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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之 所 育 ， 再 無 藩 籬



如果說，人們生來就是個容器，裝載著無限可能，

環境為土壤，理想信念為種子，教育則是園丁的照料手法，

有些容器本身填滿了肥沃豐饒的資源，有些則不然，

如何在貧瘠的基礎上細心照料 ?

以教育灌溉滋養，灑下陽光雨水，期盼也能茁壯成長，

綻放自信，結下飽滿的果實。

本期雙月刊將帶領讀者，從喧鬧的都市叢林走入樸實寧靜的鄉間，

看見教育化為孩子們心中的暖流，引領邁步未來。

服務學習記者團 敬上

引                      

言



營隊期間線上教學的背景圖

小記者們走在全人教育村靜謐的走廊中，輕敲了聲門，待老師回應後轉開門
把，暖陽不過於張揚的灑落在充滿個人風格的辦公室。機器人、登山用具再
加上帶著溫和笑容的老師，輕鬆閒聊之際，小記者們在不經意間放鬆了心
情，開始細細聆聽老師說起有關「適性教學策略與實踐」這門課程的故事。

這次所採訪的對象為師資培育中心的林俊閎老師，面對小記者們對於將服務
學習的概念融入課程設計的好奇，老師帶著一抹淺淺的笑容，開始說起當初
的想法與理念：「大坡國中就地理位置而言，是文化刺激相對比較沒有那麼
豐富的區域，我們希望能夠帶給當地國中生多一點的刺激，也希望可以讓我
們的學生能夠更有系統地去學習適性課程的設計技巧。通過定期執行的史懷
哲計畫，將所學實際應用出來。」中原大學與大坡國中在這樣的因緣際會下，
開啟一段相互學習的成長旅程。

以 史 懷 哲 之 名， 跨 越 地 理 限 制

位於桃園市新屋區的大坡國中，校園附近沒有聳立的高樓遮蔽蔚藍的天空，
只有幾棟農舍零星地分散於此。放眼望去，不是灰矇矇的水泥牆，而是徐徐
微風掀起陣陣稻浪。一群來自中原大學的學生，以史懷哲醫師的精神出發，
希望帶著師培課程所學，為大坡國中的孩子們開啟學習的新視角，注入好學
的渴望。本次採訪小記者們將透過授課教師林俊閎老師的分享，一窺偏鄉教
育的實踐歷程。

交流與學習，嶄新的冒險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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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同學與大坡國中孩子們的美術課時間

青年志工力量大

想像與現實的碰撞，準備永遠不夠

當學生們從大學走入大坡國中，先前準備的萬無一失，似乎總有一失。
在課程中做過無數的教案演練，盡可能地蒐集當地國中生的資料，邀
請國中的老師、主任分享國中生學習的情況，設想各式可能遇到的問
題，並想出相對應的解決方式，也因應疫情的關係，將營隊改為線上
舉辦，而增加了許多課程設計的挑戰。經過一整個學期的打磨，大學
生們懷著滿心期待，終於要將自己設計出的課程付諸實現，卻在一開
始就碰壁了。對當地國中生來說，這群大哥哥大姊姊是完完全全的陌
生人，自然就本能性地築起防衛心，再加上有些國中生並非自願參加，
所以在一開始國中生們的投入與配合是沒有那麼理想的。而這樣的狀
況也讓大學生們倍感挫折，產生自我懷疑，營隊期間突發狀況百出，
雖然有些可能在課堂中提醒過，但實際遇到跟聽到的描述還是不太一
樣，這也是親自走入服務現場才能體會到的。



青年志工力量大

雙向奔赴，行走於正確的道路

為了因應營隊面臨之各式各樣的困難，在營隊每日結束之際，學生們會聚
集在一起討論與協調。包含今天發生了什麼事、問題的出現是否符合預期、
狀況發生當下的解決方式，以及這樣的方式是否妥當，更會設想若是再有
相同的情況，能夠用哪些更好的機制與措施來處理。

透過彼此間的集思廣益，中原大學學生們也跟隨著營隊情況對課程設計與
活動內容安排做動態的調整，盡其所能的讓大坡國中的孩子們能夠更投入
與大哥哥、大姊姊們的互動。從最初防備的隔閡到開始主動提問，甚至在
營隊結束前的感謝卡片中寫下許多感動的話語，「那代表著他們認同了我
們的學生，認為我們是值得他們信任的人，這樣的情景無論看了幾遍，我
都有種非常特别的感覺，好像他們真的不一樣了。」老師溫柔地說道。

除此之外，中原大學學生們也藉著此次的機會，對於偏鄉的孩子有多一點
點教育的熱情與觀感，開始注意到每一位學生不同的需求，更重要的是，
他們看待「教育」的觀點也產生了改變。「老師是個特別的職業，我們希
望學生以後出去不管遇到什麼問題，都能夠非常有自信的跟人家說：『我
覺得我在做的這件事情是有價值的。』」

除了成績提升的效果，老師認為觀念的成熟與蛻變對於中原大學的學生們
而言，是成為教師之路中非常重要的關鍵。學生們透過營隊中所獲得的學
員回饋，更堅定了自己所走的這條道路，打從心底覺得當老師是一件值得
驕傲的事情，也深刻明白了從事教育，才是真正可以影響到其他人的。

迪士尼夢想光坡 - 營隊晚會



青年志工力量大

資源導入，守護夢想的展望

林老師談到在這幾年的觀察中發現，社會進步勢必帶著區域
發展不平衡的代價，如何縮短城鄉差距也成了社會的考驗。
其實很多偏鄉學校的電腦硬體設備都比都市還要好，因為社
會投資了許多在偏鄉學校的基礎建設上，對於現今的社會而
言，地理的限制已不再是阻擋學習的門檻。老師也提出了兩
個關於偏鄉教育解決方法：第一個是利用資訊科技將教學資
源導入，例如遠距教學，成為最直接簡單的幫助，我們應該
教導孩子如何善用電腦，不單單只是如何操作 word 等文書
處理，更重要的是如何運用網路搜尋，找到自己學習上所需
的資源，現在網路上有許多免費且優質的學習平台可供任何
人使用，我們應培養孩子自主學習的能力，學會如何妥善運
用豐富的學習資源。另一方面，現實上增加師資的困難，可
以由第二個管道來解決 : 大學的師培課程，將大學資源導進偏
鄉，同時補足了大學缺乏的實作經驗，以及偏鄉所需要的教
學資源，相輔相成。漸漸地讓偏鄉的孩子有多一點的學習機
會與管道，期望能擁有不輸給都市孩子的學習經驗和資源，
讓資源平等分布，讓孩子們都能擁有同等的機會實現夢想 !

小騎士留言板 - 大哥哥大姐姐和學生們留下對彼此的話



觀園中的紅磚瓦屋

在學校建築系館旁有一處名為大觀園的區域，那裡的時間就像被
凍結住一般，房屋依舊是以低矮紅磚砌成。但在這充滿懷舊氣息
的社區中，有間甜點店秉持著對環保議題的堅持，親身力行將理
念傳達給更多人看見，它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甜點店：大觀小弄。

今天小記者走進了九彎十八拐的大觀園中，才踏進沒多久便感受到劉
姥姥進大觀園迷路的體驗。周遭牆壁上彷彿紀載了多年的人文風情，
訴說著古老的故事，寬度不到一米五的道路，讓人在行走時會更加留
意牆壁上的歷史痕跡。大觀小弄位在大觀園之中，裡頭的時間彷彿被
凍結住一般，在許多新興大樓砌起的現今，為何依舊保存著紅磚老屋
呢？面對小記者的疑惑，大觀小弄的沈泗謍老闆放下了手中的訪綱，
說到：「當初房屋的建造是由國共內戰時期退回臺灣的軍人自己建造
而成，需要住多少的空間便自己隨意劃分，也因此造就出大觀園錯綜
複雜的空間。雖然土地所有權屬於政府，但因為地上財產屬於擁有者
的後代，所以他們有權可以使用空間，一旦房子拆掉重建，土地便收
歸國家所有。」因此，大觀園的房屋都只能修建而不能重建，才導致
這個空間像是停住了，過了十幾二十年，還是原先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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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學伴與特資同學相見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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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弄中的甜點店

環保不能是硬性強迫

大觀小弄是由中原大學地景建築學系的沈泗謍校友與合夥人一同創建的店家。
原先是希望可以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工作室，但順著時間推移，老闆漸漸發現
到單憑浪漫是無法撐起一間店的事實，於是老闆決定開始將部份店面出租，讓
學弟妹可以用消費一杯飲料的價錢獲得空間的使用權。喝飲料做設計的風潮甚
至帶動了校內的設計課程，開啟了教授帶著學生到工作室上設計課的有趣日常。
隨著人潮不斷增加，顧客開始詢問是否有食物的販售，但是為了確保大觀園內
的經濟平衡，老闆不希望販售鹹食去影響周邊店家的原先客群，才開始定調販
售甜食的想法。慢慢的，經過一次又一次的調整和經營，老闆決定將甜點店與
工作室分割創立一個新的品牌，大觀小弄也就因此誕生了。

大觀小弄是一間注重環保議題的店家，店內的甜點包裝都是堅持用紙餐盒進行
減塑，而且大觀小弄沒有「甜點櫃」。有些顧客進到店內也會好奇為甚麼沒有
安裝甜點櫃，讓人可以輕易挑選自己想吃的款式。老闆表示，因為甜點櫃的耗
電量是一般家電冰箱的好幾倍，如果今天為了美觀使用甜點櫃，將會造成很大
的能源消耗，這不是店家所樂見的。因此，即使今天顧客必須使用手機觀看 IG
的限時動態來挑選喜歡的產品，老闆還是覺得，如果能因此減少些許耗能，一
切都是有意義的。老闆在採訪中跟小記者說道：「有些東西它其實是一個選擇，
不能讓每個人都去配合你的價值觀。」推廣議題不能硬性地要求他人跟進，如
果不能讓對方也瞭解到其中的意義，即使今天對方在我們眼前乖乖遵守，離開
視線後他們逆著做了多少回我們都不知道。因此，老闆表示不會強迫他人跟著
自己的環保理念走，但會用在店內的環保行動讓對方知道自己有這個選擇，用
靜態的方式招來同道中人，就像姜太公釣魚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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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觀小弄就像是一個可以容載各種議題的容器。」老闆觸摸著老舊木桌，眼神中看出她對
店面的期望。老闆如此地形容是因為想讓店面像一個容器，容納各種不同的議題。今天顧客
來到店內，可以自己決定選擇：要從店中帶走什麼。為了實際執行這項想法，老闆很樂意將
大觀小弄的店內空間出租給有議題想宣傳的團體，讓更多的人勇敢去傳遞自身的想法。這樣
的想法不禁讓小記者想起過去曾讀過的一本書籍：《思考的整理學》。裡面說到飛機式學習
往往比滑翔翼式學習來的有成就。臺灣的填鴨式教育方法就像是滑翔翼式的學習，我們一昧
的接收資訊，順著老師鋪好的軌道行走，這樣的學習方式雖然能在課業上表現優秀，但當沒
人領導時，我們就像失去了氣流的滑翔翼，無法再次翱翔。相對的，不僅接收自己想學習的
資訊，甚至因此對問題有所研究，造就出自己解決問題的能力，這就好比自身具備引擎的飛
機，可以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大觀小弄至今為止接受過多元的議題內容，在不久前才與賈桃
樂學習主題館合作傳遞海洋污染的環境議題，在大觀小弄的店面中展示著利用羊毛氈製作的
創意拼貼牆面，呈現出海洋遭受汙染的資訊讓受眾得知，其中也提供了環保創意拼貼的海報
供顧客帶走。讓這份以海洋污染為起頭的訊息可以透過顧客，傳遞得更遠。除了提供倡議團
體傳遞關注議題的空間，大觀小弄的空間也常常供應給許多不同需求的人們，像是：乾燥花
和花圈的製作課程、校內的期末聚會活動及提供空間讓宅講堂舉辦課程等。一間小小的店面，
承載了眾人多方的需求和議題，像個深不見底的大寶庫，值得我們去挖掘及探索。

容器價值觀



到了採訪尾聲，又到了分別的時間點，在推開門扉
走出店面的瞬間，小記者下意識問了老闆自己心中
的疑惑：「雖然很想再更瞭解大觀園中承載的歷
史，但總是會擔心一昧的好奇探索造成附近住戶的
困擾。」面對小記者突如其來的想法，老闆告訴了
小記者，不只有大觀小弄，大觀園中的鳥園、瓦溝
橋，好多好多的空間其實都暗藏著屬於它們的歷史
故事。與其坐著說自己多麼好奇，不如就主動去跟
附近的居民互動和聊天，大家其實都不藏私，很樂
意分享自己的經歷，就像老闆前面提及：我們就像
是個容器，裝載著許多內容，你進到裡頭想要收穫
些甚麼，可以自己去選擇。語畢，小記者走出店門，
一次又一次的在觀園內穿梭，走到一名坐在鳥園歇
息的老人面前，開口說道：「您好，我是中原服務
學習記者團的小記者，我很好奇……」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世外桃園

環保議題牆面細圖

小記者到大觀小弄與老闆進行採訪



世外桃源資訊考察團隊大哥哥與
小朋友們共同創造珍貴的回憶

伴隨著成員們的石菖蒲手環

一群資管系的大男孩踏上了一趟營隊旅程，而這趟旅程的乘客不僅限於自
身，車廂內還充斥著小朋友們的歡笑聲。中原大學資訊管理課程的世外桃
源資訊考察團隊，應用自己資訊管理學系的專業，為臺東的孩子們灌溉了
程式以及資訊安全的小種子，期望透過團隊的教學，為當地帶來不一樣的
學習體驗，也望見一雙雙純真小眼睛中的熱情，感受與都市不同的人文風
情，與臺東有了溫暖的連結。

喜歡小朋友的我們，約定前往臺東

小記者們與「世外桃源資訊考察團」的初次碰面是在中原大學活
水來討論室，大大的白桌對面，坐了一排來自資訊管理學系的大
四男孩們，因為一門必修課，而踏入了一場臺東服務之旅。喜歡
小朋友的團員們，跟隨學長姐的腳步，把自身所學帶入偏鄉服務，
給桃源國小的學生們不一樣的學習經驗。

聆聽著他們述說當時的點點滴滴，伴隨的笑聲將空間填滿，小記
者們很難不感受到美好的團隊氛圍，心也一同回到過去，回到兩
天一夜的資訊課程體驗營。

服務的火車啟程了，ㄅㄨㄅㄨㄅㄨ

時間來到今年八月，六人組成的服務團隊搭著火車來到臺東縣桃
源國民小學，漫步在那邊的街道，不斷與貓咪四目相對，即使是
不熟悉的面孔，居民仍熱情的打招呼，好奇地詢問從哪裡來。

來到目的地的第一天，就在合作組織－種子之家的帶領下，遊覽
當地並製作了這趟旅程的紀念品—石菖蒲手環。說到這裡，士豪
同學從他的背包裡拿出了手環給小記者們欣賞。由串珠及木頭串
起的手環象徵著平安，接下來的三天，團員們都戴著自己製作的
手環進行服務。看似美好地開啟了旅程，但其實在出發之前也經
歷了因疫情一路展延，與過程中不停地更換聯絡窗口等困境，不
過經過團員們的堅持以及努力下，最終營隊還是如願舉行了。

牽 起 小 手， 搭 上 服 務 之 列 車
「 世 外 桃 源 資 訊 考 察 團 隊 」 專 訪

中原大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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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手一機，用資訊帶入小朋友的世界

「世外桃源資訊考察團」透過團員們自身所學，為桃源國小的
小朋友規劃為期兩天的資訊體驗營。在這兩天，團員們帶領小
朋友們學習 Scratch 程式設計以及網路安全使用知識，士豪同
學說現在人手一機，每個人其實都很難不接觸到網路，所以想
要透過體驗營讓小朋友們知道，若不當使用網路可能會帶來的
問題。而實際與小朋友們接觸後，發現許多小朋友們獲得資訊
的平台來自於「抖音」社交軟體上。由於社交軟體資訊混雜，
導致小朋友輕易地就接收到各種負面的資訊。若有人可以做出
正確的引導，小朋友將更加瞭解如何做資訊的選擇。

出發前，團隊雖進行過教案演練，但在服務過程中若遇到突發
狀況仍需隨機應變處理。雋洋同學跟小記者分享到，原本預計
服務對象為五、六年級生，但到了教學現場發現學生數量過少，
所以又加進了低年級的小朋友，學生彼此間的程度也因此差距
甚遠。低年級的小朋友因不熟悉注音符號，更不會打字，團隊
發現問題後，在當天下午立即更改教學方式，除了放慢教學速
度，每位團員也會親自一位一位教學，這樣的改變拉近了團員
們與小朋友之間的距離。

中原大小事

大哥哥們一個一個帶領著小朋友熟悉電腦



團員們與臺東壯觀的景色合影

看見窗外不一樣的臺東
在營隊期間，除了陪伴小朋友們、教學資訊相關知
識以外，為了更親近當地的小朋友們，團員們也試
著學習布農族的族語並且將布農族的文化融入在教
案設計中。比如在設計翻牌遊戲時，團員們會鼓勵
小朋友們去尋找與自己部落文化相關的圖片作為素
材。

當地的組織─種子之家也擔任起導覽的角色，帶領
團員們更瞭解當地文化。當回憶起種子之家所介紹
的布農文化時，彥融同學說道：「校門口的兩側有
金蟾蜍、紅嘴黑鵯的吉祥物，有保衛家園的意思。」
雋洋同學則與小記者們分享，當送子鳥飛到家中
時，代表喜事即將來臨。布農族除了有自己的信念
外，也有配合當地農作物收割時節的專屬日曆，以
及特別的食物。團員們拿起手機與小記者們分享當
地的特色餐點─小米粽。團員們各各興奮地說出自
己最有印象的當地記憶，小記者們也深切地感受到
這群男孩們對於部落文化的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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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的手，好溫暖

在這趟旅程當中，多數的時間都是跟學校裡頭的小朋友們
一起度過，問起最印象深刻的部分，團員們七嘴八舌的討
論著與小朋友們的有趣互動。

「那邊的小朋友都很活潑、不怕生」雋洋同學分享到。下
課鐘聲響起，小朋友們主動過去跟剛認識的「新朋友」說
話，與大哥哥們分享生活中所發生的事，那些看似平淡無
奇 的 日 常 小 事， 在 小 朋 友 眼 中 卻 是 心 中 收 藏 已 久 的 小 秘
密。說到一半，冠瑋同學拿起手機跟小記者分享了一段影
片，影片中一位幼小的弟弟拉著其中一位大哥哥，小小的
手心抓著大大的手臂，在教室走來走去。小記者們覺得從
大哥哥視角拍下去的畫面很可愛，也可以感受到小朋友想
跟哥哥們玩的心。不只是小朋友在這過程感到快樂，團員
們也因為小朋友的熱情而退去了教學的疲憊。
聊天的過程當中，小朋友們提到自己很會打籃球，言語之
間難掩他們對籃球的喜愛。「我們打籃球很厲害呦！」「真
的哦，我們有哥哥是打系籃的！」「那我們來比賽吧！」
被小朋友拉著手，帶到了籃球場，下課的時光，變成了體
育課，大家一起打起了籃球。



中原大小事

旅程到站了，後會有期

到了採訪快結束時，小記者們發現，原來其中有位團員在出隊前是有些抗
拒的，原本認為小朋友都很失控不好溝通，但經過這趟服務之後，翊傑同
學有了不一樣的看法：「其實並不是所有的小朋友都很活潑失控，我發現
也有文靜乖巧的小朋友。」此時，其他團員跟我們分享在小朋友之中有位
妹妹特別喜歡這位哥哥，活動結束更在回饋表單中留下：「謝謝凱森哥哥
教我。」並在旁邊畫下了三顆愛心給大哥哥。也有許多小朋友們對於大哥
哥們的教導非常感謝：「謝謝志工哥哥們辦這個活動！」，從眾多的回饋
中可以深深地感受到小朋友們對於大哥哥們的喜愛與不捨。

其實，對於偏鄉地區的學童來說，真正缺少的是長期、穩定陪伴學習的角
色，大哥哥們雖然無法長久陪伴，卻也盡自己所能，在這兩天，給小朋友
們快樂的回憶。

在這趟營隊旅程中，不僅讓這群資管系的大男孩從中學習如何與小朋友們
相處，也感受到了臺東人文風情的熱情。旅程中的一幕幕畫面與對話都深
入團員們的內心，學習如何運用所學服務社會，也從小朋友們的眼神中望
見了曾經的自己，與小朋友締結了屬於彼此恆久的記憶。

大哥哥們與小朋友們一起聊天 古文偉小朋友留下了對大哥哥們的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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