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文化大學【教學實踐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紀錄表 

填表日期：112 年 05 月 29 日 

社群名稱 農業創生培力 

召集人 謝雨潔 系所／職稱 地理學系地學所/副教授 

活動主題 草山好日子與逗陣寮 

活動日期   112 年 05 月 29 日 活動地點 大成 317 & teams 線上會議 

活動時間 12 時 10 分 13 時 00 分 與會人數 
社群出席成員：   4   人 

非社群出席成員： 13  人 

活動報導 

（活動方式或

內容簡述） 

前面先由謝雨潔老師介紹講者以及與會老師相互介紹，並且簡單介紹草山好日子

實習公司。此次會議主要是由草山好日子的蕭宏原同學來進行經驗分享，為文化

大學執行 USR 計畫提供經驗以及行動提供借鑑。 

蕭宏原同學自我介紹並詳述草山好日子實習公司 

目前蕭宏原同學是法律系大四，今年將就讀淡江的管科所。 

草山好日子概述 

1. 實習課程 

2. 成員:由 4 位大四行管系學生作為中心，帶領二、三年級學生執行 

3. 目前以團購及市集為主，規劃轉型為購物平台 

4. 商品:在地農產、加工商品 

5. 以實踐的方式推動永續發展，希望透過學生餐與課程的方式推廣平台 

6. 讓學生與社區建立連結 

7. 尚未有完整商業體系 



主要訴求 

1. 低碳循環 

2. 消費在地物產 

活動概述以及面臨的困難與問題 

1. 設立共創空間(大成 317) :資金不足 

2. 12 月 21 號成果展:商品效期、產量不穩、行銷手法、對於購買力的預期 

3. 團購:營運資本、與供貨商協商、抽成比例商配 

4. 白色情人節、畢業蔬菜花束:成本過高 

5. 線上購物平台:利潤過低、與消費者認知的落差、回購率低 

6. 永續市集、租借環保杯:銷量未達預期 

嘗試的過程 

因為畢竟還是學生身份的時候，有非常多的東西都是可以去嘗試，社會對於學生

這個身份，其實是包容度非常高，所以適合去做各種的嘗試嘗試，只要好好解釋

所遇到的問題，其實都會被接受。 

小結 

這一件事從零到有的一個過程，在完全沒有任何客源基礎的情況下，要怎麼組織

運作、行銷推廣，最後就發現發現是因為沒做市場調查，就直接硬塞產品給消費

者，所以還是得先去思考消費者需要什麼東西，然後再透過什麼樣的行銷方式來

幫助消費者以及要以社區有什麼樣的需求，可以透過什麼樣的方式來幫助社區，

社區也有其本身的堅持，以何種方式說服社區長者、夥伴來做到更好，這是在草



山好日子當中，非常重要的概念。 

逗陣寮概述 

在淡水忠寮駐村整個社區都是採用的友善耕作的方式，但是因為他們經濟規模確

實單一且不大，所以很難做成所謂有機村的概念，也因為有機的驗證費用很高，

所以就會變成社區有許多故事，需要有人把它串起來，逗陣寮嘗試作為這樣的角

色。 

逗陣，是台語的一起的意思；寮，則有聊天、以及正在合作的淡水忠寮社區這兩

種含意。逗陣寮團隊，由文化大學學生所創立的新創品牌！在團隊深入了解忠寮

居民們對於自身蔬菜銷售的不易，以及農村人力不足、高齡化等問題後，我們便

決心幫助他們。 

 透過輔導農民得到綠色保育標章、產銷履歷，讓消費者看見所購買的蔬菜多麼

地健康，並將蔬菜透過蔬菜包的方式賣出，使農民不需再煩惱如何銷售。並且希

望使用殘次品製成二級加工品，提高利潤的同時，也保護到了環境。 

 更結合 SDGs 2 實現糧食安全、SGDs8 促進永續經濟增長、SDGs12 確保永續

的消費和生產模式等，使忠寮擁有更加舒適的生活環境。同時也在乎居民的社區

認同，以及信任感。 

    可以透過購買蔬菜包以及相關產品，來支持、幫助忠寮社區，讓忠寮社區變

得更加美好！  

 



執行成效 

1. 基金回饋社區 

2. 讓消費者看得見生產價值 

3. 讓農產品從一級生產變成二級加工 

4. 反思個人與家鄉的互動 

5. 關注農村發展 

活動照片 

  

經驗分享 經驗分享 

  

經驗分享 討論交流 



  

討論交流 問答時間 

備註 

1. 請於每次活動結束後一周內，將相關憑證及本表，併同文宣品、講義資料、

簽到單、照片或影音檔等，送交本中心辦理經費核銷。 

2.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以 A4用紙依規格增列欄位，如有相關活動文宣亦請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