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養、技能與職場的連結 
  --中文系『專題實作』與『職場實務』  

            課程的理想與實踐 

林仁昱 (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系主任) 



請問大家對中文系學生的印象是…… 

您覺得中文系畢業生的職場在哪裡？ 

您覺得中文系的課程，如何能跟職場結合？ 



關於中文系的職場，談談自己的經驗 

我為何選了中文系…… 

在中文系這個環境中，你我做了什麼樣的規劃？ 

你我可曾徬徨？ 





走向學術、教育這條路的不同想法 





關於職場的許多聽說…… 
                     中、小學教師、華語教師、公務員 





在時代的變化中，中文系面對的競爭與轉型的必要性 

中文系 

國文系 

華文系 

台文系 

應用中文系 

應用華語文系 

華語創作系 

文學系 



大眾傳播與新聞採訪寫作相關課程 

教育學程 

華語教學學程 

文化創意相關課程 

專題實作、職場實務(講座) 

本系過去曾作過的努力…… 



一、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 
 
1-3.「專題製作」的課程規劃在「論文寫作」之後，不
易展現「專題製作」之多元性，建議「專題製作」可依
學生需求、兼顧學術深造與職場連結等方向規劃。 

103學年度系所評鑑改進意見： 



四、畢業生學習成效與生涯發展追蹤 

4-1.該系雖配合學校進行學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惟學校實
習名額有限，該系宜考慮自訂實習辦法，如自行尋找業主
合作，給予學分的辦法，以增加學生實習的機會與意願。 

4-2.該系對於其他傾向於就業之學
生，在課程安排關注仍顯不足，宜
與業師合作開設相關課程，滿足學
生之需求。 



經系務會議決議，104學年第2學
期已進行「職場實務講座」課程。
105學年第1學期規劃開設「專題
實作」課程。 

◎面對學養、技能與職場連結的問題 

很會作詩填詞寫文章，解析文章與古人思想的中文
系學生要如何強化技能與職場連結呢？ 



1042職場實務講座系列— 
頂尖大學計畫補助 

邀請林榮森(南投縣文化
局長，本校傑出校友)、
徐秀榮(里仁書局發行人
兼總編輯)、楊宗翰(文訊
雜誌社企畫總監)、蔡登
山(作家、編劇)、張黎明
(童顏劇團藝術總監)等文
化、出版、電影、戲劇人
士前來演講，分享職場實
務經驗，使學生能及早明
瞭職場實況，並爭取機會，
建立相關的人脈。 



「專題實務」成果(一)  
中文音樂劇—「夢裡尋他千百”杜”」 

 
從演出企劃、編劇、製
作唱曲、宣傳、排演，
到正式演出、後續紀念
書冊、光碟片的製作，
均由學生為執行的主體，
經此計畫補助而成果益
見顯著。 



 



 





「專題實務」成果(二)  
               社區、產業文化刊物製作 

學生選定社區或產業，
透過實際田野採訪、文
獻資料整理、社會現象
與議題探索等歷程，撰
寫相關文章，並搭配照
片、圖表，編製社區、
產業文化刊物。如《阿
蓮在地生活停看聽》、
《尋找釀酒人》等。 

刊物製作例舉—阿蓮在地生活停看聽 









1051 「專題實作課」首航 
                                       —精進教學計畫補助 

一、業師講座 

1. 基礎製作能力的培養 



2.社區、科技與藝術(美術、音樂、戲劇)的結合 



二、分組實作 

1.《鏡花緣》廣播劇 



2.課程手冊 



3.文創書籤 



三、《明日又天涯音樂會》製作 



1.節目冊、小卡及 

       問卷製作 



2. 場務、燈控與流程主持實務 



3.接待實務 



4.彩排實習 



5.音樂會演出實務 



1061「專題實作課」揚帆 
                                       —總整課程計畫補助 

一、專業教師授課指導與觀摩 
  

 1.企劃執行 

    ----活動企劃實務、文創品與文宣設計實務、劇本寫作與劇場實務 
     

        (1)上屆成果參考 



  (2)徐國明   活動企劃與畢展設計 
 (3)王祥穎  社區故事繪本製作與劇場展演 



2.編輯與出版 

    ----刊物與書籍編輯實務、出版企劃實務、文創品與文宣設計實務 
     

    (1)曾紫萍  如何做好編輯工作    創意文案發想實作 
    (2)李國祥  如何完成一本書 



3.影視與劇場 

    ----影視媒體應用實務、劇本寫作與劇場實務 
     

    (1)李佳懷    如何拍出想說的故事   從抽象到具象-把文字化成影像 
    (2)林宜誠    音樂劇製作與展演 (展演地方人情與故事) 



4.展演實務與設計 

   ----展演設計與實務、文創品與文宣設計實務、書籍與刊物編輯實務、工
業設計、資訊媒體應用實務 
     

  (1)楊宜真  不只是音樂會—文學、聲情與視覺效果的交會 
  (2)林倉亙  文化部文化科技專案介紹 



二、文創實務參訪 

櫟社文學餐廳參訪 



三、成果發表 
  

        1.感知最大值 

                     --新書發表會(因為擺正自己，所以寫作！) 





2.出世入世，不如『厭世』 

    ----絹印蠟染文創品展示會(誑誕魏晉與厭世台灣的對話) 





3.姑妄言之，姑妄聽之 

    ----故事接龍桌遊試玩會(故事化成桌遊，劇情由你決定) 





1062 「職場實務」重新出發 

          --高教深耕「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計畫 (5月之後) 

            --文本、多元創發與實踐力--中文系課程創新發展與實作計畫 

一、觀念開發講座 

1.洪敦明(國資圖組長)   教育、社福與閱讀推廣的跨域之路 



2.曾紫萍   《農業世界》雜誌社擔任採訪、編輯 
3.聞天祥     影評人、台北影展與金馬影展策展人 



4.徐秀榮  里仁書局負責人、總編輯 (人人的自媒體) 
5.郎亞玲  頑石劇團負責人 (經營劇團的因緣與經驗) 



二、實務參訪 

1. 獨立書店經營與活動設計 
                        --羅布森咖啡書蟲房  郝荷麗店長 





2.文學系的學生如何舉辦畢展？ 

  靜宜大學台文系畢業展觀摩--流浪者    張靜茹教授(前系主任) 





3.中文人在廣播界 

   古典音樂電台參訪  廖婉君經理、劉彥宏先生 





三、系友職場經驗分享與座談 

1.耕耘在夢想的園圃----國中教師與廣告公司高級撰稿人的對話 
   --泰山國中陳德樺老師、廣告公司陳瑋廷系友 



2.公務員、心輔教師、私校教師的生命歷練 

   --大安區公所謝國樑系友、中興大學健諮中心杞怡貞系友 

                                明德中學何妮系友 



3. 揮灑在那片“華語教學”與“品牌企劃”的天空 

   --環球科大華語中心羅婷系友、品牌企劃公司江敏慧系友 



1071 「專題實作」起飛 

       --高教深耕「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計畫  

          --文本、多元創發與實踐力--中文系課程創新發展與實作計畫 

一、專業教師授課指導與觀摩 

文創與敘事力 



活動設計、文案發想 



藝術中心書法展
布展實務 



生活短劇編製 



二、工作坊 

1.廣播廣告劇實作 

分組劇本討論 

劇本構想報告 



業師修改劇本 

聲情表現討論 



錄製中 

完成，等待配樂 



2.微電影製作 

0.新手拍片學習地圖 

1.  個人化片頭片尾設計 

2. 新手入門暨手機拍攝實務 

3. 鏡頭表演 

4. 景別與角度/用鏡頭說故事 

5. 活動花絮拍攝實務 

6. 影片拆解自學術 

7. 故事四要素 

8. 分鏡腳本拍攝演練 











三、分組專題製作 

       

 

 各組聯合成發 
  
12月18日《”食”二夜》 



四、連結課程成發 

學生書法展 

107年12月8日-108年1月20日 

北屯   一德洋樓 

12月8日上午10點  開幕典禮 



嘉義大林文化記憶與鄉土傳奇訪查 

時間：107年12月9日(日)  8：30—18：00 

  阿部泰記老師「民間文學」 

  解昆樺老師「田野調查書寫」 

  陳建源老師「飲食文化與政治」 



詩歌歡唱—古典詩詞與
現代歌曲的對話 

107年12月12日晚上7：00 

在人文大樓105多用途廳
(國際會議廳)舉行 



策略面向 對應學校計畫書策略及作法 

【策略2】 
建構跨領域學習環境 

☑建立自主學習機制 
☑強化跨界鏈結及合作 

【策略3】 
發展創新教學模式 ☑強化教師教學支持系統 

☑提升教師投入教學創新之意願及確保教學品質 
☑鼓勵教師開發創新或改善教材教法： 
☑B. PBL教學 
☑E. 總整課程 
☑F. 教學科技多媒體課程 
☑G. 跨域專題實作 
☑H. 跨領域實務教學 
☑運用教學創新規劃逐步實踐未來大學理念 

【策略5】 
培養學生就業能力 

☑深化專業應用能力 
☑強化核心產業人才培育 
☑加值學生就業職能 
☑發展學生生涯規劃能力 



未來展望 

一、實務課程必修 (學術、藝文、文創專題) 

二、從工作坊到微型課程(採編實務、微電影、廣播劇、劇場實務) 

三、加強與業界連結，爭取更多實習製作的機會 

四、強化「文創與展演服務站」，成為永續推動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