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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目的有四：1.探討數位典藏支援國文教學的意涵與最佳實務、2.探討

數位典藏網站融入高中國文教學的模式、3.探討數位典藏融入教學成功案例之國

文老師的教學策略、4.高中國文老師運用數位典藏融入教學的推動建議。 

配合研究目的，本研究分析得獎教案、訪談教案設計老師，期望能據以了解

數位典藏資源融入國文教學之模式、策略，了解教師使用數位典藏資源的動機、

需求與看法，進而提出對未來我國文教學界應用數位典藏網站之建議。 

本研究使用「個案分析法」、「深度訪談法」，首先分析歷年數位典藏融入

高中國文教學得獎教案，發展出數位典藏融入國文教學模式，以幫助教師應用整

合到教學歷程及學生的學習活動中，以達到將數位典藏做最有效利用的目的；接

下來對得獎教師進行訪談，了解數位典藏融入國文教學的現況、困難與需求。根

據研究結果，可獲得以下結論： 

一、 數位典藏網站融入國文教學的必要性 

1.數位典藏的豐富資源，是語文教學的極大寶藏，有助於創意學習、資訊融入，

值得大力推廣。 

2.數位典藏網站擴大教育層次，扮演教學資源、學習環境、學生創作等三種角色。 

二、 數位典藏網站融入高中國文教學應用模式與教學策略 

(一)建構數位典藏融入高中國文教學三模式：準備階段、實施階段、評量階段 

(二)統整、分類台灣地區語文類數位典藏 101 個網站，以古典文學為多，融入教

學時機、方法均較為多元與深入 

(三)研討數位典藏融入國文教學指南： 

1. 「引起動機」、「發展活動」、「綜合活動」三個時段，是教師進行數位典藏網

站融入教學最適宜進入的時機。 

2. 「閱讀教學」、「課文教學」是最適切數位典藏資源融入教學的類型。 

3. 「作者講解」是數位典藏網站融入教學最多、最深入的時機。 

4. 「問題導向」、「網頁主題探究」是數位典藏融入教學最常應用的教學實施策

略。 

5. 「情境教學」可活化國文教學。 

6. 「自編並使用數位典藏評量」為教師使用數位典藏融入教學最常使用的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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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以「學習單」、「專題實作」內容為主要的方式。 

三、 高中國文老師使用數位典藏網站融入教學的困難與需求 

(一)數位典藏網站融入教學的困難 

1.數位典藏資源認知不足，使用率、續用率低。 

2.數位典藏資源，需要老師配合課程進行篩選與組織。 

3.缺乏資源統整的「高中國文教學入口網站」，使用意願不高。 

(二)數位典藏網站融入教學的需求 

1.內容需求：圖片與影音資源的豐富度。 

2. 功能需求：網頁主題導覽、檢索查詢、資料下載。 

3. 推廣需求：「研習課程」與「教學觀摩」。 

關鍵字：數位典藏融入國文教學、數位典藏、國文教學、高中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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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thesis contains four chapters.  Chapter one examines the 

effect and and practibility of digital archives in supplementing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second chapter, it aims at analyzing the mode of 

digital archives websites integrating into senior high school Chinese 

class.  Next, I would elaborate upon the successful cases of the mode 

mentioned above in authentic contexts.  I conclude the thesis in the 

fourth chapter by offering suggestions to this approach.  

    In light of my research goal, I analyze award-winning teaching 

plans as well as interviewing these teachers in the hope of further 

understanding the mode and strategy of digital archives applied in 

senior high school Chinese class.  In addition, by reexamining the 

motives, needs, and viewpoints of this approach, I would like to provide 

teachers in this field with suggestions about the authentic application 

of digital archives websites.     

    I employ two methodologies, “Case Analysis Method” and “In-Depth 

Interview,” to analyze award-winning teaching plans applying digital 

archives resources.  By means of integrating these resources into 

Chinese teaching, this could practically facilitate in-class activities for 

the purpose of exerting its maximum benefits.  Next, via interviews 

with  these teachers, I could follow and observe the current situations, 

obstacles and conceivable improvements.  Based on my research 

result, the following is my conclusion. 

I. The Essentiality of Digital Archives Websites in Chinese Teaching  

A. The resources of digital archives websites are highly recommended 

for its abundance and significance. They are beneficial for 

generating creativity and sharing data. 

B. Digital archives websites do broaden educational dimensions; they 

serve as teaching resources,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platforms 

for brainstorming. 

II. The Effect of Digital Archives Websites in Supplementing Chinese 

Teaching 

A. They construct three modes for the authentic application: the phase 

of preparation, the phase of practice, and the phase of evaluation. 

B. Chinese classics cover most of the resources in the category, and 

they are more dimensional in authentic teaching contexts. 

C. The Guidebook of Digital Archives Websites in Chines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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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eachers are recommended to make good use of this method in 

three phases: motivation trigger, activity design, and activity 

integration. 

b. The most appropriate genres applied are extracurricular reading 

and text instruction. 

c. The most common application observed is the introduction of 

author. 

d. The most practical strategies applied are question-oriented 

method and theme page  research. 

e. Contextual teaching could facilitate Chinese teaching. 

f. Self-edited digital archives evaluation is commonly used in the 

form of studying sheets and seminar course. 

III. The Difficulties and Needs in Application 

A. The Difficulties 

a. The promotion of this method covers a low scope. As a result, the 

rate of usage and sustainability is low. 

b. The application of it in authentic teaching contexts collide with 

the current course designs.  

c. It lacks compatibility and integration.  

B. The Needs 

a. The content: add more photos and audio-visual resources 

b. The function: improve theme page guidelines, search query, and 

data download 

c. The promotion: apply the method in “Study Courses” and 

“Classroom Observation” 

 

Key Word: Digital Archives in Supplementing Chinese Teaching, 

Digital Archives, Chinese Teaching, Senior High School Chinese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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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數位典藏是將有價值的文物資料加以數位化，其主要目的是文化的保存者與

教育學習。在資訊科技時代，線上資料庫已成為快速獲得資訊的認知工具，網路

多媒體成為「第六語言」，是一種表現工具。數位典藏的豐富內容與知識，提供

教師們一個巨大的教材資料庫做為參考，也是能引發學生多重器官運作的認知與

表現工具。 

數位典藏具有不受時空限制、提供多媒體館藏及館藏資訊經過組織整理與分

析等特質，因此成為數位學習的新場域，是數位學習素材的主要來源之一。M. 

Fuchs 即認為，數位典藏若能支援數位學習，則其不僅能分享、保存及組織數

位典藏內容，同時也能將人們的不同觀點及思想在該處匯集，使得教師與學生有

機會與更大社群的學習者分享、討論、交換經驗及意見，群體激盪新知識

（Fuchs，2004）。 

本研究主要的目的在探討數位典藏網站融入高中國文教學之策略模式，分析

所蒐集得獎教學案例之應用模式，訪談教案設計老師，了解使用數位典藏網站的

動機、需求與看法，期望能了解數位典藏融入國文教學之模式、策略，並提出對

未來我國語文教育界應用與推廣數位典藏網站之建議。本章分為四節，第一節為

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為研究目的，第三節為研究範圍與限制，第四節為名詞

解釋。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研究背景 

全球資訊網的興起，「數位革命」浪潮在全球開展，資訊技術與數位科技改

變了人類生活，資訊的數位化、網路化及跨平台化已成為趨勢，讓學習可以突破

時空的限制，也因媒體科技的匯流趨勢，資訊科技、傳播科技領域的加入，讓教

育科技領域呈現更多元及創新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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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後，將國家文物數位化之數位典藏機制蔚為風潮，觀諸各科技先

進國家，紛紛投入國家型數位典藏計畫之運作，面對全球化的競爭壓力，「教育」

即「國力」，教育水平反應了國家之競爭力，政府思及如何借助數位科技發展，

提昇教育之學習成效同時，亦開啟了數位學習與當代教育結合的契機，為數位典

藏融入教學注入新的活水泉源。 

根據李德財(2008)，相較世界其餘國家，台灣也是唯一以國家力量來整合公

私部門及學科領域，進行國內重要文物典藏的數位化工程，並以數位典藏內容引

導資訊科技，建立跨學門、跨領域的資料庫與應用者。1990 年起行政院國科會

推動「迎向千禧年-以人文關懷為主軸的跨世紀科技發展」方案，「數位博物館

專案」為其中計畫之ㄧ；1996 年中央研究院執行「台灣研究網路化」主題計畫，

將台灣本土資訊數位化呈現於網際網路中，為台灣早期的數位典藏計畫之一；

1998 年國科會開始推動「數位博物館計畫」，並於 2000 年進行第二期，同年

行政院通過「國家典藏數位化計劃」，2002 年將「數位博物館計畫」、「國家

典藏數位化計畫」、「國際數位圖書館合作計畫」、「國家典藏數位化計畫」整

編為國家型「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同年亦通過「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

畫」的構想，強調建立數位學習產業，以數位學習加強國家競爭力。2008 年起，

行政院國科會將「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劃」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劃」整

合為「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劃」。  

1997 年教育部開始推動為期 10 年的資訊教育基礎建設， 1998 年推動數位

典藏發展，將資料數位化儲存於網路，透過相關技術，突破傳統、打破時空隔閡，

提供民眾比以往更多更廣的文物資料，供其學習、欣賞與應用；至 2002 年數位

典藏發展出的 5 大領域、90 門容珍貴獨特、正確、具權威性的網站，雖然計畫

主要目的在於保存國家重要文物，作為數位典藏化的展現，但其豐富的內容可說

是優質的網路學習素材與教材，非常適合發展成教學使用的網路學習教材（國科

會，2011）。 

數位典藏自發展以來，主要目的除進行文化資產保存外，也希望能夠在教育

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特別是中小學的教育。目前相當多學者致力於數位典藏支援

數位學習之研究，期使學習者能夠享受到兩者結合的便利性及其豐富資源。2004

年起數位典藏配合國中小九年一貫教學理念，轉入各領域資訊融入教學的數位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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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教材開發，並期望以數位典藏所提供的豐富教學資源，促進學習資源分享與城

鄉學習機會均等（徐新逸、陳年興，2008）。 

2008 年開始「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2008-2012 年），

期以推廣「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內容成果，轉為適合數位學習的模式（行

政院人事行政局，2008），進一步闡述數位典藏用以擴大及深化數位教育與網

路學習在正規教育及終身學習上的應用，分項規劃從國中小、高中職、大專院校

到社會教育完整的數位教育與網路學習應用鏈，其中子計畫中包含數位典藏成果

中數位資源融入中小學教學、高中職各科資訊融入教學教材發展與評估。 

同年教育部發佈「教育部中小學資訊教育白皮書」，訂定善用資訊科技，激

發創意思考、共享激發創意思考、共享數位資源和保障數位機會等核心理念，並

期望四年後，我國學生可以善用資訊科技來提升生活及學習能力，教師可以運用

適合的資訊科技提升教學品質，及我國可以提供一個師生均等的數位學習環境

（教育部，2008）。 

九年一貫的教育改革期盼教師能將資訊科技與網路資源融入教學中，數位典

藏以其所能提供知識內涵之深度與廣度，無疑是最佳網路教學資源。因此國科會

也針對全國中小學教師舉辦一連串數位典藏資源使用素養訓練班，訓練老師對於

數位技術的了解與使用，以及將資源引進課堂中，轉化成真正對學生有幫助的教

學內容，這部分是過去師資培育裡所欠缺的。此外數位典藏是數位學習的基礎，

如何讓數位資訊妥善地被運用，在網路上開發有意義、品質並具文化藝術性、教

育內涵的教材是相當重要的。 

為鼓勵中小學教師充分運用數位博物館計畫及國家典藏數位化計畫的內

容，使豐富的數位典藏與中小學教學活動相結合，藉此推廣國家重要文化資產融

入教學活動中，國科會自 2000 年起，舉辦「數位典藏融入中小學教學活動設計

比賽」，提供教師腦力激盪與靈活運用的空間，進而使教學更活潑生動，有計劃

的整合教學資源、學科內容及教學方法，使教學內容兼具廣度與深度（吳明德，

2005），累積許多中小學教師應用數位典藏資源的教學設計作品。 

2004-2005 年為增進高中職老師對數位典藏之瞭解，拓展數位典藏於高中職

教學之應用，以期更多教師可運用數位典藏網站內容融入高中職教學；並藉由老

師的運用與推介，引導學生認識數位典藏，使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的成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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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為高中職師生瞭解與應用，舉辦「高中職教師數位典藏教學資源研習班推廣規

劃座談會」，並且展示各團隊執行製作推廣教學資源範例成果，進而使各學科團

隊彼此觀摩交流。2009 年開始為鼓勵高中教師運用數位教材，創造符合教學現

場需求之教學設計，擴大資訊融入教學應用，提升高中資訊融入各科教學發展，

舉辦「高中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意應用徵選活動」，2009 國文、數學、歷史、

生物及資訊等五學科，2010 擴至 17 學科。 

數位典藏的意義與傳統教材無異，教學模式與學理仍待建構、教學網站缺乏

長期的經營及整合規劃(姜宗模，2005；陳志銘、陳佳琪，2008)。數位典藏計

畫多年來的推動，目前台灣在數位典藏的質與量均達一定的水準，是故數位典藏

內容的加值與應用是數位典藏是否能永續經營，發揮典藏價值的關鍵因素，典藏

價值的關鍵因素，否則再優質的數位典藏充其量只是曲高和寡，充其量只是曲高

和寡，徒增資源浪費，最後導致乏人問津的窘境。 

張嘉彬(2006)指出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環境是否能夠有效的建構，將是推動

數位學習的重要關鍵；王瓊文、余秀琪、吳曉萍、林郁萱、陳建宇、劉宜婷、簡

瑋得、黃申（2007）研究提出數位典藏融入教學難以與課堂教學內涵及學習者

情境意義產生連結；陳志銘（2010）清楚表示數位典藏在支援數位學習議題大

部分仍停留在數位教材的階段，目前仍缺少數位典藏支援學習的有效教學模式。 

資訊科技的進步改變教育學習機制，也成為各學門領域無法逸脫的時代潮

流，如何將數位典藏與國文教學有效結合，為我國高中國文教育開展新契機，是

當代教育工作者重要使命，鑑於前述，本研究乃針對數位典藏融入高中教學的實

務案例進行收集與內容分析，歸納、比較並梳理數位典藏融入國文教學的課程建

構模式、應用策略，形成具體結論，作為高中國文教師運用數位典藏融入教學的

推動建議。 

二、研究動機 

張霄廷（2001）指出 E 世代的來臨，是教學科技與傳播科技整合的時代，

資訊科技融入各學科教學更是目前各國學校教育中的普遍趨勢，面對教育環境的

變動，教學方法不斷推陳出新之際，科技的進步使教學媒體的運用已廣為重視。

處在網路時代，國文教學藉網路科技與媒體相互結合形成新型態的創新教學活

動，進一步突破學習上空間及時間的限制，真正發揮網際網路與教學應用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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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當古典遇上科技，多樣化的教學在課堂上展現了無限的可能，提供師生跨時

間、空間的教學，展開新的教學之法（臺灣教育傳播暨科技學會/主編，2009）。 

探討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文獻，近十年不少以資訊融入教學、數位典藏融入教

學為研究，但主要以國中、國小為多，其中以藝術與人文學科研究最為豐沛，於

高中國文教學研究而言，相關資訊素養、資訊融入到數位典藏資源應用相關探討

甚微、資訊科技融入高中國文教學歷年研究甚為缺乏，僅四篇：何思瑩（2011）

探討「高中教師數位學習資源高度使用者之使用研究」，透過訪談 9 位使用數位

學習資源的國文教師了解其經驗，觀察其歷程；曾上達（2008）「台北市高職

學校資訊融入國語文教學之現況探討」，以文獻分析、問卷進行抽樣討論；陳力

仁（2002）「資訊融入高中國文主題式教學活動之設計與應用」，以現代散文

為例，驗證教學者運用網路資源促使學習者透過網路專題合作學習模式；徐文濤

（2002）「網路教學應用在高中國文教學之可行性研究」，討論網際網路上的

國文教學資源、網路實驗教學。 

數位典藏資源融入高中國文教學，何思瑩研究中略有提到，此外板橋高中官

廷森老師、中山女中黃月銀老師在近兩年有其應用講座，然而教師如何使用數位

典藏網站發展成教學資源、如何從學科知識的本質連結媒體特質、高中國文教學

現場如何將數位典藏資源/網站結合教學，是值得深入去思考探究的，此乃本研

究動機一。 

Borgman et al(2000)認為數位典藏提供了改善傳統與遠距教學一個絕佳的

機會，人們不應將其視為一個資源儲存庫，它在教與學上的應用與影響更需要關

心。不少學者（吳美美等，1999；Marchionini , Plaisant, & Komlodi,2003 ）認

為數位典藏/數位圖書館的所有設計與實作都應植基於目前及潛在的使用者的資

訊需求、特徵、及情境，才有可能成功。國內多數計畫與研究重點仍以網站建置

或系統開發為主，國家投注上億經費建置的眾多優質數位典藏網站資源，其在教

學上真正被使用的情況為何？教師的需求為何？希望獲得的資源形式與服務為

何？及使用上是否遭遇困難等，實為值得討論的問題，否則輔助教學之用的目

的，對教師的幫助可能有限。因此探討數位典藏融入高中國文教學的資源有哪

些？教師使用數位典藏的需求與困難為何？此乃本研究動機二。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 
 

韓志蘭（2009）、劉永蕙(2008)研究顯示學校教師最常透過網路搜尋引擎，

尋找教學相關資源。而今只要再 Google、Yahoo 等大型搜尋引擎鍵入所需查詢

的關鍵字，上萬筆相關資訊立即一一出現，不受任何時空限制，但資料的正確性

則是教師選擇資源的重要考量。數位典藏的發展機構多為國家級典藏機構或學術

單位，其資源的可信度也遠超過一般網路資源，從古籍數位化開始，到網路展書

讀二十年來的發展，文學類數位典藏內容上不論是主題、作家都蓬勃發展，也產

生跨領域的統合，數位人文儼然成形。數位典藏支援數位學習的成功與否，在於

數位學習環境的功能是否完整好用、教材的設計與呈現是否符合數位學習、教學

策略的設計是否恰當及學生是否具有主動學習的動機和意願，其中教學設計（教

案）是相當重要的（余禎祥,，2000）。而數位典藏網站融入高中國文教學的教

學設計、策略為何？此乃本研究動機三。 

徐新逸於 2003 年進行「中小學數位典藏教學資源應用網計畫」，到 2004

年以整合教學模式之鷹架式資訊融入教學環境之研究，進而發展出「數位典藏融

入教學模式應用網」。黃雅萍、徐新逸、林燕珍(2005) 依據各屆數位典藏融入

中小學教學活動設計比賽之得獎作品，探究其數位典藏融入教學之歷程，試圖提

出利用數位典藏實施資訊融入教學之教學模式鷹架，以幫助教師建立教學模式之

整體架構，儘速將數位典藏資源融入其教學歷程之中，並以系統化的觀點規劃教

師教學歷程。徐新逸（2007）「數位典藏融入國語文領域教學課程之設計發展

與實施」，研究提供教師數位典藏資源及數位資源融入教學的示範流程，以系統

化的教學流程設計，著眼課程發展中所採取的教學設計策略、實施與評鑑，藉以

刺激國語文領域教師的教學創新，同時也促進了數位典藏資源的加值應用。而高

中國文教師如何應用數位典藏資源融入教學，是否也可適用模式、發展模式，此

乃本研究動機四。 

二十一世紀是一個教育革新的新時代，在教育革新的導因中，「教學科技」

的進步是主要因素，資訊科技的普及、大眾化多媒體電腦的快速興起，結合「視

聽」及「傳播通訊」科技設備，開創了嶄新的學習風貌。網路多媒體融合文字、

聲音、圖檔、動畫等，內容更為多元、品質更為精緻、圖像更為逼真，聲音更接

近原音，技術層面已臻完備階段，而心理與教育層面也引入了建構主義與相關教

育心理理論，電腦應用教學層次已達成熟，教學歷程中如能適時融入網路多媒

體，則更能促發教學效率得提昇與教育品質的「精緻化」與「卓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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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為高中國文教師，了解到老師們平日教學除了課本知識，也希望能夠

給學生一些課本外的知識，而資料的搜尋及教師個人能力的培養就顯得格外重

要，本研究試圖分析語文類數位典藏發展脈絡與轉變，進而統整國文教學相關數

位典藏資源，進而對數位典藏資源融入國文教學之案例與課程建構、應用策略、

策略、融入模式作疏理，為數位典藏融入國文教學的實踐提供未來之發展建議，

持續建構數位典藏資源融入國文教學的知識內涵與實踐，為台灣語文教育開展契

機，使其時代價值更形彰顯。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調查台灣地區語文類數位典藏網站，及探討高中國文老師運用數

位典藏融入教學模式，主要研究目的如下: 

1. 探討數位典藏支援國文教學的意涵與最佳實務。 

2. 探討數位典藏網站融入高中國文教學的模式 

3. 探討數位典藏融入教學成功案例之國文老師的教學策略 

4. 高中國文老師運用數位典藏融入教學的推動建議。 

第三節  研究問題 

根據研究目的，茲將本研究所要探討問題分述如下： 

1. 數位典藏融入教學的意涵為何?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融入教學的理論、發

展、趨勢為何? 

2. 目前台灣地區語文類數位典藏的發展與趨勢為何? 

3. 高中國文老師對數位典藏網站的教學需求與行為為何? 

4. 高中國文老師運用數位典藏網站融入教學的困難為何？ 

5. 數位典藏融入教學的應用策略模式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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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解釋 

為了使本研究的目的、內容及探究的問題更詳實精確，茲將與本研究相關的

重要名詞解釋如下： 

一、資訊科技融入教學（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egrated into Instruction）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就是教師將資訊科技融入於課程、教材與教學中，達到

學習目標，並提供學習者有意義的學習歷程，以增進教學成效，其內涵包括四個

應用：教學資源、教學工具或教學環境、教材傳播管理、學習工具（徐新逸，2003）。 

二、數位典藏（Digital Archives） 

數位典藏是指將有保存價值之實體或非實體資料，透過數位化科技技術予以

保存與應用（蔡永橙等，2007），確保數位資料的可用性、持久性、及智慧整

合性（陳和琴，2001）。 數位典藏是指經過「數位化」程序處理後並以數位型

態典藏之各種器物、書畫、標本、生態及文件等典藏品資料，透過數位化及網路

化的過程，得以更精確的保存、維護與檢索取得各種數位典藏品（潘文福，

2008）。 

數位典藏所含括的範圍很廣，有一般機構典藏與民間典藏，因考量資料取得

的便利性與權威性，本研究所指稱之「數位典藏」係指國家型數位典藏與數位學

習計畫之數位資料。 

三、數位典藏融入國文教學（ Integrating Digital Archives into Chinese 

Literature Instruction） 

數位典藏融入教學，乃教師運用數位典藏網站於教學活動上，有效達成教學

目標。運用數位典藏進行檢索、取用、儲存、整理，再配合授課穿插使用於教學

活動。凡是教師在教學過程中，運用到數位典藏網站中之各項資源，亦或提供學

生數位典藏的相關資訊，都歸類為數位典藏資源融入教學的範疇。 

數位典藏融入國文教學，係指教師運用數位典藏資源為國文教學之工具或呈

現國文教學內容，以輔助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讓教師之教學工作更有效率、教

材呈現方式多元化，達到教學目標和學習成效的提升。 將數位典藏資源應用在

國文教學中，使數位典藏網站、素材成為國文教學與學習過程中的一種工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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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其目的再透過數位典藏融入國文教學，培養學生資訊的素養、運用科技能力

及提升國文教學品質，以達成數位典藏加值於教育的應用目標。 

四、資訊需求行為 

Krikelas（1983）認為當一個人意識到所擁有的知識不足以應付處理某些問

題的需要時，資訊需求於是產生。資訊需求之所以會有資訊的感覺，是由於意識

到自己有某些方面的不足，更需要其他外來的知識來解決這些腦子裡、想法上不

足的現象，因此可以說：當一個問題駐進一個人的知覺系統中，而產生問題意識

時，所謂的資訊需求便會產生（吳美美、楊曉雯，1999）。 

資訊尋求行為是當使用者察覺到自身之資訊需求，或者認知到本身之知識狀

態產生異常時，為滿足此需求或解決此異常狀態所進行一連串的地行動（黃慕

萱，2001）。本研究所指稱之「資訊需求行為」係指高中國文教師在進行教學

時，對資訊尋求的行為與態度。 

五、高中國文教學（Senior high school Chinese Literature Teaching） 

陳力仁、徐新逸（2003）認為國文是一門既通俗又特殊的多元學科，它具

有 1.認知、情意與行為的統整；2.語言、文學與文化統合；3.主題單元式的範文

教學；4.科技整合的講授和指導需求等本質。 

普通高級中學國文課程綱要目標：1.讀寫語體文、口語表達，閱讀文言文及

淺近古籍，研讀文化經典教材；2.尊重多元文化新舊差異，加重白話比例，文教

融入課文及選修，並另增語文表達。本研究所指稱之「高中國文教學」，是依普

通高級中學國文課程綱要進行教學。 

六、教學應用策略（Instruction Application Strategies） 

教學應用策略即教師運用教材的方法（methods）、程序（Procedures）以

及技術（Techniques），達成有效之教學成果，在教學上採用之策略通常是多

種程序或技術並用（Oliva，2005）。 

徐新逸（2007）「數位典藏融入國語文領域教學課程之設計發展與實施」

一文中，研究提供教師數位典藏資源及數位資源融入教學的示範流程，以系統化

的教學流程設計，在發展基礎架構上採用數位學習課程發展模式，並著眼在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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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中所採取的教學設計策略、實施與評鑑，藉以刺激國語文領域教師的教學創

新，同時也促進了數位典藏資源的加值應用。 

林燕珍(2006)提出數位典藏融入教學之模式，包括準備模式、實施模式與評

量模式，(1)準備模式：提供教師們進行教學前需要準備的各項要素，包含教學

範圍、教學目標、教學內容、教學資源、教學方法、評量方式及教材製作。(2)

實施模式：提供教師利用數位典藏於教學情境中可使用之教學方法與策略，分別

是情境營造、課堂討論、網路互動式討論、專題學習、虛擬學習館、行動學習。

(3)評量模式：提供教師檢視學生之學習成效，教師可依據教學內容性質及教學

目標，選擇是當的評量方法，包括書面學習單、線上測驗、群組討論、遊戲式評

量、實作評量、學生互評。 

本研究之教學應用策略，參考林燕珍，包括五項要件：「數位典藏融入之教

學應用時機」、「數位典藏融入之教學實施策略」、「數位典藏融入之評量模式」、

「數位典藏網站選取原則」、「數位典藏融入國文教學最佳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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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之目的在進行數位典藏融入國文教學之初探，包括實務案例與現狀之

探討、教學模式、應用策略之分析，進行老師深度訪談，了解數位典藏融入國文

教學的現況、困難與需求。為建構本研究之理論基礎，本章分為四節，第一節數

位典藏融入教學之理論建構；第二節數位典藏融入教學之發展與應用；第三節數

位典藏融入國文教學的應用；第四節高中教師資訊需求與行為。 

第一節  數位典藏融入教學之理論建構 

豐富的文物是一個國家最重要的資產，更是國家新世代學習者應深入理解的

文化瑰寶。目前國內豐富的數位典藏資源具有相當的價值，然而如何讓數位典藏

融入教育，使教師與學生亦能體會其深厚意涵，則是一個値得探討的議題。以資

訊科技為後盾，國家文物寶藏為內涵，數位典藏融入教學既能連結國家文物與當

代生活的密切關係，亦能後增加對於國家文物的深化了解與認同。為使前述時代

使命能確實落實，對於數位典藏融入教育之理論與相關學習理論的探究仍有相當

的意義。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已行之有年，自然累積不少學習理論，而數位典藏與資訊

科技密不可分，自不待言，又數位典藏資源融入教學乃一新興之教學型態，故其

融入教學之理論建構多源自資訊融入科技。本節分四部分進行，數位典藏融入教

學意涵、數位典藏融入教學之學理基礎、數位典藏融入教學之模式、典藏融入教

學之策略。 

一、數位典藏融入教學意涵 

陳和琴（2001)定位數位典藏是指將典藏品以數位形式典藏過程，目的在使

數位藏品可長久的儲存、維護及檢索取得，以確保數位資料的可用性、持久性，

及智慧整合性。陳志銘(2010)統合各家說法，指出一個好的數位典藏系統包括典

藏、展示、教育、研究等四功能，這些功能與能營造一個好的數位學習環境目標

不謀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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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典藏功能：典藏內容包含數位物件、原始內文及後設資料，典藏內容可不

段增加，提供源源不絕的新教材支援數位學習。 

2.展示功能：數位典藏系統為方便使用者取用數位典藏資源，通常會依據嚴

謹的知識組織方法，設計方便使用者取用數位資源的分類及瀏覽架構，也會提供

強大的資訊檢索系統幫助使用者取用典藏內容，針對典藏的照片、檔案、聲音與

影像設計友善的展示介面，因此數位典藏可以說非常適切地提供了內容豐富且品

質極高的多媒體數位內容來支援數位學習，教師也可以免於再額外花費時間製作

教材，對於吸引教師利用數位典藏來支援數位學習的推展是具有吸引力。 

3.教育功能：典藏內容通常在傳遞某一領域的寶貴文化資產或知識，且經過

嚴格的考證與徵集，因此傳達的知識正確性極高，有助學習著透過流覽數位典藏

內容自我學習。 

4.研究功能：數位典藏通常是針對某一特定領域文化資產或知識進行完整典

藏，提供的權勢資料也有助於使用者掌握完整內涵，搜尋功能也有助於學術資源

的利用。 

數位典藏於教育的功能，乃數位典藏融入教學的契機，數位典藏帶動數位學

習，行政院於 2002 年 5 月正式宣告台灣數位內容產業是未來台灣高附加產業的

「兩兆雙星」核心優勢產業，並明確將數位學習定為國家重點推動產業之一，

2003 年至 2007 年，行政院於同時主導推動第一、二期的「數位學習國家型科

技計畫」，期藉政府引導，提升全民的數位素養及鼓勵數位學習，用以縮短數位

落差及提升台灣在知識經濟時代下的整體競爭力（經濟部工業局，2008）。2008

年開始「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2008-2010 年）。期以推廣「數

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內容成果，轉為適合數位學習的模式（行政院人事行政

局，2008）。同年提出數位學習白皮書，數位學習為使用者利用各式傳播科技

管道，學習數位化及符合教學設計的內容，以提升學習或工作成效(行政院人事

行政局，2008)。數位典藏融入教學的意涵乃： 

1.開發數位典藏資源融入教育之多元模式與加値成效，助益國家數位學習政策之

推動 

為了保護文化資產，政府致力推展國家數位典藏計畫，事實上許多先進國家

的博物館已將數位學習的觀念充分運用，除不斷推出多樣的線上教育服務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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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線上教育服務單元，包括文物保存、包括文物保存與製作遠距教學、虛擬實境

的名畫虛擬及宮殿虛擬等，甚至有專為年輕族群所設計規劃的學習園地，而近年

來數位博物館的規劃，也大量融入數位學習的理念。 

本研究目的在為數位典藏資源融入國文教學建構知識體系，以深化未來數位

典藏融入國文教學的實施成效，研究成果將使國家挹注巨資的數位學習資料庫更

得發揮，為我國數位典藏文物形成加値效應。林雅文(2005)研究中指出運用數位

典藏融入教學，不僅讓教師教學輕鬆、創新且更多元化，也讓學生主動探索及建

構知識，同時也促進教師專業知能的成長與師生互動；王佩珊、黃國鴻(2007)

認為在上課時結合數位典藏與電子地圖，可增加師生間的互動，並且可以提高學

生學習的興趣。 

2.落實資訊科技融入教學，醞釀各學習領域之推廣 

1997 年教育部開始推動為期 10 年的資訊教育基礎建設，包括硬體建設、人

才培訓，及修訂中小學資訊教育課程；相關配套，教育部也訂定教師資訊基本素

養指標相關法規，並在各校成立資訊組推動資訊教育、種子教師及先導學校計

畫。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為九年一貫新課程中十大基本能力，2008 年教育部發佈

「教育部中小學資訊教育白皮書」，訂定善用資訊科技，激發創意思考、共享激

發創意思考、共享數位資源和保障數位機會等核心理念，數位機會等核心理念，

並期望四年後，我國學生可以善用資訊科技來提升

生活及學習能力，教師可以運用適合的資訊科技提

升教學品質，及我國可以提供一個師生均等的數位

學習環境（教育部，2008）。 

 2008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計畫第六分

項：「數位教育與網路學習計畫」，國中小部分延

續數位典藏第一期計畫成果，整合第一期數位典

藏計畫成果中之數位學習資源，鼓勵及協助中小

學教師利用典藏資源，轉化為九年一貫課程架構

數位學習物件與課程，推廣中小學資訊融入教

學；高中學科部份，以系統化發展各學科資訊融入

教學教材為目標，藉由分工規劃共同發展符合高中教學現場需求之教材，促進教

圖 2-1  數位典藏融入教學網 

圖 2-2 高中學科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網 

http://wiki.teldap.tw/index.php/%E6%95%B8%E4%BD%8D%E5%85%B8%E8%97%8F
http://wiki.teldap.tw/index.php/%E6%95%B8%E4%BD%8D%E5%85%B8%E8%97%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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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資源分享及資訊融入教學。並鼓勵各校提供及分享所屬教師教學資源與心得，

提供全國教師資訊融入各學科教學更豐富的教學資源，經由資訊融入學校的引領

及協助，提昇學校資訊教育的水準，教育部份設有高中職學科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資訊網、數位典藏融入教學資源網、高中國文科資訊融入教學教材網。（教育部，

2011） 

此一精神肯定了資訊融入教學的價值與必要性，我國數位硬體產業競爭力不

弱，但以數位科技融入教育需急起直追，方能在快速變遷的數位時代下，取得領

先的地位，本研究之執行能落實數位典藏資源融入國文教學的成效，其研究結果

除提供國文教育者於實務教學策略上的協助，進而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實施上

也能有所助益。 

3.營造開放學習氛圍，培養終身數位學習公民 

    在以往的教育體制中，受限於場域的封閉性，教育資源的提供與吸收亦呈現

單向灌輸的封閉線性特質。由於數位典藏的無疆界特性，使得教育資源的提供與

吸收亦呈現跨界的開放性質， 一方面降低教育資源的供需成本，二則擴充既訂

教育模式的可能性。 

    同時 1970年待以後，終身學習的理念廣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經濟合作發

展組織及歐盟等重要國際組織大力推動，「推動終身學習，建立數位學習社會」，

蔚為當前國際教育的發展趨勢，也成為本世紀我國教育的重要發展原則與方向。

由於數位典藏即是數位科技的一環，將提供參與者無疆界的學習氛圍，因此這也

是數位典藏資源融入教學的意涵與推演。 

網際網路、web2.0 的崛起，使得資訊不再是稀有、珍貴及固定東西，網路

上任何訊息幾乎俯拾皆是，利用網路收集資料也成為現代人經常性的習慣。但網

際網路上最大的缺點就是在於沒有經過審查，使得網路充斥著文本混亂，資訊真

偽難分的情況。資料的正確性可說是使用數位典藏最基本的出發點，數位典藏資

料以具體事實作為背景，資料的正確性是不可忽略的環節，而教學需求中更是優

先考慮到的一環，教師在使用網路資源時，往往會遇到內容正確性求證的困擾，

通常他們會依據個人經驗或透過比較多種來源，以確認內容的正確性（吳明德

等，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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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位典藏融入教學之學理基礎 

電腦科技在教學應用角色，是從九十年代初期的電腦輔助教學

（Computer-Assisted Instruction, CAI）、電腦輔助學習（Computer Managed 

Instruction ,CML ），到九十年代電腦輔助溝通（ 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 ,CMC），統整呈現在九年一貫積極推行的『資訊融入教學』。

Jonassen, Howland, Moora 與 Marra（2003）指出教學的主要目的是讓學生能

參與有意義的學習，如此才能使學習更有效率，學後記憶保留得更長久，才不諱

變成僵化知識不會運用。以有意義學習的觀點來探討科技融入教學實，教師需考

慮如何藉由科技讓學生主動學習（active）、建構學習（construction）、意圖學

習（intentional）、真實學習（authentic）與合作學習（cooperative）。 

徐新逸 (2002)認為近年來，資訊科技的發展隨著科技的進步與理論派典的

演進，在應用的角色上也有所不同。資訊科技融入學習的理論基礎，除了既有的

行為學派與認知導向理論外，也有較大的擴展，如「建構主義」、「情境認知」、

「全面品質管理」、「社會學習理論」、「學習社群」等理論對於鉅觀的教學系

統設計均有相當程度的影響。而微觀的教學設計則更加注重「學習者導向」、「合

作學習」、「問題導向學習」、「專題式學習」、「主題探究性學習」等教學策

略與方法。 

科技的運用從單純的內容呈現、互動科技、智慧型系統、電腦模擬與虛擬實

境、網路多媒體、遠距同步教學系統，到現在非同步的 e-learning 教學系統。基

於過去研究，有關於如何從數位學習環境中獲得知識的學習理論被提出，這些學

習理論可歸納為行為主義、認知主義、建構主義。檢視相關文獻與研究時，發現

常為學者援引為資訊科技融入學習理論基礎仍多出脫自當代的教育思潮，包括建

構主義、鷹架理論、情境認知理論、合作學習、訊息處理理論等，以下分別述其

內涵： 

（一）建構主義理論 

建構主義結合當代哲學思潮，與知識社會學對知識的本質及知識產生與獲得

之解釋，加上擷取 Piaget 和 Vygotsky 認知心理發展論的重要主張，提出了異於

傳統知識論的觀點(甄曉蘭，1996)。建構主亦主張有意義的學習，以學習者為中

心，Jonassen(2000)提出老師的角色，由知識傳授者轉變為知是建立的協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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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教學中老師為主導之單方面授課方式已經被取代，現今學習環境著重是以學

生為中心的知識建構，強調學生主動參與的學習過程，建構主義學者認為學生是

知識與意義的詮釋者和探索者，人門是主動的學習者及知識建構者，知識產生漁

人與環境的互動，老師應安排充滿挑戰和互動的學習情境，幫助學生主動建構知

識以解決問題。(Jonassen、Peck & Wilson,1999；Schunk，2004；Wilson，

1996；朱則剛，1996；甄曉蘭，1997)。 

建構主義的教育論述即常為探討數位學習模式時所引用，潘文福(2006)、王

全世(2001)指出應用建構教學策略於數位典藏中的意涵如下：1.當資訊科技、數

位資源融合於課程中時，教學模式將會趨向建構式的教學策略，學生不再是被動

地聽教師講解，而是學習過程之主體，主動運用數位資訊科技來建構自己的知

識，完成目標；2.教師可設計以學生的經驗背景為學習主題，讓學生分組合作學

習，在表達自己與尊重他人的環境中建構自己的知識，並鼓勵學生將研究報告或

作品發表於網際網路上進行分享，已引發學生自動學習的興趣；3.應用數位典藏

或資訊融入教學藉助其結構化之知識呈現外，仍需透過教師有效之教學引導，輔

助其認知建構，強化學生將新舊知識同時進行同化與調適。 

（二）鷹架理論 

鷹架的基本概念，源自 Vygotsky 之學習理論，來自建構主義主張教師建置

一個暫時性的支持架構，主要目的是協助學習者學習能力的擴增與成長(Wood、

Burner & Ross，1976)，鷹架可能是一種教學策略或教學工具，隨者學習者能力

的提升，逐漸將主導賦予學生，最後由學生建構屬於自己的知識。 

鷹架是教師所創造出來的，用以輔助學生學習過程，和維持、鼓勵她們學習

興趣的支持架構，直到學生能完全控制，接管本身學習任務，教師的鷹架才會撤

除。在網路數位的學習情境下，學習者需面對大量的數位資料庫，教師可經由搜

尋引擎架設鷹架，發揮之是引導者的腳色，協助學生在多元化的知識庫裡搜尋資

訊，已建構學生自己所需要的知識。 

王淑玲、徐典裕、楊宗愈(2007)在探討中小學數位典藏教學資源應用網之規

劃與創意教學範例時，即以鷹架學習理論建構其數位典藏教學模式，她們認為若

能將教學模式之靜態鷹架發展為教師能進行之動態應用教學平台，並整合數位典

藏資源發展出應用範例進行研習推廣，將能促進數位典藏的普及與應用，幫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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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在數位典藏資源融入教學模式上的認知、轉化、建構與應用，以有效運用數位

典藏。近年來盛行之情境教學法與合作學習法乃源起於社會建構主義思潮，對於

科技融入教學有一定之影響。 

（三）情境認知理論 

    情境認知著重經驗的重要性，主張知識存在於真實環境以及所從事的活動

中，是社會文化脈絡的產物，故張春興(1994)與徐新逸(1996)皆指出學習者唯有

進入情境脈絡(context)才得瞭解知識，並進行知識的轉移。而情境教學的策略

隨時代不斷更迭、演變，後來形成錨式(Anchoring)情境學習、認知學徒制(潘文

福，2006)。 

    Collins與 Duguid(1989)以傳統技藝學徒之學習方式解釋情境教學之概

念，學徒必須與師傅生活在相同的環境中，藉由觀察模仿與實際參與，以及師父

之指點，最終成為學有專精的人，於此特別強調知識是學習者與情境互動的產

物，其本質深受環境、社會脈動以及文化的影響。只有在情境中學習且不段地與

其產生互動歷程，學習者才得以將所學知識與技能應用於真實環境中，符合數位

典藏資源融入教學的應用，藉由提供虛擬實境之遊戲與互動式情境教學，以提升

學生學習成效。賴鼎陞、張哲斌(2007)則建議，數位典藏融入中小學藝術與人文

領域學習，可採用錨式情境教學，教師設計虛擬情境與問題，並將解決方法隱藏

在所提供的多媒體，如網頁、影片教材中，讓學生於狀況中虛擬感受與實際生活

上的問題，並在蒐集過程中學習找線索並解決問題。 

McLellan(1996)指出科技為建構情境學習環境的因素之ㄧ，科技的運用諸如

攝影機、電腦、虛擬實境、網路資源等，是支援情境教學最有利的因素。透過科

技增進學習資源的深度、廣度及變化，藉由提供學生親自體驗之歷程，可增進其

學習動機和參與度。情境教學提倡整合式學習，其認為知識除了透過真實情境相

互激盪外，藉由與其他相關知識連結，亦可以有所收穫，故將有用資訊建置在數

位典藏資源中，讓學習者產生知識連結而獲得意義，將是數位典藏融入教學的ㄧ

大優勢。 

（四）合作學習理論 

合作學習是一種有結構、有系統的教學策略，透過合作學習讓不同性別、能

力、種族背景的學生，在小組或小型的合作團體中一起學習。特別資訊科技融入

式教學，透過合作學習的歷程，促使學生ㄧ起學習並彼此協助，教學者可利用異

質分組探究，讓學生運用數位典藏資源解決問題，達到小組通力合作和充分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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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完成知識自我建構之目的。黃景瑋(2005)在數位博物館應用於國中視覺藝術

課程之教學行動研究中，採用分組教學模式的合作學習策略，活用網路合作學習

之優勢，結果激發了同儕共同合作與發展多元觀點的價值，並透過網路分享知

識、訊息、觀念和經驗。 

（五）訊息處理論 

由認知心理學發展出來的分支學派，其焦點在促使學習產生的記憶與儲存的

過程。視人類學習的過程如同電腦處理資訊一般，探究個人如何接收及儲存訊息

使其成為記憶－將所學的新事物奠基在既有的知識之上，並瞭解學習者如何從短

期、長期記憶中擷取訊息，將其應用於新的情境當中。訊息處理論的貢獻：焦點

主要在規則的學習和問題解決，關切學習進行中的內在過程，期望能歸納出適當

的教學條件，致力於促進這些技能的學習。 

前述之建構主義、鷹架理論、情境認知理論、合作學習、訊息處理論等學理

理論，均廣為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所援引，梳理中可瞭解科技促進學習之理論建

構，也提供研究者未來進行數位典藏融入教學相關學理的參考。在這些學習理論

中，建構主義已被公認是最適合運用於數位學習環境中的學習理論(Mishra，

2002；Dalgarno，2001；Kuhlthau，1997)。 

Kuhlthau(1997)為了在數位圖書館上建立新的數位學習環境，提出一個基於

建構主義基本概念—行動與反思、感覺與形式、預期與選擇、詮釋與創造為基礎

的教育理論，強調建構主義學習理論尤其是和已具豐富館藏的數位圖書館學習環

境。因此，基於建構主義理論發展更適合應用於數位典藏/數位圖書館支援數位

學習的創新理論，是一個值得研究的方向。 

陳志銘（2010）進一步在數位典藏/數位圖書館支援數位學習發展方向中，

數位典藏融入各科教學之模式研究中提出，數位典藏/數位圖書館支援數位學習

亟需發展對應之學習理論支持這個領域的研究，而建構式理論似乎為一個最適合

的切入點，而提出創新學習理論則屬於更高層次的研究，應該結合教育及心理學

領域的研究者共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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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數位典藏融入教學之模式 

教學模式可視為一種組織化的組織架構，用以發展學習活動和教育環境，作

為一種思考課堂教學該如何進行之工具，其內涵乃藉由程序性安排具體事項以解

釋課堂活動，並提供教師規畫教學策略參考(吳芷婷，2006)。數位典藏融入教學

模式基礎從資訊融入教學模式而來，資訊融入不單單只是教學工具的轉向，舉凡

教學前、教學中、教學後所需顧及的面向與融入的程度都要面面俱到。諸如此類

教學模式之應用，皆致力於改進教學的方法與策略(何榮桂，2001)。 

王梅玲(2007)歸類數位圖書館融入數位學習模式：1.電子圖書館與數位學習

結合(如 COLIS)；2.數位圖書館是數位學習教材(網路展書讀)；3.數位圖書館資

源融入教學(Learning Page)；4.數位圖書館檢索系統兼數位學習系統(DLESE)；

5.數位典藏應用的數位學習網站(故宮 e 學園)；6.數位圖書館發展成數位學習課

程(發展中) 。從教育部資訊融入教學政策，到國家型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計畫

規劃，進行教學時，使用網路資源進行教學，配合設計教學活動運用到數位學習

是目標。 

將資訊科技應用於教學當中，依其在學習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學生參與程

度，根據多位學者(王曉璿，1999；饒桂香，2003；何榮桂、籃玉如，2000)之意

見，認為資訊科技可以三部份闡述，而這也可作為數位典藏融入教學，作為教學

資源的參考： 

1.視為教學資源與素材補充資料 

蒐集網路資源，做為上課時的補充資料，從學校的教具資源擴展至網際網路

上，教師可透過網路的搜尋，找到相關教學資源，擷取、下載加以整理，補充課

本之不足。 

2.當做教學活動 

教師可以教導學生透過網際網路上的討論區、電子郵件、全球資訊網等進行

網路教學，教導學生就特定主題搜尋，作成專題報告進行討論。 

3.融入教學資源之網路教學平台與網路學習社群 

藉由網際網路課程軟體的開法與應用，將上述機制整合在一個教學平台上，

進行同步、非同步的網路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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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典藏是數位學習的基礎，如何讓數位資訊妥善地被運用，在網路上開發

有意義、品質並具文化藝術性、教育內涵的教材是相當重要的。張嘉彬(2006)

指出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意義，在於將資訊科技中可提供教與學的優勢資訊與媒

體平順而適切的置入各科教學之中，數位典藏豐富的多媒體數位內容非常適合依

據教學內容的需要而融入到各科的教學中，數位典藏所包含的多媒體教材及互動

機制，相信可為教學與學習的過程中增添創造性、參與性及活潑性的元素。 

Chu et al.(2008) 提出數位學習者與傳統學習者可以在網路上取用任何資

源，尤其是在具有良好結構與管理內容的數位圖書館，也提出應用數位典藏支援

教學最困難的地方，在於缺乏為沒經驗的教師設計主題內容，提供易於遵循的教

學程序。胡恆華(2008)「中小學教師數位典藏融入教學網路研習混成課程設計與

評鑑」，設計發展出中小學數位典藏融入教學網路研習混成課程，藉此建立數位

典藏教師研習之創新模式，提供未來數位典藏國家行科技計畫或其他相關教育單

位進行教師培訓之參考。 

 徐新逸於 2003 年進行「中小學數位典藏教學資源應用網」計畫，到 2004

年以「整合教學模式之鷹架式資訊融入教學環境之研究」，進而發展出「數位典

藏融入教學模式應用網」，黃雅萍、徐新逸、林燕珍（2005）「數位典藏融入教

學模式」，研究藉由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的規劃與執行，提出『鷹架理論』，

發展出數位典藏融入教學模式，期能有效幫助將資訊融入教學的重點，聚焦在教

學融入的推廣，以幫助教師在教材準備、教學活動及教學評量上，數位之應用整

合到教學歷程及學生的學習活動中，以達到將數位典藏做最有效利用的目的。一

個應用數位典藏資源之認知鷹架，幫助教師儘速將數位典藏資源融入其教學情境

之中，使其由低階的能力水準發展到高階的能力水準。且進一步設置了融入教學

模式的網站，探討準備模式到實施模式到評量模式，最後教學檢核表/形成行評

鑑，最終目的在加強推廣數位典藏資源之校園應用的加值效能。 

四、數位典藏融入教學之策略 

數位典藏資源融入教學的價值不僅提供豐富多媒體素材且達到科技整合的

教學效果，更整合網路資源，以擴增教材之深廣度(蔡念中、李筱峰、莊天賜，

2004)。數位典藏資源作為各領域資訊融入教學應用的知識資料庫，推廣庶務典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HHxyR6/record?r1=49&h1=3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HHxyR6/record?r1=49&h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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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融入中小學教學，首先須將網站內容進一步轉化，成為老師與學生方便使用之

數位學習網站、教案及教材。 

劉明洲、周慧蘭(2005)受到建構主義的啟發，對於數位典藏內容應用於中小

學九年一貫課程之教學模式與以歸納，根據網站應用角色之區分提出數位典藏資

源融入社會課程主題網站之教學模式，其固然只針對社會科進行分析，但亦可以

提供語文教學參考： 1.將數位典藏網站之素材，透過課程設計轉化為師生可直

接使用之教學網站教材；2.使用者透過教學網站教材的連結認識數位典藏之素

材；3.數位典藏網站與教學網站雙線並行，師生於兩網站間來回進行教學與學

習；4.直接利用數位典藏網站素材進行教學，不足處再回到教學網站之教材學習。 

數位典藏網站中的資源就是教師們的教學素材，而得獎的教案就是菜單範

例，教師們只要善加利用這些素材、菜單，就能烹調出對學生有意的佳餚，其嘗

試從優良作品中，拆解出ㄧ道好菜的材料元素，以供教師參考應用。徐新逸(2005)

針對數位典藏融入教學模式，提出的三階段，從教學前的準備模式、教學中的實

施模式和教學後的評量模式，三階段的結構化流程，然而教材使用並非只是一個

單一的動作，其涉及整個教學歷程。各階段教學活動都可以實施數位學習資源融

入。至 2007 年於「數位典藏融入國語文領域教學課程之設計發展與實施」一文

中，提出以系統化的教學流程設計，著眼在課程發展中所採取的教學設計策略、

實施與評鑑，藉以刺激國語文領域教師的教學創新，同時也促進了數位典藏資源

的加值應用。 

本研究試圖提出利用數位典藏實施資訊融入教學之教學模式鷹架，提供高中

國文教師建立典藏資源應用之認知模式鷹架，促進服務師生的數位典藏應用，增

進教師之資訊融入教學學習內容互通性、可再利用性與可存取性。採用徐新逸規

劃與創意教學範例開發之研究，對數位典藏融入教學之應用模式為一個典範，而

各階段，也更細部的討論到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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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3 數位典藏融入教學模式三步驟 

資料來源：＜數位典藏資源融入教學之應用-數位典藏學習資源網，＞林燕珍，2006。

檢索日期：2011年 12月 24日，網址：

http://humanities.lis.ntu.edu.tw/da/20070502.pdf 

(一) 準備模式 

提供教師在進行教學前準備的各項要素，包含確認教學範圍、擬定教學目

標、確認教學內容、教學資源、決定教學方式、評量方式、準備教材等策略。 

1. 確定教學範圍：指界定教學適用年級、領域、時間長度、單元名稱或主題等。 

2. 擬定教學目標：指設定教學目標，設定目標時可參照教育部課綱。 

3. 確定教學內容：進行學習者分析、訂定細部教學內容。 

4. 確認教學資源：確認學校可提供的硬體設備，如：單槍、電腦教室、手提電

腦等。 

5. 決定教學方法：是決定教學流程（例如：引起動機發展活動綜合活動…

等），以及教學策略（例如：講述法、討論法…等）。 

6. 決定評量方式：根據教學目標決定評量內容及評量方法。 

7. 準備教材：依照運用資訊科技的難易度分為三層次。 

8. 網址記錄：將上課須連結網站之網址列入我的最愛或另存於 word 以便課堂連

結。 

9. 將收集的數位典藏素材製作成簡報軟體播放：多媒體教材製作—應用編輯軟

體、影像處理軟體、動畫軟體..製作。 

http://humanities.lis.ntu.edu.tw/da/200705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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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數位典藏融入教學準備階段 

資料來源：＜數位典藏資源融入教學之應用-數位典藏學習資源網，＞林燕珍，2006。

檢索日期：2011年 12月 24日，網址：

http://humanities.lis.ntu.edu.tw/da/20070502.pdf 

 

(二)實施模式 

提供教師利用數位典藏於教學情境中可使用的教學方法與策略。依科技應用

與教師介入的程度可粗分為六種，分別為『情境營造』、『課堂討論』、『網路

互動式討論』、『專題討論』、『虛擬學習館』、『行動學習』。 

1. 情境營造：教師運用數位典藏資源再課堂中呈現圖像或影音教材以營造學習

情境。 

2. 課堂學習：老師指定討論問題由學生至數位典藏網站搜尋相關資料，並於課

堂中解答。 

3. 網路互動式討論：師生利用網路群組討論相關課程問題。 

4. 專題學習：個人或合作學習進行專題式製作以及主題學習。 

5. 專題學習：個人或合作學習進行專題式製作以及主題學習。 

6. 虛擬學習館：教師自製多媒體教材或利用現有數位典藏網站讓學生自行利用

此教材學習。 

7. 行動學習：著眼於科技的未來發展，教師利用行動學習輔具呈現教材內容。 

http://humanities.lis.ntu.edu.tw/da/200705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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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數位典藏融入教學實施階段 

資料來源：＜數位典藏資源融入教學之應用-數位典藏學習資源網，＞林燕珍，2006。

檢索日期：2011年 12月 24日，網址：

http://humanities.lis.ntu.edu.tw/da/20070502.pdf 

 

(三)評量模式 

提供教師檢視學生學習成效之方法，初步分類為六種，教師可依據教學內容

性質以及教學目標來選擇適當的評量方式，包含：書面學習單、線上測驗、群組

討論、遊戲式評量、實作評量、學生互評。 

1. 書面學習單、書面測驗單:是教師利用網站資料自製書面學習單或測驗卷評量

學生之學習成效。 

2. 線上測驗:教師利用線上測驗（自製或是利用現有網站資源皆可）來評量學生

之學習成效。 

3. 群組討論：教師利用社群討論的方式評量學生在此課堂中參與以及討論的程

度 。 

4. 遊戲式評量：教師利用互動式遊戲教材評量學生是否達到學習目標 

5. 實作評量：教師讓學生利用作品展示來呈現學習成果。 

6. 學生互評：教師可以利用小組互評表來檢視學生的參與程度。 

 

 

http://humanities.lis.ntu.edu.tw/da/200705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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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數位典藏融入教學 評量階段 

資料來源：＜數位典藏資源融入教學之應用-數位典藏學習資源網，＞林燕珍，2006。

檢索日期：2011年 12月 24日，網址：

http://humanities.lis.ntu.edu.tw/da/20070502.pdf 

白亦方（2005）在中小學教師數位典藏教學資源班-花蓮場中指出，數位典

藏融入教學設計時應考慮到合作性、多樣性、可行性等基本觀念，教案設計的要

項需包括教學目標、典藏資源網站、結束、順序、活動內容與創意等，而實際內

容設計所值得借鏡的指標包括：理念正確、網頁設計與教學活動兼顧、確實運用

典藏資源、比重恰當並探討、內容活潑生動而多樣、凸顯學生主體性或運用團隊、

符合學校本位、能力指標、搭配其他軟體…… 。 

綜觀以上，教學模式、策略可視為一種組織化的組織架構，作為一種思考課

堂教學該如何進行的工具，其內涵為藉由具程序性安排之具體事項以解釋課堂活

動，並提供教師規畫教學策略的參考(吳芷婷，2006)。諸如此類教學模式之應用，

皆致力於改進教學的方法與策略(何榮桂，2001)，以達到精益求精之境界。 

第二節  數位典藏融入教學之發展與應用 

本節探討數位典藏融入教學的發展與應用，主要探討數位典藏融入教學的發

展與相關計畫、國內相關數位典藏的教學研究調查分析、語文類數位典藏資源。 

一、數位典藏融入教學的發展 

當國科會大力推動數位典藏計畫之際，正值台灣九年一貫教育改革，其中「資

訊融入教學」即是六大議題之一，2001 年規劃「中小學資訊教育總藍圖」將「資

訊科技融入教學」設定為基本目標，國科會為呼應九年一貫的教育改革，分項計

畫透過數位教學網站建置、教師研習工作坊、教案設計比賽等方式推廣。以下細

述： 

（一）數位教學網站建置 

自 2004 年起增加「數位典藏創意學習」子

計畫以整合公開徵求計畫，並與教育部合作舉辦

「中小學教師數位典藏融入教學研習活動」與

圖 2-7數位典藏金銀島 

http://humanities.lis.ntu.edu.tw/da/20070502.pdf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6 
 

「數位典藏融入九年一貫教學數位學習網發展」兩項計畫，且規劃與社區大學等

其他教育單位合作推廣，參與活動的人員涵蓋國家型計畫人員、典藏單位、技術

研發單位、業界、中小學老師、學生，為了方便民眾瀏覽、查詢、利用，及隨時

掌握最新數位典藏資訊，訓練推廣分項計畫特別將這 90 餘個網站彙整成入口網

站，取名「數位典藏金銀島」。 

 

（二）教師研習 

數位典藏為落實於教育上的應用，2002 年開始在各地舉辦「中小學教師數

位典藏教學資源研習班」，上課內容包括簡介數位典藏國家型計畫、介紹數位典

藏網站在各領域教學的資源，並介紹數位典藏網路資源融入教學活動設計。 

2004-2005 年為增進高中職老師對數位典藏資源之瞭解，拓展數位典藏資源

於高中職教學之應用，以期更多教師可運用數位典藏網站內容融入高中職教學；

藉由老師的運用與推薦，引導學生認識數位典藏資源，使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

畫的成果能廣為高中職師生瞭解與應用，舉辦「高中職教師數位典藏教學資源研

習班推廣規劃座談會」。2006-2007 分別有辦理高中職教師推廣場次，2006 年

場次輔以實作課程，藉由教案設計的實作過程，協助教師了解如何運用數位典藏

網站資源於教學中，學員將分組上機實作，並有作品發表與討論時段。 

2006 年台北、台中、台南、屏東四場次，其中有國文科（三重高中賴來展、

中正高中黃詣峰）、歷史科（台灣師範大學朱鴻、南湖高中莊珮柔）、生物科（虎

尾高中廖學瑞）、美術科（北一女中張素卿），其他台南大學數位學習科技系林

奇賢、嘉義大學教育科技林菁、台北教育大學全中平三位教授進行數位典藏融入

高中職課程之教案設計講座，這些可說是數位典藏融入教學的前鋒。到了 2007

年辦理北區、中區、南區三場次，這年度以結合博物館：國立自然科學工藝博物

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中研院歷史語言所傅斯年圖書館，分享圖書館、博物

館數位學習資源以及應用、推廣。 

 

（三） 教案設計比賽 

數位典藏資源融入教學教案活動設計比賽，是讓第一線的教師認識數位典藏

資源，並鼓勵其應用於教學活動上，增添教學之多元風貌，同時收及優良教案公

佈網路上，方便其他老師參考應用，以落實學術回饋的目標(吳明德，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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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位推動數位典藏融入教學的比賽非常的多，包含國科會 2000 年開始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教學活動設計競賽」，到 2010 年變更為「數位典藏與數

位學習商業應用競賽暨教學活動設計競賽」，比賽得獎作品中，語文方面共計有

30 件，國小作品 20 件，國中作品 9 件，高職作品 1 件（2001 年佳作，稻江護

家：蝴蝶與我），沒有高中作品(國科會，2006)；2007 年開始教育部主辦「全

國中小學資訊融入教學教案設計比賽」，雖然數位典藏資源並非此比賽之必要規

定，但根據教案觀察，不乏有融入數位典藏資源者。 

此外教育部「數位典藏資源融入教學網」、「高中學科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往」

隸屬「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劃」第六分項「數位教育與網路學習計

畫」－高中職資訊融入教學教材發展與評估計畫」，以系統化發展高中各學科資

訊融入教學教材為目標，藉由分工規劃共同發展符合高中教學現場需求之教材，

促進教學資源分享及資訊融入教學。並鼓勵各校提供及分享所屬教師教學資源與

心得，提供全國教師資訊融入各學科教學更豐富的教學資源，經由資訊融入學校

的引領及協助，提昇學校資訊教育的水準。終極目的為建立資訊科技融入各領域

教學中，藉由教師帶動學生，學生影響家長，進而提昇全民運用資訊的能力與學

習素養，2009 年開始為鼓勵高中教師運用數位教材，創造符合教學現場需求之

教學設計，擴大資訊融入教學應用，提升高中資訊融入各科教學發展，舉辦「高

中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意應用徵選活動」。 

國科會的數位典藏融入高中教學示範教案，2004、2005 兩年的示範作品 8

件及 2009-2011 年「高中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意應用徵選活動」得獎教案 10 件，

共 18 件作品。數位典藏融入高中國文教學，是近五年來隨著網路普及，教師資

訊素養提升後，才慢慢接觸，以國家型數位典藏科技計畫為後盾，蓬勃發展。雖

然起步比較慢，但高中國文學科很快的建立出高中國文教學教材庫、這兩年的資

訊科技融入教學種子教師研習的推廣，越來越多的人願意注入、交流，當然數位

典藏融入教學不應止於資源的提供，同時更需要由教學者與學習者的立場來思

考，透過不斷的嘗試和改進，讓數位資源真正發揮其教學價值。 

二、數位典藏融入教學的應用 

數位典藏是數位學習的基礎，如何讓數位資訊妥善地被運用，在網路上開發

有意義、品質並具文化藝術性、教育內涵的教材是相當重要的。吳明德、許凱琳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8 
 

（2005）分析國內數位典藏主題網站的特色包括：內容正確性、具權威性、內

容豐富、具圖像與影音資料、網頁設計美觀。研究顯示數位典藏資料並不適合全

部地引用於教學，需要老師自己整理、挑選，在配合有的授課資料，視情況穿插

使用於教學。 

數位典藏具有結構性的豐富資源，如何應用於教育領域支援學習，已是電腦

科學、圖書資訊學與教育等領域研究者關注的主題。數位教材方面，使用數位典

藏儲存支援數位學習課程教材具有很多優點：安全、保密、可及性與可靠性。

Saeed(2006)、Chu et al.(2008)、Marchionini & Maurer(1995、Maeshall et 

al(2006))  

近十年來不少論文以資訊融教學、數位典藏融入教學為研究，但主要以國

中、國小學為多，探討資訊融入教學模式、行動研究，其中以藝術與人文學科最

為豐沛，在高中部分目前僅有歷史、地理、音樂教學研究稍有涉獵，於國文教學

部分顯得力薄。數位典藏融入教學高中學科以社會科領域的歷史、地理兩科發展

的最為蓬勃。 

地理科部分：賴進貴、莊婉瑩（2009）介紹台灣數位典藏的地理資訊成果

及其應用，並配合高中地理課程綱要的主題，擬定教學應用範圍，提供老師們參

考，其中歸類數位典藏地理資訊四大類：數位博物館（淡水河溯源、台灣老照片、

台灣文化生態地圖）、老地圖的應用（國立台灣博物館地圖台灣）、航空照片、

高中地理鄉土教學應用。歷史部分，項潔、吳密察（2002）認為透過數位典藏

技術，部分原先難以自由運用的史料，得以更加便利使用；張龍志（2009）提

出地理資訊系統（GIS）及數位典藏技術的發展，擴大台灣史料研究的視野。 

數位典藏帶動人文與數位的結合，地理資訊數位典藏也帶動許多人文社會科

學學者，開始使用地理資訊科技，進行相關研究數位典藏地理資訊的老地圖和網

站，可以應用在歷史、地理、社會領域等課程，也可以融入到資訊課程。在教育

部的 GIS 應用推廣計畫中，數位典藏和地

理資訊的融合面向非常多元，以下列舉四

項有代表性的應用 

1. 文學與地理資訊 

元智大學羅鳳珠老師的團隊，在國科
圖 2-8 網路展書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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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數位典藏計畫支持下，建構了〈唐宋詩詞作者及作品分佈地理資訊系統〉，

起初發展的背景，期望探討文學與地域的關係，特別著眼於作者生活環境與其文

學風格的相互影響，透過這套系統，讓我們看到文學與地理資訊結合的機會與發

展。 

2. 公民行動與GIS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資訊管理系黃申在老師，針對東港溪流域的部分社區，導

入了主題式公眾參地理資訊系統(PPGIS)，一方面利用網路地圖伺服器模式，另

外也提供 GIS 資源給社區組織，以兼具 Top-Down 與 Bottom-Up 審視 PPGIS

之應用與使用，藉由層級化網路與多元交錯互動模式，在東港溪流域內逐步深化

與擴展，提升社區民眾參與的層次。 

3. 生態保育與地理資訊 

東華大學生態與環境教育研究所楊懿如

老師，建立了一個以蛙類為主題之數位典藏

入口網，整合臺灣蛙類生態、學習、教學資

源等資料庫，並運用 moodle 學習平臺設立

蛙蛙世界數位學院，提供便捷的使用介面，

協助推動臺灣蛙類生態保育。 

4. 教育推廣應用 

在教育部的 GIS 應用推廣計畫中，設計了許多教學範例，這些範例，透過

教師研習進行推廣。以民國 99 年為例，大約有 800 人次的國中老師、500 人次

的高中老師參與相關研習。數位典藏的成果已經逐漸走進國、高中的教室，因為

這些數位典藏素材的發展，讓國、高中的資訊和地理、社會相關課程有了具體的

內容可以融入教學。（賴進貴、王鈞慧，2011） 

何思瑩（2011）統整高中國文老師常用的數位典藏資源為： 

1.主題資源網站 

高中文言文學習網站、高中國文資訊融入教學教材網。高中文言文學習網站

內容主要為節選四十篇核心選文，並配合各校選定的版本、相關課文的補充，其

網站功能有導讀、作者介紹、原文、翻譯、延伸閱讀及多媒體分享、問題討論、

圖 2-9 蛙蛙世界學習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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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測驗等。而高中國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教材網，則參考個版本的課本、教師

手冊、學生參考書、專家及顧問之意見等建置而成的數位學習網站，各單元分別

為開場動畫、課程資訊、課文題解、作者介紹、課文吟唱、課文注釋、主題學習、

互動練習、自我評量，內容均為元件式和圖像式，旨在讓教師利用其特性引導學

生將注意力放在重點資訊上，供學生回家複習。 

2.教師個人教學平台 

「古雅台語人」，網站主人為高中國文老師。徐文濤（2008）所言「又古

又雅的台語文教學、創作欣賞」，其資料已經過分類、整理，視相當專門的國文

教學網站，分為「教學工坊」、「古趣盎然」、「不薄今人」、「教學活動」、

「千里好話」、「開卷有益」、「好站連結」七個單元，後因部落格之風興起，

將部分資源轉至部落格，或增添影音檔和建置為站主的個人教學平台。 

近年來數位典藏融入教學相關研究日益成熟，台灣地區數位典藏融入教學相

關研究於 2005 年後雨後春筍出現，從國小、國中、高中到大專慢慢的成為一個

議題，國內相關以數位典藏為主題之論文，國小 22 篇，國中 15 篇，高中 2 篇。

與台灣地區碩博士生「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研究」有密切性的相關，篇數而言仍是

以「國小」為研究對象居多，探討學生對該領域知識的理解、想法意見、態度等

多重反應，以建構教學研究與學生引導依據；其次是「國中」，再來是「高中職」。 

數位典藏融入教學相關論文研究主題，分教學設計、資源使用研究、平台技

術研究、資料庫調查四大類。陳志銘（2010）數位典藏/數位圖書館支援數位學

習仍然停留在支援作為數位學習教材的角度，或利用數位典藏營造自學的網路學

習環境，鮮少研究提出有效輔助學習機制，甚至利用數位圖書館環境營造學習社

群以增進學習。其認為豐富的多媒體數位典藏適合依據教學內容需要，融入於各

科的教學中，但這需要更多老師的投入，激發出更多的教學應用模式，即發展輔

助教材的製作工具。 

數位典藏融入教學， 這是時代趨勢下的必然，會成為美麗新世界或空寂的

大地，在於使用者，不在於建置者，置外於數位時代的潮流，只會使自己被邊緣

化。具支援教育性質的數位典藏，在目前的數位學習環境中，逐漸扮演重要的角

色，而數位典藏如何融入高中國文教學，更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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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語文類數位典藏資源 

語文類數位典藏導源於中國古籍文獻資料數位化的過程，比較有系統的研究

由國科會所倡導始於 1972 年，隨後國內幾所大學與研究單位陸續進行相關的研

究工作，廠商亦參與相關設備的開發，中文資訊從學術研究階段進展到實務應用

階段，再從應用階段發展到與各學科結合階段。 

依據羅鳳珠(2008)教育部人文學科資料庫融入教學計畫講座，中文古籍自動

化，初期乃個別性計劃：從單機板到網路板(文字文獻)到網路版(多媒體)，後期

進入國家型計畫：數位博物館計畫、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數位典藏與數位

學習國家型科技計劃。 

由中研院史及自動化開始，進入到文學類~紅樓夢、全唐詩。從平面的圖書

到立體的文物，從文字文獻到多媒體文獻，從無聲的語文到有聲的語音；從紙本

文獻到數位文獻，從靜態藝文圖片到動態影劇影片；從原典文獻到專書期刊等研

究資料；古籍文獻數位化的資料包含早期文獻原典的文字、圖片、文物資料，後

期聲光影像工業發展之後所記錄的聲音、影片資料，以及研究資料等。 

文獻數位化的內容隨著資訊技術的進步而從文字媒體拓展到多媒體，也隨著

使用者的需要而從文獻原典資料擴充到研究資料。資料庫功能也逐漸擴充，從單

機版單一資料庫的全文檢索功能，到網路版單一資料庫的文字資料全文檢索功

能，到網路版多元資料庫、跨資料的全文檢索功能，最後到語文知識網路和具有

資訊代理人功能之智慧型文學搜尋系統（語意概念檢索）。 

台灣、現代文學數位化工作的起步雖然比較晚，但是已經有比較成熟的資訊

環境。近年來台灣文學研究逐漸興起，原典文獻、文物的蒐藏、整理、保存也廣

受重視。台灣文學文獻數位化的回顧已經上網的資料：a.客家文化委員會策劃：

台灣客家文學館、客家研究圖書資料庫；b.國家台灣文學館策劃：作家手稿、全

臺詩電子文庫；c.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策劃：當代文學史料影像全文系統、當

代台灣文學系統作品英譯本索引、台灣文學年鑑、賴和數位博物館、鍾理和數位

博物館；d.個人建置的網站：台灣古典漢詩網站、陳虛谷文學網站、閩南語歌仔

冊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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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中的台灣文學文獻數位化工作，中央研究院：閩南語典藏：歷史語言與

分布變遷資料庫，內含「閩南語歌仔冊」、「渡台悲歌」單元的建置，針對台灣

戲劇文學進行文本點校、考證以及語言整理；台灣文學館：全臺詩電子文庫計畫；

清華大學：葉榮鐘網路紀念館；文建會國家文化資料庫：台灣文學主題網站；客

委會：客家文學作家網站的策劃。未來的發展將發展，以作家為單元的台灣文學

網站、以作品體裁為單元的全臺詩、與地理資訊結合的台灣文學地理資訊系統。 

數位典藏發展 1988 年迄今，將近二十多年的歷史，資訊科技進步使數位典

藏網站的功能得以更加完備，文學、語文類數位典藏特色：兼具文化保存與研究

使用、以作家/主題為單元的數位典藏呈現獨立性、以相同主題整合建置呈現、

與地理資訊結合的文學地理資訊系統。 

統整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成果網站、拓展台灣數位典藏資料庫，語文類資料

庫分四類：古典文學、網路展書讀數位典藏資源 、現代-台灣文學、文化主題知

識庫。(附錄一) 

羅鳳珠（2004）認為將文學資料建置為數位博物館，其研究與加值應用應

有 8 個方向的思考，而這樣的思考提供文學類數位典藏發展的遠景：a.網站知識

結構與系統架構需預留成長與擴充的空間；b.隨時從使用者角度思考改善的空

間；c.如何和新觀念結合；d.如何和新工具結合:與地理資訊系統結合，全面建立

文化地理資訊系統；e.與 PDA 結合，提供隨時隨地上網機制；f.Metadata 如何

予網站合，提供更多元的知識加值利用；g.如何提供更方便的使用管道；h.語言

學研究與教學的加值應用；i.其他如文建會國家文化資料庫中各類型的網站，能

彼此相互連結利用。進一歩，羅鳳珠對於台灣文學數位化的未來提出三個建議：

a.以作家為單元的台灣文學網站；b.依作品體裁類別建置；c.與地理資訊結合的

台灣文學地理資訊系統。 

 

第三節  數位典藏資源融入國文教學的應用 

本小節進行數位典藏資源融入國文教學的應用，分為兩部分，第一部分探討

國文教學的本質，第二部分探討數位典藏融入國文教學的應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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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文教學的本質 

信世昌（1994）指出國文是一門既通俗又特別的學科，其通俗之處在於其

為所有學科的基礎，學生學習其他學科的理解與表達能力，有待語文程度的奠

定；同時培養正確的思想、健全的身心陶冶，都需要靠語文教育來輔導；其特殊

之處則在於國語文教學的內容，除了基本的聽、說、讀、寫的語文訓練外，更包

括了文學與文藝的層次，其肩負的目的和使命遠較其他學科複雜且多樣化。綜合

各方看法，對國文教學有以下詮釋（轉引自何思瑩，2011）： 

 

1.國文是「認知」、「情意」與「行為」三合一的教學 

    知識領域一般可分為認知、情意與行為三大類，大部分的學科都側重『認

知』的教學，如：英、數、物、化，少數學科著重『行為』教學，如：工藝與體

育，至於『情意』教學，如：公民與道德。但是國文科卻有跨越『認知』、『情

意』與『行為』三領域的本質。透過認知學習達到情意薰陶為目標，是國文科極

具特色的教學方式，例如：中學課文中的『負荷』，著重家庭與親子關係的薰陶，

而『世說新語』則強調品德修養的重要性，此外也可透過作文或書法的實地訓練，

達到行為層次的教學。 

2.國文是「語文」、「文學」與「文化」多層次的結合 

    國文教學除了具體的語文訓練，例如『聽、說、讀、寫』的基礎訓練以

及生難字詞、注釋、修辭的階段訓練，同時也有屬於抽象的文藝欣賞和精神陶冶

的文學與文化層次。因此，雖文藝欣賞旨在培養文章探究和鑑賞的文學能力，國

文教材內容所涉及的歷史背景、風土地理、人物思想和哲學信仰廣度，也可構成

文化認知層次的要領。王首呈（2004）認為所謂的文學欣賞，是指人們在接觸

文學作品的過程中，所產生的一種特殊的精神活動。通過文學的語言形式以掌握

藝術形象，具體的認識形象所反應的本質，進而體會其中所蘊含的思想、情感，

從而感受到美感，在潛移默化中得到性情的陶冶、知識的提升。 

3.國文是主題單元式的範文教學 

國文教學雖包括作文教學、書法教學與課外閱讀，但範文教學實為國文教學

的重心。範文教學主要是針對文章內容範圍加以研習，範文本身可視為一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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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e），從該主題再擴大牽連相關的知識，形成圍繞主題的知識串或知識圈，

若採用蘇軾＜赤壁賦＞，其主題串可以包括唐宋八大家的介紹、古文運動、蘇軾

仕官貶謫經過、甚至是宋代的新舊黨爭等。此種主題式的教學方式，有系統地涵

蓋中國文學史及其他必要的歷史文化知識。 

4.國文是跨學科領域的教材內容 

國文教學內容上也可能同時具備跨學科領域的知識需求，如＜水經注＞一課

同時跨國文、地理與歷史三科，教師在教學時必須再其中帶出人文關懷、文化記

錄，或說明在字裡行間的情感與氛圍。除此之外，詩詞曲的韻文教學，由於必須

介紹古譜或唱腔，因此便須以音樂方面的知識來配合教學，許多教師皆以相關課

文吟唱朗誦讓學生體會文情，如陳情表一文。 

羅鳳珠、張智星、許介彥（2005）認為文學創作是作者情動於中而形於言

的過程，作者心中有所感發，產生意念，以文字記錄，讀者則透過文字欣賞文學，

揣摩作者的情意。透過國文認知學習而達到情意薰陶目標是國文科極具特色的教

學方式，而國文科的教學目標的多元，而教學內容所涉及面向相當豐富，從語言

到文學到文化，甚至到跨學科的學習，涵蓋歷史背景、風土地理、人物思想與哲

學信仰，透過主題式教學，系統涵蓋必備的文化知識，在數位時代，透過視聽媒

體設計、網路資源的進行備課，會使國文教學更具生動極多元。 

二、資訊科技融入國文教學 

數位學習環境中教師應用教學設計原則，結合科技資源的發展趨勢，以學習

者為主引導教學，運用科技發展學生高層次的技能和創造力。將資訊科技融入國

文教學是突破傳統國文教學的創新模式，然而教師在實施教學時，仍應以學科為

本位，科技工具為輔，從而運用資訊科技的優勢，才能凸顯國語文教學的本質和

特色。 

孫劍秋 (2004)就資訊融入教學策略提

出：主題探究教學、主題式教學、專題導向學

習、錨定式情境教學法、數位博物館主題網站

與融入教學實例。何思瑩(2011)就活動設計流

程，準備教學、進行教學到結束教學，細部歸
圖 2-10 文言文語文互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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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資訊融入教學的策略，討論系統平台、檢索、各類工具、網站等，而主要可分

為三方面： 

1.主題範圍 

教師可選擇國高中某一課文範文，進行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融入較案設計，或

針對某一個主題，如新詩教學或書法、作文教學等主題進行發揮。文言文教學部

分有『文言文學習網站』、『高中國文科資訊融入教學教材網』針對文言文教材

錄製傳統吟唱的經典範例，並可直接下載；後者，建置範例的擴大，歷史文化由

整理人、事、物、地、時交織而成，彼此關連、相互影響，羅鳳珠在其「試論建

立網路教學資源中心的三模式」研究中，提到，以所設定的主軸為起點，從這個

主軸跨越時空，貫穿人、事、物的方式，了解所設定的主軸在整個歷史文化的定

位，進而了解歷史文化的全貌。目前已有一系列的研究計畫建構，包括：唐詩三

百首、紅樓夢、中國情詩、蘇軾。中央大學所建置的亞卓市夫子學院、中山大學

所建置的思摩特網站、教育部所規劃的學習加油站皆提供了「國文科」或「語文

領域」的教學資源。 

2.應用工具 

包含心智工具的融入、科技產品的使用、電腦輔助教學軟體的使用、網際網

路的應用、資訊科技融入學習評量五方面。心智工具包括試算表、資料庫、語意

網路工具、專家系統、多媒體及超媒體等軟體工具及程式設計；電腦輔助教學軟

體也就是 CAI 教材的應用；科技產品部分，一般而言數位相機、掃瞄器、數位

攝影機；網際網路的應用：除了電子郵件、新聞群組、討論區、全球資訊網的技

術結合主題探索學習、問題導向學習外，目前網路在教育上的優勢和潛力已使其

成為普遍應用的資源和工具，因為網路擴增到虛擬社群學習，包含網路論壇：

bbs、討論區、新聞群組、moodle；資訊科技融入學習評量：線上診斷評量、線

上測驗或題庫網站，此近年來甚受重視的檔案歷程評量，教師存取評鑑方便外，

更能評估學生學習成效，而學生也會因為學習成果保留也更投入。 

3.教學型態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所引發的是教學或學習型態的轉變，張國恩(1999)認為目

前以提供模式或策略為方向的研究，其教學型態以教師講授為主，或教師講授與

學生活動各半的形態為主。前者可能是教師運用某些資訊科技結合課程，在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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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呈現給學生，如：教學網頁、使用簡報軟體；後者結合問題探索或合作學習等

模式，在教學中也提供學生應用資訊科技實際模擬、合作和分享的成果展示。陳

燕秋認為設計以資訊科技融入國文教學並完全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型態目前仍

不多見。 

洪麗珍(2003)提出並非所有的國語文課程，其教學模式皆能被資訊科技所取

代，對於資訊融入國語文教學，可將其定位是放在輔助教學，並注意並不能本末

倒置失去學習國文基本閱讀及寫作等能力培養。由上述的教學設計、教學策略，

可知有關資料的搜尋、詩詞朗誦、格律以及具探索性、重複性較高的題材，以資

訊科技可增進國語文學習成效。 

歐陽宜璋 (2009)於高中國文網路之整合應用一文中提出兩點對國文科資訊

融入教學的思考，帶出資訊融入國文教學的內涵：1.媒體定位：資訊作為一種傳

播的媒介，它可以是形諸文字、圖片和聲音的各種傳播方式。如何在熟練基本的

操作後，作教材教法的研發和學生的實作引導，是媒體教學是否落實的關鍵。廣

義的媒體是一切生活資源的運用，可以在一節國文的課堂上或課堂外的環境教育

中，結合外在的資源，作生活面的國文教學大單元設計，如結合公益團體的相關

活動、劇場的角色扮演、跨學科的作業設計、社團成果展或是一場精心安排的校

外活動…等，只要能提升國文教學的品質，在適當的組合、應用下，均能豐富國

文媒體教學的內涵，搭起傳統與現代的橋樑。2.逆向思考：身為一個國文老師，

需要認知教學的本位是國文的專業，所以應該先從學科知識的本質去嘗試自己的

最佳呈現方式，將主題作最理想的組合和呈現。  

教學策略的設計乃教學成敗的關鍵，過去國內的國文教學一向以教師為中心

的講述教學法配合教育的展示，如書本、圖片等來呈現，形式較為靜態、單調。

隨著資訊科技融入各領域教學的實施，教師的教學無論在課程、教材、教法和評

量等方面，資訊科技相結合的機會大幅提高，亦即教師可根據國文學科的本質於

特色，訂定教學目標，營造生動的教學環境，以誰為中心，從而應用科技融入學

習的內容，使學生進行思考、設計、搜尋、分析和統整等活動，來達到國語文教

學的效果。（顏永進、何榮桂，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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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數位典藏融入國文教學的應用策略 

以國文科而言，學習國文不再只是純粹紙本閱讀，李鍌說明國語文教學應該

多運用教學媒體，在進行運用之前，教師必須先充分了解材料、消化材料，如此

才能將材料中最精要、關鍵的地方擷取出來。 

王更生認為在國文教學中，總離不開單詞的分解、語句的剖析、義旨的探究、

作法的審辨、讀法的講求，如何應用數位資源在國文教學中，化抽象為具象、化

理論為實務，增加學生臨場感，扮演著新的角色。羅立吾由觀察國文科數位教學

網站中，藉著國文學科文字、字音、語詞、格律、詩詞、美學到文學史等特色，

結合資訊技術使其運用具備了堅實的基礎，至此不難發現國文教學已經實現了一

種新的閱讀與教學關係。羅鳳珠和須文蔚皆提及由於網路的發展，知識傳播有了

更便利快速的工具，如何利用新的傳播媒體的優勢，傳播中國文化的精華？當知

識得取得從茫茫書海轉移到茫茫網海時，語言教育也面臨到一場劇變，如何以新

科技的技術引導學生親炙文學、欣賞文學進而啟發學生的新與情意成為國文教學

上的變革。(轉引自何思瑩，2011) 

陳力仁、徐新逸 (2003)指出國語文教學的新方法，宜著重語文能力與實際

生活的結合。又多媒體與國文教學的應用，具有迫切性。豐富的網路資源宜與國

文教學結合，充分運用其便利性、傳輸特性，對各學科而言，皆應有資訊科技應

用的需求。簡素蘭(2005)認為理想的國文教學是滿腹經綸的老師加上優質創新趣

味的教材教法，並利用數位化教材營造更優質、創新趣味的國文學習情境，提升

學生的國文程度。 

陳燕秋（2003）在「資訊科技融入中學國文教師現況之研究」中分析台灣

資訊融入中學的現況，包括資訊融入教學的概念和內涵、教師實施科技融入教學

的階段與應用層級、資訊科技融入國文教學應用模式，影響資訊科技融入國文教

學的因素及國文教師的看法。資訊科技融入國文教學，就是教師將資訊科技融入

於國文課程、教材與教學中，達到學習目標，並提供學習者有意義的學習歷程，

以增進教學成效。 

劉渼（2005）數位典藏融入國語文教學，以台灣金銀島為例，進行網站介

紹，分析其中教師、學生區內容，教師區包含創意教學模式、聽說能力教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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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作文教學、統整活動教學、語文知識、多媒體素材庫，及數位學習平台，來發

展數位典藏融入國語文教學的創新模式；學生區包含筆墨之舞、金銀島之鑰、文

字煉金術、繆思之泉、土著物語翻譯機、成語漂流木，多元化的遊戲手法，提供

學生自主探索學習。並進行數位典藏融入閱讀模式、數位典藏融入遊戲教學教案

分享。 

徐新逸（2007）數位典藏融入國語文領域教學課程之設計發展與實施一文

中，研究提供教師數位典藏資源及數位資源融入教學的示範流程，以系統化的教

學流程設計，在發展基礎架構上採用數位學習課程發展模式，並著眼在課程發展

中所採取的教學設計策略、實施與評鑑。藉以刺激國語文領域教師的教學創新，

同時也促進了數位典藏資源的加值應用。 

 

第四節  高中國文教師需求與行為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到數位典藏融入教學，資源的選用關鍵在於老師本身的態

度，老師的資訊素養，本節由教師資訊需求與行為，思考資訊需求與行為的變因，

進一步的探討高中國文教師教學與資訊需求行為之間的現況。 

一、資訊需求行為 

方炳林（1974）認為教學乃是教師依據學習的原理原則，運用適當的方法

與技術，刺激（引起動機、興趣、需求）、指導（提供材料、工具，指導方向、

方法）、鼓勵（幫助解決困難、維持學習興趣）學生自動學習，以達成教育目的

的活動。 

需求是一種心理及個體上的匱乏，而產生的渴望，依據 Huesn 和

Postlethewaife（1985）編輯的教育百科全書指出，需求包含：需求是一種差距、

需求是希望或喜好、需求是不足三種意義。張春興（1989）認為需求有三種意

義：需求是個體行為的內在動力、需求是指體內的一種匱乏狀態、從動力或驅力

的觀點，各家說法有所不同。由此可知，需求當為心理及個體意識到有所欠缺時，

則希望能達到滿意狀態的渴望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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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rikelas（1983）認為當依個人意識到所擁有的知識不足以應付處理某

些問題的需要時，資訊需求於是產生。資訊需求之所以會有資訊的感覺，是由於

意識到自己有某些方面的不足，更需要其他外來的知識來解決這些腦子裡、想法

上不足的現象，因此可以說：當一個問題進入一個人的知覺系統中，而產生問題

意識時，所謂的資訊需求便會產生（吳美美、楊曉雯，1999）。 

泰勒（Taylor）指出讀者的資訊需求由四個階層所形成：(轉引曾淑賢，2001) 

1.內藏式的需求：因心裡的模糊或不滿意狀況而產生的一種隱約、過去從來沒有

的，對資訊產生需求的狀態存在，但仍不足以具體形成一個問題。他會隨著外在

資訊及內部認知的運作而改變其內容及具體形式。 

2.意識中的需求：形成於腦中的意識形態，但仍含糊不清，無法以言詞來明確表

達的需求，在這階段，需求者可能會和他人討論，以便讓他人了解問題所在，並

希望能藉此釐清對問題的模糊感。 

3.已形成的需求：需求者已可正式且明確地表達、陳述其問題及所需資訊，同時

並考量到該使用何種方式來尋求資訊。 

4.修飾化的需求：將問題轉化為符合資訊檢索系統中組織的表達方式。 

黃慕萱（2001）認為資訊尋求行為是當使用者察覺到自身之資訊需求，或

者認知到本身之知識狀態產生異常時，為滿足此需求或解決此異常狀態所進行一

連串的地行動。Krikelas（1983）定義當一個人確認一訊息以滿足其感受到需要

時，所從事的任何活動，就是資訊搜尋行為。Wilson（1997）認為資訊行為的

內涵包括：資訊需求與促發需求的因素、回應需求的歷程與行動、影響回應需求

的因素等四大要素。賴鼎銘（2001）指出資訊行為研究是企圖了解人們如何找

尋所需、所要的資訊，促動人們去找尋資訊的前因或動機，以及找到資訊後如何

研判資訊的相關性，又如何使用、利用所得資訊的種種過程與結果。  

依據上列文獻，資訊是累積個人知識，而資訊需求是在滿足個人的興趣、降

低個人生活、生活、研究等知識不足的不確定性，而研究資訊需求的目的在於發

現需求者的問題，消除其焦慮，滿足其所需，以提升其工作及生活的品質。 

賴鼎銘（2001）提出資訊需求及資訊行為的架構：使用者需求到資訊系統

到資訊來源到資訊利用，其中包括資訊搜尋、資訊蒐集、資訊評估等行為。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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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專家對資訊行為的定義中了解當人們有所需求產生時，即會有尋求資訊的行

為，以尋求滿足所求，因此，使用者、系統與資訊源為資訊行為的主體。當有需

求並要滿足所需時，所進行一連串尋求活動的過程，至少有五個面向：需求、搜

尋、蒐集、評估及利用。 

二、高中教師資訊需求與行為 

隨著資訊科技的突飛猛進與普及，人類生活的每個向度都與之息息相關，資

訊教育或資訊科技在教育上的應用遂成為現代教育所專注的議題，將資訊科技融

入個學科教學更是目前各國學校教育中普遍的趨勢，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發展在各

學科、各教學現場：國小、國中、高中等。 

林傑洹（2011）「我國高中教師資訊素養及資訊融入教學態度之研究」指

出，我國高中教師皆具備中上程度之教師素養，其中以教學管理與軟體應用能力

表現最為良好；整體而言高中教師面對資訊融入教學之實施，皆具備正面、樂觀

的態度與信心；服務年資淺之高中教師在教師資訊素養、資訊融入教學實施態度

上的表現顯著高於服務年資較深之高中老師；任教於理組的高中教師在部分教師

素養的表現上顯著高於任教於文組的老師；男性教師面對資訊融入教學的實施態

度高於女性高中教師；高中教師資訊素養與資訊融入教學實施態度為顯著的正相

關，高中教師資訊素養越高，對資訊融入教學時時態度也越高。 

此研究擴充王嘉佑（2006）探討「台北市高中職教師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

關係研究」，唯一不同處，研究中發現高中教師在部分教師資訊素養表現上高於

私立高中老師，而王嘉佑以台北市為例的研究上發現：私立學校教師在資訊量

量、資訊科技認知、資訊科技的使用、資料的分析與處理、網際網路的應用上高

於高中老師。 

教師資訊需求與行為研究，對象以國中教師者為多，高中教師者甚少，僅近

年來 5 篇討論高中、高中職老師（江榮義，2004；王嘉佑，2006；徐厚鈴，2008；

方雅婷，2011；林傑洹，2011），高中職教師資訊素養，江榮義以屏東地區為

例，王嘉佑以台北市為例，學科研究部分僅徐厚鈴社會學科、方雅婷音樂學科。

徐厚鈴（2008）研究中歸納指出：教師的資訊需求以教學為主，教科書為最常

使用的資料類型，網路資訊需求、補充課外相關資料、創新的教學方法、班級經

營、網路資訊整合為最需要德資訊。而老師最常使用的資訊行為是：參加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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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後引用文獻、學術網路、期刊。找尋資料遇到障礙處理方式，以請朋友幫忙為

最常使用管道，圖書館是教師最常利用的類型，館藏資源豐富性及新穎性、設備

方面不足，會造成使用度高低。 

高中老師資訊需求與行為研究甚少，從目前文獻研究可看出，高中教師相關

資訊素養與資訊能力、資訊融入教學持肯定的態度，可作為詮釋抽象理論最佳的

輔助工具。各學科不同的屬性，教師資訊需求與任教科目之間的關係，值得更深

入的探討，教師教學上使用的資料類型、資料來源、網路資源等，國文學科的資

訊是包羅萬象，最主要是欠有系統的統合，導致許多寶貴的資源僅少數人在利

用，或者是浪費人力及時間在做相同的事情。 

徐文濤（2003）在「網路教學應用在高中國文教學可行性研究—以語文表

達能力課程為例」中，從網際網路上的國文教學資源以及網路實驗教學，對全國

高中國文教師實施問卷調查，探討網路教學運用在高中教學的可行性研究，研究

結果得出：網路資源相當豐富，然散處各地，無法方便搜尋使用；高中國文教師

的資訊應用能力及態度皆足以實施網路教學，然而在實施的動機及實際的應用經

驗則不夠充足。 

陳燕秋（2003）於「資訊科技融入中學國文教學現況之研究」一文探究與

分析台灣資訊科技融入中學國文教學之現況，其中探討面向包含資訊科技融入教

學、教學的概念與內涵、教師實施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階段與應用層級、資訊科

技融入國文教學之應用模式、影響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因素與國文教師對資訊科

技融入教學之觀點與建議等面向。 

隨著資訊科技融入各領域教學，教師的教學無論在課程、教材、教法和評量

等方面，資訊科技相結合的機會大幅提高，教師教學的需求不再局限於紙本，教

師的資訊需求行為影響著整個課堂的發展。數位典藏在教育功能方面，傳遞者某

一個領域的寶貴文化資產或知識，且經過嚴格的考證與徵集，傳達的知識正確性

極高，有著學習者透過瀏覽數位典藏內容進行自我學習。而是否可以發展出什麼

模式，讓數位典藏更有效的支援數位學習，甚至讓教師納入成為正式上課的模

式，是數位典藏融入各科發展的企求。 

數位典藏可看做是一種教材，Shulman(1987)認為教學開始於教師對「學生

該學到什麼」與「該如何教」的了解，接著透過一系列的活動，學生接受教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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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並獲得學習的機會，而當教學結束時，教師與學生都能得到新的體會。因此

教師要先對學科內容作一番理解之後，再以各種新方式來說明學科內容、重新組

織與分割，應用各種活動，讓學生能夠學習與吸收，因此教學時為一種推理的過

程，包括了理解、推理、轉化與反省，而使用數位學習資源是教師重新組織與分

割知識的重要詮釋。 

Middleton(1999)認為教師信念在教師選擇何種教學方式、如何設計教材和

評量學生學習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由於數位教學教材製作耗時、如何建立起

共同的教學資源中心、分享教學經驗才能使教師更有意願進行數位教材的製作，

因此，也是本研究進行的用意，以第一線教師教學經驗瞭解教師真正的使用需

求，另一方面，各種資源使用方式不一，高中國文老師如何進行數位典藏資源，

有共通的標準或是依據老師門的偏好？其後的原因又為如何？這些皆有待本研

究更深加入探索。 

國文教學之應用在教法、教學設計、情意教學上已多元且創新，須文蔚(2009)

提到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帶有一種追求超脫現實塵俗的情趣和意味，無論是談

「意境」、或是談「象外之旨、弦外之音」都帶有濃濃的哲學與宗教色彩。因而，

教師如何選擇和使用數位典藏製作數位教材及轉化教學內容，成了本研究及欲瞭

解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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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主要的目的在探討數位典藏融入高中國文教學之基本資料分析，並分

析所蒐集得獎教學案例之課程應用模式，進一歨訪談教案設計老師，了解使用數

位典藏資源的動機、需求與看法，期望能據以了解數位典藏資源融入國文教學之

模式、融入國文教學之模式、策略，並提出對未來我國語文教育界應用與推廣數

位典藏資源之建議。 

根據本研究所探討的文獻和研究目的，在此章節說明研究範圍與限制、研究

設計、研究方法、資料收集與分析、研究工具以及研究步驟。將此章節說明研究

方法、研究步驟、研究設計、資料收集與實施工具，以及資料處理與分析。 

第一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之範圍與限制說明如下： 

1.本研究所探討的數位典藏網站資源，係指「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

技計畫」為範圍，收集國文教學相關數位典藏網站，數位典藏技術不在研究範圍

之列。 

2.本研究僅以「參與數位典藏計畫及得獎教案之高中國文老師」為主，學校

行政人員、其他國文老師及其他科別老師運用數位典藏資源的建議與看法不在討

論範圍內。 

3.本研究分析教案，以國科會推廣數位典藏資源於高中階段之推廣教案、比

賽教案為主，其他資訊融入教學比賽不在研究分析範圍。 

第二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試圖分析語文類數位典藏發展脈絡與轉變，關注其融入教學的應用，

進而以高中國文老師參與數位典藏教學活動設計比賽的歷年作品，參考教學設

計、學習內容標準等文獻與理論，分析與探討數位典藏資源在高中國文教師應用

資訊科技於教學時的知識分類、管理、服務需求、教學模式等機制，依據研究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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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對語文類數位典藏國家型計畫相關網站之系統功能、推廣方式、及數位典藏融

入教學模式提出具體建議。 

本研究參考林燕珍（2006）「數位典藏融入教學之應用—數位典藏學習資

源網」，而推出數位典藏網站融入國文教學的五要件：1.數位典藏融入之教學應

用時機、2.數位典藏融入之教學實施策略、3.數位典藏融入之評量模式、4.數位

典藏網站選取原則、5.數位典藏融入國文教學最佳實務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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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探討數位典藏融入高中國文教學教案分析，透過類項、內容統整，

分析作者特質、使用年級、設計與資源的關係，進而探討數位典藏資源融入國文

教學的模式，就其規劃設計、策略方法、評量模式細部研究，最後歸納教案中數

位典藏網站資源應用情況，試圖分析與資料庫發展的關係。 

第二部分探討教師參與數位典藏入國文教學的動機與策略，透過深度訪談參

與數位典藏融入高中國文教學教案製作的老師(輔以問卷)，探究其動機、使用數

位典藏資源的策略，及使用數位典藏的困難。兩者環環相扣，探究高中國文老師

運用數位典藏資源的策略模式。 

第三節  研究方法 

閱讀有關數位典藏融入教學文獻後，嘗試以鷹架教學理論，分析歷年數位典

藏融入高中國文教學得獎教案，發展出數位典藏融入國文教學模式，以幫助教師

在教材準備、教學活動及教學評量上，數位典藏之應用整合到教學歷程及學生的

學習活動中，以達到將數位典藏做最有效利用的目的，並針對得獎教師進行訪

談，是以本研究採取個案分析與訪談法。 

一、個案分析法 

個案研究的目的在於徹底地檢視存在於個案當中許多不同的特性，研究人員

長期地經由會談、相關次級資料的搜尋以及觀察等方式蒐集資料，而和經驗法的

不同點在於研究者所需的相關資料部分是從客觀的觀察中取得，而非全然來自於

主觀的參與者手中，因此，個案研究一般被認為是一個比較客觀的方式。在教育

的領域中，個案研究法基本上不脫離以下陳述目的：1.透過相關資料之蒐集與分

析，深入瞭解所欲探討個案之問題，並找出全方位的問題解決模式；2.邀集相關

人員透過溝通、協調與取得共識，就份內工作針對問題解決模式進行適度地調整

並配合之；3.透過召開個案研討會，教師相互分享經驗，以增進其專業知能。由

此可知，其目的不僅在探究問題的癥結所在，且希望能夠更具體地歸納得出適當

的因應對策，並引導將解決問題的方案付諸相關的行動(王文科，1998)。 

實際進行個案研究時，其主要目的可歸納包含：1.找出問題的原因，並提出

問題解決的對策；2.深入探討問題或議題，歸結出重大發現，為接下來行動之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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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3.發現個案的潛在能力，協助個案適性發展；4.當個案研究以組織為研究對

象時，可藉由研究診斷其經營管理上的缺失，進而提出改進方案，提振組織的績

效與競爭力(陳姿伶，2004)。 

個案分析的實施程序十個步驟（張紹勳，1998）： 

1.選擇問題：選擇問題：人類的生活常遭遇到障礙，大自然環境也時常變遷，

當面臨障礙與變遷時，如果過去的生活經驗不足以解決問題，就會進行研究。然

而周遭的種種問題該研究哪些呢？此個案的意義又是什麼？因此要加以解釋。 

2.確定目標：對於所要進行的研究主題，到底要達到什麼樣的目標或完成什

麼樣的理論，要先行確定，以作為日後研究的標的。並且能針對人力、物力、財

力而定，不能好高騖遠。 

3.提出假設：提出假設：根據以往的經驗法則，即現有的原理或理論，設立

若干邏輯上任為可能解決問題的假設，以作為日後進行研究時蒐集資料的依據。 

4.參考文獻：閱讀與研究主題相關的文獻，可收他山之時的功效，並可供日

後研究完成時，結果的比較。此外參考有關文獻也可能啟發研究者對研究主題的

新想法與意見，所以研究者應詳讀有關文獻、資料。 

5.設計程序：把所要進行的研究方法加以計畫、設計。包括：研究中擬採單

一個案或多重個案，研究中的抽樣、資料蒐集、整理與分析，若實際研究情況與

預期結果不符，是否重來？這些程序都必須在研究進行前加以規劃，以後便可照

計畫按部就班的實施。 

6.蒐集資料：蒐集資料：根據已經擬定的研究計畫，進行實際資料收集的工

作，資料收集的方法很多，如：如：問卷調查法、歷史研究法，決定資料收集方

式時，需考慮到研究對象、資料性質、研究經費等問題。 

7.資料分析：將蒐集的資料加以整理、分析；方法視資料性質與研究目的而

定，大體有統計方法、圖、表等，可選擇使用。 

8.解釋資料：解釋資料：解釋資料可利用歸納法、演繹法及一般的推論方法

進行，但應有科學態度，亦即客觀的、好奇的、打破砂鍋問到底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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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導出結論：透過以上步驟的進行，對已成立的假設進行檢定，以決定假設

是否成立，並說明研究咧問與現有經驗、原理、理論的關係。進而做成建議，以

供相關人士或單位做為改善之參考。 

10.撰寫報告：將整各研究過程與研究結果以書面的形式公諸於世。研究報

告的撰寫有一定的格式，內容要清晰、層次要分明。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在探究我國數位典藏融入高中國文教學現況、實務案例和

梳理其教學模式、應用策略，依據第二章文獻探討中相關文獻，進而參考教學設

計、數位平台標準、學習內容標準等文獻與理論，自行歸納出數位典藏融入教學

的分類細目，將高中國文數位典藏活動設計內容加以分析與歸類其應用資訊科技

於教學時的知識分類、管理、服務需求、教學模式等機制，歸納數位典藏融入之

教學模式。 

透過個案研究法，研究 18 件參與數位典藏計畫/得獎教案，探究其數位典藏

融入教學之歷程，試圖提出利用數位典藏實施資訊融入教學之教學模式鷹架，提

供高中國文教師建立數位典藏之認知模式鷹架，促進服務師生的數位典藏應用，

增進教師資訊融入教學學習內容互通性、可再利用性與可存取性。以系統化的觀

點分析教師教學歷程，探討數位典藏融入教學之準備模式、實施模式、評量模式

下等策略。 

二、訪談法 

訪談法是質性研究中一種常用，也可能是最重要的方法，因為一些資料如人

的感情、思想、企圖、理念、省思等常常無法從觀察蒐集到可靠的資料，但透過

訪談不失為一種可行的辦法（林生傳，2003）。因此訪談法是一種以對話為主

的研究方法，與受訪對象間以言語為媒介，以目標為導向的面對面溝通，談話內

容聚焦於特定的主題，主要目的在了解研究對象的特性、經驗、感受與想法等。 

吳和堂（2008）歸納，訪談法的因方式不同，應用在量的研究上有標準化

晤談（standardized interveiw）（包括結構與半結構訪談），在質的研究上採人

種誌訪談（ethnographip interview）（包括非結構性獲深度訪談）。 

一般可以分為 1.結構性訪談法：：是一種標準化的訪談，研究者事先設定一

份問卷，讓每位受訪者拿到相同的問卷，而受訪者的回答是從以固定好的答案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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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2.無結構性問卷：研究者不需擬定問卷，而是根據研究目的，作廣泛的討論，

再依受訪者的回答延伸相關問題。3.半結構性訪談：研究者通常事先擬定問題大

綱，但不提供選擇的答案，受訪者就所問的問題作開放式回答，訪談內容則依當

時受訪者的反應而有所調整。本研究針對參與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教案比賽的老

師，進行半結構式訪談，其中輔以簡單問卷，了解老師在進行教案設計歷程，進

行課程教學時的經歷，及利用數位典藏網站的經驗，來增添建構數位典藏融入教

學模式的發展。 

在進行深度訪談時，本論文實施步驟如下：1.做好訪談調查前的準備：閱讀

相關文件，準備與調查內容相關的各項資訊；2.選擇訪談樣本並邀請聯絡；3.安

排訪談時程；4.設計訪談大綱：針對語文類數位典藏了解、數位典藏資源融入教

學模式、融入教學現況及遭遇的困難等相關問題；5.進行訪談；6.整理訪談記錄

並分析。 

由於要讓學生瞭解吸收教學內容，因此在之前教師不僅僅要對教材內容加以

整理、分析，還要參酌學生的特質與能力，然後才能決定欲採取的教學策略，進

而使用教材。然而教材使用並非只是一個單一的動作，期涉及整個教學歷程。各

階段教學活動都可以實施數位學習資源融入，誠如徐新逸所提出的三階段，從教

學前的準備模式、教學中的實施模式和教學後的評量模式，教師對於教材的使用

穿透在整個教學歷程中，因而本研究之訪談大綱製作便是參酌整個教學歷程，分

階段探討教師使用數位典藏融入國文教學之情形。 

本研究欲探究高中國文老師使用數位典藏資源的意念，並觀察教師如何將數

位典藏資源於其教學活動的歷程，使其教學方法多變，從中了解數位典藏支援機

學之現狀。研究方式主要採用質性研究方法，以深度訪談進行，以下詳述訪談對

象之限制與取樣條件： 

1.訪談對象 

本研究之主題為高中教師運用數位典藏融入教學，訪談對象以高中國文老師

為主，以立意取樣方式選擇具豐富數位學習教材使用經驗之教師，由於國文教師

層級眾多，諸如為大學、高中職、國中、國小之個層級國文教師，因而本研究限

定訪談為高中國文教師，此因中學國語文教材內容有一定的教學範疇，在訪談時

可對教師如何使用數位學習典藏資源作更深入的了解。另一方面，高中國文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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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人人皆採數位典藏、數位學習資源教材進行教學，故而在挑選訪談對象時有

限定樣本考量。 

本研究採立意取樣，參與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教案設計（示

範教案、高中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意教案徵選比賽）的高中國文老師。 

2.取樣方式 

本研究之受訪對象採立意取樣獲得。根據 Le Compte, Presissle and 

Tesch(1993)稱立意取樣為「標準參照的選擇方式」，其認為這樣取樣的方式，

是以刻意選擇特定的場景、人物以及事件，以便獲取其他抽樣方式無法得到的重

要資源。受訪對象限定為高中國文教師參與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教學活動比賽

者，藉網路資料搜尋往年參與數位典藏教案比賽老師，擇取方式也由高中國文學

科中心介紹其資訊融入教學之傑出講師和教育部創意教學獎人選，參用滾雪球方

式導出各受訪者。預定 19 位參與比賽或示範教案數位典藏融入教學的高中國文

老師，為樣本適切性及受訪者本身的意願為主。 

3.訪談對象編碼說明 

本研究在尊重受訪者個人隱私前提下，有關能辨認受訪者個人資訊均不予以

登錄，並將受訪者任職學校和受訪者以匿名方式進行編碼，為使讀者能辨識本研

究之受訪對象，簡述受訪者編碼方式，先依「學校＋訪談序號」，學校編碼以英

文大寫字母表示，阿拉伯數字則為實際受訪順序。 

第四節  資料收集與實施工具 

一、研究教案 

2004-2005 年為增進高中職老師對數位典藏資源之瞭解，拓展數位典藏資源

於高中職教學之應用，以期更多教師可運用數位典藏網站內容融入高中職教學；

並藉由老師的運用與推薦，引導學生認識數位典藏資源，使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

計畫的成果能廣為高中職師生瞭解與應用，舉辦「高中職教師數位典藏教學資源

研習班推廣規劃座談會」，並且進一步展示各團隊執行製作推廣教學資源範例成

果，進而使各學科團隊彼此觀摩交流，其中與高中國文教學有關教案有 8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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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開始為鼓勵高中教師運用數位教材，創造符合教學現場需求之教學

設計，擴大資訊融入教學應用，提升高中資訊融入各科教學發展，舉辦「高中資

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意應用徵選活動」，三年來得獎教案有 10 件。 

 

表 3-1 數位典藏融入高中國文教學教案一覽表 

編號 設計者 任教學校 作品 得獎年份 

1 劉純杏 台北市育成高中 蘇軾＜留侯論＞ 2004 示範教案 

2 江如玲 台北市育成高中 蘇軾＜前赤壁賦＞ 2004 示範教案 

3 鄭毓瓊 台北市育成高中 隱入理想的國度－蘇軾〈方山

子傳〉 

2004 示範教案 

4 呂瑞萍 新北市基隆高中 宋詞選 ---蘇軾＜念奴嬌＞ 2004 示範教案 

5 賴來展 新北市三重高中 反殖民統治的文學先聲─賴

和〈一桿「秤仔」〉 

2005 示範教案 

6 林欣瑤 台北市明志國中 
追尋童年記憶之美--簡媜＜

碗公花‧竹枝詞＞ 
2005 示範教案 

7 黃詣峰 台北市立中正高

中 

飛魚季與達悟文化—夏曼‧藍

波安＜飛魚季＞ 

2005 示範教案 

8 吳元禎 台北市大安高工 
質樸的農村生活氣息－ 

鍾理和〈做田〉 

2006 示範教案 

9 官廷森 新北市板橋高中 諸葛先生亮起來—諸葛亮＜

出師表＞ 

2009 優等 

10 曾冠喆 台北市北一女中 左傳＜燭之武退秦師＞ 2009 佳作 

11 黃月銀 台北市中山女中 
數位雲端，傾聽臺灣－以連橫

＜臺灣通史序＞為例  
201特優 

12 葉淑芬 臺北市永春高中 憂樂啟示錄──范仲淹＜岳

陽樓記＞ 

2010 特優 

13 李榮哲 新竹竹東高中 柳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 2010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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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林詩娟 台南後壁高中 琦君＜髻＞ 2010 佳作 

15 黃琇苓 苗栗苗栗高中 單一故事的危險性--藍鼎元

＜紀水沙連＞ 

2011 特優 

16 葉淑芬 

鄭美瑜 

台北市永春高中 

台北市成功高中 

美的驚嘆號--藍鼎元＜紀水

沙連＞ 

2011 特優 

17 黃月銀 台北市中山女中 圓夢新契機——辛棄疾＜破

陣子＞ 

2011 優等 

18 陳子梅 高雄鳳山高中 楊牧＜十一月的白芒花＞ 2011 優等 

資料來源：本研究整理 

以下就 18 件得獎教案，進行內容、特色、教學資源概述： 

2004 年劉純杏＜留侯論＞，這是一篇翻案性質的論說文，邏輯清晰、語言

流利，充分反映蘇軾入仕途的自信風采。一開始引導學生先行瀏覽國立歷史博物

館兵馬俑文化展之網頁，然後分組查詢中央研究院資料庫，找出相關主角史料，

進而進入課文後使用「時空之旅-蘇軾」深入了解蘇軾宦遊、文學藝術成就，且

利用搜文解字解釋題文、範文講讀，採自學、啟發、討論、發表、練習、講述等

教學法，使用電腦、投影機、學習單、講義等。除參考書籍外，使用蘇軾詩標誌

系統、故宮文物數位博物館、搜文解字、時空之旅蘇軾、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

系統、教育部國語辭典與搜尋引擎。 

2004 年江如玲＜前赤壁賦＞，教師先指定學生閱讀余秋雨東坡突圍一文，

藉此明白蘇軾在黃州的處境，進而觀看故宮博物院『赤壁夜遊圖』、前後赤壁賦

書法，引起動機，進而進入課文後，使用時空之旅-蘇軾，了解蘇軾宦遊、文學

地圖、文學藝術成就，課文中也利用教育部語文資料庫、搜文解字詮釋字、句，

利用台灣植物大觀園、國科會昆蟲博物館補充介紹文中所指涉之物，最後透過詩

詞吟唱深化，而課後評量安排賦體文章、月的詩詞的搜尋。使用搜文解字、傳統

中國文學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專書、搜文解字、台灣植物大觀園等。 

    2004 年鄭毓瓊＜方山子傳＞，本文是一篇人物傳記，為活人立傳，寫

法特殊，本教案與生涯發展做聯繫，引導學生了解自己，培養積極的態度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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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且進行獨立思考，進而與作文教學聯繫，學習透過觀察、蒐集與整理分析資

料，進行對人物具體化描寫的練習，最後與資訊教學做聯繫，培養上網蒐集主題

資料與線上學習的能力，能夠進行基礎文書處理應用練習。使用的資源，包括：

故宮博物院宋代冊頁之美、文學名著與美術，時空之旅蘇軾、搜文解字、國家圖

書館當代文學史料影像全文系統、詩詞曲吟唱等 

2004 年呂瑞萍＜念奴嬌＞，本文是一首懷古以抒懷的代表詞作，風格偏向

悲壯雄豪，融合抒情、議論、寫景於一體，表現蘇軾超然逸邁的胸懷。引導活動

乃指定學生觀看故宮主題網站中赤壁夜遊圖，指導學生利用宋詞主題網站查詢，

進入課文後以三峽影片引起興趣，接下來以時空之旅蘇軾網站介紹作者生平，配

合淺斟低唱～宋詞三百了解詞的起源、分類、押韻等，進而連結故宮博物院書畫

精華查看蘇軾在黃州作品及檢索三國演義全文，而字詞和解釋，則利用搜文解字

與故宮展覽與導覽，進行字義、辭義辨析，最後吟詠。而學生課後也須利用主題

資料庫完成指定作業和寫作。 

2005 年賴來展＜一桿稱仔＞，本教材藉著融合教材內容與網路資源，讓學

生學習如何正確使用網路資源。也藉由師生蒐集資料，學生自行歸納整理過程，

建立起自己的價值觀，並經由本文了解昔日人民的生活面貌、思維狀態、社會背

景，更進一步肯定日據時代作家以作品忠實記錄彼時抗日的文化心態。視教學需

要，酌用講述、問答、討論、提示、啟發、欣賞等，教學資源除參考書籍外，使

用主題網站路徑，包含：國家圖書館當代文學史料影像系統、搜文解字、網路展

書讀、故宮數位博物館、中研院台灣本土植物資料庫、台灣醫療史料數位博物館、

賴和數位博物館、教育部語文教育資料庫等。 

2005 年林欣瑤＜碗公花＞，本文為記敘兼抒情文，以散文方式敘寫童年回

憶，遣詞造句優美，巧用想像與譬喻始文章融入情感，深達讀者心靈深處。本教

案目標在體會作者對童年、對鄉土的追憶情懷，掌握作者的巧思以其作品的女性

風格，並能應用網站查詢資料，培養自學的能力。使用資源包括：中央研究院本

土植物資料庫、生活中的植物、台灣歷史地圖查詢系統，搜文解字、網路展書讀、

浩然藝文數位博物館、故宮數位博物館、教育部語文資料庫等。 

2005 年黃詣峰＜飛魚季＞，引領學生深入了解達悟族文化，以及他們所面

臨的困境，讓學生閱讀、欣賞這篇文章時能將心比心，用真誠的心接納各種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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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的人，能真正了解本文作者，徘徊在自己文化和漢文化之間，難以抉擇的困

境，並能以生活在這片多元文化的寶島而自豪。本教案帶領學生利用網路資源，

了解該族文化背景，進而分組報告、演示，從飛魚的生物特性，進而反思我們與

自然的關係，思考文化衝突。本文大量使用：人之島、台灣魚類資料庫、台灣南

島與數位典藏網站、原住民兒童教育網等。 

2005 年吳元禎＜做田＞，鍾理和為台灣早期代表性作家，作品以田園鄉村

為背景，生動地傳達農村濃郁的生活氣息及風土人情，本文可以做為認識台灣鄉

土文學的門徑；透過多媒體教學取代傳統平面教學，引導學生使用網路資源，達

到真正的自主學習、雙向回饋與交流的教學模式。因此本教案利用數位典藏國家

型科技計畫的網站連結，提供教師教學資源外，透過教學互動，鼓勵學生使用網

路搜尋出相關網站，教學除使用投影片、學習單、課文分析表等外，主題網站連

結，乃利用數位聯合典藏目錄、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國立台灣大學植物、動物

標本館典藏數位化計畫、鍾理和數位博物館、國家圖書館當代文學史料系統等。 

2009 年官廷森＜出師表＞，本教案透過簡明的互動練習，快速有效地記誦

瑣碎的國學常識，藉由朗讀吟唱及諸葛亮各種造型，發思古之幽情，想見諸葛亮

風範，進而對諸葛亮有更深刻的認識，語言表達能力上，突破傳統命題，鼓勵學

生嘗試 SWOT 自我分析表。使用資源：以「阿亮部落格」包裝諸葛亮形象、名

言典故、歷代評價歌詠，企圖始諸葛亮形象更加鮮明生動；利用教育部高中數位

教材發展計畫中「歷代考題分析」進行線上測驗，官老師認為：透過數位教材的

編寫，體會到數位教材需要的不只是電腦硬體與設備，更要有源源不絕的創意、

熱忱。 

2009 年曾冠喆＜燭之武退秦師＞，本教案運用學習網站上之課文朗讀及吟

唱功能，讓學生自語文學習『聽』的被動層次提昇至『說、美讀』，課文教授結

束後，運用線上即時測驗，加以檢測學生對本課重點之理解能力與文意掌握的精

確度，於課後活動，則輔以「文言文學習網站」與「文言文語文互動區」中的主

題活動，配合當下流行的「簡訊文學」，讓學生練習以精鍊的文字創作出言簡意

賅的極短篇，掌握寫的能力。使用資源上：採用教育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資源，

其中吟唱、背景空間關係、課文關係、線上測驗，也利用國文學科中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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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黃月銀＜台灣通史序＞，本文特色以教材資源建構學習鷹架，始學

生聯想舊經驗。運用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資源讓老照片述說連橫生平故事，結合

紀錄片、電影片段帶動圖像是思維，讓作者生平、寫作背景立體化、具體化；且

設計文字、圖像與影音共舞的教學多媒體，利用數位雲端概念設計小組合作線上

協同寫作，線上投票立即顯示統計結果，以增進學生學習信心，且以電子白板實

施線上測驗，互動性強且方式活撥，最後以提問討論、輔以國文學科中心文言文

互動區上的線上測驗、數位教材資源數項互動練習增加學生學習成效，且透過

google 設計課程回饋單，教師對課程反省。利用資源：國家文化資料庫、全台

詩資料庫、台灣老照片數位博物館等。 

2010 年葉淑芬＜岳陽樓記＞，本教案以圖片、影音、動畫、圖片以及其他

網路資源納入 ppt，變化講述為主的授課，加深加廣授課內容，延伸情意教學；

以討論發表增加師生間的互動，以具體舉例靈活運用於日常生活、以實作體驗訓

練動手解決問題的習慣、以提升學習印象、以延伸閱讀厚植思想的深度。本教案

以數位科技重組跨領域素材，不同素材拼接重組，葉老師認為：資訊融入是開拓

視野、活化語文鑑賞、增進學習趣味的有效載體，教師之間更能藉此互相分享創

意，因此不斷期許自己精進開發新教案。 

2010 年李榮哲＜始得西山宴遊記＞，本教案利用課前閱讀素材，以及師生

共同製作的影片，引發學生對此主題的學習興趣與動機，進而文本學習時，從教

育部所開發之資訊媒體，選擇適合融入教學的素材，以朗讀、古音吟唱開啟學生

的課文學習，以篇章結構分析、問題討論，作為課文學習之後的統整，以線上即

時自我評量檢測學生對本課重點與課文文意之了解程度，最後以學習單讓學生透

過文字書寫，反思自己高中生活轉折歷程。李老師認為：在這次國文課堂中，透

過資訊媒體，生命有了對話的機會。 

2010 年林詩娟＜髻＞，本教案特色乃以生動教學取代傳統講授，透過圖片、

動畫等多媒體檔案，提升學生的學習意願；以互動教學激發學生思考能力，透過

互動遊戲，加強學習樂趣；透過教師介紹教學資源網，讓學生課餘可自我進修。

本教案一方面於全課授課完畢後，統整全課課文，如：篇章結構、語言基礎，一

方面藉由教育部教材資源中心進行綜合活動，如：髮飾服裝與角色對應、自我評

量，引導學生思考課文的內涵。林老師認為：資訊融入學策略上，將會為老師增

添上課的風采，為學生帶來無窮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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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黃琇苓＜紀水沙連＞，本教案從遊記入手，切入旅人的眼睛，帶入

旅遊文學的概念，更進一步的引導學生多元是也的尊重與體認，透過「單一世界

的危險性」演講文、「世界觀」地圖的衝擊，讓學生省思所處生活及對事物看法，

最後結合在地鄉土省思，藉由世界觀～對苗栗客家人描述，最後回歸課程，思考

藍鼎元的帝國之眼。本教案特色，包含學生合作討論、多元評量，及跨領域、跨

學科的學習，使用資源有：高中學科資訊融入教學網、搜文解字、youtube、政

府觀光局網站、中研院數位典藏、原住民數位典藏等，多媒體資源。 

2011 年葉淑芬、鄭美瑜＜紀水沙連＞，本教案由清代官員藍鼎元的眼，帶

學生看清代的邵族，進而將時空轉至現代，看外國人如何介紹台灣、台灣人又是

如何定位自己，引領學生具有包容心，接納不同族群。本教案特色，包含跨越畛

域、多元融合，e 化教學、師生互動，跨校合作、專業成長，創意評量，尤其特

別的是以同一教案，製作成 ppt 以及電子白板檔案，因應不同學校、不同教室環

境，而評量部分針對不同學生的特質設計了三種不同的學習單，以展現學生不同

特質，使用資源有：中研院數位典藏、政府觀光網站、原住民數位博物館等。 

2011 年黃月銀＜破陣子＞，本教案著重在情意層面來引導學生，促進高三

的生活與學習，及對人生的正向信念。輔以西方紀錄片、報章雜技剪輯，進而詮

釋辛棄疾本詞的時代意義，與自身經驗的結合，且以多媒體設計，鼓勵學生勇於

挑戰，進而嘗試結合國文教學與班級經營，拓展學生的思辨力，最後以多元智能

創意的作業形式，上台以 ppt 或是影片發表。使用資源有：以自製 PPTt 串連教

育部數位教材，使用動畫、影片、紀錄片，也參考：詩詞取典故、燦爛的中國文

明、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中國國學網、詩苑漫談等網站。 

2011 年陳子梅＜十一月的白芒花＞，本教案將資訊媒材融入教學，將圖片、

影音、課前與課後所有活動均納入本教案簡報中，並提供最新的現代文學相關資

訊。特色乃以生動教學取代傳統講授、喚醒學生與家長的互動、鼓勵學生愛護自

己家鄉、引導學生巡迴生命中的感動，透過行銷故鄉、記憶像鐵軌一樣長、老師

自製影片，讓學生回憶高一的生活，重拾更多的感動。使用資源部分：多使用教

育部數位元件～作者簡介、寫作風格，youtube 短片、影音資料，楊牧授權官方

網站、文學大師系列電影、楊牧詩藝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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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案分析構面 

為研究方便，研究者將得獎作品編號處理 1-18，除了作品編號及作品名稱

為基本資料外，根據研究工具中的類目對研究對象做逐一的檢核及比較，進而進

行量的統計及質的分析，整理出研究成果，研究工具所調查分析的類項共計有教

學內容、數位典藏融入教學模式、數位典藏融入教學網站分析三大項。 

   其中教學內容，包含：1.基本資料分析、2 使用資源分析兩類項；數位

典藏融入教學模式，包含：1.數位典藏融入之教學應用時機、2.數位典藏融入之

教學實施策略、3.數位典藏融入之評量模式等三類項；數位典藏融入教學網站分

析，包含：1.數位典藏網站統整、2.數位典藏融入教學網站評選原則、3.數位典

藏網站使用分析等三類項。 

（一）教案教學內容分析 

1.教學案例基本資料分析 

為了了解本研究所彙集教案的基本資料，首先依據教案所具備之基本資料，

作為教案基本資料的分類與數量統計，其中包括作者人數、適用年級、教學題材。 

a.作者人數：為了解的獎作品型成模式為單人完成、兩人或多人合作模式。 

b.教學題材：分析得獎作品的教學內容，為古文或現代文，探究哪一方面的

範文比較適合進入數位典藏融入教學。 

c.適用年級：參考作者於作品說明中提供之資料及研究者分析教材，是高

一、高二或高三。 

2.數位典藏融入國文教學使用資源分析 

其中包括分析使用數位典藏網站時，所採用的教學資源形式，細分為文字、

圖片、聲音、影音，進而探討數位典藏融入教學時，最適用的資源與內容呈現。 

表 3-2 數位典藏融入高中國文教學使用資源分析表 

文字 使用數位典藏資源網站之文字，包括各種文字與符號。 

圖片 使用數位典藏之圖像檔，指靜態圖像，包括：圖畫 、照片 、幻燈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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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 使用數位典藏資源中之聲音檔，包括語音、音樂、音效。 

影音 使數位典藏之影音檔，指動態圖像或影片 

資料來源：本研究設計  

(二)數位典藏融入國文教學模式 

數位典藏融入國文教學模式包含 1.數位典藏融入之教學應用時機、2.數位典

藏融入之教學實施策略、3.數位典藏融入之評量模式、4.數位典藏網站選取原則

四類項。 

1. 數位典藏融入之教學應用時機 

教師於國文教學案例之教學活動歷程，普遍是依造「引起動機」、「發展活

動」、「綜合活動」等架構進行，故數位典藏融入之使用時機即以此為劃記依據，

而檢視數位典藏資源融入國文教學之案例內容後，發現「課前預習」與「課後學

習」此兩部份亦為數位典藏資源融入之關鍵點，因此也將其列入類目劃記。綜合

上述，本研究聚斂「數位典藏融入國文教學之使用時機」其類目建構依據與定義，

以下分別詳述類目定義。 

表 3-3數位典藏融入高中國文教學時機表 

1.課前預習 學生事先瀏覽相關數位典藏資源，對課程相關資源進行初步了

解。 

2.引起動機 教師以融入數位典藏資源網站之圖像、影片、動畫等引起學習

動機。 

3.發展活動 教師以融入數位典藏資源進行教學主體活動，並引導課堂討

論、發表與分享等。 

4.綜合活動 教師以融入數位典藏資源之線上測驗、遊戲及網站內容資源

等，複習與熟悉課程內容完成學習單。 

5.課後學習 學生課後自行瀏覽數位典藏資源，進行加深加廣的自主學習。 

資料來源：本研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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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數位典藏融入之教學實施策略 

綜合文獻探討中提及數位典藏資源融入教學之教學模式與策略之相關理

論，統整徐新逸(2005)、劉明洲、周慧蘭、楊倍箕(2005)、潘文福(2006、2007)、

王淑玲、徐典裕、楊宗愈(2007)、賴鼎陞、張哲斌(2007)、鄭兆喻(2009)之相關

實徵研究，與實際閱覽教學案例內容交叉比對後，將「數位典藏資源融入國文教

學教學策略」歸納為「虛擬實境教學」、「問題導向教學」、「互動社群之專體

討論教學」、「網頁主題之探究教學」四類項。 

表 3-4數位典藏融入高中國文教學策略方法表 

1.虛擬實境教學 指融入數位典藏虛擬實境資源，體驗真實情境之教學策略；教

學時應用數位典藏資源之虛擬實境資源，營造真實情境作為學

習主軸與討論重點。 

2.問題導向教學 以數位典藏圖文作為問題是引導與探究之教學策略，教學時應

用數位典藏資源之圖像資料與文字資料作為問題引導與討論。 

3.互動社群之專題

討論教學 

指融入數位典藏資源進行互動式社群專題討論之教學策略，教

學時應用數位典藏之共享性與即時性，進行具即時回饋特性的

線上互動式專題討論 

4.網頁主題之探究

教學 

融入數位典藏資源進行網頁主題探究之教學策略；教學時應用

數位典藏資源對主題進行網頁探究，使用主題網頁資料庫搜尋

相關影像資料，並加以分析、應用。 

資料來源：本研究設計 

 

3.融入國文教學評量模式 

根據文獻探討與深入檢視教學案例後，發現「數位典藏資源融入國文教學之

評量模式」分為三大面向，其一為教師僅使用數位典藏評量資源、其二為不使用

數位典藏評量資源，而最後一類則兩者兼具，不僅使用數位典藏評量資源，同時

配合教師自編之評量工具。因此就此分為三類項： 

 

表 3-5數位典藏融入高中國文教學評量模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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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僅使用數位典藏

評量資源 

教師僅使用數位典藏網站提供之資源進行評量，包括線上學習

單、線上試題測驗、專題簡報製作、線上遊戲評量，並未使用

教師自編之評量工具。 

2.自編並使用數位

典藏評量資源 

教師使用數位典藏網站提供之資源進行評量，包括線上學習

單、線上試題測驗、專題簡報製作、線上遊戲評量等，並配合

教師自行設計之評量工具，如學習單、測驗、創作活動等。 

3.自編評量工具 教師自行設計評量工具，包括學習單、測驗、創作活動等，並

未使用數位典藏網站資源協助評量。 

資料來源：本研究設計 

數位典藏評量模式旨在了解數位典藏資源之使用度與使用層面，主要依據前

類目中「僅使用數位典藏評量資源」與「自編並使用數位典藏評量資源」中，有

使用數位典藏資源者進行分析，統整徐新逸(2005) 與深入檢視教學案例後，區

分出「利用網站自製書面學習單」、「線上試題測驗」、「專題實作」、「合作

學習」等四項。 

表 3-6數位典藏融入高中國文教學之數位典藏資源之評量模式 

1.學習單 利用數位典藏網站資料自製書面學習單，學生上網搜尋答案 

2.線上試題測驗 教師利用線上測驗來評量學生之學習成效、利用互動式遊戲教

材評量。 

3.專題實作 引導學生自行瀏覽數位典藏資源，統整完成一份書面報告分享 

4. 合作學習 教師可以利用小組合作，利用數位典藏資源，以影片、PPT、

文字、照片完成，進而進行分享與討論。 

資料來源：本研究設計 

 

（三）數位典藏融入教學網站分析 

數位典藏融入教學網站分析，包含：1.數位典藏網站統整、2.數位典藏典藏

網站融入教學網站選取原則、3.數位典藏網站使用分析進行網站使用分析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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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乃分析教案中連結網站，作為數位典藏資源融入國文教學之方向，進一步分

析數位典藏網站作為國文教學資源的功能，作為數位典藏網站選取原則，最後進

行網站使用分析。 

1.數位典藏網站統整 

就十八篇教案中出現之數位典藏網站，進行分類、分析。分古典文學、現代

文學、工具三大類： 

a.古典文學：民國以前文類，包含古文、古典詩詞網站。 

b.現代文學：民國之後白話文，包含台灣日據文學。 

c.工具：工具字典、辭典、中國文字檢索、查閱、應用。 

2.數位典藏融入教學網站選取原則 

教案使用網站分析，探討教案中利用數位典藏資源的選取原則。其中包括知

識架構、教學元件、詳盡檢索、互動介面等四項： 

 

表 3-7數位典藏融入教學網站選取原則 

知識架構 使用數位典藏資源網站，以主題為重點，並延伸連結至相關知

識，成為一個豐富且完整的學習架構，進一步結合線上評量，

使教學、學習、評量充分結合 

教學元件 使用數位典藏資源為教學元件，利用其文字、圖片、聲音、影

音等，選取為教學素材。 

詳盡檢索 使用數位典藏資料庫，進行課程延伸，及檢索該主題相關資料。 

互動介面 使用數位典藏資源中數位學習功能，提供互動介面，而 Web 2.0

時代的來臨，教學平台、系統的功能擴充，科技與技術的更新，

走向數位典藏與教學資源中心的構想，提供教學元件外，也提

供了互動數位學習的功能。 

資料來源：本研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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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訪談大綱 

本研究之訪談大綱製作包含三大面向：1.教師參與數位典藏融入教學教案比

賽的動機、使用數位典藏網站的契機與了解；2.數位典藏網站於教學歷程中的應 

二、 問卷調查工具 

問卷調查透過選項設定引導，輔助訪談進行，問卷設計中分為五個面向，1.

教師基本資料：就教師教學年資、網路使用年資、每日平均上網時數進行了解；

2.國文教學相關資料收集來源；3.數位典藏網站使用情形：對於數位典藏計畫的

認知、使用數位典藏相關網站的頻率、未來使用的意願；4.數位典藏相關網站內

容、典藏相關網站內容、功能及服務需求；5.數位典藏遭遇的困擾。問卷調查見

附錄三 

訪談參與數位典藏融入國文教學之高中教師，主要係根據研究對象問卷與訪

談資料進行分析。得獎教案 18 份，參與教案老師 19 人(兩位老師兩年得獎，不

含筆者，3 位老師聯絡不上)，回收問卷與訪談共 13 份。 

本研究在尊重受訪者個人隱私的前提下，有關能辨認受訪者個人資訊均不予

以登錄，並將受訪者任職學校和受訪者以匿名方式進行編碼，為使讀者能辨識本

研究之受訪對象，簡述受訪者編碼方式，先以『學校＋訪談序號』，學校編碼以

英文大寫字母表示，阿拉伯數字為教案編寫年度順序。徵求受訪者同意後，協請

他們填寫問卷，並以錄音方式全程訪談，訪談過程中觀察並詢問受訪者使用數位

典藏資源融入教學的相關問題，不便拜訪的老師，則以書面填寫輔以電話補充訪

談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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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訪談者（問卷）清單 

編號 姓名 年

資 

學校 得獎年份/作品 訪談日期 

A01 江如玲 8 台北市 

育成高中 

2004示範教案 

蘇軾＜前赤壁賦＞ 

書面問卷、電話訪

談 101/4/10 

A02 鄭毓瓊 16 台北市 

育成高中 

2004示範教案 

蘇軾＜方山子傳＞ 

101/3/27  

B03 呂瑞萍 12 新北市 

基隆高中 

2004示範教案 

蘇軾＜念奴嬌＞ 

書面問卷、電話訪

談 101/4/2 

C04 賴來展 18 新北市 

三重高中 

2005示範教案 

賴和 ＜一桿稱仔＞ 

書面問卷、電話訪

談 101/3/17 

D05 黃詣峰 8 台北市 

中正高中 

2005示範教案 

夏曼．藍波安＜飛魚

季＞ 

101/3/29 

E06 吳元禎 8 台北市 

大安高工 

2006示範教案 

鍾理和＜做田＞ 
101/3/27 

F07 林欣瑤 14 台北市明

志國中 

2005示範教案 

簡媜〈碗公花‧竹枝

詞〉 

書面問卷、電話訪

談 101/4/13 

G08 官廷森 10 新北市 

板橋高中 

2009優等 

諸葛亮＜出師表＞ 

1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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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9 曾冠喆 2 台北市 

薇閣高中 

2009佳作 

左傳＜燭之武退秦師

＞ 

書面問卷、電話訪

談 101/3/30 

I10 黃月銀 8 台北市 

中山女高 

2010特優 

連橫＜臺灣通史序＞ 

2011優等 

辛棄疾＜破陣子＞ 

101/4/3 

J11 林詩娟 12 台南縣 

後壁高中 

2010佳作 

琦君＜髻＞ 

書面問卷、電話訪

談 101/3/22 

K12 李榮哲 7 新竹縣 

竹東高中 

2010佳作 

柳宗元＜始得西山宴

遊記＞ 

101/3/12 

L13 陳子梅 11 高雄縣 

鳳山高中 

2011優等 

楊牧＜十一月的白芒

花＞ 

書面問卷、電話訪

談 101/4/5 

資料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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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步驟 

本研究步驟說明如下： 

1. 文獻資料探討：蒐集國內外數位典藏相關圖書、期刊、碩博士論文、研究報

告、網路資源，探討資訊科技、數位典藏融理論與意涵、數位典藏語數位學

習國家型計畫的發展、數位典藏支援、融入教學的概念、模式，以及高中國

文教師教學需求。 

2. 擬定研究計畫:界定主題，確定研究目的，並依據研究目的與問題，訂定基本

研究架構，提出研究範圍與限制。 

3. 進行網站調查，整理編制「語文類數位典藏計畫調查清單」。 

4. 調查高中國文數位典藏融入教學得獎作品：本研究以參加數位典藏融入教學

比賽教案為主，針對 18 件教案分析。 

5. 進行數位典藏融入教學得獎作品分析、模式 

6. 得獎教案分析 

7. 使用之數位典藏資源網站分析 

8. 進行訪談：徵求受訪者同意，對訪談內容進行錄音，錄音資料經研究者加以

謄錄、轉譯為文字資料後，再進行分析與整理 

9. 訪談資料整理與分析 

10. 研究結果討論 

11. 結論與建議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5 
 

 

 

 

 

 

 

 

 

 

 

 

 

 

 

 

 

 

 

 

 

 

 

 

 

 

 

 

 

 

圖 3-2研究步驟圖 

資料來源：本研究設計 

 

 

 

文獻資料探討 

擬定研究計畫 

進行網站調查 

得獎作品調查 

得獎作品分析 

建構得獎作品模式 

使用網站分析 

進行訪談 

訪談前資料準備 

訪談與記錄 

訪談後資料整理分析 

研究結果討論 

歸納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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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數位典藏融入高中國文  

教學教案分析 

本研究分析語文類數位典藏發展脈絡與轉變，關注其融入教學的應用，進而

以高中國文老師參與數位典藏教學活動設計比賽的歷年作品，參考教學設計、學

習內容標準等文獻與理論，探討高中國文教師運用數位典藏網站融入教學，其中

包含教學內容、數位典藏融入教學模式、數位典藏融入教學網站分析三大項，依

據研究結果對語文類數位典藏國家型計畫相關網站之系統功能、推廣方式、及數

位典藏融入教學模式提出具體建議。 

為研究方便，研究者將得獎作品編號處理，第一節是數位典藏融入教學得獎

教案概述，介紹得獎作品及評選標準；第二節數位典藏融入教學內容，其中分析

教案的類型、參賽老師、使用年級、使用資源類項等類項；第三節是數位典藏融

入教學模式，其中包含數位典藏融入之教學應用時機、數位典藏融入之教學實施

策略、數位典藏融入之評量模式等三類項；第四節乃數位典藏融入教學教案使用

網站分析，包含：數位典藏網站統整、數位典藏融入教學網站評選原則、數位典

藏網站使用分析等三類項。 

第一節  數位典藏融入教學得獎教案概述 

本小節分為兩部分，包括數位典藏融入教學得獎作品介紹、數位典藏融入教

學教案比賽標準分析。 

2004-2005 年國科會為增進高中職老師對數位典藏資源之瞭解，拓展數位典

藏資源於高中職教學之應用，舉辦「高中職教師數位典藏教學資源研習班推廣規

劃座談會」，並且進一步展示各團隊執行製作推廣教學資源範例成果，使各學科

團隊彼此觀摩交流。2004 年的示範教案，主題單元以蘇軾為主軸，劉純杏老師

選＜留侯論＞、鄭毓瓊老師選＜方山子傳＞、江如玲老師選＜前赤壁賦＞、呂瑞

萍老師選＜念奴嬌＞。2005 年以台灣文學為主軸，選出台灣北、中、南、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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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代表性本土作家進行主題教學設計，賴來展＜一桿稱仔＞、林欣瑤＜碗公

花‧竹枝詞＞、黃詣峰＜飛魚季＞、吳元禎＜做田＞。 

2008 年「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中「教育部數位教育與網

路學習計畫」，舉辦「高中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意應用徵選活動」，2009 年官

廷森＜出師表＞優等、曾冠喆＜燭之武退秦師＞佳作，2010 年黃月銀＜臺灣通

史序＞特優、葉淑芬＜岳陽樓記＞特優，李榮哲＜始得西山宴遊記＞、林詩娟＜

髻＞佳作；2011 年黃琇苓(研究者) ＜紀水沙連＞特優、葉淑芬、鄭美瑜＜紀水

沙連＞特優、黃月銀＜破陣子＞優等、陳子梅＜十一月的白芒花＞優等。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劃」之「數位學習與網路學習」計畫，

透過教案比賽創作符合教學現場需求之教學設計，擴大宣傳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應

用，透過此建構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模式。2009-2011 年「高中資訊科技融入教

學創意應用徵選活動」，評選重點有四： 

1.教學活動完整並能引起學生學習動機或興趣(20%)； 

2.教學活動能適切呈現學習的內容與重點(20%)； 

3.教學活動能評量學習者是否達成教學目標(20%)； 

4.使用數位教材融入教學的應用創意 (40%)； 

同分斟酌：以教案使用教育部高中學科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資源網所分享之數

位教材所佔比例較高者優先。整個評選標準從課程前數位教材的的準備與設計，

到課堂中的引導、引發，到最後的評量設計，是完整的設計安排歷程。 

評選標準中，著重的是數位教材融入教學的創意應用，鼓勵使用高中學科資

訊融入教學網之教材，得獎教案大量使用多媒體工具，多數均使用高中學科資訊

科技融入教學資源網之數位教材，部分穿插國家型數位典藏資源，此外透過資訊

科技融入教學，其引起動機、課程進行、課程評量的融入也各佔 20%，回歸到

課程核心，進行精采的教學演示，每份教案均展現其獨特觀點，除了課本內容外，

情意的延伸與發展更是百花齊放，而這些國文老師所帶來的，更是衝擊和鼓舞國

文教學界資訊融入教學的漣漪與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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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教案教學內容分析 

本節旨在檢視數位典藏資源融入教案內容分析，分為兩部份，其一是類型分

析，包含作者人數、適用年級、教學題材，目的在探討這些教案中，創作者取向

和在教學現場適用的年級，其二是教案內容分析，探討其使用數位典藏資源的類

型，數位典藏融入教學時，最適用的資源與內容呈現。 

一、類型分析 

首先依據教案具備之基本資料，作為教案基本資料的分類與數量統計，其中

包括作者人數、適用年級、教學題材，見表 4-1 

 

表 4-1 得獎作品基本資料分析 

編

號 

作者 作品 題材 時代 適用年級 

1 劉純杏 留侯論 古文 宋 高二 

2 江如玲 前赤壁賦 古文 宋 高二 

3 鄭毓瓊 方山子傳 古文 宋 高一 

4 呂瑞萍 念奴嬌 古典詞 宋 高三 

5 賴來展 一桿稱仔 現代文 日據 高一 

6 林欣瑤 碗公花 現代文 民國 高二 

7 黃詣峰 飛魚季 現代文 民國 高一 

8 吳元禎 做田 現代文 民國 高一 

9 官廷森 出師表 古文 三國 高二 

10 曾冠喆 燭之武退秦師 古文 東周 高二 

11 黃月銀 臺灣通史序 古文 日據 高二 

12 葉淑芬 岳陽樓記 古文 宋 高一 

13 李榮哲 始得西山宴遊記 古文 唐 高二 

14 林詩娟 髻 現代文 民國 高一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9 
 

15 黃琇苓 紀水沙連 古文 清 高二 

16 葉淑芬 

鄭美瑜 

紀水沙連 古文 清 高二 

17 黃月銀 破陣子 古典詞 宋 高三 

18 陳子梅 十一月的白芒花 現代 民國 高二 

資料來源：本研究整理 

 

（一）教案設計作者人數： 

研究顯示，教案設計作者以一人為主 17 件，兩人一組 1 件。 

相對參照周怡伶 2009 年碩士論文「2002-2008 年教育部主辦全國中小學資

訊融入教學創意競賽本國語文領域得獎作品分析之研究」，研究指出作品的作者

總平均人數為 2.24 人，國小組方面教師團隊合作模式較為明顯，從 91 學年度

50%，到 97 年度後佔了 100%；國中得獎作品的作者人數無明顯趨勢，一人完

成比例較高，但仍有多人合作的模式出現，提出資訊科技融入教學不適合教師單

打獨鬥的設計，教師們往往會尋求合作夥伴，以合作的方式尋求協助支援、共同

設計。 

高中數位典藏融入教學教案設計上，目前以ㄧ個人設計課程、進行課程為

主，每個老師進度不同、教法也略有不同，要跟別人協同設計困難度和問題點是

需要更多時間討論、協商的，且老師教學工作繁忙，因此除非有一個慣性的團隊

或是熟識的合作夥伴，不然大多傾向一個人獨立思考創作。 

數位典藏融入國文教學，從 2004 到 2011 年，迄 2011 年方出現兩人ㄧ起

合作教案，永春高中葉淑芬、成功高中鄭美瑜老師，據訪談，鄭老師原本是同事，

後鄭老師轉任，但兩者的合作默契，促成了這一份教案，也在討論過程中，開拓

了自我教學的領域，如此一方面分攤了沈重備課負擔，另一方面分享彼此對教材

不同的詮釋，開啟的契機和思考的廣度；而課後學生反應的對照，體會學生特質

是教學方法的先決條件，讓往後進行教學時更能掌握學生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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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案題材 

2004-2011 年示範教案與參賽教案共 18 篇，研究歸納其古典文學（含古典

詩詞曲）文 12 篇，現代文學 6 篇，古文、現代文為 2:1。依作品年代，戰國 1

篇、三國 1 篇、唐代 1 篇、宋代 6 篇、清代 2 篇、日據 2 篇、民國 5 篇。 

教案發展上，古體文與現代文比例差了一倍左右，由此可知古文資源較現

代文資源豐沛，延伸探討數位典藏資源於古文、現代文發展，數位典藏由史籍

資料庫開始，擴至中文古籍自動化，從單機板到網路板(文字文獻)到網路版(多媒

體)、跨資料的全文檢索功能，最後到語文知識網路和具有資訊代理人功能之智

慧型文學搜尋系統（語意概念檢索），在近幾年才延伸至現代文學，而台灣文學

數位化工作的起步雖然比較晚，但是已經有比較成熟的資訊環境，2008 年後現

代文學、台灣文學數位典藏大量擴增，中央研究院、台灣文學館、文建會國家文

化資料庫、客委會等策劃。 

   

（三）適用對象 

得獎作品設計的教學對象為單一年級，由各家出版社依據課綱編寫，由各校

選定版本，課文課次、選文上稍有差異，就設計老師所用版本，歸納其教案實施

年段：高一 6 篇、高二 10 篇、高三 2 篇。 

由此探討資訊科技、數位典藏融入教學的教學現場主要在高二。高三由於課

業壓力、升學壓力太大，因此在課堂間實施資訊融入的時間、空間受局限，高一、

高二是好發揮的時機，尤其高二，學生已熟習課程步調，因此透過資訊科技融入、

數位典藏資源融入，可以擴大學生學習範圍、延伸學生學習，這樣在深度和廣度

上都可精進。 

二、使用資源 

使用資源類項，包括分析使用數位典藏網站時，所採用的教學資源形式，細

分為文字、圖片、聲音、影音，進而探討數位典藏融入教學時，最適用的資源與

內容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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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使用資源形式 

編

號 

作者 作品 文字 圖片 聲音 影音 

1 劉純杏 留侯論 V V   

2 江如玲 前赤壁賦 V V V  

3 鄭毓瓊 方山子傳 V V V V 

4 呂瑞萍 念奴嬌 V V V  

5 賴來展 一桿稱仔 V V  V 

6 林欣瑤 碗公花 V V   

7 黃詣峰 飛魚季 V V  V 

8 吳元禎 做田 V V V  

9 官廷森 出師表 V V V  

10 曾冠喆 燭之武退秦師 V V V V 

11 黃月銀 臺灣通史序 V V V V 

12 葉淑芬 岳陽樓記 V V V V 

13 李榮哲 始得西山宴遊

記 

V V V V 

14 林詩娟 髻 V V  V 

15 黃琇苓 紀水沙連 V V V V 

16 葉淑芬

鄭美瑜 

紀水沙連 V V  V 

17 黃月銀 破陣子 V V V V 

18 陳子梅 十一月的白芒

花 

V V V V 

小計  18 18 12 12 

  100% 100% 67% 67% 

資料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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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課程應用在多媒體設計，根據研究分為文字、圖片、聲音（含音樂）、

影像四種輔助教學的媒介：「文字應用」18 件，100%；「圖片應用」18 件，

100%；「聲音應用」12 件，67%；「影音」12 件，67%。在統計分析中，應

用網路資源，老師在搜尋時利用網站資料補充，文字資源是最重要的，而在國文

教學中所提到的物品、器物，透過數位典藏高解析度的圖像也是重要的功能，此

外就是對於聲音、影像的利用。 

國文教學中多媒體的應用可以引起動機，亦可強化學生的學習深度，根據

Paivio 的雙碼理論、Mayer 的多媒體學習理論，教學媒體的種類繁多，凡是能用

來傳播教學資訊的軟硬體設備都屬於教學媒體範疇，依多媒體形式來區分，可分

為文字、聲音、影像、動畫。語文系統與非語文系統相互連結可以相互增強，透

過視覺圖像的學習方式會比透過語文編碼方式好，Mayer 與 Moreno(1998)發現

語文和圖片要同步呈現時學習效果才會好，且語文類訊息最好以旁白的語音形式

呈現，會比僅用文字呈現的方式好。以下細部分析： 

1.文字的應用 

係指「使用數位典藏資源網站之文字，包括各種文字與符號」。文字閱讀的

數位多媒體時代已經來臨，資訊融入教學的時代也已來臨，作者與讀者共鳴媒介

的物象以文字書寫，將已有的文本轉化成多媒體，呈現時文章的裁剪，同時可由

文字大小、顏色、字型及粗細等來表現出不同的效果，跳脫傳統文本的侷限，展

現出不同以往死硬課本的陳述，此外利用數位典藏網站的資料，進行課程的補

充、延伸，從文體、題解、課文注釋、段落大意、修辭等，在這些教案中都可看

見，老師透過複製或是重新編排，讓學生更容易吸收、學習更容易加以延伸。 

如江如玲＜赤壁賦＞、呂瑞萍的＜念奴嬌＞、賴來展＜一桿秤仔＞、林欣瑤

＜碗公花＞、吳元禎＜做田＞等進入課文講解時，揭示重要字詞，令學生利用搜

文解字、教育部一字多音審定表、國語辭典簡編，上網解讀其白話意義，到了

2009 年後官廷森＜出師表＞、曾冠喆＜燭之武退秦師＞、2010 年黃月銀＜台灣

通史序＞、葉淑芬＜岳陽樓記＞、2011 年黃琇苓、葉淑芬、鄭美瑜＜紀水沙連

＞、黃月銀＜破陣子＞、陳子梅＜十一月的白忙花＞等更直接以 ppt 展現教學。 

2.圖片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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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指「使用數位典藏之圖像檔，指靜態圖像，包括：圖畫 、照片 、幻燈片」，

研讀文學作品還可能遭遇的困難是文中所寫的情境，或者因為超過讀者的人生經

驗，或者因為讀者生長的環境無法見到文中描寫的景觀，而造成體會上的落差。

圖片從物象到意象到情境的應用，可以彌補文字描述的不足，或是加強使用者的

印象；當遇到不易描述時，往往會讓你有一張圖勝過千言萬語的感覺。 

在教案中都有使用將圖片連結課程，且數位典藏資料內容更為精確、解析度

又高，是很好的教學資源，以下細述：2004 年劉純杏等以蘇軾為主題的教案，

均使用時空之旅-蘇軾此資料庫，延伸對蘇軾相關文物、文學地圖、文學時空資

訊、宦遊行跡；也使用故宮書畫精華，看看蘇軾的作品、蘇軾在黃州等特集。劉

純杏＜留侯論＞利用國家歷史博物館兵馬用文化展，讓學生去了解時代背景、也

利用虛擬實境觀看數位典藏文物展示，讓學生認識鼎；鄭毓瓊＜方山子傳＞利用

國家歷史博物館典藏精選，讓學生查看銅器、瓷器。 

2005 年賴來展＜一桿秤仔＞利用賴和數位博物館、台灣醫療史料數位博物

館，輔以文字圖片補充歸納；林欣瑤＜碗公花＞應用中央研究院資料庫，查詢植

物、歷史地圖；吳元禎＜做田＞利用國家自然科學博物館、數位典藏聯合目錄；

台灣大學植物標本典藏數位化、動物博物館典藏數位化連結課文內容，也利用國

家圖書館當代文學史料系統、鍾理和紀念館深入了解作者；黃詣峰＜飛魚祭＞同

賴來展，應用人之島蘭嶼主題數位博物館，介紹蘭嶼，也利用台灣魚類資料庫、

數位點聯合目錄找到鬼頭刀圖片。 

2009 年後教案，除了使用數位典藏資源外，老師更大量使用網路上資料作

為教學內容，官廷森＜出師表＞收集網路上各種諸葛亮的塑像、扮像，也連結岳

飛揮淚走筆之出師表墨跡，引起學生學習動機，延伸學習思考。曾冠喆＜燭之武

退秦師＞則直接利用教育部高中學科資訊融入教學網國文科資源，其開場動畫、

人物關係圖、春秋各國空間位置相對關係圖，建構學生學習時之情境。2010 年

黃月銀＜台灣通史＞以 PPT 結合數位典藏圖片，尋找《台灣日報》有關「連雅

堂雜記」；葉淑芬＜岳陽樓記＞則以岳陽樓、洞庭湖照片及繪畫、心理學圖片，

不同素材重組重新詮釋經典古文；李榮哲＜始得西山宴遊記＞、林詩娟＜髻＞多

利用教學網網站資源，林詩娟利用教育部教材的服飾髮型、篇章結構圖。2011

年黃琇苓、葉淑芬、鄭美瑜＜紀水沙連＞跨科利用教學網歷史科、美術科資料及

爭央研究院蕃社圖、台灣全輿圖、網路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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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聲音的應用 

係指「使用數位典藏資源中之聲音檔，包括語音、音樂、音效。」，中國文

字一字一音的特性，使文學作品可以善用聲音的特性表現寫作的技巧，尤以詩詞

的聲韻應用技巧最高，詩詞描寫聲音的方式，可以區分為實有的聲音與想像的聲

音二種，詩詞藉著聲音的描寫，豐富含意，提升意境。 

實有的聲音：多以吟唱為主，包含聆聽及學生自己吟唱，2004 年呂瑞萍＜

念奴嬌＞使用淺酌低唱-宋詞三百資源，讓學生欣賞、頌讀，江如玲＜前赤壁賦

＞以學生錄音方式，考察學生實踐成果；2009 年官廷森＜出師表＞一開始就以

教育部建構之高中學科資訊融入教學網國文科資源，播放課文朗讀及課文吟唱，

引領學生欣賞文章真摯愷切的文字表達及沉鬱頓挫的聲情之美，並進而學習朗讀

技巧。同樣的在 2009 年曾冠喆＜燭之武退秦師＞、2010 年葉淑芬＜岳陽樓記

＞、李榮哲＜始得西山宴遊記＞也使用高中學科資訊融入教學網國文科資源，播

放課文朗讀及課文吟唱。紙本的文學作品以文字描寫聲音，多媒體的教學環境可

以實際播放聲音，使用者可以更準確的掌握聲音，進而體會作者透過聲音所要傳

遞的聲情。吟唱頌讀主要在古典文學、古典詩詞，於教育部設置之國文科四十篇

古文教學資源網及網路展書讀歷年計畫中：唐詩、宋詞、詩詞曲資源多 

想像的聲音： 2005 年所發展的四篇現代文賴來展＜一桿秤仔＞、林欣瑤＜

碗公花＞、吳元禎＜做田＞、黃詣峰＜飛魚祭＞、2010 年林詩娟＜髻＞、2011

年陳子梅＜十一月的白芒花＞就很難展現聲情部分，僅透過朗讀，和透過網路資

源延伸與課文相關的聲音、情意作為延伸，如吳元禎＜做田＞透過思想起、陳子

梅透過王傑＜回家＞引出，這是想像的聲音。除了課文情意外，聲音還可應用在

課文解釋補充上，吳元禎＜做田＞中透過數位典藏資源應用松雀鷹的聲音、黃詣

峰＜飛魚祭＞透過網頁展現原住民雅美族風情。 

4.影音 

係指「使數位典藏之影音檔，指動態圖像或影片」，在傳統的教學中，講師

對於講述的內容，往往只能用口述來表達；文學裡有很多只可意會而不可言傳的

幽微心事，層層轉折，不想說，不能說，不可說，無處說，無人說，不知該怎麼

說。學生閱讀這些文學作品的年齡尚輕，閱歷尚淺，如何理解？文學裡的惆悵、

感傷、幽怨、落寞，未必有具體的物象為媒介，引用表演藝術的影像資料，可以

作為協助讀者理解的教學媒體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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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是簡單的理念或眾所周知的事務，學生當然可以知道講師所要傳述的理

念，但若遇到複雜或抽象的事務，往往會令學生百思不解，無法想像與了解；這

時電腦多媒體就會發揮它的功效，講師可以把所要講述的理論或內容，以靜態或

動態的圖形來解說，甚至可以用一段影片來表達意念。 

影像資源應用在 2009 年後如雨後春筍，除利用高中學科教學資源網數位元

件之動畫、FLASH 相關資源，如 2009 年官廷森＜出師表＞、曾冠喆＜燭之武

退秦師＞、2010 年李榮哲＜使得西山宴遊記＞、2011 年陳子梅＜十一月的白芒

花＞外，更廣泛的利用網路、YOUTUBE，2010 年黃月銀＜台灣通史＞以 PPT

結合數位典藏圖片，輔以紀錄片及電影片段，幫助學生理解連橫身世、撰史背景，

讓學生更能體會連橫撰寫台灣通史的緣由、經過及其呈現的獨特歷史意義。到了

2011 年＜破陣子＞則開場動畫引起動機、播放紀錄片《辛棄疾菩薩蠻鬱孤臺》

補充詞作，擴大利用其他 DVD 資源：青春啦啦隊、搖滾吧～爺奶、圓夢進行綜

合活動；2010 年葉淑芬＜岳陽樓記＞連結 YOUTUBE 幾米短片、賣魚賣到全世

界都知道等；2011 年黃琇苓＜紀水沙連＞連結 TED 單一故事得危險性、日月潭

風景等、陳子梅＜十一月的白芒花＞連結 YOUTUBE 到「他們在島嶼寫作」、

「乘著光影旅行」、「高雄不可思議」進行延伸。 

文字是文學的本質內涵，多媒體媒介是詮釋文學的觸媒劑，善用文學的特

性，適度引用多媒體為媒介，引導讀者全方位體會文學作品，引用多媒體作為客

觀知識性的描述與呈現，對理解文學有正面的幫助，作為主觀情意性的引導與感

發，而國文科的教學目標的多元，而教學內容所涉及面向相當豐富，在數位時代，

透過視聽媒體設計、網路資源的進行備課，會使國文教學更具生動極多元。多媒

體有時會對想像力產生先入為主的限制，除了本末不宜顛倒，多媒體媒介的引

用，須容許個人的想像，須留給使用者自主的彈性空間。 

 

第三節  數位典藏融入教學模式 

本節探討數位典藏融入教學模式，包含：1.數位典藏融入之教學應用時機、

2.數位典藏融入之教學實施策略、3.數位典藏融入之評量模式等三類項，藉以探

究數位典藏融入教學的模式。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6 
 

一、數位典藏融入國文教學的規劃與設計  

教師於國文教學案例之教學活動歷程，分為「引起動機」、「發展活動」、

「綜合活動」「課前預習」與「課後學習」五個項目： 

 

表 4-3數位典藏融入國文教學的規劃與設計 

編

號 

作者 作品 課前 

預習 

引起 

動機 

發展 

活動 

綜合 

活動 

課後 

學習 

1 劉純杏 留侯論 V V V V  

2 江如玲 前赤壁賦  V V  V 

3 鄭毓瓊 方山子傳  V V V  

4 呂瑞萍 念奴嬌 V V V V V 

5 賴來展 一桿稱仔   V V V 

6 林欣瑤 碗公花   V V  

7 黃詣峰 飛魚季 V V V V  

8 吳元禎 做田  V V V  

9 官廷森 出師表  V  V  

10 曾冠喆 燭之武退

秦師 

 V V V  

11 黃月銀 臺灣通史

序 

 V V V  

12 葉淑芬 岳陽樓記  V    

13 李榮哲 始得西山

宴遊記 

  V V  

14 林詩娟 髻  V V   

15 黃琇苓 紀水沙連  V V  V 

16 葉淑芬

鄭美瑜 

紀水沙連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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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黃月銀 破陣子  V V V  

18 陳子梅 十一月的

白芒花 

  V   

小計  3 13 16 12 4 

  17% 72% 89% 67% 23% 

資料來源：本研究整理 

 

  研究結果顯示，「課前預習」3 次，17%；「引起動機」13 次，72%；

「發展活動」16 次，89%；「綜合活動」12 次，67%；「課後練習」4 次，23%。 

「引起動機」、「發展活動」、「綜合活動」這三個要素，名列數位典藏資

源融入教學之使用動機前三名，其中「發展活動」比例最高，且其出現次數與其

他使用時機有一定差距，顯現數位典藏資源適時、適度、適當地融入課程核心的

輪廓逐漸清晰，同時也說明數位典藏資源在課堂上扮演重要的角色。而「引起動

機」、「綜合活動」，僅差一次，顯現教師在此兩者之使用數位典藏資源融入之

頻率相當，不論是課程的帶領，和課程最後的收結。以下細部說明： 

1.課前預習 

係指「學生事先瀏覽相關數位典藏資源，對課程相關資源進行初步了解。」，

2004 年劉純杏＜留侯論＞安排學生先進入中央研究院漢籍資料庫搜尋，2005 年

賴來展＜一桿秤仔＞安排學生進入賴和數位博物館、吳元禎＜做田＞安排進入鐘

理和數位博物館，讓學生進行課程探討。透過網路資訊，讓學生先行閱讀，這是

很好的刺激與動力。 

2.引起動機 

係指「教師以融入數位典藏資源網站之圖像、影片、動畫等引起學習動機。」，

2004 年江如玲、鄭毓瓊、呂瑞萍皆以進入「時空之旅—蘇軾」，和故宮博物院

「文學名著與書畫」，透過 GIS 蘇軾宦遊圖和描繪蘇軾赤壁夜遊的圖片，引起

學生動機，開始進入課程。而 2005 年黃詣峰＜飛魚季＞更廣用台灣魚類資料庫

和人之島，介紹進入蘭嶼達悟族文化。2009 年黃月銀＜台灣通史序＞引用台灣

日日報、連橫文章、圖片，引發學生興趣，進入課程。 

3.發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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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指「教師以融入數位典藏資源進行教學主體活動，並引導課堂討論、發表

與分享等。」，以融入數位典藏資源進行教學主體的活動，出現在主題引導，尤

其在白話文教學方面更顯著，如：賴來展＜一桿秤仔＞、吳元禎＜做田＞和 2004

年蘇軾系列，以數位典藏完整資料庫，進行教學，接下來就是 2009 年後，使用

「高中學科資訊融入教學網-國文科」四十篇文章，從作者、題解、課文內容、

評量等完整性的內容，如此才能全面的以其為主，但今天所看到，主要都是當教

學的某ㄧ部份資源補充。 

數位典藏資源豐富，圖片瀏覽、作品、吟唱，數位典藏中有大量、高品質且

正確的資料，特別適合以數位典藏資源進行串聯，教案中多大量使用圖片、影音

資料，加強課程的活潑與互動性，課程的活潑與互動性，將為資訊科技與語言做

完美的結合。電腦多媒體工具與網路豐富的學習資源營造教學環境，使學習情境

更為豐富多樣，同時亦能有效幫助提升學習者的創造思考力，比起傳統口述講授

或黑板抄寫，網路教學在某種程度上更能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提高學習效果。 

4.綜合活動 

係指「教師以融入數位典藏資源之線上測驗、遊戲及網站內容資源等，複習

與熟悉課程內容完成學習單。」，2009 年官廷森＜出師表＞、曾冠喆＜燭之武

退秦師＞，2010 年李榮哲＜始得西山宴遊記＞、林詩娟＜髻＞，2012 年陳子梅

＜十一月的白芒花＞，使用高中學科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網下所設置之學習功能，

結合網路的快速與易於存取的特性，教師運用多元化的方式，使語文教學評量更

多元化。 

5.課後學習 

係指「學生課後自行瀏覽數位典藏資源，進行加深加廣的自主學習。」，數

位典藏融入語文課程中，符合資訊融入教學概念，培養學生資訊素養的用意，利

用教室課堂教學情境來教導學生所需且會立即用到的電腦知識與技能，可讓學生

在平常上課便接觸到資訊科技，使用資訊科技來進行學習活動，學生可就數位典

藏網站自行進行專題學習，擴展學習面向，在這一部分僅有 2004 年＜前赤壁賦

＞、＜念奴嬌＞、2005 年＜一桿稱仔＞、2011 年＜紀水沙連＞在課後延伸學生

對數位典藏資源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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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位典藏融入教學實施策略 

綜合文獻探討中提及數位典藏資源融入教學之教學模式與策略之相關理

論，統整相關實徵研究與實際閱覽教學案例內容交叉比對後，將「數位典藏資源

融入國文教學教學策略」歸納為「虛擬實境教學」、「問題導向教學」、「互動

社群之專題討論教學」、「網頁主題之探究教學」四類項。 

 

表 4-4數位典藏融入國文教學實施策略 

編號 作者 作品 虛擬實境 問題導向 互動社群 網頁主題 

1 劉純杏 留侯論 V V   

2 江如玲 前赤壁賦 V V   

3 鄭毓瓊 方山子傳 V    

4 呂瑞萍 念奴嬌 V V   

5 賴來展 一桿稱仔 V V  V 

6 林欣瑤 碗公花     

7 黃詣峰 飛魚季 V V V V 

8 吳元禎 做田 V V   

9 官廷森 出師表 V V   

10 曾冠喆 燭之武退

秦師 

V    

11 黃月銀 臺灣通史

序 

V V V V 

12 葉淑芬 岳陽樓記 V V   

13 李榮哲 始得西山

宴遊記 

V V  V 

14 林詩娟 髻  V   

15 黃琇苓 紀水沙連 V V  V 

16 葉淑芬鄭 紀水沙連 V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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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瑜 

17 黃月銀 破陣子 V V V V 

18 陳子梅 十一月的

白芒花 

 V V V 

小計  15 15 5 8 

  84% 84% 28% 44% 

資料來源：本研究整理 

 

根據研究顯示，數位典藏融入國文教學策略之次數，依序為「虛擬實境教學」

15 次，84%:「問題導向教學」15 次，84%；「互動式社群之專題討論教學」5

次，28%；「網頁主題探究教學」8 次，44%。 

研究顯示，應用於教學策略上有諸多面向，透過數位典藏資源強化情境的營

造、問題導向之深度學習，進而個人或小組專題報告，主動學習，使得教學現場

充滿著一種互動和好奇求知心，然而於融入數位典藏資源進行互動式社群專題討

論，應用數位典藏的共享性、即時性方便，需要進進一步的建置，和更生動、擴

充性的機制。以下細部分析： 

 

1. 虛擬實境教學 

係指：「融入數位典藏虛擬實境資源，體驗真實情境之教學策略；教學時應

用數位典藏資源之虛擬實境資源，營造真實情境作為學習主軸與討論重點」。 

從網頁文字、聲音、影像、地圖、flash、動畫，到虛擬紀念館的導覽，趣

味化結合，此對以文字教學為主的國文教學而言，開啟了一個立體的影像，讓學

生不再只是抽象的名詞，而是可以透過數位典藏看到實物、看到文件、聽到聲音，

進一步的輔以問題引導教學，可增進學生自主學習，也可透過問題的思辨，進行

主題的探究，藉以養成選擇。2004 年劉純杏＜留侯論＞、鄭毓瓊老師＜方山子

傳＞、江如玲老師選＜前赤壁賦＞、呂瑞萍老師選＜念奴嬌＞應用時空之旅~蘇

軾，介紹其生平、宦遊行跡，利用故宮文物數位博物館網站之書畫菁華講解宋代

文學藝術，帶入蘇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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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賴來展＜一桿稱仔＞、吳元禎＜做田＞利用賴和/鍾理和數位博物

館，介紹作者生平、寫作大事、手稿、研究、虛擬實境等進入課程，且利用國家

文化資料庫、國家圖書館當代文學史料影像全系統補充賴和時代背景。黃詣峰＜

飛魚季＞則利用台灣原住民資料庫，查詢原住民文學作家。林欣瑤＜碗公花 竹

枝詞＞、林詩娟＜髻＞ 利用國家圖書館當代文學史料影像系統，介紹作者簡禎。

2010 年黃月銀＜臺灣通史序＞利用數位典藏聯合目錄台灣時報文件檔及連震東

先生文教基金會資料，以 PPT 結合數位典藏典藏圖片，深入統整題解、作者，

輔以影像記錄片幫助學生了解作家；葉淑芬＜岳陽樓記＞做這部分直接結合題解

岳陽樓介紹，進行網路搜尋，透過圖片、墨跡引導學生進入。2011 年黃琇苓＜

紀水沙連＞利用中央研究院~番社采風圖典藏及明清人物傳記資料庫，引導學生

認識此資料庫外，也作為對於作者的補充與介紹。     

           

2.問題導向教學 

係指「以數位典藏圖文作為問題是引導與探究之教學策略，教學時應用數位

典藏資源之圖像資料與文字資料作為問題引導與討論。」。老師指定討論問題由

學生至數位典藏網站搜尋相關資料，並於課堂中解答。將數位典藏當作是一個資

源，要求學生培養資訊蒐集、選擇、整合與應用的知能，發展建構知識、問題解

決、批判思考、價值判斷的能力，這結合發現教學法、網頁主題探究中的建構與

合作學習，及問題導向教學法。 

    2004 年劉純杏＜留侯論＞指定學生利用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系統—

查詢人物； 2004 年劉純杏＜留侯論＞、江如玲老師選＜前赤壁賦＞找出相關成

語典故，呂瑞萍老師選＜念奴嬌＞要尋找赤壁相關詩詞、酒器相關詞彙及古代人

物穿著。2005 年吳元禎＜做田＞利用鍾理和博物館設計＜白薯的悲哀＞學習

單；林欣瑤＜碗公花 竹枝詞＞則設計詩句、詞句填空，讓學生透過網路資源找

答案，及透過教育部語言資料庫進行成語檢索人之島；黃詣峰＜飛魚季＞閱讀數

位典藏人之島、虛擬展示之人文器物、台灣魚類資料庫，完成學習單。2011 年

黃琇苓＜紀水沙連＞完成蕃社采風圖、蘭嶼地圖、世界觀地圖討論。 

 

3.互動社群之專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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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指「融入數位典藏資源進行互動式社群專題討論之教學策略，教學時應用

數位典藏之共享性與即時性，進行具即時回饋特性的線上互動式專題討論」，此

分為教師使用線上評量測驗社群互動與線上社群討論。 

即時回饋性之線上評量測驗：教師多使用教育部「高中國文資訊科技融入教

學教材學習網」，利用線上測驗來評量學生之學習成效、利用互動式遊戲教材評

量學生， 2009 年官廷森＜出師表＞教育部 97 年度高中數位教材發展計畫中歷

屆考題分析，對歷年出師表考題一一介紹使用；爾後用『評量系統』，讓學生當

場線上練習～遊戲是評量，活絡學習氣氛，學生興趣度高，且學生互相支援，增

加參與感。曾冠喆＜燭之武退秦師＞利用教育部高中國文教學教材網，該課線上

即時測驗系統，於課程中進行個人、團體測驗，透過 flash 效果互動。2010 年葉

淑芬＜岳陽樓記＞，則利用網站資源進行超級比一比、自我評量。黃月銀＜臺灣

通史序＞以「電子白板」結合數位教材中測驗題、佳句被多分、修辭、成語討論；

以國文學科中心～文言文互動區支線上測驗系統，小組討論。陳子梅＜十一月的

白芒花＞使用線上自我評量。 

教師提出一個模擬真實學習情境的問題，讓學生利用數位典藏資源或資訊科

技解決問題，可激發學生學習動機、培養高層次的思考能力、強化學生後設認知

能力、促進學習轉移、培養學生主動學習的能力，此外師生在課堂上或課後，善

用這些軟體進行非同步式的討論，可以增進學習的效果。 

 

4.網頁主題之探索學習 

係指「融入數位典藏資源進行網頁主題探究之教學策略；教學時應用數位典

藏資源對主題進行網頁探究，使用主題網頁資料庫搜尋相關影像資料，並加以分

析、應用。」，個人或合作學習進行專題式製作以及主題學習。這是課堂討論的

延伸，國文學科特質本是主題式學習，透過數位典藏延伸，且也可以透過課程進

行專題導向學習，擴充課本學習外，進行知識的統整。                  學生

以個人或小組分工的方式，在教師的輔助下，選定題目後，透過一連串的學習活

動，如提出問題、草擬及決定計畫、蒐集計畫、實驗、分析、統計、整理與呈現

研究結果。教師關注於教學活動的真實性、建立情境，學生透過一連串的活動、

探索及問題解決等歷程達成，學生透過合作學習方式，教師符合課程統整原則，

利用科技作為認知工具，這方式可讓學生進行「知識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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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賴來展＜一桿稱仔＞介紹相關網頁，要學生進行專題學習，整理個

人閱讀心得；黃詣峰＜飛魚季＞學生針對飛魚季內容為主要參考資料，上網或利

用圖書館，完成一份與達悟族文化相關的書面報告，以小論文格式完成。2010

年黃月銀＜臺灣通史序以「google docs 文件分享與協同寫作」，學生合作學習，

透過線上即時討論編輯，完成學習單任務，並利用數位資源分享。2011 年葉淑

芬、鄭美瑜＜紀水沙連＞製作創意商品集廣告文案（上網蒐集相關知識及創作所

需元素：台灣原住民數位博物館、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台灣原住民數位博物

館）；黃月銀＜辛棄疾 破陣子＞分組～圓夢計畫：影片、PPT、文字、照片；

陳子梅＜十一月的白芒花＞自製回憶影片、行銷故鄉。  

三、數位典藏融入國文教學評量模式   

本研究評量模式分為：「使用數位典藏評量資源」、「自編並使用數位典藏

評量資源」、「自編評量工具」三個項目，研究結果如下： 

 

表 4-5 數位典藏融入國文教學評量策略 

編

號 

作者 作品 自編並使用數位典藏

評量 

自編評量工具 

1 劉純杏 留侯論  V 

2 江如玲 前赤壁賦 V  

3 鄭毓瓊 方山子傳  V 

4 呂瑞萍 念奴嬌 V  

5 賴來展 一桿稱仔 V  

6 林欣瑤 碗公花 V  

7 黃詣峰 飛魚季 V  

8 吳元禎 做田 V  

9 官廷森 出師表 V  

10 曾冠喆 燭之武退秦

師 

V  

11 黃月銀 臺灣通史序 V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84 
 

12 葉淑芬 岳陽樓記  V 

13 李榮哲 始得西山宴

遊記 

 V 

14 林詩娟 髻  V 

15 黃琇苓 紀水沙連 V  

16 葉淑芬

鄭美瑜 

紀水沙連  V 

17 黃月銀 破陣子 V  

18 陳子梅 十一月的白

芒花 

 V 

小計  11 7 

  61% 39% 

資料來源：本研究整理 

 

在評量模式方面，根據研究顯示，「自編評量工具」係指教師僅使用數位典

藏網站提供之資源進行評量，包括線上學習單、線上試題測驗、專題簡報製作、

線上遊戲評量，並未使用教師自編之評量工具，出現 7 件，39%；「自編並使用

數位評量資源」係指教師使用數位典藏網站提供之資源進行評量，包括線上學習

單、線上試題測驗、專題簡報製作、線上遊戲評量等，並配合教師自行設計之評

量工具，如學習單、測驗、創作活動等，出現 11 件，61%；「僅用數位評量資

源」係指教師自行設計評量工具，包括學習單、測驗、創作活動等，並未使用數

位典藏網站資源協助評量。 

由此發現，教師自行研發設計之評量工具，包括書面學習單、紙筆測驗、創

作活動等多元評量仍是王道，僅使用數位典藏評量顯現 0 件，表示庶務典藏資源

並沒有取代教師自編之評量工具，而老師也多利用線上測驗、線上遊戲增加課堂

的趣味與討論，但不因以偏廢，除了探究數位典藏本身有的資源外，老師也發展

學習單，其中除了引導學生透過資料庫尋找資料外，在學習單中另出現傳統紙筆

測驗之內容與寫作、閱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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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教師從使用傳統教學評量方式過渡至習慣運用數位典藏評量資源，正處

模合階段，或許也說明了數位典藏評量資源之教學適用性仍待時間檢驗，數位典

藏結合數位學習功能之面向，並未成熟。 

教師檢視學生學習成效之方法，可依據教學內容性質以及教學目標來選擇適

當的評量方式，進一步檢視教學案例，區分出「利用網站自製書面學習單」、「線

上試題測驗」、「專題實作」、「學生互評」等四項。 

 

表 4-6 數位典藏評量資源之評量模式 

編號 作者 作品 學習單 線上試題

測驗 

專題實作 學生互評 

1 劉純杏 留侯論 V    

2 江如玲 前赤壁賦 V    

3 鄭毓瓊 方山子傳     

4 呂瑞萍 念奴嬌 V    

5 賴來展 一桿稱仔 V  V  

6 林欣瑤 碗公花 V    

7 黃詣峰 飛魚季 V  V  

8 吳元禎 做田 V    

9 官廷森 出師表  V   

10 曾冠喆 燭之武退秦

師 

 V   

11 黃月銀 臺灣通史序   V V 

12 葉淑芬 岳陽樓記  V   

13 李榮哲 始得西山宴

遊記 

 V V  

14 林詩娟 髻 V V   

15 黃琇苓 紀水沙連 V  V  

16 葉淑芬 紀水沙連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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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美瑜 

17 黃月銀 破陣子 V  V V 

18 陳子梅 十一月的白

芒花 

 V V V 

小計  8 6 8 4 

  44% 33% 44% 22% 

資料來源：本研究整理 

 

評量模式在提供教師檢視學生學習成效之方法，教師可依據教學內容性質以

及教學目標來選擇或整合適當的評量方法。教案中「利用網站自製書面學習單」

出現 8 次，44%；「線上試題測驗」出現 6 次，33%；「專題實作」出現 8 次，

44%，「學生互評」出現 4 次，22%。分析如下： 

1.學習單 

係指 「利用數位典藏網站資料自製書面學習單，學生上網搜尋答案」，2004

年劉純杏＜留侯論＞、江如玲老師選＜前赤壁賦＞要找出相關成語典故，呂瑞萍

老師選＜念奴嬌＞要尋找赤壁相關詩詞、酒器相關詞彙及古代人物穿著。吳元禎

＜做田＞利用鍾理和博物館設計＜白薯的悲哀＞學習單；林欣瑤＜碗公花 竹枝

詞＞則設計詩句、詞句填空，讓學生透過網路資源找答案，及透過教育部語言資

料庫進行成語檢索人之島；黃詣峰＜飛魚季＞閱讀數位典藏人之島、虛擬展示之

人文器物、台灣魚類資料庫，完成學習單。2011 年黃琇苓＜紀水沙連＞完成蕃

社采風圖、蘭嶼地圖、世界觀地圖討論。 

2.線上測驗 

係指「教師利用線上測驗來評量學生之學習成效、利用互動式遊戲教材評

量」，2009 年官廷森＜出師表＞教育部 97 年度高中數位教材發展計畫中歷屆考

題分析，對歷年出師表考題一一介紹使用；爾後用『評量系統』，讓學生當場線

上練習～遊戲是評量，活絡學習氣氛，學生興趣度高，且學生互相支援，增加參

與感。曾冠喆＜燭之武退秦師＞利用教育部高中國文教學教材網，該課線上即時

測驗系統，於課程中進行個人、團體測驗，透過 flash 效果互動。2010 年葉淑芬

＜岳陽樓記＞，則利用網站資源進行超級比一比、自我評量。2010 年黃月銀＜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87 
 

臺灣通史序＞以國文學科中心～文言文互動區支線上測驗系統，小組討論。陳子

梅＜十一月的白芒花＞線上自我評量。 

3.專題實作 

係指「引導學生自行瀏覽數位典藏資源，統整完成一份書面報告分享」，2005

年賴來展＜一桿稱仔＞介紹相關網頁，要學生進行專題學習，整理個人閱讀心

得；黃詣峰＜飛魚季＞學生針對飛魚季內容為主要參考資料，上網或利用圖書

館，完成一份與達悟族文化相關的書面報告，以小論文格式完成。2010 年黃月

銀＜臺灣通史序為例＞以「google docs 文件分享與協同寫作」，學生合作學習，

透過線上即時討論編輯，完成學習單任務，並利用數位資源分享。2011 年葉淑

芬、鄭美瑜＜紀水沙連＞製作創意商品集廣告文案（上網蒐集相關知識及創作所

需元素：台灣原住民數位博物館、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台灣原住民數位博物

館）；黃月銀＜破陣子＞分組～圓夢計畫：影片、PPT、文字、照片；陳子梅＜

十一月的白芒花＞自製回憶影片、行銷故鄉。 

4.學生互評 

係指「教師可以利用小組互評，小組利用數位典藏資源，以影片、PPT、文

字、照片完成，進而進行分享與討論。」，2005 年黃詣峰＜飛魚季＞指定使用

庶務典藏資源，進行小組專題報告；2010 年黃月銀＜臺灣通史序＞，學生合作

學習，透過線上即時、社群討論編輯，讓學生共同發表，相互評分，進而進行分

享與討論。2011 年葉淑芬、鄭美瑜＜紀水沙連＞、黃月銀＜圓夢的新契機~辛棄

疾 破陣子＞、陳子梅＜楊牧~十一月的白芒花＞均設計學生分組。 

評量方式分為形成性評量、總結性評量，形成性評量於課堂上以觀察進行，

注重學生操作技能的養成，總結性評量以完成實作評量為主。不同教學評量方法

有不同功能，簡單口頭問答以了解學生所學概念情形、課堂觀察可掌握學生既能

操作的學習狀況，作為教學策略調整的參考、報告可了解學生對該主題的掌握與

統整、實地操作評量可了解學生操作技能的實際學習狀況、個人或小組專題報告

可了解學生針對問題解決的規劃、協調與執行能力，同時可了解學生利用資訊技

能進行研究的情形、歷程檔案可了解學生對問題的認識程度與歸納程度。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所引發的是學習或學習型態的轉變，數位典藏注入了學習

的多元性，更精緻、更完整的資料呈現，再加以數位科技的進步，其評量方式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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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了以往紙筆的測驗，可持續提供充足多元的訊息外，更可以成為教師的創意工

具、出版工具與合作學習工具，如電子郵件、新聞群組、討論區等，可結合主題

探索學習、合作學習、問題導向學習策略。而學生表現作業的方式也可多元呈現，

透過合作介面，學生可分組或跨校、跨區和他人共同創作或分享，老師也可以進

行問題導向的主題教學，觀察學生討論情形來獲知學習狀況及進度，或參與討論

和回答學生提出的問題，以便引導或鼓勵學生深入探討。 

第四節 得獎教案使用數位典藏網站 

本節旨在進行教案連結網站分析，分為兩部分，第一部分數位典藏資源統

整，進而進行分析；第二部分數位典藏網站功能；第三部份數位典藏資源使用分

析。 

一、 數位典藏網站統整 

就 18 篇教案中出現之數位典藏網站，進行分類統整，進而進行分析，分為

古典文學、現代文學、工具三大類。 

 

表 4-7  應用數位典藏網站統計 

類

別 

編

號 

網站 教案 

古 1. 文學名著與美術（故宮） 2004留侯論、方山子傳、念奴嬌； 

古 2 書畫精華（故宮） 2004留侯論、念奴嬌； 

古 3 宋代書畫冊頁之美（故宮） 2004留侯論、方山子傳；2005碗

公花 

古 4 蘇軾在黃州（故宮） 2004念奴嬌 

古 5 古色（故宮） 2004方山子傳、 

工

具 

6 搜文解字（中央研究院） 2004留侯論、方山子傳、念奴嬌；

2005一桿秤仔、碗公花；2011紀

水沙連 

古 7 明清人物傳記權威資料庫 2011紀水沙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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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8 時空之旅～蘇軾 2004留侯論、前赤壁賦、方山子

傳、念奴嬌；2005碗公花 

古 9 漢籍電子文系統（中央研究院） 2004留侯論、念奴嬌； 

古 10 蕃社采風圖（中央研究院） 2011紀水沙連 

古 11 秦文化特展（國立歷史博物館） 2004留侯論； 

古 12 虛擬實境器物圖（國家歷史博物

館） 

2004留侯論、念奴嬌；2005一桿

秤仔 

工 13 台灣植物大觀園（國科會） 2004前赤壁賦；2005 碗公花 

工 14 昆蟲數位博物館（國科會） 2004前赤壁賦、 

工 15 台灣本土植物資料庫（中央研究

院） 

2005一桿秤仔、碗公花 

工 16 生活中的植物（中央研究院） 2005碗公花 

工 17 台灣魚類資料庫（中央研究院） 2005飛魚季；2011紀水沙連 

工 18 歷史語言與分布變遷資料庫（中

央研究院） 

2005一桿秤仔 

工 19 台灣歷史地圖查詢系統 （中研

院） 

2005一桿秤仔、 

工 20 國文科數位教學博物館 2004前赤壁賦 

現 21 當代文學史料影像全文系統（國

圖） 

2004方山子傳；2005 一桿秤仔、

碗公花、做田 

現 22 台灣記憶（國圖） 2009官廷森 

古 23 詩詞文吟唱（網路展書讀） 2004方山子傳 

古 24 唐詩三百首（網路展書讀） 2005碗公花 

古 25 宋詞三百首（網路展書讀） 2005碗公花 

古 26 詩詞曲典故網站（網路展書讀） 2011破陣子 

古 27 唐宋文史資料庫（網路展書讀） 2005念奴嬌； 

古 28 淺斟低唱～宋詞三百首（網路展

書讀） 

2004念奴嬌；2005碗公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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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29 三國演義全文資料庫（網路展書

讀） 

2004念奴嬌 

古 30 全台詩 智慧型全台詩資料庫（網

路展書讀） 

2010台灣通史序、 

現 31 浩然藝文數位博物館（交大） 2005一桿秤仔、碗公花 

現 32 台灣老照片數位博物館（國立藝

術學院） 

2010台灣通史序 

現 33 國家文建會資料庫（行政院） 2005一桿秤仔；2010 台灣通史序 

現 34 台灣醫療史料博物館 2005一桿秤仔 

現 35 賴和數位博物館（網路展書讀） 2005一桿秤仔 

現 36 鍾理和數位博物館（網路展書讀） 2005做田 

現 37 人之島～蘭嶼數位博物館（交大） 2005飛魚季；2011紀水沙連 

現 38 蘭嶼歌謠與庶民文化數位典藏

（交大） 

2011紀水沙連 

現 39 蘭嶼原住民媒體資料庫 2011紀水沙連 

工 40 數位聯合目錄/數位典藏與數位

學習成果入口網 

2005飛魚季、做田；2009 出師表；

2010台灣通史序 

現 41 台灣南島與數位典藏網站（中研

院） 

2005飛魚季 

現 42 台灣原住民影像資料庫（中研院） 2005飛魚季；2011紀水沙連 

現 43 自然與人文數位博物館（中研院） 2005飛魚季、做田 

工 44 植物標本館典藏數位化（台大） 2005做田 

工 45 動物館典藏數位化（台大） 2005做田 

工 46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2005做田 

工 47 數位島嶼私家寶庫 2009出師表 

現 48 台灣原住民數位博物館 2011紀水沙連 

現 49 台灣原住民數位典藏知識入口網 2011紀水沙連 

資料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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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統計 49 個數位典藏網站；就類項而言，與古典文學相關 19 個；與現代

文學相關 16 個；作為工具類 13 個；以教案篇數為單位，在教案中使用到的數

位典藏網站單位統計分析，使用最多的是網路展書讀、中央研究院數位典藏、高

中學科資訊融入教學網，接下來到國家圖書館當代文學資料庫、數位典藏入口網

站；就功能而言，在教案中所展示，除了網路展書讀使用較為深入，其他均以瀏

覽功能、資料補充功能為主。 

其中網站使用最頻繁的是故宮文學名著與書畫、中央研究院搜文解搜文解

字、教育部時空之旅～蘇軾、國家歷史博物館虛擬實境、國家圖書館當代文學史

料影像系統、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成果入口網等七個網站，教案中使用數位典藏

的篇目，古典文學的比例是偏高於現代文學，尤其就工具類數位典藏觀察，與古

典文學連結性較強，數位典藏資源的使用更為廣泛，從字義、圖片、影音等連結，

對於現代文學而言，主要也就在作者補充，於課文內容深度上，除了主題網站的

主題學習，其他所應用的圖片、影音資料甚少，這樣的現象除了古典文學、現代

文學本身的侷限性外，也和數位典藏系統發展有些微的關連。 

二、數位典藏網站功能 

國文教學的準備工作相當多而廣，對國文教師而言，教學準備可分為準備教

材與評量測驗兩方面，應用數位典藏資源融入教學，來自教師對於數位典藏網站

功能的認知。本小節探討教案中利用數位典藏資源網站功能分析：分析數位典藏

網站作為國文教學資源的功能，其中包括知識架構、教學元件、詳盡檢索、互動

介面等四項。  

表 4-8數位典藏融入教學網站選取分析 

編

號 

作者 作品 知識架構 教學元件 詳盡檢索 互動介面 

1 劉純杏 留侯論 V V V V 

2 江如玲 前赤壁賦 V V V V 

3 鄭毓瓊 方山子傳 V V V V 

4 呂瑞萍 念奴嬌 V V V V 

5 賴來展 一桿稱仔 V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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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林欣瑤 碗公花  V V  

7 黃詣峰 飛魚季 V V V V 

8 吳元禎 做田  V V  

9 官廷森 出師表 V V  V 

10 曾冠喆 燭之武退秦

師 

V V  V 

11 黃月銀 臺灣通史序 V V V V 

12 葉淑芬 岳陽樓記  V  V 

13 李榮哲 始得西山宴

遊記 

 V  V 

14 林詩娟 髻 V V V V 

15 黃琇苓 紀水沙連  V V  

16 葉淑芬

鄭美瑜 

紀水沙連  V   

17 黃月銀 破陣子  V V V 

18 陳子梅 十一月的白

芒花 

V V  V 

小計  11 18 12 14 

  61% 100% 67% 78% 

資料來源：本研究整理 

    根據研究分為知識架構、教學元件、檢索、互動介面四種，根據研究顯示「知

識架構」11 件，61%；「教學元件」18 件，100%；「資料檢索」12 件，67%；

「互動介面應用」14 件，78%。 

數位典藏融入國文教學，數位典藏網站可扮演的角色，其中扮演「教學元件」

功能在各教案中均有展現，其次是提供「互動的介面」，尤其是 2009 年後高中

學科資訊融入教學往的應用，許多的教學元件都可拆解使用，加上數位典藏展現

隨著網路技術的進步，3D、虛擬實境、即時互通等功能擴充，數位典藏除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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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外，本身也進行數位學習轉換，此時這也是教學中很棒的資源。以下細部探

討： 

1.建構學習領域的全面性的知識架構 

係指「使用數位典藏資源網站，以主題為重點，並延伸連結至相關知識，成

為一個豐富且完整的學習架構，進一步結合線上評量，使教學、學習、評量充分

結合」。  

數位典藏在教學面向最大的功用就是整合所有與主題有關的資源，彼此關連

相互影響，2004 年教案「時空之旅~蘇軾」，2005 年賴和、鍾理和數位博物館、

人之島~蘭嶼等，到了 2009 年後數位典藏教育部進行轉化建構教學網，因此老

師在備課部分除了出版商提供的光碟外，更容易在網路上獲得完整元件，數位典

藏建立人性化的介面、以使用者為中心、以及多元充實的內容來提供教師教學、

研究或自學者使用，這也就全面性知識的架構，引導學生對專門網站內容的探究

外，也可利用這樣的教學網的資源進習自我學習。 

2.提供教學的基本元件                                                    

係指「使用數位典藏資源為教學元件，利用其文字、圖片、聲音、影音等，

選取為教學素材。」教案設計除了網路上的搜尋連結，於數位典藏資源，如故宮

博物院的文學與書畫、國家文化資料庫、人之島等，數位典藏結合各種數位化的

學習資源，供教學使用下載，教學者更可加以適度調整、重編以切合學習的需要。                                                                               

目前在「文言文學習網站」、「高中國文科資訊融入教學教材網」，均針對

文言文教材錄製傳統吟唱的之經典範本，並可直接下載，教師可利用其讓學習者

體驗古文之美，認識古今字音的不同，進而提升欣賞力，方便學習者自學。而後

「高中學科資訊融入教學網～國文科」擴大提供自白話文、現代詩等，提供 PPT、

動畫等教學元件，擴充老師資訊融入教學，學生自學。 

3.提供快速詳盡的檢索服務 

係指「使用數位典藏資料庫，進行課程延伸，及檢索該主題相關資料」

2004-2005 教案設計準備模式中，以學習單方式讓學生於課程進行前，進入中央

研究院漢籍資料庫找尋課文人物資料、進入數位博物館觀看相關作品，找尋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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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曲及成語典故，2009 年後除了資料材料的準備外，強化學生學習外，

也安排讓學生進入數位典藏網站進行檢索、找出學習單答案或專題作業 

其中以中央研究院、國家圖書館、故宮博物院以及國科會等所發展的檢索系

統最具權威，尤其中央研究院致力於文史典藏數位化工作，其影像檢索資料庫、

全文檢索資料庫及檔案檢索資料庫均相當完備。慢慢的，也產生數位學習專區，

個人化介面，使得當各種文獻逐步數位化後，使用者找尋資料，不需再奔走於不

同單位，更擴充了學習的速度與範圍，且在數位典藏時將這些資料重新歸類、統

整，進一步的詮釋，這使得教師擁有更多的數位資源，如果老師能掌握這樣數位

典藏資源，善加利用，則可擴充教學的廣度、深度。 

4.提供即時互動的介面  

係指「使用數位典藏資源中數位學習功能，提供互動介面，而 Web 2.0 時

代的來臨，教學平台、系統的功能擴充，科技與技術的更新，走向數位典藏與教

學資源中心的構想，提供教學元件外，也提供了互動數位學習的功能。」       

2004 年的時空之旅蘇軾、故宮書畫與文物；2005 年的賴和、鍾理和數位圖書館、

人之島；2009 後利用高中學科資訊融入教學網中的動畫或是 flash 動畫強化課程

內容，如曾冠喆利用其中人物關係、天下大勢關係圖，其他也透過 flash 互動評

量，即時性的評量，強化師生的互動。而 2010 年黃月銀、2011 年葉淑芬、鄭

美瑜加以轉化數位教材，利用電子白板方式上課，使得數位典藏資源的使用更加

活性。 

數位典藏網站可提供教學與學習的檢索，以作詩填詞為例，建構一個可以自

動檢索、批改格律韻書的資料，提供學習者在詩詞創作的訓練不同形式之動畫對

文本詮釋，不同特色的動畫可以在課程前、中、後切入，透過教師課程引導及動

畫的呈現，可使學生有更深一層的體會，利用工具重新配合教學內容進行擷取與

編輯，授與學生不僅是賞析作品及認識人物，更可使其抒發心得感想，使得情意

教學融入於學生心靈中。                            

 三、數位典藏資源使用分析 

透過網站使用分類，歸納出數位典藏網站於國文教學教案中，主要分布於三

個時機「作者」、「字詞解釋」、「延伸主題」，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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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9數位典藏融入國文教學的時機 

編

號 

作者 作品 作者 字詞解釋 延伸主題 

1 劉純杏 留侯論 V V V 

2 江如玲 前赤壁賦  V V 

3 鄭毓瓊 方山子傳 V V V 

4 呂瑞萍 念奴嬌 V V V 

5 賴來展 一桿稱仔 V V V 

6 林欣瑤 碗公花  V V 

7 黃詣峰 飛魚季  V V 

8 吳元禎 做田 V V V 

9 官廷森 出師表 V  V 

10 曾冠喆 燭之武退秦師 V  V 

11 黃月銀 臺灣通史序 V  V 

12 葉淑芬 岳陽樓記 V   

13 李榮哲 始得西山宴遊記    

14 林詩娟 髻 V  V 

15 黃琇苓 紀水沙連 V V V 

16 葉淑芬鄭

美瑜 

紀水沙連   V 

17 黃月銀 破陣子 V V  

18 陳子梅 十一月的白芒花 V  V 

小計  13 10 15 

  72% 56% 83% 

資料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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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教師使用數位典藏的時機，研究顯示應用於「作者」13 件，76%；

「字詞解釋」10 件，52%；「延伸主題」15 件，83%。以下就細部分析： 

1.作者 

2004 年劉純杏＜留侯論＞、鄭毓瓊老師＜方山子傳＞、江如玲老師選＜前

赤壁賦＞、呂瑞萍老師選＜念奴嬌＞應用時空之旅~蘇軾，介紹其生平、宦遊行

跡，利用故宮文物數位博物館網站之書畫菁華講解宋代文學藝術，帶入蘇軾。

2005 年賴來展＜一桿稱仔＞利用賴和數位博物館，介紹作者生平、寫作大事、

手稿、研究、虛擬實境等進入課程，且利用國家文化資料庫、國家圖書館當代文

學史料影像全系統補充賴和時代背景。吳元禎＜做田＞與＜一桿稱仔＞有異曲同

工之妙，利用鍾理和數位博物館引導學生，了解鍾理和作品、年表、生平、手稿，

且利用國家圖書館當代文學史系統補充。林欣瑤＜碗公花 竹枝詞＞利用國家圖

書館當代文學史料影像系統，介紹作者簡禎。黃詣峰＜飛魚季＞則利用台灣原住

民資料庫，查詢原住民文學作家。 

2009 年官廷森＜出師表＞對於諸葛亮著重於其形象，採網路搜尋資料自行

製作 PPT，並未使用到數位典藏的資料。曾冠喆＜燭之武退秦師＞則直接採用

教育部高中國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教材學習網，利用 flash 設計對於春秋天下大

對於春秋天下大勢、人物配對。2010 年黃月銀＜臺灣通史序＞利用數位典藏聯

合目錄台灣時報文件檔及連震東先生文教基金會資料，以 PPT 結合數位典藏典

藏圖片，深入統整題解、作者，輔以影像記錄片幫助學生了解作家。葉淑芬＜岳

陽樓記＞做這部分直接結合題解岳陽樓介紹，進行網路搜尋，透過圖片、墨跡引

導學生進入。李榮哲＜始得西山宴遊記＞於教案中並未寫出對於作者使用數位典

藏、資訊的安排。林詩娟＜髻＞則利用當代文學史料系統，對琦君進行介紹。   

2011 年黃琇苓＜單一故事的危險性－藍鼎元〈紀水沙連〉＞、葉淑芬、鄭

美瑜＜美的驚嘆號－藍鼎元〈紀水沙連〉＞，由於教育部高中國文科資訊科技融

入教學教材學習網並未收入這一單元，作者藍鼎元並無太多詳細資料，黃琇苓利

用中央研究院~番社采風圖典藏及明清人物傳記資料庫，引導學生認識此資料庫

外，也作為對於作者的補充與介紹。黃月銀＜破陣子＞，做這部份串連高中國文

科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教材學習網資源，自製投影片「金戈鐵馬辛棄疾」。陳子梅

＜十一月的白芒花＞亦使用高中國文科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教材學習網資源，介紹

楊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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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典藏資源在作家部分，分為兩個部份： 

(a)古代作家：可利用中央研究院二十五史史籍電子資料庫查詢生平資料，

這些作家多於政治上有參與，留下史跡資料是有的，明、清作家，可利用人名權

威資料庫補充，裡邊詳細記載了其生平、任官歷程、家族等資料，可以延伸學習

樂趣。此外，若作家在藝術上別有專精，如：蘇軾、歐陽修等，可利用文物、書、

畫補充，這時候可使用故宮數位典藏計畫，或利用數位典藏成果入口網查詢進行

補充。 

(b)現代作家：除了有專門建立數位博物館的賴和、鍾理和，多以國家圖書

館~當代文學史料加值系統為主，然而台灣文學近年來數位典藏發展的相當蓬

勃，當代客家文學史料系統、國家文化資料庫、全台詩資料庫、台灣文學資料庫、

台灣民間文學網等。數位典藏融入作家教學，可利用其收集的文稿、圖片、影像、

遺跡等引起學生的動機，也可透過相關資料庫補充時代背景，建構作者年代，蘇

軾教學中，已統合 GIS 地理系統，觀看他的遊宦圖，此更可使學生進入學習情

境中學習，也開闊了學生對於作者的認知與看法，而教育部電算中心這三年來統

整了高中國文科數位教材共有 40 課、1103 個元件提供教師使用，其中不少亦穿

插 flash 動畫介紹作者，更增進了學習的效果。 

2.字詞解釋：生難字詞、講讀課文 

2004 年劉純杏＜留侯論＞、鄭毓瓊老師＜方山子傳＞、江如玲老師選＜前

赤壁賦＞、呂瑞萍老師選＜念奴嬌＞補充或是成語查詢；2005 年賴來展＜一桿

稱仔＞、吳元禎＜做田＞、林欣瑤＜碗公花 竹枝詞＞；2011 年黃琇苓＜紀水沙

連＞，均利用中央研究院搜文解字系統：字的用法、詞的出處，或利用教育部國

語文教育資料庫：國語一字多音、國語一字多音、國語辭典，進行字詞教學補充

或是成語查詢。黃月銀＜破陣子＞利用網路展書讀中詩詞曲典故網站進行線上查

詢。在其他教案中，就比較少看到在這部份的著墨。2004 年鄭毓瓊老師＜方山

子傳＞、江如玲老師選＜前赤壁賦＞、呂瑞萍老師選＜念奴嬌＞，蘇軾詩詞的吟

唱，利用網路展書讀所發展出的淺酌低唱~頌辭三百，溫柔在頌~宋詩三百。2009

年官廷森＜出師表＞、曾冠喆＜燭之武退秦師＞，2011 年李榮哲＜始得西山宴

遊記＞，則利用高中國文科資訊融入教學教材中的朗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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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年開始中國古籍文獻資料數位化，歷經數十年的發展，從古籍全文資

料庫，到多功能、多媒體、多文化的文獻資料庫，到多元資料整合、知識的加值

利用。語文類、文學類數位典藏資料，其中中央研究院與羅鳳珠老師是發展的先

驅與翹楚。中央研究院除了就本身資源轉化成各個專業資料庫，於語文類建立了

漢語語庫、閩南語語庫…等，其「搜文解字」網對於基本的字、詞、成語查詢、

教學提供了很好的工具，教育部所進行的國語辭典亦是。 

羅鳳珠老師「網路展書讀」所發展的數位典藏資源系統，古典文學館、、台

灣民間文學館、台灣民間文學館、荔鏡姻 河洛源～荔鏡記多媒體數位教學、時

空之旅~蘇軾、不惜歌者苦 但傷知音稀~詩詞曲三語吟唱讀教學、溫柔在頌~唐

詩三百、淺酌低唱~宋詞三百、中國飲食詩、唐宋詞資料庫，均提供文字、影像、

聲音，補充教學，而教育部高中國文教學教材網，古文均有朗讀連結。 

3.延伸主題 

國文教學包含具體的語文訓練外，抽象的文藝欣賞和精神陶冶的文學與文

化，透過主題單元式的範文教學，牽連相關的知識，拓展跨學科領域的知識需求，

形成圍繞主題的知識串或知識圈，因此透過數位典藏資源，深化、擴大學習的領

域。在教案中，透過老師上課的導引，學生認識了相關數位典藏資源、延伸了知

識學習，更進一步的老師安排課後評量，讓學生實地透過數位典藏資源進行查詢

完成作業，或讓學生透過瀏覽數位典藏內容進行自我學習。利用網站資料自製書

面學習單，需要學生上網搜尋答案；專題實作，引導學生自行瀏覽數位典藏資源，

統整完成一份書面報告分享；教師利用線上測驗來評量學生之學習成效、利用互

動式遊戲教材評量學生。 

2004 年劉純杏＜留侯論＞、鄭毓瓊老師＜方山子傳＞、江如玲老師選＜前

赤壁賦＞、呂瑞萍老師選＜念奴嬌＞，均利用時空之旅~蘇軾，建構學生對蘇軾

全面的了解，從生平、作品、畫像、事件、研究等，輔以故宮文物數位博物館網

站之書畫菁華，涵養學生對蘇軾字、畫的深刻印象。2005 年林欣瑤＜碗公花 竹

枝詞＞、吳元禎＜做田＞處理課文時，利用中央研究院台灣本土植物資料庫、生

活中的植物資料庫；國立台灣大學動物博物館數位典藏計畫、植物標本館數位典

藏計畫；國家自然科學博物館等，對課文中所提的動、植物搜尋，將圖片找出，

深化教學，賴來展利用賴和數位博物館、吳元禎利用鍾理和數位博物館，葉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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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美瑜＜紀水沙連＞利用國立台灣博物館地圖，探討古人想像台灣的方式，亦利

用網站查詢文中所出現浮田、罾罟等物品具體畫面。 

2005 年林欣瑤＜碗公花 竹枝詞＞更利用浩然藝文數位博物館中的掌中乾

坤布袋戲數位博物館，介紹課文中所談的辭句，利用網路展書讀~時空之旅蘇軾，

綜合搜尋竹的詩句與典故。黃詣峰＜飛魚季＞大量使用台灣魚類資料庫、人之島

之人文器物、蘭嶼數位博物館、台灣南島與數位典藏網站、數位典藏成果目錄等

數位典藏資料庫，拓充對課文的了解；2009 年官廷森＜出師表＞以日本三國志

城博物館說明木牛流馬的形象。2011 黃琇苓＜紀水沙連＞亦以課文延伸介紹南

島語族、達悟族，及中央研究院~平埔族數位典藏融入教學多元文化知識。黃月

銀＜破陣子＞以中國國學網，補充辛棄疾詞選、＜臺灣通史序＞以全台詩 智慧

型全台詩資料庫，補充台灣古典詩。陳子梅＜十一月的白芒花＞，連結國家教育

院資料、作者楊牧官方網站，均可拓深學生思考與學習。 

以上三點是分析歷年教案中所歸結，數位典藏或是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時

機，在作者介紹時，除了以往故事的敘說，透過 GIS 系統，走入作者的生命圖

像，透過影像、圖片增加對作者的體認，這是未來可以進行的方向；進而在教學

課程中，數位典藏扮演著知識性的補充，數位典藏系統也可提供全文原典查詢、

資料庫查詢，其中最好用的就是所設立的字典、辭典系統，如：搜文解字，除此，

對於課文的情意可透過聲音的朗讀，於語文類典藏中這是相當重要的一環，因此

不論是網路展書讀或是高中學科資訊融入教學網的元件都有這一類的設置；最後

就是在評量部分，數位典藏的正確性、準確性除了是老師好的資源外，老師透過

教學將此資源介紹給學生，另可安排新的任務給學生，讓他們進行主動探索學習。 

觀察 18 篇教案，就使用數位典藏資源，可分 2004-2005 為前期、2009-2011

為後期。前期教案，大量使用數位典藏資源，且數位典藏資源為其主要資源，2004

年的示範教案，主題單元以蘇軾為主，共同使用教育部六大學習網-時空之旅：

蘇軾（網路展書讀計畫），包含：蘇軾生平簡歷、宦遊行跡、蘇是詩標註系統研

究、詩詞文吟唱等，此外共同應用故宮文物數位博物館計畫中文學名著與書畫、

宋代書畫冊頁之美，並使用中央研究院搜文解字/漢籍資料庫、教育部國語辭典

進行解釋題文、課文講解，最後使用當時最夯的瀏覽器蕃薯藤、YAHOO 讓學生

進行課後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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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的教案跳脫蘇軾，以台灣文學為主軸，平衡地區、語言、時代、族

群與性別等，四篇示範教案企圖將豐富的數位典藏資源融入在課程教案中，這不

同於 2004 年以蘇軾為主軸，2005 年開展了一個多元的樣貌，使用資源除了中

央研究院搜文解字、教育部國語辭典外，拓展到中央研究院台灣本土植物資料

庫、台灣歷史地圖查詢系統、閩南語數位典藏，另外這四篇現代文也使用國家圖

書館當代文學史料系統、賴和數位博物館、鍾理和數位博物館、人之島數位典藏

等資源，另旁及對課文內容延伸的台灣魚類資料庫、浩然藝文數位博物館、台灣

大學動物數位典藏資料庫。 

    2004-2005 年為國科會專案推廣計畫，因此參與設計的教案均需以數位典藏

資源為主要應用，而對於一般資源使用的不多，甚至在教案中除了安排學生對搜

文解字進行查詢外，還安排對一般瀏覽器 YAHOO、蕃薯藤或國家圖書館當代史

料網站進行查詢，引導學生認識數位典藏系統外，引導學生使用網路搜尋，可推

論出當時網站使用才開始，與今日不可同日而語。 

據訪談老師分享，當初參與計劃時國科會將數位典藏相關資源介紹給他們，

然後請他們就其中發展教案，當時數位典藏計畫方起步，並未像現在百花盛開，

手上資源主要以中央研究院、故宮資源、教育部六大學習網~時空之旅：蘇軾為

主，因此 2004 年教案老師討論後，乃蘇軾以為核心，選其不同文章，展現數位

典藏融入教學的契機；2005 年則開創的使用，拓展數位典藏的使用與可能性。

而 2004-2005 年的老師也實地進行推廣，但是成效並不彰顯，數位典藏於高中

國文教學並沒有埋下種子，加上 2008 年後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合併成國家型計

畫，『高中職教師數位典藏教學資源研習班』並沒有繼續下去，因此 2005 年後

產生了一個斷層，直到 2009 年方又產生了另一番機緣。 

 2009-2011 年，這三年的教案使用的教學資源非常廣泛，不再侷限數位典

藏，而更普遍的大量使用網路上的圖片、影音、影像外，所延伸出去的網站更是

百花綻放，就老師設定的教學目標，老師自行尋找資料、自製教材，取料相當多

元，且後成立高中學科中心，國文學科中心另設置文言文互動區、文言文學習網

站、寫作學習網站等，提供相當多資源。對於數位典藏資源擴及到國家文化資料

庫、全台詩資料庫、台灣老照片數位博物館、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成果入口網，

其中使用最多的是教育部所設立的「高中學科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網」中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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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期相對前期，可觀察出後期教案著重在課文文意的延伸與發展，前期教案

著重於課文本身的深化，包含字詞解釋、成語典故、吟唱欣賞等，因此在使用資

源多使用中央研究院搜文解字、教育部國語辭典、網路展書讀詩詞吟唱、甚至中

央研究院漢籍全文等資源，進而才延伸到其他相關資源，而在後期教案中，這部

份是忽略的。 

後期教案，對於資訊科技融入教學更為熟練，資訊科技資源更為廣泛，打破

以往文片、文字，更多元的使用影像、動畫、互動式評量，但不代表他們對數位

典藏資源夠熟悉，教案中除一般資源各自發揮，於數位典藏資源使用最多的是「高

中學科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網」， 後來雖設置了「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成果入口

網」，直接使用的老師也不多。據訪談很多老師對於自己參加這個比賽是在數位

典藏之下的延伸都不清楚，很多的連結並沒有多擴及到數位典藏資源的應用，這

凸顯在教學現場教師對於數位典藏資源的陌生，縱使這些參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的老師也不熟悉。 

第五節  綜合討論 

本節分析高中國文老師參與數位典藏教學活動設計比賽的歷年作品，前文分

別就教案內容統整分析，本節將綜合其所得結果，於下文中分別簡述，分為四個

面向「教案教學內容」、「數位典藏融入教學模式」、「數位典藏融入教學網站

分析」、「教學發展最佳實務指南」： 

一、教案教學內容 

(一)國文老師設計教案，教師專業自主能力、資訊能力是值得肯定的，但基於課

程安排，以一人進行為主。  

教案設計者以一人為主，一個人設計課程、進行課程，外在教學壓力繁重下、

一綱多本、各校進度不一，要進行合作不容易。 

(二)數位典藏部份以古典文學最多且功效最大、應用最廣。 

    古典文學資料庫、古典文學發展向來比較早，在資源上也比較豐富，能涉及

的廣面從字、詞、篇章、朗誦、器物、圖文等都比現代文好切入，現代文學資料

庫於古典文學後發展，因此在教案選擇上，應用於古典文學的元素較多，而現代

文學除了特定作家的數位博物館涉獵較為完整，相關現代文學資料庫搜尋、設置

其實還是有限，能運用於教學的內容不多，因此走向現代文教案設計的老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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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數位典藏以外的資源補充全文文意、延伸情思。 

(三) 數位典藏對老師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資料的正確性，以協助於教材上的補

充、加深、加廣。數位典藏資源內容資料，「文字」形式的資源是最重要的，其

次是「圖片」使用。   

    根據統計，在教案中的多媒體輔助媒介，「文字」是最需要的，將數位典藏

的內容直接使用其資源，或轉換成自製投影片 PPT，網站中的文字輔助於國文

教學上的必要性；此外就是圖片的應用，創造了意象、情境，更進一步可以到虛

擬實境，也可以把抽象的文字概念化成圖片；而聲音資源的使用，尤其在古文部

份，透過文章的朗誦，讓學生體會聲情之美，而現代文部份也可利用朗讀，創造

出意境，甚至其他輔助的聲音，補充課文的內容；最後就是影像的連結，近年來

由於網路發達，技術的進步，web2.0 帶來的互動和 flash 動畫，更增添了數位

典藏融入教學/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契機。 

二、數位典藏融入教學模式 

（一）數位典藏教學應用時機，以「發展活動」時間為數位典藏導入的最佳時機。 

教案設計中數位典藏融入教學的時機主要在「引起動機」、「發展活動」、「綜

合活動」三時段，其中以「發展活動」時間點，最多老師在教案設計中導入數位

典藏，將數位典藏資源的主題內容用來補充課程內容，如：故宮博物院、時空之

旅、人之島等，也利用數位典藏資料來檢索，如：中研院搜文解字、教育部國語

大字典，甚至用到資料庫來搜尋相關照片、相關資料，如：老照片。                    

(二)數位典藏融入教學實用策略最常用方式為「虛擬實境」、「問題導向」以及「網

頁主題探究」方法。     

    教案分析研究中，發現教學中數位典藏融入教學最常使用的是「虛擬實境」，

讓學生透過典藏資源，透過圖片、影像，看到、聽到，建構其學習概念，其次透

過「問題導向」的方法，引導學生思考、回答問題，回歸課程連結性，最後安排

「網頁主題探究」於綜合活動或學生自行課後延伸學習。 

(三)數位典藏融入教學評量策略，教師主要是透過自製的方式，進行專題實作、

學習單，輔以使用其網路上線上測驗，即時性增加樂趣。 

    教案分析研究中，應用數位典藏資源的評量模式主要於「學習單」、「專題

實作」部分，利用網站資料自製書面學習單，然後進行小組或個人專題實作，其

次是「線上測驗」，最後才是「小組互評」，學生自主、互相學習。 

三、數位典藏網站融入教學分析 

（一）數位典藏網站評選，以古典文學較為深入且應用時機、方法均較為多元 

就類項而言，與古典文學相關 19個；與現代文學相關 17個；作為工具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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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個；以教案篇數為單位，在教案中使用到的數位典藏網站單位統計分析，使

用最多的是網路展書讀、中央研究院數位典藏、高中學科資訊融入教學網，接下

來到國家圖書館當代文學資料庫、數位典藏入口網站。                                   

(二)數位典藏網站融入教學，最多的時機是在進行「作者講解」時，對於作者圖

片、作品、器物等，透過數位博物館或是 GIS 文學地圖系統活化作者圖像。 

分析數位典藏網站使用於教學的使用時機，大抵在發展活動中「作者」、「主

題資料庫統整」，將課文當作是範文、主題教學的知識圈，透過作者的數位博物

館和其相關主題的數位典藏進行課程的延伸與發展，最後才是「字詞解釋」的使

用。 

(三)數位典藏網站融入教學中，以教學元件功能為首要，其次是互動介面與延伸

教材。 

教案中使用數位典藏資源的功能使用最多的是「教學元件」部份，接下來「互

動介面」的使用、然後是「檢索功能」、「主題知識架構」。因此數位典藏除了片

面保存資料外，若要運用於教學、學習部分，需更加強其互動介面，而目前「高

中學科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網」以教學元件的概念處理，方便老師進一步的使用，

而此網站也開始設置「數位典藏融入教學專區」，放置相關教案及教案中使用數

位典藏的連結，如此教師在使用時，會更有方向，知道有什麼資源、和怎麼用。

四、教學發展最佳實務指南 

數位典藏是新興教學資源，數位典藏的最終目標就是資源共享，發揮其維

護、保存、應用的最大的價值，資料庫內豐富的內容與知識，自然是提供一線教

師們一個巨大的教材資料庫做為參考。數位典藏的意義與傳統教材無異，近二十

年來發展數位典藏，相關技術、資料庫內容已非常豐富，唯應用於教學上，教學

模式與學理仍待建構、教學網站缺乏長期的經營及整合規劃。 

本節透過實際教案的分析、歸納，融合鷹架教學發展出的數位典藏融入教學

模式，統整數位典藏網站融入高中國文教學指南，其中以融入教學的三歷程為主

軸，分別敘述個歷程可運用之教學策略，協助教師更能有效利用數位典藏網站融

入教學，此模式鷹架建立目的在提供符合教師認知層次的支持、導引和協助，且

提供實務參考，以幫助教師由需要協助到逐漸能夠完成某一任務，進而使其低階

能力提到高階能力水準，期能有效幫助將資訊融入教學的重點，聚焦在「教學融

入」之推廣，亦即幫助教師在教材準備、教學活動及教學評量上，將數位典藏之

運用整合到教學歷程及學生的學習活動之中，以達到將數位典藏做最有效利用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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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數位典藏網站融入教學指南 

 

（一） 準備階段：數位典藏融入教學資源與時機 

準備階段，指教師在進行教學前，所需進行的各項規劃及準備要素。除了對

課程基本分析與認知外，要使用數位典藏資源融入教學，首先需了解數位典藏概

念，接下來要知道在茫茫網海中，有哪些資源、哪些網站是可以應用的，本研究

歸納教案中數位典藏網站，建立評選原則，進而「統整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成果

入口網」、「拓展台灣數位典藏資料庫」，建構語文類數位典藏網站清單，分為古

典文學、網路展書讀、現代-台灣文學、及文化主題知識庫四類，以提供未來進

行數位典藏融入教學資源引導。 

數位典藏可視為教學資源與素材的補充資料、可當作教學活動、可作為融入

教學資源之網路教學平台與網路學習社群。數位典藏網站融入國文教學，就研究

分析「文字」形式的資源是最重要的，其次是「圖片」使用，教學應用時機，以

「發展活動」時間為數位典藏導入的最佳時機，由此結合課程，進行設計。                                                               

（二） 實施階段：數位典藏融入教學實施策略 

此階段探討教師在實地執行教學可採用的教學策略以及方法，此模式隨科技

的進步及教學方式的變化勢必會增加更多的實施策略，就分析教案中的策略分為

虛擬實境、問題導向、專題討論、網頁探究教學四項。 

數位典藏網站融入教學中，以教學元件功能為首要，其次是互動介面與延伸

教材。典藏網站評選，以古典文學較為深入且應用時機、方法均較為多元。而數

位典藏網站融入教學，最多的時機是在進行「作者講解」時，對於作者圖片、作

品、器物等，透過數位博物館或是 GIS 文學地圖系統活化作者圖像。 

（三） 評量階段：數位典藏網站融入教學評量策略 

評量模式在提供教師檢視學生學習成效之方法，就教案分析，教師進行設計

時主要是以「自編並使用數位評量資源」為主，沒有「僅使用數位典藏評量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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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牽涉到教學內容性質與數位典藏網站本身的設置，而評量策略，教師主要是透

過自製的方式，進行專題實作、學習單，輔以使用其網路上線上測驗，即時性增

加樂趣。   

將教學模式之靜態鷹架發展為教師能進行之教學指南，提供高中國文教師建

立典藏資源應用之認知模式鷹架，促進服務師生的數位典藏應用，增進教師之資

訊融入教學學習內容互通性、可再利用性與可存取性，並整合數位典藏資源發展

出應用範例進行設計，將能促進數位典藏的普及與應用，幫助教師在數位典藏資

源融入教學模式上的認知、轉化、建構與應用，以有效運用數位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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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教師發展數位典藏融入 

教學之動機與策略 

在教學界，對於數位典藏資源是相當陌生的，一方面這是新興的資源，另一

方面此資源應用推廣於高中教學又更晚，這些參與數位典藏計畫或參加數位典藏

教案比賽的老師是使用數位典藏資源的前鋒，他們的經驗與看法，可作為數位典

藏資源融入高中國文教學重要的指引，提供其他高中國文老師、數位典藏資源單

位參考。 

本章訪談參與數位典藏融入國文教學之高中教師，訪談輔以問卷進行，首先

從受訪者平日授課，其蒐集國文教學資源的管道與模式，以及參與數位典藏教案

設計的契機，數位典藏資源融入教學的策略，進而了且其對使用數位典藏資源的

看法，最後分析目前高中國文教學現場應用數位典藏的困難。分為五節探討得獎

教案教師對使用數位典藏資源的看法，第一節受訪者基本資料介紹，第二節教師

參與數位典藏教案的動機；第三節教師使用數位典藏資源的資訊行為、與融入於

教學的現況、應用；第四節教師使用數位典藏資源融入於國文教學的策略；第五

節透過問卷，分析歸納教師們使用數位典藏的困難；第六節綜合討論。 

第一節  受訪者基本資料 

教師受訪對象以立意取樣，尋找參與數位典藏資源融入高中國文教學教案發

展及比賽得獎教案老師，得獎教案 18 份，參與教案老師 19 人，回收問卷與訪

談共 13 份(兩位老師兩年得獎，不含筆者，3 位老師聯絡不上)。來自全台灣 5

各縣市 13 所學校，教師皆是擔任高中職老師時參與教案，其中有一位老師後轉

任國中，其中女生 8 位、男生 5 位，教學年資以 11-20 年為多，乃屬教學的專

家，僅一位 H09 是新手老師。 

受訪者訪談時間均於 2011 年 3 月到 4 月，透過親自訪談或電話訪談，輔以

問卷填寫完成，受訪者訪談時間為 40 分鐘到 90 分鐘，多數個案訪談時間平均

為 60 分鐘，訪談內容透過訪談大綱，環繞在了解其參與數位典藏資源融入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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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契機、其平日教學資訊行為，進而對數位典藏資源的看法、使用之困難、需求。

每一次訪談均在受訪者同意下錄音，並於訪談完成後謄寫成文字稿，進而分析。

（見表 3-8 訪談者（問卷）清單） 

    13 份訪談資料中，受訪老師 11 位集中於台北市、新北市，有兩位於南部（高

雄、台南），另外一位於新竹，2004-2005 年參與計畫的老師均位於台北市、新

北市，其直接參與計畫，2009-2011 年得獎的老師，大多也為台北市、新北市老

師，由此可了解推估，於都會區的老師對於資訊科技資源融入教學的管道、企圖

心是比較多、比較高的，其於教學上應用的多元，到數位典藏資源的了解，進行

大膽的實驗與嘗試。 

第二節  教師參與數位典藏教案的動機 

    訪談老師參與數位典藏教案之動機，十三位老師均聽過『數位典藏與數位

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而主要透過下列四種動機：（一）研習、（二）參與數位

典藏相關計畫、（三）網路上不經意瀏覽的方式、（四）教學研究。 

（一）研習 

2004、2005 年是數位典藏進行高中職推廣計畫，有些老師直接由學校公告

得知研習自動報名或是學校指定參加相關研習。 

    「國文老師邀請參加台大圖書系舉辦的說明會，決定參加撰寫設計教案的  

工作，在當時的組成討論中，決定小組成員」（A01：3-4）； 

「由校長指派參與此計劃」（A02：3）； 

「研習是契機」（B03：3-4）。 

而 2009 年後，教育部開始辦理高中教案比賽，於 2009 年官廷森老師的開

展及分享研習中開始提到「數位典藏資源」，因此陸續有人開始使用，其中 L13、

K12、I10 老師這樣分享的： 

    「其實我參加設計這一份教案之前，我多多少少有使用多媒體、數位方式

融入課程教學，但是就有一次邀請官廷森老師來演講，因為我去學科中心

參加種子教師研習「資訊融入教學」，其中官廷森老師介紹到他設計的教

案，以及他自己如何融入教學」（K12：3-6）。 

    「國文學科中心所舉辦的研習『資訊融入教學』，聽完分享後，就躍躍欲試」   

     (L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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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是因為去參加北一女學科中心研習才知道有這些數位教材的研發，

但他沒有特別提到數位典藏，是研習中有老師分享到他搜尋資料的管道，

我才把他擴及出去，這就扣合到你的第一個問題，我怎麼接觸到的。」

（I10:4-6） 

這部份老師，對於數位典藏來自於計畫的啟蒙和研習參與，了解數位典藏資

源後，開始進行實際教案的製作，在製作中摸索數位典藏，2009 年後教育部開

始建構『高中學科資訊融入教學網』，提供教學元件下載，學科中心肩負了一些

推廣的責任，展開研習，直接對第一線的老師進行培訓。 

（二） 參與數位典藏相關計畫 

2005 年 C04、E06 和 F07 受大學教授邀請參與劉渼教授數位典藏計畫。 

「攻讀碩士學位時，指導教授課程中，對於資訊融入國文教學產生極大興 

趣，因此加入教授的研究團隊，參與國家數位典藏計畫，並以此為碩士論 

文研究主題」(C04：3-5)。 

「在大學教授的邀請下，參與國科會數位典藏計畫的教案設計，又因本 身 

任教高中，有實際教學應用與需求，故開始接觸數位典藏」(E06：3-4)； 

「2005 年推廣計劃中國文科團隊的指導老師召集，個人認為是一項很有意  

義，且具有挑戰性的任務，故得以參與教案設計活動」(F07：3-5)。 

（三）網路上不經意瀏覽或收集到 

A02 與 L13 訪談老師，對於數位典藏的認識，是由網路上瀏覽時不經意看

到的，進而使用相關資源，進而參與教案比賽。 

「接觸數位典藏資源是看到教育部的教案比賽資訊，因此便到該網站瀏覽，  

便發覺此網站的資源豐富，便以此設計一份教案」（J11:3-4）。 

（四）教學研究 

D05 老師面對當時九年一貫的先知先覺，投入了跨學科資料庫、教案的設

計，這是視實際教學的應用與需求而參與，這是一個新的電子資源，新的教學資

源庫，對老師是一種吸引，由此可知數位典藏所具備的潛力。 

「當初政府正如火如荼地推廣「國民中學九年一貫課程」，其中對於國文科 

的期許是希望能夠將數位資源融入教學，再加上國科會的數位典藏計畫正 

逐步推動，將許多書面材料轉化成電子資源，以利社會大眾能夠不受限時 

間、空間應用這些資源，因此參加了 2005 年數位典藏高中職教材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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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05：3-7)。 

2010 年筆者在修業過程中，接觸數位典藏相關專業知識，萌發以此主題進

行研究論文，為實際了解數位典藏融入教學利用，因此參與 2011 年教案比賽，

進行教學研究，也試圖參考相關得獎教案，進行教學模式、策略的建構。 

第三節  教師使用數位典藏網站的行為與看法 

本節探討教師使用數位典藏資源的行為與看法，第一部分，了解老師平日教

學資源選取時的資訊行為，第二部份：透過訪談了解數位典藏資源於教學現場的

使用狀況，最後調查老師們對數位典藏資源特色及應用之方法。 

一、教師教學資源的資訊行為 

受訪 11 位老師，每天上網均在 2-3 及 4-5 小時之間，使用網際網路的年資

也很早，資訊科技融入生活啟蒙的早，大多數老師均常使用搜尋引擎進行教學資

料收集，其次是個人製作的教學檔案，再其次是圖書館資源多採經常使用到偶而

使用，使用他人網際網路內容是見人見智。可看出，這些老師有相當的資訊素養，

擅長利用網路資源，進而將素材置入教學，發展成教案或上課資源。 

教師們利用網路的便捷性搜尋資料以製作豐富教學內容，據訪談分析教師們

對於課程教材的資訊行為、對使用數位典藏資源融入教學行為有兩種，一種是無

特定目的，另一種則因有教學目的而為之，分述如下： 

(一)隨意瀏覽 

受訪教師提及從事資料查找時，不一定是有目的的進行，偶而也是放鬆自己

的休閒方式，隨意瀏覽各種網站，此種資訊偶遇的方式大部分教師都有經驗，並

無意中增加教師的知識性和愉悅經驗。 

    「那時我花了很多的心思，後來被我找到了～我後來發覺到我用很笨拙的

方式。我發現到跟我進入每一個網站個別網站搜尋會有出入，因此如果我

要找到好資料，我必須要進入每一個網站細項，因此在探索上，這不是每

一個老師有時間或精力可以去做到……我那一陣子，我假日會給自己兩三

個小時，去看看有這東西，然後就把圖片記起來，網址抄起來，做成我的

資料夾，然後再思考它可以放在哪，否則臨時要去找，要去用、設計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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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很難」(F08: 39-44，106-108)。 

(二)目的性尋找 

多數教師在教學進行前，會先蒐集手邊教材相關資料並進行閱讀，之後習慣

興趣網路找尋資料以補齊教學資源之不足，可方便尋求原典、搜尋教學元件、尋

求靈感來源。 

    「我最常用的是教科書配套，我不僅使用版本這一家，更會收集其他家的

數位光碟，研究各家 PPT 的內容，此外我有參與替某一家剪片子，發現片

子越來越多，因此也順便研究一下，且教科書後邊有許多延伸資源，後邊

有許多延伸資源，我就連結出去稍微看一下」（I10:22-25）。 

    教師在教授經典古文內容時，需進行考據原典或援引原典的意義，上網查找

原典資料是最方便的方式；透過網路上搜尋教學元件，如素材、教案、學習單、

投影片等，可輕易的讓教師使用自己組成另一個新的材料，一般而言使用素材以

動畫為主，在於引起學生之學習動機；最後教師對於教學常有一些策略及教學設

計，這些巧思並非憑空而得，受訪教師多表示，其上網有目的查找及檢索資料是

為了尋找靈感，而這部份的資料搜尋較偏向意念化，檢索時會參考教案及專科活

動的教師網站，學科中心歐陽宜璋老師於國文學科中心建置了文言文互動討論

區，裡邊將一些教學創意整理後置入，且在最夯的 face book上有『全國國文社

會教師討論坊』，建構一個平台讓大家去即時性的討論、分享。 

二、數位典藏網站融入高中國文教學的現況 

十三位老師投入數位典藏教案後，對於數位典藏資源的使用狀況，通常是「偶

而使用」，甚少「經常使用」和「很少使用」，這與他們都認為數位典藏是一個

很棒的資料庫，對「未來欲使用數位典藏國家型相關網站」的意願均高，產生了

矛盾。 

「我第一次接觸數位典藏，其實是我幫那一套數位典藏有一個資源「高中資 

訊融入教學」，也就是歐陽宜璋老師與須文蔚所國文教學網站，文章的錄音 

是我去錄的，我跟這系統只有這個關係，其他都沒有關係，平台上課文朗讀， 

聲音是我的，所以整套包含文章的編寫，我都沒有參與。 那時候歐陽宜璋 

找我來幫古文錄音，我就去錄音間錄完音，我原本以為這樣的緣分就結束了 

（F08:4-8）。……我真正知道那個東西是是數位典藏架構裡邊的，其實是數 

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學習國家型計畫主動跟我聯絡，而我要做的工作是出乎我 

意料，他們要我對業界演講，就是出版社，他要的是那些即將要作電子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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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做語文這一塊，也能用數位典藏資源，後來我就跟國家型這個計畫， 

他們其實跟中研院是同一個大架構底下的，這時我才搞懂，原來、高中教材、 

國中教材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其他國家圖書館等資源都在裡邊」(F08：29-34)。 

數位典藏資源概念的陌生，即使是數位典藏融入國文教學重要推手的 F08

老師也是一個偶然機會下得知，對於其中的概念也是在機緣中摸索出來的，由此

教學現場的訪談推論數位典藏資源在教學面的推廣是值得再努力，再思考，進一

步的才能討論數位典藏融入教學的可能性。 

以下透過訪談了解數位典藏資源於得獎老師後續使用狀況，及訪談老師認為

周圍老師使用狀況，作為數位典藏資源應用於教學現場的思考： 

（一）得獎教案老師繼續使用數位典藏狀況 

數位典藏、資訊科技帶動了國文另一波的學習，傳統教學如何善用數位典藏

資源融入於課程中，為教師的一種新挑戰，數位典藏融入教學並非電腦操作技術

或是利用資料庫技術的進步，而著重在教學的設計與安排，老師源源不絕的創

意，滿滿的熱誠是關鍵，而適當的使用好的資源，更能在教學上相得益彰，更何

況是數位典藏跨越研究、教育、典藏如此全面性的系統中。 

資訊媒體有助於教學情境的呈現，不僅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並能有效結

合文本閱讀教學，利於深化學生學習。多數訪談的老師除了肯定數位典藏的價值

外，也願意未來繼續使用和推廣（如 J11、I10）。 

「未來的趨勢勢必是教學與多元媒體結合，因此數位典藏融入國文教學是

有可能性。」(J11:31-32) 

「我覺得這是一定必然的發展趨勢。」（I10：54）。 

F08 老師在教案得獎心得上所述：「國文教學活動本與數位教材關係甚微，

多數國文教師仍採用傳統講述方式上課。但不可諱言的，隨著電腦網路的發達，

學子需要更新的刺激，才能跟隨老師的腳步進入國學殿堂。那些已然泛黃卻珍貴

的資產，若透過趣味且精緻的數位編排，定能再次發光，歷久彌新。透過此次數

位教材的編寫與運用，我深刻體會到：數位教材所須要的絕不只是電腦硬體及技

術，還要有源源不絕的創意，及滿滿無盡的熱忱。我，雖剛起步，但已在路上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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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訪談中發現，這些參與教案設計，在教案設計後，持續在使用數位典藏資

源，2004-2005 年參與計畫的老師中，有繼續使用的，如 A01、A02、B03、E06

老師，但也有因為外在因素而沒有繼續使用的 C04、F07 老師。 

「有時候會使用，尤其是現代作家部份。」（A01：38） 

「有繼續使用。但多數仍直接使用 yahoo、google 等搜尋系統尋找適合之教 

學資源，因數位典藏的架構未充分整合，尋找可用資源耗時過長。」(E06： 

33-34)。 

「因兼任行政，不授課，故未繼續使用」（C04：33） 

「沒有，轉任國中老師，也就疏於考慮這一部分。」(F07：26)。 

    而 D05 老師的想法就比較特別，他沒有繼續使用數位典藏資源，來自很多

面向，包含自己不想受限在數位典藏資源中，想要嘗試更多的資源，提升教學契

機，因此在計畫結束後，就在也沒有接觸了；此外隨著資訊時代的來臨，學生資

訊素養的不足、再加上授課時間的減少、數位典藏教學模式的限制，使得老師不

再使用。 

    「嚴格地說，從＜飛魚季＞這份教案設計後，我個人就沒有再利用數位典藏 

資源從事教學活動。主要的原因是，我的教學活動已逐步脫離傳統的聽講讀 

寫模式，採取更多更新的模式，將其他相關的材料融入教學活動中。因為對 

我而言，數位典藏資源應該是教學模式中的一種，而非全部。如果受限於典 

藏資源，進而使教學活動變得呆版，或變得「為了數位典藏而數位典藏」， 

喪失了教學模式提升教學的契機。所以，利用該項資源的前提消失，使我的 

使用率降機，這是停止使用的原因之一。 

此外，教學時數從每週六節遽降成四節；教育部訂必選古文有 40 篇之多， 

授課量大增且教科書內的範文安排數量過大(每冊 12-15 課)；學生的資訊基 

本素質太差(只會玩遊戲，不會妥善使用文書處理軟體)，若要使用典藏資源 

融入課程，可能還需花費兩節課重講如何蒐集資源？如何使用文書處理軟 

體，製作一份內容豐富的報告等。所以整體而言，情況便的與六年前開始實 

驗時差太多，最後只能忍痛暫停使用數位典藏的豐富資源」(D05：89-101)，  

2009 年到 2011 年參與比賽的老師對於持續使用數位典藏資源地回答就比

較正向與積極，F08 老師除了本身參與教案比賽外，在外受中研院、資策會等單

位任務，對於數位典藏資源的認識比一般老師深、廣，對於數位典藏，他肯定數

位典藏是一個很棒的資源，但也就是太龐大的資料庫，使用起來是有一定的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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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需要花多一點時間摸索，建構出自己的知識庫，到了要使用時才能俯拾而來，

皆是資料。而不同於 2004-2005 老師，會繼續使用數位典藏資源且願意進一步

去摸索的老師是比較多的，如 I10、L13，尤其是很多東西開始消失，透過數位

典藏可以保存下來外，更可以當作教學延伸、參考很棒的資料，而 L13 老師則

表達：而也有老師考慮到其他因素，所以比較少使用。 

「教案設計後更刺激使用數位典藏資源，因為發現裡邊有很多的資源。……  

我其實收集資料還是很廣泛的，只是說當我需要，如白話文、海洋文學特 

別跟蘭嶼有關係的時候，我就一定會去數位典藏去找，比如說~他的配備什 

麼的，底下會告訴你原始物件多大、怎麼使用，然後還有打入蘭嶼，他會 

出現很多跟蘭嶼有關的，有一塊 cc 加值，非常有趣，另外范進中舉那一課 

也有，有像紙娃娃一樣上邊畫著作弊的夾層，他弄得非常有趣，這東西給 

學生看，他們會很有趣，這東西他們將裡邊的資料消化後，圖像化的呈現， 

非常有趣。……如果我要找很具體，我知道要找什麼圖片，我會從裡邊去。 

他和一般網站差別~一般網站解析度不一定好，解說也不一定正確，有時候 

一整篇一張小圖片，到數位典藏裡邊講說會比較詳細，且有公信力，我就 

會去用裡邊資料，不過前提是~我要知道有那資料。」(F08：147-148，91-97， 

101-105)，  

「偶而會用，像我們這兩本（中山女中國文科講義）教材都有，我最近有 

看到不知道哪個研究戲曲的教授，要把國光劇團、相關藝術表演，數位典 

藏化，這其實太棒了，最好趕快作。」(I10：72-74) 

「有，只要有適合的片段，都會建置使用」(L13：21)。 

「目前比較少使用數位典藏資源，最大的原因在於數位典藏資源上的字體 

太小，造成學生在閱讀上十分吃力。」(J11：34-35) 

（二）周圍高中國文老師使用數位典藏現況 

進一步訪談老師，詢問他們就自己教學現場，是否有應用數位典藏資源的老

師，表示周圍所認識的高中國文老師，甚少、極少使用到這各資源（如 E06、

D05）比較積極的也只有 C04 老師，透過校內研習分享，而該校老師因為研習

因素，因此在課程上多多少少都會使用此資源，甚至將資源化成材料進入教學。 

「不清楚，而自己在教案設計後，但多數仍直接使用 yahoo、google 等搜尋 

引擎尋找合適之教學資源，因數位典藏的架構未充分整合，尋找可用資源 

耗時較長。」（E06：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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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校的使用環境來說，除了我以外，非常少，也可以說幾乎沒有。當 

然本人也不是沒想過在科內辦理簡單的推廣活動，但礙於年資短淺，恐傷 

科內和氣，這想法也就作罷。」(D05:103-105)。 

「因兼任行政，不授課，故未繼續使用，但為推廣本教案，利用推廣計畫 

分區至各地宣導分享，並透過校內教學研究會分享，提供校內教師參酌使 

用。本校高中國文老師共 11 位，超過七成或多或少會運用數位典藏資料， 

當作教學的參考資料，且製作成領域內自編教材會簡報檔，供全體教師分 

享教材」。（C04：37-39） 

數位典藏資源於教學現場使用率並不高，有老師認為是因為任課時數、升學

壓力，甚至是數位典藏資源融入教學模式侷限有關，而 D05 老師所言的這一番

話，可以作為數位典藏於教學現場的註解和思考。 

「我認為數位典藏要融入國文教學並沒有多大的困難，最大的困難在於課 

程時數的嚴格受限與課綱開課的重重限制，如果課綱的限制能有進ㄧ步鬆 

綁，或是整體教學環境、氛圍(考試領導教學的魔咒)改變，對典藏資源融 

入教學一事，便可以有更大的發展空間，不過對於一般的國文教師而言， 

要使用過去罕於使用的網路資源，作為教學、備課資源，的確有其困難度。 

另外一個得注意的是，數位典藏融入國文教學的模式，是否還有更新、更 

突破的作法，能不能有更清楚的作法，達到傳統書寫、聽講的授課成效， 

我想這對教師實驗數位典藏融入國文教學的誘因，又會有所提高。」 

（D05:80-87）。 

這麼龐大的資料庫，適用於國文教學的有哪些，教學方法、教學策略雖每個

人不同，每個人在資料選擇上各有千秋，不再為「數位典藏而數位典藏、資訊而

資訊」，回到語文、國文教學的本質思考，利用這些工具方式王道。然而他們周

遭現場教學環境中，此資源有沒有被認知、被使用，甚至知道如何去用，如何善

用，更是教學現場所要去思考的問題(如 K12)。 

「用文字不如用影片，會呈現這樣效果。今天我花了很多力氣講了一堂 

課，不及那三分鐘的廣告。某各程度，當有一些好的媒介時，它可以達 

到超乎想像的效果。他帶來了一些預料不到的教學效果，是超出自己原 

本設定的，包括學生對教學情境的融入，原本只是想吸引他的注意，」 

(K12:13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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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們認為數位典藏資源的特色 

課程教學應用時，受訪者對於數位典藏網站和其他一般/教學網站比較，歸

納訪談者看法，整理出他們認為數位典藏的特色有五個：內容正確性、權威性、

豐富性，其擁有大量圖案與影音資料，以下細述： 

（一）內容正確性 

有 5 位受訪者提到內容的正確性。由於數位典藏網站是由國科會與個典藏單

位負責建置，所以在資料的收集、整理組織與呈現上，較具正確性。 

    「資料的準確度較可信賴，且資料可合法公開使用」（L13:17） 

（二）內容具權威性 

由學術界所共同建置的數位典藏網站，多讓使用者認為該網站提供的資訊資

源是專業的，並具有權威性。 

    「數位典藏資源畢竟是比較專業的學術網路」(D05:70)。 

 

（三）內容的豐富性 

這是受到訪談者們普遍認定數位典藏網站的特色，而豐富性可從資料的數

量、深度、廣度三者來看。 

    「數位典藏的資源為主題式的網站，典藏豐富，且有教學素材、教案、學

習單，或有優良較案可參考，對於教學的創新很有助益，另可提供給學生

自修之管道，延伸學習的廣度。而數位典藏最大價值，於自然、文史、人

文、藝術….等資源素材保存容易，不易流失亡佚，且日後研究、教學之應

用較便利」（C04:25-27,41-42）。 

然而網站內容的豐富、內容的深度或涵蓋範圍較廣的情況之下，使用者卻往

往可能有使用上的困難。 

    「數位典藏因為資料庫眾多、分類龐雜，且專業性高，未能有效整合。」 

    (E06:14) 。 

（四）內容具圖像與影音資料 

在網站內容上，受訪者對於數位典藏網站的圖像及影音資料持正面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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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圖片而言，如故宮網站，解析度及圖片品質都叫為優良，資料豐富，

有些網站具有互動的功能，可方便學生利用」(A01:25-27)。 

四、數位典藏資源融入高中國文教學的應用 

數位典藏資源融入高中國文教學的應用，有很多的面相包含：可作為補充

的教材、可作為創新教學的方法、可用來活化教學內容、可提供老師個人備課、

可利用其資源拓展學生學習經驗、可激發學生學習動機、可增加學生資訊素養

等。 

（一）活化教學內容 

數位典藏品只是數位化的教學資源，也許在教／學方面可以提供比傳統紙本

教材更方便的工具，其提供了更高品質、更準確的資源(如:A01、I10)。 

    「網路普遍且有效建置的前提下，部分網站可當成國文課時實境體會的素     

材。…數位典藏有資料豐富、互動性高的特徵」(A01：29-30，33) 。 

    「我覺得很方便，只要有網路、有電腦，不用上窮碧落下黃泉，去各個博

物館去看史記的文物，而是他所有的東西都可以彈指之間應用在教學上。」     

(I10：47-48)。 

（二）創新教學方法 

受訪者多數表示數位典藏的確能支援教學活動，提供相關的資料以補充教學

內容的豐富度。而數位典藏資源的注入提供了教學上的另一個創新與使用(如

L13、D05)。 

「使用數位典藏資源能有創新的思維，不同思考的面相」(L13:14) 

「針對某一主題，製作單元影像，作為教學輔助資源。數位典藏最大價值   

在於提供第一線教師另外一項整合教學資源的工具，如果該項資源能有更 

清楚而簡單的使用介面，我想更能有效地推廣出去，也能達到當初本團隊 

接受國科會委託研發教案的初衷」（D05：107-109）。 

（三）作為補充材料 

透過數位典藏補充材料、拓展學生學習經驗，更是附加的價值(如 C04) ，

數位典藏增加學習興趣外，提供學生自修管道，透過其主題式的建置，延伸學習

的深度與廣度。 

「網路的無遠弗屆，透過數位典藏資源所提供豐富、精確和多元的教學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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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可促進教學活動的活潑性及有效分享學習資源，可呈現多元化的教資料 

及活動設計」(F07:30-32) 

「有些素材不易取得，但夠過數位典藏的相關素材，可增加學習的興趣， 

犁、牛車、大冠鷲的鳴叫聲等，讓學生可以看到實物、聽到鳥鳴聲，可增 

加學習效能，亦可使教學較為活潑，師生較為熱絡……數位典藏的資源為 

主題式的網站，典藏豐富，且有教學素材、教案、學習單，或有優良教案 

可參考，對於教學創新很有助益，另外可提供給學生自修之管道，延伸其 

學習廣度。」(C04：20-22，25-27) 

 （四）小結 

羅鳳珠（2007）認為數位典藏品只是數位化的教學資源，可以更方便的整

合各種不同的教學教材（文字、聲音、圖片、影片等等），也能透過資訊及知識

架構的設計，建立更靈活多元的知識體系，以之應用在教／學上，可以更為活潑，

教學過程中師生之間，同學之間的雙向、多向互動更為方便。 

雖然數位典藏網站的內容可以支援教學活動，但並不適合全部引用，教學上

需要老師篩選資料、組織教材外，還須思考現實環境的侷限(如 E06)；而教師使

用數位典藏網站的方式，大致是配合原有之授課資料，視情況穿插使用(如 B03)。 

「數位典藏融入國文教學的可能性是有的，但需視課程內容及學校資訊設 

備決定融入之類型和使用率的高低。」(E06：22-23) 

「消化、反芻確實需要專業背景，對於國文教學與他校老師討論互動下，更 

能多角度思考。而對於有興趣者，可藉由宣導網站給學生自習。」（B03： 

15-16） 

J11 老師的一席話，可作為整個數位典藏於國文教學，於教材內容、課程教

學、學生學習等各面向的結語。 

「教案進行時，我認為數位典藏資源，確實較一般教材更能引起學生的學 

習動機，上課的氣氛也很好，學生參與度很高，這是文本教材所達不到的 

效果。在使用資源時最大的收穫，是能夠提高學生的學習意願，上枯燥的 

文言文能夠更生活化，也更生動，也讓學生不再感覺上國文課是很無趣。 

未來的趨勢勢必是教學與多元媒體結合，因此數位典藏融入國文教學是有 

可能性。數位典藏最大的價值在於能夠充實偏遠地方的教學資源。」 

(J11: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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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數位典藏網站融入國文教學的策略 

歐陽宜璋(2009)認為國文教學往往由繁複的表象入手，需要一種超越表象的

遠見和行動力，才能扣住幻象之外的真實，這說明國文教學的精神其實是由教師

的教學信念與風格力構築而成，從而形成一種教學的特色。 

一、數位典藏網站評選與原則 

    參與教案比賽的老師，原則上對於各版本的熟悉，其實是有助於教師編輯

多元的教材，接下來對課程、課綱的宏觀思考，往往可以有新的聯想與發揮。老

師應用數位典藏資源於教學前的規劃，原則上需熟悉各版本教材，一綱多本時

代，其實是有助於教師編及多元教材，對於教材準備，多數老師如 I10 教師所述，

先搜集手邊教材，決定教學目標，再去尋找延伸教材，而教師經驗不斷的累積，

所迸發出的創意也會不斷累積。 

「我最常用的是教科書配套，我不僅使用版本這一家，更會收集其他家的 

數位光碟，研究各家 PPT 的內容，此外我有參與替某一家剪片子，發現片 

子越來越多，因此也順便研究一下，且教科書後邊有許多延伸資源，後邊 

有許多延伸資源，我就連結出去稍微看一下。…. 有一些課上了第二第三 

次，就會再回頭看看自己要添加、修改什麼。回頭檢視自己教學、修正。 

也因為這樣，所使用的數位資源就會比較多，如：鴻門宴，我之前在上的 

時候，讓學生看大陸劇，看完後去做魚骨圖，今年就覺得要把它數位化， 

畫在電腦 WORD 上，因為我最早，我用紙本收集教學資源，後來發現紙本 

東西太多。」(I10:22-31) 

國文教學特色其一是範文教學，範文本身可視為一個主題，從該主題再擴大

牽連相關的知識，形成圍繞主題的知識串或知識圈，而數位典藏作為融入教學的

資源，如果能配合該課主題，進行網頁主題之探究策略，除了圖文、聲音、資料

的完善外，整各學習的知識架構將會因此延伸(如 C04)。因此教學前準備，最重

要的是—是否能夠找到適切的數位典藏資源以融入，而所要思考的是老師本身是

否知道資源在哪，再來就是若有了資源，老師該如何使用?(如 E06、F07) 

「數位典藏的資源為主題式的網站，典藏豐富，且有教學素材、教案、學 

習單，或有優良教案可參考，對於教學創新很有助益，另外可提供給學生 

自修之管道，延伸其學習廣度。」(C04: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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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課程需求及規劃進度決定應用之類型，如文字或影音。」(E06:7)  

「分析教材，鎖定教學重點，再參考有何可利用且便於取得的資源」(F07： 

8) 

在進行設計教案時，需要先去搜尋、揀選，進而設計(如 A01)，2004 年為

小組計劃，四位老師在專案計畫中，收到相關數位典藏研發資源，經由四位老師

思考、討論，最後選定「蘇軾」做為發展的內容，當時包含教育部「時空之旅—

蘇軾」本身建構非常完善，從文史地理系統、唐宋詩詞作者及作品分佈地理資訊

系統、詩詞朗誦…都非常完備，輔以故宮博物院當時數位典藏計畫「文學名著與

書畫」，再加上中研院「搜文解字」資料庫的設置，對於以「蘇軾」為主題很快

就取得共識，接下來再進入到蘇軾不同作品，開展出四個教案，在這歷程中，這

些老師也是透過尋找能夠符合的數位典藏資源，進而進行課本延伸，思考可使用

的時機，是安排於課程前的引導、課程中的討論、或課後練習，其中巧妙在於各

個老師。 

「先從當時提供的幾個網站中，揀選出較方便且實用的部份，再從中找出 

與國文課文有交集的部份。在撰寫時多針對素材特徵去設計活動。」 

(A01:8-9) 

數位典藏融入教學於第四章得獎教案中，其應用於古文類型的多，且於作

者、延伸主題的學習，符合數位典藏以主題建構的要件，且於得獎教案使用數位

典藏網站分析，關於古典文學建構的資料較早也較為豐富，因此老師在使用上也

較為方便，也更容易找到適用的資源延伸學習，而數位典藏網站作為教學的元

件，提供資料庫詳盡的檢索、知識的架構與互動的見面，使得教學更趨豐富，2004

年的教案或是 2009 年教案使用之數位典藏網站，多使用其資料檢索或是內容知

識。 

教師在教學前階段要如何選取適當的數位典藏資源，取乎在老師知道資源在

哪裡，而教材非一朝一夕的東西，因此老師平日就要累積一些教學資源，否則臨

時要去用，很難(如 F08)。 

「其實很多老師不是很瞭解，數位典藏這個東西是什麼。這整套的概念和 

裡邊的寶藏，因此我當初那篇『數來寶』要念『ㄕㄨˋ』探討數位典藏裡 

邊的寶藏。……我自己是覺得說，我不會特別的去使用數位典藏，一定要 

找他，但某一些我要高解析度的照片，如他們早期蘭嶼刊物的電子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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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去使用。我在推廣時，有使用到，其中裡邊有小孩子寫的一首詩，寫 

的非常好，我就跟大家說~這些東西都存在只是沒有被看見。如果我要找很 

具體，我知道要找什麼圖片，我會從裡邊去。他和一般網站差別~一般網站 

解析度不一定好，解說也不一定正確，有時候一整篇一張小圖片，到數位 

典藏裡邊講說會比較詳細，且有公信力，我就會去用裡邊資料，不過前提 

是~我要知道有那資料。」(F08:85-87，98-105) 

研究者訪談發現，教師們通常會將上課可能使用到的素材及自製教材事先累

積起來，等到該課課程時，再拿出來使用。尤其數位典藏對許多高中老師而言是

一個很陌生的課題(如 K12)。近年來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計畫於教育部下

推展「高中學科資訊融入教學網」，建構教學元件讓老師方便下載使用，藉此希

望數位典藏資源，在教案比賽、學科中心研習推動下，使數位典藏資源有機會被

利用於教學。 

「我覺得數位典藏融入教學，有一些要去克服的，正如我所說，最大的困 

難點是教學者對數位典藏的認知程度，當我完完全全沒有概念時，我去使 

用他的、接觸他的機率是很低的，另一方面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讓大家知 

道~很便捷的去使用，我覺得這需要更多老師的分享。……反而真的有去碰 

觸過的，才比較容易使用，就像我有去過研習。看過別人實地的示範，我 

才會去使用。」(K12：153-157，175-176) 

     F08 老師訪談時，談到在無心插柳的意外下發現的資源，增加甚至強化了

教學上的可能性，收尋資源就像是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越滾越深，最後水到

渠成，達到一想不道的效果，這是超出備課、超出原本設定的。這或許就是資訊

科技/數位典藏融入教學的魅力。 

「且有時候不小心蒐尋到一個網站，我還要特地把它存取下來，免得下次 

找不到，比如我要教一個課程，我是找完所有素材後，輸入所有作者關鍵 

字，我才想我隨便進入各類別，如老照片，我找到的資料~北投硫穴記，我 

以前是自己走一趟，自己去錄影、拍照，同學們都很有興趣，後來我在老 

照片裡邊找到了民國初年，甚至是日治時期北投照片，那就真的跟課本很 

符合，到處都是白煙、濃霧，可以看到那是個勝地，我找到了四五張，那 

讓同學們非常有興趣。 

我發現幾張老照片就有一定的效果，接下來我去看看老照片，發現老照片 

裡邊竟然有板橋高中附近的林家花園，一模一樣～只是黑白，從此見證，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21 
 

近百年年前的林家花園跟現在差不多，我把它放在台灣通史序，那是很無 

聊的一課，除了上完作者、題解、課文後，大家不知道怎麼上他，我之前 

曾去圖書館借史記讓同學們翻，但同學們興趣不高，後來我就給學生看看 

那個時期高中生他們在做什麼，這在老照片裡邊都有，當時高中生的軍訓 

課、社團課，就這些照片～那時候上台灣通史，我就一直在思考，要給同 

學們什麼，領略其作史初衷，那就讓他們看看老照片，如武昌街、博愛街 

等，同學們會有「唷，原來曾經」，那麼歷史就不再只是紙面上，而是他們 

可以找到意義，於此進入連橫的時代感，處於那個時代的悲憤。後來我就 

把祖譜找來，把它拿過來跟學生講，那就是歷史，歷史不再嚴肅和遙遠， 

讓大家回去找祖譜作為活動，加上自己家的老照片，有些同學會認真當作 

業。」（F08：47-66） 

因此，對於數位典藏概念、語文類數位典藏統整，是數位典藏融入教學、成

為教學資源很重要的一步，數位典藏資源雖然不是全部適用，但至少能知道有哪

些，除了提供老師上課資源外，老師也可引導學生了解這個資源，享用更大的數

位資源。 

二、教學實施策略 

課程中使用數位教材，最普遍的就是將數位典藏資料轉化成教學資源，製作

PPT、學習單(如 E06) 此外，數位典藏資源可以將資料轉換成資源，使用數位

典藏的文字、圖片、影音聯結，引起學生動機和加深教學內容（如 I10、J11）。

更進一步利用數位典藏新的技術，讓學生有深入其境的學習（如 C04），引起興

趣並激發想像，並藉以深化教學。    

「視課程需求及規劃進度，決定應用之資源類型，製作 ppt、播放影片，或 

運用課堂補充講義中。設計互動學習遊戲，供教師轉知有興趣的學生利用 

網路進行自主學習、延伸學習。」(E06：9-11)， 

「一、 以作者相關圖片連結至自製 ppt，俾使學生能更深入理解作家；二、 

佐以課文相關文物、圖片、資料，豐厚文本教學。三、目前正建置中的影

音資料庫，可結合戲曲單元教學。」(I10：99-101)，  

   「在選取教材方面會選擇能夠補充課程的部份，例如資源中的開頭動畫、課

前導讀與綜合活動這幾部分。統整與延伸時使用教材，曾經使用數位典藏

網站資源進行評量，時間在五分鐘，並以全班一起回答的方式進行。」(J11：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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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數位典藏推廣計畫主網站及目錄網站，以關鍵字詞搜尋數位典藏之 

區域文學大家的文本與其他網站的相關資料(自然、人文、歷史等)，並結 

合 GIS 地理資訊使教材能反映區域文本的真實性，猶如身歷其境般，漫遊 

作家寫作文本的背景、文創歷程……等。」(C04:12-15) 

教學實施策略利用虛擬實境，體驗真實情境的教學策略；透過問題導向教

學，以數位典藏之圖像資料與文字資料作為問題引導或討論，是最適用數位典藏

融入教學的方法，此外國文教學內容上，詩詞曲的韻文藉由古譜或唱腔，讓學生

感受其文章聲情之美，許多教師皆以相關課文吟唱朗誦，高中學科資訊科技融入

教學網中國文科資源，每課幾乎都設定吟唱檔案，省去老師製作的時間，方便老

師用，也開啟了課堂學習的多元角度，也意外的發現吟唱教學對於學生對古文的

專注力提升（如 K12）。 

「教案在進行時、或使用這東西時，我絕大部分所使用的是自己所製作的 

影片和學科中心、教育部研發出來的高中資訊教材，我主要使用這兩部份。 

我使用教育部資源時，他的確省去了我製作的時間，如柳子厚墓誌銘，他 

就有現成的，其中我很受用的是朗讀這一部份。事實上，我們也可以藉由 

朗讀這件事情，讓學生去領悟這篇文章的特性，而我自己本身沒有這能力， 

但透過這樣的資源，學生聽到洪澤南老師古音朗誦，會有感受，因此我會 

讓學生多使用，此外，因為音是古音，你說他是台語還是古語，學生會很 

專注的去對照這個字，這是另一個收穫。」(K12:86-93) 

數位典藏可以應用的部份是什麼？除了在字、詞、句、成語的搜尋外，圖片、

影像補充說明文章內容，朗誦、吟唱注入在課程中外，考驗的就是老師對於數位

典藏資源的熟稔度、連結度。 

三、教學評量模式 

評量模式上最常使用學習單和專題實作的操作，將數位典藏轉化成學習單

（如 C04），提供給學生自修之管道，並延伸其學習廣度安排主題性的探索，如

D05 老師教案中飛魚季、達悟族的探討，可利用各個數位典藏網內置的資料外，

其數位典藏網中的教學資源、數位學習，包含動畫、聲音、圖片等都是很好利用

的工具。 

「在評量部分，並非每一家庭均能上網及完整資訊器材，運用數位典藏素 

材時，常須轉化為學習單，作為評量的方式。……數位典藏的資源為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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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網站，典藏豐富，且有教學素材、教案、學習單，或有優良教案可參 

考，對於教學創新很有助益，另外可提供給學生27自修之管道，延伸其學 

習廣度。」(C04：17-18，26-27) 

四、小結 

透過認知學習達到情意薰陶為目標，是國文科極具特色的教學方式，透過數

位典藏資源拓展學生跨學科的學習，進入課程的深化（如 E06），2009 年之後

的老師多以參與教案比賽，使用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計畫下「高中學科資

訊融入教學網」資源，開始接觸數位典藏計畫，在教案中一開始僅使用教學網下

國文科資源，後擴至其他數位典藏資料庫和跨科資源的使用，這邊延伸了學生的

學習與廣度。2009 年後的教案普遍使用「高中學科資訊融入教學網」的元件，

K12 在得獎教案中所分享的：「教育部資訊媒體素材多能清楚呈現教學內容及引

發學生學習動機，尤其以「古音吟唱」、「篇章結構分析」、「問題與討論」三

者對學生的學習效果最佳；而「線上即時自我評量」在提升學生學習興趣與效果

並不明顯，可做為筆者下次運用媒體教學之借鏡。」，這系統不僅提供課前的引

導、教學中的活用，在課後除了即時評量外，還可以提供學生自學、自修。 

「數位典藏提供多面向、豐富的數位資源，可供有趣的師生進行課程的深 

化討論，或延伸至其他相關領域，發展跨科目之協同教學。」(E06:38-39) 

國文教學除了具體的語文訓練，例如『聽、說、讀、寫』的基礎訓練以及生

難字詞、注釋、修辭的階段訓練，同時也有屬於抽象的文藝欣賞和精神陶冶的與

文化層次。國文教材內容所涉及的歷史背景、風土地理、人物思想和哲學信仰廣

度，也可構成文化認知層次的要領。 

「在設計＜飛魚季＞至這一篇教案時，我最先想到的事是，如何讓學生藉 

由這一課的教學設計習得其他學科也能使用的基本資訊能力。因此，課程 

設計的邏輯大體都是按照這個模式進行，除了我自己教學上所需使用的背 

景知識外，期許學生完成的報告等。我先試過相當的關鍵字。並從數位典 

藏資料庫中找到相關的材料，所以當學生在操作上發現問題時，我就能再 

第一時間給予指導。另一方面，因為這是一篇白話文，且又是台灣文學體 

系中更為特殊的原住民文化寫作，換句話說，文化的基本認識是解讀這篇 

文章的背景，如果能對背景有了清楚的了解，學生就能更清楚的掌握作者 

未什麼要捕捉『鬼頭刀』以證明自己的地位，再者，這篇文章安排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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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在高一，因此在小組議題報告的設計上，也期望能夠結合不同主題， 

如：生物、文化、歷史等，間接協助學生探索性向，幫助她們確立高二以 

後的分流選擇。因此在教案設計上，根植的架構較為複雜。」(D05:31-42) 

D05 老師運用於課程時，利用數位典藏主題性網站，開拓學生深度、廣度，

藉由課程的引導、安排，讓學生深入主題，此外竟出現一個附加的價值，就是透

過數位典藏的廣度，在議題報告中安排學生結合不同主題、不同資料的涉獵，間

接的拓展學生的視野、探索性向，幫助學生在高二之後的分流，這倒是意外的收

穫。 

而數位典藏資源融入教學、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在設計時需注重實用性質，

培養學生代的走的能力（如D05），因此在學習過程或是任務安排上，讓學生懂

得操作、運用、尊重；此外設計數位典藏資源融入教學時，須回歸到課程內容

的主軸（如I10）。 

 

「在教案設計時，為了讓教師與學生都能從數位典藏資源中獲益，我們不 

僅在教案上給予教師教學資源，也希望學生能學著應用該項資源，在未來 

其他科目的應用上也能有所助益。因此我們設計時，特別注重實用性質。 

當然「資訊融入教學」的口號喊的震天價響，但是大多是只是將課程內容 

轉化成 數位媒體展現，這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初衷有很大的差別， 

因為「資訊融入教學」的最後目標應是，讓學生在教學過程中習得應用資 

訊的能力，懂得掌握學習律動，懂得應用資訊材料，並不只是將該項能力 

視為「玩電腦」。」(D05：24-30)。  

「數位典藏是一個龐大的資料庫，老師應該是花一點時間去想以學生的學 

習經驗，要怎麼去連結，放手讓他去資料庫搜索，然後一個知識建構的模 

式，讓他們學會查詢時資料和跟課本結合。這是理想，這樣每個學生、每 

組查到的東西不一樣，就應該給他們一些限制，然後讓他們來分享、加深， 

讓他們彼此看到和自己不同的觀點。」(I10:33-37)。 

「資訊融入教學」為傳統的高中國文教學開啟新視野，「聽、說、讀、寫」

則為語文教育的基礎功。在教學現場中，承如 K12 老師在得獎教案心得中所分

享的當教師運用這些資訊教學媒體以及互動式教學平台的設計，課程實驗結果證

實的確能提升課程的趣味性，並增進學生學習的效能，而數位典藏的價值也就在

其中。 

    「在這次的國文課堂中，透過資訊媒體，「生命」有了對話的機會：是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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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文人與學生的對話，也是師生之間的對話，更可能是學生與自己的對 

話。若有機會，我仍希望以資訊媒體融入教學的方式引領學生走入國文課 

堂之中，也走進彼此的生命之中。在傳統的國文教學中，要呈現完整的主 

題教學並不容易，尤其是結合資訊媒體。然而此次的教學讓我對國文教學 

有了新的思維，也發現新的可能。1.教育部所開發之資訊媒體提供教師作 

主題式教學適當之素材。2.融入資訊媒體有助於教學情境之呈現，不僅能 

提升學生之學習興趣，並且能有效結合文本閱讀教學，利於深化學生之學 

習。3.資訊媒體融入教學可使學生體驗多元學習之經驗，亦能激發教師之 

教學創意。4.整體而言，資訊媒體教學可形成有效之國文教學。」(K12教 

案比賽得獎感言) 

第五節  問卷調查分析 

本節透過輔助問卷，探討高中國文教師使用數位典藏網站進行教學相關面

向，1.國文教學相關資料收集、2.數位典藏資源使用情形、3.使用數位典藏網站

的困難、4.數位典藏資源的需求：內容資料、功能需求、推廣服務需求三方面、

5.數位典藏融入國文教學適用類型。 

一、 國文教學相關資料收集 

表 5-1 教學資料來源及偏好程度 

國文教學相關資料來源 未曾

使用 

很少

使用 

偶而

使用 

經常

使用 

1.校內外圖書館館藏資源 0 2 5 6 

2.數位典藏資源 0 2 8 3 

3.教科書光碟/出版社網站 0 3 1 8 

4.個人製作之教學檔案 0 1 2 10 

5.收尋引擎： yahoo 、 google等 0 1 0 12 

6.同事、朋友或其他人際網路 0 4 4 5 

7.其他，請說明：     

平日備課，國文教學相關資料來源及偏好程度，教師準備課程，收集資料來

源很多，從圖書館到網際網路到出版社光碟，將所收集的資源桶整合，製作成個

人的教學檔案，而在使用資源時，對於網際網路的使用的人數有 12 人次的經常

使用，其次是教科書光碟/出版社網站 8 人次的經常使用，在來就是圖書館資源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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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的經常使用，而對於數位典藏資源經常使用的人不多，獲獎的老師頂多偶而

使用。由此推知數位典藏資源融入高中國文教學時，其使用率是不高的。 

二、 數位典藏資源使用情形 

1. 透過何種管道知道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 

表 5-2 得知數位典藏管道 

學校公告 同事推薦 媒體報導 本身工作 網路不經

意瀏覽 

其他：研習 

5 3 0 4 2 3 

2004 年數位典藏進行高中職推廣計畫，老師直接由學校公告得知研習，自

動報名或是學校指定參加相關研習，2005 年老師使因為參與計畫（本身工作）

接觸數位典藏，到了 2008 年後大多是透過研習或是網路上部小心瀏覽到，進而

接觸到數位典藏概念。 

2. 您使用『數位典藏』相關網站的頻率 

表 5-3使用數位典藏網站頻率 

經常使用 偶而使用 很少使用 其他 

3 6 1 3 

老師於教案設計後後，持續使用數位典藏資源的比率是高的，不過大部分都

是偶而使用，經常使用的不多。 

3. 您未來使用『數位典藏』相關網站的意願 

表 5-4未來使用數位典藏網站意願 

一定會經常使用 偶而會使用 不確定 不打算使用 

5 6 2 0 

    獲獎老師對於數位典藏後續使用意願是高的，6 位表示偶而會使用，5 位表

示一定會使用。 

4. 您是否會推薦別人使用『數位典藏』相關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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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向別人推薦數位典藏網站的可能性 

一定會 可能會 不會 無意見 

8 5 0 0 

    獲獎老師皆表示會向別人推薦數位典藏資源，有 8 位一定會，有 5 位可能會。 

三、使用數位典藏的困難 

本小節歸納高中國文教師使用數位典藏資源時所遭遇的障礙與困難 

表 5-6 使用數位典藏困難 

使用數位典藏資源曾遭遇之困擾 非

常

不

同

意 

不

同

意 

無

意

見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缺乏一整合之高中國文教學入口網站 1 3 0 6 3 

2.不易找到適切的教學內容 0 3 3 5 2 

3.內容未經常更新 2 1 3 8 0 

4.資料量太少 2 0 5 5 1 

5.資料品質不佳，如：資料有錯誤 1 2 6 4 0 

6.資料不完整，如：未提供全文 1 2 3 7 1 

7.缺法可供合法下載利用之多媒體資料 1 1 3 7 2 

8.圖片解析度太低，不方便再利用 0 0 4 6 2 

9.系統不易使用 0 3 4 6 0 

10.系統功能不足，如：未提供全文檢索功能 0 2 5 5 0 

11.系統不穩定，如：常當機 0 5 7 0 0 

12.系統速度太慢，如：翻頁或查詢結果回應速度慢 0 5 3 5 0 

13.系統缺乏互動功能，如：留言板、討論區 0 1 10 2 1 

14.缺乏使用說明，如：未提供線上操作指引或太簡略 0 2 6 4 1 

15.缺乏服務溝通管道，如：使用問題，不知道問誰 0 0 5 5 1 

16.個人缺乏適當訓練，不會使用 2 3 4 6 0 

17.個人資訊能力不足，恐影響教學結果 2 4 4 3 1 

18.教學負擔重，沒時間充分了解與利用 0 2 3 8 0 

19.怕影響正常教學進度 1 4 4 5 0 

20.學校行政主管不重視，未積極推廣 2 4 2 3 2 

21.學校設備不足 2 5 5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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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考試不會考，學生學習意願不高 2 6 2 2 1 

23.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就老師問卷分析資料，與配合老師訪談，將同意與非常同意合併計算，分析

結果之困擾程度，由困擾度高者開始： 

1.缺乏整合高中國文教學入口網站 

13 位受訪老師中，有 9 位表示缺乏整合的入口網站。多數受訪談教師就其

檢索數位典藏資源經驗時發現，常常許多的資源重複分散在各種網站及平台當

中，造成其尋找資料的困難，老師們認為製作教材已耗盡心神，有資源卻仍得不

斷同中求異比對資料，費時費力，希望能有一個統整的國文科入口網站出現。（如

E06、G08） 

「規劃一入口網站，分科、分主題整合教學應用知數位典藏資源，並針對 

全國教師分各縣市進行調訓，讓每位教師均能了解此一資源及使用方法。 

」（E06:42-43） 

「安設統一檢索入口搜尋引擎」（G08:189）。 

2.缺乏合法下載利用之多媒體資料 

13 位受訪老師中，有 9 位表示缺乏可供合法下載利用之多媒體資料。使用

數位典藏資源，教師們覺得最為困擾的是著作版權的問題，有創意的教師自行製

作許多精采的數位材料，但其中運用的資源無法公開，可能會產生侵權的問題，

使得這些優質的資源無法傳遞和分享，以製作者的觀點而言某些素材無法供他人

取用，而在使用數位典藏資源，創用 CC 授權固然提供了很好的資訊，唯某些資

料庫並未能全面下載，有些資料不對外開放，甚至需要輸入帳號密碼方能取得進

一步的資料，這對教學現場的老師而言是相當不便的（如 D05） 

「在解析度上，數位典藏網站也提供了內外有別的下載方式，帳號使用者 

能夠下載解析度更好的檔案，這對學術交流提供了更為友善的途徑。然而， 

對於授權的使用上，或許過於嚴謹。……如果數位典藏資源要讓全國高中 

職使用更為便利，若能比照設立高中職端圖書館即可使用的「離線型資料 

庫」，或許在推廣上，能讓這個資源的使用更加便利。」（D05：69-78）。 

3.教學負擔重，沒有時間充分了解與利用 

13 位受訪老師中，有 8 位表示因教學負擔重，沒有時間充分了解與利用數

位典藏資源。包括參與教案比賽的老師，對於數位典藏資源是陌生的，加上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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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現場的忙碌，因此對於此數位典藏資源是沒有時間充分了解，加以利用，導致

數位典藏網站於高中教育功能的輔助上有所不足。 (如 K12、J10) 

「我覺得它是有可能的，因為可能性~就是一點點可能也是可能性。但我 

覺得數位典藏融入教學，有一些要去克服的，正如我所說，最大的困難點 

是教學者對數位典藏的認知程度，當我完完全全沒有概念時，我去使用他 

的、接觸他的機率是很低的，另一方面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讓大家知道~ 

很便捷的去使用，我覺得這需要更多老師的分享。」(K12：153-157) 

「但其實我們其實都不太了解他有什麼，透過你的整理，我才知道有這些， 

不然我都僅限定在那個所看到的網頁入口，如羅鳳珠和其他都算。我們都 

在用，但我們都不知道它屬於這個研究，其推廣上應更加深。」（I10:53-57）。 

4.內容未經常更新 

13 位受訪老師中，有 8 位表示數位典藏內容未經常更新。在眾多數位典藏

網站中，有因計劃正在進行而持續建置該網站內容者，有因計劃結束而停止發展

與維護網站內容者，而這兩者皆有可能造成使用者的使用困難。前者在於網站內

容建置速度較為緩慢，使用者無法從該網站中獲至足夠的資訊；後者則是網站內

容不再更新或連至該網站之聯結已經失效等，都會讓使用者遭遇到困難。(如

C04)  

「計畫常因終止補助或結案之後，這些網站系統就關閉或無法使用，應加 

強後續之服務與運用。版權的授予不明確，恐有侵權之虞。」(C04：45-46)。 

5.資料不完整，不易找到適切的教學內容 

13 位訪談教師，有 8 位反應應用數位典藏資源時，會讓他們覺得資料不完

整，不易找到適切的教學內容。一方面是對於數位典藏網站使用上並不熟悉，另

外一方面當初數位典藏設置是從保存、研究開始，而並非為了教學，因此走入教

學現場的使用是有差距的，教師在教學時需要的不一定是元件，有時可能是需策

略性的文件參考，及有關下載使用原件或教案的參考說明，而某課意象的經營、

教材元素地應用有不同的需求和期望，因此教師對於數位典藏網站的設置，難免

會有這樣的反應。 (如 A01)。 

「在網路設備普遍有效建置的前提下，部份網站可以當成國文課時實境體 

會的素材。高中國文的學科網站(專門提供教學)使用率更高，素材的提供， 

但缺乏方便的使用功能，需老師一個一個去試、去了解，也需要轉化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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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行實務上較為困難。 

數位典藏網站有資料豐富、互動性高的特徵，但教室無線上網系統是否穩 

定是關鍵，但以現有資源在教師內只能由老師示範及同學上台體驗，是需 

要進一步轉化為設計學習單讓學生能再加操作，進行自主學習。還要考慮 

到城鄉差距，是否每個家庭都能藉由網站學習，此外學生家長反對上網也 

或許是個因素。」（A01：29-36） 

6.系統不易使用，缺乏服務溝通管道 

13 位老師有 6 位老師表示系統不易使用，缺乏管道。系統的不熟悉，當然

就是會有不易使用的狀況，而數位典藏計畫中的推廣服務又侷限一隅，使得這資

源是很少被知道，而這雖牽乎老師的資訊應用能力與素養，然而數位典藏在服

務、推廣到高中職教育這一塊，直到 2008 年才開始有起步，一切正在開始，而

老師們反應的意見，更好可作為未來推廣數位典藏的思考。(如 F07) 

「網路使用途徑之說明需儘量做到一目了然，網站資料的維護及更新能有  

所重視。」(F07：35-36) 

7.個人缺乏適當訓練，不會使用 

13 位老師有 6 位老師表示，使用數位典藏資源時，缺乏適當訓練，不會使

用。教師面對新科技透過研習或自我摸索的專業成長是需要的，K12 老師對於這

個現象闡述的非常直接、也一語道破，使用數位典藏網站來教學，除了老師的資

訊能力，另外一部分也在於老師對於教材內容有沒有辦法找到融入數位典藏資源

的教學內容，而在第一線教書的老師需要更確實的引導，甚至是一種融合實作的

研習，如此對於資源的使用會比較容易上手。 

「我自己來看我的同事，我的同事會比較願意去使用資訊融入教學的 40 歲 

以下，40 歲以上多少會使用資訊融入教學，它們最常使用的是出版社 PPT。 

我自己去觀察，這其實是因為，40 歲老師對這一塊的認知比較少，因此他 

們會擔心，它會找不到其他素材，所以他們只能使用出版社所提供的，而 

他們也會以為資訊融入教學就是這樣子，我覺得這是一個部份。……40 歲 

以下的老師，多多少少都會接觸一些資訊媒體、各式各樣，它會有比較多 

資會接觸比較多的素材。至於妳說的數位典藏教學，我覺得這機率並沒有 

很高，我看到我同事他們使用的素材，絕大部分都沒有使用數位典藏教材， 

因為它們會覺得裡邊的內容一定很制式。有年紀就直接使用出版社，沒有 

年紀的會覺得裡邊資料很制式，因此這兩個區塊就沒有人使用。反而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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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去碰觸過的，才比較容易使用，就像我有去過研習。看過別人實地的示 

範，我才會去使用。」(K12：165-176) 

8.怕影響教學進度 

教師使用數位學習資源是每位教師的使用方式不同，然而有捨有得，若在數

位教學上著墨過多，教學速度可能需要增快，而目前教學時數又縮減，教師覺得

無法在國文教學上發揮，運用數位教材或許可加深和加速學生的學習，但多數的

教師仍認為無法每堂課都進行。因應繁重教材和課程，教師們都有感課程的壓

力，形成其在運用數位學習資源上的阻力，訪談的 13 位教師，經調查有 10 位

表示在一學期 14~15 課的課程中，設計數位典藏融入教學或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的頻率是 1~5 課。（如 B03） 

「數位典藏是好的資料庫，但除了老師將之以媒介宣導給學生，設計教案， 

或各式活動讓教學活化，各校學生的差異性，也是老師推動迥異的關鍵， 

再加上高中以升學為導向，時間(授課)又壓縮不足，常令老師心有餘而力 

不足，往往最終變成老師本人自學的資料來源，這也是我當初想使用卻不 

能貫徹各課的主因。」(B03:30-34) 

9.其他 

其他從系統功能不足、系統速度太慢、系統缺乏互動，到資料量不足，到學

校態度、學校環境，也有其他人提出。I10、K12 老師直接提到，數位典藏資源

融入教學時，除了老師本身資訊素養能力、課程進度壓力、數位典藏本身系統設

置外，學校環境、學校長官的態度也影響著數位典藏、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可能

性。 

「其實我在想，在一些私立學校，因為我有些機會可以去跟其他老師分享， 

私立學校在教學自主空間是很小的，光是把廠商配套東西教完，反覆的讓 

學生考試，那種紙本成績是比較重要的，不像我們公立學校，自主空間是 

比較大的，因此要她們融入數位典藏的話，不知道會有教學環境上的問題， 

學校支不支持是很重要的。像在我們學校班班有單槍、有電腦，不像早期 

都要去借，跟現在不一樣了。」(I10：60-65) 

「是的，雖然我不知道私立學校怎樣，但在公立學校，學校對於老師的教 

學是蠻自由的，在一定的規範之下要怎麼發揮，是自己的開發和選擇。」 

(K12: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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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而論，老師們認為透過使用網際網路搜尋教育資源為必然趨勢，不

僅使備課更為方便，同時新穎且多變化，除了能吸引學生注意力，也可加強課程

內容的深度與廣度，數位典藏的豐富資源，是語文教學的極大寶藏，有助於創意

學習、資訊融入，而在應用時也出現了以上問題，需要更多的投入來推廣。 

四、教師對數位典藏的需求 

利用問卷勾選，探討教師對數位典藏於內容資料上、功能需求上、推廣服務

需求上，三大方面的需求，進而提出討論，如下： 

1. 內容資料需求 

 

11

3

3

5

4

3

9

0 2 4 6 8 10 12

圖片影音

教學資源管理

高中國文教學專家

學習單

教案內容

依教科書章節提供

依主題單元提供

內容資料

      圖 5-1 數位典藏內容需求 

數位典藏內容資料需求部分，圖片、影音 11 票，依主題單元提供 9 票，再

其次是學習單、教案各 5 票、4 票。 

數位典藏品只是數位化的教學資源，可以更方便的整合各種不同的教學教材

（文字、聲音、圖片、影片等等），也能透過資訊及知識架構的設計，建立更靈

活多元的知識體系，以之應用在教／學上，可以更為活潑，教學過程中師生之間，

同學之間的雙向、多向互動更為方便。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33 
 

2. 功能需求 

 

9

6

9

7

5

1

1

0 2 4 6 8 10

主題導覽

全文查詢

檢索查詢

資料下載

線上學習

留言討論

互動遊戲

數位典藏資源功能

    圖 

5-2 數位典藏功能需求 

 

數位典藏資源功能需求，主題導覽、檢索查詢 9 票，其次是資料下載 7 票，

在其次是全文查詢、線上學習功能需求 6 票、5 票。 

這符合老師在進行資訊融入教學時的現況，多數教師在訪談時表示教材的運

用存乎己心，每位教師在教學前仍持續充實其教材內容，就製作教材經驗說明，

有時候教學是一種感覺、氛圍，國文是情意教學，教師的心情和教材及學生均成

了可能影響的因子，因而教師會依不同狀況更換教材，有時候只是一種感覺，因

此廣泛的收集教學資源，如此主題導覽就很重要，讓老師能夠知道，且便於進入

查詢，最後可將所需要的資料，合法下載使用，這是對於數位學習功能、數位典

藏功能的思考與其系統發展的方向。 

3. 推廣服務需求 

2

6

2

8

9

4

7

0 2 4 6 8 10

書面簡介

光碟簡介

教案設計比賽

教學觀摩

研習課程

實體參訪

專家指導

推廣服務

     

圖 5-3 數位典藏推廣服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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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典藏資源推廣服務需求，研習課程 9 票、教學觀摩 8 票，其次是專家

指導 7 票、光碟簡介 6 票。 

大部分是由網路上的瀏覽或參加計畫認識數位典藏，而此並未深化在教學

中，因此面對數位典藏資源，訪談老師們希望透過研習課程、教學觀摩、專家指

導等三項，親自學習數位典藏資源，進而到數位典藏融入教學的實作教案分享。 

五、數位典藏網站融入國文教學適用類型 

訪談老師探究數位典藏網站融入國文教學是適切的類型與內容： 

表 5-7 數位典藏融入國文教學適用類型 

課文教學 國學概要 閱讀教學 寫作教學 其他 

8 1  10 7 0 

統計受訪者認為數位典藏融入國文教學入手的教學類型，閱讀教學 10 人、

寫作教學 7 人、課文教學 8 人、國學概要 1 人。 

閱讀教學是被認為最適合融入數位典藏教學的，透過數位典藏多元性的知

識，讓學生進行知識性的探討、主題性的深入，是最容易也最切合發展的內容類

型；將數位典藏當做一個閱讀的文本、一個閱讀的資訊，數位典藏往往扮演一個

主題資料庫的角色，除了文本外，本身可以透過怎樣的設計、怎樣的規劃引導使

用者進入學習，這是另一個層面思考的。在研究的教學策略中，發現教師多利用

問題導向教學、網頁主題之探究教學，引導學生進入資料庫，透過提問，思考問

題、應用數位典藏尋找答案，製作成小組或個人報告。 

其次就是在課文融入部分，透過課文教授，進行資訊融入、數位典藏資源融

入，補充課文字詞、文意、解釋到知識性的拓展，數位典藏是很棒的資源，提供

全面性的資料外，還結合圖、flash，可強化學習。2004-2005 年教案透過中央

研究院「搜文解字」延伸文、字、詞、文字的演變，透過故宮博物院「文學名著

與書畫」，補充蘇軾字畫，透過「時空之旅—蘇軾」結合歷史、地理等多方面的

資源，透過國家不斷經營的數位典藏資源，延伸教學內容，數位典藏源源不絕，

來自各個面相，提供源源不絕的教學資源。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35 
 

最後是寫作，賴來展於 2007 年曾進行典藏融入線上閱讀作文教學研究，引

用『台灣文學時空資訊系統』中的『台灣文學作家』著作為閱讀文本，以寫作新

題型方向及種類作初步探討，透過線上閱讀後加以思考、理解、運用，而書寫出

一完整結構之篇章。最後結論是：雖然網路課程的特色之一是給予學生較大的學

習空間，讓學生可以按照自己的學習速度和習慣來學習，但是在實際的教學應用

上，這種較具彈性的學習空間反而成為學習的障礙。 

而除了類型融入外，於第四章的教案分析中，可得知不論進入「閱讀教學」、

「課文教學」或「寫作教學」，數位典藏適合融入的時機在引起動機、發展活動、

綜合活動，利用數位典藏龐大的資源拓展深度與廣度，近年來強調數位學習，因

此在各典藏網中相關評量陸續建置，而即使沒有評量，老師也會發展出連結該數

位典藏網資源的學習單，讓學生去探索、去思考，延伸學習。 

許多學生因為其他課程課業繁重，常常需要繳交功課，因此總是先應付眼前

課業，把網路課程的課業放在末位，因此影響到作業的內容與品質，亦影響到學

習成果，如何加強學生學習興趣以及參與程度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第六節  綜合討論 

數位典藏邁入第二個十年之際，目前台灣在數位典藏的質與量均達一定的水

準，數位典藏內容的加值與應用是數位典藏能否永續經營，發揮典藏價值的關鍵

因素，檢視數位典藏融入教學現況，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議題。 

如何讓數位典藏資源融入教學，使教師與學生亦能體會其深厚意涵與應用，

本節就老師訪談分析，綜合其所得結果，於下文中分別簡述，分為四個面向「數

位典藏資源融入國文教學的可能性」、「數位典藏資源融入國文教學的策略」、

「高中國文老師對數位典藏的需求」、「數位典藏資源進行國文教學的困難」。 

一、數位典藏融入國文教學的動機 

(一) 教師對於數位典藏相當陌生，參與教案老師經由研習、計畫參與得知數位

典藏。 

高中國文老師使用數位典藏除了特定計畫的參與外，主要來自研習資訊的得

知，透過研習開始接觸數位典藏、開始接觸「高中學科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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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發展教案，普遍高中國文老師對此資源是相當陌生的，唯在教案發展中逐漸

摸索數位典藏資源的樣貌，開始使用、逐漸探討。 

(二) 教師肯定數位典藏，其內容具有正確性、豐富性、權威性、多樣性資料的

特性，為融入國文教學理想的資料。 

高中國文老師在準備課程材料時，廣泛的收集各項資料，除了教科書資源

外，也隨意或有目的的瀏覽各網站，搜尋教學元件、尋求教學靈感，「高中學科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網」中的「國文科」資源提供很好的教學元件，增加了教學的

創意與活用，延伸到數位典藏，數位典藏與一般教學網站的差別，數位典藏具內

內容正確性、權威性、豐富性及具圖象與影音資料的特色，使之成為融入國文教

學的理想資料與材料。 

(三) 數位典藏提供教學的活化、教材內容與學生經驗的深化，其融入教學須老

師進行篩選、組織，方能於課堂上進行。 

數位典藏融入國文教學，老師們認為此資源提供:活化內容、創新方法、補

充教材且可拓展學生學習經驗，且數位典藏具有內容豐富性、正確性、權威性，

因此數位典藏網站可以支援教學，也可提強化學生學習，唯其內容並不適合全不

引用，在教學上需要老師篩選資料、組織教材外，還得考慮現實環境，包括設備、

授課時數、學校態度等因素。 

二、數位典藏融入國文教學的實用策略 

國文教學是範文、主題教學，從該主題擴大牽連相關知識，形成圍繞主題的

知識串，而數位典藏本身就是以主題為架構，教師視課程需求及規劃進度決定，

找到配合該課的主題時，就會從主題拓展增加學習廣度、培養學生帶的走的能

力；此外數位典藏也是龐大的資料庫，裡邊擁有非常多元的資料，包含圖文、聲

音、影音等，而數位典藏也是很大的利器。 

(一) 數位典藏融入教學最適宜的時機於引起動機、發展活動、綜合活動三時段，

最適合融入課程的類型是閱讀教學、課文範本教學。 

數位典藏資源融入教學時機，可從課前引導、課堂的引起動機、發展活動、

綜合活動到課後學習，其中老師融入數位典藏最多的時機，據研究是在「引起動

機」、「發展活動」、「綜合活動」三個時段。國文老師認為適合融入的類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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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教學」、「課文教學」，學生透過主題性的深入，透過數位典藏建構學生

的知識建構。 

(二) 數位典藏資源融入於教學，最常以問題導向、網頁主題探究教學策略深化學

習，使用資源中文字、圖片、聲音、影像進入虛擬實境。 

數位典藏資源的價值，是在於本身資料的豐富性、多元性，老師應用於教學

時的多樣貌，此帶動起教學現場的活化；課程中，教師將數位典藏資料轉化為教

學資源，自製學習單、PPT 統合，研究中發現，其主要透過「虛擬實境」、「問

題導向」、「網頁主題之探究教學」三方法，引起學生動機、發展活動，其中大

量使用的是典藏資源中的圖片、聲音(吟唱)進入虛擬實境，進而透過問題引導學

習，非單純傳統的講述教學。 

教師們認為數位典藏功能乃活化學習課程安排、提升學習樂趣、學生主題作

業設計等，最後是學習單；而數位學習所提供的學習單或線上測驗，對老師而言

都是輔助，在考慮上並不佔重要位置。 

(三) 數位典藏提供的評量資源不多且不實用，教學現場仍需老師透過學習單設

計，結合數位典藏網站發展，透過個人、小組查詢任務或專題 

web 2.0 時代的來臨，提供了更多數位學習互動的形式，數位典藏應用於數

位學習時，本身除了龐大的資料外，有些會有線上導引、線上試題測驗等，老師

可直接使用資源上所附的學習單或線上測驗，但目前資料庫的侷限，其雖提供生

動的 FLASH 互動，但試題庫無法更新且數量不多，導致教學使用上不便；若無，

則需老師透過組織數位典藏內容，發展出學習單，設計安排學生進行專題實作，

或小組合作討論。 

三、 高中國文老師對數位典藏的需求 

高中國文教師數位典藏的需求，可分為「內容資料」、「功能需求」、「推

廣服務」等三大項： 

(一) 數位典藏融入國文教學於內容資料上，高中國文老師認為圖片/影音資源是

最需要的，其次是相關主題單元的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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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數位典藏輔助學習時，教師對數位典藏的需求，「圖片、影音資源」是最

需要的，其多媒體影音檔、圖片檔，可引起動機，或深化教學的內涵；其次是「主

題單元」的提供，讓老師方便搜尋到相關主題，以應用於教學上；再來是「學習

單資源、教案內容」，讓老師可以直接使用，而不需要轉化。 

(二) 數位典藏融入國文教學，於數位典藏資源功能需求上，最需要的是主題導

覽、檢索查詢及資料下載。   

對於數位典藏的需求，據研究是在「主題導覽」、「檢索查詢」、「資料下

載」，其次是「全文查詢」、「線上學習」。對於整體數位典藏網站或是單一數

位典藏網站能提供主題的介紹，讓使用者能很快的進入使用，找到想要的東西，

進而資料庫內容豐富，提供檢索查詢，能很快的找到想要的資源，進而可以下載。

對於教師而言，資源、資料的豐富性和可利用性很重要，透過老師的組織融入於

課程中，其次才是全文查詢、線上學習。 

(三) 數位典藏的推廣上，希冀有更多的研習課程、教學觀摩與專家指導，讓自

己能多了解數位典藏資源，最終讓這資源融入教學，活化教學現場。 

大部分的高中國文教師對於數位典藏資源是相當陌生的，因此在數位典藏的

推廣服務上，「研習課程」、「教學觀摩」、「專家指導」的三個需求是名列前

矛的，透過研習了解數位典藏的內容，透過教學觀摩、專家指導只到如何應用；

其次是「光碟簡介」輔以「實體參訪或書面簡介」，而「教案設計比賽」已屬後

端，比較偏向教師自我學習、自我探索。 

四、數位典藏資源進行國文教學的困難 

數位典藏內容並不全然適用於教學，必須透過老師的統整，組織成適切的教

材帶入課程中，對於數位典藏資源使用上，有以下困難： 

1.缺乏整合高中國文教學的入口網站； 

 2.缺乏合法下載利用之多媒體資料； 

3.教學負擔重，沒有時間充分了解與利用此資源； 

4.內容未經常更新； 

5.資料不完整，不易找到適切的教學內容； 

6.系統不易使用，缺乏服務溝通管道； 

7.個人缺乏適當訓練，不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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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教學進度的影響； 

9.其他：硬體設備資源、學校態度等。 

其中「缺乏整合高中國文教學入網站」是最多老師提出的，網路資源常常分

散在各種網路和平台，且數位典藏非常繁多，老師掌握不足或是疏於使用，會造

成使用上的不便利，再加上這些數位典藏資源庫並無法立存在統一的搜索系統

中，因此在尋找資料時很機緣，無法切實、完整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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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高中國文老師使用數位典藏資源之研究，透過教案分析建構

數位典藏資源融入國文教學的策略、模式；透過訪談了解高中國文老師對數位典

藏資源的需求與困難，本章節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為研究結論，說明本研究實施

結果並提出具體的策略、模式；第二節為研究建議，針對數位典藏資源融入國文

教學建構出可行之建議。最後第三節則提出後續研究建議，作為後續擴大或延續

研究之參考。 

 第一節  結論 

數位典藏內容包含：數位的文字、影像、聲音等內容，因此可因為內容的不

斷增加而提供而源源不絕的教學資源；數位典藏系統通常會依知識組織方法設計

分類與瀏覽架構，並提供強大的檢索系統以方便使用者取用，再針對可瀏覽的內

容提供友善的展示介面，因此可以說，數位典藏系統提供相當豐富且高品質的數

位學習內容以支援數位學習，教師可以省掉許多額外的準備工作。且數位典藏的

內容都經過嚴密的考證，因此傳達知識的正確性極高，有助於學習者透過網路進

行自我學習。但是學習若僅是停留在學習者自我瀏覽學習而沒有支援數位典藏融

入教學或自我學習的模式，則數位典藏便無法成為有效的學習工具，因此發展數

位典藏的教學模式與輔助工具便是重要課題。 

本研究透過教案分析、深度訪談，探討高中國文教師應用數典藏網站的需求

與行為，瞭解運用數位典藏資源融入教學的現況與困難，進而由教案分析、訪談

建構數位典藏融入教學的模式及相關教學策略，其所的結果分別詳述於下文。 

一、數位典藏網站融入高中國文教學必要性 

（一）數位典藏的豐富資源，是語文教學的極大寶藏，有助於創意學習、資訊融

入，值得大力推廣。 

數位典藏融入國文教學，可涵蓋的面向是全面性的：「能力」方面有聽、說、

讀、寫的語文基本能力訓練與統整能力；「語言基礎知識」方面有修辭、成語。

還有教師對語文素材的互動式創意發想，以及能引發學生學習動機與樂趣的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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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等。而將數位典藏融入教學的具體做法，則是要將之整合化、多媒體化，並

以知識經濟的知識化、數位化、網路化、虛擬化、創新化、全球化六大指標為依

歸。 

（二）數位典藏網站擴大教育層次，扮演教學資源、學習環境、學生創作等三種

角色。 

數位典藏改進了典藏文物的解說功能、數位學習擴大了教育的範圍、數位典

藏的教育可按對象設計其內容，改變以往僵化的方式及線上查詢的範圍提供研究

者更便利的資訊蒐集效果，是以數位典藏擴大教育的層次。 

二、數位典藏網站融入高中國文教學應用模式與教學策略 

(一)建構數位典藏融入高中國文教學三模式：準備階段、實施階段、評量階段 

分析教案後，融合鷹架教學發展出的數位典藏融入教學模式：準備模式、實

施模式、評量模式，此模式鷹架建立目的在提供符合教師認知層次的支持、導引

和協助，且提供實務參考，以幫助教師由需要協助到逐漸能夠完成某一任務，進

而使其低階能力提到高階能力水準，期能有效幫助將資訊融入教學的重點，聚焦

在「教學融入」之推廣，亦即幫助教師在教材準備、教學活動及教學評量上，將

數位典藏之運用整合到教學歷程及學生的學習活動之中。 

（二）統整、分類台灣地區語文類數位典藏 101 個網站 

統整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成果網站、拓展台灣數位典藏資料庫中符合高中國

文教學資源網站，總計 101 個網站，細分為四類，以供未來國文教師取用數位

典藏資源的參考：第一類：古典文學 16 個，第二類：網路展書讀數位典藏 34

個 ，第三類：現代-台灣文學：單一作家數位典藏網站 9 個、多位作家數位典藏

網站 11 個、文學史料網站 12 個，第四類：文化主題知識庫 19 個。 

1.數位典藏網站以古典文學為多，融入教學時機、方法均較為多元與深入。 

教案中使用數位典藏的篇目，古典文學的比例是偏高於現代文學，尤其就工

具類數位典藏觀察，與古典文學連結性較強，數位典藏資源的使用更為廣泛，從

字義、圖片、影音等連結，對於現代文學而言，主要也就在作者補充，於課文內

容深度上，除了主題網站的主題學習，其他所應用的圖片、影音資料甚少，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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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象除了古典文學、現代文學本身的侷限性外，也和數位典藏系統發展有些微

的關連。 

2.數位典藏網站融入教學，以「教學元件」功能為首要，其次是「互動介面與

延伸教材」 

教案中使用數位典藏資源的功能分為知識架構、教學元件、詳盡檢索、互動

介面等四面向，其中使用最多的是「教學元件」部份，接下來「互動介面」的使

用、然後是「檢索功能」、「主題知識架構」。 

應用網路資源，老師在搜尋時利用網站資料補充，「文字」資源是最重要的，

而在國文教學中所提到的物品、器物，透過數位典藏高解析度的「圖像」也是重

要的功能，此外就是對於「聲音」、「影像」的利用。 

（三）準備階段教學策略 

1. 「引起動機」、「發展活動」、「綜合活動」三個時段，是教師進行數位典藏網

站融入教學最適宜進入的時機  

「引起動機」、「發展活動」、「綜合活動」這三個要素，名列數位典藏資

源融入教學之使用動機前三名，其中「發展活動」比例最高，且其出現次數與其

他使用時機有一定差距，顯現數位典藏資源適時、適度、適當地融入課程核心的

輪廓逐漸清晰，同時也說明數位典藏資源在課堂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2. 「閱讀教學」、「課文教學」是最適切數位典藏資源融入教學的類型。 

國文老師認為適合數位典藏網站融入的類型是：「閱讀教學」、「課文教學」，

學生透過主題性的深入，透過數位典藏建構學生的知識建構。在豐富的典藏網站

裡，有科普、生活、人文藝術、自然生態、報導文學等文章，可應用到閱讀教學

上。從數位典藏各網站切入，結合多元豐富的網路資源，可以設計出非常活潑生

動的閱讀創意學習，不但可統整各領域作跨領域、超學科的學習，也可以發展學

生的多元智慧與多方位的學養。 

3. 「作者講解」是數位典藏網站融入教學最多、最深入的時機。 

    就數位典藏網站使用於教學的規劃，主要應用於「作者」、「主題資料庫統

整」兩部分，透過作者的數位博物館或是數位資料庫進行作者資料補充，是最容

易獲得資源的。此外教學時應用相關主題的數位典藏，配合課程內容進行課程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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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加廣，也是數位典藏網站最常被應用的地方；最後就是工具類數位典藏的使

用，如利用搜文解字「字詞解釋」。 

(四)實施階段教學策略 

1.「問題導向」、「網頁主題探究」是數位典藏融入教學最常應用的教學實施策略。 

課程中教師將數位典藏資料轉化為教學資源，自製學習單、PPT 統合，研

究中發現，其主要透過「虛擬實境」、「問題導向」、「網頁主題之探究教學」

三方法，引起學生動機、發展活動，其中大量使用的是典藏資源中的圖片、聲音

(吟唱)進入虛擬實境，進而透過問題引導學習，非單純傳統的講述教學。 

2.「情境教學」可活化國文教學 

教案分析研究中數位典藏融入教學最常使用的是「虛擬實境」，教師設計虛

擬情境與問題，並將解決方法隱藏在所提供的多媒體，如網頁、影片教材中，讓

學生於狀況中虛擬感受與實際生活上的問題，並在蒐集過程中學習找線索並解決

問題。讓學生透過典藏資源的圖片、影像等情境設計，將教學內容和學習者生活

連結在一起，引導學生思考、回答問題。 

情境教學提倡整合式學習，其認為知識除了透過真實情境相互激盪外，藉由

與其他相關知識連結，亦可以有所收穫，故將有用資訊建置在數位典藏資源中，

讓學習者產生知識連結而獲得意義，將是數位典藏融入教學的ㄧ大優勢。 

(四)評量階段教學策略 

「自編並使用數位典藏評量」為教師使用數位典藏融入教學最常使用的評量模

式，以「學習單」、「專題實作」內容為主要的方式。 

    web 2.0時代的來臨，提供了更多數位學習互動的形式，數位典藏應用於數

位學習時，本身除了龐大的資料外，有些會有線上導引、線上試題測驗等將數位

典藏視為是一種教學資源，老師進行課程時，融合數位典藏網站資源，進而進行

評量，製作學習單，透過任務指派的方式，讓學生以個人或是小組完成任務，或

許是資料的搜尋、或是專題的報告或小組合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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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中國文老師使用數位典藏網站融入教學的現況與困難 

(一)數位典藏資源認知不足，使用率、續用率低                                        

高中國文老師使用數位典藏資源除了特定計畫的參與外，主要來自研習資訊的得

知，透過研習開始接觸數位典藏資源、開始接觸「高中學科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網」，開始發展教案，普遍高中國文老師對此資源是相當陌生的，唯在教案發展

中逐漸摸索數位典藏資源的樣貌，開始使用、逐漸探討。 

(二)數位典藏資源的注入，能使得教學內容更具豐富性 

    數位典藏與一般教學網站的差別，數位典藏具內容正確性、權威性、豐富性

及具圖象與影音資料的特色，使之成為融入國文教學的理想資料與材料。高中國

文老師在準備課程材料時，廣泛的收集各項資料，除了教科書資源外，也隨意或

有目的的瀏覽各網站，搜尋教學元件、尋求教學靈感，「高中學科資訊科技融入

教學網」中的「國文科」資源提供很好的教學元件，增加了教學的創意與活用。 

(三)數位典藏資源，需要老師配合課程進行篩選與組織 

    對於數位典藏融入國文教學，老師們認為此資源提供:活化內容、創新方法、

補充教材且可拓展學生學習經驗，因此數位典藏網站可以支援教學，也可提強化

學生學習，唯其內容並不適合全不引用，在教學上需要老師篩選資料、組織教材

外，還得考慮現實環境，包括設備、授課時數、學校態度等因素。 

 (四)缺乏資源統整的「高中國文教學入口網站」，使用意願不高 

    數位典藏資源融入教學，研究後有以下困難：1.缺乏整合高中國文教學的入

口網站；2.缺乏合法下載利用之多媒體資料；3.教學負擔重，沒有時間充分了解

與利用此資源；4.內容未經常更新；5.資料不完整，不易找到適切的教學內容；

6.系統不易使用，缺乏服務溝通管道；7.個人缺乏適當訓練，不會使用；8.教學

進度的影響；9.其他：硬體設備資源、學校態度等。 

    其中「缺乏整合高中國文教學入口網站」是最多老師提出的，網路資源常常

分散在各種網路和平台，且數位典藏非常繁多，老師掌握不足或是疏於使用，會

造成使用上的不便利，再加上這些數位典藏資源庫並無法立存在統一的搜索系統

中，因此在尋找資料時很機緣，無法切實、完整的使用。 

四、高中國文老師使用數位典藏網站的需求行為 

 (一)內容需求：圖片與影音的數位典藏資源是最需要的 

     當數位典藏資源應用於教學時，教師對數位典藏資源的需求，「圖片、影音

資源」是最需要的，其多媒體影音檔、圖片檔，可引起動機，或深化教學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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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其次是「主題單元」的提供，讓老師方便搜尋到相關主題，以應用於教學

上；再來是「學習單資源、教案內容」，讓老師可以直接使用，而不需要轉化。 

(二)功能需求：「主題導覽、檢索查詢、下載」是教學現場最需要，提供「教學

元件」下載或「互動介面」指引，強化數位典藏融入教學的使用。 

    對於教師而言，資源、資料的豐富性和可利用性很重要，透過老師的組織融

入於課程中，對於整體數位典藏網站或是單一數位典藏網站能提供主題的介紹，

讓使用者能很快的進入使用，找到想要的東西，進而資料庫內容豐富，提供檢索

查詢，很快的找到想要的資源，進而下載。對於數位典藏資源的需求，據研究是

在「主題導覽」、「檢索查詢」、「資料下載」，其次是「全文查詢」、「線上學習」。 

    教案中使用數位典藏資源的功能使用最多的是「教學元件」部份，接下來「互

動介面」的使用、然後是「檢索功能」、「主題知識架構」。因此數位典藏除了片

面保存資料外，若要運用於教學、學習部分，需更加強其互動介面，而目前「高

中學科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網」以教學元件的概念處理，方便老師進一步的使用，

而此網站也開始設置「數位典藏融入教學專區」，放置相關教案及教案中使用數

位典藏的連結，如此教師在使用時，會更有方向，知道有什麼資源、和怎麼用。 

    數位典藏本身除了保存、研究用外，於教學上、數位學習上的延伸，應該更

著力一些，除了教學網外，機關單位在進行數位典藏資源時，可以考慮使用者需

求，給使用者一些指引、學習的介面，或是更活潑的設計，讓使用者好入手、好

使用、好深入。 

(三)推廣需求：「研習課程」與「教學觀摩」提供老師使用數位典藏資源選擇 

大部分的高中國文教師對於數位典藏資源是相當陌生的，因此在數位典藏的推廣

服務上，「研習課程」、「教學觀摩」、「專家指導」的三個需求是名列前矛的，透

過研習了解數位典藏的內容，透過教學觀摩、專家指導只到如何應用；其次是「光

碟簡介」輔以「實體參訪或書面簡介」，而「教案設計比賽」已屬後端，比較偏

向教師自我學習、自我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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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根據教案分析、教師訪談，針對數位典藏資源應用於高中國文教學的經驗與

成果，本研究歸納出上述幾點結論，並依其研究結論，針對教育主管機關、高中

國文老師等兩方面提出建議： 

一、高中國文教師 

(一) 鼓勵將數位典藏資源適度轉化成教學素材融入國文教學，提昇教學成效 

不同教學環境影響教學方式的轉變，教師從單向的知識傳輸者角色改變為雙

向之編輯者、串連者，不再是教知識、給答案，而是問問題、給思考，考驗著教

師轉化再創造的能力。老師必須先整理好相關資源網站與途徑，適度引導學生針

對此主題進行探索了解，掌握架構與流暢度，使數位典藏資源融入教學能有更為

深化的實施成效。 

(二) 鼓勵參與數位典藏資源融入國文教學之進修管道，提昇教師專業知能 

教師不能忽視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這股新的浪潮，知識數位化、教育化，成

功關鍵在於人，故教師應從傳統教學中走出迎向多元的數位典藏資源，加強專業

之教育訓練，增進自我對於數位典藏素材的了解及應用，讓數位典藏資源融入國

文教學得以普及。 

善用數位典藏資源融入教學，以數位典藏提供的正確優質數位學習內容，結

合教學目標，加以轉化運用，串連起有意義的教學網路。 

(三) 鼓勵投入數位典藏資源融入國文教學之自編教材，善用教師詮釋權 

教師必須活用教育專業知識於自編教材上，其擁有充分之自主詮釋權，並非

一味「為融入而融入」，而是能夠將數位典藏素材重新詮釋和創新，並將國文教

學的價值內涵與以內化，為數位典藏融入語文教學開啟新的篇章。平庸者什麼也

不缺少，只是無感於外部世界的精彩，人類歷史的厚重，終極道義的神聖，生命

涵意的豐富。而他們失去的這一切，光憑一個人有限的人生經歷是無法獲得的，

因此平庸的隊伍總是相當龐大。黃山谷說過：『人胸中久不用古今澆灌，則塵俗

生其間，照鏡覺面目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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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位典藏與教育主管機關 

(一) 積極辦理數位典藏資源融入高中國文教學之研習進修 

從文獻探討和實際觀察語文類數位典藏教案數量，在國小階段推數位典藏資

源融入教學之成果豐厚，應用情形最為常見，反觀高中階段教學案例數量極少，

或許也說明高中教師在運用數位典藏資源融入國文教學仍處被動，推測可能與數

位典藏資源融入高中階段尚在發展階段有關，從「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計

畫」中可看到，於高中階段，主要發展是 23 學科數位教學資源的建構，不同於

國中小統整數位典藏資源，鼓勵並協助國中小老師使用數位典藏資源，轉換為九

年一貫數位學習物件與課程，推動中小學資訊融入教學。 

數位典藏「價值」還沒有被看，一線教師對於數位典藏資源尚未有全盤了解，

仍處於且看且走之觀望階段，也由於對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的ㄧ知半解，在教學

現場有執行推廣的困難，故教育主管機關增加數位典藏資源介紹與應用之相關研

習，先讓教師熟悉數位典藏資源能提供的資源為何，並加強其運用資訊融入教學

的資訊能力，以從根本著手，提升教師對於數位典藏的應用程度。 

特別的是可以邀請於國科會舉辦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教案設計比賽之獲獎

之教案撰寫者，進入校園與一線教師進行對談，透過經驗的分享與零距離的溝

通，更能引起教學實務教師的共鳴，增高使用數位典藏資源融入教學的意願。 

(二) 持續經營數位典藏資源融入國文教學之相關網站，並建立數位典藏專區於高

中學科資訊融入教學網 

臺灣目前在數位典藏的質與量雖已達一定的水準，惟數位典藏能否永續經

營，其加值與應用價值是一大關鍵因素，否則再卓越的數位典藏內容也乏人問

津，徒增資源浪費。自數位典藏成為國家重點政策以來，建置數位典藏資料庫依

時之間成為風潮，然而這些網站資源若缺乏後續維護，則如同網際網路中的幽

靈，乏人問津。因此強化網站系統與社群之間的關係，開放下載使用數位典藏資

源保持網站的更新率和持續性，延續網站成果，拓增數位典藏網站中，數位學習

模組的導入，可使得數位典藏資源更為利用。 

此外，於目前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劃下之「高中學科資訊融入

教學網」，設置數位典藏專區，比同國中小、九年一貫，統整歸類各科數位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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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利用適當的分類，讓老師簡單入手，且增加教案模組，提供老師參考應用，

甚至整個「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成果入口網」，建制適用於各學校階段之教育專

門典藏網站，統合資源，如此在教學應用上會更實際、更快速推廣。 

(三) 並跨大建置數位典藏資源融入國文教學之評鑑機制 

目前對於數位典藏資源融入教學尚未有完善之評鑑機制，連帶影響教師沒有

足夠誘因使用之，難免成效不彰，故教育主管機關應鼓勵教師使用典藏資源，將

使用數位典藏資源融入教學之比例與執行成效，列入教學評鑑指標之ㄧ。 

 

第三節 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透過得獎教案、深度訪談，探討數位典藏融入高中國文教學的現況，

並分析所蒐集國文教學教案之課程建構模式、教學策略等面向，及高中國文老師

對數位典藏使用的需求。為數位典藏資源融入語文教學提供未來的建議，持續建

構數位典藏融入國文教學的模式與實踐可能性。再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內

容等方面，不免有所疏漏，茲將未來研究改善之方向，討論於後。 

一、擴大數位典藏融入國文教學之研究 

本研究僅分析國內數位典藏資源融入高中國文教學教案，建議後續研究者可

嘗試將觸角延伸至九年一貫之國中小、或是大學端數位典藏融入國文教學教案與

範例，甚至是國外數位典藏資源融入語言教學之案例，進行分析比較，歸納出更

多模式，因此後續建議可以從不同的教育階段進行研究，或延伸至教學對象差異

性所導致的相關問題。 

二、以行動研究方式，探究數位典藏融入國文教學之情形 

本研究法採個案分析與深度訪談，個案分析中利用內容分析法分析國內數位

典藏資源融入高中國文教學之教學案例，並對教案老師進行深度訪談，以了解教

師在使用的策略、現況與困難，然教師在教學場域實際上如何詮釋以及數位典藏

資源融入教學對學生的影響，並無法從教案分析與深度訪談中確切得知，因此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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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後續研究者，可進行教學設計行動研究、或是追蹤觀察參加教案比賽教師，探

討教師在教學場域實際上如何詮釋及數位典藏資源融入教學對學生的影響。 

三、數位典藏資源網站教學適用性之評鑑研究 

本研究僅關注於數位典藏資源融入高中國文教學之教學案例文件本身，未擴

及國內數位典藏資源融入國文教學之典藏網站內容適用性、教學現場之融入情形

以及師生之使用經驗與教學成效等不同面向之探究。因此，對研究內涵上稍嫌狹

窄，未來研究可透過不同的研究方法，採多取向多層面之觀點，將研究內涵層面

延伸擴大。 

我國數位典藏資源融入於國文教學之學術研究上相關資訊相對其他學門，尚

屬起步階段。身為國文教育工作者，觀視數位典藏資源融入國文教學之可能性，

深深覺得此範疇須各方面更多的關注與投入，於可融合於國文教學之數位典藏資

源需要統整，也須藉由優秀教案建構模式，面對此資源，更須聚斂出數位典藏資

源融入國文教學之心方向與教育推廣之共識，進而助益數位典藏資源於國文教學

場域中之蓬勃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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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國文教學數位典藏資源清單 

1.中國文學 

網站 
網頁分

項 
網站內容 

朝

代 

文

體 
備註 

語文知

識網路  

I ：搜

文解

字、文

國尋寶

記 

 

http://words.sinica.edu.tw/ 

語文知識網路  

1998 年 12月~1999 年 9月 

   

搜詞尋

字 

網路上的詞典工具書，提供多樣多功能的檢索方式 

1.字：依文字之形、音、義分為字形搜尋、音韻搜尋、字典 

2.詞：由形式、音韻及出處分列造詞搜尋、音韻搜尋及出處

搜尋。 

3.文：「出處搜尋」的功能提供文句出處檢索。在搜尋書目

中（即《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老子》、

《莊子》、《唐詩三百首》） 

 

 工

具

書

：

文

、

字

、

詞 

國科會數

位博物館

先導計畫 

88 年度 

 

 

文學之

美 

線上的文學知識中心，不但可以瀏覽古典文學作品也提供了

多媒體、多面向的訊息。 

本系統建構的目的是透過網路重建中國兒童的啟蒙書，以多

向互動方式提供詩詞之本文、註解、分類、多媒體、音韻標

注等資料，具有教學與檢索功能，引領小朋友領略中國詩詞

之美。 

唐 詩

歌 

遊戲解

惑 

使用者可寓教於戲，邊玩邊學；也可以利用這些題目考驗自

己的語文水準。內容有文字／詩句接龍，唐詩拼圖，古文字

猜字等。 

猜猜甲骨文  四字詞接龍 

 文

字

學 

古文字

的世界 

則由甲骨文、金文、到東周文字，細述漢字的來源、演變及

意義。 

＊古漢字數位化的呈現與應用

http://digitalarchives.tw/site_detail.jsp?id=3496 

＊拓片知識與網路應用 http://rub.ihp.sinica.edu.tw/ 

 文

字

學 

國科會數

位博物館

專案計畫 

89 年度 

《荔鏡

記》數

 http://cls.hs.yzu.edu.tw/LM/Lm_home.asp 

本計畫擬於第一搜文解字(語文知識網路)、二年(語文知識

清 

 

戲

曲 

國科會數

位博物館

http://words.sinica.edu.tw/
http://digitalarchives.tw/site_detail.jsp?id=3496
http://cls.hs.yzu.edu.tw/LM/Lm_home.asp
http://cls.hs.yzu.edu.tw/LM/Lm_home.asp
http://cls.hs.yzu.edu.tw/LM/Lm_home.asp
http://wiki.teldap.tw/index.php/%E6%90%9C%E6%96%87%E8%A7%A3%E5%AD%97%28%E8%AA%9E%E6%96%87%E7%9F%A5%E8%AD%98%E7%B6%B2%E8%B7%AF%29
http://wiki.teldap.tw/index.php/%E8%AA%9E%E6%96%87%E7%9F%A5%E8%AD%98%E7%B6%B2%E8%B7%AF%28II%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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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博物

館  

 

 

2001年

4 月

~2002

年 6月 

網路(II))的基礎上，建構鄉土語文知識網路，以推廣與保

存閔南語文學經典、豐富鄉土語言教學內容、建置鄉土語言

網路教學環境、建立資料典藏的國際標準為主要的目的。 

 設置《荔鏡記》教學網站，架構包括：原劇文獻、

表演藝術、兒童劇場、研究資料、語文教學區、使

用者回饋區、系統簡介等七部分，說明如下：  

 

台

灣

文

學 

 

鄉

土

教

材

： 

閩

南

語 

專案計畫 

90 年度 

故宮文

物之美 

書畫菁

華  

http://www.npm.gov.tw/dm2001/B/subject_single_play_

04.htm 

以本院書法與繪畫收藏中最重要的七十件古代名蹟為核

心，它們在中國藝術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基於保護

文物不常展出。網站中以深入淺出、循序漸進的方式，兼具

感性與趣味化的角度，希望帶領使用者去欣賞中國書畫，並

能學習它們豐富的藝術意涵與文化訊息 

主題：人物風雲、山水嬉遊、山水大觀、書蹟博覽 

   

宋代書

畫冊頁

之美 

http://www.npm.gov.tw/dm/album/album.htm 

本網站分為(主題介紹)、(展品賞析)、(虛擬實境)。(查詢

檢索)和(遊戲天地)五個項目。(主題介紹)中的「什麼是冊

頁」、(展品賞析)中的「一般導覽」、(虛擬實境)以及(遊

戲天地)都是為了一般觀眾所設計的，而(主題介紹)中的「談

書論畫」、(展品賞析)中的「進階導覽」以及(查詢檢索)

則是為了研究者所設置的。相信在這樣的設計下，一定能滿

足觀眾們不同的需求。  

宋   

淺斟低

唱—宋

詞古唱

虛擬實

境教學

網站 

 http://cls.hs.yzu.edu.tw/CSP/index.html 

依網站內容分作五大區： 

一、自作新詞韻最嬌：即「曲譜區」，分有「倚聲填詞」與

「此曲有意無人傳」兩類別 

二、小紅低唱我吹簫：即「吟唱區」，使用者可以於此區聆

賞 316 闋宋詞 midi 音樂檔。 

三、詩意象圖庫：此資料庫設計主要目的為希望使用者於欣

賞唐宋詞作品時，亦能同時搭配圖片意境。 

四、若有知音見採：即「唐宋詞全文資料庫」，提供唐宋詞

全文檢索系統。 

五、不辭遍唱陽春：即「教學推廣區」，提供各網路教學功

能，如「教學觀摩」、「吟唱詞文賞析」、「吟唱相關知識」、「宋

唐

、宋 

詞 數位典藏

國家型科

技計畫 

2005-2006 

http://www.npm.gov.tw/dm/album/album.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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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吟唱社團」等資料。 

 

新詩改

罷自長

吟～唐

詩股唱

虛擬實

境教學

網站 

 http://cls.hs.yzu.edu.tw/tang/index.html 

依網站內容分為五大區： 

一、聲律對韻：分為依韻作詩、聲律詩韻、詩學含英、詩詞

曲典故等部分。詩詞曲典故系統，使用者可選擇以索引或檢

索方式查詢歷代詩詞韻文之典故。  

二、唐詩吟唱 

三、詩.意.象：本系統中包含詩意象圖庫，及新開發的詩意

象情境卡。四、全唐詩：即「全唐詩全文資料庫」，提供全

唐詩全文檢索系統。 

五、教學區：內容含有閱讀唐詩的入門小百科，以及線上教

唱部分，提供使用者快速進入唐詩世界的環境。  

唐 詩 數位典藏

國家型科

技計畫

2006-2007 

人生到

處知何

似－宋

人與宋

詩地理

資訊系

統 

 http://cls.hs.yzu.edu.tw/sung/sung/index.html 

一、宋人及宋詩地理資訊系統：提供使用者選擇數種欲顯示

的資料，同時套疊圖示資訊，方便參照比較，及清楚瞭解資

訊所呈現的意義。  

二、宋代名家詩：收錄 45家的詩文資料， 

三、宋人傳記全文檢索：提供時間、地點等查詢方式，使用

者可依據選取的年代、地點檢索同時期或同區域的相關宋人

資訊。（因故關閉）  

四、宋代地名資料庫：提供地名索引及地名檢索的查詢方

式，方便使用者瀏覽及直接查詢資料。 

宋 詩

、

傳

記 

數位典藏

國家型科

技計畫

2005-2007 

浪淘盡

千古風

流人

物：蘇

軾文史

地理資

訊系統 

 http://digitalarchives.tw/site_detail.jsp?id=3204 

本網站以譚其驤的宋代地圖為主，輔以歷代方志地圖、當代

行政地圖、將蘇軾行經之處與蘇軾所留下的文學作品、文學

作品所寫及的民情、風俗、飲食、文化、來往親朋師友及彼

此互動的詩文，蘇軾自述及文獻記載蘇軾在各地留下的軼事

等資料，建置包含人事時地物的蘇軾地圖，以作為文學與歷

史、文化、地理關係交互影響的文學地理教學網站，以彰顯

文學與地理交互的關係，提供文學教學使用 

宋 蘇

軾 

數位典藏

與數位學

習國家型

科技計畫

2008-2009 

唐宋詩

詞作者

及作品

分佈地

理資訊

系統 

 http://cls.hs.yzu.edu.tw/TSPL/ 

本網站擬以已有的唐宋詩詞作品及作者資料庫，引用 GIS

技術及其他資訊工具，建置唐宋代詩詞作者及作品分佈與變

遷地圖，作者資料庫從籍貫地擴充至出生地及活動地區，作

品分佈資料則除了與作者有著密切的關聯性外，更包含作品

相關地點，更細緻的建置唐宋詩詞作家及作品分佈地圖，以

作為中國文學、文化與地理關係研究的平台 

  數位典藏

與數位學

習國家型

科技計畫

2009-2010 

http://cls.hs.yzu.edu.tw/tang/index.html
http://knowledge.digitalarchives.tw/list.jsp?kid=2586165&oids=545997,546698,546752,551346,551959,3082867,3083092,3085047,3086850,3091091,2724351,3906627,1244648,1369214,1369215,1369225,1369235,836496,836497,552064
http://knowledge.digitalarchives.tw/list.jsp?kid=769308&oids=3955357,2967730,3916171,3931516,2862822,1658914,1659938,1203703,1212255,554837,1208183,1209217,1211846
http://cls.hs.yzu.edu.tw/sung/sung/index.html
http://digitalarchives.tw/site_detail.jsp?id=3204
http://knowledge.digitalarchives.tw/list.jsp?kid=753234&oids=3886411,4001895,2958151,3012016,2838220,2869723,2881035,2899632,3917614,4036071,3910560,3193544,3327220,3330852,3331339,2941405,2946042,2952708,2959601,2986502
http://knowledge.digitalarchives.tw/list.jsp?kid=2597116&oids=539917,3359900,3359906,3359909,3112714,3337402,175882,175883,175885,590310,590473,590826,3334376,3202976,1369202,595356,175886,3359911,3359913,175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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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

中華百

科全書 

 http://ap6.pccu.edu.tw/encyclopedia_media/  影像文

字聲音互動資源資料集 

中華百科全書提供全國線上百科唯一之多媒體影音資料

庫，檢索系統支援快速、進階搜尋，支援中文同音、同義、

容錯等功能。 

 工

具 

 

數位典藏

國家型科

技計畫

2004-2005 

台灣語

文金銀

島 

 原網站已關閉 

以九年一貫創新課程本國語文領域為主，將「數位典藏金銀

島」網站內容融入與臺灣文學、鄉土文學。網站分為(本說

明整理自數位人才培育與學習子計畫)：  

一、教師區：為典藏融入語文教學網站的集成，如創新教學

模式、多媒體素材庫、聽說能力、網路作文、統整活動、成

語、修辭、旭聯 eLearning 平台等。  

二、學生區：包含踩地雷、比大小成語漂流木、九宮格書法

筆墨之舞、地鼠闖關文字煉金術、連連看履歷表之謎、花草

總動員、閱讀典藏土著物語翻譯機、網路作文繆思之泉等遊

戲 

  數位典藏

國家型科

技計畫

2004-2005 

臺灣語

文 GIS

創意行

動與數

位學習

網 

 原網站已關閉 

以典藏融入台灣文學文本為主，將數位典藏網站中的圖片、

資料等，結合台灣文學，打造資料庫，並開發中文「每日一

讀」與「線上寫作」等模式。其中如「典藏融入台灣文學步

道」，以情境式讓學生在網上能體驗文學台灣之旅。 

「林家花園行動學習 PDA」則將行動學習與數位學習整合，

既可在園區內用 PDA及 barcode 二維條碼來學習，又可在

網路上體驗線上學習的快樂。「典藏融入創造力寫作」，是以

閱讀寫作為主，結合語文表達能力如描寫能力、抒情能力、

議論能力等，創造力中的五力如流暢力、變通力等，和典藏

融入台灣文學文本，來進行線上寫作。本網站並整合語文遊

戲式學習、RPG角色扮演等，以多媒體方式來進行多重感官

的語文學習 

  數位典藏

國家型科

技計畫

2006-2007 

近代文

學知識

網 

 http://140.115.51.151:8080/web/guest 

本計畫使用服務組合（如 BPEL）來進行網頁元件的建立，

並透過 Portlet 等技術，使其可以任意的組合與遞送文學結

果於其個人或是組織的入口網（Portal），方便一般民眾學

習文學知識，以及方便管理人員串接與整合不同文學網站的

內容，以創造出更有意義的文學知識網絡 

  數位典藏

與數位學

習國家型

科技計畫

2009-2010 

「臺灣

文藝叢

誌」暨

 http://140.125.168.74/literaturetaiwan/index.asp 

網站內容除了設館理念、《文叢》淵源、罕用字系統、意見

交流、工作團隊、活動訊息、系統管理、網站導覽、魚雁往

  數位典藏

與數位學

習國家型

http://ap6.pccu.edu.tw/encyclopedia_media/
http://knowledge.digitalarchives.tw/list.jsp?kid=760584&oids=3142152,3225498,4160093,1284772,1303665,3191619,2900761
http://knowledge.digitalarchives.tw/list.jsp?kid=760584&oids=3142152,3225498,4160093,1284772,1303665,3191619,2900761
http://dlm.ntu.edu.tw/Creative/team93.htm
http://knowledge.digitalarchives.tw/list.jsp?kid=2586070&oids=2982420,3196035,3196038,2899338,3196034,3196036,3196037,3198150,3332233,2909987,2926110,2940203,2945687,2964131,2970112,2972392,2973847,2990150,2993340,3004128
http://knowledge.digitalarchives.tw/list.jsp?kid=2586176&oids=3029376,3963434,3995016,4001594,4001600,4010335,4046197,2867942,4018174,4018374,3327305,2998319,3028012,2848789,3932743,4000650,2934700,3298798,3327306,3331813
http://knowledge.digitalarchives.tw/list.jsp?kid=2586176&oids=3029376,3963434,3995016,4001594,4001600,4010335,4046197,2867942,4018174,4018374,3327305,2998319,3028012,2848789,3932743,4000650,2934700,3298798,3327306,3331813
http://wiki.teldap.tw/index.php/%E6%95%B8%E4%BD%8D%E5%85%B8%E8%97%8F
http://knowledge.digitalarchives.tw/list.jsp?kid=2586070&oids=4041877,4041703,4040540,4039574,4038562,3081633,3098825,1778435,1774927,4167740,4168153,3223489,1261546,1284744,1289198,1294164,4037821,4037815,3987107,3985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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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文人

社群作

品集 

返外，另有以下單元本說明（2009 年 9月 16日整理、瀏覽

自原網站）： 

一、學術社群：台灣漢學社群、南方數典社群、漢學相關計

畫。 

二、小百科：臺灣文藝叢誌作家列表與介紹、文人作品集、

作品校勘記、相關研究論文、版權宣言。 

三、資料檢索：可依全文、進階、書冊檢索。另提供文學資

料交流平台、大事年表、期刊目錄。 

四、詩網鷗盟：提供藝文聚賢樓、古典詩圃、天籟吟社、網

路古典詩詞雅集、瀛社、「詩訊」電子報網站介紹與連結 

科技計畫

2008-2009 

高中學

科資訊

融入教

學教材

發展 

 http://hsmaterial.moe.edu.tw/index.php 

為國科會「數位典藏與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第六分項：數

位教育與網路學習－高中職資訊融入教學教材發展與評估

計畫之 97年實施計畫。期以系統化發展高中各學科資訊融

入教學教材為目標，藉由分工規劃共同發展符合高中教學現

場需求之教材，促進教學資源分享及資訊融入教學。並鼓勵

各校提供及分享所屬教師教學資源與心得，提供全國教師資

訊融入各學科教學更豐富的教學資源，經由資訊融入學校的

引領及協助，提昇學校資訊教育的水準。 

  數位典藏

與數位學

習國家型

科技計畫

2008-2012 

國家圖

書館國

家數位

典藏計

畫-  

臺灣鄉

土文獻

影像資

料庫 

http://localdap.ncl.edu.tw/ 

地方文獻的類型可從「資料類型」與「資料內容」這兩個角

度來看：從資料類型來分，可將地方文獻分為：圖書文獻、

文物、視聽與電子資料三大類；若從資料內容來分，可將地

方文獻分為：古物、古蹟、民俗及有關文物、自然文化景觀、

產業、文學、藝術、史料等等。 

   

善本古

籍典藏

數位化 

http://readopac.ncl.edu.tw/ndap/rar/ndap-rar-int-00

.htm 

國家圖書館典藏古籍相當豐富，  

＊古籍影像檢索系統

http://rarebook.ncl.edu.tw/rbook.cgi/store/frameset

.htm 

   

 中文古

籍書目

資料庫 

http://rarebook.ncl.edu.tw/rbook.cgi/frameset4.htm 

於 1998 年以台灣地區公藏善本古籍及普通線裝古籍為基

礎，建置「台灣地區善本古籍聯合目錄」，茲為擴大古籍書

目資源，以利資料共建共享 

   

http://knowledge.digitalarchives.tw/list.jsp?kid=732850&oids=3893773,3893774,2881028,3973688,4036282,540012,1665954,1666487,1666540,1202317,1202535
http://knowledge.digitalarchives.tw/list.jsp?kid=2586291&oids=3282650,3292812,3202682,3321322,2950696,2998505,3925764,3925766,3079497,2909705,2956675,2986897,2999648,2841807,2869405,2972138,2975347,2837937,3921425,2929435
http://hsmaterial.moe.edu.tw/index.php
http://localdap.ncl.edu.tw/
http://readopac.ncl.edu.tw/ndap/rar/ndap-rar-int-00.htm
http://readopac.ncl.edu.tw/ndap/rar/ndap-rar-int-00.htm
http://rarebook.ncl.edu.tw/rbook.cgi/frameset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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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網路展書讀數位典藏資源 

古典文學館 1. 教材：教學示範— 

2. 古典詩詞館：吟唱、詩詞典故、依聲填詞、每日 E 詩 

3. 古典小說館：紅樓夢詩詞曲賦、分類辭典 

4. 名家名聯：墨跡 

5. 台灣文學館 

6.其他：典故索引、工具書、檢索 

文字、影像、聲音、簡報 

台灣古典漢詩 古典漢詩作品、全文瀏覽、檢索 

文字 

台灣客家文學館 1. 作家身影：導讀、生平大事、寫作年表、作家影音 

2. 代表作品：全文檢索、線上索引、著作書影 

3. 作品導讀：作品導讀、網路大家談 

4. 研究文獻 

5. 客家與文：鍾理和作品選讀、客家詞彙庫，客家音標 

6. 客家文學作家群：李喬、鍾鐵民、吳濁流、龍瑛宗、鍾肇政 

文字、聲音、影像 

台灣民間文學館

網站 

1. 文學館：民間故事謠諺數位化 

2. 台中縣文學地理資訊系統：利用 GIS 科技，讓地理變生動、細緻的電子地圖，

使用者可以走訪這些民間歌謠流傳的地點，從民間謠諺及故事裡貼近真實台灣面

貌；在地民間文學瀏覽：宜蘭、桃園、苗栗、台中、南投、彰化、雲林、台南、

高雄等層級地圖 

3. 文學作品欣賞：隨機顯示讀音、解釋 

4. 詞彙語意辭典：詞彙、筆劃、記音規則 

5. 教學區：詞語學習、兒童劇場、兒童劇場、民間歌謠教唱 

6. 研究區 

文字、影音、數位地圖 

荔鏡姻 河洛源～ 

荔鏡記 多媒體數

位教學 

 

全文瀏覽、檢索 

文獻書影 

語文教學：語文教學、福佬語國與同近義詞、潮州語言辭典、語言演進、台灣諺

語 

研究資料 

文字、聲音、視訊、圖片、PPT 

時空之旅-蘇軾~~

教育部六大學習

網先導計畫 

全文瀏覽、全文索引 

人物篇、事件篇、時間篇、空間篇、文物篇、研究區、教學區、群己區、綜合區 

文字、影像、地圖、時空資訊系統 

＊ 以 XML可延伸標註語言建立文章標誌系統研究~以蘇軾詩為範圍 

＊ 人生到處之何似：宋人與宋詩地理資訊系統 

＊ 浪濤盡千古風流人物：蘇軾文史地理資訊系統(蘇軾文學本體論、蘇軾文學全

文檢索、蘇軾文學文史地理資訊系統、宋代地理資訊系統、蘇軾文學時空資訊

系統) 

斯文脈脈永留 結合：賴和、鍾理和數位博物館、智慧型全台失知識庫、台灣民間文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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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台灣文學數位

文物館 
文字、圖片、影音、數位地圖、教學軟體 

不惜歌者苦，但傷

知音稀~詩詞曲文

三語吟唱讀教學 

1. 洪澤南：吟讀教學教材、傳統八音再現(國、客、閩南語吟讀示範) 

2. 李勉、許介彥：唐宋詞古唱(國語) 

3. 王更生：詩詞曲文吟唱(國語) 

4. 詩詞曲文三語吟唱讀資料庫：檢索 

文字、聲音、影像、卡拉迷 

全唐詩全文檢索

系統 

全文瀏覽 

全文檢索 

依韻入詩 

文字 

溫柔在韻---唐詩

三百首 

詩情畫意---吟唱、繪畫、朗誦、書法、吟詩 

唐詩入門百科 

唐詩三百詩文、檢索 

唐詩分類 

兒童樂園~~唐詩拼盤、文自接龍 

教學討論 

文字、聲音、影像、遊戲 

唐宋文史資料 全文瀏覽、全文檢索 

(全唐詩、唐宋詞、宋詩) 

文字 

唐宋詞全文檢索 全文瀏覽、檢索 

依聲填詞—格律

自動檢測索引教

學系統 

詞牌檢索、詞譜檢索、詞韻檢索 

唐宋詞全文檢索 

詞彙資料庫 

文字 

依韻入聲---格律

自動檢所教學系

統 

依韻作詩：五言、七言絕句、律詩詩譜 

聲律詩韻 

詩學含英 

詩詞曲典故 

文字 

淺酌低唱---宋詞

古唱虛擬實境教

學環境建置計畫 

 

淺酌低唱~宋詞三

百首 

依聲填詞 

吟唱區 

詩意象圖庫 

唐宋詞資料庫 

教學推廣：教學觀摩、吟唱詞文賞析、尋唱相關知識 

文字、聲音、影像、卡拉迷、電子書 

新詩改罷自吟

唱—唐詩吟唱虛

擬實境教學環境

建置計畫 

詩律對韻 

唐詩吟唱 

詩、意、象 

全唐詩全文資料庫 

教學區：線上教唱、入門小百科 

文字、聲音、影像、卡拉迷、電子書 

宋代名家詩全文 宋詩瀏覽、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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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系統 文字 

人生到處之何

似：宋人與宋詩地

理資訊系統 

宋人與宋溼地裡資訊系統 

宋代名家詩 

宋代地名資料庫 

全文瀏覽、索引、地圖檢索 

文字、影像、數位地圖 

唐宋詩詞作者及

作品分佈地理資

訊系統 

唐宋詩詞作品檢索、索引，作者、地名索引 

統合：新詩改罷自長吟-唐詩吟唱虛擬實境教學環境建置計畫，淺酌低唱—宋詩古

唱虛擬實境教學環境建置計畫 

1. 全文檢索及索引 

2. 駔者資料索引及檢索 

3. 行政地名資料庫 

腹有詩書氣自

華：唐宋詩詞資料

庫 

唐宋詩詞全文檢索、詩詞吟唱教學 

宋人 

孟郊詩集校注 全文瀏覽 

文字 

膾炙人口~中國飲

食詩 

唐宋詩分類選 

中國飲食詩文大典 

索引 

漢語方言音讀 

文字 

思君如流水~中國

情詩 

全文瀏覽：詩體、時代、作者 

全文檢索 

名句精選 

每日一詩 

七夕典故、詩文、民俗活動 

情人節：創作、對句、情人卡、票選 

學習區：導讀、解析，分享 

文字、遊戲、動畫 

詩經全文檢索系

統 

全文瀏覽、檢索 

文字 

樂府詩 全文瀏覽、檢索 

文字 

紅樓夢 一、 分類辭典： 

分類索引、辭句查詢、全文瀏覽 

二、 詩詞曲賦 

全文瀏覽~目錄、全文、注釋、語譯、評說 

三、 網路教學研究資料中心 

藝文資料—戲說紅樓、彩繪紅樓、木雕紅樓 

紅樓有人---四大家族關係表、人物索引 

紅樓天地---大觀樓模型圖、平面示意圖、紅樓地  

          理、地名索引 

教學討論：作詩、填詞、學習區、研究資料 

文字、影像、畫作、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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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台灣數位典藏調查 

甲、 單一作家數位典藏網站 

 

賴和數

位博物

館 

http://cls.hs.yzu.edu.tw/laihe/ 

文建會國家文化庫計畫之一，由清華大學臺文所、成功大學臺文所、元智大學中語系共同製

作。資源可分： 

三國演義全文檢

索系統 

全文瀏覽、標題檢索 

全文檢索 

文字 

水滸傳全文檢索

系統 

全文瀏覽、標及索引 

全文檢索 

文字 

金瓶梅詞話全文

書影系統 

數位檔 

文字、影像 

搜文解字 ㄧ、語文知識網路 

1. 搜詞尋字 

2. 文學之美~唐詩三百首：互動 詩詞文本、註解、多媒體、音韻標註 

3. 遊戲解惑：文字、詞句接龍、唐詩拼圖、古文字猜字 

4. 古文字的世界：中央研究院~~甲骨文、金文、東周文字 

文字、遊戲、檢索新詞讀音/詞義/用法出處工具書 

二、文國尋寶記 

1. 學堂(國小課本)、大觀園(紅樓全文、人物索引、謎語、詞語、成語)、黑白

宮(名詞、量詞搭配、迷宮陣)、接龍瀑布(成語查詢、成語接龍)、西園(宋詞三

百、唐詩三百)、梁山(水滸傳、好漢坡、詞語搜尋)、倒影湖(部件學習遊戲、黑

白宮、成語接龍、顛倒词….) 

文字、聲音、影像、影像 

詩詞曲典故 全文瀏覽、典故索引 

文字 

閩南語典藏~~歷

史語言與分布變

遷資料庫 

閩南與典藏、閩南語歌本、客語歌本 

1.文獻：閩南戲曲、歌仔冊、客家歌本 

2.語言分布調查庫~~台灣地理資訊系統 

3.詞彙庫：閩南語詞彙庫、客語詞彙庫 

4.語言教學：荔鏡記、渡台悲歌、金花女、同窗琴書 

5.研究資料︰ 

文字、影像、空間資訊系統 

智慧型 全台詩資

料庫 

全台詩全文、索引、檢索 

時空資訊系統：時間資訊系統、空間資訊系統 

文字 

歷代帝王譜系檢

索 

朝代紀年索引、歷代帝王索引、古今地名對照表 

文字 

http://cls.hs.yzu.edu.tw/lai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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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紀念館導覽：賴和生平、專家導覽、虛擬導覽(2D虛擬導覽系統)、紀念館館史、賴和

紀念碑 

2. 檢索：文學檢索區、綜合索引區 

3. 文學研究區：數位全文、手稿影像、刊稿影像、筆記、相關文物---照片、藏書、簡報、

醫療器材 

4. 賴和研究資料：年表、評論全文、研究目錄、影音資料、文學語料庫(非韻文語料)、學

術活動、賴和平反資料、他人作品(友人來往書信、祭弔輓词) 

5. 彰化區作家：楊守愚、賴賢穎，文學手稿、刊稿影像、文物 

6. 文教推廣區：賴和文教基金會、八卦山文學歨道、文學網路教學區(作家導讀、作品導讀、

文學大家談) 

索引、檢索、瀏覽 

多元動態導覽、手稿線上翻閱 

虛擬紀念館導覽、討論區分享 

鍾理和

數位博

物館 

http://cls.hs.yzu.edu.tw/zhonglihe/ 

文建會國家文化庫計畫之一，由清華大學臺文所、元智大學中語系共同製作。資源可分： 

1.  紀念館導覽：生平、專家導覽、虛擬導覽、紀念館館史 

2. 索引檢索區：綜合索引區、文學檢索區 

3. 文學研究區：文獻資料、作品集、眉批手稿、相關文物(照片、藏書、簡報、文物) 

4. 研究資料：年表、評論全文刊載、全文、影音資料、文學語料庫(客家語料)、地理地名

資料(鍾理和文學地景、文學地景導覽、美濃文學地景—美濃、竹頭庄景點地名、建築物等

人文資料) 

5. 美濃文學文化地圖：鍾理和筆下美濃地區景點，繪製成美濃文學文化地圖，並以實地拍

攝的美濃文學地景照片配合理和文學作品參照閱覽 

6. 文教推廣：基金會、文學網路教學區、文學歨道/文句紀念時 

文字、聲音、影像、地圖、flash 

虛擬導覽 

葉榮鐘

全集、文

書籍文

庫數位

資料館 

 

http://archives.lib.nthu.edu.tw/jcyeh/ 

為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首次執行之數位典藏計畫，主要進行「葉榮鐘先生捐贈資料」數位典

藏工作。本網站的內容包含了葉先生的手稿、朋友來往信札、藏書及家居文物等等。透過了

這些文物，我們發現一位典型的台灣知識份子的內在生命；透過認識這位知識份子的內在生

命，我們發現到台灣從日據到國府統治時期具體的社會脈動 

1.資料館：導言、生平、捐贈的故事、捐贈目錄、照片、著作 

2.台灣文史創意學習網：支援相關創意學習計畫，發揮「葉榮鐘典藏資料」之教學價值，「以

葉榮鐘的史料豐富高國中的台灣文史教學--建置互動式大事年表及概念圖」（曾正宜教授主

持）創意學習計畫，建立教學性網站與編撰台灣史教材，以充分發揮「葉榮鐘典藏資料」之

教育文化價值 

楊逵文

物數位

博物館 

 

http://dig.nmtl.gov.tw/yang/ 

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於二○○四年承辦「楊逵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楊逵百年紀念」系

列活動，將典藏史料數位化，是以希冀通過標準化、系統化的方式建立資料庫，提供一般使

用者以一窺日治時期台灣文學／文化發展的歷史紀錄；另提供進階使用者，透過畫面、文字

的交叉檢索，得到所需的第一手研究素材；並且在前述基礎上，更可進一步擴大文學與歷史

http://cls.hs.yzu.edu.tw/zhonglihe/
http://archives.lib.nthu.edu.tw/jcyeh/
http://dig.nmtl.gov.tw/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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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的解讀基礎，結合資訊軟體科技，將相關的文學文本及史料素材進行創意加值，於資料

留存之外，同時在未來延伸計畫中建置出相應於此的遊戲介面，達到寓教於樂的目的。 

1.總論：簡介  2.楊逵年表 3.手稿區：戲劇、詩、散文 

4.楊逵研究：家屬作品、作品導讀、相關研究 

5.楊逵故事屋：新化楊逵文學紀念館 6.走找楊逵： 

葉石濤

的府城

台南 

～漫步

在現實

與虛實

間的城

市 

http://www3.nmtl.gov.tw/YehTainanMap/ 

本網站內容選自台南文史工作者黃建龍先生提供，國家文藝基金會補助之「葉石濤的府城文

學地圖調查報告」，選取的標準為葉石濤先生書中至少出現過兩次以上的台南市地點，並經過

黃建龍先生比對清代、日治時期舊地圖、考證老街位置、核對舊地名，以及訪問葉石濤先生

本人與地方耆老，還原書中因記憶模糊或因應情節需要而修改過之地名。網站中每一地點之

標題，若有使用括弧標示者，括弧中為現在的地名，括弧前為舊地名。例如：米街(新美街)。 

1.文學與城市的美麗邂逅 

2.葉石濤的府城文學地圖 

新竹縣

縣史館

數位典

藏系統~

吳濁流 

http://collection.hchcc.gov.tw/ 

cgi-bin/gs32/gsweb.cgi/login?o=dwebmge  97筆 

著作手稿、出版著作、老照片、作家私人藏書等掃描檔。 

新竹縣

縣史館

數位典

藏系統~

龍瑛宗 

http://collection.hchcc.gov.tw/ 

cgi-bin/gs32/gsweb.cgi/login?o=dwebmge   56筆 

著作手稿、出版著作、老照片、作家私人藏書等掃描檔。 

余光中

數位文

學館 

http://dayu.lis.nsysu.edu.tw/index.php 

1. 完整呈現余光中所有作品目錄，包含：已出版之詩作、散文、評論、書序、詩歌吟唱

及未出版之創作，蒐羅相片、手稿、書影、簡報與活動影音等影像資源，轉換為數位

格式，並成立資料庫，將文學作品篇目與數位檔案連結，提供往後研究台灣當代文學

發展之參考資源。  

2. 建置數位典藏資料庫系統，作為數位典藏保存、整理、檢索與利用之平台系統。利用

多媒體網頁技術，呈現余光中文學作品數位典藏成果。 

3. 互動遊戲區  

 

紀綱、滾

滾遼河

及滿州

國地工

群體文

獻、文

物、影音

數位典

藏計畫 

http://www.lib.nthu.edu.tw/library/project/jigang/index.htm 

針對紀剛先生及其友人捐贈之珍貴文物進行數位典藏工作，建置學術性資料庫及網站。 

1.《滾滾遼河》前身相關的手稿作品。2.東北抗戰地工群體的來往書信。 

3.地工群體的私人文獻、文物與相關報導。4.紀剛先生口述歷史影音檔。 

除了鍾理和、賴和為統合性數位典藏資料館，葉石濤結合文本、GIS地理系統的統合，其他

僅文物蒐藏保留。 

http://www3.nmtl.gov.tw/YehTainanMap/
http://collection.hchcc.gov.tw/
http://collection.hchcc.gov.tw/
http://dayu.lis.nsysu.edu.tw/index.php
http://www.lib.nthu.edu.tw/library/project/jigang/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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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多位作家數位典藏網站 
台灣原住

民影音數

位典藏館 

http://aborigine.cw-net.com/index.php 

以「山海文化雜誌社」所辦理的前後七次原住民文學獎記者會、評審會議、頒獎典禮

影音，近二十場的文學對話、文學研討會、文學營、文學展演、文學國際交流、國際

研討會等文學活動影音，以及作家文學訪談、作家文學生活影音等為執行項目今年度

已完成 200 小時的影音數位化工作。 

山海文學：原住民文學活動、作家文學活動、原住民文學獎、作家文學訪談、文學國

際交流 

山海刊物、山海圖像 

蘭嶼原住

民媒體資

料庫 

http://lanyu.nctu.edu.tw/database/lanyu/index/index.aspx 

係國科會「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下的「內容發展分項計畫」所補助建立。本資料庫所

涵蓋的媒體與檔案內容包括：平面刊物/雜誌、影像、與廣播等類型，除了將完整的原住民媒

體內容加以數位化儲存與建立詮釋資料之外，資料庫也將所有媒體內漢語轉換為全文文字，

以全文方式輸入典藏資料庫之中。同時，本資料庫也積極鼓勵與推動蘭嶼族人參與建構此資

料庫，希望能以「參與式發展」的精神，加入參與資料庫的建置行列，為蘭嶼的文化保存共

同貢獻心力。 

台灣原住

民文學數

位典藏 

http://aborigine.cca.gov.tw/index.asp 

行政院文建會補助台灣原住民發展協會製作，裡邊包括山海文學世界、文字獵人、文學出版、

文學桂冠、文學研究（口傳文學、碩博論文）等原住民文學的統整，也建立原住民相關連結，

資料豐富。 

台灣客家

文學館 

http://literature.ihakka.net/hakka/default.htm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與聯合大學製作。以台灣客籍作家：吳濁流、龍瑛宗、鍾理和、鍾肇政、

李喬、鍾鐵民六人之作品、手稿、照片、文物典藏，網頁上包括作家身影、代表作品、作品

導讀、研究文獻、客家語文、相關網站連結（統整與客家相關網站），也提供檢索功能。 

宜蘭縣籍

作家資料

庫 

http://www.ilccb.gov.tw/ch/artauthor.php?enter=true 

非常簡單的在地作家資料典藏 

倒是：宜蘭人文知識數位資料庫裡邊資料更為豐厚，

http://www.ilccb.gov.tw/ch/artauthor.php?enter=true，其中還有連結蔣渭水主題館

http://ylhm.e-land.gov.tw/exhibition/weishui/index.aspx 

嘉義文學

數位博物

館 

http://140.125.168.74/literaturetaiwan/custompage/index.aspx 

收藏資料可分為作家介紹與文章二大部分，文章包括嘉縣藝文活動出版品等相關內容，並分

為序曲、在溫暖的海陸、魚鹽兒女、尾聲等四個部分，全文內容以網頁的方式呈現，方便使

用者瀏覽檢索。作家介紹收錄嘉義近一百一十位古典及現代作家簡介，並有二十五位作家專

訪內容。專訪作家中，文心、岩上、黃英雄、路痕、李弦五位作家，為本站之專輯作家，提

供其大部分之作品於本站收錄。同時也持續徵集相關資料，亦期待本站由區域文學史，邁向

台灣文學史的一條康莊大 

高雄文學

館 

http://ksm.ksml.edu.tw/ksmhome.asp 

高雄文學館原為高雄市立圖書館第二圖書館，配合推動文化休閒創意產業，九十五年並爭取

文建會「地方文化館」計畫補助建置「高雄作家資料專區」暨「高雄文學史發展大事紀」，並

建置作家資料數位化典藏。2006年完成建置「高雄作家資料專區」，以保存及展示高雄文學作

家之創作文物，含簡歷、照片及著作等，供民眾欣賞閱覽，並結合利用網路的無遠弗屆優勢，

同時建置作家資料數位化典藏，透過網站的行銷，提供更多民眾可深入瞭解高雄作家的多元

管道。 

現代文學

館數位典

藏計畫 

http://course.mingdao.edu.tw/md_literature/main.html 

明道中學開風氣之先，繼民國八十二年首創書院式的國學講壇 之後，八十八年再率先設立了

典藏作家文物、手稿、著作的現代文學館。同時在開館的首次文物展中展出了擁有廣大書迷

的名作家三毛的文物。  

http://aborigine.cw-net.com/index.php
http://lanyu.nctu.edu.tw/database/lanyu/index/index.aspx
http://aborigine.cca.gov.tw/index.asp
http://literature.ihakka.net/hakka/default.htm
http://www.ilccb.gov.tw/ch/artauthor.php?enter=true
http://www.ilccb.gov.tw/ch/artauthor.php?enter=true
http://ksm.ksml.edu.tw/ksmhom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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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文學館，除作家文物展示外，尚有作家聲影區和圖書資料區。  

作家聲影區裡有作家錄影帶、有聲書、錄音帶，讓讀者從聲音和影像中獲得另類的閱讀享受。 

圖書資料區則除了名家著作外，並著重文學選集、作家傳記、文學評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等的蒐集採購，同時對台灣前輩作家作品和大陸作家作品也都用心蒐藏，台灣各縣市作家作

品集更在典藏之列。同時，近年來報章雜誌刊登的作品評論、作家訪談等資料，也廣泛剪輯，

按作家姓氏筆畫逐一建檔，目前已有五百多位作家、二千多筆資料裝訂成七十卷，足供對文

學有興趣的人閱覽查詢之用。  

台灣文學

創意教學

網 

 

http://140.128.24.25/teach/news/news_index.asp?page=4 

文學繪本單元提供了九位作家部分作品、作品導覽，並結合繪本製作，豐富文章的內容。 

台大近代

名家手稿 

http://www.lib.ntu.edu.tw/cg/manuscript/home.html 台灣大學圖書館蒐集手稿真跡，以

教師及校友中，屬文學、史學、哲學名家之手稿為蒐集範疇，文學部分目前有王文興、林文

月、臺靜農、葉維廉、王禎和、楊雲萍、鄭騫、潘貫等八位作家。 

馬華文學

數位典藏

中心 

 

http://da.lib.ntnu.edu.tw/mahua/ug-101.jsp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有鑑於國內馬華文學相關資料仍付之闕如，特與南方學院馬華文學

館合作，利用網路科技無遠弗屆的力量，匯集該館歷年來徵集到的作品的全文影像及部分全

文，建置成「馬華文學數位典藏系統」 

 

丙、 文學史料資料庫 
全台詩

資料庫 

http://cls.hs.yzu.edu.tw/TWP/全臺詩作者資料全文檢索、全臺詩全文檢索區、全臺詩註文檢

索區、 時空資訊系統、 臺灣詩社資料庫、全臺詩檢索區、全臺詩全文索引區 ... 

文學文

物典藏

系統 

http://xdcm.nmtl.gov.tw:8080/NmtlFront/index.jsp 

國立台灣文學館基於保存、延續從過去到當代有關臺灣文學作家、作品、史料之文學文物，以

提供現在及未來研究、展示、教育推廣臺灣文學之用，而進行蒐集保存維護工作，以期藏品能

完整呈現臺灣文學之全貌，故蒐藏範圍為台灣文學發展史上具有價值的史料文物，資料類型涵

蓋圖書、期刊、手稿、信札、報紙、照片、視聽資料、書畫墨寶、器物等。為使民眾能一窺台

灣文學珍貴史料之堂奧，特規劃本網站，同時提供館內藏品及數位化成果之查詢及瀏覽，並逐

年擴充相關詮釋資料數量與深度 

當代文

學史料

加值系

統 

http://lit.ncl.edu.tw/litft/home.action 本系統收集五十餘年來台灣地區當代文學

作家約兩千餘位之基本資料及其生平傳記、手稿、照片、著作年表、作品目錄、評論文

獻、傳記文獻、翻譯文獻、名句及歷屆文學獎得獎紀錄。本資料庫以生活在臺灣，至少

曾出版文學相關著作一本以上，且從事現代文學活動之作家為主，並兼收對臺灣文壇有

所貢獻或影響之作家。原則上以政府遷台後之作家為主，日據時代之著名作家亦兼有收

錄。收錄之作家必須是曾經多次獲文學獎之得獎主或受到文壇肯定之作家。 

當代客

家文學

史料系

統 

http://lit.ncl.edu.tw/hakka/  

客家文學作家的收錄原則包括：作家須具有客家身份(臺灣客家、外省客家、福佬客)，其作品

蘊含客家社會的風俗民情、生活方式、行為思考模式及價值觀等客家意識，或以客家語言寫作。

本系統收集有關臺灣地區當代客家文學作家之基本資料及其生平傳記、手稿、照片、著作年表、

作品目錄、評論文獻、翻譯文獻、名句及歷屆文學獎得獎紀錄等。  

世界華

文文學

資料庫 

 

http://ocl.shu.edu.tw/ 

以「世界華文作家協會」捐贈之資料為基礎，並擴大搜集全世界其他華文文學組織之檔案、資

料，私人藏書家收藏之著作，及作家個人之作品，以期建立國際間研究華文文學之重鎮 

國家文

化資料

http://nrch.cca.gov.tw/ccahome/國家文化資料庫建置計畫是配合行政院「挑戰 2008─

六年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之數位台灣計畫「網路文化建設發展計畫」之下的一項基礎建設子計

http://140.128.24.25/teach/news/news_index.asp?page=4
http://www.lib.ntu.edu.tw/cg/manuscript/home.html
http://da.lib.ntnu.edu.tw/mahua/ug-101.jsp
http://cls.hs.yzu.edu.tw/TWP/
http://xdcm.nmtl.gov.tw:8080/NmtlFront/index.jsp
http://ocl.shu.edu.tw/
http://nrch.cca.gov.tw/cca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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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文

學 

畫，目的是要系統性的、計畫性的進行文化藝術資源之蒐集、整理和保存，並藉由資訊科技將

其數位化典藏，留下文化資源的長久記錄。亦即蒐集、調查全國之藝文資源(包括美術、音樂、

舞蹈、文學、戲劇、建築、電影、古文書與老照片類等)，並進行建檔、拍攝、數位化等工作，

以文字、聲音、影像及視訊方式呈現，使分散各地的藝文資源，得以透過網路，讓民眾及研究

者整合性的查詢利用。文學部分：表現形式、 語言種類、資料來源三類查詢 

台灣作

家作品

目錄資

料庫 

http://www3.nmtl.gov.tw/writer2/  由國家台灣文學館製作，目的在蒐集台灣現代文學作家

及文學作品資料，並藉以反應台灣現代文學的整體成就，目前共收錄 2600 位作家小傳及十餘萬

筆作品目錄。 

台灣文

學資料

庫 

 

http://dcc.ndhu.edu.tw/literature/ 

東華大學數位文化中心建構，包含典藏作家、議題導讀、影音收藏、聲韻之美、全文檢索。 

台灣作

家作品

資料庫 

 

http://hermes.library.ncnu.edu.tw/ncnu/index.htm 

透過「台灣作家全集」、「台灣文學 50家」、「年度短篇小說選」、「年度散文選」、「年度詩選」、「聯

合報文學獎」、「中國時報文學獎」、「國家文藝獎文學類」各種資料整合成一個規模較小卻有代

表性的資料庫，縱然人數立即銳減至 1000位左右，但這些作家卻是現今研究學者與讀者熟悉的

代表性作家。 

台灣白

話字文

獻館 

 

http://www.tcll.ntnu.edu.tw/pojbh/script/台灣教會公報》中之文學作品，包含議論文與報

導文學揀選出來，將內容延伸建置為「台灣白話字文獻資料館」，以供台灣文學研究者更加充

足而完整的白話字文學相關資料，補足台灣文學之歷史質量，以利於台灣本土相關研究之發展。 

台灣民

間文學

館 

http://cls.hs.yzu.edu.tw/tfl2010/cht/cht_About1.aspx，本計畫的目的，便是將胡萬川教

授所采集的民間故事謠諺數位化，建置「台灣民間文學館網站」，提供文獻保存、推廣、研究、

教學的功能，期使所有台灣子民能透過網站的內容，了解先民智慧的結晶，也讓全世界了解台

灣本島的民情風俗文化及語言。 

《荔鏡

記》數

位博物

館  

 

「荔鏡姻，河洛源」-閩南語第一名著 http://cls.hs.yzu.edu.tw/LM/Lm_home.asp 

本計畫擬於第一搜文解字(語文知識網路)、二年(語文知識網路(II))的基礎上，建構鄉土語文

知識網路，以推廣與保存閔南語文學經典、豐富鄉土語言教學內容、建置鄉土語言網路教學環

境、建立資料典藏的國際標準為主要的目的。 

國科會數位博物館專案計畫 90年度 

臺灣

好！臺

灣文學

網 

（Literature of Taiwan）http://140.125.168.74/literaturetaiwan/index.asp 本網站為臺

灣漢文網、中文學術規範網、臺灣漢詩資料庫、嘉義文學博物館、臺灣期刊資料庫、臺灣文藝

欉誌資料庫之聯合入口平臺 

 

4.文化知識 

網站 網站內容 備註 

生物/文

化多樣

性數位

博物館 

http://turing.csie.ntu.edu.tw/ncnudlm/ 

蝴蝶生態面面觀 1998年 10月~1999 年 8 月 

整合國立暨南大學及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蝴蝶專業人力，將科博館多年

來蒐藏的「蝴蝶」珍貴典藏進行數位化處理，建立一個兼具研究、教育、

數位博物館

專案計畫

88 年 

 

http://www3.nmtl.gov.tw/writer2/
http://dcc.ndhu.edu.tw/literature/
http://hermes.library.ncnu.edu.tw/ncnu/index.htm
http://cls.hs.yzu.edu.tw/LM/Lm_home.asp
http://cls.hs.yzu.edu.tw/LM/Lm_home.asp
http://cls.hs.yzu.edu.tw/LM/Lm_home.asp
http://cls.hs.yzu.edu.tw/LM/Lm_home.asp
http://cls.hs.yzu.edu.tw/LM/Lm_home.asp
http://wiki.teldap.tw/index.php/%E6%90%9C%E6%96%87%E8%A7%A3%E5%AD%97%28%E8%AA%9E%E6%96%87%E7%9F%A5%E8%AD%98%E7%B6%B2%E8%B7%AF%29
http://wiki.teldap.tw/index.php/%E8%AA%9E%E6%96%87%E7%9F%A5%E8%AD%98%E7%B6%B2%E8%B7%AF%28II%29
http://turing.csie.ntu.edu.tw/ncnudlm/
http://wiki.teldap.tw/index.php/%E8%9D%B4%E8%9D%B6%E7%94%9F%E6%85%8B%E9%9D%A2%E9%9D%A2%E8%A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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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樂功用的數位化蝴蝶生態博物館 

目前連結失效：http://digitalarchives.tw/site_detail.jsp?id=702 

蘭嶼生物/文化多樣性數位博物館 2000 年 2月~2001 年 7月 

 蘭嶼生物/文化多樣性數位博物館-總計畫 洪政欣  

 子計畫一：蘭嶼與雅美(達悟)文化數位博物館 王嵩山  

 子計畫二：蘭嶼火山面面觀 莊文星  

 子計畫三：蘭嶼生物多樣性及結構 楊宗愈  

 子計畫四：多元素材數位博物館的結構組織及呈現技術 俞旭

昇  

數位博物館

專案計畫

89 年 

http://digimuse.nmns.edu.tw/chou/阿里山山脈與鄒文化數位博物館

2001年 5 月~2002 年 7 月 

網站以影像、聲音、文本之蒐藏與研究成果呈現，全貌性的描繪阿里山

鄒人強調「起源」、「中心」、「階序原則」、「知識的實用」、「社會作為一

種植物擬態」等概念，比較阿里山鄒人與研究者對自然與文化認識的相

同與差異。其整體架構區分為五大部分(本說明整理自原計畫成果報

告)： 

一、主題展示：起源、自然觀、社會組織、文化形式、當代鄒人。 

二、特展室：狩獵文化、男子會所重建紀實、舊照片特輯。 

三、資料查詢：物件查詢、多媒體查詢、阿里山山脈與鄒文化資料全文

檢索。 

四、資源中心：相關研究書目、鄒是論壇、文化地圖、電子報、相關連

結。 

五、自然與文化教室：鄒語教室、自然與文化教室。 

數位博物館

專案計畫

90 年 

淡水河

溯源博

物館 

http://ci6.lib.ntu.edu.tw/tamsui/index.html 

 以富有聲光影像之多媒體方式並配合虛擬實境技術呈現淡水

河流域的地理、環境、歷史和人文，期能透過此數位博物館，

帶領民眾了解居住環境的變遷，引發民眾關懷本土的情操。  

 充實中小學之歷史、地理、社會等課程教學內容與教材，促使

教學活潑化，並提高學生學習興趣與增加學習效果。  

 內容包括主題展示區、虛擬實境、資料搜尋區，以及教學互動

區四個部分。  

數位博物館

專案先導計

畫 88-89 年 

 

台灣原

住民(平

http://ianthro.tw。中研院民族所數位典藏入口網由中央研究院民族

學研究所 台灣原住民數位知識聚落開發合作計畫建置，是本所參與數

數位博物館

專案先導計

http://digitalarchives.tw/site_detail.jsp?id=702
http://wiki.teldap.tw/index.php/%E6%B4%AA%E6%94%BF%E6%AC%A3
http://wiki.teldap.tw/index.php/%E7%8E%8B%E5%B5%A9%E5%B1%B1
http://wiki.teldap.tw/index.php/%E8%8E%8A%E6%96%87%E6%98%9F
http://wiki.teldap.tw/index.php/%E6%A5%8A%E5%AE%97%E6%84%88
http://wiki.teldap.tw/index.php/%E4%BF%9E%E6%97%AD%E6%98%87
http://wiki.teldap.tw/index.php/%E4%BF%9E%E6%97%AD%E6%98%87
http://digimuse.nmns.edu.tw/chou/
http://digimuse.nmns.edu.tw/chou/
http://knowledge.digitalarchives.tw/list.jsp?kid=2586070&oids=2982420,3196035,3196038,2899338,3196034,3196036,3196037,3198150,3332233,2909987,2926110,2940203,2945687,2964131,2970112,2972392,2973847,2990150,2993340,3004128
http://knowledge.digitalarchives.tw/list.jsp?kid=2586177&oids=3081537,3188867,3190486,3194788,3194789,3194795,3194908,3202726,3202727,3324529,3325676,3328384,3331319,3331332,2914926,2918984,2919775,2920234,2920912,2924433
http://knowledge.digitalarchives.tw/list.jsp?kid=2586291&oids=3282650,3292812,3202682,3321322,2950696,2998505,3925764,3925766,3079497,2909705,2956675,2986897,2999648,2841807,2869405,2972138,2975347,2837937,3921425,2929435
http://knowledge.digitalarchives.tw/list.jsp?kid=754293&oids=4026519,4010548,3224506,3224507,3224508,3224512,3224464,1774194,1774192,1777262,1775751,1773983,2155032,2155057,2155058,2155013,2155022,2155034,2155021
http://www.ioe.sinica.edu.tw/
http://www.ioe.sinica.edu.tw/
http://ianthro.tw/handbook/3853
http://www.teldap.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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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族群) 

 

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的成果之一，目標在整合民族所各項

收藏與研究之數位化資源，並作為人類學分散式數位知識網的一個節

點。總計畫：平埔文化網路之維護與管理 潘英海                            

子計畫一：大台北地區平埔聚落文化地圖資訊系統 劉益昌               

子計畫二：平埔族語彙知識檢索系統與超文本連結管理技術          

子計畫三：平埔族群與當代臺灣、噶瑪蘭主題館  

展覽：為本所藏品之數位展示，我們將不定期邀請專人策劃展覽；     

主題：為本所數位典藏之「知識網」，以不同的主題來呈現本所相關研

究之介紹與成果；                                                    

典藏：收錄了本所各項數位化資料集，讀者可由此查詢本所各項數位化

資料庫並可由線上申請使用。                                                 

＊流動的歷史軌跡與收藏的平埔記憶──噶瑪蘭與凱達格蘭

http://www.pinpu.digital.ntu.edu.tw/index.php 

畫 88 年 

 

今統合至：

中研院民族

所數位典藏

入口網 

http://ian

thro.tw。 

台灣本

土植物

和魚類 

 

植物的部分，建置「植物大觀園」網站

(http://proj1.sinica.edu.tw/~hastwww/)，提供大眾各式各樣與植物

相關的資訊，以及中小學教師之輔助教材。網站分為四部份：  

1. 瞭望台：縱覽網站架構及國內外網站連結。  

2. 主題樂園：介紹標本製作流程、象山生態環境、台灣的植被、

果實的構造、植物相關研究論文與學者網站。  

3. 教育中心：提供親子與師生共享的教學課程。  

4. 資料搜尋區：初步建立「標本採集資料庫」及「台灣植物資料

庫」開放查詢。 

＊台灣植物整合查詢系統  http://tai2.ntu.edu.tw/ 

魚類的部分將過去中研院動物所魚類生態與進化研究室調查研究十五

年來所累積豐富的台灣本土魚類資料，透過網際網路之全球資訊網建立

網站(http://fishdb.sinica.edu.tw/~fishdmp/index.htm)，以圖片及

多媒體影音方式呈現，內容力求生動及生活化以吸引中小學生或社會大

眾的興趣，來瀏覽或查詢其所需之魚類資料。知識庫

http://fishkdb.biodiv.tw/ 

數位博物館

專案先導計

畫 88 年 

 

台灣老

照片數

位博物

館 

http://proj1.sinica.edu.tw/~photo/index.html 

計畫一：台灣老照片數位博物館之台灣老照片解析與文史研究       

【老台灣素描】：主題展示的規劃 【台灣走透透】：GIS 建築主題照

片資料的分析 【資料庫檢索】：系統的建立 【互動式學習】：之「放

大鏡看台灣」規劃。                                                

子計畫二：台灣老照片數位博物館之展示與視覺設計                

子計畫三：台灣老照片數位博物館之檢索、瀏覽及資料挖礦機制       

子計畫四：台灣老照片數位博物館之典藏、管理與 GIS機制 (雖被刪

數位博物館

專案計畫

89 年 

數位典藏國

家型科技計

畫

http://wiki.teldap.tw/index.php/%E6%BD%98%E8%8B%B1%E6%B5%B7
http://wiki.teldap.tw/index.php/%E5%8A%89%E7%9B%8A%E6%98%8C
http://ianthro.tw/exhibition
http://ianthro.tw/explore
http://ianthro.tw/collections
http://www.sinica.edu.tw/~hast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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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但仍舊執行)  

＊「台灣視覺記憶博物館」主要是台灣老照片數位博物館的延伸。 目

前擴展為三大數位博物館：典藏資料種類包括老照片、明信片、漫畫、 

地圖、手繪圖片、畫作 、翻攝民俗器 ...等平面視覺記憶資料；內容

含有各類 老照片主題、民族藝師相關資料、民間節慶相關資料

http://techart.tnua.edu.tw/~twmemory/index.html                    

「台灣老照片數位博物館」 「民族藝師數位博物館」  「傳統

節慶數位博物館」 

 

2002-2005 

『台灣視覺

記憶數位博

物館』承接 

 

 

台灣建

築史 

http://www.dm.ncyu.edu.tw/ 

本計畫以多媒體方式建構具有文化和教育價值的台灣地區古建築數位

典藏資料及「台灣建築史」網站，網站內容包含台灣的建築在三百年來，

由閩粵移民的墾拓過程中有很豐富的成果，它不僅僅是記錄當時文化社

會的背景，也記錄當時政治文化及科技發展等等資訊。網站主要分為三

大單元（本說明由計畫主持人陳嘉文所提供）： 

一、台灣建築導覽：以時間為區隔，建立荷西時期、明鄭時期、清代時

期、日據時期及光復後之台灣建築樣貌，分別從歷史文化背景、建築與

聚落、建築實例等方向呈現，使大眾能夠非常容易認識各個時期的建築

發展。 

二、虛擬導覽：單元規劃虛擬實境、旅遊導覽、互動遊戲三個項目，提

供一般民眾如臨其境般的漫遊其中，讚嘆台灣建築之美。 

三、台灣建築搜尋：則讓民眾依名稱、等級、地點或年代等方式，查詢

想知道的建築。 

數位博物館

專案計畫

89 年 

 

故宮文

物之美 

89 年度主題網站  

1.明清琺瑯工藝 ﹕網頁中將院藏珍品，依不同時代序列，一一展現。

配合文字解說，有助於您掌握明清琺瑯工藝的風格發展史；清晰的展品

圖片，相信您將不能不讚歎前人工藝之精巧與美感之恢宏。  

2.宋代書畫冊頁之美 ：宋本網站分為(主題介紹)、(展品賞析)、(虛擬

實境)。(查詢檢索)和(遊戲天地)五個項目。(主題介紹)中的「什麼是

冊頁」、(展品賞析)中的「一般導覽」、(虛擬實境)以及(遊戲天地)

都是為了一般觀眾所設計的，而(主題介紹)中的「談書論畫」、(展品

賞析)中的「進階導覽」以及(查詢檢索)則是為了研究者所設置的。相

信在這樣的設計下，一定能滿足觀眾們不同的需求。  

3.佛經圖繪詳說 ：「佛經圖繪詳說」網站分別從佛教藝術史、古籍版

本學、佛教圖像學、佛學思想、遊戲等角度，提供版本學者、藝術史學

者、藝術家、佛學家、佛教徒及初入門者藏漢藝術的相關知識。  

90 年度主題網站  

1.鈞窯之美 ：本網站希望藉由多媒體之網頁設計，使大眾認識何謂鈞

窯、鈞窯的由來、特色、及賞析的方式。透過網頁感性的表達及知性的

導覽，使人們能跨越時空的限制，觀賞故宮典藏的鈞瓷精品，並藉由虛

擬實境的建構，進入燒窯作坊，體驗燒窯的流程。  

2.書畫菁華 ：以本院書法與繪畫收藏中最重要的七十件古代名蹟為核

心，它們在中國藝術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基於保護文物不常展

出。網站中以深入淺出、循序漸進的方式，兼具感性與趣味化的角度，

希望帶領使用者去欣賞中國書畫，並能學習它們豐富的藝術意涵與文化

數位博物館

專案計畫 

89 年度：故

宮文物之美

數位博物館

研製  

90 年度：故

宮文物之美

系列二  

http://techart.tnua.edu.tw/~twmemory/index.html
http://knowledge.digitalarchives.tw/list.jsp?kid=2586070&oids=3223489,3143394,3217725,3141845,3223069,3861020,3142659,3213660,3216587,1895045,4167740,3586308,3587544,3215854,1261546,1284744,1289198,1294164,4168153,3891048
http://wiki.teldap.tw/index.php/%E6%95%B8%E4%BD%8D%E5%85%B8%E8%97%8F
http://wiki.teldap.tw/index.php/%E6%95%B8%E4%BD%8D%E5%85%B8%E8%97%8F
http://wiki.teldap.tw/index.php/%E9%99%B3%E5%98%89%E6%96%87
http://knowledge.digitalarchives.tw/list.jsp?kid=2586190&oids=3113852,3115503,3136362,3136647,3137068,3137132,3137145,3137146,3137269,3137275,3137277,3137710,3137730,1472686,1473362,1310142,3319765,3863792,3866144,3866152
http://knowledge.digitalarchives.tw/list.jsp?kid=2586377&oids=3113069,3113234,3113357,3113461,3113467,3113833,3113919,3113929,3114574,3114684,3114685,3115676,3116095,3116096,3116097,3116098,3116099,3116100,3116101,3116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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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  

國立故宮博物院 國家型數位計畫

http://www.npm.gov.tw/digitization/overview.htm 

國立故宮博物院自 2000年起，將故宮典藏的文物數位化，透過「數位

典藏」、「數位博物館」、「數位學習」計畫，讓民眾可以透過電腦網

路瀏覽國寶古物。網站主要包含以下單元（2010年 6月 1日整理、瀏

覽自原網站）： 

一、計畫簡介：數位典藏、數位博物館及數位學習各年度計畫工作項目、

目的。 

二、執行成效：簡述各項工作推展、活動辦理、論文發表情形。 

三、活動翦影：以圖片紀錄展覽、活動、研討會與記者會舉辦實況。 

四、成果分享 

包括典藏資料庫、主題網站、數位典藏、數位學習、數位體驗、影片、

多媒體光碟： 

1）典藏資料庫：器物、書畫、清代宮中奏摺及軍機處摺件、善本古籍、

家族譜牒。 

2）主題網站：佛經文獻、古典文明、古地圖、汝窯、殿本圖書、米芾、

浙派、鈞窯、玉之靈、北宋書畫、科技之眼、西周金文、文學名著與書

畫、微型空間、清代時樣與仿古玉器、大汗的世紀、宋代書畫冊頁、明

清琺瑯工藝、書畫菁華、佛經圖繪。 

3）數位典藏：故宮文物數位典藏網站。 

4）數位學習：故宮 e學園、故宮行動式學習入口網、數位學習在故宮。 

5）數位體驗：精選文物－e窺究竟。 

五、經驗交流：數位典藏流程、技術、活動、資料庫介紹 

故宮 e學

園 

http://elearning.npm.gov.tw/index.htm 

國立故宮博物院將文物瑰寶數位化後，開發數位學習課程，供民眾參觀

古文物並學習歷史與器物文化的演進發展，迄今已開發九大類 69門課

程(38 門中文；26門英文；5 門日文)，共 27小時。對於國人欣賞典藏

文物與藝術，瞭解歷史文化的產生過程及演進，都可有更深一層的認

知，進而提高學生及國民的對傳統歷史文化的藝文素養。 

善本古籍,器物,檔案,書畫 

故宮文物數位學習資料庫 

http://m-learning.npm.gov.tw/ugarden/res3.aspx 

故宮書畫典藏檢索 

http://painting.npm.gov.tw/npm_public/index.htm 

故宮精緻文物數位博物館知識庫建置 http://tech2.npm.gov.tw/da/ 

數位學習國

家型科技計

劃

2003/1~200

7/12 

數位典藏與

數位學習國

家型科技計

畫

2008-2012

故宮精緻文

物數位博物

館知識庫建

置 

台灣外

省人生

命記憶

與敘事 

http://twm.ios.sinica.edu.tw/index.html 

本計畫第一期收集三類型外省人的相關文物：「家書徵文稿件」、「外省

女性書寫作品」、「返鄉照片徵集」。第二期延續第一期計畫內容外，且

納入戒嚴時期的「外省人返鄉運動」、「澎湖山東煙台聯中流亡師生案」

相關文獻。而第三期則更進一步以「生」與「死」為主軸，前者以「大

數位典藏國

家型科技計

畫

2007-2010 

http://wiki.teldap.tw/index.php/%E5%9C%8B%E7%AB%8B%E6%95%85%E5%AE%AE%E5%8D%9A%E7%89%A9%E9%99%A2
http://wiki.teldap.tw/index.php/%E6%95%B8%E4%BD%8D%E5%8C%96
http://wiki.teldap.tw/index.php/%E6%95%B8%E4%BD%8D%E5%85%B8%E8%97%8F
http://wiki.teldap.tw/index.php/%E6%95%B8%E4%BD%8D%E5%85%B8%E8%97%8F
http://wiki.teldap.tw/index.php/%E6%95%B8%E4%BD%8D%E5%8D%9A%E7%89%A9%E9%A4%A8
http://knowledge.digitalarchives.tw/list.jsp?kid=2584001&oids=3079365,3089630,1777659,1774065,3116777,2155940,3338053,3338054,3338055,1519691
http://knowledge.digitalarchives.tw/list.jsp?kid=2586070&oids=3081633,3098825,1778435,1774927,1895045,3861020,3891048,3586308,4344749,4345992
http://knowledge.digitalarchives.tw/list.jsp?kid=2586178&oids=551008,3358462,3251288,3336876,1546325,1886279,1811783,1085328,1085330,3082646
http://knowledge.digitalarchives.tw/list.jsp?kid=2586190&oids=545164,3096096,3337482,3113852,3140389,3318135,1324425,1159656,1324426,2201442
http://knowledge.digitalarchives.tw/list.jsp?kid=774921&oids=3834950,485846,3020480,3968007,3981798,2634396,2635850,2635863,2640570,2644025
http://knowledge.digitalarchives.tw/list.jsp?kid=2586232&oids=485846,3194788,3200312,1659640,3252058,2940490,2959894,2969435,2985402,2987247
http://knowledge.digitalarchives.tw/list.jsp?kid=2586232&oids=485846,3194788,3200312,1659640,3252058,2940490,2959894,2969435,2985402,2987247
http://knowledge.digitalarchives.tw/list.jsp?kid=147&oids=3193572,3193573,3194925,3547843,3547844,3547845,835529,835530,835531,2884457
http://knowledge.digitalarchives.tw/list.jsp?kid=752153&oids=3194847,3194932,3203424,3360515,3361040,1811693,1374238,1118837,1431052,1464749
http://knowledge.digitalarchives.tw/list.jsp?kid=756397&oids=1197842,1369693,1369694,1369860,835210,835577,836501,836502,836503,836504
http://knowledge.digitalarchives.tw/list.jsp?kid=780864&oids=1654249,3188164,3190671,3136611,3136642,835180,835182,1324422,2201168,835183
http://knowledge.digitalarchives.tw/list.jsp?kid=2583917&oids=551347,551348,478634,2683538,3334349,1197339,1812101,1826259,1372385,3578399
http://elearning.npm.gov.tw/
http://elearning.npm.gov.tw/
http://wiki.teldap.tw/index.php/%E5%9C%8B%E7%AB%8B%E6%95%85%E5%AE%AE%E5%8D%9A%E7%89%A9%E9%99%A2
http://wiki.teldap.tw/index.php/%E6%95%B8%E4%BD%8D%E5%8C%96
http://m-learning.npm.gov.tw/ugarden/res3.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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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義胞」來台重建廟宇信仰，象徵群體遷徙來台後的「重生」經驗，後

者以六張犁公墓、綠島「十三中隊」集葬區，述說白色恐怖案件之罹難

者遭遇；而５０年代外省籍「海軍案」歷難者的記憶，則似徘迴於生與

死之間。影像、文字、聲音、資料集 

原住民

數位典

藏 

http://117.56.50.37/aborigine/ 

國立台灣博物館原住民文物典藏數位化計畫，分族分年方式進行，

2004-2007年陸續收錄平埔族、賽夏族、邵族、魯凱族、卑南族、鄒族、

布農族、達物族、泰雅族等文物資料 

 

數位典藏國

家型科技計

畫

2004-2010 

 

國史館

數位典

藏計畫 

http://dftt.drnh.gov.tw/ 

本館隸屬於總統府，以纂修國史及典藏國家重要檔案文物為職掌。進行

的數位典藏計畫以 5年的時間，分年整編現藏「國民政府檔案」(91年)、

「蔣中正總統文物」(91年至 93 年)、「資源委員會檔案」(93年至 95

年)、「臺灣省政府地政處檔案」、「蔣經國總統文物」(94 年至 95 年)等

5 種全宗檔案 

96 年開始邁入第二期後，其總目標開始轉為強調應用並推廣第一期的

豐碩成果；而本館「拓展臺灣數位典藏－總統文物與珍貴史料數位建置

計畫」（以下稱本計畫）所屬的第一分項「拓展臺灣數位典藏分項計畫」，

二期計畫偏重多樣性、獨特性、急迫性與臺灣主體性的精神，持續館藏

總統文物與珍貴史料的數位化，建置符合國際通用標準規格之國家數位

典藏系統，並加以編目建檔、影像掃描，產出數位資料，將可初步達成

珍貴史料內涵的永久典藏 

國家歷史資料庫 http://dftt.drnh.gov.tw/intro-2-4.htm# 

史料地理資料庫 http://gis.drnh.gov.tw/index.aspx 

創意加值 http://dftt.drnh.gov.tw/video.htm 台灣百年歷史 

台灣文獻館典藏數位化 http://www.th.gov.tw/digital/digital.php

走過風雨台灣鹽業 

人名權威查詢

http://digitalarchives.tw/site_detail.jsp?id=3372 

 

蘭嶼原

住民媒

體資料

庫 

http://lanyu.nctu.edu.tw/database/lanyu/index/index.aspx 

資料庫所涵蓋的媒體與檔案內容包括：平面刊物/雜誌、影像、與廣播

等類型，除了將完整的原住民媒體內容加以數位化儲存與建立詮釋資料

之外，資料庫也將所有媒體內漢語轉換為全文文字，以全文方式輸入典

藏資料庫之中。同時，本資料庫也積極鼓勵與推動蘭嶼族人參與建構此

資料庫，希望能以「參與式發展」的精神，加入參與資料庫的建置行列，

為蘭嶼的文化保存共同貢獻心力。 

達悟歌謠與庶民文化數位典藏計畫 2008-2010 

蘭嶼媒體與文化數位典藏 http://lanyu.nctu.edu.tw/ 

數位典藏國

家型科技計

畫

2005-2008 

哈客網

路學院 

http://elearning.hakka.gov.tw/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為推廣客家語言文化、創造多元化的數位學習環境，

數位學習國

家型科技計

http://117.56.50.37/aborigine/
http://dftt.drnh.gov.tw/
http://dftt.drnh.gov.tw/intro-2-4.htm
http://gis.drnh.gov.tw/index.aspx
http://dftt.drnh.gov.tw/video.htm
http://www.th.gov.tw/digital/digital.php
http://www.th.gov.tw/digital/digital.php
http://wiki.teldap.tw/index.php/%E8%A1%8C%E6%94%BF%E9%99%A2%E5%AE%A2%E5%AE%B6%E5%A7%94%E5%93%A1%E6%9C%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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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帶動全世界客家文化數位學習風潮，特推動哈客網路學院客家語言

文化教學計畫，開發數項線上多媒體語言文化課程（本說明整理自原網

站簡介）：  

一、客語教學：包含客家俚諺語漫畫、生活哈客 100句、談天說地、客

語能力認證等課程。  

二、客語文學：帶使用者初窺客家詩集，如：杜潘芳格、黃恆秋、曾貴

海、利玉芳、張芳慈等人之作品。  

三、兒童客語：以輕鬆的遊戲與歌唱來讓兒童學得知識，在兒童客家主

題裡有客家搞生趣、認識自然界中常見的動植物等課程。  

四、客語音樂：中有台灣客家歌謠傳唱、客音樂創作新思維、傳統曲藝

賞析、現代哈客音樂等課程。  

五、客家民俗歷史：提供客家聚落風華家建築與客家庄等課程。  

六、客家文化創意產業：介紹客家．人文．創意產業及客家美食饗宴、

客家飲食文化課程。  

七、大專院校線上課程：與各大專院校合力製作之客語線上課程，透過

網路教學，以提升大學生對客語文化的認識及客家語言的瞭解 

畫

2005/1~200

7/12 

 

數位典藏與

數位學習國

家型科技計

畫 

2008/1~201

2/12 語文

數位教學計

劃 

閩南語

典藏-歷

史語言

與分佈

變遷資

料庫 

http://southernmin.sinica.edu.tw/index.asp 

以大眾文學之劇本、歌仔冊二種文體為範圍，建立閩南語、客家語語料

庫。並以閩客雜居的新竹縣新豐鄉為對象，調查居民用語，研究閩客用

語交互之影響。從歷史語言與語言分佈兩點切入，結合文獻語言與生活

語言，進行語言標誌，建置閩客語語料庫、詞彙庫與語言分布地理資訊

系統，為學界提供有力的研究工具。 由於新竹縣新豐鄉是閩客雜居的

鄉鎮，所以本計畫以新竹新豐鄉為範圍，進行語言分佈的調查研究，發

展語言分佈地理資訊系統 

數位典藏國

家型科技計

畫

2003-2007 

數位典藏語

數位學習國

家型科技計

畫

2008-2012 

數位臺

灣客家

庄 

http://archives.hakka.gov.tw/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拓展臺灣數位典藏計畫－數位

臺灣客家庄」係以客家委員會為中心，匯聚「產」、「官」、「學」及「民

間組織」力 量，整合客家委員會與各界在過去、現在及近期內針對臺

灣之「客家文物」、「客庄文化資產」、「圖書文獻」、「影音資料」方面所

進行的數位化典藏與數位內容開發計畫。 本計畫係透過數位化科技，

永久典藏及保存客家具「稀缺性」、「重要性」、「代表性」及「瀕危性」

之文化資產，有助於呈現臺灣「多樣性」之總目標。 

＊客家庄文化數位典藏

http://archives.hakka.gov.tw/frontsite/archive/ 

＊客家影音數位典藏 http://broadcasting.hakka.gov.tw/admin/ 

＊台灣客家圖書館 

http://memory.ncl.edu.tw/hakka/about.jsp 

數位典藏與

數位學習國

家型科技計

畫

2007-2012 

http://knowledge.digitalarchives.tw/list.jsp?kid=771013&oids=2916549,2988902,3026975,2844611,2887689,3913823,3916695,3314261,3246941
http://knowledge.digitalarchives.tw/list.jsp?kid=766032&oids=2846245,3020634,3020637,3924880,3201512,3020626,3020628,3020631,2941162,3020627,3020633,2984361,3918139,3012686,3891404,3335050,4366276,4366334,4366333
http://knowledge.digitalarchives.tw/list.jsp?kid=766032&oids=2846245,3020634,3020637,3924880,3201512,3020626,3020628,3020631,2941162,3020627,3020633,2984361,3918139,3012686,3891404,3335050,4366276,4366334,4366333
http://southernmin.sinica.edu.tw/index.asp
http://knowledge.digitalarchives.tw/list.jsp?kid=2586380&oids=1518957,1536955,1547096,1555003,1560858,1564097,1566928,1569070,1569071,1569494,1576736,1579000,1579001,1583202,1584015,1584039,1584348,1588259,1588292,1589247
http://archives.hakka.gov.tw/frontsite/archive/
http://broadcasting.hakka.gov.tw/admin/
http://memory.ncl.edu.tw/hakka/about.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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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文物聯營館 

http://117.56.24.253/hakkaculfront/index.jsp 

台灣古

蹟與歷

史 

http://192.192.159.187/history/ 

以成人教育及海外華人教育(一般民眾)為對象，建置台灣古蹟與歷史數

位內容學習的教材，展示主軸有五大類(本說明整理自原計畫成果報

告)：  

一、主題古蹟：以影音與說明文學習基礎且宏觀的台灣史知識，再進一

步去深入了解古蹟的歷史背景。  

二、古蹟遺址：以台灣地圖當主軸，以各縣市為單位，瞭解古蹟之名稱、

等級、興建年代、位置、單元、類型、歷史沿革、建築形式等資訊。  

三、特色古蹟：以內政部公布之古蹟法規所規定的古蹟分類為基準，計

將古蹟分成宅第、園林、祠廟等十五類。利用球形 360度環場為呈現方

式，讓使用者在學習到古蹟類型的同時，也可以瀏覽到不同之古蹟呈現

方式。  

四、古蹟紀事：以年代為主軸，將台灣 1945 年以前歷史區分為史前時

期、荷西時期、鄭氏王國時期、清帝國統治時期、日本統治等五個時期，

各期以年代、世界大事、台灣大事、對應相關古蹟為橫軸，同時學習古

蹟知識與相對應的世界與台灣大事。  

五、古蹟遊記：根據內政部至 2003年底為止資料，擇取所有第一、二

等級之古蹟，以及較為重大之歷史意義的三級、省市定、縣市定古蹟 

國家型科技

計畫

2005-2006 

中央研

究院數

位典藏

資源網 

http://digiarch.sinica.edu.tw/index.jsp 

本計畫收錄之數典藏品包括了國家型計畫、學審計畫、院內計畫三個層

面，並橫跨了人文社會科學、生命科學、數理科學三大學門。國家型計

畫層面的藏品，為各所進行數位典藏國家型計畫之豐碩成果。在「臺灣

原住民典藏計畫」部份，擁有臺灣原住民文物、文獻與影音等多元的研

究資產。在「近代中國歷史地圖與遙測影像資訊典藏計畫」部份，廣泛

的搜集了臺灣與大陸地區各類地圖與遙測影像資料，並將這些珍貴地圖

資源製作成數位檔案。 

「語言典藏計畫」部份，運用了數位化技術，結合時間與空間的概念，

階段性的將中國舊有語言、臺灣本土語言中各類聲音語言、文字語言、

文本、語法、語言結構等納入典藏範圍。在「魚類」、「貝類」、「植物」

三個典藏計畫部份，則廣泛的含括了臺灣重要的生態資源，除完成眾多

植物、魚、貝類資料、照片、影像的建檔外，更建立了多種資料庫查詢、

地理資訊系統（GIS）等應用服務。「近代外交經濟重要檔案數位典藏計

畫」典藏有中國自清代到民國時期的各類外交部門、經濟部門相關文

件、檔案，以及個人捐贈資料。「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部份，

典藏有考古發掘資料、語言調查資料、民族學調查資料、善本圖籍、明

清檔案、金石拓片等。「近百年來珍藏史料數位化計畫」部份，典藏了

國家典藏數

位化計畫

2002/1~200

6/12 

 

拓展臺灣數

位典藏計畫

2007/1~201

2/12 

http://192.192.159.187/history/
http://knowledge.digitalarchives.tw/list.jsp?kid=2586035&oids=518821,3078888,3080734,3082043,3084119,3088712,3308172,3308178,3336636,3112945,3112954,3112955,3112958,2201000,3112960,3112962,3112964,3089630,3092812,3096600
http://knowledge.digitalarchives.tw/list.jsp?kid=2586353&oids=3098524,3100881,1774372,1774923,1773864,1774404,1777974,1777817,1778480,1776781,1779525,2470752,2470753
http://knowledge.digitalarchives.tw/list.jsp?kid=2585158&oids=547302,555292,3085846,3192091,3192177,3329220,3331132,2916520,2916673,2943029,1532086,1550642,1555417,4242816,4242838,1526626,3362720,3367139,539011,1386341
http://knowledge.digitalarchives.tw/list.jsp?kid=738798&oids=3186680,3323554,3328378,3329725,2914517,2722693,2722707,2723018,1777799,1775017,3113850,3114793,3116766,3136343,3136353,3136600,3136634,1774114,2929534,2937582
http://knowledge.digitalarchives.tw/list.jsp?kid=754228&oids=3193892,2936712,2943999,2954222,3027555,3027586,3934899,3927953,3934918,3934966,3937493,3947324,3947372,3947399,4014611,4014613,4014619,4015598,4016991,1773841
http://digiarch.sinica.edu.tw/index.jsp
http://digiarch.sinica.edu.tw/index.jsp
http://digiarch.sinica.edu.tw/index.jsp
http://digiarch.sinica.edu.tw/index.jsp
http://digiarch.sinica.edu.tw/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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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臺灣研究古籍、私文書、地方史料後設資料規劃，以及數位化

影像的製作。。 

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歷史語言研究所典藏文物，以典藏來分

類，大體上有考古資料(包含科學發掘實物如甲骨、銅器、玉石器、陶

器等)、民族學調查資料(包括實物及照片)、青銅器拓片、甲骨文拓片、

歷代墓誌銘、碑文拓片、漢代石刻畫像拓本、佛教石刻造像拓本、璽印、

封泥、陶文等、善本圖書、明清檔案與居延漢簡等。漢籍電子文獻資料

庫、歷史語言研究所藏甲骨文拓片資料庫、歷史語言研究所藏青銅器拓

片資料庫、明清檔案人名權威資料庫、中古歷史地圖查詢、史語所數位

資源整合檢索目錄 

臺灣珍藏史料數位典藏及加值應用計畫：包括日治時期臺灣研究古籍資

料庫、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  臺灣歷史檔案資源網 

http://ithda.ith.sinica.edu.tw/ 

語言典藏以「語言」為數位化典藏對象，包含「臺灣南島語典藏」及「漢

語典藏與典藏架構」兩部份；典藏品型態包含語料文獻、聲音、多媒體

語音。針對時間軸上的歷代詞彙進行典藏，包含先秦、近代漢語、現代

漢語平衡與料庫、新世紀語料庫、閩南與典藏，還包括南島與典藏 

臺灣本土植物數位典藏計畫臺灣本土植物影像、標本、文獻資料庫 

http://taiwanflora.sinica.edu.tw/ 

台灣史 研究所 檔案館 http://ithda.ith.sinica.edu.tw/ 

語言典藏計畫

http://languagearchives.sinica.edu.tw/cht/index.php? 

傅斯年圖書館數位典藏網站

http://lib.ihp.sinica.edu.tw/pages/03-rare/DAP/index.php 

台灣多

樣性知

識網 

http://knowledge.teldap.tw/ 

台灣多樣性知識網（knowledge Web of Taiwan's Diversity）藉由各

典藏計畫的內容提供，呈現臺灣文化、社會與自然環境之多樣性，期望

達到內容「共享」與「創新」。網站整合各計畫之數位內容，透過主題

小組及詞彙控制技術，將內容「組織」為知識，並提供各項功能與使用

者「合作」創造更多知識。各單元簡介如下（本說明 2009年 11月 30

日整理、瀏覽自原網站）： 

一、知識探索：以古籍插圖、時間與文化、日治時期的台灣圖像、民間

裝飾藝術、透視台灣魚類、造型與紋飾、台灣藝術選粹七項主題類別，

以描述、後設資料、地理位置展示圖文內容。 

二、知識創造：提供個人知識櫃、編輯知識地圖等功能。 

三、知識分享：含生物與自然、生活與文化、文獻與檔案、藝術與圖像、

地圖與建築、語言/影音與新聞地圖主題類別。結合 Google 技術，呈現

拓展台灣數

位典藏計畫

2007-2012 

http://ithda.ith.sinica.edu.tw/
http://taiwanflora.sinica.edu.tw/
http://ithda.ith.sinica.edu.tw/
http://languagearchives.sinica.edu.tw/cht/index.php
http://knowledge.digitalarchives.tw/list.jsp?kid=2586071&oids=3198310,3197845,3197344,3188199,3187578,3187231,1779718,1778412,1300945,3865066,3880308,3880309,3880310,3880311,3880312,3880313,3880390,3198322,3201398,3320578
http://knowledge.digitalarchives.tw/list.jsp?kid=2586038&oids=3191559,3192449,3194788,3197769,3199588,1203766,1777033,3894059,3909628,3200312,3201743,3326604,3327903,3331319,3331355,2919303,2919365,2940490,2943137,2944905
http://knowledge.digitalarchives.tw/list.jsp?kid=2583503&oids=3140806,2935678,2973660,2977121,2154471,2154494,4364722,3878475,3878478,3878479,514353,837208,1816560,1814701,1814703,1146134,1146220,1146271,1146272,1814704
http://wiki.teldap.tw/index.php/%E5%BE%8C%E8%A8%AD%E8%B3%87%E6%96%99%E5%B0%88%E8%AB%96%EF%BC%9A%E5%BE%8C%E8%A8%AD%E8%B3%87%E6%96%99%E6%A6%82%E8%AB%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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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名、創作者、創建日期、瀏覽數、地圖描述資訊，並有分享、評分、

留言等機制 

拓展台

灣數位

典藏計

畫 

http://content.teldap.tw/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八大主軸計畫之一，主要目標

是「建置呈現臺灣文化、社會與自然環境之多樣性的數位內容」，希望

以眾多計畫產出的各類寶貴數位化資料為基礎，與其他主軸計畫共同進

行教育、商業及學術等領域的加值應用，並配合協助進行國際交流。 

在「典藏臺灣多樣性」的大目標下，我們廣向民間公私單位、機構及公

開徵選計畫徵集數位內容，其所涉及之領域則包含台灣自然、考古、語

言文字、地理、族群文化、歷史、經濟與民主歷程、藝術與美學、民間

生活等。除針對各種數位化物件及數位化工作流程及技術，結合國際標

準，並能兼顧本土化的需求，形成國內外相關領域的典範之外，未來我

們希望跨自然與人文、文化與科技領域進行系統性的整合建置國內數位

資源，提供各知識領域之數位典藏內容素材，可免費下載並作非商業性

使用，促進全民對本土文化之認同，提昇國際能見度。 

拓展台灣數

位典藏計畫

2006-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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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訪談大綱 

非常感謝您接受我的訪談，這訪談的目的是想請您談談使用數位典藏資源

以及製作教案的經驗，您寶貴的意見將會是未來進行研究時的重要參考依據。整

個訪談過程約一個小時，分成兩部分： 

 

第一部分： 問卷填寫 

透過問卷，了解您對於數位典藏資源的看法，問卷設計中分為五個面向，1.

教師基本資料：就教師教學年資、網路使用年資、每日平均上網時數進行了解；

2.國文教學相關資料收集來源；3.數位典藏網站使用情形：對於數位典藏計畫的

認知、使用數位典藏相關網站的頻率、未來使用的意願；4.數位典藏相關網站內

容、典藏相關網站內容、功能及服務需求；5.數位典藏遭遇的困擾。 

 

第二部分：深度訪談 

    訪談內榮譽廣泛了解您參與數位典藏的動機、參與數位典藏計畫教案的契

機，以及對數位典藏網站的看法與需求 

1. 請問您參與設計這份數位典藏資源融入教學的教案契機是什麼？您參與數位

典藏推廣計畫的動機為何？ 

2. 對於進行數位典藏融入國文教學中，以下幾個問題請教您? 

a. 您最想從數位典藏網站中得到哪些資料？ 

b. 您面對數位典藏，如何進行選取、規劃融入課程中？ 

c. 於課堂中您進行怎樣的教學策略？在什麼時機點使用此資源？ 

d. 使用數位典藏網站找資料時，會發現什麼樣的困難？  

e. 數位典藏網站有什麼優點讓你印象深刻？ 

f. 是否使用數位典藏網站資源進行評量？用什麼樣的方式呢？ 

3. 使用數位典藏資源與一般網站資源的差別，談談您使用數位典藏資源的心得?  

4. 您後來有繼續使用數位典藏資源嘛？您所認識的高中國文教師有多少人使用

數位典藏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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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期望未來數位典藏網站有甚麼樣的功能提供教學上的輔助呢? 

    今天很感謝您接受訪談，提供很多寶貴的經驗給我參考。你有沒有任何改進

的意見可提供給我們作參考與修正呢? 準備一份小禮物，表達我的感謝之意，也

很開心有這機會可以認識你，再次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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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高中國文教師運用數位典藏資源之問卷 

一、基本資料 

1.性別： □男   □女 

2.年齡： □ 30歲（含）以下  □ 31-40歲  □ 41-50歲  □51歲以上 

3.國文教學年資： □ 5年（含）以下  □ 6-10年 

                 □ 11-20年        □ 21 年以上 

4.網際網路使用年資： 

  □ 3年（含）以下  □ 3-5年  □ 5-7年  □ 7年以上 

5.每天平均上網時數： 

□ 1小時（含）以下  □ 2-3小時  □ 4-5小時  □ 6小時以上 

 

二、國文教學相關資料收集來源： 

本題項希望了解您在從事教學活動時，所收集國文相關資料來源及偏好程度 

國文教學相關資料來源 未曾

使用 

很少

使用 

偶而

使用 

經常

使用 

1.校內外圖書館館藏資源     

2.數位典藏資源     

3.教科書光碟/出版社網站     

4.個人製作之教學檔案     

5.收尋引擎： yahoo 、 google等     

6.同事、朋友或其他人際網路     

7.其他， 

，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數位典藏資源使用情形： 

1.您是否聽過『國家型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計畫』：□是  □否 

2.您是透過何種管道得知『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或數位典藏

國家型科技計畫）： 

□ A學校公告  □ B同事推薦  □ C媒體報導   

□ D本身工作與數位典藏有關  □E於網路上不經意瀏覽或搜尋到   

□ F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您是否參加過『數位典藏』相關推廣活動：□是  □否 

4.您使用『數位典藏』相關網站的頻率為何？ 

□ 經常使用  □偶而使用  □很少使用 

5.您未來使用『數位典藏』相關網站的意願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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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會經常使用  □偶而會使用  □不確定   

□不打算使用，請簡述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您是否會推薦別人使用『數位典藏』相關網站？ 

□一定會  □可能會  □不會  □無意見 

 

四、數位典藏相關網站內容、功能、及服務需求 

本題項主要想了解您對數位典藏資源在內容、功能與服務層面需求，每題請勾選

最需要 3項，若可以請標明 1-2-3。 

 

（一）您希望數位典藏資源提供哪些內容資料？（3項） 

□ 1.圖片及影音資料 

□ 2.教學資源製作及管理相關軟體 

□ 3.高中國文教學相關專家名單 

□ 4.數位典藏融入高中國文教學之學習單 

□ 5.數位典藏融入高中國文教學之教案內容 

□ 6.依照教科書章節，提供適用之數位典藏資源 

□ 7.依照教學主題單元，提供適用之數位典藏資源 

□ 8.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您希望數位典藏資源提供哪些功能？（3項） 

□ 1.線上主題導覽功能 

□ 2.全文任意查詢功能 

□ 3.可依人、事、時、地、物進行查詢 

□ 4.資料及軟體下載功能 

□ 5.線上學習功能 

□ 6.留言板或討論區 

□ 7.互動遊戲 

□ 8.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您最希望獲得哪些數位典藏推廣服務？（3項） 

□ 1.編輯贈送書面簡介 

□ 2.編輯贈送光碟簡介 

□ 3.舉辦教案設計比賽 

□ 4.舉辦教學觀摩活動 

□ 5.舉辦教學資源研習課程 

□ 6.舉辦實體館舍之參訪活動 

□ 7.邀請數位典藏各類專家到校指導學生利用 

□ 8.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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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數位典藏之教學應用價值與教學策略： 

本題項主要想瞭解您對數位典藏融入高中國文教學的應用價值及教學策略看法。 

（一）您認為數位典藏的教學價值為何？ （3項） 

□ 1.可作為補充教材 

□ 2.可創新教學方法 

□ 3.可活化教學內容 

□ 4.可供教師個人備課 

□ 5.可擴展學生學習經驗 

□ 6.可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 7.可增強學生資訊素養 

□ 8.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您認為哪些教學策略對於數位典藏融入高中國文教學最有效？（3

項） 

□ 1.提供學習單，讓學生自行學習 

□ 2.列印重要資料，提供傳閱及討論 

□ 3.作為學生指定作業主題，拓展其學習經驗 

□ 4.運用圖片、影音等多媒體資源，增強學生印象 

□ 5.展示新科技應用，如：趣味動畫，提升學習樂趣 

□ 6.利用其他專家錄製之短片說明，輔助教師講述之不足 

□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使用數位典藏曾遭遇之困擾 

本題項主要想瞭解您在利用數位典藏資源時，就數位典藏本身及個人與組織等面

相，曾遭遇過哪些困擾及影響程度。 

 

使用數位典藏資源曾遭遇之困擾 非

常

不

同

意 

不

同

意 

無

意

見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缺乏一整合之高中國文教學入口網站      

2.不易找到適切的教學內容      

3.內容未經常更新      

4.資料量太少      

5.資料品質不佳，如：資料有錯誤      

6.資料不完整，如：未提供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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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缺法可供合法下載利用之多媒體資料      

8.圖片解析度太低，不方便再利用      

9.系統不易使用      

10.系統功能不足，如：未提供全文檢索功能      

11.系統不穩定，如：常當機      

12.系統速度太慢，如：翻頁或查詢結果回應速度慢      

13.系統缺乏互動功能，如：留言板、討論區      

14.缺乏使用說明，如：未提供線上操作指引或太簡略      

15.缺乏服務溝通管道，如：使用問題，不知道問誰      

16.個人缺乏適當訓練，不會使用      

17.個人資訊能力不足，恐影響教學結果      

18.教學負擔重，沒時間充分了解與利用      

19.怕影響正常教學進度      

20.學校行政主管不重視，未積極推廣      

21.學校設備不足      

22.考試不會考，學生學習意願不高      

23.其他， 

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請提供您對數位典藏資源在內容、系統、及服務上任何需求和建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請提供您對數位典藏融入高中國文教學其他可能應用到的教學策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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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數位典藏資源融入國文教學教案 

一 、2005示範教案~黃詣峰＜飛魚季＞ 

教

案 
飛魚季與達悟文化（康熙版第一冊第六課） 

適

用 
高中一年級 教學時數 共 150分鐘（含學生分組發表時間） 

設

計

理

念 

1. 我們平時對原住民的了解有多少呢？又我們真的能夠從原住民作家的身上真

正理解到原住民文化的精髓嗎？學生從國小到國中階段，已經接受了大量有

關台灣原住民文化的教育，但是真正能夠深入體會的有多少？而他們真的能

夠藉此了解〈飛魚季〉一文的作者——夏曼．藍波安曾經徘徊在自己的文化

與漢文化之間，難以抉擇的窘境嗎？如果能夠引導學生更深入地了解達悟族

的文化，以及他們所面臨的困境，那麼當學生閱讀、欣賞這一篇文章時，便

更能夠「將心比心」，用真誠的心接納各種不同族群的人，同時也能夠以生活

在這片擁有多元文化的寶島而自豪。 

2. 由於網路的無遠弗屆，使得大多數人想要查找資料，第一個選擇就是「網路」。

然而，該怎麼利用網路找到真正契合主題、內容的材料，則是我們所必須學

習的能力。因此，希望藉著融合教材內容與網路資源，讓學生學習如何正確

地運用網路資源。 

教

學

目

標 

（一）知識目標： 

1. 能認識並暸解達悟族的文化。 

2. 能指出範文中所呈現的文化衝突處。 

3. 能說明、分析自己與達悟族間文化的異同。 

（二）技能目標： 

1. 能運用網路資源，查找相關資料，解決自己所面臨的學習問題。 

2. 能正確使用主題網站、網路搜尋引擎等資源，尋找其他輔助學習材料。 

3. 能跨領域掌握學習要點。 

4. 能分組製作完成書面報告，並運用合宜的演說方式，上台發表，與他

人分享所得。 

（三）情意目標： 

1. 能培養學生對不同族群、文化的尊重與包容能力。 

教學活動（一） 

時

間 
五十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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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步

驟

說

明 

甲、準備活動 

 

一、教師製作所需教具，並蒐集補充資料。 

二、指導學生預習本單元教材 

（一）引導活動 

1. 請學生先行分組，各組決定課後報告的主題內容，並完成小組分

工程序。 

2. 並預先請學生自行利用相關資訊檢索系統，查閱達悟族視為文化

重心的「飛魚」的基本簡介，了解其生物概況。 

（二）分組活動 

1. 請學生將找到的資訊製作成簡易的報告資料，預備下次上課時使

用。 

（三）總結 

1. 讓學生能藉著引導活動，先對達悟文化視為重心的「飛魚」，能

夠有概略的認知。 

2. 從飛魚的生物特性，進一步深化學生對達悟文化的認知與了解。 

3. 由飛魚與達悟族之間緊密相依的生活概念，進一步反思我們與自

然環境之間的依存關係，並能逐步將思考線索轉到「文化衝突」

之上。 

乙、發展活動 

一、引導： 

帶領學生利用網路資源，線上播放「達悟族」的生活資訊短片，供學生了解

該族的文化背景。http://www.apc.gov.tw/indigene/movie/movie.aspx 

【路徑：行政院原住民族生活資訊網／原住民電影院／10.雅美族】 

二、分組報告、演示及綜合討論 

1. 檢查預習作業，並請分組上台簡介「飛魚」。 

※參考網站（可由其中任點幾項講述） 

(1)飛魚 

http://fishdb.sinica.edu.tw/2001new/main1.asp 

【路徑：台灣魚類資料庫／查詢魚種基本資料／輸入關鍵字「飛魚」】 

http://163.22.21.188/chd/lanyu/ 

【路徑：數位典藏博物館人之島／人文器物／8.海洋、飛魚與人】 

http://catalog.ndap.org.tw/dacs4/System/Catalog/List.jsp 

【路徑：數位典藏聯合目錄／內容主題／生物主題／動物界／於搜尋輸

入「飛魚」／點選符合飛魚之分類架構】 

(2)鬼頭刀魚 

http://fishdb.sinica.edu.tw/2001new/main1.asp 

【路徑：台灣魚類資料庫／查詢魚種基本資料／輸入關鍵字「飛烏虎」】 

http://www.apc.gov.tw/indigene/movie/movie.aspx
http://fishdb.sinica.edu.tw/2001new/main1.asp
http://163.22.21.188/chd/lanyu/
http://catalog.ndap.org.tw/dacs4/System/Catalog/List.jsp
http://fishdb.sinica.edu.tw/2001new/main1.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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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atalog.ndap.org.tw/dacs4/System/Catalog/Detail.jsp 

【路徑：數位典藏聯合目錄／內容主題／生物主題／動物界／於搜尋輸

入「鬼頭刀」／點選「鬼頭刀科」資料／點選符合鬼頭刀之分類架構】 

藉由網路，介紹以下達悟族的基本資料，建立學生的學習概念： 

http://www.tacp.gov.tw/INTRO/FMINTRO.HTM 

【路徑：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園區管理局／台灣原住民族介紹／

分布及介紹／雅美族】 

http://www2.tku.edu.tw/~tahx/shows/tas/4-8.html 

【路徑：重現台灣原始聲音－原住民特展／九大族群的特色／雅美族】 

http://visitnative.nat.gov.tw/group/Info.asp?Nm=雅美 

【路徑：原住民觀光產業資訊網/原住民文化/雅美族/歷史文化】 

 

2. 介紹數個與飛魚相關的達悟族神話傳說： 

http://163.22.21.188/chd/lanyu/ 

【路徑：數位典藏博物館人之島／人文器物／9.雅美族的神話傳說】 

http://www.yushanth.org.tw/publication/schoolpapers/008/008-4

.htm 

【路徑：玉山神學院／電子刊物／學報-前期索引／學報第八期／達悟

族原住民故事中的女性經驗】 

http://www.apc.gov.tw/kids/say/yames.aspx 

【路徑：原住民兒童教育網／神話傳說／雅美族】 

http://www.tacp.gov.tw/INTRO/FMINTRO.HTM 

【路徑：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園區管理局／台灣原住民族介紹／

祭典儀式／神話傳說／雅美族】 

3. 教師提問，由學生分組討論，並彙整發表該組所認知的達悟文化中，飛

魚的象徵意義。 

 

三、作者介紹 

對〈飛魚季〉一文的作者——夏曼‧藍波安，介紹其生活背景。並可稍微簡

介達悟族十分特殊的「親從子名制」，進一步凸顯其文化與漢文化的不同處，

為深化作者所遭遇的文化衝突預埋伏筆。 

相

關

資

源 

﹝1﹞ 康熙圖書高中國文教師手冊第一冊 A（民 93） 

﹝2﹞ 台灣原住民文化基本教材  國立編譯館（民 87） 

﹝3﹞ 冷海情深  夏曼．藍波安  聯合文學（民 86.5） 

﹝4﹞ 黑色的翅膀  夏曼．藍波安  晨星出版社（民 88.4） 

﹝5﹞ 認同的污名  謝世忠  自立晚報社（民 76.7） 

﹝6﹞ 台灣的原住民族  宮本延人著／味桂邦譯   

晨星出版社（民 81.10） 

http://catalog.ndap.org.tw/dacs4/System/Catalog/Detail.jsp
http://www.tacp.gov.tw/INTRO/FMINTRO.HTM
http://www2.tku.edu.tw/~tahx/shows/tas/4-8.html
http://visitnative.nat.gov.tw/group/Info.asp?Nm=雅美
http://163.22.21.188/chd/lanyu/
http://www.yushanth.org.tw/publication/schoolpapers/008/008-4.htm
http://www.yushanth.org.tw/publication/schoolpapers/008/008-4.htm
http://www.apc.gov.tw/kids/say/yames.aspx
http://www.tacp.gov.tw/INTRO/FMINTRO.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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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關

網

站

資

源 

﹝1﹞ http://163.22.21.188/chd/lanyu/ 

數位典藏博物館人之島／人文器物 

﹝2﹞ http://dlm.ncnu.edu.tw/lanyu/Lite/faq/faq.asp 

人之島  蘭嶼數位博物館 

﹝3﹞ http://fishdb.sinica.edu.tw/2001new/main1.asp 

台灣魚類資料庫／查詢魚種基本資料 

﹝4﹞ http://catalog.ndap.org.tw/dacs4/System/Catalog/List.jsp 

數位聯合典藏目錄／內容主題／生物主題／動物界 

﹝5﹞ http://www.apc.gov.tw/indigene/movie/movie.aspx 

行政院原住民族生活資訊網／原住民電影院 

﹝6﹞ http://www.tacp.gov.tw/INTRO/FMINTRO.HTM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文化園區管理局 

﹝7﹞ http://www.apc.gov.tw/kids/say/yames.aspx 

原住民兒童教育網 

﹝8﹞ http://www.tacp.gov.tw/ART/WRITER/writer3.htm 

原住民族文學作家 

﹝9﹞ http://formosan.sinica.edu.tw/formosan/ch/intro.htm 

台灣南島語數位典藏網站 

作

者

補

充

資

料 

夏曼‧藍波安，漢名「施努來」，達悟族人。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民政府管理蘭嶼地區，地方戶政人員任意給達悟族人

按上漢名，所以夏曼‧藍波安之前的名字為施努來。後來到了民國七十五年，施

努來的兒子在台北出生，命名為「施‧藍波安」。 

「施」（Si）是達悟族人婚前或婚後尚未生子時的泛稱，「藍波安」才是兒子

的名字。達悟族的特別取名規矩是「親從子名制」，就是父親的名字跟著長子、

長女而改變，祖父的名字也要跟著長孫子、長孫女而改變，所以施努來的名字就

變成夏曼‧藍波安。 

「夏曼」表示已結婚生子的父親身分，「夏本」則是表示祖父輩。 

錄自《康熙版高中國文教師手冊第一冊 A》頁 179-180 

教學活動（二） 

時

間 
五十分鐘 

教

學

步

驟

說

明 

四、解釋題文 

（一）綜合第一節課學生討論的結果，進一步呈現飛魚季在整個達悟族的生

活中，具有何種的地位，以致於夏曼‧藍波安選擇以「飛魚季」作為

寫作主軸。 

（二）提供幾個相關網路資源，供學生參考： 

http://www.tacp.gov.tw/INTRO/FMINTRO.HTM 

http://163.22.21.188/chd/lanyu/
http://dlm.ncnu.edu.tw/lanyu/Lite/faq/faq.asp
http://fishdb.sinica.edu.tw/2001new/main1.asp
http://catalog.ndap.org.tw/dacs4/System/Catalog/List.jsp
http://www.apc.gov.tw/indigene/movie/movie.aspx
http://www.tacp.gov.tw/INTRO/FMINTRO.HTM
http://www.apc.gov.tw/kids/say/yames.aspx
http://www.tacp.gov.tw/ART/WRITER/writer3.htm
http://formosan.sinica.edu.tw/formosan/ch/intro.htm
http://www.tacp.gov.tw/INTRO/FMINTRO.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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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園區管理局／台灣原住民族介紹

／祭典儀式／歲時祭儀】 

※上述網站提供了以下數種祭典：收穫祭、飛魚祭、大船下水祭、出

生、成年禮、婚禮、喪禮等項。 

http://www.apc.gov.tw/indigene/about_indi/yame/yame_5.aspx 

【路徑：行政院原住民族生活資訊網／關於／原住民雅美族／傳說與

祭典】 

http://visitnative.nat.gov.tw/group/Info3.asp 

【路徑：原住民觀光產業資訊網／原住民文化／雅美族／節慶祭典】 

五、分段讀講文章內容 

（一）分段讀講本文內容，讓學生藉著夏曼‧藍波安的筆觸，一起來感受他

所遭遇到「文化認同」的兩難點。 

（二）生難字詞解釋： 

(1)樁 

(2)雌雄一同泅泳 

(3)用罄 

(4)對新生代的失望 

（三）講述段落大意與各段評析。 

（四）利用網路資源，提供幾則有關達悟族文化生活的圖片，讓學生藉此了

解達悟族的文化特色： 

◎涼亭（照片） 

http://www.pts.org.tw/php/news/wawa/dbimage/view.php?WDENO=2

50 

【路徑：台灣原住民影像資料庫／全文檢索輸入「達悟族」】 

◎魚刀、漁具盒、漁網、魚簍、船飾、釣繩軸（照片） 

http://catalog.ndap.org.tw/dacs4/System/Catalog/Catalog.jsp 

【路徑：數位典藏聯合目錄／內容主題／人類學主題／台灣原住民族

／高砂族群／雅美（Yami）／器物】 

◎拼板舟（照片） 

http://www.pts.org.tw/php/news/wawa/dbimage/view.php?WDENO=1

20 

【路徑：台灣原住民影像資料庫／全文檢索輸入「達悟族」】 

http://digimuse.nmns.edu.tw/Module.jsp?ID=aetyama0621000000 

【路徑：自然與人文數位博物館／人類學／典藏研究／主題展示／雅

美族／單人船】 

http://163.22.21.188/chd/lanyu/ 

【路徑：數位典藏博物館人之島／人文器物／7.雅美族的造舟】 

 

http://www.apc.gov.tw/indigene/about_indi/yame/yame_5.aspx
http://visitnative.nat.gov.tw/group/Info3.asp
http://www.pts.org.tw/php/news/wawa/dbimage/view.php?WDENO=250
http://www.pts.org.tw/php/news/wawa/dbimage/view.php?WDENO=250
http://catalog.ndap.org.tw/dacs4/System/Catalog/Catalog.jsp
http://www.pts.org.tw/php/news/wawa/dbimage/view.php?WDENO=120
http://www.pts.org.tw/php/news/wawa/dbimage/view.php?WDENO=120
http://digimuse.nmns.edu.tw/Module.jsp?ID=aetyama0621000000
http://163.22.21.188/chd/la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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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關

資

源 

（1） 康熙圖書高中國文教師手冊第一冊 A（民 93） 

（2） 台灣原住民文化基本教材  國立編譯館（民 87） 

（3） 冷海情深  夏曼．藍波安  聯合文學（民 86.5） 

（4） 黑色的翅膀  夏曼．藍波安  晨星出版社（民 88.4） 

（5） 認同的污名  謝世忠  自立晚報社（民 76.7） 

（6） 台灣的原住民族  宮本延人著／味桂邦譯   

晨星出版社（民 81.10） 

相

關

網

站

資

源 

(1)http://www.tacp.gov.tw/INTRO/FMINTRO.HTM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文化園區管理局／台灣原住民族介紹／祭典儀式 

(2)http://www.apc.gov.tw/indigene/about_indi/yame/yame_5.aspx 

台灣原住民族生活資訊網／關於／原住民雅美族／傳說與祭典 

(3)http://visitnative.nat.gov.tw/group/Info3.asp 

原住民觀光產業資訊網／原住民文化／雅美族／節慶祭典 

(4)http://163.22.21.188/chd/lanyu/ 

數位典藏博物館人之島／人文器物 

(5)http://digimuse.nmns.edu.tw/Module.jsp 

自然與人文數位博物館／人類學／典藏研究／主題展示／雅美族 

(6)http://www.pts.org.tw/php/news/wawa/dbimage/view.php?WDENO=250 

台灣原住民影像資料庫／全文檢索輸入「達悟族」 

(7)http://catalog.ndap.org.tw/dacs4/System/Catalog/Catalog.jsp 

數位典藏聯合目錄／內容主題／人類學主題／台灣原住民族／高砂族群／雅

美（Yami）／器物 

教學活動（三） 

時

間 
五十分鐘 

教

學

步

驟

說

明 

六、深究與鑑賞 

本文除了表現了達悟族人的捕魚過程，同時也呈現出達悟族的文化傳統與

其背後所反映的價值觀。透過捕魚的過程，對比、突顯出達悟族的新生代們所面

臨的「文化衝擊」問題。雖然老一輩的族人想要改變些什麼，但是總有些因素阻

礙著他們，眼看著自己從小到大依循、傳承下來的達悟文化，即將就在他們的手

裡消失，心中難免感到痛苦。 

然而，作者在「漢化」的過程中也同樣地遭遇到困難，進而回到自己所熟

悉的文化中，藉著「捕魚」找回自己的尊嚴，找回那一分屬於原住民的榮耀。因

此，在這樣的過程中，作者成功的挽回了老一輩族人們對新生代的失望，使得他

們對達悟族光榮的文化傳統，又燃起了無比的信心與希望。正由於透過作者親身

體驗所創作的作品，我們可以了解到本文的主軸可以概分為三大方面： 

（一） 藉由參與傳統的捕魚活動，找回對母文化的熟悉感，同時也能深

http://www.tacp.gov.tw/INTRO/FMINTRO.HTM
http://www.apc.gov.tw/indigene/about_indi/yame/yame_5.aspx
http://visitnative.nat.gov.tw/group/Info3.asp
http://163.22.21.188/chd/lanyu/
http://digimuse.nmns.edu.tw/Module.jsp
http://www.pts.org.tw/php/news/wawa/dbimage/view.php?WDENO=250
http://catalog.ndap.org.tw/dacs4/System/Catalog/Catalog.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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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地體會達悟族的文化內涵與傳統價值。 

（二） 透過實際的捕魚經歷，了解人與自然互動的過程，同時也能更清

楚地明白自然生態與人類生存的相互依存性。 

（三） 將達悟族的引以為傲的文化特色表現出來，使自己以及族人能夠

以擁有這珍貴的文化資產為榮。另一方面，也試圖擺脫一般人對

原住民族及其文化層次低落的觀念與印象。 

 

丙、綜合活動 

 

七、評量方法 

（一）課堂評量（分組活動） 

依照第一節課所做的分組，讓學生依照學習單上的問題，配合範文的內容、

主題，討論出各組的觀點，並請各組推派一員上台發表該組意見（以三分鐘為

限）。 

 

（二）課後評量 

1.請學生針對「飛魚季」的內容為主要參考資料，上網或利用圖書館，完

成一份與達悟族文化相關的書面報告，並以小論文的格式完成、繳交。 

※註：本項課後作業，可於第一堂課分組時就預先予以指定；或於課前

數週預先指定，於第一堂課時分組就各組所做的主題、內容，以三分鐘

內的時間，向其他同學簡述。 

 

2.收回課堂評量所做的學習單批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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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_______  座號：_____  姓名：____________ 

一、 達悟族的生活環境 

一個文化的發展，必定 

與其生活環境有關。由「飛 

魚季」的概念，我們大致上 

可以知道，達悟族的生活環 

境應該靠近海邊。你能否找 

到一些相關資料，將達悟族 

人所居住的地點，以簡單的 

圖畫表示出來呢？ 

二、 我所知道的達悟族 

1. 達悟族從前被稱為…… 

2. 達悟族傳統服飾的特點是…… 

3. 除了飛魚以外，你對達悟族的認識還有什麼？

 

班級：_______  座號：_____  姓名：____________ 

 

夏曼．藍波安的作品大多是以達悟族文化為重心，除了散文以外，也創作

小說。請你從夏曼．藍波安的作品中，選錄其中一篇文章閱讀，並完成下列表格。 

書名、篇名  

出 版 資 訊  

【大意】 

【佳句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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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與感想】 

 

班級：_______  座號：_____  姓名：____________ 

請利用時間閱讀數位典藏人之島虛擬展示之「人文器物」類的材料，並完成以下

練習。 

◎指定利用的數位典藏參考網站 

  1.人之島──蘭嶼數位博物館  

http://dlm.ncnu.edu.tw/lanyu/Lite/faq/faq.asp 

  2.虛擬展示──人文器物  

http://dlm.ncnu.edu.tw/lanyu/Lite/virtual/culture-new/ 

  3.台灣魚類資料庫  http://fishdb.sinica.edu.tw/2001new/main1.asp 

 

一、 請將與達悟文化相關的詞彙圈選出來： 

小 米 酒 拼 金 鬼 百 蘭 

檳 山 石 板 箔 頭 步 嶼 

榔 豬 板 船 片 刀 蛇 錫 

火 肉 屋 鳥 飛 魚 油 銀 

燒 年 夜 飯 包 矮 叉 帽 

島 嶼 丁 雅 美 靈 驗 太 

爆 竹 字 豐 年 祭 國 魯 

黥 面 褲 八 代 灣 祀 閣 

 

二、 飛魚季可以說是達悟族人一年中最受重視的，在這段期間中，有許許多多

的禁忌必須遵守。請從學習單前方所列的參考網站，列舉出三個禁忌，並

談談你認為這些禁忌，背後所反映的思想應該是什麼。 

 禁忌名稱 我認為其背後所反映的是…… 

http://dlm.ncnu.edu.tw/lanyu/Lite/faq/faq.asp
http://dlm.ncnu.edu.tw/lanyu/Lite/virtual/culture-new/
http://fishdb.sinica.edu.tw/2001new/main1.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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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忌名稱 我認為其背後所反映的是…… 

禁忌一 

  

禁忌二 

  

禁忌三 

  

 

三、 飛魚是什麼？ 

在達悟族人的心中，飛魚是相當神聖的一種動物，整個達悟文化其實就是

另外一種形式的「飛魚」文化。因此，飛魚在達悟文化中的分類，也就相當細微，

正好也可以反映出，「飛魚」在他們文化中的重要性！請依照本學習單所開列的

主題參考檔案，將下列資料完成。 

※飛魚的分類： 

◎以下是蘭嶼常見的飛魚，請將其特點找出◎ 

Mavaeng so panid‧        ‧鬼頭刀魚愛吃 

Salilian  ‧        ‧體型最小，適小孩吃 

Sosooen   ‧        ‧黑翅，火把漁 

Papatawen  ‧        ‧紅翅 

Kalalan   ‧        ‧黑翅花點，舟釣 

Loklok   ‧        ‧黑翅 

除此之外，達悟族人所食用的飛魚還分成「男人魚」、「女人魚」、「老人魚」。

試問，這三類魚的分類依據是：       。通常來說，男人可以吃    

      等的魚，但是女人卻不能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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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_______  座號：_____  姓名：____________ 

 

在經過捕捉飛魚後所獲得的喜悅之後，夏曼．藍波安先生已然對自己身為

原住民的身分，深深感到自豪，也以此為傲。但是，看在族裡其他長者的眼中，

這一群新生代的宿命——難道就只能夠不斷不斷地徘徊在「漢文化」與「達悟文

化」的探索之間嗎？ 

 

一、 假使你是達悟族的長者，你對年輕一代迅速漢化而逐漸忘掉了自己文化的

根時，你會從哪些角度來讓他們重新認識自己的文化呢？ 

 

 

 

 

 

 

 

 

 

 

二、 請利用網路資源或其他方式，將你認為最能將達悟文化傳承下去的內容寫

下來。（可以剪貼的方式為之，惟必須註明出處） 

 

 

 

 

 

 

 

 

 

 

 

 

 

 

 

 

達悟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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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11得獎教案~黃琇苓＜紀水沙連＞ 

100年「教育部高中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資源創意應用徵選活動」參選作品 

報名序號 01-002 

授課學科 國文學科 

授課章節名稱 單一故事的危險性～紀水沙連 

授課年級 二年級 

對應之課綱 

一、達成本國語文，聽、說、讀、寫之學科能力指標。 

二、學習經由各類文學作品之欣賞與寫作練習，開拓生活視野，培養

優美情操，認識複雜人性，養成廣大的同情，以及表白自我內心，引

發人我共感的能力。 

三、養成廣泛閱讀的習慣，理解文明社會的基本價值，經由文化經典

與當代生存環境的對話，開發文化反思的能力與尊重多元的精神。 

作品簡介與教學特色說明 

一、 簡介： 

多元的學習、多元的視野，不同的情意陶冶。本教案乃根據翰林版第三冊附錄三 藍鼎

元＜紀水沙連＞發展，本課程與連橫＜台灣通史＞、郁永和＜裨海記遊＞相互呼應，是讓

學生了解台灣早期文人重要的文獻，也是了解早期台灣歷史、社會發展重要文本。 

本教案從遊記入手，深入切入旅人的眼睛，帶入旅遊文學的概念，更進一步的引導學生

多元視野的尊重與體認，透過單一世界的危險性一演講文，世界觀地圖的衝擊，讓學生省

思所處生活對事物看法的可能性，最後結合在地鄉土省思，藉由世界觀圖～對客家人的描

述，衝擊學生，最後回歸課程內容，思考藍鼎元的帝國之眼。 

二、 教學特色： 

1. 學生合作討論：老師透過問題引導，學生進行合作學習 

2. 學生多元評量：不僅傳統紙筆評量，學生透過圖像描繪、小組報告討論呈現，不論是海

報、ppt或是影片 

3. 教學資源豐富：高中學科資訊融入教學網、youtube 網站、政府觀光局網站、中央研究

院網站、數位典藏網站等，多媒體資源的應用 

4. 教學內容：結合國文、歷史、地理、公民學科，進行台灣早期歷史文化架構外，教學內

容涉及社會科多元文化發展，透過歷史資源、公民多元文化概念、到地理科地圖權力世

界觀，進一步拓衝學生多元是野外，也讓學生視野回歸在地文化思考～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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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章節

名稱 
單一故事的危險性～紀水沙連 

教學對象 普通科  二年級學生 

教學時間 100分鐘 

課程簡介

（大綱） 

配合課程：翰林版 附錄三 藍鼎元紀水沙連 

一、 印象日月潭～遊記文學 

二、 台灣歷史的開發（結合台灣通史），介紹台灣原住民：高山族、平埔族 

三、 紀水沙連課程～作者、課文、賞析 

四、 單一故事的危險性/世界觀 

五、 延伸：蘭嶼印象、客家印象 

六、 省思多元觀點 

學習目標 

一、認識遊記文學、體認台灣之美 

◎日月潭是聞名中外的臺灣勝景，教師在授課前可由「 

旅遊」的角度切入，引導曾經造訪此地的學生分享當時所見所感， 

並搭配課本附圖，介紹日月潭的地理概況，進而帶入清初藍 

鼎元的水沙連印象。 

◎本文屬遊記，授課時應結合遊記體的特質加以說明。遊記體 

包含「寫景狀物」、「記錄遊蹤」和「人生感悟」三個文體要素。以此觀之，

本文首先描寫內山風光，繼以刻畫活躍其中的原住民風俗，一靜一動，加上仇

池公和桃花源的典故映襯，強化了美景與人事的描繪力道，使人心嚮往之。末

段，作者又寄寓了對清廷治臺政策的期許；主客交融，完整地呈現出中國山水

遊記的特色。 

 

二、文本解析：文本呈現與文本背後的思考 

◎任何文學作品皆有其獨特的寫作背景。本文寫於朱一貴事 

件之後，帶有作者濃厚的政治思維之投射，介紹藍廷珍、朱一貴等人的事跡，

營造出具體的閱讀語境，以便學生理解文意。 

 

三、多元文化的洞見： 

◎配合臺灣通史序，屬於廣義鄉土教學的一環，其意在增進學生對臺灣文史的

了解。教師在授課時，亦可讓學生進行家鄉的古今地名勘察，並選取一到二個

主題，於課後寫成考察紀錄。（無法訪得家鄉古今地名資料者，可擇定任一地

點，仿照紀水沙連寫作遊記。） 

◎本文觸及了不同族群間如何相處的議題，對族群雜處的臺灣社會更顯重要。

課文讀講完畢之後，就不同族群彼此尊重的概念加以討論，引入單一故事的危

險性與世界觀，以蘭嶼印象為例，深入強化引導學生提出具體的實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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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流程 
教學

時間 

預定使用數位教材名稱 

（請設定檔案連結瀏覽） 

1.印象日月潭 

1.1 日月潭之美 

1.2 台灣之美 

1.2 遊記文學 

10 台灣之美(Taiwan touch your heart 3:0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YaIy17jhwQ&feature=related    

絕美台灣 (dicovery 台灣無比精彩 2:0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P4qL5ZqAOo&feature=related  

日月潭之美（來自臺灣的明信片 東方琉璃世界 日月潭 5:00）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IyemjA0-zQ  

 

2. 台灣歷史的開

發（結合台灣

通史），介紹台

灣原住民：高

山族、平埔族 

2.1 台灣歷史開發 

2.2 台灣原住民 

2.3 台灣原住民數

位典藏資料庫 

10 中央研究院 番設采風圖

http://saturn.ihp.sinica.edu.tw/~wenwu/taiwan/ 

台灣通史序(高中學科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國文科) 

http://hsmaterial.moe.edu.tw/file/chinese/LS10/L10.html 

台灣平埔族（高中學科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歷史科） 

http://hsmaterial.moe.edu.tw/file/history/ch002_LRN/ReloadContentPreview.htm 

3. 紀水沙連課程

～作者、課文 

3.1 作者介紹 

3.2 背景 

3.3 課文 

3.4 學習單：水沙

連遊記、遊記 

30 youtube：邵族文化風采 

http://www.youtube.com/watch?v=sY-OdwfTYMM（7:53） 

http://www.youtube.com/watch?v=f2DTG98eggM&feature=mfu_in_order&list=UL 

台灣原住民數位博物館 http://www.dmtip.gov.tw/Index.aspx 

日月潭國家風景管理處 http://www.sunmoonlake.gov.tw/  

人名權威~明清人物傳記資料庫 

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ttsweb/html_name/search.php 

 

4. 單一故事的危

險性 

4.1 單一故事危險

性 

4.2 世界觀 

4.3 藍鼎元帝國之

眼 

30 TED網站：單一故事的危險性 

http://www.ted.com/talks/lang/chi_hant/chimamanda 

_adichie_the_danger_of_a_single_story.html 

蘭嶼歌謠與庶民文化數位典藏（交通大學）http://lanyu.nctu.edu.tw/songs/ 

.蘭嶼原住民媒體資料庫

http://lanyu.nctu.edu.tw/database/lanyu/NCTU_Topics/topics.htm 

5. 省思多元觀點 

5.1 達悟社會 

20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YaIy17jhwQ&feature=related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P4qL5ZqAOo&feature=related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IyemjA0-zQ
http://saturn.ihp.sinica.edu.tw/~wenwu/taiwan/
http://hsmaterial.moe.edu.tw/file/chinese/LS10/L10.html
http://hsmaterial.moe.edu.tw/file/history/ch002_LRN/ReloadContentPreview.ht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sY-OdwfTYM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f2DTG98eggM&feature=mfu_in_order&list=UL
http://www.dmtip.gov.tw/Index.aspx
http://www.sunmoonlake.gov.tw/
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ttsweb/html_name/search.php
http://www.ted.com/talks/lang/chi_hant/chimamanda
http://lanyu.nctu.edu.tw/songs/
http://lanyu.nctu.edu.tw/database/lanyu/NCTU_Topics/topic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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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客家社會 

【學習單】（見附錄一） 

一、 番社圖分析 

二、 紀水沙連討論 

三、 單一故事危險性、世界觀地圖討論 

四、 客家地圖、達悟印象討論 

五、 心中最真的角落～回到過去 家鄉書寫 

評量活動 
教學 

時間 

預定使用數位教材名稱 

（請設定檔案連結瀏覽） 

1.小組討論 
15 

 

Ppt檔案（附錄二） 

1. 番社圖 

2. 紀水沙連 

3. 單一故事的危險性、世界觀地圖 

4. 客家地圖、達悟印象 

2.寫作 60 
PPT檔案、學習單 

心中最真的角落 

課外參考資源 

網站（請設定連結

瀏覽） 
簡介 

YOUTUBE 

YouTube 是設立在美國的一個影片分享網站，讓使用者上載、觀看及分

享影片或短片，很多的資源都在上邊，善用一些影音，可使教學更生

動 

http://www.youtube.com/ 

TED 

TED（指 technology, entertainment, design在英語中的縮寫，即技術、娛

樂、設計）是美國的一家私有非營利機構，該機構以它組織的 TED 大會著稱。

TED演講的主題並不僅僅局限於技術、娛樂和設計。事實上，教育、發展、

文化、商業、藝術等等話題也經常出現。演講中也會穿插一些藝術家的表演。 

http://www.ted.com/ 

高中學科資訊融

入教學網 

本平台計畫為國科會「數位典藏與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第六分項：

數位教育與網路學習－高中職資訊融入教學教材發展與評估計畫之 97

年實施計畫。期以系統化發展高中各學科資訊融入教學教材為目標，

藉由分工規劃共同發展符合高中教學現場需求之教材，促進教學資源

分享及資訊融入教學。並鼓勵各校提供及分享所屬教師教學資源與心

得，提供全國教師資訊融入各學科教學更豐富的教學資源，經由資訊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D%B1%E7%89%87%E5%88%86%E4%BA%AB%E7%B6%B2%E7%AB%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D%B1%E7%89%87%E5%88%86%E4%BA%AB%E7%B6%B2%E7%AB%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D%B1%E7%89%8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F%AD%E7%89%8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A%80%E6%9C%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8%9B%E6%A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8%9B%E6%A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E%BE%E8%AE%A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D%9E%E7%87%9F%E5%88%A9%E6%A9%9F%E6%A7%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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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學校的引領及協助，提昇學校資訊教育的水準。終極目的為建立

資訊科技融入各領域教學中，藉由教師帶動學生，學生影響家長，進

而提昇全民運用資訊的能力與學習素養。  

http://hsmaterial.moe.edu.tw/ 

中央研究院數位

典藏資源網 

 數位化的時代來臨了。中央研究院早在數位化時代甫露曙光的 1980

年代，便已接受科技的挑戰，在納稅人的慷慨資助之下，嘗試用最先

進的電腦技術，把全院各所珍藏的大部分文物和資料數位化了。經過

二十多年的努力，中央研究院終於有了儲存號稱海量的數位化文物和

資料，從此我們不必親自到研究院的圖書館、檔案館、標本館和陳列

館，便可以在電腦桌上看到各個單位所珍藏的文物和資料，而每一件

文物和資料都以最原始、也最鮮活的面貌重現在上網人的眼前，有些

文物甚至可以仔細把玩，尤其令人興奮的應該是，只要輸入正確的關

鍵詞，就可以透過數位資源網的檢索系統，了解中央研究院的數位化

資源分布概況，更能找到中央研究院數位化各子計畫的相關網站，看

到更加清晰的圖象以及知識庫本身。 

中研院機構計畫屬國家型科技計畫之一部分，內容包括臺灣地區魚

類、貝類、植物、原住民文物，近代中國歷史地圖遙測影像、外交經

濟檔案，珍藏中國歷史文物（中原與臺灣考古遺存、金石拓片、簡牘

文書、善本圖籍、西南民族學、明清檔案），漢語與臺灣南島語典藏，

以 及 數 位 典 藏 資 訊 技 術 等 。

http://digiarch.sinica.edu.tw/index.jsp 

數位典藏與數位

學習成果入口網 

由於資訊與通訊科技的蓬勃發展，數位學習已被視為提昇教育品質、營造

優質學習環境、解除學習時空限制、改善教學資源管理的有效途徑，因此

普受世界各國重視，本計畫將全力發展數位學習科技及應用，極力建構數

位化學習環境，以達成縮短中小學城鄉數位落差，均衡數位資源；建構優

質數位學習內容，加強師生資訊應用能力與網路學習素養之目標。 

http://digitalarchives.tw/ 

書籍 簡介 

那些人，那些事，

在寶島：臺灣平埔

族生活圖誌(電子

書) 

本書構想源自於兩百多年前滿清官員「六十七」主編的《臺灣番社風

俗》，這本畫冊繪製了當時臺灣平埔族的食衣住行與生活點滴，歷經

西方漢學家、日本人之手，最後由美國國會圖書館所收藏。 

兩百年後的今日，國家圖書館與小魯文化攜手重新詮釋，透過傳統平

埔族小女孩拉雅與現代小男孩仔仔的相遇，帶領大家穿越時空，體驗

先民尊重生態和諧與文化智慧。本書展現了傳統繪本的知性之美，以

及現代電子書的動畫趣味，並附有相關註釋及學習單，提供大朋友、

小朋友認識臺灣平埔族文化的進階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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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把地圖變裝了 

閱讀地圖就像一個偵探進行解碼的歷程，你從零開始，逐漸對謎題展

開了奇妙的認知，最後你會發現，原來地圖帶領我們回首探望人類文

明史的發展與演變，而閱讀地圖，也彷彿閱讀了許多人生。 

我們流著不同的

血液：台灣各族群

身世之謎 

林媽利教授，前馬偕醫院輸血醫學研究室主任，國際知名的血型專家、

分子人類學家，近 20年來，她轉而投入台灣族群的研究，但因研究成

果大大地顛覆了諸多公認事實，以簡潔精要的文字，親自向國人說明

血型、DNA研究如何揭開台灣各族群的身世之謎，又得出哪些震撼性的

結論： 

 

海洋臺灣：歷史上

與東西洋的交接 

從歷史看臺灣與海洋的關係，距亞洲大陸一百多公里的臺灣島，數百

年來一直是世界各地商人、移民、海盜與軍事謀畫者輻輳之地。 

中國有著排外的長期傳統， 相對的，臺灣則有與遠近其他航海民族互

動（包括敵意與友善的互動）的漫長歷史。《海洋臺灣》充斥外國冒

險家到臺灣的迷人故事，重現了在不同海洋文化與價值觀匯聚臺灣的

衝擊之下，臺灣原住民的悲歌，中式帆船貿易、強大的荷蘭聯合東印

度公司、英國鴉片商和蘇格蘭茶商、耶穌會神父和長老會傳教士、日

本殖民統治者、美國援臺官員的人、事、物。 

 

大航海時代的台

灣 

近四百年前，當西方勢力開始頻繁出入東亞時，穿梭在東亞海面上的

閩南人，將台灣變成了溝通東西兩個世界的重要橋梁，並使之成為維

持東亞秩序的重要橋頭堡。當我們重溫這段歷史，將可從中對台灣的

現狀，得到新的啟發。在這波濤洶湧的大航海時代，看台灣如何登上

國際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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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紀水沙連 學習單 
一、 在你心目中平埔族試一個怎樣的民族？ 

看圖說故事，說說以下各圖的故事（番社采風圖） 

 

 

二、 紀水沙連一文討論： 

 1.本文如何描述邵族的生活？描繪出水沙連圖像 

 2.本文如何運用寫景、敘事交融的寫作技巧？  

 3.作者為什麼說「以水沙連觀之，信彭澤之非欺我也」？這是讚美還是批

評？ 

 

三、 單一故事危險性討論： 

 １文本中的單一故事所指涉的深層意涵為何？ 

 ２你是否能說出任一身邊所發生的(過去或是現在，甚至未來)的單一故

事？ 

 ３單一故事的發生背景可能為何？所造成的影響可能為何？ 

 ４該如何不讓單一故事繼續流傳下去？ 

 

四、 世界觀： 

 1.達悟印象： 

a.對你而言，蘭嶼是一個怎樣的民族?  

□充滿海洋  □充滿特色  □充滿核廢料  □充滿原始森林 □充滿________ 

b.該如何詮釋那~~穿丁字褲的男人 ?想想，他們未啥要穿

丁字褲? 

c.蘭嶼傳統地下屋，沒有廁所，why? 

 □就是髒  □他們不需要廁所 □其他：______，why? 

d.蘭嶼對於死者需在兩三天內將其埋葬，且沒有墓碑?你

如何看這件事?       □詭異的民族  □特殊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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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方便  □其他： 

e. 將核廢料放蘭嶼，你贊同嗎? □ okay.□ no okay，why?________  

 

 客家印象 

a. 你對客家人的印象是什麼？你覺得客家人具有怎樣的特質？ 

b. 試評析以下兩圖 

 

 

五、 心中最真的角落～回到過去 家鄉書寫： 

說明：高中課文中，對於家鄉書寫的篇章不少，如陳冠學寫田園、廖鴻基寫對於

海洋回歸與探訪、陳芳明以深刻的情感撲寫對故鄉的愛、夏曼 藍波安書寫與海

的共生共容、黃春明的故鄉人物無法忘情的展現、阿盛以詼諧的口吻說故鄉事

物、琦君的懷鄉、余光中的鄉愁、席慕容的故鄉正名，每個作者用不同的筆調敘

寫屬於他們的故鄉情事，而屬於你的故鄉書寫是什麼？ 

藍鼎元走入水沙連，回到四百年前清朝統治前的台灣，你的家鄉是怎樣的樣貌，

請就你所居住的鄉鎮，進行一次歷史大考察吧～～請查詢相關資料，想像進入這

樣一個空間，穿越時空橫貫古今，描述一篇獨一無二的家鄉書寫，字數不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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