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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申請計畫書 

 

壹、基本資料 

一、課程名稱:  南投中寮鄉產業文化與地方創生 

二、學生姓名、系級、學號:廖文翊、藝術與設計學系、111593214 

三、學習領域（在地連結、產業發展） 

四、學分數:2 

五、指導教師姓名、學經歷簡介 

張繼瑩 

 

 

貳、內容（內容以 10 頁為限） 

一、學習目標 

 透過文獻爬梳與田野調查尋找中寮鄉的文化背景與內在活力 

 凝聚中寮本地人的力量，創造與外地合作的可能，一起活化中寮鄉社區。 

 導入食農教育，提振中寮鄉農產品的文化價值，進而改善銷售競爭力。 

 

二、學習內容與方式: 

前言: 

  為什麼會以中寮鄉為據點執行自主學習計畫的原因，還要從個人的成長歷

程說起。我是一個在實驗教育中長大的孩子，一路從國小唸實驗教育學校至高

中畢業，實驗學校對於我而言不只是人生重要的學習脈絡，更是承載著我的所

有情感及記憶，因為它對我而言就是我的家。 

  我父母在我國小三年級的時候一起創辦了實驗教育學校名為森優，他們承

接了一所位於南投縣中寮鄉廣英國小的校舍，做為森優的據點。廣英國小因為

人口外移而廢校，但其空間卻是九二一地震後的新校舍。父母經營學校的過

程，我與父母有非常長的時間待在中寮鄉，並發現了中寮這個地方跟其他臺灣

偏鄉一樣，都存在著幾個問題，包括:人口外移、少子化嚴重、高齡者居多、

農民多為弱勢團體、農產銷售量不佳等。當時學校也意識到這個問題，因此聘

請了三位在地人當老師及工友，也在農產品盛產期幫忙宣傳農產，並讓學生家

長一起購買中寮農夫的農產。 

  但這些因應方法還是相對薄弱的力量，所以我會在離開中寮之後，重返中

寮。試著以歷史文化的面向瞭解地方，尋找改善地方問題的策略。我的初步想

法是，以森優實驗教育學校為基地，探索中寮的歷史與文化。同時在執行自主

學習時，可以協助在森優就讀的學生，一起認識地方，並將地方的事務當作自

己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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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的學習目標主要以三個面向為主 

一、透過文獻爬梳與田野調查尋找中寮鄉的文化背景與內在活力 

我在森優就讀多年，卻對於成長環境的中寮鄉沒有更多的認識，這種身處於環境

中卻渾然不知的無知感讓我覺得更應該帶給學弟妹擁有感知地方、深度認識地

方的能力，一、是培養自己與土地的情感，二、是認識地方、觀察地方的過程

去學習發現問題，並在後續的課程中大家一起想辦法用自身(團體)的力量去解

決問題。而上述的這些能力正是在未來階段的大家所需要具備的，觀察、關懷

社會並做出改變。 

要帶著學弟妹認識中寮，我勢必要比他們更認識地方才有足夠的能力去引導，我

會以田野調查及口述歷史的方式去了解中寮，從一開始的文獻閱讀(中寮的歷

史人文、在地信仰、產業發展的歷程等)到實際走訪於中寮鄉、中寮市區探尋

文獻中的文字是否有變成實體物件存留於今，再到與中寮鄉務農的農民做訪談

(了解當地農民種植情況與生活背景及目前所遭遇到的困境等)在田野調查的

過程中會持續與指導老師討論，希望能從中對中寮鄉的形成有更深的認識、並

逐漸找出中寮鄉的亮點、特色之處。 

 

 

二、 凝聚中寮本地人的力量，創造與外地合作的可能，一起活化中寮鄉社區。 

在前言的部分有提及森優長期有與在地農民合作、合購他們所產的農產，但這些

合購的數量遠不及農民這個時期所需賣出的農產量，所以農產要如何有效的賣出

就是個問題，依據我的觀察農民大多的銷售管道為中寮鄉，開著小貨車固定於街

上某處或是車水馬龍的道路旁擺攤販售，販售的狀況很不穩定。 

近程的階段我們或許可以在中寮市區辦一個農民市集，吸引要去集集的客群在此

停留購買農產品。 

遠程的目標應為幫助農民有更廣的銷售管道去販售農產，如在網路上訂購宅配農

產給其他縣市的消費者等，就不只侷限於中寮鄉中。 

但在拓展消費者的同時，農民所栽培的農產勢必需要經過檢測，不難發現現階段

的農民大多還是以傳統農作的方式進行，如施灑化肥、噴農藥等。而這並不符合

市場需求，所以希望在未來中能一步步讓農民了解有機友善農法，再以企業契作

的合作方式讓已經在執行友善農法的農民，農產能穩定的供應給企業，就不再有

農產銷售不穩定的問題。 

 

 

三、導入食農教育，提振中寮鄉農產品的文化價值，進而改善銷售競爭力。 

執行食農教育的過程中，會先以帶領學生認識地方、發現地方問題再到一起去思

考解決辦法及執行這幾個步驟，我不希望只是由我設計一個有關食農教育的課程

並帶著大家上完就結束了，希望學生們的學習動機是以自己的觀察出發、同理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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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地方為動力去進行一個課程的學習。 

我會以如何提升中寮農產的文化價值及競爭力作為這次食農教育課程設計的主

題，並帶著森優的學生著手進行。 

我將以環境教育中現地教學的方式讓學生能以有規劃性的方式認識地方，例如帶

領學生參訪中寮農民的農田並做簡單的訪談，讓他們主動性的發問。 

在課程規劃的部份主要以三個階段的學生為主，分為低中高年級(國小、國中、

高中) 

 

課程規劃: 

 低年級:我們的食物從何而來? 以探尋自己所吃的食物生產地在哪裡為核心

的課程，帶領學生分析森優午餐菜單中的食物都源自哪裡，並有哪些是在台

灣、是在中寮鄉所產，並實際帶往現場讓他們了解入口的食物都是如何形

成，例如(森優吃的雞蛋都是與中寮的福壽農場所訂購，他們致力於推行放

養雞而非籠養雞，那放養與籠養有甚麼不同?就是學生去應該要去了解的知

識)認識了食物從哪來後，你可能會發現我們所吃的食物中在地的食物占比

很少，即可引導學生思考那要如何多去食用在地食物 

 中年級:歡盛農民市集、共享餐桌(暫定)，歡盛農民市集以幫助中寮農民舉辦

一個農產市集為核心的課程，讓中年級的學生從一開始的與農民訪談階段找

出農民現在所遭遇的困難，尤其農產販售等問題，讓他們思索如何加強推銷

農民農產?有甚麼解決方式、或發現什麼因素不可抗力等。再到學習如何規

劃一場活動、並分工合作的完成。共享餐桌，森優有一個特色課程為學生每

天都要進廚房烹煮全校的午餐，但是學生只會經歷食物的烹調過程(清洗切

煮等)，並沒有經歷到食材選購的部分，所以此課程將從一開始的菜單設計，

以 24 節氣與森優農場近期盛產的作物最為主軸，進行零碳足跡的菜單設

計，希望所有食材來源都是源自於台灣，可以是來自中寮或台灣農民、學校

農田，烹飪過後的食材將會經過擺盤設計端上學校餐桌，舉辦一場零碳足跡

的共享餐桌，並邀請提供食材的農民來共襄盛舉讓大家可以一同去享用自己

辛苦耕耘的結果，以民以食為天吃飯的方式去建立學校與農民間的良好互動

關係。 

 高年級:農產品的改善與銷售，融合森優高中的兩門科系(智慧農業與設計科)

引導學生進行課程，智慧農業科的學生負責進行有機農法的推行與產期的規

劃，設計科的學生則負責經營品牌、產品包裝設計、架設網站及管理。讓學

生以主題式的教學方式從中學習到自己的專業。 

 

 



4 
 

三、課程時程表: 

週數 執行計畫 執行內容 備註 

01 調查地方產業與

人文概況 

閱讀中寮農業發展史，尤

其聚焦於香蕉產業發展

史 

 

02 調查地方農民 訪問當地農民種植情況

與生活背景及目前所遭

遇到的困境(主要聚焦於

蕉農與柑果農) 

以口述歷

史的方始

紀錄訪談

過程 

03 報告調田野調查

與農民訪談的結

果 

與老師進行田野調查結

果的討論，分析訪談的結

果是否符合預期以及後

續是否有需再增加訪談

次數 

於指導老

師研究室

研討 

04 整理田調資料並

找出中寮農民痛

點 

閱讀以地方創生為主軸

的書籍，彙整田調資料並

進行分析 

 

05 報告田野調查後

分析結果 

與老師進行田野調查分

析結果的討論，討論分析

後找到的農民痛點及後

續規劃(解決問題的方式)  

於指導老

師研究室

研討 

06 訪談農民對於農

產行銷策略的想

法及展望 

進行與農民訪談，希望可

以更加瞭解農民對於農

產的銷售期望 

 

07 將田調分析後的

結果與初期規劃

的課程規劃做彙

整與修改 

以田野調查的分析結果

與申請書內的課程規劃

做需求的統整並修改 

 

08 訪談森優教師對

於食農教育教學

方法的看法及方

式 

在訪談的過程中與討論

食農教育實施時的方法

及注意事項，請教老師對

於我課程規劃的建議 

 

09 報告與森優老師

訪談後的結果 

與老師進行森優老師對

於食農教育想法訪談後

的結果 

 

 

10 

食農教育課程參

考 

閱讀食農教育相關書

籍，並思考自己的課程設

計是否相符合在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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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設計低年級課程

我們的食物從何

而來? 

將閱讀完的資訊內化，與

自己的想法在地需求做

結合規劃低年級的課程 

 

12 報告低年級課程

規劃 

與老師討論低年級課程

的規劃 

 

13 低年級教案執行   

14 設計高年級課程

農產品的改善與

銷售 

閱讀與農產銷售相關書

籍，並思考自己的課程設

計是否相符合在地需求 

 

15 報告高年級課程

規劃 

與老師討論高年級課程

的規劃 

 

16 高年級教案執行   

17 教學與學習檢討   

18 成果報告製作   

 

四、預期成果: 

希望能在田野調查與訪談結束後，幫中寮鄉梳理出一個歷史脈絡，找出人文特

色，再從執行後的兩個不同年級的教案讓學生更深入地方並產生感情，期許這

學期的計畫只是一個開端，日後還是會持續幫忙中寮鄉進行活化及農產品的銷

售。 

 

 

五、參考書目 

 《田野敲敲門：現地研究基本功》 

 《田野调查. 被遗忘的村落》 

 《田庄人的故事》 

 《島耕作農業論》 

 《農產品視覺行銷 (電子書) 》 

 《農產行銷分析與應用》 

 《地方創生的挑戰:日本 NPO 的在地創業》 

 《地方美食力: 天才料理人將好食材變成世界級美食的地方創生戰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