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學生自主學習計畫成果報告書 

計畫申請人 胡益禎 計畫補助金額          5000    元 

計畫名稱 看見－台灣議題小旅行：雲林、桃園系列活動 

執行期間 民國   109  年 04 月 01 日至民國  109 年 05 月 31  日 

預計成效 

  本次活動主題多元再配合團隊宣傳，不僅可以吸引到許多關注不同社會議題之青年、

想多認識各地區或單純出遊的地方長輩，使參加者更加認識在地之文化與史、環境或各式

議題以及相關書籍，也同時創造出一平台，讓不同年齡、興趣的民眾可以相互交流、溝通

進而理解彼此，以及使得有相同興趣、方向的參與者可以凝聚更多力量，對其關注之事物

有進一步的行動或改變。另一方面小旅行的執行方式，在走訪前的介紹，使參與者在實際

走訪前先有基礎的概念與想像，加深思考、吸收與記憶。除此之外，走訪前的說明地點，

以結合各地區之獨立書店或特色場所，如過去曾與桃園望見書店、嘉義島呼冊店合作，使

參與民眾認識這些主題之外，有促進參加者對當地獨立書店的接觸並增進其文化消費行

為。 

  在座談之後，與小旅行之後的討論，可以讓參與者立即對於所聽所聞的有所思考整理，

同時也可以參考其他參與者的感想，增加對於座談和小旅行的印象與心得。 

 

過去活動觸及分析： 

平均每一場小旅行與講座，參加者約為30人 

看見－台灣議題小旅行粉絲專頁每篇貼文平均觸擊率為700人左右 

一個地區的活動（兩場小旅行），約可觸及1500－2000人 

 



實際成果 

  本次活動因應疫情與部分場地大小關係，雲林與桃園場次活動講師分別希望人

數限定在 15人與 20人，為了避免因報名人數過多，在宣傳上也未如過往活動活

躍，儘管如此活動宣傳期間貼文總觸及人數也有 85,000之多，平均每篇貼文觸及人

數為 3,700左右。整體活動（桃園與雲林）觸及人數保守估計皆超越預期 1,500－

2,000人以上。 

 

一、 北港廟會文化小旅行 

日期／時間：109/05/16，12:30－17:00 

講師：許仕能（笨港媽祖文教基金會董事） 

報名人數：14人 

參加人數：16人 

內容：在台灣，廟會宗教文化長期作為民眾的生活重心，不僅提供心理上的祥和，也扮

演著帶動在地經濟、協助弱勢人民的角色。另一方面，隨著現代科技與問明地發展，宗

教文化也承載著許多的污名標籤，如不理性、陣頭（八加九）等，特別在近期因防疫關

係，在網路上宗教文化成為許多網友針對與攻擊，甚至是宣洩情緒的對象。因此，希望

藉由本次活動，帶參與民眾實地走訪在地認識宗教文化，並進一步了解宗教文化與社會

的影響以及關係。 

行程： 

朝天宮→廟前老街→振興戲院→義民廟→公車回家(北港派出所) 

 

 

 

 



活動照片： 

 

圖一，講師於北港義民廟介紹北港文史 

 

 

圖二、講師朋友請參與者吃芭蕉飴 

 

 

 



圖三、北港手工藝訪中，導覽員介紹北港傳統手工藝 

 

 

圖四、北港街景，介紹閩南族群姓氏 

 

 

 

 

 



二、 北港抗爭歷史小旅行 

日期／時間：109/05/17，12:30－17:00 

講師：許仕能（笨港文化工作室專員） 

報名人數：15人 

參加人數：17人 

內容：北港除了是豐富宗教文化聚集地之外，也存在著許多人民反抗威權的事蹟。例如

因日治時期糖業運輸鐵路的，使得在 1947年二二八事件中，北港與虎尾、嘉義等地成為

雲嘉南地區主要戰區；以及出生於北港的蘇東啟先生，不僅於日治時期反抗日本的統，

在 1945年國民政府來台後，更是積極地批評政府，最終於 1960年代被以「涉嫌顛覆政

府」逮捕。本團隊期望透過本次活動，使參與民眾更認識在地歷史之餘，也了解、反思

當今民主與人權之意義。 

行程： 

 



 

 

活動照片： 

 

圖一、於北港傳薪書院，講師介紹北港文史 

 

 



圖二，北港街頭，麻油製作 

 

 

圖三、許壬辰故居 

 



圖四、許壬辰家中 

 

 

圖六、北港朝天宮 

 

 

 

 

 

 



三、 桃園古城文史小旅行 

日期／時間：109/05/30，10:00－13:00 

講師：林岳德（桃托邦文藝聯盟） 

報名人數：21人 

參加人數：20人 

內容：隨著經濟發展與都市開發，桃園成為一座工業城，它的歷史也逐漸湮沒在快速更

迭的街景中。提到桃園的特色時，多數外地人直覺想到的大概是機場、移工很多，又或

是美食沙漠、文化沙漠等負面印象。但其實桃園曾有座古城。就連桃園人也未必知道這

段歷史——那座清代落成於當今桃園市景福宮周遭，日治時代便面臨拆除的古城，在經

濟社會變遷下，舊城範圍內的許多老店漸漸沒落，面臨關閉或無人傳承的窘境，而許多

老建築則面臨拆除危機，甚或被重建的面目全非。希望藉由此次活動，讓更多民眾認識

桃園在地文史以及建築，並在近幾年古蹟容自燃以及被拆除的社會中，反思古蹟與其文

化和當今社會與人們的關係。 

 

行程： 

新民街－只是光影集合、張松麥芽糖、楊氏家廟、吳氏家祠、舊源芳醫院、富貴商店

（嫁妝百貨） 

民權路－文昌公園、文昌廟  

博愛路－天天樂（民權路 99巷）、僯竹居（長美巷）、金園戲院、舊東方百貨大樓  

中正路－景福宮、大廟口派出所  

民生路－鴻福寺、關帝廟 

 



活動照片： 

 

圖一、講師林岳德在只是光影咖啡廳介紹桃園古城文史 

 
 

圖二、新民街上僅純的傳統油條店 

 

 



圖三、在文昌廟介紹過去歷史與樣貌 

 
 

圖四、台灣僅存公娼館天天樂與附近傳統閩南住宅 



 
 

四、 古蹟文史與城市開發講座 

日期／時間：109/05/16，12:30－17:00 

講師：劉醇遠（桃園藝文陣線理事長） 

報名人數：13人 

參加人數：15人 

地點：中壢五號倉庫（桃園市中壢區中和路 39號） 

內容：近幾年來台灣古蹟保存受到許多挫折，無論是「自燃」，如北港糖廠宿舍、鹿港鳳

山寺、虎尾建國二村等，或是遭到強拆或被拆，例如嘉義鐵路倉庫，以及因應鐵路立體

化而將被拆除的中壢倉庫。使得台灣越來越多古蹟只能透過網路或照片瀏覽，這不僅導

致越來越多民眾與年輕人對於過去歷史與文化的陌生，也彰顯出執政者對文史保存的不

重視與程序的不正義。因此希望透過此講座，帶領民眾認識台灣古蹟與文化，同時反思

古蹟對於當今社會人們的意義與影響，進一步了解政府在近期古蹟拆除與文史保存的角

色。 

 

 



圖一、桃園藝文陣線理事長劉醇遠與他的兩位夥伴，介紹桃園古蹟議題 

 

 

圖二、桃園藝文陣線專員介紹中壢五號倉庫 

 

 

 



圖三、參加者做筆記 

 

五、 粉絲專頁宣傳圖 

雲林與桃園活動宣傳共發 23篇文案，總觸及人數為 85,194，平均每篇文案觸及 3700

人。 

 

圖一、雲林北港活動主宣傳文案圖 

 



圖二、雲林北港小旅行講師介紹文案圖 

 

 

圖三、雲林北港小旅行感謝文案圖，左圖為 5/16廟會小旅行，右圖為 5/17人權小旅

行。 

 

 

 

 

 

 

 



圖四、桃園活動主宣傳文案圖 

 
 

圖五、桃園活動講師文案圖，左圖為古蹟保存講座講師－劉醇遠，右圖為古城小旅行講

師－林岳德 

  

 

 

 

 

 

 



圖六，桃園古城小旅行宣傳文案圖，使用以些諧音增加趣味與流量。 

  

 

圖七、桃園活動宣傳文案圖，左圖結合青少年流行動漫《jojo奇妙冒險》內容吸引民

眾，右圖則搭配古城小旅行集合地點－光影咖啡廳作為宣傳概念。 

  

 

 

 

 

 

 

 

 

 

 

 

 



圖八、每篇文案皆附上感謝輔仁大學社會學系 

 

 

 

 

 

 

 

 

 

 

 

 

 

 

 

 

 

 

 

 

 



六、 講師提供資料 

北港地圖 



 

 

 

 

 

 

 

 

 



北港史 

 
 

 

 



檢討及改善 

  本次系列活動，前期準備期間因為僅以網路郵件聯繫講師，使過程中講師漏看訊

息，導致活動現場表現不如預期；以及團隊開會結束後，並未於第一時間通知場地方時

間更動的事情，使團隊暴露在活動日沒有場地使用的風險之中。所幸前者，講師憑藉著

長期耕耘在地的知識與經驗，結合與在地耆老對談讓小旅行內容豐富，使參加者並更進

一步的負面觀感；後者則是幸運地活動當天，場地方沒有其他活動用途，而館方也與講

師熟識的關係，並沒有特別計較團隊粗心，甚至提供水、點心給活動人員。活動宣傳期

間，因受限於疫情與場地大小關係，雲林與桃園活動人數分別限制在 15人與 20人左

右，在宣傳上並未如過去活動，頻繁地到各個地區性網路社團（如斗六人社交圈、虎尾

人讚出來等）發文宣傳，雖然並確實使報名人數沒有超額，卻也一度陷入人數過少的困

境，更甚至是透過活動當天現場報名者，將人數補足，這一部分在日後活動仍須特別注

意。總結參加者活動回饋與建議來看，許多參加者皆認為本次活動帶給他們的收穫與意

義不低，更甚至希望團隊持續辦下去，或希望邀情團隊到其他地區舉辦相關活動，而其

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為「桃園古蹟保存講座」一位參加者對團隊所說「謝謝你們，幫我

們找回、保留了我們這一代人的童年回憶」，展現活動對於不同年齡層帶來的重要性與意

義。 

一、 參加者回饋 

1. 05/16廟會小旅行 





 

 

2. 05/17北港人權小旅行 







 
3. 05/30桃園古城小旅行 







 
 

 

 

 

 

 

 

 

 



4. 05/31桃園古蹟保存講座 





 

 

二、 團隊檢討 

1. 05/16廟會小旅行與講師溝通不佳，導致講師沒有準備內容 

2. 05/16廟會小旅行，籌會決議活動時間更改後，並未與場地聯繫，以至於活動差

點沒場地使用 

3. 05/17人權小旅行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並沒有直接關聯 

4. 若講師於活動結束後想持續帶參加者導覽，且參加者有 8成留下，主辦方不應

該自行先離開 

5. 回程車次時間不要算得太剛好 

6. 雲林與桃園活動相隔太近，以至於團員在過程中來不及準備或粗心 

7. 活動正式籌備與宣傳太晚開始，導致最後所有事情都擠在一起 

8. 05/30古城小旅行，應該還是要搭配講義 

9. 桃園古城小旅行時間規劃於正中午，過程中很熱（受限場地時間因素） 

10. 小旅行路線規劃與時間安排有點緊湊，沒有時間休息或自由參觀 

11. 雖然有人數限制，宣傳還是有點太少，以至於都是活動現場報名來補足人數 

 

 

 

 

 

 



三、 團隊建議 

1. 連續兩天活動講師盡量不要邀請同一個，以免造成講師自己混淆 

2. 與講師聯絡除了網路信件聯絡之餘，也要有電話溝通確認，以免講師漏看資訊 

3. 活動主題名稱應該要更加明確、限縮一些，以免使參加者覺得沒活動沒有符合

主題 

4. 務必再三確認講師有無導覽機或行動麥克風等設備，若有辦法最好借道到覽機

效果最佳 

5. 每場活動結束應預留半小時至一小時緩衝時間，以免突發狀況發生 

6. 每個地區間的活動盡量相隔三、四個禮拜以上，以免所有事情擠在同一時間 

7. 每個活動籌備應提早兩至三個月準備 

8. 小旅行過程，應規劃時間與地點讓參與者可以休息或自由參觀 

9. 報名費用可以設定在 200－400區間 

10. 活動前要事先查好該地停車位置 

11. 每場活動錄取與行前通知，除了寄信之外，也要打電話通知。 

12. 粉絲專頁發文盡量不要在中午時段發文。最佳發文時間是晚上八點至九點半區

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