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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主題

課程和驅動問
題介紹和當地
認同引導

市場觀察與需求分
析

創意包裝設計發
想與⼯具教學

包 裝 設 計 製 作
與回饋

品牌概念與⾏
銷策略制定

PBL
問題
引導

為什麼要關注
家鄉農產品的
包裝和⾏銷？

消費者對農產品有
什麼需求？⽬前包
裝有什麼不⾜？

如何設計既吸引
⼈⼜反映在地⽂
化的包裝？

如 何 改 進 包 裝
設 計 讓 它 更 具
吸引⼒？

如何讓產品在
市場上建⽴清
晰品牌形象？

主要
課程�容

討論引起學⽣
的對於家鄉的
問題意識，介
紹此次的課程
與營期

邀請三⼩市集創辦
⼈李宜倩演講「⼩
農市集的經營之道
與市場洞察」

學⽣從在地⽂化
創意發想結合AI
技術，進⾏農產
品包裝設計實作
與練習

邀 請 蔡 富 湞 教
授 演 講 「 構 想
到 實 踐 ：產品
包 裝 設 計 的 美
學與策略」

學 習 品 牌 概
念，討論品牌
定位和⾏銷策
略。簡單制定
⾏銷策略

7/14 7/15 7/16 7/17 7/18

⾏銷策略實作與
社群媒體帳號設
⽴

社群貼⽂製作與�
容優化

簡單網站架設教
學與實作

網站與⾏銷策
略優化

準備成果展
⽰的排演與
課程總結

如何通過社群媒
體提升產品的吸
引⼒和知名度？

如何製作具吸引⼒
的社群貼⽂以增強
⾏銷效果？

如何建⽴網站來
展⽰以及宣傳我
們的農產品？

如何改善我們
的⾏銷策略吸
引更多顧客？

介紹FB和IG的
⾏銷基本操作與
策略，模擬品牌
帳號的設⽴。

邀請⻄部農場創辦
⼈林柏賢演講「種
出品牌，拍出熱
度：⾃耕農的⾃媒
體創新」

介紹並指導使⽤
簡易的網站架設
⼯具Google Sites

完成品牌網站
的建⽴，並進
⾏介紹與分享

成員分享營
期穫，並進
⾏同儕回饋

��單位�         教�部     主辦單位�         國⽴政治⼤學    執⾏單位:          國⽴政治⼤學⼈⼯智�經濟學研�中⼼       

預期效益

本計畫以PBL（問題導向學習）為核⼼，選定美濃國中為試點，結合⾛讀調�、在地農業與⽂化素材，引導學⽣透過實作發現
問題、提出⽅案。課程設計包含：農產品包裝與⾏銷策略設計（結合Canva與AI⼯具）、社群平台操作與簡易網站架設（使⽤
Google Sites）、農業與⽂化導覽⾛讀，實地訪談在地農戶與耆⽼、成果發表與品牌展⽰，建⽴學⽣的⾃信與實踐感。戶

�產

教育是地⽅創⽣的起點。我們相信，偏鄉的孩⼦不只是被幫助者，他們也能成為創新者。這項計畫讓學⽣透過真實問題
的學習與創作，重新發現⾃⼰與⼟地的關係。唯有當年輕⼈願意回望、願意參與，地⽅的未來才有可能被重新書寫。

鄉

美濃為⾼齡化與⼈⼝外移嚴重的農村地區，⽼年⼈⼝達
28.3%，遠⾼於全台平均；⻘年就業與在地學習平台嚴重
不⾜。⼩學⽣中有50%來⾃弱勢家庭，暑假期間學習資
源缺乏，導致明顯的「夏季失落」現象。與此同時，在
地的⽂化傳承亦⾯臨斷層，年輕世代對家鄉認同感逐漸
消逝，教育資源與⽂化延續雙重挑戰亟需突破。

鄉

議題��

扎根美濃

⼀⽉底

美濃地
⽅踏�

2/17-2/28

夥伴共創

與學校溝通
確⽴計畫

⼆⽉初

扎根美濃

PBL⼯
作坊

3/21

夥伴共創

公布學
員名單

4/12

創新實踐

線上相⾒歡

5/11

創新實踐

美濃⾛讀⼯
作坊（⼀）

6/8

創新實踐

美濃⾛讀⼯
作坊（⼆）

7/7-7/17

創新實踐

營期
階段

7/18

創新實踐

學⽣成果發
表與結訓

隔年寒假

種⼦培訓

種⼦成員選拔與
培訓

⻑
期
⽬
標

夥伴共創

招募學員
⼊班宣傳

3/3-3/14

�

115 年度−計畫試�� 116 年度−�展��� 120 年度−永續發展願景
�⼤�隊��
�⽣實踐��

種⼦成員培��制
建⽴教�合作�絡

擴展美濃其餘兩所國中 培訓 8 位學員領導教學技能

設計3條美濃創意旅遊路徑 擴展地⽅企業與社區的合作

��推���製 實現�年回�
建⽴⼀個可複製的
PBL 教學模式，推
動更多偏鄉學校採
⽤，如：六⿔

成功培養學⽣對家鄉的認同感，畢業
後回流家鄉，成為
地⽅創⽣的推動者

�年培�
營隊後，學員學習動機
上升25%

社�合作基礎建⽴ 在��⽣實踐

架設⾄少15簡易個⼈
農業推廣網站

社區⺠眾參與學⽣成果
發表次數達 80 ⼈次

與旗美社⼤、美濃國中及
地⽅農戶合作

協助學⽣運⽤數位⼯
具，為在地農產品進
⾏⾏銷試點，達到觸
及 4,000 ⼈次的⽬標

115 年度－計畫試�� 116 年度－�展��� 120 年度－永續發展願景

鄉 鄉 鄉產眾

戶

鄉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

產鄉

�

�國⼈⽂社會永續⾏動��應⽤競賽

��⽅法

國⽴臺北教育⼤學教育系 蔣⾦媚
 政治⼤學東南亞語⽂系 鍾媛琳
 清華⼤學科管院學⼠班 ⽩宗翰

結論｜讓教�扎根⼟��讓�年看⾒家鄉的⼒量

我們來⾃偏鄉，親⾝體會教育資源落差帶來的困境。成⻑
中，透過參與客家藝⽂與社區活動，我們逐漸建⽴對家鄉
的⽂化連結與⾃信。這讓我們深信，孩⼦們除了知識學
習，更需要從家鄉⽂化中找回價值感。我們希望打造⼀套
結合⽂化、創新與科技的教育⾏動，讓學⽣在探索中學會
解決問題，看⾒地⽅的可能，也看⾒⾃⼰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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