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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實踐與研究專題】日文系堀越和男 用影像說故事培養學生多元能力

 
趨勢巨流河

 

（文字／吳婕淩，圖／堀越和男提供，責任編輯／郭萱之）

 

教學現場

 

　日文系副教授堀越和男為了提升學生的日語能力，以日文為工具，用影像記錄生活

中的故事，他把這樣創新的想法帶入教學，指導學生以日語來進行紀錄片影像製作

，讓學生因為做喜歡做的事而樂於主動學習。在大四「日語會話（四）」的課程中實

行，得到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補助。受訪時他強調：「並非只以提升日語能力或

學習技能作為學習目標，而是以一個出社會前的準備教育，將基礎性、通用能力作為

日語教育學習目的的新嘗試，結合影像製作出畢業專題，來進行日語會話課程的實踐

研究。」

 

 

 

計畫動機

 

　堀越和男指出「未來社會所需要的人才不僅只是具備外語能力，而且另外具備創造

力、良好的人際關係以及懂得隨機應變。」他認為大學應該在這些能力的培育上多下

功夫，若大學裡的養成課程無法做到，將面臨被取代的命運。但就現狀來看，現在一

般日文系的課程仍以日語的知識與能力的提升為焦點，促使他想要在教學中做革新。

 

　在課程中讓學生製作紀錄片從民國93學年開始實行，學生在課程中學習專業理論後

，實際應用於製作紀錄片，希望過程中的演練，除了學習日語外也培養出協調性、創

造力、團隊合作、媒體應用和編輯技術等能力。

 

 

 

計畫主題

 

　堀越和男做出了日語教育中的新嘗試，希望學生們透過製作影片，不僅只是日語能

力的學習應用，並包括影像拍攝、編輯等技能。透過採訪、接觸各樣的人事物，再消



化後用團隊的角度來加深故事，最終變成一部部有意義的、帶著力量的成品製作為畢

業專題，以紀錄片的形式做為學習成果發表。

 

 

 

研究目的

 

　希望能突破傳統日語課程的教學方式，讓學習者實踐在學習中行動，並驗證教學效

果，且進行有效的因素分析，最後確立此教學方法論的可行性。研究成果則透過「語

言」這項工具，經由採訪、聽故事和語言轉譯後說故事，打動文化背景不同者的心

，和他人產生共鳴；也盼能提供其他教師規劃課程時參考。

 

 

 

研究方法

 

　堀越和男是以「PBL問題導向學習法」為基礎，透過問題或情境誘發學生思考，在

過程中設定進度；運用協同教學，進而完成研究。整個研究過程包含了拍攝前準備、

教導影像作品製作理論、執行拍攝、成果發表、反思回饋、問卷調查。

 

　在大四會話課結合紀錄片製作，融合會話課程所教授的日語能力及生涯教育理念

，應用在畢業專題製作上。除了專題應有的影像作品製作理論，搭配「讀書會」讓學

生有開會討論的切磋空間，體會團隊精神、分工合作的重要。在展出成品後，製作團

隊要寫一篇心得感想，內容包含作品的製作過程與團隊對拍攝主題的想法，並做問卷

調查；以質化和量化的研究成果傳承給學弟妹。

 

 

 

教學成果

 

　在10多年前的創新想法，卻遭部分同學質疑，讓堀越和男十分挫折。但隨著教學翻

轉的潮流，如今日文系提供多樣化的課程，讓學生自行選擇畢業專題呈現方式，除了

紀錄片外，還有雜誌編輯、語言話劇、翻譯等等，藉以確立學生初始便有基本的動機

和興趣。

 

　實施至今，過程中他不斷修正，團隊合作免不了成員間的衝突，他採取事前「打預



防針」的方式，降低溝通不良；若無法避免，作為輔導者的他直接和學生一對一排解

問題，針對每個人不同的個性和能力特質給予建議。

 

　即使有挫折，學生的成果和回饋就是支持他持續的動力，藉由拍攝影片這個媒介去

學日文，跳出學習框架，邁入社會多元接觸，直接獲得情感反饋，這些都是學生需要

去學習的。有個學生在發表榮民之家的作品時，哭得不能自己，原先大家不了解為何

會有這樣的情緒反應，待紀錄片播放完畢，所有同學不需透過言語也能了解箇中原由

。

 

　製作和觀賞影片成為當今趨勢，每個人都可以是創作者和閱聽人，堀越和男鼓勵學

生自願去做自己關心的主題，並以日語口白、中文字幕的方式呈現，讓兩方語言如河

水般自在流動；在製作過程中，學生能看見自己心智的成長、能力的進步，並了解到

團隊的力量，這樣的成就感帶動學習動機，更是他至今不變的初衷。這些年裡他看到

：學生在團隊中盡力做好自己的角色、遇事努力去協調溝通、最終創造出感動人心的

作品，整個過程，都是培養進入職場後所需具備的能力，而透過這種方式去學習語言

更不容易遺忘。堀越和男盼望學生擁有積極力面對人生的課題；用溝通力去協調；協

助他人加強貢獻度；凝聚向心力並增溫同儕情感；懷著感謝的心，因為所有人共同努

力才造就今天的自己。

 

 

 

持續精進

 

　堀越和男希望看到學生的潛力發揮到極大值，也認為需要跟著時代的腳步，用新的

教學方式去帶領學生、因材施教，計畫的發想也是為了學生需要更多元、多面向的學

習，創新求變；他勾勒這樣的大學教育，方能讓他們具備面對未來職場所需的各種能

力，不忘探索生命的意義。

 

 

 

107學年度畢業生分享

 

　張雅筑回想畢製的過程：「最困難的地方是決定主題，從發想到實際拍出來的成品

不一樣，最初是想拍手遊相關議題，但後來在呈現上出現難題，經過討論，組長提出

說故事的方式。我們的難題還有選角、拍攝時間的配合等；拍攝持續了一週的時間

，後製的問題也要克服，像是字幕翻譯修改了非常多次；影片剪輯和配音也蠻複雜



，靠著大家分工合作順利完成，看到影片放映出來的瞬間真的很感動，覺得一切都值

得了！」

 

 

 

　黃彰櫻則分享「因為對攝影的憧憬以及想學習影片剪輯，因此選擇了堀越老師指導

的畢業專題。這門課不輕鬆，拍片耗時是最大挑戰，為了提高效率，我們盡力做好時

間管理和分工，過程中曾發生劇本寫好，卻在開拍前被採訪對象拒絕，只好全部重來

的悲慘事件。大家一起討論、解決問題。我非常喜歡這堂課，因為老師在開始拍攝前

，讓我們了解各種拍攝剪輯手法，以及運用該手法後的效果呈現。因此我們可以根據

想要表達的內容選擇攝影和剪輯的方式。很感謝老師每個禮拜都會檢查各組進度，讓

我們一點一滴去累積拍攝、剪輯、翻譯和錄音等元素以完成作品。其中翻譯部分是我

認為最辛苦的，因為本組作品是同屆裡旁白最多的，還包含專有名詞，我們千辛萬苦

才完成了翻譯部分。在過程中我曾因與組員的溝通不良而導致不愉快，經由老師提點

，意識到大家都是求好心切，對作品抱持著熱情才會導致摩擦，反而體認到團隊中溝

通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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