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112年5月季會

「南迴人文與傳統生態知識資料庫」的反思與工作調整

臺東大學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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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orms.gle/5pJRn1QZbBb8BBw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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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從前期「路與橋」到此期「流與勢」

路與橋

● 大學與場域慢慢接近

● 互相理解與認識

● 循環經濟資料庫

流與勢

● 大學與場域深化信任關係

● 共學、共做、共創

● 南迴人文與傳統生態知識資料

庫（TEK資料庫）

https://forms.gle/5pJRn1QZbBb8BBwDA
https://forms.gle/5pJRn1QZbBb8BBwDA


31. 從前期「路與橋」到此期「流與勢」

循環經濟資料庫介面

https://forms.gle/5pJRn1QZbBb8BBwDA


41. 從前期「路與橋」到此期「流與勢」

支持大竹高溪流域部落循環經濟生態系先導研究

循環關聯研究導向

資料庫後端管理為主

尚未提供前端使用

https://forms.gle/5pJRn1QZbBb8BBwDA


51. 從前期「路與橋」到此期「流與勢」

• 在地文化觀點較弱

反思循環經濟資料庫：

• 過去經費主要用於田野資料調查

• 需要再納入場域的人文與生態知識

• 需要讓場域居民理解，並參與資料庫建置

https://forms.gle/5pJRn1QZbBb8BBw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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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團隊內部的演變與進展

資管資工教師 人文社會教師 人文社會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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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團隊內部的演變與進展

資管資工教師 人文社會教師 人文社會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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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決策團隊＋內外部顧問團

2. 團隊內部的演變與進展

資管資
工教師

地理學
博後Ａ

人類學
博後Ｂ

人類學
教師

外部資料庫顧問

• 資料庫總體規劃
• 資訊技術

• 人文社會理論架構
• 原住民知識體系資料庫

• 專案管理經理
• 助理工作管理

• 場域協調
• 原住民文化復振

東大人社教師群

https://forms.gle/5pJRn1QZbBb8BBwDA
https://forms.gle/5pJRn1QZbBb8BBwDA
https://forms.gle/5pJRn1QZbBb8BBwDA
https://forms.gle/5pJRn1QZbBb8BBwDA
https://forms.gle/5pJRn1QZbBb8BBw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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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止境的激烈討論，例如：

2. 團隊內部的演變與進展

提問 後續討論

• 要天馬行空的設計！ 需要更具體方向！

• 要給場域使用！ 場域的誰？

• 推廣要配套的場域教育訓練！ 資料庫雛形未形成，談教育訓練太遠

• 要像Wikipedia！ Wikipedia一公開資料就會被修改

• 六個月內完成最終設計！ 軟體系統製作通常需要滾動調整

• 資料也可登入國家文化記憶庫！ 那南迴TEK的資料庫定位是？

• TEK資料庫跟其他資料庫有何不同？ 參考其他資料庫，但仍要做出自己的特色

• 地理單位是？ 剛開始以流域為單位，後來加上村

• 誰來管理？ 目前東大人社，未來希望交由場域

• 留言功能？ 有不當言論怎辦？屏蔽功能->誰可審核？

• 誰來審查？ 一定不是東大，需要跟部落討論

• 著作權授權？ 從個人，再到群體

• 資料庫要放哪裡？ 東大雲端硬碟

https://forms.gle/5pJRn1QZbBb8BBw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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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orms.gle/5pJRn1QZbBb8BBw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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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團隊內部的演變與進展

軟體系統建置：
此期開始六個月後即產生TEK資料庫DEMO版
-> 不斷討論與修改

PM

助理群

DEMO
工程師

PM

https://forms.gle/5pJRn1QZbBb8BBw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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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期開始六個月後即產生TEK資料庫DEMO版

2. 團隊內部的演變與進展

https://forms.gle/5pJRn1QZbBb8BBwDA


13
2. 團隊內部的演變與進展

資管資
工教授

智器
科技

PM
足夠
經費

助理群

DEMO
工程師

PM

預計此期一年內完成TEK資料庫初步架構與後台管理:

https://forms.gle/5pJRn1QZbBb8BBw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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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團隊內部的演變與進展

預計此期一年內完成TEK資料庫初步架構與後台管理:

https://forms.gle/5pJRn1QZbBb8BBw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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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團隊內部的演變與進展

將實踐行動所獲之訊息，依統一格式輸入，
同時進行流程、編輯與工作時數管理：

https://forms.gle/5pJRn1QZbBb8BBw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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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場域扮演的角色

場域居民呢？

我們一直準備龍蝦大餐，大呼好吃，
但如果別人想吃蝸牛？

https://forms.gle/5pJRn1QZbBb8BBw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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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場域扮演的角色

使用者

場域角色定位在此期經歷不同階段

東大人社內部討論：

• 地方青年

• 教育工作者

• 文化工作者

https://forms.gle/5pJRn1QZbBb8BBw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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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場域扮演的角色

使用者 管理者

東大人社內部討論：

• 應該由傳統家族領袖組成委員會

• 應該由教育工作者組成，因為工作需求對資料庫有
高需求

• 應由有知識耆老組成，他們才懂資料庫的內容

• 場域內意見分歧，難以整合

• 場域的人沒有時間擔任管理者

….. 還是需要跟場域居民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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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場域扮演的角色

部
落
的
知
識
是
集
體
的
！

2023.04.16 第一次場域資料庫說明會（土坂、台坂、大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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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場域扮演的角色

使用者 管理者 設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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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場域扮演的角色



224. 反思與挑戰

文化平權
數位賦權
共享權威

專業與非專業多元觀點

資工資管單一決策 跨領域合作

第一線工作者未直
接參與資料庫建置

全面管理經費、設計、
資料收集與整理，並採
用第一線工作者意見

偏重抽象理論探討

已改進事項：

https://forms.gle/5pJRn1QZbBb8BBwDA
https://forms.gle/5pJRn1QZbBb8BBwDA
https://forms.gle/5pJRn1QZbBb8BBwDA
https://forms.gle/5pJRn1QZbBb8BBwDA
https://forms.gle/5pJRn1QZbBb8BBwDA
https://forms.gle/5pJRn1QZbBb8BBwDA
https://forms.gle/5pJRn1QZbBb8BBw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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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反思與挑戰

未來挑戰：

1. 共管機制

2. 對外著作權授權機制

（預計近期在土坂「部落會議」之後再開「TEK資料庫說明與討論會」）

https://forms.gle/5pJRn1QZbBb8BBwDA
https://forms.gle/5pJRn1QZbBb8BBwDA


非常感謝大家的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