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大綱 
按一下以編輯
母片標題樣式 

分  享  人：唐傳義  校長 

      林家禎  教務長 

計畫期程：10６年８月1日起至10７年７月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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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大學學習生態系統創新計畫 

未來學習 • 未來教室～ 
形塑中部海線社區生活支持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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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大綱 

60 靜宜大學 
PROVIDENCE UNIVERSITY 人才培育 

靜宜大學社企生態系統 
校務發展之行動目標．規劃策略及方案 
計畫定位與發展脈絡 
在地連結 vs困境與推動策略 
第三期計畫推動重點 
 
 



報告大綱 
校務發展 
人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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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大綱 
在地人才 

培力 

社企
育成
中心 

師生 

產業 

企業社會責任 
捐贈 

個人公益捐贈 

外部資源 

培力
社區
團隊 

育成
社會
企業 

產學
合作 

教學
創新 

媒合
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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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 
104年我國中區社會企
業相關資訊蒐集、彙整
及分析工作 
105年推動社會企業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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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大學 
社企生態系統 

   

靜宜大學 

社企生態

系統 

        

    

邀集社企業者 
面對面資源連
結與合作 
(辦理年度 
社企論壇) 

 

提供社企業者 
交流平台 

(已建置社企網頁
平台) 

大學自營社企事
業體，供學生學
習及業者聯繫，
如好好園館 

培養學生與社企
團體互動的實務
知識，如社企小

舖、CASE實驗室、
博幼課輔系統 

組成社企教師社
群，成為發展社

企的助力 

盤點發展社企的
條件：如行銷、
研發與實習人力，
將需求導回課程
或特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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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校務發展主軸．訂定行動目標．規劃策略及方案 

策略/行動 行動方案 

鞏固/深化基本能力 
--以學生學習為本位，校準與提
昇 

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教育部-計畫期程95年-106年 

多元文化語境之英文學習革新課程計畫 
---教育部-計畫期程104(1)-104(2) 

深化閱讀書寫課程暨多元敘事跨域精進試辦計畫 
---教育部-計畫期程104(2)-105(2) 

全校型閱讀書寫課程革新推動計畫 
---教育部-計畫期程103(2)-107(2) 

強化各系專業與實務接軌 
--課程翻轉，強化實務連動及產
學連結 

大學校院推動課程分流計畫 
---教育部-計畫期程102年-106年 

 行動目標：提昇全校基礎涵養 

校務發展之行動
目標．規劃策略
及方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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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行動 行動方案 

教學創新 
 教師社群建立 
 課程模組形塑 
 制度翻轉：試行與研議擴大

變形 
 

智慧生活創新創業育成平臺試辦計畫 
---教育部-計畫期程101年-105年 

105年度再造人文社會科學教育發展計畫 
---教育部-計畫期程104(2)-105( 1) 

深化閱讀書寫課程暨多元敘事跨域精進試辦計畫 
---教育部-計畫期程104(2)-105(2) 

全校型閱讀書寫課程革新推動計畫 
---教育部-計畫期程103(2)-107(2) 

大學學習生態系統創新計畫 
教育部-計畫期程104(2)-105(2) 

外部連結資源整合 
--擴展教師職能視野與連結 

我國中區社會企業相關資訊蒐集、彙整及分析工作 
---勞動部-計畫期程103(2)-104(1) 

連結國際與在地NPO組織-105年推動社會企業案 
---勞動部-計畫期程104(2)-105(1) 

智慧機械與製造計畫 
---科技部-申請中 

 行動目標：孕育教育創新能量 

校務發展之行動
目標．規劃策略
及方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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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定位 

落實教學
創新 

提升高教
公共性 

發展學校
特色 

善盡社會
責任 

社創精神 
與 

社會責任 

推動 
• 專題式學習 
• 微學分課程 
• 深碗課程 
• 共時合授 
• 集眾募課 
• 在地專案實
作 

培養 
• 高齡產業人才 
• 服務設計人才 
• 社會企業人才 
• 社會創新人才 

協助 
•推動長照2.0 
•培力社區團隊 
•發展社會企業 

增聘 
•專案教師 
•博士後研究人
力 



報告大綱 發展脈絡 

校務核心 
社創精神
社會責任 

孕育
教學
創新
能量 

專業
系所
基礎
涵養 

通識教育博雅涵養 

 痛點：社區實踐課程未能有效擴散 

 

 痛點：未能真正結合專業
系所與通識教育的精神 

 痛點：與在地連接
點不足 

 痛點：人才培力不
接續 

翻轉傳統服務學習，發展 
「一系一特色之特色服學」 

1. 持續盤點在地問題，發
展問題標記系統，連結
在地問題與系所專業 

2. 專題式學習 
3. 翻轉服學 

1. 以服膺通識精神之課程橋
接各系基礎課程與統整課
程 

2. 建立未來大學之專題式學
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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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實踐 

 實踐議題與產業 
– 健康樂活：高齡產業、

食安產業、智慧生活產
業 

– 人文創新：文創產業 

 實踐場域 
– 沙鹿、梧棲、清水為前

導 
– 往南擴展至龍井及大肚 
– 往北擴展至大甲、大安

及外埔 

 實踐目標 
– 海線生活支持系統 
– 具備專業就業能力的社

會公民 
 
 

校務核心 
社創精神
社會責任 

孕育
教學
創新
能量 

專業
系所
基礎
涵養 

通識教育博雅涵養 

擾動 
教學及學習

模式 

拓展及深化 
在地連結 

第一期：擴展學習 

                據點 

第二期：為在地 

                設計 

第三期：規劃社區 

                生活支持 

                系統 

 

第一期：翻轉學習制度 

第二期：為學生設計 

第三期：持續定位在地需求、
誘發主動合作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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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連結 vs
推動困境 

第二期 
高齡議題專案實作 
社企小舖專案實作 
通霄七夕文化祭專題 

第一期 
師生共同經營 
社企小舖 

第二期 
台中市海線地區高

齡智慧生活 

第一期 
幸福產業人才 

長時間觀
察回饋 

多面向資
源連結 

長期/與專業
對話的方案

研議 

以在地需求為問題 
師生共學面對 

在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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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連結 

長時
間觀
察回
饋 

多面
向資
源連
結 

長期/與專業對話
的方案研議 

問題標記系統 

• 問題觀察回饋 
• 標記教師 
• 標記學生團隊 
• 標記市民調查員 
 

市民研究員 

• 支援問題標記平台 
• 建立行動教室 
• 協助規劃社區生活支持
系統 

 

專題式學習課程  一般服學特色服學  專業服學 

在地連結 vs
推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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擾動學習 VS 

推動困境 

第一期：翻轉學習制度 

第二期：為學生設計 

第三期：持續定位在地需求、誘發主動合作學習 

 

 •增加終身學習種子教師，

協助創新教學模式推動 

•引導學生專案規劃，結

合校內外競賽，促進校

內研究與實作風氣 

師生概念不

易擾動 

•推動學分共享機制， 
  促進專業課程與通識合作， 
  共同涵養社創精神 
•以微學分支持跨域學習課程 
•通識課程融入系所之深碗課程 

未來大學之專
題式學習模式 
未能 
擴散 
 

第一期：專題
式學習模式導
入與發想 
第二期：指導
專案實作 

在地踏查資 
料及連結散落

於各計畫    
    及系 
     所 

通識課程
與專業課
程銜接 
 不足 

第一期：規劃
彈性學習制度 
第二期：試辦
通識微學分深
碗課程共時 
  合授 
 
 

第一期：規劃專 
案實作基礎能力課
程與開放學習空間 
第二期：推動高齡
議題跨院專案實作 
 

•透過問題標記平台協
助資訊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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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概念
不易擾動 

學生
專題
式學
習不
易擴
散 

教師支
持系統
不足 

制度 

• 校級/院級研究中心 
• 連結校外資源 
• 市民調查員 
• 問題標記系統 
• 校內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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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膺通識精神之專業課程 
•一般服學特色服學 
•集眾募課 
 
 

在校四天鬆綁 • 規劃多元升等路徑 

教師擴
散不易 

支持系統 

議題不
熟悉 

增聘 
•專案教師 
•博士後研究人力 

翻轉服學 • 專業x在地實踐力 

困境 vs 
推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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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
標
記 

視覺化問題 
基本資訊 

提供場域實踐
操作經驗 

研
究
與
實
作
主
題 

潛在團
隊夥伴 

課程規
劃與 

修課路
徑推薦 

提供校內服務 

研究
團隊 

教師
社群 

學生 老師 

問題標記系統 
第三期計畫 
推動重點 

示範案例 

標記晉江里在地
老化之需求 

與問題 

以晉江社區照顧關懷據
點作為跨域共學共授課
程實作場域的經驗 

以「高齡議題」作為跨院專案實作主題 
於晉江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導入「失智症
檢測遊戲」 

未來
大學 

市民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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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日本未來大學研究合作方向 
第三期計畫 
推動重點 

研究合

作方向 

Smart 

City/Smart 

Community 

居家智能 

盲人輔具 

長照機器人/

醫療輔具機器

人 

臉部情緒識別 

聲音識別 



報告大綱 在地問題專題式學習課程 
其他場域 

瑞井社區 
芒草(舊產業+氣候變
遷在地調適+社區活化) 

高美溼地： 
互花米草(環境教育 
+社區活化) 

示範案例：七夕文化祭專題眾學課程 

17 

第三期計畫 
推動重點 

行動教室 

社區共學 

公部門

協力 

師生社

群共學 

私部門

協力 

市民 
研究員
引導 

通霄鎮公所、通東、通西、通
灣里辦公室文化祭在地需求與
資源提供 

通東里長引
介耆老訪談 

通灣里木工師傅 
與藺草教師協助 
文化祭活動安排 

臉書社群 
「通霄七夕祭
服務團」 

七夕文化季可作為 
日文系或台文系 
特色服務學習 

發展特色服務學習 

通霄神社作為 
文化季專題教室 



報告大綱 在地問題專題式學習課程 

示範案例：高齡議題專題實作課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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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計畫 
推動重點 

行動教室 

社區共學 

公部門

協力 

師生社

群共學 

私部門

協力 

市民 
研究員
引導 

台中市社會局、 
里長辦公室 

里長引介耆
老訪談 

社區發展協會 

精準照顧、失
智症檢測遊戲、
銀髮友善食品
團隊 

高齡議題可作為食營、
社工、資管、資工、
資傳等系之特色服務

習 

發展特色服務學習 

社區關懷據點，如康
禎養護中心、晉江里、

福氣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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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計畫 
推動重點 

 

市民 

研究員 

 

社區 

窗口 

在地研

究業師 

社企人

才儲備 

課程社

區導師 

協助學校與公部門在
地事務溝通協調 

協助建立行動
教室引導師生
進入社區共學 

協助在地青年返鄉 
透過解決在地需求發展社企 

蹲點觀察研究
並協助在地問
題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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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膺通識精神• 專業x在地實踐力 
學分共享機制 

院系專題 

專業跨領域課程

2學分 
創客實踐入門 

延伸跨領域課程 
(原專業課程+2
學分延伸課程) 

七夕文化祭 

專題眾學 

通識多元選修課
程提供2學分 

1.與資院合作試辦，後續洽談管院合作。 
2.提供大一修習，減少修課負擔，並提早培養
專案實作能力。 

3.協助推動微學分課程。 

1.搭配課程「台日關係史」 
2.與日文系教師合作，後續募集他系合作。 
3.提供二、三年級合修，促進專案實作經驗傳承。 
4.協助推動深碗課程。 
5.試辦集眾募課，滿足專案實作能力學習需求。 

第三期計畫 
推動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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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創生態驅動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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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系統 
（第 III 期） 

USR 
A 

（SROI） 

USR B 
幸福老
化生態
廊道 

擾動 
通識 

 特色
服學 
（觀光） 

專業 
系所 

制度
鬆綁 

打破
學生
學習
慣性 

打破
教師
慣性 

深耕計畫 
（三年x 翻轉服學） 
（四年x 專業融通

通識精神） 
 

校務核心 
社創精神
社會責任 

I II 

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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