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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時代的改變，以前多子多孫的觀念已經漸漸消失了，根據內政統計通報資料

指出，台灣跟其他國家相比，出生率與日本及德國並列最低出生率的國家。自 2016年

新生兒出生由約 20萬人人逐年下降至 2020 年約 16萬人， 而粗出生率由 8.86‰降至 

7.01‰，促使臺灣邁入「少子化」的社會。目前 2021年上半年（1-8月）的出生人口 

近 10萬人，粗出生率 4.21‰(內政部統計處，2021)。 

 一、研究動機 

  國中二年級下學期的時候，在學姊們畢業前的分享中，我們了解到馬遠親子

館其實是為了馬遠部落的未來而設立，會這麼說是因為要保護部落的兒童遊戲時

的安全。部落的兒童遊戲又有什麼不安全的地方呢？因為家長多在工作，兒童有

可能趁家長未注意時，跑到大馬路上玩，因而發生令人遺憾的事情。 

  在學姊們即將升上高中職的階段，我們發現在 109學期，學校特別開了一門

親子館的社團，就是為了招募學弟妹可以加入馬遠親子館，讓好不容易設立的親

子館得以延續，但招募不如預期，很多的社團成員是分配而來，他們與馬遠部落

是處於完全陌生的關係。 

  馬遠親子館該何去何從？誰願意承接？或是社區的居民願意來擔任志工？我

們以這個角度做為發想，所以我們會透過參訪鄰近的鳳林親子館、玉里親子館， 

尋求其經營方式做為參考，使得馬遠親子館可以延續下去。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擬藉由質性研究的方式，探討馬遠親子館在非花蓮縣政府資金挹注之

下，如何在進行延續、並且與部落居民有所連結，從事質性研究將會面臨困難、

挑戰，但從此歷程中獲得認知、情意、能力的轉變，經由此項研究促進研究者本 

身的成長。 

（一）探討富源社區鄰近的親子館與馬遠親子館經營策略之差異。 

（二）分析馬遠親子館目前ＳＷＯＴ。 

（三）探討馬遠親子館目前可行的做法。 

 三、研究問題 

（一）馬遠親子館和鄰近親子館的經營策略有何不同？ 

（二）目前馬遠親子館的使用現況為何？ 

（三）如何借鏡鄰近近親子館的作法作為馬遠親子館的可行方針？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了達到上述三項研究目的，採取多重研究方法進行資料蒐集，包 

括文獻分析法、深度訪談、電話調查和焦點團體訪談，分別說明如下： 

（一）文獻分析法 

  根據研究目的，透過蒐集資訊、文獻資料，全面掌握所要研究問題的

一種方法。我們利用全國博碩士論文及電子資料庫蒐集「親子館、馬遠部 

落、親子」的相關文獻，以瞭解親子館的經營策略。 

（二）非正式訪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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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在暑假時，因為疫情的關係不能到三間親子館實地踏查，所以先

使用電話訪問、Ｅ-mail問題詢問，並且利用於暑假期間將當天訪問內容 

進行紀錄。 

1.電話訪談是以電話訪問之方式進行獨立樣本訪問。我們因應疫情的關 

係，所以使用電話訪談馬遠親子館的伯華老師。 

2.E-mail訪問是因應疫情，親子館館員需要經營親子館，故改為使用電

子信件詢問館員相關問題。我們使用電子信訪問了鳳林親子館和玉里親 

子館。 

（三）半結構訪談法 

  指有特定主題，提問問題結構雖然鬆散但是有重點和焦點。提問過程

中會處於邊談邊提問，所以提問的順序也會依照受訪者的回應而有所調整， 

訪問過程以受訪者的回答為主。 

  本研究針對研究內容進行四次正式訪談，透過現場實地觀察及實地訪

問親子館，分別是馬遠親子館彭伯華老師、鳳林親子館托育人員薛豫芬、

社工師方柏鈞、督導王建民及玉里親子館托育人員邱子葳、社工師胡瓊心

和林孟儒、督導黃鉦庭、富源國中何旻陵老師。其內容為三間親子館館內

現況、理念、目前親子館所遇到的困難覺察及因應辦法；富源國中何旻陵

老師訪談的部分是針對馬遠親子館伯華老師與富源國中七年級的校訂課程

進行結合。每次正式訪談資料都先透過錄音收集，經由研究者轉錄為逐字 

稿，再進行歸納整理。 

（四）調查對象 

１馬遠親子館彭伯華老師（花蓮縣啄木鳥全人發展協會執行長）。 

２鳳林親子館托育人員薛豫芬、社工師方柏鈞、督導王建民。 

３玉里親子館托育人員邱子葳、社工師胡瓊心和林孟儒、督導黃鉦庭。 

４富源國中何旻陵老師（目前七年級校訂課程教師）。 

（五）研究流程與進度 

  研究期間由 2021年 9 月 22日至 24日至三間親子館進行館員的訪談，

在暑假研究者本身先藉由網路了解三間親子館的概況，因應疫情關係使

用電話及 E-mail電子信件詢問。並在整理訪談稿後將內容寄信給三間親 

子館館員閱讀，確認訪談內容是否有缺漏。 

表一、受訪者受訪時間、地點、訪談方式 

時間 地點 訪談對象 訪談方式 

2021年 5月 26日（三） 研究者家中 鳳林親子館 電話訪談 

2021年 5月 26日（三） 研究者家中 鳳林親子館 E-mail電子信件詢問 

2021年 5月 26日（三） 研究者家中 玉里親子館 電話訪談 

2021年 5月 26日（三） 研究者家中 玉里親子館 E-mail電子信件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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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6月 2日（三） 研究者家中 鳳林親子館 電話訪談 

2021年 6月 9日（三） 研究者家中 馬遠親子館 E-mail電子信件詢問 

2021年 9月 22日（三）上午 11點 馬遠親子館 馬遠親子館 實體訪談 

2021年 9月 23日（四）下午 2點 玉里親子館 玉里親子館 實體訪談 

2021年 9月 24日（五）下午 2點 鳳林親子館 鳳林親子館 實體訪談 

2021年 10月 7日（四）下午 5點 富源國中 何旻陵老師 實體訪談 

 

 
圖一、研究流程圖 

貳●正文 

 一、文獻探討 

  （一）親子館 

  親子館指的是以家庭為中心的服務，主要是考量幼兒成長過程中，家庭可能

缺乏相應的資源，故給予有需求的家庭一個比較近且具有專業、整合性高的社會

資源，讓幼兒有一個優質且安全的活動空間，同時也給予家長自行照顧及喘息服

務的教養資訊，同時也可以紓緩家長照顧兒童的壓力（林月琴，蔡延治，姚秀慧，

吳珮，林沂鴻，2019）。又稱為「兒童親子館」，以 0 歲到 12 歲兒童為對象，

提供家長與 兒童互動的場域，含多元的軟、硬體設備，例如：教具、圖書、各類 

不同的體驗空間、相關的發展課程及專業諮詢等（侯佩宜，2016）。 

  地方政府透過公開招標，委託幼保專業背景的大學或民間團體經營，提供學

齡前幼兒遊戲的空間、教具圖書、發展課程等，也協助家長及保母托育上的專業

諮詢服務（親子天下雜誌，2013），可見親子館的存在日益受到重視。親子成長

館的空間設計基本上是起因於這樣一個概念，主要提供親子、孩子與孩子之間、

家長與家長之間的一個活動體驗、交流和空間的機會 （阮慧貞，2002）。 

https://gpi.culture.tw/search?q=%E6%9E%97%E6%9C%88%E7%90%B4&qt=3
https://gpi.culture.tw/search?q=%E8%94%A1%E5%BB%B6%E6%B2%BB&qt=3
https://gpi.culture.tw/search?q=%E5%A7%9A%E7%A7%80%E6%85%A7&qt=3
https://gpi.culture.tw/search?q=%E5%90%B3%E7%8F%AE&qt=3
https://gpi.culture.tw/search?q=%E6%9E%97%E6%B2%82%E9%B4%BB&q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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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子館是一個可以提供家長和 6 歲以下的小朋友享有親子共玩、安全遊戲的 

空間，通常提供豐富多元的育兒資源讓家長運用，部分親子館會安排各種遊戲主 

題課程供幼兒上課，也分作免費與收費兩種型態（邱韻如，2014）。 本研究場域

的私立親子館，係於 2020年成立，成立著啄木鳥協會，協力夥伴：工研院、富

源國中。有玩具圖書館進行提供二手玩具，非常注重對部落媽媽正確教養觀念 

的傳遞，提供部落婦女一個喘息空間及很好的遊戲與學習環境。 

  （二）花蓮縣萬榮鄉馬遠部落 

  馬遠部落屬於布農族中的丹社群 Takivatan ，部落位置在於花蓮萬榮鄉行政

區，北鄰光復、南鄰瑞穗，本鄉由北而南劃分六村，依序為西林村、見晴村、萬

榮村、明利村、馬遠村及紅葉村（江阿光，2019）。位於馬遠村的馬遠部落

「Bahuan 馬侯宛」分成三個社區，馬遠社區、大馬園社區、東光社區，在以前 

其實是三個布農族的部落。 

  根據花蓮縣萬榮鄉戶政事務所的花蓮縣萬榮鄉各村里現住人口按性別及年齡

分資料顯示 110年 9月底，0-6歲的新生兒共 86個，分別為 0歲 14個、1歲 13

個、2歲 7個、3歲 15個、4歲 10個、5歲 12個、6歲 15個。 

  新生兒有 86位，所以我們可以合理推斷新生兒媽媽至少有 86位，可是不排

除這六年內可能有不只生 1個小孩的媽媽，所以我們親子館面向的媽媽們最多為

86位，最少可能只有 40個媽媽是新生兒媽媽。 

 
表二、花蓮縣萬榮鄉各村里 現住人口按性別及年齡分（110年 9月） 

資料來源：花蓮縣萬榮鄉戶政事務所 

  （三）花蓮縣啄木鳥全人發展協會 

  啄木鳥協會鑑於萬榮鄉的未成年女孩懷孕衍生的惡性循環問題，因而建置了

「德米路 Timnun」小舖，期望可以透過這個店鋪去引導部落婦女學習族群文化

的契機。並且串聯學校、社區去建立區域學習空間及聯盟，培力部落青年及婦女。 

  期望可以透過這個計畫的執行讓原住民弱勢、單親家庭婦女、子女經由啄木

鳥的引導協助，而成為經濟獨立自主個體，並積極回饋於族人和社會（勞動部，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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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花蓮縣萬榮鄉馬遠親子館 

  馬遠親子館目前位置在花蓮縣萬榮鄉衛生所馬遠村衛生室二樓，內部空間為

遊戲間、大型遊戲間、閱讀區、廁所、儲藏室、館員休息區。走上樓梯後先進行

拖鞋、消毒、量測體溫後，映入眼簾的是大型遊戲間及窗外的陽台，右邊為遊戲 

間及館員休息區、儲藏室，左邊為閱讀區及廁所。 

  閱讀區因為窗外陽光太強烈，所以有貼上防曬的貼紙避免造成室內空間過熱；

大型遊戲間的玩具為龍老師捐贈給馬遠親子館，讓館內的玩具更加多元；遊戲間

的玩具是跟玩具圖書館借的，會定期進行歸還並且更換下一批玩具，增加館內玩

具的多元性；閱讀區的書籍也多數是捐贈的童書及啄木鳥協會帶來的。馬遠親子

館主要是幫助部落的媽媽，以及讓媽媽們學到新的照顧方式，提供兒童的安全 

，也讓媽媽們有喘息的空間。 

  （五）花蓮縣政府中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鳳林親子館 

  鳳林親子館位於花蓮縣政府中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的裡面，鳳林親子館有很

大的空間讓家長和小孩子互動，裡面有分學齡前 0-3歲及 4-6歲親子遊戲區、青

春奔放區、親子創藝廚房還有舒壓的療癒花園（除了親子館的遊戲區，剩下多為

社福館的空間），0-3歲遊戲區和 4-6歲遊戲區其實都在同一間，只是分成兩邊

的空間，會分年齡是因為他們針對孩子的發展做分區，0-3歲現階段屬探索好奇

的黃金時期需要較大的空間做大肌肉的各種動作，而 4-6歲是為銜接上學做準

備，除了有桌椅來輔助培養孩子穩定度外，教具著重在常規的養成及基本認知的

學習。青春奔放區有一個很新穎的「switch」遊戲，館內的 switch是採用預約

制，預約一次僅一個小時為限，目的主要是讓平日課業繁重的青少年在假日得以 

舒壓，但卻不鼓勵沉迷在 3C世界裡；遊戲內容及為廣泛，可供青少年們選擇。 

  （六）花蓮縣政府南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玉里親子館 

  玉里親子館位於玉里國小永昌分校的旁邊花蓮縣南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裡

面，公部門對公部門，所以沒有租金等費用，空間最近才擴大成一整間教室的大

小，將教室進行切割成四等分，館員的位置坐在門口處旁，視野可以看到整個親

子館內部，不會有死角的問題，小朋友可以安心在裡面遊玩，裡面有圖書區、大

型遊樂區、換裝變身區等遊樂設施提供給小朋友進行遊戲。而且外面還有大型遊

樂汽車提供小朋友玩耍，當小朋友在親子館內有情緒狀況時，家長就可以把小朋

友帶出來外面讓他們穩定情緒。當然外面的遊戲是十分吸引人，所以也是有時間 

限制，在有小朋友排隊時，遊戲時間就限制一小時。 

  （七）玩具圖書館 

  美國玩具圖書館開始於經濟大蕭條時期，因為許多的家庭無法負擔孩子的玩

具費用，因此開始玩具租借的服務。這項服務完全免費，以兒童是否如期歸還玩

具為繼續租借的評估標準。 玩具大多來自企業和私人的捐贈，以及部分政府部門

的經費挹注，並透過物流配送到全區的各個玩具租借中心，讓有需要的孩子也同

樣享受玩玩具的樂趣， 並從遊戲中提升肢體用知能發展 （林月琴，蔡延治， 

姚秀慧，吳珮，林沂鴻，2019）。 

  台灣玩具圖書館協會成立，由於創辦人蔡延治看見育兒公共服務資源不足，

所以決定原本陳列在架上的圖書換成玩具，以圖書館的方式來整理、保管、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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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一起共享玩具資源。每年都回收許多人用不到的玩具，而回收回來的玩具

很散亂，都只能算重量，並且在整理之後才能知道有多少件的玩具可以擴充進玩

具圖書館當中，尤其是要給小朋友玩的玩具，更需要具有安全性、清潔衛生，這

樣才能重新再利用，目前已經累積回收超過 300公噸的玩具，期盼能帶動更多人 

從身邊環境開始關心（聯合報，2020）。 

參●結論 

 一、富源社區鄰近的親子館與馬遠親子館經營策略之差異 

  （一）經營者 

  馬遠親子館的主要負責是啄木鳥協會，協力夥伴有工研院、法務部矯正署

自強外役監獄以及富源國中（馬遠親子館伯華老師）。 

  親子館是花蓮縣政府經營以及南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玉里親子館館員、

社工、督導）。 

  主要經營親子館是托育人員薛豫芬（鳳林親子館館員、社工、督導）。 

  依據目前托育資源中心多有主管人員、社工人員、托育人員及行政人力等

四種人力配置（林月琴，蔡延治，姚秀慧，吳珮，林沂鴻，2019）。馬遠親子

館的主要經營者伯華老師因為親子館人力不足，目前有計畫申請一位員工，但

還是需要身兼多職，跟鳳林親子館和玉里親子館相比，其他親子館的 

工作劃分較為清楚，不會有跨區負責非專業的業務。                                                                       

  （二）經營的空間  

  馬遠親子館主要有三個托育空間：閱讀區、遊戲區、大型遊戲間。馬遠親

子館目前位置在花蓮縣萬榮鄉衛生所馬遠村衛生室二樓，內部空間為遊戲間、

大型遊戲間、閱讀區、廁所、儲藏室、館員休息區。走上樓梯後先進行拖鞋、

消毒、量測體溫後，映入眼簾的是大型遊戲間及窗外的陽台，右邊為遊戲間及 

館員休息區、儲藏室，左邊為閱讀區及廁所（馬遠親子館伯華老師）。 

  差不多約 19坪的空間。一整間教室的大小，將教室進行切割成四等分，館

員的位置坐在門口處旁，視野可看到整個親子館內部，不會有死角的問題，小

朋友可以安心在裡面遊玩，裡面有圖書區、大型遊樂區、換裝變身區等遊樂設

施提供給小朋友進行遊戲，而且外面還有大型遊樂汽車提供小朋友玩耍（玉 

里親子館館員、社工、督導）。 

  這個得翻歷史資料，不知道多少坪。裡面有分 0-3歲遊戲區、4-6歲遊戲

區、青春奔放區、烘培教室還有療癒心靈的陽台（除了親子館的遊戲區，剩下

多為社福館的空間），0-3歲遊戲區和 4-6歲遊戲區都在同一間，只是分成兩

邊的空間，分年齡是因他們學習的東西不一樣，0-3是練習爬、練習走，而 4-6 

是需要動腦，就有樂高、練協調等玩具（鳳林親子館館員、社工、督導）。 

  托育資源中心應涵蓋的空間包括：緩衝空間、營運管理空間、遊戲/活動空

間、生理需求空間， 整個空間除了應具備公安、消防設施設備以外，應考量無

障礙功能，例如斜坡、電梯，以及安全性， 例如未有死角、設施擣圓角、穿透 

性高（林月琴，蔡延治，姚秀慧，吳珮，林沂鴻，2019）。 

  馬遠親子館並未設立緩衝空間，如鞋櫃或是置物櫃；鳳林親子館及玉里親

https://gpi.culture.tw/search?q=%E5%A7%9A%E7%A7%80%E6%85%A7&qt=3
https://gpi.culture.tw/search?q=%E5%90%B3%E7%8F%AE&qt=3
https://gpi.culture.tw/search?q=%E6%9E%97%E6%B2%82%E9%B4%BB&qt=3
https://gpi.culture.tw/search?q=%E8%94%A1%E5%BB%B6%E6%B2%BB&qt=3
https://gpi.culture.tw/search?q=%E5%A7%9A%E7%A7%80%E6%85%A7&qt=3
https://gpi.culture.tw/search?q=%E5%90%B3%E7%8F%AE&qt=3
https://gpi.culture.tw/search?q=%E6%9E%97%E6%B2%82%E9%B4%BB&q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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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館都設有鞋櫃，且鳳林親子館還有密碼鎖的置物櫃提供給家長放置物品。馬

遠親子館的營運者有自己的休息區和辦公室，但是在另外的房間裡面；玉里親

子館的館員辦公室就是在親子館裡面，休息是和南區社福中心一起；鳳林親子

館館員的辦公場所就在門口跟志工是同一個，親子館內部並沒有館員的辦公桌，

因為親子館內的玻璃是透明的，所以當裡面有人有需求也會馬上注意到，當 

有人來時，館員會到親子館裡面陪伴小朋友和家長。 

  吳可久（2013）認為兒童服務空間規劃設計的最高原則必須顧及安全性，

增加兒童情緒培養啟蒙與美感，也要避免有意外的傷害及疾病傳播，基本原則

是不迂迴、不重疊。以三個親子館的遊戲空間來進行比較的話，馬遠親子館的

玩具不比鳳林親子館和玉里親子館的少，馬遠親子館的設施主要的都有，例：

積木、溜滑梯，玩偶、48個抽屜的玩具，能讓小朋友們進行更多的活動。馬遠

親子館的面積跟鳳林親子館和玉里親子館的比，看起來鳳林親子館的比我們的

馬遠親子館大很多，也是玉里親子館想邁向的面積，我們的馬遠親 

子館空間劃分是很棒的，因為小朋友在裡面不會互相干擾。 

  當馬遠親子館與台灣玩具圖書館借用的玩具如有損毀並不會被要求賠償，

而是在換季時玩具歸還的時候進行註明，告知玩具圖書館需要維修的玩具（馬 

遠親子館伯華老師）。 

  主要是再說怎麼用遊戲來讓孩子從中學習到知識。在活動過程中會讓孩子

體驗到五感（味覺、嗅覺、聽覺、觸覺、視覺）。（吉爾．迪耶德里奇 Gills 

Diedrichs，2016）馬遠親子館的玩具因為是借用的，所以時間到是需要歸還，

跟玉里親子館和鳳林親子館自行採購的玩具不同，換季是收到儲藏室，但是我

們是借用，什麼時候可以再借到一樣的玩具沒有辦法確認，也有部分玩具是學 

校老師捐贈。 

 二、分析馬遠親子館目前ＳＷＯＴ 

  馬遠親子館現在的優勢是位於馬遠部落中，如果家長要帶小朋友到親子館相

對於鳳林或是玉里親子館而言，馬遠親子館距離馬遠部落是最近。親子館在開館

後 1小時如果沒有人來的話，伯華老師會和他的員工，帶著玩具去媽媽們的家庭

裡進行喘息服務，一位帶小朋友玩玩具，伯華老師就會跟媽媽們聊聊近況，讓媽

媽能有喘息的空間。住家附近有不少適合帶孩子去玩樂的地方，祖父母應多加利

用，年齡在二歲以下，可以去各縣市政府舉辦的親子館（ 宮本槙子，2019）。 

     相較之下我們的劣勢，對於媽媽們來說，家裡到親子館有一定的距離，主要

原因是小朋友在家玩的同時，媽媽還可以做家事、照顧家中老人，但如果到親子

館就會面臨家長事務沒有人做，甚至是老人無人照顧的問題。再來是部落裡大部

分都是隔代教養，讓阿公阿嬤來親子館是有困難的，因為阿公阿嬤們還要去工作 

，小孩會被阿公阿嬤一起帶到工作的地方，比較常的狀況是帶到山上。 

    馬遠親子館位在馬遠衛生室的二樓，一樓是診所，常常利用部落的族人看病

或是進行早療課程時，剛好來看病的爺爺奶奶就可以意識到馬遠親子館這個場所，

讓他們多多帶家中的小朋友們來玩；威脅是光復鄉親子館目前正在籌措中，當 

其成立後會不會人都往那邊去，導致馬遠親子館的吸引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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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馬遠親子館ＳＷＯＴ 

 三、探討馬遠親子館目前可行的做法。 

  （一）三間親子館進行的活動及到館人數 

  馬遠親子館每週約有五到六個人，因應疫情的關係親子館就停止開放，但 

正在想如何重新開始，之前因應疫情活動就暫停（馬遠親子館伯華老師）。 

  玉里親子館疫情前來訪人數少，週四早上的早療課程，人數會爆滿，大概

二十幾人到訪。疫情後，平均一週十個人，都是重複的家庭，平日大多是 0-2

歲的小朋友，而假日 3-6歲來的會比較多，因疫情的關係，活動改線上，，社

工會錄活動影片讓家長可以在家帶小朋友進行（玉里親子館館員、社工、督

導）。 

  鳳林親子館疫情前一個月約有 500多人到親子館來使用。疫情後因為需要

人數控管，所以採取預約制度，平均一個週約 200多人，取消實體活動後，會 

在線上辦親子手作活動（鳳林親子館館員、社工、督導）。 

  配合孩子各月齡階段的成長發育狀況，研發潛能開發親子遊戲。（前橋

明，2016）。用輕鬆的方式，拉近與孩子間的距離（金妹延，2017）。玉里跟

鳳林親子館在疫情爆發後，還是會舉辦一些線上的活動，鳳林還會進行人數管

控，採取預約制度，不會因為疫情的關係就暫停營運。但馬遠親子館因為疫情

的關係，在整個疫情期間都沒有開放，也沒有舉辦一些線上的活動，目 

前也還在想如何重新開始。 

  （二）來到親子館的志工及家庭收穫 

  東華大學和慈濟大學的學生來擔任志工，他們看見社區問題，學習解決問

題及實踐能力。家庭的部分是家中沒有很多玩具，親子館裡面有多元的玩具，

是從玩具圖書館裡面所借的，讓小孩子快樂學習（馬遠親子館伯華老師）。 

  親子館的志工是臨時性，並非常態的招募，除非有需求才會招募臨 

時志工。（玉里親子館館員、社工、督導）。 

  來親子館擔任志工，像是鳳林國中、花工、花商、慈中、東華大學學生，

最大的影響是他們更獨立、從中學會主動做事、主動性變強（鳳林親子館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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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社工、督導）。 

  來到親子館的學生志工可以學習如何照顧來訪的家庭，分享合適的圖書提

供給家長進行親子閱讀，並且告訴家長哪些玩具可以讓小朋友認知練習。讓媽

媽們來從跟小孩子玩遊戲的過程中來了解孩子們的情緒，讓他們親子關係 

更親密（李永愛，2012）。而來訪的家長可以從中陪伴、瞭解孩子，放下自 

己的工作、家事等，與孩子進行良好的互動。協助孩子了解情緒衝動，好讓 

他能更妥善地處理自己的情緒（安－克萊兒．克蘭迪恩 ，2019）。 

（三）三間親子館的未來展望 

  玉里親子館可以變成大型親子館，就像鳳林親子館一樣（玉里親子

館館員、社工、督導）。 

  讓更多的民眾來認識鳳林親子館、多活用親子館這個空間（鳳林親

子館館員、社工、督導）。 

  親子館可以讓馬遠 1-9鄰多人使用。過這個平台可以和很多的平台 

一起，資源共享、資源連結（馬遠親子館伯華老師）。 

  學習寬恕，快樂成長（葉嘉青，2018）。每個親子館都有各自的目標，玉

里親子館希望可以變成大型親子館，鳳林希望可以有更多的人認識鳳林親子 

館，馬遠希望部落的媽媽們可以把孩子放在親子館，不需要擔心害怕。 

 四、研究結論 

  （一）馬遠親子館人員不足 

  在我們訪談了鳳林親子館及玉里親子館後，我們發現在花蓮縣政府體制下

的親子館都會依據目前托育資源中心多有主管人員、社工人員、托育人員及行

政人力等四種人力配置。除了專業背景外，工作人員的個人特質與專長也會影

響其在托育資源中心能夠擔任的角色，每位工作人員工作內容中會包含不同類

型之工作項目，托育資源中心應依照營運現況，合理調整工作人員適合的工作

內容（林月琴，蔡延治，姚秀慧，吳珮，林沂鴻，2019）。但是在馬遠親子管

理面往往是一人身兼多職的情況，所以相對於公立的親子館，現在由啄 

木鳥協會負責的馬遠親子館就會相對較辛苦。 

  （二）配合富源國中社團課程，現在改為七年級的校訂課程 

  親子館校訂課程是設立在七年級，課程會由兩性的議題帶進去。馬遠親子

館當時設立的緣由是因為小媽媽衍伸的問題太多，問題是在於馬遠部落的女孩

子她們的結婚很年輕就結婚，也因為發生性行為過早，造成身心靈不成熟的狀

況之下開始養育自己的小孩，去年將親子館放到社團的成效不好，今年想要試

試看由問題的根源下手，讓學生知道不要隨便發生性關係學習保護自己，觀察

能不能降低小媽媽的問題，在講到這個狀況學生可以理解親子館主要目的以後 

，才會帶入親子館設立與親子館志工目前的現象。（富源國中何旻陵老師）。 

  富源國中為了讓學校的學生們認識馬遠親子館，所以就將親子館列為社團

之一，讓學生們參與親子館的事，因為參加社團的學生多數都不是馬遠部落的

族人，對於這個地方不熟悉，所以要在這裡擔任志工相對較困難。但是現在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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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學弟妹說在課程中第一次知道同學居住的社區有這麼多特別的文化、建築 

物等，引起了學生對於學校的不同學區有基礎的認知。 

 五、研究建議 

  （一）軟體、硬體設備 

1.馬遠親子館增加巧思的設計 

  塗欣宜（2015）提到在整體空間規劃上，入口處都做了一些巧思設計，

像是以彩繪、造型入口門，或利用大面積圖書展示牆面營造活潑童趣的氣

氛，讓空間具有吸引性。都選用活潑色彩和有創意式樣的家具來營造視覺

驚喜，天花板、柱面、牆面也都加以設計，營造出空間的趣味性。看到鳳

林親子館將服務台以書本的方式進行設計，因為鳳林是很多校長的發源地，

走上樓的玻璃牆面也貼上了鳳林的 Q版的不同族群，是一種沉浸式文化傳

遞。我們想到馬遠親子館也可以在牆上畫上馬遠部落從丹大遷移歷程的插

畫、布農族的圖騰、布農族的節慶、文化、習俗等，讓小朋友認識自己 

的族群。 

2.馬遠親子館圖書分類進行分類 

  我們發現馬遠親子館的圖書分類較不明顯，書籍是否針對零到六歲小

朋友適讀？需要進行不同書櫃劃分，也就是說屬於零到六歲、親子共讀、 

親子教育就分成不同的書櫃讓家長和小朋友知道自己可以閱讀的書。 

  （二）永續經營策略：與富源國中校定課程結合 

  馬遠親子館和富源國中校定課程結合，在課程中學校調整為七年級的

校訂課程，讓七年級的學生認識家鄉的土地，同時也把不同區域的文化、

特產、特色帶入到課堂中，讓學生即便不熟悉其他區域也可以在課程中認

識。富源國中「家鄉走讀」校訂課程，走入馬遠社區成立馬遠親子館，定

期辦理親子活動、親職教育，讓幼兒在這個環境中安心遊玩（更生 

日報，2020）。 

  （三）馬遠親子館行政規劃 

１.經費使用計畫 

  籌措經費，如校長向工研院提出計畫申請九萬九千元的經費、自強 

外獄也捐助兩萬元來讓馬遠親子館得以設立，啄木鳥協會目前也申請計畫 

可以擁有一位固定的員工。 

2.招募親子館托育員及志工 

  政府有志工手冊可以讓阿公阿嬤獲得後去進行志工服務時數登記，以

用於自己晚年可以獲得老年照護的時數，所以這部分可以宣傳給部落的長

輩們。找尋政府的計畫申請或是企業的計畫進行申請，以招募社工、專門

托育員為親子館計畫的核心主旨，讓親子館的營運可以更加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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