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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行動研究的幾項認知

1. 行動研究是整個計畫的核心工作方法

論。

2. 用行動擾動社區，用研究反思與引導

行動。

3. 計畫辦公室作為作為一統籌機制，連

結不同場域的行動研究，連接計畫目

標、校方營運、團隊成員與社區。

4. 計畫辦公室應充分授權，但也透過例

行會議與召集人來確保任務之完成。

5. 計畫辦公室主動銜接各方stakeholders，

以調整校正各子計畫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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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校辦公室

計畫校辦公室

計畫總辦及目標

校方
USR目標

團隊成員

社區夥伴

學術
團隊

社區
成員

行動 研究擾動 反思



舊港區：公民參與FreeStyle 2.0 

在地藝文復興‧多元社群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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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方法

• 跨科際研究設計

• 與 成為夥伴單位

預期效益

• 樹立研究型社會實踐典範，進

行國際期刊投稿

• 提供社區AAA(Affordable, 

Accessible, Approachable)

適地技術轉移機制，建構校方、

社區、與公部門三贏操作模式

人口外移/老化 公共空間小/少

產業轉移 區域發展

社區意識低落

發展停滯



跨科際研究設計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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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港區：公民參與FreeStyle 2.0 

參與式行動研究(PAR)+混合研究(MMR)
(Bohnemeyer 2015; Creswell 2014; Dilley 2002; Pohl et 2017)



參與式行動研究規劃：多年期的社區參與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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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港區：公民參與FreeStyle 2.0 



參與式行動研究實踐：與地方協會共學共作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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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港區：公民參與FreeStyle 2.0 



反思：促進公民參與=促進團體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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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港區：公民參與FreeStyle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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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鎮草衙區

到創業精神的落腳城市

勞動價值充滿

從不山不市的銹區

不是山區，也不是市區

一個我三十年來從未踏入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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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落腳城市
變銹區

讓銹區
認同再生

被汙名化

隔代教養

認同危機

產業沒落

人口外移

外勞群聚

對社區認同的培力 :

 勞動價值與工業文化品牌建立

 培力在地人文進行創新實踐

 引入新世代的產業與人力

允棟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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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arieclaire.com.tw/lifestyle/art/39146
https://www.marieclaire.com.tw/lifestyle/art/39146


社區策略聯盟 前草社區共同實踐
• 前鎮國小
• 前鎮國中
• 興仁國中
• 第一社區大學
• 鎮港園社區大學
• 同心藝術小學堂
• Only 實驗教育
• 勞工博物館
• 草衙圖書館
• …

• 前草工夫活
• 前草戲劇
• 前草職人開講
• 數位內容社團
• 前草社區導覽
• 前草故事遊戲
• …

場域前見

資料判讀

前草
價值與認同

團隊詮釋

場域採集

前草社會實踐反思方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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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參與
社區認同
跨界對接
教育創新

允棟市場
策展場

前鎮國小
智學坊

_前草空間經營

• 跨界對接
• 社區組織合作

• E.x.前草願景聯盟
• 教育創新機制

• 國中數位內容社團（ＵＳＲ
• 高中自學生培力（ＵＳＲ
• 國中小課程共備（ＵＳＲ

• 空間參與
• 社區認同

• 勞動價值策展
• 工業文化策展

草衙圖書館
策展場

課程導入：史蹟導覽、社群意識與倫理、創業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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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故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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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前草團隊
週例會

前草社區願景聯盟
月例會

前鎮國小興仁國中 第一社大

鎮港園社大

同心藝術小學堂Ｏnly 實驗教育

科技部團隊

ＵＳＲ團隊

中山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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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亂議題中逐漸明朗

拆船業

中藥允棟
市場

國術
館

加工
區

P a g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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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價值

無路
用

單親
隔代
教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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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瓦
克

勞動者

快點
出去

移工
隔代
教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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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勞動價值與工業文化論述建立

所謂的「勞動」，指的是人們為了自身的生存所需而改變所處
環境的行動，勞動的價值更在於人們透過這些改變環境的各種
行動技藝，以及連結的社會關係，創造了文明文化，進一步建
構與開創自我與他者的生活世界

技藝Ｘ社會關係Ｘ開創人生

在地認同的重新論述

學術面論述
實踐面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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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面：勞動價值論述建立

社區調查
前草資料庫建立
論述建立與發表
學術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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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1前草區「虛-實」資料庫建構

• 虛：前草區資料收集電子化

• 前鎮部落、新舊草衙部落、拉瓦克部落

• 田野紀錄、老照片、影像、論文、
書籍、新聞…等

• 實：草衙圖書館前草資料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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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2論述研究與建構

1. 上手知識與實踐世界之探究：以高雄前草區為
例（蔡敦浩、吳孟珍）

2. 重探勞動價值對開創教育的啟示：
以前草百工故事為例（洪世謙、李至昱）

3. 在數位的天空下重拾勞動的價值：以技藝為線
索（楊士奇）

4. 勞動價值的探討：以手作木船為例（羅國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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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邁向ＡＩ世代的勞動價值論壇

2019/11/30-12/01

ＡＩ時代，如何重新思考人與機器人所共構的社會與文化關係

套裝邏輯 VS 人文邏輯
數位 VS 類比
機器 VS 人

秩序 VS 動態
單一性 VS 多樣性

技術 VS 技藝
主要的議題：

東亞各國各地的勞動文化特色、勞動價值對當代的反思、勞工的處境等等，

目前預計邀請台、港、中、韓、日等學者共同與會討論。

_4銹區的勞動價值交流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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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面：勞動價值轉譯

前草戲劇
前草城市遊戲
前草策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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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t t p : / / i b a o t u . c o m /

帶來效益：

• 轉動在地居民了解在地至少1000人次
• 在地學校導覽至少3所
• 興仁國中、前鎮國小、前鎮高在地課程共備需求連結

實踐面：勞動價值轉譯

_前草工夫活
開創人生的技。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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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學團隊Ｘ愛慕劇團Ｘ前鎮興仁國中Ｘ哲學星期五Ｘ前草社區居民ＸＵＳＲ課程合作

_2前草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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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pac-weiwuying.org/programs/5d7655999d44330006a9ec42?lang=zh&fbclid=IwAR2mxdZTKqEt_aXd8CPQhblMTp2VOm7Z_31P106r0rHEY6RRxvZjXxHT_zg


2 4

_2前草城市遊戲設計

勞動價值數位內容設計
前草VR/AR文化內容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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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t t p : / / i b a o t u . c o m /

前草・啦
合作確立

勞動價值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性

2020

_3策展二部曲

中山大學前草團隊 勞工博物館

前鎮、草衙、拉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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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營區

事前

調查

議題

設定

回應

地方

共識

形成

計畫

執行

反思

檢討

「實作場域的行動研究
如何規劃、提案與落實」



•先試圖全面性地了解地域與社區

事前調查

•議題設定盡量寬鬆

•不斷地田調與修正方向

議題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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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需求如何回應？

回應地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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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創生、英語教學、眷村

改建、九局下半生命的意

義…



•如何定位自己？土地公？社福單位？NGO？

在有限的資源及能力下，找出能夠介入的議題

回應地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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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共識的形成

與地方形成共識

計畫執行

共識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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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下而上、居民/地方參與、延續性

• 第一年：中山人社團隊 + 學生（本校/外校）+ 南部藝術工作者

• 第二年：中山人社團隊 + 學生 +藝術工作者 + 社區商家 + 地方協會 +

公部門 + 在地居民

計畫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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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之處

•可持續推動的面向

•修正下一階段方向

反思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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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下而上的方案一定會不斷修正

• 原因：地方需求、團隊專業、資源運用

• 規劃過程中要不斷問自己：

對於地方創生與社會實踐的意義為何？

對於社區的幫助為何？

• 規劃過程中盡量將地方創生的價值實踐於活動規劃

中： 由下而上、居民/地方參與、延續性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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