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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營造 ?

社區據點20年



舊思維
人越來越少

志工人也越來越少
年輕一代退休者不願意加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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揪團生活互相棒伴
共生社區實踐家

1.看見社區老化的問題
2.如何突破困難
3.如何凝聚共識整合



社會問題日趨複雜，社
會福利經費吃緊。

政府端

社會問題日趨複雜，重
大案件頻繁出現。

再多的服務據點仍無法
滿足多元需求。

現有的服務不見得可以
吸引新世代長者。

社區據點/組織端

現有的服務不見得可以
吸引新世代志工。

取得服務資源及補助經
費日益競爭。

社區被誤以為是為老人
才來的地方。

現今社區照顧的挑戰

實踐大學黃珮玲副教授



服務對象端

我到底是不是弱勢者？誰來定義？

各種以對象為區分的服務，造成我跟他人的疏離

我的需求，似乎無法被滿足
無論是複雜的問題或是很日常的問題

我的能力、興趣跟手藝，無用武之地
實踐大學黃珮玲副教授

現今社區照顧的挑戰



參與
參加、加入。

社會參與
在社會活動中的積極參與和
貢獻，促進長者之個人、社
會及心理層面的健康與發展
。



突 破
陪 伴



未來社區實踐家
熱情、勇敢、改變、創新



社區需求盤點
社區永續發展

社區民眾志工共識會議、
志工培訓、長輩自主開心地
轉化角色，有效招募社區志
工看見社區需求、尋找方法解決社區

問題突破困難

壹 貳

参

目
錄



共生社區發展 社區組織怎麼來培力長者？

社區長者有哪

些能力可以延

伸運用?

阻礙他們無法

發揮能力的因

素是什麼?

共識凝聚及一

起行動

如何提升其參

與動力?有什

麼資源可以用?

充權 使能 行動盤點

黃珮玲老師 11



壹

社區據點需求盤點
跨世代共融老幼共學



共生社區是高齡社會白皮書的實踐策略之一

01
增進高齡者健康
與自主

02
提升高齡者社會
連結

03
促進世代和諧
共融

04
建構高齡友善及安
全環境

05 強化社會永續發展

高齡者自主

社會連結

世代共融

友善安全環境

發展永續



幹部志工民眾共識會議、培訓、

1

2

3

幹部、志工民眾共
識會議

遴選志工幹部

培訓

志工會議決定
培訓細節。

• 依工作項目分組非常重要



疫情下的服務
幫第一線醫護人員帶嬰幼兒
喘息服務





體貼別人
感恩對方是重要的



0歲~3歲嬰幼兒喘息服務



0歲~3歲嬰幼兒喘息服務











實踐場域
新北市永和區

臺北市立大學「你我共好」團隊

身心
障礙者

弱勢
女性

社區
志工

照顧者

場域
議題

平等平權
教育與倡導

心障者與
照顧者的
心理支持

刺激弱勢
高齡就業

感性社區
經營與行銷

服務
對象

產業經濟面

社會永續面

心理照護面

問
題
意
識

臺北市立大學-莊旻達副教授提供

臺北市立大學-「你我共好」的善循環USR計畫



不老青幼獅







志工永續
長者、志工為師
健康管理自主講師



新北市永和區
民權社區發展協會

民族里/民權里
民治里/智光里

建構不一樣的社區社會安全網

將社區輕度精障人士帶入社區、培養穩定的簡易工作能力。
透過團體藝術治療：強化社區民眾與志工心理效能感。
社區特色商品開發、引領社區弱勢群有創業潛力。

創業
培力

商品
包裝

品牌
行銷

社會與社區永續經營

透過商業模式、導入新型態社區行銷模式、堅實社區的永續發展。
結合勵馨基金會、新北市青年局與更多團體擴大效益。

學生
實習

團體
治療

藝術
倡導



獨老時代來臨了
新老人時代
溝通技巧



執著固執
不想理你
朋友越來越少

志工也越來越頭痛
年輕者退休者想好好休息
孤獨、孤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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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變老時:
怕病 !怕窮!怕孤單 !



執著愚蠢
生活差異、文化差異





揪團生活互相棒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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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快樂獨居幸福好朋友

36



幸福快樂獨居新偏方（處方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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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據點小站



藝術倡導展覽
宣傳情緒教育

協助弱勢婦女、精障居民
二度就業與社會連結

充實社區
長者志工
的培力

協會
「一口酥」
商品的重生

積極推動
國際學習與
國際連結

社區形象與社群經營

倡導
工具
的
設計

校園獨特
培力活動
與體驗



未來共生社區實踐家



創業
培力

場域
議題

推動
目標

實踐
核心

心理
藝術療癒

創造性
藝術倡導

平等平權
教育與倡導

心障者與
照顧者的
心理支持

刺激弱勢
高齡就業

感性社區
經營與行銷

藝術治療

心理諮商

行銷企劃

應用藝術

行銷企劃

藝術治療

心理諮商

應用藝術

社區
經營永續

勵馨基金會 新北市青年局 新北市衛生局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中華心理衛生協會

外部
資源

推
動
目
標



場
域
與
利
害
關
係
人

你我共好
的善循環

合作
單位

實踐
場域

大學

人才培力

Link worker

社區輔導
助人工作
藝術治療
文創產業
地方創生

師

生

知識導入、人才培訓

專案合作、專業應用

政府局
處

公
益
團
體

社
會
關
懷



歐美國家日本案例
失智農場、日照中心與幼兒園合作等等





社會參與





突破自已的生活框架、我還年輕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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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共生社區實踐家



快樂的第三人生

退休生活如何過 ?
您準備好了嗎 ?



孫爺爺李奶奶在大陸是同鄉1949年從大陸同船來到台灣分散70年既然
在民權社區的延緩失智失能課程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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揪團生活互相棒伴













創新不是為了創新而創新
創新的目的是在解決問題
解決問題才能創造價值
這才是前進的力量
大環境好了人才會一直進來



社區的改變創新突破發想 共生共享給誰及如何共享…

1

可以共享的

資源及能力

32

共享互助給誰?

誰有需求?

改變方法



社區伙伴們 !
Go Go



祝福大家推動共生社區服務工作順利



彩色創新共生社區新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