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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媽媽彈性工作的服務支持系統：
淡水青年參與的行動研究

Abstract:
社會實踐的倡議，需要更多的經驗案例與多元想像。本計畫透過參與式行動研究，對焦一門大學社會責

任實踐課程的兩年經驗，受益於行動者網絡理論，探究「USR教師工作者如何設計行動網絡中多利害關
係人群己有意願且有能力參與價值共創之協作與行動？」。

課程實施於 110 年與 111 年之「服務科學與管理」教學現場，關注修課學生(30位、32位)、手作媽媽職
人(4位、3位)、青年創業者(1人)等核心利害關係人。 USR教師遭遇多重阻力，特別是開發跨域課程、扭
轉學生惰性、促進集體行動等。為此，教學實踐採用任務導向學習法來設定「共同議程」，在行動者網

絡分析中指稱為「強制性通道」。第一年的共同議程是在淡水舉辦一日的「淡味永續手作生活實踐節」，

隨後「女力手滬」聯合品牌被確立為新的識別，推進第二年的共同議程為「2022前進亞洲手創展」，爭
取成為參展商，至松山文創中心參加為期四天以手作創業為議題的商業展會。

研究發現有三：首先，體驗式學習的教學設計融入歷程性技能的訓練，使學生沉浸在任務攸關的行動中，

淬鍊出「流程肌群/過程肌理」(processual muscles)的概念，可視為核心能力。其次，行動者必須仔細
設計群己之間的交互界面與機制，以校準課程和任務之間的進度。最後，共同議程錨定與建構出行動網

絡來展開策展共生，據以帶來包容性和各自新穎的價值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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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理論 Stakeholders Theory

行動者網絡理論 Actor Network Theory

任務導向學習法 Task-base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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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架構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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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USR教師工作者如何設計
行動網絡中利害關係人群己

有意願且有能力參與

價值共創之協作與行動？

Q：

在大學參與社會、創生地方的

模式中，價值共創的流程與本

質為何？

原

現



影像紀錄

https://youtu.be/3L-uYxoZN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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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女力手滬・前進亞洲手創展》

形象影片 (02:20) 紀錄片 (10:05)
https://youtu.be/F9Cvy8Ag5AA



計畫對應之SD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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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服務科學與管理 SDGs查詢平台工具：https://sdg.tw/zh

課程場域：大學課室＋淡水街區(110)＋亞洲手創展(111)

場域裡的利害關係人：大學教師、修課大學生、助教/青年創業者、
女力職人4＋3位、協力夥伴(平面設計、文字紀錄、影像紀錄)

課程專業價值：服務管理、商業模式、婦女賦能

場域中的USR：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好生活USR計畫

Education教育：人才培育、服務設計、服務品質、流程塑模

Economic經濟：創業精神、商業模式、彈性收入

Environment環境：導入永續行動意識

Social社會：價值共創、共融互信

Governance治理：夥伴關係、計畫治理、歷程性記錄

定位與課程相關的SDGs目標(Goals)編號：SDG 4 (主要)、SDG 5、SDG 8、SDG 12、SDG 17

辨識具體目標(Targets)全球指標框架：
4.3.  到 2030 年，確保所有男女平等獲得負擔得起的優質技術、職業和高等教育，包括大學教育
4.4.  到 2030 年，大幅增加掌握就業、體面工作和創業所需相關技能，包括技術性和職業性技能的青年和成年人數。
4.7. 到 2030 年，確保所有從事學習的人都掌握可持續發展所需的知識和技能，具體做法包括開展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生活方式、人權和性別平等方
面的教育、弘揚和平和非暴力文化、提升全球公民意識，以及肯定文化多樣性和文化對可持續發展的貢獻。

4.7.1.  (一) 全球公民教育和 (二) 可持續發展教育，大多程度上在 (a) 國家教育政策 (b) 課程 (c) 教師培訓和 (d) 學生評估方面進入主流。
5.b.  加強技術特別是訊息和通信技術的應用，以增強婦女賦能。
8.3.  推行以發展為導向的政策，支持生產性活動、體面就業、創業精神、創造力和創新；鼓勵微型和中小型企業透過獲取金融服務等方式實現正規化
並成長壯大。

12.8.1.  (i) 全球公民教育和 (ii) 可持續發展教育在 (a) 國家教育政策；(b) 課程；(c) 教師教育；和 (d) 學生評估中主流化的程度。
12.b.  開發和利用各種工具，監測能創造就業機會、促進地方文化和產品的可持續旅遊業對促進可持續發展產生的影響。
17.17.  借鑑伙伴關係的經驗和籌資戰略，鼓勵和推動建立有效的公共、公私和民間社會伙伴關係。

https://sdg.tw/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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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計與課堂規劃 研究設計與執行方法

老師/助教：扮演專案經理人的角色

學生須隨每週實作進度積極參與
(30%)

小組服務專題產出的品質(服務系統
的後台支援) (30%)

納入個人作業與反思 (30%)

課堂出席 (10%)

研究視角是利害關係人群己之間的
「互動關係」(老師ー學生、學生ー
學生、學生小組ー職人、青創助教
ー職人、老師ー青創助教等)

設定OPP/Task/Common Agenda

參與式行動研究，蒐集歷時性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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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操作流程筆記與內容筆記 [學生]課後撰寫個人學習札記三二一

#小流程(50min)
l
融
入
歷
程
性
技
能
的
訓
練



[小組]討論OGSM，分組團建[老師]導入知行策略表OGSM

Objective最終目的 秉持社會實踐Day 1精神，為大學青年設計就業即戰力的社會實踐課
程，為女力職人建構手作品牌化的服務支援系統，透過教學、服務
與研究的價值共創行動，成為一位入世研究的教育興業者。

Goal具體目標 Strategy策略 Measure檢核

G1: 在2022/09-12以
服務科學與管理18週課
程，設計學生小組執行
社會實踐課程專題，協
力3位女力職人
(SDG 4.3, 4.4, 4.7)

S1-1：透過教學鷹架的搭建，增進學生學
習成效
S1-2：透過服務設計與商模工具，提供學
生即戰力
S1-3：透過3位女力職人聯合參展的需求，
設定學生投入的社會實踐專題
S1-4: 透過手滬茶話會的舉辦，讓女力職人
們與各學生小組進行意義對話

MD1-1-1：操作流程筆記與內容筆記
(重點實施)
MD1-1-2：導入學習札記三二一(每週
實施)
MD1-1-3：導入OGSM知行策略表(團
隊建立)

G2：在2022/11/17-
20參加為期四天的亞洲
手創展，是B2B2C的商
業展會，以服務支援系
統推進手作品牌化，賦
能女力商業思維與實作
(SDG 5.b, 8.3, 12.b, 
17.17)

S2-1：成立「女力手滬」聯合品牌發展夥
伴關係
S2-2：建立工作團隊(主責、執行、空間、
平面、攝影、幫手)，打造服務支援系統
S2-3：PUA提供的參展時程與要求，籌備
B2C的商務、展務與事務（B2B）
S2-4：經營自媒體，相互轉貼發文聯合行
銷

G3：在2023/7/31完
成1篇25,000字之主題
為價值共創、方法為參
與式行動研究的教學實
踐研究論文初稿

S3-1：利用課程搜集關係人資料
S3-2：建構個案資料庫
S3-3：梳理寫作、產生結案報告
S3-4：閱讀學術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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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間] 手作活動設計，雙週互為體驗

#中流程(100分鐘)
吳同學說：「由服務體驗者轉為服務提供者不但是一種角色的轉換，
更是從接收別人的好處，到付出自己的所能，是一種質的轉變。」

建
構
流
程
肌
群

l
用
角
色
互
換
打
破
思
維
慣
性

NEW
新開發的教學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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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報告] 服務實驗手作教案成果報告書 [小組演練工具] 顧客體驗旅程+服務藍圖

建
構
流
程
肌
群

l
覺
察
系
統
中
的
大
小
流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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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線上分享] 認識利害關係人群己 [小組演練] 提問力

#USR教師、地方青年、職人媽媽、淡水好生活 小組推派主問與紀錄，向青創助教提問 馬同學反思寫道：「任務專題中我們各自扮演利害
關係人的角色，我們各自有自己擅長之處另外也會面臨需

求困境，所以利害關係人之間是密不可分的關聯。老師扮

演傳授學問，亦即教學者的角色；助教(青年創業者)藉由攜
手地方職人媽媽舉辦活動發展商業模式，為淡水地方創生

帶來正面效益；地方職人媽媽是服務需求者的角色，他們

有手作的能力，可是科技應用之能力卻有待加強，這時候

就要由身為青年學子的我們擔任服務提供者的角色，解決

他們數位科技的上的問題，另外我自己也能透過此一實作

專題得來的經驗作為寫在履歷中的一項亮點，藉此爭取未

來可能的機會；至於淡水好生活USR計畫所扮演的角色則
是為實踐淡水在地文化永續之產業發展，扮演推動以及支

持者的角色。」

[個人] 覺察關係群己之間的關係

利
害
關
係
思
維

l
在
關
係
中
進
行
對
話



[職人x小組] 手作服務體驗 [小組企劃] 服務之花x服務藍圖

Accupass格式說明x服務藍圖確認細節

[職人x小組] 4個教案的行動展演 

#任務流程(6 Weeks)

Task：在Accupass上架一場職人媽媽永續手作的體驗課程，並完成服務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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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製作行銷露出所需圖片素材 工作：生活節文案編寫 工作：後續價值溝通 

Task：在Accupass上架一場職人媽媽永續手作的體驗課程，並完成服務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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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職人] 倡議教學工藝師 [學生] 聆聽分享+心智圖筆記 [業師分享與點評]  

#心智圖看見流程(50 mins)

工藝有分層級，商業程度低至高：

I. 手作 (個人創意)
II. 手工藝 (重複做並銷售)
III.工藝 (人與機械工藝協作)
IV.工業 (機械程度大於人)

學生分享
職人媽媽
手作服務
簡報內容

台
灣
工
藝
美
術
學
校

引導學生思考「淡水
地方職人媽媽」與
「專業職人」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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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期末反思[學生] 期中反思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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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辦一場活動？

如何辦好一場活動？

如何辦好一場有意義的活動？

【滬青行動】夏耙文蛤｜耙一條長長的淡水河口記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LqZNyjrgVA&t=1s

分享者：劉宇萱（課程助教/創創路工作室創辦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LqZNyjrgVA&t=1s


場
域
與
課
堂

。12:00  教室換到守謙HC105，訂便當，用餐
。12:20  課程開始，前言(10min)
    宣傳片初版：https://youtu.be/SLTqGiAGePA
。12:30  手滬品牌與學生小組相見歡，一位職人對應A組與B組

。花A組介紹眼中的職人、三個提問、花花一對一回答
。妘A組介紹眼中的職人、三個提問、妘羽一對一回答
。蜜B組介紹眼中的職人、三個提問、蜜兒一對一回答

。13:00  全部人需要用餐完畢，收拾餐盒等
。13:10  A組體驗手作活動(40min)、B組觀察使用流程筆記與內容筆記
。13:50  B組體驗手作活動(40min)、A組觀察使用流程筆記與內容筆記
。14:30  小組討論10分鐘 (初步收拾場地)
。14:40  班級團拍＋小組團拍+ Q&A
。14:50  收尾10分鐘：說明課後作業

22

https://youtu.be/SLTqGiAGe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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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otyping
當時女力手滬團隊正在
思考商品銷售結帳時的
產品外包裝採購，故引
導思考成本與銷售數量



資訊整理

需從鉅觀到微觀：

Level 1: 亞洲手創展
Level 2: 2022亞洲手創展
Level 3: 女力手滬參展
Level 4: 小組配對職人
Level 5: 小組行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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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work
閱讀Accupass上的
亞洲手創展資訊，透
過心智圖進行脈絡背
景的資料收斂

服
務
實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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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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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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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前：小組支援行動方案

展位協助者 展場觀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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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1/19，授課老師擔任手創大人物評審工作

服
務
中
：
當
職
人
的
眼
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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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務
後
：
小
組
觀
察
紀
錄

▲資料來源：花A組共編簡報

[老師] 引導進行商業思考：商業競合策略[小組] 使用共編簡報報告展場觀察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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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
賀
分
享
：
生
活
茶
話
會

茶話會，故名思義為茶點招待以及相互對話的集會。

來到課堂上的任務：

1. 兩兩小組配對進行策略聯盟討論茶點
2. 建議：為職人的作品，設計一個溫暖的「手滬盒」，
內核是感謝的小禮物，並思考外包裝、摺頁／謝卡、
意義對話影片等（各小組自己的準備）

3. 各組進度報告：小組茶話會服務藍圖1.0
4. 各組共筆簡報作為流程控制的中心簡報▲學生親向職人分享建議 ▲學生與職人聚在一起享用茶點

▲將展位布條致贈給職人 ▲學生致贈溫暖手滬盒，表示感謝

學生寫道：花花老師提到手創展是很獨特的體驗，在手創展的籌備過程

中發現許多流程細項是自己不熟悉的，但很感謝有企管系專業知能的協助讓
展覽順利落幕，明年有信心再次參展。聽到花花老師的心得發現踏出舒適圈
是很有意義的事情，跨領域和跨界的合作可以激發更多可能。

l
一
步
一
腳
印
的
真
實
感，

並
表
達
感
謝



女力手滬團隊參加亞洲手創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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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6.21.  成立Line群組，群組名稱：PUA-女力手滬
2022.06.27.  啟動會議
2022.06.28.  開設雲端共享資料夾
2022.07.06.  填寫亞洲手創展品牌調查表單
2022.07.20.  填寫亞洲手創展展位硬體設備租借表單
2022.07.20.  平面設計師提出三款Logo設計與布條的樣
2022.08.18.  女力職人們開始積極地討論商品定價議題
2022.08.30.  討論變形策展櫃與展位佈置
2022.09.13.  攝影師提交宣傳片初版
2022.10.03   討論文案、金流與開發新產品的可能性
2022.10.06.  預告片上架至youtube
2022.10.07.  臉書發文宣傳參展亞洲手創展
2022.10.14.  三場活動上架至Accupass
2022.10.19.  酷卡、年曆貼紙、體驗節目表設計完成 
2022.10.23.  購買臉書廣告
2022.11.1-4. 職人提供識別材料、包裝確認、商品清單確認
2022.11.04.  蜜種子logo設計授權
2022.11.11.  物品盤點與工作說明 
2022.11.16.  松菸場佈
2022.11/17-20. 參展Pop Up Aisa、買家沙龍、參展商之夜
2022.11.22.  展後的商品清點與經費結算
2022.12.15.  完成金流結算 (共計NT.55,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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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與2022
教學與研究成果



2021(110)教學與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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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修課30人，前測填答25人，後測27人，前後測均完成填答者23人，以此進行分析

資料來源：修改自陳俐淇、王子華、邱
富源、沈欣宜、曾敏 (2017：166-167) ⚠

註：*p<.05,**p<.01,***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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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0服務科學與管理） 2022（111服務科學與管理）

老師
+助教

老師製作每週「授課PPT」，共14份
助教協助當週「教學紀錄」，1份，課程
結束後共計30頁20,381字
#不公開給學生

老師啟用Google Doc進行「學教記錄」1份，課程結束
後共計68頁53,057字
#助教協助寫入內容（前進亞洲手創展進度為主）
#學生具有檢視權

學生 每位學生開設記錄學習歷程的「雲端共
編簡報」，共計30份
#每週更新率不佳，僅35%左右

學生撰寫每週「學習札記三二一」，應繳330份，實繳
264份，繳交率80%，有10位同學完整繳交11次。總字
數136,097字，平均4,537字，有2位同學超過1萬字。
#老師當週評選擇優放入學教記錄
#學生仿效優秀札記，撰寫品質提升

小組 期中：服務實驗成果報告書6份
期末：生活實驗節服務實作成果報告6份
#指定口頭報告前一週才開始動手製作

小組啟用Google Slide，W4開出「小組共編簡報」6份
#每週進度更新，將任務內容更新進入簡報中
#可依現況隨時向老師與職人報告

個人
反思

老師提問10題，個人期中反思心得30份
老師提問10題，個人期末反思心得30份

學生彙整每週的學習札記，
加頭加尾即完成

教學
評鑑
(平均數/
標準差)

個人= 5.73  / 0.48  
本系= 5.57  / 0.72  
本院= 5.61  / 0.71  
全校= 5.61  / 0.72 

個人= 5.84  / 0.38  
本系= 5.6   / 0.68  
本院= 5.59  / 0.73  
全校= 5.59  / 0.74 

教
學
現
場
的
省
思

學習效果
專業態度
教學方法
教學內容

找出USR課程中在
「師＋生＋職人」
之間校準任務進度
之資訊揭露與學習
作業的組合方式



1. 意外的驚喜與豐富內容：課程初衷只是為了學分，但意外地發現課程內容豐富且有趣，

超出預期。

2. 實作體驗：課程注重實作，如貓頭鷹縫紉和亞洲手創展參與，讓學習更具實際意義。

3. 協調的團隊合作：分組合作讓我們意外地形成協調的團隊，彼此的專長互補，順利完

成各項任務。

4. 與職人合作：與職人互動，從了解背後故事到協助展位擺設，為學習增添了深度。

5. 流程的重要性：學習流程對於整合專業知識和實務的重要性，活動幫助更深入理解和吸

收知識。

6. 循序漸進的學習：課程從導論到實際操作，按部就班引導學習，每階段都帶來新體驗。

7. 亞洲手創展：展覽是重要收束，小組經過準備在展覽中表現出色，遇到挑戰也促使反思

成長。

8. 實際應用知識：從小組合作到參展，漸深體會如何將專業知識應用於實境，提升實踐能

力。

9. 老師的用心指導：老師的教導讓學習更享受，期待將來能將學到的運用於生活中。

10. 深刻體會：學習不僅是知識，更是實際運用，感謝老師、助教及團隊合作，這學期將成

為珍貴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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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同學總結：我命名的題目是「任重道遠的

旅途，有喜歡的你」。

「任重道遠」因為服務本身包含許多環節，在課堂

中我們學習了不同的觀察視角和分析工具，這些看

似瑣碎的步驟對活動舉辦或多或少會造成影響、責

任重大。服務的投入與改善是「動態的、長期的」，

因此我用任重道遠來形容這門課程的概念與精神，

這個學習我們一起在任重道遠的旅途中努力著。

題目後半段是「有喜歡的你」，靈感來自於亞洲手

創展的標語，也是象徵本次課程由服務科學與管理

和亞洲手創展結合而成。「你」是指服務者本身，

在任重道遠的路上總是會遇到重重關卡，但在面對

困境和解決的過程中，我們可以慢慢找到團隊和自

我脈絡，進而發掘喜歡的事情、找到喜歡的自己。

此外這個標題有點像小說，存在一種朦朧的美感，

如同最開始我並不是很清楚學習札記的撰寫用意和

幫助，到後期慢慢有心得和感悟，像是寫遊記那樣，

將這層美漸漸撥開，將這條任重道遠的路走得像旅

行般精彩，最後也同時找到那個喜歡的自己。

👇方法：彙整所有同學之學習歷程報告的結論段，進入ChatGPT梳理與摘錄而後改寫

2022(111)教學與研究成果



[課程結束後の成果事件鏈] IMPACTS

*陳同學繼續修習開設在榮譽學程
之「永續創新與設計」，投入另
外NPOchannel公益募款社會實
踐專案

*洪同學主動聯繫願意加入滬青學
團隊，參與教師主責的實作專案

*累積3位地方職人的人脈
*興起投入專案管理證照精進的想法
與行動

*發展出以「如何辦好一場有意義的
活動」為題開始對外分享

*吉剪花考慮成立公司行號
*吉剪花前進2023亞洲手創展
*蜜種子以PUA logo發展成個人品牌
識別

*蜜種子持續參加市集
*妘羽手作坊與USR發展密切的夥伴
關係

*女力手滬成為新識別
*受邀進駐宜蘭傳藝中心，因此
前往進行商務洽談

*成為淡水手作專業派遣隊
*吉剪花為《覓情記》設計剪紙
體驗

修課學生們 助教/青年創業者 教師本身

*精實自我教學，發展跨領域實踐
課程中的模組架構

*找到利害關係人群己之間資訊透
明揭露的學習溝通機制

*為教學而研究，為研究而教學

*跨領域實踐模式的原型
(大學課堂x青創經理人x社區職人)
*啟發申請星展銀行亞洲商業影響
力大獎

女力職人3位 聯合品牌 亞洲手創展

C
O
U
R
S
E

F
I
E
L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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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與省思

勇氣 智慧

踏出舒適圈

用以致學

勇敢為自己設定一個無
法一己之力完成，卻可
透過團隊協作而達成的
Common Agenda/ 
Task/OPP，來啟動具能
動性的行動者網絡

發展共感力

服務科學除了需要知識，更
需要將知識展演出來的具體
化過程，這就是部署

發展具複製性的參與式行動
研究

持續鍛鍊流程肌群、設計過
程肌理

建構共創力

同理心

看見他人的需要

願意陪伴

表達謝意

培養共情力

真心

#綠野仙蹤
#我們都是桃樂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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ー 行動中發現，模糊中前進！

問自己投入社會實踐的動機

成為服務設計師

成為教育興業者

成為入世研究者

問自己能否持續地投入社會
實踐？！

找到自己



CREDITS: This presentation template was created by Slidesgo, and includes 
icons by Flaticon, and infographics & images by Freepik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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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那些願意冒險走得更遠的人，

才可能發現一個人可以走多遠。
Only those who will risk going too far can 

possibly find out how far one can go.

https://bit.ly/3A1uf1Q
http://bit.ly/2TyoMsr
http://bit.ly/2TtBD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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