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動共學讀書會 參考教案 

 

1. 設計理念: 

    讀書會一向為師資培育的重要管道，因此課程規劃以讀書會搭配實際操

作，來進行種子師資培力，藉由閱讀相關書籍，以共學的方式增加理論面的

知識，並以實際操作來增加實務面的技術，藉由結合知識與行動，來培育社

大種子師資，過去讀書會成員中已有人在社大開設「從種子到餐桌」與「都

市居家菜圃」課程，也足見以讀書會來進行人才培育的成果。 

    也因此，我們也持續行動共學讀書會的師資培育，以糧食問題和相關的

低碳社會、食物里程與環境議題等作為讀書會的主要關注點，希望可以持續

深化深度與廣度。同時我們也將以滾動式行動讀書會的精神，不固守在原有

的規劃上，也會針對成員所發現的問題以及現實的狀況，而調整讀書的內容。 

 

2. 教學設計架構 

 
 

 

3. 教學目標: 

A.認識並了解何為樸門永續設計。 

B.能依據自身情況，進行城市綠生活的實踐。 

C.培養學生閱讀與城市農耕的興趣，並更進一步成為社大的種子師資。 

D.藉由行動共學讀書會達到食在宜居城市中的雄好食@社大的操作 

 

4. 教學對象:一般民眾 

 

5. 教學時間: 四節課，共 8小時 

 

6. 教學內容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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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書籍:向大自然學設計 

主持人:施政旭(社大工作人員) 

導讀者:學員輪流 

 

主題 閱讀經驗，提出問題 準備 

課堂 第一堂   

步驟 一、暖場與導讀 

1.由主持人說明本讀書會的宗旨與用意，除緩和氣氛外，也可以

讓民眾了解讀書會的用意。 

2. 讓同學說說閱讀了那些部分，把大意講一下。 

3. 接著由導讀者簡單導讀本書重點，說明整本書的脈絡與內

容。  

二、列出問題 

1.請每位同學把閱讀與導讀後，覺得最感興趣或最有感覺的部

份，轉變成一個問題或簡短心得，提出來。 

2.將問題或感想一一列出寫在黑板上，陳列出來，後面附上名

字。先列出，不解釋，等第二輪再解釋。 

3.在同學敘述的過程中，如果過於模糊或冗長，請大家一起協助

他寫的簡短些。  

三、解釋問題 

1.由主持人帶領學員將問題進行分類。 

2.請同學看看哪些問題之間有相關，作一些相似或相反的分類，

主持人用符號標示在問題上。 

 四、討論問題 

1.利用全體討論方式，進行問題討論的行動共學。 

黑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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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想像怎樣的未來 準備 

課堂 第二堂   

步驟 一、暖場 

1.請學員說說這本書想要帶給我們怎樣的未來。 

 

二、想像未來 

1.請每位同學說明是否認同本書所描述的未來。 

2.並請每位同學說明自己想要或希望的未來。 

3.共同討論出一個我們想要的未來 

  

三、實踐未來 

1.針對這個共同討論出來的未來，說明自己會如何進一步實現。 

2.大家共同討論如何實現我們想要的未來 

  

四、深度討論 

1.樸門所建構的生活，是我們想要親自去實踐的嗎？ 

2.我們共同想要營造的未來生活，需要哪些準備以及行動? 

黑板 

粉筆 

  

 

主題 親自探訪書中的世界-樸門農藝永續設計參訪 準備 

課堂 第三堂   

步驟 一、暖場 

1.訂一個目的地集合出發抵達 

2.到達目的地後和同學簡單討論今天訪查地點與書本的關係。 

3.邀請樸門南幫成員進行農場解說與規劃說明   

保險 

 

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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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列出自身對現場感受的部分，形成問題與感想 

1.請每位同學在導覽後，將自己覺得最感興趣的部份，轉變成一

個問題或感想，並提出來。 

 

三、解釋問題，並說明該問題與探訪現場的關聯性 

1.由樸門成員針對問題或是感想進行解答或回覆  

 

四、結語 

1.主辦人針對參訪進行一段結語，用以強化參訪的效果 

 

主題 心得分享與同樂會 準備 

課堂 第四堂   

步驟 一、暖場 

1.慶祝讀書會告一段落，完成一本書，每人帶一到小點心來進行

分享  

二、回顧整理與解釋討論 

1.請每位同學回顧前面讀書會，針對本書內容，說明對自己產生

怎樣的影響。 

2.大家共同討論這本書與說明  

三、心得分享 

1.說說整學期參加讀書會的心得。 

2.說說自己在思考上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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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教學評量: 出席情形、導讀情況、心得分享 

 

8. 注意事項: 



*問題討論的時候，主持人應盡量避免直接回答與教導，應著重帶領成員討論共

學 

*避免對別人提出的想像有過度主觀的評價，要共同想像與創造 

*需要讓同學能思考到訪查地點的特殊性，而不是單純抱著遊玩的心態 

*心得分享會，不要流於成為同樂會，該進行的分享與心得仍需占一定比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