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學創新獎勵教師成果分享 
一、 演講議程 

日期/地點 時間 議程/內容 活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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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人： 

涂敏芬 老師 

淡江大學 

企業管理系 

副教授 

13：20 

| 

13：30 

10’ Q&A  

13：30  散會  

二、 主辦單位：學習與教學中心教師發展組 

三、 內容簡介: 

教師教學發展組於 108年 03月 05日辦理教學創新獎勵教師成果分享，旨

在分享教師教學成果，了解教師如何重新設計思考以提升學生上課的專注度以

及如何增進教學互動的方式，提升教學效率，並且幫助學生走入地方社區，以

新的方式和地方交流，此次講座由企管系涂敏芬老師分享自身的教學經驗與成

果，期望能幫助老師除了給予在教學上設計思考的成果分享外，也提供一個新

的跨界交流方式，有效實踐服務。 

涂敏芬老師開頭先是感謝淡江大學教師發展組的邀請，對於作為這學期第

一場講座的講師感到非常榮幸，同時希望講座能鼓勵教師們把自己課程的成果

具體化。講座開頭，涂老師先是說明講座的題目，何為設計思考中的舞動，在

涂老師的服務創新與設計這堂課中，近幾年由於加入 USR計畫，需要學生具體

的做出成果產出，因此在這樣需要投入時間的實際操作課程下，這堂課漸漸轉

型為 30人左右的小班制的形式，以探索包為學期成果，進行實際體驗學習。 

涂老師接著介紹何謂自導式探索包，所謂的探索包也就一種實境遊戲，在



實境的環境裡，學生透過遊戲說明引導，以及觀察而去尋找謎題的答案，而涂

老師便是運用這樣的方法，將自己給予學生的考題以另一種形式，得以使學生

突破傳統思考框架，能夠用體驗中學習的方式尋找解答，甚至創造自己的答

案。 

涂老師以自己的經驗為例，坦言在第一年服務創新與設計課程中，帶著學

生前往淡水在地市集進行擺攤的體驗，然而由於老師經驗的缺乏，以及教材的

不足，尚未能給予學生架構性的體驗，但也因為這次的經驗使得老師決定自己

做出實踐，以校園為出發點，先做出小範圍且最貼近生活圈的議題探討，進而

踏入社區，向學生提倡以玩心 實踐設計思考的概念，並引導學生以漸進的方

式，從校園出發到社區，甚至進而到社會，喚醒他們對於生活周遭議題的敏感

度，提供實踐服務的方法。 

在面對走出校園，與社區交流的過程中，涂老師提出探索包的實境遊戲形

式，是我們靠近在地社區的第一種方式，與以往的口號不同，涂老師不使用進

入一詞，而是希望以接近、靠近的方式去與在地社區建立關係，因為對於不是

社區的學生、教師來說，進入的概念是難以確實實踐的，而老師提出的靠近社

區的策略，便是讓學生能在可行的範圍內對社區進行對雙方都有益處的服務交

流。 

在服務創新與設計的課程中，起初涂老師將自己製作的淡江大學校園版探

索包做為教材，先讓學生們親身了解實境遊戲，接著，再學生了解流程後，再

開始進入製作探索包的部分，探索包最主要的核心概念便是”大議題，樂傳

達”，導入具故事性的議題，並在玩樂中學習，希望培養學生們以同理心的角

度，藉由田野調查的方式，深入了解在地環境與文化，因此老師在初步會先邀

請服務的對象來進行講座，說明需求，給予資訊，再將學生們帶進場域，學生

透過資訊的收集以及實際場域的導覽、觀察後，進行腦力激盪，創造並且設計

自己的探索包原型，在課堂上製作出的最初的原型會請老師以及同學們進行反

復的測試，在這樣的經歷中，學生能夠了解自己的構想的完整程度，老師提到

現今學生對於容易自己所產出的作業原型感到滿足，而缺乏改進、提升的意

識，因此在透過觀察在校內與校外進行作品的測試中，他們夠能反思，更願意

進行修正。在期末的時候，會在學校圖書館進行策展，發表成果。 

這次講座涂老師也邀請了學生來分享對於課堂體驗的感想，同學提出她在



課堂中所學習到的重要概念，她認為在課堂中的分組計畫中，涂老師對於分組

分工的部分有很具體的架構，給予學生在未接觸過的領域上明確地引導，使得

對分工夠確實執行。而她也提到在規劃探索包的過程中，涂老師邀請建築系黃

瑞茂老師來進行工作坊的課程，在工作坊中也會進行小組分享，讓同學在聽取

別組的分享時，能觀摩到不一樣的創意、找出自己的差異性，也能吸收到不同

領域的老師給予專業的建議。其中，小組協作的體驗也讓她印象深刻，為了讓

學生的團隊效能提升，這時老師會適時地出來引導，涂老師利用棉花糖挑戰，

進行體驗式的學習，讓學生反思。最後，她認為在這堂得到的最大收穫便是學

習到新的設計思考的工具及方法，這些學生習得的技能，都能運用在未來的作

業、報告，亦或是工作上。 

講座最後，涂老師總結今天的內容，提出探索包這樣的媒介，不但富有議

題性，也是學生們接近社區的一種工具，老師也視探索包為被生產出來的符號

學，第一，對地方性的研究的啟發，透過觀察實境環境中存有的象徵符號，將

地方性視文符號文本，第二，以路徑的設計去創造停留的節點，深化探索機會

與認知意識，與特定社會議題對話，最後，生產出的服務系統，透過組織一連

串地方象徵符碼，重購一個囊括消費、社會、文史符號的服務系統。 

活動最後，與會老師給予涂老師講座的感想回饋，與會老師感佩涂老師將

學術與實用做結合，給予老師們一個方法能夠讓學生在與社區交流的面向上有

實質的體驗與收穫。另一位老師提出，在帶領研究生接觸以及使用探索包時，

有沒有甚麼能給與學生們的建議?涂老師回應，第一，要提醒學生將內容詳細閱

讀，要細心且花點耐心將清楚掌握資訊，另外，讓學生培養分工的習慣，在探

索包的設計上，利用遊戲中給予的不同工具，使團隊中的隊員都有自己的工

作，實踐團隊合作。最後李麗君組長提問，這樣的教學規劃，是利用多少時間

去架構、規劃的?涂老師回答，老師花了三年的時間去嘗試新的課程規劃，實驗

不同方式去學習觀察，規畫不同的課題讓學生多花點時間在體認觀察這件事。 

活動最後，李麗君組長感謝涂老師的無私分享，也謝謝與會老師的參與。 

 

  



四、 活動花絮 

  
涂敏芬老師教學成果分享 涂敏芬老師教學成果分享 

  
與會教師參閱學生實作成果 與會老師回饋 

  

與會老師提出問題 李麗君組長致贈涂敏芬老師感謝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