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照護為本的活力展齡創新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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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場域連結 三、實踐面向一、計畫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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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照護為本的活力展齡創新結盟

照護

醫療 、 社會 、 文化、 生態

健康(Health) 安全(Security) 參與(Participation)

北醫社區 尖石後山 暖暖社區

主
軸

評
估
指
標

行
動
場
域

執
行
機
制

工作坊/訪談/
問卷/論壇

行動導向研究 參與式資料庫 社會媒體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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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目標 二、場域連結 三、實踐面向

活力展齡為主軸，三個基地為實踐場域
依不同場域特性，發展多元的照護面向

Culture

Eco

Social

Medical

第一子計畫

北醫社區
(都會型)

Culture

Medical

Social

Eco

第三子計畫
新竹尖石b’bu

區部落
(農村型)

Culture

Medical

Eco

Social

第二子計畫

基隆暖暖社區
(城郊型)

第四子計畫
跨場域比較/協調

活力展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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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目標 三、實踐面向二、場域連結

理論：
讀書會累積理論基

礎

社區：
與當地團體合

作活動

學校體制：
跨領域課程跟
社區互動

實踐累積：
田野筆記的討論

1.讀書會
2.月行政會議
3.專題討論

1.透過課程與社區互動
2.學生自主學習
3.通識課程
4.系所專業課程

1.場域現象的觀察與記錄
2.透過會議進行討論與反
省

1.展齡:跟里長互動
2.暖暖:水源地保育
3.尖石:小米復育
4.跨場域觀察與互動

活力展齡

為起始主軸



子計劃一、展齡中心社區自營模式研究
共同主持人兼子計畫召集人：高健管系 張佳琪 教授兼主任

共同主持人：通識服學 邱佳慧 助理教授兼主任
高健管系 劉 芳 助理教授
醫文所 高美英 副教授

博士後研究員：褚縈瑩 博士
專任助理：高君蓉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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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場域簡介 三、經營現況
四、連結社區組
織的活動、構想

一、計畫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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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年：

建立經濟自主或

服務自主的社區

照護據點

第二年：

建立代間

合作、長

者相互合

作關係

第一年：

展齡中心觸

及社區民眾

與社區議題



二、場域簡介 三、經營現況
四、連結社區組
織的活動、構想

一、計畫目標

展齡中心業務目前由北醫學務處服務學習中
心與高齡健康管理學系協力執行，提供每周
四日長者共餐服務、健康促進活動等。

目前除有專案經理與照服員等固定人力外，
亦有學生志工與社區媽媽志工參與其中，以
及來自該校與國內外各級學校的服務學習交
換學生與專業學系課程學生。

長期參與展齡中心的長者約有20-25人，多
來自中心鄰近的信義區六合里、景勤里、雙
和里等。



8

二、場域簡介 三、經營現況
四、連結社區組
織的活動、構想

一、計畫目標

透過社區安全守門員計畫，
促進長者日常互相照應，
並逐漸引入學生參與，
同時瞭解長者的社區生活樣貌
(例：信義區吹冷氣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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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場域簡介 三、經營現況
四、連結社區組
織的活動、構想

一、計畫目標

透過老照片說故事活動，
了解長者生命軌跡與信義區城市發展的關聯性，
進一步思考信義區「在地老化」議題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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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場域簡介 三、經營現況
四、連結社區組
織的活動、構想

一、計畫目標

邀請社區中各行各業達人、
及家庭中的青壯年照護者現身，
共同營造課程、活動，
共思在地老化所需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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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場域簡介 三、經營現況
四、連結社區組
織的活動、構想

一、計畫目標

透過食農與園藝治療課程，
連結其他計畫場域，
帶進個人健康與整體生態環境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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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樹葉拓印活動、影像創作課程，
以社區空間與社區人物為創作素材，
建立新的人際互動方式。

二、場域簡介 三、經營現況
四、連結社區組
織的活動、構想

一、計畫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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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場域簡介 三、經營現況
四、連結社區組
織的活動、構想

一、計畫目標

與里辦公室合作的水果推廣活動，
構成展齡中心與各路社區民眾認識
、對話的平台。



子計畫二、提升高齡社區活躍老化之參與式照護
共同主持人兼子計畫召集人：長照學程林碧珠 教授兼主任

共同主持人：長照學程侯文萱 副教授
長照學程 林玨赫 助理教授
高健管系 曾櫻枝 助理教授

護理學系 李碧霞教授
醫文所 林益仁 副教授兼所長
醫文所 蔡博方 助理教授

博士後研究員：王醒之博士
研究助理：郭貽菱 小姐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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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共老

互助平台

進步批判實踐

打破商品化窠臼

換工

大家的老人

大家一起顧

參與

社區合作互

助共老

永續

把年輕人轉

動進來

目標

二、場域簡介 三、經營現況
四、連結社區組
織的活動、構想

一、計畫目標



Medical care Social care Culture care Eco-care

暖
暖

北醫專業課
程導入設計：
高齡體適能
105-1

過港社區工作
站的評估：
警察宿舍再造

社區文史：
暖暖廟宇地圖、
早起會地圖、
眷村訪談。

自然生態：
醫療與生態
工作坊。

二、場域簡介 三、經營現況
四、連結社區組
織的活動、構想

一、計畫目標



高齡者據點宮廟地圖

二、場域簡介 三、經營現況
四、連結社區組
織的活動、構想

一、計畫目標



高齡者據點早起會地圖

二、場域簡介 三、經營現況
四、連結社區組
織的活動、構想

一、計畫目標



訪談對象為
暖碇路38巷

前
海光一村
影劇六村
祥和山莊
耆老

二、場域簡介 三、經營現況
四、連結社區組
織的活動、構想

一、計畫目標

（一）眷村訪談/訪視：呼應社區需求，協助
過港社區與中興社區進行（眷村）耆老訪談
十五人（名單已確認並獲當事人同意），九
月上旬已開動。



（二）暖暖三場醫療與生態工作坊：

• 11/5-11/6、12/3-12/4、12/17-12/18

• 陳俊霖醫師、林益仁所長的北醫課程40人

• 林益仁所長的北藝大通識課程40人

• 林益仁所長的師大環教所課程4、5人

• 王醒之博後的輔大社區心理學課程15人

二、場域簡介 三、經營現況
四、連結社區組
織的活動、構想

一、計畫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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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場域簡介 三、經營現況
四、連結社區組
織的活動、構想

一、計畫目標

突發事件：暖暖水源地/綠色隧道浩劫

• 水源地從日治時代開始是暖暖人重要的活動空間，
管制哨撤除後，更成為在地高齡者/早起會的活動地
點。使用頻率極高。水源地為都市計畫之水源保護
區，目前是自來水公司的土地。

• 2016/9/28梅姬颱風來臨，水源地的暖暖苗圃無預
警被剷平，面積約兩公頃，綠色隧道遭工程破壞。

• 自來水公司表示意欲興建物料倉庫，已取得建照與
通過水土保持計畫，但基隆市政府表示沒有收到施
工申請，已予以開罰並勒令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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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樹地點

西勢水庫

砍樹地點與水庫周邊，為平日
暖暖長輩的活動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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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場域簡介 三、經營現況
四、連結社區組
織的活動、構想

一、計畫目標

高齡者的變化：

1. 阿伯：從悠閒下棋到憤慨討論。
2. 阿姨：關注其他人的討論。
3. 夜晚不顧風雨出門聆聽說明會。
4. 思考同樣都在保護區，為什麼自來水公司可

以在水源地輕易動工大興土木，但早起會的
遮雨棚卻被視為違建？

5. 反思居民沒有土地所有權，有權利發聲嗎？

社區高齡者對於水源地議論紛紛，對我們說明水源地
對大家的重要性。(圖左為計劃總辦周睦怡/陳慧艷)

社區耆老說明水源地與綠色隧道之文化歷史與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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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三、場域連結
四、連結社區組
織的活動、構想

一、計畫目標

• 高齡者的需求：

早起會與運動空間被破壞，高齡者的權益受損-
>高齡者的早起會與運動空間vs開發案之間的
平衡。

成立工作小組，讓高齡者的聲音被聽見->高齡
者的主體性與能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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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三、場域連結
四、連結社區組
織的活動、構想

一、計畫目標

• 研究者/行動者目前的角色：

介入社區高齡者關懷。

促成高齡者有更多發聲/討論的條件。

協助成立居民工作小組。



子計畫三、以原民文化與生態為特色的泰雅族在地展齡模式
共同主持人兼子計畫召集人：醫文所 林益仁 副教授兼所長

共同主持人：醫文所 日宏煜 助理教授
高健管系 曾櫻枝 助理教授
亞東醫院 陳俊霖 主任

博士後研究員： 陳玉苹 博士
專任助理： 許芷瑄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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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泰雅族的人地關係看活力展齡: 小米方舟計畫

(一)尖石後山作為傳統作物小米的復育與保種的基地。連結教會事工推動。
試驗不同海拔、氣候環境的裁種情況。

(二)記錄、訪談耆老跟小米種植相關的知識，作為實踐小米復育保種計畫的
基礎知識

(三)籌劃對外募款，支助部落年輕人成為小米復育種植的主要操作者

(四)結合外部的資源，進行資金支持、影片拍攝、紀錄小米復育過程。

(五)導入食農教育課程設計與推廣，以及導入食物營養相關的課程，了解傳
統飲食方式與現代飲食方式的差別

二、場域簡介 三、經營現況
四、連結社區組
織的活動、構想

一、計畫目標



出生

青年

壯年

中年

老年

終末

active-aging

老人知識的
分享與延續

青壯年的支
持與學習

照護與被照護之間的關係

二、場域簡介 三、經營現況
四、連結社區組
織的活動、構想

一、計畫目標



範圍 在地合作模式規劃與連結

議題
預期效益

原住民生態農業網絡之建立1

2

3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合作團
體

計劃行動基地的社區是以在
地青壯年所組成的數位網夢
部落人才培育小組成員所在
部落為主共8個社區。戶數共
429戶，社區人口1,930人
主要族群：90%為泰雅族人
。老年人口：15.2%

區域內只有秀巒衛生室，醫
療資源極度不足

第一年: 在兩個支群的部落間推動以活力展齡為主題的課程，如泰
雅知識傳承與自然農法的實踐，以小米復育為主軸，強化基礎調
查工作與部落間的分享與交流。

第二年: 強化部落間在展齡議題上的合作網絡，例如流域治理的山
林守護、跨部落生態旅行以及農產共同產銷合作社的推動。

第三年: 建立跨部落且分散式的展齡發展基地網絡，建構生態人文
資料庫與相關的展齡服務。

活化耆老智慧與原住民傳統知識傳承

部落防災預防與居住安全計畫

多元文
化敏感
度提升
課程、
高齡者
為傳統
知識的
傳遞者

原住民
山林守
護者、
原住民
傳統知
識為基
礎的環
境教育

建構以
社會生
態系統
為基礎
的旅遊
模式, 可
持續農
業發展
模式

至善褔
利基金
會數網
小組、
泰雅爾
族永續
發展協
會…

二、場域簡介 三、經營現況
四、連結社區組
織的活動、構想

一、計畫目標



(一)於尖石地區的田埔、秀
巒進行初步田野調查，了解
部落中老人的基本狀態。

(二)目前於八月、九月、十
月，在部落進行了4次課程
的互動，分別了解泰雅族的
傳統領域土地、合作經濟、
生態農業、水資源管理、泰
雅人的森林生態知識與自然
資源管理的議題。

課程的過程中，讓計畫團隊
的成員密集的跟在地組織接
觸與討論合作的可能性，除
起始基地田埔之外，計畫團
隊成員陸續的接觸秀巒、鎮
西堡、石磊、司馬庫斯、馬
里光等部落。

二、場域簡介 三、經營現況
四、連結社區組
織的活動、構想

一、計畫目標



(三)與在地組織發展友善結盟關
係：主要與網夢小組建立合作關
係，並已進行兩次會議，討論各
部落老人的狀況與需求；與田埔
教會、田埔合作社建立友好合作
關係。

(四)高齡據點地圖繪製

(五)每個月定期與網夢小組開會，
討論不同部落需求與可進行議題
的方式。已逐漸培養出一些默契。

(六)與後山六間教會建立連結管
道，透過課程中安排「青年之
夜」、「禮拜獻詩」的方式，與
牧師與教友熟識，推廣「小米保
種計畫」。

二、場域簡介 三、經營現況
四、連結社區組
織的活動、構想

一、計畫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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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三、經營現況
四、連結社區組
織的活動、構想

一、計畫目標

1. 透過課程來與教會的牧師與教友建立關係
，包括透過青年之夜來認識部落的年輕人
，以及於教會獻詩，讓部落的人能夠認識
北醫團隊。

2. 透過小米方舟計畫，來達到傳承文化、活
絡耆老的知識、讓青年能夠進入這個計畫
，達到代間傳承的目的。



子計畫四、影響活力展齡社區發展之社會結構
與組織特性：跨城鄉與族群比較

共同主持人兼子計畫召集人： 醫文所 高美英 副教授

共同主持人： 醫文所 蔡博方 助理教授
保健營養系 趙振瑞 教授兼院長
高健管系 張佳琪 教授

長照學程 林碧珠 教授兼主任
醫文所 林益仁 副教授兼所長

博士後研究員： 張育誠 博士
專任助理： 王信翰 先生 33



二、場域簡介 三、經營現況
四、連結社區組
織的活動、構想

一、計畫目標

34

活力

展齡

分析脈絡

瞭解各場域的脈絡

分析實踐
瞭解各場域實踐所

產生的影響

分析影響因素
瞭解健康、安全、參

與等面的影響



二、場域簡介 三、經營現況
四、連結社區組
織的活動、構想

一、計畫目標

分析活力展齡影響因素。(跨場域、橫向連結、比較的視野)

質性資料的累積
由參與各組活動建立與社區的關係並瞭解實際情況。
共同田野筆記累積。

量表的建立(透過讀書會、參與觀察進行概念的討論)

社會資本
健康、安全
文化參與、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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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場域簡介 三、經營現況
四、連結社區組
織的活動、構想

一、計畫目標

• 資料的累積-建立資料管理平台(透過Google建置共享平台)

36

資
料
管
理

雲端硬碟：
文件等

相本：
照片

資
料
存
取

表單

youtube：
影音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geQybvSmC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geQybvSmCg
https://photos.google.com/share/AF1QipMsdbGCBe4Tu-WVdtpmtxgKUYlLB_OhRisrULLoWd44P2jpwvQgbBLRrXcLXuXF3Q?key=amNFaWViZHZ2ZlF4enVqcEFCZURacmpubnZQelhB
https://photos.google.com/share/AF1QipMsdbGCBe4Tu-WVdtpmtxgKUYlLB_OhRisrULLoWd44P2jpwvQgbBLRrXcLXuXF3Q?key=amNFaWViZHZ2ZlF4enVqcEFCZURacmpubnZQelh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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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場域簡介 三、經營現況
四、連結社區組
織的活動、構想

一、計畫目標

37

• 實例：

透
過
日
期
、
檔
名
等
查
詢

點選連結下載文字檔
案、影音、照片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7vhvrekdjpbcEZlYVNnY2tMVWc/view?pref=2&pli=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zS3zfy1GTQ&index=9&list=PLeQMe-395ZTd55UDq3QlNczCFNJ7R3tmS
https://goo.gl/photos/Ep6tJwtmDjNvGoaZ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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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場域簡介 三、經營現況
四、連結社區組
織的活動、構想

一、計畫目標

• 內部平台資料累積情況:

38

總筆數 影片檔 相冊

展齡中心 5 3 2

暖暖 37 17 15

尖石 8 5 3

跨組比較 6

共同 10 5

總計 66 2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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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場域簡介 三、經營現況
四、連結社區組
織的活動、構想

一、計畫目標

• 各子計畫共構的討論場域-團體讀書會(二週一次)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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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場域簡介 三、經營現況
四、連結社區組
織的活動、構想

一、計畫目標

• 參與各子計畫場域行動/觀察/田野記錄/瞭解各場域的社會結構

40

尖石 北醫暖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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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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