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臺灣兒少玩⼼教育協會舉辦 

 「微光盒⼦兒少⼼理⽀持與社區互助計畫」勸募活動申請書 

 名稱 

 (加蓋法⼈印信) 

 社團法⼈臺灣兒少玩⼼教 

 育協會 

 負責⼈  蕭羣諭 

 地址  臺北市文⼭區興隆路四段 

 145 巷 9 弄 3 號 

 電話  0921-561-696 

 主管機關  內政部  核准立案（登記） 文號  1100064958  ⽇期  110/10/24 

 本勸募活動經費 

 ⽤途  為⽀持文⼭區脆弱家庭與兒少，穩定社區友善兒少據點、職涯培⼒基 

 地之運作，募集社區脆弱兒少在地陪伴、在地培⼒、中介教育、社區串聯 

 與議題倡議等相關活動經費使⽤。 

 ⽅式  (⼀) 網路社群及平⾯媒體⾏銷 

 於本會管理之網路社群（如FB粉絲⾴、官網、LINE官⽅帳號、捐款 

 平  台）  發  布  介  紹  兒  少  ⼼  理  健  康、  社  區  ⼯  作  之  刊  物、  文  章、  圖  文  懶  ⼈  包  等 

 ，  並  邀  請  關  注  相  關  議  題  之  組  織、  媒  體、  KOL  共  同  參  與  社  群  企  劃  ，  發  起  線 

 上募款為年度勸募計畫進⾏⾏銷與宣傳。 

 (⼆) 舉辦實體倡議活動 

 不定期舉辦實體倡議活動並結合社區資源，如相關活動之記者會、議 

 題講座、市集活動、攤位義賣、展覽策劃、影像紀錄等⽅式呈現本會所關 

 注  之  議  題  ，  讓  有  興  趣  ⽀  持  計  畫  的  ⼀  般  ⼤  眾  可  以  更  認  識  本  會  ，  並  以  活  動  現 

 場現⾦捐款的⽅式達到勸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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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定點擺置勸募資訊 

 尋找⽀持本會理念的友善店家，於店內放置相關勸募文宣，向⼤眾分 

 享本會之理念，達到在地宣傳之效果。 

 對象  ⼀般社會⼤眾 

 地點  台北市及線上活動宣傳 

 期間  113 年6 ⽉30 ⽇ ⾄ 113 年 12 ⽉ 31 ⽇ 

 費⽤來源  由勸募活動所得⽀應 

 預定勸募總額  12,350,000元整 

 募得財物 

 保管⽅式 

 專⼾存儲：⽟⼭銀⾏ ⽊柵分⾏—帳號 0691-979-180115 

 預定徵信⽅式  活動結束後，辦理情形及捐款明細除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外，另刊登於本會 

 網站（  https://twilightbox.oen.tw/donor-list  ）中。 

 備注  1.辦理公益勸募活動應依「公益勸募條例」、「公益勸募條例施⾏細則 

 則」及「公益勸募許可辦法」規定辦理。 

 2. 勸募活動之實施辦理情形，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檢查。 

 3.勸募所得財物應依主管機關許可之計畫使⽤。 

 4.勸募活動期滿翌⽇起三⼗⽇內向主管機關陳報勸募活動辦理情形。 

 中 華 ⺠ 國  113 年 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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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勸募活動計劃書 
 社團法⼈臺灣兒少玩⼼教育協會 

 「微光盒⼦兒少⼼理⽀持與社會互助計劃」 

 壹、⽬的 
 為籌募「微光盒⼦兒少⼼理⽀持與社區互助計畫」需經費新臺幣12,350,000元整，以⽀ 

 持文⼭區脆弱家庭與兒少，穩定社區友善兒少據點、職涯培⼒基地之運作，提供脆弱兒少穩 

 定的⼼理⽀持，提⾼其⽣涯、職涯上多元發展的可能性。同時，展開文⼭區在地⼈才培育、 

 初級預防、社區倡議、締結友善店家和職⼈社群等⾏動，串聯更友善的社區網絡，讓每個⼈ 

 都有機會從⾃⼰的位置出發回應兒少議題。 

 貳、緣起 
 2018 年 5 ⽉，由於參與政⼤ USR 共好文⼭計畫，微光盒⼦從興隆安康社區起家創立兒 

 少陪伴基地，我們看⾒孩⼦因為家庭破碎與童年創傷衍⽣種種問題⾏為，卻很少⼈能理解孩 

 ⼦是⽤刺來保護⾃⼰，忽略了孩⼦在成⻑過程中可能受到的創傷，因此我們以「創傷知情」 

 的理念為基礎開設兒少據點，透過遊戲團體與陪伴⼯作給予孩⼦充⾜的安全感及歸屬感，讓 

 孩⼦能從正向的⼈際互動模式中⻑出內在的⼒量。 

 為了滿⾜不同年齡層的兒少需求，我們在社區陸續展開各式培⼒活動，積極創造活動多 

 元性與創意性。過程中我們發現資源連結的重要性，除了與在地鄰⾥、店家建立深厚的關係 

 ， 2020 年開始我們與文⼭區在地⼗個單位組成文⼭兒少平台，⼀同發起社區據點共同培⼒ 

 課程、社區職⼈體驗、新冠疫情聯合發放物資等活動，營造⼀個更加友善兒少的環境，讓兒 

 少能夠擁有更豐富的資源與可能性。 

 為求孩⼦在⽣⻑階段能獲得更優質的⼼理照顧與多元發展機會，團隊於2021年正式以 

 「社團法⼈臺灣兒少玩⼼教育協會」立案成為全國性非營利組織，致⼒於關懷臺灣兒童與青 

 少年的遊戲權 與⼼理健康議題，以落實⼼理衛⽣教育、推動多元適性學習、打破傳統教育框 

 架、重視孩⼦ 的遊戲權、強化社會安全網 2.0 為主要使命。期許終有⼀天每個孩⼦都可以被 

 社會溫柔以待，找到屬於⾃⼰的光芒。 

 五年來，很感謝背後有許多⽀持者願意相信我們，並提供團隊發展與營運諸多建議與協 

 助。若要提供更好的服務品質便需要募集更穩定的財源，因此本會將辦理「微光盒⼦兒少⼼ 

 理⽀持與社區互助計畫」勸募活動，期待透過實體刊物、議題宣傳 

 物製作、策展⾏動等⽅式，邀請更多社會⼤眾有機會更了解脆弱兒少的處境，提⾼⼤眾 

 對議題的關注或⽀持，建立⼀個更同理、更包容的社會。 

 3 



 參、活動⽇期 
 113 年6 ⽉30 ⽇⾄113 年 12 ⽉  31⽇ 

 肆、活動地點 
 台北市及線上活動宣傳 

 伍、活動⽅式 
 ⼀、網路社群及平⾯媒體⾏銷 

 於  本  會  管  理  之  網  路  社  群  （如  FB  粉  絲  ⾴、  官  網、  LINE  官  ⽅  帳  號、  捐  款  平  台）  發  布  介  紹 

 兒少⼼理健康、社區⼯作之刊物、文章、圖文懶⼈包等，並邀請關注相關議題之組織、媒 

 體、 KOL 共同參與社群企劃，發起線上募款為年度勸募計畫進⾏⾏銷與宣傳。 

 ⼆、舉辦實體倡議活動 

 不定期舉辦實體倡議活動並結合社區資源，如相關活動之記者會、議題講座、市集活 

 動、  攤  位  義  賣、  展  覽  策  劃、  影  像  紀  錄  等  ⽅  式  呈  現  本  會  所  關  注  之  議  題  ，  讓  有  興  趣  ⽀  持  計  畫  的 

 ⼀般⼤眾可以更認識本會，並以活動現場現⾦捐款的⽅式達到勸募⽬的。 

 三、定點擺置勸募資訊 

 尋找⽀持本會理念的友善店家，於店內放置勸募文宣，向⼤眾分享本會之理念，達到 

 在地宣傳之效果。 

 陸、徵信⽅式 
 活  動  結  束  後  ，  辦  理  情  形  及  捐  款  明  細  除  報  請  主  管  機  關  備  查  外  ，  另  刊  登  於  本  協  會  網  站  （ 

 https://twilightbox.oen.tw/donor-list  ） 

 柒、活動經費 
 由勸募活動所得⽀應。 

 捌、經費概算 

 項⽬  次項⽬  單位  單價  數量  預算  備註 

 系統租⾦  捐款⼈管理平台租⾦  元/年  16,000  1年  16,000 

 影片製作  拍攝募資宣傳影片  元/部  50,000  1部  50,000 

 線上宣傳  投放廣告費⽤  元/⽉  10,000  12⽉  120,000  包含FB臉書、關鍵字廣告等 

 文宣品  刊物、DM、回饋品等  元/筆  50,000  1筆  50,000  包含製作DM、捐款者回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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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 
 文具、影印、郵資、 
 運費等 

 元/筆  10,000  1筆  10,000 

 合計  246,000 

 玖、預期效益 
 ⼀、消除脆弱兒少的標籤，引領更多⼈認識議題 

 ⼆、串聯更多友善商家，共織更穩健的社會安全網 

 三、推廣兒少⼼理健康概念，降低群眾接觸議題的⾨檻 

 拾、經費來源 
 由勸募活動所得⽀應。 

 拾壹、預定籌募⾦額 
 新臺幣12,350,000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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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勸募活動所得財物使⽤計劃書 
 社團法⼈臺灣兒少玩⼼教育協會 

 「微光盒⼦兒少⼼理⽀持與社會互助計劃」 

 壹、⽬標 
 臺灣兒少玩⼼教育協會關注兒少⼼理健康議題，以創傷知情為核⼼，推動兒少陪伴、兒 

 少培⼒、⼼理衛⽣健康等⼯作內容，並以串連在地網絡與議題倡議⾏動，讓⼤眾認識相關議 

 題，建構更完善的社會安全網。因此，協會以五⼤點作為核⼼⽬標：（⼀）落實⼼理衛⽣教 

 育、（⼆）重視孩⼦遊戲權、（三）打破傳統教育框架、（四）推動多元適性教育、（五） 

 強化 社會安全網2.0，期待以⾏動建立更友善且完善的社會。 

 貳、⽬的 
 ⼀、維持社區兒少據點營運，以促進兒童與青少年⾝⼼發展 

 透過陪伴與共餐為弱勢或⾼關懷兒童與青少年建立學校與家庭外的歸屬，並藉由遊戲 

 團 體提升兒童與青少年情緒調節與⼈際互動能⼒。 

 ⼆、推動多元培⼒課程與就業⽀持⽅案 

 於兒少據點及學校開設培⼒課程，提供弱勢或⾼關懷兒童與青少年多元的學習管道， 

 並以學⽣為主體進⾏課程規劃，以促進兒童與青少年⾃我探索，並從過程中提升其⾃我效 

 能，  並於畢業後透過就業⽀持⽅案順利進入職場。 

 三、串聯在地網絡，共建文⼭區社會安全網 

 串聯在地社福組織、職⼈、商家，整合文⼭區在地資源，共同推動文⼭區在地兒少⼯ 

 作，以提供弱勢或⾼關懷兒童與青少年能夠獲得多元的資源協助，以及更完善的兒少服 

 務。 

 四、增進社會⼤眾對於脆弱家庭及⾼關懷兒童與青少年相關議題的認識 

 透過倡議、展覽、講座、⼯作坊、文章等形式，打破社會⼤眾對於弱勢及⾼關懷兒童 

 與青少年的標籤與刻板印象，進⽽能同理兒童與青少年問題⾏為背後的⼼理創傷或社會困 

 境。 

 伍、推動初級預防，提升在地對於⼼理健康相關知識的認識 

 透過⼯作坊、團體、講座與社區諮詢，提升⺠眾對於⼼理健康相關議題的認識，促進 

 在地整體⼼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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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作內容與服務對象 
 ⼀、服務對象：脆弱家庭與⾼關懷兒少 

 ⼆、實施時間：113 年6 ⽉30 ⽇⾄114 年 4 ⽉ 30 ⽇ 

 三、實施地點：台北市及線上活動宣傳 

 四、⼯作内容： 

 1.在地陪伴 

 1.1 ⽬標 

 (1) 創造正向⼈際互動經驗，改善兒童與青少年⼈際互動技巧 

 (2) 提升兒童與青少年情緒調節能⼒ 

 (3) 累積正向成功經驗，提升兒童與青少年⾃我效能感 

 1.2 執⾏⽅式 

 (1)玩⼼基地兒少據點 

 營運兒少據點，透過共餐提升孩⼦的歸屬感，並以玩取代傳統的課輔式陪伴， 加入遊 

 戲輔導的概念，讓兒少能夠從遊戲中增進情緒調節與⼈際互動能⼒。 

 (2) 社宅空間 

 協會在今年向社會局申請了「市有餘裕空間提供辦理社區兒童及少年多元空間計劃」 

 ，並預計於2024年遷入使⽤。此空間未來會作為新的兒少據點，讓社區内的孩⼦能擁有 

 更⼤的活動空間。 

 (3)冒險教育 

 每年寒暑假舉辦⼾外冒險活動，在安全的環境下帶領孩⼦⾛進外縣市，嘗試⾯對不同 

 的挑戰，並透過團隊合作共同克服困難。 

 (4) 兒少晤談 

 定期與有需求之兒童與青少年進⾏晤談，協助其改善⽣活不適應之處。 

 (5)志⼯培⼒ 

 培育具備創傷知情能⼒的⼀線⼯作者，提升助⼈⼯作的⾃我覺察與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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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地培⼒ 

 2.1 ⽬標 

 (1)透過多元培⼒⽅案，增進孩⼦多元學習管道，拓展兒少視野 

 (2) 累積正向成功經驗，提升兒童與青少年⾃我效能感 

 (3) 透過就業⽀持協助青少年累積職場經驗，以提升穩定就業之機 

 2.2 執⾏⽅式 

 (1)多元培⼒課程 

 根據孩⼦的興趣與需求開設多元培⼒課程，並以遊戲化的⽅式進⾏課程設計， 讓兒童 

 與青少年在玩中找回學習的動⼒，並拓展⽣涯之視野，同時也增進其⾃我覺察與⾃我效 

 能。 

 (2)⽣涯諮詢 

 透過晤談、卡牌與藝術等多於媒材，協助青少年進⾏⾃我探索，提升⾃我認識， 找到 

 屬於⾃⼰適合的⽅向。 

 (3)與在地餐廳合作提供青少年實習機會 

 提供需要之青少年⼯作實習機會，並輔以就服員和⼼理師提供青少年⼼理⽀持， 以提 

 升青少年穩定就業之意願。 

 3.中介教育 

 3.1 ⽬標 

 (1)與台北市學校合作，承接學校⾼關懷兒少 

 (2)透過多元⽅案，累積兒少正向經驗，找尋⾃我價值 

 (3)建立學校輔導與社區關懷的合作系統 

 3.2 執⾏⽅式 

 (1)個案討論會 

 定期與學校輔導系統合作，透過個案討論會，了解⾼關懷兒少⼼理狀態、學校 資源與 

 家庭情況，並討論協⼒單位處遇⽅向。 

 8 



 (2)⾼關懷多元班 

 以中介教育⽅式，提供⾼關懷兒少更多元的學習⽅式，從活動與體驗中，看⾒ ⾃我價 

 值，更勇於挑戰更多可能性。 

 (3)學校社團活動 

 與學校⻑期合作開設社團，透過情緒覺察、職涯發展、⼈際關係等主題，將⼼理衛⽣ 

 健康概念推廣⾄校園中。 

 4.社區串連 

 4.1 ⽬標 

 (1)串連在地兒少資源，建構更完善的安全網 

 (2)結合社區職⼈與店家，成為多元課程講師 

 (3)透過社區與組織串連，推廣兒少⼼理健康議題 

 4.2 執⾏⽅式 

 (1)建立文⼭兒少平台 

 結合在地社福單位、NPO 等⼗多個文⼭區單位，組成文⼭兒少平台，以關注家 庭兒少 

 權益和福利，並定期舉辦⼯作會議、⼯作者培⼒等串連活動，討論在地 需求與兒少議題⾛ 

 向。 

 (2)開設跨據點多元課程 

 打破地區與單位限制，開設跨據點的多元選修課程，透過參與打破兒少負⾯標 籤，並 

 邀請在地職⼈與店家參與，建立社區即教室的學習空間。 

 (3)共享社區資源 

 透過資源共享，達到有效率的社會⼯作，包含分享場地資源、講師資源、服務資源、 

 ⺠⽣物資資源等，形成在地互助的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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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議題倡議 

 5.1 ⽬標 

 (1)透過議題策展，讓社會⼤眾認識兒少相關議題 

 (2)讓更多族群能相互理解，去除負⾯標籤與污名化 

 (3)透過⼼理衛⽣講座與⼯作坊舉辦，促進社會⼤眾⼼理健康 

 5.2 執⾏⽅式 

 (1)舉辦「玩童嘉年華」活動 

 結合在地兒少單位與職⼈，提供脆弱兒少培⼒與舞台的機會，並讓兒少擁有發聲的平 

 台，透過真⼈圖書館、情境式設展、議題⼯作坊等多元形式，讓更多⼈能理解脆弱兒少 

 的困境與⼼理健康重要性，進⽽翻轉對於族群的刻板印象。 

 (2)製作議題式桌遊 

 透過議題式桌遊的設計，結合遊戲體驗與反思活動，促進不同族群與議題的認識，包 

 含霸凌議題、⼼理健康、脆弱兒少等主題。 

 (3)網路圖文宣傳與議題討論區 

 製作簡易文宣與網路圖文，讓社會⼤眾更能認識議題，並提供線上討論的平空間，將 

 ⼼理健康推廣⾄更多⼤眾。 

 (4)舉辦「⼼衛⼯作坊」活動 

 過去⼤眾參與⼼衛⼯作坊的成本較⾼，因此，協會將與專業⼼理師團隊合作，共辦社 

 區⼼理衛⽣健康相關⼯作坊，提供社會⼤眾參與的機會，以達到初級預防的輔導⼯作。 

 肆、勸募活動所得財產使⽤⽬的 
 ⼀、作為執⾏本計畫經費⽀應之⼈事費、業務費等。業務費包含因應計畫執⾏之場地費、餐 

 費、印刷費、講師費等活動⽀出。 

 ⼆、預定勸募⾦額：新台幣 12,350,000 元整 

 伍、預計經費使⽤期限與起迄⽇期 
 113 年6 ⽉30 ⽇⾄114 年 4 ⽉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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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經費概算 

 項⽬  次項⽬  單位  單價  數量  預算  備註 

 01 募得財務使⽤ 

 ⼈事費  ⼈事費 

 ⼈員薪資 

 元/筆  4,068,000 

 1 

 1  4,068,000  現已籌措1名⽅案社 

 ⼯薪資，還需兒少發 

 展部⻑1位、執⾏專 

 員2位、⾏銷專員2 

 位、⾏銷部⻑1位、 

 營運專員1位、營運 

 部⻑1位、就業輔導 

 專員1位。 

 業務費  協會⾏政  元/筆  562,000  1  562,000  包含辦公室⾏政 

 300,000、網域平台 

 費40,000、法律會計 

 專業 52,000、雜⽀ 

 170,000 

 據點裝修  元/筆  3,000,000  1  3,000,000  新社宅空間⽔電牽 

 線、軟硬建購置、設 

 計費⽤ 

 兒少陪伴  元/筆  1,330,000  1  1,330,000  包含兒少據點場租⽔ 

 電 

 860,000(470000+39 

 0000)、器材維修費 

 140,000、據點活動 

 110,000、冒險教育 

 活動費⽤150,000、 

 中介教育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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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少培⼒  元/筆  380,000  1  380,000  包含興趣探索 

 180,000、系列培⼒ 

 課程費⽤200,000 

 青少年就 

 業培⼒ 

 元/筆  1,120,000  1  1,120,000  包含實習兒少⼼理輔 

 導 

 400,000、實習津貼 

 400,000、保 險 

 40,000、相關培⼒講 

 師費 230,000、雜⽀ 

 50,000 

 志⼯培⼒  元/筆  144,000  1  144,000  志⼯培⼒講師費⽤ 

 議題倡議  元/筆  1,500,000 

 1 

 1  1,500,000  包含策展費250,000 

 、器材租借 80,000 

 、舞台搭建150,000 

 、廣 告⾏銷144,000 

 、影片費 240,000、 

 輸出印製費450,000 

 、 專業⼈⼒費 

 60,000、場租費 

 50,000、雜⽀ 

 76,000 

 02勸募成本 

 勸募推廣  元/筆  246,000  1  246,000  系統租⾦16,000、影 

 片製作50,000、線上 

 宣傳120,000、文宣 

 品50,000、雜⽀ 

 10,000 

 合計  12,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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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柒、經費使⽤ 
 本會活動經費項下⽀付。 

 捌、徵信⽅式 
 活動結束後，辦理情形及捐款明細除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外，另刊登於本協會網站 （ 

 https://twilightbox.oen.tw/donor-list  ） 

 玖、預期效益 
 ⼀、消除脆弱兒少的標籤，引領更多⼈認識議題 

 ⼆、串聯更多友善商家，共織更穩健的社會安全網 

 三、推廣兒少⼼理健康概念，降低群眾接觸議題的⾨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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