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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知能服務學習 實現做中學 與社區共榮

趨勢巨流河

資料來源、圖／學生事務處提供 

本校自97學年度起推動「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程」，各院系所、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

、體育處、軍訓室等結合專業實作與社會服務，設計規劃課程供學生修習，去年適逢

爆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儘管臺灣防疫有成，本校仍在防疫嚴謹的態度下進行

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程，帶領學生進入社區，幫助學生應用課堂所學、增進自我反思

能力、了解社會議題及培養公民能力，持續社區服務。 

 

休閒遊憩概論  八年不間斷前進泰雅部落出演聖誕劇 

觀光系副教授陳維立所開設「休閒遊憩概論」課程，是將戲劇運用於休閒遊憩裡理論

之中，結合遊憩需求評估、活動規劃與戲劇治療。該課程與宜蘭縣大同鄉英士社區發

展協會合作，前進芃芃部落進行2次的校外服務，分別是參加當地的社區運動會和演

出「極地穿越」聖誕劇。 

「休閒遊憩概論」課程長期前往芃芃部落，以聖誕劇作為服務形式已是第八年，除了

課堂的理論學習、教師在觀光領域的專業諮詢外，在實作上，則由參與課程的學生規

劃聖誕劇演出，有戲劇工作坊引導學生認識及運用身體語言，也讓學生親自參與製作

道具、服裝、化妝、造型、攝錄影等工作。另外，在「109年度英士村校社區聯合運

動會暨傳統祭暨文化傳承活動」上，是學生第一次造訪芃芃部落時所參與社區運動會

，除了為居民喝采歡呼，活動的最後與居民一起撿垃圾幫助善後工作，恢復場地整潔

。藉由這兩個校外服務，讓學生能體會「服務精神」及「全力以赴的工作態度」的精

神。 

從學生的反思紀錄上，都很感謝這堂課的實作安排，有修課學生提到：「能夠讓學生

學到不只課業上的知識，而是能透過實際的服務去了解服務的價值所在。學生能夠透

過服務學習，去開發自己的潛能，並且在服務的過程中去認識自己所服務的對象以及

他們的核心價值。像是這學期我們因為這堂課到了芃芃部落，因此才能好好認識泰雅

族的文化，多跟當地的原住民朋友做一個文化上的連結。」 

 

廣告行銷與研究 觀察淡水在地生活提出亮點計畫 

管科系教授牛涵錚開設「廣告行銷與研究」課程，為使學生了解服務業管理之基本概

念，藉由個案討論、專題製作等方式，來增進理論基礎與實務應用，該課程曾獲獎於



「106年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大專校院組服務學習績優課程教案」；同時，也結合本校

USR計畫，關心淡水在地，長期與在地觀光產業滬尾休閒農業園區合作，讓學生能結

合課程學習之專業，除了認識淡水在地小農、店家，協助在地產業相關的訊息推廣與

行銷活動，多次在校舉辦「農情食課－無毒有機印象淡水」小農市集，讓學生認識土

地友善使用的理念。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課堂上，19組同學84人紛紛發揮觀察力和巧思，來關心淡水在地

生活，如「淡水老街的興衰與再生計畫」專題中，說明了淡水老街沒落的潛在危機

，並提出以USR來創造在地亮點；「遺留石滬的秘境－六塊厝」則介紹六塊厝的歷史

；「淡水魚丸湯」介紹50年的歷史；「沙崙海灘淨灘」解釋為何要推展淨灘活動；「

關懷老人」則關心淡水長者的健康生活；「重建街推廣計畫」指出重建街的歷史和現

況；「鏡頭下的原豐農場」介紹淡水在地小農等，這些專題都是讓學生主動與淡水在

地業者洽談、互動協調後，所製播的特色影片，讓他們能學習到腳本的撰寫、分鏡以

及拍攝，來闡述自身的觀點。 

 

英語教學導論 3次連線清水高中教授該校學生英語不定詞語 

英文系副教授蔡瑞敏開設「英語教學導論」課程中，與新北市立清水高級中學合作舉

辦「數位資訊融入英文教學－與淡江大學英文系之視訊交流計畫」，於109年11月9日

、12月21日、12月7日進行3次視訊連線，由本校英文系學生以深入淺出的方式指導清

水高中學生之「不定詞語」、「分詞構句的使用」，以及「連線關係副詞及限定非限

定關係代名詞」英文學習內容，59位修課學生在教學過程中，實際運用所學並練習各

種英文的教學法，也與來訪的清水高中學生進行面對面交流。 

在這次課程中，學生都是第一次教學高中生，他們從備課、教學和學生交談中體驗到

擔任教師的責任，同時在視訊連線上克服教學問題；3次視訊中，不但累積了學生的

自信心和溝通能力，也加強自身單字、文法等英文能力。從學生的反思紀錄表示，為

了教授清水高中的學生，在備課時自身會不斷查證教學內容、製作適合學生的教案、

補充學測知識、設計「隨堂小考」等；進行視訊教學時，除了隨時解決連線的問題外

，也要關注學生的學習反應，適時注意教學氣氛和控制時間，並提到：「從教學的過

程中不僅在教學生而自己也從中獲得了一些新東西，也能看見學生的盲點和自己的盲

點，給予糾正，且觀察在教學的過程中學生是否能理解自己所講的。若不能吸收就得

趕快用另外一種方式來告訴他們，且也會發現其實自己講的內容不能夠讓學生理解

，也要好好的檢討是哪裡出了問題，或是講義上學生哪裡不能夠理解，即時的做修改

與調整內容。」 

 



社會行銷與實作 模擬業界比案流程累積學生提案能力 

大傳系助理教授馬雨沛開設「社會行銷與實作」課程，是幫助學生整合行銷技能與服

務學習應用，課堂設計會有個人反思、小組討論與反思，以及各小組在彙整組內的反

思後，教師根據他們的答案中提到的問題，持續提問來使同學們回應並進行對話。同

時，為讓大學生了解淡水在地生活，與看見．齊柏林基金會合作，讓24人共5組學生

運用所學為該基金會進行「為齊柏林空間進行2021年度檔期策展」、「2021年『小小

齊柏林』看見台灣校園巡迴環境教育宣導計畫」、「數位典藏計畫」3項任務，提出

「2021年行銷計畫」企劃案，比照業界提案流程，先了解該基金會的理念、團隊發揮

創意綜整提案內容後，接著邀請看見．齊柏林基金會執行長萬冠麗、大傳系校友、資

深媒體與行銷專家暨崝凱創意整合傳播公司總經理廖華傑等評審，聽取分組簡報後

，隨即提問並給予建議。評審會議後，評審評選出3個隊伍為特優與優勝獎，並頒發

獎狀和獎品。 

學生的反思紀錄指出，「課堂中能了解行銷知識，也對社會行銷所要表達的目的有更

進一步的了解與想像。另外，在整個知識的認知之後，提供大家在後半課程中要撰寫

企劃書的過程中，提供一些能夠自行解決問題的能力。這些知識在進入職場之後也會

一直伴隨著同學們度過各種難關，成為各位披荊斬棘的利劍。」 

 

構築 以淡水地區為實踐場域落實做中學教學理念 

建築系助理教授黃奕智開設「構築」課程中，是帶領學生將南方松之建築材料透過結

構富有詩意的組裝，使之形成具有美學、公共性與社會性的環境空間創作，由建築系

、土木系的參與學生能以落實「做中學」的教育理念。本次課程分為兩個部分，一是

和淡水古蹟博物館、看見．齊柏林基金會、香草街屋合作，把得忌利士洋行後方的小

公園空間，及重新串接起自多田榮吉故居以降，位於淡水五虎崗的第二崗（埔頂）與

第三崗（崎仔頂）間的縱谷風景，在這基地中規劃「土地之埕」和「天空梯田」公共

設施，以能引進更多藝文、小農、社區團體、香草植栽、可食地景等能在此聚焦。 

另一個部分，則是以新北市淡水區興仁國小做為實踐場域，以共融式遊具設計理念和

參與式設計方式，邀請該校全體師生將校園環境視為第三位教師。他們先以遊戲方式

蒐集和理解學童對於校園環境和空間的想像與需求後，並進入整合不同孩童的需求

，設計出「非線性迷宮」和「字母異世界」遊戲設施，幫助學童探索自我、觀察環境

，並有機會發展出主動學習的校園場域。 

從學生的反思紀錄提到，喜歡動手做的成就感、希望能安排回訪時間看看孩童對遊戲

器材的使用情形、了解如何落實自己的想法與基地場域的結合、感謝教師的指導和同

學間的相互合作，大家看到成品都十分感動，並很高興能運用專業回饋社區。 



 

測量實習（一） 走入鄧公國小以遊戲闖關親身玩測量 

土木系教授葉怡成開設「測量實習（一）」課程中，帶領建築系、土木系學生學習距

離測量、三角高程測量等知識內容外，本次前進新北市淡水區鄧公國民小學，讓修課

學生規劃「千里眼」、「一尺測距」、「砲兵定位」等遊戲闖關方式，讓國小孩童了

解各種測量，例如經緯儀測量水平角，單角法，複測法，方向組法，羅盤儀測量磁角

，導線測量等，並教導孩童如何記錄和觀察數值的變化。藉由本次課程培養學生工程

實務並能整合協調能力外，藉由服務在地國小孩童促進自身人文素養和自主學習、團

隊合作和整合的能力。 

（本專題連結SDG3良好健康和福祉、SDG4優質教育、SDG17夥伴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