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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位於日本飛驒市古川町的吉城高中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學校聯繫網絡（簡稱 ASPnet）

成員之一，致力於職涯教育而創立 YCK專案（Yoshiki—よしき，吉城高中的日文校名，Chiiki—ちいき，

日文是地域、地方的意思，  Kirameku—きらめく，日文是閃耀的意思）。並特設 ESD（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課程，本研究案例「三寺任務」為其項目之一，以社區祭典為高中生研究目標，

從提問開始學習地方設計。本研究使用觀察法、訪談法進行田調，以紮根理論進行分析。研究目的為：（1）

分析吉城高中職涯教育中實踐地方設計的緣由與歷程、（2）分析吉城高中地域專案學習的支持系統、（3）

分析吉城高中學生在地方設計學習中的轉變與原因。研究結果為：（1）吉城高中職涯教育實踐地方設計

的歷程變化、（2）高中職涯教育融入地方設計學習的支持系統、（3）吉城高中學生在地方設計學習中的

轉變、（4）地方設計與職涯教育結合的可持續性。 

關鍵詞：地方設計、職涯教育、岐阜縣立吉城高校、三寺巡禮、飛驒市古川町 

論文引用：黃世輝、詹栩茵（2025）。日本地方設計與高中職涯教育結合模式之研究─以飛驒古川町吉城 

          高中為例。設計學報，30（1），41-64。 

 

一、前言 

地方設計可以透過合作改善社區，並透過設計來凝聚社區團結力解決各種議題。日本吉城高中職涯

教育是帶領學生進入社區，學習探索地方議題、並培養設計解決議題能力的職前教育。 

1-1 社區營造典範的古川町 

古川町位於日本岐阜縣飛驒市，土地面積約 97.44m2，大約 13,647 個國際足球場大。四面環山海拔

平均標高 492.84m，戶數為 5,000 戶、人口數 13,462 人 1，相當於 2024 年雲林縣東勢鄉 13.301人口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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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位於古川町的吉城高中 

從位於日本愛知縣中部國際機場開車到古川町，以 Google Maps 預估距離大約 202 公里，與 Google 

Maps 預估雲林縣東勢鄉到桃園國際機場大約 221 公里的距離相似。日本岐阜縣飛驒市古川町與臺灣雲

林縣東勢鄉都是屬於遠離大都市的偏鄉城鎮，只是古川町是個海拔近約 493m的淺山盆地。 

古川町居民想讓故鄉成為更適合人們居住的環境，從 1950 年代開始進行古川町的社造，且於 1993

年獲得日本「故鄉營造大獎」總理大臣獎，也曾是臺灣康軒版國小 4年級國語課本的教材，更於 2001 年

成為臺灣公共電視所製作「城市的遠見」系列，被介紹的城市之一。最著名案例就是，為確保貫穿古川

町的瀨戶川水質乾淨，流放千條鯉魚於川中，與川旁酒廠倉庫白牆形成「瀨戶川、鯉魚、白壁」美景。 

吉城高中位於古川町北方安峰山麓的小山坡上，可以俯瞰清澈的宮川流過古川盆地，是 2016年動畫

電影「你的名字」女主角三葉所就讀高中的原型。至 2024年 4月每年級 3班普通科、與 1班理數科，全

校共 360 名學生 3，是古川町唯一的高中。 

1-1.2 古川町祭典曾在臺灣展演 

古川町每年有三個重要祭典分別為：1月 15日的三寺巡禮（三寺まいり）、4月 19、20 日的古川祭

（ふるかわまつり）、與 9 月第四個週六所舉行的狐狸火祭（きつね火まつり）。1 月舉辦的三寺巡禮

就是本研究案例，吉城高中學生所要進行地域課題研究的目標祭典。 

古川町祭典在臺灣曾有過二次重要的展演，第一次是 2015 年由文化部指導，於台中文化創意產業園

區連續展出近月餘的「古川祭—日本國家重要無形民俗文化財展演活動」。第二次是 2017年新港文教基

金會 30週年慶，於新港文化館廿五號倉庫展出「新港與古川—臺日慶典的對話特展」。這二次展演本研

究均有參與策展，這樣的因緣，促使本研究自 2014 年便開始以古川町為研究場域持續至今（2024年）。 

1-2教育是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的基礎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於 2015 年提出 SDGs17項永續發展目標，其中 SDG4 優質教育延伸

到可持續發展教育（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SD），透過學習知識、人際關係、思考與執行

能力，也被認為是 SDGs其它項目關鍵推動力，「ESD for 2030」是 2020 年至 2030 年促進教育可持續發

展的全球實施規範，可見教育是永續發展的基礎 4。 

早在 1953年 UNESCO 成立 ASPnet5（associated schools network，學校聯繫網絡）聯繫起世界各地教

育機構，目標有三項：（1）可持續發展教育（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SD）、（2）全球公

民教育（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GCE）、（3）跨文化和遺產學習（inter-cultural and heritage learning, 

ICHL），展開 ESD-GCE-ICHL 創新改革學習活動，是實現 ESD for 2030 的具體有效推動力。 

日本文部科學省鼓勵日本教育機構積極參與 ASPnet，不僅是為了實踐聯合國 ESD for 2030，文部科

學省更擬定新指導方針推展職涯教育（キャリア教育‧career education），是結合學生在學校的學習與未

來職業發展的教育（日本文部科学省，無日期）。日本經濟產業省培訓職涯教育協調員指南寫道，職涯

教育協調員（コーディネーター, coordinator）是聯繫起學校與社區的教育資源，提供機會給學生發揮其

能力，支持日本職涯教育的專業人員。 

1-3重視與地方結合的吉城高中職涯教育 YCK專案 

截至 2023年 3月有 182 個國家，超過 12,000所學校成為 ASPnet 成員，至 2023年 12 月日本有 1,090

所學校加入 6，2018 年吉城高中通過申請為 ASPnet 成員，實施職涯教育貫徹永續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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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城高中於 2015年成立 YCK 專案（YCK project，簡稱 YCK），Y是 Yoshiki（よしき）吉城高中

的日文校名，C 指 Chiiki（ちいき）日文是地域、地方的意思，K 是 Kirameku（きらめく）日文是閃耀

的意思，意指希望吉城高中學生可以在地方閃耀發光。YCK 於 2018 年（平成 30年）獲得日本地區性學

校聯合活動推進，文部科學大臣的表揚。 

吉城高中第一任 YCK 職涯教育協調員（訪談編號 YC1）於 2019 年的訪談中認為，YCK 是地域課

題解決型職涯教育綜合學習課程，引導學生積極參與社區活動，讓學生有從社區看世界的視野（訪談編

號 YC1，2019）7，培養學生進入職場的能力，學校知識與社會經驗可以無縫接軌，是 YCK 的目標。 

YCK 是建構在學校教育基礎上，一至三年級學生均需參加，可自由選擇參加任一項目，並於學校正

式課程第 6堂（下午 3點 25 分）結束後進行，各組自行召集每週學習的時間 2-3次，是社團之外另一種

課外活動形式的職涯教育學習。YCK 課程，於下一節進行說明。 

1-3.1 YCK 的四大領域課程：地域旅遊、地域福利、地域教育、地域防災 

1. 地域旅遊：學生從「傳統祭典能夠如何繼續傳承下去」、「在缺乏繼承者與人力情況下，高中生

能做什麼？」…等疑問，規畫活動參與祭典，學生的祭典英語導覽，還成為英語課程一部分。 

2. 地域福利：學生參訪養護中心與高齡者進行學生策畫的活動、捐贈抹布並參加幼兒園清掃活動、

邀約飛驒市特殊教育學生欣賞銅管樂隊音樂會、邀請社會福祉講師教授福祉與護理課程。 

3. 地域教育：學生透過實驗讓中小學生感受科學樂趣、經由遊戲傳達給幼兒園孩子英語的樂趣。參

觀飛驒市神岡宇宙素粒子研究施設體驗最尖端科學，邀請研究人員為學生提供學習支援。 

4. 地域防災：2021、2022 年度獲得高中防災培訓計畫最優秀獎、2022年 11月舉辦防災課程、由專

業公司與市府危機管理課教導視察學校防災機制、二年級生發表上學路線防災問題檢查結果。 

1-3.2 特創科目 ESD 課程：地域課題研究、地域專案學習、探索理解國際 

每年的 ESD課程都適時運用地方與人力資源，實現教育目標（訪談編號 YC1，2019）。 

1. 地域課題研究：學生以一學年時間，探尋解決地域課題的資源與方法。例如 2023 年有：地域吉

祥物的運用、星空、飛驒家具、外國觀光客、山椒、咖啡館菜單等六項主題探索。 

2. 地域專案學習：培養學生透過思考地方議題，設計策略解決議題，反思如何營造魅力社區。 

3. 探索理解國際：學生以英語交流、介紹自己國家的自然、文化、歷史等議題。在與古川町有 30

年社區交流情誼的新港文教基金會支持下，吉城高中優先選擇臺灣為國際交流對象。2017 年起

吉城高中學生於暑期到嘉義縣新港鄉，展開一週寄宿家庭文化交流。新港的高中生從 2018 年起

於暑假前往古川町參訪，加深二個地方高中生間教育與文化交流，延續自上一代開始的情誼。 

1-3.3 課外活動計畫 

課外活動計畫每年隨著學生的興趣與專長會重設項目，都跟地方發展有所關聯，例如 2022年課外活

動計畫有九項，分別是：飛驒市長研討會、兒童食堂、向飛驒長輩學習（祭典、書籍、飲食）、小學生

科學教室、學習支援、繪本朗誦、飛驒簡介、農業新體驗、能源地圖製作。 

學生在 YCK 學習有興趣的課題，與同儕合作解決問題，並在學年末舉行 YCK 報告會，由學生發表

學習成果，市府與居民、國中生都會參加，也歡迎各界人士到場聆聽，訊息都會公告於吉城高中 YCK 與

飛驒市公所的網站，像是 2024年 2月 7日於飛驒市文化交流中心舉行 2023 年度 YCK 報告會 3。 



44 日本地方設計與高中職涯教育結合模式之研究—以飛驒古川町吉城高中為例 

 

1-4飛驒市古川町社區祭典之一的三寺巡禮 

每年 1月 15 日三寺巡禮是本研究案例，高中生的研究目標祭典，祭典歷史緣由說明如下。 

1-4.1 原是日本佛教淨土真宗的感恩法會 

每年日本佛教淨土真宗本願寺派寺院會舉行持續一週，稱為「七晝夜」的法會，第 7 日為開山始祖

親鸞聖人忌日。自 1879年日本改使用陽曆之後，飛驒地區親鸞聖人忌日便由原本的舊曆 11月 28 日，變

更為新曆 1月 16日（古川町歷史探訪，2010）8，持續至 2024年已有 146年歷史。 

古川町內淨土真宗本願寺派的圓光寺、真宗寺、與本光寺三間寺院，1月 15日整晚舉行感恩親鸞聖

人的法會，居民逐一參拜三間寺院，因此稱為三寺巡禮，是最初的緣由。 

1-4.2 前往異鄉工作的飛驒紡織女工歷史 

日本明治時代（1868-1912）信州諏訪地區（長野縣）開設許多製絲工廠，需招募製絲女工（古川町

史編篡室，2015）。當時飛驒地區經濟不易，12歲以上女孩會離家前往製絲廠，每天從早上 4點半工作

到晚上 10點（山本茂實，1977），是當時飛驒地區的重要收入（古川町教育委員會，1998）。 

據八三旅館第五代社長池田幸雄於書中描述（1980），1 月 15日晚上母親與女工們精心裝扮，接受

生絲工廠召募人員款待晚餐之後，會結伴參加三寺巡禮已成習俗。圓光寺住持（訪談編號 YC2，2020）

9敘述：女孩們穿著美麗和服結伴到寺院參加法會，那個年代町內平時沒有年輕女孩，所以年輕人（男性）

會在這時來看女孩。舉辦法會的寺院變成社交場合，人多到連站的地方都沒有。 

1 月 15日晚上，需到異鄉當紡織女工的女孩們，穿著和服來到三間寺院參加法會祈求平安，因而增

加男孩與女孩相見的機會，是三寺巡禮百年前的一段歷史。 

1-4.3 三寺巡禮成為祈求好姻緣的觀光祭典 

1 月中旬是飛驒地區降雪量最多的時節，1983 年古川町觀光協會利用剷除的積雪，在圓光寺門口以

手工堆積製作高達 200cm的雪蠟燭，前觀光協會會長（訪談編號 YC3）於 2020年訪談道，隔年 1984 年

1 月 15 日古川町觀光協會在古川町街道，設置 10 座高約 200cm 的雪蠟燭為祭典印象以吸引觀光客，是

成為觀光祭典的開始（訪談編號 YC3，2020）10。 

古川町瀨戶川邊插上千支紅與白色蠟燭，穿著和服祈求姻緣的女孩，點上紅蠟燭是許願、白蠟燭是

還願，女孩將蓋滿三間寺院朱印的燈籠流放於瀨戶川，如圖 1所示，三寺巡禮成為祈求好姻緣觀光祭典。 

 

圖 1. （左 1）住持點燃白蠟燭、（左起 2-4）穿和服女孩在瀨戶川旁點燈祈願（圖片提供：飛驒市觀光協會） 

1-5 研究目的 

臺灣獨特文化歷史背景，使得宗教在人民普遍認知上佔有很大地位，許多區域組織與地方祭典間的

合作，有著讓祭典文化與傳統技藝可以持續下去的密切關係（黃世輝，2014）。祭典文化應該透過社區

的合作與團結力，持續性的傳承下去。林承緯（2017）提道，日本不但把祭典視為地方文化資產珍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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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聚集社會的團結力，展現在祭典之中。 

UNESCO 到日本文部科學省的職涯教育，都認為學校教育要與地方結合。古川町跟臺灣許多偏遠村

鎮都面臨少子化、人口外移現象，對於需要支出財力與人力的祭典都是難題，祭典文化的保存跟傳承面

臨危機。吉城高中讓學生自主探索地方祭典議題，設計活動解決，不但實踐地方設計與職涯教育結合，

減緩學用落差同時，學生提前進入社區體驗社會活動，學習與大人溝通並合作。本研究目的為： 

1. 分析吉城高中職涯教育中實踐地方設計的緣由與歷程。 

2. 分析吉城高中地域專案學習的支持系統。 

3. 分析吉城高中學生在地方設計學習中的轉變與原因。 

 

二、文獻探討 

現在是個多變的時代，學校教育也在改善學習方式，吉城高中的職涯教育就是要讓學生可以面對地

方議題，甚至擁有解決地方問題的設計能力。 

2-1地方設計 

美國設計理論學家維克多．巴巴納克（Victor Papanek）於著書（1985）道，設計必須回應到人類真

正的需求，並認為不應繼續破壞地球環境。奈傑爾．懷特里（Nigel Whiteley）寫《Design for society》（1994）

一書是檢視 1980年代設計對社會的影響，提出對設計的批評，帶給設計思考新思維與新命題。藉由設計

思考翻轉，設計師已從物件設計轉換以人為主的設計，例如服務設計、社會設計、地方設計…等，為解

決人們生活、社會議題的設計，這類的設計感覺不像設計，卻是以微妙的人際關係完成（Koskinen, 2016）。 

地方設計可以建立人跟人之間的聯繫與合作，經由設計凝聚社區的團結力以解決各種問題。日本社

區設計師山崎亮（2012）自稱為不造物設計師，並認為設計是來解決社會議題，社會設計的概念應以社

區自我的力量來解決社會問題為目標（山崎亮，2013）。陳東升（2023）認為應該轉譯地方文化與知識

為行動，成為居民生活的一部分，才是設計的地方實踐。 

黃世輝（2003）認為，「地方」都有其個性，以在地文化為本，內在資源為前提，社區總體營造的

「營與造」都是設計的實踐表現。所以，地域設計應該以社區居民為主體，社區原有文化、歷史、技藝、

與自然資源為基礎，經過發現、確認、活用的策略而發展出來的設計，道破地方設計的精髓與社區關聯。

蔡奕屏（2023）也提出，地方設計要挖掘出地方獨特的價值。 

梅原真（2010）以為，地方都有其絕對價值，經過思考、設計出無法取代的魅力。鈴木輝隆（2005）

覺得，自然景觀、地方產品、傳統文化、技藝都具有其地域個性，包括地方居民在生活中展現的行動力、

觀察力、創造力、戰鬥力、幽默感都透過設計凝聚與表述。 

地方對於在地居民以地理空間而言，是重要的生活環境。每個地方因其發展的歷史背景與文化，都

有自己的個性，但是隨著網路發達與全球化現象，使得地方的特性、文化差異與多樣性逐漸消失。地方

設計是要靠居民找回地方的個性、獨特性與魅力。 

2-2職涯教育 

世界不斷改變與創新，帶來社會經濟和產業環境的變化，影響到日常生活，也改變孩子成長環境，

影響他們的未來發展，教育目標與環境都需隨著變化，影響孩子對未來職涯規畫（張筱芸，2019），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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涯教育是總和個人學習經驗，為未來進入社會而準備（林君紅，2007）。Klein（1992）指出，許多教育

問題的癥結，在於學校教育無法與學生的生活環境進行適切連結。學校教育不能只停留在傳授知識而已，

Papert（1996）認為，在情境脈絡中解決問題的能力，才是獲得新知終身學習的基礎。 

吳芝儀（2005）指出，美國透過教學課程輔導學生瞭解自己、與對職業的探索，學習生涯規畫並促

進個人職涯發展。英國於 2000 年設定職涯課程為協助學生從自我認識開始、發展潛能、學習探索社會工

作挑戰的機會、到規畫、實行、以及調整職涯目標。新加坡則是將教師的定位轉換成促進學生職涯規畫

發展的引導者（Tan, 2002），新加坡政府引入職涯發展教育模式概念，經由教育課程…等方式，協助學

生建立職涯發展規畫、職涯察覺與探索能力（Singapore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9）。 

日本文部科學省則是自 1999 年 12 月開始提出職涯教育，是結合學生在校學習與未來職業發展結合

的教育，培養每個人在社會與職業獨立的基礎技能、態度，來促進職涯發展的教育。並在聽取日本國民

意見之後，2008年 3 月發布《幼稚園教育指導方針》與《中小學課程綱要》，包括職業教育的目標和內

容，日本職涯教育從高等教育往前至學齡前教育便開始實施（日本文部科学省，無日期）。 

日本從職涯教育培養適應社會環境的角度而言，認為應該是：學校與社會連結的學習、提高終身學

習動力、社會成員基本素質與能力的培養、充實自然與社會的體驗、發展持續性教學、家庭與社區合作

的教育（日本文部科学省，2011），日本職涯教育非常重視學校教育與社區資源的結合。 

臺灣的教育同樣強調學校教育要與生活結合，如教育部制定《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總綱》

的課程目標所述：「應以生活為中心，配合學生身心能力發展歷程；尊重個性發展，激發個人潛能；涵

詠民主素養，尊重多元文化價值；培養科學知能，適應現代生活需要。」《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

要總綱》提到，學校要誘發學生終身學習精神與核心素養導向，培養以人為本的終身學習者，總綱將終

身學習分為三大面向：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會參與。在《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三章第一節職業試

探教育第 9 條（2019）：「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開設或採融入式之職業試探、生涯輔導課程，提供學生

職業試探機會，建立正確之職業價值觀。」 

蔡清田（2014）認為，核心素養指人們為適應環境，以及面對未來生活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

力與態度。學習不應只有學科知識及技能，而是關注學習與生活的結合，能夠運用知識、體現做中學、

透過反思探尋答案。宮崎清認為在日本、或是臺灣提倡社區總體營造時，都會提出並親自實踐「到田野

去向人民學習生活」的概念（黃世輝，2012），要讓學生去培養自主思考與洞察力，還要有勇氣提出觀

點與社會碰撞（黃世輝、黃秀梅，2020），才能夠獨立學習與實踐達到全人教育目標。 

無論是美國、英國、或是同處亞洲的新加坡、日本職涯教育、甚至 UNESCO 的 ASPnet，都藉著職

涯教育課程，引導學生從自我認識、探索，到協助職涯發展規畫，包括臺灣也是從九年、十二年一貫課

程綱要到技術及職業教育法、都在強調學生要自發學習、與他人互動合作、實踐學校所學知識、協助社

會、自然與文化永續發展的終身學習。本研究案例就是，以學生為主導，學習探索、執行的項目。 

 

三、研究設計 

本研究從 2014 年 4月至 2020 年 1 月的 6年期間，以民族誌（1997／賴文福譯，2013）研究觀察者

態度，多次以最長 3個月、最短 14天期程經常性居住於古川町，在自然生活情境下與當地居民說同樣語

言、過著在地生活，進行以古川町祭典為主的長期田野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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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研究案例：吉城高中三寺任務 

學校參與地方設計的案例，在世界各國都有逐漸增加的趨勢，許多案例已被納入 UNESCO 的 ASPnet

中，吉城高中也是 ASPnet 成員之一。因本研究自 2014 年起，已於古川町進行 10年研究調查，具有基礎

人脈並熟識協調員 YC1與學校相關人員，利於進行田野調查，是本研究選擇吉城高中 YCK 原因之一。 

協調員 YC1讓學生探索三寺巡禮這個社區祭典的議題為目標，自行探尋議題、設計解決方案、於近

期末的祭典時，執行解決議題的行動，稱其為「三寺任務」。1-3 年級學生均可自由參加，培養學生解決

社會議題、獨立學習、人際關係、以及與他人合作的能力，增加學生進入社會的適應力（訪談編號 YC1，

2019）。 

1. 研究對象：本研究案例稱為三寺任務，是吉城高中 YCK 的 ESD 科目「地域課題研究」與「地域

專案學習」的合併（訪談編號 YC1，2019）。研究對象為 2017~2019 學年度參加三寺任務的學

生，3 年期間學生年級、人數與參與次數，如下表 1。 

表 1. 三寺任務學生年級與人數 

年份 年級與人數 總人數 備註 

2017年9月~2018年1月 
二年級男生3名、女生6名 

11名 
第1年執行三寺任務 

全員第1次參加 三年級男生1名、女生1名 

2018年11月~2019年1月 

一年級男生2名、女生1名 

10名 

第2年執行三寺任務 

一到二年級生均第1次參加 

三年級生均為第2次參加 

二年級男生1名、女生2名 

三年級男生1名、女生3名 

2019年11月~2020年1月 

一年級男生2名、女生3名 

14名 

第3年執行三寺任務 

一年級生為第1次參加 

二年級男生第1次參加1名 

第2次參加2名 

二年級女生第1次參加5名 

第2次參加1名 

二年級男生3名、女生6名 

資料提供：前吉城高中川上老師，本研究整理繪製 

2. 研究限制：本研究採用參與式的觀察者（a observer-as-participant），邁克爾（2007╱張可婷譯，

2010）認為，研究者為研究對象所知且被許可於現場，單純以研究者角色與研究對象建立關係。

為了將觀察的干擾降至最低，不讓學生感到拘謹，本研究多以田野筆記、手繪情境圖、現場收音

方式記錄，因此案例相關圖片多由吉城高中與飛驒市政府提供。 

三寺任務從 2017 年 9月 14日第一次討論會議開始，至 2020 年 1月 17日活動檢討會議結束，為本

研究案例執行期間。之後，受新冠併發重症 COVID-19 嚴重影響，2020 學年度停止三寺任務，2021~2023

年度學生自訂議題、設計策略，但是並未實際執行活動。 

3-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參與式觀察者之觀察法、半結構性與隨機訪談法蒐集資料。再將田調資料文字化，以利進

行開放性譯碼將資料概念化，再進行譯碼分類，使用 KJ 法歸納成範疇，以紮根理論分析建構章節。 

1. 參與式的觀察者：本研究以觀察者身分允許在三寺任務會議、分組會議、訪談或是學習、執行過

程…等場域，卻不參與任何討論與活動，並儘量以不打擾學生為原則，多以手繪情境圖與觀察實

境筆記為主。逐漸與學生建立信任關係之後，偶而會以閒聊方式進行隨機訪談。 

2. 半結構式訪談法：本研究於三寺任務執行 2017~2010 年 1 月期間，跟三寺任務相關人員進行半



48 日本地方設計與高中職涯教育結合模式之研究—以飛驒古川町吉城高中為例 

 

結構式訪談。也隨時針對現象、事件進行隨機訪談。受訪者編號以本研究案例 YCK 之 YC為本

研究英文代碼，依照文中出現順序編碼，下表 2列出本研究之受訪者編號。 

表 2. 三寺任務相關之受訪者編號（不包含隨機訪談受訪者） 

編號 身份 訪談日期 備註 

YC1 Edo（Edo執行長、協調員） 2019年5月、2023年 面談、通訊軟體 

YC2 temple（寺院住持） 2020年1月 面談 

YC3 elder（耆老A、前古川町觀光協會會長、社造耆老） 2016年3、2020年1月 面談 

YC4 Yoshiki senior teacher（吉城高中YCK專案教師B） 2022年1月 通訊軟體 

YC5 Yoshiki senior teacher（吉城高中YCK專案教師A） 2021年12月 通訊軟體 

YC6 Yoshiki senior teacher（前吉城高中校長） 2018年4月 面談 

YC7 Yoshiki senior student（學生7） 2019年5月 面談 

YC8 Yoshiki senior student（學生8） 2021年9月 通訊軟體 

YC9 Hida-shi government office（市長） 2019年4月、2021年9月 面談、通訊軟體 

YC10 Yoshiki senior student（學生10） 2023年8月 通訊軟體 

YC11 elder（耆老B、觀光協會理事、和服老師） 2023年8月 通訊軟體 

3. 田調資料文字化：將田調的觀察記錄、田野筆記、訪談錄音檔文字化，以利進行開放性譯碼將資

料概念化，再進行譯碼分類。下表 3 為觀察情境之筆記文字化。 

表 3. 三寺任務文字化之觀察記錄範例 

時 間 事 件 觀 察 

2018年 11月 30

日（五）晴 

要製作一本宣傳

冊 

今年決策了製作一本宣傳冊的計畫，每天為三寺巡禮宣傳冊而工作的6名同

學。除了收集資料之外，為了「製作一本既容易看又有趣的小冊子？」而

煩惱…… 

再煩惱也無濟於事！（同學自己這樣說） 

有人說，去請教專業人士吧。同學知道這是有點無理的想法，還是去請求

了前幾天來演講的高山市設計公司。 

表 4. 三寺任務協調員 YC1 訪談錄音檔文字化之範例 

三寺任務訪談（190513）時間：2019年5月13日（一）10：00～11：10 

地點：日本‧岐阜縣飛驒市古川町町內服務中心、受訪者：關口 祐太（Sekiguti Yuuta）（Edo） 

訪談錄音檔文字化 

時間 日文檔案 日翻中 

03:07  例えば、海外の人に英語で観光案内してみよう、

とそういう英語の授業があります。 

像是如何用英文向外國旅客介紹觀光等，大

概就是這類的英文授課。 

逐字稿與譯碼 

編號 逐字稿 譯碼 

YC1-3 如何用英文向外國觀光客介紹、導覽等，大概就是

這類的英文授課。這些交給高中老師來做的話，增

加老師的工作量，老師會非常辛苦，就是由我來協

助，幫忙聯絡一些事，或聯絡各個組織得到許可，

還有協助制定教學計畫之類的工作，名稱是YCK。 

YC1-3-3高中生在祭典擔任英文導覽等工作 

YC1-3-4減輕高中老師在學校的工作量 

YC1-3-5居中聯繫高中與社區 

YC1-3-6協助規劃高中校外學習 

YC1-3-6都是協助YCK的工作 

上表 4為受訪者編號 YC1之訪談錄音檔文字稿，先將日文逐字稿翻譯成中文，將訪談內容不清楚、

聽打逐字稿過程發現的問題進行再確認，部分開放性譯碼範例。譯碼編號第 1 個數字為逐字稿段落，第

二個數字代表此段落裡譯碼順序，例如：YC1-3-3 代表受訪者 YC1訪談逐字稿第 3 段第 3個譯碼。 

4. 歸納與分析：使用 KJ法整合大量資料，譯碼歸納成為副範疇，再分類為範疇，為避免與譯碼的

編號混淆，副範疇編號變更為 YCK1，範疇則為 YCK，之後再以紮根理論分析。如下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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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追蹤訪談：本研究持續於 2020 年 2 月之後的 COVID-19 疫情期間，直至 2024 年 4 月持續與三

寺任務相關人員以通訊軟體、或是隨機訪談方式確認田調資料，以確定研究的信效度。 

表 5. 三寺任務譯碼到範疇之範例 

範 疇 副 範 疇 譯 碼 

YCK7.學校

重視結合社

區的職涯教

育 

YCK1-12.老師帶學生進

入社區參加活動 

YC1-3-2.老師帶領學生進入社區參與活動 

 
學生學習KJ法分類 

（圖片提供：関口祐太） 

YC1-3-4.減輕高中老師在學校的工作量 

YC1-3-7.學生進入社區增加老師工作負荷 

YCK1-14.學校結合社區

是教育趨勢 

EDE3-5.學校與社區關係更緊密是教育趨勢 

EDE3-6.高中生進入社區學習的機會 

EDE4-11.學校與社區結合是教育未來趨勢 

YCK1-18.教育需面對社

會新議題 

EDE4-7.科技進步與人口減少會讓社會改變 

EDE7-8.時代變遷教育面臨各種議題 

 

四、調查與分析 

三寺任務以學校教育為基礎，讓高中生解決地方祭典議題，培養進入社會與終身學習的能力。 

4-1 YCK專案三寺任務三年期間歷程分析 

三寺任務在學生不知如何開口提問情況下開始，執行 3年後三寺任務由祭典議題擴展到地方議題。 

4-1.1 2017 年三寺任務的開始：學生從新探索祭典與地方課題 

三寺任務是 YCK 的 ESD 項目第 1 次任務型專案，第 1 次會議學生便發生了不太知道如何開口發言

的情況，儘管學生很有精神，卻無法有具體進展。老師（訪談編號 YC4，2022）11說，「我們從未想過

在混合年級的 11人小組中，會有什麼表達意見的障礙。」。 

1. 從零出發：協調員設定三寺任務專案學習目標、老師探索新教育模式、學生探尋祭典議題 

三寺任務對於老師而言也是教育方式的探索，「老師要學習與協調員建構合作關係，共同支援學生

的學習（訪談編號 YC4，2022）。」學生則要學習自主探尋祭典議題，前 2 次討論幾乎無進度，「協調

員需與學生在相同高度思考，還得有鳥瞰全局與掌控整局的靈活反應（訪談編號 YC1，2019）。」第 3

次討論會議，學生發言雖然多一點，對於其他學生的意見回應卻不大，老師有點緊張，卻還是讓學生自

行主導。 

第 4 次討論會議協調員 YC1 決定做 3 件事：（1）拉近學生距離：學生集中在教室中間，移開多餘

桌椅，只用一塊白板。（2）給學生具體條件：例如，三寺任務日期、時間、地點，固定會議時間…等訊

息。（3）將老師帶離討論現場：老師離開教室，從遠處觀察學生自行討論進展（訪談編號 YC4，2022）。 

教室開始聽到許多學生的發言聲、嬉鬧與笑聲、學生開始聚成圓圈而且距離逐漸變近，發表意見並

配上手勢說話，在白板寫下意見…。討論氛圍開始不同，遠處觀看的協調員與老師都很高興，學生的討

論終於有進展，老師（訪談編號 YC5，2021）12感覺到學生臉色都有光彩。 

2. 學生自主討論出祭典議題：祭典緣由不清楚、不知道佛教參拜方式、養護中心高齡者無法參與 

學生開始討論之前先選舉 1 位總召集人、2 位副召集人，討論時可以促進協調問題的解決、建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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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共識、實現小組目標的人。協調員 YC1接著建議學生輪流擔任會議主持人，負責在討論、分享與交流

時，可以讓會議產生聚焦的人，不是只由召集人決定或負責討論。為了產生小組共識，儘量不把發言權

留給別人，而要讓每個人都有機會發表自己的意見（訪談編號 YC1，2019）。 

起初每週 2 次各約 1 小時三寺任務會議，學生逐漸感覺時間不夠，儘量利用課餘時間，甚至新年連

續假日，學生還自發性一早便到學校，繼續籌辦活動直到晚上。前校長（訪談編號 YC6，2018）13認為，

老師們都感受到學生參與三寺任務之後，在學習與處事態度的改變。 

有學生因為參加 YCK 社會福利活動，而有為養護中心高齡者服務的經驗，他提議把祭典歡愉氣氛

分享給在養護中心無法參與祭典的高齡者。經過說明與討論得到小組一致認同。協調員 YC1很高興學生

可以關注到社會福利議題，並主動與養護中心負責人聯繫，商討設計策略的內容（訪談編號 YC1，2019）。 

3. 學生設計活動解決祭典問題：祭典歷史導覽、寺院參拜方式的手機頁面、幫養護中心高齡者祈願 

針對討論出的祭典議題，學生設計並執行活動來解決，如下表 6 所示。 

表 6. 2017 年三寺任務議題與活動設計 

活動日期：2018年1月15日 

祭典問題 解決問題的活動設計 

（1）不清楚祭

典源由 

舉辦「飛驒古川三寺巡禮歷史探索暨

蓋章圖案收集」活動，藉此讓小學生

認識三寺巡禮的歷史文化。 

  
（學生為小學生進行祭典導覽） 

（2）不知寺院

參拜方式 

設計圖解佛教寺院參拜方式。 

 

（3）養護中心

高齡者無法參

加祭典感受到

愉悅氛圍 

學生請高齡者將願望寫在祈願紙上，

幫忙拿到祭典現場祈願並拍照。 

   
（學生請高齡者寫下心願、協助送到祭典現場祈願） 

本研究整理繪製、圖片提供：吉城高中 YCK 

祭典議題與解決策略為：（1）不清楚祭典源由：舉辦「飛驒古川三寺巡禮歷史探索暨蓋章圖案收集」

活動與祭典導覽，因為學生第 1 次舉辦祭典導覽相關活動，因此先把導覽對象設定為，小學 4~6 年級生

共 20 人。學生穿著和服在寺院大殿對小學生，進行祭典與三間寺院歷史的導覽，小學生有提問就可以收

集印章圖案，獲得學生手工製作的小禮物，藉此讓小學生認識三寺巡禮歷史文化。（2）不知寺院參拜方

式：學生設計圖案解說日本佛教寺院參拜方式，並且放在三寺巡禮相關活動的手機頁面上，供大眾閱讀。

（3）養護中心高齡者無法參加祭典感受不到愉悅氛圍：學生到養護中心幫忙，堆積雪製作三寺巡禮的祭

典形象—雪蠟燭，並穿著和服到養護中心參訪高齡者，報告與分享調查得知的祭典歷史，並請高齡者將

願望寫在祈願紙上，幫忙拿到祭典現場祈願並拍照給高齡者看，讓高齡者可以感染到祭典愉悅氛圍。 

（學生設計圖解 

佛教寺院參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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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2018 年三寺任務加強版：從祭典文史的導覽到觀光發展 

學生進行三寺任務經驗回顧、反思與討論，將意見與想法提出，寫在便利貼黏於白板與大家分享。 

1. 三寺任務特色作法：混年級編組、校友分享、由 3年級生領導 

2018 年全年級都有學生參加三寺任務，有經驗的 2、3 年級生帶領新進成員、以及沒有經驗的 1 年

級生融入提問與討論程序，沒出現前 1 年大家沉默不語情況。學生（訪談編號 YC7，2019）14說，可以

感受到大家對於三寺任務的熱情，想體驗參與社區活動的態度，「根據祭典議題而設計的策略很精彩，

是我們（高中生）的視野去構想的想法。」。每年三寺任務成員都會有些變動，但是，畢業的學長姐還

是會回到學校分享在 YCK、或是三寺任務的經驗。 

學生（訪談編號 YC8）去年（2017）參加過三寺任務，今年 3年級的他成為總召集人，他依照學生

提出的意見與討論分類為：「祭典歷史導覽」與「延長觀光客停留時間」2 組。YC8 將 1、2 年級生混成

1 組並告訴他們說，祭典歷史導覽已有去年的資料與經驗，想怎麼變化、如何設計策略，由你們負責討論

出來。3年級生為 1 組負責新議題，如何拉長觀光客在古川町停留時間。 

2. 討論產生小組共識：新生快速融入、討論內涵加深 

協調員 YC1認為，在提問與討論之間，學生的關係在一點一滴地累積，彼此嘗試用較平緩語氣討論

別人提出的看法，會想去理解別人想法，比較會有同理心（訪談編號 YC7，2019）。當學生有需要幫助

時，學會有勇氣向其他成員提出協助請求，例如，負責導覽學生會請求其他學生陪同到寺院大殿現場練

習，調整導覽時語調清晰度與音量適合度、且對解說內容再三確認。「學生變得能夠彼此信任且結合群

力完成工作，是學生重要的成長痕跡（訪談編號 YC5，2021）。」。 

學生從自認熟悉的祭典現象開始反思，討論內涵逐漸變得深而廣，不再只局限於學生原有的生活環

境，已延伸到觀光客議題。 

3. 學生設計解決祭典議題的活動：對居民導覽祭典文化、設計寺院參拜與介紹祭典的宣傳品 

學生討論出祭典議題，與解決議題的活動設計，如下表 7 所示。 

表 7. 2018 年三寺任務議題與活動設計 

活動日期：2019年1月15日 

祭典問題 解決問題的活動設計 

（1）不清楚祭典歷

史文化 

三個時段於三間寺院的大殿，為居民

與觀光客進行祭典與寺院歷史的導覽

解說。 

  

（學生為居民與觀光客進行寺院與祭典歷史導覽） 

（2）不知道日本佛

教寺院正確參拜方

式 

學生設計製作宣傳品，包含說明佛教

寺院參拜方式。 

  

（學生設計的三寺巡禮DM部分內容） 

（3）觀光客在古川

町停留時間短暫 

學生製作介紹三寺巡禮歷史與三間寺

院的宣傳單。 

本研究整理繪製、圖片提供：吉城高中 Y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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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典議題與解決策略有：（1）不清楚祭典歷史文化：以「我不知道！讓你大開眼界的三寺巡禮！」

為主題，解說三寺巡禮歷史文化內容。第二年在三個時段於三間寺院的大殿，為居民與觀光客進行三寺

巡禮與寺院歷史的導覽解說，讓居民與觀光客可以更深刻地認識祭典與寺院。（2）不知道日本佛教寺院

正確參拜方式、（3）觀光客在古川町停留時間較短暫：由學生自行設計製作介紹三寺巡禮與三間寺院的

宣傳單，內容包含佛教寺院的參拜方式，並詳述古川町的景點、餐飲店家與住宿資訊，在古川町各公共

場所發放。 

4-1.3 2019 年三寺任務成員變化：從祭典問題到地方議題的探討 

2019 年三寺任務小組成員沒有 3 年級生，2 年級生人數增加，其中有參加過的學生，以及沒有經驗

的 1年級生。 

1. ESD 納入 2年級必修：三寺任務由有經驗的 2年級生帶領無經驗的 1年級生 

2019年三寺任務沒有 3 年級生參加，可以感到參與學生的擔心，起初會議的討論內容會重複、話語

會一直打轉（訪談編號 YC1，2023）15。1年級生不好意思說出自己想法，或不知該從何開始…。「教就

是學…。」協調員 YC1提醒有經驗的 2年級生：「要把經驗傳承下去。」。 

2 年級生嘗試打破僵局，很有風範地開口問：「為何要舉辦三寺巡禮？」，並鼓勵沒有經驗的學生試

著描繪對於三寺巡禮的想法或疑問，以前輩口吻強調什麼都可以說，承擔起帶領作用。學生討論聲、或

是像是自問自答的聲音越來越多，「是誰在舉辦三寺巡禮？」有學生小聲提問、「三寺巡禮需要準備什

麼東西？」…，沒有經驗的學生開始在提問中學習。 

第 3 年三寺任務重擔落在有經驗的 2 年級生身上，在協調員與老師的陪伴與支持下，學生從不知所

措，到討論出要舉辦地方議題的圓桌會議。 

2. 反思三寺任務經驗與學習：舉辦圓桌會議廣納居民與觀光客意見並讓學生學習實踐過程 

學生透過提問、反思與討論前 2 年的三寺任務經驗，以高中生視角設計策略，將祭典議題擴展到地

方議題。學生（訪談編號 YC8，2021）16覺得高中生缺少社會經驗，「原來事情有很多面向，但是高中

生就是有熱情，可以一起去面對問題，從中學習改善盡全力做好。」。 

學校教育不再只是傳授知識，而是讓學生實踐與同儕一起合作、設計策略、行動以解決問題，從中

感受到學習的快樂（訪談編號 YC5，2021）。學生設計的活動是否有效的解決祭典議題，已經不是最重

要的，市長（訪談編號 YC9，2019）17說：「高中生需要學習發現與解決問題的能力。找到議題並且積

極地執行解決議題的策略，抱持信心做就對了。」，前校長（訪談編號 YC6，2018）認為：「接受三寺

任務挑戰，並讓每個參加祭典的人都感到愉快，比確實解決議題更重要。」。 

在 2 年級生的帶領之下，學生決定舉辦圓桌會議，廣納社區居民、觀光客的意見，讓社會經驗與學

校教育一起進入三寺巡禮議題。 

3. 學生設計活動解決祭典問題：圓桌會議提升祭典議題、介紹祭典傳統美食、製作英文版宣傳品 

沒有 3年級生的帶領，學生仍討論出新的祭典議題，並執行所設計的活動，如下表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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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2019 年三寺任務議題與活動設計 

活動日期：2020年1月15日 

祭典問題 解決問題的活動設計 

（1）飛驒還有哪

些魅力 

學生主持祭典、以及飛驒地區相關

議題討論的圓桌會議。 

  
（學生主持圓桌會議） 

（2）擔心傳統鄉

土料理消失 

分發宣傳小冊介紹當地季節傳統

美食豆奶味噌湯。 
 

（3）外國觀光客

不知道日本寺院

參拜方式 

學生製作英文版三寺巡禮宣傳小

冊，內容包含解說佛教寺院參拜方

式。 

  
（學生設計英文版DM、到車站附近發送） 

（4）想增加外國

觀光客在古川町

停留時間或住宿 

學生設計編排製作英文版宣傳小

冊，並在古川町之外，外國觀光客

較多的場所與車站分發。 

本研究整理繪製、圖片提供：吉城高中 YCK  

祭典議題與解決策略有：（1）飛驒還有哪些魅力：學生舉辦圓桌會議將祭典議題提升到地方議題，

以「讓我們在寺院裡對話，談我們的飛驒」為題，學生希望讓居民與觀光客，更認識寺院與飛驒地區新

魅力。在寺院大殿學生為擠滿矮圓桌的觀光客與當地居民，主持祭典與飛驒地區相關議題討論的圓桌會

議。（2）擔心傳統祭典鄉土料理消失：學生設計製作並在三間寺院分發宣傳小冊，介紹季節傳統祭典美

食—豆奶味增湯（すったて汁，sutatejiru）18，那是物質貧乏年代，補充蛋白質最方便的鄉土料理。原本

有設定試吃活動，卻因受新冠併發重症 COVID-19 疫情影響而取消。（3）外國觀光客不知道日本寺院參

拜方式。（4）想增加外國觀光客在古川町停留時間或住宿：學生請教專業設計公司學習設計編排技術，

自行設計編排製作英文版宣傳品，並以通俗易懂的英文書寫文案說明，內容包含解說日本佛教寺院參拜

方式、介紹三寺巡禮與三間寺院歷史，並且詳述古川町的景點、餐飲店家與住宿資訊。並到古川町之外，

隔壁鄉鎮外國觀光客較多的場所、以及取得車站許可分發英文宣傳品。 

4-2 三年間校外協調員協助推展職涯教育 

2017 年吉城高中邀請成為職涯教育協調員的校友 YC1 參與輔導 YCK，直到 2020 年 4 月才改由日

本岐阜縣政府派任，YC1 仍持續會回吉城高中與高中生進行交流。 

4-2.1 協調員創建三方學習平台的行政支持系統 

「創造即使人口逐漸減少，生活依然豐富的社區」是協調員 YC1身為古川町居民的自我期許，他認

為學校教育需與社區合作，共同培育解決社會議題的人才（訪談編號 YC1，2019）。YC1 創建結合學校、

社區、與市政府的學習平台，讓學生透過三寺任務進入社區實踐，學習地方設計以解決祭典議題經驗。 

1. 學校、社區結合地方政府：老師與學生加入社區組織、市長與學生座談、社區大人與學生交流 

協調員 YC1先邀請老師與學生加入社區町內組織，讓學校有機會聽到社區的聲音，居民可以知道學

校職涯教育想法。高中不屬於當地政府管轄，容易讓學生與社區脫節（訪談編號 YC1，2019）。所以，

YC1 邀請飛驒市市長舉辦講座，讓學生知道地方政府的公務人員在做什麼、市長也可以聽學生的想法。

學生在中小學時都必須參與古川祭囃子演出（Hwang & Chan, 2020），YC1 請社區祭典組織耆老來跟學

生對話，進一步認識維護祭典傳統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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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C1 讓學生與社區「大人」說話，學生詢問居民工作情況、參與社區活動相關問題，也將自己對於

未來職業的疑惑，可以徵詢家人、師長之外的其他大人意見，藉此增進與人交流機會，瞭解社區相關事

務，學生（訪談編號 YC10，2021）19：「我沒有跟家人、老師以外的大人說過這麼多話。」。 

學生執行的三寺任務獲得好評，學生藉由三寺任務讓社區、市政府、與學校一起有共同合作機會（訪

談編號 YC6，2018），學生也開始延伸思考職涯規畫、生活的社區、以及傳統祭典的保存問題，「我想

當老師，教育孩子從小認識自己生活的環境（訪談編號 YC10，2021）。」，學生 YC10 認為教育很重要，

可以將社區與祭典的歷史文化傳承下去，不會讓祭典變成只是觀光活動而已。 

2. 學生對社區的學習與回饋：居民教導學生各種專業知識、學生回饋養護中心高齡者祭典的歡樂 

每年三寺任務都有居民給予各方面專業協助，例如，與學生討論並分享活動辦理的經驗、教導如何

穿正式傳統和服、導覽時如何調整說話語調、宣傳品要怎麼製作與編排、怎麼在車站對外國觀光客發送

宣傳單…等，都是學生在三寺任務中學習到的新知識與實踐經驗。 

學生穿著正式和服參訪養護中心與高齡者報告三寺巡禮調查結果，高齡者熱烈地回饋所知訊息、或

是傳說。「穿著和服的學生令高齡者感受到很久未有的年輕氣息，享受充滿祭典的愉快（訪談編號 YC1，

2023）。」，評價直接而正面，「在學習中也可以直接得到鼓勵，完全感受到長輩的關注與支持（訪談

編號 YC10，2021）。」。學生第一次從祭典愉悅角度，設計出服務社會福利機構的策略。 

協調員 YC1認為，學生未來在社會的生存能力，以及解決社會議題的能力，要隨著時代一同變化，

在學校學習知識和技能之外，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與人相處的社會力、以及與人共同學習的態度

等，都應該是職涯教育要教導的（訪談編號 YC1，2019）。 

4-2.2 協調員的不插手原則：就算遇到任何挫折都讓學生自行處理 

協調員 YC1的教導方式與學校老師不太一樣，對於學生的疑問不給予任何答案，學生所設計的策略，

也不會給任何意見，就是要學生去探索、一起反思與討論。「就算明知這是錯誤決定，或是這樣會增加

事情困難度，都要讓學生去實踐與領悟，才是成長與學習的養分（訪談編號 YC1，2019）。」 

協調員 YC1只在必要時稍作引導，比如，提醒學生在寺院大殿作導覽時，因為空間與教室不同，說

話音量也會有所不同。學生實際練習之後，發現果然因為空間寬闊，造成聲音的迴響而模糊。學生經過

討論決定請教社區的專業司儀。從邀約教導、學習與演練都由學生自行處理，對於沒有社會經驗的學生

這些都是學習（訪談編號 YC1，2019）。 

選擇學生最熟悉的地方祭典作為研究目標，就是讓學生踏入地方設計的第一步，行動前沒人知道結

果會如何，要行動才知道學習成果（訪談編號 YC1，2019），2名 2017 年度的 3年級生，通過大學入學

考試，他們告訴學弟妹，是三寺任務所學習到的實踐經歷，增強他們入學考試能力。 

4-3 三年間學生的地方設計學習 

起初，學生對於每年都會參加的社區祭典，有什麼問題需要解決而感到困惑，有吃、有玩、現在還

有觀光客會來，哪裡還有值得探索的嗎。 

4-3.1 從無經驗、自我懷疑、沒有自信的隨意開口學習提問 

三寺巡禮是學生從小跟著大人參加的地方祭典，夜市有地方美食、雪地裡有圖畫夜燈、街巷裡有比

2 個小學生還高的雪蠟燭、有許多年輕美麗女孩穿著和服在瀨戶川旁，拿著點燃的紅蠟燭低頭祈求好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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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的夜景…，「祭典一切都很美好的樣子啊。」有學生在第一次探索問題時，脫口而出的想法。 

有學生以頑皮的語氣表示，參加祭典有好吃、好玩的，所以是愉快的，雖然是抽象的形容，卻得到

大家一致認同。也有學生提出三寺巡禮最初起源，是感念佛教高僧親鸞聖人恩德，有著感謝的意義。學

生把想法都試著說出來，已經先不管說出的到底是不是問題，是否值得探討。 

祭典議題逐漸在教室成形，學生提出問題寫在白板，並輪流說明自己想法，即使說不出具體的問題

意識，也會試著以詞彙形容出自己的感覺，「學生想試著開口說話，是我樂見的（訪談編號 YC1，2019）。」。 

4-3.2 議題答案不在教室：學生分組走進社區探查訪談 

學生首先發現自己與家人多數都不清楚三寺巡禮歷史起源，日本高僧親鸞聖人圓寂於 760年前，1 月

15 日三寺巡禮為何只有百餘年歷史？祭典時為何會有巨大雪蠟燭出現在街道上？另一個由祭典衍伸出

來的問題就是，到佛教寺院要怎麼參拜呢？「本來以為是基本資訊，居然大家都不清楚（訪談編號 YC7，

2019）」。而這些問題的答案，並不是學生可以透過討論、或學校教育就可以得到。 

學生認為很多人不清楚三寺巡禮歷史緣由，代表著有祭典傳承危機。就從最基礎的緣起開始，學生

自行分成 2 組，「歷史組」負責祭典基礎調查，訪談寺院住持與地方耆老，探訪祭典起源與相關歷史文

化。另 1 組「現在組」則是拜訪觀光協會與祭典町內組織關係人，探查近 40年祭典觀光化演進歷程。 

經過提問與討論過程後，學生決定離開教室走進社區，「答案不會在教室裡，我們幾乎沒有解答，

協調員與老師所知也有限，我們想自己去社區找答案（隨機訪談學生 A1，2017）20。」，祭典相關人事

物就在社區，學生帶著心中的疑惑，去社區踏查、訪談答案，提問是地方設計的開始。 

4-3.3 探訪地方議題答案才更認識地方進而反思傳承危機 

學生在探尋調查的過程中，發現祭典關係人雖然被認為是可以提供資料的對象，而學生的家人在這

段時間，也自動成為「祭典的家庭資料庫」。學生在家庭時間與家人聊三寺巡禮話題，資料整理過程如

有疑問，也會先詢問家人，尤其是祖父母輩。家人也變得想主動提供祭典資訊，「有時候我都覺得我祖

母比我更想來參加討論會議（隨機訪談學生 A2，2017）。」，學生與家人意外地多了共同聊天話題。 

當三寺巡禮調查告一段落，學生邀請觀光協會人員參加歷史組與現在組調查結果發表會，一方面學

習面對專業的「大人」進行報告，另外希望確認調查結果的正確性。歷史組與現在組學生互相對發表內

容，有疑惑之處提問或是評論，並給予建議與鼓勵。2組學生都必須對被提出的問題進行解說，「有時必

須再進入社區進一步確認，讓資訊正確（隨機訪談學生 A3，2017）。」。學生歷經提問、討論、行動與

反思過程，已將自我能力擴展到最大化，相反的，無論是協調員、或老師的作用則縮至最小化。 

學生進行祭典的歷史文化調查、資料整理並且發表，一起分享祭典的感受與意義，發現到祭典與地

方歷史脈絡的文化意涵，「原來我與生活的社區這麼生疏啊（訪談編號 YC7，2019）。」。學生開始反

思並意識到事態的嚴重，不只是祭典要傳承，地方知識也必須要永續地傳達下去（訪談編號 YC10，2021）。

調查行動之後反思到祭典文化傳承的危機，成為學生想解決議題的學習動力。 

4-3.4 學生從祭典現象的討論反思自我的社會責任 

祭典議題讓學生反思到對於社區的不熟悉，面對社區祭典歷史、傳統文化的式微而感到憂心，「可

以做些什麼來守護社區，我想傳達不僅僅是現在研究的祭典與歷史而已，還有什麼更多可以做的（隨機

訪談學生 A2，2017）。」、「這不僅僅是祭典的問題，是讓我們（高中生）面對地方問題的機會，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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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我們正在解決這些問題（隨機訪談學生 A3，2017）。」、「不僅要學習地方的知識，還要將知識傳達

給其他人，是困難而且重要（隨機訪談學生 A2，2017）。」，因為三寺任務學生開始反思社會責任。 

學生設計策略想解決祭典議題，不斷地修正活動細節，也反思自己在三寺任務每個環節的想法、態

度、還有與社區關係…等面向的變化。學生 YC7自覺到自己與社區關係好薄弱又陌生，「我想幫忙社區

有更多的發展（訪談編號 YC7，2019）」，YC7 希望未來可以做些事情，讓更多人認識自己的故鄉。 

學生 YC8認為，參加三寺任務設計策略解決議題，從而反思自己未來職涯與地方的聯繫（訪談編號

YC8，2021）。YC8 高中畢業後，拒絕國立大學的推甄，選擇進入另一所私立大學，學習設計與程式編

寫，希望創建網站並經由設計解決地方議題，也讓更多人認識飛驒古川町（訪談編號 YC8，2021）。 

4-3.5 從練習提問、探訪答案、討論反思到設計策略執行都是設計思考的學習 

學生先從祭典現象嘗試提問，到以高中生的能力解決地方議題，這一連串歷程都是學習。學生進入

社區與居民、耆老訪談，增進學生人際關係、與他人交流的體驗。發表祭典調查結果，嘗試把得到的知

識，轉化成可以表達出來的語言，也學習在眾人面前傳達知識的能力。 

學生 YC7認為，學習不依靠協調員與老師，而是小組討論、共同合作設計解決祭典議題策略，增加

獨立行動能力（訪談編號 YC7，2019）。祭典前一天的會議，學生再度確認活動行程，各自以負責的工

作分成不同的組別，「沒有忘記的事吧」、「在…這種情況之下，你會怎麼做？」，學生彼此分享資訊，

想盡力維持好活動品質，活動執行時會有什麼突發狀況，是誰都意想不到的挑戰，然而小組合作的共識

讓學生感受到盡力去做的力量。 

4-3.6 學生發現自家沒有正式和服：支撐文化氛圍的道具從擁有到租用 

對於日本傳統文化而言，和服是許多重要祭儀場合都會穿著的傳統服飾，例如兒童的七五三節、成

年禮、畢業典禮、…等。三寺巡禮會有許多女孩穿著和服參加，早期居民也是穿著和服參加感恩親鸞聖

人的寺院法會。因此學生決定在三寺巡禮活動當天，要穿著正式和服舉辦活動。「家裡總有一件（和服）

吧（訪談編號 YC8，2021）。」，學生 YC8與其他成員都是這麼想的。 

結果，學生才驚覺發現只有幾位學生家裡，還收藏著家族傳承下來的和服，「近年因為經濟與收藏

條件，許多年輕家庭沒有購買、或是收藏正式傳統和服的習慣（訪談編號 YC11，2023）21。」，專業和

服老師（訪談編號 YC11）說出近年日本一般家庭對於傳統和服保存的趨勢，有些正統和服因材質而不便

宜，且有不易清洗、收藏保存不易…等問題與費用的支出，所以，現在許多日本人在需要穿著和服時，

會以租賃的方式代替購買（訪談編號 YC11，2023）。 

在缺少和服情況下，學生打算跟社區和服出租店家請求協助，「不能有問題就放棄，而且在祭典穿

正式和服是傳統吧，有點驚訝這個傳統也在改變（訪談編號 YC8，2021）！」。結果，店家不但願意出

借和服給學生，祭典當天除了幫忙觀光客穿和服之外，也會抽出時間協助學生穿著和服。 

4-4 三方互學的地方設計 

三寺任務讓學生、學校都感受到大家的改變，前校長認為：「這是學生、社區和學校一起創造未來

的教育實踐（訪談編號 YC6，2018）。」，寺院住持說：「這讓我知道現在的高中在教什麼，…也讓我

思考對於地方、學生，寺院還可以幫什麼忙（訪談編號 YC2，2020）。」社區耆老認為這樣的學習，就

是社區營造的基礎教育（訪談編號 YC3，2020）。市長則說：「去發現高中生可以解決的事情，經過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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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後，他們決定『就去做吧』，並尋找合作。學生會記得這樣的精神，繼續尋找祭典或地方的其他議題。…

問題並不會馬上就被學生解決，反而是政府有跟學生學習到什麼，也很重要（訪談編號 YC9，2021）22。」 

學生經由三寺任務跨入地方與居民學習，體驗學習的實踐，並在學習之外，感受一起設計策略、執

行活動、解決議題的快樂，地方設計有助於傳統教育的轉變。隨著社會環境迅速地變化，學生未來在社

會的生存能力，以及解決地方議題的能力，已經不能只靠學校教育。 

 

五、結論 

在社會環境變化之下，高等教育方式面臨轉變，以應對終身學習、與培育解決社會議題能力的學生。

三寺任務讓學生真實面對地方祭典議題，具體實踐學習過程的經驗。本研究結論如下： 

1. 三寺任務實踐地方設計的歷程變化：三寺任務歷經三年的執行期間，可以發現學生對於祭典議題

與實踐地方設計的變化如下，如圖 2 所示。 

 

圖 2. 三寺任務實踐地方設計的歷程變化（本研究整理繪製） 

（1）議題從向內探索擴展至向外分享：學生最初從不清楚祭典起源、寺院參拜方式、關心社區養

護中心高齡者無法參加祭典、擔心傳統料理消失，都是向地方內部探索議題。逐漸擴展到增

加觀光客停留時間、飛驒還有那些魅力的議題，是地方外部分享的議題。 

（2）從沒有觀光議題到有觀光議題：三寺任務從第 1 年祭典緣由開始探索，第 2 年即出現觀光

客議題，可以發現學生將議題層次往上推展，面對的對象已經包含觀光客，想拉長觀光客

停留在古川町時間，帶出的是經濟議題。第 3 年把關注對象提升到外國觀光客，將議題進

展到跨文化交流的層次。 

（3）校內討論到校外圓桌會議討論：三寺任務從在教室討論祭典議題，再進入社區探訪答案，學

生反思祭典歷史文化流失而感受傳承危機。第 3 年學生發展到校外與居民、觀光客一起在

寺院的圓桌會議上討論地方魅力的議題，擴大到對地方議題的關心。 

2. 三寺任務融入地方設計學習的支持系統：三寺任務是由不同組織系統，支援著高中生在地發現與

在地實踐的地方設計，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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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聯合國組織串連到地方高中的職涯教育支持系統：UNESCO 組織 ASPnet 強調永續性教育與

跨文化與遺產學習概念，吉城高中是 ASPnet 成員之一。日本文部科學省積極推展從幼稚園到高

等教育的職涯教育，希望學生可以終身學習適應社會生活，吉城高中因此而設置 YCK 專案。從

ASPnet 到吉城高中職涯教育支持系統，希望學生在學校學習知識與技能之外，還可以學習獨立思

考力、判斷力、表現力、合作力、以及與人相處的社會力。 

（2）校外協調員教育專業支持系統：ASPnet 設有國家協調員，負責國與國層級職涯教育交流連

繫職務，日本經濟產物省負責培訓職涯教育協調員，2020 學年度就是由岐阜縣政府派遣職涯教育

協調員到吉城高中，協助老師輔導學生 YCK 專案學習。本研究案例協調員 YC1是由吉城高中邀

約，於 2017~2020年初擔任職涯教育協調員，策動的三寺任務，讓學生從學校教育場域跨入地方

場域學習。 

（3）政府與居民的在地支持系統：吉城高中行政權隸屬於岐阜縣政府，因為學校位處於飛驒市古

川町，當協調員 YC1 選擇社區祭典為三寺任務目標，就將地方議題融入高中學習，學生的在地支

持系統就是居民、町內祭典組織的專業協助，飛驒市政府從市長到觀光協會人員的認同與幫助。 

3. 三寺任務讓學生在地方設計學習的轉變：學生從提問、尋找答案、反思、設計策略、與執行的實

踐，正是三寺任務中設計思考的學習。 

（1）從不開口說話到議題討論：最初三寺任務的提問與討論是安靜的，協調員 YC1 先調整學生

聚集空間，使其更密集一點。再將老師帶離討論現場，緩解學生壓力與情緒。然後由學長姐帶領

開口出聲，即使只是學生對於祭典印象描述都沒關係，學生藉由解說自己意見，凝聚問題意識的

形成。 

（2）走出教室進入社區尋找議題答案：學生共同討論找出議題，需要尋求答案時，學生才意識到

問題答案不在他們的經驗值裡，在教室是討論不出解答。平時上課會解惑的老師、協調員不會幫

忙解答問題。知道資訊的人就在社區，學生決定走出教室，進入社區探訪答案。 

（3）從議題反思到祭典傳承危機：祭典歷史與緣由是最基礎資料，學生原本覺得自己不知道也還

好吧，當發現多數居民都不清楚而成為祭典議題時，學生才反思到這是地方祭典傳承的危機之一。

學生進入社區探訪祭典關係人與耆老，將這些資訊整理成知識，設計策略執行活動把祭典文化傳

承下去。 

（4）從祭典現象的危機感反思自我責任：從祭典議題中，學生反思到自己雖然是個高中生，卻是

社區的一員，高中畢業進入社會工作，就會成為一個社會人，也許跟多數居民一樣，參加祭典卻

不知道祭典起源何來，學生甚至感嘆與生活的社區這麼生疏，故而開始反思自己的職涯與社會責

任。 

（5）從提問、尋找答案、反思、設計策略到執行實踐就是設計思考：三寺任務從學習祭典議題提

問開始、走入社區探尋議題答案、經過反思討論設計策略，最後舉辦活動實踐策略以解決議題，

這一連串的學習就是設計思考。學生以職涯教育課程運用設計思考解決地方祭典議題，成效如何

並不重要，對於市長、居民、協調員、學校老師而言，學生的學習才是重點。 

4. 地方設計與職涯教育結合的可持續性：無論是學生、學校、居民、或是政府單位，都覺得三寺任

務對地方設計與學生的職前學習是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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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職涯教育更需要學校支持：YC1 以自己創設的教育機構，將地方設計融入職涯教育的學習

形式帶入學校。除了需要像 YC1 這樣的專業協調員之外，更需要學校的認同。YC1 秉持讓自己

的視線與學生一樣高，「取得學生信任與信任學生一樣」是重要的信念，先引導學生「接觸社區

大人」，再讓學生學習與社區大人溝通與合作，是重要環節之一。學校的態度與學習的引導者，

是地方設計是否可以與職涯教育結合的關鍵條件，居民的協助與當地政府的支援更增加可持續性

程度。 

（2）專題式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促進地方設計學習：許多教育單位都積極培養

解決社會議題、兼具核心素養的人才，也符合 UNESCO 的 SDG4 與 ESD永續學習。以學習者為

中心的三寺任務，學生因地方祭典文化傳承的學習與想法，產生對社會公民責任的反思，並實踐

ASPnet 持續發展教育、全球公民教育、跨文化與遺產學習的核心概念。 

 

誌謝 

特此感謝日本岐阜縣飛驒市古川町吉城高中 YCK 專案師生、株式會社 Edo 社長関口祐太、飛驒市

役所、古川町社造耆老村坂有造先生、以及參與訪談並協助本研究進行田野調查的每位古川町居民。同

時，為提供本文修訂建議的主編和審查委員們致上真摯謝意。 

 

註釋 

1. 飛驒市（2024）。各町別人口。取自：https://www.city.hida.gifu.jp/soshiki/13/532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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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953年 UNESCO 啟動由 16 個會員國 33所中學參與的「在國際社會中生活—教育領域中協調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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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具有連續性。取自：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61994_chi，頁 4。 

6. ユネスコスクール（無日期）。加盟校情報。取自：https://www-unesco--school-mext-go-jp.translate.goo

g/schools/?_x_tr_sl=ja&_x_tr_tl=zh-TW&_x_tr_hl=zh-TW&_x_tr_pto=sc 

7. 三寺任務訪談（190513）時間：2019年 5 月 13 日（一）、10：00～11：10、地點：日本‧岐阜縣飛驒

市古川町町內觀光中心、受訪者：Edo執行長（訪談者編號 YC1）。 

8. 親鸞聖人忌日原是舊曆 11月 28 日，日本自明治 5年（1872）改採新曆，換算之後，親鸞上人忌日變

成新曆 1 月 16 日。從 1879 年起感恩親鸞上人的報恩講法會，淨土真宗本願寺派（一般稱西本願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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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三寺任務訪談（200117）時間：2020年 1月 17 日（五）、14：00～15：00、地點：日本‧岐阜縣飛驒

市古川町円光寺、受訪者：住職（訪談者編號 YC2）。 

10. 三寺任務訪談（200118）時間：2020 年 1 月 18 日（五）、14：00～15：30、地點：日本‧岐阜縣飛

驒市古川町味處古川（餐廳）、受訪者：前觀光協會會長（訪談者編號：YC3）。 

11. 三寺任務訪談（220103）時間：2022年 1月 3日（一）、使用 Email 訪談、受訪者：吉城高中老師（訪

談者編號 YC4）。 

12. 三寺任務訪談（211222）時間：2021年 12月 22日（三）、使用 Line 與 Email 訪談、受訪者：吉城高

中老師（訪談者編號 YC5）。 

13. 三寺任務訪談（180111）時間：2018 年 1 月 11 日（四）、12：30～13：10、地點：日本‧岐阜縣飛

驒市古川町祭典會館旁（餐廳）、受訪者：前吉城高中校長（訪談者編號 YC6）。 

14. 三寺任務訪談（190519）時間：2019 年 5 月 19 日（日）、10：00～10：40、地點：日本‧岐阜縣飛

驒市古川町町內觀光中心、受訪者：三寺任務學生（訪談者編號 YC7）。 

15. 三寺任務訪談（2023）、使用 Messenger、受訪者：Edo 執行長（訪談者編號 YC1）。 

16. 三寺任務訪談（2103）、使用 Email 進行詢問式訪談、受訪者：三寺任務學生（訪談者編號 YC8）。 

17. 三寺任務訪談（190416）時間：2019 年 4 月 16 日（二）、15：00～16：00、地點：日本‧岐阜縣飛

驒市役所、受訪者：飛驒市長（訪談者編號 YC9）。 

18. 豆奶味增湯（すったて汁，sutatejiru）是日本岐阜縣北部飛驒地區傳統料理，研磨大豆成為液體並煮

熟之後，加入味噌所煮成的湯，是生活貧脊的年代，當地補充蛋白質重要的鄉土料理之一。會在社區

聚會、或是紀念親鸞上人逝世「七晝夜（お七昼夜）」的法會時食用。 

19. 三寺任務訪談（2101）、使用 Email 進行詢問式訪談、受訪者：三寺任務學生（訪談者編號 YC10）。 

20. 三寺任務田野紀錄（171124）時間：2017年 11月 24日（五）、15：30～16：40。隨機訪談、受訪者：

三寺任務學生 A1、A2、A3。 

21. 三寺任務訪談（2308）、以 LINE 進行詢問式訪談、受訪者：和服老師（訪談者編號 YC11）。 

22. 三寺任務訪談（210910）時間：2021年 9月 10日（五）、9：00～10：10、使用 google meet 進行訪

談、受訪者：飛驒市長（訪談者編號 YC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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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ifu Prefectural Yoshiki Senior High School (hereafter “Yoshiki High School”), located in 

Furukawacho, Hida City, Japan, is a member of the UNESCO ASPnet. Dedicated to career 

education, the school established the YCK Project and developed specially designed ESD courses. 

This case study, the Santera Mission, was one of the school’s research projects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argeting the Furukawacho community festival as a research objective, this research 

project initiated students into the art of regional design through presenting questions. The present 

study utilized non-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semi-structured and random interviews for field 

research. The collected textual data were conceptualized through open coding, and then analyzed 

by applying the grounded theory. The objectives of this study were to: (1) analyze the reason and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regional design in Yoshiki High School’s career education, (2) analyze 

the learning support system for regional projects at Yoshiki High School, and (3) analyz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reasons of Yoshiki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learning regional design. The study 

results reveal: (1) changes in the process of practicing regional design in career education at 

Yoshiki High School, (2) the learning support system for regional projects at Yoshiki High School, 

(3) the transformation of Yoshiki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learning regional design, and (4)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combination of local design and career education. 

Keywords: Regional Design, Career Education, Gifu Prefectural Yoshiki Senior High School,  

         Santera Mairi Festival, Hida City Furukawach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