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原       大       學 2 0 2 2 . 0 4      N O . 4 6

服     務     學     習
S E R V I C E   L E A R N I N G

應 用 外 國 語 文 學 系「 英 語 歌 謠 韻 文 教 學 」
及「 繪 本 與 英 語 教 學 」 服 務 學 習 課 程 專 訪

社 團 法 人 台 灣 全 球 在 地 行 動 公 益 協 會 專 訪

中 原 大 學 柬 埔 寨 海 外 志 工 隊 專 訪「寒冬送暖，寫下悸動的瞬間」得獎徵文



突如其來的疫情，散亂了我們的生活，

許多服務方案也被迫更動。

但這群人，

不向詭譎多變的挑戰低頭，

運用不一樣的方式，

發現更多不同的可能性，

將服務的力量散播在更多地方！

本期雙月刊，我們將帶領您一探校內外服務學習團隊，

與他們在疫情之下的服務足跡。

服務學習記者團 敬上

引                      

言



應 用 外 國 語 文 學 系「 英 語 歌 謠 韻 文 教 學 」
及「 繪 本 與 英 語 教 學 」 服 務 學 習 課 程 專 訪

踴躍回答的孩子們，大大增加學生對教學的自信心。

「小朋友～你們有從剛剛的歌曲裡聽到什麼單字嗎？」語音剛落，許
多孩子們馬上舉起手搶答，家長們也在後方看著自己孩子熱絡學習的
模樣。學生們利用課餘時間到圖書館、國小或真善美社會福利基金會
服務。他們規劃教案，仔細分配服務活動時間，將音樂或繪本融入教
學，讓服務對象從玩樂中自然而然地認識英文。

陳老師表示，這門課程絕對不只是帶動唱，單從規劃教案開始就會耗
費許多心力，還必須擬定備案來應付現場可能的突發狀況。學生們也
擔心自己的努力得不到回應，所幸作為服務對象的孩子們與老憨兒，
反應直接、配合度高，讓學生們在服務過程中獲得成就感，收穫到比
在教室上課更豐富的經驗。

互動性的教學，讓孩子印象深刻。

疫 情 阻 礙 彼 此 距 離， 但 教 學 從 不 停 歇

應外系服務學習課程，將學生帶出教室，與服務對象接觸，帶領他們
認識英文，也讓學生從服務活動中學習教導經驗，互動式的教學讓學
習英文變得更有趣。這持續約 10 年的課程，即使遇到疫情帶來的諸
多限制，也努力發揮創意，將服務學習活動帶到新的層次。小記者採
訪了教授「英語歌謠韻文教學」及「繪本與英語教學」這兩門課程的
應外系陳正婷老師，和各位讀者介紹他們疫情下的變化！

自服務中獲得，從遊戲裡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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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的收穫，在學生心裡漸漸發酵

青年志工力量大

由於這門課需要分組去實地服務，經歷了教案規劃以及無數次的演
練，最後一同分享喜悅與成就感，小組成員的感情幾乎都非常好。除
了應外系，也會有外系學生來修課，他們運用各自科系學到的東西，
將服務成果提升一層，帶出不一樣的活動。 

「啊，有一個很有趣的故事！」陳老師興奮地和小記者分享，班上有
一位文靜的女同學，平常也鮮少顯露任何情緒。但當天在真善美福利
基金會服務的現場，發現這位同學不只開朗了起來，話也比平常多，
彷彿化作一朵向日葵，服務的熱忱在她身上閃閃發光，讓老師又驚又
喜，心中也充滿了一股暖流。

此外，甚至也有修課學生在畢業後自行到圖書館擔任志工，朗讀英文
繪本故事；也有學生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去心路基金會工作；還有全系
第一名畢業的學生，不選擇出國念書，而是選擇到 NGO 機構服務，
也就是愛女孩國際關懷協會的創辦人 - 楊怡庭。看到這麼多學生將服
務學習發揚光大，就好像這門服學課程在同學們心中播下了服務種
子，將這份熱心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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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浪潮襲來，意外下的發展

但是從去年 5 月疫情爆發後，防疫被升至三級警戒，所有服務
地點都被限制進出，有些還未去到現場服務的組別，先前準備
的教案與排練都化為泡影。國小也因為突如其來的疫情亂成一
團，臨時決定取消所有服務學習活動。由於失去服務對象，導
致課程遇到阻礙。

於是老師將服務對象的限制放寬，讓學生找自己認識的親戚友
人，從親戚的小孩、認識的中學生、大學同學，甚至到自己的
父母，只要想加強英文能力，都可以當作服務對象。除此之
外，服務的範圍也擴大，遠距服務跳脫地理限制，讓學生們有
機會教導遠在花蓮、南部的國小生；而學生即使無法見面，也
可以彼此聯絡、分配工作，甚至有的教學影片是在防疫旅館中
拍出來的！

陳老師也讓學生嘗試非同步遠距教學，參
考兒童節目自問自答的流程進行服務，搭
配字幕、縮短教學時間，使學習過程不會
感到太過疲乏。老師將這些影片分享給國
小老師與有孩子的同事。在得知孩子真的
會隨著影片做出反應、與螢幕對話後，學
生們都感受到自己的努力獲得了回報。即
使活動的形式與實體上課不同，而且多了
更多的準備工作要做，孩子們真心的回應
卻是不變的。

青年志工力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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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志工力量大

擁有熱誠的心，跨越無數障礙

「老師覺得在課程實施的過程中，最大的困難是什麼？」面
對小記者的疑問，陳老師沉思了一下說道：「畢竟是一門結
合服務學習的課程，我覺得學生是否擁有那一顆真誠、熱血
的心是最重要的，若抱持著那股熱忱，我想，遇到再困難的
事情一定都能跨越。」小記者在老師肯定的語氣和溫柔的神
情裡，感受到老師對這門課程的熱愛與堅定。

雖然突如其來的疫情讓一切亂了序，教學方式被迫改變，使
老師與學生之間多了一道牆，但他們的教學熱情並未被疫情
這場暴風雨澆熄，始終相信著服務者只要有心就能克服困難。
現在，有了實體與線上教學的經驗，在未來，服務對象也許
就不受地理的限制，能讓更多小朋友接觸到歡樂的英語歌謠
及繪本列車，享受學習英語的樂趣。

青年志工力量大

（上）學生們在幼兒園服務。
（下）在學生的帶領下，真善美的大孩子們反應也很熱烈。



世外桃園

突如其來的疫情，帶走了許多可能性，但卻牽起中原大學服務學習
中心與全球在地行動公益協會的合作。由協會領航，中原大學泰緬
邊境數位服務計畫團隊（以下簡稱泰國隊）的同學們走進泰緬邊境
孩童的世界，用資訊教學搭起橋樑，讓知識技能成為孩子們未來的
寶藏。

突如其來的疫情，開啟合作的計畫

校園記者 / 周子宭、謝旻蓁

攜手中原大學，共同推動邊境資訊教育
社 團 法 人 台 灣 全 球 在 地 行 動 公 益 協 會 專 訪

Glocal Action 全球在地行動公益協會是一群長期深耕泰緬邊境的
志工們成立的非營利組織，致力於兒童教育與青年培力工作。2021
年，協會搭起了泰國隊與泰緬邊境的橋樑，開始計畫泰緬邊境服務
方案的合作。在協會中負責專案執行的瑞珠搖頭無奈地說：「一開
始我們還抱著可以讓學生出隊到泰緬邊境實地走訪的期待，沒有想
到那時剛好台灣疫情大爆發。」因為疫情的影響，無法跨越國境去
服務讓志工團隊很頭痛，但疫情的阻撓並沒有阻礙泰國隊服務的熱
忱。協會想到或許可以利用在泰緬邊境新建的第三間電腦教室來連
結分隔兩地的大學生與孩子們，於是開啟了線上資訊教學課程的計
畫。泰國隊的同學們開始利用課餘時間設計教學，連續六週的週末，
透過電腦螢幕與泰緬邊境蘭花小學的孩子們一同成長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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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隊於聖誕節當天教授聖誕歌曲。

活潑的互動，打破螢幕的距離

協會與中原大學合作的線上資訊課程，在一開始並沒有預
期的順利，泰國隊的同學們發現線上教學還是跟實體有很
大的差別。線上教學雖然能解決國境的阻礙，卻難以快速
地熟識對方並且讓孩子們與泰國隊互相認識。同時，雙方
也無法利用線上方式實際去體驗當地的文化差異。協會工
作夥伴觀察到此情況，並以自身經驗向志工團隊提醒：「在
疫情時刻如何用線上方式和遠方的人互動是很重要的。」
於是，泰國隊的同學們在第一次課程結束後便開始思考：
「我們還能做什麼？如何能交流更多、讓孩子們與我們的
關係更親近？」隨機應變能力很好的泰國隊，在第二堂課
中加入了遊戲和歌曲的活動，讓孩子們在畫聖誕節卡片之
前，先學唱聖誕歌，大家一起唱唱跳跳，關係也就慢慢建
立起來了。

第二個困難點則是語言的隔閡，瑞珠提到，在線上教學時，因為兩方語言
有差異，而當地的翻譯老師只有一位，所以常常互相聽不懂。聽完瑞珠說
的話，小記者們都很驚訝，沒有想到線上交流對孩子們來說是這麼的不容
易！泰國隊的同學們也沒有想到因為語言的隔閡，讓交流變得這麼困難。
為了打破語言的限制，泰國隊決定開始玩一些遊戲。透過介紹自己並且說
一些簡單的水果英文單字與孩子們互動，讓他們能在遊戲中增進彼此關係，
同時也能快樂地學會簡單的英文單字。如此也能慢慢地奠基孩子們英文的
基礎，提升他們與外界交流的能力。教學模式的改變，讓當地的孩子對國
外的生活有更大的想像的空間，也讓資訊課不只是學電腦的技術課程。

世外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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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語言問題，傳遞知識與技能

小記者好奇的問道：「用線上教學的方式，有沒有意想不到或更好的收穫呢 ?」瑞珠
興致昂昂地說起線上教學所帶來的影響，最讓他印象深刻的，是當地的老師學習了泰
國隊的教學模式。老師在線上教學後開始帶著小朋友練習線上課所學到的知識，並且
把這個教學模式推到其他的緬甸移工兒童學校，這讓整個協會都非常的感動。當地開
始摸索新知識，嘗試為自己做一些改變是他們沒有預期到的成果。

除了當地老師自發性的引入泰國隊的教學模式，當地的學校也開始籌備更多教學資訊
的分享會，例如舉辦教師教學培訓營，由台灣的師生團隊分享多元教學方式及素材給
當地的教師，或是分享資訊教學模式到其他學校。這樣的突破對當地的教育是很大的
進步，因為邊境的老師並不像台灣的老師接受過嚴格的教師訓練系統，考取教師證才
能當老師。他們基本上是有了國中的能力就教小學，電腦更是鮮少有機會接觸到。因
此，泰國隊線上教學教的小畫家跟 PowerPoint，除了能提升小朋友的資訊技能外，
當地的老師也能運用在他們的教學上，讓教育與學習獲得更好的成長。
    
泰國隊曹品源同學在服務後也有不一樣的收穫，他深刻地感受到其實人與人交流不一
定要用語言。他提到在服務的過程中，透過螢幕與小朋友用表情對話，看見他們的笑
容，以及聽到他們似懂非懂的英文時，更加領悟到肢體與神情才是溝通的關鍵！雖然
利用語言的確能讓我們的心意傳達得更明確，但是在現代，我們能將空間與時間的障
礙突破，透過遠距上課的方式傳授實用的技能給予其他國家的人，反而能創造更多不
同的可能性。曹同學堅定地說：「我認為不該因為語言障礙而停下交流的腳步。」

看到這兩方的改變，瑞珠對此感到非常的開心。她提到其中兩位泰國隊的學生之前因
為有做過數位學伴，對線上教學已有既定的印象，但這次的服務卻完全打破他們固有
的想像。面臨這些突發狀況，他們從慌亂的尋找解決方法，轉變成臨危不亂的解決問
題，瑞珠在他們身上看到了很大的改變以及成長。對於當地自發性的學習，也讓協會
非常感動，達到了他們的理念：「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

世外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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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孩子的另一扇窗，創造無限可能

有過教學實習經驗的小記者聽到這不禁也感同深受，想起了自己在教學時
的受挫和迷惘。除了這兩方的改變外，小記者也對小朋友上完線上教學後
的想法和改變感到好奇。瑞珠開心地跟我們分享，有些小朋友在學習電腦
後，對電腦產生了興趣，更甚於去思考以後運用電腦去做些什麼，有的小
朋友則想在未來當個電腦繪畫師、工程師等，為此他們想努力學好電腦技
能去改善他們未來的生活。學習電腦對邊境孩子來說，不單可以當作就業
的一項技能，增加就業選擇，更能接觸到課本以外的世界。使用網路去自
學不同的東西，帶給邊境孩子學習的不同視野，更是改變未來的一扇窗。

不管國內國外，那條界線並不是最重要的，瑞珠堅定的說著：「最重要
的是，你有沒有看到或理解對方的需求並做出回應，改變就會真實的發
生。」聽完瑞珠的話，小記者也想邀請正在閱覽這篇專訪的讀者們，先試
著設身處地的站在身旁親友的立場，瞭解他們的需求，並付出對應之行
動，可能會為他人或自己帶來不一樣的改變。

世外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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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花小學的學生們透過螢幕將愛心送給泰國隊表達感謝。



教育的萌芽，服務的開始

一場疫情，改變了你我的生活，計畫不再相對可以預期，需要隨時
做改變及更動。中原大學服務學習中心的柬埔寨海外志工隊（柬 15
班），面臨無法出隊、延期、變更計畫等種種挑戰，仍不願輕易放棄，
轉變方式為馬祖及柬埔寨的孩子進行服務，也帶給我們暖心的故事。

經歷「紅色高棉」時期的柬埔寨，國內許多高知識分子遇害，加上
戰爭影響，教育資源短少。與許多開發中國家一樣，國家隨著經濟
成長，城鄉差距越來越大，有些村落的孩子們因家庭因素或生計輟
學，加大教育的不落實。

在極力發展觀光的柬埔寨暹粒省，外語能力成為職場上的利器，若
具備基礎英文能力，便可以找到相對高薪的工作，為貧困家庭提供
翻轉的機會。然而，柬埔寨政府對國小的教育政策為一班一教師，
這位班級教師需要教授所有科目。雖然政府要求國小教師須教授英
文，並發放英文課本，卻未提供相應的教師培訓，導致村落國小教
師大多仍未開設英文班。村落缺乏多元學習管道，若國小教師也沒
教授英文，學童可學習英文的機會是微乎其微。從柬 11 班開始，
中原大學與當地非營利組織－ KAKO 合作舉
辦村落英文教師工作坊，培訓當地國小教師，
提升村落國小教授英文科目的比例，讓有趣
的英文教學方式能留在當地，實際幫助當地
的 孩 童。 柬 15 班 則 預 計 拓 展 培 訓 對 象， 轉
為培訓當地村落青年，使之成為種子課輔教
師，讓他們可以在村落圖書館為孩子們進行
英文課輔。 

中 原 大 學 柬 埔 寨 海 外 志 工 隊 專 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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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文化場域認識培訓課。



累積各式經驗，為海外服務做準備

團隊希望在出隊前，先從國內的場域進行服務，110 年 12 月便出發去馬祖舉辦
兩天的英文觀光營隊。對大家而言，到離島做服務，除了累積教學經驗，更可
以準備充足後以更齊全的樣子去服務不同文化、不同國家的人。「去馬祖做觀
光英文營隊的原因是希望未來到柬埔寨進行服務的時候，我們的志工是做好準
備的。」督導靚瑩與我們說。

舉辦營隊，使成員們學習到如何面對各種突發狀況，就讀應華系的公關俊瑋分
享了一個故事：「當初設計教案時，事前準備沒有那麼充分，面對新的營隊或
計畫的時候還是有疏漏的地方。」像是團隊幫小朋友分隊時，沒有事前請問服
務國小的校長或接洽人員：「大家是不是互相認識？或是有爭執摩擦？」結果
到了現場與小學主任討論後才馬上調整。當時分隊名牌都已經做好了，但透過
小學主任的協助，團隊馬上用現有資源再重新做一份。 

國貿系的美宣羽翔在團康遊戲中發現一位小女孩與同學有摩擦，孩子直接哭了
出來，「我完全不知道怎麼辦，無論怎麼說，她都無法聽進去別人在說什麼，
陷在自己的情緒裡面，活動更無法進行。」團員們後來也暸解，遇到這種狀況，
可以帶孩子們去旁邊，冷靜後再問他原委，小孩就會很願意與你溝通，更可以
理解孩子們情緒的背後原因。孩子們對遊戲的輸贏看很重，所以團隊也有做遊
戲內容的規則調整，將規則訂得更明確，讓他們有警惕或是知道界線在哪。透
過舉辦這次營隊學到的點點滴滴，團隊成員皆已儲備足夠的服務能量，來面對
未來的服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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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訂去年暑假至柬埔寨的計畫延期時，團隊有另訂服務方案嗎？」小記者好
奇的問。財金系的總務婕依說：「我們一直在想我們還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去
幫助那個地方，因為需求一直都在，只是因為疫情，資源更進不到本身比較偏
鄉或資源匱乏的地方。」

至當地培訓種子教師的計畫延期時，正好整個柬埔寨都改為遠距教學。村落的
孩童們沒有硬體設備，大家集合一起用一支手機上課、考試，導致學習成效不
彰。KAKO 希望可以募集平板放在村落圖書館，讓小朋友還有種子教師們可以
在課後過去學習，更可以交接給團隊的下一屆成員。假若今年同樣無法出隊，
還是可以使用那些設備與當地的青少年進行交流、討論與教學，回歸到種子教
師的計畫。不過因應柬埔寨又改回實體上課，計畫則調整為募集雨衣的活動。

柬埔寨的雨季（5 月到 10 月）即將來臨，當地許多家庭無法負擔買雨衣的錢，
小朋友要走 30 至 40 分鐘路程淋雨上學。感冒或是生病時更無法負擔醫療費，
家長因此覺得不用去學校，導致惡性循環。有雨衣就可以解決一些問題，團隊
希望可以透過雨衣募集的方式，趕快將雨衣交到柬埔寨的孩子們手上，一起讓
他們度過雨季。團隊更細心調查村落孩子們的身高比例，募集相對應的尺寸，
希望每個小朋友都有合適的雨衣。督導靚瑩說：「募集物資時常會發生，你送
的東西不是對方要的，所以我們做了很多事前準備，希望我們送的東西是最符
合當地需求的東西。」

疫情浪潮多變，計畫隨波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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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未來方案，回顧過程點滴

中原大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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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疫情變化難以掌握，團隊的服務方案從實際至當地服務轉為在臺
進行募集雨衣活動。回顧過去，柬埔寨隊從創立第一年與 KAKO 合
作，到現在已經 14 年了。談及未來，團隊希望可以幫他們建立一
個網站。因為對方有非常多計畫，卻都沒有好好地用一個網站來展
現出來。建立網站後可協助對 KAKO 有興趣並想贊助的人，透過網
頁就能清楚迅速的瞭解他們的計畫，且分享資源給 KAKO，使其有
更多人力、資金可以為當地的孩子服務，轉動一些循環。  

回想起參與服務的點點滴滴，企管系的隊長譽文認為最大的挑戰就
是計畫的更動，在過程中也學習到要如何滾動式調整，心態上變得
越來越強壯，會思考更多的面向，去考慮到很多因素。「在過程中
可以更注意到，有時候不要拘泥於一些小細節，要達到目的，有很
多方式，不是只有你選的那條路。」雖然是困難，也是另一種成長。

雖然疫情為服務過程增添許多曲折，但團員們卻收穫更多。有許多
從來沒有體驗過的事情，都在這段期間發生，嘗試後才會知道辛苦
的一面以及背後付出的汗水。如同國貿系的公關宛宜所說：「學到
各方面的知識，認識不同的人，走出教室得到不同的東西，在服務
中也可以收穫許多心靈層次的價值。」



隨著時間流逝，許多事情不斷地發生在我們日常，有句
話說：「生活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發現」。2021 年冬
天，小記者們舉辦了徵稿活動，從中選出四篇文章。從
2 月到 8 月，讓我們每期都有一則溫暖的小故事陪伴 ...

商設二　陳同學我不是個善良的人

寒冬送暖，寫下悸動的瞬間

上學期上了堂很有意思的文化思想史通識
課，老師講了很多歷史人物的故事，然後說，
如果可以，願我們都能平安善良。

但我不是個善良的人。

我沒辦法總是無條件原諒他人、看見別人比
自己優秀時會嫉妒、眼見對我有利的資源一
定會奮不顧身上前，生活中常常先考慮到自
己，血氣方剛，爭強好勝。

但偏偏就讀的設計系在期末展有個作品投票
機制，多多少少激起大家的競爭心，作品有
好有壞，票數也不可能平均分配，直到最後
難免有人一票未得。

我有幸拿到一些票數，偷偷驕傲的同時卻也
想到老師在最後一堂課，以自身經歷教給我
們的那個故事，他說，或許那些看似不盡人
意的成果，都已經是對方費盡全力、挑燈夜
戰呈現出來的，這個世界已經夠現實殘忍，
他們也是人、也希望能被激勵、被安慰、想
知道自己的努力都不是白費工夫。

突如其來的想法，我要來便利貼跟筆，開始
一個個寫下感想與鼓勵，貼在那些不論有無
被票數青睞的作品旁。或許是這個規則以外
的行為太顯眼，後來有幾個同學也陸續加入
行動，而那些便條都沒有被署名。在很久的
後來我看到同學轉發那天的限時動態，他說
謝謝，雖然不知道筆者為誰，但確確實實給
了他很大的鼓舞。

是個曾和我激烈競爭過同一份資源的同學。
/
展期結束後，我意外發現自己的作品旁邊也
貼著便利貼。

至今仍不知道是誰寫下的字條，或許是一個
遠比我更善良的人，也或許是和我一樣，正
在努力靠近理想狀態的存在。

謝謝。也許我們還不夠善良，也平凡依舊，
但都已經無意間成為彼此在設計這條路上
小小的溫暖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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