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東大學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 

高教深耕 A4-2-1 成立「東臺灣人文創新基地」實踐

「東大/地方」互為主體的跨域共創實作場域 

 

[圖文編輯工作坊：畢業專題製作展現在校學習之成果] 

 

 

結案報告書 

 

 

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日

課程名稱： 畢製專題 

開課系所：美術產業學系 

執 行 人：卓淑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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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實施紀錄 

週次 日期 課程大綱主題 實際執行內容 

（含教學策略、學生學習狀況與教學活動實施與成

果） 

第一週 2018/2/27 
工作室整理/課

程說明 
 

第二週 2018/3/6 
專題討論--展

出企劃提案 
 

第三週 2018/3/13 專題討論  

第四週 2018/3/20 專題討論  

第五週 2018/3/27 
校外參訪  

專題製作 
 

第六週 2018/4/3 專題製作  

第七週 2018/4/10 專題製作  

第八週 2018/4/17 專題製作  

第九週 2018/4/24 專題製作  

第十週 2018/5/1 校外參訪  

第十一週 2018/5/8 專題製作  

第十二週 2018/5/15 專題製作  

第十三週 
2018/5/22 

專題製作  

校外展演專題

報告 

 

第十四週 2018/5/29 專題製作  

第十五週 2018/6/5 專題製作  

第十六週 2018/6/12 工作坊 圖文編輯工作坊 

第十七週 2018/6/19 校外展出  

第十八週 2018/6/26 
期末檢討與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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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高教深根執行成果 

(一)課程執行量化成果  

項目(以下項目僅供參考，可自行修改) 數量 內容說明 

參與競賽或論文發表   

增加學生動手實作或課程互動   

增加實務或業界實習參訪  透過業師專業指導，強化美

術系學生對於圖文的專業能

力。 

強化學生學習動機及提升學習風氣  以出版為果，目標清楚，提

升對於圖文書的設計與製作

市場的認知，提升學生學習

的動機。 

開發數位教材或新教材   

跨領域學習   

具體成果或作品  圖文書和繪本 

考取相關證照   

(二)課程整體執行質化成果 

1. 完成作品集 

2. 完成圖文書印製 

3. 完成展示規劃設計 

二、 學生具體學習成效 

(一)課程學習成效說明  

項目 

(請依據課程類別與執行方式

自行編列) 

本課程執行前相關作法 

獲得經費補助後本課程有

所創新改革之作法及成效 

例.激發學生學習動機與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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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學生學習與就業競爭力 

 

 

透過討論、研讀、發表釐

清創作理念 

透過比稿及邀約專家學

者透過現場或網路、視

訊指導 

個人作品拍照實務及作

品集整理與設計 

展覽規劃與陳列設計模

擬與實務 

提升教學品質、強化學用合一 

 

 

 

具體成果或作品 

 

 

畢業專題課程之設計是統

整性的創作課程，指導學

生了解創作理念與計劃之

書寫方式，以清楚的文

字、圖像、圖表傳達出個

人的創作觀與價值觀，並

且完成個人畢製創作 

(二)成果照片（例如上課或活動情況、學生參加競賽、作品等） 

※照片請附文字說明（至少 8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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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講解及學生分析繪本 

 

圖文編輯指導 1 

 

圖文編輯指導 2 

 

圖文編輯指導 3 

 

圖文編輯指導 4 

 

圖文編輯指導 5  

圖文編輯指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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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編輯指導 7 

 

圖文編輯指導 8 

- 彩圖繪製 

（三）學生學習評量標準 

評量項目 評分比例 評量標準說明 

課堂參與平時作業 30 完整性、溝通、團隊 

專題報告 30 邏輯、組織、內容深度、

表達 

期末成果與簡報 40 完整性、創意、表達 

 

三、 教學成效自我評估與反思與該課程未來規劃 
畢製專題依照學生個人意願和特質有其獨特性，在保有其獨特性中找到其共通需求，或

是專業場域裡需要的基本素養和能力，圖像描繪是美術系同學所具備的基本專業能力，

但以圖文書製作而言，文字表達和書籍設計及畢製專題最後呈現的展示都需要加強。本

次工作坊邀請專業編輯幾乎是以師徒制的方式進行指導，按部就班，但觀念的轉化和提

升卻非一蹴可及，未來帶領畢製專題在課程規劃上宜注入更多多元的觀點，拓展同學的

視野，轉而做到自我砥礪，在動靜之間，平衡。 

 

附件一  學習成果其他佐證資料(如學生心得報告、活動宣傳海報等…) 

*同學心得 

編輯分享了一本由法國畫家創作的《木蘭辭》，全書以版畫的方式構成畫面，跟大部分

故事不同的地方在於它的內容完全是原版木蘭辭並非改造成童話，色調統一且畫面簡

潔，每個場景跟物件都是別具意義的存在，用暗喻將每個跨頁都將意象極致表達，在書

腰拿掉後還能在封面看見中文字的標題，可見外國人對中文字的著迷，編輯表示這是此

繪本重要的賣點之一，從其他報導文章中得知作者在一年內就完成此作，甚至都沒試印

過，讓花了許多時間還一直印失敗的我感到欽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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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鏡圖修改 

 

*同學心得--這本書是否該出版？ 

我選擇的繪本是一本日本期刊式的教學繪本，目的為教導孩童認識世界美術名作，判斷

適讀年齡為 12 歲以上，書中對美術作品雖然無法讓人深度了解，卻特別多了分別給孩

童跟成人閱讀的部分，孩童的字體活潑，視覺上比較大可看得清楚，旁邊還有插圖的人

物增添活潑感，大人閱讀的部分字體比較端正、比較小， 

，可以給家長閱讀後補充給孩童認識更多，特別的地方還有給兒童創作的部分，能在認

識名畫後加以自行創作，並寄給出版社，在書中分享給各個讀者觀賞，在整體設計上色

彩豐富，能夠成功吸引孩童注意，還能增進親子間供童閱讀的機會，所以個人覺得這類

的繪本值得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