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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大學高教深耕計畫 

課程類執行成果報告書 
注意事項：因教育部跨專案計畫辦理項目不得重複編列經費，請勿將同樣成果報告重複繳交至不同計畫 

開課學期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 開課系所(中心) 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 

開課時間 週二下午 2:00-5:00 開課地點 H202-2 

課程名稱 田野調查 

開課教師姓名 葉淑綾 

課程類別 
□統整性、□語言類、□程式邏輯、在地鏈結、□創新創業、□微學程 

□多元創新(數位、GROR、PBL、見/實習實作等)、□產學合作 

課程對應綠色國際大學

內涵 
智慧、□健康、永續、□美學 

課程對應 SDGs 內涵

(SDGs 內涵相關說明) 

□1.消除一切形式的貧窮、□2.消除飢餓、□3.健康與福祉、□4.優質教育、

□5.性別平等、□6.淨水及衛生、□7.可負擔的潔淨能源、□8.就業與經濟成

長、□9.工業化、創新及基礎建設、□10.減少不平等 、11.永續城鄉 、12.

責任消費及生產 、□13.氣候行動、□14.保育海洋生態 、□15.保育陸域生

態 、□16.和平、正義及健全制度、17.多元夥伴關係 

業師協同教學 

有（勾選有者，請填下列訊息） 

業師名稱：黃英明、馮心憲、劉健生、林益誠等 

業師協同教學內容及方式：講座分享與在地走讀 

業師師資授課時數：各 1-2 小時 

□無業師協同教學 

學分數 3 
修課人數 男：3   人、女：7  人 

通過課程人數 男：    人、女：    人 

成果摘要 

包含質量化成果(以下僅供參考，請依實際成果撰寫) 

□連結＿＿＿＿位學生至企業實習，畢業後無縫接軌職場。 

辦理_2_場公開成果發表會，請說明時間、地點等（111/12/27&112/1/10

在 H202-2 教室） 

□___位、____隊學生通過專業證照報通過數 

□___位、____隊學生參加校外競賽，並請說明參加競賽名稱、競賽時間、

地點、參加隊數等 

其他：田野訪談逐字稿和紀錄等地方基礎資料建置  

課程成果量化成效 

(請依照實際課程規劃填報，若無規劃之項目，請填入 N/A) 

項目 達成值 標項目 達成值 

1.課程產出教材、教案、評量數 2 2.專案報告數 4 

3.競賽參賽數/或獎數  4.大專生科技部計畫申請數/通過數  

https://green.nttu.edu.tw/p/412-1048-10039.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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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學生參與展演活動人數  6.學生期刊論文投稿數/發表數  

7.產學合作共創案件數  8.學生研討會論文投稿數/發表數  

9.專業證照報考人次/通過數  10.課程結合在地需求教案、活動數 3 

11.學生赴產業實習率  12.課程學生成績平均分數  

13.簽訂實習場域數  
14.其他：田野訪談逐字稿和紀錄等

地方基礎資料建置 
5 

執行重點(請依【課程類別】內容進行說明) 

 

    長期的田野工作常被視為是人類學家的成年禮，它不僅是人類學的研究方法，也與此學科的理

論關懷和視野密切相關。目前田野方法也被廣泛運用到其它學科甚至學術以外的領域，Tom Kelly 

和 Jonathan Littman 推舉人類學家是決定未來的 10 種人，就在於人類學家運用田野方法在未曾相

識中尋求頓悟的能力。本課程將介紹人類學田野工作的意義、價值和複雜性，並引領同學透過實地

參與觀察和深度訪談的田野方法來認識和紀錄花東地區的多元文化。修課同學需對多元文化具有好

奇心，並需具有發掘、記錄和述說在地故事的熱情。 

    課程進行將由教師介紹人類學田野方法的過程與重要性，輔以紀錄片和相關議題討論。前半部

修課同學需分組負責導讀教師建議的閱讀資料，於期中完成小型田野研究計畫書，針對花東地區的

多元文化設計研究議題，進行文獻資料收集，並運用田野方法記錄在地的故事，於期末進行口頭與

書面發表。         

 

具體作法(請依【課程類別】內容進行說明) 

＊請詳細撰寫課程執行過程與具體教學設計做法。 

 

    課程一開始由教師介紹人類學與田野方法的關係，田野調查發展的歷程，以及田野調查運用的

參與觀察、深度訪談、和文獻史料之掌握等策略。期初安排修課同學透過閱讀與導讀整理來掌握田

野調查的過程與重要性。閱讀的書籍包括《以身為度，如是我做：田野工作的教與學》、《田野敲敲

門：現地研究基本功》、《百工裡的人類學家》、和《編織花東新想像：十四個地方創新發展的故事》

等。透過田野案例的閱讀與討論，研究計畫書的規劃，和實際進行田野調查來發掘和紀錄花東的多

元文化，授課教師也安排以花蓮縣富里鄉羅山村為田野調查的場域，提供地方已累積的基本資料，

協助同學根據自己的興趣設計研究計畫書，進行相關文獻的閱讀以充實背景知識。於田野前做好準

備之後，進而安排兩天一夜的田野調查之旅，帶領各小組根據各自規劃的研究主題進行報導人的訪

談，以及主題資料的觀察與紀錄。各組同學依照進度整理在田野的所學所見，書寫田野故事與反思

自己在田野探索他人的歷程中的學習成長作為期末成果。 

    本課程邀請對村落社區營造與在地產業發展有長期經驗與獨到見解的地方工作夥伴，透過講座

分享與地方走讀的帶領，讓修課同學學習在田野實境中掌握資料收集紀錄的方法、與他人互動問答

的細節、以及深刻體會學習的各種可能性。 

 

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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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學生核心能力規劃合適的課程，並訂定學習成效標準與認知(能力)層次，結合多元的評量方

式，檢核學生的能力表現(評估方式請點選簡報連結說明) 

1.閱讀與田野調查相關的書籍，整理導讀資料，結合導讀內容，進行田野計畫書的撰寫。 

2.安排多場移地學習與走讀活動，帶領同學觀察和紀錄田野歷程中的學習。 

3.主題式的探索與資料整理，進行期末成果發表與報告書寫--安排各組發展研究議題，引介報導人，

進行逐字稿與觀察紀錄等基礎資料的彙整，進而透過書寫研究論文與結合故事地圖或影片紀錄等方

式來述說在地的故事與反思自身的學習歷程。 

執行前後學生學習成效轉變(請依【課程類別】內容進行說明) 

＊請針對課程學生學習狀況、學生學習滿意度、質量化成果等進行說明，內容字數無限制，教師

可自由發揮(可提供畫面或影片補助說明)。 

＊敬請提供質、量化資料佐證學習成效。 

    田野調查為質性研究重要的資料收集方法之一，因此這門課透過閱讀製作導讀簡報、移地學習

走讀參訪記錄與反思心得之書寫、規劃田野研究計畫書、以及進行田野成果分享與撰寫期末報告等

方式來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況，同學在田野前中後學習歷程的變化等，學習成效主要以質化方式來呈

現，以下整理部分同學經過田野洗禮後的觀察記錄與心得反思。 

 

同學的觀察與反思 

在羅山村的兩天，令人印象深刻的人事物有許多，例如在當時聽到的一段話：這裡的人（羅山

村的居民）都很樂於分享。也確實如此，田野調查中遇到的人們，雖然都是第一次見面，原本想著

可能會對學生的態度較疏遠，但跟想像中不同的，他們都很願意地說出自身的經驗，也很歡迎我們

來到羅山村。 

覺得羅山村的路很寬廣，可能是因為沒什麼車子在路上跑的關係吧。也因為這樣，感覺當地的

人生活步調接近自然，而且也會跟鄰居的關係比較密切，比較能互相照應。不像在都市生活的我們，

走出門去便利商店的路程明明不到十分鐘，也要騎機車過去。 

從民宿往返生態村的路不是柏油路，路也感覺更窄，再加上旁邊是農田，還有大量自然生長的

植物，走的時候覺得更貼近自然。在第一天下午初次進入陽光三葉草生態村，一開始和生態村負責

人聊談的地方是他們的住屋處，讓人先注意到的除了好幾頂五顏六色的帳篷外，還有後方放養的雞

隻們，再來是中間的木頭桌和一旁有畫圖的白板。原先想的是住屋外會堆放農作物跟加工產品，但

實際上沒有，就是個活動空間加晒衣場。 

在聽生態村負責人，劉建生先生，當他介紹自己時的資料雖然跟事前調查過的相差不多，但也

增添了許多沒在資料上看過的細節，又或許是本人就在面前分享自身的生命故事的關係吧，感覺更

親近些，不是那麼遙不可及的存在。在開始介紹自己前，作為導引，對我們提了很多切身相關的問

題，透過這些問題去理解生態村的存在意義。 

同學的觀察與反思 

    唯有真正到實地踏查，才能夠真正有所體會及認識一個地方。 

    羅山村，一個從未聽過的村落，透過老師在課堂上介紹才知道原來有這個村落的存在，然而網

路上的介紹都只是較片面的，初步的認識這個村落，初步的查詢資料後，了解到羅山村有體驗農家

的活動、是個有機村、推動里山倡議，然而這些對於我來說，還是太模糊的概念，到一個地方探索

前，先查找資料是必要的，必須先了解當地的歷史背景及脈絡，才不會到那時一無所知。 

    對於還不知道要探索甚麼議題的我們，帶著期待的心情前往了羅山村，到那裏覺得十分陌生，

放眼望去感覺很沒落的鄉間小村落；進入了豆奏會，認為這個空間的存在很獨特，在鄉間村落中，

佇立了一個似城市才會出現的特色咖啡廳，裡面展示了羅山村的特色產品及庭沂姊的手工藝作品，

https://eclass.nttu.edu.tw/media/428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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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空間的存在似乎讓這村落多了一絲新活力，也讓外來的遊客經歷長時間的車程來到這裡，能夠

有休憩的地方，停下腳步，也能認識羅山村的特色產品；透過馮班長的講解，更認識羅山村的歷史，

也更認識馮班長，對於羅山村是如此重要的角色，然而我覺得他很有勇氣，一個外來人口要能夠在

這個村落長期駐足並推動很多方案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情，畢竟會有住在當地的人持有反對的意

見，要如何達成共識及並肩同行，想必是經歷過次次的溝通來進行營造，不是只有提出議題的人做

而已，還要當地的農民能夠一起偕同改變，而里山的推動，也有許多人的協助，讓他們知道並不是

乾等別人的協助，要自己有想法才會有協助，才會有自己的經費，然而不能總是依靠公部門，長時

間的談話讓我們對於羅山村曾經推動甚麼及經歷過甚麼事情且一直到現在還在做的事情，有了深入

的了解，成立解說班、里山倡議、羅山小學堂、導覽解說、工作坊、社區營造等，我很意外這樣的

一個村落竟經歷了那麼多事，也成立了很多到現在還持續做的事情。 

同學的觀察與反思 

   走在羅山村裡有種寧靜感，甚至有種世外桃源的感覺，路上的人不多偶爾會有幾條流浪狗經過，

村內只有一間雜貨店，沒有其他商店或是賣場等等，就真的是一個很純樸的村落，在巷內會看到一

群的老人聚在一起聊天，及一些努力於農作的村民，跟我們以往的都市生活有很大的差異，氛圍上

也很不一樣，言語是無法形容出來的。 

   其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劉健生先生關於羅山生態村的理念，我們徒步行走快半小時的路程來

到劉健生的住處，沿路上都是稻田與花花草草，如果不是有老師來帶領我們走的話，很難想像山上

有住戶人家，走到半山腰時抬頭看到的景象真的讓人心曠神怡，瞬間領悟到為什麼有人會選擇居住

在這裡了…聽完劉健生先生說完為什麼想做生態村後，忽然有種很佩服的感覺，從原本生活在生活

便利的都市圈輾轉來到花蓮富里偏僻的山區，因為受不了城市的混亂與髒亂，所以心裡便開始有了

「生態村」的想法，於是就和日本籍的太太來到富里的羅山村，而我們也剛好有機會來到他們正在

蓋未來的家，建材都是採用自然的材料，只用少量的水泥來堅強鞏固，看得出劉健生一家人與志工

對他們的目標很堅定且實行性很高，讓我感觸最多的就是劉健生的女兒，雖然只有三歲大而已，但

透過與妹妹的相處會發現其實爸爸教導她很多觀念與想法，有時會覺得妹妹比都市的小孩都還要成

熟，我問妹妹這邊要蓋什麼呀？妹妹很快就回答我這是我們未來的家，甚至還會跟我說媽媽正在用

什麼，志工哥哥姐姐在用什麼東西，突然間都覺得妹妹比我們這些大學生了解的還多，不只是受到

爸爸的薰陶也有大自然帶給她的知識。 

 

執行成效評估(請依【課程類別】內容進行說明) 

＊請針對課程執行成果提出自評與建議。 

    透過同學繳交的導讀簡報資料、多次移地學習走讀觀察記錄與心得、各組田野計畫書、以及期

末成果分享與報告等資料，顯示同學學習成果豐碩，可以掌握田野方法的運用與價值，且多位同學

歷經田野之旅，深刻體會透過身體力行與身歷其境追求知識的過程，可為自己的人生帶來主動追求、

擴展視野、以及面對各種挑戰和不斷尋找可能性的動力。 

 

重大突破(計畫重大發展，請依計畫特質補充) 

＊請針對課程執行之「特殊成果」、「重大亮點成果」提出說明。 

    透過移地學習和田野調查的安排，讓同學實地了解當代地方創生、里山倡議與生態永續等議

題在地方實踐的情形，並引導同學透過研究議題的規畫，記錄自己的學習歷程，同時也為在地社

群累積相關文史紀錄。運用自己的所長思考可為地方服務和貢獻之處，引領同學思考追求知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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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也可進行社會服務與實踐。 

學生問卷回饋情形： 

一、回收問卷共   6    份，有效問卷共   6    份。 

二、回收問卷範例參考： 

繳回資料時請注意，若是紙本問卷請於下方增列每位同學問卷資料或以掃瞄檔為佐證資料附件，若

是線上問卷請回傳全部同學填寫問卷資料。 

 

    題目 

 

 

 

 

 

 

學號 

(題答者號) 

1.我對本課程

採用移地學習

與田野調查的

進行方式感到

滿意 

2. 移地學習

與田野調查的

學習方法可以

激發我的學習

意願 

3. 移地學習

與田野調查教

材對我的學習

有幫助 

4.從移地學習與

田野調查的教學

法中，會使我踴

躍提出問題並與

老師或同學討論 

5.與傳統教學方式相

比，我認為移地學習

與田野調查的教學方

法更能提高我的學習

成效 

10918105 5 5 5 5 5 

10918132 5 4 5 4 5 

10918107 5 5 5 5 5 

10918125 5 5 5 4 5 

10918113 4 5 3 3 5 

10918108 5 5 5 5 5 

 

三、學生其它回饋： 

學號/編號 文字回饋/其他回饋 

10918105 我認為這次的田野調查課程讓我有很豐富的收穫，透過移地學習能夠讓我更認識這個村落及體驗

農村生活，能夠以當地人的角度看這個地方，而不是以外來人的角度來認識，與當地人的談話及

接觸能夠感受到他們的熱情，能實地踏查是一件很棒的事情，能讓我們跳脫在網路上認識或是書

本上認識，實際走訪有不同的趣味，也能夠學習他們的精神，並且從中發想是否能有給予協助的

地方，學習不一定都要在教室裡學習，實際走訪田野地更能夠深刻體會到，也能有更好的學習成

果。 

10918132 移地學習可以親身體會到當地的文化，學到的東西更多，印象也更深刻。 

10918107 透過到外面實地田野調查的方式,讓我們更能將課堂上所學到的相關知識與理論運用到實際田野

地上 

10918125 這次移地學習很有趣，能夠讓我對於田野調查有更多的了解，書本上的知識是死的，但是實際上

去使用它才能變成自己的東西。 

10918113 謝謝老師願意帶我們移地學習，讓我們能夠透過實際進入場域進行田野調查，實際運用我們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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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去感受田野調查的過程。    

10918108 實地的進入到地方進行田野調查，收穫到的不僅僅是知識上的理解與學習，更重要的是與土地和

人情的親身互動、交流。在這堂能夠移地學習進行田野調查中所得到的是最可貴的回憶，也是最

深刻的學習經驗及培養田野調查專業能力機會。 

 

 

課程照片(2~6張即可) 

 
   

在田野地訪談報導人 在田野地訪談報導人 

 
 

  

在田野地訪談報導人 拜訪生態村，了解生態村的運作 

   
同學在田野歷程中學習準備自己的餐點 

，進而了解在地物產和農家生活 

同學在田野歷程中學習準備自己的餐點 

，進而了解在地物產和農家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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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經費使用情形 

業務費 設備費 

項目 金額 項目 金額 

【A4-4 學以實用深耕在地

發展】公事系，老師：葉淑

綾老師，課程：田野調查，

項目：便當費-移地教學，

時間：111年 10月 2日 

08:00~18:00，地點：富里、

卓溪。(葉淑綾老師代墊) 

3000 

【A4-4 學以實用深耕在

地發展】設備費－公事

系，課程：文化人類學

概論、公共與文化事務

專題、田野方法、南島

語族社會與文化…等課

程，項目：iMac24"(詳

如估價單)-作為影像製

作、系譜繪製、展版設

計等教學及教學成果展

示使用，老師：葉淑綾

老師。(匯廠商－優銳資

訊有限公司 ) 

 

39900 

【A4-4 學以實用深耕在地

發展】公事系，老師：葉淑

綾老師，項目：講座鐘點

費，講師：黃宣衛老師，講

題：往返村落與鄉鎮層次之

間：從<<成為池上>>一書談

起，時間：111年 10月 5

日 14:10~17:00，地點：人

文學院禮納布人文講堂。 

6127   

【A4-4 學以實用深耕在地

發展】公事系，老師：葉淑

綾老師，項目：講座鐘點

費，講師：林芳誠老師，講

題：護衛文化的都蘭阿美

人，時間：111年 11月 9

日 13:00~16:00，地點：南

島展覽室。 

4901   

【A4-4 學以實用深耕在地

發展】公事系，老師：葉淑

綾老師，項目：講座鐘點

費，講師：吳明季老師，講

題：21世紀台灣原住民價

值系統的內、外轉譯：奇美

部落團結經濟的實踐案例，

6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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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11年 11月 30日 

13:10~16:00，地點：人文學

院南島展覽室。 

【A4-4 學以實用深耕在地

發展】公事系，老師：葉淑

綾老師，項目：講座鐘點

費，講師：陸俊元老師，講

題：業界實務經驗分享：雨

耕聯合設計，時間：111年

10月 28日 14:00~16:00，

地點：人文學院南島展覽

室。 

4084 

  

【A4-4 學以實用深耕在地

發展】公事系，老師：葉淑

綾老師，項目：講座鐘點

費，(1)講師：馮心憲老師，

講題：富里導覽，時間：

111年 11月 11日 

09:30~10:30，地點：富里。

(2)講師：黃英明老師，講

題：休閒農業區規劃，時

間：111年 11月 11日 

11:00~12:00，地點：羅山

村。(3)講師：劉建生老師，

講題：生態村的理想與實

踐，時間：111年 11月 11

日 14:30~15:30，地點：羅

山生態村。(葉淑綾老師代

墊) 

6126 

  

【A4-4 學以實用深耕在地

發展】公事系，老師：葉淑

綾老師，項目：講座鐘點

費，(1)講師：林益誠老師，

講題：羅山社區營造，時

間：111年 11月 12日 

10:00~11:00，地點：羅山

村。(2)講師：高忠義老師，

講題：生態環境與文化，時

間：111年 11月 12日 

13:00~15:00，地點：卓溪國

小。(葉淑綾老師代墊) 

6126 

  

【A4-4 學以實用深耕在地 8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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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公事系，老師：葉淑

綾老師，項目：移地教學-

便當費，11/11中午-14

人，11/11晚上-45人，

11/12中午-20人，11/12晚

上-10人，時間：111年 11

月 11日 08:00~11月 12日

20:00，地點：花蓮富里、

羅山、卓溪。(葉淑綾老師

代墊) 

【A4-4 學以實用深耕在地

發展】公事系，老師：葉淑

綾老師，項目：便當費-20

人，講師：林芳誠老師，講

題：護衛文化的都蘭阿美

人，時間：111年 11月 9

日 12:00~16:00，地點：南

島展覽室。(葉淑綾老師代

墊) 

2000 

  

【A4-4 學以實用深耕在地

發展】公事系，老師：葉淑

綾老師，項目：移地教學-

住宿費-謝品儀…等 9人 ，

時間：111年 11月 11日 

08:00~11月 12日 20:00，地

點：花蓮富里、羅山、卓

溪。(葉淑綾老師代墊) 

9000 

  

【A4-4 學以實用深耕在地

發展】公事系，老師：葉淑

綾老師，項目：便當費-40

人，活動：移地教學成果發

表，時間：111年 12月 27

日 14:00~19:00，地點：南

島展覽室。(葉淑綾老師代

墊) 

4000 

  

★其他佐證資料(請課程規劃繳交，例如：課程教材影片網址、學生證照掃描、新聞報導網址…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