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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三創教學課程 

108-2 期末成果確認表 

課程/學程名稱：鄉村旅遊 

授課教師：吳宗瓊  教授 

服務單位：觀光暨休閒遊憩學系 

班級人數:88人 

勾選 繳交項目 說明內容 

* 本確認表 請確實填報，以俾利核對 

* 
執行成果總報告表-電子

檔 (Word) 

字型：標楷體 (中文)；Times New 

Roman (英文) 

行距：單行間距 

字體大小：12 號字 

* 活動記錄表 
當期程全部活動紀錄，如講座、參

訪、期末成發展等 

* 本年度活動照片 (原檔) 
精選 8-20 張即可  

(請將檔案控制在 20 MB 以內) 

 

 繳交期末成果報告時，請確認繳交項目是否齊全 

 本年度所有受補助課程/學程之成果報告，將上述資料匯集成冊(封面、目    

   錄、內容、附件)，做為本期成果報告書 

 若有相關疑問，請與承辦人郭心怡助理聯繫 

(#6591；imyeee@gms. nd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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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創教學合作社-執行成果總報告 
單一課程/跨領域就業課程 

一、課程內容特色 

    鄉村旅遊是觀光旅遊很重要的發展趨勢課題。除了特殊的旅遊體驗之外，也牽動觀光與鄉村發展

的不可分割的關聯。這門課將討論鄉村旅遊的概念與範疇、鄉村旅遊的管理與規劃以及台灣及國際其

他國家鄉村旅遊的發展趨勢。課程中除了讓同學有機會了解鄉村旅遊發展與規劃的基本概念，也將帶

領學生投入鄉村旅遊重要課題的分析與規劃，認識最新的國際國內政策、鄉村旅遊業者訪談與場勘、

專家專題報告與個案研討、小組討論、創意企劃研擬、計畫撰寫及業者評論。期望透過這些課程活動，

讓學生瞭解鄉村旅遊的內涵、專業知識、課題以及解決與討論問題的模式與技術。 

 

    台灣鄉村旅遊的發展蓬勃，其發展的樣態與成長速度與世界其他重要國家與地區相較也毫不遜

色。花蓮有優質的鄉村條件，鄉村旅遊也是花蓮發展觀光的重要元素，東華大學鄰近的壽豐休閒農業

區，更是常年在東華大學老師的陪伴與輔導之下，逐漸成長，區內也有更多的業者投入轉型與經營。

由於業者對於國際與國內的重大相關發展趨勢與政策的接觸與了解較為不足。因此，今年度的課程將

以”地方創生”為主題，聯合業者參與與同學問題導向的計畫性學習，透過專家專題報告、個案整理、

農場資源與課題盤點與分析、地方創生議題研討與企劃，與農場協力研擬”地方創生”創新行動方案，

提供農場與休區參考，另外，也期望讓學生了解鄉村旅遊的產業專業能力的需求。 

 

二、特殊創意/活動規劃 

 
(一)創意規劃 

 整體課程圍繞著”地方創生”的主題，由淺入深的帶領學生進行以”地方創生”為主體的”農場鄉

村旅遊創新行動方案”規劃。第一階段 (A)”地方創生”議題知識的整備，透過邀請專家到課演講，

學生分組收集地方創生的個案與課題，與專家對談；第二階段是 (B)休區與農場場域的見學與盤

點分析:透過邀請”壽豐休閒農業區”理事長到課分享休區的沿革、現況、整體環境與挑戰；另外學

生分組到特定的農場進行農場見學與業者深度訪談，整合課堂知識、”地方創生”議題認識以及農

場資源與現況分析；第三階段，(C)農場地方創生之創新行動方案企劃與報告，小組針對特定的農場

與地方創生的課題焦點，進行創新行動方案的企劃研擬，並提書服務建議書，由休區農場主人以及

授課老師擔任評比委員。運用課堂知識、議題認識、場域狀況分析，小組群力展現創意、企劃力、提

案報告能力。 

 
(二)教學模式 
    採 PBL (Problem-based learning)教學模式，課程以小組為單位，分配各特定農場與主題，透過”地

方創生”議題發想、農場田野見學與訪談，引導學生從中發掘目前問題並發想與研擬改善行動方案 

(Problem-Based Learning 模式)，並藉由小組成員間的思考討論 (Team-Based Learning 模式 )，由淺入

深依循階段性作業任務，完成具專題性的創新行動方案企劃。 
 
(三)與前次申請三創課程不同之處(如教學方式/課程內容/評量尺規等面向) 

Ex：107-2 服務業管理課程：課前利用 Kolb 學習風格測驗，利用學習風格調查表了解學生學習特質並設計遊戲協助
學生分組，以探究各式學習風格組合對企劃成果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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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策略/教學方法 

課程執行方式將以(1)課堂講授與討論、(2) 專題演講、(3)場域探勘與專訪、(4)創意行動方案等四大

部分為主 。 

 

本課程為每週三節次，將以前兩作堂講授與討論，第三堂課以小組討論課程概念進度與農場地方創

生之創新行動方案；配合課程專題的進度，部分週次調整為”地方創生講座”、”壽豐休閒農業區

概況與整體環境”、”農場之田野見學與訪談”。最後兩週則進行期末的成果報告與分享。 

 

1. 課堂講授內容搭配教材單元(教學講義與休閒農業概論,陳昭郎,全華圖書)，以奠定學生基本鄉村

旅遊發展與管理的基礎知識。重要單元包括鄉村旅遊概念與範疇、鄉村旅遊觀光發展與課題、台
灣與世界休閒農業趨勢；下半學期則深入介紹相關的專業知識與方法，主要單元包括鄉村資源規

劃、鄉村資源特性與分析、休閒農業經營管理、地方營造與分析。 
2. 在課程的(A)前1/3週次確定學生分組與地方創生課題個案的收集；(B)中間1/3週次進行場域(壽

豐休閒農業區及個別農場)認識、環境了解與盤點分析；(C)後1/3週次進行”農場地方創生”創
新行動方案企劃與報告。 

 
 

四、課程/學程相關產業分析 

  本課程與鄉村旅遊產業以及休閒農業有關鍵性的關聯。 課程針對鄉村資源的分析、鄉村旅遊商品

化、鄉村旅遊的經營與行銷、鄉村政策與產業發展以及服務建議書等重要課題進行概念說明以及課題

研討與創新，對於學生、業者與產業均有深切的投入與互動的效果。  

五、整體活動執行成果效益 
(一)整體效益 

 PBL (Problem-based learning)教學模式設計，讓課程得以創造一種新的模式，使得課程、學生以及合作的

農場與休區投入”地方創生”專案的創意與行動方案，教學上可以更針對議題以及理論論述的運用、讓

學生可以了解產業議題以及專業理論知識的重要性，以及讓業者可以透過課程與學生互動，獲得創新

的思維以及對系統性論述的信心。 業者在課程小組創新方案提出之後，立即提出後續的合作要求，也

顯示學生在就業力上的提升，以及未來產學合作的機會。 在過程中透過一系列活動的安排，循序漸進的

提升學生對於方案的構想與實行可行性；同時教師、業者與學生進行多次的互動討論與分析，也增加對於議題

的想法及概念的深度認識。對於帶課的教師，透過高度互動以及議題學習教學設計的模式，學生、業者以及自

身的反饋不斷的激起新的想法與做法，對於專業的思維以及專業的教學傳達有更深一層的思維。 

(二)執行與學習成果 

    課程的設計主要納入了農場地方創生的議題，串聯課程專業知識技術的整備與運用。不同於以往

的備課，課程開啟之前，先與壽豐休閒農業區聯繫，開說明會取得合作業者的了解與支持。 為了與實

務專業的對話與學習，為拉近理論知識、政策議題以及農場實務企劃，分三個階段的執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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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階段 講者/業者 內容與目標 場地 

(A)議題知識整
備 

吳勁毅 
台灣城鄉發展學

會理事長 

地方創生的理念與實務 
- 讓學生了解地方創生的概念與個案文

獻討論 

管院B111 

(B)場域見學與

盤點 

林敏紋 

壽豐休區總幹事 

壽豐休閒農業區的發展與現況 

-了解場域的狀況與課題 

壽豐農業生態

館 

 小雨蛙農場、江

玉寶農場、如豐
琢玉、心宿、西

麓武嗨、佳豐等 

學生分組到指定的農場見學，農場導覽

與小組與場長訪談 
-農場資源盤點與業者的想法理念 

壽豐休閒農業

區，六家農場 

(C)創新行動方

案 

六家農場 審查與評論同學的分案報告 

-讓學生更了解實務專業的看法與評估 

管院B111 

 
學生成果 

1. 議題知識整備:邀請”地方創生”專家到課演講，學生分組收集地方創生的個案與課題，與
專家對談。 

作業一:演講心得報告以及課題對話彙整，學生報告共88份。 活動概況與照片如附件 
2. 場域見學與盤點:首先邀請”壽豐休閒農業區”理事長到課分享休區的沿革、現況、整體環

境與挑戰；學生分組到特定的農場進行農場見學與業者深度訪談。 
作業二:休閒農業區的心得報告與課題對話彙整。學生報告共18份。活動概況與照片如附件 

作業三:農場的見學與資源盤點。學生(小組)報告共18份。活動概況與照片如附件 
3. 農場地方創生之創新行動方案企劃與報告，小組針對特定的農場與地方創生的課題焦點，

進行創新行動方案的企劃研擬，並提書服務建議書，由休區農場主人以及授課老師擔任評
比委員。 

期末小組報告:包含口頭小組報告以及書面報告各一份。學生(小組)報告共18份簡報以及18
份書面報告。活動概況與照片如附件 

【質化指標】 

    本年度課程與花蓮縣壽豐休閒農業區合作，透過課前討論特別選定”地方創生”為這學期課程的主

題。透過系統性的課程作業設計，(A)”地方創生”議題知識的整備，透過邀請專家到課演講，學生分組

收集地方創生的個案與課題，並與專家對談；(B)休區與農場場域的見學與盤點分析，邀請”壽豐休閒

農業區”理事長到課分享休區；以及安排學生分組到特定的農場進行農場見學與業者深度訪談，整合

課堂知識、”地方創生”議題認識以及農場資源與現況分析；(C)農場地方創生之創新行動方案企劃與報

告，小組針對特定的農場與地方創生的課題焦點，進行創新行動方案的企劃研擬，並提出服務建議書

並接受專家的評比。期使學生的專案作業，可以提供農場與休區投入”地方創生”專案的創意與行動方

案的參考，學生得以運用課堂知識、議題認識、場域狀況分析，小組群力展現創意、企劃力、提案報

告能力。 

 

 運用問題基礎學習模式於本學期大學部 鄉村旅遊課中，提升學生對於鄉村旅遊的興趣與專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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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請專家到課演講與對談”地方創生”，提升學生與業者對於重要關鍵課題的認識。  

 到壽豐休閒農業區以及六家農場參訪，達到產學合作及課堂所學之銜接   

 完成農場的見學與盤點分析，提升學生的實務專業能力。  

 完成農場地方創生的創新行動方案企畫書(服務建議書) 

【量化指標】 

●   至各家農場參訪一次，達到休區與農場場域的見學效益 

●   舉辦地方創生理念與實務講座，參與人數達 88 人與六位業者，以提升對議題的認識及思考判斷能力 

●   完成休區與農場場域的見學與盤點分析 

●   舉辦期末創新行動企劃案發表，參與人數達 93 人 

●   學生參與課程/活動產出實習報告及作品達 100% 

六、多元評量尺規 

出席與參與 10%  

小組作業   30% (作業ㄧ 8%、作業二 7%、作業三 15%)  

學期考試   30% (指定閱讀、授課講義) 

期末報告   30% (書面、口頭報告與評論回覆)  

七、學生整體意見與回饋 (整體活動滿意度、文字意見回饋等) 
    整體來說學生對於課程的滿意度高，以教材準備方面達 M=4.41 最為滿意，其次是師生互動

(M=4.31)、課程綱要(M=4.2219)，相對比較不滿意的在於評量方法(M=4.17)以及教學策略(M=4.05)。同

時比較值得肯定的是有 17.5%以及 65%的同學表示十分認真投入以及認真投入本課程。 

同學對於戶外教學、實務演講、課題導向習作、小組討論以及產學互動的興趣度以及投入程度高，也

認同導入服務建議書的撰寫提升就業能力。部分同學也反映對於班級人數太多、作業太多、評分的

透明度、抽象概念的解釋比較不滿意。 

八、檢討與建議 

    議題導向學習模式的教學設計，需要花費比較多的心力去結合業者與課程、專業知識學習以及

實務議題，但整體來說確實可以提升教學以及學生學習的成效以及興趣程度，以及增加與產業職能

的媒合。但由於要安排較多的活動與互動，會壓縮專業知識的授課與討論，透過作業的安排也會造

成學生的壓力，因此未來在如何平衡課程活動、作業以及抽象概念的傳達之間，應該進一步設計或

取捨。另外，如何讓業者了解課程設計的精神以及配合投入，也要花一些心力，透過這次的合作，更

能掌握業者的思維與作法，對於未來的合作與課程設計更有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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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與本課程相關成果報導、競賽獲獎或研討會發表 

壽豐休閒農業區以及農場業者希望能與本系與課程進一步合作，爭取經費落實創新行動方案。  

 

十、活動精彩剪影 (請檢附二至四張活動照片，並予以簡述) 

 

 

 

 

 

 

 

 

 

 

 

 

 

 

同學體驗磨玉的過程 業者示範咖啡烹煮技巧 

 

 

 

 

 

 

 

 

 

 

 

 

同學上台發表其所提出的創新行動方案 同學與業者們及老師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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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活動紀錄表 

活動主題 地方創生的理念與實務 

活動時間 __109__年_03_月_23_日  _09_時_10__分 至 _12_時_00_分 

活動地點 東華大學 管理學院 管 B111 

主講人 吳勁毅 理事長 

參與人數 90 人 

活動內容 

 活動進行方式與內容 

1.講者簡介，台灣城鄉發展學會理事長，研究台灣城鄉發展課

題，避免過度都市化造成的社會問題，促進台灣城市與鄉村符合

社會正義、相同價值的發展。 

2.本次活動為學生帶來更多關於地方創生的理念與想法，並藉由

此機會，打破學生對於地方創生的既有思維。 

3.透過專家與學生互動，創造出更多新想法與點子，為地方創生

注入一點新活力。 

 

 講座重點與預期助益 

1.期望學生能理解地方創生的涵義。 

2.強化學生對於此方面的概念。 

3.能夠對地方創生有新的想法與創新點子。 

4.透過專家解說，能夠將地方創生的想法更進一步的傳達給更多

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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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饋 

與 

成效 

 意見與回饋 

1.讓學生釐清地方創生的用意，發掘其問題並與專家分享交流。 

2.學生對於鄉村、農村聚落、鄉下的定義有所改觀，透過專家實

際案例的說明來加以詮釋。 

 

 其他 

學生回饋： 

同學甲：吳先生有說道對於地方創生我們相對不熟悉的是人口學

的部分，這也是我思考到的部分。〝一個人口相對分布稀薄的地

方，但是它的整個環境條件是由自然跟農業形成的，他到底有

什麼樣的特性和他到底要走怎麼樣的路?〞這是吳先生對我們拋

出的一個需要我們去探討的問題。我覺得只要知道問題的答

案，那你做的地方創生就是一個成功的例子，我也希望會有更

多人去發展地方創生這塊，改善鄉村裡人的生活品質，共同營

造一個更好的社會。 

同學乙：吳勁毅先生與我們分享如何從社會結構的角度看待地方

實際狀況，他說如果台灣要達到都市及鄉下均衡，首先不是都

市的地方吸引年輕人回到自己的故鄉發展為地方創生，減壓都

市的圈子，使資源可以分散，不會集中在市區，並且緩和人口

聚集導致的環境汙染、交通擁擠等相關問題。透過地方創生的

推動，鼓勵島內移民，促進區域均衡發展。最後，套用吳勁毅

分享的結語，社會人口移動的真實與需求不能憑直覺經驗，地

方的創生構想請完整從土裡長出來，不要切頭截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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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剪影(請檢附二至四張活動照片，並予以簡述) 

  

專家分享自己參與地方創生的經驗 調查地方創生的數據統計 

 
 

學生作業一統整紀錄 個案彙整及預期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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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活動紀錄表 

活動主題 壽豐休閒農業區的發展與現況-了解場域的狀況與課題 

活動時間 __109__年_04_月_27_日  _08_時_30_分 至 _09_時_30_分 

活動地點 壽豐農業生態館 

主講人 林敏紋 總幹事 

參與人數 90 人 

活動內容 

 活動進行方式與內容 

1.專家簡介，壽豐休閒農業區總幹事。 

2.本次演講為學生帶來更多關於壽豐休閒農業區的理念與發展，

並藉由此機會，讓學生可以對休區有更進一步的理解休區的運作

與未來展望。 

3.透過專家與學生互動，創造出更多想法與點子，為休區發展注

入一點新活力。 

 講座重點與預期助益 

1.期望學生能理解壽豐休閒農業區與各農場所涉及的領域。 

2.讓學生認識休區的資源與範疇。 

3.期望學生能夠對創新行動方案企劃有新的想法與概念的產生。 

4.透過專家的說明，能夠將休區的發展規劃及特色傳達給學生。 

 

活動回饋 

與 

成效 

 意見與回饋 

1.讓學生釐清休區未來展望及發展，發掘其問題並與講者分享交

流。 

2.學生對於休區農業資源的運用及專業範疇有所認識，透過專家

的說明來加以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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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學生回饋： 

同學丙：要如何建立一個關係連結讓遊客想到壽豐就會想到，其

實這裡是台灣最大的有機栽種區，此外還富含了多元的農場提

供各式體驗活動，去認識生態、友善生態、體會農夫的辛勞

等。目的地的聯想以及行銷地方我想是一個十分重大的課題。 

 

同學丁：藉由此講座加深對每個農場的了解，知道裡面有提供各

式各樣的休閒體驗，也引起了自己的興趣，開始想去深入了

解。而有機農業並不是表面的光鮮亮麗，在背後會遇到相當多

的阻礙，需要一定的堅持才能熬過來，但挺過這些困難，這些

實力足以讓全台灣看見。 

 

活動剪影(請檢附二至四張活動照片，並予以簡述) 

 
 

專家介紹壽豐休閒農業區 專家與各農場業者及學生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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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介紹關於休區的多元發展 老師補充及解說 

  

學生心得回饋 課題分析與心得反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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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活動紀錄表 

活動主題 壽豐休閒農業區的發展與現況-了解場域的狀況與課題 

活動時間 __109__年_04_月_27_日  _09_時_30_分 至 _12_時_30_分 

活動地點 
江玉寶有機農場、心宿體驗農場、西麓武嗨咖啡有機體驗館、佳豐

有機農場、小雨蛙有機生態農場、如豐琢玉工坊 

主講人 江玉寶、陳淑敏、林西布發拉斯、李菡茂、陳威良、姜美如 

參與人數 95 人 

活動內容 

 活動進行方式與內容 

1.各農場簡介： 

江玉寶生態農場：主人江先生為花蓮第一批無毒農業示範戶，從

事有機栽培，也是壽豐栽培有機蔬果的先驅，園區以網室栽種蔬

果，並引進荷蘭泥炭土已離地栽培法種植，來到此處不僅可以體

驗採摘有機蔬果的樂趣。  

心宿體驗農場：腹地廣大的心宿體驗農場，可提供場地租借，舉

辦各式活動。渡假旅遊也可選擇在此露營、烤肉、diy，白天觀看

農場裡養殖的魚、蝦以及繁殖成功的澳洲小龍蝦，晚上欣賞美麗

的星空。附近還有豐富的自然生態，如莫氏樹蛙、日本樹蛙、貢

德氏赤蛙等蛙類，各種不同的田野風貌藏匿其中。農場也烘培自

製的蓮花茶、洛神茶，最適合喜愛鄉野生活的閒雲野鶴了。 

西麓武嗨咖啡有機體驗館：把咖啡當成浪漫的親密愛人，特選阿

拉比咖品種咖啡，完全採用天然日曬法，黃澄澄的咖啡豆不斷拋

甩，發出清脆的聲音。從採收、去皮、曝曬、選豆樣樣全都是人

工處理。老闆透露咖啡豆也有公母之分，且各有不同的風味，歡

迎來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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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豐有機農場：農場主人李家豐一路走來始終如一，貫徹不噴灑

農藥及化學肥料的無毒有機耕作方式。十幾年來雖歷經各項挑戰

與艱難，皆不曾改變志向，栽培作物從葉菜類至根莖類、瓜果

類、有機百合。耕種過程中堅持著友善大地、愛護生命、尊重自

然、照顧消費者健康為前提，默默付出，終獲消費者諸多認同與

社會各界的廣大肯定。 

小雨蛙有機生態農場：豐富的生態環境，農場精心設計休閒體驗

活動，可以享受採蓮花樂趣，以及如何製作有機蓮花茶的奧義，

亦可以挑戰釣惡魚、釣土龍魚，親自感受瞬息萬變的刺激拉鋸快

感。 

如豐琢玉工坊：台灣玉飾品加工業從原來的一時風華到沒落，而

近年因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將台灣玉飾品加工業納入一鄉一特色的

產業，如豐琢玉工坊現在已經把台灣玉飾品加工部份，轉型做玉

石飾品 DIY，讓遊客親自來體驗研磨玉石 DIY。到花蓮壽豐來旅

遊，可先到白鮑溪尋玉，再到如豐琢玉工坊來研磨玉石，或是直

接蒞臨參觀及 DIY 體驗。 

 

2.本次活動讓學生藉由此機會近距離的與各家農場進行深度訪

談，理解其農業資源的產生及整個農場的運作現況。 

3.透過專家與學生互動，針對其農場的願景及現況進行分析評

估，對其創新行動方案進行初步構想。 

 講座重點與預期助益 

1.期望學生能對各農場有更深層的認識及探討。 

2.強化學生對於農場資源的運用及可行性的產出。 

3.能夠對農場有新的想法與創新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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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透過與專家的訪談，了解農場內部的運行狀況，並針對其問題

提出改善方案。 

活動回饋 

與 

成效 

 意見與回饋 

1.讓學生釐清其對農場的印象及了解農場的運行現況，並從中發

掘其需改善之課題與專家分享交流。 

2.學生對於各農場的運作情況及課題進行分析並透過與專家訪

談，親自體驗農場特色活動，而有更進一步的理解。 

 

 其他 

學生回饋： 

同學戊：經過這次到佳豐有機農場後，一開始就已經覺得做農很

辛苦了，看到李老闆對於佳豐種植有機農作物感到很佩服，畢

竟從事有機農業又是更困難的一道門檻，不管是水土、環境、

氣候，甚至是人力，都需要有更仔細、更精密的評估，當然我

覺得貴農場可以有更多的體驗活動或是方案，讓更多人看見佳

豐，或許可以考慮與休區合作，推出市集或是有機藝術節…等，

都是一個不錯的點子，當然這之中需要有更多的規劃與評估，

但這可以看出佳豐是很有潛力可以往這方面發展。  

 

同學己：這次有機會來到如豐琢玉工坊來體驗磨玉，我覺得這個

體驗讓我印象深刻，以前完全沒有機會可以接觸到類似這樣的

手作體驗，我覺得很有趣，這之中也聽農場主人說關於如豐琢

玉的經歷與過程，他們也是慢慢一步一步的往多元經營方面發

展，不只有現場體驗，也可以到農場的臉書專頁搜尋他們的相

關資料，看完後，我覺得他們可以有更多的體驗活動或是可以

和周邊的小雨蛙或是心宿農場合作，建造遊程，為雙方創造更

大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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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剪影(請檢附二至四張活動照片，並予以簡述) 

  

江玉寶，場主與同學分享農場成立的過程與

經歷。 

西麓武嗨，老闆和同學分享製作咖啡的流程與

烘豆的技巧。 

  

如豐琢玉工坊，讓同學親自體驗磨玉的過

程。 

小雨蛙有機生態農場，負責人與同學進行訪談

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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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三：農場分析與企畫構想 休區分析與資源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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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活動紀錄表 

活動主題 農場地方創生之創新行動方案企劃與報告 

活動時間 

__109__年_06_月_01_日及_06_月_08_日 

8_時_30_分 至 _12_時_30_分 

活動地點 東華大學 管理學院 管 B111 

主講人 吳宗瓊 教授 

參與人數 92 人 

活動內容 

 活動進行方式與內容 

1.學生在此活動中針對特定的農場與地方創生的課題焦點進行創

新行動方案的企劃研擬，並提出服務建議書，由休區農場主人以

及授課老師擔任評比委員。 

2.內容包括農場資源與經營環境盤點與分析、地方創新課題焦點

探討、創新行動方案目標、創新行動方案企劃(硬體環境、企劃行

銷、組織人員)、經費與執行等。 

 

 講座重點與預期助益 

1.透過前幾項活動及作業的撰寫，結合所學專業知識及農場現況

分析、評估，設計出創新行動方案的企劃。 

2.強化學生對於此專業能力的應用。 

3.期使學生的專案作業，可以提供農場與休區投入”地方創生”專案

的創意與行動方案的參考。 

4.透過與農場主的交流討論，為地方創造新的意象及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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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饋 

與 

成效 

 意見與回饋 

1.讓學生對於特定農場提案，並從中由農場主及老師評比其內容

是否詳盡，並相互分享、交流。 

2.學生能夠了解提出一個創新行動方案的流程及其複雜度是很困

難的，並從中加以學習、運用，透過實際的策畫，讓學生能增加

對此方面的專業能力。 

 

 其他 

 

活動剪影(請檢附二至四張活動照片，並予以簡述) 

 

 

同學們報告其創新行動方案 佳豐有機農場，負責人與同學們分享提案心得 

  

老師和同學分享提案技巧 老師、農場業者與同學們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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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口頭報告之 ppt 服務建議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