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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高考與

技師讀書會
陳雍欣

本讀書計畫主要目的是集結同學，讓大家討論出一個有效率且有計

畫性的讀書會來促進大家深度學習，並透過邀請老師來進行指導與

解惑，使大家朝向土木高考與土木技師之目標前進。

因2020年新冠肺炎爆發而打亂了人們生活的步驟，我們以此為契

機，大家將生活步調放慢後漸漸重視健康的問題，有更多的時間能

為自己的健康著想。因醫療知識的普及，漸漸的身體保健不再只是

老年人需要注重的議題，年輕人也開始注意自身的健康及身體保健

，而定期的健檢能準確地知道身體有那些問題被忽略且需要多加注

意的健康問題，隨著越來越多人對健檢有需求並要求高品質、舒適

度等服務，希望整個健檢過程不會令人感到壓迫感，在市場需求如

此巨大與新興的消費者消費風氣之下，更符合市場需求的私人健康

檢查中心等產業鏈迅速興起。事實上健檢報告上又暗藏玄機，並不

是健檢報告上沒有紅字部分屬於健康狀態，在快節奏的社會使年輕

人長期生活在高度壓力之下、又因長期外食造成飲食不均衡、長期

的不良習慣日積月累等生活型態要素，這些對人體的危害雖然說不

是立即性的，卻是會持續深遠地影響健康，故出現了亞健康狀態。

根據WHO分析，全球只有5%的人是健康的，高達75%是亞健康族

群，亞健康定義為人體處於一個健康與疾病之間的過渡時期。身體

心理上無明確患病的證據，就醫檢驗檢查也都無異常狀況，卻感到

沒有精神或不太舒服的感覺。當處於亞健康時期，已經是未來患病

的警訊，且人體已具有疾病的危險因子。在慢性病光譜上，最左端

是最健康的理想狀態，最右端是被診斷罹病的狀態(如圖1所示)，現

今有很大一部分的人位於光譜中間，就是亞健康的狀態。

何文喨
食品健康創

新服務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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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S國際大

賽自主學習

社群

江冠和

本自主學習社群學習目的有二。首先，透過商業模擬軟體來精進管

理實務的學習，已經成為商管教育具有教學創新的手段。藉由商業

模擬軟體，透過環境參數設定，可以形成一個模擬市場環境，透過

不同參與者，對於資訊處理與分析，以及參與者對於商管知識的掌

握程度不同，在模擬決策中相互競爭，逐步修正，來強化自我資料

分析、決策與商業智慧的運用能力。其二，為使社群成員除了能過

自我學習與內部相互競爭之外，本社群成員亦打算參加「2022

International Macro Business Simulation Competition」的線上

比賽，作為對外練習與成果驗收之方式，比賽成員國來自世界各地

，期望透過參加比賽，與不同國家隊伍自行切磋，亦可以增加國際

交流經驗。為了達到以上兩個目標，我們決定共組「MBS國際大賽

自主學習社群」，透過自主學習群的運作，完成學習創新的商業模

擬軟體學習與參與國際比賽的目標。

4

台灣在地化

之華語翻轉

教學教材

王振宇

因應本科系為華語文學系，我們想將自身專業融入台灣在地化，製

作出一本數位多媒體教材，使華語教師面對疫情的衝擊時，能夠將

之運用在其線上華語教學課程，同時，我們的願景是將臺灣的文化

發揚，幫助國內外想多了解中華文化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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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入苗栗原

鄉部落，體

現大學社會

責任

林俊宇

本計畫擬分別針對苗栗縣泰安鄉永安部落與南庄鄉瓦祿部落進行基

本資料調查、歷史災害彙整、災害徵兆調查、災害潛勢評估、部落

需求研析、文化地景調查、生態環境調查等，透過走入苗栗縣原鄉

部落來體現大學生的社會責任（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

為協助原民地區過去因居住環境幅員較為廣大且相對面臨自然災害

之風險性高、對環境資訊掌握不足、以及地方政府因人力與財力不

足等因素對部落或聚落內之建設僅能採取局部性、單點式、或零星

等方式來處理，或對部落缺乏整體性的風險評估與彼此間意見交流

之機會，因此，「部落永續規劃」、「強化部落安全防（減）災機

能」、「提升部落居住環境品質」等策略遂在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

會於111年至114年間將陸續展開一系列的政策推廣與執行，期能

藉由系統化環境及人文盤查等方式來掌握原鄉之全貌，同時藉由政

府與族人風險溝通與意見交流，達到提升部落韌性、傳承部落文化

之目標；因此，本社群之成員（還有指導老師－土木與防災工程學

系王承德）體會大學生除了在校追求專業知識外，更重要的是要將

所學之素養傳遞給社會大眾，帶動在地區域之繁榮與發展，進而推

動社會永續前進；是故，本計畫選擇苗栗縣泰安鄉的永安部落與南

庄鄉的瓦祿部落為標的，希冀能對這兩部落的永續規劃有初步的構

思與藍圖。茲將本社群欲執行之內容臚列於下：

(一) 落實部落盤查，評估環境與人文，協助政府開展智慧之決策

籍由政府與族人系統化與知識化來盤查兩部落環境與人文资料，以

確實掌握其環境風險、居住生活機能、防（減）災資源等全貌，並

評估部落之風險，瞭解部落需求之所在，以達協助政府建構「部落

永續建設藍圖規劃」之決策。

(二) 強化部落安全，全面結合軟體與硬體，建構族人韌性之家園

藉由「部落永續建設藍圖規劃」之成果，透過整體性基礎民生維

生、基礎防（減）災、以及多功能防災工程規劃與治理，配搭非工

程實施之手段，全面结合軟體與硬體之作為，來達到提升部落安

全、韌性家園為目標。

(三) 深耕部落文化，結合亮點特色與景觀，傳承原鄉之核心精神

藉由「部落永續建設藍圖規劃」，透過整體性部落之聚會所、文化

場域、原鄉意象、以及景觀設施工程規劃與治理等，點亮部落文化

之特色與景配結合，來達到深耕部落文化、傳承原鄉核心精神之目

標。

茲引用行政院對於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在地連結、人才培育中

下了一精闢的結語（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在地連結、人才培育

（行政院全球資訊網-重要政策）（ey.gov.tw））－「推動大學落

實社會責任的實踐，將強化大學與區域城鄉發展的連結合作，讓大

學走出學術象牙塔，在區域創新發展的過程中，對在地產業、社區

文化、城市與偏鄉等發展議題，投入更多學界能量深耕在地，讓大

學成為地方永續發展的積極貢獻者，協力臺灣社會共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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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茶文化為

主題的

Podcast製

作

林芳妤

柴米油鹽醬醋「茶」，是老百姓家中的必需品，雖然茶排在最後一

項，但是卻與我們歷史悠久的飲食文化息息相關。本計畫的目的是

希望本社群成員運用華語文學系之所學，將華人文化中「茶文化」

的豐富內涵，編纂成一篇華語教材，帶領外國學生認識茶文化，再

以數位科技-Podcast作為聽力訓練的輔助，而本計畫創作之節目主

要收聽對象為本國人，或是華語程度中高級以上的外國人。

    而本社群會先邀請講師演講茶文化相關議題，再開始進行教材的

編寫，藉此更加深入接觸華人文化；此外，再請教製作Podcast專

業之講師，傳授指導本社群成員錄製要點。而最後的呈現方式會由

本社群成員依照教材內容延伸，再進行Podcast錄製。本計畫預期

效果為使本社群成員不僅對現代年輕人較陌生的茶文化有重新認識

的機會，更以不同形式呈現出非傳統之教材，展現出跨領域的學

習。

7

科技部大專

生專題研討

社群

李孟東
申請112年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並培養閱讀SCI論文以及訓

練上台發表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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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課程研

討會
周姿妤

此學習計畫主要召集組員進行學術上的討論和研究，以專題報告發

表為主，希望每週能進行進度討論，彼此找尋相關資料和進行意見

交流討論，期望將專題發表做得盡善盡美。

9 啡嚐時期 林郁鈞

根據大學問（大學升學網路平台）的資料顯示，台灣屬於遊憩與運

動學群-觀光事業學類的國私立大學共有23所，每所大學都有各自

的優勢和特色，有培養數位科技人才、籌辦會議展覽、海洋觀光等

各式新穎觀光產業，然而聯大文觀系的特色在於以深厚的文化底蘊

和客家產業為背景，活絡苗栗在地化觀光，在餐飲這塊就鮮少著墨

，這是我們觀光系學生比較可惜的部份，因此想藉著這計劃的機會

，以「咖啡」當作餐飲入門題材，與苗栗當地特色的咖啡廳合作，

發揮所學，擬定出一套可行的營運模式。

之所以會選擇咖啡，原因起于期中考前與同學們的溫書聚會，踏進

滿屋溫馨的裝潢和牆上溫暖的文字，當時我們正在討論一門「活動

企劃」的報告內容，輕啜一杯咖啡後，靈感如南庄神仙谷瀑布般湧

入我們的腦海，突然萌生了一股念頭，將我們文觀系大一至大二的

課程規劃如（觀光學、行銷學、資源規劃等）應用於此計畫，協助

老闆將他對於咖啡的這份熱忱及我們當天接受到這杯咖啡的正能量

，散播至苗栗各個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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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導向服

務設計自主

學習社群

林依麟

 台灣在三年後將會進入超高齡化社會，少子化加上老年人口逐年的

增加，這個全球最大族群、最深口袋的「新市場」衍生出許多新的

需求尚待開發，因此我們計畫以AI智慧辨識、影像分析、圖形資料

探勘等技術，提出基於新高齡化社會的服務創新設計，從服務情境

描述、分析現況難題、解決方案設計擬定以及實作成果展示，設身

處地為這些高齡朋友設計此服務系統，最後藉由參與研討會，將想

法傳遞給外界評審，以此實踐當初設計該系統的初衷。

11

TDK機器人

競賽設計研

究群

陳冠憙

希望藉由此TDK競賽計畫能增進我們的設計靈感及想法、實際創作

實作能力，TDK競賽將以科技和南台灣的歡樂為題材，主題為「科

技新城市，Happy南台灣」，挑戰「智能娛樂、跨越鴻溝、科技

「心」里程」三大智慧競技主題，同時能增加學術論理和邏輯思維

還有團隊的默契及配合，並且借此機會讓更多民眾認識國立聯合大

學和我們過人的實力不比台成清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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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萃手工皂

學習坊
張慈芹

近年來，人們開始重視環保天然的生活用品，使得標榜「植萃」的

產品愈來愈受到大眾的歡迎，其中植萃手工皂與清潔用品相比就是

一種更為天然及環保的選擇，促使市面上植萃手工皂種類有愈來愈

多元的現象。

位處農產豐饒的苗栗，有著許多優質且具功效性的農產物，像是八

甲茶園有貓裏紅茶、銅鑼有杭菊、公館有紅棗，文獻資料指出這些

植物皆具有優異的抗氧化或美白的功效。除此此外，農民在作物上

的照顧及收成上就我們了解也相當不易，如果能將栽種過剩或是不

良品發想作為其他用途，更能延續它的價值及顯現出環保的精神。

身為苗栗學子的我們，由此發想決定選用在地的材料並結合化工專

業，將在地農作物入皂加值化，同時除了參閱手工皂書籍外，也會

聘請業師來教學，開發出屬於我們團隊的在地植萃手工皂，後續將

手工皂拍攝商品照及設計成DM上架到FB或IG平台進行展示。

藉由這次的自主學習機會，可以跨領域的學習如何微型創業，從產

品的製備到如何行銷上架到社群平台上，從過程中學習微型創業所

需的技能。

13 柴柴愛山城 陳昱安

本計畫旨在設計苗栗特色觀光華語教材，向外國朋友推廣苗栗在地

特色，將華語教學結合在地觀光產業，促進在地發展；同時結合學

生專題，讓參與者在活動中學習田野調查、設計問卷和統計數據等

研究所必備能力。

由於越南朋友到台灣念書、工作等之人數逐年增加，今年計畫將以

越南朋友為對象，將與越南籍教師合作設計教材；過程中將深入苗

栗十八鄉鎮實地考察，整合在地觀光資訊；此外，由於觀光華語的

推行在本系行之有年，具備一定基礎，今年將參考往年成果並持續

優化，教材完成後會以紙本和電子書的方式呈現，透過fb等社群發

放到網路上供越南朋友參閱，根據他們的反饋進行調整，反覆修改

後製成具備實用性的觀光華語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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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者不惑，

仁者不憂；

工者無倦，

勇者無懼

陳皇任

藉由讀書會中的成員皆為參與者，而非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運用

小團體的互動型態進行活動，督促每位成員閱讀，倡導讀書的風

氣。

參與者在活動期間可學習討論與辯論的技巧，從中習得每個主題的

養分，灌溉個人的知識田地，並培養思考和尊重別人意見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