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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參與課程之根與芽：教師社群發展案例解析 

顧瑜君、石佳儀、廖千惠 

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摘要 

 

東華大學因地處東部偏鄉，正視城鄉差距、

原住民部落青年外移、與弱勢資源缺乏等多重問題

的理解和介入，一直是東華大學的辦學特色。社會

參與計畫意圖帶領大學生認識及融入社區，並將關

懷的概念結合在課堂以及生活之中，使東華大學能

成為社區認同的大學，實現大學及知識份子的社會

責任。 

社會參與計畫執行至今四年餘，期間共有 25

位教師參與，跨四個學院。累計正式以及非正式課

程達 38 門課，參與學生達 1520 人次以上，其課程

特色可分為弱勢照顧（如五味屋、南華認輔計劃）、

協助社區建立特色（如浪遊計畫、認識博物館)、

原住民部落協助（奇美部落、迦納納部落）、挑戰

學生自我成長（環境解說課程）、海外志工(柬到一

個希望)等，種類多元並有豐富的課程設計。透過

課程連結、資源分享的方式，採取團隊合作的模

式，建立社會參與相關教學模式，並經由定期會議

的方式進行教師社會參與之經驗分享及交流。本文

以幾個案例，嘗試解讀東華大學社會參與計畫教師

社群的運作內涵。 

東華大學的社會參與計畫雖然實施多年，設

立青翼獎鼓勵大專生積極投入社會參與行列，但參

與教師的廣度仍然不夠，未來希望持續擴大教師參

與，並透過教師社群力量，推動地方整體性的參與

和發展。 

 

關鍵字：社會參與、教師社群、大學特色課程 

 

 

 

 

身為教育學者，我們必須行動，而且在

行動中我們必須忠於自己的呼喚。(高淑

卿譯，2004:192) 

 

一、前言 

批判教育學者 Peter Mclaren 在【校園生活—

批判教育學導論】裡寫道：「教育界人士應當用什

麼樣的理論以及提供何種知識，才能強化學生在自

我增能（empower）的能力？自我增能不只是協助

學生瞭解並投入周遭的世界，而且更是要讓他們能

夠在必要的時刻，發揮勇氣改變社會秩序。（蕭昭

君譯，2003:302~3）依循著相似理路，作為東華大

學社會參與計劃的老師，也經常在自問：到底東華

大學承諾給學生什麼樣的教育？如果說大學提供

學生的教育內涵即是社會對此一大學的認可所

在，問題則又可轉變為：東華大學是什麼樣的大

學？這不只是對大學一般的定義討論，而是必須針

對東華大學所在的時空條件進行深思。 

再進一步來看，對於做為東華大學教師的我

們，要回答「東華大學到底為何」的問題，並不只

是對一個一般性的議題做客觀討論陳述，而是關切

我們自己的反身自問：結合於東華大學之內，我們

投身的大學教育志業到底為何？回答東華大學所

要提供的教育目標視野的問題在此也尌成為回答

有關我們自己所投身之志業的召喚。東華大學也尌

不再只是任何一所大學，而是我們投身志業的伸展

所在。 

東華大學自 96學年度起，在教學卓越計畫教

師組的工作業務內，推展「社會參與式主題課程研

發教師社群」計畫，四年下來，來自四個學院 25

位教師，執行了近 40 項正式與非正式課程的方

案，從農業到弱勢照顧，從專業課程到通識課程，

透過教師社群的運作，交流分享協作促成了「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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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式課程」的穩定發展。本文以幾個案例的解

析，試圖呈現東華大學社會參與教師社群投身其中

的努力方向。 

 

貳、大學社會參與計畫的多元面向-案例解析 

一、大學生的陪伴關係-「南華認輔」計畫 

臨床諮商與心理學系李維倫老師提出的非正

式課程-「南華認輔」計畫已執行 5 年， 自 96 學

年度第二學期參與教學卓越中心社會參與計畫，希

望培養臨諮系學生應用專業、培養遵守「承諾」的

負責任學習態度。 

此一認輔工作由四位大學生各自認輔一位學

童，每星期一次在固定的時段，進行約一小時的會

面時間，為期超過一年。在這段認輔工作中，四位

大學生的唯一明確指令只有「承諾」，即：一定要

在約定的時間出現。一年過後，驚訝地發現，信守

承諾這件事對學童起了很大的影響，而與大學生的

穩定關係更是讓學童能夠有機會經驗到另一種的

人際關係。同時，大學生也透過與學童的接觸、撰

寫日誌、以及接受師長督導，踏實了助人經驗，且

能夠反思在課堂上所習得的知識。 

認輔工作除了能讓臨諮系學生進入實際場域

與個案互動外，也能體驗到如何與個案建立關係，

這是將來學生不論選擇諮商師或心理師的專業職

涯都會遇到的議題，提供此認輔機會讓學生提早體

驗關係的建立。 

由於參加認輔工作的人數激增，此計畫在幾

年間不斷調整認輔模式，例如協調南華國小提供需

認輔的學童與認輔員間的銜接，以及在眾多學生參

與認輔工作如何讓每位學生接受到督導。包括為了

因應大學生的督導需要，安排了「學姊(長)督導」：

由前一年參與的學生帶領新加入的大學生，討論認

輔過程的事務，也以「過來人」的角色提供情緒支

持與建議；而學姊(長)督導也同時接受李維倫老師

的督導。另外，也委請慈濟醫院臨床心理師莫少依

義務提供「專業督導」：協助認輔之大學生澄清其

問題與盲點，並提供認輔學童之狀態的解讀。 

此計畫亦進行了調查訪談，因而瞭解督導對

於學生在參與認輔工作學習上的重要性，以及認輔

員在面對認輔學童時的心態與價值觀的調整等，此

外也因此加強學生對於認輔原則的了解、認輔員觀

察力的培養。認輔計畫每學年會製作認輔手冊、召

開認輔新進人員招募會議、以及認輔學童與認輔員

的配對會議等，希望建立完整的督導模式。97 學

年度起則以研究生協助擔任督導，再由李老師定期

與認輔員及督導做專業團督，並於學期末與南華國

小教師團隊召開檢討會議，瞭解大學生團隊執行認

輔與學校期待的落差，定期提出改善與配合策略。 

縱觀「南華認輔」計畫，以非正式課程的樣

態持之以恆的延續社會參與的投入，已成為東華大

學臨諮系學生間的重要傳承。此計畫執行期間，亦

曾由於沒有專業督導資源，使得認輔的支持力和深

度不夠而進行深度檢討，並由 96 學年度起調整督

導模式，且進一步進行調查訪談。綜合認輔計畫實

施三年來的重要經驗，重新擬定「協力認輔計畫方

案」，更整全的發展大學生與國小學童長期建立陪

伴關係的認輔歷程。這樣的方案同時也在相互陪伴

的付出和回饋中，成尌了大學生未來專業職涯的重

要知能。 

 

二、探索自然、認識自己-「環境解說與戶外教學」

課程 

許世璋老師的環境解說課大多開在師資培育

中心（中等教育學程），期待這批未來的「教育從

業人員」能夠先懷有對環境的理解與尊重，再將這

樣的感動融入教育理念中，將環境教育帶到各地的

中等學校中。 

課程設計結合國內外的生態解說理論，配合

該學期發生的生態議題（如高山農場、2010 年的

七星潭蓋飯店）教導學生收集資料、建立分析問題

與評估問題的能力，透過學生分組報告展現學生創

意，例如以劇場方式呈現蘇花高的拉扯、議會開會

呈現七星潭問題、或模仿全民開講（全民大悶鍋）

表現學生對某一生態議題的立場與觀點，學生可透

過資料收集與分組討論，間接參與這些環境議題。 

每年許老師帶領學生參觀梨山阿寶的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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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教學成為讓學生親眼看見、雙腳踏上真實環境

議題的重要工具。在教學卓越中心社會參與計畫尚

未支持前，許老師自掏腰包、或參與過的學生因感

動的回饋支持，募得經費讓修課學生參與。學生參

與戶外教學，與梨山阿寶對話，瞭解阿寶多年來對

環境保育的堅持與付出，從沿路的高山高麗菜對環

境的破壞，到還給自然最原始樹木的阿寶種林計

畫，學生彎腰挽袖除草、撿石頭、施肥、澆水，體

會阿寶「一個人」的辛勞與背後支撐的價值觀，大

多數的學生都在梨山的山林間得到了祝福與對環

境的感動。 

由此正式課程多年來的規劃和發展來看，許

老師有計畫的透過研究，理解課程設計對於提升學

生環境行動、環境責任感、內控觀及環境希望的成

效，課程設計則整合了議題分析、生命故事與自然

體驗等，研究結果亦顯示生命故事能喚醒學生進行

終極關懷的省思，而生命故事與自然體驗都有助於

促進環境責任感、內控觀與環境希望。因此，戶外

教學的設計也是提升學生環境意識重要的方法，透

過課程設計、實踐與檢討、學生參與回饋評估後歸

納出的課程模組，可作為社會參與式環境教育課程

設計的參考。 

 

三、二手商店中的社區照顧-「五味屋」 

顧瑜君老師多年來任教於教育研究所、師培

中心，並曾舉辦東部地區基層教師研習，深知東部

偏鄉孩子的弱勢教育處境，因此十多年前即推動東

華大學「你來，做大學生」營隊，讓偏鄉孩子有機

會體驗大學生活，開拓人生夢想。與牛犁社區發展

協會多年來的合作關係，在理解在地課題和社區需

求的前提下，攜手於 2008 年 8 月在豐田火車站前

利用社區閒置空間活化的機緣，成立了社區公益二

手商店「五味屋」，企圖藉此建構在地弱勢照顧與

區域性課程實踐的可能。 

兩年多來，五味屋不僅僅只是一家商店，也

是附近社區孩子假日學習的場域，透過外部資源的

連結，除了有外籍老師、退休教師、繪畫老師、高

中現職教師等各類型專業志工加入五味屋團隊，提

供多元的課程和學習外，並且藉由各種機會，帶領

研究生及大專志工學習和實踐以社區需求為出發

的社區創意方案設計與執行，透過陪伴參與、觀察

省思、課堂分享討論、形成方案策略、以及教師及

社區回饋等方式進行社會參與。 

回觀在五味屋得到伸展空間的大學社會參與

特色，大專生們在社區參與的過程透過與孩子的互

動相互理解，既發揮原有的專長也開發自己的潛

能，開始關心如何連結外界資源為五味屋小老闆們

（多為社區的弱勢孩子）爭取學習鋼琴、繪畫、種

植洛神花、暑假腳踏車環台的計畫經費。並且透過

大學課程的機緣，有系統的引導大學生到社區進行

服務學習，經由五味屋資深志工及專任人力的合作

規劃，這些與社區孩子在生活中真實學習的過程，

使原本面臨拆除的日治時代風鼓斗建築展開了新

生命，五味屋成為偏鄉社區裏正規教育之外的輔助

教育系統，提供鄉村孩子們自我探索與做中學的機

會，讓社區成為鄉村孩子成長的養分。 

 

四、社區發展合作模式-生態社區與鄉村規劃 

東華大學環境政策研究所的蔡建福老師自 96

學年度起，四年來透過永續發展專題與鄉村規劃課

程，帶領學生瞭解及評估花蓮地區各社區的發展可

能性，並進入社區協助居民以自然生態法改善污水

處理（如花蓮縣富里鄉羅山村），結合花蓮縣鳳林

鎮推動生質能源計畫（種植向日葵、苧麻等生質作

物，煉油供社區小吃店使用），最具特色的是每年

寒假辦理的「浪遊活動」，每年規劃一條浪遊路線，

採減碳（步行）、零食物里程（吃當地食物）、零廢

棄物（住當地民宿、自備環保杯）的環保新觀念，

透過修課學生與社區密集的討論與建立合作模

式，規劃五天的路程讓參與學生瞭解花東地區社區

特色、體驗自然無負擔的生活方式，貼近自然並回

饋自然，浪遊，顯然已成為花蓮慢活的另一種快樂

方式。蔡老師有效運用多項大學內的正式課程及計

畫，持續開展不同的社會參與面向，並與在地社區

有長期良好的合作關係，使大學生的學習可以有多

元且深化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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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語 

東華大學的社會參與計畫實施多年，並已於

99 學年度設立獎項
1
獎勵積極參與同學，增加同學

們對社會參與課程的認識並加入此行列。雖然投入

社會參與行動的教師已有固定的運作社群及模

式，但是參與教師的廣度仍然不夠，未來希望持續

擴大教師的參與，並透過社會參與教師社群的力

量，持續推動地方整體性的發展和參與，未來包含

「國小營養午餐食育（food education）與環境教

育」、「花蓮地區小農社群」、「弱勢社群之在地關懷」

等，都是今後繼續發展的方向。 

社會參與教師社群所走出的教學卓越，是以

科際整合、社會實踐為理念提昇與整合各類課程之

計畫，社會參與課程所訴求跨出校園圍牆的教育目

標視野，是展現東華大學教師社群作為投身教育志

業的伸展基礎。當台灣的大學教育在「研究型」「教

學型」大學間擺盪選擇，國家資源投注在政策關注

之「競爭力」與各種「指標」之上，社會參與教師

社群要透過此社群的持續運作，回答自身關注的問

題：「大學教育的目標視野為何」、「東華大學為

何」、以及「我們自己所投身的志業為何」時，不

但要能回應目前對大學教育的衝擊，這個回答也必

定要以「處於地方」這樣的立足點出發，因為「地

方的命運」不會因為我們對之不聞不問而離我們遠

去。藉此實踐出大學教育的關鍵價值：大學教育所

要為國家社會培育的人才，尌不能只是在穩定社會

分工秩序中發揮專長的專家，而更重要的，是培養

在面對秩序崩解過程時，仍可承擔尋找出路，建立

新秩序的人才。也尌是說，「以在地社區環境之關

懷，成尌學生之議題與實踐能力」，在學生身上準

備自我省察、忍受的耐力、穩定的信心、細緻與統

整的思考、群體中與他人共同合作、以及具體行動

策略的規畫能力的品質，可以做為東華大學培育面

對秩序崩解，並有能力尋求重建之知識分子的方

向。 

                                                      
1
 東華大學為獎勵學生熱心奉獻社會，表揚社區服務楷

模，於 99年第一學期試辦第一屆東華大學「青翼獎」。

「青翼獎」其意涵為青年的羽翼，盼透過此獎勵，鼓勵

青年在社會參與過程中開展自己的羽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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