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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2015年 

文部科學省推動的全國計畫，鼓
勵大學與地方積極合作，以地方
知識為核心，推動研究和教學的
發展，簡稱為COC，+表示為加
強版。 

核定件數=主要提出整合計
畫的大學數 

共同參與數=協同參與和推
動的學校數，橫跨大學、短
大（專科）、高中職 

大學才能提案申請 



人口老化 
鄉鎮地域衰退 
就業集中六大都
會區，造成人才
滿溢和競爭 

社會課責： 
大學存在的意義 

社會想像： 
大學和地方的關係 
人才培育： 
老化日本需要什麼人才 



數字會說話 



 

全文上網，公開資料。 
受到高度重視：規模和預算持續增加。 
一年的要求比一年還要紮實，強調校際整合，發揮擴散效益。 
 



 

紅色是這次參訪和互動的大學。 
橘色是到了當地意外有互動的大學。 
藍色是聯繫上，但來不及準備的大學。 

規劃學校 
參與學校 



行程安排的困擾和獲得的協助 

• 學校號稱為國際大學，卻沒有日文簡介。 
• 通譯品質、通譯品質、通譯品質。 
• 暨大沒有像樣的訪問禮物或紀念品。 

 
• 國際長跨刀協助。 
• 福岡辦事處努力幫忙。 
• 受訪學校相當重視。 

 



崇城大學－內丸惠一 

具強烈社會性格的建築學科講師 

內丸惠一指著一排建築人的期刊
說：我不希望成為擁有光環的知
名建築師，期待自己帶著高度社
會關懷投身於建築設計行動。 

研究室的藏書面向相當廣泛，包
括美學、社會學、地域歷史和文
化。 





啟發點 

• 在京都大學（學士＋碩士）求學時，遇到一位
老師，影響他深遠，開始思考：什麼是建築？
建築的意義應該是什麼？ 
 

• 畢業後，原本開設建築師事務所，後來被攬聘
到大學內。不斷思考，我應該教給學生什麼？ 

 

• 授業科目：日本建築史、西洋建築史、近代建
築史、建築設計製図Ⅱ、地域計画設計。 
 
 
 
 



地域計画設計     兩頁的授課計畫 

˙清楚交待教學目標和方法 
˙欲培養的能力不須和校、 
 院、系做對應 
˙社會參與式課程 
˙以熊本縣山鹿市、大分縣 
 臼杵市為基地 



代表作 

本妙寺桜灯籠 

大分県臼杵市の
「うすき竹宵」に始
まり 

山鹿灯籠浪漫・百
華百彩 



代表作大量運用的元素 

竹子、歷史、文化、和地方討論、景觀設計 → 
   創造關注、活化地方、建立特色成為地方資產 



目前正在進行的計畫 

熊本大地震後，擔任宇土市市役所、廳舎建設檢討委員會的委員長，負責市役所的重建。 

山鹿湯屋的活化再造 御船町、板後、豐波稻荷神社等地域活化 

學生畢業後，在熊本成立事務所，跟內丸惠一老師持續合作。 



順道問的問題 

 
• 少子化的招生問題？ 

 
• 有沒有限期升等？ 

 
• 學生就業的情況？在鄉鎮工作的狀況多嗎？ 



心得小結 

• 帶學生進入地域進行社會實作的專任大學
講師是存在的（我內心像敲過的鐘一直鳴
響）；這間大學支持和鼓勵他的存在。 
 

• 透過實作沈澱產生出研究是可行的。 
 

• 好的老師會影響一群學生，讓他們變得不
一樣。 



熊本大學 

• 九洲地區第二指名的
國立大學。 



 

以地方為重要的「服、教、研」課題 



熊本大學的標語 
Forest of Creative Powers, Blaze of Challenging spirits 

• 熊本大學文學部入學後向少年JUMP初次投稿，曾經一度被井上試圖丟棄的作品居然 
吸引了編集者的目光。 大學3年級時退學，來到東京，當漫畫家北條司的助手。    

• 1988年，當時21歲的井上以《紫色的楓》榮獲「手冢獎」登上漫畫舞台。緊接著發表
了短編《喜歡紅色》。    

• 1990年，在《周刊少年JUMP》連載《Slam Dunk灌籃高手》，單行本在全日本銷售量
超過了一億部，並在全日本捲起一股籃球熱潮。 現累計銷量1億4000萬部。  



地域連攜
推進會議 



2014年12月 
成立地域創生機構 



教職員生規模 

• 學生數：大學部7,390人（男4,812；女3,169） 

     大學院碩博1,857人（男1,539；女563） 

                    專攻科、別科63人 （男7；女56） 

                    附屬高中、國中、小學、幼稚園計1,345人 

 
• 職員數： 2,641人（女1,295），不含附屬。 
     職員數裡，專任教師為 781人。 
 



熊本大学の地域社会との連携に係る基本方針 

• 2013年，熊本大學校長宣示學校與地方合
作的基本方針包括： 
 
– １ 地域社会との組織的な連携の強化 
– ２ 地域社会の課題解決への貢献 
– ３ 大学の生涯学習機能の強化 
– ４ 産学連携・産業振興への貢献 



 



 



 



 



 



2014→ 2015 

 
• 做法１：微調原COC計畫，成為COC+。 
• 做法２：整合校內機構的力量。 
• 做法３：強調校際間與地方的合作。 
• 做法４：促成產官學合作，提升在地就業。 





 



 



 





 



跨校（國立、縣立、私立、短大、
專科、高中職）的校長、副校長 

縣市政府的一級單位首長 

區域產業連合會、工商總會會長 





 

出版刊物 



順道問的問題 

 
• 少子化的招生問題？ 

 
• 有沒有限期升等？ 

 
• 學生就業的情況？在鄉鎮工作的狀況多嗎？ 



心得小結 

• 不倚靠教育部或科技部的計畫經費，回到學校
體制的正常運作才是正途。熊本大學在財務自
主的情況下，做了很多體制上的改革和努力。 
 

• 與在地合作，在熊本大學已經被認為是理所當
然的事，不光是口號、想像。 
 

• 大學的視野朝向地方，會讓自己變得不一樣。 



北九州市立大學 

４２１Lab 2016年大學地方貢獻
度排名全國第八 



做法 
• 於校內成立學生自主運作
學習空間－421Lab。 
 

• 跟地方單位大量合作，設
置地方上的學習據點。 
 

• 每個據點都有自主營運的
能力。 
 

• 學生和地方人士共同參與
據點所辦理的學習活動。 



過旦市場裡的大學堂 



每月一次的市場達人講座（收費式） 



容易忽略，仔細凝視，卻讓人眼睛為之一亮 



學習場域的延伸 

蛋黃醬教學、介紹花火、認識海洋文
化，在大學堂。複合經營的空間，什
麼都有，什麼都變好有趣。 

認識地方開始，以地方知識滋養大學。 



心得小結 

• 一瞬間，我好像在日本看到水沙連行動辦
公室跟大學堂的影像重疊了。 
 

• 社區裡的學習據點真的很重要，自由和自
主的學習更重要。 
 

• 地方的達人和大學的結合，會激起五光十
色的煙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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