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立數位時代的敘事能力：實習媒體學習計畫 

 
一、 時間：111年 3月 16日 星期三 中午 12:00至下午 13:00 

二、 地點：覺生綜合大樓 I501  

三、 主持人：教務處 教師教學發展中心 李麗君主任 

四、 主講人：大傳系 紀慧君老師 

五、 活動概要: 

本研習活動於 111 年 3 月 16 日舉行，主講者紀慧君老師首先分享了

自身的觀點，學生是未來的決策者，思考如何為學生留下空間，除此之外，

紀老師認為大學教育著重要看見的是未來，並非只複製現在看到的東西，

而是要能夠看見業界看不到的東西。 

紀老師以自己和學生參與在「校園實習媒體-淡江電視台」的自身經

驗與在場的師長們分享，採取學生自治、強調情境知識以及創新教學進行

教學。紀老師將實習媒體定位在一種接近業界的環境，抱持著實驗室的精

神，紀老師認為比起實習更像是實驗，嘗試傳統新聞組織不願冒險的想法。 

首先，在學生自治的部分，主要兩種學習模式，除了培養學生管理和

經營傳播媒體，另外，經由案例和任務學習現場轉播或公民新聞製作的專

業能力，透過建立小官僚組織，學生學習如何分層的負責。對於自治的想

法，紀老師提出其認為是一種助理的傳承制度，大三的學生向學長姐學習

建立知識和技能，大四的學生學習如何將「默會知識」轉成「外顯知識」，

從教學中學習；在「實作經驗」與「情境知識」的結合，學生從製作淡江

新聞及校慶大會報導中學習，符合強調「從做中學」及「從教中學」的精

神。關於數位匯流對整體新聞的衝擊與挑戰，紀老師提到隨著時代，新聞

記者本質的改變，畢業的學生從過往只須寫文字，到現在必須帶著手機到

處拍攝，轉變成多工角色匯流的現象，紀老師認為現在數位環境和以往比



較，已經屬於不同的「文類」，過去 20年的東西現在已無法適用，需要不

同的能力應對與以往不同的挑戰，因此傳播教育需要隨著世界觀的變遷改

變。 

創新教學的契機：從傳統走向數位敘事。在數位多向性、抄文本的連

結互動的特性，與過去不同，因此紀老師透過學校推動的微學分，引進推

動數位敘事的工作坊，紀老師也分享過程中教學轉換上的困難及挑戰，學

生面對新的實作設計和課程變化中的不適應，以及其如何的因應調整。 

研究執行過程中，紀老師觀察到學生發現自己仍侷限在傳統的框架上

敘事，也發現學生欠缺數位環境的工具能力以及組織工具的能力，難以找

到焦點，要克服數位媒材瑣碎的特質，成為學生的挑戰；接著是從忠實報

導者到想像閱聽人的樣貌之轉變，在數位敘事中，閱聽人是主動的合作者，

記者更像是內容設計師，思考哪一塊拼圖能夠吸引觀眾，教導學生設定不

同的閱聽人；最後則是工作流程與執行問題，過往單一媒介的模式已不足

夠，在多功職責、角色的匯流的特性下，數位敘事別於以往的文字記者採

訪，須具備撰寫以及攝影的能力，數位匯流涉及新聞專業的整合，數位敘

事的工作編制是橫跨新聞、設計、工程，涉及不同的領域，超越傳統新聞

學，學生需要體認到，唯有重新裝備自己，建立於有別於過往的思維能力。 

最後，紀老師分享教學的心路歷程，其會透過自身經驗來跟學生分享

過往學習的，與學生的互動中，自己成為學生最忠實的反對黨。 

  



六、 活動花絮： 

  

大傳系紀慧君老師分享 與會教師專注聆聽 

  

大傳系紀慧君老師分享 與會教師提問交流 

  

大傳系紀慧君老師分享 與會教師會後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