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創作課程的設計與執行 

一、主講人：中文系 謝旻琪老師 

二、主持人：教務處 教師教學發展中心 李麗君主任 

三、活動日期：中華民國 109年 11月 9日(星期一)12：00~13：00 

四、活動地點：淡水校園 I501 （蘭陽校園 CL423同步視訊） 

五、主辦單位：教務處 教師教學發展中心 

六、研習內容：  

本中心於 109年 11月 9日邀請中文系謝旻琪老師，進行「創作

課程的設計與執行」的經驗分享，謝老師利用自身國文專業的知識

結合上興趣-插畫，發想出創作課程的內容。 

此次演講謝老師分享在創作課程中，以兒童文學為主題並請學

生創作出童謠、童詩或是繪本，透過此種方式將中文系的專長以不

同的形式展出，在激發學生創作的同時讓他們對於本科系的專長作

出延伸。 

讓「創作」成為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題 

謝旻琪老師過去受到了文學創作的訓練，希望「創作」這件事

情能夠與社會有所連結，因此以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程為定位來進

行教學設計，此課程分為上下學期，會進行童詩、童謠、童話或是

童書的創作，以分組的型式帶領學生出版屬於他們的作品，同時希

望給予他們「承擔社會責任」的概念，比如在創作的時候要考量題

材合不合適、有沒有錯字以及其富有的意涵等等…，因為出版後的

作品會讓真正的讓小朋友觀看，因此要做多方面的顧慮。 

在課堂上會以講座或是工作坊的方式來訓練學生的寫作能力，

有了基礎的能力後即會要求學生開始撰寫企畫書並於課堂發表，最

後於期末展示學生們做出來的實體書。 

班級社團化經營助於情感覺察 



 

由於此堂課程會搭配社區服務，學生們需要到鄰近的書店以小

組的型式進行 8小時的服務學習，並需要產出至少 1000字的心得，

因此特別開設了 Facebook的私密社團，讓學生以自己熟悉發文的方

式來繳交作業，同時要求學生每次的心得要搭配照片於 24小時內繳

交，希望他們保有最即時的感受回饋。 

謝老師提到希望他們這麼做的原因是因為「情感」是創作的重

要一環，希望透過在書店的交流能夠啟發他們在生活中的覺察，並

懂得表達自己的感受，同學間也能夠透過按讚、留言來交流，此社

團也加入了書店的老闆們，老闆們看到學生們的分享也會進行回

饋，除了落實服務的精神外更希望學生們學習到情感的表達。 

創作題材的突破 

謝老師提到課程以「兒童文學」為主題，因此希望學生們在進

行創作時要考量到小朋友會有那些需要被教育或導正的問題，同時

思考以童書的形式要如何進行設計，有一次就遇到了學生都以類似

的題材為主題來進行創作，也提醒與會老師未來在設計課程時，給

予回饋跟引導學生發想創意也是在前期就需要重視的。 

最後的成果展示謝老師分享了幾個已經出版的作品，包括以童

玩為主題的童詩集的時空玩具盒、用貓的視角來講述一位生重病的

小女孩如何找回快樂的我想變成貓以及以殘疾的小朋友將自己的輪

椅看作手推車，用童言童語來述說他的經歷的我有一台手推車。 

最後謝老師總結道，此課程為理論與實務的訓練，在教學中一

步一步帶著學生將兩者結合並製作出作品，在情感的帶動上也是創

作中不可避免且重要的一件事情，務必要安排活動激發學生對於情

感的表達與領悟。 

課堂結束後更希望有後續的發展性，包括更專業化的理論與實

務訓練、社團的持續經營、組織學生讀書會以及設立創作目標。 



 

學生的笑容就是最難忘的收穫 

講座的尾聲，與會老師提問道:「課堂專業之能服務學習課程一

路走來，能否分享最難過與最難忘的回憶呢?」，謝老師回應道最難

過的事情就是看到中文系學生的能力被否定，或是做出來的成品不

被重視，因為學生們也是努力地學習專業，但很多人往往忽略了他

們的能力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而最難忘的事情就是當作品被稱

讚，或是成功出版的時候，學生們的笑容還有成就感是最難忘的。 

而另外與會老師分享，水環系的學生要參與農委會的活動，針

對環境災害議題的教材做發想，卻缺乏了語言撰述的專業，若有中

文系學生的專業一同完成作品，一定可以有更好的成果；在通識課

程中有音樂相關的課程，也看過兒童音樂劇，因此對於跨領域的合

作是可期待且可實施的。 

六、活動花絮：  

  

謝旻琪老師分享 

「創作課程的設計與執行」之教學經驗。 
謝老師說明創作課程設計的規範。 



 

  

與會老師專心聆聽謝老師的分享。 謝老師介紹創作課程之學生成果。 

  

與會老師提問 

「在課程實施時最難忘與最難過的經驗為何?」 
與會老師分享在其在跨領域合作上的期望。 

  

謝老師及中文系與會老師和李主任於會後合照。 李主任致贈感謝狀於謝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