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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實踐 專業知能服務學習培植永續力

趨勢巨流河

本校自建校以來即重視永續發展，97學年度起推動「服務學習課程」透過專業知能課

程與服務結合，培養學生身體力行參與社會永續發展；在高教深耕計畫、大學社會責

任（USR）實踐計畫等支持下，盤點淡江特色對應聯合國17項永續發展目標

（SDGs）關聯性，持續扎根永續。本校依據利基及現況，擇定有SDGs4教育品質、

SDGs6淨水與衛生、SDGs7可負擔乾淨能源、SDGs8就業與經濟成長、SDGs11永續城市

、SDGs12責任消費與生產，以及SDGs17全球夥伴，深化永續貢獻，本報特以7門專業

知能服務學習課程特色，展現本校永續實踐。（圖、文／學務處提供） 

 

SDGs4教育-航太系前進小學 展航太科普創意 

課程概要 

航太系副教授歐陽寬開設「無人機與火箭教學實作」課程，以「服務－學習」為理念

，讓航太系學生運用專業知識，將航太科普相關知識介紹給國小學童，同時激發學童

興趣，使科技知識向下扎根。為此，修課學生藉由課程設計、聯繫服務機構、上課演

練、實地上課等，學習如何籌畫活動、將艱深專業知識化簡為簡單易懂科普知識以外

，也了解分工合作的重要性。本次課程中，他們前進至臺北市東門國小、新北市淡水

國小進行服務，在國小的課堂上教授「飛機飛行原理」和「火箭飛行原理」。在歐陽

寬的指導下，先為課程進行介紹後分組，帶領學生一起構思無人機與火箭相關知識介

紹和科普課程與活動設計，並為各組學生的課程活動設計進行演練，再到服務國中小

執行，活動後，除了活動成果展示外，也進行檢討和建議，讓每次課程設計能更加完

善。他們以集思廣益方式將飛機與火箭飛行原理等專業知識，設計課程以淺顯易懂的

科普方式介紹給國小學生，再經由有趣的手擲飛機、水火箭的製作與競賽等活動，提

高學童學習興趣，活動結束後都會有學童自己親製的作品。透過航太系學生學習飛行

知識，再到小學進行教學陪伴服務，達到「服務－學習」的教學理念。 

在修課學生回饋中提到，原來可以用這些平凡的詞彙，簡單的定理來解釋大學所學的

知識，同時也充滿成就感，了解團隊的重要性。 

 

SDGs6淨水、SDGs7可負擔乾淨能源-大傳系製作淡水環保志 紀錄大淡水地區護川海洋

綠能 

課程概要 



大傳系教授王慰慈開設「影視專案企劃」和「影視專案製作」課程，於課堂上以大淡

水地區的人事物為敘事對象，讓修課學生學習影視紀錄片企劃、拍攝、後期製作等技

能，以紀錄片形式挖掘當地故事，同時也熟悉田野調查、資訊搜集、團隊人力協調與

分工作業。 

本次以水源和環保為主軸，製作《淡水環保志》紀錄片，修課學生訪談河川教育工作

者陳建志，介紹他如何將環保知識帶到社區並帶領大家重新認識淡水河；採訪本校海

下中心主任劉金源在海洋領域超過40年的付出，並持續在海洋教育上開創更多的可能

性；提到新北市智慧綠能合作社理事長許慧明結合台電專業推動太陽能板公民電廠

；訪問程氏古厝經營團隊之謝德錫和姚莉亭為淡海新市鎮追尋歷史記憶；指出新北市

淡水區忠寮社區發展協會李鎮榮推動生態維護、環境教育等活動；拜訪紅樹林生態教

育館導覽員鄭文欽如何關心腳下的土地；說明八里米倉國小校長林愛玲帶領全體師生

動手做環保來推動環境教育；走訪北投國中童軍老師蕭妘羽在童軍課程納入環保議題

。 

修課學生的回饋中提到，透過採訪陳建志了解到與土地連結的情感，社會大眾應該要

多花一點心力認識自己所生活的土地；而與謝德錫和姚莉亭一起走讀過程中，實際參

與公司田溪橋接著到溪岸步道、蟾蜍石、沙崙圳等路線，最後回到程氏古厝，可以親

眼看到河川樣貌和歷史，雖然疲累不堪，但了解地貌變遷的重要歷史。 

在《淡水環保志》中，介紹「新北市智慧綠能合作社」如何在淡水與北海岸地區，推

動公民電廠和智慧綠能社區，促進地方創生。修課學生採訪新北市智慧綠能合作社的

推行工作，例如在淡水社區大學開班授課，教導民眾認識太陽能光電及轉換概率、分

析政府補助裝設太陽能板的誘因與投資報酬率，並在忠寮社區建置四座太陽能公民電

廠、北新醫院在屋頂裝設太陽光電板。他們到新北市智慧綠能社區合作社、忠寮社區

、北新醫院等地實際參訪架設太陽能板的居所，透過訪談了解居住下來的實際情況外

，也近身採訪新北市智慧綠能合作社理事長許慧明對於綠能的看法、推廣環保綠能和

太陽能發電的歷程、合作社所扮演的生產和經營角色、如何在社區裡展開具體行動、

已和文化大學合作建置「第一間大學社區公民電廠」、希望在未來三、五年內，能將

合作社社員拓展至1000位，象徵社會大眾對綠能的支持與認同，期盼能將與文化大學

合作的經驗複製並落實到淡水，讓淡水也能邁向智慧綠能。 

修課學生的回饋中提到，在採訪過程中瞭解到推動綠能已是刻不容緩，在北新醫院採

訪太陽能板施工現場時，看到鋼構被吊上來放在屋頂時的過程，有著和預想不太一樣

的發現，這樣的體驗算是不一樣的收穫。 

 

SDGs8就業-經濟系規劃桌遊跨系交流經濟學 



課程概要 

經濟系教授林彥伶開設「勞動經濟學」課程，於課堂中學習勞動市場基礎運作概念

，讓修課學生對勞動市場體系建立專業知識與分析技能，並以實務議題探討，例如就

業的相關保障法規、基本工資、勞動歧視、及社會保險與福利等，讓他們能對未來就

業時所面臨的法規與政策能有全盤性了解。勞動經濟學是一門現代經濟社會中與人們

工作與生活緊密相關的科學，是探討人類生老病死的課程，包括生育率、青少年、教

育、就業與失業、勞動市場、婚姻、家庭經濟學、社會保險、退休金、死亡率等各種

議題，課堂中除了奠定勞動經濟知能的基礎、了解勞動市場的經濟現象和經濟行為

，並使學生透過簡單的學理工具，以解析實際的經濟現象。 

本次安排以問卷調查方式了解桃園地區的人口移動、與中文系交流，由中文系分享如

何創作兒童繪本，修課學生則設計2款經濟學小遊戲，讓中文系同學了解經濟學原理

。透過這樣跨系交流方式，彼此了解學科差異性和專業性以增加跨系合作的機會。修

課學生的回饋中提到，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更了解不同地區的移動方式；與中文系交

流上能認識到繪本創作的過程，也能透過經濟學小遊戲，讓對方瞭解到經濟學不再只

是書本上死板的知識，而是在生活上也能隨時隨地感受到並運用在周遭的小常識，透

過這些遊戲互動的環節，也能成功的拉進彼此之間的距離。 

 

SDGs12消費-觀光系之永續課體驗森林療癒法 

課程概要 

觀光系副教授陳維立開設「永續觀光」課程，於課堂培養具有國際競爭優勢的旅遊管

理人才，除了增加學生對觀光專業知識的認知外，並讓他們學習到在發展觀光旅遊的

同時須考量當地的經濟、社會、環境影響，規劃環境、人文、經濟三方平衡的旅遊行

程。本次安排至新北市萬里區瑪鍊溪大尖坪古道、福山植物園進行森林療癒引導實習

服務，體驗自然療癒力，透過森林步道親自感受自然環境，並重新認識自己，行前特

收起手機、手錶等電子設備，進入森林後，由擔任森林療癒引導員的學生，帶領參與

者演練「觸覺與伸展引導」為矇眼前行和與樹擁抱、「嗅覺與味覺引導」是矇眼品嚐

食物、「聽覺引導」是找到自己的樹、「視覺引導」讓參與者蒐集落葉花朵創作藝術

作品，以及「正念引導」介紹飲食指南，透過引導實作，讓學生以五感重新連結對大

自然的感動與敬畏，同時以走繩活動訓練自我平衡、團隊互助合作和自我挑戰能力。 

在修課學生的回饋中提到，森林療癒法不僅僅是簡單的爬山，更是用五種感官深度體

驗自然環境，讓自己沉浸在森林的氛圍中，將自己置身於大自然中，可以幫助您更好

地了解自己，而且自己比想像中勇敢，可以嘗試赤腳、閉上眼睛、靜默等。另外，最

喜歡不穿鞋走路的部分，赤腳走路是一種很棒的體驗，雖然踩在碎石上有點痛，一旦



適應了，做起來是件很愜意的事情。擔任森林引導員的大學生也分享，這次活動不僅

是為別人服務，也是種自我挑戰，除了規劃引導內容外，並協助參與者完成屬於他們

與大自然的對話。 

 

SDGs11城市-企管系服務創新設計課 手作蝶古巴特為次級木盒二創 

課程概要 

企管系副教授涂敏芬開設「服務創新與設計」課程，搭配《淡水好生活》第二期計畫

之「學習型城鄉」的行動策略，就生活實驗的內容進行發想與激盪。本次將臺灣原創

品牌（Chord & Major）調性耳機因品質要求之下所淘汰的次級木盒，與社區手作職

人媽媽合作與修課同學一同改造，並讓修課同學將此經驗帶到課輔班與弱勢孩童創作

。本次課程先向臺灣原創微型品牌悅聲志業股份有限公司募集次級木盒後，引入淡水

區幸福里手作老師，到課堂上帶領修課學生體驗蝶古巴特手作拼貼技法，培養大學生

的手作能力，接著讓修課學生到淡水區正德里小阿德課輔班協助孩童創作，課程的整

體教學設計是以「事件鏈」方式，介接不同的利害關係人，修課學生將在課程中歷經

「服務體驗者」再到「服務提供者」的角色轉換，以此學習「換位思考」與「以人為

本」之核心精神。 

本次課程中分為建立場域背景知識、進入設計核心流程、原型測試與成果發表之3個

模組，以落實「動手作，真學習」的核心教學理念，說明服務創新與設計導論、建立

學生團隊共識、邀請悅聲志業品牌創辦人陳冠宏分享創業理念，透過蝶古巴特的實作

與學習，將木盒做二次的重新創作外，也進行淡水區田野調查，利用小阿德的人物誌

做完整的顧客體驗旅程演習，在顧客體驗旅程前各小組會製作服務藍圖，以「服務藍

圖」的操作，進行學理講授、實際演練與服務交接，最後以電子書方式進行線上成果

發表。在修課學生的回饋中提到，透過這堂課程更了解「設計思考」，也能將設計思

考的5個步驟開始運用在解決問題上，不論是在會議上或是報告，都能讓自身的思考

方向更貼近人性以及更有自己的想法。 

 

SDGs17夥伴-法文系職場實務課導覽大稻埕 踩點現場掌握外語導覽節奏 

課程概要 

法文系助理教授陳麗娟開設「職場實務及產學合作」課程中，以關懷在地文化為目標

導向，以大稻埕外語導覽為服務重點，循序漸進地讓學生充實大稻埕的文史、觀光、

旅遊內涵，將之轉譯以法文為主的外語，為大台北地區的法語人士進行實地導覽與文

化體驗。課堂上，邀請業師分享、校外實地參訪企業來了解產業發展內容，業師也會

依據學生專業與該職場所需能力進行工作坊訓練，培養外語轉譯和說故事能力。在大



稻埕外語導覽方面，讓學生主動蒐集資料瞭解大稻埕的文史及觀光旅遊特色後，並將

此撰寫導覽文本，同時也製作導覽活動宣傳影片，並上傳至可以接觸法籍人士為主的

媒體社群，以吸引法籍人士參加週末上午的導覽服務活動。透過這樣課程規劃，提供

學生將應用專業外語與產業接軌的機會，業師訓練工作坊幫助學生釐清導覽方向和內

容。因受疫情影響原訂大稻埕現場導覽無法執行，改以線上導覽，設計紛絲專頁和「

台灣萬花筒」Podcast的網路廣播節目，來為觀眾介紹大稻埕的美食、臺法飲茶文化

、廟宇拜拜文化、夜市等內容。修課學生的回饋中提到，透過課程學習到課堂外學以

致用的經驗，導覽文本的規劃準備和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