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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課程資訊 

課程代碼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姓名 修課學生數 

G156132179 博物館、族群與文化展示 王廷宇 9 

D480209146 展示規劃 施善贏 38 

二、 課程實際規劃與說明 
本課程改變了兩位教授們原有的教學模式，除了會教導「博物館、族群與文

化展示」和「展示規劃」各自固有的課程內容外，也安排一次校外參訪、兩次演

講訓練、兩次織品系大學生與博館所研究生的討論會和期末的成果發表會，讓學

生們互相交流學習並自主學習，了解原有領域外的知識。最後通過實作，強化學

生所知以及培養技能。 

校外參訪安排在台北當代藝術館，共同參與「超出建築」聯展的導覽活動。

讓學生們瞭解展覽的生成、展品創作內容、敍事方式等。從實體案例中學習怎麼

樣出做一個豐有內涵和溝通能力的互動式展覽。 

兩次演講訓練安排在 5 月份，分別邀請君邑資訊的兩位導師和人類學者

Maksim Groza。讓學生暸解並熟習軟體的運用和增加對族群概念的認識。在展覽

實作的同時增進學術內容。 

兩次的討論會安排在 3 月份和 5 月份，讓兩個課程的學生就大家的主題、內

容規劃和展示方式，相互交流彼此的想法。就各自擅長的領域，給予對方實質的

建議，也充實展覽的完整度。 

最後的期末的成果發表會安排在第十七週（6/14），讓兩個課程的學生向現場

和線上觀眾們展示自己的學期展覽成果。參與發表會的學生們會留下觀展後的心

得和評語，增進跨域交流。在過程中也訓練修課學生們的展覽解說技巧。 

 

三、 課程執行成果摘要 (請於 450 字內概述本課程執行成果及亮點) 
本課程由博館所及織品系學生共同學習，開啟了新合作模式，讓學生們彼此

分享所學、增加跨域討論的經驗。最後做出了令人鼓舞的成果。 

（一）發展學生自主學習及多元跨域學習 

執行成果：本課程讓學生發展出自主學習的態度，擴大學習的範疇，同時增進了

學生的表達能力和創新能力。 

亮點：教師們讓學生主動地思考作品內容，並從中間協助學生。另外，學生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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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探索主題的相關內容和熟悉軟體的操作，豐富自身跨域的知識和展示內涵。 

（二）強化學生跨域協作能力 

執行成果：本課程拓展師生跨域交流外，通過連結美術館、業界和學界，鼓勵學

生跨越學校與其他領域的專家交流。 

亮點：課程整合多領域，提升學生學習的維度、溝通和成效。另外，學生間互相

給予意見和刺激彼此思維模式，強化學生跨域溝通、合作和執行能力。 

（三）培養學生實務能力 

執行成果：本課程配合 Gather Town與 Makar 軟體的使用，鼓勵使用科技發揮創

意，強化學生從企劃到實作的能力，培養專業技能。 

亮點：利用虛擬工具，共同做出 12 個展示空間，並舉辦成果發表會。另外，由

組織靈感、書寫到整合執行，培養學生專業實務能力。 

 

四、 教師自評 

教師一姓名：王廷宇 

1. 具體教學成果與評估 
本門課程過去的設計為以族群理論來結合博物館與文化領域的現象進行對話

討論，整體而言是一種學術理論導向的課程架構。對於修課同學的要求也是以學

術寫作的書評與期末報告為主要的成果，本次的跨域課程計畫則是在前述的架構

上進行調整，加入了分組實作與討論及展覽設計來作為成果。這樣的調整，讓同

學除了持續閱讀、學習與討論學術理論之外，由於期末就需要產出一個依據族群

理論觀點來重新思考社會與文化現象的展覽，實際上減少了理論思考到進行實踐

的反身性週期。與此同時，研究所的 seminar 課程形式一方面能夠更好的進行理

論閱讀與對話討論，另一方面則讓思考與反思的部分容易變成比較個人性的內在

過程。在本次加入分組展覽設計，甚至是由研究生分別去帶大學生分組討論他們

的 VR展覽主題，研究生從 seminar 課程形式開展的反思與自我對話為了進行分

組討論，就必須更早的加入與他人對話的過程。 

整體來說，本次跨域計畫的課程架構調整，首先讓理論與實作結合，讓同學

們從實作的過程中就開始內化理論的內容；其次，對話與分組形式的加入，也讓

對話、傾聽成為理論內化與反思的觸媒。雖然在課程閱讀的數量上會比原本幾乎

是全理論式的課程安排要少，對於族群理論的某些話題的認識無法更為周全，課

堂的學術理論內容討論時間也會被壓縮，但是從理論應用、現象描述與反思、以

及溝通合作的面向來看，學生們的成果是十分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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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程遇到問題與困難 
如同成果評估的部分所述，為了結合理論與實作的課程安排，整體課程在授

課、閱讀、討論、展覽設計與規劃的時間就會有時數分配的問題。依照目前的架

構設計，授課、閱讀與理論討論的部分，在時間上稍嫌不足。同時，展覽設計與

討論就很容易用到同學們課後的時間，進一步影響了大家進行課程閱讀的課前準

備時間，最後就會讓課堂的討論效率稍微降低。雖然目前學校有自主學習週的安

排，不過是設計在最後一週，而學生們的展覽為了計畫核銷等規定以及第 17 週

的期末報告或期末考，必須在第 17 週就呈現出成果。因此，目前遇到的困難之

一是學期時間減少為 17 週，但是課程的內容在原本的理論內容之外還多出了展

覽實作的部分。在課程內容、實作與時間安排上的平衡就是本課程目前遭遇到比

較明顯的困難。 

 

3. 教學反思與未來的展望 

除了幫助學生學習，對我的收穫是？對跨域協作創新課程的建議 
對於長時間進行學術訓練或研究的教師而言，全部理論性的 seminar 課程其

實對於閱讀、思考、表達等面向很好的訓練，同時也因此打下紮實的基礎。不

過，對於剛踏入碩士班階段的學生而言，在目前的大環境、未來求職加上博物館

領域的特色，學生們可能需要循序漸進的從理論與實作平衡的形式慢慢銜接到全

部理論性的學術課程。因此，類似本次跨域計畫的課程設計有其必要性。另一方

面，對授課教師已經較為熟悉族群理論以及相關的民族誌資料、現象而言，透過

學生們分組進行展覽設計的同時，每個小組從族群理論延伸出來想要與理論對

話、討論的主題與現象，對於教師而言也都是很好的刺激，因爲這些都是新的觀

點與啟發。從過去的經驗來看，這些從學生們身上獲得的啟發與新觀點，都有助

於教師自己後續開展研究或學術書寫的推動。  

對於跨域計畫的建議，針對上述的課程規劃與困難，原開課單位、教師以及

學生都必須很努力的找到課程進度、實作與討論的時間平衡。或許，為了讓教師

與同學能夠有更充裕的時間來進行討論、合作與實作，可以考慮讓參與跨域合作

計畫課程的學生們額外獲得 1 學分的跨域合作學分。如此一來，學生們能夠在修

課上由於學分增加而進行調整，不至於因爲修習過多課程而壓縮到原本的學習以

及參與本計畫的對話及合作討論等事項。授課教師也能夠因爲有多出來的 1 學

分，可以要求學生們進行更充分的討論。進行合作的兩個課程的同學也能夠比較

容易安排分組對話討論的時間，因爲目前是額外要求研究生播出 4-5小時來帶領

大學生小組進行討論。或許可以考慮訂一個辦法，讓參與跨域計畫的兩個課程，

能夠額外獲得學分，這樣或許就能從學生修課壓力的部分來緩解討論、實作與對

話時間不足，或是影響到理論內容學習的平衡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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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參與跨域協作創新課程的回饋 

i. 參與計畫後，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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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參與計畫後，提升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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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參與計畫後，提升我跨域協作的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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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參與計畫後，我認為學生除增加自身專業能力外，還提升其他能力 

☒非常同意 ☐同意 ☐尚可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教師二姓名：施善贏 

1. 具體教學成果與評估 

本課程的教學成果主要分為兩部分，首先是策展企劃的設計，9 個學生小組

可以與博館所的研究生學長姐們分別進行策展主題的討論，將展覽的主題內容進

行更為深入的探索與介紹，並且能夠將整個策展企劃付諸於文字企劃書的撰寫，

培養整體的企劃能力；第二是展覽設計的執行，透過與業師搭配的 VR虛擬實境

教育訓練，讓學生們能夠將規劃的展覽企劃具體的呈現，以獲得博館所研究生的

建議並進行修正，最終能夠以實體與線上的方式分享給觀眾。 

 

2. 課程遇到問題與困難 
本課程所遭遇的困難主要來自於虛擬實境科技的應用，因為休息本課程的學

生較少有對於數位虛擬工具的使用經驗，因此在場景的拍攝與建立、展覽品的製

作都有面臨到不少的困境，例如智慧財產權的使用、模型與圖像的製作能力不足

等等，這些都是未來課程可以再補強的部分。 

 

3. 教學反思與未來的展望 

除了幫助學生學習，對我的收穫是？對跨域協作創新課程的建議 
雖然學生們在使用數位的虛擬工具上有遭遇一些困難，不過同學們對於數位

工具的使用並不在感到害怕與疑惑，反而能夠提出很多想法希望能實踐在自己的

展覽規劃中，雖然無法完全實現，但是仍能夠透過虛擬呈現展覽內容並與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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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具體的討論是十分有益的，能夠培養學生們使用工具來思考不同的策展可能

性，我認為是本協作課程的最大收獲。 

 

4. 參與跨域協作創新課程的回饋 

i. 參與計畫後，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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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參與計畫後，提升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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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參與計畫後，提升我跨域協作的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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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參與計畫後，我認為學生除增加自身專業能力外，還提升其他能力 

☒非常同意 ☐同意 ☐尚可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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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學生成果 

1. 請提供本課程學生優秀作品照片，並提供 10-30 字的文字說明。 

 

 

《The Animal Realm》 
說明：博館所的動物小組以
重生為題，讓觀眾重新思考
人與動物的界線。 

《咖喱屋-消失的飲食文化邊
界》 
說明：博館所的咖喱小組以不
同國家的咖喱，說明咖哩中模
糊的邊界。 

 
 
 
 
 
 

  

《印度婚禮文化展》 
說明：織品系的種姓小組，
以不同媒介講解印度婚禮的
各種文化意涵。 

《動物與我》 
說明：織品系的動物小組，從
多元面向探討與動物養育和權
益議題。 

2. 若為數位成果，請提供學生成果檔案連結或網址 (如不便公開連結/網

址，請在後方備註「無法公開」) 

以下為集合各小組的 Gather Town大廳連結（沒有時限）： 

https://app.gather.town/invite?token=UVOXOzeTTEeMTsBY3sR2 

左邊三個傳門分別引導到博館所 3組成果：Gather Town展示。 

右邊有海報上有導向織品系 9組成果的連結：Makar 的 VR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