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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計畫的規劃、挑戰與展望

1.破題－安居東台灣的問題意識

2.構想－社會賦權與參與式治理

3.執行－大學的社會實踐與地方接引

4.反省－田野經驗概念化的分析



反省構想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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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居東台灣的情勢分析4



反省破題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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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省破題 構想
執行
怎麼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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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場域：太平社區發展協會

場域變動：大選效應，協會改組/成員解散



「寫」回中平部落的沙力浪

青年返鄉，重新接起了合作對象/一串小米工作室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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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8暑期課
輔：
團隊兼任助理

2015/11新書發表會：
104-1原民院「部落工作」課程學生

2016/01文學小旅行：
104-2藝創系「藝文社會企業」課程學生

2016/06新書設計與出版：
103-2藝創系「族群藝術概論」課程學生

擋酒
原民院的學長學弟/「部落工作」課程

一串小米工作室展開

各種活動/課程學生形成各任務小組



張玉發
神話傳說、
巒群布農語

余榮德
丹群布農語

蘇美琅
布農族學童
教育

Bisazu
歷史事件口
述史

一串小米工作室的未來

更多人開始書寫自己的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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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製作立體部落地圖







滲透，合作│部落會議



我們，更多的我們



大家來熱場

確立合作關係以後，於當年度東華計畫團隊主辦的人
創計畫季會，將參訪行程安排於實踐場域，介紹當地
特殊性，並進行傳統文化體驗



借鏡支亞干經驗

以部落立體地圖為引，逐步爭取能見度與認同、建立
關係，同時蒐集田野資料及資源盤點



大學課程作為「中性」的破口

• 與許俊才老師洽談
文化學習課程進場
實作

• 再與部落教授召開
「課程規劃委員
會」，針對大一學
生能力與特性設計
適性課程內容



從學生學習到部落內部傳承

• 民社大一學生進場學習，成
功引發部落關注

• 捲動並串聯許多長輩參與

• 推進工作室任務事項的進程

• 長輩們開始思考部落事務的
進行以及文化面的傳承，肯
認青年返鄉的重要性



從日常生活之所需誘發討論

• 邀請黃盈豪老師以在地照
護及團結經濟專業協助

• 安排大安溪流域部落分享
團結經濟及部落廚房操作
經驗



平台性的灘頭堡

• 工作室開幕當天，在地居民及各界人士踴躍出席，
包括本校團隊教師，表達支持與祝福



透過部落立體地圖製作以及
傳統祭儀歌謠收錄、傳統食
材採集等，將傳統文化智慧
保存並傳承給下一代

規劃於每週巡迴醫療時，以共餐
的方式，逐步建立群聚效應，配
合課程進場作基本資料及需求調
查，摸索在地照護的雛型

深度導覽及冒險體驗、利用
在地食材提供餐飲服務，建
立部落自主的經濟模式，促
進青年回流

提供空間及材料、器具，集
合工藝技術者，配合課程及
藝術、技術培力，開發特色
商品，打造自有品牌



構想破題 執行
反省

場域的抽象化思考

強調內外部合作的工作模式

學校與場域間的「他者鏡像運動」

有機的工作互動模式

打破對彼此過度的想像

結構限制/改變結構



結構性的部落
政治、經濟、
社會發展

可針對此現象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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