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異音共鳴

大學與場域中在地組織合作的成效、困境及解決方式

國立臺東大學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中心



研究&實踐：很不人類學的田野調查

對話的前提是…？



趨近在地脈絡

• 藉由kikalju（慢慢貼近）的態

度學習文化，能逐步建立信任，

化解『來挖寶』的刻板印象。



土坂文化實驗小學

教師手冊編輯

• 藉由觀課：

熟悉文化實驗小學教學模式及教育理念

理解教材背後的文化分類系統

解構被認為需傳承給下一代的知識元素

觀察學童如何在此教育系統下學習

思考傳統文化又如何轉化成教材、融入課堂



pacavalj布工坊策展

• 以學生實作課程導入：

設計師生命史的田野調查

彙整布包特色、生產流程

製作產品型錄

策劃展覽

• 聆聽各方的聲音

• 於共作過程認識彼此



翻轉文化照護的立場
文健站食農計畫



謙遜中的自信

• vuvu說：「我們教妳們，你們

也教我們，這樣很好」。

• 了解在地需求：東大無法告訴

你該做什麼，但面對問題時，

我讓東大可以做什麼。



對抗土地商品化並重建在地認同

啦里吧文化課程－我也要！



製作導覽地圖－社區連結

• 導入資源的同時，確保共作內容的

公共性與合法性，避免侷限於布工

坊，並拓展其他組織、產業或個人

• 經由布工坊協調，承諾導覽地圖可

公開使用讓遊客線上閱覽，確保資

訊相互交流，拓展公共性。



議題的發散、收縮，再發散
• 由編輯民族教材的經驗出發，透過

椴木香菇農戶的視角，省思「循環

經濟」概念。共同討論此概念如何

反映於村民的日常生活，並以此例

建構在地循環經濟資料庫，且觀察

人地關係及自然資源使用與循環方

式，反思永續發展的政策與論述。



社群的異音共鳴
• 串聯群體，成為部落內部橋梁。



排灣技藝．傳統祭儀．部落記憶

• 整合部落青年的意見，共同規劃文化課程，增進社會互動。

園地







逐步修正並持續發光

• 即便認為課程內容是具有

啟發性的，在參與程度上

卻一直無法有所突破。



逐步修正並持續發光

• 試圖以多樣

化的呈顯方

式，讓課程

積累被看見。



積極進場並思考退場
• 理想：

• 貼近地方議題。

• 增進在地能動性。

• 藉資料整理推動在地培力。

• 現實：

• 議題與日常生活的斷裂。

• 在地「需求」激增。

• 共作夥伴過於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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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串聯團體使議題成為日常

堅守推動「公共事務」之原則

藉由工作分配運用協力者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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