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原鄉部落重建文教基金會 111 年度工作報告 

一、 計畫依據：依第五屆第六次董事會議通過之工作計畫辦理。 

二、執行狀況及成果： 

序

號 工作項目 

經費預算

（單位：新

台幣元） 

執行經費 

單位：新台

幣元） 

實施內容 執行成果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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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

培力

計畫 

 

 

 

 

 

 

 

 

 

 

 

 

 

 

兒童課

輔班 

 

1,417,850 

 

1,236,757 1.小三至小六學生以博幼基金

會所出版英文與數學之國小

教材為主，並以學生之實 

   際程度進行小班個別教導之

方式進行差異化教學，每兩

個禮拜至一個月測試一次，

通過測試者進階，否則停留

原單位繼續學習。 

 2.小一到小二學生以快樂學習

協會的方式進行陪讀，完成回

家作業後會再以博幼教材加深

其英數能力。學生完成所有指

定作業後能玩樂高或桌遊，增

進學生各方面能力。 

3.每週二次課前 10分鐘進行數

學心算練習。 

4.每季一次慶生會，每年兩次

家長座談會。 

5.每周有一堂文化及閱讀時間 

1.小三至小六學生因有三四位 

  小朋友一直無法過關，深感 

  挫折而抗拒到課輔班。經過 

  老師們開會決定放棄執行多 

  年的博幼課程,以讓小朋友快  

  樂學習為主 1月份學生數 24 

  人出席率 98%，2月份剩 21 

  位學生，四份出席率最低只 

  有 88%。7月份調整上課狀 

  況，雖然學生數只有 20人, 

  但平均出席率高達 93.4%。 

2.因疫情關係 5月 23到 6月 

  10因武漢肺炎停課，7-8月父 

  母也不太願意讓學生參與課輔 

  ，所以經費執行上受影響 

3.雖然小三到小六未執行博幼 

  方案,學生 13人中有 3人須 

 



 

 

 

 

 

 

 

 

 

 

 

 

 

 

 

 

 

 

 

 

 

 

 

 

6.暑假游泳課因疫情暫停， 二

次烘焙課和大地遊戲 

7.任課老師每月一次英數培

訓，通過測驗才能進下一單

元，老師程度要比學生程度高

一階才能任教。 

  參加學校的數學補救教學，其 

  餘的英數都達標。 

4.9月份開始課程較活潑增加了 

  許多原民文化學習：有射箭， 

  傳統歌舞。 

Maleva

兒童敬

拜團/ 

芥菜種

會才藝

計畫:

快樂樂

舞 

 

50,000 自籌 50000 1. 今年有 60堂才藝課,老師已

和班方式帶領，主要以烏克

利利及手搖鈴和歌舞為主。 

2. 歌舞練習： 

ａ親愛主耶穌 

ｂ讓愛走動 

ｃ雲上太陽 

ｄ手之歌 

ｅ我們的腳要跳舞 

ｆ耶穌愛我 

1.無論是手搖鈴或烏克利利都 

分組由高年級的學生帶領低年級

的學生練習， 

2.100%的學生都會接觸到烏克 

  利利和手搖鈴，100%的學生 

  都會唱左列 6首歌，95%的學 

  生會搖讓愛走動和平安夜， 

  85%的學生能談整首讓愛走動 

3.10月 1日敬拜團學生在芥 

  菜種會於臺東蛋糕公園所辦 

  理的嘉年華會中表演手搖鈴  

  街舞及傳統歌舞 

4.敬拜團於 12月 21日在大王 

及新香蘭文鍵站、太麻里原家中

心和拉勞蘭小米工坊以手搖鈴報

佳音，12月 25日參加新香蘭長

老教會剩但感恩禮拜並表演 I 

love Jesus舞蹈。 

 

因今年芥菜

種會取消才

藝計畫方案 



 

 

 

 

 

 

 

 

 

勸募 

 

 

 

 

博幼基

金會香

蘭學齡

前班 

 

230,000 200,000 

其中自籌

100,000 

1. 以閱讀 英文 數學為主，由

老師帶領，有時也有簡單的

烘培和其他遊戲。 

2. 每季一次慶生會，每年兩次

家長座談會。 

3. 暑假游泳課因疫情暫停  

1.4名學齡前學生 8月前出席率 

  95%，90%的學生能跟著影片 

  說唱英文，大班的學生能讀 

  英文字母 A~O，能數數到 50。 

2.9月兩位學生升上一年級，學 

  生數降低，雖無博幼基金會 

  經費上的支持，本會仍持續 

  此計畫。 

 

本基金會今

年 9月終止

與博幼基金

會的合作 

 

族語營 

 

200,000 179,329 1. 以小米收穫祭為整個族語營

架構：星期一/認識自己 用

族語自我介紹 

星期二/認識 qavay、製作

qavay 

星期三/認識祭儀 射箭 刺

繡 

星期四/認識傳統服飾 串珠 

星期五/複習 、成果展 

2. 每日聽 5分鐘純排灣族語傳 

統故事 

3. 每天中餐皆為傳統美食 

1. 今年也因疫情關係報名 17人未到

3人因確診，實到 14人，14人皆

全勤。老師 8人小隊輔 4人共 26

人。 

2. 90%學生學會 4首族語歌，90%學

生認識 10個單字並完成自己的單

字簿， 

95%學生完成一條串珠項鍊，85%

薛生完成一片十字繡小桌布， 

100%學生製作 2條 qavay，85%學

生實際練習射箭， 

100%學生參與成果展及走秀， 

100%學生實際參與頂上功夫、搓

小米，100%高年級 5位學生能獨

自以族語唸完被分配之祭典解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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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臺東

縣太麻里鄉原

住民族家庭服

務中心實施計

畫 

2,868,589 2,867,065 1. 原住民族家庭福利服務諮

詢與輔導 

(1) 諮詢服務：每名社工員

每月提供諮詢服務至少

15案，全年度每名社

工員提供至少 180案諮

詢服務。 

(2) 個案管理：每名社工員

全年度個案服務至少

30案。 

2. 專案服務 

(1) 團體工作:年度應辦理

4團體，每團體至少 6

單元，每單元至少 90

分鐘。 

(2) 社區方案:年度應辦理

24場次。 

(3) 服務溝通平台:年度應

辦理 4場次。 

1. 原住民族家庭福利服務諮詢與輔

導 

(1) 諮詢服務：中心年度合計

720案(男 267人，女 453

人) 

(2) 個案管理：中心年度合計 77

案(男 40人，女 37人)，新

案 37件(男 19人，女 18

人)，舊案 40件(男 21人，

女 19人) 

2. 專案服務 

(1) 團體工作: 全年度共計辦理

4場(24單元)團體工作。 

總受益人次:246人(男 19

人，女 227人) 

(2) 社區方案: 全年度共計辦理

27場次社區服務方案。 

總受益人次:507人(男 218

人，女 289人) 

 



3. 原住民族權益宣導與講座 

(1) 權益宣導:推展原住民

權益宣導全年度至少

辦理宣導 24場次。 

(2) 教育講座:全年辦理專

題講座 6場次。 

4. 推展志願服務： 

(1) 每中心至少組成 1隊

志願服務隊，全年度

合計至少提供 1,000

小時志工服務。 

(2) 每季安排志工分享會

或聯繫會議，或成長

訓練等 1場次。 

5. 建立社會資源網絡平臺: 

每 4個月至少辦理 1場次

社會資源連結會議，全年

度合計辦理至少 3場次。 

 

(3) 服務溝通平台:全年度共計

辦理 4場次。(男 38人，

女 63人，共 101人) 

3. 原住民族權益宣導與講座 

(1) 宣導:中心年度共計辦理

34場次，計 1,284人次

(男 475人，女 829人)。 

(2) 講座:中心年度共計辦理

11場次，參與人數共 224

人次(男 92人，女 152

人)。 

4. 推展志願服務： 

(1) 志工服務時數共計:626小

時。 

(2) 已辦理志工聯繫會議、志

工分享會、成長訓練等共

計 4場次  

參與人次計 103人(男 39

人，女 64人) 



6. 建立服務地區人文與福利

人口群統計資料: 每 4個

月至少檢視 1次，全年度

合計檢視不得低於 3次。 

5. 中心全年度辦理共計 3場次資源

連結聯繫會議，總受益人次：99

人(男 20人，女 79人)；個案研

討 1場次，參與人次 24人次(男

5人，女 19人)。 

6. 建立服務地區人文與福利人口群

統計資料:本中心計更新 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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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香蘭文健

站 

2,375,460 2,259,000 
1. 簡易健康照顧服務。 

2. 延緩老化失能活動: 

（1）活力健康操。 

（2）文化藝術。 

（3）心靈課程。 

（4）文化音樂活化腦力。 

3. 營養餐飲服務（共餐或送

餐）。 

4. 居家關懷服務。 

5. 生活與照顧諮詢服務。 

6. 量能提升服務(類家托服

務、簡易居家服務、陪同外出

或就 

醫、及其他符合在地需求之長

照創新服務)。 

7. 連結、轉介服務(輔具提

今年課程著重在體適能課程及預防及

延緩失能等課程。且受縣府及專管中

心的輔導後,對於系統登錄及課程方

案書寫照服員雖尚待加強但也有進步

許多。 

1.疫情趨緩後，課程豐富多元，講師

安排課程精彩。 

2.佈置具文化特色的服務空間--教室

牆壁彩繪原住民圖騰，非常有創意，

唯教室內因狹小導致物品雜亂 3.內

部志工會議及受訓情形本站之會議記

錄書寫需再加強輔導。 

4.本站至今尚無自己的專屬廚房,此

事為本站最為煩腦之事。 

5. 至今尚未辦理 112年座談會及成

果發表會。 

 



供、居家護理、社區級居家復

健)其 

他服務(如電話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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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王文健站 2,764,400 2,528,129 

1. 簡易健康照顧服務。 

2. 延緩老化失能活動: 

（1）體適能。 

（2）文化懷舊課程。 

（3）心靈課程。 

（4）頭腦保健。 

3. 營養餐飲服務（共餐或送

餐）。 

4. 居家關懷服務。 

5. 生活與照顧諮詢服務。 

6. 量能提升服務(類家托服

務、簡易居家服務、陪同外出

或就醫、及其他符合在地需求

之長照創新服務)。 

7. 連結、轉介服務(輔具提

供、居家護理、社區級居家復

健)其他服務(如電話問安)。 

今年課程著重在傳統醫療與文化創新

及預防延緩失能等課程。 

配合縣府及專管中心 

辦理安排照服員專業訓練課程參加。 

1.課程豐富多元性，配合長者需求安

排講師上課。 

2.多元文化部落，突顯出在地特色。 

3.安排移地上課增加到站率。 

4.傳統醫療保健課程內容相當多元豐
富，可開始思考進階方式，在長者分
享其生命經驗之 後，有沒有辦法在後
續透過文字、手冊、影音等方式進行
文化保存。 
5.預計 12月底辦理第二次座談會及

成果發表會。 

 

5 原鄉部落家庭

暴力服務計畫 

1.臺東縣政

府 111年度

服務擴充-

200.000元 

2.衛生福利

部 800,000

1.臺東縣政

府 111年度

服務擴充-

167.265元 

2.衛生福利

部 765,549

1.個案管理 

2專業訓練及督導 

3南迴四鄉鎮社福團體及社區連

接及宣導: ：機構業務宣導、認

識暴力成因及求助方式、建立社

福網絡。 

1. 個案管理: 

A. 年度共計 16 案，服務項目 516

人次。 

B. 親子團體:4戶/18人。 

C. 支持性團體:8人/六場次。 

D. 外展服務 44案/ 73人次。 

 



元 

 

元 

 

 E. 個案研討:2案，參加人數19人 

2.專業訓練:共計 19場次 135小時。 

4.宣導:14場 

5.年度評鑑 89.25分 

 

6 光能產業、活

出希望 

 

100萬 87萬 1. 成立計劃團隊 

2. 辦理計劃共識會議 

3. 辦理光電案廠參訪觀摩 

4. 評估規劃成立部落再生能源

營利事業單位 

5. 撰寫三年推動計劃 

1. 讓課程及研習加深觀念及如何在

部落推動光能產業在部落的可行

性，前後測調查就有很明顯的對

比 

2.  

共識會議因疫情參與人數沒有如預

期，後期用小聚方式開會。8場次

192人次。 

團隊共識會議：如時間辦理並從中

找尋方式面對疫情的挑戰。4場次31

人次。 

團隊職能訓練：不只要學習太陽能

光板知識，也要學習地熱發電的原

理，讓我們更了解綠能發電對我們

有多大的貢獻。2場次14人次。 

3. 疫情關係，參與人數沒如預期，

但帶著部落團隊參訪後，受益良

多，回部落後開始小型的聚會，並

說出參訪後的分享。1場次、6人 

4. 部落訪視調查後，部落族人同意

成立部落電廠，並連結其他團隊設

 



立部落共域場地做示範太陽能發電

共3處。部落族人家屋5處 

 111年度臺東

原住民族部落

旅遊及環境綠

美化補助計畫 

 

40萬 30萬 1：戶外廚房開放式空間建置 

2：拉勞蘭小米工坊戶外空間修

繕 

1. 部落小米園是發展經濟自主很重

要的基地，自 2007 年創設起，

即以發展部落傳統作物，而讓農

作物直接在園區內，有一個空間

不管是學習或自己做料理空間，

讓大家有一個學習場域，礙於欠

缺可以直接料理的場域設計，於

大自然近距離的接觸也因此減

少，所以想透過這次計畫，來建

置開放式戶外廚房，讓部落及旅

遊多一個可以仰望太平洋而製作

美味料理的地方。 

2. 小米工坊是出入部落的重要門

戶，對於地方產業的推動與銷售

也位居舉足輕重的角色，同時小

米工坊也是鄰里之間與太麻里鄉

內頗具特色的接待中心，為所有

來訪的旅人、貴賓提供一個可以

短暫休憩的場域，在小米工坊的

木造舞台也作為遊客體驗文化、

手作 DIY 的重要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