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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 112 年高教深耕計畫 
【程式設計融入課程補助計畫】授課成效報告 

基本資料 

開課學系 中文系 學制別 大學 □日間部 □進修部 

學年度/學期  111 學年度 / 第 2 學期 選別 □必修 □選修 □通識 

課程名稱 訓詁學 上課時間 星期_四_，10：10 ~ 12：00 

開課代碼 D010401979A 修課人數 47 

授課教師 劉雅芬 聯絡電話 
(手機) 
(研究室分機)3374 

電郵信箱 071512@mail.fju.edu.tw 
 
整體教學設計 

跨域特色 

學生以數位人文工具進行現代訓詁實踐。數位工具方面擬分三個部分執行： 

第一部分為介紹QGIS的核心概念與應用，以及中文研究範例與實作； 

第二部分為在Python程式基礎上，以ChatGPT輔助處理文本資料； 

第三部分為中研院數位人文研究平台與中文語料分析工具介紹及探索，思考

可能研究的專題解決或優化方案。 

程式語言 
□ Python  □ APP Inventor 2  □ R  □ Javascript  □Scratch  □VBA 
□Processing  □其他 中研院數位人文研究平台與中文語料分析工具、QGIS  

教學目標 ․ 知識面目標 (期望學習者透過課程能習得哪些知識)： 
，將數位人 文結合訓詁學，提供學生基礎的數位知識，學習Python 程式的

思維邏輯，如何分解問題、抽象思維、邏輯推演(解決問題的步驟和程序)。 

 

․ 學科專業技能目標 (期望學習者透過課程能展現哪些學科專業技能)： 
課程中讓同學接觸程式設計的思維，引導學生加以發揮自身專業能力。 

 

․ 程式設計技能目標 (期望學習者透過課程能展現那些程式設計技能)： 
介紹基礎的程式語言設計、運算思維，以理解數位人文工具與訓詁方式處理

的相關問題。 

 
態度面目標 (期望學習者修習完課程後能有哪些態度轉變)： 
提升中文系同學的資訊素養與競爭力、工作效益與生產力，創造個人價值、 

提升跨域數位創新與智慧應用能力，拓展未來職涯發展的可能。 

作業設計 

個人報告：□書面 □簡報  4 次 
小組報告：□書面 □簡報     次 
程式設計(個人)： 2  次   
程式設計(小組)：    次 
□其他                         次   

評量設計 
․ 形成性評量之規劃 (隨堂練習或小考等)： 
1. 使用QGIS 進行台灣古地圖標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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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文史脈絡網站上輔大景點，進行導覽說明； 

3. 使用ChatGPT寫 Python程式完成資料處理 

․ 總結性評量之規劃 (期中考、期末考或專題成果等)： 
 

學習輔助 
資源 

線上資源：□Codecademy  □Coursera □Code school 
          □其他                    
實體資源：□專題演講  □其他                    

參考與延伸

學習資料 
線上資源：《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臺灣學術網路第六版、中研院數位人文

研究平台與中文語料分析工具、ChatGPT、QGIS 

 
 
 
教學設計 

 日期 課程單元名稱 學習目標 教學設計重點 

1 04.13 GIS 實作 標注文史地圖工具 介紹 QGIS工具應用 

2 04.20 GIS 實作 文史地圖標注與訓

詁 
結合課程所學，同學於文史脈

絡網站上，擇一景點標註，進

行導覽說明 

3 05.04 Python程式與

ChatGPT 運用 

Python 程式處理資

料 

學習以問答方式使用 ChatGPT  

4 05.11 Python程式與

ChatGPT 運用 

Python 程式處理資

料 

使用 ChatGPT 寫出 Python 

程式碼，並處理資料 

5 05.18 中研院數位人

文研究平台 
文本斷詞應用，如

詞頻分析、語境分

析、人工智能應用 

介紹中研院數位人文研究平台

功能 

 
課堂活動剪影 (至少 2 張) 

QGIS 進行台灣古地圖標注作業呈現： 

 
 

同學以 ChatGPT 寫 Python 程式完成資料處

理： 

 
 



3 
 

 

 
 

 
以輔大景點進行導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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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 QGIS 進行台灣古地圖標注課程教師教學 

 
1. 使用 QGIS 進行台灣古地圖標注課程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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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ChatGPT 寫 Python 程式完成資料處理教師教學 

 
使用 ChatGPT 寫 Python 程式完成資料處理 
 
 

 
使用 ChatGPT 寫 Python 程式完成資料處理課程實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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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ChatGPT 寫 Python 程式完成資料處理課程實作 3 
 
 
 
授課心得感想 
請授課教師根據此次程式設計融入課程學習活動之規劃與實施，作成效自評與歷程觀察摘

要，並回饋反思與心得，以期作為個人與同儕未來改善與精進教學之參考依據… 
 
教師授課心得： 
 
訓詁學程式語言是一門跨域課程，讓我們深刻體驗到教育的多元和融合帶來的樂趣和挑

戰。這門課程的設計非常獨特，以數位人文工具為主軸，將訓詁學結合現代技術，讓學生

有機會在實際應用中體驗中文研究的樂趣。 
 
在第一部分的 QGIS 介紹中，學生接觸了 GIS 的核心概念和應用，進行中文研究範例和實

作。這讓他們能夠在地理空間中了解中文語料的分佈和相關性，同時培養了他們的資料處

理能力和地理思維。 
 
第二部分則引導學生在 Python 程式的基礎上使用 ChatGPT 來處理文本資料。這讓學生了

解了人工智慧和自然語言處理的應用，並開啟了他們對於人機對話的新思考。 
 
在第三部分，學生認識到中研院數位人文研究平台和中文語料分析工具的重要性。這激發

了他們對於數位人文研究的興趣，同時讓他們能夠尋找可能的研究專題和解決方案。 
 
這門課程不僅提供了豐富的知識和技能，更重要的是激發了學生的學習動力和探索精神。

訓詁學程式語言讓學生進一步了解到課程中所學的知識和技能是如何應用於現實中的，這

種應用導向的學習方式使學生能夠更深入地理解和吸收所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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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學過程中，我們發現學生的態度有了明顯的轉變。起初，有些學生對於程式設計和數

位工具感到陌生和抗拒，但隨著課程的進行，他們逐漸展現出積極主動的學習態度。他們

開始主動尋求學習資源，積極參與討論和實作，並願意接受新挑戰和解決問題。 
 
訓詁學程式語言不僅提升了學生的資訊素養和工作效益，更重要的是激發了他們跨域數位

創新和智慧應用的能力。這門課程拓展了學生未來職涯發展的可能性，讓他們更有信心和

能力迎接未來的挑戰。 
 
在教授這門課程的過程中，我們深深感受到教育的魅力。這門跨域課程讓我們看到了教育

的無限可能，讓學生能夠在知識和技能的交融中獲得成長和啟發。我們期待看到學生在未

來能夠運用所學，創造更加美好的未來。 
 
在教授訓詁學程式語言這門課程後，我們深刻反省了一些方面。首先，時間不足是我們所

面臨的主要挑戰之一。這門跨域課程的內容相對複雜，包含了 QGIS 應用、Python 程式設

計、ChatGPT 等多個領域，而我們們只有有限的時間來涵蓋這些內容。因此，我們需要更

有效地安排教學內容和時間，確保學生能夠充分理解和掌握所學。 
 
其次，我們發現有部分學生仍然欠缺學習動機。儘管這門課程設計了有趣和實用的教學內

容，但有些同學對於程式設計和數位工具仍感到陌生和抗拒。他們可能缺乏對於這些知識

和技能的重要性和應用價值的認識，因此在學習上缺乏積極性。對於這些學生，我們需要

更多地與他們溝通，了解他們的學習需求和興趣，並激發他們的學習動機。 
 
在未來的教學中，我們將更加注重教學內容的精簡和組織，確保學生能夠在有限的時間內

深入學習。同時，我們會努力提供更多的實際應用案例和實作機會，讓學生能夠深刻體驗

到所學知識的實際價值。我們也會積極與學生互動，了解他們的學習進度和困難，並提供

個別化的指導和支援，幫助他們克服學習障礙，提升學習動機。 
 
這門跨域課程是一個不斷學習和成長的過程，我們將持續反省和改進自己的教學方法，為

學生提供更好的學習體驗和成長機會。我們相信，通過不斷努力和改進，學生的學習動機

和學習效果將得到進一步提升，他們也將更加積極地參與學習，實現個人的成長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