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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程內容                                
1. 核心理念 

本計劃──「歷史 GIS」數位化學程，主要以時間、空間分佈、歷史變遷、遷

徙和移動等歷史概念，結合 GIS 技術及數位化科技訓練。通過學程的設計，以核

心、進階、應用與實作課程，從理論與實務培養學生具備典藏文史資料與影像數

位化之策劃與推廣能力。此一學程利用本系既有 GIS 設備，並結合本系 GIS 專長、

歷史地理學、歷史學師資，數位化技術專案教師，設計「歷史 GIS」數位化課程。

最後以獨立完成「歷史 GIS」製圖與分析及本系既有「東台灣」文史資料庫之擴

充做為學習場域，俾使學生日後能將此一學習經驗運用於其他文史資料庫之數位

化典藏。此一學程的設計並與本系「台灣鄉土誌田調學程」相為呼應，以提昇學

生就業能力。有別於數位化科技之理工訓練，此一學程並非訓練軟體人才，而是

數位化典藏科技與文史研究之「中介者」與「策劃者」的人才培育。因此，學生

必須同時兼顧人文知識背景、歷史 GIS 應用與網頁製作之實務能力。 

 

圖 1.1:歷史 GIS 數位化學程的核心理念與課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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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程目標  
本系研究所創於 1999 年，自 2005 年始成立大學部。大學部成立以來，即希

望結合理論與實務應用，在學科整合上有所突破。「地理資訊系統」(GIS)為本系的

重點發展特色，期使學生在具備文史知識之外，還能因應資訊化時代的來臨，運

用「地理資訊系統」推廣於鄉土文化的教學與研究。「歷史 GIS」數化位課程之開

設，將可在本系既有課程「地理資訊系統」的基礎上與「數位化典藏」結合，給

與學生對數位化典藏更完整的認知與策劃能力。具體來說，本學程的課程目標，

乃強調核心、進階、應用與實作課程的整合規劃。 

 

A. 學程特色 

本學程規劃兼顧理論、應用與實務，尤其加強應用歷史地理學、地理資訊系

統、空間計量等訓練，結合資訊科技與典藏應用，讓學生擁有整體性的實作能力，

以建立學生發展更具特色的研究與就業之競爭力，其特色如下: 
 
表 1.1:歷史 GIS 數位化學程的課程特色 
進 
程 

課程名稱 特色 

核心 
課程 

歷史地理學概論 1.探討歷史地理的研究理論、方法、相關文獻之介紹、研

究趨勢、以及「歷史 GIS」對於歷史學科研究之衝擊。 
2.由歷史學、人文地理學門二位教師協同。 

數位典藏概論 
1.數位典藏核心技術概論和各種資料數位化之技術與標

準。 
2.介紹典藏管理系統和系統互通與資源整合。 
3.數位典藏之應用及相關網站。 

進階 
課程 

地圖學 為 GIS 先備之基礎課程。 

歷史 GIS:地理資

訊系統(上)、(下) 

1. 歷史 GIS 技術課程。 
2.歷史地理資訊之整合應用，並以歷史 GIS 應用為範例，

介紹主題圖製作：例如 1885 年東京市麻疹流行、台灣堡

圖數位化、東台灣航空照片與古地圖的幾何校正等。 

計量史學與空間

資訊 
1.結合計量史學與計量地理學。 
2.由專案教師負責課程設計與教學。 

應用 
課程 

東台灣歷史圖像

與 GIS 
一、東台灣歷史簡介。二、東台灣歷史圖像之蒐集。三、

地理資訊系統(GIS)與歷史圖像之結合與運用。分別由三

位老師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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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史地圖與數位

典藏資源的應用 
1.在「地圖學」課程的基礎上，結合進階課程「GIS」與

數位化之應用。 

2.介紹國內外歷史地圖及台灣歷史地理。 

實作 
課程 

東台灣計量史學

與空間資訊實作 學程成果展示：歷史 GIS 實作、擴充資料庫及數位化實

作成果。 
歷史 GIS 實作 

 
以下說明學程規劃之進程： 

 
第一年：核心、基礎課程 

歷史 GIS 之繪製，必須仰賴一明確的地理空間、時間、物質與人的研究場域。

因此，本計劃第一年先以「歷史地理學概論」(含中國、台灣)為通論知識，做為日

後相關研究之延伸基礎，建立歷史地理、歷史 GIS 及數位典藏之基礎資訊能力。 

地理資訊系統，規劃於上下學期，開設 4 個學分的必修課程，除了理論部分，

於實務操作上主要教授 ArcGIS9 軟體。本系目前已有地理資訊系統教室，由於牽

涉實務操作，希望仍以落實小班教學為原則。 

第二年:進階、應用與實作課程 
進階課程：「東台灣歷史圖像與 GIS」、「數位典藏資源的應用」、「計量史學與

空間資訊」。歷史 GIS 之學習，必須有一清楚研究場域及研究對象。因此，規劃以

東台灣為教學範例，使學生能清楚掌握研究對象的文史資訊，在此一基礎上才可

能將文史資訊數位化。「計量史學與空間資訊」，則以計量地理學、計量史學的整

合，開啟歷史學和歷史地理學的研究新領域，並做為實作課程「東台灣計量史學

與空間資訊實作」之基礎。 
 

「東台灣歷史圖像與 GIS」之繪製主題，如下表所示： 

表 1.2:歷史 GIS 學程之主題圖繪製: 

 台灣史主題 地理資訊系統應用 

1 原住民傳統社會文化 臺灣原住民族分佈 

2 唐山過臺灣—漢人移墾社會的形成
清代閩粵移民的祖籍地分佈 
清代臺灣地區閩粵移民分佈 

3 
晚清「開港通商」與西洋宗教、醫

學、文化的傳入 
晚清「開港通商」時，北部淡水河

沿岸重要聚落分佈 

4 東臺灣的史前文化與原住民 東臺灣原住民族分佈圖 

5 晚清「開山撫番」與原住民族群抗 晚清東臺灣重要漢人聚落分佈分析



  

8 
 

爭（1875-1896） 與調查 

6 日本的官營與私營移民 
日治時期花蓮地區官營移民村—吉

野村、豐田村、林田村之一的聚落

分佈與擴散 

7 
日治晚期東臺灣開發史

（1930-1945） 
日治時期花蓮港廳太魯閣族各部落

「集團移住」分佈圖 

8 戰後東臺灣開發史 戰後花蓮市眷村分佈調查與趨勢 

 
 

實用課程：東台灣計量史學與空間資訊實作、歷史 GIS 實作。前者課程以東

台灣為主，架設於本系既有「東台灣歷史圖像與 GIS 教學網頁」；後者讓同學自由

選擇「歷史 GIS」實作主題，例如中國疾病史的傳播、歷史時期的動亂與人口變遷

或族群分佈圖等等，最後建置於本計劃網頁。 
 

B. 師資團隊的規劃 

地圖學、計量地理與 GIS 專任教師：潘文富老師專長計量地理與地圖學，地

圖學為 GIS 之基礎課程。計量地理可與計量史學相輔相成，在本學程中將開設以

強調歷史地理資訊系統於統計資料運用上的計量史學與空間資訊基礎課程。本系

林祥偉老師，近年來專注「歷史 GIS」研究課題，並執行多次國科會計劃。相關之

研究成果有：國科會專案「應用 TimeMap 建立東臺灣之時空變遷研究平臺」(林祥

偉，2005)、「日據時期花蓮地區移民村 3D 虛擬重現之研究」(林祥偉，2006)、「東

台灣歷史圖像與地理資訊系統應用(吳翎君、林祥偉教育部專案)等等。 

 
歷史學、歷史地理學和東台灣研究師資：本學程中以歷史地理學、歷史學專

長教師有康培德、吳翎君、黃熾霖、潘繼道、黃雯娟等五位師資。相關專長與授

課經歷如附表。歷史地理學部份，由黃熾霖(歷史學博士，開授中國歷史地理學)、

黃雯娟(地理學博士，開授台灣歷史地理學)二位協同。「歷史地圖與數位典藏資源

的應用」由本系康培德教授與專案教師協同，康教授為地理學背景，專長台灣原

住民歷史地理、台灣區域地理。「東台灣歷史圖像與 GIS」，由三位協同，其中潘繼

道博士講授東台灣史，潘教授專長花蓮族群史、政治史。吳翎君講授東台灣圖像，

編有《續修花蓮縣志。歷史篇》，曾與林祥偉共同執行「東台灣歷史圖像與 GIS 教

學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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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本系相關學程規劃與教師專長光譜 

C. 相關圖書、文字資料與影像資料之應用 

A) 圖書：本校圖書館目前典藏之台灣研究資料庫近年在教育部補助及本系積

極薦購下已領先東部其他大學。目前已購得以下資料庫：《台灣日日新報》、

《台灣時報》、《台灣人物誌資料庫》、《台灣文獻叢刊資料庫》、《台灣原住

民資料庫》，以及廈門大學出版之《台灣文獻匯刊》一百冊等。 

B) 花蓮檔案資料： 本系近年專任教師擔任花蓮縣文化局「花蓮縣各機關、

學校擬銷檔案文獻史料檢選小組」之委員，因而有幸檢視花蓮縣各級單位

戰後資料。經和文化局商議，允由本系暫時保存一批檔案文件，並已於本

系網頁建置「花蓮檔案數位化計劃」將目錄掃描建檔，文件卷宗則保存於

本系慎思圖書室內。目前這批檔案資料，計有民政局資料：寺廟管理、社

區發展、勞工退休準備金等。地政局：土地登記、全面平均地權、自耕農

證明、租佃爭議調解會等。財政局：財政經費、鄉鎮經費、專案補助業務

等。建設局：河川地使用費。農業局：漁會、漁業行政、農業物收購、農

產運銷、和教育局等單位之資料等。可透過此一學程之開設，陸續讓學生

以實作課程，參與檔案建置工作。 

C) 影像資料：本系執行之教育部專案「東台灣歷史圖像與地理資訊系統應用」

已有一千五百餘張圖片。藉由此一學程之訓練，一方面透過學生學習充實

網頁，並將圖像資料之蒐集延伸至宜蘭、台東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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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既有研究成果在教學之參考 

A) 東台灣歷史圖像與地理資訊系統應用(吳翎君、林祥偉，2005) 

歷史研究所注目的大都是地契、族譜、或是文獻檔案，屬於文字的部分，但

是在文字之外，地圖和照片也有相當的地位和意義。目前臺灣所留存的地圖數量

還很多，除了讓收藏家或書商，將地圖當成古董搜集外，應該也可以讓它們在都

市與城鄉發展的研究上，發揮更大的作用。為求有效地建立知識累積的基礎，完

成概念建構、問題澄清和議題設定上的可能價值，因此，利用 GIS 作為時空分析

的系統平臺，透過精確的空間定位，整合具備時間與空間屬性的地圖資料，將可

便於釐清東臺灣具有空間意識的中心與邊陲觀念與結構。 

本研究所建立的東臺灣歷史圖像與地理資訊系統應用環境，係針對東臺灣歷

史圖像在網際網路上，提供包含資料產生、擷取、處理、傳播、呈像與使用方式

的完整歷史與地理的圖像資源環境，在教學應用上，不但可深化中小學教師對東

臺灣歷史與空間圖像之理解；在研究上，更可藉由建立各歷史時期時間地圖之資

訊平臺與歷史圖像，與西部平原之歷史發展做一比較，拓展歷史視野之縱深。在

時間與空間的史地教育上，由於這個網際網路的地理資訊系統，著重歷史時間脈

絡中的聚落地理、人文景觀、地形地貌之變遷，可以為歷史事件之地點與環境史

之重建，增添空間變異特色的主題，樹立更大的發揮空間(SSIC, 2004)，同時亦可

適度解決當前歷史文化典藏中困難的加值問題(Knowles, 2002)。本研究的特色主要

如下： 

(1). 依不同時期、不同圖像資料的分類，將具備精確座標系統的地圖資訊，與歷

史文化的事件圖像資料庫，共同呈現在網頁上。透過資料庫查詢介面，可以

顯示出圖像本身、詳細的圖像描述資訊、該歷史文化事件發生的空間位置，

或與不同時期地圖的對照，如圖 1.3 所示： 

(2). 依不同主題、關鍵字、歷史大事紀，亦可直覺與互動查詢歷史文化事件發生

的空間位置，將圖像資訊映射(mapping)於精確的地圖座標體系中，以地圖的

方式，探索鄉土文化的空間資訊，如圖 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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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時間和空間的 GIS 圖像環境 圖 1.4：直覺互動的空間資訊環境 

B) 應用 TimeMap©建立東臺灣之時空變遷研究平臺(林祥偉，2004) 
1997 年在 UC Berkeley 組成的數位文化地圖協會(The Electronic Cultural Atlas 

Initiative; ECAI)，體認到地理資訊系統對歷史與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在數位典藏加

值的前景下，開發了 TimeMap©這個可以在網路上適當累積知識成果分享的展示平

臺(Johnson, 2003)。透過相同地點不同時期漸變的地圖呈現方式，得以檢視相關歷

史事件之空間分佈，或在時間上透過場景模擬所呈現的趨勢擴散，清晰的呈現出

在概念上模糊的歷史發展圖像，甚至適當的推論出在整個時間軸下，其他未知事

件的可能分佈趨勢，如圖 1.5 所示。 
除了空間分佈型態的演進外，這個時空分析平臺，也注重人文內含的研究，

例如：相關的歷史事件、慶典活動、遺址、聚落分佈、勢力範圍等，每個事件的

時間屬性(Time Varying)，都可以利用時間片段或是時間範圍的方式紀錄，動態地

配合時間軸，整合展現歷史文化事件的發生頻率，如圖 1.6 所示。 

圖 1.5 時空變遷研究平台介面 圖 1.6 時間軸與事件發生頻率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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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日據時期花蓮地區移民村 3D 虛擬重現之研究(林祥偉，2006) 

本研究係以東臺灣在日據時期中的移民村為題材，在文獻與田野調查的基礎上，結合

舊有圖像資料與 GIS 虛擬實境的 3D 技術，動態的展現該地區從日據時期到現代的環境變

遷，其結果不僅可以重新檢視古地圖的繪圖者，當年對環境的認知，重現這個時期的歷史

樣貌(中研院計算器中心 GIS 小組, 2005)，並具體展現出歷史事件中的集體記憶；此外，

對於釐清當前都市發展的脈絡，更有相當大的助益，如圖 1.7、圖 1.8 所示。 

 

  

圖 1.7: 從臺灣堡圖與衛星影像考察的移民村聚落的變遷 

圖 1.8：結合古地圖與現代數位資訊重建 3D 虛擬實境之移民村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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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內容摘要 
歷史 GIS 數位化學程的架構包含核心課程、進階課程、應用課程與實作課程，

共 20 學分。96 學年上學期進行課程有三門，分別為歷史地理學概論、地圖學以及

地理資訊系統(上)。96 年度下學期執行的課程則是核心課程的數位典藏概論，以及

同屬進階課程的地理資訊系統(下)與計量史學與空間資訊。 
 
表 1.3: 歷史 GIS 學程的課程與師資 

進程 
學期別 

學年/上、下 
課程名稱 學分數 師資/設備 

核心  
課程 

96 學年/上 歷史地理學概論 
2 

黃雯娟(本系專任) 

96 學年/下 數位典藏概論 2 郭俊麟(專案教師) 

進階  
課程 

96 學年/上 地圖學 2 潘文富(本系專任) 
96 學年/上 歷史 GIS: 

地理資訊系統(上) 
2 

1.林祥偉(本系專任) 
2.本系 GIS 專屬教室 

96 學年/下 歷史 GIS: 
地理資訊系統(下) 

2 

96 學年/下 計量史學與空間資訊 2 郭俊麟(專案教師) 

應用  
課程 

97 學年/上 東台灣歷史圖像與 GIS 
2 

潘繼道、吳翎君、林祥偉    
(本系專任) 

97 學年/上 歷史地圖與數位典藏資

源的應用 
2 

康培德(本系專任) 
郭俊麟(專案教師) 

實作  
課程 

97 學年/下 東台灣計量史學與空間

資訊實作 
2 

1.郭俊麟(專案教師) 
2.本系 GIS 專屬教室 

97 學年/下 歷史 GIS 實作 
2 

1.林祥偉(本系專任) 
2.本系 GIS 專屬教室 

 
本學程在第二學期開授核心課程的數位典藏概論與進階課程的計量史學與空

間資訊、地理資訊系統下，共三門課程。與相較於第一學期(表 1.4)，修課學生有

明顯的成長，數位典藏概論更因為修課人數過多而開設兩班。足見本學程已有效

推廣，相關系列課程的推展已進入軌道。 
 

表 1.4:上學期開課課程與修課人數 
進程 課名 授課教師 教學助理 正式生 人數上限 
核心課程 歷史地理學 黃雯娟 蘇祥慶 30 人 40 人 
進階課程 地圖學 潘文富 吳騰豪 40 人 40 人 
進階課程 地理資訊系統(上) 林祥偉 林佳樺 16 人 4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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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下學期開設課程與修課人數 
進程 課名 授課教師 教學助理 正式生 人數上限

核心課程 數位典藏概論(上午) 郭俊麟 吳騰豪 41 人 50 人 
核心課程 數位典藏概論(下午) 郭俊麟 劉亮吟 41 人 50 人 
進階課程 計量史學與空間資訊 郭俊麟 蘇祥慶 23 人 40 人 
進階課程 地理資訊系統(下) 林祥偉 林佳樺 22 人 40 人 

 
為配合課程的推廣與拓展教學的深度廣度，除了課程的安排之外，本計畫於

學期初的 2 月 29 日舉辦歷史 GIS 數位化學程工作坊，邀請國內相關學者與博士研

究生分享相關研究心得，並於學期中配合各課程舉辦歷史GIS產學合作系列演講。

相關活動的大事紀如下列所示: 
 2/29 歷史 GIS 數位化學程工作坊  
 4/2 教師成長工作坊  
 4/24 產學合作系列專題演講-1 (台灣歷史博物館) 
 4/25 全國大專地圖設計比賽受獎(中國地理學會) 
 4/29 產學合作系列專題演講-2 (日本東北公益大學教授) 
 5/27 產學合作系列專題演講-3 (中研院 GIS 中心) 
 6/10 產學合作系列專題演講-4 (互動國際數位科技公司) 
 6/21 產學合作系列專題演講-5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 

 
各課程的摘要與上課照片摘錄如下: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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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行成果摘要                            

1.開課課程每週主題概要 

96 年下學期歷史 GIS 數位化學程所開設課程共有三門，分別是地理資訊系統

(下)、計量史學與空間資訊、數位典藏概論。其中計量史學與空間資訊、數位典藏

概論這兩門為本系新課程，並由專案教師負責課程設計與講授。 
 

地理資訊系統(下) (授課老師:林祥偉) 

本課程的設計乃訓練學生使用 GIS 和其他空間分析等基礎技術方法，作為學

生未來研究歷史學與歷史地理學等相關領域的重要技能。本課程的目標，即是學

習如何應用地理資訊科學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cience; GIScience)，

整合的處理大量不同比例尺的時間與空間資訊，並進行各種處理、應用、與分析，

來因應這危機並展現其應用潛力。本課程每週授課主題說明如下: 

 
第一週 討論課程要求、授課方式  

1. 上課態度：服裝、禮儀、準時和責任。 
2. 參觀花蓮酒廠展覽的社區文化地圖（2008 文化四季遊-「社區文化地圖巡

迴展活動」 
97 年 2 月 14 日至 3 月 2 日      花蓮創意文化區（舊酒廠） 
畫地圖 聽故事 找幸福）。 

第二週 referecning_by_google 
1. 簡單 5 萬地形圖對位   
2. 昭和 6 年花蓮港街圖影像對位   
3. 地質與地形手繪圖對位 

第三週 referecning_by_google 
1. 台灣地區 1940s-1950s 航空照片幾何對位   
2. 八掌溪附近航空照片   
3. 影像資料於 GoogleEarth 上對位討論 

第四週 GPS、ArcGIS 與 GoogleEarth 
1. GPS 的原理與概念 
2. GPSMap 60CS 使用介紹 
3. GPS 資料匯入 ArcGIS 中 
4. 請學生自行規畫一景點，透過 GPS 轉換點位資料到 map 上，讓人了解景

點路線。 
第五週 ArcScene 3D 資料建立   

1. 螢幕數化(含 Snap 與 Island 問題)   
2. ArcScan 自動化轉換為向量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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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rcScan 說明(花蓮縣鄉鎮界)   
甲、從掃描、校正到 ArcScan 數化   
乙、ArcScan ESRI 原廠教材   
丙、9721421 等高線膠片掃描自動產生等高線 

第六週 Edit 修圖工具(含 Topology 共用邊討論)   
1. 25000 等高線修正(含 Clip)   
2. 84 年全國土地利用調查資料修圖(含 EdgeMatch)   
3. KML 轉 Shape（googleearth 螢幕數化） 

第七週 GIS 屬性資料的輸入與管理   
1. 屬性資料表的查詢(SQL 語法)   
2. 超連結的設定 
3. 課堂練習，讓學生能利用簡單的 SQL 語法如（＝、or、and、like）查詢

點、多邊形、線的資料。 
第八週 GIS 屬性資料的輸入與管理 

1. 屬性資料表連結的方式(Join)   
2. 花蓮縣人口統計資料連結   
3. 綜合練習(含 bivariate map) 

第九週 繳交期末報告主題並報告 
請學生構思期末報告的主題，與老師討論如何資料蒐集、呈現主題，

以及所需圖資。 
第十週 空間資料的查詢與選取   

1. 近鄰式的空間關係(Nearby: Are Within Distance of)   
2. 包含式的空間關係(Within: Completely Contain, Completely Within) 
3. 課堂練習，讓學生能分辯 within、contain 的差異。 

第十一週 空間資料的查詢與選取 
1. 交錯式的空間關係(Intersect)   
2. 空間式的屬性接合(Spatially Join)   

第十二週 討論期末報告 
1.   看看目前學生們收集的資料是否能順利轉換到 ArcMap 上來。 
2.   能否利用前二週介紹查詢方式，從老師這裡取用的資料，有效的篩選出

各自主題的資料。 
3.   討論與分享 

第十三週 網格式資料的分析與處理   
1. 網格式地理資料(powerpoint)   
2. ex1_Images_Mosaic(Erdas) 

第十四週  Arcobject 實作 
1. ex2_Image_Clip(ArcObject)   
2. ex3_SpatialAnalyst(Tuto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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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4_ModelBuilder(Tutorial)   
4. MultiSpec   

第十五週 Topic10: Internet Sharing 
第十六週 專家演講_陳伯銜 

邀請互動國際數位科技技術服務處陳伯銜先生為學生們講座

「網路 GIS 的發展現況與未來趨勢」 
第十七週  討論期末報告、運用的資料內容 
第十八週  製作、繳交期末報告 
 

數位典藏概論 (授課老師:郭俊麟) 

資訊社會與網路基礎建設的發展日漸成熟，數位典藏的建置與推廣已成為眾

所矚目的科技人文整合發展方向。我國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於 2002 年啟動，

目前已完成第一階段的五年計畫。考量未來的長久發展以及永續經營、經驗的傳

承與人才的培育乃是不可忽視的重點項目。本課程的目的在完整介紹數位典藏建

置以及推廣所需要的專業知識與實務經驗。 

本課程的教學設計上分為三個單元，首先【數位典藏內容】介紹數位典藏建

置的原則、以及不同建置主題所需要的工作流程;其次，【數位典藏技術】介紹各

種數位典藏相關先進科技與系統管理技術。由於本課程為概論性質，相關技術的

深入探討將在其他進階或實作課程講授。最後，【數位典藏推廣】則是透過具體的

個案分析，引導學生應用所學撰寫各種推廣企劃書，培養未來就業以及數位典藏

推廣的專業能力。 

 

【單元一】 數位典藏內容 

第一週   課程簡介與背景介紹 

1. 課程大綱與教學方式說明 

2. 透視國家數位典藏 

3. 國內主要數位典藏計畫與網站介紹 

第二週   數位內容建置的理念與原則  

1. 數位典藏內容規劃理念 

2. 數位典藏內容建置概說 

3. 國內外相關數位典藏成果與發展現況 

第三週   數位典藏內容<1>:動物、植物、地質、考古與人類學  

1. 分組報告動物、植物、地質、考古與人類學相關數位典藏網站 

2. 老師解說上述各類型數位內容之特性與建置方法 

3. 上述各類型數位典藏網站之推廣應用討論 

第四週   數位典藏內容<2>:器物、書畫、金石拓片、善本古籍 

1. 分組報告器物、書畫、金石拓片、善本古籍相關數位典藏網站 

2. 老師解說上述各類型數位內容之特性與建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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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述各類型數位典藏網站之推廣應用討論 

4. 穿越歷史的長河~中研院數位典藏成果展介紹 

第五週   數位典藏內容<3>:檔案、新聞、老照片、歷史地圖與遙測影像  

1. 分組報告檔案、新聞、老照片、地圖與遙測影像數位典藏網站 

2. 老師解說上述各類型數位內容之特性與建置方法 

3. 上述各類型數位典藏網站之推廣應用討論 

4. 數位典藏影片欣賞(Vcenter) 

第六週   數位內容建置實務:以老照片與歷史地圖為例 

1. 老照片新生命:本系東台灣歷史圖像數位典藏經驗分享 

2. 中研院歷史地圖數位典藏成果 

3. 近代中國地圖數位典藏計畫簡介 

4. GIS 時空資訊平台簡介 

【單元二】 數位典藏技術 

第七週   後設資料(Metadata)入門導論  

1. 後設資料的概念與建置簡介 

2. 數位典藏技術導論第 2章 

3. Tagala 時空記憶平台介紹 

4. 課堂習作 

 

第八週   數位典藏系統建置技術導論  

1. 系統建置設計導論 

2. 數位典藏技術導論第 3章 

3. Winsnap 影像擷取工具介紹 

4. 課堂習作 

第九週   【專題演講】  

1. 歷史地圖數位典藏與博物館業務簡介 

2. 國立台灣歷史博物館 研究員黃清琦 

 

第十週   資訊檢索技術簡介  

1. 數位典藏資訊檢索技術 

2. 數位典藏技術導論第 4章 

3. 課堂習作 

第十一週   數位影音技術簡介 

1. 數位影音技術簡介 

2. 數位典藏技術導論第 5章 

3. 松園別館影音典藏個案介紹 

第十二週  數位圖像與影音技術管理 

1. 數位圖像與影音技術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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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數位典藏技術導論第 6章 

3. 國家文化資料庫簡介 

【單元三】 數位典藏加值推廣 

第十三週  數位典藏教案設計  

1. 數位典藏教案觀摩 

2. 數位典藏學習單設計 

3. 課堂習作 

第十四週  數位授權與文化創意加值 

1. 創意地標企劃書寫作技巧 

2. 解開數位典藏的時尚密碼 

3. 數位典藏創意加值 

4. 國家的遠見(短片欣賞) 

第十五週  數位典藏加值應用文獻參考  

1. 數位典藏加值應用之參考 

2. 文化創意設計加值 

3. 課堂討論 

第十六週  期末小組報告(1) 

1. 數位典藏教案設計 

2. 實體博物館之改善建議與數位典藏應用 

3. 數位典藏創意地標之企劃書寫作 

4. 數位典藏影片製作 

第十七週  期末小組報告(2) 

1. 數位典藏教案設計 

2. 實體博物館之改善建議與數位典藏應用 

3. 數位典藏創意地標之企劃書寫作 

4. 數位典藏影片製作 

第十八週  期末學習成果講評  

   

 

計量史學與空間資訊 (授課老師:郭俊麟) 

計量史學的發展在近年來資訊技術與跨領域的交流下已開始出現不同的

面貌。本課程教導同學跨越傳統文史學科的藩籬，結合「空間資訊」與「計量分

析」方法，從歷史統計資料切入，培養運用統計工具、嚴謹推理與獨立思考的研

究能力。本課程的設計上分為兩大單元，分別為【歷史統計與計量分析】與【歷

史地圖與空間分析】，循序漸進從基本的資料蒐集、整理入手，從基礎的統計方法

開始，逐步進入結合歷史地圖與空間概念的進階計量分析之學習。 

 修完本課程後，預期同學可學會(1)清楚了解人文社會科學量化研究的基本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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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與方法;(2)熟悉歷史統計資料的取得管道、並靈活運用;(3)運用 EXCEL 軟體、

結合地圖，建立長期空間資料庫;(4)瞭解空間統計的基本原理及可解決的問題。

(5)建立客觀運用量化史料，嚴謹考證、獨立思考的學習態度。 

 

第一週  課程介紹   

  1.課程大綱 

  2.作業要求等說明。 

 

【單元一】歷史統計與計量分析 

第二週  歷史統計資料的取得 

1. 日治時期社會經濟統計文獻清單 

2. 日治時期花蓮港廳統計資料介紹 

3. 歷史 GIS 工作坊問卷結果討論 

第三週  歷史區域統計的解讀  

1. 國勢調查第一回統計表解讀 

2. 區域統計資料與地名地圖 

3. 國勢調查大字地標點 

第四週  資料欄位設計與資料庫建置  

1. 統計資料欄位設計 

2. Excel 簡易資料庫建置 

3. 1920 年花蓮港廳國勢調查資料輸入 

第五週  敘述統計與統計圖表製作之 1  

1. 基本敘述統計 

2. Excel 統計圖表製作 

3. 1920 年花蓮港廳國勢調查資料修正 

第六週  敘述統計與統計圖表製作之 2 

1. Excel 敘述統計摘要表解讀 

2. Excel 樞紐分析表製作 

3. 1920 年花蓮港廳國勢調查中間報解讀 

第七週  指數分析與相關分析  

1. Excel 相關分析 

2. Excel 人口金字塔製作 

3. 1920 年花蓮港廳人口調查相關分析 

第八週  迴歸分析與時間序列 

1. Excel 迴歸分析 

2. 資料時間序列與圖表分析 

3. 議題選擇與問題討論 

 



  

22 
 

第九週  專題演講 

1. 社會的動態監視:統計資料的運用與 GIS 

2. 日本東北公益大學小松碧副教授 

 

【單元二】歷史地圖與空間分析 

第十週  WEB2.0 與歷史地圖整合運用 

1. WEB2.0 時代的史料與古地圖應用 

2. GOOGLE 家族的歷史地圖資源 

第十一週  地名、地景與空間資訊  

1. 地名與地景變遷:以景美橋的前世今生為例 

2. 中研院飛覽系列應用 

3. 作業講評 

第十二週  歷史地圖套疊與分析 

1. 花蓮奇萊平原聚落變遷 

2. 花蓮歷史地圖套疊練習 

3. 作業講評 

第十三週  歷史行政邊界與統計地圖 

1. 花蓮港廳的行政區劃變遷 

2. 花蓮港廳的行政區劃與統計地圖 

3. 作業講評 

第十四週  歷史統計與 Arcgis 整合應用 

1. ARCGIS 歷史主題圖層編輯 

2. 歷史統計主題圖輸出 

3. 平埔族社域空間分析 

第十五週  歷史統計地圖繪製 

1. 歷史統計地圖繪製實作 

2. 問題與討論 

第十六週  小組成果報告(1) 

1. 第 1組發表與討論 

2. 第 2組發表與討論  

3. 第 3組發表與討論 

第十七週  小組成果報告(2)  

1. 第 4組發表與討論 

2. 第 5組發表與討論  

第十八週  期末小組報告與學習成果講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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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參考書目或指定閱讀 

地理資訊系統(下) 參考書目 

1. Gregory, I. N. 2005 A Place in History: A Guide to Using GIS in Historical 
Research, Centre for Data Digitisation and Analysis,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Northern Ireland  

 

數位典藏概論 參考書目與閱讀文獻 

1. 蔡永橙、黃國倫、邱志義等(2007)，數位典藏技術導論，台北，中研院資

訊科學研究所&計算中心策劃/台大出版中心出版。(主要教科書) 

2. 項潔、陳雪華主編(2003)，數位博物館大觀園，台北，遠流出版社。(主要

教科書) 

3. 笠羽晴夫（2004）、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の構築と運用─ミュージアムから地域振

興へ,東京,株式会社水曜社。(日文書籍，老師將摘要重點於上課講義) 

4. 日本アーカイブズ学会、記録管理学会共編（2006）、入門アーカイブズの世界─

記憶と記録を未来に＜翻訳論文集＞,東京、日外アソシエ－ツ株式会社。(日文

書籍，老師將摘要重點於上課講義) 

5. 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2003)，數位化典藏叢書-數位化工作流程<12 主

題小組>92 年度光碟。 

 

計量史學與空間資訊 參考書目與閱讀文獻 

1. Knowles, A.K., (2002) Past time, past place: GIS for historians. CA: ESRI 
Press.  

2. Rogerson,P.A.,(2001) Statistical methods for geography,UK:SAGE SEGA 
publication. 

3. Andy Mitchell, (2005) The ESRI Guide to GIS Analysis, vol2: Spatial 
measurements & Statistics. CA: ESRI Press. 

4. Andy Mitchell, (2001) The ESRI Guide to GIS Analysis,Vol1:Geographic 
Patterns & relationships. CA: ESRI Press. 

5. Luc Anselin, (2005)Exploring Spatial Data with Geoda: A workbook. Center for 
Spatially Integrated Social Science, http://www.csis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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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修課人數與成績評量方式 

A.修課人數 

相較於上學期，本學期所開設課程之修課人數有明顯增加，特別是核心課程

的數位典藏概論，第一階段的電腦選課人數已超過 80 人。為求良好的教學品質與

師生互動環境，由系辦公室與教務處協調將數位典藏概論開設兩班，分別為星期

三的上午班與下午班。數位典藏概論在調整後的第二階段選課人數則剛好分別為

41 人。進階課程的計量史學與空間資訊與地理資訊系統(下)的修課人數則分別為

23 與 22 人，此規模的人數也恰好可利用系上 GIS 教室環境進行實作演練。 
 
表 2.1 修課人數 
進程 課名 授課教師 教學助理 正式生 人數上限

核心課程 數位典藏概論(上午) 郭俊麟 吳騰豪 41 人 50 人 
核心課程 數位典藏概論(下午) 郭俊麟 劉亮吟 41 人 50 人 
進階課程 計量史學與空間資訊 郭俊麟 蘇祥慶 23 人 40 人 
進階課程 地理資訊系統(下) 林祥偉 林佳樺 22 人 40 人 

 

B.成績評量方式 

學程學生修習科目的成績評量方式，依任課老師對課程的要求來做配分，希

望能藉由配分的方式達到作業的完整練習與全員參與，詳細配分方式如下表所

列： 
表 2.2 成績評量方式 

課程名稱 評量方式 配分（％）

數位典藏概論 1. 期初小組報告 
2. 期中個人作業 
3. 期末成果報告 
4. 出席與課堂討論 

20％ 
20％ 
40％ 
20％ 

計量史學與空間資

訊 
1. 指定作業 
2. 期末報告 
3. 出席與課堂討論 

50％ 
40% 
10% 

地理資訊系統（下） 1. 各單元隨堂作業(共九次) 
2. 期末報告 
3. 出缺席率  

50% 
3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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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員與相關活動 

A.本計畫編制內人員與工作內容 

除計畫主持人以及各課程授課老師之外，本計畫編制有一位專案教師，一為

專任助理以及兩位教學 TA。其中專案教師的聘用除了學程指定課程的授課(本學期

負責數位典藏概論、計量史學與空間資訊兩門新設課程)之外，並協助計畫培訓歷

史 GIS 教學 TA，設計實習教材供相關課程使用。此外並負責規劃教學網頁、舉辦

學術研講與大型研習活動。在不影響計畫執行的前提下，盡可能協助校外相關科

系舉辦歷史 GIS 相關工作坊以及教學推廣。具體來說，本學期專案教學人員的相

關工作內容如下: 

(1). 教學活動:數位典藏概論、計量史學與空間資訊之授課與教材上網。 

(2). 教學輔助:培訓教學TA，並設計輔助教材提供實習使用。 

(3). 教學網頁:協助本學程進行中的課程進行課程E化，並規畫教學網頁的製作。 

(4). 演講舉辦:配合課程進行，邀請國內歷史GIS相關之產學界人士進行專題演講，

本學期已進行五次。 

(5). 教學推廣:在本系教師成長工作坊中介紹數位典藏教學資源應用；協助校外對

歷史GIS數位化有興趣之科系舉辦相關工作坊或研習活動。 

(6). 研習活動:於本學期初舉辦「歷史GIS數位化學程工作坊」研習活動研習對象除

了校內修課學生之外，也包含花東地區的中小學教師 
 

本計劃編制內專任助理主要工作主要是協助「歷史 GIS」學程網站架設與管理；

實作課程的課後補救教學、網站相關地理資訊系統技術服務等工作。並在在相關

老師的指示下協助歷史 GIS 學程課程教學資料整理、學生成果彙整、研習工作坊

等活動舉辦，以及相關行政工作。 
 

B. 本計畫人員與修課學生相關活動 

 
(1). 歷史 GIS 數位化學程工作坊的舉行 

GIS(地理資訊系統)的應用不僅廣泛用於自然學科，近來年更受到人文學科的青睞，

推展於人文學科的研究、教學及文化推廣。在回應資訊化革命時代的來臨，地理資訊系統

應用於人文學科，使得文史系所的學生發展出更具特色的文化專才或研究能力。在歷史

GIS 數位化學程的課程基礎上，本系於 2008 年 2 月 29 日開辦「歷史 GIS」教學工作坊，

研習對象除修習該學程的同學之外，並免費提供給中小學老師參與工作坊之機會。中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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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全程參與者將發予研習時數，特別是提供進修學習機會東部地區國中及高中職之歷史

與地理老師。以下為工作坊的活動摘要跟報名表。 

 
   主辦單位：花蓮教育大學鄉土文化學系 
   贊助單位：教育部「96 年度人文教育革新中綱計劃」 

研習人員：本校修習「歷史 GIS」學程學生，及各縣市高中職及中小學現職教師。 

   名額：25 名現職教師(依報名序錄取)、本校修習「歷史 GIS」學程學生。 

   研習時間：2008 年 2 月 29 (五)舉行。 

   研習地點：花蓮教育大學五守樓五樓會議廳 (花蓮市華西路 123 號) 

報名方式：即日起下載報名表格，傳真至：03-8236900  林佳樺小姐或 e-mail : 

jennylin@mail.nhlue.edu.tw 

   報名截止日：2007 年 2 月 20 日(三)。 

   經費：不需報名費用。旅費自理。大會提供中午便當。 

 

工作坊的規畫為專題演講場次與實作經驗分享場次，最後再由與會來賓跟在場聽眾

進行綜合座談。專題演講的場次有三場，分別是: 

 

• 東台灣歷史 GIS 的相關成果與本系歷史 GIS 數位化學程說明 

演講人:林祥偉 國立花蓮教育大學  

• GIS 研究之發展與發表管窺~以疾病研究為例 

演講人:劉士永 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  

• 人文與科技的交流：人文研究的想像～談數位地圖的典藏與應用 

演講人:范毅軍 中研院 GIS 中心執行長  

 

實作經驗分享邀請國內歷史 GIS 相關領域的博士生針對不同的史料，分享 GIS 的應用

方法與成果，最後再由本計畫專案教師為綜合座談進行引言。相關活動安排如下: 

 

• 歷史 GIS 數位化實作～以南投埔里的人口戶籍資料為例 

演講人:邱正略 暨南大學歷史系博士  

• 歷史統計 GIS 實作～以日治時期臺灣的普查資料為例 

演講人:葉高華 台灣大學地理系博士  

• 方志檔案 GIS 分析實作～以清代四川市鎮體系的建立為例 

演講人:白璧玲 臺師大地理系博士  

• 透視國家數位典藏～從歷史與 GIS 的跨界學習談起 

演講人:郭俊麟 國立花蓮教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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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歷史 GIS 數位化學程工作坊」報名表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登錄教師進修研習時數用） 

任職單位 
或就讀學校系所 

 

職稱或系所年級  

通訊地址  

E – mail  

電話（公）  

電話（私）  

手    機  

傳 真 機  

是 否 用 餐 選 項

（請勾選） 
1. 2 月 29 日中餐便當（□葷；□素） 
（中餐便當由主辦單位免費提供） 

備            
註          

1. 本次研習僅錄取高中職及中小學教師 25 名，以報名順序為

錄取優先順序，踰額不予錄取。 
2. 請您將報名表填妥後，於 2007 年 2 月 20 日（星期三）前以

傳真或電子郵件方式回傳至『國立花蓮教育大學鄉土文化學

系』辦理報名。 
 傳真電話：03-8236900 
 電子信箱：jennylin@mail.nhlue.edu.tw  林佳樺助理。

（我們將於收到報名表後 3 天內與您聯絡；若無收到聯絡確認，請主動

來電洽詢，謝謝！） 

3. 此研習不需報名費用，旅費煩請自理，大會提供午餐。全程

參與研習者，於研習活動結束後核發研習證明（教師進修研

習時數）。 
4. 報名表若不敷使用，請自行影印。 
5. 本研習活動相關訊息、表格下載及錄取名單，詳見網頁：

http://www.nhlue.edu.tw/. 2 月 21 日公告錄取名單。 
6. 如有未盡事宜，請洽工作人員：03-8227106 轉 4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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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校內歷史 GIS 產學合作系列演講的舉辦 
學期初的歷史 GIS 工作坊乃邀請相關學者針對 GIS 在歷史研究上的使用進行

講演與實例說明。為了更進一步讓修課學生了解歷史GIS在相關業界的應用情況，

本學程配合相關課程的進行規劃了一系列的產學合作系列演講，各場次的演講主

題與演講人/單位如下列所示: 
 

• 主題:歷史地圖數位典藏與博物館相關業務介紹 
時間:2008/4/24 
演講人: 黃清琦(台灣歷史博物館、研究員) 

• 主題:社會的動態監視~統計資料和地理資訊系統的運用 
時間:2008/4/29 
演講人:小松碧(日本東北公益文科大學、副教授)  

• 主題:中研院歷史航照數位典藏業務與現有成果 
時間:2008/5/27 
演講人:江正雄(中央研究院 GIS 中心、資深工程師) 

• 主題:網路 GIS 的發展現況與未來趨勢 
時間:2008/6/10 
演講人: 陳伯銜(互動國際數位科技、訓練講師)  

• 主題:AJAX 與 Google Map API 實作 
時間:2008/6/21 
演講人: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  

 
 (3). 全國大專地圖設計比賽的參加 

電腦地圖是近年來展現地理空間資料的重要媒介，各大學地理相關學系的學

生都有機會學習到地理資訊系統，學生可以利用這些軟體透過電腦地圖的繪製，

將他們地理知識展現出來，所以以電腦地圖設計作為競賽方式，能激發學生主動

學習、收集並建立資料，並在製作過程中學習更多的地理和地圖的知識與能力。 

中國地理學會希望透過舉辦地理相關學系學生電腦地圖製作比賽，提供學習

機會。電腦地圖設計競賽除了可以引發學生收集資料、累積地理知識的動力之外，

也提供觀摩學習的機會，更能將完成的電腦地圖作品提供民眾及作為教學媒體上

的使用，累積教學資源(參見圖 2.1 活動說明)。 

為呼應中國地理學會推動地圖製作與學習推廣的理念，本系於學期初於歷史

GIS 學程各課程宣傳此活動，並鼓勵修課學生組隊參加比賽。而本學程地圖學授課

教師潘文富老師也獲邀應聘為該活動評審之一。為求比賽之公平性，該活動亦規

定評審老師得迴避評審同校學生作品。 



  

29 
 

 
圖 2.1 全國大專地圖設計比賽活動網頁 
 
(4). 校外歷史 GIS 推廣的支援 
 

本學程的特色與執行成效在執行半年多來已廣受校外相關科系注目，專案教

師並於本學期受邀至中國文化大學「數位地球與空間導向社會工作坊」以及東華

大學「環境、疾病與地理：GIS 與歷史研究工作坊」協助歷史 GIS 的推廣。 

 

中國文化大學所舉辦的「數位地球與空間導向社會工作坊」關注在地球科學

中之資訊視覺化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技術與資訊科學中資訊管理系統

相結合，不受傳統規則技術束縛且展現出令人驚豔的視覺效果的數位資訊技術。

其相關應用除了在都市社會、自然環境之外，歷史人文更是具極具發展潛力的研

究面向。為期三天的工作坊活動中，本計畫專案教師受邀於第三天下午講授關於

歷史地理資訊系統的理論與實作，並以東台灣的時空變遷為例進行上機實作練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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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五月 14 日下午 1:00-3:00    地點:中國文化大學大義館三樓電腦室 
 Lecture1 (1:00‐2:00) 

歷史地理資訊系統理論與實作 
 Practice1(2:00‐4:00) 

東台灣的時空變遷 1895-1945 
 

本計畫專案教師另受東華大學歷史系邀請，在「環境、疾病與地理：GIS 與歷

史研究工作坊」中，針對 GIS 與歷史研究的相關應用進行理論與實作講授，詳細

活動內容如下(圖 2.2): 

時間:六月 13日下午 1:00‐5:00      地點:東華大學電腦教室 

 Lecture1 (1:00‐1:40) 

Web2.0時代的史料與歷史地圖應用 

 Lecture2(1:50‐2:30) 

歷史 GIS與疾病史研究~以鼠疫與霍亂研究為例 

 Practice1(2:40‐3:20) 

台灣堡圖與現況空間資訊套疊~Google Map工具介紹 

 Practice2(3:30‐4:10) 

歷史地圖與遙測影像的整合應用~中研院飛覽系列介紹 

 Practice3(4:20‐5:00) 

日治時期花蓮港廳地圖套疊與分析~Google Earth的史地應用 

 

 
圖 2.2: 校外歷史 GIS 推廣~東華大學 GIS 與歷史研究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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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設備使用 

本學程受補助之設備經費有限，目前相關設備使用皆為國立花蓮教育大學鄉土

文化學系既有之 GIS 專屬教室之硬軟體設備。 
 
本系 GIS 專屬教室自 94 學年下學期設置，目前已具備教學研究之基本設備之

硬軟體設備說明如下: 
 

 高階雙 CPU 伺服器一台，為東台灣鄉土教學地理資訊系統伺服器網站，並安

裝 ArcIMS 軟體。 
 網路陣列伺服器一台，為 94 學年度研究計畫補助新購，配合前述地理資訊系

統伺服器網站，安全的存放照片、地圖等東台灣研究之圖像資料 
 高階大圖掃描器一台，為 93 學年度購買，可供 A1 大小的彩色與黑白掃描，

除了地圖資料之數位化需求外，亦可多功能的配合視覺藝術或美教系等創意

加值計畫 
 大圖出圖機與大圖冷裱機一台，為鄉土所早年購買，但仍然保有相當好的使

用效率 
 軟體與數位地圖方面部分，已於 94 學年度第一學期起，陸續採購地理資訊系

統教學所需 ESRI ArcView 9.1 版 20 套、ESRI ArcIMS 9.1 網際網路地理資訊

系統軟體、及花蓮縣華衛二號衛星影像、最新版 50cm 解析度花蓮地區航空照

片等。 
 

除了上列的硬軟體設備之外，本系專屬 GIS 教室已於 95 學年採購 GIS 專用的

高階個人電腦七台，96 學年已由其他計畫再添購三台，目前共有十台。並已逐步

汰換現有個人電腦設備。本系對於地理資訊系統之教學，已有初步之軟硬體基礎，

如能適時逐步充實相關個人電腦等軟硬體及相關資料，並推展小班教學，定能順

利擴展為頗具規模之東台灣第一個地理資訊教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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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總體成效 
 

本學程在國立花蓮教育大學鄉土文化學系開設歷史 GIS 數位化學程已執行屆

滿一年，本學期延續上學期的成果，不但修課人數提升、學習成果豐碩，相關教

學成果也已廣受各界矚目。本學程的總體成效主要可以分為以下三點說明： 
 

A. 歷史 GIS 數位化學程為一結合人文與數位的創新教學，其成果反映在整體

教學品質以及學生的學習效益上。透過學程中核心、進階、應用、實作等

一系列相互關聯的課程的設計，讓學生得在修習人文社會主題課程的同時，

學習 GIS、數位典藏等相關資訊應用技能。在教育部所補助專案教學人員

與助理的協助下，具體提升教學的品質以及學生的學習內容。 
 

B. 藉由教學工作坊及產學合作專題演講的舉辦，將本系學程的教學資源擴展

至全校甚至花蓮地區。本學程於學期初舉辦歷史 GIS 數位化學程工作坊，

聘請學有專精國內知名學者介紹歷史GIS在人文社會科學領域的應用面向

以及研究實作的具體方法。工作坊開放校內師生以及花蓮中小學老師報名，

積極推動歷史 GIS 在本地鄉土教育的應用。本學期的產學合作專題演講則

邀請業界人士介紹 GIS 在職場上應用的各種可能性，提供修課學生未來就

業的參考。 
 
C. 鼓勵學生參與各項產學競賽，培育多元化的歷史 GIS 與鄉土文化人才。本

學程為使文史系所的學生在回應未來資訊革命的競爭下發展出更具特色

的文化專才與研究能力，除透過學程建立跨領域學習，並鼓勵學生組隊參

與各項產業界或學術單位舉辦的競賽活動。如中國地理學會所舉辦全國大

專地圖設計比賽或 Nokia 跟地圖日記所舉辦的創意地標企劃書活動。本系

學生表現優異，參與比賽者多數有獲得獎項，更建立了他們未來深造或就

業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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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程成果介紹                            
本學期歷史 GIS 數位化學程的成果主要有三個重點，分別是研習活動與演講

的舉辦、新網頁與 E 化課程的教材公開、以及全國大專地圖設計比賽的獲獎成果。

以上學程成果說明如下: 
 

1.歷史 GIS 工作坊執行成果 

A.活動執行成果 

 
圖 3.1:歷史 GIS 數位化學程工作坊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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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歷史 GIS 數位化學程工作坊議程表  
時間 主題／場次  

8:30～9:00   報 到 
9:00 
9:10 

開幕式 
康培德院長 

(國立花蓮教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9:10 
| 

9:50 

專題演講 1 主持人 主講人 
東臺灣歷史 GIS 的相關研究

成果與本系歷史 GIS 數位化

學程說明 

吳翎君主任 
(國立花蓮教育大學鄉

土文化學系) 

林祥偉助理教授 
(國立花蓮教育大學

鄉土文化學系) 

9:50 
| 

10:50 

專題演講 2 主持人 主講人 

GIS 研究之發展與發表管窺

~以疾病研究為例~ 

姚誠副教授 
(國立花蓮教育大學鄉

土文化學系) 

劉士永助理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

研究所) 
10:50～11:00  茶水時間 

11:00 
| 

12:00 

專題演講 3 主持人 主講人 
人文與科技的交流:人文研

究的想像~談數位地圖的典

藏與應用 

康培德院長 
(國立花蓮教育大學人

文社會學院) 

范毅軍教授 
(中央研究院 GIS 專

題中心執行長) 

12:00～13:10  餐 敘 

13:10 
| 

14:10 

經驗分享 1 主持兼對談人 主講人 

歷史 GIS 數位化實作~以南

投埔里的人口戶籍資料為例

潘繼道助理教授 
(國立花蓮教育大學鄉

土文化學系) 

邱正略 
(暨南國際大學歷史

系博士候選人) 

14:10 
| 

15:10 

經驗分享 2 主持兼對談人 主講人 

歷史統計 GIS 實作~以日治

時期臺灣的普查資料為例 

黃雯娟助理教授 
(國立花蓮教育大學鄉

土文化學系) 

葉高華 
(國立台灣大學地理

系博士班) 
15:10～15:20 茶水時間 

時間 經驗分享 3 主持兼對談人 主講人 
15:20 

| 
16:20 

方志檔案 GIS 分析實作~以
清代四川市鎮體系的建立為

例 

黃熾霖教授 
(國立花蓮教育大學鄉

土文化學系) 

白壁玲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地理系博士候選人) 
16:20 

| 
17:00 

綜合座談 主持兼引言人 
透視國家數位典藏~從歷史

與 GIS 的跨界學習談起 

郭俊麟專案教師 
(國立花蓮教育大學鄉土文化學系) 

17:00 
17:10 

閉幕式 
吳翎君主任 

(國立花蓮教育大學鄉土文化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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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所舉辦歷史 GIS 數位化學程工作坊在 96 學年度 2 月 29 日圓滿結束。

本工作坊進行時間為一整天，共約 100 人次的學員參與。工作坊演講活動的進行

過程中，安排系上老師於各場次擔任主持人與對談人，讓活動更具討論與互動的

氛圍。圖 3.1 為活動過程之照片彙整，左側依序為各場次發表人之照片，右上方為

工作坊進行時的會場照片；右下方為最後綜合討論時本計畫專案教師主持會議時

的照片。 
 

B.問卷調查成果 

本計畫在歷史 GIS 數位化學程工作坊活動期間，對參與研習的師生進行研習

問卷調查，共回收有效問卷 20 份，其中學生 18 份，校內非學程授課教師 2 份。

問卷的綜合分析與意見彙整說明如下: 
 

(1) 研習活動滿意度調查 
  將問卷中有關滿意度的選項以量化指標呈現(非常滿意為 5 分、滿意為 4 分、

普通為 3 分以此類推)，其結果如表 3.1 所示，活動的整體滿意度、手冊講義的實

用度以及講題內容清晰度都獲得相當高的評價。 
 
表 3.2:歷史 GIS 數位化學程滿意度分析 

 
進一步將各場次講題內容與說明清晰度的滿意度進行分析，可以得到表 3.2 的

結果。其中多數演講的滿意度都達到四分以上的高滿意度(滿分五分)，足見學員們

對研習演講收穫的肯定。 
 
表 3.3:歷史 GIS 數位化學程各場次滿意度分析 

場次 主題 滿意度

專題演講 1 東台灣歷史 GIS 的相關成果與本系歷史 GIS 數位化學程

說明 
4.44 

專題演講 2 GIS 研究之發展與發表管窺~以疾病研究為例~ 3.84 
專題演講 3 人文與科技的交流:人文研究的想像~談數位地圖的典藏

與應用 
4.21 

 問卷平均 校內教師 

1.研習環境滿意度 3.95 4.5 
2.課程的組織與規劃 3.95 4.5 
3.講題內容與清晰度 4.1 4 
4.手冊講義的實用度 4.15 4 
5.研習活動整體滿意度 4.15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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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分享 1 歷史 GIS 數位化實作~以南投埔里的人口戶籍資料為例 3.94 
經驗分享 2 歷史統計 GIS 實作~以日治時期臺灣的普查資料為例 4.19 
經驗分享 3 方志檔案GIS分析實作~以清代四川市鎮體系的建立為例 4.07 

 
(2) 研習活動相關意見彙整 
 

本次研習活動問卷另針對活動的優缺點進行問卷整理，分別是聽眾覺得最好

的部分是以及需要加強的地方，茲將相關意見彙整如下: 
 
表現最好的部分: 

 介紹一些其他學校老師的研究，有助於同學研究視野更寬闊。 
 資料豐富，內容很充沛，有書面資料方便讀者閱讀。 
 演講者眾星雲集相當難得，吸收了許多知識與見識。 
 經驗分享三個實例類型不同，資料使用與處理方式不同，能增廣見聞很

棒!  
 研究者的精神令人敬佩、會場服務的學長姐很親切。 
 附贈研習手冊易翻閱，內容也相當實用。 
 使人明瞭 GIS 學術性的廣泛。 
 場地很好，每個活動的時間控制的非常不錯。 
 最後的綜合座談很不錯。 
 專題演講後的經驗分享，能讓 GIS 數位化內容更清楚的表現出來。 
 更加瞭解 GIS 的艱深，以及還有許多需要努力的領域。而我們所學的東

西不單是一張文憑就結束，GIS 是一個龐大的新興領域。 
 專題二疾病 GIS 研究的介紹很精彩。 

需要改進的地方: 
 建議可多一天，或兩個 section 同時進行，就可以邀請更多其他研究者。 
 行程有點緊湊，且單日研習時間太長、可能會吸收消化不良。 
 研習活動的通知希望能從多方面告知學生 
 時間太密集，可彈性安排休息時間。 
 可增加茶水的準備，如小餅乾、咖啡或茶，因為研習時間長。 
 經驗分享的演講人能更詳細的解釋或介紹主題會更好。 
 麥克風出了點問題。 
 雖然演講者很厲害，但他沒辦法用演講來表達他的理念，讓我覺得只是

催眠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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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國大專地圖設計比賽成果 
本學程修課學生共有三組報名第一屆全國大專地圖設計比賽，成果豐碩。其

中一組獲得優等，兩組獲得佳作成績，約占全國總獲獎數的三分之一(全國共三組

優等，一組佳作)( 圖 3.2 與圖 3.3)。該比賽於 97 年 4 月 26 日假中國地理學會年

會頒獎。圖 3.4、3.5、3.6 為參賽作品。 

 

 

 
圖 3.2: 本系學生參加第一屆全國大專地圖設計比賽佳作獎狀 

 
圖 3.3: 本系學生參加第一屆全國大專地圖設計比賽優等獎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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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等作品 

 
圖 3.4: 地圖設計比賽作品:台灣本島媽祖－天上聖母廟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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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理念與繪圖過程說明 

 
學校名稱： 國立花蓮教育大學 

系所年級： 鄉土文化學系三年級 藝術與設計系三年級 
姓名： 朱素儀 許采薇 方思允  

地圖主題 台灣本島媽祖－天上聖母廟分布圖 

標題 說明文字 

主題說明 
台灣本島約四百多座以媽祖(天上聖母)為主祀的宮廟，多分

布於沿海地區；本地圖設計想表達媽祖廟分布的地緣性，彰顯媽

祖在台灣本島的空間分布及特殊性。 

設計理念 

以 Google earth 來呈現台灣本島的媽祖分布，自創媽祖、

千里眼、順風耳等人物，讓大眾心中媽祖宮廟的印象煥然一新，

變得有趣可愛，全圖圖框以廟宇骨樑為主題，觀賞此地圖時，有

身如其境之感。使用表格來突顯台灣本島媽祖宮廟的差異性及區

域性。 

地圖資料 

台灣本島各鄉鎮市主祀媽祖宮廟參考資料： 

花松村，《台灣鄉土全志》，台北：中一出版社，1996。 

石萬壽，《台灣的媽祖信仰》，台北：臺原出版社，2000 年。 

魏淑貞，《臺灣廟宇文化大系:天上聖母卷》，台北：自立晚報，

1994。 

王見川、李世偉，《臺灣媽祖廟閱覽》，台北：博揚文化，2000。

姚誠，《洄瀾神境:花蓮的寺廟與神明》，花蓮：花縣文化，1999。

陳仕賢，《台灣的媽祖廟》，台北：遠足，2006。 

蔡相煇，《台灣的王爺與媽祖》，台北：台原，1989。 

繪圖過程說明 

以 Google earth 為底圖定點台灣本島的媽祖宮廟，手繪

稿的圖框和比例尺等元件，再掃描成圖片檔，使用 Adobe 

Illustrator 上色修改；使用 Excel 統計全台 19 縣市的媽祖宮

廟，以表格呈現差異性。最後將所有物件結合成參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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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作品 

 
圖 3.5:地圖設計比賽作品: 當廢氣來敲門-2007 全台焚化爐廢氣排放量 TO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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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理念與繪圖過程說明 

 

學校名稱： 國立花蓮教育大學 鄉土文化學系 

系所年級： 三年級 三年級 三年級  
姓名： 許豐樺 顧芳瑜 曾馨誼  

地圖主題 當廢氣來敲門-2007 全台焚化爐廢氣排放量 TOP 10 

標題 說明文字 

主題說明 

    我們每天都會製造垃圾，但是處理垃圾的焚化爐卻是大家最不

想和它在一起的，因為它的廢氣讓人無法忍受！所以我們設計此地

圖來瞭解 2007 全台焚化爐廢氣排放的情形，並從中排出前 10 名，

再標出所在位置，加以觀察。 

設計理念 

    我們以衛星地圖為主，再套上 Google Earth 的縣市界線，並

藉由環保署的統計資料，依序排出「2007 全台焚化爐廢氣排放量

TOP 10」，再依焚化爐的經營單位劃分為黃色(公有公營)、橘色(公

有民營)和綠色(民有民營)。 

地圖資料 

1.相關資料項目/類別 

 (1)、焚化爐廢氣排放量數據資料 

＊行政院環保署 

http://ivy4.epa.gov.tw/swims/ 

(2)、焚化爐照片出處 

＊全國各大焚化爐網站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台北辦公室（高雄中區焚化爐） 

（3）、台灣全圖 

＊衛星影像

http://496missiles.tripod.com/1760x3200TAIWAN.jpg 

＊行政區圖 Google Earth 

2.資料取得與處理方式 

    以環保署、各縣市政府環保局為主要資料來源(包括：照片、

小檔案、統計資料)和以衛星地圖為底加上 Google Earth 

的行政界線。並用 EXCEL 統計出 TOP 10 的焚化爐，將其繪製成統

計圖。最後以繪圖軟體 PhotoImpact 排版。 

繪圖過程說明 

    首先使用 EXCEL 做排放量統計，排出前 10 名，接著蒐集其基

本資料，再使用衛星地圖、Google Earth 的行政區圖疊出台灣底

圖，最後將所有資料利用 PhotoImpact 做排版，標示前 10 名的位

置及配色，最後再放上自畫的指北針、圖例及比例尺，就完成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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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作品 

 
圖 3.6:地圖設計比賽作品: 用腳看花東-地盡其利，人盡〝騎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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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理念與繪圖過程說明 

 

學校名稱 國立花蓮教育大學 

系所年級 鄉土文化學系三年級 

姓名 顧雅婷 劉千榆 許伯任 

地圖主題 用腳看花東-地盡其利，人盡〝騎踩〞 

標題 說明文字 

主題說明 

    隨著交通進步，人們選擇觀光方式相當多樣，各式的交通工具，

雖帶給我們便利性，卻也失去細細品嚐的機會。近來講求節能的概

念，單車旅行的方式在台灣已蔓延開來，現在就帶著我們的地圖，

用雙腳來花東之美吧！ 

設計理念 

    Logo 以花東縱谷之勢，表達出騎乘在中央山脈及海岸山脈所孕

育的美景，停下腳步，喝杯飲料，回頭一望，節省不少碳的排放。

山海間交錯的景點，看見了大海的藍與陽光灑在山脈間的橙，正是

我們單車的路線。 

地圖資料 

一、相關資料項目/類別： 

參考網站： 

1.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 http://www.erv-nsa.gov.tw/ 

2.悠遊台東 http://www.uutt.com.tw/ 

3.全民二氧化碳減量資訊站 http://co2.saveoursky.org.tw/ 

4.利樂台灣 http://www.tetrapak.com.tw/intro.htm 

地圖資料： 

1.Google 地圖 http://maps.google.com.tw/ 

2.GIS 高中地理加油站 

  http://www.gisedu.geog.ntu.edu.tw/main.php 

3.台灣地圖 

http://496missiles.tripod.com/1760x3200TAIWAN.jpg 

二、資料取得與處理方式： 

1. 利用 Google Earth 疊出台灣的行政界線。 

2. 上網收集花東自行車步道圖，利用 Google Map，將地圖資料再

加以整合。 

3. 利用 PhotoImpact 繪圖軟體繪製。 

繪圖過程 

說明 

    我們從全台的自行車步道轉變成鄉村和都市的單車步道比較，

最後以在東部三年的遊玩經驗，發現到原來一步一腳印，可以這樣

體驗當地的美，故選擇熟悉的花東縱谷為主題，盼未來能將各地的

美景也一一的和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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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歷史 GIS 數位化學程新版網頁 
 

本學程在學程網頁的設計上希望藉由地理資訊系統在歷史學研究與東台灣區

域之特殊性，應用 GIS 網路之加值功能，著重歷史時間脈絡中的聚落地理、人文

景觀、地形地貌之變遷，以及歷史事件之地點與環境史加以整合規劃。本計劃的

網頁設計分為三個階段: 
 
短程:學程宣傳與資訊分享 

本學程執行初期的網頁設計首重課程的宣傳以及規劃理念的傳達。在

開學前，本學程已設計主題網頁介紹本校歷史 GIS 學程的核心理念、規畫

目標、課程關聯、修課規定、預期成果等。並詳列相關師資的介紹以及最

新的活動消息等(圖 3.7) 
 
中程: E 化課程與遠距教學 

本學程的所有課程將全部 e 化，並製作遠距教學教材。除了將課上的

講義大綱、授課的簡報上傳至課程網頁外，並建立檢視學生的作業成果、

成績的機制。E 化課程的公開採用花蓮教育大學計算中心 ET 網路學園網站，

其功能符合本學程 E 化課程的需求，且透過此校內共通的遠距教學網站可

更加提高歷史 GIS 學程的能見度。 
 
長程: Web2.0 互動式整合網頁 

Web2.0 已是當前網頁設計與製作的主軸，強調使用者間的互動、集體

創作與網路分享的概念。本計畫的網頁設計的第三階段，乃是將短程與中

程階段的網頁成果納入本階段之網頁架構，並加入互動討論與資源分享等

相關功能。目前正逐步將本系所累積東台灣數位典藏成果納入新版網頁中，

而學程進行期間的各項專題演講、活動照片亦即時在網頁上公開與宣傳。 
 

本計畫於上學期完成短程與中程網頁設計，並於本學期(下學期)完成長程網頁

的製作，該網站運用 html、asp 與網際網路地理資訊系統技術，將相關課程資訊、

東台灣歷史圖像、及相關位點資料整合至單一入口網站。透過文字與圖片，可得

相關計畫資訊；透過地理資訊系統之整合，可瀏覽圖像資料及位點。網頁之建置

目標，除了逐步收集相關圖像資料、建立資料庫與各項應用之發展外，更希望透

過整體計畫之執行，以建立相關教學元件及建立相關地理資訊系統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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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歷史 GIS 學程第一階段主題網頁。  
網址: http://www.nhlue.edu.tw/~jin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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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改版後的歷史 GIS 學程互動是整合性網頁 
網址: http://map.nhlue.edu.tw/h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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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T 網路學園課程公開 
計畫執行開始即將所開設的歷史 GIS 數位化學程每一門課程講義上傳至本校

ET 網路學園。目前為止共計六門課程的上課資料提供使用者作非同步教學與講義

瀏覽。本計畫提供一組帳號供有意選修或對本學程有興趣之人士登入使用，帳號：

hgis 密碼：hgis96。使用者使用該組帳號密碼登入 ET 網路學園後，即可瀏覽所有

歷史 GIS 數位化學程課程(圖 3.9、圖 3.10、圖 3.11、圖 3.12、圖 3.13)。 

 

圖 3.9: ET 網路學園帳號與密碼 網址: http://et.nhlue.edu.tw/  

 
圖 3.10: ET 網路學園內的歷史 GIS 學程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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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歷史 GIS 數位化學程學程課程介紹頁(以歷史地理學概論為例) 

 

 

 
圖 3.12:上課講義瀏覽 (以計量史學與空間資訊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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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線上作業繳交與觀摩功能 (以計量史學與空間資訊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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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歷史 GIS 產學系列專題演講成果 
 

相較於 96 年度上學期的歷史 GIS 學術專題演講，本學期(96 年度下學期)則針

對產學相關主題進行一系列的專題演講。首先在學期初以校內老師與研究生為對

象，在本系舉辦「教師成長工作坊」專題演講，邀請本計畫專案教師講授數位典

藏教學資源的應用，旨在推廣國內數位典藏教學的成果，及相關資源在教學上應

用的建議。 
本學期 4 月到 6 月間，由本學程授課教師推薦國內 GIS 相關領域之專業人士，

進行歷史 GIS 產學系列演講。演講者的專業光譜從博物館的文史領域到 GIS 程式

設計，提供本學程修課學生寬廣的學習視野。本系列演講的主題、時間與演講人

名單如下: 
 

• 主題:歷史地圖數位典藏與博物館相關業務介紹 
時間:2008/4/24 
演講人: 黃清琦(台灣歷史博物館、研究員) 

• 主題:社會的動態監視~統計資料和地理資訊系統的運用 
時間:2008/4/29 
演講人:小松碧(日本東北公益文科大學、副教授)  

• 主題:中研院歷史航照數位典藏業務與現有成果 
時間:2008/5/27 
演講人:江正雄(中央研究院 GIS 中心、資深工程師) 

• 主題:網路 GIS 的發展現況與未來趨勢 
時間:2008/6/10 
演講人: 陳伯銜(互動國際數位科技、訓練講師)  

• 主題:AJAX 與 Google Map API 實作 
時間:2008/6/21 
演講人: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GIS 部門工程師 

 

圖 3.14 為本學期教師工作坊與歷史 GIS 產學合作系列演講照片合輯，左側照片為

各場次演講人，右側上方為互動國際數位科技講師陳伯銜授課照片、右側下方為

中研院 GIS 中心資深工程師於本系 GIS 教室講課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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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 歷史 GIS 產學合作系列演講照片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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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程目標達成情況           
 
本學期的課程授課內容因各負責老師隨教學進度與學生吸收程度不同略有修

改，但皆已達成原訂課程目標，茲將各課程的實際上課內容與學生優作作品成果

記錄如下: 

1.地理資訊系統(下)課程達成情況 

A.授課方法與作業要求 

新的歷史地理學者，利用 GIS 和其他空間分析的方法作為主要的核心技術來

來研究歷史學，逐漸在歷史地理學中佔據了一個很重要的研究領域。本課程的教

學即是培養學生如何應用地理資訊科學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cience; 

GIScience)，整合的處理大量不同比例尺的時間與空間資訊，並進行各種處理、

應用、與分析，來因應這危機並展現其應用潛力。 

為了避免實作課程練習的不足，這門課設計有九次隨堂的練習作業，配合原

文書教材內容，在介紹相關基礎理論知識後，與同學互動進行實習操作，並預留

時間讓學生得即時於課堂中完成指定之練習與作業，相關練習與作業要求說明如

下: 

 

作業一 

Geometric Transormation:將花蓮的衛星影像、航空照片掃瞄後切割圖片大小，

在依地圖上的座標，將它轉換到 ArcGIS 系統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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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二 

昭和 6年花蓮港街圖影像對位:延續作業一的影像處理方法，練習使用歷史地圖進

行影像對位。 

 

 
作業三 
地質與地形手繪圖對位:延續作業一的影像對位方法，練習將地質圖疊上花蓮行政

邊界進行對照。 
 

 
 
作業四 
1940s-1950s 航空照片幾何對位:將花蓮地區歷史航照進行校正與幾何對位，並疊上

花蓮市行政邊界與道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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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五 
現況航空照片的套疊與校正:以八掌溪為例，並學習判讀地形與環境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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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六 
影像資料於 GoogleEarth 上對位討論 
 

  
 
 
作業七 
數值資料的輸入:以校正過的花蓮經建版地圖為底圖，練習數化河流線段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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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八 
在花蓮觀光地圖上套疊人口統計資料，並練習製作超連結。 
 

 
作業九 
空間資料的查詢與選取，以房地產資料為例。 
 

 



  

59 
 

B.學生期末成果選輯 

 
作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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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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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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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四 

 

作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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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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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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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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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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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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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計量史學與空間資訊課程達成情況 

A.授課方法與作業要求 

計量史學的發展在近年來資訊技術與跨領域的交流下已開始出現不同的

面貌。本課程教導同學跨越傳統文史學科的藩籬，結合「空間資訊」與「計量分

析」方法，從歷史統計資料切入，培養運用統計工具、嚴謹推理與獨立思考的研

究能力。本課程的設計上分為兩大單元，分別為【歷史統計與計量分析】與【歷

史地圖與空間分析】，循序漸進從基本的資料蒐集、整理入手，從基礎的統計方法

開始，逐步進入結合歷史地圖與空間概念的進階計量分析之學習。本課程設定的

學習目標如下: 

 清楚了解人文社會科學量化研究的基本構想與方法。 

 熟悉歷史統計資料的取得管道、並靈活運用。 

 運用 EXCEL 軟體、結合地圖，建立長期空間資料庫。 

 瞭解空間統計的基本原理及可解決的問題。 

 建立客觀運用量化史料，嚴謹考證、獨立思考的學習態度。 

本課程為歷史 GIS 數位化學程的進階課程，修課學生已具有「地理資訊系

統概論」與「地圖學」課程的修習背景，因此教學採主題式的教學，針對日治時

期花蓮港廳的現住人口統計與國勢調查進行資料的建置與分析。透過一系列作業

的設計，教授學生從資料庫建置開始，由淺入深，循序漸進的分析流程(圖 5.1、

圖 5.2)。本課程的作業安排如下: 

 
作業一:歷史GIS工作坊心得報告。修課學生需參加學期初舉辦之歷史GIS工作坊，

並撰寫心得報告。 

作業二:日治時期國勢調查資料庫建置。以 1920 年、1930 年花蓮港廳國勢調查統

計資料為主題，由老師挑選特定人口與社會經濟內容主題，同學們分組以 EXCEL

建立統計資料庫。 

作業三:資料輸入校對與資料解讀。將上述資料庫進行資料輸入與校對，並配合文

本與相關文獻，解釋各統計項目的主要內容。 

作業四:樞紐分析表製作練習。利用 EXCEL 樞紐分析表功能，抽取出使用者與研究

與比較之統計項目內容，並製作主題表格。 

作業五:統計分析與圖表製作。利用 EXCEL 統計分析功能針對歷史統計資料進行相

關分析與迴歸分析，並將成果會製成圖表。 

作業六:專題演講心得報告。配合歷史 GIS 產學合作專題演講，撰寫<社會的動態

監視:統計資料與 GIS 的運用>之演講心得報告。 

作業七:歷史統計地圖製作。將上列作業的分析結果繪製成歷史統計地圖。 

 

期末報告:東台灣主題分析。 運用本課程所學到計量分析方法，挑選特定東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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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題，以分組方式撰寫期末報告。本課程修課學生之期末報告成果詳見下一

章節說明。 

 
圖 5.1 計量史學與空間分析作業練習流程 

 

圖 5.2 計量史學與空間分析學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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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期末報告成果 

國立花蓮教育大學鄉土文化學系九十六學年度下學期 

計量史學與空間資訊期末報告 
 

 

 

 

 

1920 年花蓮支廳的人口 

與鐵路開發的相關性 
 

 

 

 

 

 

第一組 

授課教授：郭俊麟 

系級：鄉土文化系三年級 

學號： 94G1020、94G1033、94G1039、94G1041、94G1042 

姓名：謝文哲、周宛蓉、朱素儀、許采薇、陳春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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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動機：探討東部鐵路的發展，理解 1920 年花蓮支廳的人口與鐵路開發是否有

明顯的相關性。 

資料來源：1920 年的國勢調查，及相關鐵路局的資料。 

研究方法：Excel 統計、GIS 套疊、Google earth。 

資料初步結果描述： 

東線鐵道初期發展史 

  台灣光復後，花蓮舊火車站附近的社區，因日治時期所遺留下來的車站，帶

動了商機，社區附近自然集結了花蓮市大多數的人口，二十一世紀的今日，各行

各業便捷快速的交通工具隨手可得，不僅縮短了國與國、城與鎮之間的距離，也

使得這種以車站為主軸所帶動的繁華有了變革。提起花蓮的舊市區繁榮前，先得

談源起──東線鐵道。 

  明治廿八年（西元 1895 年）清廷在中

日戰爭，吃了敗仗。三月與日本議和，四月

十七日訂馬關條約，割讓台澎及所屬島嶼。

五月十日，日本派海軍大將──樺山資紀為

台灣總督，正式接收台灣，次年二月十八日，

日本政府來到了花蓮港。日本政府接掌台灣

後著手計劃建設工作，交通則為重要項目，

花蓮港也不例外。 

  明治三十一年一月十日，日本鐵道隊長

──山根武亮率隊勘查台東至花蓮港間鐵

道線。明治四十年，日本國會批准建築台東

線鐵道。明治四十二年五月一日，日本技師團開始測量台東線鐵道路線。同年九

月一日設置鐵道部，花蓮港出張所建築台東線鐵道。 

明治四十三年二月一日台東線鐵道工程花蓮港至鯉魚尾（壽豊）間開工，十二月

十五日通車。同年十一月十五日花蓮港火車站開工隔年的二月十七日完工。本年

度鐵道部花蓮港出張所廳舍落成。明治四十四年三月三十日溪口火車站竣工。四

月一日鯉魚尾（壽豊）至鳳林間鐵道開工。四月五日鯉魚尾（壽豊）火車站開工，

同年五月十八日完工。五月十日鳳林至馬太鞍（光復）

間鐵道開工,大正二年十一月廿日竣工。五月十日知亞干

溪（壽豊溪）及北清水溪鐵橋開工，隔年六月廿一日竣

工。九月十日鳳林火車站開工，次年一月廿五日完工。 

  明治四十五年四月廿三日馬太鞍（光復）至拔仔庄

（富源）間鐵道開工，大正三年三月八日完工。四月廿

三日馬里勿溪（萬里溪）鐵橋和南清水溪加籠溪鐵橋同

時開工，同年大正三年三月廿五日一起完工。六月廿一

日鯉魚尾（壽豊）至鳳林鐵道竣工，花蓮港至鳳林通車。

九月十日馬太鞍（光復）火車站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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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正二年九月十五日知伯（志學）火車站竣工。十一月廿日鳳林至馬太勒鞍

（光復）間鐵道通車。大正三年四月十六日馬太鞍鐵穚開工，次年三月二日竣工。 

五月一日馬蘭鉤溪（富源溪）鐵橋開工，次年二月廿八日完工。五月一日掃叭溪

鐵穚開工，大正六年三月三十一日完工。五月三十一日荳蘭（田浦）火車站竣工。

六月十五日開鑿東線鐵路掃叭隧道，大正五年十月十八日完工。大正四年一月五

日高藥溪（紅葉溪）鐵道開工。一月廿六日拔仔庄（富源）至水尾（瑞穗）通車。

一月三十日馬里勿（萬里）火車站竣工。九月十日林田山火車站竣工。九月十五

日吉野（吉安）火車站竣工。 

  大正五年九月十日豊田火車站竣工。大正六年五月十五日水尾(瑞穗)至璞石

閣(玉里)鐵道竣工，也就 是花蓮港至璞石閣間火車已完全暢通。大正十一年鐵道

部收買台東拓殖株式會社之台東關山鐵道，併入台東線鐵道。大正十四年三月玉

里關山鐵道竣工。 

  昭和元年(民國十五年)三月廿五日台東線鐵道完成，全長一百七十三公里，

三月廿七日在玉里舉行通車典禮。 

 

圖說：早期花蓮火車站外觀，搬移到新站後，現在為公車總站，俗稱舊站。 

  從探勘，核准興建一直到完工，台東鐵道耗時共廿八年光陰，（民國十五年）

花蓮地區擁有了一座直達外縣市──台東的交通運輸工具，沿途的鯉魚尾、馬太

鞍、水尾、鳳林、玉里等地的居民，也一享方便往來各鄉鎮之間。 

東部鐵道的完成，使得城鄉之間的距離縮短了，不只人與人之間往來頻繁，物資

間也加快流動。身為東部鐵道的第一大站──花蓮港火車站，更成為經商往來的

必經之地。大量的人潮帶來商

機，連帶附近的街道也繁華起

來。黑金通（中山路舊名）、春

日通（復興街東段）、高砂通（中

華路），這些街道更在昭和六年

（民國廿年）開的開工下變得

更加興盛，工程開工勞工需求

量大增，各地的流動人口大量

湧入，以火車站為核心的花蓮市舊市區熱鬧場景就此開啟，食、衣、往、行、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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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用品、南北雜貨、娛樂等行業紛紛開張營生，就此展開了溝仔尾榮景前的暖身

運動。 

日治時期──東部鐵路 

  花蓮舊火車站掌管台灣鐵路的鐵道部成立於日治時期的 1899 年 11 月 8 日，

成立之後，日治時期的鐵道建設邁入積極開發期。在日本治台將近50年的期間中，

最大的成就莫過於 1908 年，

縱貫線全線貫通，形成台灣首

次「空間革命」，讓過去臺灣

南北需時數日的交通，縮短至

朝發夕至的一日內。鐵道部陸

續還修築了淡水線、宜蘭線、

屏東線、東港線路線，也收購

一些民營鐵路，包括台東南線

（現屬台東線一部分）、平溪

線。 

  此外還有林田山、八仙山、

太平山、阿里山森林鐵路等林

業鐵路。另外，官方亦曾進行

北迴線、南迴線與中央山脈橫

貫線以及後續路網的路線探

查與規劃，但由於工程太過困

難及戰爭爆發而終未執行。另

外，除了官方外，民間或會社

興建鐵路也相當投入，例如糖

業鐵路、鹽業鐵路、礦業鐵路、

輕便鐵路等曾經密如蛛網偏

佈全島並兼辦客運， 

為地方交通主力；產業鐵路小火車接駁至縱貫線，再轉乘大火車至其他主要都市，

是當時普通的交通方式。 

 

 

圖說：1923 年的東部鐵路，只有宜蘭線和台

東線，當時宜花段尚未開通(1980 年開通)。 

圖說：東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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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名：1920 年花蓮港廳總人口圖、1920 年花蓮支廳總人口圖 

結果發現： 

花蓮港廳在 1920 年的總人口數分布狀況，從中探討鐵路對 1920 年的花蓮港廳建

設及人口變遷的影響，以及花蓮支廳的人口數量和鐵路的關聯性。 

 

圖名：1920 年花蓮支廳人口總數雷達圖 

結果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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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年花蓮支廳的人口可以分析出平野區和壽區、鳳林區、花蓮港街，與其他地

區相較之下，明顯屬於較多人數的區域。鐵路的經過造成花蓮支廳許多地區的人

口數改變極大，鐵路帶動了當地的變遷。 

 

 

圖名：1920 年平野區總人口圖 

結果發現： 

1920 年平野區的人口數是因鐵路通過花

蓮而有所改變，十六股、平野村、米崙地

區等等的人口數和其他地區相較之下，有

顯著性的差異。 

 

 

圖名：1920 年壽區總人口圖 

結果發現： 

1920 年壽區的總人口分布圖，豐田

村、壽村的人口數與鄰近地區的人

口相比較後，發現有差異，壽區的

人口改變和鐵路的關聯性可以讓我

們多加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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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名：1920 年新社區總人口圖 

結果發現： 

1920 年新社區的總人口數，新社區位於

花蓮南部，地理位置上屬於較遠離行政

中心，人口相較平野區、花蓮港廳等地

區，明顯人數較少。 

 

圖名：1920 年鳳林區總人口圖 

結果發現： 

1920 年鳳林區的總人口分布圖，鳳林地

區位於花蓮中部，這一段時期，人口數

和其他地區相較，人數量較少。 

 

 

 

 

 

 

圖名：1920 年瑞穗區總人口圖 

結果發現： 

1920 年瑞穗區的總人口分布圖，瑞穗地區位於

花蓮中部，鐵路開通經過瑞穗，這一段時期，

人口數可能明顯增加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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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名：2008 年東部鐵路

路線圖 

結果發現： 

2008 年東部鐵路的分布

圖，可以分析出東部因

為鐵路的開通，造成空

間和時間的縮減，東部

人口大量增加。 

 

 

 

 

 

 

 

 

 

 

 

 

 

 

 

圖名：2008 年花蓮縣各鄉鎮市地區人口數雷達圖 

結果發現： 

2008 年花蓮各鄉鎮市人口總數，可以分析出花蓮市和吉安鄉是處於花蓮市的市中

心，因搭乘鐵路的便利性，吸引許多眾多人口的遷移，或者短時期的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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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名：1920 年東部鐵路路線圖、2008 年東部鐵路路線圖 

結果發現： 

花蓮港廳在 1920 年的總人口數分布狀況可探討鐵路對 1920 年的花蓮港廳建

設及人口遷的影響，以及花蓮支廳的人口數量和鐵路的關聯性。1920 年平野區的

人口數是因鐵路通過花蓮而有所改變，十六股和平野村、米崙地區等等的人口數

和其他地區相較之下，有顯著性的差異。1920 年壽區的總人口分布圖，豐田村、

壽村的人口數與鄰近地區的人口相比較後，發現有差異，壽區的人口改變和鐵路

的關聯性可以讓我們多加思考。1920年花蓮支廳的人口可以分析出平野區和壽區、

鳳林區、花蓮港街，與其他地區相較之下，明顯屬於較多人數的區域。鐵路的經

過造成花蓮支廳許多地區的人口數改變極大，鐵路帶動了當地的變遷。 

2008 年花蓮各鄉鎮市人口總數，可以分析出花蓮市和吉安鄉是處於花蓮市的

市中心，因搭乘鐵路的便利性，吸引許多眾多人口的遷移，或者短時期的居住。

1920 年新社區的總人口數，新社地區位於花蓮南部，地理位置上屬於較遠離行政

中心，人口相較平野區、花蓮港廳等地區，明顯人數較少。1920 年鳳林區的總人

口分布圖，鳳林地區位於花蓮中部，這一段時期，人口數和其他地區相較，人數

量較少。1920 年瑞穗區的總人口分布圖，瑞穗地區位於花蓮中部，鐵路開通經過

瑞穗，這一段時期，人口數可能明顯增加許多。2008 年東部鐵路的分布圖，可以

分析出東部因為鐵路的開通，造成空間和時間的縮減，東部人口大量增加。1920

年和 2008 年東部鐵路的古今相對。東部鐵路從 1920 年後，開啟許多新車站，將

整個東部的聯絡網建立完整，帶動東部和西部的交通和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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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花蓮教育大學鄉土文化學系九十六學年度下學期 

計量史學與空間資訊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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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小組報告 CHECK LIST 

Step1 Step2 Step3 Step4 Step5 

Frame the 

question 

Understand 

your data 

Choose a 

method 

Process the 

data 

Look at the 

results 

架構問題 了解你的資料 選擇方法 為資料設步

驟 

結果 

日治時期，日本人

都住哪裡呢~? 

吉野、豐田、林田

村的設置對於日

本人口的分布影

響。 

 

 

 

國勢調查 1920.1930

的人口資料。 

1920~1943 歷年全省

各戶人口資料。 

民國35~89年花蓮縣

各鄉鎮人口資料。 

使用 GIS 和

EXCEL 來處理地

圖和人口資料。

使用圓餅圖和長

條圖來表現其資

料的差異。 

並用 1920和 1930

的人口資料做相

關的比較。 

先分析 1920~1930

的內地人分布。 

使用 GIS 來表現

出移民村和內地

人口的相關性並

分析其地的歷史

背景和內地人口

數的關係。 

比較 1920 和 1930

內地人口增加的

情況和地區分

布。 

用 2000 年的花蓮

縣市人口做比較

來顯示過去移民

村和現在人口分

佈的相關性。 

最後調查其歷史

背景和產業活

動，找老照片來看

以前的生活情

形。 

移民村為內地人

口較為集中的地

方。 

日本人分布大多

在花蓮港街區、

吉野村、豐田

村、林田村和玉

里庄。 

1920 和 1930 內

地人口的增加並

非和移民村有直

接的關係。 

過去的日本人居

住多的地方和現

在人口數多的地

方有些許的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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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年~1930年在台日本人口成長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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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野村 

1911 年，面積 10.8241 平方公里（1116.5 甲）的第一座

官營吉野移民村於花蓮七腳川(今吉安)設立。除了土地

免費使用外，也提供三年的免費藥品補助。除此，還

享有家屋建築費、農具花費、入院治療等費用的一半

金額補助。而在以東部花蓮平原為主要目標的移民計

劃，共引進了 1700 餘人的移民。 

豐田村 
豐田村分為大平、中里、森本、山下等四個聚落。 
其中「中里」為今日豐裡村所在，是豐田移民村中保

存最為完整的日本小學-現在的豐裡國小；日據時期的

警政廳-現在的壽豐文史館；日據時代的菸樓，還有當

初的醫療所-俗稱醫生的家，這些都是移民時期所保留

下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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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田村 
菸葉是日治時代引進花蓮地區的經濟作物，當時是

為了增加花東地區日本移民村的收入，而其中位於

鳳林鎮的林田移民村，更是栽種菸草的主要區域。

菸樓室是貯存及燻烤菸草的建築物，在鳳林鎮大榮

里及北林里地區，共有數十棟菸樓，是全台菸樓最

密集且保留較完整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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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花蓮教育大學鄉土文化學系九十六學年度下學期 

計量史學與空間資訊期末報告 
 

1920 年人口組成和婚姻狀況分析－以花蓮支廳為例 

 

第三組 

 

組員：94G1001  劉千榆    94G1029  許豐樺    94G1030  顧芳瑜 

94G1035  顧雅婷    94G1038  曾馨誼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本研究是為了瞭解 1920 年花蓮支廳的人口組成，與花蓮港廳結婚之概況。故

從以下幾點來探討之： 

（1）花蓮支廳各族群分佈概況。 

    （2）花蓮支廳各族群佔總人口比例。 

    （3）探討花蓮港廳的本島人與內地人結婚之差異。 

二、資料取得 

（1）1920 年國勢調查 

    （2）亞洲資料中心－大正九年 台湾人口動態統計 

（3）臺灣省五十一年來統計提要 

（4）東台灣歷史圖像與地理資訊系統應用教學網頁 

三、統計方法 

（1） 利用 1920 年國事調查資料，繪製出內地人、福建人、廣東人、外國人、 

等，在花蓮支廳分佈之概況。 

    （2）計算出各族群佔總人口比例，繪製出圓餅圖。 

    （3）從 大正九年 台湾人口動態統計找出花蓮港廳結婚資料，繪製出長條 

圖，看本島人與內地人結婚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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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料分析

 
從圖一可以看出人口主要分佈在花東縱谷，其中以花蓮支廳的人口數最多。 
 

 
 
 圖三 

從圖三可以看出內地人主要分佈在

花蓮港與吉野村。 
 
 
 
 
 
 
 
 
 
 
 
 
 

圖二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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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圖五 

從圖四可以看出廣東人主要居住在鳳林區，圖五可以看出福建人較平均分佈

在花東縱谷上。 
 
 
     
 
 
 
 
 
 
 
 
 
 
 

圖六 
    從圖六可以看出外國人主要居住在花蓮港。 
 

圖六                               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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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七可以看出其他人分佈的地方主要在荳蘭、薄薄、馬太鞍、太巴塱，故

此推測其他人可能為原住民，其中以阿美族的人數較多。 

 
 
 
 
 
 
 
 
 
 
 
 
 
圖八 
從圖八可以看出其他人口佔總人口的一半以上，故增加其為原住民的可能性。 
 
 
 
 
 
 
 
 
 
 
 
 
 
 
 
 
圖九 
從圖九可以看出全台本島人結婚年齡主要在 21 歲，然後隨年齡增加而遞減。而全

台內地人結婚人數過少，兩者落差大，無法做明顯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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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從圖十可以看出花蓮港廳的本島人結婚年齡多集中在 25 歲以前，其主要原因可能

是本島人結婚年齡較早。而花蓮港廳內地人則較平均分散。 
 
 
 
 
 
 
 
 
 
 
 
 
 
 
圖十一 
從圖十一可以得知花蓮港廳的本島男子結婚人數都大於女生，其中原因可能有下

列兩種：（1）女子結婚年齡較早，大部分在 20 歲以前就已結婚。（2）本島男子可

能與原住民女子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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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來源：東台灣歷史圖像與地理資訊系統應用教學網頁 
 
五、結果 
    從繪圖過程中，使我們更清楚知道各族群的分佈狀況，進而分析其原因。在

這次的作業中，嘗試以圖表呈現歷史統計資料，不再以密密麻麻數字表現，更可

讓人清楚易懂其中資訊。 
    另外從花蓮港廳的結婚狀況，也可從中瞭解當時的社會。如果再與現今做比

較，更能體會結婚年齡隨著社會變遷而有所不同。 

圖十二  吉野神社 
圖十三  瑞穗國小教師在 

北回歸線合照 

圖十四  舊花蓮車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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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花蓮教育大學鄉土文化學系九十六學年度下學期 

計量史學與空間資訊期末報告 

花蓮古今人口與教育 

第四組 

 
研究流程 
step1 
確認主題：花蓮市古今人口與教育 

step2 資料的內容與特色： 
1920 國勢調查之人口統計和教育人口統計 
2000 人口普查之人口統計和大專人口統計 

step3 方法： 
GIS 圖程套疊 
Excel 統計資料 
小畫家修圖 

step4 初步描述： 
圖一. 2000 年的花蓮市行政邊界和 1920 的北區和中區重疊性比較大。

2000 年的行政邊界薄薄約占了六分之一、豆蘭則重疊部份非常小，歸化約

占了原本行政邊界的三分之二。歸化南方的小區域是吉野村，占部份的非常

小。 
圖二.1920 之大字和 2000 之村里做比較。可以發現過去的花蓮港街在 2000 之

村里被切分為多塊。 
圖三. 1920 年大字的人數分佈多以花蓮港和十六股為主。 
圖四.教育人口集中花蓮港街，有趣的是，歸化軍威和米崙在本島人和內地人

教育人口是相反的分佈。 
圖五. 1920 教育人口集中花蓮港街，2000 教育人口集中國富、國風主權、民

政民立民勤。 
step5 

1. 1920 年代許多物資以及軍事上的交通大多以"航運”為主，交通上的樞紐讓花蓮

港成為主要核心區人口也在此集中，並且居住的人大多以日籍者較多，並且這

裡也是軍事發展要點，許多軍營以及主要的公共建設大多設置在此處。十六股

為早期漢人開墾的農業聚落，因此會有相當的漢人在十六股。2000，花蓮港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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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老舊的 CBD，發展受一定的局限。都市會往郊區擴張，CBD 有空洞化的現

象，人口往生活品質好的郊區集中。 
2. 花蓮港廳為花蓮最繁榮之地，教育資源教多所以受教育人數也較多，而歸化跟

軍威可能也是當時本島人群居的地方，又靠近花蓮港廳所以受教人數位居第二。

但因為教育方針的關係，整體來說受教人數是以內地人居多，兩圖相較之下，

可能因為內地人沒有深入歸化、軍威兩地，所以歸化、軍威兩地本島人受教人

數多於內地人。 
3. 兩圖相較之下 2000 年時花蓮市向外開發許多且人口成長，國民教育實施行之

有年，教育人口自然較 1920 年代多出許多。且 2000 年時各大專院校成立，拜

交通發達所賜學生向外求學方便，大專人數自然較多。 
4. 人口與教育會有一定的關係，這個關係可能是模糊、不清楚，但一定是正相關。 

 
圖一 

2000 年的花蓮市行政邊界來看明顯和 1920 的的北區和中區重疊性比較

大。在大字其中薄薄和豆蘭的差異最大，2000 年的行政邊界薄薄約占了六

分之一、豆蘭則重疊部份非常小，歸化約占了原本行政邊界的三分之二。歸

化南方的小區域是吉野村，占部份的非常小，不取為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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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進一步，用 1920 之大字的分佈和 2000 之村里的分佈做一個交互比較。可以發

展過去的花蓮港街在 2000 之村里被切分為多塊，這可以說明花蓮港街過去高度的

發展，需要切割小塊確實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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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口 

 
圖三. 

 

   1920 年大字的人數分佈多以花蓮港和十六股為主，因為在 1920 年代許多物資

以及軍事上的交通大多以"航運”為主，交通上的樞紐讓花蓮港成為主要核心區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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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此集中，並且居住的人大多以日籍者較多，並且這裡也是軍事發展要點，許

多軍營以及主要的公共建設大多設置在此處。十六股為早期漢人開墾的農業聚落，

因此會有相當的漢人在十六股。2000，花蓮港街為老舊的 CBD，發展受一定的局

限。都市會往郊區擴張，CBD 有空洞化的現象，人口往生活品質好的郊區集中。 

統計圖表一. 

統計圖表二 

 
(三)人口總數和教育人數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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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從圖中我們可以發現，以花蓮港街為例，圖例就以內地人 47-3001 即本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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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41 有著極大差異，或許是因花蓮港為交通樞紐，是內地人群居之地，而當時

教育也以內地人為主，所以在教育人數上有著極大差異。而在圖一中內地人多集

中於花蓮港廳與米崙，此外其他地區少有內地人的足跡，所以教育人口向較之下

超少。 

    花蓮港廳為花蓮最繁榮之地，教育資源教多所以受教育人數也較多，而歸化

跟軍威可能也是當時本島人群居的地方，又靠近花蓮港廳所以受教人數位居第二。

但因為教育方針的關係，整體來說受教人數是以內地人居多，兩圖相較之下，可

能因為內地人沒有深入歸化、軍威兩地，所以歸化、軍威兩地本島人受教人數多

於內地人。 
統計圖表三 

 

統計圖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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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２０００年和１９２０年教育人口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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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圖表五. 

 

 
從圖中可明顯看出從 1920 年至 2000 年花蓮市教育人口明顯增加 1920 年代因

為人口數較少且還未實施國民教育，兩圖相較之下 2000 年時花蓮市向外開發許多

且人口成長，國民教育實施行之有年，教育人口自然較 1920 年代多出許多。且 2000

年時各大專院校成立，拜交通發達所賜學生向外求學方便，大專人數自然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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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花蓮教育大學鄉土文化學系九十六學年度下學期 

計量史學與空間資訊期末報告 

 
     
 
 

人來人往 

       細說花蓮情 
 

第五組 

 
        葉嘉雄 ９５Ｇ１０１２ 

           王吳之玨 ９５Ｇ１０１９ 

            周煥俊 ９４Ｇ１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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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古至今，人口一直都是呈現流動的狀態，唯一不太相同的是，古時人口的

流動量相當的小而緩慢，但是現在的這個社會人口的移動卻是頻繁並且快速的，

這是位什麼呢？讓我們將古今的種種條件一一的對照探討這問題，從比較中我們

不難發現，交通一直是扮演著很重要的腳色。 
  因為台灣地形的關係，處於東部的花蓮一直是個封閉的狀態，人口均勻分布

在花東縱谷的平原上，交通非常的不便。日治時期，日本為了更容易的經營、利

用東部地區的資源，於是大興土木建設交通，掌管台灣鐵路的鐵道部成立於日治

時代的 1899 年 11 月 8 日，成立之後，日治時期的鐵道建設邁入積極開發期。明

治 45 年 1 月 14 日花蓮港海岸線鐵路開始營業；昭和 14 年 9 月 20 日花蓮港-花蓮

舊站間鐵路通車營運；昭和 16 年 4 月 19 日花蓮港海岸線鐵路廢止拆除；大正 11
年 4 月鐵道部收購台東拓殖所屬台東-里壠間的鐵道；大正 15 年 3 月台東線鐵路全

線通車營運。另外，除了官方外，民間或社會興建鐵路也相當投入，例如糖業鐵

路、鹽業鐵路、礦業鐵路、輕便鐵路等；產業鐵路小火車接駁至縱貫線，再轉乘

大火車至其他主要都市，是當時普通的交通方式，儘管日治時期的興建鐵路政策

過去常被國民政府批評為「掠奪殖民地資源」，不過鐵道部對於台灣後世的交通與

經濟發展仍有深遠的影響。 

 
 
  交通的發達帶動了產業的發展，就形成了幾個較大產業區域。日治時期台灣

的經濟是種相當典型的殖民地經濟模式，即以台灣自然資源與人力，來培植宗主

統治國的整體發展，所以台灣的經濟主軸是以台灣糖業當主打，再以蓬萊米為主



  

103 
 

的糧食外銷。上圖中是 1920 年的人口分佈圖，從圖中能看的初來人口已經漸漸的

向某些地方集中，如今天的花蓮市、光復鄉、玉里鎮。花蓮市早期是為台灣東部

的重要行政區域，花蓮港也是興建與此，加上有著高經濟價值的農作物「菸草」，

造就了它成為

集中區的吸引

力；光復一帶

則是以糖業和

林業等一級產

業為主，產業

帶來較多的工

作機會讓人們

遷移到這，像

是光復糖廠、

林田山園區等

等都是那時所

遺留的痕跡；

日治時期花蓮

也是咖啡重要產地，而玉里是主要的種植區。 
   
 
        製作 1920 鐵道與人口分布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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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利用”糖原料古地圖”套疊在 Google Earth 上面，在利用工具＂軌跡＂點繪出

當時舊鐵道路線圖， 

 

接著使用 ArcGIS 製作 1920 人口點子圖，套疊在 Google Earth 上，由此圖看出人

口會居住在地勢平坦或交通便利處。 
以東華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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綠色區為東華主校區；黃色區為現今發展地段；藍色區為未來有可能發展區。 
黃色區有志學火車站跟台九線經過，造就現今的發展。 
藍色區因為離校區大門近還有當地現在為低度開發地段，所以在未來會有可能發

展起來。 
 
蘇花高！！！ 

 
既然交通會帶動地方經濟的發展，那麼蘇花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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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數位典藏概論課程達成情況 

A. 授課方法與作業要求 

資訊社會與網路基礎建設的發展日漸成熟，數位典藏的建置與推廣已成為眾

所矚目的科技人文整合發展方向。我國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於 2002 年啟動，

目前已完成第一階段的五年計畫。考量未來的長久發展以及永續經營、經驗的傳

承與人才的培育乃是不可忽視的重點項目。本課程的目的在完整介紹數位典藏建

置以及推廣所需要的專業知識與實務經驗。教學設計上分為三個單元，首先【數

位典藏內容】介紹數位典藏建置的原則、以及不同建置主題所需要的工作流程;其

次，【數位典藏技術】介紹各種數位典藏相關先進科技與系統管理技術。由於本課

程為概論性質，相關技術的深入探討將在其他進階或實作課程講授。最後，【數位

典藏推廣】則是透過具體的個案分析，引導學生應用所學撰寫各種推廣企劃書，

培養未來就業以及數位典藏推廣的專業能力。 

 

本課程的教學採小組報告與分組討論的方式進行。各組除了老師所提供資料

外，需另外蒐集與整理國內外相關數位典藏成果與推廣案例在課堂中跟同學分享

並進行評論。透過參與式的學習，本課程的學生將共同針對<花蓮百年歷史記憶>

這主題撰寫不同類型的數位典藏推廣計畫書。老師將對各組的興趣與需求提供相

關參考文獻或資料，課堂上也會對各組的報告進行詳細的討論，提供具體改進策

略。本課程的作業要求依<期初作業>、<期中作業>與<期末報告>分別說明如下: 

 

期初作業: 以小組方式進行數位典藏內容主題介紹，內容為老師所指定之數位典

藏主題，及該主題之國內外數位典藏成果(參見圖 5.3)。  

 

 
圖 5.3: 數位典藏期初作業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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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作業:以個人作業方式在工研院所研發之 Tagala 時空記憶平台進行地景介紹

網誌的建置，其目的在了解Web2.0技術及歷史文化地景之主題部落格建置之方法。

本課程修課學生已建立約 80 個網誌，以及超過 300 個花東地區文化地景介紹。

TAGALA 網址: http://www.tagala.tw/html/  
 

 

圖 5.4: Talaga 時空記憶平台主畫面 
 

該網站可透過空間範圍的搜尋，彙整出所搜尋時間、空間範圍的主題網誌，

為 WEB2.0 集體創作集體分享概念的具體實踐，如下圖所示。 

 

圖 5.5: Tagala 時空記憶平台時空搜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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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作業:以小組方式針對以下數位典藏加值推廣主題，採四選一方式進行專案報

告。  

1.數位典藏影音技術實作(影片製作)  

2.創意地標企劃書寫作(數位典藏推廣)  

3.實體博物館之觀察與數典技術加值規劃 

4.數位典藏於中小學教學之教案設計  

 
期末報告的成果講評參見下一章節說明，期中影片製作的部分已由專案教師

將檔案上傳至 Youtube 公開展示。網址如下: 
http://tw.youtube.com/profile_videos?user=jinlinkuo&p=r  
 
 

 
圖 5.6: 數位典藏期末作業 Youtube 展示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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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學生期末報告講評 

數位典藏概論期末報告講評 <6/12 上午班> 
主題 數位典藏~我們的紀念日 

 

組別 第六組 
組長 曾靜文 
組員 蕭宇宸、陳佳瑩、吳燕婷、

李委益 
類型 <四>數典教案設計 
評分(new) A- 

報告特點 對象設定為小三小四之教案，利用中國經典詩詞與傳統故事介紹每

個節氣、節慶假日，說明每個特殊節日的由來、傳統習俗等內容。

問題與改

善建議 
 每個節日的介紹內容過於豐富，須考慮學生在有限的時間內是

否能夠吸收。 

 選取的詩詞並缺乏一些關鍵文言文的解釋(口頭介紹時)。 

 古典詩詞是這個數位典藏教案的靈魂，可以多一些包裝，如找

以這些詩詞為歌詞的經典歌曲(鄧麗君唱紅的作品等)可以更吸

引學生注意。 

 發放學習單給學生練習時，配合范瑋琪<我們的日子>樂曲播

放，以互動方式跟台下討論問題。創意是不錯，但是這首曲子

似乎跟主題的氣氛不太搭配。 

 遺憾的是，你們的報告並未有效使用相關的數位典藏資源。應

更具體說明你們的報告跟哪個數位典藏網站有關? 透過這教

案你們要如何引導學生去使用數位典藏資源? 
備註 6/12 報告，6/18 提交修改版本。 

報告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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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復刻良品之旅 

組別 第五組 

組長 簡嘉瑩 

組員 楊惠君、郭宜靈、廖若茵 

類型 <二> 創意地標企劃書 

評分(new)  A 

報告特點 介紹花蓮港廳獨具特色的文史景點，善用老照片與現況實查照片之對

比，展現這些地標景點之前世今生與鮮為人知的故事。 

問題與改

善建議  

 你們選取的景點都非常有特色，但企畫書著重於包裝，應強化主

題跟景點的特色描述。如使用較有渲染力的副標題、或用問答式

的方式改製你們的簡報。  

 簡報投影片的文字應該要大一點，並刪除一些多餘的描述。提供

或簡述這些地標景點位置資訊。景點應該編號，或作一些分類。 

 簡報中有些資料來源的說明註釋<取自網路>，請說明來自哪個網

站 ? 並盡量去找到原始資料來源(剪報、書刊)。 

 你們介紹的景點太多。既然是企畫書，應把最有看頭的景點當廣

告拿出來宣傳，而不是把口袋裡有的東西都掏出來。可考慮把這

些內容拆成兩三份企畫書，分不同類型寫作投稿。 

 各景點的副標題可更發揮一些創意給讀者想像空間。例如 :一個消

失的村落、噴水池旁的日本老房子、被遺忘的石碑、物換星移~你

知道以前花蓮港廳舍在哪? (竟然是現在的曾記麻糬)、大水溝上的

美食街 ~溝仔尾~ 原本是受災戶的難民村~~睹物思人~追尋名人

的腳步~楊牧故居、臨海堂、忠烈祠的前世今身?...等等 

備註 6/12報告，6/18提交修改版本。 

報告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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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一輪灣月~~太魯閣 

 

組別 第四組 

組長 蔡松遠 

組員 
郭黛晴、陳柏任、陳怡真、

許智雄 

類型 <一> 數典影片 

評分(new)  B+ 

報告特點 用照片串連的影片，在音樂陪襯之下，結合文字的摘要描述，流暢清

楚的介紹每個太魯閣的景點。 

問題與改

善建議  

 你這部片子想要告訴觀眾什麼故事? 為什麼需要影片來記錄、作

數位典藏? 

 如何把影片做的更有<人味>? 還有<時間性> 

例如 太魯閣音樂會、原住民的慶典、老照片(公路開發時的工人)、

遊客、寺廟的住持…管理局的主管….. 

 如果只是景觀的介紹，你們的東西跟太魯閣國家公園網站上的影

片有何區別? 

當數年、數十年後回來看這部片子，會有什麼意義? 

 拍攝當日是雨天、景色打了不少折扣…. 

 文字的顏色是否會被被景色給掩蓋? 

備註 6/12報告，6/24提交修改版本。 

報告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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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創意地標之瑞穗鄉土行 

 

組別 第七組 

組長 王又德 

組員 郭皇甫、楊呈 

類型 <二> 創意地標企劃書 

評分(new)  A－ 

報告特點 介紹花蓮瑞穗(舊名:水尾)的創意地標景點。結合歷史地名的創意組

名，與生動的景點介紹，令人想要前往一探究竟。結尾附上水尾道人

的部落格，很有特色。 

問題與改

善建議  

 要KUSO 就要KUSO 到極致，可已將企畫出設計成水尾道人說

教~~建議把每位道人的照片放進去、記得穿上道服。 

 組名那麼有創意了，投影片就別用那些正經八百的標題了。如恩

師之碑→老師真偉大、日本人懼怕的老虎頭~ 虎頭山、不要以為

菸田只有美濃有、有菸田就會有菸樓…等等 

 口頭報告中的神話故事很有趣，怎麼沒有放到簡報中? 
 部分投影片的文字還需要精鍊些、字體大一點。 

 內容可改編為 道人之間的對話… 

 

備註 6/12報告，未提交修改版本。 

報告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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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歡迎光臨~傳統藝術中心 

 

組別 第三組 

組長 翁沛瀅 

組員 
陳怡璇、劉芮孜、蔡佳佑、

許嘉珍 

類型 <四> 數典教案設計 

評分(new)  A－ 

報告特點 教學對象為國小五年級的小朋友，透過問答的方式，引導小學生使用

傳統藝術中心的網頁，從中了解傳統、藝術的內涵。使用照片影像介

紹傳統工藝的類型，結合數典網站、線上遊戲的使用教學。 

問題與改

善建議  

 針對不同的傳統工藝，建議多使用生活中可以看到的傳統工藝圖

片，可更吸引學生興趣。 

 偏重在網頁的操作流程，較缺乏創意性的主題開發。 

 不一定要用傳統的學習單，可活用<傳藝王>線上遊戲的使用。教

案可以建議使用電腦教室，教學生上機使用<傳藝王>。 

 學習單的設計須考慮學生的想法，避免設定兩題以上須寫大量文

字的問答題。 

 你們原本規畫要教學生設計扇子的單元怎麼抽掉了? 如果加上這

個實作的學習單元會更有意義。 

 

備註 6/12報告，未提交修改版本。 

報告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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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典藏概論期末報告講評 <6/12 下午班> 
主題 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組別 第七組 

組長 蔡函蒨 

組員 鐘秀雅、蘇品卉、洪禎鞠、顏聆

類型 <三> 博物館考察與改善計畫 

評分(new) A 

報告特點 台灣史前文化博物館的導覽與相關展示空間的介紹，投影片附上清楚

的文字描述、結合照片、影片的介紹，內容豐富。後半段的優點大公

開、缺點小聲說之單元，提供實體博物館展示技巧與數位典藏技術應

用相當多反省與思考的議題。 

問題與改

善建議  

 介紹這個博物館的目的可更清楚的呈現。是要找出行銷這個博物

館的創意?還是要在文宣上、數位典藏新技術<多媒體、互動效果

使用等等>作改進? 
 每張投影片的附標題的說明很有意思(如:我刷 我刷 我刷刷

刷….)。但，可以更有創意，例如人類進化演變圖可以誇張為<性
教育的最佳場所> ；科學的考古方法等介紹單元可以用<你所不

知道的考古學>等… 
 報告時用問答的方式很不錯，介紹有趣、或有創意的博物館文物

展示方法，但這部份的投影片缺乏清楚的文字說明。 

 博物館本身就有特定的主題，介紹時須思考如何用來重新包裝你

們的簡報主題?可以針對博物館的內容、多媒體設施介紹的方式、

媒體來重新分類…. 
 報告中有指出該博物館使用觸控式螢幕的缺點? 可以更清楚的放

在簡報中說明，並把相關具體的問題條列出來。 

 可考慮將卑南文化遺址影片DVD 的畫面擷取放在簡報中，讓報

告更為流暢。 

備註 6/12日報告，6/18日提交修改版本。 

報告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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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翻鍋企劃組…食在好味道

 

組別 第五組 

組長 諶幼琴 

組員 高筱美、彭馨瑩、蔡玨君

類型 <二> 創意地標企畫書  

評分(new) A 

報告特點 介紹花蓮的美食景點的創意地標企畫書。標題與第二頁的卡司介紹很

有創意，美食介紹的部份令人食指大動。雖然你們用了大部分篇幅介

紹花蓮的歷史，但這些內容並未有效跟<美食>有效結合，成為分離且

互不相干的兩個主題。 

問題與改

善建議  

 企畫書為了放文史資料而讓主題失焦。應該以美食的<所在地>為
主軸，輔以該地點或鄰近地區的文史背景說明。其創意應該在於

享受美食之餘又有文史的饗宴。…以鄉土為餐盤、歷史為佐料、

讓吃出知識…. 
 例如:光復糖廠的有名的冰淇淋時同時也介紹該糖廠歷史、火車

頭、日式宿舍改建為民宿的特點.. 
 口頭報告中提到花蓮的過去、史前時代的背景…光就這部份來

說，口頭報告中講到的神話故事有趣，但跟剪報中的文字卻沒有

契合。 

 美食景點只介紹了兩個，有吸引力，但不夠有創意，可再多一些

誇張式的文字包裝。建議最少寫到3 至5 個美食創意地標景點。

 

講評 6/12報告，6/18日照老師建議修改。應該給你們最佳進步獎! 

報告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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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七星潭 

 

組別 第六組 

組長 劉宏偉 

組員 林嘉賢、朱素儀、葉家宏

類型 <一> 數典影片  

評分(new) A＋ 

報告特點  運用一系列的照片與字幕說明與適切的投影片轉場，介紹花蓮七

星潭的人文聚落、產業經濟、自然環境、觀光景點等不同主題。

 片頭使用Google Earth 影像，介紹地理區位的同時也融入海岸的

浪濤…相當具有特色。影片配樂的選擇用心，可有效引導觀眾進

入主題情境。 

問題與改

善建議  

 字幕的字型與字體顏色對比可再調整。 

 <時間>的元素必須放入影片中，這是何時拍攝? 何時製作的? 
 產業經濟主題的部分，一開始就跑出堆土機感覺主軸有點模糊。

但相對的堆土機跟捕魚的關係，很有特色，可以重新包裝並加入

更清楚的解說。 

 自然環境特色的部分建議可再補上地圖說明。 

 

備註 6/12日報告，6/18日修改。 

報告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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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花蓮的故事~舊酒廠創意

文化園區 

 

組別 第三組 

組長 黃齡禾 

組員 
劉千榆、許豐樺、劉淑屏、

曾馨誼 

類型 <一> 數典影片  

評分(new) A＋ 

報告特點  精彩的數位典藏影片製作，主題清楚、配樂與畫面的轉場特效精緻，

字幕的使用別有用心，具故事性的影片剪輯有豐富的想像力。 

 雖然DV 拍攝技巧稍嫌生硬，但也體現了復古v8 拍攝的感覺。照片

與旁白的文字串場，饒具特色，旁白字體大小恰當。 

問題與改

善建議  

 似乎漏掉了你們的主題?請在開頭補上去你們的主題。 

 片尾除了作者介紹外，也特別感謝協助影片資料提供與製作的人

士，很不錯，但還是請補上這是哪門課的作業好嗎。 

 不同主題的配樂在轉場時可控制音量，避免不同音樂轉換間有稍微

突兀的落差感。 

 未來可考慮將舊酒廠另一側廢墟內的照片，另外製成數位典藏影片。

 一部好的數位典藏紀錄片須包含時間、空間與記錄的內容。請記得

補上<時間>的元素。 

備註: 6/12日報告，6/18提交修改版本。 

報告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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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 數位典藏概論<上午班> 
主題 松園憶往 

 

組別 第九組 
組長 辜冠程 
組員 王吳之玨、張孟凱、潘

銘麒 
類型 數典影片 
評分

(NEW) 
A 

報告特點 利用數位典藏影音技術紀錄個人對此地景的歷史感受的影片~松園

別館。老照片與實地考察的照片的堆疊，配合簡潔的字幕的說明，

在輕柔的音樂中帶讀者走入松園別館周邊的時空隧道。 
問題與改

善建議 
 在片頭補上松園別館的簡要大事記，讓觀眾先掌握松園別館的

歷史脈絡會更好。 
 部分實地照片的取景很有趣，彼此間的串連雖然有時間性，但

如果可以明確講出每個轉折的具體時間點(西元或民國幾年)會
更好。 

 影片中用了許多花蓮的老照片，有些場景並非在松園別館。希

望可以更清楚說明這些照片跟松園別館的關係。(軍事相關照

片、特定人物的照片、自來水水廠、街景…) 
 本影片是遊記式的構成與自述，客觀的去呈現一個地方的歷

史。未來若有可能再修改，可再多一些作者自己的主題觀點進

去。換言之，更具的去呈現你想透過影片講出的故事。 
備註 6/19 報告，6/23 繳交修正檔。 
報告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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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用心看台灣之不再是鬼

屋的歷史建築~將軍府 

 

組別 第一組 
組長 褚涌佑 
組員 陳怡錦、王欄蓁、陳冠諭

類型 數典影片 
評分

(NEW) 
A+ 

報告特點 在<用心看台灣>這首動人台語歌中介紹將軍府這個歷史景點的人

文背景，建築特色。透過相機鏡頭與精彩的影片剪輯細數這個地方

的文化特色。除了文字導覽外，也配音解說，對答式、詼諧的影像

文字揭開這個地方的神秘面紗。 
問題與改

善建議 
 配音的聲音很好聽，期許未來類似的作品可以再多一些<人聲>

的口白或來講故事。配音可在相對比較有限的時間放入更豐富

的資訊。 
 一個好的紀錄片除了客觀的去建構記錄者與被記錄者的世界

之外，也可以放進去一些對這歷史景觀的<未來>期許。把你們

的意見或政府正在進行的規劃理念融入這影片中。(這次報告不

需要修改) 
 這些地景是可以用歷史地圖去做更細緻的補述，增加更多的歷

史與空間交錯的感受。(這次報告不需要修改) 
 結尾有點 Kuso，有趣，可以把讀者拉回現實。但，建議把課

程名稱跟你們製作的時間資訊放進去。 
備註 6/19 報告，未繳交修正檔。 
報告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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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花大回憶錄 

組別 第二組 

組長 葉嘉雄 

組員 洪奕暐、張亦翔、林亦帆、

王盈中 

類型 數典影片 

評分

(NEW) 
A+ 

報告特點 非常感性的拍攝手法，應用老照片與訪談記錄花蓮教育大學的歷

史。老照片以老紀錄片獨有的影片輕微上下跳動的方式，做出復古

的感覺。訪談對象多元(警衛、學生、老師、全家店長)，在<現在，

很想見你>的配樂中，鋪成出花師人對這學校的印象與懷念。 
問題與改

善建議 
 很棒也很用心的影片製作，也許你們的設計並沒有要給特定的

<影片名稱>，建議還是下個片名標題比較好。可在開頭那翻開

花大回憶錄後定調。或者你們就要用<翻開花大回憶錄>當片

名? 
 訪談的部分(校園警衛)時，背景光太強，受訪者的臉看不是很

清楚。(建議未來可以改進) 
 影片中穿插不同對象的訪談，但每段的時間太過冗長，建議可

以再做剪輯。一般來說訪談片段的引用都是要去印證某個特定

觀點，幫助影片更聚焦。 
 片中所使用的年代是西元還是民國? 看來是西元，但是下面字

幕又有民國多少年的出現，請統一紀年單位。 
 校園的數位典藏應包含有形跟無形的，可以多一些<人>的<動

態>的照片，如球賽、畢業生的留影….等。 
 想像! 你們只是先做一個精彩的預告片，先把精華且最吸引人

的片段剪輯出來。建議此影片可以再縮短一些。 
備註 6/19 報告，6/23 繳交修正檔案。 
報告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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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風車的另一個故鄉 

(一休ㄟ夢:台灣豐田篇)

 

組別 第八組 
組長 吳宗燁 
組員 陳泠錆、楊雅筑、黃靜

怡、蔡旻蓉 
類型 教案 
評分

(NEW) 
A 

報告特點 以國中一年級為對象，介紹豐田村鄉土特色的數位典藏應用教案。

學習單的製作很精緻有趣，結合生動的 powerpoint 簡報引導學生更

了解這塊土地的歷史。 
問題與改

善建議 
 教案的標題很有趣-風車的另一個故鄉。但是教案中並沒有提到

<風車>，也沒有交代風車跟這個移民村的關聯? 請先弄清楚這

是日本時代的遺物還是近年社區總體營造刻意創造出來的意

象或地方圖騰? 
 在教學上可以善用 Team work 的能量，建議可以戲劇的方式來

引導學生認識這個移民村。例如，你們用了很多一休和尚的

圖，可以請一位同學扮演一休，來跟大家問問題或講故事。 
 可以考慮反過來先介紹這村莊很不一樣的特色(日式建築、產業

地景等)再慢慢引導學生去了解<日本移民村>是怎麼一回事? 
開頭就講移民村政策等太過生硬，國一學生也不見得可以理

解。(這次報告可不修改) 
 簡報中或學習單建議可以再加入清楚的地方文史地圖，讓學生

了解教學中所談到各地景的位置。 
 簡報最後有列出數位典藏網站，建議再設計一些簡報或流程，

引導學生或教他們使用這些網站資源。 
備註 6/19 報告，6/24 繳交修正檔案。 
報告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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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典藏概論期末講評 6/19<下午班> 
主題 數位典藏~林田山~ 

 

組別 第一組 
組長 魏怡均 
組員 徐秀惠、陳莉婷、 

范成毅、謝文哲 
類型 數典影片 
評分

(NEW) 
A 

報告特點 影片開頭應用 google earth 由太空俯視的效果，令人有眼睛一亮的

感覺。透過老照片以及跑馬燈的文字，介紹林田山的興衰史。對林

田山各景點觀察得很細緻，可以看出製作團隊的用心。 
問題與改

善建議 
 跑馬燈的字幕，配合黑色底，很清楚的要表現的文本呈現在影

片中。不過位置也許可以考慮放在影片視窗的最下方，可避免

部分圖片的資訊被遮蓋。 
 2 分 45-55 秒時前後兩組音樂有點重疊，畢竟是風格迥異的曲

子，不適合套疊，6 分 33 秒左右的第三段音樂的銜接也有點不

協調，可考慮再修飾一下。 
 第三段(6 分 33 秒-8 分 20 秒)林田山文物館介紹，影片所使用

的照片與字幕內容，幾乎沒有關聯。換言之，文本內容本身很

不錯，但要考慮怎樣跟影片中的圖像作連結! 
 未來製作類似影片可考慮適當的運用人聲配音或訪談影片的

技巧，讓影片的內容更豐富生動。(未來改進參考) 
 客觀的去呈現一個文化地景的特色或遊記式的紀錄所觀看到

的景點固然不錯。但作為一個紀錄片仍可思考如何去凸顯作者

的觀點以及建立一個＜故事性＞！想想怎樣用你們的影片去

感動人。(未來改進參考) 
備註 6/19 報告，未繳交修正檔。 
報告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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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花憶時光 

 

組別 第二組 
組長 顧芳瑜 
組員 顧雅婷、張耀仁、許柏

任 
類型 數典影片 
評分

(NEW) 
A++ 

報告特點  運鏡與轉場的手法純熟，清楚區分每個片段主題，在現在跟過

去的照片的交互堆疊，呈現花教大的歷史變遷與校內各種活動

的記錄。 
 片中的文本與頭文字(永記花教大，彼此情誼，即使分離，妳我

永遠心繫)構築出數頁結合影片與動人詩篇，兼具創意與感情。

實屬佳作。 
 影片清楚抓到花教大校園文化的特色(清晨在校園的打掃、小而

美的校園、生活餐廳)，訪談對象的選定與問題設定用心，勾勒

出<捨不得>的情感氛圍。 
 配樂的選擇切中主題、文字(字幕)與影片中個畫面的結合非常

適切。 
 

問題與改

善建議 
 可能的話，請在片尾補上數位典藏概論期末成果等字樣。對這

門課，對你們自己都會是個肯定。 
 

備註 6/19 報告，免繳修正檔。 
報告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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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太魯閣長春祠 

 

組別 第八組 
組長 江國榮 
組員 闕均展、林威廷、游奕

銘、曾柏凱 
類型 數典影片 
參考評分 B+ 
評分

(NEW) 
在欣賞國家公園自然景觀之外，針對太魯閣的重要人文地景～長春

祠，介紹其歷史、建築特色與周邊景觀。為一目的清楚、旅遊記事

主題的數位典藏影片。 
問題與改

善建議 
 字幕中<典藏時間:2008 年六月 1 日>，請統一用阿拉伯數字。

 開頭使用 Google Earth 標示路線，很不錯。沿線每個景點若能

\用更清楚的 Google earth/map 標示會更佳。 
 字幕須考慮背景顏色，或適當的加上背景色。開頭字幕的顏色

就有點問題，淺藍色字配藍色底就不是很好的做法。 
 影片中字幕的文字可以再做修飾，有些很不錯，有些太口語。

此外，盡可能把你們學到的自然地理知識放到影片中。如:影片

中提及的<水很清、石頭很壯麗>，請說明是什麼溪或哪種岩石。

 影片似乎太短(6:41)，期末作業要求要有 10 分鐘以上喔!可考慮

在最後放些番外篇，或在影片中穿插跟太魯閣(或長春祠)有關

的報導、文學詩詞作品的賞析。(來得及修改就修改，來不及也

無妨) 
備註 6/19 報告，未交修改版本。 
報告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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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豐田移民村 

 

組別 第四組 
組長 謝品瑞 
組員 郭喬宜、李永梅、 

李泓鋮、戴淑如 
類型 數典影片 
評分

(NEW) 
A+ 

報告特點 運用 Flash 動畫與地圖導覽，結合實地踏查影片、老照片與相關文

史資料，介紹豐田村的九個景點及其日本移民村的歷史痕跡。影片

剪輯、配音與字幕設計已具電視台鄉土介紹節目的水準。 
問題與改

善建議 
 文史地圖的動畫呈現考察路徑，很精彩。不過凡走過必留下痕

跡，建議把走過的路線用顏色線條呈現。(未來參考建議) 
 此片選了九個景點，介紹的很詳盡，但有些是地方的文化地

景，有些是近年來新興的產業地景，可能要做些區隔或取捨。

如，介紹豐田村早期的移民村色彩，可能就不適合把立川漁場

也放進來。 
 文史資料應準備更充分，考證要更嚴謹些。如影片中出現大阪

式與廣島式菸樓時，配音跟字幕僅稱其為大阪式菸樓。 
 學生通常都會駐留在地方文史館，花很多時間拍裡面的陳設。

但事實上相較於那些被＜收藏與整理＞過的文物，有待保存的

文物或戶外景觀、耆老的訪談等才是更重要的。影片中當然可

以介紹文史館，但不用過於強調，除非是要幫他宣傳的短片。

 配音同學的聲音跟速度都很不錯，不過有些地方有點照稿念的

呆版。此外，配音的時應盡量跟影片中的圖像配合好(碧蓮寺那

段就有些不搭調)。(未來參考建議) 
 內容可以做些取捨，不見得要取到九個景點，另外可以讓內容

更精緻一點，類似製作電影預告片，把最精華最吸引人的內容

拿出來。結尾的文字及工作成員介紹的畫面可更簡潔些。 
備註 6/19 報告，6/23 繳交修正檔案。 
報告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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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八里左岸十三行博物館 

 

組別 第九組 
組長 宋承鴻 
組員 周煥峻、吳昱慶 
類型 數典影片 
評分

(NEW) 
B 

報告特點 實地參觀八里十三行博物館並介紹其特色，並針對該博物館展示的

優缺點以及推廣提出建議。 
問題與改

善建議 
 貴組的參考評分不高，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你們本該在上週報

告，卻全組缺席也未跟老師請假或說明。老師雖然給你們機會

補報告，但會影響到隔週的時間安排以及其他同學的權益。不

管修什麼課，應該避免類似的情況再發生。 
 你們口頭報告時有很多有趣的重點或對該博物館的具體觀察

(哪裡需要改進或者有哪些展示方法上的優點)並沒有羅列在簡

報中，應盡可能將這些觀察條列出來，才能夠有說服力。 
 請補充<數位典藏技術>是否使用在該博物館的展示介紹上，或

你對於課堂上所介紹過相關數位典藏技術方法如何應用在既

有的文物展示有何具體看法?(不能就簡單說電腦設備不夠鮮\
進這樣含糊的字眼) 

 請在最後附上官方網站網址，或你參考的相關文獻清單。 
 

備註 6/19 報告，6/24 繳交修正檔案。 
報告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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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後續課程構想與進度規劃         
  

  本學程為兩年期課程規劃，96 年度上學期已完成「歷史地理學概論」、「地

圖學」、以及「地理資訊系統(上)」之授課，96 年度下學期接著進行「數位典藏

概論」、「計量史學與空間資訊」、「地理資訊系統(下)」等三門課程。本計畫執

行至今已完成第一年度課程， 即將於 97 學年度開始進行第二年課程授課，除

了延續 96 年度上學期已開授的三門課程之外，另外將開授兩門新課程，分別是

「東台灣歷史圖像與 GIS」及「歷史地圖與數位典藏資源的應用」。換言之，97

年度的上學期將同時執行五門學程課程。詳細課程大綱請詳見圖 6.1 課程架構。 

 

 
圖 6.1:歷史 GIS 數位化學程課程架構 

 
以下課程教學計畫表為 97 學年度上學期歷史 GIS 數位化學程課程，依核心

課程(歷史地理學概論)、進階課程(地圖學、地理資訊系統<上>)與應用課程(東

台灣歷史圖像與 GIS、歷史地圖與數位典藏資源的應用)之順序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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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稱 
（中/英文） 

歷史地理學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Geography 

類別 
  基礎課程 

□  進階課程 
□  應用課程 

 □  實作課程 
授課教師 黃雯娟、黃熾霖 開課學期/學分數 96 上/2 
修課限制  

一、簡介 

歷史學以闡明過去人類活動裡，人與人的關係為主，與時間或時代保持密切關

係；地理學則是探討人類活動中，人與環境的關係為重，與空間或地域保持密切關係；

若將時間和空間交織在一起，就進入歷史地理學的範疇。任一階段的時間和某一空間

的交截面，均可作為歷史地理學的研究對象。 

二、課程目標 

歷史地理學是研究歷史時期地理現象分佈、變遷及其發生、發展規律的學科。概

括的說也就是研究歷史時期地理環境的演變及其規律的科學。一般對過去的探索中只

注重在縱的時間上（即歷史的研究），空間之因素較忽略（即地理方面的影響）；本課

程的目標是要提出此重要性，並認為從時間及空間出發，才能真正掌握歷史整體的面

貌。（由於本系發展方向以人文地理為主，因此在課程設計上也以歷史人文地理學為

主，歷史自然地理只作簡略的介紹）此外，在研讀教本上，本課程著重歷史地理的研

究理論、方法、相關文獻之介紹及研究趨勢，並介紹歷史 GIS 對於歷史學科研究之

衝擊。 

三、課程規劃 

週次 日期 教學內容與重點 教學方法與活動 
  1. 9.17 課程介紹  
  2. 9.24 歷史地理學的方法與課題（一） 

以參考書目 1.2.3 為文本 
  3. 10.1 歷史地理學的方法與課題（二） 
  4. 10.8 歷史地理學的發展 以參考書目 4 為文本 
  5. 10.15 中國歷史地理學的發展 

學生預讀與課間討論 

  6. 10.22 臺灣歷史地理學的發展 

  7. 10.29 文獻導讀(1)：台灣島內的區域性-歷史研
究的觀點 

  8. 11.5 文獻導讀(2)： 區域地理的歷史研究途
徑：以清代岸裡地域為例 

  9. 11.12 文獻導讀(3) ：舊地圖與都市土地利用變
遷 

 10. 11.19 
文獻導讀(4) ： 流動的性慾地景-高雄愛
河畔男同志性活動（1960-2001）的歷史
地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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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1.26 期中考  

 12. 12.3 歷史地理的研究素材 (1)：古文書與古地
圖的利用 

每人收集一份古文書及古
地圖並解讀內容及利用價
值 

 13. 12.10 歷史地理的研究素材(2)：地名的解讀與
利用 

每人收集一鄉鎮之地名並
解讀內容及利用價值 

 14. 12.17 歷史地理的研究素材(3)：戶口名簿與祖
譜的利用 

每人收集一份戶口名簿的
利用並解讀內容及利用價
值 
參考：台灣傳統聚落的血緣
構成：以研究方法為中心

 15. 12.24 期末報告：台灣歷史地理個案研究報告
評讀（8 篇） 

以國內歷史地理學領域學
位論文及相關論著為對象
分組選讀與評論 

 16. 12.31 期末報告：台灣歷史地理個案研究報告
評讀（8 篇） 

 17. 1.7 期末報告：台灣歷史地理個案研究報告
評讀（8 篇） 

 18. 1.14 期末報告：台灣歷史地理個案研究報告
評讀（8 篇） 

四、指定及參考書籍 

1. Butlin,R.A.(1993)Historical grography: through the gates of space and time, 
London: Edward Arnold.  

2. Robert A.Dodgshon(1998) Society in Time and Space:A geography Perspective on 
Change,Cambridge university. 

3. 陳芳惠，《歷史地理學》，大中國圖書公司。 
4. 王育民，《中國歷史地理概論》（北京：人民教育出版，1987）。 
5. 趙岡，《中國城市發展論集》（台北：聯經出版，1995）。 
6. 陳正祥，＜中國文化中心的遷移＞，《中國文化地理》，三聯書店。 
7. 錢穆，＜如何研究歷史地理＞《收入中國歷史研究法》，東大圖書。 
8. 嚴耕望，＜歷史地理學與歷史研究＞，《嚴耕望史學論文選集》，聯經。 
9. 史念海，《中國歷史人口地理和歷史經濟地理》（台北：學生書局，1991）。 
10. 施雅軒(2000)地理學的歷史取向，國立臺灣大學理學院地理學系地理學報，

27：71-84。 
11. 施添福。1994，〈揭露臺灣島內的區域性──歷史地理學的觀點〉，《中等教

育》，45卷4期，頁62-72。 
12. 施添福。1990，〈歷史地理學與臺灣史的研究〉，《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田野研

究通訊》，14期，頁3-9。 
13. 施添福。1988，〈「臺灣地圖」的繪製年代〉，《臺灣風物》，38卷2期，頁95-96。

五、評量指標 
1.課堂講授相關理論。 
2.文獻史料解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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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題研讀與討論。 
4.專文報告與評讀。 

六、考試/報告/實作規定 
1.課間作業（研究素材解讀與利用）30％ 
2.出席率 10％（抽點一次缺席扣 20 分，遲到（15 分內）扣 5 分） 
3.期中作業 30％ 
4.期末報告 30％ 

 
 

科目名稱 
（中/英文） 

地圖學 

Cartography 
類別 

□  基礎課程 
  進階課程 

□  應用課程 
 □  實作課程 

授課教師 潘文富 開課學期/學分數 96 上/2 

修課限制 無 

一.教學目標 

    1.了解地圖學的本質。 
    2.熟識地圖要素與繪畫原理。 
    3.培養地圖繪製與判讀的應用能力。 

二.教學內容 

    1.地圖學的本質。 
    2.地球體的特性。 
    3.地圖要素：比例尺、投影、地理資訊特質、圖例、方向標、圖名、地名、顏色

等。 
    4.地圖投影概述：投影原理、變形定律、投影安排。 
    5.地圖投影類型：圓柱投影、偽圓柱投影、圓錐投影、方位投影。 
    6.地理資訊的符號化：定性符號化、定量符號化。 
    7.地理資訊的簡括化：分類、選擇及簡化。 
    8.地圖繪製的原理與程序。 
    9.等高線地圖的判讀與應用。 

三.教學方法 

    講授、地圖繪製、野外地圖判讀 

四.教學評量 

    1.地圖繪製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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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地圖判讀 30％ 
    3.平時考察 20％ 
    4.出席率 

五.參考書目 

    1.Robinson﹐A.H.et al.（1985）：Elements of Cartography（5thed.）.台北：歐亞書

局。 
    2.姜道章譯（1966）：地圖學。台北：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3.林惠娟（1984）：主題地圖符號的設計與應用。台北：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

所碩士論文。 
    4.李道義、外耀珍譯（1989）：地圖學原理五版。南京：測繪出版社。 
    5.許耿、梁義冰（1990）：地圖學。長春：東北師範大學。 
    6.徐聖謨（1991）：地圖學。台北：中國地學研究所。 
    7.潘桂成（1994）：地圖學原理。台北：固地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8.馬永立（2000）：地圖學教程。南京：南京大學。 
    9.賀忠儒等（2002）：地圖學通論。台北：國立編譯館。 
    10.廖克（2003）：現代地圖學。北京：科學出版社。 

11.潘桂成（2005）：地圖學原理—修訂版。台北：三民書局。 
12.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地理學系：等高線讀圖法。台北。 

 
 

科目名稱 
（中/英文） 

地理資訊系統(上)、（下）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類別 
□  基礎課程 

  進階課程 
□  應用課程 

 □  實作課程 

授課教師 林祥偉 開課學期/學分數 96 上/2 

修課限制 無 

1. 簡介 
資訊科學快速發展的過程中，不論是 Internet 帶動的新技術的發展、或是電腦運

算速度、資料庫系統與存取容量的成長，這些為人類資訊文明，帶來了完整基礎建設

的豐碩成果，讓過去數十年來，不論是歷史學、地理學或其他相關領域，在研究文獻、

數位資料、衛星影像等各方面均快速累積著「浩瀚」的資料，但卻同時存在著不知如

何處理的資訊浪費危機。美國前副總統高爾先生，於 1998 年 1 月 31 日，在加州科學

中心的演講中，即以「數位地球：在二十一世紀暸解我們的星球（The Digital Earth: 
Understanding our planet in the 21st Century）」為題，呼籲其政府及民間各界，共同研

發並整合現有資源，將包括環境、社會、經濟、人口等資料型資料，轉化為易理解的、

可互動查詢、並能提供地理空間參考資料的「數位地球」資訊，以協助一般民眾與科

學家探索周遭環境，並提供有效途徑面對問題。在臺灣，行政院也於 2002 年將『數

位臺灣』計畫，核定為挑戰 2008 國家發展的重點計畫，其目的亦是在建立一個涵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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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環境、歷史與文化等各類訊息的虛擬環境(virtual environment)。 

2. 科目目標 
我們可以一邊激情的宣揚冰清玉潔的理論和理想，另外一邊踏實的執行達成理想

的粗工，競爭激烈的市場上，不允許任何人有潔癖，不願意捲起袖子把手弄髒。本課

程的目標在於學習如何應用地理資訊科學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cience; 
GIScience)，整合的處理大量不同比例尺的時間與空間資訊，並進行各種處理、應用、

與分析，來因應這危機並展現其應用潛力。 

3. 課程規劃 
(1).What is GIS ? 
(2)地理學的比例尺觀念 
(3).地圖學的革命 
(4).歷史地圖的介紹與蒐集計畫 
(5).Georelational Vector Data Model 
(6).Object-Based Vector Data Model 
(7).網格式資料與影像資料的定位 
(8).數值高程資料 
(9).衛星定位系統的資料輸入 
(10).台灣堡圖數位化計畫 
(11).東台灣航空照片與古地圖的幾何校正 
(12).Edit Data 的正確性、數位化錯誤模式 
(13).屬性資料的輸入和管理 
(14).Data Display and Cartograpy 
(15).Data Exploration 
(16).Vector Data Analysis 
(17).Raster Data Analysis 
(18). Terrain Mapping and Analysis 

4. 指定及參考書籍 
(1).Chang, K. T. 2006 Introduction to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McGraw Hill 

(指定教課書)  
(2).ESRI 2004 Getting to know ArcView GIS :th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for 

everyone, Environmental Systems Research Institute (Redlands, Calif.)  
(3). Davis, D. E. 2004 GIS for everyone - exploring your neighborhood and your 

world with a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 ESRI Press. 

5. 評量指標 
藉由課堂討論與考試以檢驗學生學習成效。 

6. 考試/報告/實作規定 
（1）上課學習態度與課堂討論（40％）。 
（2）期中與期末考試(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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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稱 
（中/英文） 

東台灣歷史圖像與 GIS 
East Taiwan Historical 
Images and GIS 

類別 
□  基礎課程 
□  進階課程 

  應用課程 
□  實作課程 

授課教師 林祥偉、潘繼道、吳翎

君 
開課學期/學分數 97 上/2 

修課限制 須先修畢基礎課程與進階課程 

一、教學目標 

從 80 年代開始，地理資訊系統(GIS)即廣泛用於自然學科的應用，近來年更受到

人文學科的青睞。本系為了回應資訊革命時代的來臨，及因應未來 GIS 在人文學科

應用的需求，因此本系於 96 學年度開始，建構了「歷史 GIS 學程」。其中，本課

程「東台灣歷史圖像與地理資訊系統」，即為前述歷史 GIS 學程中之應用課程。

修習本課程之學生，均已修習過歷史 GIS 學程之核心課程(歷史地理學、數位

典藏概論)，及進階課程(地圖學、計量史學與空間資訊、地理資訊系統(上)、
(下))，已具備歷史文化詮釋能力與地理資訊相關技術之基礎。藉由與在地產學

合作公司提出業務服務單位之需求，由同學實際完成該文史主題之深度地圖，

俾利學生發展出更具實際執行能力的文化專才或研究能力，以提升學生的實務應用

經驗與學習能力。 

二、教學內容 

週別 教學內容與重點 教學方法與活動 協同授課教師 

第一週 原住民傳統社會文化 講授(鄉土文化主題) 潘繼道老師 

第二週 臺灣原住民族分佈 
實作(地理資訊系統應

用) 
林祥偉、姜勝華老師 

第三週 
唐山過臺灣—漢人移墾

社會的形成 
講授(鄉土文化主題) 

潘繼道老師 

第四週 

清代閩粵移民的祖籍地

分佈 
清代臺灣地區閩粵移民

分佈 

實作(地理資訊系統應

用) 

林祥偉、姜勝華老師 

第五週 
晚清「開港通商」與西洋

宗教、醫學、文化的傳入
講授(鄉土文化主題) 

潘繼道老師 

第六週 
晚清「開港通商」時，北

部淡水河沿岸重要聚落

分佈 

實作(地理資訊系統應

用) 

林祥偉、林佳樺老師 

第七週 
東臺灣的史前文化與原

住民 
講授(鄉土文化主題) 

潘繼道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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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週 東臺灣原住民族分佈圖
實作(地理資訊系統應

用) 
林祥偉、林佳樺老師 

第九週 
晚清「開山撫番」與原住

民族群抗爭（1875-1896）
講授(鄉土文化主題) 

潘繼道老師 

第十週 
晚清東臺灣重要漢人聚

落分佈分析與調查 
實作(地理資訊系統應

用) 
林祥偉、林志融老師 

第十一週 日本的官營與私營移民 講授(鄉土文化主題) 潘繼道老師 

第十二週 

日治時期花蓮地區官營

移民村—吉野村、豐田

村、林田村的聚落分佈與

擴散 

實作(地理資訊系統應

用) 

林祥偉、林志融老師 

第十三週 
日治晚期東臺灣開發史

（1930-1945） 
講授(鄉土文化主題) 

潘繼道老師 

第十四週 
日治時期花蓮港廳太魯

閣族各部落「集團移住」

分佈圖 

實作(地理資訊系統應

用) 

林祥偉、林佳樺老師 

第十五週 戰後東臺灣開發史 講授(鄉土文化主題) 潘繼道老師 

第十六週 
戰後花蓮市眷村分佈調

查與趨勢 
實作(地理資訊系統應

用) 
林祥偉、林佳樺老師 

第十七週 產學合作單位參訪 產學合作單位參訪 
林祥偉、潘繼道、姜勝

華、林志融、林佳樺 

第十八週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

處、縣政府農業局、消防

局及文化局參訪 
業務服務單位參訪 

林祥偉、潘繼道、姜勝

華、林志融、林佳樺 

三、教學方法 

鑒於培養同學實務應用之能力，本課程挑選東台灣在自然環境、族群關

係、文化發展與人文歷史上較具特色的八個主題(詳見課程綱要)，每周均由協

同授課的歷史學專長教授引讀，並指導歷史圖像與文字資料的蒐集方向，同

學熟練了鄉土誌書寫技巧與方法後，立即於下周邀請產學合作單位，協同引導

學生進行數值資料的蒐集，製作對應前述八個主題的深度文史地圖(詳見課程

綱要)。在反覆執行八個單元、十六周後，不僅同學對 GIS 如何運用於地方文史

工作有初步的認識，更能夠熟練運用 GIS 技能，並具備書寫東台灣深度文史資料

庫的技巧與能力。並藉由與在地機關單位建教合作，於最後兩周，由產學合作

公司提出業務服務單位之需求，由同學實際完成該文史主題之深度地圖，俾

利學生發展出更具實際執行能力的文化專才或研究能力，以提升學生的實務應用經

驗與學習能力。 
四、教學評量 

課堂參與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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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作業 50% 
出缺席 20% 

五、教科書與參考書目 
Brewer, C. A. 2005 Designing Better Maps—A Guide for GIS Users 
彭明輝 1995 洄瀾本土叢書(一)—歷史花蓮，花蓮，花蓮洄瀾文教基金會 
其他相關文獻集結成冊自編教材 
                      
 

科目名稱 
（中/英文） 

歷史地圖與數位典藏資

源的應用 
Application of Using 
Historical Maps and 
Digital Archives 

類別 
□  基礎課程 
□  進階課程 

  應用課程 
□  實作課程 

授課教師 郭俊麟、康培德 開課學期/學分數 97 上/2 
修課限制 須先修畢基礎課程與進階課程 

一、教學目標 
    台灣自古以來即是各種族群與海洋貿易往來的交會之地，自探險時代以來不同的

製圖者用地圖記錄、也見證了台灣近代以至於現代的連續性歷史發展軌跡。本課程除

了介紹目前國內外台灣相關歷史地圖典藏的現況與資源之外，並著重於理解這些<空
間符碼>中的文化與社會意義，應用當前最新的 web2.0 工具(如 Google Earth)結合歷

史地圖的解讀探討各個歷史時代的生活空間與文化面貌。 
二、教學內容 
週別 教學內容與重點 教學方法 授課教師 
第一週 課程簡介 課堂講授 郭俊麟 
第二週 地圖台灣:從想像到實測的台灣形象 課堂講授 康培德 
第三週 地圖與歷史符碼(1):16-19 世紀的歷史地圖 課堂講授 康培德 
第四週 地圖與歷史符碼(2):1900 年以前的善本地圖集 課堂講授 康培德 
第五週 Google Earth 地圖應用:歷史地圖套疊 上機實作 郭俊麟 
第六週 地圖與歷史符碼(3):殖民征服戰爭階段的地圖 課堂講授 康培德 
第七週 Google Earth 地圖應用:歷史地理資訊的描繪 上機實作 郭俊麟 
第八週 地圖與歷史符碼(4):土地調查階段的地圖 課堂講授 康培德 
第九週 Google Earth 地圖應用:TimeTag 地圖製作 上機實作 郭俊麟 
第十週 地圖與歷史符碼(5):內地延長階段的地圖 課堂講授 康培德 
第 11 週 Google Earth 地圖應用:Image Tag 與 Hyper 

Link 
上機實作 郭俊麟 

第 12 週 地圖與歷史符碼(6):太平洋戰爭的軍事地圖 課堂講授 康培德 
第 13 週 Google Earth 地圖應用:Google Earth 與

ARCGIS 資料轉換 
上機實作 郭俊麟 

第 14 週 地圖與歷史符碼(7):近代地圖的製作 課堂講授 康培德 
第 15 週 台灣歷史文化地圖系統(THCTS)的使用 上機實作 郭俊麟 



 

136 
 

第 16 週 國內外歷史地圖與遙測數位典藏資源 課堂講授 郭俊麟 
第 17 週 小組報告與討論 課堂討論 郭俊麟 
第 18 週 小組報告與討論 課堂討論 郭俊麟 
三、教學方法 
    為培養學生使用歷史地圖以及應用地圖數位典藏的能力，本課程採課堂講授與上

機實作交替進行的授課方式。循序漸進介紹不同時期歷史地圖特色、製作背景、製圖

者眼中的台灣及地圖符號中反映的歷史文化意涵之時，同時得以應用最新技術工具親

身體驗地圖套疊、分析加值與後置處理的流程。後半段的課程將介紹並實際操作中研

院 GIS 中心所開發的台灣歷史文化地圖系統，了解歷史地圖與參與式 GIS 應用之潛

力，並能善用研究單位所建置的歷史地圖數位典藏資源。 
四、教學評量 

1. 課堂參與30% 

2. 期末報告50% 

3. 出缺席20%       
無故缺課經點名三次未到者不予計分 

五、教科書與主要參考書目 
1. 丹尼斯.渥德著，王志弘/李根芳/魏慶嘉/溫倍章合譯(1996)，地圖權力學,時報文化出

版。 
2. 宮崎正勝著，林鑑鱗譯(2006)，從地圖與地名看世界歷史，世潮出版社。 
3. 海野一隆著，王妙發譯(2002)，地圖的文化史，中華書局(香港)。 
4. 呂理政˙魏德文主編(2004)，經緯福爾摩沙─16-19世紀西方人繪製臺灣相關地圖，南

天書局。 
5. 國立台灣博物館(2005)，地圖台灣，時藝多媒體。 
6. 許哲明編(2002)，經天緯地-國防測繪機構創制一百週年紀念專刊，聯勤北部印刷廠。

7. 賴進貴(2005)，古地圖的空間認知探索-以1878年<全台前後山輿圖>為例，地理學

報(42):47-68。 
8. 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GIS專題中心網站: http://gis.ascc.net/NDASupport/ 

9. 其他地圖相關講義將於授課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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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論與建議              

1. 學程執行成效 
本計畫的特色在於以學程建立跨領域的學習，創造本系(校)學生未來在研究、

教學與文化推廣之特色與競爭力，使得文史系所的學生在回應未來資訊革命的競

爭下，發展出更具特色的文化專才與研究能力。目前已成功將學程理念推廣至校

內學生，授課績效頗受學生好評，修課人數也持續成長中。此外，本學程之執行

將藉由歷史 GIS 教學與實作來充實現有東台灣的數位典藏資訊庫。在培育符合

社會需要兼具人文素養與資訊能力的人才外，也擴充並累積現有東臺灣歷史地理

研究之資料庫。可預期的未來，本計畫將可落實本校鄉土文化學系為東部「歷史

GIS 與鄉土文化人才」培育中心。以科技整合之優勢，提供完整的人文資源與技

術運用教學，將可落實本校鄉土文化學系成為東部鄉土教學資源與人才培育中心。

具體來說，本學程的執行成效如下: 
 

A. 透過跨領域的課程整合，成功推動本系(校)學生未來在研究、

教學與文化推廣之特色。  
本學程結合本系歷史、地理、GIS 以及數位化技術之相關師資，以

核心、進階、應用、實作等階段的課程架構設計，結合地理資訊系統與

文史的學習，提供學生跨領域的整合性學習環境。這些學期成果將可推

展於文史學科的研究、教學及文化推廣等方面，使得文史系所的學生在

回應未來資訊革命的時代，發展出更具特色的文化專才或研究能力。 
 

B. 詳實的學程架構與課程安排，不但提升教學品質，教學的同時

也充實本校東台灣數位典藏資訊庫。 
本學程之執行將藉由歷史 GIS 教學與各類東台灣實作主題、作業的

設計，可進一步充實本校現有東台灣的數位典藏資訊庫。在教學上也結

合本系既有的 GIS 硬軟體設備，落實小班教學目標，並提供開設與學習

ArcObject 或 ArcIMS 及 Google Map 等相關專門 GIS 程式設計課程之環

境，培育符合社會需要兼具人文素養與資訊能力之特殊人才。 

C. 落實本校鄉土文化學系為東台灣「歷史 GIS 與鄉土文化數位典

藏人才」的培育中心。 

    目前東部有關 GIS 及數位化資訊人才相當匱乏。本計劃培訓學生畢

業後，可直接進入 GIS 設計與開發公司、進入中央及地方政府機關，從

事 GIS 規劃工作、或繼續進入研究所進行更高階段之 GIS 研究工作。在

本校豐富之鄉土教學資料庫基礎上，結合 GIS 培育鄉土文化人才。以科

際整合之優勢，提供更完整之人文資源與技術運用，落實本校鄉土文化

學系為東部鄉土教學資源與人才培育中心。將來在此一計劃的培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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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在地化種子隊伍後，專兼任助理在未來亦可擔任小班研習營，提供

中小學教師和產業界研習之機會。 
 

2. 建議事項 
 

根據本年度的執行經驗，展望未來相關計畫在執行與推動上可能面臨的問題，

本計畫提供以下具體建議: 
 
A. 考量東部地區人力資源與硬體設備資源較為不足的現實情況，需提早考

慮學程的中長程規畫與計畫結束後專案教師的延聘事宜。此外，專案教

師的身分定位上在大學院校中存在著既非兼任亦非專任的矛盾，在研究

教學上存在硬體設備取得上的困難。建議計畫主管單位審核專案教師經

費時，可另外補助其研究設備之經費。 
 

B. 全國申請教育部補助之同性質計畫不少，如何讓彼此的經驗與成果有更

多分享與交流的機會，應是下一步需要考慮的課題。建議可由計畫主管

單位來主辦各校學生成果發表會，或者共同宣傳或舉辦全國性的大型研

習活動，可彙整各校學程對於研習活動的需求或構想，在全國各執行教

育部補助計畫之大學，分北、中、南、東場次舉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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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附錄                               
 



附件一: 地理資訊系統(下)課程講義 

 

 

 

補充說明: 因版權問題，本課程所有講義僅在 ET 網路學園公開。詳細授課教材

(如影片、GIS 檔案下載等)請至 ET 網路學園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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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計量史學與空間資訊課程講義 
 

 

 

補充說明: 本附件講義僅為上課內容之 PPT 檔案，詳細授課教材(如影片、GIS

檔案下載等)請至 ET 網路學園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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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量史學與空間資訊講義(96 下) 

1 
 

Before using GIS: What kind of data do you have? 
 

 GIS analysis is a process for looking at geographic patterns in your data and at relationships between features. 
 Frame the question  understand your data  choose a method  process the data  look at the results 
 Geographic features are either discrete, continuous phenomena, or summarized by area. 
 Geographic features can be represented in the GIS using two models of the world: Vector and Raster. 
 Three common operations you perform on feature and values within tables are selecting, calculating, and summarizing. 

 

The GIS gives you a number of options for creating maps to show quantities： 
Graduated symbols; Graduated colors; Charts, bar, pie; Contours; 3-D perspective views 

 

 Which features Which values  Advantages Disadvantages 
Graduated 
symbols 

Locations 
Lines, Areas 

Counts/amounts 
Ratios, Ranks 

Intuitive-people 
Associate symbol size with 
magnitude 

May be difficult to read if many feature on 
map 

Graduated colors Areas, Continuous 
phenomena 

Counts/amounts 
Ratios, Ranks 

Make it easy to read patterns 
and feature values 

Colors not intuitively associated with 
magnitude  

Charts Locations 
Areas 

Counts/amounts 
Ratios 

Shows categories as well as 
quantities 

May present too much information, 
obscuring patterns 

Contours Continuous 
phenomena 

Amounts 
Ratios 

Easy to see rate of change 
across an area 

May make it hard to read patterns and 
individual feature values 

3-D perspective 
views 

Continuous 
phenomena 
Locations, areas 

Counts/amounts 
Ratios 

High visual impact May make it hard to read values of 
individual features 

計量史學與空間資訊講義(96 下) 

2 
 

Mapping density: (point or line)  
Usually these feature are mapped using a density surface, dot map, calculate a density value for each area. 
 

method Use if.. output Trade-offs 
Map density by area You have data already 

summarized by area, or lines or 
points you can summarized by 
area 

Shaded fill map or dot 
density map 

Relatively easy, but doesn’t pinpoint exact centers of 
density, especially for large areas; may require some 
attribute processing 

Create a density surface You have individual locations, 
sample points, or lines 

Shaded density surface 
or contour map 

Gives a more precise view of centers of density, but 
requires mode data processing 

 

Finding what’s inside 
Method What it’s good for Types of feature Tradeoffs 

Drawing areas and features Finding out whether feature are 
inside or outside an area 

Locations 
Lines, Areas 
Surfaces 

Quick and easy, but visual only- you can’t get 
information about the features inside 

Selecting the features 
inside the area 

Getting a list or summary of 
features inside an area 

Locations 
Lines 
Areas 

Good for getting info about what’s inside a single area, 
but does not tell you what’s in each of several areas 
(only all areas together) 

Overlaying the areas and 
features 

Finding out which features are 
inside which areas, and 
summarizing how many or how 
much by area 

Locations 
Lines 
Areas 
Surfaces 

Good for finding and displaying what’s within each of 
several areas, but requires more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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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量史學與空間資訊講義(96 下) 

3 
 

Mapping Change 
Three way of mapping change 

1. Creating Time series 

2. Creating a tracking map 

3. Measuring and mapping change 

 

Method Type of change Time pattern Pros Cons 
Time series Movement or 

change in character
Trend 
Cycle 
Before and After 

Strong visual impact if 
change is substantial; shows 
conditions at each data/time

Readers have to visually 
compare maps to see where, 
and how much, change occurred

Tracking map Movement Trend 
Cycle 
Before and After 

Easier to see movement and 
rate of change than with 
time series, especially if 
change is subtle 

Can be difficult to read if more 
than a few features 

Measuring change Change in character Trend 
Before and After 

Shows actual difference in 
amounts or values 

Doesn’t show actual conditions 
at each time; change is 
calculated between two times 
only 

 

Types of change: Geographic features can change location, or change in magnitude or character 

計量史學與空間資訊講義(96 下) 

4 
 

期末小組報告 CHECK LIST 
 

Step1 Step2 Step3 Step4 Step5 
Frame the question Understand your data Choose a method Process the data Look at the results 

 
 

    

 
 
 
 
 
 
 
 
 
 
 
 
 
 
 
 

    

 

220



附件三:數位典藏概論課程講義 
 

 

 

補充說明: 本附件講義僅為上課內容之 PPT 檔案，詳細授課教材(如影片、範例

檔案下載等)請至 ET 網路學園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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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典藏概論                                                                  授課教師:郭俊麟 2008.4.17 
 

 
上方圖片中的物件編目號：AT3798，為一個“玻璃珠串腕飾”(英文名稱：Glass Bead Bracelet)，

是屬於西拉雅族人的物件。1997 年入藏，是服飾和身體裝飾的一種類型，主要材質由玻璃珠

和貝構成，採用鑽孔和串連的技術，共有黑、白、藍、紅等顏色，此件原件的特徵在於有 16

串彩色玻璃珠串，其中間夾有 4串小貝珠串，兩端各以一片長條形穿孔獸骨片固定，兩端各帶

兩條麻繫繩。它的尺寸為長 13公分；寬 4.7 公分；厚 0.3公分；貝板厚 0.3公分；繫帶長 12.7

公分；淨重 23公克，該物件目前由國立臺灣博物館人類學組典藏。以上資料來源出自國立臺

灣博物館原住民文物數位典藏計畫網站   

標題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主題與關鍵字    所屬族群：   

描述    數量：   

主材質：   

顏色：   

型制/特徵描述：   

原件與否：   

製作技術：   

日期    入藏時間：   

類型     

格式    長(cm)：   

寬(cm)：   

厚(cm)：   

淨重(g)  ：            ；貝板厚(cm)  ：            ；  繫帶長(cm)  ： 

識別    編目號：   

來源     

權限    典藏單位：   

練習一：請從文字內容

中，擷取欄位的資料值填

入下方的表格（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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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典藏概論                                                                  授課教師:郭俊麟 2008.4.17 
 

 

 

 

 

 

 

原來在宜蘭平原噶瑪蘭村落有：棋立丹社

（礁溪鄉德陽村）、抵把葉社（礁溪鄉德

陽村）、新仔罕社（礁溪鄉）、奇武暖社（礁

溪鄉光武村）、踏踏社（礁溪鄉玉田村）、

馬麟社（礁溪鄉玉光村）、奇蘭武蘭社（礁

溪鄉二童村）、打馬煙社（頭城鄉竹安村）

喀嘓里遠社（壯圍鄉大福村）、奇上板社

（壯圍鄉廓後村）、里目罕社（壯圍鄉新

南村、功勞村）、抵美福社（壯圍鄉美福

村）、新仔羅罕社（壯圍鄉功榮村）、抵美抵美社（壯圍鄉美間村）、珍仔滿力社（員山鄉、蓁

巷村）、擺離社（員山鄉蓁巷村）、吧咾吻社（員山鄉惠好村）、抵美簡社（不詳）、支鎮路社（不

詳）、哆囉岸社（羅東鎮打那岸）、歪仔歪社（羅東鎮仁愛里）、掃笏社（五結鄉興盛村）、娑羅

辛仔宛社（五結鄉新店村）、加禮遠社（五結鄉秀水村）、奇澤簡社（五結鄉利澤村）、流流社

（五結鄉新店村秀水村）打郎巷社（五結鄉協和村）、奇武老社（冬山鄉三奇村）、里荖社（冬

山鄉埔城村）、珍珠美簡社（冬山鄉珍珠村）、武罕社（冬山鄉群英村）、打蚋米社（冬山鄉永

美村）、馬荖武煙社（冬山鄉武淵村）、南塔吝社（不詳）、留留仔莊社（不詳）、猴猴田社（蘇

澳鎮頂寮里、新華里）、馬賽社（蘇澳鎮永榮里）阿里史社、（三星鄉大隱村、行健村、拱照村） 

 

 

提示:  請參考右上圖表。僅需設計METADATA欄位即可，不需將所有敘述文字填入。 

‐‐‐‐‐‐‐‐‐‐‐‐‐‐‐‐‐‐‐‐‐‐‐‐‐‐‐‐‐‐‐‐‐‐‐‐‐‐‐‐‐‐‐‐‐‐‐‐‐‐‐‐‐‐‐‐‐‐‐‐‐‐‐‐‐‐‐‐‐‐‐‐‐‐‐‐‐‐‐‐‐‐‐‐‐‐‐‐‐‐‐‐‐‐‐‐‐‐‐‐‐‐‐‐‐‐‐‐‐‐‐‐‐‐‐‐‐‐‐‐‐‐‐‐‐‐‐‐ 

練習二:請為以下的文字

描述設計一個可供 GIS使

用的METADATA屬性欄

位。(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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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Metadata 08  
02 09 
03 10 
04 Metadata 11  
05 Metadata 12 
06 Metadata
07 

�

� :
01 Metadata 08  M
02 09 
03 10 
04 Metadata 11  
05 Metadata 12 
06 Metadata06 Metadata
07 

• 1

• 22
– :
– :

• 3
– :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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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2

1

1 21 2

1 2

10020 10021

10021 10020
http://www.hles.tpc.edu.tw/nine/sample/document/art/13

3

2

-3

( )

50048

5-5

3

1

32

6-6

1-- 2-

001374N000
000000

005759N000000000

001374

1 21 2

003848N000000000
005759N000000000
005760N000000000

001374N000000000

005760N000000000
005761N000000000
005762N000000000
018217N000000000
.

7-7

2

A.A. ((grouping)grouping)

-8

1

8

11.
2. Metadata 
33.

11-11

33�

Handle System

04Metadata (2003/04/29 )

12-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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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B.B. ((structuringstructuring))

-13

(( gg))

1

(
)

1. ,
22.

16-16

3�

17-17

18-18

3

19-19

……
Reputation

20-20

CDWA 1.OBJECT/WORK 8.MATERIALS AND TECHNIQUESCDWA
/

2.CLASSIFICATION 9.FACTURE

3.ORIENTATION/ARRAGEMENT
/

10.PHYSICAL DESCRIPTION

4.TITLE OR NAMES 11.INSCRIPTION/MARKS4.TITLE OR NAMES 11.INSCRIPTION/MARKS
/

5.STATE 12.CONDITION/EXAMINATION HISTORY
//

6.EDITION 13.CONSERVAION/TREATMENT HISTORY
/

7.MEASUREMENTS 14.CREATION

21-21

15.OWNERSHIP/COLLECTING HISTORY
/

22.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

16.COPYRIGHT/RESTRICTIONS
/

23.RELATED TEXTURAL 
REFERENCES

17.STYLES/PERIODS/GROUPS/MOVEMENTS
/ / /

24.CRETICAL RESPONSES

18.SUBJECT MATTER 25.CATALOGING HISTORY

19.CONTEXT 26.CURRENT LOCATION

20.EXHIBITION/LOAN HISTORY 27.DESCRIPTIVE NOTE

21.RELATED WORK ( Core Categories)

23-23

CDWA
E hibiti /L Titl NExhibition/Lo
an History

/

Title or Name

Curator
Organizer
Sponsor
Venue Name

Place
Type 
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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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 - Dublin Core 15

- -Metadata

-26

- -Metadata

-27

:

:
( / / )

:

- -Metadata

-28

- -Metadata

htt // t l d t /d 5/S t /M i jhttp://catalog.ndap.org.tw/dacs5/System/Main.jsp

http://catalog ndap org tw/dacs5/System/Main jsphttp://catalog.ndap.org.tw/dacs5/System/Main.jsp

3�

Dublin Core
( )

Title

Creator

SubjectSubject

Description

Publisher

00000008

Contributor

Date

Type

24 4

-

Format

Identifier

SourceSource

Language

Relation

Coverage

Rights

Dublin Core ( )

TitleTitle

Creator

Subject

Description -

Publisher

ContributorContributor

Date 24 4

Type

FormatFormat

Identifier 00000008

Source

Language

Relation

Coverage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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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22

• 3

• 4

1-1

1

2-2

Step 1

3-3

Step 2

(DBMS)( )
MySQL

INT FLOAT FLOAT(4) FLOAT(8) ……( ) ( )

CHAR VARCHAR TEXT ……

DATE TIME DATETIME YEAR……

4-4

V h 20Varchar 20
Varchar 10

ByteByte

6-6

Step 3

7-7

8-8

~!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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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b :b. :

: :

10-10

:

06 Metadata (2004/09/16 )

11-11

c. :

1

1 21 2

12-12

d :d. :

13-13

……

14-14

Step 4

Metadata Web

15

A.  

-15

B.  

C.  

18-18

1. text

2. textarea

3. Radio Button

4. Check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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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
• /• /
• /
•
•
• ……

23-23

Step 5

24-24

So far ……
1. step 1, step 2, step 3 , step 4 step 5

22.

25-25

Identify Number Varchar 20

Object Title Type Varchar 10Object Title Type Varchar 10
Object Name Varchar 100

Cataloging
History

Cateloger Name Varchar 20
History Catelogin Date Varchar 10

Modifier Name Varchar 20
Modifier Date Varchar 10

26-26

27-27

2

09Metadata

28-28

http://www.aborigines.sinica.edu.tw/

29-29

http://www.aborigines.sinica.edu.tw/

299



30-30

http://www.aborigines.sinica.edu.tw/

31-31

http://www.aborigines.sinica.edu.tw/

32-32

3

……

33-33

09Metadata (2003/11/14 )

34-34

200032

0 1 2

01 02 03 04 05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25 26 27 28 29

09Metadata (2003/11/14 )

35-35

4

XML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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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0 5
1 5 11 5.1

1.1 5.2  Dublin Core 
1.2 6
1 3 6 11.3 6.1

2 6.2
2.1 6.3
2.2 7

3 8
3.1
3.2

4
4.1
4.2

3-3

0 5
1 5 11 5.1

1.1 5.2  Dublin Core 
1.2 6
1 3 6 11.3 6.1

2 6.2
2.1 6.3
2.2 7

3 8
3.1
3.2

4
4.1
4.2

4-4

0 5
1 5 11 5.1

1.1 5.2  Dublin Core 
1.2 6
1 3 6 11.3 6.1

2 6.2
2.1 6.3
2.2 7

3 8
3.1
3.2

4
4.1
4.2

5-5

0 5
1 5 11 5.1

1.1 5.2  Dublin Core 
1.2 6
1 3 6 11.3 6.1

2 6.2
2.1 6.3
2.2 7

3 8
3.1
3.2

4
4.1
4.2

6-6

0 5
1 5 11 5.1

1.1 5.2  Dublin Core 
1.2 6
1 3 6 11.3 6.1

2 6.2
2.1 6.3
2.2 7

3 8
3.1
3.2

4
4.1
4.2

7-7

0 5
1 5 11 5.1

1.1 5.2  Dublin Core 
1.2 6
1 3 6 11.3 6.1

2 6.2
2.1 6.3
2.2 7

3 8
3.1
3.2

4
4.1
4.2

8-8

0 5
1 5 11 5.1

1.1 5.2  Dublin Core 
1.2 6
1 3 6 1MAAT MetadataMAAT Metadata StrategStrateg1.3 6.1

2 6.2
2.1 6.3

MAAT MetadataMAAT Metadata StrategyStrategy
2.1.

2.2 7
3 8

3.1
…………

3.2
4

4.1
4.2

9-9

0 5
1 5 11 5.1

1.1 5.2  Dublin Core 
1.2 6
1 3 6 11.3 6.1

2 6.2
2.1 6.3
2.2 7

3 8
3.1 ……
3.2

4
4.1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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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

0 5
1 5 11 5.1

1.1 5.2  Dublin Core 
1.2 6
1 3 6 1

/
/

1.3 6.1
2 6.2

2.1 6.3
2.2 7

3 8
3.1
3.2

4
4.1
4.2

11-11

0 5
1 5 11 5.1

1.1 5.2  Dublin Core 
1.2 6
1 3 6 11.3 6.1

2 6.2
2.1 6.3
2.2 7

3 8
3.1
3.2

4
4.1
4.2

12–12

0 5
1 5 11 5.1

1.1 5.2  Dublin Core 
1.2 6
1 3 6 11.3 6.1

2 6.2
2.1 6.3
2.2 7

3 8
3.1
3.2

4
4.1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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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典藏概論習作 2008.4.24 
 

 

 

 

 

 

 

 

 

 

 

 

 

 

 

 
 

 

 

 

 

 

元素名稱   

登記總號   

分類編號   

一致性資源描述識別碼   

登錄人   

登錄時間   

更新人   

更新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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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5.8

• 1•

•

1

•

•

�
�
�
�EXCEL

�Google�Google�
�Yahoo
�MSN
��

�
�
�Youtube

(
)

�Youtube
�iTun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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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SQL

•

•

•

• •

•
–

•

–
•

–

–

~ Google BombGoogle�Bomb

• •

•

:Google: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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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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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GoogleGoogle�

Google MapGoogle�Map

TAGALA

311



IGOOGLE..

……

312



: World News Ranking System

< : >

World News Ranking System: Ranking Page and Ontology

< : >

1:

< : >

2: Local Breaking News System

< : >

3:

< : >

…

•

•

Chronology as pieces

Abstract events

•

Chronology as pieces
of the historyHistory already authored

Edit relationships
•

A set of described

Edit relationships
between events

Chronology as a set ofA set of described
information

Chronology as a set of
relationship of structured
information

Temporal View

Spatial View

tim
e

space

tu
de spac

longitude

la
tit

p
e

Perspective ViewPerspective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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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

…

Web2 0Web2.0

GOOGLE�DEVELOPER�DAY2008

314



11
< >

2008.5.15

� ICOM� ICOM
1977 5 18

International Museum Dayy
�

�
5 9 5 18 2

� 2008 518

http://www.cam.org.tw/big5/activity/20070518/downl
oad.htm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http://www.taiwan-sal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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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008.5.22

•
•

•
•

•
•

•
•• •
•

•

•

•

•

•

•

•

11.

•
– :

• ::
• :

• :< > < >:
– :

• : (Pixel) (Bit)

• : :�1. ,�2. ,�3.�256 ,4. , 5.CMYK(
)
:– :

• (Vector�Graphics)
• (Bitmaps)

JPEG JPEG 2000JPEG
•

JPEG�2000
•

•

•

•
•

• •

•
•

•

GIF PNGGIF
•

PNG
•

•
•

• •

• •

TIFF BMPTIFF
•

BMP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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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4x6
100 i

–
100ppi
300dpi

… ?

–

–

3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GB

– � �CMY

• RGB( ):

• CMY( ):

(C l S )• (Color�Space)
Color�mapping�function

•
RGBRGB

• sRGB Adobe�RGB:

• sRGB HP Microsoft 1990
sRGB

• Adobe�RGB Adobe 1998
CMYK sR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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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YK(Cyan Magenta YellowBlack)CMYK(Cyan,Magenta,Yellow,Black)

• CMYK

• CMYCMY
RGB CMY

•

•
CMYK

HIS(Hue Saturation Intensity)HIS(Hue,Saturation,Intensity)

• RGB

• (Hue) (Stauration) (Brightness)

• < >

• < >< >

• < >

YIQ YUVYIQ YUV…

• YIQ YUV
YIQ NTSC

YUV PAL

Y
IQ UVIQ UV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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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dataMetadata

• EXIF :EXIF(Exchangeable Image FileEXIF :EXIF(Exchangeable�Image�File�
Format )

• EXIF (JEIDA) 1996• EXIF (JEIDA) 1996
1.0 1998 2.1

2 22.2

• EXIF JPEG TIFF
(H d )(Header)

ISOISO ….

• EXIF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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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Analog�signal)

– (Digital�signal)

– � (Analog�to�digital�converter,�ADC)

•
– DVD :96000HZ,24�bits,�, ,

– CD :44100HZ,16�bits,

– :22005,8�bits,� 1, ,

– :22005,8bits,
1.

2.
wav

2.

mp3

:
• NTSC :

• :
•

480i
480

PAL

–

(• PAL
576i

• :

(
)

–
• :

…480i��480p

• (HDTV): •• (HDTV):
1080p – MPEG(Moving�Picture�Experts�

Group)

Meta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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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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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5.29

http://163.13.42.28/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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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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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6.5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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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341



�11

342



343



http://www.e�up.com.tw/index.asp?tier=15

�2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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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mibuildingmaterial.net/index.ph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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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歷史 GIS 數位化學程工作坊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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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29

� GIS

Building outlines on top of a 1775 historic map.

� GIS

� GIS� GIS

�

GIS

�…interest in geographical inquiry and 
the use of geographical evidence to 
understand the shaping influence ofunderstand the shaping influence of 
geography on history…..use GIS to 

i hi t i l t th t ldreexamine historical events that we could 
not grasp so well. (knows, 2005)g p ( , )

GISGIS

Knowles, A. K. 2005 Emerging Trends in Historical GIS, VT. Historical Geography, Vol. 
(33):7 13(33):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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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

�

�

�

(Modifiable Areal Unit Problem; MAUP)(Modifiable Areal Unit Problem; MAUP)
GIS

�

�

�

GIS

��

—

—

�

�

GISGIS

GISGIS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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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l M� GoogleMap

�

� GIS

� GIS

� TimeMap©p

2004 

93/09/01-
94/04/30 NSC 93-2422-H-
026-002

http://gis nhlue edu tw/timememoryhttp://gis.nhlue.edu.tw/timememory

�1997 UC Berkeleyy
(ECAI) GIS

��

TimeMapp

�

�

��

�

�

(cultural data)(cultural data)

�

�

20042004 
GIS

93/01/01 - 94/12/31 
94E0202094E02020 

http://gis.nhlue.edu.tw/etgishttp://gis.nhlue.edu.tw/et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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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200

��

� ArcIMS® GIS

•

•

•

•

•

�

� � 3D

2006 3D2006 3D
2006/08/01 - 2007/07/31 NSC 95-2415-H-026-003

�

3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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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Chun Fan)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2

•

• GIS

• GIS

3

•
•

4

GIS

1b-2a

5

GIS

1

2

3

6

GIS

(CCTS)
(THCTS)

(Literature)

(History)

7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Time and Space, CCTS)
http://ccts.ascc.net/

8

C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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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CCTS

10

(Taiwan History & Culture in Time and Space, THCTS)
http://thcts.ascc.net/

• 1904
1920

•

…

•
…

…

2007 GIS2007 GIS20072007 GISGIS

11

THCTS

12

vs. !?

from CCTS ( )

13 14

(1405-1433) :
1. 15 3D
2. Index Map
3.

Google Earth :
1.
2.

(1405-1433) :
1. 15 3D
2. Index Map
3.

Google Earth :
1.
2.

(1405(1405--1433)1433) ::
1.1. 1515 3D3D
2.2. Index MapIndex Map
3.3.

Google EarthGoogle Earth ::
1.1.
2.2.

1

2

Hyper Link

3

15 16

1b-2a

from CCTS ( )353



17 18

(THCTS)

19

GIS

• GIS
–

• (GIS Achieves)

•

– (2004 - )

–

– / /

20

/

WebGIS-based

� 50 25788
� 40 33892
� 1 5 3

� 10
� 33

� 50 25788
� 40 33892
� 1 5 3

� 10
� 3

� 50 25788
� 40 33892
� 1 5 3

� 10
� 3

21 22

GISGIS

o
o
o

o
o

23 24

•
3D

–
–
–

• DEMO
– http://gis.ascc.net/TouchTable/TouchTable_demo.av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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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 (Map Tile Server)
– (Map Tile)

(Level Of Detail, LOD)

• (ArcGIS Map Tile Extension)
–

ESRI., ArcGIS
(Map Tile Layers)

26

GISGISGIS

(
)

(
)

(
)

( )( )( )
( )( )( ) ( )( )( )

( )( )( )GIS
( ))

GIS
( )

GIS
( )( )( )( )( )( )( )

( )( )( )

27

2003.03.27 (Columbia University) 
2003.05.13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03.12.17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2004.03.25 (Princeton University) 
2004.10.01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2005.10.14 (Keio University) 
2006.10.27 (University of Bonn) 
2007.04.18 (Harvard University)

2006. (for Humanities GIS, e-Social Sciences)
Indiana University-Purdue University at Indianapolis (US)
The Queens University of Belfast (UK)
Academia Sinica (Taiwan)

28

GIS

GIS

Web-site: http://gis.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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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

GIS

• 1854 John Snow
–
–
–

•
•
• (cluster)

• GIS• GIS

J h SJohn Snow

19541954 90 E i I f E iM90 Epi-Info EpiMap

• CDC WHO
–

FREQ TABLES GRAPH MAPQ
–

E iM– EpiMap
• Epi-Info EpiMapEpi Info EpiMap

– EpiMap
– EpiMap2000 ArcView GIS

E i I f E iMEpi-Info Epi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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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GIS

• GIS
–

• Scholten and Lepper, 1991.

• GIS
–

• Kabel, 1990.

GIS• GIS
–

– WHO/UNICEF, 1993

2000 GIS2000 GIS

• GIS

– (The third party) GIS(The third party) GIS
GIS

GIS• GIS
– GISGIS

Bob Weinhold, 2006

Environmental Disease. Ozone: 
Good, Bad, or Indifferent?

• Bob Weinhold• Bob Weinhold

•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Vol. 114, 

No. 9. (Sep., 2006), pp. A522.

Environmental Epidemiology:p gy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 Juha Pekkanen and Neil Pearce• Juha Pekkanen and Neil Pearce

•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Vol. 109, 

No. 1. (Jan., 2001), pp. 1-5.

NOT ALL MAPS ARE EQUAL:Q
GIS AND SPATIAL ANALYSIS IN EPIDEMIOLOGY

• Mika JP Rytkönen• Mika JP Rytkönen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ircumpolar Health 

63:1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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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AID A li t VA US– USAID, Arlington, VA, US.

• GIS
–
– IDRC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IDRC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

WHO
••

– Malaria Control Program, WHO Lyme disease, NASA

GISGIS
( )

• Journals which publish GIS-related articles
• Annals of the AAG
• Cartographica Earlier Titles: Cartographica Monographs and The Canadian Cartographer (1965-1979)g p g p g p g p ( )
• Cartography an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cience Earlier titles: Cartography an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1990-1998); The American Cartographer (1974-1989) 
• Computers and Geoscience

C E i d U b S• Computers, Environment and Urban Systems
•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ciences (?) 
• Geographical Analysis
• Geographical & Environmental Modelling• Geographical & Environmental Modelling
• GeoInformatica
•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cience Earlier Title: Int. Journal of Geog. Info. 

Systems (1987-1996) 
•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ystems
• Journal of Spatial Cognition and Computation
• Network and Spatial Economics (?) 
• Transactions in GIS
• URISA Journal

GISGIS
( )

• Environmental
– Environmental Modelling and Software withv o e ode g d So w e w

Environmental Data
• Epidemiologyp gy

–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 All health care end epidemiology ejournals

• GIS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cienceg p
– Geographical Systems
– Geoinformatica
–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ystems
– Historical Geography

• GIS

• GIS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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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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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GISGISGIS
~~

1893

G. W. Skinner 1991 4

(CCTS) (1820 )
36 22

�

�

�

��

�

�

�

�

��
�

��

�

�

�

�

�

��

�

�

� 1820 ( ) --CCTS
� 1820 ( ) --CCTS
� 1820 ( ) –CCTS
� DEM(GTOPO30) – USGS
� –

�

�

1 ( *)  2 3 4 5 6 7 8 9 ( *)   0

�

��

��

�

��

�

�

%

1722 1812 1910

20.7 18.5 9.4

19.3 11.3 15.8

1.9 7.2 4.6

3.5 2.7 1.6

10 2 7 4 7 210.2 7.4 7.2

8.6 6.7 6.9

11.9 3.2 4.8

6.4 3.8 6.8

1.6 2.9 2.0

1.6 2.8 1.3

0.5 4.0 1.9365



�

�

�

�

�

�

�

��

�

�
�
��
�

��

��

�

�

�

1991
784 785784-785

70 134 1319 2333 3214

�

70 134 1319 2333 3214

�

� 1%
� 0.3%
��

�

�

�

�

�

48 3.9 34 3.3

51 4 46.7 3.8

58 4.3 53 4.1

68 4 6 47 3 9

�

68 4.6 47 3.9

67 4.6 55.8 4.2

-- -- 87.5 5.3

428 11 -- --

� 68 4.6 -- --

78 5 64 4.5

60 4.4 60 4.4

39 5 3 5 -- --

�
39.5 3.5

42.7 3.7 34 3.3

47 3.9 -- --

60 4.4 45 3.8

147 6.8 97 5.6

76 5 57 4.3

156 7 81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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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18931893

( ) ( )

1 2 7 18 55 178 261 10 74600 2400

2 3 13 36 112 166 5 94100 3200

1 2 7 24 71 223 328 10 42500 3300

1 3 10 25 115 403 557 14 50000 5357

1 1 6 21 87 292 408 8 53000 6625

1 4 11 42 147 205 5 38100 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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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座談引言: 

透視國家數位典藏~從歷史與 GIS 的跨界學習談起 

國立花蓮教育大學鄉土文化學系 

歷史 GIS 數位化學程專案教師 

郭俊麟 

 

近年來好萊塢電影吹起了一股歷史考古風，從遺址考古的古墓奇兵到藝術典

藏秘辛的達文西密碼等令人目不暇給。其中最令筆者印象深刻的莫過於勇奪美國

2004 年週末票房冠軍的「國家寶藏」了。該片描述足智多謀的尋寶獵人班傑明蓋

茲(尼可拉斯凱吉飾演)透過美國獨立宣言等史料線索並運用先進的高科技技術逐

步發掘出驚人的所羅門王寶藏。撇開好萊塢的特效與演員個人魅力不談，編劇巧

妙的將神秘的十字軍東征時期的寶藏與美國獨立的歷史串連，主角班傑民蓋茲運

用豐富的歷史知識與獨到的分析觀點，有效掌握各種歷史文獻以及史料解析的新

技術，抽絲剝繭找出神祕的寶藏埋藏位置。在今日強調人文與科技整合以及國家

數位典藏推廣的時代，國家寶藏的鋪陳與劇情元素在好萊塢的聲光特效之外，同

時提供了我們對數位典藏應用莫大的想像與學習空間。首先，劇中主角豐富的歷

史知識與獨到的分析觀點，不就是我們文史科系學生所應具備的基本訓練嗎? 而

國家型數位典藏計畫所累積的龐大成果則讓我們得不費吹灰之力如同電影情節般

有效的掌握各種史料檔案。此外，近年來資訊革命風潮下廣受自然與人文學科重

視的 GIS(地理資訊系統)更是可媲美劇中富蘭克林發明的透視眼鏡或其他高科技

器材，作為找出隱藏在史料背後關鍵線索的重要工具。 

 

台灣的國家型數位典藏計畫自2002年起執行至今已累積了橫跨各領域的龐大

資料庫成果。以歷史地圖與遙測影像數位典藏為例，這些記錄了時間變遷的重要

圖資不僅提供了過去人文社會學科所難以取得的研究素材，更是我們深化文史研

究的重要藏寶圖。為回應當前數位典藏的推廣應用與人文數位人才培育的需求，

國立花蓮教育大學鄉土文化學系於 2007 年 9 月起獲得教育部「96 年度人文教育革

新中綱計劃」的補助，開設「歷史 GIS 數位化學程」。通過學程設計，從理論與實

務培養學生具備有數化典藏文史資料之技術與策劃能力，並能善用歷史 GIS 分析

史料、探索文化知識的寶庫。所謂的「歷史 GIS」可以說是歷史研究與 GIS 應用的

跨界結合，一個是重視時間軸線與文獻檔案的研究取向，另一方則是掌握最新空

間資訊技術的專長，彼此相輔相成缺一不可。具體來說，歷史 GIS 需要整合高度

運算能力的電腦硬體、專業的 GIS 應用軟體、各種主題歷史資料庫、空間分析方

法、以及使用者的專業歷史知識。而歷史 GIS 的使用可以從歷史 GIS(Source)、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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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GIS(System)、以及歷史 GIS(Statistics)等三個層次來進一步說明。 

 

首先，第一個層次的歷史 GIS(source)乃是對各種地理資訊的原稿進行數化處

理、空間與時間資訊的抽取、資料格式的整合、以及長期資料庫的建置。有別於

一般 GIS 偏重於現況資料使用與學習，歷史 GIS 數位化學程訓練強調在史學、歷

史地理等人文訓練基礎上，培養學生閱讀歷史地圖檔案、使用 GIS 硬軟體數化並

校正紙張地圖的能力，其應用具體反映在數位典藏的加值與推廣。以歷史地圖與

遙測影像的數位典藏為例，經由歷史 GIS 的重新加值與抽取，得以建立歷史時空

資料的屬性資料庫，能有效突破過去的圖像思考，進入理性與工具性的分析。 

 

第二層次的歷史GIS(System)則是應用地理資訊技術對歷史GIS(Source)建立

的時空屬性資料進行有效的管理、建立空間查詢與分析的機制、提供視覺化的成

果呈現來協助研究者從繁雜的資料中推演出一系列合理的假設。在此特別要強調

－繪圖並不是應用歷史 GIS 的最終目的，其真正的價值乃在於將史料空間化呈現

的過程中對研究進行更細緻的『空間思考』。傳統的歷史地圖繪製，多是研究者將

耗時費工的資料處理，最後將分析結果委同地圖專家製圖呈現。而歷史 GIS 的應

用則可由研究者自行將資料庫檔案快速地轉換成圖像資料，或有效率地依研究假

設製作數十種甚至數百種以上的主題地圖，在研究初期即可以空間觀點詳細的檢

視資料內容，得以跨越過去傳統史學研究者難以突破的資料處理瓶頸。中研院 GIS

團隊所開發的台灣歷史文化地圖系統(THCTS)就是歷史 GIS(system)的代表之作。 

 

最後一個層次的歷史 GIS(Statistics)著眼於處理歷史資料的不足、誤植或空

白所造成的不確定性等課題，透過各種空間統計方法的整合應用，還原史料的原

貌、提供更多的空間線索來解決前人所無法處理的歷史問題或創造新的研究議

題。此面向的歷史 GIS 研究對人文學科的研究者有著較高的難度，若能在學習階

段給予學生計量史學或空間統計學的學科訓練，將能有效培植具進階研究能力的

人才。有鑑於人文領域在使用 GIS 與空間統計方法的技術門檻，近年來國內外相

關研究機構也致力於相關應用工具的開發(如:東京大學空間資訊研究中心、美國

的 Center for Spatially Integrated Social Science (CSISS)、中央研究院的

GIS 中心等)。這些工具的掌握與應用也是歷史 GIS(Statistics)的學習應持續關

注的重點。 

 

不管是哪個層次的歷史 GIS 應用，都是藉由歷史 GIS 來深化傳統文史學科的

研究與學習，最終還是得回歸到人文學門基礎訓練下的歷史或歷史地理解釋。就

如同國家寶藏電影中的劇情一般，如果沒有班傑明蓋茲強烈的研究動機與獨到的

史料分析觀點，就算有關鍵檔案以及高科技工具的加持，寶藏的謎團還是無法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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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在歷史 GIS 的學習與教學上，人文歷史等基礎學科的訓練與 GIS 的專業知

識都不該偏廢，也因此更突顯人文與數位整合以及跨領域學習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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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歷史 GIS 產學系列演講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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