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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柏青分享USR經驗 帶領學生從食農認識淡水

學校要聞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教師教學發展中心3月22日中午12時，在I501舉辦「USR跨域

教學經驗分享」，邀請水環系副教授李柏青，以「食農樂，樂食農」為主題，進行

USR「『農』情食課-有機無毒印象淡水」計畫經驗分享，逾30教師參與。 

李柏青首先說明，「農」之一字流傳已久，除了是一種「生活態度」，更代表著「吃

」的文化，希望能藉由USR計畫的實施，帶領學生認識並了解「食農文化」，更能提

供所學回饋地方，增進地方相關活動的熱絡，並加深連結。 

李柏青接著提到「農情食課」的執行過程，第一年「擾動環境」，透過「微型市集

X市集學堂」及淡水區農場體驗等活動，讓在地居民知道USR團隊的存在，且願意參與

；第二年則讓學生們「參與實踐」，如在校園中開闢「香草花園」等場域，讓學生們

體驗實作；到了第三年，透過「微學分」課程，帶著學生們藉由一場場的活動參與

，達到「共學」及「共享」的目標。他特別提到，藉由這些參與，除了加深對於在地

的認識，還能學習並驗證不少知識，如蛤蜊為什麼適合活在沙岸、紅樹林的存在對淡

水河的幫助與影響等，還能以不同的視角觀察這片土地，尋求更好的對待方式。 

最後李柏青則語重心長的表示，「其實USR活動，只是一座橋梁，我們希望與學生在

執行活動的過程中，能夠共同地從探索中學習與分享，了解這片土地的價值，同時協

助其尋找永續生存的道路，畢竟這才是『地方創生』的最終目標。」 

目前也參與USR計畫的通核中心副教授徐佐銘表示，希望藉由不同USR計畫的經驗分享

，尋求執行面上的參考與啟發。「聽完之後對於執行團隊十分佩服，可以在三年內舉

辦那麼多的活動，尤其是農學院出身的李老師，深知臺灣農業與小農的經濟困境，仍

與USR團隊積極陪伴學生參與淡水小農的市集實驗。在法規框架限制與牽動地方不同

團體與個人利益的糾葛下，我同時看到有志難伸的挫折，與尋求契機的奮發。這是一

場扣人心弦的演講！」 

英文系某教師分享，自己曾經通過教學實踐研究的USR專案，對於在淡江活躍的USR計

畫甚感興趣，參加講座除了多認識計畫內容與實施情形，也希望有機會參與相關計畫

。她認為這個計畫充分實踐USR精神，將大學教師與學生專長回饋於社會，除了嘉惠

大淡水地區農漁民與居民，還能讓學生藉活動，更了解淡水在地文化與生態，「這對

我自己未來的教學研究設計也很有啟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