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義市政府第三屆【有事青年在地實踐行動學習計畫】 

行動期末報告 

一、基本資料 

團隊名稱 故事留聲 

團隊

LOGO 

 

團隊 

自我介紹 

時間是一道長河，潺潺流水間，人們走過種種的悲歡離合；我們團隊致力於用音樂及影像

記錄這些發生在社會各個角落的故事，成為這些故事的留聲機，並將這些故事流傳下去，

盼這些獨特的「故事留聲」成為彼此互相理解的契機，成為溝通的橋樑。 

團隊成員 
(含指導老師) 

姓名 單位（學校） 

郭怡淳(老師)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何品達(老師)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宋禹樂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龔自在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吳奕寬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宋家芸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方惠伃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張葳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二、指導老師與團隊合照 

 
 

 
 



 
 

三、提案簡述(50字內) 

我們團隊希望能透過這次的行動計劃，針對嘉義在地的人、事、物來留下回憶的聲音及景點故事，並

舉辦宣傳活動來邀請民眾參與，加深民眾對於在地文化的認同。  

 

 



四、行動日記(記錄該週做哪些事/行動過程的酸甜苦辣等)  

四、期末檢核： 

報名提案時設定的目標 
1. 完成一系列嘉義地區的聲景地圖 

2. 記錄嘉義各地訪問著的回饋過程 

3. 舉辦兩場社區型的分享活動 

最後實際的成果 

產出量化的成果有哪些(Output)？ 
Ex:辦幾場活動、有多少人參加等等 
 

1. 完成了一份嘉義聲景地圖，內容將嘉義地區分為「山、海、

城」三個不同的區塊，並針對三個區塊製作了情境旋律與聲景

採集，所有內容都可以透過手機掃描 QR code 來聆聽。完成的

聲景地圖將輸出成海報、摺頁手冊，提供給民眾做翻閱，到時

將會與資料夾一起在活動中做宣傳與發放。 

 

 

 

 

 

 

 

 

 

 

 

 

 



 

2. 目前舉辦過兩場「聽見台灣」小型音樂會，活動舉辦在台南，

參加的人數約為 50~60 人。透過聲景與傳統台灣民謠的結合進

行表演，並介紹繪本融入聲景地圖技術的製作與了解，活動成

果展出時將完成聲景影音繪本製作。 

 

 

 

 

 

 

 

 

3. 計畫將在 9 月進行聲景地圖的分享小展覽，具體展覽內容與活動

設計還在規劃中。 

 

 

 

 

 

 

 

 



產生什麼實質的影響力(Impact)？ 

1. 透過實地探訪與紀錄的過程，結識了不同的嘉義當地居民，同時

也向他們介紹我們在進行的企劃行動。 

2. 搜集並統合出一部分嘉義的聲音記錄檔案留存，希望透過長期的

紀錄和民眾分享屬於嘉義獨特的聲響。 

為何未達成目標呢？ 

(若已達成者免填) 

原本預計於 8 月初進行最終產出地圖的分享活動，因為在製作流程

的時間規劃上安排不夠齊全，所以無法如期舉行，所以團隊決定將

此分享活動向後延期至 9 月。 

 

五、行動實踐模組四步驟 

連結需要幫助的議題 

1.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曾經有人說過：一件事物的消失有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實質存在

上的消逝，第二階段是在人們心中的消逝；雖說回憶總伴隨著時間

流逝，但我們希望能成為這些故事的述說者，無論你是過客、亦或

者是遠方歸鄉的遊子，隨時歡迎您停下腳步，一同探索及感受我們

所了解的嘉義。 

2.想幫助誰？ 

在疫情的影響之下，我們注意到了許多原本生活中的事物正以更快

的速度消失，可能是某種傳承多年的技藝、亦或是某間經營多年的

路邊攤商、又或是歷史悠久的古蹟，看著這些地方特色與文化傳承

在逐漸地消失，促使我們感到惋惜，並產生了想解決青年對於在地

文化認知不足的問題，且期盼能對文化的承載貢獻一份傳承的力

量，延續文化資產的重視。 

3.與關係人訪談 

1. 時代變遷所造成的迫害（文化、環境）。 

2. 期待在地人流的回溫，及害怕人流所帶來的迫害。 

3. 對於當地文化認知的不了解及不諒解，所形成的堅持局面。 

 



設計解決問題的方法 

1.想像問題被解決的最佳情境？ 

我們希望透過團隊自身微小的力量，以畫面、聲音、故事等元素，

喚起年輕族群對這塊土地的回憶與連結，最終達成新舊共存、互惠

互利的理想環境。 

2.實現想像的可能方法？(請條列式) 

1. 最快速：藉由嘉義個里辦公處，來進行該地的文化認知活動，並

以快閃式於各地綻放，再加上網路宣傳來形成高效率的傳達。 

2. 最持久：辦理在地認知節，於每一年進行為期一週的文化展。 

3. 最瘋狂：辦理萬人戶外電影院，來欣賞嘉義從古至今的紀錄片，

凝聚當地人對於在地的認知與了解，並以破金氏紀錄為宣傳手法

來達到宣傳效果。 

實踐最可行的方案 

1.最後決定採取的方法？ 

在四個月內進行一連串的地方紀錄行動計畫，共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分析設計：經過諮詢當地耆老，探索嘉義當地人文特色。 

第二階段-製作執行：著手製作特色聲景圖及影片錄製，將影片上傳

至多元平台，同時亦進行互動式網站架設。 

第三階段-活動執行：舉辦兩場宣傳活動(7 月、8 月)，7 月的活動，

透過聲景與民謠音樂會形式的融入，以與參加

民眾的互動為主，並介紹繪本融入聲景技術的

製作與了解。8 月的活動主要為展覽，將會展

示出我們記錄下的嘉義特色(聲景圖) 。 

2.真正實踐的過程？ 
-可分項敘述做了哪些事 

-請描述行動的參與者、或合作的對象、在哪行動 

（強調如何走入真實社會、如何實際動手行動） 

1. 團隊在執行過程實際走訪整個嘉義地區，採集並記錄不同地區的 

聲音與景象，同時也與當地居民互動以不同的角度來認識嘉義。 

2. 與祉依然藝術空間、樂悅兒、繪影共同規劃並舉辦「聽見台灣」 

小型音樂分享會，舉辦地點為台南的祉依然藝術空間，活動約略

50~60 人參與，以「台灣民謠」與「聲景」為主題。 

3. 與圖像設計師討論並製作出聲景地圖，團隊也為記錄下的聲景製 



作了不同的主題旋律，以音樂藝術的編排來增加閱讀者不同的感

受與體驗。 

分享幫助世界更好的事 

1.運用哪些媒介宣傳自己的行動？ 

運用 IG、海報張貼、朋友口頭介紹作為媒介來宣傳自己的行動。 

2.對社會有什麼改變或發揮什麼影響力？ 

因為期程較短，我們認為團隊能發揮的影響力有限，但我們期望能

繼續將這些文字、聲音記錄持續傳播，在我們力所能及的範圍內讓

更多人認識這些不同的生活圈與文化，也認識我們作為紀錄團隊的

行動內容與目的。 

 

3.關係人的回饋？ 

在採集聲景的過程中認識了很多嘉義當地熱情的居民，獲得到的回

饋幾乎都是正向的，或許不一定大家都能了解我們的行動內容，但

都很願意分享他們的看法與故事。 

 

六、心得與回饋 

自我評鑑 

有哪些是你們覺得做得

很好的地方？ 

1. 我們在聲景採集的方式與規劃上持續在滾動式修正與調整，目前

雨聲警地圖設計師協調並已經找出一套適合且有效率的方式。 

2. 團隊積極整理並修正蒐集到的人文、地理及自然生態聲景檔案資

料，所以在聲景地圖的製作資源上能有更好的處理。 

3. 實地田野調查時與當地居民的應對與交流都有事先安排分工，有 

得到的預定中的成效。 

 

有哪些是你們覺得做得

不足的地方？ 

1. 在整體地圖設計時間的安排上未依照原定計劃進行，因預期中聲 

景地圖設計與實際製作時有落差而延後。 

2. 在活動宣傳方面團隊較欠缺相關經驗與資源，因此未來希望能尋 

求更適合的管道與宣傳方式。 

3. 團隊成員因地緣關係不在嘉義，較無法參與與其他團隊的互動， 

有些可惜。 

 



有哪些是可以成長進步

更好的呢？ 

1.聲景地圖的設計: 取景的地點選擇可以更豐富，並能夠延伸出來製 

   作更聚焦的聲景紀錄，例如：嘉義各式店家之聲景紀錄。 

2.時間安排：時間的規劃上需要更謹慎預估，安排好的同時也要做

好超出計畫時要如何應對的準備。 

3.田野調查：經過這次的經驗後，我們認為要製作一個地區的聲景 

紀錄需要長期的研究與投入，勢必需要親自居住在此地區達一定 

時間，才能從當地居民的角度去了解這塊土地。 

 

未來展望？ 

未來還有興趣投入相關議題嗎？（原議題或是行動後發現

對別的議題也有興趣） 

我們團隊本身對於聲音的紀錄有濃厚的興趣，未來將會持續進行聲

音的採集，範圍包括台灣個城市的自然景觀與人文歷史，透過這次

行動的過程也想到了很多與其相關的新靈感，這次計劃之後會再繼

續做嘗試。 

 

若有想繼續，你們會用什麼方式去行動（持續團隊行動，

還是開工作室或公司等） 

短期計畫將以團隊的形式去行動，因為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與規

劃，所以故事留聲團隊目前比較像是 side-project 的形式在進行。 

在累積一定量的資料與經驗後，中長期計畫將開立工作室並探索聲

景紀錄以外更多的可能性。 

 

呈上題，會希望市府給予什麼協助？ 

這次的有事青年實踐行動是一個絕佳的平台，讓各個團隊能透過這

個平台大展身手，如果往後能有更多類似相關的計劃活動，對學

生、在地發展都是很好的機會。 

也希望能借用市府的力量認識更多領域的不同專業人士，這樣我們

團隊資料採集便能有更多的資源與渠道能詢問，同時也是尋求新的

合作模式。 

 

 



回饋 

指導老師回饋 

「故事留聲」團隊是由郭怡淳老師與何品達老師共同指導的台南應用

科技大學流行音樂學生團隊入選 111 年嘉義「有事⻘ 年在地實踐行

動學習計畫」，計畫中預期產出製作嘉義人文歷史及自然生態的聲景

地圖，團隊希望用音樂紀錄下發生於社會各個角落的故事，期盼這些

獨特的故事留聲能成為彼此互相理解的契機，成為溝通的橋樑。以聲

景為主題目標導向的緣起因團隊認為「聲音」是可以連結人們生活與

回憶的媒介，搭配著簡單的視覺作輔助，我們可以去發現潛藏在我們

記憶中對一個場所的印象，聲景(soundscape)的概念早已被提出且

運用多年，透過我們實地去考察並錄製聲景的過程，也更進一步的暸

解我們腳下的這塊土地，這樣的情感是無價且珍貴的。團隊在過往四

個月的執行中以積極、正能量的態度緊鑼密鼓的投入執行「聲景探

索」的行動紀錄。在團隊成員們的努力下舉辦兩場透過聲景與民謠音

樂會形式的融入，以與參加民眾的互動為主，並介紹繪本融入聲景技

術的製作與了解。在 8 月的活動規劃中將展現及發表完成的嘉義聲

景地圖，內容將嘉義地區分為「山、海、城」三個不同的區塊，並針

對三個區塊製作了情境旋律與聲景採集，所有內容都可以透過手機掃

描 QR code 來聆聽。完成的聲景地圖將輸出成海報、摺頁手冊在活

動中做宣傳與發放。藝術的探索是漫長無止境的,期盼「故事留聲」

團隊 j 未來在聲景藝術的探索道路上有更多的收穫。 

 

 

        指導老師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行動照片 

1.聲景地圖行動/Soundscape 取景 (宋禹樂、宋家芸、方惠伃) 

 

 

 
 

 
 

 



2. 聲景地圖行動/Soundscape 取景-夜市 

 

 

3. 聲景地圖行動/Soundscape 取景-漁港 

 

 
 

 

 



4.聽見台灣小型音樂會活動照片-01 

 
 

 
 

 
 



 

 
 

 
 

 
 



 

 

 



5. 聽見台灣小型音樂會活動照片-02 

 
 

 
 

6. 聽見台灣小型音樂會活動照片-03(郭怡淳老師、吳奕寬、方惠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