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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知能服務學習》擴大學習視野 感受服務樂趣  
新聞萬花筒

 

文／林佳彣、李亞庭、黃宛真 採訪、整理報導

 

緣起

 

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程於101學年度第一學期共開設28門課，共27位教師和1422名學

生投入服務學習的行列。本課程規劃係由各院、系整合其專業領域的知能，透過在校

內課堂上，或是參訪非營利組織等方式進行服務學習，藉以達到強化專業知能、自我

反思、欣賞多元差異、了解社會議題，以及培養公民素養的目的。其中，課程主題涵

蓋生態與環保、科技與生活、國際與觀光、安全與營建、行銷與推廣、課輔與學習等

多重專業知能的服務課程。授課對象為大二至研究所的學生，透過專業知識和服務的

連結並實踐，能更深刻體認自我價值及社會責任。基此，本報整理5門課程服務之成

果，一同共享服務學習中的喜樂與收穫。

 

社會行銷專題企劃  幫孩子找個家

 

課程概要

 

由大傳系開設的「社會行銷與實作」課程，介紹社會行銷之理論、方法與過程，藉由

與非營利機構的合作，培養實作經驗，同時運用行銷原則與技術影響社會的想法與行

為，期望改進生活品質、提升社會福利。101學年度第1學期的課程實作與「兒童福利

聯盟」合作，透過該聯盟人員的解說與介紹，讓學生瞭解募款目的與目標，並以分組

競賽的方式為其聯盟設計、規劃社會行銷企劃案，試圖將所學得之專業知能與服務學

習相結合。

 

課程助教大傳所三郭靜育表示，社會行銷與商業行銷最大的不同在於社會行銷出發點

為幫助弱勢族群，希望學生透過課程內容與實地服務可以對非營利組織有更深一層的

瞭解，「如何讓人願意捐款是一大挑戰，學生可以利用課堂所學在兒福聯盟作實務上

的運用，拉開學習的視野。」

 

◎學生反思與心得

 

大傳三吳泳欣表示，「透過這堂課瞭解到商業行銷與社會行銷的差異，社會行銷包含

正面意義，須顧及企業形象，而非一味透過產品賺錢。」透過實地參訪兒童福利聯盟



，瞭解收養、寄養與認養的差別，「聽到許多不成功的案例，覺得很難過，雖然要鼓

勵他人認養小孩不容易，但希望能藉由和組員共同企劃的行銷案，幫助兒福聯盟，也

讓孩子有更好的生活。」

 

大傳三林俊耀說：「我們這組同學幾乎都是有社團經驗的夥伴，所以在發想和活動企

劃撰寫都會以過往經驗，再搭配老師上課所講的重點進行修改，很開心可以得到第一

名。」林俊耀說明，透過這堂課的學習，雖然只是設計企劃案，但學到很多執行層面

的技巧，「瞭解並不是畫大餅就好，還需要搭配業主有限的預算來達到妥善的運用。

」

 

大傳三劉昱余提到，自己一直都有從事服務性質的工作，例如帶營隊或出訪老人院等

，但都是用勞力在做服務，「透過課程的啟發，學習用創意和巧思來幫助需要幫助的

人，是很特別的經驗！」

 

編纂童話贈與偏鄉  讓閱讀不中斷

 

課程概要

 

你還記得童話故事〈綠野仙蹤〉中有幾個魔女嗎？你知道愛莉絲除了夢遊仙境外，還

去過鏡中世界嗎？由中文系開設的「兒童文學」，結合兒童文學與中文系學生說故事

及寫作的能力，讓學生在深入了解兒童戲劇、廣播劇、童詩與繪本的同時，撰寫自己

構想的兒童短篇故事，並於期末集結、獨立出版《蛋捲短篇童話集Ⅰ》一書，而最後

的成書將捐至偏鄉地區學校。中文系助理教授鄭柏彥表示，「希望學生不但能夠自行

創作、編輯，以了解兒童文學創作出版的知識，還能夠從中體會知識分享的理念。」

 

「兒童文學」開設至本學期，學生創作成果從繪本、童話集至本學期預定編寫的童詩

集，在學校經費的挹注下，鄭柏彥決定將原本的社區服務改為編書、贈書，作為兒童

文學專業知能的展現，「但經費有限，因此將贈送對象限定於教育部所訂特偏或偏鄉

教育機構為主。而上學期預設200所偏鄉教育機構，對於淡江大學服務精神的傳播應

遠比原先單一社區服務來的更寬廣。」對於學生構想的童話，他認為，「童話的第一

步還是故事的發想，這部分不因科系差異而有差別，主要差異還是來自於每位同學對

於兒童文學的興趣與本身的創意。」但文字及敘述能力上，中文系學生會比外系的學

生較佳，因此他安排1位主編、3位編輯，協助排版及文字潤飾的工作，使故事更加流

暢。

 

◎學生反思與心得



 

對編寫故事有濃厚興趣的中文四符傳煒，自願擔任主編，將書送給需要的孩子們閱讀

、幫助偏鄉地的學童，他認為非常有意義。符傳煒表示，編寫童話時，自己會充滿夢

想，彷彿回到幼時原始的純真，寫起故事來天馬行空，使他欲罷不能的構思了2篇作

品，他說：「寫完會感到很快樂！」

 

公行四王璽雯表示，當初會選擇這門課是被課綱中的兒童戲劇所吸引，但在課程與創

作過程中，赫然發現自己因為多年的「學習」，思想漸被無形的框架侷限，「好像長

大以後，格局並沒有成正比，反而被侷限住，無法再天馬行空。」因此期望藉由這堂

課，從大家共同創作的過程中尋回童心。

 

醫療輔具再進化  關鍵訊息不漏接

 

課程概要

 

由資工系開設的「專題實驗（二）－智慧型手機應用於居家復健」課程，透過與醫院

合作，瞭解病患實際需求，以智慧型手機作為應用媒介，將資訊工程與居家復健做結

合，利用自製的輔具嘗試將病患復健情況轉化為相關數據，並傳送至智慧型手機中

，讓病患即使在家自行復健，也可讓醫師瞭解實際情況。

 

課程將專題製作與服務學習做結合，由研究生先至醫院參訪、研發輔具，再帶領大學

生做技術指導，同時透過病患回饋來改良器材，藉以提高實用性與可行性。此外，課

程除了體現整合跨領域的能力，也促進同學在學習的過程中，反思服務的精神與力量

。

 

資工系副教授陳瑞發表示，課程開設的最初緣由是發現醫師常難以取得病患居家復健

的真實情況，「因為我是做資訊工程的，再和醫生討論後，或許可以嘗試研發電子類

的相關輔具，讓病患在回診時，醫生就能透過電子產品來得知病患復健的相關數據。

」此外，陳瑞發說：「學生常以天馬行空的想法來製作專題，在實際應用上往往不敷

使用，此次透過與醫院的合作，讓學生有機會從技術層面出發，製作出更符合使用者

需求的器材，同時將所學得的知識運用到實際生活中，發展更多的可能性。」

 

◎學生反思與心得

 

資工碩一劉冠宏表示，這次學習是很特別的經驗，「我們與婦產科、泌尿科合作，因

為平常男生不太有機會接觸，透過這堂課讓我們較瞭解女性的生理狀況。」劉冠宏笑



說：「做出器材後，會想知道使用者的適用程度，但因為對象是老人家，他們常不好

意思說出來，反而使器材達不到最佳效果。」

 

資訊三戴妤庭表示，從課程中學到很多理論外的專業技能，在許多應用層面有大幅度

的精進，「例如當遇到問題時，一開始只會毫無頭緒地亂找資料，到現在我們已經能

容易地發現問題所在，並快速地找出解決辦法。」戴妤庭笑說：「我們曾經因為在開

發中遇到一個很小的程式錯誤，而耗費一整天都死盯著那段程式碼，最後實在解決不

了才尋求協助，結果助教三兩下就輕鬆解決了，讓我們不知該哭還是該笑！」

 

森林生態體驗課  實地走訪惠蓀林場

 

課程概要

 

由通核中心開設的「森林生態與樹木保護」課程，於上學期邀請到「台灣生態教育推

廣協會」講師蒞校授課，以圖片、影片及標本等輔助教材，增加學生對森林生態、樹

木病害、香草植物、昆蟲與兩棲爬蟲的認知，並且讓同學們透過視覺、觸覺、嗅覺

，甚至味覺實際體認動、植物。此外，課程帶領學生實地造訪惠蓀林場，進行為期

2天1夜的校外教學，參觀樹木保護成效、學習生態基本常識、體驗大自然，並將所學

實際應用於生活環境的感知中，進而傳達保護樹木與生態維護的重要性。

 

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講師蕭文偉表示，課程開設的緣由是因為學校的樹生病，所以若

能藉由課堂教授知識的機會，提升學生對於樹木病害與防治的概念，也可帶領同學們

親近校園中的生態。在課程設計上，嘗試將學習層面擴增至生態教育，特別與「

eye上大自然」的講師們合作，同時舉辦校外教學、徵文比賽，透過課程內容的豐富

度，喚醒大家對自然的熱情。蕭文偉說明，「人與自然的生物息息相關，因此服務不

只是對人，藉由與自然的接觸，讓同學不僅增加對生態的認識，更能對自然有所保護

與回饋。」

 

◎學生反思與心得

 

中文四楊蕙綾說：「當初會選這堂課是因為曾看過蕭文偉老師上『大學生了沒』這個

節目，覺得應該可以學到很多東西。」透過實地走訪野外，可以接觸大自然認識各種

動植物，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從老師播放的影片中，看到蛇把蛋吞下去再把蛋殼吐

出來，很可怕！」

 

德文二莊靜提到，課程設計很有趣，讓學生對於大自然有更深層的認識，「以前不知



道原來臺灣有很多樹木生病，上完課才瞭解，樹木的生態和現況，還有樹木醫生的重

要。莊靜興奮地說：「認識香草的課很生活，不僅學到香草的相關知識，老師還以食

物料理作搭配，相當吸引人。校外教學也令人印象很深刻，實地體驗和親眼見證的感

覺超棒！」

 

傳承原住民族文化  帶你探索原知原味

 

課程概要

 

臺灣族群多元化，但你知多少？由通核中心開設的「原住民文化與部落服務」課程迄

今已有4個學期，介紹臺灣原住民族群、文化及歌舞祭典，並輔以「部落踏查」、「

部落文化成長營」2部分課程設計，前者讓學生將理論和實務結合，透過分組蒐集資

料、實地踏查、訪談耆老，藉以了解當地人文和地理景觀，並於課堂中分享田野調查

概況；後者則藉由寒、暑服務隊實地進駐部落，並教導原住民學齡兒童繪製綠色生活

地圖，培養其對於在地文化的使命感及歸屬感。

 

本學期特別邀請建築碩一吳培元，以原住民的身分和觀察角度，講述臺灣原住民、漢

人間的互動、衝突，進而引導同學反思族群間的關係。此外，期末也邀請曾參加來吉

部落服務隊的服務員，以及參與源社文物展的工作人員，進行經驗交流與分享。

 

授課講師陳瑞娥表示，「讓非原住民學生可以在課堂中汲取更多關於原住民族群的知

識，並且嘗試盡己所能來維護及傳承其文化，同時也讓原住民學生能對於自身文化有

所覺醒。」上學期帶領同學來到臺東縣三間部落，實地踏查當地神社、古井等景點

，透過製做綠色生活地圖，回溯部落歷史過往，使部落學童能對自身部落產生認同感

及進一步的了解。

 

◎學生反思與心得

 

身為排灣族暨源社前社長的土木三高筠筑表示，對自身文化並未完全了解，畢竟一個

族群之大，若要通盤了解，勢必得耗費些時日，課堂上雖然未深度介紹各族群，但有

助於增進不同族群的基本知識。「臺灣原民文化底蘊相當豐厚，我覺得原住民文化應

當永續傳承，而部落人做部落事，更該同心協力加以發揚光大，希望未來有機會回到

自己的部落，或是其他原鄉部落服務。」

 

擔任寒假服務隊「海蛞蝓文化營」隊長的物理三毛榕瀚提道，有別於分組部落踏查所

觀察到的淺層面向，寒假服務隊則是考量到生態、人文等層面，深度認識該部落，並



透過建置綠色生活地圖，進而提升居民對於部落文化的認同感。「接觸多元文化可以

看到成長在不同環境下的孩童，所展現的個人特質，也使我開始思考自身的定位和角

色。」

 

從未接觸過原民文化的資傳四謝宜家分享到，實地的部落踏查是選修課程的主因。「

對於踏查前須蒐集相關資料的禮儀，感到印象深刻，也極具有意義。而走過部落之後

，體悟到唯有真正了解原民的需求，才能適切地協助他們，更希望藉此服務學習的機

會，讓有能力幫助部落的人也能主動伸出援手。」

2013/02/19
 

 

 

「原住民文化與部落服務」課程設計有「部落踏查」、「部落文化成長營」，透過修習專業知能、實地田野調查及教導

原民兒童探索在地人文，培養服務學習的精神。圖為上學期修習課程之同學走訪臺東縣三間部落，以實際行動帶領部落

學童認識在地人文、生態和地理景觀，為繪製綠色生活地圖作準備。（圖／學務處提供）

 

 

圖為台灣生態教育推廣協會講師陳彥宇於校外教學時，親自帶領修習該課程的同學們以近距離方式認識植物。（圖／楊

蕙綾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