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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108 年度校內社會責任實踐種子團隊 
基本資料表 

學校名稱 國立中興大學 

計畫名稱 
109 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 
「台灣大道的舊城區」 USR HUB 

計畫議題 
(擇一項) 

█在地關懷；█產業鏈結；□永續環境；□食品安全與長期照護；□其他社會實踐 

計畫實踐場域 
 (請填入計畫實踐

場域；若行列不

足，請自行增列) 

實踐場域：  台中 市， 中 區 
台中市電子街行人徒步區 

110 年 
延續推動意願 

█是 
□否，原因:_______________ 

計畫主持人 
姓名：孫允武 單位及職稱：物理系教授 

電話：22840427 轉 398 電子信箱： 
ysuen@phys.nchu.edu.tw 

協同主持人 
姓名：吳秋賢 單位及職稱：物理系教授 

電話：22840427 轉 292 電子信箱：chwu@phys.nchu.edu.tw 

協同主持人 
姓名：解昆樺 單位及職稱：中文系副教授 

電話：22840708 轉 106 電子信箱：fung682002@yahoo.com.tw 

計畫聯絡人 
姓名：賴秉杉  單位及職稱： 化學系教授 

電話：22840411 轉 428 電子信箱：pslai@email.nchu.edu.tw 

計 
畫 
經 
費 

年度 經費項目 高教深耕-USR 補助款 

109 年 

 核定數 執行數  
執行率% 

業務費 339,400 
執行中(現 296,908) 
執行中(現 87.48%) 

設備費 160,600 
160,600 
100% 

校配合款 500,000 
執行中(扣除餘額為 430,174) 

執行中(扣除尚未請購額已達 86.03%) 

合計 1,000,000 925,496(尚在執行中) 
92.54%(尚在執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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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執行成果摘要 
 (請以 2 頁為限，說明計畫執行重點、本年度實質進度、主要成果及亮點) 

一、 計畫執行重點 

台灣大道的舊城區歷經都市發展的變遷，本計畫提出新消費模式、經營機制

等，透過 STEAM 機器人教育及延伸，作為商圈活絡方式之一。 
跨領域能量的整合，再結合東南亞文化認識課程、多元人文交流、食品營養

安全等活動導入東協廣場、繼光街、自由商圈等場域，串聯在地社區、議題社群、

文化或技術專業者、一般民眾等，讓台灣對不同族群文化多點理解與尊重，加強

推動民眾自主參與在地知識與文化記憶的建構和運用。 
 

本計畫與商圈管理委員會、台中市政府、地方法人及公司共同合作，透過實

際訪談後瞭解台灣大道舊城區商圈面臨及待解決的問題： 
 

1. 找出商圈發展定位及新特色 
2. 如何規劃商圈價值體系 
3. 如何配合政府方針擬定創新策略與作法 
4. 如何創造商圈永續發展機制 
 
    除此之外，對於弱勢家庭、勞工子女與新住民子女科技素養之培育，本團隊

亦相當重視。讓參加孩童比起其他同學更早接觸程式語言與自動化機器人的操作，

累積相關科技素養，對未來在選擇相關科系就讀達到啟迪的作用。同時也呼應政

府新南向政策，使東南亞文化議題與科技應用領域及街道再生產生連結。並在電

子街商圈周圍之東協廣場與自由路及繼光街商圈等地執行計畫。除了讓我校學生

在電子街進行田野訪調之外，也透過數場課外參訪與工作坊讓學生更了解東南亞

文化在台灣的樣貌，以及了解相關 NGO 在此一領域上不遺餘力的推動努力，並

且過程對遠道而來的東南亞朋友與他們的處境進行更深入與同理的了解與認識。

進而可能建立學生與在地組織或此處人文地景之連結，為台中舊城區注入新血，

期待曾於此處在參與本計畫課程之興大學生與參加機器人活動之新住民與勞工

子女，能在不久的將來讓此地轉變成為新創與多元融合，並吸引民眾慕名而來之

台中新街區。 
 
依據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本團隊與台中電子街商圈「在地連結」，並透過科

學教育從資訊素養及程式設計的各階層「人才培育」策略切入問題核心，輔以人

文與都市規劃專家設計方針，協助商圈解決所面臨的困境，並且對特殊境況或其

他一般家庭子女從觀念層次進行人才培育之工作。 
 
計畫主持人孫允武教授為具有電機博士學位的物理系教授，在物理系開設多年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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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電路與系統設計的課程，在物理學會及物理教育學會擔任要職，對於 STEAM
科學教育推展不遺餘力；協同主持人國務所邱明斌教授曾獲科技部吳大猷獎的殊

榮，對於人文經濟研究卓著；協同主持人景觀學程董建宏教授，曾任財團法人台

灣地理資訊中心董事長，對於都市規劃與地方創生方面有執行多項中央及地方政

府計畫經驗。本計畫團隊成員包含跨系多位教師合作單位主委、執行長，曾執行

多項帶動地方產業發展的特色計畫，除了專業知識外，對於社會責任均有使命感，

並擬透過校內課程規劃、校外各級學校 STEAM 課程推動公民科學，並培養學生

發掘問題、解決問題之能力及社會責任的價值認同，進而帶動電子街商圈人氣活

絡與經濟增長。 
 
二、 本年度實質進度 

台灣大道的舊城區歷經都市發展的變遷，本計畫提出新消費模式、經營機制

等，透過 STEAM 機器人教育及延伸，作為商圈活絡方式之一。 
 
計畫再結合東南亞文化認識課程、多元人文交流、食品營養安全等活動導入

東協廣場、繼光街、自由商圈等場域，並串聯中區電子街、繼光街、自由商圈等

三大商圈，以及在地社區、議題社群、文化或技術專業者、一般民眾等，讓台灣

對不同族群文化多點理解與尊重，加強推動民眾自主參與在地知識與文化記憶的

建構和運用。 
 
(一) STEAM 教育學習 

1.「勞工子女機器人兒童夏令營」 
2.「機器人動起來」兒童與機器人同樂活動 
3.「2020 電子街機器人足球大賽 x 中興大學 USR Hub 計畫」活動 
 
(二) 人文社會及資訊科技課程等協作 

1.「田野調查與書寫課程」 
 辦理「田野調查-紀錄片訪談與學習拍攝工作坊」 
 進行第一廣場—東協廣場之臺中舊城區空間記憶踏查訪談 

2.「印度不思議」課程 
(1)「認識東南亞–國合會印度志工經驗分享」講座 
(2)「認識東南亞–印度鐵馬自助行經驗分享」講座 
(3)「認識多元文化-東協廣場」參訪 

3.「探索阿爵諾」課程 
  學習 Arduino 技術，將工具多元化，學生為機器人教育之助教儲備師資群。 
4.「挑戰阿爵諾」課程 
  利用 Arduino 與電腦或手機結合，並培養 STEAM 教育種子師資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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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多元人文融合推廣 

 1. 辦理《移工人生》認識海外英雄故事–桌遊體驗工作坊 
 2. 辦理東協廣場-人文走讀體驗工作坊 
 3. 辦理東協廣場-族裔地景體驗工作坊 
 4. 協辦舊城慢漫玩-中區食字路口活動 
 5. 協辦「新住民文化分享–唇唇欲動之異國料理趣」活動 
 6. 辦理東協廣場變遷影像展 
 7. 辦理『認識新生代力量』臺中社群連結工作坊 
 8. 辦理『文化跨界體驗』泰有藝術文化之旅活動 
 9. 辦理移民飲食文化｜印尼巨港華人的私房菜單體驗活動 
10. 辦理東協廣場變遷影像展-電子街巡迴展 

11. 辦理『多元飲食文化小教室』印尼涼拌沙拉佐沙嗲醬 Gadogado 體驗活動 

 
(三) 食品營養安全及食品營養教育課程 

1. 台中市繼光商圈「食安與環境衛生」第 2 次訪視及店家輔導工作坊 
2. 『惜食釀造:全食物利用』工作坊 
 
三、 主要成果及亮點-請列出最具代表性之亮點，至多 3 項 

 
(一) STEAM 教育發展 

辦理暑期「勞工子女機器人兒童夏令營」3 梯次及招收弱勢學生參與「機

器人動起來」活動，學習以「程式」操控機器人來場「擂台賽」，並利用

機器車進行對抗與合作，增進兒童之生涯探索與充實正當教育休閒活動。 

(二)聯盟合作機構或社群 

結合台中市中區電子街商圈、繼光商圈、自由路商圈、台灣 STEAM 教育

機器人發展協會、福爾摩沙雲創基地、群策創生商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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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5 工作室與台中市勞工局、台中市中區公所等，規劃活動帶入民眾及

學生進入商圈參與活動。 

(三) 提升多元文化認同與交流 

辦理「多元人文融合推廣」系列工作坊等活動，以體驗及參與角度認識移

工、多元文化等議題。 
 

配合教育部推動 108 課綱及資訊素養與程式設計的教育方針與社會趨勢，

希望能藉由跨領域能量的整合，從機器程式科學教育、人文經濟與都市設計規

劃等，給予電子街商圈新的定位，並研擬策略方針： 
 
a. 提升電子街商圈特色與能見度，增加在地特色與 STEAM 教育推廣 
b. 培養師生服務學習及實習機會，同時改善電子街商業現況，人潮回流。 
c. 舉辦 STEAM 教育推廣課程及競賽活動，營造公民科學帶動商圈活絡的

模式，有效增加大學、高中職、國中小及家長進入商圈的人數。 
d. 配合新南向政策，培訓外籍生擁有 STEAM 教育基礎推廣能力提供電子

商圈店家實習機會，規劃東南亞教育推廣營運模式，延伸新的商業契機。 
e. 讓更多的社會大眾，瞭解東協廣場、外籍移工與東南亞文化，降低文化

衝突，提升多元文化認同與交流。 
f. 規劃多元文化推廣活動以串聯 在地社區、議題社群、文化或技術專業

者、一般民眾等，發展文化資源材料共創協作的虛實整合方案或跨域培力機制，

透過創新作法，加強推動民眾自主參與在地知識與文化記憶的建構和運用。 
   
  結合產官學推動為 STEAM 科技電子街商圈，給予商圈新的生命同時也善盡

大學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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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推動進度與產出 
(請說明計畫實施情形及里程碑成果達成情形（可將相關紀錄、報導或數據列於附件以作

為佐證）) 
一、 團隊形成與推動機制運作進度 

(含計畫整體推動架構落實情形、團隊成員組成完整性與穩定性、計畫協調機制及相

關會議或活動辦理情形、團隊成員投入情形等；若團隊主持人、共同/協同主持人或主

要成員有異動，請提出說明) 
 
 

 計畫執行團隊共十人，校內教師 8 人，分為理工 6 人與人社群教師 2 人，由

主持人孫允武教授與共同主持人吳秋賢教授、賴秉杉教授分別負責不同任務推動

計畫執行，共同打造 STEAM 科技電子街商圈所需之各項軟硬體資源。外部資源

有福爾摩沙創業基地、群策創生商圈科技與電子街商圈，與本校師生組成跨界合

作團隊，透過課程規劃設計，師生導入商場，從不同面向如社會科學與都市再造、

環境偵測與 STEAM 公民科學，與台中市政府經發局、教育局共同推動 STEAM
科技電子街商圈，此獨特定位不但符合政府新南向政策、地方創生與商圈活絡，

教育部 108 課綱資訊素養培育方向、大學社會責任實踐，同時也可以協助弱勢族

群學習 STEAM，提供一永續能量推動環境教育公民科學與電子商圈活絡。 
 

編號 姓名 學校／職稱 主要學經歷及專長 參與本計畫之 
主要工作項目 

實際投入月數 

1 孫允武 
中興大學物理

系教授 

專精領域：半導體元件與物理、

低雜訊電子電路 
主要經歷與成就：中興大學奈米

所所長、物理系主任、應用科技

中心主任、中華民國物理學會理

事、物理教育學會諮詢委員 

整體計畫規劃、計畫書撰寫、

科教課程與活動規劃導入商

圈 
12 

2 吳秋賢 
中興大學物理

系教授 

專精領域：奈米元件、半導體感

測器 
主要經歷與成就：中興大學物理

系副主任、高中物理資優班推動

計畫 

計畫書撰寫、課程規劃導入商

圈、科教活動參與 12 

3 賴秉杉 
中興大學化學

系教授 

專精領域：藥物傳遞、生醫材料、

科普推廣 
主要經歷與成就：國際藥物釋放

協會Rissing Suns in Asia、國家新

創獎、中興大學理學院副院長、

科學教育中心主任 

計畫書撰寫、課程規劃導入商

圈、科教活動參與 12 

4 解昆樺 
中興大學中文

系副教授 

專精領域：現代詩、現當代電影、

意象—圖像—影像互文性、數位

人文、現代文學文化 
主要經歷與成就： 《臺灣詩學學

刊》  主編、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獎

勵出版文獻書刊獎 

計畫書撰寫、課程規劃導入商

圈、科教活動參與 12 

5 邱明斌 
中興大學國務

所副教授 

專精領域：決策分析、賽局理論、

政治經濟 
主要經歷與成就：科技部吳大猷

奬、國務所所長、人社中心教學

服務組組長、中興大學研究發展

處主任 

計畫書撰寫、課程規劃導入商

圈 12 



 

6 
 

 
 
 
 
 
 
 
 
 
 
 
 
 
 
 
 
 
 
 
 

6 董建宏 
中興大學景觀

遊憩學程副教

授 

專精領域：都市再造、環境正義、

鄉村規劃 
主要經歷與成就：財團法人台灣

地理資訊中心董事長，執行多項

中央及地方政府都市規劃與地方

創生計畫經驗 

計畫書撰寫、課程規劃導入商

圈 8 

7 游博清 
中興大學歷史

系助理教授 

專精領域：清代對外商貿史、海

洋史、中西交流史、英國東印度

公司對華貿易 
主要經歷與成就：中國科學院 
(北京) 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臺灣

青年訪問學者、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澳門文

化局學術研究獎助獲獎人 

課程規劃導入商圈、科教活動

參與 4 

8 謝昌衛 
中興大學食生

系教授 

專精領域：食品加工、保健食品

及化妝品開發、電場保鮮技術 
主要經歷與成就：民生科技文教

基金會-董事、彰化縣SBIR計畫審

查委員、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
理事、經濟部CITD計畫審查委

員、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理署 
107-110年度健康食品審議小組-
委員 

課程規劃導入商圈、科教活動

參與 4 

9 張進鑫 

福爾摩沙雲創

基地執行長 
台中市繼光商

店街行人徒步

區管委會主委 

專精領域：創新創業、商業模式、

商圈活絡 
主要經歷與成就：福爾摩沙雲創

基地執行長、繼光商圈主委、東

協廣場主委 

業師協同推動教育機器人程

式設計課程、雲創基地資源串

連、行銷推動與文宣 
12 

10 林靜俞 
群策創生商圈

科技  營運經

理 

專精領域：創新創業、商業模式、

商圈活絡 
主要經歷與成就：福爾摩沙雲創

基地總監、群策創生商圈科技 
營運經理 

雲創基地資源串連、行銷推動

與文宣、地方主委與店家串連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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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協調機制與交流分享之各項會議 

日期 會議名稱 說明 

109.08.14 
「台灣大道的舊城區」USR HUB 
第五次討論會議 

討論各子計畫準備進度與預期進行方法，

以及期末成果展預期展示內容等，同時進

行經費分配狀況與採購項目再確認等。 

109.08.27 
與電子街、繼光街、自由商圈等實

踐場域人員討論會議 

108 年前導計畫於電子街辦理機器人大賽

獲得極佳回響，今年擴增與台中三大商圈

進行合作，邀請電子街管委會主委、繼光商

店街主委、自由商圈主委、總幹事等人共同

討論推廣 STEAM 教育、多元文化、及食品

營養安全等主題活動，活絡商圈。 

109.09.02 
與東協廣場等實踐場域人員討論

會議 
與壹零九五文史工作室等人討論多元文化

推廣活動規劃。 
109.10.29 拜訪自由商圈新任主委討論會議 計畫團隊拜訪 109 年自由商圈新任王允伶

主委，討論如何活絡自由商圈活動規劃。 
109.11.16 2020 電子街機器人足球大賽 x 中

興大學 USR Hub 計畫規劃討論會

議 

初步針對 2020 電子街機器人足球大賽之人

員籌組與初期準備工作之討論，以及盤點

所需器材與物資，並分配初期準備工作項

目。 
109.12.14 2020 電子街機器人足球大賽 x 中

興大學 USR Hub 計畫執行討論 
會議 

確認 2020 電子街機器人足球大賽於 12/19
辦理相關執行細節、比賽流程與各項工作

分配等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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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學創新、課程發展及實施進度 
（含開課數量、修課人數、課程發展機制與相關活動、教師社群運作機制及相關活動、

跨學科課程推動成效、課程品質及學習成效評量機制等） 
 

開課
老師 

課程名
稱 課程屬性 開課時間 修課人

數 課程內容 

解昆
樺 

田野調
查與書
寫 

院系選修 109-1 
434 40 

本課程共計有四次外師指導。從攝影
器材之認識與攝影技巧之養成，到實
踐場域(電子街商圈)進行實際拍攝作
業，最後將影像製作成作品進行展示
與分享。旨在培養學生對田野訪調時
的敏銳觀察力，以及攝錄過程中的畫
面呈現與捕捉技巧。同時也將台中市
舊城區這樣富具歷史脈絡之人文地景
進行記錄與再現。 

孫允
武 

探索阿
爵諾 校選修 

1. 108-2 
39A 

2. 109-1 
39A 

1. 11 
2. 19 

讓學生由具趣味性的 Arduino 開發板
使用方法與簡單問題專題開始，這個
年度也將基礎 3D 列印、3D 雕刻及雷
射切割工具，適當的嵌入課程中，讓
最後同學不僅學到 Arduino 相關的技
術，也將工具多元化，讓在他們問題
解決的方案中，更多創客的設計思維。
修習本課程同學是在電子街推廣
STEAM 教育的基本教育人力。 

孫允
武 

挑戰阿
爵諾 校選修 109-1 

29A,59A 8 

同學可以利用 Arduino 單晶片微處理
器與電腦或手機結合，完成下面其中
之一的專題: (1)完成一到二項物理實
驗自動化專題；(2)具實用價值的 IoT
專題；(3)利用 mBot Arduino 機器人完
成指定任務。這個課程培養參與 USR
中 STEAM 教育的較高階人力，形成
種子教官群。 

游博
清 

印度不
思議 通識必修 109-1 

256 52 

課程中安排 2 場東亞文化認識講座，
邀請具有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人道救
援處 資訊志工等豐富資歷的蔡惠芳
小姐講述國合會印度志工經驗分享，
以及知名作家張瑞夫分享印度文化。
並帶領同學走讀東協廣場，了解中區
東南亞文化生態與城市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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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實踐場域經營與夥伴關係發展進度 
（含師生與專任人員投入場域經營時間及參與活動情形、活動辦理情形及參加人次與成

效、與場域民眾及社群的夥伴關係發展情形、對場域問題的掌握或產生的改變及效應等） 
 

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類別 參與
人員 活動說明 

109.9.29 
《移工人生》認
識海外英雄故事–
桌遊體驗工作坊 

工作坊 21 

21 名來自中區社會大眾及興大學生。 
從移工人生歷程出發，從心認識移工議

題。以《移工人生》桌游營造台灣社會

的同理心。 
桌遊本身取材自東南亞移工的離鄉打

拚故事情境，歷經  150 場次推廣與 
3000 多人回饋。《移工人生》體驗式桌

遊進行方式為角色扮演，外籍移工朋友

們肩挑家庭經濟，離開家鄉來到台灣

後，面對環境、語言、文化、勞資和工

作職場適應等挑戰。 

109.10.17 機器人動起來 其他：活動
課程 29 

本次活動為不收費公益活動，並積極招
募中區弱勢、單親、新移民、一般等國
小及國中學生，共 29 名來自台中各地
區的國中小學童報名參加學習實作。本
團隊透過課程實作與結合在地產官學
資源辦理教育活動，實踐大學社會責
任，讓孩童度過富有教育意義、充實且
愉快的一天 

109.10.31 東協廣場-人文走
讀體驗工作坊 工作坊 10 

透過室內分享與室外走讀，讓學員對於

東協廣場與在台中的東南亞地景發展

脈絡有更深入地認識，期間穿插在店家

手做東南亞料理，讓學員透過食物與在

地店家建立更深入連結，學生也能接收

到資訊以外的五感體驗感受。 

109.11.1 東協廣場-族裔地
景體驗工作坊 工作坊 7 

帶領學生透過闖關遊戲與情境劇場扮

演「一日移工」，帶著他們在台中東協

廣場體驗在台移工生活所產生的文化

衝擊與融合，並瞭解在台灣有哪些不同

種類的東南亞移工文化地景。 

109.11.5 
田野調查-紀錄片
訪談與學習拍攝

工作坊 
工作坊 15 

事前先以理論課兩堂，讓學生知道如何

訪談、拍攝事件。再進行拍攝實做課一

堂。當日學會基本影像語言，有能力追

蹤一個故事線。第四堂教授影片後製，

讓學生有能力完成簡單的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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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類別 參與
人員 活動說明 

109.12.8 「認識多元文化-
東協廣場」參訪 參訪 50 

參訪東協廣場，了解於東協廣場內與東

南亞文化相關，或是東南亞移工在東協

廣場內之消費與活動習慣及樣貌，並了

解這些服務如何融入台灣社會，過程中

又引發何種文化激盪，令學生在過程中

細細品味與反思。 

109.12.17 

移民飲食文化｜
印尼巨港華人的
私房菜單體驗活

動 

 28 

活動中邀請來自印尼巨港的華人，目前

在台中舊城區的光復路上開印尼飲食

店 6 年，本次擔任活動主廚，與社會大

眾分享印尼家鄉的美食&故事。 

109.12.19 

2020 電子街機器
人足球大賽 x 中
興大學 USR Hub

計畫 

其他：競賽 53 

由電子街商圈、繼光街商圈、自由路商
圈與中興大學合辦。招募對象為過去參
與過機器人兒童夏令營與機器人站起
來之學生，以及其他有興趣躍躍欲試之
國中小學童。 
現場由中興大學學生進行規則說明與

檢錄等工作。足球賽採取組隊報名方式

使參加者學會合作與對抗，激發學童的

好勝心與討論溝通能力。領土保衛戰則

以程式碼編撰與機器人自身之感應器

搭配，進行各種指令執行，並企圖將敵

方機器人推出界線獲得勝利，藉此激盪

孩童對程式編撰的想像力與構思能力。

本活動透過結合場域的方式，加深家長

等參與活動之民眾對電子街與電子科

技類活動之連結，喚起民眾將來對電子

零部件等需要時，對電子街的需求。 

109.12.20 『惜食釀造:全食
物利用』工作坊   

講述如何透過釀造術轉廢為寶，將廢棄
果皮變身為美味氣泡飲或釀造酒，達推
廣實踐減廢減碳與全食物利用的教育
目的。 
活動場地洽借台中自由商圈上的新太
陽堂，期盼能以食品營養教育將社會大
眾帶入商圈場域，除了消費外的新觀念
學習。 

 
五、 跨領域、跨校交流及合作推動進度 

（含辦理與參與校內外 USR 計畫活動及合作交流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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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類別 參與
人員 

活動說明 

109.8.3 
~109.8.5 

勞工子女機器人
兒童夏令營 

■其他_夏令
營_ 90 

由勞工局與本計畫團隊共同於東區勞
工育樂中心舉辦，為期三天。活動以勞
工子女為招募對象。現場由中興大學學
生進行教學指導，帶領參賽的同學透過
程式撰寫，操控機器人進行足球比賽及
機器人創意競賽。 

109.12.10 
『認識新生代力
量』臺中社群連

結工作坊 
工作坊 22 

工作坊邀請到四位在中區一帶默默耕
耘付出的 NGO 組織或個人工作者，分
別於綠川漫漫、1095 文史工作室、明日
餐桌、與移工資源連結等領域致力推
展，了解不同人因不同目的而各自為台
中與中區的各種人事物去付出的過程，
了解他們的辛酸與理念，進而促進聽眾
對周邊環境與人文的關懷，進而讓聽眾
對 NGO 工作或個人對議題的影響力產
生想像與了解。 

(可自行新增辦理或參與之校內外相關 USR 活動，如講座、工作坊、參訪、論壇等) 
 
 
 

六、 資源鏈結及外部合作推動進度 
（含學校在行政、空間、經費之支持情形與配合款來源、與地方政府、企業及社群互動

與合作情形、 外部資源鏈結情形、國際接軌與合作推動情形等） 
[註]本項評核重點如下：（請依計畫實際執行內容提供相關具體資訊，並非每項皆需有對應產出提供

評估） 
 實質合作機構或團體數量及其投入度 
 與地方政府、企業及社群互動及合作成效 
 國際接軌及合作推動成效 

 

    本計畫強化與台中電子街、繼光街、自由路等三大商圈「在地連結」，並透

過科學教育從資訊素養及程式設計各階層「人才培育」、多元人文推廣、食品營

養安全及食品營養教育等活動，將社會大眾帶入商圈，進而從心認識台中舊城

區。本計畫連結下列在地資源： 

1. 政府部門：臺中市政府經發局、臺中市教育局、臺中市勞工局、臺中市中區

區公所 

2. 商圈、委員會：電子街行人徒步區管理委員會、繼光商店街行人徒步區管理

委員會、自由路商圈管理委員會 

3. 在地廠商：福爾摩沙雲創基地、群策創生商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寶都提

案所、東協藝文企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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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團體、組織：1095 文史工作室、明日餐桌、綠川漫漫、台灣新移民協會、臺

灣新住民展能服務協會、台灣 STEAM 教育機器人發展協會 

5. 在地店家：新太陽堂、TOKO MARIA MAKANAN 印尼小吃店 

計畫連結主要單位及分工協助項目： 

單位名稱 性質 協助項目 

中興大學 USR 辦公室 校內單位 資源提供、活動指導 

電子街商圈管理委員會 法人機構 資源提供 

東協廣場商圈 法人機構 資源提供 

福爾摩沙雲創基地 在地廠商 協助行銷、商圈串聯與溝通、共同舉辦活

動 

台中市政府經發局 政府部門 資源提供 

台中市政府教育局 政府部門 資源提供 

台中市政府勞工局 政府部門 資源提供、協助行銷、媒合招生 

中區區公所 政府部門 媒合招生、資源提供 

1095 文史工作室 NGO 組織 活動講授、協助規劃 
 
 
 

七、 經費執行進度 
[註]本項評核重點如下： 
 計畫經費執行率 
 經費運用與計畫目標之契合度 

 

計畫
經費 

 核定數 執行數  
執行率% 

業務費 339,400 執行中(現 296,908) 
執行中(現 87.48%) 

設備費 160,600 160,600 
100% 

校配合款 500,000 執行中(扣除餘額為 430,174) 
執行中(扣除尚未請購額已達 86.03%) 

合計 1,000,0
00 

925,496(尚在執行中) 
92.54%(尚在執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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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執行效益 
一、 亮點或具潛力之成果案例 
(計畫成果中可供各界參考的執行亮點或特色內容，宜有重要成果與貢獻內涵) 
 

1. 勞工子女機器人兒童夏令營 
指導學童了解機器人基本原理和操作，教導學童們寫程式，以「程式」

操控機器人來場「擂台賽」，本計畫與臺中市勞工局合辦，讓勞工子

女暑假期間充實正當教育休閒活動。本活動共有 90 名符合報名條件之

學生報名參加，並獲得學童與家長致電或來信回饋，並為 2020 電子街

機器人足球大賽 x 中興大學 USR Hub 計畫之活動，不論是招募報名者

或教學成員之經驗累積打下良好基礎。 
 

 
 

2. 《移工人生》認識海外英雄故事–桌遊體驗工作坊 
桌遊本身取材自東南亞移工的離鄉打拚故事情境，歷經 150 場次推廣

與 3000 多人回饋。《移工人生》體驗式桌遊進行方式為角色扮演，

外籍移工朋友們肩挑家庭經濟，離開家鄉來到台灣後，面對環境、語

言、文化、勞資和工作職場適應等挑戰。 
從移工人生歷程出發，從心認識移工議題。以《移工人生》桌遊營造

台灣社會的同理心。讓來參與的來賓都對移工的處境有更深的認識，

並將可能放在心中的排斥與恐懼掃除，取而代之的是同情與同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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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田野調查與書寫課程 
課程內帶入「田野調查-紀錄片訪談與學習拍攝工作坊」，從閱讀人類學

田野調查文本著手，建立田野調查概念，接著透過紀錄片課程，從攝影器

材之認識與攝影技巧之養成，到實踐場域(電子街商圈)進行實際拍攝作

業，最後將影像製作成作品進行展示與分享。培養學生對田野訪調時的敏

銳觀察力，了解紀錄片拍攝手法，並至舊城區進行紀錄片拍攝實作，引導

學生以舊城區為背景，拍攝田野調查紀錄片。 

  
 

4. 2020 電子街機器人足球大賽 x 中興大學 USR Hub 計畫 
由電子街商圈、繼光街商圈、自由路商圈與中興大學合辦。招募對象

為過去參與過機器人兒童夏令營與機器人站起來之學生，以及其他有

興趣躍躍欲試之國中小學童。 
本活動結合 STEAM 教育，鼓勵已有接觸機器人的小朋友，以及過去

並未接觸但曾參與本計畫團隊於 8/3~8/5 或 10/17 機器人活動之學員

再次參加。本活動期望透過提供場域與舞台，讓小朋友們摩拳擦掌地

準備來場精彩的切磋。 
透過本活動，可讓小朋友對自身操作機器人與撰寫程式碼等狀況進一

步了解，明白自己的長處與不足並改進，並且激發其鬥志，進而使其

在學習與對機器人的摸索上有更大的動力與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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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自訂績效指標達成情形 
(請依原核定計畫書所列量化及質化績效指標，列表逐項說明達成情形) 
[註]第參項評核重點如下：（請依計畫實際執行內容提供相關資訊，並非每項指標皆需有對應產出提供評估） 

 計畫自訂績效指標達成率 
 績效指標達成品質 
 計畫成果衍生效益之顯著性 
 亮點案例之重要性及實質貢獻度 

 
推動目標 價值指標 推動策略 具體作法 達成 

1. 商 圈

STEAM 價

值體系功能

建立  

 新價值塑造

與建立 
 
 商場產學官

合作新模式 

1.1 科學基

地規劃與實

施場域建立  

商圈 STEAM 基地場所租用、場地規劃與建立 V 
研擬基地自給自足的商業模式  
市政府經發局、教育局洽談合作模式 V 

1.2 特色景

點規劃與環

境建構  

商圈文化調查與特色分析  
商圈與大學共同研擬計畫爭取經費，包含經濟

部「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懷跨域整合計

畫」、「中小企業數位群聚輔導提案」、「服

務業創新研發計畫」、台中市府政府計畫補助 

V 

導入新科技文化及 STEAM 機器人展示 V 
2. STEAM科

教活動與行

銷推廣 

 商 場

STEAM 活動

推廣 
 
 STEAM 科

教連結潛在消

費者族群 

2.1 行銷推

廣活動  
舉辦 STEAM 教育機器人競賽，結合周圍景點

著名，規劃競賽觀光合一的活動。 
V 

結合特色店家辦理互動式機器人展會  
設計特色 STEAM 拍照景點，引入周邊人潮  

2.2 線上媒

體行銷 
與福爾摩沙雲創基地合作進行，規劃 STEAM
科技電子商圈網路媒體行銷意象 

V 

與台中市共同推銷 STEAM 科技電子商圈  
3. 商場服務

STEAM 人

才培育與永

續發展 

 STEAM 科

技 人才培育 
 
 公民科學 
 
 永續發展 

3.1 大學課

程導入商場

與實務課程

推動 

大學團隊成員規劃課程連結商場，以商場作為

參訪、研究或是零件探索與採購的實施場域 
V 

學生校外實習或社團活動可以商場 STEAM 科

學基地或周邊店家作為實習場域 
 

協助高中職與 STEAM 科技電子商圈合作 V 
 3.2 中小學

STEAM 教

育推廣  

大學端研擬各級學校適合的 STEAM 教案 V 
配合教育局及中小學資訊科技課程安排

STEAM 推廣教育課程 
V 

3.3 商 場

STEAM 基

地開設教育

模組課程訓

練外籍學生

與 工 作 移

工。 

開設 STEAM 推廣師資培訓課程，訓練本國、

外國學生 
 

進行店家實習與服務學習  
與大學國際處討論規劃新南向外籍生招生及

實習服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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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共同指標達成情形 

 
指定 KPI 達成情形說明 

跨領域 
至少帶入 2 項本校

特色領域進入實踐

場域 

1. STEAM 創新教育帶入實踐場域 

結合科技與教育，因應時代變化，以提問式教學，在生

活中實踐知識，109 年辦理暑期「勞工子女機器人兒童

夏令營」3 梯次、10 月招收弱勢、單親及台中偏遠地區

等學生參與「機器人動起來」活動以及 12 月電子街機

器人大賽，本團隊透過課程實作與結合在地產官學資源

辦理教育活動，實踐大學社會責任，增進兒童之跨領域

思考、動手做學習與充實正當教育休閒活動。 

2. 多元人文聯盟合作機構或社群 

3. 讓更多的師生及社會大眾，瞭解東協廣場、外籍移工與

東南亞文化，降低文化衝突，提升多元文化認同與交流。

 規劃多元文化推廣活動以串聯在地社區、NGO 團體、

文化協會、議題社群、文化或技術專業者、鄰近學校師

生、一般民眾等，發展文化資源材料共創協作的虛實整

合方案或跨域培力機制，透過創新作法，加強推動民眾

自主參與在地知識與文化記憶的建構和運用。 

場域經營 
每年與場域人員共

同召開會議 3 次以

上 

本計畫強化與中區商圈「在地連結」，與台中市政府勞工局、

經發局、台中市中區區公所台中市中區電子街商圈、繼光商

圈、自由路商圈、東協藝文企業社、台灣 STEAM 教育機器

人發展協會、福爾摩沙雲創基地、群策創生商圈科技、新寶

都提案所 1095 工作室、台灣新移民協會、臺灣新住民展能

服務協會等，建構多元活動，帶入民眾及學生進入商圈參與

活動，並致力獲得商圈及地方政府的支持。 

1.與電子商圈場域人員共同召開會議： 
  8/27、9/2、10/29、11/16、12/17 
2.與自由圈場域人員共同召開會議：8/27、10/29、12/20 
3.與繼光商圈場域人員共同召開會議：8/27、11/16、 
4.與東協廣場場域人員共同召開會議：10/28、11/5、12/10 

5.與其他團體或議題社群會議：10/12、11/15、12/10 

人才培育 

每學期至少帶入 1
門課程(正式課、通

識課)或 3 門微課程

至實踐場域，課程

需到場域進行移地

教學。 

1. 選修課程「探索阿爵諾」及「挑戰阿爵諾」 

課程培育參與 USR 中 STEAM 教育的較高階人力，形成種

子教官群。參與課程學生分別於與台中市勞工局合辦暑期

「勞工子女機器人兒童夏令營」、與台中市區公所合辦 10 月

「機器人動起來」活動以及與電子街等三大商圈合辦之 12
月電子街機器人大賽等活動中，成為推廣 STEAM 教育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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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培育師資，均可見學生對原有對機器人之科技操作專業能

力之亮眼能力及場域協作之豐富展現。 

2. 選修課程「田野調查與書寫」 

從閱讀人類學田野調查文本著手，接著透過紀錄片課程，了

解紀錄片拍攝手法，並至舊城區進行紀錄片拍攝實作，引導

學生以舊城區這樣富具歷史脈絡之人文地景為背景，拍攝田

野調查紀錄片，培養學生對田野訪調時的敏銳觀察力。帶領

學生到場域進行實地拍攝與訪問的動作，並將此一過程進行

影像紀錄，形成屬於商圈自身之影像地方誌。 

3. 選修課程「印度不可思議」 

帶領修課學生進入東協廣場踏查，讓學生得以接觸不同族裔

的民族在台灣的生活及日常所接觸到的事物，及增進對其文

化的了解和基礎認識。學生多表示看到了他們如何和台灣這

塊土地產生連結以及如何生活及努力，獲益良多。 

育成輔導 

參與 USR 辦公室辦

理之會議、教師社

群、座談會、論

壇、成果展、研習

等活動至少 3 場次 

1. USR 辦公室辦理之會議 

2. USR 辦公室辦理之座談會 

3.中興大學 USR 跨校共學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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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附件 
(計畫執行相關實地交流、會議紀錄、報導或數據…等相關補充資料。) 

註：請以 A4 紙張、直式橫書、字體為標楷體 14 號字；計畫申請書頁數說明如下： 
※成果報告內文：限 20 頁(不含學校整體規劃說明、封面、計畫資料表)； 
※【附錄】：前期成果報告書補充資料，至多不超過 20 頁 

 
【附錄-1】「台灣大道的舊城區」USR Hub 計畫活動辦理列表 

1. 「勞工子女機器人兒童夏令營」 
活動類別：STEAM 教育-1 
活動時間：8/3~8/5 10:00~16:00  
活動地點：東區勞工育樂中心 
參加人數：3 梯次，90 名國小學童報名參加學習實作。 
活動成果：指導學童了解機器人基本原理和操作，教導學童寫程式，以「程式」操控機器人

來場「擂台賽」，本計畫與臺中市勞工局合辦，讓勞工子女暑假期間充實正當教育休閒活動。 
辦理單位：臺中市勞工局、中興大學「台灣大道的舊城區」USR Hub 計畫 

 
2. 「機器人動起來」活動 
活動類別：STEAM 教育-2 
活動時間：10/17(週六) 10:00~16:30  
活動地點：中區聯合活動中心 (臺中市中區興中街 88 號) 
參加人數：29 名 
不收費公益活動，招募中區弱勢、單親、新移民、一般等學生之國小及國中組，共有 29 名

來自台中各地區的國中小學童報名參加學習實作。 
活動成果：本團隊透過課程實作與結合在地產官學資源辦理教育活動，實踐大學社會責任，

讓孩童度過富有教育意義、充實且愉快的一天。 
辦理單位：臺中市勞工局、中興大學「台灣大道的舊城區」USR Hub 計畫 
合辦單位：臺中市中區公所 

 
3. 《移工人生》認識海外英雄故事–桌遊體驗工作坊 
活動類別：多元人文融合推廣系列-1 
活動時間：9/29(週二) 18:30~20:30  
活動地點：中興大學綜合教學大樓 906 室 
活動師資：1095 文史工作室 
參加人數：21 名來自中區社會大眾及興大學生。 
從移工人生歷程出發，從心認識移工議題。以《移工人生》桌游營造台灣社會的同理心。 
活動成果：取材自東南亞移工的離鄉打拚故事情境，歷經 150 場次推廣與 3000 多人回饋。

《移工人生》體驗式桌遊進行方式為角色扮演，外籍移工朋友們肩挑家庭經濟，離開家鄉來

到台灣後，面對環境、語言、文化、勞資和工作職場適應等挑戰。 
辦理單位：中興大學「台灣大道的舊城區」USR Hub 計畫 
合辦單位：中興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1095 文史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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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東協廣場-人文走讀體驗工作坊 
活動類別：多元人文融合推廣系列-2 
活動時間：10/31(週六) 10:30~14:30 
活動地點：1095 文史工作室、東協廣場及其周邊 
活動師資：1095 文史工作室 
參加人數：10 名，在行走的土地上認識另一種不同的人文。 
活動成果：透過室內分享與室外走讀，讓學員對於東協廣場與在台中的東南亞地景發展脈絡

有更深入地認識，期間穿插在店家手做東南亞料理，讓學員透過食物與在地店家建立更深入

連結，學生也能接收到資訊以外的五感體驗感受。 
辦理單位：中興大學「台灣大道的舊城區」USR Hub 計畫 
合辦單位：中興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1095 文史工作室 

 
5. 東協廣場-族裔地景體驗工作坊 
活動類別：多元人文融合推廣系列-3 
活動時間：11/1(週日) 10:30~14:30  
活動地點：1095 文史工作室、東協廣場及其周邊 
活動師資：1095 文史工作室 
參加人數：7 名，在行走的土地上認識另一種不同的人文。 
活動成果：帶領學生透過闖關遊戲與情境劇場扮演「一日移工」，帶著他們在台中東協廣場

體驗在台移工生活所產生的文化衝擊與融合，並瞭解在台灣有哪些不同種類的東南亞移工文

化地景。 
辦理單位：中興大學「台灣大道的舊城區」USR Hub 計畫 
合辦單位：中興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1095 文史工作室 

 
6. 田野調查-紀錄片訪談與學習拍攝工作坊 
課程類別：課程協作-1 
課程時間：10/22，10/29，11/5，11/12(週四) 10:30~14:30  
課程配合：田野調查與書寫課程 
課程師資：吳汰紝(獨立紀錄片導演) 
課程地點：中興大學、沁園春、台中舊城區 
參加人數：15 名，本校田野調查與書寫課程學生。 
活動成果：先以理論課兩堂，讓學生知道如何訪談、拍攝事件。再進行拍攝實作課(11/5 沁園

春)一堂：學會基本影像語言，有能力追蹤一個故事線。第四堂教授影片後製，讓學生有能力

完成簡單的短片。學生擇選舊城區的舊產業榮裕布莊、鍾情綢緞莊及城門雞蛋糕、綠川演變

等為分組實地拍攝主題。 
辦理單位：中興大學「台灣大道的舊城區」USR Hub 計畫 
合辦單位：中興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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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一廣場—東協廣場之臺中舊城區空間記憶踏查訪談 
訪談時間：10-11 月  
活動地點：台中舊城區、東協廣場 
訪談人數：8 名，東協廣場及周邊店家、移工、舊城區居民等。 
訪談成果：東協廣場轉型期的具體變化體現在商家的新舊興替，也改變東協廣場的空間景觀，

是否逐漸改變了原第一廣場時代吸引移工消費的東南亞特質，對於這些由外在空間到內部性

質的變化，東協廣場的商家業主與臨近居民，抱持著哪些正反評價與記憶印象。 
辦理單位：中興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協辦單位：中興大學「台灣大道的舊城區」USR Hub 計畫 

 
8. 舊城慢漫玩-中區食字路口 
活動類別：多元人文融合推廣系列-4 
活動時間：11/14(週日) 13:00~16:00  
活動地點：福爾摩沙雲創基地、東協廣場及其周邊 
參加人數：43 名，社會大眾、興大學生等。 
活動師資：1095 文史工作室 
活動成果：帶領民眾走進舊城區，以闖關遊戲方式進行，體驗採買異國料理食材等活動，行

銷臺中市舊城。並將中區之人文、商圈文化、古蹟、產業樣貌等特色元素帶入活動中。 
指導單位：交通部觀光局、臺中市政府、臺中市政府民政局、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主辦單位：臺中市中區區公所 
執行單位：群策創生商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寶都提案所、1095 文史工作室 
協辦單位：中興大學「台灣大道的舊城區」USR Hub 計畫、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9. 「新住民文化分享–唇唇欲動之異國料理趣」活動 
活動類別：多元人文融合推廣系列-5 
活動時間：11/15(日)13:10-15:00  
活動地點：臺中市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 
參加人數：30 名，台中西區居民、社會大眾。 
活動師資：阮維芳、阮其云、胡寒寒 (越南新住民講師) 
活動成果：越南文化分享、手工 DIY 越南煎餅。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承辦單位：臺灣新住民展能服務協會 
辦理單位：「台灣大道的舊城區」USR Hub 計畫 
合辦單位：台中市土庫文化協會、 
協辦單位：中興大學「台灣大道的舊城區」USR Hub 計畫、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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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認識東南亞–國合會印度志工經驗分享」講座 
課程類別：東南亞課程協作講座-1 
活動時間：11/17(二)13:10-15:00  
課程配合：印度不可思議 通識課程 
活動地點：中興大學 綜合教學大樓 305 教室 
講座師資：蔡惠芳 (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人道救援處 資訊志工等資歷) 
參加人數：55 名，本校印度不可思議課程學生。 
活動成果：講者以國合會的資訊志工身份，從 2009 年 9 月開始在印度大吉嶺西藏難民自助

中心生活年，分享在印度的經歷與見聞，從西藏難民自助中心的介紹，到大吉嶺所在的地理

位置與歷史背景等。 
辦理單位：中興大學「台灣大道的舊城區」USR Hub 計畫 
合辦單位：中興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歷史系 

 
11. 台中市繼光商圈「食安與環境衛生」第 2 次訪視及店家輔導工作坊 
課程類別：食品營養安全-1 
活動時間：11/25(三)14:00-17:00  
活動地點：福爾摩沙雲創基地、台中舊城區店家 
與會人員： 
Haccp 中華食品安全管制系統發展協會處長、衛生局前科長 陳淑惠 
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系 蔡碩文助理教授 
繼光商圈管委會主委 林錦源 
繼光商圈管委會總幹事 林靜俞 
繼光商圈管委會秘書 黃舜容 
訪視店家：幸發亭、阿仁羊肉羹、海洋越南料理、譚家麵疙瘩、歡喜緣素食、德利麵食館。 
訪視成果：對台中市繼光商圈店家之食品安全衛生標準進行查核，確保衛生環境安全。 
辦理單位：109 年推動商圈振興方案補助計畫、翻轉繼光環境整備計畫 
協辦單位：中興大學「台灣大道的舊城區」USR Hub 計畫 

 
12. 東協廣場變遷影像展 
課程類別：影像成果展-1 
展期時間：11/23-12/18  
展覽地點：中興大學綜合教學大樓 1F 廣場 
活動成果：東協廣場變遷影像展，透過一幅一幅的徵集照片與圖說，呈現從第一廣場到東協

廣場，這段時間所發生的地景變遷與移工活動。 
指導單位：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 
主辦單位：國立中興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協辦單位：國立中興大學「台灣大道的舊城區」USR Hub 計畫、1095 文史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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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認識東南亞–印度鐵馬自助行經驗分享」講座 
課程類別：東南亞課程協作講座-2 
活動時間：12/1 (二)13:10-15:00  
課程配合：印度不可思議 通識課程 
活動地點：中興大學 綜合教學大樓 305 教室 
講座師資：張瑞夫  (作家、自由文字工作者) 
參加人數：55 名，本校印度不可思議課程學生。 
活動成果：講者以在印度南部騎腳踏車自助旅行兩至三個月的經驗，分享沿途許多見聞，透

過拍攝照片，呈現印度日常最真實的一面，以及分享印度文化與臺灣文化的差異處。 
辦理單位：中興大學「台灣大道的舊城區」USR Hub 計畫 
合辦單位：中興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歷史系 

 
14. 「認識多元文化-東協廣場」參訪 
課程類別：東南亞課程協作參訪-1 
活動時間：12/8(週二)12:10-15:00  
活動地點：東協廣場及其周邊 
參加人數：50 名，本校印度不可思議課程學生。 
導覽師資：1095 文史工作室 江彥杰、陳翰堂 
東協廣場參訪行程概說 : 
二樓 CLC 超市：一個結合匯款、海運、東南亞商品的超市 
三樓東南亞超市 ：泰式/印尼/越南/菲律賓平價零食、飲品、調味料，超好買 
三樓越菲泰餐廳街區：移工們假日的飲食聚會點 
政府服務平台 ： 台中市勞工局移工服務平台、各國代表處巡迴辦公室、南方時驗室 
成功路越南街：認識越南早點、甜點、正餐與香料食材 
青草街：中區新舊顧客-在地居民與外籍移工的生活交會 
辦理單位：中興大學「台灣大道的舊城區」USR Hub 計畫 
合辦單位：中興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歷史系、1095 文史工作室 

 
15. 『認識新生代力量』臺中社群連結工作坊 
活動類別：舊城區在地社群連接-1 
活動時間：2020/12/10(週四) 17:30~20:30  
活動地點：中興大學 綜合教學大樓 906 數位策展空間 
邀請師資與講述主題： 
劉曜寬 綠川漫漫成員 「守護河川是一件浪漫的事」 
楊七喜 明日餐桌創辦人「創一間地表最廢垃圾學校！」 
江彥杰 1095 文史工作室創辦人「用遊戲一窺移工人生」 
陳炯志 東海人社計畫博士後研究員「如何在移工社會實踐中連結各方資源？」 
參加人數：22 名，社會大眾與台中高中、大學生等人。 
活動成果：在臺中推動多元發展的個人、團體、組織一起認識、了解他們為臺中所做的美好

努力。 
辦理單位：中興大學「台灣大道的舊城區」USR Hub 計畫 
合辦單位：中興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1095 文史工作室、明日餐桌、綠川漫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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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文化跨界體驗』泰有藝術文化之旅活動 
活動類別：多元人文融合推廣系列-6 
活動時間：12/15(週二) 11:30-18:30 
活動地點：台灣新移民協會、東協廣場、台中公園、台中中區 
活動師資：台灣新移民協會講師 
參加人數：39 名，台中社工督導、協會、團體、社區大眾等。 
活動成果：導覽東協廣場之有關泰國區域或變化，泰國水燈節介紹及水燈製作。 
辦理單位：中興大學「台灣大道的舊城區」USR Hub 計畫 
合辦單位：中興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台灣新移民協會、東協藝文企業社 

 
17. 移民飲食文化｜印尼巨港華人的私房菜單體驗活動 
活動類別：多元人文融合推廣系列-7 
活動時間：12/17(週四) 18:00-20:30  
活動地點：TOKO MARIA MAKANAN 印尼小吃店(台中市中區光復路 33 號) 
活動師資：玉雪(印尼新住民) 
參加人數：28 名，台中市社區大學學員、社區大眾、中興大學師生等。 
活動成果：活動中邀請來自印尼巨港的華人，擔任活動主廚，分享印尼家鄉的美食&故事。 
辦理單位：中興大學「台灣大道的舊城區」USR Hub 計畫 
合辦單位：中興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1095 文史工作室 

 
18. 2020 電子街機器人足球大賽 x 中興大學 USR Hub 計畫 
活動類別：STEAM 教育-3 
活動時間：2020/12/19(週六) 10:30-16:30  
活動地點：台中電子街商圈 
參加人數：約 103 人，國小學童、家長、社區大眾、中興大學師生 
不收費公益活動，招募中區弱勢、單親、新移民、一般等 53 名來自台中各地區的國中小學

童報名參加競賽。 
活動成果：透過課程實作與結合在地產官學資源辦理競賽活動，實踐大學社會責任，讓孩童

度過富有教育意義、充實且愉快的一天，當日活動的同時也為周遭商圈帶來人潮。 
指導單位：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臺中市政府經發局 
主辦單位：電子街行人徒步區管理委員會、繼光商店街行人徒步區管理委員會、自由路商圈

管理委員會、國立中興大學 「台灣大道的舊城區」USR Hub 計畫 
協辦單位：臺灣 STEAM 教育機器人發展協會、中興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執行單位：群策創生商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寶都提案所 

 
19. 東協廣場變遷影像展-電子街巡迴展 
課程類別：影像成果展-2 
展期時間：12/19  
展覽地點：台中市電子街商圈 
活動成果：配合電子街足球機器人大賽活動，巡迴展示『東協廣場變遷影像展』，透過一幅

幅的徵集照片與圖說，呈現從第一廣場到東協廣場，這段時間所發生的地景變遷與移工活動。 
指導單位：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 
主辦單位：國立中興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協辦單位：國立中興大學「台灣大道的舊城區」USR Hub 計畫、1095 文史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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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惜食釀造:全食物利用』工作坊 
活動類別：食品營養教育-1 
活動時間：12/20(週日) 13:30-17:30 
活動地點：新太陽堂餅店 2 樓 
活動師資：呂木蘭 (主婦聯盟台中分會綠繪本講師) 
參加人數：12 名，台中市社區大眾、中興大學學生等。 
活動成果：講述如何透過釀造術轉廢為寶，將廢棄果皮變身為美味氣泡飲或釀造酒，達推廣

實踐減廢減碳與全食物利用的教育目的。。 
主辦單位：中興大學 「台灣大道的舊城區」USR Hub 計畫、自由路商圈管理委員會 
          電子街行人徒步區管理委員會、繼光商店街行人徒步區管理委員會 
合辦單位：中興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新太陽堂餅店、陳允寶泉台中總店 
協辦單位：主婦聯盟台中分會、新寶都提案所、群策創生商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1. 『多元飲食文化小教室』印尼涼拌沙拉佐沙嗲醬 Gadogado 體驗活動 
活動類別：多元人文融合推廣系列-8 
活動時間：12/17(週四) 18:00-20:30  
活動地點：中興大學綜合教學大樓 9 樓 906 室 
活動師資：陳妍蓁  (印尼文化講師、雙語翻譯) 
參加人數：12 名，社區大眾、中興大學學生等。 
活動成果：來自印尼的陳妍蓁，現為文化講師。從事文化教學多年，常受邀至各地分享印尼

文化。活動中帶領大家從涼拌沙拉與沙嗲醬的製作領略印尼的千島風情。 
辦理單位：中興大學「台灣大道的舊城區」USR Hub 計畫 
合辦單位：中興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1095 文史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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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勞工子女機器人兒童夏令營」相關報導、成果照片與網路文章 

2-1「勞工子女機器人兒童夏令營」-台中市勞工局 宣傳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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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勞工子女機器人兒童夏令營」-台中市勞工局專欄文章 

 
  
網址連結：https://laborepaper.taichung.gov.tw/1262761/1262763/1262769/1587676/ 
 
 
2-3「勞工子女機器人兒童夏令營」- 活動照片 
 
 
 
 
 
 
 
 
 
 
 
 

https://laborepaper.taichung.gov.tw/1262761/1262763/1262769/1587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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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勞工子女機器人兒童夏令營」- 其他媒體報導 - 中央通訊社 

 

 
網址連結：https://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277219.aspx#.X9ehJtgzaUk 

https://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277219.aspx#.X9ehJtgza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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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3】2020/8/27「與實踐場域人員討論會議」簽到表 
時間：2020/8/27 11:00~13:30  
與會：電子街管委會主委、繼光商店街主委、自由商圈主委、總幹事等人 
討論：去年前導計畫於電子街辦理機器人大賽獲得極佳回響，今年擴增與台中三大商圈進行 
      合作，推廣 STEAM 教育、多元文化、及食品營養安全等主題活動，活絡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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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4】「機器人動起來」興新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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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5】『移工人生』認識海外英雄故事 桌遊體驗工作坊相關附件 

5-1『移工人生』認識海外英雄故事 桌遊體驗工作坊海報 

 
 
5-2『移工人生』認識海外英雄故事 桌遊體驗工作坊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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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6】東協廣場-人文走讀體驗工作坊 

6-1 東協廣場-人文走讀體驗工作坊海報 

 
 
6-2 東協廣場-人文走讀體驗工作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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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7】『東協廣場-族裔地景體驗』多元文化體驗活動附件 

7-1 東協廣場-族裔地景體驗工作坊海報 

 
 
7-2 東協廣場-族裔地景體驗工作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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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8】『田野調查與書寫』紀錄片拍攝訪談課程附件 

8-1『田野調查與書寫』紀錄片拍攝訪談課程資訊 

 
 
8-2『田野調查與書寫』紀錄片拍攝訪談課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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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9】「新住民文化分享–唇唇欲動之異國料理趣」活動附件 

9-1「新住民文化分享–唇唇欲動之異國料理趣」活動海報 

 
 
9-2「新住民文化分享–唇唇欲動之異國料理趣」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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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0】東協廣場變遷影像展相關附件 

10-1 東協廣場變遷影像展海報 

 
 
10-2 東協廣場變遷影像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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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1】「認識東南亞–印度鐵馬自助行經驗分享」講座附件 

11-1「認識東南亞–印度鐵馬自助行經驗分享」講座海報 

 
 
11-2「認識東南亞–印度鐵馬自助行經驗分享」講座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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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2】『認識新生代力量』臺中社群連結工作坊附件 

12-1『認識新生代力量』臺中社群連結工作坊海報 

 
 
12-2『認識新生代力量』臺中社群連結工作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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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3】『文化跨界體驗』泰有藝術文化之旅活動 

13-1『文化跨界體驗』泰有藝術文化之旅活動海報 

 
 
13-2『文化跨界體驗』泰有藝術文化之旅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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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4】移民飲食文化｜印尼巨港華人的私房菜單體驗活動 

14-1 移民飲食文化｜印尼巨港華人的私房菜單體驗活動海報 

 
 
14-2 移民飲食文化｜印尼巨港華人的私房菜單體驗活動照片 

   
 
 



 

40 
 

【附錄-15】「電子街機器人足球大賽 x 中興大學 USR Hub 計畫」相關附件 

15-1「電子街機器人足球大賽 x 中興大學 USR Hub 計畫」會議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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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2020 電子街機器人足球大賽 x 中興大學 USR Hub 計畫」活動海報 

 
 
15-3「2020 電子街機器人足球大賽 x 中興大學 USR Hub 計畫」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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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2020 電子街機器人足球大賽 x 中興大學 USR Hub 計畫」新聞報導-民生

好報 

 
新聞連結：http://17news.net/?p=93685&fbclid=IwAR0xEtE2m_rafexf0Ni2k4ciHfUz486yb5FoHji0S1wbY2jCbSJXfjLtrLg 
 
 
 
 
 
 
 
 
 
 
 
 
 
 
 

http://17news.net/?p=93685&fbclid=IwAR0xEtE2m_rafexf0Ni2k4ciHfUz486yb5FoHji0S1wbY2jCbSJXfjLtr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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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2020 電子街機器人足球大賽」新聞報導-台中市政府新聞稿 

 
台中市政府新聞稿網址：https://www.taichung.gov.tw/1688873/post 
 
15-6「2020 電子街機器人足球大賽」新聞報導 
     - 新浪新聞、國家教育廣播電台、YAHOO 股市新聞 

 
 
新浪新聞網址：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201221/37195638.html 
國家教育廣播電台：https://www.ner.gov.tw/news/5fdfd79e9d07950007fe11ed 
YAHOO 股市新聞：https://tw.stock.yahoo.com/news/2020 機器人大賽-電子街尬足球-拚經濟-
225652223.html 
 

 
 

https://www.taichung.gov.tw/1688873/post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201221/37195638.html
https://www.ner.gov.tw/news/5fdfd79e9d07950007fe11ed
https://tw.stock.yahoo.com/news/2020%E6%A9%9F%E5%99%A8%E4%BA%BA%E5%A4%A7%E8%B3%BD-%E9%9B%BB%E5%AD%90%E8%A1%97%E5%B0%AC%E8%B6%B3%E7%90%83-%E6%8B%9A%E7%B6%93%E6%BF%9F-225652223.html
https://tw.stock.yahoo.com/news/2020%E6%A9%9F%E5%99%A8%E4%BA%BA%E5%A4%A7%E8%B3%BD-%E9%9B%BB%E5%AD%90%E8%A1%97%E5%B0%AC%E8%B6%B3%E7%90%83-%E6%8B%9A%E7%B6%93%E6%BF%9F-2256522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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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6】「惜食釀造-全食物利用」工作坊附件 

16-1「惜食釀造-全食物利用」工作坊海報 

 
 
16-2「惜食釀造-全食物利用」工作坊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