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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今的新聞教育已經無法反應傳播科技的變化

--Ercan, 2018

技術的進步使產製工具不斷汰舊換新，過去二十年

掌握的技能將不再適用--Pase et al., 2018

2 研究動機與目的 文獻探討 研究問題 教學暨研究成果 建議與省思研究設計/方法如何配合/融入課程與教學活動



當學生畢業，進入傳播產業，迎

面而來的世界已然改變，學生面

對的會是什麼不同的挑戰？

3 研究動機與目的 文獻探討 研究問題 教學暨研究成果 建議與省思研究設計/方法如何配合/融入課程與教學活動



“
數位匯流時代的傳播教育，研究者認為更適合以

「跨領域」描述--Zhu & Du, 2018

傳播研究應發展出「跨學門的回應」

interdisciplinary responds

4 研究動機與目的 文獻探討 研究問題 教學暨研究成果 建議與省思研究設計/方法如何配合/融入課程與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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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學門
回應

跨學門的借用

解決問題的合作導向

發展跨學門理論

從次學門建立新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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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數位環境下的新聞製作，與以往比較，

已經是不同「文類」，因此，需要不同的

工具能力。

6 研究動機與目的 文獻探討 研究問題 教學暨研究成果 建議與省思研究設計/方法如何配合/融入課程與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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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問題
一、數位敘事在傳播教育中理論與實踐上的意涵，學生

如何體會「數位敘事」與「傳統敘事」之差異？

二、學生遭遇的實際問題與障礙為何？數位敘事對人

才需求為何，學生媒體應如何重新配置？

三、通過系統性蒐集學生與業師的心得與評估，做為

未來課程規劃之參考。

研究動機與目的 文獻探討 研究問題 教學暨研究成果 建議與省思研究設計/方法如何配合/融入課程與教學活動



8 研究動機與目的 文獻探討 研究問題 教學暨研究成果 建議與省思研究設計/方法如何配合/融入課程與教學活動



◎ 與《新聞網新調查中心》推動「數位敘事工

作坊」。

◎ 舉辦「自主學習微學分」活動。

◎ 以結合業師的指導方式，使同學具備「新聞

視覺化」與「數位報導」的基本能力。

9 研究動機與目的 文獻探討 研究問題 教學暨研究成果 建議與省思研究設計/方法如何配合/融入課程與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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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對象

《從零撲殺到零流浪 人犬衝突的解決之道》
「全球華文永續報導獎」優等

《桃園生態危機 千年藻礁搶救行動》
短片報導學生組「公民新聞獎」

《你好，約嗎？》
「交友軟體」在當今社會
衍生的影響

研究動機與目的 文獻探討 研究問題 教學暨研究成果 建議與省思研究設計/方法如何配合/融入課程與教學活動



研究方法

以「焦點團體」法訪談14位製作學生。

以「深度訪談」訪談3位業師與1位實習媒體
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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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同學背景 訪談時間／時長

《從零撲殺
到零流浪
人犬衝突的
解決之道》

六位大傳系同學。擔任文字、攝影記者以及

美術製作，有兩學期新聞製作經驗。

110年1月11日／100分鐘

110年5月3日／90分鐘

共兩次

《桃園生態
危機 千年
藻礁搶救行
動》

五位大傳系，一位資傳系同學。擔任文字、

攝影記者以及美術製作，有兩學期新聞製作

經驗。

110年1月4日／60分鐘

110年5月3日／90分鐘

共兩次

《你好，約
嗎？》

兩位大傳系同學。擔任文字、攝影記者以及

美術製作，有兩學期新聞製作經驗。

110年3月16日／60分鐘

共一次

表一：焦點團體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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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背景 訪談時間／時長

業師一
新媒體調查中心主管。

協助同學認識數位敘事與傳統敘事之差異。

109年12月7日／
70分鐘

業師二
資深工程師。

協助同學在製作數位敘事時的工程與設計。

109年12月21日
／60分鐘

業師三
新聞記者。

協助同學認識數位敘事中各種媒材以及特性。

110年4月12日／
60分鐘

助教
實習媒體助教。

協助同學基礎技術協助以及行政聯繫事宜。

110年1月11日／
70分鐘

表二：深度訪談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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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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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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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事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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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傳統敘事框架

◎ 過往的版面編輯像是二維版面，進入數位時代，成

多維度的空間。

◎ 這就牽涉到如何佈置、如何在多元空間裡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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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在執行數位敘事，困擾多來自於不知道「數位

敘事跟傳統的敘事有什麼不一樣」？

◎ 他們指出，自己「侷限在傳統影音的製作上」（學

生5，頁10），他們欠缺數位環境的工具能力，以及

組織這些工具的能力。

17 研究動機與目的 文獻探討 研究問題 教學暨研究成果 建議與省思研究設計/方法如何配合/融入課程與教學活動



◎ 過往認為，新媒體之特性在於即時性；然而，本計

畫認為，數位敘事連結、多媒材的特性，更適用於

深度調查報導。

◎ 這表示學生需要更深入的敘事能力。

18 研究動機與目的 文獻探討 研究問題 教學暨研究成果 建議與省思研究設計/方法如何配合/融入課程與教學活動



◎ 同學在製作之初遭遇難題，他們像是「跳入一個漩

渦」：

我們沒有辦法找到一個焦點，直到我們去採訪的時

候就很像跳入一個漩渦，……在尋找定位的時候，

就是我們到底要怎麼樣，有很大的困難（學生11，

頁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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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尋適合數位敘事方式的新聞主題，又要克服數位

媒材瑣碎的特質，成為學生的挑戰。

◎ 新聞教育應將深度敘事的能力 ， 融入所有課程的教

學中，也就是培養學生「如同偵探般的問題意識」

（業師1，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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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忠實報導到想像閱聽人

◎ 閱聽眾不再是單向的讀者，而是合作者、協力者 。

業師邀請讀者，以「廣泛蒐集921事件的集體回憶」：

我想要廣泛蒐集民眾對921事件的集體回憶，光是

我自己做不來，我需要很廣大的資料，那我蒐集大

家的問卷，蒐集大家的回饋（業師3，頁21）。

21 研究動機與目的 文獻探討 研究問題 教學暨研究成果 建議與省思研究設計/方法如何配合/融入課程與教學活動



◎ 以往，強調的是倒金字塔、倒敘法、客觀中立等原

則。

◎ 但數位敘事不同，新聞記者扮演的更像是「內容設

計師」，思考該發布新聞故事的哪一塊拼圖，以通

過一個連結來吸引觀眾。

22 研究動機與目的 文獻探討 研究問題 教學暨研究成果 建議與省思研究設計/方法如何配合/融入課程與教學活動



◎ 過往，新聞組織採用「新聞室中心」的模式，傳播

教育傳授單一媒介、分開平臺的守門知識，訓練學

生成為某一媒體、某種新聞類型的專才。

數位敘事不同於以往文字記者採訪，攝影記者拍攝

的工作方法（業師2，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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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流程與執行問題

研究動機與目的 文獻探討 研究問題 教學暨研究成果 建議與省思研究設計/方法如何配合/融入課程與教學活動



◎ 匯流涉及「新聞專業」的整合。

◎ 要求記者重新裝備自己，一種「角色匯流」

也就是「多技能記者」。

24 研究動機與目的 文獻探討 研究問題 教學暨研究成果 建議與省思研究設計/方法如何配合/融入課程與教學活動



◎ 工作編制是「橫跨」式的，涉及「新聞」部門、架

設網站的「工程」部門以及視覺的「設計」部門：

我們就是三個領域，一個就是記者，一個就

是設計，一個就是工程（業師2，頁8）。

25 研究動機與目的 文獻探討 研究問題 教學暨研究成果 建議與省思研究設計/方法如何配合/融入課程與教學活動



◎ 數位敘事根植於新聞學，但又超越了傳統的

新聞學，涉及電腦科學、資訊理論以及視覺

設計。

26 研究動機與目的 文獻探討 研究問題 教學暨研究成果 建議與省思研究設計/方法如何配合/融入課程與教學活動



27 研究動機與目的 文獻探討 研究問題 教學暨研究成果 建議與省思研究設計/方法如何配合/融入課程與教學活動

新聞學 電腦科學

統計學
視覺和
平面設計

資料
新聞學



◎ 跨領域需要突破制式框架，一種協作、集體創作。

◎ 傳播是「協調、推動的角色」，也是一種「搭橋的

能力」：

我覺得跨領域很重要的意思就是搭橋，橋樑。傳播

的角色也一樣是有點介在中間，……他必須要是那

個協調者（業師3，頁16）。

28 研究動機與目的 文獻探討 研究問題 教學暨研究成果 建議與省思研究設計/方法如何配合/融入課程與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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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實習媒體做為研究場域，希望在實作中瞭解數位

敘事的意義、作法以及對新聞產業的影響。

◎ 瞭解學生如何體會數位敘事與傳統敘事之差異；數

位敘事對人才需求、工作團隊的狀況為何。

研究動機與目的 文獻探討 研究問題 教學暨研究成果 建議與省思研究設計/方法如何配合/融入課程與教學活動



一、增加數位工具使用能力

◎ 同學產生對程式、數據、設計以及數位工具運用的

困難。

◎ 要培養學生使用、組合與設計工具的能力，習得不

同於過往的數位工具能力。

30 研究動機與目的 文獻探討 研究問題 教學暨研究成果 建議與省思研究設計/方法如何配合/融入課程與教學活動



二、強化數位思維能力

◎ 數位環境帶來新的組織方式，新聞工作者不再是在

線性的模式中，安排敘事的時間序列。

◎ 提供的是視覺空間的展示，這意味更多元的佈局與

設計。

31 研究動機與目的 文獻探討 研究問題 教學暨研究成果 建議與省思研究設計/方法如何配合/融入課程與教學活動



三、跨領域知識

◎ 涉及如何重新界定傳播學門的邊界，又如何設定與

其他學門之關係。

◎ 數位敘事能力，不只是在工具技術上轉向數位，也

是在建立不同於線性敘事的思維與概念。

◎ 需要整體狀態的改變，建立有別於過往的思維能力。

32 研究動機與目的 文獻探討 研究問題 教學暨研究成果 建議與省思研究設計/方法如何配合/融入課程與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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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敬請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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