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 年 USR 系列活動-SIG 社群交流 

「深耕偏鄉學童教育，開啟城鄉共學視野，永續城鄉教育」 

大學實踐團隊社群 
一、 前言： 

自聯合國宣布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簡

稱 SDGs）以來，大專院校陸續將 SDGs融入校內教育課程中，讓學生能

透過各層議題反思活用資源，並擴散 SDGs議題關注度，培養永續思維及

解決問題的能力。本團隊希望能連結城鄉，透過由鄉入城、由城入鄉，

建立雙向交流，並協助偏鄉教育，從中培養融入地方之跨領域專業人才，

透過城鄉網絡與智慧科技之建立，達成場域永續經營之效益的目標，以

回饋生養之地，善盡社會責任為動力。臺科大團隊在多年進駐偏鄉，接

觸偏鄉後發現需增能教育資源，因此將城鄉連結搭起友善橋梁，著手推

動多元文化教育及連結國際交流活動，以此開啟偏鄉孩童的視野，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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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科大「I-Villages Plus 城鄉牽手深化計畫」規劃辦理 SIG 活動，

主軸為「深耕偏鄉學童教育，開啟城鄉共學視野，永續城鄉教育」，邀

請對永續城鄉教育及偏鄉教育共同發展之議題具有高度關注及實踐經驗

的老師，分享教學模式、操作與實務經驗，分成二個主軸：一、深耕偏

鄉教育:學校團隊透過專業知識與技術，至偏鄉教學的運行與經驗，二、

城鄉創生整合:透過在地團隊的特色風格建立與資源整合，雙方共同成長、

學習。最後透過學校、在地夥伴、外部夥伴在深度交流中發現新契機，

培養跨地域整合型專業能力，探索解決偏鄉問題之創新模式。 

 

二、 指導單位：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 

三、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四、 協辦單位：雲林科技大學、台南大學、屏東大學、台東大學 

五、 日 期：110/11//8(一)9:00-12:00 

六、 地 點：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採線上直播 

七、 參加對象：教育部 USR計畫各校團隊主持人、教師、相關執行人員或對

議題有興趣者皆可報名參加。 

八、   報名方式：採預先網路報名，請至連結處報名，網址 

       http://forms.gle/S7HnfobrkncRC8ue6 

         若有何問題請洽:魏小姐 haien@gapps.ntust.edu.tw  

九、 注意事項： 

         本表單所蒐集個人身份資訊，僅會作為本次活動通知與記錄使用。主辦 

         單位將遵守保密原則，敬請安心填寫。 

十、 活動議程



 

    

  議程 

時間 活動內容 

8:30-9:00 報到 

9:00-9:10 開幕式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劉志成副校長致詞 

9:10-9:30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翁楊絲茜教授 

談永續教育落實至城鄉教育發展 

I-Villages Plus城鄉牽手深化計畫（周碩彥教授、翁楊絲

茜教授、邱韻祥教授共同主持） 

9:30-9:50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系/楊智穎教授 

以朱雀點亮屏東偏鄉教育-USR實踐之旅 

9:50-10:10 國立台南大學/教育學系/吳純萍副教授 

發揮影響力的第一步～～與偏鄉小朋友一同學習成長 

10:10-10:30 永齡·鴻海台灣希望小學台東分校/張愉敏督導 

缺一不可～談偏鄉教育服務 

10:30-10:50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楊孝慈教授 

生態繪本創作與分享：從環教到生命教育 

10:50-11:10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設計系/董芳武副教授 

創意學習 藝感樂活 

11:10-11:50 綜合座談 

11:50-12:00 填寫回饋問卷、活動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