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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課程資訊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姓名 修課學生數 

詩選及習作 陳恬儀老師 44 

插畫 吳佩縈老師 27 

 

二、 課程執行成果摘要 

課程期間，除安排具出版實務和劇本編輯相關專業人士進行演講與諮商外，並

藉由詩選與習作、插畫二種不同領域之修課學生進行媒合、分組、討論，經由

多次的分組活動培養同學們之間的默契，最後各組擬定主題，經充分討論，共

同完成其程果作品，並讓同學們於課堂中充分表現其創作精神。 

三、 課程成果說明 (黃底部分請自行填上) 

1. 具體教學成果與評估 

陳恬儀老師 學生首先完成出版或商品企畫，並於期末完成古典詩詞及相關符

號、故事的圖文或立體形式作品共 26 件，其中與文創同學合作共

11 件，中文系學生自行創作或與朋友合作共 12 件，文創系學生自

行創作共 3 件。學生作品除了呈現對古典詩詞文本的理解與詮釋

外，亦展現多重創意，本次學習成果在平本紙本的創作上，除了

繪本故事書外，亦有明信片、12 月份詩籤、雜誌外，也製作極具

實用性的桌遊、占卜牌卡，在非紙本創作部分，除了書套、杯組、

產品包裝、燈罩外，甚至有手提包，可以看到學生展現出立足古

典知識內容，進行現代應用轉化的能力。 
吳佩縈老師 同學不僅從作品集的整理與檢視中定位出屬於每個人自己獨特的

視覺創作風格，且透過世界咖啡館及其他共同合作活動與中文系同學的

溝通中了解不同專長的創作者思考重點不同，並在合作中一起運用文字

的分析結合將其視覺化的練習，認識圖文詮釋的各種可能樣貌。 

同學分組討論各自文本之可能表現形式，例如報紙專欄或雜誌或繪

本或卡牌，並為其配插圖及文字編排，今年的實際成果如陳田儀老師所

述展現多面向的創意，同學們體驗模擬了除了圖文合作經驗外，更重要

的是同學完成一件真正的圖文作品，有的需要同學親自跑印刷流程，有

的要去布店裁縫，有的要親自實驗窯燒的過程…等，這些讓同學更能深

刻認識出版或文創產品的完整流程與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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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程遇到問題與困難 

陳恬儀老師 首先是兩個班級的人數不一致，中文系的學生數較多，無法全數與

文創系學生配對，因此採取部分中文系學生與文創系學生配對，其餘則

自行製作或與具有專長的外系或外校同學合作，一方面可令學生有不同

的選擇，另一方面仍可收互相觀摩之效。另外是同學因為陌生，信任度

與配合度都需要更多磨合與學習，中文系同學過去較習慣紙本考試及簡

報，在應用輸出方面較缺少訓練，因此需要較多輔導，透過計畫得以聘

請專業講師來校演講及輔導，對學生的啟發與實際創作皆有極大幫助。 

吳佩縈老師 插畫課的同學遇到的最大問題是創作不自由；因為過去是為自己創

作，即使是以商業為前提，同學也多以自己的想法出發設計，而這次的

合作是文字創作者先寫文稿，圖像創作者才加入討論其視覺呈現，所以

不少插畫課同學一開始的時候適應不良，經過心理調適之後才漸入佳

境。 

另外一個也是心理適應問題，同學第一次面對公開媒合，一直擔心

自己的作品沒有人喜歡，要不斷地幫忙說明不只是圖畫得好不好，還有

風格與文字內容是否合適的考慮，但是還是有一個同學最終因為沒有與

中文系同學媒合成功，心裡十分受傷，最終退出了。以後可能要請專家

多心跟同學談談插畫工作者這方面的心理調適方式，並多給予同學專門

的輔導，幫助同學的插畫創作溝通能更順利。 

 

3. 教學反思與未來的展望 

陳恬儀老師 由於兩個班級的學生皆為進修部學生，進行跨域協作對學生的學習

興趣與啟發上皆有幫助，但因為進修部學生的課餘時間以及共同時間都

較緊迫，在溝通與輔導上皆需要更多努力，但是到了期末，學生看到實

際成果，也透過互相觀摩學習，除了擁有成就感外，也能得到更多延伸

性的理解與創意，從而理解古典詩詞的知識並非只局限於概念或文字，

而是充滿現代性與生活性的。未來也希望能透過本次教學經驗，在不同

課程中亦能適當導入跨領域知識，讓知識活化，也能增進學習。 

吳佩縈老師 原本插畫課同學對於自己的專業一直侷限在幫忙畫畫這樣狹小的

認知，透過這次的跨領域學習，同學們了解原來繪畫畫這件事可以幫助

到這麼多面向，更進一步的，有同學認識到如果加入圖像創作者的文本

解讀與詮釋，討論並創作最終呈現的作品，這樣圖像作者的參與度及貢

獻可以增加，作品的多樣性也更大，就能跳脫只是幫忙畫畫的窘境。 

因為這次的媒合出現同學極度不適應公開展示及未配對成功的心

理打擊嚴重，未來的課程會加強輔導，並且重新設計媒合的方式，期能

讓同學經驗跨域創作的過程但減少同學的不適應感。希望能透過多與不

同專長的領域合作，讓同學共同創作的過程中不僅呈現自己的專業，並

能讓知識活化學習跨領域知識，促進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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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參與跨域協作創新課程的回饋 

項目 回覆 

參與本計畫後，教師的教學方式有了改變。 ■非常同意 □同意 □尚可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參與本計畫後，提升教師對其他專業價值的認識 ■非常同意 □同意 □尚可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參與本計畫後，提升教師跨域協作的能力(溝通力、

合作力、執行力) 

■非常同意 □同意 □尚可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參與本計畫後，學生除了增加自身專業能力，還提升

了其他能力 

■非常同意 □同意 □尚可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除了幫助學生學習，對授課教師來說是否也有什麼收穫？及對跨域協作創新課程的建

議?(陳述)  

  面對一個全新的時代，包括科技的進步與網路的便利，學生的學習以及教師的教

師都面臨新的機會與更大的挑戰，包括課程目標、課程規劃與學生學習的方式以及成

果的評量，都應該再一次思考如何使學習更符合時代需要。透過跨域協作創新課程，

除了可以幫助教師認識不同領域的思考與知識，並透過跨域合作靈活結合、創造出 1+1

大於 2的學習成果外，不同領域的結合更能幫助教師回到自己的專業領域，思考專業

課程的核心目標以及要幫助學生習得的能力及素養是什麼？從而為專業領域課程更

新、創化。 

  建議的部份是希望能由學校建立一些能讓教師合作、認識的平台，促進不同領域

專業教師的合作。另外，跨域協作涉及自己的專業知識及延伸應用兩個層次，如果能

夠進行一年的課程合作，也許能夠進行更複雜或大型的合作。由於成果展出時間通常

在期末，較難由學生自行進行展出並看管，本次成果由創意設計中心協助展出，成效

良好，建議可以有一個全校大型的展出場地，於期末讓各參與教學計畫的課程申請展

出，應可收觀摩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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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照片 

請提供本課程學生每人或每組實作作品照片，每張照片底下請提供 10-30 字的文

字說明。 (請以電子檔案於報告中呈現，無須沖洗照片) 

 
 

 
 

說明： 本次課程成果展之主圖題。 說明： 將詩詞與插畫結合，以明信

片的方式呈現。 
 
 

 
 

說明： 將詩詞與插畫結合，以周易

占驗卡牌的方式呈現。 
說明： 將詩詞與插畫結合，以漫畫

的方式呈現。 
 
 

 
 
 
 
 
 
 
 
 
 

說明： 將詩詞與彩繪做結合，以立

體紙雕的方式呈現。 
說明： 將詩詞與彩繪做結合，以窯

燒茶杯的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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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將詩詞和彩繪做結合，以京

劇的風格呈現。 
說明： 以霸王別姬的題材，做出包

包。 
 
 
 
 
 
 

 
 
 
 
 
 
 
 
 

說明： 學生就作品概念傳達進行說

明。 
說明：學生就作品概念傳達進行說

明。 
 
 
 
 
 
 
 
 
 

 

說明：學生就作品概念傳達進行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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