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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框架 -遠距教學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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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疫」起學習的力量

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延燒的背景下，
遠距教學成為了一種普遍的教學方式，以
確保終身學習能持續進行。然而，許多老
師們對於遠距教學普遍不熟悉。為了讓教

敬文大哥協助防疫實名制登記

遠距教學上課示範

撰文 / 施文筑   李沛諠

師們能夠迅速適應遠距教學，五權社大今
年教師研習特別開設了遠距課程的先修班。

這個先修班旨在介紹各種遠距教學的
類型、上課所需使用的方法和簡單的技巧。
針對不同類型的課程，例如簡報類、電腦
操作類、運動類、音樂類和手做類等，進
行了教學示範。透過講師細心的指導，讓
其他老師們學習如何有效地進行遠距教學。
在行政團隊及教師們的努力下，五權社區
大學的部分課程已經成功轉為遠距教學。
從110年秋季班起，開始開設「混成課程」，
以應對疫情的變化，讓學員們無論身在何
處，都能夠輕鬆地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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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教師研習主要是解析遠距教學在
不同課程類型的應用。針對簡報類課程，
老師們學習如何運用遠距教學平台來分享
投影片，以及如何在視訊會議中展示簡報
內容。此外，也了解如何使用虛擬白板工
具，讓他們能夠實地進行筆記和示範。對
於電腦操作類的課程，老師們學習如何透
過視訊共享螢幕，讓學員們清晰地看到他
們在電腦上的操作步驟，除此之外，還針
對如何解決可能出現的技術問題進行指導，
例如音訊或視訊連接的困擾。

在運動類的課程中，老師們除了學習
如何透過視訊會議的視窗分享自己的運動
示範，也了解如何提供適當的指導，以確
保學員們能夠正確地跟隨動作，同時保證
他們的安全和健康。至於音樂類和手做類
的課程，老師們學習如何使用高品質的音
訊設備，以確保學員們能夠清晰地聽到音
樂的細節及老師的講解過程。此外，也學
習如何以清晰的攝影角度展示手做過程，
讓學員們能夠清楚地看到每個步驟。

「活到老，學到老」。學習是終身的
課題，即便已經是某一領域中的專業，還
是需要持續不斷的精進自己，配合時代的
步調前進，這也是每個人未來的挑戰。五
權社大所有老師，一同致力於提供更好的
遠距教學體驗，確保終身學習的延續，無
論在任何環境下，讓每個人都能夠獲得學
習的機會！

老師示範運動類課程教學

教師在線遠距教學

01 「疫」起學習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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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距教學實際操作

遠距教學實際操作

01 「疫」起學習的力量



師生活力 -社區服務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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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學期裡，僅管疫情肆虐，學員
們還是活力不減，五權社大舉辦了許多精
彩的活動，每個班級都展現出令人驚艷的
熱情和才華。它們分別是「河川巡守隊」、
「I 拍片社團」、「荂月樂團」、「陶樂樂
樂團」及「君霖書法社」。這些社團以不
同的方式，為我們帶來了人文、知性和啟
發，讓我們一同探索這些精彩的活動。

「河川巡守隊」社團一直以來都致力
於保護我們寶貴的水資源。他們從成立「親
水護川作伙來」粉絲專頁開始，透過定期
河川巡守活動和觀察記錄梅川，深化了對
河川守護的行動力。今年，他們成立了「河
川巡守隊社團」，並邀請了呂雪峯老師擔
任指導老師。透過八場次的走讀觀察，他
們提升了大家對河川守護的意識，並促進
了保護水資源的行動。他們的努力讓我們
更加重視和珍惜我們的河川環境。

「I 拍片社團」以媒體識讀為主題，引
導學員討論與探索媒體對生活和社會的影
響。在李易霖老師的指導下，他們也協助
拍攝了綠空野餐日的紀錄片，展現了他們
對生活的觀察和感受。他們的作品充滿了
深度和感動，讓我們更加了解周遭的世界，
進而深度思考。

撰文 / 陳俊傑   李沛諠

I 拍片社團學員專注的模樣

I 拍片社團用心紀錄

01 「疫」起學習的力量



05

在音樂領域，「荂月樂團」、「陶樂
樂樂團」帶來了美妙的音樂饗宴。「荂月
樂團」在多個社區公益活動中演出，包括
台中綠園道、豐原天帝教台中初院、三彩
市政天地社區及三義鎮等地。他們傳承著
國樂這項傳統音樂，用音樂打造了一個團
結友愛的社群。「陶樂樂樂團」則在龍井
地政事務所畫展、慈濟靜思堂和城市小舞
台等場合舉辦了公益活動，推廣陶笛樂器。
他們的音樂才華及對文化傳承的熱情令人
敬佩，也讓更多人認識並喜愛這個優美的
樂器。

荂樂樂團合照

陶樂樂樂團公益表演

陶樂樂樂團社區表演

01 「疫」起學習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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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霖書法社」將書法藝術融入了我
們的生活。社團師生在科博館舉辦「牛年」
特展，以多元觀點讓民眾認識「牛」。他
們不僅在展覽中展示了書法的美學，還與
科博館合辦春聯揮毫活動，將書法帶給大
眾。這種結合節慶文化的創意舉辦方式，
讓書法藝術展現出多元的面貌，豐富了我
們的生活。

五權社大的班級活動中，「河川巡守
隊」、「I拍片社團」、「荂月樂團」、「陶
樂樂樂團」及「君霖書法社」等社團帶給
我們無盡的驚喜和啟發。他們以多元、熱
情和創意的方式，讓大家更加關注環境保
護、媒體識讀、音樂藝術和書法文化，在
疫情期間豐富我們的生命。學員們的努力
和才華值得讚美，他們用熱情和創意點亮
了生活，並帶給我們無窮的收穫和回憶。
也顯示了在五權社大課程的目的不只是學
習新技能，更是豐富生活、深入在地文化
的力量。

君霖書法社團指導孩子寫春聯

君霖書法社團合照

01 「疫」起學習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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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 109 年起，COVID-19 疫情席捲全
球，為了防制疫情，許多管制措施避免人
與人之間的接觸。然而，五權社大博誠志
工團並沒有因此而鬆懈，他們以滿懷的服
務熱情，仍然堅守崗位，協助社大各分部
的防疫工作，為師生的平安進出校園付出
了更多的辛勞。

在這段期間，志工們參與了各項防疫
工作，他們協助健行國小校門口的防疫把
關，負責量測每位進入校園師生的體溫，
確保校園內的安全。同時，也積極參與公
訓中心的防疫工作，盡心盡力地協助各項
預防措施，以維護安全的學習和交流環境，
例如協助進行實名制登記，確保每位進入
公訓中心的民眾健康及安全。

除了在課程中的協助，博誠志工團還
參與了許多活動，他們的身影隨處可見。
在綠空野餐日，志工們協助設攤展覽，特
別是鐵道文物展。他們不僅負責防疫工作，
確保參與者的安全，還為大家呈現了豐富
的鐵道文物，讓人們能夠在防疫安心之餘，
深入地了解這段歷史。

撰文 / 余德華   李沛諠

志工協助防疫工作，量體溫及實名制登記

校園安全的守護者 -博誠志工團

博誠志工團的努力和付出，不僅體現
了他們對社區的關心和責任，也展現了五
權社區大學的精神。他們用行動證明了社
區的力量和凝聚力，在這個特殊的時期中，
為社會福祉做出了重要貢獻。在此，向博
誠志工團表達我們由衷的感謝，因為他們
的付出和努力，為社大和社區帶來了溫暖
和安全。讓我們一同期待未來，繼續發揮
團隊的力量，為社區的發展和福祉做出努
力。

志工協助綠空野餐日鐵道文物展活動 

志工協助防疫工作，量體溫及實名制登記

01 「疫」起學習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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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 親水護川作伙來— 從科博館『食蟹獴』身世之謎
談都市環境和河川的願景

你是否有好好觀察過身邊的河川，裡
面住著什麼樣的生物 ? 背後又有什麼樣的
故事呢 ?「親水護川作伙來—都市環境和河
川的願景 - 從科博館『食蟹獴』身世之謎談
起」論壇，這個富有教育意義的活動中，
由五權社大呂雪峰老師主持，邀請三位生
態工作者與談—李璟泓老師、林笈克老師、
陳彥君老師，一同探討城市環境和河川生
態之間的關聯，並讓民眾意識到共好共生
的理念在環境保護中的重要性。透過這個
論壇，我們期望打造水資源的永續循環，
喚起大眾共同守護我們的居住環境和流域。

陳彥君老師介紹今年 4 月科博館發現食蟹獴，對生活於淺山森林環境，
以水生動物為主食的食蟹獴出現在植物園大家都很吃驚。

李璟泓老師介紹架設自動相機在淺山所拍攝到的野生動物

撰文 / 余德華   李沛諠

02 親水護川作伙來—從科博館『食蟹獴』身世之謎談都市環境和河川的願景



09

在活動中，陳彥君老師介紹了今年 4
月科博館發現的食蟹獴。食蟹獴是一種生
活在淺山森林環境中，以水生動物為食的
動物。這個發現讓我們對於這個出現在植
物園的食蟹獴感到驚訝。而李璟泓老師則
介紹了在淺山地區安裝的自動相機所拍攝
到的野生動物。他也參與了科博館記錄食
蟹獴蹤跡的工作。還發現在台中南區溪溝
附近的房舍出現了石虎的蹤跡，這讓老師
推測食蟹獴是否沿著都市河川來到了植物
園。在論壇中，林笈克老師介紹了城市河
川綠廊和公民參與的案例。他提到了倫敦
作為全球首個國家公園城市的誕生，以及
東大溪水環境和鄰近地區水環境改善計劃。
這些案例在在顯示了公私協力和公民參與
在保護河川環境中的重要作用。

林笈克老師介紹都市河川綠廊與公民參與，2019 全球首座國家
公園城市誕生 - 倫敦

林笈克老師介紹東大溪水環境及鄰近地區水環境改善計畫，公私
協力和公民參與的力量

在台中南區溪溝附近的房舍發現石虎的蹤跡，推論這隻食蟹獴是
否延著都市河川到達植物園 ?

李璟泓老師也有參與協助記錄科博館食蟹獴的蹤跡

在活動結束後，大家紛紛提出他們對
於河川保護的想法和經驗，激發了更多民
眾投入到河川環境問題的討論中，並提出
可能的解決方案。這顯示了民眾更加瞭解
都市野生動物的特徵和生活習性，也潛移
默化的培養出對這些與我們共同生活的生
物的愛護之心。同時，也希望民眾能夠學
習監督公共部門進行河川整治工程的方法
和策略，進一步提升生態觀察的能力，並
建立公民參與的意識。除了讓民眾學習河
川守護的經驗和能力外，我們也鼓勵大家
討論和提出解決方案，並積極參與社區河
川環境的維護工作。除了激起民眾的公民
意識外，我們也致力於培養更多河川守護
志工，深化他們的河川守護內涵和行動，
這些良性的循環與積極的參與和互動，將
為我們的社區河川環境維護工作提供了更
多的動力和支持。

02 親水護川作伙來—從科博館『食蟹獴』身世之謎談都市環境和河川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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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老師們豐富的知識分享和討論，
深化了民眾對於河川守護的認識和意識，
同時也激發了大眾的熱情，讓更多人願意
參與到河川環境保護的行動中。這樣的合
作和努力將有助於打造一個更加美好的都
市環境，讓我們和野生動物共好共生，實
現水資源的永續利用。讓我們一起為保護
河川環境而努力，為未來的世代創造一個
更美好、更健康的居住環境。 與民眾互動及意見交流情形

與民眾互動及意見交流情形

02 親水護川作伙來—從科博館『食蟹獴』身世之謎談都市環境和河川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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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 友善環境做公益—從健行農園出發
108 年底我們在健行國小展開了一個

特別的計畫，由有機農業班張騰維老師帶
領學員們在原生態池的場地上建立起一個
農園。從最一開始，這片荒蕪的土地經過
整地，老師規劃出種植區域，包括棚架區、
蔬菜區和香草區等。學員們與老師一同進
行了分區、翻土、作畦、改良土壤（使用
蔗渣）、鋤草、防治病蟲害和施肥等一連
串的實作活動。自 108 年 11 月至 109 年 3
月，共進行了 11 次課程，結合了室內講解
和實地操作，讓學員們不僅充實理論，更
親自體驗自己種植的蔬菜和香草成長的過
程。儘管這片農園只有不到 50 坪的面積，
卻種植出了多樣豐富的蔬菜作物。

採收粉豆

撰文 / 余德華   李沛諠

農園整地

03 友善環境做公益—從健行農園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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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這個有機農園 - 食農教育課程，
學員們親自參與栽種、灌溉、施肥和除草
等過程，深刻體會到農民耕種的辛勞，並
學習珍惜食物的價值。其次，我們也擴大
了社區大學開設有機農業生產與生活課程
的場域，將食農教育引進校園，改變了校
園的面貌，激發師生對於規劃校園農園的
熱情。同時，我們也有效利用健行國小的
閒置空間，分擔校園整理工作，營造出一
個有機生態園地，這對社區大學和健行國
小共同推動食農教育非常有益。

有機農園進行第一次課程

老師示範如何將蔗渣拌入土壤

開始種韭菜

種山芹菜

03 友善環境做公益—從健行農園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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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的農園計畫中，我們加入了更
多的實習環節，讓學員們能在週六的時間
到農園親身實作。這樣的結合不僅增強了
學員們的實際種植經驗，也讓理論與實務
得以相互結合。學員將他們在農園中實作
的蔬菜帶回社區大學進行義賣，所得的款
項捐贈給社福團體，除了學習到有機農業
課程的專業知識，還能為社會做出貢獻。

這個計畫得到了學員們的熱烈回饋。
他們第一次嚐到自己種植的菜，非常美味
且甜美，贊不絕口。學員們表示有機農園
對現代人來說非常重要，認為這個課程非
常實用，讓他們對有機農業有了更深入的
認識，了解到可以使用對人體無害且對環
境友善的有機資材來防治病蟲害。有機農
園計畫不僅帶來了知識的學習，更讓我們
感受到了人與土地之間的聯繫，並為社區
的發展和社會福祉做出了貢獻。我們將繼
續努力，致力於提供更多這樣有意義且有
益於社會的課程，讓更多人受益於食農教
育的力量。

學習搭棚架

老師教大家認識有機資材病蟲害防治

搭配室內課程，老師介紹有機資材

第一次蔬菜採收

03 友善環境做公益—從健行農園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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蔥蒜種植 老師介紹有機資材誘蟲粘劑

翻土作畦準備種新的作物 蕃茄分枝教學

農園合照

03 友善環境做公益—從健行農園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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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數的社區力量在默默地努力，各
自奮鬥著，使臺中舊城的魅力逐漸復甦。
然而，彼此之間的資源與合作機會卻常常
未被充分了解。五權社大希望能夠建立一
個溫馨、有意義的交流平台，將各方力量
凝聚起來，於是「共好中城聯誼會」應運
而生！這個聯誼會由台中市五權社區大學
主辦與支持，匯聚了協會、NGO、市民倡
議行動團體、社區大學、大學 USR 中心、
青創輔導專業，以及商圈主委等多方人士。
每月一次的聚會，我們分享臺中舊城的努
力和未來願景，並相互支持與協助。

04 // 舊城新生進行式

自 110 年 3 月起至 12 月，每月的第二
個星期二，我們都在固定地點舉行聯誼會，
共進行了10次聚會。為了促進有效的交流，
每個單位派1人參與，每次聚會約有11人。
在聯誼會中，以分享為主軸，每次由一個
團體或個人深入介紹他們在臺中舊城所做
的事情和當前的計畫，接著進行回饋，最
後進行自由交流。彈性的安排讓我們可以
收集各個成員的意見和經驗，這些分享內
容也將成為中城再生地方知識的重要資源。

大家給予意見及相互交流

撰文 / 余德華   李沛諠

社群連結 -共好中城聯誼會

04 舊城新生進行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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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這些聚會，我們希望能夠達成多
重目標。首先，我們希望藉由聯誼會成員
的分享，將他們的經驗和計畫匯集成為中
城再生地方知識，進一步豐富我們對臺中
舊城的認識。其次，我們計畫舉辦年度的
共好中城論壇，共同討論臺中舊城發展的
願景，進一步凝聚共好團體的力量。最後，
我們希望通過舉辦 10 次聚會，凝聚在地力
量，提升臺中舊城活化創生的品質和速度，
同時匯聚地方知識，廣泛應用於社區發展
中。

在第一次聚會中，主持人冬梅姐詳細
解釋了成立聯誼會聚會的目的，並與聯誼
會成員分享了自己所屬單位的工作。接著，
由中城再生文化協會蘇睿弼老師分享協會
今年的重點計畫，其中包括即將舉辦的「第
三屆鈴蘭通散步納涼會」。在第二次聚會
中，臺中教育大學拾已寰老師分享了中教
大 USR 中心的地方創生計畫，強調與聯合
國 SDGs 永續發展指標相符的理念，並提出
了創造三生博物館的構想。接下來的聚會
中，我們還聽到了其他單位和個人的分享，
例如好民文化行動協會、臺中舊城生活博
物館、新富町地方創生協會以及看見臺中
城隱者地圖等。每一次的分享都讓我們更
加了解這些團體的努力和對臺中舊城的關
注。

這些聚會不僅是單純的分享和回饋，
更是一個彼此交流的平台。每次聚會，我
們都在自由交流中互相交換意見和建議，
這樣的互動為社區發展帶來了許多寶貴的
啟示和創意。藉由共好中城聯誼會的舉辦，
我們相信可以凝聚更多在地力量，推動臺
中舊城的活化創生，同時匯集各方智慧，
為社區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期待以彼此
的溫暖、知性和關心，為社區的發展注入
更多力量和希望，讓臺中舊城再現風華，
成為一個充滿活力和文化底蘊的地方。

共好中城聯誼會第一次聚會

冬梅姐說明成立聯誼會聚會的目的

第一次聚會由中城再生文化協會理事長蘇老師分享協會執行的
年度計畫

第三次聚會由五權社大淑芬主任分享

04 舊城新生進行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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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的聚會因疫情升溫延至 8 月辦理，這次由好民文化行動協
會分享

分享自由路上藝術節，主視覺的變化所呈現的意涵

透過分層培力，人人都是城市行銷員

第七次聚會由看見臺中城隱者地圖創辦人 - 詹秀珠分享，自己是
建國市場長大的小孩，看見建國市場即將拆除，想為大家 ( 攤商 )
做些什麼

聚會適逢冬梅姐生日，大家慶生祝賀

04 舊城新生進行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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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在臺中舊城區，五權社大與中城
再生文化協會合作舉辦了一系列的導覽活
動，雙方共同策劃導覽路線，從典獄官舍
到綠空鐵道再到城區內，帶領民眾一同尋
找過去的風華，同時也推動了中區和西區
的創新發展。透過中城再生文化協會多年
來對臺中舊城的深耕和再生經驗，我們培
訓了一批優秀的導覽志工，致力於活絡舊
城區。這些志工經過培訓，具備了專業的
導覽解說技能，他們的存在提升了臺中舊
城區導覽服務的品質，並建立了完善的導
覽解說與行程安排及良好的導覽解說能力。

我們希望透過這一系列工作坊，活絡
臺中舊城區，也為舊城區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這次培訓中，我們共培訓了 11 名導覽志
工，並在後續的 110-2 公民週活動中擔任
導覽講師，讓更多人受益。在培訓過程中，
我們邀請了多位專業的老師進行解說。明
倫老師介紹了鈴蘭通街區的生活，並帶領
我們進行了室內課程介紹和戶外實地導覽
解說。透過舊照片對比現在的建築，向我
們介紹了當時的風華。在路上觀察中，我
們還能看到一些尚未改建的日式建築，這
些都是珍貴的歷史遺跡。

撰文 / 余德華   李沛諠

人才培育 -大墩中城特色導覽工作坊

中山綠橋原稱「新盛橋」，是當年日本政府為慶祝臺灣縱貫鐵路
全線通車，在臺中公園舉辦慶祝典禮而修築，目前是台中現存最
早的水泥橋。

呂明聰老師在市役所內解說

丁伯慶老師介紹刑務所官舍區

04 舊城新生進行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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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伯慶老師介紹台中刑務所演武場

陳妙珠老師介紹西區動漫彩繪巷

110-2 期公民週由培訓的導覽志工擔任導覽 - 市區路線 - 介紹太
陽餅商標

導覽活動結束後全體合照

市政區的解說由呂明聰老師負責，他
介紹了臺中城的前世和今生。他提到了日
治時期的圖書館，這座建築現在成為了自
由路合庫銀行，外牆 13 溝面磚的設計是為
了國防用途，防止反光，避免美軍空襲。
丁伯慶老師介紹了刑務所官舍區，我們看
到了刑務所的演武場和日據時期的典獄官
舍。陳妙珠老師則帶領我們走訪了柳川附
近的街區，介紹了清朝時期的開發情況。
在柳川街區的實地解說中，還看到了西區
的動漫彩繪巷和文學館。最後，志工們分
組進行路線設計和解說演練，並在導覽活
動中展示所學。

參與計畫的志工們展示了他們的專業
知識和熱情，為參與活動的人們提供了優
質的導覽服務。這不僅是一個培訓導覽志
工的過程，更是一個結合了歷史、文化和
社區參與的盛會。我們期待著未來更多的
活動和展示，讓臺中舊城區繼續綻放著獨
特的魅力。

04 舊城新生進行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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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空鐵道，這片屬於大家的公共空間，
為城市增添了一抹綠意，讓人們可以暫時
遠離喧囂，細細品味這個不斷變化的都市
中的寧靜角落。在藍天與微風徐徐吹拂下，
一場特別的野餐會，搭配台中舊城綠空鐵
道和當地的文化特色，就此展開。五權社
大與當地社群發起的綠空行動小組一同籌
劃了這場野餐，旨在讓參與的學員和民眾
更加了解台中舊城綠空鐵道以及與之相關
的地方文化議題。同時，通過班級展演和
現場短講座，我們希望能讓民眾更深入探
索五權社區大學所推動的在地特色課程，
並激發公民意識和行動力。

活動當天，我們在綠空鐵道上設置了
鐵道文物的定點展示，這些珍貴的文物來
自五權社區大學鐵道班的楊肇庭老師。這
些文物不僅展示了台中舊城的歷史，更讓
參與的民眾對當地的文化遺產產生了濃厚
的興趣。除此之外，林良哲老師與我們分
享了一個讓人回到不插電時代——留聲機
的魅力。這個古色古香的音樂播放器引起
了路過民眾的好奇心，大家紛紛停下腳步，
聆聽著百年前的聲音在空氣中迴響。這種
獨特的體驗讓人們更加感受到歷史的厚重
與音樂中的豐富情感。在活動的現場，邀
請了佛朗明哥舞班的師生們進行了一場精
彩的表演。他們熱情洋溢的舞蹈吸引了許
多民眾的目光，每一個舞步都彰顯著佛朗
明哥舞蹈的獨特魅力，讓人為之驚艷。

撰文 / 余德華   李沛諠

地方創新 -綠空野餐日

綠空野餐會帶給所有學員的不只是一
個優閒的下午，更是一個對在地文化的深
入體驗，期待未來能夠透過更多類似的活
動，讓更多人有機會認識台中舊城綠空鐵
道，並共同參與推動在地議題，建立更美
好的社區。

鐵道文物定點展示，由五權社大鐵道班楊肇庭老師提供多件文物
參展

林良哲老師分享回到不插電時代 - 聆聽百年前的聲音 - 留聲機的
故事

佛朗明哥舞班級師生精彩演出吸引民眾的目光

04 舊城新生進行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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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朗明哥舞班級師生演出

參加綠空野餐日活動在地社群合照

04 舊城新生進行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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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 五權講師社群—解憂雜貨店
110 年，五權社區大學創立了一個特

別的教師社群——「解憂雜貨店」。這個
社群由微電影班李易霖、國樂班張雅櫻、
走讀建築李建鋒、咖啡班謝瓊芬及油畫班
翁鴻盛等五位教授不同課程的老師共同組
成，每個人都擁有獨特的個性和專長。然
而，要讓不同背景的教師們齊聚一堂組織
社群，從最初的磨合開始，是一個相當不
容易的任務。

解憂雜貨店教師自我介紹

撰文 / 施文筑   李沛諠

翁鴻盛老師講解自己的課程內容

05 五權講師社群—解憂雜貨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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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社群定期每月聚會一次，每次聚
會時間長達三小時。在這段時間裡，老師
們從彼此只知道名字的陌生人，逐漸建立
起深入的對話，討論著課程大綱和教學相
關的議題。這對於五權社區大學來說是一
個重要的突破。過去，我們的教師聚會通
常只是一次性的活動，人數眾多但卻只是
短暫的相遇，無法持續建立深厚的交流或
尋求橫向的合作。然而，這次我們嘗試讓
一小群老師固定聚會，一整年下來已經成
為了一種習慣。教師們更願意互相尋求協
助，並且願意分享自身的問題和困惑。

同時，我們也希望將教師社群所帶動
的公共意識觀念傳遞給更多的教師們。因
此，在 110 年秋季班的教師座談會上，我
們邀請了教師社群的主持人李易霖老師擔
任主講人，分享五權社區大學的特色。他
以自身的體驗談到了社區大學與補習班的
不同之處，以及為何選擇在社區大學授課
等心路歷程。藉此帶領教師們思考社區大
學的價值及社大講師的定位，並回饋至課
程的規劃及班級的經營中，與社區大學一
起探討，發展特色。

因為教師們所展現的用心和熱忱，不
僅促進了教師間的凝聚力，提升了教學品
質，也為整個社區大學帶來了積極的影響。
五權教師社群的形成，不僅讓教師們在專
業上互相學習和成長，更在人際關係上建
立了深厚的連結。我們將繼續支持並鼓勵
教師社群活動，並期待未來更多教師們加
入這個溫馨而充滿活力的大家庭。

講師社群交流討論

講師社群交流討論

05 五權講師社群—解憂雜貨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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