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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蹲在本壘板後的優秀捕手，總是穩健面向全場所有人，沉靜掌控比賽節奏，導引

投手，指揮野手，適時提振士氣，讓團隊伙伴安心，令身後教練團放心。通常，他也

把功勞歸給隊友，將責任留給自己。 

大學的地方連結與社會實踐工作中，面對動態的地方社會和複雜的在地議題，很

難隻身上場應戰，往往需要不同學科專業組成團隊，和地方伙伴協力出擊或防守。團

隊組成後，如何經營與維繫，更考驗領導者的智慧與遠見。訪問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

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主持人江大樹副校長時，就讓人觀察到帶領大學團隊的領導

者，有如棒球隊裡的捕手，熟悉學校和場域生態，上下場指揮若定，穩定前線軍心與

後方調度，為大學和地方伙伴關係配出一場又一場的好球。 

 

一、從「預約水沙連的春天」起步 

 

「所謂的『水沙連的春天』，是埔里在地原本就有好山、好水、好生活，未來應該更

具備持續性的創新發展。在這樣子的創新發展過程中，暨大可以參與什麼？可以貢獻

什麼？」 

水沙連，是清代以來臺灣中部以日月潭為中心周遭地域的泛稱，也是暨大從埔里

起步，連結周遭鄉鎮，共創好生活的區域治理範疇，以及和所有參與者聯手打造的地

方品牌。2013年，暨大以「預約水沙連的春天：宜居城鎮的轉型與治理」為主軸，獲得

科技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經費補助，開始走上校內外的整合與協作之路。 

回顧2012年底提案申請的情形，大樹老師指出為了創新與實踐，最初著手的是學

校內部整合，先積極盤點哪些老師有意願參與，對什麼議題有興趣，接下來也對埔里

居民進行意見調查，了解地方的迫切需求，進而媒合雙方，從環境、產業、社會福利

三個面向共商行動方案。另方面，在尋找駐點社區時，也特別關注實踐場域是否可以

提供給暨大師生學習和參與改變的機會。 

在起步階段，除了籌組團隊，2013年5月成立的「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

中心」（以下簡稱人社中心）則扮演統籌聯繫校內外公共議題的窗口，並透過如同公



民論壇的「埔里研究會」，提供大學、公私部門與在地居民交流地方事務的對話平台。 

 

二、實踐團隊有賴社群營造 

 

「我都是用社區營造或是社群營造的觀點來思考這樣的一個計畫，怎麼推動才能

夠比較順暢、比較具可持續性。」 

從校園走到社區，由學術走向實務，大樹老師觀察到大學師生一開始都懷著忐忑

不安的心情去摸索，尤其老師還肩負課程設計與場域溝通的責任，對於過往不熟悉的

實踐工作經常缺乏自信，也認為自己的專業在運用上有侷限性。這是由於臺灣學術界

過去在學術分工的影響下，研究領域或課程教學會被限制在特定的專業範疇中，而細

緻化後的專業學門卻很難獨力因應繁複多元的地方社會議題。 

現實的需求凸顯出大學社會實踐工作格外需要不同專業的老師加入，以團隊之力

跨域集思，合體承擔社會責任，共同找尋在地議題解方。因此凝聚有共同關懷之社群

，營造大家一起來的氛圍，還要不斷搧風點火，提供資源與支持型環境，這些連結和

協調創新的工作便成為實踐型計畫的重中之重。 

早在2012年，暨大為推動教學卓越計畫時就已制定「教師專業社群設置及補助要

點」，透過徵件與經費補助方式，鼓勵老師能與同儕組成自發性教學社群，交流教學

與研究經驗。而人社實踐計畫因設置實踐場域，更需要以場域為核心，結合不同專業

的教師組織議題性社群。 

 

三、兼踩油門與煞車的領航員 

 

「我最常鼓勵我們團隊的老師，不要給自己過多的壓力跟過高的目標設定，只要

願意參加這樣的創新課程、創新活動，基本上對場域與未來都是有幫助的。」 

身為計畫主持人，大樹老師說他主要的任務是降低團隊成員的焦慮感和挫折感。

為了協助參與老師能儘快熟悉場域環境、掌握議題發展，人社中心的博後與專任助理

長期在社區中駐紮，和居民、公民團體、公部門互動，適時穿針引線，與老師們共同

開發行動方案，引介課程及學生入場。大樹老師則透過人社中心的定期會議及場域走

訪，清楚掌握執行動態，並以豐富的地方協作經驗，協助老師們判斷自身及團隊的能

量是否能回應場域的期待，再設定哪些議題該優先解決，規劃行動步驟，藉此減緩成

員們的不確定感。 

尤其實踐型計畫的重點在於理念擴散與行動深化，現實社會不像在實驗室內可以

設定明確的條件，在執行過程裡難免會不如預期順利。作為團隊的領航員，大樹老師

並非一路帶領眾人向目標狂飆，反而不時為大伙兒踩煞車降速。他經常提醒成員們投



入專業未必就能解決問題、帶來改變，期待越高可能失望越大；更重要的是，和社區

民眾站在一起，共同面對問題，以務實態度通過摸索過程的顛簸。 

 

四、信任感，讓社群更有力 

 

「我們做了很多校內老師的分享活動，還有校外場域的共同參訪，透過這些活動

去凝聚老師之間彼此的信任感。」 

大樹老師認為經營教師社群最重要的關鍵是「凝聚力」。為了讓個人相互連結成社

群，朝相同的目標邁進，計畫首要的工作是將參與者共同的理念與想像初步勾勒出來

，在地方創新議題的基礎上相互對話，了解彼此的需求和動機。當社群集體願景被描

繪出來之後，個人才會湧出動力持續去參與。 

共同目標浮現後，更需要強化社群內部的信任感，暨大團隊常透過非正式的鼓勵

、餐敘、工作坊交流、校外參訪等方式，營造成員互相分享、共學的氛圍。藉由活動設

計，讓不同專業的成員對話，在對話過程中，每位老師會知道彼此的專業優勢和他人

獨特的思考模式，也能了解原來自己只要負責的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不用把所有解決

地方問題的壓力都背負在自己的身上。並在共學共作的共同體驗歷程中，維繫社群成

員間的信賴關係，累積團隊的信任感。 

 

五、「交錯性行動方案設計」獨門心法擴散社群力 

 

「不要完全把所有的希望、所有的精力都鎖定在單一的場域上；每個場域就像一個

社會或一個家庭，總是會有突發的狀況，或者人際衝突需要溝通協調。如果有比較寬

廣的想像與多元的場域，以及比較具有彈性設計的學習型態，我們的教師社群、師生

參與，也比較不會有那麼大的計畫執行壓力。」 

當校內教師社群穩定發展後，經由場域議題研討和活動參與，讓暨大的老師能與

業師、社區居民、地方組織幹部一起互動學習，形成更大的場域社群。老師需要學習轉

換學術語言和社區溝通，轉化專業知識貼近日常需求；而來自場域的在地智慧、創意

與活力，也會反饋到老師的教學和研究。 

由於社群的互動會因不同專業、不同場域、不同議題，擦撞出新的火花，拓展出

多重想像。加上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工作面對的是變動的社會、多面向的場域議題，

需要多元視角與各種專業共同協力。因此在社群的經營或是駐點人員的任務分工上，

大樹老師採取的是「交錯性行動方案設計」。 

 

所謂交錯性行動方案設計是指單一老師、單一駐點人員不能只做單一的事情，或

者只熟悉單一場域的議題，而必須交叉參與。大樹老師鼓勵團隊的老師因應場域議題



設定階段性協力目標，譬如共同開課、一起設計方案、跨社群分享場域經驗；駐點人

員也會視場域發展需要，邀請不同教師社群入場協作。藉由跨領域、跨社群、跨議題的

交錯性協作與經驗分享，不論是個人或者社群的視野就不會只侷限在自己的想像上，

也能分散執行計畫所承受的時間、經費與成果等壓力。而隨時能變化的彈性團隊組合

也能立即對接地方與時俱進的新需求。 

交錯性協作的方式也延伸到場域的經營。執行人社實踐計畫七年多來，暨大的場

域設定，從桃米社區、籃城社區、眉溪部落三個據點的實作，擴展到社區之間的議題

性共學，譬如桃米社區的生態人才培育經驗，就透過校內的大學社會責任計畫團隊擴

散到蜈蚣社區。在這樣的進程中，不僅暨大師生學習與實作的場域能從原先的據點拓

展到其他社區，原本場域的社區也能與其他關心類似議題的後進社區或部落交錯合作

，共同學習成長。 

 

六、從議題性的共學到地方創生人才的培育 

 

「我們的理想是將水沙連區域和暨大經營成一個共學的大學城，裡頭有很多豐富

的議題，具有共同理念的學校老師與地方民眾，大家對於整個區域的發展，都能夠有

充分對話、交流的平台。」 

在鄉鎮合作的層級上，暨大團隊則從大埔里地區的空污減量運動、埔里生活生態

博物館等行動議題的深化，進一步在空間上橫跨到國姓鄉、仁愛鄉和魚池鄉等地，鎖

定水沙連地區「生態環境保育、社區互助照顧、地方產業振興、地方文化與藝術、鄉村教

育學習、地域振興與地方創生人才培育」六項重要議題，與地方社群和鄉鎮公所一起推

動地方創生事業。 

大樹老師強調，暨大參與地方創生特別著重從「人才」共同培育角度切入。一來重

視培養學生的興趣和技能，在實踐過程中帶領學生與在地共作，並與校內創新育成中

心協力，輔導及媒合學生創業和就業，讓學生畢業後願意留在地方工作；二來調查在

地從業者的需求，結合校內外師資，開設如民宿經營、咖啡產製行銷等專業課程，提

升地方產業競爭力；三來盤點青年返／留鄉所需資源，與公部門協力改善產業與生活

環境，讓人才能移／宜居。 

 

對於讓許多人退避三舍的公部門，專長為公共行政的大樹老師語重心長地說，在

許多地方議題中，公部門仍扮演主導性的角色，他鼓勵大家千萬不要放棄與公部門合

作的機會。而暨大團隊與公部門的合作主要採取「陪伴」與「培力」策略，將公部門視為

社群伙伴的一種類型。以鄉鎮公所來說，大樹老師會請同事先去蒐集各個公所最近關

注議題與施政資料，再透過拜會首長，了解彼此需求與執行經驗，建立初步的窗口聯



繫。之後再邀集相關公部門、NPO、產學代表一起對話，形成合作組織，於暨大發起的

平台裡商討地方願景及進行事業提案。在交錯式分享與合作中，逐步累積信任，也讓

施政更契合地方所需。 

話鋒一轉，大樹老師指出，既然與公部門是合作伙伴，關係就要對等。大多時候

，他會站在第一線陪伴公所初步診斷問題，也為學校把關，判斷哪些議題能承接，哪

些合作須先婉拒，暫時擱置。對內會幫忙評估有哪些老師的專業能對應公部門需求，

再從原本的教師社群中彈性籌組團隊，並注意不能讓老師們負擔過重。 

 

七、健全制度為社群創新持續增溫 

 

「老師們持續參與的動力，還是需要有客觀資源跟學校相關制度的搭配。我認為計

畫主持人或是校方，應該針對每位老師想投入的行動給予明確的經費或是校內制度上

的支持。不僅讓老師能安心參與，也因此肯定學校對於社會實踐工作是抱持著永續推

動的態度。」 

不讓團隊成員過勞、降低參與者的挫折感、增進群體的凝聚力，要推動實踐社群

能持續創新，還需要制度上的支持與保障。不論是創新課程界定、課程成果的共享方

式，或是方案經費、工作空間的爭取，還有獎勵、升等制度調整等配套措施，都有賴

學校領導階層與院系成員的支持。大樹老師說他很幸運，這幾年來同時兼任教務長的

職務，亦擔任校教評會召集人，對於老師在創新研究與教學的獎勵或多元升等制度上

，能夠積極協調各方意見，有效爭取制度革新，讓認真參與的老師能真正受惠。  

目前暨大已有三位教師因為投入社會實踐與地方參與工作，運用校內多元升等機

制順利通過升等。當學校制度開始變革，校內營造出支持氛圍與鼓勵環境，老師們就

能較為安心投入社會實踐工作，而不會在短期的參與過程中消磨掉原初的熱情。這樣

由內部自發的風氣也才能捲動更多老師投入參與，鎔鑄成學校的發展特色。 

 

八、共同學習成長的「交朋友」初衷 

 

「如果老師們有更多的想像、更多的行動方案設計需要資源，我會透過學校的相關

計畫與經費去協助他完成想要實踐的方案。我想這是很多老師看到我不會害怕走掉，

而是願意與我分享他們想做的事情的主要原因。」 

走過七年多一起並肩協作的日子，人社中心已成為暨大社會參與相關資源與資訊

的整合與分享平台，校內更成立「地方創生與跨域治理聯合辦公室」，匯集全校參與社

會實踐工作團隊毗鄰辦公，藉由定期的聚會分享與偶遇交談，讓不同團隊伙伴們能夠

有對話與合作的機會。 



大樹老師指出，人社實踐計畫目前在暨大已經不是單純的科技部研究計畫而已，

它需要整合學校的教學、研究、產學合作，以及校外相關資源，去對接到每一個計畫

團隊的各項需求，也和相關社群交流經驗、共享資源，建立支持性制度，才能將創新

與實踐的能量加成，發揮到極致。 

 

「水沙連學研討會」就是過去這段期間，暨大各個投入地方連結與社會實踐團隊的

階段性行動與反思集結，發表人除了暨大教師、博後，還有過去較少在學術場合發表

的計畫駐點專任助理與社區伙伴，都有機會站上講臺分享他們的經驗與觀察。眼尖的

大樹老師，也發現了場內出現幾位實踐團隊之外的校內老師，他們來參加研討會是想

知道其他同儕在相關領域做了哪些事情，和他們的專業未來有沒有連結的可能性。 

這樣的「發現」正呼應大樹老師以結交朋友，共同學習成長的心情，投入社會實踐

的初衷。這些年來，看到許多老師從侷促不安，到肯定自己參與社會實踐的神采飛揚

，而更願意主動結合地方議題，持續在課程與研究上創新，並且於社群中坦誠分享、

彼此激勵的成長與轉變過程，在在讓這位固守本壘後方，協助伙伴不斷得分的捕手銘

心難忘。 

從已知探尋未知，創新實踐的驚奇賽事仍持續進行中。「水沙連大學城」的社群力

，將會為整體區域帶來什麼樣生意盎然的春光榮景，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原文刊載於《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電子報》第85、8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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