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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大學新移民議題融入媒體技巧課程經驗之

 個案研究^，另歹

 本研究採取個案研究方法，運用非結構式訪談及作品檢核等資料蒐集與分

 析策略，探究社區大學師生參與斯移民議題融入媒體技巧課程的經驗，以瞭解

 融入式課程的參與經驗對於提升師生融入式課程設計、媒體操作技巧和跨文化

 理解等知識技能的關連性。基本上，台灣社區大學的辦學目標均設定在「知識

 解放、邁向公民社會」，亦即要讓教科書申的套裝知識能與生活經驗相互對話，

 重拾生活經驗的重要性與價值性，並培養學員具備參與公共事務的公民素養。

 但鑑於本課程授課講師過去的教學經驗甚少深入在地生活經驗，所以本吹課程

 特地將在地斯移民的生活議題融入既有網路媒體技巧之中，並採取融入議題與

 主軸課程彼此對話、相互修正的融入原則進行課程設計與教學，讓師生們有更

 多機會將課堂所學運用在現實生活之中，進而關^k^b在地多元文化議題。整套課

 程執行下來共延續三個月，平均每兩周上課3小時;學員人數共有12位，其

 申11住是女性，學歷涵蓋小學至大學畢業。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融入式課

 程的操作模式不僅能提升社大師生們的媒體技巧和跨文化理解能力，亦可強化

 講師融入式課程設計相關知能，可作為未來其他社大推動融入式課程之參考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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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敏雄社大新移民議題融入媒體技巧課程

社區大學新移民議題融入媒體技巧課程經驗之

個案研究

 壹、緒論

 為扭轉工具理性和科學霸權對人類「主體性」(^^切ect^v^ty j和「能動性」( agency )

 的戕害，在民間教改團體及黃武雄等學者專家的倡議下，台灣於1998年設立了以「知

 識解放、邁向公民社會」為主要理想的社區大學(以下簡稱「社大1)。一改傳統學術

 界和教育體制長期忽略行動者(^gen^)主體性的作法，社大在教學與課程設計上希望

 重新賦予師生主觀經驗在知識形構過程中的應得地位，進而重拾其對自身及所屬環境

 改變的能動性(黃武雄，2003)。在此理念下，徐敏雄(2008a)建議社大可採行「融

 人式課程設計」的模式，讓社大的教與學更貼近真實世界，使師生們更清楚地瞭解到

 自己的實踐行動與外在人文、社會與自然環境，以及各類學科知識的動態關係。這種

 強調融合師生主觀經驗、教科書客觀知能，社區人文、社會與自然實體的課程設計模

 式，主要是透過引發師生們以自身生命經驗與客觀知識技能和社區實體相互碰撞的過

 程，反思各類學科內涵和社區現況合理性，以及行動者主觀經驗的偏狹性和侷限性，

 以便對既有知識技能、社區實體和主體經驗進行持續地修正與更新。

 為具體將上述社大辦學理念透過融人式課程的操作加以實踐，研究者挑選了社大

 的「網路PeoPo公民新聞種子工作坊」作為實踐與研究場域。之所以選擇該課程作

 為研究場域，主要是考量到當今社會中每個人的價值思維與生活方式無不深受媒體文

 什影響，但媒體資訊卻不盡然真實反映生活世界，而是蘊含複雜的利益和權力關係。

 所以，現代公民勢必得具備一定程度的「媒體素養」(med^a literacy)，方能瞭解、接

 近使用、評量、批判分析媒體(^otter, 2008 ; Silverb^att, 200^)，進而從「被動的」訊

 息接收者轉變為「主動的」詮釋者與創造者，成為一個積極的現代公民。在與社大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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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網路PeoPo公民新聞種子工作坊」的陳老師多次商討後，決定一起規劃、推動

 包含課堂講授和團體實作兩階段的融人式課程，並由師生們決定以社區內新移民生活

 適應狀況的採訪為其共通實做主題，希望以此深化學員媒體素養和多元文化視野。

 事實上，早在教育部(2002)頒佈的《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中，就已提及

 公民有知曉、傳布消息、討論時政、保護個人隱私、接近與使用媒體及接受媒體素養

 教育等六大項「公民傳播權」;並宣示除正規教育體制外，還要以公民為主體，在社

 區中提供媒體製作技術和實踐場域，培養公民獨立思辨的能力、營造健康媒體社區。

 此外，在歐盟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m^ss^on, 2004)發表的八大終身學習核心能

 力中，也將「數位化能力」( d^g^ta^ Competenc^)和「人際、跨文化與社會能力」

 (^nterpersona^, intercu^tura^ and soc^a^ Com]petence )同列為重要項目。該委員會希望透

 過數位化和跨文什能力的實踐，讓民眾有機會涵養理解多元社會中差異行為與禮俗的

 「知識」，採取建設性溝通、表達挫折與形塑文化認同的「能力」，以及願意尊重他者、

 破除刻板印象的「態度」，進而從多元批判和同理尊重的角度，於日常生活中運用電

 子化大眾傳播技術進行知識的形構與傳遞。就此來看，由於本研究之實踐場域一「網

 路PeoPo公民新聞種子工作坊」融合了上述媒體素養及跨文化理解兩大核心能力，因

 此更凸顯其重要性。

 二、研究目的

 基於以上研究背景和動機，研究者認為無論就融人式課程設計的課程型態，或媒

 體素養與認識新移民生活狀況之課程內涵來看，「網路PeoPo公民新聞種子工作坊」

 均能拉緊社大「知識解放、邁向公民社會」的辦學理念。雖然寄望一個學期的融人式

 課程設計就能提升師生們的媒體分析和批判能力，在實踐層面上確實存在相當多的困

 難，特別是本課程多數學員對於媒體技巧的使用都還屬於人門階段，而陳老師過去的

 學習和教學經驗，也是偏向媒體技巧的操作，而非文化研究或媒體批判分析。但無庸

 置疑的是，認識、接近與操作媒體工具不僅是各類媒體素養的一個重要起點，也是現

 代公民所從「被動的」訊息接收者轉變為「主動的」詮釋者與創造者所不可或缺的必

 要條件。所以在研究目的設定上，研究者乃以釐清融人式課程的實踐，與深化師生們

 媒體操作技巧及多元文化理解能力的關連性為主，並透過個案研究的方法，運用非結

 構式訪談和作品檢核的資料蒐集和分析策略，記錄、分析師生們的參與經驗和反思歷

 程，以作為仕大日後推動融人式課程之參考。

?4-



徐敏雄社大新移民議題融入媒體技巧課程

 貳、文獻言平析

 由於本研究牽涉社大課程、融人式課程、媒體素養和跨文化理解等四大議題，因

 此底下文獻評析的部分將針對當前相關理論或實證研究成果進行回顧。

 一、社區大學的創設理想:打破工具理'性與客觀知識的困局

 在仕大創始者黃武雄(2003)眼中，傳統大學院校採行的客觀主義與工具理性方

 法將大量個人經驗剔除於合法知識外，剩下被認可的素材再經分門化、客觀化、抽象

 化與標準化之細密處理，形成系統化的「套裝知識」。在套裝知識影響下，學生沒有

 機會覺察自身主體經驗的存在，更不可能嘗試用自己的經驗碰撞、懷疑或印證套裝知

 識;他們能做的僅是不加思索地把客觀知識當成主觀感知，使其自身被客體化，其結

 果很容易使個人思想與意識趨於工具化與單一化，甚至助長專斷主義的形成。為扭轉

 此一困境，使行動者主體性和能動性得到適切發展，黃武雄倡議的社大課程強調學員

 必須參與課堂討論，親身經歷知識「解構一重構一再解構一再重構」的動態過程，並

 以具體行動改善過度重視工具理性和經濟效益，忽略生態環保、歷史人文、社會正義

 的現況，進而邁向公民社會理想。

 更詳細地說，黃武雄(2004)之所以強調學習者的「主體性」，是希望翻轉傳統

 教育體制長期側重教師主導性和教科書權威性，忽略學習者主觀經驗在知識形構過程

 中的主體地位的問題;因為世間所有知識不外乎是不同時空下人類所經歷、匯聚出來

 的集體或個體經驗，忽略學習者主體經驗的結果將使建構出來的知識與真實世界分離

 (黃武雄，2003)。至於「能動性」的概念也是延續「主體性」主張而來，認為學習

 者應有機會、有能力藉由自己親身參與或體驗的過程，將自身主觀經驗與書本上的客

 體經驗或主流文化相互印證、彼此間難，進而修正既有知識技能或發展出更適合自己

 的新世界觀與生活方式，而非僅能被動地接受僵化的客觀知識或主流論點。

 二、杜大融人式課程設計的理論:具體化客觀知識、主觀經驗與社區實
體的相互碰撞的操作策略

 (一)融人式課程的論述

 基本上，研究者認為前述黃武雄(2003)的社大課程論述較著重知識論的層次，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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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如何落實此知識架構的課程設計方法，以徐敏雄(2008a)建議的融人式課程設計較

 為其體。歸本溯源，融人式課程的概念在國外能源教育或科技素養教育中早已被提及，

 各家論述中以LaughIin和Eng^eson(1982)的能源教育融人式課程最負盛名，他們將融

 人式課程定義為將原本分屬不同類別、實際上卻相互關連的單元( un^ts )融合在一起教

 授。Laugh^^n和Eng^eson的融人式課程設計模式提出後，美國W^scons^n州教育廳隨即

 予以適度增補，並於1985年頒佈以下八個課程融人步驟^(1)選擇適當的環境主題;(2)

 選定教學科目及單元;(3)發展環境教學目標;(4)制訂環境教材內容融人既有課程;(5)

 發展新的教學過程;(6)增加新的過程技術;(7)增加新的教學資源，以進行新的教學活

 動;(8)蒐集有關活動及建議新的活動主題(田振榮，1995 ;楊冠政，1997)?

 W^scons^n ^1、^教育廳頒佈環境教育課程設計指引後，便成為環境教育(楊冠政，

 1997 ; Br^nckerhoRRJ 1985 ; Jarcho, 1985) ^能源教育(田振榮^ 1995 ;李大偉' 1997)

 和生命教育(蔡明昌、吳瓊如，2004)等各領域融人式課程的重要參考依據。例如

 Brinckerho仟(1985)和Jarcho (1985)曾將「融人式取向」定義為將某些小單元或議題

 「安插人」(^nsert into)既有課程教材的方式，其優點是對既有標準課程千擾最小，教

 師卻又可以自由添加希望融人的新議題。在1990年代之後諸如陳育淳(1996)和楊馥

 如(2010)的藝術教育，A^netrano ^ Callaway和St^cke^ (2002)的諮商教育，以及Park

 和Cordero (2010)^ Cordero ^ wh^te ^ park ^^ Israe^ (2010)的健康教育等相關論述或

 研究中，雖然甚少如同Laugh^^n和Eng^eson (1982)那樣詳細討論融人式課程的內涵，

 但就其課程操作原則來看，依然是強調將正規教育外的特定議題統整人(^ntegrat^ng )

 既有課程，使學生在學習例行必修課程時能同時涵養特定議題的知識技能。

 相較於上述融人式課程的討論較集中在基本定義與操作原則，在黃政傑(2005)

 的論述中曾具體地提出五種融人式課程型態。第一種課程型態是把融人議題當成一個

 獨立的科目施教，但嚴格說來它比較像是「獨立設科」並非前述的「融人式課程」，

 因為融人議題並沒有與既有課程產生知識交會。第二種課程型態是「附加的型態」，

 其做法是在現有學科中添加入一個到數個社會議題單元。第三種課程型態是把社會議

 題徹底融合到所有學科單元中。第四種型態是以學校課外活動的方式進行教學。第五

 種型態是利用校園及教室環境布置等潛在課程，將所相關議題融人其中。

 從以上文獻來看，既有研究多將融人式課程設計視為透過添加新議題到既有課程或

 學習活動申，使教師可以在不另開一門新課的情況下，協助學生從多元的角度反思同一

 個議題，或將各種專業知能實踐於現實生活。在近年來融人式課程的實證研究申(陳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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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淳，1996 ;吳淑菁，2009 ;楊馥如，2OrO)也可以看出將生命價值、性別或生死議題設

 定為「融人議題」，將之融人音樂和藝術教育等「主軸課程」的做法。這些研究都發現，

 融人式課程不僅有助於學習者反思或操作既有正式課程所欲傳達的知能，融人議題的核

 心精神也經常可以展現在師生日常生活或學習者的作品上;特別是具行動研究色彩的融

 人式課程操作，更能強化教師專業知識和教學環境的反思能力。此外，在Ametra^]o等

 人^2002)的論文中也可以看出，將多元文化要素融人諮商教育課程十分有助於學生在

 學習諮商技巧時一併涵養性別、種族、族群等社會差異的覺察力和同理心。

 (二)社大融人式課程設計的內涵

 站在前述融人式課程的基本概念上，徐敏雄(2008^^2009a)參考黃政傑(2005)

 對「融人式課程型態」的論述，以及社大「知識解放、邁向公民社會」的辦學理念後，

 提出單科附加單元、草科徹底融合、多學科附加單元、多學科徹底融合四種社大融人

 式課程設計型態，以及「將社區實體視為客觀知識」、「將社區實體視為可建構對象」

 和「將社區實體視為反思素材」等三種課程融人策略。

 如同黃武雄(^003 1 2004 )所言，傳統正規教育體制內的課程多強調教科書套裝

 知識的正統性、無誤性，及授課教師的權威性和主導性，以致忽略了學習者經驗及生

 活世界在學習歷程中的重要位置。為強化社大課程中「套裝知識」與「經驗知識」的

 對話深度，並將學習者從課程的「客體，轉換至「主體」位置，在徐敏雄(2008a)

 的融人式課程論述中，除了將社區人文、社會與自然環境(即「社區實體刀設定為

 「融人議題」，並把學習者主觀經驗視為與社區實體形構具有互為主客之二重關係

 ( dua^^ty )的內涵項目，同時，也將教科書中的客觀知識及講師主觀經驗當成「主軸

 課程」，希望藉此凸顯「套裝知識一經驗知識」及「講師一學習者」在傳統正規教育

 中的特殊關係，以及扭轉或重構此一關係作為社大課程設計目標的具體意義。

 雖然黃武雄(2003 1 2004)在社大創始之初所提出的課程設計目標，是希望扭轉

 傳統教育體制內的各項不平等關係，但根據徐敏雄(2008b)的研究，目前多數仕大

 講師還是多以自身主觀經驗及其對教科書知識技能的詮釋來設計課程，相對而言，較

 少納人學習者主觀經驗或社區實體素材。因此，倘若能透過融人社區實體與學習者主

 觀經驗，相信必能創造出更多機會促使講師主觀經驗、教科書客觀知識與在地實體和

 學習者主觀經驗進行對話，進而產生各種知識與經驗反思。基於這樣的考量，原則上

 研究者在仍繼續沿用徐敏雄(2008a ^ 200ga)對仕大融人式課程設計的基本理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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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把講師主觀經驗和教科書知能視為「主軸課程」，並將社區實體設定為「融人議

 題」。但由於社區實體的構成要素必然包合學員的各類行動，及其與人文要素、社會

 結構與自然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而社區公共議題的表達也經常是透過學員主觀生活

 經驗進行陳述。因此，在本文中研究者傾向把「學習者主觀經驗」一併納人社區實體

 進行討論，亦即將之視為「社區實體」的一部份。

 只是鑑於徐敏雄(2008a ^ 200ga)以往所提出的三大類融人策略標題用語，較無

 法突顯「主軸課程」和「融人議題」在社大課程設計中獨特的動態關係，亦即引發講

 師和學員們彼此的經驗碰撞與知識反思，所以在本文中擬將原有的三項融人策略修改

 為「將『融人議題』視為具體化或深化『主軸課程』的元素」、「將『融人議題』視為

 可透過『主軸課程山重新詮釋或建構的對象」和「將『融人議題口視為可透過『主軸

 課程』培養師生反思能力的素材」，以彰顯「主軸課程」和「融人議題」的動態關係。

 如此一來，與文獻中提及正規教育的融人式課程相比較，由於社大融人式課程中

 的「融人議題」與「主軸課程」間具有互為主客的二重關係，而非如同高中或國小教

 育般只是「主軸課程」(例如國英數自然等)的一個「附帶單元」，因此更有可能實踐

 黃武雄(2003 7 2004)所謂「經驗知識」與「套裝知識」的對話、反思與相互修正理

 想。由此，也更能突顯出社大與正規教育融人式課程的一項重要差異，就是在社大「主

 軸課程」並不享有正規教育體制中的優勢位置，之所以命名為「主軸課程」，純粹是

 因為它是講師所設定的「正式課名」，但若就課程所蘊含之知識位階來說，「融人議題」

 的重要性和豐富性本來就不低於「主軸課程」，而這項價值也是在黃武雄(2003^2004)

 和徐敏雄(2008a)的課程論述中始終強調的目標。

 以下便是本研究在參考、修正徐敏雄(2008^'200ga)既有的融人式課程論述後，

 所提出的四大類社大融人式課程型態及三種社大融人式課程設計策略。

 1．四大類杜大融人式課程型態

 (1)單科附加單元:其操作方式是由社大講師在其教授課程中加人一至數個特

 定議題或單元，亦或是參訪社區中的實體場域。

 (2)單科徹底融合:其操作方式是由個別社大講師將特定議題不著痕跡地徹底

 分散至+A週所有課程單元裡。

 (3)多學科附加單元:其操作方式是同一學期內，由不同科目的講師圍繞著同

 一融人議題設計課程，講師們可加人一至數個特定議題或單元，亦或是參訪社區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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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多學科徹底融合:「多學科徹底融合」的操作方式基本上與「多學科附加單

 元」相仿，不同的是，它強調+A週主軸課程都要融人特定議題。

 綜合以上所述，可得如表^所示的四大類社大融人式課程型態:

 表1四大類杜大融人式課程型態

 單一學科多學科．

融人一次至數次單科附加單元多學科附加單元

十八週徹底融人單科徹底融合多學科徹底融合
 一"一"

 資料來源:「社區大學融人式課程設計之研究:基隆和新竹青風香社大的比較分析」，

 徐敏雄，200ga，教育科學研究期刊，54 (^) 1 73 0

 2．三種杜大融人式課程設計策略

 (1)將「融人議題」視為具體化或深化「主軸課程」的元素:此一融人策略是

 在社大講師主軸課程上，添加人社區實體的融人議題，讓主軸課程的學習可以更貼近

 生活世界，甚至發現個人經驗與社區實體之間的新關連。

 (2)將「融人議題」視為可透過「主軸課程」重新詮釋或建構的對象:此一融

 人策略也是在主軸課程上添加人社區實體元素，不同的是它將主軸課程和融人議題要

 素均視為可重新詮釋或建構的動態而非靜態實體存在。課程進行過程中，講師的重要

 任務是引發學習者將融人議題和主軸課程相互碰撞，進而發現各自及相互間豐富的面

 貌或意義。簡言之，此一融人策略看重的是對同一生活事件之多元化詮釋或建構。

 (3)將「融人議題」視為可透過「主軸課程」培養師生自我反思能力的素材:

 與第二種融人策略相仿，第三種融人策略也是在主軸課程中添加融人議題，並強調融

 人議題與主軸課程的對話。所不同的是，此項策略更重視授課講師和學習者一同在課

 程進行中透過主軸課程和融人議題的碰撞，反思自身各種價值預設和實踐行動的合理

 性/矛盾性，而非如同第二種策略般只將經驗與知識的反思任務設定在學員身上。也因

 為這樣，講師可能在課程進行過程中隨時根據自身與學員的反思性新體驗，適時地調

 整課程內容與行動模式。

 關於台灣社大融人式課程的推動現況，根據目前關於基隆社大、台北市12所社

 大及新竹青草湖、風城和香山3所社大的實證研究顯示(徐敏雄，2008b l 200ga) l

 在課程型態上多數社大都是以「附加單元」而非「徹底融人」進行，因為要在十八週

 主軸課程內全盤融人特殊議題，不僅講師要在課前有相當準備，學員也要有一定的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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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度。但以目前仕大學員學習動機偏重個人興趣或實用性技巧(黃明月、陳雪雲，

 2007)，講師在白天多有其他工作而不容易有充裕時間準備(徐敏雄，2008b ^ 200ga)

 等情況來看，要落實確實較為困難。其次，在融人策略使用方面，目前仕大通常會因

 情況交錯使用三大類融人策略，而非單獨使用某一類方法(徐敏雄，2009a)。至於融

 人式課程的推動困境，除前述準備時間不足的問題，主軸課程和融人議題的融合程度

 有待提升、講師對融人式課程瞭解與支持度偏低，缺乏配套教材、評鑑指標及執行評

 鑑的專業人員等，也都是多數社大出現的瓶頸(徐敏雄，2008b ^ 200ga)?

 三、媒體素養及跨文化理解能力的內涵

 根據Potter ( 200^)的說法，「媒體素養」是當人們置身於媒體時，用以詮釋所接

 觸訊息意義的一套觀點(^erspect^ves )，這套觀點是源自人類日常生活的知識結構。

 為了順利進行知識結構的形構，人們會需要各種媒體技術作為工具，並搭配源自媒體

 和真實世界的素材。更詳細地說，媒體素養的內涵除了要學習者熟悉傳播媒體(如廣

 播、電視或互動媒體等)的基本操作技巧、懂得如何運用媒體製作與傳遞訊息外，還

 能從多元角度詮釋媒體傳遞的訊息內容，覺察、評量媒體與社會文化間的關係及其對

 個人與社會的影響，甚至從政治與經濟面向批判傳播媒體運作機制蘊含的權力和利益

 糾葛。渲樣一種素養涵蓋認知、情戚、美學和道德四個面向，而非狹隘的單一範疇能

 力，其培養方式也必須具有連續性(Megee, 1997a, 1997b ; Potner, 2008 ; Si^verb^att,

 2008)，亦即終其一生反思成長的「終身學習」過程。從這種「媒體素養」所延伸出

 的「媒體素養教育」，其目的是要

 培養每個公民成為耳聰目明的收訊者，能對媒體深入瞭解，不再消極地接收

 媒體資訊，更可積極地「解毒」與「解讀」媒體、「接近使用」媒體，．…‥成

 為主動的媒體公民一有能力加入資訊生產、善用媒體並進行公共監督(教育

 部> 2002 >頁7)?

 至於「跨文化理解或跨文化能力」(^ntercu^tura^ u^lderstand^ng and Co^npetence )的

 概念，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1997)年發表的「漢堡成人學習宣言」(The

 Hamburg Dec^arat^on On Adu^t Learning )中也指出:為消除暴力文化，人類必須在家庭、

 社區、國家與國際間透過對話、相互理解的方式中，以協商取代暴力，學習基於正義

 與包容建構和平的文化，推動公民和民主的教育。另外，成人學習也要反映出多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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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的豐富性，尊重傳統文化、常民知識以及運用母語進行學習的權利。渲種強調多元

 群體彼此間基於理解、包容、接納、合作共生態度，持續認識和重構自身與差異族群

 文什認同的能力，即所謂「跨文化理解能力」。

 事實上，多數倡議發展跨文化能力的學者也提到，為因應個人和團體間因年齡、

 性別、階級、專業、宗教、族群等文化差異所導致對社會實體建構與知識論述的落差，

 人們有必要以理解自己與互動對方的文化為起點，學習從對方的角度看待他們的文

 化，藉以發展出覺察、包容、同理、欣賞差異文什的素養，並擁有建立跨文化人際關

 係、有效地溝通、為與他人合作共謀利益而遵守共同規範的能力。但這些特質和能力

 無法在普遍的一般情境中培養，而是要在特殊情境中透過具差異性的個人或群體相

 遇，抱持相互尊重、同理、容忍、合作的態度，運用角色扮演的互動歷程，隨著學習

 認識彼此的語言、歷史與文什特徵逐漸涵養起來，這種跨文化理解的促進過程亦所謂

 「跨文化學習^ mm^ (陳國明^ 2003 ; Ime^, 1998 ; Tay^or & Henao, 2006) o

 基於以上的理解，研究者認為在理念層次上，本研究的實踐場域一「PeoPo網路

 公民平台工作坊」的融人式課程設計，除了將一般社大之網路媒體課程均會教授到的

 基本技巧設定為「主軸課程」，還要把「社區差異族群生活狀況的採訪」列為本課程

 的「融人議題」。透過多元文化族群友善相遇場景的營造，以及採訪過後的團體報告

 製作與分享討論會的舉辦，學員們便有機會在運用課堂所學之媒體技巧的同時認識差

 異族群的生活處境，以及自身的獨特價值和生活方式，進而在各種討論課程中透過多

 元價值與經驗的碰撞，反思自身對少數族群的可能偏見，從而實踐社大知識解放、邁

 向公民社會的理想。

 參、研究唐受計與方法

 根據以上考量，本文中研究者乃以徐敏雄(2008a l 200ga)的社大融人式課程設

 計論述為基礎，並以「PeoPo網路公民平台工作坊」為研究場域，嘗試瞭解參與融人

 式課程的經驗對於提升師生們媒體操作技巧和多元文化理解的關連性。鑑於參與本研

 究的師生對融人式課程設計瞭解尚淺，所以研究者除與陳老師決定暫時從「單科附加

 單元」之融人式課程形態著手，並力邀其參加暨南大學成人教育所與台北市萬華社大

 於97年11月29日合辦的「社區大學融人式課程設計T作坊」，以提升其對融人式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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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的理解。之後，再與陳老師詳細討論課程形式、融人策略和操作流程，以提升主軸

 課程和融人議題的融合度;並根據不同階段課程主題事先草擬配套教材和評鑑工具，

 再依照各階段執行狀況因地制宜地作出必要調整。

 此外，為取得學員更深的信任以及課程推動過程中更多的行政資源，研究者除了在

 課程開始前便與該社大校長和行政同仁充分溝通並達成合作共識，也在第一堂課與陳老

 師一同到班上向學員詳細介紹融人式課程基本概念、操作策略及研究流程，並隨時針對

 師生們參與課程的困境舉辦小型討論會，共商問題解決之道。

 再者，由於本研究主要旨趣在瞭解透過一連串媒體技巧課程、新移民生活現況演

 講、採訪拍攝實作、小組問題討論、期末分享會等活動的參與，能否為「PeoPo網路

 公民平台工作坊」的師生們帶來不同於以往側重媒體技巧操作課程的學習體驗，亦即

 透過一連串融人式課程的介人，能否引發師生們操作技巧以外的媒體素養，以及新移

 民生活適應狀況的跨文化理解能力。就此來看，本研究十分適合採取「個案研究方法」

 (case study method)進行考察，因為它關切特定團體，也就是本研究中所謂的「個

 案」一「PeoPo網路公民平台工作坊」的師生們一長時間參與某些活動的整體經驗之

 蒐集與分析( Bogdan & B^k^en, 2007 ) o

 為紀錄、分析不同課程實施階段師生們的參與經驗，以釐清社大融人式課程的推

 動對他們可能帶來的多元學習成效，研究者乃依循「個案研究方法」的基本邏輯，採

 用非結構式訪談及作品檢核的資料蒐集策略，紀錄、分析師生們在不同階段的參與心

 得與學習成效。由於本研究蒐集與分析資料的策略包含講師與學員的經驗訪談及實體

 作品評量，並關照到不同課程階段師生經驗的連結性及改變狀況，所以能兼顧個案研

 究所強調多重資料來源及串連證據鏈(^ Cha^n of ev^dence )的研究原則，以具體提升

 研究校度與信度( Y^n, 2009 ) o

 至於本研究之實踐場域與研究參與者、融人式課程設計與執行歷程、資料蒐集與分

 析方法，現詳述如下。

 一、研究場域與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最初設定的學員是98年且月13日至98年2月24日的參與者，但由於該

 班選課人數僅7人，願意繼續參與第二階段課程者只有2人。考量到98年度課程內

 容與97年度差異不大，旦97年度課程結束時間距98年^月底也只有^;Ta多月，在

 取得授課講師陳老師支持後，研究者決定邀請97年度曾參與第一階段課程的16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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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敏雄社大新移民議題融入媒體技巧課程

 員一同參與第二階段課程。不過到98年4月1^日成果展完成為止，完整參與兩階段

 課程的學員剩下^2位，其申有11位是女性、1位男性; 35歲和45歲各^位，其餘

 均為50至63歲之間;平均參與社大年數4年，學歷多為大專畢業。至於陳老師是一

 位女性講師，大專畢業，目前從事電腦網路工作，在社大開授電腦網路課程已有6年。

 受訪學員詳細資料如表2所示。

 表2受訪者基本資料

 代號	'R勻三丘弓叮	參與社大年數	一"學歷
 A	女	3．5年	國小
 B	女	首次參與	大專
 C	女	6	初中
 D	女	@	高中
 E	女	@	國小
 F	女	@	大學
 G	男	3．5	大學
 H	女	9	大專
 I	女	6	大專
 @	女	I．5	國小
 K	女	@	大專
 L	女	I	高職

融人式課程設計與執行歷禾壬

 基本上，第一階段的主軸課程規劃與執行主要由陳老師負責。在決定課程核心能

 力時，陳老師主要根據自己操作PeoPo平台及參與東吳大學「人文社會研究室暨地理

 資訊系統(G^S兀的經驗，參考網路媒體教科書內容架構，認為學員若欲成為一個網

 路公民記者，應該要有操作相關的網路平台和媒體技巧的能力，亦即具備本研究中所

 提到操作PeoPo網路平台的相關技能。基於這樣的課程設計理念，陳老師歸納出下列

 六項基本的網路媒體技巧，並將之訂為「主軸課程」的課程目標^(1)瞭解PeoPo系統;

 (2)能設定PeoPo系統;(3)能管理PeoPo的文章、照月和影片;(4)能運用影像說故事;

 (5)能用相機來報導故事;(6)能運用剪接效果。之後，陳老師再將此六大核心能力轉換

 成各吹課程的次目標，並延仲出各次課程主題內容(詳見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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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本研究第一階段主軸課程的課程目標與主題	
 課程目標(核心能力)	課程主題

 (-)瞭解peopo系統馮何	1．瞭解PeoPo平台主要特色2．瞭解PeoPo平台與其他平台差異
 (二)能設定peopo系統(公民記者服務申請)	^．在PeoPo平台填寫資料2．設定PeoPo平台系統
 (三)能管理PeoPo的文章、照月和^．在PeoPo平台發表文章

影月  2．管理PeoPo平台文章

 3．在PeoPo平台張貼照片

 4．管理PeoPo平台相簿

 5．在PeoPo平台張貼影片

 6．管理PeoPo平台影月

 (四)能運用影像說故事(攝影功能)  1．瞭解數位相機基本功能
 2．操作數位相機基本技巧

 3．處理數位相機攝影時常見問題

 4．運用數位相機分鏡技巧

 5^^作Windows Mov^e Maker剪輯技巧

 6．操作匯人視訊技巧

 7．操作擷取視訊技巧

 8．操作運用腳本/時間表技巧

 (五)能用相機來報導故事(拍照功能)     1．瞭解數位相機基本功能
 2．操作數位相機基本技巧

工處理數位相機拍照時常見問題

 4．操作數位相機構圖技巧

 5．操作數位相機鏡頭語言

 6．操作匯人圖月技巧

 7．操作匯人音訊或音樂技巧

 汶操作運用腳本/時間表技巧

 (六)能運用剪接效果^．操作頭尾的剪接效果
 2．操作聲音的剪接效果

 上操作運用腳本/時間表技巧

 4．操作檔案儲存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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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敏雄社大新移民議題融入媒體技巧課程

 在教學方法使用上，第一階段課程中陳老師主要是藉由親自操作、講解電腦與媒體

 影像技巧先行引發學員興趣;再請學員回去運用課堂所學，拍攝居家生活事物，以作為

 後續學習剪接和後製技巧的素材。在進行第三至第六次課程時，陳老師還會運用小組討

 論、組內分工與角色扮演等方式，引導學員彼此協助學習各類網路影像製作技巧。

 至於第二階段的「融人議題」主要是由陳老師與學員共同討論選定的，本階段課

 程希望透過採訪、報導新移民生活狀況的方式，讓師生們除了網路媒體技巧的學習

 外，也可以藉由實際使用、接近媒體，報導訊息、討論新移民生活相關公共議題的過

 程，達到提升自身的媒體操作技巧及跨文化理解能力的課程目標。換言之，第二階段

 課程主要是將「新移民議題」視為「融人議題」，並由研究者與陳老師參酌前述三大

 類融人策略，共同規劃出包含認識新移民生活專題講座、採訪拍攝實作、小組問題討

 論、期末分享會等活動的融人式課程，藉以達成課程目標。至於第二階段課程各項次

 目標、課程主題及其主要使用的融人式策略詳見表4。

 表4本研究第二階段融人議題的課程目標與主題

課程目標課程主題融人策略
 一""

 (-)認識新移民生1．瞭解大眾對新移民的刻板印象因課程內容為演講討

 活適應狀況2．瞭解新移民家庭主要組成原因論，不涉及主軸課

 3．瞭解台灣新移民家庭常見問題程，所以尚無融人策

 4．瞭解新移民的共同生活需求略操作

 5．瞭解採訪新移民時的注意事項
 一""…^"

 (二)以同理心進行1．參考專題演講內容採訪新移民生活適前述融人策略一、二

訪問並實地操應狀況

 作攝影技巧2．實地操作第一階段所學攝影技巧

 (三)討論採訪過程1．分享各組進度以及遭遇到的困境前述融人策略一、二

 中的問題並找2．共同討論問題解決之道

出解決之道

 (四)實際操作剪接1．實際演練第一階段所後製技巧前述融人策略一

 與後製技巧2．運用專題演講所得知識規劃影月內

 容、撰寫文稿

 (五)小組分享與相^．觀摩各組作品包含前述三項融人策

工師生相互回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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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移民生活適應講座部分，是邀請台北市長期舉辦新移民生活輔導方案的社會

 福利機構主任前來分享，演講內容包含瞭解大眾對新移民的刻板印象、新移民家庭主

 要組成原因、台灣新移民家庭常見問題，以及新移民共同需求。演講結束後，陳老師

 引導學員各自尋員小組夥伴形成團隊，並進人社區邀請新移民受訪者。但在尋覓受訪

 者的過程中，多數學員們均遭遇拒訪或受訪者家屬反對，為此我們召開第一次採訪檢

 討會，除透過師生彼此提問回饋，共同尋覓問題解決之道，也委請社大舉辦校內新移

 民創意手工課程，讓學員在自然狀況下認識新移民婦女。最後，四組學員都找到各自

 的受訪者:甲組小芙2002年來自中國湖北，乙組小蓉和丁組小若分別於2003和1999

 年從越南來台，丙組小芷2001年來自中國廣東。

 為增添學員採訪新移民能力，實地採訪一過後我們又進行了第二次採訪分享會，

 會中大家分享了許多與受訪者建立關係、提問和回饋等技巧。分享會結束後，各組又

 對新移民進行數次採訪，除新移民家鄉資訊、台灣家庭成員狀況、嫁來台灣的T因、

 在台灣的生活困難，以及希望政府怎樣協助她們等問題，各組也會針對採訪新移民時

 的互動實況提出一些臨場問題，並將親子互動或日常工作狀況拍攝進去。採訪完成

 後，陳老師隨即以電話與E-malI協助各組進行後製，並於兩過後進行期末成果分享。

 分享會中有三組作品順利剪接完成，一組因學員工作繁忙未完成，只以PPT簡報呈

 現。至於成果分享會中學員的學習成果將於以下研究發現與討論處分析。

 三、資料蒐集與分析方法

 本個案研究所採行之資料蒐集與分析方法，包含非結構式訪談及作品檢核兩大

 項，其實際運作方式如下所述:

 (一)非結構式訪談

 為瞭解參與本課程學員於不同課程實施階段中，對媒體技巧及跨文化理解的學習

 經驗，研究者首先依循陳老師擬訂的30個媒體技巧課程主題，並參考新移民生活適

 應狀況專題演講的四大議題，設計非結構式訪談問題。之後，再於新移民生活現況演

 講、小組問題討論以及期末分享會等活動結束後對學員進行訪談，以掌握其對於媒體

 技巧和跨文化理解等議題之主觀學習經驗或觀點。至於講師的專業成長及其對學員表

 現的評量觀察部分，研究者同樣也以非結構式訪談的方式進行之。之後，再將師生們

 的訪談檔案轉錄成逐字稿，並進行開放式編碼、主軸式編碼以及選擇式編碼的資料分

 析工作，以提煉出師生們參與融人式課程歷程中重要的經驗範疇及其關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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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作品檢核

 為了對四組學員作品所使用的媒體技巧進行評量，在期末分享會結束後，研究者

 與陳老師一同根據她所提供之六大類課程目標製作成學員作品檢核量表。基本上，檢

 核表的每個主題皆以L^^ert五點順序量尺區分為「完全沒有使用」(1分)、「有使用但

 操作不熟練」(2分)、「有使用且還算熟練」(3分)、「有使用且操作相當熟練」(4分)，

 以及「操作技巧具職業水準」(5分)，由陳老師觀看各組拍攝作品所使用到的媒體技

 巧類別與精熟程度後，逐一給予各組分數評量。除量化檢核方式外，研究者也輔以訪

 談方式邀請陳老師針對各組學員的媒體技巧使用狀況進行描述性評價。

 肆、研穿踐牽現與討論

 在本段落中，研究者將依據蒐集到的資料分析師生們參與融人式課程的經驗，及

 提升媒體操作技巧和跨文化理解之間的關連性，並提出未來社大推動融人式課程設計

 所必須面臨的挑戰。

 一、融人式課程設計有助於媒體技巧的學習

 根據陳老師對各組團體作品的檢核與分析，如表5所示，甲、乙兩組作品在課程

 檢核量表中各主題分數均高週4分，乙組甚至有兩項高達5分。由此可見，甲、乙兩

 組學員對「公民網路平台的操作技巧」已相當純熟。

 表5學員期末作品檢核成績表佣」-量單位:分)

課程目標甲組分數乙組分數丙組分數

 1．能認識PeoPo為何水

 工能設定PeoPo系統

 3．能管理PeoPo的文章、照月和影片4.3 4.3 2．7

 4．能運用影像說故事4．2 4.0 2．2

 5．能用相機來報導故事4．2 5.0 3．0

 6．能運用剪接效果4．0 5.0 1．0

 總體平均4．2 4.6 2．2

 說明1 :木由於每位學員一定要登人公民網路平台才能取得帳號上傳資料，在完成第

 一階段課程時學員均已達成道兩項目標。

 說明2 :此評分檢核表為5點量表規格，滿分為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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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就作品內容來看，陳老師認為:甲組在訪談過程中展現出相當的親和力，訪談

 畫面營造得很溫馨，並能讓新移民家庭有機會展現出較佳的生活互動。乙組作品亦看

 出學員花費相當多時間在審視、剪接作品內容，無論是實地訪談、文字記錄、影像拍

 攝與剪接，都有較高的連貫性和完整性，甚至已略具傳播科系水準。對於丙組作品，

 陳老師認為因為該組學員蒐集的資料較多，拍攝影片耗時較長，以致無法如期完成剪

 接。但陳老師也發現這組學員在訪談新移民工作時，提出的問題頗能讓受訪者展現優

 勢，而這部份的觀察和提問能力有賴學員豐富的生命經驗才能完成。至於丁組，因為

 受訪者只願意接受訪談、不願意曝光，再加上組員工作繁忙無暇進行後製，所以僅以

 PPT檔進行分享。由此可知，社大課程如果期盼學員製作作品，除了動機引發外，學

 員們能t人團體討論與報告製作的時間也須一併考量。

 若從學員面來看，在團體實作的過程中A、B、C和L學員都表示採訪新移民的

 作業讓她們有機會於生活申運用課堂所學，並透過共同創作、解決問題的方式完成作

 品。1學員還指出他是在進行實際採訪工作後，才瞭解到課堂學習到的拍攝技巧在實

 際操作時，原來會牽涉到受訪者反應。

 我們一開始就是人聲音大多，我們訪談過程就是自己人聲音太多，

 所以我們就再訪他一次做改進這樣子。

 喔^你們就自己講的話很多，然後受訪者講的話很少，是這樣子嗎?

 對。

 那你們怎麼樣去改變，怎麼樣去避兔自己人講話太多?

 我們盡量說我們事先給他一個單子，讓他看;然後我們問的東西給

 他知道一些，然後我們就說你根據這單子盡量講，那我們問的話耍

 小聲問一點，那就是盡量講這樣子，先跟他先溝通。

 綜合以上講師作品檢核和師生非結構式訪談的討論，研究者發現透過將新移民生

 活適應狀況採訪實作設定為融人式議題的課程模式，確實能讓學員有更多機會在第二

 階段的生活實踐中操作、應證、修正或反恩第一階段課堂所習得之各類網路平台技

 巧，深化媒體操作能力。這部分的研究結果與徐敏雄(2008a)所強調能讓社大的教

 與學回歸真實世界，引發師生們對課堂所學知識技能進行反思與更新的融人課程設計

 假設相仿。若就實質媒體素養的內涵來看，透過兩階段融人式課程的參與，學員們已

 經具備網路公民平台的操作、採訪報導、運用相機和攝影機製作平面和影像媒體訊息

 學員B
研究者
 學員B
研究者
 學員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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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基本能力。至於其他媒體素養和跨文化理解的能力涵養狀況，則需進一步綜合新移

 民採訪心得與作品內涵進行分析。

 二、融人式課程設計有助於擴展師生對新移民生活適應狀況的認識

 在完成新移民婦女生活適應狀況採訪1作以及期末團體成果分享會後，研究者從師

 生訪談資料和團隊作品中，歸納出以下兩項師生們對新移民生活狀況的新認識與反思。

 (-)認識到新移民來台多重原因

 透過課堂分享及期末團體作品討論，學員們不僅有機會聆聽其他夥伴對新移民來

 台原因的觀察，也能在小組採訪實作和觀摩其他組作品的過程申，接觸到更多關於新

 移民來台原因的真實狀況。在這些分享討論中可以發現，新移民遷徙來台的原因相當

 多元，除了經濟因素、協助母國原生家庭或夫家解決困難外，也有是為了建立新的婚

 姻或家庭關係者。

 例如在採訪新移民前，學員D表示「不太了解什麼是新移民」;多數學員(如B、

 C、G、H、J、L和N)提到他們印象中多數新移民來台灣都是「經濟考量」。另外，學

 員E提到:「有些公婆就是說妳來我們這個家，基於某種的需要，她們的目的是我們這

 邊不想照顧自己生病的家人。」但也有少數學員(例如F)觀察到:「很多新移民來台

 灣不見得非都為了物質生活，邁是有受過高等教育的美國人是喜歡台灣才移民過來」。

 有的我們台灣的是年紀大，有的有殘障，找不到老婆的，他會去找新移民的

 外籍新娘。她們(指新移民)在當地的話有可能生活很苦，要到台灣來，覺

 得我們台灣生活很好(C訪談)。

 就此來看，在多數學員的印象中台灣的新移民多來屬於下層階級，特別是東南亞

 國家的女性，這個現象除了與台灣新移民的族群比例有密切關係外，也可能和媒體所

 傳遞的新移民意象脫不了關係，因為多數學員表示他們並沒有親身與新移民互動的經

 驗。但透過這次新移民訪談的經驗，從學員們的團體作品中可以看到小芙和小芷這兩

 位中國籍新移民嫁來台灣的主要原因，並非單純只是經濟考量或肩負婆家親人照顧者

 的重擔，而是夫妻雙方為了營造新的家庭生活;因為小芙和小芷並沒有與公婆同住，

 而是由兩夫妻和孩于共同組成核心家庭。若要進一步深究為何渲兩組夫妻選擇放棄尋

 覓在地配偶，而組織跨國的核心家庭更深一層的原因，則還有待更進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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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來自越南的小蓉和小若雖然坦言嫁來台灣主要是經濟因素，但其內在動機並不

 全然是貪圖物質享受，而是為了幫助母國原生家庭解決債務問題。就像小蓉就提到的:

 其實我來這裡是為了錢啦^ ^h時候不知道，長大了就知道家裡跟銀行借了

 錢，警察來我們家裡要拿那個土地去押的，我問他現在我要怎樣才能拿回來，

 他說只要有錢就好了。

 換言之，新移民嫁來台灣並非單純的「享受」或「享樂」，因為她們除了要承擔

 娘家的經濟重擔，還得面對許多移居台灣所產生的適應問題。也因為這樣，在採訪過

 小蓉後學員C就分享到:

 我覺得訪問過以後更能夠了解她們生活各方面還有教育小孩的問題，還有她

 們從那一邊過來為了什麼要過來，是為了生活、經濟各方面都參與在內都要

 她們解決，……所以她們過來也是非常辛苦的。

 透過學員作品與心得分享，陳老師也發現或許有些台灣家庭迎娶新移民婦女的原

 因是為了填補家務勞動的人力，但渲似乎不是絕對或唯一的原因，她分享道:

 我發現她(指小芷)年紀很輕啊^但是會做這麼多東西(拈客家糕點)，她願

 意學這麼樣的東西，我覺得很驚訝^因為我知道的是她們只會整理家庭，煮

 飯可能也還是有一段時間才會;但是她會做那個糕的時候，我覺得很驚訝。

 那還有乙組，就是說那個孩子的教育，可能是她只有一個啦，所以她會全力

 以赴去栽培那個孩子，我覺得那是我想像不到的。

 (二)體認到新移民生活處境中蘊含複雜的適應挑戰

 lJ家庭關係

 在採訪新移民前，學員D、E、H和上都認為:因語言文化差異關係，新移民與

 公婆相處時可能經常容易產生緊張關係，或是對如何教育子女方面會有不同的看法。

 但採訪結束後，除了小若「之前因為丈夫喝酒常常吵架，但吵架的原因是因為喝酒開

 銷太大，曾經想過要離婚，但後來為了小孩就想說算了」。其餘三組新移民的婆媳或

 夫妻關係並非完全是衝突或對立，而是有不少包容或支持在當中。換言之，透過期末

 成果分享，四組學員都有機會更清楚地看到不同新移民家庭成員的互動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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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婆婆也是這樣教我，你以後嫁來這裡一輩子就不用怕。．…‥在我家都是我

 煮啦，可是都是一些台灣小菜，我婆婆會教的，我婆婆煮菜喔棒的^   (^蓉

 訪談)

 她(指小芷)老公還會體貼地去買便當，回來說你不要煮飯，我去買便當給

 你吃;還有一些就是很聽老婆的話，不像說好像男人主義這樣子(M訪談)。

 學員A、B、l和J還表示，經由這次採訪和作品觀摩他們才發現有些新移民對子

 女的教育相當用心，夫妻也會根據彼此的特性進行教育分工。例如小芙的先生說:「繁

 體字她^^芙)看得懂但不會寫^所以上課的東西都是由我來，生活方面是她媽媽

 來」。另外，小蓉也提到:「我叉不認識字，只能說一點點中文，小孩子什麼功課都耍

 %忙，我要趕快去上學啊，認識字，這樣對我好，對她也好」。

 這對夫妻(指小芙夫婦)管教小孩子是蠻好的，她的小孩子之所以這麼聰明

 伶俐，也都是由於他們的教育、他們的分工。．…‥可是她是不會寫繁體字，

 只能說的方面，可是寫課業由她老公來做的是很棒的。我會覺得他們不像一

 般所講的那樣，我覺得他們很獨特(B訪談)。

 訪談過程中(指小蓉)我覺得他們對小孩子的教育非常的重視，她就是耍趕

 快把那個中文學好，因為她說她到目前中文還是學不好，不會看(J訪談)。

 也就是透過聆聽學員期末報告的過程，陳老師開始反思台灣目前對於新移民婚姻

 關係的印象是否可能受到媒體誤導的問題。因為以前陳老師曾聽說:

 台灣的女生太強了所以男生娶不到老婆，只好去找東南亞的那個，這好像是

 說她們願意生小孩、願意刻苦耐勞，其實這種聲音我聽起來會覺得有一點奇

 怪，為什麼現在會有這樣子的談話?……我就在思考說會不會是一些媒體的

 傳播，我是覺得這樣子會誤導。

入社會關係

 採訪前多數學員(如A、C、E、F和H)都提到新移民可能遭遇到語言和文化差

 異的適應問題，像學員C提到:「她們到我們台灣來，她們講話我們聽不懂，就沒辦

 法一起生活」。此外，學員D也認為:「她們應該多交一些朋友，朋友跟她聊一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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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學員G認為由於迎娶新移民的家庭多半是中低收人戶，所以經濟需求會是她們

 即刻需要面對的。綜合來看，在進行採訪前學員們認為新移民嫁來台灣後，在日常生

 活中最需要適應的是語言文化、人際支持和經濟問題。

 採訪結束後，從四組作品中可看出中國籍新移民的語言和文化適應困難比越南籍

 的少，但人際支持網絡的狀況就因人而異。例如小芷說，自己「已經適應台灣的生活，

 台灣人比內地人有同情^k_b，親和力也較強，也愛幫助他人」;但小芙就認為台灣的「生

 活方式遽可以啦，跟我們那邊差不多^……在台灣朋友比較少」。而小蓉說:「遇到了

 同鄉會很高興，會講^L^^裡話，不管婆婆怎麼樣遽是老公怎麼樣，我們都會講出來」;

 但小若卻覺得:「雖然在台灣有一些越南的鄰居朋友，但^k^b情不好時還是會自己躲在

 房間裡，因為覺得她們幫不上忙，所以很少向她們訴苦」。

 另外，學員們在採訪前並沒有考慮到新移民自我和社會認同的困難，但在乙組和

 丁組的採訪作品中，卻能看到越南籍新移民這部份需求。例如小蓉聊到她在捷運上曾

 被其他乘客指指點點，她心裡想:「幹嘛這麼在乎你是哪裡人，我是這裡人?……我

 來這裡就是這裡人」。聽了小蓉的故事，在期末成果分享會中學員1也很戚動地說:

 她(指小蓉)以前一開始來的時候，她說她不論在捷運上在市場上，人家都

 用異樣的眼光看她，一直猜他是哪裡人哪裡人，她那個時候就覺得怪怪的。

 可是她現在不會了，她說她婆婆教她說:「你嫁到這裡來，你以後就永遠耍在

 這一邊了，那你就是台灣人」。所以她現在就認為她是台灣人

 3．公民資格與工作權

 除上家庭生活和社會關係的適應需求，在進行訪談前學員A、C和M都認為新移

 民「最迫切需要的是身份證」。但看完小芙夫婦的故事後，她們才知道公民身份的取

 得固然重要，但工作機會的獲取才是新移民更關切的。然而，對於新移民在取得公民

 資格歷程申遭遇到的挫折，H學員也以自己的經驗對提出不同看法:

 我們家有很多移民移到國外，從小看舅舅阿姨他們，．…‥。你的身分拿不到，

 沒什麼了不起啊^我到國外我要拿身分也很難啊^．…‥如果我們自己本國人

 到國外可以忍受，那我相信外國人到我們本國來也應該要忍受(H訪談)。

 就此來看，在學員H眼中由於其他國家的新移民取得公民資格的歷經也是相當顛

 顛，所以認為移居台灣的新移民對於取得公民身份過程中的種種不便也應該抱持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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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態度。雖然學員H的觀點可能產生「普遍存在就是合理」的盲點，以致無法從新移

 民主觀咸受對各種移民公民資格取得作業流程的合理性進行反思，亦即在公民資格取

 得議題上學員H並未產生跨文化理解。但就觀點磚什的學習歷程來說，唯有團體中存

 在更多元的差異觀點，學員們(包括學員H本身)才有機會聽到更多與自己不同的經

 驗或見解，進而對自身既有經驗與知識產生反思。換言之，差異觀點的存在涵養跨文

 化理解能力的過程中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此外，單憑接觸或聆聽多元族群生命經驗不

 見得一定可以產生跨文化理解能力;該能力的涵養可能還需要搭配其他能引人際間咸

 同身受的親身體驗，以及關於正義原則的深層反思的方案才能奏效(徐敏雄，200gb)^

 而渲也是未來在設計類似課程時可以嘗試的方向。

 綜合以上關於學員們採訪新移民的過程與作品，以及多數師生共學經驗分享與討

 論的內容可以看出，融人式課程設計提供師生們一個運用同理心，嘗試從新移民的角

 度認識其獨特生活方式和價值觀的機會，並且實質碰撞了自己既有對新移民的刻板印

 象，進而初步體現陳國明(2003)^ I^ne^ (^998)和Tay^or與^enao (2006)「跨文仕

 理解」或「跨文化學習」的理想。另外，從陳老師的分享中也可以發現，藉由聆聽和

 觀賞學員的小組分享與期末採訪作品，她開始覺察到媒體在報導新移民婚姻關係時可

 能的符號標籤問題，也就是對Megee( 1997a, 1997bTy、Potter( 2008 )^^^ Silverb^att( 2008 )

 等人提到的媒體與社會文化及個人之間權力糾葛進行初步的反思。雖然表面上多數學

 員在各階段討論中，均未如同陳老師般明確地表達對以往所接觸到各類報章雜誌或電

 視電影關於新移民報導的反思，但就各組團體作品和學員們實質的分享來看，還是可

 以看到他們對新移民的認識已超越以往單一僵什的負面形象，並且能透過各種網路和

 媒體技巧將其對新移民生活樣貌的詮釋觀點傳播出去，亦即達到媒體素養和多元文化

 理解能力之提升的目標。

 三、融人式課程設計的策略檢討

 (-)融人式課程的推動須隨時關切學員預期外的學習狀況

 在實地採訪新移民的過程中，研究者發現學員們經常會為了增添小組作品的豐富

 性，積極運用各種課堂所學技巧，甚至嘗試一些課堂裡未曾接觸過的媒材，因而發生

 一些課堂上老師未曾提到的問題。例如:

 學員A :我在keyboard裡面抓的那個音樂，但是我是沒有經過他們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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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是他們的會員，那我放在這裡面會有問題嗎?

 研究者:喔，你說版權的問題嗎?

 學員A :是。

 學員F :因為他們沒有同意，所以不能對外。

 學員A :那我們就放公視的，不要寫他們的公視什麼代號都不要寫出來。

 學員F :所謂「放公視」是公視提供的就沒有問題?

 陳老師:我下禮拜在公共電視會有一個分享，．…‥如果OK的話，我會希望

 他們能夠提供公共電視的音樂讓我們合法使用。

 從以上的對話可以看出，面對學員們提出的疑問，由於陳老師願意坦然面對自己

 的教學侷限，接納同學演練過程的疑問，所以師生們才有機會一同成長。就此來看，

 由於融人式課程納人諸多生活世界的真實議題，所以經常會出現「預期外」的難題，

 這時候唯有授課教師能抱持真誠的態度隨時關切學員的困境，並多方營造師生共商問

 題解決之道的討論平台，才能讓學員們有更豐厚的資源和勇氣嘗試新事務。

 再如本研究先前對於融人式課程進行過程的陳述，由於多數學員對社區認識有

 限，且少有採訪陌生人的經驗，所以在邀請新移民受訪者時遭受較大挫折。此時，由

 於陳老師能及時給予關心和鼓勵，並透過小組討論會瞭解學員問題，提供其商議問題

 解決之道的機會，並積極請求校方協助，所以能為學員繼續努力帶來較大的支持動力。

 他們(指學員)會講說好難喔，都要做功課、都要發表，對他們來講是一種

 壓力這樣子。我說沒關係啦^反正我在你旁邊嘛，會怎麼樣的時候我們就會

 稍微那個一下，會打氣一下，就是鼓勵啦(陳老師訪談)。

 就此來看，持續給予鼓勵和協助確實是提振學員動機和學習成效的重要教學策

 略;但不可諱言地，研究者和陳老師也發現，倘若課程進行中要對學員維持高密度關

 懷與協助，講師和學員都得花費相當多時間與心力，但渲對白天有正職的師生來說有

 其困難。也因為這樣，本課程進行過程中也曾遭遇到許多學員不願意參與第二階段融

 人議題課程的挑戰，這項困境與徐敏雄(2008b l 200ga)的研究相仿。此外，也如同

 黃明月和陳雪雲(2007)所言，目前多數社大學員學習動機偏向個人興趣，如果期待

 他們對公共議題技人更多時間與心力，除了優質的課程設計外，勢必得像徐敏雄

 (2008b ^ 200ga)提到的，得提供更多其它的配套鼓勵或獎勵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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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綜融客觀知能、主觀經驗、社區實體的課程設計能增進行動者在
 知識形構過程中的主體，性和能動，性

 從前述社大師生操作融人式課程的心得與作品內容可看出，透過兩階段融人式課

 程的設計，確實有助於學員深仕主軸課程的學習成效、擴展對融人議題的理解，甚至

 反思自身對融人議題的刻板印象。因為在學員們運用PeoPo網路平台及媒體技巧採訪

 新移民的過程中，不僅能持續檢視、修正課堂知能，更可在親身採訪、記錄和重組新

 移民生活狀況歷程中，不斷反思、修正自己以往從傳播媒體或人際互動中獲取的新移

 民知識，展現其知識建構與傳遞的主體性與能動性。這項研究結果與陳育淳(1996)^

 吳淑菁(2009)、楊馥如(2010)以及A^netrano等人(2002)的研究發現相仿，他們

 都發現將必修課程或專業技巧融人生命、性別、生死或多元文化議題，將有助於學生

 同時習得專業知能、生命價值及多元文化理解能力。

 不僅學生有此學習成效，當陳老師被問到參與本次研究對融人式課程設計的特色

 與意義的觀察時，也清楚地表達出類似的體驗:

 這樣子的方式是把課程融入到我們的生活、社區，我覺得很特別。讓學員可

 以想想說我學的這一些技術以後，到底能夠做什麼，．…‥我這個課程上完了

 以後，你們就結束了就離開社大嗎?不是^你們可以自己其實像拍照也好、

 寫文章也好，或者說鼓勵他們參加社團或者是志工，他可以把自己貢獻到社

 會裡頭，幫助更多的人，．…‥這樣可以全世界看得到喔。

 (三)團隊完成作品的課程設計型態可激發講師及學員的教與學成效

 最後，研究者也發現融人式課程中的團隊實作提供學員們共同完成「看似不可能」

 作品的經驗，這份成就咸不但會隨著團體成果展舉辦的正式化程度倍增，也可以成為

 社大師生們獲致主體性和能動性的重要來源。因為當他們戚受到自己的行動有可能改

 變生活世界中的既存價值(pU如對新移民的偏見)或人際互動模式(例如與新移民的

 關係)時，便等於是縫合了黃武雄(2003)所說套裝知識與經驗知識的裂痕，並且持

 續在體驗知識與經驗更新的喜悅。

 例如就陳老師表示，雖然以往她也要求學員拍攝生活事物，但由於學員是以個人

 而非團體為單位，所以拍攝主題各異;在時間與心力的限制下，很難對每個學員的技

 巧和主題給予關切。相較之下，本次融人式課程是全班共同訂定單一主題，並以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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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式進行，所以可以小組為單位追蹤學員在採訪過程中的媒體和網路技巧使用狀況，

 並針對採訪內容給予回饋，而不用像以前那樣要面對20幾個學員。

 另外，對學員來說，團隊製作期末作品的課程設計不僅可以增添其操作主軸課程

 知能時的切磋對象，更可讓學員們將自己小組的作品視為一種團體榮譽，提升其參與

 熱誠。

 以前我們都是各別報導，就是自己想法就是隨性啦，．…‥那這次呢是那個團

 隊，．…‥所以說大家都會集思廣益，就是各司所職啦^把自己的專長，就像

 剛剛講的影月的部分，你會影片的你就是剪接影月，你會哪一塊或是錄影，

 或是譬如說有小孩你幫他帶小孩，．…‥那是之前沒有的(陳老師訪談)。

 雖然有壓力，但是他們(指學員)都是每一個人都是有那個榮譽嘛^所以希

 望團隊是最棒的、最好的，那出來的東西就不一樣了(陳老師訪談)。

 但值得一提的是，在整個課程推進的過程中，還是有學員因為過去曾有參與團體

 報告的負面經驗，所以對團隊合作的課程設計心生反咸。

 在大學裡面，他們跟我玩這個遊戲玩了十幾次了，每一次就是報告每一次就

 是不齊全怎麼樣，每一次都是這樣子。偏偏我叉是一個完美主義者，所以你

 們玩這個遊戲，我覺得很煩了(H訪談)。

 由此可印證一些研究(胡夢鯨，1998 ;徐敏雄，2008a)所提到「成人學習者的

 經驗不見得都有助於學習新事物」的說法。特別是團隊合作過程中有學員對團體實作

 威到排斥，不但會牽動其他同組夥伴的心情，甚至可能在團體回饋過程中引爆緊張關

 係。所幸在本課程進行過程中，H學員對陳老師始終抱持信任態度，因此雖然心中有

 些情緒，但依然願意跟隨大家完成期末作品。事實上如果往正面看，學員們能在團體

 內表達差異觀點或許也代表著彼此的信任感或包容力已發展至一定程度，且另類聲音

 的存在也確實有助於學員激盪出不同的想法。

 綜合以上關於師生們參與融人式課程的經驗，及其與媒體操作技巧及新移民多元

 文什理解之間的關連性討論，無論就課程型態或課程內容而言，融人式課程設計的實

 踐確實有助於師生們從單純的媒體技巧學習，激發其對媒體操作歷程和內涵的反思，

 甚至對生活世界中共同生活的差異群體產生多元文化的理解。這樣的發現與在近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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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人式課程的實證研究結果(陳育淳，1996;吳淑菁，2009;楊馥如，20^^ ; Ametrano

 et a^, 2002 )相近，它們都認為融人式課程設計不僅有助於學習者熟悉或反思主軸課程

 所教授的知識技能，融人議題所蘊含的核心價值或能力素養還會影響師生們的價值信

 念或生活方式，甚至使其在運用媒體工具時能更其反省力、主體性和能動性。而渲樣

 的課程參與經驗，也正緊扣著黃武雄(^003 1 200^)所提出知識解放和邁向公民社會

 的辦學理想。

 伍、結論與報莘議

 透過參與PeoPo網路平台及媒體技巧教授，新移民生活狀況專題演講與實地採

 訪、影片剪輯製作，團體問題討論與成果分享等兼顧理念傳遞、實務操作、團隊實作、

 團體討論反思的融人式課程，研究者發現學員們不僅能於日常生活中應用、檢稅、確

 認、修正或深化課堂所學，更可一同反恩主觀經驗與社區實體間的合理性與矛盾性。

 因為在整個融人式課程進行過程中，師生們有更多時間透過實作檢視各類媒體技巧的

 適用性，並藉由新移民生活適應狀況的採訪與團體作品觀摩，不斷碰撞自身先前經傳

 播媒體和人際耳語建構的新移民觀感，產生跨文化理解的學習功效，進而體現出知識

 形構過程中的相對主體性和能動性。

 在融人式課程型態的選擇上，本研究的課程操作經驗亦顯示「單科附加單元」之

 課程形式確實較適合對融人式課程設計較陌生的師生，因為其涉及的人事物較為單

 純。故未來有意操作融人式課程的社大，建議可考慮從「單科附加單元」著手。至於

 融人式課程操作策略的使用，表面上本研究似乎只有運用「將『融人議題』視為具體

 仕或深化『主軸課程口的元素」的方法，但就實質課程運作的過程來看，只要授課講

 師能在規劃融人議題時能搭配熱絡的團體討論和具友善競賽氣氛的團隊實作，隨時關

 切各組學員團體實作進度與困境，並適時給予鼓勵協助，還是有可能引導學員在團體

 實作和討論過程中，產生知識與社區實體重新詮釋的效果，甚至激發教師自身行動中

 反思的能力，亦即帶出「將『融人議題』視為可透過^主軸課程』重新詮釋或建構的

 對象」和「將『融人議題』視為可透過"主軸課程』培養師生反思能力的素材」的學

 習效果。

 再者，從本融人式課程的知識屬性亦可看出，並非只有學術類和社團類課程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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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進學員批判反思及公共事務參與能力，包括平面或影像攝影、油畫素描、電腦網路

 技巧等，蘊含濃厚操作性和文化元素的生活藝能課程也可藉由融人式課程的設計，涵

 養學員現代公民素養。箇中的關鍵在於授課講師是否能靈活地將日常生活或社區人

 文、社會與自然元素設定為「融人議題」的方式，讓「主軸課程」所涵蓋的各種藝能

 技巧有機會進人師生們生活世界，並隨主軸課程和融人議題的交會激盪出更多深人且

 多元的價值反思與多元體驗。同理，未來無論是學術程或社團課程，只要講師們能善

 用生活世界中的人文、社會與自然素材，將之設定為「融人議題」融人「主軸課程」，

 也更容易引發學員對客觀知識和主觀經驗的矛盾性的反思，進而逐步邁向社大知識解

 放的辦學理想。

 最後，在研究限制上，新移民來台所引發的諸多現象，其背後之結構性要素相當

 複雜，絕非單憑本課程師生與新移民的短暫採訪就能充分釐清;再加上學員們拍攝和

 採訪提問的經驗本來就尚屬初學階段，所挖掘到的資料在深度和廣度上也還有待提

 升。此外，由於本研究主要是在單純媒體技巧學習的主軸課程上，添加人媒體製作和

 新移民生活狀況報導的活動，希望藉此深化師生們瞭解、接近使用媒體的能力，同時

 提升其多元文化理解的素養。但從本研究結果來看，多數學員似乎只有達到媒體素養

 中的訊息製作與傳遞的目標，而未觸及媒體覺察和批判的課程理想;在多元文什理解

 方面，雖然學員們已經開始從新移民的真實生活及其思考角度，去理解她們的處境，

 但對其深層的價值信念與文化模式的理解也還處於表面階段。

 即便如此，持平而論，一門社大的成人教育課程能透過多元族群友善互動機會的

 營造，引導學員善用媒體工具記錄、傳遞自身所見所聞，並藉由團體分享、討論反思

 自己既有的某些價值經驗，已是培養多元文化理解和媒體素養的重要起點。甚至當學

 員們從巷議街談，開始親自接觸社區內新移民鄰居，並運用相機、攝影機、網路平台

 紀錄、報導其生活適應狀況，再透過團體討論分享機制聆聽其他夥伴價值經驗的同

 時，即便沒有直接提及或反思性地表達他們對電視電影等其他媒體中關於新移民訊息

 的批判，從各組團體作品和分享討論中，也可以看到學員們對差異族群的理解已經從

 單一刻板轉向多元。如此一來，師生們便等於從傳統「被動的」訊息接收者，逐漸轉

 變為「主動的」創造者。

 至於未來持續深化社大師生媒體素養和跨文化理解的方法，研究者建議除了可以

 繼續在社大運用融人式課程設計，提供師生們更多接觸、討論多元族群生活實況的機

 會外，還可以添加更多生活世界中諸如電視、電影、報章雜誌等媒體對多元族群的報

28



徐敏雄社大新移民議題融入媒體技巧課程

 導，讓學員們有機會將親身接觸、製作的訊息內容與主流大眾媒體相對照，凸顯兩者

 的差異性，激發師生們更多的覺察與反思。另外，研究者也建議未來此類課程亦可朝

 向同時拍攝「新移民生活點滴」及「社大學員拍攝與成長歷程」之紀錄月模式進行，

 如此不僅師生們能夠與同一批新移民受訪者有更長時間、更多層面的互動，進而創造

 更多共同生活的經驗與相互理解的機會，也能將社大學員參與融人式課程的轉變過程

 更詳實地記錄下來，以作為更深人、完整且細緻評量融人式課程實施效益的重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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