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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嘉共營
美好新故里

文化多樣性與在地認同
社區資源規劃
環境教育行動

社區 文化發展
解決議題：特色觀光、文史創生、生態永續、文化品牌

社會 價值實踐
解決議題：數位落差、隔代教養、文化認同、身心健康

主軸一 文藝創生
• 文化祭品牌創新
• 故事戲劇敘說

主軸二 人文生態觀光
• 數位觀光創新
• 海岸資源應用

主軸三 身心健康促進
• 認知生理強化
• 逗陣作伙樂活
• 親師生食育紮根

主軸四科技強化學習
• 親子智慧傳承
• 美好智慧生活

嘉義縣政府

科技部人文創新與
社會實踐計畫

公部門協力夥伴

農委會林務局

國家風景管理處

社區發展協會

里辦公室

好美國小

公私協力共作、共享成果 居民福址、社區安老、學生增能

• 社區發展協會：生態資源和社區發展
推動

• 宮廟管理委員會：文史活動與文化祭
• 地方特色產業：創新行銷

• 學校：課程融合和社區連結
• 里辦公室：活動辦理協助
• 青年工作站：人才培力
• 社區發展協會：建構友善社區

社區 共作夥伴

宮廟管理委員會

好美農漁產船屋



三位博後
(藝術、觀光、空間環境)

四主軸、九方案
(文化藝術、生態環境、身心健康、科技)

社區居民、組織
(宮廟、長老教會及社區發展協會、

里辦、老人會體育會)

博後行動方向未整合與聚焦

目前執行問題反思

1. 各方案連結性與整合性較低
2. 方案執行人力斷層、難永續

1. 參與居民待擴展(重疊性太高)
2. 居民主動性或永續性待催化

圖 16 行動反思與調整說明圖

生態環境綠美化
之共善行動

計畫各方案整合與聚焦
結合課程與體驗活動

引進人力與資源

擴展參與者
強化連結感與認同感



四主軸、九方案
反思與調整： 各方案連結性與整合性較低

1.加強與各方案聯繫及協調會議

● 團隊每月例會：報告各方案執行成果

與內容，討論未來執行共識

● 博後積極參與各主軸活動，定期會議：

回應社區狀況、連結所需資源、協調

建立共識



四主軸、九方案
反思與調整：方案執行人力斷層、難永續

2.學校系所開設實踐性課程、辦
理活動，增加社區參與人力

● 博後及各主軸方案教師將方案融入課程：嘉

義巡禮微學程、森林系生態環境維護、體育

系運動班帶領、輔諮系志工隊等

● 與華山基金會合作：補足好美與新塭地區獨

居長者居家關懷訪視之志工缺口

● 參與地方學校與組織推廣之活動：好美國小

與嘉大附小兩校於世界地球日共同淨灘交流
2023/5/6嘉義巡禮微學程學生參與移除廢棄蚵棚



「行動好美」，於社區發表各方案執行成果



2023 地球日，好美沙灘永續環境教育活動



嘉義巡禮 「布袋好美里探索」

參與清除海廢學生說：「我還會想要再來好美里，盡一份心力，如果

暑假好美里有打工機會要告訴我喔」



1.擴展參與者：將社區外之資源與人力引入

社區居民、組織
反思與調整：參與居民重疊性太高

● 參與新塭社區組織活動：社區發展協會、老

人會、體育會等

● 邀請新塭社區組織之人力與活力引入好美里

● 與嘉義華山基金會合作，補足志工人力缺口

新塭社區參與活動之新成員



2.擴展參與者：接觸在地職人、技師與耆老

社區居民、組織
反思與調整：參與居民重疊性太高

● 認識與建立非透過「方案帶領」

所觸及之居民網絡

● 學習技術，蒐集在地文史資料與

訪談個人故事等

影像紀錄在地人物與訪談

好美苗圃在地師傅，鏈鋸師傅（蔡坤寶團隊）



3.主動觸及未能參與課程活動之個別社區住民

社區居民、組織
反思與調整：參與居民重疊性太高

● 設立開放式心理聊心室，接觸有晤
談與諮詢需求但無法參與心理團體
之住民

● 輔諮系老師、研究生與志工隊進行
獨居長者居家關懷

向媽祖傾訴的在地民眾，太聖宮

輔諮團隊每週二於太聖宮廣場 ，六角亭開放聊天室



● 整合主題，由「專家導向」調整為「參與者導向」，

更「貼近居民生活與需求」

● 2023/4月起設立開放式心理聊心室、風土飲食調查

● 2023/4社區健走：與居民討論共創社區健走地圖

1.提升生活連結感與認同感

社區居民、組織
反思與調整：居民主動性或永續性待催化

場場爆滿的「北歐健走」活動，以北歐健走讀社區



2.催化居民認同感：共作宮廟文史導覽海報

社區居民、組織
反思與調整：居民主動性或永續性待催化

● 開啟對話、請益及討論
● 促進跨世代文化意識：對當地宮

廟文史的興趣與了解
● 促進在地宗教組織間互動與連結

太聖宮文史導覽海報，收集地方知識，轉譯為

社區民眾與訪客都能接受的語言，透過鳥瞰與

剖面圖的圖像呈現，並由十二則地方特色介紹

體現宮廟生活圈之基本樣態。



3.社區共善之生態行動計畫

● 博後小保安林計畫：
● 學習、討論、共作
● 與在地專家學習移除技術
● 生態環境整理維護
● 提升居民環境意識
● 創造地方各宗教組織、團體共享

活動空間

三位博後
反思與調整：居民主動性或永續性待催化

小保安林移除銀合歡場勘與規劃，嘉大預計5/30 邀約社區夥伴共同撫育小保安林活動，維持生態多樣性之共善行動。（測量規劃分區）

小保安林



3.社區共善之生態行動計畫

三位博後
反思與調整：居民主動性或永續性待催化

目前環境永續相關的議題由不同組織發起 。

而嘉義大學在社區環境共善行動中，

著重於生態盤點、環境教育、小保安林生態轉化行動

1.新塭長老教會發起「圍籬定沙」沙灘復育

2.社區發展協會「植樹活動與社區維護」

3.里長及里辦公室「社區環境清潔維護」

4.林管處與好美苗圃「海岸林維護與育苗」

5.雲嘉南風景管理處「社區綠美化及特色景點推廣」

6.好美船屋組織社區志工，海岸林巡守隊「社區林業」、「環境生態體驗遊程」



參與太聖宮委員會會議 新塭長老教會康牧師談沙灘復育行動

雲嘉南風管處會議，商討好美里社區
綠美化

好美船屋，曾進成、鄭怡雯討論
社區環境行動

社區發展協會，告知嘉大將執行
小保安林環境共善行動

與林管處陳處長，討論環境教育規劃



嘉大林翰謙校長、陳明聰院長、何坤益老師、林明煌老師、丁文琴老師、辦公室夥伴，一同拜會布袋蔡瑋傑鎮長、

王耀燦地方創生組長，商討好美里小保安林之環境維護與後續維運。

社區活動中心後方之小保安林，做為行動場域。此地點具有以下優點：

1.交通方便性 2.既有硬體設備充足 3.可操作議題豐富 4.喚醒居民環境與生態意識 5.開啟共作，促進環境

綠美化，活化空間，社區發展地方觀光特色。



5/17 在地鏈鋸師傅（蔡坤寶團隊）進場移除銀合歡，後續嘉大森林系同學與社區
志工進場整理林地，社區共同參與補植苗木。



5/30 進行好美社區內北側保安林的與社區共同撫育活動，清理入侵種植物銀合歡，於枯死木麻黃之林帶孔隙，規劃補
植苗木一批：月橘200株、林投50株、欖仁30株、魚木80株、草海桐120株。補植480株苗木。

林務局嘉義林管處（苗木提供），布袋鎮鎮公所允許備查（核可、協作清運），社區發展協會林業巡守隊志工（澆水、維護）

利用銀合歡殘枝結合海廢，以小白鷺
造形呈現，裝置於小保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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