。 
 
  （1）「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課程 
   A、社群媒體 
     在本課程中，「網路合作學習」首先以社群媒體為主要空間，透過課程社

團的成立，讓學生透過教師揀擇與公民議題相關之報導、評論、影片等進行回

應，讓學生能在社群媒體（臉書社團）中感受與課程內容相連結的現實資訊的

多元性、即時性，並能與同學共同討論。以下，分為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兩項

進行討論。 
 

（A） 提升學習動機 
於本課程問卷中，以題項「在修習本課程後，你是否同意本課程以社群媒

體（臉書社團）的形式結合公民議題討論（貼文回應），能增進你想理解公民議

題的動機？」理解學生的學習動機，本題項自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始調查，

其結果如下表所示： 
 

表4-7  「網路合作學習」以社群媒體提升學生公民議題理解動機問卷調查結果 
學期  題項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08-2  04 37％ 52.2％ 8.7％ 2.1％ 0％ 

109-1  06 39.6％ 54.7％ 5.7％ 0％ 0％ 

109-2  05 36％ 43％ 18％ 2％ 1％ 

110-1  05 35.4％ 47.6％ 14.6％ 1.6％ 0.8％ 

110-2  05 33.3％ 54.4％ 12.3％ 0％ 0％ 

      

由上表可知，學生於該題項皆有超過80％的同意，其中109-1更高達94.3％
表示同意本課程以社團貼文的形式能有提升學生理解公民議題動機的效果。 
 

（B） 提升學習成效 
    而本課程在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方面，將學習成效依本課程目的—提升學生

對當代公民議題理解的程度與媒體識讀的能力，且能在與他人討論公民議題時

能理性表達自我意見等部分，自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即開始調查，共分三題項

為問卷題目，以理解在社群媒體的虛擬空間中，學生是否能透過網路合作學習

提升對本課程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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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議題理解 
    在議題理解的部分，以題項「在修習本課程後，你是否同意本課程以社群

媒體（臉書社團）的形式結合公民議題的討論（貼文回應），能增進你對不同公

民議題內涵的理解」詢問，問卷填答 
結果如下所表所示： 
 
表4-8  「網路合作學習」以社群媒體提升學生公民議題理解問卷調查結果 

學期  題項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08-1  07 47.6％ 51.2％ 1.2％ 0％ 0％ 

108-2  07 34.8％ 54.3％ 10.9％ 0％ 0％ 

109-1  07 30.2％ 60.4％ 7.5％ 1.9％ 0％ 

109-2  06 32％ 53％ 12％ 3％ 0％ 

110-1  06 35.4％ 52.4％ 11％ 1.2％ 0％ 

110-2  06 35.1％ 57.9％ 7％ 0％ 0％ 

 

     由上表可知，在以臉書社團讓學生進行貼文回應的部分，學生皆有超過88
％以上的同意，其中108-1更有98.8％的學生同意社群媒體介入的網路合作學

習，確能提升學生對公民議題內涵的理解程度。 
 
   b、媒體識讀 
    課程社團中的教師貼文，所選擇報導多是具公信力之媒體（如報導者、風

傳媒…等），且在課程中與教師引文中都強調，學生不應對報導內容照單全收，

而是應在提出自己的論點時能先廣泛蒐集相關資料再提出回應，以期能在學生

的實踐中建立媒體識讀的能力。因此以題項「在修習本課程後，你是否同意本

課程以社群媒體（臉書社團）的形式結合公民議題的討論（貼文回應），能增進

你的媒體識讀能力？」詢問，其填答成果如下表所示： 
 
表4-9  「網路合作學習」以社群媒體提升學生公民議題媒體識讀能力問卷調查結果 

學期  題項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08-1  09 41.5％ 52.4％ 5％ 1.1％ 0％ 

108-2  09 34.8％ 50％ 13％ 2.2％ 0％ 

109-1  10 30.2％ 62.3％ 7.5％ 0％ 0％ 

109-2  07 30％ 55％ 12％ 3％ 0％ 

110-1  07 43.9％ 39％ 15.9％ 1.2％ 0％ 

110-2  07 40.4％ 50.9％ 8.7％ 0％ 0％ 

 
    由上表可知，學生對於透過社團貼文回應的形式，皆有超過 84％以上的同

學同意社團貼文回應的形式能夠增進他們的媒體識讀能力。其中 110-1 達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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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非常同意」，可見社團貼文對增進學生媒體識讀能力的教學成效。 
 
   c、意見表達 
    本課程設計之初，主要著眼於學生在資訊過度龐大與迅速的環境中成長，

雖然面對公民議題會在社群媒體的影響下有所涉獵，但能否在面對異己意見時

能理性溝通，準確傳達自我的想法，是本課程以自建立之初至今仍保留課程社

團貼文回應活動的最主要原因。因此，以題項「在本課程的『社團貼文回應』

中，你是否同意自己因此能更以理性的態度接受與自己立場相異的意見？」詢

問（惟 109-2 及 110-1 學期未以本題項詢問），填答結果如下表所示： 
 
表4-10 「網路合作學習」以社群媒體提升學生公民議題意見表達問卷調查結果 

學期  題項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08-1  10 34.1％ 62.2％ 3.7％ 0％ 0％ 

108-2  11 41.3％ 47.8％ 10.9％ 0％ 0％ 

109-1  12 28.3％ 64.2％ 7.5％ 0％ 0％ 

110-2  08 38.6％ 52.6％ 8.8％ 0％ 0％ 

     

由上表可知，對於以社團貼文回應活動能增進自己在面對異己意見時的理

性表達各人意見的部分，皆有89％以上的同意，且108-1更高達96.3％的同學表

示同意或非常同意。 
 
   B、PBL 活動設計 
    除以社群媒體做為課堂外虛擬課室的部分外，自 107 學年度至今，以「線

上公民議會」、「公民讀書會」與「永續行動讀書會」做為 PBL 問題解決導向學

習的活動名稱，讓學生在資料蒐集與共享中能對議題的問題解決與書籍進行探

究，達到對公民議題的深入理解，也能在過程中有更多媒體識讀與意見表達的

機會。以下，同樣分為三項說明。 
 
  （A）議題理解 
    本課程希望能透過「線上公民議會」、「公民讀書會」與「永續行動讀書

會」，讓學生對所欲解決的問題，以及所選書籍中所涵藏的議題深入探究，並能

於分組社團中共享，於線上聊天室討論，讓學生可以針對議題做微觀的理解。

因此，以題項「在本課程的 PBL 活動結束後，你是否同意 PBL 活動能增進你

對該組議題的理解程度？」詢問，學生填答結果如下表所示： 
 
表4-11  「網路合作學習」以PBL提升學生公民議題理解程度問卷調查結果 
學期  題項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08-1  12 52.4％ 42.7％ 3.5％ 1.4％ 0％ 

108-2  12 37％ 47.8％ 15.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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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  09 35.8％ 58.5％ 5.7％ 0％ 0％ 

109-2  09 33％ 53％ 12％ 2％ 0％ 

110-1  09 39％ 42.7％ 15.9％ 2.4％ 0％ 

110-2  10 35.1％ 57.9％ 7％ ％ 0％ 

      

由上表可見，學生對於透過PBL活動，學生對於針對議題的理解程度，皆

有84％以上的學生同意該活動帶來的增長，可見PBL活動的實施成效。 
 

（B）媒體識讀 
在 PBL 的活動中，學生於各分組社團需針對所欲解決的問題，及所閱讀書

籍廣泛蒐集相關議題資料，資料蒐集與共享透過教師三個階段的不同安排，協

助學生對問題與書籍都能層層深入。而針對議題資料的廣泛蒐羅，也能增進學

生媒體識讀的能力。以題項「在本課程的 PBL 活動結束後，你是否同意自己因

此增加網路資訊蒐集、辨識與整理的能力？」詢問（惟 110-2 學期問卷為有此

題項），學生填答結果如下表所示： 
 
表4-12  「網路合作學習」以PBL提升學生公民議題媒體識讀能力問卷調查結果 

學期  題項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08-1  12 42.7％ 50％ 6.1％ 1.2％ 0％ 

108-2  13 37％ 47.8％ 13％ 2.2％ 0％ 

109-1  11 30.2％ 58.5％ 9.4％ 1.9％ 0％ 

109-2  09 30％ 55％ 12％ 3％ 0％ 

110-1  07 43.9％ 39％ 15.9％ 1.2％ 0％ 

    

  由上表可見，在以PBL活動提升學生公民議題的媒體識讀能力的部分，每

學期皆有超過84％以上同學同意如此的活動有助於提升自己的媒體識讀能力。 
    總結前述，「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課程，在敘事文學與網路合作學習結合

的教學模式下，學生在針對公民議題的理解、意見表達、媒體識讀等方面，都

確能夠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成效。 
 
  （2）「台灣歷史與文學」課程 
    A、PBL 活動設計 
    「台灣歷史與文學」課程，則透過「XX 歷史同好會」與「XX 歷史劇場」

等 PBL 活動，讓學生透過網路合作學習的方式，以「擴散→收斂」的方式進

行資料的廣泛蒐羅與分享彙整，進而於網路聊天室中以關鍵詞串連歷史脈絡，

並創作於該空間發生的歷史故事，讓學生在蒐集、討論進而運用歷史資料的同

時，對台灣歷史學習能夠有更好的學習成效。在學期末的課程問卷中，以題項

「在修習本課程後，你是否同意 PBL 活動增進你了解本課程的教學內容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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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歷史的知識？」詢問，結果如下表所示： 
 
表4-13  「網路合作學習」提升歷史學習成效問卷調查結果 

 學期  題項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09-1  03 26.3％ 65.8％ 7.9％ 0％ 0％ 

109-2  04 25.8％ 56.1％ 16.7％ 0％ 1.4％ 

110-1  02 44.6％ 38.5％ 15.4％ 0％ 1.5％ 

1102A  04 81％ 15.5％ 3.5％ 0％ 0％ 

1102B  04 51.4％ 36.5％ 12.1％ 0％ 0％ 

     
由上表可見，在本課程中以PBL活動進行網路合作學習，共四個學期五個

班級的學生皆有超過83％同意，且110-2A班級更有81％表示「非常同意」，認

為網路合作學習的資源共享與討論，確使其對課程教學內容與台灣歷史的知識

有更多的理解，可見本教學活動確可增進學生對台灣歷史課程的學習成效。 
 
  （3）「職人敘事」課程 
   A、網路合作學習 
    職人敘事課程並未以 PBL 活動進行，但透過網路合作學習，讓不同科系的

同學於社團中蒐集相關資料與分享，透過同儕合作，讓學生可以更快理解專業

領域與文學的結合可能，並透過職人敘事作品的蒐集，讓社團成員有更廣泛豐

富的資料可供參考，在文學創作上。問卷以題項 6「您是否同意本課程社團

（1101 職人敘事）的資料蒐集與分享能增進你在自身專業領域文字使用上的

能力？」詢問，填答結果如下表所示: 
 
表4-14  「網路合作學習」提升文學創作學習成效問卷調查結果 

 學期  題項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10-2  06 41.1％ 39.7％ 17.8％ 1.1％ 0％ 

      
     由上表可知，學生對於課程社團的運作對於自身創作的部分表示有學習成

效者高達 80.8％表示同意，其中 41.1％更表示非常同意，可見職人敘事課程在

網路合作學習方面確有其成效。 
 
（三）學生自我學習評估 
     對本教學模式的檢視，除以量化資料作為參考依據外，透過問卷調查表單

中學生提供的建議回饋，亦能有效理解學生在本教學模式中的學習動機與成效

是否有所提升，以此細部觀察學生個別於課程中的所得與建議，並做為後之課

程的修正依據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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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課程 
    在本課程中，最初設計即以「我的公民筆記」為期末作業，讓學生於課程

結束後能以後設的角度省視與反思課程修習後的收穫與建議。在作業的「收

穫」項中，請同學就課程修習後最有收穫的教學活動提出說明，在「建議」

中，則針對課程從整體規劃到個別活動以至上課情形若有建議或反對意見皆可

提出。以下，即以學生的回饋意見檢視本課程在整體規畫與教學活動上的實施

成效，其中每位學生的回饋以學期與學號順序為編號依據，且因為本教學報告

共包含三門課程，故冠以 A、B、C 做為區隔。因此，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於本

課程學號排序第一者為編號「A1061-001」，包含 107 學年度、108 學年度、109
學年度依此類推至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學號排序 71 位為編號「A1102-071」。各

分項學生回饋意見分述如下: 
 
（1） 敘事文學融入課程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成效 

    本課程以台灣小說與電影文本搭配不同的公民議題作為本課程的整體規劃

架構，期待學生能透過敘事文學具體理解不同議題中弱勢者處境與結構問題，

進而產生同理心，並對不同議題有更強的理解動機。以下可參見各學期學生針

對敘事文學提升對於當代台灣公民議題的學習動機與成效的回饋： 
 

A1061-025 
雖然聽過不同的評價，不過我想文學也是一種講緣分的際遇，這也是少

數讓我每一堂都期待、每一堂都能使我有所共鳴、從中深省的課程，也

開始會注意到原本不會去注意的新聞報紙或是書店架上關乎議題的文學

書籍，看待、解析事情的角度也逐漸深廣、多面向，對於正負面的字詞

與價值觀也不再隨波判定，這樣的思辨的能力就算學期結束未來依舊伴

隨人生旅程。 
 
A1082-018 
這門課引導我們從不同的角度去看這個社會，底層勞工的角度、移工的

角度、窮苦家庭及富裕家庭的角度、社會運動領導人及其他人的角度

等。也見識到除了平凡無奇的敘述句也能透過小說甚至歌曲，傳達給社

會大眾。 
 
A1092-012 
每次上課都會有不同的主題，可以讓我們更加認識社會中的各個議題，

並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搭配議題的電影或書籍，能夠使整個情境更加

鮮明，使我們更能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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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02-14 
老師上課很用心 ppt 內容也很有趣，電影及邀請的作者也都給了很多不

一樣的點子及問題可以讓我們去探討解決方法，在這堂通識課收穫很

多，每堂課都有不同的議題，議題與議題有相關一步步更深入去探討，

非常喜歡這堂通識課！謝謝老師的用心！ 
 
    在學生的回饋中，敘事文學的搭配所帶給學生的影響，如教師所期待之

「情境更加鮮明」、「看待、解析事情的角度也逐漸深廣、多面向」等，以及讓

學生能透過課程的引導，對於生活中與公民議題相關的敘事文學作品都能夠有

更敏銳的觀察眼光。而在對議題有更深入理解後，更能將公民議題思考的思維

帶入日常生活，能與他人共享自己對議題的想法。當然更重要的，是透過敘事

文學帶學生進一步了解弱勢者的處境進而產生同理心，如： 
 

A1091-032 
在這學期中讓我收穫最大的就是我看完了一本由林立青所寫的書如此人

生，為甚麼說收穫最大呢？因為平常我不愛看這種類型的書，大多偏向

於漫畫及科幻小說所以對此書沒有太大的興趣，但最後還是默默的把它

給看完了，這本書讓我看到了許多我甚至別人沒看見過的社會階層，他

寫出了許多社會底層的辛酸及生活，文中也有許多與我們息息相關的議

題讓我不斷的反省自己，是否我的周遭就有這些人呢？是否我們在未來

就會跟他們一樣遭受同樣的對待？ 
 
    而如 A1082-042 則說明敘事文學所帶來對弱勢者的同理心，使他將劇中角

色帶到對自己家人的誤會的反省中：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我想是談論電影「不能沒有你」，這部電影其實引起我

很大的共鳴，也讓我反省很多事情，以前跟阿公出門時，總覺得他很跟

不上社會，出去吃火鍋連瓦斯爐也不會開，但經過老師分析我才了解

到，總有一些人在社會中遭到排擠，而我也在默默之中開始排擠我的阿

公。 
 

如此將自省帶入生活，更省視自身行為進而改變，進而內化為己身的思考

方式，是本課程最希望能帶給學生的影響。 
     
  （2）「網路合作學習」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成效 
    本課程在網路合作學習方面，於 106 學年度起即以社群媒體（臉書社團）

為主要空間，以社團貼文為主要活動，期望透過學生於日常生活中接觸公民議

題的與表達意見的管道，讓課程可以融入生活，也使學能在日常生活中學習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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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107 學年度後，則在社團貼文活動之外，再加入 PBL 問題導向學習的活

動設計，也更增加本課程在網路合作學習的可能形式，學生的學習回饋更多聚

焦於此，以下，就社團貼文與不同的 PBL 活動做本課程於網路合作學習提升學

生學習動機與成效之實施結果的分項說明： 
 
   A、社團貼文與回應 
    由於本課程自建立伊始，就希望透過社群媒體作為學生線上討論的工具，

透過教師以學期當下正在討論的公民議題相關時事新聞與評論的分享，讓學生

理解議題即存在於生活周遭，且透過學生的回應，讓同學能有習於理性溝通、

以清晰邏輯呈現自我的想法機會，更在同儕的回應中看到更多元豐富的想法。 
    學生的回饋意見中關於社團貼文者，首先，多表達對以課程臉書社團為討

論空間，以社團貼文回應為作業的活動感到新鮮有趣，如： 
 

A1061-067 
我覺得在 FB 留言或筆戰等，真的非常新奇，剛開學時聽到回家作業是

這樣的形式時，一開始也是相當懷疑，但實施後的效果卻非常棒，透過

留言能夠激盪出學生對於時事的想法和看法，我認為這個活動應該要繼

續傳承下去。 
 
A1071-005 
這是第一次在課堂外的時間，在網路上發表自己的想法，我本身蠻膽怯

在網路上發文等等，更不用說在大群組裡面一直表達真實的想法，真的

是一門非常特別的課程，筆戰跟 PBL 都是學習站在自己的立場發聲，講

出自己的想法，即使與他人相違背，學著說服別人，或是接受別人的建

議，真的很喜歡也很感謝。 
 
    再者，在社團貼文回應中，學生多能在學期當下各種議題的貼文中，感到

公民議題的多樣性及與生活貼近的程度，如： 
 

A1071-010 
社團貼文的報導讓我對臺灣的人事物瞭解更多了，像是外籍配偶、同

志、遊民、環境等等，現在的新聞報導十篇有八篇是政治，好像臺灣只

剩下政治可以報了，從老師您分享的貼文，讓我覺得比起政治，臺灣人

更需要關心遊民、外籍配偶與環境（六輕）的議題。 
 
A1071-066 
一開始對於社會議題並沒有特別關注，甚至只關注本身有興趣的話題，

但從這門課程中包括社團貼文，看到許多同學精闢的意見受益良多，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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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的也改善了閱讀習慣，開始關心台灣時事和政府的政策等等…。 
 
A1072-011 
我覺得這堂課最棒的地方在於老師會一直丟有的沒的報導，請我們對報

導提出意見，這個方法一方面讓懶得關心時事的人有機會去接觸各個層

面的社會議題，另一方面也可以透過觀看其他人的留言來進行討論，不

會說只侷限在自己的言論中，我覺得這是我在這堂課中最大的收穫。 
 
A1081-089 
在社團中可以看到許多網路文章，內容可能是不被大眾所偏好的政治、

八卦新聞，而是較社會、甚至是比較不被人看見的一些資訊，而透過在

留言處回覆，讓我更願意去了解這則文章的內容，並講出自己的看法，

同時也可以看看其他同學對於該項事件的想法，每個人的觀點都不一

樣，我覺得在這樣子算半公開的場合裡發表自己的意見，可以多方交

流，非常棒！ 
 
    第三，在學生經過貼文閱讀與資料蒐集，再於留言串回覆自身想法時，多

能在回應過程中掌握對公民議題的內涵與解決方式的思考經驗，在回饋中表現

自己已能將思考方式落實於生活中，並更勇於發表自己想法。如： 
 

A1061-039 
我最大的收穫是學習到，看到一篇文章時，從頭到尾徹底理解內容，甚

至是在多查背景資料後，把自己的思緒理清，有條理地用文字說出我的

感想或論點。在這門課以前，我是極少做到這件事情的，有時候要與別

人討論一些社會議題時，我常常是靜默的那一個。 
 
A1061-046 
我想給老師的回饋是這堂課有成功讓我們了解公民議題而且對屏東也更

加認識，上完這堂課的成長是我開始能勇於表達自己的意見了，以前總

是藏在心裡或是完全沒有想參與的想法，到現在會說出來甚至是能感受

到自己很想舉手發言的衝動，很謝謝老師能夠讓我有這樣的成長。 
 
A1071-083 
上過了那麼多的通識課，這次的通識課讓我覺得比以前的都還特別跟多

元，原本的我根本不會去主動留文章的訊息，頂多都看看知道而已，但

這次的課，讓我有了自己發言的機會，使我的意見受到肯定，提升我的

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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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72-067 
在社團貼文留言的部分，會讓我主動去關心社會議題，並且仔細的吸收

資訊再認真的思考，如何說出我對於這個議題的看法，不再只是單純看

過，單純瀏覽的當下雖然也會有一些想法，但在認真思考：如何把它說

出來而且要讓別人看得懂我的想法時，這些當下的思緒會漸漸的轉變為

另一種不同層次的文字去呈現，對於這個過程，自己也是震驚的！原

來，透過這樣的思考，我的想法變得很具體，並且確實的找出了事情的

問題所在，進而思考如何解決，培養了我設法解決問題的能力，我在社

團貼文留言這部分是收穫最多的！ 
 
A1081-062 
最喜歡的課程內容是回覆社團貼文。除了可以發表自己對社會議題的看

法，也培養了參考各方新聞的習慣，增進媒體識讀的能力、學習聆聽不

同立場的聲音，而不是一味的反對、也訓練自己如何把已知的資料整理

成資訊，再用自己的話有條理地編排以完整表達對議題的看法。 
 
A1082-046 
以前在網路上滑到新聞或是文章可能就是看過去而已，甚至只看標題或

留言，但透過這門課程，反而讓我會點進去看內文，進而內化成自己的

想法或是有了自己不同的看法，老師鼓勵我們留下自己的觀點給予加

分，不得不的就會去認真思考文章內容可以探討的議題。 
 
A1102-005 
修完這堂課後讓我學習到許多，以前的我很少關注這些時事議題，有關

注的話也只是了解這些時事的來龍去脈，從來沒有深入了解，亦或者是

表達自己的想法、觀點，但這堂課老師會在 FB 貼一些時事的貼文，讓

我們更加了解現在社會的現況，有些是從以前至今一直存在的議題，有

些則是近期的，因為要留言，所以我每次都花很多時間整理貼文相關的

資訊，我覺得必須徹底的了解整個事件的過程才有辦法正確的表達自己

的觀點，我最喜歡這堂課的地方就是老師會在 FB 裡貼與現在相關的時

事，然後針對留言評分，我也很喜歡老師上課時的書籍介紹，我覺得這

堂通識是我上過最喜歡也最有用的通識課程！ 
 
    第四，學生在貼文回應的同時，也將看到同儕對相同議題的意見，其中有

更多可以學習他人思考的視角的機會，如： 
 

A1071-067 
在社團貼文的活動中可以看到同一件事情不同人的想法，可以從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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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反思，有些時候會認為自己的觀點就是對的，產生執著，可能會排斥

他人不一樣的見解，與自己看法不同的人，應該學習用包容的態度去理

解，分析過濾消化之後，選擇性的接受，可以幫助自己擴展視野，此活

動也可以練習思考與表達能力。 
 
A1072-018 
很喜歡老師帶給我們的思考和想法，對於各種社會議題的觀點以及開闊

的思考，也接觸了很多非我平常在關注的議題，同時，因為要回應社團

貼文的關係，能夠透過文字的書寫梳理自己對各式議題的想法（平常大

概只有粗略的概念，甚至會被別人的聲音牽著走，不會這麼深入的了解

自己真正的想法），並且有更深一步的思考，也能夠看到其他同學的回應

再一起討論，在修這門課以前，我以為我已經算是十分關注社會議題的

人了，但其實我還差的遠了，而這門課給我最大的收穫大概就是能看清

楚自己的觀念和想法，而非一昧地跟著社會和同儕之間的風氣走，即便

和大家的想法一致，我也越來越可以發表自己的意見，可以侃侃而談為

什麼我的想法是這樣了，真的是獲益良多。 
 
A1072-092 
我覺得能夠選到這堂通識真是太好了！這是我目前為止上過最通識的通

識課了，在社團貼文的部分，一開始純粹只是為了拿高分，這樣可以少

打幾篇文章，所以我翻了一堆書、找了一堆資料、反覆的思考、詢問自

己、檢查後，才送出一則回答，但是漸漸的，我的目的不再只是拿高

分，而是想要「談」、想要發表，讓更多人用不同的角度看事件，也開始

瀏覽別人的文章、思考那些論點不同的作者的理念跟想法……不再像以

前一樣「有話直說」，我發現，現在的我在看到一則新聞、消息後，第一

時間不是想著「我覺得」，而是馬上去找那些反對的聲音、文章，比較兩

者的不同、進行思考，我想，這就是我最大的收穫。 
 
A1082-032 
透過這門課，我真的覺得自己有所收穫，像是老師總是會分享文章貼文

到 FB 社團，來讓我們觀看後寫心得，而貼文總是符合最近時事，所以

我每篇都會閱讀，然後就會動腦筋想，以我的觀點看這件事會是怎麼

樣；也會看其他人的回覆，因為每個人對事的看法角度都會不一樣，因

此我也透過他人寫的心得來了解。原來這件事從這個角度看，會有不同

的想法結果。 
 
A1091-043 
這學期的課程，尤其是在社團貼文的部分，讓我對公民議題的關注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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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從以前只看到那些大肆宣傳的議題，到現在關心地方的議題、土

地、性別、土地爭議…，對其建立自己的看法，觀察同學們相異或相似

的看法，進而有更多的收穫。 
 
    從以上學生回饋意見可知，本課程透過社團貼文回應，可以讓學生在貼近

生活的形式中，接收多元且豐富的共時性議題討論，而不論是己身的資料蒐

集、消化與表達，以及同儕意見的觀點延伸，都可增加學生對當代公民議題的

理解動機與認知程度，進而內化為未來面對議題時的思考方式。可見得「社團

貼文回應」的教學活動對於本課程的實施目標而言實卓有成效。 
 
   B、PBL「線上公民議會」 
    在 PBL 活動方面，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始運作之「線上公民議會」，透過

更現實的議題，與更嚴謹的討論流程，讓學生可以在不同立場的資料蒐羅與討

論中，模擬公民議題的討論，進而提出解決方案。因學生多為首次接觸如此的

教學活動規劃，所以同樣在初次參與時表達參與活動時的新鮮感與興趣，如： 
 

A1071-064 
這學期很特別的參與到了 PBL 這個報告，這是一個全新的報告討論型

態，透過事前的資料搜集，和組員一起討論，也讓我得到許多新的知識

和與眾不同的見解，我想 PBL 這項活動會成為我大學四年一個非常特別

和重要的經驗。 
 
A1081-003 
…線上公民議會，讓我們透過扮演自己的角色，去找尋不同的資料，發

表對遊民專法的看法和聆聽不同方面的聲音，最後找出一個相較來說比

較完善的解決方法，這是我以前從沒有嘗試過的方式，真的很新鮮，也

讓我以後能學會去面對不同的聲音並找出解決辦法。 
 
A1081-060 
PBL 的討論也讓我覺得很新奇，有點像辯論的感覺，但又沒有像辯論那

麼有火藥味，比較像與同學們分享彼此對議題的看法，依據不同的角度

去探討，最後找出大家都能接收的解決方案，這個活動讓我覺得很有意

義。 
 
A1082-029 
我覺得通過這門課讓我學到蠻多之前不清楚的事情，特別是最後的期末

報告，通過線上和組員討論議題，大家彼此分享各自的意見與想法，這

是其他課程沒有過的體驗，覺得十分新穎，雖然我們最後的結論可能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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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真正把議題中的問題解決，但是不代表我們不能對這個議題有想法，

透過這次的分組討論，讓我學習到最多的是如何思考。 
 
    再者，線上公民議會以當下尚未被解決的公民議題為分組題目，學生在資

料蒐集與討論的過程，也更能理解該議題在台灣當下已被如何討論，讓學生對

議題的理解更貼近現實，也更理解台灣公民社會在議題討論中的樣貌。如： 
 

A1071-055 
PBL 活動是我第一次接觸到很特別的作業！一開始我還覺得很難完成，

產、官、學是什麼？一開始我根本就不懂，直到後來與組員互相討論，

從一開始分配角色、互相站在該角色的立場上談論公勇路的議題，直到

最後找出共同解決方式，不僅讓我能站在他人立場上看這個議題，更能

讓我深入去探討公勇路事件，我在查關於公勇路的資料時，我也漸漸發

現台灣公民意識其實已經很顯著了！… 
 
A1082-034 
我們這組的題目：如何平衡環保與經濟，其實一開始沒有想很多，只是

時常看到新聞在說，商家因為要遵從環保的政策，而時常提高價格，而

提高價格後，又會被消費者質疑，所以才訂下這個題目，做完後發現，

真的要整個經濟鏈互相幫忙與合作，不然都會造成損失，而整個環節最

重要的就是政府單位，做為管理國家的最大權職，若政府這塊沒做完

善，就會造成上樑不正，下樑歪的狀況。 
 
    更重要的是，在團隊合作的資料蒐集與討論中，學生因針對問題而有事件

關係不同立場的角色扮演，在討論過程中又須代所扮演立場的人說話，也因此

在不同立場觀點的衝撞下，對問題都能夠有更深入的理解，同樣在討論中獲得

了對當代公民議題的思考方式。如： 
 

A1071-074 
這門課程我最喜歡的就是 PBL 公民議會，雖然一開始大家都沒照規則選

擇議題，所以我選了一個沒什麼興趣的，但是後來我開始閱讀大量事件

的相關文章資料，漸漸了解有許多議題雖然不一定與自己有關，但卻更

能以無利益、無立場的旁觀者身分去檢視問題出在哪？該如何解決？也

了解到很多事真的無法完美顧及任何一方，所以透過角色扮演更能看到

其他層面。 
 
A1081-056 
PBL 活動是我學習到最多的地方！最開始我以為討論就是找網路上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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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來進行問題解決的歷程，但到後來會發現，每個人利用他個人觀點的

不同來給問題反饋，集結大家的力量反而能使問題盡快解決。我學習到

的是，不上網找資料，而是直接針對問題想出解答、給予意見統整。很

喜歡大家一起共同討論，利用各所長處，且因用手機的方式而使彼此較

能自由的表達，我覺得很好。 
 

C、PBL「公民讀書會」 
    「公民讀書會」於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始運作，並於 109 學年度在教學

實踐研究計畫的支持下持續，在「公民讀書會」中，學生需就所選擇的書籍進

行三階段的深入研讀，並於線上共同討論時以關鍵詞串聯所收集資訊，並能於

分組期末報告時有完整的分享。對學生而言，除此學習模式的新鮮感外，更多

來自有機會對書籍進行深入研讀經驗的分享。如： 
 

A1072-049 
在這次的通識課，第一次花了這麼多心思在一本書上，從原本單單只有

閱讀一本書，到研讀每字每句，深入每個段落，做各項議題的探討，上

網搜尋了許多資料。在做作業的過程中，除了書中的精華外，更額外在

網路上吸收了更多不一樣、不同領域、平時不太會接觸到的部分。 
 
A1092-027 
這堂課講的東西都是接近我們生活或社會時事，但我們或許不太會關注

到的，許多議題都是很陌生但十分有趣的，我覺得讓我們閱讀文本這計

畫是讓我收穫最多的，老師提出的那些書，剛好是我比較不會閱讀的類

型，藉這個機會買入閱讀不同類型的書，最後期末報告時，像是寫了一

本書的深度探討，很有成就感。 
 
    再者，除要求學生對書籍進行深入研讀外，也讓同學可以在分組社團中與

同組同學相互對照自己的閱讀所得，並於線上共同討論時能有不同觀點的腦力

激盪，使同學除個人的讀書所得外，更能在團體合作中學習。而最後以 12 分鐘

的不同形式做讀書報告的討論，也同樣能在團隊討論中有所得。如： 
 

A1072-005 
第一次遇到上課老師叫我們研讀一本書，叫我們學生自己討論與分享，

這是蠻不同以往的經驗，不僅能讓同學們都發言，也能聽到不同角度思

考後所產生的結果，我覺得蠻有收穫的。 
 
A1072-039 
對於用一本小說延伸出的一系列討論我也很喜歡，大概是因為比較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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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上課吧，上課通常都是老師單方面給予知識，但討論是讓同學互相

學習分享，在這樣有點類似翻轉的模式中，我們更懂得傾聽不同的想

法，也學著如何理性討論，最後的成果呈現，更是匯集想法整理出的共

識，或許表面上只是在探討一本書、一項議題，但背後學習到資料蒐

集、團隊相處、問題討論與解決，才是未來我們更需要擁有的。 
 
A1072-053 
這次做的這個活動我覺得很有意義，我很久沒有認真地讀完一本書，而

且老師選的書都讓我們有深刻的反思，還有在製作十二分鐘的報告是一

個新的體驗，之前很少有機會跟這們多人一起認真討論做出一個成果，

在討論的時候要學習如何表達自己的想法，並且聽取他人的意見，之前

都是一個人自己完成報告，這是是一大群人一起要適應大家會有不同的

想法和感受，這對我來說是最大的挑戰，看到別組的成果發表也讓我眼

界大開，有幾組的想法真的讓我很佩服，有很多部分可以讓我學習。 
 
    透過團隊討論也學習到公民議題討論的思考方式，是許多學生在公民讀書

會活動後的共同收穫。最後，一同於以敘事文學搭配公民議題的課程規劃，讓

學生能在敘事文學的閱讀中深入理解弱勢者的處境進而產生同理心，公民讀書

會中的書籍研讀，也正希望學生能在深入閱讀與議題理解中對弱勢者有更多的

理解。如： 
 

A1091-009 
因為這個課程，讓我這個不看小說的人，接觸到一本改變我價值觀的書

本。我是一位從農三代，是一位基礎生產的勞動人員，在與我周遭相關

一切用身體換取生活的人士們，我不了解的一切，從此書我看見、聽

見，對於勞動人士的隻字片語，一切在這本書裡給我帶來一絲絲醒悟與

了解。 
 
    透過對林立青《如此人生》的閱讀，到省事自身成長環境看待底層勞動的

方式，正是透過敘事文學閱讀可以帶給學生的理解世界的方式。 
    總結上述，在「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課程中，在學生的質性回饋中，可

以到看在量化問卷結果之外的細節與補充，更能了解學生在敘事文學搭配公民

議題的教授，以及在 PBL 活動參與中的學習成效。也證明透過課程融合敘事文

學，以及以網路合作學習的方式可以帶給學生更高的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 
 
  2、「台灣歷史與文學」課程 
    不同於「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課程，本課程學生的回饋意見來自課程問

卷，由學生自由提交對於本課程的收穫與建議，但仍能清楚看到本課程在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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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與網路合作學習的結合上對提升學生對台灣歷史的學習動機與成效之處。

問卷調查質性回饋以回應順序排序，自「B1091-001」開始編號，依此類推，而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共開設兩班，在編號上則各為從「B1102A-001」與

「B1102B-001」開始編號。問卷質性意見回饋結果分述如下： 
  （1）敘事文學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成效 
    在本課程中，以不同形式的敘事文學搭配台灣歷史進程，讓學生可以透過

故事的閱讀與欣賞，更身歷其境地理解該階段的歷史時空，更能透過故事的角

色與情節，理解人物心中所思所想，對不同的歷史階段都能有更深入的理解與

詮釋。從學生的回應可以看到，學生對於臺灣歷史的學習結合敘事文學文本的

部分，普遍認為歷史課程結合歷史敘事文本的教授方式更有趣，進而提升其學

習動機。如： 
 

B1092-004：很有趣，且以歷史帶入文學非常吸引人去了解。 
 
B1091-008：老師課堂的歷史故事我很喜歡。 
 
B1091-009：故事性的教導課程我覺得會不錯，讓大家不會有上課壓力，

也能更融入歷史與文化中。 
 
B1102A-042：課程會用很多文章故事來描述，讓大家聽得懂歷史。 
 
B1102A-032：課程內容非常棒。實體上課時非常讓我集中精神想要聽各

個故事，讓我印象最深的是《俎豆同榮》。還有上課播放的《稻草人》是

我看過的第三次，在老師解說下了解當時日本政府對我們台灣人的態

度！再來是王玉輝主任說的斯卡羅，讓我更了解其實原住民之前也是有

衝突的，而且背景是在屏東一帶，讓我有時間都想要去原住民部落走

走，看看他們流傳下來的物件、習慣、飲食等，遇到原住民朋友也會想

去了解他們的部落！我有去過霧台一帶的部落、吾茲魯茲等部落、下次

還想去看看萬丹一帶的原住民博物館及台東史前博物館、十三行文化博

物館，考究真的很好玩。 
 
    透過歷史的敘事文學搭配台灣不同歷史階段的教授方式，提高了學生對歷

史的學習興趣，也在敘事文本的人物、情節與歷史空間的描繪中，讓學生更能

身歷其境地了解在不同歷史階段中台灣人的想法與行為選擇背後的社會結構與

價值思考，也對台灣的不同空間有更多的歷史理解，進而想實地踏查，這也是

本課程透過歷史敘事文學的教授所達到的成果。再如「B1092-19」：「整體真的

很棒，老師回覆訊息很快很有心教學，我把老師推薦的臺灣劇都慢慢的快追

完，支持本土劇，推推！」則代表敘事文學與臺灣歷史的結合也成為學生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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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詢臺灣歷史的方式，也進而提升其對臺灣歷史的學習動機。 
    除此之外，在過往歷史的課程中，歷史故事多為課程中所運用的搭配知

識，但在本課程中，歷史敘事文學的閱讀在課程佔比不低，學生能理解也期待

不同歷史階段會有不同形式的敘事文本，與傳統歷史課程的不同的教授方式也

讓學生有耳目一新的感受，如： 
 

B1102A-019：原來歷史還可以這樣上！ 
 
B1102B-002：我覺得老師教得非常好，再加上我一直對歷史都有興趣，

所以上完這門課後我對台灣的歷史有更不一樣的感覺，也更了解台灣的

歷史了。 
 
B1102B-068：平常我都不太會去主動了解台灣的歷史，但是透過老師用

不同方式的講解，讓我覺得台灣的歷史不再是那麼的枯燥乏味，反而變

得有趣多了，就會讓我想去多瞭解，我很喜歡老師上課的方式，用非課

本的方式來介紹歷史讓我覺得很有趣，之後還有機會上到老師的課我一

定會再選的。 
 
    更重要的是，本課程希望可以透過歷史敘事文學的搭配，讓學生可以從文

學的角度出發，看到更多在不同歷史情境下所可以有的更好的視角與觀點，透

過文本的解析，可以更深入理解歷史，以及不同歷史事件對當下人民的影響與

意義所在。如： 
 

B1092-005：讓我透過電影跟講解深度認識臺灣歷史。 
 
B1102B-048：對於很多原本的人事物，學會了從不同族群的觀點去探

討，而不是只站在自己的視角，有可能換了視角以後，對於事件背後的

意義有更多不同的見解。 
 
    總結上述，可見學生對於透過歷史課程融入敘事文學的教授方式普遍表示

因此提升學習動機，而在成效上也有了文學教授中可以帶來的觀點與視角的深

入，學生的質性回饋也符合本課程的既定目標。 
 
  （2）「網路合作學習」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成效 
    本課程在網路合作學習的部分，則更聚焦於分組社團中的「擴散」與「收

斂」三階段中學生的資料蒐集與共享，在 PBL 活動的設計中，學生同樣展現出

對初次嘗試「XX 歷史同好會」與「XX 歷史劇場」的新鮮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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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092-10：PBL 活動非常新穎有趣，可以繼續實施下去。 
 
B1092-17：我覺得很棒！尤其是 PBL 的部分真的蠻好玩的，加油！ 

  
    再者，PBL 活動所帶動的團體合作，也讓學生在合作學習中感到歷史學習

的樂趣，如： 
 

B1091-025：能因此和非同科系的同學認識甚至順利討論報告對我來說也

是經驗也是一定的學習，這學期真的非常愉快。 
 
B1091-035：整體來說非常的自由，老師上課的語調也讓學生很有興趣，

是在『講故事』而不是『上課』的感覺，因此我非常開心能選填到這門

課。報告部分也是沒有太大的意見，能因此和非同科系的同學認識甚至

順利討論報告對我來說也是經驗也是一定的學習，這學期真的非常愉快

～謝謝老師辛苦您了！ 
 
B1092-023：我覺得真的非常棒，我已經跟好多同學推薦這門課了，老師

講課是非常有內涵的，可以學到很多東西，而且透過更有趣的方式去理

解臺灣歷史，也能夠過 PBL 提昇自己的表達啊團隊合作統整資料的能

力，不會再覺得歷史課是無聊的，不只學到了歷史，也精進了自己的其

他能力，非常喜歡這門課！ 
 
B1102B-025：我在這堂課學習到了我們以前歷史課學不到的台灣歷史，

相比以前的歷史課，這裡可以學到更多細節還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在團

體報告還可以學習到團隊合作的精神。 
 
    在 PBL 的活動中，學生可以透過團隊合作蒐集並共享資料，再加上擴散與

收斂的架構，使學生能在合作中聚焦，也學習探究歷史的方法。而在 PBL 活動

「台灣歷史劇場」中，學生須能在蒐集資料並統整後，以小組為單位共同創作

該組主題空間的歷史故事，這個部分也讓學生覺得新奇有趣，如： 
 

B1102A-007：這堂課真的滿有趣，可以找自己喜歡的歷史解說，後面又

可以自己發揮故事，雖然要融入歷史，但還是滿有趣。 
 
B1102A-008：這門課算是我這學期喜歡的課之一吧。不管是那個方面都

很好 而且我一直覺得歷史是一件很無聊的事情，經過這堂課才覺得歷史

變得很有趣，我也很喜歡在做報告的時候想故事的過程能讓我好好的發

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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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02A-022：利用很多不同的方式讓我們認識台灣歷史，不是只是單單

的上課。歷史空間這個作業也很不錯，能讓我們透過自己蒐集到的資料

來認識我們想知道的地方。 
 
B1102A-038：第一次遇到上台灣歷史還可以這麼有趣的老師，真的大

推，而且期末的專題報告也讓我們以比較有趣的方式進行，減低了報告

乏味無趣的刻板印象。 
 
    除此之外，歷史故事的創作需要能夠針對各組所選定的主題空間進行想

像，所以對於該空間的在地歷史就需要更多的資料作為故事支撐，同學也更能

在過程中對在地歷史有更多的知識性的理解。如： 
 

B1102B-004：我在這堂課不只學到了老師課堂上說過的一些歷史事件，

也在分組討論報告中了解了我們這組報告內容古蹟的歷史，還有在聽別

人報告時也得知了，台灣一些古蹟的歷史，這堂課讓我瞭解了，更多的

台灣歷史，讓我受益良多。 
 
B1102B-026：課程的運作方式十分良好，收穫方面大概是分組活動能查

到一些不會接觸到的民間野史，和老師上課所說的故事，都能讓我對這

些地方的歷史理解又更進一步。 
 
B1102B-028：本學期在這堂課我覺得收穫蠻多的，例如老師在上課說過

很多以前沒聽過或是有稍微聽過但不太熟悉的台灣歷史我部份就是我很

喜歡的地方，最後還有一個分組討論的題目這部分我覺得也很棒因為這

會讓我們自己去發現台灣各個地方以前有什麼歷史讓我們自己去找我覺

得我在這部分也是收穫滿滿。 
 
B1102B-039：我覺得這門課的上課方法還蠻活的，作業的部分我很喜

歡，期中是個人的，期末是團體，都有著不錯的效果。而期末作業的準

備過程也讓我更加了解那個區域的歷史。 
 

由學生的回饋意見可知，本課程所規畫之 PBL 活動確實能提高學生的學習

興趣，學生也能在團隊合作的過程學習，並對台灣的在地歷史有更深入的認

識，在學習成效上確有其實施效果。 
 
     3、「職人敘事」課程 
    「職人敘事」為內嵌於「國文（閱讀與寫作）」中的課程，於 110 學年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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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進行，上學期開設課程社團讓學生蒐集與自身專業領域相關的書籍並分享，

下學期則以學生蒐集分享自身專業領域的文字，及創作職人敘事之圖文、散文

作品。在學生質性意見的收集上，於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結束前，以「職人敘

事」課程問卷收集填答結果，其質性回饋意見則自「C1102-001」開始編號。在

問卷中，主要希望了解學生在職人敘事課程的學習成果，是否能符合課程希望

透過與學生自身專業領域相連結的文學作品，以及學生以自身專業領域進行文

字創作的過程，達到文學與自身專業的聯繫，讓學生對於自身科系的職業能在

知識面與精神面上有更深入的理解，也在書寫自身專業的實作經驗與空間場

域、價值信念等過程中，進一步加深對自身專業領域的認可。以此整理學生的

質性回饋意見分述如下，首先，是學生多能表示透過職人敘事的課程，對於職

業，以至個別專業領域都有更近一層的理解與認同。如透過職人敘事加深對職

業的認識： 
 

C1102-008：讓我了解到每個職業的項目，也讓我更加熟悉自己未來想走

的方向會遇到那些事情 
 
C1102-043：職人敘事很清楚的讓我知道自己在做的是甚麼，以及社會對

於我所從事的有何看法等等。 
     

除對不同職業有所認識外，與自身專業相聯繫的職場樣貌，以至職業選擇

也都有更進一層的理解，如： 
 

C1102-010：對動畜這個科系有更深入的了解。 
 
C1102-023：透過此課程可以了解每個同學對於畜牧的各種想法及理想，

使對於畜牧能更深入。 
 
C1102-039：更深入了解自己就讀的科系的未來。 
 
C1102-047：職人敘事能夠讓我更了解我未來的工作方向跟工作內容，因

為大多數人對於自己科系不確定未來，職人敘事除了國文造詣以外，還

能夠了解自己科系、自己未來、工作內容。 
    
 

 除了與自身專業領域的未來職涯有關外，職人敘事教授的目的也在打開學

生對文學的視野，了解自身在專業領域的學習與實作，在專業領域內的人、

事、物、空間、理論等皆是文學創作的題材，讓學生瞭解文學與生活的緊密聯

繫，以及如何透過對自身專業領域的理解進行觀察進而完成文學創作。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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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性回饋也多圍繞著職人敘事對自身文學理解的突破，如：「C1102-011：原來

職業也是一種文學」；「C1102-057：職業原來也可以是一種文學」等等。更多則

是以學生將職人與創作結合後的創作體驗分享，如： 
 

C1102-018 
寫作在以前對我來說是很困難的事情，儘管國文能力不差，但寫作能力

依然無法用優美的詞藻。上了老師的課，看了許多作品，讓我也可以順

利的上手寫作，儘管依然還有許多不足，但散文能過初審真的出乎我意

料之外，感謝老師的教導(*´ω｀*) 
 
C1102-020 
發現了職人和創作可以那麼有趣。 
 
C1102-021 
我覺得這些安排是很棒的，讓我能夠直接從自己的專業出發，講出自己

的經歷經驗，有一種於未然我還小但我也能成為別人的導師的感覺。 
 
C1102-022 
我認為老師安排的十分的好。這為期一年的職人敘事課程不但提升了我

的文學觀，讓我們從不同角度審視自己的專業，更透過投稿靜思湖文學

的機會讓我得知自己的文學程度，這讓我受益良多。 
     

更重要的是，透過職人敘事課程，讓職人透過文字呈現，學生也在文字中

學習與感受專業領域的知識與精神，如： 
 

C1102-035 
撰寫文章能讓我更了解，關於業界的某些名人的知識傳導，如何運作，

及如何保持初心繼續在這個產業持續發展。 
 
C1102-055 
我覺得其實挺好的，可以認識到不同職業，同時也能讓我們的專業與文

學結合，也能透過社團互相分享~ 
 
    總結上述，「職人敘事」課程在 110 學年度首次正式實施，也在教育部教學

實踐研究計畫的支持下，有職人敘事講座等安排，在學生的質性回饋中，可以

看到在職人敘事的推動上，有效達成了課程希望能對專業領域與職場有更多的

理解，加深對自身科系的認同，也能透過自身實作經驗與空間場域的觀察，提

升文學創作的能力。在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上，確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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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省思、結果改善計劃與執行成果 
    本教學模式經過三門課程五年的操作後，隨著每學期的教學評鑑評量、課

程問卷結果以及學生的回饋意見，加上教師對課室及學生社團參與度的觀察，

進行教學省思思考，並於下學期課程進行修正。經檢視與反思後，課程在整體

架構與教學活動規劃上具備可有效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成效者之優勢者予以保

留，反之則提出修正，以利課程之持續性，並能在經驗的累積下，讓後之學習

者能有更完整且良善之課程。 
 
（一）教學省思與心得 
    本教學模式以課程搭配敘事文學作為整體架構，以網路合作學習為學生團

隊合作進行資料蒐集與討論，在三門課程五年運作的觀察中，透過本模式可有

效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成效之優勢，可為後之課程參考者如下所示： 
 
  1、循序漸進的學習階段 
    本課程除以敘事文學搭配課程進行不同主題呈現的整體架構能讓學生感受

對知識理解的層層積纍墊高外，更重要的是在每門課程的網路合作學習中，為

學生所安排之循序漸進的學習階段。 
    在「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中，不論是在「線上公民議會」中的主題選

擇、不同關係立場的資料蒐集，到線上聊天室中有明確解題流程的依循；或是

「公民讀書會」中，帶領學生以「五大佳句、議題延伸、文本分析」三個階段

對書籍作深入理解，使每位組員在線上討論時都能侃侃而談，說明自己對書籍

的理解不使討論集中於少數人的意見；或是「永續行動讀書會」中，以「五大

佳句、議題延伸」，加入「利害關係人分析」，使學生於線上討論時能理解與想

像書中人物若在現實社會將可透過何種方式解決問題，並能將思考有意義的延

伸到想像二十年後書中人物的處境為何，完成永續行動的思考練習。 
    在「台灣歷史與文學」中，則以「擴散」與「收斂」三個階段來要求學

生，讓學生能在紛亂龐雜的歷史資料中進行收集與梳理，同樣使線上聊天室的

討論，能夠是每位組員都做好足夠的學習準備而來，讓報告內容能夠更清晰且

完整。更重要的是，在三個階段的學習過程中，學生能將過去對台灣整體歷史

的觀看視角，跟隨著教師的要求，從台灣到縣市，從縣市到個別空間，並從個

別空間看到它與整體台灣歷史的互動，如此培養學生對在地歷史的感知能力，

也卓有成效。 
    而在「職人敘事」中，為免學生對於該課程內涵—串連個人專業領域與文

學創作—的不熟悉，在課程社團中，先讓同學搜尋並分享自己所能看到自身專

業領域的文學書籍，在同儕的分享中，同學首先能熟悉自身專業領域的文學書

籍的多樣性與豐富性，而後再請同學能廣泛蒐羅與自身專業領域有關之文字，

舉凡人、事、物、場域、理論等，在廣泛蒐集與挑選重要文字並發文分享的同

時，同學也以已完成某種程度上以自身專業領域進行文學創作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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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在本教學模式中，對學生的網路合作學習有循序漸進的學習模式，學

生也多能提出回饋意見，以「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課程中運作「公民讀書

會」的回饋意見為例，學生普遍對於活動循序漸進的閱讀安排印象深刻，如：

「A1072-046：由於平時閱讀並沒有做筆記的習慣，這次按照老師的要求，自五

大佳句開始到延伸文章一步步完成後，我發現對於著作不只是單方面被動的接

收作者想表達的信息，而是將書本內容經過消化後再產生見解，內化成自己的

一部份，使得印象更為深刻，才不會讀過一陣子就忘了」；再如「A1092-001：
我覺得這樣的期末報告方式效果良好，雖然最後沒有口頭報告很可惜，但是透

過一路從佳句、議題延伸再到報告的討論循序漸進，使我們報告能按部就班，

老師能想出這樣的方法同時幫助到每一組的報告十分不簡單」，皆可為例，也可

證明循序漸進的學習進程，對學生學習成效提升所能有的幫助。 
 

2、教師對學生學習歷程的參與 
    在本教學模式下，三門課程的網路合作學習皆以臉書社團為主，而教師即

為社團與聊天室的創立者與主要管理者，所以不論是在課程社團的學生貼文回

應，學生於個別社團的發文分享，教師皆能即時接到通知，並能以即時的方式

讓學生得到教師回饋。學生的學習歷程經社群媒體功能協助使教師能即時參與

可參下圖示例： 
 

 
 
 
 
 
 
圖 4-27 最新社團貼文通知示例     圖 4-28 教師參與學生聊天室討論示例 
 
    不論是在學生的社團貼文回應，個別社團發文或是聊天室的討論，教師都

可以提供最即時的回饋，這也使學生能理解自身的學習過程皆有教師的觀察檢

視，加上評量方式的多元性，可讓積極的學生更多展現對課程的參與，對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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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相對消極的學生，也必須能展現一定程度的參與才能有通過課程的機會。

除此之外，教師的即時回饋在臉書社團的功能中，用表情符號給分方式讓學生

可以立刻知道自己的作業呈現優劣程度，同時也能在同儕的作業得分中看到優

秀作品進而模仿學習。如「A1071-081：我覺得很棒的部分是，老師會將一些網

站上有意義的短文與我們分享，沒想到有一次留言竟然得到愛心，就像得到老

師高度的認可，就會更認真去針對文章寫出具體的想法…」；「A1072-083：…當

留言得到讚時很開心，得到愛心更會覺得自己花那麼多精力是值得的，可惜我

文筆不佳論述又缺乏架構，哇的機會都不屬於我。儘管如此，這個部分還是非

常有趣，靠實力一點一滴賺分數養活自己的感覺真好」，便可為例。 
    因此，若在運用不同的教學媒體時能善用該媒體之功能，對學生學習本身

將有更多預期之外的效果，對學生學習歷程的參與與掌握，也更能有效提高學

生的學習成效。 
 
  3、運用學生慣習的訊息接收工具 
    本課程在網路合作學習上，運用社群媒體為課堂延伸，讓學生能在臉書社

團與聊天室中完成合作學習，其中教師可透過社群媒體功能即時參與學生的學

習過程已如前述，而選擇以社群媒體為學生討論空間，更著眼學生主要成長於

網際網路 2.0 的時代，在資訊的接收、蒐集、表達上，社群媒體早已是他們最

主要的管道，若教師也能嫻熟操作社群媒體，繼而廣泛運用於課程中，將可與

學生的資訊接收管道結合，改變傳統課堂講授的基本模式，讓媒介所帶有的資

訊多樣性與即時性，能更直接引起學生的興趣，也更能讓學生將課程之知識接

收與日常生活融合。 
    因此，從分組社團到線上聊天室，從表情符號給分到期末報告現場直播，

都是將課程融合進學生在社群媒體時代的日常，在本課程中，臉書、社團、聊

天室、直播，都是學生常用的媒體形式，讓課程可以透過學生熟悉的資訊接收

形式呈現，也更能增強學生的學習動機。透過三門課程的運作，可以發現學生

在自己嫻熟的媒體上進行資訊的接收與表達，確能有效的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

與成效。 
 
  4、知識展現與思考延伸盡量貼近學生生活 
    本人的教學理念就是希望能讓課程與學生的生活更為貼近，前述以社群媒

體為主要媒介可增加學生將知識習得與表達都與日常生活相融合，而不論透過

台灣重要影視作品的帶入（如「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課程帶入《火神的眼

淚》、《我們與惡的距離》、《做工的人》、《返校》等，或「台灣歷史與文學」帶

入《斯卡羅》，「職人敘事」帶入《在車上》等），都能讓學生將知識延伸至當代

流行的影視作品，使課堂中習得的知識得以在生活中獲得反饋，如「台灣小說

與公民意識」課程，「A1092-036：整個學期最喜歡的還是老師上的課，每個議

題都放了很多的劇或電影來講述，更貼近我們生活會接觸到的，容易讓我們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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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聽，吸引我們的目光，讚讚」；「A1092-040：這學期老師在課堂上介紹了許多

影視作品及書籍作品，透過這些文學或影集作品帶我們認識相關議題，並與社

會連結，本身就很喜歡看劇的我，老師介紹的影視作品有些我本來就有看過，

像是：返校、天橋上的魔術師、未來媽媽等，已經自己看過一遍再聽老師詳細

的解析有特別不一樣的感受，使我更深入了解作品想傳達的東西，每次在聽老

師解析都使我非常興奮！之後聽過老師的介紹也去看了其中幾部作品，像是寄

生上流、我的冠軍女兒，也在意料之內的很喜歡！」不僅使學生將公民思考從

課堂延伸到日常生活，且敘事文學的流行性也增進學生與家人或同儕間的意見

交流可能，如「A1082-023：整體來說，對我最大的收穫，是能夠把這些東西帶

回去給家人或是朋友分享，讓聊天的質量整個提升，甚至是治癒、開導對方。

在我與家人分『做工的人』這部影集時，也引起周遭很多人的共鳴，甚至在未

播出前就成了口袋名單呢！」，如此課程與生活的結合，也是本課程雖未預期卻

也十分可喜的效果。 

    再者，在「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中的「線上公民議會」以當下台灣仍懸

而未決的問題做討論，學生的學習動機更多展現在發現原來自己也能夠是當下

台灣議題的討論者與提出解決方案的一份子，且正因問題來自於現實生活，所

以在參與解決的同時也更進一步理解自己與台灣的聯繫，如「A1071-010：PBL
活動就像是場小型的辯論會，很有趣，也讓我學習到新的知識，可能我這一生

中根本不會去探討國籍法這條文，因為我一出生就是臺灣人，所以覺得理所當

然，但對於外籍人士可能不這麼想，透過這堂課，讓我知道原來臺灣的國籍法

是如何規定的，與外籍人士目前在國籍上遇到什麼樣的困難等等」便可為例。

而如「台灣歷史與文學」中將生活中常見的地方歷史空間作為報告主題，或是

讓學生在「國文（閱讀與寫作）」的創作嘗試中，讓學生以自身專業領域常見的

物件（如木設系的鑿刀、魯班鎖，動畜系的擠乳器、電子耳）、場域（如木設系

的木工廠、動畜系的豬場、雞場與牛場）作具體觀察並以文字書寫創作，都將

使學生在課程結束後仍能將所學知識與生活相連結，真正有對於公民議題、在

地歷史與自身專業的新的思考方式，此也是各類學科最期待的學生學習成果。 
 
  5、業師講座的延伸效果 
    本教學模式自「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課程創立伊始，每學期的課程多有

計畫經費支持，諸如技專校院先導計畫、高教深耕計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等，所以課程規劃上多能邀請業師蒞臨課程，讓學生在關於不同公民議題的概

念、理論及敘事文本、報導資料等的閱讀與理解外，能更有在不同領域有具體

實踐經驗的業師蒞臨舉辦「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系列講座」。學生在對台灣當代

公民議題於課堂與社團中產生興趣後，業師的講座等於將補充也延伸他們對議

題的具體理解，也因此，對業師的講座多能抱持肯定的意見，呈現在講座中的

收穫。如「A1071-026：我覺得請演講者演講，這是一個很棒的作法，覺得大部

分的學生都會喜歡，如果之後還可以繼續開類似的課程那就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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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71-48：在這堂通識課中藉由外師授課，吸取他們創作的經驗及人生歷

練，從他們分享的言語中，可以感受到對文字的熱愛及對人生的期待，那種氛

圍是激勵人心且感動的！」；「A1072-001：課程也請到許多時下作者，分享各自

的心路歷程，聽了每位作者與其所寫的書籍，原來有很多我沒有想過世界，原

來我們與作者之間，可以這麼近」等，都可見學生在系列講座中的收穫。 
    再者，個別講師也將能帶動學生對不同議題更深入的理解，而令學生印象

深刻，如「A1601-003：我最喜歡顏聖紘老師的分享，那短短兩小時的交流，為

了想在以後可以拿出來看，我還把最後一張投影片拍下來留著，當作紀念與鼓

勵」；「A1071-027：老師邀請的每一位演講者都讓我成長許多，印象最深刻的是

立青老師的做工的人，經過他詼諧有趣的分享，我們才能了解原來勞工階級的

辛酸與不平等對待，但也才能發現原來這些工人們都這麼可愛」；「A1072-037：
整體上課程設計相當豐富，除了會邀請知名作家來演講之外，同時也會請到一

些與社會議題相關的人物來與我們分享其心路歷程，例如請到農村武裝青年來

談談他們成軍的原因，以及他們創作每首歌的理念及背景，這些講座讓我了解

到其實社會上還是有很多人默默的利用自己的方式關心這片土地，所以年輕人

也應該多關心身邊的事物，我認為這門選修課相當充實，希望可以一直開下

去！」；「A1092-026：講座邀請我印象比較深刻是胡鈞媛講師『難民議題工作

坊』，她講述的內容跟比我關注到的角度更深入，而且從播放影片內容讓我真的

有身歷其盡的感覺，在報紙或一些網路新聞從文字上對我來說，感受傳達已經

麻痺了，透過講師的親身經歷我聽得很認真，因為我雖然有看過類似的新聞報

導，但講師有親身經驗會更有說服力且更震撼的傳達給我，那堂課我得到新資

訊非常多，也讓我知道有些事你看不到，並不代表沒發生」等等皆可為例。 

    透過業師的邀請，補足了本課程在公民議題的具體實踐經驗部分，開拓學

生的眼界，也讓學生對議題本身有更深入的理解。同樣在「台灣歷史與文學」

課程中，邀請實際創作歷史小說的作家談台灣歷史（如李旺台、錢真），或邀請

對台灣土地做過實地歷史踏查的學者專家談論在地歷史，也都讓學生可以透過

業師的具體實踐更深入理解。而如「職人敘事」系列講座，邀請以專業領域延

伸創作的作家、藝術家（如動畜系邀請杜虹、伊誕‧巴瓦瓦隆，木設系邀請藝

術家謝欣翰與畫家鄭開翔等），也都讓學生在講師的具體實踐中看到以專業領域

作為創作題材的可能性。 

  更重要的是，業師的邀請也會讓課程本身在不同學期皆有不同的可能，隨

著邀請講師所涉獵領域的不同，都更增加課程的多樣性與豐富性。三門課程系

列講座的安排，可參「附錄 17  各課程系列講座說明」，可更清楚看到不同課

程每學期業師講座的安排與學生參與。 
 
  6、多元評量的運用 
  最後，在本教學模式中，多元評量的設計也增加了學生主動參與課程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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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不論是社團貼文回應、分組社團貼文分享，以及線上聊天室的討論參

與等，皆為學期成績的組成，打破過去以課堂參與、期中期末成績的傳統定

式，針對不同課程的教學活動，教師所安排的學習進程，與學生所表現課內課

外的學習態度，都可以是評分項目之一。多元評量的運用使創新教學模式能夠

有更穩定的學生參與，也更能確保學生的學習效果，甚至更有超乎教師預期的

可能。 
  除了多元評量的設計之外，也讓學生在面對評量項目時能有更多的自主

性，如「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課程中，讓學生在期末分組呈現時能選擇最適

合自身書籍的報告形式，在不預設學生學習表現成果的同時，也讓他們有更強

的創造動機，在「公民讀書會」的報告中，學生以訪談、戲劇等形式的呈現，

都讓教師與學生感到驚艷，也同時讓學生在想像他科的期末呈現時能有更多的

表現方式。如「A1072-17：本來以為這堂課可以知道各種書籍裡的故事而已，

想不到每本書可以延伸出這麼多社會議題與討論，從這次 PBL 活動我們這組發

揮團隊精神把表演演得淋漓盡致，順利獲得最多投票數，很感謝隊員合作無

間！」；「A1072-024：在這學期的課程中，我想最大的收穫莫過於最後的討論報

告的部分，我們這組是以傳統的簡報方是在呈現，雖然有優點存在，但效果仍

不如具有表演性質的報告來的優良，我想這是我們該去學習如何抓住聽眾的注

意力，當然在內容上也不得不說我們的也是有些差強人意，希望今後我們在報

告製作及表達上都有好的表現。」便可為例。 
    總結上述，在三門課程的五年運作後，相同的教學模式下使每門課程都能

有前述的優點，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成效也都有實質可見的提升。 
 
（二）缺失省思與改善成果 
    而針對本教學模式在三門課程中的檢視，亦有學生在問卷調查及質性回饋

意見中提出課程設計當時所未見之缺失，經教師觀察與省思後提出修正，以求

課程之完整與良善。關於本教學模式在教學省思中所見之缺失，可分為課程與

學生兩個面向，茲分述如下: 
 
  1、課程內容的增刪修正 
    各課程於設計初始，多因立意良善但經驗不足，而在教學活動與作業上予

同學過大的負擔，經考量學生意見與學習效果，多於學生反應後對課程活動有

所增刪改易。 
 
  （1）教學活動的增刪 
   A、問題發現 
    在「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課程中，在建立伊始為能將學生於社群媒體對

公民議題的接觸與討論能在課堂以教師管理的形式呈現，所以除社團貼文回應

外，更有每周一次的「一起來筆戰」的活動。透過教師與 TA 提供似是而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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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論述，讓學生能有正反意見的陳述與衝撞，進而於其間理解異己意見並能

維持理性溝通的態度。但對於一起來筆戰在學生的意見中便有正反不同的想

法。認為本活動可帶動思考並有趣者如「A1061-106：本學期的課程內容十分豐

富，內容也新穎，特別是『筆戰』的環節，讓各位同學拋開『標準答案』的中

性持平發言，訓練對事情提出自己看法必對此進行辯護的論述之能力，我認為

這是十分有意義的」；「A1061-019：…而且在網路上筆戰或是對文章發表看法，

是很好的方法，我個人來說是蠻喜歡的…」；「A1061-062：課程中有一個叫做

『筆戰』的部分，是一個跟大家交流很好的方式，算是一種小型的辯論秀…」

等。 
但相對的，對於「一起來筆戰」有負面的想法的同學意見卻出乎預期地

多，有對於「筆戰」即強烈反感者如：「A1061-046：對於我來說筆戰這個部分

是最無法接受的課程，彷彿和我們所稱的在網路上嘴砲爭辯相同…在無謂的爭

辯中無法獲得更有用的訊息，同學們沒有好的辯論能力與動力，且在網路上和

人筆戰根本沒有意義…」；或是認為課堂管理的社團中的「筆戰」未能有效引起

討論者如：「A1071-023：一起來筆戰的活動沒有人挑起紛爭，導致大家的回覆

感覺都平平的…」；「A1071-064：覺得一起來筆戰的題目可以雖然故意出的有癥

結點，讓同學可以攻擊發言，不但是好像每個人都扮演白臉沒有人扮演黑臉去

反駁，所以很難回覆…」；「A1071-070：我覺得課程都很不錯，只是一起來筆戰

這個部分，同學都客客氣氣的，很難激起火花，或許這就是華人的性格吧…」

等等。 
 

   B、改善結果 
有鑑於「一起來筆戰」可能造成的學生討論熱度不足，難以產生立場相異

的思考衝撞，或是認為學生畏懼被相關議題討論的基礎，使「筆戰」本身即使

在教師管理的社團內進行，仍難以脫離「筆戰」中常見的意氣之爭。因此在

107 學年度開始運用 PBL 問題導向學習的設計思考，以「線上公民議會」讓學

生能針對台灣當下正待解決的現實問題，以不同立場蒐集資料並共同討論的活

動確立後，考量「一起來筆戰」的學生意見多有負面意見，教師觀察與學生理

解亦相近，故刪除該活動，將不同立場進行溝通練習的功能，交由「線上公民

議會」執行，故刪除該活動。 
同樣的，在本課程設立伊始，於期中作業要求學生以「給我一個畫面」進

行社會議題的文字書寫，模擬台灣小說傳達公民議題的寫作練習，也如學生所

言：「A1061-025: 這一個學期的『給我一個畫面』繳交結果似乎很不如意，可

能是因為社會議題的框架定義不夠具體、明確的又只佔少數，容易重複，不好

發揮吧…」，在考量學生的課程負擔與「給我一個畫面」所需的中文創作準備非

本課程重心，所以同樣刪減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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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整體課程思考 
   A、問題發現 

以「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課程為例，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創立該課程以

來，雖有社團貼文回應與筆戰等活動引起學生對議題的關注與討論，但在教師

觀察與檢視後發現，本課程雖以公民意識為主軸，也大量運用社群體在提供議

題資訊的立即性與多樣性，然而卻也因此讓學生在課堂延伸的學習難以聚焦，

且如的資訊理解仍有雜亂與偏狹的危險。而在課程執行上，各類的教學活動讓

學生產生新鮮感而提高學習興趣，但容易產生學生因對活動之興趣高低而且產

生學習效果的差別。 
   B、改善結果 

因此，在課程規劃上，在 107 學年度方加入 PBL 問題解決導向的教學規

劃，讓學生能在循序漸進的學習中，聚焦在與現實社會直接相關的議題討論，

讓學生在有相當學習程度方進入討論階段，也提高了學生的學習效果，期末分

組報告的呈現也讓他組同學能夠吸收自己組別的討論成果，大大改善了增加了

學生的學習興趣。 
PBL 問題解決導向的活動設計自 107 學年度起沿用至今，只是每學期在內

容上有所變化，也使課程在學生學習效果確立後有較為穩定的運作方式。並以

此延續至 109 學年度的「台灣歷史與文學」課程，建立「XX 歷史同好會」與

「XX 歷史劇場」的學習活動，前之教學經驗也讓活動進行較少有學生的負面

反饋，也使本人的創新教學模式能夠有更穩定的架構，再加入新元素想像變化

時也能更靈活。如此的課程增刪與改進，以及對課程的整體思考，多產生於教

師課室觀察與學生回饋的省思中，其修正與改進歷程於第三章中做過清楚說

明，亦可說按照是本課程省思架構的修正與改進的成果。 
 

  2、學生實際運作問題 
  （1）學生學習自主性 
   A、問題發現 
    今之大學生成長於台灣高度民主化的年代，不論在社會氛圍與教育方針的

影響下，學生對於學習的自主性有更高的期待。而此自主性的期待不只在於希

望有更具彈性的多元評量方式，更多在於希望能依照自己的興趣與資料蒐集的

能力，決定自己的學習主題。在 107 學年度以「線上公民議會」—由教師詢問

在不同領域（如外籍配偶、遊民、地方…等）的學者專家，當前台灣在這些領

域有哪些尚未解決的問題，在交由學生分組討論解決。如此的運作方式雖然大

部分學生表示因初次嘗試如此的討論形式而有新鮮感，但也有同學表示希望題

目可以由自己決定，在學習自主性的驅使下，希望能讓學生依個人的興趣與理

解來決定討論題目。如：「A1081-032：分組報告應該讓學生自行去選擇社會上

的議題，不是老師給的不好，只是老師都幫我們決定好報告的路線或類型，重

複性也太高，同時失去讓學生自主去研究議題和報告該往哪個方線呈現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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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希望老師的課以後能越來越好！」便可為例。 
 
   B、改善成果 

為尊重學生的自主學習權力，也為兼顧教師於課程中能規劃議題走向讓學

生不在自主學習中失焦，採取折衷方案。於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運作

「線上公民議會」）由教師教師提供「主題—議題」讓學生自由選擇，如「環保

—限塑政策」、「外籍移工—外籍漁工」…等，選好組別之後請學生先蒐集相關

資料，在舉行第一次的線上共同討論，各組別於聊天室中由同學提出不同問

題，再由同學按讚投票選出最高票者，即為該組的期末報告主題。各組同學出

題與票選形式可參第三章圖 3-12 課程說明。如此的做法雖然受限於學生對議題

的認知程度，而與教師邀請專家所提出的議題有程度差別，但的確提高了同學

對分組期末報告主題的認同度，同學在更高興趣的驅使下也表現出更多的學習

興趣。 
    而如此尊重學生學習自主性的作法，也成為本人在「台灣歷史與文學」中

「擴散→收斂」的第一階段，由學生選好自己的縣市組別後，在自己搜尋該縣

市的重要歷史空間並於社團分享，再請同學於課堂的共同時間投票選出期末報

告的空間主題，如此的作法運作至今也在尊重學生自主選擇的權力下，使學生

表現出更高的學習興趣，進而也提高了學生的學習成效。 
 
  （2）異質性分組問題 
    本課程自運用 PBL 問題解決導向學習進行活動設計伊始，便希望以異質性

分組的方式，盡量讓同一科系的學生不在同一組別，所以若有相同議題兩位以

上同系的同學選擇，若人數較多區分為 A、B 組別則盡量分在不同組。如此的

異質性分組的用意，在於希望讓來自不同科系有不同專業訓練背景的同學，可

針對議題發揮各系的專長來提出不同的見解。然而不僅異質性分組後希望不同

專業背景能有不同意見的結果並不顯明，也在本課程相對需花費較多時間的共

同討論時產生諸多問題，學生亦於學期末的質性回饋中提出意見，如：「A1072-
018：我覺得都還不錯，除了分組報告之外，因為小組中的分工本來就很難均

勻，大家的系所不一樣也都很忙，聯絡起來也十分不便，負荷量真的很重（尤

其當其他組員都不知道在幹什麼的時候，訂好期限也沒有準時交，三催四請讓

領導和最後統整的我很頭大…），如果可以我希望分組可以盡量讓同系的同學一

組這樣工作起來比較有效率，我也不覺得會損害到討論的效果」；「A1081-039：
PBL 的討論裡，有明顯感覺到組內氣氛非常的尷尬陌生，當然我知道，這一定

是老師刻意安排的，但我想說的是，或許組員自選，其效果原比陌生組員來的

有效率許多，雖然可能會缺少額外附加的外系知識（因為我猜自選組員大概都

是同系的），但自選組員無須多浪費大家一開始破冰的時間，約會的時間也比較

好處理，最主要面對的組員都不生疏，比較放得開，自然話也就跟著多，願意

批評的話也比較敢講，不然好幾次想反駁卻又不好意思」；「A1082-038：線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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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的方式很特別，特過多人討論也可以對議題更加認識，但分組如果可以還是

以自己系上的人就好，跟別系不認識的同學們真的好容易有磨擦，有種不歡而

散的感覺」等等不一而足。 
 
   B、改善成果 
    為能解決學生因異質性分組所帶來的困擾，自 109 學年度起，在「台灣小

說與公民意識」課程與「台灣歷史與文學」課程中，皆以同質性分組為主，也

就是說，在學生自由選擇期末報告主題後，教師分組時若有同系的同學選擇，

則盡量歸為同一組。如此也是尊重學生的學習自主性，讓學生能與相熟識的同

儕共同討論學習，相對地因分組而產生的問題也減少許多，同學於期末報告製

作時，或是教師針對個別社團提出意見時，同學間相互訊息傳達上也便利許

多。 
 
  （3）社群媒體工具的運用 
   A、問題發現 
    本課程最初設計在 106 學年度，當時最重要且盛行的社群媒體還是臉書，

但隨著時間進展，IG 與 LINE 群組的使用其實更貼近學生的生活。而在學生的

線上討論中，主要也以臉書的聊天室為主，近兩年的學生回饋中，便有部分學

生希望能夠使用更貼近學生的社群媒體，如「A1091-036：因為公民課，所以又

把臉書跟訊息載回來，手機差點沒容量，因為那兩個程式都很耗電，希望老師

日後可以先進一點用賴，可能會方便一點」可為例，再如 PBL 活動的共同討論

時間，也希望可以有更多的討論形式，如「A1102-003：可能用傳訊息的方式在

交流的話 有點難討論，打字比較難表達」、「A1102-021：可以的話將臉書群組

改為 line 群組」等。 
 
   B、改善成果 
    在課程的全班課程社團與分組社團方面，仍維持以臉書社團為主的形式，

但於每次課堂皆於課前說明社團訊息，以及提醒分組社團的進行進度，改善部

分學生未能即時接收臉書訊息的問題。而在線上討論的共同時間，則開放讓學

生選擇適當的討論形式，大部分學生仍維持臉書分組聊天室的線上討論，也有

同學以分組聊天室進行線上通話的方式討論，如下圖 4-29 所示；亦有同學於分

組聊天室中另置 GOOGLE MEET 連結，共同上線進行線上討論，如下圖 4-30
所示。線上討論教師也同步參與，亦可完成對學生討論參與的觀察與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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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9 以聊天室視訊通話討論示例 

圖 4-30 以 GOOGLE MEET 連結同步討論示例 
 
  （4）個別學習問題 
    除了針對本課程在整體架構、運作方式、互動工具等的建議外，其他意見

多為針對個別的學習問題所提出的建議，在此舉例呈現學生提出質性回饋後在

課程運作細節上的改進。 
 

A、 問題發現 
    個別性的學習問題，如針對學生在社團的貼文回應方面，有極少部分同學

有抄襲其他同學內容與想法的情形，學生反映如：「A1091-042：社團貼文可能

有抄襲的現象，回覆本來就是以自己的想法做回覆，這樣對早回覆的同學可能

不太好，畢竟花了些時間來想。」等；或如「A1102-15：希望老師之後能準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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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課，在實體上課時常常因為晚下課而被下堂課的老師記遲到，也沒有休息時

間」等。 
 
   B、改善成果 
    針對個別性的學習問題（非課程整體問題）者，則在教師觀察與學生建議

後，於學期初作課程規則的清楚說明，或在每次的課堂中說明教師所觀察到的

學生學習問題，經說明後該個別性問題即可獲得改善。而學生對課程的時間上

的建議，亦在學生提醒後參酌課程內容維持課程時間的標準性。 
 
    總結上述，本教學模式重視每學期教學後學生的反饋，也在教師觀察與省

思後，對課程不論在整體內容、個別學習活動等進行修正，以期運作出更完善

的教學模式。如此即使非相同課程，也能在前一課程運作中發現問題，在其他

課程提早進行修正，讓問題不重複出現，也能保障每次課程教學的品質，以及

學生學習的動機與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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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創新與貢獻 

 
一、創新 
（一）敘事文學實現跨領域課程主題的可能性 
    在本教學模式的運作中，「敘事文學」可說是作為整體規劃最重要的一環，

不論在「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結合文學與公民議題，或是「台灣歷史與文

學」—結合文學與歷史，或是「職人敘事」—結合文學與各科系專業領域，都

有效達到了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成效的目的。 
    文學的創作，除了個人小我的抒情外，更多是對大我社會的觀察與批判，

作家除了對人性的本質面有深刻理解，對社會的脈動也有細膩的體會，當前台

灣因高度民主化的進展，敘事文學與當代議題的結合是已今日台灣文學的日

常，也在台灣主體性歷史持續被探究的今日，以台灣主體性歷史為主軸的敘事

文學同樣是今之台灣的重要文類，而讓文學結合百工百業，凸顯匠人職魂的書

籍，更是今之書市的寵兒，學生在課堂上對敘事文學的閱讀與分析，也將帶動

學生對今最流行產量也最大的文類的理解，更能將所學與生活連結。 
    也因此，本教學模式的創新點，首先表現在實現敘事文學融入課程得以有

效地進行跨領域連結，過去的單一學科，也將在敘事文學得以透過角色帶領學

生進入社會空間、歷史空間與職人空間，更深入理解角色內心想法與信念的特

質中，對跨領域課程提供助益。本教學報告表現的敘事文學結合學科在學生學

習動機與成效上的提升，提供了未來更多學科以敘事文學實現跨領域連結的可

能性。 
 
（二）網路合作學習的各種形式 
    「網路合作學習」在今之教育現場是最常被運用的教學法，而今之學生又

成長於 WEB2.0 的社群媒體時代，其資訊接受、意見表達，甚至與社會的具體

聯繫，皆來自於社群媒體。所以如何有效運用學生嫻熟使用的社群媒體，並帶

入課程的延伸學習中，也是今之教師不可迴避的任務。 
    且「網路合作學習」對學生學習進程與整體學習目標的掌握，也可透過社

群媒體的功能來達成，不僅可讓教師有效參與學生的學習，更可讓學生將課程

的學習融合至日常生活，減少了傳統課室檢視學生學習成效所需的時間，也更

能對學生給予立即性的回饋。 
    本教學模式在社群媒體的運用上以 FACEBOOK 臉書社團的貼文、回應、

按讚等，以及 MESSENGER 的網路聊天室討論為主，對社群媒體的功能如何與

「網路合作學習」相聯繫也於本教學報告中說明，而如分組社團、分組討論可

用 LINE 群組替代，於課堂適時加入 KAHOOT、SLIDO 等程式運用，或是觀察

學生使用的社群媒體如 IG、抖音、小紅書…等，若有能夠取代臉書社團的學習

功能者，也可透過新的社群媒體的介入，增加學生網路合作學習的不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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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PBL 活動的細膩操作 
    本教學模式自 107 學年度起加入 PBL 問題解決導向學習的活動設計後，因

活動設計得宜，有效提升了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成效。而且運作至今已有四年的

時間，經過每學期的學生反饋與教師觀察，對活動的設計也有增刪修正，因此

在運作上也已十分嫻熟。其創新之處可以本人在宜蘭大學以「以敘事文學與網

路合作學習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成效」的分享講座後，宜蘭大學教師所給的回

饋為例，「許多老師陸續回饋對『選定文本及設計線上討論平台和精緻的討論』

最感到印象深刻，尤其是『因應校內不同專業科系設計文學作品的教學內

容』」，其中「精緻的討論」除在「網路合作學習」結合社群媒體的形式外，更

重要的是在 PBL 的「線上公民議會」、「公民讀書會」、「永續行動讀書會」、

「XX 歷史同好會」、「XX 歷史劇場」等學生的合作學習中。在不同的活動中，

學生有明確的目標，循序漸進的討論準備，教師可監督管理學生參與情形的共

同線上討論，完整的期末分組呈現，這些在 PBL 中細緻的討論過程，都將大大

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也因此，在本教學模式中，對於 PBL 問題解決導向學習的活動設計，呈現

了細緻的討論將帶給學生的學習優勢，針對不同課程而有的討論目標，以網路

合作學習取代課堂分組討論，提升學生以創新形式進行報告的動機等，都是本

教學模式在 PBL 活動設計方面的創新之處。 
 
（四）可延續填充的各種形式 
    最重要的是，本教學模式的創新之處表現在於，「敘事文學」可因應不同的

課程主題而透過不同內容安排實現跨領域的可能，網路合作學習結合社群媒體

等學生嫻熟的討論形式使學習可融入日常生活，加上 PBL 活動設計的細緻進

程，相同的運作模式皆可填充加入不同的課程，在此模式下不同的課程主題便

能組構全新的課程，為大學課程創造更多的可能性。 
    以本人的課程為例，「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課程中，「線上公民議會」運

作成熟後，加入回歸本課程以書籍閱讀為主軸的「公民讀書會」；經四學期的運

作後，又將「公民讀書會」修正為結合「線上公民議會」直面問題解決的「永

續行動讀書會」，期待學生能以系統思考對當今台灣公民議題進行永續思索，分

析問題的結構進而改變。於 111 學年度，除「永續行動讀書會」的延續外，也

計畫在該課程加入「REAL 故事引擎」等工具，讓學生共同討論後以所關注之

公民議題製作 AR 實境的闖關遊戲，以「REAL 引擎故事創造」為主題進行

PBL 活動設計；而在「國文（閱讀與寫作）」課程中的「職人敘事」上，也將加

入「內容產業」的概念，讓職人敘事不僅為文字創作，更多能展現為針對自身

專業領域的內容展開的故事或不同主題的節目，讓學生分組製作不同主題的

PODCAST，使「職人敘事」能有更多形式的開展。 
    新概念想法的加入就可讓課程有不同的可能，不使課程流於固定僵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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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因應環境條件的改變而改變。本教學模式的建立最重要的創新之處，在於

其可因應新想法而生成不同的課程內容，只要在本模式的運作下，皆能保證一

定程度的學生學習動機與成效。本人也將在此模式中，持續開創更多的課程內

容。 
 
二、貢獻 
（一）學術論文發表 
    本教學模式自創立伊始，就隨著課程理念與設計方向的建立，每學期課程

實施的成果，及檢視後修正並實施的歷程整理，參與教學相關學術研討會，以

學術論文的形式發表。首先，於「2017 技職教育農業、獸醫暨生命科學學門多

元升等制度研討會」發表〈台灣小說教學融入公民力之課程設計〉，將個人對於

以社群媒體介入未來將開設之「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課程以提升學生對公民

議題討論之學習興趣的構想進行研討會論文口頭發表，為本教學模式最早的學

術論文分享。 
    而後，經每學期的課程實施，針對課程的教學內容與活動設計進行檢視分

析，而有因應不同內容與實施成果寫作發表之研討會論文。如將 106 學年度

「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課程之課程設計與實施成果（未含 PBL 活動設計），

107、108 學年度將原有課程加入 PBL 問題解決導向活動設計而有的「線上公民

議會」與「公民讀書會」的實施成果，先於國立中山大學所舉辦之「2020 通識

教學實踐與跨域學習學術研討會」發表〈以結合「問題解決導向學習」、「敘事

文學」與「社群媒體」之課程深化大學生公民意識之研究〉（口頭發表），最後

加入 109 學年度之實施成果，於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舉辦之「2021 教學創新示範

學校國際研討會」發表〈「線上公民議會」與「公民讀書會」: 以結合敘事文

學、社群媒體與 PBL 問題解決導向之課程設計深化大學生公民意識之行動研

究〉論文。 
    除了「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課程外，「台灣歷史與文學」的課程，經過一

學年「XX 歷史同好會」與「XX 歷史劇場」的 PBL 活動實施後，於國立台灣

師範大學舉辦之「未來教育：教育公平、卓越與效能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

〈以敘事文學與網路合作學習提升歷史學習動機之教學實踐研究〉，會後參考特

約討論人針對論文的意見與修改方向進行修正，發表期刊論文於《人文社會科

學研究：教育類》。 
    而在「國文（閱讀與寫作）」課程方面，國文課程的實施內容分享首先整理

發表於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舉辦之「2018 教學實務暨技術應用報告研討會」，以

〈地誌文學融入大一國文之教學設計〉一文說明如何在課程中將文學創作帶入

學生的日常生活觀察。而後整理個人的國文教學經驗，撰成〈從土地到雲端──
實踐「國文」課程對生活的連結〉一文，發表期刊論文於《大學教學實務與研

究期刊》（3 卷 2 期）。而在「國文（閱讀與寫作）」課程中加入「職人敘事」課

程後，整理課程設計與校園特色課程建立之成果，於佛光大學舉辦之「第二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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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自學力』學術研討會」，發表〈「職人敘事」—大學專業領域融入大一國

文之教學實踐〉，同文加入 110 學年度的實施成果，發表於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舉

辦之「2022 通識教育 X 永續行動 X 教學創新學術研討會」，後正式發表期刊論

文於期刊《跨域自學力》。 
    本人自開展與運作本創新教學模式以來，多以課程設計理念與實施成果於

教學相關之學術研討會公開發表課程成果，此為本創新教學模式在教學領域的

貢獻之一。學術論文發表整理如下表 5-1 所示： 
 

表 5-1 課程成果與學術論文發表整理 
課程名稱 發表學校 研討會與期刊名稱 學術論文名稱 備註 

台灣小說與公

民意識 

國立屏東

科技大學 

2017 技職教育農業、

獸醫暨生命科學學門多

元升等制度研討會 

台灣小說教學融入公民力之

課程設計 

研討

會論

文 

國立中山

大學 

2020 通識教學實踐與

跨域學習學術研討會 

以結合「問題解決導向學

習」、「敘事文學」與「社群

媒體」之課程深化大學生公

民意識之研究 

研討

會論

文 

國立雲林

科技大學 

2021 教學創新示範學

校國際研討會 

「線上公民議會」與「公民

讀書會」: 以結合敘事文

學、社群媒 體與 PBL 問

題解決導向之課程設計深化

大學生公民意識之行動研究 

研討

會論

文 

台灣歷史與文

學 

國立台灣

師範大學 

未來教育：教育公平、

卓越與效能國際學術研

討會 

以敘事文學與網路合作學習

提升歷史學習動機之教學實

踐研究 

研討

會論

文 

國立屏東

科技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教育類》16 卷 1 期 

以敘事文學與網路合作學習

提升歷史學習動機之教學實

踐研究 

期刊

論文 

國文（閱讀與

寫作） 

國立屏東

科技大學 

2018 教學實務暨技術

應用報告研討會 

地誌文學融入大一國文之教

學設計 

研討

會論

文 

國立清華

大學 

《大學教學實務與研究

期刊》3 卷 2 期 

從土地到雲端──實踐「國

文」課程對生活的連結 

期刊

論文 

佛光大學 第二屆「跨域自學力」

學術研討會 

「職人敘事」—大學專業領

域融入大一國文之教學實踐 

研討

會論

文 

國立屏東

科技大學 

2022 通識教育 X 永續

行動 X 教學創新學術

「職人敘事」—大學專業領

域融入大一國文之教學實踐 

研討

會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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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 文 

佛光大學 《跨域自學力》第二期 「職人敘事」—大學專業領

域融入大一國文之教學實踐 

期刊

論文 

 
（二）教師社群參與 
    除參與學術研討會發表學術論文進行教學成果分享外，本人也多有參與教

師社群並於社群中分享創新教學模式的成果，或受邀在本校或他校之教師社群

分享，對不同教師社群分享創新教學模式的實施成果，亦是本教學模式的主要

貢獻。 
    首先，本校的教師社群，因本人為屏科大國文教學小組的成員，故於國文

教學小組交流會議中，多分享自身國文教學經驗，且帶領國文教學小組進行本

校國文特色課程—「職人敘事」之建構，職人敘事推動至今已滿兩年，已出版

兩季的《屏科職人誌》正可標誌屏科大「國文（閱讀與寫作）」特色課程的成

果。 
    再者，因本人之課程多受本校高教深耕計畫支持，所以多次受本校教學資

源中心邀請進行成果分享，或因課程獲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受本校跨領

域特色教學中心邀請，分享計畫撰寫與課程實施心得。因此，如於本校「教學

創新暨問題導向學習課程專案計畫成果分享會」分享「PBL 計畫成果分享：台

灣小說與公民意識」之成果，或以「以結合『問題解決導向學習』、『敘事文

學』與『社群媒體』之課程深化大學公民意識」為課程作更細部說明；或於本

校「創新教學暨問題導向學習課程交流會」進行「分享課程：『台灣歷史與文

學』」之分享；再如於本校舉辦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申請說明暨分享會」分

享，以「社群媒體在網路合作學習的應用」為題分享計畫撰寫與課程實施心得

等。 
    而在校外的分享方面，或因教學相關學術研討會之發表，或校外教學競賽

獲獎而受邀至他校的教學社群進行分享，亦將本模式的教學收穫有推展至他校

的機會。如最早期參與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舉辦之「106 年度技專校院教學創新

先導跨校期末成果展」發表「台灣小說與社群媒體融入公民意識課程成果分

享」；受邀至義守大學醫學院創新教學社群分享「以敘事文學與社群媒體深化大

學生公民意識」；亦受宜蘭大學邀請，該校舉辦之創新教學系列研習中分享本教

學模式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成效的過程與成果等。 
    本人於本校及他校之教師社群進行本模式之設計與成果分享整理如下表 5-2
所示： 
 

表 5-2  教師社群教學成果分享整理 
分享對象 日期 研習會議名稱 分享主題 

本校教師

社群 
107.12.18 

教學創新暨問題導向學習課

程專案計畫成果分享會 
PBL 計畫成果分享：台灣小說與公

民意識 
108.10.30 創新教學暨問題導向課程專 以結合「問題解決導向學習」、「敘



154 
 

案計畫分享會 事文學」與「社群媒體」之課程深

化大學公民意識 

110.10.19 
創新教學暨問題導向學習課

程交流會 分享課程：「台灣歷史與文學」 

110.11.10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申請說明

暨分享會 社群媒體在網路合作學習的應用 

他校教師

社群 
107.03.22 

106 年度技專校院教學創新先

導跨校期末成果展 
（高雄科技大學） 

台灣小說與社群媒體融入公民意識

課程成果分享 

108.04.16 
醫學院創新教學社群」專題

演講 
（義守大學） 

以敘事文學與社群媒體深化大學生

公民意識 

111.03.23 
110-2 學期「創新教學」系列

研習 
（宜蘭大學） 

以敘事文學與網路合作學習提升學

習動機與成效 

 
（三）校內外獲獎與分享 
    本創新教學模式在運作過程中，亦積極爭取校內教學競賽獎項，並參與全

國性教學競賽，每次的獲獎不僅可引起本校或他校教師對本人獲獎課程的理解

興趣，獲獎後受邀分享的過程亦將推廣本教學模式的具體操作過程與成果。 
    首先，在校內的教學競賽方面，本人曾獲 106 學年度第一級教學特優教

師，獲獎後受邀於本校教師成長研習營進行「專業教學特優教師教學經驗分

享」，分享主題「教學經驗分享：社群媒體在教學上的應用」，將本模式運用社

群媒體於網路合作學習的經驗分享給與會教師。 
    再者，本人以個人創新課程參與由國立清華大學所舉辦之「大學教師優良

創新課程及教學競賽」，自 2018 年至 2020 年三度參與亦三度獲獎（一佳作二優

等），依參與規定，獲獎者需於該年度清華大學所舉辦之教學研討會分享得獎作

品（獲佳作以海報發表為主，獲優等則需口頭發表）。三次的參賽作品，2018
年以 106 學年度「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課程成果參賽得獎，2020 年則以加入

PBL 活動設計的「線上公民議會」與「公民讀書會」之運作成果參賽得獎。每

次獲獎均於會中分享成果內容，給與會教師在未來課程做為參考，亦是本教學

模式的貢獻所在。本人獲得教學獎項後的分享整理如下表 5-3 所示： 
 

表 5-3  歷年所獲教學獎項與分享活動整理 
 獎項 分享場合 分享主題 

本校 106 學年度第一級教學特

優教師 
專業教學特優教師教學

經驗分享講座 
教學經驗分享：社群媒體在

教學上的應用 
國立清

華大學 

2018 年「大學教師優良

創新課程及教學競賽」

佳作 

2018 大學創新學制與

教學實踐研討會 

以敘事文學與社群媒體深化

大學生公民意識 

國立清

華大學 

2019 年「大學教師優良

創新課程及教學競賽」

優等 

2019 卓越教學與評鑑

研究研討會 

從土地到雲端—實踐「國

文」課程對生活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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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

華大學 

2020 年「大學教師優良

創新課程及教學競賽」

優等 

2020 數位教育的創新

與變革—後疫情下的學

習驅動研討會 

「線上公民議會」與「公民

讀書會」: 以結合敘事文

學、社群媒 體與 PBL 問題

解決導向之課程設計深化大

學生公民意識之行動研究 

 
（四）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分享 
    本人自創立創新教學模式以來，積極參與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申請與撰

寫，於 2018 年起，課程連續三年獲得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支持。其中

2018、2019 年受計畫支持者皆為「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課程，分別以「線上

公民議會」與「公民讀書會」之運作為計畫內容。2020 年則以「國文（閱讀與

寫作）」課程中內嵌「職人敘事」課程的構想獲計畫支持。 
    而因應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要求，每年度的計畫除撰寫計畫成果報告外，更

須於教育部所舉辦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成果交流會中發表，於成果交流會分享

的受眾多為對教學創新有更高興趣的教師，且多同為「通識」學門的教師。如

此的教學成果分享對於共同參與的教師皆有更好的影響，亦可視為本教學模式

的貢獻之一。 
    本人即於由靜宜大學主辦之「108 學年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學門成果交流

會」中分享當年度的教學實踐研究結果—「以結合『問題解決導向學習』、『敘

事文學』與『社群媒體』之課程深化大學生公民意識之行動研究」（109 學年度

的研究計畫成果則因疫情影響申請延展，111 年 8 月將公開展示）。 
 
（五）建立學校特色課程 
    本人自運作創新教學模式以來，即以建立特色課程為目標，其中「台灣小

說與公民意識」因受本校高教深耕計畫支持，相對其他課程也具鮮明特色，因

此被本校跨領域特色發展中心選為 PBL 特色課程，並為課程拍攝影片做為校園

特色課程展示，影片展示如下圖所示（影片內容請參光碟「通識課程  台灣小

說與公民意識∣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跨領域特色發展中心」）： 
 
 
 
 
 
 
 
 
 

圖 5-1 跨領域特色發展中心特色課程影片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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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課程外，本人所開創之「職人敘事」課程，在

本校國文教學小組中推廣至全校，讓本校的「國文（閱讀與寫作）」課程，於每

個科系都能有對應該科系的職人敘事課程，除於每次交流會議中討論各科系可

運用之課程選文外，更多在統整前一年的成果做為下一年的教學參考，所以也

在國文教學小組中主導教學成果的彙整。彙整各科系之成果後，出版《屏科職

人誌》刊物，以紙本形式留存與傳播，標誌具屏科大特色的「國文（閱讀與寫

作）」課程。至今為止共完成兩季《屏科職人誌》，兩季刊物封面如下圖所示： 

 

 

 

 

 

 

 

 

 

 

                                                   
圖 5-2《屏科職人誌》創刊號封面 

 
 
 
 
 
 
 
 
 
 
 
 
 
 

圖 5-3《屏科職人誌》第二季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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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科職人誌》創刊號於 110 學年度已出版，內容以 109 學年度所蒐集各

班教師課堂中的優秀學生作品為主，刊物做為本校推廣職人敘事的紙本流傳版

本，與後之「職人敘事」課程可運用之文本。內文範例如下圖所示： 

圖 5-4  《屏科職人誌》目錄示例 

 

 

 

 

 

 

 

 

 

 

 

 

圖 5-5《屏科職人誌》內文示例（時尚系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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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屏科職人誌》內文示例（社會工作學系學生作品） 

    《屏科職人誌》第二季則蒐羅 110 學年度「職人敘事」作品。因為有 109
學年度的基礎，學生之作品更為多樣豐富，所以在章節上更分為七章，展現出

屏科大在「職人敘事」教授與書寫的推動成果。 
 
 
 

                 
 

 
 
 
 
 
 
 
 
 
 
 
 

圖 5-7 《屏科職人誌》第二季各章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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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TA 的成長 
在本創新教學模式中，TA 可為課程提供很多的幫助。除做為課程進行的協

助者外，對學生討論的參與與引導，也是 TA 在本課程中主要的任務與學習。

以「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為例，每學期聘任二位 TA，負責課堂與社團的討論

引導，而於 106 學年度課程的 TA 徐浩唯，將本課程中所學延伸思考，投稿網

路論壇並獲得成功發表的機會。其中包括針對本課程的「筆戰」單元所寫〈怎

麼用「筆戰」，讓大學生學習為自己的言論負責〉獲刊於「The News Lens 關鍵

評論」： 
 
 
 
 
 
 
 
 

圖 5-8  TA 徐浩唯所撰網路文章 1 
且針對本課程中所教授與分析的兩本敘事文學作品，也寫了書評書介並成

功於網路刊登。其中針對林立青《做工的人》所寫〈《做工的人》：社會底層的

工地人生〉刊於「想想論壇」（http://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6619），書

評書介如下圖所示： 
 
 
 
 
 
 
 
 
 
 
 
 
 
圖 5-9  TA 徐浩

唯所發表之網路

書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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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針對本課程於「公民讀書會」請同學分組閱讀之伊格言《零地點》所寫

〈本書預言 2017 台灣陷入核災，所幸一切都沒發生〉則刊於「生鮮時書」

（http://newsveg.tw/blog/2577），其成果如下圖所示： 
 
 
 
 
 
 
 
 
 

圖 5-10  TA 徐浩唯所發表之網路書評 2 
    
    參與本課程的 TA 在對各種當代議題的思考討論，以及對與公民議題相連

結的當代小說的閱讀中，都會有更高於課堂學生的學習，在經過思考訓練後能

有更高層次的學習，也能透過網際網路將學習所得留傳，影響更多數的人，這

是本教學模式原先未預期之貢獻。 
 
    教學創新是一個持續的歷程。隨著時代的進展，社會環境條件的更易，學

生訊息接收模式的轉變，教師於教學現場都將具體感受到教學內容與方法必將

有所調整，方能使學生在學科知識中受益，教師也在教學過程能自我肯定。從

最早社群媒體的介入，到接下來 AR 擴增實境、PODCAST 製播等，當下最新

的內容與想法，都能為課程帶來新的活力。未來也將帶著這份教學創新的初

衷，持續這趟教學創新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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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教學實務報告與參考著作之連結說明 

 
    本教學實務報告以本人自 106 學年度至 110 學年度三門課程共五年之教學

實務成果。課程在進行過程中，本人也陸續將成果於研討會分享並能發表為期

刊論文或經收錄為論文集論文。共計有〈「線上公民議會」與「公民讀書會」：

以結合敘事文學、社群媒體與 PBL 問題解決導向之課程設計深化大學生公民意

識之行動研究〉、〈以敘事文學與網路合作學習提升歷史學習動機之教學實踐研

究〉、〈「職人敘事」—大學專業領域融入大一國文之教學實踐〉三篇文章，可各

自視為三門課程階段性的成果。 
    參考著作中〈「線上公民議會」與「公民讀書會」：以結合敘事文學、社群

媒體與 PBL 問題解決導向之課程設計深化大學生公民意識之行動研究〉一文，

發表於雲科大創新教學示範學校國際研討會，會後並出版論文集。該文主要整

理本人於 106~109 學年度於「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課程之課程內容、教學設

計發展過程與成果作為研究論文發表，而本次教學實務報告所發展之創新教學

模式，正是由此課程逐年發展確立而來，故於本教學實務報告中有相當部分內

容與該研究論文相同。 
    同樣的，參考著作中〈以敘事文學與網路合作學習提升歷史學習動機之教

學實踐研究〉一文，發表於《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教育類》期刊，主要內容為

本人於 109 學年度「台灣歷史與文學」課程之創新教學內容，包含教學設計與

實施成果，亦為本次教學實務報告的重要部分，故亦有重複呈現之處。 
    然本報告為本人自 106 學年度以來以創新教學模式應用於三門課程之實施

內容與成果，其中對於不同課程之課程理念、整體架構、活動設計與部分成

果，雖與兩篇參考著作有相重複處，但本報告實為三門課程於五年內實施的創

新教學之統整，有其實施、反省與修正循環過程，以及後之課程受前之課程的

實施經驗與學生反饋的影響，為 106 學年度以來創新教學模式的開展、實驗與

修正的線性歷程，不同於前述三篇論文針對個別課程之階段性成果的研究性

質。且研究論文受篇幅所囿，在問卷量化成果與學生質性反饋，以及學生學習

成果如分組社團討論、期末報告呈現，以至課程講義、課程社團內容等難以完

整呈現，在本教學實務報告中則都能有相對更綱舉目張的統整說明。 
    再者，如本報告所見，「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及「台灣歷史與文學」課程

於 110 學年度又有部分新的展開，如報告所收集 110 學年度的學生學習成果與

反饋，或是加入「永續」概念而有的「永續行動讀書會」等教學設計，都可見

研究論文發表後課程持續創新實驗的可能性，亦可見本教學實務報告實為整體

且有邏輯延續，不斷修正與再修正的教學實務歷程。 
    以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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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課程講義示例 

（一）「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 
    本課程以教師課堂講授台灣當代文學與社會現實的連結，以及公民議題的

相關概念。無指定課堂課本，講義以課堂簡報（置於數位平台讓學生參閱）為

主，以下呈現課堂導論：「文字對現實的衝撞」的講義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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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台灣歷史與文學」課程講義示例 

 
    本課程以台灣主體性歷史做階段性介紹。透過歷史知識與敘事文學的結

合，讓學生可以在過程中重新整理與詮釋過去對台灣歷史的理解。在此以台灣

原住民歷史為例，讓學生理解過去在台灣歷史的理解中，少了以原住民為視角

看待台灣歷史的角度。也在過程中理解歷史正義與原住民權利爭取的緣由與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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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職人敘事」課程講義示例 

 
講義主題：「職人敘事」概念介紹與作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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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一起來筆戰」活動成果示例 

 
*「一起來筆戰」鼓勵學生於教師與 TA 所選定之題目作正反意見的討論，以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社團中【一起來筆戰  ROUND6】為例，該週討論環

保議題，這次的筆戰，由於 TA 筆戰題目設定得宜，能夠誘引同學加入討論，

且在筆戰過程中，教師與 TA 的適時加入討論，也延伸了在環保議題中人性保

守與自私面的檢討，學生從各個面向加入討論，不論是為自我辯護，或是試圖

找出與自然永續共存的方法與理念，都讓這次的筆戰十分熱鬧，令人印象深

刻。從截圖頁面可看到，從「Jia Hui Ang」的發言開始，竟有 53 則的回覆，且

整個筆戰的回覆數，共有 148 則！可想像學生在本次關於環保議題討論中的自

我省思與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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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  106-1「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社團貼文與回應數一覽表 

 
 發文日期 文章出處 原文標題 教師引導 回

應

數 

主題 

01 2017.09.19 鳴人堂 韓國光州民主化

運動及轉型正義 

因為《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引起

世界對南韓光州事件的注意，相關

討論也越來越多 

6 

轉型正義 

02 2017.09.19 草東沒有派

對 

大風吹 【草東沒有派對】是今年金曲獎的

大贏家，而他們的【大風吹】這首

歌代表著崩世代對這個時代的吶

喊。其中教小孩去買玩去交朋友後

來又被同儕取笑的部分，從原來近

似口白的低吟到後面的高聲吶喊，

代表著從努力、掙扎到接受自己就

能如此的無奈，評審團將這首歌列

為年度歌曲，就是著眼於他們的歌

詞中對於這個時代大家不斷追逐財

富試圖與他人相同，卻又只能無止

進的追逐的無力感。 

15 

崩世代、

階級正義 

03 2017.09.19 有感覺樂團 《每天來點負能

量》 

由本校學姐有感覺樂團與【每天來

點負能量】合作的新歌，歌詞寫的

是年輕世代工作後面對社會貧富階

級的無奈，但是歌曲輕快畫面也清

亮，是療癒後讓自己有點精神面對

明天的小品，和【負能量】也有著

異曲同工之妙。 

43 

崩世代 

04 2017.09.19 TVBS 人權鬥士來台領

獎 遭「不受歡

迎」拒入境 

有同學注意過【玩具走私客】的新

聞嗎? 這位芬蘭人的故事很值得一

看 

19 

人權 

05 2017.09.20 

種族歧視 

TVBS 加拿大超辣實況

主愛上亞裔男 

網民的【崩潰】基本上代表著社會

大眾對於跨國戀情中的男/女與國

40 



184 
 

粉絲崩潰辱「你

髒了」 

 

家位階的連結，加拿大讓人有著白

種人、優勢國家的想像，亞裔則有

著黃種人、開發中國家的想像。其

實如果反過來，亞裔的實況主宣布

自己現在和加拿大男子交往，就可

能反過來是一個讓社會大眾欣羨的

案例。由此也可以看到，這個社會

對於女男權力仍有著十分落後的不

對等要求 

06 2017.09.21 王國安 《正義辯護人》

介紹 
<<正義辯護人>>是以南韓總統盧

武鉉的人生重要轉折的經歷為主軸

所呈現的電影… 

46 

人權、自

由、民主 

07 2017.09.24 自由時報 台大學生擊敗中

國新歌聲 「習

大大」現身了？ 

以下開放討論～（感覺可以看到本

人期待已久的吵架場面了...） 

27 

兩岸 

08 2017.09.25 

媒體亂象 

自由時報 誰要求借場地給

中國新歌聲？ 

台大、文化局各

說各話 

媒體很喜歡這種新聞...... 

還是其實喜歡這種新聞就是我們自

己？ 

 

4 

09 2017.09.27 上報 【羅興亞人】報

導 

【羅興亞人】? 同學們是否對這個

名詞感到陌生，但這是在當下時空

所發生的與宗教相關的迫害行為，

也值得我們去關注。 

10 

宗教迫害 

 

10 2017.10.01 王國安 屏東縣文化處主

辦「遲來的愛—

白色恐怖時期政

治受難者遺書特

展」活動介紹 

現在在屏東市千禧公園旁的文化中

心有之前郭漢辰老師提到的白色恐

怖受難者遺書特展，可能裡面的受

難者我們都很陌生，但是遺書中透

過文字傳達的對家人的思念與愧

疚，以及對自己因理想而犧牲的無

畏，令人動容。其中一張照片是上

次郭老師提到的過了 58 年才看到

從未謀面的父親寫給自己的信，看

著也很令人感到疼惜。 

20 

台灣民主

歷程 

11 2017.10.03 人生百味 【有毛的人，無 本學期也會談到的遊民議題，大家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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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民 人願意做禿頭

的】 

對這些無家可歸的人，願意投以多

少注目呢？ 

12 2017.10.12 沃草 

Watchout 
【沃草】藍委質

疑國家人權博物

館沒急迫性 鄭

麗君哽咽「受難

者已等不及」 

這又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好話題了。 

你們覺得呢？國家人權博物館有急

迫性嗎？ 

 

24 

轉型正義 

13 2017.10.15 Fang-Ming 

Chen 

［祁家威獲獎］ 同學們知道祁家威嗎？ 

可以多了解這位「同婚前鋒」的故

事喔！ 

31 

同志 

14 2017.10.16 巴哈姆特 【問題】「不要

向陰道課稅！」 

立委促女性生理

用品免稅 

【不要向陰道課稅】?! 

同學們可以看看立委們怎麼說，把

女性用品的稅收拿來用在女性身上

【專款專用】，你 / 妳們覺得有

道理嗎? 

33 

女性主義 

15 2017.10.17 風傳媒 外勞遭開 9 槍身

亡 死者之父親

筆信：我兒子不

會開車，警察卻

說他偷車 

讓我感到意外的是，為什麼我在電

視、報紙這些主流媒體上都沒看到

這則新聞的報導？ 

37 

外籍移工 

16 2017.10.18 韓半島新聞

平台 

一個駐韓記者對

世越號船難的見

聞與告白 

南韓世越號事件，同學們對這件事

有多少的理解？ 

30 

政府、媒

體 

17 2017.10.20 林立青 活得如「免洗

筷」 癌末漁工

自白 

 

上一堂課中我們看到寒夜被冷水驅

趕的遊民，我說他們的處境，就如

同我們在看待路邊的「野狗」；林

立青這裡轉 po 的，是關於來到台

灣的外籍勞工的慘況，記者說，他

們活得像「免洗筷」。可曾想過，

號稱重視人權的民主台灣，這些不

人道的事情，其實每天在發生？ 

29 

外籍移工 

18 2017.10.20 馬欣 馬欣的文字總是可以深入到情感的 12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out.tw/?hc_ref=ARQHv8yViFufHo1Xs2tLRWtPn8cK37M-7mYTweErOa-mTbAOnkv64JmLPdKahvMSuvY&fref=nf&hc_location=group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out.tw/?hc_ref=ARQHv8yViFufHo1Xs2tLRWtPn8cK37M-7mYTweErOa-mTbAOnkv64JmLPdKahvMSuvY&fref=nf&hc_location=group
https://www.facebook.com/fangming.chen.3?hc_ref=ARRNLyeWy_xnmbYZpPOZc7nYC16eNf73IH7hjHGo7lGXkKJQ6JLdmjfgYhUyjRUwWAM&fref=nf&hc_location=group
https://www.facebook.com/fangming.chen.3?hc_ref=ARRNLyeWy_xnmbYZpPOZc7nYC16eNf73IH7hjHGo7lGXkKJQ6JLdmjfgYhUyjRUwWAM&fref=nf&hc_location=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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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媒

體 

每一個真實的對

面，都有上百個

謊言—世越號事

件，一個官僚殺

人的悲劇 

核心。這是她對《謊言：韓國世越

號沉船事件潛水員的告白》作品的

書評，同學也可以從她的文字更深

入了解世越號事件。 

19 2017.10.20 Chiwei 

Cheng 

讓我們一起把

（Ｘ）努力化成

（Ｏ） 

同志在愛情中的「學習資源」與

「支持系統」遠遠比不上異性戀，

也反證了這個世界不管如何「尊

重」同志族群，「異性戀中心」這

件事情，從來沒有改變過！ 

22 

同志 

20 2017.10.23 黃大謙 同志教育會讓小

孩變成同性戀？ 

點亮「婚姻平權」 33 

同志 

21 2017.10.26 移人 劉千萍：我是新

二代，請您從

「心」認識我 

 

【新二代】在成長過程中所面臨的

認同焦慮，其中便有著台人對外籍

配偶的歧視，同學可以看這篇文

章，從【心】認識他/她們。 

33 

新二代 

22 2017.10.27 《衛生紙

＋》 
陳怡安〈色盲〉 同學請試著解析這首詩 : 

 

43 

同志 

23 2017.11.01 《衛生紙

＋》 

林林〈他們說這

是更崇高的愛〉 

因為上一首<色盲>獲得同學熱烈

迴響，這次來首進階版的圖像詩，

是由林林所寫的<他們說這是更崇

高的愛>，同學們來看看吧 : 

28 

同志 

24 2017.11.03 甲上娛樂 《奇蹟男孩》電

影預告 

這部電影雖然與公民議題沒有太大

關聯，但也談到我們對顏面傷殘者

或隱或顯的歧視 

16 

顏面傷殘

歧視 

25 2017.11.05 獨立特派員 你的捷運，他們 今天才看到公共電視台有個我相見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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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 

 

的病—北捷潛水

夫症工人職災賠

償訴訟記者會 

恨晚的節目，叫做【獨立特派

員】，節目以公民議題為主，而在

這次的節目中，就談到了因為建構

台北新莊捷運而使捷運工人因此得

到潛水伕病的事件。節目以【你的

捷運，他們的病】為名，在享受捷

運的便利之時，我們也該想到這帶

來便利的工程，不只是來自於市政

府的遠大計畫，來自於經費的爭取

與挹注，實際上在工地上拚命的，

是這些勞動階層，而當他們受害

時，我們所給予的支持，真的太少

太少了... 

26 2017.11.05 王國安 《做工的人》介

紹 
在一則對林立青專訪文字中，記者

如此做結論…這是一本很好的書，

如果同學在上次上課中我所分享林

立青的文字有所感觸的話，歡迎同

學去購買林立青的書做為期末報告

的主題，相信你/妳一定會有所

得。 

17 

勞工 

27 2017.11.05 《衛生紙

＋》 

鴻鴻〈贊助者〉 這首台灣中生代詩人鴻鴻所撰的

〈贊助者〉涵蓋了許多的公民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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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勞

工、原住

民 

題，在這次的期中作業中要同學以

敘事的筆法書寫【一個畫面】，有

同學問到公民議題有哪些?其實包

括我們上課提到的民主與人權問

題、勞工問題、同志、外配、遊

民，還有環保、原住民等等都是。

同樣也請同學賞析這首詩，說說鴻

鴻的〈贊助者〉所要談的主題為

何? 閱讀後你/妳有甚麼想法?  

28 2017.11.05 《衛生紙

＋》 
葉青〈反義〉 

 

同學請試賞析這首短詩: 

 

31 

農村價值 

29 2017.11.05 不禮貌鄉民

團 

 

台灣勞工的困境~幽默又諷刺 33 

勞工 

30 2017.11.07 UDN 大林蒲遷村拍

板  環 保 因 素

集體遷村首例  

 

有同學知道【大林蒲遷村】的計畫

嗎? 因為這裡重工業造成環境汙

染，政府規劃讓大林蒲遷村，住在

這裡的公民又該怎麼因應? 怎麼面

對? 

7 

空污、人

權 

31 2017.11.08 SEIKO SEIKO 愛護海

洋  保護大海 

不要把不屬於大海的，留在大海

裡。 

以美麗的蘭嶼為背景，在陸地與海

洋的塑膠垃圾看來更怵目驚心！ 

43 

環保 

32 2017.11.08 風傳媒 台灣學生上網評

論政治比例世界

第一  公民認知

全球第二 

身為世界第二，同學們有感嗎？ 27 

公民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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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2017.11.10 《衛生紙

＋》 
eL〈別人的〉 

 

eL 也是一位詩人喔，來看看他的

〈別人的〉這首詩： 

9 

公民參與 

34 2017.11.10 《衛生紙

＋》 
蔡仁偉〈請、謝

謝、對不起〉 

 

蔡仁偉是台灣新世代詩人中很值得

期待的一位，他以短詩見長，詩章

雖短卻有很強烈的批判性，以下這

首詩是他的名詩，也讓同學賞析看

看： 

26 

世代正義 

35 2017.11.10 《衛生紙

＋》 

印卡〈為國家而

繁榮〉 
慶祝同學考完期中考，再來一首新

詩賞析，印卡的〈為國家而繁榮〉

指的是誰? 政府在這裡又扮演了甚

麼角色? 

4 

外籍配偶 

36 2017.11.12 《衛生紙

＋》 
阿布〈美麗灣〉 請同學試賞析阿布〈美麗灣〉: 1 

環保 

37 2017.11.13 《衛生紙

＋》 
蔡仁偉〈遲到〉 

 

因為上一首蔡仁偉的詩獲得同學蠻

大的迴響，所以再來一首… 

6 

政府、媒

體 

38 2017.11.14 國立屏東科

技大學學生

會 

【屏科樹間煉

獄，綠色大學謊

稱修剪樹木淪為

砍樹大學】 

之前有同學提過我們的社團可不可

以討論學校的事，我想最近這個事

情就很適合讓大家討論。沒有哪個

立場才是正確的，請同學自由發表

意見吧！ 

40 

植物保育 

39 2017.11.15 《衛生紙

＋》 

潘家欣〈黃月

經〉 

同學請試賞析這首詩，也可上網以

【日月光】、【後勁溪】查一些資

料來看，才會發現，這些怵目驚心

的畫面，曾經出現在我們身邊，更

是當地居民的心中的痛。這首詩寫

於 2013 年，後續的發展如何，同

學也可以上網看看。 

3 

環保 

40 2017.11.16 報導者 為什麼她們回不

了家？街頭最底

層的女性無家者 

為什麼我們看到的街友大部分是男

性？原來性別在這裡也有著影響。

這是一篇好報導，同學可以好好看

看！（文長歡迎進入） 

11 

遊民、女

性 

41 2017.11.16 《衛生紙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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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權

力 

＋》 許赫〈鹹蛋超人

的學園日〉 

 

來一首很可愛的詩，同學可以看出

作者要談的議題，以及詩中要展現

的權利關係嗎？ 

42 2017.11.16 台灣性別平

等教育協會 

看見「生活中」

的性別議題，並

沒有想像中容易

 

我之前在課堂上曾經提過，台灣還

是個男性中心的社會，而這男尊女

卑是隱藏在法律、習俗、生活習慣

等等層面中。前人所謂【禮失而求

諸野】，意思就是其實民間對於

【禮教】的堅持，有時候甚過那自

視知識中心的都市，當都市中找不

到傳統的禮俗時，你可以到民間、

鄉間找，他們都會完整的保留下

來。這些【民間習俗】其實就保留

了對女性的歧視，而且因為是【習

俗】，所以並非能隨意更動的，這

也是最難改變的部分。 

43 

女性主義 

43 2017.11.29 《衛生紙

＋》 
阿米〈文林路〉 

 

有同學知道阿米的〈文林路〉寫的

是甚麼嗎? 有興趣的同學不妨用關

鍵字查一下，再來回應這篇文章

吧。 

1 

土地正義 

44 2017.11.29 風傳媒 最寫實動畫，濃

縮台灣 30 年的

無力感：為何小

時候充滿夢想的

我們，長大卻一

事無成？ 

《幸福路上》，一部扣合台灣現

狀，是隱喻也非常寫實的動畫電

影，同學可以看看創作者的心路歷

程，可以更深入了解電影，以及台

灣現在的樣子 

2 

台灣歷

史、階級

正義、世

代正義 

45 2017.12.02 Greenpeace

綠色和平 

【綠色和平獨家

畫面！海底居民

信義區總動員】 

無 27 

環保 

46 2017.12.03 反教育商品 【清德邀人做功 同學對這個行政院「正名」功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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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 化聯盟 德 青年勞動低

所得】 

─功德院正名行

動聯合聲明稿 

院」的行動有沒有什麼想法？也可

以一起討論喔 

47 2017.12.05 天下雜誌 【「如果國中生

的夢想就是考上

建中、北一女，

這不是很可悲

嗎？」】 

這則新聞剛好符合這次筆戰的主

題！ 

41 

教育 

48 2017.12.07 自由時報 拒唱中國國歌！

舔共校長玻璃心

爆發 轟畢業生

出場 

唱國歌和愛國的連結，學生和校

長，誰有道理？ 

28 

人權 

49 2017.12.08 凱特王 美國《時代》雜

誌年度人物評介

有感 

最新一期時代雜誌在封面就造成廣

大討論，來看華人圈知名時尚部落

客凱特王如何從新時代女性的視

角，解讀與評價此次的事件 

16 

女性主義 

50 2017.12.08 上報 衛福部原已宣示

8 月底將正式公

告實施，未料，

反同陣營發動攻

勢，在國發會的

「公共政策網路

參與平台」連署

提案阻擋，讓此

政策再度胎死腹

中，無法順利在

今年底前上路。 

同學有注意過這則「禁止醫師扭轉

性傾向」的新聞嗎？你們覺得贊成

有理，還是反對有理呢？ 

19 

同志 

51 2017.12.11 郭漢辰 徵藍天啟事 月底將來到本班演講的屏東作家郭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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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污 漢辰老師，寫了抗議屏東空汙的文

章，以【大武山消失了】為主題，

訴說的是環境汙染對生活空間、甚

至是集體記憶的破壞，同學可以看

看、想想... 

52 2017.12.12 天下雜誌 【脆弱的受歡迎

狀態會讓你更空

虛，強迫你進入

一個只想著一直

獲得關注的惡性

循環】 

同學們同意嗎？ 52 

社群媒體 

53 2017.12.27 泰國清邁象 
泰國有意思的警

世廣告，請看到

最尾！ 

很多人不思考事

情是否真偽就在

網上跟風分享再

加鹽加醋～ 

要知道網路力量

真的可以害死

人！ 

用智慧看見那些

看不見的事⋯⋯

把這道理分享給

每一位網民！ 

故事前半段如果換台灣演員演，網

路的文字也改成中文的話，這根本

在講台灣嘛 !! 這些事情，所謂網

路鄉民不是天天在做 ? 放影片爆

料的也好，在網路回文說自己也很

生氣的也好，人格都沒有比任何一

部爆料影片中的人高尚。 

54 

網路亂象 

54 2018.01.03 屏東新聞 屏市日遺眷舍  這則新聞的主角是屏東縣愛鄉協會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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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史

保存 

再增 52 棟歷史

建築 

副總幹事葉慶元，之前上課的時候

談到【地方】時，有提過有位從大

學就開始想要保留屏東空軍眷舍的

年輕人，經過這幾年，這則新聞代

表著他努力保留屏東記憶的成果。 

*由一覽表可見本課程之社團貼文選材的多元性，而學生回應數從 1 則到最高的

56 則，也可以看到學生關注議題的取向有很大差異，此與學生對自身有興趣或

熟悉的議題有相對參與感有關，亦作為往後課程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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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  「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課程社團貼文與學生回應 

 
1、107-1 課程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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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7-2 課程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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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8-2 課程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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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9-1 課程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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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9-2 課程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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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0-1 課程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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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0-2 課程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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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   「線上公民議會」分組社團成果示例 

 
*108-2「環保 1B 限塑方案」 
題目：「隨著時代的進步，人們對於環保意識有著逐漸上升的趨勢，很多國家或

是企業都開始正視環保議題，而面對嚴峻的塑膠垃圾問題，各國政府都想推行

限塑政策，但是現況制度下，比較難達到經濟與環保的平衡，時常會因為偏袒

其中一方，而導致另一方的損失，我們也有不同立場上的看法與見解，獲得一

個可以在經濟與環保上取得平衡的解決方向。」 
 
（一）學生資料蒐集與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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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角色扮演資料蒐集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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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在「線上公民議會」中，學生透過資料的蒐集，對公民議題範疇內的資

料進行廣泛蒐集，也為後之角色扮演做準備，進而能蒐集不同立場的新聞評論

資料，於線上公民議會的聊天室中能站穩不同立場，進而使線上討論更接近台

灣當下公民問題解決的實際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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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9  「公民讀書會」分組社團成果示例 

*107-2「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A1」 
 在公民讀書會的社團中，學生依照「五大佳句、新聞連結、文本分析」三大段

對書籍進行深入理解與分析，也為後之線上聊天室做準備。 
一、五大佳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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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聞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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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本分析 
    在文本分析中，學生可針對全書或書中單一篇章進行對角色人物、劇情推

演與結局等之文本分析，作為在線上聊天室共同討論前對書籍內容的深入理

解，也將自身觀點與同組同學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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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在公民讀書會的社團中，組員針對單一書籍進行深入研讀，並於三階段

的資料蒐集與觀點分享後，對書籍主題內容有深刻掌握後，進入線上聊天室的

討論，接能事半功倍，並能選擇更多元也具說服力的報告形式與同學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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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0  「線上公民議會」聊天室討論示例 

 
 
 
 
 
 
 
 
我發現在 2019 年底，foodpanda 平台高度支持自己夥伴加入台北市網路平台外送員職業工會 

關於這個工會主要是網路點餐平台外送員工作特性成立的工會，將全力針對外送員的需求與政府及各大外送平台協

商，並為成員提供多方面保險保障。 

除了擔任外送員的發聲管道、協助外送員辦理勞健保業務，有效會員還能獲得商業團體意外傷害保險。 

  Foodpanda 老闆-張芷寧 

目前與外送員為承攬關係，透過平台的資源，零碎的勞力資源得以有效利用，也讓付出的勞動者可以彈性的賺取報

酬。「外送夥伴可以彈性自由安排上下線時間」、「外送夥伴可承攬其他公司業務」這兩大理由證明 foodpanda 與外送

m06 間是承攬關係。 

  顧客-秦琪瑄 

身為顧客，談白說其實對外送員是否是承攬還是雇傭感覺會不太關心，他們關心的應該是自己的食物啥時送到哪家價

格較優惠～ 

  政府－駱惟寧 

外送員勞動問題存在已久，政府各部門雖有討論卻不夠積極。直到 10 月國慶連假，3 天內發生兩起外送員死亡車禍，

各界才驚覺原來外送員不屬於僱傭制的勞工，沒有保勞保，沒有後續職災保障，商業保險更可能因為認定是營業用途

而不出保。外送員勞動問題終於浮上檯面，連假過後的週一（10/14），勞動部大動作發動勞檢，當天傍晚就火速宣

布，認定兩死亡個案屬於「僱傭」契約，享有勞工相關保障，並要對外送平台業者開罰。 

  店家-李盈瑩 

對餐飲業者來說，消費者在哪裡，他們就得跟到哪裡，現在如果外送平台變成雇傭會影響到平台可能會提高抽成，以

維持平台的相關成本，相對的也會影響業者的成本和獲利結構。所以如果我是商家，我會不想要提高成本而選擇承

攬。 

  Foodpanda 老闆-張芷寧 

foodpanda 提供所有外送員保險範圍涵蓋死亡、殘廢、第三人體傷、第三人財物損失及超跑事故財物損失。 

【線上公民議會】由各組同學討論出 1～2 次的共同上線時間，並於約定時間成立聊天室，

學生到齊後即開始針對各組所選定的問題以及個人所扮演的角色展開討論。本組同學分組

題目為「美食外送員因工作在車陣穿梭，交通意外頻傳，也讓美食外送員的勞動權益受到

關注。請問外送員與公司間的『承攬』或是『雇傭』關係，何者方能真正保護外送員的勞

動權益？」在討論過程中可以看到，學生們因為對自身所扮演角色的立場以及對該問題的

理解有過在分組社團中的準備，所以討論過程十分流暢，各角色的發言也能言之成理，也

有成員自然成為討論的領導者，其他成員則在討論中各盡本分。大部分組別都能有如此呈

現效果，少數則需教師做為引導，但也能在討論中各盡本分完成問題解決方案，於分組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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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odpanda 外送員，伍紓萱 

我覺得基於自身安全與勞健保之類的個人權益當然是僱傭最齊全，但有些人也會覺得承攬其實也沒有不好，工時不受

限制，反而可以衝高月薪，所以可以考慮加入職業工會，自行負擔勞健保。 

  民眾-歐陽玟 

我是民眾，對於外送員我覺得比較適合承攬，外送員希望有高的薪水，那就會可能有超時的問題，而外送員最可能發

生的就是車禍，如果無法享到勞保，是否可以改用另外加保的呢 

  店家—吳宗耿 

我以店家的角度來看 我希望外送員是以僱傭的方式 雖然賺得錢比較少 但是我會調整外送與內用的價錢 來彌補我們

店損失的金額 

  Ubereats-傅柏勛 

身為一位想多賺點錢的外送員我會選擇僱傭，因為薪水是以件數來計算如果今天跑越多單就可以賺越多，但相對的安

全上較無保障 

  雇主-李俊德 

foodpanda 行銷長周宜潔強調面對外送新型態勞動力需求，經研究台灣法條後才決定採取承攬制度，2 項理由分別為外

送夥伴可彈性自由安排上下線時間，只要提早 1 個小時通知公司，隨時可上線接工作，且沒有規定每月、每周或每日

一定要達到多少上線時數；其次，外送夥伴可承攬其他公司業務，證明雙方是承攬而非僱傭關係。 

  foodpanda 外送員，伍紓萱 

可是如果我選擇想多賺一點錢我反而會選擇承攬ㄟ 雖然生命安全比較沒保障 

  顧客-秦琪瑄已回覆店家—吳宗耿 

我以店家的角度來看 我希望外送員是以僱傭的方式 雖然賺得錢比較少 但是我會調整外送與內用的價錢 來彌補我們

店損失的金額 

這個方法會不會造成克流流失呢?因為價格可能會較其他家貴? 

  Foodpanda 老闆-張芷寧 

想回覆 Ubereats 僱傭工作跟加班最多不得超過 12 小時,如果想多賺為何選僱傭？ 

  民眾-歐陽玟已回覆 Ubereats-傅柏勛 

身為一位想多賺點錢的外送員我會選擇僱傭，因為薪水是以件數來計算如果今天跑越多單就可以賺越多，但相對的安

全上較無保障 

僱傭？要賺的多，單子就要多，付出工時也相對多，這樣怎麼會賺比較多？ 

https://www.facebook.com/messages/t/3749703101713848
https://www.facebook.com/messages/t/3749703101713848
https://www.facebook.com/messages/t/3749703101713848
https://www.facebook.com/messages/t/3749703101713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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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駱惟寧 

想問店家，如果你覺得賺的不夠，是不是會考慮不要簽變成特約店 

  店家—吳宗耿已回覆顧客-秦琪瑄 

這個方法會不會造成克流流失呢?因為價格可能會較其他家貴? 

可能會 但是如果是老顧客的話 會願意花錢來買我們的產品 那如果以我們是新店來說的話 我願意跟 foodpanda 或

Uber eat 合作 可以增加曝光度 雖然會被抽成 但是我願意花這個錢 

  Ubereats-傅柏勛 

喔喔喔 了解 原來如此啊，沒有想到工時的問題 

  顧客-秦琪瑄已回覆 Foodpanda 老闆-張芷寧 

foodpanda 提供所有外送員保險範圍涵蓋死亡、殘廢、第三人體傷、第三人財物損失及超跑事故財物損失。 

所以老闆贊同雇傭嗎 

  民眾-歐陽玟已回覆政府－駱惟寧 

外送員勞動問題存在已久，政府各部門雖有討論卻不夠積極。直到 10 月國慶連假，3 天內發生兩起外送員死亡車禍，

各界才驚覺原來外送員不屬於僱傭制的勞工，沒有保勞保，沒有後續職災保障，商業保險更可能因為認定是營業用途

而不出保。 

政府你都說自己各部門不夠積極了，那你覺得政府該改進甚麼嗎 

  雇主-李俊德已回覆顧客-秦琪瑄 

所以老闆贊同雇傭嗎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946522 

foodpanda 特別出面強調，公司與外送員間屬於「承攬關係」，且對於外送員死亡賠償第一時間已提供優於法規的賠償

金，並未逃避企業責任。 

  Foodpanda 老闆-張芷寧已回覆顧客-秦琪瑄 

所以老闆贊同雇傭嗎 

我支持承攬，我表達的意思是 foodpanda 雖為承攬關係但在保險方面也沒少給 

  店家-李盈瑩已回覆政府－駱惟寧 

想問店家，如果你覺得賺的不夠，是不是會考慮不要簽變成特約店 

不會 目前在平台上的業者，以雙北地區來說，連鎖業者占比 40％，一般小吃則為 60％，而如果變成特約店會受到公

司的限制，比較不自由 

  政府－駱惟寧已回覆民眾-歐陽玟 

https://www.facebook.com/messages/t/3749703101713848
https://www.facebook.com/messages/t/3749703101713848
https://www.facebook.com/messages/t/3749703101713848
https://www.facebook.com/messages/t/3749703101713848
https://www.facebook.com/messages/t/3749703101713848
https://www.facebook.com/messages/t/3749703101713848
https://www.facebook.com/messages/t/3749703101713848
https://www.facebook.com/messages/t/3749703101713848
https://www.facebook.com/messages/t/3749703101713848
https://www.facebook.com/messages/t/3749703101713848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ec.ltn.com.tw%2Farticle%2Fbreakingnews%2F2946522%3Ffbclid%3DIwAR0_obqVK9AZVcVqsts9jKQKA4d1o4bj7vgNVre67a4BIxakrcRbROP0D2E&h=AT37YmFwVepmzAh0uQmOIr-nq4qXIkhZp4kxGBz9HCVMlenwFMIYA0WP8pwbRefTB_Fue9boOiu6ifDPL_JboPgTokqHqrNOAsCYqy02t6JV1nEqXuZKKhHrMvcr9ngB9TvQ
https://www.facebook.com/messages/t/3749703101713848
https://www.facebook.com/messages/t/3749703101713848
https://www.facebook.com/messages/t/3749703101713848
https://www.facebook.com/messages/t/3749703101713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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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你都說自己各部門不夠積極了，那你覺得政府該改進甚麼嗎 

我覺得不出事大家都賺錢是好的，但現在有事發生了 ，政府應該要積極與外送業者討論出結果 

王國安 

大家的討論真是太棒了，如果覺得討論得差不多，可以投票選擇承攬或雇傭，選好之後為這個承攬或雇傭， 想好配

套，做最適合外送員的修正 

  顧客-秦琪瑄 

我以安全為考量選擇雇傭 

  店家-李盈瑩 

店家怕被平台轉嫁成本 選擇承攬.. 

  政府－駱惟寧 

政府投雇傭一票 

  Foodpanda 老闆-張芷寧 

據我所知勞動部 10/24 日是有與各外送平台召開會議：並且達到結論 

  Foodpanda 老闆-張芷寧 

以安全為重，合理派單： 就交通、天候狀況、送達件數、時間及地點等因素評估，並透過程式設計、演算法適當分配

派單，重新審視調整現行派單分配制度，避免不合理接單、逾時急催等機制，同時檢討計酬、獎勵、懲戒等制度，避

免食物外送員送餐壓力。 2.強化食物外送員保險保障： 食物外送員如屬雇傭關係者，應依法加入勞工保險；非屬雇傭

關係者，可透過相關職業工會加入勞工保險。另與會業者均同意強化相關商業保險機制，提升食物外送員之權益保

障。 3.外送作業必要安全防護措施： 提供食物外送員符合規定之安全帽、反光背心、反光標示及聯絡通訊設備等必要

安全防護措施，並加強食物外送員作業安全訓練，以保障食物外送員外送安全。 職安署補充，後續將依會議結論，修

正「食物外送作業安全指引」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供外送業者遵行，確保食物外送作業安全及權益保障。 

  店家—吳宗耿 

僱傭 雖然我賺的少一點 但是我方可以想出應對措施 

  foodpanda 外送員，伍紓萱 

我選擇承攬！我喜歡彈性高的工作時間，公會提供的保險雖然沒有勞健保的豐沃，但能提供的保險項目還是有一定的

標準在 

  Ubereats-傅柏勛 

對於外送員較有保障我會選擇承攬 

  Foodpanda 老闆-張芷寧 

https://www.facebook.com/messages/t/3749703101713848
https://www.facebook.com/messages/t/3749703101713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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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點非屬雇傭關係者，可透過相關職業工會加入勞工保險。另與會業者均同意強化相關商業保險機制，提升食物外

送員之權益保障。我選承攬 

王國安 

挖ㄌㄟ，平手啊! 

 

  雇主-李俊德 

先前我個人看到「政府」雖然查證外送員不僅需要穿著制服，也受外送平台指揮、監督，加上有明確的組織績效辦

法，供外送員靠勞力換取金錢，外送平台與外送員顯然已屬雇傭關係，應給予外送員合法的人身安全保障 但是

foodpanda 的員工薪水上，他們有個宣傳補貼費，但要求穿上平台的制服和標示的，而且他們是簽過工作契約，外送員

本身認同的。所以 foodpanda 與外送夥伴間是承攬而非僱傭關係。 而我會選擇承攬 

  民眾-歐陽玟 

已外送員的職業來看，我會選承攬，有高的自由度，保險部分可以用加保其他保險來維護自己 

  foodpanda 外送員，伍紓萱 

承攬獲勝～ 

  Foodpanda 老闆-張芷寧 

  政府-許豐薪 

對員工有安全保險選僱用 

  政府－駱惟寧 

政府應該聽取民眾意見 

民眾都選了承攬，政府也改成承攬 

  雇主-李俊德 

如果啦!「政府」要最快速的方式保障外送員勞動安全，保險、職業安全與協商權 運氣很好的是外送業在台灣是運輸

業，在台灣是屬於特許行業，需要發執照才能營業。」，foodpanda UBEREAT 是屬交通部主管的九大運輸業之一，政

府可以針對特許行業制定管理辦法，規範不論僱傭或承攬，外送平台都需確認外送員有勞保，「如果是僱傭就依法由

雇主保，如果是承攬就要去職業工會加保。 職業安全方面，現行承攬的業者責任是依據職安法第 26 條，僅負有告知

責任，「只要說出去騎車小心喔，完全沒有解決問題。」，是可以擴大解釋或參考職安法內「工作場所負責人」規

定，增加平台業者的職安責任。 

王國安 

哈哈承攬贏了嗎? 

  政府－駱惟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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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 

王國安 

差距很小ㄟ，雇傭的認同就這樣決定是承攬嗎 

  民眾-歐陽玟 

政府應該要有自己的主見吧，當事人是雇主與外送員，民眾覺得是甚麼就是甚麼，那外送員們也是庶民壓，你不聽他

們意見嗎。我站在原來是僱用的立場，政府是有兩邊意見，一個聽從民意、一個是政府所採取的方式 

  顧客-秦琪瑄 

我還是推雇傭拉，享有勞基法、職災保險等等甚至還有特休假ㄟ 

  foodpanda 外送員，伍紓萱 

我覺得政府的角色一直都很兩難～誰都很難討好，所以可以試著往兩邊的思維去做決定，當然我是支持承攬，但相信

承攬最大問題就在勞保之類的自身安全議題 

  顧客-秦琪瑄 

承攬的確自由度高但就較沒有保障，如果沒有加入公會的話 

王國安 

恩恩，那如果以某一個為主體，然後擷取另一邊的優點呢 

  Foodpanda 老闆-張芷寧 

如果要僱傭關係的話，它可能所浪費的成本更高，然後公司浪費的成本更高，你所領得到的東西、錢會更少。而且自

行加保也不是什麼大問題，在應徵時，平台就已經明確將相關規範告知，是你情我願。班自己排，若都沒排，卻是僱

傭享有勞健保不合理，承攬好處是能多賺點生活費，且選擇這份工作自己就要小心。 

  民眾-歐陽玟 

以自由度跟錢多，會選承攬，畢竟在開始進入當外送員，就有先簽好合約，條條列清楚，畢竟想當外送員都是因為可

以賺很多錢才想進入吧 

  雇主-李俊德 

我是支持承攬跑愈多趟、賺愈多績效獎金，可彈性自由安排上下線時間，只要提早 1 個小時通知公司，隨時可上線接

工作，且沒有規定每月、每周或每日一定要達到多少上線時數；其次，外送夥伴可承攬其他公司業務，如果外送平台

變成雇傭制，加入勞健保後所提高的人事成本，不僅會轉嫁到消費者下單的金額，也會影響原本的獎金計算，連帶外

送的時間也不再彈性。更何況你是簽訂合約了。 

  民眾-歐陽玟 

但政府可能可以立法或修法，為外送員這種職災高危險群的群體，多做職災上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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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odpanda 外送員，伍紓萱 

依目前大家的選擇是承攬，以承攬為主發展配套措施～再去探討為什麼公司拒絕承認僱傭關係或僱傭是不是適合這個

行業這樣 

  Foodpanda 老闆-張芷寧 

而且大部分選擇這份工作的人不都是聽著大家說可以多賺嗎?那如果改成雇傭，選擇這份工作鳩沒有意義拉~為什麼不

去找一份安定的正職或兼職工作呢? 

  政府－駱惟寧 

為什麼黑貓宅急便這種物流公司不加入美食外送的行列呢？最主要的原因是物流採取的是僱傭制，而外送採取的是承

攬制，所以物流業者加入不是會賠錢，就是沒競爭力。 僱傭制資方要承擔很多聘僱成本，聘僱一位三萬元月薪的員

工，可能實際付出成本超過四萬元，這會讓聘僱制看起來在勞動市場上特別沒競爭力，也會讓承攬制額外顯得很吸引

人。 

  店家—吳宗耿 

個人覺得這兩個差蠻多的 員工與公司屬於僱傭關係，不但享有勞保，公司還須強制提繳退休金；若屬承攬關係，公司

不須負責投保勞保，也不必提繳退休金，對員工來說，影響非常大。 所以我選僱傭 保證外送員 

  foodpanda 外送員，伍紓萱 

但其實在今年 10 月我們公司是不接受僱傭關係的 

  雇主-李俊德 

「雇主」，需負擔勞工薪資約 10%的勞工保險跟 6%的勞退費用，現今外送平台業者不斷強調自己跟外送員間是承攬關

係，關鍵點就是要節省龐大的保險成本。 

  Foodpanda 老闆-張芷寧 

我覺得大家選擇雇傭保證外送員的想法不錯，但外送員有想嗎?外送員大多數不是都因為賺得多才選這份工作嗎?那縮短

了工時減少了工資會是他們要的嗎? 

  政府－駱惟寧 

僱傭制優點：資方必須負擔許多聘僱成本，像是勞健保、勞退提撥、保險費、有薪假、職工福利金 僱傭制缺點：勞方

實拿的薪水會比較固定也比較少 承攬制優點：勞方可自己決定什麼時候工作、在哪工作、工作多久，實際收入可能會

比較高 承攬制缺點：勞方要自行承擔各種成本與費用，且要獲得理想收入的工作時數可能非常可觀，但是過勞死卻只

能自己承擔 

  foodpanda 外送員，伍紓萱 

我應該是想要發大財才選擇外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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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客-秦琪瑄已回覆 Foodpanda 老闆-張芷寧 

我覺得大家選擇雇傭保證外送員的想法不錯，但外送員有想嗎?外送員大多數不是都因為賺得多才選這份工作嗎?那縮短

了工時減少了工資會是他們要的嗎? 

也不太能以偏概全拉有些可能只是賺取經驗?之餘也想享有勞保 

  Ubereats-傅柏勛已回覆 Foodpanda 老闆-張芷寧 

我覺得大家選擇雇傭保證外送員的想法不錯，但外送員有想嗎?外送員大多數不是都因為賺得多才選這份工作嗎?那縮短

了工時減少了工資會是他們要的嗎? 

有的外送員是有一份穩定的工作，當外送員可能只是兼職所以不一定每個外送員都會這麼想 

  foodpanda 外送員，伍紓萱 

或者是因為自由度高吧 不想被普通的工作時數束縛住 

  Ubereats-傅柏勛 

所以才會想選擇承攬 

  雇主-李俊德 

沒錯 

  店家-李盈瑩 

現在消費型態的改變，外送比率已經從今年 7 月攀升到 30％，所以 以這種情況下店家是不是不加入外送平台就賺不到

錢？而且如果我只是一間小小小的店，我已經很勉強花錢跟平台合作，如果平台因為法令而提高費用，那對於小店來

說很難再經營下去，所以若法令變成雇傭 對小店來說我賺不到什麼… 

  顧客-秦琪瑄已回覆店家-李盈瑩 

現在消費型態的改變，外送比率已經從今年 7 月攀升到 30％，所以 以這種情況下店家是不是不加入外送平台就賺不到

錢？而且如果我只是一間小小小的店，我已經很勉強花錢跟平台合作，如果平台因為法令而提高費用，那對於小店來

說很難再經營下去，所以若法令變成雇傭 對小店來說我賺不到什麼… 

是不是基本上大店才會與外送合作? 

  民眾-歐陽玟 

如果是僱傭，資方跟外送員及政府都要分擔投保的金錢，但政府給的錢及補償金額，都是民眾繳納的稅出來的，外送

員的職業就不像是勞工一樣定時上下班，每個職業都有他不同的地方，所以人民的錢給予補償這個保障，是不是想多

賺錢的人，為了時間上的問題，反而超速呢？（不能超過工時） 

  Foodpanda 老闆-張芷寧 

我印象中之前去辣醬吃火鍋，剛好看到 foodpanda，就偷偷問老闆娘它們外送平台抽成多少，老闆娘說大概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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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家—吳宗耿 

我不是大店但是我還是會加入外送員 

  顧客-秦琪瑄已回覆民眾-歐陽玟 

如果是僱傭，資方跟外送員及政府都要分擔投保的金錢，但政府給的錢及補償金額，都是民眾繳納的稅出來的，外送

員的職業就不像是勞工一樣定時上下班，每個職業都有他不同的地方，所以人民的錢給予補償這個保障，是不是想多

賺錢的人，為了時間上的問題，反而超速呢？（不能超過工時） 

所以才會很多車禍問題產生為了多賺錢騎快 

  foodpanda 外送員，伍紓萱 

會不會有些是想展開店的知名度 因為自己有時用外送平台都會看到一些平常沒看過的店家 然後就覺得可以吃看看 吃

完覺得不錯就多認識一間好吃的！ 

  店家-李盈瑩已回覆顧客-秦琪瑄 

是不是基本上大店才會與外送合作? 

根據 Deliveroo 數據顯示，目前在平台上的業者，以雙北地區來說，連鎖業者占比 40％，一般小吃則為 60％。所以其

實並非只有大店才會，只是跟平台合作 他們會抽成 所以加入外送好處可以增加曝光率、訂單 但缺點是會抽成 

  顧客-秦琪瑄已回覆店家-李盈瑩 

根據 Deliveroo 數據顯示，目前在平台上的業者，以雙北地區來說，連鎖業者占比 40％，一般小吃則為 60％。所以其

實並非只有大店才會，只是跟平台合作 他們會抽成 所以加入外送好處可以增加曝光率、訂單 但缺點是會抽成 

原來！ 

  民眾-歐陽玟已回覆顧客-秦琪瑄 

所以才會很多車禍問題產生為了多賺錢騎快 

那還限制工時，想多賺錢，不就比較適合承攬？ 

  Ubereats-傅柏勛已回覆顧客-秦琪瑄 

是不是基本上大店才會與外送合作? 

例如：市區的小日子地瓜球他只是一個小攤販但他也有加入外送平台，所以並不是大店才會合作的。 

  顧客-秦琪瑄已回覆民眾-歐陽玟 

那還限制工時，想多賺錢，不就比較適合承攬？ 

好兩難阿基於安全及社會問題，或許有所限制外送員也可以抓自己可以賺取的錢，而不會因此而騎太快? 

  雇主-李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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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介入顧不顧傭、承不承攬的問題核心並非勞動者本身自不自願，而是這個產業本身有比其他行業更高的風險，

「真正發生風險時怎麼辦？」 「做生意有商業上的道德，今天大家能不能接受一個業者從他人勞動中獲利時，對勞動

中所產生的風險該不該有責任？」，對於勞動所產生的風險管制及接受度，仍是建立在社會共識，是道德問題、價值

問題，例如現在的社會共識認為童工是不道德的，即便當事人想要去當童工，終究還是會被禁止。 政府與社會大眾還

是該思考，既然風險是內建在該行業特性中，社會能否接受風險全由勞動者自行買單，「一般家教等兼職工作風險沒

那麼高，但大二大三的年輕人如果因為外送打工出車禍，從此影響一生，風險還是應該由他自己承擔嗎？」 業者透過

「讓勞動者變老闆」的心理來轉嫁勞動成本的做法，美食外送並非第一例，傳統的貨運運輸業也存在承攬爭議。例如

計程車行會鼓勵司機買下計程車，不僅將計程車的持有、維修成本轉嫁給司機，司機本身也會因為覺得自己是老闆而

更賣力開車。而非雇傭關係 

  店家-李盈瑩 

所以我才覺得與平台合作本身就要抽成給對方，如果又要因為雇傭 平台或許會轉嫁給店家 那我可能會再轉嫁給消費

者 以維持支出。 

  Foodpanda 老闆-張芷寧已回覆顧客-秦琪瑄 

好兩難阿基於安全及社會問題，或許有所限制外送員也可以抓自己可以賺取的錢，而不會因此而騎太快? 

但如果是承攬，因為工時多，所以外送員可以多跑幾趟，多賺一些錢，同時因為自己想多賺，所以為了保證自已不受

傷影響賺錢，是不是就會更為自己的安全著想。 

  民眾-歐陽玟已回覆顧客-秦琪瑄 

好兩難阿基於安全及社會問題，或許有所限制外送員也可以抓自己可以賺取的錢，而不會因此而騎太快? 

外送員最大的危險就是職災，或許雇主在剛開始簽合約時，就給予強制保險，也多一層保障外送員呢？ 

  顧客-秦琪瑄已回覆民眾-歐陽玟 

外送員最大的危險就是職災，或許雇主在剛開始簽合約時，就給予強制保險，也多一層保障外送員呢？ 

這聽起來是不錯的方案 

這又回歸到最初原本當初所簽訂的合約內容 

  政府－駱惟寧 

所以是不是訂為承攬，不過在簽約前加註保障的條約 

  民眾-歐陽玟已回覆顧客-秦琪瑄 

這聽起來是不錯的方案 

所以你是間接選擇承攬嗎  

  Foodpanda 老闆-張芷寧 

foodpanda 本就提供保險範圍涵蓋死亡、殘廢、第三人體傷、第三人財物損失及超跑事故財物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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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眾-歐陽玟 

所以我們要再重新投票一次嗎？ 

  Foodpanda 老闆-張芷寧 

承攬 

  foodpanda 外送員，伍紓萱 

承攬 

  民眾-歐陽玟 

承攬 

  Ubereats-傅柏勛 

承攬 

  雇主-李俊德 

承攬 

  店家—吳宗耿 

承攬 

  店家-李盈瑩 

承攬 

  政府－駱惟寧 

承攬 

  政府許豐薪 

承攬 

  顧客-秦琪瑄 

承攬 

  政府－駱惟寧 

一致通過了 

  顧客-秦琪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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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們承攬初步解決目標是甚麼呢 

  民眾-歐陽玟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scontent.ftpe4-
2.fna.fbcdn.net%2Fv%2Ft1.15752-
0%2Fp480x480%2F79663966_1237402699801291_6349578065839915008_n.jpg%3
F_nc_cat%3D109%26_nc_sid%3Db96e70%26_nc_ohc%3DjeHYdySkDBsAX_OMAlP%2
6_nc_ht%3Dscontent.ftpe4-
2.fna%26_nc_tp%3D6%26oh%3D04eb63f921c1ea11daad025db9035eed%26oe%3D5
EA9EECB&h=AT37YmFwVepmzAh0uQmOIr-
nq4qXIkhZp4kxGBz9HCVMlenwFMIYA0WP8pwbRefTB_Fue9boOiu6ifDPL_JboPgTokq
HqrNOAsCYqy02t6JV1nEqXuZKKhHrMvcr9ngB9TvQ 

 

  顧客-秦琪瑄 

簽約的擬定嗎? 

  Foodpanda 老闆-張芷寧 

增加強制保險保障外送員 

  民眾-歐陽玟 

外送員會有想要為了趕單而超速發生車禍，如果用不違反交通規則，來給予獎金是否可以改善呢 

  顧客-秦琪瑄已回覆民眾-歐陽玟 

外送員會有想要為了趕單而超速發生車禍，如果用不違反交通規則，來給予獎金是否可以改善呢 

要怎麼確認無違規 

  foodpanda 外送員，伍紓萱 

不過這樣會增加人事成本 公司覺得如何 

王國安 

恩恩，第四階段就是預期用承攬的話可能出現的問題，然後請你們設想配套或修正方案 

  民眾-歐陽玟 

有沒有收到罰單...？還是民眾檢舉？ 

  Foodpanda 老闆-張芷寧 

公司為了賺錢不會想增加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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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scontent.ftpe4-2.fna.fbcdn.net%2Fv%2Ft1.15752-0%2Fp480x480%2F79663966_1237402699801291_6349578065839915008_n.jpg%3F_nc_cat%3D109%26_nc_sid%3Db96e70%26_nc_ohc%3DjeHYdySkDBsAX_OMAlP%26_nc_ht%3Dscontent.ftpe4-2.fna%26_nc_tp%3D6%26oh%3D04eb63f921c1ea11daad025db9035eed%26oe%3D5EA9EECB&h=AT37YmFwVepmzAh0uQmOIr-nq4qXIkhZp4kxGBz9HCVMlenwFMIYA0WP8pwbRefTB_Fue9boOiu6ifDPL_JboPgTokqHqrNOAsCYqy02t6JV1nEqXuZKKhHrMvcr9ngB9Tv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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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scontent.ftpe4-2.fna.fbcdn.net%2Fv%2Ft1.15752-0%2Fp480x480%2F79663966_1237402699801291_6349578065839915008_n.jpg%3F_nc_cat%3D109%26_nc_sid%3Db96e70%26_nc_ohc%3DjeHYdySkDBsAX_OMAlP%26_nc_ht%3Dscontent.ftpe4-2.fna%26_nc_tp%3D6%26oh%3D04eb63f921c1ea11daad025db9035eed%26oe%3D5EA9EECB&h=AT37YmFwVepmzAh0uQmOIr-nq4qXIkhZp4kxGBz9HCVMlenwFMIYA0WP8pwbRefTB_Fue9boOiu6ifDPL_JboPgTokqHqrNOAsCYqy02t6JV1nEqXuZKKhHrMvcr9ngB9TvQ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scontent.ftpe4-2.fna.fbcdn.net%2Fv%2Ft1.15752-0%2Fp480x480%2F79663966_1237402699801291_6349578065839915008_n.jpg%3F_nc_cat%3D109%26_nc_sid%3Db96e70%26_nc_ohc%3DjeHYdySkDBsAX_OMAlP%26_nc_ht%3Dscontent.ftpe4-2.fna%26_nc_tp%3D6%26oh%3D04eb63f921c1ea11daad025db9035eed%26oe%3D5EA9EECB&h=AT37YmFwVepmzAh0uQmOIr-nq4qXIkhZp4kxGBz9HCVMlenwFMIYA0WP8pwbRefTB_Fue9boOiu6ifDPL_JboPgTokqHqrNOAsCYqy02t6JV1nEqXuZKKhHrMvcr9ngB9TvQ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scontent.ftpe4-2.fna.fbcdn.net%2Fv%2Ft1.15752-0%2Fp480x480%2F79663966_1237402699801291_6349578065839915008_n.jpg%3F_nc_cat%3D109%26_nc_sid%3Db96e70%26_nc_ohc%3DjeHYdySkDBsAX_OMAlP%26_nc_ht%3Dscontent.ftpe4-2.fna%26_nc_tp%3D6%26oh%3D04eb63f921c1ea11daad025db9035eed%26oe%3D5EA9EECB&h=AT37YmFwVepmzAh0uQmOIr-nq4qXIkhZp4kxGBz9HCVMlenwFMIYA0WP8pwbRefTB_Fue9boOiu6ifDPL_JboPgTokqHqrNOAsCYqy02t6JV1nEqXuZKKhHrMvcr9ngB9TvQ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scontent.ftpe4-2.fna.fbcdn.net%2Fv%2Ft1.15752-0%2Fp480x480%2F79663966_1237402699801291_6349578065839915008_n.jpg%3F_nc_cat%3D109%26_nc_sid%3Db96e70%26_nc_ohc%3DjeHYdySkDBsAX_OMAlP%26_nc_ht%3Dscontent.ftpe4-2.fna%26_nc_tp%3D6%26oh%3D04eb63f921c1ea11daad025db9035eed%26oe%3D5EA9EECB&h=AT37YmFwVepmzAh0uQmOIr-nq4qXIkhZp4kxGBz9HCVMlenwFMIYA0WP8pwbRefTB_Fue9boOiu6ifDPL_JboPgTokqHqrNOAsCYqy02t6JV1nEqXuZKKhHrMvcr9ngB9Tv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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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眾-歐陽玟已回覆 Foodpanda 老闆-張芷寧 

公司為了賺錢不會想增加成本 

所以外送員的生命都不用管嗎？ 

  顧客-秦琪瑄已回覆 Foodpanda 老闆-張芷寧 

公司為了賺錢不會想增加成本 

這樣和你說的增加強制保憲好衝突矛盾喔 

  foodpanda 外送員，伍紓萱 

還有一個現階段最嚴重的問題吧 就是加入外送員的人越來越多了，當人多就越不容易賺到錢 

  民眾-歐陽玟 

還會有搶單的問題，請問雇主你怎麼解決 

  Foodpanda 老闆-張芷寧已回覆民眾-歐陽玟 

有沒有收到罰單...？還是民眾檢舉？ 

但應該不會有每段路都有測像 

  民眾-歐陽玟 

當然不可能他每次違規都抓到，但是他如果常常違規從會被民眾檢舉或是抓到吧？ 

就像你如果偷偷違規停車，你也不會每次都被開罰單壓~ 

  顧客-秦琪瑄已回覆民眾-歐陽玟 

就像你如果偷偷違規停車，你也不會每次都被開罰單壓~ 

對～還有其他人看到的問題嗎?政府對承攬增修條文有什麼看法 

  Foodpanda 老闆-張芷寧 

那如果限制短時間內多少時間可以再次接單呢? 

  民眾-歐陽玟 

或是如果獎金方式，你們雇主不想要支付，那如果改用罰錢的方式呢，是不是外送員比較不敢違規 

外送員怎麼看呢 

  顧客-秦琪瑄 

這樣就失去了你們說承攬的自由度了 

  民眾-歐陽玟 

https://www.facebook.com/messages/t/3749703101713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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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可以有長的工時去賺錢，但不能違規交通，自由還是在壓 

  顧客-秦琪瑄已回覆 Foodpanda 老闆-張芷寧 

那如果限制短時間內多少時間可以再次接單呢? 

這樣就失去了你們說承攬的自由度了 

  foodpanda 外送員，伍紓萱 

我覺得可以ㄟ 但罰錢應該要罰稍重一點大家才會怕 不然有些人可能會認為接好幾張單被罰一次沒差 

  顧客-秦琪瑄 

罰錢處分的錢是歸政府還是? 

  民眾-歐陽玟 

是壓，那外送員覺得罰多少才會怕呢 

  Ubereats-傅柏勛 

同意罰錢制度，這樣外送員會怕 

  民眾-歐陽玟 

規雇主吧 

  政府－駱惟寧已回覆顧客-秦琪瑄 

罰錢處分的錢是歸政府還是? 

交通違規歸政府，違反公司規定歸雇主 

  民眾-歐陽玟 

但我覺得獎賞制度應該也要有，雇主你可能需要支付獎勵費，但相對的當外送員違規，他也需要繳罰金給你 

  店家—吳宗耿 

這樣雇主蠻雖的欸 會不會外送員因為要搶快搶單 一直違規然後都歸雇主 

  Ubereats-傅柏勛已回覆民眾-歐陽玟 

是壓，那外送員覺得罰多少才會怕呢 

以累加的方式方式違規越多次罰越多一個月達 3 或 5 次以上那個月停止上線接單 大家覺得呢？ 

  民眾-歐陽玟已回覆店家—吳宗耿 

這樣雇主蠻雖的欸 會不會外送員因為要搶快搶單 一直違規然後都歸雇主 

外送員違規，是外送員要自己負擔壓吼，機車是外送員自己的，開罰當然是外送員 

https://www.facebook.com/messages/t/3749703101713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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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客-秦琪瑄 

那正義魔人檢舉成功公司如果給獎勵的話，檢舉的人積極、外送員也怕，感覺是有不錯的效果 

  店家—吳宗耿已回覆 Ubereats-傅柏勛 

以累加的方式方式違規越多次罰越多一個月達 3 或 5 次以上那個月停止上線接單 大家覺得呢？ 

我覺得不錯 

  Foodpanda 老闆-張芷寧已回覆 Ubereats-傅柏勛 

以累加的方式方式違規越多次罰越多一個月達 3 或 5 次以上那個月停止上線接單 大家覺得呢？ 

可以 

  雇主-李俊德已回覆民眾-歐陽玟 

外送員違規，是外送員要自己負擔壓吼，機車是外送員自己的，開罰當然是外送員 

認同 

  foodpanda 外送員，伍紓萱 

那剛好是月底累積 3 到 5 次呢哈哈哈 

  顧客-秦琪瑄已回覆 Ubereats-傅柏勛 

以累加的方式方式違規越多次罰越多一個月達 3 或 5 次以上那個月停止上線接單 大家覺得呢？ 

可行 

  店家-李盈瑩已回覆民眾-歐陽玟 

外送員違規，是外送員要自己負擔壓吼，機車是外送員自己的，開罰當然是外送員 

同意 

  Foodpanda 老闆-張芷寧已回覆 foodpanda 外送員，伍紓萱 

那剛好是月底累積 3 到 5 次呢哈哈哈 

停下個月呢? 

  雇主-李俊德已回覆 foodpanda 外送員，伍紓萱 

那剛好是月底累積 3 到 5 次呢哈哈哈 

那就下個月停單 

  Ubereats-傅柏勛 

停下個月的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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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客-秦琪瑄 

所以現在是以罰錢制度來監督外送員騎車有無違規為保證 

  民眾-歐陽玟 

下個月停單，外送員如果正職不都一個月沒錢 

  顧客-秦琪瑄已回覆民眾-歐陽玟 

下個月停單，外送員如果正職不都一個月沒錢 

對所以罰很種會怕 

  Foodpanda 老闆-張芷寧 

那就不要違規阿 

  Ubereats-傅柏勛已回覆民眾-歐陽玟 

下個月停單，外送員如果正職不都一個月沒錢 

這樣外送員才會有所警惕啊 

  民眾-歐陽玟 

行 

  店家—吳宗耿已回覆 Foodpanda 老闆-張芷寧 

那就不要違規阿 

讓外送員怕而已啦哈哈 

  foodpanda 外送員，伍紓萱 

大家都很狠ㄟ不過可以 

  顧客-秦琪瑄 

那簽約的部分呢?要怎麼確保 

  民眾-歐陽玟 

那獎勵制度大家有覺得需要嗎 

  顧客-秦琪瑄已回覆民眾-歐陽玟 

那獎勵制度大家有覺得需要嗎 

要 可以家小額錢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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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眾-歐陽玟 

鼓勵一個月都沒事的部分 

  雇主-李俊德 

看清楚工作契約、問清楚自己權益。不合事就不要做 

  顧客-秦琪瑄已回覆雇主-李俊德 

看清楚工作契約、問清楚自己權益。不合事就不要做 

哈所以是不要上面說的強制簽約搂? 

  店家—吳宗耿 

都沒有負評給獎金～ 

  民眾-歐陽玟已回覆顧客-秦琪瑄 

哈所以是不要上面說的強制簽約搂? 

要阿 

  Foodpanda 老闆-張芷寧 

可是你怎麼保證他真的那個月真的沒違規，搞不好很幸運沒被抓而已 

  民眾-歐陽玟 

因為有安全問題，要給予強制保險來保障他們 

  顧客-秦琪瑄已回覆 Foodpanda 老闆-張芷寧 

可是你怎麼保證他真的那個月真的沒違規，搞不好很幸運沒被抓而已 

沒辦法就像偷偷停車沒被抓到一樣的意思 

  民眾-歐陽玟已回覆 Foodpanda 老闆-張芷寧 

可是你怎麼保證他真的那個月真的沒違規，搞不好很幸運沒被抓而已 

沒被抓就算你運氣好壓~ 

  顧客-秦琪瑄 

那目前就是以簽約方式及獎懲制度當我們的方案嗎? 

  店家—吳宗耿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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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odpanda 老闆-張芷寧已回覆顧客-秦琪瑄 

沒辦法就像偷偷停車沒被抓到一樣的意思 

那要不要以其他方式給獎勵，不要針對有沒有被抓這件事，就是要想一下有沒有其他部分是能給獎勵的 

  民眾-歐陽玟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scontent.ftpe4-
2.fna.fbcdn.net%2Fv%2Ft1.15752-
0%2Fp480x480%2F79389242_559029358010251_5733912358137364480_n.jpg%3F
_nc_cat%3D104%26_nc_sid%3Db96e70%26_nc_ohc%3DcDYB292JAUMAX8KHOG5%
26_nc_ht%3Dscontent.ftpe4-
2.fna%26_nc_tp%3D6%26oh%3D56a4ab3967b62cef21b01c8671eca308%26oe%3D5
EAD6754&h=AT37YmFwVepmzAh0uQmOIr-
nq4qXIkhZp4kxGBz9HCVMlenwFMIYA0WP8pwbRefTB_Fue9boOiu6ifDPL_JboPgTokq
HqrNOAsCYqy02t6JV1nEqXuZKKhHrMvcr9ngB9TvQ 

 

  顧客-秦琪瑄 

好勒那這就是我們的共識嗎 

 民眾-歐陽玟 

光台北機車就這麼多違規了，他如果一直違規，早就被抓了 

  顧客-秦琪瑄已回覆民眾-歐陽玟 

光台北機車就這麼多違規了，他如果一直違規，早就被抓了  

  店家-李盈瑩 

那我們獎勵要以月為依據還是年，金額大概落在？ 

  Foodpanda 老闆-張芷寧 

可是台灣不只台北這個城市啦 

https://www.facebook.com/messages/t/3749703101713848
https://www.facebook.com/messages/t/3749703101713848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scontent.ftpe4-2.fna.fbcdn.net%2Fv%2Ft1.15752-0%2Fp480x480%2F79389242_559029358010251_5733912358137364480_n.jpg%3F_nc_cat%3D104%26_nc_sid%3Db96e70%26_nc_ohc%3DcDYB292JAUMAX8KHOG5%26_nc_ht%3Dscontent.ftpe4-2.fna%26_nc_tp%3D6%26oh%3D56a4ab3967b62cef21b01c8671eca308%26oe%3D5EAD6754&h=AT37YmFwVepmzAh0uQmOIr-nq4qXIkhZp4kxGBz9HCVMlenwFMIYA0WP8pwbRefTB_Fue9boOiu6ifDPL_JboPgTokqHqrNOAsCYqy02t6JV1nEqXuZKKhHrMvcr9ngB9TvQ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scontent.ftpe4-2.fna.fbcdn.net%2Fv%2Ft1.15752-0%2Fp480x480%2F79389242_559029358010251_5733912358137364480_n.jpg%3F_nc_cat%3D104%26_nc_sid%3Db96e70%26_nc_ohc%3DcDYB292JAUMAX8KHOG5%26_nc_ht%3Dscontent.ftpe4-2.fna%26_nc_tp%3D6%26oh%3D56a4ab3967b62cef21b01c8671eca308%26oe%3D5EAD6754&h=AT37YmFwVepmzAh0uQmOIr-nq4qXIkhZp4kxGBz9HCVMlenwFMIYA0WP8pwbRefTB_Fue9boOiu6ifDPL_JboPgTokqHqrNOAsCYqy02t6JV1nEqXuZKKhHrMvcr9ngB9TvQ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scontent.ftpe4-2.fna.fbcdn.net%2Fv%2Ft1.15752-0%2Fp480x480%2F79389242_559029358010251_5733912358137364480_n.jpg%3F_nc_cat%3D104%26_nc_sid%3Db96e70%26_nc_ohc%3DcDYB292JAUMAX8KHOG5%26_nc_ht%3Dscontent.ftpe4-2.fna%26_nc_tp%3D6%26oh%3D56a4ab3967b62cef21b01c8671eca308%26oe%3D5EAD6754&h=AT37YmFwVepmzAh0uQmOIr-nq4qXIkhZp4kxGBz9HCVMlenwFMIYA0WP8pwbRefTB_Fue9boOiu6ifDPL_JboPgTokqHqrNOAsCYqy02t6JV1nEqXuZKKhHrMvcr9ngB9TvQ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scontent.ftpe4-2.fna.fbcdn.net%2Fv%2Ft1.15752-0%2Fp480x480%2F79389242_559029358010251_5733912358137364480_n.jpg%3F_nc_cat%3D104%26_nc_sid%3Db96e70%26_nc_ohc%3DcDYB292JAUMAX8KHOG5%26_nc_ht%3Dscontent.ftpe4-2.fna%26_nc_tp%3D6%26oh%3D56a4ab3967b62cef21b01c8671eca308%26oe%3D5EAD6754&h=AT37YmFwVepmzAh0uQmOIr-nq4qXIkhZp4kxGBz9HCVMlenwFMIYA0WP8pwbRefTB_Fue9boOiu6ifDPL_JboPgTokqHqrNOAsCYqy02t6JV1nEqXuZKKhHrMvcr9ngB9TvQ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scontent.ftpe4-2.fna.fbcdn.net%2Fv%2Ft1.15752-0%2Fp480x480%2F79389242_559029358010251_5733912358137364480_n.jpg%3F_nc_cat%3D104%26_nc_sid%3Db96e70%26_nc_ohc%3DcDYB292JAUMAX8KHOG5%26_nc_ht%3Dscontent.ftpe4-2.fna%26_nc_tp%3D6%26oh%3D56a4ab3967b62cef21b01c8671eca308%26oe%3D5EAD6754&h=AT37YmFwVepmzAh0uQmOIr-nq4qXIkhZp4kxGBz9HCVMlenwFMIYA0WP8pwbRefTB_Fue9boOiu6ifDPL_JboPgTokqHqrNOAsCYqy02t6JV1nEqXuZKKhHrMvcr9ngB9TvQ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scontent.ftpe4-2.fna.fbcdn.net%2Fv%2Ft1.15752-0%2Fp480x480%2F79389242_559029358010251_5733912358137364480_n.jpg%3F_nc_cat%3D104%26_nc_sid%3Db96e70%26_nc_ohc%3DcDYB292JAUMAX8KHOG5%26_nc_ht%3Dscontent.ftpe4-2.fna%26_nc_tp%3D6%26oh%3D56a4ab3967b62cef21b01c8671eca308%26oe%3D5EAD6754&h=AT37YmFwVepmzAh0uQmOIr-nq4qXIkhZp4kxGBz9HCVMlenwFMIYA0WP8pwbRefTB_Fue9boOiu6ifDPL_JboPgTokqHqrNOAsCYqy02t6JV1nEqXuZKKhHrMvcr9ngB9TvQ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scontent.ftpe4-2.fna.fbcdn.net%2Fv%2Ft1.15752-0%2Fp480x480%2F79389242_559029358010251_5733912358137364480_n.jpg%3F_nc_cat%3D104%26_nc_sid%3Db96e70%26_nc_ohc%3DcDYB292JAUMAX8KHOG5%26_nc_ht%3Dscontent.ftpe4-2.fna%26_nc_tp%3D6%26oh%3D56a4ab3967b62cef21b01c8671eca308%26oe%3D5EAD6754&h=AT37YmFwVepmzAh0uQmOIr-nq4qXIkhZp4kxGBz9HCVMlenwFMIYA0WP8pwbRefTB_Fue9boOiu6ifDPL_JboPgTokqHqrNOAsCYqy02t6JV1nEqXuZKKhHrMvcr9ngB9TvQ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scontent.ftpe4-2.fna.fbcdn.net%2Fv%2Ft1.15752-0%2Fp480x480%2F79389242_559029358010251_5733912358137364480_n.jpg%3F_nc_cat%3D104%26_nc_sid%3Db96e70%26_nc_ohc%3DcDYB292JAUMAX8KHOG5%26_nc_ht%3Dscontent.ftpe4-2.fna%26_nc_tp%3D6%26oh%3D56a4ab3967b62cef21b01c8671eca308%26oe%3D5EAD6754&h=AT37YmFwVepmzAh0uQmOIr-nq4qXIkhZp4kxGBz9HCVMlenwFMIYA0WP8pwbRefTB_Fue9boOiu6ifDPL_JboPgTokqHqrNOAsCYqy02t6JV1nEqXuZKKhHrMvcr9ngB9TvQ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scontent.ftpe4-2.fna.fbcdn.net%2Fv%2Ft1.15752-0%2Fp480x480%2F79389242_559029358010251_5733912358137364480_n.jpg%3F_nc_cat%3D104%26_nc_sid%3Db96e70%26_nc_ohc%3DcDYB292JAUMAX8KHOG5%26_nc_ht%3Dscontent.ftpe4-2.fna%26_nc_tp%3D6%26oh%3D56a4ab3967b62cef21b01c8671eca308%26oe%3D5EAD6754&h=AT37YmFwVepmzAh0uQmOIr-nq4qXIkhZp4kxGBz9HCVMlenwFMIYA0WP8pwbRefTB_Fue9boOiu6ifDPL_JboPgTokqHqrNOAsCYqy02t6JV1nEqXuZKKhHrMvcr9ngB9TvQ
https://www.facebook.com/messages/t/3749703101713848
https://www.facebook.com/messages/t/3749703101713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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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眾-歐陽玟 

所以我說光台北就這麼多了，那台灣不就更多，他這樣一直違規，早就被抓了 

  顧客-秦琪瑄已回覆店家-李盈瑩 

那我們獎勵要以月為依據還是年，金額大概落在？ 

我選月 金額 1000? 

  Ubereats-傅柏勛已回覆店家-李盈瑩 

那我們獎勵要以月為依據還是年，金額大概落在？ 

我覺得獎勵可以以一季三個月來計算 

  店家—吳宗耿 

月 500 

  民眾-歐陽玟已回覆顧客-秦琪瑄 

我選月 金額 1000?  

  民眾-歐陽玟 

店家呢，你們金錢考量，覺得呢 

  店家—吳宗耿 

月 1000 

  雇主-李俊德 

以一季三個月來計算=2500$ ，一年 1 萬 

  Foodpanda 老闆-張芷寧 

獎勵金是老闆發嗎？ 

  店家-李盈瑩 

我覺得可以 以月去給 只是金額還要在計算，而這部分感覺比較偏向於平台如何去激勵員工做事 所以是平台出錢跟店

家好像無關連 

  雇主-李俊德已回覆 Foodpanda 老闆-張芷寧 

獎勵金是老闆發嗎？ 

對阿 

https://www.facebook.com/messages/t/3749703101713848
https://www.facebook.com/messages/t/3749703101713848
https://www.facebook.com/messages/t/3749703101713848
https://www.facebook.com/messages/t/3749703101713848
https://www.facebook.com/messages/t/3749703101713848
https://www.facebook.com/messages/t/3749703101713848
https://www.facebook.com/messages/t/3749703101713848
https://www.facebook.com/messages/t/3749703101713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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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眾-歐陽玟 

是老闆啦打錯了！雇主~拍謝 

  Foodpanda 老闆-張芷寧 

嚇死想說店家要什麼金錢考量。以老闆的想法應該是能省則省，畢竟公司人員多，雖然是為了外送員安全騎車所以設

置獎懲制度，但我覺得月 500 應該合理一點，不然老闆賠慘了 

  民眾-歐陽玟 

還有外送員的安全問題，會不會在發生意外沒人看到，沒有監視器而沒有保障？需要外送員加裝行車記錄器保障自己

嗎 

  顧客-秦琪瑄已回覆民眾-歐陽玟 

還有外送員的安全問題，會不會在發生意外沒人看到，沒有監視器而沒有保障？需要外送員加裝行車記錄器保障自己

嗎 

這裝置費誰出阿?如果是外送啽自己要付錢然後不願意呢? 

  民眾-歐陽玟 

這個是雇主可以要求外送員自己加裝的嗎？（提問 

  民眾-歐陽玟已回覆顧客-秦琪瑄 

這裝置費誰出阿?如果是外送啽自己要付錢然後不願意呢? 

嗯....請問外送員會願意嗎？ 

  顧客-秦琪瑄 

呼叫外送員 

  民眾-歐陽玟 

還是政府有補助,哈~ 

  政府－駱惟寧已回覆 Foodpanda 老闆-張芷寧 

以老闆的想法應該是能省則省，畢竟公司人員多，雖然是為了外送員安全騎車所以設置獎懲制度，但我覺得月 500 應

該合理一點，不然老闆賠慘了 

那採累積制度呢 要連續 3 個月沒有違規才能領導 500＊3 或 1000＊3 

  顧客-秦琪瑄 

若這個要噹我們的方案之一，政府可以做補貼的動作或老闆方可以有要求的動作 

https://www.facebook.com/messages/t/3749703101713848
https://www.facebook.com/messages/t/3749703101713848
https://www.facebook.com/messages/t/3749703101713848
https://www.facebook.com/messages/t/3749703101713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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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acebook.com/messages/t/3749703101713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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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bereats-傅柏勛 

我會覺得自己加裝，畢竟是要保障自己的安全 

  民眾-歐陽玟 

還有雇主，要強制保險，請問要保哪幾種呢？ 

  foodpanda 外送員，伍紓萱 

我覺得可以自己裝 現在也滿多人自己有行車紀錄器的樣子 

  雇主-李俊德已回覆民眾-歐陽玟 

這個是雇主可以要求外送員自己加裝的嗎？（提問 

我認為雇主沒有那麼大的權限要求，況且想要保障自身權益應屬個人裝置 

  店家-李盈瑩 

平台業者對外送員加強行車安全的宣導? 像我們新生剛進屏科的時候 一直給我們看車禍的影片 發揮警惕的作用... 

  民眾-歐陽玟已回覆店家-李盈瑩 

平台業者對外送員加強行車安全的宣導?像我們新生剛進屏科的時候 一直給我們看車禍的影片 發揮警惕的作用... 

可以 

  顧客-秦琪瑄已回覆店家-李盈瑩 

平台業者對外送員加強行車安全的宣導?像我們新生剛進屏科的時候 一直給我們看車禍的影片 發揮警惕的作用... 

可以ㄟ然後讓他們外送員自行決定 

  民眾-歐陽玟 

交通安全宣導，多久舉辦一次？ 

  顧客-秦琪瑄 

入行一次即可我覺得 

  民眾-歐陽玟 

入行,每天都有不同的人進來，他要去哪裡聽 

  顧客-秦琪瑄 

就是入行同梯的去公司之類的場地?集中聽 

還是等到一定的人數? 

https://www.facebook.com/messages/t/3749703101713848
https://www.facebook.com/messages/t/3749703101713848
https://www.facebook.com/messages/t/3749703101713848
https://www.facebook.com/messages/t/3749703101713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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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駱惟寧 

我覺得同梯次 

  店家—吳宗耿 

我覺得不用等到一定人數 就那梯有多少人就播 

  民眾-歐陽玟 

你說像是 8/1-10/1 進來公司的人，來甚麼地方聽這樣嗎 

  foodpanda 外送員，伍紓萱 

可能開放一個月一兩次? 

  店家-李盈瑩 

目前外送平台好像只有進行職前訓練 所以大概只能那時候多加強 

  Ubereats-傅柏勛 

一個月一次我覺得可以 

  顧客-秦琪瑄已回覆民眾-歐陽玟 

你說像是 8/1-10/1 進來公司的人，來甚麼地方聽這樣嗎 

可以，有職前訓練課程之類的 

  Foodpanda 老闆-張芷寧已回覆民眾-歐陽玟 

還有雇主，要強制保險，請問要保哪幾種呢？ 

foodpanda 統一替旗下外送員向國泰產險投保意外險傷害險 200 萬元、死亡、殘廢、第三人體傷、第三人財物損超跑

事故損失；Uber Eats 目前則未提供外送員保險，僅曾要求外送員上線前，要自行投保第三人責任險才可接單，感覺保

險就 foodpanda 保的這些 

  民眾-歐陽玟 

那我們應該差不多了吧？ 

  顧客-秦琪瑄 

恩～來決定簡報分工 

 

 
 
 

https://www.facebook.com/messages/t/3749703101713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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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1  「線上公民議會」期末報告呈現 

 
一、107-1「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課程 
題目：「對於無家者，現行法律對他們有許多不適用之處，請問為遊民設置

「遊民專法」是否得宜？將面對那些挑戰？又該如何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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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7-1 「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 
（一）3A 土地正義 

題目：「屏東市公勇路拆遷新聞曾經鬧得沸沸揚揚，但自新聞熱潮後問題又

再度停擺。請問該如何解決土地正義與經濟開發及地方發展的兩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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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5B 外籍配偶 
    題目：「《國籍法》明定，外國人要歸化我國籍，除要連續 5 年、每年合法

居留 183 天以上之外，並規劃修法，要求必須『無不良素行』，且外籍配偶若有

『妨害婚姻』的行為就無法歸化我國。請問是否有更好的修法方向與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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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8-1 「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 
（一）4A 外籍漁工 
    題目：「在這次南方澳大橋斷裂後，外籍漁工的勞動甚至生存權益開始受到

重視，請問外籍漁工現在的處境問題為何?又該如何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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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8-2 「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 
（一）4A 外籍移工—黑工寶寶 
    題目：「由於來台移工大幅增加，有些移工懷孕了，而因為懷孕的關係，可

能會被雇主遣返回國，就這樣害怕遣返，所以有移工會選擇把小孩給殺了，有

些會遺棄，這樣都是人命，政府是不是要對這樣的規定再修正？讓移工多一份

保障，減少無辜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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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線上公民議會」由通識課程中來自各系的學生經異質性分組後共同討論

當前正待解決的問題，學生雖然非社會科學專業科系，但在全組同學在社團中

的資料蒐集、分享與累積後，於線上聊天室的共同討論，經「釐清問題→不同

角色發表看法與意見→提出初步解決目標→理解預期困難→提出全組最佳共

識」的討論流程後，學生於聊天室中累積大量討論資料，也使他們的分組報告

呈現，都能有清晰的理路與具體可行的解決方案。也使同課程的他組同學，瞭

解該問題的核心與可能的解決方向，使他們對公民議題能有更深入的理解，未

來在參與各類公民議題時，也對問題解決有知道如何具體實踐的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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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2  「公民讀書會」學生期末報告呈現 

 
一、107-2：「C1 我和我的 T 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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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9-1「D3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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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公民讀書會」由學生自選與公民議題相關的書籍組別，並於社團中依教

師引導進行「五大佳句」、「新聞連結」與「文本分析」，再經過學生共同線上討

論後而有期末報告呈現。由以上學生報告可以看到，學生對於所研讀書籍主題

之之深入理解，在報告內容上不僅及於小說文本的表面理解，而是以不同的關

鍵詞切入探討該書籍內容，並能以時事為佐證，讓他組同學也能在本組同學的

分享中深入理解該書，在分組期末報告的過程擴延學生對小說與公民意識的理

解。 
 
PS. 此處所呈現之學生期末報告成果主要為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當時的期末

報告其間正逢台灣肺炎疫情因三級警戒而全校遠距授課，因此要求學生將該組

成果改由 PPT 呈現，也由 PPT 內容可知，學生於期末報告內容之全面與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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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3  永續行動讀書會「利害關係人」分析示例 

 
*110-2「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 

「永續行動讀書會」為「公民讀書會」的延伸，延續對書籍進行五大佳句

與新聞連結使學生能對書籍深入閱讀並能將書中主題與時事議題相連結，而將

文本分析改為「利害關係人」分析，從書中挑選篇章為其中人物依情節進行利

害關係人分析，以理解問題所由來之權力結構。其為每本書籍之分析如下所

示： 
 
 
一、做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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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無家者 

 
 
三、沉默的島嶼 
 
 
 
 
 
 
 
 
 
 
 
 
 
 
 



259 
 

 

 
 
 
小結：學生於書中進行利害關係人分析的同時，也在深入探究在書籍內故事表

象下的權力結構。雖然分析視角上或有智拙之處，但也已先建立問題的生成皆

有其權力權衡影響下的結構性問題，在進入「永續行動讀書會」的線上討論

前，對書籍主題與問題生成的權力關係都已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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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4  「永續行動讀書會」學生期末報告呈現 

 
一、110-2：「B2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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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0-2：「D1 無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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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5  「台灣歷史與文學」期末報告呈現示例 

 
一、「XX 歷史同好會」：109-1 高雄 A 美濃東門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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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XX 歷史劇場」： 109-2 台中歷史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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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從「XX 歷史同好會」對單一空間的歷史探究，以關鍵詞統整歷史資料給

予他組同學對該空間的清晰認識，到「XX 歷史劇場」對歷史空間在資料統整後

確定開空間於不同時期的功能，與在其中人的生活方式的想像，再以故事呈現

該歷史空間，他組同學可以在這些由同儕創作的故事中，對該空間有更多的認

識與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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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6  「職人敘事」學生作品示例 

一、圖文創作 
(一)木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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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動畜系 
 

 
 
二、散文創作 
(一) 木設系 

 
   1、木工廠  

在這個炎炎夏日的午後，我一如往常的扛著沉重的工具箱和木材走進了木

工廠，推開門的那一瞬間一股木材香撲鼻隨之而來的是如沙塵暴一般的粉塵風

暴，等我回過神時映入眼簾的是同學們馬不停蹄的帶著各自的木材往機械區前

進，以飛快的操作著各種大型機械。 
在這偌大的工廠裡充斥著各種機械交雜的聲音如同一場交響樂，平鉋機結

合著圓鋸機、花鉋機、手壓鉋機…各種聲音參雜著人聲相互碰撞著形成了這場

特殊交響樂，配上各種木料散發出的香味讓我彷彿置身在森林中聽著這場突兀

的交響樂，雖然刺耳但這熟悉的聲音搭上令人著迷的木質香是屬於木設系獨一

無二的表演。 
拿著工具箱踏著沉重的步伐，穿越選手區機械區一直走到工作桌前，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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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穿起工作服，準備加入這場大型演奏會，抱著裁好的材料選定要使用的機

器後大步前往機械區使用角鑿機準備為這場交響樂增添不一樣的旋律，放上木

料轉緊兩眼緊盯邊界線單手快速轉動控制輪，左轉轉右轉轉前進兩圈後退一

圈，調整完畢壓下操縱桿揮灑著汗水加入這場特殊交響樂，經過一段行雲流水

的操作後，拿起木料踏著輕盈的步伐穿越人群回到了工作桌，握著做好的榫頭

榫孔高舉槌子對準位置，帶著六親不認的氣勢隨著工廠中環繞著的交響樂盡情

敲打直到兩塊木料接的嚴絲合縫才肯放下槌子，這一刻非常紓壓，當我還沉浸

在交響樂合奏的氣氛中做著最後的砂磨時，一句「收工了!」一瞬間停止了交響

樂只剩空氣中飄散著淡淡的木質香，在收拾完後抱著自己辛苦製成的作品享受

著這順滑的觸感和一陣陣的木質香沿著這片奇妙的森林中踏上回家的路，此刻

的我對於這一切的辛苦和努力感覺都值得了。 
 
2、我的木工師傅潘金雄 
    印象很深刻，當我還是個懵懵懂懂的少年，我的父親曾和我說過，木工師

傅總是開著進口車，過著富麗堂皇的生活。聽到這些話的我，心動了，即將國

中畢業的我，對未來沒有方向，但卻對金錢有著極大的渴望。 
    不想再讀書的我決定休學了，決定學習木工技術，第一天當學徒，當時的

我沒有機車，因此我搭著公車前往工地，看著四周穿著制服的學生們，這時才

驚覺，我已經和他們不一樣。到了工地後，我第一個見到的就是我的師父「潘

金雄」師傅，大家都叫他阿雄師傅，阿雄師傅他粗眉大眼，有著一雙大手，和

近一百九十公分的身高，非常有男子氣概，看見我後他拿下嘴上的菸大喊：

「喂！年輕人，我叫阿雄，你以後就跟著我，但我很嚴格的。」轉身一個手勢

要我跟著他走。就這樣，我跟了阿雄師傅學習了一年。 
 
    在這一年中，我看見阿雄師傅那對於完美的堅持，當他在做一件事情時的

專注，是我這一生從未見過的專注，對於每個尺寸的精準度，每個面向的平整 
、垂直度，都令我十分讚嘆。有一場工程是在市政北一路的豪宅內，到現在還

記憶猶新，豪宅內的裝修是運用非常多的曲線造型的巴洛克風格，那時我問師

傅：「師傅，你有做過這種風格的嗎？」師傅搖搖頭，但他的臉上沒有絲毫的不

安，叫我去把該拿出來的工具準備好，等等就開始工作。三個月的時間過去，

看著那美麗的曲線以及運用線板營造出來的凹凸起伏感，只能用美來形容這間

房屋，當時心中有著無比的成就感，但看了看阿雄師傅，他的神情淡定，從他

的臉上我總是看不出喜怒哀樂，就這樣我們把東西收完準備離開，阿雄師傅

說：「客廳的天花板左上角，那裡造型與造型的接合處，沒有做的很好。」阿雄

師傅他那要求完美的做事態度，是沒有人能比擬的，曾經跟其他師傅一起工作

過，他們總是說：這樣就好了，時間快來不及了，反正外行人也看不懂等等的

話語。這些都讓我看見阿雄師傅對於手藝的堅持，讓我看見真正的職人精神。 
    時間飛逝，這段時間我與師傅了許多木工技術，但更多的是從阿雄師傅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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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所看見的職人精神，他曾說：專注，本來就是成為頂尖的一部分。五年過去

了，到現在我還是將這句話深深的放在我的心中，而我也相信，專注，就是成

為頂尖的一部分。 
 
(二) 動畜系 

 
   1、值日 
    急急忙忙衝進學校，上樓呼喚學弟妹和學長姊，準備一切就緒之後，一起

從學校後門出發前往公車站牌搭車，邊走邊咬著麵包邊猜測今天技師的心情是

否美麗？今天的雞蛋產量是不是比昨天還多？今天是星期幾，需不需要割很多

牧草？晚點會不會下語？今天中午要吃什麼？就這樣開啟和動物親密接觸的一

天。 
    到了牧場，技師一如往常刀子嘴豆腐心的唸叨著，自己去看今天要做什

麼，我是不會告訴你們的，東西後好了還不快點去換雨鞋工作了，我們也就像

被趕上架得鴨子慌慌張張的去準備工作。第一站是蛋雞舍，冒著被雞啄屁股、

啄鞋帶、及踩到破洞掉下去的風險，提著可愛的藍色小水桶，彎下腰，一屋一

屋的撿出雞蛋，一邊心中默念著數量，一邊將干擾工作的母雞們區離，不得不

說看似很簡單的工作，但每次撿完都會有種瞬間老十歲的感覺，還有一個很驚

人的發現，其實雞很喜歡吃雞蛋，每次蛋不小心掉下來破掉，那些雞就像沒吃

飯一樣，餓狼撲食，要不是墊子上有孔，我想應該不用多久，那顆蛋就會被吃

乾抹淨了吧！接下來是可愛的兔舍，兔子真的很喜歡吃麩皮跟玉米，每次拿著

飼料走進去，他們就全部都聚集在我周圍，倒下飼料的那一刻，不論男女老

少，全部都爭先恐後地去佔位，生怕晚了一步就什麼都不剩，最霸道的就是整

隻直接趴在飼料堆上吃，可愛到心臟大爆擊，他們對水品質的要求也不低，每

天至少要換一次水，夏天的時候可能需要換到兩次，工作量是所有動物中最不

具危險性，也是最輕鬆的。再來是水禽舍，內有鴨、鵝、火雞，永遠都記得他

的飼料配比，四杓麩皮配上兩杓玉米，而且要用大的鐵桶裝，加上桶子很深，

所以需要用手伸到最底層將飼料混和均勻，有時候還會加上玉米酒糟，那個味

道那個觸感實在是非常迷人，現在想起來那個氣味還在鼻腔裡打轉；扛著大桶

飼料前往水禽舍，剛開門中國鵝就開始示威，高傲的抬著下巴，用鄙視的眼神

看著我們這些外來種，邊發出高昂的叫聲帶領其他夥伴們巡邏，一副我才是這

裡的老大，隨時都可能衝過來的樣子。 
    最難最煎熬的工作不外乎是割牧草，不管風吹日晒雨淋都必須去，還要忍

受蚊蟲叮咬，加上狼尾草本身的葉原具有倒鉤，不小心畫到輕則皮，重則流

血，因為動物不會因為今天天氣不好就不吃飯，更不會因為看大家每天幫他們

準備食物而放我們假；若只割一小車的狼尾草，真的應該偷笑了，快的十分

鐘、十五分鐘就結束，曼的二十分鐘內一定做的完，但若技師開車了他最自豪

的紅色法拉利，那就不是那麼輕鬆解決的了，技師會在我們去到很遠的地方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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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且必須割滿一整車才能離開，起碼要一個小時左右，每次做完中午都大吃

十斤；而牧場內最危險的工作是切草，切草雞很快速但也很銳利，也意味著它

有很大的殺傷力，所以再操作這台機器的時候技師格外嚴肅，只要沒有照正確

的方向，一手握草柄，一手握草中間的位子，從葉子最嫩的地方放入切草機，

就會被訓斥一頓，若已經放進去，草已經開是被捲入，手就要放開，若有卡草

要先將總電源關掉，先將草清除在繼續，千萬不可以再店員還沒關掉之前執意

將草拔出，不然手指甚至整個人都會被切草機捲入並切碎，所以每次要使用的

時候我都額外的緊張，不過不是害怕被捲進去，而是怕遞草的速度太慢被技師

罵。再來就是最香最提神醒腦的環節–「鏟牛糞」，其實從外面看有一種邪教儀

式的感覺，三四個人拿著鏟子，一直繞同心圓，重複一樣的動作一直到全部鏟

完為止，再將收集起來的糞便鏟入推車，準備好要跟重量級選手來一場世紀鬥

牛大賽，若成功方能順利將牛糞倒入堆肥區，若失敗，將失去行動自由，並獲

得重新鏟牛費的機會，若參賽者足夠幸運的話，還可以跟我們重量級選手進行

親密互動哦！最後是瞳孔最特別的羊舍，不知道有多少人發現，大部分動物的

瞳孔都是圓形的或直條的，唯獨羊是橫向的，因此有惡魔化身的稱號；羊舍的

耕作內容也很簡單，把掉在外面的羊便便掃回高床下就結束了，會定期將下面

的草及便便拖出來裝袋，做成肥料賣出去，聽說有很不錯的效果，也有固定來

收購的農家。 
    這些應該是廣大畜保科的同學都有的共同回憶吧！剛開始哭天喊地的做，

邊做邊喊為什麼其他科都這麼輕鬆，只有我們需要值日，為動物做牛做馬，但

之後便會發現其實要感謝這些實習，有了這些經驗，再遇到這些實做就會比其

他人更容易上手，甚至有更卓越的表現。我也在其中收穫了不少，這些回憶跟

經驗為我高中三年增添了很多色彩，即便到了現在，只要回到高中的實習牧

場，依舊會和學弟妹一起下牧場，邊複習邊回味當初的酸甜苦辣，辛苦早就不

存在了，只剩下對這個科系滿滿的強烈愛好。 
 

   2、我與牛 
春雨紛飛，乳牛們正在發情。我站在牧場的屋簷下，老舊的屋頂經不起雨

水的衝擊而灌進牧場，我半個身體淌在雨中，腳邊一隻母牛因鐵棍敲擊欄杆的

聲音從睡夢中緩緩睜眼。整個冬天的記憶，就在那被乳牛吃的乾乾淨淨的槽

裡。公寓裡的人來來回回，大多只敢以眼角餘光快速掃過我身上沾了點牛糞的

衣褲，我甚至不清楚究竟對面的房間到底有沒有住人，沒有人願意在隨著細雨

降臨的夜幕之下，對看似無害的女子有多一點注目。有些發霉，帶著點荒涼的

潔癖。太多聲音被雨掩蓋，半夜的巷子意外寂靜，只剩貓叫。  
如今，教授正在台上講解 PPT，同學在我身旁聊天打鬧，偶有鴿群掠過，

拍拍翅， 休憩於學校的屋簷上。春日的陽光猶如奶油色的犢牛，注視著我，要

我交出累積了一個冬季的濕冷。我躺在宿舍的床上，心不在焉的翻看著動物解

剖學的講義，獨自沉浸在剛剛的夢境中，卻不記得任何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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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可以確定的是，牛改變了我的世界，領著我跨越虛構與現實。 
這個改變過後的世界是怎麼樣的呢？如美國小說家保羅.奧斯特在《黑暗中

的人》裡藉蘿絲.霍桑說：這怪誕的世界滔滔向前流動。怪誕之一是我突然輟學

一年去養牛。怪誕之二，這些牛帶領我去認識一個陌生的城市。我的世界就此

從人的高度傾斜，找到一個隱沒的城市。這個城市有過野蠻的歷史，這個城市

有著溫柔的角落，這個城市濃縮成一雙警戒的眼睛，這個城市舔著自己受潮的

尾 巴。這是一個看不見的城市。  
我與動物的關係向來不錯。不久前，正在照顧的小牛突然生病了，退燒

藥、抗生素、營養劑，我每天夜晚都哭腫了眼，心想目前的病情及應對法，卻

難以想像一隻瀕死的牛，是如何令人心碎。  
記憶裡的牧場都是美好的。淡淡微風，帶點牧草香氣，在牛群中自由穿梭

奔跑。自信如我，大聲驅趕，其實心裡害怕得要命。當看著銀之匙或其他有出

現牛的動畫時，從沒想過牛可以如此巨大，而站在一堆牛中間的我又是如此的

渺小無助，牛從來就沒有什麼傳聞，因為大家總是知道最後的結局是什麼，當

產乳量低於十五公斤、三次配種失敗、腳站不起來、無法在懷孕時，都會被送

上前往屠宰場的車，也是我最不想看到的車，我稱之為死神之車。乳牛彷彿在

生死的裂隙、靈魂分岔處，看淡人間。  
 
最早是六八七七號，一隻牧場最霸道的牛。據說她曾經為了吃飼料撞倒了

一整排正在扣頭中進食的牛，每當他要喝水時，其他的牛都必須讓開否則絕對

少不了一頓揍，牛是有階級制度的，我那天心想他肯定是裡面的大哥大。在我

遇見他時他已經被去掉了頭上的角，以方便管理，過往的霸氣依舊只是稍微收

斂了些，同時也是牧場裡最親人的牛，我來到這裡認識的第一隻，也是最愛的

一隻。 
和六八七七認識開始，偶爾下班回家前我會來問他今天過得如何，並把開

心難過的事情分享給他聽，他則會把我的圍裙搞得都是口水跟飼料的混合物，

有時我會偷偷抓一把食物過去給他，看著他滿足的吃完那連塞牙縫都不夠的份

量。 
這段屬於我的太平盛世，在秋天過後，因為小牛的大規模感染而劃上休止

符。喜歡牛、親近牛之後，我常常幻想，如果發現一直垂危的牛，我有沒有救

他的勇氣。我親眼目睹小牛的死亡，只因那時小牛看起來精神不好，場主跟我

說只需要打退燒藥就好，如果那時在多量個體溫或違背命令再多打個抗生素，

是否結局就會不一樣了。 
這次，沒有任何想像的餘裕。 

  這是我成年之後，所遇見最大規模的一次死亡。我對自己徹底失望。 
 
和我一起目睹小牛死亡的其中一個員工，就像個嚴厲的師傅般臭罵了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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頓，同時卻也開導了我，避免再次犯下愚蠢的錯誤，下午時分，我們一同整理

了屍體，並把那個地方消毒了一遍，鋪上了新的牧草，我暗自希望疫情不再擴

大，面對師傅的問題我無力回應，也不知如何回應。  
  面對生命，我無言以對。在這個看不見的世界。 
夏天對人們來說是玩樂的時刻，對牧場的牛來說，夏天，卻是群落分崩離

析的之際。夏天，是乳房炎好發的季節。夏天，短暫的令我來不及面對。  
來不及處理越來越多的乳房炎，來不及處理突然生產的女牛，也來不及處

理即將復學得辦理的手續。我斷絕所有的社交活動，拋開艱澀文本，陷溺在乍

暖還寒、無邊無際的忙碌中。  
 

  那陣子，又有新的女牛來到牧場。 
我常常想像，牛對於這樣的聚散離合，是不是比我更豁達灑脫。我努力去

記憶每一隻牛的花色與乳房，努力去適應新來的牛，努力去接受每一段無能為

力的聚合。    
直到現在，我仍沒有勇氣告訴任何人，我曾經背叛了六八七七對我的信

任。直到現在，我猶豫半晌，瞬間奔跑入雨中的畫面，停留在那個季節。記

憶，吹彈可破。  
  我和這個世界再度失去聯繫。 
雨季結束之前，我重新整頓自己。再次回到那個曾經的牧場，一切依然沒

變，只有因疫情而供給不足的牧草卷，但我不再恐懼、不再懷疑自己的耐心與

力量。就像小王子與狐狸，我和六八七七終於馴服了彼此。  
如今，我有空時依然會想回到那個位於柳營的牧場看看，儘管許多牛我已

經都不認識了，而你也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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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廣告文案寫作 
(一) 木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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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動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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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從學生所創作之圖文、散文與廣告文案，可看到學生掌握自身專業領域

的人、事、物、空間與理念，以文學性的語言重新詮釋自身專業，在這樣的觀

察與自省中，對自身專業領域的興趣與自信，也隨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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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7  各課程系列講座說明 

 
一、106-1 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系列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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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7-1 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系列講座 

 
 
 
 
 
 
 
 
 

 
 
 
 

 
 
 
 
 
 
 
 
 

 

 

本學期的講座安排，因應該學期

以「線上公民議會」對議題的討

論為課程主軸，所以邀請對外籍

配偶教育、遊民協助、勞工問題

與地方創生等方面已有多年經驗

者，在課堂對各類議題做深入講

解，也讓學生可以從業師的經驗

中了解各議題中人、事、物與社

會結構的連動，對各類議題有更

深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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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7-2 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系列講座 

 
 
 
 
 
 
 
 
 

本學期為因應「公民讀書會」的活動設計，所邀請業師除邱毓斌為多年投入

勞工運動的社會學系教師外，邀請詩人任明信談詩與社會的結合，邀請作家

吳曉樂談其《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的創作理念，邀請屏東在地畫家鄭開

翔談其《街屋台灣》中貼合土地的觀察視角，也邀請「農村武裝青年」以音

樂會的形式談其抗爭歌曲的創作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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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8-1 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系列講座 

 
 
 
 
 
 
 
 
 
 
 
 

 
 

 
 

本學期以「線上公民議會」為活動設計，所

以除邀請邱毓斌繼續談勞工問題外，也邀請

為屏東地方問題努力多年的縣議員蔣月惠女

士，也邀請兩位在本課程中有討論的小說作

者蒞臨，談其小說創作時的社會議題觀察—
徐嘉澤談《下一個天亮》（台灣民主化歷

程）、陳又津談《少女忽必烈》中的遊民與

土地正義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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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08-2 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系列講座 

 
 
 
 
 
 
 
 
 
 
 
 
 
 
 
 
 
 
 
 
 
 

本學期延續「線上公民議會」為活動設計，邀請在本課程演講頗受學生歡迎

的兩位作家吳曉樂與林立青來與同學分享，此外更配合本校圖書館沙龍讀書

會，讓有興趣的同學可以與作家共同討論書籍。其中吳曉樂書中對女性主義

的理解，以及林立青書中對底層勞動的描繪，都可透過沙龍讀書會更細緻且

全面地傳達給參與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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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109-1 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系列講座 

 
 
 
 
 
 
 
 
 
 
 

本學期延續「公民讀書會」為活動設計，邀請作家林立青蒞校與同學分

享，當時公視戲劇【做工的人】獲得社會大眾好評，學生參與講演的興趣

也有很大提升。當學期配合閱讀書籍量的增加，也增加電影文本如【寄身

上流】等播放後以座談形式共同討論文本中的社會諷刺，學生反應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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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109-2 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系列講座 
(一)難民工作坊 

 
(二)【返校】電影配樂分析        (三)男大生情感分享與親密關係暴力工作坊 

 
 
 
 
 
 

本學期擴延公民議題的討論方向，包括關切國際人道議題的難民工作坊，以

男大生情感關懷為主軸的情侶間性暴力之可能，以及以音樂分析頗析【返

校】電影中的音樂與故事的疊合等，都十分受學生歡迎。可惜五月後因疫情

改為線上授課，活動未能持續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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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110-1「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系列講座」 
 
 
 
 
 
 
 
 
 
 
 
 
 
 
 
 
 
 
 
 
 
 
 
 

 
 
 
 
 
 
 
 
 
 
 

 
 

本學期也希望透過系

列講座擴延學生對公

民議題的理解，所以

包括邀請記者談香港

議題，邀請台灣廢死

聯盟播放電影並進行

映後座談。邀請【酒

與妹仔】的公關經紀

談酒店與女性議題，

邀請原住民藝術家談

自然生態議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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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110-2 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系列講座 
 
 
 
 
 
 
 
 
 
 
 
 
 
 

 
 
 
 
 
 
 
 
 
 
 

 

本學期邀請作家吳曉樂，曉樂

老師以當月雜誌文章所引發的

論戰作為講座主題，讓學生從

語言的使用省思社會的樣貌；

另邀請暢銷書籍【你不伸手，

他要在這裡躺多久】的作者社

工師李佳庭於線上分享，也讓

學生對遊民議題有更深入的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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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109-1 台灣歷史與文學系列講座 
 

 
 
 
 
 
 
 
 
 
 
 
 

 
 
 
 
 
 
 
 

 
 
 
 
 
 
十一、109-2 台灣歷史與文學系列講座 

 
 
 
 
 
 
 
 
 

109 學年度起開始嘗試於【台灣歷史與文學】課程進行創新教學，也舉辦系列

講座。講座邀請台灣和平基金會舉辦之台灣歷史小說獎的得主李旺台與錢真老

師，談日治後期與國府遷台後的台灣經濟與朱一貴事件始末。並邀請台灣歷史

小說獎評審陳栢青老師蒞校演講，老師以台北新公園的同志空間變化作為演講

主題，也讓學生了解對單一歷史空間進行資料蒐集與意義理解的方法。 

本學期邀請長期研究

清領時期屏東文學的

學者王玉輝老師蒞校

演講，所談之清代六

堆主題與學生所處空

間相近，學生也表現

高度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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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110-1 台灣歷史與文學系列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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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110-2 台灣歷史與文學系列講座 

 
 
 
 
 
 
 

本學期邀請台劇【國際橋牌社】汪怡昕導演談他製作本戲的歷程，也更多談

到在台灣製作當代政治劇的難處。也邀請屏東大學副教授也身兼屏東武俠小

說家的施百俊老師談他的小說【浪花】的主角鄭芝龍，在施老師的詮釋中，

學生也進一步認識這位帶著台灣走入國際視野的傳奇英雄；最後邀請東愛鄉

協會理事葉慶元老師，談他長期對屏東眷村的攝影紀錄與對眷村史的理解。 

本學期同樣邀請長期研究清領時期屏東

文學的學者王玉輝老師蒞校演講，但因

台劇【斯卡羅】獲得很大矚目，所以請

王老師以斯卡羅為主題，帶同學理解恆

春地區在清領中期時的時代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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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110-1 職人敘事系列講座 

 

 
 
 

職人敘事講座邀請以不同專業領域與文學及藝術創作相連結的作家與藝術家

蒞臨，其中海德薇的山神與森林系，杜虹的自然書寫與農學院，巴瓦瓦隆的

作品與野保所，謝欣翰的地衣荒物與木設系相連結，學生學習動機也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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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110-2 職人敘事系列講座 
 
 
 
 
 
 
 
 
 
 
 
 
 
 
 
 
 

 
 
 
 
 
 
 
 
 

本學期邀請曾齡儀為國內飲食刊物

的主編，其飲食書寫獲極大肯定，

邀請曾老師為本校餐飲系同學分享

飲食如何透過文學書寫記錄的經

驗；另外邀請屏東在地畫家鄭開

翔，以其對屏東的在地踏查與速

寫，讓我們看到藝術家如何觀察生

活空間並記錄，本講座邀請木設系

同學參與，因為專業領域相近(設
計)，所以對本獎座的認同度也頗

高。 


	王國安
	王國安
	王國安
	王國安
	王國安
	王國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