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蹟空間的活化利用 –
玄大USR經驗分享
如何有效地將閒置古蹟轉化為具有活力的社區資產



• 3子計畫10行動方案

每1方案2門課程跨域合作執行



• 玄大社區據點經營成長史

仁愛之家警衛室 BEFORE 仁愛之家警衛室 AFTER
駐點基地，辦理展覽、活動與社區居民有閒來聊

經營據點+活化古蹟+創新創業

據點經營打造共創平台
(子計畫1背景)





新埔張氏家廟





USR 社區成果展



據點經營打造共創平台(子計畫1背景)

• google搜尋新埔老街即在潘屋門口
• 面對新社區、背靠老鎮的新舊交接介面
• 串聯三街六巷九宗祠景點
• 豐富的歷史文化產業故事
• 國家業已投資5000萬



據點經營打造共創平台(子計畫1背景)

• 成為新埔鎮唯一常態開放的古蹟
• 有效導引旅遊人潮(6000人)
• 學生學以致用創新創業實踐場域(營
隊、市集、體驗、旅遊導讀、展覽
活動)



據點經營打造共創平台(子計畫1背景)

• 學生社區共同策展，深入議題對
話，前期迄今16展覽

• 舉辦了228場社區實踐活動

新埔生態專家講座→
藝創系師生教學與創作→
學生策展、展場管理→
藝術對談、展覽行銷→
學生研發石頭彩繪五色鳥DIY →
創新創業演練招生學童生態營隊→
在地學童生態知識傳承



據點經營打造共創平台(子計畫1背景)

• 校內師生2468人次
• 社區夥伴5081人次參與

社工系師生對新埔女性訪談→
撰寫女路故事與手冊→
視傳系學生進行排版創作→
大傳系學生拍攝紀錄片→
學生策展、展場管理→
社區夥伴獲得議題交流對話→
竹縣婦女福利服務中心合作→
舉辦女路導覽員徵選、培訓→
辦理導覽員培訓考核→
女路小旅行開始營運→
創造社區永續文化旅遊收入



產品服務創新品牌行銷

文青小旅行 女路小旅行



社區女路
導覽人員培訓



據點經營打造共創平台(子計畫1背景)

• 政府及其他機關人員219人次參與
• 跨校交流活動，總計583人次參與

戲劇系交流→
國立戲曲學院青年劇團合作→
客家三腳採茶戲曲演出→
大傳系影音錄製→
學童體驗活動→
在地文化獲得傳承
文化部補助→在地劇團合作→
撰寫在地劇本→時尚系服裝造型
邀集在地社區演員→
每週四晚上社區在潘屋排練戲劇



串聯在地青年外部資源共創
空間魅力+跨域合作+社區需求=外部資源+創新活動
(前期共計協助爭取來自於與公部門、企業、地方社群的外部資源項目
約920.5萬元)



據點經營打造共創平台

• 推動教學創新主題策展
空間氛圍+教學創新設計+社區需求=培養文創人
才+社區對話+文化價值
– 課程：藝術行政與策展實務(3藝術院選) + 文化創意產
業導論(2藝術院選)



柿之宴 在地特色餐桌







260人參與創造媒體效應傳統20萬，
網路媒體效應…



新埔寫生日活動







藝術家反覆拜訪新埔



視傳系師生研發

產品服務創新品牌行銷



產品服務創新品牌行銷

• 開發在地女詩人杜潘芳格詩作AR書籤



產品服務創新品牌行銷

玄大視傳數媒專業可打造旱坑導覽新風貌，運用AR、VR等新興媒體打造品牌魅力，加值在旅遊體驗



產品服務創新品牌行銷

研發實境解謎主題旅遊路線與相關配套建置



產品服務創新品牌行銷



地方智慧世代傳承

玄奘USR志工團在張家曬穀場上帶領社區長輩運動



春假 創意逛張家 母親節-新埔媽媽





客家天穿日
三代同堂搖元宵





地方智慧加值社區永續(子計畫3背景)

會動的花燈在新埔社區人才培育 據點潘屋螃蟹穴 +裝置藝術培訓

設計系3D模擬→社區招生→藝創系立體造型→社區共同創作→地景裝置完成→
特色加值旅遊景點、鞏固夥伴、傳承文化



地方智慧世代傳承

慢漫新埔玄奘學生學習導覽、辦理活動、自組農村洄游團隊、推動種子師資培育



地方智慧世代傳承



地方智慧世代傳承

推動種子師資培育來自新竹縣市師資18名參與結訓



古蹟空間活化利用的多重優勢

資源優化利用

提升空間與資源的利用效率，避免閒置浪費

文化資產保存

保存與傳承重要的歷史建築與文化價值

社區凝聚力強化

透過共同參與活化過程，增進社區認同感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

促進學校與地方的深度連結與互惠關係



空間活化的意義與價值

物理空間的再生

將原本閒置、廢棄、少用或功能不

彰的空間，透過創新設計、規劃與

再利用，賦予其新生命與新功能。

活化是一種行動，將建築物的被動

狀態轉為主動，並滿足新的社會需

求。

社會互動的場域

空間活化不僅僅是物理層面的再利

用，更是人際互動、文化展現、心

理認同的場域，能夠提升空間的多

元功能與社會價值。

在地化的草根行動

空間活化是一種在地化、草根性的行動，需結合在地特色與人文資源，突破原

有限制，發揮空間的永續價值。透過社區參與和在地脈絡的融入，空間活化能

夠創造更多元且具有地方特色的空間使用模式。



推動文化保存與創新

創新應用

結合當代需求與創意發展新功能

教育推廣

傳播歷史知識與文化價值

文化保存

維護實體建築與無形文化遺產

活化古蹟不僅保存歷史，也能結合當代需求與創意，發展文化、藝術、教育等多元功能，讓文化資產與現代生活接軌。這種保存與創新並重的

方式，能夠讓歷史建築在現代社會中保持活力與意義，避免成為與現代生活脫節的「死」古蹟。

透過在活化空間中舉辦展覽、藝文活動、教育推廣等方式，能夠深化大眾對在地文化的認識與認同，提升文化素養，也為文化創意產業提供發

展平台。在玄大USR計畫中，我們積極推動各類文化活動，既展現古蹟的歷史價值，也注入當代創意，實現文化的活化傳承。



強化學校與地方連結，落實大學社會責任

學術資源投入

大學提供專業知識、研究方法與技術支援

社區需求回應

針對地方實際問題提供解決方案

學生實務學習

學生參與實作，提升專業能力與社會關懷

持續創新循環

理論與實踐相互回饋，促進持續進步

大學透過USR計畫參與地方空間活化，能將學術專業與地方需求結合，深化產學合作。這種結合不僅能為地方帶來專業資源與創新思維，也能讓學

術研究更貼近社會實際需求，創造雙贏局面。

學生可參與實作，提升實務能力，同時增進對地方文化的理解與關懷。這種體驗式學習對學生的專業發展與人格成長都有深遠影響，培養他們成為

具有社會責任感的專業人才。玄大的USR計畫正是透過古蹟活化這一具體實踐，實現大學與社會的深度連結。



古蹟活化實務挑戰

古蹟維護限制多

依法需保留原貌，翻修、施工、

布展等受文化資產法規範。

建議：尋求文化局協助簡化行政

流程，設計「可回復性」展覽裝

置。

空間功能轉換困難

傳統古宅多無現代照明、空調、

排水等系統，難以支援多元功能

。

建議：引入低耗能、無破壞性的

機動式設施作為彈性對應。

社區認知落差

居民可能認為古蹟應屬於祭祀或家族私產，對開放使用抱持保留態度。

建議：舉辦社區說明會與參與式規劃會議，提升共識與認同。



成效評估與資源限制

成效難量化

社區參與、文化認同等屬質性成果，難以具體數據呈現。

建立評估機制

搭配影像紀錄、問卷、定期回饋等工具。

成果視覺化

建立「故事化」的成效呈現模式，提升計畫價值傳達。



人力資源與永續經營

人力與資源挑戰

校內人力輪調頻繁，學生參與周期短，難以維持據點穩定運作

。

建立制度性解方

設立「在地實習制」或「學期實習學分」制度，確保人力延續

性。

媒合青年返鄉駐點

吸引在地青年參與，強化跨年期的經營穩定性。

深化社區熟悉度

透過長期經營，建立社區信任，促進古蹟活化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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