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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實踐落實大學社會責任—以中華科技大學為例 
藍冠麟 

中華科技大學文創與數位多媒體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大學社會責任（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係指大學除了善盡其

教學和研究責任之外，也要盡其所能負起服務社會的責任，培養學生具有社會方

向感和使命感，帶動社會的進步與發展，以發揮大學功能和促進社會永續發展(吳
清山，2018)。EU-USR（2018）將大學社會責任定義為：歐洲的大學有責任採取

透明化的策略和行動去影響社會和環境，策略和行動包括：大學能培養學生對於

正義公平、民主參與、和永續發展的行動；大學能持續推動社會的健康福祉；大

學能對利害關係人負責；大學能符合國際對社會責任的行動標準；大學能符合透

明化和公共績效責任的標準。 

為了深化大學與在地鏈結落實大學社會責任，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2019 年加入「大學社會責任(USR)」專案計畫申請，希望培育學生關懷在地發展，

教師教學也強調在地實踐與跨域創新，以單一或跨域課程連結在地特色，帶領學

生探索解決社會永續發展問題。 

大專校院的課程發展除了在學系專業領域持續研究創新外，更應該主動積極

和社區、社會、產業結合，將知識傳遞給社會大眾，帶動所在地區繁榮與發展。 

二、技專校院課程落實大學社會責任 

每所大專校院所在區域，都有其在地的文化特色，透過學校各領域的專業人

才與社區交流學習，除了能夠連結學校青年社群與社區的關係，更能關懷在地產

業的發展。中華科技大學將成為社會力的培植及養成場所，與民間非營利組織合

作，透過各種社會參與活動，緊扣著公共性及在地意識，連結學生學習需求，運

用各種學習模式吸引學生參與社區公共議題的討論。 

中華科技大學所鄰近的南港茶園是台北市相當著名的觀光休閒資源，具有許

多特色地方農產包括包種茶、桂花等，隨著經濟發展與產業變遷，近年來大家對

南港的印象，往往在於軟體園區及三鐵共構交通樞紐的聯想，許多在地傳統產業

面臨轉型的壓力，政府各項資源集中於交通建設及科技產業的發展，都市近郊資

源無形中被排擠，發展休閒產業仍是為都市人需求而產生而非因應在地產業轉

型，如何讓城鄉間需求找到平衡機制，盡可能保持地方農產地景樣貌，環境永續

需要大學與社區齊心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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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專校院課程將成為帶動地方產業創新發展之軸心基地，課程規劃的同時，

推動業師協同教學，透過產業與不同學科間的組合，激發學生思考能力及問題解

決能力，思考社區產業文創設計面臨的各種問題，運用不同面向設計解決問題。

透過期末成果發表，加深學生間合作的成效。經由課程的創新引導，培育能創造

發展在地價值的學生，推動學生和地方產業共同解決在地面臨的真實問題，帶動

傳統產業的創新發展；藉由學習的過程，也讓學生感受到「被社區需要」，凝聚

對區域發展的認同。 

因此，透過學校資源與在地組織連結合作，進行社區產業升級的議題探討，

讓學生得以對南港區茶產業更加認識。技專校院課程與地方合作成為帶動地方產

業創新發展的軸心，讓在地茶產業得以永續發展。 

三、教學實踐與地方產業連結 

研究者在 2017 年投入教育部推動的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經過文獻資料探討

與教學理念的瞭解，試圖將大學社會責任落實在專業課程之中，教學內容融入地

方思維，讓課程與地方產業產生連結，逐步帶領學生實踐社會參與。 

(一) 大學教師具備多元角色 

在面對不確定的未來，教師要協助學生提升自己的競爭力，具備正確價值

觀，因此在教學過程中研究者試圖找出學生未被看見的能力，身為教學者也必須

不斷的涉取新知，學習新技術，才能培養學生具備跟得上時代的能力。 

大學社會責任的教學實踐過程中教師需具備多元角色，像是如何將專業課程

內容融入在地產業、社區文化、城市與偏鄉等議題?如何設計兼顧學科專業及在

地文化的課程?如何藉由教學過程帶領學生參與公共事務，透過動態的模式帶領

學生與生活世界對話?這樣的教學實踐過程往往比專業課程的教學還要複雜許

多，唯有不斷累積在地知識及地方人脈，方能深耕在地，有效促進區域產業發展。 

(二) 運用體驗式學習帶領學生認識南港茶產業 

在教學過程中，研究者不斷反思，試圖讓既有教學模式再精進，思考學生所

面臨的學習問題，由於專業工具軟體的學習過程過於枯燥，往往無法吸引學生持

續專心聽講，就算學會也未必能運用到未來職場，因此研究者試圖採用體驗式學

習讓學生近距離接觸在地茶產業，並將所有體驗融入包裝設計課程中，透過學生

設計的專業背景，融入文創概念，進行茶產業包裝設計的實作練習，期望能提升

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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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方式隨著學生能力有所調整，考量學生學習背景由過往學習歷程出發，

導入專業背景結合創新課程，提供更有效的教學活動，透過設計基本理論與實作

練習，搭配地方茶產業需求的實作包裝商品，讓學生們暸解到包裝設計的多樣性

及地方特色產品包裝設計概況。 

(三) 教學實踐中的行動研究 

採用行動研究的教學實踐，課程設計透過循序漸進的方式，帶領學生學會基

本理論，邀請業師進行協同教學，讓學生接觸不同面向的產業故事，安排體驗學

習課程，最後進行專題製作。實踐過程中面臨的困境往往不在課程設計，而是學

生學習狀況，例如：學習動機普遍低落，分組不易，少數人常遲到、缺課，影響

分組規劃及小組討論，惡性循環下，不僅對專業學習失去自信，甚至主觀將自我

能力設限，認為無法達成期末成果的學習目標。因此，教學步驟需拆解更細，逐

步完成作品，以往教學都是把理論及概念教授給學生，讓他們自已完成作品，與

在地產業結合的教學實踐，則需要逐步給予學生階段性任務。最後，期末作品分

享，進行小組互評，評量方式變得更多元，並從中看見彼此的優缺點。 

四、結語 

(一) 結合跨域學術專業，形成在地實踐團隊 

延續學術研發與在地永續發展的連結，建構在地場域關係人與中華科技大學

教師的網絡，激發對話與合作的動能。與社區夥伴攜手合作，整合資源、活化社

區產業，提供學校資源給予社區夥伴進行學術研究與課程教學；而社區夥伴則提

供學生校外實作場域，利用在地資源開創出有別於以往產學合作模式，形成在地

實踐團隊。 

(二) 培養新世代的人才，展現跨域合作、在地實踐之優勢 

透過課程、跨領域專案、在地踏查與社群討論，積極推動大學學術與在地社

區、產業等議題的網絡，教師引領學生進入場域，探索真實議題，提供了解決問

題，驅動跨領域對話與合作的機會，進而培養新世代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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