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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心窩 2023年度服務工作報告 

2023年度(1-12月)放心窩服務對象人數暨人次小計 

服務據點活動 服務性質 人數 人次 

大橋頭據點陪伴 日常陪伴 30 2,727 

社子(島)據點陪伴 日常陪伴 31 2,429 

蘭州國中入校服務 課程輔導 45 81 

古亭國中入校服務 夜間陪伴 23 553 

福安國中入校服務 夜間課程 39 314 

社子島課後班 課後輔導 36 1,902 

社子島愛轉動 課間教學 69 1,605 

社區多元住民共融活動 家庭活動 109 780 

家防中心關懷訪視員計畫 社區陪伴 53 52 
 

小計 434 10,443 

 

放心窩 2023年度亮點摘要 

2023 年度，放心窩社會互助協會取得了多項令人矚目的成就，凸顯了對社區和

青少年的持續陪伴，這些亮點不僅是組織的成就，更是對孩子們的肯定： 

推動募資合作案：協會與公益責信協會、嘖嘖募資平台合作，於年初推動的募資

方案成功達標 119%，為協會未來的發展提供了可觀的支持。 

組織正式化與專業化：協會積極推動組織正式化與專業化，完成年度各學期四大

教育訓練內容的規劃，確保協會提供的服務更加專業和有系統。 

據點擴展與成長：大橋頭、社子島、社子公園三處據點，陪伴孩子人數及年齡持

續成長，印證了協會在社區的深耕與影響。 

多元培力成長營隊：寒暑假新增由國高中擔任主副隊輔、國小生擔任隊員之培力

成長營隊，為不同年齡層的孩子提供更多元的成長機會。 

爬山戶外社團拓展：協會持續發展爬山戶外社團，於暑假帶孩子至宜蘭進行四天

三夜野外求生，培養他們的勇氣和團隊合作精神。 

青少年社團發展：各個青少年社團持續發光成長，攝影、烘焙、舞蹈、藝術等組

別皆展現出卓越的表現和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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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椒聚落、培根市集、社子島坤天亭擺攤：以擺攤作為與社會、社群、社區交流

溝通並實踐孩子平日培力的機會，在青椒聚落、培根市集、社子島坤天亭的擺攤

中，成功讓孩子與民眾產生對話機會，並將平日所學實際運用其中。 

青椒聚落協助籌備三場倡議場：放心窩擔任幕後總籌、青少年支援、餐食提供等功

能，與青椒聚落的夥伴一起再往前邁出一步，以青少年視角為基礎向社會發聲，三

個倡議場次共計吸引五、六十位遍及數十個單位關注議題的一線工作者。 

專業社工師加入：協會納入第五名正職為實務經驗豐富之社工師，使協會的服務

更加專業化，提升對孩子和家庭的支援。 

社子地區兒童工作計畫：協會與靖娟基金會合作，在社子公園地帶開展兒童工作

計畫，為當地孩子提供更多機會。 

強化社會安全網：協會與家防中心合作方案，榮獲年度衛生福利部強化社會安全

網績優團體，展現在社會安全領域的優越表現。 

媒體關注與專訪：因為獲得績優團體的榮譽，協會受社福界指標型專業刊物「社

區發展季刊」專訪，為協會的專業和影響力獲得更多認可。 

影片拍攝與合作：與一起夢想協會、網紅 KOL 蘋蘋澎澎合作，成功拍攝放心窩協

會介紹影片，為協會的宣傳注入新的活力。 

 

 

社會影響力項目 計量 影響人次 

回放心窩服務人數 6 人 5,237 人次  

放心窩日常陪伴 434 人 10,443 人次 

青椒聚落倡議場次 3 場 66 人次 

大同共好青椒聚落 1 場 1,300 人次 

擺攤販售培力實戰 3 場 100+150+800=1,050 人次 

影片拍攝宣傳數量 2 支 2810+14,000=16,81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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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工作報告：兒少陪伴篇 

一、大橋頭 

2023 年度 1 到 12 月，放心窩大橋頭活動小站服務學生人數共為 30 人，服

務人次總計為 2,727 人次。人數與人次的落差主要在於，平日與假日的出席人數

不同。國小生平日較能規律固定出席，少部分的國高中生則因學校或是個人行程

較多，較難以固定出席，但大多數還是可以穩定出席。而假日我們雖然也開放或

是安排活動，但出席人數平均來說還是相較平日來得少，因此總平均人次較少。

但整體來說，列入服務人數的學生我們還是有透過各種活動與他們持續保持連結。

學期間週一至週五國小放學時間為 16 點，國中放學時間為 17 點，因此我們定期

開放的時間大致上是每週一至週五課後(16 點至 21 點)、週末的時段，供兒童及

青少年進行休閒娛樂。若遇寒暑假期間，開放時段則調整為白天。開放期間為自

01/01 起至 12/31 止，共計 12 個月。我們的空間配置有各式各樣益智型桌上遊戲

(現稱桌遊)、白板、電子琴、各式書籍雜誌。每次開放時段由一位志工老師陪同，

可帶領學生玩桌遊、導讀書籍、聊天交流、經驗分享等等。學生亦可自行閱讀書

籍，或者繪畫 (使用白板、繪本)、練習彈琴(鋼琴、吉他、烏克麗麗)等各項休閒

活動。週末則會安排各類型的活動，諸如爬山、旅遊、團康活動、運動類型課程

讓學生參加。 

大別而言，我們的服務工作係依據年齡層分列國小部與國高中部之服務，予

以不同的服務目標。寒暑假則在今年度全面增列多元探索營隊之設計，盼能透過

寒暑假之活動辦理，讓放心窩全會兒少，包含各種年齡層及各種地理位置分佈的

孩子增加各種交流機會，已達相互學習、共同成長之效果。我們也會在週末和假

日不定期辦理會外交流活動，與各個友伴單位、社會團體接觸、交流，深化兒少

對於自己及社會的認識。下半年度開始每週四晚間，大橋頭國小部學生皆於晚間

藉由桌遊、影片、實際踏查與討論等豐富活動設計，陪伴兒少進行個人內在探索，

提升各種生命經驗的層次，落實透過實質生活與經驗學習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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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蘭州國中悠遊北大同社區踏查訪談執行方案 

2023 年的 111-2 與 112-1 學期，放心窩與蘭州國中的合作方案，調整為於白

天的輔導課程中，協助蘭州國中八、九年級的學生，進行社區店家的踏查、訪談。

進行方式為，蘭州輔導室與放心窩合作，協助孩子列出有興趣訪談的社區店家，

並針對這些名單內的店家列出訪談大綱，在練習如何禮貌性地詢問店家受訪意願

後，與店家約定訪談日期，並於訪談日期來臨時，實際訪談店家。 

                                 

 

孩子們的興趣各異，訪談的店家也各有不同，行業、領域遍及寵物店、銀行、

單車店、婚禮顧問、冰店、紅茶屋、咖啡店、茶行、大龍夜市沙威瑪、美髮店、

大龍市場壽司店、吉他店，中間或有遇到拒訪、時間湊不上、店家意外倒店等變

數，蘭州輔導室、放心窩和孩子們還是根據預備好的應變方案，找到替代方案完

成訪談。這項任務一共服務了 35 個孩子，放心窩一線老師在帶隊後也會記錄下

帶隊時孩子的臨場反應與狀況，和蘭州輔導室保持密切聯繫。過程中，孩子們得

以實地踏出校園，認識社區中自己有興趣的店家，與自己的職涯思考相對話。同

時，我們在蘭州帶大、現正就讀於大學社工系的一線老師，也在此次任務中出動，

實際回到社區帶自己的學弟妹認識北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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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子(島)地帶 

2023 年度服務人次總計為 2,429 人次，服務學生人數為 31 人，年齡從國小

二年級上至高中一年級。我們從 2018 年開始進入社子島服務，至今已是第五年，

目前服務範圍中最大的孩子，目前是高一的年紀。從以前到現在，也依循大橋頭

的模式，孩子與我們的連結自國小開始，一路至國中、高中職，到了大學年紀我

們也希望他們能夠回到社區，帶領自己更小的學弟妹。在這樣的情況下，空間的

需求依舊是我們每年努力目標的重中之重，除了維繫已有的空間，也必須為了新

進的更小的孩子，以及更多日後成長至高中職的孩子，打造出更多的空間、資源

與可能性。 

(一)富安國小社區資訊站 

我們自 2018 年開始於社子島富安國小學校旁邊的社區資訊站服務，讓有需

要的孩子們在每週一、二、四、五的 17：30-19：30 之間能夠來到資訊站，依循

本部服務模式，除了解決晚餐問題之外，也有個能夠放心寫功課、從事多元活動

的地方。資訊站場地不大，自 2018 年開始，我們便穩定地服務來自富安國小 6

至 8 位孩子，當孩子畢業後，學校便會推薦新的有需要的孩子及家庭進來。在資

訊站空間，孩子寫完功課之後，有機會在空間內玩桌遊、畫畫受到充足陪伴。放

心窩也於 2023 年度下半年與富安國小合作，於每週三下午在資訊站開設烘焙社

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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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子島青少年活動空間 

循著放心窩自大橋頭發展的軌跡，當我們在社子島當地服務的孩子年歲漸長、

從國小畢業進入國中、高中之後，我們便需要一個新的空間，承接住國中孩子的

需求。因此我們在 2021 年 1 月，租下了距離社子島富安國小僅 100 公尺的一處

空間，作為承接社子島國中孩子之處，年年持續租用活動，此處空間大約 20 坪，

我們在空間內放置一架鋼琴、幾副桌遊、藝術用具及電腦，也有足夠的空間讓孩

子伸展肢體及跳舞。此外，空間內的廚房空間及用具適足以作為孩子練習烘焙與

廚藝之處。在寫作業之餘，孩子們有足夠探索自己各種可能性的空間及軟硬體設

備。電腦區的空間，則讓大孩子有機會練習 word、excel、powerpoint 等文書作業。 

 

2023 年度 1 到 12 月，放心窩在社子(島)，包含富安國小社區資訊站、社子

島辦公室、社子公園閱覽室的服務人次總計為 2,164 人次，服務學生人數為 31

人，年齡從國小四年級上至高中職一年級。我們從 2018 年開始進入社子島服務，

至今已是第六年，目前服務範圍中最大的孩子在 2023 年 9 月已進入高中職就讀。

從以前到現在，也依循大橋頭的模式，孩子與我們的連結自國小開始，一路至國

中甚至高中職，到了大學年紀我們也希望他們能夠回到社區，帶領自己更小的學

弟妹。在這樣的情況下，空間的需求依舊是我們每年努力目標的重中之重，除了

維繫已有的空間，也必須為了新進的更小的孩子，以及日後成長至高中職的孩子，

打造出更多的空間、資源與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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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入校課業輔導：愛轉動計畫執行概況 

愛轉動計畫主要著眼於國小、國中孩童之學習狀況，希望透過社區力量之引

入，讓學業落後的孩子，能在愛轉動師資之協助下，配合原班導師之教學計畫，

取得更好的學習成效。計劃二大內容之一為「課業輔導」，透過一對一的指導，

給予學業弱勢學生課業輔導；另透過「補救教學」，針對學生學習迷思與困難處，

立即指正與教導，提升學習信心。透過參與這個計劃，我們想做的並不只是協助

孩子的課業問題，而是希望在駐點服務的過程中，透過我們長期擅長的社區課後

照顧方式，將服務的觸角拓展更多的地方，補足更多燈火尚未照亮的角落，這也

是我們在來年將會繼續努力的重點方向。2023 年，我們仍然在富安國小執行愛

轉動計畫，透過帶離原班進行一對一至一對三的教學以及入班課後班輔導功課，

幫助學習較為吃力的學生們，讓原本在班上學習落後的孩子們能慢慢跟上進度。

根據富安國小校方捎來的消息，近年來，富安國小的學習表現，皆在臺北市平均

水準以上，這是學校從以前到現在的最佳表現，放心窩忝為孩子學習扶助的其中

一個小小環節，著實感到與有榮焉。 

(4) 入校課業輔導：福安國中夜自習課業扶助班 

2023 年，陳敏純幹事持續在位於社子島內福安國中的夜自習數學、英文主

科扶助班努力，每週設計不同的主題來帶領國中生熟悉數學和英文科知識，也留

有時段指導課業問題。期許能有更多合作夥伴與之長期搭配成為傳統，進而幫助

更多各地的學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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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子公園閱覽室空間：職涯活動 

因承接士林區兒少家庭促進追蹤服務及關懷訪視先導計畫之故，放心窩於

2021 下半年開始，得以使用社子公園閱覽室一二樓空間，此處位居延平北路六段

的社子公園內部，不管室內、戶外空間都相對廣大，可以辦理更加多元的活動。

2023 全年，社子公園每週五晚間辦理人際溝通團體，也在週四、週五、週六集結

國高中青少年辦理各種培力活動，孩子們在各自努力的領域中自我精進、接收外

部資源挹注與增能。例如 4 月 27 日凱達格蘭學校與放心窩合作的社會服務課程

中，來自各領域、各行各業的人來到社子公園，一共十位來自各行各業的佼佼者，

包括旅遊、彩妝、觀光、電競、公司、列車長等等領域的大人，與我們的孩子在破

冰遊戲、慶生活動之後，一對一地進行將近一小時的真人圖書館對談，聊職業、聊

生涯、聊抉擇也聊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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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月之間，我們進行了一連串的青少年職涯接力站活動，從大範圍的價值

探索、未來職涯初探開始，進行了包括職涯接力站價值探索、職涯接力站電競行

銷專員分享、職涯接力站職業演員分享、職涯接力站創業汽車美容老闆分享等活

動，青少年除了反問自己到底對什麼領域有興趣之外，也有機會與這些來自各行

各業的從業者深入了解各種職涯領域，不再只是像個局外人、旁觀者般對於各行

各業只有標籤式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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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橋頭、社子、社子島兒少三地交流共融活動 

自 2021 年前，放心窩每個月會舉辦一次爬山活動，例如 5 月 28 日，放心窩

孩子們攻破七星山主峰與東峰。在 5 大屯山觀景台，我們遠遠看見了社子島，一早

便從社子島開拔的孩子們興奮莫名，直接現場為現場大小孩子們介紹起社子島的地

景地貌，口沫橫飛之際甚至加碼為素昧平生的山友介紹起社子島來。“你們看喔，那

邊是坤天亭，你看，你有沒有看到那邊有一隻黑狗？”下山的公車上，僥倖有位子坐

的大小朋友睡成一片，這個放心窩的超級戶外活動週也順利告一段落，該出來戶外

時，不管是不是心不甘情不願還是邊爬邊哀叫苦連天，上山下海的任務可也難不倒

放寬胸襟遊四海的放心窩孩子呢！ 

 

又例如 6 月 14 日實習生歡送會上，一名孩子擔任總召、四名孩子輪番上陣

擔任主持人，據點孩子輪流上台表演唱歌、嘻哈、魔術、跳舞、鋼琴、吉他，歡

樂氣氛中，我們歡送本屆實習生，孩子們在表演及主持、總召的崗位上有了最好

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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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5 日，放心窩以一場親子聖誕晚會迎來一年最大的活動作為結尾：在

籌辦活動的初期，舉行一場小型會議。讓擔任總召的孩子們帶領會議，討論主題、

節目安排，並確定每個孩子的角色。這場會議既是籌辦的起點，也是培養孩子領

導力和團隊協作的時刻。我們也分組安排不同的節目，由各小組長負責。音控小

組負責為每一組表演配上適當的音樂，餐食小組負責事前的餐食準備與事後收拾。

這樣的分工既讓孩子們體驗到協作的重要性，也讓他們在不同的角色中有所學習。 

為了讓學習音樂及舞蹈的孩子有表演的機會，舉辦專業的音樂排練。音樂小

組成員嘗試不同的樂曲，選擇音樂作品進行表演。這段期間，他們不僅學會了音

樂的演奏技巧，還培養了舞台表演的自信心。這不僅讓他們有了一個展示自己的

舞台，也激發了他們對音樂的更深層次的熱愛。看著自己孩子在這場盛會中方方

面面的責任擔綱，則增進了家長對孩子的理解及信任，使得整個活動更具家庭和

諧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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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與靖娟基金會福安兒童中心、北區少年服務中心在社子公園的三方合作 

暑假時，放心窩與北區少年服務中心、靖娟基金會福安兒童中心的工作者一起

合作，在週五下午的社子公園，三個單位的工作者在一個半小時之內，為孩子準備

了九個在夜市才會看到的關卡。吹乒乓球、兩人三腳、桌遊、棒球九宮格、擲飛斧、

釣瓶瓶、保齡球、射箭等等，放心窩小學生快樂闖著關卡，青少年則輪班守著自己

的崗位，在自己夥伴闖完關後前來換手，再趕快跑完各個關卡。同一時間，公園內

的民眾與孩子也玩得不亦樂乎，在天公作美的情況下，三個單位第一次聯手出擊的

活動畫下尾聲。2024 年，放心窩將進一步與靖娟基金會福安兒童中心共同努力於社

子地帶兒童的服務，並與勵友中心北區少年服務中心一起為青少年在就學、就業、

個案輔導、活動推廣方面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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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古亭國中夜讀班執行方案 

古亭國中夜讀班自 2017 年試辦以來歷經多次摸索及調整後已步入正軌，運

作模式現已穩定執行，每學期固定於每週一、週三晚間舉行。在古亭國中校方支

持以及信任下，除了提供場地外，各班導師以及輔導室亦會協助引介符合需求的

學生；在餐食方面，忠勤里方荷生里長則透過自身的老人供餐廚房固定持續免費

提供學生晚餐；在師資方面，除了協會本身的一線老師，我們也與致力於協助國

高中課輔的台大青樹人服務性社團合作，一同協助學生完成課業。 

入校夜間課輔的執行方式，秉持著放心窩草創初期至今的理念，提供孩子在

放學的課後有容留的處所、能提供一頓溫飽、有人可以在他們不論是遇到課業或

是人際關係或是各方面議題的困擾時給予支持協助與陪伴。在完成學校指派的作

業的基本要求後，適度開放學生玩桌遊或在有限度的情況下從事他們自己有興趣

的事情。例如，畫電繪、看小說、看影片、做手作等。學生們參加的原因各異其

趣，可能是放學後家中無人照顧，或是在課業上有問題需要協助，抑或是在原班

級中的人際關係較為不佳等等原因，促使他們有動力持續參與夜間課輔。而在另

一方面，我們入校協助同時也減緩部分導師在敦促及輔導學生課業上的壓力。 

夜間課輔在今年度(統計至 11/30)的服務人數為 22 人，總服務人次為 477 人

次，開放天數為 49 天。平均而言，每學期參加的學生人數介於 10 至 15 人之間。

雖然入校的課輔服務層次無法與放心窩其他據點相比，但透過各方合作，例如，

提供安全場域使其不至於在校外遊蕩、完成作業以及解答課業問題、提供晚餐的

基本需求、認識朋友以及陪伴照顧的心理需求等，支持性的陪伴他們。雖然放心

窩並未於南機場一帶設立據點，但現行運作方式類似於設置於校內的活動小站。

因此，我們將持續合作，期望能成為長期合作夥伴，並讓夜自習成為古亭國中的

傳統，幫助更多古亭國中的莘莘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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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18歲以上回社區服務的小老師(大孩子)服務情形 

2021 年以降，持續穩定有 4 位自放心窩成長茁壯的大孩子穩定持續地於放

心窩進行日常陪伴服務：一位是我們在 2016 年進入蘭州夜自習時服務的孩子，

目前為實踐社工系四年級，目前穩定在社子公園帶領孩子；一位目前就讀於東吳

大學四年級，是我們 2011 年創始之初就已入窩的孩子，穩定的個性、負責的態

度深受孩子們喜愛與信任，2023 年，他也開始成為社會新鮮人，在實習後被公司

延攬成為正職人員；一位孩子在經歷近年艱辛的歷程後，於 2022 年重考進入文

化大學機械系，他在大橋頭服務中展現的態度及領導能力，已有分攤更多重擔的

潛力與可能，他也曾於 2021 年進入社子島，為我們在社子島的服務增添強援。

2022 年，他已有能力擔任小學部的當日總籌，負責帶領孩子課輔、用餐及陪伴相

關事宜。2023 年的今天，他將承擔更多責任。最後一位孩子目前 21 歲，因升學

階段兩度因故休學之故，在受到放心窩的陪伴、資源連結之後，踏上了自學的歷

程，並於短短一兩年內突發猛進，已有能力單獨擺攤販賣藝術創作換取生活所需，

也在我們的小學部協助帶領孩子藝術方面的發展。 

在日常陪伴服務之外，目前就讀大二，一路自放心窩長大的孩子目前在台南

就讀視覺傳播科系，於放心窩 2023 年度暑期營隊中擔任剪輯小老師，帶著小學

部的孩子整理照片；他也在青椒聚落中擔任攝影，將當日工作九小時拍攝的影片

彙整成為一部精采的放心窩在青椒聚落影片。預計一、兩年後，會有更多青少年

成為小老師，進入這樣的互助回饋之中。儘管是在我們窩中長大的孩子，但當成

為一線老師後，我們對他們的訓練及要求不會擱下，也期待目前的小老師能夠成

為此一路徑的典範，為善意循環紮好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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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對於大孩子在內一線老師的每學期固定四次教育訓練 

在包括小老師在內的所有一線老師，在 2023 年的上半年及下半年，每個學

期都會經歷 4 次教育訓練：第一次的教育訓練，我們闡述放心窩發展的緣起、脈

絡、沿革、精神與願景；第二次的教育訓練，除了專業素養的養成之外，我們分

享第一個服務區段對於孩子們及服務場域的認識、觀察和好奇；第三次的教育訓

練，我們闡述主責制度，分享對於孩子的認識，溝通彼此的觀念及放心窩的核心

立場，並持續在專業服務的領域做精進；在結業式時的第四次教育訓練，我們將

分享彼此對於主責孩子的觀察、理解、輔導策略以及需要交接處理或橫向取得的

資源、支援。每個學期的教育訓練，不管在專業知能精進、團隊凝聚鞏固的面向，

我們都與外界充分聯繫，尋求外部專業講師為放心窩精益求精，希望不管正職抑

或一線老師乃至於從放心窩長大的小老師，在服務他人之餘自己也能持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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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工作報告：社區工作篇 

一、士林區兒少家庭促進專業服務及關懷訪視先導計畫 

2023 年本會執行關懷訪視計畫表現優異，今年度受公部門推薦，代表台北

市參加徵選並榮獲衛生福利部 112 年強化社會安全網全國績優團體獎，落實服

務進入在地，實質串聯服務與家庭，陪伴在地兒少與社會大眾，進一步理解兒少

所需，發掘居家環境或親職教養上有潛在風險因子的家庭。今年度放心窩關懷訪

視服務人次共為 53 人次，為臺北市轄內十二行政區當中服務量最多之單位，且

未接獲任何投訴，並受臺北市家防中心委任，協助帶領外單位新進關懷訪視員進

行訪視見習。明年將延續這樣的成果，繼續服務臺北市的家庭與兒少。 

二、社子島社區經營 

陳敏純幹事於每週三下午分別入校富安國小與社子島小站教授烘焙課程，每

每週一則是帶領藝術創作和手作活動，透過主題性的教程，進而服務到更多的學

生。今年更嘗試在社子島當地的坤天亭夜市擺攤，由青少年們一手包辦邀請卡設

計、親手烘焙並販賣以社子島地形為框，印上放心窩窩徽蝸牛，象徵「放心窩在

社子島」之富具意義的手工餅乾，再輔以現場調製的蝶豆花雪碧飲品和爆米花，

既展現及訓練學生們能力，也能與社區產生更多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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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住民相關活動 

孩子是我們一直以來的服務焦點，而家庭對孩子們而言，有著巨大的影響力。

從 2016 年起，我們便開始為新移民家庭提供一個友善的空間環境來讓新移民媽

媽們相互交流、吸收各領域資訊、增進多項能力充實自我，期許能幫助她們融合

台灣社會、適應在台生活，並使其走出家庭，不再只以父母的角色隸屬於孩子之

下，能擁有自我交友生活圈。 

2018 年起，我們和「臺北市西區新移民社區關懷據點」、「臺北市西區單親

家庭服務中心」與「大同士林婦女支持培力中心」陸續有密切的聯繫與合作招生

宣傳，使得參與對象來源不再只侷限於大同區，亦有中正、萬華、士林區，而參

與者的國籍也更加豐富，更是照顧到了許多單親婦女及其家庭成員。2019 年度開

始，我們為了照顧平日晚間要顧店或顧小孩的新移民們，特別開設多堂週末的課

程，更在假日間分批小班授課，期許不因時間空間問題而犧牲掉任何人。 

陳敏純幹事於 2022 年起受邀擔任「臺北市政府新移民事務委員會」第八屆

委員，更將續聘第九屆，持續偕同其他基金會與新移民代表及學者們共同給予致

力推動新移民業務的臺北市政府意見。榮獲三年新移民照顧輔導措施表揚得到最

高榮譽獎後，放心窩年年擔任「臺北市政府民政局新移民照顧輔導措施表揚遴選

委員會」委員，接連遴選表揚致力於新移民照顧輔導措施之社區、社群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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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五屆大同共好青椒聚落在花博 

10/28(六)，無視一早大風大雨，放心窩大小朋友在 08：00 於圓山花博花海廣

場集結完成，準備在放心窩本身攤位、靜態展崗位、大會佈置台及服務台大展身手。

待至大會器材一到，孩子們紛紛依照分配任務開始行動，幫忙搬桌椅、畫攤位黑板、

分配闖關器材、放置闖關禮品、擺放靜態展。在準備階段，負責為工作人員準備過

程拍照的小學孩子已經開始到處拍照；友伴單位陸續抵達時，擔任大會小編組的青

少年也已蓄勢待發，一一將各個攤位的準備情形 po 上大會限時動態。10：00 開始

時，四個放心窩青少年老將在大會入口處，將招攬民眾參觀青椒聚落的功夫做得淋

漓盡致，放心窩本身攤位的人潮亦是絡繹不絕，無論是乒乓球好玩的遊戲、贏得遊

戲後拿到我們近日趕工而成的禮物栗子巧克力蛋糕，都令民眾感到不虛此行。過程

中，盡數由國中小的孩子向客人介紹遊戲流程及主持闖關，他們在崗位上戰戰兢兢

地完成了每一項任務。 

下午，13：30 大會舞台正式演出，為了接下主持棒的重責大任、放心窩七年級

Mr.Blue 一早 09：30 就準時報到，並於準備過程中盡心練習稿子，介紹包括放心窩

八個表演在內的青椒聚落表演好手上陣。放心窩此次出的八個表演包括一首獨唱、

一首合唱、三支舞蹈、一首吉他合奏及一首吉他獨奏。他們的表演贏得了滿堂喝采，

有許多民眾在台下從頭坐到尾，為青少年的演出做了最好的見證。在吉他獨奏的部

分，放心窩上陣的孩子從 2019 開始無役不與，大一年紀的她特地前一天從澎湖飛

來，只為第四度在青椒聚落上陣演出；同時，大二年紀正就讀影視相關科系的孩子

當日從台南北上，擔負起全場共計 10 個小時放心窩的影音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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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同共好青椒聚落倡議場 

於 2023 年已然邁入第五屆的青椒聚落，決定進一步舉辦倡議場，以青少年視角

為基礎向社會發聲，在這初試啼聲的三場講座之中，放心窩自然沒有缺席，擔任了

幕後總籌、青少年支援、餐食提供等功能，與青椒聚落的夥伴一起再往前邁出一步。

三個倡議場次共計吸引五、六十位遍及數十個單位關注議題的一線工作者。 

場次一：貧窮對家戶與個體的影響—組織如何陪伴人回應匱乏與限制 

10/13(五)，第一個場次「貧窮對家戶與個體的影響：組織如何陪伴人回應匱乏

與限制」，由青椒好夥伴、新漾基金會執行長王晶慧、專案執行李至上與人生百味朱

剛勇對談。斷線與連結，是當晚與談的交集：當人們把空間和關係視為家，那什麼

又是無家呢？在議題上，我們交織與對話，嘗試用各自不同的經驗和視角，去描繪

出人的輪廓。當人和原生家庭、社會與自己斷線，服務又如何讓人與三者產生連結？

這問題或許仍沒有最完美答案，但我們已經在路上，這已是我們共同追尋的遠方。 

場次二：我，不是我—談生命創傷經驗對兒少影響、困境與突破 

10/20(五)，第二個場次「我，不是我：談生命創傷經驗對兒少影響、困境與突

破」，由蛻變方成事的創辦者文國士，談談成長經驗、在兒少陪伴單位、安置機構

所陪伴的孩子；青椒聚落這邊，則由放心窩的張璞幹事暨社工師代表內部與談。文

國士提到，好好長大需要運氣，而好好照顧孩子長大則需要整個社會的支持；張璞

以放心窩陪伴孩子的經驗出發，談起孩子的種種生命創傷經驗，以及作為一個兒少

陪伴單位，放心窩以什麼樣的角度出發，陪孩子一起度過生命中各個艱難關卡。在

兩人互相提問的環節中，張璞問起文國士在高中、大學時被承接住的例子；而文國

士則詢問張璞，是否有曾因兒少而起的挫折經驗，而助人者又是如何應對這樣的情

況？兩人不約而同指出，能否有人引領出自己抑或助人者壓抑、深埋的情緒與感受

至關重要，而在看清楚自己的情緒與感受後，也才能期待自己下次也許面臨同樣的

挫敗經驗之時，能是更加準備好的狀態。 

 



20 
 

場次三：擱置分數與資源建構的社會—人剩下什麼？ 

青椒聚落內部推出本次大會總召、勵友基金會大橋兒少據點的社工鯊魚劉俊宏

與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陳怡伃對談。鯊魚先從幾個例子談起，向大家說明

在據點服務的脈絡下，兒少社工是如何根據對孩子的理解去連結資源陪伴、培力，

從孩子的單項攝影，到發展出與鄰近單位共事合作的微電影工作坊、騎影團，孩子

在過程中不但結識更多正向大人，也對自己的能力有了大幅增進的信心，有能力能

夠擔綱青椒聚落宣傳片 2022 年的導演；鯊魚也從電競及小小主持人的陪伴、培力

談起，從個別單位的單打獨鬥，到後來能夠很自然地思考到社區、社群作為合作對

象、資源可能，這些都是經過長年合作所鞏固加溫的信任關係所致。 

陳怡伃教授對青椒聚落的兒少陪伴、培力歷程的觀察指出，諸如青椒聚落這種

富有生命力的社區單位連結，為孩子、工作者及組織都帶來了更多可能，打造出強

大的社區韌性，而具有「忠於使命」、「財源自主」、「不限對象」、「網絡合作」

等珍貴特質，在這種各自具有自主性卻互補互助、能夠截長補短的先天脈絡下，青

椒聚落得以在變動不居又疫情壟罩的這幾年持續壯大，長出獨特的生命力。 

後記： 

三場倡議場，放心窩的孩子都擔任會場佈置、現場接待、引領報名者、發送與

會小禮物、餐敘指引、會後收拾的角色，也於會後回饋問卷中獲得觀眾許多好評與

鼓勵。青椒倡議場不只對於工作者是個全新的嘗試，對於孩子而言，也是久經戰陣

之後一個新闢的戰場，他們得以從中學習適當穿著、得體應對、熱忱以待，雖然戰

戰兢兢，但看得出孩子們真的全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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