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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部分學生專注於打工、系科所屬的專業實習，而無法真正去思考「我與社會的關係」。因此，

本文的教育目標為『創意價值』，是以『人本思考』為核心，確實落實訓練學生將「創意」轉為「創新」，

將「創新」轉成「創業」。所以，本文以訓練下列四項能力（基本能力、專業能力、自主動力、品格內

力）為主要目標，主動認知社會文化的變遷對環境及自己的影響，使學生具備積極正向之人生觀。 

成立「智慧服務蜂炮鎮 再現宜居新月津」創新教學團隊，發揮知識擴散成果，並結合社區耆老與

發展協會成員，共同落實體驗學習教學績效，讓學子走入社區，尋找創意發想，再造社區風華。教學

過程中成立設計美學社群、微電影創作社群、月津文化創意加值造風華跨領域社群等，成員來自不同

系之師生及橋南社區耆老與居民，讓學校、社區結合在一起，學生走入社區，創作與實踐教學成果，

共同探討場域的發展。教學過程中，建置 FB 社群教學平台，推動計畫領域之評鑑/認證/體檢機制/分享

等之成果，並與業界師資共同規劃，落實課程之教學成果。期末帶領學生走入社區，邀請專家學者與

社區耆老，共同辦理成果發表會，學生表現與成效深受肯定。 

 

關鍵字：智慧生活、創意教學 

 

 

一、前言 

執行教育部資訊與科技教育司- 103 年度未來想像與創意人才培育中程計

畫，其教育目標為『創意價值』，是以『人本思考』為核心，確實落實訓練學生將

「創意」轉為「創新」，將「創新」轉成「創業」。為了使在地文化特色－「鹽水蜂

炮」可長可久，更加發揚光大；計畫內推動的目標為： 

應用資訊科技，進行「月津古文化」及「鹽水蜂炮」數位典藏；積極訓練參與課

程學員或學生，以服務學習態度，訪問耆老，蒐集古地圖、照片、文字資料或其他

古蹟等，以掃描、製作電子書、或其他多媒體技術製作等，有系統的永久保存月津

及鹽水蜂炮資料，更以創意設計的方法展現，使學員深刻的認識在地文化特色，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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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其數位轉化成科技產品，吸引更多的認同[1][2]。 

規劃「鹽水蜂炮」互動式友善旅遊資訊整合平台，以吸引觀光客；鹽水地區除每

年元宵節蜂炮節慶期間，吸引全台觀光客，亦希望在平日期間能吸引觀光客再度蒞

臨；計畫內，將訓練學生學習相關資通訊科技，如：電子地圖 Google Maps、應用程

式 API 製作等，並與在地商家合作，協助製作網頁、及在地服務等，使到鹽水旅遊

的觀光客，可依照 GPS 精確定位，得到親切、舒適的旅遊觀光服務，期待開發出另

一個類似九份聚落式的觀光景點，得到國內外觀光族群的青睞[3][4][5]。 

利用數位互動感知科技，展現鹽水蜂炮的熠熠生輝光華；研發「數位互動感知科

技」，利用蜂炮衣及聲光特效等，模擬「鹽水蜂炮」炸射情境，計畫將訓練更多學員，

進一步開發相關技術，使觀光客在體驗屋內，能體驗到煙霧瀰漫的刺激感受，不僅

僅在元宵節蜂炮節慶，亦可於平日旅遊中享受的到，並配合觀光旅遊的場站安排，

產生創意加值。我們藉由課堂講述分組行動學習將成果帶入場域展演由在地

鄉親進行問題提問我們將問題進行反思活動然後我們將再入場域，以求回饋等

活動，帶領學生進入場域，讓學生由”被需要照顧的”轉變成”照顧需要被照顧

的”[6][7]。 

 

 

二、實施方法 

在於以文化創作服務與學習建構「宜居新月津」平台，以利課程的盤點及展現。

場域活化，經由團隊師生的踩踏、蒐集、製作電子書等等之努力，帶動讓月津場域

的朝氣再次泉湧。精進創意加值服務與學習，俾能達成更為擬真效果，以利行銷場

域的效能。社區再造，結合課程經由團隊師生的踩踏，走入橋南老街，針對傳統特

色建築（泉利打鐵舖、大和行柑仔店、永成戲院），結合設計美學課程，進行創意加

值空間改造，附以新生命造風華。 

結合大手攜小手共創社區風華，課程結合鄰近高中職學生，共同以服務學習態

度走入社區，共同辦理 2014「蕃天喜地．米飄香」創意廚藝賽、2014「探古尋幽鹽水

行」比賽、2014「漫步鹽水-人文景物」攝影比賽。展演於場域橋南老街，邀請專家與

當地耆老出席指導，辦理期中、期末成果發表會，將成果展示於場域，回饋場域，



 
 
 
 
 
 
 
 
 
 
 
 
 
 
 
 
 
 
 
 
 
 
 
 
 
 
 
 
 
 
 
 
 
 
 
 
 
 
 
 
 

 

 

C4-3 

 

南榮學報 第十八期  民國 104 年 7 月 

Journal of Nan Jeon,  Vol.  18, 2015 

將場域之迴響重新反思及再次回饋，以落實服務學習反思精神。 

 

 

三、創意教學與與人才培育  

計畫整合校內不同學術單位，亦邀請業界師資協助規劃與教學指導，課程規畫了

七門課程。計畫中亦有教師成長營、工作坊、學生創作發表等活動，及有專家耆老講

座及成果展，並且舉辦競賽營隊。在創新實驗規畫部分：由學生工作團隊改善橋南老

街現有老舊或破損空間，進一步結合在地元素辦理成果展示、再造生活休憩的功能需

求，建置在地居民生活化的[生活展場]。亦透過設計方法結合本校各項專業支援，將

數位服務、文化展示、休憩設施規劃、活動規劃行銷等納入，由本團隊建置硬體與活

動企劃，逐步提升居民向心力後再轉移給社區自治管理。整個計畫執行成果如下： 

（一）落實服務學習教育-坐中學 

本計畫經營的場域為鹽水古月津地區。課程經營的過程中，我們先邀請地方耆老

（橋南老街的負責人鄭惠澤理事長；月津文史工作室林明堃理事長）進行行前的講

解，讓我們能夠對場域有所基本認識，月津地區的過往充滿著浪漫與無奈，曾經風華

一世，文人騷客、鉅賈商賈時常流連忘返，極盡風光。港口的淤淺、時代的變遷，在

在的讓這古都銷聲匿跡。我們似乎應該將場域恢復、茁壯。如圖 1 為邀請橋南老街的

負責人，理事長，親自來介紹橋南老街的由來以及風風雨雨，讓我們的心靈與橋南結

合在一起，不再有”過客”的感覺。(座中學) 

圖 1. 橋南老街發展協會理事長介紹橋南老街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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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落實服務學習教育-走中學（文化巡禮） 

台南市鹽水區古稱「月津港」，早期兼具河港與海港雙重角色，舟楫往返絡繹不

絕，是台南市建置最古老的城鎮，亦是古諸羅縣治及台南府間交通要津。開發至今已

逾三百餘年，有豐富的人文資產，歷史悠久的古廟，懷舊的老街巷弄，是人文薈萃的

古鎮。後因為失去交通及商業契機，逐漸褪去光彩，熱鬧的月津港逐漸沒落，昔日風

光不再，但「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失去商業蓬勃發展及大量的土地開發，純樸的

民風及古老建築等依舊保存。走入橋南老街與社區耆老對話，「古鎮軼事話橋南風

華」、「南瀛一街尋舊夢」，進一步橋南老街參觀體驗及拜訪老街柑仔店（大和行）等。

安排月津古文化體驗教學活動，由任課教師結合社區耆老等帶著進行場域的巡禮，相

關活動花絮如圖 2 打火機達人，自年輕時就開始蒐集各式各樣的打火機，琳瑯滿目，

美不勝收，實在是增長見聞。 

圖 2. 橋南老街大和行柑仔店打火機達人 

 

（三）落實服務學習教育-學中做 (活化場域) 

每天生活在社區裡的我們，似乎理所當然地應該對自己的家園最為熟悉，不過，

如果仔細想想，我們知不知道平常是哪個角落最能吸引居民的駐足？能不能說出社區

所在地區的發展故事？相信經過這麼一問，很多人才會猛然發現，原來我們對自己每

天生活的所在是如此的陌生，也因為不熟悉所以更難以談上有什麼認同感的產生。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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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應該如何進一步認識自己的社區呢？或許嘗試製作一份記錄著獨一無二的生活

記憶、特殊風貌、歷史背景的「社區地圖」會是不錯的方法。 

結合課程於場域，在橋南老街實施「話社區‧畫社區」活動，由任課教師等帶著

進行場域的活化社區活動，這門課，吸引了不少阿公、阿嬤進來貢獻自己的長處。而

本圖已非一般的地圖了，其中包含著月津古鎮新八景的所在地等。相關活動照片與活

動花絮如圖 3，當地的阿嬤也來學習了，我們不知道如何稱呼她的姓名，但是，我們

知道一件事，那就是當地的居民會與我們分享他們”原本就有”的氛圍，只是遺失罷

了。路畫歪了，連阿公都進來指指點點了。當地人就是當地人，一看就知道哪邊的路

太寬了、轉彎的坡度、路的長短，完全掌握得很好。 

圖 3. 話社區‧畫社區 

 

（四）落實服務學習教育-做中學（空間改造） 

永成戲院是地方歷史建物，在卅四年十一月成立，前身並非戲院，而是一家碾米

廠。永成戲院是鹽水在二次大戰後成立的三家戲院之一，屬於暨放電影又演戲的混合

戲院。其創設時隸屬臺南縣鹽水鎮（今臺南市鹽水區），由於三家戲院均位在康樂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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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故康樂路又有「戲院路」的別稱。該戲院是三間戲院中最早營業，亦是最後結束

營業者，最後約在 2000 年結束營業。 

學生以永成戲院作為課程操作標的，以影片概念的展示櫃設計，將永成戲院的概

念放入設計發想中，並以實際操作的方式，以木材質製作展示櫃。相關製作過程包含

場地走訪、分組討論、設計發想與作品實作過程如圖 4，設計發想－本櫃體設計概念

融合了戲院的元素，櫃體外觀以大家常見的舊事播放機，而商品呈現展示空間。功能

以商品展示為主，商品概念則有：立體明信片、祈福米、復古郵票、膠捲鑰匙圈…等。 

圖 4. 設計發想－本櫃體設計概念融合了戲院的元素 

 

（五）落實服務學習教育-競中學（期中、期末成果發表會） 

「體驗學習」就是「從做中學」，透過「直接體驗」會產生學習或行為上的改變，

也就是說，直接而具體的真實體驗才是真正學習的過程。利用多媒體技術進行加值、

整合，設計一系列文化創意教學體驗活動「古月津文化巡禮」，包含了地方特色傳統

產業「合合信餅舖」、特色蜂炮文化「鹽水武廟」、台灣傳統建築「八角樓」與歷史建

築賞析「永成戲院」及月津古鎮「橋南老街」體驗，讓年輕學生與社區耆老透過代間

學習與親自體驗的方式來進行互動學習，更讓社區耆老接受與喜歡行動通訊等設備。

代間互動學習乃社區耆老對鹽水地區特色建築、古蹟或民間故事等，進行口述歷史、

老照片、文物蒐集等，再經由年輕學生與社區耆老同製作素材為基礎，分類、整理與

規劃，以 Flash 或 Photoshop 等多媒體技術，提升數位素材品質，並製作導覽整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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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與特色網頁及相關的手機 APP 開發，共同行銷鹽水宜居古鎮特點，以吸引觀光客旅

遊。 

智慧服務蜂炮鎮 再現宜居新月津成果發表會的教育目標為『創意價值』，是以『人

本思考』為核心，確實落實訓練學生將「創意」轉為「創新」，將「創新」轉成「創

業」。智慧服務蜂炮鎮再現宜居新月津成果發表會內容包括：永成戲院文創展示櫃設

計、「泉利號」百年老打鐵舖再造鐵的記憶、老街有情味－大和行文創展示櫃設計、

以及在地文化的微電影創作展。圖 5 是「設計美學再造鐵的記憶」的成果合影，圖 6

則是「在地文化的微電影創作展」會後與在地耆老的留影。 

圖 5. 「設計美學再造鐵的記憶」的成果合影 

圖 6. 社區微電影創作與耆老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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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與建議 

鹽水是明末清初閩粵一帶移民渡海來台開墾的聚落。橋南老街是鄰舊月津副港所

形成的市街，因位於興隆橋之南而稱之。在清一代，這條老街風光一時，不僅往返台

灣與福建商船在此靠岸，同時也是台灣南來北往車輛唯一的通道，因為没有被開發，

也没有被破壞，因而歷經悠久歲月，仍保存原有風貌。人是生活的主體，文化是人的

生活史，基於保留豐富的月津港歷史人文內涵，利用在地特色再造宜居新月津的願

望，以生活的展場規劃，來整合月津人文巷弄地理特色及本計畫的實施成果，以巷弄

為生活圈，打破住家藩籬，再現新的生活風貌，讓現有住民樂於在此生活，也讓外地

遊子返鄉生活，創造繁榮的新月津。 

計畫應用資訊與多媒體科技，進行「月津古文化」數位典藏；積極訓練參與課程

學員或學生，以服務學習態度，訪問耆老，蒐集古地圖、照片、文字資料或其他古蹟

等，以掃描、製作電子書或其他多媒體技術製作等，有系統的永久保存月津資料，更

以創意設計的方法展現，使學員深刻的認識在地文化特色，並將其數位轉化成科技產

品，吸引更多的認同。也加強計畫的實用性與可用性，積極邀請台南市相關業管單位

與場域社區耆老共同落實場域需求，結合課程帶領學生走入場域，體驗學習、服務教

學與創意空間改造等獲得相關人士的肯定，進而行銷鹽水特色文化，再造月津風華。

結合課程與成果驗收，經由學生與社區間的代間學習，邀請地方耆老與地方社區熱心

人士，共同辦理社區學員的成長歲月與生命故事的「在地文化數位創作造風華」之成

果發表會，成效良好。 

期待計畫理念與宗旨的貫徹執行，可以讓學生不僅可以提升文化創意商數，同時

培養出擁有關懷在地、融入在地、行銷在地的業界所需求的人力資源。以資通訊技術

及創意文創人才培育，更希望藉由文創人才培育、創意網站建置、行銷達人培育計畫

等的實施，學生不僅能學到專業的創意設計技能，以及適應不同文化衝擊的正向力，

進而達成學校、在地人士與企業界三贏的局面，使學生能學以致用，亦能與企業界無

縫接軌，進而能夠就業順遂、創業成功，同時也能再創台灣的經濟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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