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國文化大學教師教學創新暨教材研發獎勵成果報告書 

 

壹、計畫名稱：教育創新與永續城鄉發展：審議式教學的應用 

貳、實施課程、授課教師姓名：「教育學院特色課程：教育創新與永續城鄉發展」、陳盈宏

助理教授（教育學系） 

參、前言 

    在2015年，聯合國提出「2030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包括：優質教育、永續城鄉、多元夥伴關係等17項永續發展目標，其瞬間成為各國積極關注

及投入的重要焦點，例如：有193個國家同意在2030年達成17項永續發展目標（陳芳毓、許鈺

屏、李鈺淇，2021）、由天下雜誌舉辦的2022年第三屆SDGs國際論壇，政界、商界、學界、

NGO組織等領域代表性人物齊聚探討永續發展目標的實踐策略（黃英傑，2022）、本校亦將

「永續發展教育」（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ESD）作為全校最新教學方針，

且本校是第一個向經濟部登記為「社會創新組織」的大學（潘乃欣，2021）。近年來的教育

政策亦強調在地連結及區域合作的創新規劃及實踐行動，例如：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重視

大學與地方的在地連結及人才培育，並注重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連結（唐鳳，2019；教育

部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2022），開啟了學校依據本身特色結合在地知識系統，進而建構

及發展包含公共性、在地性、永續性等多元價值的在地課程（謝國清、星火燎原工作室，2021；

薛曉華，2020）。然而，針對學校與地方的新教育夥伴關係，也開始出現若干精進建言，例

如：學校在地化取向課程應不斷檢視師生在課程實踐過程，是否能充分將相關知識、情意與

技能整合應用於真實生活情境中，並產生有溫度的學習歷程（薛曉華，2020）。 

    本人在111學年度第一學期開設的「教育學院特色課程：教育創新與永續城鄉發展」，係

連結優質教育及永續城鄉的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並融入在地元素。本次課程設計，原以本

校鄰近的「臺北市士林區平等里」為課程實踐場域，但因為適逢2022年中華民國地方公職人

員選舉，為了不干擾在地關係，所以轉以本校鄰近的「天母磺溪流域」為主要的課程實踐場

域。另外，本人為了讓修課同學可以建構「教育創新與永續城鄉發展」必備知識，先說明基

本知識，例如：聯合國2030永續發展目標、天母磺溪流域的社會、環境及教育面向等相關在

地知識（歷史文化、人口結構、關注議題等）及面臨挑戰等；此外，本人並嘗試透過多元的

創新教學策略，例如：融入永續發展教育桌遊、在地永續發展教育實務工作者經驗交流，並

融入「世界咖啡館」及「結構式學術論證」（Structured Academic Controversy，簡稱SAC）的

審議式教學策略，讓同學可以從多元觀點理性探討及深入理解「教育創新與永續城鄉發展」

重要議題。 

肆、計畫特色及具體內容 

    本人在111學年度第一學期開設的「教育學院特色計畫課程：教育創新與永續城鄉發展」，

於課程設計融入永續發展教育理念及在地元素，並融入審議式教學的理念與策略，包括：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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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咖啡館及SAC討論法，相關特色如下： 

一、融入審議式教學理念，讓每位修課學生對「教育創新與永續城鄉發展」重要議題進行兼

具開放、創意及循序深入的理性討論，並能進行換位思考及理性論述，進而展現具有深度及

合乎在地需求的永續構想與相關行動。 

二、透過世界咖啡館的審議式教學策略，讓每位學生針對「教育創新與永續城鄉發展」的重

要議題，在短時間內可以進行彼此意見的多元交流，並可以深化對於議題的理解。 

三、透過SAC討論法的審議式教學策略，讓每位學生針對「教育創新與永續城鄉發展」重要

議題的各項論述，透過換位思考過程進行理性思辯及對話。   

    本人在111學年度第一學期開設的「教育學院特色計畫課程：教育創新與永續城鄉發展」

之具體內容，兼重永續教育及在地教育的理論與實務，包括：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內涵及

實例、實地走讀天母磺溪，並邀請在地教育工作者進行導覽、瞭解各領域永續教育的實踐案

例等，並且透過世界咖啡館及SAC討論法的理念與策略，引導修課同學針對「大學與地方/社

區進行協力的助益、挑戰與因應策略」進行理性探討及換位思考能力。關於本課程具體內容

如圖1： 

 

圖1 「教育學院特色計畫課程：教育創新與永續城鄉發展」課程具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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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實施成效及影響（量化及質化，且說明是否達到申請時所期之學習目標與預期成效） 

    本課程希望在課程設計融入永續發展教育理念及在地元素，並透過審議式教學（世界咖

啡館及SAC討論法）的理念與策略，協助修課同學充分瞭解「教育創新與永續城鄉發展」重

要議題及具備基礎知識，並願意對在地永續議題有足夠的理解、提出解決方案的想法及具體

行動承諾；關於本課程的實施成效及影響，茲說明如下： 

一、對在地永續議題（以本課程主要實踐場域，天母磺溪流域為例）的「理解」情形 

    本課程的學習目標之一，在於希望透過本課程兼具理論與實務的教學設計及實踐，讓同

學可以對在地永續議題（以本課程主要實踐場域，天母磺溪流域為例）有充足的理解。本課

程參考周芳怡（2019）的學生學習成效問卷內容，並根據本課程的課程主題及實踐場域進行

修改，以瞭解修課同學對於在地永續議題的理解情形；本課程在第1週施行前測，在第16週施

行後測，同時完成前測及後測的有效樣本數為12名修課同學。根據表1的分析結果，可以發現

經過一學期的課程，修課同學對於天母磺溪流域的社會面向、環境面向及教育面向之議題的

理解情形都有所提升，有達到本計畫之學習目標及預期成效。 

 

表1 修課同學對在地永續議題的理解情形之前後測結果 

測驗項目 我理解臺北市天母磺

溪流域的在地環境存

在一些需要被關注的

社會面向議題 

我理解臺北市天母磺

溪流域的在地環境存

在一些需要被關注的

環境面向議題 

我理解臺北市天母磺

溪流域的在地環境存

在一些需要被關注的

教育面向議題 

前測平均（第一週） 4.7 4.9 4.8 

後測平均（第十六週） 7.8 7.8 7.7 

後測-前測 +3.1 +2.9 +2.9 

註：學生自評理解程度0為最低，10為最高；前測與後測有效樣本數皆為12名修課同學。 

 

二、對在地永續議題（以本課程主要實踐場域，天母磺溪流域為例）提出相關解決方案的能

力 

    本課程的學習目標之一，在於希望透過本課程兼具理論與實務的教學設計及實踐，讓同

學可以對在地永續議題（以本課程主要實踐場域，天母磺溪流域為例）有提出相關解決方案

的能力。所以，本課程參考周芳怡（2019）的學生學習成效問卷內容，並根據本課程的課程

主題及實踐場域進行修改，以瞭解修課同學對在地永續議題（以本課程主要實踐場域，天母

磺溪流域為例）有提出相關解決方案的能力；本課程在第1週施行前測，在第16週施行後測，

同時完成前測及後測的有效樣本數為12名修課同學。根據表2的分析結果，可以發現經過一學

期的課程，修課同學對於天母磺溪流域的社會面向、環境面向及教育面向所面臨的議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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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提出適當因應策略的能力，皆有所提升，有達到本計畫之學習目標及預期成效。 

 

表2 修課同學對在地永續議題（以本課程主要實踐場域，天母磺溪流域為例）有提出相關解

決方案的能力之前後測結果 

測驗項目 針對臺北市天母磺溪

流域的社會面向議

題，我能提出適當策

略解決相關問題 

針對臺北市天母磺溪

流域的環境面向議

題，我能提出適當策

略解決相關問題 

針對臺北市天母磺溪

流域的教育面向議

題，我能提出適當策

略解決相關問題 

前測平均（第一週） 4.3 4.5 5.0 

後測平均（第十六週） 6.3 6.2 6.5 

後測-前測 +2 +1.7 +1.5 

註：學生自評理解程度0為最低，10為最高；前測與後測有效樣本數皆為12名修課同學。 

 

三、對在地永續議題（以本課程主要實踐場域，天母磺溪流域為例）的未來具體行動承諾     

    本課程的學習目標之一，在於希望透過本課程兼具理論與實務的教學設計及實踐，讓同

學可以對在地永續議題（以本課程主要實踐場域，天母磺溪流域為例）有未來具體行動的承

諾。所以，本課程參考周芳怡（2019）的學生學習成效問卷內容，並根據本課程的課程主題

及實踐場域進行修改，以瞭解修課同學是否對在地永續議題（以本課程主要實踐場域，天母

磺溪流域為例）有未來具體行動的承諾；本課程在第1週施行前測，在第16週施行後測，同時

完成前測及後測的有效樣本數為12名修課同學。根據表3的分析結果，可以發現經過一學期的

課程，修課同學對於天母磺溪流域的社會面向、環境面向及教育面向所面臨的議題，其都有

未來具體行動的承諾，皆有所提升，有達到本計畫之學習目標及預期成效。 

 

表3 修課同學對在地永續議題（以本課程主要實踐場域，天母磺溪流域為例）有未來具體行

動的承諾之前後測結果 

測驗項目 我願意針對臺北市天

母磺溪流域的社會面

向議題採取我所能進

行的行動  

我願意針對臺北市天

母磺溪流域的環境面

向議題採取我所能進

行的行動  

我願意針對臺北市天

母磺溪流域的教育面

向議題採取我所能進

行的行動  

前測平均（第一週） 6.5 6.3 6.5 

後測平均（第十六週） 6.8 7.2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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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測-前測 +0.3 +0.9 +0.8 

註：學生自評理解程度0為最低，10為最高；前測與後測有效樣本數皆為12名修課同學。 

 

四、融入「世界咖啡館」及「SAC討論法」理念的審議式教學成效 

    本課程的學習目標之一，在於希望透過融入審議式教學（世界咖啡館及SAC討論法）的

精神理念，讓修課同學針對「教育創新與永續城鄉發展」重要議題，可以表達自己意見、瞭

解多元觀點及進行理性討論，並能進行換位思考及理性論述，進而展現具有深度及合乎在地

需求的永續構想與相關行動。本課程考量國內COVID-19疫情起伏不定，為減少修課同學有過

多的口沫接觸，所以，在教學設計上，主要採用在實體教室，使用GOOGLE表單進行相關意見

歸納及換位思考。 

    以「大學與地方/社區進行協力的助益、挑戰與因應策略」為例，首先，透過GOOGLE表單，

請修課同學分別至不同群組進行不同問題的表態，修課同學也能看到該群組在該問題的討論

紀錄，進行加深加廣的意見深化（如同世界咖啡館的換桌討論之用意），全班修課同學完成

的共同學習成果，如表4；當結束線上世界咖啡館之討論後，本課程進一步融入SAC討論法的

換位思考精神，除了在上課程期間，讓修課同學進一步針對線上世界咖啡館的討論結果進行

思考、表達及討論之外，本課程透過GOOGLE表單，讓每位修課程同學針對不同論述之同意度

的線上表態（同意情形最高為5，最低為1），並整理於表4。 

    換言之，透過表4，可以瞭解修課同學對於「大學與地方/社區進行協力的助益、挑戰與

因應策略」相關課題的不同意見及共識情形，例如：「1.大學若與地方/社區進行協力合作，

會為地方/社區永續發展帶來何種助益？」，修課同學共提出8項意見，而共識度最高的意見

項目為「地方/社區可以瞭解學生的需要，提供學生適合的消費」，同意度為4.7。綜合上述，

有達到本計畫之學習目標及預期成效。 

 

表4 修課同學線上世界咖啡館之討論結果（同意度） 

題目 1.大學若與地方/社區進行協力合作，會為地方/社區永續發展帶來何種助益？ 

集 體 討

論結果 

 和大學配合、共同學習，在地人能夠更好的守護自己的家鄉（4.5） 

 能使大學生運用自己的專業知能為社區永續發展盡一份心力（4.5） 

 能夠創新發展地方/社區特色，讓更多人（在地/非在地）關注此地方/社區議題，

並促進地方經濟成長（4.3） 

 在社區的宣傳上會有較為年輕的做法(ex:社群平台)，能使地方社區的發展更廣

為人知（4.5） 

 加深學校與地方之間的關係，而不是學校是學校，地方是地方（4.6） 



 

6 

 

 地方/社區可以瞭解學生的需要，提供學生適合的消費（4.7） 

 老人可以有較多專業知識充足的人照護，也能活到老學到老（4.2） 

 利用當地的特色，結合不同的方式或不同角度，思考及促進地方或社區的永續

發展（4.6） 

題目 2.大學若與地方/社區進行協力合作，會為大學永續發展帶來何種助益？ 

集 體 討

論結果 

 地方居民對大學認同感及風評提升，提升入學率（4.2） 

 大學需要的資源可以由社區去支援，大學端的資源會更加豐富（4.3） 

 能夠更了解地方，不會讓大學變成學術象牙塔（4.3） 

 讓學生能夠踏出校園，提升學生對於永續的認知，以及藉由參與學生會增加經

驗（4.5） 

 透過教授、專家進行地方社區的協力合作，可以促進學生的社會公共參與（4.7） 

 協助大學發展特色及課程創新（4.4） 

 大學不需額外花更多的費用營造，就能提供學生實務環境（3.7） 

 能夠讓更多人更清楚知道永續是什麼，而不是只知道永續的定義（4.5） 

題目 3.大學應如何與地方/社區進行協力合作，以促進地方/社區永續發展？ 

集 體 討

論結果 

 成立一個團隊，討論、溝通看有什麼問題需要配合或幫助等（如文大附近宿舍

租金真的很貴，交通又不便，這都是學生很關注的問題（4.4） 

 校方可以推一個讓學生表達意見的明確管道（4.6） 

 要先向學生不斷提倡什麼是永續以及提供實例分享（4.2） 

 要帶學生進行實地考察、田野調查，可以讓學生跟地方／社區有連結，建立當

地社區的正確資訊（4.4） 

 提供服務學習時數使學生自發性地出現（4.4） 

 可藉由訪談的形式，將社區的文化與故事加以流傳記載（4.4） 

 請地方/社區推動永續發展的人來演講（4.1） 

 可邀請社區居民一同參與活動，感受當地特有風情樣貌（4.5） 

 開設永續發展相關課程（4.5） 

 學校可協助繪製並設計地方/社區特色圖像跟廣告（4.4） 



 

7 

 

 與社區民眾進行對話，有效溝通、理解民眾與當地所需（4.6） 

題目 4.大學若與地方/社區進行協力合作，對於大學而言，可能會面臨哪些挑戰？ 

集 體 討

論結果 

 學生興趣不高，例如：獎勵對學生毫無吸引力、學生不一定每個人都對地方熟

悉（4.5） 

 地方提出條件苛刻，推動困難（4.4） 

 大學資金不足（4.2） 

 店家行銷策略與學生想呈現的東西不同（4.5） 

 大學會被地方/社區當成外來者，該地方／社區和學生之間沒有責任誠信的連

結（4.5） 

 欠缺長期持續性的合作機制，例如計劃裡的學生是否能夠長期留駐，學生對於

計畫是否清楚明確（4.3） 

 當地居民社區缺乏合作意識，難有可交流的對象（4.4） 

 大學難以改變地方社區長久以來的現實現況，可能是政治因素，可能是利益因

素等（4.2） 

題目 5.大學若與地方/社區進行協力合作，對於地方/社區而言，可能會面臨哪些挑戰？ 

集 體 討

論結果 

 無法接受大學方的規劃和想法，大學端的想法可能太過理想（4.5） 

 不知大學端是真心要合作還是來蹭熱度（4.3） 

 不一定能找出願意配合、協助大學實施計畫的社區人士（4.1） 

 如果大學名聲不好，地方居民可能會有反對的現象（4.1） 

 地方/社區有一部分人或許會認為沒必要（如果這些改變並非社區所想要的）

或排外情結，而產生排斥情緒與行動（4.4） 

 地方與大學端對合作成效的界定出現歧異（4.3） 

題目 6.應如何評估大學若與地方/社區進行協力合作 

集 體 討

論結果 

 成立一個團隊專責處理（4.2） 

 是否能夠了解當地所需，雙方期望的方向是否一致（4.4） 

 協力合作的計畫是否能夠長期永續（4.6） 

 計畫目的與長遠的目標清楚明確且能夠落實（4.6） 

 該計畫能否從多方面向探討（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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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完整之資料庫才能夠完整評估與執行（4.6） 

 執行期間須不間斷的做後續探討，是否能夠維持計畫之動力也很重要（4.4） 

 雙方都需要毫無保留的公開所了解到的資訊，不能有資訊不對的的現象發生

（4.4） 

 從現實面考量需顧及合作的效益與成本（4.5） 

 需考慮地理環境與人文社會樣貌的發展（4.7） 

 地方居民對於外來人的觀感如何（4.7） 

 學生與教授可以實施的時間（4.2） 

 

陸、結論 

    本人在在111學年度第1學期開設的「教育學院特色計畫課程：教育創新與永續城鄉發

展」，於課程設計融入永續發展教育理念及在地元素，並融入審議式教學（世界咖啡館及SAC

討論法）的策略理念。根據前述研究證據，以本課程主要實踐場域 - 天母磺溪流域而言，修

課同學對在地永續議題的「理解」情形、提出相關解決方案的能力、未來具體行動承諾等，

皆有所提升；另外，在審議教學過程，修課同學對於「大學與地方/社區進行協力的助益、挑

戰與因應策略」的相關課題，除了先主動提出自己觀點，再透過參照及交流其他同學的觀點，

進行思考與討論後，進行同意度表態，得到相關課題的同意度最高相關論點，達到本計畫之

學習目標及預期成效。未來，本人將進一步以地方本位永續發展教育為任教課程設計理論基

礎，以學生為學習主體，結合各項教學創新策略，讓每位學生可以得到適性的有意義學習，

並成為優質的世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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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執行計畫活動照片 

 

課前備課 – 與明德國小及在地教育工作者共同討論瞭解天母磺溪在地教育議題 

 

走讀天母磺溪流域之校外教學(測試水質酸鹼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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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讀天母磺溪流域之校外教學 

 

臺北市士林區平等國小賴婷妤校長分享平等國小的永續教育實踐結合SD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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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弄日記：磺溪，何智遠導演分享為在地留下共同記憶影音紀錄結合SDG11的寶貴經驗 

 

磺溪生活流域曾毓仁執行長分享天母磺溪生態教育結合SDG15的推廣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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磺溪生活流域資深講師陳其農分享食農教育結合SDG2的推廣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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