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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執行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各項子計畫成果報告 
 

注 

意 

事 

項 

◎本表請於執行完竣後１５日內繳交。 

◎執行名稱：請填寫與企劃書相同之名稱。 

◎執行面向：請勾選與執行名稱相符之項目，可複選。 

◎執行日期：請以「民國」紀年填寫。 

◎執行時間：請以「２４小時制」填寫。 

◎內容簡述：請以５０字以內之內容說明執行內容。 

◎執行成果：請以新聞稿（大約８００字）格式撰寫，必須包含執行日期、執行單位、執行宗旨、執行情形、執行成效、反思檢討等內容。 

◎執行成效：必須包含質化、量化之執行成效。 

◎執行照片：請檢附至少６張照片並說明內容；請將照片原始檔寄至 dean@tsu.edu.tw 。 

◎附件資料：請檢附與執行名稱之相關資料並依序標註序號。 
 

執行面向 
■ ■ ■ ■ 

落實教學創新 發展學校特色 提升高教公共性 善盡社會責任 

執行名稱 觀光學概論結合七股海洋生態保育導覽及淨灘活動 

執行日期 109年 10月 26日 執行時間 08時 00分～18時 00分 

執行地點 北門社區、七股遊客中心 

執行單位 
主辦單位 台灣首府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辦公室 

協辦單位 觀光事業管理學系 

內容簡述 

觀光學概論單元將結合七股海洋生態保育體驗，及守護海洋淨灘活動，同時可發揮社會

責任及關懷環境。另外，由於人類製造垃圾及溫室效應導致海洋的浩劫，因此利用實際

走訪西部海岸線教導學生要有生態保育的概念，透過守護海洋淨灘活動，同時可發揮社

會責任及關懷環境，並透過社區服務學習讓學生更懂得付出的快樂。 

另外帶領學生參訪北門社區透過導覽解說能更了解在地文化，而井仔腳瓦盤鹽田是北門

的第一座鹽田，也是現存最古老的瓦盤鹽田遺址，透過課程親身體驗希望教導學生對自

然生態、文化資源都能以尊重的心態來探索及保護。 

執行成果 

1.教導學生了解生態環境保護之重點 

2.親身體驗環保的重要性 

3.教導學生了解觀光產業實地操作面 

4.讓學生從中學習導覽解說專業技巧，培育觀光人才 

5.認識更多觀光資源，減少垃圾產品使用，避免危害環境 

6.培養學生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執行成效 

辦理場次 1 參與人數 
校內學生 30位 

校內老師 1位 
平均滿意度 93.8 

◎其他質化、量化之成效：（請條列式說明） 

1.學生感受到海洋被人類垃圾破壞的嚴重性及更加了解生態保護的重要性。 

2.面對海灘無數的寶特瓶、保麗龍、及塑膠擔心對海洋生物會造成的死亡傷害。 

3.實地學習到導覽解說專業技巧。 

檢討事項 
◎針對本子計畫之執行過程進行檢核並提出改善或建議事項：（請條列式說明） 

˙海灘有一些針頭及玻璃瓶，因此須注意學生操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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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照片 

  

▲讓我們來分組，學習如何付出我們的力

量，讓地球更美好 
▲看我們很認真在清理垃圾喔 

  

▲撿拾過垃圾後岸邊變得更乾淨 ▲淨灘時也要認識海岸植物 

  

▲認真撿垃圾的男人最帥 ▲服務學習過後付出的心情是很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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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問卷分析 

 

項  目 平均分數 

自我學習 

1.我覺得自己所具備專業知能對服務對象是有幫助的 91.8 

2.經過這次服務學習活動，我感覺自己是有所成長的 90.4 

3.我願意再參加內涵服務學習之相關專業及通識課程 94.8 

課程整體 

1.您對於授課老師規劃安排的課程內容是否滿意？ 95.6 

2.您對於此次服務學習之整體成效是否滿意？ 95.6 

3.學校發展特色之認同情況？ 94.8 

總平均 9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