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欸欸，我們一起做自主學習吧。」 

就這樣一句話，開啟了一趟驚心動魄的冒險旅程… 

 

找尋合作夥伴 

從大一開始，我就修習許多臺文系的課。修著修著，與臺文系的同學們成了好

朋友。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師大地科系開設了一門全臺語授課的「臺語天文學」。

在臺文系好友的呼朋引伴下，我想，可以結合我理工科與臺文系的專業真是太有趣

了！於是就答應共同修習這門課。經過一學期的課程，我受到蔡安理老師的啟發，

被老師發揚本土語言的精神深深吸引。期末時，覺得意猶未盡，想繼續將課程內容

延伸下去，於是與臺文系好友嘉恩，共同發想，一起開啟這趟跨領域冒險旅程。 

「美國人用英語說天文，法國人用法語說天文，香港人用粵語說天文。那為什麼，

我們不能用臺語說天文？」 

基於這樣的理念，蔡安理老師開始了 365 日天天不打烊的「逐工一幅天文圖」臺文

版翻譯工作。被老師的信念深深感動，我們想將老師的志業推廣出去。 

申請動機 

臺語，數百年來一直是臺灣島上多數人的母語，也是臺灣社會的共通語言。但

到了我們這一輩，我們已經無法用臺語表達自己的想法。久而久之，這個語言將會

死去。一個語言死亡，我們也將失去這個語言所擁有的文化與歷史。我們想傳承、

復振及發展臺語，我們想讓它越活越年輕。 

天文學，一門專業的科學，一個在臺灣常用英語或華語表達的領域。但誰說本

土語言只能用來表達日常生活？語言生而平等，任何語言都可以拿來表達任何事物。

身處多元文化社會的我們，想用臺語表達天文學的專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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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 APP，大家每天高頻率使用的東西，全民皆熟悉且仰賴的現代產物。既然要推

廣臺語，何不用最普及的手機 APP 作為媒介？於是，我們設計了一款臺語學習 APP，

讓大家用零碎的閒暇空檔，邊打發時間邊玩遊戲，又能邊學習臺語及臺語天文單字。

將上述理念結合跨域學習及聯合國 SDGs 的三項目標：1. 優質教育，2. 減少不平等，

3. 和平、正義及健全制度，制定課程主題為「寫欸普，耍臺文（Siá APP，Sńg Tâi-

bûn）」（華語翻譯：寫 APP，翻轉臺文），與夥伴一同學習臺語、天文學、程式語言、

及程式設計。 

「請給我一些時間渡過期末…」 

「我也是，明天還有兩科很炸的期末考…」 

撰寫開課計畫書 

決定申請「自主學習：專題探究」的通識課程時，距離申請期限只剩下一周。

雖然已經決定好主題了，但詳細課程規劃仍需討論及尋找資料，申請書格式也不是

那麼簡單填寫。正值期末考爆炸周，搜尋前人經驗是最速捷徑。 

首先，我們翻閱了許多範本。在師大教務處通識中心的官網，通識課程底下有

自主學習的專題研究申請書範例。我們查看前幾年學長姐們的申請書，從中尋找靈

感。除此之外，我們還參考了師大開課查詢系統中，各門課程的課程綱要，學習課

程計畫的格式與內容。 

接著，我們開始思考，詳細的課程內容要安排什麼？從我們的兩大主題：臺語、

天文，來去延伸學科的各個分支。例如：臺羅拼音、臺語漢字，或是宇宙學、太陽

系、曆法學......等等。我們也從想達成的成果，反推所需學習的結果，把一個 APP 拆

解成許多部份。例如：程式語言、版面設計、使用語言。 

最後，就是完成開課計畫書的表格。第一，先撰寫自主學習之必要性。我查詢

往年的相似課程，例如：單純教授臺語（如臺文系的課程），單純教授科學知識（如

理學院的課程），或純粹教授程式設計（如通識課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接著指出

它們與我們課程的差異，分別少了什麼內容。第二，撰寫主題、學習內容、課程實

行時程表。我們從這幾個部分，向審查委員娓娓道來這門課的故事，將主題關鍵字

串成內文，也將主題延伸成學習內容。第三，撰寫學習目標與預期成果。 

  



 

我們從這幾個部分，說明我們想做什麼以達到什麼，將目標與成果列點呈現並互相

對應。第四，撰寫評分標準、指導教師輔導機制。我們努力透過這個部分來說服通

識中心，我們絕不是藉自主之名來耍廢，爽爽拿學分的。我們也跟指導老師討論了

許多，調整最適合的學習方式。最後，就是第一頁的表格啦。我們把這個表格當作

整份計畫書的大綱，整理融合主題、學習內容、學習目標，讓評審委員可以迅速從

這份課程簡歷來了解我們的設計。 

「瘋掉了啦！」 

「請記得好好休息 NEH!!」 

自主學習過程遭遇的困境與收穫 

一切從零開始。第一次完成一個完全自己決定的專題。雖然一路上遇到許多困

難，花了許多課外時間研究、學習、製作，但最後實際做出成品，真的很有成就感。 

首先，要用什麼環境開發我們的軟體，就讓我苦惱了很久。原本想用 android 

studio，但發現看不懂它所使用的語言。如果要從頭開始學習的話，需要花非常多

的時間，似乎不是一個學期可以完成的事情。後來，考慮使用以前學過的 scratch，

但查詢過後發現，scratch 無法寫手機使用的 APP。最後，找到了與 scratch 類似的

這款 APP Inventor2，使用拉積木的模式來寫手機軟體。 

接著，我開始自學如何使用 APP Inventor2。網路上資源很多，影片、網頁琳

瑯滿目。我邊建立專題程式的基礎部分，邊研究與學習如何操作。一開始還在摸索，

每次進行自主學習的時候，網頁的分頁往往是 20 頁起跳。這個過程中，我學習到如

何自己找資料學習新知識。不像以前都是老師給教材，我只要負責把面前的資料學

起來就好。這次所有的資源都是自己找的，有什麼困難，就去尋找它的答案。雖然

花了許多時間，但每次成功做到一個新技能，都歡樂無比。 

在學會軟體的使用方法後，我開始著手寫程式的核心，邏輯判斷。每次寫完一

個版本，按下啟動程式的按鈕，都讓我如坐針氈，很害怕等一下跑出來又是失敗的

結果。一再再地嘗試，一再再地失敗。失敗後再繼續嘗試，直到成功為止。這樣反

覆地在失敗與嘗試間循環，我深刻地感受到，「在哪裡跌倒，就在哪裡爬起來」。 

在 debug 的過程中，我常常忘記時間的逝去，也忽略身體需要休息的警訊。但

這樣下去實在是不堪負荷，所以我得學習逼迫自己停下來休息。這個時候，我體會

到了古人的詩句，實在是說得好：「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嘗試過但仍解決不

了的話，就先放下，看看其他事情吧。有時，腦袋放鬆了，反而會突然想到解決辦

法呢！ 



 

「校長兼撞鐘，啊咱是老師兼學生。一兼二顧，摸蜊仔兼洗褲。」 

「老師兼學生的身份，真的學到很多。」 

自主學習教我們的事 

在自主學習的過程中，我磨練出更好的規劃技能。每周的進度需要多少，都要

事前規劃好。因為是自主學習，我也可以自行安排每周分量的多寡，避開其他課程

的報告與考試。否則到了期末所有作業都擠在一起，那專題製作就要開天窗啦。 

一整個學期與嘉恩一同作夥伴，我也更加懂得如何與人合作。有話想說就要即

時溝通，不然自主學習前是好朋友，結束後就謝謝再連絡，這樣也太可惜了吧！我

很感謝嘉恩，總看我對著螢幕碎碎念，或是聽我一直對著他提出他無法解答的問題。

他還會適時地提醒我該休息了，可以起身動一動囉。 

專題製作過程，我也更加了解到自律的重要性。這周夥伴如果有事無法出席，

一定要在當周找時間補課。真的無法協調出共同見面實作的時間，也要互相督促下

周前一定要完成哪些東西。 

寫程式的過程，我覺得我學到最多的是：不要吝於問問題！不要自己陷在同一

個問題無限輪迴！蔡安理老師給予我非常多的建議。「當局者迷，旁觀者清。」自己

覺得很通暢的邏輯，其實暗藏了錯誤的小細節。自己覺得看起來很舒適的版面，其

實對使用者來說順序卡卡的。自己覺得很完善的功能，其實還有更多更多可以添加

的機制。每次跟老師開會，都受益良多，也常獲得新的靈感。 

對於自主學習的未來展望 

一學期的專題探究結束了，我們的 APP 也暫告一段落，未來有機會的話，希望

可以把這個 APP 做得更完善。遊戲版面、題目方向、搭配實體課程、版面美化，都

是我們還可以努力的方向。也希望可以給更多用戶體驗，給予回饋，讓我們將這個

APP 改得更好。 

雖然這個 APP 沒有很強大、有點陽春，但在推廣母語的這條路上，你我的投入

永遠不嫌多。希望未來的某一天，人人都能使用母語，說著任何想表達的事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