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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域現象與研究課題

產業組行動軸線的發展歷程

6號合作社 x 魚菜共生行動發展

問題與反思



一、場域現象與研究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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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舊城區：又老，又窮，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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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行動一：空間組

場域課題：族群之間的生活隔闔 行動願景：跨族群的文化交流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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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域課題：世代之間的相互疏離 行動願景：跨世代的生活美學再造

跨域行動二：故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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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域課題：社群之間的資源不均 行動願景：跨社群的資源共創共享

跨域行動三：產業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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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業組行動軸線的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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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組行動軸線的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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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策展作為媒介，引起

在地店家與民眾的關注，

翻轉對於市場的想像，

提升對於公共事務的關

注，希望促成市場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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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再造

活化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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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透過與在地工作團

體共同推動都市農園。

將可食地景、永續自產

安心作物、友善土地之

理念與願景推廣至社區

居民、社群與鄰近學校

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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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食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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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聯在地團體、店家，

了解需求並為後續合作

奠定基礎。主要合作團

體為看見台中城，參與

其日常運作，推廣理念

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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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串聯

協力自主

二
、
產
業
組
行
動
軸
線
的
發
展
歷
程

11



三、6號合作社 x 魚菜共生行動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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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場域的行動研究如何規劃與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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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場域的認識、與場域行動者建立關係 01

研究者的專長領域、社會實踐的願景與目標 02

03問題意識聚焦、行動策略擬定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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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場域的認識

與場域行動者建立關係

都市可食地景

6號合作社

魚菜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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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場域的認識、與場域行動者建立關係

職能訓練
魚菜共生工班

社區互動
社會團結．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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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者的專長領域、社會實踐的願景與目標

綠化空間、食農教育（環境永續）

街友議題：

經濟弱勢

缺乏家庭與社會的支持

社會的歧視與排斥，加大街友回歸家庭社會、改善生活的

困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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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和療癒性園藝 (Social therapeutic horticulture)

提昇自信和自尊

學習工作能力、責任感與倫理，為就業做準備

增加社會互動機會、建立社交能力，改善與他人的關係

改善身體障礙、提昇肢體能力

能力提昇、社會融入、資源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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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者的專長領域、社會實踐的願景與目標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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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食地景作為社會關係再連結的友善場域

街友和他人關係的再連結

一般民眾、在地社區和街友互動與認識的途徑，增進大眾對

於街友的理解

在社會關係再連結的過程中，同時創造生計的可能機會

【社會團結．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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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者的專長領域、社會實踐的願景與目標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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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問題意識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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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場域推動可食地景的建造，是

否能夠改善街友與社會的關係？

如果能，其實際能扮演的角色、可能

的效果以及限制是什麼？

哪些相關條件的搭配，更能夠使得可

食地景發揮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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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行動策略

團隊深度參與社會局街友輔導相關的可食地景營造過程，並結合各種資源，

創造更多街友與社會互動、相互理解、建立關係以及資源共享的機會。

透過種植、料理等日常活

動，與街友認識、互動、

建立關係。

創造種植、料理的日常活
動，讓街友和在地社區居
民有更多互動與認識的機
會，並嘗試創造生計與就
業的可能和機會。

串連更多街友輔導團體，
透過創造互動理解街友的
平台，共同打造友善街友
的城市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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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問題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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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菜共生如何幫助弱勢者如街友？市場規模是否足夠？

社會團結／支持．經濟

反思一：要的是什麼樣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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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活動的療癒效果已有研究證實，此方案的研究價
值為何？

跨領域的創新：街友輔導 + 可食地景的建構

在一個全新的場域脈絡與對象，進行方案實踐的創新

反思二：什麼是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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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缺乏社工專業？
此方案由社會局主導，本團隊的「角色」為何？是否適當？

跨領域的共學共做關係

社會局（社工師）、看見台中城（文史、環教）、社區發展協會等

專業互補、人力物力的協助

研究者、協力行動者、組織者

反思三：大學與地方的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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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三：大學與地方的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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