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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5-24  記者 黃馨儀 報導

多元學習無處不有，不少大學開設各式各樣令人耳目一新的課程，舉凡婚姻家庭、情緒管理等都

能做為教材。但是「打電動」也能成為一門課程嗎？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科技學系副教授林日璇以

自己擅長的娛樂媒介與電子遊戲研究為主軸，開設了「電子遊戲與社會」課程，讓學生學習遊戲

媒介的發展，並且深入分析社會上的議題探討。

林日璇開設「電子遊戲與社會」課程博得學生好評。

（圖片來源／Diablo）

 

國外課程　引入臺灣國外課程　引入臺灣

「電子遊戲」課程在國外並不特別，有媒體科技的科系都會有相關的課程，林日璇於美國修讀博

士時便擔任這門課的助教。從發展到應用，電子遊戲探討的層面非常廣，舉凡性別、種族、暴力

等議題都從過去討論至今。回到臺灣擔任交通大學的教師時，當時的系主任便請她開設一堂與娛

樂媒介相關的課程，給予林日璇一個發展的舞台。

「這堂課（電子遊戲）在娛樂媒介中非常重要。」林日璇表示，當許多產業產值都在下降的時刻

，娛樂產業的成長趨勢卻從未間斷，像熱門遊戲「俠盜獵車手」第五代一上市產值就破八百萬美

金，遠遠超出一部電影所能達到的數字。然而亞洲的媒體經常將遊戲掛上負面標籤，使得大部分

人對於電子遊戲的了解相當侷限。

開始將電子遊戲課程從國外引進臺灣後，她發覺亞洲有許多豐富的遊戲元素和文化，於是課程融

入在地化、將亞洲遊戲加入課綱中，從遊戲史的發展、嶄新的案例分析、實際體驗遊戲等方式，

讓學生從課程中評估「遊戲到底是什麼」，以不同視角與傳播領域分析遊戲有什麼特性、該如何

應用，並實際幫助人類的生活。

 

內容多元　師生教學相長內容多元　師生教學相長

林日璇將課程引進臺灣校園後，也在教學期間看到學生對遊戲的熱情與想法，她認為課程設計本

身並不困難，最具挑戰的反而是「學生懂得比老師還多！」身為一位教授，身兼研究、教學兩者

並不容易，尤其新遊戲不斷上市，學生玩得比老師還多。「我覺得這反而是挑戰，也是很好的機

會，老師的責任不只是授課，是訂一些方向，一起去共創課程。」她認為co-creation（共創系

統）相當重要，學生懂得多就讓他們分享，同時老師也可以學習並且再融入教材當中。

「電子遊戲與社會」一課已經執行四個年頭，林日璇談起各屆修課的狀況仍然記憶猶新。第一年

開課時，同學還不認識老師，全班僅八位同學修課，其中兩位還是來自荷蘭的交換生，因此從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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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李恬芳李恬芳

本期喀報為二一六

期，共十九篇稿件，

其中有三篇影像新

聞、三篇廣播新聞、

三篇動畫、兩篇新聞圖表、六篇文

字與兩篇照片故事。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陳致穎陳致穎

想要和矛盾談一場轟

轟烈烈的愛情， 還
要展示收藏的荒唐和

瘋狂， 然後摻入極
端的黑與白醞釀， 慢慢享受這種
特殊的烈酒的香醇。 有時候覺得
不可思議，有時候覺得有何不可。

到底怪還是不怪，我也不知道。

但這終...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王彥琪王彥琪

我　王彥琪，綽號　

Abby~！ 最近想要
減肥，但是這樣就不

能盡興的吃媽媽煮的

飯，所以我還是決定當個胖子，把

握每一次媽媽煮的飯！ 喜歡和大
家一起的感覺，和一群人一起做熱

愛的事情，然後勇往直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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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考試、作業到上台報告都是全英文。口耳相傳後，隔年又來了三位荷蘭學生，最令她印象深

刻的是荷蘭生於課堂上帶來不少哲學的反思，期末報告甚至以哲學家康德的名言為主題，分析電

子遊戲中的道德成分，理論與創意兼具。

電子遊戲與社會課程每年都吸引不少學生修課。（圖片來源／林日璇提供）

第三屆學生大部分正巧是林日璇的導生，與她感情深厚，每每下課都會湊到講台推薦老師幾款新

的手機遊戲，甚至邀請老師加入學生的遊戲公會，一起打怪、研究攻略，也藉由跟學生互動，共

同討論手機遊戲的行銷模式成功的原因何在，不僅成功交流，林日璇也把從互動中獲得的靈感寫

進自己的科技部計畫當中。第四年的學生勇於發表意見，學生會在該堂課的議題上相互討論，甚

至自發性地辯論，林日璇則認為臺灣學生經常會覺得做人要客氣，所以難得有這樣的機會，給他

們空間發表想法是很好的互動。

 

不只在教室　實際玩更深刻不只在教室　實際玩更深刻

當講解完每一代遊戲機的歷史發展後，不單單只是了解理論，林日璇會帶著學生到系上準備的遊

戲間實際體驗各大遊戲主機。「像是第八代的Wii U一出我馬上去買，第八代出了一個像平板的

遙控器，請學生立刻體驗。」在遊戲體驗現場，就可以立即讓學生在刺激的環境下分析特色、討

論這些遊戲主機彼此之間怎麼競爭。平時的課堂作業也包含要學生玩遊戲體驗不同角色在社交時

的差異，進而在課堂上分享自己實際遊玩後的經驗，反思社會上的觀感是否也投射於遊戲世界。

林日璇每年都會帶學生實際體驗各種遊戲主機。

（圖片來源／林日璇提供）

 

產學合作　學生受惠產學合作　學生受惠

二○一四年，「電子遊戲與社會」這堂課受到媒體的報導，《聯合報》創研中心的總監吳仁麟輾

轉找到林日璇，希望以產學合作的角度，請學生設計適合在西門町呈現、一個具娛樂性並遊戲化

的媒體。於是在學期間，林日璇不僅教授遊戲的發展與應用，還要在期末時讓學生提案給吳總監

，「他們要練企畫書怎麼撰寫、提案報告要怎麼呈現，所以對他們來說是個很好的挑戰。」她說

道。

對學生而言，一般報告不過是講給老師聽，這次則是業界認真地表示要與學生合作推出企畫，學

生也覺得自己的想法有機會被採納，學習動力也相對提升。林日璇為配合這樣的改變也微調了學

期課綱，花不少時間讓學生修正報告內容、講授報告技巧，並且加入許多職涯規劃與進入業界的

準備。最後成果發表當天，學生的表現竟讓吳仁麟總監哽咽著說：「臺灣有救了！」而後不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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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之子　山野中的貓自然之子　山野中的貓

如果貓咪從小就在大自然生活，牠們就比較不
會遺忘在野外生存的本能。

安克羅　永該被遺忘的地方安克羅　永該被遺忘的地方

紀錄片【核你到永遠】帶領觀眾探索深藏在芬
蘭古老岩層地底下的「安克羅」核廢料最終貯
存場。

司更主動與林日璇接洽，表明願意與課堂合作演講，或是教學生設計遊戲軟體。她認為這些都足

以激勵學生，再加上產學合作的好處在於雙贏，學生沒有技術、而公司需要創新的想法，兩者合

作相輔相成。

教育遊戲化教育遊戲化

如同「電子遊戲與社會」一門課程結合遊戲與教育，讓學生學得開心也懂得從遊戲中反思社會現

象，越來越多教師嘗試將遊戲與課程結合，企圖使教育更有樂趣。林日璇提及，臺大的葉丙成教

授就利用打怪闖關的遊戲設計教統計課、引起學生興趣，讓學習變成簡單且愉快的事情；而交大

有位化學教授也利用化學公式發起成語比賽，例如一串公式下畫了一顆石頭，學生必須了解公式

解出來之後會得到水，才會得出「滴水穿石」的解答，進而要學生出題，當學生思考題目的過程

中，無形間也復習了所有化學公式。

她也認為教育遊戲化相當重要，卻又非常困難，一方面是老師必須有能力設計課程，另一方面則

是教材是否適合做為遊戲化的選擇。舉例來說美國曾經做了一款歷史遊戲，由玩家扮演故事角色

、從美國西部搭乘五月花號船隻到東北，玩完遊戲後，也就了解途經的路以及當時的人文背景。

那麼是否也可以應用於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讓玩家體驗各朝代時空，用遊戲方式理解廣大而深

遠的過去？雖然將教育遊戲化的實踐有其困難處，林日璇表示：「遊戲化是個continue，讓學生

有個動機去學習也很好。」

教育遊戲化的許多案例都只是特殊個案，在成本與現實的能力因素下，尚未成為教學常態。從林

日璇的實踐中，我們看到教育也能夠很特別，並讓學生從稀鬆平常的生活中反思社會、消弭刻板

印象，往後當他們有機會真正接觸遊戲產業時，也能回想起課堂上的經驗，結合理論與實務實際

幫助社會。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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