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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蹲點‧台灣」，讓一切變得不一樣 

  每年夏天，「蹲點‧台灣」青年蹲進台灣各個角落，用半個月的時間駐點社區，在社區和部落裡

一手服務、一手記錄，用雙眼和雙手，去感受這片土地的溫度、去傾聽在地的聲音，和社區朋友變

成一家人，從在地的角度說出最道地的社區故事，也在過程中用新的角度看這個世界、看自己。 

 蹲在全台各地的「數位好厝邊」 

    「蹲點‧台灣」青年駐點的地方，都是中華電信基金會與在地組織合作設立的「數位好厝邊」，

透過這個學習空間，我們期待「蹲點‧台灣」青年的參與，能為社區帶來更多活力與希望，也讓台

灣各個角落的故事被更多人看見。 

2018 年，歡迎外國學生加入 

    歡迎各大專院校學生報名參加，不論性別、科系、年級、國籍，都能一起「蹲點‧台灣」，為社

區注入不一樣的視野與想像。 

 

壹、 主辦單位 

        

貳、 活動期間 

蹲點期間為 2018 年 7 月 1 日～8 月 31 日，每組蹲點 15 至 20 天不等（視社區需求而定）。 

參、 活動辦法 

一、 報名資格 

（一）歡迎全台各大專院校學生，不限科系、年級、性別，兩人一組報名參加。 

（二）如為正式修讀學位之「學位生」，並具有基本中文溝通能力之港、澳、陸籍、僑生或外國學

生，歡迎與一名中華民國籍學生組隊報名參加。 

二、 錄取名額 

（一）本會將根據評審標準及每組志願順序，篩選錄取共計 28 組至指定社區進行蹲點服務。一經

錄取，不得任意更換地點。 

（二）本會可依據實際情況調整實際錄取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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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報名及評審方式 

（一） 報名方式 

1. 限 線 上 報 名 ： 請 至 活 動 網 站 報 名

http://youth.chtf.org.tw/register。書面投遞之報名表，恕不受

理。 

2. 填寫報名表時，請參考「蹲點社區簡介表」（附件一）所公

布之蹲點社區，並於線上報名表中依序填寫希望前往蹲點之

志願社區。 

3. 如欲提供相關作品之書面參考資料，需於 4 月 23 日前寄出

（以郵戳為憑）。郵寄請寄至「100 台北市信義路一段 21-3

號 705B 室 中華電信基金會 蹲點台灣報名小組收」。 

（二） 報名期間：即日起至 4 月 23 日止。 

（三） 評審及錄取通知（實際日期以主辦單位公告為準。） 

1. 初審：預計於 4 月 30 日前，於本會網站公布初審入選名單

並以 email 通知入選學生。 

2. 複審：預計於 5 月 5 日於本會址舉行。 

(1) 本會址：台北市中正區信義路 21-3 號。 

(2) 通過初審者均需出席並全程參與複審活動；未經本

會同意無故缺席者，將自動喪失入選資格。 

3. 錄取通知：本會將於 5 月 10 日前，以 e-mail 或電話方式個

別通知錄取學生，並告知錄取蹲點社區；若錄取學生無法接受被分配之地點，可選擇放棄

並退出此計畫，由本會另行挑選團隊遞補。 

（四） 初審評選標準 

1. 學校老師推薦，佔 20%。 

2. 自備記錄相關器材，佔 30%。 

3. 自我介紹、過去相關作品、服務經歷及傑出表現，佔 50%。 

 

四、 行前訓練課程 

（一） 行前訓練營：6 月 2 日（週六）、6 月 3 日（週日） 

1. 所有錄取學生，均需全程參與二天一夜的行前訓練營。 

2. 課程主要內容為活動注意事項、蹲點社區介紹、參與權利及義務等活動細節說明，以及文

字與影像記錄、田野調查、社區採訪等知能培養。詳細內容將於錄取名單公告後另行通知。 

3. 無故缺席者，將取消其資格，由其他組別遞補。 

 

（二） 行前訓練進階課程：7 月 5 日（週四）、7 月 6 日（週五） 

1. 行前訓練營後將另外安排進階課程，包括紀錄片入門工作坊、文化創意產業、翻轉教育現

場等主題課程。 

2. 所有錄取學生均須至少選修一門。 

3. 詳細內容將於錄取名單公告後另行通知，供錄取團隊選修。 

http://youth.cht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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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參與課程補助 

凡參與行前訓練課程，本會均將補助交通費用（補助方式另行通知），如有特殊需求請自行

與本會聯絡，將視個案狀況協助。 

五、 活動內容 

凡參與「蹲點‧台灣」活動，均需完成「一手服務、一手記錄」的蹲點任務。「一手服務」

指需提供符合蹲點社區需求的在地服務；「一手記錄」指需以文字和影像記錄蹲點社區的在地故

事。 

以下說明「一手服務」、「一手記錄」之內容： 

（一） 一手服務：提供社區需要的服務內容 

1. 每組蹲點期間，學生需視蹲點社區之需求協助社區服務，可能是義務擔任該社區所規劃之

課程講師或助教，或自行根據本身的專長規劃符合社區需求的服務內容。 

2. 不限服務類別與形式，學生可善用自我專長與才藝，進行文化、教育、環保、醫療、衛生、

財政、經濟、農業、體育、科學、社會福利等服務。 

（二） 一手記錄：以文字與影像記錄在地故事 

每組於社區蹲點期間，需進行在地體驗與觀察之文字與影像紀錄： 

1. 活動日誌（部落格）：蹲點期間，每天需於活動部落格撰寫日誌，每篇內容需包含： 

(1) 至少 500 字之圖文紀錄，並需呈現蹲點服務內容與過程。 

(2) 一則 3 分鐘內的影音內容。 

2. 活動心得：蹲點結束後，每位成員需繳交 2 篇心得文章，內容說明如下： 

(1) 包含一篇個人蹲點心得，及一篇在地故事記趣。 

(2) 每篇至少 1000 字，另附上 10 張搭配照片。 

3. 紀錄之詳細規格與方式，將於行前訓練營公告。 

 

六、 活動期間權利義務 

（一） 蹲點社區與蹲點期間： 

1. 本會將依據各組繳交之報名資料與複審表現，以及各蹲點社區之需求，決定錄取團隊之實

際蹲點社區。本會並保留日後調整各組蹲點社區之權利。 

2. 活動期間需連續在蹲點社區（或部落）生活 15 至 20 天（含例假日），本會得視個別社區或

不可抗力之天災狀況調整或增減天數。 

（二） 「一手服務」、「一手記錄」之蹲點任務： 

1. 所有在當地擔任助教或講師所執行之課程或社區請託進行的服務，皆屬於志願服務之性質，

故本會不再支付其他費用。 

2. 文字與影像紀錄需於規定時限內繳交，並需由各組獨立完成，本會不提供任何創作所需之

軟硬體設備及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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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著作權相關： 

1. 活動期間依活動辦法所產生之日誌與蹲點心得等文字、靜態或動態影音所有作品，包含上

述所有內容，將無償且永久授權本會使用；學生本人仍保留非營利使用之權利，使用時需

註記出自本活動。 

2. 學生應保證於本活動之文字、拍攝影音，係為學生獨立創作，且無任何侵犯或抄襲第三人

著作權或其他財產權之事，如有違反，學生需自負法律責任，本會將取消該組活動資格，

並不再支付任何費用，所有權利義務隨即終止。 

1. 各組需完成蹲點交通費用、其他相關補助之核銷 

七、 活動補助說明 

（一）每人壹萬伍千元之獎助學金：所有成員如完成本活動任務，經本會審核通過後，即可獲得。 

（二）蹲點期間之補助： 

1. 本會將負責蹲點期間各組之住宿費用、保險費用，並補助交通費用（補助辦法將於行前訓

練營公告）。 

2. 用餐費用須自理，不予補助。 

八、 參與活動獎勵 

（一）總獎金 20 萬元：本會另將針對獲選各組之表現進行評選，獎勵蹲點服務、蹲點記錄、社區

互動等各方面表現突出之優秀組別，總獎金額高達 20 萬元。 

（二）歡迎優秀團隊爭取：詳細獎項將於行前訓練營中公告，並將擇日頒獎以資獎勵。 

肆、 參考資料 

（一） 歷屆活動影音資料與花絮：請見「蹲點‧台灣」活動網站：http://youth.chtf.org.tw/ 

（二） 蹲點社區詳細介紹：可參考「點‧台灣」網站上之『數位好厝邊』單元。     

        (http://www.clicktaiwan.com.tw/taiwan/2016/03_3digi_list_1.jsp) 

 

 

 
活動最新消息將公告於中華電信基金會網站(www.chtf.org.tw)；學生於參加本活動時，即已

同意本活動辦法之規定，主辦單位並保留對活動辦法變更之修改權利。 

http://youth.chtf.org.tw/
http://www.clicktaiwan.com.tw/taiwan/2016/03_3digi_list_1.jsp
http://www.chtf.org.tw/


第十屆 「蹲點‧台灣」活動    附件一、蹲點社區簡介表 

1 

 

序

號 

縣

市 

數位好厝

邊 
服務期程 地址 簡介 備註 

1 
台
北 

財團法人台

灣肯納自閉

症基金會 

7-8 月 

1.(石牌)台

北市北投

區行義路 

129 號  

2.(和平)台

北市中正

區和平西

路二段 6

號 

1943 年美國的肯納醫師發現了自閉症這個族群，因此「自閉症」又名

「肯納症」。財團法人台灣肯納自閉症基金會正式成立後，積極推廣以

「肯納兒」代替「自閉兒」的說法，一方面提供正確的資訊、服務需要

的家庭，替肯納兒爭取應有的權利，同時也希望讓社會大眾認識、接納

肯納兒，替他們營造更友善的生活空間。肯納基金會平日透過肢體律

動、手工皂製作、烘焙食品包裝等多種訓練，一方面展現學員才藝，一

方面訓練情緒與自我管理，也建立肯納兒獨立生活的能力。2010 年中

華電信基金會則協助成立「數位好厝邊」，搭配具備社工專業的電腦師

資，期能培養學員數位能力，也增加社會競爭力。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1. 可拍攝 15 至 35 歲院生的暑期活動。 

2. 可記錄院生製作手工點心、手工皂等工作過程。 

3. 可針對基金會之手工產品進行影像拍攝宣傳。 

4. 可從旁協助暑期才藝課、工作、休閒等活動。 

5. 可設計課程與教學（體育、畫畫、音樂等專長），並

與才藝課程老師討論，調整為適合院生的活動。 

6. 可協助基金會接訂單。  

2 
台

北 

台灣樸門永

續發展協會 
7-8 月 

台北市北

投區紗帽

路 40-20

號 

樸門永續發展協會（野蔓園）位於陽明山半嶺，是在都市近郊實踐樸門

永續生活設計的教育型農場，在一甲多的山坡地上，試著自給自足地生

活，種植了各式各樣可食用的野菜、果樹和穀物，並嘗試集結古老文化

和眾人的智慧與才能，自製柴米油鹽醬醋茶。「樸門」（Permaculture）

是一種生態設計方法，也是一套面對生活的哲學跟態度，其中最重要的

三個概念「照顧地球、照顧人類、公平分享」也是野蔓園的核心理念。

基於對「友善土地」理念的支持，中華電信基金會與野蔓園合作，期望

能透過換工、學習課程等機會，邀請大家一起來思考和體驗與大自然共

存的自主生活。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1. 主要可以記錄與體驗樸門的生活，如平日主食、劈

柴、用自然建築蓋房子、收割農事等。 

2. 蹲點學生若有木工或其他專長佳。 

3 
桃
園 

台灣老大人

活力發展 

協會 

7 月底 

-8 月中 

桃園平鎮

區環南路

186 巷 23

弄 2 號 

從帶領長輩製作自己的生命故事繪本，到長輩陪讀計畫，協會從推動老

人閱讀開始，希望能從終身學習著手，充實樂齡生涯及心靈；也從深度

訪談、園藝、戲劇、音樂等面向促進銀髮生命活力，同時分享長輩的生

命智慧。另一方面，則積極建立長輩照護網絡與專業團隊，持續推動助

老護老、敬老尊老的工作，也進行老人相關研究，希望能從學理與實務

雙管齊下，讓台灣人能有更幸福的老年生活。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1. 陪長輩出去走動、跟長輩一起拍紀錄片，一起作動

畫生命繪本；也許可以用手機製作。 

2. 陪長輩一起做桌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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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縣

市 

數位好厝

邊 
服務期程 地址 簡介 備註 

4 
桃
園 

比亞外部落 7 月 

桃園縣復

興鄉高義

村 12 鄰比

亞外 9 號 

比亞外(Piyaway)是一個不足百餘人，動物比人多的迷你泰雅族部落，位

於桃園復興鄉北部橫貫公路往拉拉山旁邊海拔 700-1000 公尺處的山坡

上，是一個害羞純樸卻又親切好客的小聚落也是珍貴美麗的台灣國寶

—藍腹鷴的家。山上的經濟產物是枇杷，水蜜桃(含五月桃/白鳳桃)及甜

柿；也種植天然蔬菜。 

部落裡的教會，積極協助部落營造，透過成立藍腹鷴護巡隊、繪製部落

地圖，保護部落特色，並讓青年傳承耆老記憶，同時結合公部門的資源

來增加在地就業的機會。幾年下來，比亞外部落在整個復興鄉的營造中

名列前茅，並曾榮獲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頒發的「全國原住民部落營

造優良獎」。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1. 帶領青少年與兒童學習熱舞或街舞（約 30 人）。 

2. 於部落的長輩關懷據點陪伴長輩。 

3. 參與暑假的部落體驗遊程。 

 

5 
桃
園 

新屋愛鄉協

會 
7-8 月 

桃園市新

屋區文化

路二段

2026 號 

桃園市新屋區愛鄉協會，致力於鄉土生態環境教育、保存新屋沿海兩百

多年歷史的石滬群，並積極提升在地文化素質，先後成立導覽隊、石滬

修築工隊、石滬巡護隊、畫會、書畫...等團隊，並結合新楊平社區大學

及鄰近中小學一起推動在地文化向下扎根，希望透過深度旅遊及各項

活動，落實生態、生活、生產等「三生」綠色社區目標，鼓舞鄉親齊來

重視自己的文化，深耕家鄉。目前中華電信基金會主要協助協會項目為

網路寬頻與數位設備之協助，以實踐數位深耕社區之理念。 

需會騎機車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1. 石滬文化季，可協助企劃石滬工作假期體驗之文字

行銷工作，協助文化傳承。 

2. 有承接文化局計畫，石滬堆疊，可協助導覽。  

3. 營隊環境教育、文化扎根等相關活動協助。  

4. 可針對在地產業小旅行協助 DM、行銷、文創等設計

等。 

5. 也有媽祖廟宇文化活動可以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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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縣

市 

數位好厝

邊 
服務期程 地址 簡介 備註 

6 
台
中 

天恩關懷 

協會 
7 月 

台中市大

肚區向上

路 五 段

1316 號 

朱書英牧師是協會的靈魂人物，從台東移居台中之後，發現社區裡單

親、隔代教養情形普遍，身為人父的朱牧師，認為這對下一代的影響，

不僅僅是教育學習層面，還間接影響到生活習慣、日常禮節的養成，所

以他決定從照顧弱勢學童做為傳佈福音的起點。 

2008 年，朱牧師一家人正式展開照護學童的工作，照護工作旁人看來

或許單純，但對他們來說卻是一項辛苦的學習。幸而有家人的支持以及

各方善心夥伴做為後盾，朱牧師說：「只要孩子能改變，我就願意繼續

做下去」。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1. 7 月平日是暑期營（以國小學童為主，約 30 人），

週末是教會活動。 

2. 結合暑期營的課程，希望蹲點學生可協助規劃及帶

領暑期營隊等課程。  

3. 也可設計一些課程教導學生，但需與協會討論。 

7 
台

中 

財團法人水

源地文教基

金會 

8 月 1.2 周

工作營  

8 月 3.4 周

工藝師參訪

推廣 

台中市北

區育才街

3 巷 3 號 3

樓之 4 

「土地是我們的母親，水源使土地的生命成長、茁壯。」本著對鄉土人

文的關懷，基金會以社區營造的理念為出發點，長期於台中太平頭汴社

區、松鶴部落、及台中北區水源地社區，進行各項社會福利、弱勢族群

關懷、以及文教宣導等規劃性工作；在落實社會工作及資源連結過程

中，階段性承辦了青輔會中部青年志工中心、原民會台中和平鄉原住民

家庭暨婦女服務中心。同樣注重在地深耕的中華電信基金會於 2016 年

加入，期望能結合中華電信的專長，和水源地文教基金會共同關心與回

饋孕育我們的這片土地。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1. 一日營兒童、老人、流浪動物志願服務，可與水源

地共同討論規劃活動。  

2. 客家太平藍染：頭汴社區藍染，暑假會有許多團體

參訪。屆時預計有 1 至 2 週的國際工作營，將有國

內外志工做教學與推廣。  

8 
彰
化 

路上教會 7/8-7/22 

彰化縣芳

苑鄉福榮

村上林路

469 號 

彰化縣芳苑鄉路上教會成立於 1952 年，當地外籍配偶、單親家庭、隔

代教養的比例非常高，教會的「弱勢家庭子女課後陪讀班」輔導學童課

業及才藝學習，弱勢學童自此下課後有地方做功課、有人關心與照護；

也針對社區居民不定期舉辦親職教育，從親子教育、衛生保健到園遊

會，透過互動讓居民對教會更了解，也更能投入社區工作。2009 年成

為中華電信基金會數位好厝邊，結合鄰近大學志工教導學童正確使用

電腦；也針對社區民眾、國中生開設符合需求的課程，希望讓電腦教室

成為社區大小朋友交流與學習的最佳場域。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1. 7/15 教會 66 週年慶、教會落成禮拜。 

2. 7/8-7/14 有 ILT 國外志工團協助兒童陪讀班。 

3. 協助社區關懷據點活動，協助社區長輩送餐。 

4. 暑期有兒童陪讀班，希望蹲點學生可以利用個人專

長設計活動。教會有 4-5 台平板可運用，例如可以

運用平板教孩子做自我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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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縣

市 

數位好厝

邊 
服務期程 地址 簡介 備註 

9 
彰
化 

彰化溪州莿

仔埤圳產業

文化協會 

8 月 

彰化縣溪

州鄉溪州

村復興路

50 號 

協會於 2011 年成立，初期與溪州農民一起進行護水抗爭，保衛農業命

脈——莿仔埤水圳。成功保住農業用水之後，積極開展「溪州鄉立幼兒

園在地食材計畫」、「水田濕地復育計畫」以及每年「溪州文化季」，期

望能從產業與文化來改善在地的農業環境。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1. 協助協會進行田野調查，再將調查內容轉換為教案

或設計成社區地圖。 

2. 暑假都會有產地教育活動，協會將推動社區遊程。 

10 
南 

投 

財團法人良

顯堂社會福

利基金會 

陳綢兒少家

園 

7-8 月 

南投縣埔

里鎮東潤

路 38-8 號 

人稱「埔里阿嬤」的陳綢女士是當地家喻戶曉的大慈善家，憑著一顆女

性溫暖而堅毅的心籌建玉清宮良顯堂，投入公益事業，籌建玉清宮良顯

堂，也召集埔里的阿嬤及家庭主婦，製作素粿義賣籌募公益基金。為能

長久協助貧困者，同時使捐款更透明化，陳綢阿嬤成立了「財團法人玉

清宮良顯堂社會福利基金會」，延續阿嬤的愛心，除了幫助清寒助學等

慈善志業，同時也替問題或邊緣少年提供諮商服務，希望讓這些暫時迷

失方向的孩子都能重新獲得溫暖、找到回家的路。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1. 陪伴安置機構 6 至 18 歲學童及青少年，最小學生為

五年級。 

2. 營隊課程協助。  

3. 若會樂器薩克斯風、吉他等樂器佳。 

4. 希望蹲點學生多與孩子分享大學生活。 

11 
嘉

義 

瑪納有機文

化生活促進

會 

7-8 月 

嘉義縣阿

里山鄉樂

野村一鄰

22 號  坪

林南投阿

里山 

「瑪納」在鄒語是「拿去吃」的意思，有分享的含意。鄒族的「瑪納」，

象徵原住民與大自然和生態分享，人與人之間也帶著愛與分享相處。瑪

納有機文化生活促進會於 2005 年成立，以提升原住民經濟與生活為目

標，協助原住民文化家庭的保存、生態環境的保育，進行有機農作輔

導、生態教育訓練、休閒觀光轉型及微型貸款等項目。 甫於 2016 年

成立的「一起鄒社企」，是阿里山第一家社會企業，也是一個複合式商

店，販售阿里山上鄒族農友的農產品與咖啡，也發展部落生態旅遊、文

化導覽與農事體驗，並結合在地音樂家表演，期盼能帶動部落經濟，鼓

勵青年返鄉，促進部落永續發展。 

需能忍受戶外環境、注意高山症，會騎機車佳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1. 可以友善耕作為主題。有機耕作條件較嚴格，過去

瑪納只有與阿里山農友合作，爾後擴大與農糧署合作。

因此記錄的重點除了有機耕作，也可以放在資源串聯

上面。  

2. 可共同發想串聯友善農友的方式與行銷計畫。  

3. 會跑多個據點（坪林、南投、南港）並一同與有機

農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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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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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數位好厝

邊 
服務期程 地址 簡介 備註 

12 
嘉

義 
東後寮教會 7-8 月 

嘉義縣義

竹鄉東光

村 62 號 

教會位於義竹鄉東光村，創立至今已有百年歷史，日治時興建的東後寮

教會舊禮拜堂具歷史意義及建築特色，也曾經是電影取景之地。 

隔壁緊鄰光榮國小，少子化、隔代教養、老齡化現象普遍，社區以長輩

居多，所以教會承接長輩關懷據點的服務，鼓勵長輩走出家門、增加人

際互動。在教會設立的老人關懷據點裡，為長輩設計了許多活動，除了

例行的供餐、健康操、量血壓之外，還帶領長輩玩桌遊、從事簡單農耕

活動筋骨。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希望學生能協助長輩陪伴，及長輩活動的設計與帶領。 

13 
台
南 

菁寮村 7/15-8/15 

台南市後

壁區菁寮

村 39 號 

菁寮長老教會是中華電信基金會建置的第一個數位好厝邊，教會牧師

和牧師娘為了孩子們長期奉獻。在菁寮有非常多的新住民家庭，隔代和

單親所衍生的問題不計其數。2006 年，數位好厝邊成立之後，基金會

先以新住民媽媽做為服務對象，結合中華電信台南、嘉義營運處企業志

工的能量，教導新住民媽媽電腦課程，並在過程中，導入其它資源予社

區、學童，希望提供在地最適切的資源。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可於教會課輔班（學員為國小 1-6 年級學童），設計與

帶領課程（不限主題）。 

14 
台

南 
頂洲教會 7 月 

台南市學

甲區三慶

里頂洲

107 號 

頂洲教會成立於 1952 年，近年來積極地為當地張羅學習資源。透過牧

師、教會同工及教友的齊心投入，以課輔方式協助孩子課業學習。中華

電信基金會在此建置了數位好厝邊之後，也利用週末帶領青少年進行

電腦課程的學習，包括認識電腦、海報設計、部落格使用、電腦維修等

課程，社區居民也樂於一起學習。期望數位科技能為頂洲教會的孩子們

帶來更充沛的學習資源，也替孩子開啟更多的可能性。 

需自備機車，熟悉台語佳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1. 拍攝主題：可以鄰近社區為主。 

2. 服務項目：希望能帶國高中生思考未來（例如認識

升學科系、進行職涯發展探索），燃起他們對未來

的熱情與夢想。 

3. 希望能以外來眼光觀察讓青年留在社區發展的機

會。 

4. 社區孩子都喜歡跟大學生互動，也希望多瞭解外面

的世界。希望蹲點學生能多跟孩子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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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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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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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高

雄 
中路教會 7/16-8/10 

高雄市阿

蓮區中路

里 157 號 

中路里位於高雄市阿蓮區西北隅，地形上地勢較高，不會淹水。中路社

區主要以務農為主要的經濟來源，其中以芭樂和番茄為主要水果，但農

藥的使用導致土地的貧瘠與污染，近來也開始思考有機轉型，希望能讓

土地早日回歸自然。 

中路教會，是阿蓮鄉歷史最為悠久的教會，早在清光緒 30 年就已設立

臨時禮拜堂。近來為能解決社區裡學習資源不足的問題，教會開設陪讀

班，並舉辦多采多姿的活動，包括周末兒童營、小提琴班、暑假韓風夏

令營、陪讀班戶外教學等等，希望讓孩子把教會當成第二個家陪伴孩子

快樂成長。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1. 7 月第三週開始有暑期活動，有 4 到 5 週的兒童陪

讀班（約 26 位學童）。 

2. 7 月底 8 月初有一週的韓國教會交流活動，活動包

括唱歌、律動、才藝（折氣球、大地遊戲、水球遊

戲） 

3. 7 月週末有兒童營；每週一有小提琴班。 

4. 蹲點學生可帶孩子學習影像創作（例如用影像記錄

生活），也可在韓國教會交流活動時協助活動記錄及

活動帶領，也可協助老人關懷據點的活動。 

16 
屏

東 
善導書院 7-8 月 

屏東縣高

樹鄉新豐

村拓林巷

10 號 

善導書院以照顧屏東新豐、舊寮和高樹村的弱勢學童為主，為使孩子的

教育及家庭都能保有其穩定，故除了關心孩子的教育之外，也將觸角擴

及在地的經濟發展，同時不忘關懷社區的獨居長輩，日後也將透過平板

課程啟動社區長輩陪伴計劃。 

會騎機車佳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1. 暑假有國小生為主的夏令營約 40 人，也有課輔協

助。 

2. 歡迎蹲點學生發揮專長設計、帶領課程，如有外籍

學生，可以教學文化、語言方面的交流。  

3. 農事當季體驗與拍攝。 

17 
屏

東 
阿禮部落 

7 月底至

8 月 20

前 

長治鄉長

治百合部

落園區魯

凱街  269

號 

位於霧台海拔千餘公尺的山中，有著古老的阿禮部落，保存了豐富的

自然資源，是台灣野生動物安棲之所，尤其獨特的魯凱族人文景觀與

民情風俗，常是賓客駐足留連的地方。 

2009 年的八八風災造成村內土地滑動，因此全村遷至長治百合永久屋

基地居住。部落族人在新的家園落腳，部落大頭目包基成老師則秉持

重建家園、守護部落的決心，在永久屋基地重建部落小學堂，讓孩子

學族語，也讓年輕人回來學習自己的文化，希望透過族語和部落故事

的傳承，延續魯凱文化的脈動。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1. 協助推動閱讀。 

2. 協助記錄部落故事，搭配部落活動，記錄傳統祭儀。 

3. 部落目前積極推動文化與教育、自然人文生態景觀、

生態旅遊遊程。 

4. 8 月會有小米祭（8/15 之前），一天活動，屆時將有

周邊活動包含文化課程、閱讀活動、部落周邊永久

屋農特產品農作等。山上原鄉也會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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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屏
東 

楓林教會 7/15-8/15 

屏東縣獅

子鄉楓林

村 5 鄰楓

林 2 巷 14-

2 號 

教會的薛牧師和薛師母到楓林服務之後，一心為張羅學童的教育資源

而努力，他們不只從孩子的課業著手，同時也照顧到心靈層面，因此，

雖然牧師和師母常扮演黑臉的角色，但是與孩子們的互動卻如同家人

一般親切。目前楓林教會加入中華電信基金會和輔仁大學合作的遠距

課輔計劃，薛師母扮演極關鍵的角色，經常督促孩子的學習進度，促使

該計劃順利進行，亦讓偏鄉學童獲得更多教育資源。 

需會騎機車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1. 暑期將有課輔營隊、音樂營等活動。蹲點學生可發

揮專長設計活動。 

2. 拍攝主題：除了教會孩童，也可拍攝家庭、親子、

家長、教會等題材，或新住民、教育等議題。 

3. 3 月將與鄰近社區學童合作部落遷徙故事的文史記

錄，預計將產生很多影像資料，希望可以集結成冊

或整合呈現於網站，可能請蹲點學生幫忙架設網站、

協助孩子撰寫圖文。 

4. 蹲點學生也可協助編製社區報，內含部落消息、部

落討論問題等資訊。 

19 
屏

東 
永樂社區 7/5-7/25 

屏東縣林

邊鄉永樂

村榮農路

八號 

永樂社區在村長蔡玉心的帶領下，從社區環保美化做起，凝聚居民的共

識，也因而促成中華電信基金會在此建置數位好厝邊，社區長輩得以運

用網路及社群軟體跟親朋好友互動，數位生活也成為彼此的聊天話題。

在這裡，數位真的讓人與人之間零距離。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1. 學生可依各自專長，針對社區孩子與長輩設計與帶

領課程（不限主題）。 

2. 希望透過蹲點紀錄，讓社會大眾認識永樂村。 

20 
台

東 
愛國蒲教會 7 月 

臺東縣大

武鄉大竹

村愛國蒲 

1 鄰 4 號 

愛國蒲，位於台東縣大武鄉大竹村所轄最北端的部落，四面環山、風

景宜人。大武鄉為排灣族聚落，為了傳承排灣族文化，積極推動母語

教學，透過耆老的分享、教育、聚會，讓下一代有機會接觸並深刻認

識排灣文化。教會向來是原鄉部落的重要精神指標，除了平日固定的

禮拜聚會之外，教會也扮演資訊聯絡、協調資源的角色，愛國蒲教會

伊雅斯和荏荏曼牧師夫婦在 2009 年到台東愛國蒲教會服務之後，秉

持奉獻的精神，自掏腰包重新整修原本位於教會一樓的電腦教室，希

望能更有效發揮這個資訊中心應有的功能。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1. 暑期有兒童課輔班，國小、國中、高中學生都有，

約 25 人。輔導學生暑期作業，也會設計課外活動、

才藝等有趣課程。 

2. 蹲點學生可依各自專長，為課輔班孩子設計課程（不

限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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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台

東 

達魯瑪克 

部落 
7-8 月 

台東縣卑

南鄉東興

村東園二

街 126 巷

5 弄 2-1

號 

達魯瑪克部落是臺東縣內唯一魯凱族生活區，卡帕里瓦舊社大約建於

三百多年前，可惜好景不常，民國 58 年的一場大火，將原有文物付

之一炬。目前石板屋的格局與牆體尚存，卻不完整，但仍可從殘留文

物中一窺當時的榮景。魯凱族的藝術表現傑出，織布、編籃、木雕等

作品細緻傳神，展現魯凱族人天生的藝術才華。 

每年七月的收穫祭是魯凱族的年度盛事，收穫祭的開始，由頭目帶領

族人向達魯瑪克守護神祈禱，點燃火把之後，以嬝嬝白色煙霧引領守

護神到祭場。隨後，頭目帶著小米和檳榔等祭品，到達事先立好的高

聳鞦韆架四周祭祀，祈求一切平安順利。收穫祭會舉行盪鞦韆活動，

穿戴華麗的女子由男子以線牽引，來回於空中擺盪，展現獨特的魯凱

文化。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目前由「台灣好食」協會協助開發民族植物產業。 

暑假期間主要工作：包含植物採集，與處理利用方式

記錄，以及相關產品發想。蹲點學生可以參與，並協

助記錄。 

22 
花

蓮 

花蓮縣富里

鄉吉拉米代

部落文化產

業協會 

8/10-8/25 

花蓮縣富

里鄉豐南

村20鄰27

號 

吉拉米代部落，位於花蓮縣最南端的豐南村，座落在海岸山脈最高峰

麻荖漏山下、秀姑巒溪水源頭，山川資源豐富，素有「小天祥」美

譽。本村屬山多平地少的偏鄉農村，居民多墾山為生；青壯年人口外

移，隔代教養及單親家庭比例高。人口六成為阿美族，其餘為客閩及

外省族群。清末阿美族人沿秀姑巒溪溯源尋找適合遷居處，見有樹根

壯大足以攀爬溯溪而上，便為此地起名為 Cilamitay 吉拉米代部落，指

大樹根之地。 

2017 年底加入與中華電信基金會「數位好厝邊」，期望透過數位的力

量，協助記錄與傳承阿美族的傳統歌舞，讓部落子女更熱愛自己的文

化、展現在地自信。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1. 8 月 20 左右有豐年祭，一般為期 4 天。 

2. 希望蹲點學生可以幫忙以文字與影像記錄傳統祭

儀，包括狩獵（只有在豐年祭看得到）。也希望可以

協助建置紀錄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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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花

蓮 
鐵份部落 

7-8 月 

8 月活動

較多 

花蓮縣玉

里鎮東豐

里 7 鄰 51

號 

鐵份部落屬玉里鎮東豐里，阿美族人稱為 Afih，為「米糠」之意。玉里

位於花蓮縣南端，東部地區的中心點，往北至花蓮市及往南至台東市均

距離一百公里以上。鐵份部落位於 193 線上樂德公路旁，而電腦數位

教室是使用東豐天主堂教育廳，教室為多功能用途，如教會、部落各項

會議、老人日間關懷站、休閒活動等等都在此舉辦，與部落生活的點點

滴滴結合在一起。現在部落族人有了新電腦，就可以高高興興的來完成

他們的功課，部落居民耆老也試圖用數位網路平台與在外工作孩子溝

通，並將部落發生的點點滴滴完整的記錄下來，讓部落的生活、人文、

最新消息透過電腦平台傳送到各地，以達到電腦數位信息的互動縮短

時空距離之目的。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1. 可朝人文傳統文化進行影像或文字的記錄。  

2. 可設計文化觀光活動的文字 DM，或提出小型的觀

光企劃。  

3. 可協助部落 2.0 長照相關活動，每周一至五帶長者

做手工藝等課程。 

4. 可協助產業文化、景物文獻等。  

5. 7 月有金針花季，也可觀察部落人文景觀、產業鏈

與生活方式。  

6. 部落產業：金針、東豐文旦、有機米/良質米、有機

咖啡。  

7. 8/15 左右：豐年祭（為期 3 天)，豐年祭前一天將

舉辦聖母升天活動。  

8. 部落文化資源豐富，學生可酌取要記錄或服務的內

容，再與社區討論。 

24 
花

蓮 
邦查農場 7-8 月 

花蓮縣光

復鄉大同

村佛祖街

47 巷 2 號 

花蓮縣光復鄉馬太鞍部落大同村內，農場主人阿美族的蘇秀蓮女士一

步一腳印學習有機農事技術，是花蓮縣光復鄉首位得到有機認證的農

場。農場僱用當地弱勢婦女、中高齡及原住民，也協助當地小農有機轉

作，期望能帶動在地就業。另一方面，也透過農業種植及推廣，傳承阿

美族農業文化，農場除種植主流市場需求的黃豆等雜糧，對於阿美族傳

統作物黑糯米、紅糯米、赤小豆等部落原生種雜糧，亦積極進行採種復

育，並透過販售與食譜教學，希望讓社會大眾從中認識部落農業與飲食

文化。目前農場正逐步開展在地行銷與在地消費的工作與目標，期望能

促進部落經濟，也邀請民眾一同加入部落以友善土地的有機農業保育

生態環境的行列。 

需自備機車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1. 農業採收體驗，協助採收有機黃豆，或協助秋天復

耕的準備工作，及夏天防颱與夏天作物種植工作。  

2. 網站企劃協助。  

3. 協助製作文宣品或行銷相關設計。  

4. 可做農產採種的記錄。  

5. 將推動在地遊程，內容包括農事體驗、食農教育與

文化導覽。蹲點學生可參與其中並從旁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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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花
蓮 

港口部落 7-8 月 

花蓮縣豐

濱鄉港口

村 7 鄰港

口 96 號 

港口部落石梯坪，花蓮東海岸旁的阿美族聚落，位於台 11 線的 63.5

至 65.5 公里的路段，除了有著碧海藍天與一望無際的遼闊，還有海岸

山脈腳下綿延不絕的綠水梯田。 

目前由「台灣好食協會」協助復育原具有生態、生活與生產價值的阿

美族傳統水梯田，並且讓這特殊的海岸生態與文化地理景觀可以用海

岸阿美族的文化角度來詮釋，未來預計將觀光路線與範圍擴大到整個

部落周遭，讓部落的梯田景緻、原住民美食、部落特色等重新呈現，

勢必會是一條具有生態、文化與遊憩價值的知性旅遊路線，並帶來另

一股經濟力量，吸引部落青年回鄉工作。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1. 目前正由「台灣好食協會」協助石梯坪水梯田復育、

濕地生態保存。可參考 FB「石梯坪水梯田復育計畫」 

2. 暑假期間計畫主要工作項目：稻田與部落的記憶，

透過各種方式採集紀錄部落族人與稻田生活的記

憶。可協助計畫人員透過訪談、活動等適當方式，

引導族人找出過去與海梯田相關的記憶，並產出相

關紀錄。 

 

https://www.facebook.com/mibali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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