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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布袋鎮最南的好美里、在地宮廟和學校

為本計畫的在地實踐場域，分別是：

• 好美里

• 好美國小

• 太聖宮

在 地 實 作 場 域
與 在 地 團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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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1 宮廟

• 宮廟數量多且是當地宗教人
文休閒中心，社區人對宮廟
活動參與度高，多數歷史悠
久廟宇都有豐富的歷史故事。
但除了廟會外，少有遊客到
訪。

CASE 2 人口老化

• 以養殖為主，老人人口數偏
高，且仍是主要經濟勞動人
力，承擔家庭經濟收入的壓
力，身體老化後仍有勞動壓
力，衍伸生理健康和心理健
康的課題。而且，降低了接
受新的文化刺激的可能。

CASE 3 長老教會

• 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新塭教
會是該地區最具歷史的督導
教教會，且好美里社區發展
協會理事長即是該教會教友。

• 布 袋 現 況 與 議 題
• 研究團隊與當地社區發展協會以及其他當

地人士10月13日實地探訪後，觀察出九項
值得關切的現況。

始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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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CASE 5 小校的教育困境

• 學校學生數，除新塭國小
（有兩個里）人數超過百位，
其他兩校都在50人以下。由
於規模小，不易有領域專長
教師，尤其面對雙語國家政
策，英語教師更是難求。在
疫情停課期間，如何有效參
與學習更是挑戰。應該思考
如何利用科技強化學習。

•

CASE 6 吸引外地遊客

• 好美里3D彩繪村的榮景不再，
但如何讓外地人認識當地美
麗的自然生態和豐富的廟宇
文化，然後吸引他們可以到
當地來玩，是新的挑戰。

續

CASE 4 耆老的往日追憶

• 當地耆老口中應有許多對當
地發展過程的個人故事，但
無機會進行有系統的蒐集與
記述，也失去了成為後代學
習教材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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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CASE 7 兒童肥胖問題
• 布袋隔代教養比例高，學童

肥胖比例高，但學校健康促
進計畫執行成效欠佳，因為
祖父母習慣提供含糖飲料而
且飲食也不均衡。

CASE 8 學習動機

• 學生純樸，但學習動機較弱，
也缺乏多元的生活經驗。

CASE 9 自然生態保育

• 好美里沙灘的圍籬定沙；新
岑國小北側濕地是黑面琵鷺
重要棲地

• 。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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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 認 議 題 與
訂 定 發 展 主 軸

• 以宮廟為核心的「文藝創
生」

• 從信仰連結布袋人歷史與文化，創造新文藝
價值

• 科技協助行銷，共創特色旅
遊

• 利用科技重新定義布袋的觀光

• 跨世代的健康促進
• 身體健康、心靈健康、健康飲食

• 科技促進後疫情時代有效
學習

• AR 與 VR 技術介入課程學習，解決小校資源不足

• 的問題
• 以文載人的歷史傳承
• 蒐集耆老的故事，傳承在地人文歷史的同時，

培訓年輕學子敘事與語文能力。

• 人口老化與少子化、疫情後教育
的創新、文化多樣性與認同和人

文藝術的社會參與等議題

1

2

3

4

5





天地人合一
大嘉共營
美好新故里
文化多樣性與認同
人文藝術的參與
人口老化與少子化
社區資源規劃

文化創生
解決議題：行銷模式、特色觀光、友善社區

隔代交流
解決議題：數位落差、隔代教養、文化認同

智慧社區
解決議題：智慧照護、保持健康、生活滿意

社區品牌
數位觀光

資源善用 健康促進

智慧生活
親子共學

文化祭品牌創新（方案一）

故事戲劇敘說 (方案二)

數位觀光創新 (方案三)

海岸資源應用 (方案四)

認知生理強化 (方案五)

逗陣作伙樂活 (方案六)

親師生食育紮根 (方案七)

親子智慧傳承 (方案八)

美好智慧生活 (方案九)

豐富(enriching)：生活、生態、生命
增能(empowering)：在地團隊、計畫團隊、未來人才
擴展(extending)：方案沿用、經濟效益、後續投入

提供數位機會促進樂齡福祉

親
子
共
學
解
決
隔
代
數
位
落
差

布袋地方文史融入教育科技

布
袋
形
象
故
事
行
銷

環境永續結合觀光與產業

產業永續降低職業傷害與健康飲食習慣

永續

主軸四 科技強化學習

主軸二人文生態觀光

主軸三身心健康促進

主軸四 科技強化學習

主軸二人文生態觀光

主軸一 宮廟文藝創生



學校 家庭

時間系統Chronosystem

宏觀系統Macrosystem

外系統Exosystem

微系統Microsystem

中系統Mesosystem

Bronfenbrenner的生態系統理論
探討人與資源的關係與影響

後
疫
情
與
超
高
齡
化
社
會

好美、新塭、新岑

好美里、新岑里
新民里、復興里

數位智慧經濟時代

太聖宮、海國宮、嘉應廟

三年期計畫與永續推動

地
方
習
俗
與
文
化

國家永續發展與地方創生政策

宮廟 社區

文
化
資
產

政府機構

教
育
系
統

資通訊技術

農委會林務局

科技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
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管理處

社區發展協會

青年培力工作站

宗教管理委員會

嘉義大學師範學院、人文藝術學
院和農學院

嘉義縣政府



天地人合一
大嘉共營
美好新故里
文化多樣性與認同
人文藝術的參與
人口老化與少子化
社區資源規劃

社區經濟發展
解決議題：行銷模式、特色觀光、文史創生、生態永續

社會價值實踐
解決議題：數位落差、隔代教養、文化認同、身心健康

主軸一 宮廟文藝創生
• 文化祭品牌創新（方案一）
• 故事戲劇敘說 (方案二)

主軸二人文生態觀光
• 數位觀光創新 (方案三)
• 海岸資源應用 (方案四)

主軸三身心健康促進
• 認知生理強化 (方案五)
• 逗陣作伙樂活 (方案六)
• 親師生食育紮根 (方案七）

主軸四科技強化學習
• 親子智慧傳承 (方案八)
• 美好智慧生活 (方案九）

社區發展協會

青年工作站

宗教管理委員會

嘉義縣政府文觀局

地方特色產業

農委會林務局
國家風景管理處

社區發展協會

青年工作站

嘉義縣政府教育處

里辦公室
好美等校

公私協力、共享利益、經濟產出 學校社區、學生能力、居民福址

• 文觀局：推動項目的合作與整合
• 青年工作站：產業和產品連結
• 社區發展協會：觀光資源和活動

推動
• 宮廟管理委員會：文史活動與文

創
• 地方特色產業：創新行銷

• 教育處：學校課程和行政協助
• 學校：課程融合和社區連結
• 里辦公室：活動辦理協助
• 青年工作站：人才培力
• 社區發展協會：活動規劃和參與



目前工作進度

5月16 日主軸負責人與學校校長、里長、發展協會理事長、太聖宮主委座談



0616 團隊與

在地團體討論

具體合作項目



111年0712(星期二）。講師：李明璁
講題：「流動創生裡的地方編輯學—關於地方創生的瓶頸與突破」，線上分享實際經驗。

111年0622(星期三）。講師：葉欣芝老師。

講題：為地方找出值得驕傲的方式：昭和11

（嘉義市美術館內）



0713 執行團隊好美寮實地踏查點一，好美里大湖，「活動中心」

執行團隊好美國小工作會議



0713 執行團隊好美寮實地踏查點二，好美苗圃



0713 執行團隊好美寮實地踏查點三，1920保安林（好美水漾森林）



0713 執行團隊好美寮實地踏查點三，龍宮溪潟湖紅樹林
實地踏查點四，前緣海岸林（好美里沙灘）



0713 執行團隊好美寮實地踏查

好美船屋（ 3D彩繪師）

太聖宮（主委）

好美國⼩（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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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季籌備小組 回饋地方課程小組

招募成員主軸一



(一)暑期營隊(配合好美國小，好美夏日樂學營隊) 
語文營隊 主題 講者 場域 備註 
敘事力 
講題：小故事

有意思 

寫作能力 歐純純教授 
助教：立峯 

好美國小 111年 7月 16日上午
甲、乙兩班，共四個

小時 
口語能力 
講題：朗讀好

好玩 

國語朗讀 楊素姿教授 
助教：子建 

好美國小 111年 7月 16日上午
甲、乙兩班，共四個

小時 
敘事力 
講題：生活觀

察與寫作 

寫作能力 黃聖旻教授 
助教：貝芬 

好美國小 111年 8月 11日上午
甲、乙兩班，共四個

小時 
口語能力 
講題：閱讀與

表達 
 

說故事訓

練 
楊憶慈教授 
助教：蔡宛

儒 

好美國小 111年 8月 11日上午
甲、乙兩班，共四個

小時 

 

目前進行的安排及規劃：

（一）暑期營隊─配合好美國小，

好美夏日樂學營隊：語文強化課程。

7月26日、8月11日共兩天，16小

時。

（二）學期中

共計7-10週，週二下午及週三下午，

安排研究生、學生到校加強輔導。

（三）寒假營隊

1.安排一場說故事比賽。

2.完成「說我家鄉故事冊」。

26

26

主軸一、提升語文能力



地

訊息設計學⽣作品
版權所有請勿轉⽤

可能焦點：
好美船屋
⽔漾森林

可能呈現：
數位導覽
媒體平台

主軸⼆



物

訊息設計學⽣作品
版權所有請勿轉⽤

可能焦點：
海鮮⽂蛤
鹽醃漬物

可能呈現：
伴⼿禮視覺
數位平台

主軸⼆



植物資源

動物資源

生態遊憩規劃生態服務價值

• 樣區探勘，調查規劃
-位在開溝築堤區以木麻黃、水黃皮、混植區調查生長狀況評估。
-好美里及保安林適應性評估。

• 展現當地自然資源豐富性價值，以金錢(台幣)來表示，能提
供當地居民的效益。

• 以人文及自然資源，進行搭配。
-太聖宮-大湖-好美保安林-濕地，評估其經濟效益。

• 調查保安林內動物資源複查，
作為當地自然解說教育資料。

主軸⼆、「海岸資源應⽤」



主軸三 :身心健康促進—認知生理強化課程(上半年度)

課程規劃

(一)目的

1.透過體能運動課程，提高日常生活獨立自

主能力、預防跌倒受傷與減少疲勞產生等生

理適能強化，並促進社會連結、互動與合作。

2.藉由體能運動課程內容協助成人與長者建

立正確運動觀念。

3.桌遊課程，提高長者在注意力、記憶力、

空間能力、語言表達能力、執行功能等認知

效能，以及預防及降低失智的風險。4.好美

里成人與高齡者體適能普測、高齡者認知功

能調查。

(二)課程內容:

1.體能運動(心肺耐力、肌肉適能、反應平衡、

柔軟度訓練)；

2.桌遊認知課程。

(三)每堂課程內容：

堂次 日期 體能運動課程內容 桌遊課程內容 指導老師 研究助理

1 8月2日 功能性體適能前測
嘉義大學體適能檢測

團隊

2 8月9日

體適能檢測結果說明；

正確身體姿勢、呼吸

方式與下肢肌力訓練

認知功能檢測 丁文琴、

待聘桌遊

講師

宋茹婷

3 8月16日
心肺有氧、丹田喊聲、

下肢肌力訓練

籤籤入扣(空間能力)
丁文琴 宋茹婷

4 8月23日
反應練習、下肢肌力

訓練(YOYO球)

快手抓抓

(注意力)
丁文琴 宋茹婷

5 8月30日
反應練習、上肢與下

肢肌力訓練(YOYO球)

疊杯

(注意力)
丁文琴 宋茹婷



主軸三 逗陣作伙樂活

本年目標: 瞭解在地老人心聲

本季工作重點: 初步接觸在地老人，嘗試建立關係，

嘗試瞭解其生命現況與內在需求

本季工作項目:
1. 拜訪當地關鍵領袖，蒐集在地老人生活樣態的。

相關資訊。
2.  透過心理衛生推廣活動，與在地老人初見面
3.  辦理為期12次之開放性舒心團體。
4.  志工招募與培訓。

本季工作預期效果:
1. 藉由關懷在地老人的體驗性團體活動，逐漸深
入理解他們當下的生命狀態

2. 透過可預期的活動架構，使在地老人增加對團
隊的熟識感與信任感

3. 依據本季活動中的所獲訊息，發展後續符合當
地老人需求的工作方向

4. 透過學生志工的加入，增加在地老人心理健康
促進工作的廣度與深度。

志工招募文宣及民眾參與報名表



科技強化學習
VR體驗生態

主
軸
四

團隊共學與地方共創的家鄉X生態X科技行動方案

結合主軸二的海岸資源應用

與主軸二何坤益教授合作，將好美里生態環
境調查資料能應用在國小的環境教育。

結合大學實習課程

透過大四暑假實習課程，建立跨領域學生專
題團隊，師生共同進入好美里實踐創新課程。

結合國小師資共組資訊教育團隊

與好美國小四位教師組成資訊教育團隊，藉
由需求評估結果，共同研發校本課程。

引導國小學生增強對家鄉的認識

為不同年齡層的學生提供擴增實境的體驗，
有助於提高對家鄉的認識與資訊素養的實踐。

結合擴增實境在教學應用

以擴增實境技術建構好美里的生態環境，並
利用擴增實境作為多媒體的熱點引發學習。

主軸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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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美生態環境趣

用五感觀察好美里的生態與環境，並思
考生態保育跟人類經濟活動的衝突？

濱海植物大解密

好美里的保安林設計與如何影響居民的
日常作息與經濟？

濱海動物大探索

聽音辨別好美里常見的保育類、外來種、
原生種鳥類？

好美議題搜查線

好美里的生態環境是如何受到地層下陷
和全球暖化影響？

美漾悠境尋寶趣

前往好美里的龍宮溪潟湖、保安林、好
美苗圃與海岸進行實地踏查。

五大議題結合好美生態環境調查與擴增實境科技
主軸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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