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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域介紹
• 共創地方感: 如何培養團隊的地方感? 
• 共生下的矛盾: 如何理解地方生活知識與區域發展之間的矛盾?
• 實踐共好: 如何結合大學專業知識來建構地方學、形塑相關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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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創。地方感
如何培養團隊的地方感? 



儀式: 與地方的約定

● 挖掘: 年復一年出現的活動

● 群體參與節日共創: 透過參與打造連結 (拜會主委、準備

供品、焚香敬告神明)

● 宣告: 將團隊心態落地、意念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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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集場所精神

● 經常性的接觸地方，訪問地方耆老當地

故事、了解文化脈絡

● 地方邊界. 守護神靈

● 由地方認識世界

地名地方 (遠得要命的漁村我們好美)



● 與居民共同記錄歷史

記憶、核對地圖與菲

立辛根碉堡遺址

● 神明管的事: 認祖.受

禁.問事.喪葬帶路看

福地.選舉加持.



與神同行

● 香客進香. 過爐.

● 在村里繞行



採集場所精神

● 社區生活機能車 (點心車. 五金車. 眼鏡車.

麵包車. 家電維修車)

● 大於純買賣關係: 老闆廣播. 居民佇

遮開講

● 廟口的移動百貨

● 公共空間與日常聲音

書車 菜車

卡拉OK福利車 魚車

衛生紙車 牛奶車醫療車薑車



廟裡的廣播



一起海味生活DNA
從食材準備、烹調、共食過程中，找到孕育當地人生

長和生命的核心



生產文蛤時刻

翻土整地 挖溝渠 曬池

採收 採收機與篩選工注水



● 人與生產工具的距離

● 篩選機老闆. 篩選機維修/護者. 塭主. 收成

工. 篩選工.



創造有溫度的連結

● 家鄉故事：一人一故事，透過大學生

陪伴與訓練小學生國文書寫和演說技

巧，將自己的故事說出來、並改寫成

劇場腳本

● 劇場：每週三下午由嘉義木劇團帶領

好美國小的孩子們進行戲劇活動



創造有溫度的連結

● 每週與高齡與成人者一起運動 (彈力環、彈力帶、彈力

球、彈力繩、體智能板yoyo、地板動作、桌遊)

● 不同世代間的互動交流，以及預防及延緩失智；在共

學過程中，引動更多相互連結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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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下的矛盾
如何理解地方生活知識／文化經驗 與區域發展之間的矛盾?  



名實不符

● 地方自明性: 標籤、刻板印象

● 彩繪村、漁村青蚵嫂vs.文蛤、虱目魚、

白蝦

● 斜槓經濟賺外快



宮廟 vs. 教會

● 媽祖文化

● 數位觀光

● 培養導覽員

● 生態旅遊經濟

● 擁有地方發展的不同資源，對使用公共財方向意見不同

● 爭奪話語權

● 環境

● 生態旅遊經濟

● 船屋/社區發展

協會



淨灘
編籬
定沙
養灘



全球百大目的地永續故事獎
（Top 100 Destination Sustainability Stories）



實踐共好
如何結合大學專業知識來建構地方學、形塑空間治理相關理論?   



環境

工作項目

保安林自然資源
盤點

植物、動物

保安林生態服務
價值分析

• 保安林資料收集
• 宮廟社區遊客數

好美濱海遊憩與
遊程

• 生態旅遊遊客分析
• 生態旅遊路線規劃



上
學期

協助好美國小成立食育教師社群第一年

執行工作
下

學期

下
學期

上
學期

成立食育學者專家團隊

上
學期

規劃辦理食育素養種子教師工作坊

學者專家團隊與好美國小食育教師社群進行共同備課

上
學期

學者專家團隊至好美國小
進行共同議課

學者專家團隊至好美國小進行觀課

食育



節數 主學習 副學習 輔學習

低 4
佳食 惜食 享食

產食 惜食 知食

中 6
產食 佳食 惜食

佳食 知食 享食

高 6
產食 知食 惜食

惜食 佳食 享食

• 掌握好美國小食育課程設計的狀況。

• 商談出學者專家進入學校觀課、議課

後，校方希望如何呈現這一年度食育

課程融入之成果。

各年級教師將食育主題融入課程學習之概念。



數位觀光與科技



● 藉由錄製11集節目擴大對嘉義

各領域推動數位轉型與地方創生

的認識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