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願景3

目標3-1

計畫內容
概算金額

本部獎助款

概算金額

學校配合款

實際金額

本部獎助款

實際金額

學校配合款
具體措施

參加對象

及人數

辦理時間

及地點
執行成效 檢討及建議

「校園環境關懷推

廣活動」--「淨」

「美」「綠」學習

空間

40,000 12,000 40000 12000

一、舉辦上下學習

各1場老師與學生

參與推廣『淨美

綠』研習。

二、辦理兩場由校

長、副校長發起之

校園認養環境維護

活動。

三、分配二年級為

主要校園美化環境

區域認養班級。

四、辦理評比，互

相觀摩，遴選績優

以茲鼓勵。

參加對象:

全校師生

參加人

數:1600人

辦理時間:1

月1日～1月2

日；

辦理地點:校

內

一、藉由師生參與「淨」

「美」「綠」研習增強認同

與認養校園環境與空間美化

，達到珍惜與維護校園環境

的認知。

二、透過競賽，正向鼓勵，

來增加更多參與度。三、校

長；副校長帶頭認養，提升

學校教職員認同感。

三、統計回饋表滿意度均達

90%以上。

一、部份老師與學生在進

行研習課程中，中途離

席。

二、部分同學於環境維護

時，表現漫不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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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護地球

『心』生活

–人文與自

然的對話戀

戀山河活動

38,100 20,000 38,100 20,000

一、辦理＂戀戀山

河--自然文學講座＂

二場，透過講座讓學

生了解自然文學的定

義與內涵。

二、推動自然文學閱

讀與心得比賽，藉由

閱讀使學生深入認識

生態的多樣性，體會

自然的生命力。

三、舉辦＂戀戀山河

詩文創作比賽＂，透

過寫作喚起學生體察

山河之美並檢視自己

與自然環境的親密關

係。

四、建構校園詩文步

道，利用學生詩文創

作的成果，建構校園

詩文步道，隨時喚起

同學親近山河之美。

五、戀戀山河活動成

果展，在學校與社區

展示本系列活動的所

有成果，激發更多生

態環保的力行者，共

同為維護美麗的山河

而努力。

參加對象：

全校師生。

參加人數：

1238人。

辦理時間:

9月20日～11

月30日

辦理地點:

校內圖書館B1

學習中心

一、本活動為全學期活動，上學

期辦理自然文學閱讀心得與詩文

創作比賽，本學期辦理成果展，

活動跨越兩個學期。

二、展期11天，除參與學生外，

並安排相關課程授課教師引覽學

生做深度參觀。

三、藉本系列活動，讓全校師生

深刻認識愛護自然、愛護鄉土的

理念，喚起更多生態環保的力行

者，共同維護美麗的山河而努

力。 

四、建置了校園詩文步道，樹立

了十面自然詩文看板，展覽場地

夠寬敞，幾個相關的展覽同時呈

現，具有整體性。

一、場地在圖書館地下室，

應加強宣導展覽訊息。

二、展場六、日與夜間不開

放，進修部與進修學院的同

學無法共襄盛舉建議增加夜

間與六、日開放時間。 



「環保小尖

兵」-環保志

工培訓活動

28,000 8,000 28000 8000

一、辦理講座兩天

，總計13小時，培

訓環保志工。

二、配合節能教材

示範宣導，

三、辦理結訓頒發

證書，提升參與學

生認同感。

參加對象:

全校師生

參加人

數:25人

辦理時間:5

月10日～5月

7日

辦理地點:校

內A408教室

一、本梯次全程參與25名節

能推廣學生志工成員參與。

二、持續訓練志工能擔當在

社區或國中小及高中職等學

校推廣節能的傑出推廣者或

好幫手。

三、透過訓練課程，讓學生

志工能在環保意識與環境永

續發展中 有所提升。

一、應招募更多志工參

與。

二、環保志工推廣不易，

報名參與度希望再提高。



社區文化關

懷培育活動
22,500 12,000 22,500 12,000

一、辦理鹿港社區文化關

懷培育活動，活動後選出

同學們在鹿港普渡歌內敘

述的景點，所拍的相片及

蒐集到的資料，經海報設

計後，採大圖輸出方式，

印製作品展出。

二、轉載丁玉書撰、王康

壽彙整 憶起鹿港普渡歌。

擇取同學們參加社區文化

關懷培育活動、社區文化

關懷佈置與成果展相片。

3.取初一放水燈、初二普

王宮、初三米市街、初四

文武廟、初五城隍宮、初

六土城、初八新宮邊、初

九興化媽祖宮、初十港底

等景點，大圖輸出成果。

4.就103.06.01參加鹿港踏

踩同學的心得，選出較具

有特色者，刊載在參訪集

中。

三、光碟片製作

〈一〉社區文化關懷培育

活動

1.每個景點活動全程錄

影。

2.每個景點活動相片。

〈二〉社區文化關懷成果

1.各班參加活動同學所交

的活動相片、PPT、心得報

告。

2.大圖輸出成果

3.參訪集內容

四、請王康壽老師蒞校講

解鹿港普渡歌

一、參加對

象：全校師

生。

參加人數：

44人。

二、參加對

象：全校師

生。

參加人數：

44人。

一、辦理時

間：103年5月

～6月

辦理地點：鹿

港

二、辦理時

間：103年11

月

辦理地點：行

政大樓A0507

會議室、藝文

中心(圖書館

地下室)

一、同學們覺得這是一項非常有

意義而有收穫的校外教學，學習

到在課本上面所沒有的東西，走

出戶外比閱讀課本上面的文字圖

片更來的有價值。

二、鹿港踏采活動結束後，將

「鹿港普渡歌」的內容及踏采成

果，製成大圖展出，以饕未參加

鹿港踏采活動的同學，激發他們

對台灣文化的關懷。

三、借學生有創意的心靈，希望

他們能加入當地的文史工作室，

借整理史料的活動，訓練他們成

為一個可獨當一面的導覽解說

員。

一、30餘個景點在6個多小時內

跑遍，時間甚為倉促。同學們

體力甚差，在酷熱的鹿港走了

六個小時，體力不堪負荷，但

同學們耐心的走完全程，求知

精神令人感佩。

二、參加者大部分是工科同學

，文筆尚待加強。



社區文化關

懷競賽與成

果展

42,500 22,100 42,500 22,100

一、搭配實用數位攝

影與作品賞析課程，

進行影像紀錄及攝影

美學之訓練。

二、 舉辦相關攝影

講座，邀請校外專業

講師教授影像捕捉技

巧與指導欣賞相關優

良 作品，提昇影像

紀錄的涵養與創新能

力。

三、辦理攝影比賽，

讓學生實際參與影像

紀錄文化的活動及藉

而深入了解社

    區文化。

四、舉辦成果展，藉

由得獎佳作，再現社

區之美，更讓全校師

生共享鏡頭中的文

化、古蹟、文化視覺

藝術饗宴。

一、參加對

象：全校師

生。

二、參加人

數：約300

人。

103/10-

103/11辦理地

點：行政大樓

A0507 會 議

室、藝文中心

(圖書館地下

室)

一、讓學生實際參與影像紀錄文

化的活動及藉而深入了解社區文

化。

二、透過攝影紀錄，結合創新、

創意的技巧，藉由鏡頭捕捉傳統

名俗文化、文物及古蹟之美的執

行能力。

三、透過攝影比賽活動，培養學

生自我肯定及對民俗傳統文化認

知，增進學生全人教育的涵養。

一、活動時間稍嫌緊短，學

生準備作品時間有些困難。

二、成果展之作品說明較為

不足。



社區弱勢關

懷與課業輔

導

18,400 15,600 18,400 15,600

一、培訓志工辦理華

語文教學與課業輔導

(103年9月20日起；

每組每週一次，共12

次，各組自行與輔導

家庭約定時間、地

點) 。

二、辦理翻滾吧達

人-中英文生活熟語

研習營。

參加對象:

本 校 學 生與

社 區 小 學弱

勢學童

( 車 籠 埔 國

小 、 光 隆國

小 、 健 民國

小 、 美 群國

小 、 塗 城國

小）

參 加 人

數:200人

辦理時間、地

點:

（一）3月～

11月，社區服

務對象學校或

家裡。

（二）11月15

日，修平科技

大學校內。

一、課業輔導志工學生28人，分

6組，服務三所學校、三個家庭

，輔導對象共15人。

二、翻滾吧達人-中英文生活熟

語研習營，共五所社區小學，

108名弱勢學童報名參加。

三、志工學生在服務中培養面對

與解決問題的能力，體驗助人的

快樂與成就感。

四、輔導對象，在參與輔導後，

中英文學習的興趣與能力皆有所

提升。

五、增進本校與社區學校和居民

之間的互動。

一、因參與的志工學生眾多

，分散在不同班級連繫不易

，使活動籌備工作時程不易

掌握。

二、研習營的參與學生，來

自五個不同學校，聯絡不易

，耗時、耗力。



社區弱勢老

人關懷服務
23,000 3,000 23000 3000

一、舉辦1場先期

服務老人研習活

動並進行任務編

組。 二、前往台

中市仁愛之家實

際執行關懷照

顧。

參加對象:志

工學生

參加人

數:150人

辦理時間:10

月30日～11月

23日

辦理地點:本

校.台中市仁

愛之家

一、建立大一新生於服務

學習擔任志工時對老人服

務之認知，進而尊敬老者

與長輩。

 二、能達到培養志工情懷

，促進自我成長。

三、統計回饋表滿意度均

達90%以上

一、部分參與同學遲到

，應再加強宣導準時觀

念。

二、部分志工同學對於

分配任務無法認真投

入。

合計 212,500 92,700 212,500 92,700

1、若是上面的列數不夠使用，請自行插入列。

2、上傳時，請先複製資料的部分(橘色線框起來的部分)，再貼上空白欄位，最後再“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