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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團隊基本資料 

1. 105學年度第二學期計畫團隊架構 

 

 

 

 

 

 

 

 

 

 

 

 

 

 

2. 105學年度第二學期開設之課程架構 

 

 

 

 

 

 

 

 

 

 

 

 

 

 

 

 

 

二、計畫願景與價值 

東海大學與一般大學不同。因為我們不只有理想，更是願意在困難的條件下，實踐理想。芳威廉博

士(Dr. William P. Fenn)1在 1952年的「預見設於台灣之基督教大學的型態備忘錄」中所提到「這所大學

不是白領階級的養成所。不論男女同學都要訓練勞動的習慣，有朝一日他們出了社會才不會怕髒物沾身。」 

紅土計畫本「以人為本：學生為主體」的初衷，帶領學生腳踏大地，透過人文與社會力於農業加值，重

塑在地的價值。期許於高等教育導引社會與環境共生，倡議一個節制的人生，推進人類往永續生活的文

明型態邁進。面對現今食安風暴等世界議題，讓城市農園的擴散不僅是現在進行式，更是未來趨勢。 

三、課程執行策略與成效 

「教師改變×學生改變」為教育創新的重要策略。105學年第 2學期紅土學院計畫共開設 6門課程、

5門工作坊，計有 550學生人次參與共學。課程活化策略透過制度層面推動教師教育模式創新-共時授課

與學分學程模組，搭配校內實作場域-東海生態農場，連結社區，鼓勵教師活化教學法與教材，提供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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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耕經驗、認識農創、社會經驗及地方創生的相關產業為特色，分項說明如下： 

(一)課程跨域規劃與課程設計創新 

1.素養建構完備：美國認知心理學家 Ausubel2提倡「有意義的學習」，有意義的學習，產生於學生的素養

建構知識基礎上學習新的知識。紅土學院素養建構跨域課程設計，具體施作方式分為兩個面向，說明

如下： 

(1)教師面：協助授課教師透過紅土計畫辦公室個別對談，充分掌握紅土計畫內容，並討論課程於「知識」、

「態度」、「思考」、「經驗」等各面向「素養建構」的基礎，提供問題解決的實作經驗，促進學習遷移，

如 106學年第 1學期中文學系兒童文學課程，總辦與教師於本學期進行 4次課程企劃討論，亦安排與

規劃親身參與東海農場實作場域活動。 

(2)學生面：紅土計畫辦公室與教師、TA 攜手，於課堂說明人文跨界計畫核心教育目標及關連，幫助學

生新概念學習理解，更促使學生在教學活動中成為規劃者，如本學期社會學系「大肚山海屯研究」課

程，紅土計畫助理除參與首堂課程的課程說明，並配合教師實作學習單元，參與前導討論，激發學生

自主提案社區協力方案設計的動力。 

2.視野創新與實作：聚焦主題式的教學企畫，共同誘發學生學習的問題意識，並搭配具驅動力的實作場

域，以建立學生知識力與實戰力的整合。如本學期社會系張育誠老師所開授的「社會創新：反思與實

踐」課程，透過引導式教學，學生在不同的方向中摸索可以自主運作的模式，從發想、設計提案、教

材規劃、農場結合、網站宣傳直至執行，皆由學生一手策畫完成，跳脫侷限於教室授課的框架，在過

程中親身經歷社會的脈動與現況，自發尋找答案並學習食農教育的重要性。 

3.跨界卓越實踐：透過基礎素養建構與實作培力，產生對生活圈的新認知與想法，經由服務、實踐與貢

獻，逐步形成利他價值的循環經濟。如本學期「台日交流實踐:農食育中的語言實踐」，為日文學系與

通識社會學專業教師合開，連結台日雙方農業社區，為從文化與社會觀點探討農食育的實踐性課程。

學生不僅習得食農相關知識，更達到彼此交流實踐目的，共學讓課程發揮跨領域的廣域性。 

 

 

 

 

 

 

 

 

 

 

 

 

 

 

 

 

 

 

 

(二)整體課程相互連結與預期產生實質效益與影響 

紅土學院計畫總辦，為各課程搭建起合作的平台，期許能透過農業、土地、生命互為連結的整體性之

規劃與配套，逐步完善紅土學院課程與教學跨界網絡建構，與創生新人文價值於農業目標。說明如下： 

1.業師導入，跨界連結：本學期多門課程導入業師系統，落實技能之實務演練，培養與外界接軌的能

力；同時透過創意思維的啟發，開發學生對於未來就業的跨界學習知能。如：本校駐校大師鄭愁予

教授攜手連結博雅書院及中文學系，辦理詩沙龍工作坊 5場次，計有 77人次跨科系學生，共學詩

經、農、食、土地於歷史文化的脈絡，部分學生於學習中深受啟發，發表 10篇新詩創作，並將學

習成果彙編成冊，具體展現了人文跨界力於農業所創生的新人文價值。 

2.產官學共構教育現場：紅土學院與台中市政府低碳城市辦公室、社團法人中華東海建築文化協會、

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等，共同推動台中市城食森林計畫，計有「餐旅系專題討論」、「台日交流

實踐-農食育之語言實踐」、「友善農作進階」、「大肚山海屯研究」及「社會創新：反思與實踐」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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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課程，於城食森林教育基地「東海美食育基地」及「東海生態農場」的實作學習，同時，將環境

及愛護土地的意識，珍惜及分享食物的行動，擴散到鄰近的東海國小、國安國小、東海附屬幼稚園

及台北市達人女中。 

(三)計畫過程中困難及相應的解決方法 

面向 計畫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 對應的解決方式 

行政 

跨域共創人才養成，仰賴本計畫虛擬學院的教學

創新持續挹注的經費，以及需要讓實作場域孵育

過程要達到經費自立，不容易短短 2-3年達成。 

紅土計畫積極拓展場域的合作與環境教育的發

展性，藉此為往後的永續經營奠定穩固的基礎，

期望未來持續經營、共創城市農園價值可能性。 

教學 

(1) 人文挹注本就比理工更為困難，尤其是師生

本身固守原本的教學模組，需要更多的時間

與資源配合，才得以有更多創新的機會與共

構。 

(2) 「以問題為導向的教學法(簡稱 PBL)」的應

用，人文社會科學的學生接觸較少，人社教

師運用的案例也相對較少。 

(1) 本學期紅土學院攜手文學大師鄭愁予教授連

結博雅書院及中文學系，提升學生對於文學

寫作的嚮往，對人文力知識應用的共創推動

有益。 

(2) 預計 106學年第 1學期與教務處教學資源中

心合作，協力導入適宜的「以問題為導向的

教學方法(簡稱 PBL)教學個案，提升學生 PBL

課程中應具備的技巧與態度。 

教師 

(1) 對於計畫的執行趨近第三年，師生對於紅土

計畫課程未來延續與經費挹注仍會有所擔

憂。 

(2) 各科系教師之間的凝聚力較為薄弱，大多仍

是固守本身的課程。且教師交流會議出席率

狀況不一，並未有預期的共學效果。 

(1) 紅土教師會議討論，教務處將會適時提供創

新教學計畫方案，仍繼續協力扶持各課程創

新執行與運轉，傳承紅土精神與理念。 

(2) 改變交流型式，規劃引進更多的師資進入，

促進多元化的組合，多方資源導入促進共學

興趣。 

學生 

現今學生缺乏目標、耐心與執行力，很容易在專

案施作時遇到較長的瓶頸與困難，必需透過師長

引導與陪伴，否則難以持續經營團隊下去。 

計畫辦公室除了協助教師開課相關事宜，亦會召

開教學助理會議、教師會議與期初課程說明會，

藉以透過直接或是間接的方式導引學生共創學

習的機會。 

四、實作模擬場域 

東海生態農場為校內的實作模擬場域，紅土學院計畫透過三層級跨域共創課程設計，提供學生農業

學習，期待透過農場場域的實習來培養未來在社會變遷過程中最主要的一個力量「實踐力」。場域

功能說明如下： 

(一) 場域跨域共創，社區連結與影響 

1. 覺察(層級一)：中文學系與博雅學院標竿攜手鄭愁予大師，於詩經中踏查農民、人文、土地與生

態，計 4場次工作坊；學生透過東海生態農場體驗，反思詩人情懷於社會議題關注，計 77人次

的學生均表示獲得正向學習(人社學生 57人次)，共有八位同學透過詩文創作，呈現學習收穫。 

2. 提案(層級二)：以社會系開設「大肚山海屯研究」及「社會企業與社會創新」二門核心課程導航

東海社區在地議題紮根培力：(1)「大肚山海屯研究」課程學生踏查人、土地與社區研究，並將

社會學研究成果以影音、圖像的策展方式呈現，主辦 105 學年第 2 學期人文跨界計畫課程成果

聯展，全面於實作中提升了人文與社會力的學習。(2)「社會創新：反思與實踐」課程學生將農

耕經驗轉化為繪本教材，設計兒童圖卡遊戲、企劃田間體驗及鮮蔬料理活動後，開發網頁、文

宣，學習如何推廣東海生態農場一日農情憨吉活動，國安國小親子報名踴躍，全數獲親子好評。 

3. 實作專案(層級三)：日文學系「台日交流實踐-農食育之語言實踐」課程協力社區「東海美食育」

基地辦理東海國小食農教育活動；「友善農作進階(蔬菜類)」課程於東海生態農場生產新鮮食材，

提供餐旅學系「專題討論」課程同學於東海附屬幼稚園帶領小朋友學習餐桌禮儀，建立學生專

業知識的人文應用力；工設系「產品環境設計」課程透過農耕體驗，設計具「食」趣的手作食

品，提供未來農場體驗手作食品活動的可能性。 

(二) 所處社區(城鄉)與外部單位進行互動與合作 

    東海生態農場具農食育教研能量，於產官學三方外部單位均建立良好互惠與共學關係，分述如下： 

1. 透過交流活動，擴散永續生活力： 

(1) 台中市食農教育推廣結盟：邀請台中市政府低碳城市辦公室、社團法人中華東海建築文

化協會、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共構農食育知識的推廣；擔任台中市低碳永續城食森

林示範基地，為社區有志推動都市農耕的民眾辦理培育課程，如 6月 10日辦理城食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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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初階培訓課程，共計 110人次參與共學。 

(2) 向下攜手中小學共學共享：如台北市達人女中、台中市東海、國安、龍峰、瑞峰、大肚

國小以及東海附屬幼稚園，共辦理 7場次，計 216人次的親子與師生參與農作體驗。 

2. 建立農耕體驗合作基地：透過通識王崇名老師於 104學年度第一學期所開設「紅土精神培力

工作坊」時，培育學生對於友善土地、利他精神的友善循環系統作為基礎建構，因與日文系

林珠雪老師研擬共時開課，尋找東海附近著名的東海美食育基地、大肚山頂樂活農場、親子

部落等，共辦理 4場次，193人次的社區活動。 

3. 提升專業知識網絡：藉由(1)農試所王如玉老師本身的社區農友系統，連結大屯社大有機農業

班、非農藥栽培班結盟交流共學，(2)農學院引薦博智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農業智慧技術服

務導入土壤溫溼度感測器數據分析、(3)本校中文系大象兒童文學工作室綠食育繪本等等，同

時邀請臺中區農業改良場提供農作技術支援，逐步建構紅土的專業系統網絡。 

 

 

 

 

 

 

 

 

 

 

 

 

 

 

 

 

 

 

 

 (三)建置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及相應的解決方法 

面向 計畫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 對應的解決方式 

場域 

(1) 場域的基本人力投資與課程活動規劃配合實

為龐大，人力較為吃緊。 

(2) 為提升整合式學習效能，仍需持續建置場域，

但因應校園建設考量，原定綠能屋、料理場

域、收穫展場、包裝區等等皆無法順利購置。 

(1) 組織學生團隊協力基本農場相關事務(種植、

採收、包裝、紀錄等)以及社區志工培力規劃。 

(2) 持續校內行政單位(總務處)協調，或是進一步

構想相關法令解套方式。再者，轉換成可行的

方式執行。 

五、行政體制 

(一)校內產生之變革與影響 

1. 成立虛擬學院，啟動教學、行政單位跨界合作：本計畫主以一級行政單位教務處、總務處及勞作教

育處協力支援本虛擬紅土學院的計畫推進以及實作模擬場域的經營與規劃。 

2. 本校將生態農場建置成為大地教室，作為人文社會專業課程跨域學習實作平台，翻轉教學觀念、創

建共時授課制度，彈性化微學分教學模組。 

3. 持續推進教學改革①教室上課的模式轉變成實作的課程/工作的教學方式，②將以往評量以讀書成績

為考核的方式轉變成實際操作方案設計的成果發表。 

(二)建立團隊共識與經營 

本校經過試辦期東海生態農場創設扎根，自第一期計畫起，即籌組師生社群，每月均辦理「人文跨界計

畫教師交流會」；每一至兩個星期辦理「人文跨界教學助理交流會」，各社群交流透過專業課程、工作坊、

臉書、Line群組進行討論與規劃，亦邀請參與農務的綠領袖及相關業師，分享實作歷程，提供專業課程

或工作坊師生學習修正路徑，提升學習果效與社會貢獻。 

六、社會影響力 

(一)培育綠領人才，深入地方推廣食農教育：103年度迄今，食農體驗工作坊辦理超過 80場次，逾 3千

人次參加。社區食農教育推廣成果斐然，104、105二年度均榮獲臺中市「四健尬看賣」食農教育相關作

業組成果發表競賽前三名，並皆受到校內師生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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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跨界接軌，學生創新創業提案皆連續獲獎，並受到社會民眾肯定：透過生態農場基地實習模擬與實

踐，103年度綠領袖團隊榮獲「Wow Idea! 2015東海大學-決戰創業創新伸展台」競賽「創業發想組(主題：

廚餘堆肥)」銀牌獎、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2016社會企業創新創業競賽學生組第三名。 

(三)外部肯定，捐款持續增加：計畫外部捐助逐步成長，表示關心農作、土地與綠領人才培育的企業與

民眾持續增加，以捐款(108人次/超過三百萬)、捐物資與直接消費等方式，行動支持紅土學院計畫與實

作場域-東海生態農場所耕耘的計畫價值與願景。 

(四)外部擴散，建構結盟系統：105學年東海生態農場受到台中市政府邀約成為「台中市政府城食森林

計畫示範基地」，代表紅土學院推動城市農園，結盟友善小農、深耕社區農育與食育教育、培育跨界綠

領人才的種種努力，受到肯定，本校也透過市府示範基地角色，積極推動各項教育活動，持續擴散低碳

永續的生活價值。 

(五)成果足見，媒體效應：大愛電視台「農夫與他的田」以農場為主動致電，以「東海友善農作的種子」

為題，免費錄製 48分鐘影片，足見東海於人文跨界計畫的用心，獲得媒體認同支持。 

七、整體綜效 

紅土學院計畫，由跨科系師生團隊協力推動與經營，透過開發跨界應用能力培育課程/工作坊及實作連結

對土地的關懷，戶外教學及社區共創方案等等，牽連與社區的聯絡網絡，嫁接東海大肚山好農，社區好

食共生的美好關係，同時整合地方組織、政府部門以及企業資源，進一步培育跨界的綠領人才。並且強

調群體為主的發展，進一步發展未來對社會的投入與實踐。 

八、年度差異 

第二年計畫強化實作場域的人文特色，以食農教育及社會企業創新實踐為主軸，進一步精進教學策略，

引導社會創新與跨界接軌，相關說明如下： 

(一)標竿攜手鄭愁予大師：以專題工作坊啟動文學院師生加入紅土學院計畫，以農場實作體驗凝塑人文

跨界力，計有 77人次學生表達獲得正向學習經驗，同時將文學創作彙編成冊。 

(二)社會創新行動實踐：社會學系課程，讓學生學習從覺察、提案的層級，進階到實作層級且成果豐碩。

「大肚山海屯研究」課程透過策展企劃，讓學生人文跨界力展現與生態農場實作基地的學習整合，呈現

紅土學院計畫成果；「社會企業與社會創新」課程與外界產生合作、提升教育部人文跨界計畫整體的社

會影響量能，進一步整合校內資源，加強教室外的連結及對社會的共構，產生具有社會影響力的果效。 

(三)行政單位歸屬，加強校內定位：紅土學院始於建構時，僅有共同主持人的行政支持，經持續校內協

調與討論後，除了逐步完成實作場域建置，生態農場亦已隸屬一級行政單位勞作教育處，作為虛擬之紅

土學院行政後盾。 

(四)社會科學院加入，增加社會資源導入：第一年計劃人文社會科學教師進入較為薄弱，第二年計畫社

會科學院劉正院長加入計畫共同主持人行列，引領更多社會科學院的教師群參與紅土學院，加值社會科

學的共創學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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