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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專業共同學習小組成果報告 

填表日期：110 年 6 月 18 日 

小組名稱 長篇小說學習交流小組 

學習主題 

■各式競賽 □專業證照

□科技部計畫 □教師檢定

□研究所考試 □公職考試

指導老師 董恕明 

成員總人數總計__7_____人 (大學部成員人數___7____人，碩士班成員人數__0_人) 

組長姓名 陳O妤 組長連絡電話  

組長電子信箱 chenf4234@gmail.com 

成員姓名 學號 系所名稱 學級 備註 

1 陳O妤 10814101 華語二 ■大學部 □研究所

2 吳O蓉 10714132 華語三 ■大學部 □研究所

3 魯O儀 10707145 美術三 ■大學部 □研究所

4 張O宇 10814121 華語二 ■大學部 □研究所

5 顏O瑜 10814113 華語二 ■大學部 □研究所

6 王O雁 10814131 華語二 ■大學部 □研究所

7 柯O真 10714131 華語三 ■大學部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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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宗旨  【註：字數需超過 200 字】 
（請說明組成學習小組的起源，以及成立之宗旨、目的、特色，請詳述。） 

長篇小說學習交流小組成立的目的，是為了學習長篇小說的習寫，為投稿鍾肇政文學獎的

其中一徵稿文類:長篇小說，後來轉型與第十屆臺東詩歌節的活動串聯，雖然臺東詩歌節的

活動是針對詩歌形式的文本來做活動，但我認為熟悉詩歌此一文體之後，在習寫長篇小說

上是有所幫助的，本小組的進行方式是一邊進行原本預先的，一邊協助詩歌節活動的進行，

本小組的上課資源來自實體書籍，上課方式係以口頭講述與分享，無須印製紙本資料，本

小組將六月印刷費的補助，使用至詩歌節的活動:「手冊」印製，手冊的組成，分成多個部

分，內有:本屆與會詩人們的作品(游以德老師、李進文老師、瓦歷斯諾幹老師……)、文學專

題、教學專題、後山電影院、文學小曝……，手冊中的所有文學形式，對於長篇小說的習寫，

都有莫大的幫助。 

共學時間 共學
地點 

預定進度 實際進度 

1 3/10 H329 

認識鍾肇政、說明每周進

度、介紹鍾肇政文學獎及投

稿說明 

如期完成。 

2 3/11 H329 
小說寫作技巧介紹(故事、情

節) 
如期完成。 

3 3/18 H329 
華語系學生分享現代作家- 

黃崇凱:小說中的聲音 
如期完成。 

4 3/25 H329 
分組閱讀張英珉《血樟腦》 

並討論其中寫作之手法 

因為是小組第一次閱讀文本，成員們

對於閱讀量反映負荷稍重。 

5 4/7 H329 
分組閱讀葉公誠《追音》 

並討論其中寫作之手法 
如期完成。 

6 4/8 H329 

分組閱讀簡李永松《再見雪

之國》並討論其中寫作之手

法 

老師針對前堂課程補充，因為有和成

員們進行交流，文本沒有閱讀完畢。 

7 4/14 H329 
分組閱讀傅正玲《春靜》 

並討論其中寫作之手法 
如期完成。 

8 4/15 H329 分享小說閱讀之心得(一) 如期完成。 

9 5/6 H329 分享小說閱讀之心得(二) 如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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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5/13 H329 分享小說閱讀之心得(三) 如期完成。 

11 5/20 H329 分享小說閱讀之心得(四) 如期完成。 

12 5/27 H329 長篇小說創作構思及討論 

老師會針對成員們的畫進行反饋，無

法於共學時間內聽完每個成員的構

想。 

13 6/3 H329 
長篇小說創作人物角色及討

論 

老師會針對成員們的畫進行反饋，無

法於共學時間內聽完每個成員的想。 

14 6/10 H329 長篇小說創作場景撰寫 
老師會針對成員們的畫進行反饋，無

法於共學時間內聽完每個成員的想。 

15 6/16 H329 長篇小說創作結構及討論 
老師會針對成員們的畫進行反饋，無

法於共學時間內聽完每個成員的想。 

16 6/17 H329 
投稿之注意事項提醒、校稿

與修訂 
如期完成。 

學習成果量化成效（需佐證相關資料） 
(請依照實際規劃填報，若無規劃之項目，請填入 N/A) 

項目 達成值 項目 達成值 

競賽參賽數/或獎數 1/7 公職考試報考人次 N/A 

師院大會考平均分數 N/A 研究所報考人次/錄取人次 N/A 

專業證照報考人次/通過數 N/A 大專生科技部計畫申請數/通過數 N/A 

執行成果  【註：字數需超過 1000 字】 
（請說明參與共學小組在規畫下的分享討論過程，對於成員之實際裨益，及能提供其他學生觀摩之處。） 

在 3 月 18 日的課程中:聽見小說中的聲音，是由負責人我(陳O妤)做分享，內容是我去成

功大學交換學習時所聽到的講座，這也是本次共學小組中唯一一個不是由老師為指導人的

課程，我自己也覺得如果學生能夠變成是老師的身分，講述自己學習的事物，也是一種學

習的方式，當然不一定要侷限是學科或是非學科。 

以下為我在課堂上分享的資料: 

什麼是小說中的聲音？

誰在說、怎麼說、說什麼。小說中的聲音可以三個短句子做為解讀。在童話故事中的「從

前從前……」，其實就是「小說中的聲音」，即「敘述聲音」（說故事的聲音），這給了我們

辨識度的功用。而小說中的聲音不會單獨存在，它需要角色、情節、故事等因素支撐。 

誰在說、怎麼說、說什麼三者呈現「互相牽動」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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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在說 怎麼說

說什麼

誰在說：說謊者悖論

「我正在說的這句話是謊話」源自於西元六世紀，古希臘克里特島哲學家埃庇米尼得斯說

了一句著名的話：「所有的克里特人都是謊言者。」如果埃庇米尼得斯所言為真，那麼所

有克里特島人就全都是謊言者，身為克里特島人的它也不例外，所以他這句話應為謊言，

但這與先前假設有所矛盾；假設這句話是假的，那表示其實不是所有克里特人都說謊，即

埃庇米尼得斯說謊，仍然符合假設，那這句話必為假。

敘述聲音的辨識度

上述的說謊者悖論提供了我們對於敘述聲音的辨識度。祇有三種大略的分法：第一人稱

（我、我們）、第二人稱（你、你們）、第三人稱（他、他們），辨識度在於，我們可以將

敘事者和故事情節中的角色做對應，去發掘相對的關係。

以第三人稱角度書寫較能克服所有的問題

所有的寫作可以以此做為開端，相較於第一人稱、第二人稱容易入手。以第三者的角度來

敘述，能以直接客觀的視角作詮釋，比較不會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反映現實則會來的直

接快速，也比較靈活。

小說中的聲音會因為情節而改變

怎麼說：角色配合身分、職業、故事發展去決定要怎麼說

「～就該講什麼樣的話」，「怎麼說」看似簡單卻也很困難，一方面作者以敘述者的角度書

寫故事情節，一方面也要顧及讀者們是否看懂，這也是為什麼要搭配故事發展而定該角色

應說什麼話的原因，故事發展和角色（角色身分）相輔相成。

說什麼

台詞 說出來的 

潛台詞 沒有說出來的 

深層內在 說不出來的 

角色要配合故事情節的發展說出應該說的話，但會有一些被隱藏起來的台詞，可以依循故

事的發展從中抽絲剝繭。 

張力

何能形成張力？如果一個連續殺人犯用很冷靜的語氣敘述，連續殺人犯最大的特質就是一

錯再錯若對於殺人這件事毫無感覺，甚至可以達到連續殺人的境界，並且可以用冷靜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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吻序說故事情節，形成對立的狀態，這就是張力。 

創意寫作的三大法則：

寫你知道的（ｗｒｉｔｅ ｗｈａｔ ｙｏｕ ｋｎｏｗ）

用演的，不要用講的（ｓｈｏｗ ｄｏｎ‘ｔ ｔｅｌｌ）

找到你的聲音（ｆｉｎｄ ｙｏｕｒ ｖｏｉｃｅ）

小說會教你怎麼讀懂它

愛德華摩根福斯特（Ｅ．Ｍ．Ｆｏｓｔｅｒ）在《小說面面觀》一書中提到了故事和情節

的定義。故事：依照「時間順序排列」；情節：依照「邏輯順序排列」，並以下列做為說

明：前者為「國王死了，然後皇后也死了」；後者為「國王死了，皇后因為悲傷也死了」。

最大的不同即在因果關係。

不要把作者和作品連在一起

小說會反映的其實就是要擴展讀者對於作品解讀的空間，我們常說，要了解一個作品須要

先了解作者的背景，但是解讀與詮釋的工作，我們不能全權交給作者，要憑自己所聞去建

立。

執行檢討與建議（優、缺點）  【註：字數需超過 500字】 

優: 

1.透過討論或交換意見吸取老師與共同學習小組中成員們的想法。

2.將一本書的內容平分給成員們一同閱讀，減輕閱讀之負擔。

3.有較長的時間在構想長篇小說，如果成員們尚無想法，可以與老師討論，也可以和同學們

交換意見。

缺: 

1.將一本書的內容平分給成員們一同閱讀，難防有成員心存僥倖心態，沒有完成被分配之閱

讀書目內容。

2.有較長的時間在構想長篇小說，如果成員們尚無想法，又沒有與老師、同學們討論，會變

成在座位上做自己的事情，毫無進展。

3.到了共同學習後期，有的成員並沒有致力於投稿這件事情上面，導致缺席、沒有認真投入

課程等狀況。

建議:可能是學習進度上的安排不周，導致成員們的學習狀況不如預計，所以建議的部分應

該要從學習進度上來著力。 

1.3 月 25 日至 4 月 11 日之間，是閱讀鍾肇政文學獎去年的得獎作品，閱讀的作品有:張英

珉《血樟腦》、葉公誠《追音》、李永松《再見雪之國》，將閱讀的時間集中在 3 月 25 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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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1 日之間，對於成員們來說負擔可能會比較大，執行之後覺得可以將作品閱讀的時間

間隔開來，可以將閱讀作品與 4 月 15 日至 5 月 20 日期間的閱讀心得分享作穿插。一來可

以避免同一個活動造成的乏味性，二來可以在閱讀完作品之後，立即分享所見，以免造成

遺忘。 

2. 5 月 27 日至 6 月 17 日是一連串發想自己創作的長篇小說構思，這個階段，沒有預設進

度，只有大方向的訂定，缺少小方向的制定，例如:要完成到什麼程度，這樣執行下來導致，

延遲進度的成員比超前進度的人來的多，這也間接影響到成果繳交的狀況。應該要再大方

向制定出來時，再加訂小方向，將所有的進度都安排得更佳清楚、詳細，這樣不但可以達

到共同學習的目標，亦可達到鼓勵成員們投稿的目的。

預期共學目標達成情形    【註：字數需超過 500字】 

本小組的組成是採自願報名性質，目標為投稿鍾肇政文學獎長篇小說類。但是礙於時間短

暫，加上協助第十屆臺東詩歌節【十年．拾緣】的活動辦理，無法真正透徹地學習書寫長篇

小說。而鍾肇政文學獎中的投稿徵文有許多文類，長篇小說類(80000 字以上)、短篇小說類

(8000-12000 字)、報導文學類(8000-12000 字)、新詩類(40 行以內)、童話類(1000-4000

字)、散文類(3000-5000 字)，預期成果若無法達成長篇小說習寫，會希望成員們達成小希

望，進行其他文類的創作，大希望即是長篇小說習寫，這則可以評估自己餘力之後，再決

定是否進行大希望的達成。 

近期的文學獎有許多相關的也正在進行，例如:本系為主要辦理單位的砂城文學獎、台東知

名的後山文學獎、後生文學獎或者可以以學校辦理的靜心文集做為目標等等，各文學獎中

皆有不同的文類可供共同學習小組中的成員們投稿參賽，與鍾肇政文學獎一同。如果無法

達成鍾肇政文學獎中的長篇小說此一文類，亦可透過投稿其他獎項的其他文類，來做為目

標。 

截至 6 月 23 日，共同學習小組中，成員有一人繳交砂城文學獎參賽證明，投稿文類是古典

詩詞類。雖然我們是以投稿長篇小說為目標，但是成員們投稿的文類若非長篇小說，我也

會覺得沒有那麼要緊，畢竟，如果這個共同學習小組，可以替成員們提高寫作、創作的意

願，也算是有達成共同學習小組的目標。 

成員心得分享 
【註：每位成員均需有心得分享，總字數需超過 2000 字】 

陳O妤:共學小組的目的，在於為達成某一個目標，共同進行一個活動。本次是第一次帶

領大家一起進行長篇小說的習寫，我覺得在學習過程中非常有趣，能與同學們一同分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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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與想法，又可以與他們進行交換，讓我感覺學到許多以前不曾接觸過的知識，尤其又有

外系的學姐亮儀，亮儀學姊每次在分享文本的讀後內容時，都會以色彩學的角度切入，將

文本中的元素剖析得很透徹；欣蓉學姊對於文本的剖析也很厲害，記得第九屆台東詩歌節

的時候，欣蓉學姊還替該屆做了前導影片，前導影片的內容是自創的新詩，內容還穿插了

第一屆到第九屆的詩歌節主題，趣味性十足，搭配動作，顯得很生動。在書寫、繕打月紀

錄、成果報告書時，會覺得紀錄的形式很棒，因為這是一種看見共學小組成員們成長的一

個途徑，但是否會淪為一種負擔呢?我認為會，畢竟「收穫」這種東西可能是虛無的，可

能是實有的，後者不須加以贅述，前者則需要說明，舉例來說，我們學會 1+1 ，實有收

穫是我們學會了 1+1，虛無收穫是「加成的力量」或是「心靈上的受益」，文學是苦悶的

象徵，對於文學的學習，我覺得收穫一定是虛無面遠遠不及實有面的，這樣就變成，即便

用文字或圖像記錄下來，就單單是空無的存在。 

吳O蓉:去年我也參加過共學小組，參加共學小組有優點也有缺點，優點是可以學習以一個

小團體的方式來做學習，學習的主題還不設限於系上的專業知識，就連學習的對象都相較

於專業課程還要來的多元；缺點可能就是要耗費比平常更多的時間去修習共學小組的課

程，課程的時間都固定在晚上八點到十點，一整天下來，疲憊程度已達接近上限的程度，

還要再分享文本，換取老師們以及同學們的回饋，吸收效果上可能就與在正常情況下還要

吃力。 

魯O儀:共學小組的課程非常的紮實，整體來說有點負荷不過來，尤其是在集中閱讀鍾肇政

文學獎的去年得獎作品的那個階段，連續三次的課程都在閱讀作品並且進行寫作手法的探

討，如果是以閱讀作品與成員相互分享的方式進行，會比較有趣。最後幾個禮拜的小說構

想，我想要將小說之主題命題為:身為一個負責的人，進行發揮，但是受到期末作業的追

趕，有沒有辦法如期完成則是一個尚未確認的答案，如果無法趕上共學小組的成果繳交期

限，我還是會盡力趕上其他文學獎的徵稿時間。 

張O宇:以前只有自己看過 E.M Foster 的作品，直到這次參與共同學習小組的課程，經過董

恕明老師的講解，對於小說的成分，又更加的了解。對小說雖然沒有道全盤的理解，但

是我認為透國共同學習小組的學習，可以提高對小說的掌握，再來升上大三，我也會修

習董恕明老師的小說課，聽學長姊們分享，這堂課會經由持續的練習，讓同學們習慣寫

小說，習慣一但養成了，便會每天去做，而透過課程，我也能從老師、同學們身上，學習到

更多不同的想法，也讓自己在多元的環境當中，致力於寫小說這件事情。 

顏O瑜:我參加的共學小組是長篇小說的學習小組，以前也曾經參加過學習韓語的共學小

組，是我們系上的學姊教授的，當時上課的時間是一週一次，每周二晚上的兩個小時。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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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韓國語對我來說是新知，所以當時上課的感覺就像是在國小上課一般，所有知識都是重

新學起，相較於本次的共學小組，難度較高，而韓語學習的共同學習小組有評量的機制，

是生詞的認識，而這次的共學小組，多是文類中的作品研討，本毋需評量來測試吸收效果，

與上次的共學小組之行是相差甚多，讓我感受到，學習多元化原來是這樣的感覺，在學習

不同的科目或事務時，也會有「因地制宜」的情況產生。 

王O雁:印象最深刻的一次上課，是聽芳妤分享現代作家-黃崇凱的演講:小說中的聲音。什

麼是小說中的聲音？這包含了誰在說、怎麼說、說什麼。「小說中的聲音」，就是說故事的

聲音這給了我們辨識度的功用。而說什麼又細分成說出來的台詞、沒有說出來的潛台詞、

說不出來的深層內在。角色要配合故事說出應該說的話；對於敘述聲音的辨識度，有三種

大略的分法：第一人稱（我、我們）、第二人稱（你、你們）、第三人稱（他、他們），辨

識度在於，我們可以將敘事者和故事情節中的角色去做聯繫，去得知其中的關係。……上

述的這些都與長篇小說的習寫有異曲同工之妙，也對我的小說初步構想也很大的幫助，想

必日後的構想會更輕鬆一點。 

柯O真:我很喜歡黃崇凱講座中所說的:張力，形成的前提是什麼呢?對立的狀態，其實就是

張力。張力這個想法在創作時會對故事情節帶來吸引力，而創意寫作的三大法則：寫你知

道的（ｗｒｉｔｅ ｗｈａｔ ｙｏｕ ｋｎｏｗ）、用演的，不要用講的（ｓｈｏｗ ｄ

ｏｎ‘ｔ ｔｅｌｌ）、找到你的聲音（ｆｉｎｄ ｙｏｕｒ ｖｏｉｃｅ）這些，都可

以在我沒有靈感時，及時救援。閱讀去年鍾肇政文學獎得獎作品時，也看見了前輩們的功

力，這讓我更鞏固了我要寫長篇小說的雄心壯志，雖然不能確定我能否在投稿截止日之前

繳交我的作品，不過，共同學習小組真的有提升我的寫作意願，我想這也是是一個被動成

長的方式，這個感覺遲早怎要晉升成「主動」，畢竟，這是我的專業，別的科系就算了，

我們身為華語系的學生，就必須如此。 

未來是否會再參與專業共同學習小組之申請（組長填寫） 

■是，
□ 會以目前成員為主，再選讀其他主題

□ 會以目前成員為主，選讀相同主題

■ 會再邀請其他成員，選讀其他主題

□ 會再邀請其他成員，選讀相同主題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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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專業共同學習小組 共學紀錄 

共學日期︰3/11   地點︰H329     

照片敘述：鍾肇政介紹 

共學日期︰4/7   地點︰H329     

照片敘述：閱讀葉公誠《追音》後分享寫作之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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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專業共同學習小組 共學紀錄 

共學日期︰4/15  地點︰鐵花村     

照片敘述：實地取材。 

共學日期︰6/3   地點︰H329     

照片敘述：老師給予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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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料 
（說明：如是申請各式競賽、專業證照考試、公職考試、研究所考試等小組需於檢附報名資料、准

考證或通過成績單；申請科技部計畫小組需檢附申請計畫之初稿；教師檢定小組屆時需檢附師範學

院會考成績或者前後測成績。） 

投稿證明 

投稿作品 
母親 

夏蟬不響已知秋， 

瑟瑟秋風令母憂。 

西舍殘垣風強入， 

東廚空灶水盈流。 

朝陽乍現明星落， 

暮日初迎白日休。 

鼎沸市集人如水， 

恰似吾母眼中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