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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公民素養陶塑計畫 

成果分享暨自評會 

分享人：東海創藝學院--景觀學系--伊志宗老師 

「引導教育」 

融入課程與活動 

我的圓夢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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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大 綱 

1. 我的博雅夢！ 

    1-1.融入那些課程、活動？   

   1-2.融入那些「引導」？ 

2.   如何圓夢？ 

    2-1.博雅書院：小小博雅服務學習… 

    2-2.景觀學系：社區景觀營造… 

    2-3.更多嘗試：大學引導、結構理論… 

3.   反思與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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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的博雅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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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走出自我。走出東海 

挑戰：活出台灣。改變世界 

Why Why Why 融入引導？ 

引導 ＝ 公民參與！ 

引導 ＝ 學習如何學習！ 

引導 ＝ 快樂又痛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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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融入那些課程、活動？ 

反思：從失敗開始，因由上而下！因老師作太多！？ 

進入專業、跨機構，再失敗，因為？？？ 

 

博雅書院：小小博雅--服務學習？（進行4年多） 

通識中心：大學引導、社區參與與組織經營 

         引導教育人才培育（未來進行） 

景觀學系：結構理論、景觀工程（失敗？） 

         社區景觀營造、基本設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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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融入那些「引導」？ 

反思：需要先投入學習，做！做！做！做！    要有引導人！ 

1. 4F+1：學習圈行為模式 

2. PROCESSING：歷奇引導教材 

3.  Team Performance Model：團隊績效 

4.  Full Value Commitment：冒險行為協
定(承諾) …… 嘗試中 

5.  各種引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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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經驗 

Concrete Experience 

(情緒感覺Feeling) 

反思覺察Reflection 

(觀察Observation) 
應用Application 

(執行Action) 

經驗概念化 

Abstract Conceptualization 

(邏輯Logistics) 

內部轉化 經驗 

為什麼會是我 ?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 ? 

Oh! My God! 

外部轉化 

感
性

理
解

 
理
性
理
解

 

藝術家或哲學家 

Divergent 
(充滿想像力) 

執行者或實踐家  
Convergent 

(喜歡面對挑戰) 

企業家或科學家 

 Assimilative 

(具分析整合能力) 

探險家或創業家 

 Accommodative 

(高度適應力，勇於嘗試) 

發生了什麼事? 

這件事會造成什麼影響? 

我要達到的目標是什麼? 

來吧!試試看! 
看看要怎麼做? 

解決方法是什麼? 

假如… 

你覺得呢? 

1-2-1.學習圈行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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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位 
當一個團隊在形成時，團隊
裡所有的成員都會想知道他
們為何在此，他們的潛能激

發為何及彼此的接受度為何，
因此，為了能讓此團隊可繼
續下去，就必需找到一個支

持他們留下的理由。 

2.信任建立 
接下來團隊的參與者會想
認識其他的伙伴〈WHO〉
並瞭解他們的期待，問題

及其能力所在，在此階段，
信任的建立來自於彼此間

的分享及自由交流。 

3.目標澄清 
想要使團隊的工作更加具
體就必需先澄清團隊的目
標，基本設定及願景，專
門術語及名詞的定義是此
階段的首要工作，也就是
釐清“甚麼”〈WHAT〉

是最優先？ 

4.承諾 
有時討論需要終止，有關
資源、時間、人員，所有
最底的限制，將如何被處
理的決定必需被定下，此
外，在此時最關鍵的問題

就是彼此角色的認同。 

5.履行 誰該做甚麼 
當團隊到達一個轉折點後，
會開始持續的運作並決定
在活動中何時何地“誰”
在做甚麼，時間及計劃的

安排將會主導此階段。 

7.革新 
團隊是有動力的，當參與

者感到疲憊及成員調整時，
他們質疑“為何還要繼

續”，此時就是學習豐收
期，也就可以準備下一個

新的行動週期了。 

6.高績效 
當所有的方法已趨於成熟，
團隊就可以調整目標並對
環境做出彈性的反應，此

時團隊會發出“WOW”
的驚嘆聲且表現超出當初

的預期。。 

1. 

Orientation  
WHY  

am I here?  

   2. 

Trust Building  

WHO  

are you?  

3.  
Goal 

Clarification 

WHAT 

 are we doing?    

4.  
Commitment 

 HOW 

will we do it?  

5. 
Implementation 

WHO does  
WHAT, 
 WHEN, 

 WHERE? 

6.  
High 

Performance 
WOW! 

7. 
Renewal 

WHY 
 continue? 

CREATING SUSTAINING 

Resolved 
‧Purpose 

‧Team Identity 
‧Membership 

Unresolved 
‧Disorientation 

‧Uncertainty 
‧Fear 

Resolved 
‧Mutual regard 
‧Forthrightness 

‧Reliability 

Unresolved 
‧Caution 
‧Mistrust 

‧Facade 

Unresolved 
‧Dependence 

‧Resistance 

Resolved 
‧Explicit assumptions 

‧Clear , integrated goals 
‧Shared Vision 

Resolved 
‧Assigned roles 

‧Allocated 
resources 

‧Decisions  
made 

Unresolved 
‧Apathy 

‧Skepticism 
‧Irrelevant 

    competition 

Resolved 
‧Clear processes 

‧Alignment 
‧Disciplined 

    execution 

Unresolved 
‧Conflict/confusion 

‧Nonalignment 
‧Missed deadlines 

Resolved 
‧Spontaneous  

    interaction 
‧Synergy 

‧Surpassing results 

Unresolved 
‧Overload 

‧Disharmony 

Resolved 
‧Recognition & celebration 

‧Change mastery 
‧Staying power 

Unresolved 
‧Boredom 
‧Burnout 

1-2-3.團隊績效 Team Performance Model 



www.adventurematters.com.tw 

Since 2006 

Adventure Matters, Ltd  Proprietary & Confidential 

Be Here - 全心參與投入 

Be Safe - 注意身體與心理的安全 

Commit to Goal - 對於目標給予最高的承諾 

Be Honest - 提供資訊，誠實地陳述事實與感受 

Let Go & Move On - 放下，重新開始! 

Care for Self and Others - 關懷自己與他人 

1-2-4.冒險行為協定(承諾): Full Value Commitment 

反思： 

要先自願投入學習，否則什麼都不用談！    

要有引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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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何圓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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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博雅書院 

小小博雅--服務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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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博 的 格言、願景 

教育無它，愛與榜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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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 一生命影響生命的平台 

 廿多年來參與台灣「社區總體營造」的投入， 

 開創：民國98年小小博雅創立於東海博雅書院 

 挑戰：四年來，透過「博雅書院」服務學習計畫， 

 引導：發現自我、認識他人、掌握環境、邁向未來 

 願景：四十雙手   共同守護著 七十位高關懷兒童 的夢想， 

 共學：我們每週相聚，每月大會，寒暑假一同飛翔，一同降落！ 

反思： 需要一起堅持的 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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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團隊 

-----  引導的奇蹟。巧拼時間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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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號倉庫---移地教學計劃 ---從反思-到-超越 

16 

引導行動：從「我」到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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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引導學習 

--------- 夥伴！你準備好了嗎？ --------- 

我準備好了！ 

具體經驗  --- 

冒險與挑戰、舒適圈 

主動參與、協力合作 

深度匯談 

信任與支持 

團體評估GRABBS 

有效的團隊運作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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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思 

------小小博雅談心時間------ 

真理， 
存在你我的對話之間！ 

快樂， 
直到分享才有意義！ 

從1年～1％的  共同～～40年的夢想 

永齡希望：每週七次會的挑戰！ 

我仍是小博嗎？ 

18 



心  得 

不害怕---自信！ 
上體驗教育課程，培養團隊默契和信任的態度， 

大夥從不認識彼此，漸漸開始可以自然的聚在一起 

聊天，晚上累了，大家就一起躺在巧拼上圍成一圈， 

大夥的談心。而自己，也因為上這樣的課程， 

開始放開自己，讓自己變的大方， 

不害怕上台、不害怕表演，展現出自己想展現的樣子。                                        

-------小小博雅 雅筑  

 

內心的感動，澎湃、無可言喻，期待大家再一次躺在巧拼上，
彼此再一次心連心的夜談。 

-------小小博雅 香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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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引導： 超支 ＝ 倒扣一盤菜？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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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行動：懂得 - 用創意-感 謝 

 更將感謝化為行動， 

 每一張小卡 

 成為飛翔的力量， 

 帶著心中的那份感謝 

 起飛！ 

               -------小小博雅 張菫紋 

------全體小博  每人一卡 送給傳愛老師、美福教會的感恩------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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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行動：創造 - WOW！高峰-再出發 



家  書 

給爸媽的信！ 
謝謝爸爸媽媽給予我的支持，讓我進入博雅投入這次的活動。
平常很少跟你們說我在做什麼，而透過這次機會我們每一個人
要跟你們分享我的收穫。 

原本以為參加這次活動就是要當什麼隊輔，然後會有幾次的開
會和行前說明，然而實際上除了帶小朋友之外，所有帶小朋友
的課程也要我們自己設計。 

不只如此，因為小小博雅是非營利組織，部分活動費用是書院
的錢，其他費用就是要我們負擔及募款，因此我們也學習募款，
並且為了募款、為了給予書院這次活動的成果我們也要舉辦成
果發表會。 

雖然這是個困難的活動，但其實讓我學習成為社會上有影響力
的人，也間接地訓練我們在公司、在企業工作時應有的能力，
成為有競爭力的人。 

最重要的，在這裡遇到一群不只歡笑、還能共患難的好朋友，
以及陪伴我們、教導我們、愛我們的老師。參加這次活動很值
得，是很寶貴的經歷。 

-------小小博雅 白泓修 



24 

引導案例：2-2. 景觀學系 

社區景觀營造 



第1週：定向 

• 社造電影院：日本古川町 

反思：提出5個問題 why？ 

挑戰：「東海景觀人」可以做什麼？ 

榜樣：湯若君1＋1：贏得50萬的畢業設計 

• 社造工坊：籌備建立4人團隊 

• 社造永續學習教室：課程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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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麼惹這個麻煩！」5/p21 

WHY?  WHY? 

WHY? 

WHY?  WHY? 

25 

反思：5個（層次） 為什麼？ 



課程大綱： 反  思 

一所大學 

假如對她四周圍的社會和環境毫無影響
的話， 

這所大學便將失去它存在的價值… 

要記住，大學的門不是開向象牙之塔，
而是直接開向社會的。 

-------東海大學 宣教士 亨德教授  



Why? Why?  

 

為甚麼你在這裡？ 

挑戰：東海景觀人可以做些什麼？ 



課程大綱： 挑   戰 

       所以本課程是個「挑戰」： 
 
 

1.挑戰--「東海景觀人」能否進入社區「再現亨德精神」？ 

 
2.能否-- 觀察、探索、發現社區居民真正的需求？ 
 

1.能否-- 幫助在地居民從家鄉中找到生活的重心、生命的定位，營造具「社
區意識」的社區景觀？ 

 
2.能否-- 引導社區居民建立「優質的創意組織」？能否落實「社
區參與」的行動？ 
 

1.能否-- 與他人團隊合作讓一件「好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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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位 
當一個團隊在形成時，團隊
裡所有的成員都會想知道他
們為何在此，他們的潛能激

發為何及彼此的接受度為何，
因此，為了能讓此團隊可繼
續下去，就必需找到一個支

持他們留下的理由。 

2.信任建立 
接下來團隊的參與者會想
認識其他的伙伴〈WHO〉
並瞭解他們的期待，問題

及其能力所在，在此階段，
信任的建立來自於彼此間

的分享及自由交流。 

3.目標澄清 
想要使團隊的工作更加具
體就必需先澄清團隊的目
標，基本設定及願景，專
門術語及名詞的定義是此
階段的首要工作，也就是
釐清“甚麼”〈WHAT〉

是最優先？ 

4.承諾 
有時討論需要終止，有關
資源、時間、人員，所有
最底的限制，將如何被處
理的決定必需被定下，此
外，在此時最關鍵的問題

就是彼此角色的認同。 

5.履行 誰該做甚麼 
當團隊到達一個轉折點後，
會開始持續的運作並決定
在活動中何時何地“誰”
在做甚麼，時間及計劃的

安排將會主導此階段。 

7.革新 
團隊是有動力的，當參與

者感到疲憊及成員調整時，
他們質疑“為何還要繼

續”，此時就是學習豐收
期，也就可以準備下一個

新的行動週期了。 

6.高績效 
當所有的方法已趨於成熟，
團隊就可以調整目標並對
環境做出彈性的反應，此

時團隊會發出“WOW”
的驚嘆聲且表現超出當初

的預期。。 

1. 

Orientation  
WHY  

am I here?  

   2. 

Trust Building  

WHO  

are you?  

3.  
Goal 

Clarification 

WHAT 

 are we doing?    

4.  
Commitment 

 HOW 

will we do it?  

5. 
Implementation 

WHO does  
WHAT, 
 WHEN, 

 WHERE? 

6.  
High 

Performance 
WOW! 

7. 
Renewal 

WHY 
 continue? 

CREATING SUSTAINING 

Resolved 
‧Purpose 

‧Team Identity 
‧Membership 

Unresolved 
‧Disorientation 

‧Uncertainty 
‧Fear 

Resolved 
‧Mutual regard 
‧Forthrightness 

‧Reliability 

Unresolved 
‧Caution 
‧Mistrust 

‧Facade 

Unresolved 
‧Dependence 

‧Resistance 

Resolved 
‧Explicit assumptions 

‧Clear , integrated goals 
‧Shared Vision 

Resolved 
‧Assigned roles 

‧Allocated 
resources 

‧Decisions  
made 

Unresolved 
‧Apathy 

‧Skepticism 
‧Irrelevant 

    competition 

Resolved 
‧Clear processes 

‧Alignment 
‧Disciplined 

    execution 

Unresolved 
‧Conflict/confusion 

‧Nonalignment 
‧Missed deadlines 

Resolved 
‧Spontaneous  

    interaction 
‧Synergy 

‧Surpassing results 

Unresolved 
‧Overload 

‧Disharmony 

Resolved 
‧Recognition & celebration 

‧Change mastery 
‧Staying power 

Unresolved 
‧Boredom 
‧Burnout 

1-2-3.團隊績效 Team Performance Model 



課程大綱： 引導策略 
 

1.Fact（社造電影院）： 

播放成功營造的榜樣案例，透過真實影像讓學生「身
歷其中」，並培養良好的「社造態度」。  

2.Feeling（社造工作坊）： 

以工作坊的方式，讓學生在「引導Game」的互動過

程中「體驗」學習社區工作的「技巧Skill」。  

3.Find（社造永續學習教室）： 

探索、「概念化」社區總體營造 「知識」。 

4.Future（圓夢計畫）： 

「建立4人團隊」，統整出「行動計畫」，讓社區有
「一件好事發生」，並延續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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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社造電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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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  •  

夢
想
家 

王  

翰
偉 

郭  

俐
瑩 

李  

柏
基 

侯  

冠
緯 

景
觀
光
觀
官
方
隊 



 曉－夢想 

 

 小夢想 

 

 夢想－家 

圓夢主題－曉 • 夢想家 



關於…老師的流程 

 

共同營造 

動員社區居民 

一起參與 
進行社區培訓 進行社區調查 

尋找共同的記憶 建立共識 

擴大參與 

舉辦不同活動 

強化組織 

建立社區小隊 

決定工作議題 

 



關於…我們的流程 

 



關於…我們的流程 



關於…我們的社區－國順里 



選擇國順里社區的原因 

 歷史悠久的藝文區位－大稻埕、迪化街。 

 

 老屋更新的街道。 

 

 鄰淡水河。 

 

 淡水河周邊社區營造活動密集，獲許多社區營
造獎項。 

 

 台北對於社區營造的推廣以及更新服務完善。 

 



國順里社區預定參訪問題 

社區範圍 社區歷史 
社區發展

方向 

較常舉辦
的活動 

成員組織 

社區發展
願景 

最滿意的
改造區位 

最滿意的
社區活動 



台
北
社
區
營
造
中
心 

 



台
北
社
區
營
造
中
心 

我
們
想
知
道…

 



社
區
營
造
中
心
原
本
建
築
的
歷
史
沿
革
？ 

 



台
北
市
的
社
區
發
展
歷
史
？ 

 



推
動
台
北
市
社
區
發
展
的
工
作
內
容
？ 

 



整
體
服
務
內
容
？ 

 

 

相
關
網
址 

http://www.community-taipei.tw/web/p2.asp?web=page2


我們學到甚麼？ 

社區營造 就是居民共同的理想希望果實！ 

社區營造 是需要文化、意識和生共同體的概
念型塑特色的空間！ 

以討論的方式 互相學習和成長，創造共同的
夢想！ 

尊重環境 發覺可利用的資源！ 



我們的期許 



我們的… 

搜尋網路和書籍 

討論探訪內容 

工
作
分
配 

拍
照
與
紀
錄 

拜訪村里長 

實
際
踏
查
改
善
後
現
場 

送出社區掛診單 

現
場
呈
現 

組員心得分享 

資
料
彙
整 



 
T h e  e n d 

 
 students   侯  冠 緯     王  翰 偉    郭  俐 瑩    李  柏 基  

 

teacher   伊  志 宗  



Feeling.反思 社造工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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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週：定  義 9/27 

S社造電影院：什麼是住民為主的社造？ 

案例：日本社造PPT 

課後作業-回饋-5個問題 

S社造工坊：反思引導技巧 

One to Many：凝聚社區意識的技巧 

建立團隊 

S學習轉化：什麼是住民為主的社造？  

請用1～5張PPT說明 



反思技巧：One to 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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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技巧：One to 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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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ne 反思： 

• 專注觀察：記得嗎？ 

• 寫        下：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張照片＋我的夢想 

• Many 反思： 

• 分        組：請報數1～6……3人1組。 

• 分        享：請3人分享印象最深刻的…… 

• 擴大參與：請2組分享，派1人分享對方的夢。 

• Find 新的意義 
• 議題整合：幫夥伴的照片串成一個夢想故事。 

• 凝聚共識：找出我們共同的夢＋命名。 

• Future 挑戰行動 ----    圓夢計畫！ 



觀察與反思 

各位！下列的問題中，有誰能夠肯定的回答 

「YES」 的呢？ 

52 



觀察與反思 

您看得見夜晚清楚的星空嗎？ 

可以享用安全和健康的食物嗎？ 

垃圾沒有到處飛散嗎？ 

孩子們可以安心地在外遊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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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與反思 

家人們常常相聚一起嗎？ 

您是社區節慶或廟會的主人翁嗎？ 

您愛惜自己所使用的器具嗎？ 

您會自己動手做東西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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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所反覆詢問的，不外乎是大家所重

視的 自然、文化、歷史 等問題， 

• 以前日本都市居民曾自信滿滿地回答
「是」，而現在的回答卻是加著問號的
「YES？」， 

• 顯然這些已成為大家的重要的問題，而
這些跟社區、地方也是切身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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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與反思 



Find.學習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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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化、定義 

• 用什麼好方法來解決上列問題呢？ 
 
要由誰？ 
從何地？ 
何時開始做呢？ 

 

• 那就是住在當地的你、你的家族， 
是各地方的當地人、行政者， 
必須大家共同協力來解決推動， 
從會做的事開始著手， 

 

• 這就是「住民為主的社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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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總體營造的開始 

• 像是ㄧ群新大陸的發現者, 

• 不論是從頭從零開始,或是從中開始
改變，都是ㄧ群想要讓自己居住的地
方擁有美好的生機和生活的過程， 

•  是現實的、是公眾的，是具有不完
美特質的但卻又是擁有無限可能和可
持續性的…… 

                                 ------------一個東海景觀人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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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總體營造的開始 

所以社區總體營造這件事 

並不是在計劃開始的時候就開始 

而是在進行的過程中才慢慢開始 

的……… 

                               ------------一個東海景觀人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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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建立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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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我看見你了！」 



行動：建立團隊 

現場情境： 

921之後，在谷關松鶴部落，一群老老少少散落坐著…… 

63 

活力無限四歲組！ 

青春無敵三歲組！ 

老公不在家組！ 我們這一家 

丁丁蜜蜂 

奶茶組 

黑77  

3＋1組 



第3週：社造魅力流程 10/4 

S社造電影院： 

 TED：改變世界的照片 

PPT：會說故事的公園—中陽綠色生活地圖 

S社造永續學習教室：參與式社造流程 

流程：1尋寶、2識寶、3認寶、4活寶 

作業：需要什麼樣的能力？ 

S學習轉化： 

從「我」到「我們」的社造流程？ 



Find.學習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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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中陽 
 

一個居民共同營造家園 

的過程 

從   生份   到   互相照顧 
從前我們互相都很生份，互相不過問， 

      現在我們常常做伙！ …… 

里長伯說 2：30 …常常有人2：00就先偷偷來做了…… 
 
 

一個中陽里伯伯的心聲 
民國92年1月19日、晚餐、涮羊肉、中陽里爐主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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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一本規劃設計報告書！ 

─這將是一處。我們共同創造 

會說故事的公園 

共同意象 

綠色生活地圖 

尋找共同記憶 

調查社區資源  

動員里民參與  社區教育 

人力培訓  
楓樹社區觀摩  

建立共識 

決定工作議題  
擴大參與 

音樂會  社區劇場  文學之旅 

共同營造 

強化組織 

成立環保義工隊 

會說話的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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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說故事的牌子（公園） 

大家一起說的故事─共同記憶  

大家一起想的牌子─共同創造 

希望樹。綠色地圖─ 共同願景 

大家一起移樹爺爺─共同施工  

大家認養的公園─永續管理  

大家一起調查─社區動員參與  

設計內容 

調查者 

設計師 

營造者 

環保者 

共
同
營
造
家
園 



1.尋寶 

3.認寶 

2.識寶 4.活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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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造流程＝一起尋寶＝4F+1經驗學習循環 



期中考：學習移轉 



活寶—學習轉化期中考 

1.你擁有那些「經驗」可以讓你完成目標？ 

2.、、、、、「知識」、、、、、、、、 

3.、、、、、「技能」、、、、、、、、 

4.、、、、、「資源」、、、、、、、、 

5.、、、、、「態度」、、、、、、、、 

6.、、、、、「環境」、、、、、、、、 



活寶—學習轉化期中考 

1.你累積那些「經驗」可以讓你完成目標？ 

2.、、、、、「知識」、、、、、、、、 

3.、、、、、「技能」、、、、、、、、 

4.、、、、、「資源」、、、、、、、、 

5.、、、、、「態度」、、、、、、、、 

6.、、、、、「環境」、、、、、、、、 



景觀系自建の 

LA HOUSE 
尋找我們獨有的空間 

From：青春無敵三歲組 



OUR SKILLS 

LOVE 

CUIRIOSITY 
DREAM 

KNOWLEDGE OF LA ENJOY  LIFE  

HAPPY 



WHY DO WE 
Choose this? 



1.繪圖空間不夠 

 
2.师生间缺乏交流 
 

3.教室資源有限 
 

4.中庭目前使用率較低 



我们急需一个属于 
我们的，景观系的，独特的，创新的 

house 



FIRST STEP: 
小組分工，分析景觀系的現況及擁有的資源。 



SECONGD STEP: 
將資源匯總，整合，並找出需要修改的以及存在問題。 



THIRD STEP: 
學習SOAR HOUSE的管理及運營經驗。 

Share 
Open 
Accept 
Relationship 



SOAR HOUSE 



FORTH STEP: 
確定此次改造的主題的主題—— 

LA HOUSE 
確定此次營造的理念 

Love 

     Aacademic 
---讓景觀系的同學老師可以更好的 

交流、聯繫、互動。 



FIFTH STEP： 
動員學校的同學，老師，尋找有相同理念的人， 

讓他們參與到我們的營造，並共同來宣傳我們的理念。 



第二階段： 
 
First step. 

培育景觀系社造的人才。 

與老師探討，徵詢建議，定期的進行工作經驗交流，讓動員到的同學老師一起參
與規劃，整合此次改造的以及想要進行活動的需求，形成整體的規劃發展藍圖。
並取得景觀系資源的支持。 

 



 

Second step. 

根據之前的總和，正對問題，舉辦2-3個特色活動和添置設施（可效仿學習SOAR 

HOUSE模式），並將成果進行展示，並加以宣傳。 

 



五個活動 

1.同月緣： 
同月份生日的师生的生日PARTY 
 
 
2.交流板：老師與同學心裡的想法或者建議。 
 
 

3.專用趕圖室：專門提供給學生自習以及趕圖 
 

4.大家面對面：入學與學長姐之間的交流會 
 

5.校園景觀解說活動 



第三階段： 
全面主動參與景觀系公共事務，促成景觀系社區總體營造的永續經營。 

 
1. 在第二階段的基礎上，持續發展其他議題，讓其他的同學提出他們的建議，

讓同學（居民）參與成為一種習慣，是社區共同願景成為發展的動力。 
 
 
2. 繼續宣傳景觀系營造的理念，尋求發展贊助，培養社區自行尋求資源的能力 

 

3. 建立各種景觀系營造的資源資料庫，納入資源中心，便於之後的參考。 



我們學到了？ 
 

有夢就去實現的魄力與信心！ 

團隊合作的能力 
 
團結社區的技巧 
 

 
與人溝通的竅門 
 
優秀個案的經驗 
………… 
 



組員：朱雯瑜SP0111030 
張瀟文SP0111031 
張心怡SP0111010 

張成哲 
颜靖丞 

青春無敵三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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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案例：2-3. 更多嘗試 

結 構 理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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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反思與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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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