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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要點之補助類別如下：   

（一） 互助共好類： 

1、 「陪伴傳習」：鼓勵具藝文專業或社造參與經驗之團體駐點及輔導過往

社造資源挹注較少地區，引領居民關心公共事務、了解在地特色、參與

藝文活動、培育多元人才等，逐步協助村落社區自立自主。 

鼓勵部落或社區，針對具有保存及傳承價值之工藝與文化藝術等，透過師徒

傳習的推動方式，保存並推廣在地傳統文化。 

2、 「合作協力」：已具藝文或社造規劃與執行能力之在地團體，除持續發

展其在地藝文及社造能量外，並同步協助其他地區之村落社區，依文化

需求及在地特色，規劃辦理促進村落文化發展及社區營造之各項活動；

串連各種地方組織與產業，作為在地文化種子的培力教學平台；結合企

業、社會企業，堅壯化在地社區組織。 

3、 「社群協力」：藉由社群成員共同協力的方式，以關注跨社區婦幼權

益、性別平等、多元族群、黃金人口參與社區服務、共享經濟、青銀共

創、青年留鄉與回鄉、在地老化、社區產業之開發及合作組織之發展等

多元文化議題為核心，透過課程、講座、刊物或活動等形式，促進更多

民眾關心公共事務，投入公益服務。。 

（二） 自主參與類： 

1、 「刊物及影像」：透過刊物、影像創作、議題討論等方式，記錄在地文

化特色，進行訊息傳播，傳達社區生活情感、經驗及智慧，促進社區參

與。 

2、 「文化資產及地方文史」：以在地歷史或文化資產之調查、整理、通

報、出版、展覽、再利用等為在地知識學習網絡媒介，或以當地文學

家、藝術家及各類名人為主題，透過其歷史典故、生活、遺跡等為課

題，讓社區居民發掘在地資源，並據以進一步探討社區願景圖像等，深

化社區意識認同。 

3、 「培育及傳習」：以座談、研討會、讀書會、社區參訪、人才培訓、終

身學習等方式推動社區營造人才培育；另針對具有保存及傳承推廣價值

之社區或部落工藝及傳統藝術等，透過文化傳習機制，或師徒制度方式



推動，落實在地文化扎根。 

4、 「工藝及產業」：讓在地居民認識社區工藝並發展產業，從傳統工藝之

資源調查、研習、創作及產品開發等著手，作為社區民眾共同思考人文

教育及產業發展之媒介，以激勵創意活力，進而奠定地方產業及觀光發

展之基礎。 

5、 「藝術及創作」：以傳統藝術、表演藝術、視覺藝術或社區居民一起動

手做之藝術創作、展示為媒介，營造在地發展特色或探討社區公共議

題，激發民眾參與感及創造力等，建立具吸引力之社區營造操作機制。 

6、 「社區生態」：透過社區居民共同進行生態環境之保育、調查，凝聚社

區共同意識，並提升周邊整體生活品質。 

7、 「母語應用」：以保存文化角度，蒐集研究在地語言，進行文字與影音

紀錄，或將母語結合社區劇場、藝文展演與傳承、終身學習或在地特色

各項資源，以達活化、運用在地母語效益並增進在地認同。 

8、 「能源與環境」：透過綠色能源、能源再生、節能減碳等環境議題之研

習、座談、討論或實作等手段，引導社區居民關切公共議題。 

9、 「其他」：未列於上述類別，但足以引發社區居民共同關切、參與，並

得共築願景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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