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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團隊基本資料 

二、 105-2 開設之課程簡表 

授課老師 課程名稱//期末成果活動 課程大綱說明（課程創新處） 

朱芳慧、廖淑芳、 

李欣怡 

跨文化劇場理論 在原有講授方式外，另加入田野訪查的上課形式，並從實際場域中討論

荷鄭時期歷史小說、相關歷史爭議與跨文化劇場的理論問題。 

楊政達、高美華 體驗劇場 X 古典戲曲評賞 

西廂記書房擬境、藏書票展、 

實境解謎、西廂記創意師生共演 

讓學生初步認識智慧型科技的理論與實作，並具備將認知心理學應用到

生活與藝術作品中的能力。  

蔡玫姿、黃崇明 現代小說（大一國文）Ｘ文史脈流 

期末成果展 

將小說場景與文史脈流 App 結合，並參訪 321 巷的日式建築，課後要

求同學完成一項文史脈流平臺建置的作品。 

翁文嫻 現代詩 

母親節詩卡特展 

提出「行動詩學」的構想，透過優秀的詩語言訓練，讓學生從存在狀態

的感知開始，追尋詩歌本源性問題。策劃詩與裝置藝術之結合，誘發學

生思考詩歌參入生活結合的可能性。 

秦嘉嫄 現代戲劇 

小星星影展 

本課程除了教師講授劇本編寫的認識及習作，亦輔以外聘師資，協助學

生完成劇本的拍攝。此計畫不僅是工具或技術的學習，也可以是與社會

現況的對話，形成觀念的革新與態度的轉變，甚至感受科技對文學教學

與研究帶來的挑戰。 

計畫職稱 姓名 職稱 

計畫主持人 蘇慧貞  國立成功大學校長 

共同主持人 

 

陳玉女 國立成功大學前任歷史系系主任、現任文學院院長 

游勝冠 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教授兼文學副院長 

鄭泰昇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授課教師 

廖淑芳 國立成功大學臺文系副教授 張天豪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系教授 

翁文嫻 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教授 高如妃 國立成功大學國經所助理教授 

高美華 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教授 朱芳慧 國立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陳文松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李欣怡 國立成功大學藝術所專案助理教授 

李啟彰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陳佳彬  國立成功大學藝術所助理教授 

鍾國風 國立成功大學考古所助理教授 楊政達 國立成功大學心理系教授 

陳璽任 國立成功大學工設系助理教授 龔俊嘉 國立成功大學心理系副教授 

曾吉賢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音研系助理教授   

秦嘉嫄  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蔡玫姿 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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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松、顏伶宇 臺灣現代史 

綠島人權博物館成果展、政治受難

者故事箱發表會(歷史文物館) 

本課程系統而深入地研習現代臺灣歷史發展之脈絡，並探討戰後臺灣經

驗的草創、建構與累積的過程，以建立根植於斯土斯民的世界觀及歷史

觀。本課程期末發表會於綠島人權博物館舉行，讓學生得以從歷史現場

與場域中觀看與探索「臺灣經驗」。 

陳文松、陳璽任、高

如妃//臺南藝術大

學：曾吉賢//臺糖業

師：胡聰年、洪曉聰 

臺糖工作營(微課程) 

出版專案書籍 

此工作營期望能夠保存臺糖與土地和人情的連結，藉由文學院、成功大

學創意三角洲計畫與臺糖實業合作，透過師生共創、業師參與、產學合

作，從典型人文的精神出發，醞釀出非典型人文的創意與再造。讓「臺

糖」不再只是民生用品，而是乘載著府城甜蜜滋味與臺灣歷史記憶的重

要意義。 

歷史系學生、 

MSA NCKU 

伊斯蘭文物展 X 伊斯蘭工作坊 本工作坊與展覽活動試圖融合教學、體驗與研究，不僅活化歷史系教

學，進而彰顯歷史文物館作為成大文創活動場所之價值，透過穆斯林全

面的社會文化生活，嘗試理解西方觀點之外的真實伊斯蘭世界，此外，

成大的伊斯蘭學生會（MSA）也在工作坊期間舉辦國際學生座談及文化

體驗，藉由對談與伊斯蘭習俗的介紹、體驗，促進伊斯蘭學生與其他學

生之間的交流。 

文學院全體教師 人文講座 x 踏溯臺南 TA 培訓營課

程 

系列講座為 106 年度大一新生踏溯府城 TA 培訓的前導型活動，透過講

座方式，將臺南地理空間與在地貫時性的城市歷史發展做為平臺，講述

臺南人文地理的形成過程，同時述及多元族群與文化的歷史構成，擴及

當代臺南都市的發展脈絡。 

戲邊劇團 

（學生自主課程） 

《大學城物語》公演 本學期課程目標以期末展演《大學城物語》為目標，進行集體創作，並

佐以肢體訓練、對話練習、與基礎的導演技巧。期末展演以小劇場與環

境劇場的形式演出，將屬於個人與空間中遺忘的記憶得以再現，呼應創

意三角洲計劃中跨域結合與在地連結的理念。 

學研 24(黑客松) 

(學生自主培訓課程) 

專案製作與執行 本屆學研營宗旨為──「共享共創」，以「互信互助」為基礎，提倡「共

享共創」的校園氛圍，期許將「公私利並重」的態度深植成大學生組織

圈。本次專案以「你想要怎樣的大學」為發想主題，期待能激盪出學生

對於大學的想像與社會省思。 

臺文系大四全體學生 

(學生自主課程) 

畢業製作   成大臺文系系館原為日治時期衛戍醫院、戰後陸軍第四醫院或八○

四醫院等軍方醫院，屋齡將邁入第九十九年。從臺文系館的「落地生根」

而觀，不論由日治的殖民臺灣到今日民主臺灣巨大變化的差異觀點，或

從醫院轉為文學系所空間，從以身體醫療為主到以人文心靈為主，同樣

都具有普世人文價值的同一觀點，故此次活動以學生畢業製作做為主

軸，舉辦系館跨越百年的紀念性活動。 

三、 計畫願景與價值 

以人文十年為計劃願景，從土地與人群出發，深化產業互動，匯集多元視角，結合新型態

的媒體傳播，將人文知識有效擴溢（spill over），深植城市與生活之中；突破典型人文學科，

整合既有課程，導入科技與在地產業，透過三大主題課程「文化記憶與書寫」、「生活科技與

創意」、「在地藝文與產業」結合實作模擬場域－－歷史文物館，匯聚師生共創社群，建立資

源共享，課程共授的人文資源平臺，成為非典型人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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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課程執行策略與成效 

(一) 課程跨域規劃與課程設計創新處 

深化業界合作，加強社會影響力：跨域課程增強業界經驗的結合，除課堂的協同教學與演

講之外，業師帶領同學們製作期末成果，例如：「古典戲曲評賞 X體驗劇場」採共時授課，期末

成果包含二場展覽、一場實境解謎與「現代版崑曲」師生共演，由調色盤工作室蔡銘山老師帶

領同學們一同策展，將藏書票結合戲曲傳統美學，連結成大藝術中心，成為學校重要的藝文活

動之一；芒果遊戲工作室張麒威老師則是帶領同學製作「實境解謎」，除了賦予歷史文物館不同

的場域想像，也讓民眾透過遊戲體驗重新認識《玉簪記》。 

問題導向的微型課程：在策劃「甘蜜臺南－－府城與糖業記憶再現」，分別從歷史回顧、循

環經濟、產品設計訓練學生設計專案，實地走訪糖廠，深入了解臺糖產業目前的現況與困難，

過去糖廠再生，多半透過外力進行改造，以至於當大學或計劃退出之後，便無以為繼；老師帶

領同學們從歷史回顧以及教育意義切入，從臺糖過去的發展脈絡，去找尋被遺忘的臺糖記憶，

而這些記憶成為同學們專案發想的素材，從內部尋找改變的可能性，讓臺糖了解年輕世代的訴

求，並透過美感設計、傳播媒體，塑造臺糖形象，這些優秀且具發展性的跨域專案，將集結成

書，成為未來人文領域產學合作的重要參考與基礎。 

(二) 整體課程相互連結與預期產生實質效益與影響 

整合盤點校內性質主題相近的課程，組成主題課群，並將課程分層，從基礎到進階，希望

能從基礎扎根，並訓練同學能運用課堂知識解決問題，藉由相互激盪的過程中，訓練不同的思

考角度，並將之與自身專業結合，激發出新的事物與想法。以文學與歷史出發，結合產業與設

計，產品有深度，產業有溫度，文史課程也透過產業與科技，能夠具體呈現它的重要性。 

(三) 請詳述原定計畫與實際執行是否不同。另請說明在進行計畫過程中課程開

設所遇到的困難及相應的解決方法 

行政制度層面，臺糖工作營嘗試在期中開設課程，但是對於三級三審的制度，計畫僅能透

過文學院開課，減少審查流程，這樣的流程對於老師主導的課程較無問題，但是在學生自主課

程來說，流程的繁複，其實造成自主課程開設的困難，加上課程必須有授課老師掛名負責，改

革成效不彰，目前正積極與課務組、註冊組及相關行政單位溝通，希望能使課程申請流程變得

簡單透明。 

五、 實作模擬場域 

（一） 請詳述如何在場域進行跨域共創，場域如何影響或連結教學： 

歷史文物館成為一個與學校各院系單位鏈結的新橋樑，也是校園內部合作的催化劑。除正

規課程、講座、成果展之外，社團活動、學生展覽也開始進到歷史文物館來，成為計畫跨域課

程與工作營的重要的交流平臺，藉由場域對於課程的相互影響，文物館空間的彈性、多元，直

接影響成果展現的改變，呼應場域空間的特性（紅磚牆、木桁架、開放空間），如：「實境解謎」

將文物館改裝成密室逃脫的遊戲場景，「琴心墨韻」則是以清代書房的方式呈現藏書票展，讓學

生們透過空間場景，更能理解古典文學中的文化底蘊。 

（二） 如何與所處社區(城鄉)與外部單位進行互動與合作： 

重新思考課程講座與工作坊的價值與意義，因此特別嘗試以臺南的歷史土地為主題的系列

演講，並與通識中心合作成為通識核心講座，也因演講時間在晚上，吸引許多校外人士、文史

工作者、臺南各地學生前往聆聽；106年 9月入學的新生，將隨著老師與助教的腳步，踏溯臺

南的山川與海洋，以知識份子的熱情與真心記錄這座美好的城市。 



4 
 

另一方面，計畫課程也積極拓展外部連結，「臺灣現代史」陳文松老師結合顏伶宇微課程，

製作生命史故事箱，前往綠島人權文化園區舉辦成果展，重回歷史場景娓娓道來政治受難者的

生命史，隨後移展歷史文物館，並邀請政治受難者陳欽生先生，舉辦《在風中奮起》新書發表

會，讓學生從空間的移動過程，感受歷史與人權的更迭和奮鬥過程。 

（三） 建置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及相應的解決方法 

「蘇雪林故居」在評估之後，鑑於人力經費有限，暫時不會著手進行整修，會協調學校其

他單位從長計議，目前以保存建物為首要工作，但是相關課程如：現代小說，依舊會開設，持

續關注成大重要的女性文學家。 

歷史文物館啟用之後，許多的活動與課程進到這個空間，前期在管理上稍嫌紊亂，常有活

動、課程重複申請或互相干擾的問題，與歷史系討論過後，決定將歷史文物館納入校園空間管

理系統，大幅改善管理問題，也因此系統為開放平臺，吸引不同性質的活動申請登記，讓空間

申請更為開放透明。然而，文物館即將進入第二期整修，勢必會影響到課程使用，不過也正好

有一段空窗期，讓我們規劃校園咖啡館(暫定)，不同於以營利為主外包模式，而是以人文活動

為優先的經營方式，結合藝文活動、師生論壇、創意實作，透過飲品作為媒介，吸引師生在課

餘時間，進到文物館來享受古意盎然的藝文空間。 

六、 行政體制 

（一）校內產生之變革與影響 

「臺糖工作營」屬院級期中密集型課程，並以專案製作與發表作為課程成果。透過期中開課，

增加課程設計的靈活度，過去計畫開課要求在前個學期末就必須完成，期中可依據學習課程需要

申請課程，且密集型課程僅須授課滿 48小時，即可認證學分，另外大學部課程原有最低人數 12

人才能開課之限制，然臺糖工作營僅 11人仍順利開課，可見學校(課務組、註冊組)在既有法規

上，仍願意適度調整協助開立新型課程。行政的彈性與突破，有利於在正規課程之外開設工作營

/坊增加學生實作與見習的機會。 

（二） 另請詳述團隊如何建立共識、經營與滾動教師社群 

學期開始前，計畫主持人會與各個課群的老師開會，確定課程執行方向與規畫，教師們也

會透過主題式月會，互相交換想法，交流課程規劃以及許多新鮮有趣的想法，除月會之外，老

師們也透過網路平臺關注彼此課程動態，互相參與課程成果展。未來創意三角洲將與其他單位

共同舉辦教師月會或讀書會，希望透過交流開展不同的課程模式，增加不同系院老師相互交流

的機會。 

七、 社會影響力 

計畫對人文系所內部的師生最大改變，就是能夠清楚的理解，自己在跨域合作的過程中所

扮演的角色以及能夠做出的貢獻。相較於過去的合作或分組模式，文院學生多半是屬於無聲的

一群，但是透過課程的特意規劃(例如：要求每組必須具備 2個不同學院的學生)，促使學生間

打破學院的藩籬，產出的專案涵蓋多元且相互融合的特質，例如臺糖工作營中，中文系與政治

系合作的專案，首先分析出臺糖產業裹足不前的原因，正是因為政治、經濟的歷史包袱，必須

徹底轉型回到以人民生活為主體的核心精神，中文系的同學便以《詩經‧甘棠》中仁民愛物、

與民同樂之精神，提出馬拉松臺糖音樂節，結合地方政府與糖廠，以音樂為媒介，邀請大家共

同創造甜蜜記憶。嚴肅的政經議題，透過人文藝術的溫和方式獲得解決，此項提案獲得國經所

老師大力肯定。 

對外合作方面，綠島成果展對於同學們的影響最為深刻，除了使學生去思考歷史 下個體存

在的價值；對於綠島人權博物館而言，這群學生不是走馬看花，而是從閱讀、認識到實際走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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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程，透過微觀角度建構大歷史，歷史、場域與人在此穿越時空彼此互文輝映。對於臺南這

座城市的連結，人文講座將大學的資源藉由系列講座的方式，分享這座城市，在新的學年度學

生也將用自己的雙腳踏溯府城，希望從成功大學畢業的學生，將人文情懷帶到社會走向世界。

而目前正如火如荼展開的成大戲劇節，將以臺南的文化歷史為題材，「戲棚」為主要意象，從大

學到城市，藉由戲劇拉進人與人，連結大學與城市，希望能夠處處成棚，繁星點點。 

總體而言，從計畫的執行過程中，以大學城內部革新做為契機，並積極促成府城與他地的

交流與合作，最後立足熱蘭遮城，關懷地方，放眼世界。因此，本計畫將由課程、工作營、座

談與活動的交相輝映做為蓄積養分，在不安分、躍動的靈魂中，注入不同的元素，匯聚為成大

獨特的人文樣貌，並期許學生成為知識核心時，將影響力與關懷擴散至生活、他人到整體社會。 

八、 整體綜效 

  

九、 年度差異 

課程著重在開設校內跨域，第二期計畫中我們嘗試將業師、田野調查納入課程規畫之中，以

問題為導向的人文跨與課程，加強城市觀察與社會實踐，透過期中開課成功突破行政限制。場域經

營方面，加強人與場域的互動關係，以歷史文物館為核心場域，積極向外連結，空間除了改變人與

人之間的互動關係，更成為解讀文學解讀的介質，從一月文物館重啟新貌以來，歷史文物館舉辦的

展覽、演講、授課，吸引許多市民進到大學，戲邊劇團(學生社團)更以大學城為發想創作環境劇，

造成極大的回響；接著我們將著手規劃的經營專案，打造教育優先的商業經營模式，除了使空間能

夠自負盈虧，更讓歷史文物館成為知識共享的重要平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