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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多年來公部門為了創造「一鄉一特色」以及提升在地產業的品牌化發展，積極執行社區產業培力與

行銷相關計畫。本研究作者從 2015 年起以教學者身份，進入社區協助地方品牌工作坊的教學課程，促

進社區提升設計知識與美感。研究者同時參與觀察者的身分，以行動研究的方法來分析多年實踐的工作

坊教學方式在地方品牌推動上的運用與改善之道。研究結果顯示：1. 從三輪教學實踐中發現事先熟悉社

區資源、案例先行、建立社群連結等有助於學員學習效果的提升；2. 教學者的行動特質包括「事先理解

學員、提供包裝診斷服務、大量案例分享、鼓勵小組合作演練、使用社群媒體交流」等，可促進學習者

快速思考並提高學習力；3. 學習者的行動特質包括「積極參與動機、快速理解力、提升審美觀、發現設

計問題」；4. 地方品牌工作坊的課程時間，受現實條件限制導致設計介入淺，且學員有經費問題需要支

援；5. 地方品牌工作坊教學建立了 4 大構面、12 步驟、4 教學原則、4 教學目標與 1 個最終目標的模

式，整個工作坊雖短期卻有力，可以刺激學習者快速進入成人學習模式。本結論可提供公部門和輔導團

隊參考與後續修正。 

 

關鍵詞：設計工作坊、體驗學習、地方品牌、成人教育 

 

一、前言 

1999 年 921 大地震之後，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發展了社區產業協助的相關計畫；2010 年農村再生條

例通過後，水保局的農村再生計畫除了窳陋空間改造之外，也逐漸走出協助社區產業發展的路徑；2016

年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推動「設計翻轉地方創生」計畫，先從「設計力」的角度切入，運用設計翻轉

的概念，輔導地方產業的發展，以增進區域均衡發展；並深入在地文化精神，引導人才回流，以帶動產

業經濟發展與地方文化提升。無論哪個部會的社區產業計畫，都鼓勵各領域專家進入社區，面對鄉鎮各

社區產業發展問題，並積極展開實踐行動。本研究的緣起即在於水保局社區產業協力相關計畫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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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研究背景 

近幾年全球化發展的過程，鄉村地區面臨日益嚴重的各種問題，包括人口大量往大都會區集中、年

輕人口外流、急速高齡化及鄉鎮產業空洞化等。台灣自 1994 年起，由當時的文建會推動社區總體營造

政策，鼓勵地方「由下而上」參與社區公共事務，培養民間自主的力量，造就民眾自我及社區共同增能

機會，促進在地居民自主、共同參與、齊心解決問題，使社會實踐行動積極開展。而社區總體營造的政

策設計之一就是優選輔導單位以積極協助社區，例如一起撰寫計劃案、辦理工作坊等。在社造的多元目

的中，為地方產業打造出屬於當地的在地品牌即是重要項目之一。 

在全球化的世界潮流下，各國各地原有的地方文化受到跨國企業商品與其背後強勢外來文化的競爭

與衝擊，漸漸出現文化同質化之現象（廖世璋，2016），造成各地方特色愈來愈薄弱，民眾也越加忽略

「地方性」的價值。為了對抗全球化，甚至善用地方文化在全球化中的新機會，地方品牌與社區/社會的

實踐行動崛起，透過與 NPO（Nonprofit Organization）或 NGO（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組織的合作，共同進入地方等實踐的場域，一方面務實地面對在地問題，另一方面與在地深耕長住的組

織進行經驗知識與學術知識的交流，構想出適合在地的行動方案並付諸實施，其中也包括協助社區產業

的研發、設計與行銷，促進地方產業可持續性地發展（黃世輝，2012）。 

近年，農委會與各縣市政府執行社區產業行銷計畫，目的在鼓勵社區藉由推動地方品牌工作坊來學

習如何將地方文化與故事融入「在地產業設計」，使得設計更為鮮明與強烈，以便有助於消費者心中建

立品牌印象及品牌忠誠度，打造在地產業發展契機與社區經濟發展。 

本研究的第一作者有超過 10 年的視覺設計學習歷程，從 2015 年起以教學者身份開始從事社區地

方品牌工作坊教學，教學場域多數是在嘉義、雲林與彰化等較少進行地方品牌設計與包裝設計的農村社

區，參加者則多為農村社區發展協會的領導者或主要幹部。第一作者本身來自於全台灣人口老化速度最

快與外移遷居數最高的嘉義縣鄉下，面對傳統鄉村包裝與現代的設計需求落差，期望能將視覺設計專業

應用在提升地方品牌上，透過工作坊讓在地社區的幹部或產業業主察覺在地文化價值，理解在地社區情

感，並透過品牌與包裝設計傳達出在地文化故事，讓社區產業提升設計思考力，建立品牌美感，並創造

更多在地經濟。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針對 2015 年至 2022 年的 7 年期間，執行了許多水保局農村再生計畫相關的地方品牌工作

坊，故本研究從中抽樣，並進行調查分析。工作坊教學地區範圍主要在嘉義縣、雲林縣與彰化縣，本文

第一作者即為主要的教學擔當者。因為工作坊的學員多數是不熟悉視覺傳達設計的社區領導人、幹部、

居民等，因此工作坊可說是品牌視覺設計的社區教育、成人教育，而不同於大學設計教育的對象。也因

此，在 7 年期間不斷滾動調整教學方法，發展出多種教學模式。 

本研究挑選了第一作者參與的「嘉義縣產品包裝啟發與構想」、「嘉義縣番路鄉品牌構設計」、「彰

投農村品牌行銷設計與包裝推廣」共 3 場地方品牌工作坊作為案例對象，分析不同的工作坊在推動地方

品牌教學中，如何讓社區素人學員在較少接觸設計美學的情況下，透過工作坊的成人教學建構（包含理

論、案例與實踐），快速理解與學習地方品牌的重要性、提升設計美感、辨識設計良窳。 

整個研究以三個工作坊教學案例進行分析，主要目的為：1. 探討不同的工作坊教學方式在品牌學習

上的效用；2. 探討地方品牌教學工作坊實施過程中，教學者與社區學員的行動特質與限制；3. 建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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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工作坊的教學模式。研究結果可提供給公部門以及輔導團隊作為後續辦理課程調整參考，以及其他

教學者作為地方品牌工作坊教學運用之參考。 

 

二、文獻探討 

工作坊（workshop），最早出現在教育與心理學的研究領域之中，在1960年代美國的勞倫斯哈

普林（Lawrence Harplin）則將工作坊的概念引用到都市計畫之中，成為可以提供各種不同立場、

群組的人們思考、探討、相互交流的一種方式（葛樺，2011）。本研究以工作坊教學方式在地方品

牌推動上的運用與改善為主題，文獻著重於設計工作坊、成人教學建構、體驗學習與地方品牌等四方

向的探討為主。 

2-1 設計工作坊 

近年來設計工作坊的舉辦愈來愈蓬勃發展，成為非常受歡迎的體驗式課程教學。工作坊教學模式將

工作坊的先進理念引入實踐教學中，改變傳統的「以教學者為主體，以教學內容為中心，實踐活動為載

體」的方式，轉變成了「以學習者為主體、以跨學科合作項目為核心內容，以跨領域協同創新活動為載

體」的模式。舉辦工作坊需要有相當人數的參與者，在共同目標的引導下，為完成共同任務而產生互動。

工作坊四大成功關鍵因素為：1. 具有共同主題與共同目標，2. 成員之間願意互相傾聽、分享與貢獻，3. 

成員珍惜重視自己與他人的意見，4. 教學者吸收成員間不同的觀點進而整合出共識（劉恭甫，2014）。 

地方品牌設計工作坊的推動上，需來自社區不同專業與不同成長背景的居民們一起共創與討論，本

研究運用了共同目標、互相傾聽、尊重分享意見等要素，在整個工作坊中強調共同主體與目標，以學習

者為主體，以地方品牌與包裝設計為核心內容，透過不同的演練過程為載體，成為社區人們一同思考、

探討、相互交流的一種方式，在過程中與結果上能讓許多社區學習者激發出美學察覺力，並了解在地品

牌的重要性，且創造出屬於地方獨一無二的特色商品與品牌。 

2-2 體驗學習 

工作坊提供一種體驗學習，也就是從工作坊中體驗做中學。大衛庫伯（David Kolb）整合自教育家

杜威（John Deway）的「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社會心理學家黎溫（Kurt Lewin）與認知

心理學家皮亞傑（Jean Piaget）的「認知發展論」（Theory of Cognitive Development）以及其他學

者理論而發展出經驗學習圈（experiential learning cycle）的學習架構，後來被廣泛的運用在探索教育、

體驗學習的相關課程實務，成為體驗式教學極重要的理論架構之一。 

體驗學習經常被定義為「結合做中學和反省思考」的一種積極主動的過程，要求學習者具有自動自

發性的動機，並對學習本身負責（余紫瑛，2000）。Dewey（1938/姜文閔，1992）認為，真正的學習

都是透過經驗而產生，因此，體驗學習乃是從學習者的具體經驗出發，學習過程中伴隨反省、討論、分

析、評估，進而獲得啟示、發現與瞭解，學習者與教學者在互動過程中，共同進行經驗的轉化與建構學

習的意義（張菀珍，2006）。 

根據美國教育理論家大衛庫伯（David Kolb）所提出的經驗學習圈 （experiential lear 工作坊的教

學也是體驗學習，也就是從工作坊中體驗做中學。大衛庫伯（David Kolb）整合自教育家杜威（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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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wey）的「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社會心理學家黎溫（Kurt Lewin）與認知心理學家皮亞

傑（Jean Piaget）的「認知發展論」（Theory of Cognitive Development）以及其他學者理論而發展

出經驗學習圈（experiential learning cycle）的學習架構，後來被廣泛的運用在探索教育、體驗學習的

相關課程實務，成為體驗式教學極重要的理論架構之一。Kolb 將經驗學習過程分為四個階段，包括具體

經驗、省思觀察、抽象概念與主動驗證，四個階段形成一循環的學習過程不斷的重複，由經驗轉化成創

發知識的動態過程中進而達到問題結果，且每一階段都能讓學習者有不同能力的轉化（Kolb, A & Kolb, 

D, 2018），如圖 1 所示： 

 

 

圖1-大衛庫伯（David Kolb）經驗學習圈（Kolb，1984） 

 

本研究進入社區這 7 年來，面對一群社區素人學員在較少接觸設計美學的情況下，在地方品牌工作

坊的成人教學，運用大衛庫伯（David Kolb）經驗學習圈，成為工作坊教學的理論架構。在這四個階段

循環中著重學習者的體驗模式，每個階段課程規劃不同設計的活動、討論與演練，又或者直接進行一對

一的輔導讓學習者主動發現設計問題，從中一同交流各種想法，讓工作坊體驗教學形式不再只是課堂上

的知識與傳授。本研究透過經驗學習圈成為教學規劃的主軸，使工作坊內容更注重學習者創造力與察覺

力，並在彼此討論激盪中學習到在地品牌的重要性，以及對於既有的產業設計發現後續可改善方向。 

2-3 地方品牌 

全球化浪潮下，「地方品牌」概念反而有逆向崛起的趨勢。地方品牌可以定義為：在地方上具有社

會、歷史、文化、生活與認同特徵，具獨特性與單一性，透過視覺圖像與情境，能對產品形象進行設計，

故逐漸衍生出「品牌」的效益，能夠提供識別、產生認同與凝聚意識（Dinnie , 2004）。在建立社區產

品的地方品牌時，需要在當地進行地方文化資源盤點工作，事先調查以及分析出屬於當地的地方特色文

化資源特性，並將在地文化資源進行策略性思考來凸顯地方文化產業有助於下一步地方文化的推廣（廖

世璋，2016）。成功打造一個地方品牌，需要經歷過「挖掘」出在地的魅力，更貼近地方風土與文化肌

理；其次「詮釋」在資料與線索中進行詮釋與萃取；最後透過「轉譯」將能代表地方的元素、符碼內容，

透過好的商品、服務、展覽與活動等傳遞出去（林承毅，2020）。 

地方品牌化就是「設計講述的方式」，把過去未能順利地被講述的，藉由設計者的技能透過介入、

引導與轉換方式找出在地的光，運用設計和大眾講述的方式來傳達出當地個性的樣貌 （蔡奕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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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地方品牌是透過地方符號系統具體化且產生特定的價值與意義等特質，因此在地方品牌工作

坊過程中，最主要目標是能夠在大眾們心中將該品牌符號置入符號系統中最佳的位置，地方品牌的策略

包括產生強烈的符號記憶，而地方品牌符號的生產創造過程，先從地方文化做盤點工作開始進行，找出

具有象徵性內涵以及地方外在美學的符號，構成地方符號特色的「造型」顏色、質感」等內容（廖世

璋，2016），如圖 2 所示： 

 

 

圖2-個別符號具體化及認知化過程分析（廖世璋，2016） 

 

地方品牌更強調社區在地的認同感、歸屬感與共同體感，並且在「視覺認同」上能夠使社區學習到

如何在眾多的產品資訊中，透過「品牌商標」與「包裝設計」結合在地文化特色，形成能夠被消費者辨

認品牌印象。本研究第一作者自 2015 年以教學者身份進入社區，以社區素人為教學對象，邀請各地方

民間組織一同參與地方品牌工作坊，工作坊教學規劃與經營方向更著重於「地方性」的文化特質，從文

化資料盤點開始，進而找出地方文化的內容與象徵符號。工作坊核心課程規劃是讓參與者學習建立在地

品牌的重要性，透過演練挖掘在地特色來作為設計元素，以及察覺到產品的設計問題點與後續可調整之

方向，建立出地方品牌的明確形象，以協助推廣在地產業文化給社會大眾，是地方品牌工作坊最核心的

想法。 

2-4 成人教育 

成人教育是指政府或其他教育機構為非參加全時間、正規學校教育之成人，所提供之部分時

間、有組織、有系統的學習活動，其目的在促進學習者在知識、態度、價值以及技巧上的改變（魏

惠娟，2007）。成人學習時所經歷的過程，是一種行為和態度改變的過程（Merriam and 

Caffarella, 1999），通常成人遇到問題或困難時，才會產生需求而參與學習活動，因此成人學習者

的學習和一般傳統學生的學習之間有很大的不同。重視生活實用的關係，成人學習常以問題為中

心，講求立即應用，現學現用，而激勵成人提高學習動機的原則則包括：協助學習者建立可達成的

學習目標、提供增強與回饋、使學習者多參與學習活動、建立積極的學習環境、使學者獲致成就

感、建立合作而非競爭的學習氣氛（黃富順，2008）。 

諾爾斯（Knowles,  1975）認為成人教育學的建構設計，應偏重過程的設計（process 

design），因為成人學習主要是以「問題為中心」、「任務為中心」；在學習的過程中成人學習者

是學習的中心，教師的角色是協助者，協助成人學習者解決學習困境。成人教育方案規劃是由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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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思維分析的過程，是可滿足到個人、組織、社區或社會的學習成長或發展的需求，透過方案的

實踐達到目標，最終希望能激勵成人進行自我反思與提高解決問題能力。因此，學習過程中將學習

的過程轉化、內化是學習成果能否持久的重要關鍵，從認知程度提升到行為改變的過程中，須經由

個人內在的深層感受與體會，才可達成。 

彙整以上成人學習與特性，成人學習者採取的是一種主動的、滿足需求的、目標導向的學習，

以便在學習過程中能夠「立即應用」。本研究以三個水保局品牌設計工作坊教學為研究案例，首

先，工作坊參加者多數為社區理事長、總幹事、村長等，多具有社區事務的決策權與發言權，相對

地態度也較為積極，對社區有較高的理解，學習過後較有可能在社區產生後續的執行力。其次，在

成人教學上會以「問題與任務」為主要規劃，透過前述大衛庫伯（David Kolb）經驗學習圈的教學

建構，讓社區決策者能夠理解到地方品牌建立的重要性，觀察到自己社區的產業設計可以改善與調

整的方向。其三，參與過工作坊的社區後續有機會與輔導團隊一起合作其他計劃案，引入公部門經

費資源來推動產業活化。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 2015 年起開始參與公部門所推動社區產業行銷計畫書，以第一作者進入社區，作為品牌與

包裝設計工作坊的教學者，教學地點以中南部地區（嘉義縣、雲林縣、彰化縣）為主，在這 7 年的期間

共轉化了三種教學模式，共選出 3 場地方品牌工作坊案例來做研究探討。 

3-1 研究範圍 

3 場地方品牌工作坊教課時間，因每個社區安排上會有所不同，每次的工作坊時間約為 3-6 小時，

第一輪與第三輪工作坊時間為 6 小時，內容著重於「品牌與包裝設計課程」、第二輪工作坊因時間與

第一輪和第三輪有所差異性，工作坊時間為 3 小時，內容主要以「品牌課程」為主。工作坊探討主題

以地方文化如何融入地方「品牌」與「包裝」中，讓社區了解地方品牌對於產品設計的重性性之外，也

在工作坊中給予社區現有產品的設計回饋。選出的 3 場工作坊參與對象皆有下列共同性質：1. 由公部

門執行的計劃案為主；2. 由輔導單位或主辦單位先挑選出地方積極且有發展性的社區，並且邀請社區

決策者（理事長、總幹事、村長等）參與；3. 每次的上課人數約 10-40 人，上課時間約 3-6 小時；4. 

參加者本身就是自營自創品牌的經營者，產品分類多元，主要以一級與二級產業 為主；5. 參與工作坊

目的主要針對現有品牌或者包裝視覺形象，在工作坊中啟發社區發現產品設計問題與思考，以及後續可

調整之方向，如圖 3 所示： 



設計學刊第六卷第二期 2022 年 12 月  9 

 

 

圖 3-地方品牌工作坊教學案例 

3-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地方品牌工作坊教學，來協助一群未受過設計培訓的社區決策者，學習如何去挖掘在地品

牌的文化特質運用在社區的產品包裝上，以及透過工作坊的演練，讓社區可以察覺到現有的產品設計問

題和後續要如何調整方向。本研究方法採取質性方法執行，以參與式行動研究（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PAR）作為研究方法，推動工作坊最主要讓學習者透過實際的參與學習到思考與察覺的能力，

以及提升設計的審美觀，並能夠將想法付諸實踐提高參與式行動研究的可行性。其研究方法強調教學者

與學習者之間的合作研究，認同每位參與者帶入獨特的優勢，與教學者同步思考、確認議題、提出問題

並且行動。核心的目的是期望所有參與者皆能透過觀察、反思、轉化的批判性過程，共同尋找可能的解

決方法（Flicker, Travers, Cuta, McDonald, &Meagher, 2 007）。  

行動研究強調實務工作者的實際行動與研究結合，發揮「理論用來引導實務，實務用來驗證理論」

的精神，以縮短理論與實務的差距，追求理論與實務的整合應用（蔡清田，2007）。本研究從 2015 年

至 2022 年來選出三次地方品牌工作坊作為研究範圍，基於地方品牌工作坊參與式行動研究方法，根據

每一時期所選出來的地方品牌工作坊之行動為分析內容，以教學者身份從策劃課程、擬定工作坊課程到

實施工作坊，從中觀察學習者在實際進行中遇到哪些問題與反應，在過程中進行資料收集與獲得回饋之

後，再進行調整並修改至下一輪地方品牌工作坊付諸執行。這三輪的地方品牌工作坊教學規劃採取美國

教育理論家大衛庫柏（David Kolb）的經驗學習理論作為課程架構發展的主軸，學習者透過當下參與的

工作坊開始產生經驗來執行具體行動（具體經驗），再經由工作坊中的課程與演練從不同角度事務觀察

（省思觀察）後，以思考來進行邏輯分析與概念學習，並且做出有計劃的行動（抽象概念），最後以實

際操作來完成工作坊學習主要目的性（主動驗證），從整個工作坊中透過探究、創造、決策、問題解決，

這不斷的循環學習過程階段，最終將課後的回饋與調整置放到下一輪的地方品牌工作坊來付諸執行。 

在地方品牌工作坊教學行動中，觀察與紀錄參與成員包括社區決策者、社區居民、青年返鄉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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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他們在實際工作坊中所體驗的過程中進行評估獲得反饋，再透過各種反饋進行修改調整，更完善下一

次的工作坊。本研究資料的收集和分析包括：1、深度訪談：在每一輪的工作坊中，訪談上述參與課程的

每一位成員，研究者於工作坊課程與結束後時間，展開多次非正式與正式訪談，本研究分析對象採用匿

名代稱方式作為訪談對象的稱號，可讓資料具有比較性和詮釋性，主要社區決策者為Ｄ，社區居民為Ｒ

代稱；2、收集資料：在工作坊中社區參與者共同討論出的資料整理、演練操作記錄等；3、參與式觀察

法：在教學的過程中，直接觀察工作坊情況並拍照與紀錄。 

3-3 研究流程 

本研究流程分為三個階段如圖 4 所示，第一部分為「前期教學準備」搜集文獻資料並且擬定研究主

題目的與研究計畫方案，在整個工作坊中的準備，更重視工作坊要如何激發社區參與地方品牌與包裝設

計的學習與收穫；第二部分為「行動教學執行」以三輪教學方案分析，透過每一次的工作坊內容與演練

的教學課程中，將專業抽象理論思考轉化成平易近人的分享與學習，將每一次的觀察結果再藉由下次工

作坊調整來達到更好的改善；第三部分為「後期分析資料」透過三輪的案例分析後有系統的規劃、教學、

紀錄、反思再修正等歷程，來做分析工作坊在地方品牌堆動上的運用與改善之探討。 

 

 

 

圖 4-研究流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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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工作坊教學建構 

本研究以地方品牌工作坊為研究案例，設計範圍主要以品牌與包裝設計課程為主，將設計理論轉化

為演練學習模式，主要目的是讓社區參與者在學習過程中，可以更貼近社區產品的設計議題，並觀察到

目前現有設計問題及思考後續可調整方向。研究者在工作坊進行中，以大衛庫伯（David Kolb）經驗

學習圈為理論，強調學習所得到的經驗類型和學習成效的關聯，將知識通過經驗轉化而創造的過程以

「具體經驗」、「抽象的概念化」為兩種不同經驗方式，轉變成「反思觀察」、「主動實驗」等四種學

習模式成為不斷循環的過程中，來作為這次探討地方品牌工作坊教學中成員互動關係與工作坊參與的過

程等。 

在地方品牌工作坊中整個課程規劃的教學建構如圖 5 所示，總共有 4 大架構，在第一架構以「具體

經驗」裡面的學習步驟包含有「課前準備-課程介紹 -業師授課」，內容是讓社區了解這堂課學習的主要

目的以及透過引導表達方式讓大家相互認識，得以輕鬆氣氛開始進行課程；第二架構以「省思觀察」裡

面學習步驟包含了「業師授課-實際演練-觀察紀錄」，內容主要透過演練的方式整理出社區在地文化特

色，並且經由案例分析以利參與者能夠快速省思與觀察設計之間差異性，進而察覺到設計問題點；第三

架構以「抽象概念」裡面學習步驟包含了「收集元素-腦力激盪-構想發展」，學習內容透過演練的方式

整理出設計的元素，並且開啟設計創意發想模式；第四架構「主動驗證」裡面學習步驟包含了「社區分

享-業師回饋 -感受回饋」，學習內容針對後續改善設計方向擬訂策略以及給予回饋，使參與者能夠透過

設計工作坊中提高個人設計審美觀，進而挖掘後續可改善設計的地方。 

 

 

圖 5-地方品牌工作坊教學建構（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研究分析 

本研究從 2015 年至今，選出 3 場地方品牌工作坊教學作為研究案例，採取了參與式行動研究進行

觀察與實際行動，透過每一次的教學建構與執行並且後續檢討與分析，針對每次工作坊實際操作遇到的

問題，再次擬出新的教學策略，再下次行動中驗證問題與改善，藉此不斷的循環調整與修改，來達到地

方品牌工作坊中最大的學習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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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第一輪地方品牌工作坊教學架構與方法 

2015 年參與嘉義縣加速農村再生輔導暨整合行銷計畫教育訓練-產業活化活動策劃培訓課程，工作

坊課程名稱為「嘉義縣產品包裝啟發與構想」，選出 20 個嘉義縣優良社區共 40 人，教課時間為 6 小

時，課程規劃以「品牌設計與包裝設計」為主，如圖 6 所示： 

 

圖 6-第一輪教學計畫與單位 

4-1.1 教學建構與執行 

第一輪工作坊教學建構如圖 7 所示，分成 4 大架構與 17 個步驟內容：課程前先進行彼此介紹，之

後講解這次教學主軸目的，以及了解地方文化特色教學與演練；再進行分享整體品牌操作與包裝基礎設

計概念，透過互動式演練讓社區更理解自家社區的品牌定位；接著收集演練的設計元素並啟發多元思考

能力，再透過觀察力引導社區來察覺設計之間的差異性，請社區提出可優化之處，最後教學者給予建議

與後續調整之方向。 

 

圖 7-第一輪地方品牌工作坊教學建構 

以下分析課程執行階段： 

（1） 具體經驗：課程前先備妥此次工作坊教學目的，授課方式先引導學員彼此認識作為暖場，並介紹

這次的學習重點，接著進行訪談與觀察了解學習者背景產業內容後，再進入授課分享在地文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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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的特色，經由第一個演練「文化資產」讓社區以及教學者更了解在地特色。 

（2） 觀察省思：分享完整的品牌 CIS 設計策略及案例分析，讓社區可以充分理解品牌 CIS 應用，透

過第二個演練「品牌調查表」內容包括基本資料、發展狀況、產品特色與說明、研究方法、

SWOT 等後續設計規劃。再授課分享在地品牌包裝知識與案例分享，透過第三個演練「包裝視

覺元素」內容包含包裝上文字內容、色彩搭配、圖形創作、造型設計、整體規劃等方向，藉此

三個演練讓社區整合和觀察在地產品的定位與方向。 

（3） 抽象概念：教學者將前三次學員演練收集到的設計元素與觀察差異性，引導學員做腦力激盪啟

發社區思考設計方向與創意整合。 

（4） 主動驗證：讓社區進行觀察討論，從社區既有產品與講師的案例之間，找出設計差異性與問題

點後，教學者再給予社區產品設計上調整建議方向，最後借助社區課程回饋心得來做為下次工

作坊的參考依據。透過第一輪地方品牌工作坊教學，主要目標為協助社區提升美感與觀察力進

而看見產品可改善優劣的方向，在課後有助於社區找到後續調整方式並且提升在地產品設計形

象，如圖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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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第一輪地方品牌工作坊教學 

4-1.2 教學成效觀察與後續調整 

經過第一輪地方品牌工作坊執行後，本研究從執行與參與的過程中觀察課堂反應並進行反思，並提

出修正方向讓下次工作坊調整內容更加完善： 

（1）了解產業背景：短時間教學者不易深入了解社區背景，建議教學者在課前先了解學習者產業背景 

課堂演練操作上，在認識每個社區產業背景需耗費較多時間，導致半數其他學習者反應等候時間過

長而停止互動學習，反而降低時間效率的運用。 

本研究認為若能在課堂之前，先了解工作坊參與者的產業背景資料，除了可以減少課堂上花費時間

了解社區資源之外，還能針對學習者產業背景準備適當的案例來達到更高的學習效率。 

（2）簡化演練：演練內容太多與過於專業，使學習者無法吸收，建議演練模式改為單一重點演練 

在短時間內給予學習者三個演練，包括人文地景調查、品牌 CIS 操作、包裝設計操作，發現兩個問

題點，其一在短時間內給予過多操作的演練，對於社區整理與發想來說無法負荷；其二演練內容對社區

過於專業，在操作的時候無法快速理解而停止動作。像是發現到有學習者在練習人文背景調查時做得很

好，接著品牌練習只能演練一半，最後的包裝練習幾乎是空白，訪問之下，學習者提到「這練習項目太

多了，寫到後面很多不懂字面的意思所以不知道要怎麼寫，就不寫了」（受訪者 D1-1，2015/8/15）。 

本研究發現過多與過於專業的演練操作，對於未培訓過設計美學的社區素人是負擔的，因此可以在

下次工作坊中以簡化方式作為重點演練，來提高社區的興趣與操作的意願度。 

（3）案例簡化：腦力激盪步驟過於專業對學習者是一大挑戰，建議案例重點呈現來啟發學習者觀察力 

課堂上給予學習者的內容過於豐富與專業度，對於未學習過設計的社區素人比較吃力，到了課程結

束時，會發現到社區無法觀察設計之間的差異性，反而希望直接給予正確答案。如在最後課程分享當中

有位學習者提到「老師，聽你分享很專業，你可以直接幫我看看我的設計要怎麼做修改和調整嗎？」

（受訪者 D1-2，2015/8/15）。 

本研究發現前期的 3 次演練過於專業，導致學習者無法吸收，除了可以調整演練內容之外，還可以

增加更多的案例分析，輔助學習者觀察力提升進而發揮更多的創意發想。 

4-2 第二輪地方品牌工作坊教學架構與方法 

2018 年參與農委會計畫「嘉義縣番路鄉隙頂社區發展協會-品牌創立與未來合作社構想設計」，工

作坊名稱為嘉義縣番路鄉品牌構思設計，選出 8 個嘉義縣番路鄉優良社區共 10 人，由於教課時間為 3

小時，課程規劃以「品牌設計」為主，如圖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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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第二輪教學計畫與單位 

4-2.1 教學建構與執行 

根據第一輪課程修正方向，研究者再第二輪工作坊教學建構如圖 10 所示，教學架構分成 4 大架構

與 17 個步驟內容，修正內容為：步驟 1 課前準備改成「了解上課學習者背景」增加更多課堂上的時間

運用；步驟 6 授課改成「地方品牌的重要性」與步驟 7 案例改成「分享實際案例操作」透過案例分享與

後續演練，使學習者快速收集在地文化特色資料；步驟 9 授課改成「分享市場區與定位」與步驟 10 演

練改成「操作 SIP 調查表」，讓學習者專注在社區品牌市場與區隔演練，整理出社區的品牌地位；步驟

11 收集元素改成「整理演練資料」，透過所有演練整理出具有地方象徵性的符號。 

 

 

圖 10-第二輪地方品牌工作坊教學建構 

 

經過第一輪工作坊教學經驗之後，透過觀察與反思的結果在進行第二輪工作坊教學建構與方法進行

調整說明： 

（1） 具體經驗：課前先與輔導單位索取此上課的名單以及背景資料，優點為好讓教學者在製作課程

內容時可以先熟悉學習者產業，且上課內容可調整較符合學習者的背景。第一次演練中調整為

一次一個任務，使用 A3 大小紙張，運用簡單重點式的團體練習，讓學習者能專注操作文化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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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盤點的收集。 

（2） 觀察省思：分享在地品牌的重要性，同時分享許多案例參考之後，進行第二次演練，內容包括品

牌名稱、故事、信念等品牌定位，讓社區快速思考來操作品牌認知，接著進行第三次演練，操作

STP 品牌調查，這兩次的演練都採取一次一個任務，用Ａ3 大小紙張來操作，使社區能夠專注討

論。 

（3） 抽象概念：將前面整個演練的過程加以整理與分析，以腦力激盪開啟社區思考方向，來整理社區

文化特色，讓學習者獨立思考與觀察設計之間的差異性。 

（4） 主動驗證：請每個學習者上台分享，從演練過程中學習到哪些觀念以及發想過後，對於地方品

牌設計可以怎麼著手，後續教學者再提供學習者所攜帶的產品給予調整參考建議，最後在進行

課程的回饋與心得。 

透過此次地方品牌工作坊，教學者辦理工作坊主要目標為協助社區提升美感與整合的能力，最後達

到品牌元素整合的概念能力，進而後續對未來產品設計調整方向。如圖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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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第二輪地方品牌工作坊教學 

 

4-2.2 教學成效觀察與後續調整 

經過第二輪地方品牌工作坊執行後，本研究從執行的過程以及課堂觀察進行反思，同時提出修正方

向與調整內容為： 

（1）調整過後：課程前期了解社區背景有助於教學者課程規劃與減省時間 

此次地方品牌工作坊課程前準備，先收集學習者的背景有兩大優點，其一瞭解社區的產業背景可利

於課程的安排與規劃，更符合學習者吸收課程的內容；其二為做討論的時候可以節省了解的時間，放在

討論的時間上，較能夠照應到每一組社區，因此在這次演練過程中，沒有發現到學習者停下手邊動作或

表現出等待的模樣，且整個課程結束之後，有一組「土匪社區」直接前來拜訪「老師，我覺得這堂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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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穫很多，也幫助我有很多的品牌想法，是否可以跟你要名片接下來社區有品牌包裝設計案也想要請您

幫忙」（受訪者 D2-1，2018/5/24）。 

（2）調整過後：一次一個任務提高學習者專注於演練上 

經過第一輪給予社區的演練太過於專業與複雜性，這次將演練的部分分成 3 次演練，從文化背景

先著手，進而展開品牌調查與定位演練等。每一次的演練道具為一大張 A3 紙為主，讓社區專注於這一

張紙上除了提高演練的興趣之外，也可以凝聚大家將演練認真完成。可以發現此調整後社區積極主動性

提高，每個社區都想分享他們所討論的成果，像是有一組學習者完成之後，熱忱的表達收穫與想法「老

師，這是我們目前討論的結果，你看一下這樣寫是正確的嗎？我們想要的品牌定位是…」（受訪者 D2-

2，2018/5/24）。 

（3）調整過後：案例重點分享可使學習者提升觀察與思考力 

進行演練之前，會先提出完整的案例分析如何從無到有，運用設計思考來發想設計的元素，使得社

區較容易進入狀況並且操作演練，透過此次的演練過程，有一組社區特別有收穫，已經將整個大方向都

擬定出來了，像是隙頂社區分享「品牌名稱與構想-以嘉義、阿里山、二延平等地名進行發想，如「阿二

茶」，亦取自諧音「啊!好茶」；品牌定位-以放鬆、自然慢活、紓壓與健康等關鍵詞…」（受訪者 D2-3，

2018/5/24）。 

（4）步驟調整與增加案例：學習者後續較無法立即觀察到設計之間的差異性，建議教學者可以調整課程

步驟與先增加案例分享 

在課程最後給予學習者一些建議時，社區仍無法立即觀察到設計需調整方向，只能發想出品牌理

念，卻無法找出設計的元素，如有個社區提到「我們是土匪社區，主要品牌定位是里山精神，愛護環境

以及善用森林資源來循環應用，而活動內容有手作體驗、風味餐、導覽解說、市集活動等教室 DIY 體

驗，讓遊客透過來到土匪社區可以提升對於土地與民族情感等，但是不知道要怎麼抓設計的元素應用在

品牌當中…」（受訪者 D2-4，2018/5/24）。 

本研究認為在課程規劃中，可以先講解案例分享再進行授課內容，讓學習者先以他們生活中熟悉的

產品案例為主，透過案例的了解再來做理論的講解，比較能夠察覺到設計的差異性。 

（5）課前建立社群：學習者來自各個不同地方缺乏彼此連結性，建議在課前建立群組 

課程來自許多不同的社區一起學習，在個別討論的同時還是會發現到有些社區不太知道怎麼著手，

也不好意思去看別人如何演練。本研究認為現在是為科技的時代若可以課前建立社群，將每次的演練討

論分享至相簿，讓學習者即時學習，更能夠促進共學的效益。 

4-3 第三輪地方品牌工作坊教學架構與方法 

2020 年參與農委會計畫「彰投農村區域亮點計畫增能培訓課程」，工作坊名稱：品牌行銷設計與包

裝推廣設計，選出彰化縣優良社區發展協會共 22 人，教課時間為 6 小時，課程規劃以「品牌設計與包

裝設計」為主，如圖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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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第三輪教學計畫與單位 

4-3.1 教學建構與執行 

根據第二輪課程修正方向，在第三輪工作坊教學建構與方法如表 9 所示，教學架構分成 4 大架構與

20 個步驟內容，修正內容為：新增步驟 2 建立連結「建立 line 群」來做連結；步驟 5「案例分享」之後

在進行步驟 6「業師授課」；步驟 8「案例分享」之後在進行步驟 9「業師授課」；步驟 11「案例分享」

之後在進行步驟 12「業師授課」，來讓學習者更快了解授課內容的理解與學習。 

 

圖 13-第三輪地方品牌工作坊教學建構（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經過第二輪工作坊教學經驗之後，透過觀察與反思的結果，進行第三輪工作坊教學建構與方法調整

說明： 

（1） 具體經驗：為了更加凝聚學習者的交流與學習，除了與輔導單位索取此上課的名單以及背景資

料，在課程之前先建立 Line 的群組以提升學習者之間的互動，進入品牌正式課程之前，先讓學

習者了解地方文化整合的重要性，透過案例分享讓學習者先快速熟悉地方文化整合的效果，再

以理論分享與演練讓學習者整理與操作，並將演練上傳到 Line 相簿中。 

（2） 觀察省思：課程案例分享以學習者產業為主，透過案例分享讓學習者快速直覺感受到設計的差

異性，接著講解品牌與包裝理論，進行一次一個任務的演練，用Ａ3 紙張來操作品牌調查與包

裝定位等分析，並將演練的上傳到 Line 相簿中。 

（3） 抽象概念：請大家回顧整個演練的過程加以整理與分析，接著讓社區以腦力激盪開啟社區思

考，觀察到自家產品有哪些可調整地方，教學者再逐一做討論與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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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動驗證：請每個社區上台分享，從演練過程中學習到哪些觀念以及發想過後，對於目前的設

計上可以怎麼調整，後續教學者直接給予社區可調整的設計方向，最後在進行社區課程的回饋

與心得，整個課程結束後，透過 Line 群能夠觀察到社區持續學習以及解決後續的困擾。此次的

工作坊，對於教學者辦理工作坊主要目標為協助社區，提升美感與整合的能力並且觀察與腦力

發想可以運用在品牌設計的元素有哪些，後續了解在地品牌如何整合產品設計，以及社區現有

產品設計有哪些問題與可後續調整方向，如圖 14 所示： 

 

 

圖 14-第三輪地方品牌工作坊教學 

4-3.2 教學成效觀察與反思 

經過第二輪地方品牌工作坊執行後，本研究從執行的過程以及課堂觀察進行反思，同時提出修正方

向與調整內容： 

（1）調整過後：透過 Line 群創造更多連結性 

為了使上課學員能夠在群體之間互動性更高，在課前建立 Line 群時有 3 大優點，其一有「暖場」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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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在上課具體經驗中談論地方文化產業時，請將大家的品牌與產品上傳到相簿當中，可以達到到學習

者間的宣傳與進一步合作的關係；其二「學習力提升」透過整個演練的過程中會上傳相簿，讓不太了解

怎麼演練的學習者有參考的範本之外，還可以帶動整個參與者積極完成這項演練；其三「後續持續力」

課程相關問題或者想要合作可以持續的在群組互動。在課程結束後，就有學習者在 Line 群問到「老師，

想請教您，通常設計如果做整體規劃，您目前的業務有延伸到室內設計嗎？我目前在選地點，未來也想

將品牌理信念、定位、文化、色彩等等的元素置入空間。」（受訪者 R3-1，2020/11/9），而又再隔一

個月又有學習者提問到「黃老師，想請教妳 一般商標設計註冊 ，需要約多少$呢！」（受訪者 R3-2，

2020/12/22）透過這些學習者的提問可以後續追蹤發展近況如何。 

（2）調整過後：透過先分享案例-講述理論-演練能快速讓學習者理解與吸收 

為了讓學習者可以快速吸收到設計的美感，先採取「案例分享」打開眼界與感受到視覺的美，再透

過「講述理論」分享品牌建立的過程與操作流程，最後以「實際演練」現學的效果直接運用在地品牌與

產業上。經過這三個階段，使學習者快速理解演練的作用是為何，也會覺得課程是有趣性的，例如當上

課完之後有個學習者提到「老師，我覺得你的教學真的很不一樣，以我們的角度為出發讓我們真的透過

演練可以學習到許多，很喜歡你教的課程。」（受訪者 R3-3，2020/12/22）。 

（3）調整過後：找尋相同產業的案例分享提高學習者設計的觀察力 

在主動驗證步驟中，有一個社區是做地方蜜餞的品牌，在案例分享時，教學者也直接運用另一個蜜

餞品牌來做分享，發現到從案例分享完，進行理論的分享之後，社區可以立即感受到設計的差異性，像

是蜜餞品牌社區分享到「老師，上了你的課程之後，透過觀察與思考發現到幾個要點 1. 自家的產品文字

太多編排較亂會看不到主要重點資訊 2. 原本的包裝只會採用真實的照片來做設計，但是透過演練之後

發現到設計元素上，可以採用在地特色像是員林百果山以及經營理念元素加入，才可以傳達出在地的價

值性。」（受訪者 R3-4，2020/12/22）。 

4-4 地方品牌工作坊學習成效與反思 

此研究從 2015 年至 2022 年期間參與在地品牌工作坊，經過了以上三輪課程教學不斷修改與調整

的演變，以下分析從教學者與學習者整個行動特質與行動限制： 

4-4.1 教學者行動特質 

（1）事先理解學員：教學者事先熟悉學員產業背景並提示相關案例，可增加學員的學習效率 

來參與地方品牌教學工作坊中，大都是社區主要決策者，已經都有設計的相關性產品，為了在短時

間內可以迅速了解社區單位特色與產業，在課程前先詢問上課成員名單，並透過名單上網查詢粉絲團或

者網站等資訊收集，將會獲得兩大運用，其一是在課程規劃中可以設計出適合學習者產業的相關案例，

其二在課堂上時間的運用能夠更加靈活運用。 

（2）提供包裝診斷服務：規定學員攜帶社區或自己的產品到現場，以利快速學習 

通常來到地方品牌工作坊的社區，已經有設計相關物品，為了讓社區們可以在短時間內學習之後可

以立即學以致用，因此會事先說明且鼓勵來學習者，攜帶社區的產品（包括品牌相關 VI 設計或者包裝設

計等）。 

（3）大量案例分享：課程內的多種案例分享，可快速刺激學員理解與增加思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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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前尋找學習者的社區產業相關範例，大量分享同性質設計案例來刺激學習者，容易觀察到自己所

攜帶的產品設計與案例分享產品設計上，有何設計差異性與發現後續可調整之方向。 

（4）鼓勵小組合作演練：採取小組方式進行設計演練，避免單人作業在時間與能力上的不足 

透過小組方式進行設計演練，而每次的演練以一張海報為重點練習，可促使社區專注於一件事情之

上，並且分工合作一同完成，避免單人作業時因無法與人做討論，又或者能力上的不足而中途放棄演練。 

（5）使用社群媒體交流：建立 Line 社群，促進學員多元交流 

善用近幾年普遍的流行的社群功能建立 Line 群組，讓每次的演練的成果可以直接分享在群組上，上

課時將演練成果放在投影上，並且講解每一組的狀況，使得每一位學習者能互相學習、資源共享，增進

課後彼此社區交流意願，一同共創文化與商業合作。 

4-4.2 教學者行動限制 

（1）時間限制：工作坊因時間限制而使教學者能夠介入設計較淺 

時間為 3-6 小時有限的狀況之下，學習者只能吸收到概念性的設計解決流程，無法深度的去探討設

計上的直接修改與調整，若教完後沒有後續延伸的課程，較無法顧及到社區產品後續發展的狀況，因此

介入的設計範圍也會來的比較淺，這部分目前可以透過群組上交流來做後續聯繫。 

（2）後續經費問題：教學者因社區因經費問題而被尋求免費設計 

許多社區因為觀察到問題並且想要解決設計方案，卻因為無政府補助而無法後續調整設計，甚至會

希望教學者可以直接免費服務為社區做設計的想法。像有社區發現到原來是整體性設計不足導致無法呈

現設計品牌亮點時會直接說明「老師，我們之前的設計都是其他學校老師看到我們的辛苦而帶著學生來

免費幫我們做設計，而現在看到原來我們的東西東做一塊西做一塊導致整體性不足，希望你也可以幫幫

我們…」（受訪者 D3-4，2020/11/12）。 

4-4.3 社區學員行動特質 

（1）積極參與動機：學習者本身為社區決策者且跟計畫書的義務與誘因有關而積極學習 

地方品牌教學工作坊的參與者類型，幾乎是社區決策者，包括代表社區的主要地方幹部，如理事長、

總幹事、理事、村長等，會來積極參與的動機與計畫有關，其一主要以義務與責任有關，例如：已經通

過計畫書的社區會有學習課程的績效審查；其二主要以誘因與機會有關，例如：參與工作坊後輔導團隊

會提供市集擺攤的機會、學習如何撰寫計畫書來獲得取經費的學習者。 

（2）快速理解力：工作坊中從案例分析-講解-演練過程，使學習者可快速整理在地特色與詮釋 

在工作坊演練的過程中，案例分享加上理論分析使學習者可以快速感受到設計的觀點，再透過紙上

練習能夠很快速地理解與整理在地特色元素，以提高觀察力與審美觀。 

（3）提升審美觀：透過同質性案例分享，使學習者不斷刺激之下開啟設計視野 

選擇案例分析的同時，盡可能的挑選與學習者同質性產品為主，透過案例分析打開學習者視角而延

伸出更多設計方向的可能性。像是在圖形的展現風格與色彩的搭配不同，所詮釋的產品故事與方向表現

會有有所差異性。如有個社區提出「我們賣的是蜜餞，沒想這麼多就把它直接放在包裝上，看到老師你

做的這案例讓我發現，原來還可以用在地文化故事把它（元素）加入…」（受訪者 R3-4，2020/11/8）。 



設計學刊第六卷第二期 2022 年 12 月  23 

 

（4）發現設計問題：學習者透過整個工作坊體驗後，可發現設計問題共通點並找到解決方向 

經過第三輪課程下來，歸納出社區大部分可以發現到到設計問題點 1. 包裝產品上大都使用公版設

計因此無法凸顯差異性 2. 設計上沒有在地元素，導致於跟別的產品太過雷同無法呈現在地品牌 3. 設計

上文字太多太雜而看不到重點 4. 發現整體感不足，無法呈現整體性美感等。 

4-4.4 社區學員行動限制 

（1）時間限制：因時間限制學習者在設計後續無法解決問題 

學習者發現到設計可解決方向之後，卻因工作坊時間的限制短，不知如何做後續執行設計而停滯為

居多。 

（2）尋求補助：學習者參與工作坊完之後，大部分只想尋求補助經費 

許多社區上完課之後，前來尋求輔導團隊是否有補助經費來源來做後續設計，少數社區會動員社區

力量，自掏腰包來執行後續設計。 

 

五、結論 

經過了三輪地方品牌工作坊教學的實踐、反思與改進，本研究總結出以下五點結論： 

1.  從三輪教學實踐中發現事先熟悉社區資源、案例先行、建立社群連結等有助於學員學習效果的提升 

在第一輪教學成效觀察後，發現到短時間內教學者不易深入了解社區背景、舉不出可參考的相似案

例，以及演練內容太多與過於專業使學習者無法吸收，對於學習者是一大挑戰；進行第二輪調整過後，

課程前期了解社區背景有助於教學者課程規劃與減省時間之外，一次一個任務提高學習者專注於演練上，

與最後案例重點且簡化分享調整，可使學習者提升觀察與思考力，但也發現到學習者後續較無法立即觀

察到設計之間的差異性，以及學習者之間缺乏彼此連結性；進行第三輪調整過後透過先分享案例-講述理

論-演練能快速讓學習者理解與吸收，找尋相同產業的案例分享提高學習者設計的觀察力，最後透過 Line

群創造更多連結性，透過三輪的調整過後，使學員在課堂整體學習效果提升。 

2. 教學者的行動特質包括「事先理解學員、提供包裝診斷服務、大量案例分享、鼓勵小組合作演練、 

使用社群媒體交流」等，可促進學習者快速思考並提高學習力 

在三輪工作坊工作中整理出教學者行動特質，例如，課堂前教學者事先熟悉學員產業背景並提示相

關案例，可增加學員的學習效率，以及規定學員攜帶社區或自己的產品到現場，透過一對一的包裝診斷

服務以利快速學習，而課程中先建立 Line 社群，可促進學員多元交流之外，課後還能夠透過所建立社群

達到學習持續性，另外在簡報上準備多種案例分享，能快速刺激學員理解與增加思考力，並且採取小組

方式進行設計演練，避免單人作業在時間與能力上的不足，經過整個演練之後，可讓學習者發現到產品

設計問題的共通點並找到解決方向。 

3. 學習者的行動特質包括「積極參與動機、快速理解力、提升審美觀、發現設計問題」 

來參與地方品牌工作坊的學習者，都是屬於積極參與者，關鍵在於學習者因計畫書內容要求又或者

本身為社區決策者而積極學習，而透過課堂上的先從工作坊中從案例分析-講解-演練過程，使學習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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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整理在地特色與詮釋，運用同質性案例分享，讓學習者不斷刺激之下而開啟設計視野，能夠分辨設

計的差異性與問題點修正能力，皆有明顯提升面向包括：（1）重點性：以簡單明瞭重點示在產品設計上

呈現，（2）獨特性：挖掘社區有哪些元素是可以採用在設計上面，而不會一直找公版使得大家的產品無

法凸顯出來，（3）整體性：了解到好的設計是需要統一做整合，大部分社區的產品設計不一，無法達到

整體性設計與宣傳地方品牌。 

4. 地方品牌工作坊的課程時間，受現實條件限制導致設計介入淺，且學員有經費問題需要支援 

在地方品牌工作坊形式來看，由於時間較短，只能在課堂上以建構社區地方品牌觀念、提升設計觀

察力與審美觀為主，使得後續的設計介入較淺，因而無法協助執行產品設計。另外大部分社區地方品牌

推動受限經費不足，若可以透過在地長期設計工作坊的計畫，爭取更多經費補助來協助在地區的發展，

進而可以朝向自主經營模式。 

5. 地方品牌工作坊教學建立了 4 大構面、12 步驟、4 教學原則、4 教學目標與 1 個最終目標的模式 

本研究整理繪製地方品牌工作坊的教學建構模式，如圖 15 透過地方品牌工作坊中，建構了左邊 4

大構面（具體經驗、觀察省思、抽象概念、主動驗證）、12 個步驟（每個構面有 3 個步驟）、4 個教學

原則（課前搜集學習者資料、規定學員攜帶自己的產品、建立聯繫情感的網路社群、使用多種案例搭配

理論）、4 個教學目標（課程優化、提升學習力、多元交流、快速思考），以及右邊的最終目標（藉由短

而有力的課程，達成學員設計觀念的提升）。換句話說，每個構面都有其教學步驟、教學原則與教學目

標，讓學習者可以在整個工作坊進行中快速地互相激盪與貢獻，也使觀察力得以提升，獲得後續解決方

向與調整。整個地方品牌工作坊以時程精簡短小卻有力的刺激性教學模式，使學習者較順利而有效率地

進入成人/素人的地方品牌設計的學習模式中。 

圖 15-地方品牌工作坊教學建構模式（本研究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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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提出後續研究期許與未來發展的可能性：（1）參加完工作坊後的學習者，可以透過社群後續

追蹤課堂後，是否有實際上解決設計部分或其他做法。（2）未來研究應考慮將工作坊時間拉長，能進入

社區陪同共創地方品牌工作坊來實踐產業設計。（3）對於後續設計經費的相關問題，可以與輔導單位進

行討論多種方案，讓有心的學員能透過其他補助管道，來協助社區完成後續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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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ver the years, in order to jointly create "one township, one characteristic" to enhance the branding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the public sector has actively implemented the community industry 

marketing plan. The author of this study has been a teacher since 2015, and has entered the community to 

assist in the teaching courses of local brand workshops, promoting the community to enhance design 

knowledge and aesthetics. As a participant observer, this study uses an action research method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workshop teaching method that has been practiced for many years 

in the promotion of local brand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1. From the three rounds of teaching 

practice, it is found that prior familiarity with community resources, case first, and establishment of 

community connections can help students to improve their learning effect; 2. The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of teachers include "understanding students in advance, providing packaging diagnosis Services, sharing a 

large number of cases, encouraging group cooperation exercises, using social media to communicate, etc., 

can promote learners to think quickly and improve their learning ability; 3. The learner's action 

characteristics include "active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rapid understanding, and improved aesthetics" , 

discover design problems”; 4. The course time of the local brand workshop is limited by practical 

conditions, resulting in shallow design intervention, and students need support for funding problems; 5. 

The teaching of local brand workshops has established 4 major dimensions, 12 steps, The model of 4 

teaching principles, 4 teaching goals and 1 final goal, the whole workshop is short-term but powerful, which 

can stimulate the learners to quickly enter the adult learning mode. This conclusion can provide reference 

and subsequent revisions for the public sector and the coaching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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