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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計畫



第一期人社計畫的執行成果

第一年重點工作：校內建立研究團隊，校外連結公

民團體並評估實踐場域。

第二年重點工作：選定三個社區、盤點議題並設計

行動方案，經營埔里研究會。

第三年重點工作：校內擴散實作議題至各相關計畫，

校外擴散治理願景至各協力組織。



幾年努力，
鎮民開始對暨大改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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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場域的現況與議題的掌握

實作場域

的現況需

求

多層次公共

性的行動研

究設計

厚植水沙連

大學城的跨

域創新與實

踐

看見城鎮的需要，學習改變的方式

1、生態意識推廣與環教復育議題
2、在地見學網絡議題
3、日常互助網絡議題



從「預約水沙連的春天：宜居城鎮的轉型與治理」

到「營造水沙連大學城：多層次公共性的跨域
創新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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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專業團隊
• 人文學院：公行、社工、東南亞、原民、歷史

• 管理學院：資管、觀餐、經濟

• 科技學院：土木、資工

• 教育學院：輔諮、教政

• 通識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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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生態意識推廣及環境復育作為願景目標；

• 議題包含：PM2.5空污、水資源環境調查、安全社區與
防救災、環境教育等問題。

• 藉由「環境資訊監測」、「公民科學教育」兩個策略，
喚起不同社群的環境意識，擾動其具體行動設計。

生態面



在地合作模式規劃：生態面

議題 合作對象 行動方案 空間尺度
單
社區

跨
社區

全
鎮

PM2.5 空 污
監測器與志
工建置

埔里pm2.5空污減量自救會、
埔里鎮公所空污防治委員會、
新故鄉文教基金會、行政院
環保署、埔里寺廟弘道協會

低階空污自主監測器開發、
公民科學志工培訓、環保
寺廟、社區劇場、政策倡
議與論述

●

水資源調查
與水環境營
造

桃米社區、籃城社區、眉溪
部落、東光社區、蜈蚣社區、
經濟部水利署

低碳社區（水資源循環再
利用）、水環境營造基礎
資源調查、保育社區…

● ● ●

安全社區
與防救災

桃米里辦公處、桃米社區發
展協會、桃米休閒農業推展
協會、新故鄉文教基金會、
桃源國小、眉溪部落、蜈蚣
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自主防災、跨社區防
救災經驗交流、安全社區

● ●

社區環境教
育知識培力

桃米社區、籃城社區、眉溪
部落、蜈蚣社區、泰安里、
新故鄉文教基金會、埔里
pm2.5空污減量自救會等

環境教育講座與社會設計、
環境教育園遊會、環境空
間認養

● ●



生產面

• 是以在地見學網絡與社群經濟作為願景目標。

• 議題包括：友善農業、食農教育、青年創業與生態旅遊等。

• 從農業問題出發，嘗試建構社區自主產銷系統的可能性，開展以食農教育作為見
學體驗的學習網絡，並且試圖發展社區或跨社群的見學公積金回饋機制，塑造正
向循環的社群經濟模式。



在地合作模式規劃：生產面

議題 合作對象 行動方案 空間尺度

單
社區

跨
社區

全
鎮

食農
教育

珠仔山社區發展協會、溪南國小、
籃城社區

農村共學堂（籃城）、
社區菜圃共耕（珠仔
山）、農民曆創作

● ●

友善
農業

穀笠合作社、四分之三團隊、大埔
里有機聯盟、好茭情、綠生農場、
山里好巷…

社區公田營運、學習
講座

● ● ●

青年
創業

大埔里文創協會、山里好巷、穀笠
合作社、巷弄文旅、順騎自然腳踏
車店…

青農網絡平台 ● ●

生態
旅遊

桃米社區、一新社區、眉溪部落、
南投民宿協會、新故鄉文教基金會
、楓林社區

人文與自然生態導覽
解說、工作假期、跨
社區遊程設計與實踐、
環保旅店、電動自行
車體驗旅遊

● ●



• 生活面
• 此是以日常互助網絡為願景主軸。

• 議題包括：老人互助、跨族群文化、兒童學習、學習型城市
（綠活城鎮）。



在地合作模式規劃：生活面

議題 合作對象 行動方案 空間尺度

單
社區

跨
社區

全
鎮

老人
互助

籃城社區、桃米社區、眉溪部落、
菩提長青村、武界部落

鄰里生活互助網絡、社
區菜圃、社區共餐、高
齡諮商學習…

● ●

兒童
學習

桃米社區、眉溪部落、福興社區、
蜈蚣社區

親子繪本閱讀與創作、
社區兒童課輔、小小解
說員培育…

● ●

跨族群
文化

眉溪部落、蜈蚣社區、南村社區、
楓林社區、籃城社區、中原部落、
清流部落、達觀部落

社區劇場、社區（部落）
報、部落地圖…

● ●

學習型
城市

縣府教育處、大埔里文創協會、
大埔里地區觀光發展協會、南投
社區大學埔里分校、南投縣導覽
協會、南投民宿協會

公民記者培力、青年交
響樂團、綠色觀光、生
活博物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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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大現有四項相關計畫之連結與分工

計畫名稱 主持人與核心成員 計畫期間與經費 主要推動議題

人社計畫第一期 江大樹，容邵武、
邱韻芳、朱柏勳、
陳文學、張力亞

2013年7月至
2016年6月
三年共2,050萬

1.校內研究團隊
2.校外網絡連結
3.創新議題倡議

大學與地方政府合作
計畫

孫同文，鄭健雄、
賴弘基、莊俐盺、
游守中、陳秋政

2015年11月至
2018年10月
三年約1,500萬

1.與南投縣府合作
2.觀光、文化、原住民
教育與社福
3.公私協力平台

特色大學計畫 楊洲松，戴有德、
施聖文、張玉茹、
李美賢、謝東昇

2015年12月至
2016年12月
一年共1,500萬

高中職課程、餐飲、原
鄉、諮商、東南亞經貿
文化.

大學學習生態系統創
新計畫（第一階段）

陳彥錚，劉明浩、
駱世民、陳建宏、
李今芸、陳文學

2016年2月至
2016年7月
第一期100萬
第二期600萬

1.推動R立方學程
2.社會參與式課程
3.各系所課程創新
4.學習據點經營

人社計畫第二期 江大樹，戴榮賦、
邱韻芳、朱柏勳、
張力亞、張淑婷

105年7月至
108年6月
一年750萬

1.校級研究中心
2.學習型城市計畫
3.PM2.5改善計畫
4.水環境資源調查



校外社群資源整合

暨大人社中心

1. 2015年環保署「大埔里地區PM2.5空污防制志工培訓」

2. 2016，環保署「南投埔里地區PM2.5監測系統及推動空氣

污染防制志工培訓計畫」

1. 2016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委託「烏

溪中上游水環境與社會人文生態適宜性研究

2. 2016經濟部水利署「105年度社區參與水源

保育計畫（中部地區）」

1.2016南投縣教育處學習型城市計畫

企業：2014，Feeling18巧克力工房「埔里環

境營造計畫」

社區組織：

2015，南投縣環保局「桃米、蜈蚣社區」低

碳社區計畫

2015，眉溪部落農村再生計畫、部落活力計

畫

2015，南投縣社會處「家庭暴力防制計畫」

（籃城、蜈蚣、五十甲）

2014-2015，衛生福利部南投縣大旗艦計畫
公共社團：

2013-15，埔里無車日活動（社工、通識教育中心）

2013、15-16，埔里生態城鎮園遊會（土木）

2015，大埔里文創協會「文創講座」

1.2015-2016文化部參與式預算推動

（眉溪、桃米社區）

土木系

資管系

原專班

社工系

東海景觀

2016福興社區兒童課輔

教政系



營造水沙連大學城

政府部門、民

間企業、非營

利組織、社

區、學校

水沙連地方合

作委員會

校內跨研究中

心協調平台

校內外資源整合平台

暨大人社中心

通識教育

中心

教務處

教發中心
…

通識教育中心

教務處教發

中心

學務處職涯發展

中心

研發處創業

育成中心

人社研究中心



校內制度變革具體實績

一、業已完成兩位博士後研究人員轉任通識教育中心專案教師

（105學年度第一學期其中一位將改聘為專任教師）。

二、教師多元升等制度業已完成草案，預定六月通過校務議會

後，自105學年度（今年八月一日）開始施行。

三、人社中心自105學年度起改制為校級研究中心，納入學校組

織規程，預計9月舉行開幕茶會。

四、已協調教務處、研發處、人事室，增訂各項有助教師課程創

新、社會參與及學習生態改變之相關制度。



預期效益

一、對水沙連地區

• 縮短水沙連地區在地公共組織的努力期程，提升暨大與在地公共社群合作
的共伴效應。

• 連動影響地方政府政策制定與推展。

二、對暨南大學學術創新與社會實踐的累積效益

• 累積且整合暨大在地行動研究能量，扭轉暨大校內未能切實、有效契合社
會實際需求的大學治理困境。

三、水沙連大學城的典範建立

• 大學連結學術與實踐，了解在地整體文化系統的發展脈絡，並設計出合乎
當地文化需要、且具有社會敏感度的行動方式。

• 大學應將自己公共化，在外向連接過程中，建立大學角色的合法性。

• 營造埔里鎮成為臺灣公民社會在城鎮尺度推動公民參與、審議的試金石，
打造專家知識和公民審議成為相輔相成的二面。



後續挑戰課題

實務面：

深化各蹲點社區經驗，並作跨社區共伴學習，凸

顯各區公共性的實踐策略

新興議題與社區的拓展，導入新的研究社群

城鎮區域性議題的調查與行動設計（例如：空

污、水資源）



學術面：

建構大學協力社區的培力模式

擴展國際學術交流

後續挑戰課題



省思與展望

莫忘初衷！沒有痛苦三天，但已辛苦三年。暨大人社團隊獲校內肯定與支持，許多

師生跟進投入相關計畫，例如：中文系大一國文推動「在地化閱讀與書寫」，教育

學院與管理學院最近也獲教育部「再造人文社會科學教育」計畫經費補助。

第二期計畫目標：擴散並整合校內各項創新與實踐計畫，深入三個社造據點創新與

實踐課題，設定宜居城鎮評估指標與推動方案，加強學術研究與國際交流。

暨大是水沙連區域的一份子，扮演社區設計與創新治理的智庫。



簡報結束

敬請提供建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