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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成果表單 
成果名稱 

(活動、研討會、會議、

競賽、培訓…) 
創新創業暨產學體驗活動之社區營造體驗活動：後壁土溝社區 

舉辦日期 2019/5/2 舉辦時間 AM8:30~PM12:00 

主辦學校 台灣首府大學 舉辦地點 台南後壁土溝社區 

執行成果 
(以約1,000字描述概況 

新聞稿方式) 

本次創新創業暨產學體驗活動，帶領修習「社區營造」學生到台南市後壁區土

溝社區進行社區營造體驗活動，活動由土溝農村文化營造協會張佳惠理事長的社造

經驗分享揭開序幕，經由張理事長的分享，讓學生了解到土溝社區如何從一個清理

土溝水道開始，進而整村居民積極投入社區營造，經過 10 多年的努力終於有今天

的社造成果。 

接著，由黃老師導覽土溝鄉情客廳的農務工具、裝置藝術等，讓同學更了解早

期農民的生活樣態，以及當初南藝大學生如何與社區居民聯手打造鄉情客廳。接

著，大家搭遊覽車前往優雅農夫藝文農場，經由魏婉如小姐的導覽解說，讓大家不

僅認識到園區內的生態環境，更藉此瞭解到社區推動藝術的美麗願景。 

本次戶外教學活動以分組方式進行社區營造調查，以 3名學生為一組，調查項

目包括社區名稱、特色、行銷方式及社區導覽方式等，不僅讓學生親身體驗一個社

區營造的成功範例，更可藉由這次的戶外教學讓學生印證課堂上的教學內容，進而

應用於自己居住的社區。 

由於園區有許多結合藝術文創的地景藝術，因此同學們在導覽解說後紛紛拿起

手機拍照打卡，玩得不亦樂乎。最後，大家在優雅農夫藝文農場用餐，於歡笑聲中

結束了半天的參訪。 

該次參訪學生表示此活動讓我受益良多，能有創新概念，對社區營造有更深的

認知!另一名同學則表示「這是一個很棒的體驗，老舊社區注入新血而有創新的風

貌」；另一位同學也說明「活動後有更多創新想法，希望多辦此類活動，來激發同

學的創新概念。」 

活動剪影 
(檢附照片及圖說) 

如附件一(至少 4-8張) 

參加對象 
主辦學校 

參加人數 
40 

夥伴學校 

參加人數 
0 

其他 

參加人數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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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照片說明：土溝農村文化營造協會張佳惠理事長社造經驗分享。 

 

照片說明：黃老師導覽土溝鄉情客廳的農務工具、裝置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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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照片說明：優雅農夫藝文農場合影。 

 

照片說明：優雅農夫藝文農場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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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創新創業暨產學體驗活動」滿意度問卷統計 

      ※回收率：39/40*100=98% 
  一、基本資料 

1、參訪日期：108年 05 月 02 日，參訪產業：後壁土溝社區 

  2、性別：  

男 女 

51% 49% 

 

二、活動滿意度調查 

題目 

非
常
滿
意 

滿

意 

尚

可 

不

滿

意 

1. 活動宣傳有助於對職場體驗內容與目的之瞭解 54% 44% 2% 0% 

2. 交通工具之安排 67% 33% 0% 0% 

3. 緊急應變措施（如天候改變、交通狀況之緊急狀況） 49% 41% 10% 0% 

4. 活動的行程之安排與連結 62% 36% 2% 0% 

5. 強化對職場及產業趨勢之瞭解 52% 38% 10% 0% 

6. 企業所提供的一般性（如企業福利、職場趨勢等）資訊足夠 54% 46% 0% 0% 

7. 企業人員能詳細的回答問題並解釋同學們的疑惑 59% 41% 0% 0% 

8. 企業的危險場所提供同學們必要的安全設施 62% 36% 2% 0% 

9.企業的簡介場地安排合宜 69% 31% 0% 0% 

10.企業接待人員服務能全力配合學生需求 74% 23% 3% 0% 

11.企業的主管或其他員工對學生態度親切 77% 23% 0% 0% 

12.對該企業之整體滿意度 74% 26% 0% 0% 

13.對職場體驗活動之整體滿意度 74% 26% 0% 0% 

 

三、參加本次參訪活動之最大收穫： 

 了解社區營造利害之處。 

 了解土溝社區的社區營造過程。 

 對於社區營造有了更深的了解。 

 認識土溝社區的歷史。 

 對社區改造更有想法。 

 原來一個社區的改變可以那麼大，真是神奇。 

 認識社區的內涵、文化。 

 能夠更加認識及了解社區之文化，比教科書收穫得更多收穫。 

 土溝社區的裝飾藝術及社區營造。 

 最大的收穫就是他們運用很簡單的方式給當地居民回憶童年(廚房、廁所外的隔牆) 。 

 土溝社區的裝飾藝術及社區營造。 

 了解如何把水溝改建成居民生活得好地方，讓年輕人回鄉下發展。 



5 

四、對未來辦理此類產業參訪活動之建議： 

 希望可以多多往別的社區參訪，讓自己更加了解別的社區的意義。 

 想更多方法讓民眾可以接受改變這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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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創新觀念程度調查表 

※回收率：39/40*100=98% 

壹、基本資料： 

1. 學系/單位： 

幼教系 23% 休閒系 38% 烘焙系 3% 

飯店系 5% 觀光系 5% 餐旅系 26% 

 

2.性別： 

男 49% 女 51% 

 

貳、對於活動安排滿意度(請) 

項目           滿意度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 

不滿意 

1.活動前對自我創新概念的認識 36% 44% 20% 0% 0% 

2.活動前對自我創新的觀念是有自

信的 41% 49% 10% 0% 0% 

3.活動中獲得許多的創新想法 41% 51% 8% 0% 0% 

4.活動中積極參與討論表達 36% 44% 20% 0% 0% 

5.活動結束後創新概念對我有幫助 46% 51% 3% 0% 0% 

6.活動結束後我的想法是創新獨特 49% 36% 15% 0% 0% 

7.活動整體是有所收穫的 54% 38% 8% 0% 0% 

叄、其他意見及建議： 

 對社區營造有更深的認知。 

 更了解社區營造的力量。 

 增加很多新想法。希望可以多多舉辦這類活動。 

 對以後更有方向。 

 讓我們知道在社區營造的發展。 

 能讓我們更知道社區營造怎麼規劃發展，期待有機會再去其他社區走走看看。 

 活動內容非常棒，讓我有新想法，期望還有機會可以繼續辦理。 

 此活動讓我受益良多，能有創新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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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了解社區營造推廣的過程。 

 能拓展我的國際觀，希望下次能舉辦國際美食活動。 

 透過活動使我有更多的想法，能多多辦理此類型活動。 

 有多很多想法。 

 了解社區營造的力量。 

 了解改造社區的作用及在地歷史。 

 這是一個很棒的體驗，老舊社區注入新血而有創新的風貌。 

 更了解到社區營造的力量帶給後輩的影響。 

 活動後有更多創新想法，希望多辦此類活動。 

 參加了這次活動讓我可以了解以後的生涯是要好好規劃! 

 幫助自己的社區凝聚社區的共識，事件難執行的事，但溝通成功就完成一半，創新能力在

社區是很重要的! 

 社區營造的由上而下理念幫助自己社區營造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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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心得分享照片】 

 

照片說明：課堂學生分享活動心得 

 

照片說明：課堂學生分享活動心得 



9 

【活動心得分享照片】 

 

照片說明：課堂學生分享活動心得 

 

照片說明：老師課堂與學生分享活動心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