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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喧囂的校園裡，

學生們促步奔走在其中，

人來人往，

未曾佇留於此。

這角隅，

孕育出 6 支團隊。

每支團隊都有其服務目的、對象及宗旨。

本期雙月刊將帶領讀者們走進服務學習中心各團隊的服務故事中。

服務學習記者團 敬上

引             

言



泰國海外服務學習團隊（泰 2 班）身負「服務學習」以及期望帶給當地學童不

同視野的學習資源之使命，致力透過志工服務，以小小的一份心力給予當地

額外的資源。泰國隊前往位於泰緬邊境的小鎮地區－美索 (Mae Sot)，並與

當地的蘭花小學師生學習並進行文化交流。期許泰緬邊境孩童們的學習資源

能延續下去且不中斷。這正是「泰國隊」夥伴們引以為傲的共同志向。 

為何會選擇此地進行服務呢？正是因為緬甸過往遭受長期內戰、軍事執政，進

而導致經濟停擺。現況更因爲政局動盪，人民長期處於「低度發展工作機會」

的框架中，為了逃離不堪的生活品質，緬甸人民被迫找尋生活轉機：「渡河」，

遷移至泰國邊境，以求過上較穩定的生活。 

大量緬甸民眾選擇透過非正式管道進入泰國，期許命運能夠改變。但大多情

況卻是遭受流離失所、險惡的生活條件。除了家庭貧困、身分缺乏以及語言文

化隔閡等因素，邊境孩童們更是無法透過正式教育接受完整學習資源，進而

成為童工，選擇照顧家業而放棄學習的機會。 

泰 2 班在去年（2022 年）的服務期間，透過與邊境行動協會（Glocal Action）共

同合作，與泰緬邊境的蘭花小學師生們進行了數位學習、交流互動。此活動在

當地引起了極大的回饋及反響，校長同時抱持著熱切的心，非常重視此次交

流機會。團隊成員在服務期間也抱持著竭盡所能的服務精神，提供不同的教

育資源幫助當地。而在今年的服務團隊－泰 3 班，更是因應疫情的緩解，終於

能實際前往蘭花小學進行實體的服務行動！

泰國海外服務學習團隊

轉機化為生活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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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 2 班成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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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服務內容以 5 天的「兒童英文營」及 2 天的「教師工作坊」

為主。英文營透過「製作小書」作為教學媒介，並在活動結束時

請孩童們做出自己的小書，用英文介紹自己。課程則透過句型

教學、自由繪畫等方式，搭配當日教學主題，讓學童們利用課

堂所教學的，每天用一個句子讓孩童學習如何介紹自己。 

除了英文教學，更透過破冰活動、跳舞等能增加彼此感情以及

信任度的動態活動減少彼此的距離感，打破彼此因距離而受

限的那道牆。雖說是透過網路視訊進行服務，但不代表遠距的

模式，必定會失去溫度。 

而此次與以往大不同之處，更是將服務對象擴及到教師，因此

設立「教師工作坊」，增加教學效率。團隊成員為提高教師往後

的教學品質、效率，透過教學剪片的技巧，並以創新、現代化的

方式提供課程內容，使教師能更快速的接收即時資訊。

唯有從當地茁長的力量，
才能使當地深根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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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海外服務學習團隊



身為泰 2 班一員的廖乙儒，提及到鏡頭遠方那端，每一次線上見

面時，小朋友們興奮且期待不已的神態。令人印象深刻的則是當

地學童竟學會了中文的「我愛你。」收到突如其來的溫暖，先前的

努力似乎都值得了。相處期間，學童們更展現他們的特殊體育文

化：藤球。體驗到當地的特殊文化，氣氛逐漸也被炒熱，留下兩方

歡樂的笑聲。 

除了服務當下的心境，團隊成員更提及在將近一年的計畫中，不

只收穫到面對難關時，該如何應對的技巧、活動企劃能力，每個

人的個性其實也都轉變了許多。就像是硬石透過河川的侵蝕作

用，漸漸消磨成為了圓潤光滑的鵝卵石。把缺點一一改進，學習

到不曾接觸的知識面，同時擴展世界觀，並服務遠至世界的某一

端的人，為世界盡一份心力。 

服務從不是依照量化的努力去衡量好壞。「為了什麼做服務？」才

是極其重要的。如果有心想為世上任一角發聲、協助等，不妨現

在就可以從小事做起，建立自身對於服務的善循環。

跨越鏡頭的溫暖連結：小小服務，大大心態

當地教師於上課期間中，在一旁協助學童們（由「邊境行動協會」提供）

泰國海外服務學習團隊



雖然因為疫情影響無法出國並進入到柬埔寨當地服務，但柬埔寨海外服

務學習團隊（柬 16 班）的成員們仍抱持著初衷及熱情，以線上會面和架

設網站的方式繼續為柬埔寨當地盡一份心力。本次訪談將了解成員們是

如何突破地域的限制，做了什麼不一樣的嘗試，發揮服務學習的精神，

將校園裡真摯的溫暖發送到另一個國度當中。

跨越距離，也跨越了刻板印象
柬埔寨海外服務學習團隊（柬 16 班）專訪

柬埔寨隊的成員們在加入時就得知可能無法到當地進行實地服務。儘

管如此，也澆不息他們的熱情，依然對於服務有著滿滿的熱誠。成員們

也與小記者們分享道：「不管是實體還是線上都是一種收穫。」凸顯了他

們並不是為了出國而加入，而是想要服務的心帶領他們走向服務的道

路。

在地域的限制下，要如何實質幫助到當地也是一大挑戰。同時柬埔寨

隊的成員們發現長期合作的柬埔寨當地 NGO 組織：KAKO (Khmer 

Akphiwat Khmer Organization) 的官方網站在架設後沒有繼續維

護並更新，因而想要幫助他們創立一個永續經營的網站。而 KAKO 主

要幫助當地弱勢兒童就學，落實基本的受教權。在這麼龐大的責任底下，

也需要透過推廣服務理念來獲得更多人的支持，進而持續服務下去。在

柬埔寨隊服務前的準備中，成員們也透過各式課程學習到如何架設網

站，並在多次的線上會面時教導 KAKO 員工們如何持續經營網站。

就算到不了當地 也動搖不了服務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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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 埔 寨 隊 的 成 員 們 在 服 務 時 大 部 分 時 間 都 是 在 面 對

KAKO 組織的員工。在其中當然也少不了文化、語言的交

流，同時成員們也和小記者們分享了過程中暖心的小故事。

「 在 我 們 第 一 天 工 作 坊 結 束 之 後，突 然 有 一 位 KAKO 的

員工打給我。他問我說：『你知道小老鼠 ( ＠ ) 怎麼打嗎？

我也想要複習一下網站架設頁面。』我就咬著我的手機，用

鍵盤打小老鼠給他看。當下雖然是覺得很荒謬、很好笑，現

在回想起來又覺得他很認真、很好學。」應華系的王晶儀同

學說道。可以看到不只是柬埔寨隊單方面的支援，同時當

地的組織也很積極地想要與我們交流、學習。有如此認真

的回饋，也是在服務路上再暖心不過的了！

合作 從來都不是單向的

與當地組織 KAKO 員工線上合照

柬埔寨海外服務學習團隊



近幾年柬埔寨詐騙案猖獗，讓許多不熟悉柬埔寨的民眾

對當地有負面的印象。進而可能產生污名化、以偏概全等

後續的輿論效應。在事件發酵後與柬埔寨人交流，發現其

實在我們眼中不好的柬埔寨，在他們眼中，我們也可能是

不好的台灣。因為在柬埔寨當地也會聽說關於台灣負面

的傳聞，當然這也是我們不樂見的。經過這次事件也發現

到，其實要實際走入或接觸當地才能看到事物的樣貌。成

員們也與小記者們分享了在一年的服務後，收穫的不只

是架設網站、表達等等技能的提升，也學會用不同角度看

待事物，同時也提升了對社會弱勢關懷的敏感度。使過去

不被發現的角落，可以被社會所照亮。

不只看到壞的一面 也需要看到好的一面
成員與 KAKO 組織進行
線上「網站交流工作坊」實況

柬埔寨海外服務學習團隊



「非洲，地球的另一端既遙遠又神秘的大陸。那裡有群人，

他們需要被看見、需要被幫助。藉由烏干達海外服務學習

團隊，伸出友善的援手，讓當地的需求得以被更多人看見。」

因為分離，更讓人珍惜
烏干達海外服務學習團隊專訪

星期四晚間，烏干達團隊的成員們滿載笑容的與我們進入

採訪間，講述小記者們好奇已久的非洲烏干達探勘服務成

果。烏干達團隊主要與愛女孩國際關懷協會進行合作，從

當地的需求探勘、教導愛女孩國際關懷協會員工簡報的資

訊課程，再與婦女宣導月經貧窮及縫製布衛生棉。他們進

入非洲家庭及學校與孩童進行互動，回台灣後則進行推廣

和最後的成果發表。在有限的時間內，烏干達團隊完成了

許多繁忙的任務，將這些努力化作關懷留在當地，溫暖非

洲需要幫助的人們。

服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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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別 也 是 服 務 過 程 的 課 題 之 一」成員之一的蔡婕依

說，服務過程中要設身處地的去協助，難免會對服務對

象投入感情，在服務結束後會感到失落或心理空虛都

是不可避免的感受。其中有位非洲女孩在服務結束後，

抱著鳳梨酥追在車子後方，不希望烏干達團隊離去，讓

成員們看了相當不捨。也反思到每一次的服務免不了

一次次的分別，要如何調適心情是他們必學的功課。

進到當地學校進行服務時，有個特別的舉動，令團員們

感到相當衝擊！當成員分發食物作為獎勵時，非洲小孩

會優先分享給自己的兄弟姊妹吃。「他們擔心自己兄弟

姊妹沒吃到會餓死」或許是瞭解飢餓時的痛苦，所以不

想自己的親人也承受到。小記者對此感到相當驚訝，因

為這樣的想法是生活在豐衣足食社會中的我們，很難

去想像到的情感羈絆。

珍惜當下的相處，留下美好的回憶

家人，共享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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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我們將近一萬公里的烏干達，許多的觀念不像開發

國 家 一 樣 進 步，難 免 還 保 有 著「 重 男 輕 女 」的 禮 數。「 男

生不會進廚房，他們覺得廚房是給女生的；當地有一個

傳統習俗是當家裡有貴賓時，女生會跪下並親吻客人的

手。」國貿系的呂姿羚分享他們在當地遇到的文化衝擊。

或許在我們眼中看似不平等或感到尷尬的兩性關係，卻

是烏干達人習以為常的日常生活。在鄉間的婦女因為貧

困而需要承擔農務及家務的雙重壓力，可能也負擔不起

基本的生理用品。這也呼應了烏干達團隊夥伴們與愛女

孩國際協會合作的願景，希望幫助第三世界貧困鄉間的

婦女們改善月經貧窮的困境。

「不要小看自己的影響力，雖然我們是只有五個人的團

隊，其實可以影響到很多人。」呂姿羚說道。許多很小很

小的事情看似沒有立即的回饋，但只要持續地散發熱忱

服務、舉辦推廣活動等，這些有意義且助人的舉動一定

會被看見。烏干達團隊的夥伴們也在服務中拓寬了視野，

發現不同於舒適圈的世界。同時他們也不約而同地說道：

「 開 始 服 務 學 習 後 就 是 一 條 不 歸 路。」讓 小 記 者 們 強 烈

地感受到在服務、幫助他人是不會滿足於現狀的。在用

心打開感官後會發現，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國家，皆有著

不同的對象需要外界的支持，也讓服務的溫暖可以持續

照亮每一個角落。

走進偏鄉 改變貧窮困境

幫助他人 同時也帶著自己前進

烏干達團隊夥伴回國後推廣月經貧窮議題

烏干達當地婦女於廚房煮飯

烏干達海外服務學習團隊



「孩子的本性是天真，不因家庭背景或社經地位而有所不

同，我們用愛與關懷，平等地給予每個孩子擁有學習及成

長 的 機 會，看 著 這 一 顆 顆 的 小 種 籽 們，逐 漸 發 芽、慢 慢 茁

壯……。」 

星期五溫暖的早晨，種籽團的兩位成員李詠嫻和張方瑜以

充滿朝氣的語氣向我們道聲早安，開啟了這場服務旅程的

採訪。成員們熱情地與小記者分享道，種籽團主要帶領新

住民二代或弱勢兒童進行營隊的活動，並將教育的理念結

合環保，延伸到營隊課程當中，引導孩子們在學習過程中

勇於去表達。藉此體現自己的價值認同，並且同時培養對

於環境保育的意識。 

種籽團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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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塑啦！種籽團「Fun 新」行動暑期營隊大合照

服務學習種籽團



種籽團活動內容有進行淨灘、報佳音、暑期營隊等活動來服務弱勢兒童，

其中最主要的即是暑期營隊。暑期營隊的成員們不僅有種籽團的五位

成員，還有一群抱有熱情與理想的服務志工們，以此協助營隊流程變

得更加流暢。「我們印象中的志工可能比較一板一眼，但他們讓我知道

原來志工也可以那麼可愛。」憶起特別深刻的回憶時，身為總召的李詠

嫻說道。這三位志工來自同校，且相約報名暑期營隊，在每日營隊結束

時，他們便會以特別的敬禮手勢向種籽團成員們說再見，這樣活潑的

舉動也促進了團隊氣氛的融洽。此外，除了種籽團成員原先安排的既

有課程，種籽團也特別讓志工自行規劃一堂課程。志工們細心地考量

孩子們的學習需求，替孩子們量身打造出一堂環保議題相關的教育講

座，讓整體活動更加豐富。

營隊小幫手

種籽團帶領的是正值活潑期的國小生，滿懷熱情的他們為營隊增添了

不少色彩。總召李詠嫻欣慰的說：「小朋友若積極參與活動，便可獲得葉

子增加點數，儘管看似微不足道的獎勵，但在孩子們的心目中卻是寶物

般珍貴的存在。這群孩子因為家庭背景的緣故，會相較於同齡的孩子更

顯得懂事，更願意分享、去關懷別人，這也是他們最珍貴的特質。」在製

作天燈的環節中，有個小朋友大方地將自己的願望分享給隊輔，這種難

能可貴的舉止令在場的隊輔相當感動。在營期進入尾聲時，原本調皮搗

蛋的孩子們看完回顧影片後居然都不捨的掩面哭泣，相信這短短四天

的活動，已悄悄地在他們心中扎根。

從陌生到熟悉、從安靜到活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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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籽團營隊的籌辦需要花費許多的時間及心力來完成，

尤其在疫情的擾亂之下，無法實體開會也增加達成共識

的困難度。總召李詠嫻說：「時間都是榨出來的」繁忙的

課業及活動，也成為籌辦營隊的困難之一。所幸經過夥

伴們不懈努力，才使營隊順利舉辦。「好的團隊是分工好，

而不只是個人能力好」團長張方瑜堅定的表示，雖然這

屆種籽團只有五個人，但每個人都是重要的螺絲，唯有

大家都竭盡心力，才能帶給小朋友最好的營隊。

看著放置在牛奶盒的綠豆慢慢成長，象徵著每一天的旅

程都有意義。小朋友從營隊中瞭解環保意識和自我認同；

志工學會團隊合作及議題發想；種籽團的成員們得到如

何領導學員並給予修正的經驗外，也更瞭解活動規劃中

的微小細節。在營隊中的每分每秒大家都在成長著，以

種籽團散播愛與關懷為基底，化作營中每位夥伴的養分，

默默地滋養了這些小種子們，等待他們成熟、長大。

籌辦挫折

豐碩收穫

小朋友們將作為獎勵的樹葉貼紙貼在集點板上 小朋友動手完成裝綠豆的牛奶盒作品

服務學習種籽團



在這世上存在著許多服務故事，可能是源於社會的某個角

落；亦或是青年回鄉注入活力；又或者就發生在我們生活

周遭。那默默付出的一群人所投入的心力，常常缺少普羅

大眾的關注，因此如何讓他們被看見、被察覺，已悄悄衍伸

為重要議題。

揭開故事的帷幕
     服務學習記者團專訪

記者團成員薛楚霖表示：「我們主要是一個媒介，通過扮演

著傳遞者的角色，將服務者的故事分享給更多人知道。」以

希望讓讀者更認識一些社會議題為初衷，記者團透過訪前

的蒐集資料，到採訪中的不斷對話以理解議題需求，以及

最後在訪後的撰稿、潤稿。整個過程都環環相扣，只要疏忽

其中一個環節，成品的品質往往會打折扣。所以拿出最好

的態度來面對一直是記者團的精神，「雖然有時也會碰到

一些低潮，像是大部分人還是不知道『 服務學習雙月刊 』

的存在，這有時會帶來一些打擊，但當我們從每次的訪談

中看見服務者的熱忱時，往往會感動我們並成為我們的動

力。」記者團成員蘇毓潔語氣堅定地說，因此共同繼續傳遞

心中的這份感動，便逐漸潛移默化成記者團的默契。

我們的使命是傳遞感動

校園記者／蕭閎澤

（上）記者團團隊例會時的合影
（下）記者團例會進行團隊服務反思

服務學習記者團



在記者團奔波的日子中，有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回憶及故

事。像是有趣的回憶這方面，記者團成員黃子芸講述著：

「我們第一次採訪前，和受訪教師聯絡時，竟一直撥不

通老師的電話。經過多次嘗試，老師終於接聽後，才發

現老師不接聽是因為他以為是詐騙電話！」雖然過程中

多花了些時間，但這次可愛的經歷也帶給記者團意外的

體驗。在採訪室設系陳歷渝老師開設的「材料及構造」課

程時，記者團也斬獲了一個溫馨的故事：「在某個嚴寒

的冬季，有戶住在山上的老夫婦家中的熱水器壞了，導

致他們洗了近兩個月的冷水澡。因此老師和學生們攜手

合作，最後成功修繕那臺老舊的熱水器。當熱水在小小

空間裡冒出滾滾白煙，大家的內心也湧出了陣陣暖流。」

記者團成員薛楚霖提到，這也讓記者團瞭解到服務最大

的感動來自服務對象臉上的笑容。與此同時，彼此也深

刻認同把服務故事傳遞出去的意義―和他人分享感動。

認同記者團、自己

室設系陳歷渝老師「材料及構造」課程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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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過往，從一開始加入記者團的這一年中，似乎有些改變慢慢

發生。記者團成員薛楚霖炯炯有神地分享：「我覺得口語表達的部

分有顯著進步，像是在期中、期末報告的部分會越來越敢講，這可

能是因為平常開會時需要逼自己表達想法的緣故。」記者團也是

在這時發現原來逼自己做出改變時，那改變就會變成你成長的動

力！另外，就是如何詢問問題方面，以往可能會碰到即使內心的好

奇心萌芽了，但卻會退縮不敢進行詢問。「在加入記者團後，我現

在出去玩常常在跟老闆聊天問問題，就算遇到沒有詳細回答的情

況也沒關係，至少現在的我比起以前進步很多。」記者團成員黃子

芸語態輕鬆卻認真描述著。這讓小記者們印象深刻，原來平時一

點一點地積累，久而久之也會促成巨大的轉變。最後是會更關注

社會議題，記者團成員黃子芸笑著說：「平常的服務內容培養我們

這個習慣，讓我們會留意最近發生的事情，並和團員一起分享。」

採訪尾聲，聽著記者團成員分享自己的收穫，小記者們漸漸豁然

開朗。「原來，在扮演服務者這角色時最大的受益者竟是自己。」

那天，起初埋藏在小記者們心中服務的種子，已偷偷發了芽。此外，

也為小記者們的採訪之旅劃下了一個完美的逗點。

不一樣的我

111 年記者團成員（由左到右為：
黃子芸、薛楚霖、蘇毓潔）接受專訪

服務學習記者團



相信大家一定都很好奇，V 落客這個名字是怎麼來的 ?「V

落客」英文取自於「video blogger」，代表著他們透過在

地服務的方式，拍攝與採訪當地的人事物與風土民情，來

記錄服務期間以及在地的故事。人事物會隨著時間的流

逝而消失，但影像卻不會，這也是 V 落客的初衷。

定格馬祖的回憶
服務學習 V 落客專訪

採訪時 V 落客團長邱靖淳述說，由於疫情的影響，2022

年出隊其實非常難得，許多行程調度都是隨機應變。V 落

客提到這次的提案－「『南」』得與你連在一起」，是與紅十

字會合作，與長輩認識、交流，並為他們記錄生活。紅十

字會近兩年來承接了馬祖南竿島上的長照據點，在 V 落

客團隊與紅十字會討論下，希望透過學生的視角，利用影

像來留存長者的身影及他們與馬祖過往的故事。在服務

期間也分別拍攝出兩部紀錄片，分別是「陪伴 action」及

「 淨 你 所 能 」。「 陪 伴 action」講 述 雖 然 疫 情 紛 擾 著 我 們

已長達兩年時間之久，但我們還是要抽空回去陪伴家人。

「淨你所能」則是呼籲大眾到馬祖觀光旅行時，能尊重海

洋並珍惜自然環境，藉此讓在地居民減少負擔。V 落客團

員蘇冠彰提到，他們的服務目的有三大項：一是提供紅十

字會據點人員短暫休息機會，支援人力讓當地的志工有

短暫的喘息；二是利用影像紀錄長輩及村落故事；三是共

創青銀交流機會，透過訪視成為交通的橋樑。

堅持，是最好的準備

校園記者／洪泳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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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馬祖的時光如白駒過隙，如何在短短的 13 天裡將成片剪出來，

十分考驗效率及團體意識。期間要面對非常多的事情，包括協助紅

十字會到長者家中訪視、送餐、量血壓及在當地菜市場探訪等。也因

疫情影響不能舉辦人數多的活動，V 落客因而透過簡單的舞蹈、誠

摯的心及溫暖的笑容拉近與長輩們的距離，也收穫了許多祝福和叮

嚀。在馬祖服務的最後一天，長者見到我們的第一句話：「如果可以

每天跟你們相處在一起，我們都會變很年輕，你們要常來喔！」透過

長者最直接真實的回饋，可以感受到 V 落客帶給他們的是滿滿的

活力與年輕。團員林凱祈提到，在訪視長輩的過程中，能感受到長輩

真誠的孺慕之情，有位奶奶更是真誠的說：「如果你們每天都在的話，

那我們一定都很健康。」讓團員們感動不已，也打破團員們對於長者

的既定印象。

有歡笑，也有淚水

V 落客團隊至長者家中送餐及量血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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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長 邱 靖 淳 說：「這 次 在 馬 祖 的 服 務 是 我 大

學 時 期 很 重 要 的 一 件 事，讓 五 感 更 加 靈 敏，

也 更 有 動 力 願 意 去 嘗 試 許 多 不 一 樣 的 新 事

物，聚焦的觀點也變得更多元。」馬祖交錯的

小巷還有質樸的風情，都讓他們靜下心來體

驗當下，享受在地。回到台灣之後，整理出這 

13 天在馬祖南竿鄉的點點滴滴，並製作成

兩部紀錄馬祖的影片，舉辦展覽－「馬祖與長

者 的 故 事」。V 落 客 希 望 在 馬 祖 故 事 展 中 呈

現 的，不 只 有 藍 眼 淚 的 想 像，而 是 讓 中 原 大

學的師生們瞭解到馬祖在地的歷史文化。從

訪談中，可看出 V 落客熱血的團魂，在短短

一個小時的訪談裡，團員用真誠與純粹的眼

神，有 條 不 紊 地 侃 侃 而 談 時，彷 彿 這 一 年 的

光影變化都凝淬在這一瞬，這兩支影片不僅

定格了團員的青春，更成為大學生涯濃墨重

彩的一筆。

陪伴 action 淨你所能

凝聚心力，發揚光大

（上）V 落客成員與等餐長者聊天
（下）V 落客團隊協助紅十字會備餐

服務學習 V 落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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