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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教師教學創新暨教材研發獎勵期末成果報告書 

壹、 計畫名稱 

【以說故事的力量結合地方創生應用於品牌經營之創新實務教學】 

貳、 實施課程 

課程：品牌經營 

授課教師：詹雅晴 

參、 前言 

「每個人都要學會說故事，品牌也需要賦予它一個生命，讓它能詮釋自己

的品牌價值」。 

人們從小到大都在聽故事，而大多數的人也喜歡聽故事。但在我們的正規

教育裡卻沒有人教我們如何編故事與講故事。過去研究發現「故事可以幫助人

類的記憶」，且在聽或看到故事時大腦的區塊會開始有顯著的變化性，例如：

神經元會開始活化起來，帶動情緒處理、情緒反應、聯想反應。在幾年前一個

非常有名的社會實驗，內容是研究者在路上隨機發放五美金給人們，請接受到

五美金的實驗者閱讀各慈善機構的募款信件，隨後再決定是否要捐款。有趣的

是，當實驗者閱讀到的募款信件屬於具理性(強調統計數據)訴求的社會內容時，

實驗者捐款的數量就會減少。但如果閱讀到的募款信件內容屬於感性訴求，較

偏向個人的悲慘故事。此時，實驗者捐贈的數量就會增加。由此可得知，故事

對於人們的大腦感官或決策方向的重要性非常高。 

因此，許多品牌不但結合了故事內容，也在故事中融合關懷社會與感性的

元素，例如：回饋社會、站在你的立場(同理心)協助消費者找到最適合的產品。

這些以人為本的故事題材通常都能感動到顧客，並促使顧客有更進一步的行動。

故本創新教學計畫目的為透過品牌經營的課堂中，除了講授品牌經營的相關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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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建立學生品牌經營之相關知能外，也結合數位媒體與地方創生品牌的實作議

題，讓學生學習觀察地方議題，並透過說故事的方式完成品牌經營實務成果之

作品。 

 

肆、 計畫特色及具體內容 

一、 計畫特色 

本創新教學計畫的特色有四大面向依序融入品牌經營課程中進行之。(一)透過

品牌故事行銷的案例分享，加深學生編撰故事的思考面向。(二)引導學生對於地方

創生的認識，並找尋與家鄉相關的故事題材。(三)建立新型態品牌形象或提升舊有

品牌的價值。(四)實際運用社群媒體進行品牌故事的推廣。 

 

圖 1 創新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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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創新教學特色說明 

創新性與特色 說明 

1. 拓展品牌經營理論

與實務面的應用 

在課程規劃中，不會捨棄講述教學法，相對的應將講述

法使用在艱澀難懂的理論中，讓同學可以透過教師的講

解而擁有基礎的理論知識。但也需透過實作課程將所學

的品牌經營理論應用於實務中。因此教師會帶領學生進

行實作。 

2. 結合地方創生議題

展現在地特色，提

升在地文化之品牌

特色 

臺灣產業以中小企業為主，又因於臺灣民情文化特質兼

容並蓄，因而發展出多元的商業型態與文化產業。因

此，若能結合地方創生議題發展說故事的能力，並引導

學生發想主題，將能提升學生的學習廣度。 

3. 發展說故事的能

力，創新與強化品

牌形象。 

發展學生說故事能力，除了有助於創新與強化品牌形象

外，學生也能透過撰寫邊說故事的過程訓練學生的問題

解決能力與思考能力，以進一步豐富學生的學習方式。 

4. 運用時下的社群媒

體推廣品牌故事 

品牌推廣的方式會隨著各時代人接收訊息的工具而有所

不同，運用社群媒體可讓學生了解到不同的品牌推廣工

具會有哪些成效上的差異，藉此可以增進學生在實務上

操作能力。 

 

二、 執行內容、方法 

本創新教學計畫將以四個面向規畫執行教學的內容，以下列點說明之： 

(一)品牌故事行銷的案例分享 

在期中考前每週上課除了講授教科書每章節的理論外，也會搭配 1篇品

牌故事行銷案例進行教學。學生除了熟悉案例中的故事外，也需針對教師提出

的問題進行分組討論與分享。這不僅能夠培養學生閱讀個案的習慣外，也能提

升學生的思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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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引導學生對於地方創生的認識，並找尋與家鄉相關的故事題材 

期中考後，每週除了繼續講授教科書的章節理論，也會開始融入地方創

生的理念與故事。而學生需開始找尋地方創生的品牌，並學習撰寫品牌故事。

此外，每週也會安排學生與教師討論故事的內容。 

(三)建立新型態品牌形象或提升舊有品牌的價值 

選定地方創生故事的品牌後，教師將引導學生如何將故事內容與品牌形

象結合在一起，以建立新型態品牌形象或提升舊有品牌的價值。教師同時也會

指導學生如何編寫簡單的品牌經營計劃書，讓學生在之後的經營實作中能依據

計畫書的內容推廣之。 

(四)運用社群媒體進行品牌故事的推廣 

為了讓學生了解社群媒體在品牌經營推廣的重要性與執行方向，預計會有

一週的課程會講述社群行銷的內容。課程中也會請同學建立品牌經營的專屬社

群帳號，實際進行品牌故事的推廣。而在期末也會舉辦社群成果展覽，公開表

揚學生的優良品牌故事，以提高學生在實作上的參與程度與學習動機。 

 

伍、 實施成效及影響（量化及質化） 

本創新教學計畫採用量化與質化並用的管考機制。量化機制以問卷了解學生在

這門課的學習滿意度，以及課程安排需要改進哪些部分?此外，在最後的社群成果

展的人氣王獎項是採用社群媒體的觸及率量化指標來判斷。 

而質性方法採用課堂小組討論及實作成果評分探討學生的學習成效。而故事力

的評分方式，本創新教學計畫另外再參考黃惠君(2009)翻譯的 Robin「創作數位說故

事之要點」進行評分，評分項目有故事目的、個人觀點陳述、戲劇性問題、內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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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故事細節的精簡、文法及語法應用合宜、影像的創意、故事內容與整體安排

的創意，共八個要點來做評分，最低為一分，最高為四分，共四十分。 

 

一、量化評估 

本計畫從四大面向建構學習滿意度量表，分別為品牌經營理論知識、發掘

地方創升題材、品牌說故事能力、社群推廣能力。量表尺度為五點尺度量表。

在拓展品牌經營理論知識的平均數為 3.66、發掘地方創生題材的平均數為 3.58

分、品牌說故事能力的平均數為 3.85、培養社群推廣能力的平均數為 3.98 分。

整體的學習滿意度平均數為 3.76，表示大部分的學生在創新課程教學的滿意度

高。 

二、質化評估 

本計畫依據每週的課堂小組討論及實作成果評分探討學生的學習成效。

在每週的課堂小組討論中，每位同學皆有機會發表自己對品牌的看法，以及創

造品牌故事的過程。因此，在課堂討論中上課的氣氛是相當活絡且具有互動性。

而在最後的實作成果中，不但要求學生需製作簡報外，還需要錄製數位教材解

說自己創造地方創新品牌故事的想法與內容。因此，在整體的實作成果發表不

僅讓學生培養品牌經營之專業能力外，還有增強軟實力的部分。 

藉由量化與質化的方式能全面性了解教學需在精進的部分，以及學生在

品牌經營實務與理論、說故事的學習是否有所受益，故整體的實施成效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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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結論 

品牌不僅只是用來區隔不同產品的來源，品牌還扮演著創造者的角色。因此，

品牌需要創造許多不同層次的價值來鏈結與顧客的關係。在短期，品牌能夠提高顧

客對產品的認知，以及快速的建立關係。而在長期，品牌是能連結並維繫永久的與

顧客的情感。因此，品牌的經營是屬於企業永續發展的策略性規劃。而在實務上，

品牌結合故事行銷也成功地創造許多企業獲得長期的利益，例如：可口可樂、SK-II、

NIKE、蘋果。因此，本創新教學計劃以培養學生說故事的能力結合地方創生的概

念，讓學生學習提升新或舊有的品牌生命力與價值，並思考如何讓品牌可以朝向永

續經營發展。本創新教學計劃由以下四個面向整合本學期的課程內容：(一)透過品

牌故事行銷的案例分享，加深學生編撰故事的思考面向。(二)引導學生對於地方創

新的認識，並找尋與家鄉相關的故事題材。(三)建立新型態品牌形象或提升舊有品

牌的價值。(四)實際運用社群媒體進行品牌故事的推廣。透過此四個面向也成功提

升學生說故事能力、品牌經營的實務能力、數位媒體應用能力，並強化學生生活觀

察力，以感受「人、地、品牌」的緊密關係與培養在地關懷 

此外，本創新教學計劃強調學生能將知識與實務連結，並強化說故事的能力應

用於品牌經營中。於此可增強兩種學習維度的訓練：(1)品牌經營之專業能力、(2)軟

式學習力。品牌經營之專業能力包含利用故事力豐富品牌的生命與價值、品牌故事

社群媒體的推廣，並最後完成實際的成果與作品。這將不同於以往只有講述課的內

容，聽過或考完試就忘了甚麼是品牌經營。在軟式學習力上，培養了培養學生觀察

的能力、訓練探究技能、創意思考，以及問題解決的能力。學生透過不同學習維度

的訓練，讓學習不僅侷限在自己所選的課堂，開創並豐富學生往後自主學習的能力。

這些皆能從學生的課堂討論、發掘與社群推廣、簡報內容看出成效。因此，此次的

創新教學活動有達到良好的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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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執行計畫活動照片 

上課照片、同學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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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附件-地方創新有趣的題目內容(有個人隱私的問題，故不公開同學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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