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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是個脈絡化的過程，並與成果創作者所處的社會情境、文化知識庫、
個人的實際經歷與體驗有關。未曾接觸過社區景物，是難以產出以社區為
文本的文字或圖像創作。如同教育理論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所說：
「當學習者和課程彼此互動時，會各自轉化。」當學生能把課堂上所學的
東西，連結到他們自身的生活世界，或者將場域所所學，連結到其他課堂，
這表示學生已具備一定的自主學習能力，能夠共創知識、擴展老師所提供
的觀點，讓學習內容更廣泛與多元。

現實世界是最好的學習教室。本文以敘事力計畫執行場域-覆鼎金社
區為共同關切，分別從中文表達、環境與人、文史探索、影像製作、繪本
設計、電子書製作等課程的學術視角將社區、生態、人物、史蹟、文化與
常民生活融入課程教學並鏈結學習成果。由於學校是現實世界的一部分，
也是社區成員之一，學生在與社區互動過程中，能了解社區環境以及地方
人文的多樣性，這些隱藏版的學習資源，都能協助學生理解自己與現實世
界的關係。故而本文以文本分析（textual analysis）為研究方法，從學習
成果的分析，配合實際案例呈現，論述學生對社區的理解、想像與認識，
回應敘事力計畫的場域關切，並作為教學設計的反思與精進參考。

關鍵詞：重新在地化、文化馬賽克、自主學習、形成性評量

摘要

永續是一種生活實踐，是在特定時空脈絡下做中學的實際練習，近年
的教育行動往往強調地方為本(place-based education)的教育、社區連結
與公民參與，使重新在地化(relocalization)成為一種強而有力的永續策略。

學生與社區成員互動的過程中可能會發現社區的特色與重視的價值。
如同教育家大衛古恩瓦(David Gruenewald)和格雷格里史密斯(Gregory
Smith)所言：「過去對我們有用的，未來也會對我們有用，只要我們脫離
現代趨勢，不再強求以普遍一致的解決方案，面對人類與地球的千變萬化。
地方多樣性才是人類繁衍與文化傳承的核心關鍵。」(David Gruenewald
and Gregory Smith, 2008)

如果培養未來人才是大學重要的任務之一，那麼為這個服務對象提供
更多有助於聯繫生活經驗的學習素材，應該是一項重要的工作；而另一層
意義是，大學的課室也需要透過這樣的歷程不斷地與新時代對話，讓老師
的學能可以與時俱進(黃俊儒，2020)。因此本文從課程計畫的執行導入教
學研究的思維，以覆鼎金社區的百年文史、社區變遷與社區特色而將此地
設定為實踐場域，從課程設計導入地方知識，帶領學生重新觀看地方，閱
讀各種地方文本，再建構成自己的學習成果，並進一步分析學生視角的學
習作品，以文本分析（textual analysis）為研究方法，評析學生在作品中
所透露出的地方認知與情感，藉此了解學生的看到、讀出學生的知道，作
為未來教學設計的參考。

前言

岸一顆美麗的珍珠。此外覆鼎金社區的信仰多元，以佛、道教為多，信仰
基督宗教者亦不在少數。廟宇多環繞在金獅湖四周，其中以保安宮最為重
要，該廟歷史可溯至清咸豐年間（約1851-1861），曾是鳳邑舊城十三角
落廟之一，目前則是兼具宗教信仰、休憩觀光與社會文化教育等多功能的
綜合活動重心。

豐富的文史資源、多元生態環境、蓬勃宗教發展、獨特傳統的視覺藝
術等地方元素有如文化馬賽克(cultural mosaic)彼此適地適性的鑲嵌在覆
鼎金這個社區當中，是不同時空背景下共存的各個族群、語言和文化的互
相尊重與共融。

學習成果與作品分析

本 文 以 「 社 區
設計」為核心議題，
分別由文史、生態、
宗教、藝術與教育」
等 五 個層 面 進行 教
學 設 計。 以 協同 教
學、共同場域踏查、
合 班 專題 講 座， 進
行 跨 領域 教 學， 充
實學生不同的涵養

社區為場域的教學設計

從文化地理的角度來看，一個發展長久的地方涉及世界、空間和地方
如何被詮釋與利用；以及這個地方如何被利用而有益於當地文化的延續。
如我們所知，文化滲透了日常生活，因此我們研究文化時應該納入常民文
化、檢視庶民方言、風土建築等，也必須思考地方上的人如何將自己與地
方聯繫在一起，甚至結合工作及休閒，建構了有意義的世界。但這並非易
事，如同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1984)曾指出：「任何文化都是一片混
亂，充斥著各種顏色和刺耳噪音，直到你學會引導和了解它的規則。」(王
志宏譯、Crang, 1998)。此外地景也像是張刮除重寫的羊皮紙。刮除重寫
一詞衍生自中世紀的書寫材料，這意指刮除原有的銘刻，再寫上其他文字，
如此反覆不斷而呈現了所有消除與複寫的總合。因此用這個觀念來類比銘
刻於特定區域的文化與地景是隨著時間而抹除、增添、變異與殘餘的集合
體(王志宏譯、Crang, 1998)。

社區是文化的記憶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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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三民區與場域界圖

鳥松

覆鼎金社區位於愛河上游(見圖1)，
是高雄市三民區文藻外語大學周邊地名
的總稱。乾隆年間，此地隸屬臺灣府鳳
山縣興隆里；光緒13年（1887）改隸臺
南府。社區名稱來自鼎金里的小山丘，
猶如盛金之釜覆蓋於此而得名，七個以
「鼎」字為首的里名強烈展現地形上的
特色與先民早期的想像。文藻校園西側
的船仔頭為閩南語「碼頭」之意，為愛
河水路交通的起點，而成為本社區一個
重要的文史踏查目標。

環繞校園北側愛河支流前行，可抵達檨仔林埤濕地。「檨仔林埤」曾是曹
公圳系統的一部分，早年被芒果(檨仔) 樹環繞而得名，隨著社會變遷以及

都市開發等因素，一度遭填平，水道被截斷佔用導致環境衛生不佳。
2007年開始以生態工法整治，重塑水陸域多變的地形，成為豐富多樣化
的生物棲息綠帶，兼具生態、滯洪防洪、休閒、教育等多重功能，有如沿

本案的精神在場域實踐、跨領域學習與議題關注，故以覆鼎金社區5處具
代表性的文史與生態景點為標的，對參與踏查的學生進行施測，發現超過
37%的受訪學生未曾到訪過任一處。社區踏查可謂學生開啟社區視野的關
鍵學習，對於同步修習夥伴課程的學生具有融入社區意象的助力(見圖3右
側三件作品)。

圖2 課程設計概念圖

結語

在一個社區居住4-5年的時間，對任何人而言都是相當長的時間尺度，當
教學設計能夠引導學生察覺置身在社區的多重關係裡，而懂得結合生活與
學習，並以多元敘事形式呈現其跨領域學習的階段性成果，代表著本案紮
根社區的開放式教育，得到了些許的成效，也開啟了學生與社區共好的想
像與期待。

與能力(見圖2)。通識教育中心教師負責學生地方人文、歷史變遷與生態環
境的涵養；應用華語文系教師負責訓練學生文字敘事、寫作實務技巧，以
及超文本文案設計能力；數位內容應用與管理系教師負責教授學生以網頁、
APP、電子書敘事的技能，以及文創發想、數位美學、設計技能；傳播藝
術系教師教授學生影像敘事、影音串接的技能。場域的學習並搭配問卷前
後測、學習單的 形成性評量、專家與同儕評量的學習作品，作為研究文本。

圖3 呈現社區場景的成果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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