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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課程實際規劃與說明 
 

輔仁大學與原始人科技資訊公司的泰雅原住民團隊，以「綠色數位商模轉型」為核心價值與目標，

第零期計畫以大台北烏來地區的泰雅原住民商家為對象，透過管理專案大數據化( Project Management 

with Big Data)與問題解決與實作為導向設計教學(Design Thinking)教學，針對跨文化雙語數位市場

創新暨創業方式，協助原民部落改善傳統文化行銷商業模式，結合社區文創商品與觀光行程透過雙語數

位行銷，建利雙語數位行銷服務平台並將推動結果反饋其他原民部落經濟研究。第一期計畫此計畫預期

目標使烏來跨文化雙語行銷經驗得以模組化而移轉至其他臺灣原民部落，擴大績優原民合作社社會影響

力。 

 
2. 具體教學成果與評估 

 

此跨文化課程跨域整合與發展自主學習的專題式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整合的合作計

畫。此次烏來原住民商家雙語數位行銷產業實務創新鏈結計畫，以「綠色數位商模轉型」為目標，

以大台北烏來地區的泰雅原住民 5商家為對象，透過管理專案大數據化( Project Management with 

Big Data)與問題解決與實作為導向設計教學(Design Thinking)教學，結合社區文創商品與觀光行

程透過雙語數位行銷，未來結合新北原住民合作社多面向的專題式學習服務計畫。 

 
 
 

創新教學模式 外籍生烏來田野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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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講者 跨文化科技講者 

  
 
 
輔大外籍學生與本地生能夠透過設計思考的討論製作跨領域實作田野調查模式，運用此教育部計畫

Toolkits的調查文件與程序，增加人文與數位行銷技巧的跨域知識鏈結，針對參加此專案新北烏來家原

住民商家(數位群聚商家)，協助業主審視跨文化雙語數位市場創新暨創業方式，提升國際能見度，期許

協助此次計畫原民部落優化文化行銷商業模式，透過此計畫建立一套人社領域師生團隊數位技巧的跨域

實作標竿課程，面對當代社會產業實務挑戰，協助烏來商家透過雙語資訊化能力與輔大原資中心共創國

際數位行銷生態系統（Eco-System），融入產業實務及產業參與，提升群聚商店產品競爭力，進而成為吸

引國際觀光的亮點區域。讓透國輔仁大學透過社會責任協作模式，成為原民產業雙語數位工具升級與社

會轉型的跨域平台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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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課程遇到問題與困難 

此課程為全英授課內容講授垮文化知識與實務經驗，研究比較不同議題於全英文授課班級的互動模

式，研究與討論全英課程安排實務講座的必要性，同時全英文講座採線上與實體課程合一，課堂上學

生第一次透過非傳統模式上課，學生不能理解全英文課堂互動性。 

 



5 
 

4. 省思與未來的展望 
 
此課程有兩個省思 

（一）、輔大外籍學生與本地生能夠透過設計思考的討論製作跨領域實作田野調查模式，可於其他課

程推動，增加學生越在地躍國際的概念 

（二）、設計思考模式有助於本計畫探討原住民數位能力與綠色永續經濟發展有幫助。設計思考和商

業模式的跨領域思考策略包含： 

1. 設計思考商業分析讓你洞察如何應對“商業”的本質，如何應用設計思考原則用於商業信息

分析和業務流程的重新定義分析過程。 

2. 商業設計思考帶你尋找有意義的商業信息概念，如何進行實際的概念映射以及如何“轉化”

你的商業理念與實際市場結合。 

3. 使用擴張業務概念進行商業模式創新—商業創新機會的不同例子。 

這些僅適用於商業管理和設計的商業組織他們的經營理念。這包括商業信息的可靠性和數據管理，

業務信息資產估值，有意義商業智能、業務規則自動化、可重用業務信息、開放信息共享，最後

行程數位大數據行靈活行銷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