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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特色、融入歷史文化 有效保存在地集體記憶 

中小學校園空間活化再生大獎計畫頒獎典禮 

 (圖文/ 國中小及學前教育組楊雅廸提供)  

為鼓勵學校善用創意促進校內空間活化之再生使用，帶動社區資源活用，並檢視自身

校園與社區歷史，挖掘學校特色與文化資源，以有效保存在地集體記憶，建立具有在地特

色與歷史深度的校園環境與特色課程，教育部國教署特別於 108 年 3 月 12 日假臺北國際

藝術村幽竹廳辦理「中小學校園空間活化再生大獎」頒獎。教育部范巽綠政務次長、立法

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吳思瑤委員、國教署長彭富源，以及任內推動活化校園空間的前國教

署長邱乾國參事都出席頒獎典禮，肯定並感謝所有致力校園空間活化的伙伴。 

為使校園的活化不再侷限於建築，本次大獎之「校園空間金采獎」分為一般建築空間、

開放空間及歷史空間，透過這樣的獎項分組，引導學校多元辦理校園空間活化及對文化資

產的重視，經過第一階段書面審查及第二階段的現場簡報審查，自 64 所參賽學校中，選

出 2 所特優及 9 所優等學校，從得獎學校案例看見學校勇於實踐校園空間活化改造，除了

打造安全無虞的校園環境外，也透過結合課程教學使用，進一步發展學校特色，提升空間

活化的效益，達到永續發展目的，提供孩子一個美好的學習環境。 

例如宜蘭縣復興國中，把閒置廁所活化改造為「星光實驗劇場」，該校於 20 年前成立

全台第一個國中專業劇團「少年劇團」，積極推廣戲劇教育，並發掘舞蹈潛力孩子成立舞

蹈團隊，學校對於空間的活化運用，是由校內表演藝術教師共同發想、觀察與討論，並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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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專家學者後，透過減法美學的概念活化改造的結果，在規劃、動工及再造的歷程中，充

滿了學生的期待，「聽說這裡要變成小劇場ㄟ!」，透過優化空間藝術搭配表演藝術課程的進

行以及各項展演活動的舉辦，不僅扎根學生美感素養能力、提高學習興趣，更增強學習效

果。 

另外，本次大獎也希望透過「校園老空間‧新故事徵集」，讓校內師生重新看待具有歷

史意義的文化資產及角落，以說故事的方式，回顧學校發展脈絡，達到故事經驗傳承，引

領師生更加重視校內有形及無形文化的保存，也發掘校園空間再生的轉變並看見環境與教

育的重要性。透過閒置空間與教學的結合，分享相關成果並撰寫成一篇篇的故事，除辦理

書面審查之外，也舉辦了網路人氣票選，希望將這些校園空間活化教學運用及故事的溫度，

傳達至大眾心中。 

其中，新北市立三重高中段老師的教學故事獲得很高的人氣，段老師因校園內的一塊

荒地，發願要用校園的一塊荒地來串起學校中的所有人，從幼兒園、特教班、國中部至高

中部，串聯整個學校的教職人員，讓所有人因為這片土地而緊密得凝聚在一起。利用每天

課餘及假日時間整理，從挖石頭、整地、除草、鬆土、施肥、撒種、澆水等，段老師從獨

自摸索，到後來決定帶領班級參與，並邀請學校幼兒園的「小天使」，每天來他的菜園，幫

他拔草，看他捉菜蟲；也讓害怕上學的學生下田拔草、捉菜蟲，讓學生開始愛上上學。最

後到了菜園收成時，帶領全班在菜園為幼兒園和特教班舉辦一場「豐收的饗宴～菜園音樂

會」，透過這一系列的戶外空間再生過程，讓師生共同領悟到大自然的美好，原來「上課」

不一定要在教室，在「菜園」也一樣在學習，最後將收成的青菜做愛心義賣，要用這塊土

地把「愛」帶給校內所有的人！ 

從這次參賽學校的案例及教師的故事中，看到學校空間多元活化的效益，有些學校透

過空間改造，展現截然不同的樣貌，並藉由課程的結合，進一步發展學校特色，提供學生

多元的學習環境，深化學習成效，也有些學校看見社區的需要，將校園部分空間活化提供

給社區民眾進行學習、運動，並進而搭起社區關係的橋樑，結合在地資源一起與社區打造

共學中心。藉由今天的頒獎活動，國教署期引導學校善加活化校園空間，發揮空間的境教

效益，進而提供學生多元的學習資源，以提升學習效益。 

教育部政務次長范巽綠致詞時表示，很高興今天看到這麼多對校園凝聚夢想的伙伴，

相信學生對活動、成長、學習空間的記憶不會抹滅，空間再生則賦予了更多的意義和可能

性。我們看到各個縣市的努力，大家都能把學生的學習需求融入空間設計。不過面臨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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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化的衝擊，校園教育需求會減少，但跟社區交流的各種接觸會增加，台灣學校未來會

變成多元多世代的共享空間。 

吳思瑤委員表示，活化再生大獎計畫源起源於老舊校舍拆除重建所衍生的文化資產保

存議題，透過大獎看見參賽學校的用心耕耘，將持續支持學校進行歷史空間活化利用，以

保存珍貴的文化資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