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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教師教學創新暨教材研發獎勵期末成果報告書（格式） 

壹、計畫名稱 

透過探討日本動漫作品與次文化現象來學習研究理論與文化比較之教學創新計劃 

 

貳、實施課程、授課教師姓名 

    實施課程：動漫與次文化 

    教授教師姓名：沈 美雪 

 

參、前言 

      「日本動漫與次文化」為本學年度下學期新開的一門課程，旨在將「媒體素養」與

「文化研究」作結合，並選用年輕族群感到有興趣的日本動漫、遊戲等作品作為教材，

希望藉由透過學習者本身的興趣，來引導學習學術性的文化及文學批評理論，並以此培

養學習者的研究能力，以及對異文化之了解以比較之能力。 

    ※媒體素養（Media Literacy）是指在各類處境中取用（access）、理解（understand）及

產製（create）媒體信息的能力。 

    ※文化研究/閱讀（カルチュラル・スタディーズ/Cultural studies）起源於 20世紀後半的

英國研究者之間，泛指關於文化的一切研究，包含政治經濟學、社會學、文學理論、

媒體學、文化人類學、哲學、藝術等。不只是高等文化，也包括次文化（サブカルチ

ャー／大眾文化）。 

 

肆、計畫特色及具體內容 

    本課程最大的特色在於，透過現今年經族群極感興趣的日本動漫與遊戲作品，來引

導認識文化研究學的一些基礎理論。除培養媒體素養（メディア・リテラシー・/ media 

literacy）之外，並引導學生利用文化、文學批評理論來學習如何探討、分析次文化作品，

以期藉由結合青少年之興趣來提升學習者批評與思考之能力。 

      本課程的主要目的在介紹一些文化研究的基本理論，如類型論（Genre Criticism）、

受容理論（Intertextuality）、人物描寫（Character）、身体論（body）、性別批評（Gender 

Criticism）、文化批評（Cultural Criticism）等，並與日本次文化（Sub cultural）做連結

並將學習重點放在「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上。另外，每個講題都會與台灣的現

況作結合，讓學生在了解文化及文學研究理論之外，並能達到「比較文化」之學習目的。 

http://ja.wikipedia.org/wiki/%E3%82%B5%E3%83%96%E3%82%AB%E3%83%AB%E3%83%81%E3%83%A3%E3%83%BC
http://ja.wikipedia.org/wiki/%E3%82%B5%E3%83%96%E3%82%AB%E3%83%AB%E3%83%81%E3%83%A3%E3%83%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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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本課程結合批評理論及動漫、電玩的文本研究，每週都設有學習主題如下: 

    第一講：日本動漫與次文化概述 2015/02/26 

    第二講：人物造型(Character):「萌」(Moe)與(二次元)美少女的系譜 2015/03/05 

    第三講：文本間相互影響關係(Intertextuality):小説、動漫、電玩之文本 2015/03/12 

    第四講：類型論 1(Genre Criticism1):輕小説的歴史與類型 2015/03/19 

    第五講：類型論 2(Genre Criticism2):模擬遊戲的文學性 2015/03/26 

第六講：身體論 1(Body1):動漫作品中的身體性與性別角色(Gender Role)2015/04/09 

  第七講：身體論 2(Body2):動漫作品中的身體性與後人文主義(Posthumanism)2015/04/16 

第八講：身體論 3(Body3):聲音商品化－聲優 2015/04/23 

第九講：身體論 4(Body4):聲音商品化－ボーカロイド(VOCALOID)2015/04/30 

第十講：性別批評 1(Gender Criticism1):戰鬥美少女論 2015/05/07 

第十一講：性別批評 2(Gender Criticism2):BL 論 2015/05/14 

第十二講：性別批評 3(Gender Criticism3):百合 2015/05/21 

第十三講：文化批評 1(Cultural Criticism1):「宅」(Otaku)文化與宅經濟 2015/05/28 

第十四講：文化批評 2(Cultural Criticism2):同人 2015/06/04 

第十五講：文化批評 3(Cultural Criticism3):動漫電玩與有害聯想 2015/06/11 

伍、實施成效及影響（量化及質化） 

(1)學習者作業繳交問題-量化 

   本課程規定每週都必須繳交作業，而各講次之作業繳交率（人數 71）如下:      

作業次 繳交人數 繳交率 

第 1講 37 52% 

第 2講 38 53% 

第 3講 55 77% 

第 4講 43 60% 

第 5講 41 58% 

第 6講 53 75% 

第 7講 50 70% 

第 8講 38 54% 

第 9講 38 54% 

第 10講 51 72% 

第 11講 38 54% 

第 12講 37 72% 

第 13講 40 56% 

第 14講 44 62% 

第 15講 33 46% 

  由上表可以看出，作業繳交率約 5-7 成。要如何提高作業繳交綠，是今後必須要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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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點之一。而作業繳交率不高的原因可能是因為配分不高（每次作業僅只能得 1 分），

所以影響繳交意願。 

 (2)對於研究理論之理解問題-質化 

  學習者對於文化與文學研究理論因為大多第一次接觸，所以是否能充分理解講述的內

容，是本課程首要掌握之處。而本課程所利用的調查方法，便是本校課輔系統的「投票」

功能。向學習者說明此功能是完全的匿名性，所以可以放心地表達自己的想法。以第二週

的講題為例，投票結果顯示學習者的理解度如下: 

 

填答者 61人，有效填答率 84.7%。其中對於該週（第二週）內容表示充分了解者 49.18%、

大致能理解者 47.54%、聽不太懂的有 1人占 1.63%，表示近 9 成 5以上能理解內容，但仍

有 1 位同覺得不太能理解。而今後的主題會加深理論性的補充，因此預計表達不太理解或

完全無法理解的票數會增加。而在學習者自我評價的理解度上，第 4-11講則呈現以下結果。 

第 4講 

 

第 5講 

 



附件 4 

 

4 

 

第 6講 

 

第 7講 

 

第 8講 

 

第 9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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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講 

 

第 11講 

 

第 12講 

 

第 13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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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講 

 

第 15講 

 

 

由以上結果可以看出，表示「充分裡解」「大致理解」的學習者佔 9成 5 以上，超過 5 名

以上表示「聽不太懂」的學習者只有第 7 講「動漫作品中的身體性與後人文主義」的 6 名。

可見自第 3週之後，學習者對於學習內容的吸收度有大幅之提升。而最後的成效評估，則以

下方式進行： 

(1)期末考、(2)期末評量、(3)討論區發言、(4)出席率評量、等。 

 

陸、結論 

    本研究計畫以日本的動漫、遊戲、宅文化等作為教材，而以文學及文化學研究來作為研

究的方法論，目標是希望結合年輕人的興趣，來學習文化學研究的基礎、並培養思考與批判

之能力。而本課程亦為本系課程內容外審的科目，而針對校外審查委員給予之意見，本課程

做以下回覆說明。 

(1)項目：本課程內容之概述是否需要修改或補充內容？ 

  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動漫產值之經濟效益（可以日、台、中、韓或歐美為範例做比較） 

 回覆說明：本課程中第 13、14講會深入分析「宅經濟」「動漫展」等有關日本動漫、電玩

相關之經濟效益；此外會參考委員意見，盡量在各講次中收集資料，分析各講



附件 4 

 

7 

 

主題之相關經濟產值。如「聲優」的經濟產值、台日之比較等。 

(2)項目：本課程之內容、教學與評量方式是否能有效養成該課程所對應之核心能力？ 

  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減少理論及學術性探討，著重動漫之產業經濟效益及全球化之社會

現象。 

 回覆說明：參考委員意見，今後的課程會多增加各主題之經濟效益（如輕小說在台產值、

聲優來台之經濟效應…等），以及文化比較（全球化之社會現象）之部分。 

(3)項目：本課程所傳授之專業知識或技術是符合學術潮流與現今職場情勢？ 

  委員意見及建議事項：以趣味為主可激發學生學習動力，兼可刺激其更加深入探討。 

 回覆說明：本課程有 71人次選修，而所得教學回饋意見（匿名）如下。另外，本課程亦有

開放讓學生做調查發表，目前開放名額全滿。如委員意見所說，對於本課程學

員反應可說極為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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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執行計畫活動照片 

 

 

教師講課 學生聽講 

  

學生發表(日 2A-林雅) 學生發表(新聞 3A-鍾雨璉) 

  

學生發表(日 2A-陳盟育) 學生發表(日 2B-陳宛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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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發表(日 3A-楊雅茹) 學生發表(日 4B-陳韻如) 

  

學生發表(日 2A-下谷怜香) 學生發表(日 3A-杜巧薇) 

  
學生發表(日 2B-詹詠淳) 學生發表(日 3B-楊詠惠) 

  

學生發表(日 4B-徐筱晴) 學生發表(日 4B-楊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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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發表(日 4A-王佩琪) 學生發表(日 2A-王德穎) 

  

學生發表(日 4B-蔡宗佑) 學生發表(日 3B-梁耀杰) 

  

學生發表(日 2A-徐煜翔) 本課程 TA 

 

 

 

捌、附件 

(1) 各學習單元之主要內容 

(2) 研究發表者主題與名單 

 

備註： 

1. 本報告書大綱得視需要自行增列項目。 

2. 成果報告書須另以光碟儲存，並附加執行計畫活動照片電子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