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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庄鄉員林村、南富村客庄文化地景與休閒資源設計整合教學實驗計畫/ The 

Inclusive Teaching Paradigm Plan of the Cultural Landscape and Recreation Resource 

Planning in Yunling and Nanfu village of Nanchuang Township) 

一. 本文 Content 

1. 研究動機與目的 Research Motive and Purpose 

環顧過去景觀設計教學所面臨的課題：關連課程無跨域性、操作基地不具延續

性、指導師資的侷限性、與社會（區）的連結性弱化等，本系設計教學品質正面臨相

當嚴峻的考驗。如何架構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創新思考，以及多元課程方案建構課程

的前瞻性，在教學方法上拓展有別於過去單一設計思考的模式，如何結合實踐場域

（南埔國小短期計畫係以建構永續校園及客家民俗植物為優先需求）打造成為環教教

育場所，以提升教學效能或教學品質，則為本計畫研提的主要動機。如何透過學習評

量機制的改善，以促進學生學習與課程教學的成效，仍待本計畫於實施過程與計畫成

果呈現時，一併予以檢視與檢討。 

為呼應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有關「強化大學與區域城鄉發展之在地連結

合作，結合地方政府及產業資源，共同促進在地產業聚落、社區文化創新發展，藉以

增進在地認同，激發在地就業或在地創業的意念」，本計畫以苗栗縣南庄鄉「南富

村、員林村、南埔國小」為實踐場域，計畫與課程結合村落居民、南富社區發展協

會、員林社區發展協會、新竹市竹塹社區大學等在地民間非營利組織等多方的力量，

以推動『偏鄉產業與經濟友善發展、在地照護與共餐的健康永續、文化傳承與在地景

觀多元豐富』三項目標。前述目標對應社會責任三個議題：社會人才、社會創新、社

會成長；以及聯合國所揭示 SDGs17 項子目標：產業創新與設施、社區健康與福祉、

永續城鄉與社區等。 

本計畫係以「在地需求」為切入點，藉由與村長及民間團體的對話，提出透過設

計、社造、植栽、餐飲等課程教學資源，擷取在地偏鄉的人文與生態素材，推動偏鄉

「造人」、「造景」、「造產」的工程，以提升農村的「文化活力」、「景觀魅力」與「產

業動力」。計畫主持人與南庄鄉公所、南埔國小、南富村、員林村等地方人士及在地

居民已有多年的互動，累積相當的經驗與共識，在操作基地已執行近三學期的景觀建

築設計課程，協力推動在地關懷；打造活力健康永續的南埔國小校園；結合客庄文化

特色與在地產業，推動客家文化傳承；在願景規劃上則以「生態博物館」為目標，以

實踐「客庄慢活」為理念，整合大學教育資源融入農村造人、造景、造產的工作，嘗

試打造南埔國小未來成為「環境教育」與「終身學習」的場域。 

2. 研究問題 Research Question 

檢視過去申請人等既有的教學模式與遭遇的課題，本計畫擬結合大學社會責任之

精神，翻轉傳統教學空間與方法，藉由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研擬與執行，讓師生參與

社區、走入在地，發揮在校所學，與居民共同實作，協力偏鄉推動社造造人、造產與

環境景觀改善的工作。課程結合工作坊實務與駐站擾動，採滾動教學的模式，持續

的、互動的讓偏鄉居民及學生共同體認偏鄉營造與環境景觀整合的重要性，透過景觀

建築設計、社區營造、苗圃學、餐飲實習等課程，打造師生擾動偏鄉的平台，與居民

協力指認偏鄉發展的願景與課題，於課程中研提解決方案，甚或協助地方撰寫相關計

畫，並與偏鄉共同辦理計畫成果展。 

南庄鄉員林村、南富村人口嚴重老化，年輕人幾全數外出工作，呈現高度社會人

口負增加的地方，在地居民社會關懷照護與學童教育等議題有其急迫性；農村人口以

客家人為主體，但呈現多元的文化、底蘊豐富，如何藉由教學與課程的介入與擾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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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在地文化多樣性轉換成地方的自明性（identity），讓師生、居民、遊客「愛上南

埔」，共同關懷地方的發展與振興地方的產業，從而架構一個在「教學實踐研究」面

向上，更具備「成功案例轉移」的成果，則是申請人等希望三年後得以實踐而且共同

努力的目標。 

本計畫期藉由學校師生參與，累積在地關懷與實作的經驗，培養學生操作與跨域

整合的能力，整合大學端資源走入社區，協助偏鄉農村解決景觀環境、社會關懷、地

方產業等課題，於「作中學、學中做」課程的實踐過程中，培養居民與師生對土地的

感情與熱愛，進而投入永續城鄉發展的行列。本計畫將協助地方推動社會關懷，引入

年輕學子為地方創生的人力，藉由網路行銷與本校人際網絡資源等，將教學過程與成

果，轉為地方人文生態保存與產業再發展資源挹注的主要管道。 

3. 文獻探討 Literature Review 

教育部於 108 年所舉辦「2016-2019 戶外教育分享會」分享會中，曾以「讓學習

走入真實世界！戶外教育 扎根課綱」為主題，鼓勵學生不僅從課本擷取知識，更要

懂得親近土地、走入社會文化場域，探索與認識世界。藉由戶外教育分享會，鼓勵更

多教師一同努力，除落實十二年國教自發、互動、共好的核心理念。探究前述戶外教

育的本質，係以建構一足以承擔社會責任的教育資源與體系的模式為依歸。 

「社會責任」係指一種道德性的架構去建議個人或組織產出對於社會有益的行

動，因為每一個人或組織生活在社會中，都有平衡經濟和生態系統的責任，是一種個

人和組織對社會福祉以及環境共生的概念（Palmer, 1995）。是故，大學社會責任的概

念和企業社會責任息息相關；大學為善盡社會責任，應該以「在地連結」與「人才培

育」為核心，以人為本，從在地需求出發，透過人文關懷與社會協力解決問題，培養

態度與能力優秀的人才為社會所用，以穩定社會成長與打造永續的城鄉。本計畫秉承

大學社會責任之精神，納入課程操作之實質內涵。 

本計畫為兼顧學生學習成效差異，設計課程係採「融合教育」方式為之，強調為

每位學生提供公平、參與式的學習，以支持、合理調整和早期介入，使所有學習者都

能發揮潛能；操作上則以小組「混合能力教學」方式授課。國家教育研究院認為「混

合能力教學」是一種有異於能力編班而實施的教學方式，在教育普及、大量教育需求

的情形下，教師教學方式是以班級型態的教學為主；混合能力教學可針對能力差異的

缺失，配合學生發展和興趣需要，顧及學生全面調適，激發成就感的適性教學

(adaptive instruction)，其中融匯了合作學習、協同教學、開放教育的精神，可提高教

學的效率。為擴大教學與課程的效益，本計畫將邀請與安排偏鄉居民共同學習，讓居

民也可以是學生，而社區達人也可以來擔任教師，以類似「融合教育」1之精神與教

育理念，操作課程在社區規劃與營造、環境教育、終身教育多元面向的成果。 

蔡怡君2在「友善高齡學習環境指標建構之研究」一文，指陳 WHO 於 2007 年所

發布「友善高齡城市指南」（AFC）八大面向中，前述指標建構基礎既已含括四個面

向：敬老與社會融入、工作與志願服務、社會參與、社區及健康服務，並指出友善高

齡學習環境，可導入 CIPP 評鑑模式四大構面：行政支持（Context）、環境設計

（Input）、學習活動（Process）、學習成效（Outcome/Product）。本計畫結合大學教育

與終身教育，希能藉由大學端的行政支持，透過環境設計與學習活動的過程，產出前

述四大構面與認知、技能、情義學習成效的研究深度。 

                                                 
1依據國家教育研究院之定義，融合教育是由班級內的普通教師、特殊教師及相關人員協同合作，分擔責任，

共同協同教學活動，讓特殊需求學生在正常的環境下學習和成長。 
2 蔡怡君，國立暨南大學副教授，「友善高齡學習環境指標建構之研究」研討會論文，發表於中華民國成人及

終身教育學會 109年度會員大會暨「社會變遷與終身教育」學術研討會，臺北，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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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莞珍3於「日本中心學習的發展與問題」一文中，指陳「環境學習、經驗學

習」對今日高齡學習與大學教育結合之重要性，認為採 PDCA 模式作為教育實務政

策上推動的基本方向，如何加強學校教育、實現終身學習社會以提高社區教育能力，

提出以「學校支助區域總部」為理念，建立一個學校、家庭、社區共同在社區關懷兒

童、照顧老年的教育支援系統。本計畫即為一「借偏鄉偏鄉作為環境學習的場域；以

多元師資現地累積學習經驗」的操作模式。 

據黃華業(2008)4所述，景觀教學與教育在台灣的環境專業發展中一直處於「相對

弱勢」的地位。對於其他空間設計專業而言，景觀設計經常被視為建築「剩餘場域」

的處理，而對於其他環境科學而言，景觀專業又經常被當作人為環境的製造者。在過

去不同的歷史發展脈絡下，「景觀」這門新興的學科，發展出不同知識典範，也建立

不同的景觀知識體系，更形塑出今日台灣各大專院校不同的景觀課程內容。本系於設

計教學上採「景設」與「產設」整合教學的模式，為我國景觀教育之首見，而其教學

實踐的成果，更具有時間軸縱向對比與領域上橫向對比的研究價值。 

回顧過去景觀教育的討論，於中華民國造園學會所舉辦的「造園景觀教育課程與

業界需求的互動」座談會5，會中針對造園景觀教育課程如何配合學術與實務的需要

以及業界專業者再進修的議題，從學界與業界互動對話中提出不少的研究與實務並重

的建議。為了因應不同空間尺度的景觀建築實務需求，凌德麟(1998)6認為景觀建築課

程應包括植物栽培管理、園景營造與施工、園景經營、造園材料、造園設計、景觀規

劃、景觀生態與保育、景觀分析與評估、遊憩行為與需求、景園演變與發展十大課程

系統。當時凌德麟教授所提出來的課程系統展現了景觀建築教育跨學科整合的特性；

然而過去偏重「造園學」的角度介入景觀專業，以申請人等多年教學經驗檢視之，相

較是忽略了文化保存、社區營造、產業發展、社會關懷等面向，且多未能以「場域、

跨域」實作的角度思考設計教育本質上的課題，而前述與今日大學景觀教育所關切的

「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社區營造、社會扶助」等議題仍待於計畫實踐過程中納入研

究體系。 

胡夢鯨教授於 109 年度中華民國成人及終身教育學會學術研討會中概已指出，因

應 2025 年我國超高齡社會的來臨，如何在「健康、安全、參與」三大系統下，增加

勞動力市場參與以及無給職的生產活動，提出以高齡者為中心的「跨域合作政策、終

身學習政策」，導入更多的民間資源，藉由整合大學人才培育的管道，透過產學合

作，打造「友善環境、健康生活、活力社會、幸福家庭」高齡社會白皮書所揭示的內

容，更值得今日環境教育與設計相關科系予以正視。本計畫希以多元課程、多樣師資

建構偏鄉友善環境與活力社會，結合大學教育與終身教育之精神，以開啟大小學生與

居民相互學習，從而提高終身學習的認知意識與具體行動力。 

是以，參酌前述今日環境教育、景觀教育、終身教育所面對的課題，經累積計畫

主持人與團隊教學與實務經驗並檢視相關文獻後，爰提以下相關教學特色及資源可茲

投入的操作場域與教學研究內容。 

 終身學習與社會責任 

現今的學界與產業界相當重視跨領域之人才，認為學生應具備多種以

上之專業能力。進行跨域學習目的在鼓勵學生跳出框架思考，培養自我的

獨立思考能力，在每個領域能跨越領域間的限制，彼此合作激發更具創新

的想法。因此，透過創新教學課程，培養學生在議題研擬、專業知識運用

                                                 
3 張莞珍，國立中正大學副教授，「日本終身學習的發展與問題」研討會論文，發表於中華民國成人及終身教

育學會 109年度會員大會暨「社會變遷與終身教育」學術研討會，臺北，2020 
4
 黃華業，台灣學術界景觀研究內容演變之探討，碩士論文，中華大學土木與工程資訊學系(所)，2008。 

5
 王小璘主持，陳建竹紀錄，造園景觀教育課程與業界需求的互動，造園季刊：29，1998，頁 55-70。 

6
 凌德麟，論臺灣造園景觀教育的過去與未來，造園季刊：29，1998，頁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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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讓他們有主動學習、跨域探索知識解決問題的能力，創造共學的可

能。 

教育部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鼓勵大學帶領學生走出戶外學習，

研擬「在地關懷、產業鏈結、永續環境」等議題作為實踐計畫；以「在地

連結」與「人才培育」為核心，以人為本，從在地需求出發，並透過人文

關懷與協助解決區域問題之概念，投入學界與民間的能量深耕在地，發揮

大學的價值，希望大學教育可以與社會整合，並在教學過程中，培養學生

專業能力與承擔社會責任。(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司) 

 跨域合作與社區共創  

為鼓勵學生運用專業課程，發揮跨界應用價值，解決偏鄉偏鄉的問

題，本計畫結合核心知識實踐應用於偏鄉場域，以達跨界共創及教育創新

之目的。計畫分為三大主題，分為「多元參與跨域合作、創新解決偏鄉問

題、學用合一翻轉學習」，透過課程帶領學生進入社會場域操作實踐，讓偏

鄉與學生成為伙伴，偏鄉即教室，配合課程實作，導入環境美學與偏鄉文

化，引導學生體認偏鄉與偏鄉的議題，並以習得的跨域專業知識與技術應

用來解決問題，除了增進學生的專業技能，也能讓學生從中瞭解社會責任

與社區關懷的意涵，像是如何深入且廣泛的和社區溝通，培養未來可能面

對業主或客戶的應對能力；也讓學生有機會瞭解均衡城鄉發展、農村再

生、水土保持、社區關懷、景觀綠美化、環境教育等領域。為社區注入多

元思維的同時，也能讓學生從中發掘興趣，學習學校學不到的經驗。 

 新創平台與社會關懷 

進行偏鄉環境與資源盤點，參與社區關懷活動，培養學生與居民共同

的情感，讓學生對操作基地與環境產生強烈的認同感，進而對環境提出景

觀改善與活動之發想。學生、居民共同討論及參與在地環境改善事務，使

學生能實際發揮學校習得之專業。藉由學生參與社區住民、老人關懷站等

活動，納入景觀建築設計、社區營造、餐飲實務等課程，擴大老手與新手

相互學習的管道，不僅讓學生協助社區事務，體現學校學習不到的社會經

驗與歷練，也培養學生具備健全的身心與全人關懷的社會觀。 

4. 教學設計與規劃 Teaching Planning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校長 Gene Block 曾表示「跨領域的人才，是

未來就業市場的需求！」。現今社會大多強調學生應具備跨領域的能力，本計畫即為

呼應 Block 校長所揭示注重培養學生跨域學習的能力，培養實務專業人才的教學實踐

研究計畫。以下以「景觀建築設計」課程為主軸說明計畫在「跨專業、跨機構、跨社

區、跨世代」整體內容：由學生協助社區進行整體資源盤點與改善，藉由課程與社區

交流之形式，舉辦成果發表會，相互交流，汲取寶貴經驗。藉由聚落景觀、社區關

懷、環境教育、健康餐飲等議題操作，以為培植大學生「跨年齡學習、跨場域學習、

跨情境學習」的設計教學綜效。 

為促成設計教學與偏鄉雙向互動，本計畫係以跨場域（中華大學、南埔國小）作

為實踐基地，以跨專業（景觀系、餐旅系、竹塹社區大學、社區達人）的教師群，推

動「設計教學」多樣面向的整合成果，並以本系設計（三）（四）課程為主體，整合

相關跨領域跨專業的高教與社教資源，透過師生與達人互動學習的機制，以南埔國小

為基地，採「老手帶新手、新手幫老手」融入課程與活動，擾動偏鄉社區，以「團體

成長、相互學習」的方式，透過課程駐點、社區關懷與供餐、文史與生態調查、小型

景觀改造實作、地方產業創生等議題，以提升設計課程在結合社會責任思維面上的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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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設計與執行方法 Research Methodology 

本校近年積極協助南庄鄉推動偏鄉再生，得知偏鄉社區多數面臨人財兩空的困

境：在地人口 M 型化、產業發展 L 型化！本次設計題旨即在如何思考與建構透過大

學端的教學研究資源，投入偏鄉造人、造景、造產的工作，如何以大學課程與師生為

媒介、以在地小學與社區為伙伴，協助本校實踐師生的社會責任！ 

本次設計係一跨域整合的景觀初步規劃與設計訓練，以小組（含景設、產設兩組

同學）為單位，共同撰寫報告書（含簡報檔、影音紀錄、版面）；接續於 111 學年第

一學期則由學生於大三課程設計（五）以專題方式接續操作「人文地景產」等相關的

議題。本次設計旨在培訓同學針對鄉村型基地，藉由文獻回顧、社區營造、案例分析

等過程，嘗試撰寫規劃報告，以培養學生人文景觀實務操作的基本能力。透過對南埔

國小與南富村與員林村基地的現勘與調查，發掘偏鄉現階段所面臨人口老化、產業失

調、景觀特色、文化承繼、生態保護等議題。本課程將結合本校推動「大學社會責

任」的理念，在尊重「客庄特色」、「在地團隊」、「社區公益」前提下，架構景觀空

間、在地產業改造的規劃構想，進而提出相關的實踐成果。 

本次設計訓練目標，係以培養學生習得設計教育應具備之專業知識，並延伸大學

社會責任的精神，內化成為自身關懷社會的動力，課程透過希能透過「類工作坊」結

合「民眾參與」模式，建構學生設計教育上自主學習、跨域學習，甚至終身學習的管

道，師生共同完成「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以培養教師與學生具備全人關懷與累積景

觀相關的專業知能。而在學習成效提升上，藉由檢視認知（設計教育的多元永續）、

技能（環境與植物實質運用）與情義（社區與社會多樣關懷）三個構面，於期末總評

後，藉由實施問卷，以協助師生瞭解學習發展情況與自我評估學習成效。教師以混合

能力教學、融合教學、問題導向學習、滾動修正課綱等教學方法，指導學生習得：基

本資料蒐整與田野調查的技法；客庄文化保存與自然環境保育的知識；植栽計畫與實

作工程的技術；社區營造造人、造景、造產跨域整合的初步知能。 

本計畫於提案之先，經彙整南庄鄉公所提供資料及羅春蓮鄉長等地方人士意見：

南富村、員林村逾 65 歲以上人口近 20％，老化嚴重，社區關懷工作亟需推動；地方

產業發展幾近停滯；社區營造與組織的運作仍待引領，兩社區面臨「造人、造景、造

產」轉型的瓶頸：一、如何提升學校閒置土地的合理使用，打造在地的客庄民俗植物

園區。二、如何創造在地景觀與產業的特色，以提升村民與訪客長留的意願。三、如

何落實地方長照關懷的協力機制，建立社區組織參與及共餐的平台。四、如何建構與

南埔國小環境教育與永續校園之發展體系。 

藉由學生進入偏鄉與居民共同參與執行，以設計（三）（四）為課程主體，配合

「社區營造」、「景觀規劃」等相關課程，以「單一基地、多元課題、跨系教學、社區

共學」等「混合教學」、「融合教育」的模式，媒合學生與社區共同策畫辦理相關課程

與活動： 

 操作場域選定 - 在地景觀規劃與購料實作，接續前述調查成果，規劃偏

鄉的願景與藍圖，使學生與小朋友與老人家共同討論及參與在地環境改善

事務，促動學習與社區對話，讓學生發揮學校習得之專業（包括相關工程

實作），協助社區解決景觀環境改善的課題，讓學生於「作中學、學中

做」的實踐過程中，培養對地方與土地的感情與熱愛，並習得多元文化的

尊重包容與社會關懷。 

 駐村實作擾動 - 學生進駐社區，作為教學場域。課程執行期間，以彈性

授課模式，於學期中一週或於寒暑假期間，結合該學期所開設相關的課

程，辦理「多梯次多天期」的工作營，學生陸續進駐偏鄉，配合景觀系兩

組所開設之設計與專題等課程，採駐點方式進行資源盤點，並參與社區日

常事務與活動，培養學生與社區夥伴共同的情感(與居民及學生共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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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調查)，讓學生對基地與環境產生認同感，進而投射至與地方相關景

觀、產業、人口、文化等議題規劃與活動之發想。 

 規劃設計成果交流 – 本計畫開設課程，含括景觀建築學系及餐旅系相關

必選修課程，透過多樣課程融合教師與課程的操作模式，彙整地方造人、

造景與造產的成果；於計畫執行末，將於地方（社區發展協會、南埔國

小）共同辦理成果展。並邀集其他鄉內在地國中、國小，共同參與及觀

摩。本校相關系所參與師生（外系），亦能累積在地實作的經驗，培養客

庄與農村相關活動規劃（橫向跨域整合）的能力，體驗在地的生命力與農

村再生的重要性，進而整合居民與學生，具體參與地方產業再造與自主生

態維護，融合大學資源進入南庄偏鄉。 

6. 教學暨研究成果 Teaching and Research Outcomes 

(1) 教學過程與成果 

本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執行期間為 111 學年度上下學期，搭配本校 USR

特色課程及 USR-HUB 計畫，結合南庄鄉員林村、南富村及南埔國小共同進行

操作。由於過去執行期間深感「整合社區」與「跨域」等課題的重要性：學生

在景觀設計專業學習累積與成效，對內多疏於課程推展過程內化景觀與產業的

資訊，與橫向課程資源的連結也過於薄弱；對外則未凸顯景觀專業的教育與教

學本質，也未能與社會社區接軌，「景觀設計教學資源與社會需求與期待產生

斷裂」，更是申請人等近年檢視教學成效上已深刻體驗應即處理的課題。是故

本計畫整合跨域教師組成授課教師群，並結合南庄鄉南埔國小校本課程、員林

與南富社區發展協會以及社區達人等共組設計教學實驗團隊，以混合教學的模

式（整合跨組學生及在地社區達人與小學生共組實驗團隊），透過異地教學場

域、多元多樣師資、就地取材的教學與實作等總合性的教學模式，縫合此一設

計教育上的瑕隙。 

本計畫目標與大綱：因應一系二組教育與教學方式，本系「設計」專業課

程勢必面臨社會與業界更為嚴格的要求與檢視：學生如何習得「人文地景產」

跨域與使用者導向以及與在地結合的課程規劃內容；教學過程與成果能真實的

貼近社區與民眾，更能反應就業市場的需求與社會的期待；設計教學架構的學

理與應用，如何適度轉換成為教師研究與實務結合的平台。 

南庄鄉員林村、南富村客庄文化地景與休閒資源設計整合教學實驗計畫

（本計畫）擬改變過去景觀設計教學的模式，轉換結合社區營造的內涵，把教

學場域轉向人口老化，且在社會、經濟上同顯弱勢的客庄村落：苗栗縣南庄鄉

員林村與南富村；本計畫係以推動在地深耕的大學社會責任實踐為主體，計畫

以一年為期，擬藉由「教學面：學中做、做中學；實踐面：跨專業整合、融合

大學社會責任」導向的學習模式，以解決本系設計教學實務上所面臨的課題。 

本計畫聚焦在教學計畫發掘教學現場（學生與場域運作平台的問題，如客庄意

識與環境景觀；在地國小生與大學生）、以及如何改變教學現場（大學與小學

教師與大學生、小學生與在地居民對話學習的問題），而非僅是改變介入的地

點。 

A. 跨場域、跨場域整合師資，建構與南埔國小共學共好的教學示範基

地：組成含括志工老師、社區達人等多樣背景的教師團隊，以專題及

實作模式授課，組成課程督導與實務操作團隊。師生與居民共組「教

學研究與社會責任實踐團隊」，共同規劃南富村、員林村的發展願

景，自主執行設計課程所設定或碰觸的議題（如客庄人文、生態景

觀、慢遊聚落等），以南埔國小為觸媒，具體提升兩個社區的總體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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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能力。 

B. 協力南埔國小共同推動校務發展，結合校本課程，共同建構願景工作

坊，整體規劃社區特色地景與產業：工作坊以南埔國小「客家民俗植

物園」與「國際慢城綠色遊憩」為操作場域及標的。由中華大學景觀

系師生與南埔國小師生與社區居民（南富社區發展協會、員林社區發

展協會），共同推動景觀規劃設計實務、偏鄉特色產業活化、人文遊

憩系統建構、環境教育與場域規劃等，並協力推動「南埔國小永續校

園」與「南庄鄉國際慢城」等工作。 

   
(2) 教師教學反思 

由於本校位於新竹香山茄苳地區，於茄苳湖山之山坡地上，校區緊鄰國道

三號高速公路茄苳交流道（里程 103 公里）。位處市郊，些許學生家庭經濟屬

於較弱勢，對於學習材料費是一種負擔。大部分學生都需靠課餘時間工讀，才

能維持生活所需，因此學生在上課時學習力與行動力相對較差。因此本計畫針

對學生學習所設計的課程，著重於實務操作，搭配引導啟發的教學模式，以促

進學生的學習興趣，提高專注力，藉以扎實訓練景觀設計之基本專業技能。 

經過此次執行計畫，發現同學們對於偏鄉小學及社區態度上的轉變，透過

社區訪談及文史調查，慢慢了解到社區真正的需求是什麼，透過學生們的設計

操作及專業師資所教導之專業知識，繪畫出專屬於此區域的設計圖稿，並藉由

實際景觀工程之操作，實現國小小學生們、社區長者與學生們共同討論繪製出

的夢想藍圖。 

(3) 學生學習回饋 

針對學生學習反饋意見，依計畫後測問卷統整之結果，做個人的認知與情

境分析；並作為教師後續執行類似計畫之教學依據及改善之參考。以下統整出

學生學習之反饋與建議： 

A. 我修習本課程主要的動機是？ 

自我成長、必修課、個人興趣、培養專長、就業接軌 

B. 我對本課程學習的態度是 ? 

設計第一全力以赴、滿足教師基本要求、與其他課程均衡學習、得過

且過只求及格 

C. 本學期設計課融入 USR 特色操作，因應此一教學樣態改變，我最大

的收穫是什麼？ 

學到更多校內學不到的知識、資訊量增加、以提前深度瞭解往後會學

習的東西、了解更多設計相關知識、實地接觸、主動開口跟陌生人說

話 

D. 因應此一教學樣態改變，未來類似設計課程推動有哪些可以改進的地

方？ 

設計基地可以統一才能互相學習好的地方互相督促、操作之行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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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議與省思 Recommendations and Reflections 

(1) 設計教學涉及跨域，學生反應相對應的造產知能偏低：透過業師與助教課程乃

至社區業師協力授課，成效初見，但仍待觀察。112 學年計畫裡納入實作內容

調整之。 

(2) 教學場域較為廣泛，交通工具限制學生在田調與實作的不便：透過教師小汽車

分組載送以及大型課程租賃遊覽車可予解決。112 年度擬採週末工作坊以及與

小學端線上討論方式授課。 

(3) 與小學端互動效果佳，但與小學端的校本課程連結，容易造成小學端教師授課

的困擾：112 年度透過與南埔國小及社區的正式合作（兩村及小學皆已簽立同

意書），並邀請南埔國小林緯志校長擔任計畫協同主持人（已取得 IRB 等證

明），旨在協調中高年級參與本計畫的教師與課程。本年度實施成效於計畫終

了納入整體評估。 

(4) 面臨少子化大學端與小學端生源逐年降低，如何維持互動乃至擾動的能量：大

學端以景觀系三門課程推動本計畫，其中「景觀規劃」課程修課人數逾 30

人。另 112 年度擴大與員林村、南富村的互動，透過在地社區發展協會與關懷

站的定期聚會與活動，加強與社區銀髮族的互動，擴大採擷地方老產業地景

（如礦坑、菇寮、伯公廟、糯米橋等）的文史資料及老照片的採集，深化與擴

大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研究端」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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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臺北，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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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身教育」學術研討會，臺北，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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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附件 Appendix 

111南庄鄉員林村、南富村客庄文化地景與休閒資源設計整合教學實驗計畫---活動彙整總表 

項次 日期 活動地點 參與類別 參與人員 
參與師生/

社區人數 
摘要 佐證照片/會議記錄 

1.  111.10.06 南埔國小校長室 

□工程實作 
■實際訪談/田野調查 
□校內實作 

李奕樵副教授、顏嘉佑助理、
范姜玉婷、許媛媛、李家和 

2 

1.討論本期計畫執行項目及方向 

2.討論大二設計課程與南埔國小交流及
相關配合事項 

 

2.  111.10.31 
南埔國小日式宿舍、 

圖書館 

□工程實作 
■實際訪談/田野調查 
□校內實作 

李奕樵副教授、顏嘉佑助理、
李芊誼助理、李家和、中華大
學景觀系大二學生 

1 

1.大二設計基地調查 

2.討論寒假營隊舉辦流程、經費及招生
細節 

 

3.  111.11.07 
南埔國小日式宿舍、 

圖書館、民俗植物園 

□工程實作 
■實際訪談/田野調查 
□校內實作 

李奕樵副教授、顏嘉佑助理、
范姜玉婷、許媛媛、中華大學
景觀系大二學生 

21 

1.參與式設計互動學習活動 

2.參訪南埔國小日式宿舍及民俗植物園
區 

 

4.  111.11.15 中華大學圖室 

□工程實作 
□實際訪談/田野調查 
■校內實作 

顏嘉佑助理、范姜玉婷、許媛
媛、中華大學景觀系大三學生 

2 

1.營隊時間: 2023 年 1 月 14 日至 15

日，共兩天一夜，預計招收 30 名學員 

2.隊輔人員介紹與職務分配 

3.營隊分組小組內容，隊輔年級分配討
論 

4.營隊活動流程說明與討論(籌備工作時
間、遊戲活動內容與相關準備工作等) 

5.相關工作準備  

5.  111.11.16 友善南庄工作室 

□工程實作 
■實際訪談/田野調查 
□校內實作 

顏嘉佑助理、范姜玉婷、許媛
媛 

1 1.友善南庄工作室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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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11.11.16 日輝商行 

□工程實作 
■實際訪談/田野調查 
□校內實作 

顏嘉佑助理、范姜玉婷、許媛
媛 

6 1.日輝商行交流訪談 

 

7.  111.11.16 無漏居咖啡莊園 

□工程實作 
■實際訪談/田野調查 
□校內實作 

顏嘉佑助理、范姜玉婷、許媛
媛 

2 
1.無漏居咖啡莊園交流訪談 

2.莊園園區參觀介紹 

 

8.  111.11.16 菩澄農場 

□工程實作 
■實際訪談/田野調查 
□校內實作 

顏嘉佑助理、范姜玉婷、許媛
媛 

2 
1.菩澄農場交流訪談 

2.農場場區參觀 

 

9.  111.11.17 南富村及員林村 

□工程實作 
■實際訪談/田野調查 
□校內實作 

顏嘉佑助理、范姜玉婷、許媛
媛 

3 1.計畫執行方向及未來發展 

 

10.  111.11.23 田在心健康菓舖 

□工程實作 
■實際訪談/田野調查 
□校內實作 

顏嘉佑助理、范姜玉婷、許媛
媛 

1 
1.田在心健康菓舖老闆交流訪談 

2.了解目前販售商品及相關場域 

 

11.  111.11.23 南庄大閘蟹 

□工程實作 
■實際訪談/田野調查 
□校內實作 

顏嘉佑助理、范姜玉婷、許媛
媛 

1 
1.南庄大閘蟹老闆交流訪談 

2.園區參觀，了解大閘蟹的知識 

 

12.  111.11.23 南莊樂活農場 

□工程實作 
■實際訪談/田野調查 
□校內實作 

顏嘉佑助理、范姜玉婷、許媛
媛 

2 
1.南莊樂活農場老闆及老闆娘交流訪談 

2.參觀南莊樂活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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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11.11.23 礦業客家生活體驗館 

□工程實作 
■實際訪談/田野調查 
□校內實作 

顏嘉佑助理、范姜玉婷、許媛
媛 

2 
1.礦業客家生活體驗館老闆交流訪談 

2.參觀園區及文物 

 

14.  112.01.09 中華大學圖室 

□工程實作 
□實際訪談/田野調查 
■校內實作 

李奕樵副教授、郭嘉傑老師、
周德清老師、唐郁絜老師、顏
嘉佑助理、范姜玉婷、中華大
學景觀系大二學生 

1 1.南埔國小日式宿舍設計評圖 

 

15.  112.01.14 
中華大學建築學院展

廳 

□工程實作 
□實際訪談/田野調查 
■校內實作 

李奕樵副教授、顏嘉佑助理、
范姜玉婷、許媛媛、中華大學
景觀系大三學生 

24 1.南埔國小日式宿舍評圖及模型成果展 

 

16.  112.01.14~112.01.15 
中華大學校園、 

新竹市區 

□工程實作 
□實際訪談/田野調查 
■校內實作 

李奕樵副教授、陳堯鈴老師、
顏嘉佑助理、范姜玉婷、許媛
媛、中華大學景觀系大三學生 

24 
1. 2023 走讀華大竹塹城 FUN 心玩新竹
營隊活動 

 

17.  112.02.20 南埔國小民俗植物園 

■工程實作 
□實際訪談/田野調查 
□校內實作 

李奕樵副教授、黃志杰老師、
顏嘉佑助理、范姜玉婷、許媛
媛、中華大學景觀系大二學生 

19 
1.南埔國小民俗植物園環境整理及植栽
種植 

 

18.  112.04.14 南庄大閘蟹 

□工程實作 
■實際訪談/田野調查 
□校內實作 

顏嘉佑助理、李和儒、吳宣億 1 1.南庄大閘蟹老闆交流訪談 

 

19.  112.04.24 中華大學圖室 

□工程實作 
□實際訪談/田野調查 
■校內實作 

李奕樵副教授、葉慈青老師、
唐郁絜老師、黃志杰老師、顏
嘉佑助理、范姜玉婷、中華大
學景觀系大二學生 

2 1.南庄大閘蟹設計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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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12.05.22 南富社區 

□工程實作 
■實際訪談/田野調查 
□校內實作 

顏嘉佑助理、李和儒、吳宣億 4 1.南富社區居民訪談及調查 

 

21.  112.06.12 中華大學圖室 

□工程實作 
□實際訪談/田野調查 
■校內實作 

李奕樵副教授、葉慈青老師、
唐郁絜老師、黃志杰老師、顏
嘉佑助理、范姜玉婷、中華大
學景觀系大二學生 

1 1.南庄大閘蟹設計期末評圖 

 

 
111年度  南庄鄉員林村、南富村客庄文化地景與休閒資源設計整合教學實驗計畫---訪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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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  南庄鄉員林村、南富村客庄文化地景與休閒資源設計整合教學實驗計畫---導覽摺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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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  南庄鄉員林村、南富村客庄文化地景與休閒資源設計整合教學實驗計畫---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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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  南庄鄉員林村、南富村客庄文化地景與休閒資源設計整合教學實驗計畫---營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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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  南庄鄉員林村、南富村客庄文化地景與休閒資源設計整合教學實驗計畫---線上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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