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區」在這些年是一個熱門的名詞。今日，人們提到「社區」，已經包含了

對鄉土認同、安全信任、生活品質的追求與憧憬，更表示著人們對共同經營環境、

提高生活品質的夢。相信每一個人都希望自己所居住的環境是舒適的、安全的，但

是大多數的人卻只對「大門內」的環境有自主權，對「大門外」卻充滿了無力感。

然而一個又一個的事件、一波又一波的問題的出現，卻使認真生活的人們再也無法

忍受與等待，加上，九○年代政府「社區總體營造」計劃對於各地參與式社區經營的

鼓勵。於是，越來越多的社區居民自發的結合，一同為這樣的無力感而奮戰。他們

希望他們生活的環境可以由自己決定，他們希望能為社區的安全盡一份力量，使社

區居民的生活從「大門內」延伸到「大門外」的社區環境。  

  或許你曾經被這些令人振奮的故事感動過，或許你也想在自己的社區內進行一

些組織與改造的工作，我們相信他人的經驗會是你我最好的參考和基礎。因此，我

們試圖以系統化的方式，整理前人社區工作的實務方法及經驗，希望能為有心從事

社區工作的人提供有效的參考資料。  

  認識社區就像是認識一個新朋友，基本資料是認識與瞭解的開始。對於這些基

本資料的瞭解，除了透過閱讀書面資料之外，也可以透過一些有趣的活動，邀請大

家一同來認識社區。在活動的過程中，找尋一些居民們對社區的、共同的基本認識，

這樣的活動，對於連結居民的感情往往有很好的效果。  

一、社區的區域面積及地理環境  

  社區的範圍？如果所需要是該社區所屬的地理區域面積及地理環境資料，通常

可以透過當地或更高的地政機關取得資料。但是所謂的社區範圍，對居民來說是有

不同意義的，居民比較會從生活範圍、重要地標或歷史記憶…等等，來界定自己的

社區範圍。也就是說，居民對區域面積及地理環境的認識往往是從情感經驗出發的。

因此，如果透過社區居民的共同思考及討論，很可能會發展出另一種對於社區區域

及地理環境的說法。  



  邀請居民共同為社區的區域面積及地理環境定義，可以透過舉辦社區居民活

動，如「社區有多大？」或「社區像什麼？」的形容詞或詞句比賽，或者小朋友的

寫生比賽、社區老照片展…等等活動，都是結合居民共同描繪社區圖像的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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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區內的人口狀況  

欲瞭解社區內的總人口數、性別比例、及年齡分配等人口資料，均可向當地的戶政

機關取得資料。但是戶籍資料中或許有些是不長住在當地的居民，若有需要，社區

工作者可以透過家戶普查，以實際瞭解社區中長住的人口數、性別比例、年齡分配、

職業狀況等。掌握這些資料，既可用於社區介紹，且可協助社區工作者對社區居民

可能的需求以及可開發的人力、物力、財力等資源有更確實的瞭解。  

三、社區內的資源  

社區裡的公共設施、教育機構、醫療單位、廟宇或宗教組織、金融機構、商業場所…

等等，都可以是社區的資源，社區工作者應於平日找機會了解評估，以便於社區有

需要時，進行積極的結合。  

社區工作者可以進行以下的瞭解：  

1.  它們所在的位置及日常運作對社區居民生活的影響是什麼？如社區中的活動中

心，因地處社區中心而且有專人管理，是居民喜歡的聚會場所。因此，未來如

在活動中心召開居民大會，對居民而言是有歸屬感及熟悉感的。  

2.  資源是否有被充分利用？或者說，是否有一些可再開發的部份？如社區內的小

學除了是孩童學習的場所之外，與社區的關連並不密切，因此積極建立社區與

學校的關係，讓學校發揮更大的功能，對社區而言，就是增加一個好用的資源。  

3.  社區居民參與的狀況？如社區活動中心的管理辦法是否由多數居民或居民代表

共同訂定，還是由少數人決定？居民對於現行的資源管理及運作狀況是否滿

意？  

4.  主要負責人對社區工作的態度如何？如前述之學校校長對社區工作是否抱持支

持的態度，將是社區是否能與之建立良好關係的重要關鍵。  



  掌握這些訊息，將會協助社區工作者對於推動社區工作的助力及阻力有更清楚

的評估。  

四、社區內的權力結構  

  瞭解社區內的權力結構，對於社區工作者未來的組織及動員策略有著重要的指

引作用。社區工作者可藉由社區中原有的組織、社團及社區活動，以了解社區內的

權力結構。通常，組織或社團中制度上的領導人，都是各行業中的領袖及菁英，對

社區有重要的影響力。  

  透過參與社區活動，也不難觀察出經常參與或是熱心於社區事物、及志願服務

組織中的活躍份子，當然，這些人可能是負責社區重要事物的公職者、或是在社區

內有重要影響力之仕紳及意見領袖，又或者祇是積極關心地方的居民，然而，他們

對社區生活卻都有著不同大小的影響力。  

  社區裡，是誰在決定要不要辦某一個活動？是誰有能力找到需要的資源？如果

缺了誰的參與，活動就會散散的？誰說話比較有說服力？誰比較愛出風頭？誰是最

棒的宣傳者？誰總是潑冷水、製造麻煩？了解這些影響社區生活者的權力動態，有

助於推動各界工作時的拿捏。  

  訪問社區居民、拜會社區領袖、或是參與社區內的重要會議及活動都是瞭解社

區內權力結構的管道。  

五、社區的文化特色  

  每一個社區都有它的發展歷史，及在發展過程中所累積出來的文化特色，如廟

會活動、大型慶典或是社區固定的聚會活動等。或許有些社區的文化特色已漸漸沒

落，需要再次被發掘，社區工作者可透過社區的圖書館或出版刊物追溯社區的歷史

及文化，而訪問社區內的長者亦為蒐集社區歷史發展及文化特色的一個好方法。  

  瞭解社區文化的特色，或者透過與社區居民共同參與、重塑屬於社區的文化特

色過程，如北投的溫泉、宜蘭的玉田的弄獅，對於引發社區居民參與動機非常有助

益，更是深入了解社區的最佳途徑。 



 

 

 

  社區工作的初始往往因為「需要」而開始，有些社區因為面對迫切的需要而組

織居民共同解決問題，台灣有名的例子像是台北的永康社區、奇岩社區，社區居民

的社區意識因共同解決社區需要及問題而凝聚，居民因此而更願意走出家門為自己

的社區盡一份心力。  

  其實每一位居民都希望生活在一個親切、衛生、舒適、安全、快樂環境裡！但

是往往大部份的居民都覺得社區中的問題很難解決，也不知道如何開始，所以當面

對社區中較不迫切需要的問題時，居民往往容易採取「把自己顧好」的態度及作法。

但是如果社區居民發現有很多居民都同樣感受到問題、有同樣的需要，也有意願解

決問題，那「社區意識」就已經逐漸形成了！  

  我們常說社區工作是一個組織的過程，目的是讓居民從參與的過程中，互相認

識、進而引發共通的情感，願意互通有無、互相協力，共為提昇社區生活的品質而

努力。  

  基本上，要引起居民的興趣和投入，當然要以社區居民所關心的事物做為切入

點，然而社區居民關心的是什麼？有興趣的是什麼？有能力處理的又是什麼呢？是

聯誼？抗爭？安全？經濟或兒童照顧？社區工作的新兵老將要怎麼去瞭解這些呢？ 

瞭解社區居民對社區的看法及需要有幾種方式，以下將就每種方式的優缺點及適用

的社區型態作簡單的介紹。  

一、 訪問法  

「訪問法」一般是指以口頭方式，針對社區中部份代表性人物蒐集資料。  

（一）  適用對象：「訪問法」適用於較大型、較難進行家戶普查的社區。  

（二）  優 點：運用訪問法，透過面對面的談話，是比較能深入瞭解社區的需要，



且透過訪問也較容易與受訪者建立關係。  

（三）  缺 點：訪問法需要很多時間進行，並需要花許多時間將訪談所得的資料整

理和詮釋。且若訪問的對象過少，或代表性不足，則所得的資料，參考的

價值就非常有限。  

（四）  方 法  

1.  訪問者選可以從自己熟悉的人開始，之後再請受訪者建議幾位值得訪問的

人，有可能是地方上的領導人物，這些人或許對社區有較全面性的瞭解，但

是他們卻也可能對於社區中較細微、或較底層的問題感到較陌生，因此列訪

問名單時必須注意受訪者的年齡、性別、社經地位及職業之分佈，並應盡量

涵蓋各個族群。  

2.  運用推薦法進行訪問時，記得向受訪者提起是誰推薦他受訪的。訪談時如果

能讓受訪者了解你認為他所代表的群體，也較能引導受訪者思考該群體對社

區的想法及意見。  

3.  以下是一般訪談會問到的問題： 

（1）我們社區目前需要改善的部份有哪些？  

（2）如何能讓我們社區成為更好的社區？  

（3）社區居民需要哪些設施或服務來使生活更好？ 

（4）目前社區是否有急迫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哪些？  

二、社區普查  

  社區普查是透過問卷或訪問對社區中的每一家戶進行調查，瞭解他們對社區需

要的想法。而且，很多經驗告訴我們，如果將社區普查設計成社區居民能共同參與

的活動，那將是促進社區參與、凝聚社區共識的好機會。  

（一）  適用對象：「社區普查法」適用於較小型的社區，像是村、里的形式，都

非常適合透過普查瞭解社區需要。  

（二）  優 點：社區普查能有系統且全面的瞭解居民對社區的要求和期望，及對社

區問題的切身感受，並且透過調查工作員開始與社區居民建立關係，為日

後工作舖路。  

（三）  缺 點：社區普查是一種科學化的資料蒐集方法，工作員需要有社會調查的



專業知識或是藉助有關的專業人員，得到的資料會較可信及可靠。而且，

社區普查法需要處理的資料份數將遠多於訪問法，需要許多人力及物力來

整理。  

（四）  方法及步驟  

1.  確定調查的主題及目標，希望從調查中獲得什麼訊息？  

2.  釐清調查的問題與範圍，需要具體界定出來，如本次調查只著重於居民對於

社區環境的需求，或是也想瞭解居民對於由居民自組社區獨居老人服務隊的

意願及想法。  

3.  針對居民對於社區環境需求的調查，建議以下幾個問題方向； 

（1）  目前社區內現存的問題有哪些？（交通、治安、垃圾、噪音、休閒…）  

（2）  目前社區內需優先改善的問題有哪些？（交通、治安、垃圾、噪音、

休閒…）  

（3）  過去社區內曾辦過的社區活動？（依資料或居民記憶設計選項）  

（4）  對過去活動的看法？  

（5）  過去是否有引起全社區關注及參與的活動？  

（6）  您認為目前社區還需要哪些服務或建設會使社區更好？（托兒所、幼

稚園、圖書館、小型公園、治安維護服務、社區通訊、垃圾處理模式

建立…）  

（7）  如果未來社區內舉辦活動，您願意參與嗎?  

（8）  您覺得自己可以貢獻給社區的是?（美工、編輯、電腦或其他專業、

人力支援、財物提供、擔任志工、擔任幹部負責行政工作…）  
 

4.  根據上述兩項擬訂問卷，如果社區中沒有社會調查的專業人才，則需尋求外

部資源協助社區擬訂問卷。  

5.  設計問卷發送及回收方式及人員編組，這項工作最好動用社區人力進行，一

來增加居民參與的機會，另外透過相識的鄰里關係運作調查，也對問卷的回

收及有效性有所助益。  

6.  回收資料整理及分析，這項工作也需要由社會調查的專業人才進行，較能掌

握所獲得的訊息。  

7.  發表「社區普查結果」，社區工作者可透過社區居民大會、社區報紙、或是



社區公佈欄發表。然透過社區居民大會發表普查結果，是為創造一個引發居

民共同思考社區現象及問題的機會，也讓社區居民有機會一起為社區未來的

方向思考和做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