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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蔡彥 / 國立政治大學校長 
教育部提升大學通識教育中程計畫總主持人

自 聯 合 國 於 2015 年 提 出「 永 續 發 展 目 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以來，促使人類面對經濟、社會、環境

等真實問題，高等教育亦積極回應「永續發展」與「社會參與」的

議題。本書《永續發展與社會參與》由教育部提升大學通識教育中

程計畫 IGER 出版。其從通識教育出發，探討如何將永續發展與社

會參與融入教學，共匯集 16 篇文章，分享多所大學的實踐經驗，生

動地展示了如何將永續理念內化於學生思維，並外化為行動力，讓

大學回應社會需求，並與在地共好。

在推動永續發展上，各校體現出教育、社會與環境等深度連

結的創新實例。國立東華大學引導學生樂觀學習，深耕 SDGs 校園

理念，以達成實踐社會責任之成就，並且結合英語教學與 SDGs 教

育。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融合科際整合的觀點，並透過實作促進學生

將理念轉化為實際行動。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建立跨領域「食藝」社

群，透過工作坊與課程設計，促進學生在實踐中學習。中國醫藥大

學建構「藥安全藥健康」及「走讀水湳」等永續發展微學分課程模

組，強調跨學科合作，並結合在地實踐。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分享以 

SDG5「實現性別平等」為核心，設計教學活動，支持學生在校園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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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中實行性別平等之行動。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分享培養關懷社會之現代公民所開授的「生

物科技與倫理」、「食在有安全」與「永續生活與消費者行為」課

程實施的實例。

在社會參與的養成上，各校展現出多元且富創意的課程規劃與

教學設計。南臺科技大學以神農街元宵花燈展為主題，推動學生參

與在地文化活動。國立臺北大學設計「藝術輔療與高齡社會服務」

課程，促進青銀互動，促進學生學習參與社會服務與責任。國立臺

北護理健康大學分享應用「音樂服務隊」融入服務學習，讓學生在

實踐中體驗人文關懷與社會責任。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分享透過「屏

東多元音樂閱讀」與「採訪實務與文化書寫」通識課程，促進學生

學習傳統與在地知識的保存、活化與包容。國立澎湖科技大學以

「高齡社會與創新實踐」課程分享該校社會參與導向的跨領域通識

教育的實踐。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跨課程協作的行動通識，鼓勵學生

深入社區，參與地方行動實作。大葉大學分享多元社會參與式通識

課程融入大學社會責任 USR 之理念與實施案例，並分享透過微學分

課程促進社會參與學習。

本人認為「永續發展」強調經濟、社會與環境的和諧共存，而

「社會參與」則是將教育理念具體實踐的關鍵途徑。透過本書發行，

分享多元案例，展現通識教育如何引導學生將抽象理念轉化為具體

行動。這種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教學模式，不僅深化學生的學習體

驗，相信亦為大學通識教育的創新教學提供了寶貴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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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社會責任—邁向永續必經之路

蘇玉龍
1/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榮譽教授

眾所皆知，「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是近五十

年來全人類最重要的課題，攸關人類生命生存，希望朝向自然生態

環境及人類開發間的平衡發展，達到生態「可持續性」（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然而，「永續發展」並非口號，要如何有效落實及

達到預期目標，是大家需要共同面對與思考的。

「永續發展」涵蓋所有經濟、環境和社會面向，與每個人的

生活息息相關，最終需要達成「永續轉型」—是長時間、多面向、

和根本性的轉化過程，既有的社會 / 科技系統被轉換到更永續的生

產和消費模式，達成大規模和結構性的「系統性創新」（System 

Innovation）。我們可以看到國際上推行 SDGs、CSR 到現今的 ESG

（Environment、Social、Governance）、及 USR（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帶動政府、企業、大學的轉化，改變既有的組織

運作與發展模式，轉換為以「兼顧人類福祉的創新思維」來推行相

關的政策與措施，共同邁向永續。

1 
蘇玉龍榮譽教授，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計畫總主持人（2021/3-2025/2）、國立暨

南國際大學校長（2012/12-2021/1）、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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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社會責任（USR）」，是大學透過校務治理、教學創新、

跨領域課程、社會參與，以進行地方連結與人才培育，培養全球公

民及協力地方創生，進而推動環境與大學本身的永續發展。大學教

師透過 USR 發展實踐學術、研究、教學、課程；藉由社會參與，大

學協助地方發展，培養大學生公民及永續意識、社會覺知與社會責

任感、及實務問題解決與創新能力。

教育部正式推行 USR 迄今邁入第八年，USR 正引領著「臺灣

高等教育」的轉型，包括大學通識教育的轉化、大學教師教學方法

的轉變、大學生學習方式的改變、大學課程的多元創新。「永續世

代的大學未來教育」，指向跨學科教育（TDE，Trans-disciplinary 

Education）、社會參與式教學、問題導向學習課程（PBL，

Problem Based Learning）、參與式行動研究（PAR，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大學學術文化隨之改變—「入世學術（Engaged 

Scholarship）」。

大學教育需有其使命與價值，而正是 USR 帶領大學透過行動發

揮更高價值 ! 新的世代、新的社會趨勢、新的自然環境變遷來臨，

USR 的社會參與及實踐，也將因著不同的利害關係人而趨向更多元

創新 ! 大學更需要以 ESG 的方式經營並推動 USR，積極朝永續邁

進 ! 

本次「教育部提升大學通識教育計畫（IGER）」出版專書—「永

續發展與社會參與」，集結多所大學多位教師的實踐成果，透過「大

學通識教育」落實 USR 精神，諸如永續發展教學設計、創新實踐教

師社群、跨領域學分課程模組、社會關懷公民素養教育、社會參與

式學習課程，皆是以永續發展為目標、社會參與為手段的標竿學習

案例 ! 值得大家細細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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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與社會實踐

王俊秀 / 國立清華大學人社院 
清華學院榮譽教授

本專書以永續發展與社會實踐為主題，匯集了共 16 章（各 8

章）的通識課程，在通識理念上，非常契合全球化與在地化的趨

勢，即全球思考，在地行動（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永續發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為近年來最重要的全球化議題，而社會

實踐則為在地化或抓地力的具體行動。而當許多社會實踐扣緊不同

的 SDGs 時，就成為全球在地化（glocalized）的通識課程了。

永續發展的提出與論述源自 1972 年的人類環境會議，體認到人

類（即社會）因追求經濟成長而造成對環境的破壞，人類（即社會）

成為加害者及受害者，導致「我們沒有共同的未來」。因此，學術

論述開始區隔永續與永遠、發展與成長（growth），而且更重要的

是「永續」隱含著更好的傳承與世代正義（這一代的更好不可以造

成下一代的更壞）。接著聯合國先提出永續發展的三個圓或框架：

環境、社會、經濟，論述從三圓分立、三圓交集到三圓同心，以追

求共善為終極目標。先有於 2000 年發佈的 MDGs（千禧年目標），

接著才出現 2015 年人人朗朗上口的 SDGs。其中確實採用同心圓之

國家即為 SDGs 評比多年冠軍的瑞典，該國將前 16 項 SDGs 分置於

三環，而第 17 項 SDGs 則貫穿環境、社會與經濟，以達同心且共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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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永續發展有了環境、社會、經濟三大主軸，就成就了跨域

的永續科學（Sustainability Sciences），它不但是巨大科學，也是平

行科學，其中充滿了「通識寬廣度」。因此許多國家也配合其國發

趨勢，追加主軸項目，例如將環境 / 生態、社會 / 文化、經濟 / 科技

等，而社會（實踐）這一環，更是啟動永續發展的引擎，社會不動，

只是口號，兩者相輔相成。

在本書前八篇的永續發展向度中，格局各有所長，特別是趁

著大學生命關卡（創校 30 年），將永續發展全面融入校園，值得

鼓勵。而面對真實世界（校園、社區、海岸、永續商店、農園等）

的課程，一方面提升師生們的永續抓地力，更是公民有感學習的開

始，例如其過程正在實踐高教公共性與社會影響力，並且和社會實

踐對接。而促進公民有感學習的方法包括現場訪視、公民會議、從

書桌到餐桌、永續生活週記等。此外，教師社群的自我培力，更是

值得肯定。

而在本書後八篇的社會實踐向度中，課程多元性是其特色，包

括社會服務（藝術治療、音樂服務隊）、社會參與（高齡社區設計

思考、社區劇團）、社區營造（街區花燈節慶）、地方踏查（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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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走入歷史現場、里山），且主張社會即教室與實驗室。社會實

踐課程，除了和 SDGs 有所對話外，也和大學 USR 多所連結。大學

USR 源自於歐洲的 Town and Gown 文化（市鎮與學士帽），終極目

標和永續發展一樣，皆指向共善，社會因大學而成為更好，反之亦

然。因此兩者相互培力（empowerment）與共學乃為 USR 的精神所

在，進而言之，USR 不能只是計畫，要內化成為文化。

本專書的兩大議題（永續發展、社會實踐）乃為一體的兩面，

雖然依照永續度的學術論述，所有課程還可分別歸類為弱永續、中

永續、強永續，但已朝向「我們共同的未來」邁進，值得鼓勵。接

下來就期待本書的下一篇章，各大學一起來發展出強永續的在地全

球化（lobalized）通識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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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世界更好的教育：通識教育的永續之路

申永順 / 馬偕醫學院高齡福祉科技研究所副教授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獎勵委員會秘書長

當今世界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與轉型。氣候變遷、資源耗

竭、貧富差距、族群衝突、高齡社會、教育落差，以及經濟獨斷主

義等，這些問題不僅跨越國界，更緊密地牽動著每一個人的日常生

活。身處此時此地高等教育的角色，不再只是傳遞知識，更是一種

對未來的承諾，是一份對社會與環境的責任；尤其是通識教育，肩

負著一項日益重要的任務：培育具備全球視野、在地關懷、批判思

維與實踐能力的現代公民。

本書《永續發展與社會參與》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應運而生。

作為教育部推動「提升大學通識教育中程計畫」的關鍵成果之一，

本書集結來自全臺各大學 16 篇實踐案例，呈現大學通識教育在永續

發展與社會參與兩大主軸上的豐碩成果與創新作法。這不僅是經驗

的分享，更是理念的對話，是一場關於教育本質與社會責任的集體

探索。

永續發展目標作為教育地圖

聯合國於 2015 年提出的「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

opment Goals, SDGs），已成為全球教育改革與社會創新的共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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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本書所呈現的各項實踐，皆以 SDGs 為核心框架，從性別平等

（SDG5）、優質教育（SDG4）、良好健康與福祉（SDG3）、氣候

行動（SDG13）、減少不平等（SDG10）、多元文化與包容（SDG16）

等目標出發，發展出與在地資源、專業知識、學生特質相結合的創

新課程。

永續與參與的教育願景，並不侷限於單一學科或單一教師的努

力，而是仰賴整體大學系統的協作與創新。本書中的多篇案例皆指

出教師社群、跨系統整合、甚至教師與地方專家的協力對話，對課

程設計與執行有極大助益。本書的每一篇文章，都是一位或一群老

師，帶著學生走入現場，走進真實社會問題的過程。他們將抽象的

永續發展目標（SDGs）轉化為具體的教案與行動，讓學生在課堂內

外、社區巷弄與山海之間，真實地感受到「學習」並不只是為了分

數，而是為了理解世界、改變現實。

在教與學之間，看見希望的種子

書中所涵蓋的每一篇文章，無論來自人文、社科、理工、藝

術或技職體系，其背後都有一個共通的信念：教育不只是知識的傳

授，而是價值的建構與行動的啟動。譬如，從「三十而礪，東華有

愛（AI）」對智慧教育與在地文化的融合，到「孩會持續學習」中

語言學習與永續理念的結合；從微學分課程中的「走讀水湳」、到

「音樂服務隊」的跨界服務學習；從「青銀共融」的藝術陪伴到「神

農街花燈展」的文化行動，每一個課程設計，都是一場教育與生命

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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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的另一個關鍵詞―「社會參與」，亦是通識教育當前最

受矚目的轉向趨勢。從澎湖科技大學的高齡社會問題解方，到勤益

科技大學的行動通識課程，再到各校推動微學分、USR（大學社會

責任）與在地連結的多樣實踐，無一不體現出「大學不再是象牙塔，

而是社會的積極參與者與創造者」的教育理念。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些課程並非僅止於單向的服務或關懷，

而是在實踐中培養學生的同理心、批判力與反思力。例如，大葉大

學團隊設計的 USR 微學分課程，透過參與式學習引導學生深入社

區、凝視問題並提出方案，進而在反思中深化理解，在合作中建構

共識，這正是「學以致用、用以促學」的最佳體現。

這些行動的背後，是一群願意以熱情、專業與時間投注在教學

創新上的教育者。他們不是照本宣科的講述者，而是願意陪伴學生

「走進問題、站在他人立場思考、在行動中學習」的實踐者。他們

用課程回應社會，用陪伴溫暖學生，用教育傳遞希望。

教育，是最深化、最堅韌的改變力量

永續發展，絕非口號；社會參與，也不只是短暫的服務行為。

它們的核心，是一種關係的建立，一種長期的承諾：與土地的關

係、與他人的關係、與未來的關係。本書中的課程設計，不僅著眼

於知識本身，更看重學生內在素養的養成與價值觀的塑造。

在「高科大食藝教師社群」中，我們看見跨領域教師如何協

力推動「地產地消」的飲食教育；在「現代公民通識課程」裡，我

們看見學生如何在討論生技與倫理中，建立對食安與公民責任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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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在「生態素養教育」的實地踏查中，我們看見年輕世代重新認

識自然、尊重自然。

這樣的教育，不是高談闊論，而是腳踏實地。它來自課堂、

也延伸到社區；它經由小小的專題、小組討論、一次移地教學，慢

慢在學生心中種下「我能做些什麼」的念頭。而正是這樣的「願意

做」、這樣的「從我開始」，成為了通識教育最珍貴的力量。

向每一位教育實踐者致敬

我們深知，教育的改革與創新，從來都不容易。它需要時間的

投入、資源的整合，更需要信念的堅持與夥伴的支持。在這本書的

背後，是無數教師無怨無悔的努力與嘗試——他們在有限的課程時

數中做加法，在繁重的教學與研究壓力中，仍願意為了學生多走一

里路、多點一盞燈。

感謝撰述本書的每一位作者及師長們—您們是這場教育旅程中

的點燈者、築路者與夢想實踐者。謝謝您們願意在本書中分享這些

寶貴經驗與深刻洞見，讓更多教育現場的夥伴能夠從中汲取靈感、

獲得力量。您們實踐永續發展與社會參與的故事，不只是知識的傳

遞，更是教育價值的實現，是社會與文明進步的催化劑。此外，也

要向其他所有在教育現場耕耘永續與社會參與的教師致敬，也邀請

更多同行者，加入這場教育行動的長征，共築一個更加美好、更加

負責、更加激勵人心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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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願教育成為我們共同實踐未來的方法

《永續發展與社會參與》不是一本文獻的彙整，而是一本教育

現場的行動紀實，它記錄著我們如何以教育與社會對話、如何以通

識課程扎根人心、如何在挑戰之中創造可能。書中每一篇文章都是

一份深耕教學的心血，是教師與學生在真實世界中共同經歷的感動

與挑戰。它不僅為我們描繪了一個更有希望的教育未來，也向社會

展現了大學如何回應時代的呼喚，肩負其應有的知識公共性與社會

責任。

教育從來不是孤立的，它根植於社會、回應於世界、實踐於日

常。當通識教育與永續理念相遇，當社會參與成為學習方式，我們

便能共同編織出一張更具韌性與關懷的知識網絡。而這，正是我們

這一代教育者、學習者、實踐者共同的使命與承諾。

願每一位讀者，無論是教育工作者、學者、學生、政策制定

者，乃至於社會上關心教育的人士，都能在書中找到共鳴與靈感，

願我們都不忘那份「透過教育讓世界更好」的初心，讓教育成為改

變世界最恆久、最堅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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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學習到行動：永續發展與 
社會參與的實踐

宋秀娟 / 大葉大學教授 
本書主編

永續發展與社會參與學習

「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概念於 1987 年由布

倫特蘭委員會（Brundtland Commission）在《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報告中提出。聯合國於 2015 年公布《2030 年永續

發展議程》（Agenda 2030），涵蓋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以建立經濟、社會與環境三者間的

和諧共生。Sachs（2015）提出永續發展不僅僅是環境保護，更是

經濟繁榮與社會公平的綜合體，SDGs 應被視為一個相互關聯的整

體且相互影響。而教育是推動永續發展的關鍵力量，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UNESCO, 2017）強調，教育為永續發展（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SD）是實現《2030 永續發展議程》的基

礎力量。教育不僅傳授知識，更有責任培養學生具備批判思考力、

系統性思維與社會責任感，使其能夠面對氣候變遷、資源枯竭、社

會不平等全球性的挑戰。

「社會參與」（Social Participation）強調透過實際服務社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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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使學生在過程中將課堂中學習的知識與真實世界問題結合。

Dewey（1916）在《民主與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中即

指出，教育應與生活經驗緊密結合，學習的真正目的在於培養能夠

積極參與公共生活，強調學校不應僅傳授知識，而應成為社會生活

的一部分。教育部自 2017 年起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計畫，強化大學與在地社區連結，運

用專業知識解決社會問題，並鼓勵接軌聯合國永續發展指標（教育

部高等教育司，2020）。USR 計畫與社會參與學習精神一脈相承，

鼓勵大學將課程與社會需求結合，讓學生在實作中培養問題解決與

社會關懷的能力。具體而言，USR 計畫透過議題導向（如長照、農

業創生、環境永續、文化保存等），引導師生走出校園，實踐跨領

域整合與行動導向學習，可謂是體現了教育即實踐，學習即參與的

精神。

《永續發展與社會參與》中各大學的實踐

《永續發展與社會參與》一書收錄了全臺各大專校院 16 篇實踐

案例，圍繞「永續發展」與「社會參與」兩大主題，展現大學通識

教育如何回應聯合國 SDGs 的全球目標與在地行動需求，並深化學

生社會參與的能力。在永續發展領域，各校展現深厚實踐力。如國

立東華大學結合 5G 價值推動智慧校園與自主學習社群，並深化學

生在地文化認同，並推動實踐永續。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則強調跨領

域整合，帶領學生連結經濟、社會、環境三大主軸，並推動實作導

向學習。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建立「食藝」教師社群，以地產地消推

廣食物永續。中國醫藥大學則設計微學分課程「藥安全藥健康」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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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讀水湳」，強調健康與環境議題的連結。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則

以性別平等（SDG5）為出發，推動公民行動與校園平權教育。國立

雲林科技大學將通識課程結合生物科技與倫理、食安議題，並培養

學生的生態素養，以深化學生的社會關懷與批判思考。在社會參與

方面，各校同樣發揮創新精神。南臺科技大學以神農街花燈展推動

學生參與地方文化行動，將藝術融入社區營造。國立臺北大學透過

「藝術輔療與高齡社會服務」課程，促進青銀共融與高齡社會關懷。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以「音樂服務隊」結合服務學習，強化人文

關懷與利他精神。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設計「屏東多元音樂閱讀」與

文化書寫課程，推動傳統知識保存與文化包容。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關注高齡化社會問題，推動跨領域通識課程，培養學生社會實踐能

力。國立勤益科技大學以「行動通識」為平臺，鼓勵學生深入社區，

透過創意遊戲、數學思維等課程與地方連結。大葉大學則將大學社

會責任（USR）融入參與式學習與通識教育微學分課程，引導學生

在實作中反思並深化永續發展理念。

結語

《永續發展與社會參與》一書不僅記錄了各大專校院在永續教

育與社會實踐上的豐碩成果，也體現了通識教育在新時代下轉型與

創新的必然方向。每一篇文章分享的案例都顯示出：教育不再只是

知識的傳授，而是行動的引導；不僅要教會學生認識世界，更要引

導他們學習改變世界。從生態素養的養成到在地文化的保存，從高

齡社會的關懷到性別平權的推動，各校以實作課程、跨領域整合、

社會參與行動，回應了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的精神，也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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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教育與社會脈動同步成長。本書同時展現出「全球思考，在地

行動」的教育理念，透過問題導向學習（PBL）、參與式行動研究

（PAR）、以及微學分課程等創新設計，讓學生從課堂走進社區，

從理論走向實踐，在真實世界中培養批判思考力、同理心與永續責

任感。這些課程設計不僅培養個人素養，更以教育力量推動社會共

好與生態平衡。願本書的每一篇實踐故事，能激勵更多教育者、學

習者與社會行動者，在各自的領域中，持續播下希望的種子，攜手

共築一個更美好、更永續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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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通識教育深耕與創新》等專書的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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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金句與校長的話

通識教育是大學教育的靈魂，是大學培育人才的基石，是一種思

潮、價值、理念的具體展現，是大學品牌的象徵，更是個人生命發

展與國家及產業競爭力的關鍵。

鄭英耀 / 教育部部長 / 前國立中山大學校長

通識教育旨在培養學生在文理兼備、批判思考、社會責任及全球視

野等方面均衡發展，成為具備多元知能的現代公民；其強調建立基

礎核心知識，促進跨領域知識的統整與轉化，並培養宏觀視野以及

終身受用的關鍵能力。

李蔡彥 / 國立政治大學校長 
教育部提升大學通識教育中程計畫總主持人

先做人，再做專業的人；具有啟發力量的通識教育，是人才培育中

不可或缺的學思歷程。

黃榮村 / 前考試院院長

大學通識教育強調教育作為永續發展和實現的主要推動力，朝向包

容和平等的優質教育和終身學習的目標，達成賦予人們對今世後代

負責的能力，並積極為社會轉型做出貢獻。

徐輝明 / 國立東華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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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是知識養成的基石，是學生學習人生之道，突破知識藩籬

的成長路徑；呼應「一燈能除千年暗，一智能滅萬年愚。」如同破

暗除迷，開啟智慧、照亮生命價值的燈炬。

陳同孝 /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校長

通識教育，以人為本。期許人人都能感受生活的美好、發揮自我的

潛質、活出生命的熱情、實踐人生的意義。

楊慶煜 /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校長

在醫藥大學中，「視病猶親」的口號大家都能朗朗上口，但是唯有

透過全校一起來的通識課程、活動與環境薰陶，才能淬化為存乎本

心的醫學人文精神。

通乎古今曰博雅，識及天人稱英才。

洪明奇 / 中國醫藥大學校長

通，是通才；識，是知識。通識教育使學生具備通才的知識，有面

對瞬息萬變環境條件的能力。也使學生能在通才知識的涵養中，敬

愛生命，思索環境永續之可能，與世界共呼吸。

張金龍 /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長

雲科大是一所為社會負責任且具有影響力的國際創新科技服務型大

學，面對未來的少子化以及產業快速變化、國際競爭等激烈的挑

戰，通識教育也必須要與時俱進，鼓勵師生拓展國際觀，並藉由實

踐與服務來深化與在地的連結，培養身心素質良好，且能促進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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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經濟成長及現代公民的關鍵核心能力。我們強調與社會共學

共創，將大學的通識素養結合專業知識融入在地，服務社會，自我

成長以實現大學回饋社會的使命。

「科技大學重視教學創新與產業連結，其通識教育不需要培養完

人，但是要培養現代公民需要的核心能力。包括終身學習的方法知

識、人際互動溝通表達的技能，以及關心社會的利他與服務態度。」

更重要的是對接經濟、環境與國際社會的需要，在實踐中辯證與學

習！

張傳育 /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校長

下一世代的通識教育是科技與人文的相輔相成，驅動全人發展。透

過 AI 的應用與思辨，靈活轉換思維，結合創新科技與人文價值，迎

接未來的挑戰。

AI 是下一世代的通識教育。

黃能富 / 南臺科技大學校長

永續發展、跨域學習與 AI 應用為當前通識教育的三大指標。整合對

永續議題的實踐關注、跨域視野的多元融匯，與 AI 科技應用的價值

思辨，展現全人素養的深度與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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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是孕育永續思維、跨域視野，與科技智慧的共融力量。

周德光 / 南臺科技大學副校長

通識教育引領學生增廣見聞、跨域學習、觸類旁通，看見更多元的

可能，發現最遼闊的天地。

李承嘉 / 國立臺北大學校長

通識教育是專業人才培養不可或缺的歷程，因通識教育能幫助學生

開拓視野、激發創意，進而豐富人生，甚至為生涯發展至關重要的

養成過程。北護大通識教育特與音樂服務結合，促進學生在情感、

認知和社會服務技能方面的全面發展。卓越的通識教育也能促進終

身學習的態度，使學生在職業和生活中都能靈活應對挑戰，成為有

貢獻的社會公民。

吳淑芳 /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校長

通識教育的核心在於啟發學生的求知慾，讓他們能夠在不斷變化的

世界中靈活應對各種挑戰。期盼每位學生都能在這個過程中找到自

己的熱情，成為具備全球視野的未來領袖。

黃有評 /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校長

通識教育是培養科技心、人文情及時代公民素養，包含 ESG、AI、

理財、待人、接物、慈悲與厚道等基本知能。

陳文淵 /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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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作為大學教育的核心和基石，提供學生跨領域學習的平

臺，促進他們獲得廣博的知識，提升人文素養，陶冶健全的人格

等。透過通識教育，學生能夠在多變的社會中成為具有全人素養的

現代公民，符合企業需求，適應社會變遷。

大學教育致力於培育兼容專業知識與廣博學識，以及跨領域能力的

π型人才。

方文昌 / 大葉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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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十而礪，東華有愛（AI）』 
引導學生樂觀學習，深耕 SDGs 校園 

理念，達成實踐社會責任成就

徐輝明 / 國立東華大學校長

黃琡雅 / 國立東華大學藝術與設計系教授兼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壹、前言

聯合國於 2000 年的千禧年發展目標中，將永續發展確立為核

心目標之一。然而，至 2015 年發現這些目標未完全實現，故聯合國

進一步強化了永續發展的重要性，並提出與 2030 年永續發展議程相

關的具體目標，強調跨領域整合的重要性。在 1992 年的里約熱內盧

環境與發展會議中，教育被強調為永續發展的關鍵，特別是批判性

教育之角色，以培養公眾意識和社會責任，使永續發展觀念更加全

面。教育在全球永續發展過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永續發展」是當

今重要的課題，全球各地產官學皆投入顯著的資源來支持聯合國所

倡議的 17 項目標，聯合國於 2015 年提出「2030 永續發展綱要」，

設定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倡議經濟發展、社會共好與環境永續三個

面向的議題，成為全球推動永續發展的共同語言與策略架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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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委員會也針對 2050 達到淨零排放規劃出碳排路徑，從政府角度

提出正面且實質的指引，而大學在 USR 上的積極努力，都象徵著對

永續發展的承諾及作為。（劉曼君，2022）

在陳思欣與溫筑暄（2024）「永續發展目標教育文獻之計量分

析」的研究中指出教育與永續發展中可發現優質教育被認為是確保

永續發展之最強大、最有效的驅動力之一，可應用於正規與非正規

的各種教育環境，並能為公眾帶來多種益處。教育可加速實現永續

發展目標，且教師扮演著核心角色。提高教師、學生與學校的數位

化能力有助於實現 2030 年議程的永續發展目標 4。而永續發展教育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SD）的歷史根源來自聯

合國所頒布的二個不同領域：教育和永續發展（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2005）。

2030 年仁川宣言及行動框架（Incheon Declaration and Framework 

for Action；UNESCO, 2015）。主要關注的重點有四項（UNESCO, 

2016），包括：(1) 強調公平，融合和性別平等；(2) 關注品質和學

習；(3) 促進終身學習；(4) 解決緊急情況下的教育問題。故面對未

知的將來及挑戰，OECD 就以「學習指南針 2030」引導方向，提倡

學校教育應為每位學生能掌握且善用自己的學習指南針，積極參與

所處的社會與世界，關注每一位學習者為未來做最好的準備，成為

一個「轉型行動者」（agents），以期對周圍的環境與自身的福祉產

生積極影響。換言之，OECD（2018）期許教育的未來願景是，學

習者能藉由跨領域素養導向之教學與學習，而逐步陶養出知識、技

能、態度與價值，來面對與解決未知未來中的日常生活問題，如同

指南針一樣，引導學習者面對未知未來的挑戰，並進一步開創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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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being）。（劉彥蘭、黃仲田、劉宗達等人，2024）

東華大學定位為「具特色研究與創新教學之綜合型大學」，以

建構多元、創新、永續為核心價值之完整大學為最終依歸。配合聯

合國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東華積極致力於大學永續發展，將 SDGs 納入東華大學的教學、研

究、運作與服務。東華高教深耕計畫以學生學習為主軸，教學創新

為核心，以東華大學高教深耕計畫來看，第一期以「東華 SDGs 智

慧 5G 校園」為核心理念，在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精神下，推展東

華永續教育核心價值的 5G（FivetoGether）「共伴、共學、共創、

共好、共榮」模式，一期計畫共有四大主軸，分別為教學創新、公

共辦學、生根花蓮、揚帆國際。

一、主軸一 / 教學創新

有關主軸一 / 教學創新，創新跨域教學部分，以東華為中心，

結合地方產業、在地文化、社區發展與社會實踐，形成知識中心與

產業發展鏈。其執行策略：1. 教學創新的應用與實踐：透過三創課

程、跨域教師社群、教學健檢、培育全能 TA 的方案，引導並輔助

教師教學。2. 自主學習的探究與實踐：為提升學生自主學習風氣，

規劃學生自主學習社群及未來能力講座，引導學生了解自身學習需

求，制定學習計畫並實踐。3. 跨領域課程發展與整合：推動垂直整

合專題（Vertically Integrated Projects，簡稱 VIP）微學程及以構思

（Conceive）、設計（Design）、實施（Implement）、操作（Operate）

的 CDIO 系所跨域專案課程模組，推動系所規劃跨域課程模組。

4. 數位典藏與製作：打造原住民族系列磨課師課程，並與育網、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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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酷課雲合作，提供高中生進行課外自主學習之優質數位課程。

其次在「跨領域課程發展與整合」中，在「推動學用合一之跨域專

案課程模組」項目中，110 學年開始，歷史系「歷史小說主題微學

程」及音樂系「跨域創新音樂影像」主題學程，在 111 年共實施 35

門課。而本校「原住民族神話與當代藝術」磨課師課程參加「2022

全國開放教育優良課程徵選」榮獲優選，足見課程品質及課程經營

深受肯定。本主軸從教師三創教學、學生自主學習、課程跨域發

展、科技跨界延伸，建立厚實的成果與基礎。二期計畫中東華大學

除了延續本期計畫外，新規劃「科技創新」分項，利用本校電腦科

技領域之優勢，以 NDHUAI-X 發展 STEAM 跨域實作微學程，並與

產業界合作，引導學生學習產業所需專業技術，培育跨域整合之科

技創新人才。

二、主軸二 / 公共辦學

主軸二 / 公共辦學，推動東華學生職涯輔導、強化學生就業能

力，以「受施翻轉」制度擴大弱勢學生學習、生活關懷、就業引導、

企業參訪等策略，挹注更多學習資源。此外校務研究辦公室與圖資

中心共同彙整東華校務資訊，建構學習興趣分析機制，依不同管道

與類型學生的學生特質與課程特色進行分析，檢視學生學習興趣、

教師教學、課規調整等面向，實質回饋教學與行政單位，檢視課程

教學規劃。全面推動學生 UCAN 施測，並以 UCAN 八項共通職能

及本校六項校核心能力為主軸，推動核心職能養成系列工作坊。在

培養就業能量項目中，111 年辦理 45 場專業職場講座活動，學生對

活動滿意度高。其次開設「藝設系―烏龍院動漫獎學金課程（動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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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與設計研究）」及「語傳系―ALIAN 廣播學」等 2 門企業冠

名學分課程，提升專業能力。同時也辦理業界校友講座提供職場藍

圖與求職心得，共邀 67 名校友返校，共計 46 場次，參與學生高達

2,395 人次，整體滿意度達 4.5 分以上。

三、主軸三 / 生根花蓮

主軸三 / 生根花蓮。善盡社會責任部分，執行面向（一）、強

化在地連結，東部場域之多元文化、族群、人文、社會與環境等特

質，串連地方各項發展，強調在地社會實踐等社會議題，培育學生

人文關懷精神，落實大學在地責任。（二）、提升產學合作：以在

地產業為對象，發展產官學研合作模式，包含跨業觀光、藝文深化

等在地性特色，提供學生完善實習與創作學習機會，從中引導學發

生發現問題、面對問題與解決問題等思考，以培育在地化專業人

才。111 年開設「地方志與田野踏查實務」、「在地療癒」、「宗教

與在地：新城神社舊址古蹟之活化呈現與實踐」等 3 門駐地課程，

另為拓展課程專業知識，增加辦理 8 場次田野實察活動（計 316 人

次參與），培植學生駐地學習課程所需知識。也前往鄒族、卡那卡

那富族、拉阿魯哇族及排灣族等部落發展大學與部落共學課程，進

行祭儀、文化紀錄及田野調查，並簽訂合作備忘錄及傳統智慧財產

使用授權，以建立夥伴關係且培養具有多元能力之人才。

學校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基地（USR Hub）項目中，（一）、

以跨領域學術研究為本之課程改革與社會責任實踐：111 年度本校

與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及美歐亞綠能公司簽訂合作備忘錄，透過

工作坊及環境學院發展中的大學社會責任方案，已經獲得以下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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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R 研究成果建議：1. 建議修改「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六條，授

權中央與地方層級之能源部門制定「再生能源發展計畫」。2. 全國

光電空間規劃與盤點議題：建議應推動能源與農業等部門進行部門

計畫。3. 公眾參與議題：建議修訂「再生能源發展條例」，針對特

定再生能源發展應於相關程序落實公眾參與。4. 地方政府再生能源

治理議題：由於臺灣目前的法規，包括能源三法都未能賦予地方政

府實質能源發展、管理與監督權責。因此針對地方政府應該擔負何

種角色職責、如何建立良好的中央與地方權責分工，都是此議題討

論的重點。（二）、藝術來逗陣～不倒翁樂齡人生共學計畫：本計

畫以移地教學為主，透過臺北榮總鳳林分院日照中心的參訪，讓參

與學生探求長者需求並進行青銀世代的交流，其主要成果有：(1) 以

SDGs 永續發展的概念設計二場工作坊：以本校閒置木頭做成藝術

品的「木藝木禮 - 青銀樂齡多元學習工作坊」，以及利用辦理展覽

後撤下的宣傳帆布所縫製成包袋的「揚帆藝啟 - 青銀樂齡多元學習

工作坊」；(2) 結合元宇宙技術，呈現青銀共學成果：以元宇宙世界

呈現，發表繪本元宇宙成果展 Meta Show（圖 1）以及攝影、合唱與

鍵盤元宇宙成果展 Meta Show。

四、主軸四 / 揚帆國際

主軸四 / 揚帆國際，提出 Mobility、Openness、Responsibility、

Expansion 的 MORE 升級願景，以「移動驅力」、「開放張力」、「教

育責任」及「擴大交流」做為東華邁向下一階段國際化理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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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年間完成 M2M（from Margin to the Mainstream）的國際化進程

（圖 2）。在提升國際聲譽上 2022 年公告之 THE、QS、Clarivate、

ShanghaiRanking’s 等排名評比，東華大學表現最亮眼的是 World 

Universities with Real Impact（WURI）排名，於危機管理（Crisis 

Management）獲全世界第 11 名。且東華大學以 2021 永續報告書參

加 2022TCSA 臺灣企業永續獎「永續報告―大學」獎項獲金獎。定

期辦理華語相關活動，藉由臺灣東部特有文化、地理環境、生活樣

態，引導學生融入華語文學習經驗，加深對於臺灣印象，同時安排

華語學伴，進行本地生個別輔導境外生，協助境外生同學熟悉臺灣

環境，促進彼此文化交流與經驗分享。

圖 1：青銀共學元宇宙成果發表與會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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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學生跨域國際
能力

•國際專業講座與工
作坊

加大國際移動能量
•擴增海外學術交流
合作專案

•提高出國交流獎勵
比例

擴增國際交流機會

•培植境外生華語溝
通能力

•增進國際跨文化交
流機會

國際友善校園
在地實踐 •整合東部各大學，

建構合作招生策略
•精進全英專業教學

深耕海外招生資源

M O ER

Mobility Openness Responsibility Expansion

圖 2：揚帆國際目標摘要圖

貳、『三十而礪，東華有愛（AI）』

東華大學在 2024 年即將跨入而立之年，因此二期計畫以『三十

而礪，東華有愛（AI）』為主旨，讓砥礪前行的行動精神和關懷

參與的開闊胸襟，成為東華學生的 DNA。實踐環境、社會、治理

（Environment, Social,Governance，ESG）永續發展的教育行動，以

「NDHUAI-X, AI on Everything」為目標，階段性以 AI 在「科技、

人文與自然環境」的學習作為推動二期計畫的基石，打破各院系科

系藩籬，進行跨域合作整合應用，以「Onward（向前的）」代表整

體計畫砥礪前行概念：引導學生樂觀學習（Optimism）、應用與整

合科技創新技術（New way），由穩定生活福祉（Welfare）開始，

向外各界產業建立鏈結，達成實踐社會責任成就（Achievement），

在「NDHUAI-X」的思維下，引導師生活用本校特有環境人文資源

與電腦科技專業，在精益求精（Refine）的跨域整合教學策略下，

推動師生發現（Discover）東部更多發展潛能，以凸顯東華與其他



以『三十而礪，東華有愛（AI）』引導學生樂觀學習，深耕 SDGs 校園理念，　
達成社會責任成就　

21 世紀臺灣的大學通識教育叢書系列

9

大專院校的差異優勢。發展六項執行綱要，分別為健康福祉、能力

建構、領導示範、全球布局行動研究、科技創新、氣候行動資源效

益（圖 3）。與四主軸：主軸一：教學創新精進、主軸二：善盡社

會責任、主軸三：產學合作連結、主軸四：提升高教公共性。四

主軸的關鍵能力與 SDGs 對應關係可見表一。二期計畫除了建立完

整的跨域、跨校合作機制之外，更深入結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與在地場域與組織連結，營造更多教師精進教學與學生

實習實踐的機會。運用科技加值人文、社會生活與自然環境的創新

應用，培養學生具因應永續發展各式課題的問題導向思考、解決問

題和在地實踐能力，並富有人文關懷與國際視野的人格特質。

圖 3：東華核心價值與深耕分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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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第二期計畫之四主軸規劃方向的關鍵能力與 SDGs 對應關係表

面向 計劃規劃方向 關鍵能力 SDGs 對應關係

一
、
教
學
創
新
精
進

• 由上而下引導院、

系所進行課程調整

• 以創新教學模式因

應素養導向學習型

態

• 培養關鍵能力面對

未來環境

• 打造數位轉型支持

系統並強化校園韌

性

1. 資訊科技與

人文關懷

SDG8 合適的工作及經濟成長

SDG9 工業化、創新及基礎建設

SDG11 永續城鄉

SDG17 多元夥伴關係 
2. 跨領域 SDG1 終結貧窮

SDG2 消除飢餓

SDG4 優質教育

SDG5 性別平權

SDG8 合適的工作及經濟成長

SDG9 工業化、創新及基礎建設

SDG10 減少不平等

SDG11 永續城鄉

SDG12 責任消費及生產

SDG16 和平、正義及健全制度

SDG17 多元夥伴關係

3. 自主學習

4. 國際移動

SDG4 優質教育

SDG5 性別平權

SDG8 合適的工作及經濟成長

SDG10 減少不平等

SDG12 責任消費及生產

SDG13 氣候行動

SDG16 和平、正義及健全制度

SDG17 多元夥伴關係

二
、
善
盡
社
會
責
任

• 強化社會責任感並

成為展現利他行為

的公民

• 成為專業實踐、道

德投入及關懷參與

場域

5. 社會參與

SDG3 健康與福祉

SDG6 淨水及衛生

SDG7 可負擔的潔淨能源

SDG8 合適的工作及經濟成長

SDG9 工業化、創新及基礎建設

SDG11 永續城鄉

SDG12 責任消費及生產

SDG13 氣候行動

SDG14 保育海洋生態

SDG15 保育陸域生態

SDG17 多元夥伴關係



以『三十而礪，東華有愛（AI）』引導學生樂觀學習，深耕 SDGs 校園理念，　
達成社會責任成就　

21 世紀臺灣的大學通識教育叢書系列

11

表 1：第二期計畫之四主軸規劃方向的關鍵能力與 SDGs 對應關係表（續）

面向 計劃規劃方向 關鍵能力 SDGs 對應關係

三
、
產
學
連
結

• 做中學的教學模式

以及結合真實情境

• 培養問題解決、系

統思考與協調合作

能力

6. 問題解決

SDG1 終結貧窮

SDG2 消除飢餓

SDG3 健康與福祉

SDG4 優質教育

SDG5 性別平權

SDG6 淨水及衛生

SDG7 可負擔的潔淨能源

SDG8 合適的工作及經濟成長

SDG9 工業化、創新及基礎建設

SDG10 減少不平等

SDG11 永續城鄉

SDG12 責任消費及生產

SDG16 和平、正義及健全制度

SDG17 多元夥伴關係

四
、
提
升
高
教
公
共
性

• 聚焦提供積極性的

公平受教機會與資

源

• 強化助學機制以落

實促進社會流動

• 提升原住民學生輔

導成效及建構族群

友善校園

SDG1 終結貧窮

SDG2 消除飢餓

SDG3 健康與福祉

SDG4 優質教育

SDG5 性別平權

SDG6 淨水及衛生

SDG8 合適的工作及經濟成長

SDG9 工業化、創新及基礎建設

SDG10 減少不平等

SDG11 永續城鄉

SDG16 和平、正義及健全制度

SDG17 多元夥伴關係

資料來源：東華大學高教深耕計畫第二期計畫書部分內容

東華大學從第一期計畫特色課程的學習評量回饋發現，學生學

習偏好有三個關鍵特點：「課程―實作―體驗」之實作學習、「不

同―想法―個案」之個案討論、「故事―人―知識」之在地文化課



　永續發展與社會參與12

University and College General Education in Taiwan in the 21st Century

程。從 UCAN 共通職能調查了解學院特色發現，人社院、理工學院

的「創新」及管理、原住民學院的「團隊合作」，有助於強化學生

實踐應用的學習發展，落實在地行動參與和實踐地方創新活動，因

此強化問題導向學習同時，地方創生教育的應用，是二期計畫發展

定位。故在第二期計畫有以下四主軸之規劃。

一、主軸一：教學創新精進

主軸一教學創新精進，在科技創新分向裡，基於 STEAM 跨域

整合精神，並以 NDHUAI-X，AI on Everything 為主題，規劃各項微

學程，「人工智慧微學程」包括基礎、進階課程與專題實作，著重

於人工智慧知識基礎建構與專業關鍵技術學習。「NDHUAI-X 微學

程」包括基礎、跨域運用課程與專題實作，著眼於人工智慧知識基

礎建構與跨領域的運用。另外，將資訊科技應用在人文與社會等領

域，隔年度將設立「環海學院環境智慧科技微學程」及「藝術學院

科技藝術跨域微學程」。其次也規劃「行動網路與自主移動機器人

基礎微學程」及「行動網路與自主移動機器人進階微學程」。以及

深化知識學習應用教學實務解決企業問題能力的「跨領域東華元宇

宙虛擬企業垂直整合專題課程」。

二、主軸二：善盡社會責任

在氣候行動分項中以建構永續生態、永續環境、永續資源及永

續夥伴為執行策略目標，建立永續發展氣候行動的公民意識，進而

得以推動「花東區域氣候調適與行動平臺」，達到氣候行動與發展

永續增能，邁向 SDGs 永續發展目標。(1) 推動 AI on 韌性城鄉防災

校園調適學習計畫，開設複合型災害管理實務課程，培養學生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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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颱風專業防救災知識素養；(2) 另外國家淨零碳排計畫下進行校

園碳盤查教學研究。並連結部落，尋求部落低碳生活模式，建立以

傳統知識建立文化傳承之環境永續碳中和部落與校園。(3) 針對氣候

變遷議題，研擬氣候、海洋、地震等教學研究課程。

三、主軸三：產學合作連結

分為三大軸線―「高教專業培育典範建構（簡稱高教典範）」、

「產業連結典範建構（簡稱產業連結典範）」、「在地關懷與信任

深化典範建構（簡稱在地深化典範）」，希望建構東部高教環境典

範，成為泛太平洋區域的領導示範先驅，奠定本校在東部教育卓越

領導角色。故推動規劃有：配合業界需求，規劃業界實習微學程、

規劃完整業界實習流程、尋求相關廠商，提供多元選擇。另外東華

大學於 108 年成立花蓮唯一通過全國認證基金會 ISO17025 之「東臺

灣農藥殘留與毒物檢驗中心」，提供花蓮與臺灣全國高品質的檢驗

技術服務，本計畫將精進課程規劃，結合農檢中心與花蓮地方社群

與政府機關進行實質合作。

四、主軸四：提升高教公共性

從完善學生安全健康之生活環境開始，推展至引導學生適性

職能養成與職涯發展。透過整合校內外資源，打造模擬企業環境，

引導學生運用所學知能，實習實踐，達到健康永續創新之福祉。目

標有：共創安全城，翻轉健康新起點、關懷學生生活，各國文化體

驗、探索教育與身心整合扶植、守護起飛族群，健康樂活啟航、多

元團隊共享，學生職涯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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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融入 SDGs 理念的主題式教學案例—「尋訪
大地多元之聲」課程規畫與教學設計

自 111 年 9 月（110-1 學期）起由幼兒教育學系蘇育代副教授與

體育中心張嘉珍副教授共同開設的「尋訪大地多元之聲」課程就此

展開，課程內容透過實地走訪山林及錄製 Podcast 節目「放峰趣 -Go 

for Fun」，體會人類與山林平衡共存之美，培養愛山敬山的觀念，

進而展開宣導及落實無痕山林的具體行動，善盡地球公民責任。包

括：一、認識篇：野外環境、登山準備與 Podcast 介紹。二、技巧

篇：野外的行進技巧、Podcast 單元企劃指引。三、宣導篇：書籍導

讀《合歡越嶺道》。四、應用篇：搭帳操作及 Podcast 錄製。五、實

踐篇：校外登山實做及 Podcast 編輯與發佈。

結合具有山域嚮導證張嘉珍老師的山域專業以及數位廣播音樂

專長的蘇育代老師，在臺灣二大新興議題（開放山林以及 Podcast

廣播熱潮）上，為東華大學學生共同打造符合時事脈動的跨領域結

合新課程。從創新的角度上來看，課程從二方面打破教室的邊界。

第一方面指的是打破牆裡牆外的水泥建築，將傳統學生吸收知識的

室內教室，移動至戶外空間，大自然的環境、天與地、山川河流溪

谷成為學生吸取知識養分的殿堂。第二方面指的是打破有形的區域

位置，轉化成為虛擬的數位世界，也是未來公民敞遊的科技無際空

間，透過本課程 podcast「放峰趣 -Go for Fun」節目，將知識的力量

傳遞到世界每個角落，只要是能收聽中文的地方，透過網路，將能

聆聽東華大學青年學子抒發對山林的嚮往、熱愛、以及更重要的，

尊重環境與生命，留下大自然的美好而不要留下人類侵擾自然的痕

跡。以 112-1 為例，課程安排如表二所示。其次有關教學策略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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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部分可見表 3。

表 2：「尋訪大地多元之聲」課程在山域、校外教學、Podcast 之規劃設計

山域課程之教學主題 三次校外教學 Podcast/ 主題

1. 《合歡越嶺道》書籍介

紹

2. 帳棚搭建與清潔

3. 食物熱量計算評估

4. 高山烹煮與爐具使用

5. 團隊登山行進原則

6. 離線地圖操作使用

7. 登山裝備的準備與檢查

8. 野外登山行走技巧

1 場「輕裝鯉魚山步道」；

1 場「重裝鯉魚山步道」；

皆從賞鳥步道上下；1 場

「重裝大同大禮部落露

營」，讓修課同學們實際

搭帳露營

使用免費軟體 Audacity 錄

音和剪輯，該軟體相容於

IOS 和 Window 系統。

112-1 學期各集主題如下：

1. 決定了理蕃計畫的關

鍵—七腳川事件

2. 佐久間之死

3. 89 人凍死！！！聊聊

臺灣史上最大山難

4. 白楊步道太魯閣國家公

園

5. 風雲變色凱旋慶

6. 大獵首隊與無罪之伐

7. 始政 40 周年大翻修人

氣明星

8. 傳說中的高山秘境與冰

雪世界

【註】110-1 學期發佈第一季共 7 集；110-2 學期發佈第二季共 11 集；111-1 學期

發佈第三季共 8 集；111-2 學期發佈第四季共 11 集；112-1 學期發佈第五季共 8
集，每集約 10-2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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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尋訪大地多元之聲」課程之教學策略與方法

（一）學生體能要求

每週一、二早上六點定期晨跑 6-8 公里，鼓勵同學持

續訓練，保持良好體能狀態，並達到 1 小時內跑完

8 公里的體能要求。而若修課期間有不適，為安全考

量可與老師討論是否參與校外活動，另做彈性安排。

（二）實地負重訓練

帶領學生實際上鯉魚山兩次，分輕裝與重裝，做爬

山技巧與負重行走的訓練，為大同大禮山行做足準

備。

（三）出隊

出隊搭乘與學校簽有合約之大眾運輸工具，住宿於

合法立案之機構。並預先保險、依據規定送交校外

參訪申請書，在注意同學的身體健康狀況下，由兩

位教師與六位助教帶隊登山。

（四）錄製 podcast 設備
音樂編輯軟體 Audacity、麥克風 Blue Yeti X、麥克風

架、防噴架、鐵三角監聽耳機、筆電。

（五）使用 PBL（problem-
based learning）教學模式

1. 小組討論 2. 自主體能訓練 3. 案例討論 4. 團隊田野

活動 5.podcast 企劃書編寫 6. 聲音錄製編輯。

礙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大流行，造成國際旅

遊停滯，國內旅遊大爆發，許多人以登山作為後疫情時代的旅遊選

擇。根據國家公園管理單位―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料顯示，109 年

一整年核准進入國家公園的人數共計 29 萬多人，和 108 年相比高

出 7 萬多人，增加率 32.1%。至於山域事故的件數，根據主責救援

的消防署統計 110 年通報須救援人數 563 人；尋獲人數 528 人；死

亡 30 人；失蹤 5 人。進一步分析山域事故原因，其中，事前未做

好有關山林教育準備工作，迷路佔 38％最大宗。事故年齡層方面，

以 50-59 歲年齡者為最多。但另一個更需注意的是山域事故身份類

別，也就是發生事故團體的隊員組成，分為「登山社團」、「自組

隊伍」、「學校」、「獨自登山」、「政府部門」、及「外籍」。

在這些身份類別中，自 101-110 這 10 年來，皆以「自組隊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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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的比例最高，尤其 108 年開放山林之後，109 年 460 件、110 年

359 件，遠高於第二高「獨自登山」（109 件、64 件），這意謂著，

走出戶外擁抱山林的團隊，若隊員彼此之間對於山林的認識不足、

準備不夠、輕忽大意、易使自己陷入生存危機；也可能波及隊友生

命財產安全；或可能產生危害自然生態環境的潛在風險，例如 110

年 5 月某 NCC 委員於八通關古道煮食不甚引發森林大火延燒 12 天

毀逾 70 公頃；以及原可避免但因個人疏失或山林教育不足而產生的

消防救難人力物力的過度承載。

因此，為東華大學學生實施的山林教育實為當務之急，使其具

備基本親近山林的知識、技能與態度。根據本學期學生學習結果顯

示，修課 37 人其中 15 人因個人課程規劃期中停修，22 人達到 1 小

時跑完 8 公里的體能要求；22 人完成有關山林知識的 podcast 節目

內容，展現山林教育的基礎素養。22 人順利完成「輕裝鯉魚山步

道」；「重裝鯉魚山步道」方面有 3 位同學因體能及特殊狀況未順

利完成；最後 19 人順利完成「重裝大同大禮部落露營」之校外教學

任務。

21 世紀各式媒體透過各種平臺百家齊放，其中，podcast（播

客）由於網路技術的成熟，在音訊錄製、輸出、傳播的起手門檻降

低，近年來收聽率節節上升，是獲得大量關注的新媒體，媒體觀察

者甚至宣稱 2020 年是臺灣 podcast 元年。課程在網路製播 podcast

節目，以無痕山林為主題，透過同學在山林蒐集到的各種聲音、以

及親近山林的親身經歷，結合 podcast 廣播技術宣導無痕山林的重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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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放峰趣 -Go for Fun」發佈後分析數據顯示（擷取至 112

年 1 月 1 日），有 96％的聽眾來自臺灣。作業系統以 IOS 為多佔

72％。收聽平臺以 Apple Podcasts 為大宗佔 56％。收聽次數最高的

單集是第一季第 7 集「到山上聽太魯閣歌謠 feat. Yudaw Buya」。聽

眾性別以女性居多佔 79％，年齡以 28-34 歲為多佔 46％。

另外，結合山林教育與數位廣播 podcast 的跨領域課程「尋訪

大地多元之聲」，不但呼應東華大學學生校核心基本素養（A. 在地

關懷與全球視野、B. 人文素養與科學精神、C. 全人健康與永續創

新），更展現聯合國 2030 年永續發展當中期待當代公民應達成的目

標（SDG 4 優質教育、SDG 11 永續城鄉、SDG 15 保育陸域生態）。

在執行的成果與效益部分，量化部分：（一）1. 校外教學「輕

裝鯉魚山步道」活動 1 次，參與同學 22 人、「重裝鯉魚山步道」活

動 1 次，參與同學 22 人、「重裝大同大禮部落露營」活動 1 次，參

與同學 19 人（圖四）。（二）Podcast 廣播第五季 9 集。（三）收

聽人次 1,450 人次（擷取至 112 年 12 月 27 日）。質化部分：學生

意見與回饋詳見表四。與課程相關成果報導則可參酌文後所附連結

資料。

圖 4：鯉魚山輕裝三角點合影、大同大禮行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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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修課「尋訪大地多元之聲」課程學生整體意見與回饋（節錄）

學生 意見與回饋

自資系大四

陳同學

第一次修課時小組 Podcast 的題目是露營用具，我的部分是

負責帳篷，但我不知道剛找甚麼資料比較好，所以就大概分

了一下帳篷的種類，但其實老師要我們介紹的不是這個，

要的是像 : 防水係數、材質差異、是用環境、規格……等，

於是在我大致整理好我負責的部分後，組員就率續因為各

種原因都退選了，結果 Podcast 只剩我跟育代老師兩個人互

相對話，錄製過程除了我有點緊張還算是順利，而這次錄

Podcast 有隊友的關係輕鬆超多。

特教系大四

吳同學

在大同大禮之行中最讓我感到好玩的是露營，可是搭帳篷的

時候很煩，因為在插營釘的時候有人（不是助教也不是老

師，也不是修課的同學和那間房子的主人）一直在旁邊盯

著，我不過是插錯方向就露出鄙夷的眼神，還持續到下山，

讓我的心裡很不舒服，非常影響我的心情，好在這件不愉快

的事情之外的其他事情，像是在帳篷裡過夜、和同學一起煮

東西吃都是一個美好的體驗。這門課結束後，我想我沒有喜

歡上爬山，但卻喜歡上露營，並計畫著未來的露營活動。能

在這門課當中學到如何搭帳篷應該是我最開心的事情了。

華文系大三

陳同學

人有無窮的潛力，算是我在這門課中感受最深的事情。課程

的登山門檻是一小時內八公里，這對平時有在運動的人來說

其實沒什麼挑戰性，不過對於平時幾乎足不出戶的人來說，

要在一個多月內將體能拉升到這個層次，就需要付出大量的

時間和努力了。雖然很多人都警告過我這門課非常辛苦，但

我認為知難而退是一種可惜，於是我和禹辰還是一起選下了

這門課。我第一次的測驗就通過了，真正感受到門檻壓力的

是禹辰，我看著他從一次最多只能跑五、六公里，到能夠努

力堅持跑完八公里，再進步到八公里在一小時內跑完，我們

在出發重裝前的兩週裡，有一半以上的日數都在練跑，他也

從沒出發多久就要憑意志力堅持，進化到前半小時多的路程

幾乎都能從容以對，這讓我深深感受到人類其實擁有很大的

潛能，只是我們平時未曾發覺而已。而這些潛能，我想應該

也不只限於體能，期待往後還能在其他領域繼續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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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修課「尋訪大地多元之聲」課程學生整體意見與回饋（節錄）（續）

學生 意見與回饋

歷史系大二

徐同學

第二次上山路線跟上次一樣，只是這次老師規定要背負 10
公斤以上的重量，這為這次上山提升了不少的挑戰，而這次

為了挑戰自己，我背負了兩個六公斤的水瓶加上一些雜物，

總共 17 公斤的重量上山，這次因為大部分人都拿到了從社

團或從課活組借來的大背包，所以這次在上山之前老師詳細

的跟我們介紹要如何使用登山背包上面的綁帶和正確上背包

避免拉傷包包背帶的技巧，在調整好背包後便開始了今天的

行進，一開始走平路的時候，背包的重量沒有什麼特別重的

感覺，直到開始爬坡那個重量便開始變得明顯了起來，好像

是背上背著鉛塊的感覺，而體力的消耗也是十分的快速，跟

上次比較起來吃力許多，但為了克服挑戰，我繼續的跟著大

家走著，試圖忘掉背上的重量，同時穩住自己的身體重心，

減少左右晃動以節省體力，就這樣緩步進行著。

在不知不覺中抵達了山頂，我做的第一件是就是將包包裡那

兩大桶可以讓我在山上洗三次澡的水倒掉，這次老師為我們準備的

點心是珍奶，這應該是我回花蓮以來喝到的第一杯珍奶吧，甜度正

好，在簡單補充完熱量後，我們背著輕盈的背包往山下前進，回學

校吃便當，老師與助教們向我們展示如何搭帳，並給了我們時間練

習，雖然之前就有學過要如何搭帳了，但這次也是有學到一些需要

注意的小細節，也決定好分組要在山上要煮的東西，期待之後的行

程。

「尋訪大地多元之聲」課程除了聚焦在大學生山林教育，以身

體力行來落實無痕山林的具體作為之外，如何有效集結一學期一門

課修課同學的力量，發出當代年輕人熱愛山林維護山林之聲，發揮

最大的社會影響力，善盡社會責任，更是課程的重要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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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世界各國有感於全球所面臨的共同問題以及解決之道，陸

續提出永續發展目標：2000 年九月聯合國提出「千禧年目標」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簡稱 MDGs）。在 2015 年更進

一步提出「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簡

稱 SDGs），包含了 17 項核心目標（終結貧窮、消除飢餓、健康

與福祉、優質教育、性別平權、淨水及衛生、可負擔的潔淨能源、

合適的工作及經濟成長、工業化、創新及基礎建設、減少不平等、

永續城鄉、責任消費及生產、氣候行動、保育海洋生態、保育陸

域生態、和平、正義及健全制度、多元夥伴關係）與涵蓋了 230 項

指標。SDGs 更重視經濟、社會和環境三大層面，從多元的角度詮

釋全球的整體發展以及彼此之間的連結。永續發展目標的普世標準

的廣泛性、永續的整合多元性以及整體社會的轉型為人類的共生、

共存、共處提供了共同努力的指引。在 2022 年公告之 THE、QS、

Clarivate、ShanghaiRanking’s 等排名評比，東華大學表現最亮眼的

是 World Universities with Real Impact（WURI）排名，於危機管理

（Crisis Management）獲全世界第 11 名。且以 2021 永續報告書參

加 2022TCSA 臺灣企業永續獎「永續報告 - 大學」獎項獲金獎。東

華大學順應時代潮流與趨勢發展，在教學與學習機構中採用互動式

的、專題為主和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法，嘗試改變學習環境的各個

方面，使學習者能以學習到的知識來生活，也能從生長的環境中學

習，強調教育作為永續發展和實現的主要推動力，朝向包容和平等

的優質教育和終身學習的目標，達成賦予人們對今世後代負責的能

力，並積極為社會轉型做出貢獻。



　永續發展與社會參與22

University and College General Education in Taiwan in the 21st Century

（註）本文部分內容摘自東華大學高教深耕計畫第一期成果暨

第二期計畫書、尋訪大地多元之聲課程成果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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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術成就上，獲頒六項各式學研獎項。其治校理念為：(1) 建

立永續發展、穩健立足的「永續大學」校務發展目標；(2) 達成「永

續大學」教學永續、環境永續、地方永續三項治校理念；(3) 抱持關

懷與同理心，滾動檢討，展望未來，齊心努力，東之皇華進而「校

園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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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琡雅

現任藝術與設計系專任教授，兼通識教育中心主任。設計學博士，

教學研究服務並重。指導學生參加設計競賽屢獲佳績，多次獲行

政院專案計畫、教育部專案計畫、國科會大專生專案計畫及國科會

個人型計畫補助，致力於地方性文創產業開發設計。近年來擔任多

項政府專案評審委員，並專注於文創設計、視覺傳達設計、包裝設

計、設計風格……等領域之研究。平時更積極拓展與企業之產學合

作及校外專案服務，推動教學卓越更是不虞餘力，個人及學生之研

究發表成果豐碩，以創造自己被利用之價值自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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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與永續發展―向真實世界學習，

為真實世界行動，邁向永續發展未來

何昕家 /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一、課程核心理念與整體結構

1987 年聯合國第四十二屆大會，「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

（WCED）發布了「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報告

（Brundtland,1987），提到人類正面臨一系列的重大經濟、社會和

環境問題，同時提出了「永續發展」的定義：能滿足當代的需求，

不危及下一代滿足其需求的能力。

前聯合國秘書長安南（Annan）在 2002 年永續發展的高峰會議

（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SSD）上明確指出：

「教育是達成永續發展的鎖鑰，教育民眾永續發展，並不只

是把環保的內容加入課程中，還要促成在經濟目標、社會需求、與

生態責任間的平衡，教育必須讓學生具有與社群永續發展及生活的

相關技能、視野、價值、和知識，這必須是科際整合，結合不同學

科的概念與分析方法。」另外，前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教育是

每個國家的基本權利和進步的基礎。」、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秘書

長伊科博娃：「沒有比教育更強大的變革力量。」、現任聯合國秘

書長古特雷斯：「為包容、公正與和平的世界，我們需要變革世

界。」。可以從中發現，教育是推動永續發展關鍵取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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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為社會各界均十分重視此觀念及相關議題，然而

若要將永續發展觀念真正落實，除在社會推廣外，應在大學高等教

育之通識教育納入此課程，黃俊傑教授對於通識教育提及：「所謂

的通識教育，就是一種建立人的主體性並與客體情境建立互為主體

性關係的教育，也就是一種完成『人之覺醒』的教育」，而永續發

展概念在環境中展現，便是希冀人類對於環境有一覺醒，真正瞭解

人與環境的相互關係，而教育是達成永續發展關鍵鎖鑰之一，因此

通識教育便是落實永續發展概念最佳取徑之一。因社會由不同領域

的人所支持及建構，而大學莘莘學子未來為臺灣社會中堅棟樑，希

冀臺灣未來的中堅能從「全球觀點關懷在地議題」；「永續發展」

概念，各領域均需具備，不同領域專業者若均有此概念，臺灣社會

在各領域面向均能朝「永續發展」目標前進，既能兼顧自身領域且

對臺灣社會有所助益。

本博雅通識課程分為自然領域類別，課程名稱為「環境與永

續發展」，為兩學分，核心理念如前述背景，課程目標為促進學生

與環境的連結、全面瞭解永續發展、引導學生連結專業進行永續發

展行動與實踐，透過上述目標分別由三大主軸進行，首先以「啟發

與環境連結關係」為啟動，尋找學生與環境的連結關係，讓學生瞭

解人與環境重要關聯性，這樣的脈絡起因於現今人類與環境的關係

漸漸疏離，僅限於功利考量，甚至漠不關心，因此必須先啟發及尋

找到學生與環境的連結，再進行後續課程內容，才具有深刻意義；

接下來以「解析永續發展」為第二脈絡，主要透過第一脈絡，瞭解

環境後，讓學生瞭解人類開始反思與環境的關係，在人類不同發展

模式中，出現了永續發展此整體性思考的模式，這一脈絡，便是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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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瞭解永續發展緣起、內涵，以及經濟、社會、環境三大主軸，

延伸至永續發展目標五大面向所關切的重點；最後以「永續發展取

徑與實踐」呈現此脈絡，由上一脈絡瞭解永續發展，這一脈絡便是

要讓學生瞭解取徑為何？如何實踐？讓學生完整瞭解其面臨未來環

境，所需具備的思維模式及實踐的重要性，分組與學生進行討論相

關實踐方案。課程整體課程結構，如圖 1 所示。

圖 1：整體課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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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進行策略

本課程採取多元教學模式，強調知識、態度價值技能整合，同

時加上行動引導學生實踐，如此才有機會達到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八大素養（核心能力）。

（一） 透過資訊科技進行校園探索（透過最熟悉的校園環境啟發

學生對於環境的覺知）： 以簡易資訊科技記錄探索校園環

境，同時結合環境教育學習策略：體驗學習、故事發展、

價值澄清。體驗學習的學習策略配合探索活動的環境體驗

與調查的活動；故事發展的學習策略用在人文環境調查的

探索；價值澄清的學習策略應用在議題討論、規劃與執行

的階段。回應促進學生與環境的連結教學目標，透過五感

圖像化任務，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效。

（二） 課堂小組討論： 本課程採取分組討論模式，將全班同學分

為數個小組進行課堂討論，在小組討論當中，同學將學習

到如何進行團體合作及傾聽別人意見的民主素養。回應全

面瞭解永續發展教學目標，透過課堂跨域交流學習任務，

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效。

（三） 透過真實環境議題進行價值澄清：價值澄清能讓學生了解

並澄清自己對環境的價值觀。本課程配合真實世界的議

題，進行個人與分組意見發表，大家一起傾聽彼此的心

聲，並藉此學習傾聽和尊重個人意見。配合老師講解與學

生彼此激盪，同學們也將進行相當程度的價值觀澄清。同

時也連結業師帶入不同視野，瞭解不同環境議題。回應全

面瞭解永續發展教學目標，透過 SDGs 說書人期中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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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效。

（四） 共同跨域進行環境行動：本課程目標為藉由個人覺知對環

境問題與永續發展所應負的責任，養成積極正面的環境態

度，然後主動參與各項環境行動，促進自我的實踐與地球

的永續發展。回應引導學生連結專業進行永續發展行動與

實踐教學目標，透過 SDGs 行動實踐家期末任務，評量學

生的學習成效。

三、特別設計：期中與期末關鍵任務設計

（一） 期中關鍵任務 _SDGs 說書人：學生以 SDGs 中自選五個目

標，透過校園周邊環境或是自己家鄉為出發，以五個 SDGs

進行體驗、觀察與記錄，尋找到對個人最有意義、有感

覺、印象最深刻……等環境，進而描述、記錄與反思此環

境；希冀透過 SDGs 近距離接觸真實環境，讓學生更加親

近及觀察環境，之後提出此環境的相關議題反思。

（二） 期末關鍵任務 _SDGs 行動實踐家：經由一學期循序漸進

的課程，期末希望學生延伸期中關鍵任務以小組、團隊形

式，聚焦期中所觀察到的 SDGs 與真實世界的連結，同時

聚焦一個 SDGs 關鍵課題，以實踐永續發展目標為主軸，

可以以任何形式進行推廣，規劃、設計並實踐，無論是透

過拍攝影片、製作繪本、短劇、網路串連……等，均為可

以呈現方式，將這一學期學習進行實踐。

四、學生學習成果

本課程學生學習成果來自於以下四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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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每週課堂的學習任務與歷程：本課程每週均會針對學習內

容設計學習任務，讓學生每次上課均會有其學習任務，透

過學習任務讓學生定錨於課堂，也成為學生學習重要過

程。圖 2 為其中一次課堂任務，主要引導學生解構五感，

以最熟悉但很陌生的校園還以最熟悉但很陌生的校園環境

為五感探索，同時希冀解構五感後，同時可以綜整出環境

的整體感受。

圖 2：透過校園探索啟發學生對於環境的覺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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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堂跨域交流：本課程上課有幾種跨域情形產生，第一種

為跨域授課教師，無論是協同業師等對學生而言，均為跨

域授課師資，也讓學生瞭解多元觀點。第二種為學生跨域

學習，論是課堂分享、討論，因為本課程為博雅通識課

程，因此也會瞭解到不同個體均有其不同想法與觀點。如

圖 3 為針對期末作業 SDGs 行動家相互交流與學習，同學

針對自己的完成的報告與其他同學分享，透過分享回饋看

見其異同之處。

圖 3：課堂中相互交流與共學

（三） 期中關鍵任務 -SDGs 說書人：透過挑選五個 SDGs 在真實

環境中進行觀察、探索與記錄，進而說出自身體驗故事，

學生從中可以學習觀察、探索、記錄與說故事能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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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深刻瞭解 SDGs 與真實環境的連結。如圖 4 為學生操作

SDG 說書人示例，挑選 5 個 SDG 觀察在地的故事，進行將

發現課題與其他同學分享，讓學生能瞭解 SDGs 在在地看

得見，也能在全球看得見。

圖 4：SDGs 說書人示例



環境與永續發展―向真實世界學習，為真實世界行動，邁向永續發展未來　

21 世紀臺灣的大學通識教育叢書系列

33

（四） 期末行動任務 -SDGs 行動實踐家：透過期中個人實踐，期

末則進行小組跨域針對 SDGs 提出行動與實踐方案，讓學

生從中可以學習到溝通、深入瞭解並練習行動技能。如圖

5，學生透過期中作業 SDGs 說書人看見在地議題後，延伸

到小組作業，學生透過分組，聚焦共同關係的 SDG 進行倡

議、行動與實踐，如圖看見專業學習與永續發展對話以及

行動實踐收穫。

圖 5：SDGs 行動實踐家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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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SDGs 行動實踐家示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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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透過此課程在博雅課程操作中，可以看到環境與永續發展博

雅通識課程在培養學生環境意識、永續發展理念、跨學科知識以及

實踐能力方面的重要性。然而，在實施過程中可能會面臨一些挑戰

和困難。如，學生可能對於永續發展議題的關注度不高，或者可能

存在跨學科整合的困難。在面對這些問題時，採取不同策略來解決

和改善，例如增加互動式教學活動來提高學生參與度，或者加強跨

學科整合的教學設計和案例分析。此外，也可以尋求更多的資源支

持，例如專業培訓、教材資源或者校內外合作等，以提升課程教學

品質。透過這些努力，能夠進一步提升環境與永續發展課程的效

果，培養更多具有全球觀和永續思維的中堅人才，為社會的永續發

展做出更大的貢獻。

環境與永續發展博雅通識課程在今日的社會中扮演著重要的角

色。這門課程不僅為學生提供了有關環境和永續發展的知識，還培

養了他們對這些議題的深刻理解和覺醒。以下是關於這門課程重要

性：

（一） 環境意識的培養：這門課程有助於學生建立對環境的敏感

性和意識。透過啟發與環境連結關係，學生將意識到他們

的日常生活和行為對環境的影響。這種環境意識是永續發

展的基石，因為它促使人們考慮如何減少對自然資源的耗

竭和環境污染。

（二） 永續發展理念的傳達：透過解析永續發展的脈絡，學生能

夠深入了解永續發展的定義、內涵和重要性。他們將瞭解

到，永續發展不僅僅關乎環境保護，還包括經濟和社會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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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這有助於學生認識到，永續發展是一個整體性思考的

模式，需要在不同層面上實踐平衡。

（三） 跨學科的整合：如前聯合國祕書長安南所指出，教育應該

能夠結合不同學科的概念和分析方法。環境與永續發展課

程的特點之一就是它跨足了不同領域，包括自然科學、社

會科學、經濟學、倫理學等。這種跨學科的整合有助於學

生從多個角度來看待永續發展問題，並找到綜合的解決方

案。

（四） 實踐能力的培養：最後一脈絡的「永續發展取徑與實踐」

部分強調如何將永續發展理念付諸實踐。通過分組討論相

關實踐方案，學生將學習如何應用他們所學到的知識和技

能來解決現實世界的問題。這種實踐性的培養是非常寶貴

的，因為它使學生不僅了解永續發展的理論，還能在實際

情境中應用它們。

環境與永續發展博雅通識課程在培養學生的永續思維、環境意

識、跨學科知識以及實踐能力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這有助於培養

出具有全球觀點和永續思考的中堅人才，為臺灣社會的永續發展作

出貢獻。

參考文獻

1. Brundtland, G. (1987). Report of the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Our Common Futur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document A/4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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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大「食藝―創新與永續」 
教師社群之理念與實踐

謝佳穎 /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博雅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林世凌 /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博雅教育中心副教授兼中心主任

摘 要

高科大「食•藝―創新與永續」教師社群成立的目標，是希望結

合各校區與外校教師，透過社群專題講座、實做體驗、互動討論與

經驗分享等不同共學方式，針對永續飲食、飲食文化以及美感體驗

等「泛人文藝術」之相關議題進行互動交流，深入探討並進行學習

分享，進而產出創新的課程內容與教學設計。此教師社群所聚焦的

主題為 " 食藝 "，希望藉由探討食物與食材相關的在地文化、食物

與環境永續、以及食物所牽引出的人文記憶與特殊生命經驗，發展

出跨領域學習以及永續議題探討之課程內容。因此，「食藝」教師

社群的核心理念包含三個主要面向，分別為飲食文化、美感體驗以

及永續飲食，經過第一期的社群運作，目前已陸續規劃出六個課程

單元，其中已執行的兩個特色課程單元分別為「回憶．迴藝」以及

「食物的五感體驗―認識高雄在地農產」。本文將說明社群成立目

標之理念論述、教師社群運作成果，以及兩門特色課程單元之實踐

紀錄。

關鍵詞：永續飲食、飲食文化、美感體驗、食物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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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社群成立之緣由與目標

近年來因疫情的影響降低了教師間互動與合作的機會，因此高

科大社群教師們希冀透過本社群之成立，建立通識教師課程教材開

發的合作模式，以增進教師彼此間的連結與溝通，透過教師合作交

流的理念，進行教材教學與教學方法的研習，建立教師間學習成長

的互助模式，以提升通識教師的創新課程設計與教學的能力。

本次教師社群所選定的主題為「食藝―創新與永續」，主要涵

蓋飲食文化、永續飲食與美感體驗等三大面項，希望嘗試藉由與食

物相關的多面向議題，整合永續飲食、在地食材、食物設計、食物

技藝（記憶）及飲食文化等相關議題，藉由不同藝術類專長教師的

轉化，運用美感體驗與創意思考的教學策略，與所教授之課程作結

合，設計出與食•藝議題相關的單元性通識課程教材，達臻跨領域整

合之課程設計目的。社群的成立希望能激勵老師們不斷求新求變，

積極創新的教學初衷，也希望連結外部資源，擴展教師視野以及教

學知能。

貳、社群主題「食藝 - 創新與永續」之理念論述

「食•藝 - 創新與永續」之社群理念由三個主要核心面向架構而

成（圖 1），【飲食文化】中的議題包括「食材探源」、「食物技藝（記

憶）」、「餐桌擺盤」與「食物設計」；【美感體驗】中的項目包括「視

覺美感」、「聽覺感受」、「環境美學」與「創意思考」；【永續飲食】

中的焦點包括「永續食材指南」、「產銷履歷」、「綠色飲食」與「減

碳標章」，透過此類議題討論，豐富教師連結的課程，透過社群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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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與課程都能加分，並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永續食材視覺美感食材探源 

產銷履歷聽覺感受食物記憶 

減碳標章

綠色飲食

創意思考

環境美學

食物設計 

餐桌擺盤 

食•藝-創新與永續 

 飲食文化  美感體驗 永續飲食 

圖 1：社群理念架構

一、飲食文化

飲食不僅滿足了人們的口腹之欲，且因受到各區域自然環境

特色、經濟條件與宗教影響，進而衍伸出各地的特色。飲食是一種

人類生活軌跡的呈現，歷經時間的累積與遷移，逐漸演變成一種文

化表現。因此，飲食文化可說是人類飲食活動的所有相關內容的總



　永續發展與社會參與42

University and College General Education in Taiwan in the 21st Century

稱，而內容包括食材的栽種與取得、烹飪的方法、食器的運用與創

新、食品的生產與消費、以及餐飲的服務與接待等。飲食文化是一

個區域重要的文化性格和標誌，而臺灣獨特的海島地形與氣候，以

及特殊的歷史背景，幾百年來已融合多元的飲食習慣，逐步形成豐

富的飲食文化。除了原住民族特殊的栽種植物與飲食習慣，臺灣主

流的飲食文化以閩粵客家料理為主，但又結合了日式料理、眷村

菜、還有西方與東南亞料理，傳統上還有辦桌文化以及受普羅大眾

喜愛的街頭小吃。飲食是一種不用經由語言，就能傳遞不同國家族

群風俗習慣的載體，而食物能涉及的議題範圍從個人感官刺激、情

感記憶、藝術創意到文化傳承，可說是既多元且繁複，是非常適合

規劃成通識課程內容，以便啟發與訓練學生們的創意發想及多元省

思的能力。

當代「食物設計」（Food Design）一詞於 1997 年起由歐洲萌

芽，正式成為設計領域的一門學科與風潮，雖然食物設計的定義至

今尚未有一致的論述，但各國的食物設計師們，已開始藉由食物為

載體，設計並執行關於食物的感官體驗、創意發想與問題解決等議

題探討與活動。在臺灣 UOVO Food Design Studio 深根在地多年，

自詡為傳遞食物設計教育的佈道者，希望透過一場場「食物設計」

的活動，帶領參與人們省思與探討食物與人、社會以及環境的關係

與議題。在其 2023 剛出版的【食物設計 - 臺灣第一本「食物設計」

實戰聖經】中將食物設計所涵蓋的領域分為六大類，分別為 (1) 食

物本身的設計、(2) 食物器具的設計、(3) 食品設計、(4) 吃的設計、(5)

飲食空間設計與 (6) 飲食的服務設計等。通識教師若能透過「設計」

將飲食情境化、儀式化或是表演化，並融入生態、環境與永續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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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必能幫助學生們進行感官體驗、創意發想與解決問題的演練與

操作。課程活動設計構想可以透過回想記憶中最美味的一道料理，

進而延伸到對臺灣在地或異國風味料理的食材探源、了解各式料理

的故事與文化、甚至是透過各式各樣的烹煮的技藝（記憶），例如

家人的拿手家常菜烹調方式與風味，以學生實際個人經驗為學習的

起點，透過集體分享和反思，進而發揮創意復刻料理，復刻過程必

須考量食材的質感與色彩、食器的設計與搭配、以及餐桌擺盤的整

體效果，並挑選符合料理體驗的情境音樂。

二、美感體驗

美感教育已成為現今教育部推動藝術教育的主軸，依據教育部

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第二期五年計畫（108-112 年）書內闡述，美

感是指人運用其感官去體驗與知覺各種「人事物」形式，進而產生

愉悅、幸福、舒適、激賞、崇敬、省思等各種經驗，美感教育應以

培育美感素養為目標，依據陳瓊花（2004）的觀點，美感素養的內

容應包括藝術知識的累績、藝術表現與鑑賞的技能、對藝術的態度

以及參與藝術的習慣。根據，美國心理學家米哈利．辛任森米哈利

（Mihaly Csikszentmihalyi）與理克．羅賓森（Rick Robinson）對美

術館從業人員的研究（1990），推論出美感經驗構成的四大面向為

知覺（perception）、情感（emotion）、知識（knowledge）與溝通

（communication），其中，知覺面向是美感經驗中最關鍵的層面，

而形式的覺察與運用，例如色彩、質感、比例、構成、結構與構造

等，更是掌握美感知覺的入門之鑰（陳瓊花，2015）。此外，藝術

領域美感素養的教學內容應強化生活性，除了探討藝術學科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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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與評論（例如藝術史、美學、藝術批判等），更應導引學生對

人、對生活、對社會以及對環境的感知與關懷。唯有如此，才能培

養學生兼具理性與感性，調和精神與物質生活以達成身心和諧健康

之全人發展。本教師社群的藝術美感體驗，是經由視覺美感、聽覺

感受、創意思維、在地環境、永續發展等相關領域，讓學生透過食

物的感官體驗，進而思考食物的相關議題，例如：食材來源、食材

的五感體驗、食物加工過程、擺盤設計、色彩美學等，再將這些跨

領域內容融入課程中，達到學思合一，也讓學生可以達到「食•藝的

永續」。

三、永續飲食

自從十八世紀末工業革命開始，伴隨著工廠大量生產以及科技

快速發展，人類在享有生活便利的同時，也造成自然環境過度開發

與破壞，進而影響生態平衡，導致極端氣候產生。2014 年聯合國環

境規劃署提出，全球碳中和應於 2055 年至 2070 年間達成，否則地

球將面臨嚴峻地氣候變遷災難。聯合國也於 2015 年公布 2030 年永

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內容包括 17

項目標，臺灣為了要落實永續，也於 2022 年 3 月公布 2050 淨零排

放目標。

在飲食方面，目前國內已經建立有機標章、綠保標章、潔淨

標章、產銷履歷等認證機制，但多半偏重在規範農業端與生產端，

若要更進一步推動永續飲食，消費力量的啟動是更重要的環節。因

此，「永續飲食推廣協會」整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提出

「永續食材指南」藉以引導消費者辨識食材與食品永續面向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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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中的五大永續原則分別為「友善耕作」、「少添加物」、「低

碳蔬食」、「本土生產」與「資源循環」。其中「友善耕作」是幫

助消費者把關生產端的項目，評估食材生產是否為有機或是環境友

善栽種方式，「少添加物」則是讓消費者辨別食材中化學添加物的

比重，「低碳蔬食」是以食材中動物性成分的溫室氣體排放評估，

建議消費者減少肉類的攝取量，「本土生產」是鼓勵消費者選擇在

地生產食材，可降低食物的碳里程，最後，「資源循環」是提醒消

費者關注食物生產過程中，廢棄物處理以及無法回收包材的減量。

參、社群活動紀錄

食物在我們的生活中一直不單純的只是食物而已，是永續、生

態、藝術、文化與美感的體現，本社群希望藉由外部資源的導入，

豐富相關議題的討論與課程連結，使得通識課程之設計更具多元

性，也更能引導學生發揮創造力，將其應用及闡釋於生活之中。因

此，社群規劃計有 2 場講座、1 場體驗活動，以及 5 場社群成員的

社群討論會（表 1）。為提升本教師社群的教學知能，本計畫規劃

外部演講及主題式體驗共 3 場，包括 (1) 食物設計師詹慧珍介紹食

物與生態倫理，(2) 永續飲食推廣協會講師張維真談食物永續議題，

以及 (3) 大武壠族日光小林部落的地方餐桌與文化體驗活動。社群

討論會則規劃由社群教師進行跨域教材與教案的討論與分享。在有

了教案的共識之後，將透過課程討論會議，共同檢視教案設計規劃

模組與進行方式的方式，以及未來課程實施可能的學習成效檢核方

式，社群活動照片記錄請參閱表 2。



　永續發展與社會參與46

University and College General Education in Taiwan in the 21st Century

表 1：教師社群活動名稱、時間、地點及所規劃的主題

序號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規劃主題

1. 線上會議
2/13 (一)

09:30-10:30
GOOGLE MEET 社群活動規劃討論

2. 討論會
3/10 (五)

12:00-13:00
高雄科大

建工校區  行 502 教室
社群期初討論會議

3. 體驗活動
3/25 (六)

09:00-16:30

杉林區

日光小林部落

（大武壠族）

地方餐桌：

在地料理、食材與文化

4. 講座
4/21 (五)

10:00-12:00
高雄科大

建工校區  行 502 教室

食物設計師詹慧珍老師

食物與生態倫理

5. 討論會
4/21 (五)

12:00-14:00
高雄科大

建工校區  行 502 教室
議題探討、教材討論

6. 講座
5/05 (五)

10:00-12:00
高雄科大

建工校區  行 502 教室

永續飲食推廣協會

張維真講師

食物永續議題

7. 討論會
5/05 (五)

12:00-14:00
高雄科大

建工校區  行 502 教室
議題探討

8. 討論會
6/09 (五)

10:30-12:30
高雄科大

建工校區  行 502 教室
跨域教案、教材討論

表 2：教師社群活動照片紀錄

0310 社群期初討論會議 0325 小林村體驗大合照 0325 小林村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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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教師社群活動照片紀錄（續）

0325 小林村生態與 
植栽講解

0325 小林村藤編實作
0325 小林村做粿 

講解與操作

0421 課程講座 0421 講座後合照 0505 講座感謝狀頒發

0505 課程講座 0609 社群教案討論 0609 社群師長合照

本社群之目標在於完成「食•藝―創新與永續」之通識課程單元

教案，期待透過教案之施行，讓教師得以透過多元之視角，重新認

識食物以及食物所連結的議題。產出的課程單元設計將結合在地生

態探索和融入藝術專業知識，以實際走踏方式將食材與生態永續議

題進行記錄。由「察覺發現」、「探索」到「應用實作」，到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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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實踐」是需要時間逐步發展培養，才能將「創新與永續」的

做法落實在教學設計中（圖 2）。

專題講座 
•連結外部資源，提供深入之議題與知識。 

實作體驗 
•透過實際操作與體驗活動，建立「食．藝」經驗。 

討論會 
•凝聚討論，規劃通識課程單元教案。 

圖 2：社群運作流程

肆、特色課程之規劃與實施

以下將介紹兩門教師社群成果，主題分別是「回憶、迴藝」以

及「食物的五感體驗 - 認識高雄在地農產」，皆為 6 小時之課程活

動設計。

一、回憶、迴藝

「回憶、迴藝」是教師社群開發課程之一，為一場 6 小時為期

三週之課程活動，應用於校定通識課程「藝術美感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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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學目標

本活動教學目標在知識方面，希望能藉由飲食文化與生活美感

教學單元內容，幫助學生們理解飲食、生活與藝術創造的關聯性，

並藉由造型美感的介紹，幫助同學們認識視覺創作語彙。在技能方

面，希望藉由小組集體創作，利用輕質黏土、紙張與學生們從生活

中找尋的材料，嘗試運用視覺藝術創作語彙，例如色彩與質感，進

行手做的創意練習。在情意部分，是希望學生藉由回憶個人生活經

驗中飲食所代表的意義，在集體創作的磨合與共學中復刻記憶中的

美味料理。

（二） 作業及評量方式

活動設計一張個人學習單與一張小組討論單，個人學習單內容

會導引學生由個人經驗出發，回想記憶中的美味料理故事，回答項

目包括料理名稱、製作材料、與料理連結的情境或故事、與料理連

結的音樂、以及活動心得與收穫（此部分為活動參與結束之後才填

寫）。小組討論單內容包括小組成員個別分享並討論後所決定的復

刻料理名稱、料理故事、所需創作材料以及情境配樂選擇。學生評

量將以個人討論單內容給予個人成績（佔總成績 10%），再依照小

組創作表現與小組討論單內容給予小組成績（佔總成績 10%），本

活動結合個人與小組分數，共佔學期成績的 20%。

（三） 教學設計內容與實施

1. 活動主題引導（1 小時）：

說明「回憶、迴藝」課程規劃的內容，以範例解說的方式，幫

助同學們認識飲食文化與生活美感的關聯，並引導同學們從個人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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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出發，回憶記憶中的美味料理故事，並完成個人學習單，進而進

行小組分享。

2. 課堂講授（1 小時）：藝術創作的形式介紹

講授藝術創作的形式造型語彙，內容主要包含了ㄧ些基本要素

與組合要素的原理與準則，藝術家用這些基本要素與原理來創造視

覺藝術，因此當一個人在學習分析與嘗試創作藝術的時候，就必須

先了解一些藝術造型語彙。視覺藝術基本要素包括了「色彩」、「線

條」、「形狀」、「形態」、「空間」和「質感」等。視覺藝術的

構成原理包括「平衡」、「統一」、「比例」、「律動」、「強調」、

「對比」、「漸層」、「連續」、「單純」等。藝術家藉藝術品的

形式和媒介而把藝術品的題材轉變為它的表達內容，由於藝術形式

會影響人們對藝術內容的觀察，因此形式與內容的結合，成為人們

探討一件藝術作品內容蘊涵之依據。

3. 小組集體創作（2 小時）

以小組為單位，運用 " 藝術創作形式介紹 " 單元所學習到的知

識，以輕質黏土、色紙或回收物（塑膠瓶罐或紙箱）等自備材料，

復刻記憶中的一道美味料理，小組創作過程與成果紀錄請參閱表 3。

4. 成果分享與交流（2 小時）

以小組為單位，分別說明各小組所選擇的一道記憶中的美味

料理，針對飲食、生活記憶、藝術創作語彙等項目，再進行小組互

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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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小組創作過程與成果分享照片

小組集體創作 ~ 蛋包飯 同學上台解說 成果展示 ~ 蛋黃酥

成果展示 ~ 荷包蛋蓋飯 成果展示 ~ 爌肉飯 成果展示 ~ 提拉米蘇

二、食物的五感體驗 - 認識高雄在地農產

「食物的五感體驗 - 認識高雄在地農產」是教師社群開發課程

之二，為一場 6 小時為期三週之課程活動，應用於博雅通識課程

「南臺灣藝術與文化探源」。

（一） 教學目標

本活動教學目標在知識方面，藉由南臺灣農業發展歷程與永

續飲食論述的介紹，幫助同學們認識高雄在地農產、農產品產銷履

歷制度、臺灣農產品生產追溯、碳足跡標章以及永續飲食指南等。

在技能方面，學生們學習選擇與挑選農產品及其加工產品，並學會

在產品中辨識產銷履歷與碳足跡標章，並於課堂中進行教室展示布

置。在情意方面，藉由課堂展示會中直接感受在地農產品之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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嗅覺、味覺、觸覺與聽覺體驗，學習從食物中體驗美感。

（二） 作業及評量方式

本活動設計兩份小組學習單，第一份是幫助小組成員們認識高

雄在地農產品，各組首先先選擇農作物，再調查作物名稱的由來、

作物品種的介紹、作物的特徵（外觀與風味）、作物的生長歷程（包

括主要生長季節、農地要求、田間管理與病蟲害防治）、作物如何

挑選、近期兩篇相關報導、加工品介紹、以及與所選擇農作物相符

的情境音樂選擇。第二份學習單是幫助同學們於農產品展示會當

日，體驗農作物的五感體驗，也就是視覺、嗅覺、聽覺、味覺與觸

覺體驗。最後於活動結束，再完成個人學習心得單作為個人成績。

（三） 教學設計內容與實施

1. 活動引導（4 小時）

以課堂講授方式，分兩週介紹介紹南臺灣農業發展歷程，以

及在地農作物與永續飲食兩單元，再以小組為單位，各組選擇一個

高雄在地農作物，各小組選擇的農作物包括香蕉、芭樂、檸檬、柚

子、紅龍果、木瓜、百香果以及蓮霧。活動過程協助各組參考高雄

市政府農業局全球資訊網以及高雄在地食材資訊網，完成小組學習

單（一）。

2. 農作物與加工食品之五感體驗（2 小時）

請小組成員學習挑選農產品與其加工產品，可至鄰近水果行、

全聯、家樂福或是小農市集選購，帶到課堂中進行布置後並展開農

作物展覽會，首先由各組代表上台介紹，再由各組進行農作物五感

體驗並完成學習單（二），活動成果紀錄請參閱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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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在地農產品與加工產品展示會 & 成果分享照片

成果展示 學生上台分享
農產品與加工品展示 

~ 香蕉

農產品與加工品展示 
~ 柚子

農產品與加工品展示 
~ 芭樂

農產品與加工品展示 
~ 百香果

伍、單元課程執行成果與社群未來規劃

現階段執行的兩單元課程，是以飲食、永續與美感體驗為核心

理念而設計的，在為期三週 6 小時的課程之後，學生們的收穫與回

饋分述如下。針對「回憶、迴藝」單元課程，學生學習成效可歸納

為下列兩點：

1. 以回憶同學們記憶中的美味料理作為學習的起點，的確喚起了同

學們將食物與記憶及情感的連結，許多同學都深受其他同學分享

的食物故事而感動，也體會料理有時不僅只是果腹，更是一種精



　永續發展與社會參與54

University and College General Education in Taiwan in the 21st Century

神的寄託，每當嘗到勾起回憶的料理，食物就像一座橋樑或是承

載記憶的媒介，瞬間串起了懷念的過往。

2. 每個小組在「復刻」料理時，皆展現了獨特的想法與創意，即使

有些小組選擇了相同的料理來創作，卻能呈現截然不同的作品，

令人感到驚喜與有趣。而小組成員個別提出自己的意見與想法，

在熱絡的交流下，更能激發出集體創意，甚至獲得成就感。

而針對「食物的五感體驗―認識高雄在地農產」單元課程，學

生學習成效可歸納為下列兩點：

1. 以體驗活動的方式導入課程教學，的確會幫助學生們對單元內容

有較為深刻的感受與了解，不論是對高雄在地農產品本身的特

點、名稱的由來、作物栽種過程的要求、與農產品的挑選及加工

等面向的認識，或是作物的五感體驗，特別是觸覺與聽覺。

2. 以小組合作學習的方式，能幫助學生們主動探索相關議題，許多

學生們都在學習心得單上反應，這是另一種認識高雄文化的方

式，令人印象深刻。

本教師社群歷經了創立後第一階段的學習與交流，已累計近

10 場單元課程的設計，並已嘗試執行兩門單元課程於 3 個班級中，

在未來第二階段的社群活動，將持續學習並更深入的探討有關食

物、藝術美感與永續的相關議題，也計畫在接下來的課程單元設計

中，逐步導入問題導向學習的理念，幫助同學們在食物與美感體驗

的學習過程中，學會發掘並探究真實問題的多元面向，進而思考問

題的解決方案。希望在下一階段所有參與社群的教師皆能實踐單元

課程，並藉由教師相互觀課或定期舉辦討論會分析單元課程執行成



高科大「食藝―創新與永續」教師社群之理念與實踐　

21 世紀臺灣的大學通識教育叢書系列

55

果，進行教學的交流與反思，逐步修正單元課程的內容與設計，並

增進教師們的教學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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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抱英語，實踐永續 ~「孩」會持續學習

吳佩儀 / 國立東華大學洄瀾學院語言中心講師

全球素養（global competence），係指一個人能夠理解當地、跨

文化和全球的意義和問題，且與他人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進行有效

地互動，營造人類集體幸福的知識、能力、行為和態度。

吳清山（2019）

壹、通識教育中的英語應用及永續理念

高等教育之通識課程主要為培育通才，本校通識教育課程的目

標包含「在地關懷與全球視野」、「人文素養與科學精神」及「全

人健康與永續創新」（國立東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2006），蘊含

了有效溝通之全球素養的實踐。

配合 2018 年行政院所發布的 2030 雙語政策（國家發展委員

會，2021），建構英語應用能力成為英語通識課程重要的教學目

標，而英文學習的聽、說、讀、寫的能力中，在全英教學的環境

下，其中聽（指理解英語授課內容），與說（指用完整英文進行表

達），是目前大學生需積極鍛鍊的能力。同時，教育界更希望能在

課程中融入聯合國永續發展的十七個目標，培養學子對於多樣性

（diversity）、包容（inclusion）及包括所有人（no one left beh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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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鍵價值，習得分析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因此，對應到本校校核

心通識課的教育目標，即「永續創新」、「在地關懷」以及「全球

視野」，讓英語學習在的永續道路上，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貳、通識的創新、創意、創生應用―三創課程

為了有效應用永續觀念，在 111 學年中，筆者開設的英語必修

「英語溝通一級 AE, AF, AG」與英語選修「英語自煮健康管理」兩

門通識課程中，參與了本校教學卓越中心之「三創教學課程計畫」，

使用了教法上的創意（構思設計）、教材上的創新（特色主題）與

學習效益上的創生（生活實踐）之教學策略進行三創教學，鼓勵學

生主動進行實作與體驗，引導學生發掘問題到解決問題，進而培養

學生的在地關懷。

在「英語溝通一級」教學規劃中，除了進行課間的情境對話、

主題單字及文法解析外，也規劃走繩挑戰與英文遊戲工作坊，結

合遊戲式學習，建立團隊合作的溝通能力，並走進鄰近國小進行英

語字彙與聽力關卡，讓參與者不恐懼開口，實現優質教育的在地關

懷。而「英語自煮健康管理」強調餐食自煮，以雙語共學模式，從

食物原型出發，認識餐食各種製作方法，分析營養成分，更參與在

地小農農作活動，進而製作料理影片的餐食競賽，實踐永續飲食的

精神。接下來的章節就以這兩門課程的教學內容與成果特色進行說

明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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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英語溝通中的遊戲實作

「英語溝通一級」是本校英語必修中著重口說語溝通能力的單

學期通識課程，「一級」，代表著相對在英文學習中低成就的學生，

但這並不阻礙學生在英文應用上的實作與永續應用。在 111 學年

中，本課程以上下學期設計了兩個主題：「探險遊戲」以及「與海

共遊」，以下將以課程規畫、實作活動安排與學習成果做說明。

一、課程設計

課程應用以學生為導向的團隊導向學習法 TBL（team-based 

learning）於遊戲活動中（史美瑤，2012），同學透過課程中學到的

團康方案，先完成個人遊戲學習單，並學習探索活動與說故事的技

巧，以及遊戲帶領方式後，完成計劃相關的個人檢測，再以 TBL 進

行團隊檢測、組內討論與跨組的討論，再由教師給予回饋與反思。

討論完成後，各組應用所習得的關卡設計原則，以孩童為受眾，規

劃欲進行的英語活動，而同學們在成果發表中分別完成了老師說

（Simon Says）、單字 / 成語比手畫腳 （charade）、繪本單字比手

畫腳（charade），以及物品與單字尋寶（Treasure Hunt）、英語繪

本朗讀等具學習及娛樂性之教學實作活動。

二、特色活動

課程的教學規劃中，除了進行教材中的情境對話、主題單字、

小組筆記、文法解析、字詞選擇以及自學資源外，配合三創教學

設計，安排實作活動，強化同學的英文溝通中在地關懷的應用與思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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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第一學期：探險遊戲

（一） 創意（遊戲式團隊導向學習）：走繩挑戰 X 英文遊戲工作

坊―校內實作

使用新興的低空繩索運動―走繩，配合清楚易懂的中英文指

令，在不確定性的環境，採團隊合作方式，盡力完成冒險任務，帶

領同學在自然與冒險中找到平衡和舒心的片刻，詮釋身邊的自然與

心靈的感觸，同學藉由不同面向的觀點，重新思考冒險體驗和合作

信任的關係，並搭配活動學習單，進行英文闖關活動，過程需與同

學進行溝通討論並分配工作後，才能完成任務，同學再使用這些溝

通協調的過程與經驗，應用於期末的成果發表中。

圖 1：走繩與英文猜成語遊戲 圖 2：同學進行 Simon Says
遊戲

（二） 創新（探索體驗）：走繩探險 X 團隊建立工作坊―校外實

作

邀請亞洲體驗教育學會專業冒險療癒引導員團隊於「高山森林

基地」進行走繩及繩索擺盪之探險活動，透過團隊合作的溝通與協

調，同學才能有效完成走繩協作與孤島飄移挑戰，用不同的方式訓

練學生的口語表達，活動也融入了布農族的特色文化，分享關於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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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土地的故事、介紹山中的生態鏈及安全注意事項，讓活動增添在

地情懷。

圖 3：走繩活動的挑戰與合作 圖 4：繩索擺盪合作

（三） 創生（在地實踐）：玩走繩學英文工作坊 @ 志學國小―成

果發表

應用英文遊戲與團隊建立工作坊的經驗，讓同學們以小組進

行英文學習遊戲關卡的設計，以花蓮縣壽豐鄉志學國小為基地，設

計符合學童英語能力又有趣的英語字彙與聽力遊戲關卡，同學擔任

輪流擔任關主（引導員），協助參加者完成任務，學生必須了解自

己負責的遊戲規則，需用英文正確解說，如若小朋友聽不懂，或在

遊戲時產生障礙，學生必須改用較簡易的詞彙，或利用肢體語言替

孩子們解決隔閡，引導其成功破關。讓大學生與國小學童能在互動

中，用英語進行雙向交流，提高雙方口說意願、累積經驗，讓參與

者對英文口說都留有美好的印象，而不恐懼開口，並讓同學有機會

實踐所學，實現永續發展目標（SDGs）第 4 項「優質教育」中有教

無類、公平且高品質教育的在地關懷（中央社，2023 年 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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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英語遊戲挑戰―志學國小五年

級學童

圖 6：英語遊戲挑戰―志學國小一年

級學童

111 學年第二學期：與海共遊

下學期同樣安排了英文遊戲坊的培力訓練與團隊導向學習，

讓學生操作英文遊戲並調整進行方式，鼓勵同學成為關主，並讓其

對於題目自由發揮。相較於上學期的探險主題，下學期是與海洋結

合，安排以下實作活動，期待同學經歷過不同溝通協調的過程與經

驗後，應用於期末的成果發表中。

（一） 創意（海洋永續）：孩好海友英文繪本工作坊―校內實作

邀請「孩好書屋」的江珮融店長，一位長期關注海洋生態與社

會議題的文創家，與學生分享繪本中的海洋相關知識，如簡易鯨豚

辨識、生物學、棲地，以及臺灣鯨豚擱淺因素調查、目前的海洋環

境，及各式海洋廢棄物對生物的致命威脅。江店長也分享了講解繪

本的經驗，像是該如何和孩子解說繪本、應注意的事項為何、能夠

為孩子帶來哪些助益，讓同學能夠學習到如何教導孩童的知識，期

盼除了幫助學生吸收新知、建立對環境的情感之外，也能強化大家

對於永續發展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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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海洋廢棄物與繪本 圖 8：不同鯨魚魚種外型知識分享

（二） 創新（探索體驗）：獨木舟英文 X 海洋關懷工作坊―校外

實作

與「無痕海洋」獨木舟教練團合作，團隊亦長期協助海洋生

態保育，在商業經營中帶入環境保護概念，除了傳遞海洋的相關知

識，如當地的防風林植被、海域容易發生的災害、海洋常見垃圾與

分類方法、洋流的特性、牛奶海的形成因素等，也帶領學生一同淨

灘，身體力行達到海洋保育。

圖 9：海上專注聆聽教練所下的指令 圖 10：無痕獨木舟―淨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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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創生（海洋永續推廣與實踐）：英文 X 遊戲實作 @ 志學國

小―鯨魚遊戲（五甲）、怪魚遊戲（一甲）

應用英文遊戲與繪本工作坊的經驗，讓同學們以小組進行英

文學習遊戲關卡的設計，一樣以鄰近的志學國小為基地，設計符合

學童英語能力又有趣的英語字彙與聽力遊戲關卡。這次的發表活動

中添加了「繪本閱讀」的環節，融入 SDGs 第 14 項「永續海洋與

保育」，讓同學們透過工作坊習得的引導技巧、單字文法與跨域思

維，傳遞給每個願意學習英文的學童身上，透過東華學生的滲入，

希望在地正努力學習英文的學生們，都能提升學習動機，結合永續

議題讓，讓英文學習不只是高品質教育，更能達到海洋永續推廣與

保育之願景，鏈結在地共學（林有清，2023 年 6 月 4 日）。

圖 12：一甲孩童互動（繪

本說讀：怪怪魚 The 
Odd Fish）

圖 11：五甲孩童互動（繪本說讀：那天來的鯨

魚 The Storm Wh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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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學生擔任關主，帶領五甲孩子們進行

「老師說」（Simon Says）的遊戲

圖 14：一甲孩童進行字彙

比手畫腳（Charade）
的遊戲

三、學生回饋與學習成果

（一） 量性回饋

由本校教學卓越中心在上下學期對英語溝通一級的三個班

（AF、AE、AG）安排期中回饋的資料蒐集，以了解學生對於三創

課程安排的意見以及自我評量，進行分析後結果顯示，上下學期學

生意見調查中（如圖 15），各四個構面（包含教學策略、教材內容、

師生互動與評量方法），平均值皆超過 4.6，尤其「師生互動」（上

學期平均 4.88，下學期平均 4.79）的構面之滿意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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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111 學年「英語溝通一級 AF、AE、AG」學生期中教學回饋

為了檢視是否透過三創課程設計能達到學用合一，使用大專

校院就業職能平臺（University Career and Competency Assessment 

Network，簡稱 UCAN）的八大職場共通職能，包含溝通表達、持續

學習、人際互動、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創新、工作責任及紀律、

資訊科技應用的八大能力，檢測學生的自我評量，結果（如圖 16）

發現 111-1 的三個班級在八大能力的平均值為 4.38，顯示大部分同

學均同意課堂所學的知識可以應用在未來職場場域。而 111-2 的檢

測是挑選與通識課程相關的五大共通職業能力為自評項目，即，溝

通表達、持續學習、人際互動、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創新，結果

顯示五大能力的平均值為 4.20，即使每學期修課同學不同，大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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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不同學院與系級，同學大都肯定一學期中課堂的活動安排及訓

練，確實能讓他們增強重要的共通職能，適應未來。

圖 16：111 學年「英語溝通一級 AF、AE、AG」學生 UCAN 職場能力自我評量

為了更精準調查三創課程的學習成效，本校教卓中心在 111-2

與海共遊主題的英語溝通一級課程中，安排了前後測的檢測，同學

自我評量的結果發現（如表 1），三個班級在前測的平均值為 3.75，

在後測的平均值為 4.20，顯示同學們經由三創課堂的學習經驗，大

部分同學均認同所學知識與技巧可以應用在未來職場場域，尤其，

五個構面的成對 t 檢定顯示，在「問題解決」能力面項，三個班級

學生的回饋皆呈現顯著提升，其中，即使 111-2 學期 AE 班同學的

自評分數僅達 3.92，相對同時期其他班級為低，但其前後測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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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在「問題解決」能力面項呈現顯著進步，這個結果是對三創課

程的設計與執行給予正向肯定的最佳證明。

表 1：111 學年「英語溝通一級 AF、AE、AG」學生共通職能自我評量 t 檢定

AF 班 (n=20) 前測 後測

面向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t-test

溝通表達 3.76 .60 4.41 .61 -4.04**
人際互動 4.06 .59 4.34 .69 -2.07
團隊合作 4.11 .69 4.46 .58 -2.54*
問題解決 4.07 .62 4.39 .64 -2.48*
創新 3.88 .64 4.31 .61 -3.10**

AF 班 (n=20) 前測 後測

面向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t-test

溝通表達 3.52 .61 3.79 .55 -1.80
人際互動 3.83 .76 4.01 .64 -1.16
團隊合作 3.92 .60 4.05 .60 -0.98
問題解決 3.67 .58 4.00 .69 -2.19*
創新 3.61 .68 3.74 .78 -.72

AF 班 (n=20) 前測 後測

面向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t-test

溝通表達 3.50 .92 4.20 .76 -5.09***
人際互動 3.56 .96 4.32 .68 -4.70***
團隊合作 3.63 .94 4.352 .65 -5.52***
問題解決 3.64 .90 4.292 .67 -4.10**
創新 3.45 .91 4.292 .70 -5.69***

Note: * p <.05; ** p <.01;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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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質性回饋

依據問卷中的半結構式問題，將同學的文字回饋依量性四大構

面整理如表 2：

表 2：111「英語溝通一級 AF, AE, AG」期中回饋質性分析表

教學

策略

□ 活動設計很用心，有別於一

般死板的課

□ 聽力 + 口說練習，老師會耐

心教導

□ 課程的規劃上我覺得讓我們

很放心的做英文溝通

□ 最喜歡老師以不一樣的上課

方式（玩遊戲等）讓我們學

英文，讓我體驗到特別的上

課經驗

□ 用英文闖關，猜單字，Work-
shop，戶外課程的連結

□ 走繩體驗讓我覺得很有趣

□ 老師很認真的準備教材教導

學生，不會給學生太大的壓

力

□ 玩遊戲的，不會一直待在同

一個空間，適時的用遊戲的

方式學英文真的很好～

□ 我最喜歡這堂的地方是下課

前的問答練習，因為這些東

西可以把剛剛在上課的東西

實際運用出來

□ 老師上課的氣氛不會很僵

硬，所以這堂課就算早八，

心態上也不會排斥上課，而

且會適時加入一些小活動，

覺得這方式很不錯

師生

互動

□ 老師上課有趣，老師人超好

□ 課程互動性高，上課氣氛融

洽

□ 非常鼓勵學生互動比以前見

過的老師更注重互動

□ 最喜歡老師！老師人很好 然
後都會鼓勵我們發言但卻又

不會給我們壓力 讓我超級喜

歡上英文

□ 老師本人和上課方式都很活

潑，讓我不會害怕英文、會

想認真上課學習！

□ 原本很怕英文，至少讓我在

這堂課不再那麼害怕�

□ 老師很有耐心，同學不會的

都會一一解答

□ 老師很重視每個學生

□ 只要舉手發言就會加分，而

且老師都記得住大家的名

字，我覺得很厲害

□ 我喜歡老師都會點同學回答

問題，鼓勵大家可以嘗試說

看看，即使中途遇到不會的

內容，老師也會細心教導

□ 遇到不會的問題老師能夠即

時給予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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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上課的內容豐富有趣，

不是侷限於課本中的內容，

且願意給每位同學發言的機

會！！

□ 有各種活動，像是繪本工作

坊，有學習到海洋永續

□ 每堂課後的口說練習，對一

天的課程總結很有用！

□ 老師會用正向支持的方式來

鼓勵我們使用英文、讀英

文、寫英文，在上課期間不

會有任何的壓力，可以自在

發揮。

□ 上課輕鬆有趣 不會有壓力

□ 即便我的英文能力爛到無可

救藥，老師還是願意最後再

搶救一下看有沒有希望，非

常有耐心。

教材

準備

□ 基本會話與教材選用

□ 講故事

□ 看影片

□ 口說環節

□ 與生活結合

評量

方法

□ 被點到回答不知道的答案老

師也會做引導

□ 上課的問題回答、口說考試

□ 老師明確的說明作業學習上

的方向，踴躍發言可以加分

□ 遊戲如果擔任關主的話可以

加分！

□ 到志學國小唸故事給小朋友

聽，可以獲得加分機會。

同學大多以正向文字進行回饋，仍提供具體建議，比如聽力練

習多一點，給予指導策略，或同學認為內容有點緊湊，希望可以排

鬆，一點增加時間休息思考等，這些建議都能未來課程規畫有更好

的修正與調整。

（三） 整體學習成果

英語溝通一級課程設計將能讓同學將英文學習與遊戲探索以及

繪本遊戲連結，搭配戶外的永續實作體驗，創造更多東華的社區參

與。課程中使用教學創新方式進行教學與多元評量，有效衡量學生

學習，並融合遊戲設計與英文使用，深化學習成效；實作工作坊中

邀請專業人士指導，師生一同用遊戲與探索進行在地參與，一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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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海洋生態保育，減少海洋污染，促進海洋環境的永續發展，實踐

SDGs 永續指標十四「海洋生態」與永續指標四「優質教育」。

肆、自煮的健康飲食與英文跨域學習

「英語自煮健康管理」在 111 學年上學期是由筆者與本校體育

中心簡桂寶老師合授的一門英語選修課程，以餐食自理為主題，透

過英文學習與營養健康的碰撞，認識桌上餐食的食材選擇及各種製

作方法，進而設計屬於自己的膳食計畫，並透過討論與操作，養成

學生能擁有健康人生的能力。

一、課程設計

使用專題式學習法（PBL，project-based learning），在課堂以

講述說明營養飲食與料理運用之相關知識後，同學以異質分組，

提供小組任務，例如，如何製作營養及永續的百元料理（100 元以

內），再以小組進行資料蒐集的討論，透過團體合作，將組內的個

人方案進行比較討論後，以組為單位進行提案報告，各組完成發表

後，利用同儕互評與 YouTube 網站公開評比，進行評量。同學能在

過程中了解餐食的相關知識，透過意見交換與討論，以中英文並行

方式，學習團隊合作。

二、特色活動

搭配三創課程的精神，安排以下工作坊，強化同學永續飲食的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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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創意（五感體驗）味道與生活工作坊―校內講座

邀請拉威爾咖啡負責人沈廷龍擔任講師，與同學分享關於咖

啡的知識，感受味道與生活的連結。透過實作中的眼看、鼻聞、耳

聽、手作與品嘗，開發味蕾，對品味有更多想法，並實踐於日常健

康生活中。

圖 17：沈廷龍講師示範手沖

咖啡

圖 18：學生講座紀錄

（二） 創新（合作學習）在地小農食譜工作坊―校外實作

邀請在地小農職人―黑牛有機農場達人羅連勳生的社區團隊，

帶領同學從產地到餐桌，從食材到料理，進行洛神花的採收與加

工，實踐永續飲食的精神。以雙語共學模式，讓同學能同時操作，

並學習料理製作的中英文相關詞彙，讓同學從實作中發現在地與手

作的關聯，重新思考一種新料理的食材選擇、食物里程、營養成

分、烹煮方式、食用方式與搭配以及擺盤包裝等製作方式，作為期

末餐食競賽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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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永續飲食工作坊，自己採收洛神花 圖 20：熬煮果醬

（三） 創意餐食競賽工作坊―成果發表

活動將以小組專題方式進行，同學需進行討論設計能結合在

地食材或文化的創意食譜，透過適當的分工與協調，產出雙語料

理影片，呈現食物的製作、選材、營養成分以及料理特色，安排

同學應用影音技術進行餐食競賽的製作、同儕審查與校外分享，

見證同學的自煮「食」踐力。更詳細的成果請參考課程網站：

https://sites.google.com/gms.ndhu.edu.tw/healthy-diet-in-english/% 

E9%A6%96%E9%A0%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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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一日膳食計畫報告 圖 22：百理挑一―百元料理大挑戰

三、學生回饋與學習成果

（一） 量性回饋

依照教學卓越中心整理的期中回饋分析顯示（n=26），課程意

見調查中（如圖 23），各四個構面平均值皆超過 4.7，尤其以跨域

合授模式的「師生互動」（平均 4.97）的構面之滿意度最高。

圖 23：111-1「英語自煮健康管理」學生期中教學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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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生的自我學習評量結果（如圖 24）看到，三個構面的平均

值皆超過 4.7，三構面的平均滿意度幾乎一樣高，顯示大部分同學均

同意課堂所學的知識可以應用在專題報告、作品、活動、計畫以及

實習或兼差場域。

圖 24：111-1「英語自煮健康管理」學生自我學習評量

（二） 質性回饋

依照量性的四大面向將同學的文字回饋進行主題式分析後，

不難發現課程的實作教學策略備受學生肯定，也在過程中感受到完

成餐食的成就感，當然同學也對課程安排提出建議，比如上課地點

應該選擇較能製作餐食的場地與設備，烹煮器具應用可增加學生取

得性較高的快煮鍋、電磁爐，也希望教師們授課內容能再系統化一

些，能夠循序漸進地進行學習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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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1-1「英語自煮健康管理」期中回饋質性分析表

教學

策略

□ 每週都可以做不同的食物

□ 課程可以結合生活，同時學

習到如何吃得健康，還能學

到英文相關的單字

□ 很喜歡這堂課會讓我們實際

製作健康又真實的食物，還

能學習到英語。

□ 我覺得任何實作的課程都很

好玩，做食物很有趣

□ 每次上課都可以做不一樣的

健康食物

□ 用健康的方式製作日常食物 ,
並學習英文及知識

□ 可以學到很多烹飪的技巧 上
課還能吃到好吃又健康的東

西

師生

互動

□ 每一堂課老師都會準備適合

的製作食物，並且考量製作

的過程及難易度，所以每一

次製作的東西都是能夠在生

活中自己重複製作的食物！

□ 老師在課堂上很用心，也鼓

勵讓同學分享，做的食物都

很好吃

□ 我覺得老師講得很棒

教材

準備

□ 實作課程

□ 花生醬豆花因為很好吃

□ 豆花，因為能吃到天然手工

自己做的東西感覺很讚！

□ 職人咖啡分享、手做食品

□ 能夠進行實作，利用原型食

物進行實作，讓人很有動力

上課

□ 可以動手實作，而且可以更

加了解食物原有的狀態應該

要是怎麼樣的

評量

方法

□ 老師親自帶我們手作，而且

老師還能配合我們的步調去

調整課程進度 非常彈性 愛了

愛了。

□ 老師非常講求公平公正 我非

常喜歡這個評分模式

（三） 整體學習成效

此課程設計將能讓同學將英文與生活連結，串聯在地食材與

健康，進而創造具特色的餐食食譜與料理操作，增加東華的社區參

與。課程中能運用教學創新方式進行教學與多元評量，有效衡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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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學習，並幫助修課學生能統合所學知識與英文使用，透過體驗與

實作，深化學習成效。總體而言，用這門通識選修課有效地使用英

文連結生活自理、營養飲食及低碳永續，進行在地參與，打造東華

的社區共好印象。

伍、永續―「孩」會持續下去

上述兩門英語通識課程皆用不同的對話及學習方式，幫助同學

提升全球素養。首先，「英語溝通一級」這門必修課程是透過遊戲

式學習，讓同學將習得的英文句型使用及肢體表達，應用於遊戲關

主、繪本共讀及海洋永續的情境中，營造學生與在地學童的學習幸

福及心流，讓學生能真切學習到互動、溝通與解決問題能力，也能

體知文化素養與尊重差異，更能顯著提升學生的溝通職能，進而達

到通識教育目的中的在地關懷。

其次，「英語自煮健康管理」選修課是透過專題式學習，完成

從餐食實作到英文術語的學習，體現了本校通識教育的三大目的：

第一、在地關懷，同學們從食材的選擇到料理的製作，探索了當地

食材的多樣性與特色，更透過校內外的實作活動，深入了解在地小

農文化，培養了對當地社區的關懷與參與意識。第二、全球視野，

以英文作為主要教學語言，鼓勵學生在跨文化交流中學習，了解同

一種食材或食譜的設計，會因為文化背景而不同，拓展了同學的國

際視野。第三、永續創新，這門課程不僅傳遞了健康飲食的知識，

還注重了文化的創新與永續素養的建立。通過參與各種創意工作

坊，學生們不僅學會了烹飪技巧、食材應用，更體驗到了飲食與生

活、文化的連結，更通過對永續飲食的探討，讓學生意識到了飲食



　永續發展與社會參與78

University and College General Education in Taiwan in the 21st Century

與環境的關係，培養了低碳生活的意識與行動。因此，這門跨域選

修課程紮實地建構學生校核心六大能力中的康健身心以及在地關懷

與公民責任，強化學生們的永續素養。

永續概念的應用在通識教育的路上並不孤單，1980 年代起，

各種環境保護議題以不同形式進入校園，教育部更是在聯合國簽

屬 2030 年永續發展目標議程（Agenda 2030）之後，正式出版了

永續發展目標（SDGs）教育手冊 -- 臺灣指南（教育部，2019），

引領 SDGs 在各級學校中的應用。根據聯合國的定義，永續素養

（sustainability literacy）是一種知識、技能與思維方式，這些能力

能使個人深切致力於永續性未來的建構，並能為達成永續目標而做

出明智且有效的決定（陳閔翔，2024；蔡�慧、黃雲龍，2023）。秉

持這樣的永續理念與創新教學，相信大專院校的通識課程都能以經

濟、社會與環境的永續，做為課程目標，應用不同的教學法，建構

大學生的永續及全球素養，與在地社區進行友善交流，與國際文化

接軌，善盡大學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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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微學分課程模組建構

―以「藥安全藥健康」、「走讀水湳」為例

洪武雄
1
、陳悅生

2
、林香汶

3
、周淑媚

4

摘 要

本課程模組「永續發展微學分―藥安全 藥健康」、「永續發展

微學分―走讀水湳」結合 SDG3「健康與福祉」、SDG4「優質教育」、

SDG11「永續城鄉」與、SDG15「保育陸域生態」議題，以 C+F+P

模組形式：「課堂（Classroom）、場域（Field）、成果發表（Project 

Presentation）」，並導入敘事力單元以強化學生反思表達能力。課

程透過文本閱讀、口述訪談、場域踏勘與實作等教學策略，提供

學生置身認知的參與式學習空間；目的在引發學生對永續議題的關

注，評估與發掘相關之永續問題，從而提出解決方案，產出並展示

成果。

關鍵詞：永續發展目標、跨學院通識、微學分

1 
第一作者：中國醫藥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2 
第二作者：中國醫藥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兼主任

3 
第三作者：中國醫藥大學藥學系教授

4 
通訊作者：中國醫藥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Email：mercy@mail.c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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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為全面提升大學品質及多元發展，教育部自 2018 年起推動高

等教育深耕計畫，以「連結在地、接軌國際及迎向未來」為主軸，

「發展大學多元特色，培育新世代優質人才」為願景，在「落實教

學創新」、「提升高教公共性」、「發展學校特色」及「善盡社會

責任」四大目標下，協助大學配合社會趨勢及產業需求進行教學方

法之創新，進而發展大學多元特色，培育新世代優質人才（教育部，

2018）。中國醫藥大學依循高教深耕計畫與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秉持整合中西醫學、培育醫學人才、提升醫療服務、增進社會福祉

之理念，將「樂齡長照、安全守護、地方創生與社區關懷、永續教

育」作為本校高教深耕 -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之行動綱

領，向全校各學院徵集共 22 項 USR 主附冊計畫，並以“Better Life, 

Better World”作為大學社會責任的核心價值，結合學生服務學習與

社團，致力於以健康照護知能改善社區促進健康（中國醫藥大學，

2022）。此外，為深植永續教育理念，組織「永續發展微學分課

群」，將永續發展目標融入課程教學，舉辦「永續發展學習週」講

座及活動，規劃學生永續倡議實驗室，以教育實踐永續發展。

過去數十年，本校以醫藥衛生、健康照護之專業，在社會責

任與實踐工作領域的經營成效斐然。各學院專業系所教師分別在體

制內課程實習與體制外社會參與工作中，於校、師、生的生態性運

作機制下，將個別知識的實踐者整合成教師社群與校務管理體制的

層次。醫藥專業大學的知識實踐著重專業範疇，然則，學生畢業後

所要面對接觸的是多元複雜的社會與各式各樣的人。因此，如何在

專業領域外，透過通識教育課程與活動將現實社會所面對的真實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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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轉化成為大學內部的跨領域課程，並藉由在課程中引導同學針對

不同的問題提出可能性的解決方案，讓學生在課堂及活動中潛移默

化，並進一步激發其人文關懷動機與服務熱忱，強化學生與外部環

境連結，透過自身具體行動參與，實踐推廣人文社會關懷之精神，

增添軟性內涵、跨領域與知識統整能力，成為本校新一波通識教育

課程改革的重要目標。

貳、課程理念與設計

一、課程理念

為培養跨領域博而通的現代健全公民，本校通識課程架構包

含：跨學院通識、核心通識、服務學習、資訊相關課程、英語課程

五大區塊。「永續發展微學分課群」屬於跨學院通識課程；「跨學

院通識」，意謂開課學院之各學系學生不得修習。目前通識教育

中心每學期開設 13-16 門結合永續發展目標之各領域 1 學分課程，

提供全校學生選讀。「永續發展微學分課群」教學目標遵循「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於 2017 年所出版《教育以達成永續發展目標》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ESDG）（UNESCO, 

2017）之三大學習目標與八大核心能力來規劃設計學生的永續學習。

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的「永續教育準則」雖針對每一個

SDG，分別就認知、社會與情意、技能三個面向提出建議教育策略

或題材，以供有志於通過 SDG 推動永續發展教育的教育者更好的操

作性指引；然實際要將 SDGs 轉化成具體可操作且能讓學生真正有

感的教學，實是一項艱辛的任務。葉欣誠（2017）認為環境教育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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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教育彼此之間有著相互作用的關聯；只是環境問題存在於

複雜的社會脈絡中，想要解決環境問題不能只停留在環境關懷的範

疇。他進一步指出許多國人對環境議題的知識及格、態度正向，但

卻行動冷漠不參與公民活動。所謂態度冷漠，意即不夠國際化，全

世界很多人所關心的事而我們總是不太在意。鄧佳恩（2022）則強

調 SDGs 應落實於生活情境脈絡中，從而形成永續思維與永續生活

形態。由是觀之，永續發展是上位架構、是世界觀，是詮釋框架，

應散在課綱及各個課程中，而非單獨成為一門專門課程（許家齊，

2021）。

故而，本課群在本校「社會責任與永續發展辦公室」和通識教

育中心協力擘劃下，結集全校各學系參與執行 USR 計畫教師針對所

屬專業領域，以培養跨領域「博而通」之通識知能為目標，將 SDGs

融入課程設計與活動規劃，期望實現學生走出校門後具備「主動學

習與自我改善之能力」、「人文關懷與社會服務之能力」、「人際

關係與溝通技巧之能力」、「通識知能與倫理素養之能力」、「健

康促進與前瞻未來之能力」等通識教育五大核心能力，以因應未來

社會變遷並邁向理想的人生。

二、課程設計及運作機制

「永續發展微學分課群」以 9 周時間透過數個永續專題學習

基本觀念，輔以敘事力培育與場域習作，引導學生探討在地永續發

展議題，並以期末聯合成果發表來展現學生對生活中永續議題的觀

察、考掘及試行的解方。

108 學年第二學期本課群首次開課，原開課模式為學期前 9 周

與後 9 周，每班上限 15 人，提供學生自行選取搭配修習不同的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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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發展教育與目標。課群經歷 3 個學期的教學實踐後，授課教師及

修課學生一致表達聯合成果發表總是遇到期中及期末考周，增加許

多課業壓力。經 110 學年永續發展微學分課群課程會議決議，本課

群上課時間統一調整為每學期第 5-13 周星期四 9A 節（17:05-18：

50）。

在課程安排上，永續發展微學分課程的開始和結束充滿始業式

與結業式儀式感。第一次上課（第 5 周第 9 節）課群全體教師及學

生齊聚一堂，由本校 USR 辦公室永續長李正淳特聘教授開宗明義

介紹「全球永續發展概況與永續發展目標」，隨後各班回原上課教

室由主授課教師解說該課程主題內涵及其與 SDGs 之關聯和意義。

第二至五次（第 6-9 周）課程由主授課老師規劃安排與議題相關之

理論、實務、場域踏查、議題發想等學習活動。第六次上課（第 10

周）同樣採合班授課方式導入敘事力單元（周淑媚老師講授），以

強化學生反思表達能力。第七、八次（第 11-12 周）課程仍由主授

課教師帶領學生進行議題解方、實作工作坊等發揮團隊創造力活

動，以便完成期末成果一張海報及 4 分鐘專題影片。最後一次上課

（第 13 周）課群全體教師及學生再次齊聚，進行各班級學習成果聯

合發表、觀摩與競賽活動。

本 課 群 以 C+F+P 課 程 模 組 形 式 進 行 教 學 實 踐：「 課 堂

（Classroom）、場域（Field）、成果發表（Project Presentation）」。 

首先透過課堂理論、文本閱讀、口述訪談等理論教學活動後，進入

場域踏勘與實作，最後經由工作坊創意激盪產出並展示成果。課程

所關懷的永續發展目標議題雖依課程主題與授課教師專長不同而有

所差異，然共通的目的都在引發學生對永續議題的關注，評估與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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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在地社會與自然環境相關之永續問題，提出敘事觀察報告，發展

解決方案與場域實作，藉以提升人文關懷素養、批判性思考與解決

問題之能力，以實踐社會共好的理想。

以 111 學年為例，永續發展微學分課群共開設 19 門課程，如表

1 所示。

表 1：111 學年「永續發展微學分課群」開課一覽表

111 學年「永續發展微學分課群」開課一覽表

學院通識別 學期 課程名稱 關懷議題

中醫學院 1
永續發展微學分─中醫藥養生健

康與永續發展

SDG3、SDG4
SDG8、SDG11

SDG12、SDG15

中醫學院 1
永續發展微學分─愛是永不止

息：醫學薪傳，永續芬芳

SDG3、SDG4
SDG10、SDG11

中醫學院 1
永續發展微學分─中醫藥博物館

導覽與永續教育

SDG3、SDG4
SDG12、SDG15

中醫學院 1/2
永續發展微學分─療癒別人前先

療癒自己

SDG3、SDG4
SDG12、SDG15

中醫學院 2
永續發展微學分─中醫藥促進婦

女坐月子健康永續發展

SDG3
SDG4、SDG5

藥學院 1/2 永續發展微學分─藥安全 藥健康 SDG3、SDG4

藥學院 1/2
永續發展微學分─美麗產業的永

續

SDG3、SDG4
SDG5、SDG12
SDG14、SDG15

健康照護學院 1/2
永續發展微學分─食品是天使？

魔鬼？

SDG2
SDG3、SDG4

健康照護學院 1/2
永續發展微學分－心據點：社區

裡的不老學堂

SDG3
SDG4、SDG5

公共衛生學院 1/2
永續發展微學分─環境污染、健

康影響與永續發展

SDG3、SDG4 
SDG6、SDG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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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1 學年「永續發展微學分課群」開課一覽表

111 學年「永續發展微學分課群」開課一覽表

學院通識別 學期 課程名稱 關懷議題

公共衛生學院 1/2
永續發展微學分─熱危害與永續

環境

SDG3、SDG4 
SDG11、SDG13

公共衛生學院 1
永續發展微學分─關懷社區：用

愛與健康同行

SDG3
SDG4、SDG10

公共衛生學院 2 永續發展微學分─健康職場
SDG3

SDG8、SDG12

人文與科技學院 1 永續發展微學分─永續發展概論
SDG4

SDG10、SDG13

人文與科技學院 1/2 永續發展微學分─走讀水湳
SDG4、SDG11

SDG15

人文與科技學院 1/2
永續發展微學分─性別關係與平

等尊重
SDG4、SDG5

人文與科技學院 2
永續發展微學分─設計思考於健

康福祉之應用

SDG3、SDG4
SDG5、SDG10
SDG11、SDG12

人文與科技學院 2
永續發展微學分─大學社會責

任：社會創新實務

SDG3、SDG4
SDG8、SDG9

SDG12

人文與科技學院 2
永續發展微學分─全球氣候變遷

條約概論

SDG4、SDG10 
SDG13、SDG17

參、永續發展微學分課程特色與成果

為提升學生的永續知能，深化大學對社區永續發展的影響力，

本校著重以成果為導向，推動社會責任與永續發展計畫。職是之

故，永續發展微學分課群強調學習成效導向的智慧教學、「做中學、

學中做」關鍵能力的培養，並透過校務研究發展與回饋機制追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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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學習成效及教師教學研究品質，以促進自我評鑑與自我改進，落

實教學創新，厚植師生實力。

一、以「永續發展微學分―藥安全 藥健康」課程為例

「永續發展微學分―藥安全 藥健康」課程所關注的永續發展

目標議題為 SDG3「健康與福祉」、SDG4「優質教育」。本校藥學

院發展宗旨與目標主要在發揚中國藥學特色，結合西方現代藥學新

知，促進中醫藥現代化，提升中草藥應用價值、用藥安全及國民健

康，以造福人群。其中最大特色為以中西藥一元化，培育融貫中西

醫藥之藥學專業人才。本課程屬於跨學院通識，由藥學院三位具中

西藥各領域專長之專業教師團隊以合授方式進行教學，藥學院藥學

系、藥妝系學生不得選修。

為期 9 周課程安排如下：「課堂（Classroom）」中，讓學生知

曉中西藥物的使用與風險等基本觀念，以中草藥及西藥用藥安全實

務為推動場域學習重點。進入「場域（Field）」，以鄰近場域（水

湳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為據點，透過藥學專業教師團隊帶領修課學

生一起思考、規劃中草藥及西藥用藥安全資訊的宣講活動，並以耳

聽、口說（交談互動 )、鼻嗅、手觸等感官覺知方式增進學生與社區

民眾活動體驗的深刻度，從而達成推廣用藥安全實務之課程目的。

最後「成果發表（Project Presentation）」，透過海報（如圖 1，2）

和影片展現修課學生對生活中永續議題的觀察與思考，以確實能在

未來促進國人各年齡層健康生活與福祉。

經由腦力激盪，111 學年第一學期修課學生的創意主題為「與

疫情共存」，共發展出三項重點子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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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冠病毒疫情讓肌膚更容易形成斑點，疫情下皮膚症狀都

是長新冠惹禍？皮膚科醫師破除迷思。

（二） 普拿疼與其他乙醯胺酚的藥物有何不同？何謂三銅藥品？

學名藥與原廠藥有何差異？

（三） 藥物交互作用知多少？以口服抗病毒藥 paxlovid 為例；除

了清冠一號、Paxlovid，確診後還有哪些藥物可治療？

111學年第二學期學生的創意主題為「與地球共存」，亦發展出三項

重點子題：

（一） 化妝品保存三大關鍵，先別急著丟！這些過期化妝品還有

別的用途！

（二） 吃過期藥，等於吃錯藥，為什麼？藥丸變色的原因代表？

何謂藥物的賦形劑？

（三） 精準用藥：有人喝咖啡無感有人卻嚴重心悸失眠；乳癌賀

爾蒙 Tamoxifen 有人效果不好有人卻因嚴重副作用甚至停

藥；原來和個人天生藥物代謝酶的基因變異有關係。

「永續發展微學分―藥安全 藥健康」擔任主授課的林香汶老師

同時參與執行本校社會責任實踐基地（USR HUB）計畫，建置「食

藥安資訊網」平臺（如圖 3），其中「衛教影音」項目的中西藥物

用藥安全及相關食藥安小常識正是此課程修課學生期末專題產出成

果。而由此深化衍生出的「食藥安資源共享、共生共好」方案榮獲

「2022 第三屆《遠見》USR 大學社會責任獎」福祉共生組楷模獎；

「實在藥安全社會責任」方案獲「2022 APSAA 亞太暨台灣永續行

動獎」社會共融組銀獎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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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與疫情共存―藥安全藥健康 圖 2：與地球共存―藥安全藥健康

圖 3：「食藥安資訊網」平臺 https://foodrxcmu.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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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永續發展微學分―走讀水湳」課程為例

「永續發展微學分―走讀水湳」課程屬於人文與科技學院之

跨學院通識。目前本校人文與科技學院有三個碩士學位學程，尚無

大學部學生。易言之，全校各系學生均可修習本課程作為認列該學

院之跨學院通識。本課程嘗試透過水湳地區豐富的歷史文化地景調

查與自然生態解說等實作課程，帶領學生深入場域，以影像觀點養

成、文學創作和策展技能之培育，期使學生具備多元敘事及解決問

題能力。課程所關懷的永續發展目標議題為 SDG4 優質教育（終身

學習）、SDG11 永續城鄉（保護文化和自然遺產）、SDG15 保育陸

域生態（認識在地生態環境並採取行動）。

本課程自 110 學年第二學期加入「永續發展微學分課群」授課

行列，過去兩年，「課堂（Classroom）」中，結合本校「水湳機場

營舍」歷史建築文化資產再利用，以地方學、文史存續與在地連結

為主軸，並邀請專家及文史工作者協同教學，建構在地基礎知識。

進入「場域（Field）」，以 SDGs 議題規劃走讀路線，進行田野調

查蒐集非文字的史料，並透過實作工作坊體驗學習策略，以藝術再

現方式銘刻印記地方知識。「成果發表（Project Presentation）」，

以實作工作坊之鏡頭紀錄、文字書寫、素描彩繪等多元藝術創作作

品為素材，產出海報（如圖 4，5）與影片，闡述人與環境的關係，

紀實並見證水湳風土民俗之變易。

過去兩年，師生共踏查走讀了下列場域。以下簡述各場域特

色：

（一） 老樹公園：見證水湳機場歷史的百年榕樹、檸檬桉樹、年

輪景觀平台，以及日治時期水湳機場所遺留防空軍事掩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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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跡。

（二） 中央公園：公園基地位於水湳機場原址，配合水湳經貿園

區開發，除保留部分機場跑道以為空間歷史記憶，公園設

計定位在發展智慧、低碳、創新的生態公園。其中，實踐

Rudolf Steiner 人智哲學理念的 12 感官體驗區，使公園成為

絕佳的戶外教育場所。

（三） 校園公共藝術：除作為校園空間美化環境裝飾或學校治校

理念圖騰象徵外，透過共同記憶、共同主題與共同論述，

可啟發想像力與創造力，喚起對校園的歸屬感與認同感，

進而提升師生思考或反省層次。

（四） 紫微宮：外觀為半閩南式宮殿建築的紫微宮，座落於臺中

市北屯區陳平莊，是地方重要信仰中心，宮廟內主要奉祀

三官大帝，民間稱為「三界公」。

「走讀水湳」課程修課學生連續四個學期在期末聯合成果競賽

中表現優異，學生團隊獲得本校「社會責任與永續發展辦公室」頒

發獎金鼓勵，授課教師則獲頒獎狀表揚（如圖 6，7）。

肆、建議

為評估「永續發展微學分課群」修課學生之學習成效，課群於

第一次與最後一次併班上課時，針對學生修課前後之「知識、態度

與實踐行為」三個向度進行前後測，以瞭解學生修習永續課程的「學

習動機」、學習過程中對「課程規劃」、「課程內容與教學設計」

的回憶與理解，以及學生主觀陳述該課程中獲得的「收穫」。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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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能給地方帶來實質改變，提升高教公共性，發揮大學的社會影

響力，本校引進 SROI 方法學，在永續顧問公司協助下訪談修課學

生並繪製成果事件鏈，提供課群教師永續課程實施與修正之參考

（中國醫藥大學，2023）。

經由第三方的評估報告，亦覺察本校所開設的永續發展微學分

課群之所以卓有成效，大多仍仰賴學生自身的「積極性」和「自主

學習動力」。因此，建議未來相關課程規劃與活動設計，應先強化

永續議題對學生的關聯性、重要性以及應用性，並且須結合更多認

知與實踐行動融合的學習計畫（中國醫藥大學，2023）。

圖 4：沉浸在中央公園―走讀水湳 圖 5：校園公共藝術―走讀水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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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11-1 期末成果競賽獎狀 圖 7：111-2 期末成果競賽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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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議題問題解決與永續行動方案―

以 SDG5「實現性別平等」為例

廖珮如 /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王國安 /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摘 要

聯合國永續發展 17 項中的 SDG5，針對社會中的性別不平等提

出檢視方向。在臺灣，性別平等議題的討論同樣方興未艾。以技職

體系為主的大專校院，如何透過課程內容與形式的安排，讓學生能

理解議題，並能以合作討論的方式提出行動方案以求問題解決？我

們認為，在大學課程中，通識課程最能以跨領域思考回應社會對永

續的時代需求。

王國安師的「臺灣小說與公民意識」課程，以當代臺灣針對性

別平等的公民議題討論，與當下正待解決的性別平等問題，透過敘

事文學與公民議題的結合，以及 PBL 問題解決導向學習的活動設

計，讓學生透過分組合作學習與角色扮演的方式，以「線上公民議

會」、「公民讀書會」與「永續行動讀書會」等不同形式令學生能

在個別社團的資料蒐集與共享，共時性與非共時性的激盪討論，提

出對性別議題的解決方案。

再者，屏科大以熱帶科技農業為發展核心，其生源主要來自

技職體系，也因國際合作推廣已久，校內外籍生來自東南亞、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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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非洲、中南美洲等而有不同的國籍地域文化差異。廖珮如師的

「性別、身體與勞動」課程，因有本國生與外籍生的組成，在教學

過程能從學生的討論分享中觀察到臺灣與其他國家在面對性別議題

時的不同看法。且屏科大的外籍生又多來自以農業為主的國家，其

性別議題的討論給臺灣學生更大的思考刺激。

廖師於課程中，讓學生能夠透過訪談各科系學長姐在職場上所

觀察到的性別平等問題，以及性別議題在生涯發展上的影響，真實

呈現學生在未來職場上所可能面對的問題。進而在性別不平等的議

題中，讓學生透過討論學習，最終目標是做出行動計畫，透過具體

行動、宣傳標語宣導等方式，改變性別不平等的現象。

關鍵詞：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5、實現性別平等

壹、前言

2015 年，聯合國宣布了「2030 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使得 SDGs17 項核心目標，短短時間

內成為全世界的共同話題。在聯合國以全球的視角分析出的 17 項指

標中，從環境、資源、人權、性別、城鄉等方方面面，都在提示各

個國家最應急迫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並非理想性的信念實現，而

是重大且影響深遠的世界難題。聯合國所分析的，是在全球發展的

過程中「誰是受害者？」。從國家、族群到個人，從環境到社會，

在全球化的脈絡下，全球議題和人類的共同命運該如何定義與解

決，聯合國提示 17 項（除第 17 項的全球夥伴關係外）核心目標，

具體、完整亦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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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科大自 1924 年創校以來，長年致力於發展友善農業、環境

保育、循環經濟，在永續發展的概念蓬勃之前，就已積極投入永續

行動，2023 年綠色大學評比，連續九年蟬聯全國冠軍。貫徹綠色大

學「環境保育與永續發展」的宗旨，屏科大在綠能、教育、研發等

多項領域都有施力，從各院所的課程規劃著重環境能源再生、生態

防災等永續議題，到學術研究的縱向知識培育，業界實務實習的橫

向技術奠基，持續串連校內外的資源，在綠能環保專業技能及人才

培育上深獲國際肯定。而在這以農為本的技職高教體系中，SDGs17

項核心目標在環境、能源議題外，人文、社會等議題討論與價值建

立，也融入於教學中，讓學生對世界的永續發展能建立完整的思考

體系。

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中的 SDG5 為例，本校在性別平等的

議題，具體落實在通識課程中廣開性別平等相關課程，如「愛情、

婚姻與家庭」、「性別、身體與勞動」、「性別與心理健康」、

「Gender,Visual Culture,and Multiculturalism」、「Gender and Mental 

Health」等；再如本校通識特色課程「通識教育講座」，亦透過全

校性共同必修的講座形式課程，舉辦性別平等相關講座如「戲劇與

性別」、「性別權力的對話—認識數位性暴力的多元交織性」、「法

律的極限—METOO 事件的省思」等，透過具體的課程與講座，形

塑重視性別平等意識的校園氛圍。

以下，透過「性別、勞動與身體」、「臺灣小說與公民意識」

兩門通識課程的內容與形式的安排，介紹課程如何能讓學生理解

性別不平等的議題，並以合作討論的方式提出行動方案以求問題解

決。藉由大學通識課程，訓練學生以跨領域思考進而實現社會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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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永續的時代需求做出回應。

首先，屏科大做為技職高教體系，可以觀察到學生容易以「某

某行業需要體力，所以不適合女生從事」為由，勸阻女性同學參

與部分科系的實習活動。女同學也時常反應，她們在升學選擇科系

時，父母、家人或師長常以「女生不適合做這個」為由，試圖說服

他們改變科系選擇。除此之外，工學院的男學生也常常在尋求職涯

建議時，提及家中長輩期待男生讀工程、機械、資訊，比較能賺

錢養家，擔負男生一家之主的責任。上述現象與陳婉琪和許雅琳

（2011）的研究相符，臺灣的科技大學普遍有性別隔離現象。性別

化的職業別，直接影響到接受技職教育的學生。技職取向教育（如

專科、技職性大學）的性別隔離現象遠比一般大學嚴重許多，乃因

技職取向教育與勞動市場密切相關，技職教育的性別隔離現象直接

反映勞動市場的性別隔離現象。技職體系的性別隔離現象，乃是全

球探討技職人力訓練時皆會提到的問題（Ray & Zarestky, 2022）。

基於上述研究與教學現場觀察，我們發展課程讓學生能夠理解

「性別」的不同面向—微觀的個人性別處境、鉅觀的性別社會關係、

性別刻板印象形成的性別區隔等議題，以此建立科技大學通識課程

對 SDG5 性別平等指標的回應。「性別、勞動與身體」這門課程的

理念，便是希望能透過不同主題的介紹，增進學生對性別、勞動與

身體議題的反思，並透過社會學和性別研究的角度，讓學生認識這

些議題與社會結構之間的互動關係。

同樣的，「臺灣小說與公民意識」課程，透過敘事文學與公民

議題的結合，以及網路合作學習，讓同學能針對議題與文本內容的

深入討論後，能建立對不同議題的認知理解，進而提出對當代仍懸

而未決的問題解決方案。其中，關於女性、同志與勞動環境中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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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議題，自課程建立伊始即為重要主題，本文亦將透過本課程針對

性別平等的議題的討論，作為主要呈現。

貳、「臺灣小說與公民意識」課程

本課程以融合當代臺灣公民議題的敘事文本為主要授課內容。

「敘事文學」的本質就是「故事」，故事是理解世界的過程（邱于芸，

2014）。敘事文學的可貴之處，正在於透過故事的創造，讓讀者得

以透過故事深刻理解社會、理解世界、理解歷史以及理解自我。舉

凡公民認知、科學趨勢、歷史溯源、個人心理與社會群像，都是敘

事文學的涵涉範圍，不同課程皆可以敘事文學融入以實踐其跨領域

連結。

美國哲學家 Martha C. Nussbaum（2010）認為，透過文學的想

像，可以拓展自己的經驗邊界，獲取更多訊息，更重要的是，透過

對故事中的人物、情節與背景的理解，故事所賦予人的暢想的力

量，將能讓我們看到人的豐富性、複雜性與獨特性，以愛、同情與

仁慈為出發的思考，能去除原先在現實社會中未經反思的歧視與仇

恨。如此，在敘事文學的教授中，學生於文本中對人物情境的感同

身受，經過教師的適當引導，於討論的過程中實現文本的擬情理

解，對文本情意面的信念與價值，將有更深刻的體會。

「臺灣小說與公民意識」課程，便是建基於敘事文學跨領域呈

現的可能性，以敘事文本結合臺灣各類公民議題如遊民、同志、女

性、土地正義、能源、環境…等，「政府→人→土地→社會→世界」

的課程邏輯，選用各類公民議題來建構單元主題從個人到臺灣以至

世界的議題理解之十八周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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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為能實現學生經合作學習、共同討論進而建構對議

題的理解，本課程透過社群媒體融入課程，並以網路合作學習的教

學策略，以及 PBL 問題解決導向學習的課程設計，使學生對當代

公民議題的理解能建構於課堂教授、主動學習、同儕討論之上。且

今之學生所熟習的社群媒體（如 Facebook、IG、Line…等），多樣

豐富且即時的資訊，加上不限成員所在位置的共時參與，都使今之

網路合作學習有更新與多樣的形式，也更增加了學生資料蒐集與共

享，同步與非同步討論合作的可能性，Liaw et al.（2008）認為，

Web2.0 對於合作學習有其正面影響。且學習者在網路合作的環境

中，學習者可以其先備知識連結網路資訊，主動學習，且在知識分

享上更省時，也展現更高效率。本課程利用社群媒體 Facebook 的

分組社團，讓學生進行非同步的資源共享，更具多元性與即時性，

在效率上明顯高於傳統課堂分組討論，且在分組同步討論的聊天室

中，成員間的即時性互動與協商，亦展現更高的成效。

本課程以臺灣當代公民議題為討論主題，並以當下尚未解決的

問題事件讓學生討論並提出最佳方案，如此與社會、人情、倫理相

關的思考，以真實問題讓學生進行角色扮演參與討論更具意義。如

Parker（1995）認為，倫理教學與問題導向學習之特徵十分相似，

且在倫理教學中經常運用道德判斷之兩難情境引發學習者動機與思

考，而此種兩難問題正是極佳的問題導向學習問題來源。「臺灣小

說與公民意識」課程的 PBL 問題設計如「線上公民議會」，正是以

討論當下懸而未決，有正反雙方不同意見僵持無法解決的公民議題

為主，PBL 問題情境的真實性，將能使學生更深入理解公民議題的

兩難情境，並從中探尋最佳的處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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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臺灣小說與公民意識課程社團示意

在課程設計上，自開設「臺灣小說與公民意識」課程開始，

便成立臉書社團「臺灣小說與公民意識」做為課程延伸的主空間 

（圖 1），每次課程都將成立新的臉書社團，由教師及 TA 為管理

者，該門科目的修習同學皆為社團的當然成員。在課程期間，於課

程社團分享各類公民議題相關之時事新聞、雜誌專題、短片、電

影、書評書介等，要求參與課程的學生皆需針對貼文內容作回應。

在過程中，當今社會最受重視的性別平等議題之相關新聞時事與雜

誌專題等於各類議題中佔比較高，也讓學生能在對當下所發生新聞

的理解中，檢討與發現對性別不平等現象的成因與內涵。此為本課

程透過社群媒體結合所能達致的教學成果。課程社團貼文隨當學期

時事產生，如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時，有關於嬰兒尿布臺多裝置在

女性廁所，不便於父親幫小孩換尿布的討論，社團貼文分享與同學

討論如下圖 2 所示：



　永續發展與社會參與104

University and College General Education in Taiwan in the 21st Century

圖 2：【臺灣小說與公民意識】課程社團貼文與學生回應示意

本課程並加入 PBL 問題解決導向的教學設計，使學生網路合作

學習能結合當代議題做深入討論，並能提出解決方案，首先設計以

「線上公民議會」，教師先於課程社團中公布 PBL 題目讓學生選擇

並分組，分組後學生自行開設專屬該組 PBL 題目的社團，分組組員

為社團當然成員，教師要求學生必須於個人的分組社團進行資料蒐

集與貼文分享，讓學生在蒐集資料的同時也消化資料，並將自己消

化的內容分享給全組同學。並且為了能讓同學更能進入問題的討論

中，請同學先設想問題事件可能參與其中的角色，並各自選擇角色

扮演，在整理資料時透過角色進行思考與評價，讓問題事件有更多

元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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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線上公民議會」中，透過當下正懸而未決的問題討論，分

組同學透過資料蒐集、線上討論，為問題的解決取得最具共識的方

案。如 2018 年同婚公投結束後，所提出問題為「面對這次的公投結

果，同志議題在臺灣的環境中會有怎樣的改變？在教育、民法，甚

至憲法上，又將如何因應此次的公投結果？未來又應該以怎樣的方

向作開展，方能改變大眾的想法，達到婚姻平權的目標？」；而在

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施行法通過後，當學期所提出的問題則為「婚姻

平權終於在臺灣實現。但同志家庭是否可以擁有與自己有血緣關係

的孩子，人工生殖、代理孕母等在臺灣仍有可預見的爭議，請問同

志家庭如何可能實現擁有自己血緣關係孩子的夢想？」，在婚姻平

權問題成為公共討論的核心時，也成為課堂同志議題組別的同學討

論的問題，對於學生的學習動機，以及當下資料蒐集與討論成果等

皆能有效提升。

除同志議題的平權問題外，與性別不平等相關的議題，更可能

出現在跨國婚姻、黑工寶寶等問題情境中，如對外籍配偶的權益問

題討論時，2018 年的課程便以當時正討論的「歸化」問題為源，提

出「《國籍法》明定，外國人要歸化我國籍，除要連續 5 年、每年

合法居留 183 天以上之外，並規劃修法，要求必須『無不良素行』，

且外籍配偶若有『妨害婚姻』的行為就無法歸化我國。請問是否有

更好的修法方向與想法？」其中性別議題便涵蓋跨境工作與文化差

異等，學生經分組社團資料蒐集、線上共同討論後提出最佳共識，

於期末報告中展現其討論成果，成果內容可參下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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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學生對外籍配偶權益問題的討論成果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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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公民讀書會」中，以與公民議題結合的敘事文本為學生

分組閱讀書目，其中與性別不平等議題相關之書目如吳曉樂《你的

孩子不是你的孩子》（教育、親子與女性）、黃惠禎《我和我的 T

媽媽》（同志家庭）與平路《黑水》（女性與媒體）等。於開學第

一週公布書目後給學生選擇時間，第三週時確認所選書籍，各書籍

學生名單確定後再採異質性分組，每組再個別創立自己的書籍研讀

社團，並請學生購置該書開始進行閱讀，給學生一個月針對該書的

閱讀時間，並透過「五大佳句分享」、「新聞時事延伸」與「文本

分析」三個階段，讓學生能深入研讀各組所研讀書目。透過資料的

蒐集與共享，以及線上共同討論的「公民讀書會」，讓學生能討論

出敘事文本對議題的理解，以與書籍相關的新聞時事，及對書中角

色情境與情節的討論，經全組共同討論並整理，讓他組同學能理解

書籍的內涵與該組對相關議題的討論。

透過敘事文本與公民議題的結合，社群媒體融入課程所帶來

的非共時性議題研討，共同問題的討論與資料蒐集，及共時性的線

上會議討論，提出最具全組共識的問題解決方案，以及對所研讀書

籍的深刻理解，其中所涵蓋 SDG5 的性別平等，是學生普遍最有興

趣，並能有良好討論成果的議題組別。

參、「性別、身體與勞動」課程

一、課程理念與主題

本課程主題的設計，希望使學生能跳脫傳統框架，以開放、

多元的思考去面對當代的社會議題，透過課堂上社會議題的小組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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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提升學生對性別刻板印象、身體意象、性別化經驗的敏感度，

並培養批判反思的公民意識。從身體社會學和性別研究的角度設計

本課程，分週探討身體如何被社會建構、再現、規訓和操作，並連

結至與技職體系學生切身相關的勞動議題。課程內容如下表 1：

表 1：「性別、身體與勞動」課程內容

1 身體社會學概論 解析社會文化、經濟、政治等因素，如何影響

性別化的身體，讓學生了解性別不僅是生理差

異，更具有社會建構的意涵。

2 變身與修身 探討不同文化中的身體改造傳統，及其與性別

和社會階級的關聯。

3 醫療、生殖與身體 探討醫療科技如何介入生殖、塑造女性的身體

經驗。

4 性暴力與身體 闡述不同形式的性別暴力：性騷擾、性侵害、

性霸凌、家庭暴力等，解析性暴力對身心的創

傷影響。

5 勞動與身體 解析技職人力訓練的性別隔離現象，探討性別

與勞動的互動，及勞動對身體的影響。

6 全球化與身體商品化 探討身體在消費資本主義中的商品角色，探討

流行文化中的身體意象與商品化現象。

二、課堂活動與成果

課程進行方式則透過不同的案例故事、議題討論與分組活動，

引導學生思考性別與身體的複雜面向，課堂活動示例如下：

（一） 在介紹性別研究的觀點時，考量本課程是通識課程，便以

1990 年代以降在女性主義、公衛、健康照護、社會政策

與社會工作、心理健康等領域，應用度相當高的交織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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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nshaw, 1991）作為本課程理解性別的主要框架。「性

別」的幾個面向：原生性別（或生理性別）、法定性別、

性別身份認同、性身份認同（或性傾向）、性別特質等，

讓學生了解身體能夠展演性別的不同面向，而性別化身體

的社會建構皆有其特殊的時空與文化脈絡。透過身份認同

輪（圖 4）的填寫與小組討論，促進學生理解個人身份類別

的多樣性與社會環境之間互動的關係。

圖 4：身份認同輪（取自：《暗夜裡的北極星：多元性別 X 性別暴力實務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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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講到身體意象與審美觀的歷史演變時，以纏足的歷史為

例。女性裹小腳的議題，呈現自宋朝以降，儒家教條規訓

女性身體的方式、小腳作為前現代中國性文化的一部分。

及至明末清初的中國，解纏足將女性身體視為國族復興、

國家興盛的象徵（高彥頤，2007）。在日治初期的臺灣，

天足則被視為現代化的象徵，更是女性得以進入西方傳教

士辦理的現代學校的門票（游淑珺，2010）。透過纏足的

歷史解說，讓學生更加了解父權體制如何作用在女性身體

之上，也透過此一案例，讓學生了解審美觀的歷史建構、

女性身體與國族主義之間的關係。在課堂上便可帶出議題

討論如：不同時期的審美觀與「性感」有什麼差別？當時

的社會對於男性身體和女性身體的要求有什麼不同？

（三） 在探討技職體系中的性別隔離現象時，課堂便以全球技職

人力訓練中的性別化現象為例討論。許多經濟體的特色

是，職業上僵化的性別隔離現象（垂直與水平），這現象

使得男性與女性在職涯選擇上傾向於選擇社會上認為適合

該性別�色的職業。在水平的性別隔離現象中，女性的職涯

選擇相對限縮。在垂直的性別區隔現象中，女性的職涯選

擇則較為低薪。職業訓練系統提供的訓練往往延續性別刻

板印象，而非挑戰這些刻板印象。

1. 為了讓技職體系的學生更加了解技職人力訓練中的性別刻板印象

與他們日後生活的切身關聯性，課堂分組活動先提供數個家庭生

活情境，讓學生透過家庭開支的計算，討論男主外 / 女主內、育

兒、老人照顧等的「價值」，探討女性從事照顧工作及情緒勞動

的低薪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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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分組討論範例 1

2. 課程的期末報告則以「他人的身體」為主題，以訪談或拍攝記錄

短片的方式記錄下身邊的人勞動的身影，以研討會海報形式呈

現，於期末課堂上展示，讓修課同學到各組觀賞及討論。例如，

獸醫系的學生訪談已進入業界的獸醫系校友，透過問卷調查方

式，了解不同性別的畢業校友在職場的處境。水產養殖、動畜等

系所的學生，透過檢視實習場域、業界工作環境，探討不同性別

的從業人員，在養殖及畜牧場所的勞動處境。高年級的學生在做

期末報告的過程中，提前瞭解未來實習場域的環境，反思性別化

的身體在不同的場域中可能會遇到什麼樣的性別處境，例如，與

傳統的畜牧場所相比，現代化的畜牧場所較不仰賴體力，因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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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能夠反思「女生不適合做這行的傳統」。抑或是，某些科系的

學生會重新思考，系上老師說，「女生不適合去哪些地方，因為

上廁所不方便。」這樣的情況下，能不能設計什麼樣的產品讓女

生也能到達他們想去的地方。

（四） 以性暴力與身體為例：性別平等教育法雖已通過實施多

年，多數學生對於性別暴力、性暴力等議題的了解仍相當

模糊。透過個案探討，幫助學生理解性別暴力的成因、影

響，以及如何提供支持與協助。除了知識面與法律面的理

解，課堂活動也藉由不同的案例討論，讓學生從「情緒與

身體」的角度，試著理解性別暴力事件中雙方當事人的情

緒、感受。

圖 6：分組討論範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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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培養同理能力的分組討論內容

肆、心得與建議

一、「臺灣小說與公民意識」課程

在社群媒體融入課程後，學生表達意見的意願增加，且能更

迅速地針對不同議題的討論提出個人的意見，不論在分組社團或是

分組的線上公民議會、公民讀書會等，都能在社群討論中以更有效

率的方式完成線上討論，此對相關課程的活動設計能提供良好的範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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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針對性別議題的討論，亦可看見成長於性別平等教育環境下

的學生，對於性別議題的關注，以及對女性、同志族群相關議題的

關注。由學生的課程社團貼文回應，相關問題的資料收集與共同討

論等，性別平等議題的討論都能更為有效且全面。

然而在面對性別平等相關的議題時也可注意到，學生雖然有對

性別平等相關態度的建立，但對性別議題可尋求的外界援助，在法

制上、社會安全網上、在公眾討論成果上所知較少，所以若要針對

問題進行永續行動的思考時，問題解決過於理想化而無法於現實世

界落實。對此於課程中應加入更多臺灣針對當代公民議題的實際問

題討論與處理情境的資料蒐集與討論，可令學生對該類議題有更深

入的理解與提出解決問題方案的實際性。

二、「性別、身體與勞動」課程

任教於科技大學多年的經驗，看見技職體系在高職端對於公民

課程的忽視，因而缺乏對於自身所處環境的性別刻板印象、性別暴

力迷思、性別化勞動、性別隔離現象等的敏感度。然而，僅由知識

面來講授本課程的主題，學生難以感同身受，唯有在課程進行方式

上，設計互動式的教學活動，方能訓練學生的自我覺察能力、深化

學生對當代議題的思考與視野。加之，本校國際生於課堂上與臺灣

學生討論性別的文化差異時，常常讓雙方有更多學習交流的機會。

國際學生既能藉此了解臺灣的風土民情，臺灣學生也能了解不同國

家與性別相關的習俗與法律，培養國際觀點。

綜觀本課程數年來的授課情況，學生理解當代社會議題的方

式，往往必須透過親身體驗，且必須具備階級敏感度，導入較多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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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階級的切身議題，像是雙薪家庭中女性的照顧工作與職場的低薪

現象，藉由實際的案例故事，貼近學生的生活經驗，在課堂上較能

引起學生討論的興趣。未來在技職體系開設性別平等相關課程時，

可採取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feminist standpoint）觀點，從日常生

活的案例出發設計課程內容，以貼近技職體系學生的生活經驗，促

進學生於課程中反思日常生活中的性別刻板印象、迷思或偏見。

對應全球對永續發展目標的聚焦，以及本校從整體環境到教室

教學對永續校園的營造，永續發展 17 項目標連結了本校校務發展的

具體方向。而其中對性 SDG5—「實現性別平等」，本校透過通識

課程的深化，引導學生自我察覺與共同討論。尤其公民議題的討論

因在當下的時空中發生，所以在通識課程中常能引起學生的學習動

機，透過良好的課程活動設計，將能觸動學生以同儕互動討論合作

學習的方式提高對議題的理解，進而建立正確的態度。以本文的兩

門課程可見，性別平等的議題在大學的通識課程中，若能更結合學

生習慣的訊息溝通方式（如社群媒體的融入），或是與學校自身的

特色為觀察指標（如屏科大的技職特色）等，將能帶給學生更深入

的觀察視角，學習動機與成果也必然將獲得有效的提升，也更將進

一步，建立學生對實現性別平等的動機與信念，成為對臺灣社會有

好的影響，值得期待的良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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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培育關懷社會之現代公民而推陳出新

的通識課程：

以生物科技與倫理及食在有安全課程為例

魏明敏 / 雲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副教授

楊秀雯 / 雲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助理

壹、雲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預見未來之理念

雲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自實施以來，課程旨在培養具知識整合

能力、國際競爭優勢、人文與科技兼備之優秀人才。除了教授學習

科學與科技綜合下的多元文化之創新力，以及建立國際視野之國際

觀外，更加入社會與文化倫理下的公民素養之道德力，以及社會關

懷之實踐力。自 110 年開始更結合聯合國永續發展（SDGS）17 項

目標，積極推動以善盡大學社會責任。

雲科大通識教育 2.0 乃是以學生為核心，點燃學生熱情，協助

學生打造獨特的生命舞台，進行跨領域解決問題之人才培育。師生

關係轉變為夥伴關係，從「學生應該學到什麼知識」，轉換為「如

何協助學生培養關鍵能力」。以跨領域統整為課程原則，將無法自

動成為力量的知識，透過知識場域的問題意識討論，培養學生觀

點、促進連結、建立關係、發展意義，經由辯證為價值，落實為行

動實踐，從而產生力量。

在雲科大通識精神基礎下，所開設之通識教育課程須涵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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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社會」、「美學」、「科技」、「產業」等五大領域，並

具有整合性、全觀性、前瞻性特質，跨領域統整促進學生建構具有

問題意識的觀點、連結、關係與意義，以面對解決未來社會公共性

議題。引領學生進行多層次的交織對話，五大領域互為主從，相互

為用，對學生的生命育成及對社會公民的養成發揮積極作用。

貳、為培育關懷社會之現代公民的通識課程規劃

教育部於 108 學年度起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倡導

素養導向教學，突破原有的學科知識框架，讓知識不再只是知識，

而是能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面對全球化時代來臨，人才、資訊快

速流動，作為培養全人教育的基礎，通識教育是高等教育重要的一

環，是提供學生跨領域學習的重要機制；因此，如何培養當代人的

視野、格局、素養及能力，需要透過通識教育養成，期待從十二年

國教銜接到通識教育，使不同學習階段可以串連，形塑成全球化的

公民。本人依據此理念設立教學目標，旨在從科學知識的懂觀念，

到科學素養的融入生活，以培育關懷社會之現代公民。並結合聯合

國永續發展（SDGS）中之健康福祉及環境永續兩項目標，積極推

動以善盡大學社會責任。期以博雅教育之活出價值與意義，使先成

為人；再以通識教育之活得快樂，成為公民；而後以專業教育之能

活，進而成為士農工商（見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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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教育

通識教育

博雅教育活動與環境
美學境教、
社區參訪、
服務學習、
活動講座…

公民基礎能力
國文、英文、
數學、物理、
化學、體育

公民通識
國際視野、
在地思維、
社會關懷、
藝術涵養…

3.
活出價值與意義
先成為人

2.
活得快樂
再做為公民

1.
能活
而後成為士農商工

全人教育到全面教育整體架構

生涯發展所需能力及涵養往下遞增

匠

師

圖 1：從全人到全面教育的整體架構

茲以「生物科技與倫理」及「食在有安全」兩門課程為範例，

分別說明課程所面臨之狀況與解決之方法、以及如何設定教學目標

與課程規劃。

一、課程所面臨之狀況與解決之方法

茲以「生物科技與倫理」及「食在有安全」兩門課程為範例，

分別說明課程所面臨之狀況與解決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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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狀況 1：修課學生先備知識差異懸殊

由於生物科技與倫理及食在有安全課程與生物學、化學以及

生物化學等學科多有關聯，然而雲科大五個學院：工程學院、管理

學院、設計學院、人文與科學學院及未來學院，皆無與生物類相關

之科系，僅工程學院有教授化學相關之課程。又部分修課學生未修

習過生物或化學相關課程，相關先備知識差異懸殊，使得教授此課

程極具挑戰性。如何以學習者為中心，有效評估修課學生的知識程

度？如何調整授課以協助修課學生學習？又如何使修課學生有良好

的學習成效？這些都是授課教師需面對重要且必要之課題。

解方：善巧運用學習評量，配合調整課程內容，以了解及協助學習

狀態

學習評量是教與學過程中相當重要的一環，若授課教師能審慎

規劃運用學習評量，使教學目標與學習成果相互結合，定有益於教

師教學以及學生學習。若教師於學期初以學習評量評估學習者的知

識程度，繼而依據學生程度適當調整課程，引導學生學習方向，當

可增進學習成效。又於課程中填寫學習單評量，學生因知識而產生

的外顯行為，以及學習過程中的參與情形，使教師可充分了解及協

助學生之學習狀態。並於期末以學習評量測試，除可反應學生之學

習成效外，更可作為教師日後調整改善課程之依據。

2. 狀況 2：由單向講授科學知識到雙向互動的學習模式

目前授課方式趨勢已由以教授者為中心的傳統講授方式，轉向

成為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模式，授課教師需善巧運用師生互動之

課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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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方：課程設計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措施

以學習者為中心，藉由期初評量有效評估學生知識程度，調

整授課內容，多元互動式課程活動協助學生學習。課程規劃由教師

講解後、引導提問、以個案討論來促進學習、教練引導如何解決問

題、課程結束前強化回顧、課後填寫表單以了解學習成效，以及學

生的回饋建議。以多元教學活動激發學習興趣、填寫課堂學習單加

強上課參與感、提供範例協助課堂發表作業之進行、同儕互相評論

及觀摩、設立課程網頁即時呈現學習成果、藉由雲科大網路學園及

Eclass 平臺增進師生互動、透過平臺了解學習狀態、將課程教材置

於雲科大網路學園及 Eclass 平臺及課程網頁，以利學生自主學習。

3. 狀況 3：提高學習興趣，並融入科學素養

教學目標旨在從科學知識的教授，到融入科學素養。理論的

內容雖重要，但較艱澀枯燥；活動雖活潑有趣，但知識乘載度需足

夠。藉由多元課程活動提高學習興趣，並融入科學素養，乃是一重

要課題。

解方：以多元化課程活動引導式學習，提高學習興趣，並融入科學

素養

課程內容採視覺化簡報內容及時事議題相關之影音材料，以

提升學習興趣；多元課程活動，包含：教師講授引導、小組討論、

腦力激盪、觀摩學習、個案研究、校外專業人士專題講座；多元評

量方式係以課堂表現取代紙本考試，課堂表現，例如：出席參與狀

態、活動表現、學習單書寫及口語表現；以課後線上填寫表單了解

學習成效及回饋建議。課堂發表及學習單提問融入相關時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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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藉由「問題導向式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使學生置身實

際問題情境之中，引導跨領域統整知識、分析問題、設計思考、解

決問題。透過課堂發表及學習單可了解質性科學素養之學習成效。

4. 狀況 4：單一紙本考試無法全面反應出學習成效

學習成效不應僅止於學科測驗，學期成績應是知識與學習行為

的總和，包含量化及質化兩部分，尤其是質化的科學素養融入，需

善巧運用學習評量。

解方：以多元成績評量取代單一紙本考試，以充分了解學習成效

教授與學習互為一體兩面，密不可分，整個學習過程包含了教

師針對教學目標的建立、學習者了解授課內容方向、教師依學習者

設計作業、學習者執行作業、教師與學生之間的相互溝通等，而教

授者與學習者雙方的合作狀態，會反應於學習成效。學習成效評估

的核心應包含評估學習者的知識層次、由知識而產生的外顯行為以

及學習過程中的參與情形等。因此，評估需要充分融合於教學活動

中，並理解學習成效不應僅止於學科測驗，學期成績應是知識與學

習行為的總和，可知善巧運用學習評量的重要（黃淑玲，2011；黃

淑玲，2013）。教授與學習是個複雜的過程，需要依照教學目標設

計學習目標，並選擇合適的作業類型或學習活動，評估學生參與後

達成學習目標的程度；依據評估結果也可適度調整教學設計（Maki, 

2010）。若學習目標、教學目標與評估三者彼此配合良好，可使

教、學更有效率。教學過程除了知識傳承，也可藉由評分結果引導

教學方向與學習，而非符合考題要求的制式想法；這就是學習成效

學者所提倡的「教學是為了達成學習成效準則，並非為了考試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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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概念（Walvoord & Anderson, 2010）。

課程成績評量以多元評量方式取代單一紙本考試，分別有：出

席狀況、課堂討論、課堂學習單、課後測驗、課後回饋省思、課堂

發表。活動表現，包含：課堂參與表現、Eclass 學習完成度、主動

提問及回答、各組團隊表現、配合及協助課程進行、特殊貢獻，如

自發參與相關志工活動與研討會等。

二、設定教學目標與課程規劃

茲依據雲科大通識教育之理念基礎下，以生物科技與倫理及食

在有安全之課程為範例，分別說明設定教學目標及課程規劃。

（一） 範例 1：生物科技與倫理

因參與執行 101 學年度教育部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跨領域計畫，

倫理思考課群之子課程：生物科技與倫理，課程內容融入公民核心

能力，及多元之課程活動，故以此年度課程為範例。

1. 生物科技與倫理課程之教學目標：

貫穿各單元的核心問題，乃如何從道德倫理的角度制定生物科

技的範疇，以尊重關懷萬物生命，以期達到萬物共存共容之境界為

理念。

本課程內容規劃為三大單元，課程內容綱要如下：

第一單元「新生」：依序為：簡介課程、介紹生命起源、說明

細胞與遺傳物質、闡述生命的奧秘、隨後進行課堂發表一「介紹自

己 - 建構自我價值觀」。

第二單元「生活」：依序為：說明衰老過程、討論長生不老之

問題、「禍從口入 - 飲食與癌症」專題演講、以正確態度面對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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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進行課堂發表二「關懷人群 - 撰寫精采人生史」。

第三單元「生物科技與倫理」：依序為：「生物技術應用於

營養與食品科學」專題演講，議題討論採世界咖啡館方式進行，包

括：幹細胞、複製羊、再生醫學、基改植物、基因轉殖動物等。時

事議題：訴豬民意，包含上課、討論、行動劇錄製及海報製作、以

及課群公投宣傳，為四門通識課程：企業倫理、環境倫理學、生死

議題與生命關懷、生物科技與倫理。隨後進行期末回饋週，確認成

績，回顧課程內容，強調倫理之重要性。

2. 生物科技與倫理課程之相關活動設計：

(1) 分組討論方式：全班修課學生共 34 人，分成四組，上課時依

組別就座，除方便討論外，並可增進互動。印製通訊錄，以利

互相聯繫。課程活動，包括：課堂討論、課外參訪、課堂發表

等，皆依組別進行，以期養成團隊合作精神（見圖 2）。

圖 2：分組討論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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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堂學習單：以學習單取代點名方式，期望學生能熱烈出席認

真上課。學習單內容設計可使同學了解單元之重點所在。課後

將學習單上傳網站，可互相觀摩學習（見圖 3）。

圖 3：未來地圖學習單

(3) 課堂發表：「介紹自己 - 建構自我價值觀」，期能賞析自我及建

構自我價值；「關懷人群 - 撰寫精采人生史」，期能經感同身

受，進而實踐對人群之關懷。

(4) 世界咖啡館：生物科技議題，包括：幹細胞、複製羊、再生醫

學、基改植物、基因轉殖動物等，分組討論採世界咖啡館方式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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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專題演講：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講師李依蓁營養師「禍從口

入 - 飲食與癌症」（見圖 4）、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鍾雲琴教

授「生物技術應用於營養與食品科學」。

圖 4：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講師李依蓁營養師「禍從口入 - 飲食與癌症」演講

(6) 課外參訪：鴻豆王國臺灣精品咖啡參訪，旨在了解有機栽種、

基改食物以及公平貿易。

(7) 課群公投活動：時事議題「訴豬民意」，分成「關健食客」、

「食在有安心」、「食點大小聲」、以及「花媽這一家」四組。

由老師先教授瘦肉精相關的知識、搜尋資料及探討方向，之後

分組討論，進行行動劇錄製與海報製作，以及課群公投宣傳（見

圖 5）。公投活動：101 年 5 月 15 日公投、6 月 18 日期末課群

聯合成果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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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時事議題訴豬民意―瘦肉精行動劇錄製花絮

（二） 範例 2：食在有安全

自民國 103 年起開設食在有安全課程後，不斷參考學習加入關

懷社會議題之課程活動，至 106 年逐漸調整完成，又自 110 年起加

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之健康與福祉及環境永續之課程規劃，因此

以 106 至 110 年間之課程為範例。

1. 食在有安全課程之教學目標：

認識從產地到餐桌相關的食安知識，透過教師引導省思食品安

全對群眾的影響，並能關懷參與食安的社會議題。訓練培養學生融

會貫通各面向知識之能力，學習對可能發生的食安問題具備思辨能

力，建立正確的觀念與執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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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內容規劃為三大單元，課程內容綱要如下：

第一單元「民以食為天」：依序為：簡介課程、食物分類、食

品標示、每日飲食指南以及國民飲食指標。透過課堂發表一「我的

飲食評估」紀錄自身一日三餐及點心並進行紀錄與檢討，實際操作

驗收。

第二單元「食以安全為先」：依序為：飲食與健康、加工食品、

國內外食品安全事件以及吃的食物安全嗎？訓練培養學生有能力將

所學的知識，配合蒐集的資訊，對自身一天的飲食做詳細評估，藉

課堂發表二「享受飲食無負擔」分析討論可能發生的食安問題，並

嘗試面對解決，實際操作驗收。「享受飲食無負擔」課堂發表二自

110 學年起調整如下，製作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之健康與福祉及環

境永續之宣講議題影片，包括：無痕飲食、食物銀行、綠色餐飲、

蔬食無國界、在地好食材、減塑新生活、剩食終結者等議題，實際

操作實踐。從產地到餐桌專題演講。

第三單元「美食當前談安全」：課堂討論議題包括：基改食品、

自煮飲食需注意的事項、外食飲食需關心的事項以及辨別網路食安

消息等。

2. 食在有安全課程之相關活動設計：

(1) 分組討論方式：每學期修課學生人數不定，至多 50 人，分成八

組，上課依組別就座，除方便討論外，並可增進互動。印製通

訊錄，以利互相聯繫。課程活動，包括：課堂討論（見圖 6）、

課堂發表、課堂宣講等，皆依組別進行，培養團隊合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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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06 學年下學期食在有安全課堂分組討論

(2) 課堂學習單：以學習單取代點名方式，期望學生能熱烈出席認

真上課。學習單內容設計可使同學了解單元之重點所在。課後

將學習單上傳網站，可互相觀摩學習（見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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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09 學年上學期食在有安全課堂填寫學習單

(3) 課堂發表：「我的飲食評估」，紀錄自身一日三餐及點心並進

行檢討，實際操作驗收；「享受飲食無負擔」，詳細評估自身

一天的飲食，分析討論可能發生的食安問題，並嘗試面對解

決，實際操作驗收。自 110 學年起調整為製作聯合國永續發展

目標之健康與福祉及環境永續之宣講議題影片，包括：無痕飲

食、食物銀行、綠色餐飲、蔬食無國界、在地好食材、減塑新

生活、剩食終結者等議題，實際操作實踐。

(4) 分組討論議題：包括：基改食品、自煮飲食需注意的事項、外

食飲食需關心的事項，以及辨別網路食安消息等。

(5) 專題演講：「從產地到餐桌演講」，106 學年上學期有機達人沈

金松農場主人（見圖 8 及圖 9 回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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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06 學年上學期有機達人沈金松農場主人「從產地到餐桌」專題演講

圖 9：106 年上學期食在有安全專題演講回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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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生物科技與倫理」及「食在有安全」之特
色成果

茲以「生物科技與倫理」及「食在有安全」兩門課程為範例，

分別說明課程特色成果。

一、生物科技與倫理課程活動及學習成果分享：

1. 學習成效分析：

以 101 學年下學期生物科技與倫理之修課學生為對象，進行

課程學習成效分析，實際完成評量之學生數為 34 人（工程學院 14

人、設計學院 10 人、管理學院 7 人、人文與科學學院 3 人）。由於

修課學生專業背景相差懸殊，為兼具知識承載度及學習成效，故於

學期第一週進行期初評量測試，以評估學生程度，做為教師調整課

程之依據，更可使學生知道學習方向；並於學期末再以相同題目進

行期末評量測試，以評估學生學習成效。

評量測試題目分為了解程度及了解內容兩部分，第一部分了解

程度，針對複製羊、幹細胞、基因療法、基因改造食物及基因轉殖

動物五個課題，選擇項目分成四等級：從沒聽過為 0%、有聽過但不

清楚為 25%、有一點基礎概念為 50% 以及高於基礎概念為 75%。第

二部分了解內容，依課程內容設計 20 個問題，四個答案選項。

期初評量結果如下，第一部分了解程度，基因改造食物課題近

半數之了解程度為 50%；複製羊及幹細胞課題近半數之了解程度

為 25%；基因療法及基因轉殖動物課題超過半數沒聽過，經教師調

整課程後教授，於期末再以相同題目進行評量測試，五個課題超過

半數之了解程度皆高於 50%，相較於期初評量之了解程度進步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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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圖 10、11 及 12）。

1

12

16

5

0 1

11

22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0

5

10

15

20

25

30

A B C D
百

分
比

(%
)

數
量

了解程度

基因改造食物期初

基因改造食物期末

選擇項目分成四等級：
A：從沒聽過為0%
B：有聽過但不清楚為25%
C：有一點基礎概念為50%
D：高於基礎概念為75%

35.29%
47.06%

32.35%

64.71%

五項議題：
複製羊
幹細胞
基因療法
基因改造食物
基因轉殖動物

圖 10：期初基因改造食物課題近半數了解程度為 50%，期末超過半數之了解程度

高於 50%

0

16

12

6

0 1

13

2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0

5

10

15

20

25

30

A B C D

百
分

比
(%

)

數
量

了解程度

複製羊期初
複製羊期末

2

24

5
3

0
3

19

12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0

5

10

15

20

25

30

A B C D

百
分

比
(%

)

數
量

了解程度

幹細胞期初
幹細胞期末

47.06%

58.82%
70.59%

55.88%

35.29%35.29%38.24%
0

圖 11：期初複製羊及幹細胞課題近半數之了解程度為 25%，期末兩者超過半數之

了解程度皆高於 50%



　永續發展與社會參與136

University and College General Education in Taiwan in the 21st Century

18

14

2
01

4

15 14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0

5

10

15

20

25

30

A B C D

百
分

比
(%

)

數
量

了解程度

基因療法期初

基因療法期末

17

13

3
11

5

18

1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0

5

10

15

20

25

30

A B C D

百
分

比
(%

)

數
量

了解程度

基因轉殖動物期初

基因轉殖動物期末 52.94%
41.18% 44.12% 41.18%

38.24%
50%

52.94%

29.41%

圖 12：期初基因療法及基因轉殖動物課題之了解程度超過半數為沒聽過，期末兩

者超過半數之了解程度高於 50%

第二部分了解內容，二十題期初評量平均答對 7.82±1.95 題，

以滿分 100 分計，換算得分為 39 分，全班 34 人答對 10 題以上僅 6

人；期末評量平均答對 15.50±3.11 題，以滿分 100 分計，換算得分

為 77.5 分，全班答對題數皆超過 10 題，且 20 題全對者計有 5 人，

佔 14.7%。相較於期初評量之了解內容，答對題數由 7.8 題大幅增加

為 15.5 題，進步題數超過 7.7 題之多（見表 1）。透過期初期末評

量測試結果之明顯差異，足見修課學生有正向積極的學習成效（魏

明敏等，2018）。

表 1：期初及期末了解內容分析

答對題數

期初 期末

全班 7.82±1.95 15.50±3.11*
第一組 7.00±1.51 15.75±3.11*
第二組 8.70±1.83 14.70±3.40*
第三組 7.29±0.95 14.86±2.19*
第四組 8.00±2.69 16.67±3.46*

表內數值為平均值 ±標準差；* 表示在 P<0.05 的信心水準下存在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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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時事議題公投活動：

為配合課群時事議題「訴豬民意」公投活動之進行，須於 101

年 5 月 15 日公投日前完成行動劇及海報宣傳。分成「關健食客」、

「食在有安心」、「食點大小聲」、以及「花媽這一家」，共四組。

由老師先教授瘦肉精相關的正確知識及探討方向，之後分組討論，

進行行動劇錄製及海報製作。為避免重複，特別將組別區分方向，

降低雷同及抄襲之可能性，四組方向如下：

「關健食客」組：負責蒐集瘦肉精事件之臺灣現況及相關新聞

事件。

「食在有安心」組：負責說明瘦肉精之名稱、結構、用途、副

作用。

「食點大小聲」組：負責整理各國對使用瘦肉精之規範及標準。

「花媽這一家」組：負責提供選購安全肉品之原則。

(1) 時事議題訴諸民意 - 瘦肉精宣講：

教導訓練學生上網搜尋資料，以及學習專題報告之技巧。藉由

分組進行「訴豬民意」行動劇錄製及海報製作，此分工合作讓不同

科系領域之同學，能夠相互交流彼此專長，練習人際溝通與互動學

習（見圖 13）。透過公投活動培養學生之參與民主政治能力，以及

面對爭議所需之傾聽、溝通，與尊重各方意見之民主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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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時事議題訴諸民意―瘦肉精宣講成果

(2) 模擬公民投票―「訴豬民意」開票結果：

題目 1. 您是否贊成擴大開放美國豬進口臺灣？

同意：240  不同意：867  廢票：38

題目 2. 您是否同意以擴大開放美國豬進口，作為臺灣與美國簽

定 FTA（自由貿易協定）的交換條件？

同意：406  不同意：707  廢票：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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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模擬公投結束後之延伸思考

公投結束後，結合課群公投活動資料進行延伸思考，使同學能

深入省思此議題。

二、食在有安全課程活動及學習成果分享：

1. 學習成效分析：

以 106 學年度下學期之食在有安全課程之修課學生為對象，進

行課程學習成效分析，實際完成評量之學生數為 49 人（工程學院

21 人、管理學院 20 人、設計學院 7 人、人文與科學學院 1 人）。

有鑑於修課學生專業背景相當懸殊，故於學期第一週進行期初評量

測試，以了解學生程度，並做為調整課程之依據；另於期末以相同

題目再次進行期末評量測試，以評估學生之學習成效。

評量測試題目分為關心程度、了解程度以及食安內容等三部

分。關心及了解程度分別針對食物分類、食品標示、每日飲食指

南、國民飲食指標、飲食與健康、加工食品、食安事件、基改食

品、自煮飲食需注意的事項以及外食需關心的事項等十個議題，由

學生自我評估程度（數值介於 0 ～ 100%）。

調查結果顯示，期初及期末之關心程度前三名皆相同，由高到

低依序為：外食需關心的事項、飲食與健康、自煮飲食需注意的事

項；期末之了解程度前三名由高到低依序為：外食需關心的事項、

自煮飲食需注意的事項、飲食與健康；期末十個議題之自我評估了

解程度較期初皆有顯著增加（見表 2 及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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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期初及期末關心程度依序分析

議題 期初排序 議題 期末排序

外食 77.0±19.1 外食 78.1±19.8
飲食與健康 71.6±20.9 飲食與健康 76.3±18.5
自煮飲食 69.7±25.1 自煮飲食 74.5±21.1
食安事件 65.7±22.5 食安事件 74.1±16.9*
加工食品 60.4±23.3 每日飲食指南 70.9±19.5*
每日飲食指南 58.0±22.7 加工食品 70.7±19.1*
食物分類 57.9±21.4 國民飲食指標 67.9±19.0*
食品標示 54.0±23.5 食物分類 65.8±20.4*
國民飲食指標 53.6±27.5 基改食品 65.1±18.4*
基改食品 52.4±25.0 食品標示 64.5±19.6*

表內數值為平均值 ±標準差；* 表示在 P<0.05 的信心水準下存在顯著差異

表 3：期初及期末了解程度依序分析

議題 期初排序 議題 期末排序

飲食與健康 57.8±19.6 外食 77.1±12.6*
食物分類 57.3±17.6 自煮飲食 74.7±13.8*
食品標示 54.7±18.5 飲食與健康 73.9±14.0*
外食 52.9±19.0 每日飲食指南 73.3±14.6*
每日飲食指南 50.1±20.0 食物分類 71.3±15.3*
自煮飲食 49.6±22.2 國民飲食指標 70.6±16.5*
食安事件 45.8±19.4 加工食品 69.1±12.9*
加工食品 44.7±16.7 食安事件 67.6±15.1*
國民飲食指標 44.2±22.1 食品標示 67.6±15.6*
基改食品 35.6±18.1 基改食品 64.6±13.8*

表內數值為平均值 ±標準差；* 表示在 P<0.05 的信心水準下存在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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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初評量十五題食安內容全班平均答對 9.4±2.0 題，以滿分

100 分計換算得分為 62 分，有 27 人答對 10 題以上（佔 55.1%）；

期末評量答對 11.7±2.0 題，以滿分 100 分計換算得分為 78 分，有

44 人答對 10 題以上（佔 89.8%）。從期初及期末評量測試結果之顯

著差異顯示（見表 4），修課學生之學習成效正向且積極（魏明敏

等，2019）。

表 4：期初及期末食安內容了解分析

答對題數

期初 期末

全班 9.4±2.0 11.7±2.0*
第一組 8.7±2.4 12.7±2.3*
第二組 9.3±1.4 10.3±1.8*
第三組 11.3±1.9 11.5±2.1
第四組 8.2±1.8 10.0±2.0*
第五組 9.0±2.2 11.1±1.4*
第六組 9.0±2.7 12.7±1.3*
第七組 10.0±1.6 13.0±1.0*
第八組 10.3±1.4 12.0±1.6*

表內數值為平均值 ±標準差；* 表示在 P<0.05 的信心水準下存在顯著差異

2. 實踐關懷食安議題活動：

首先，訓練培養學生有能力將所學的知識，對自身一日飲食

做詳細評估，透過課堂發表一「我的飲食評估」將自身一日三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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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心進行紀錄與檢討，實際操作驗收。藉由課堂發表二「享受飲食

無負擔」，製作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之健康與福祉及環境永續之宣

講議題，包括：無痕飲食、食物銀行、綠色餐飲、蔬食無國界、在

地好食材、減塑新生活、剩食終結者等議題，實際操作實踐（見

圖 14）。課堂討論基改食品、自煮飲食需注意的事項、外食飲食需

關心的事項以及辨別網路食安消息等。並將宣講資料置於課程網站

中，以供觀摩學習。透過課堂發表及課程討論，建立正確的觀念與

執行力，因重視而確實將所學應用於管理自我飲食安全，進而影響

週遭人群的觀念與行為。

藉由創新的教學方式與實踐關懷食安議題之作法，不論是在質

性上及分數上，均顯示修課學生的學習態度正向且積極。

綠色餐飲承諾的六項原則

• 優先採用有機友善食材
• 遵循永續生海洋原則
• 優先採用當地當令食材
• 減少資源耗損與浪費
• 減少添加物使用
• 提供蔬食餐點選項

綠色餐廳三項行動

• 遵守綠食宣言的六項原則（逐步實踐）
• 在綠媒體網站揭露餐廳的食材來源
• 在餐廳內消費者可見區域懸掛綠食宣言旗

全台綠色餐廳名單

• 為了可以樣民眾更加容易綠色餐廳
• Green Media 製作了綠色餐廳名單

• 現在全台有超過100間綠色餐廳
• 綠色名單會持續更新

綠色餐廳

• 現在有不少的餐廳都參加了綠色宣言

• 綠色餐廳就是參加了綠色宣言計劃的餐廳

• 在Green Media 網上在為綠色餐廳制定專訪

• 可以令到餐廳有更多人認識

• 有同時可以透過餐廳宣揚綠食的理念

圖 14：110 學年上學期食在有安全之課堂發表「享受飲食無負擔」綠色餐飲宣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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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一、教學心得：

1. 省思：

多年來教授膳食療養、臨床營養及公共衛生營養等培育營養師

專業訓練課程，大多以單向式，傳授知識理論為主，但因學習者先

備知識足，且對此專業訓練課程企圖心強，接受度高，並未發現不

妥。後來致力於推廣飲食教育時，因學習者先備知識不均，逐漸出

現單向式教授知識理論為主的教學困境，因此開始進入師生雙向互

動式之教學模式。又因參與執行 101 學年度教育部現代公民核心能

力跨領域計畫，倫理思考課群之子課程：生物科技與倫理，將公民

核心能力融入課程內容，培育成為現代公民。並有機會跨領域分享

共學，加入多元教學方式及教學活動，提高學習成效。

2. 學習：

終身學習是具影響力的教育思潮，亞里斯多德說：「所有人都

渴望知識，經由教育與終身不斷地學習，達到智慧的德行，才能享

受美好的人生」（Roche, 2017）。本著「做中學，學中覺，覺中悟，

悟中行」的信念。教學相長，因不懂而面對學習，讓授課教師了解

學生學習困境，才能以同理心相對，讓自身與他人皆得成長。深信

教學沒有奇蹟，惟反覆練習與修正而已。

又因應新冠肺炎由實體課程改為線上課程，面對如此變革，

師生都須調整步伐，才易順利推動教學活動（郭雅欣，2020；教育

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整合傳播部，2022）。也透過數位工具方便下

載及上傳作業，減少傳統紙本模式以達節能減碳功效，更方便將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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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數位化。課後方便將課堂錄影及課程教材置於雲科大網路學園

及 Eclass 平臺，以利學生自主學習。課堂學習單及課堂發表上傳網

站，可互相觀摩學習。

二、建議：

1. 致謝：

感謝教育部一直以來對通識課程的支持，請持續推廣通識教育

相關課程活動，讓通識教育理念獲得更多教師的認同與支持，凝聚

向心力，為提升教學品質及成效而共同努力。專題講座可豐富擴大

師生視野，並可與社會連結；以及教學助理可協助課程活動順暢運

作，請持續予以專案經費支持。

雲科大有全面 E 化的通識課程教室，為學生營造優質的學習

環境。教學卓越中心舉辦一系列的新師興學講堂講座，開闊師生觀

念及視野；通識教育中心持續辦理教學經驗分享共學，豐富教師教

學技巧技能。有幸任教於雲科大，主管共識支持，單位同仁極力協

助。雲科大通識薪火相傳，祈以小小火柴棒點燃學生的學習熱忱，

完成在校養成教育！

2. 建議：

為激勵學生主動學習，鼓勵參加各類課外學習活動，達成學生

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培養之目標，可推動實施「全人學習護照」，

透過制度化的引導驅動，提升通識教育的廣度以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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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科大通識教育中心教師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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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生活從培養生態素養開始

關婉玲 /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壹、大學通識教育培養世界公民　在全球永續社
會扮演關鍵的地位

大學教育的目標不僅是培養未來特定領域的專家，更旨在培養

能以專業能力進行正確決策。通識教育奠基於美國，已成為臺灣許

多大學培養學生成為世界公民的核心場域（黃俊傑，1997）。2007

年教育部推動「通識教育中程綱要計畫」，確立通識教育的最終目

標是培養大學生成為能表達、能批判、能研究、能創新、能行動、

能合作、能領導、具人文關懷、具全球意識的社會公民（林從一，

2014）。面對全球化的時代，人類社會在各個領域日益密切的聯繫

和相互依賴，全球性問題亦出現跨國的挑戰，大學通識教育更肩負

培養具有跨文化理解、全球視野和責任感的世界公民的目標。

在全球化的社會裡，由於氣候變遷、經濟成長、環境保護、社

會平權、貧富差距等難題日益嚴峻，2015 年聯合國宣布「2030 永

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包含可歸

類為社會進步、經濟成長、環境保護等三大面向的 17 項永續發展

目標，指引全球共同努力、邁向永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出：

大學教育在扮演培養具有問題解決能力的公民責任上是無庸置疑

（UNESCO，1980），更倡議整個教育系統都需要在全球永續社會

扮演關鍵的地位（UNESCO，2016），因此，大學通識教育在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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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公民的目標下，對於培養青年擁有永續知識及解決永續問題的

能力，以實踐永續、包容和和平的世界，責無旁貸。

貳、永續行動減緩青年生態焦慮

2021 年，國際醫學期刊《刺胳針》（The Lancet）針對 10 個國

家、1 萬名 16-25 歲的青年，進行氣候變遷感受的研究調查。十分之

六的年輕人對未來的氣候感到非常擔心，近一半對氣候變遷感到焦

慮，甚至影響他們的日常生活（Caroline. H. et al., 2021）。2022 年，

全球 31 個國家線上調查，65% 的人表示氣候變遷是「非常嚴重」的

問題，44% 的 30 歲以下受訪者表示，氣候變遷是不想生育的主要原

因，No Future No Children （Ettinger,2022）。年輕人對未來的看法

深受氣候變遷的影響，身心健康也受「生態焦慮」的傷害。

「生態焦慮」（Eco-anxiety）是一種深植於有關未來不確

定性的焦慮，通常伴隨著悲傷、憤怒、內疚和羞恥感，進而影

響情緒、行為和思想，可能感到絕望、無助感，以及情緒低落

（Stephanie,2022）。關於生態焦慮對於青年的未來的影響值得探究。

美國心理學協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2020）

的研究顯示：擔憂氣候變遷的人採取氣候行動的比例，比起不擔憂

者高出兩倍以上，高達四分之一尚未改變行為應對氣候變遷的人，

在個人親身體驗氣候變化的環境影響之後，會讓他們想要嘗試採取

氣候行動對減少氣候變遷做出貢獻―焦慮可以發揮適應功能，作

為一種未來導向的態度，可以做為威脅接近的訊號，並激勵人們做

出適當的準備（Barlow et al., 2019）。焦慮是一種警訊，提醒我們

必須要立即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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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培養「社會情緒參與的生態素養」作為行動
的下手處

美國哈佛大學心理學家霍華德•加德納（Howard Gardner）認為

必須脫離傳統的單一智能觀點，轉而提出《心智框架：多元智能理

論》，確認出音樂、肢體—動覺、邏輯—數學、語言、空間、人際

及內省等七種智能類型，在 1999 年出版《Intelligence Reframe》，

更加上第八種智能類型――自然智能（Naturalist Intelligence）

（Howard,2011）。自然智能是指了解並探索動植物、大自然環境和

注重生態保育的能力，在生態環境災難頻仍的二十一世紀，培養能

夠觀察、掌握環境，並與環境和諧共處的自然智能尤顯重要。

早在 1996 年，丹尼爾•高曼（Daniel Goleman） 利用大腦和行

為研究探索智力的另一個重要維度，出版《Emotional Intelligence: 

Why It Can Matter More than IQ》（Goleman, 1996）， 提 出 能

識別自他情緒的情緒智能和傳統的智能一樣重要；進而出版

《Social Intelligence：The Revolutionary New Science of Human 

Relationships》，指出社交能力與大腦發展強烈相關，也是生活

成功的關鍵因素（Goleman, 2006）。2009、2012 年，陸續出版

《Ecological Intelligence: The Hidden Impacts of What We Buy》 及

《Ecoliterate: How Educators Are Cultivating Emotional, Social, and 

Ecological Intelligence》，提出必須有能力了解消費背後對大自然的

隱藏影響（Goleman, 2009），強調將情緒智能與社會智能應用於對

自然系統的理解，此稱之為生態智能，情緒智能、社會智能、生態

智能三者呈現動態關聯，生態智能又稱為「社會情緒參與的生態素

養」（Goleman D. et al.,2012），以下簡稱為「生態素養」。以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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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內涵：

（一） 培養對所有生命形式的同情心（Developing Empathy for All 

Forms of Life）：培養理解和分享他人感受的同理心，延伸

到對所有形式生命的關懷。

（二） 將永續發展作為一種社區實踐（Embracing Sustainability as a 

Community Practice）：思考社區內關係網絡的質與量如何

決定人類集體生存和繁榮，並透過合作行動來加強這些關

係的價值。

（三） 使無形成為可見（Making the Invisible Visible） ：培養系統

思考能力，感知生命系統中相互之間的關係，或部分與更

大整體的關係，如此使無形成為可見，揭示人類行為對其

他人和環境的深遠影響。

（四） 預測非預期的後果―運用系統思考與實踐預警原則

（Anticipating Unintended Consequences-System Thinking &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盡可能地預測人類行為的潛在影

響，採用系統思考和預警原則作為培養保護生活網絡的指

導方針。

（五） 了解自然如何維持生命（Understanding How Nature Sustains 

Life）：理解健康生態系統中的成員只取其生存所需，不會

濫用資源，每個級別的生命之間互相支持，透過創造和滋

養社群來維持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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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永續生活與消費者行為」課程規劃與教學
設計

「永續生活與消費者行為」這門課以五種生態素養的實踐為課

程主軸，除了在知識層面上帶領學生認識 17 個 SDGs 永續發展目標

之內涵及案例相關知識，了解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的原因與現況，

探索跨越國境的塑膠與環境問題，以及循環經濟、永續農業與綠色

經濟、零碳行動與永續生活、能源綠電與公民電廠、消費者倫理與

永續消費等主題。更設計 SDGs 臺灣新聞小組報導、探究快時尚的

隱藏成本、市場田野調查、參訪永續商店、參訪永續農業與循環經

濟社區、永續生活週記等田野調查、體驗活動、社區參訪、生活實

踐。一學期 18 週課程規劃及教學設計詳如下表：

表 1：「永續生活與消費者行為」課程規劃與教學設計

週次 課程主題 備註

1 課程大綱暨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1 「永續發展自我效能量表」前測

2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2 SDGs 臺灣新聞老師示範報導

3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3 SDGs 臺灣新聞第 1 組報導

4 社會情緒參與的生態素養 1 SDGs 臺灣新聞第 2 組報導

5 社會情緒參與的生態素養 2 SDGs 臺灣新聞第 3 組報導

6 社會情緒參與的生態素養 3
SDGs 臺灣新聞第 4 組報導

一般商店田野調查說明並啟動

7 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 SDGs 臺灣新聞第 5 組報導

8 移地教學：永續商店尋寶記

9 跨越國境的塑膠與環境問題 SDGs 臺灣新聞第 6 組報導

10
小組期中報告 - 一般商店 VS 永續商

店商品健康、環境、社會等成本之

對比

SDGs 臺灣新聞第 7 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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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永續生活與消費者行為」課程規劃與教學設計（續）

週次 課程主題 備註

11 循環經濟 SDGs 臺灣新聞第 8 組報導

12 零碳行動與永續生活

SDGs 臺灣新聞第 9 組報導

期末報告「永續生活週記」說明並

啟動

13 消費者倫理與永續消費 SDGs 臺灣新聞第 10 組報導

14 永續農業與綠色經濟

15
移地教學：鎮西社區食農生態園地

參訪

16 能源綠電與公民電廠

17 期末「永續生活週記」口頭報告 1 「永續發展自我效能量表」後測

18 期末「永續生活週記」口頭報告 2
「永續發展自我效能量表」前後測

對照結果公布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編

透過覺察、感受、系統思考反思消費行為與個人健康、生態環

境、社會環境的相互依存關係，以此批判反思、認識、體會、實踐

五種生態素養之教學目標。並以改編之「永續發展自我效能量表」

作前後測之量化評量及各項活動的學習單心得等質性評量，評估學

生學習成果。

伍、課程實施與學生學習成果分析

以下分述課程及教學實施流程及學生學習成果，並以學生小組

報告 PPT，摘錄學生個人學習單上之書面心得做成果分析，其中資

料編碼原則，第一碼為學生代號，第二碼為話題單位碼。茲說明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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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每週 SDGs 臺灣新聞小組報導，啟發在地思維

課程設計先由教師介紹 SDGs 內涵及國外案例，並每週由學生

尋找一個月內發生的社會新聞，以小組做「SDGs 臺灣新聞報導」，

以持續關心社會中的永續議題，並透過討論，廣泛地與 17 個 SDGs

內涵做連結。

以某組同學進行地 2023 年 9 月 23 日民視新聞「推廣居住正義」

為例，同學們以 5W1H 分析新聞相關背景資料（圖 1-1）。提出以

臺灣的年輕人為關注對象，因為獲得工作機會的關係，年輕人必須

選擇都市居住，忍受惡劣空氣品質、交通與廢棄物等負面環境，且

在都市不論租房或是買房都是超過年輕人的負擔，年輕人必須被迫

接受不良居住品質且無法擁有自己住房的不正義，居住探討居住正

義與「SDG9 工業化、創新及基礎建設」、「SDG11 永續城鄉」、

「SDG16 和平、正義及健全制度」等 SDGs 目標的相關性。其他組

的同學透過學習單進一步回饋：長期背房貸，在高通膨的經濟環境

下的年輕人，也是一種貧窮與弱勢族群，年輕人被迫離鄉背井選擇

都市居住，還必須忍受無法照顧家人的心理壓力，建議在家上班制

度，確保工作機會平等，特別訂定興建平價青年住宅政策，減少不

平等現象，探討該議題與「SDG1 終結貧窮」、「SDG3 健康與福

祉」、「SDG8 合適的工作及經濟成長」、「SDG10 減少不平等」

之關聯性（圖 1-2），這是一個開放的討論，最重要的是將居住正義

的內涵加強接地氣的深度與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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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居住正義！ 「2023台灣社宅展」松菸開展
哽咽回顧社宅政策－民視新聞｜20230923

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L37U0rvI98

Who（人）-- 台灣年輕人(根據永慶房屋統計六都與新竹縣市「預售屋總價
中位數」，五年期間，漲幅11.9~139.3%不等)

What（事） --居住正義

When（時） -- 2023年9月23日
Where（地） -- 松山文創園區

Why（為何） --確保所有的人都可獲得適當、安全、可負擔的住宅與基本
服務

How（如何） -- 透過展覽，讓民眾了解社會住宅、落實居住正義的核心價
值。展覽除了說明社宅歷史和相關倡議活動，也介紹社宅
內容規劃、包租代管等政策，並且舉辦免費講座、工作坊
和表演，希望透過各項活動，讓民眾了解社會住宅實踐居
住正義的核心價值

圖 1-1：同學報告「推廣居住正義」新聞並以 5W1H 分析

和SDGs的關係

經濟成長 環境生態 制度管理

1 消除貧窮

10 減少不平等

1 消除貧窮

8良好工作與經濟成長

社會進步

3 健康與福祉

圖 1-2：同學們討論及延伸「推廣居住正義」這則新聞的 SDGs 深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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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教學活動除了培養學生熟悉 SDGs 外，引導同學從 SDGs

角度關心臺灣的在地議題，初探生態素養―將永續發展作為一種

社區實踐。

（二） 認識系統思考，探究「快時尚」的隱藏成本 

為了探究現代社會中，經常看不到的人類行為對他人和環境

的無數深遠影響，學習系統思考是必要的。從將問題簡化為孤立的

「部分」來分析問題的線性思考，轉向採用系統思考來檢查問題各

個「部分」間的聯繫和關係，使我們更善於預測系統某一部分看似

微小的變化，可能影響整個系統的後果。

當同學們知道，時尚業的碳排量佔全球 10%，是全球第二大汙

染產業，僅次於大家所熟知碳排第一的化石工業，表示非常驚訝。

課堂上以年輕人的喜愛―「快時尚」為例，以來自孟加拉，穿後

即丟的「快時尚」很便宜的衣服為主題，學生運用系統思考，小組

討論做出「相互依存圖」，探討其不只有表面上的 100 元，背後隱

藏的還有哪些成本（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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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繪製「相互依存圖」學習系統思考探究「快時尚」的隱藏成本

健康成本―衣服上的顏料染劑、重金屬殘留，是嚴重的致

癌物，影響消費者的身體健康，特別是皮膚、生殖、內分泌系統；

環境成本―排放廢水和化學物質污染河流及土地，洗滌衣服過程

合成纖維脫落，釋出的細小纖維―「微塑膠」，汙染海洋，危害

海中生物，另外，衣服布料最大的材料來源――棉花，需要大量用

水照料，製作一件棉 T 要用上一個人喝 3 年的水量，大量消耗水資

源；社會成本―勞工權益遭受剝削，聘用低薪女工、童工，婦女

的權益、童工的失學問題及安全也令人堪慮。

同學們發現，消費者是能發揮社會影響力，每筆消費都是為未

來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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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這門課才讓我了解到原來身上穿的衣服是要付出代價的，我們

不能只知道買買買，必須知道商品背後隱藏很多人權議題、永續發

展或健康問題（08-1）。

同學們發現「快時尚」並非平白無故的便宜，不僅自己要付

出隱形的健康代價，更有許多地方的人受苦，環境成本是地球母親

為我們付費了，透過這樣的系統思考，探究隱藏成本，學習到如何

「使無形成為可見」。

（三） 市場田野調查，參訪永續商店

在練習探討「快時尚」可能有哪些隱藏的健康、環境、社會

的成本後，進而將生態素養用在消費決策上。將學生分成十組，每

組搭配一種永續相關標章及指定類別的商品（表 2），請各組分別

上網查詢這些永續相關標章的背景、標準、發展歷程及其預警原則

的標準，並以一週時間進行實地田野調查，各組了解指定商品的產

地、成分、製作、運送及是否有警示等。

表 2：學生依照「永續相關標章及指定類別的商品」分組

組別 永續相關標章 指定類別商品

1 慈心有機驗證 茶葉、蔬果、賣場有機專區

2 慈悅潔淨認證 零食、保養品

3 綠色保育標章 蔬果、蔬果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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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學生依照「永續相關標章及指定類別的商品」分組（續）

組別 永續相關標章 指定類別商品

4 公平貿易、支持弱勢標章

國外進口：咖啡、巧克力、黑胡

椒；國內：支持庇護工場、支持

小農商品

5 有機棉、回收聚酯纖維 衣服、襪子

6 生物可分解袋、循環經濟認證 蔬果包裝

7 清潔用品 清潔劑

8 減塑包裝、網購循環包裝 一般賣場商品包裝

9 支持本土雜糧 雜糧及相關食品

10 永續食材指南
到一般賣場找有永續相關標示的

食品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編

第二週舉辦移地教學，參訪以永續為企業經營理念的商店，了

解其如何支持企業經營者永續生產、教育消費者消費行為模式、維

護弱勢生產者消費族群權益……等，並且到永續商店尋寶，認識永

續標章，探究預警原則，如果商品有介紹，也可以了解生產者及產

地的狀況（圖 3-1、圖 3-2、圖 3-3），尋找該組同類的永續商品，

同樣地也是了解商品的產地、成分、製作、運送方式及永續標章相

關內容等，並進行紀錄。



永續生活從培養生態素養開始　

21 世紀臺灣的大學通識教育叢書系列

161

圖 3-1：永續商店尋寶―認識蔬菜上的有機認證標章

圖 3-2：透過標章來認識預警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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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了解生產者及產地的狀況

第三週由小組期中報告，各組介紹分配到的永續標章，並且

整理、對比一般賣場與永續商店同類商品健康、環境、社會成本。

如下圖 3-4 蔬果調查為例，同學們展現「使無形成為可見」的生態

素養，能深入蔬果的表象，看到針對農藥、化肥，農民及消費者付

出的身體健康成本，汙染環境並影響全民水資源品質的環境成本，

破壞生物多樣性及生態性的穩定平衡，影響國家經濟的社會成本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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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整理、對比一般賣場與永續商店同類商品健康、環境、社會成本

同學們體會到各項永續標章背後的標準，顯示免除環境受到傷

害的預警原則。

我發現千萬不要等地球受傷了，再去彌補，不如一開始就依據預警

原則制定標準、公約，透過大家的遵守，保護我們僅有一顆的地球

（05-2）。

有了系統思考和預警原則，讓我知道在使用某樣產品時，要先思考

是否對未來造成什麼影響，再決定要不要繼續使用（02-1）。

發現消費者的影響力，可以幫助弱勢，支持小農，保護環境，

甚至保留社區傳統文化，將永續發展落實在社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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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根據這些標章選擇有機或是無添加物、幫助小農的產品，而

生產者與銷售者發現消費者喜歡這樣的產品，也會努力爭取認證，

這樣一來形成無形的共識，市面上也會有更多優質的產品。（01-1）

聽到為了保護茂林紫斑蝶的生存，里仁用保障價格收購，不僅愛護

環境，維護小農的生存，也保存了社區居民和紫斑蝶的文化連結，

真的很感動（07-1）。

了解企業如何支持永續生產、教育消費者、維護弱勢生產者及

消費族群權益……等，發現銷售者在守護大眾、土地健康、維護社

會正義，擔任關鍵角色，是生產者和消費者的中介。

最重要的要素是認知，在整個系統中銷售者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是

生產者和消費者的中介，往上對生產者進行契作及要求農家有機耕

作，往下對消費者透過商品增廣對於永續經營的意識（14-1）。

在整個永續商店參訪活動中，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覺察消費行

為與地球環境、生產者、銷售者的相互依存，「使無形成為可見」

的生態素養將更助於培養一個具永續意識的消費者。盡可能地思考

所有可能的因果關聯，預測人類行為的潛在影響，運用「系統思考

和預警原則」作為保護生活網絡安全的指導方針，實踐「預測非預

期的後果」這個生態素養。每個人在生產、銷售、消費這個大系統

中都可以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參與 SDG12「負責任的生產與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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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踐，生產者、銷售者、消費者誠信互助，達到良性循環，可以

更發揮對社會的正面影響力。

（四） 社區參訪，認識永續農業與循環經濟

2018 年斗六市鎮西社區發展協會成立「社區食農生態園地」，

由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潔綠永續創新研究中心專業指導，社區居民共

同經營，有有機農業種植、農業廢棄物處理、收穫、烹調、廚餘處

理的完整流程。

同學們體驗用洗菜水澆菜，用社區廚房的廚餘餵雞、養蚯蚓，

將蚓糞、雞糞與粗糠混合成為有機肥，種植有機蔬菜，雞生蛋、蔬

菜收成提供社區老人共餐，這是最低碳的飲食，這個社區型的食農

教育基地是透過居民的共識與努力而得的（圖 4-1、圖 4-2、圖 4-3、

圖 4-4）。

親自去餵雞、耕種，讓我們更有同理心去對待不一樣的生命。（02-

2）

我覺得創意雞舍最能感受到永續農業，有雞吃廚餘，而雞的排泄物

又回到田裏，很直觀的循環模式讓我印象深刻。（15-1）

社區能擁有這麼好的居民共識很難得！原來只要肯付出，一個社區

想要做到永續發展是可能的！（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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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除草、種植有機蔬菜

圖 4-2：用廚餘餵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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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愛護生命真體驗―抱雞

圖 4-4：低碳飲食製作煮蔬菜麵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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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親自見證「從搖籃到搖籃」，完全沒有廢棄物產生的永

續農業與循環經濟，認識了 SDG12「負責任的生產與消費」。也深

刻實踐了「培養對所有生命形式的同情心」、「了解自然如何維持

生命」及「將永續發展作為社區實踐」等生態素養。

（五） 大挑戰，永續生活週記

期末報告邀請同學設計個人七天的永續生活，每天上午、下

午、晚上各一次有覺察、有意識的永續行動，說明每次作法及原

因，並寫下「個人行動」心得。同時將七天「個人行動」延伸到「夥

伴行動」，一天邀請夥伴至少一人共同實踐永續生活，並請夥伴回

饋。以下分享幾則學生的報告（圖 5-1、圖 5-2、圖 5-3、圖 5-4）：

第1天-個人行動 日期：2024/1/2

怎麼做？步行出門
為什麼？
走路不消耗燃料，零排放。

怎麼做？節電，白天時用自然光
為什麼？
減少發電過程的碳排放，有助於減
少溫室氣體排放。

怎麼做？素食晚餐
為什麼？
吃素減少了飼養動物所需的資源，
降低溫室氣體排放。

個人行動心得：白天我通常會拉開窗簾，室內光線充足的話就不用開燈，能夠節電減少碳排放。晚餐想嘗試素食餐點，選
了一家沒有去過的餐廳，收穫了意想不到的美味，感受減碳生活的小美好。

上晚午下午上

圖 5-1：個人行動：每天早、中、晚都減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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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個人行動：重複使用，減少浪費

圖 5-3：夥伴行動：邀同學家聚帶環保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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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得:
學校這麼大，騎腳踏車

代步多方便，又能環保

節能減碳，出去附近龍

潭路買東西也是騎腳踏

車，但若是中午晚上吃

飯時間，騎腳踏車就比

較危險，龍潭路車水馬

龍，還有逆向行走的行

人，所以要多注意安全

，避免發生車禍意外…

Night

騎車趣

DAY2  夥伴行動 111.11.17

夥伴回饋:
上次跟李同學一起從學

校宿舍最裡面的地方，

騎腳踏車到斗六家樂福

，那天晚上天氣舒爽，

秋風季節，最適合騎車

了，騎起來很順，比較

沒車，差不多十多分鐘

就到了，跟騎摩托車差

不多，之後若想運動，

也可騎腳踏車到其他地

方晃晃…

圖 5-4：夥伴行動：邀請同學騎腳踏車代步，節能減碳

同學們透過這樣的個人與夥伴永續行動，綜合實踐了五項生態

素養，許多人突破很「不方便」、「很麻煩」的困難，養成帶環保

杯或餐具的習慣，體會到垃圾減量、愛護荷包……等好處，更重要

的是更願意盡一己之力，愛護地球，並能發揮影響力。

七天感覺過得很快，一開始帶環保杯或環保餐具，真的覺得很麻

煩，不想洗碗、洗杯子，還是硬著頭皮堅持下去，到第三、四天環

保杯已經變成我的隨身物品了，有些店家還會打折，讓我愛護地球

同時也愛護自己的荷包。感謝這堂課，我相信我會一直帶著環保餐

具，養成習慣，直到出社會還會。（09-1）

這一週我走路去吃飯、自備環保水杯、餐具，隨手撿了垃圾、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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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學會用紙袋不用塑膠袋、申辦了統一發票載具、自製了鞋

櫃、買了二手玩具，過得很充實，體會到原來平常不知不覺中，就

可以做那麼多有意義的事。（03-1）

透過邀請夥伴一起實踐，原以為朋友會覺得很麻煩很無趣，但他跟

我分享這是個非常有趣與特別的計畫，他的室友也在詢問，聽了簡

單講解後也回饋說非常新奇。（11-1）

陸、提升永續發展自我效能　在生活中展現生態
素養

自我效能感是指一種自己有能力影響決策過程的自我感受，為

了讓學生明確地瞭解自己在學習實踐過程中的進步，以增強信心、

提高實踐的動機及了解自己的影響力，本課程參考何昕家（2023）

改編自 Schwarzer（1993）所提出的「永續發展自我效能量表」，題

目如下：

1. 您有多少信心舉例說明永續發展的目標？  

2. 您有多少信心向別人介紹永續發展概念？ 

3. 您有多少信心利用永續發展知識解決生活環境問題？

4. 您有多少信心在永續發展的課程中展現自己的觀點？ 

5. 您有多少信心願意用永續發展的角度思考問題？

6. 您有多少信心向別人介紹自己是一位守護地球的人 ?

7. 您有多少信心與別人分享自己對於永續發展的作業？ 

8. 您有多少信心在未來生活與工作場域實踐永續發展？

9. 您有多少信心說服別人與您一起實踐永續發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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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學生在永續發展的知識、個人生活實踐、向別人分享、未來

生涯發展等為評定指標，採用五點量表計分，其標準為「1」非常

低；「2」低；「3」普通；「4」高；「5」非常高。

以 112 學年度第二學期的授課班為例，於學期初第一堂課及學

習末最後一堂課分別請學生做了前後測，取同學們得分的平均值

做了比較，結果如下圖 6-1，同學們明顯地在永續思考、行動、分

享，甚至生涯發展等各個指標都有進步。

圖 6-1：提升永續發展自我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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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一個學期的學習，同學們對於實踐五個生態素養在生活

中，有更深刻的體會：

（一） 培養對所有生命形式的同情心

對永續的覺察能力增強，更加注意自己的行為舉止是否傷害環

境，進一步改變消費習慣，體會垃圾對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傷害，培

養對各種生命的同理心。

現在外帶時使用自己的環保餐具，大大減少一次性垃圾，我決定不

讓海洋生物受到傷害。（01-3）

小心呵護草莓，草莓長了新芽，讓我覺得很有成就感，讓我更喜歡

自然中的萬物，想要觀察植物的小細節。（02-5）

這門課培養了我對環境改變的敏感性，讓我能夠更有效地採取具體

的行動，改變消費習慣，節能減碳，更願意參與社區的環保活動。

（19-1）

（二） 將永續發展作為一種社區實踐

願意在家、在學校、在宿舍或是任何場所去實踐永續生活，不

怕別人的異樣眼光，有勇氣去和他人討論永續議題，發揮影響力。

執行永續週記時，我遭到旁人的側目。有一次在彎腰撿垃圾時，有

位阿姨過來問我是不是錢掉了，當我跟她說我在撿垃圾時，她還蠻

震驚的，她說地球已經沒救了…。（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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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門課讓我刻意提醒自己在家、學校、宿舍或任何場所都能有永續

行動，願意實踐過程讓其他人看見，引起他們的注意，邀請他們一

起加入。（01-4）

我對注重環保和永續有更進一步的認知和實踐，會跟朋友討論永續

話題，這就是蝴蝶效應。（13-1）

（三） 使無形成為可見

體會到必須要探討真相，才不會只被表象的膚淺感覺而蒙蔽。

還學習到如何提問、批判反思及多角度思維，增強對環境時事議

題的關注，擴大認識永續生活對各個層面的影響，啟發對永續的興

趣。

之前在網路上看到海龜被吸管插入鼻腔，覺得海龜很可憐，卻沒有

認真探討背後的原因，也沒有在日常生活做出改變。（04-1） 

清楚地知道商品背後竟然隱含健康、環境、社會成本，讓我對「使

無形成為可見」更有感覺，更有動力實踐永續生活。（01-5）

我學到看待事情的看法是有很多面向，不能以一種角度去判斷一件

事，背後可能有種種因素。（24-1）

上完課會想到原來還會有這種問題，學會用 5W1H 提問來反思問

題，是我覺得我在這門課最大的幫助。（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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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不斷融合時事，讓我們更能意識到環境需要好好維護，讓自己

不斷關注社會議題。（20-1）

讓我知道永續對生活的影響不只是環境，還包括了經濟、教育……

等方面，不是我過去想的如此狹隘。（22-1）

生活在臺灣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如果不是這堂課，我可能永遠不

會知道其他落後國家正在遭遇不平等的事。（21-1）

我覺得循環經濟非常具有潛力，讓我開始對大三專題研究有了初步

的方向。（23-1）

（四） 預測非預期的後果―運用系統思考與實踐預警原則

開始關注消費者倫理，以系統思考了解消費習慣與整個大環

境一切生命的關聯，如何造成不可逆的負向迴圈。認可預警原則，

如何謹慎自己的行為，進而建構生產者、銷售者、消費者的正向迴

圈，創造永續生產及負責任的消費。

我開始覺察與反思個人的消費習慣，透過多元的網路資訊和老師的

上課講解，以系統思考發覺事情的各個面向，從不同角度找到更多

問題和癥結點。（05-1） 

購物時，我開始觀察是否有過度包裝，成分會不會造成環境傷害，

思考是否一時貪圖便利卻造成一系列的生態破壞與環境不可逆的永

久損害。（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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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發現大家比較常關注於消費者的環保問題，事實上生產者、銷售

者、消費者都要一齊協助地球的永續發展，這是每個地球公民的責

任。（05-3） 

（五） 了解自然如何維持生命

所有生物都是複雜的、相互關聯的大自然生命網絡的成員，健

康生態系統不會濫用生存所需的資源，互相支持以維持生命。

看見雲科大種這麼多樹，就覺得很健康又美觀，種樹還能行光合作

用，都是為了達到淨零碳排目標。（25-1）

我體會到大自然對於人類的重要，該如何修補和大自然的關係，人

類要多尊重大自然、多樣性生態和大自然共生，這樣對雙方比較

好。（06-2）

柒、教學歷程困境與突破

本課程已實施兩次，上述乃研究者在第一次實施基礎之上修正

的第二次課程架構、教學歷程與實施成果。在第一次實施後，發現

以下兩個問題：

第一，教師授課所採 SDGs 案例多為國外，學生對於 SDGs 和

臺灣社會的連結度不足，要實踐「將永續發展作為一種社區實踐」

這個生態素養，缺乏背景脈絡的支持。

針對此教學歷程中遇到的問題，研究者特別設計「每週 SDGs

臺灣新聞小組報導」，並引導學生以 5W1H 指標來提問，幫助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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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時事議題不僅能全面性探索完整的背景和詳細的信息，啟發在

地思維，更可以邏輯性地組織思維和表達，有助於分析情況，幫助

思考問題的可能根源，進而思考解決問題的可能性。

第二，在實踐「永續生活週記」時，部分學生表現出沉重、無

奈、無力，甚至抱怨、覺得要改變習慣很難等負面情緒。為此，研

究者特別請同學先針對自己已經能做到的設計「永續生活週記」計

畫，正如期末時有同學表示：「發現很多我平常會做的事也是永續

行動，這種感覺真的很好」（26-01），發現自己的生活中其實已經

有很多永續習慣，內心是很開心的。另外，研究者以「永續發展自

我效能量表」，在學習初及學習末做了前後測，也讓同學們知道一

個學期下來，自己其實在永續思考、行動、分享，甚至生涯發展等

各個指標的進步，以此增強同學們的自信及發現自己的影響力。

捌、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誠如瑞典的氣候行動者童貝里（Greta Thunberg）指出：「比起

希望，我們更需要的是行動，當我們開始行動，希望便無所不在。」

（Thunberg et al., 2020），克服無助最有效辦法就是為環境做些什

麼，改變習慣，邁向永續生活。本課程透過覺察與反思探討消費者

情緒、社會互動與行為、生態環境的相互依存，建立永續思維與生

活習慣，與志同道合的夥伴結為永續團隊，擁有社會連結，亦有助

於減少孤單、絕望的感受，而在實踐永續生活中，對永續發展的自

我效能覺察，有助於緩解生態焦慮帶來的沉重、無力等負面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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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透過實踐五個「社會情緒參與的生態素養」，不僅強

調了學生在永續發展實踐的自我效能，鼓勵了正向消費倫理的社會

參與，從而建立一個更加關注倫理的世界。更應證了大學通識教育

作為培養學生成為世界公民的核心場域，提升永續發展的公民效能

感，是大學生未來進行社會參與及自我實現的重要能力，不僅體現

了大學通識教育的核心價值，更展現大學通識教育的實踐力正是大

學發揮影響力的關鍵所在。

二、建議

本課程仍在進行中，同時持續彙整學生學習心得。建議採質性

研究方法，以「立意取樣」抽取研究對象，針對志願同學以半結構

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輔以小組報告、個人書面報告

等，進行資料分析及三角檢證，探究學生在課程中培養「社會情緒

參與的生態素養」的發展歷程，曾遇到什麼困難？如何突破？以此

做為下一年度課程規畫與教學設計調整之參考，並研發「社會情緒

參與的生態素養」量表，作為未來評量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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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課程的社會實踐策略―  
以神農街元宵花燈展為例

蕭百芳 /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壹、通識課程的在地關懷與社會實踐之始

近十年來臺灣大學裡的通識課程，隨著教育部的政策實施，有

了極大的轉變，以筆者的經歷，教育部於 95 至 98 年推行「優質通

識教育課程」，當時以基礎通識的課程為主，主要以「行動導向」

與「問題導向」兩個面向，透過學習者之合作解決真正問題（教育

部補助及輔導優質通識教育課程作業要點，2009）。

通識課程真正關懷在地與社會接軌，得到 100 年教育部推動公

民陶塑計畫，該計畫的「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畫」，積極的推

動「社會參與式學習」課程，鼓勵學生走出教室關懷在地（蕭百芳，

2018）。那個時期每個學校都嘗試如何引導學生關懷地方，如暨南

大學以「水沙連大學城」的想像，規劃「社會參與式課程」，讓學

生在水沙連大學城的場域進行議題觀察以及參與（社會參與式課程，

n.d.）。筆者負責推動本校社會參與式課程業務，103 年 2 月適逢臺

南市海安街道美術館的主要展品藍晒圖，一夕間被塗白，街道美術

館的場域為社會參與式課程「商業美學與文創藝術」的實踐場域，

於是透過地方文化資產維護與保存的概念，為學生上了一課，並用

快閃行動劇的形式，利用課群到場域田調的時間，跟逝去的藍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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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告別。這個公民運動，引起了媒體的注意（蕭百芳，2014；孟

慶慈，2014）。總之，透過公民陶塑的社會參與式課程，各校都在

摸索課程怎麼與社會互動以及培育學生關懷在地的素養。

107 年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聚焦在地連結、人才培育、

國際連結等面向及各項議題，期許 USR 計畫在大學社會參與中扮演

重要角色與推手。」（關於 USR，n.d.）。參與的計畫需選擇培力

的場域，以場域實踐為主軸，自是引動各校思考課程如何融入實踐

場域，關懷在地議題，擾動地方進而創生。通識課程初起因每校皆

在摸索中，都很直白地把社會實踐等於實作，所以通識課程很難達

到這項目標。但是如果社會實踐的人才培育能夠分成不同階段與程

度，那麼通識課程先聚焦在培養「有社會責任感的通識教育」（東

海大學共同學科暨通識教育中心，2023），搭配學生的專業基礎，

以及用做中學、PBL、行動研究等上課方式來與社會實踐接軌（周

芳怡，2019），那麼通識課程就有可能落實社會實踐。

貳、社會實踐創新課程與自主學習課程在本校實
施的機制

本校近五年來透過高教深耕計畫與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主

推創新教學與自主學習課程，其中因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本校

於第二期 110 年成立「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對於社會實踐的

課程有較完善的規劃，因而在第三期的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才

能推動社會實踐相關的學分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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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教深耕創新教學與社會實踐創新教學

本校於 107 年高教深耕計畫實行前，已先透過「106 年技專校

院教學創新先導計畫」作了教學創新課程與教師專業社群的規劃，

並獲得補助。通識課群的部分，有「職場英語展演力」、「失敗學

習與人類經驗發展」、「郊商文化的對話與對接―五條港 VS 月津

港」等六個課群。其中「郊商文化的對話與對接―五條港 VS 月津

港」課群，由筆者執行屬於跨校、跨領域的課群。該課群是由南臺

科大「走讀在地文化―五條港 VS 月津港」通識課程，與南榮科大

「臺灣文史觀光」觀光系專業課程組成。本校的「走讀在地文化―

五條港 VS 月津港」課程，採雙師共同授課，共同開發教材的模式，

上半學期由歷史專業教師搭配場域走讀，下半學期則由文創教師帶

領學生，將場域的歷史文化融入認識場域的桌遊開發。南榮科大

「臺灣文史觀光」是該校觀光系的專業課程，課程主要負責創新設

計鹽水地區的觀光導覽文案。該課群透過跨校合作，共同走讀，共

以兩地郊商特色作分組（蜂炮、燈會、美食、老街、廟宇等五組），

並以跨域合作的模式發揚在地文化，並促進兩地觀光發展，是本校

通識社會實踐課程的基礎與先導。

107 年高教深耕計畫正式開跑，本校延續先導計畫時期的策

略，對全校徵求創新教學課程計畫，並發展出南臺幣的激勵策略，

讓教師運用提升學習興趣。至於社會實踐的創新課程，初起也跟一

般的創新課程一起申請，到 110 年成立「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

開始對全校招募社會實踐類的課程後，統籌規劃本校 USR 計畫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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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課程，將社會實踐課程分類成「意識提升課程」、「在地參與

課程」、「在地議題構思課程」、「在地實踐課程」、「跨領域實

踐課程」五種課程類別。

二、通識教育中心的自主學習課程

本校的自主學習課程，因 105 年申請「核心能力本位的通識教

育創新～建構通識教育示範學校計畫」，其中在通識教育創新推動

的部分有四個方向：一是深化既有優質機制、二是推動通識核心能

力本位自主培育模式、三是深化在地關懷，創造在地價值、四是資

源共享與經驗分享。於是自主學習課程在 106 年，就成為本校通識

教育中心主要推動的項目之一。

課程分成自主學習類、專題學習類兩種。學分的採計分成未滿

一學分的微型課程、1 至 4 學分的一般課程以及 4.1 學分以上的深

碗課程（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核心能力本位自主培育課程實施要點，

n.d.）。通識教育中心為此成立「自主與專題學習分類通識課程成果

審核專案小組」（常見問題 Q&A.，n.d.），該學分屬於通識綜合實

踐類領域，成果通過評量後就直接採計為分類通識學分，不須辦理

學分扺免。於是從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試辦「通識核心能力本位課

程」，並於次學期起正式啟動。至於學習主題除了了解在地文化、

社區關懷與營造、社會變遷、知能學習外，只要學生想做的主題具

有知識承載程度、通識核心能力對應，都是可以成立的自主學習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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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從素養、構思到實踐進階課程舉辦神農街花
燈展

筆者因執行 USR 計畫，從 107 年起為 300 歲神農老街舉辦神

農街花燈展。初起因老街在 101-104 年由地方協會自籌款項，並申

請路權，當年就在路中央懸掛傳統宮燈，然當時未與街上住民討論

辦燈展的相關事宜，最終有住民反對燈展，因而畫下句點。老街掛

傳統的宮燈，是絕配讓神農街名聲大噪，引來許多百元販賣機與夾

娃娃機進駐，也招來媒體的惡評（簡怡欣，2018）。因此 107 年協

會與筆者想要重啟傳統燈展，找回老街該有的氛圍，是辦燈展的初

衷。針對 101-104 年的問題做修正，改採邀請住民一起來參與。神

農街燈展的模式約在 108 年定型，109 年已擴展成全街的活動。本

文將以今年（112 年）兔年神農街元宵花燈展為例，說明如何透過

各種管道與各類課程完成燈展。

如圖 1，為 112 年兔年神農街元宵花燈展的活動文宣，說明一

個燈展不僅有燈的展示外，還需要有活動來襯托，吸引人潮。兔年

燈展的眾多活動中，花燈作品的繪製主要是透過開設「在地文化的

維護與實踐－神農街兔年元宵花燈的彩繪實作」自主學習課程來完

成。其他如裝神弄鬼的街區遊戲，則是由專門設計老街闖關遊戲的

「在地文化與城市文創 - 老街文創與再生課程」產出，至於「商業

美學與文創藝術 - 在地文化與城市文創」課程，在燈展的角色屬於

素養的人才培力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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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兔年神農街元宵花燈展的活動文宣

一、素養：商業美學與文創藝術―在地文化與城市文創課

程

商業美學與文創藝術 - 在地文化與城市文創課程，以下簡稱商

業美學，主要是透過與實踐場域的老店或老屋合作，學生採訪老店

或老屋後，將採訪內容剪輯成介紹老屋的影片外，經觀察老屋空

間、環境與屋主對談，發掘問題意識或是老屋特色等，由此轉譯成

文創品的發想，進而嘗試將發想實作完成。

就上述的主軸，課程引導學生對場域的認識、關懷，進而聚焦

在認養老屋的了解與互動，採取的課程執行策略就是以走讀以及課

堂的翻轉教學來完成。基本上課程分成前半與後半，前半段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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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走讀為基礎，走讀前一週為下週走讀的準備，後一週則為走讀

收集的資料吸收，這種向前、向後一週交互融滲與堆疊的方式，建

立學生對於場域的關懷、認識與探索。三週走讀的設計如圖 2：

圖 2：三階段走讀單元的設計（蕭百芳，2020）

學生經初識、探索與融滲的階段，在上半學期已建立對於場

域與老屋的認識與情感。下半學期的主軸在將上半學期的學習與認

知，藉由課程的誘導與講座、業師指導等專業學習，萌發文創的發

想，最後轉譯成創生的文創品。如下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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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商業美學課程下半學期的課程設計

以 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為例，本課程在實踐場域與五間老店合

作，經過第一次場域大範圍的走讀認識場域，第二次學生對於認養

老店與其周遭環境觀察，第三次採訪認養的老店主人，讓學生學習

思考認養老店的特色與文創需求。再邀請場域文創店的執行長以講

座方式，除分享如何將地方知識融入設計外，作為觀光老街裡的文

創品，商業價值該怎麼思考。等學生設計出初稿的文創品後，又邀

請場域的文創品設計師與學生討論初稿的文創品設計。學生透過這

樣的課程學習，期末的心得撰寫，普遍覺得「學到了很多東西，不

只是做文創品這一個部分」還獲得認識老街文化與老店珍貴的故事，

「從零開始和組別的人一起作文創品」是很棒的體驗，很高興能為

「認養的老店盡一份心力」，而且也看到「文化的創新成果」，都

是因為修了這門課程。（課程成果 - 老店協作平臺，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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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學生端藉由課程認識場域、了解場域的經營現況，並

與住民互動，透過採訪住民了解場域裡的問題與需協助的地方，也

透過住民的業界經驗學習到文創美學與經營。住民端因與學生的互

動，了解本計畫團隊保存文化的方式與策略，也因此更認同計畫團

隊的場域經營，在每年元宵燈展的推動形成助力。

學生經過課程的培育，啟發了某些學生社會實踐的興趣。以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的商業美學課程，採訪博生堂中藥店這組學生

為例，課程中創造了博生堂的人蔘爺爺與人蔘婆婆的角色，衍生出

許多有趣的文創品外，學生在採訪過程得知博生堂包中藥紙上要蓋

的印章，是第一代爺爺中醫診所時遺留下來，目前並無經營診所只

剩中藥行，因而爺爺時期的印章已無法使用，學生聽聞此事自動為

中藥行創作一款專屬於中藥行的印章。這組學生後來有些參與兔

年、龍年燈展的花燈彩繪自主學習課程，有些因而連續修習社會實

踐的相關課程，還有些學生因而轉投入當本課程以及相關課程的教

學助理，並成為實踐場域的學生工作人員。是故本課程，是社會實

踐人才培育的搖籃。

圖 4：左為博生堂的人蔘爺爺與人蔘婆婆，右是該組學生為博生堂設計的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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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博生堂組的學生參與兔年花燈彩繪實作課程，所完成的彩繪花燈作品

二、構思與微實踐：在地文化與城市文創 - 老街文創與再

生課程

在地文化與城市文創 - 老街文創與再生課程，以下簡稱「老街

文創課程」，於 107 年創課，主要為老街設計闖關遊戲，讓民眾以

玩遊戲的方式，認識在地文化。課程的實踐場域為五條港，依五條

港道選擇五條老街，分成五組設計遊戲。課程模組主要以走讀、社

區融滲、做中學三種方式進行創新課程的規劃與設計，透過走讀與

在地文化知識的授予、在地創意的誘導，交叉積累，引導做中學，

達到在地創意的成效，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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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課程的五種授課方式（蕭百芳，2022）

本課程每學期會選擇優秀作品，再以專案方式讓學生將闖關遊

戲的關主，改成 LINE 機器人，並修整遊戲的內容，透過每年神農

街元宵花燈展讓民眾報名體驗做測試，再修改缺點，最終於暑假正

式上市。因為能真正上市讓民眾體驗，認識五條港文化，除該課程

的社會實踐強度百分百外，也激勵學生有目標，只要做好遊戲就能

上市，自己的作品對場域有所貢獻。從 107 年至今學生的創意也成

就了八款遊戲，如下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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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老街文創與再生課程所開發的遊戲

本課程同商業美學課程，走讀單元的設計是課程的靈魂，但是

因為課程的關注對象是整條老街，因此走讀週次的學習單設計，如

何引導學生觀察老街發覺文化特質就很重要。三次走讀單元的規劃

設計如下表 1：

表 1：老街文創與再生課程的走讀單元

週次 課程單元 漸進方式說明

3 走進老街 1：與老街初識 在地導覽老師導覽

7
走進老街 2：品味老街之美─老街

特質的素材收集
觀察老街的特質

9
走進老街 3：活化老街─尋找合作

的在地職人與居民
確認遊戲關卡與邀住民一起參與

以第三次走讀為例，搭配的學習單是從第 7 週田調後到第八週

教室討論想要讓民眾認識老街的元素，因此特別將這些元素製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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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紙，讓各組到老街去看看被做成貼紙（下左圖）的老街元素，能 

否做成闖關關卡的元素，再依地點遠近貼上學習單（下中圖），最

後畫出地點的相對位置（下右圖），才能規劃出遊戲完善的動線。

圖 8：第三次走讀單元的學習單

三、落實實踐：神農街元宵花燈的彩繪實作自主學習課程

真正元宵花燈展的主要人力來源是「神農街元宵花燈的彩繪實

作自主學習課程」，該課程透過學生認養住戶或場域，與住戶討論

合作，彩繪該戶花燈。

（一） 課程的前置工作與規劃

1. 前置的準備工作

燈展約於每年一月中下旬開展，課程都在燈展前一年的十月開

跑，但是要讓開課順利，每一年的燈展要招募多少學生，就要從七

月開始做籌畫的工作。七月得就當年的情況先規劃出燈展的各類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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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邀請其他社區與才藝教室、各級學校共襄盛舉外，與神農街住

戶相關的展區，在與住民召開共識會議有大致方向後，八月要訂出

當年度神農街元宵花燈的彩繪實作自主學習課程的時程表，並挨家

挨戶詢問住民來年參與燈展的意願，做統計整理後，預估出所需的

各類花燈數量，訂購花燈。當然彩繪的顏料、畫具等的準備也是項

目之一。還有水電工程的施工狀況也是這個時期的考慮項目。

2. 課程的時序規劃與招生

本自主學習課程每年採對全校招募學生，為神農街燈展彩繪花

燈。課程須經過宣傳、說明會、場域田調、與住戶討論彩繪內容與

掛燈方式、畫草圖彩圖、設計燈謎獎品、彩繪花燈等步驟，這些課

程的內容通常在八月就得訂出時序表，九月才能按照時序表進行課

程的宣傳。

課程的招生宣傳透過學校官方網頁的輪播平臺，從九月初啟動

做為期三個月的課程跑馬燈宣傳。另外本校的 USR 中心每年九月舉

辦「南臺佇遮」學生社團活動時，本課程會利用傳單與說明，吸引

學生來參與課程說明會，最後若能參與課程，就能為燈展盡力。因

燈展展期主要以每年的過年與元宵節的時間為基點，因此課程的時

序規劃最大的困難點，端看於每年春節的時間，若是過年較晚，就

有較充足的準備時間，若是過年來的早，就很有挑戰性，學生彩繪

花燈的時間就很緊迫，第一學期的結束後不久就得把花燈畫好。以

兔年（112 年）的情況為例，因 1 月 21 日就是除夕，學生的花燈以

及所有燈展事宜，就得在 1 月 21 日前處理完畢，對於學期結束在 1

月 6 日，只有兩週內要開幕，把所有燈掛上好過年，壓力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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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程的實行

圖 9：兔年花燈彩繪實作自主學習課程的時序表

見上圖 9 兔年課程的時序表，每年課程的說明會會隨著招生

的狀況增加場次。聽完說明會如果覺得課程進行的方式適合自己，

學生就可直接加入課程大群組。大群組的功能是宣布課程的重要事

項，等到學生選住戶的週次選定住戶後，學生會再加入住戶的討論

群組，這個群組才是真正上課的群組。如時序表中的與住戶相見

歡、草圖、色稿、明信片、彩繪花燈都是在住戶的群組裡完成。基

本上學生在與住戶相見歡的週次，到神農街該住戶處與住戶討論花

燈的彩繪圖像、色彩內容，懸掛的樣式、顆數、花燈的顏色等細節

後，無論是畫好的草圖、彩圖、設計好的明信片、到彩繪好花燈，

每完成一個步驟都須把圖像傳到住戶群組，與老師及住戶討論，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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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圖稿直到老師與住戶同意完稿為止。因此，學生透過這樣的討論

機制，一方面學到如何與業主溝通外，另一方面也學習到繪畫技

藝。

因為自主學習課程是在家自學，如何證明在家有所學習，每一

次的課程單元都要填寫學習歷程表單。初起 107 年到 109 年的歷程

表單都是用文字敘述的模式完成，但是彩繪花燈是實作型的課程，

實在不適合用文字描述如何畫燈，因而從 110 年開始改成貼圖式的

歷程，不但能好好彰顯學生的實作經過，也深受學生的肯定。今年

更將口頭報告方式的成果報告，調整成以作品集的方式作書審，讓

整體課程不僅做滿做好社會實踐的成果，更獲得學生的認可與肯

定。

圖 10：左圖為以書寫方式為主的學習歷程，右圖是改善成以貼圖方式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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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課程除了最初到場域與住戶討論花燈圖案等細節外，還得

參與開幕與閉幕活動。開幕活動的設計除了讓學生拿著燈籠，到附

近巷弄遊街宣傳花燈的開展外，透過開幕讓參與課程的學生親手將

自己的花燈掛上，不僅有參與感，更有榮譽感。因神農街住戶都不

拆燈，繼續掛著，住戶自己暱稱花燈已變成神農街的路燈，透過閉

幕的參與，讓學生了解自己的作品不會因燈展結束而拆除，反而是

變成了路燈深獲住民的喜愛與珍視，期盼在這樣的激勵下，未來學

生們能主動反饋參與社會公益。

圖 11：閉幕中的花燈轉換路燈儀式



　永續發展與社會參與200

University and College General Education in Taiwan in the 21st Century

（三） 課程的亮點

本課程從 107 年創課至 112 年，參與課程的學生數除特殊安排

外，人數都穩定的在 100 人到 120 人左右，明年的龍年更有 150 位

學生參與。神農街住民的參與數約在 55-60 戶間，扣除前段市場與

馬路等，能出動的住戶都出動了。當然逐漸成形的花燈展也越來越

有名氣，燈展期間人潮超過十萬人是常規，如下表 2：

表 2：歷年神農街元宵花燈展的各項數據

神農街元宵燈展 自主學生 參與戶數 遊客

狗年 40 11 約萬人

豬年 60 37 約六萬

鼠年 120 51 約八萬

牛年 136 60 九萬以上

虎年 120 55 十萬以上

兔年 80+ 喜樹社區美術教室 55 十萬以上

隨著燈展的被肯定，媒體主動的報導下，由本校大學社會責任

暨環境永續中心發起的「燈入您心活動」，鼓勵本校的教職員一起

來共襄盛舉，從 110 年起每年都有四、五十位教職員與其家屬參與

畫燈，讓神農街的燈更加的閃耀。原本不起眼的神農老街，因燈籠

的閃耀點亮的老街氛圍，108 年起逐漸有婚紗業者前來拍攝婚紗照，

這也讓神農街住民自豪的表示，「要結婚，請來神農街拍婚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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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整個燈展的完成，是需要靠許多人力的協助，因為執行了六年

燈展，無形中與神農街住民成為朋友。以目前正進行的 2024 龍年燈

展而言，有 60 戶參加掛燈，還有鄰近的海安宮、西羅殿也加入龍年

燈展的行列，民眾的支持可見。從學生的反應普遍是正向積極的，

如 110 學年度老街文創課程的何同學，參與兔年花燈彩繪課程，對

於課程的想法是「最大的收穫是看到所有花燈都掛上後的那份喜悅

以及成就感，就是因為有花燈的課程，才得以造就這樣的美景，希

望這個課程活動可以一直延續下去，讓更多來自各地的人一同欣賞

這樣的景色。」又如 110 學年度商業美學課程博生堂中藥店組的汪

同學，參與兔年彩繪花燈課程，細膩的描述課程的經歷：

參加這個活動才發現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容易，光是從導覽到閉

幕，就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我們要做的事情也比較繁瑣，像是要

去幾次神農街，要去討論、導覽、開幕閉幕等等。我們還要找靈

感、畫明信片、畫燈籠、做田調表等等的事情，但就是因為這些事

情，讓最後的成就感更大了，看著我跟夥伴一步步做到最後，看到

燈籠被高高懸掛的時候，那個成就感是很讓人滿足的，最後也可以

得到學分，有一種先苦後甘感覺。

課程的進行其實是辛苦的，老師在 Line 群組每天跟學生討論是

挑戰也很艱辛，如同學生的反應，過程辛苦但是最終燈展開展，一

切辛苦都值得。

無論是從商業美學課程作為素養的培育；還是老街文創與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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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讓學生構思遊戲設計，到完備遊戲在燈展測試讓民眾體驗；亦

或是與住戶同心一起為神農街燈展創造亮點的彩繪花燈自主學習課

程，從每年媒體的報導到認列為臺南三大燈展（周羿庭，2023），

證明不同類型的通識課程，各自相依相伴所成就的燈展策略是可行

的。也換得神農街住民從 2022 年說花燈是老街路燈的稱號，即使燈

展結束花燈也不會被拆掉，一直閃耀到來年再更新，說明了住戶非

常喜愛學生用心為街區所彩繪的每一顆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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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班畢業後，被學校授命申請教育部的「優質通識課程」計畫，從

此在年年的課程計畫裡不斷增長教學方法與策略。100 年教育部全

校型的公民陶塑計畫，負責社會參與式課程子計畫，開啟作者於通

識課程做社會實踐之路。106 年校方於通識中心開設自主學習課程，

107 年作者得以由通識中心為主導，以「文化底蘊的在地創生與傳

播 - 府城 vs. 月津 USR 計畫」獲得教育部補助。109 年該計畫將一

府城的五條港郊商文化自詡為世界遺產，運用創新通識課程以及為

場域量身訂做的自主學習課程，邀請設計、人文與商管學院專業教

師共為實踐場域開設創生課程，建置神農街街區博物館。本文的神

農街元宵花燈展自 107 年舉辦至今已邁入第七年，也是神農街街區

博物館每年超過十萬人次的熱門館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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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銀共融的藝想世界

―以「藝術輔療與高齡社會服務」課程為例

林子晴 / 國立臺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劉素芬 / 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摘 要

隨著 2025 年臺灣超高齡社會的來臨，相關照顧服務與產業日益

蓬勃發展，其中藝術輔療是近年來廣受歡迎的高齡服務活動之一。

「藝術輔療與高齡社會服務」課程由社工系與通識教育中心老師共

授，前者負責高齡主題，後者主責藝術輔療主題，透過跨域共授，

教導學生如何運用藝術輔療於高齡服務之知識與技能。 

此外，課程融合大學社會實踐（USR）理念，以青銀共融為目

標，期望達到大學、學生和社區三方互惠。111-1 學期以音樂、藝

術、戲劇輔療為主軸，教導學生設計適合高齡者的團體輔療方案，

並安排至社區據點進行活動。讓學生從實際的服務過程中，應用所

學知能，提昇長者社會心理福祉。

壹、融入藝術元素的高齡服務課程理念

自臺北大學（以下簡稱本校）通識教育中心於 107 年始開始參

與社會科學院之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之後簡稱 USR 計畫）以

來，本課程教師即開始思考如何將學生自身的專業與藝術通識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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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連結，使學生在跨領域學習中深化專業知能，並將課堂所學轉

為社會未來所需。以目前社會最迫切的少子化問題來說，臺灣預估

將於 2025 年邁入超高齡社會，即每 5 個人有 1 位超過 65 歲的年長

者；到了 2033 年，一半以上人口都將是超過 50 歲的中高齡者（國

家發展委員會，2022）。人口結構的改變意味著經濟結構和工作型

態的改變，以及未來銀髮產業人才的迫切需求。由於年長者複雜多

元的生活樣態，使得銀髮產業所需的人才需具備跨專業、跨域的特

質，以及溝通整合的能力（經濟部工業局，2018），這也挑戰當今

的教育體系能否培養學生具備相關知能與創新思維。由於高齡族群

需求所涵蓋面向十分廣泛，而其中高齡者的社會心理服務是相當重

要的一環，因此，通識教育中心與社會工作系共授的「藝術輔療與

高齡社會服務」跨域課程就此誕生。

有別於大學各系所的專業教育目標，通識教育著重於博雅教

育，是培養學生跨域思辨與人文關懷的全人教育，使其具有現代公

民應有的基本知識和素養，以學習者為中心，強調「聚焦於學習」，

引導學生「學習如何學習」（蔡明學 & 林姿吟，2012），以因應

多變複雜的全球化競爭。在此同時，隨著超高齡社會的來臨，老化

所帶來的影響不再是特定個人或家庭的問題，而是全民皆要面對的

議題，攸關每個人的未來家庭照顧、職涯發展、經濟負擔和生活福

祉等重要生活面向。從老人學的觀點而言，老化乃是一漸進式的現

象與歷程，而非一個突然出現的疾病。一個人是否能夠成功老化或

是活躍老化，最好是從年輕階段即開始與長者交流互動、對話與理

解，進而開始思索與準備，才能從容面對生命必定的生老病死，而

非淪為失依、失智、失能的「三失老人」。大學通識課程的全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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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特質是最適合引導學生認識、接觸、探索高齡與生命教育議題的

起點，協助學生由淺入深地認識老人學，以及伴隨老化而來的生

理、心理與社會適應的議題。

隨著身體老化，個人的社會心理也會隨之產生變化，包括認

知、記憶與情緒都可能受到老化過程的影響，若未能正向適應，

輕則出現健忘的情形，重則產生憂鬱等精神議題或失智疾病。然

而老化未必然是退化或疾病的代名詞，美國心理學家 Erikson 及妻

子 Joan 提出生命週期第九階段之概念，主張老年期可以透過重新

定義時間、空間、生死、自我等方式，發展「統整」和「智慧」的

成熟力量，實現自我超越或「老年舞越」（Transcendence）之境界

（Erikson & Erikson, 2012/1998）。研究顯示，透過藝術媒介，例

如音樂、視覺藝術、舞蹈動作、戲劇、園藝等活動，有助於促進失

智或失能長者的創造性自我表達、溝通、愉悅感、自我價值感、成

就感、參與感、整體安適感，提升生活品質（黃傳久、郭淑惠，

2018；董懿萱，2019）。由此可知，藝術輔療活動非常適合引導老

年人重新回顧、詮釋和定義生命意義與自我，是以近年來國內愈來

愈多社區與高齡服務機構開始導入藝術元素於照顧場域。

「藝術輔療」（complementary art therapy）源於「藝術治療」

（art therapy）的專業。根據臺灣藝術治療學會（Taiwan Art Therapy 

Association）的定義：

藝術治療是一種結合創造性藝術表達和心理治療的助人專業。藝術

治療工作者提供一個安全而完善的空間，與案主建立互信的治療關

係，案主在治療關係中，透過藝術媒材，從事視覺心象的創造性藝

術表達，藉此反映並統整個人的發展、能力、人格、興趣、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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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意識與內心的情感狀態。在治療關係中的表達經驗和作品呈現出

來的回饋，具有發展（成長）、預防、診斷和治療功能。個人情感、

問題、潛能與潛意識在治療關係中可被發掘與體悟，進而在治療關

係中加以解決與處理，幫助個案達到自我瞭解、調和情緒、改善社

會技能、提昇行為管理和問題解決的能力，促進自我轉變與成長、

人格統整及潛能發展。

承上所述，藝術治療師的證照需有相關的實務經驗、學術研究

等要求
1
，取得相當不容易。故本課程之「藝術輔療」執行方式，

借用藝術治療的概念與方法，提升個人或社群的情感表達，強調人

文與心靈的陪伴，促進生理與心理健康為目的。課程設計核心是以

藝術為媒介，促進高齡者的身心靈福祉，但並未觸及心理治療的專

業面向。由於高齡和長期照顧需求非常複雜多元，未來銀髮產業勢

必需整合跨專業、跨領域，才能因應未來社會趨勢與發展，有鑑於

此，本課程設計以跨域共授為主，學生需同時學習高齡相關知能與

多元藝術輔療技術，才能夠實際運用於高齡服務之中。

由於本課程目標在於應用藝術輔療於高齡服務領域，故非常

強調學生需具有服務學習精神與自主學習動能。服務學習在教學

領域的運用來自於杜威「做中學」的經驗教育觀（Fertman et al., 

1996）。當面對社會問題時，從經驗習得的知識不但有助於獨立

自主思考，也使學生有機會開創新的想法。美國心理學家大衛庫

伯（Kolb，2015）將經驗建構知識的過程分為四個階段：1. 體驗

1 
詳見「臺灣藝術治療學會─學會認證督導辦法（arttherapy.org.tw）」。2023/07/04，取自

https：//www.arttherapy.org.tw/posts/tw/supervisor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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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ing）：接收教師所傳授的知識；2. 反思（reflecting）：

思考所接受到的知識；3. 抽象概念化（thinking）：歸納分析所學知

識；以及 4. 行動經驗（acting）：將理解的知識付諸行動。此四階

段不斷地循環並為下一個階段提供獲取知識學習的基礎。

由此可知，服務學習是藉由「服務」他人的反思（reflection）

與互惠（reciprocity）中，體驗學習內容，因此，被服務者不僅是被

服務的對象，也是獲得成長的來源（Mitias, 1996：5-7）。基於上述

經驗學習理論之核心概念，本課程設計先由教師與業師講授高齡與

藝術療輔相關知能，以社區高齡服務據點為場域，讓學生依據課堂

所學設計活動方案，實踐於社區高齡服務，再回到課程進行回饋反

思，以達到做中學、學中做之深化學習。

貳、共授課程之實施機制與課程規劃

一、實施機制

本校為鼓勵教師跨域共授課程，制定「國立臺北大學開設跨領

域共授課程實施要點」鼓勵教師開設。
2
共授課程係指由跨系（所、

中心）或跨院不同領域之教師合作，設計具跨領域整合與創新內

容，同時，所有共授教師須出席每週授課之課程。「藝術輔療與高

齡社會服務」由二位不同專業的教師共同授課：社工系劉素芬教師

2 
若共授教師為 2 人，鐘點總數以該課程學分數 2 倍為上限。共授教師達 3 人以上，修課

人數生師比達 8：1 時，鐘點總數以該課程 3 倍為上限；修課人數生師比未達 8：1 時，

鐘點總數以該課程 2 倍為上限。詳見：https：//lurl.cc/NXTo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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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高齡社會工作課程；通識教育中心林子晴教師主責藝術輔療課

程。除了兩位教師講授老人學與藝術輔療的基本理論知識外，本課

程結合 USR 計畫資源，邀請藝術、音樂及戲劇治療師進行專家講

演，並帶領學生實作練習。課程目標是使學生具備為社區長者規劃

一節（50 分鐘）藝術輔療活動的能力，從實作中學習帶得走的知識

技能，以因應未來高齡化職場的需求。課程中，同學需依照每週課

程進度完成課前閱讀、參與課堂討論並繳交作業，最終設計小組輔

療方案並到社區實地服務（如附錄 1）。

二、課程規劃

雖然大學生已是成年人，但要將學生帶出課堂服務學習卻有相

當高的難度。一方面是因為學生在大學之前的校園學習經驗，大多

是在課堂中學習書本知識；另一方面是目前的社會結構以小家庭為

主，年輕人少有與長者長時間接觸的機會，普遍不知道如何與之相

處，遑論互相交流溝通。因此，課程規劃需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引導

學生達成目標，課程規劃架構如圖 1。

1.老人學&藝術輔療
基本理論

社工系 劉素芬老師
通識中心林子晴老師

2.認識高齡者&藝術活動

（1）高齡模擬體驗
（2）長庚養生村
（3）第三屆老大人音樂會
（4）社區據點實習服務

3.藝術治療講座
（藝術x2、音樂x2 、戲劇x2 ）

呂冠廷老師；廖尹君老師；柳冠竹老師

5.社區據點
實作

4.藝術輔療方案設計
與演練：北大社區長

者入班實作

圖 1：課程規劃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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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老人學與藝術輔療基本理論介紹

本課程首先由社工系劉素芬老師概述超高齡化趨勢、臺灣老年

化的社會現況、老化過程及隨之而來生理與社會心理的變化，以及

社會、經濟與家庭面臨的挑戰。接著由通識教育中心林子晴老師介

紹多元藝術輔療形式，說明如何藉由藝術的力量，提升高齡者生理

與心理能動性。例如音樂律動能激勵肢體活動、藝術創作能引導長

者「說出」生命故事；而劇本討論、編寫和角色扮演則能協助長者

回望自身經歷，修補人生的遺憾，甚至產出新的生命意義，減緩老

化過程中的「無用」感。此非口語的敘述與創作，不但可以補足長

者口語能力的退化，抒發個人情感並與他人交流，也能在創造意義

的推力下，活化身體的各項功能。

（二） 認識高齡者與其相關之藝術活動

1. 高齡模擬體驗

課程從課堂講授、實務演練、團體討論中建立學生對於高齡長

者的認識，包括高齡者的學習、認知，甚至生理與心理上特質，移

除一般人普遍對於老年人的偏見與歧視，其中較特別的活動是「高

齡模擬體驗」。學生以 2 人一組，一位體驗長者的生理狀態，另一

位扮演協助者，將全班分為三種體驗模式，進行一輪後互換角色。

a. 聽覺視覺退化組：體驗者戴上耳塞及變色眼鏡，與協助者一同

閱讀約 200 字短文，再由協助者帶領體驗者至校園心湖會館走

一圈回到教室（約 1 公里）。

b. 肢體退化組：體驗者在腳上綁上水瓶，並將手肘固定，由協助

者帶領體驗者至心湖會館再回到教室（約 1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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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輪椅組：由協助者推坐在輪椅上的體驗者，從 2 樓教室依循身

障路線至心湖會館再回到教室（約 1 公里）。

三組體驗完後，請體驗者戴上厚手套填寫學習體驗單，模擬手

指退化不方便書寫之狀態，而協助者則轉為催促者，使用急促的語

氣和不耐的態度催促體驗者在 5 分鐘內填寫體驗單，體驗長者的心

理狀態。

2. 機構參訪—長庚養生村

如同林錫銓（2011）在如何運用五感—「臨場感、意義感、踏

實感、趣味感和成就感」營造學生進入社區場域的研究指出，「臨

場感」是首要且建立學生達成課程目標的關鍵，因為只有在認識對

象的身心狀態與生活需求後，才能理解藝術輔療的設計。參觀「長

庚養生村」活動，使學生有機會近距離觀察銀髮族的生活樣態與需

求，而養生村裡大量的藝術課程，如：繪畫班、鋼琴班、卡拉 OK

歌唱班、舞蹈教室、花藝等活動，以及餐廳、走廊的書畫作品展

示，都使學生更能了解藝術在高齡生活的重要性。

3. 第三屆老大人音樂會

為了更進一步使學生認識高齡者的藝術生活，本課程結合臺北

大學 USR 辦公室辦理了「第三屆老大人音樂節」。此音樂節邀請在

地北大社區的銀髮社團及青少年音樂社團到學校心湖會館表演。修

課學生除了擔任整場演出活動的接待服務外，也欣賞高齡者的音樂

才藝表演（包括三峽社區千歲鑼鼓班、佳齡合唱團、紫京城樂友合

唱團、鶯歌永吉薩克斯風班）、跟隨小魚老師帶領現場來賓做健康

操，並與在地弦樂四重奏樂團一起演唱〈望春風〉和〈四季紅〉兩

首歌曲（見圖 2）。特別選取這兩首臺語老歌，是為了讓現在不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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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說流利臺語的多數同學，藉由學習長者熟悉的歌曲，拉近彼此的

距離。此兩首歌曲隨後也成為社區服務時，同學們與長者互動的口

袋曲目。

望春風、四季紅帶動唱

小魚健康操

製作大字報

接待

場佈

圖 2：第三屆老大人音樂會活動剪影

（三） 藝術治療專題

近代藝術治療源於 1930-1940 年代心理學家佛洛伊德（S. Freud, 

1856-1939）和榮格（C. Jung, 1875-1961）的影響。1930 年代，諾堡

（Margaret Naumburg, 1890-1983）運用藝術的表達作為治療的模式，

使藝術成為一種基本治療方法；1950 年代，克拉曼（Edith Kramer, 

1916-2014）進一步強調藝術創作過程和藝術昇華作用在治療中的

功效，其理念對藝術治療的影響一直持續至今（陸雅青，2016）。

因此，在高齡藝術、音樂、戲劇治療各兩週的課程（共六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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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邀請各領域的專業治療師進入課堂講解三種治療的基本操作方

式，並將通識與社工系同學混和分組，以 5-6 人為一組，討論長者

適合的主題與輔療方案。以下為藝術、音樂、戲劇治療教學內容概

述：

1. 藝術治療

課程中的「藝術治療」專指運用視覺藝術媒材的治療方式。醫

學研究指出，藝術治療對於失智症的益處包括增加注意力、提供愉

悅感、改善精神症狀與社交行為、增加自尊感、提升生活品質，以

及減少孤立感（Chancellor et al., 2014）。透過繪畫、美術活動，例

如黏土、剪紙、穿線等，能使老化造成的語言退化或不方便說出的

意念得以抒發，提升感官靈敏度，減緩失能與失智。

這些操作乍看之下類似一般的美勞課或醫療機構的復健活動，

但事實不然。美勞課須符合一定的美 / 醜標準，容錯率低；而復健

活動不強調美學上的愉悅與表達，著重在提升生理及認知功能。藝

術治療中的創作是一場具挑戰性的旅程，對於美感的接納度高，每

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獨特的表達方式。在創作的過程中，媒材（例如

黏土、蠟筆）可刺激長者的感官；主題的創作與詮釋分享，可以回

顧個人生命史與時代變遷，使長者有機會檢視人生困境與想望，增

加個人與團體、社會環境的互動。

2. 音樂治療

從搖籃曲到輓歌，音樂陪伴著人們成長，對生理及心理皆有

重要的影響。音樂是聲音的組織，其有聲與無聲的排列，傳達出特

定的意義，亦在日常生活中具備特定的功能。就生理上來說，音樂

的聆聽和演唱能提升感官靈敏度，引發肢體律動，提升長者生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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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音樂的節奏及節拍可使生理產生同步作用，影響人體節奏（心

跳、脈搏、呼吸、走路、動作等），因此，快速的音樂令人感到精

神振奮，緩慢的音樂則讓人感到放鬆舒緩。

音樂是人類的文化系統之一，與整體社會脈絡息息相關。音

樂的旋律能影響情緒感受，轉換負面情緒，特別是在聆聽老歌時，

人們往往如坐上時光機般地與特定回憶連結。藉由音樂的討論，參

與者可以回顧生命經驗，增加與社會環境的互動。此外，和聲、音

色、曲式、音量等元素，都可使聽者感染特定的情緒氛圍。在課程

中，音樂治療師依據音樂的特性，指導學生如何使用適當的音樂和

長者互動，達到情感溝通與陪伴的目的（見圖 3）。

圖 3：音樂治療課程

3. 戲劇治療

戲劇治療在歐洲與北美是心理治療的一種形式，透過故事、神



　永續發展與社會參與216

University and College General Education in Taiwan in the 21st Century

話、文本、玩偶、面具和即興，探索個案困難或痛苦的生命經驗，

尋找心理、情緒和社會性改變的方法（英國戲劇治療師協會 British 

Association of Dramatherapists）。
3
戲劇治療師同時擔任臨床心理

師與藝術家的角色，帶領參與者在安全的中介空間嘗試、體驗各種

可能性，以象徵、隱喻的語彙，表達說不出或尚未成形的經驗與感

受，並將自己的所感被看見。生命經驗的敘述可以用畫的、用說的

（或聽他人再說一次）、用身體展示（或看他人演譯），或用靜態

的方式展示出來。這些多元形式，都能使長者在創作的過程中進入

新的角色，重新找回經驗裡滋養生命的力量，同時在團體互動中建

立新的人際連結。

（四） 藝術輔療方案設計與北大社區長者入班演練

輔療方案的設計對大多數視通識為營養學分的學生而言，是一

項很難跨越的門檻。本課程選課人數確定後，立即將通識學生與擅

長實作的社工系同學混編成組。借助社工專業的實踐力，在跨領域

的腦力激盪下，活動內容變得相當多元，成效也令人驚喜。在前面

三位藝術治療師的帶領下，各組同學已有相互學習、探索各種主題

與藝術形式的合作經驗。在此階段，各組同學需討論出團體名稱、

活動主題（包含音樂、戲劇、藝術至少一種藝輔方式）、團體目標、

活動設計（需有暖身、主活動、結束活動的詳細流程），並準備活

動所需之材料或道具。其次，同學們也需就方案的執行進行工作分

配（包含各階段主持人、紀錄、活動帶領者），並設定活動目標的

評估方式（例如長者參與度？活動帶領流暢度？活動目標是否達

3 
詳見 British Association of Dramatherapists，查閱日期：2023/08/03。取自 https：//www.
badth.org.uk/dramatherapy/what-is-dramatherap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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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活動中的互動與分享？如何呈現長者的收穫？）。最後，我們

讓學生分別在校內 6 間教室帶領長者施作一小時方案，依據執行狀

況再修改出最終方案（見圖 4）。

圖 4：學生構思藝術輔療方案

（五） 社區據點實作

在社工系劉老師的媒合下，我們讓同學先進入 6 個長照據點

做志工服務，觀察據點的活動樣態、交通方式、場地設備、人數、

性別、長者身體狀況及文化喜好等，以便進一步做方案調整（見 

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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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學生據點觀察記錄

三、成績評量

成績評量對於學生投入程度有直接的影響。由於課程包含大量

的實作，且需將成果直接回饋社區，因此教師特別要求學生準時出

席與課堂參與，每堂課皆針對積極提問、發表及討論的同學給予加

分鼓勵。學生的學習評量項目分為「個人」與「團體」兩部分。個

人分數包含：1. 線上期中考試（20%）；2. 參訪 1 次、演講 6 次之

學習心得（30%）；3. 出席與課堂討論成績（20%）；4. 團體分數

（30%）。除了教師與助教的評分外，我們也納入同儕互評，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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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參與動力。

在方案設計與實作評量標準方面，教師統整前六堂藝術治療師

的操作重點，以 10 個面向做為檢視其設計方案及評量標準：1. 多樣

性和豐富度；2. 團隊合作度（成員間相互配合的程度）；3. 執行的

順暢程度（中間是否冷場或停頓太久）；4. 是否照顧到長者的需求

（顏色、聲音大小、行動能力，以及休息時間等）；5. 基本禮儀（守

時、服裝、禮貌打招呼等）；6. 器材準備的充分程度；7. 團體活動

執行是否符合藝術輔療目標；8. 暖身階段的執行成效；9. 主活動階

段的執行成效；10. 結尾階段的執行成效。

參、課程及實作心得分析

在最後一堂課的課程回顧與討論中，學生普遍表示這是一門實

作豐富的課程，除了活動安排多元外，可以看見不同的觀點，有機

會跨出舒適圈。但在期末方案設計上，由於需要較多課後時間練習

及製作道具，對於來自各系的學生來說，除了不易聚在一起修改方

案外，相較於其他通識課程，所花費的心力更多。教師於期末整理

小組心得及個人問卷後發現，學生從課程中學習到下列三個部分。

一、增加對高齡族群的認識

從行動、視覺、聽覺與觸覺退化的體驗活動中，學生普遍能感

受到外在催促的焦慮與挫折感。在養身村參訪時，學生們對於高齡

者的多元學習課程、生活空間設計、保持與親人、外界聯繫的交通

接駁，以及青銀活動的印象特別深刻。這些活動與硬體設計，使長

者得以在老化過程中持續學習，打破學生印象中養老院充斥著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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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病痛的氛圍，也改變對於老人社區的負面看法。

在學生實際與高齡者相處過程中發現，即使服務對象大多為社

區的健康長者，但仍有手不易舉高、無法久站等現象，因此活動設

計需隨時調整。其次，同學們學習到與長輩應對、相處的方式，也

培養為別人著想及臨機應變的能力，因此，普遍認為此社區服務是

有意義的活動。

有些組別的長者會要求增加更複雜、具挑戰性的活動，打破許

多學生對高齡者智能與體力退化的刻板印象。同時，學生也發現長

者的社交能力相當強大，其豐富的想像力與勇於分享作品的表現，

都讓同學們印象深刻。

在幾次實作後，同學除了更認識老年化社會與未來就業市場

外，有些同學興起多回家陪家人的念頭，有些開始規劃未來的老年

生活，更有些想積極培養返鄉服務的能力。

二、藝術輔療知能的提升

整體而言，同學對於未曾接觸過的領域頗感興趣，且實作的興

趣明顯大於理論。在方案設計與演練的過程中，同學們學習到團隊

合作、溝通技巧、如何說服團員的能力，同時接受自己的不足，虛

心向同儕學習，也體認到現場團隊合作才是活動成功的關鍵。

在方案檢討過程中，學生看到活動流程的諸多缺失，例如時間

掌控不佳、說話音量太小、語速過快、未站在適當的位置說話、忘

記自我介紹、未多預備材料及音樂、銜接段落的分工協調不良、未

能照顧到每一位長者、未能明確說明活動目標、未能讓長者多一些

時間分享作品的意義，以及未將據點長者文化 / 語言 / 書寫能力納入

方案設計考量等細節。雖然之前的課程中治療師們都有提到，但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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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的經驗才讓同學們看見其重要性。

三、跨世代情感的交流

學生發現據點實習服務後，各組長者幾乎都引頸期盼年輕學子

的再次到來。方案施作中，長者除熱烈回應外，也紛紛詢問學生的

校園生活、僑生的適應等問題。此外，「下次什麼時候會再來 ?」

的提問也顯現出長者的情感需求面，回應了養生村的輔導員所說，

現今長者對情感的需求無法在社會中被滿足，因此老年愛情與情感

的詐騙層出不窮。

在熟悉高齡者之後，有些同學也開始享受起與長者聊天的樂

趣。除上述關心學生生活的話題外，許多長者也積極分享據點的各

項活動，邀請同學們一起參與（例如社區據點的聖誕節慶祝活動）。

最後，有位學生引述長者跟她說的話：「跟年輕人一起玩，感覺我

也更年輕了！」，使她認為這項活動頗具意義。

肆、心得與建議

整體來說，這次的課程對於師生與社區長者三方都有相當多

的受益。學生除了能將課程所學貢獻給社區長者，過程中也學習到

應變能力、團隊合作與挫折忍受力。再者，學生從一般教室裡等待

被招呼的聆聽者，轉而成為善解人意的帶領者，其潛力超乎老師們

的想像。最後，社區據點因為年輕學子的進入，不僅帶來多元化的

活動，長者們也享受了「類似」天倫之樂的氛圍。然而，此次課程

仍有許多值得待修正之處。首先，藝術輔療的選項太多，對於初次

接觸此領域的學生而言，反而成為選擇負擔。其次，據點共有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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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分散於校外各地，交通上的往返造成部分同學的困擾。其三，期

末實地評量的人員不同，雖然教師與助教們事前及事後都有共同討

論，但仍有部分學生感到評分不公。最後，同學們表示課程學習緊

湊，未能有足夠的時間讓同學進行團體討論及演練，還需於課後再

約時間小組討論而備感負擔。

針對上述問題，未來若再次開課時，教師將修改如下：（1）

簡化輔療方案選擇：例如全學期以音樂輔療為主，其他為輔，請同

學依音樂輔療的理念進行期末方案設計；（2）邀請長者入校施作取

代學生到社區據點服務；（3）統一評量方式，顧及評分的公正性；

（4）預留課程時間讓學生討論，減少課後討論時間。希望在修正

後，能發展出更適用於在地高齡藝術輔療的課程模組，實踐大學責

任計劃的目標。

附錄 1：「藝術輔療與高齡社會服」課程規劃分配表

週別 教學進度 備註

一

9/15

課程簡介

（說明 USR 計畫合作、學生修課動機 / 目
的）

二

9/22

高齡社會趨勢與發展【劉素芬】

藝術輔療（音樂、戲劇、繪畫、舞蹈…）簡

介 & 藝術輔療在高齡族群的應用【林子晴】

莊婕筠（2008）。音樂治療。

心理。185-197；343-383。

三

9/29
高齡者的社會心理及社會參與【劉素芬】

高齡模擬體驗
學生分組

四

10/06
高齡服務機構參訪─長庚養生村

繳交 200 字以上參訪心得至

Zuvio 4

（當日晚上 12 點以前）

4 Zuvio 為一課程即時互動軟體，目的在打破科系間的隔閡，能更有效地進行即時亂數分組

討論、教師點名、即時互動，以及方便學生紀錄上課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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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藝術輔療與高齡社會服」課程規劃分配表（續）

週別 教學進度 備註

五

10/13
藝術治療介紹與實作（1）
講者：呂冠廷治療師

繳交 200 字以上講座心得至

Zuvio
（當日晚上 12 點以前上傳）

六

10/20

藝術治療實作指導（1）
講者：呂冠廷治療師

※備註第三節課分組討論藝術輔療活動設

計

繳交 200 字以上講座心得至

Zuvio
（當日晚上 12 點以前上傳）

七

10/27

音樂治療介紹與實作（2）
講者：廖尹君治療師

※備註第三節課分組討論音樂輔療活動設

計

繳交 200 字以上講座心得至

Zuvio
（當日晚上 12 點以前上傳）

八

11/03

音樂治療實作指導（2）
講者：廖尹君治療師

※備註第三節為老大人音樂節行前準備

繳交 200 字以上講座心得至

Zuvio
（當日晚上 12 點以前上傳）

九

11/10

戲劇治療介紹與實作（3）
講者：柳冠竹治療師

※備註第三節為老大人音樂節行前準備

繳交 200 字以上講座心得至

Zuvio
（當日晚上 12 點以前上傳）

11/12 老大人音樂會

十

11/17

戲劇治療實作指導（3）
講者：柳冠竹治療師

※備註第三節課分組討論戲劇輔療活動設

計

繳交 200 字以上講座心得至

Zuvio
（當日晚上 12 點以前上傳）

十一

11/24

第一節：期中考試（線上）

第二節：高齡方案設計

第三節：各組討論高齡藝術輔療團體

統整參訪 1 次、演講 6 次之

心得，上傳至數位學苑，繳

交期限為 11/24。
十二

12/01
社區據點志工服務 認識與熟悉據點及長者

十三

12/08
實作討論與演練

十四

12/15
團體活動演練—社區長者 / 自主練習

十五

12/22
社區實作—據點帶領藝術輔療團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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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藝術輔療與高齡社會服」課程規劃分配表（續）

週別 教學進度 備註

十六

12/29
期末成果報告

十七

1/05
自主學習，無需到課（補「老大人音樂節」

服務時數）

繳交書面期末報告至數位學

苑

十八

1/13
自主學習，無需到課（補社區實作小組演練

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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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技職大學的教學歷程 
應用「音樂服務隊」融入服務學習為例

黃渼娟 /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摘 要

長久以來，「音樂」視為情感表現的一種美，源於人本需求與

思想為起點之投射，與視聽感官紛紛交互作用下，創造諸多的可能

性與締造了不可能。

本課程設計理念源於「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係針對技職大

學體系－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的學生為對象，藉「音樂」作為課

程中之核心共通語彙，於通識教育中心所開設的微型學分，提供學

生多元廣度之選擇機會。

教學過程施以「創意化教學法、實作探究、融會社會關懷之跨

域學習及合作學習」。每學年進行至少二次性音樂服務隊表演，透

過移地出隊、實務探討、實際行動，化被動為主動、問題與解決等

等，落實正向服務學習的態度，並且體驗關懷與創作之實踐。 

實施以來，深獲外界好評與迴響外，學生彼此更從互助合作

中，漸進地習得主動性、積極性、溝通互動力、解決問題的能力、

演繹與分享力，及健康服務性等實質的反思回饋。同時，更滿足每

一位聆聽者，其精神面與心靈面需求，獲得身心慰藉、紓緩、平衡

之自然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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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著開創音樂藝術與療癒的新風貌，於課程實作中深化，希冀

擴散應用至學習、職場、生活之各種面向，亟待擁抱健康與新希望

的生命旅程。

關鍵詞：社會關懷、音樂服務隊、服務學習

壹、前言

翻開 2010 年的篇章，通識教育中心 – 人文法政組黃渼娟老師起

草推動，最初從「音樂療法與應用」正式課程為藍圖，漸漸逐年發

展至微型學分課程中的「音樂 DIY」、「音樂關懷服務」兩門課程

之結合。

以音樂為媒介，作為社會實踐計畫為主軸，藉由課程所學，

延伸至校外出隊表演，進行服務學習，傳遞愛的力量，實踐通識全

人音樂服務隊的深耕精神，鼓勵師生走出去、北護亮起來的理念邁

進，以期能提升學生思辨、分析與判斷之能力，並且結合了「專

業」、「服務」、「關懷」，實踐友善的社會，並且落實本校近年

積極推動 USR 大學社會責任與布局全球教育市場的永續發展，彼此

互助學習、相互支持、攜手共學，也為人類善盡安樂為宗旨。

音樂屬於時間性的美感表現，傳達的媒介是聆聽，有效的刺激

腦部活化，好聽的音樂會使情緒被激發，且無意識的喚醒創意力，

暫時遠離塵囂，寧靜思緒，專注精神，音樂或許相當抽象，對身心

及外在的一切有著不可言喻的微妙變化。

教育部鼓勵技專校、院提升通識課程內涵、不失創新並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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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競爭力，除了培養具備正確人生觀及職業倫理，更落實全人教

育精神，透過對通識課程內涵及教學策略之改革，對於文、史、哲

學、自然科學、藝術、人文社會科學與生命科學有基本的認識，更

是聯繫不同專業知識的橋樑，因接觸多元課程除陶冶學生氣質外，

同時也提昇不同專業知識的橋樑。其中又以音樂最為被大眾獲得共

鳴，最易直達人的內心深處。聆聽音樂，自然流入潛意識，將各種

症狀視為內在困擾的外在展現（凌坤楨，2011），音樂的天職乃是

賦予心靈一種澄清的方式，以表露心靈中，最微妙的感受（曾焜宗，

2006）。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在通識教育中心的微型學分課程所

開設的「音樂服務隊」於全人教育的培養、人文情懷、審美力之涵

養與健康終身學習上「著實都能靈活且創意地融入於服務與學習的

多元融通中，作為美育教育，用音樂傳輸友善，展現柔美的社會功

能，也激起人的情感流動，走出校園，為社會盡一份心力」。

貳、音樂服務隊緣起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一所以專門培育優質健康照護與管理

專業人才之技職體系的高等教育學府，辦學目標以提昇健康照護品

質，促進全民健康為福祉。

繁複多元的社會性，充斥著有形無形的競爭，壓力，遂成為身

心不睦之背景成因。音樂是一種直觀的感受，倘若將音樂的唯美與

生活的節律牽繫一起，音樂服務隊即成為紓心的一帖處方籤。用以

USR 善盡社會責任指標之服務學習，為本校通識教育特色亮點，結

合課程專業、資源整合，帶領有志服務學習的同學們多元展能，經

驗反思與回饋，同時擁抱人文關懷、關切終身學習，邁向 SDGs 永



　永續發展與社會參與230

University and College General Education in Taiwan in the 21st Century

續經營之目標為依歸（圖 1）。

圖 1：USR 善盡社會責任之服務學習推動圖像 
黃渼娟（2024）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音樂服務隊」經由微型學分課程的

規劃與培訓，促進區域與大學的連結，兼具服務與學習之理論與實

務。主要以增進學生自主學習與跨領域發展，提供多元學習方式，

以提升教學成效，並培育多元領域之專業人才（通識教育中心，

2017），受限在課程較短期程下，讓學子藉機拓展較多的選擇，期

許自在學、快樂學、充實學，並且凝聚團隊的協作力與增廣視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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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

在總體價值利益方面，內層核心以熱情、利他、專業、學習與

誠懇為起始，中層以實務經驗、課程學習作開展，展現力求互惠、

同理、公平及正義之磐石信念。藉由音樂表演會的帶動，對於非以

音樂為專業擅長的學子而言，表演是一個團隊作完整的呈現，而非

個人的表現（李映慧，2003）聆賞音樂、釋放壓抑、減緩壓力，消

彌日常生活中產生的疲憊或倦怠，保證是十分經濟且便民的選擇

（圖 2）。

圖 2：服務學習總體價值利益核心圖 
黃渼娟（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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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服務學習結合課程推行

承上，服務學習透過「音樂 DIY」及「音樂關懷服務」微型學

分課程的創建設計，涵蓋專題講座、實務操作、分組活動、出隊服

務等多元課程樣態，或偶有不同類型之應用。像是：情緒與選曲的

關係與運用、擊樂敲奏技巧與詮釋、歌唱與肢體融合運用等專業課

程實作。於課程中推動學習的具體規範、徵詢媒合服務機構對象與

預期成效評估，加以過程中所需資源之整合、應用，在分組活動與

分工合作下，學生分享與檢討，從增能中達成互惠性合作與彼此信

任的建立。就執行者層面，服務學習者的責任與義務、促進身心健

康發展與平衡；於受惠者層面，機構單位與被關懷者提升感知與省

思（表 1）。

希冀引領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的學子瞭解在地需求，將所

學，進行音樂性表演，透過音樂人文與關懷服務演譯，提升自我價

值，更是一種品格教育的延伸。在參與實作過程及所遭遇問題與挑

戰的同時，音樂不單只是展現詮釋力，破除本位主義「離開教室」，

有意義的連結社區服務、個人成長與公民責任的教與學的方法，勾

勒人與人之間的情感流通，實踐悲天憫人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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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大學社會責任與社會公民教育 VS 服務學習―音樂服務隊微型學分課程特性

之關聯

大
學
社
會
責
任
與
社
會
公
民
教
育

服務學習 音樂服務隊微型學分課程特性

美感素養再造與創新 以人本為核心的全人觀出發

落實社會正義 藉由音樂進行利他與助人

透過具體經驗，發揮多元智能 善用音樂知識，終身學習

跨域教學強化團隊互助 掌握音樂美感，活化生命

提升公民教育與德行服務 以音樂為起點，優化公民素養再造

社區服務即是經驗學習
透過樂曲詮釋，是情感、態度、品格改變的

好方法

體認公民教育的價值功能
運用藝術形成社會群眾合作、互助、團結的

整合力量，透過藝術激發感受，增強創造力

黃渼娟（2024）

肆、音樂的應用功能

「音樂」這個代名詞眾所皆知。音樂是一種基本的、非常

普遍的、可以說是獨特的人類活動，它可以喚起廣泛的豐富情感

（Juslin & Laukka，2004）。情感是音樂所表現的內容（漢斯利克，

1997）。音樂作為美的一種形式表現，每個藝術作品的生成與人的

情感有相當程度的連結。藝術最終的價值回歸於「人的感知」，也

是直接通往內心的具體呈現。雖然人類展現所有記憶在某種態度上

是錯誤的，但對於自我記憶系統中，音樂卻奠定了個人自我意義和

信念（Conway & Loveday，2015）。 

從音樂學術而言，並非高高在上遙不可及，然為何仍有曲高

和寡、階級權貴、不親民之鴻溝？分析音樂性，優美、純淨、和諧

感、使之撫慰及感動人心。經由音符呈現出來的內容，不受既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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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自然且真實的，音樂內涵中的色彩更是讓人深刻且歷久彌新，

透過音樂省思自身，累積聆聽音樂的經驗，幫助人們感悟世界與人

性的微妙關係，其更結合認知學、音樂藝術的跨學科研究。音樂治

療最大的特色是對音樂的變化與運用，進而達成非音樂性的治療目

標（謝馥年，2004）。音樂也被用來做預防醫學使用，由原來只針

對身心障礙者、精神病患，擴大施行到一般身心壓力大的普通人身

上（張乃文，2004）。透過音樂的幫助對人的自我意識、想像、情

緒狀態和社會功能發揮核心作用。有鑒於此，以「音樂」幫助個體

自我覺察為啟始的自我理解與情緒之源，不失為最佳途徑。 

伍、特色課程內容執行

一、課程教學綱要

本課程內容強調「音樂與人」為互依，「服務與同理」為護持，

課程實施歷程中將提供多種不同時期風格與特性之音樂，以及跨藝

術類型的涉獵，內容涵蓋音樂、舞蹈、音樂編曲、創意 DIY、肢體

協調性、律動、感官統整，及良好的姿態、體適能等等。由於服務

對象的不同，引領服務隊同學們發展出的音樂成品與創意啟發之成

果，亦將有所差異。

我們應用非言語的詮釋，音樂不僅可以解除心靈疾病，也可

以治癒肉體病痛（王美珠，2017）藉助藝術形式表徵的情緒感受，

輔其建立自我探索、深化情感的覺醒，只要你的音樂（創作）發自

內心，將能傳導聆聽者產生一定的共鳴。最終，建構激勵養、護、

勤、學的自身，方能實踐助人利他之精神（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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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課程教學價值圖 
黃渼娟（2024）

二、課程教學目標

1. 明瞭音樂療法的基礎概念。

2. 探究式教學理論與實務融合之應用。

3. 為服務對象設計之適合音樂的評估與觀察。

4. 探索音樂的詮釋與實用性編曲。

5. 創意化合作教學、音樂與肢體融合應用。

6. 把實作帶入社會關懷的實際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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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核心價值

1. 終身學習―透過音符展現獨立思維，用音樂實踐自身的社會責

任，學會付出是一種美德，更是受用無窮。

2. 人文關懷―音符中的情感，透過自我的定義與瞭解，表達內在真

實的聲音，將樂聲帶給聽眾，同享生命中的淬鍊，活出價值。

3. 國際視野―融入古典樂與流行樂，重新編創樂曲，展現世界多元

曲風的創意，啟動音樂走入人群的新意（圖 4）。

核心
價值

人文關懷

終身學習

國際視野

圖 4：課程核心價值圖 
黃渼娟（2024）

四、課程教學設計

發展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音樂服務隊」融入服務學習的教

學歷程，所規劃之設計，分以修習兩門課程為主，一為「音樂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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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Y」，二為「音樂關懷服務」。本課程學習對象大多為嬰幼兒保

育系同學，總人數 15 名。施予二階段連續且密集性課程（表 2），

至第三階段期望整合所學（表 3），能夠加以組織、創編，期許帶

入社會體系之醫療、機構，我們擇以「音樂分享會」之廣布方式，

進行音樂關懷體察，貨真價實的付諸「行動」。

表 2：二階段密集性課程表

一、課程名稱：音樂創作 DIY

週次 上課內容 方式

1 基礎樂理介紹 上課講授

2 樂曲編選技巧 上課講授與示範

3 演唱技巧表達 上課講授與示範

4 擊樂敲奏技巧與詮釋 樂器實體操作

二、課程名稱：音樂關懷服務

週次 上課內容 方式

1 舞蹈編排 與業界教師協同教學

2 歌唱與肢體融合應用 與業界教師協同教學

3 舞蹈動作與音樂融合 與業界教師協同教學

4 社區音樂關懷出隊整排 全體總彩排

5 社區音樂關懷 前往機構出隊 (2 場次 )

黃渼娟（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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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音樂服務隊」融入服務學習的教學設計

階段別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統合」

課程

名稱
音樂創作 DIY 音樂關懷服務前置作業 移地出隊服務

內容

說明

1. 選定出隊機構，施

以適合的曲目，確

認表演組別人數，

進行音樂旋律調性

與樂曲改編。

2. 確認演唱時適合的

音域。

3. 選定適合襯底的音

樂版本。

4. 因應樂曲之需，擊

樂小樂器的搭配與

人力分配。

1. 鎖定服務機構的對

象，除上課外，分組

自主學習合作。

2. 每一組別都有小組

長，協助拍照、紀

錄。

3. 小組長協助發放學習

單，彼此互相支持與

關心。

4. 小組成員，在器材使

用樂曲詮釋及遭遇背

譜、背詞有困難時，

會主動分享解決方

式。

5. 繕打工作通知表，提

醒注意事項，例如節

目安排、服裝儀容、

設備器材等。

6. 排定演出順序及場務

人員工作分配。印製

節目單、海報。

7. 出隊前的細節說明。

8. 課堂與短影像紀錄。

1. 建立群組，及時聯

絡學生狀況，重視

出隊交通安全，結

束後舉行檢討會，

及時解決與修正。

2. 建立學生正確的服

務觀念。

3. 藉由藝術及其創造

性的自由風格，透

過專長，將內在情

感如實呈現出來。

4. 鼓勵每位學生突破

框架，真心表現。

5. 從 照 護 弱 勢 活 動

中， 讓 音 樂 增 進

社會與人文關懷，

歷練服務與領導知

能，藉此提升關懷

社會之服務熱忱，

拓展自我認識，展

現全人教育之最終

目的。

黃渼娟（2024）

陸、教學成果分析與檢討

一、整體執行效益分析

教育的目標在培養學生所必備的專業知識、技能和精神。故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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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服務隊之音樂課程，綜合表演藝術知能、技能與學習態度，能於

所關懷的對象，得到正面之肯定。結合多元藝術理論與讓學生透過

出隊親身參與社會關懷，通識課程一向注重多元面向與全人視野，

也以務實致用為導向，能以學生學習成效為中心，進而建置學生學

習反思之回饋機制，並從中建立自我價值感、責任心培養，多重問

題解決的基礎能力。

除此之外，依學生專長，進行服務分組，促進學生多元發展，

充分應用自我特長，且落實通識課程專業敬業之教學，著實展現

學校特色。在課餘時，同學除運用課堂中創意化教學思考，啟發的

發想意念及創造力，放眼展現未來，同儕之間的排練，互相協力凝

聚士氣，促進終身學習之活動整合實作，也拓展自我認識、瞭解自

己與他人的關係。這門課不採用考試、紙筆測驗，而以表現操作、

課室心得、學習單、滿意度調查表為成效之統計（詳二、圖 5～ 

圖 10），呈現最自然、真實的學習樣貌。

「學習行動化」將課堂所學與實務活動接軌，讓學生親自體驗

出隊活動型式的甘苦，自主分組行動、自律良好管理，漸進自我突

破到團隊互信互依，塑造健康成熟的人際關係。受服務者、單位有

感莘莘學子們熱誠活力的出隊行動，語言與行為中表達出深刻的分

享事蹟（詳四），彼此心心相映、愛樂同樂。

歷程中或面臨諸多課題、即時狀況及多重挑戰，分列各項因素

之探討（詳五），並提出綜合課程實施與建議（詳六），作為爾後

改善精進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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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於課程受益具體成效

創造力

19%

鑑賞力

6%

表達力

21%

敏銳度

11%

自省力

13%

想像力

13%

思辨力

6%

審美觀

11%

藝術領域

創造力 鑑賞力 表達力 敏銳度 自省力 想像力 思辨力 審美觀

圖 5：課程於藝術領域各項度成效統計圖

自我突破

14%

積極分享

12%

尊重同理

9%

突破僵化

11%團隊合作

16%

發展潛能

17%

生命關懷

9%

熱誠服務

12%

服務實踐

自我突破 積極分享 尊重同理 突破僵化 團隊合作 發展潛能 生命關懷 熱誠服務

圖 6：課程於服務實踐各項度成效統計圖



探討技職大學的教學歷程，應用「音樂服務隊」融入服務學習為例　

21 世紀臺灣的大學通識教育叢書系列

241

主動探索

13%

溝通分享

20%

終身學習

9%

跨域學習

8%

蒐集資訊

11%

解決問題

19%

獨立思考

9%

健康服務

11%

學習反饋

主動探索 溝通分享 終身學習 跨域學習 蒐集資訊 解決問題 獨立思考 健康服務

圖 7：課程於學習反饋各項度成效統計圖

三、學生於出隊受益具體成效

創造力

15%

想像力

11%

鑑賞力

9%

靈活力

12%

美感力

17%

表達力

19%

思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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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力

8%

藝術領域

創造力 想像力 鑑賞力 靈活力 美感力 表達力 思辨力 整合力

圖 8：出隊於藝術領域各項度成效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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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自我

7%

突破僵化

8%

尊重同理

11%

主動積極

14%

團隊合作

16%

服務學習

15%

社會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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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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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實踐

理解自我 突破僵化 尊重同理 主動積極 團隊合作 服務學習 社會實踐 生命關懷

圖 9：出隊於服務實踐各項度成效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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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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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出隊於學習反饋各項度成效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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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受服務者的實質回饋

以下就兩個出隊機構場次分述，分別是位於新北市淡水區的愛

德養護中心與中正小型作業所，針對失能、失智長者與身心障礙之

患者為服務對象。表演節目篩選，考量聆聽者的年齡、喜好與身心

機能等綜合評估，以下是受服務者的實質回饋訪談：

（一） 服務機構：新北市淡水區愛德養護中心志工、社工分享

分享 1.

Q：聽完演出後的感覺？

A：很感動，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志工）。

病患的情況皆不同，今天的對象是慢性病的較多，個案可能會

有一些社交功能退縮的症狀，言語也非能流暢表達，甚至在生活方

面有些無法自理。很感謝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的師生，為我們做

這場演出，對病患來說是個很好的精神刺激，也對他們的精神復健

與感官上的表達，有很大的助益。

分享 2.

Q：聽完演出後的感覺？

A：一位較無法集中精神的長者，平常情緒起伏較大，但專注

地看著表演者，雙手一直鼓掌，社工說，這位長者平常較不跟人互

動，有時也會言語不合，還擔心在我們表演，會不會鬧場！音樂的

熱情感動他，他也一直點頭，還會與表演者互動，享受其中，沉浸

在樂聲的溫暖。社工出乎意料的擔心，顯然是多餘的，音樂融化內

心，情緒平和，少見這樣的歡樂，令人振奮（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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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服務機構：新北市淡水區中正小型作業所身心障礙者、社

工分享

Q：對於這樣的演出，有什麼感想 ?

A1：非常喜歡與開心（分享時一直點頭，二位日託身心障礙者

的回覆）

A2：十分陶醉，手上拿著小樂器，應和著節拍，有時發出長

音，有時起身站立，甚至手舞足蹈，眼神發亮，嘴角上揚，樂聲讓

人充滿希望，隨著音樂身體搖擺且開心的唱和。音樂會結束了，他

們還意猶未盡，拿著小樂器持續敲奏，社工捨不得打斷，直到我們

收拾樂器，整裝離開，期待下次再相會（社工）。

五、課程遭遇困難與挑戰

由於出隊的地點，以鄰近本校坐落區域之北投區醫療院所為首

選，不免面臨實際狀況與挑戰：

1. 區域性問題：考量活動行程往返時間因素，多年來均以鄰近之北

投區為優先安排，礙於無法跨區域至外縣市之弱勢醫療院所，提

供我們的社會關懷展現，甚為可惜。

2. 時間性問題：課程於時間規劃之始，除了機構院所的配合外，師

生們的時間媒合亦是一項難度，參與本課程的同學們，平日課

業繁忙。一場出隊服務的往返非僅 1-2 小時完成，時程若不夠充

裕，機構醫療院所可開放的時間多數幾乎在週末假日，部分同學

週末或有自行規劃的既定行程，在未能先選定機構、日期，多重

條件的衝擊下，影響節目型態的策劃，倍感壓力。

3. 非音樂專長挑戰：經歷了三年疫情打擊，機構考量病患聆聽音樂

的時間、體力負荷等，建議出隊服務的人員總數以不超過 1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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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限。要準備一場 50 分鐘的節目，對於非音樂表現專長，不會

樂器的同學們而言，卻是極大的考驗。

4. 節目策劃的挑戰：由於人數不多，於節目曲目的安排上亦受到限

制，且學生準備曲目的比重相對的提高，幾乎每位學生都要輪番

上陣上台演出，又需熟悉音樂、背誦歌詞、音樂與小樂器配搭、

熟練舞步，更要化身後台幕後工作（報幕、主持、拍照、錄影、

搬運樂器與 Setting 等臨時機動），煞費苦心。

六、課程實施與建議

個人欣喜樂見參與本課程計劃之實行與經年獲得肯定好評。對

於非學習藝術領域的同學，由於在音樂與肢體的表現上非他們的專

長，課程節數僅有 10 堂課，從無至有的教學、引導、創造產出並

在舞台上成果展現，無法達成充分的練習，有趕鴨子上架般的急迫

感，同學或有請假無法全程到場參與，影響團隊協作的效益，另於

課後額外彌補不足的時間，或造成平日作息上的異動混亂，課堂數

明顯不足。提供以下建議：

1. 課程延伸，提高學習時數，以致加強音樂專業知識、音樂與律動

跨域結合、音樂療法於醫療院所之應用，提升總體計畫的專精成

效。

2. 為促使師生良好協作力，著實增進參與同學們另一項展能的探

索、發展，希冀，第二階段「音樂關懷服務前置作業」銜接第三

階段「移地出隊整合」，增加時數，併入課程的規劃及學分數合

計，以達付出努力及收獲成就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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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音樂關懷融入北護大技職教育與對通識課程
之影響

本音樂服務隊所開設的「音樂 DIY」與「音樂關懷服務」，內

容涵蓋基礎實用樂理、擊樂實作、聲樂演唱技巧詮釋、肢體與音樂

融合、創意教學、實際操作與體驗等，用音符啟發「創意思考」，

落實於服務學習的新視野，並從實作中，實現激發潛能與創新改

變。利用非言語表達方式，透過對音樂情感的感受，發展潛能的自

然對話。並瞭解藝術對身、心理的反應，進而體認生命的價值功能

與文化角色，使心理、生理、社會與心靈層面邁向良性的溝通，有

效地做好自我情緒管理，最重要的是，透過「護藝共學」之理論與

實務紮實訓練，引領學生，極力做好藝術與身心發展之橋樑。

將樂聲推進醫療院所機構團體，受惠病患約 600 人次，讓音樂

藝術作為 USR 的具體行動，更透過「微型學分課程」落實人文藝

術、音樂療法及音樂關懷，在病房裡都能即時獲得「美」一刻幸福！

實踐聯合國兼顧「良好健康和福祉、優質藝術人文教育及永續城市

與社區」之 SDGs 指標。讓音樂作為啟發藝術教育的開端，進一步

帶入生活面，化音樂與服務，融入社會關懷的展現，共創利己利他

的精神，實踐全人之宏觀精神，共享美好生命。

認識音樂與身心放鬆、音樂與醫護應用之間的關係，是此課

師生在「教與學」上，不斷反思的一個重要課提。課程精心安排與

設計，多元並切中主題。縱觀音樂療法雖是音樂發展史下的小小一

環，近代則開始受到重視，並開始有相關研究，但其卻是影響人類

精神文明重要的指標之一。

筆者認為若能善加使用，先獨善其身進而兼善天下，造福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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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用行動進而影響社會，讓更多的人得到幫助，且由心靈治療取代

藥物治療，幫助減緩病痛也相對減少醫療資源支出。用音樂影響社

會，增添祥和之氣與正向能量，也是身為音樂教育工作者的敝人祈

願的使命，及無愧身為藝術人肩負與盡到該有的社會責任與態度。

捌、結語《許給大學的未來》

多元瞬息萬變的時代，帶著不是只追求頂尖為目標，還要敢捲

起褲管「跨越」，「跨越」讓我們對學習和成功有了新的定義，跨

越學習，活力創意，世界何其大，知識何其廣，我們不懂的事，比

我們懂的多太多了。跨界力的基礎在於就業競爭力和國際移動力，

為了培養下一代，政府、學校、教師、家長也都必須具有跨界力的

眼光與實踐力。服務與學習課程的存在性與必要性，也必須融合多

元課程的趨勢及重要性，其中包含付出與願意跨越的心。

於此，已執行多年的「音樂服務隊」非音樂科系學生來說，不

會樂器，不懂五線譜，從零開始，透過 10 堂短暫的微課程，大肆即

以音樂作為服務人群之媒介，落實利己之外，也不忘利他的思維。

取其本校各學院任務之優勢，包括「護理學院」、「健康科技學院」、

「人類發展與健康學院」、「智慧健康照護跨領域學院」，皆與 "

活躍老化 " 為核心議題遠景紮根。續以「通識教育中心」富含多元

教育資源，綜橫連結、內外相應，希冀達成綜合性、創意化、服務

性、跨域性及精神性之長程優質指標，再造自我期許及展望未來。

「音樂服務隊」是一個熱誠與意志的旅程，更是一個對生命無

所求，重新認識付出是一種榮耀與信仰，是一個有靈魂的使命，生

命的經歷往往非文憑的高低，亦非財富的多寡。你幫助過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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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就幫你儲存多少「美感」與「良善」存摺，凡走過必留痕跡，

讓愛與夢想發芽。

「社會關懷，不分你我」，助人是一個高層次的關懷行動。透

過「音樂」，不斷地揭露，改寫自己的生命故事。經歷過，促使想

法的改變；體悟了通透的生命，同時獲得淬煉。引述諾貝爾和平獎

德蕾莎修女（1910-1997）的生命箴言：『「愛，是在別人的需要上

看見自己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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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與在地知識的保存、活化與包容

簡赫琳 /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姜宜君 /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古佳峻 /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研究總中心助理教授級研究員

摘 要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近年來不斷在推動「在地知識，全球目標」

的策略及願景，並重視在地知識系統如何和科學與政策的互動發

展。屏科大通識教育中心身為一個地處於偏鄉農村的科技大學，過

去多年已致力於如何保存傳統與在地的知識，並進一步帶領學生做

知識活化及包容入現代化的知識系統。此論文將用聯合國發展目標

SDG10 減少不平等及 SDG16 打造和平與正義的制度來切入，方法

論上選用兩個與通識課程結合的師生行動方案及從「主流教育」、

「主流知識」及「政府決策」三個分析面向來闡述：（1）如何透過

【屏東多元音樂閱覽】通識課程，來縮小城鄉理解的差距及促進多

元族群融合，並讓已快被遺忘的傳統歌謠，可以再次被納入現代的

存在價值體系中；（2）如何透過【採訪實務與文化書寫】通識課程，

來讓傳統知識與技藝重新活現於現在飲食文化，並找到可以被現代

化呈現的新面貌，不但被保存，更被用科技輔助活化成影視作品或

桌遊，讓被邊緣化的傳統農村文化，可重新被包容到都市與主流教

育當中及進一步影響未來相關公共政策考量面向。換句話說，本論

文希望凸顯傳統與在地知識並不是一個因為技術層面上，所逐漸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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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緣化的知識體系，傳統與在地知識是一個社會產物，集體由社會

組織中的所有成員促成，且在地知識在二十一世紀的發展受限是一

個理論或政治的議題。

關鍵字：傳統與在地知識、減少不平等、包容性、社會產物、科學

政策鏈結

壹、前言

為確保全球各國可達到「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聯合國相關國際組織不斷在各地倡導

「傳統與在地知識」（Traditional and Local Knowledge, TLK）可協

助達標的重要性。聯合國相關會議正式納入傳統與在地知識的歷

史追溯，可最遠回顧到 1992 年在巴西里約召開的生物多樣性大會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在該會議中已正式定

義傳統與在地知識的範疇在包含世界各地原住民與地方社區所擁有

的知識（knowledge）、創新（innovations）及實作（practices）（UN 

2012）。在此，「傳統」特別強調是那些在一個特定地方、地景

或生態系統世代傳承下來來的豐富經驗 （Curci 2010, Kohsaka and 

Rogel 2021）。

此外，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ESCO）更以「在地

知識、全球目標」（Local Knowledge, Global Goals）作為主打口號，

提醒產官學界在世界將經歷劇烈改變的當下，原生（indigenous）與

在地知識系統是有能力協助我們了解、減緩和調適氣候變遷、環境

退化及生物多樣性喪失（Nakashima et al. 2017）。生物多樣性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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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系統服務政府間科學政策平臺（IPBES）更認知及尊重原生與在

地知識對於保育及永續利用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在該單位 2019 年

的全球評估報告 （The IPBES Global Assessment）中就用科學數據

指出全球陸地至少四分之一是傳統來說由原住民所擁有、管理、使

用及居住，且也還有許多在地社區已長期使用各種不同方式在自我

管理在地資源，以避免生物多樣性及棲地喪失。所以在制定生物多

樣性保育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中，務必需要包容入原住民與在地社區

的建議與聲音，以便活化與再次有效使用他們的知識、實作、管理

與治理系統，來確保人類與生態的福祉（IPBES 2019）。

換句話說，綜合上述國際組織近年來針對「活化」或「復原」

傳統與在地知識的應用已逐漸進入或返回到主流論述中，本論文

希望凸顯在地知識並不是一個因社會科技進步，或全球化發展後，

作為一個落後或在地的技術層面上，自然被「邊緣化」的知識體

系。在地知識其實是一個社會產物，集體由社會組織中的所有成員

促成，或是 Antweiler 描述中的「文化產物」（cultural products）

（1998），且在地知識在二十一世紀的發展受限是一個理論或政治

的議題，是可以透過不同策略與政策來加強傳統知識重新被包容入

主流價值與決策核心，以達到聯合國發展目標 SDG10 減少不平等及

SDG16 打造和平與正義的制度。

為了說明本論文的論點，本研究的問題意識將聚焦在探討「傳

統與在地知識是如何可以被重新包容到現代的主流教育、知識體系

或甚至進入政府決策等三個層面當中？」。我們首先用最相異系統

設計比較分析法（most different system design, MDSD）選用國立屏

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開授的兩門不同屬性課程 – 人文課程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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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屏東多元音樂閱覽】人文課程類別的【採訪實務與文化書寫】，

來剖析與比較兩個相異個案中的「傳統與在地知識」在高等教育機

構，是如何 1）可以被重新包容到現在化的主流教育當中？共同策

略有哪些？ 2）授課教師如何將傳統與在地知識注入現代化後的知

識體系或 3）政府決策中？

貳、研究方法與個案背景

一、最相異個案系統設計比較方法論

此研究使用最相異系統設計比較方法論（Anckar 2008），來選

擇兩個專業領域及內容相異的通識課程個案，並基於密爾的一致法

（method of agreement）（Mill 1879）來分析有哪些課程中的「自變

項」會影響兩個個案中共同的「依變項」，也就是「傳統與在地知

識」的被包容與否變異。換句話說，透過這兩個變異性高的不同屬

性課程，此研究企圖歸納推論出幾個會影響傳統與在地知識是否可

以成功被包容入三個層面：1）現代化主流教育層面 2）現代化主流

知識層面 3）政府決策層面的幾個共同策略，並進一步建議相關政

策之推動。

二、個案背景說明

基於最相異系統設計比較方法論，本研究選擇國立屏東科技大

學通識教育中心開授的兩堂專業領域及教學內容都相異的課程 – 人

文社會類的【屏東多元音樂閱覽】【採訪實務與文化書寫】，課程

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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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一：【屏東多元音樂閱覽】

在現今主流音樂衝擊下，屏東的音樂文化正面臨傳統樂師相繼

凋零、創作傳習無以為繼的現況，珍貴的文化資產正消逝的危機，

加上地處偏遠、人口外移、缺乏宣傳、及語言隔閡…等不利因素，

導致現代年輕人不愛聽屏東傳統音樂、缺乏興趣。由本文共同作者

開設通識課程「屏東多元音樂閱覽」，目標使屏科大學生能就近領

受屏東各族群的音樂之美，學習在地知識。研究者長期觀察並參與

屏東在地音樂節慶，發現很多精彩的展演活動卻是叫好不叫座，而

前往觀賞的觀眾群以在地居民、年長者或家庭親子居多，鮮少看到

年輕人參與。

然而，近年來這樣的景象開始有了變化。2008 年屏東縣政府舉

辦「第一屆恆春民謠國際音樂節」，是首次由政府部門結合社區學

校一起推動恆春民謠的大型音樂節慶（許裕苗、陳東瑤、周大慶，

2008）。2018 年開始屏東縣政府以「品牌」的概念，委請屏東在地

團隊「火箭人實驗室」策劃，將原本的「恆春民謠國際音樂節」轉

型為「半島歌謠祭（Hear Here）」，和專業音樂人共創，融入老調

新唱、音樂設計與表演藝術，吸引許多臺灣各地年輕族群造訪，帶

動屏東觀光發展，更因為音樂祭邀請國外知名民謠藝人前來演出，

「半島歌謠祭」逐漸擁有國際知名度與能見度，將恆春民謠提升到

「世界音樂」的範疇，讓世界看見屏東，讓世界因為恆春民謠認識

屏東。

「樂人 Session x 客語音樂新風潮 x 六堆音樂輕日記」則是由

客委會策畫，結合客家創作歌手與影音平臺製作以南部客家六堆著

名景點為背景的六支 MV，透過老歌新唱及新創歌曲，注入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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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的旅行元素重新編曲演唱，令人耳目一新，帶領觀眾走進客家

文化最美的城市景點，讓客家流行音樂透過 Live 音樂的遊記呈現出

來，引領出客家流行音樂新風潮。

而居住在屏東縣的排灣與魯凱族人自稱 kacalisiyan，意指「真

正住斜坡上的子民」，即「斜坡上的藝術節」名稱由來（曾智勇、

蔡文進、馮珮玲、許淑芳，2015），活動主要呈現在斜坡的山林土

地間，族人的「手」與「心」交織形成獨特的、精緻的生活美學。

由屏東縣政府自 2015 年起舉辦，2022 年藝術節內容包含原民藝術、

原味市集、斜坡主舞台、寫生比賽、街舞大賽、聚落工作坊體驗、

誰在斜坡那邊唱等項目，已成為獨樹一格的全國原民藝術品牌活

動。

面對屏東音樂這樣的創新與改變，「屏東多元音樂閱覽」通識

課程導入 PBL 問題導向教學，包含校外教學參訪、課堂討論、以及

期末發表，請見課程大綱（附件 1），研究者設計原始問題「屏東

音樂跟你想得不一樣 ?!」啟動師生對話並發散想法，請學生回顧先

前經驗，探討一般人對屏東音樂的刻板印象與成因，例如年代久遠

與語言隔閡，讓年輕人很難對傳統音樂感同身受。曾有學生反饋，

雖然還是無法強迫自己平時去聽這種「傳統」類型的音樂，但至少

透過通識課能了解到它的特色。之後研究者帶領學生前往恆春參加

一年一度的「半島歌謠祭」，進行戶外教學，透過實際參與體會民

謠傳統的內涵與故事，讓學生了解傳統歌謠「思想起」傳達生活奮

鬥與思念情懷，現場感受《半島風聲相放伴》故事劇場女性長輩吟

唱「牛母伴」的不捨與祝福，因身受感動而開始翻轉對傳統音樂的

刻板印象。研究者於課堂中引導各組進行屏東音樂的 SWOT 分析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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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從劣勢（Weakness）與威脅（Threats）看出目前屏東音樂現

況的不利因素，但從優勢（Strength）及機會（Opportunity）可看出，

屏東近年音樂品牌「三大日音樂節」、「半島歌謠祭」、「斜坡上

的藝術季」... 等活動所帶來的觀光人潮，對於喜歡文化探索的外國

人較有吸引力，而「老調新聲」結合傳統歌謠創新及保存，將傳統

恆春民謠結合新的元素如爵士、搖滾、與嘻哈，嘗試喚起新的生命

和靈魂，也能讓更多人接受，推向「世界音樂」的廣度與深度，所

以屏東音樂是非常有發展潛力的。

教學實務經驗方面，研究者除了將傳統課堂傳授知識延伸到校

外，並將在地屏東正在蓬勃發展的音樂節慶品牌納入課程題材，讓

學生就近並且關注正在發生的事件，也藉由課程臉書專頁進行即時

心得分享與觀賞心得，在同儕中獲得共鳴與回響，提高對傳統歌謠

的興趣與接受度。

個案二：【採訪實務與文化書寫】

「採訪實務與文化書寫」課程本位在於「建構採訪倫理與書寫

創意」的實務經驗與文學應用，藉由課程規劃的口述歷史、商業報

導、個人生命敘事等面向的知識與技術，能在學期課程中理解「非

虛構創作」、「傾聽」與書寫的重要性、田野調查在生活應用中的

各種「親身歷驗」的生命感受及影響性。

因此本課程的教學規劃上，除了既定文本閱讀與寫作外，安排

業師入班分享、文化體驗手做活動、及加強實務技巧（攝影、美學

鑑賞、田野調查），有幾個關鍵焦點：

第一、在地書寫的文本案例檢讀：屏東縣政府自 2016 年開始逐

步重整縣府刊物的行銷策略，例如將過去的文化處《文化生活》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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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為《撫浪屏東》，至 2017 年改版為《屏東本事》，觀傳處《安居

樂業》也在 2020 年改版為《AMAZING PINGTUNG》，也陸續影響

了之後鄉鎮市公所跟進的改版，如《泰武鄉刊》、《來義鄉刊》、《獅

子鄉刊》等，其最主要是將過去政令宣導目的精進為在地知識的文

化行銷，讓「地方 / 群眾」的主體性能高於執政者，引導學生檢視

不同時期刊物的差異，從中認識本校位在的屏東文化，進而帶入實

務操作的探索，例如同學分組討論地方刊物介紹的「地景」與「職

人」，歸納網路資訊對目標地景與職人的採訪報導，整合觀察不同

媒體的書寫角度，教師進一步邀請業師鄭記客家美食坊鄭鈺美負責

人入班指導手做客家米食，同學從閱讀作品整理的資訊中尋找問題

向業師提問、業師講解與手做部分的觀察筆記、學生完成屬於自己

的客家米食採訪報導文章。

第二、結合計畫，帶領同學走入屏東主體：課程開設時配合高

教深耕之大學社會責任計畫與創新教學課程，各學期以屏東縣境內

不同的鄉鎮市（或族群）進行在地知識建構、文化梳理、創新應用，

如 110 年以「大陳新村在屏東」為議題，並由教師與屏東市唯一一

座的大陳新村為據點，設計遊程及飲食體驗，學生參與遊程，作為

一個諮詢及觀察活動的建議者和書寫者，學生於場域走讀及創作所

獲得的學習回饋多能正向表達「原來有大陳人專門住的村子，活動

裡感受到與世隔絕的不同感受」。110 年以「移民」為議題討論飲

食書寫的「流動性」而有內埔鄉及勝利新村等故事的轉譯，原規劃

是兩個不同的族群聚落走讀參訪，因疫情囿限改為遠距教學的文獻

共讀，參與計畫學生從屏東眷村及內埔客家文化的文本中尋找轉譯

元素，因而有微電影、繪本、圖文書、桌遊、報導作品產出，再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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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社區及國小進行分享，最大困難即是通識課的學生來自不同科系

且屬單學期課程，18 週的成效比較像是「發想」，實務作品也較為

簡單，為目前執行計畫的挑戰，111 年從高樹鄉大路關石獅公及內

埔鄉內埔村韓昌黎文化的地方傳說與信仰的認識進行分組創作等，

藉此走出校園，進入社區，從他者視角發現在地的殊異價值，也讓

創意回饋在地。

第三、訪談與書寫如何成為一種本事：在學生的國文課程作

業中往往能看見升學作文對其寫作的影像非常大，時有「虛構的」

經驗在「片面的」修辭裡湊足字數的一篇文章，開設本課程時特別

強調「非虛構的文學」以報導和紀實角度呈現真實情感的文字應用

（柯品文，2020；李志德，2021），例如分組報告以「說清楚講明

白」的 Podcast 課程規劃是讓學生與業師一起學習網路節目的製作

技巧與基本概念，分組進行想要製作的主題構思、台詞腳本的文本

創作、口語表達節奏及剪輯的風格呈現，再將各組 Podcast 作品傳

播給更多人閱聽，評鑑分數則從點閱率和教師評分整合，能讓學生

清楚一個影音作品的可讀性之重要，或者學期中採訪一位身邊認識

的人，撰寫一篇訪談文章，練習訪談及逐字稿整裡，克服不要像是

一篇名人傳記的作品，而是一篇可讓更多人認識此人此事的深入訪

談，發人省思的文化書寫。

參、個案比較分析

基於密爾的一致法，本研究用質化資料分析所選的兩堂相異課

程中，有哪些「自變項」會影響兩個個案中共同的「依變項」，也

就是「傳統與在地知識」的被包容與否變異，企圖歸納推論出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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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影響傳統與在地知識是否可以成功被包容入三個層面：1）現代化

主流教育層面；2）現代化主流知識層面；3）政府決策層面的幾個

共同策略。

一、現代化主流教育層面

這兩堂學門及教學內容都相異的通識課程，在如何將「傳統與

在地知識」包容入現代化主流教育層面卻有以下三個共同策略（表

1）：1）採用屏東過去被邊緣化的在地知識作為課程的教學主題；2）

帶學生「走出教室」；3）設計學生「主動學習」模組。

表 1：現代化主流教育層面個案共同策略比較

【屏東多元音樂閱覽】 【採訪實務與文化書寫】

共同策略一：採用屏東過

去被邊緣化的在地知識作

為課程的教學主題

屏東傳統音樂記憶的歷史

轉變

• 閩南

• 原住民

• 客家

屏東傳統飲食記憶的歷史

轉變

• 眷村菜

• 客家粿

共同策略二：帶學生「走

出教室」

帶學生「走出教室」帶領

32 名課堂學生參加屏東縣

政府所舉辦「2019 半島歌

謠祭」

讓學生帶著期末成果作品

進入內埔鄉興南社區發展

協及鄰近眷村的屏東縣屏

東市仁愛國小進行發表，

並與「原型人物」進行面

對面互動，例如桌遊和微

電影中的黃淑蓮和葉慶元

親自到場欣賞不同世代的

詮釋

共同策略三：設計學生

「主動學習」模組

讓學生分組發想設計與屏

東音樂相關的產品或歌曲

讓學生分組親自進入訪談

現場實際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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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代化主流知識層面

在如何將「傳統與在地知識」包容入現代化主流知識層面則有

以下兩個共同策略 （表 2）：1）透過各項與社區合作計劃將大學校

園內在地知識的「大學教育」推廣延伸到校外「社區教育」；2）透

過「出版」的規劃和傳播將在地知識注入到現代化主流知識系統。

表 2：現代化主流知識層面個案共同策略比較

現代化主流知識層面 【屏東多元音樂閱覽】 【採訪實務與文化書寫】

共同策略一：

透過各項與社區「合作計

劃」將大學校園內在地知

識「大學教育」的推廣延

伸到校外「社區教育」

授課教師自 2018 年起擔

任共同計畫主持人：教育

部第一期 USR：協力共

做，重新看見「傳統領

域」的生命故事與第二期

USR：「原鄉部落山林文

化知識學習基地的建置與

運用」

於計畫中參與佳平部落歌

謠採集，記譜及展演的工

作

授課教師透過 110 年跨校

研究屏東市「大陳新村」

紋理建構與遊程規劃讓社

區重新思考頹圮社區和凋

零人口的狀況如何讓外面

的人認識 1955 年來自浙

江外海的大陳地區文化

於計畫中協助社區資料整

理、文物盤點、街區走讀

企劃、導覽議題規劃、風

味餐及菜單設計、海報宣

傳等

共同策略二：

透過「出版」將在地知識

注入到現代化主流知識系

統

近兩年開始有了歌謠錄音

及有聲書的出版，而 2023
年是佳平青年會成立十周

年，將原住民文化復振這

件事情從原本只是部落的

事，拉高到社會的關注與

更多人的參與，例如通識

授課教師參與籌備歌謠音

樂會

2023 年「屏東 solo/ 屏東

蒐羅」的採訪及出版計畫

特約採訪，屏東縣泰武鄉

公所，《泰武鄉刊》半

年刊改版出版計畫 2019
年～2021 年，與屏東縣來

義鄉公所，《來義鄉刊》

半年刊改版出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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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決策層面

教授這兩堂學門及教學內容都相異通識課程的授課教師，在

如何將「政府決策」包容入現代化主流教育層面，基本上可以分成

兩大共同策略，策略一是教師受公部門邀請擔任論壇與談人，截

止 2023 年 11 月止，只有一位教師曾有受公部門邀請擔任與談，共

同針對在地知識相關的政策和短中長程規劃提出建議（表 3）。共

同策略二則是受公部門邀請擔任傳統及在地知識相關推動委員會委

員，這兩堂課的授課教師還未受公部門邀請，或是屏東在地或中央

公部門，除了原民或客家事務推動主管機關，也還沒有設置特定推

廣傳統及在地知識的橫向聯繫委員會組成，換句話說傳統與在地知

識要如何在「政府決策層面」可以被制度性的包容面對到的挑戰較

大，機會也很有限，大學通識教育在推動科學與政策的鏈結還有很

多空間可以繼續努力。

表 3：現代化政府決策層面個案比較

現代化政府決策層面 【屏東多元音樂閱覽】 【採訪實務與文化書寫】

共同策略一：受公部門邀

請擔任論壇與談人

無 2020 年 9 月 2 日 擔 任 短

講分享人，以「民眾參與

x 公共議題」核心，持續

深化公共參與的價值，討

論屏東勝利新村場域「歷

史活化」之觀察，為屏東

縣政府主辦，應邀眷村住

戶、商家、各單位代表一

同成就的「屏東文化論

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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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現代化政府決策層面個案比較（續）

現代化政府決策層面 【屏東多元音樂閱覽】 【採訪實務與文化書寫】

屏東 SOLO 焦點座談工作

坊，由屏東縣政府交通旅

遊處主辦，分別於 2023
年 5 月 19 日於新圍鄉公

所、8 月 17 日於枋山鄉公

所、8 月 18 日於車城鄉公

所，邀請此案串聯的周邊

鄉鎮市公所單位主管及民

間社團討論地方旅遊資源

盤點及諮詢，授課教師擔

任其中引言人，提供計劃

執行需求，各單位能夠發

揮想像提供建議。

共同策略二：受公部門邀

請

擔任傳統及在地知識相關

推動委員會委員

無 無

肆、傳統與在地知識包容策略建議與結論

本論文希望凸顯傳統與在地知識並不是一個因為技術落後，在

科技發達的今天必然會被逐漸被「邊緣化」的知識體系，主要原因

是傳統與在地知識一直是一個被社會建構出來的「文化產物」或「社

會產物」，且既然是集體由社會組織中的所有成員促成，它的沒落

或復興也是可以透過不同策略來推動。透過最相異個案系統設計比

較方法規劃，本研究分析了兩堂完全不同學科及教學內容的通識課

程，並從比較課程內容設計（現代化主流教育層面）、教學者延伸

參與的社區知識建構（現代化主流知識層面）及教學者參與政府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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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政府決策層面）等三個不同層面中，歸納出幾個從大學教育資

源切入，較容易會影響傳統與在地知識是否可以成功被包容的共同

策略（請參考表 1 到 3）或「自變項」。這三個不同的分析層面也

同時點出，透過大學的通識教育課程開設、大學社會責任計劃的執

行和教師擔任公部門籌辦之相關議題論壇與談人或委員會委員等機

制，傳統和在地知識的教育對象可以從校內的學生延伸到社區大

眾，甚至鼓勵公部門擴大其知識與政策制定參考面向。

此外，此通識課程個案比較研究也期望強調傳統與在地知識若

需要「成功」被包容入主流的教育、知識或公共政策層面，這些「策

略」無法只單一的被實施，需要持續性的不斷串連起各種策略成一

個傳統和在地知識「增強系統環路」 （reinforcing loop）（Lane et 

al., 2008； Monat and Gannon, 2015）（下圖），才能扭轉過去知識

系統內出現傳統及在地知識被社會組織中成員集體系統性邊緣化或

不平等資源發展情況。也就是說，為了要更有效且全面性的保存、

活化及包容臺灣的傳統與在地知識，我國的傳統與在地知識公共政

策可以更積極的將大學教育資源、社會資源和政府資源做橫向串聯

規劃，並加強「科學與政策的鏈結」 （science-policy linkage）（Diver, 

2017）。不但大學教授要精進與多方利害關係人的不同科技溝通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Bielak et al., 2008） 技

巧，有系統地讓過去被忽略的傳統及在地知識透過一連串的策略推

動，可以重新被包容到主流永續城市或國家永續治理當中。公部門

也需要更重視在「知識中介活動」（knowledge brokering activities）

（Godfrey et al., 2010； Chapman et al., 2017）的軟體基礎建設（soft 

infrastructure）（Nogueira et al., 2020）投資，例如：更積極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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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與在地知識相關的跨部門或跨界橫向聯繫委員會，並邀請學者

和多方利害關係人共同擔任委員，從大學與社區教育深入扎根，一

方面這樣的科學與政策平臺可以在制度內共同檢視縮小城鄉差距及

資源投入不平等問題（SDG 10），也可用系統導向的方式打造一個

更有正義的制度（SDG16），促進臺灣多元族群融合及奠定長遠社

會和平安定的基礎。

主流教育 
(大學通識教育)

 

-

公共政策 
 (科學 政策鏈結）

主流知識 
（社區教育） 

傳統與在地

知識 

＋ 

＋ 

＋ ＋

＋

＋ 

圖：傳統和在地知識「增強系統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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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屏東多元音樂閱覽課綱

通識課程：屏東多元音樂閱覽

週次 課綱

1 屏東縣族群分布及其音樂概述

2
屏東在地文化書寫

說明 PBL 實施方式

3
單元一： 屏東的原住民

排灣族傳統音樂：泰武古謠傳唱隊

4
鼻笛吹奏體驗

鼻笛紀錄片觀賞：愛戀排灣笛

5
戶外教學：前往恆春參加

「Hear Here 半島歌謠祭」

6
單元二： 屏東的河洛音樂

恆春民謠：思想起、牛母伴

7 平埔調、五孔小調、四季春

8 陳達、張日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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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課程：屏東多元音樂閱覽

週次 課綱

9 期中考週

10
單元三： 屏東的客家音樂

客家傳統音樂：客家八音

11 六堆客家創作音樂： 顏志文與山狗大後生樂團

12

S1：原始問題： 「屏東音樂跟你想的不一樣？！」

S2：回想與分享相關（先前）知識與生活經驗。屏東近兩年辦過的音樂季

活動有哪些，屏東有哪些音樂品牌？

S3：據 S1+S2，提出問題的相關假設與機制。屏東音樂 SWOT 分析。

13

S4：根據 S1~S3，決定學習議題 （各組期末報告題目）。我們這組決定要

做什麼？需要再蒐集那些資料再學習那些技能？屏東音樂待解決的問

題是什麼？一般人對屏東音樂的刻板印象是什麼？要如何翻轉這些刻

板印象？

S5：分工尋找 S4 學習議題相關資料與決定議題的學習順序。

15
S6：將 S5 運用在問題上。實際參加半島歌謠祭後 , 自己對恆春民謠的認

識與反思是什麼？提出屏東音樂推廣方案。

16
S7：回顧與總結學習到的新知與能力、自評與評量組員貢獻度、回饋全組

合作學習表現。

17 期末報告內容修正

18 期末報告發表 - 屏東音樂推廣提案

附件 2： 採訪實務與文化書寫課綱

通識課程：採訪實務與文化書寫

週次 課綱

1 從「行銷企劃」到「國家記憶庫」：談田野調查法的學理與應用

2 訪談：動機、素材與前置作業

3 訪談：技巧、問題與倫理關係

4
圖文應用及刊物編輯基礎

（業師：如何拍出具有人文質感的手機攝影）

5 專題解讀：自媒體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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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採訪實務與文化書寫課綱（續）

通識課程：採訪實務與文化書寫

週次 課綱

6 專題解讀：地方刊物選論

7
田間講座：採訪人員實務分享

（業師：刊物特約採訪講座）

8 紀錄觀點：紀錄片與田野調查

9 期中考：閱讀地方文本進行評估報告

10 從「私我」到「家國」：文化書寫的類型與寫作特色

11
作品選讀：大歷史與個人記憶書寫

（選文：白先勇〈樹猶如此〉或陳俊志〈人間‧失格〉）

12
作品選讀：生活隨筆與技藝報導

（選文：《尋百工》、民間藝師專論）

13
作品選讀：食旅議題

（選文：《漫遊鹽埔》）

14
地方協會與活動企劃

（業師：社團法人屏東縣愛鄉協會）

15
實務操作：分組選題、訪談人及採訪前置作業討論

（文獻閱讀與擬題規劃）

16
實務操作：分組練習採訪提問、速記及撰寫新聞稿

（業師手做體驗安排或講座）

17 實務操作：訪談後檢討及經驗分享

18 期末考：分組或個人採訪報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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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簡赫琳

現職為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擁有兩個博士學位，

分別是政治學及永續科學，近年在聚焦在研究打造永續城市所需的

公共政策轉變方向和了解人與自然的互賴關係，特別是著重用新興

的社會生態系統理論切入分析實證資料。

姜宜君

現職為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為美國辛辛那堤大

學音樂院音樂藝術博士。曾獲第一屆全國 EMI 創新教學課程影片競

賽互動與成果組特優 ( 第一名 )，校內創新教學優良教師獎與推動全

英語授課課程績優教師。

古佳峻

現職為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研究總中心助理教授級研究員，國立高雄

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曾擔任屏東縣政府《撫浪屏東》刊物主編、

社團法人屏東縣愛鄉協會理事長，已出版《穿越阿緱》、《漫遊鹽

埔》、《紙有神技》等十餘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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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澎科大社會參與導向的跨領域通識

教育實踐：高齡社會與創新實踐

陳昱名 /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陳瑞鴻 /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邱詩涵 /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陳秉阼 /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壹、通識跨領域課程的理念、發展沿革與目標

人口老化已是臺灣社會必經的發展趨勢。加上社會少子化趨

勢，傳統以家庭為主要長期照顧提供者的照顧模式、及過去的老年

經濟安全保障模式都受到挑戰。加上高比例的高齡獨居與兩老共居

的狀況，更使高齡社會下的高齡照顧或服務輸送規劃問題更加嚴

峻。加之我國平均壽命與健康平均餘命之差距為 8.8 年（行政院主

計總處，2018），揭示我國高齡人口群難以自理需要照顧的時間漫

長，與衍生之對高齡服務與相關資源的高度需求。

然而，臺灣社會高齡化狀況又以離島偏鄉地區之挑戰更為嚴

重，本教師團隊發現本校學生除了有學習輕忽、人際疏離、對社區

無感等現象，近年來更頻頻出現世代衝突問題，世代之間無法相互

同理。故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做為澎湖縣唯一的高等教育學府，在肩

負學生教育責任外，亦應整合本中心各領域專長師資，帶領學生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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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相關場域，以行動實踐回應澎湖社會的需求，才能真正實踐大學

所應負之社會責任。

故本門課程：高齡社會與創新實踐，為提升本校學生經驗學

習的能力與習慣，推動跨域整合之主動學習課程，擺脫傳統被動學

習與教師傳授導向的教學方法，走向行動化與社會體驗實踐化的轉

向，帶動教師教學之社會公共參與空間並孕育教育現場行動研究之

契機，擬定以「體驗學習與生活學習是培養大學生現代公民素養最

有效的途徑」為核心理念，定「理性批判與多元在地實踐」為主要

指導概念，選擇「設計思考」以及「社會參與式學習」兩種學習方

式為計畫主軸，橫向串連「通識課程」、「專業課程」與「生活學

習」，廣泛地運用多元的教學模式，包括：1. 行動 / 問題解決導向；

2. 以課程為基礎的服務學習；3. 探索式學習；4. 體驗式學習，以期

達到啟發學生「做中學」與「起而行」的實踐能力，並且在學校長

期關注合作的行動場域中，讓學生面對具體的社會議題，激發其社

會意識與創造力，進而提出各種社會創新（Social innovation）的方

案，在過程中讓學生習得知識整合、問題解決及行動抉擇等關鍵能

力，藉以建構高等教育機構與社區合作攜手，透過教育、研發、社

區服務等多元實踐方案，發現社區解決問題與深植永續發展量能開

發之新模式。

貳、針對實際社區需求進行設計思考研發的實施
特色成果 

「高齡社會與創新實踐」課程內容，包含高齡社會議題之探究

與思辯、高齡身心靈面面觀、高齡健康促進發想與實作、走出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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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實作等課程主題，以議題形式將高齡社會的政治、經濟、及文

化現況，以及高齡化的趨勢與問題帶進課程，同時，以不老人生文

學作品之閱讀與賞析，引領學生學習換位思考，同理體會長者的心

靈世界，期能跨越世代鴻溝，共創美好人生；再透過全人化思維下

的身心靈健康促進基礎課程，讓同學成為社區健康推廣與關懷照顧

賦能的尖兵種子，帶給同學有別於過往單一慣習思考角度與年齡刻

板印象之高齡社會知識與技能。除透過單元教學活動設計，深化學

生對議題的探究與思辯，亦規劃有創意發想與實作課程，更帶領學

生走出校園、走進社區，將相關發想與實作應用於生活實際場域，

並於期末公開展現學生學習成果。

本課程於 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擇定鄰近本校之烏崁社區為田野

實踐基地，位於馬公市最東端，屬市區之邊陲，許多都市發展必要

之惡、嫌惡設施，亦相對集中於本社區，且社區之地理位置恰為澎

湖機場起降飛機之必經低空航道，故每日從早到晚軍、民航機之噪

音汙染與社區建物高度限制，亦造成社區發展之困難，漁業日漸萎

縮，年輕人口外流，高齡者身處其中，更須面對多重挑戰與困難。

故本課程以正向、活躍老化之優勢觀點思維（the strength 

perspective）面對社區實際問題；一方面透過高齡科技跨域研發與整

合，協助將本校高齡健康促進師資之研究實踐量能，導入高齡社會

社區創新服務開發與實踐，運用人性思維與社會關懷之思維視角，

佐以科技知識與技術研發作為提升服務品質與效率之實踐手段，進

而能夠透過高等教育深耕社區、與社區合作，真正建構社區自主永

續解決問題之能力；一方面又透過本課程團隊協助社區多元特色與

優勢的開發與新創，凝聚社區意識並促進社區量能成長，將大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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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知識與服務量能擴散之社區，實踐社會責任與在地關懷，建立

社區與高等教育機構之永續夥伴合作關係，以烏崁社區作為同學參

與課程之田野融入與創新實踐場域，最終與社區在地組織合作提出

創新提案 10 案，並經公開發表與新聞、自媒體露出，形成學校與社

區合作之良好示範經驗。

112 學年度起，團隊決議擴大在地社會影響，再與風櫃社區建

立合作關係，該里在馬公市風櫃半島的最西端，長期處於都市發展

之末端，以近海漁業、觀光餐飲業與漁貨加工為經濟主力，社區青

壯人口逐年減少並替代以外籍漁工為主力產業人力來源，而社區關

懷照顧據點業務亦甫開辦，需大量仰賴志工人力，並極力試圖在青

銀世代之間傳承傳統延繩釣漁業之清緄文化。

本課程與風櫃社區合作，創造出社區青銀共榮與文化創新實踐

的永續有生力量。期末完成了九組同學在風櫃社區開發 11 件創意提

案的豐碩研發實踐成果，由跨領域的 9 位老師組成教師團隊分工指

導，來自跨科系與跨系級的多元學生團隊們，充分展現創意思考與

社會創新實踐特色，內容多元豐富，包括風櫃文化遊程規劃案、人

工智能運動訓練機、社區高齡團康活動與樂齡玩具開發設計、社區

高齡桌遊優化方案、風櫃民情之拼圖遊戲、異國美食製作、高齡者

賓果遊戲延伸、行動購物車、智慧公車亭、高齡者菜單、盟（冥）

軍桌菜單設計等。充分發揮了奠基於社區、服務於社區、工作為社

區的理念，突顯出融入社區營造的在地精神。並以高齡社會創新與

實踐為主軸，展現跨領域設計思考實踐之通識新課程改革方向，充

分提升同學理論學習與研發實踐能力之效果，體現大學深耕社區並

實踐社會責任之合作精神，協助社區開發社會力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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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本課程成果影片（陳秉阼老師製作，載於 Youtube 平臺，網址：https://www.
youtube.com/watch?v=TcNTXwvAQME）

參、課程規劃、教學挑戰與克服策略發展

一、具體措施

Pinar（2004）認為課程除了要能使學生達成獲得知識的目標

外，更應讓學生能將個人內化的價值、情感、直覺與外在環境交互

作用，以提供學生藉由經驗改造建構有意義的學習歷程。本課程設

計即是據上述理念，從主題式課程出發，以跨領域思維設計課程，

引導學生從探究思辨去「構思」、從生活出發去「發想」、以行動

實踐的「實作」、採取成就自我的「評量」、並以內化認同的「反思」

為課程設計的核心，開展「高齡社會與創新實踐」跨領域課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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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策略。

在當前迅速變遷的社會環境中，社會問題的解決與相應的行動

常常必須是跨領域共同合作才能達成結構性的全面認識與解決，故

本校在社會參與融合設計思考課程的思考上，從一個系統化與長期

經營的角度切入，透過討論篩選的行動場域與議題作為基礎，透過

教師群組內彼此的交流與共構，營造出一系列的跨域跨專業交流學

習的課程，來培養社會參與所需的公民素養與能力，並以此逐步勾

勒出這些議題與行動背後的公共性。

因此，本校規劃了三階段的系列課程（基礎奠基、社會參與、

專業回饋），並釐定三層次的行動場域（校園、社區、特殊場域），

透過教師社群的組織與課程的經營，以實際社會議題的解決（包括

理論與實踐層面）作為課程行動的導引，引發同學對社會參與的動

機，並對生活周遭事務產生關心，並培養其能力分析社會發展與結

構的內涵，如家庭、種族、階層、文化、性別、生態乃至於全球化

發展等議題進行探討，其中特別是跟本校多元的社區、健康、照護

等跨域專長師資之教學研發量能與方案實踐做聯結，亦是本校學生

能夠透過教師引領實踐而發揮所長之處。

對於公共性的回應，團隊則透過較長的時間來經營，從教師教

學社群的協同課程與行動基地的建構開始，凝聚教學意識與內容的

共識，透過主題報告與社區參與之實際操作而進入田野，從而能夠

發揮社會參與式課程所強調之公共性，不只實踐學生個人之認識興

趣，更走入實際人類生活，關注公共生活與公民社會之發展，培養

公共事務思辨參與能力，能透過本校通識教育中心實驗性之「自主

學習訓練」，吸引有研究興趣與願意自主強化研究實踐設計實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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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參與，以行動者和研究者兼備之角色走入田野，進而應用社會

科學知識、實踐人文精神、反思社會價值與社區精神，進而達成本

課程對學生自主性學習與應用實踐能力培養之期盼。

二、課程創新理念與作法

本課程，為跨域整合之主動學習課程，擺脫傳統被動學習與教

師傳授導向的教學方法，走向行動化與社會體驗實踐化的轉向，帶

動教師教學之社會公共參與空間並孕育教育現場行動研究之契機，

使課程由被動填鴨記憶知識，轉換為主動探索、發現議題、解決問

題，最後能自我實現之主動活化學習式課程，透過尋找合適的教學

場域與生活實踐田野，逐步向其他專業系所合作推廣教學理念，結

合社會公民參與與專業知識延伸合作。

故本課程以「體驗學習與生活學習是培養大學生現代公民素養

最有效的途徑」為核心理念，定「理性批判與多元在地實踐」為主

要指導概念，選擇「反思性設計思考」以及「社會參與式學習」兩

種學習方式為計畫主軸，橫向串連「通識課程」、「專業課程」與

「生活學習」，廣泛地運用多元的教學模式，包括：1. 行動 / 問題

解決導向；2. 以課程為基礎的服務學習；3. 探索式學習；4. 體驗式

學習，以期達到啟發學生「做中學」與「起而行」的實踐能力，並

且在學校經過選擇與意圖長期關注的不同行動場域中，讓學生面對

具體的社會議題，激發其社會意識與創造力，進而提出各種社會創

新（Social innovation）的方案，在過程中讓學生習得知識整合、問

題解決及行動抉擇等關鍵能力，藉以建構高等教育機構與社區合作

攜手，透過教育、研發、社區服務等多元實踐方案，發現社區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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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深植永續發展量能開發之新模式。

三、教學困難與自我革新改善機制

（一） 組織通識教育中心跨領域課程教師團隊

本課程教師團隊包含藝術人文領域、社會科學領域、國文、體

育共同科目等 10 位專兼任教師，切合高齡社會研究實踐之多元專

業。

為鼓勵教師參與本課程，設下列之獎勵制度與課程設計思維策

略，以將本課程之精神與策略內化為通識教育之核心概念與策略：

1. 教師參與獎勵之行政配合制度：以現實論，教師參與社會參與式

課程之開設必須灌注心力於田野行動基地之營造經營，又有課堂

以外學生與教學研究團隊實際社會參與實踐行動的規劃與落實，

故本校希冀透過推動教師教育成長與授課時數的制度性改革，例

如：「教師社群 mentor 制」，由有此類課程經驗教師輔導並且

協助新進教師投入課程，加強經驗傳承。並透過「共時教學」制

度的推展，讓共同參與授課與行動方案的教師都可得到共同授課

學分數承認，並修改學校教師獎勵辦法，獎勵教師投入，有效協

助計畫吸納更加多元化之教學與研究團隊成員。

2. 問題解決導向與「設計思考之整合學習實踐模式」之課程設計：

課程中，教師們將廣泛地應用以問題導向為基礎的教學方法，分

別針對需要多元友善教育的各年齡社群、非營利組織、社區組

織、傳統文化保存地點與相關社區照護機構等不同場域，以其個

別的專業落實社會參與的精神。整體而言，教師們的課程因其個

別專長所做的嘗試多元且豐富，但在教師社群彼此間的溝通與對

話則需大量磨合，故以問題解決導向之實務導向提案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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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以「設計思考之整合學習實踐模式」，以社區之實務需求與狀

況為依歸思考研發，成為教師團隊整合之最大共識。

3. 籌組經營學生團隊：為順利實施本課程，除跨領域教師團隊外，

另籌組經營學生團隊，以本校各系所有社區參與經驗學生為對

象，透過公開招募、教師推薦等方式徵求合適學生組織學生團

隊，擔任課程助教，擔任師生之間的溝通橋樑，協助課程進行。

四、教學策略挑戰與克服策略發展

（一） 教師凝聚與銜接溝通機制

為凝聚授課教師對課程主題的共識，確實掌握課程實施的橫向

統整與授課內容的縱向銜接，本課程以每週 1 次菊島咖啡共識凝聚

暨課程討論日、每 2 月 1 次增能研習、每學期 1 次增能工作坊與每

學期二到三次參訪交流等定期循環之活動，使教師團隊成員們能夠

確切掌握設計思考教學方式與問題解決導向教學法之技巧與應用，

並溝通課程議題、賦權團隊成員並管控課程執行進度，課程團隊活

動規劃如圖 2 所示。

圖 2：本課程團隊活動規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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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教師團隊參與設計思考教學工作坊凝聚共識

除此之外，「高齡社會與創新實踐」課程亦積極運用建構 FB

學習社群、Ecampus 教學網站、舉辦學生成果發表、運用新聞與網

路媒體等主要方法與技巧協助課程實施，以切合資訊化時代效率需

求與多元資訊分享。

（二） 課程設計與同學實踐能力賦權（empower）

在課程設計與教法上，本課程主要有幾個教學策略改善創新

特色：一、循序漸進的三階段課程規劃；二、三層次的行動場域建

構；三、搭配本校多元專業優勢所融入的通識課程。

1. 課程創新與專業融滲部分

在通識諸課程的總體設計上，我們會考量同學的專業背景，並

透過與社區連結強化行動方案的教育意義與社會實踐目的。為達成

科際間的整合，本校整合全校資源，將不同領育的各門通識課程以

如下節所述之三階段的漸進方式合作，促成校際間跨學門、跨科系

與跨領域的課程與師資整合，並持續引入新師資與在地業師，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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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能夠開設更多高齡社會議題之相關基礎課程，最後使學生具備

能力能夠融入每學年開設橫跨上下學期的本課程，以行動導向、問

題解決導向學習為主要教學模式，並以實際解決在地社群與全球性

重要議題為課程宗旨，透過本門通識核心跨領域課程，完成整合學

習與實踐應用能力之全人教育目標。

圖 4：課程師生前往菓葉健康園區暨日間照顧中心參訪長照 2.0 政策之 
社區創新照顧

2. 課程設計與教學創新部分

社會參與式課程的創新：延續過去在社會參與式課程深耕的成

果，採三階段的方式將相關經驗擴展到專業學系促成校際間社會參

與課程的整合。

(1) 第一階段的人文社會基礎入門與方法學課程

透過通識教育中心必選修基礎入門課程，建立理解社會的框架

性知識，奠定理解人與社會互動�係之理論基礎，並協助培養學生觀

察社會 / 理解社會運作的基本學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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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階段的進階課（通識社會參與式課程）

為了提升本校學生經驗學習的能力與習慣，本校持續推動通

識教育課程的行動化，除了推動行動 / 問題決解導向課程外，並推

動以課程為基礎的服務學習、社會參與式學習及體驗式學習等，讓

學生對社會萬象有更深入的觀察與體驗。且為培養同學觀察社會

及參與社會之實際能力，尤其是以批判性觀點提出改革方案之能

力，因此本校社會參與課程之內容，引入參與式觀察（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田野工作（Fieldwork）等社會科學研究訓練，使同

學從事社會參與，不僅是從事服務學習，而能獲得對於社會現象之

深入了解，並培養對於社會各階層之敏感性當同學藉由通識所開設

的多樣化社會參與式課程，實際進入社區，接觸人群，並開始發覺

與思考社會所面臨的種種問題。

圖 5：同學社區實踐與長輩互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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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階段的專業課（健康科技與人文社會的問題解決導向課程

與持續專業深研）

第三階段設計進階的科學、人文與社會整合課程，以發現及

解決社區場域中的現實問題為核心，引導學生進行問題的發現、探

索及提出解決方案或提出倡議。在課程中結合專業學系或研究所之

師資與實務專家，改善教學方法，置入探究式教學、行動 / 問題解

決導向教學，引導學生整合知識，解決社區場域中的真實問題，並

鼓勵同學將社區所想所得帶回自己的科系與專業領域中持續精進深

研。

圖 6：同學報告創新實踐成果原型與海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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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同學報告創新實踐成果原型與海報（二）

圖 8：同學報告創新實踐成果原型與海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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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學習資源與學習成效

在教學成效與學生滿意度方面，教學評量意見回饋多屬正面，

在執行回饋意見中常可看見同學表示能活用知識與技能實際解決社

區需求的喜悅，面對如自己爺爺奶奶輩的社區長者們，能協助長輩

並看見問題解決後社區長輩的喜悅與便利滿意，為了與長輩溝通也

讓自己的在地語言能力與在地認識大有提升，往往也讓自己十分有

成就感和感動，且在期末成果發表會中與長輩偕同報告的經驗中，

也記錄下許多同學對自身修課學習產生的創意與提案，最後竟能對

社區產生實際貢獻，並得到媒體關注與相關政府機關重視，都感到

十分有成就感，為自己和社區、長輩感到自豪，異地求學的自己終

於有做為澎湖在地社區同一份子的生命共同體之感，並激發出許多

後續研究甚至是社會創新創業的靈感。

本課程所產出之創新方案，在課程結束後，均會將發明創意之

智慧財產權無償轉移授權供社區自由使用，如老吾老計畫、暗角照

明裝置目前已成為烏崁社區持續實施推行之方案，在風櫃社區所設

計出之數個益智遊戲與活動規畫方案，目前也都提供作社區據點之

照服員日常活動帶領使用，亦有數組同學規劃將提案成果帶回系上

專業課程持續精進，預備作為國科會大專生研究計畫之主題，帶來

之改變足堪稱之深刻。

反映在量性教學滿意度與學習成效評分分數上，也皆高於本校

平均值，長年維持平均高於 4.5 以上（滿分 5 分）的滿意度評分，

且教學滿意度評分與學習成效評分亦呈現逐漸升高之趨勢，顯示同

學對本課程實施與教學成效的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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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生上課之滿意度情形

111-2，本門課程之整體滿意度平均分數為 4.5。（如下統計表）

課程滿意度問卷統計結果表 每小題平均分數

範例：課程內容豐富多元，能切合課程主題 範例：4.8
1 課程內容豐富多元，能切合課程主題 4.5
2 講師教學認真，課堂氣氛良好 4.6
3 講師重視教學互動，鼓勵學生表達意見 4.5
4 使用創新方式教學，能更吸引我學習 4.3
5 整體而言，本門課程對我有正面幫助 4.5

總平均分數：4.5　　　　　有效問卷份數：41 份

112-1，本門課程之整體滿意度平均分數為 4.7 。（如下統計表）

課程滿意度問卷統計結果表 每小題平均分數

範例：課程內容豐富多元，能切合課程主題 範例：4.8
1 課程內容豐富多元，能切合課程主題 4.6
2 講師教學認真，課堂氣氛良好 4.8
3 講師重視教學互動，鼓勵學生表達意見 4.8
4 使用創新方式教學，能更吸引我學習 4.7
5 整體而言，本門課程對我有正面幫助 4.6

總平均分數：4.7　　　　　有效問卷份數：38 份

伍、學生學習成效提升情形

111-2 本門課程之學生學習成效提升人數為 40 人。（平均分數

4.0 以上的問卷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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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效提升問卷統計結果表

問卷平均分數區間 份數

1.0-1.9 0
2.0-2.9 0
3.0-3.9 1
4.0-5.0 40

平均分數 4.0 分以上的問卷數：40 份　　　　有效問卷份數：41 份

112-1 本門課程之學生學習成效提升人數為 35 人。（平均分數

4.0 以上的問卷數）

學習成效提升問卷統計結果表

問卷平均分數區間 份數

1.0-1.9 0
2.0-2.9 0
3.0-3.9 2
4.0-5.0 36

平均分數 4.0 分以上的問卷數：35 份　　　　有效問卷份數：38 份

陸、心得與建議

本高齡社會與創新實踐課程以正向、積極、活躍老化之優勢觀

點思維（the strength perspective）面對社區實際問題；一方面透過

高齡科技跨域研發與整合，協助將本校高齡健康促進師資之研究實

踐量能，導入高齡社會社區創新服務開發與實踐，運用人性思維與

社會關懷之思維視角，佐以科技知識與技術研發作為提升服務品質

與效率之實踐手段，深耕社區、合作，建構社區自主永續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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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一方面又協助社區多元特色與優勢的開發與新創，凝聚社區

意識並促進社區量能成長，將大學之專業知識與服務量能擴散之社

區，實踐社會責任與在地關懷，建立社區與高等教育機構之永續夥

伴合作關係，讓同學在多元專長師資的帶領與引導，透過實際場域

問題的融入理解與實踐演練，發展高齡社會創新實踐之多元視野與

實務能力，成為社區創新實踐的永續有生力量。

   故本課程跳脫過往傳統被動學習的課程模式，提升同學實作

意願與動力，並透過自媒體影片紀錄，在發揮宣傳及合作效應擴散

的功能之餘，也使同學能夠看見自己努力的身影與和社區長輩們互

動的經驗，發展出同理心與社區責任意識，體認到作為一個知識分

子與有能者之責任與成就感，不僅使得同學對於相較於其他通識課

程負擔較重、且又須獨力設計思考發展創新實作提案的本課程仍有

好評，更多了一份對社區的認同與感恩，願意與社區工作者偕同發

展，才使得具有實踐意義與創新效果的智慧結晶成果得以出爐。

 以上經驗讓本課程團隊著實體認到，大學生們本就是一群有

能力、有想法且具有創意實踐能力的有能者，除透過課程設計的多

元性與跨領域性吸引同學的學習興趣與廣度外，如何將他們的同理

心與熱情激發，更是實作課程最重要之成功關鍵，其中的關鍵，便

是將學生帶到社區之中，與長輩真實相處互動，透過真正的生活體

驗感受社區的需求，從而帶出自發性的創作渴望與社會責任感，動

機充足，自然就不再是被動地回應教師的教學要求，而能基於自身

能力與創意，去完成幫助社區與長輩們的大志，回應了本課程設計

的初衷，故回頭檢視，社區生活的深度實際融入與社區長輩們的互

動，實是課程能夠得到初步發展的重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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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未來有志發展跨領域課程之教學團隊夥伴，雖然跨領域

跨科技教學研究合作已逐漸成為當代教學現場肯定的合作模式，但

要真正實踐跨領域，則需要有許多溝通磨合的機制，如創造教師們

面對同一主題之議題一起共同學習交流之機會，並透過彈性調整策

略，將做中學學中做之問題解決導向教學模式，也融入在各自職掌

之課程發展的機制中，透過團隊溝通協調凝聚共識與行動策略，發

展出適合自己單位的優勢能力與實踐方向，如此方是發展創新跨領

域課程的團隊合作基礎。

柒、附件

附件 1：高齡社會與創新實踐課程大綱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概要

課程名稱

（中文）
高齡社會與創新實踐

授課教師

蔡明惠、洪櫻芬、王璟、邱詩

涵、陳昱名、胡蘊玉、周舜瑾、

鍾怡慧、陳秉阼

學分數 / 上課時

數
2.0/2.0

上課時間 週二 15:30-17:15 教師輔導時間 週二 12:00-13:00
電子信箱 教室

聯絡電話

教科書 ( 書名、作者、出版日期、版本 )
參考資料：

1. 書名：離別賦、作者：張輝誠、出版社：臺北 - 印刻文化、版次：098 年

2. 書名：2025 無齡世代、作者：陳亮恭、楊惠君出版社：康健雜誌、版次：104
年

3. 書名：人瑞大調查、作者：陳雨鑫出版社：遠流出版社、版次：107 年

教學方式

協同教學法、講述法、問題教學法、探究教學法、發表教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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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高齡社會與創新實踐課程大綱（續）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概要

成績評定方式

學習評量按課堂出席表現、課堂報告、FB 課程社團發表與討論、課堂實作及期

末成果展出等評量項目進行評量。

課程說明

「高齡社會與創新」課程擬透過全球高齡社會現況、高齡平權、高齡文學與高齡

健康促進等課程單元，讓學生瞭解高齡問題對社會的影響與衝擊，以建立學生

對人口老化及相關問題正確的體認；並以高齡運動、高齡手機應用與高齡遊戲設

計等實作課程，引領學生對高齡社會的嘗試性參與，消弭世代歧見，促進青銀對

話，以強化學生探究與思辨之能力，厚植學生公民素養，進而在實際場域中運用

課程所學，培育高體會高感性之未來人才。

課程內容與範圍

「高齡社會與創新」課程包括高齡社會議題之探究與思辯、高齡身心靈面面觀、

高齡健康促進、生活場域運用與實踐等四大課程主題，並依課程主題設計單元內

容。

教學目標：

（一）增進學生高齡化社會知能。

（二）增進學生對高齡者的關懷與同理。

（三）強化學生問題思辨能力。

（四）強化學生問題解決能力。

（五）強化學生團隊合作能力。

（六）強化學生創意實作能力。

（七）提升學生公民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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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高齡社會與創新實踐課程逐週進度表

課程計劃表（進度與內容）

週別（日期） 預定進度（包括章、節、扼要內容） 實際進度

第 1 週 課程與授課教師介紹

第 2 週 臺灣的高齡社會結構與發展趨勢

第 3 週 品味閱讀與寫作下的不老人生

第 4 週 高齡者的性平之路、從社會現象談高齡性別歧視

第 5 週 高齡者體適能概論

第 6 週 設計思考方法

第 7 週 實踐場域之認識與發現

第 8 週 實踐場域田野調查（一）

第 9 週 調查結果之問題與討論

第 10 週 校外實踐設計與發想

第 11 週 實踐場域田野調查（二） 調至第 8 週末

第 12 週 校外實踐模擬練習

第 13 週 校外實踐（一） 調週六、週日

第 14 週 檢討與反思

第 15 週 分組成果討論（一）

第 16 週 校外實踐（二） 調週六、週日

第 17 週 分組成果討論（二）

第 18 週 課程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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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的行動通識―  
社會參與式學習

唐屹軒 /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基礎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暨歷史組召集人

胡志佳 /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基礎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陳東賢 /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基礎通識教育中心教授暨通識教育學院院長

摘 要

本文旨在探究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以「行動通識」

為「主題」，透過通識教育社群，串接各類課程，跳脫單打獨鬥，

邁向共學共好。此篇以胡志佳老師與唐屹軒老師合開課程「歷史與

文化」及陳東賢老師開設「創意遊戲與數學思維」、「空間幾何與

都市景觀」三門課為主。雖然課程有各自獨立的專業性，但卻又具

共同趨向，即引導學習者社會參與式學習，進一步積極走入臺中這

片土地裡的人事物，深入在地的行動實作，以實踐大學的社會責

任。

關鍵詞：社會參與式學習、數學通識、數學文化、獨立思辨、 

　　　　多元觀點

壹、背景與理念

本校屬技職校院，學生多以高職生為主。因此，過去教育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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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強調學生實作技能及其專業技術知識，咸少重視文史相關知識，

學生在數理方面表現也普遍不佳。加上長期以來，受到「考試領導

教學」的影響，歷史與數學科目多以成績高低作為習得知識與否的

判別標準，致使學生容易產生歷史僅需背誦即可獲取高分、數學只

是升學的工具，逐漸忽略了歷史與數學的核心精神。通識教育開設

的目的之一是希望學生除修讀自身科系專業課程領域之外，能多點

生活樂趣與社會關懷，藉由廣泛學習來美化生活，讓生命更有意

義。緣此，我們藉由歷史與數學通識課程之教學，引導學生對歷史

與數學的學習興趣與自主學習的動機。修讀歷史類與數學類通識課

程可能是學生生涯中最後一次的課程接觸，如何扭轉部分學生對歷

史與數學的刻板印象，讓學生好好運用中、小學所學習到的豐富知

識與技巧，重新燃起對歷史與數學的興趣，回到了最初有趣的型態

與本質，將是教學目標之一。

一、通識課程概要

為嘗試解決上述問題，109 學年度唐屹軒老師與胡志佳老師規

劃一學年的「歷史與文化」必修課程，在原本的校定共同課綱基

礎下，上學期內容以宏觀的視野出發，帶領學生認識西方歷史發展

的脈絡，下學期聚焦中國歷史發展脈絡，聚焦於提升學生對歷史課

程的學習興趣，進而讓學生在教師引導下展開積極的自主學習，冀

期達到獨立自主判斷、批判性思考的思辨能力訓練。陳東賢老師自

107 學年度起上下學期各開設「創意遊戲與數學思維」與「空間幾

何與都市景觀」課程，前者以玩遊戲方式讓學生獲得數學內容與思

維方法，讓學生實際動手操作具數學成分且有趣的遊戲和題目，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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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玩數學、欣賞數學、學習數學、思考數學；「空間幾何與都市景

觀」透過「數學」語言，經由人與空間的對話，運用數學文化與藝

術美學的分析探索空間景觀藝術，呈現數學的不同面向，看見數學

的美。

三門課程期盼扭轉部分學生對歷史與數學的負面態度，課程

走出傳統學習教室，運用社會參與式學習，呈現歷史與數學的多樣

性，共同觀察與探討社會環境，找回歷史與數學本質。

二、課程設計理念

「歷史與文化」課程從設計歷史知識遊戲、安排臺中史蹟走

讀出發，搭配學生課堂報告，同時加入文字寫作與口語報告訓練，

進而讓學生在教師引導下展開積極的自主學習。在一整學年的課程

中，採用同時段不同科系的兩班共同授課、班級競賽、交互分組互

動等，進一步擴大課程效益，並藉此提昇學生學習樂趣。「創意遊

戲與數學思維」與「空間幾何與都市景觀」課程設計是讓數學文化

走進課堂與社區，讓學習者體驗數學的不同面向，「從學中做」培

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以引發觀察、探索、發現、分析、論

證等一連串數學活動。運用數學素養面對問題、瞭解問題與解決問

題，在地關懷，與社會共好。兩門課程都曾獲國立清華大學「大學

教師優良創新課程及教學競賽」優等，本篇文章部分內容會與發表

於大學教學實務與研究學刊論文（陳東賢，2017；陳東賢、鄭明政、

陳廷育、廖明誠，2018）理念與教學相通。

三、課程學習目標

「歷史與文化」課程學習目標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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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習歷史的重要性與史學基本概念，訓練獨立思辨，而非單向吸

收內容，引導學生進一步探問歷史，開拓眼界。

2. 從微觀的角度出發，探問大航海時代以降各國盛衰緣由，再由宏

觀的視野剖析世界歷史發展的重要軌跡。

3. 跳脫傳統以中國近現代史為單一視角的論述方式，努力呈顯歷史

的多元面貌，綜觀東亞社會的發展脈絡。

4. 呼應近年來以臺灣為主體的視野，描繪大航海時代以後，臺灣躍

上世界舞臺的重要履痕。

「創意遊戲與數學思維」與「空間幾何與都市景觀」課程學習

目標為：

1. 提升數學素養。

2. 培養學習者觀察、探索、發現、分析、溝通、論證與問題解決之

能力。

3. 在學習的過程中「學會如何學習」，以培養知識整合的能力。

「空間幾何與都市景觀」更導入「空間思維能力」，兩門課

皆以實際行動去面對並關懷多元化社會與區域環境，增進公民責任

感。

貳、課程內容綱要

一、「歷史與文化」課程

上學期內容以宏觀的視野出發，帶領學生認識西方歷史發展

的脈絡：大航海時代、宗教改革、工業革命、一次大戰、二次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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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下學期聚焦中國歷史發展脈絡，包括：晚清民初的政局與思

潮、國民政府的建立與發展、對日抗戰與國共內戰等。但因內容涵

蓋東、西方近現代歷史，不論時間長度或地域廣度，對於咸少接觸

歷史課程的學生而言，稍嫌吃力。不少學生已反應因內容過於廣

泛，不易掌握和理解課程內容。

課程活動聚焦於提升學生對歷史課程的學習興趣，從設計歷史

知識遊戲、安排臺中史蹟走讀出發，搭配學生課堂報告，同時加入

文字寫作與口語報告訓練，進而讓學生在教師引導下展開積極的自

主學習，冀期達到獨立自主判斷、批判性思考的思辨能力訓練。在

一整學年的課程中，採用同時段不同科系的兩班共同授課、班級競

賽、交互分組互動等，進一步擴大課程效益，並藉此提昇學生學習

樂趣。上學期時間，加入：大航海時代知識王班內初賽與班級交互

分組後的複賽、校園街訪、街訪心得報告、知識王比賽心得報告與

專家座談等活動。課程活動設計採取聚焦大航海時代的歷史知識，

引導學生在課堂授課結束後，積極回饋學習心得、設計比賽題目和

答案選項，並透過校園街訪、多次上臺心得報告，訓練學生的口語

表達能力，達成強化口語表達能力的培育。時序進入下學期，課程

活動的設計包括：主題授課、專家演講、「臺中走讀」的實地參訪

和心得分享、「歷史上的今天」計畫、成果的寫作和口語報告等。

其中，走讀行程（圖 1）有：臺中火車站、宮原眼科、新盛橋、彰

化銀行總行、臺中州立圖書館、臺灣省城儒考棚、臺中市役所、臺

中州廳、第二市場、中央書局、臺中公園等。除了先在課堂上介紹

史蹟的重要性外，更帶領學生實地感受史蹟的溫度，見證歷史的履

痕。相關課程活動皆圍繞在培育文字敘事寫作與口語表達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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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著重提升同學歷史課程的學習興趣、自主學習的動力等。

學生的回饋：

S1：這一次歷史課做了以往歷史課不曾做過的，比起自己看圖片，

直接讓我們去現場看更讓我們加深對這些歷史文物的了解，感謝老

師如此用心的安排課程。

這一次歷史課做了以往歷史課不曾做過的，比起自己看圖片，直接

讓我們去現場看更讓我們加深對這些歷史文物的了解，感謝老師如

此用心的安排課程。

S2：原本第一次看到行程的時候想說都是很熟悉的地方了，結果走

了半天下來還是覺得收益良多，發現了很多以前沒注意到的細節與

故事，身為臺中人的我，看著火車站的轉變以及能夠向外地人介紹

自己的故鄉，覺得很值得。

圖 1：走讀行程

二、「創意遊戲與數學思維」課程

廣義上，數學可以視為是一種遊戲。狹義上，透過遊戲是一

種學習數學與思維的有效方法之一。課程基於遊戲的學習方式，誘

發孩子學習興趣，課程會先介紹遊戲，內容包含「中國古典益智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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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生活中的數學」、「數的特性及其相關問題」、「魔方陣

與數獨」、「邏輯推理及其相關問題」、「數學魔術」、「圖論、

七橋問題、四色問題及其相關問題」、「賽局理論」等單元。透過

動手思考具數學成分的有趣遊戲或題目，依題型設計讓同學思考或

小組討論，或許有些問題短時間無法解答，但至少要求同學瞭解問

題，試著嘗試去思考解決之道。讓學生獲得數學內容與思維方法，

以引發觀察、探索、發現、分析、論證等一連串數學活動。為深化

本課程的知識承載度，在各種遊戲活動結束之後將輔以數學文化說

明，從「學中做」過程中有助於學生思考習慣的養成，將有利學生

數學與邏輯思維能力的培養。如兩位同學的期末心得：

S3：一開始選課可能看到數學思維會非常恐懼，可是實際上過課之

後發現老師教得很好，把數學融入進了遊戲裡面，非常慶幸我有選

到這堂課。

S4：我覺得這堂課帶給我的東西就是「不把自己限制在既有的想

法裡面」。有時候在題目或是其他方面的時候可以讓自己跳出既有

的想法及印象，就會有不同的方式去解決問題，讓問題得到不同答

案。

課程有達到教學目標。課程更期盼激發學生「創新思考」，透

過教室延伸的教學法，走出教室，帶同學進入校外社區關懷據點，

學生依長輩狀況設計一些創新數學遊戲（圖 2），藉由實踐與反思

做整合，從「做中學」過程中獲得數學遊戲設計與課程學習連結，

藉由與長輩互動，以實際行動去面對與關懷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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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學生設計創新數學遊戲與長輩互動

三、「空間幾何與都市景觀」課程

課程以科技大學學生知識承載度，利用數學的幾何元素來發掘

空間藝術，課程利用「數學」語言，經由人與空間的對話，引領同

學關心周遭的空間景觀。如同一位同學期末心得，呼應出課程的教

學目標。

S5：「空間幾何與都市景觀」我覺得是一個受益良多的課程，不僅

讓我對數學運用在都市景觀有更多的認識，還讓我認真的觀察我們

生活的周遭有什麼是我們未曾注意到的運用在生活中的數學及目前

都市的問題。

課程前三週規劃「人與空間的對話」、「幾何解析」與「多面體」

單元，透過幾何脈絡探索空間景觀藝術，呈現數學的不同面向，看

見數學的美，扭轉部分學生對數學的負面態度。課程第 4 ～ 8 週

走出傳統數學學習教室，利用「空間中的比例」、「造形與構成的

創意思考」與「社區參訪」來幾何解析學校環境與社區，呈現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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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樣性，學習者與居民共同觀察與探討社區環境，課程期盼激發

學生「探索創造」素養，以臺中市豐年社區為發想場域，跨科系小

組合作挑戰創新構想，提出新的社區規劃與設計。接著我們將探索

「設計型思考」、「古典建築中的數學」與「現代建築的數學意象」

等單元，引領學生瞭解隱藏於設計師、藝術家與建築師構思的設計

理念與原則。我們規劃第 15～16 週進行期末報告與聯合成果展（圖

3），邀請校外專家與社區長輩共同參與作品評分與意見交流。最

後兩週引領同學對空間幾何物件進行抽象思考與推理，找回數學本

質，期盼喚起大家內心對區域環境的重視。如同一位同學心得：

S6：老師讓我學到很多在生活中關於數學的一些知識，讓我發現數

學原來一直在我們身邊。

這門課讓孩子重新發現數學就在生活周遭。

圖 3：聯合成果展展示學生設計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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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特色成果

「歷史與文化」經過一整學年的課程實踐，教學者皆深感有

必要將本學年的課程精神形諸筆墨，方能延續「歷史與文化」必修

課程的精髓，改善學生對歷史 / 人文課程的學習態度。緣此，透過

與基礎通識教育中心歷史組專、兼任老師們的多次開會討論，從

110 學年度開始著手撰寫教科書《歷史與文化：大航海時代以後的

世界》，將一學年的「歷史與文化」課程分為史學導論、世界篇、

亞洲篇與臺灣篇等四大部分，因內容聚焦於大航海時代以後世界歷

史的發展，故副標題訂為「大航海時代以後的世界」。在教科書的

四大部分內容中，「歷史—過去與現在永無休止的對話」簡述學習

歷史的重要性與史學基本概念，俾使同學對「歷史」這門學科有初

步認識。世界篇的內容，從大航海時代開始，依序解析葡萄牙、西

班牙、荷蘭等九個國家如何投入海洋航行、商業貿易與世界殖民等

活動，內容間或涉及各國文化與該國重大歷史事件。是以世界篇各

章內容皆嘗試從微觀的角度出發，探問各國盛衰的緣由，再由宏觀

的視野剖析世界歷史發展的重要軌跡。亞洲篇的內容，從西力東來

的第一個重大衝突點——鴉片戰爭談起。除了介紹清朝朝野士庶因

應時代大變局的諸多舉措外，更嘗試加入日本的視角，解析同為亞

洲國家，如何從黑船來航後的劣勢中，逐步維新強國，以及二戰後

在美國監管下的發展復甦。此外，二戰後亞洲地區的冷戰對峙與去

殖民化，也是全球發展的重要環節之一。是故，亞洲篇希望跳脫傳

統以中國近現代史為單一視角的論述方式，努力呈顯歷史的多元面

貌。臺灣篇的內容，從大航海座標下的福爾摩沙開始，呼應近年來

以臺灣為主體的視野，描繪大航海時代以後，臺灣躍上世界舞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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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履痕。為了讓同學對臺灣歷史有初步認識，也簡要敘述了清

領、日治與二戰後的重大歷史發展。本書在各章末均附上若干「問

題與討論」，提供同學在閱讀後能搭配問題，重新省思相關知識內

容。

面對臺灣超高齡社會來臨，需要照養的長輩人口愈來愈多，勢

必對臺灣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造成重大危機。未來青壯年的責任越

來越重大，大學端需明瞭未來臺灣人口超高齡發展趨勢與協助社會

改善，我們希望以學校鄰近太平區豐年里為行動研究場域，透過教

育現場提出問題，並藉由「創意遊戲與數學思維」與「空間幾何與

都市景觀」通識課程設計，讓數學文化走進課堂與社區，讓學習者

體驗數學的不同面向，運用數學素養面對問題、瞭解問題與解決問

題，在地關懷，善盡大學社會責任，與社會共好。從兩門課程同學

期末心得可以發現時下青年很有創意，瞭解問題意識後，他們可以

運用所學有所發揮。同學對於課程的安排是肯定的，如同：

S7：我覺得這堂課滿充實的，能學習到很多數學相關的遊戲，還能

透過自己的創意帶給年長者歡樂。

S8：課程內容十分樂趣性，當老師帶動活動時，同學也很積極的參

與。對於課程的講解，老師會用許多的遊戲來解釋，這是在別的課

程上看不到的。

S9：這門通識課我覺得十分有趣，是少數我不會使用手機的課，課

程內容豐富，結合小遊戲的方式，讓我們了解遊戲含有的理論，其

他課程幾乎都只講理論，但我們卻不知道如何應用，但這門課以輕

鬆的方式來教學，東賢老師也很友善，上課十分認真，對於我們不

懂的部分，也會放慢速度再次說明內容，很榮幸能選到這門通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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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0：上了創意遊戲與數學思維這門課程後，發現了原來有許多遊戲

其中都有包含數學概念，只要運用了數學遊戲就變得簡單很多，因

此學到了不少知識。

肆、心得、回饋與建議

三門課程除了可確認有無掌握知識與學習重點外，更能訓練獨

立思辨，而非單向吸收內容而已，進而回饋學習心得。書末與學習

網站附有參考及延伸閱讀書目，提供有興趣的同學延伸自主學習，

進一步探問歷史與數學，開拓眼界。「歷史與文化」課程綜合教學

現場的實際感受，以及學生課後回饋內容，相關成果可從三大面向

得知：首先，在多元且活潑的課程內容，已跳脫出傳統單向式授課

的刻板模式，在此過程中，也讓學生們更加願意親近人文 / 歷史相

關課程，不再封閉學習的興趣。其次，在課程中安排許多讓學生們

自主學習的環節：融會貫通課堂講授內容以蒐集、設計問答題目與

解答選項；自行討論街訪議題、報告內容，蒐集所需各式資料，並

在實地走訪臺中歷史文化古蹟後，進一步探索古蹟活化及其歷史意

義等議題。唯有讓學生們自主學習，方能留下更深刻的印象。最

後，課堂中反覆要求學生們上臺分享與報告，包括：知識王競賽活

動心得分享、街訪心得分享、「臺中走讀」報告、「歷史上的今天」

之計畫和成果的寫作和口語報告等，透過不同類型的分享或報告，

協助學生們更加熟練文字敘事寫作與口語報告的能力。該課程的教

學意見回饋，上學期為 4.31 分，下學期為 4.7 分，若綜合下面所附

統計圖來看，略可說明因為推行課程活動，不僅有助學生相關知識

的學習，也提升了學生對教師授課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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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

問卷題目

提升

很多

提升

一點點
沒感覺

一點

也沒有

經過「大航海時代」、「臺灣歷史暨台

中史蹟主題」與「歷史知識王競賽活動」

等，有無提升你 / 妳的自主學習動力？

33.7% 62.7% 1.1% 2.5%

臺中走讀．史蹟漫遊」活動，有無讓你

/ 妳對歷史相關課程改觀？
65.1% 27.7% 5.2% 2.0%

「臺中走讀．史蹟漫遊」活動，有無提

升你 / 妳對歷史課程的興趣？
39.8% 50.6% 6.0% 3.6%

「歷史上的今天」學期報告，有無提升

你 / 妳的文字敘事能力？
43.4% 50.6% 5.8% 0.2%

「歷史上的今天」學期報告，有無提升

你 / 妳的口語表達能力？
27.7% 55.4% 15.7% 1.2%

兩門數學通識課程激發學生「創新思考」，讓學生設計一些適

合長輩的創意數學遊戲、空間幾何規劃與活動。從「學中做」過程

中有助於學生思考習慣的養成，將有利學生數學與邏輯思維能力的

培養。課程預期培養的核心素養主要為「邏輯思辨」、「溝通表達」

與「問題解決」。在面對超高齡社會議題時，運用獨立思考，做出

有根據的審慎評估，提出有效與最有利的方案與規劃，這也正是大

學生所需具備的「邏輯思辨」。課程學生來自各系所，易有不同的

思想或觀念，如何善於傾聽與他人溝通，有效表達個人的觀念與思

想，並與長輩分享不同的見解或資訊，表現理性溝通，這是每位學

生必備的「溝通表達」核心素養。面對課程相關社會議題，從科學、

建築、景觀、環保、文創與法規等面向引領同學思考和討論，做出

理性溝通與分析，有根據地批判思考，以培養「問題解決」能力。

大部分長輩對同學設計作品讚不絕口，感謝一些長輩的回應，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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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孩子得以重新思考與設計：

H1：有些設計太用腦，吸引不了長輩。

H2：有些遊戲較適合年輕的長輩，據點長輩為高齡者居多，故會有

些難度。同學們都很用心，感謝大家 !

H3：有一些遊戲對我一個近 90 歲的老人，比較吃力。

期末我們請同學需要重新思索關懷據點展示的設計作品：

S11：我覺得我們設計的遊戲對老人家似乎要點太難了，是真的需要

動腦思考的，但是也有來玩一次以上的老人家，因為他覺得很有趣

且是真的需要動腦，所以他才來嘗試第二次，代表我們設計的還是

不錯的！

S12：我認為可以不用設計單純動腦的遊戲，多點互動的話效果更

好，不用把遊戲變得這麼枯燥乏味，相對的是可以多點互動！跟老

人家玩！

S13：遊戲本身雖然已經夠簡單了，但是依然有長輩聽完規則還是不

會玩，所以我覺得，我們的口述能力可能要在加強。

S14：我覺得能夠把我們的創意帶給老人歡樂，自己也會感受到快

樂。在遊戲設計這方面沒有考慮到老年人的力氣，把推瓶子的距離

設計太遠了。

S15：我們這組做的遊戲很棒，長輩們來都說小時候有玩過，而且簡

單好上手，但我覺得我們障礙物的擺放可能要再改變，基座也要換

比較滑順的板子，不然球很容易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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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長使用者的回應都是我們孩子未來成長的養分，「沒有最好，

只有更好」，學生以實際行動去面對並關懷多元化社會與區域環

境，增進公民責任感。

通識課程的修課學生來自不同系所，兩門數學通識課程，我們

都採用混成編組，一組有六位同學，一位同學可以搭配自己認識的

好友同組，另外組員會安排不同科系同學，避免好朋友或同班同學

一組，缺乏與外系同學溝通與合作機會，希望激發大家在學期間培

養團隊合作能力，然而每次期末報告總會發現慢熱型的同學很不適

應這種混成編組，如：

S14：…，可能就覺得分組比較尷尬一些，需要一些破冰的遊戲，不

然大家就跟平常上下課一樣，坐在那裡不會互動。

S15：我希望我組員可以再熱情點

我覺得我選擇這門課是對的，可以跟小組員一起互動和跟長輩

互動玩玩遊戲很開心。

雖然多數同學是可以接受混成編組，如：

S16：這真的是個很有趣的課程，與組員互相討論學習團隊合作規畫

項目讓我受益良多。

S17：因為這堂課，難得可以交到其它系所的朋友，蠻值得的。

建議混成編組除了需要破冰遊戲外，需要設計一些問題與討

論，產生同組意識，讓同學在合作中相互磨合。通識課程另一個大

問題是同學缺曠問題，每週一次 2 學時的課程，曠課一次後，兩週

後見面，陌生感又會再次產生，針對缺課同學，教師需更關注該組

互動情況，若是組員都是慢熱型，就需要協助增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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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三門課均為常設性課程，「歷史與文化（一、二）」為學年

型上、下學期必修 2 學分基礎通識課程，「創意遊戲與數學思維」

與「空間幾何與都市景觀」分別開設於每學年上、下學期 2 學分博

雅通識課程。三門課程透過多元教學設計與課程活動，引導學生對

歷史與數學的學習興趣與自主學習的動機，瞭解「歷史是生活的一

種方式」與「數學就在生活周遭」。進一步探問歷史與數學，開拓

眼界與多元觀點，並期許達到獨立自主判斷、批判性思考的思辨能

力訓練。藉由社會參與式學習，進一步積極走入臺中這片土地裡的

人事物，深入在地的行動實作，以實踐大學的社會責任。此三門課

程係首度合作，因此仍有若干部分略顯不足，然合作主旨在於嘗試

建構有關社會參與式學習的教學模型，摸索如何保留各學科特色、

帶領學生走出校園、進入社區親身實踐，以尋求長期跨域教學合作

的基礎。在此基礎上，我們已持續規劃、執行相關課程，期待延續

課程設計初衷，讓更多學生能獲得學習樂趣，進而理解思辦的重要

性。未來我們將繼續思考課程的演進與社會的脈動，有效提升學習

效能和學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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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參與式通識課程之理念與實施案例

廖賢娟 /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邊瑞芬 / 大葉大學休閒事業管理學系副教授

壹、前言：社會參與式通識課程 1 之教育理念

通識教育是一種教育理念，旨在培養學生的綜合素養和跨學科

知識，使學生能夠更好地理解世界、思考問題並做出貢獻，使學生

成為具有社會責任感和公民意識的個體。而社會參與式學習是一種

教育方法，強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積極參與社會互動，其鼓勵學

生參與社區活動、社會服務和公民參與等實踐，通過與他人合作解

決問題、推動社會進步。社會參與可以提供學生實踐課程所需的真

實情感和實際環境，通過參與社區活動義工工作，學生可以與真實

的世界互動，直接接觸社會問題和需求。這種參與學習方式培養學

生的社會意識、批判思維、合作能力和領導力，也可以因此激發學

生的學習動機，使他們更關注所學的內容，並認識到學習的實際應

用價值。

1 
本文內所稱與「社會參與式通識課程」相同意義之名詞有「社會參與式學習」、「社會

參與學習」、「社會式參與學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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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體驗的「動手做」精神則為學生提供應用所學知識和技能

的機會。通過參與實作體驗活動，學生可以實際操作、解決問題、

合作交流，從而深入理解學習內容，將所學應用到實際的體驗，讓

學生能夠更全面地理解學習內容，增強他們的實踐能力和問題解決

能力。因此，社會參與和實作體驗互為補充：社會參與為學生提供

實作體驗所需的情境和應用場景，同時激發學習動機；而實作體驗

則讓學生能夠參與社會活動的過程中，運用所學知識和技能，並進

一步提升其實際應用能力。

社會參與式學習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相關聯之處，如：一、

可持續社區參與：社會參與學習鼓勵學生參與社區活動和社會服

務，實現可持續社區發展（SDG11 永續城鄉），二、教育和性別平

等：社會式參與學習可以推動學生對教育和性別平等（SDG4 優質

教育、SDG5 性別平等）的關注，並促使學生參與相關倡議和行動，

三、公正社會和消除貧困：社會參與學習可以幫助學生認識和關注

社會的發展等（SDG1 終結貧窮、SDG10 消弭不平等、SDG16 和平、

正義與健全制度），皆具重要關聯。

學校所在社區是讓大學生投入學習之最生活化、最直接的社

會參與場域，其中讓大學生體驗社區文化，認識與投入生活所在地

區，面對社區中特有的價值觀、傳統、習俗、藝術和語言等，其與

社會發展之間的幾個關聯點：如社會凝聚力與身分認同、社區參與

與民主發展、文化創新與生活品質提升、社會價值觀與道德規範

等，都有緊密的關係，所以，將學習融入社區文化中的行為，存在

著互助、尊重、公平和責任等倫理價值觀，是為通識教育社會參與

式教學的關懷核心，應有助於塑造學習者健康的社會關係和道德理

念，直接促進社會和諧與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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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社會參與式通識課程於大葉大學所實施之機
制

一、服務學習（Service-Learning）

大葉大學鼓勵每學期每系至少開授 1 門以服務學習為教學方式

的課程，由學校給予課程經費補助及提供學生成果競賽獎金，且安

排授課教師將教學成果分享全校教師。初期的推動是於 97 學年度由

通識教育中心的通識課程開始，持續推行至今，受服務團體包含社

區協會、社福機構、各中小學校教育單位等，不一而足。

眾所周知，服務學習結合學術學習和社區服務的教育方法，旨

在讓學生參與社區服務，實際應用所學知識，同時提升社會責任感

和公民意識。這種學習機制包含五項主要元素，如下所列，這些元

素相互融合，形成一個循環過程，使提供服務者與接受服務者能夠

在實際互動中，促成雙向式的受教育與被學習，其中至少包含：

（一） 教學設計：服務學習首先涉及教學設計。教師或教育機構

結合學術課程的學習目標和社會服務的實踐，設計機制須

相應到課程內容和活動。

（二） 社區參與：服務學習要求學生主動參與社區服務活動。學

生可以參與社區機構、非營利組織或其他社會服務項目，

為社區提供有利於改善或解決問題的服務。

（三） 學術整合：服務學習將學術學習與實際服務相結合。學生

在參與社會服務的同時，將所學的學術知識評估解決現實

問題。運用學科的概念和技能，分析問題並提出解決方案。



　永續發展與社會參與318

University and College General Education in Taiwan in the 21st Century

（四） 反思評估：服務學習強調學生的反思和評估。學生通過反

思自己的服務經歷，深入思考他們所學到的知識和技能，

以及服務對他們個人和社區的影響。評估包括個人與團體

的反思報告、學生與教師的討論和評價等。

（五） 互惠關係：服務學習強調建立互惠的關係。學生不僅為社

區提供服務，同時也從服務中提昇學習機制。通過與社區

互動，學生可以開拓視野、培養觀察、發展實踐技能，同

時也增強自身的學習動機和對社會的責任感。

二、大學社會責任實踐（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2

教育部於 2017 年正式以大學社會責任（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作為大學的重要推動計畫
3
，又於 108 學年度

（2019 年）的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中增列大學社會實踐專案的提案分

項
4
，形成了著重於「以學校為主體的大學社會責任計畫」與「以教

師教學實踐研究為主體」兩種類型的 USR 計畫，一為以地方社區為

主體的發展需求，一為以教學現場學習者或教師教學精進為主之訴

求。

2 
作者邊瑞芬感謝教育部補助 110-111 學年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跨時性社區參與學習模式

建構 : 以通識課程融入地方常民生活傳承與創新課程設計」（計畫編號：PSR1100638）
文中為部份課程計畫執行成果之整理。

3 
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https://usr.moe.gov.tw/tw/about/usr ，2023/10/10。

4 
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組織架構 | 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moe.edu.tw），

2023/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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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大學社會責任理念融入校務治理，以人為本，從在地需求出

發，透過人文關懷與科技導入，協助解決區域問題，以持續朝向深

化聯合國永續發展（SDGs）議題，讓大學善盡社會責任，現今臺

灣各大學全力進行學校與地方社區的連結。大學具研究與服務的社

會責任以培力地方發展，「社區化」已被視為是公共治理的第三條

路，政府透過三 T 途徑（Triple T approach），即信任社區（Trust 

the community）、訓練社區（Train the community）以及資源與權力

移轉（Transfer of Power and Resource）給社區
5
，達成社區培力與社

會創新發展之嘗試，是多方效益的重要工作，期以大學教學課程，

實踐「社會責任」與「培力地方」。茲此探討大學社會責任的公共

意義要點，應包括：

（一） 社會貢獻和公共利益之提升：大學被視為社會的重要資

源，其主要目標之一是為社會提供價值。這包括促進高品

質的教育、培養優秀的公民，以及提升大學師生參與社

會問題解決的能力。這種教育方法的推動旨在提高公共利

益，使大學成為社會發展與進步的重要力量。

（二） 社區參與和地方合作之連結：社區參與是建立大學知識資

源與社會實踐之間的關鍵元素。這種關係應建立在互惠、

互相尊重、共創與共享資源，共同地創建目標和成果的基

礎上。社區參與具有跨學科的本質，超越學科和大學「專

業」知識，並牽涉到大學外有效且合法的知識資源。跨學

科學習的框架和方法影響了教學和學術研究，同時也影響

5 Pandey, R.S. (2010). Communitization: The third way of governance. Concept Publishing 
Company. 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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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組織邏輯。為實現參與社區教學、學習和知識生成，大

學需要調整其實踐策略、組織結構和學習文化。

（三） 學習倫理與道德價值觀之重建：大學是塑造師生間、社會

倫理與道德價值觀的重要關鍵場域。大學社會責任強調了

教育的深層次探索，包括培養大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和道德

價值觀。

（四） 大學研究與社區永續之發展：大學社會責任還包括對生存

環境和永續發展的承諾。大學應該採取措施來減少人類發

展對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並提供永續教育的研究機會。

以學校進行 USR 的推動與以教學課程為主的 USR 公民培力，

都須本著科學研究態度進行理路的澄清，但兩者之間確實有所不

同，以大學為主體所進行的大學社會責任計畫是一種學習文化的建

構，所進行的是教育體制與社會文化創新的塑造，可稱之為「學校

社區化」。對於以教學課程為主的 USR 公民培力，或者稱之為「教

學社區化」，當以學習者為中心的社區教學設計為是，以下案例，

皆是以通識課程「教學社區化」為主的設計討論與經驗分享。

參、社會參與式通識課程之規劃與成果案例一：
「社區劇團」服務學習 6

一、「社區劇團」服務學習案例概述

通識課程「跨領域知識研讀」與學生社團曾連續 3 個學期採用

6 
作者廖賢娟曾將此案例發表於〈走進灣東：在社區實踐跨領域學習〉，收錄於《大葉大

學通識教育學報》，第 15 期（2015 年 5 月），頁 277-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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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習教學方式，分別由不同的 3 個班，選習學生到同一社區與

社區民眾、學童進行「社區劇團」芻型的圓夢，課程主題發展區塊，

如圖 1 所示。

• 人物特質

• 繪本

• 101年2月-101年8月

• 腳本

• 實驗

• 101年9月-102年1月

• 物品

• 場景

• 100年9月-101年1月

• 事件訪談

• 人物訪談

• 100年2月-100年8月

故
事

道
具

劇
本

演
員

圖 1：幸運草―築夢四部曲

圖 1 中，圓心是四個主題，四個邊塊則是事件，每個邊塊的進

程是 1 學期；後來進程縮短為 3 個學期，當時這嘗試使得社區開始

醞釀進一步思考要如何朝永續社區的方向發展。以下說明四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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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的發想。源自 1960 年代蘇格蘭的研究者與教學者期望幫助學

生理解世界是一完整的連結、非一組分離的經驗或學科，而發展的

「故事線」（Story path）教學策略係參酌建構主義
7
的理念，應用

故事的「情境」、「人物」、以及「情節佈局」等基本要素組織課

程內容，發展出「創造情節」（Creating Setting）→「創造角色」

（Creating Character）→「建立脈絡」（Building Context）→「重要

事件 1」（Critical Incident 1）→「重要事件 2」（Critical Incident 2）

→「重要事件 3」（Critical Incident 3）→「結束事件」（Concluding 

Event）的教學策略
8
，此教學策略的特質與傳統教學策略者之比較

如表 1。

7 
建構主義者認為知識是靠建構（constructed）而不是靠傳遞的（transmitted），教學是幫

助學習者從他們自己的經驗中去建構自己的意義。因為知識的建構是從活動中產生，所

以知識是嵌入於活動中，我們無法將知識從經驗中予以分開。從建構主義的主張，教與

學活動的主角不是教導者，而是學習者。江南發，〈創造學習者中心的教學環境以落實

九年一貫課程改革〉。論文發表於國立高雄師範大學主辦之「九年一貫課程改革下的創

新教學研討會」），2001 年，頁 95-108。轉引自王建堯，〈故事線教學策略對教師專業

發展的意義〉，《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學術研討會》，2011，頁 147。
8 

王建堯，〈故事線教學策略對教師專業發展的意義〉，《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學術研討

會》，2011，頁 146、148、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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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故事線教學策略與傳統教學策略之比較

項目 故事線教學策略 傳統教學策略

理解 深度的研讀 主題的膚淺範圍

知識解釋 學生知識的解釋
要求學生知道許多有關的主

題

脈絡化 學習脈絡化 以連續性的形式列出訊息

多樣性 考慮觀念與表徵的多樣性
與多樣性議題的相關是依賴

作者的訊息

文本 學生使訊息意義化與個人化 文本站在它自己的位置

標準 連結國家社會科標準
文本如何與標準相關，經常

是不清楚的

因果關係 透過故事線連結因果關係
來自文本的因果關係經常是

缺席的

觀點解釋 多元觀點的解釋 反思教科書作者的觀點

參與性 鼓勵學生主動參與
學生所閱讀的課文與其經驗

無關

公民資質 培養負責的公民資質
很少證據顯示公民資質的實

施

觀念連結 透過故事線連結重要的概念 課文所提觀念未必互相連結

理論基礎 建構主義 傳輸理論

創造性 創造知的需求
來自教科書的格式，知的需

求是不存在的

统整性
學生、知識、經驗、社會的

統整

學生、知識、經驗、社會是

切割、分離的

主體性 學生中心 教師中心

教學方式
合作學習、協商、問題導向

為主
教師講演、問答為主

教學類型 間接教學 直接教學

教師角色 轉型的知識分子 服膺型或霸權型的知識分子

多元聲音 聽得見學生的多元聲音 不容許學生有多元的聲音

資料來源：引自王建堯，〈故事線教學策略對教師專業發展的意義〉，《中小學教師
專業發展學術研討會》，2011，頁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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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故事線教學策略裡的「情境」、「人物」、「情節佈局」

要素如同歷史中常見的「地」、「人」、「事」，而此教學策略的

特質與服務學習所需具有的「解決問題」、「學習省思」的能力有

相同的精神，所以，就用「情境」、「人物」、「情節佈局」來發

展課程主題，架構圖如圖 2，圖中所示「灣東話劇」則另藉教育部

「大手攜小手計畫」由大葉大學修課學生與灣東三春國小學生共同

完成〈咱的灣東〉臺語話劇展演，也帶來三春國小學生參與協助花

壇鄉農會推廣茉莉花茶的契機。

灣
東
故
事

地點

人物

事件

灣東公園

產業經營者

社區居民

畫我家鄉

說我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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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灣東故事」架構示意圖

二、「社區劇團」服務學習案例特色 

（一） 學生引導，社區長幼皆參與

分組採取自由入組，分 5 組，1 組約 8 人。第一組是彩繪組：

帶領社區小朋友畫出對社區的印象，而且用文字描述畫中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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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幼小的孩子，則請家長加入協助。第二組是講古組：協助社

區年長者說記憶中的社區生活、產業發展的故事，這組因為要會說

閩南語方能與社區民眾互動，所以會請社區的國小高年級以上的學

童協助，共同完成訪談的紀錄。第三組是文物組：將社區耆老提供

的文物，如地契、照片、器具等攝影且口述內容做成紀錄，上網查

詢有關這些文物是否有其發展脈絡，將這些可能的源流說給耆老參

考。第四組是地景組：主要是根據社區民眾所述，與國中以上的青

少年合作，完成文化地圖摺頁。第五組是數位組：教導社區國小高

年級以上的學童與少年如何將前述資料數位化，且將其傳上「臺灣

社區通」網站及使用 eBook 電子書製作軟體製作社區文件電子書。

（二） 志願支援社區的議事及節慶活動，增進情感互動

除了必須邀請社區專家耆老到課座談，以便學生有機會就自己

這組的任務內容與專家耆老對話，為增進與社區民眾互動，另行到

社區參與社區活動，如社區發展協會會員大會及中秋端陽敬老等歡

慶活動的接待等，也都是需事先協調安排。

（三） 分組教學與活動，以利深度學習

這個安排主要是協助小組完成活動計畫書。各組學生代表先分

別到社區拜訪耆老（多是社區協會幹部或志工隊成員），討論組內

負責的任務，再擬定計畫書。因為灣東社區是個高齡化的農村，社

區發展協會成立於民國 98 年 3 月，算是「年輕」的社區，而選習

課程的學生們又多屬低年級學生，考量社區負荷及學生能力，所以

特別勉勵學生了解：我們的服務學習沒有高遠的目標，只是陪著社

區走一段路。或許是這段話產生影響，使得學生在與社區耆老互動

中，不但沒有壓力，還反應社區民眾很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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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活動的集中場地選在灣東社區的公園「灣仔口公園」，主

要是這座公園是灣東社區成立之後，第一個「整治」的公共空間，

使得其由荒蕪雜亂、龍蛇雜處的境況搖身一變成為社區活動集結的

場所。五組在這裡舉辦的活動有：1. 彩繪組：「畫我家鄉」繪畫比

賽，2. 講古組：「說我家鄉」說故事比賽，3. 文物組：「我家寶物」

徵件與賞析活動，4. 地景組：「觀光景點與產業發展」文化地圖發

表會，5. 數位組：「灣東與大葉攜手」成果會，另外，選擇在社區

活動中心讓學生與村民討論事情，而產業發展的訪談則到茉莉花文

物館、大山牧場、楊桃園休閒農場進行。

（四） 強調觀察與思考兩項記錄的反思

雖然強調社區觀察與現象紀錄、問題與思考，如此，有助於反

思活動的聚焦；不過在實際操作時，或許因為學生已累到不記得在

服務學習過程中即應隨時做記錄，使得透過反思得到的實質意義—

指分析、思考問題，如：村民中的外配不少，為何很少看到她們參

加社區活動、社區幅員不算小，如何凝聚村民的共識、社區產業產

品多樣，是否有可能形成社區產業聯盟，而文物是否考慮集合收

藏、社區內的觀光景點是否有可能連結成半日遊甚至一日遊的行程

等，不是很多，但學生仍不吝於給予正面回饋，表達他們從中了解

到：社區歷史的整理似乎是他們從未思及的事，而透過參與，讓他

們看見社區可以挖掘的故事是如此豐富，使他們了解原來「歷史」

離他們這麼近。

（五） 督促學生閱讀多種資料，鼓勵學生以當地常用語言交流

課程名稱既然為「跨領域知識研讀」，在規劃課程與教學過程

裡，提供有關「資訊社會」、「社區概念」、「田野工作」、「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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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利用」等主題的簡易文章讓學生分工閱讀與分享，可以說是以閱

讀串聯課堂與社區，讓學生感受在不同空間學習的趣味。學習當地

語言是了解當地文化的關鍵，請學生嘗試用當地語言與社區在地人

們進行交流，如此不僅可以增進溝通，也顯示對當地文化的尊重。

三、「社區劇團」服務學習教學覺察

「跨領域」有三種不同的語意：1. 常常被理解為兼具不

同學科專業，其實這種想像只算是多領域並存的學習（Multi-

disciplinarity），2. 強調學科之間的對話與融合，類似結合舊知

識變出一個新學門的做法，這接近於 Inter-disciplinarity 和 Trans-

disciplinarity 的融貫領域，3. 利用某專業學科的立場來註解另一學

門知識的過程會比較像 Cross-disciplinarity 的原意。為了讓學生具

有不同領域的視角或觀點進而與異專業人合作的能力，對應這些不

同「跨領域」的理念，它們的教學想像也就有所不同。臺灣的大學

生經歷以累積知識條目為主的高中學習之後，需要強調的知識態度

及問學方法與歐美國家的年輕人不同。作者認為新式的臺式跨領域

課程至少要有一個避免：避免不著邊際，各說各話；還要有二個強

調：強調以通識為基的教育專業，強調民主參與的合作程序
9
。有了

前述說法的引導，省思「社區劇團」芻型的教學案例是否有所謂「跨

領域」（Cross-disciplinarity）的精神：

9 
楊倍昌，〈在飛馳的火車上豎立一只銅板與跨領域的本領〉（收錄於國立成功大學醫學

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大學轉骨方：在地觀察、行動與實踐》，2013 年），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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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學過程中，是否有以某專業學科的立場來註解另一學門

知識

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的「質」的研究，使用的方法如：參與觀察

（participant observation）、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文件

分析（document analysis），皆屬於自然情境下的研究，重視社會文

化脈絡的整體性、人事物情境間互動、符號語言功能以及現象意義

等。雖然在教學過程中使用文件分析的機會很少，不過，鼓勵學生

將觀察及訪談的資料寫下來，試著分析或整理中間的關係，例如：

當時訪談的時候，有茉莉花農不斷提及花壇鄉的茉莉花產量占了全

國 70% 以上，可是花農的收入每況愈下，因為農會收購價錢太低，

這情況就可以讓我們想像生產者與收購者之間的關係。當然，要從

這些觀察、訪談的資料中，重新建構「過去」事情的發展是很困難

的，因為時間是連續的變成過去，但留下的資料卻是斷裂的；可

是，「歷史」與「過去」的不同就是歷史並不在於完整的重構過去，

而是經過選擇與史學方法的操作（史料與詮釋），賦予「過去」更

具深度的解釋與意義。

（二） 教學過程中遇到不同學門知識的對話，是否會產生共鳴或

共識

雖然這點尚想不到在教學過程中有可供印證的實例，但是，

學生來自不同系級，社區的民眾亦屬有足夠生活經驗的「社會專業

人」，不論談到任何事務與知識，能夠先吸收，進而反芻，都是須

要學習的。如在教學過程中，學生們接觸及知道社區組織運作、彰

化縣休閒觀光產業及酪農產業的情形與知識，這些對學生來說，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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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陌生的，要開啟對話得假以時日，惟有機會參與即是日後產生

共鳴的開始。

（三） 教學過程中，是否會強調運用通識為基礎的專業知識或素

養

即便很難為「通識為基礎的專業知識與素養」找到周延的定義，

仍可以引教育部有關通識教育課程計畫強調的「三性」核心精神

―「公共性」、「自主性」、「多樣性」
10
，據以省思課程。服

務學習的場域在校園外，即表示與社會有一定程度的連結，這是無

庸說明的，只是參與的事務是否屬於公共事務且運用到學生的專業

知識，則是需花點心思安排的事。社區協會（屬 NGO 組織）多具

有公共事務服務的屬性，將服務學習的場域與之結合是很不錯的安

排，但能讓學生發揮多少專業所學，則是看機運；有些組織不會放

心讓學生參與太多。灣東社區協會在當時是個新興的組織，組織力

不算嚴密，在接受與外部團體合作的態度上是友善的，因此，學生

們在與其互動上，算是順利，且能產生成果，如雙方攜手合作完成

三件作品―畫冊、地圖、故事集（含電子式），可以說是在社區

協助之下，學生發揮所學的具體呈現。

至於專業知識或素養，楊倍昌說的一段話很值得參考，他說

「利用現存知識，註解另一學問的『跨領域』會比較注重研究的旨

趣，在教學上可能只是一種摸石頭過河的課程安排，對話過程的展

10 
公共性：注重引導學生認知社會問題並親身實踐，強調知識與社會之連結，培育學生關

懷社會，主動參與公共事務。自主性：強調教學歷程中，教與學雙方互為主體，反應在

地性，發現並解決問題。多樣性：宜呈現當代社會多元的存在、文化與價值，引導學生

理解、體驗、進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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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比實質新知識重要」
11
。以歷史學門想要對「社區」課題有所著

墨的通識教學，在對話過程中，或許可以試著讓學生理解德國歷史

教育學者 Hans-Jürgen Pandel 說的歷史意識中的社會性，包含了認同

意識、政治意識、社會經濟意識、倫理意識
12
―尤其是對社區中的

弱勢群體與貧富差異的關懷，讓歷史不再只是「過去」，在時間的

變遷中，試著使它能成為過去與現代之間永恆的對話。

肆、社會參與式通識課程之規劃與成果案例二：
「社區常民文化專題實作」13

一、投入通識課程教學的初衷

筆者自 99 學年度（2010 年）以「臺灣民俗與休閒文化」課程

計畫投入通識教育，對於促使學生在課程出席與作業投入的心力

上，常覺得黔驢技窮，不知如何在通識課程教學上激勵多數修課學

生自主學習與自我要求，以提升學習成效，通識課程的學習成果缺

乏對社會關懷與實踐改善社會的設計活動；直至近兩年以專業課程

投入大學社會責任專案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後，深深反思與讚嘆古

人在《禮記．學記》中指出教學為師的道理以及學習的功用、方法、

目的、效果（張崑將，1997）；深感「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

11 
楊倍昌，〈在飛馳的火車上豎立一只銅板與跨領域的本領〉，《大學轉骨方：在地觀察、

行動與實踐》，2013 年，頁 95。
12 

陳恒安，〈專業與歷史意識〉，《大學轉骨方：在地觀察、行動與實踐》，頁 164。
13 

作者邊瑞芬感謝教育部補助 110-111 學年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跨時性社區參與學習模式

建構 : 以通識課程融入地方常民生活傳承與創新課程設計」（計畫編號：PSR1100638）
文中為部份課程計畫執行成果之整理，所有公開的課程資料，皆取得參與修課學生們之

研究知情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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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怨之」，想想能否營造出「師逸而功倍」之優良學習環境，對

《禮記．學記》提出的理想「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筆者心中升起對學習「大環境」的文化塑造，寄託於民俗文化的通

識課程與落實大學社會責任之社區參與工作，試想設計規劃有「小

成」、「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

實踐社會學習的大學之道。若果能「學而無疆」、學習成果可從「小

成」不斷累積到「大成」，營造一個可跨越學期制、可集體共學、

持續累積與精進的超時空「成果」學習模式，並最終也有助益地方

與社區需求的教學發展，應是談大學社會責任的基本理念，也是解

決學習場域問題，問題解決之道即是目標的達成之處。

二、課程進行教學社區化的建構

筆者在 110-111 學年度進行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專案的教學實

踐研究計畫的目的不僅在學校的人才培育課程上，更重要的是教學

活動與地方發展的連結，因此，除選定通識課程「臺灣民俗與休閒

文化」2 學分的教授外，亦進行臺灣米倉田中馬拉松選手村宿營與

景點導覽的志工服務以及微學分「社區常民文化專題實作」。以彰

化地區常民生活文化探討為主要內涵，實作選定至少包含三種以上

的生活文化元素，輔以地方生活中的食衣住行育樂以及彰化地方三

級產業的結合，進行文獻資料中「人物」、「文史」、「地域」、

「產業」、「景觀」等五個面向收集，以進行地方采風、田野現象

資料分析。輔以選定實作呈現方式，如，出版品、電子書、線上影

音等，實作成果進行公開創用 CC 宣稱，並將實作改善的精實內容

進行教學傳承，指導接續之修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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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規劃與執行成果概述

（一） 教學設計與研究方法

為使課程間的學習內容系統化建構，以讓學習者社會參與符合

地方社區發展需求的真正效益，因此，提出跨越學期限制的規劃。

為落實「臺灣民俗與休閒文化」課程修課者在投入社區工作前的先

備知識，過去課程已有不少彰化地區的專題作業報告，其中雖有學

生以電子書進行地方節慶相關資料整理，卻因一些資料未取得授

權，基於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原則，無法公開發表，無法提供社區進

行文史推廣，故筆者鼓勵學生深入進行微學分實作實習，成為專題

再優化的深層學習，惟需更多時間與技術訓練指導，賦予學生提高

其自我期許與自我實現的機會，也能提供社區進行實用的成果為教

學宗旨。

課程執行中邀請彰化縣路跑協會理事長鄭宗政先生擔任課程

的協同授課者，帶領修課者在彰化地區推動創新的大學投入社區社

會與文化發展的工作。為加強文史資料正確引用並深化於實作成果

中，亦邀請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前駐校文學家康原先生協助進行彰化

民俗文學影像化的協同教學專家、葉連鵬教授與江武昌先生進行專

題演講等，如表 2 整理。

具體而言，此實務教學工作透過三階段訓練課程來進行，包

括：

第一階段：社區連結與民俗活動參訪－由授課教師推薦與選派

修課者參加田中馬拉松志工服務，以及認識社區協同合作人員，至

少 6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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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社區常民專題實作基礎研習課程－社區營造與地方

文史結合策略探討，以及確認社區需求以及專題主題規劃與執行方

案，共 12 小時；

第三階段：完成社區常民文化專題實作後，須於「臺灣民俗與

休閒文化」通識課程進行發表後，蒐集回饋意見、反思與實作修正

檢討，改善意見與改善指標建立，進行傳承與精實實作計畫報告。

表 2：110-111 學年度通識跨時性社區參與學習修課紀錄統計表

時程

（年度 / 學期）

課程資料與

選修人數
課程活動與學習測量

學習成效：修課者成績

表現

未通過（不及格人數）

110-1 學期

2021/08-
2022/01

1-1 通 識 延 伸 2
學分課程「台灣

民俗與休閒文化

J1」（科目序號：

2284）
修課人數：50 人

# 課程計畫說明與同

意參與者簽名

1. 第三週葉連鵬教授

專題演講：食在磺

溪─彰化市飲食產

業故事

 （演講回饋意見與

地方依附量表前

測）

2. 分組期中報告與期

末專題報告同儕互

評 RUBICS 表制定

3. 課程學習成效評量

 （地方文化依附量

表後測）

不 及 格：6 人（ 通 過

者：44 人）

平均分數（標準差）：

73.7(24.62)
中位數：83  
及格率：88%
無效學習（出席率低於

50%） 人 數：6 人（ 不

及格率 12%）

寒假 選定社區常民文化專題實作場域（因疫情未舉辦田中馬拉松）

社區需求評估：參訪田中鎮新庄里里長、社頭鄉枋橋頭 72 庄天

門宮管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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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0-111 學年度通識跨時性社區參與學習修課紀錄統計表（續）

時程

（年度 / 學期）

課程資料與

選修人數
課程活動與學習測量

學習成效：修課者成績

表現

未通過（不及格人數）

110-2 學期

2022/02-
2022/07

1-2 通 識 延 伸 2
學分課程「台灣

民俗與休閒文化

J1」（科目序號：

0160）
修課人數：40 人

# 課程計畫說明與同

意參與者簽名

1. 第三週康原先生專

題演講：逗陣來唱

囡仔歌：台灣民俗

節慶篇

2. 課程學習成效評量

 （演講回饋意見與

地方依附量表前

測）

3. 期 中 分 組 報 告

Rubrics 同儕評量

4. 課程學習成效評

量、地方文化依附

感量表後測

5. 社區文化參訪與需

求評估

6. 辦理微學分一日工

作坊（6 小時）制

訂實作手冊

7. 辦理微學分實作發

表與通識修課同學

進行同儕評量與意

見回饋

不 及 格：8 人（ 通 過

者：32 人）

平均分數（標準差）：

69.3(29.33)
中位數：83  
及格率：80%
無效學習（出席率低於

50%） 人 數：8 人（ 不

及格率 20%）

1-2 通 識 延 伸 1
學分課程「社區

常民文化專題實

作 與 實 習 J1」
（ 科 目 序 號：

2283）
修課人數：19 人

（110-1 學 期 修

課同學選修延伸

微 學 分 專 題 實

作）

通過人數：11 人

未通過人數：8 人

完成 2 支公開影片

暑假 社區常民文化專題實作場域回饋修正意見（因疫情以線上聯繫為

主）

社區居民進行實作成果回饋：田中馬拉松選手與新庄里選手村宿

營志工、社頭鄉枋橋頭 72 庄天門宮管理委員會



社會參與式通識課程之理念與實施案例　

21 世紀臺灣的大學通識教育叢書系列

335

表 2：110-111 學年度通識跨時性社區參與學習修課紀錄統計表（續）

時程

（年度 / 學期）

課程資料與

選修人數
課程活動與學習測量

學習成效：修課者成績

表現

未通過（不及格人數）

時程

( 年度 / 學期 )
課程資料與選修

人數

課程活動與學習測量 學習成效：修課者成績

表現 
未通過（不及格人數）

111-1 學期

2022/08-
2023/01

2-1 通 識 延 伸 2
學分課程「台灣

民俗與休閒文化

J1」（科目序號：

1490）
修課人數：49 人

修正地方文化依附感

量表並進行前測

期 中 分 組 報 告 與

Rubrics 同儕評量

課程學習成效評量與

地方文化依附感量表

後測

修正實作 Rubrics 評
量指標

第八週江武昌先生專

題演講：彰化戲曲與

俗民生活

辦理微學分兩次工作

坊（3 小時 / 次）

辦理微學分實作發表

與通識修課同學進行

同儕評量與意見回饋

不 及 格：8 人（ 通 過

者：41 人）

平均分數（標準差）：

68.3(29.63)
中位數：83  及格率：

84%
無效學習（出席率低於

50%） 人 數：8 人（ 不

及格率 16%）

2-1 通 識 延 伸 1
學分課程「社區

常民文化專題實

作 與 實 習 J1」
（ 科 目 序 號：

2258）
修課人數：15 人

通過人數：13 人

未通過人數：2 人

完成 1 支公開影片

寒假 進行田中馬拉松志工服務以及參訪與社區實作改善作業評估



　永續發展與社會參與336

University and College General Education in Taiwan in the 21st Century

表 2：110-111 學年度通識跨時性社區參與學習修課紀錄統計表（續）

時程

（年度 / 學期）

課程資料與

選修人數
課程活動與學習測量

學習成效：修課者成績

表現

未通過（不及格人數）

111-2 學期

2023/02-
2023/07

2-2 通 識 延 伸 2
學分課程「台灣

民俗與休閒文化

J1」（科目序號：

1873）
修課人數：38 人

1. 第三週江武昌先生

專題演講：彰化戲

曲前衛性

2. 修訂地方依附感量

測表

3. 課程學習成效評量

4. 制訂實作通過與不

通過指標

5. 制訂 Rubrics 評量

指標

6. 訪談修課同學不選

修微學分原因

7. 社區參與者與教學

成果檢討

通過者：41 人

不及格：8 人

平均分數（標準差）：

48.8（39.73）
中位數：73  及格率：

55%
無效學習（出席率低於

50%）人數：17 人（不

及格率 45%）

總檢討 量化分析：地方文化依附感修課前後與參加實作與否之間表現差

異分析

質性分析：微學分實作修課者自我學習成效以及對社區文化參的

反思紀錄

課程對學習模式設計檢討與修正

持續推動跨時性社區參與學習模式方案與策略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二） 教學成果概述

四學期計有 177 位學生選修 2 學分課程，34 位學生進行微學

分實作。經由第一學期 2 學分的學習作為投入社區參與學習經驗的

知識基礎，透過專題演講、同儕評量等，發掘在地社區常民生活文

化，續修另一學期微學分者則辦理實作工作坊，進行社區重要領袖

的訪談、跨學期與同儕集體累積學習成果，進行專題實作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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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回饋地方作為臺灣米倉田中馬拉松的活動使用，以提升社區賽

會活動的服務效益，共計完成 3 部公開影片，進行創用ＣＣ宣稱，

8 份可持續修正的腳本與未成熟影片、訪談錄音、腳本等資料，以

量化與質性分析蒐集的學習紀錄，以地方文化依附感量表
14
以及學

習者的反思紀錄，分析學習成效工具，亦進行專家信、效度修正，

包括：1. 學生自述與訪談紀錄、實作，進行 Rubrics 同儕評分分析，

2. 社區專家參與實作與協助審查成果，3. 實作成果可以公開發表，

獲大眾回饋意見以進行分析修正。

在 177 位選修課程者進行地方文化依附量表的測量，結果獲

139 位有效回饋問卷，其中 111 位學生僅選修 2 學分通識課程，28

位學生為延續一學期完成微學分實作，茲將所獲得有效觀察結果，

分析如表 3 所示。結果顯示學習者在生長場域「彰化地區是我自小

生長的地方」的回應上，未達顯著性差異。對於地方文化依附感共

18 題測量結果分別以「地方認同」、「地方依賴」、「意圖忠誠度」

以及「自我表現與其他」進行四構面向度分析。其中，續選修微學

分者在各構面都明顯高於初選修微學分者。

另外以開放問題再進行深度訪談學習者，在 14 位回覆者中，都

肯定符合其修課需求；在教學內容的改善意見中，有同學指出自己

「變成時間管理大師、需要做的事情太多，需要好好管理時間」、

「不用有太多課堂討論」、「可以彈性教學」以及「可以對未來工

作出路有相關」等，實際上也有一位同學已進入彰化縣路跑協會任

職。

14 
此地方文化依附量表修正自曹勝雄、孫君儀（2009），建構地方依附因果關係模式，地

理學報，55，頁 4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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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通識課程選修與微學分實作修課者在地方文化依附評量前測差異比較分析表

* 李克特量表 (Likert Scale) 使用李克特 10 點選項 (Likert item) 測量，1 = 非常不同意，10 =
非常同意。

題項 *

第一學期選修

「台灣民俗與休

閒文化」通識課

n = 111

第二學期續選修

微學分實作 
n = 28

t 檢定

Ｐ值

*<.05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向度一：地方認同 5.680 1.216 7.490 0.887 .000*
1. 彰化地區的人文歷史對我有很深

的意義
5.65 1.196 7.42 0.857 .000*

2. 我對彰化地方的文化非常有感情 5.68 1.228 7.58 0.945 .000*
3. 我對彰化地區的民俗文化有強的

認同感
5.71 1.224 7.46 0.859 .000*

向度二：地方依賴 5.770 1.274 7.660 0.905 .000*
4. 我喜歡參加彰化地區的民俗文化

活動
5.76 1.245 7.58 0.941 .000*

5. 比起在其他地方，彰化地區的生

活讓我得到的樂趣更多
5.73 1.286 7.65 0.902 .000*

6. 彰化地區的民俗文化，比在其他

地方更為重要
5.77 1.272 7.69 0.936 .000*

7. 對我來說，沒有其他地方的生活

比在彰化地區好
5.77 1.300 7.77 0.884 .000*

8. 我覺得彰化地區是很好的生活空

間
5.81 1.269 7.64 0.863 .000*

向度三：意圖忠誠度 5.830 1.284 7.780 0.925 .000*
9. 我會告訴其他人彰化地方的優點 5.78 1.246 7.81 0.895 .000*
10. 若有人請我推薦來臺灣旅遊，我

會推薦彰化地區
5.78 1.303 7.81 0.981 .000*

11. 我會鼓勵親朋好友來彰化地區玩 5.83 1.242 7.77 0.951 .000*
12. 我會將彰化地方列為未來居住的

首選之地
5.86 1.292 7.73 0.962 .000*

13. 我未來會想定居彰化地區 5.84 1.304 7.81 0.89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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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通識課程選修與微學分實作修課者在地方文化依附評量前測差異比較分析表

* 李克特量表 (Likert Scale) 使用李克特 10 點選項 (Likert item) 測量，1 = 非常不同意，10 =
非常同意。

題項 *

第一學期選修

「台灣民俗與休

閒文化」通識課

n = 111

第二學期續選修

微學分實作 
n = 28

t 檢定

Ｐ值

*<.05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14. 我對彰化地方的生活感到滿意 5.86 1.318 7.77 0.863 .000*
向度四：自我表現與其他 5.680 1.725 7.670 0.938 .000*
15. 從民俗研究中，可表現我的學習

愛好
5.86 1.313 7.77 0.863 .000*

16. 因為參訪社區民俗活動，可以讓

我更了解地方文化
5.89 1.282 7.81 0.849 .000*

17. 參加社區常民文化實作，讓我能

真正增長見聞
5.89 1.296 7.81 0.849 .000*

18. 我希望透過民俗學習活動，認識

地方文化
5.87 1.315 7.85 0.834 .000*

19. 彰化地區是我自小生長的地方 4.91 3.421 7.12 2.142 .070 
總平均 5.750 0.117 7.674 0.172 .000*

資料來源：邊瑞芬、鄭宗政（2023）通識課程教學社區化：探討地方文化依附感的提
升。2023 大葉大學教學實踐研究與創新研討會論文集，pp38-48。臺灣彰
化：大葉大學出版。（ISBN：978-986-99257-9-2）

（三） 學習成果反思

此跨學期的實作教學活動，基本上參加續選修微學分者，在

學習的表現上以及社區的連結上，具以下的特徵：1、自主學習的

提升，修課者將臺灣民俗文化研究成果展現於地方社區需求的實作

中。2、以社區發展來拓展學習者的學習成效與實作貢獻於田中馬拉

松選手村宿營場地服務成效。3、透過跨學期學習機制進行實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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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創新與精實學習。簡言之，此實作課程達成以下教學目標：1、對

修課者而言：提供一加強知能實踐之輔助學習活動以及提供投入社

區中的真實認識機會，2、對社區發展專家與地方意見領袖提供認識

大葉師生在社區活動中的角色與功能並建立大葉師生與地方的信任

與互助機制。

伍、小結：心得與建議

社會參與式學習強調學習者在社會互動和參與的過程中主動構

建知識和意義，其理論基礎包括要素如：一、當下主義：認為「學

習」是最關注的過程，學習者乃通過與他人和環境互動的方式關注

知識，二、社會學習理論：認為「學習」是通過觀察和模仿他人行

為來實現的，並強調社會互動對學習的影響，三、人本主義：強調

學習者的優越體驗和學習重要性的情感因素，以及教育應該關注學

習者的整體發展。但因真實情境和真實問題的多變繁雜，使得在知

識建構上，社會參與式學習也關注結合多個學科知識和觀點，從不

同學科領域中整合和應用的知識。因此，社會參與式學習與跨學科

之間也有聯繫，如：促進知識整合、培養跨學科思維能力、強調真

實情境和問題解決。綜上，社會參與式學習若與跨領域緊密對接，

可以共同促進學習者在認知、技能與情意上的建構與感知。

從現代公民社會式參與的通識課程學習中，須是知與行合一的

落實，如王陽明（1472-1528 年）所提出的「格物致知」以及「致良

知」。茲此，大學投入在地社區的實作學習中，連結地方所建立的

行動轉譯過程中，應重塑師生關係的共責學習，從校園課堂的假設

理念轉而面對真實世界不可控風險的實際挑戰，將專業學科分工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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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為跨領域整合的學習，師生個體間的學習範式轉為學校與社區間

集體的知識共享體系，才能達成社會參與式共責與共榮的學習文化

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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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以參與式學習融入大學社會責任

跨領域微學分課程―大葉大學 USR

陳宜清  侯雪娟 蕭揚基 林康捷 /
大葉大學

壹、跨領域學習與大學社會責任及參與式學習的
理念

在現今詭譎多變的真實世界，所面臨的重大議題或問題已無法

由單一學科可以瞭解與解決，而是需要結合不同領域的觀點，去獲

得妥善的解決，例如聯合國於 2015 年提出的永續發展目標 SDGs 中

的 17 項目標就是指出全球目前所面臨的重大議題，也有賴全球各

國共同努力達成及邁向永續。人們必須擁有全方位（well-rounded）

知識，透過跨領域學習，來培養因應未來多變世界的能力，才是人

類自然的狀態。目前許多所大學的修業規定慢慢朝向跨領域方向設

計，正是為了因應跨領域時代的來臨，以培養學生成為跨領域人才

為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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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促進高等教育跨領域學習上，大致有三類策略，即：透過制

度鼓勵、透過課程或方案促進及結合業界進行合作發展（阮孝齊，

2020）。其中，各大學多以透過特殊課程或方案，鼓勵學生達成創

新跨域的教學目標為最普遍，因為嘗試從原有的分科學習課程中挑

選幾個值得探究的主題，結合兩種以上學科知識進行深度教學，此

一方法最容易達成。通常是透過整合計畫或教師社群交流，以團隊

共創的歷程來決定議題，教師們確定學習目標及決定學習概念，即

可發展整體課程架構，進行跨領域課程之開發及申請。

然而，跨領域教學更是強調培養學生在傳統學科的基礎上，做

橫向整合的素養以及統整學習的能力，跨領域學習的過程不只涉及

的是多個領域，而且這些領域還需要相互影響。不宜以「為跨領域

而跨領域」，跨領域僅是一個過程，並不是目的。試問，為什麼要

跨領域學習？可能要先思考一下：（1）透過學習跨領域的知識，是

否能連結真實世界的問題；（2）透過學習跨領域的知識，是否能幫

助學生了解與嘗試他們感興趣的新領域；（3）透過跨領域的學習交

流，是否能刺激創新創意；（4）透過混合多個領域的專業後，是否

能幫助學生具備 1+1>2 的獨特思維優勢。

國內自 107 年度起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簡稱 USR），以「在地連結」與「人才培育」

為核心，引導大學以人為本，從在地需求出發。期望透過 USR 計

畫，能協助大學師生在洞察、詮釋及參與真實問題過程中，整合相

關知識、技術與資源，聚焦於區域或在地特色發展所需或未來願

景，強化在地連結，吸引人才群聚，促進創新知識的運用與擴散，

帶動地方成長動能。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2018）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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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R 計畫的核心價值是讓大學成為地方永續發展的重要參與者及貢

獻者。USR 計畫的推動主軸包含「在地關懷」、「產業升級」、「環

境永續」、「健康促進」等，也希望透過計畫的實施達成「強化區

域產學鏈結」、「協助城鄉發展」、「在地資源挹注」、「推動師

生社會創新」四項主要目標。

關於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的推動與執行，就是跨領域學習與

應用的最佳詮釋，同時也能提供參與式學習之場域。教育部其實希

望各大學能呼應 USR 人才培育初衷，規劃跨領域實踐課程之政策觀

點；也能從計畫推動角度，了解為回應實踐場域的地方需求，USR

課程往往需要融合多學科、多領域的專業知識（宋威穎，2023）。

透過大學社會責任計畫的實踐，在教學方面，如果教師不再侷限於

既有分系教育，而是採用跨領域、共時共授、參與式學習等方式，

可以讓學生不僅有專業動手能力，更具學科整合視野。

參與式學習最主要的精神，是以參與者為中心，讓參與者透過

參與過程，對自己該學些什麼有更加深入的思考。梁鎧麟（2020）

認為 USR 計畫可以說是一場大學的睦鄰運動，透過大學師生團隊

的參與，翻轉過去從大學出發的主體概念，重新重視在地需求與問

題，並運用大學所長共同與在地社群組織或民眾，發展滿足需求的

創新解決方案。如圖 1 所示，發展 USR、服務學習、專業必選修或

跨領域等社會參與式課程，以及搭配專業實習與自主學習等不同的

課程操作模式與概念，主要的關鍵都在於希望藉由場域探索到深入

參與的過程，能夠激發修課學生對於議題的認知與投入，進行多元

化的學習與實踐（陳宜清，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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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參與式課程整體設計概念架構圖（修改自：梁鎧麟，2020）

貳、跨領域微學分在大葉大學 USR 實施的機制

大葉大學於 109-111 年度執行教育部第二期萌芽型大學社會責

任實踐計畫：「實踐里山精神―八卦台地聚落產業共創共學計畫」，

其中「在地連結」之服務場域為彰化縣之芬園鄉及彰化市等 6 個社

區。此外，因為「人才培育」是 USR 的核心理念，因此 USR 與課

程的連結相形重要。在創新課程與實踐課程規劃中，因應高等教育

多元課程發展，期許由傳統修課制度中，尋求各種開課限制的突破

與新觀點，共同擬出搭配 USR 的可行的解決方案。USR 創新課程

與實踐課程的目標主要有四大項，包括：（1）如何鏈結 USR 計畫，

開設能串連不同面向及領域的課程；（2）如何鏈結 USR 計畫，開

設能跨科系及年級的合作學習課程；（3）如何鏈結 USR 計畫，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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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由淺而深的進階課程；（4）如何鏈結 USR 計畫，開設連結在地

特色及資源整合的課程。

在推展「在地連結」與「人才培育」的核心任務，並因應高等

教育多元課程發展下，本 USR 計畫跨了本校四個學院：工學院、生

物資源學院、設計藝術學院及觀光餐旅學院等，為配合本計畫各個

面向之人才培育，以通識教育中心及各學院原有課程為準來編排，

共 17 門課程區分為初階、中階、高階循序漸進（圖 2），課程會連

結文化保存、生態保育、友善農業、農廢再利用及文創及影像紀錄

等鏈結 USR 計畫各面向（陳宜清，2022）。

圖 2：大葉大學 USR 計畫執行人才培育課程發展之魚骨圖

註：課程名稱後（ ）內數字為學分數

為搭配課程連結場域實務實習，擬採用 2+1 或 3+1 課程實施模

式，以每週固定時段之學理課程搭一門可彈性運用時間之微學分，

讓學生學用合一，體驗場域及參與實務實習。在教育部推動 USR 計

畫中，其實也有很多大學運用微學分課程讓學習能更彈性多元化，

也同時帶領學生參與場域之社會實踐。依據「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



　永續發展與社會參與348

University and College General Education in Taiwan in the 21st Century

心微學分課程辦法」，所稱微學分課程係指開課學分以一學分為原

則，以授課十八小時為標準，雖一學分之微學分課程亦可以有更具

體之規畫，以 3~6 小時為一單元，課程區分為 3~4 個單元，時間安

排可密集（如搭配工作坊、參訪、場域實踐等），將更有效率及彈

性。開設微學分是為培養學生具備跨領域知識之學養、使學生掌握

各門基礎知識與專業知識之發展趨勢、協助學生獲取有助於深化或

廣化所學基礎知識與專業知識之相關知識、養成學生將所學之基礎

知識與專業知識予以實際應用之能力。

參、參與式學習之跨領域微學分的經驗

一、參與式學習之跨領域微學分概述：

本文以大葉大學 USR 初階微學分課程之「探索里山 - 八卦台地

生態」與「文史探索之田野調查―八卦台地」兩門課程來探討。課

程內容將使學生在學校之外能親自實作及探訪，以及合作學習完成

所需面對之問題，而課程中所期望學生學習到可應用的知識、技巧

與理念。

環境資源之調查是執行 USR 計畫之基本工作，特別在於協助

社區發展前，自然生態及人文歷史兩方面之社區資源有必要先行

瞭解。在自然生態空間方面，將自然環境視自然環境為生態空間主

體，著重社區內物種本身及其生存環境之組成、分布及改變之主要

場域。在文史空間：從「資源」角度出發，則文史空間是一地方具

有可識別的差異性與共同性的部分，不僅呈現族群生活面貌，著眼

於產業文化層面去探討，讓地方文史資產與地理及生態空間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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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成為發展社區旅遊場域的主要基本功。這些文史空間往往顯示

了社區重大議題與關注之所在，或資源發展應用之主題、範圍與機

會之所在。

研究者在調查對象所在處直接蒐集社區資料而進行的研究，又

稱現場研究或田野調查。研究的主要方法有觀察法、個案研究法和

訪問法等，其中以參與觀察法運用最多（洪伯邑等，2021），因此

非常適合規劃成參與式學習之課程。

本文以參與生態及文史兩門課之田野調查學生為對象，探討

參與式學習之動機與成效（蔡恩智，2021）。主要目的在了解學生

藉由實際行動的參與式學習過程，來探查學生之學習成效，包含參

與態度、群性發展及課程專業學習。而參與式學習之重點是學生的

學習，而不是在教學知識，學生究竟能否學習到事物，與其學習態

度與學習意願有關，可透過分析學生之參與態度、阻礙因素以及學

習成效來得知（張同廟，2011），希望藉由參與式學習激發學生對

主動學習的意願，期望學生未來能夠藉由參與式學習中所獲得之經

驗，在未來能夠繼續應用。探討參與式學習之跨領域微學分成效之

待答問題如下（蔡恩智，2021）：

（一） 比較實施參與式學習前後之學生對學習態度及動機之影響

是否有差異？

（二） 比較實施參與式學習前後之學生對於阻礙因素是否有差

異？

（三） 比較實施參與式學習前後之學生對於學習成效是否有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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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例一「探索里山―八卦台地生態」微學分：

（一） 背景說明

「探索里山―八卦台地生態」微學分課程是從生態系運作機制

以及生物多樣性面向導入生態永續經營之概念，從探索周遭的生物

多樣性與問題的發掘為學習出發點，進一步以案例介紹現今臺灣及

世界所面臨的生態保育課題、生態的「永續性」受到破壞所引起之

環境問題，以及生態永續精神應用在自然保育、環境保護以及農林

漁牧業經營之道，並引導學生產生反思、明白正確的觀念與作法，

從而重新認識保護生物多樣性與實現人類永續發展間之密不可分本

質，以參與式學習模式進行人與生態環境共存共榮之社區生態探

索，進而更體認生態不是侷限在生態資源豐富的天然美地裡而已，

而是更擴大到自己身邊可及的住家、農地等生活中的生態永續精

神。期待學生能夠從課程中學習如何進行生態實地調查及了解八卦

山特有生態與社區生活互動模式，教學方法以參與式學習、實務實

習、小組生態調查報告、小組合作為主，利用觀察、體驗、紀錄等

技巧將社區生態以地圖型式展現，以讓學生熟悉生態調查實務方法

及工具、報告撰寫能力為目標，並且強化與人合作互動完成目標之

技巧。

（二） 課程執行

109 年度起，環境教育中心申請並執行教育部第二期萌芽型大

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實踐里山精神―八卦台地聚落產業共創共

學計畫」，以系所課程搭配通識教育中心微學分課程，採用 2+1 或

3+1 課程實施模式開始運作。其中「探索里山―八卦台地生態」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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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搭配「生物多樣性與生態永續」通識課程執行（表 1），3 個

學期開課之修課學生共 67 人（109-1 學期有 20 人、110-1 學期有 21

人、111-1 學期有 26 人），學生跨不同院系修課。實作場域有：芬

園鄉中崙社區、芬園鄉舊社社區、彰化市石牌社區、社頭鄉清水岩

社區。課程採雙師共授，從認識 USR 及社會責任實踐開始，並與聯

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 相結合，透過基礎之生態田野調查功課開

始，藉由教師的帶領及組內學習，將於 USR 場域實作，並導入社區

營造及旅遊規劃實踐要素，由教師指導學生盤點 USR 場域生態現

況、綠地圖製作、面臨問題探討，並討論解決問題方案。

表 1：大葉大學「探索里山―八卦台地生態」微學分課程相關資訊

開課學期 學分數 課程目標 課程內容 教學策略

109-1
110-1
111-1

1

1. 體認「生態保育」在社

區農業生態的重要性。

2. 體認「生態」不是侷限

在生態資源豐富的天然

美地裡而已，而是更擴

大到自己身邊可及的住

家、農地等生活中。

3. 利用觀察、體驗、紀錄

等技巧將社區生態以主

題地圖型式展現。

1. USR/SDGs & 里

山生態─八卦山

(3 小時 )
2. 規劃社區生態田

野調查及演練 (3
小時 )

3. 社區生態田野調

查 實 務─1(6 小

時 )
4. 社區生態田野調

查 實 務─2(6 小

時 )

講述法

• 小組合作

• 小組討論

• 校外參訪

• 實務操作

(三) 成果展現

教師須預先培養學生進行自然探索、觀察記錄及展示整理資料

的基本功，並成立 FB 社團―「探索里山八卦台地生態」與學生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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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及展現成果，於校內進行生態調查演練（圖 3)。

圖 3：「探索里山―八卦台地生態」微學分課程―教師帶領校內演練

學生分組於社區展開生態田野調查，並隨時記錄社區生態資

源點。之後，學生進行分組討論及以生態主題地圖海報展示生態資

源田野調查成果，也向所有同學分享其觀察結果。整個課程學生都

相當用心，在社區中有觀察到許多生物與生態特色，成果如圖 4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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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探索里山―八卦台地生態」微學分課程 - 田野調查成果展示

以 110 學年度成果為例，學習成效量表問卷量化分析結果顯

示：各問題得分皆有 4.0 分 ( 五等量尺 ) 以上，學生非常肯定教師

的專業知識（4.05）；學生能用心參與這門課程的課堂活動並深入

瞭解內容（3.90）；學生都感受到課程將創意融入課程與平常的

課程不同（4.00）；但對於創意融入課程，提升自我知能仍未適應

（3.52）；跟同學進行小組討論尚不積極（3.67）。質化分析結果顯

示：學生認同以製作主題地圖等方式能對社區有更多印象和了解；

學到了生態保護的重要；在過程中觀察和思考的能力更加提升；用

不同角度去看待一個地方；開始去注意到平常會忽略的小事物，像

是關懷周邊植物及小昆蟲；和組員的互相合作和討論，也更用心放

眼周遭。

三、案例二「文史探索之田野調查 - 八卦台地」微學分：

（一） 背景說明

「文史探索之田野調查―八卦台地」微學分課程之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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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體認八卦台地之文史環境變遷及了解八卦山社區之文化與生活互

動模式，談社區資源的文史探索（包含歷史、文化、地理、生態空

間等）是指在進行社區規劃時，能從人文與自然的兩大結構中去追

查與分析，任何探索都是具有目的性的，被賦與角度的，而加以空

間場域的觀點，是為了社區在發展議題時，明瞭其整體關係性，而

又能辨別資源在不同面向的結構、類別與等級，同時也具有在社區

空間裡去尋找資源性質落點與範圍，加以整合以供相關發展規劃的

作用。以參與式學習模式進行人與社區環境共存共榮之社區文史探

索，進而更體認保護及善用社區文史資源為其將來發展與再生之基

礎，社區文史資源存在於歷史、文化、地理、生態之空間，而是更

隱含在人的生活環境中，透過採訪與人溝通的方法，讓學生分成小

組針對社區之文化或歷史做人文採訪，利用觀察、體驗、紀錄等技

巧將社區文史資源以地圖型式展現，再將採訪內容製作一份成果海

報並且上台報告，期望學生熟悉田野調查實務方法、採訪時的技

巧、與人溝通互動、報告撰寫能力、小組合作之技能。

（二） 課程執行

109 年度起，環境教育中心申請並執行教育部第二期萌芽型大

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實踐里山精神―八卦台地聚落產業共創共

學計畫」，以系所課程搭配通識教育中心為學分課程，採用 2+1 或

3+1 課程實施模式開始運作。其中「文史探索之田野調查 - 八卦台

地」微學分搭配「環境人文與歷史」通識課程執行（表 2），4 個

學期開課之修課學生共 60 人（109-1 學期有 20 人、110-1 學期有 14

人、111-1 學期有 16 人、112-1 學期有 10 人），學生跨不同院系修

課。實作場域有：芬園鄉中崙社區、芬園鄉舊社社區、彰化市石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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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社頭鄉斗山祠、田尾鄉新生社區、田尾鄉南鎮社區。課程採

雙師共授，從認識 USR 及社會責任實踐開始，並與聯合國永續發展

目標 SDG 相結合，透過基礎之文史田野調查功課開始，藉由教師的

帶領及組內學習，將於 USR 場域實作，並導入社區營造及旅遊規劃

實踐要素，由教師指導學生盤點 USR 場域文史現況、綠地圖製作、

面臨問題探討，並討論解決問題方案。

表 2：大葉大學「文史探索之田野調查―八卦台地」微學分課程相關資訊

開課學期 學分數 課程目標 課程內容 教學策略

109-1
110-1
111-1
112-1

1

1. 體認「社區文史資源」

對社區發展及再生的重

要性。

2. 體認「社區文史資源」

存在於歷史、文化、地

理、生態之空間，而是

更隱含在人的生活環境

中。

3. 利用觀察、體驗、紀錄

等技巧將社區文史資源

以綠地圖型式展現。

1. USR/SDGs & 八

卦山社區文史概

論 (3 小時 )
2. 規劃社區文史田

野調查及演練 (3
小時 )

3. 社區文史田野調

查 實 務─1(6 小

時 )
4. 社區文史田野調

查 實 務─2(6 小

時 )

• 講述法

• 小組合作 
• 小組討論 
• 校外參訪 
• 實務操作

(三) 成果展現

在規劃社區文史資源田野調查及社區實務演練前，教師說明田

野調查來熟悉現地研究基本功，先手繪大葉大學校園綠地圖，並以

各組同學練習 KJ 法―研擬社區田野調查方案 ( 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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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文史探索之田野調查―八卦台地」微學分課程―教師帶領校內演練

學生分組於社區展開文史田野調查，並隨時記錄社區文史資源

點。之後，學生進行分組討論及以綠地圖海報展示文史資源田野調

查成果，各組也解說其觀察結果。整個課程學生都相當用心，在社

區中有觀察到一些細節，成果如圖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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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文史探索之田野調查―八卦台地」微學分課程―田野調查成果展示

以 110 學年度成果為例，學習成效量表問卷量化分析結果顯

示：各問題得分皆有 3.5 分 ( 五等量尺 ) 以上，學生非常肯定教師的

專業知識（4.00）；學生能用心參與這門課程的課堂活動（3.77），

且深入瞭解內容（3.77），能增進自我專業提升（3.54），仍會積極

參與其他類似創意融入課程（3.62）；學生都感受到課程將創意融

入課程與平常的課程不同；但對於創意融入課程，提升自我知能仍

未適應；跟同學進行小組討論尚不積極（3.54）；學生來自不同科

系，專業有所不同，可能尚無法深思對文史調查與本科系專業產生

連結。質化分析結果顯示：學生學習到以畫地圖等方式使我對社區

有更多印象和了解；常忽略社區的歷史和特色，未來要多注意及瞭

解；在過程中觀察和思考的能力更加提升；用不同角度去看待一個

地方；原來社區這麼多元及有趣；和組員的互相合作和討論，也更

用心放眼周遭；要勇於用生澀的台語跟阿公阿嬤進行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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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與式學習微學分之動機與成效分析：

透過 109 學年度之微學分參與式學習之動機與成效量表問

卷分析結果（蔡恩智，2021），多數學生並無田野調查經驗（約

91%），經前後測之「參與態度」分析方面：整體參與態度有所提

升（正向值 4.03 提升至 4.11），尤其在期待了解社區之生態與文史

方面，以及合作態度方面上提升較多（正向值 3.81 提升至 4.04）；

然而在期待能精進田野調查能力方面反而略有下降（4.15 降低至

4.00），可能尚未體認此一能力對其為學業發展的必要性。在前後

測之「阻礙因素」分析方面：整體及各項目的阻礙因素都是大幅減

少的（負向值 2.36 降低至 2.14），對田野調查的興趣也有提升，在

與人合作或溝通方面略有成長，想到野外走走的動機也提升了（負

向值 1.97 降低至 1.94），尤其在自認知識能力不足的阻礙減少最多

（負向值 3.38 降低至 2.79）。在前後測之「學習成效」分析方面：

除了熟悉調查方法上有所提升外（正向值 4.06 提升至 4.15），在

強化自身能力、感到有成就感及對環境關注卻是略有下降（正向值

4.13 降低至 4.03），學生仍保有事不關己之想法，只是認為修習一

門課而已，尚未體認田野調查可以對其分析及溝通能力提升之必要

（正向值 4.09 降低至 3.94）。

肆、心得與建議

一般而言，各大學為培育學生跨領域專長及培養多元能力，常

有規劃設置跨院系的「學分學程」，學生可依套裝內容靈活選擇修

課，修滿各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得向學校申請學分學程修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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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此為透過制度鼓勵之校訂或院訂之機制。本文所論述為為搭

配 USR「人才培育」之課程組合規劃，並未納入校訂或院訂之機

制，嚴格說來，校方教務處單位並未提供太多行政資源，只靠 USR

團隊自行規劃對應課程組合，因此在宣傳推廣及學生招募上受到限

制，只能透過參與 USR 之教師或是開設通識教育課程之教師來私下

招募，很是辛苦。建議教務處可更主動積極來主導課程組合併納入

校方制式跨領域學程。

此外，雖然教育部推動 USR 是因為大學扮演著培育人才、研

究學術、提升文化等重要角色，同時也肩負著服務社會、促進國家

發展的使命，也期望能解決近年臺灣大學生「學用落差」危機。洪

文綺（2021）曾探討某大專院校於 2018-2020 年持續參與 USR 學生

的各年級專業課程成績表現，並與未參加 USR 同學做比較，藉以瞭

解參與 USR 對學生學習的影響。其發現該校學生參與 USR 活動對

於其專業課程的學習是有所幫助的，從參與 USR 活動中能獲得師長

的肯定，也提升自我責任感，更願意去承擔重要的社會角色。同時

藉由社會參與的學習模式，翻轉傳統教學，增進學習動機與專業知

能。

但是，由於本計畫並針對未所有參與 USR 課程之學生行大規模

之比對問卷，但教師觀察到在本校 USR 計畫中尚未能發現有前述之

類似成效，可能由於參與 USR 之教師及學生在校內仍是少數，學生

也僅有短時間接觸社區，學生也還是執著於本科系專業的精進，對

於要求學生自我責任感能提升及更願意去承擔重似乎太沉重了。然

而，對於翻轉傳統教學，增進學習動機與專業知能方面是有觀察到

學生修習參與式學習微學分課程後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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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 USR 計畫執行下來，對於參與 USR 學生的學習態度或責

任感之改變，建議未來仍有進行更深入研究的必要。另外，對於相

關於 USR「人才培育」之課程及學程規劃，也有再精進之空間，期

待能真正解決臺灣大學生「學用落差」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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