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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在地青年
返鄉青年

創業青年

透過
1. 教學、研究
2. 計畫助理

引導期 起步期

進入場域
1. 認識(在地)
2. 學習(在地)議題
3. 建立在地連結

在地就業需求
1. 專業知識、在地知識
2. 補助經費支持
3. 在地社區組織支持
4. 在地工作空間
5. ……

協助
1. 與成大連結
2. 與在地連結

支持
1. 參與共作平台
2. 專業資源
3. 補助經費支持

學習成長期

與在地連結
學習/自主

1. 公共性
2. 在地性
3.  ……

陪伴、提供
1. 專業資源
2. 補助經費支持
3. 外展連結

轉型

與在地合作

因應/改變/調整

成大駐點團隊與
社區先建立
互動與合作關係

成大駐點團隊協助建立
在地平台
引導青年關心在地議題





成效：
1. 有4位畢業生留在社區創業，其中：

• 自主創業2位：窩窩頭民宿
• 人社團隊協助創業2位(青銀合創計畫)

2. 有3位學生自主要求回社區做相關議題之研究：
• 都計系學生1組(畢業專題)
• 建築系學生1位(畢業專題)
• 職治系學生1位(研究)

3. 有1位畢業生轉換跑道：心理系→老年所
4. 有2位學生(1研究所、1大學)留任USR計畫助理

歷程/教學研究：
1. 102年時成大建築系駐點工作團隊開始進駐銀同

社區，建立與社區、店家之間的互動關係。

2. 103年時，由駐點工作團隊媒合不同專業領域的
成大師生進入銀同社區開設課程。邀請社區與
店家協助。

→ 大學教學研究進入社區的形式
分為｢協助」、｢課程」、｢社團及營隊」、｢研究」
四類。



成效：
連結個人型活動：

能使學生與在地居民建立較長久的互動關係；

連結小群體型活動：
能連結社區居民間及學生間的個人社會網絡關係；
走入社區的群體，與多元不同對象交流；
關心、操作專業議題

伴學平台機制：
1. 駐點團隊與社區合作「銀同社區小教室」協調

整合機制。由事前的溝通與整合，將多領域課
程與研究計畫整合，討論教學目標與社區需求
之間的對接，提供不同領域間學生的合作機會，
以及減少大學與社區間的衝突與摩擦產生。

2. 產生「連結個人型」、「連結小群體型」與
「連結大群體型」活動：因活動連結的對象深
度不同，也促成不同活動形式，以及學生與在
地居民不同的連結與效益。



讓學生能提前了解專業應
用於實際場域的狀況，對
於學生後續選擇研究專業
上有參考與助益。

過程中與真實環境連結，能
了解自身所學與實際環境中
的連結，因此更願意將所學
於社區中實踐及研究。

從中培養學生的社區意識、
公民參與及人文關懷的素
養，使學生後續還願意主
動關心社區事務，並支援
社區活動，成為社區可用
的資源與夥伴。

學生成為長輩日常生活中可
以陪伴傾聽的對象，彼此間
的感情也較深刻。

「之前會跟長輩特別約去
家中坐坐聊聊，但現在比
較忙一點，就是社區有活
動，又剛好時間能配合，
就會過去一下，也找個時
間聊一下。」

by FB社群平台

「之後參加過社區舉辦的
母親節活動，是和阿嬤們
一起煮飯。……若是有相
關的議題或是課程內容，
都很容易想到銀同社區，
也會特別關注社區的一些
活動資訊。」

by FB社群平台

「我這次暑假的研究目前預
計會在銀同社區收案(居家復
健系統)。……這個社區的特
色和我所學的專業科目有很
大的連結，我可以透過參與
活動中的觀察，更了解老人
的需求以及做甚麼樣的事會
遇到甚麼問題，以後也可以
事先避免掉。」

「在課程前其實我就大致
決定要讀老年研究所，但
進入社區與社區阿嬤互動
的實作課程讓我感覺到比
較踏實，對於選擇上來說
多少都會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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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程：
1. 研究所(2013)：駐點研究 2. 畢業後(2014)：租下工作站/成立民宿

成大相關協助：
a.與駐點工作站共構、b.支持部分租金、c.建立與社區、周邊鄰居關係



歷程：
3. 民宿→社區書房(在地性) 4. 店家小教室(公共性) 5. Oh Old!課拉思論(classroom)

成大相關協助：
a.建立住商平台、b.討論發展(在地性、公共性)構想、c.鼓勵嘗試改變,提供改變所需的經費支持



歷程：
6. 青銀合創→社區合作型商業模式

成大相關協助：
a.經營共學共作團隊、b.鼓勵嘗試改變,必要時提供改變所需的經費支持、c.連結外部資源與網絡





2016計畫書：未來努力方向達標

以知識促進
1、家長參與
2、地方參與
3、政府參與

2.安心農場
生態導覽方案

大學作為夥伴之

社區參與

1.學伴方案 3.健康服務方案



維持繼續發展的工作方法：三合一職訓

建立進場訓練、實作 課程式打工換宿(通識、
專業、職訓)依方案主題時程設計：例如

1、進場訓練課程
2、打工課程+現地實作
3、出場前回饋：軟體學伴案例

 2018/10/20社區經濟工作假期工作坊



 困境：為農村再生而生，也因為農村再生死掉，保證四年，卻變兩年。

 成大：暫時性補助薪水（人創計畫、蔡美玲老師、黃琴扉老師等水保局計畫）、連結校內國際課程

 角色：支持求職過渡期、實質資源

 效益：
 在公舘社區一起協力工作

 找到工作機會：適應銜接公舘社區發展協會的勞動部人力發展署多元就業方案的專業經理人

 改變在地青年的看法：大學可以帶給社區不一樣的資源，例如秀慈老師(成大都計系)帶學生來的課程，使社區風味
餐介紹中、英文化，打開國際惠義工模式，促進永續經營

 2018/10/26 社區經濟
公舘午餐iCity國際會議

 2018/11/06
社會老年學課程



 效益：

 在公舘社區一起協力工作，促進產業鏈發展：紮實發展足以維持年輕人生計的一、二、三級產
業鏈。

 專屬社區宣傳網站：網頁療育平台(蔡美玲老師的水保局計畫)，成為公舘社區的網站

 社區產品行銷管道連結：義賣、雲平咖啡店合作等

 保有社區的動力：兩位年輕人思惟快、行政電腦的工作快，使社區有進步的動力，具體展現在

 長輩照顧

 療癒平台

 風味餐

 旅遊

 遠距教學

 香港理工大學合作課程等

 對在地小朋友刺激很大，全英文帶動，讓小朋友對英文更有興趣。



 多元式的結合（經濟、高齡整合）發展：使年輕人有展現的機會

 2018/08/01 社區經濟 國際合作 童軍CJK社區服務





成大
人社計畫

通識、專科課程 原山共學堂

主動聯繫粉專

社區專經人員

社區議題工作坊

博後、專案助理

資源連結：補助計畫
都發局駐村計畫
農委會大專生洄游
文化部青銀合創
農委會農村實踐共創

1.議題找尋、確立
2.地方知識的建構
3.在地共同工作空間
4.行動團隊與社會網絡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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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urnI-Turn

促發地域公共事務參與協作

窯鄉地域創生
共好合作經濟

形成支持青年留在在地的
「支持網絡」

主體/介入



行動方向 理念目標 執行狀況

打造
「東山窯鄉」
生活博物館

推動東山窯鄉
生活博物館

龍眼作為大東原淺山地域重要農業文化
資產，形構地域產業與文化的全貌觀，
建構跨社區合作組織平台。

2016~2018 不定期辦理窯鄉跨社區組織工作會議。持續走進各社區組織進行對話溝通、辦理居民說明會
等方式尋求地方合作共識，釐出跨社區平台運轉機制。
2018年對外辦理窯鄉展售會in藍晒圖文創園區(推廣東山農特產品、文化故事) ; 場域內辦理跨社區「東
山窯鄉EXPO」地域策展。
2019 與在地小農社群、返鄉青年共同籌備「窯鄉合作社」，建構地域品牌、打造友善農業環境、活化水
雲國小等、通路行銷建置，落實共好經濟行動理念。

協助公所/社區/學校
推動計畫

●提升合作意願與信任感，建構共學共
做支持系統。
●以地域經營原則進行地方實踐，積累
對地方多元議題的知識內容。

2016臺南市府都發局「臺南築角」計畫：東原社區老街閒置空間公共營造。
2017～2018年 社區營造計畫：東原社區、南勢社區、東原國中、水雲社區。
2017農委會產業文化推廣計畫：南勢社區
2018勞動部多元就業計畫：南勢社區
2017文化部參與式預算培訓營：東山區公所
2017水雲社區文史訪調課程：成大台文系
2018水雲社區體驗營：成大數位學伴計畫
2018~2019農村好綠計畫：東山農會
2018東山咖啡產業文化節：東山農會
2019協力東山區公所進行「地方創生」整合企劃提案作業

經營
原山共學堂

辦理社區設計工作坊

●作為引入外地青年進鄉協力社區工作
及學習地方知識。
●跨領域對話及實作，專業知識與在地
知識之間辯證關係與創新發想可能。

2017大專院校實踐計畫樸門農場實作課程(成大通識課+東原國中社團課)。
2017年暑假辦理東原老街創生工作坊：參與學員來自中央大學、成功大學、逢甲大學、中興大學等6名學
員，針對東原老街聚落進行文史訪調與社區設計發想。
2018年2月1~7日辦理「青山老街文史訪調與空間設計」工作坊：參與學員來自臺北醫學大學、中央大學、
中正大學、成功大學、嘉義大學、臺南大學、臺南藝術大學等共計16名。針對社區文史進行耆老訪調，
另外將閒置老屋、社區公共空間進行在地媒材裝置藝術行動。
2018年辦理窯鄉藝術工作坊，三週三梯次於南勢、東原、青山等社區辦理。共計6所大學30位學生進場域

辦理原山共學堂
做為持續擾動地方公共事務、促發社群
共學共做的機制。

辦理10堂主題課程(竹編、手工皂、街道家具、綠建築等)，學員：東原國中及成大通識課學生，透過實
作課程在老街上進行，在地農友及店家是課程講師。

辦理原山生活節
●以地方產業文化底蘊為行動劇本，透
過創意策展活動提升社區自我認同感
●提升跨社區合作與連結關係

2016年大專生洄游團隊協同東原社區共同辦理「圓山生活節」。
2017年籌備過程中採集老街店家/住家的文史資料作為活動策展內容，擾動並提升地方生活者對老街文化
內涵的認同感。該活動策動邀請周邊社區共同參與。
2018年原山生活節由東原社區與工作室共同提案執行。

青創社企組織工作
組織在地返鄉青年(U-turn)及外地進鄉
青年(I-turn)作為協力社區發展工作、
地域經營及地方創生的組織平台。

2018年文化局委託執行「東原糖廠（前大埔改良糖廍）調查評估計畫」
2016~2020文化部「青銀合創實驗」計畫
2016~2018年，連續二屆執行文化局「好舊好老屋修復」計畫
2018年執行文化部社造及村落文化計畫
青創跨域合作：創藝樹工作室、手話工作室、鼎農村工作室、溪北學堂聯盟、野望生態顧問公司、

野地森活工作室、手話工作室等



轉
型

2016 初探期 2017~2018 協作網絡期 2019 主體建構期

共好經濟
社區型合作社



水雲
國小

東山休息站
台南物產館

一、窯鄉灶腳─社區共餐→社造組織多元培力
二、地方創生事業 (打造地域品牌：窯鄉)

1.環境教育與深度旅遊─窯鄉 8里山村客廳 (把人帶進來)
2.農產銷售加工站→提供在地就業 (把貨帶出去)

三、教學育成平台基地(申請環境教育場所)
1.大專專業課程導入─地方問題解套
2.專業實作工坊─自然風土建築、樸門生態設計
3.共同工作空間站─野地森活、野望生態、成大人社、山海原設計

將水雲國小打造成
窯鄉地域產品加工基地和環境教育場所

區
公
所→

←

在
地
社
區

成大合作社
藍晒圖文創園區

臺北市
好孝果社企店舖

窯鄉合作社(共好經濟平台運作機制)

臺中市
上下游
店鋪

2019年預計申請補助支持：
1.臺南市都發局駐村計畫(硬體建構)
2.勞工局培力就業計畫(專業人力進駐)
3.農委會校園共創計畫(成大課程導入)

新營休息站
台南物產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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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社實踐計畫與USR 計畫的場域經營，應可辦演支援青年在地發展的角色。

2. 支援青年在地發展的機制除大學本身計畫的支持外，應積極在實踐場域建
構產官學民的連結機制，以獲得更多的支持。

3. 不同學校的上述支援體系資訊的提供。
4. 在地實踐導向的大學人才培育，由相關場域實踐的參與老師（教師社群）

的課程支持。包括：既有科系專業的延伸學習，以及通識課程等



感謝您的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