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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澎湖縣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依據 100 年澎湖縣新住民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程度及社區觀感之研究結果建議，發展新住民社區服務，藉由在地社

區提供方案，發展多元之新住民資訊和抒壓管道，以及培育社區內的多元達人

等方式，提升新住民對於社區的歸屬與認同感，並增加服務之可近性（戴世

玫、陳怡蓁、歐雅雯、趙順達，2011），因此，中心參考該研究結果，以發展

與提供在地社區內新住民的服務為目標，開始著手規劃與辦理非正式的新住民

社區工作。 

從社會福利的角度來看，國內學者吳明儒（2010）提到，「社區」

（community）是傳遞各種福利服務的重要介面，同時也是非正式支持及照顧

體系的所在。雖然目前國內對於社區工作的定義莫衷一是，卻都從 Rothman 等

人（1979）定義的三個模式：地區發展（locality development）、社會計劃（social 

planning）、社會行動（social action ）所提的分類出發，澎湖縣新住民家庭服

務中心以社會計劃模式進入社區，並嘗試實踐作者一於新移民社會工作實務一

書中新移民工作方法中社區工作的論述架構（戴世玫，2013）（如圖 1），發

展具體的作法。 

本文即企圖整理與回顧圖 1 所示之社區工作架構於澎湖某一社區中的實踐

經驗，以下先描述澎湖縣的新住民以及方案的實踐社區之基本樣貌，接著闡述

社區內聚集點（community gathering points）形成的過程和步驟，而後說明在聚

集點形成後，社工人員如何運用聚集點來推展社區工作，以落實對社區內新住

民之服務（service），並在最後反思整個行動與結果，討論新住民社區工作的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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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新移民社區工作的整合架構 

 

貳、新住民與澎湖某一在地社區的樣貌 
 

一、在地社區的新住民人口數 

 

考量可行性及對於社區的熟悉度，澎湖縣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選定一個

開案個案數相對較高的社區進行實踐，此一社區人口數 2,713 人，相對於馬公

市人數的 4%（澎湖縣馬公市戶口人數為 60,095 人），其中社區內新住民人口

數為 64 人（外籍配偶人數 31 人、大陸配偶人數 33 人），占社區總人數 2.35% 

（澎湖縣政府民政處，民國 104 年 10 月人口資料）。此社區內多數新住民之移

民方式，為仲介或親友介紹等。當地生活環境屬於郊區，公所對該社區的樣貌

論述為「相傳該社區自古以討海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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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該社區對新住民的印象 

 

依據 2011 年澎湖縣新住民社會支持程度及社區觀感之研究結果顯示：在

澎湖的小漁村落裡，社區居民間彼此關係緊密，且多半具有血緣、家族之關

係，亦或是因小聚落的緣故，彼此間生活圈緊密，最近哪一家發生了什麼事，

很快的社區內的居民便能略知一二，訊息的傳遞快速，彼此間即有了輿論和評

價，而這些輿論與評價所形成的社區觀感（community perception），影響著新

住民對於自我之認同（self-identity），以及對於社區內之認同和歸屬感

（senseofbelonging），根據研究結果顯示該區的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

接 受 程 度 和 新 住 民 對社 區 居 民 的 互 動 感 受， 和 對 社 區 環 境 （ community 

environment）的感受，相較於澎湖其他鄉鎮市偏低（戴世玫等，2011）。 

 

參、社區聚集點形成的歷程 

 

一、蒐集與分析社區資訊 

 

新住民服務聚集點為本次方案主要培力新住民發展之據點，為其本身即

會聚集之地方，是一自然形成且非正式的聚集場域，經由社會工作者使用社區

工作方法的介入，共同討論和建構聚集點之功能，將服務更能貼近和連結社區

中的新住民，亦或是社區中的新住民能透過自身之能力，發展與改善社區內的

新住民社區觀感，且每個社區的新住民聚集點皆有不同樣貌和功能。社工人員

在進入社區前，先行蒐集與分析社區資源，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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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盤點社區資源（community resource inventory） 

先釐清當地新住民間互動的情形、當地社區居民對於新住民的觀感與印

象、當地社區居民與新住民互動關係與情況，盤點出社區居民看待新住民之眼

光和態度。 

（二）擴大新住民的社區參與（community participation） 

釐清社區居民對於新住民的觀感後，接下來則初略蒐集社區內新住民人口

數比率，其中包含與原社區居住人數相比，另針對新住民國籍分布、各國籍互

動情況、互相交流場域與時間、參與社區活動意願等資料彙整後，於日後安排

活動上更以貼近新住民參與社區活動之動力。 

（三）徵援重要人士（influential people） 

進入社區工作之前提除了選定社區以外，更重要的是需徵援當地社區內的

重要人士，徵援的方向包含本身為新住民（new residents）、對新住民議題有感

興趣之人、願意幫助新住民等，簡單來說，可分為兩種類型一為新住民，二為

社區幹部與重要人士，內容如下： 

1. 新住民：初步評估新住民居住的社區情況、新住民本身的能力、參與社區

活動的頻率、新住民本身的號召力等，以評估瞭解此新住民人士，在未來

是否能有合作之機會。 

2. 社區幹部與重要人士：社區幹部與重要人士之選擇，除了村里幹事，透過

社區內新住民推薦對於新住民有幫助的人士之名單，社工人員則可評估該

重要人士平日於社區辦理活動頻率、對於新住民相關議題幫助的意願、對

於社區的影響力等，對未來於執行社區服務更為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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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蒐集與分析社區資訊 

項目 議題方向 

盤點社區資源 
當地新住民間互動的情形、當地社區對於新住民的觀感

與印象、當地社區民眾與新住民互動關係與情況。 

擴大新住民的社區

參與 

初略蒐集社區內新住民人口數、國籍分布、各國籍互動

情況、互相交流場域與時間、參與社區活動意願。 

徵援重要人士 

a.新住民：初步評估新住民居住的社區情況、新住民本身

的能力、參與社區活動的頻率、新住民本身的號召力等。 

b.社區幹部：社區辦理活動頻率、對於新住民相關議題幫

助的意願、對於社區的影響力等。 

 

二、盤點社區資源 

 

陳玉華、伊慶春（2015）的研究指出，面對大陸與外籍配偶大量進入台灣

家庭和社會，一般民眾並非呈現正面的接納態度，反而是呈現出兩難或抗拒的

意向。又當新住民因婚姻進入社區內生活，當地社區居民對於新住民的觀感、

刻板印象、互動關係、價值觀等，會透過審視的角度來看待新住民族群，而新

住民族群也會以自身的角度來審視當地居民，當社工人員要進入社區開始作資

源盤點，藉由拜會重要人士，而社區內的重要人士可分為兩大類，一為原生當

地人口：包含村里長、幹事、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廟公、社區內雜貨店、超

商、社區居民等。二為移入當地人口：為新移民、原居住於此的居民、其他縣

市移入居住者等。社工人員於盤點社區資源除了清楚拜會重要人士的同時，著

重拜會重要人士的目的與需求，並非漫無目的地詢問，預設有關社區與新住民

間的議題（如表 2）以有方向的進行訪談，一方面讓被訪談的人感到有積極作

為、想改變，另一方面也讓社工人員可以快速的盤點社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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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盤點社區資源的問題與結果 

人口分類 盤點社區資源的問題 結果 

原生當地人口 

社區內有哪些有力人士？ 

經盤點後，發現社區內的有力人士為社區

發展協會理事長、新住民之親友、衛生所

內的區域護士。 

社區有哪些正式資源（機

構、學校、派出所等）？ 

包含國民小學一所、派出所、郵局、衛生

所、圖書館、農會、廟宇，共七項資源。 

社區提供哪些福利服務？ 社區活動中心、媽媽教室、廟宇活動。 

移入當地人口

（新移民） 

社區內，可提供情感交流之

場所? 

新住民自家客廳、自行營業之小吃店等場

域。 

曾使用過社區哪些福利服

務?其中友善的服務又有哪

些? 

新住民自組友善團體，主要幫助同國籍之

新住民，在急需經費、臨時子女照顧、情

感支持等，會透過該團體所推派之領導

者，維繫社區內新住民間之情感與互動關

係，且適時提供協助。 

與社區居民互動之情況? 

社區內新住民因維繫家庭生計之故，多數

以投入就業市場為主，較少有閒暇時間和

社區居民互動，若社區內有辦理活動，則

會自行評估時間和興趣，決定參與與否。 

 

三、徵援重要人士 

 

社工人員在進入社區時，徵援的重要人士包含正式資源（formal resources）

（如：理事長、幹事、公衛護士等）及非正式資源（formal resources）（如：

新住民、新住民的親友、社區內活躍人士等），初步了解社區內新住民生活概

況、與社區居民互動情況以及新住民族群間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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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正式資源的重要人士，了解社區辦理活動頻率、對於新住民相關議

題幫助的意願、對於社區的影響力等。透過非正式資源的重要人士，如：新住

民，可初步評估新住民居住的社區情況、新住民本身的能力、參與社區活動的

頻率、新住民本身的號召力、有能力擔任傳播資訊、邀請其他新住民共同響應

活動等。 

另外，邀請重要人士來參與新住民聚會、參與活動，瞭解新住民形成聚

會的內容和成員間互動的情況、改變，使重要人士由參與活動者轉換成協助活

動辦理者，另一角色則扮演新住民與社區民眾的互惠橋樑，增加社區民眾接

納、尊重新住民族群。 

在該社區中，從一開始僅有兩項社區內的資源與重要人士，進行徵援以

後，社工人員在重要人士方面的資源有了大幅的增加，詳見下圖 2： 

 

 

 

 

 

 

 

 

 

圖 2：徵援重要人士的先後差異 

 

徵援前 

 

 

新住民 1名 

公衛護士 1名 

徵援後 

新住民 17 名 

公衛護士 2名 

社區理事長 1 名 

數位 DOC 講師 1名 

數位 DOC 志工 2名 

新住民家庭成員 30 名 

新住民朋友 1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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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運用社區聚集點推展社區工作 

 

一、推展友善社區（Friendly Community）的活動 

 

透過每個月定期的聚會與討論，和新住民共同認識所生活的社區，並回

顧從過去到現在於社區內生活之經驗，以及對社區的觀感，和社區居民對新住

民互動之情形，過程中，亦透過不同課程與方案的提供，培力社區內的新住

民，在培力與討論趨於較成熟之階段，開始著手與社區內新住民規劃於社區內

辦理多元文化宣導活動─母國的結婚禮俗分享，並進行分工，聚集點內的新住

民期盼透過此議題的分享，讓社區民眾可以了解新住民的文化，並認識跨國婚

姻中與台灣婚姻相同之處，突破過去對於婚姻買賣的想像和流言。 

由聚集點內之新住民依照個人意願以及擅長事項，開始分工，並選定鄰

近社區作為活動辦理的場域，而聚集點中，與鄰近社區的發展協會理事長較為

熟稔之新住民，主動協助本次活動接洽，協助社工人員與理事長聯繫和討論活

動辦理等，善於烹飪之新住民則負責本次活動異國美食的烹煮，而有意願上台

分享之新住民，則積極和其他新住民討論欲分享的主題，且蒐集相關媒材、資

料，做為分享簡報的素材。 

此次活動的辦理，讓社區內的居民可以認識新住民的文化，除了過去從

異國美食開始認識多元文化以外，本次透過文化習俗的分享，能認識跨國婚姻

的婚禮面貌，亦透過文化間的異同，拉近與社區內長者之距離，長者們多半主

動分享自身之經驗，並分享澎湖在地禮俗。工作過程中，不僅考慮社區本來的

文化，亦將新住民母國的文化和其移民經驗，以及在社區中的文化同時評估和

考慮進來，像是：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關係（relationships）與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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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ectations ） ， 以 及 文 化 充 權 （ cultural empowerment ） 等 議 題

（Yick&Oomen-Early, 2008）。 

 

二、重新確認聚集點功能性的角色 

 

聚集點是種中介（anchor），又譯為「社區安定組織」，被賦予任務，將

本來是由新住民服務中心直接輸送服務給案主，改以透過聚集點作為中介來輸

送。 

該社區內的聚集點，除了原先新住民姐妹們一開始就有的聚會、互助的

功能外，從初期由中心成員做為資源的連結者，引進各類活動、課程於聚集點

內辦理，至中期開始推展新住民於社區內辦理活動，推動多元文化宣導，後期

於新住民發展與培力趨於成熟之際，則開始推動由聚集點內的新住民，成為與

本中心中介、協助個案轉介（client referral）之角色，並期盼聚集點能自主運作

加入各項功能。 

 

 

 

 

圖 3：聚集點初期發展的情況 

 

新住民 

服務中心 

社區 

聚集點 

社區 

新住民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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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聚集點後期發展的情況 

 

三、社區工作的行動紀錄 

 

在社區中之聚集點除了具備可近性（accessibility）之外，更重要的功能即

為「互助」（Mutual Aid）透過社區內的新住民彼此互助、連結達到自助助人

之目的，針對同仁所討論出聚集點之願景（互助），其中必須包含三點內涵，

（一）成為社區服務可近的窗口、（二）建立非正式社會支持系統、（三）組

成多元文化分享平台。 

社會工作於每項工作開始前，社會工作者皆對服務有所規劃，社區工作

是一種藝術，隨著人、事、時、地、物的改變，服務內容也會轉變，此時，進

入社區工作的社會工作者須擬訂社區工作階段性的願景與任務（如表 3），包

含初期、中期、後期每一階段願景與任務，社會工作者則依據階段進行服務，

以確保服務可持續進行、定期評估階段性任務的達成程度、檢視服務內容，甚

至突然終止服務之可能性。 

數位 DOC 

講師、志工 

該區衛生所 

公衛護士 

社區發展協會 

理事長 

新住民 

朋友 

新住民 

服務中心 

社區 

聚集點 

社區 

新住民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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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階段性的願景與任務 

階段 願景與任務 

初期 

1. 選定適合的社區作為標的。 

2. 在社區內選定適合的聚集點。 

3. 徵選社區內新住民意見領袖做為發起人。 

4. 社會工作者進行培訓，建構聚集點基本架構及分工。 

5. 宣傳及運作。 

6. 設立「咱ㄟ好厝邊」資訊小站。 

7. 舉辦社區內說明會。 

中期 

1. 固定的聚會活動。 

2. 設定特定議題以及分享與討論。 

3. 強化與新住民服務中心連結（資源、轉介、互動等）。 

4. 發掘與培植多元文化社區達人。 

5. 逐步扶植聚集點獨立運作。 

6. 發展非正式的支持系統。 

後期 

1. 初期成員穩定並逐步拓展新成員的加入。 

2. 進行社區多元文化推廣的討論。 

3. 進行於社區推廣多元文化的活動與計畫。 

4. 結合新住民服務中心推廣聚集點的多元文化特色。 

5. 結合聚集點與社區達人進行各區域的服務推廣。 

6. 發展成各地區性新住民在地團體。 

7. 具備獨立運作以及與新住民服務中心發展為對等的夥伴關係。 

社區工作的重要紀事，突顯社會工作者於社區工作的脈絡，運用紀載以

刻劃出服務邁進的尺度，以澎湖在地的實踐來呈現社會工作者在實務工作中循

序漸進由個人服務之觀點朝向實踐社區服務，有一套社區服務之脈絡，則以

100 年至 103 年三年期程為實驗性，僅暫時為未來於社區工作做一初探（見附

錄 1）。 

澎湖縣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辦理服務方案之目標，是依據外籍配偶照顧輔

導基金的架構指標，包含關懷與訪視、個案管理服務、整合與連結社區服務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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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以及資源支持服務網絡，規範新住民社區服務據點須具備個案服務（發

掘、諮詢、轉介之窗口）、休閒、聯誼等功能，在此澎湖縣新住民家庭服務中

心也已開發兩處規範之新住民服務據點，中心因 99 年度透過與外聘督導過程

中，探討想進入社區開發創新方案，於 100 年外聘督導開始規劃社區據點之課

程議題、進行新住民調查研究探討，並於 101 年度起開始向外籍配偶照顧輔導

基金提出計畫申請，規劃三年期程（如附錄 2），亦開始顛覆傳統社區服務據

點概念，由新住民原自主團體為「聚集點」向外拓展服務。 

 

伍、反思新住民社區工作實踐經驗中的要素 
 

歸整此次實質進入社區工作的歷程發現：新住民社區工作步驟可以分為

三個主要的概念，分別為：社區基礎資訊、社區工作的執行與建構、以及擴大

新住民的社區參與，這三大要素，有一定之過程和互動，透過社區聚集點這個

重要關鍵要素的串聯，才能落實新住民社區工作的意涵和效能。 

 

一、社區基礎資訊的蒐集必須包含更多新住民資訊 

 

在進入社區的開始階段，得先進行蒐集與有關新住民在社區的基礎資

訊，社區基礎資訊參考李易駿（2014）提出的社區背景與社區組織之解釋，「社

區背景，即社區的地理環境、歷史、人文、產業、人口、權力等」和「社區組

織，社區內的重要組織，主要組織的組成，權力，組織結構及財務概況」（李

易駿，2014）；以外，對於社區內的新住民，亦須特別蒐集與分析其人口、產

業、網絡與移民經驗（Immigrant Experience），社區內的新住民較常聚會之場

域和社區內的原生居民是否相同或差異，以及新住民與在地居民之互動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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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新住民對於社區之認同等，對於這些基礎卻不可或缺的重要資訊進行盤

點，同時在了解社區組織和權力結構的過程中，亦可徵援社區內的重要人士，

透過重要人士，拉近與社區的距離並貼近社區，若重要人士為新住民姐妹，則

更可協助社區工作的推動，將服務推展予以更多人。在此一社區中，社工人員

因為先行了解社區，並透過社區內既有的組織和資源接近新住民姐妹，從長時

間的觀察與評估，以及徵求社區內重要之新住民以後，才能順利的在社區內找

到一處新住民平常會聚集也習慣到訪之場域，號召社區內的新住民姐妹們共同

參與。 

 

二、社區工作執行歷程中紀錄是必要的 

 

在瞭解社區內的基礎資訊後，社區工作便能開始進行，這時候可以確立

新住民在功能性社區的角色為何，可以為社區做些什麼，其在其他社區所擁有

的資源與人脈和人力，是否能帶回原本的社區，並且可以推動友善社區的新住

民工作，不僅僅是姐妹將自己所住的社區，營造成友善新住民的空間，亦可以

透過新住民姐妹的協力與分工和社區有力人士的協助，以多元文化的視野，推

展友善社區的新移民工作，工作的過程中，不管是在聚集點辦理方案，或透過

聚集點的人力與方案（project）結合，都需要記錄下來，形成行動紀錄，並將

其中的建構與分析過程中的聯絡網，以便於未來工作的進行和資源連結。 

 

三、擴大新住民的社區參與至為關鍵 

 

家人和朋友能促進社會關係的連結，而社區的連結也能提供一些資源

（Neufeld, A., Harrison, M. J., Tewart, M. J., Hughes, K. D. & Spitze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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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因此，擴大新移民的社區參與，最基本且必要的開始，即為讓家庭成

員和重要的非正式支持參與，同時透過在地聚集點內的活動，以全數家庭成員

皆可參與為基礎，因之逐漸的拓展新住民的社區參與，參與的方向可以依照新

住民的角色與個人之長處，以及社區內重要人士的協助，讓資源網絡、新住民

及其家庭和在地社區間能彼此連結，進而達成擴大新住民的社區參與之目標。

在該社區的聚集點中，新住民姐妹能自行聯繫鄰近社區的重要人士，於鄰近社

區辦理方案，新住民和其家庭也能共同參與，於方案和社區中給予新住民陪伴

與支持，並以實際的行動參與方案，支持新住民姐妹和社區的聯結與參與社區

事務。 

新住民的優勢與能力、家庭的支持和社區重要人士的徵援，以及與在地

社區的聯結，彼此間在新住民社區工作內極為重要且相輔相成，而社區內鄰近

且友善新住民的聚集點以及新住民姐妹中的重要人士，是此次經驗中之重要關

鍵，藉由這些資源的盤點和徵援，以新住民社區工作的步驟執行，最後擴大新

住民的社區參與，以更貼近和確實服務社區內的新住民，和友善新住民所居住

的社區。 

 

四、聚集點可來培植社區的社會資本 

 

此次在家庭成員參與活動後，社工人員也進一步的也讓社區居民知悉社

區內未來有一個聚會場所及新住民友善空間，此聚會場所因與新住民成員討論

後，成為新住民固定聚會之聚集點。在該社區聚集點中的新住民姐妹，在各自

的社區以及鄰近的社區，皆能發揮網絡聯結的功能，並且能藉由資源的引入，

在聚集點中辦理方案，網絡單位亦會直接聯繫負責聚集點的新住民姐妹，主動

接洽方案辦理事宜，將資源引進社區內新住民姐妹習慣與常使用的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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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源協、劉素珍、莊俐昕、林信廷（2010）提到， Bourdieu 的詮釋除彰

顯出社會資本與社會關係的關聯性外，也隱含著社會資本與經濟和文化資本之

並存及互惠的效應。當社工人員進入社區後，由於徵援社區內的重要人士，因

此較易取得社區內新住民與社區在的居民之信任，並與社區內的新住民和平常

社區定期在聚集點辦理之活動有了交流與互惠，共同合作與參與活動之辦理，

將資源進行連結，使原本的弱連結增強。 

 

陸、新住民社區工作的下一步 

 

根據過去所進行過之相關研究，發現不同的居住區域，對於新住民社會

支持程度及社區觀感等構念皆有顯著影響，又新住民的社會支持程度越高，則

其社區觀感、對社區環境的感受、與社區居民互動的感受、社區對於多元文化

的接受程度越佳（戴世玫等，2011），經過這個社區工作實踐的歷程，發展運

用非正式的新住民聚集點推展服務，行動至今已有 5 年之久，本文所述即前三

年進行新住民社區工作的經過，這項實踐使作者們對於社區內的網絡與資源，

有了瞭解和運用的經驗，由於在 2011 年進行調查研究時，此一社區也參與其

中，因此，預計未來可使用 Chen & Choi（2011）所提出的 CMSS（Computer 

mediated social support）量表，進行以新住民社區工作方法進入社區後之後測，

評估新住民感知來自社區的支持是否在服務的提供後三年是否有所改變，並了

解在 3C 持續發展的現代，未來新住民社區工作可以能持續努力之方向，而本

文中所使用之社區工作方法，仍尚在實驗階段，是一草創的社區工作模式，期

待透過本文進行一次實踐的交流與分享，更多有關與新住民工作的倫理等議題

還可以依據 Yick（2007）的主張再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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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 1：重要紀事 

日期 重要記事 

100.05.26 社會工作者規劃「新住民社會支持系統及社區觀感之研究」。 

100.06.16 
第一次討論及修訂「新住民社會支持系統及社區觀感之研究」之

內容。 

100.07.07 
第二次討論及修訂「新住民社會支持系統及社區觀感之研究」之

內容。 

100.08.01 第三次及修訂「新住民社會支持系統及社區觀感之研究」之內容。 

100.12.01 
社會工作者完成「新住民社會支持系統及社區觀感之研究」，並

發想將新住民服務推展至社區內。 

101.07.24 社會工作者學習跨文化工作能力之服務輸送之技能。 

102.02.19 社會工作者學習多元文化的社區工作方法。 

102.03.19 
社會工作者學習新住民服務中心與社區間的聚集點和次網絡之

關係。 

102.05.20 社會工作者學習多元文化語言及文化推廣之方式。 

102.06.25 討論社區服務方案的開發與執行內容。 

102.10.21 社會工作者學習新住民家庭成員參與方案之方式。 

103.07.08 社會工作者互相探討中心服務與社區服務兩者執行之目標。 

103.08.15 社會工作者學習如何協助建構新住民社區支持網絡。 

 



184 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 
 

附錄 2：活動辦理 

年份 活動辦理 

101.01.20 向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提出計畫申請。 

101.03.23 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核定補助計畫經費。 

101.05.31 

社工人員於社區圖書館展開第一次的說明會，並調查願意提供

場所，以作為每月聚會之新住民聚集點，以及願意成員聚集點

內之人力的新住民。 

101.08.05 在該社區內之新住民小吃店辦理第一場次好厝邊活動，設計主

題引導社區新住民共同討論，參加人數為 20 人。 

101.10.07 辦理第一場社區多元達人在職訓練，在新住民小吃店。 

102.01.06 第一次與社區新住民共同討論年度的主題，參與人數共 8 人。 

102.04.07 辦理第一次「搭起我與社區的橋樑」，引導新住民思索社區多

元達人的使命與任務、談論所住的社區、社區的 5W，共 14 人

參與。 

102.06.01 第一次將數位中心電腦資源帶入新住民聚集點，增加聚集點新

住民電腦知識，共 16 人參與。 

102.07.07 第一次帶領新住民思考「如何在社區內辦理母國多元文化推廣

活動」，參與人數 14 人。 

102.08.04 第一次帶領社區新住民母國多元文化方案設計，內容包含多元

文化推廣之主題大綱擬定、討論，並連續三個月討論後創作「多

元文化推廣之簡報」，共計參與人數 39 人次。 

102.10.19 第一次辦理「多元文化在社區」，社區達人與鄰近社區之社區

發展協會合作，於鄰近社區內辦理多元文化推廣活動，社區參

與人數 50 人。 

103.01.12 由社工人員引導社區多元達人，以自主方式討論年度目標與發

展方向，並由社區多元達人自主運作。 

103.12.07 第一次與社區新住民討論節慶（聖誕節）活動辦理內容與流程。 

103.12.20 第一次在社區辦理多元文化節慶活動（聖誕節），並由越南籍

新住民姊妹教唱越南語言聖誕歌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