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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策展理念 

       逢甲大學已將推動大學社會責任計畫納入校務發展之重點工作，上述「培

育具有 4I 能力的學生」係指以跨領域(Interdisciplinary)培育跨知識、跨專業的

人才；以創新 (Innovation)培養能參與產業升級轉型的人才；以國際化

(International)培養具備國際移動力的人才；透過人才培育發揮逢甲大學對社會

/產業的影響力(Impact)。其中「培養跨領域能力」的發展重點包含「無邊界學

習場域建置」，讓學生走入社區、產業及社會企業；此外，「深耕產研重點」

包含「打造實踐場域」，讓學生透過實際場域，參與產業創新升級。 

        為解決在地社區存在的問題，本校逐步規劃三階層課程設計，由「基礎

課程」開始，深入在地社區以瞭解與體驗社區實際面臨的問題，接著以中台灣

弱勢及偏鄉教育協同與行動服務支持系統為主，開設「研究專題、師生專案」，

最後，透過地區能源系統永續循環「實作專題」，解決真實社會問題的教學模

式，善盡大學社會責任，以達成社會參與、社會實踐、社會創新的目的，並促

使居民從自身開始思考，啟動社區的活力。 

 



活動內容 

活動時間：2018 年 12 月 23 日 星期日 9:30-17:00 

活動地點：東勢客家文化園區 

場地規劃： 

        

 



活動內容說明 

1. 天穿茶驛展區 

     全區共分為八次工作坊,初期建置 60%示範區,計畫明年度與教育局體健課

合作,東勢國小國中食農教育校無實踐場域合作,並與當地社區發展協會以工作

坊形式合力建置另外 40%,營造社區共作共榮,以期成為共同珍惜的低碳綠生活

食農體驗教育示範區。 

 
 

(一) 落葉堆肥循環教育工作坊: 

找到該地的土地循環,是食農教育的核心意義。利用鐵絲網建置清理掃不盡的落

葉,實踐垃圾減量,並成為無臭堆肥圈。 

 

(二) 文學種植箱工作坊: 

種植箱為 20*20*20 立方的木箱,厚度為 6 分高溫蒸氣殺菌板(無藥水),裡層鋪設

0.1 細沙網布,防止沙土流失兼具透氣。將文字設計於箱面,表現傳統客家童謠詩

歌文學詩詞意境。更能深入在地詩意轉化的人文溫度與情懷。 

 
 



(三)螺旋菜圃可食地景工作坊: 

該地為無法長久之臨時建築地區,故本區設計為樸門式離地食農種植,並以螺旋

形式象徵土地循環.生生不息等在地綠生活意念。以紅磚堆而不砌,計畫完成可

完全回收,不破壞土地。 

(四)麻布袋種植可食地景工作坊: 

麻布袋種植一為離地種植的方式之一,搭配粗糠稻殼的地景藝術,使乘載落葉與

再生利用的麻布袋成為最搶眼吸睛的創意食農共作。另外麻布袋材質為純苧麻,

也是自然分解的最佳示範。 

(五)巨人的鉛筆藝術圍籬: 

將場域建置低度圍籬,防止貓狗侵入破壞場域,50-80 不等高度的回收舊木料,頂

部削尖塗上顏料,成為標示孩子們教育的綠生活場域。 

 

(六)竹管風鈴食農裝置藝術工作坊: 

裁切成為 40-60 公分的竹管,以細麻繩綁到靠近火車軌道的側邊,雖著風起舞,讓

所有的體驗學習者都能享受這場食農體驗的自然音樂饗宴。 

 

(七)呦呦鹿鳴食野之苹食農地景藝術: 

臺灣水鹿為臺灣特有的亞種，多於清晨與黃昏活動，棲息於上中高海拔的原始

森林，多活動於近水源的草地，以樹葉與嫩草為主食。以三分板設計 120*180

公分左右的東勢水鹿裝置藝術,象徵「鹿鳴呦呦食野之苹中……人之我好是我周

行」的理想社區共好境界。 

 

(八)集裝箱地景藝術: 

將集裝箱外觀以童軍工程模式延伸為竹裝置藝術,將建置出 3 公尺可互動的食農

摩天輪裝置藝術。 

 

 

 

 

 

 



2. 攤位展區(規劃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