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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創社區工具包
‧ 為本地青少年中心社工度身訂造
‧ 以香港社區為本的設計思維作為方法與流程 
‧ 務求達至青成同行、相互充權、共創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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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創 社 區 有 三 個 初 心 ： 青 成 同 行  ( y o u t h  a d u l t  p a r t n e r s h i p ) 、 青 年 作 為 創 變

者  ( y o u t h  a s  c h a n g e m a k e r ) 、 以 及 社 區 連 結  ( s o c i a l  c o n n e c t e d n e s s ) 。

作 為 青 創 社 區 的 能 力 建 設 夥 伴 ， G o o d  L a b 在 過 去 三 年 觀 察 到 ， 不 少 青 年 工 作

者 正 在 努 力 實 踐 同 行 與 創 變 。 在 推 動 創 客 精 神 、 社 創 科 技 、 社 區 藝 術 、 新 媒 體

等 等 活 動 上 ， 社 工 與 青 少 年 同 行 ， 建 立 參 與 平 台 ， 讓 他 們 有 機 會 探 索 和 策 劃 ，

讓 他 們 的 聲 音 、 想 像 力 、 創 造 力 和 成 果 被 看 見 。

若 青 成 同 行 是「 關 係 建 立 」，青 年 作 為 創 變 者 是「 結 果 」，而 社 區 連 結 ，就 是「 方

法 與 過 程 」 。

感 謝 G o o d  L a b 團 隊 ， 設 計 了 這 個 方 便 青 年 工 作 者 使 用 的 工 具 包 ， 把 設 計 思 維

較 為 籠 統 的 幾 個 步 驟 ， 變 成 具 體 的 「 發 心 」 、 「 發 現 」 、 「 發 想 」 、 「 發 動 」

四 個 翻 來 覆 去 的 過 程 。 希 望 大 家 能 試 用 這 套 工 具 ， 以 青 成 同 行 、 由 「 心 」 出 發

開 始 ， 觀 察 社 區 議 題 ， 配 合 中 心 的 資 源 和 軟 硬 件 ， 創 想 回 應 點 子 ， 再 把 點 子 帶

回 社 區 作 出 測 試 。 當 然 ， 任 何 創 新 都 要 面 對 雛 型 的 建 立 和 改 良 的 挑 戰 ， 社 工 和

年 青 人 都 必 須 有 持 續 更 新 的 毅 力 和 承 擔 。

既 是 電 子 版 的 工 具 包 ， 我 們 希 望 大 家 在 使 用 中 提 出 意 見 ， 讓 我 們 不 斷 改 良 ， 更

有 系 統 地 協 助 青 年 工 作 者 善 用 設 計 思 維 ， 實 踐 社 區 連 結 ， 讓 青 年 成 為 創 變 者 ，

為 社 區 帶 來 創 新 與 希 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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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變 旅 程
20 年後，我們將要面對的是一個怎樣的世界？我
們能夠裝備青年人甚至我們自己去迎向 20 年後
的世界嗎？

傳統生產和消費模式轉變帶來的，不但是生活方
式的改變，也會改變對未來能力的需求— —20 年
後的部分工種，今天還沒有出現，20 年後的經 濟
運作 模式，也是今天所無法想像。青少年今天能
培養出甚麼能力和創造力，就意味著他們在未來
能有幾多選擇。

我們無法預 知未 來，但未 來卻在今天創造。本書
提出的「社區為本設計思維」，是一個協助社工策

劃項目，培育青少年應變和創新的工具。這工具強
調實地語境（社區）、真正問題和需要、溝通和建
立關 係，及以創新 精神尋 求解決問題的方法。相
信在未 來 20 年間，這 種 態 度能讓青年人在 急速
轉變的社會環 境中生存，亦在 AI（人工智能）日
漸當道的世界中難以被取代。

世紀之初，有人提出了21 世紀價值與技能的目標，
社區為本設計思維就是達致這目標的方法。

在 成長的過程中，青少年需要 與 成年人同行，不
時提出指引，成年人亦需要與青少年人相互充權，
以創變精神和自信心去探索未來。

社會及環保意識 自察力自學能力 協作及溝通能力

同理心 彈性與韌力 分析與解難能力資訊與通訊科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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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為本設計思維

可以點樣做？

共創
感同身受

由一個問題開始

從社區尋找問題
在社區尋得答案

批
判
思
考
翻
來
覆
去
的
過
程

always ask WHY

HOW might WE

青成同行

有
效
解
決
問
題 權

充
與
力
培

小步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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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心

發現

發想

發動

發心

發現

發想

發動

對某些現狀有想法，感同身受 
想做點事去反映、改善一些人的處境或更善用資源

透過資料搜集、觀察、訪談等方法了解實際情況
從而找出真正問題所在

構想呈現方式(藝術探討/介入)或創意解決方案

建造原型進行測試(產品)或以藝術方式與觀眾溝通

透過經驗和觀察，GoodLab決定把設計思維方程式簡化和本土化
成為四組中文字：發心、發現、發想、發動。
這四個步驟並不是線性發展，而是翻來覆去的過程：

社
區
為
本

設
計
思
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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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身邊每日都在發生很多事情，風景在流
轉、人事在變動，打開眼睛、耳朵和好奇心，
就會看到年青人的塗鴉、孤獨老人在垃圾桶
內尋寶，還有街坊在路邊放置的椅子、治安
不良的暗角⋯⋯

再深入看，還有社區的歷史、鬼故與傳統⋯
發心與發現是互為因果的兩個步驟，但開始
了發心，就能給人一個觀點或想法，令發現
問題變得更容易。

發現發現

發動發動
坐言起行，想好就去做。永遠不會有最好的
構 想， 直 到 建 立 原 型 (prototype) 進 行 測
試，或以小型排演測試效果。這個過程是設
計思維最有趣的一環，但也可能遇到來自對
象 用 家、 有 關 部 門 ( 如 空 間 管 理 者 ) 的 挑

戰，大量的溝通與改良，甚至改變方向都在
所 難 免。 青 少 年 要 學 習 勇 敢 面 對 批 評 和 挫
敗，培養抗逆力和決心。最佳的貼士，就是
從社區發現的問題，答案和解決方法也往往
可以在社區中找到。

發想不是天馬行空，輪子不必重新發明兩次。
創 新 的 泉 源 來 自 兩 方 面： 找 到 正 確 的 命 題 
(problem statement)  —— 例如找到社區的
需要，以及有效地利用現有的閒置資源（時、
地、人、物）重新整合，作出適應。

例 如， 時 間 和 空 間 可 以 共 享、 人 力 可 以 善
用、物質材料可作調整、改良、活化再利用、
升級再造。問對問題就會找到答案和解決方
法。要經常回到社區，緊貼用者需要，從中
取出靈感；更要不時自我詰問：所為何事？

發想發想

作為社工，你可能會想行多一步，希望透過
過 程 建 立 新 的 青 成 同 行 關 係 (youth-adul t  
partnership)，例如：關心社區、愛護環境，
幫助別人，培養公民意識。又或令他們減少
無力感，培養逆境自強的彈性與靭力。

任何展開改變的過程的第一步都是發心，哪
管 你 是 因 為 發 現 了 甚 麼 問 題 還 是 你 只 是 想
「要做一些事」。發心是生起一個想幫助別
人 的 善 念； 發 一 個 ( 例： 明 天 會 變 得 更 好 ) 
的夢，建立「感同身受」( 同理心 ) 的能力。

發心發心



 | 7

事例解說

藝 術 家 程 展 緯 一 向 關 心 社 會 ， 而 基 層 員 工 權

益 是 其 中 一 個 重 點 。 他 曾 親 身 擔 任 保 安 員 及

清 潔 工 ， 以 了 解 基 層 員 工 的 實 際 工 作 。 2 0 1 7

年 底 ， 他 在 大 埔 富 善 邨 見 到 清 潔 工 王 英 菊 婆

婆 用 錫 紙 兜 放 在 垃 圾 桶 煙 灰 缸 裡 ， 因 而 受 到

啟 發 。他 開 始 關 注 垃 圾 桶 的 質 素 和 設 計 問 題 。

原 來 ， 煙 灰 缸 連 著 垃 圾 桶 的 設 計 ， 令 清 潔 工

人 清 理 煙 灰 缸 時 需 要 舉 起 重 達 1 8 . 8 磅 的 外

罩 ， 不 但 會 造 成 勞 損 ， 更 會 受 傷 。 因 此 ， 他

開 始 在 現 有 的 垃 圾 桶 實 驗 不 同 設 計 ， 並 到 各

社 區 實 驗 和 測 試 反 應 ， 以 便 找 出 更 佳 的 處 理

煙 灰 方 法 ， 之 後 向 食 環 署 推 廣 。

最 後 ， 他 的 努 力 得 到 署 方 認 同 。

我們的重點是設計背後看見人，那個垃圾桶的設

計用了近廿年，我們要問的是，這個荒謬的設計

問題為何不被看見，為何清潔工不出聲？又或是

為何他們的意見不被聽見？所以，這個運動由一

個清潔工的智慧中找到出路，意義就是：清潔工

是有能力和智慧為自身的工作環境提出改變，只

是在制度上，他們的意見、他們的智慧不被看見

⋯⋯這是核心的問題。所以食環署和桶改會（公

共空間回收及垃圾收 集設 施 改 造督導委員會）

接納了方案就是一個進步的結果。

程展緯 與 可分離垃圾桶煙灰缸

2017 年底，程展緯在大埔富善邨看到王英菊婆婆的「實用設計」（右一），而圖左一二則為原本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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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於 程 展 緯 本 身 關 心 基 層 員 工 的 職 業 安 全 與 健 康 ， 他 對 這

方 面 的 事 情 的 敏 感 度 比 一 般 人 高 ， 較 易 生 出 同 理 心 ， 跳 入

使 用 者  ( 清 潔 工 人 )  的 處 境 ， 理 解 問 題 的 所 在 。

對 他 人 的 關 心 ， 令 程 展 緯 更 容 易 留 意 到 社 區 日 常 操 作 。

發 現 了 王 英 菊 的 可 分 離 錫 紙 兜 煙 灰 缸 發 明 之 後 ， 他 開 始

四 處 觀 察 ， 發 現 了 現 存 垃 圾 桶 有 很 多 問 題 。 他 把 問 題 定

義 在 改 善 與 垃 圾 桶 相 連 的 煙 灰 缸 之 上 ， 因 為 要 更 換 整 批

食 環 署 垃 圾 桶 是 一 件 天 馬 行 空 的 事 ， 但 能 改 善 煙 灰 缸 設

計 ， 已 可 一 定 程 度 改 善 問 題 。

雖 然 可 分 離 煙 灰 缸 不 是 程 展 緯 的 構 想 ， 但 程 展 緯 以 王 英

菊 的 原 型 為 基 礎 ， 進 一 步 研 究 不 同 物 質 種 類 、 形 狀 大 小

的 器 皿 ， 找 出 更 適 合 一 般 垃 圾 桶 使 用 的 可 分 離 煙 灰 缸 。

程 展 緯 利 用 自 己 的 餘 暇 ， 在 大 埔 和 筲 箕 灣 說 服 工 人 做 測

試 和 改 良 ， 觀 察 和 聽 取 不 同 用 家 的 意 見 ， 更 啟 發 了 其 他

人 士 在 其 他 社 區 做 相 同 實 驗 。 此 外 ， 他 亦 努 力 向 食 環 署

游 說 和 推 廣 。

◀  程展緯做了一天清潔工就給炒了

◀  程展緯在社區觀察中發現，多年前設計的垃圾桶，組件全都可以分離

◀  程展緯開始把王英菊的設計在大埔推廣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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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照 社 區 為 本 設 計 思 維 的 方 法 去 計 劃 一 個 活 動

項 目 之 前 ， 請 先 了 解 和 調 整 你 的 想 法 和 目 的 ：

即 使 方 法 正 確 、用 盡 氣 力 ，也 未 必 保 證「 成 功 」

達 至 一 件 令 人 滿 意 的 「 產 品 」 或 傲 人 的 結 果 。

反 之 ， 這 是 一 個 探 索 過 程 。 就 如 玩 滑 翔 傘 ， 你

的 目 的 不 是 降 落 著 地 ， 而 是 享 受 在 空 中 飛 行 的

感 覺 ， 以 及 在 過 程 中 把 無 限 風 光 收 進 眼 底 的 喜

悅 。 即 使 過 程 並 不 順 利 ， 你 也 必 定 能 從 中 得 到

有 用 的 經 驗 、 新 的 視 野 ， 以 及 為 自 己 和 青 少 年

人 建 立 關 係 和 帶 來 一 些 改 變 。

因 此 ， 你 要 規 劃 的 項 目 重 點 ， 是 一 個 讓 自 己 和

青 少 年 一 同 親 身 經 歷 的 過 程 。

在 一 個 大 課 題 中 ， 往 往 有 不 同 的 小 問 題 ， 針 對

一 小 個 一 小 個 去 處 理 ， 同 時 又 不 忘 初 心 。

以 較 短 周 期 和 較 小 規 模 ， 抱 著 實 驗 精 神 建 立 原

型 與 不 斷 創 革 ， 可 以 成 功 可 以 失 敗 ， 一 路 行 一

路 改 ， 隨 時 易 陣 ， 轉 身 ， 甚 至 r e s t a r t 。

拯救世界，要從踏出第一步開始。

第一步是最難的， 

所以不要急於成就大目標， 

讓經驗和成果一步一步累積。

零步啟始

從策劃短期項目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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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心就是生 起一個利 益 他人、幫助 他人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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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時 ， 你 會 因 為 一 些 經 驗 、 興 趣 、 想 法 、 感 受 而 去 留 意

一 些 事 情 和 現 象 ； 有 時 ， 你 可 能 因 為 發 現 了 一 些 事 情 和

現 象 而 生 起 「 要 做 一 些 事 情 」 的 決 心 。 這 都 是 發 心 的 開

始 。

有 些 人 是 因 為 自 身 的 痛 苦 而 激 發 起 幫 助 別 人 的 心 。

例 如 E a t w e l l 的 設 計 者 、 來 自 台 灣 的 姚 彥 慈 S h a  

Y a o 。 她 為 了 照 顧 患 腦 退 化 症 的 祖 母 ， 而 發 心 要 去 幫 助

腦 退 化 病 患 者 ， 特 意 去 日 間 護 埋 中 心 當 義 工 ， 了 解 患 者

最 大 的 需 要 ， 發 現 患 者 生 活 中 的 最 大 挑 戰 原 來 是 「 進

食 」 。 因 此 ， 她 與 團 隊 及 照 顧 者 經 過 多 年 努 力 ， 設 計 出

一 套 讓 腦 退 化 患 者 能 安 全 及 有 尊 嚴 地 進 食 的 餐 具 。

• 協助年青人從自身的關注、好奇心、需要等等出發。

• 當有了一些想法，就即「上網」和「落區」：尋找有關資料

＋接觸目標族群，或觀察空間、現象，試從社區或鄰舍空間

的人出發，發掘問題和痛點。

• 上網 (desk top  research )  除了搜集資料，也可開闊視野、

獲得新靈感 。

• 落 區 (commun i t y  tou r )  實 地 考 察 ／ 接 觸 真 人， 不 但 能 讓

青少年近距離看到社區真實的一面，亦有助激發更多靈感和

進一步發心（生出同理心、建立關係）。

• 打破常規想像來探索未知，並不容易，可以試試參與其中，

如姚彥慈一樣到小社群裡做義工、甚至進行小型社會實驗。

• 透 過 五 感 覺 察， 建 立 對 受 眾、 使 用 者、 受 影 響 人 士 的 同 理

心——同理心地圖。

年青人未必個個都有姚彥慈的經歷，但作為成年人，社工仍有
很多方法可幫助他們發心：

圖源 : Eatwell 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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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身處地換位思考

同理心地圖

由 S t a n f o r d  U n i v e r s i t y  D  S c h o o l  ( 史 丹 福 大 學 的 設 計 學 院 )  設 計 的 同 理 心

地 圖 ，有 效 協 助「 發 心 」，透 過 設 身 處 地 、換 位 思 考 ，以 五 感 覺 察 ，建 立 同 理 心 。

人 生 活 在 自 己 的 世 界 中 會 有 很 多 限 制 ， 換 位 思 考 ， 用 人 家 的 背 景 和 處 境 去 思 考

問 題 ， 是 不 容 易 的 方 法 。 如 何 能 做 到 感 同 身 受 ？

不 妨 在 訪 問 和 觀 察 時 以 下 圖 提 議 的 同 理 心 練 習 來 協 助 ：

WHAT DOES SHE

SAY AND DO?
What is her attitude towards others?
What does she do in public?
How was her behaviour changed?

PAIN
What fears, frustrations or obstacles is she facing?

GAIN
What is she hoping to get? What does sucess look like?

WHAT DOES SHE

HEAR?
What are friends, family and oter in�uencers
saying to her that impacts her thinking?

WHAT DOES SHE

SEE?
What things her environment in�uence her?

What competitors is she seeing?
What is she seeing friends do?

WHAT DOES SHE

THINK AND FEEL?
What really natters to her?
What occupies her thinking?
What worries and aspirations does she have?

思維與感受？
對她來說，甚麼是真正重要的？

甚麼正在佔據她的思想？她有甚麼擔憂和心願？

說的和做的？
她對人的態度是甚麼？

她在公共場合做甚麼？她的行為如何改變了？

看到甚麼？
她生活的環境中有甚麼事情會影響她？

她眼中有哪些競爭對手？她眼中的朋友又在做甚麼？

聽到甚麼？
朋友、家人和其他KOL說了甚麼會影響她思維的說話？

痛苦？
她面對著甚麼恐懼、挫折或障礙？

收獲？
她希望獲得甚麼？成功是怎麼樣的？

Boagworld 版本的同理心地圖

other influencers

has

甚麼正在佔據她的思想？

她眼中有哪些競爭對手？

她在公共場合做甚麼

她有甚麼擔憂和心願？

她眼中的朋友又在做甚麼？

她的行為如何改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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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思 維 與 感 受 —— 你 在 想 甚 麼？ 可 以 分

享 和 具 體 一 點 形 容 你 的 感 受 嗎？ 是 甚

麼令你有這樣的想法？

2 .  聽 到 甚 麼 —— 你 的 朋 友、 家 人 平 時 跟

你 說 些 甚 麼 話？ 你 還 在 聽 見 誰 在 跟 你

說話？ KOL ？社交平台上的人？

3 .  看 到 甚 麼 —— 每 天 生 活 中， 你 看 到 怎

樣 的 世 界？ 你 所 見 到 的 又 在 怎 樣 影 響

你？ 誰 ／ 甚 麼 是 你 所 喜 歡 見 到？ 又 有

誰／甚麼是你所厭惡的？

4 .  說 的 和 做 的 —— 你 平 時 是 怎 樣 說 話

的？ 口 齒 伶 俐 嗎？ 會 講 粗 口 嗎？ 你 在

人 前 人 後 的 表 現 有 否 不 同？ 原 因 是 為

甚麼呢？

5 .  有 甚 麼 痛 苦 —— 在 成 長 的 過 程 中， 你

遇 過 甚 麼 挫 折？ 最 大 的 障 礙 是 甚 麼？

有甚麼是你最憂心和恐懼呢？

6 .  想 獲 得 甚 麼 —— 如 果 有 選 擇， 你 最 希

望 得 到 的 是 甚 麼？ 夢 想 是 甚 麼？ 優 勢

在 那 裡？ 怎 樣 才 能 讓 你 覺 得 有 所 成

就？

當 你 成 功 代 入 她 的 角 色， 仔 細 了 解 她 的 痛

苦 與 期 望， 你 其 實 就 已 經 知 道 可 以 如 何 幫

助她。

這個練習可以在訪問現場中使 用 :

訪 談 時 特 別 留 意 某 些 方 面，如 透 過 聆 聽 受 訪
者平時會聽、見、說／做、想甚麼去了解她的感
受和需要。對 訪 談 經 驗 淺的青少年而言，單是
與 人傾談或觀察已經非常緊張，故可嘗試以下
方法：

1.  把同理心地圖裡的問題化成訪問問題。

2.  第一次 訪 問之後，組 員 扮 演不 同角 色 互相
訪 問：「如 果你是 那 個 人，你 會⋯⋯」多 翻
看 紀 錄 和 筆 記，以 求「答 案 」和 原 受 訪 者
吻合。

3.  到 第 二 次、第 三 次 訪 問，已 熟 習 同 理 心 地
圖 問 題 之後，組 員 就能 更自如 地把問 題 變
成自己的發問。

試 想 像 ，眼 前 有 一 個 人（ 假 設 她 是 你 的 受 眾 或 對 象 ）：在 公 共 屋 邨 樓 下 的 便 利 店 遇 到 她 ，

大 約 十 六 、 七 歲 。 頭 髮 染 成 青 綠 色 ， 戴 著 鮮 紅 色 耳 機 ， 眼 神 帶 點 神 經 質 和 憤 怒 。 她 從 雪

櫃 裡 拿 了 兩 罐 啤 酒 （ 竟 沒 被 人 阻 止 ） ， 便 狠 狠 地 往 一 個 較 少 人 的 公 園 暗 角 跑 去 ⋯ ⋯ 你 要

代 入 她 的 角 色 ， 幻 想 你 是 青 髮 少 女 。 那 麼 ：

同理心地圖練習

在訪問現場 : 聆聽，代入受訪者角色 

圖源：賽馬會創不同社會創新實驗室活動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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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多 時 候， 發 心 和 發 現 是 互 為 因 果， 不 必 拘 泥 於 步 驟 先 後， 而 且 可 以 反 覆 重 試。 走 進 社 區 是 發 現
問 題 和 痛 點 的 不 二 法 門。 社 工 可 以 把 探 索 社 區 變 成 一 個 項 目， 以 便 有 足 夠 時 間 去 深 入 和 仔 細 地 了
解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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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效「發現」問題的竅門，是「先入為主」：先有自己的想法，然後

發現「事與願違」，於是，更佳的想法才可以在思想衝突中生起和發展。

• 不 要 漫 無 目 的 地 落 區， 也 別 害 怕 帶 著 特 定 的 想 法、 觀 點、 立 場、 假

設 等 等 進 行 觀 察， 但 同 樣 要 記 著， 先 入 為 主 的 想 法 是 策 略 性 的， 要

時 常 反 覆 檢 驗 這 些 想 法 — 實 地 觀 察 和 訪 談 的 過 程， 是 否 能 夠 證 實 這

想 法？ 還 是 想 法 原 來 與 現 實 有 出 入 甚 至 衝 突？ 那 就 不 要 猶 疑， 把 它

放棄，推倒重來。

• 當 走 到 一 半 發 現 此 路 不 通， 退 一、 兩 步 重 新 檢 視， 通 常 都 會 找 到 問

題 和 正 確 的 方 向。 有 時， 找 到 一 個 問 題， 卻 無 法 繼 續 發 展， 那 就 唯

有重新退回第一步。學習放下，也是人生重要的功課。

記 著， 項 目 最 終 目 的 是 過 程 而 不 是 結 果。 在 尋 找 問 題 的 過 程 中， 多

一 點 鼓 勵 自 己 和 青 少 年 發 揮 想 像 力， 一 起 討 論 方 向。 有 時 你 可 能 要 試 幾

個議題，不用害怕失敗。有想法但保持開放和好奇，是最重要的原則。

在 一 個 社 區 文 化 科 目 的 導 修 課 裡， 同 學 要 設 計 自 己

的 社 區 觀 察 活 動。 其 中 一 隊「 長 洲 組 」 對 長 洲 太 平

清 醮 頗 有 興 趣。 在 上 網（ 事 前 資 料 搜 集 ） 過 程 中，

團 隊 發 現 太 平 清 醮 已 變 成 吸 引 遊 客 的 商 業 活 動， 與

社 區 的 關 係 越 來 越 疏 離 —— 這 是 她 們 落 區 前 的 想

法。 在 老 師 敦 促 下， 她 們 終 於 落 區， 在 活 動 中 遇 到

一 些 樂 於 跟 她 們 談 話 的 太 平 清 醮 搞 手， 才 發 現 長 洲

居 民 仍 然 很 珍 惜 自 己 的 文 化 和 信 仰 傳 統， 活 動 被 商

業 化， 其 實 也 是 能 讓 傳 統 延 續 下 去 的 方 法。 之 後，

她 們 興 高 采 烈 的 把 功 課 重 頭 再 做， 還 獲 得 不 錯 的 分

數。

圖源：星島日報報導

https://www.singtao.ca/4122541/2020-02-29/news-長洲太平清醮取消搶包山及飄色活動/?variant=zh-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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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社區

屯 門 仁 愛 堂 的 青 年 夢 工 匠 社 創 計 劃 有 一 個 很 值
得參考的經驗：

「 匠 心 仁 守 」 團 隊 最 初 的 構 想， 是 把 廢 置 木 材
製 成 傢 俬 或 將 舊 傢 俬 翻 新， 送 給 有 需 要 的 人。
他 們 有 了 想 法， 便 開 始 積 極 落 區 訪 問 街 坊， 看
看 有 誰 需 要 這 些 傢 俬。 誰 知， 他 們 訪 問 的 老 人
家 都 認 為， 子 女 都 搬 離， 要 那 麼 多 傢 俬 幹 嘛？
本 身 有 的 傢 俬 都 已 不 斷 在 丟 掉 了！ 反 而， 他 們
希 望 家 居 可 以 簡 單 一 點。 吃 了 大 檸 檬 後， 團 隊
繼 續 探 索 其 他 可 能 性， 包 括 協 助 老 街 坊 丟 傢
俱。 然 後， 他 們 最 終 發 現， 老 人 家 最 需 要 的，
其實是有人陪伴傾談。

青 年 夢 工 匠 團 隊 的 重 要 啟 示， 是 實 踐 設 計 思 維
之 前， 一 定 要 與 潛 在 用 家 溝 通， 去 發 現 真 正 的
問 題， 切 忌 在 未 能 精 準 定 義 問 題 前 已 開 始 行
動， 以 至 命 題 流 於 表 面 或 太 高 層 次 而 無 法 導 向
真 正 解 決 ／ 反 映 問 題 的 方 案。 重 複 步 驟 是 很 普
通 的 事。 此 外， 一 個 現 象 背 後 可 能 反 映 著 無 數
不同層次、絲縷交纏的「問題」（見 P.28「鹽
里洞環境改造的四發曲」）。

因 此， 親 身 了 解 社 區 ／ 想 幫 助 的 對 像， 是 必 不
可少的步驟。

觀察和採訪社區，最重要的關鍵詞是靈活應
變，然而，能夠靈活應變，往往是建基於事
前的準備功夫。

落區的重要性

社區是甚麼？
以地 理的區域劃分，泛指一般 居住的範圍，例如是 港、

九、新界 18 區。再 細分 一點，是 以 地 鐵 站或 屋邨／屋

苑 為 坐 標，如 美 孚、大 興 邨，甚 至 細 如自己 居 住 的 左

鄰右里。

「社 區 」又 指 有 相 同 問 題、興 趣、理 念，或 相 近 背 景

等 等 的 社群，如 少 數 族 裔、新 移民 家 庭、殘 障人 士、

性小眾等等。

以地 理劃分的社區裡面包含很多層次的組 成：

• 人口結 構：在 社 區 裡 居 住 ／工作 的 是 甚 麼 人？性

別、年齡、階層、族群／移民、關係、特 殊背景 ( 無

家者 )⋯⋯

• 地 理內容：城中位 置、構 築 物 ( 樓 宇 道 路天橋 商

場等 )、空間、動植物、街具⋯⋯

• 歷 史故事：開發／發展 史、集體 經 歷、都 市傳說、

鬼故⋯⋯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38526302896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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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落區的準備

其他觀察方法
• 觀察空間較容易，但如果想探索的不是實體

空間而是社群，就要「參與式」：訪談和參

與做義工，認識社群的特質和需要，也是可

行的途徑。

• 如有機會家訪，請觀察對方的生活環境和了

解他們的日常生活習慣啊。

• 非空間性的接觸，對以藝術方式來尋找解決

方案或反映問題非常有用。

「三元」空間觀察法

1 .  在 落 區 前 最 好 做 足 資 料 搜 集， 令 自 己 有 能

夠支撐命題的初步看法。

2.  偷 聽 與 搭 訕： 不 要 害 怕 與 街 坊 搭 訕， 他 們

通 常 比 想 像 中 友 善， 並 有 機 會 提 供 大 量 意

想不到的資訊。如果初時害羞怕尷尬，「偷

聽」也是了解社區一個很有效的方法。

3.  利 用 不 同 角 度 去 觀 察 社 區， 尤 其 是 社 區 設

施。

4.  不 要 害 怕 有 先 入 為 主 的 想 法。 你 必 須 就 整

個 題 目 建 立 觀 點， 才 能 找 到 問 題 和 方 向。

但 要 抱 持 開 放 態 度。 觀 點 和 問 題 可 以 透 過

之後驗證而調整。

空間觀察是最容易發掘問題的方法，例如：

• 公共空間是如何被設計、管理和使用？

• 觀 察空間的設 計、人 ／動 物 如 何使 用或 被 這
些設計限制？

• 誰在管理這空間？

• 管理者背後是其麼思維？

都有助你及年青人尋找問題。

使用

管理環境或設計

「
三
元
」

空
間觀
察法

觀 察 公 共 廁 所 的 設 計 和 使 用， 就 會 發 現 性 別 資 源 分 配 不 公
的問題（攝影：甘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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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問題
人很容易受自己的經驗限制：你知道你知道甚

麼，你也知道你不知道甚麼，但你如何能知道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甚麼？ 

(You know what you know, you know what you do 

not know, you don't know what you do not know) 

「問問題」可以跳出這限制：問到對的問題，

才會得到答案；問到好的問題，就已解答了一

半難題。

在觀察和訪談中，你要不斷重覆地問 2 種問題：

• 問 自 己 why?  點 解 我 要 做 這 件 事？ 我 想 幫

甚 麼 人 處 理 或 反 映 甚 麼 問 題？ 面 對 這 樣 的

處 境， 我 們 可 以 點 樣 做 (how m igh t  

we) ？ 我 應 該 與 誰 對 話、 合 作？ 這 是 問 自

己的問題＝帶領小組思考方向的問題。

• 為訪問而預備的問題。

在創不同協作的社會創新實驗室 (social lab) 項目，年青人為了解

街坊如何選擇去那個街市買餸以及整體購物習慣，在得到街坊同

意下，「影隨」兩位婦女半天。這個體驗，讓年青人更了解街坊

的需要，以及現時街市的不足。

訪問小技巧
1 .  要 建 立 同 理 心， 訪 問 最 重 要 的 技 巧 是「 聆

聽」：主動聆聽然後基於所聽的接著問下去。

2.  訪問問題：先擬定 5-10 條「種子問題」，越

多 種 子 代 表 思 考 越 全 面 —— 但 臨 場 發 問 時，

不 等 於 這 些 問 題 都 適 用， 因 此， 試 把 問 題 盡

量寫得開放，並靠聆聽來繼續發問。

3.  開 放 性 的 問 題 可 包 括 受 訪 者 的 個 人 經 驗、 生

活 中 面 對 的 問 題、 想 法 和 感 受。 問 得 越 深 入

越 好， 偶 然「 八 卦 」 一 下， 令 對 話 輕 鬆 點，

當然也要注意受訪者的私隱。

4.  除 了 在 需 要 確 認 時 問 一 些 只 會 得 到「 是、 否

／ 有、 無 」 答 案 的 問 題（ 你 剛 才 是 不 是 這 樣

說？）， 其 餘 時 間 要 保 持 開 放 性（ 你 可 以 講

多 一 點 你 的 感 受 嗎？）。 一 般 被 訪 者 很 喜 歡

具 引 導 性 的 問 題， 做 訪 問 時 可 套 用 被 訪 者 的

話， 而 小 心 避 免 加 了 自 己 的 意 見（ 剛 才 提 到

某某，你覺得甚樣呢？）。

5.  開 放 發 問 的 同 時 也 要 圍 繞 主 題。 但 有 時 當 街

坊 硬 要 談 及「 題 外 話 」， 那 就 是 你 有 可 能 找

到「真痛點」的時機了。

6.  留 意 身 體 語 言 和 弦 外 之 音， 尤 甚 在 一 些 肢 體

語 言 與 言 詞 看 似 矛 盾 時， 就 要 深 入 探 問。 甚

至 在 受 訪 者 同 意 下， 花 時 間 去「 影 隨 」

(shadowing)， 跟 著 受 訪 者 在 社 區 的 足 跡，

觀察他的生活。

7.  可 以 的 話， 要 求 受 訪 者 批 准 錄 音 和 拍 照， 或

攝錄整個過程。

解拆誤區
青 少 年 的 個 人 成 長 必 然 是 要 與 社 會 建 立 關 係。

有 時 候， 成 年 人 會 認 為 青 少 年 的 興 趣 和 關 注 會

較 為 狹 窄 或 自 我， 例 如 只 想 設 計 自 己 的 玩 具，

不關心社會。

其 實， 青 少 年 的 關 注 一 樣 有 其 社 會 面 向， 社 工

在 這 方 面 的 角 色 是 引 導 青 少 年 超 越 個 人， 發 心

社區／社會。

例如：有些青少年喜歡玩 Cosp lay 或街車（改

裝 單 車 ）， 這 些 對 超 現 實 的 愛 好， 卻 經 常 會 遇

上 現 實 的 空 間 管 理 問 題， 以 及 不 少 人 的 誤 解。

社 工 和 愛 好 者 可 試 試 設 計 一 個 計 劃， 一 方 面 協

助 青 少 年 了 解 公 共 空 間 設 計、 管 理 和 法 例， 另

方 面 建 立 同 理 心， 嘗 試 溝 通、 消 除 誤 解， 達 至

多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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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了發心和發現的過程，小組應該 對計劃的目的／初心和想處理的議題或問題有了相當清晰的掌握。
從發現進入發想的階段，是決 定命題和介入的關鍵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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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題 ( p r o b l e m  s t a t e m e n t ) ： 定 義 問 題 ， 是 經 反

覆 討 論 後 ， 小 組 認 為 最 想 處 理 ， 而 現 實 上 又 能 夠 處

理 的 主 題 。

我 們 都 知 道 ， 有 些 問 題 是 需 要 透 過 制 度 性 的 改 變 才

能 得 到 解 決 ， 但 那 可 能 需 要 很 長 的 時 間 。

因 此 ， 青 成 同 行 的 命 題 需 要 顧 及 可 行 性 ， 以 及 在 特

定 的 時 間 框 架 下 能 否 完 成 雛 型 和 測 試 。

命 題 主 導 著 計 劃 往 後 介 入 的 方 向 。 對 的 命 題 本 身 已

包 含 解 決 方 案 、 指 向 對 的 介 入 ， 而 錯 或 粗 疏 的 命 題

往 往 會 令 計 劃 徒 勞 無 功 。

決 定 命 題 後 ， 依 據 命 題 構 想 介 入 方 式 ： 解 決 方 法 和

方 案 — — H o w  M i g h t  W E ?  我 們 可 以 點 做 ？ 在 這

裡 ， W E 是 重 點 ， 不 是 政 府 要 怎 樣 做 、 不 是 制 度 要

怎 樣 改 變 ， 而 是 「 我 們 」 ， 是 社 工 和 青 年 同 行 ， 在

諸 多 限 制 和 極 有 限 的 資 源 下 ， 可 以 怎 樣 成 為 一 塊 改

變 的 拼 圖 ？

因 此 ， 在 青 創 社 區 系 列 中 ， 發 想 的 宗 旨 是 了 解 大 問

題 ， 然 後 設 計 走 出 一 小 步 。 以 下 是 一 個 透 過 橫 向 連

繫 和 共 享 資 源 的 原 則 來 發 想 的 個 案 。

定義問題：我們如何可以令學校的入口感覺更吸引和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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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A N A 在 初 創 時 期 ， 是 一 個 小 步 啟 始 的  H o w  

M i g h t  W e 。

2 0 1 2 年 底 ， N A N A  創 辦 人  K a t i e  H a r r i s  利 用 倫

敦 C l a p t o n 一 間 本 地 酒 吧 的 落 場 時 間 開 設 p o p  u p  

c a f é ， 招 募 年 過 6 0 的 婦 女 義 工 ， 用 酒 吧 的 廚 房 和

空 間 為 社 區 製 作 懷 舊 家 常 小 食 和 咖 啡 茶 。

K a t i e  發 想 N A N A 之 初 心 ，是 看 到 了 一 個 大 問 題：

在 社 區 裡 ， 有 很 多 孤 獨 的 長 者 。 調 查 指 ， 孤 獨 會 令

死 亡 率 比 一 般 人 高 2 6 % 。

作 為 年 輕 設 計 師 ， 她 的 「 發 心 」 ， 是 走 出 一 小 步 ，

特 別 是 幫 助 婦 女 長 者 。

她 的 「 發 現 」 ， 是 很 多 婆 婆 都 有 其 拿 手 廚 藝 ， 特 別

是 家 常 糕 餅 ， 而 她 和 同 齡 朋 友 ， 都 很 懷 念 自 家 社 區

那 種 具 「 滋 潤 特 質 」 的 空 間 ， 可 是 ， 在 租 金 昂 貴 的

倫 敦 ， 那 裡 有 空 間 和 資 源 ？

她 的 「 發 想 」  ( H o w  M i g h t  W E ? ) ， 是 「 我 們 如 何

找 到 空 間 或 資 源 共 享 ， 讓 婦 女 長 者 重 返 社 區 並 作 出

貢 獻 ？ 」 在 社 區 的 觀 察 ， 令 她 生 起 一 個 念 頭 ： 在

h a p p y  h o u r 前 的 酒 吧 是 個 閒 置 空 間 ， 有 機 會 遊 說

酒 吧 與 她 腦 海 裡 的 n a n a  c a f e 作 空 間 共 享 嗎 ？

結 果 ， 第 一 代 的 N a n a  C a f é  成 為 C l a p t o n  街 坊

凝 聚 的 據 點 ， 還 吸 引 了 不 少 年 輕 媽 媽 顧 客 ， 理 由 很

簡 單 ： 那 裡 可 以 放 置 嬰 兒 手 推 車 ， 有 優 質 而 低 價 的

食 物 ， 她 們 可 以 放 心 給 嬰 兒 哺 乳 ， 處 理 孩 童 對 經 驗

豐 富 的 n a n a 來 說 也 毫 無 難 度 。

事例解說

NANA咖啡館
落 場 時 間 的 酒 吧 空 間 + 退 休 婦 女 的 歷 練 與 技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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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和思考練習

• 在 街 角 公 園 呆 坐 的 長 者 會 是 社 區 歷 史 辭 典

嗎？

• 投閒置散的人有可能參與社區綠化嗎？

• 拾荒者能變成環保先鋒嗎？

• 小店有可能成為社區聯絡站嗎？

• 無 人 行 的 行 人 隧 道 或 天 橋 有 機 會 成 為 社 區

歷史走廊或回收暨物資交換站嗎？

• 過 度 發 展 的 社 區 空 間 能 為 社 區 舞 台 或 寵 物

公園嗎？

• 廢 置 或 限 時 的 巴 士 站 可 以 成 為 兒 童 遊 樂 設

施甚至單車場嗎？

橫 向 連 繫 需 要 的 是 觀 察 力 和 聯 想 力。 那 麼， 你

和 組 員 在 經 過 了 發 心 和 發 現 的 過 程， 你 看 到 社

區 和 不 同 的 人 有 甚 麼 痛 點？ 而 同 時， 社 區 裡 又

有 甚 麼 可 以 動 用 而 沒 有 動 用 的 人 力、 物 質 和 空

間資源？例如：

相爭不足，共享有餘，

是發想的大方向之一。

N A N A 例 子 的 其 中 一 個 重 點 ， 是 有 效 地 利 用 現 有

的 閒 置 資 源 ， 無 論 是 時 間 和 空 間 的 共 享 （ 酒 吧 未 開

門 營 業 的 時 間 ） 、 人 力 的 善 用 （ 退 休 獨 居 年 長 婦

女 ） 、 物 質 材 料 （ 家 常 食 物 ） 作 出 適 應 和 調 整 、 改

良 、 活 化 再 利 用 等 等 ， 意 想 不 到 地 創 造 實 用 而 又 幫

到 人 的 計 劃 。

紅磡碼頭巴士總 站搬 遷 後，街 坊「自然」形成的單 車徑 

（攝影：甘 甘）

街坊把晚上的交通交匯處變身成竉物公園 

（攝影：甘甘）

青銀共融的社會創新計劃，正在不同城市以不同面貌的實

驗中，效果相得益彰。

（圖為澳洲廣播公司策劃的「四歲護老院」真人 show）

暖心街店讓無家者有尊嚴地選擇二手衣服和鞋

不是垃圾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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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想 的 過 程 中 ， 最 令 人 苦 惱 的 除 了 命 題 ，

可 能 就 是 「 創 意 」 ， 從 青 少 年 到 社 工 ， 大

家 都 覺 得 自 己 「 沒 有 創 意 」 ， 不 知 怎 樣 才

能 想 到 創 意 的 解 決 方 法 。

首 先 ， 日 常 生 活 其 實 充 塞 著 無 數 的 微 小 創

意 ， 否 則 我 們 又 怎 能 應 付 日 新 月 異 的 改

變 ？ 創 意 不 等 如 天 馬 行 空 ， 很 多 時 候 是 把

眼 前 的 東 西 作 出 微 調 和 整 合 。

有 研 究 指 出 ， 人 的 腦 袋 在 放 空 時 最 容 易 產

生 創 意 ， 亦 有 腦 震 盪 的 方 法 ， 可 讓 小 組 成

員 保 持 輕 鬆 和 自 信 進 行 構 想 。 方 法 很 多 ，

最 重 要 是 社 工 和 促 導 者  ( f a c i l i t a t o r ) 在 過

程 中 不 要 批 評 ，也 不 要 先 評 估 構 想 的 可 行 。

促 導 者 亦 可 提 出 一 些 提 案 競 賽 ， 以 激 勵 組

員 提 出 大 量 點 子 。

創意思考法 SCAMPER 歸納下來有 2 個重點：

方向一，是把原有的東西／程序／人物取代、替代或

改 良、 重 新 整 合、 調 整 和 重 新 排 列， 作 出 適 應、 活 化

再利用、升級再造之類的發明方向 ;

二， 是「 斷 捨 離 」，less is more， 把 已 沒 有 作 用 或

變成阻礙的東西、程序和人物刪減 ;

其實，發想及腦震盪的方法很多，更關鍵的是同行和

協作的心態。社工與青年建立信任，鼓勵不怕失敗的

精神，從旁協助，想到有可能的點子就去嘗試實踐和

測試。

由「 發 想 」 至「 發 動 」， 不 是 線 性 的， 而 是 反 覆 的：

前 路 不 通， 就 要 從 頭 來 過。「 發 想 」 過 程 不 宜 太 長，

只坐在中心腦震盪，不會令社區得到改善。盡快由發

想 跳 入 發 動， 之 後 覺 得 需 要 改 良， 再 回 到 發 想， 發 動

2.0 升 級 版； 如 此 類 推， 才 是 整 個 以 人 為 本 設 計 思 維

的核心精神。

消除

解構創意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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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清晰，掌握實況，找對命題，想到方法，是發動的時候了——踩油門，勇往直前，
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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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a m e s  D y s o n  在 第 一 台  D y s o n  吸 塵 機 推 出 市 面

之 前 ， 總 共 做 了 幾 多 個 原 型  ( p r o t o t y p e )  ？ 答 案

是 5 , 1 2 7 個  ( 註 ： 經 過 幾 代 的 設 計 演 化 ， 現 時 已 有

近 萬 個 原 型 ) 。

哈 利 波 特 的 作 者  J .  K .  R o w l i n g  雖 已 花 了 幾 年 時

間 完 整 構 思 七 冊 的 故 事 ， 但 到 真 正 落 筆 寫 第 一 集 的

第 一 章 ， 她 總 共 丟 棄 了 1 5 個 草 稿 。 更 不 要 說 她 被

1 2 間 出 版 社 拒 諸 門 外 。

這 兩 個 例 子 可 能 未 必 完 全 對 應 青 創 社 區 的 精 神 ， 但

那 種 「 永 遠 不 會 有 最 好 的 構 想 ， 要 不 斷 改 良 、 重 複

再 試 」 的 挑 戰 ， 卻 是 一 樣 的 。 挑 戰 來 自 多 方 面 ， 除

了 產 品 ／ 作 品 本 身 ， 落 實 時 必 與 構 想 有 所 落 差 ， 更

重 要 是 對 象 用 家 可 能 覺 得 「 難 用 ／ 不 實 用 ／ 醜

樣 」 ， 而 有 關 部 門 ， 如 房 署 、 管 理 公 司 等 可 能 會 來

「 滋 擾 」 。 因 此 ， 大 量 的 溝 通 與 測 試 、 產 品 改 良 ，

甚 至 改 變 方 向 都 是 必 須 的 過 程 。 正 如 海 明 威 曾 有 一

句 名 言 ： 「 任 何 第 一 稿 都 是 垃 圾 。 」
或許可以這樣想：發動就如賽車。車手需要在賽道上繞十

個圈才能到達終點。賽道只有一條，但車手會在繞圈的過

程中不斷改良策略與技術，同時應付每一個圈外在發生的

不同情況。

Dyson 吸塵機在不同階段的 Proto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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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圈 
發心、發現、發想 —— 把點連成線

第2-3圈
發動之初 面對逆境慢慢強壯起來

《 妳想 煮意》創 辦人丁丁很富企 業 家精神，大學

還未畢業，就開始投 入社會創新。她觀察到很多

家庭主婦因為要照 顧家庭，時間難以遷就，無法

就業；與 此同時，很多在職家庭 沒有機會 食住家

飯，也是個普遍的社會問題。於是，丁丁想到要將

二者的需要配對，讓家庭主婦以彈性的時間為在

職家庭代買餸 — —之後發現無飯家庭更需要的，

是有人幫忙預備餸包並且送 上門，發展的方向一

變再變，直至 成型。於是，《妳想煮意》就變 成了

一個集飲食、電子商貿和運輸於一身的社創小組

織。

第4,5,6,7圈
不斷發現 不斷測試改良

「有很多人說，當你回望自己最初的產品，如不覺

得尷尬，那代表你開始得太遲。」 《妳想煮意》

從 logo 到包裝到產品內容，中間經過無數模型

測試 (prototyping) 的階段。例如最初包裝食品

的是一般的紙袋和紙碟（很不專業啊），收集回

饋之後，才慢慢轉成現在的紙飯盒。在最初的構

想裡，妳想煮意的餸包會由家庭主婦製作，聘用

對象是三、四十歲，有就學子女，出來幫補家計的

婦女，返「師奶更」。結果，原來有一半員工都是

子女已成年的退休婦女，她們煮得一手好餸，欠

缺人欣賞，生活在苦悶中。於是，妳想煮意便成了

她們發揮經驗，傳授處理食材獨門技巧的場所。

初創的路順利，丁丁贏得 社 企比賽的種子資金，

受到很多人的支持和鼓勵，一切看去都非常美好。

然而，到真正實踐，丁丁形容，那就像身處一條 漆

黑的隧道裡，盡頭處就是光明（如社會使命、理想

等），外面又有很多人為你打氣，問題 是，走在那

條路上，其實只有自己，亦不知道何日才會到達光

明。

從申請牌照、尋 找共享廚房、拍 檔突然 離世⋯⋯

遇 到無 數 逆 境，可幸身邊有不少導師的協助，崩

潰過後繼續堅持，終於慢慢習慣不斷迎頭的打擊，

逐漸強壯起來。

由初期的紙袋包裝，經改良後變成現時的保溫袋設計

事例解說

在挫折中不斷繞圈改良的過程
妳 想 煮 意 的 創 業 道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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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圈 (以及未來的更多圈)
  —— 終點是另一個圈的起點

丁 丁 強 調， 社 會 創 新 和 創 業 要 好 玩。 方 法 是 把

很大的目標或問題 breakdown 變成很多小步，

例 如 是 一 個 星 期 內 可 以 完 成 處 理 的 小 目 標。 例

如 大 家 一 起 學 一 樣 新 東 西 或 試 一 個 新 想 法， 無

論 成 功 與 否 都 能 很 快 見 到 效 果， 便 可 以 立 刻 作

出 調 整 和 改 進。 這 目 標 可 能 會 有 少 少 難 度， 但

又 不 是 大 到 無 法 做 到。 那 麼， 在 很 短 時 間， 團

隊 便 可 以 一 同 成 長， 這 便 是 動 力 來 源。 問 題 永

遠 不 會 完 結， 但 每 次 用 一 星 期 時 間 集 中 處 理 一

件 事， 可 減 少 擔 心。 因 此， 訂 定 優 先 次 序 的 能

力很重要。

社創人丁丁給年輕人的忠告

創新和創業頭三年最難過，很多人都堅

持不到，因此要求高度的正面心態：例

如不間斷自我增值、裝備自己。主動積

極，多留意網上和身邊（學校、業界）

提供的資源，多問問題，浸淫在環境中

捕捉時機。

無限次的失敗，就當成經驗累積，而社

工作為同行者，更應支持、聆聽甚至與

年輕人一起實踐。

丁丁強調，「敏捷」(agi le) 非常重要，不是想

到 很 完 美 才 去 發 動， 而 是 邊 做 邊 學。 她 引 用 快

速學習模式：build,  measure,  learn，不斷建

立新模型，給客人嚐試，調較味道和食材比例，

快 速 計 算 成 本。 在 始 創 之 初， 丁 丁 經 過 了 很 多

次 的 改 變， 才 能 釐 定 餸 包 的 價 錢， 不 令 公 司 蝕

錢。 另 一 個 例 子 是 物 流： 有 了 自 己 的 工 場， 團

隊 開 始 親 身 試 不 同 方 式 的 送 貨， 理 解 物 流 運 輸

之間的實境細節，以便日後製訂合理的時間表、

路 線 圖 和 給 送 貨 者 的 指 引 等， 這 是 碰 過 無 數 次

釘 之 後 才 獲 得 的 知 識。 小 企 業 沒 有 錢 做 lab 

test， 團 隊 便 用 自 己 做「 人 體 試 驗 」， 了 解 餸

包 的 保 溫 情 況， 不 同 包 裝 和 保 存 方 法 影 響 下 的

最佳保存時間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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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後 要 分 享 一 個 與 之 前 個 人 層 面 發 心 發 動 有 所

不 同 的 案 例 。 這 是 一 個 由 首 爾 市 政 府 帶 頭 ， 自

上 而 下 的 環 境 改 造 計 劃 ， 然 而 ， 它 非 常 強 調 協

作 關 係 ，由 一 開 始 已 確 立 了 市 民 、政 府 、商 界 、

學 者 的 伙 伴 關 係 ， 令 社 區 改 造 成 為 一 個 由 下 而

上 的 協 作 過 程 。

2 0 1 2 年 底 ， 首 爾 市 政 府 開 啟 了 一 個 非 一 般 的 過

程 和 方 法 ，去 改 善 首 爾 舊 社 區 嚴 重 的 治 安 問 題 ，

而 其 中 一 個 最 令 人 注 目 的 例 子 ， 就 是 鹽 里 洞 的

「 健 身 徑 」 。 當 年 4 月 ， 首 爾 一 住 宅 區 發 生 了

一 宗 駭 人 聽 聞 的 深 夜 殺 人 碎 屍 案 ， 令 政 府 非 常

關 注 事 件 。

對 於 任 何 大 城 市 來 說 ，治 安 問 題 都 是 重 大 挑 戰 。

一 般 的 做 法 都 是 加 強 警 力 、 增 加 照 明 、 設 立 閉

路 電 視 等 等 。 然 而 ， 時 任 首 爾 市 長 朴 元 淳 是 位

社 會 創 新 者 ，在 他 主 政 下 ，市 政 府 相 信「 環 境 」

是 社 區 治 安 問 題 的 根 源 ， 只 有 改 造 環 境 才 能 真

正 防 止 罪 案 。

事例解說

鹽里洞環境改造的四發曲

分析

經過改造之後，鹽里洞的罪案率不但大大降低，還成了文青

的新聖地。士紳化無可避免發生，卻是緩慢而有機。

過程中還有最關鍵的 命題和介入。當市政 府開始問我們如

何以社區環境改造防止罪案？問 How Might We 的時候，

其實答案已經出現了。

最後，Seoul Solut ion 的總結是：建立社區精神才是計劃

成功的最關鍵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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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鹽 里 洞 環 境 改 造 的 案 例 中 ， 到 處 彰 顯 了 社 區 為 本 設 計 思 維

的 身 影 。 多 數 城 市 管 理 者 都 會 採 取 治 標 不 治 本 的 方 法 去 打 擊

罪 案 ，但 亦 有 另 一 個 極 端 的 想 法 ，就 是 以「 社 區 更 新 」為 名 ，

夷 平 貧 窮 髒 亂 的 舊 社 區 進 行 士 紳 化 ， 換 上 門 禁 森 嚴 的 中 產 社

區 ， 那 就 「 徹 底 」 解 決 了 社 區 問 題 。 首 爾 市 政 府 卻 是 不 走 極

端 ，選 擇 了 一 條 三 方 合 作 的 創 新 路 ，在 加 強 警 力 、增 加 照 明 、

強 化 閉 路 電 視 以 外 ， 引 用 了 英 國 的 「 以 環 境 設 計 防 止 罪 案  

C r i m e  P r e v e n t i o n  T h r o u g h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D e s i g n  

P r o j e c t  」 的 方 法 ， 成 立 S e o u l  S o l u t i o n 團 隊 作 為 執 行 單

位 ， 去 處 理 社 區 治 安 問 題 。

在 改 造 鹽 里 洞 的 過 程 中 ，團 隊 先 與 社 區 成 員 ，包 括 居 民 、
社 區 組 織 和 地 區 政 府 多 次 面 談 ， 並 進 行 了 兩 次 成 員 大
會 。 當 區 的 教 會 、 學 校 和 商 店 都 樂 意 共 享 自 己 的 資 源 ，
讓 執 行 單 位 順 利 收 集 街 坊 的 意 見 想 法 。

團 隊 充 分 理 解 和 掌 握 鹽 里 洞 社 區 的 問 題 和 實 地 狀 況 現 狀
之 後 ， 進 行 各 種 分 析 ， 通 過 環 境 設 計 師 、 防 止 罪 行 專 家
和 社 區 成 員 的 參 與 協 作 ， 提 出 解 決 方 案 。 方 案 是 把 貫 穿
小 區 的 一 條 1 . 7 公 里 的 狹 窄 山 路 ， 改 裝 成 一 條 以 鮮 黃 色
為 主 調 的 循 環 健 身 徑 ， 加 強 照 明 、 標 籤 房 屋 以 便 救 求 時
知 道 自 己 的 位 置 ， 並 商 議 了 六 處 居 民 自 發 提 供 的 安 全
屋 。

在 獲 得 街 坊 同 意 的 情 況 下 ， S e o u l  S o l u t i o n 開 始 落 實

解 決 方 案 ， 構 建 設 計 功 能 ， 同 時 作 出 效 果 評 估 和 收 集 反

饋 意 見 。 新 方 案 亦 改 善 了 原 有 的 救 命 鐘 和 閉 路 電 視 設

置 ，加 強 教 育 ，在 電 話 亭 和 便 利 店 增 加 安 全 屋 功 能 等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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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 : 當成年人慨嘆社會急 促 變 遷，無 法了解年青人的想 法 時，其實年青人也在 迷惘自己的所想

和所 需。我們實在需要一些有效 方法，去讓年青人與 成年 打 破猜忌和對立，建 立 正 面伙伴關係，並做

到相互培力與 充 權。

本 教 材套是由流 動共學 (M o b i l e  C o l e a r n i n g)* 為青 創 社區系列編輯撰 寫的 促導 技 巧方法 及

竅門，對 象 是青 年工作 者和有經 驗的青 年服務 使 用者。

使 用本 教材套的要點：本 教 材套 最 大強調 在 於「公平 參 與」，適 用於聆 聽和表 達 想 法、意 見，透

過討 論、紀 錄 和即時分析來 處 理議 題，當中一些 活動鼓 勵 參 與 者提出訴求和建 議，可用作服務 提 供

者 ( 社 工和青少年 義 工 ) 與 服務 對 象（如 社區長者）進行溝通 的發 現之 旅，亦可用在協助青少年 義

工的腦振 盪 和 發想過 程。以下部分，以 I I I 和 I V 兩個 部分至 為重 要，因為 在 選擇採 用哪一 個 遊 戲 之前，

使 用者必 須了解工作 坊的目的和調較 對成 果的期望。

* 流動共學 ( 社區 ) 課室嘗試 建 立一個鼓 勵民 眾共學的平台，轉化考試 主導 和消費主義的被 動式 教育，把主動的、帶公

共性的學習看作為 社會轉變過程的重要組 成部份，希望 透 過理 解學習者在特定的歷 史時刻和社會環境下的生 活所需和情感關

注，使教 與學的內容和過程學習者的生命歷程相關。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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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導 技 巧  （f a c i l i t a t i o n）是 透 過 活動及 流程設計，讓參加者在安 全 舒 適的空間內，於有限時

間中以公平 參與 原則，就 所 需討 論的議 題，聚焦 地發 表意 見及認 真 聆 聽。在 活動的過 程中，參加者的

意 見不僅能 被有系 統 地 記 錄及 進行即時的分析，亦能對參 與 者希望 處 理的議 題，由廣 至 深 地 積 累討

論的成 果，以 達 到 議 題探 索、互相 聆 聽、理 解差 異甚至 是 建 立 共識 的目標。一 般而言，促導 技 巧尤其

適 用於 鼓 勵服務 受眾積極 提出訴求和建 議、收 集公眾意 見及 ／或 建 立 共識，以 至協助由下而上的參

與式 活動 策 劃。

以下為促導 技 巧的一些基 本原則、流程 與 活動設計 建 議：

I 關於促導技巧

II 促導技巧的四大基本原則及價值

積極聆聽原則 

Ac t ive  L is t en ing

為達到有效及具建設性的溝通，

「促導設計」經常會使用輪 流發

言、聆聽契約 1、提出澄 清性質

的問題、對話整理及匯報等技巧

來鼓 勵參加者積極聆聽，以達

至互相了解。

公平參與原則  E qua l  Pa r t ic ipat ion
促 導 十 分 重 視 營 造 安全、舒 適 及公平參與的環境，讓參加者在有限時間內發表意見及進行聚焦討論， 故「 促 導 設 計 」 大 多 會 刻意 運 用 發 言 ／ 互 動 規 則（ 如 設定 發 言 時 間、 發 言 次 數、 何 時與 誰 及 與 多 少 位 參 加 者 使 用 甚麼 形 式 的 互 動 等 ）， 以 增 加 不同 參 加 者 之 間 的 公 平 互 動 及 交流機會。

聚焦討論 
Focused  D iscuss ion

為 免 令 討 論 變 得 零 散 或 失 焦，「 促 導

設 計 」 會 刻 意 鋪 排 討 論 內 容 的 進 程，

以 貫 穿 工 作 坊 要 討 論 的 議 題。 設 計 者

經 常 會 把 一 個 大 議 題 分割，細 緻 化 為

一 系 列 不 同 層 次、 不 同 程 度 的 問 題，

並 在 工 作 坊 中 以 遞 進 的 方 式， 環 環 相

扣 地 開 展 討 論。 何 時（ 及 如 何 ） 運 用

開 放 式 的 腦 震 盪（Bra ins to rm ing）

活 動 收 集 廣 泛 的 意 見， 何 時（ 及 如

何 ） 把 零 散 回 應 歸 類 並 促 進 更 深 入 的

提 問， 何 時（ 及 如 何 ） 按 歸 類 讓 參 加

者 排 序 及 定 下 優 次 並 達 成 共 識， 也 是

促 導 設 計 者 需 要 考 慮 及 令 討 論 變 得 聚

焦的重要技巧。

多元表達方式  

Diverse  E x pr ess ion

為 使 表 達 能 力 不 同 的 參加 者亦 能

參 與 討 論，「促 導 設 計」會 運 用文

字及或非文字媒介（如圖畫 ／圖片

／概 念圖 ／口頭 發言／身體 表 態 ／

互 聯 網 即 時互 動工具
2）讓 參加 者

以自己感到舒適的方法表達，必要

時亦會運用視覺輔助工具（V isua l  

A id）如 Memo pad 及 大 字 報
3

式 的 即 時 聆 聽 紀 錄，作 為 輔 助 討

論工具，以降低門檻、鼓 勵參與。

1
在 活動初期 介紹三個 基 本 聆 聽原則 : 

i )  聆 聽時 保持笑容 ;

i i ) 運 動肢體語言表 達出積極 聆 聽（如眼神 接觸／點頭 ／寫筆記）

i i i ) 保持安靜 不 插嘴

2
常用的互聯網即時互動工具包括 :m e n t i m e te r,  k a h o o t 等

３
以 大字報式 即時重 點 記 錄參加者 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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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 坊的目標及 預 期 成效？（例如初次意 見 收 集？深 化 或高階討 論？共識 建 立？）

•  參 與 人 數 及 組 成？（參加者人 數 多寡是會影 響 活動 選取，而參加者 背景 :  

如年齡 — 是否相 近，又或 是否已認 識，亦會影 響 活動內容的設計）

•  應如 何設計 熱身 遊 戲，以 達破 冰、促 進 互相 認 識、進 入話題 之 效  ？

•  場地 是否 合適 — —可運 用之 牆壁、白板，以 至可使 用之空間作 動態 活動？

•  如 何清晰 地發出活動（包括 遊 戲）的指 令 — 例如利用 p p t、印刷品？

•  如 何平 衡 靜態與 動態 之環 節？如 何善用視覺效 果  ( V i s u a l i z e) 及視覺輔助工具？

•  如 何注 入 知 性的 促導（I n t e l l e c t u a l  f a c i l i t a t i o n）— — 例如 促導 者如 何準 備就參 與 者 發

表的 觀 點，提出有助 參 與 者反 思和深 化討 論的問題？

一 般促導工作 坊的設計，包括以下的四個 基 本步 驟 :

1.  擬 定 活動目標及工作 坊希望 達 到的經 驗 (ex p e r i e n t i a l ) 與 實 用  ( p r a c t i c a l ) 成 果  

(o u t c o m e)：在 決 定工作 坊的安排前，主 辦團體可先與促導 者 進行溝通 4，並 ／或 透 過工作

坊 前問卷 ( p r e - w o r k s h o p  s u r v e y )  ，以 釐 清活動主 辦方和 參 與 者的期望，從而訂定工作

坊目標及 其預設的經 驗與 實 用成 果 5。

2.  因應 工作 坊目標及 其預設的經 驗與 實 用成 果，透 過 與 主 辦方 商討，擬 定討 論之焦 點 議 題

3 .  因應焦 點 議 題的細 緻化 和遞 進討 論的可能性，設計工作 坊的具體 流程

4 .  準 備 相關的場地、設 施、促導工具，於現 場執行時因應 互 動的狀 態調節原初的設計

III 設計時需要思考的一些基本問題

IV 設計促導工作流程及步驟

4 編 按：「主 辦團體 」在 這 裡 是指 需要促導 工作 坊去 處 理 某 些問題 的一方，「促導 者」是指 設 計 和主 持工作 坊 的一方。在青少

年中心 的 場 境裡，這 兩個角色都會有點 流 動 性。例如，青少 年對某 些 議 題 感 到 迷 惘，社 工可扮演促導 者，先與一、兩個 善於

溝 通 的青少 年 進 行初步了解，或 給 願 意參 與工作 坊 的青少 年設 計 一 份問 卷，大 致掌握 情 況，然後才 決 定 用哪一種 促導方法會

更有 效。你亦可找出更 適 合自己的方法，探 聽 對 象群 體的初步想 法，重 點 是 要掌握 情 況 才 好 行動，避 免 對 象群 體 反 彈。

5 編 按：當「主 辦團體 」是 一 個 成年人機 構，初步 溝 通 是 要了解 機 構 成員和 基 本 權力架 構、特 殊 情 況 和期 望等，一 般 的問 卷 內

容通常包括：

1)  目前工作 和生 活中面 對 的 最 大 挑 戰 和 最 想 解決 的問題；

2 )  對工作 坊 的期 望，包括 希望 能 產 生 的實 用成 果 及希望 能 獲 得 的 經 歷；

3)  對工作 坊形式 的期 望。當對 象群 體可能 是 一 個 青少 年 小 組，題目的內容 可能 會有點改 變，但 原則 基 本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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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懶人包

適用於熱身、互相認識和協助團體建立——

快速及大量地收集每一位參加者的想法——

Check in/out、 心臟病、
Pow wow、雙人談

KJ 法

具體化參加者的抽象想法——

深化參加者對議題的思考——

讓參加者以行動表態，觀察立場變動—

讓參加者主動收集所討論議題的不同意見，

聆聽、紀錄，並進行分析整理——

初步理解團隊所重視的目標——

身體地圖

全民記者

聆聽圈

評分尺

人生交叉點 

大組
熱身

細組
詳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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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臟病

目標 熱身、互相認識、協助團體建立(team building)

適合人數 20人或以下 (若多於此人數建議分組進行) 

操作

1. 邀請參加者圍一個大圈，讓參加者輪流介紹自己的名字
2. 每人派發一張覆蓋著的撲克牌，不讓自己／別人看見
3. 按司儀/主持指示在圈中順時針輪流展示撲克牌，一旦出現同數字的撲克牌，持片者鬥快說出對方

的名字

優點 令參加者醒醒神，以開心的狀態投入隨後的工作坊互動

限制 場地需要有足夠大的空間，能夠圍出一個大圓圈

變化
如參加者本身已互相認識，可在名字以外，加上按活動主題提供一個形容詞（甚至是肢體動作） 

以突顯參加者特質，如熱愛公義的陳大文。

備註
使用較大張的撲克牌讓參加者能清楚互相看見，效果更佳。事前預備撲克牌配對數量 

（如只用26隻，每數字只有兩張，可減少混亂及增加成功配對機會，以增加刺激感）　

Pow Wow

目標 熱身、互相認識、協助團體建立(team building)

適合人數 人數不限，進行分享時可分2-4人小組，可多組同時進行

操作

1. 邀請參加者設計一張用作介紹自己的海報，建議海報內容可包括:
a. 花名 
b. 一個能代表你的圖案
c. 一項興趣
d. 一個生活／工作上的小秘密

2. 完成設計後，分2-4人一組，輪流向組內成員介紹已設計的海報 (每人1分鐘)
3. 若有空間，完成後可貼到牆上讓其他參加者欣賞

優點
• 透過(創意)藝術元素，介紹個人特徵及加深參加者互相認識

• 使工作坊內之活動更多元

限制 無

變化 可按活動主題增設相關之題目，但題目總數最好不多於4題，以免分散

備註 若能提供雜誌紙效果更佳，可讓藝術技巧不足的參加者也可透過剪貼美化海報，免於純文字的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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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熱身

適合人數 20人或以下 (若多於此人數建議分組進行) 

操作
Check in:     開始前，邀請現場參加者輪流以一個形容詞或短句形容當下一刻的感受 / 心情
Check out:   結束前，邀請現場參加者輪流以一個形容詞或短句形容工作坊後的感想 / 意見

優點
Check in:     開始前，快速了解參加者當下狀態，看看流程是否需要調節， 

                    亦可作為等候遲到者時的一些熱身活動

Check out:   是一種簡單快捷方法，結束前，收集參加者對工作坊的意見

限制 無

Check In / Check Out

雙人談

目標
• 熱身、互相認識　

• 預備參加者進入討論的議題（協助參加者醞釀對議題之個人想法）　

• 引入聆聽原則及奠定工作坊內建設性的溝通模式　

適合人數 人數不限，2人一組，可多組同時進行

操作

1. 介紹題目及聆聽原則
2. 2人一組，邀請參加者與伙伴輪流就題目發表個人意見，每人1分鐘
3. 藉邀請聆聽者在限時內，提問澄清性質的問題 (clarifying questions)， 鼓勵積極聆聽及具建設性的

交流
4. （optional）互相聆聽後，可在大組匯報時分享所聽到的意見，並簡要補充個人的意見

優點

• 短時間內展開話題

• 令未／不習慣在大眾面前表達的人，可以在較安全舒適的環境下交流

• 令未有清晰想法的人在聆聽中獲得啟發

• 令參加者慢慢進入聆聽及輪流發言的互動模式

限制 無

變化

• 可配合其他活動一起運用

• 如目標是熱身、互相認識，可提問個人／生活化的問題，增加親密感

• 若預備參加者進入討論的議題，可按當日討論議題設題

• 可考慮提供文字以外的表達媒介（如照片／圖像），讓參加者選擇出能代表自己的想法／感受的圖

片，有助以更多元的方式，豐富交流之內容

備註 如用作暖身，可以近似speed dating的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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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Ｊ法

目標
• 讓參加者列出發言重點，預備發言

• 快速及大量地收集每一位參加者的想法

適合人數 不限

操作

1. 邀請參加者把自己對問題的回應，以短句／形容詞寫在Memo紙上
2. 每個想法一張Memo
3. Memo收集方法有三：

a. 分組於組內輪流分享
b. 由主持人邀請一位參加者公開貼出Memo，並邀請其他人依相類似的程度，輪流貼出他們的

Memo，直至貼出了所有Memo 
c. 邀請參加者在貼出Memo時，閱讀他人的Memo，並把Memo貼在同類想法附近

優點

• 運用視覺效果輔助聆聽

• Memo的展示讓每位參加者的意見重點均被記下，強化被聆聽感覺

• 可透過整理歸類，快速進行意見分析，找出參加者想法上的相同／相異之處，引發進深一步的討論

與反思

• 與參加者透過整理資料同步進行分析，有助參加者轉化既有想法

限制 限於文字運用

變化 配合不同活動一起使用，為工作坊之後的討論發言作準備，也有助記錄參與者的看法

備註

限制Memo 紙數量，可減低因資訊過多而難以快速歸類的狀況，亦可迫使參加者提出他們最重視的想

法。可考慮的設計如下：　

• 若打算即時整理分析Memo，可限制每人提交Memo 紙數量為1至3張，反映他們最關注/重視的回應

• 若打算收集不同想法容後分析，就不用為Memo數量設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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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

A. 全場人士同時參與建構一張身體地圖

1. 在上述操作步驟1之後，隨意邀請一位參加者交出一張 Memo （可由頭部開始，完成一個身

體部分再轉到另一部分--如手和腳，如此類推），然後邀請其他有類似意見的人，也把手上 

Memo 紙貼出，直至所有Memo紙貼出來為止

B. 分組的情況：可保留在各小組內深入交流討論及整理資料（適合參加者眾多的場合）

1. 在上述操作步驟1之後，邀請參加者於組內交出一張 Memo （可由頭部開始，完成一個身體部

分再到另一部分--如手和腳，如此類推），然後邀請其他有類似的意見的人也把手上 Memo 紙

貼出，直至所有Memo紙貼出來為止

2. 組內人士可在已歸類的Memo ，加上歸類後的新標籤

3. 完成後可再安排大組匯報

備註

• 只要合適作身體比喻的題目，都可運用。一般而言，可用作促進經歷一些活動／事情後的討論，或

思考現在與未來的改變/轉化

• 限制Memo紙數量，可減低因資訊過多而難以快速歸類的狀況，亦可反映參加者最重視的想法或價

值。

身體地圖 Body Map

目標 啟動思考，具體化參加者的抽象想法（如有關轉變／改變的想法）

適合人數 6-8人一組，可多組用時進行；亦可以大組的形式，參與建構身體地圖

操作

a. 邀請參加者以身體作比喻，在Memo紙上寫下自己期望參與是次工作坊後的轉變，每一個期望一張
Memo，每人不多於三張（例如對頭腦／思想的轉變期望一張、身體的一張、手腳的一張） 

b. 以雙人談形式，讓參加者互相分享Memo紙上的想法 （每人每次一分鐘，可轉換對手數次，以增加
意見收集的效果 ）

c. 完成分享時把Memo 貼到牆上預先準備的人型圖像上，貼Memo 時邀請參加者閱讀其他人的意見，
把自己的意見貼到與自己相近的Memo旁邊

優點
• 具體化參加者抽象想法

• 快速找出參加者想法上的相同／相異之處，再引發討論與反思

• 與參加者透過整理資料，同步進行分析，有助參加者轉化既有想法

限制 如分組進行，或需要大會安排促導員協助小組討論及整理資料

已取得 有關 機 構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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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圈

目標
讓參加者在限定時間內，輪流就討論議題發表意見，隨聆聽圈數增加，探索議題內不同的面向／關注

點／深度也會增加

適合人數 6-10人，可同時多組進行

操作

1. 組員就同一條題目輪流發言，每人每次最多1分鐘發言時間，一般設計有3次發言機會。若參加者未
想發言，可選擇PASS (下一位) 

2. 建議每圈發言方向如下：　
. 第一圈：就議題發表個人意見為主
. 第二圈：在聆聽其他人後的新想法／補充
. 第三圈：可考慮回應個別意見作進一步交流

優點

• 公平參與：每人有均等發言機會及時間

• 控制發言時間可避免冗長發言，讓聆聽他人的時間增加

• 大字報式記錄發言內容，令發言者感到意見被聆聽，視覺輔助亦有助刺激組員想法及加深議題探索

深度

限制 無

變化 聆聽圈數及時間限制可按需要增加或減少

備註
• 需要安排促導員及大字報紀錄員

• 每完成一個聆聽圈時，若促導員能簡單總結發言及提出可進深討論的方向，效果更佳

評分尺（Scaling）

目標
• 讓參加者動動身，以行動表態

• 觀察立場變動（如有）

適合人數 不多於25 人

操作

1. 把印有1-6數字的A4紙順序貼在地上

2. 邀請參加者就你司儀的提問進行評分，由1至6分（1分為最低分／最不認同；6分為最高分／最認

同），讓參加者以腳投票，在相應分數後列隊，以示評分

3. 司儀邀請站在不同分數後的參加者分享評分的考慮與原因，（一般會先邀請極端分數者分享意見，

然後是中游分數者）

4. （optional）訪問後可問參加者在聆聽各人分享後會否想調整評分，參加者重新評分後，邀請有移

動的參加者分享改變的原因

優點
• 視覺化參加者選擇與取向，容易觀察溝通後所帶來的（變動）

• 鼓勵聆聽，了解不同評分者背後的考量與理據後，重新思考自己立場

限制 時間限制，站立時間不宜過長，一般處理2-3問題

變化
• 分數可單可雙，視乎是否需要參加者作明確立場表態

• 若只用作快速立場表態，可不用邀請分享評分之原因，可處理之題目數量亦可隨之而增加

• 評分亦可改為簡單的是／否，以作快速的立場表態

備註 尤其適合在活動中段，作為分隔靜態討論環節的小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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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 訪問、整理及匯報的時間分配可因應具體情況稍作調整

全民記者

目標
• 讓參加者主動收集所討論議題的不同意見，並進行分析整理

• 讓所有參加者對相關議題的意見，都被記錄聆聽

• 深化參加者對議題的思考

適合人數 4人（或4人的倍數）

操作

1. 4人一組，組內每人獲分發一條題目（Ａ／Ｂ／Ｃ／Ｄ）並負責訪問其他組員對該問題的意見
2. 4人小組中，重複數次不同的二人配對，直至負責每一條題目的人均訪問及回應組內另外三人的提

問，建議互相訪問次序如下: 

回合 訪問與被訪次序 訪問時間

R1a A 訪問 B；C 訪問 D 1 分鐘

R1b B 訪問 A；D 訪問 C 1 分鐘

R2a A 訪問 C；D 訪問 B 1 分鐘

R2b C 訪問 A；B 訪問 D 1 分鐘

R3a A 訪問 D；B 訪問 C 1 分鐘

R3b D 訪問 A；C 訪問 B 1 分鐘

R4 各人靜默回應自己的問題 1 分鐘

3. 完成互相訪問後重新分組，負責訪問同一題目的人成為一組（即Ａ／Ｂ／Ｃ／Ｄ）共４組
4. 重新分組後:

a. 組員分配以下角色（a. 計時員; b. 促導員; c. 記錄員; d.匯報員 ）
b. 小組有20分鐘時間預備一個3分鐘匯報，可先讓組內每人以2分鐘匯報剛才訪問所得，餘下時

間合力分析及整理出匯報資料 
5. 大組匯報 

優點 參加者需要整理不同人的意見並進行匯報，有關任務能讓參加者更深刻聆聽及分析不同人的意見

限制 人數要以4人或4人倍數效果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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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交叉點 CrossRoads （桌上版）

目標 初步理解團隊成員之間所重視的目標的異同，並可透過建基於同理心的辯論嘗試求同存異

適合人數 10-25人，可同時多組進行

操作

每枱有一個案例:
1. 案例的是非題選擇必須與工作坊的預期目標和參與者的需要相關

2. 每人獲派發一張”YES”及一張”NO”牌

3. 主持人就預先設定的是非題，請每位參與者選擇 “YES” 或 “NO”, 請先以背面示人， 

主持人數 “1,2,3” 後，所有參與者一起揭牌

4. 獎賞準則：

• 獨特答案（如該組只有一位參與者選擇“YES”，而其餘參與者選”NO”則選擇“YES”參與者

獲獎)

• 佔多數者得糖果，佔少數者沒有糖果-選擇“YES” 和 選擇  "NO"  的 參與者各半所有人都有糖果

5. 全檯都選擇 "YES" 或全檯都選擇 "NO" ，所有人都沒有糖果

6. 主持人邀請參與者 解釋為何選擇 「YES」 或 「NO」，儘量每組都邀請兩至三人

7. 當完成一圈解釋後，邀請選擇 “YES” 和 選擇 ”NO”的 參與者進行辯論， 

辯論可以參與者所選擇的立場進行，或要求參與者站於相反的立場進行，以促進同理心思考

8. 辯論後再邀請所有參加者重新選擇一次

9. 重新選擇後，邀請「轉軚」的參加者解釋原因

10. 當每一位參與者表達查想法時，要求其他參與者用心聆聽，並不必評論回應， 

只需抱着好奇心去問「為甚麼」

優點
• 透過不同立場思考，更深入了解多元觀點

• 以同理心聆聽相反立場的意見，重新思考自己的選擇

• 即使各持不同立場意見，也可以保持理性及建設性討論

限制 無

變化
• 若果某一個案例討論時間太久，需要考慮之後案例取用

• 若參加者人數太多，主持可以只選某些參加者解釋原因，不用在場每人參與解釋

備註 • 準備兩款糖果（大獎及普通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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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交叉點 CrossRoads （移動版）

目標 初步理解團隊成員之間所重視的目標的異同

適合人數 不限

操作

1. 在地上畫一條分界線，一邊貼上印著 “YES” A4紙，一邊貼上印著”NO” A4紙

2. 主持讀出案例後，所有參與者用腳走向選擇陣營

3. 邀請參加者以自己的語言, 解釋為何選擇 「 YES」 或 「 NO」

4. 當完成一圈解釋後，邀請所有參加者再選擇一次

5. 重新選擇後，邀請「轉軚」的參加者解釋原因

6. 雙方陣營各自派一位參加者以對方立場嘗試說服自己陣營的隊友「轉軚」

7. 確定選擇後，邀請參加者解釋「轉軚」／「不轉軚」原因

8. 當每一位參與者表達意見時，請用心聆聽, 及抱着好奇心去問「為甚麼」, 並加入自己的意見，以豐

富交流

9. 不批判，深入討論，了解自己!

優點
• 透過不同立場思考，更深入了解多元觀點

• 以同理心聆聽相反立場的意見，重新思考自己的選擇

• 即使各持不同立場意見，也可以保持理性及建設性討論

限制 無

變化
• 若果某一個案例討論時間太久，需要考慮之後案例取用

• 若參加者人數太多，主持可以只選某些參加者解釋原因，不用在場每人參與解釋

整理與 總 結是 工作 坊最後亦是 最 重 要的環 節。促導員讓參加者在 限 定時間內，輪 流 總 結是日工作 坊

的得著或感 想，並同時由 2 名紀 錄員在 大字報 上記下發言重 點 或關 鍵詞，完 成後 立刻 貼出讓參加者

重 溫。工作 坊促導流程設 計的「解話」，最 好由參 與 者 經 親 身體 驗後說出。於 時間許可 下，促導員可

考慮作必要的簡短補 充。

在 解話 環 節中，可以向參加者提出以下問題：

•  在今日的工作 坊中，你對 哪一 個 環 節／時刻的印象 最 深刻 呢？為 甚麼？

•  就你 觀察所得，你 認 為該 環 節／安排是「如 何」及「為 甚麼」這樣設計？

•  如 參 與 者回應不熱 烈，可作 進一步 的追問以下問題：為何嚴 格規 限 及 分配 時間？為何 p a i r -

u p 及 分小 組？為何要做 文字 / 圖像記 錄？為何這樣設計問題？為何這樣 安排不同

f a c i l i t a t i o n 活動的次 序？這些設計與 安排跟參 與 者的關注－工作 和生 活中面 對的最 大 挑

戰和 最 想 解決的問題－有沒有關係？這些設計與 安排是否有助與 者處 理工作 和生 活中面 對

的最 大 挑 戰和 最 想 解決的問題？

工作 坊的最後 5 分 鐘，促導員可請參加者 快 速說出關 鍵詞 來作工作 坊的 C h e c k  o u t。

V 整理與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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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李強

李強出生 於 香 港，少年 移居紐約，為話劇編 劇暨 導演，亦為 紀 錄片監 製，職事電視 時事節目監 製 及後

期 編輯，五 度獲 頒 美國電視 最高殊 榮 艾 美獎。自 2 013 年起 擔 任 C B S  N e w s 中學生傳媒 訓 練 課程

導師。2 018 年起 擔 任 香 港文藝 復 興 夏令營紀 錄片製作 導師，更在 港、美不同院校擔 任客席導師，專

注 新聞製作及講故事 技 巧。他的劇作多次在香 港及 紐約公演，亦為 提 升紐約 華埠四海劇 社的水準 和

地位作出貢獻。

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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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類 是說故事的動物。自遠古以來，人已懂得用說故事來表 達信息和 傳遞 知識，但 更 重 要是 透

過故事 整理自身 經 驗，為生命 賦予意義。

世 上 有 很 多 種 對 「 故 事 」 的 定 義 ， 但 故 事 可 以 是 非 常 簡 單 的 東 西 ： 開 始 、 過 程 、 結 局 。 故 事

的 構 成 ， 往 往 由 一 個 問 題 開 始 ： 說 故 事 的 人 透 過 故 事 人 物 發 問 和 尋 找 答 案 ； 而 結 局 就 是 將 問 題 解

答 了 。 而 故 事 的 中 段 ， 過 程 ， 就 是 整 個 故 事 的 重 點 。

近年，「英 雄之 旅」成了熱門的培訓方法。緣起 要回溯 19 5 0 年代，美國神話學 者 J o s e p h  

C a m p b e l l 發 現，人 類 透 過講故事來 處 理自身 經 驗 和內在掙 扎，達 至個 人 成長，原來在不同民 族和

文化中，是一種 共 通行為。在他的作品 T h e  H e r o  W i t h  A  T h o u s a n d  Fa c e s 中，C a m p b e l l 解

構了人 類 如 何用神話故事來 理 解生命，並 提出「英 雄之 旅」這個 架 構。

70 年來，英 雄之 旅不 斷 發展出不同版本，但 綜合多個 版本，基 本的公式 並 沒有改 變：

啟程  ( D e p a r t u r e)  →  起 動  ( I n i t i a t i o n) →  歸 返  ( Re t u r n)

啟程 —起動 — 歸返的英雄之旅方法，重 點有三：

1.  透過具普世性的故事架構去理解個人的生命歷程，會發現所有人的成長故事都有其共 通 之處，當

中必然包括掙扎，挑 戰和犯錯。把自身故事代入固定架構中檢視，可增強客 觀性，減低對自我的苛

刻批判。

2.  說故事時，我們其實正在 重新理解、處理自己的經驗、檢視內心掙扎，進而把事情與情緒脈絡重

整和編輯。英雄之旅的說故事重 點，就是透過說／聽故事，協助舊的我創變 成新的我（個人 成長）、

從小我去到大我（與 社區／世界建 立關係），幫助別人，成為有用的我。

3.  說故事是關於改變。每個人的人生 旅程都有自己的途徑，而我們亦終會從這些經驗中成長，並且

了解到一切都只是旅程的一部分，從而放下執著。

關於「說故事」

英雄之旅作為方法

啟程 在平凡因循的世界裡受到冒險的召喚，經過拒絕召喚直至遇上師傅，終於跨越第一道門檻。

起動
踏上試煉的路，經歷苦難與折磨。 

心懷對願景的追求、遇上神明和盟友、被敵人追迫，進入洞穴最深處。最後獲得終極獎賞。

歸返
自我的救贖／徹悟。跨越歸返的門檻，成為新舊兩個世界的主人。 

帶着神器／萬靈丹回到家／原點，開展自在生活。

「英雄」絕對不是指昂藏七尺、孔武有力的男性。「英雄」沒有性別、種族、

年齡、階級等等的限制。英雄是願意走出安舒區，冒險踏上未知之路去尋找夢想，

為自己和他人創造更佳未來的你、我、她／他／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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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坊 指 引

工 作 坊 原 為 作 者 基 於 劇 場 經 驗 及 對 英 雄 之 旅 的 了 解 而 發 展 出 來 的 方 法 :

當工作坊參加者對英雄之旅有了一個簡單的理解後，可分作二人一組，用三分

鐘互相講述自己的個人故事，或某一事情上的心路歷程。唯一的要求是，故事

需要包括過去、現在及將來，並鼓勵參加者使用英雄之旅的框架來敘述自己的

故事。

接著的環節是二位組員會對其他參與者

1 . 	 複述自己的故事，然後	

2 . 	 複述對方的故事

主持人在聽完所有故事後，即場作出分析和整理，讓參加者發現，當人們述說

自己的故事時，有機會把別人的記憶當作自己的一部分（如：我嬰孩時曾遇溺），

或對自己會提出很多批判，並容易聚焦於不足之處。但當述說他人的故事時，

卻會用自己的方法演繹同一故事，「隱惡揚善」，把聽到的負面情緒和苛刻批

判都過濾掉。

這正正意味著，故事並無絕對性，而是取決於你如何處理它。正如當我們看電

影，一般都不會一邊看，一邊對故事主人翁無情地批評，而是想追尋和理解原

因。我們會代入、甚至認同主角經歷的掙扎和恐懼，甚至犯錯，並以之來觀照

自身的經歷。我們會自動幫助「英雄」除去負面觀點而只著眼於「旅程」和「成

長經歷」——這就是重點：你不會批判故事中的主角，故你在聽自己說自己的

故事時，也應學會不批判自己，把一切看成是一個旅程就可以了。

英雄之旅作為方法，可放在個人成長和社區／社群不同層面上使用——協助青

少年成長、協助青年工作者自我反省；用在訪問中；或用在提案發佈、自我介

紹等。

最後，英 雄之 旅的終 點是 重 返 家園。獲 得了知識與 成就而沒有「回家」，英 雄之 旅就 沒有完 成。「回

家」意味著把解決問題的方法 傳 授、分享和用來幫助別人。「家」是指英 雄的起 點和終 點，是 他 ／她

來自的 社區 ／社群。不回家的英 雄，只是一 個 逃 避者 — — 很 多時候，我們 在 獲 得「新生 」後 便會 把「舊

世界／舊我」拋諸腦後，然而，英 雄之 旅 提 醒我們，在我們 重「新」面 對「舊」的自己之前，成長的歷

程 是不 完 整的。

回歸社區／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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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Lab 好單位

Good Lab 好單位 Good Lab 好單位@goodlab

電話 : +852 2710 1890
電郵 : info@goodlab.hk
地址 : 香港九龍彌敦道 380 號逸東酒店 1 樓

賽馬會青創社區系列 (Jockey Club YouthCreate Series) 自 2017

年啟動了一個創變的旅程，透過為本港 16 間青少年服務中心提供硬

件支援﹑技術提升和能力建設，鼓勵社工與青少年共學共創，探索和

實踐青成同行 (youth adult partnership)、青年作為創變者 (youth 

as changemaker)、以及社區參與 (community engage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