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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導向式服務學習融入專業課程提升學習成效：以流通管理課為例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Research Motive and Purpose) 

(一)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動機 

本計畫動機有兩方面：(1)以往課程以課堂教學為主，即使線上學習也著墨理論知識介紹

加上案例探討，較少實際結合業界，應用所學知識為業界解決問題。(2)透過許多高年級實習

的經驗分享，建議能讓同學在學時就培養良好的工作態度與服務精神，這樣在職場上才能運

用專業知識，積極和認真負責地在工作岡位上有團隊合作與傑出表現。 

(二)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主題及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計畫動機，本計畫試圖將同學利用課堂所學，走出大學象牙塔，實際應用到業

者的問題解決上面。同時，也希望成為專業π型人才，兼顧專業與良好的工作態度與服務精

神，結合服務學習，讓同學在服務他人解決問題的同時，不斷反思與學習成長。 

因此，本次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主題訂為：「問題導向式服務學習融入專業課程提升學習成

效：以流通管理課為例」 

本課程為「流通管理」課，利用課程專業知識，在嘗試幫助非營利組織問題解決的同時，

讓同學透過服務學習的過程，跨領域專業知識發展與學習成長。 

本次擬與臺大檔案館合作，試圖透過行銷與流通管理系之「流通管理」專業知識與技能，幫

助臺大檔案館，解決以下所遇到的問題： 

 找出該館文創商品流通的問題，並提出解決方案 

 幫該館發想文創商品，行銷檔案價值 

 從流通管理的觀點，檢視該館門市與行銷推廣之問題 

 探討該館發展出特有的桌遊之問題與解決方案 

其次，在幫助臺大檔案館的同時，也能反思，如何為自己所就讀學校進行檔案價創新與文創

發想，並對文創發想之作品提出行銷流通的活動與方案。 

(三)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研究目的及目標 

綜合上述，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研究目的及目標如下： 

突破以往課堂的教學模式，活化課程內容和應用專業所學幫助非營利機構解決問題，並

且在幫助他人的過程中，培養良好的學習態度、服務精神與團隊合作能力。 

本計畫試圖將問題導向服務學習融入到「流通管理」課程，以此一教學創新模式，讓同

學透過主題式的問題討論與創意發想，為服務機構提出解決問題的適當方案，同時也在服務

的過程中，不斷反思與學習成長。 

學生方面： 

 走出戶外去服務學習，走進實際業者來幫助解決問題，增加同學學習興趣 

 增加同學在學習上更具體的目標：以所學專業提出問題解決方案 

 增加同學團隊合作，創新發想與解決問題之能力 

 從問題導向的服務學習過程，一起找出關鍵問題、蒐集相關資料與發想可能的解決方案，

反思與討論問題解決的可行性，檢討與行動，策立下階段的目標，在反覆的前進中，完成

任務與學習成長。 

服務機構(臺大檔案館)方面： 

 為該館文創商品流通找到更好的解決方案 

 發揚該館檔案保存與價值創新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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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流通管理為該館門市與行銷推廣找出問題和有具體的解決方案 

 為該館發展出特有的桌遊之找到關鍵問題和解決方案。 

學校方面： 

 同學利用文創流通的知識，也幫助學校文創發想 

 同學從臺大檔案館所獲得的檔案創新的知識，幫助學校創新檔案價值 

 同學在學期間建立良好的團隊合作能力與服務精神，未來在職場上為學校建立更好的榮譽

與名聲 

 建立學校與非營利組織共同為新世代的教育發展有更好的合作模式。 

 

二、文獻探討(Literature Review) 

近年來，服務學習(Service-Learning)已成為讓同學從課堂的教學走入社區的服務與深耕的

重要手段，不僅對學生的學習成長有幫助，也帶動社區發展和服務機構的問題解決。根據

Helm-Stevens and Griego (2009)，服務學習是一種教育學的方法，連接社區服務與學校教學目

標。服務學習提供學生、老師以及社區或服務機構有許多好處 (Ward and Wendel, 2000; 

Waldenstein and Reiher, 2001; elm-Stevens and Griego, 2009)。融入服務學習，可拉近課程跟學

生日常的生活的距離，也可讓學生有清楚正確的價值觀、促進社區和公民責任、發展批判性

思考與問題解決技能、促進社會與個人的正向發展，也建構教室與社區的關連等。並且社區

或服務機構提供有意義的服務，也創造學生學習參與機構服務的機會和藉此瞭解服務機構或

社區。服務學習強調三個目的：強化學生的學習、有利於社區或服務機構、以及著重在社會

正義、文化與社會之整體議題(Saulnier, 2003;Wei, Siow & Burley, 2007)。 

融入服務學習的課程，最終成果應達成該課程學習的目的。因此，必須重視其學習成效

的衡量。根據 Astin and Sax (1998)，服務學習的成果可分為三方面：公民責任、教育的達成、

生活技能。在專業課程方面，Helm-Stevens and Griego (2009)針對商學課程的服務學習成效，

以問卷調查學員在「感知到服務學習的有用性」和「感知到服務學習經驗讓自己變得更好」

的程度來衡量。而 Yorio (2012)對服務學習進行彙總研究，將服務學習的學習成果分為：社會

議題的瞭解 (例如：倫理的決策、人際關係技能、社區需求的瞭解、以及瞭解如何幫助社區)、

個人的洞察力(例如：自我認同、持續性、生涯熱望、對個人優缺點的瞭解等)、以及認知發展

(例如：管理技能發展、問題解決 的技能、批判性思考的技能等)。 

邱顯貴(2014)針對資管系的資訊與服務學習課程進行研究，研究結果指出，反思、參與度、

課程安排、管理支持、個人價值是服務學習課程學習成效之重要影響因素；其中，反思與參

與度對服務學習成效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反思在服務學習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而學員的

熱衷參與，是服務學習不可或缺的要素；反思與參與度的提升有賴課程安排、管理支持、個

人價值。 

問題導向的學習係藉由小組討論、實際解決問題的方式，來達到自主學習的目的。問題

導向的服務學習，非常注重知識創造的過程：內化、社會化、外化、組合(Nonaka & Takeuchi, 

1995)。其中，反思是知識創造的動力。反思是達到服務學習重要認知成果的關鍵(Eyler, 2002; 

McEachern, 2006)。反思也使「經驗」意義化，服務學習的各階段透過反思會有較高的學習成

效；更具有服務學習的意義(Anson,1997; McEachern, 2006)。根據 Toole and Toole (1995)，「反

思」使用創意與批判性思維技能，來幫助準備、持續完成和學習自服務經驗，以及檢查較大

的情景和服務脈絡；結構化的反思模式：“What?  So what?  Now what?”，從先前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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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分析、執行時的批判思考、進而反思決策在未來的運用等。  

 

三、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ology) 

(一)課程規劃與設計 

學生在良好規劃的經驗學習下，能夠在面臨實際和有意義的工作環境挑戰時，克服初始

的擔心、發展專業的信心和展現高層次的學習(McClam et al., 2009)。小心的規劃與設計，有

助於內化所學或達到課程原本規劃的學習成果(Chuang and Chen, 2013)。因此，本服務學習計

畫期望透過妥善地課程規劃，讓學生在服務學習過程中，利用專業知識與資訊應用能力，發

揮在服務機構所需的文創行銷和解決問題方面。 

茲將教學投入及實施相關規劃與設計，說明如下： 

1. 問題導向服務學習融入流通管理課程架構 

服務學習可視為知識價值創造的過程，包括主要活動和支援活動。在知識創造的互動和

循環進程，促進服務學習參與度和反思，以達學習目標與成效。本計畫的核心模式係以分組

的問題導向方式，透過服務學習的四階段來完成。主要推展策略則整合運用機構(單位)合作

與資源，注重服務前說明與承諾，並強調實地實作與服務學習之反思。輔助策略則包括專題

講座、鼓勵討論、業界參訪、專家諮詢輔導等，將階段性的成果透過分享、獎勵和輔導措施，

無縫地接續循環完成整體成果。 

圖 1 問題導向服務學習融入流通管理課程架構；資料來源：修訂自 Porter(1985)、邱顯貴(2015) 

 

(1)「問題導向服務學習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之主要活動 

 以服務學習四個循環活動來設計： 

 準備(1~3 週)：含計劃書、合作協議書、服務學習的理念介紹、服務前說明、服務承諾書、

前測問卷等 

 執行(班級團體前往：第 4 週、12 週；各組可依個別需求於第 6、7、8 週自行再次前往)：

實地實作，學生於各服務機構進行服務。 

 反思(第 3 週(開始前)、第 5、9、13 週、第 15 週(成果分享)、第 18 週(期末週專業知識與

服務學習綜合測驗))：課堂進行反思活動。 

準備 執行 反思
成果發表
與慶賀

line社群經營、Moodle數位學習平台

實作體驗、創意思考與製作雛型

分組問題討論與分享、服務學習反思要領
文創商品流通專題講演、獎勵措施

支
援
活
動

主
要
活
動

創新及機構(單位)合作與資源整合



4 

 

 成果分享與慶賀(第 15 週)：期末舉行慶賀分享的活動、學生繳交流通管理服務學習成果

報告書、學習成效問卷、後測問卷等。 

 [註：其他週別給予服務學習與流通管理專業知識的講授、課程所需資訊技能的強化、職

場溝通技巧與就業講座、各組成果討論與分享等。] 

(2)「問題導向服務學習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之支援活動 

 創新及機構合作與資源整合：服務學習的合作夥伴關係有助於服務學習的參與和過程順利

地進行(Jacoby, 2003; Kelshaw et al., 2009; Wei, Siow and Burley, 2007)。而創新及資源整合

將有提升執行成效。因此，本計畫創新及資源整合在三方面：(1)與非營利組織(臺大檔案

館)合作，滿足服務機構的需求，也讓學生透過「服務-學習」陶冶身心和全人格發展；(2)

學生利用其專業知識，幫助機構也肯定所學；(3)善用和整合校內外資源，協同推展服務

學習，幫助臺大檔案館進行 e 化行銷。校內外資源包括：(1)臺大檔案館的合作(獲臺大的

同意並簽署服務學習合作協議書、臺大文書組組長與檔案股股長及其所屬同仁的充分支持、

本校學務處及所屬服務學習中心的協助和實地服務學習之保險等相關補助、(2)教育部補

助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之經費補助、(3)校長室(感謝狀與禮品)與系辦的支持(包括

海報印製、禮品、長布條等)，(4)數位學習平台與社群網站的運用。此外上述並經各單位

的支持和配合辦理，以及課堂小老師、各組長的領導，讓問題導向服務學習整個環節都能

順利地緊密進行。 

 實作體驗、創意思考與製作雛型：臺大檔案館重視體驗行銷，讓同學實際參與解說和接觸

實際的保護檔案的作業。同學在實際的體會後，尋找巧思，幫助臺大檔案館進行文創行銷

等。同學們對於自己的創意解決方案，製作雛形以便提供臺大檔案館參考。 

 分組問題討論與分享、服務學習反思要領、文創商品流通專題講演與案例討論、獎勵措施

等：每次第三節課分組討論，各組分享與追蹤上次結論執行情形，統整遇到的問題並於本

次提出具體的解決方案和工作分配，以利下次追蹤執行成果。此外，課程將於適當的單元，

結合專題講座與業界參訪及專家指導等，補充同學所需檔案文創與微影片製作等知識與技

能。為維持同學續航力，於各階段分享成果後立即給予獎勵，持續正向強化參與感和榮譽。

對於落後者於課後另行輔導，協助瞭解遭遇的問題和可行的解決方案。 

 資訊科技與數位學習平台應用：建立本課程 Line 社群，由小老師負責維護，同學們共同

經營。利用學校建構的 Moodle 數位學習平台，將各階段教材上傳，並建立問題討論區、

作業繳交區、並分享服務學習花絮和影片等。 

 

2.專業課程融入服務學習之實施 

 本專業課程融入服務學習，課程基本資料如下表所示。 

  表 1 課程基本資料 

課程名稱 必/選修 學分 開課系級 服務機構 人數 

流通管理 必修 3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二年級 臺大檔案館 預計 50 人，8~10 組 

 

校外服務機構：臺大檔案館。提供服務學生：修習本課之所有同學，包括行銷與流通管

理系學生及外系選修之同學，預計分 8~10 組。服務期間：107 年 3 月至 6 月。到服務機構前

的說明和成果發表日期分別在第四週和第十二週。校外服務前說明會內容及服務工作內容，

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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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服務學習說明會內容 

預計週次 事項 

第四週  說明檔案的價值與其發展 

 導覽檔案的展示以及推廣活動 

 瞭解和體驗檔案修護作業與技法 

 瞭解檔案創意(創意理念、創意學習、創意應用、創意商品) 

 檔案庫設計與管理制度，以及進入之注意事項 

 說明預定服務工作及作業須知 

 針對臺大檔案館關切之文創商品流通管理議題，運用所學知識與技能，提

供臺大檔案館創意及創新作法，以利創新檔案價值和未來創新活動推展等 

 Q&A 意見交流 

第十二週  說明各小隊/小組上台簡報與成果分享之順序和注意事項 

 各隊簡報完畢後進行意見交流 

 邀請專家評審與講評(包括檔案文創、流通管理、文創行銷、服務學習專家) 

 臺大檔案館頒發前三名並合影留念 

第十五週  說明成果展的相關規定與注意事項 

 舉辦成果展，成果分享與慶賀 

 各組準備海報與作品展示，並在各攤位上為貴賓解說與行銷推廣 

在第三週以前各組確認服務機構之需求，選擇並敲定服務主題，以便進一步發展大綱與

需完成的服務工作細項。服務主題如下表所示。 

表 3 服務主題 

服務主題名稱 

1. 文創商品行銷與流通之關鍵成功因素 

2. 檔案如何保存與創新價值：以臺大檔案館為例 

3. 臺大檔案館之檔案文創成效與改善方案：借鏡誠品及其他文創業者經驗 

4. 臺大檔案館文創商品發想提案與流通企劃 

5. 臺大檔案館文創商品流通之創意行銷活動企劃 

6. 臺大檔案館桌遊設計之體驗與改善方案 

7. 協助臺大檔案館網路行銷與提供改善方案 

8. 景文科大行流系文創商品提案與流通企劃：借鏡臺大檔案館文創經驗 

為能順利進行，在實際運作上，告知各組於第十一週以前，先將分組討論成果做成 ppt

檔上傳到本課程 Moodle 平臺。各組自行利用時間於課後互相交流討論，並將討論結果做成

ppt 檔，微影片組則實作微影片展示。 

 

3.實施程序：PDCA 專案管理 

整個計畫採 PDCA 專案管理，如下表和圖所示。 

表 4 整個計畫依 PDCA 進行專案管理 

步驟 工作與活動事項 

創意(Ideas) 創意產生與篩選、行銷創意融入流通管理課程 

規劃(Plan) 計畫提案、課程規劃、設定目標、教學理念與策略、服務機構、次數與時數、

考試及成績計算方式、實施模式與流程設計、課程成效評量工具 

執行(Do)  服務學習的理念介紹、專業知識的講授、學生於各服務機構進行專業服

務、課堂中進行反思、期末舉行慶賀分享、學生繳交服務學習成果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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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執行、反思、成果發表與慶賀 

檢核(Check) 學生成績評量、合作機構評量、計畫執行成果檢核、教務處學生意見調查、服

務學習中心前後測檢核、學生學習成效評量 

行動(Action) 檢討與改進、經驗分享、成果推展與獎勵、實施模式推廣與應用 

 

計畫提案

實施流程

Ideas

Plan

Do

Check

Action

創意產生與篩選

創意融入課程

文創商品行銷

流通管理課程

服務機構、次數與時數

課程規劃

Goals

設定目標

教學理念與策略

考試及成績計算方式

實施模式與流程設計

學生成績評量

課程成效評量工具

服務學習的理念介紹
專業知識的講授
學生於各服務機構進行服務
課堂中進行反思活動
期末舉行慶賀分享的活動
學生繳交服務學習成果報告書

準備、執行、反思、慶賀

計畫執行成果檢核

教務處學生意見調查

服務學習中心前後測檢核

合作機構評量

學生學習成效評量

檢討與改進

實施模式推廣與應用

經驗分享

成果推展與獎勵

Ideas

Plan

Do

Check

Action

 

圖 2 整個計畫採 PDCA 專案管理；資料來源：修訂自邱顯貴(2015) 

 

本次問題導向服務學習計畫，讓服務學習同學針對臺大檔案館關切之議題，運用所學知

識與技能，提供創意及創新做法，以利創新檔案價值和未來創新活動推展等。透過服務學習

的準備、服務、反思、成果發表與慶賀等四階段來完成。過程中，輔以文創商品流通相關知

識的補充和專家講演與協助指導、微電影製作技巧的專題講演、Moodle 線上學習平台的意見

交流與討論，以及 Line 社群的資訊分享等。 

 

(二)研究步驟說明 

首先設計各階段的「PBL 服務學習反思單」，包括團隊的討論和個人的反思。此反思學習

單讓同學在各階段透過反思，深化所學並探討所遭遇的問題和進一步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案。

各階段的反思有銜接性，團隊必須追蹤和檢討上次所擬的目標是否完成，並經討論後學習改

進和完成所要完成的進度。在反饋與適當調整下，每次都有進步，也有進度，逐步完成團隊

報告或作品。 

本研究計畫運用紮根理論的觀念，針對上述的同學的反思單以及組長焦點訪談進行內容

分析，發掘關鍵構念與項目，以及彼此之間的關係。然後結合相關文獻，建構「問題導向之

流通管理服務學習成效架構」。 

(三)成效評量的工具 

對學生在服務機構的表現以及整個學期成績的評量：合作機構對學生評量的問卷(服務學

習中心制式問卷)、學生成績評量(如課程綱要：期中、平時、期末等成績，包括綜合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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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劃成效的評量：計畫執行成果檢核(本計畫檢核達成計畫目標的程度)、教務處學生意

見調查(教務處負責，同學線上評量老師)、服務學習問卷前後測檢核(第 2 週對學生進行前測、

第 15 週做後測)，以及「問題導向之流通管理服務學習成效量表」。 

「問題導向之流通管理服務學習成效」之正式調查所用的問卷，先經文獻探討以及利用

上述以紮根理論為基礎之內容分析後，設計問卷第一版，再經兩位以上的同學的試測，以檢

視對題項的瞭解。在確保內容效度與表面效度後，再進行正式問卷調查。正式問卷調查將採

匿名方式，共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對服務主題的問題探討與學習、第二部分：流通管理

服務學習成效和滿意度、第三部分：基本資料。前兩部分將採李克特 5 點量表，從非常不同

意到非常同意。利用 SPSS 多變量分析等統計工具進行資料分析。 

 

四、教學暨研究成果(Teaching and Research Outcomes) 

(一)教學過程與成果 

整體而言，實施成果包括以下方面： 

1. 透過本計畫與課程，讓同學協助臺大檔案館進行創意行銷、文創商品設計與流通企劃。 

2. 讓同學學習檔案保存技術，同時也讓學生發揮創意和學以致用，貢獻專業能力 

3. 增加學生視野和擴展課外知識，瞭解檔案管理的重要性，以及學習檔案維護的技巧。也

學習感恩臺大檔案館志工的服務熱忱。並進而利用所學，創意檔案行銷，各隊提出創意

行銷解決方案等。 

4. 同學在服務學習的過程中學習成長，對自己團隊在不斷的問題討論和克服困難而完成的

成果，感到高興並覺得很有意義，在這整個過程裡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5. 同學們的表現獲得服務機構主管及其同仁的賞識。 

6. 同學們學習到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7. 促成服務機構(臺大檔案館)與本校維持長期合作的良好關係。 

(二)教師教學反思 

1. 將校外服務學習融入專業課程的助益：讓同學學習從不同角度看待事物、學習應用專業幫

助他人，也更懂得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2. 主題規劃與專案管理的重要：(1)服務學習的主要活動和支援活動的安排是成功關鍵，(2)

加上「PDCA 專案管理」，對專業課程的服務學習推展頗有幫助，(3)服務學習結合了文創行

銷主題，配合學生科系背景發揮專業知識應用能力，替服務機構與合作單位解決問題，也

在過程中學習成長。 

3. PBL 服務學習反思單與課程設計結合：各階段反思單的銜接與進度追蹤，有助於團隊成果

的逐步展現和完成。 

4. 對未來課程規劃的啟示：(1)在未來服務學習課程發展，可依學生、服務機構或學校的需求

進行設計相關主題。(2)理想上也能滿足利害關係者彼此的需求。最重要的是，(3)要能符

合服務-學習的意義與最終目的。 

(三)學生學習回饋 

1.各組學生學習心得 

服務主題：景文科大行流系文創商品提案與流通企劃借鏡臺大檔案館文創經驗 

 這次我們這組是借鏡臺大檔案館的文創商品來做本系的文創商品及提案，其實在從有到

無的過程中其實思考了很多東西可是每想一個就會覺得這樣的有用嗎？適合我們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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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我們的不斷的討論之下才發想出來一個文創商品來，但想出來了之後又遇到了一個

困難，就是這商品的 logo 要如何設計才會合適，所以也是經過了很長的一段討論才得出

來結果，不過看到成品出來後，我就覺得很高興，這是屬於我的第一個品牌，就覺得它

對我來說有很大的意義，這整個過程裡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這次去臺大檔案館看了許多臺大所展示的東西，不僅了解了臺大的校史，還看到了許多

不同於紙本的檔案，像是老鼠標本（鼠條）以及以前的人使用過的物品（煙灰缸）。也在

看臺大複印檔案的過程中知道，原來鳳梨葉也可以製作成紙，而且還是臺灣的專利。了

解到一張看似平淡無奇的紙，可以做出許多的文創商品，做出許多變化。參觀完臺大檔

案館也讓我們收獲到了很多文創商品發想，有利於完成我們這次的報告。 

 這次參觀完臺大檔案館後，覺得原來檔案不僅止於文件書籍等..還包括了照片以及用過的

物品都能保存下來當成檔案。檔案館內的資料以及古書等，經過師傅們的巧手又再從新

的回到現代人的眼前，也發揮奇想創造屬於館內的文創商品，例如鉛筆盒或是紙雕作品

都讓我眼睛為之一亮。這次到臺大檔案館借鏡其文創商品來設計本科系的文創商品來推

廣本系，自己設計自己的 logo 感覺很新鮮，雖然不像業界名師設計的那麼好，不過覺得

自己創造出一個品牌 logo 就有一種成就感。 

 這次去臺大檔案館，看到了很多很有趣的東西，不僅讓我了解到臺大的校史，還看到了

許多不同於紙本的檔案，其中像是老鼠標本（鼠條）以及古代人用過的煙灰缸。也都在

臺大複印檔案的過程中知道，原來鳳梨的樣子居然也可以製作成紙，而且還是臺灣的專

利。這讓我了解到即使是一張看似平淡無奇的紙，只要加入創意跟想法是可以做出不同

意義的文創商品。參觀完臺大檔案館讓我獲益良多，對於文創商品在思想上的侷限有了

些突破。 

 透過臺大檔案館的導覽人員解說後，我才認識到將檔案修復真的是一件很偉大的工作，

要是一不小心失誤，舊有的資料可能就無法復返了，我在臺大檔案館內發現無論年代再

久遠的東西，只要經過現代化的文創加工，都可以衍生出很多新商品，再加上良好的推

廣方式，都能將此館發揚光大，同樣的，我們也可以替景文科大行流系設計專屬的商品，

使我們此系能夠盡人皆知。也才間接發現到行銷、流通、推廣這些工作真的在任何產業

中都是必須的，非常感謝授課老師給我們安排了實際參觀的經驗，使我從中學習到了行

銷與流通的重要性以及自行設計發想品牌的實際體驗。 

 參觀完臺大檔案館後，讓我們看見公文字裡行間所承載的歷史，不僅見證了學校的發展，

更記錄了學生在學校乃至於社會的變遷中付出的行動，臺大檔案館裡的修復、裝訂、收

納等工具的展出，更是體現許多默默耕耘的臺大人為這巨量的公文付出過的努力，讓公

文所蘊含的意義不止於行政或歷史紀錄等層面，還承載許多臺大人對這所學校的回憶。

這次借鏡臺大檔案館的文創商品來設計我們系上的文創商品，不僅讓我們了解到文創商

品的獨特性，也讓我們用所有人的靈感來設計出屬於我們的文創商品。 

服務主題：臺大檔案館文創商品流通之創意行銷活動企劃 

 這次規劃的闖關活動，整體來講具有非常吸引人的設計，也能讓民眾們實際參與到我們

精心設計的 9 個活動，且都有融入到檔案館的元素，整體而言，就是完美。 

 透過這次闖關遊戲，讓更多人認識到臺大檔案館，也讓我們更加了解活動企劃該如何讓

他變好，不但知道更多知識，也對我們的專業更上一層，這次活動真的受益良多。 

 因為這堂課的關係才有機會可以到臺大檔案館一探就近，裡面保留了很多以前留下的東

西，供我們欣賞，還有動物標本、修復檔案的技術，真的都令我們嘆為觀止，這次的參

訪是很棒的經驗，希望以後也能有這種參訪的機會。 

 對於這次幫臺大檔案館發想活動企劃，最主要當然是讓更多人知道檔案館內的豐富資源

以及悠久歷史等等，我們所想的每一項活動，都具有相關的知識性，可以讓大朋友小朋

友或是學生們，透過遊戲闖關，了解更多檔案館的資訊。 

 藉由著這次的參訪才了解到了許多有關檔案的知識，原來檔案的存放如此講究連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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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度都要精準控制，還設有特別的消防設備。這些資料看似平凡又容易被忽略，確是無

法取代的重要資產，替我們留下了寶貴的歷史記憶。 

 這次參加了臺大檔案館，雖然外表看起來不怎麼樣，但內部得內容卻非常的精采，讓我

知道了很多歷史知識保存檔案的方法，受益良多感謝老師這次的安排。 

 透過這次的機會，讓我們認識以前不知道的東西，像是修復檔案，那真的好厲害!透過這

樣的方式把一些東西給修復，讓那些變成歷史而不會消失。不僅僅是這樣，他們還有一

些遊戲，這樣能加深我們的印象，這次參訪讓我們增廣見聞，知道更多的知識與常識。 

服務主題：檔案如何保存與創新價值：以臺大檔案館為例 

 一開始透過有趣的遊戲模式，來了解臺大檔案館的歷史與保存方法非常有趣。中間以導

覽解說的方式讓人清楚明瞭，最後以文創商品做為例子解釋創作過程的辛酸與挑戰，讓

我們學習到非常多元性的戶外課程。 

服務主題：臺大檔案館文創商品流通之創意行銷活動企劃 

 藉由這次臺大檔案館參訪，認識到文化保管之價值，以及台灣文化保存之技術。也藉由

小遊戲更讓我們進一步了解臺大歷史。 

 解說員說的條理清晰，我們都了解。遊戲過程大家都很認真的玩也了解不少臺大的歷史。 

 參與這次活動知道了臺大檔案館的歷史內容，並且詳細的解說了檔案保存的方式，也有

舉辦小活動讓我們參與其中的樂趣。 

 此次臺大檔案館活動，使我了解臺灣大學的歷史背景，也了解如何修復破損紙張跟保存

文物。檔案館也舉辦小遊戲來讓我們在娛樂中學習，謝謝老師，謝謝檔案館人員。 

服務主題：文創商品行銷與流通之關鍵成功因素 

 了解歷史文化辛勤耕耘的軌跡，將過去被視為歸檔公文的文件，轉換成紀錄歷史軌跡的

檔案。不僅走出庫房，更進一步結合數位資訊科技與專業工藝技術，呈現多元價值的新

風貌與豐富的新意象。 

 臺大檔案館讓我見證了關於歷史的保存及修復作業過程，文物保存不僅僅只是一個歷史

的傳承，更是讓傳統及現代思想有所衝突而產生的文創產品。 

 此次在臺大檔案館，深深了解關於文創產品的內涵，是一個個歷史文化的修復及傳承，

加上現代社會各種產業結合的創新商機。 

 在檔案管的修復與展現下我們看見了公文字裡所承載的歷史，我們也從關防烙印的演替

中看見臺大組織變遷與雕刻之美，公文所蘊含的意義，不止於行政或歷史紀錄等層面，

更承載了許多臺大人對這所學校的回憶。 

 這次到臺大檔案館讓我了解檔案保存及修復的重要性，對於檔案保存，也有更深一步的

了解，結合文化創新的方式，吸引更多年輕族群，了解到文化將產品和文化可以延續。 

服務主題：協助臺大檔案館網路行銷與提供改善方案 

 通過參觀臺大檔案館，我了解到了許多檔案保存的方法，及臺大的相關歷史和一些歷史

物品，還了解到了檔案修復的方法及一些文創商品。在臺大檔案館中讓我去認識去發現

去了解其相關知識，在臺大檔案館開設的相關遊戲中快樂學習。同時也通過這次臺大檔

案館之行對我們小組的服務主題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在服務主題進行的過程中我也學

習到了如何有效的收集資料、針對主題提出許多有效的想法、在 PPT 的製作上也得到了

提升。在這個充滿文化與知識底蘊的臺大檔案館中，我們收穫著快樂增長著知識，同時

也助於我們服務主題的進展。感謝這個充滿文化知識的地方讓我們能在文化知識的世界

中翱翔。 

 我第一次去臺大檔案館其實我的收穫很多，導覽員他們很用心的導覽檔案館的歷史和起

源`還有介紹怎麼修復以前的書籍。 

 經過這次的學習，讓我學到許多知識。知道臺大檔案館如何將缺損的紙張復原，檔案館

如何保存檔案。希望這些技術能一直流傳下去。 

 通過這次的參訪，看到了很多歷史檔案，還看見了公文檔案的修復，也讓我收穫了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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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識。 

 這次參觀臺大檔案了解到保存文物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也認識到一些歷史還有文物。 

服務主題：臺大檔案館之檔案文創成效與改善方案：借鏡誠品及其他文創業者經驗 

 實際去瞭解文創園區不同的理念與經營方式之後，發現臺大檔案館一直都非常努力。經

過中途的報告製作到最後才發現，雖然『檔案』卻實是個框架，但是框架的大小是由自

己來決定的。 

 這次的題目是要幫助臺大檔案館找出他們的問題，並且比較與其他文創園區的不同。每

個都各有特色，現在流行的東西真的變化的太快，想要跟上腳步就得不斷的變遷，縱使

如此，臺大檔案館依舊保持著他們的特色，並沒有因此隨波逐流又或者放棄『檔案』，這

是臺大檔案館讓我敬佩的地方。如果沒有這門課，我想我可能不會認識這個屬於『檔案』

的家。 

服務主題：臺大檔案館桌遊設計之體驗與改善方案 

 此次的臺大檔案館參觀，讓我們了解到歷史檔案如何保存跟收藏的重要性，檔案館自行

研發的桌遊體驗也十分有趣，讓參觀過程不單只有靜態的學習，還多了許多互動式的交

流學習，希望日後還能有更多類似的參訪活動讓我們增廣見聞。 

服務主題：臺大檔案館文創商品發想提案與流通企劃 

 藉由這次的課程，來到了臺大檔案館參訪，看到過去許多不同類型的文創商品，有馬克

杯、紙膠帶、杯墊等各種具有創意的商品。 

 本組則因應環保政策，發想出聯名的環保杯帶跟水壺，以及能隨身攜帶收內卡片的證件

套，和聯名上衣、手提袋。 

 

2.學習成效的統計分析 

(1) 根據統計分析結果顯示： 

 「團隊合作」正向顯著影響「問題導向的反思學習」。 

 「問題導向的反思學習」和「團隊合作」正向顯著影響「PBL 流通管理服務學習成效」 

 學生在 PBL 流通管理服務學習成效和整個 PBL 流通管理服務學習滿意度顯著相關。 

(2) 平均而言，「PBL 流通管理服務學習成效」當中，前五項最高者依序為：更懂得團隊合作

的重要性、學習會從不同角度看待事物、學習到應用專業幫助他人、更懂得檔案價值與

保存的重要性、我覺得我的學習態度有進步。 

 

(四)研究貢獻與管理意涵 

本次專業課程融入服務學習，顯示實施的可行性和對學生學習多方面的助益。包括：1.

服務學習與文創行銷之結合，融入到專業課程，增加課程的活力；2.以 PDCA 專案管理方式，

幫助服務學習之推展；3.專業課程融入服務流通管理學習的架構係以服務學習主要活動和支

援活動，建構專業課程融入服務學習之架構，而支援活動的整合和支持對主要活動有關鍵的

影響；4.除了服務學習歷程的順利推展，並會評量其學習成效和影響因素，以利未來發展之

精進，並提供有興趣引進或推展服務學習者之參考；5.幫助同學認識檔案文創價值與保存技

術，也協助檔案文創行銷活動企劃、商品創意設計與流通企劃等。 

本次引入「問題導向學習」，研究結果顯示，此方法對團隊學習和主題的聚焦和成果的展

現會有所幫助。其中在教學設計與管理方面，以下事項提供教學深化與教學翻轉參考：1.反

思學習單的設計和課堂上給予足夠時間討論頗為重要；2.針對主題的成果發表與外部專家講

評，對學習有激勵效果；3.PBL 服務學習需要團隊合作來達成團隊任務；4.成果發表與慶賀的

安排對整個學習的總結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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