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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序言 

第一召集人、第二召集人、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欣逢貴會第 13 屆第 8 次定期大會開議，世勲很榮幸能列

席向各位議員先進們報告本會過去半年（111 年 1 月至 6

月）工作成果及未來施政重點，謹在此代表全體同仁預祝

大會順利成功，同時在此向各位議員對臺北市客家事務的

鼎力支持及協助，表示衷心的感謝。 

本會現有 30 位員工，肩負臺北市客家語言傳承、文化

推廣與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客家文化會館、客家藝

文活動中心及客家圖書影音中心等館室經營管理工作，為

客家語言文化的永續傳承而積極努力。本會未來工作任務

在臺北市創造客家語言友善環境、著重客家青年世代傳承

及推動都會客家文化特色。持續辦理客家語言文化研習、

藝文活動展演及客家文化體驗活動，整合客家推廣教育中

心及各類型工坊教室，並在既有的民政與社教性質，向文

化藝術與新農業延伸外，加強客家親子教育與客家美食之

推廣，建構多元交流帄臺。  

回顧過去，策勵現在，展望未來，世勲當秉持市長「傳

承客家語言，發揚客家文化」、「形塑臺灣客家品牌」之施

政理念，務實掌握「傳統與現代、都會與原鄉、客家與多

元」三個對接，與「落實客家語言傳承，展現都會客家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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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二個方向，使客家文化深耕臺北，並藉由橫向發展策

略，發揚臺北客家精神，塑造兼具本土、都會與國際特色

之「臺北客家文化」。 

現謹就本會 111 年上半年各項業務執行情形成果及未

來施政重點擇要報告，敬請各位議員女士先生不吝賜教。 



3 

貳、111 年度上半年重要施政成果 

為永續經營、發揚客家語言及文化，透過學校、家庭

及社會教育體系傳承客家語言文化與舉辦各項客家文化活

動，並善用本市經濟與資訊流通帄臺優勢，以及營運管理

客家文化主題公園等，辦理情形分述如下: 

一、打造客家語言友善環境 

(一)推動帅兒園客語教學 

帅兒期為語言學習最佳黃金時期，透過本會以補助

款方式鼓勵各帅兒園開辦客語教學課程，讓帅兒於

日常生活中在帅兒園內學習客語，並將簡單生活化

之客語帶入家庭並長期持續進行，共計補助24所帅

兒園。 

(二)辦理國中小補助計畫 

1、鼓勵本市國中小學推行及深化學校傳承客語功

能，藉由多元化的客語教學、訪視輔導來優化客

語教學，提升學童使用客語之意願與能力，共計

補助輔導36個客語社團、8個主題夏令營，開辦

以「認識客家語言文化」為主題之社團及營隊。 

2、利用學校內閒置空間，規劃設置以客家為主題之

情境教室，引發學生興趣，以增進國中小學之小

朋友與家長對客家語言文化的認識與欣賞，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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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4校情境教室。 

(三)輔導客語教育中心 

為營造「處處有客家、時時學客家」的學習環境，

結合民間團體及社區力量輔導本市之公益客屬社

團開辦多元形式研習課程，讓各社區在臺北市能長

期持續的進行客語教學活動，達到客語傳承及文化

推廣之目的。共計補助37個歌謠班、10個舞蹈班、

4個鼓陣班、8個弦樂班、13個讀書會及1個書法班

等，共計73班。 

(四)規劃客家文化到校服務 

111年主題為「沙鼻運動會」，以「客家節慶」為主

軸，本年度活動同時搭配實體活動及線上互動直播

及 DIY創作體驗之闖關遊戲，並安排客語講師與大

學生擔任教學志工，規劃於臺北市各國民小學、外

僑學校與帅兒園進行客家文化到校服務，預計服務

60所學校。 

(五)續推動客語能力認證獎勵機制 

透過初級至高級獎勵金的發放，直接鼓勵市民提升

客語能力，踴躍參與客語能力認證考試，提高客語

使用率與普及率，達到客家語言推廣之目的。 

(六)辦理客語師資增能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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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訓練為教育品質發展的重要核心，為輔導及增

進客語教學師資客家語言文化教學之專業知能，傳

承教學經驗及提升客語教學活動設計的專業能力，

辦理客語師資增能訓練，內容包含客家文化、語言、

音樂及教案教材教法與班級經營之分享與討論等，

期待以新思維、新的教學方式，提供客語教師有更

創新的思考模式；本年度因應疫情，規劃採實體與

線上方式同步進行課程，並再次與本府教育局國民

教育輔導團本土語文領域輔導小組合作辦理，讓專

業客語教師，透過多元的學習技巧，增進教學方式

及技巧，更能與學生互動，達到保存母語及延續客

家語言及文化的目的。 

(七)增加客語學習教材資源 

規劃發行客語繪本教材，以「身分認同」為主軸全

新創作繪本教材，搭配客家文化內容教學頁，藉由

客語、英語及華語形式呈現繪本內容，印製繪本640

冊。另規劃發行客語兒歌專輯，以「童年遊戲」為

主軸創作10首新創曲目，輔以豐富有趣的插畫結合

歌詞，全新創作成客語兒歌專輯，產製客語兒歌專

輯1,200套，並結合本會主辦活動示範演出兩場。

以圖文並茂之方式編製教材及發行客家語兒歌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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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期以優質客語教材協助客語與客家文化推展。

客家文化季刊每年發行4期，以電子化形式推展生

活化之客家文化，持續其作為認識都會臺北客家帄

臺及溝通橋梁的角色，111年4月發行第79期電子書

「客家 IP 一樣，不一樣？」，於本會官網提供全文

PDF及章節下載功能，優化瀏覽介面。 

(八)辦理臺北客家書院 

整合「新藝術」、「新工藝」、「新農業」、「新風尚」

「客家語言及文化」五大主題，發展當代客家文

化，以手作、展覽、體驗、舞蹈、唱遊等方式，建

構都會區客家終身學習環境。111年度第1學期課程

共開設16班，合計345位學員報名，因應新冠肺炎

疫情，部分課程採線上方式進行。另規劃工作坊成

果展及公共性活動共9場次，合計164人次參與，多

元化開展客語相關教學推廣活動。 

(九)辦理志工運用及推廣服務計畫 

因應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開館後實際業務需

求編組，擴大招募市民及後生青年成為客家公園志

工。透過專業培訓課程，成為客家文化推廣種子。

辦理 1 場次青年志工招募、9 場次專業培訓課程、

15 場次推廣服務活動、3 次戶外園區導覽以及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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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部線上客語推廣影片，志工總參與計 422 人次，

服務 485人次。 

二、著重客家青年世代傳承 

(一)辦理「2022後生文學獎」徵文比賽 

以「記憶打翻了」為主題，競賽組別分為短篇小說、

散文、小品文及客語詩4組，投稿人年齡限定為40

歲以下，不限國籍，以鼓勵青年進行創作，自5月1

日起開始徵稿。 

(二)客家串流計畫 

本計畫核心精神在於「開啟青年、客家與社會三方

對話」，並透過串流計畫的導師制度，協助、鼓勵

青年經由實際的田野調查，起身實踐、發掘議題，

進而將社會觀察轉化為當代客家的創作素材，展現

自身與社會的深度對話，使「當代客家」的文化樣

貌更為豐富。自5月30日起開始徵件，預計徵選出4

組入選者，進行客家身分、文化之探究。 

(三)臺北市客家圖書影音中心委託營運管理 

委託經營管理中心內各項圖書、影音設備推廣、文

物館藏及各項軟硬體設備正常運作，並加強中心經

營及資源活化等工作，除保存客家文化外，亦以扎

根在地、友善鄰里及成為青年基地為目標。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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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館人次約5,000人，同時舉辦線上及實體活動，

以「風格客家好閱讀」為主題，進行圖書影音展覽、

手作課程及講座等活動，從客家藝文生活為起點，

使民眾能更貼近客家文化。 

(四)辦理客語家庭調查計畫 

家庭是語言傳承的重要場所，為鼓勵本市客語家

庭落實客語扎根從家庭做起，增進客語使用率，

推動客語家庭融入日常生活，透過本會舉辦相關

活動，增加親子協力與祖孫同樂項目，藉以蒐集

調查客語家庭數量，作為爾後辦理活動邀請對

象，以達客家文化語言傳承目標。 

三、推動都會客家文化特色 

(一)規劃辦理客家義民嘉年華活動 

預定於 10月 22日至 10月 24日於本市客家文化主

題公園及中正紀念堂民主大道辦理，以移民節慶

之方式呈現客家族群在臺北扎根之文化背景與歷

史脈絡，從「祭典」、「遊行」、「展演」及「市

集」四大核心活動下，融合多元系列文化活動方

式，創造傳統與現代、都會與原鄉、客家與多元

之對接，形塑都會客家慶典新樣貌，並鼓勵民間

社團及市民大眾從參與籌備規劃、執行到成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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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逐步強化與擴大民間參與，達成以民間辦理

為主，公部門協助輔導為輔之目標，進而使本市

成為全臺客家文化帄臺，同時推至國際舞臺，打

造深具客家特色之城市藝術節慶。 

(二)辦理客家節慶活動 

1、辦理天穿日慶祝活動，因應疫情 2 月 20 日於線

上辦理「攜手尞天穿」活動，以「DIY手作」、

「客家音樂」及「集章遊戲」為活動三大主軸，

結合線上環保集章遊戲與貼文互動，增進民眾

對環保意象及女媧傳說故事之認識，潛移默化

地教導大家尊重自然、惜福愛物，傳承客家文

化與環保精神，線上觸及人數約 3,000人。 

2、3月 4日至 3月 5日於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

戶外草坪辦理客家民間信仰與歲時節俗推廣計

畫－－「春之慶典」活動，以「萌虎鬧花」為主

軸，系列活動包含伯公祈福儀式及新丁新枝祈

福儀式，並辦理互動劇場體驗及安排藝文表

演，參與人數約 1,335 人次。 

(三)規劃客家文化節活動 

持續打造臺北客莊品牌，以客家人的聚集地為發

想主題，以臺北客家群聚的社區營造概念，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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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調查方式訪查客家人在臺北客莊的生活脈

絡，感受當地客家人的生活樣態、人文風景，據

以創作客家音樂及影像故事，以音樂、文字、影

像等不同的載體辦理相關音樂發表及成果展示，

營造臺北客莊精神。 

(四)客家親子學習教室 

以客家生活歲時節俗、語言、飲食等主題，規劃系

列性的手作教學課程，吸引親子民眾參與，透過課

程進行客語教學，落實客語教育推廣，推動客家文

化教育與客語傳承之目標，上半年完成親子手作教

室課程，共計 596人參加。 

(五) 辦理臺北客家農場經營計畫 

將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戶外園區規劃為「臺北

客家農場」，推動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及教案學

習活動，整合環境資源內涵，營造生活、生產、

生態之環境教育場所。辦理活動 81 場次，活動參

與計 1,795 人次，認養計 5,900 人次。 

(六)辦理童遊客家-客語推廣計畫 

2022童遊客家夏令營以「奇妙个種子」為主題，融

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結合客家文化內

涵進行主題課程設計，讓學員透過教案課程瞭解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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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文化。規劃 2 梯次夏令營活動，已開放民眾報

名，合計 33位學員報名，陸續宣傳報名中。 

(七)客家生活物產推廣帄台 

串聯全國客庄團隊，呈現在地生活、產業工作故事

及物產體驗等內涵，辦理「微酵野餐日」1 場，共

33攤特色攤位展出、辦理客家文化主題公園之「竹

夢市集」，共 44場次。參與人數共計 4,995人次。 

(八)補助「客家學術、社區營造、政策推廣、音樂及劇

本創作等」計畫 

    為推展客家文化，鼓勵客家學術研究及文化研      

習，推展社區營造，提昇客家相關音樂、劇本創      

作動能，補助申請核定件數達 38件。 

參、111年下半年施政重點  

為傳承客家語言文化，展現客家文化豐沛生命力，找

回年輕世代，願意講客家話，參與客家活動，是當務之急。

本年度執行多項行動方案，辦理情形分述如下: 

一、打造客家語言友善環境 

(一)辦理帅兒園客語教學訪視輔導及成果發表 

規劃於 7 至 11 月間陸續至受補助辦理客語教學之

園所舉辦客語故事屋巡迴演出、請學者專家至各

帅兒園進行客語教學訪視輔導並與客語老師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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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分享教學活動內容；且於 10 月中下旬於本會

義民嘉年華活動中帶領帅兒園參加客家文化體驗

活動，並預計於 11 月中旬辦理客語教學成果觀摩

發表活動。相關規劃內容刻正因應疫情研擬因應

措施並滾動式調整。 

(二)辦理國中小客語社團訪視輔導及成果發表 

上半年度由臺北市國中小學各校申請各項客語傳

承計畫，推展客語課程，規劃於 7 月至 11 月間由

專家學者組成訪視輔導小組，安排訪視委員至受

補助之各國中小學校實地觀摩教學，並與輔導教

師座談，以掌握客家語言教學之狀況，預計於 11

月中下旬舉辦學習成果發表活動。相關規劃內容

刻正因應疫情研擬因應措施並滾動式調整。 

(三)訪視輔導客語教育中心 

補助本市市民或客家團體辦理客家文化語言研

習、客家歌謠及客語研習，落實走入社區，達到

客語傳承及文化推廣之目的，並規劃於 8至 9月間

邀請學者專家 7 至 10 人組成訪視輔導團，安排 1

至 2位學者專家於各班研習活動期間就補助案之計

畫實際執行情形、內容品質、成果效益等事項進

行實地訪視輔導與交流。為推動客語家庭傳承，



13 

預計於 9月上旬起，陸續舉辦成果發表觀摩活動，

吸引市民參與體驗客家文化，展現臺北市客語學

習與文化推廣成果。相關規劃內容刻正因應疫情

研擬因應措施並滾動式調整。 

(四)辦理客家文化到校服務 

規劃於 7至 12月間辦理客家文化到校服務，以「客

家語言文化」為主軸，國小組及帅兒組各設 5個活

動單元體驗教案，內容涵蓋線上互動、情境式小

劇場表演、遊戲體驗、DIY 手作等活動，並以親

子、師生或同儕互動，共同協力完成為主，另安

排客語專業講師與大學生擔任志工老師及隊輔，

預計服務 60 所國小、帅兒園(至少含 1 所外僑學

校)。 

(五)辦理客語師資增能回流訓練 

規劃於8月1日至8月10日期間辦理師資增能訓練，

本年度研習課程為因應疫情，採實體及線上教學方

式，課程分為帅兒組、國小組及共同課程三部分，

採主題式教學、以研討及實務操作方式進行，期以

透過研習進修與經驗交流，增進教師客語教學專業

知能成長。本年度再次與本府教育局國民教育輔導

團本土語文領域輔導小組合作辦理，並開放外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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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語老師參與，預計100人參與研習，讓專業客語

教師，透過多元的學習課程，增進教學方式及技

巧，達到保存母語及延續客家語言及文化的目的。 

(六)發行客語學習教材 

以全新創作的方式製作繪本教材及客語兒歌專

輯，期以優質客語教材協助客語及客家文化推

展，協助客語教師多元應用於課堂上，並於本會

網站及 YouTube 影音帄臺建置繪本教材與兒歌專

輯，提供教學運用，達到翻轉傳統客語教材模式

及優化客語教學之目的。客家文化季刊預計於下

半年度發行第 80至 82期，刊載於本會官網，同時

於每期發行後串聯相關新媒體社群宣傳。 

(七)強化及多元化臺北客家書院課程 

以五大領域「新工藝、新藝術、新農業、新風尚、

客家語言及文化」為課程發展主軸，除推出徵件課

程外，亦推出線上直播課程，並拍攝數位課程影

片紀錄，培育具客家文化內涵之人才，建構都會

臺北客家終身學習環境。第 2學期預計開設線上及

實體課程共 14 班，工作坊、成果展及公共性活動

預計辦理 14場次。 

(八)志工運用及推廣服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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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招募市民及後生青年成為客家公園志工。透

過專業培訓課程，成為客家文化推廣種子。將志

工進行專業分組與運用，建立其服務成就與榮譽

感。制度化經營管理志工團隊，凝聚志工對客家

文化主題公園的向心力，成為永續的人才資源。

預計完成服務志工及青年志工招募 130人次，續辦

6 場次志工培訓課程及志工推廣服務活動，志工總

參與預計 800人次，服務 800人次。 

(九)辦理客家文化志工服務 

配合里長申請社區客家文化體驗服務 20 場次，透

過多元文化體驗之整體服務，讓市民來認識、體

驗及學習客家文化。本年度並賡續招募青年志

工、辦理年度感恩大會，並規劃辦理專業志工培

訓課程，強化志工服務專業職能與成效。 

二、著重客家青年世代傳承 

(一)辦理「2022後生文學獎」徵文比賽 

徵選短篇小說、散文、小品文及客語詩，投稿人

年齡限定為 40 歲以下，不限國籍，以鼓勵青年進

行創作，徵文時間至 8 月 31 日止，得獎作品收集

編輯成專書出版，並於年底舉辦 1場次座談會。  

(二)辦理國際客家事務研討交流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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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發表客家相關碩博士論文者、客家專案研究

計畫者或具可分享經驗之知名客家人士，規劃辦

理當代客家學論壇，與當代客家各領域專業人士

面對面，建立跨領域的交流帄臺，邀請關注並投

入客家公共事務專家，進行客家文化及政策推展

之經驗交流分享。  

(三)辦理青年流行客家文化推動計畫 

引領對音樂有興趣的青年學子探索母語文化，走

進創作之門，預計 8 月 30 日前辦理完成初階及進

階班，並於 11 月 30 日前完成辦理 1 場成果發表

等，朝向年輕化、專業化，以達到保存及推展客

家文化之目的。 

(四)辦理大學青年學習系列活動計畫 

    規劃 7 月間辦理招募成立青年工作團隊，8 月間辦

理集體創作文創設計作品工作坊培訓創作，以培育

青年創作文創作品及開發通路推廣客語為目的，展

現青年最好成果作品，11月 5日前辦理 1場成果發

表，11月 30日前辦理完成本計畫。 

(五)辦理客家串流計畫 

持續引導青年進行社會實踐，透過實際踏查與田

調，以「導師制」培力青年之角度，將客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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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脈絡及生活記憶等轉化為影像、音樂、文

學、藝術或社會行動等多元媒材作為實踐方法並

產出成果，建構出青年視野下「當代客家」的多元

面貌。徵選 4 名優秀串流者，並將於 11 月辦理成

果發表，預計參與人次達 1,500人次。 

(六)辦理臺北市客家圖書影音中心委託營運計畫 

進行劇本編寫、課程及音樂設計，訂於 8 月 13 日

及 8 月 14 日舉辦「客英雙語夏令營」之親子參與

館舍活動，用以提高入館人數；另利用圖書影音

相關主題活動提高場館使用率，持續辦理青年參

與社區營造、影像紀錄及圖書推廣等活動，達到

吸引青年、社區民眾、親子參與客家公共事務、

推廣圖影中心及培植客家青年世代向下扎根。 

(七)辦理客語家庭調查計畫 

透過本會舉辦之相關活動，增加親子協力、祖孫

同樂項目，藉以蒐集調查客語家庭數量，作為爾

後辦理活動邀請目標對象，以達客家文化語言傳

承之目標。111 年度客語家庭募集活動以三代以上

家庭優先，預計於臺北客家義民嘉年華公開接受

市長表揚。 

三、推動都會客家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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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辦理客家義民嘉年華活動 

預定於 10月 22日至 10月 24日於本市客家文化主

題公園及中正紀念堂民主大道舉辦，為本市舉辦

義民祭典活動 35 週年，且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

園預定於 111年 10月 15日重新開園，今年活動將

結合開園擴大規模舉辦，以移民節慶之方式呈現

客家族群在臺北扎根之文化背景與歷史脈絡，從

「祭典」、「遊行」、「展演」及「市集」四大核

心活動下，融合多元系列文化活動方式，創造傳

統與現代、都會與原鄉、客家與多元之對接，型

塑都會客家慶典新樣貌，並鼓勵民間社團及市民

大眾從參與籌備規劃、執行到成果分享，逐步強

化與擴大民間參與，達成以民間辦理為主，公部

門協助輔導為輔之目標，進而使臺北市成為全臺

客家文化帄臺，同時推至國際舞臺，打造深具客

家特色之城市藝術節慶。 

(二)推展客家藝文活動社區巡迴展演活動 

本年度辦理 15 場客家藝文活動，透過客家優秀藝

文團隊深入社區推廣客家文化，本年度視新冠肺

炎（COVID-19）疫情影響情形，原至社區辦理客家

藝文活動展演服務，同步採線上方式，預計於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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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前完成所有活動場次。 

(三)辦理客家民間信仰與歲時節俗推廣 

預計於 11 月份辦理「收冬慶」，以節慶展演方式，

凝聚臺北客家情感，並推出藝文手作課程，增進

親子交流及加深臺北客家族群與青年交流和族群

認同，引導年輕世代回溯根源，作為凝聚客家文

化之理解與歸屬感。預計參與人數達 689 人次以

上。 

(四)辦理客家文化節活動 

以「農業」為視角出發，從早期在士林、北投、內

湖等地區的務農客家人進行探查，闡述逐步發展

為都會客家的現代演變，並以田野調查及受訪人

之故事文本為基礎，同步產生音樂創作、音樂影

像故事，最後以音樂會發表及成果展形式，再現

臺北客家移動史，引起不同世代、相同之情感共

鳴。預定 12 月份舉辦音樂發表會及成果展，同時

將發行 1張音樂專輯 1,200套，發布 1部微電影。 

(五)辦理客家藝展帄臺 

預定於 10 月至 11月演出，以委託創作方式進行表

演藝術形式製作節目，打造具有都會客家劇場特色

之旗艦級自製節目，呈現不同表演藝術類型的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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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節目，並持續累積當代客家文化藝術之多元

性。預計辦理 4場次展演及相關 1至 2場次推廣活

動，預計 1,200人次參與。 

(六)客家影音展演計畫 

自 104年起辦理當代敘事影展，以議題式策展開啟

新客家影像視野，為當代客家影像論述開闢一條新

的路徑，為契合影展初始所定位之當代性及延續敘

事精神，本年度以客家紀錄片為核心，進而產出符

合國內外影展選片高度的影像作品，累積客家影像

資料庫。預計產出 2 支紀錄片、1 場首映會及放映

活動，以及 4場推廣活動，預計將有 1,200 人次參

與。 

(七)辦理國際唱客音樂交流計畫 

本計畫以音樂展演活動打造臺北客家成為國際客

都，並藉此形塑客家音樂戲劇中心品牌形象，持續

積累客家音樂藝文能量。本年度擬藉由原鄉與都會

生活中的共同美感體驗，延續早期合唱山歌之生活

與記憶，呈現臺北當代都會客家生活。預計辦理 2

場次宣傳活動、2 場次推廣活動、2 場次音樂會展

演，預計 1,800人次。 

(八)辦理臺北客家農場經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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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公園戶外空間場域，透過維護生態資源、營

造客庄意象、打造農耕場所等面向，促進市民參

與環境管理與發展運作，對接傳統客家夥房精神

與生活文化，形塑協力、分享與創生的實踐帄

台，呼應田園城市發展願景，透過實作反映多元

的都市農耕議題，配合時令節慶，提供市民參與

的農事體驗與生活演繹。預計全年度完成開發 6個

主題教案，自辦活動 230 場，參與人數 23,000 人

次，並與 30 個外部單位進行串連活動，拓展經營

成效。 

(九)客家生活物產推廣帄台 

串聯全國客莊團隊，呈現在地生活、產業工作故

事、物產體驗等內涵，打造客家文化主題公園之

「竹夢市集」、「微酵野餐日」、「微酵培力計畫」、

「臺北客家年貨市集」等活動，預計全年度吸引

7,600 人次參與，續辦 5 場次產業推廣活動，2 場

次見學客庄遶山花活動，成為臺灣客家物產推廣

之品牌。 

(十)辦理客家文化產業交流計畫 

為讓民眾認識各地的客庄人文地產特色，預定 10

月 15 及 10 月 16 日於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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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小禾埕市集」，並結合本會電商帄台辦理線上

展售會，提供精選客家商品或伴手禮，吸引市民

參與客家展售活動，增進對客家人文、風情的理

解。配合生動活潑之產業故事手冊，以及客家文

化體驗活動引起共鳴，活絡客家文創產業。 

(十一)辦理客家親子學習教室 

為持續推動客家文化教育與客語傳承目標，下半

年規劃主題推廣課程，以實體及線上課程結合手

作材料包方式，以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內豐

富的動植物為靈感，帶領民眾發揮創意，透過型

染工法及結合其他技法，包括刺繡、碎布拼貼，

創作出屬於自己的作品，同時並規劃 4 場社區體

驗活動，預計 300人參加。  

(十二)辦理童遊客家-客語推廣計畫 

2022 童遊客家夏令營以「奇妙个種子」為主題，

融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結合客家文

化內涵進行主題課程設計；2022童遊客家工作坊

以「好搞个科學」為主題，融入 STEAM教育理念，

科學實驗結合客語教學，讓學員透過教案課程輕

鬆好玩、更瞭解客家文化。預計全年度辦理 5場

次主題活動，200人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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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本會為發展本市多元文化，於打造客家語言友善環

境、著重客家青年世代傳承、推動都會客家文化特色等各

項工作與活動，提出施政成果及未來方向，尚請各位議員

女士先生一本過去對客家事務的關懷，繼續給予本會指導

與支持，使客家語言、文化政策執行及業務推動，獲致更

具體成效及豐碩成果，最後敬祝 

議長、副議長、各位議員女士、先生身體健康、萬事如

意。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