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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內容 
 

1.核心理念 
  

隨地理資訊科技的發展，GIS 的意涵已從系統(system)、科學(science)
轉變為服務(service)（賴進貴、劉靜怡、羅佳文，2007）。 

 
本課程由此出發，整合 GIS 理論介紹、軟體硬體教學及專案規劃實作

三大元素。除強調人文與科技間的對話，嘗試將交通大學人文社會與理工資

訊的學生跨領域組合在一起，訓練其 GIS 數位內容典藏製作技術能力之外；

更結合理論、實作與數位典藏加值應用產業發展，以國內正蓬勃發展的登山

自行車運動線上社群為合作對象，選取國立交通大學位處新竹縣市鄰近車友

密集度高，且具客家文化特色的地區，如：南庄、北埔、內灣等，帶領學生

實地擷取 GIS 定位，規劃運動路線，深入採訪報導、繪製沿線特色地圖，

並建置專題成果網站。 
 
由此，本課程的成果更可經由對 GIS 數位典藏的加值，達到提昇國內

自行車運動的深度和廣度，發展沿線的觀光特色產業的目的，也讓學生由

Learn by Doing 中培養結合數位與人文並落實於專業的能力。 
 

2.課程目標 
  

「數位典藏」是未來資訊傳播基礎建設裡所不可或缺的一環。也同時

是公私部門當前推動文化典藏、教學活動、學術研究及開發加值商業應用

等各方面發展方向的重要工作。但正如同國內學者謝瀛春與謝清俊指出：

「把內容數位化過程，不只是把紙面、刻版、器皿等媒介性質的內容數位

化，還須因新媒介（網路）特性，而賦予匯集、鏈結後知識再現之新意義。

於此過程，內容專精者要了解數位化技術之特性、限制，學習了解數位化

意義。而數位化專長者亦因長期浸淫在內容專精者領域，從而能成為數位

化內容的知識再現專家，不再僅僅是一個數位化的工程師。」(謝瀛春；

謝清俊，2001) 
 

因此，本課程特別強調跨領域的科際整合，嘗試將交通大學理工資訊

與人文社會領域的修課學生組合在一起，在課程進行與專題製作中，展開

對話，學習理解彼此的思維模式，更進而培養跨領域的溝通、協調、分工、

互動與合作達成目標能力。這正是目前我國發展數位內容產業的瓶頸，也

是其他各產業領域升級發展所殷需的專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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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尤其注意並聚焦於「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GIS)的數位典藏與加值應用發展。GIS 技術為虛擬數位空間帶來

與實體地理位置整合的可能，更為學術研究、產業發展及人類認知的豐富

性，帶來「空間向度」的無限可能。賴進貴更指出：「隨地理資訊科技的

發展，GIS 的意涵已經從系統(system)、到科學(science)轉變成為服務

(service)」（賴進貴、劉靜怡、羅佳文，2007）。 
 

本課程由此點出發，整合 GIS 理論介紹、軟體硬體教學及專案規劃

實作三大元素。除強調人文與科技間的對話，嘗試將交通大學人文社會與

理工資訊的學生跨領域組合在一起，訓練其 GIS 數位內容典藏製作技術

能力外；更結合理論、實作與數位典藏加值應用產業發展，以國內正蓬勃

發展的登山自行車運動線上社群為合作對象，深度探訪桃竹苗地區之在地

社區、原住民部落與社會福利機構，帶領學生實地擷取 GIS 定位，規劃

運動路線，深入採訪報導、繪製沿線特色地圖，以及建置專題成果網站，

達成「人文」與「科技」的對話機會。 
 
經由本課程，學生將由 Learn by Doing 中培養結合數位與人文並落實

於專業的能力。我們將帶領同學深入思考數位化(資訊與傳播科技)在「實體」

與「虛擬」交錯發展間，對未來數位文化發展與所可能造成社會和產業變遷

的影響，發展具代表性與實用價值的 GIS 數位典藏加值應用專題研究成果，

並建置專題網站，對外統一展現發佈成果，促進公眾利用以擴大本課程成果

影響力，更提昇國內自行車運動的深度和廣度，並且對於沿線地方農特產與

觀光產業扮演資訊傳播科技推手的角色。 
 
二、執行成果摘要 
 
 1.開設課程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 97 年度上學期 
數位典藏理論與實務：GIS 衛星定位與登山自行車研究 
學校課號：DCT4003 
學分總數：3 學分 
授課教師：林崇偉助理教授 
修課人數：2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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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課程大綱與每週主題概要 
 
本課程強調理論概念與實務操作的充分整合，共可區分為三大單元： 
(單元一)  理論介紹與研究興趣引發 
(單元二)  GIS 技術操作教學與應用 
(單元三)  GIS 專題實作與田野調查 

 
在實際的規劃上，每單元由任課教師先作導論，搭配校外專業人士演講，

做為單元間承先啟後的銜接，引導學生進入不同階段的學習，詳列每週

主題進度及專題講座如下： 
 
【單元一】理論介紹與研究興趣引發 

 
(01) 導論：Digital Archive – What, Why and then?  
(02) 主題：地理空間資訊系統與數位典藏資料庫的整合（GIS介紹） 
(03) 演講：自行車運動發展與結合GIS的樂趣及期待（徐仁清） 
 
【單元二】GIS技術操作教學與應用 

 
(04) 地理空間資訊系統（GoogleEarth軟體介紹與使用操作教學） 
(05) 地理空間資訊系統（路線圖、雷達圖、高度圖、主題地圖） 
(06) 地理空間資訊系統（Metadata、網誌、網站與資料庫平台） 
(07) 演講：數位典藏與創作的智慧財產權相關問題（李美惠） 
 
【單元三】GIS專題實作與田野調查 

 
(08) 參訪：苗栗南庄自行車之友協會（含GIS記錄實地練習） 
(09) 演講：GIS於人文學術領域研究應用的趨勢（廖炫名） 
(10) 數位典藏的內容與流程專案規劃（個人∕小組計畫提案） 
(11) 實作：新竹北埔—自行車路線GIS記錄與專題拍攝 
(12) 實作：新竹峨眉—自行車路線GIS記錄與專題拍攝 
(13) 數位典藏的內容與工作疑難雜症（個人∕小組進度報告） 
(14) 實作：新竹內灣—自行車路線GIS記錄與專題拍攝 
(15) 實作：苗栗大湖—自行車路線GIS記錄與專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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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四】GIS專題整合與發表 

(16) GIS數位典藏與自行車運動加值網站內容整合設計 
(17/18)GIS數位典藏專題教學計畫網站上線與期末成果報告 
 
演講一：自行車運動發展與結合 GIS 的樂趣及期待 
演講者：苗栗捷安特駐店專屬登山自行車教練徐仁清 
 
演講二：數位時代的著作權與智慧財產權 
演講者：社法法律扶助基金會新竹分會執行秘書李美惠資深律師 
 
演講三：GIS 於人文學術領域研究應用的趨勢 
演講者：中央研究院計算機中心廖炫名組長 

 
 3.參考書目或指定閱讀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數位典藏技術彙編》，中央研究院資

訊科學研究所，台北，民 94。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數位典藏技術彙編》，中央研究院資

訊科學研究所，台北，民 95。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數位典藏技術彙編》，中央研究院資

訊科學研究所，台北，民 96。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數位典藏成果彙編》，數位典藏國家

型科技計畫計畫總辦公室，台北，民 96。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數位典藏成果彙編》，數位典藏國家

型科技計畫計畫總辦公室，台北，民 97。  
 
另本課程採用國立交通大學 E3 教學平台，老師編有自製教材，置於網

路平台上提供同學們自行免費下載學習使用，請同學們務必確認自己選

課系統上所登錄之電子郵件信箱地址，同時定期收信，以免漏失上課通

知訊息。 
 
針對較大的教學軟體試用版，老師另行架設有 FTP 站台，提

供各位同學線上下載  
 
位址：140.113.143.102    port    1266    
帳號：NCTU    (大寫)  密碼也相同 
說明：會 FTP 軟體者請依照上列資訊自行下載課程講義    
不會將右側資訊，剪下，貼上 IE 網址  
ftp://NCTU:NCTU@140.113.143.102:1266   



 

- 5 - 
 

 
 4.成績評量方式 
 

本課程以「線上專題小組」方式進行。評分標準如下，老師

盡量從優評價鼓勵大家，但也會合理表現出個人努力價值： 

A. 線上討論與參與：15/100  

B. 數典的計畫提案：15/100 

C. 數典的進度報告：15/100 

D. 期末報告與簡報：30/100 

E. 技術測驗與小考：25/100 
 

5.人員相關活動 
 

本課程經由地理資訊系統概念，為時下流行的單車運動提供路徑規劃、

運動圖資。另外，也藉由騎單車探訪桃竹苗的各個地方社區、原住民部落，、

社福團體以及各地方文史點，從騎單車的踩踏過程中，記錄沿線風景地物，

認識地方特色，繪製出沿線特色地圖。本課程計畫不僅幫助人文社會領域及

理工專才的學生習得衛星定位技術，為沿線的定點，留下軌跡記錄，培養出

數位技術能力，且輔以本身的專業能，闡述沿線地方文化特色，繪製出特色

路徑地圖。最後，透過網路資訊平台來分享資訊，以達到人文與科技的整合

具象化。學生由 Learn by Doing 中，學生與其所屬的社會緊密結合在一起。

此外，本課程成果也能提供社會大眾正確的路徑資訊，讓成果更具影響力。

本課程執行方式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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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成果 
 

本課程計畫執行期間，共走訪了 68 個桃竹苗地區之地方社區、原住民部落、

社福機構以及各地方文史點，建置了 112 條以衛星定位儀器做詳細記錄的單車

路線，同時獲得 TVBS、新唐人電視台、IC 之音電台、自由時報以及聯合報等

各媒體的報導。本課程計畫經彙整後，共有以下三大重要成果展現：「數位課程

教材的初步建置」、「運動生理資訊研究的探索」、「人文社會數位教學整合」

與「架設專題成果網站」。 
 

1. 數位課程教材的初步建置：本課程為拓展衛星軌跡定位技術的普及化，

課程執行期間製作了「GPS 衛星定位儀器之使用手冊」。內容除指導

如何操作 GPS 衛星定位儀器外，還包含如何輸出路徑資料、路徑沿路

拍攝的數位照片與路徑資料的整合等。 
2. 運動生理資訊研究的探索：除了衛星軌跡之外，我們也記錄騎單車時的

運動生理資訊。將運動生理資訊結合衛星軌跡路徑記錄，可以清楚瞭解

該點的坡度狀況、高度狀況，會帶來何種生理反應。生理反應也意謂著

運動強度，提供運動生理資訊，可以讓單車客依據運動目標，而更清楚

的規劃單車路徑與運動強度。 
3. 人文社會數位教學整合：本課程實地帶領學生們擷取 GIS 定位，規劃

特色路線，深入探訪報導桃竹苗社區、機構及各地方文史點，繪製沿線

特色地圖。最後，再彙整所有路線後，建置成網路資訊分享平台，達成

人文與科技間對話的具體呈現。 
4. 「交大單車客不只是過客」專題網站：我們將所有的地方文史衛星軌跡

定位資料彙整後，建置專題成果網站，增加數位典藏資料被公眾利用的

廣度，拓展成果之社會影響力。此網站共分成幾個部份： (1)我的騎待 
(2)數位課程 (3)我是傳騎 (4)路線規劃 (5)運動圖資 (6)銷魂路線 

 
本課程成果細述如下： 
 

1. 數位課程教材的初步建置 
 

本課程結合理論與實作，以國立交通大學位處新竹縣市為出發點，藉由

騎乘單車，探訪具有地方特色的社區，如：南庄、北埔、內灣等地，及新竹

尖石、五峰的原住民部落，或桃竹苗地區社福機構，乃至於熱門觀光景點、

各地方文史點等。本課程的單車踩踏實作過程，讓學生從「Learning By 
Doing」中，以 GPS 衛星定位儀器記錄沿線風情，並且透過深入採訪報導，

輔以本身的人文知識背景，繪製出沿線特色地圖，藉此培養數位與人文結合

的能力，並更進一步提升人文專業能力，將其落實於研究領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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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能讓學生更快上手衛星軌跡定位技術，我們於課程執行期間製作了

「GPS 衛星定位儀器之使用手冊」。內容除指導如何操作 GPS 衛星定位器，

還包含如何輸出路徑資料、路徑沿路拍攝的數位照片與路徑資料的整合等。

其內容如下(節錄部分內容，詳情請見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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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運動生理資訊研究的探索 
 
 有鑑於單車風氣的興盛，騎單車的安全性也是值得注意的議題。因此，

透過衛星定位技術的記錄，可提供更詳盡的資料，瞭解單車路線的安全性。

這些資料裡包含了騎單車時的運動生理資訊、單車路線的坡度圖、高度圖

等。從運動生理資訊中，可讓單車客更確實的瞭解到路段的難易度，有助於

單車客在規劃單車路徑時，依據自身體力情況及運動目標來規劃運動強度。

另外，運動生理資訊搭配衛星軌跡，可以更確實的看清楚整條路線的狀況，

更有益提升單車運動的安全性。下列為部分運動生理資訊的內容(詳細內容

請見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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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文社會數位教學整合 
 

本課程中，整合了 GIS 理論介紹、軟體硬體教學及專案規劃實作三大

元素。並強調跨領域的科際整合，嘗試將交通大學理工資訊與人文社會領域

的修課學生組合在一起，在課程進行與專題製作中展開對話，學習理解彼此

的思維模式，更進而培養跨領域的溝通、協調、分工、互動與合作達成目標

能力。這正是目前我國發展數位內容產業的瓶頸，也是其他各產業領域升級

發展所殷需的專才。 
 
本課程主要目標為培養學生 GIS 數位內容典藏製作技術能力；更結合

理論、實作與數位典藏加值應用產業發展，以國內正蓬勃發展的登山自行車

運動線上社群為合作對象，選取桃竹苗區內具地方文化特色以及人文風情的

地區，進行數位技術實作的示範點。 
 
在課程執行期間，我們共走訪了 68 個桃竹苗地方社區、原住民部落、

社福機構及地方文史點等，完成 112 篇數位典藏人文深度報導。學生們規劃

完單車運動路線後，便騎單車依循規劃路線，並沿線拍下數位照片作為定位

記錄；結束深入探訪行程後，再將數位記錄與路徑資料整合，並且透過網路

寫下深度採訪的報導，突顯地方文史特色。而這報導藉由網路資訊平台分享

給社會大眾，促進公眾利用本課程計畫成果的影響力，更廣泛、更深入的認

識桃竹苗的地方特色。 
 
對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學生而言，學會衛星定位與數位典藏技術的能力，

可培育自己擁有第二專才的能力。更可以進一步將數位技術能力結合所學，

應用於自身的學術研究領域，還可發展出獨特的文化創意或是深化人文領域

的研究。 
 
在本課程中，學生跨領域數位習作的具體例子就有：文史相關研究利用

衛星定位路徑進行田野踏查，更深層地研究某一聚落的歷史發展；遊憩觀光

相關研究則可利用地理資訊衛星定位進行空間動線規劃，再應用於深度文化

導覽，或策劃地方節慶活動路線等。 
 
每個定點因學生自身人文領域的專長、興趣和主題特色而被串連起來，

再加上空間向度的延伸，讓數位習作的成果更具深度和特色。此外，透過

「Learning By Doing」的教學方式，更可訓練學生自行建立起終身受用的

獨立思考模式，並且培養表達溝通、團隊合作、問題解決、自我管理及領導

協調等核心能力。 
 
以下，列舉數則修課學生建置數位典藏資料之範例(含地標定位照片及

運動圖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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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系級： 范徐生_客家文化學院人文社會學系學生(獅山客) 
研究主題： 祭祀文化探索—找尋賽夏祖靈聖地 
連結網址：  http://map.answerbox.net/landmark-774047.htm 
研究摘要： 南庄賽夏族巴斯達隘—矮靈祭近年來已是外人熱衷的原住民祭典

活動。巴斯達隘在去年 10 月剛舉辦過 2 年一次的祭典，外地人紛

湧而至，非常熱鬧。賽夏族在矮靈祭祭典期間，族人絕對要嚴守

戒律，一直要到舉辦完祖靈祭之後，整個的祭典才算是完全的結

束。因此我想研究賽夏祖靈祭的概況，以及尋找賽夏族人神秘的

祖靈聖地。 
◎賽夏矮靈祭祭祀文化探索之旅路徑： 

 
 

◎探訪路線：獅山客的家→東河部落→向天湖部落→巴斯達隘廣場→風家麻

糬→賽夏文物館→矮靈祭風家→矮靈祭朱家→風家風水墓→賽夏祖靈聖地

→向天湖畔-→麻糬開飯囉→回家。 
 

   

尋找賽夏族人神祕聖地的起點—東河部

落 

不管是賽夏族或泰雅族，在漢民族文化

傳入前，過著燒墾游獵的原住民，把去

世的親人埋在家屋的地底下，然後舉家

遷移不再回去。 

巴斯達隘廣場與祭屋-矮靈祭是賽

夏的重要慶典，而賽夏祖靈祭與

聖山則更為神秘。 

http://map.answerbox.net/landmark-77404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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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系級： 賴文慧_客家文化學院人文社會學系學生(小小班) 
研究主題： 酪農產業興衰史探索—乳香乳鄉 
連結網址： http://map.answerbox.net/landmark-800625.htm 
研究摘要： 造橋鄉農牧業發達，素有「牛奶的故鄉」之美譽。我家住在造橋，

家裡有個小小的牧場，每天早上牛哞！哞！的叫聲就是我的鬧

鈴，喝香醇的牛奶是我最大的享受，看到黑白相間的乳牛在草原

上吃草休息那幅畫面，更令人心曠神怡。因此，選了造橋苗栗的

乳業為題，希望能將這個曾經在苗栗風光一時的產業做ㄧ簡單的

介紹，讓大家認識香醇乳香背後的汗水。 
 
◎酪農產業興衰史探索 

 
 

 

http://map.answerbox.net/landmark-80062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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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路線：造橋鄉豐湖村東暐牧場－造橋鄉豐湖村正隆牧場－造橋鄉龍昇

村許家牧場－造橋鄉龍昇村陳家牧場－造橋鄉豐湖村阿義埤劉家牧場－造

橋鄉豐湖村徐家牧場－造橋鄉豐湖村苗翔牧場－造橋鄉豐湖村巫家牧場－

造橋鄉豐湖村東暐牧場 
 

   

造橋原有酪農戶 40 幾戶，極盛時飼養

乳牛頭數約一千多頭，日產鮮乳約

320,000 公斤。因整個經濟環境不佳物

價上漲的壓力，使得許多酪農無法承受

過高的成本而選擇離酪，酪農戶、飼養

乳牛頭數及日產鮮乳約只剩下原來之

一半。 

台灣的酪農業乳牛因飼養環境的關係,

都是人工飼養鮮少放牧，牛牛一隻一隻

被關在柵欄裡, 

苗栗的酪農是由縣農會輔導,所以酪

農戶每天生產的鮮乳都會送到縣農

會鮮奶加工廠,再由奶廠負責加工販

售 

 
 
 
 
 
 
 

 
 
 
 
 
 
  

草是乳牛的主要食物,乾草房更是牧場

必須有的設備,而且隨時都得存放充分

的草料 

現代的牧場擠乳以不再用手工,而改用

機器榨乳,牛奶從乳牛身上擠出後直接

送到冰箱冷藏,節省了許多時間也提高

了生產量,更重要的是衛生好,牛奶又可

保鮮 

這些稻殼是為了讓牛隻身體保持乾

爽的墊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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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系級： 黃文政_客家文化學院人文社會學系學生(政哥) 
研究主題： 楊梅古蹟巡禮—楊梅古蹟知旅 
連結網址： http://map.answerbox.net/landmark-800625.htm 
研究摘要： 三歲時從觀音搬到楊梅居住，屈指算算也有四十餘年了，也可以

算是楊梅土生土長了！雖說如此，但是卻對楊梅了解不多，尤其

是楊梅到底有甚麼？甚麼又足以代表楊梅呢？內心總是思索著!
適逢老師出了一個文史探訪的作業，也就好好利用這個機會一探

究竟，來個楊梅古蹟探索知性之旅，應該可以揭開楊梅美麗面紗。

從老一輩口中得知，楊梅有不少百年古蹟! 於是決定探訪楊梅古

蹟，有古廟、古寺、老樹等，就從楊梅鎮火車站為中心點，3 公

里為半徑，探索方圓內的古蹟。 
 
◎楊梅古蹟巡禮 

 
 

◎探訪路線：楊梅火車站→頭重溪三元宮→二重溪回善寺→江夏堂→老樟樹

→錫福宮→伯公山→老榕樟樹群→上湖三元宮→富岡老街→呂宅洋樓→土

牛伯公→梅岡大伯公 

http://map.answerbox.net/landmark-80062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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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重溪三元宮為楊梅鎮百年古蹟，本

廟參與義民廟的輪值祭祀，十五年一

輪，最是熱鬧。 

楊梅所有的寺廟中，唯有回善寺有深幽

的庭院，配合曲橋、池塘與曲徑，數株

古樹遮蔭，盛夏尤其清涼。 

客家鄉間普遍建築 

   
「珍貴老樹」-老樟樹，它生長的態勢

良好、優美，有五大分技，所以有人

命名為「五福臨門」。 

老樹是保護級的哦！ 錫福宮之現貌 

   

老榕樟樹群 
上湖三元宮地區地高，農民貧困，人煙

稀少，平時廟中香火不盛。 

富岡老街－從車站到大井頭的中正

路，是日本人、富商的集中地。 

 

   
呂宅洋樓－為一跨五間街屋店面的二

層樓式巨型「洋樓」。  

土牛伯公－在民富路 796 巷樂士電機

公司附近仍可看到翻修後叫土牛伯

公，在見證著這段歷史。 

楊梅 3 粒石形式開基伯公－位於梅高

路 90 號民宅右方石階小徑之後轉泥

土小路全程約 3 分鐘可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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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系級： 許翼鵬_電機學院光電工程系所學生(Sonnoy) 
研究主題： 金門景點文史探索─金門鐵馬環島 
連結網址： http://map.answerbox.net/landmark-875319.htm 
研究摘要： 算一算，這學期以來也騎了不少腳踏車，而過了

一個學期，又到了快樂的寒假，回到金門，騎腳

踏車的感受特別舒服，不只是因為這塊土地上車

少景優空氣好，更是在這塊土地上生活二十年的

感受。 
◎金門景點文史探索 

 
 
◎探訪路線：金城市區→慈湖→環島北路→西園→馬山→山西→金湖市區→環島

南路→尚義機場→古崗→水頭→金城市區 
 

   
陽台上的婆婆 貞節牌坊下的彩獅 古寧頭 

 

http://map.answerbox.net/landmark-87531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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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交大單車客不只是過客」專題網站 
   

為能完成呈現課程成果，且促進社會公眾利用的頻次，我們建置起專題

成果網站，將課程所有的數位典藏資料及相關研究資料都放到網站裡。為了

建置專題成果網站，本課程計畫鏈結業界資源，如：GPS 衛星定位器廠商  
(長茂科技)、採訪報導平台(地圖日記)、桃竹苗區之地方社區、社福機構、

原住民部落及地方文史點等(桃竹苗區就業服務中心)，讓成果更為豐富。 
 
本網站架構由六個部份所組成：「我的騎待」、「數位課程」、「我是傳騎」、

「路線規劃」、「運動圖資」、「銷魂路線」等。以下為各部分的內容： 
 
(1) 我的騎待：闡述本課程計畫的目標和研究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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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數位課程：本課程透過對 GIS 數位典藏的加值，將能達到提昇國內

登山自行車運動深度和廣度，並發展沿線觀光特色產業的目的，更

能讓學生經由 Learn by Doing的過程培養結合數位與人文而落實於

專業的完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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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是傳騎：將本課程修課學生聚集在同一個群組內，讓彼此所進行

數位紀錄的桃竹苗地區沿線特色地圖與文史報導文章，可透過網路

群組平台力量，增加公眾利用及閱讀的機會，也增加學生彼此線上

討論、互相觀摩學習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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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路徑規劃：我們將經由課程建置起的初步教材「單車路徑規劃操作

手冊」放置於網路平台，讓學生和對登山自行車運動有興趣的朋友

可利用電子地圖及本課程所累積的數位資料，規劃自己的單車路線。 

 

 
(5) 運動圖資：網站上也放置本課程所建置起的運動生理資訊數據以及

相關解析，讓對登山自行車運動有興趣的朋友瞭解路段上及生理上

的資訊，提供給單車客適合與健康的運動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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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銷魂路線：本課程共累積了 112 條單車路線，我們將這些路線彙整

在此，希望能提供詳盡的資訊給其他單車客。也讓對於登山自行車

運動有興趣的朋友能認識更多桃竹苗的特色地區。 
 

 

 
 
 
 

衛

星

空

照

圖 

路線導言 



 

- 21 - 
 

五、結論 
 

本課程以整合 GIS 理論介紹、軟硬體教學以及專案規劃實作三大元素為

核心，讓學生由 Learn by Doing 中培養結合數位與人文並落實於專業的能力，

帶領同學深入思考數位化（資訊與傳播科技）在「實體」與「虛擬」交錯發展

間，對於未來數位文化發展與所可能造成社會和產業變遷的影響。 
 
操作模式上，本課程除訓練學生 GIS 數位內容典藏製作技術能力之外；

更結合理論、實作與數位典藏加值應用發展，以國內正蓬勃發展的登山自行車

運動線上社群為合作對象，選取交通大學位處新竹縣市鄰近車友密集度高，且

具客家文化特色的地區，帶領學生實地擷取 GIS 定位，規劃運動路線，深入

採訪報導、繪製沿線特色地圖，並建置專題成果網站。 
 
彙整本課程的開設、教授與實作經驗和成果，我們有以下幾點看法： 
 

1. 本課程總共建置起 112 條的單車路徑規劃，介紹了 68 個桃竹苗地區中深具

人文意義以及地方特色的景點。這些路徑軌跡資料置放於成果網站─「交大

單車客不只是過客（http://map.answerbox.net/nctubike.php）」網路平台。

這平台詳細紀錄路線的挑戰性、行車過程的安全資訊，是個資訊交換、社群

分享的資訊共享平台，讓單車客運動的同時，也能享受到深度探索地方特色

文化的樂趣。此外，透過課程網站對外統一展現成果，成功促進公眾對數位

典藏成果的利用，也擴大了本課程成果的社會影響力（獲得多篇媒體報導，

詳細請見附錄)，更提昇國內自行車運動的深度和廣度，並對於沿線客家特

色農特產與觀光產業扮演資訊傳播科際推手的角色。 
 

2. 對交大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生而言，本課程有效地增進學生對資訊與傳播

科技的瞭解，學習以新的工具探索自身專業領域。同時，善加利用我國資訊

競爭優勢，更能培養 GIS 數位典藏與資訊技術第二專長，有助於人文社會

科學領域畢業生面對未來學術與職場生涯發展的激烈競爭。 
 

3. 此外，對於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學生而言，更可以進一步將數位技術能力結合

所學，應用於自身的學術研究領域，還可發展出獨特的文化創意或是深化人

文領域的研究。比方說，在本課程中，學生跨領域數位習作的具體例子就有：

文史相關研究利用衛星定位路徑進行田野踏查，更深層地研究某一聚落的歷

史發展；遊憩觀光相關研究則可利用地理資訊衛星定位進行空間動線規劃，

再應用於深度文化導覽，或策劃地方節慶活動路線等。每個定點因學生自身

人文領域的專長、興趣和主題特色而被串連起來，再加上空間向度的延伸，

讓數位習作的成果更具深度和特色。 
 

4. 對交大電機資訊與理工技術領域的學生而言，本課程以數位典藏與創作發展

的實際技術需求作為背景，讓理工技術領域的學生發現最新的科技整合技術

發展切入點，如衛星定位技術(GPS)與地理資訊系統(GIS)匯流發展趨勢，

http://map.answerbox.net/nctubik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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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邁向科技跨界整合，從而大幅提升個人與臺灣於數位內容產業發展領域

的競爭優勢。 
 

5. 最後，透過本課程所規劃衛星定位與數位典藏加值應用的整合式習作，理工

與人文領域學生將能在課程進行與專題製作中展開對話，學習理解彼此思維

模式，透過「Learning By Doing」的方式，更可訓練學生自行建立起終身

受用的獨立思考模式，並且培養表達溝通、團隊合作、問題解決、自我管理

及領導協調等核心能力。這正是目前我國發展數位內容產業的瓶頸，也是其

他各產業領域升級發展所殷需的專才。 
 
六、後續課程規劃構想 
 

本課程順應時下流行的單車文化，搭配衛星定位技術作為地理資訊數位典藏

的創意加值應用，不僅頗具趣味，也讓年輕學子藉由「Learning By Doing」中，

習得如何巧妙的運用新的科技工具結合自身專業領域，而激發出更多創意點子。

但單車只是個媒介，隱藏在其後的衛星定位紀錄與網路社群平台資訊分享方式，

以及相關數位專業技術和產業發展，更是本課程希冀能夠帶領人文社會科學領域

學生深入研究發展的領域。。因此，在後續課程規劃方面，我們將於 99 年度提

出第二年的課程發展計畫，重點目標在於： 
 

1.  以更多元化的方式來蒐集、記錄更多 GIS 數位典藏資料，持續的增加地理

及人文資訊數位典藏的路線，增廣地理資訊數位典藏的創意加值應用，並

帶領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學生，進一步結合宗教、社會、歷史、遊憩、區域

研究領域專業知識，發展深度人文數位典藏。 
 

2.  而在匯集這些路線的同時，我們更將在課程中帶領學生開始進行有系統的

教材和教學資源建置，讓本課程所累積的經驗和成果。能移轉給其他大專

院校相關科系的教師。目前本課程即因成果網站的高知名度，吸引如中正

大學運動與休閒教育研究所、慈濟大學人類學研究所、交通大學傳播研究

所、靜宜大學觀光事業研究所先後與我們接觸，將進行更多的專業和課程

合作，也因此，需要建置更完整的如衛星定位設備操作、路線探索記錄、

網路平台分享等教材。 
 

3. 我們也期待課程成果能促進更多公眾對於數位典藏資源的利用，因此未來紀

錄路線類型將嘗試依照主題來做區分，例如：觀光旅遊路線、宗教朝聖路

線、無障礙空間路線、溫馨關懷路線等。讓本課程不僅挶限於介紹地方人

文風情，更希冀能拓展地理資訊與人文整合的深度與廣度，如透過路徑安

排，串連當地特色店家，規劃、發展出當地的特色商圈等，讓本課程的成

果能對提昇國內自行車運動的深度和廣度，並且對於沿線地方農特產與觀

光產業扮演資訊傳播科技推手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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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路徑規劃圖資使用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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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運動生理圖資使用教學 
 

  

  

  

  



 

- 28 - 
 

 

  

  

  

  
 



 

- 29 - 
 

 

  

  

  

  
 



 

- 30 - 
 

 

  

 

 

 



 

- 31 - 
 

附錄三：媒體報導成果 
 

 
 

聯合報 IC 之音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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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探訪社區一覽表 
 

 地方社區 原住民部落 社福機構 其他 
新竹 社團法人台灣耕心書

院文教協會 

財團法人新竹市私立
愛恆啟能中心--南寮
園 

財團法人新竹市脊髓
損傷者協會 

新竹市北區長和社區
發展協會 

新竹市古賢社區發展
協會 

新竹市東區科園社區
發展協會 

新竹市香山區港南社
區發展協會 

新竹東門形象商圈發
展促進會 

新竹縣大窩口促進會 

新竹縣北埔鄉南埔社
區發展協會 

新竹縣再就業人力開
發促進協會 

新竹縣竹北市中興社
區發展協會 

新竹縣原住民權益發
展促進會 

新竹縣峨嵋鄉月眉觀
光休閒產業文化協會 

新竹縣湖口鄉湖南茶
葉生產合作社 

新竹縣寶山鄉山湖社
區發展協會 

新竹縣寶山鄉新城社
區發展協會 

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新竹
縣私立喜憨兒中心 

財團法人中華台灣基
督教曠野協會 

新竹縣五峰鄉麥巴來
文化休閒生態保育產
業協會 

新竹縣尖石鄉甕碧潭
文化休閒生態保育協
會 

新竹縣五指山 

財團法人天主教竹北
老人安養中心 

財團法人新竹市私立
愛恆啟能中心--安之
園 

社團法人新竹市盲人
福利協進會 

新竹市自閉症協進會 

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新竹
市私立喜憨兒中心--
建中店 

新竹玻璃工藝館 

新竹縣竹東鎮竹東圳 

新竹縣關西仙草節 

新竹縣芎林鄉(客家庄) 

新竹縣內灣之旅 

新竹縣湖口鄉 

新竹縣永安漁港 

新竹縣湖口鄉、新豐鄉 

新竹縣北埔老街 

新竹縣中港溪流域 

新竹縣大山背 

新竹縣橫山鄉 

 

桃園 桃園縣龍潭鄉三林社
區發展協會 

財團法人天主教華光
啟能發展中心 

 財團法人私立天主教
華光社會福利基金會 

 

財團法人桃園縣美好
啟能文教基金會 

桃園縣平鎮市(廟宇) 

桃園縣觀音鄉 

桃園縣新屋鄉 

桃園縣楊梅鎮(古蹟) 

桃園縣楊梅鎮(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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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社區 原住民部落 社福機構 其他 

苗栗 苗栗縣竹南鎮塭內社
區發展協會 

苗栗縣南庄鄉觀光產
業協會 

苗栗縣馬那邦觀光休
閒農業園區發展協會 

 苗栗縣明德水庫 

苗栗縣雪見遊憩區 

苗栗舊山線百年慶 

苗栗縣永和山水庫 

苗栗縣 1895 歷史巡禮 

苗栗縣造橋鄉(酪農業) 

苗栗縣造橋鄉(國小) 

苗栗市(美食導覽) 

苗栗市(恩主公廟) 

苗栗市(寺廟繞境)  

苗栗縣竹南鎮 

苗栗縣後龍流域 

南庄鄉賽夏矮靈祭  

南庄鄉寺廟之旅 

南庄永昌宮圓醮 

其他  南投縣望鄉部落  南投縣豐丘葡萄節 

南投縣梅子酒莊 

南投縣信義鄉水里蛇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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