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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太平洋鄰里協會(Pacific Neighborhood Consortium，以下簡稱PNC)源起於太平洋周邊國家公立大

學校長聯合會，產生太平洋鄰近國家協助計畫。成立的宗旨為推廣網際網路及透過先進的網路技術促

進太平洋沿岸地區國家資訊的交換及流通，使太平洋沿岸地區的各國成為生活密切相關的近鄰，將太

平洋沿岸地區轉變為太平洋鄰里。此次會議藉由集合此地區電子研究資源，成為進入此區域電子資源

的入口，協助學者及研究人員能夠更加便捷地使用數位圖書館、數位典藏、及數位博物館的資源支援

其教學及研究，透過相互的溝通與交流形成區域性的研究社群。本部推薦之臺灣科技大學蔡今中、黃

國禎教授之發表場次，參與人數眾多且討論熱烈。本報告將簡要說明參與大會過程，以及相關心得及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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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太平洋鄰里協會於1993年在夏威夷檀香山舉行的成立會議，我國自1994年起加入PNC，積極參與

PNC各項研討會及活動， 1997年年底PNC總部由加州柏克萊轉移至我國，由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接辦

PNC總部會務。太平洋鄰里協會(Pacific Neighborhood Consortium，簡稱PNC)歷年來關切如何有效運用電

腦網路科技，其重點工作包括：建立一個組織以達成有關資訊的交換標準的協議，有關相互共用的協

定，便利資訊交換，擴充資訊材料、有益於教學的應用(如，遠距教學、圖書館際交換)；以及共同製作

數位典藏、檔案收藏等。PNC強調跨領域/跨國籍的學術合作與資源分享、多國語言的資料轉換與管理

、建立超資料及地圖資料的國際標準規格、及新興科技對社會、文化的影響。歷年主要努力方向與內含

有：電子資源發展(e-Resource Development)、數位典藏及數位圖書館(Digital Archive and Digital Library)、後設

資料(Metadata)、數位學習(Digital Learning)、智慧財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地理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cience)、災害管理(Disaster Management)等。 

有鑑於該協會宗旨及關注焦點與本部推動重點相關，此外藉由該協會辦理年會，成功輸出臺灣所

累積的數位化經驗、推廣臺灣科技與文化成果，增進臺灣學者更多的國際合作空間與策略聯盟機會，

故本部自87 年起部分補助該協會辦理年會會議，並以主辦研討活動，或推薦臺灣學者專家至年會報告

辦理數位學習、數位機會推動相關成果，以推廣本部成效。本次與會除實際瞭解年會辦理實際情況，

主要為瞭解各國數位學習辦理情形，以增廣見聞。本部亦推薦臺灣科技大學蔡今中、黃國禎教授發表

我國數位學習優良的學術研究和應用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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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一、會議簡介 

太平洋鄰里協會 PNC(Pacific Neighborhood Consortium )從 1993 年起至今已屆 20 餘年了，太平洋

鄰里協會 PNC 為我國主導的國際性協會，中央研究院自 1997 年開始負責整體營運，自 1998 年起籌辦

年會，教育部每年亦推薦學者參加或主持論文研討會的方式參與該年會。透過各次年會以促進我國與

亞太各國建立良好交流與合作的模式 

本年(2013)會議於日本京都大學舉行，大會主題為「New Paradigms on Humanities Computing – 

Linking Knowledge of Human Activities」，會議特色著重於人文研究與資訊技術的跨領域結合成果，數

位學習相關發表等。教育部多年來持續支持該協會辦理相關年會，有鑑於提供國內學界增廣見聞，國

際交流合作與世界接軌，每年亦以推薦學者出席大會報告或主持論文研討的方式參與該年會。透過各

次年會，已促進我國與亞太各國建立良好合作交流模式，並輸出我國已累積的數位學習經驗。  

二、參加過程 

大會內容有演講、論文發表、論文張貼(Poster)、民間企業資訊展示、座談、競賽頒獎等方式進

行，此國際會議自 2013 年 12 月 10 日至 12 日隆重於日本京都大學舉行，會議邀請我國中研院王副院

長汎森擔任大會主席、邀請劉兆漢院士以現今全球各國均極為重視的氣候變遷對環境的影響的議題做

精闢的專題演講、安排日本京都大學校長、日本資訊長、加拿大等資深學者與會，就資訊數位媒體等

方面的演講；大會另於閉幕式安排我國故宮博物院馮院長明珠為次(2014)年於台灣故宮博物院舉行本

會議做預先友好的邀請介紹。 

本次會議重點議題有數位博物館(digital museums), 、數位典藏(digitaI archives), 數位圖書館 

(digital libraries), 地理資訊系統(GIS), 數位學習(e-Learning), 智慧財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等，

大會安排主講(Keynote)有兩場，平行發表場次(Parallel sessions)共 47 場，收錄論文摘要(abstracts)130 篇

，根據發表者提供之摘要資料所做的統計概分為：考古學(Archeology): 6 篇、區域學習(Area Studies):12

篇、南島族語擴散(Austronesian Dispersal): 3 篇、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 12 篇、電腦輔助教學(Computer 

Aided Education): 33 篇、文化遺產(Cultural Heritage): 2 篇、資料庫後設資料管理(Database, Metadata): 1

篇、數位典藏(Digital Archives): 6 篇、數位人文(Digital Humanities): 6 篇、數位圖書館(Digital Librarie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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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數位博物館(Digital Museum): 4 篇、災害管理(Disaster Management): 4 篇、地理資訊系統(GIS): 3 篇

、歷史(History): 6 篇、人文計算(Humanities Computing): 2 篇、知識信息處理(Knowledg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2 篇、語言學(Linguistics): 4 篇、本體論(Ontology): 4 篇、資源分享(Resource Sharing): 1 篇、

社會計算(Social Computing): 2 篇、社交網路(Social Networks): 1 篇、時空資訊處理(Spatiotempo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3 篇、視覺化Visualization: 1 篇、其他(Others): 7 篇等。另論文張貼(Posters): 26

件，日方 SIG-CH 有 14 件，共 40 件，海報競賽得獎 3 件。徵稿方式：PNC 自成立以來因致力於高等

教育間資訊交換及共享，故歷年的與會者主要以 PNC institutional members 正在進行的專案(projects)及

已有合作計畫的參與者為主。自 2008 越南年會開始，因有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劃的參與，開始有論

文徵稿，對象開始擴及學生。各項發表、研討議題，與數位學習、資訊教育相關應用的有：Information 

system for a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Education and Mobile tools、Learning motivation、

Education system 等四方面，皆相當踴躍。 

本次參與會議時程： 

日期            地點                工作內容 

12/9(週一)     台北、日本           去程(台灣至日本) 

12/10(週二)    日本 京都大學        參加太平洋鄰里協會2013 年會 

12/11(週三)    日本 京都大學        參加太平洋鄰里協會2013 年會 

12/12(週四)    日本 京都大學        參加太平洋鄰里協會2013 年會 

12/13(週二)    日本京都、台北       返程回國 

 

三、議題內容 

職等出席會議中聽取數位學習相關議題，包括行動學習、網路化合作學習環境與活動設計合作

學習活動和遊戲式學習的評量等之演講與發表內容，以下敘述重要的內容與見聞。 

(一)行動學習的模式 

使用行動載具的優勢有：強化同儕間的互動、提供無所不在的學習機會、提供在移動中學習的

模式、提供跨越情境的學習機會、結合課本、真實情境及生活、作為個人化的學習工具和作為蒐集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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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環境資料的工具。運用科技工具可以和傳統的教學混合運用，混合式行動學習的模式如圖一(資料來

源：黃國禎教授演講)。行動學習的活動策略有直接引導學習法、同儕互評法、錄影分享法、共享協作

平台、主題式討論、專題導向學習、數位說故事、探究學習法等。 

 

 

圖一  混合式行動學習的模式 

(二) 網路化合作學習環境與活動設計 

一個理想的網路化合作學習環境與活動設計應包括的要項如下：（1）以專題導向的教學方式為

主（2）提供教學資源庫（3）鼓勵學生嘗試不同的思考途徑（4）鼓勵學生討論、思考和合作學習，並

透過結構式的對話工具使彼此的知識能整合（5）紀錄分析學生的學習過程。進行的活動和活動的準備

有：專題管理系統、教學設計、系統的線上教學、計畫擬定製作和作品整理與評量。 

(三)數位環境之合作學習活動 

以數位說故事、共享英文寫作活動，可由提供共享英文寫作平臺，學習題材由教師提供連續漫畫

圖，全班同學採異質方式分小組，共同於網路合作環境上共同看圖說故事，練習英文寫作。於學習活

動之後，讓各小組進行同儕互評，藉以讓學生可以分享英文寫文成果，也訓練各小組上台報告互評的

內容和進行批判思考訓練。 

(四)遊戲式學習的評量 

遊戲式學習(Game-base learning)是近年非常風行的應用科技來學習的方式，其實施方式的研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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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逐漸累積中，皆尚屬研發階段，其特別要注意的成效了解，在於如何評量，一般認為至少應從三個

向度來著眼：1.玩家(即學習者)的學習效果，也就是透過遊戲活動期望玩家學到東西；2.學會玩遊戲，

也就是學習者是否如預期成功的進入遊戲；3.玩家的樂趣維繫，也就是玩家在遊戲學習過程中及結束

後是否均得到樂趣。數位遊戲式學習之學習效果之評量，建議採用避免考試評量的思維，就遊戲的樂

趣或學習而言，遊戲的自主性和自願性仍然是終極的衡量指標，以傳統的時間壓力、競爭和分數來評

量，將破壞遊戲的樂趣，而不會繼續學習下去。 

(五)學校主管和教師的觀念 

學校實施時，主管的觀念應是準備好才實施，校長要和多數教師先達成共識，不是通通有獎，

應合理地分配資源。而教師的觀念是教師的信念要相信行動學習對學生是有幫助的，要相信自己是適

合進行行動學習的，每學期可嘗試應用一種新的策略來設計活動，要瞭解關鍵不在科技，而是在教學

設計合適的應用領域及學習策略，是行動學習成功的重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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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心得 

本次活動於日本京都大學舉辦，各議題學者專家分場次進行分享，出席人數此起彼落，而數位學

習、資訊教育相關主題非常精彩，該場次場地較小，然人數約20位，是各議題Parallel sessions47場中較為

熱絡的，也顯示台灣發表的學者其專業性和重要性皆受肯定和歡迎，臺灣推動計畫的成效有得到適切

的推廣，個人的收穫也相當豐富，對於推動數位學習相關業務助益良多。日本在推動電子書時，是以

民間團體力量推動並主導電子書產業，而行動載具在學校的應用、試辦規模較小，民間團體在推廣時

並與政府單位做對話。 

本次與日方合辦單位Center for Integrated Area Studies, Kyoto University與協辦單位National Instituted for 

the Humanities 籌組數位科技及人文領域相關之場次，顯示人文研究與資訊技術的跨領域結合，為一重

要的發展方向。在PNC大會的安排上，「災害管理」議題預期有豐富多元的討論。台灣、日本、以及泰

國近來都發生了一些災難，從人文與科學的角度來討論災難管理，提供了與會者一個全方位的理解與

體認。本次會議集結了美國、英國、日本、韓國、新加坡、香港、泰國、中國、臺灣等十餘國約150人

參與本會活動。  

數位學習因應多元載具，實施行動學習，有非常多元的方式，且有很多面向可探討，例如：學習

的行為與動機、學習工具、學習環境等，為協助學校推動、導入行動學習教學應用，本次會議有機會

多了解學習環境與教學模式之規劃、案例和實施問題，如何來循序漸進落實行動學習。 

本次議題的多元性，也讓人覺得推動數位學習、行動載具應用的同時，也應考慮環境保護、文化

層次等不同領域的溝通、整合與分享，以使得任何教育、學習的作為是全人教育的思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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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建議事項 

一、整體建議 

會議議題相當的多，有時對於一主題的深入性會受影響，建議未來能規劃更專注於幾個主軸。數

位學習論文的發表安排於另一場地舉行，而沒有與開幕、其他議題發表、學術海報活動安排於同一棟

大樓，對於台灣的成果能見度展示機會稍嫌少些。台灣在數典國家型計畫執行過程中，已經促成了人

文研究與資訊科技的對話與合作。在數典國家型計畫後時期，如何持續強化應用，或可嚐試將數位人

文扮演積極的角色，PNC 會議是為人文與科技對話的一時機，建議未來能設計一些場次進行人文研究

與資訊科技的對話與合作的研討、論壇及實例的展示等。 

二、與業務相關建議 

本次與會獲得的資訊融入教學之見聞或新知，對於未來的推動建議，我們認為可彙整實施模式、

平台類型、推動困難等提供教師參考，作為協助「行動學習推動學校」導入行動學習教學的應用，提

供學習環境與教學模式之規劃建議，循序漸進落實行動學習。也可辦理教師之數位時代的教師責任研

討，讓教師瞭解新興科技的教育功能可結合在學習與生活輔導中，不可僅依賴電腦及網路的吸引力，

有好的教學與輔導策略才是真正的助力，讓教師學會運用網路於教學與輔導瞭解網路的教學策略及活

動設計，讓教師瞭解網路輔導的特性，以及相信善用科技是有益於學生的學習，長遠的規劃也可舉辦

優良學校選拔活動，以促進學校發展、推動行動學習教學應用模式，與鼓勵學校進行跨校、跨領域互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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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錄：  

(一)議程 

2013 年 12 月 10 日至 12 日及太平洋鄰里協會PNC 2013 年之年會議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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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動剪影 

 

  

大會主席開幕致詞 劉院士兆漢大會開幕演講1 

 

 

日方學者大會開幕演講2  氣候變遷演講簡報 1 

 

 

氣候變遷演講簡報 2 與會學者及參加人員於京都大學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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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學者數位學習演講 1 國內學者數位學習演講 2 

 

論文張貼發表 1 論文張貼發表 2 

 

大會閉幕式 故宮博物院馮院長演講 2014PNC 年會在我國故宮博物院博物院舉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