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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有這本書?

2003 年行故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在全國三十個社區推動「健康環境與空間營

造」計畫，社區營造學會接受健康局的委託，執行這些營造點的技術輔導工作。七

月到十二月之間，這些社區陸續完成空間改造，成果斐然。為了推廣這一次操作的

方式與經驗，以供對這個主題有興趣的人參考，本計輩的執行團隊透過健康局、多

個縣市政府的衛生局、醫院、學校、衛生所、及社區組織的共同協力，完成這本

書。

這本書的目的為何?

本書的主要訴求是透過社區參與來改造生活空間，以創造更健康的環境，對於

這件事情有興趣的人就是本書的讀者。就衛生署健康促進 (health promotion) 的

目標來說，社區空間的改造只是 種「手段.J '更積極的「目的」是要大家從一個

好的參與過程開始，進而學習到更多的健康議題，並且養成「健康的事，從自己開

始」的習慣。這本書員體目的有四個:

1. 引起大家的興趣與關心

2. 整理相關專業知識

3. 提供有用的操作技術

4. 宣導優質的案例



這本書有什麼特色?

本書的論點是基於三個核心的觀點:健康社區、社區營造、永續經營。並分別

針對其相關且重要內容加以闡述，包括:社區健康營造、居民參與環境設計、以生

態工法用自行雇工購料的施工方式。以下簡單針對這個行動中最重要的三個觀點加

以說明。

卜健康社區 (hea I thy commun i t i es) :厚植社區資源與建立社區互助網絡，

發展日常生活的健康行為與支持性環境。

2 、社區營造 (commun i ty empowerment) :以在地思考為出發點，引導居民發

展出對生活環境的主張，共同經營、共同創造自己的社區。

3 、永續經營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尊重生態與環境，珍惜善用資

源，確保環境、經濟、社會三方面可持續發展。

本書內容共分五章，第一章「生活空間小故事 J 希望引起讀者興趣、動心起

念;第二章「健康行動大家動 J 提供健康與社區營造的基礎知識，讓入門的讀者可

以很快地理解基本的概念;第三章「寫一份新的生活計畫」是關於社區營造的技

術，介紹組織動員以及共同企劃的技術;第四章「生態又健康的的社區工法」是針

對目前已知資料中最缺乏的「雇工購料」的相關技術加以說明，並且將「生態工

法」用生活化的語言來介紹;第五章「健康空間的八張車票」則透過相關案例的介

紹，讓讀者對於操作的過程有個比較完整的了解。本書並提供一份附錄，是九十二

年度國民健康局「健康環境與空間營造計畫」的摘要，內容包括本計畫輔導顧問群

的名單與聯絡資料。



這本書跟誰最麻吉?

坊間社區營造與空間有關的書籍不算少，讀者可以自行閱讀關於「健康促

進」、「社區營造」、「永續發展」三方面的書，以加強相關知識。針對本書的主

要目的，以下將一般書局中容易找到的相關書籍，簡單地分成四類來介紹，前三類

為社造與空間相關書籍，第四類則是與健康促進行動有闋的，偏遠地區可以到附近

的公立圖書館借閱，或是透過網路書局訂購。

1. 社區動力

初級<<社區動力遊戲》
進階: <<友善空間》

2. 環境學習

初級~和生活做朋友》

進階: <<校園玩翻天》

3 . 社造案例

初級~攜手造家園》

進階<<參與錄》

4. 健康社區

初級~形塑陽光家園》

進階: <<傳話(專心我在行》

這本書是屬股綜合型，如果讀者希望有更多的基礎能力，建議結合上列書籍

中，初階的《社區動力遊戲)) <<和生活做間友)) <<攜手造家園)) <<形塑陽光家圍》

四本書一起使用，稍有基礎的讀者可以參考進階的書籍《友善空間)) ~校園玩翻

天)) <<參與錄~ ~傳話傳心我在行》等。



如何使用這本書?

1. 自我進修:

入門讀者可以依序先閱讀第一章的小故事，第五章的案例介紹，閱讀第二章

的相關知識時，再根據自己的需要，參考使用第三章與第四章的操作技術;進階讀

者在參閱第二章之後，直接進入第三章與第四章;精修的讀者可以直接選擇本書

三、四章介紹的有用的方法。

2. 講授課程:

本書可以當作機構內訓或是社區大學的課程教材，本書第一章的兩個單元由學

習者自 11多後，在課堂上由指導者帶領大家分享，引導大家探討這些故事中發現的重

要的訊息，並由學習者提供自己知道的或者親身經歷過的故事;第二章共三個單

元，由指導者帶領大家在課堂上閱譚，閱讀後進行問題討論;第三、四章，共分七

個單元，建議分別安排「社造」與「空間」兩種不同專長的老師進行課堂操作。以

上共十二堂課如果再加上參訪與實習作業的分組報告四到六堂，可以安排成為一學

期 16-18堂的課程。

3. 參訪之旅:

2003年國民健康局三十個「健康環境與空間營造」計畫中有許多成功的案例，

本書選擇其中八個比較有特色的案例來介紹，由東到南到北依序為 I花蓮縣花蓮

市:健康市揚」、「屏東縣內埔鄉:樹屋」、「嘉義縣新港鄉:社區花園」、「台

中縣后里鄉.有機菜園」、「新竹縣尖石鄉:景觀廁所」、「台北縣淡水鎮:盲人

花園」、「台北市南港區:醫院好厝邊」、「宜蘭縣員山鄉:天生活水」等。讀者

可以邀約社區或機構內有興趣的人，組團交流參訪。但是為了避免造成對方的困

擅、最好提早安排事先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