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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知識多元化與智慧時代的來臨，傳統學校教學方向與做法必須要尋求新的改變、新的突破。

因此，強調「走入場域、從做中學」的服務學習技藝教育所扮演的比重將會越來越大。此外，教育部

也鼓勵學校結合地方文化，規劃在地化特色的課程平台，提供學生服務學習處所，讓學生體驗環境、

體驗生活，成為學習的主體，開展學習視野。 

本文由創新服務學習的概念出發，結合地方特色文化，並以「設計美學」的技藝教育教學為例，

課程先讓學生們在教室學習老師的設計美學理念，接著讓學生走入場域，結合在地耆老的協助，製作

出具有場域特質與該空間特色的產品，並舉辦競賽分享。服務學習教育的執行，學生不只對於課程內

容的反應非常熱烈，而且經由反思、回饋上的訓練，使得學生再創巔峰。綜合顯示，服務學習的創新

教學模式，極具創意性且更大大的提升了教學的成效。 

 

關鍵字：智慧時代、做中學、技藝教育、服務學習。 

 

 

一、緒論 

「美」是一種哲學的概念，是主觀的感受，亦可是主流的概念。「學」則是指知

識的累積，更精密、精確、精熟的學術研究等專業分科。“美的哲學定義：美是具體

事物的組成部分，是具體環境、現象、事情、行為、物體對人類的生存發展具有的特

殊性能、正面意義和正價值，是人們在密切接觸具體事物，受其刺激和影響產生了愉

悅和滿足的美好感覺後，從具體事物中分解和抽取出來的有別於醜的相對抽象事物或

元實體。”美學最初的定義是「感觀的感受」；認知感上的不同，研究到最後會是一場

哲學的思辯。美學即是哲學的分支（A∞C｜藝益誌，2015.03.24瀏覽）。 

服務學習是一種經驗教育的模式，透過有計劃安排的社區服務活動與結構化設計

的反思過程，以完成被服務者的目標需求，並促進服務者的學習與發展。反思



 
 
 
 
 
 
 
 
 
 
 
 
 
 
 
 
 
 
 
 
 
 
 
 
 
 
 
 
 
 
 
 
 
 
 
 
 
 
 
 
 

 

 

C3-2 

 

活化空間技藝新教育之研究與修辭 

 
(Reflection)與互惠(Reciprocity)是服務學習的兩個中心要素。」(Jacoby，1996)，學習

也可以在教室以外的地方發生，透過親身體驗學習獲得知識的歷程，對學生主動建構

知識是何等的重要！鑑於教育時勢潮流，學者專家（黃麗美與郭雄軍，2007；張明輝，

2006；郭雄軍，2006）紛紛倡導學校創新經營之重要性，主張結合學校本位課程，透

過學校創新管理與地方行銷，繼而建立學校特色。因此，打破學校圍牆之藩籬，推動

「社區有教室」的課程與教學，以學生實際深入探索社區和社區居民互動分享在地知

識與文化之方式，延續並創造社區在地之獨特品味和歷史文化。學生每天的生活和靈

感啟發之源即是社區的歷史文化，因此帶領學生親自走訪，將學習場域延伸至社區，

深刻體會「用雙腳走出的世界是真實的」（林瑞榮，2011）。 

臺南市鹽水區古稱「月津港」，有豐富的文化資產，古廟、特有建築及老街巷弄

等，還有享譽中外的「鹽水蜂炮」，雖曾經沒落過，但也因保留著純樸的民風及古蹟

建築等，經 2006 年起實施「月津港風華再現計畫」重建，目前已獲得良好成效，其

中「泉利打鐵舖」為鹽水地區歷史最悠久的商店，以及全台僅存最古老的打鐵舖，李

家打鐵老舖以百年商譽加上祖傳純手工煉製鐵器，建立了金字招牌，堅持只打造農刀

器具的李一男，對鐵具耐用的品質相當有自信，代代相傳的另一項傳統，就是每年端

午節正午，都必須從古井汲取「午時水」，注滿於百年歷史水槽中，作為打鐵使用水。

李一男指出，以午時水作為鑄造鐵器的用水，因相傳午時水是「至陽之水」，陽剛之

氣讓打造出來的鐵具，更加堅硬、鋒利而耐用，遵循古法鑄鋼，最具生命力（台南市

政府文化局，2015.03.23 瀏覽）。 

數位創意科技技術的應用，能跨時空、地域或專業素養的限制，將人類所創造、

累積的文化資產與各類知識，藉由資訊科技加以保存、整理、傳播與應用，使知識與

文化資源得以全球共享，加速文明進步（呂芳川，2014）。數位創意的加值在於文化

的傳承、保存、發揚，達到教育目的，透過整合行銷，推向國際化，融合為地球村文

化之旅的一部分（傅森梅，2012）。 

鹽水是個歷史悠久的古鎮，有許多百年建築與技藝，雖然經過百年歲月，依然保

留下了許多獨有的歷史古蹟及技藝，鹽水地區有很大的觀光效益，但有許多老建築、

技藝等如果沒有去發掘，這些珍貴的歷史就有可能會被埋沒，故本文倡導體驗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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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藝教育法讓學生們親自走入場域，體驗這些百年技藝之美，加上設計美學課程整合

場域需求幫助在地耆老，活化場域特色。 

 

 

二、體驗學習技藝新教育 

涉體驗學習一說源於西方英文 outward-bound，原意為一艘小船離開安全的港灣，

駛向波濤洶湧的大海，去迎接挑戰。七十年代，在美國，戶外訓練(outward-bound)引

發了教育界對於採用新教學的方式進行教育的興趣。 

體驗學習運動萌芽於十九世紀初，代表對傳統教師講授、學生被動學習之教育方

式的反動，至公元一九三八年，杜威之《經驗與教育》一書出版，其“由做中學”之經

驗學習理論，強調學習是經驗不斷的改造與重組之歷程，主張將各種經驗融入傳統之

教育型態中，並提出一套系統之經驗學習的方法，奠定了體驗學習之里程碑(高雄市政

府教育局網站，2015.03.24 瀏覽)。 

孩子是在體驗中長大的，不是在說教中長大的，聽過的能記住 30%，看過的能記

住 50%，做過的能記住 80%，體驗式學習，是一個“做中學”的過程。教育家陳鶴琴提

過，凡是孩子自己能做的，大人就不要替她去做，自然後果懲罰就是讓孩子去體驗，

自己在體驗中進步(好父母教出好孩子--家庭教育完全手冊 168-169)。 

Gass (1993)提到，體驗學習是具整合身心功能而具超越個人意義的活動教育。由

做中學，加上反思的整合活動方式，來達成經驗學習的效益。它通常被定義為「結合

做中學和反省思考」(learning by doing and reflection)，是一種積極主動而非被動的過

程，要求學習者具有自動自發性動機並對學習本身負責。 

美學和設計的關係在歷史的定位上，一直有著模糊的界定問題，若就功能上的意

義來判斷，他們並沒有直接的相關性，因為美學是以美感經驗的抒發為依據，而設計

的定位則是以便利人為的使用為出發點(盧秉德，2005)。 

針對設計而言，是一種技術的行使，也為滿足人們的需求為原則，其間包括了審

美的需要，設計的目標則在於建立一種適應人的系統，也體認文化演進的機制，是創

作審美文化的手段，而設計所用的思維是整體式綜合思維，設計也是物質生產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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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重要環節，在創造意義上更表現於產品的外在形態和直接影響著審美文化的展。 

美學是探討美的學說之一門學科，為研究各種事與物，所產生美的價值活動而對

於該事與物所做的一種學問。美之所以能夠存在，是因人之意識作用，並出自於感覺、

觀念、情緒的意識，甚至精神意念，或邏輯思維所建構，美學的發展是廣泛的、繁雜

的，因而沒有任何一種美學理論，可以涵蓋所有美的論述。簡單的說：人類感覺到事

物的美，乃是因為該事物存有一些美的條件，又這些條件正符合人類的審美觀，因此

人類就自然的認定是美的，而美的產生不能因為人的感性或事物之屬性而定，是要根

源於人類主觀和客觀的相同理念而稱之為美(張勝光，2002)。 

技藝教育課程教育目標為在加深學生生涯試探，培養學生自我探索、生涯探索、

觀察模仿、模擬概念及實作技巧等五種核心能力，幫助學生未來生涯之發展（師大技

藝教育資訊網，2015.03.24 瀏覽）。 

 

 

三、研究方法 

在新教育服務學習中，讓學生經過技藝教育課程來學習，學生在場域服務親身體

驗，更能在過程中學習，使學生的學習態度與學習成效都有明顯的增加。本研究用在

地特色結合新教育，以設計美學的課程方式實作，並以影片及設計課程等技術將在地

文化加值整合並行銷。將設計美學技藝教育新教育課程設計加以整合的方式描述如

下： 

1. 上課過程點點滴滴學生們沿途拍攝將過程一一記錄下來，最後學生將照片、影片彙

整以影音回憶錄方式呈現，使之過程更加活化。 

2. 尋找鹽水區具有特色之建築及技藝，鹽水區的觀光景點，經過「月津港風華再現計

畫」重建，已有不同的景點與特色，可提供觀光客參觀與遊覽，再以美學方式加以

設計活化展現。 

3. 利用技藝教育方式，讓學生們與在地耆老學習專業技藝，並學習其設計理念，製作

出屬於自己的產品。 

4. 以新教育方式，學生在活動中滿足耆老及社區的需求，並從建構的活動中促進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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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習與發展，進入場域學習。 

 

 

四、實證分析 

設計美學課程規劃透過互動式的專題講座、專題討論、案例分析與實地參訪觀

摩，學習產業的經營與行銷，課程著重理論與實際結合，讓同學認識與了解產業的概

念、產業性質與特色，以學「問」、對話、討論、思辨與「做中學」等方式，實際學

習、體驗行銷內容，成為經營家的養成學習過程。橋南老街位於鹽水區，因位於興隆

橋之南而得名，是鹽水鎮最早的一條街道，是清代鹽水通往南部鄉鎮的交通要道，昔

日商家林立、商賈大戶錯落，相當熱鬧。後期隨著鹽水港的沒落，橋南老街逐漸轉為

住宅區，但早期的商業街的特色建築仍留存至今，現為鹽水的觀光景點之一（台灣旅

遊互聯網-Otravel.tw 2015.03.23 瀏覽）。為落實技藝新教育課程，本文以「泉利號打鐵

舖」為例。 

 

(一) 走入場域心學習 

傳統教學概念都是學生在教室聽老師的講解，讀的都是編撰成熟的教材，內容就

算很生動，學生們也只能從幾張圖文裡看到。新教育的出現，使得在教室上課不在是

唯一的方法，讓學生們走出教室一樣可以學到很多，甚至比課本上的還要多很多，不

在只是死讀書，而是活生生的體驗學習，上課不但多了許多互動，也添加了許多課本

上學不到的過程回憶。 

技藝新教育課程老師首先是以教導學生尋找資料及報告製作為基礎，讓學生們先

行對鹽水地區的瞭解，再由老師講解設計美學的概論，接著學生們先行初步設計，以

新景或技藝來規劃設計，架構出以展現行銷在地相關產業、景點、文化的產品。如圖

一各組將想法告訴老師，老師提供意見讓學生們自行創作。老師再帶領大家進入場

域，讓學生與場域耆老學習，瞭解場域，學生可以經由耆老對談學習到網路查不到的

知識訊息，激發學生好奇心，使其用心學習，課程中的點點滴滴，學生也將其拍攝錄

下，最後製作成影片回憶。讓年輕學生走入場域親自體驗的方式來進行互動學習，藉

此培育文化創意人才、落實技職實務創作，振奮求知慾望、展現無限潛能以「坐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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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中學」方式。如圖二為學生到場域「泉利號打鐵舖」與老師父李一男學習場域知

識共同討論，深入瞭解場域的需求，讓學生們用心去體會經營百年傳承的老技藝，進

一步獲得橋南老街打鐵舖相關資料介紹及相關即時資訊等。 

 
圖一 為各組與老師討論其想法，共同創造 

 

 
圖二 學生走入場域與打鐵店鋪討論設計之理念 

 

(二) 場域需求再創作 

百年技藝及老舖風華，都是代代相傳下來，但是新一代的年輕人，對這些技藝的

傳承並無太大的意願，經過本課程來讓學生們親身體驗，使得學生對這些百年技藝產

生極大的興趣，藉由新一代的年親人的想法，設計出獨有獨特的產品。 

有關服務地區的人文采風資料蒐集與在地其它相關產業的整合，主要透過學生分

組並藉由地方耆老及相關人員與學生對談，並由老師從旁帶領學生進行實務創作。為

提升學生服務與學習心態，課程是以自由理念設計，學生與店家討論創作獨創產品。

學生們經過與店家耆老溝通討論理念，耆老讓學生進入百年老店場地丈量，學生們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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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所學到的設計理念，在場域裡落實應用。如圖三學生們雖然辛苦的在狹小空間裡

測量，雖然店鋪內東西非常的多，而且打鐵店鋪場域裡內有許多危險物品，裡面也非

常悶熱，但是學生們卻樂在其中。丈量完之後學生們將這些設計圖帶回學校從事設計

工作，製作的過程有許多問題，學生們不斷的透過來回請教耆老與老師，透過「學中

做」、「做中學」理念，來回與店家之間的溝通，加以設計改良，製作出與店家理念相

符的小組創作成品，並以場域景點架構出以行銷在地相關產業、景點、文化的產品。

如圖四集合了整組學生的巧思，學生們將自己的理想及創意整合落實，學生們更在學

校實習工廠內共同創作獨特產品，工廠裡的裁切工具不分男女，大家共同合作，歡樂

無窮學習效益高。 

 
圖三 學生們在百年老店裡細心地測量場地 

 

 
圖四 學生將場域需求帶回學校創作 

 

 

(三) 創意產品展雄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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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美學」課程的設計是以小組為基礎，小組內同學彼此協調合作創作小組的

成品，不同小組間是分開作業的，並不知道其他組別的成果，在還沒看到別組的成果

之前總是認為自己小組的成品是最好的，故舉辦了本活動，讓學生們從競賽中學習，

展示分享自己的創作理念與成果及進一步相互觀摩學習。 

本課程在橋南老街咖啡廳舉辦競賽，邀請了社區耆老（百年打鐵店鋪老店長、傳

統雜貨舖大和行店長、歷史影院永成戲院負責人）、議員、本校校長等各領域的專家

學者等出席指導，學生們將辛苦完成的作品帶到現展覽說明，活動開始時各小組先上

台報告製作理念，訴說著從無到有的過程，再由專家、耆老們聆聽完學生的設計理念

後，為各組評分並寫下優缺點，讓學生進行反思改良，比賽結果雖然有輸有贏，但是

學生們經過「競中學」在比賽過程中來學習。如圖五，各組學生們將一學期的成果展

現於鹽水橋南老街咖啡廳競賽，並由社區耆老回饋講評。 

圖五 學生們在橋南咖啡廳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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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耆老、老師、學生三者間互相討論，反思後再創作 

 

為求落實回饋反思再造巔峰的教學理念，再邀請場域耆老來學校指導與學生們討

論，學生們經過比賽後，由比賽意見經過反思改良，將耆老的意見一一精進，讓產品

展雄風，透過反思，將服務與學習結合的課程或方案設計，服務與被服務雙方是互惠

的，彼此從對方相互學習。如圖六耆老與師生們共同討論，耆老將自身經驗與想法告

訴師生，再經由老師與同學之間討論改良，使作品更佳完美展現。 

 

 

五、結論與展望 

根知識多元化與網路智慧時代的來臨，傳統學校教學方向與做法必須要尋求新的

改變、新的突破。因此，強調「新教育」的服務學習教育所扮演的重要性越來越大。

此外，教育部也積極鼓勵學校結合地方文化，規劃在地化特色的課程平台，提供服務

學習處所，讓學生體驗環境、體驗生活，成為學習的主體，發展新的學習視野。 

台南鹽水區，月津風華再現計畫實施後，月港相貌與以往大不相同，雖然月津港

重建，但許多百年歷史的老建築及技藝依然保有原來模樣，因此，鹽水區的百年老街

及技藝，依然值得我們一一去發掘。鹽水區的「泉利號打鐵舖」，使用服務學習新教

育配合在地月津港區百年建築及技藝，應用多媒體技術、設計活化，使場域再活化，

透過與耆老間的對話，學生們對學習有很大的興趣，以親自體驗的方式來進行互動學

習，藉此培育文化創意人才、落實技職實務創作，振奮求知慾望、展現無限潛能。 

本文由新教育服務學習的概念出發，結合在地古蹟與技藝，並以「設計美學」的

服務學習教學為例，利用設計在地文創產品，激發學生的創意與學習心，課程先讓學

生們在教室學習業界專業老師的設計美學理念，接著讓學生走入場域學習，結合在地

專家、耆老幫助，設計具有該空間特色產品，並在橋南老街舉辦競賽，使學生不只對

於課程的內容的反應非常熱烈，而且反思、回饋上也極具創意，更大大的提升了教學

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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