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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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 

 

壹、 計畫名稱： 

從數位活動中學習西洋文學 

 

貳、 實施課程： 

英文系1年B班 文學作品讀法 

 

授課教師姓名： 

英文系張禮文 

 

參、 前言 

 

對於在二十一世紀成長的學生們來說，手機、網路、以及社群媒體已經是生活當中

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在此前提下，學校的教學若要吸引學生的注意，勢必需要經

歷一番進化的過程，適時地結合數位科技與傳統教學。在數位時代中，唯有營造學

生熟悉的情境，方能有效提升學習的興趣。本教學計畫主旨在探討如何透過教學活

動的設計，在學生難以抵抗聲光媒體誘惑的實際情況下，藉由數位活動學習，引導

學生在擅長且喜愛的科技使用平台，於發揮想像力和創造力的同時，達到文學課的

學習目標。 

 

｢文學作品讀法｣為英文系一年級的學年必修課，上下學期各兩學分。本課為文學基

礎課程，其一目的在幫助學生學習並熟稔西方文學重要名詞與基本文學批評技巧。

其二在提供學生合適場域與機會閱讀重要外國文學經典作品。由於學生在大學之

前，並沒有太多機會接觸西洋文學，直接閱讀文本的機會也低，因此文學素養和英

文閱讀能力都有待加強。往往學生會因為文學作品的艱澀而對文學課產生排拒感。

為有效縮短外國文學和本國學生之間的距離，同時強調文學和生活的緊密性，本計

畫嘗試將學生熟悉的科技生活，融入校園中的文學課程，進而提升學習效果。 

 

肆、 計畫特色及具體內容 

 

A) 計畫特色 

 

文學課程一般皆以老師講授(lecture)為主，通常強調的是 input 的過程與方式，本

計畫嘗試結合數位活動與傳統教學，利用學生熟悉科技媒體使用的特點，透過媒

體製作和網路互動的過程，培養學生創造力，並提升學生對於學習文學課程的興

趣。教室場域中講到的 output learning，通常是指 speaking and writing，本計畫更

進一步地加入影像與影片的製作(photo and video editing)，學生所進行的訓練，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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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侷限於教室中的文學賞析，更跨越到其他影音藝術領域，亦可謂之為跨域學習。 

 

基本上，本計畫以 project-based learning (PjBL)為基礎，不同於傳統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聚焦於解決問題，PjBL 是以個人或小組進行較長一段時間的活動，

且聚焦於發展新產物。學生在執行計畫的過程中，需要提升自我批判能力，嘗試

以不同的方式將對於文學作品的了解，以｢實品｣呈現。本計畫以英詩為學習目標，

學生之學習成果(實品)則以書寫、口說、圖像、音樂等不同面向呈現。 

 

B) 具體內容 

 

本計畫試圖在教學中的 input learning 及 output learning 中尋求平衡點，並強調

output learning 的方法、效能、與實際執行面，協助學生從｢實作｣當中(learning by 

doing)，提升結合文學和科技的｢產能｣。  

 

1) 循序漸進學習：雖然本計畫於 1072 施行，但在 1071 即開始為活動暖身。 

 

作業(Projects)   1071 (暖身)    1072 (計畫執行) 

1. 電影心得(影像敘述) 簡報 (2D:文字+影像) 簡報 (3D:文字+影像+音樂) 

2. 故事創作    個人故事創作    分組故事創作 

3. 影片製作    微電影(戲劇呈現)    教學影片(報告呈現) 

 

2) 教師端 

a) 教學活動進行前：  

1) 技術面：為協助學生完成挑戰，老師預先準備各項樣本，包括微電影的

範例與教學影片的範例 

2) 執行面：寒假前完成組別分配，並於課輔系統教材區上傳影片製作指引

方針，鼓勵學生於寒假開始進行活動。 

3) 資訊面：由教師端提供簡報教學網站連結，藉此協助學生獨立學習製作

簡報檔。 

4) 知識面：介紹詩學基本名詞與寫作技巧；示範並解析英詩閱讀方法；將

電影中女性的議題與帶有女性主義色彩的英詩結合。 

 

b) 教學活動活動進行中：  

1) 簡報：老師於課堂示範如何善用用簡報 PPT 的功能，以文字、影像、

和音樂詮釋電影心得。並於課輔系統上傳樣本供同學參考。 

2) 故事創作：隨時留意故事走向，若有問題則透過電子郵件或於課堂中

講解。 

3) 透過電子郵件與課外分組授課的方式，各別幫助所有組別完成教學影

片中所需呈現的教學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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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生端 

a) 電影心得：配合本學期女性主義文學(feminism)，於3月8日與3月15日

(12:10-13:00) 欣賞電影｢女生向前走｣(Girl, Interrupted)。作業(個人的電

影心得，以簡報呈現)截止日期為3月31日。 

 

b) 故事創作：小組作業。老師提供故事最前面，之後由學生合力完成創作。

為配合本學期成長文學的主題(passage to adulthood)，選擇《麥田捕手》

(The Cather in the Rye by J. D. Salinger)的第一段為本班故事的開頭。作

業截止日期為4月30日。 

 

c) 教學影片：共8組，每組約8人。報告時間為3-4月，所有報告內容列入

期中考考題範圍。為配合本學期詩的主題，各組的報告題目分別為： 

1. William Blake: “Chimney Sweeper” (from Songs of Innocence) 

2. William Blake: “Tyger” (from Songs of Experience) 

3. Robert Browning: “My Last Duchess”   

4. William Shakespeare "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5. Robert Frost: “The Road Not Taken”  

6. Robert Frost: “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ing Evening” 

7. Emily Dickinson: "A Narrow Fellow in the Grass”  

8. Emily Dickinson: “Because I could not stop for death” 

 

伍、實施成效及影響（量化及質化） 

  

1. 量的評量： A) 學生出席紀錄：90% 

B) 電影心得完成度：86% 

C) 故事創作的參與度：80% 

D) 問卷完成度：93% 

 

2. 質的評量：  

A) 影像評論是否呈現對文學作品的了解： 

整體來說，同學在此項目有非常傑出的表現。文字部分除了將電影(女生向前走)

所探討normality and madness之間的關係以及 the regime of social censorship做分

析，並針對電影角色做性格分析，亦從反思中將電影議題連結到自身經驗。同

時，同學所選擇的影像與音樂巧妙地與文字內容做了結合。較常見的缺點是音

樂的長度沒有配合影片的長度，或者換頁速度無法配合觀者的閱讀速度。 

 

B) 故事創作是否運用到文學寫作技巧： 

六組雖有一樣的故事開頭，但故事走向各組完全不同，明顯可見的是大家想像力

豐富，透過 flashback 的技巧，回朔《麥田捕手》主角針對 last Christmas 的記憶。

雖故事創作中可看出很多文學技巧元素，例如 suspense, foreshadowing, mys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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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phor, simile 等等， 但可惜的是，沒有同學將故事結局寫出，因此各組故事

都是呈現｢未完成-待續｣的狀態。 

 

C) 教學影片是否確實呈現文學作品寓意： 

所有進行教學的影片所使用的 ppt 都是老師和各小組來回校對多次的成品，因此

不論是版面或是內容，都能將作品的寓意與重點清楚呈現。 

 

D) 問卷分析學生對各活動的反應： 

問卷共分兩大部分：close questions and open questions。前者包含 3 大項目，針對

本學期三個活動(電影心得 6 題，故事創作 6 題，教學影片 8 題，共 20 題)，詢問

同學的意見，每一題以 0-4 給分。修課人數 56 人，問卷填答 52 人。 

 

All     Did Assignments   

Total Filled Out Average Total Filled Out Average 

981       312  3.14  873       276      3.16  

     951      312       3.05        832       270      3.08  

    1,309       414       3.16   1,309       414      3.16  

    3,241                 1,038       3.12                   3,014           960              3.14               

 

左邊表格呈現所有問卷結果：      

1) 電影心得平均分數為 3.14 

2) 故事創作平均分數為 3.05 

3) 教學影片平均分數為 3.16 

4) 所有總平均分數為 3.12 

 

部份同學並沒有完成所有作業，但問卷卻仍回答有關執行該作業的問題。將這部

份數據剔除之後，結果呈現在右邊的表格，但結果與左圖差異相當微小： 

1) 電影心得平均分數為 3.16 

2) 故事創作平均分數為 3.08 

3) 教學影片平均分數為 3.16 

4) 所有總平均分數為 3.14 

 

問卷結果顯示，學生對於三項活動皆抱持高度肯定的態度。比較值得留意的部分

是，20 個題目當中，最高與最低平均分數都落在｢故事創作｣：分數最高 3.87 (小

組故事創作比起一般傳統的作業來得有趣、更能刺激我的興趣、發揮想像力)。

分數最低 2.44 (我喜歡網路上和同學一起完成故事創作的學習經驗)。學生認為該

活動可以刺激想像力，但卻不喜歡和他人一起完成。該結果與 open questions 學

生對於團隊合作的回答相呼應。同學基本上對於 teamwork 最大的顧慮在於小組

成員的配合度不夠，但在沒有制約力的情況下，易發生負責任的同學被迫肩擔大

部分的工作，而少部分不負責任的同學卻可坐享其成。此結果可提供日後課程安

排一個重要的關鍵，針對小組活動可增加｢小組契約｣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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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的 open questions，粗略總結如下： 

1) 電影心得：有趣。學習簡報製作技巧與文字/影像/音樂的運用，完成後有成就

感。 

2) 故事創作：有趣。可以激發想像力和創作能力，同時可以欣賞同學的寫作。 

3) 教學影片：培養團隊意識、學習和他人溝通技巧、並加深對作品的了解。 

  
 

陸、結論 

A) 老師端： 

相較於傳統備課與講課，老師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課前準備資料以及幫

助學生完成挑戰。在學生進行教學錄影帶製作時，老師透過郵件和分組授課協

助學生製作教學時所需使用的簡報。老師協助的第一步驟是透過電子郵件檢視

學生完成的教學簡報， 老師透過郵件一一清楚列出需要修改與更正的地方，來

回需要若干次方能定稿。然，部分組別製作的簡報問題太多，明顯需要更多的

協助，則由老師另外找時間幫全組同學課外教學，講解該組負責報告的文學作

品，並親自示範教學簡報的製作技巧與資料的呈現。平均來說，一組需要老師

提供協助的時間約為 2-3 小時。而簡報修正版本則大約需要 3-6 校，方能完成最

終定稿。雖然工程浩大，但是看到同學的成品，身為指導教師也很有成就感。 

 

B) 學生端： 

由於本科作業與傳統作業差異性較大，少數學生較難配合。另外，由於本科為

學年課程、活動採漸進式方式進行，上學期沒有選修的同學，較難進入狀況。

一來，此類學生沒有先有暖身的機會，直接接觸三項｢非傳統｣的活動/作業，或

許會跟不上軌道。期初原有 63 人選修，但棄修時間過後，班級人數減至 56 人。

棄修的 7 名同學中，有 2 位是下學期才選修。再者，由於上學期末已經將本學

期的分組完成，也規定學生於寒假開始進行前置作業，本學期才加入的同學在

一開學就進度落後其他同學了，而往往此類學生並非同年級學生，在聯繫組員

方面較有困難。基本上在 ppt 與故事接龍部分，同學較無困難，且喜歡以嶄新的

方式展現自己學會的東西。而小組教學錄影帶最常見的問題是，小組成員彼此

的討論時間難配合，亦有搭便車的情況發生。 

 

C) 成果： 

本學期透過三項 PjBL 活動進行 output learning，在教師的指引之下，由學生策

劃、執行及完成個人與團體之專題研究。從學生完成的作品看來，此教學方式

成果頗豐，亦可清楚呈現學生對於電腦網路等現代科技的掌控度極高。小組報

告的準備過程雖然有些曲折(主要源自溝通問題與時間配合)，但每一組產品(對

文學作品的解析)和包裝(簡報檔與錄影檔)的最後成果呈現，都是可圈可點的佳

作。從學生的問卷當中也可清楚看出大多數的人都認為作業很有挑戰，但同時

也很有趣，完成後對自我學習的過程給予高度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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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執行計畫活動照片 

 

課輔系統討論區：故事接龍 

 

 

課後小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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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小組討論 

 

 

 

Line群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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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PPT  

  

 

  
 

  
 

影片錄製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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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影片播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