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課程綱要

一、課程基本資料

課程代碼 SOU0105 課程名稱 社區文化創意產業

英文名稱 Culture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in Community

全/半年 半年 必/選修 選修

學分數 2 每週授課時數 2

開課系級 三年級

先修課程 無

課程簡介

目前國內社區總體營造已經有些成果，但是對於大部分的社區還是極
度缺少社區營造的經費，社區本身如何找到資金來源影響社區未來是否可
以永續化經營，然而社區自我發展地方文化產業，一方面形成社區內部居
民認同的力量，一方面又能對外吸引經濟、增加居民收入，另一方面又能
提昇地方的形象等。所以，如何透過社區自主發展地方上的文化產業，是
本課程訓練的重點之一。

除了培養地方文化產業的專長之外，也同時教授社區的藝術文化經營
與管理，訓練學生能投入社區發展地方文化產業之餘，亦能提昇當地社區
居民藝術文化的素養，讓當地居民除了接受學校教育以外的「社會教育」。
所以，課堂上將講述實用的社區參與式技術、社區及社區藝術內涵、社區
藝術經營與企劃、企業合作等，學生期中作業為分組進行一個社區文化產
業的分析，在期末作業則嘗試分組自己規劃一個社區的地方文化產業（青
草巷或是梁實秋故居二擇一）。

課程目標 對應系所核心能力

1
社區文化創意產業相關理論及概念
的介紹

學士:
2-1 傳播媒體策略運用能力
3-1 社會文化事業推展能力
4-1 組織永續經營發展能力

2 社區文化創意產業國內外相關重要 學士:



案例的分析 2-1 傳播媒體策略運用能力
3-1 社會文化事業推展能力
4-1 組織永續經營發展能力

3
社區文化創意產業（或社區藝術營
造）參與式規劃實做及提案訓練

學士:
2-1 傳播媒體策略運用能力
3-1 社會文化事業推展能力
4-1 組織永續經營發展能力

二、教學大綱

授課教師 廖世璋

教學進度與主題

（一）教學主題重點說明

1.課程目標
主要培養專才「地方文化產業經理人」，本課程為希望同學未來能在臺灣各地，

發展屬於當地特有的、具地方特色的地方文化產業為主要訓練目標，更鼓勵年輕人能
返鄉為自己的家鄉盡一份心力，透過地方文化產業策略進行社區總體營造，或在家鄉
成立各種文創企業、工作室等，除了發揚地方式微的特色文化也同時帶動整體地方發
展。因此，課程內容主要以訓練「地方文化產業經理人」，所需要的相關專業素養領
域，並分階段講授及練習，構成本課程整個授課大綱。

2.課程規劃
整個學期課程規劃為從地方文化資源盤點、課題分析及對策、地方文化創新計

畫、地方文化產品 SOP 等完整的地方文化產業操作過程。如下課程架構設計：
（1）地方文化產業通論（#2 週#地方文化產業概論#社區是共同體）
（2）地方參與式調查規劃理論（#2 週#心理地圖#地方故事）
（3）地方文化資源盤點（#2 週#地方文化資源盤點設計#現場田野調查#不上課

可另約老師 meeting 個別輔導）
（4）期中報告（因應同學期中考試或作業集中在第九週，故提前一週至二週期

中報告）（#2 週#每組作業重點：盤點、地圖、故事、課題、對策#報告時間上限 12m）
（5）地方品牌與地方文化產業行銷（#1 週#地方文化行銷#地方光影分析）



（6）文化產業的地方創新計畫（#4 週#農業創新計畫#藝文創新計畫#蚊子館翻
身#自主營造模式）

（7）地方文化產品的「SOP」計畫（#2 週#無形地方文化產品#有形地方文化產
品）

（8）期末報告（#3 週#不上課#需要另約老師 meeting 個別輔導#每組報告時間
上限 12m#報告重點：盤點分析、創新計畫、自主營運模式、文化行銷、SOP 方案）

3.教學設計
本課程以「工作坊」方式授課，2 小時的課程中，設計為：授課講解、分組操作

練習（老師現場繞桌，同學可直接發問操作之問題）、分組上台報告等，以三個階段
進行。

4.課程要求
同學的分組操作作業需要在課堂上隨堂完成練習，本課程並不進行期中及期末考

試，而以平時課堂練習及期中、期末分組報告為主，因此，如果同學該堂課未到，則
務必需要請假。

5.網路運用
本課程設立一個臉書專頁將所有上課影片、各單元講義上網，同學隨堂作業報告

及期中、期末報告，都需要在上台前完成上網。

6.教材設計
本課程主要參考文獻為授課老師在 2016 年正式著作出版的「地方文化產業研究」

書籍。另外，在上課教材設計，共計有三各層次（由淺到深）：（1）Youtube 影片、
（2）各授課單元 PPT（甚至老師沒有講到的書中單元，也都會放同時上網，提供同
學下載）、專書（最深入及詳細，在圖書館內可借閱）。

（二）教學進度及各週教學內容規劃
第一部分 地方文化產業通論（#2 週#地方文化產業概論#社區是共同體）
Week1.  9/14

課程大綱（授課重點、要求、成立臉書專頁、報告或作業都是上台前上臉書等說
明）



Week2.  9/21
影片「地方文化產業研究」第一講：「地方文化產業概論」15m、「地方文化產

業研究」第二講：「社區是共同體」15m、4 人分組 20m、分組找一個地方或社區討
論 50m

第二部分 地方參與式調查規劃理論（#2 週#心理地圖#地方故事）
Week3.  9/28

地方遊戲設計理論（一）（「心理地圖」授課 20m 及「台灣師範大學記憶中的
心理地圖」每人操作 30m、及交換地圖分析 20m 及分組推派一人報告 30m）（課堂
作業一）
Week4. 10/5

地方遊戲設計理論（二）（「地寶遊戲」、「地方劇本」、「三支筆」故事授課
20m、「生命中三個料理的故事」每人操作 30m 及分組推派一個人報告 50m）（同
學需要帶各種彩色筆、或可著色的筆）（同學確定期中調查的地方或社區）（課堂作
業二）

第三部分 地方文化資源盤點（#2 週#地方文化資源盤點設計#現場田野調查#不上課
可另約老師 meeting 個別輔導）
Week5.  10/12

地方文化資源盤點（影片「地方文化產業」第三講：「工具：地方文化資源盤點」
20m、分組自己設計盤點表練習 30m、分組報告 50m）（課堂作業三）
Week6.  10/19

地方文化資源現場調查（找一個自己的故鄉、或熟悉的、或有興趣的、或想幫助
的地方）（現場調查，課堂不上課）（你如果想要約老師協助分組期中作業，可以在
本週另約時間）

第四部分 期中報告（因應同學期中考試或作業集中在第九週，故提前一至二週期中
報告）（#2 週#每組作業重點：盤點、地圖、故事、課題、對策#報告時間上限 12m）
Week7.  10/26

分組期中報告
Week8.  11/2

分組期中報告
期中報告重點：（報告時間，每組上限 12m，但至少 8m）



1.地方文化資源盤點調查（詳細程度、記錄方式）（40 分）
2.心理地圖或故事劇本操作及分析（25 分）
3.地方發展之課題分析（20 分）
4.因應對策之提出（10 分）
5.其他發現重點（5 分）

第五部分 地方品牌與地方文化產業行銷（#1 週#地方文化行銷#地方光影分析）
Week9.  11/9

什麼是「地方文化行銷」及「光影分析」操作（影片「地方文化產業」第八講：
「行銷：地方化行銷」20m、「光影分析」操作 30m、報告 50m）（課堂作業四）

第六部份 文化產業的地方創新計畫（#4 週#農業創新計畫#藝文創新計畫#蚊子館翻
身#自主營造模式）
Week10.  11/16

地方文化產業概論（影片「地方文化產業」第六講 ：「創新：地方文化產業創
新計畫」20m、「農業」創新方案計畫 20m：社區協力農業「CSA」、地方文化產品
「故事合作社」、「工作假期」、「都市菜園」、「可食地景」、「農夫文化產品」
計畫 10m、農業創新方案計畫構想分組操作練習 20m、分組報告 50m）（課堂作業
五）
Week11.  11/23

地方文化產業的「藝文」創新方案計畫（「素人藝術村」計畫、「環境劇場」計
畫、地方文化觀光計畫）（授課 30m、藝文創新方案計畫構想分組操作 20m 及分組
報告 50m）（課堂作業六）
Week12.  11/30

地方文化館重生模式（影片「地方文化產業」第四講：「蚊子館翻身：地方博物
館（蚊子館）的名利雙收模式」15m、分組操作模式構想 45m、分組報告 50m）（課
堂作業七）
Week13.  12/7

地方自主營造模式（地方文化產業、社會創新、社會企業的地方整合模式）（影
片第五講：「社區公投：辯護式制度及地方自主營造模式」20m、分組操作自己的地
方或社區設計構想 30m、分組報告 50m）（課堂作業八）

第七部分 地方文化產品的「SOP」計畫（#2 週#無形地方文化產品#有形地方文化



產品）
Week14. 12/14

「無形」地方文化產品「SOP」計畫（地方節日設計、地方創新導覽計畫、地方
儀式設計）（「影片「地方文化產業」第九講：「SOP：地方文化產品的 SOP 計畫」
概論 20m、授課 10m、地方節日或地方儀式設計構想分組練習 20m、分組報告 50m）
（課堂作業九）
Week15.  12/21

有形」地方文化產品「SOP」計畫（地方視覺藝術產品、地方工藝、地方特色料
理）（授課 10m、地方工藝或其他「有形」文化產品案例分組分析練習 40m、分組
報告 50m）（課堂作業十）

第八部分 期末報告（#3 週#不上課#需要另約老師 meeting 個別輔導#每組報告時間
上限 12m#報告重點：盤點分析、創新計畫、自主營運模式、文化行銷、SOP 方案）
Week16.  12/28

期末報告準備週（不上課，同學需要另約時間找老師各組輔導）
Week17. 1/4

期末報告
Week18.  1/11

期末報告
期末報告重點：（報告時間，每組上限 12m，但至少 8m）
1.計畫主題及計畫名稱：主題發揮巧思自己命名，例如：「島嶼天光」、或「我

家的小麻雀」計畫、或「鄉和里啦！（香格里拉）」、或「烏拉拉」（烏托邦）等等，
計畫名稱為：「島嶼天光：某社區或地名地方文化產業發展計畫」（5 分）

2.地方文化資源盤點分析、課題分析及提出因應對策（分析地方盤點調查結果、
分析地方需要解決的課題、提出因應可能的對策）（15 分）

3.提出地方文化創新計畫方案（至少三個，可包含地方蚊子館重生模式）（30
分）

4.地方自主營運模式構想（10 分）
5.地方文化行銷構想（5 分）
6.地方文化產品「SOP」方案（「有形」及「無形」文化產品加起來至少「兩個

恰恰好、三個不嫌少」，但不限定各一個）（30 分）
7.綜合上課心得（5 分）



教學方法

方式 說明

講述法 講述社區文化創意產業所需要相關的重要理論及概念。

討論法 課堂提出問題，請同學們提出看法。

合作學習
期中及期末之分組作業，提供同學們分工及合作相互學

習。

實驗/實作 期中實際分析案例、期末作業為提出分組實做作業。

實地考察、參訪 如有時間及好的機會將會安排實地考察及參訪。

媒體融入教學
課程全程以電腦幻燈片製作，並觀賞影片作案例分析及

討論。

評量方法

方式 百分比 說明

期中報告作業 20% 三人一組，每組報告 8-12 分鐘。

期末報告作業 30%
三人一組，每組報告 8-12 分鐘。
（如期中作業同學的分析效果不佳，則期末作業將
改為考試）。

學習單作業及平時成

績
50%

課堂作業（隨堂現場報告），10 次，每次 5 分（含
出席及上課討論熱烈情形，保留平常分數加減
分），佔總分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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