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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發表會開始前，村民們紛紛騎著機車、推著嬰兒車、牽手相伴地進場，同學們忙著為長輩們奉茶、安排長輩入

座，村長、總幹事及村裡的人幾乎都到齊了。整個活動進行當中，學生們必須隨時觀察長輩們是否需要協助，如輔助

長輩挪移座位、遞補茶水等，充分實踐「發現需要，滿足需要」之服務學習精神，學生必須學會站在他人的角度思

考，培養同理心。「學生獻唱」活動為成果發表會歷年來的傳統，這次學生用心地改編周杰倫《稻香》並上台大聲歌

唱，其中歌詞包含「還記得田寮是唯一的城堡，隨著村民看山看田看水」深深地感動在場的所有人。田寮村是個純樸

脫俗的鄉村，在這沒有便利商店的地方，村民們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水源來自山上，食物來自自家務農，村民們皆

種植不使用農藥的有機蔬果，使得此處的村民個個都是老當益壯、長命百歲。

會場上，學生們輪流至舞台分享本學期的服務心得，「來這裡有許多初體驗，第一次睡國小、第一次自己做菜、第一

次被雞啼叫醒。」同學們表示鄉村的生活和城市的生活是天壤之別，這次的體驗就好似回到50、60年代，凡事都只

能靠自己。學生們坐牛車上山砍柴、採蔬果、淨山、挖地瓜、竹掃把製作等，都是在都市體會不到的生活。此外，村

民也教導學生如何分辨植物、蔬果品種，讓學生領悟許多看似平凡不過的事情實際上卻需要勞力和腦力來完成。在服

務的過程中，村民也跟學生們分享：「做事情要用心體會，一件事情不可能無中生有，任何事情之所以存在一定有其

道理和規則，所以我們必須發現它並遵照它，抓到重點，事情就會好辦了！」受益良多的學生們因此學習重視每一件

大小事務，決定用「心」過生活。
本門課程於105年12月10日舉辦成果發表會，邱老師帶領工業系學生近

三十人前往服務學習的地點—新竹縣田寮村，與村民一同分享服務後的

收穫與點點滴滴。在這風和日麗的日子，遊覽車駛向鄉村小路，學生們迫

不及待地想著目的地，終於，遊覽車繞過橫山山腰，世外桃源的景色隨即

映入眼簾。

這場成果發表會在田寮國小舉行，田寮國小為全村唯一的國小，每年級只

有一個班級，每班的人數也不多，因人口外移又面臨少子化，放眼望去田

寮村村民幾乎皆為高齡人口，隔代教養在這裡也是司空見慣。但值得慶幸

的是，田寮村的村民即使壯年時期皆在外縣市就業，但退休後大多數仍會

回鄉養老，因為這裡是村民們奠定根基的土地，也是陪伴自己長大的地

方，村民們用「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來形容這片土地，可見村民是多麼

熱愛這塊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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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關係，可以改變同學對環境上的認知及態度，希望培養學生在未來出社會後，能以使用
者的角度進行設計，提升設計品質。在環境體驗課中，同學會分組下鄉進行 Long stay，開
始深入當地人文進行田野調查，周老師主要帶領學生至鹿港地區進行服務。在這門課程中，
同學會接觸在地居民，並開始團隊合作、相互溝通，漸漸瞭解自己在團體中適合的職位，是
領導人、公關還是執行者，在過程中找到自己在團體中的價值。也因為設計課程沒有標準答
案，所以學生必須從做中學、學中做。這就間接達到周老師所提倡「主動學習、團隊合作、
同儕教學、協作學習」四個教學目的。

周老師提到同學們在鹿港製作「隘門模型」的過程，隘門是早期聚落防備外人入侵的門。為
此他們進行隘門的文史調查，並在當地製作隘門的立體模型，提供當地作為文化傳承使用。
周老師更開心地說：「因為高年級學生的技巧更為專精，服務的成果顯著，跟我們合作的環
境教育中心，非常滿意我們的成果！希望有機會能再與我們一起合作。」看見服務主對學生
的肯定，讓周老師感到非常欣慰，更加有信心帶領下一屆學生繼續前行！

提及服務學習中遇到的困難，周老師則希望
能有專業團隊來幫助學生。大一學生做的服
務學習，必須要有專業團隊提供專業技術的
支持。周老師以「大樹教室」專案為例：「學
生成品完成後，需要專業團隊協助收尾，作
品才是真正完整的完成。像是大樹教室，我
們把柏油挖開，讓老樹可以呼吸，但仍需要
專業團隊從旁協助，在細節上、專業上進行
處理，才能讓作品更加永續。」

周老師也期盼未來有業界相關的專業團隊，
可以與本校景觀系共同進行服務學習，讓服
務品質更加提升，也推廣服務學習觀念至業
界，一同讓這個社會更美好。

周 老 師 提 出「特 色 教 學」的 理 念：「我 認 為
服務學習是較為實際的教學法。現在社會對
大學老師的要求更高，老師不能只是維持在
一般的教學法，而要發展一些特色教學。」
對周老師而言，服務學習就是建立老師特色
教學的好管道，同時也能貢獻社會，培養學
生回饋社會的良好品格，實在是一舉兩得。
相信對於未來想從事教師一職的師培生們都
是非常有用的方向。

在課程中看見學生的改變、成長，讓周老師
擁 有 堅 持 下 去 的 動 力，因 為 這 是 有 意 義 的
事。周融駿老師透過服務學習課程，讓學生
培養專業能力以及更重要的──思考及溝通能
力。或許這一堂課是一時的，但帶給學生的
正面影響、態度，會是一輩子。

專業服務

小記者 / 偕詩敏

為更貼近使用者，在景觀設計課程中，「參與式設計」是課程強調的重點，讓學生
瞭解居民對環境的想法，並針對在地使用者的需求進行設計，在這過程中就是服務
學習。周老師說到：「在這過程當中，學生可以提升自己的專業，他們需透過討論
及互動，為服務場域規劃、設計，不但可以培養專業能力，也可以瞭解使用者對環
境上的想法，在過程中無形建立學生社會參與的觀念。」

周老師也提到「溝通」的重要性──設計者若不懂得溝通，就無法從使用者角度進行
設計，設計出來的作品將無法實用。因此同學們將開始練習溝通，並在潛移默化中
關注社會及環境議題。甚至有位同學因為修習完這些課程，建立社會參與觀念，在
畢業後進而投入政界為社會服務，回饋社會，從此便可看出學生修課後的成長。

周老師表示「景觀設計」與「環境體驗」兩門課程是相輔相成的，除專業設計能力外，
學生還需累積實務經驗，例如：田野調查、環境調查方法，所以在環境體驗課程中，
往往會花上好幾天時間，由老師帶領學生進行下鄉調查。「景觀設計課程的服務學
習較偏向專業應用，而環境體驗課程則會有更多機會跟在地居民接觸，進行人文歷
史探索，讓學生學習以「參與式設計」進行景觀設計，雖課程內容面向不太一樣，
但基本上是相輔相成，結合在一起的。」

一個是專業，一個是對環境人文的認識與瞭解。周融駿老師認為透過兩門課程「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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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及如何進入服務學習領域，周老師表示：「來到中原
後，經由系上張華蓀老師帶領，讓我透過課程，較有
系統地執行教學上的服務學習活動。」周老師也談到：
「張華蓀老師是系上（服務學習）核心的老師，很鼓
勵新進教師做服務學習，所以就帶著我們一起做。」當
時接觸服務學習，周老師就從「景觀設計」這門課開
始著手，帶領學生踏出教室，到服務場域實際進行專
業應用的服務學習，攜手偏鄉學校或榮民後代學童透
過 改 造 校 園，培 養 愛 校 及 回 饋 社 會 的 良 好 品 格。

「一個人可以走很快，但一群人卻能走得更遠。」景觀
系的課程幾乎都是由六到八位以上的老師及一群默默
在背後支持的助教們共同付出才完成的。周老師從原
本由資深老師帶領進行服務學習，到現在獨自帶領課
程學生申請服務學習計畫，這段路雖然辛苦，但周老
師微笑地表示：「從服務學習課程中看到學生的成長，
這 一 切 都 值 得 了！而 且 我 們 還 有 堅 強 的 團 隊 一 起 努
力，也因為這個團隊，讓我更堅定透過服務學習這種
教 學 法，更 能 實 質、有 意 義 的 幫 助 學 生 成 長。」



財法四甲 吳韶恩

第一次參加服務性社團是在高中的時候，那時校內社團安排我們至各安養院提供服務，也鼓勵我們參加淨灘活動，
從此我對服務性活動就充滿著熱情，也深深愛上它！因此，在我大二的時候，我主動參加中原大學服務學習種籽
團。今年種籽團與台灣全國新住民萌芽發展協會合作，主要的任務是每學期為新住民國小生舉辦科學營，帶領他們
學習基礎科學知識，也更能熟悉台灣人文特色。由於營隊是透過一個個單元的小活動融入科學知識來進行，所以我
們在籌辦營隊的期間必須做足事前功課，整個教案都由我們自行規劃。營隊期間，最讓人苦惱之處在於語言溝通，
有時候小朋友會聚集用母語聊天，而我們就顯得格格不入，這部分必須透過我們努力嘗試和其溝通來解決。

此外，種籽團每年也於聖誕節至瑞豐國小天使班服務，不僅教導小朋友手
作聖誕節裝飾品，也帶著小朋友至各班級傳佳音。天使班由肢障、語障等
弱勢小朋友組成，於是在此活動的進行上是存在學習和溝通上的困難，但
是我們仍然努力地表達我們的心意和用意，最後還是讓活動圓滿結束。每
一年種籽團至天使班服務時，每位團員都會和小朋友搭成一組進行一對一
教學，而去年我分配到的小朋友剛好和前年一樣，他是位外表如同一般
人，但反應稍微遲鈍、口齒表達較不清的小朋友。今年我們再次相見時，
他居然還記得我是誰，讓我非常感動，這可以說是這些年來最讓我印象深
刻的地方了！參加了這麼多年的服務學習，除了學習如何帶領團隊和與小
朋友溝通外，我最大的收穫就是心境上的成長，從服務學習的過程中，我
深深體會自己是多麽幸福和幸運，從此我會更加知足、惜福。

國貿系 劉聖元

這個學期修了系上陳宜棻老師的「管理學」課程，之前學長姐曾提起這門
課除平時按表操課外，老師還會另外要求同學進行服務學習，從此就對這
門課有些恐懼和擔憂，因為一學期同時要顧及課業和服務學習可能會花很
多時間，也需要相當的體力和心力。

由於時間和金錢成本等因素，加上我們組員喜歡和小朋友互動，所以這學
期我們選擇與「世界和平協會」合作。在一次次至世界和平協會造訪和洽
談之後，我們決定提供這些弱勢小朋友平時沒有的課程，基於現在「養身
」和「崇尚自然」的概念，我們規劃一系列與植物相關的團康小遊戲，例
如利用連連看、字卡的方式教導小朋友分辨青江菜、大陸妹等平時常見的
蔬菜。

此外，我們也設計「種植物」活動，親自帶領小朋友種植綠豆、薄荷等植物，讓他們觀察生命成長的過程，也體會
種植的心情和辛勞。即使課程和活動都已經規劃完成，但是還是會擔心自己的親切感不足或是無法帶動氣氛，因此
我們花了許多時間調整課程和活動內容，幸好最後小朋友的反應都非常熱絡，而且配合度很高，讓我們這次的服務
學習課程圓滿結束。這學期非常充實，雖然「管理學」這門課感覺很抽象，平時只讀課本的內容可能無法完全理解
「管理」的意涵，但是透過服務學習將「管理」的概念套入真實生活中，卻能夠發現處處皆需要管理，就像這次服
務學習的一連串活動就需要發揮管理學的五大功能——規劃、組織、人事、領導及控制。除將課業學以致用外，藉
由這次的服務學習我們也不時憶起自己的兒時，回想自己當初的思考邏輯以達到與小朋友的有效溝通。我們學習從
他人觀點思考，就像我們知道小朋友的定力還不夠，所以必須要在使用投影片教學的課程中穿插些許小遊戲來集中
小朋友的注意力。這次的服務學習讓我曉得與小朋友的相處方式，也讓我覺得第一次對社會有所貢獻，感覺這個世
界就是應該這樣充滿愛，世界才能更加美好。

服務分享你我他 心理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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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務前，志工同學都會參加服務學習中心辦理的「志工基礎及特殊訓

練」，通過課程塑造正確的志工觀念，同時對服務學習有進一步的瞭解。每

次服務後，團隊都會召開反思會，分享在服務學習過程中的心得、體悟與自

身遇到的困難與挑戰，一起針對方案進行檢討與反思，提出更合理的解決方

式。

陸續愛團隊第二屆隊長胡笑塵同學表示：「服務學習是經驗的累積，通過跟

服務對象的相處，學會做人處事的態度。從隊員變隊長，未來也會成為顧

問，用不一樣的角度參與團隊，學會用不同的方式解決問題。」志工同學們

在服務中不僅付出己力，陪伴學童成長，也在活動中培養以不同角度解決問

題的能力。志工同學企管系林軒如也表示：「服務學習其實是一個學習大於

服務的過程，服務讓我學會如何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問題。」

服務學習小故事 服務學習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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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想像曾有那麼一個時代，人們有貴賤之分，有些人甚
至不配有生而為人的權利，被稱作畜奴，卻只因為彼此膚
色的不同？本片「自由之心」便是根據美國的蓄奴年代為
背景，改編自真人索羅門諾薩普（Solomon Northup）
所著的自傳《Twelve Years a Slave》，描述他被綁架成黑
奴後 12 年間的所見所聞。

索羅門原是才華洋溢且受過教育的自由人，然而由於膚色
產生的差別待遇和偏頗思想，使他被人欺騙綁架為奴卻得
不到司法正義伸張。淪為奴隸後，他遭逢無數惡意暴力的
對待，不但被剝奪名字、身分和財富，還受到在黑人市場
如同畜生評比的買賣，經歷如同地獄般的奇幻旅程，他曾
掙扎、悔恨、痛苦、哭泣過──然而，他都不曾放棄希望。
本片攝影風格獨具，導演透過苦難，直接且客觀的向觀眾
展示那個時代背景下那些禁錮的靈魂，將他們的絕望、驚
懼、麻木凝縮在一個鏡頭裡，傳達到觀眾的心中，帶領我
們從歷史看見人性的多面性，反思平等自由的珍貴與當代
的關聯性。

FB請搜尋：木匠的家關懷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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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及其他互動小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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