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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知識的防災韌性／社區自主防災 應對機制

自然災害 人文社會困境

社區情境

策略設定

社區行動

1. 防風林成水漾森林/銀
合歡入侵

2. 沙灘退縮/ 海廢堆積

1.尋找共益目標 2.搭建共識橋樑
3.以活動為載體推動防災韌性 4.以共作為目標加強自主防災

1.資源基礎調查
2.環境保育防災
3.小保安林共作

1.居民高齡化
2.文化/生態資源未系統化

1. 在地健康老化
2. 文化傳承推動
3. 各式活動推廣

地方知識的
防災韌性／

社區自主防災

檢討
策進
循環

辨 識

田 調

策 略

執 行

處理機制應對程序 切入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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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災害困境辨識確認
社區情境田野調查

自然災害

社會困境

社區情境

田野調查

人文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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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蹲點 從社區情境辨識可能災害與困境 從田野調查確認受災程度與風險(一)

1.自然災害
●防風林成水漾森林
●銀合歡入侵
●海廢堆積
●海岸侵蝕沙灘退縮

社區前線災難若持續發
生、將導致社區屏障減
失，居民維生漁塭與住
地發生災難，進而有國
土退縮與生物多樣性消
失等風險。

水漾森林（1920防風林）

海廢堆積

銀合歡入侵

好美海岸淹水潛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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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會困境
居民高齡化
帶來身體健康衰退、勞動力下降、
社會角色重新適應、獨居等影響居
民身心健康問題。

一、蹲點 從社區情境辨識可能災害與困境 從田野調查確認受災程度與風險(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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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文困境 文化生態資源未系統化整理
好美有近四百年歷史，具豐富各式資源，惜尚未系統化整理與行銷推廣，造成社區經濟、觀光發展、
資源維護與永續保存等議題。

一、蹲點 從社區情境辨識可能災害與困境 從田野調查確認受災程度與風險(三)

6



二、辨識定調─已是進行式的災害困境

●綜上發現三大好美可能災難困境：

一、社區第一線沙灘、防風林滅失危機之自然災害議題。

二、社區高齡化產生居民身心健康議題。

三、豐富資源未系統化整理，產生觀光發展與資源永續議題。

●上述災難困境表面似無急迫突發性，然已是進行式，需立即但有

系統的處理機制陪伴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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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策略設定

1.尋 找

共益目標

2.搭 建

共識橋樑

3.以活動為載體

推動防災韌性

4.以共作為

目標加強自

主防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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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策略階段（一）尋找共益目標─ 摸索探求社區共同利益
先探求社區共同切身利益，再求行動設定，如：

①防風林生態受損，全社區養殖經濟受莫大影響，為共同利益受損。
②高齡居民身心健康得關懷照護，是社區安心終老願望，為共同利益獲益。
③地方觀光再起，經濟改善、光榮感重現，文化得以傳承為居民共同盼望。

環境保育防災、在地健康老化、觀光永續發展是全社區共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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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策略階段（二）搭建共識橋樑─以群組擴增影響力 以中
間人身份 加強社區團結與共識

①原有頭人群組，勤加走動、鞏固情誼，增強群組深度。
②社區蹲點，遇新面孔則攀談、聯絡，擴大群組廣度。
③適時置入活動話題，探問地方想法。
④澄清傳達各社群意見，以化解誤會，凝結共識、增加團結。

攀談新面孔，擴大群組廣度 勤加走動，增強群組深度

探問頭人意見想法

以方案成品 創造不同社群
互相友好 表達善意機會 10



三、策略階段（三）以活動為載體推動防災韌性 ─ 以活動舉辦實踐構想 並增參與性
與能見度

①藉活動舉辦，承載實踐團隊社區防災韌性構想。
②舉辦活動進程，有實際標的邀居民加入，增加社區參與機會。
③活動前行銷推廣，能提升團隊社區能見度。

主軸三身心健康促進方案活動舉辦實況

11



四、策略階段（四）以共作為目標加強自主防災 ─ 行動中尋求居民認同 進而共作共學共
好 漸達社區自主

①化等待為行動，以行動尋求居民認同，進而共作，共學、共好。
②累積合作經驗，地方韌性得以增強，漸達社區自主願景。
③大學亦能善盡社會責任，與地方共生共息，雙方均達永續發展目標，

小保安林共作方案，
居民、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致送飲料慰勞

小保安林共作方案，
居民與嘉大師生共作移除銀合歡與補植行動12



參、社區行動

前置思考

• 辨識定調田野確認

• 設定策略 設想解方

自然災害

社區行動

• 資源基礎調查

• 保育防災活動推廣

• 小保安林共作

人社困境

社區行動

• 在地健康老化

• 文化傳承推動

• 各式活動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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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災害類：環境保育防災行動(一)
針對社區可能的自然災害，這一季我們已經有了以下行動：

持續防風林與沙灘生態基礎調查 好美沙灘植樹日活動

好美沙灘環境教育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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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巡禮微
課程之好美
沙灘清理蚵
棚海廢活動

一、自然災害類：環境保育防災行動(二)
針對社區可能的自然災害，這一季我們已經有了
以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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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民眾
活動後合影

校長率隊拜訪鎮長尋求
大學地方合作共識

與社區師傅
及居民，討
論活動目的

與作法

小保安共作行動─銀合歡移除與植栽補植活動
森林專業人員場勘與討論

一、自然災害類：環境保育防災行動(三)
針對社區可能的自然災害，這一季我們已經有了以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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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心亭活動

志工工作坊

青草按摩槌活動

華山基金會合作關懷活動

笑瑜伽活動

二、人社困境類：促進在地健康老化 增
加社區韌性行動(一)
針對社區可能的人社困境，這一季我們已經有
了 以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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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按摩活動

營養講座活動YOYO球遊戲活動體適能檢測活動

集點卡活動 好美國小體適能推廣活動

二、人社困境類：促進在地健康老化 增加社區韌性行動(二)
針對社區可能的人社困境，這一季我們已經有了 以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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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社困境類：促進在地健康老化 增加社區韌性行動(三)
針對社區可能的人社困境，這一季我們已經有了 以下行動：

桌遊課程活動運動班結業活動

北歐健走活動 地方議員積極支持並參與活動 19



主軸連結二：好美里地方
誌導覽影片資料拍攝

好美家鄉故事
第二冊出版

主軸連結一：製作好美里濱海常見植物圖鑑線上地圖

二、人社困境類：文化傳承推動 增加社區韌性行動
針對社區可能的人社困境，這一季我們已經有了 以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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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檢討修正 循環策進 建構防災韌性
實踐行動後，均檢討策進，擬定下階段策略方案，並尋求

主軸間溝通連結、分享資訊，以達建構地方防災韌性與社
區自主目標。

計劃成員固定以週會、月會討論檢討與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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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困難與因應

自然

災害

• 小保安林共作

行動

社會

困境

• 在地健康老化

行動

人文

困境

• 文化傳承一人

一故事劇場行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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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災害─小保安林共作行動的困難與應對
●困難

社區共作意願不足
我們賺錢很重要，「有意義的事」比較少作啦。--邀請共作時，某居民的回應。
呈現既便近年文蛤豐收、生活無虞，部份居民仍對未來具不確定性，寧願多事生產累積資本。

●因應
①增加村里人肉放送頭：請已認同並共作的在地夥伴，協助多加宣傳嘉大善意與目的，並邀請理念相近

居民成為新夥伴。
②四邊策略：對行動採取邊做（先做給人看）、邊看（觀察居民反應）、邊說（在各泡茶點廣加宣傳）、

邊請（不畏拒絕，再三邀請共作）之策略。
③腹案預備：對此搭建實踐平台行動，永遠需有腹案（每一階進行前均需設想，社區參與萬一不到位，

如何應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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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區困境─在地健康老化行動的困難與應對
●困難

①社區參與族群重疊：活動參與者多老面孔。
②人力永續性不足：助理、工讀生隨畢業或個人生涯規劃更迭，經驗傳承不足。
●因應
①舉辦不同性質活動：如觀心亭活動，定調靜態聊天活動，吸引對正式身心健康活動參與有疑慮或不感

興趣者的參加，成功擴展族群。
②結盟其它共有理念組織：如華山基金會人力短缺原定撤出，但團隊以課程與計劃人力合作關懷長

者行動，資源結合使雙方任務均獲支援及延續。
③組織社區志工隊：增加社區自主與任務永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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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文困境─文化傳承 一人一故事劇場行動的困難與應對
●困難

①教學者地方背景知識待增強：對地方歷史脈絡與文化、學生的生活經驗較陌生。

②教學者的經驗挑戰：小學生、混齡、偏鄉、一般生與特殊生共存之班級之教學成挑戰。

③學童自信心缺乏：因在地認同感待建立且無演出經驗，學童對表演學習沒有自信。

●因應

①協助教師地方理解：提供重點文獻參考、邀請參與社區行動、建議請學生分享生活經驗，培養地方感。

②教育現場協助：請具小學教師經驗同仁參與課堂協助（如教學技巧、秩序維持、引導帶領等）。

③提升家鄉認同：引導學童從日常經驗中體會地方著名特色，增進在地歷史文化認同感（如參與廟宇活

動、幫忙養殖工作、成為淨灘志工等）。

④多加練習、肯定學童：課堂中提供更多練習機會、藉以肯定學童，增強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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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凝聚力展現─ 魍港媽祖的魅力
農曆三月二三日媽祖生，全村動員，扶老攜幼，出人出錢出力，全村沸騰，社區凝聚力
徹底展現。居民對公共事務並不冷漠，如何與計畫導引結合，成下一重要實踐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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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

國立嘉義大學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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