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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實踐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曾子郡 / 眉溪報導編輯團隊
吳宗澤 / 穀笠合作社共同發起人



報告大綱
壹、暨大人社推動概況

貳、水沙連區域青年返鄉/留鄉與社會實踐方案
• 在地青年返鄉

 R立方青年返鄉創新實務學程
社會實踐創新案例：眉溪報導
社會實踐創新案例：與在地青年共學傳統知識

• 暨大學生留鄉
社會實踐案例：強化社區網絡 共築學習型農村
社會實踐案例：籃城公田
社會實踐創新案例：校園食農教育

參、暨南大學人社推動青年返鄉/留鄉的治理網絡
• 校內各單位
• 校外各社區、NGO

肆、結語
• 實務反思與理論文獻討論
• 未來展望

※青年分享：曾子郡(眉溪部落青年、眉溪報導編輯團隊)、吳宗澤(穀笠合作社共同創辦人)



壹、暨南大學「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計畫推動概況
本校於2013年起連續六年獲得科技部人文司「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計
畫經費補助。設置「校級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簡稱人社
中心）

完備校內資源整合體制

•人社中心除執行科技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計畫」，同時負責本
校高教深耕計畫「深耕水沙連」，以及統籌本校各項大學社會責任實踐
計畫的共學機制與團隊孵化。

逐步建構完善的在地實踐教師人力甄補與留才制度

•自2013年推動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計畫迄今，共計60餘位專任教師
參與在地實踐工作（佔全校專任教師24％），培育15位博士後研究人員。
同時本校業已從「教學獎勵、研究升等、人力增補」等三個面向進行制
度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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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暨南大學「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計畫推動概況

以社區蹲點、公民審議及城鄉設計為方法，厚植地方社群的夥伴協力關係

• 駐點桃米、眉溪、籃城及埔里，整合校內人文、管理、科技、教育等學院教師，與水沙
連地區產、官、學、社及NGO等，開展大學與地方政府合作推動地方人文發展與跨域治
理。

• 議題：「社區水資源盤點、城鎮環境清潔、生態復育與發展、社區防災知識推廣、空氣
污染防制、生態旅遊見學、青年留\返鄉、鄉村兒童教育、在地長期照護、學習型城市、
文化復興與應用、休閒產業發展」等。

• 採取公民審議的方式，與埔里鎮內各民間社團合作成立埔里研究會，經過第一、二期計
畫業已針對城鎮環境清潔運動、生態城鎮倡議與學習、友善交通、PM2.5空氣污染防制、
社區防災與韌性城鎮、偏鄉兒少教育、鄉村長期照顧、青年留\返鄉、食農教育、學習型
城市等議題，於大埔里地區連結超過8個政府部門、100個社群組織進行議題對話與社會
設計，其中生態城鎮倡議與學習、PM2.5空氣污染防制，更發展跨鄉鎮共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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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暨南大學「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計畫推動概況
人社團隊駐點

前二期
最主要議題 方法 關鍵指標達成概況

單點社區

桃米

1)生態村轉型與
治理

◎導入新興社造議題（社區共有
財、清淨家園）
◎建構桃米生態村社造協進會

成立社區組織間的對話&協作平台
公積金回饋制度

2)環境保育觀念 ◎導入實踐性課程（環教、防災、
水質監測、環保旅店、水環境調
查、手作步道）

倡議生活生態化
推廣環境友善化

3)社區照顧網絡 ◎導入諮商輔導課程 親子/代間教育活動
學生自組服務學習性社團

籃城

1)「籃城好生活」
青年進駐農村

◎成立穀笠合作社，自主創業
◎公田&籃田模式

青農學習基地
青銀共創與文化傳承

2)食農教育 ◎社區菜園 ◎籃城公田
◎農村遊程體驗
◎食農走入校園

農村親子教育和體驗
跨世代共學場域
反思與提升三農的社會價值感

眉溪

1)據點設立與同
意暨大參與

◎參與部落會議，提案討論 遵照原基法規定，落實部落知情同
意權

2)眉溪部落報 ◎邀請部落青年協作、培力
◎專題報導和舉辦相關活動

可被信任的資訊媒體平台
加強與讀者群互動的FB經營

3)公民審議及參
與式預算

◎導入課程
◎邀請居民參與、提案和投票

落實由下而上的直接民主
有助部落溝通和共識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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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暨南大學「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計畫推動概況
人社團隊駐點

前二期
最主要議題 方法 關鍵指標達成概況

跨域治理
：埔里研究會

PM2.5

空污減量

1)環境教育宣導
2)空污自主監測
3)友善第三市場
4)全民空污減量

◎參與空污自救會，一起行動
◎研發微型感測器、行動APP

◎建立志工制度
◎募資空污動畫片&尋找霾哥

理論與實作的社會實踐
擴大社會參與、永續培力
輸出埔里經驗，強化民間
組織力量

學習型城市

1)環境生活議題 ◎認識健康食安、食農教育
◎引介綠色交通、空污減量

跨鄉鎮共學團隊成型與經
驗移植

2)生態城鎮園遊會 ◎親子共學的環境教育
◎擴大邀請，促進共學機制

打造埔里的環境教育日
跨城鎮環境組織共學交流

埔博網絡

1)大埔里文史資料庫 ◎蒐集老照片和重要刊物
◎系統性建置資料庫
◎資料庫的公共化理念

永續埔里的歷史文化積累
校內跨領域專業的結合
已建置2,711筆資料

2)埔里就是一座博物
館

◎船山講古系列活動
◎埔里蝴蝶森林公園計畫
◎蜈蚣社區生態解說員培訓

捲動在地、創造議題
從地方到區域的經驗擴散
規劃文史、生態小旅行

3)巴宰文化議題 ◎導入在地小學的校本課程
◎新創編巴宰歌舞劇
◎雙方簽署合作備忘錄

增進在地文化認同
文化創新、擴大參與及族
人凝聚
落實部落知情同意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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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
2013-2018投入項目

宜居城鎮 水沙連大學城

埔里生活生態
博物館網絡

•組成5組行動社群
•埔里資源調查60節點
•愛蘭台地已收集90多個在
地故事
•7場在地畫家社群寫生活動
•文史資料庫完成2711筆檔
案

長期照護

•合作醫療醫院2家、長照
機構4家、非營利組織5家
•協力7社區申辦長照巷弄
站
•推動1家長照社會企業、
推動1條長照體驗遊程

生態見學

與5個社區合作深度小
旅行
•3條部落蝶道調查
•3處生態手作步道
•研發農田微型氣候監
測器目前裝置6處

小學實驗教育

•5所國小課程合作食農
教育、親子共學、防災
等主題
•辦理偏鄉社區型夜間
課輔1處
•舉辦2城鎮共5屆埔里
生態城鎮園遊會

青年留鄉

•16個青創團隊
•陪伴3位青年任職地
區NGO組織理事長
•陪伴1位十大傑出青
年

空氣汙染防制

•研發PM2.5微型監測器目前
於六縣市佈點共218處
•推廣環保寺廟34間
•辦理60場宣導活動
•培訓86位社區志工
•製作1部空污防制偶動畫宣
導片、1部在地議題觀察記錄
片

社區防災

•校園/社區聯合防災
•災害口述歷史調查
•聯合防災演練1次
•手作社區生活防災
地圖2處

生態復育

•環保旅店15間

•環保署認證低碳社區3

處
•淨水設施生態池2處
•合作自然農場5處

社區水資源盤點

•17處自來水質水量保護區
•9處水源保育社區，1處實
作示範基地
•10處地下湧泉盤點
•社區工作坊交流會談20場
•PPGIS公眾參與地理資訊
系統簡易問卷調查

壹、暨南大學「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計畫推動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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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水沙連區域青年返鄉/留鄉與社會實踐方案

社會實踐方案

人社中心

暨大學生

留鄉

在地青年

返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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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水沙連區域青年返鄉/留鄉與社會實踐方案
---在地青年返鄉

協助共學

見學參訪、埔里文

創人才培育、食農

教育、傳統領域調

查…

促進參與

微型公共獎勵計

劃，提供地方年

參與提案、眉溪

部落報

R立方課程

返鄉課題討論、地方課程、

在地業師、專業教師社群

創業培伴

眉溪共同廚房、部落青年創

業、桃米「綠動奇蹟」電動

自行車租賃與社區低碳小旅

行相關遊程規劃及推動…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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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R立方青年返鄉創新實務學程

學習
面向

探索校準
(5學分)

知識應用
(9學分)

創新實作
(6學分)

導論
•鄉鎮的社會創新(2) 

•地方學: 文化、生態與產業(3)

青年返鄉與

社會創新專題

(6)

鄉鎮

文化

•地方達人:永續生活設計(1)

•地方達人:族群文化(1)

• 口述歷史與田野調查(3)

• 社區藝術與社會參與(3)

• 攝影敘事與社會參與(3)

• 參與式規劃設計(3)

• 噶哈巫語言文化的創意實踐(3)

鄉鎮

生態

•地方達人:水沙連生態農業發展

(1)

•地方達人:生態城鎮(1)

• 環境教育與永續生活(3)

• 社區防災與城鎮復原力(3)

• 創客與社區營造(3)

• 社區環境與自然保育(3)

• 國際保育事務與在地實踐(3)

鄉鎮

產業

•地方達人:咖啡產業與飲調(1)

•地方達人:民宿經營實務(1)

•地方達人:紙的想像與實踐(1)

•創新創業激勵培力(1)

• 旅遊產品發展與行程設計(3)

• 南投產業再設計(3)

• 社會企業(3)

• 微型金融與融資創新(3)

• 農村社會的茶文化(2)

自主
學習

個人圓夢提案 跨領域微型提案 深碗自主提案

提案  同儕觀摩  陪伴、培力  實作分享  延伸學習

全校學士班人數:
4,322人

106-1學期
共計：18門課程
修課人數：460人次
佔全校學士班人數10.6%

105-1學期
共計：11門課程
修課人數：281人次
佔全校學士班人數6.5%

105-2學期
共計：18門課程
修課人數：454人次
佔全校學士班人數10.5%

106-2學期
共計：18門課程
修課人數：412人次
佔全校學士班人數9.5%

總開課數：26+1門；
總修課人次：1,607人

影響：1、促使大學聘用在地業師，豐富學習廣度。

2、促使師生對於青年返鄉的意義有新的認知。



社會實踐創新案例-眉溪報導

 2015年9月開始，暨大團隊與在地青年合作，共同組
成「部落報編輯小組」，發行《眉溪報導》月刊，至
今已發行三十七期。透過部落青年擔任採訪記者，在
每次的專輯報導中促進青年與耆老的互動，深化返鄉
青年與家鄉的連結，以及在地議題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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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實踐創新案例：與在地青年共學
傳統知識

 在人社第二期計畫中，眉溪部落以「文化的生產與再
現」為行動主軸，將文化視為累積的、動態的與生活
的，透過「建置人止關傳統聚落」、「部落觀光」以
及「文史資料數位典藏」等行動議題，一方面探究眉
溪部落的傳統元素，另一方面也發掘當代的文化元素，
進而生產與再現眉溪部落文化。

 人社計畫共同主持人邱韻芳老師開設「文化與發展」、
原專班范心怡老師開設「原鄉發展與實務規劃」、
「賽德克族傳統的農事與祭儀」等課程，走訪部落耆
老與中生代青年，更安排實地體驗傳統射箭、家屋文
化和生態環境觀察，確實掌握賽德克族的生活資源及
族群特色，逐步朝向部落小旅行規劃等在地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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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水沙連區域青年返鄉/留鄉與社會實踐方案
---暨大學生留鄉

開授在地課程

•社會參與參式課程、R立方

學堂、提供講座學習。

教師創業輔導

•國企系駱世民老師協助暨

大學生成立穀笠合作社。

媒介同學與社區共學共融

•籃城公田、籃城攝影工作坊、青年社

群共學（前往東山、宜蘭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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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實踐案例：強化社區網絡共築學習型農村

• 形塑「青農融入社區」的支持系統，讓青農與在地老
農知識交流，並開展社區共同分享的新生活模式，期
盼籃城社區成為兼具「生活、生產、生態」的宜居城
鎮。

• 行動議題的三個方向：社區共有財的維持與深化、連結社
區內外部資源以創造合作經濟、青農跨社區連結與行動。

• 具體方案：

1. 社區公田農事體驗(籃城公田與學習穀東)

2. 從產地到餐桌的料理體驗(社區廚房與老人菜園)

3. 農村遊程體驗學習

4. 親子農食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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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實踐案例：籃城公田
籃城公田的啟動，是一群返鄉青年尋求在地連結的契機，透過公
田施作，不僅尋求自立機會，且更能復返農村文化的互動核心：
放伴精神。對人社中心的行動議題設定而言，是嘗試找出社區自
主的途徑，減少政府資源依賴，探究具體可操作的模式，更是大
膽實驗的創新手法與社會實踐。

籃城社區公田運作模式的意義：

(一)是年輕人或是對農業有興趣者的育成平台。

(二)是社區經濟自主發展的可能模式之一。

(三)是擴大不同社區參與的實驗場域和機會。

(四)是串聯水沙連大學城與社區參與的在地據點。

(五)是學習穀東與社區協力所彰顯的共同勞動價值。

(六)是傳統農村與校園食農教育的重要體驗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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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實踐創新案例：校園食農教育

• 人社第二期計畫開始與埔里多所學校進行持續性的合作，
例如：忠孝國小「稻米食農教育推廣行動」、溪南國小
「茭白筍食農教育推廣行動」、暨大附中「農事體驗參
與行動」…，這是青農們跨社區連結與行動的具體表現，
透過跨組織協力互助(農村社區、在地產業與校園師生) ，
共同推動跨社區共學的機制，營造學習型農村。

14



參、青年返鄉/留鄉的治理網絡-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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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青年返鄉/留鄉的治理網絡-校內

18

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 通識教育中心：社參組、R立方學程

營造水沙連
綠色大學城
社會實踐行
動辦公室

（科技學院）

翻轉偏鄉弱
勢學習路徑
行動辦公室
（教育學院）

水沙連無
老．長照行
動辦公室

（人文學院）

地方產業
創生中心

（管理學院）

暨大USR
工作平台

國際地方
創生連結

微型公共
行動獎勵
計畫

教務處教
發中心、
課務組

服務學習
行動方案

研發處
學術服務
組、創業
育成中心

大學協力地方治理專書水沙連區域資料庫

水沙連
USR校際
共學網絡

社參式
課程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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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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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返鄉 / 留鄉
需求層次以及經濟決定論的理解途徑

20

生活價值實踐

(社會創新)

經濟活動的創新



實務反思：青年返鄉/增能面向

【文化價值與在地議題的認知】
對於在地文化或價值的理解去脈絡化。

【社會資本】
與在地社群聯繫薄弱，在想法和策略作法上，與既有
的社群不完全相同。

21

生活價值實踐

(社會創新)

經濟活動的創新

【能力(產業)】
對於生產活動的技術和知識不足。

【資金】
對於生產活動的資金不足。

18



理論 / 文獻討論-地方創生

• 山崎亮則是從「社區設計」的脈絡解決社區問題。他的核心概念在於經由「社
區設計」的過程凝聚社群，透過社群串聯、存異求同的途徑解決地方問題。

• 地方創生著重各類行動者的鏈結，包含：地方政府、返鄉青年、當地企業家、
金融單位、外來經營者、學術團體、社區組織，以及各領域專業者等，透過活
化資源、導入資金與人才，以在地特色（產業、環境、文史面）為基礎進行整
頓與整合，經由地方型事業建立地區循環型經濟，進而改善當地生活條件，吸
引更多人返鄉或移居，達到振興地方的正向循環。

• 木下齊：地方創生的關鍵在於以企業管理的邏輯經營社區，著重於事業項目選
擇、資產運用、金流與組織活用，創造小型但能獲利的事業，並將利潤再投入
下一個事業。他也提到地方政府必須以利潤為思考，以「公共私營合作制」創
造新的公共服務模式。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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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青年在地就業培力

•本校人社計畫將結合通識教育中心、地方政府、企業，以及非營利
組織，以R立方學程作為基礎，規劃「進階型的R立方虛擬學院」。

•課程設計採取地方學與在地實踐方法的基礎學習，以及知識應用與
實務實習四個階段，培力暨大校內學生、埔里留\返鄉青年，或是
願意留在鄉村工作的人，具備地域振興與地方創生的知識與能力，
企盼為地方儲備人才。

23

設置R立方虛擬學院，培育區域振興與地方創生人才

地方學
在地實
踐方法

知識
應用

實務
實習

19



未來展望：建構校內青年創業育成能量

• 未來人社中心將持續深化青年返鄉/留鄉的倡議、匯流平台，整合
暨大學務處圓夢計畫、通識中心在地實踐計畫，以及協助暨大研發
處創業育成中心建構更完善的青年創業育成機制，包含：

1. 業師陪伴

2. 創業基金：校內勸募、校外資源連結

3. 鼓勵老師自行創業，師生共同創業

20



簡報結束
感謝聆聽



青年返鄉與大學角色

簡報人：曾子郡 / 南山溪部落青年、
眉溪報導編輯團隊



眉溪報導



新型遊憩體驗



106年原住民族精實創業計畫



研發社區特色餐點



結論

•研發包裝

•商品研發

•產學合作

•創業輔導

•創業基金



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學返鄉／
返鄉學

吳宗澤

榖笠合作社&籃城好生活共同創辦人



簡報大綱

1.簡介

2.實踐歷程和分析

3.結論

學返鄉／返鄉學 34



吳宗澤

1989年台南出生／目前定居在南投埔里

就讀暨南大學的光電工程學系，碩士讀人類學

喜歡爬山溯溪、攝影，走進荒野中

從2012年關心農地議題，2014年成立榖笠合作

社，2016年開始關心兩岸三地的三農問題

並非農民的身分，更像在農村中的組織工作者

學返鄉／返鄉學 35



籃城

好生活

穀笠

合作社

內埔農業

後援會

人文創新與

社會實踐研

究中心

籃城公田

籃城公園

草根劇團

籃城社區 禾恬民宿

小村映巷

學返鄉／返鄉學 36



籃城公田&
社區公園菜園

社區自主永續生產

籃城助理-蔡嘉信
2014-2016

學返鄉／返鄉學 37



食農教育&體驗遊程
農村是學習的場域

籃城助理-鄭坤全

2016-2018

學返鄉／返鄉學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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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長期駐點

不設定議題

與社區交陪和處理雜事

發現問題－社區無自主盈餘

從組織內部和動員組織外部

創造公共性的生產

非駐點社區

設定操作議題

仰賴在地團隊

鎖定體驗教育和產業

動用人脈帶各項資源進場

由外而內的逐步影響

但議題不限定在社區內



2018在籃城的實踐

學返鄉／返鄉學 40

埔里吹南風-帶領埔里青年參訪成大人社中心
經營之據點-東山五酷山農團、大東原
CoLab:D和走訪土溝社區發展協會、仕安社
區發展協會

參訪後於籃城社區發展協會舉辦分享會



籃城農村攝影工
作坊與攝影展

學生、在地青年和社區長輩們重新走社
區，透過攝影的方式學會與人、地互動，
探究社區的情感、記憶與認同。對學生
建構起社區的第一印象，並挑戰長輩的
認知，對長輩則是再確認什麼是重要的、
對在地青年則是思考什麼是可以行動的
議題點。

學返鄉／返鄉學 41



籃城

好生活

穀笠

合作社

內埔農業

後援會

人文創新與

社會實踐研

究中心

籃城公田

籃城公園

草根劇團

籃城社區 禾恬民宿

小村映巷

接觸農業

進入農村

2012-2013

2014-

社群展開

青年陪伴

六級產業化

2017-

學返鄉／返鄉學 42



社會關係、議題關懷、地方感、

理想生活的地方
降低留鄉的門檻

有形－資本、技術、空間

無形－情感、陪伴、人脈、支持系統

現實與理想的衝突

工作與生活的平衡

個人與組織的矛盾

如何修正和克服

隨時間變化、考量現有條件，設定目

標的優先順序，持續前進和提升

形成組織間和個人之間的綿密合作網絡

共同實踐具公共性的願景
學返鄉／返鄉學 43

接觸認識地方

進入地方脈絡

嘗試扎根地方和面對挑戰

持續向下扎根前進

學返鄉/返鄉學



一些思考點
不同時期，關注的焦點和採取的策略方式不同，但實際牽涉到地方的政治關係和地方派系變化的問題，
諸如選舉、社區理事長改選。需建立起長期不變的組織發展方向，且不受外力影響

第一線人員的方法論，以社區需求為主或大學需求考量為主，是不斷來回取交集、拉扯的過程。陪伴重
要，但常常是問題技術導向為主，嚴重忽略社會關係的重要性，和培養居民的能動性

跟著計畫走，又或跟著人走，如何能做到比計畫帶來的影響力還久？老師的核心關懷是重要的，老師的
興趣和實際行動會影響著學生

每個地方都是獨一無二的，針對問題的改善，老師須承認沒有最好的解答，轉換全知者的腳色，而成為
學習者，可建議採用ＰＢＬ(Problem-Based Learning)和社區、學生、老師一起探討問題，並依現有的條
件發展出合適的解答

合作是建立在彼此的「主體性」為前提，地方能不過度仰賴大學，大學也不過度依賴地方，才是較健康
的永續的關係

學返鄉／返鄉學 44



謝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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