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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近

年
數
位
學
習
風
潮
漸
起
，

成
為
產
官
學
界
共
同
矚
目
的
新
興

產
業
，
及
世
界
各
國
重
要
發
展

政
策
。
行
政
院
自
二○

○

三
年
起

推
動
﹁
挑
戰
二○

○

八
：
數
位
台

灣─

數
位
學
習
國
家
型
科
技
計

畫
﹂
，
而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為
配

合
該
項
重
要
政
策
，
自
二○

○

三

年
至
二○
○

七
年
，
進
行
為
期
五

年
之
計
畫
，
建
構
了
數
位
學
習
平

台
﹁
故
宮
e
學
園
﹂
，
並
建
置
多

種
題
材
的
數
位
學
習
課
程
，
陸
續

完
成
青
銅
、
陶
瓷
、
繪
畫
等
主
題

的
中
英
文
課
程
，
供
有
興
趣
了
解

故
宮
文
物
的
學
習
者
上
網
學
習
。

今
年
六
月
甫
完
整
上
線
的
中
國
繪

畫
數
位
學
習
系
列
課
程
為
了
吸
引

年
輕
的
學
習
者
，
並
推
廣
予
學
校

教
師
及
學
生
使
用
，
更
在
課
程
的

內
容
及
多
媒
體
表
現
形
式
上
，
融

   
跨
越
古
今
的
中
國
繪
畫
之
旅─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中
國
繪
畫
數
位
學
習
課
程

林
慧
嫻

入
了
適
合
年
輕
族
群
的
特
色
，
期

許
能
讓
博
大
精
深
的
中
國
繪
畫
傳

統
，
與
年
輕
學
習
者
的
所
思
所
為

產
生
更
密
切
的
關
連
。

然
而
究
竟
何
謂
數
位
學
習
？

博
物
館
又
如
何
利
用
數
位
課
程
豐

富
博
物
館
教
育
的
面
貌
呢
？
本
文

首
先
將
探
討
學
界
對
數
位
學
習
的

定
義
，
繼
而
討
論
本
院
中
國
繪
畫

數
位
學
習
課
程
依
所
謂
的A

D
D

IE

模
式
，
從
分
析
、
設
計
、
發
展
、

實
施
、
至
評
鑑
的
發
展
歷
程
，
及

筆
者
參
與
課
程
製
作
之
經
驗
與
心

得
，
俾
供
有
志
發
展
數
位
學
習
之

博
物
館
同
業
參
考
。 

數
位
學
習
與
博
物
館

究
竟
如
何
定
義
數
位
學
習

呢
？
簡
單
言
之
，
即
是
利
用
﹁
數

位
媒
介
﹂─

包
括
電
腦
、
光
碟
、

網
際
網
路
、
衛
星
廣
播
、
數
位
電

視
等─

進
行
學
習
活
動
︹
註
一
︺

。
早

期
學
界
對
於
數
位
學
習
使
用
媒
介

的
定
義
較
為
多
元
，
近
年
則
有
逐

漸
強
調
網
際
網
路
之
趨
勢
︹
註
二
︺

，

亦
即
藉
由
網
路
上
可
以
取
得
的
文

字
、
圖
像
、
聲
音
、
影
片
等
各
類

數
位
資
訊
，
來
進
行
教
學
活
動
。

然
而
畢
竟
資
訊
的
提
供
並
不
等
同

於
學
習
，
尤
其
網
路
上
的
資
訊
汗

牛
充
棟
，
需
要
被
重
新
整
理
、
組

織
、
吸
收
與
運
用
，
才
能
轉
化
為

知
識
。
數
位
學
習
既
稱
之
為
﹁
學

習
﹂
，
因
此
又
與
單
純
的
網
頁
有

所
不
同
，
更
加
強
調
學
習
目
標
與

學
習
成
效
的
擬
定
、
實
踐
與
評

估
。
此
外
，
數
位
學
習
課
程
也
強

調
互
動
性
，
例
如
以
提
供
線
上
教

師
、
助
教
或
組
成
學
習
社
群
等
，

讓
學
習
者
得
以
聊
天
室
、
部
落

格
、
電
子
郵
件
等
方
式
，
與
教
師

或
其
他
學
習
者
之
間
彼
此
互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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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位
博
物
館

提
出
問
題
，
或
集
體
完
成
群
組
活

動
，
讓
課
程
進
行
可
以
是
雙
向
、

多
向
的
，
以
避
免
學
習
者
獨
自
學

習
時
求
助
無
門
。

同
時
，
為
了
強
化
數
位
學
習

課
程
的
學
習
成
效
，
學
界
與
業
界

逐
漸
發
展
出
幾
種
數
位
學
習
課
程

發
展
的
模
式
，
以
所
謂
的A

D
D

IE
模
式
為
例
︹
註
三
︺

，
數
位
課
程
的
發

展
應
經
過
分
析
、
設
計
、
發
展
、

實
施
與
評
鑑
五
個
步
驟
，
從
分
析

學
習
者
的
屬
性
與
學
習
目
標
，
設

計
適
合
學
習
者
的
課
程
架
構
、
教

學
策
略
與
評
量
工
具
，
發
展
課
程

腳
本
與
內
容
，
將
課
程
上
線
並
推

廣
，
到
評
鑑
學
習
成
效
及
修
正
課

程
設
計
，
以
一
套
完
整
的
作
業
流

程
，
確
實
分
析
、
評
鑑
學
習
者

的
需
求
，
以
讓
課
程
達
成
學
習
目

標
。

博
物
館
中
的
實
體
藏
品
與
展

示
向
來
為
傳
統
博
物
館
的
強
項
，

博
物
館
的
教
育
與
推
廣
工
作
，
也

往
往
以
實
體
藏
品
與
展
示
為
據
發

展
成
形
。
然
而
，
近
年
隨
著
數
位

科
技
的
進
展
，
虛
擬
與
實
體
並
行

並
存
，
甚
至
以
虛
擬
取
代
實
體
的

展
示
與
教
育
方
式
，
早
已
不
足

為
奇
。
雖
然
部
分
博
物
館
學
者
與

工
作
人
員
對
於
虛
擬
展
示
與
活
動

仍
然
有
所
疑
慮
，
然
而
也
有
許
多

的
博
物
館
工
作
人
員
認
為
網
際
網

路
廿
四
小
時
不
打
烊
、
無
國
界
、

無
藩
籬
的
特
色
，
可
以
讓
博
物
館

跨
越
空
間
與
時
間
的
限
制
，
訴
求

更
多
元
的
觀
眾
族
群
，
也
可
以
讓

博
物
館
的
展
覽
增
加
了
時
間
的
縱

深
，
成
為
一
次
實
體
參
觀
經
驗
的

前
置
與
後
續
延
伸
，
增
加
參
觀
與

學
習
效
益
。
無
論
如
何
，
隨
著
e

世
代
觀
眾
族
群
的
成
長
，
博
物
館

如
果
要
與
時
俱
進
，
勢
必
要
面
對

e
化
時
代
的
挑
戰
，
及
早
因
應
，

才
能
讓
老
東
西
賦
予
新
意
義
，
古

典
結
合
新
潮
，
回
應
新
世
代
觀
眾

的
需
求
。

使
用
者
需
求
分
析─

建
置
適
合
年
輕
族
群
的
中

國
繪
畫
數
位
學
習
課
程

本
院
﹁
故
宮
e
學
園
﹂
早

期
的
課
程
將
目
標
學
習
者
設
定
為

成
人
自
導
學
習
者
，
然
而
為
了
讓

年
輕
族
群
也
能
夠
了
解
故
宮
收
藏

的
文
物
，
也
為
了
將
豐
富
的
課
程

內
容
推
廣
予
學
校
教
師
與
學
生
使

用
，
近
年
已
將
學
習
者
年
齡
設
定

調
降
，
並
因
此
在
課
程
的
內
容
及

多
媒
體
表
現
形
式
上
，
融
入
了
更

多
適
合
年
輕
族
群
的
特
色
，
期
許

能
將
博
大
精
深
的
中
國
繪
畫
傳

統
，
介
紹
予
年
輕
的
學
習
者
，
與

今
人
的
生
活
產
生
更
密
切
的
連

結
。

為
了
分
析
學
習
者
的
屬
性
，

以
做
為
設
計
課
程
架
構
、
內
容
與

風
格
，
及
評
估
學
習
成
效
之
依

據
，
中
國
繪
畫
數
位
學
習
課
程
製

作
團
隊
從
課
程
建
置
之
前
即
舉
辦

學
習
者
焦
點
座
談
︹
註
四
︺

。
總
結

之
，
目
標
學
習
者
期
待
的
是
簡
單

淺
顯
，
可
以
與
現
代
生
活
經
驗
呼

應
，
可
以
在
今
人
生
活
引
起
共
鳴

的
內
容
。
針
對
多
媒
體
表
現
形

式
，
學
習
者
期
待
的
是
生
動
活
潑

的
動
畫
風
格
，
認
為
以
可
愛
有

幽
默
感
的
虛
擬
人
物
，
結
合
動

畫
，
以
說
故
事
的
方
式
呈
現
課
程

內
容
，
更
能
引
起
共
鳴
。
學
習
者

也
期
待
生
活
化
的
多
媒
體
表
現
形

式─

例
如
拍
攝
實
景
以
與
畫
作
對

照
，
以
電
腦
科
技
模
擬
或
以
真
人

示
範
繪
畫
技
法
等
。
學
習
者
也
認

為
課
程
應
結
合
兼
具
教
育
性
及
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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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
性
的
遊
戲
與
測
驗
，
以
刺
激
學

習
意
願
。

設
計
課
程
特
色─

跨
越
古

今
的
中
國
繪
畫
之
旅

為
了
回
應
目
標
學
習
者
對
於

課
程
內
容
生
活
化
的
期
待
，
製
作

團
隊
與
教
學
策
略
及
內
容
顧
問
反

覆
討
論
，
設
計
可
以
與
現
代
生
活

經
驗
呼
應
的
系
列
課
程
。
其
中
第

一
課
以
趙
孟
頫
的
知
名
畫
作
︿
鵲

華
秋
色
﹀
出
發
，
由
元
代
畫
家
趙

孟
頫
現
身
說
法
，
與
動
畫
虛
擬
人

物
﹁
小
書
僮
﹂
對
話
︵
圖
一
︶
，

剖
析
欣
賞
中
國
畫
的
六
種
可
能
途

徑─
包
括
皴
法
線
條
、
點
景
人

物
、
季
節
與
色
彩
、
空
間
表
現
、

裝
裱
格
式
、
題
跋
印
章
，
可
謂
是

了
解
中
國
繪
畫
的
入
門
課
程
，
也

同
時
是
一
般
學
習
者
最
想
知
道
的

古
畫
基
本
知
識
。
第
二
課
討
論
畫

家
如
何
利
用
繪
畫
作
品
來
紀
錄
人

物
形
象
、
表
達
人
物
特
徵
、
描
繪

古
代
風
俗
、
與
敘
述
文
學
典
故
，

藉
由
古
今
風
俗
生
活
異
同
的
比

較
，
引
導
學
習
者
思
考
古
畫
與
今

日
生
活
的
關
連
。
第
三
課
從
今
人

與
大
自
然
的
生
活
經
驗
出
發
，
探

討
古
畫
中
如
何
表
現
大
自
然
的
議

題
，
虛
擬
人
物
﹁
登
山
者
﹂
踏
上

了
奇
幻
的
山
水
畫
與
花
鳥
畫
之

旅
，
在
花
鳥
之
旅
中
認
識
了
工
筆

與
寫
意
風
格
的
差
異
；
在
山
水
之

旅
中
，
發
現
古
代
畫
家
雖
然
由
觀

察
自
然
出
發
，
然
而
畫
中
看
似
真

實
的
景
象
，
其
實
仍
然
經
過
畫
家

的
巧
思
重
新
組
合
，
以
表
現
出
畫

家
心
中
理
想
的
自
然
世
界
。
第
四

課
則
為
連
結
古
畫
與
現
代
生
活
美

感
經
驗
而
設
計
，
虛
擬
人
物
﹁
故

宮
新
聞
台
小
主
播
﹂
帶
領
學
習
者

探
討
如
何
從
古
畫
中
尋
找
靈
感
，

無
論
是
傳
統
工
藝
製
作
、
數
位
化

應
用
、
或
是
空
間
設
計
、
甚
至
流

行
音
樂
等
，
都
可
以
從
古
畫
的
形

制
與
風
格
中
尋
找
靈
感
。
而
且
無

論
是
當
代
設
計
師
從
古
畫
特
殊
的

裝
裱
格
式
立
軸
、
手
卷
、
冊
頁
的

形
制
取
得
空
間
設
計
的
靈
感
︵
圖

二
︶
，
或
年
輕
學
子
運
用
古
畫
元

圖一    第一課的動畫虛擬人物趙孟頫與小書僮

圖二    設計師從手卷及冊頁的形制取得空間設計的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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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位
博
物
館

元
直
︿
赤
壁
圖
﹀
、
明
文
徵
明

︿
倣
趙
伯
驌
後
赤
壁
圖
﹀
的
兩
種

不
同
構
圖
方
式
之
後
，
創
作
赤

壁
連
環
漫
畫
，
思
考
如
何
將
蘇

軾
︿
赤
壁
賦
﹀
的
內
容
轉
化
為

現
代
人
熟
悉
的
圖
畫
形
式
，
並
進

而
體
會
以
繪
畫
形
式
詮
釋
文
學
作

品
的
問
題
，
其
實
是
跨
越
古
今

的
議
題
，
仍
然
與
今
人
生
活
相

關
。
﹁
清
明
上
河
圖
古
今
對
照
互

動
﹂
︵
圖
四
︶
則
是
將
︿
清
明
上

河
圖
﹀
中
的
結
婚
、
野
台
戲
、
學

校
，
與
今
日
場
景
相
比
對
。
﹁
吉

祥
含
意
互
動
﹂
︵
圖
五
︶
以
現
代

生
活
情
境
導
入
，
讓
學
習
者
就
不

同
對
象
，
選
擇
具
有
適
當
吉
祥
含

意
的
畫
作
當
作
贈
禮
，
並
進
一
步

理
解
畫
中
象
徵
意
涵
與
今
日
生
活

的
關
係
。

而
為
了
呼
應
學
習
者
對
於

以
虛
擬
人
物
及
動
畫
呈
現
課
程
內

容
的
期
待
，
課
程
製
作
團
隊
設
計

了
多
元
而
有
趣
的
動
畫
虛
擬
人
物

引
領
學
習
者
入
門
，
以
活
潑
生
動

的
動
畫
及
對
話
逐
步
開
展
課
程
內

容
。
無
論
是
趙
孟
頫
與
虛
擬
﹁
小

書
僮
﹂
的
問
答
，
﹁
小
畫
家
﹂
與

畫
中
人
物
元
世
祖
后
︵
圖
六
︶
、

甚
至
宋
代
文
豪
蘇
軾
的
相
遇
，

﹁
登
山
者
﹂
與
野
兔
、
趕
驢
大
哥

等
的
對
答
，
﹁
故
宮
新
聞
台
小
主

播
﹂
專
訪
當
代
藝
術
、
設
計
工
作

者
等
，
皆
是
藉
由
動
畫
虛
擬
人
物

生
活
化
的
語
言
及
有
趣
的
對
話
，

讓
課
程
內
容
更
為
活
潑
生
動
、
淺

顯
易
解
。

針
對
學
習
者
期
待
的
生
活

化
，
並
能
引
起
今
人
共
鳴
的
多
媒

體
表
現
形
式
，
課
程
製
作
團
隊
設

計
了
多
元
的
多
媒
體
形
式
，
突
破

素
設
計M

S
N

面
板
的
經
驗
，
都
可

以
提
供
學
習
者
參
考
，
人
人
皆
可

發
揮
創
意
，
讓
古
畫
繼
續
影
響
、

啟
發
現
代
人
的
文
化
創
意
與
生
活

美
學
，
並
進
入
一
般
人
的
生
活
領

域
之
中
。

此
外
，
課
程
進
行
中
也
不

斷
以
穿
插
於
各
單
元
中
的
互
動
遊

戲
，
提
醒
學
習
者
思
考
古
代
生
活

與
現
代
生
活
的
關
連
。
例
如
﹁
自

己
的
赤
壁
連
環
漫
畫
互
動
﹂
︵
圖

三
︶
是
讓
學
習
者
在
學
習
了
金
武

圖三    自己的赤壁連環漫畫互動

圖四    〈清明上河圖〉古今對照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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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往
平
面
圖
文
媒
介
能
夠
提
供
的

說
明
，
以
儘
量
貼
近
熟
悉
電
子
媒

體
的
現
代
學
習
者
的
生
活
經
驗
。

例
如
以
多
媒
體
技
術
模
擬
陳
列
室

空
間
場
景
，
讓
學
習
者
彷
彿
真
的

置
身
於
故
宮
陳
列
室
之
中
欣
賞

畫
作
，
有
更
為
身
歷
其
境
的
感

覺
︵
圖
七
︶
；
以3

D

動
畫
解
析

︿
谿
山
行
旅
圖
﹀
的
前
景
、
中
景

與
遠
景
︵
圖
八
︶
，
讓
平
面
畫
作

裏
的
空
間
結
構
更
為
清
楚
呈
現
；

以
動
畫
表
現
中
國
山
水
畫
經
常
採

用
的
移
動
視
點
︵
圖
九
︶
，
及
對

於
一
般
學
習
者
較
為
抽
象
的
山
水

畫
﹁
三
遠
﹂
︵
高
遠
、
平
遠
、
深

遠
︶
空
間
構
圖
方
式
︵
圖
十
︶
；

以
多
媒
體
技
術
還
原
古
畫
的
創
作

過
程
︵
圖
十
一
︶
，
以
及
結
合
真

人
示
範
的
短
片
以
說
明
繪
畫
技
法

︵
圖
十
二
︶
等
，
皆
為
單
純
的
圖

片
與
文
字
較
難
清
楚
表
達
與
解
析

的
觀
念
。
課
程
善
用
多
媒
體
表
達

形
式
的
利
基
，
讓
學
習
者
的
學
習

經
驗
更
豐
富
，
讓
古
畫
不
再
艱
深

難
解
。最

後
，
呼
應
學
習
者
對
於
遊

戲
與
測
驗
的
期
待
，
課
程
的
每
個

單
元
中
間
或
最
後
皆
加
入
有
趣
的

互
動
遊
戲
，
刺
激
學
習
意
願
，
也

讓
學
習
者
在
課
程
進
行
中
可
以
直

接
從
做
中
學
、
玩
中
學
，
加
強
學

習
成
效
，
並
可
讓
學
習
者
同
時
逐

段
、
逐
單
元
評
量
學
習
成
果
。
以

圖六    「小畫家」與畫中人物元世祖后對答

圖七    以多媒體技術模擬陳列室空間場景

圖五    選擇具有適當吉祥含意的畫作當作贈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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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位
博
物
館

﹁
早
春
圖
點
景
人
物
互
動
﹂
︵
圖

十
三
︶
為
例
，
學
習
者
需
在
限
時

遊
戲
中
找
出
五
組
點
景
人
物
的

正
確
位
置
，
藉
此
訓
練
學
習
者
觀

察
畫
中
的
人
物
，
並
且
複
習
課
程

中
對
於
點
景
人
物
功
能
的
介
紹
。

﹁
工
筆
寫
意
園
區
互
動
﹂
請
學
習

者
藉
由
分
類
遊
戲
，
分
別
工
筆
與

寫
意
風
格
有
何
不
同
。
﹁
古
畫
創

作
互
動
﹂
則
是
訓
練
學
習
者
以
古

畫
元
素
自
組
畫
面
，
自
由
創
作
，

嘗
試
古
畫
創
作
的
原
理
，
模
擬
並

進
而
體
會
古
代
畫
家
創
作
思
維
，

思
考
古
人
與
今
人
在
創
作
時
有
何

異
同
。
﹁
古
今
遊
戲
對
對
碰
﹂

︵
圖
十
四
︶
則
是
讓
學
習
者
藉
由

限
時
的
對
對
碰
遊
戲
，
比
較
古
今

遊
戲
，
並
且
讓
學
習
者
進
一
步
思

考
古
代
與
現
代
兒
童
的
生
活
有
何

相
近
之
處
。

總
之
，
為
了
讓
今
日
的
學
習

者
也
能
對
於
悠
久
的
繪
畫
傳
統
產

生
興
趣
，
課
程
設
計
團
隊
努
力
在

課
程
架
構
、
內
容
、
多
媒
體
表
現

形
式
之
上
，
訴
求
今
人
的
所
思
所

為
，
也
善
用
多
媒
體
的
特
色
，
突

破
過
往
平
面
的
文
字
與
圖
片
的
介

紹
內
容
，
希
冀
讓
學
習
者
耳
目
一

新
，
利
用
數
位
學
習
模
式
，
一
窺

中
國
繪
畫
堂
奧
。

發
展
歷
程─

製
作
課
程
及

其
他
標
的
物

圖八    以3D動畫解析〈谿山行旅圖〉的前景、中景與遠景 

圖九    以動畫模擬畫家採用的移動視點

圖十    以動畫說明「平遠」之空間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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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製
作
過
程
歷
經
架
構

設
定
、
介
面
與
虛
擬
人
物
設
計
、

腳
本
及
分
鏡
腳
本
撰
寫
、
完
成
多

媒
體
成
品
等
階
段
，
由
九
十
四
年

六
月
開
始
設
計
架
構
，
至
九
十
五

年
三
月
製
作
完
成
，
製
作
期
程
約

十
個
月
。
整
體
說
來
，
每
堂
課
的

製
作
時
間
雖
不
盡
相
同
，
然
而
大

約
皆
各
以
二
個
月
的
時
間
完
成
腳

本
及
分
鏡
腳
本
的
製
作
、
審
核
與

修
改
，
期
間
並
需
同
步
設
計
、
審

核
、
修
改
多
媒
體
介
面
及
動
畫
設

計
風
格
。
最
後
多
媒
體
成
品
的
製

作
與
修
改
，
則
歷
時
更
久
，
每
堂

課
從
製
作
至
大
致
修
改
定
案
約
需

二—

三
個
月
。
而
因
多
媒
體
成
品

內
容
富
含
文
字
、
圖
片
、
聲
音
、

影
像
等
各
種
元
素
，
後
續
細
節
的

修
改
其
實
更
為
曠
日
廢
時
，
第
一

至
三
課
後
續
又
陸
續
利
用
保
固
期

小
幅
修
改
了
三
個
月
才
能
完
全
無

誤
，
於
九
十
五
年
七
月
上
線
，
而

第
四
課
更
因
為
挑
戰
的
是
較
為
新

穎
的
結
合
古
今
的
新
議
題
，
從
確

定
腳
本
內
容
、
形
式
，
到
最
後
修

改
定
版
，
花
費
了
更
長
的
時
間
，

即
使
在
第
一
至
三
課
已
上
線
以

後
，
仍
然
持
續
就
美
術
風
格
與
內

容
小
幅
修
改
，
前
後
歷
時
又
一

年
，
於
今
年
六
月
始
上
線
，
也
延

後
了
此
系
列
課
程
完
整
上
線
的
時

間
。
總
計
每
堂
課
從
腳
本
、
分
鏡

到
成
品
的
反
覆
審
核
與
修
改
，
可

以
多
達
十
餘
次
，
製
作
團
隊
成
員

也
因
此
常
常
夾
處
在
新
課
程
的
製

作
期
程
與
舊
課
程
的
持
續
修
改
進圖十三    找出〈早春圖〉中五組點景人物的正確位置 

圖十二    結合真人示範的短片以說明繪畫技法 

圖十一    以多媒體還原宋梁楷〈潑墨仙人〉的創作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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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位
博
物
館

度
之
間
，
無
論
專
案
時
程
的
掌
控

與
人
力
的
調
度
，
都
面
臨
嚴
格
的

考
驗
。四

堂
中
文
課
程
雖
為
此
次
製

作
案
的
主
要
標
的
物
，
然
而
為
了

同
時
可
以
訴
求
國
外
的
使
用
者
，

團
隊
也
從
四
堂
中
文
課
中
擇
選
精

華
，
重
新
翻
譯
、
編
輯
、
製
作
二

堂
英
文
課
；
又
為
了
提
供
有
興
趣

深
入
研
究
的
使
用
者
進
一
步
探
索

的
學
習
資
源
，
課
程
選
單
介
面
中

計
十
二
人
，
包
括
製
作
廠
商
六
人

─

文
案
暨
專
案
管
理
人
力
一
人
，

多
媒
體
設
計
三
人
，C

F

製
作
人
力

一
人
，
宣
傳
推
廣
企
畫
一
人
，
尚

不
含
時
程
緊
急
時
臨
時
加
入
的
各

種
人
力
；
故
宮
團
隊
則
包
含
計
畫

主
持
人
及
協
同
主
持
人
各
一
人
，

專
案
研
究
助
理
四
人
。
此
外
並
有

院
內
顧
問
三
人
，
院
外
顧
問
四

人
，
協
助
課
程
架
構
擬
定
及
內
容

審
核
︹
註
五
︺

。

實
施
與
評
鑑─

維
護
更

新
、
推
廣
與
評
估

課
程
製
作
完
成
後
，
尚
須

上
線
後
的
維
護
更
新
、
宣
傳
推

廣
，
及
後
續
的
評
鑑
。
繪
畫
課
程

因
第
四
課
修
改
時
間
較
久
，
至
今

年
六
月
始
正
式
上
線
，
整
個
系
列

課
程
的
推
廣
活
動
則
於
近
期
才
開

始
陸
續
開
展
。
目
前
﹁
故
宮
e
學

園
﹂
平
台
上
已
有
各
種
社
群
的
組

成
，
歡
迎
有
興
趣
者
加
入
群
組
的

討
論
。
針
對
中
國
繪
畫
課
程
，
也

邀
請
富
有
教
學
經
驗
的
教
師
，
於

e
學
園
的
部
落
格
撰
述
多
篇
介
紹

文
字
，
以
生
活
化
的
文
字
推
廣
課

程
內
容
，
並
邀
請
學
習
者
撰
文
回

尚
設
計
了
多
項
附
加
功
能─

包
括

使
用
說
明
、
年
代
表
、
專
有
名
詞

解
釋
︵
圖
十
五
︶
、
故
宮
名
畫
賞

析
、
參
考
書
目
等
，
也
是
製
作
團

隊
在
製
作
課
程
主
體
之
外
，
需
於

時
程
內
完
成
的
標
的
物
。
團
隊
也

同
步
完
成
了C

F

宣
傳
短
片
、
宣
傳

摺
頁
、
海
報
、
使
用
手
冊
等
課
程

以
外
的
製
作
標
的
物
，
以
供
後
續

宣
傳
推
廣
時
可
持
續
使
用
。
總
計

此
次
課
程
製
作
團
隊
組
成
人
力
共

圖十四    古今遊戲對對碰互動遊戲比較古今遊戲異同

圖十五    課程選單介面附加功能―繪畫辭典解釋專有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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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
另
與
台
北
縣K

1
2

數
位
學
校

合
作
，
於
今
年
十
月
至
十
二
月
，

以
中
國
繪
畫
數
位
學
習
課
程
為
主

題
，
推
出
﹁
故
宮
數
位
藝
術
課
程

─

出
神
入
﹃
畫
﹄
﹂
教
師
研
習
課

程
，
雖
然
尚
在
持
續
進
行
，
可
是

課
程
的
內
容
與
形
式
已
獲
得
了
不

少
教
師
的
肯
定
。

課
程
的
成
功
與
否
，
自
然

也
需
經
過
評
鑑
，
以
供
製
作
後
續

課
程
的
參
考
，
因
此
在
課
程
建
置

中
期
，
團
隊
邀
請
當
初
的
目
標
學

習
者
針
對
已
完
成
的
第
一
、
二
課

進
行
評
鑑
，
發
現
第
一
、
二
課
無

論
在
課
程
內
容
或
電
腦
動
畫
風
格

︵
表
二∼

四
︶
，
都
得
到
目
標
學

習
者
高
度
的
肯
定
。
課
程
中
的
虛

擬
人
物
也
頗
受
學
習
者
歡
迎
︵
表

五
︶
，
尤
其
第
一
課
中
的
小
書
僮

表
情
動
作
一
派
天
真
，
卻
正
好
替

學
習
者
問
了
許
多
關
鍵
的
問
題
，

解
答
了
入
門
學
習
者
常
有
的
困

惑
，
與
趙
孟
頫
之
間
類
似
師
生
關

係
的
互
動
，
也
與
現
代
學
生
在

課
堂
中
的
經
驗
可
以
相
通
。
第
一

課
的
趙
孟
頫
與
第
二
課
的
蘇
軾
現

身
說
法
，
也
可
以
進
一
步
幫
助
學

習
者
跨
越
時
代
的
阻
隔
。
不
過
，

相
較
於
學
習
者
對
於
課
程
表
現
形

式
與
內
容
的
極
高
肯
定
，
學
習
者

對
於
互
動
遊
戲
的
反
應
倒
是
較
為

中
庸
，
雖
然
大
多
數
學
習
者
認
為

互
動
遊
戲
可
以
幫
助
學
習
，
可
是

仍
然
覺
得
不
夠
刺
激
、
好
玩
︵
表

六
、
七
︶
，
反
映
了
e
世
代
對
於

電
腦
遊
戲
娛
樂
性
、
刺
激
性
的
期

待
，
超
出
了
課
程
製
作
團
隊
的
評

估
。
畢
竟
團
隊
在
設
計
互
動
遊
戲

時
，
仍
以
教
育
功
能
優
先
，
也
因

此
難
免
使
得
遊
戲
的
娛
樂
與
刺
激

性
打
了
一
些
折
扣
，
無
法
與
e
世

代
學
習
者
熟
悉
的
電
玩
遊
戲
相

較
。
製
作
團
隊
在
製
作
後
續
的
第

三
、
四
課
時
，
雖
已
儘
量
設
計
訴

求
更
多
元
的
遊
戲
與
互
動
，
以
回

應
學
習
者
的
需
求
，
然
而
這
項
反

應
其
實
也
顯
示
了
教
育
成
效
及
刺

激
娛
樂
之
間
如
何
取
捨
的
兩
難
，

是
後
續
製
作
課
程
時
不
能
不
持
續

思
考
、
評
估
的
問
題
。

自
然
，
課
程
成
效
的
評
估

仍
然
有
待
後
續
更
多
、
更
深
入

很有幫助 44％

還好 56％

一點幫助都沒有 0％

表七    互動遊戲可以幫助學習嗎？

超好玩 16％

還可以 68％

很普通 16％

有待加強 0％

表六    互動遊戲好不好玩？

小書僮 41％

蘇東坡 21.5％

趙孟頫 15.5％

嬰戲圖小姊弟 12％

小畫家 10％

表五    最喜歡課程中的哪個虛擬

人物（可複選）？

第一課
趙叔叔說話時間—

如何欣賞一幅古畫

‧皴法線條    ‧空間表現 

‧點景人物    ‧畫幅形制與構圖

‧季節顏色    ‧題跋與印章

第二課
另類的故事書—

畫裡人生百態

‧皇室寫真集    ‧生活映像館

‧畫裡神仙境    ‧詩畫浪漫行

第三課
發現之旅—

走進畫中大自然

‧鳥語花香小徑    ‧山光水色古道

‧詩情畫意小棧

第四課
古畫新鮮事—

到故宮找靈感

‧打開工藝的「畫」匣子    ‧古畫數位DIY

‧2D與3D的對話    ‧另類流行「玩」古畫

表一    課程架構表

表三    喜歡課程中運用動畫說故

事的學習方式嗎？ 

超喜歡 62.5％

還算喜歡 37.5％

沒什麼感覺 0％

不喜歡 0％

很讚 44％

還不錯 56％

普通 0％

有待加強 0％

表四    課程的電腦動畫是否生動有趣？ 

很讚
第一課 59％

第二課 53％

還不錯
第一課 41％

第二課 47％

普通
第一課 0％

第二課 0％

有待加強
第一課 0％

第二課 0％

表二    第一、二課內容是否豐富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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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古今的中國繪畫之旅─國立故宮博物院中國繪畫數位學習課程

數
位
博
物
館

「美國教育訓練發展協會」（ASTD，American Society of Training and Education）對數位

學習所下的定義。

參見吳美美，〈數位學習現況與未來發展〉，《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30卷2期，pp. 

92-106, 2004年10月。

參見徐新逸，〈數位學習課程發展模式初探〉，《教育研究月刊》116期，pp. 14-30, 2003年

12月。

課程開始建置之前，製作團隊邀請目標學習者代表泰北高中教師與學生代表19人，連同本

院導覽志工8人，針對課程架構、內容及多媒體風格舉行座談；課程建置中期，再邀集泰北

中學教師與學生代表37人，針對課程進行評鑑。

本次課程由故宮展覽組團隊及頑石創意共同製作，並由故宮書畫處王耀庭處長、賴毓芝、

童文娥、台灣大學陳葆真教授擔任中國繪畫史顧問；國立台北教育大學高震峰教授、中央

大學劉子鍵教授擔任教學顧問；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吳佩芬教授擔任多媒體風格顧問。

1.

2.

3.

4.

5.

注釋：

的
評
鑑
與
探
討
。
而
課
程
後
續
的

推
廣
，
也
仍
然
有
不
少
的
挑
戰
。

首
先
，
﹁
故
宮
e
學
園
﹂
課
程
採

取
的
網
路
課
程
形
式
向
來
即
有
網

路
傳
輸
速
度
及
數
位
化
落
差
等
挑

戰
，
需
結
合
持
續
的
推
廣
活
動
以

提
高
學
習
者
的
學
習
意
願
。
同

時
，
虛
擬
課
程
與
實
體
參
觀
經
驗

之
間
的
落
差
，
也
仍
然
有
待
實
體

的
參
觀
或
活
動
補
強
，
畢
竟
，
網

路
課
程
固
然
有
其
廿
四
小
時
不
打

烊
、
無
遠
弗
屆
的
特
色
，
博
物
館

工
作
者
仍
須
顧
及
學
習
者
在
使
用

虛
擬
課
程
之
餘
，
是
否
仍
然
有
機

會
進
入
博
物
館
的
實
體
空
間
，
與

實
體
的
展
示
互
動
，
才
能
讓
數
位

課
程
與
博
物
館
的
實
物
展
示
取
得

適
切
的
平
衡
。

結
語此

系
列
的
中
國
繪
畫
數
位

課
程
既
以
年
輕
族
群
為
目
標
，
所

以
如
何
將
博
大
精
深
的
中
國
繪
畫

傳
統
年
輕
化
，
並
善
用
數
位
與
多

媒
體
課
程
的
特
色
，
在
有
限
的
十

個
月
製
作
時
程
內
完
成
製
作
，
自

然
是
此
次
計
畫
最
大
的
挑
戰
。
期

間
統
整
各
方
意
見
的
複
雜
度
，
遠

遠
超
出
製
作
團
隊
原
先
的
期
待
，

再
加
上
多
媒
體
課
程
具
有
文
字
、

聲
音
、
影
像
等
豐
富
元
素
，
也
使

得
反
覆
修
改
的
時
程
超
出
預
期
。

故
宮
團
隊
需
扮
演
統
整
各
方
，
包

含
故
宮
內
部
、
不
同
領
域
之
顧

問
，
及
故
宮
與
廠
商
之
間
意
見
的

歧
異
，
也
需
持
續
與
時
間
拔
河
，

激
勵
廠
商
及
時
完
成
。
期
間
曾
經

因
為
反
覆
修
改
耗
時
甚
久
，
使
得

製
作
廠
商
一
度
因
無
所
適
從
，
製

作
進
度
幾
乎
陷
入
停
擺
。
幸
而
期

中
評
鑑
所
獲
得
的
高
度
肯
定
，
如

同
打
了
一
劑
強
心
針
，
讓
製
作
團

隊
更
為
確
信
課
程
設
計
與
製
作
的

方
向
是
正
確
的
，
在
大
家
腦
力
激

盪
、
互
相
激
勵
之
下
，
仍
然
讓
製

作
案
及
時
完
成
。
後
續
製
作
課
程

時
，
為
避
免
持
續
追
趕
時
程
的
壓

力
，
仍
須
事
前
預
留
統
合
意
見
的

時
間
，
尤
其
內
部
意
見
的
整
合
，

無
論
就
內
容
或
風
格
形
式
，
更
須

及
早
進
行
，
以
免
耽
誤
製
作
時

程
。
而
學
習
者
對
於
遊
戲
娛
樂
性

的
期
待
，
也
值
得
後
續
製
作
類
似

課
程
時
參
考
，
儘
量
兼
顧
教
育
與

娛
樂
的
需
求
，
以
讓
熟
悉
電
玩
的

年
輕
學
習
者
，
也
能
從
遊
戲
的
刺

激
性
中
獲
得
滿
足
。
期
待
故
宮
數

位
計
畫
後
續
的
推
廣
活
動
，
能
夠

讓
更
多
的
學
習
者
進
入
﹁
故
宮
e

學
園
﹂
的
領
域
，
藉
由
數
位
課
程

的
形
式
，
接
近
中
國
繪
畫
，
也
讓

千
年
古
畫
的
傳
統
，
能
於
今
人
生

活
中
持
續
發
酵
，
影
響
現
代
人
的

生
活
美
學
與
創
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