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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團隊基本資料 

1. 計畫團隊成員姓名、單位職稱  

成員類型 姓名 單位/職稱 成員類型 姓名 單位/職稱 

計畫主持人 曾耀銘 校長 

開課教師 

劉麗娟 公事系助理教授 

共同主持人 

張永明 學術副校長 林靖修 公事系助理教授 

柯志昌 公事系主任 譚昌國 公事系助理教授 

張育銓 公事系副教授 簡齊儒 華語系副教授 

董恕明 華語系副教授 林昶戎 美產系副教授 

蔡政良 公事系助理教授 張溥騰 美產系助理教授 

卓淑敏 美產系助理教授 陳宜檉 資管系系主任 

張嘉仁 音樂系助理教授 謝明哲 資管系副教授 

專任助理 

高蘇貞瑋 灶咖計畫助理 黃祥恩 生科系副教授 

林柔孜 灶咖計畫助理 張凱智 文休系副教授 

許秀儀 灶咖計畫助理 廖克紹 音樂系講師 

開課教師 葉淑綾 公事系副教授 張玉胤 音樂系講師 

2.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設之課程簡表 

名稱 
授課 

老師 
課程內容簡述 

藝術與流行文化 蔣  斌 
討論藝術創作的普同性與文化特定性之間的關係，以及討論當代公、

私部門對於流行文化與藝術創作所提供的環境、機會與空間。 

新移/住民文化與

適應 
葉淑綾 

透過遷移相關文獻的閱讀與討論，和實際進行臺東新移住民的訪談來

發掘和記錄遷移的故事。邀請新住民姊妹教導同學如何製作越南料

理，透過料理實作了解飲食背後的文化脈絡和風土民情。 

社區研究 
李玉芬 

譚昌國 

由全球各社區對於老人長照議題的處理方式，讓學生了解臺灣及全球

高齡化社會來臨，對於各地方社區所造成的衝擊與挑戰。除了在課堂

上講解臺灣及世界各長照的案例之外，也至校外社區參訪。 

經濟發展與文化 林靖修 

結合經濟人類學與應用人類學的理論、方法與實務，應用於了解與協

助解決在地小農食品問題。學生在做中學的過程中，體會飲食、土地、

文化與社會的重要性，同時培育他們具有文化創新與社會實踐的能力。 

區域產業分析 張育銓 

以臺東荖葉為主要分析的區域與產業，採用產業鏈的角度，探討產業

發展與社會文化特色的關連。引導學生認識在區域特色與產業結構

下，為臺東荖葉的污名化找到去污名化的可能途徑。尤其透過荖葉餐

飲與觀光以及文化特色的呈現，將荖葉定位為健康飲食，開始綠金的

新發展方向，提供產業升級的基礎。 

公共與文化事務

實習 

林靖修 

靳菱菱 

蔡政良 

譚昌國 

本專題實習課程為一統整性課程，由教師帶領同學分組完成專題實習

計畫。依學生興趣與能力分組，針對不同之實務問題屬性，進行資料

收集與溝通、能力學習、設計規劃、外在資源連結（含人力資源與其

他）、實作、評估與調整等階段完成實習，同學們在此實務過程中完成

可實際解決問題或創造的實務性工作，亦可以學習未來就業或創業時

的綜合性能力培養。 

人力資源管理    劉麗娟 

除了提供人力資源教育訓練，強化學生看見問題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並聯結東臺有線電視台與下賓朗部落兩個外部單位參訪和專案執行設

計合作，在過程中讓學生學習溝通協調能力，同時了解在地議題與人

力資源運作實際狀況、困難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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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專題與應用

（上）路上晒文

創：文學應用與展

覽 

簡齊儒 

將語文文本，轉化為動靜態展演，進行文學實作。以深入淺出而新創

的方式，指導學生採訪寫作、圖文編輯、融合，從「文學、在地」雙

重奏視角，共譜應用文藝新風情。邀請業界教師教導圖文編輯（AI）、

網頁製作能力，讓文學能連結實際運用的媒體，提升文學應用技能。

以「第六屆臺東詩歌節─在路上」作為策展展示活動。 

華語文策展與實

務：第六屆臺東詩

歌節 

董恕明 

以「第六屆臺東詩歌節：在路上」作為本課程總結性成果。透過辦理

詩歌節的過程，帶領學生從「我們需要一個甚麼樣的詩歌節」開始，

建構與檢視學生在策展過程中應具備的基礎能力、統合能力、溝通能

力、執行能力與創造力。一整學期的理論與實作累積，最終在「詩歌

節」的動靜態活動、展演、對談中與詩人鄭愁予、葉日松、陳黎等詩

人、新住民姊妹、客家學童與下賓朗部落媽媽小姐合唱團等單位協力

下，達到走進地方、連結地方與服務地方的策展精神。 

展覽策畫與實務  
卓淑敏 

張溥騰 

課程邀請專業策展人與創作者的經驗分享，主要以跨領域藝術、環境

藝術與社區藝術。使同學對於「策展」作為一門學科的意義與實踐有

具體的認識。並透過當前多元樣態的策展實例，來理解臺灣當代藝術

的現況，能有更具體的認識與了解。 

紀錄片製作 蔡政良 

本課程以實作為主，由教師帶領基本觀念講解與評估，助教則協助技

術部分的帶領與實作。針對臺東地區從飲食文化出發的議題著手攝製

紀錄片，並在期末舉辦小型影展公開，與上網放映。紀錄影片納入灶

咖計畫的臺東飲食影像地圖資料庫中，逐步落實該地圖的內容。 

 

二、 計畫願景與價值   

灶咖計畫以地方與系所跨域合作，由認識多元文化、在地知識之推廣的脈絡下，主要傳

達了「吃在地，助在地」，以及大學與地方互為主體性的精神，落實大學與地方共創互惠共享

的友善連結。著重食安教育與成長式學習，並且希望傳達消費正義的重要，透過我們的消費

力改變環境，並且食材上致力於公平貿易，為食材產銷履歷把關。依循「建構地方知識」、「落

實文化行動」、「實踐社會公義」三個重要理念，讓臺東大學成為東臺灣地區跨領域資訊交流

與服務的平台。 

三、 課程執行策略與成效 

(一) 課程跨域規劃與課程設計創新處 

本學期課程跨域規劃主要是以「非營利組織」和「多元文化與服務學習」為基礎，

架構本年度課程，並由四系所組成跨領域服務團隊，進入地方、服務地方。課程設計創

新處： 

1. 落實跨域培力，創新思考：本學期課程，不論是基礎理論課或跨域實作課程，多以「總

結性成果」之報告或動靜態展演呈現。因此在課程進行期間，除有老師的帶領，從閱

讀相關理論資料、書寫計畫到實務操作外，學生本身更必須透過分組、分工、討論的

方式，從事活動設計、規畫、執行管控到提案(完成成品)，因此學生的修課過程，即

是一檢覈自身專業與從課程(議題)中組織、消化、統合、再製衍伸之實作應用能力，

確能有效落實學生「做中學」和解決問題之能力。 

2. 展現在地連結的多樣性：本學期開設之課程，始終環繞從「在地」出發連結學科專業

之脈絡。因此，「高齡化」的全球課題，在「在地」有何差異；「經濟發展與文化」是

普世的重要課題，在課程中如何能從在地食材的上下游鏈結，回覆存在於經濟發展與

文化之間的辯證關係；實作課程當中，不論是「華語文策展與實務」、「文學專題」、「展

覽策畫與實務」及「紀錄片製作」等課程，更具有「就地取材」在地發揮的原動力和

實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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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發揮服務地方的行動力：經由課程的規劃與進展，學生地方的認識，不論是區域特色、

文化樣貌，到影像製作、藝文策展、社區服務……等，都有具體指涉之素材可觀察、

分析、組織、選擇和判斷，如「區域產業分析」，老師如何引領學生思考「荖葉」之

價值；「在新移/住民文化與適應」、「經濟發展與文化」等課，學期末如何藉由「自煮」

到「共食共享」的歷程，傳達「飲食」與在地、文化、社會經濟、美感經驗的鏈結。 

(二) 整體課程相互連結與預期產生實質效益與影響 

1. 結合地方產業，強化實作經驗：經由跨域課程，老師帶領學生經由不同方式增加自己

實務經驗。從了解在地食材與產業，進而親身了解食材背後的文化意涵，也能為在地

食材和文化激發出多種創意。如區域產業發展拓展臺東荖葉產業的推廣和創意發想；

經濟發展與文化課程了解小農問題；新移/住民文化與適應課程，學生們認識多元的移

民文化與食材背景。 

2. 藝術服務社會，共創地方美感：臺東在地文化的多樣性，藉由各種課程，如「華語文

策展與實務」、「文學專題」協力合作之「第六屆臺東詩歌節─在路上」活動，將藝文

策展與實務的成果，落實在服務地方上；「展覽策畫與實務」、「新移/住民文化與適應」、

「藝術與流行文化」等課程，則是引進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藝術家、業界講師、在地

人才(族人、居民)……到臺東大學與東大師生，以演講、工作坊等活動，從事交流對

話。不論是走進地方或引進地方，都同時豐富了彼此。 

3. 互為主體，內外共構的東台灣文化力：本學期的課程設計從基礎理論課：人力資源管

理、社區研究……到策展與實務、紀錄片製作等課程，師生共同從從臺東大學走出去，

走進部落、社區與非營利單位，從事具體的在地學習。一面是藉著課程循著知識的腳

步，另一面是在部落族人與社區民眾之間，回應生活對知識客體的互動詢答，確實將

「在臺東」的學習經驗和場域，轉化成對「在地知識」、「多元文化」、「生活美學」的

親身觀察和體會請詳述原定計畫與實際執行是否不同。另請說明在進行計畫過程中課

程開設所遇到的困難及相應的解決方法。 

(三) 原定計畫與實際執行落差並不大，正因為如此，當因應課程需要「翻轉教室」至灶、

咖或部落社區，在教學現場和教學目標間的設定，便會多有變動，需有應變能力。 

1. 教學課前的準備：在教材上如何掌握跨域課程內容，需淺顯易懂又不失專業性，是對

教師和跨域學生學習的挑戰，教師在課程安排上考量非本科系學生跨域學習，在了解

修課學生先備知識，實際教學後，進行課程必要的調整或修改。 

2. 教學現場的應對：本學期課程除使用到一般教室，同時在灶、咖及部落、社區……都

有課程進入，因此，一旦離開教室，特別是走進地方，如進入社區訪談與服務工作事

前溝通與時程安排，因每一個社區與非營利組織團隊都有其工作運作方式，老師事前

要向合作對象與學生多向溝通課程上需求，並使學生了解各文化需要遵守與尊重之處。

再如在「鐵花村」舉辦臺東詩歌節活動，如何能與合作單位分工協力，這都是師生要

一起學習的課題 

3. 教學目標的達成過程問題：在課程中處理食材設計理念與技術問題時，學生大多是外

食族，因此在「自煮」能力上，課程理念與實務執行的配合，需要老師事前反覆提醒

確認學生安全使用灶咖空間設備與尊重場域空間的管理人員規則。同時，本計畫因計

畫與課程進展需求，擬定灶空間使用規定，如需使用火活動，需安排通過訓練的工讀

生在旁協助，教導場域安全。 

四、 實作模擬場域 

（一） 請詳述如何在場域進行跨域共創，場域如何影響或連結教學 

本學期主要場域在校內以為灶空間、咖空間，校外則有臺東鐵花村、臺東市民權里日式

舊宿舍、臺東部落社區等皆為教學合作空間。灶/咖兩空間除可成為授課場域，學生在場域內

學習食材料理製作，它同時也是提供校內安全餐飲及相關藝文活動的複合式空間，這學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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灶咖兩空間即辦理過食安講座、藝術講座、星光夜唱、社團社課等多樣式的活動；校外場域

以服務在地的精神為主，進入部落訪談或是拍攝紀錄影片、舉辦影展、成果分享、製作部落

名人錄；又或者進行展演，翻轉既有「教室」之樣貌。透過不同媒介使學生更了解在地文化。

學生們親身參與對於所學，藉由了解食材(文化)共享、學習溝通互動與多元創作的跨域課程。 

（二） 如何與所處社區(城鄉)與外部單位進行互動與合作 

1. 善用灶、咖兩空間的特性，作為連結外部單位的平台：不論是舉辦講座、工作坊：如

區域產業分析課程邀請主婦聯盟王南琦董事倡導食安教育。美產系展覽策展與實務課

程，邀請臺灣各藝文領域業師分享策展實務經驗與實作以及物件劇場工作坊。藝術與

流行文化課程邀請胡德夫、馮建彰、蔣韜老師等人分享原民藝術文化傳統。 

2. 專業服務地方，地方回饋沃土的互為主體學習方式：學生校外參訪與合作如人力資源

管理參觀下賓朗部落，專案製作部落價值名人錄，為部落留下耆老們的故事與紀錄並

協助部落豐年祭宣傳，以及與東台電視台合作提案，以「消失的魚露」訪談新住民文

化生活。美產系到東海岸藝術之旅（823 藝術村、藝術家葉海地的實驗平台、都蘭糖

廠）與藝術家交流、區域產業分析課程帶領學生至南島咖啡走廊，由溫秀琴講師帶領

荖葉料理試作。社區研究課程參訪屏東縣的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東港鎮下廍里、萬巒

鄉五溝村）。新移/住民文化與適應課程邀請移民署行動列車，新住民姊妹教導越南料

理，體驗共同煮食方式。灶空間建置資材室邀請原住民族人伊命帶領學生一起完成資

材室，從認識可用漂流木和設計建造，均是一種延續和地方相互學習的方式。 

3. 藝術服務社會，豐富地方：與鐵花村合作辦理紀錄片製作成果舉辦「寶桑影展」和華

語系「第六屆臺東詩歌節─在路上」以及音樂系舉辦「灶咖主題曲錄音」廣邀喜愛音

樂創作的朋友一同創作與發表。另邀請本屆入圍金曲獎原民最佳歌手徹摩，亦是本校

音樂系校友在第六屆詩歌節詩歌之夜演唱。「不小得，誰在呼吸？」物件劇場演出，

活化東女廢棄舊宿舍(臺東市民權里日式舊宿舍)在此舉辦展覽與演出。 

（三） 建置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及相應的解決方法 

1. 與合作單位場地租借使用上，學生要事先與場地人員經過溝通與了解其規定，避免

造成使用上誤會。因此，老師要不斷提醒學生注意事項與工作進度，並以組長負責

叮嚀組員方式加以改善。 

2. 老師帶領進入社區進行課程訪談前詢問合作社區遇到軟釘子，因為有些部落社區有

和不愉快的「被研究」合作經驗，因此拒絕學生的合作提案。而因公事系老師們有

與社區合作關係，使課程能夠順利進行，也讓學生們知道部落社區的尊重與長期經

營的重要，而非一時激情。未來可以與社區負責人共同發展課程滿足學生學習需求

和訓練團隊合作、表達溝通等能力。 

五、 行政體制 

(一) 校內產生之變革與影響 

1. 制度改革：改變教師升等制度，使參與計畫的老師更全心投入以跨域創新的精神，

戮力實踐服務地方的教學。同時，廢除升等年限的限制，提供老師更多機會創發跨

域與社會實踐能量。 

2. 多樣式的空間規畫實作：因灶、咖兩空間場域的出現，校方對於空間規劃因此而生

出一些在實務上的彈性。 

(二) 團隊如何建立共識、經營與滾動教師社群 

1. 分層負責的定期會議：計畫參與老師們會經由‘avuwan 灶咖擴大會議(以每個月舉行

一次為原則。由計畫內各系所教師共同透過溝通、對話、討論、檢覈、確認與計畫

相關的常態(通則)形事項。)、咖小組與灶小組會議(由本計畫張育銓、董恕明和柯志

昌三位老師組成咖小組；蔡政良、卓淑敏、張溥騰三位老師共組灶小組，於每週定

期舉行會議，旨在交流、討論、確認與「咖空間」和「灶空間」相關及衍生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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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事務)；灶咖週會：由李玉芬院長(今借調史前文化館擔任館長)邀集灶咖團隊老師，

於每週舉行一次會議，主要處理行政事務。 

2. 相互支援或參與課程活動與展演：在學期末的成果報告和分享中，計畫團隊老師只

要時間允許，多會主動參加。以「臺東詩歌節」為例，主要策畫執行團隊雖由華語

文學系師生擔綱，詩歌節藝術總監由美術席卓淑敏老師擔任，協助詩歌節場中主視

覺、動線規劃、場佈等事宜；詩歌節周邊活動中的「後山電影院」由公事系蔡政良

老師帶領的紀錄片團隊負責；音樂系張嘉仁老師、廖克紹老師帶領學生擔任詩歌節

開幕演出及周間表演；計畫團隊的張育銓老師、葉淑陵老師……等，都是活動中的

熱情支持者。 

3. 在灶咖場域流動的非典型聚會：透過灶/咖兩空間在人文學院形塑出的氛圍，使計畫

團隊老師經常有機會在這些地點因為用餐、舉辦活動、休憩……等因素自然而然相

遇，較之學校教師主要是在「會議」中才「碰面」的狀況，人文學院師生同仁，因

為東大’avuwan 灶咖，漸漸有「到灶咖」用餐以外，更多樣化的對話與聚會形式。這

種生活中的偶遇或常見，對凝聚團隊成員和連結東大人的情感交誼，雖非「正式」

卻也具有潛移默化的「跨域」力道。 

六、 社會影響力 

建立校內與校外連結的平台，與地方社群、專業領域對象、駐校業師合作，利用跨

域課程與工作坊等活動，以互為主體之形式進行共創，達成社會企業與公平貿易理念之

推廣、地方知識與食物安全概念認識與實踐。提供師生們藝術創作發想的空間，以及對

於空間教學反思，並提升大學生的社會參與動能與自主學習習慣。 

同時，透過課程與臺東在地聚落合作，活化老屋再造與增廣人文策展技能，讓學生

走出校園，能對外展演機會與交流機會，實際接觸跨域合作的可能性，並實現灶咖’avuwan

第二期計畫主軸服務地方、聯繫在地、共利雙向交流的合作機會。 

七、 整體綜效 

 

八、年度差異 

去年度計畫目標以「認識地方─建構地方知識」，也是計畫硬體設備與空間建構時期，

課程主要使學生對於空間美學、部落野菜知識為基礎。今年度以「服務地方─專業協力」的

計畫目標，廣邀各界業師 13 位共同授課，以培養「跨域技術研習」及「創意思考與問題解決」

的能力，能讓學生學習跨域合作所需知識應用、技術能力的標準，亦需學習創意思考，發展

學生經由跨域創意思考及腦力激盪，提出多樣化的問題解決提案，並考量跨域合作分工之合

理性及綜效，為在地產業和社區人文有更多服務與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