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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願景與目標

〈樂施全球 台灣好行〉是香港樂施會補助之長期
連續性計畫（七年期計畫）。呼應樂施會國際聯
會「致力於消除貧窮，以及與貧窮有關的不公平
現象」的使命，以及「貧窮多源於不公平，消除貧
窮，須要經濟、社會及結構性的改革」的理念，本
方案密切連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由本系課程
與教學碩士班師生攜手大淡海地區的國民中小
學，研發及實施全球議題課程，落實推動世界公
民教育。本方案的願景、目標與實施場域，詳見
下圖1。

▲香港樂施會嘉敏老師主持師訓工作坊

▲自強國小四年級學生
　解說愛家鄉設計的LOGO(萬里蟹)

本方案的願景在培養具有能動性的SDGs參與者。
基於「小行動 × 許多人=大改變（Small actions 
× Lots of people = Big changes）」的信念，引
導本計畫的參與者（研究生、學校教師及中小學
生）發現自己與世界上其他人、物種或世代的連
結，看見全球正在發生的苦難與不公平，思考及
探究問題根源，讓人有辦法在日常微小而具體的
行動中，找到更多改善世界的可能。期許參與者
的理想圖像是整全的、能動的，在知識方面是有
知識、能判斷。在技能方面是有能力、能擔當。在
情意方面是有意願、能實踐。

本方案的目標在課程與教學碩士班、27所協作
學校及1所實驗教育學校等三大實驗場域中推動
實施，分別為：
碩士班
研究生透過修習「課程設計與發展研究」及「專業
知能服務學習」，培養設計及發展「全球議題課程」
的知能與教學能力，並從中涵養SDGs意識及社
會實踐行動力。
協作教師與學生
教師方面，透過大學與中小學協作的方式，配搭

「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計畫，提供「全球議題課程」
課程設計與實施方面提供專業指導、諮詢及協
作服務，引領協作學校的教師進行課程設計及
實施。中小學生方面，透過學習過程，能覺察及
認識SDGs全球議題，思考及探究問題根源。
忠山實驗小學方面
學校方面，透過公民美德、公民美學、公民遠見與
公民行動等實驗教育之課程主軸，融滲SDGs世
界公民素養課程及探究實作策略，做為實驗教育
之特色課程。

焦 點 案 例 1 — 樂 施 全 球，台 灣 好 行

撰文｜教育與未來設計學系陳麗華教授
SDGs: 1、4、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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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與中小學協作全球議題
在地關懷的課程與教學

▲<樂施全球，台灣好行>協作場域暨願景與目標 ▲本方案聚焦的全球議題及推動媒材，在七年期間持續累進與創新

二、方案特色

(一)「課碩班－研究生－協作中小學」
　　三贏的策略結盟關係
透過本校課程與教學碩士班（大手）與淡海地區
中小學（小手）的策略聯盟，搭建《全球議題的校
訂課程》之研發，增進理論與實務的對話，進行本
團隊與協作學校的課程協作，達成協作學校、研
究生與課碩班三邊互蒙其利與成長的目標。

(二)多元的全球議題課程主題
　　及創新的推動媒材
如下圖3所示，本方案在七年間聚焦的全球議題
及推動媒材不斷累進創新。



(三)SDGs全球議題課程設計
　　能呼應教育學術與社會
　　動向等特色
如下圖4所示，SDGs全球議題課
程在理念、內容與教學手法等皆
能 呼 應 教 育 學 術 與 社 會 動 向 等
特色。

社
會
實
踐
服
務
焦
點
成
果

1 6 3

社
會
實
踐
服
務
焦
點
成
果

1 6 4

▶SDGs全球議題課程設計
　能呼應教育學術
　與社會動向等特色

▲ 模 擬 各 國 疫 苗 競 標 時，新 興 國 小
五年級學生體會貧窮與公義的議題

◀新興國小四年級學生在參訪農場
後的食農教育成果展示

▶ 忠 山 實 小 學 生 跟 埔 里 酒 廠 商 家
溝通SDGS棕櫚油議題的倡議

▼ 碩 班 生 以 戲 劇 手 法 體 驗 勞 工 被
不公平對待的處境

P2-3
素養發展

●每學年舉辦師資增能培訓工作
坊，包括SDGs議題、世界公民教
育、課程設計、以學生為主體的教
學方法策略等方面
●工作坊聘請的師資除了本團隊
兩位教授之外，曾邀請樂施會高級
講 師、思 樂 樂 團 隊、玩 轉 學 校 等
NGO社會實踐專才講員
●參與課程的中小學教師和生發
展出SDGs素養。根據本計畫七年
期的結案報告彙整：受益的教師達
315人次、學生人數達2536人、碩
士生127人

P2-4
行動展演

● 第 1 - 3 期 計 畫 皆 舉 辦 G a l l e r y 
Walk 展演計畫成果
●第4年期計畫於2020/01/06在
教育學院一樓舉辦穿堂綠時尚走
秀(108)
●第5年期計畫於2021/01/16在淡
水河畔舉辦快時尚實境行動成果展
●第6、7年期計畫舉辦跨校線上展演

P3-1
議題關注

●七年期的SDGs全球議題主軸
逐年累進演化更新
● 忠 山 實 小 的 實 驗 教 育 課 程 —「
社會行動取向公民素養教育」係
以本人的專書為基礎打造，剛獲
得新北市教育局校務評鑑優等及
許多全國性、地方性媒體報導

P3-2
場域服務

場域服務包括課碩班、27所協作
學校及忠山實驗小學，服務項目，
包括專業知能服務學習、共同備
課、公開授課、專題演講、專業諮
詢輔導等項目

P4-3
跨國鏈結

●香港樂施會與本計畫團隊之間
的連結
●香港樂施會與本計畫團隊、忠山
實小三者之間的連結

P4-1
多元合作

●與忠山實驗小學的合作，包括
整個實驗教育方案
●大學團隊與27所中小學的協作
●NGO組織，如香港樂施會、芒草
心、玩轉學校、思樂樂、高林文創、
小時尚工坊、田野間工作室等

P4-2
單位交流

●參訪香港樂施會，與香港社區
工作機構和組織連結
●陳麗華教授(2019)至香港中文
大學崇基學院專題演講服務學習
新視野—應用與結合資訊科技及
社會設計於社會服務

P4-4
價值溝通

透過共同備課、公開展演、實境行
動等方式，與社區、社會溝通傳達
世界公民教育、全球議題課程等
背後之價值觀念

P1-2
團隊協作

●每學年定期召開增能工作坊2
梯次
●每學年每所協作學校舉辦共備
課及公開授課各2次
●每學年實驗小學舉辦共備課及
公開授課各2次
●每學年舉辦跨校成果發表2次

P1-1
財務支持

●香港樂施會補助本計畫七年期
，共7,180,480元。
●本計畫每學年撥給每一所協作
學校發展SDGs議題課程及教材、
學具費用，約4萬至6萬元之間，視
當年經費及參與學校數而定

P2-1
課程設計

七年期設計出58件SDGs全球議
題課程方案

P1-3
激勵賦能

每學年舉辦「全球議題課程」評比
，依照特優、優選、甲等和佳作，給
予獎金及獎狀獎勵

P2-2
跨域共學

●組織教師社群共學，例如，閱讀
《大腦外的思考》，充實置身認知

的知識基礎讀書會
●搭配本校跨領域社群計畫及當
年度全球議題課程主軸，辦理教
師專業社群，連結中小學場域的
校長做跨域共學，曾組織的教師
社群，有：全球教育PCK（104學年
）、課例研究（105學年）、全球教育
UbD（106學年）、玩轉「快時尚」（
108學年）

關 鍵 成 果

參考網站
YouTube影音
108-109快時尚工作坊
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h2lU8jMqK0


▲社區調查前小組成員投名狀(112
學年「弱勢團體與社會福利」課程大
學城小組成員手印誓師)

▲調查問卷設計(112學年「弱勢團
體 與 社 會 福 利」課 程 飛 鳳 山 莊 小 組
提供)

▲訪問記錄報告(112學年「弱勢團
體 與 社 會 福 利」課 程 飛 鳳 山 莊 小 組
提供)

人才培育
在「弱勢團體與社會服務」課程，曾經應用「視障
者-導盲犬-觀察者」角色扮演活動，引導同學走
出教室，檢視校園內不友善空間，並關心與學生
日常生活攸關的校園外社區。此次，藉由社區觀
察記錄、設計問卷，啟發學生對周遭租屋、居住
品質、飲食、交通與治安問題的興趣，進行社區
調查，並具備分析的能力。

主題共融
克服疫情期間的人際疏離的困境，舉辦工作坊、
透過質化與量化的交互驗證檢視大學與社區是
否具有「有機連結」的互動關係，同時透過調查訪
問，從同理心的角度，讓學生理解學生與社區居
民之間的矛盾或衝突。

本行動研究是以學生觀點去檢視要如何與五虎
崗社區的居民保持良善的互動關係。從過去的學
生依賴居民提供生活所需，後期很多外來商家依
賴淡江學生的消費，未來可能形成一種共存共生
的大學城狀態。

計畫治理
109年度獲得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USR專
題研究計畫「大學生不是過客!淡江大學與社區
社 會 鑲 嵌 之 行 動 研 究 : 以「『弱 勢 團 體 與 社 會 福
利』」課程為例」的補助，112學年度獲選淡江大
學社會實踐行動方案優良獎勵。

▲校園不友善空間海報展示(112學年度「弱勢團體與社會福利」課程小銀挖小組提供)

引起共鳴關注學生居住品質
為了引起學生共鳴，課程設計從校園內「行無礙」
逐步地拓展到校園外的居住品質與交通動線。在
社區調查活動中，學生設計許多引導路線與提出
解決路障的方案，也發現垃圾車出現的時刻，周
遭交通一定會出現排隊與壅塞問題。讓行人更安
全與交通無障礙的措施，是淡江同學對居住在五
虎崗周遭社區的社會責任。

記憶與社區鑲嵌
從觀察、設計問卷、進行調查與訪問過程是一項學
生對居住社區的行動研究，其目的是希望讓學生
引導出自己曾「鑲嵌」、住在五虎崗社區的記憶。
讓學生理解淡江附近社區的居民與淡江大學或
學生之間的差異，而非「對淡江大學沒有什麼感
情」。學生在畢業後，會不會因為熟悉目前生活
空間與各項機能後，即使通勤到台北工作時，還
願意選擇留住在淡水。訪談發現畢業校友普遍
有既不想成為「過客」，也不想成為「留鳥」的矛
盾心態。

行動方案執行後的可擴展性/可複製性
本項行動研究可複製在其他課程，在111與112
學年度課程中，課程主題從飲食、居住與交通問
題轉移到淡江大學周遭的交通路線、機車位置與
行無礙等問題。在111學年「志工精神與社會服
務」課程，也將志工服務場域選擇在淡水河流域，
與新北市水環境巡守隊-明緯企業合作，在每個
月第一個禮拜四上午十點到社區大學集合沿著
淡水河口淨灘，這項淨灘志工服務活動也彰顯本
校對淡水在地社群的大學社會責任。

焦 點 案 例 2 — 大 學 生 不 是 過 客！
大 學 與 社 區 社 會 鑲 嵌 之 行 動 研 究

撰文｜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陳建甫副教授
SDG Targets: 11.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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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1
議題關注

學生居住品質與交通問題

P3-3
問題解決

設計問卷、評鑑周圍社區，並推薦
優良社區

P4-4
價值溝通

與周遭商家與房東進行溝通

P1-1
財務支持

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USR專
題研究計畫20萬

P2-1
課程設計

跨域課程(L1-意識提升課程)

P1-3
激勵賦能

從檢視校園不友善空間擴及校園
外居住品質與交通環境

關 鍵 成 果



關切大學生的身心靈健康，更希望透過課程與社
會實踐行動，活用森林資源，同時增進人與森林
的健康。在累積了五年以上的專業知能課程的經
驗，從遊憩療癒出發，陳維立老師申請並執行教
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USR學門「人森共好：大
學生運用森林療癒於自我及高齡者後其情緒智
能、復原力之地方實踐研究」，運用「永續觀光」選
修課程的學習架構，讓踏出校園前的大四學生，
能重新思考自己與自然森林的關係。

課程以學生的祖父母及癌友為對象，擬出具體森
林安養、疾病預防及健康促進的目標，課程實踐
場域則運用宜蘭、新北部分地區面臨人口外移，
而逐漸凋零的農村社區及其周邊的森林環境為
場域和設施（以宜蘭縣員山鄉雙連埤社區與福山
植物園為場域），協助發展森林療癒的活動方案，
規劃癌友與高齡者森林療癒之旅，分組完成活動
帶領，也習得評估活動效果如何促進人的身體、
心理健康，也能關注於老化農村社區的人口、社
會、經濟與環境議題，促進能夠永續的旅遊經濟
活動與生態環境，落實大學的社會實踐。

▲運用每木調查的方法、學習調查林木的材積
　並了解其與碳吸存之關聯也成為方案內涵

▼低食物哩程的農村食材成為療癒餐的基礎

▼森林場域結合冒險教育方案發展

在教學歷程中，夥伴關係團體包含：教育部教學
實踐研究計畫、本校學務處服務學習計畫經費補
助；農業部林業試驗所福山研究中心、宜蘭縣雙
連埤地區永續發展協會、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
醫院社會福利室互勵姐妹會已經完成治療的乳
癌病友、荒野保護協會及本校【永續觀光】課程學
生28人，包含國際學生6人等。

課程產出由28名修課學生分組帶領參與者體驗
各式森林療癒活動，例如：五感體驗、走繩、健走
杖活動、正念減壓、伸展等貼近大自然也放鬆身
心靈的活動。學生透過專業知能與實務，實際的
操作演練帶領參與者體驗，能獲得更多方面的
成長，讓學生具備森林療癒活動的規劃及領導
能力、傾聽與表達能力，進而了解對於參與者在
生理及心理方面的效益，也能夠在過程中透過與
大自然的對話，讓人與環境共生、建立自身與大
自然的連結。

透過USR教學實踐計畫，「永續觀光」這門課程不
僅由陳維立老師設計與帶領，也與多元跨域專業
合作與支援，如老年醫學醫師、健身教練、諮商心
理師、戶外冒險治療專業等，組織成的教學團隊
來帶領學生，讓學生能夠透過團隊合作，規劃設
計並實際演練帶領森林療癒活動。

授課老師結合專業，透過課程帶領學生能實踐道
德與公民意識，尤其著重在個人及團體於社會創
新實作與實踐；課程設計與架構未來具有高度延
伸與發展，與醫療院所及宜蘭及新北社區協力，
在社會化歷程中促進復原力，也讓學生能貢獻於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欣賞尊重多元文化價值發
展四套森林療癒方案。

最後，「永續觀光」課程中的森林療癒活動不僅
讓了學生的實踐機會，更連結了社區與環境之間
的關係，讓學生對於永續觀光的思考，也為老化
社區和環境提供了新的思維、關懷地方發展的方
式，持續推動永續觀光的發展。

焦 點 案 例 3 —
與 大 自 然 連 結 ～ 人 森 共 好

撰文｜國際觀光管理學系全英語學士班陳維立副教授
SDG Targets: 3.4、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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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人-癌友-祖父母
到與森林和自己共好

從專業出發再回饋到永續觀光發展

跨領域跨機構的森林療癒活動實踐

P3-1
議題關注

乳癌病友健康，與國立陽明交通
大學附設醫院社會福利室合作會
議3次

P3-3
問題解決

宜蘭縣雙連埤地區永續發展協會
、癌友及老化外移韌性課題探究
與推動

P3-4
經濟促進

與宜蘭縣雙連埤地區永續發展協
會協力，增加地方收入122人次

P4-1
多元合作

跨域協力夥伴4個單位：農業部林
業試驗所福山研究中心、宜蘭縣
雙連埤地區永續發展協會、國立
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社會福利
室、荒野保護協會心靈風團隊

P1-1
財務支持

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補助、
淡江大學高教深耕計畫補助

P1-2
團隊協作

8位大鞍森林療癒團隊教學協作，
實體與線上會議42次

P2-1
課程設計

跨域整合：銀髮運動指導、諮商心
理、森林療癒、永續觀光

P2-4
行動展演

宜蘭縣雙連埤地區農村森林保健
活動協力3天次

P1-3
激勵賦能

大鞍森林療癒團隊成員於課程後
獲得林業部森林療癒師認證共4
人

P1-4
內控調適

學術倫理審查通過國立台灣大學
研發處學術倫理中心核定

關 鍵 成 果



從2022年七月底開始，便與岳明國中小五年級
老師共同合作，一起籌備在2023年七月初在岳
明國中小所舉辦的「構築」實作工作營。為此，岳
明國中小老師便設計一連串的先遣課程，來逐步
引導五年級學童，對於建築空間、環境美學與空
間設計，有一定程度的認識與理解。包括帶領孩
童去參訪「實構築」展覽，舉辦「校園空間盤點」
課程，和「空間設計與模型製作」課程，最終以「
圖面與設計說明」方式，引導孩童去組織述說他
們的設計觀點和想法。

本校建築系與宜蘭縣立岳明國民中小學共同合
作，結合國小高年級的環境學習教案，透過參與
式構築設計實作工作坊的執行，在校園中建構環
境空間裝置，引發國小孩童對於校園環境、身體
感知與肢體探索間的協調整合發展。把環境視為
是第三位教師，試圖將校園空間打造成可供學童
探索自我、觀察環境，並有機會發展出主動學習
意志的校園場域。

▲生活場域建構

▼傑克與三色魔豆－綠野迷蹤作品
▲傑克與三色魔豆－彼得潘的夢幻島

▲參與式工作坊－環境場域搭建

焦 點 案 例 4 —
動 手，動 腦，大 手 牽 小 手，共 創 感 知 環 境

撰文｜建築學系黃奕智助理教授
SDG Targets: 4.7、11.7、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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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與大學課程共備

暑期的「構築」工作營上，安排了三場參與式工
作坊，來增進大學生與小學生相互之間對於校園
空間與活動想像的認識。第一場工作坊中，是小
學生向大學生們介紹他們對於校園空間活動與
使用上的想像。第二場工作坊則是由大學生帶領
小學生進行木料的上漆體驗。第三場工作坊，便
是輪到大學生向小學生簡報他們的設計成果，並
在吸納小學生的意見後，來進行設計上的調整。

參與式設計工作坊

三場參與式工作坊結束後，便交由大學端進行整
體通盤的規劃設計，並於選定的基地上進行設計
打樣與基礎的放樣工作。在整體設計框架完成後，
便進行連續三場，四個半天的構築實作工作坊。
教導小學生相關機具使用方式與安全注意事項，
然後讓大學生帶領小學生一同搭建平台、鋪面，
以及座椅等傢俱的部分，親身去體驗最適合身體
的使用角度。最後再進行細部打磨與修邊的工作。

構築實作工作坊



▲「 傑 克 與 三 色 魔 豆 」
構 築 工 作 坊 於「 芝 麻 開
門」成果發表會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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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更好的介紹「做中學」以及「從生活中發展設計」的理念，本次
工作營利用小學的生態廚房與露營區，作為大學生這兩週課程的
炊食、洗浴、住宿空間。因應現場環計狀況與生活所需，自力打造大
餐桌、工具架、炊事架、沐浴架、掃具架、晾衣架等等空間物件。並在
每日生活的使用經驗中，去調整並修改設計物件，來適應這兩週在
岳明國中小的生活模式。

生活場域建構

岳明國中小作為一個推廣實驗教育的機構，是希望讓每個孩子都
可以適性成長，找到合適自己的學習方式。因此，我們借用了「傑克
與魔豆」的童話故事，在岳明國中小這塊基地上，種下了三顆魔豆，
來陪伴孩子們成長。第一顆魔豆是「研究魔豆」，是希望透過環境教
育場域的營造，讓孩子們能夠學習關於自然環境的知識。第二顆是

「體驗魔豆」，是希望孩子們能夠透過環境空間的裝置，藉由在其中
的行走坐臥，去體驗到林間的涼風與葉隙的陽光，以及身體與環境
間的和諧對話關係。第三顆是「探索魔豆」，藉由遊戲平台在樹林間
的擺設，讓學童們自行去發展、探索環境場域的各種現象與使用上
的可能性。

整體規劃概念－傑克與三色魔豆

P3-1
議題關注

關注「做中學」與「環境教育」理念

P3-2
場域服務

協助宜蘭蘇澳岳明國中小
進行校園改善

P4-1
多元合作

淡江大學、岳明國中小、
岳明國中小家長會

P4-2
單位交流

淡江大學與岳明國中小

P2-1
課程設計

本校建築系「構築」課程

P2-2
跨域共學

與岳明國中小五年級主題課程

P2-4
行動展演

創作「傑克與三色魔豆」空間裝置1組，
包含3件空間作品「芝麻開門」、「綠野
迷蹤」與「彼得潘的夢幻島」。小學生參
與37人，大學生參與30人，教師5人，助
教3人。紀錄片1部。發表會參與人數
150人次

關 鍵 成 果

參考網站
淡江時報報導
建築系X岳明國中小學X淡水
好生活   共同構築友善校園
2023-07-31

參考網站
YouTube影音
2023淡江構築：
傑克與三色魔豆－
大手牽小手的實作構築教育

https://tkutimes.tku.edu.tw/DTL.ASPX?NO=5657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Rkk1fQO_oo&ab_channel=yi-chihHuang


▲「小農面對面」，農場主、農會主任與學生面對面溝通

▲「行銷方案」展現不同農場的食農議題，共四次12攤

農情食課計畫致力於淡水北海岸區域的農業社
區創生和食農教育的活動。主要目標是透過行銷
課程、在地農業和食農教育的整合，促進關係人
口和三芝小農產業的緊密連結，實現永續發展。
此外，活動透過淡江大學校園支持在地農業，促
進學生族群「食在地、吃當季」的觀念；並融入食
農教育的元素，提升當地農民場域知名度。對於
學校端層面，農情食課透過實務導入教育，結合
管理和推廣永續健康與負責任消費觀念(SDGs 
12)，完成優質教育(SDGs 4)的目標。對小農，特
別是區域發展和優質農產品方面，我們強調活動
的企劃，帶領學生強化商業規劃實務思維。

最後，對學生而言，透過區域發展和地方關懷的
融入，深化對在地發展的認識；強化學生的商業
管理知識，使其具備實務行銷企業和推廣的能
力，培養學生在地社會責任的實踐能力，縮短學
用落差。

焦 點 案 例 5 — 綠 意 盎 然：
北 海 岸 食 農 創 新 與 點 燃 人 才 薪 火

撰文｜管理科學學系牛涵錚教授
SDGs: 4、11、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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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財務支持
農情食課USR計畫經費約3.69萬元；並完
成「淡味農情好生活活動報告書」小書，記
錄完整過程。

1-2 團隊協作
強調跨領域合作，包括學校、社區、農業機
構等多方參與，形成產學與地方的合作參
與平台。

一   計畫治理  -SDGs 11

4-1 多元合作
透 過 邀 請 校 內 外 資 源，共 同 參 與 課 程 活
動，該 課 程 建 立 起 學 校、農 會、在 地 小 農
與上下游業界之間的夥伴關係。

4-2 單位交流
包含三芝區農會、小農、通路業者、本校管
科系師生與校內便利商店，共同推動課程
進行。

4-4 價值溝通
A. 「業師和學生互動」環節，使利害關係
     人口參與三芝區農業社區的創生和食
     農教育，促進業界和學界的交流與合
     作，形成雙向的溝通和學習。
B. 「學術實踐與社會責任」實現學術研究、
     學生學習與社會實踐的溝通結合。
C. 「推動校園食農教育與消費者知識」則
     提高學生族群消費者對於在地、有機
     食品的認識，鼓勵有責任的消費行為。

四   夥伴關係  -SDGs 17

(一)計畫人員 （主持人1位、助理3位）
A. 參與跨領域合作，透過實際導入教育，
     符合農情食課計畫推動食農教育、永
     續農業和負責任消費觀念的計畫工作
     目標。
B. 該課程並整合完成食安知識與食安意
     識對在地食材選購的量化樣本831份，
     並完成學術文章。

(二)課程學員（該課程學生70位）
A. 強化學生的商業管理知識和實務行銷、
     廣告、企劃等相關領域的專業能力。
B. 提供學生實地操作、跨領域合作的學
     習機會，縮短學用落差。
C. 加深學生對在地發展的認識。
D. 獲得學生共12份行銷企劃與140份質
     性回饋報告書。

(三)外部夥伴
A. 業師2位：包含「實務講座」以及「農會經
     營講座」，促進產學交流與合作。
B. 在地小農或小農農場經營者6位：提供
     小農與學生的互動機會，學生的行銷企
     劃能力也有助於推廣小農的農產品。

(四)在地團體
由於該課程的行銷宣傳在校園推廣，有助
學生消費族群更理解食農教育及北海岸地
區的農特產品，增加三芝區小農曝光和銷
售機會。

五   利害關係人口影響成果

2-1 課程設計(L2)
課程設計強化學生在行銷、廣告、企劃等
相關領域的實際能力。在活動企劃與管理
課程整合上，學生學習深入瞭解廣告與行
銷活動戰術，並學習品牌、消費者行為、市
場趨勢與產品定位策略。在食農教育與可
持續發展課程整合上，學生學習套用商業
原則應用於農業和環境可持續發展的框
架。課程整合食農教育於管理科學系所的
課程架構；據此，基於理性行為模式，完成
對食安知識、食安意識、健康意識對購買行
為影響的學術研究。後續並將導入113學
年度本校「食農教育人才培育學分學程」。

2-2 跨域共學
透過整合廣告、行銷、企劃等相關學科的
概念，透過實地講座、面對面交流、行銷方
案分享等多元的教學方法，提供學生不同
層面的學習體驗。同時藉由邀請三芝區農
會和在地小農與產業界組織參與課程活
動，透過教學相長，深化從業人員對自身
產業的理解與新思維。

2-4 行動展演
課程以實際的活動和展示為主，以促進學
生對在地農業的認識和行銷企劃的實務
應用。
A. 「實務講座」中，結合三芝區農業夥伴，
     提供在地農場經營模式和食材相關資訊
B. 「小農面對面」中，學生與小農及業師
     在課堂中進行對話，學生亦反向進行農
     場場域訪談和資料蒐集
C. 「行銷方案」環節中，藉由推廣「認識食
     材：在地食、食當季」的食農議題，在校
     園推廣三芝農產品

二   人才培育  -SDGs 4

3-1 議題關注
以SDGs 12「負責任的消費和生產」為課程
主軸：透過在地飲食、食當季的理念，計畫
鼓勵學生與消費者了解並購買在地有善
耕作的農產品，倡導有責任的消費行為，
有助於永續發展。

3-2 場域服務
課程的實地操作、實際執行和現場參與的
場域服務方面。透過「小農面對面」以及實
際走訪三芝區的農場，與當地的小農互動，
了解其經營模式、農產品的生產過程、面
臨的挑戰、需求與期望。以及「行銷方案」，
在校園展示其農產品的，學生除分享並應
用所學的行銷企劃能力，也延伸場域的訊
息擴及校園消費者。

三   主題共融  -SDGs 12



「西進滬尾」是一個學生志工團隊，由林嘉琪老師帶領，以大學社會
責任出發，學生行動為主力，淡水共好為目標，沒有主題限制、只有
創意無限！面對不同議題，我們有不同的創意發想，藉由課程、講座
和工作坊來培力學生們將創意實踐的專業需求。

主要策略與作法
(一)課堂上進行世界通史、西洋婦女史、歐洲近代文化史、歷史人
口學理論與應用等專業史學課程講授，並運用設計思考，引導學生
觀察在地需求
(二)舉辦各議題所需知能的工作坊，邀請外部講師，進行專業知能
的培力與實際操作，促進學生達成跨領域的自主學習▲SDGs書寫行動包大集合

成效
(一)校內產生之效益
A.知能價值
學生透過課程、工作坊與小組合作學習，發展出
與時俱進的史學應用成果，實際與場域交流，加
深學生運用歷史知識的能力，達到學用合一的成
效，更完備其自信心與成就。進一步理解世界的
多元性，並學會尊重與包容。
B.品牌價值
淡水豐富的人文與歷史地景，讓我們得以秉持史
家於史有據、於今有益的原則，讓利害關係看見
本校歷史學系的創新與回應社會的熱忱。
C.感性價值
學生以對淡水的認識和專業知識，定義在地需求
共同發想與創作物件，再將文字轉換成畫面，不斷
展現自我挑戰的企圖與成果，是最美的學習心。

D.人際價值
從分組、規劃物件、品牌設計、排班等事宜的相
互協調，都加深學生之間的情感交流，也凝聚彼
此的友誼與認同，當然也包含正向和負面情緒
的表達。

(二)校外合作組織之效益
A.發掘潛在經濟文化價值
B.深化在地資源整全
C.擴展夥伴合作與交流
D.整合在地資源創生共榮
E.促成後疫時代的共備共學
F.擴展後疫時代的優質教育
G.跨域合作多元應用
H.代間學習經驗傳承
I.關懷社會陪伴最美

2018年  史學教育x 社會實踐：淡水古蹟園區創意導覽

2019年  史學敍事x VR：淡水古蹟園區VR再現風華

2020年  史學敍事x AI：學齡前兒童陪伴，

  開發故事聊天音箱（AI chatbot）-「亮亮」

2021年  史學敍事x ebook：學童陪伴，永續議題兒童繪本
  -《埃及冒險趣》、《如果企鵝在羅馬》、《我的嫁妝店》

2022年  史學敍事ｘStoryMaps：學童陪伴，永續議題教具包
  -「小手大學問-SDGs書寫行動包」、「SDGs精靈城市-引導遊戲書」

2023年  史學敍事x醫療x AI：長者陪伴，為愛AI陪伴手機APP

焦 點 案 例 6 — 於 史 有 據、於 今 有 益 的
史 學 教 育 與 社 會 實 踐

撰文｜歷史學系林嘉琪教授
SDG Targets: 4.3、17.16

9-6

社
會
實
踐
服
務
焦
點
成
果

1 7 5

社
會
實
踐
服
務
焦
點
成
果

1 7 6

走出教室面對社會需求的學習



2023年，作為淡江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開設專
業（藝術）知能服務學習課程，「身體語言與環境
探索」延續了2022年與瑞芳猴硐礦工文史館、台
灣藝術創生文化基金會及台大創新設計學院的
合作，與其開設的「音樂設計與創新應用」課程，
以礦工們光榮而沉重的過往為題材，進行舞蹈與
音樂跨界共創之合作。

本課程的服務場域，瑞三鑛業公司猴硐礦場，原
是全台產量最大的礦坑，在煤礦產業發展上有著
重要的地位，對台灣整體經濟建設貢獻不凡。然
而，數次重大災變，讓台灣煤業於2000年畫下了
句點。雖然礦場不再運作，但仍有一群老礦工們
仍留守在該地，收集自日治時期起在礦坑中使用
的各式工具設備及各類文件、照片等，並於2019
年8月，用自己的退休年金在原址建立了猴硐礦
工文史館。以歷史文化教育為目標，盼年輕人透
過他們的生命故事，了解煤鑛業對台灣經濟的貢
獻。

透過淡江與台大，學校與贊助單位，學校與社區
間的夥伴關係，深入認識礦工們的故事，與之連
結。藉由音樂、故事、舞蹈的共織共創，述說礦工
們的生命故事與光榮歷史。最終回到歷史現場，
以展演的方式回饋予服務學習的礦工前輩及更
廣泛的社會大眾。藉此，為台灣煤鑛業、瑞芳猴硐
的老礦工們發聲，不再淹沒在歷史洪流中，被世
人遺忘。透過學習及成發的過程，學生不僅能藉
由舞樂共創，打破對藝術的固有框架，享受藝術
創作的美好；更透過這場「因他人而起」的舞樂展
演，實踐社會責任與自我價值。

本課程雖為通識，然其課程內容不僅是舞蹈藝術
暨專業知能服務學習，更是一次難得的跨校跨學
科合作的學習經驗。2022年《返照》的完美謝幕，
讓淡江與台大決定再續前緣。經過初步的身體基
礎及表達之開發探索學習，學生們實地參訪，身
臨其境的了解礦工的過往，感受老礦工們為家
國奉獻一生卻無人問津的無奈，朝不保夕的高
壓，彼此生死之交的情感，無藥可醫的傷病，都
是背負一生的重擔。而礦工們仍不遺餘力地，傳
承煤鑛業文化與歷史的熱情，讓同學們在感動
中創作，運用肢體、聲景及創意，以舞樂述說那
段黑金歲月，用身體，用音符，用歌聲，用燈光，
傳達著那份真情。

而為了方便兩校合作，除了每週既定的上課時間，
亦額外安排了六個週末的課程，包含到猴硐踏查
參訪，在台大和新北投71園區排練場的跨校舞
樂共創，以及最終回到猴硐進行的成果展演。

短短的兩個月，非舞蹈、音樂專業，擁有不同專
業及生命經驗的同學們，跨校跨系跨界，一起完
成了五組，兼具各種視野對生命價值的解讀與故
事的詮釋的樂舞，於猴硐鑛業整煤場，舉行了此
次的《迴望》成果展演；迴望，忠魂無聲的呼喚，
卻在礦坑迴盪，生命在此生根發芽出希望，而後
人回望，憶往日榮光，莫再遺忘。

▲「史學敍事與繪本創作」設計思考工作坊

▲學生進行社會實踐議題報告與實作

▲手機APP功能企劃簡報

焦 點 案 例 7 — 淡 江 X 台 大 X 猴 硐 礦 工：
藝 術 創 新 與 社 會 實 踐

撰文｜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吳文琪助理教授
SDG Targets: 4.7、11.4、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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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合作

議題關注及場域服務‒
捍衛礦工文化遺產且共創合作之價值

跨域共學及行動展演‒
淡江與台大跨校舞樂共創《迴望》成果展演

P3-1
議題關注

引導學生以設計思考關注當代社
會議題，包含淡水歷史傳遞、學齡
兒童的情緒發展和銀髮族全方位
健康促進等

P3-2
場域服務

淡水街區傳承店家5間、淡水國小、
北投里Ｃ據點、正德里C據點、學府
里C據點、松年大學、崁頂社區

P4-4
價值溝通

以西進滬尾粉絲專頁、淡江時報、
校內外成果展、SIG論壇、教學論
文等進行價值溝通

P2-1
課程設計

USR-inclusive、跨領域實踐課程

P1-1
財務支持

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USR
研究計畫補助

P1-2
團隊協作

外部協作講師18位

P1-3
激勵賦能

107學年度優良教師、110學年度
優良教師、112學年度社會實踐服
務優良教師

P2-2
跨域共學

舉辧跨域工作坊4次

P2-3
素養發展

引導學生以設計思考與服務設計
完成解決議題的方案

關 鍵 成 果



◀淡江台大《迴望》樂舞
　於猴硐鑛業整煤場演出

▶《迴望》學生結合礦工生命故事
　傳達感動的力量

▲淡江台大《迴望》樂舞演繹女礦工生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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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在服務學習的同時，更是
向猴硐的老礦工們致敬；在真實
的歷史現場，在故事的主角們面
前演出。舞台上是後人，是忠魂，
是故人，是昔日的記憶。以樂舞
述說語言難盡之情，讓礦工前輩
們多有共鳴。兩校師生化感動為
力量，以樂舞呼喚，傳承著那份
真情與堅韌，以期幫助礦工文化
的永續。

為實踐自主學習，本課程雖非出
自藝術相關學系的專業課程，然
此次《迴望》成果展演，從台上的
創作表演者，到幕後的籌備，均由
本校學生擔當。本課程讓沒有舞
蹈基礎的同學們也有機會站上舞
台，透過創作及合作擁有自己的
作品，並在舞台上發光發熱。服務
學習之餘，更刺激了同學們身心
的成長。更因同學們來自各系，不
同思維專長，增加了創作多變性，
激發無限可能。而透過這難得的
校外實踐大學社會責任（USR）演
出，同學們完成了一次永續發展
的文化傳承及藝術創新。

傳承與永續礦工文化及精神

體現自主學習及多元發展

P2-3
素養發展

體現自主學習及多元發展

P2-4
行動展演

創作《迴望》舞碼1套，內含5支樂
舞作品，展演1場次、成果展演人
數 45人、觀眾參與120人

P3-1
議題關注

捍衛礦工文化遺產

P3-2
場域服務

於鑛業歷史現場
用展演回饋礦工及大眾

P4-1
多元合作

淡江、台大、猴硐礦工文史館、
台灣藝術創生文化基金會

P4-4
價值溝通

1部紀錄片、2篇媒體報導

P1-2
團隊協作

淡江與台大跨校樂舞學生創作，
演出製作團隊29人

P1-1
財務支持

淡江大學補助款25萬

P2-1
課程設計

專業知能服務學習暨跨域課程

P2-2
跨域共學

跨校跨系跨界合作學習

關 鍵 成 果

參考網站
聯合新聞網報導
淡江、台大學生編排「迴望」樂
舞 演繹猴硐女礦工故事
2023-12-10

參考網站
淡江時報報導
淡江臺大再攜手 

《迴望》樂舞共創礦工故事
2023-12-17

參考網站
YouTube影音

【迴望】‒2023《身體語言
與環境探索》課程紀錄

https://udn.com/news/amp/story/6928/7631429
https://tkutimes.tku.edu.tw/dtl.aspx?no=5719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Pojai3zVDQ


▲柬埔寨東部JA村進行英文與電腦課程
▼泰國素林府小學合照

▲近兩年投入與觸及人數

從2018年開始，經濟系林彥伶教授在大學部及
碩士班的勞動經濟學課程啟動國際連結，搭配
USR計畫的支持，有系統地進行在地培育賦能以
前進海外場域，發展與柬埔寨暹粒省PO村的長
期合作關係。從學系學科的專業知能，積極回應
地方需求，提供專業資源協助地方發展教育，並
培養參與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學生們透過國際
連結行動，將教室延伸到海外學習空間，提升整
合能力、跨域能力以及國際移動力。這些經驗不
僅提升當地的學習條件，也加深學生對社會責任
和文化多元性的理解，充分展現聯合國永續發展
目標的夥伴關係。

集結經濟專業背景的師生於淡水場域進行賦能
培育模組的建立與演練，包括電腦數位教育、水
資源、經濟與環境教育等，以勞動經濟學課程內
的學習作為每一次行動的孵育，於課程外組織一
支國際連結團隊(經探號)進行行動的孵化，並挹
注各面向能量與引入相關科系的專業資源(包含
化學、水環、與資工)，於課程內進行模組的規劃
與優化，於課程外進行海外工作的全方位培植訓
練，透過「種子培育種子」的概念，將專業知能成
功進行國際連結。

針對PO村當地對教育的需求以及水與環境問題
的改善需求，協助其發展相對應的教育發展工
作，積極提供當地所需要的數位與語言教育，並
透過環衛知識的學習指導當地居民改善環境並
協力進行河川的清潔工作，有利當地解決的生
態問題與更好的經濟發展。

PO村的ECC School在與我們持續合作六年之
後，已經逐漸成為當地具有實質意義的教育中
心。我 們 透 過 這 個 點，得 以 進 入 社 區 的 每 個 角
落，當地社區也透過這個據點，能與台灣、甚至
世界能有所連結，是當地現階段當地最重要的
教育核心據點，也為我們下一階段的經驗複製
建置重要的基礎。

(一)建立偏鄉公衛觀念：柬埔寨偏鄉水資源不足
且缺乏安全用水，因此提升生活用水的安全性是
當地首要工作。透過環衛教育課程加強傳達知識
與共識，指導他們取得安全飲用水的步驟，並正
確洗手，預防疾病、提升衛生條件。

(二)推動數位教育有成：我們將電腦帶入社區中
小學，設計互動教學教材進行課程，並提供給當
地教師持續使用，6年下來，當地已經從完全不知
道電腦，到2023年時竟已能進行程式撰寫的課
程。數位教育是提升當地青少年未來職能的重要
培養，增加未來爭取更好的社會流動翻轉條件，
協助跳脫循環性貧困，降低社會依賴等問題。

（三)遍地開花、複製行動：為了未來永續行動的可
能性，我們在2022年連結匯聚國內四所大學的新
南向經驗，做為未來行動的參考，2023年更在人
才共學與培育大幅向前邁進一步，將經驗與模式
從暹粒擴展至柬埔寨東部(JA村)和泰國東部的村
落(素林府)，將數位學習和技能培訓的影響力擴
散至更廣闊的區域。這不僅對當地學生的學習和
成長帶來積極影響，也為本校學生提供了一個寶
貴的學習和成長的機會，讓他們透過實踐學習到
如何為社會做出貢獻，體現了大學的社會責任。

國 際 案 例 8 —
照 亮「 寨 」偏 鄉 的 數 位 教 育 之 光

撰文｜經濟學系林彥伶教授
SDGs: 4、6、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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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跨域整合，將專業知能帶入場域

二、對焦在地需求的合作行動

三、形成地方教育中心

四、國際連結行動成果

師 生

投 入 人 數

場 域

觸 及 人 數

國際連結專業知能服務
學習課程(勞動經濟學)修課人數:
　◉碩士班：6人
　◉大學部：58人
國際連結專業知能服務
學習團隊(經探號團隊)參與人數:
　◉國內賦能組：39人
　◉國際連結組：8人

國際連結專業知能服務
學習課程(勞動經濟學)修課人數:
　◉碩士班：8人
　◉大學部：66人
國際連結專業知能服務
學習團隊(經探號團隊)參與人數:
　◉國內賦能組：43人
　◉國際連結組：12人

參與課程學生人數：約800人
參與活動地方人數：約100人

1場 1場

參與課程學生人數：約900人
參與活動地方人數：約120人

場 域 村 落 暹粒省PO村

SDG4、SDG6、SDG9、SDG17

暹粒省PO村　泰國素林府
蒙多基里省JA村

財 務 支 持

物 資 支 援

S D G s

地 方 工 作 坊

1場 0場國 際 研 討 會

2022年約新臺幣80萬元
來源：USR計畫、教育部青年署、

專業知能服務學習

15台電腦 (華碩再生電腦)  教學設備(投影機、麥克風、白板)
英語教學材料 衛生設施改善所需材料 紀錄設備(攝影機、錄影機)

2023年約新臺幣52.5萬元
來源：新北市青年局、教育部青年署、

專業知能服務學習、企業募款

2 0 2 2 年 2 0 2 3 年

參考網站
YouTube影音
淡江經濟_經探號_2023

【愛! 在36度C的天空下!】

參考網站
YouTube影音
淡江經濟_經探號_2023

【看見。改變】

參考網站
YouTube影音
2022 USR EXPO TALK 
(TALK甄選影片)

https://youtu.be/nakHR4PVtkQ?si=UjrGYCq9m2H_cjaV
https://youtu.be/91TCIZ03R-c?si=wWpZBAZry_YrEN1b
https://youtu.be/YHTGxgGyR1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