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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推廣 

青銀童再創社區新活力：代間學習 X 在地藝術 X 食農教育 

梁鎧麟1 

 

「來，我跟你們說，這個鐵絲就要用這個工具才能夠鎖緊！」操著台語，已

經 82 歲的阿公，用著手上熟捻的工具，教導著暨南大學的同學如何運用廢棄的

二手材料完成社區空間的藝術再造。 

 

 

圖說：菩提長青村社區長輩與大學生共同運用二手回收物品製作社區藝術造景 

 

面對高齡人口快速增長，臺灣將在 2025 年進入超高齡社會，每五個人中

就會有一個是老人。而以這樣的時程算一算，今年大一的學生（2016 年入學）

在 2025 年時，也正是這個世代進入社會工作的起步階段，如何讓未來將進入

社會的新鮮人，提早認識及瞭解未來可能面臨的社會人口樣態？筆者認為這是

現階段大學教育應該要積極引導的部分。 
 

                                                      
1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

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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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於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於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開授應用光

電與材料學系之服務學習課程，帶領應光系一年級的同學進到在地場域，認識在

地與實務相關議題。而該服務學習課程不同於過往僅以累積時數的志願服務方式

進行，而是在課程進行的過程中，強調大學生與場域間的互惠關係。為了讓應光

系的同學能夠在大一的階段及早接觸到老人的議題，筆者與暨大「水沙連人文創

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團隊，針對相關議題與場域的設定如何融入課程設計中，

展開為期一個學期的新行動嘗試。 

 

一、 如何尋找議題與場域？ 
 

一門課程要帶入到社區中，課前的準備不可少，這其中包括：要帶同學到

哪個社區？同學進到社區要做些什麼事情？社區需要配合學校課程做些什麼？

同學到社區做這件事情對社區來說是重要的嗎？在決定要帶同學進到社區中實

作時，筆者就做好心理準備：必須要一一克服前面的問題，以便課程順利進

行。 
 

(一)翻轉爛課印象 
 

筆者在進行課程設計時，從議題設定先行著手，盤點手邊資源能夠提供怎樣

的議題讓同學參與，並能吸引同學，畢竟服務學習經常被同學認為是非必要的爛

課，所以怎樣透過有趣議題的導入，引起同學的學習興趣，筆者認為是這門課首

要克服的重點。首先，老人議題是筆者本身的研究領域，故是帶入課程中的首選，

但是筆者觀察過去大學課程對於老人議題導入的操作，無外乎都是到安養護機構

中帶長輩作活動等的方式，而這樣的方式似乎無法提升同學認識老人議題的興趣，

因此，筆者思考著能有怎樣的有趣議題，並在操作過程中，讓同學能夠與長輩互

動，形成代間學習的可能。 
 

(二)融入在地元素 
 

    什麼是有趣的議題？由於筆者與大學生也差了兩個世代，是否能夠確切掌

握新世代的想法，筆者並不是那麼有把握。在這段煎熬的議題設定過程中，筆

者發現來到暨大念書的學生，大一一定都會跑到隔壁的魚池鄉去玩陶土，儼然

是大一的全民運動。這引發筆者思考：埔里過去是全台造紙重鎮，運用紙漿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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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藝術創作應當會是個有趣的活動，而透過紙漿運用的藝術創作，讓同學接

觸到在地的造紙議題，也能夠進一步讓同學認識埔里這塊土地，基於上述，筆

者便決定以紙漿的材料作為在地藝術創作的媒介，讓同學在課程中能接觸此一

在地議題。 
 

(三)抓緊社區需求 
 

當筆者決定好前面兩項主軸後，卻又浮現了一個問題，同學跟社區長輩要用

紙漿為社區做什麼？筆者決定要先確定去哪個社區，再從場域的需求回推可以運

用紙漿和社區長輩為社區做什麼。而帶課程進入場域中，最需要的就是與社區有

良好的信任合作關係，並且要對社區的生態有足夠的了解，否則可能會造成社區

與學生間的兩敗俱傷。於是筆者選定與筆者已有 11年合作關係的「菩提長青村」，

基於對於場域本身及社區需求皆了解甚深，選擇此一社區應當是推動新議題進行

實驗最適合的場域。確定場域後，筆者與社區長輩很快地確定要以「社區菜園」

為主要行動項目，因為菜園是該社區長輩每天生活的重心，也是社區供餐的主要

食材來源，於社區中佔有相當重要的角色，而長輩希望能夠將菜園的內容與特色

製作成招牌，讓參訪遊客能夠一目了然。基於社區長輩此一需求，筆者把菜園的

食農教育融入課程中，也作為學生與社區長輩共同以紙漿創作的主題。 

 

  

圖說：社區長輩帶領同學認識菜園中的蔬菜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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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青銀共創：打造菜園招牌 
 

菜園是菩提長青村的命脈，不僅是社區落實「老有所用」價值理念的場域，

也是社區每日供餐的食材來源，透過社區長輩每日的投入，讓社區一年 365 天，

天天都保有新鮮的蔬果可以食用，而以每位老人家一餐的餐費成本 50 元計算，

社區每天每餐都供應 50 位的用餐人數，且每天供應三餐，365 天都不間斷，從

這樣的產值計算下來，社區的菜園每年可為社區帶來近 275 萬元的無形產值，

而這都是社區長輩自己投入所貢獻出的產值，也可以看出菜園對於社區與社區長

輩的重要性。 
 

決定要協助社區打造菜園招牌後，筆者將同學分為三組、三個梯次、每梯次

為期兩天的方式進行。第一組食農教育小組的同學率先上場，先與社區長輩進到

菜園進行菜園內種植種類的盤點與調查，以提供後續兩組紙漿組同學進行招牌設

計與打造的素材參考。透過菜園盤點，平時在社區菜園耕作的長輩變成大學生的

菜園講師，從耕作的方式、施肥、田間管理、季節調節等的內容，社區長輩無一

不跟大學生做分享，這個課程設計不但讓平時在都會生活的學生能夠有接觸農田

的機會，也能夠從長輩的智慧中學習農作相關知識，將代間學習的模式運用在食

農教育的「農育」當中。爾後，同學則是繼續陪伴社區長輩進行食材的整理，從

菜園的摘菜到撿菜，再到最後進入廚房成為中午老人餐廳的菜餚，由社區長輩帶

領同學學習「從產地到餐桌」的概念。而社區的長輩也從一開始的害羞、不願意，

到最後變成滔滔不絕的和同學分享，分享的時間從原本預定的兩個小時，硬是增

長為三小時，也滿足了社區長輩這輩子都不可能完成的夢想--「變成大學課堂的

教師」。 

圖說：社區長輩教導同學有機堆肥如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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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組同學完成菜園資源盤點後，便將種植種類進行地圖繪製，並將繪成的

稿圖，提供給第二組作為菜園招牌的設計參考。第二組同學完成草圖後，選擇社

區內的二手回收材料進行招牌骨架的施作。而如何運用鐵絲、鐵網、瓦斯槍將廢

棄水管、鍋碗瓢盆等器具，塑形成為紙漿招牌牆的骨架，成為這一組別同學遇到

最大的難題。但所幸社區內許多長輩年輕時做過水電工、木工、鐵工等，長輩從

原本在一旁觀望的態度，到後來回到自己家中把私藏工具搬出來，並且一一指導

同學如何完成骨架，又再一次的將社區長輩的智慧經驗傳承予年輕世代。同學多

表示這是過去求學經驗中不曾有過的經驗，因為考試領軍教學下，他們高中時的

工藝課都被借去上國英數等升學科目了。所幸社區長輩具備豐富且多元的技能，

儼然成為同學們的業師，帶領同學接觸過去從未接觸過的實作議題。 

 

 

圖說：同學繪製的社區菜園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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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同學運用二手回收物品製作菜園裝置藝術 

 

接續前面兩組完成的事項，第三組同學開始進行敷紙漿的工作。從絞粹紙漿、

與其他複合材料混合、再將混配好的紙漿材料敷上骨架，完成社區菜園紙漿招牌

牆的初步打底工作。。但就在打製打底完成後，同學們發現牆面並不平整，不易

進行後續上色的工作，就在同學們頭痛時，一直在旁邊觀察同學在幹什麼的長輩

又出手了，長輩們回家中拿出平時敷水泥會用到的工具，耐心的教導同學如何運

用工具，最後兩代合作一起把紙漿牆面順平。 

 

 左圖：同學調製紙漿複合材料         右圖：同學運用紙漿複合材料進行敷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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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從三組大一同學分組、分議題，再以接力的方式協力社區，並與社區長

輩共同完成社區菜園紙漿招牌的過程，將代間學習、在地藝術、與食農教育的議

題融入其中，以代間學習作為同學接觸老化議題的媒介，以在地藝術的紙漿素材

作為同學與社區長輩互動的媒介，最後再以食農教育作為同學與社區長輩實作的

媒介，建構起大學課程進入社區場域中與長輩互動的模式，翻轉過往服務學習被

認為廢課的認知，同時也翻轉過往大學生進場老化議題的操作方式，運用在地議

題並以生活化的操作方式，讓大學生在實作過程中跟著社區長輩學習，傳承社區

長輩的智慧，也進一步埋下老化議題在大一生心中的種子。 
 

在本次的課程行動方案操作後，筆者除了透過同學服務後的反思心得中，了

解到同學對於服務學習課程的觀念改變外，同學也表示社區長輩的智慧傳承，讓

他們學習與接觸到許多過去沒有接觸過的事物。此外，因為在社區場域中與長輩

有所互動，修課同學們也開始關注老化的議題，其中有三位同學更是運用課外時

間參與校內微型提案競賽，提出為長輩設計「垃圾車感應器」的方案----在垃圾

車要抵達長輩家的前四百公尺時，透過聲光效果的提醒，以減少社區長輩與垃圾

車擦身而過的機會。而透過課程的探索，也引發同學藉由其自身的科系專業，為

老化議題提供可能貢獻的行動方案。再者，菩提長青村為暨南大學與南投縣長青

老人服務協會長期合作的老人照顧實驗社區，社區內以弱勢老人為主要居住對象，

透過大學課程的導入，讓社區長輩能夠與年輕人互動，也能夠為社區增添不一樣

的年輕氣息，而活動進行中，也經常有社區老人家三五成群結伴到菜園觀看與參

與課程活動。 

 

三、 銀童共創：為菜園招牌穿新衣 
 

高等教育是我國教育體制中擁有豐富資源投注的教育階段，如何與區域內其

他各級學校共享大學教學資源，筆者認為是身為在地性國立大學的重要課題。因

此，除了前面青銀共創的教學模式導入大學課程設計外，筆者也嘗試將前述的操

作運用在國小教育中，讓小學學童延續大學生與社區長輩的創作，進行社區菜園

紙漿招牌的最後彩繪，而此也是最適合國小學童進行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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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完成底層敷漿的社區菜園紙漿招牌，是青銀協力的成果 

 

社區長輩在得知國小學童要來進行社區菜園紙漿招牌的彩繪後，隨即表示紙

漿招牌牆在打底之後，仍有表面不平整之處，塗上油漆後無法呈現出質感，於是

社區長輩在國小學童進場前，開始運用其自己的工具，進行紙漿招牌牆的平整細

作，目的就是希望讓國小學童進場時，能夠有最棒的成果展現。社區長輩過去都

是勞動階層，從未擔任過老師的經驗，但針對國小學童進場前的準備，就充分展

現出學校教師課前備課的樣態，也顯見社區長輩在前面幾次大學生進場時，與大

學生共同實作後有些許心得感想，而同時也為了他們最喜愛的菜園招牌能夠有更

棒質感的呈現，而積極的自行做事前準備工作，從中，筆者也發覺社區長輩對此

一系列課程活動的重視與期待。在這樣的過程中，筆者認為社區長輩雖然邁入高

齡階段，但是透過適當的議題進入，將能夠活化長輩的活動力，也能夠讓長輩嘗

試過去所沒有嘗試過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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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社區長輩主動進行紙漿招牌牆細作，為國小學童的彩繪做預備 

 

    透過暨大水沙連人社中心的協助之下，筆者將原本屬於大學服務學習課程的

操作項目向下延伸，連結埔里忠孝國小五年級的學生，讓國小學童進到社區中，

與社區長輩共同進行招牌上色的工作。在這樣的行動過程中，筆者承繼大學服務

學習課程設計的目的，希望藉由紙漿招牌牆的彩繪，讓國小學童有機會與社區長

輩互動，也讓國小學童跟著社區長輩學習相關智慧與技能。在共同彩繪的過程中，

可以發現社區長輩對於與自己孫子一樣大的國小學童的喜愛，除了細心教導國小

學童如何進行彩繪外，沒有參與彩繪的社區長輩則是搬出各式各樣的點心，深怕

小朋友餓著。 

 

  

圖說：國小學童進行紙漿牆彩繪 

 

透過大學課程資源的向下擴散，讓國小學童也可以參與大學課程的議題實作，

除了能夠讓大學的教學資源有外溢效應外，筆者也期望能夠將一開始的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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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向下擴散，透過相同議題的操作，讓國小學童與大學生共享教學資源，並且

在同一場域、議題之下，創造與社區長輩的學習機會，傳承社區長輩的智慧，達

成代間學習的目標。 

 

四、青銀童共創社會新可能 
 

    面對超快速老化的台灣社會現況，我們從小到大的教育體制中，從未教導我

們如何面對老人、如何與老人相處，在沒有準備好的情況之下，未來的世代將如

何面臨超高齡社會的來襲，著實是臺灣令人擔憂之處。筆者透過課程設計，融入

「代間學習、在地藝術、食農教育」的元素，並以實作的方式用「菜園紙漿招牌

牆」的施作，搭起社區長輩、大學生、國小學童間的「青銀童共創模式」，以社

區長輩為行動議題操作的核心，搭接起大學與國小教育，讓社區成為校園以外的

教學場域，同時也讓社區長輩成為學校教師以外的業界教師，讓大學生與國小學

童在實作的場域中獲得校園內無法學習到的知識。面對超高齡社會的來臨，如何

在社區場域中，運用青、銀、童的共創模式，開創社區生活的新可能，將會是未

來各界須積極努力的重要課題之一。 

 

  

圖說：青、銀、童共創下的彩色社區菜園紙漿牆2 

                                                      
誌謝：本文之行動方案感謝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籃城助理 

群鄭坤全、杜宗達、鄭靖嚴之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