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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北區新住民藝文推廣及社造成果展



展 出 團 隊 介 紹

香巴拉劇坊

團隊簡介：
計畫成員來自不同國家的新住民及學生，但也因為
長時間在台灣居住，卻漸漸遺忘了另一個家，我們
希望透過溯源來找尋我們另外一個家，以及我們的
母親們，並讓身邊遇到相同狀況的新住民夥伴們可
以溯源自己的記憶。

【新二代初探歷險記-青春溯源計畫】
藉由新二代不同背景但相同際遇的故事共同討論，
翻開記憶找出各自不同的故事並統整歸納主題，讓
我們這些對於母國及母親記憶薄弱的新住民子女們
，可以追尋親人來台的原因及文化背景。並邀請新
住民以及其子女參與戲劇練習，透過他們的生命經
驗一同創造出新的回憶及故事。

馬六甲培風中學台灣校友會

團隊簡介：
由馬六甲培風中學台灣校友會作為代表的「馬來西亞
社區營造與藝文推廣團隊」是由一群在台的馬來西亞
人與組織的共同合作，長期在台凝聚社群共識、推廣
馬來西亞語言和文化。於2022年共組「馬來西亞文化
日團隊」，舉辦馬來西亞文化日，獲得好評。今年本
團隊傳承並延續去年的經驗，再次擴大舉辦。

【多元文化的盛宴:
  馬來西亞社區營造與文化藝術推廣計畫】
希望藉由社區走讀、主題講座、傳統藝文表演與培力
工作坊、文物展覽暨攝影展、圓桌論壇及嘉年華會的
方式，喚起在台馬來西亞人的社群意識。我們希望透
過北區的在台馬來西亞人的凝聚，形成北區馬來西亞
人的社群，再導入社區營造、街區再造的概念，讓在
台馬來西亞人重現發現自身多元文化背景、找到地方
特色、尋回自己的社群認同，並投入社區與社群營造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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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簡介：
執行總幹事翁玉鳳，曾接受移民署主辦-新住民影
像人才訓練班訓練結業，並拍攝【遠嫁的幸福力
】記錄短片，深獲各界好評，近年來在各社區開
班授課，教導影像拍攝、剪輯配樂，並結合本會
幹部成立攝影服務團隊:蔡玉碧(負責腳本編劇)、
黎芳美(負責訪問採訪)、施慧心(後製剪接配樂)
、江美雲(負責攝影)，如逢到越南鄉親團體，需
拍攝相關活動簡介，本會提供服務。

【培育新住民公民影像人才計畫】
開班培養新住民影音人才，宣傳報導新住民感人
事蹟，提高社會對新住民的理解和尊重，同時也
能促進文化多樣性的交流與共融。加強在線平台
推廣:利用社交媒體、視頻分享平台等在線平台，
將影片分享給更多人，這有助於擴大影片的觀眾
群，同時也提高社會對新住民的關注度。

張益鳳(麻吉姊妹團體)

團隊簡介：
客家婆婆二姐妹+緬甸新住民二姐妹+小姑三姐妹+新
二代三姐妹於110年成立麻吉姐妹團體，參加文化部
新住民藝文推廣及社造參與計畫；並於111年以麻吉
新住民家庭團體，參加內政部移民署「多元文化樂活
創新」行動方案競賽；112年團隊連結社區民眾終身
學習共學薩克斯風與長笛+其他樂器、與社區居民共
學、共享、共好、共樂、共憶一同建立學習型社區。

【客緬一家親】
客緬一家親是新住民自主學習團體，活動中麻吉姐妹
團體走入社區，分享母國文化，讓社區居民對新住民
刻板印象改變，為文化平權倡議而努力，並創造新住
民與社區民眾社會參與的機會、促進新住民與社區民
眾共同學習與成長、提升新住民溝通與互動技巧，也
希望透過分享客緬一家人的故事讓參與活動的朋友們
更珍惜身邊的所愛之人，未來也將拓展屬於麻吉姊妹
與社區民眾的學習型社區，並於偏鄉地區分享成果，
共同建立美好回憶。

台灣越南同鄉會



展 出 團 隊 介 紹

團隊簡介：
台灣亙愛國際新住民關懷協會宗旨與任務:協助新住
民的生活適應輔導、培訓專業課程、協助就業、創
業輔導。有關社會社團公益、愛心活動參與和舉辦
。增進區域居民及新住民各相關活動合作與交流。
本會成立十多年來，努力推動社區總體營造，並辦
理各項課程及親子互動DIY與社區相鄰互動互助，促
進族群交流與融合。

【新住民舞蹈於社區推廣班】
透過社造參與計畫，讓新住民藝文與社區居民一起參
與執行，融合新住民原鄉之表演藝術表現方式，讓臺
灣民眾更能理解其生活文化內涵，並引導社區社群組
織多參與推廣培育文化種子，讓大家彼此交流，此外
建立在地的互動，增進婆媳之間的感情、增進親子互
動、促進家庭和諧共同創造美好的家園。

顏慧瓊

團隊簡介：
團隊成員有教授馬來西亞語言的老師以及圖書館志工
。共同的熱忱就是分享及探索不同國家的文化與特色
。透過了解生活型態、背景故事、語言以及食物，學
習尊重文化上的差異以及獨有的特色，透過陀螺來教
導孩子認識多元的文化社會。

【台馬陀螺打轉出新花樣】
將古早時期打陀螺的樂趣給重新地帶回到現在。再
來，藉著由馬來西亞來的陀螺與台式陀螺的遊戲帶
來新的文化體驗。讓小朋友及台灣新住民第二代來
認識這個已經式微的童玩活動。以傳統陀螺為一個
媒介來拓展出與不同國家在文化上的體驗認識。透
過認識傳統陀螺、了解傳統陀螺製造的過程以及怎
麼樣來玩這個陀螺，當中來讓小朋友的想像力在陀
螺上展現出來。

台灣亙愛國際新住民關懷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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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簡介：
花花魚手作坊是一個提倡環保、主要以自然物為
素材的個人手創工作室內容包含:種子、植物、毛
線編織、海廢等各類媒材的組合創作。負責人李
霞是一位來自江蘇揚州的新住民，在台灣生活將
近20年。

【里仁為美—綠意來我家】
赤土崎公園是附近居民早晚散步的場所，希望能將公
園的綠色生態介紹給大家，對身邊的植物多一點了解
，讓散步變得更有趣，並以社區居民與新住民家庭服
務中心的親子為參與對象，用戶外導覽及影片介紹結
合植物手作體驗的方式去認識我們生活的環境且從中
體驗到大自然帶給我們心靈放鬆與樂趣。

鄭宇昇

團隊簡介：
鄭宇昇團隊主要成員為新二代，日常生活裡對於新住
民及其子女的不熟悉及偏見甚至歧視，讓我們想站出
來從自身角度及立場，把自己想說的故事及知識，分
享給更多人。

【新新向榮-我們的新故事】
透過實體講座、議題劇場、拍攝紀錄片，增進社區居民
及一般民眾對新住民文化的了解，減少人們對新住民刻
板印象和歧視現象。該計劃也將有助於促進新住民及其
子女與社區居民之間情感連結，為社區內建立更加包容
和融洽的氛圍，促進社區的凝聚力和多元發展。

花花魚手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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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彩萍

團隊簡介：
歐彩萍團隊是一組新住民與新住民二代的夥伴。團
隊都是一群老師，有三位是母語老師(彩萍、朝萍
和秋玲)，一位是英文老師(瑞蓮)，團隊夥伴的共
同身份是多元文化講師。不定時的聚會分享馬來西
亞和台灣的文化，彼此教學上的分享，也會討論彼
此的日常生活，彼此扶持和分擔，是一群姐妹，也
是一群好朋友，異國他鄉認識彼此即是一種緣份。

【童謠繞繞，載歌載舞~異國風光】
以童謠與舞蹈，搭配客家花布之月亮風箏面具共創
歡樂、幸福感與文化的永續傳承，並藉此尊重與欣
賞多元文化，拓展與創新文化的交流，也期待與學
員共同經歷一個溫暖與快樂並且值得回憶的過程，
並帶給大家兒時的快樂初心，一起玩樂，找到愉悅
的心情。

新竹縣峨眉鄉月眉觀光休閒產業文化協會

團隊簡介：
本協會成立已近20年，目前經營活化峨眉天主堂，也
是屬於地方文化館方式進行規劃，本協會主要成員為
在地社區居民等共同組成，多年來一直在推動相關社
造工作！天主堂也提供在地就業機會！本協會於110
年迄今接辦峨眉鄉新住民服務中心，服務在地新住民
急難慰助、法律扶助等。

【峨眉鄉新住民生活記事藝文推廣活動計畫】
以新住民視野角度拍攝峨眉山光水色及社區居民生活
記事，深入了解新住民、在地居民互動關係，並舉辦
一場「攝影成果展」。此外也安排六場次的講座，請
新住民朋友分享母國風土民情與文化特色、特別民俗
節慶、品嚐異國飲食…等，讓大家有機會更深層認識
異國文化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