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東華大學  
大學學習生態系統創新計畫 

第三期計畫簡報 

報告人:林意雪 

  

山海洄瀾 縱谷學堂： 

東華大學在地性學習生態創新計畫 

Ｂ類：無邊界大學 



延續性（50%）及挑戰性（50%） 

延續 

1.公共性議題的延續  

2.自主學習方式可能的持續探索 

3.學分追認制度上的持續實驗 

挑戰 
1.知識的傳播及轉譯  

2.教師及行政人員的工作負擔 

3.原本偏重實作及議題的學科知識，    

   如何能夠再做轉化，而不僅以複製 

   系統的方式進行 

4.創造學生學習的空檔年（gap year 或 

gap semester）  

5.教師借調以改變學系中固有制度 



第
三
期
計
畫
整
體
推
動 



一、計畫目標 

• 落實大學在地性 

   轉化學院知識接應在地需求 

 

• 催化東華學習生態系統 

    促成校內課程體制的再建構 

 

• 形塑大學生社會參與與自主學習能力 

   啟發學生自主學習潛能動力 



二、計畫推動重點與方法 

地方需求在哪裡 大學就在那裡 

三、計畫發展願景與理念 

本案為第二年延續申請， 
延續第一年的主軸，穩定發展 



四、策略行動策略：敷育生成模式 

•學生學習團隊形成與經營 

•教師合作團隊形成與經營 

•自主學習支援系統建立 

•自主有機學分追認系統 

•教師授課鐘點轉換系統 

•教學人力補償轉換系統 



 三大面向 衝擊 因應策略 

 
制度面 

  

 新舊制度交接併行 
 若無有效介入，將形成
新的無法建立，舊的被
侵蝕的現象 

 行政體制及規定、行政人員的作業方
式及思維、院系所的課程架構 

 需要行政人員改變觀念 

 
教師面 

  

 教師工作的增加 
 安全至上 

 制度面要能接應 
 人力成本的增加及因應 

 
學生面 

  

 陌生的學習路徑 

 不安全感與焦慮感 

 要有鷹架和橋樑，幫助跨越鴻溝缺口 
 透過實作行動、反思、調整、再行動
的過程，打破固有的學習思維慣性，
發展自主之主體性學習經驗 

 
五、制度、教師、學生之衝擊與因應策略 



 
 
 
 
 
（一）學分認抵制度上的改變 
 
1.通識教育制度的改革 
2.跨域共創學程－實踐整合自主學習學程 
3.堆疊積木計算學分方式 
4.外務在制度上的認可 
 
（二）教師借調以改變學系中固有制度 
 
實踐自主學習課程具有跨領域的特性，且學生也需要有跨領域的引導/指導團
隊，為了使這樣的研發/授課/指導/導生工作不致於變成教師額外的負擔，因
此第三年計畫將借調系所不同專業的教師，成為跨領域的團隊。 

 
 
 
 
 
 

六、學習生態因應策略 
 



自主學習歷程之變革 

（三）自主學習產生歷程的變革  
 

 學生學習態度的轉變 
 學習樣貌/特徵的轉變 
 學生自我認知的轉變 
 學習角色的轉變 

 
（四）創造空檔年或空檔學期 
（gap year 或 gap semester） 
 使學生可以專注在實踐性的學習上 
 選擇一個學期或一整年不修習其他課程 

六、學習生態因應策略 
 



八、計畫參與成員之職務再設計、 
        增能與激勵措施 

一、學生修課之鼓勵機制及學校行政之支援 
（一）深碗課程及實踐整合自主學習學程 
（二）跨領域基礎課程-體驗、覺察 
（三）教學助理支援 
（四）知識管理建構 
二、教師/教職員之鼓勵機制 
（一）輔導機制－傳習方案、專業社群 
（二）制度修訂－課程創新、課程改革 
（三）獎勵辦法－優良教師、課程減免 
（四）教學支援－課程開課彈性 
（五）教學輔助－提高TA比例 
（六）行政職員－獎勵辦法 
三、外部資源連結 
四、成立據點凝聚資源與專業力 
 
 
 
 
 
 

觀念 

白皮書 

激勵措施 



九、五大師生共學社群概述 

• 東農場【拓耕可食地景】 
   將校園空間轉化成農場實踐中摸索生活真諦。 

 

• 西部落【實踐人文療癒】 
   置身部落，將自己變成學習的風景。 

 

• 南聚村【扶助弱勢兒童】 

   打破偏鄉對城市的觀點，發展共同生存聚鏈。 

 

• 北學園【翻轉洄瀾教育】 

   從展開偏鄉弱勢創新教育集體行動的歷程。 

 

• 心坎坡【共創校園生活】 
   實踐共好互利的校園生活作為基點。 

 



北學園～Engaging Education 
【翻轉洄瀾教育】從展開偏鄉弱勢創新教育集體行動的歷程，尋找可能的轉型途徑 

 

北學園 

01 02 

03 04 

從脈絡中 
找到著力點 

社群手牽手  
從帶領別人理解
帶領自己的意義 

從「社會實務」
到「社會實踐」 
 
 

1.從「社會實務」到「社會實踐」 
 
2.從脈絡中找到著力點 
 
3.社群手牽手  
 
4.從帶領別人理解帶領自己的意
義 



心坎坡～Making citizenship 
【共創校園生活】以落實共好互利的校園生活作為基點，啟動公共參與的意識 

 
1.公共議題探索 

（1）校園Living Lab空間營造 

（2）建立校園共創文化-道路命名 

 

2.友善校園開創與突破 

（1）不再流浪～從流浪動物到同伴居住 

 （2）鄉村風情爵士祭 

 

東華園 

基地 

見學
會 

自主空
間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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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西部落～Culturing Community 

【實踐人文療癒】置身部落，將自己變成學習的風景】 

 

1.捲入支亞干溪畔的跨院系課程 

   實踐智慧的在地實踐 

 

2.以脆弱喚起責任 

   自主學習與實踐智慧的深入操作 

 

3.以文化理解形成實踐基礎 

    跨機構、在地與人的面對面接觸 

 

 



南聚村～Accompanying Learning 

【扶助弱勢兒童】打破偏鄉相對城市的觀點，發展共同生存聚鏈 

1.南華認輔計畫 

    每週安排督導時間與認輔員進行討論， 

    建立南華認輔自主學習回饋。 

 

2.雞飛狗跳好療癒-動物輔療方案 

    以花蓮資深且在地的黎明教養院合作， 

    深化並推動動物輔療計畫。 

 

 



東農場～Cultivating campus  

【拓耕可食地景】將校園空間轉化成農場，在農務實踐中摸索生活真諦 

1.從土地發芽出來的教育 

開設「校園永續生活設計」通識課， 

為創造校園景觀與使用者的密切關係。 

 

2.跨界學習與社群力量的培力與發展 

針對洛韶社區家庭菜園的長期發展規劃， 

讓學生深入了解並參與社區問題。 

 



與其他計畫關連 

計畫名稱 
特色大學 
試辦計劃 

區域教學資源 
整合分享-教學增能計畫 

弱勢學生學習 
輔導輔助計畫 

目標議題 連結在地產業、深耕在地教育 增強產學合作、發展特色課程 投入弱勢照顧、強化就業輔導 

推動策略 
鏈結地方教育與地方產業，讓
東華成為地方知識、文化與創
意創業中心 

以強化教師自身能力著手，推
動結合東部人文產業特色之課
程，精進學生未來之就業力 

就學期間提供弱勢學生豐富資
源與強化輔導，使其畢業後能
順利就業 

與本計畫相互
整合加值之處 

  

*農業學習的理論與實務兼顧 
*無農學院校園的農業教育創新 
*特色重點與議題互補 

*自主學習與系所基層的連結  
*社區場域的分享與共同經營 

*轉換學習模式 再創學習態度 
*弱弱相陪 共創學習 
  



十、影響力評估機制(一) 

計畫軸心 實際內容 應有之對應成果項目 

計畫目標 

  

 落實大學在地性：轉化學院知
識，以接應在地需求。 

 催化東華學習生態系統：重新
將課程概念化，以促成校內課
程體制的再建構。 

 形塑大學生社會參與與自主學
習能力：啟發學生學習潛能。 

 學習場域開發與推廣 

 深化地域需求之實踐模式 

 自主學習社群運作知識系統 

 課程再概念創新橫向溝通發展 

從有邊界
到無邊界 

所欲模糊與重新界定的「邊界」包
含三個向度：專業場域、課程模式、
地理與社會空間 

 價值的再概念 

 邊界模糊項目開創 

 鬆動專業本位的運作思維 



計畫 

軸心 
實際內容 應有之對應成果項目 

具體 

操作 

內涵 

  

 東農場【拓耕可食地景】將校園空間轉化成
農場實踐中摸索生活真諦。 

 西部落【實踐人文療癒】置身部落，將自己
變成學習的風景。 

 南聚村【扶助弱勢兒童】打破偏鄉對城市的
觀點，發展共同生存聚鏈。 

 北學園【翻轉洄瀾教育】從展開偏鄉弱勢創
新教育集體行動的歷程。 

 心坎坡【共創校園生活】落實共好互利的校
園生活作為基點。 

 

 教師社群運作 

 學校行政制度鬆動與創新 

 農作空間與能力 

 部落與地方發展 

 弱勢者學習支持與照顧 

 偏鄉教育模式研發 

 公共參與突破行政運作 

十、影響力評估機制(二) 



博士級專案講師人員增設 

工作項目： 

 IR相關的研究 

        自主學習的經驗、支持系統的差異性 

 學生社群經營 

學生自主學習社群的陪伴、支持與督導 

 自主學習教學模式研發 

與方案主責老師共同研發課程教學模式翻轉 

 場域學習之現場觀察與評估 

以修正與開發更能貼近場域的學習與教學型態 

 場域開發經營 

建構場域學習的模組、發展場域教學策略 

 方案評估與修正 

即時能實地掌握執行面，隨時評估與調整 

 經驗分享與傳承 

支持教師投入計畫、並進行縱向傳承與橫向分享 

工作理想人選-廖千惠博士 
 

• 對於弱勢等社群有充足的專業訓練，

實務經驗豐富 

 

• 擔任科技部計畫博士後研究員三年

期間，計畫執行、開課、帶學生進

行計畫均可圈可點。 

 

• 育嬰假三年即將期滿 



九、無邊界計畫團隊成員 

顏嘉成 

沈佳融 

 

 

 

• 生態社區相關課程 

      顏嘉成、蔡建福、梁明煌、許世璋 

 

• 跨界與歸零(一)課程 

      顏嘉成、周雅淳、陳淑娟、吳明鴻 

 

• 跨界與歸零(二)課程 

      顏嘉成、蔡建福、斯安竹、阮淑英 

 

• 第三期新加入老師及業師： 

       周岳、王玉華 

 

 

東農場 



九、無邊界計畫團隊成員 

翁士恆 

王律心 

趙之綺 

羅捷 

 

• 黎明向陽園動物輔療 

     翁士恆、李維倫、黎明向陽園團隊 

 

• 萬榮鄉西林早療據點 

     翁士恆、李維倫、早療協會諮商師團隊 

 

• 藝術與部落社區營造 

     翁士恆、韓毓琦、陳怡廷 

 

• 第三期新加入老師及業師：洪明德、周育如 

 

 

 

西部落 



李維倫 

丁乙萱 

莊朝為 

九、無邊界計畫團隊成員 

• 南華認輔計畫 

     李維倫、翁士恆、東華諮臨系學生 

 

• 心理療癒課程 

     李維倫、劉効樺、林美珠 

 

• 動物輔助治療 

    李維倫、翁士恆、張文慧 

 

• 第三期新加入老師及業師：林木泉、李宏韡 

 

 

 

南聚村 



九、無邊界計畫團隊成員 

北學園 

林意雪 
顧瑜君 
張哲源 
張瑋翔 

• 參與跨界與歸零(三)平和國中之教授及業師 
曾賢德、顧瑜君、蕭昭君 

      張桂芬、王福裕、陳怡錚、張婕妤 

 

• 閱讀科技學群的跨域合作 
與通識實踐整合自主學習課程的連結 

      劉明洲、高台茜、蕭昭君、劉佩雲、 

      李暉、蔣佳玲、古智雄 

 

• 第三期新加入老師及業師：葉旺奇、林靜雯、黃福康 

 

 



九、無邊界計畫團隊成員 

心坎坡 

• 參與東華園校園空間改造 

     張瓊文、林潤華 
 

• 東華道路命名校園文化課程 

    顧瑜君、林潤華、陳涵秀 
 

• 友善動物校內流浪犬工作坊 

     顧瑜君、張瓊文、林潤華、李宏韡 
 

• 豐田季爵士音樂會：顧瑜君、魏廣浩 
 

• 第三期新加入老師：魏廣浩、韓毓琦、陳怡廷 

顧瑜君 
張瓊文 
林潤華 
葉純甄 



十一、預期成果 

在地培力、深化品質 

發展學習異質共學社群 

茁壯教師社群經營 

大學學習與在地場域連結 

跨領域社群的發展經營 

 



謝 謝 聆 聽 

山海洄瀾 縱谷學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