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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為了升學?還是生活實
踐?

簡報段落

一、我一心想當工程師最後卻成了老師

二、教育的本質是分數?還是找到成就與價
值?

三、教育不是只存在教室和課本裡

四、讓地方產業和生活融入教育學習

五、一起找到每個人對於學習的初衷



九年前的我，因為意外而回鄉

因為家人的緣故

從台北回到台南

而這個決定

卻讓我

走上不同的路

從工程師變成了老師

但也看見了一些地方問題

開始思考自己可以做些什麼?

段落一



卻意外開了小小課輔班

回鄉後

看見地方孩子的需求

看見地方教育的不足

當孩子們問我：

「老師，可以去你家
問功課嗎?」

我的辦公室

變成了小小課輔班

段落一



曾以為只是一時的

慢慢的

因為學生數量暴增

我只好聽從建議

轉到社區活動中心做課輔班

來自各社區的學生一度高達40名

開始為了籌措經費而苦惱

一度沒時間維持自己的收入

但也有了一些夥伴們加入

段落一



但孩子們的成長讓我們堅持下去

開始陪伴許多孩子進步和成長

原來自己

是適合他們的好老師吧?

段落一



卻防備不了潛藏的惡意

因為開始有了資源

成為被質疑的對象

成為被重傷的對象

成為

不被看好可以繼續走下去的一群人

段落一



禍不單行的人生

我們除了要面對著被攻
擊的困境外，但課輔班
的孩子不是只有功課問
題，還有家庭背景和經
濟狀況的問題。

當有孩子因為家人欠債
即將輟學時，我們這群
年輕人共同下了一個重
大且完全不被看好的決
定！

段落一



那就繼續成為孩子們的後盾吧！

從一個人變成一群人的課輔班，然後
變成一個關心地方教育和產業的協會
，這一路走來，就是希望純粹(Pure)
用『教育』雕琢臺灣的這些『璞玉』
們，所以我們決定叫做

臺灣璞育文教發展協會(TWpureCEDA)

段落二



• 開設各種課
程和合作

• 採用自然農法

• 銷售農產品
與品牌經營

•半農半學的協
槓人生

學生的
學費

協會的
運作

教育的
問題

環境的
問題

我們遇到的問題和解方

段落二



結合科學的自然農法
和大自然共存與共好

讓農業結合科學

段落二



用課餘的時間
投入農業的學習和實作

成為孩子求學的後盾

段落二



建構包裝和產品，推銷出去~

讓協會也存活下來

段落二



成為地方教育的基石

用教育培養接班人
也成為回饋地方的最好方式

段落二



從一個人慢慢變成了一大群人

107年

110年

段落三



用壓榨時間為代價.然後越做越大

教育 偏鄉輔導
課程

學校課程
合作

教材教案
產出

師資培訓
養成

產業 自然農業
研究

實際農業
生產

農產加工
銷售

生產技術
轉移

媒合 小農合作
開發

通路行銷
規劃

跨域聯合
展售

提供上架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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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落三



把資源共享給更多人

持續募集資源捐贈給有需要的學子             把農產業的轉型扎根到孩子們身上

每年和各學校合作共計超過百場的多元課程和營隊體驗 段落三



把資源共享給更多人

2018為默默的返鄉青年們寫下故事         2018協助地方小學出版校本食農教材

2018手稻青來市集(同步和各學校社團和地方組織共同舉辦) 段落三



把資源共享給更多人

2021阿嬤的少女時代走秀活動            2019新火教育培訓計畫(婦女再就業培訓)

2018紙想翱翔市集(回收紙挑戰賽)        2019一農入魂全國編採營(短期農村體驗)



獲得民間與各學校的認同和協力

 

統一基
金會

法鼓山
基金會

兒福聯
盟基金
會

鴻海及
永齡基
金會

大量的
教育單
位

誠品書
店

課輔班
講師費
獎學金

課輔班
設備教材費

課輔班
師資與餐
食材料費

課輔班教
材與資源
媒合

中山大學
中正大學
成功大學
崑山科大
義守大學
南台科大
及二十多
所國高中
小學合作

通路上架與
合作曝光

段落三



影片連結

段落三

https://www.facebook.com/1340296756081546/videos/456485408804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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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斷獲得各界認同

段落三



到了最後
我們才知道
所謂的地方能否發展
其實
關鍵就是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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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訓和養成未來的人才

• 才是解決偏鄉困境的關鍵

段落三



原來在家鄉，也能創造一些故事

而且還在持續寫下去…

影片連結

影片連結

https://www.facebook.com/TWpureCEDA/videos/421145411852945/
https://fb.watch/2h_8timWqi/


108年決定走進鄰近市區串聯
為了讓能見度和串聯變更大，透過國發會的地方創生計畫
連結到鄰近的新營區，並組成跨區域的創生合作團隊，整
建了十棟舊警察宿舍將作為新的產業與教育基地(預計111
年底啟用)，讓更多地方產業可以進到市區被看見。
108年11月代表台南市新營區公所提案-國發會地方創生
109年8月協辦國發會地方創生南部地區青年座談會一案
110年1月與新營休息站合作公益櫥窗專案(推廣在地農產)

段落四



未來的產業與教育聚落空間

段落四



日
式
宿
舍
區

(教
室
與
展
示
空

間
)

營運辦公室
(直販所預定區)

料理複合空間
(料理與用餐區)市集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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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年也開始挑戰修繕廢棄空間

場域原始照片↓與規劃圖

段落四



地方無解的髒亂點-成為我們的立基點
為了建立協會在後壁的產業與教育基地，和後壁國小承租了廢
棄的日式校舍來做為據點，並整合各部會資源來作為修繕能量
，將其修復完成後成為課輔班、農產直販所、在地培力空間、
產地餐桌園區等。

段落四



場域規劃圖

日
式
宿
舍
區

(教
室
與
展
示
空

間
)

營運辦公室
(直販所預定區)

市集區域

料理複合空間
(料理與用餐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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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佔地超過372坪(1231平方公尺)

段落四



農委會
水保局

衛福部
社家署

文化部
勞動部

教育部

都發局

地方校
友募款

青年回留
獎勵計畫-
裝潢修繕

社福數位
博覽會&
創新示範
據點-行銷

文化部私
有老建築
計畫-木造
空間修繕

培力就業
計畫-初期
營運人力

教育部相
關計畫-國
小課程

補足自籌
款-未來回
饋使用

好望角計
畫-排水溝
渠工程

善用並整合各公部門的資源

自主營運-推動地
方產業發展並回饋
地方教育與社福

璞育塾
企業社

培力工作站-創造地
方上的社會影響力
與帶動創生培力 段落四



帶著孩子和民眾、青年一起動手

段落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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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修繕完成的場域
並設立『璞育塾企業社』作為園區營運主體

日
式
宿
舍
區

(教
室
與
展
示
空

間
)

營運辦公室
(直販所預定區)

料理複合空間
(料理與用餐區)

段落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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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未來服務內容全貌

• 社區任務發放(可以換取餐點)
• 社區課程辦理(以藝換食模式)早上
• 販售茶點和產品(服務時數折
抵)

• 黃昏快閃市集(地產地銷)
下午

• 學生陪伴課程(回饋地方)
• 供應餐食等服務晚上
• 活動辦理(產地餐桌、藝文活
動)

• 遊程導覽(搭配在地導覽協會)
假日

段落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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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空間規劃-日式宿舍區

將做為課程教室和活動展區

早上是社區民眾的學習場域

晚上是孩子們的課輔教室

段落四



36
段落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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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落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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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貨櫃廚房-來作為農產料理的操作空間，也可以
作為地方供餐或販售在地餐點等用途。

讓園區的創業進駐更多元。

段落四



段落四



段落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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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落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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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數本土商家和大學研究中心的進
駐。

商品上架或共享辦公空間等。

磚造宿舍變成產業直販所

段落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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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讓地方產業的青年匯集串聯

段落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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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場域與巧思
利用廣大綠地辦理假日市集和露天電影

段落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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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多元教案到地方

段落五



段落五



讓大學生帶孩子們發想創作，並轉為公益販售

段落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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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活動課程

段落五



段落五



段落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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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結合農產與社福課程加入

段落五



段落五



另一項和成大合作的農產業加工：社區萃取技術培力
目前已經有兩片自然香草植物園(107年種下)
並培力地方婦女操作並訓練成講師，也協助其創業和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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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地方婦女成為老師，進而創業

段落五



段落五



辦理4天3夜的青年深度體驗

段落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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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府帶隊來交流

段落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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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受到國發會及許多單位長官的賞識和期許

段落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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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場域的嘗試

段落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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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曝光(今周刊、關鍵評論網等許多知名媒體)

段落五



段落五



未來的璞育，將遍地種下更多未來

 • 培養產業加值團隊
• 串接地方教育資源

新營
聚落

•青創產業扶持
•多元教育推動

星光
據點

•全台20多個據點輔導
• 200位一對一線上輔導

當年沒有資源的小小課輔班

已經有著幫助別人的能力了

未來希望成為地方綠照站

段落五



一起用教育種下未來吧！

教育是生活所需的學習
而非是為了分數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