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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如何走入偏鄉，他如何關懷弱勢，
他如何貢獻自己的所學，
去擁抱每個能更茁壯的靈魂？
是什麼樣的力量支撐著他不斷往前？

引言

本 次 月 刊 我 們 將 透 過 服
務 學 習 的 教 育 者 、 非 營
利 組 織 及 受 惠 學 員 ， 瞭
解 到 教 育 者 的 期 盼 和 學
習 者 的 成 長 ， 去 思 考 服
務 學 習 的 意 義 和 價 値 。
從 三 段 故 事 中 ， 找 到 服
務教育的光芒。

服務學習記者團      敬上

「

」

也許曾有那麼一個人，讓你好奇：



靑年志工力量大

教育與服務結合的「企業概論」

     企業概論是什麼樣的課程？在學生記憶中是理論
佔多數的課程。但吳老師的課程設計，卻對學生來
說充滿挑戰。

        課程中，學生透過分組與同儕模擬經營公司，
協助推廣、銷售非營利組織的義賣商品，從中更瞭
解企業運作模式。

     吳老師說道：「我原先的構想是以『從做中學』為
思考方向，可能過去一直在做服務學習，與公益組
織合作的念頭就串接起來了。」吳老師曾看過不少有
理念的非營利組織，儘管努力、用心的想陪伴及照
顧弱勢族群。最終，仍因缺少專業的經營模式，面
臨收入斷缺的窘境。

        因此，若能讓學生以自身專業與非營利組織夥
伴合作，既能提供行銷上的支持，又能讓學生們走
出校園、看見社會需要。於此同時，專業與服務的
齒 輪 ， 已 接 連 扣 上 ， 以 服 務 為 中 心 的 企 業 概 論 課
程，因而誕生。

教育與服務學習，聽聽老師怎麼說
－專訪吳肇銘老師 校園記者 /  吳孟庭、邱品慈

       中原大學資管系－吳肇銘老師在結束訪談前，意藴深沉的和我們分
享此段話。吳老師的企業概論課程，秉持著「教育」大於「教學」的教學
理念，讓學生們在與非營利組織合作、販售義賣商品的過程，除了活
用習得的專業外，也學習瞭解、看見他人眞正的需求，並透過時時反
思步步成長、找到自我成就！

『教學』提供學生技能，但『教育』是希望能孕育學生對世界
有不同的情懷及情操。

「

」

義賣過程，學生們絞盡腦汁思考行銷策略，期望能以專業達成服務目標。

每組同學都用心的製作義賣宣傳海報

－中原大學資管系 吳肇銘老師



        吳老師強調：「若學生能在校園中，發現自己能力不
足的部分，遠比出社會後才發現來的好。」想起企業概論
帶過的學生，臉上露出既好氣又好笑的表情分享：「有
次，有位學生在課堂表示合作組織一直尙未回信，不知
如何開始銷售商品。」吳老師看著懊惱的學生，簡單的提
了個問題：「除了信箱，你還有用什麼方式聯繫對方
嗎？」當下，學生雖嘴上仍糾結組織為何不回信，卻也領
悟了在這門充滿挑戰的課程中，他們只能不斷嘗試尋找
方法才能達到目標。

        「團隊溝通及合作」也是吳老師的企業概論課程，不可
或缺的學習。學生們要學習面對並接受自己的不足，逐
步嘗試調整，例如：能力較突出的學生，必須在課程中
練習放慢腳步，才能發現團隊夥伴們能提供他的支持是
什麼；不擅溝通與表達自己的學生，也需要正視自己的
不擅長，嘗試與他人交流，即便進步的慢，最終仍有顯
著的進步，能在團隊中提出自己的想法。

         每學期遇見不同性格的學生，需要有不同的處理方
式，但吳老師談起這些過往，看起來卻相當享受與學生
面對與解決問題的過程，教育的光芒，從打破傳統教師
單向教授模式開始，一點一滴逐漸綻放。

       「老師的專業不一定只是教學生，也能和學生一起做
服務」吳老師堅定著說著。吳老師大學時期是慈暉社的成
員，曾到桃園療養院協助病友，透過互動陪伴他們逐漸
重返社會。也因為過去的服務經驗，才開始瞭解社會不
是想像的完美及健全，開始學習做服務時，運用更多同
理心去瞭解服務對象需求，學習如何服務。即使回到母
校當上了老師，吳老師也從沒停止過學習如何服務。

          吳老師曾帶著學生至偏鄉為小朋友進行學科教學，
因小朋友需幫忙家中農事，無法到課堂學習，吳老師及
學生心想小朋友無法來，不如我們去他家，才意外的發
現當地果農因地域關係，收入不穩定，吳老師與學生們
才調整服務內容，從而運用所學協助果農架設推廣農作
物的網站。

         吳老師也曾至泰緬邊境的難民營做服務，從原本對
於在溫飽都匱乏的環境中，資管專業能服務什麼感到困
惑，到終於發現能協助難民診所設置電腦室培育醫療志
工的過程，吳老師與同學深刻認知到做服務對象需要的
服務比做了多少服務來的重要，吳老師強調：「不可能用
相同的模式去服務所有人，選對事情做很重要。」

靑年志工力量大

義賣前，吳老師也期望學生透過事先與合作組織保持聯繫，更瞭
解將銷售的商品。下圖為學生訪問台灣肯納自閉症基金會

教育的溫度，從打破傳統框架開始 累積服務經驗，持續學習如何服務



靑年志工力量大

用專業服務的精神傳承，回饋社會

     每一次的服務經歷，都有不同體悟，這些體
悟擴及的影響難能可貴，看見更多人一起投入
這 塊 領 域 ， 帶 領 學 生 思 考 專 業 能 做 些 什 麼 服
務，是吳老師持續推動服務學習教育最大的動
力。訪談尾聲，老師也鼓勵大家能在專業上，
思考如何和社會結合，貫徹以自身具備的專業
去回饋社會。

同學之間的競合關係，皆希望能將服務夥伴的產品成功銷售 !

吳老師期望能讓同學除了在課程體驗企業營運模式外，也能運

用專業一起完成一件好事！



世外桃園

珍惜幸運，將愛最大化－「愛・所以勇敢」服務隊

        炙熱夏日，一群小至國小，大至出社會的靑年們，開始了不平凡
的服務學習之旅。

－誕生－
         2020年是個不太討喜的一年，新型冠狀病毒肆虐，各地瀰漫著悲
傷及緊張。臺灣很幸運的疫情穩定。頌恩說：「難能可貴的幸運，讓協
會決定透過『愛，所以勇敢』志工服務隊，與臺灣各地社福機構、偏遠
社區接洽合作，將能正常生活的幸福，做出更有意義的發揮。」，頌恩
也強調著：「很多人眞的是因為愛，所以勇敢的走出去，幫助更多需要
被幫助的人。」

－服務－
          「愛，所以勇敢」服務隊共20隊，參與志工300人，服務地北至宜
蘭、南至屏東、東至花蓮。服務內容包含：帶領孩童完成馬術治療比
賽、淸潔行動不便卻有許多生命故事長者的居住環境等…透過與專業機
構的合作，讓協會的服務隊能帶領參與志工看見更深入的服務議題。

Your tree of life－生命樹領袖協會

       生命樹領袖協會，一個致力於培力靑年職能及領袖力的協會，創
立於2018年5月。協會理事長－黃祈翰先生創辦協會的目的是期望年
輕人能透過協會的培力，逐漸壯大自我能力，成長為一棵大樹，讓生
命發光發熱，不再感到漫無目標及迷茫。

         此次靑年志工力量大，邀請到生命樹領袖協會企劃，同時也是中
原大學醫工學系學生－黃頌恩同學，分享自己在協會的服務及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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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秀林部落裡與大家協力彩繪的完成品留下回憶

「從零到有，發現自己可以做到，   
  因此也想讓更多靑年做到！」

生命樹領袖協會企劃—黃頌恩



世外桃園

－培訓－
     每隊服務隊培訓三個月，每星期透過固定小組時間及課程，讓學員們更
瞭解當地需求，提供更完善的服務。生命樹領袖協會認為比起課本冷冰的
文字，更希望靑年身體力行，感受人與人之間的溫度，享受服務學習過
程，積累靑年能力。不只成為未來的領袖，也成為自己的領袖！

－成長－
       「國小生帶兒童營，你聽過嗎？」頌恩笑著問。頌恩回憶起今年的服務
隊，眼睛帶著笑意分享著：「一位六年級學生在一開始培訓過程，幾乎不發
一語，只是低頭不停的滑手機。」後來經過幾次的培訓，更加瞭解自己的服
務內容後，甚至在服務過程比頌恩還勇敢面對所有挑戰，在結束時的分享
時間，還開心說著：「這是他參加過最有意義的一場活動！」看著國小生在服
務的過程中突破自己的害臊，在幫助他人的過程，有所成長，讓頌恩高
喊：「値得啦！値得啦！」不只參與志工獲得成長，頌恩身為帶領志工者、服
務機構聯繫橋梁，因此也打開了更多角、廣闊的眼界。

氛圍感染，精神傳承－服務學習與教育互放的光芒

       除了培力靑年領導力的志工服務隊，協會成立到現在也舉辦過數場靑年
活動，像是靑年職能培力、靑年靑創品牌扶持、靑年夢想品格講座…頌恩
表示在協會辦這些活動很多人都是志工，常工作到半夜兩、三點，累到撐
不下去時，抬頭望去，總能發現不只有自己在奮戰，夥伴們也正在為臺灣
靑年盡自己最大的努力，以此為精神共同扶持走到現在。

      未來，生命樹領袖協會期望繼續企劃更多活動，以培育靑年為教育初
衷，透過服務學習的引領，培育靑年成為具有同理關懷、專業能力及廣闊
視野的領袖！

長者收到暖心卡片與志工共同露出幸福的笑容

笑容與活力是愛，所以勇敢服務隊在路
德啟智學園的生命力

復興鄉巴陵部落的小孩畫出他們心中藍圖



中原大小事

        什麼樣的志工服務，能夠不在服務現場，卻能身歷其境？不見人影，只見黑
字躍然於紙上，仍能感同身受。

       用採訪去探究、以文字去紀錄著每個志工服務的辛酸和感動⸺瑥服務學習記
者團（以下簡稱記者團）就是以文字為服務的服務性社團。

      這次中原大小事邀請曾在記者團服務的兩位應外系校友⸺瑥104級的劉詠庭和
105級的葉育恩學姊，從他們的話語一同回溯他們的靑春記憶，探索文字服務學
習不一樣的感動。

文字紀錄服務感動，
以愛傳承記者團 校園記者 / 陳緯玲、張鈺沛

對書寫文字的夢想，轉變成服務力量

      一直對書寫文章很有興趣的詠庭，對於校內沒有
相關文學性社團，讓她可以有機會發揮文采，感到
無奈。直到大三，偶然在學校網站看到服務學習記
者團的徵選，其中「記者團」三個字吸引她的目光，
重拾她對撰寫文章的渴望。

      「我非常的興奮，因為能夠去紀錄別人的故事，是
我進記者團的初衷。」詠庭說。

      即使從未看過三年前的詠庭，透過那激動而起伏
的語氣，仍能感受到她當時毫不猶豫地寄出記者團
徵選履歷，也順利收到面試通知的喜悅。

        「咦？什麼？這個團隊怎麼那麼特別！不是親身到
現場去服務，而是透過採訪撰寫成文字，讓更多人
知道每個服務團隊的特色和服務內容。」育恩說

      育恩參加記者團是因為記者團不同於一般的志工
是親身到現場服務，而是以旁觀者的角度做採訪及紀
錄，「間接」參與更多種服務，甚至能讓大眾透過文  

字，加入服務行列。這樣的獨特性，也讓原本只對
服務兒童感興趣的育恩，一投入記者團就是3年。

      記者團主要發行的媒體是每兩個月出刊一次的《服
務學習雙月刊》，在每次出刊前，都需要開編輯會議
去決定本期刊物的主題，選擇符合主題的受訪者，
最後向編輯做提報，經編輯許可後才能開始聯絡受
訪者，進行採訪和寫作。

     「剛加入的時候戰戰兢兢，不知道自己的文筆是否
符合服學中心的期待，內容是否足夠去吸引人，而
有所懷疑。」育恩說

     這是育恩當時加入記者團的徬徨，但她說還好服
學中心都會有培訓課，有業界記者來擔任講師，教
導她們如何去採訪，也在訪問服務者身上被感動，
而摸索到傳遞服務溫暖的文字，應該用自己也有所
感觸的寫法，才能讓讀者更好貼近服務者的心境。

詠庭認為在新竹田寮村的採訪是充實的經驗



中原大小事

用採訪深入現場，發掘服務眞諦

     「服務學習記者團在學校很珍貴的是，我們不是
當下參與的服務者，但卻透過旁觀者身份去採訪和
紀錄，而打開更寬廣的視野，找到自己與社會的連
結，關注更多社會議題，這是在自己系上領域不見
得學到的。」詠庭說

     常在訪問中從服務者身上，看到自己與社會的連
結是如此緊密，在生活中發掘社會議題，激發出解
決社會的問題就是解決自己問題的熱情，甚至開始
勇於跨出舒適圈。不再每天汲汲營營於早八能不能
翹課、老師今天會不會點名，這些瑣碎的生活小
事，詠庭認為參加記者團是她開闊視野的契機。

     育恩也說到像是財法系的陳乃瑜老師，在「消費
實務與服務」課程中帶領學生，為民眾法律諮詢解
決消費糾紛的疑惑，同學也從學會傾聽、陪伴諮詢
的民眾，再應用自身課堂學習到的法律專業，得到
服務的成就感；景觀系的老師們也會跟學生一起下
鄉去為部落改造空間，這些機遇如果沒有透過成為
小記者去採訪，她說自己只是應外系，也不知道服
務原來可以有這麼多的方式，更開拓自己對於服務
的視野，也透過訪問，才發現學校有很多老師本身
是很有服務熱忱，並且願意花心思帶著學生一同服
務學習。

從服務學習探索，找到自我價値

      說到印象最深的一次訪問經驗，詠庭跟育恩不約
而同地說是工業系的邱添丁老師，那是少數幾次能夠
親臨服務現場去紀錄訪問的經驗。邱老師對新竹田寮
村每一年都會進行服務，封閉的農業村落，有著嚴重
的靑年人口外流的問題，使客家文化沒有辦法被傳
承，而邱老師就是在因緣際會下，發掘到這個社區，
並帶領學生一起體驗農村生活，向村民學習務農，讓
更多人認識這個客家村落的文化。

         「其實老師只是希望能在大學生、靑少年⸺瑥這
些國家的幼苗的心裡面，種下良善的種子，讓他們知
道人跟人相聚在此就是那麼簡單，一起感受土地、自
然與我們的關係。』」詠庭說

      從訪問邱老師當中，詠庭也發現了從未探索到的
自我，解答了她一直以來的疑惑，也就是「自己想成
為什麼樣的人？」她在邱老師服務田寮村盡心盡力，甚
至不辭辛勞地每年帶著自己兒子、學生在這塊土地服
務，她也想成為這樣只單純為了「傳遞愛與良善」的
人。這樣的想法，影響了詠庭現在在田野調查農業營
隊，從事地方創生，也想為農村文化的推廣盡一分心
力，讓靑年洄游返鄉、傳承文化。

記者團的經驗，也讓學生們有機會聆聽平時難以注意的長者們生命故事。

詠庭與 One-Forty 創辦人陳凱翔的訪問側拍



中原大小事

        「田寮村的村民和工業系同學讓我暸解到，『服務
最深刻的感受，不是在於我們付出了什麼服務內容，
而是那份從被服務者而來的情感，才是我們意想不到
的收穫。』」育恩說

     最讓育恩和詠庭深刻的不只是服務者邱老師本
身，令人感動的是田寮村的村民們每個都非常熱情
且不藏私地分享務農的知識、村落的歷史，也常常
給她們自己種植的蔬果，簡直像照顧親生子女一
樣，讓她們倍感親切和溫暖。

      育恩也提到了一次性服務為被服務者帶來了「服務
污染」這個議題，讓他重新思考自己在服務過程中與
被服務者的關係，不斷反思、確定自己帶來的服務內
容，是否眞的是被服務者的需要，服務者沒有辦法給
予承諾，造成被服務者的傷害。而邱添丁老師每年都
會規劃服務學習課程，帶著每年不同的學生去田寮
村，這樣服務長期深耕在田寮村，不是短暫沒有延續
性的，讓育恩重新思考自己想致力於偏鄉教育的夢
想，是不是能有一些不一樣的作法。

        現在就讀彰師大中文所碩士的育恩，就是在記者
團中歷練小記者、團長，以及很多次的服務發表會上
台報告，累積了領導和表達能力，更加堅定自己從高
中想當老師的夢想，也在這其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勇
敢從應用外語跨域到中國文學，她說，不想成為一名
只是塡鴨學生知識和追求高升學率的老師，而是能像
服務者那樣，帶給被服務者不同的感觸，她也想透過
陪伴、和自身經驗，去給學生不一樣人生啟發。

永續記者團服務，傳承愛為目的

     在育恩口中的詠庭，是一個對課業、生活非常有
規劃和熱情的同系學姊，做事也相當細微、不馬
虎，這也使她在大學時非常砥礪自己，覺得詠庭做
得到她也可以。

      而詠庭也說，在記者團共事的時光，一路看育恩
從一個不善表達自我，甚至很難肯定自己，跨出舒
適圈實踐夢想的人，成長為勇敢爭取實習國文老師
的機會，還有從應外系輔系應華系，甚至研究所選
擇中文所，這些都是詠庭對於育恩意想不到的成
長，也讓她相當感動。

       而參加3年記者團的育恩，雖然曾經有想退出的
念頭，但每每想起詠庭帶給她生命的影響，和她對
於記者團「傳遞愛」的使命，讓她堅持下去，想讓每
個加入記者團的學弟妹都能有這樣感動和延續。

      從她們對於文字的熱情，到加入記者團，去訪問
每個致力於服務學習的老師、服務者，找到自我價
値，畫出屬於自己的未來藍圖，就能看見「服務學
習」對服務者最大的收穫是自己意想不到的豐盛。

詠庭及育恩在記者團招募說明會中，與學弟妹分享獲取的收穫及成長

詠庭及育恩在畢業前夕的合影，紀錄在記者

團令人珍惜的夥伴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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