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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文化局新住民多元社造推廣實驗計畫書摘要表 

計畫名稱 新元素‧心空間‧新媒體‧新二代 

執行單位名稱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新移民發展與交流協會 

協辦單位：彰化縣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暨彰化縣六區新住民據點、

員林高級中學 

計畫總經費 50,000 元 

負責人 廖清平 

聯絡人姓名 賴孝帆、劉宜欣 

聯

絡

方

式 

電話 04-8339839 

手機 0936-129659、0979-029323 

傳真 04-8335213 

E-mail Eqeqq256@gmail.com 、  love.joy.u6vup6@gmai.com 

地址 彰化縣員林市四平街 43 號 

計畫內容分項摘要 
一、新住民家庭中心與本協會專案合作，連結新住民成立大規模新住民家庭社群，

培力新住民家庭。 

二、辦理新住民家庭培力工作坊－－空間文化與新媒體營造。 

場次：一場次分兩周進行。 

人數：預計參與人員 50 人，含新住民家庭與社區民眾。 

時間：訂於 2018 年 09 月 22、29 日，兩周周六。 

地點：國立員林高級中學 彰化縣員林市靜修路 79 號。 

 

第一階段 

• 08月15日-08月22日 
•活動訊息整理與自媒體成立。 
•聯繫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商討合作。 

第二階段 

• 08月22月09月22日 
•與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討論專案合作 
•聯絡與串聯新住民家庭。 

第三階段 

•新住民家庭培力－－空間文化與新媒體營造工作坊。 
• 9/22（六）下午 破冰與團體動力、新媒體與社區營造 －－講師：許懷中 助教：劉宜欣、賴孝帆 
• 9/29（六）下午 社區營造與空間 －－講師：錢克瑋 助教：劉宜欣、賴孝帆 

                                 社區營造案例討論空間設計發想、結訓 －－講師：吳哲良 助教：劉宜欣、賴孝帆 

第四階段 

• 09月29日-10月22日 
•共同規劃心空間改造。 

成果發表 

• 10月27日(六) 
•新住民多元社造推廣實驗計畫成果發表會 
•時間：13:00-17:00 地點：(暫定)員林高中 彰化縣員林市靜修路79號 或 協會辦公室 彰化縣員林市民生里四平街43號 

mailto:Eqeqq256@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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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緣起： 

 社區參與以往都是社區中相對有餘力的群眾參與，新住民家庭往往非此類活動

參與者。然新住民實際上擁有更多創意與其文化優勢，可以帶給社區更多動力以及創

新思維，是故新住民極為合適作為創意發想人員，提供更多的意見並能嘗試將其母文

化帶入社區。本計畫中新住民二代可以作為溝通的角色，協助融合「新元素」
1
到社區

中。本會期望結合更多新住民家庭共同參與公眾事務，連結更多新住民及其新住民二

代一起為社區出一份心力。 

彰化地區據統計約有 2 萬 2 千 600 戶新住民家庭，本協會長期經營新住民社群，

辦理多項活動且擁有一定曝光度，卻僅能觸及約十分之一戶新住民家庭。根據新住民

家庭的參與現況，本會發現其實有許多家庭對於資訊的取得仍有困難，故期望可以，

以新二代新媒體的方式盤點整合彰化內「一中心六據點」，一個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六個新住民家庭服務據點，以專案合作經營新住民及新二代共同規劃本彰化縣全區新

住民社區營造計畫：「新元素‧心空間‧新媒體‧新二代」。 

新住民為跨國遷移的例子，本計畫以「遷移」
2
、「聚會所」

3
 、「新二代」與

「新媒體」作為主軸，帶起新住民跨國遷移與融入台灣社會的議題，並在聚會所中娓

娓道來這些生命經歷與故事。以期推廣大眾反思多元文化的價值，並能真正認識新住

民的生命史，尊重這些在我們身邊的家人、鄰居、朋友，讓這些「新元素」真實融入

社區。同時開設 1)新住民實體空間工作坊，運用新住民二代的新媒體資訊能力，透過

大數據資訊應用能力、痞客邦網頁平台架設、line@APP與facebook粉絲專頁宣傳模式實

作之媒體策略等等新媒體或自媒體工具協助彰化內「一中心六據點」來經營 2)新住民

虛擬空間工作坊。 

二、 計畫目標： 

(一) 初期目標──培力新住民家庭。開設新住民實體空間工作坊及虛擬空間工作坊。 

1. 連結新住民，成立大規模新住民家庭社群，共同籌備接續行動。 

2. 新住民家庭創意發想設計遷移聚會所──心空間，活化社區。 

3. 社區設立「心空間」，結合圖書空間與原生母國飲食文化營造一個可以放心

對話的空間，定期進行真人圖書館、播放新住民國家系列電視劇、電影、動

畫，藉由此類影視資源進行文化交流。 

4. 由新住民家庭輪班經營此空間，採用共享機制經營。大眾可以使用貨幣購買

書籍，又或是以真人圖書交換形式(故事交換，亦即分享自身故事與交流生命

史)，以此累積點數可以換餐、換書。 

5. 新住民與其二代融入社區，且社區民眾能審視彼此間的文化差異。 

                                                
1 新元素包含三種意義：創新思維的產物、新住民所擁有的知識與創意、新住民與其二代本身即是構成

社區的一項新元素。 
2 遷移係指新住民跨國界來台並且放棄國籍歸化為中華民國國民定居下來。本計畫中的遷移著眼於移動

式空間的設計，象徵新住民來台與回國之間的移動與停留。 
3 聚會所即為「心空間」係指跨國遷移的人群會因地緣、親緣等關係聚會，本聚會所地點為新住民的家，

象徵新住民跨國界到另一個國界生活。如到越南姊妹的家實蘊涵該越南姊妹從越南來到台灣定居的一個

場所，其他不同國籍姊妹到此來則象徵文化間的交流與停留生根。 



3 
 

(二) 計畫延續效益： 

透過本計畫從開設實體空間工作坊到虛擬空間工作坊的培力，讓隱藏在彰化縣各

偏鄉社區的新住民家庭，發掘有能力轉變成「新住民家庭實體空間工作坊」的新住民

家庭，讓「一中心六據點」的服務模式，以自願服務的方式，擴大功能佈點到願意付

出及有能力的「實體新住民家庭」 

三、執行單位：社團法人台灣新移民發展與交流協會 

四、實施期程：2018/08-2018/10 

五、實施地點： 彰化縣員林市四平街 43 號 3 樓 

六、計畫內容： 

（一）社區參與籌畫情形： 

 社團法人台灣新移民發展與交流協會進行場地布置、課程安排與社區活動宣傳，

並與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成立專案小組，共同策畫聯繫新住民家庭。 

  新住民負責空間創意發想與本聚會所之空間管理，提供計畫改進建議，讓活動更

多元以及豐富。新住民二代則負責空間文化工作坊籌備、新住民活動訊息整理、網頁

專欄投書以及網頁管理。 

（二）執行方式 

  本計畫分為四階段，第一階段為活動訊息整理與媒體成立；第二階段為連結新住

民家庭；第三階段為空間與文化工作坊；第四階段則為共同規劃心空間改造。 

第一階段－－活動訊息整理與媒體成立： 

架設新住民活動資訊網，網站內容分為二軸線，其一為各項活動宣傳，包含新住

民活動與協會聚會資訊；其二為多元文化交流平台，由新住民二代負責經營與蒐集投

書，內容為新住民原生母國生活、新住民來台生活、新二代的生活、多元文化的議題

討論。 

第二階段－－連結新住民家庭： 

與彰化縣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進行專案合作，利用三軌宣傳，其一為電話簡訊發

送，其二為姊妹親友推薦，其三為自媒體推播。 

1. 電話簡訊： 

與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進行專案合作，藉中心擁有的連絡資訊一一發送

本活動訊息，並附上本計畫成立的網頁連結以及 line@帳號，可以提供新住民

家庭多語言版本資訊。不斷曝光本計畫內容以及相關活動，讓新住民家庭可

以獲得資訊。計畫後期採用第三點的自媒體推播。 

2. 姊妹親友推薦： 

採用傳統人力宣傳方式，藉由樁腳制度一人拉其三至五位新住民好友參

與，再繼續下線推廣，以一個拉一個的方式達到資訊傳遞以及產生與協會的

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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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媒體推播： 

創建 line@帳號，初期使用簡訊推廣此帳號的資訊，讓新住民可以加入好

友獲得更多資訊。本自媒體主要推廣內容為網站所蒐集的資訊推廣，將訊息

多語化，提供友善資訊並能實際達到宣傳活動之效用。 

第三階段──新住民家庭培力－－空間文化與新媒體營造工作坊。本工作坊為期兩周

自 9/22(六)下午、9/29(六)下午，課程內容如下表。對象為新住民家庭及一般台灣家庭。 

 

 
活動時間 活動項目 活動說明 講師 

時

數 

09/22

(六) 

下午 

13:00-14:00 破冰與團體動力 
團體成員自介小卡破冰與團體輔導課程培

育團體合作動能。 

徐鴻欽秘書長 

助教劉宜欣 

助教賴孝帆 

1 

14:00-15:00 
新媒體與社區營

造 

一、應用 APP 設計與經營 

二、如何整理活動訊息與推廣 

許懷中老師 

助教賴孝帆 
1 

15:00-15:30 休息 自由互動、自由聯誼、認識新朋友 休息時間 0.5 

15:30-17:30 
新媒體與社區營

造 

三、大數據分析與應用 

四、媒體工具的操作 

五、問題意識討論-分組工作坊討論 

許懷中老師 

助教賴孝帆 
2 

09/29

(六) 

下 

午 

13:00-15:00 

享巷的共同體 

A sharing 

community in-

between alleys 

「新住民」、「舊住民」本身、以及新／

舊住民之間的社會互動，也會對改變他們

所處的空間形貌與內涵。 

吳哲良老師 

助教劉宜欣 
2 

15:00-15:30 休息 自由互動、自由聯誼、認識新朋友 休息時間 0.5 

15:30-17:30 社區營造與空間 

一、何謂社區營造 

二、社區營造例子介紹 

三、如何社區營造 

四、空間的意義 

錢克瑋老師 

助教劉宜欣 
2 

17:30-18:00 結訓及晚餐 心得分享、頒發合格培訓證書、晚餐聯誼 賴孝帆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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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階段－－心空間共同規劃與改造： 

 新住民與其二代參與本計畫合作後，開始著手進行「心空間」改造，共同發

揮創意設計該空間，使其明亮溫馨且可分享故事或是作為活動的空間。 

1. 空間布置 

(1) 收集東南亞圖書、繪本、語言書籍供交換或借閱。 

(2) 繪製國旗等作為裝置擺設，設計空間美化。 

(3) 擺設桌椅（或是鋪蓆子）、燈飾等使空間可被閱讀、可被對話與書寫。 

(4) 佈置電影播放區、討論區、活動區、餐飲區。 

2. 規劃真人圖書館
4
場次，讓姊妹分享生命史或是台灣人分享跨國經驗。 

3. 播放新住民國家影視，播映完畢後有討論會，討論會內容為影視背景與東南

亞印象。 

4. 規劃共食時間，邀約社區居民一起煮食新住民國家料理。 

5. 本空間的規劃與經營皆由新住民家庭排班負責，經營模式為共享機制，當一

位新住民家庭想要嘗試將自家空間騰出作為聚會所，則搬遷原心空間之投影

設備、書籍等佈置物到下一個新住民家庭。 

（三）預定進度規劃 

 1.預定進度 

 
  

                                                
4 真人圖書館源起於丹麥，透過真人書能夠和你進行一對一的面談，做更切身的溝通交流，也認識社會

上不同的族群，達到多元交流的目的。資料來源：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第一階段 

•08月15日-08月22日 
•活動訊息整理與自媒體成立。 
•聯繫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商討合作。 

第二階段 

•08月22月09月22日 
•與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討論專案合作 
•聯絡與串聯新住民家庭。 

第三階段 

•09月22日-09月29日 
•新住民家庭培力－－空間文化與新媒體營造工作坊。 

第四階段 

•09月29日-10月22日 
•心空間共同規劃與改造。 

成果發表 

•10月27日(六) 
•新住民多元社造推廣實驗計畫成果發表會 
•時間：13:00-17:00 地點：(暫定)員林高中 彰化縣員林市靜修路79號 或  

                                                     協會辦公室 彰化縣員林市民生里四平街4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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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預計師資： 

(1) 吳哲良老師。 

(2) 錢克瑋老師。 

(3) 許懷中老師 

(4) 助教劉宜欣。 

(5) 助教賴孝帆。 

3.師資簡介 

(1) 吳哲良／國立清華大學清華學院導師及兼任助理教授。曾獲臺中市大墩文學

獎報導文學首獎。研究興趣為通俗文化研究、空間社會學、記憶與哀悼政治。 

(2) 錢克瑋／國立清華大學清華學院導師及兼任助理教授。研究興趣為社區營造。 

(3) 許懷中／逢甲大學大數據中心副主任與資訊工程學系助理教授。研究專長為

大數據分析及應用、軟體工程雲端計算、身心理量測與群眾外包。 

(4) 劉宜欣／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學生。為菲律賓新住民二代，獲選 104 年

新住民二代培力試辦計畫成果優選，並曾獲清華大學師資培育 105 學年度

Top 潛力教師獎教育議題優等獎 ，題目為新住民及其二代教育。105 及 106
年新住民二代優勢培力論壇與談人。 

(5) 賴孝帆／現職新住民立法委員林麗蟬服務處助理。為印尼新住民二代。106
年國泰基金會新住民二代優勢培力論壇與談人。106 年及 107 年印尼國際牙醫

醫療志工團隊。 

（四）人力分工： 

社團法人台灣新移民發展與交流協會負責。 

（五）預期效益： 

1. 連結新住民社群，牽繫新住民連結，彼此相互扶助與資源共享。 

2. 新住民得以展現其擁有的多文化優勢以及創意，學習共同經營一個空間，

並能在此空間產生不同的交流，讓文化可以藉由分享的形式傳達給所有人。 

3. 增加台灣人對新住民的認識，破除偏見與刻板印象，並增加的多元觀點，

重新審視多元文化的意義，能夠了解新住民母國的文化以及理解與台灣文

化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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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經費預算表 

經費項目 單價 數量 單位 總價 計算方式及說明 

一、業務費 

鐘點費（外聘） 2,000 6 小時 12,000 

2,000 元×6 小時 

錢克瑋老師－2 小時 

吳哲良老師－2 小時 

許懷中老師－2 小時 

鐘點費（內聘） 600 17 小時 10,200 

500 元×17 小時 

助教劉宜欣-9 小時 

助教賴孝帆-8 小時 

誤餐費 70 120 份 8,400 

9/29(六)中午、9/29(六)晚上 

50 位學員加助教和社區志工 10 人，

共 60 人×2 天。 

茶水費 20 300 份 6,000 
50 位學員加助教和社區志工 10 人，

共 60 人×5 堂課。 

印刷費 2 1,000 份 2,000 課表與課堂教材 

材料費 500 1  500 課堂教材 

場地布置費 7,000 1 筆 7,000 
紅布條 2,000 元、書籍費 2,000 元、

場地費 1,000 元×3 天 

通訊費用 500 6 人×月份 3,000 

2 人×3 月份 

2018 年 8，9，10 月。 

申辦計畫專用預付卡門號兩隻，此

預算為該門號之通訊費用。 

雜支 900 1 筆 900 本計畫未編列到之項目 

總計 50,000 元整  

八、提案單位/個人簡介 

本會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以關懷本國新移民在地發展與文化交流為

理念，協助新移民之生活適應、技能學習、工作發展、族群融合、權益保障為使命，促進新移

民個人尊嚴與家庭幸福為目的，進而服務社區發展，以建立一個族群永續發展與文化融合之祥

和社會為宗旨。創會理事長為現任第一位新住民立法委員林麗蟬，執行長梁金妮秉持協會一貫

理念協助新住民與社區融合，秘書長徐鴻欽為第 51 屆中華民國十大傑出青年選拔委員會總幹

事，長期培力與協助新住民團體。 

九、聯絡資訊 

聯絡人：賴孝帆 

職稱：台灣新移民發展與交流協會新住民二代志工 

連絡電話：0936-129659 

聯絡信箱：eqeqq256@gmail.com 

聯絡地址：彰化縣員林市四平街 43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