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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一、為什麼我們要開始行動 (why) ?

二、我們企圖做什麼與實際做了些什麼
(what) ?

三、我們如何行動 (how)?

四、結語 (who are we?)



一、為什麼我們要開始行動?

• 台灣的許多問題 (經濟發展動力不足、財
富分配不均、環境保護效能不彰、日常生
活民主化不深)?

• 大學的新定位(教育制度不斷改革、知識經
濟的浪潮、大學內部跨部門、跨科系的連
接)



• 在地條件與責任承擔

• 歷史經驗



我們體驗到大學在地化與社會責任

• 從九二一震災重建經驗到推動公民素養陶塑計
畫、教學卓越及特色大學計畫，暨大師生積極參
與埔里社區營造運動，期待營造水沙連大學城。



• 許多方案

• 客觀條件與主觀意願



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

• 2013年5月29日成立

• 積極建構大學與在地社群的連結與互信關係，採
取人文關懷與社會創新視野，整合各系、所、學
程專業研究社群，並結合在地公共社團組織，針
對水沙連地區各項社會問題，以行動研究方法進
行調查研究，累積各類議題知識與資料庫。



跨專業團隊

• 人文學院：公行、社工、東南亞、原民

• 管理學院：資管、觀餐、經濟

• 科技學院：土木、資工

• 教育學院：輔諮
江大樹 黃源協 容邵武 陳彥錚 蔡勇斌 陳谷汎 柯于璋 陳仁海 葉家瑜 黃彥宜

詹宜璋 林木筆 林宜蓉 潘英海 曾永平 林士彥 邱韻芳 曾喜鵬 林妙容 莊國銘

孫同文 張英陣 陳皆儒 戴榮賦 劉震昌 吳淑玲 施聖文



二、我們做了些什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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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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種試驗

• 從巨觀到微觀到整合



對外—從“我們想”到“一起
做”

• 大學和城鎮互相提攜，互補長短

• 大學師生向居民學習，同時也提供
方法幫助居民解決問題



桃米社區：深化與擴散桃米社造經驗 籃城社區：在地老化與社區經濟

眉溪部落：賽德克文化的生產與再現

中心辦公室：容邵武、鄭坤全
黃彥宜老師
陳彥錚老師
曾永平老師
張英陣與潘中道老師
丁冰和老師
施聖文老師

中心辦公室：陳文學、唐淑惠
邱韻芳老師
吳淑玲老師
曾永平老師
詹宜璋老師
伊婉貝林老師
劉明浩老師
謝如珍老師

中心辦公室：江大樹、張力亞、蕭立妤
曾喜鵬老師
蔡勇斌與陳谷汎老師
葉家瑜老師
陳皆儒老師
林妙容老師
廖嘉展老師
陳智峰老師

12

三個駐點的擴散與埔里研究會的行動

楓林

長青村
南村
一新
蜈蚣
守城
五十甲

成功

埔里研究會：環境清潔、PM2.5防
治、學習型城鎮
中心辦公室：江大樹、張力亞、黃資媛
戴榮賦老師
黃彥宜老師
朱柏勳老師
陳巨凱老師

魚池
斗六
員林



三生一體的議題盤整

生態面
PM2.5空污
社區防救災
水質監測
環境教育

生產面
在地見學
友善農業
青年創業
生態旅遊

生活面
老人互助
族群文化
兒童照顧
口述歷史

治理面
大學的在地參與

大學與地方的協力網絡
社區報
公民審議
參與式規劃

籃城公田，食農教育 眉溪古道，觀光解說



對內—大學本身

• 大學要擔當協力平台，本身先要有平行和
垂直的整合

• 組織的整合

• 學術的對話



• 在校內相關組織整合方面，人社中心團隊
將整合「人文學院原鄉發展跨領域學士學
位學程原住民專班」、「總務處環安衛中
心」、「通識教育中心」的社會組、公益
服務課程、生態城鄉學程等團隊資源



串連校內各計畫，發揮綜
效，
促進在地公共事務發展

•教學卓越計畫

•公民素養陶塑計畫

•特色大學計畫

•南投縣學習型城市計畫

•大學學習生態系統創新

計畫（申請中）

教學

課程 •人文創新與社

會實踐研究計畫

•大學與地方政

府合作推動地方

人文發展與跨域

治理

研究

特色學程：
生態城鄉學程、
綠色環保學程

人文學院：
非營利組織經營管
理碩士學位學程

通識教育中心：
公益服務、社參式
課程



教師面：教師社群定期聚會

• 開學前課程規劃

• 學期間小型會議

• 學期末成果發表



課程面：導入結合在地資產與需求
課程層次逐漸成形

參與程度 課程名稱 開課老師 關注課題 開課系所

參訪

文化與觀光 邱韻芳 原民文化 原民專班

觀光與文化創意
吳淑玲 原民文創 觀餐系

時尚與流行文化

原住民族政策與福利服
務

詹宜璋 原民社福 社工系

服務
經濟系公益服務

陳文學 公共服務 通識教育中心
應光系公益服務

調查

攝影的生態關懷 劉明浩 生態環境

通識教育中心部落田野踏查 伊婉貝林 部落文史

地方公共事務調查 陳文學 公共議題

實作

原鄉發展與實務規劃
邱韻芳 部落文史 原民專班
范心怡 部落文史 原民專班
施聖文 部落文史 原民專班

田野調查與書寫 劉家銘 部落報 原民專班

賽德克族傳統的農事與
祭儀

伊婉貝林 原民農事 通識教育中心

觀光解說
曾永平 部落旅遊 觀餐系

觀光資源規劃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 吳淑玲 原民文創 觀餐系

方案設計與評估
詹宜璋 原民社福 社工系

社會工作實習（2）

非營利組織及社區參與 陳文學 NPO、社區營造 通識教育中心

多元文化與地方治理
陳文學、伊婉
貝林

公民審議 通識教育中心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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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
為
場
域
的
課
程
層
次

場域 課程數

桃米 11

眉溪 19

籃城 6

大埔里 6



三、我們如何行動?

• A.與各級政府的協力

• B. 與NGOs的協力

• C. 駐點進階深耕

• D. 全鎮公共議題的發掘

• E. 新興議題的蘊釀



A.緊密連結政府部門與公民團體

埔里研究會：
環境清潔、空
污、學習型城鎮

桃米社區 籃城社區 眉溪部落

行政院環保署
南投縣政府
南投縣議員
埔里鎮公所
埔里各里辦公處

農委會
農委會水保局
農委會特生中心
埔里鎮公所
桃米里辦公處
桃源國小

衛福部
農委會水保局
南投縣文化局
南投縣社會處
南投縣衛生局
彰化生活美學館
埔里鎮公所

原住民族委員會
農委會水保局
仁愛鄉民政課
仁愛鄉鄉民代表
南豐村辦公處

埔里空污防治委員會



B.協力合作的網絡串連



C.以行動研究為基礎，設計行動方案

桃米野餐

籃城老人廚房

眉溪文史導覽



D.埔里PM2.5空污防治



E 台電舊服務所的活化再利用構想

目標：從閒置營業所轉型為埔里鎮民、
暨大師生的生活充電站

里民說明會



眉溪部落

桃米社區

E文化部，公民審議及參與式預算



四、結語 (who are we?)

• 不忘初衷？

• 我們達到了目標？

• 如何評量？



By whom?

• 別人如何看？——「上級單位」？社區？
地方政府？NGOs？

• 自己如何看？ ——參與的教師、學生？

• 學術社群如何看？



From what?

• 怎麼看？

• 量化？質化？

• SCI? (Social Citation Index) ？ SRI 
(Social Relevance Index)



鎮民對暨大參與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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