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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社團基本資料 

一、 學校暨社團名稱：國立臺灣大學慈幼會山地服務團 

二、 社長暨營隊負責人資訊 

社長姓名 聯絡電話 E-mail 

劉宥廷 0963-988-781 yotingthehead@gmail.com 

負責人姓名 聯絡電話 E-mail 

蘇凡栩 0908-023-928  fanhsu0915@gmail.com  
蔡景堯 0979-890-723  jingyaotsai@gmail.com  
林昱辰 0970-375-822 b10303062@ntu.edu.tw 

官芷彤 0978-610-521 qwer19877646@gmail.com 

林家羽 0920-902-920 chiayu0502a@gmail.com 
宋凱翔 0928-033-876 song105293@gmail.com 
張沁榆 0922-092-150 b10a01341@ntu.edu.tw 
陳則宇 0987-235-053 jerry38338@gmail.com 
黃聖翔 0975-038-877 b09703121@ntu.edu.tw 
陳姵妤 0965-019-632 b10603053@ntu.edu.tw 
陳建宇 0911-441-939 cycthomas@gmail.com 
陳心葳 0984-296-122 b10302341@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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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活動成效分析表 

活動名稱 國立臺灣大學慈幼會山地服務團 2024年冬令營服務隊 

活動日期 113年 1月 16日 至 113年 1月 29日 

活動地點 台東縣海端鄉加拿、新武、初來、霧鹿、利稻、電光村/部落 

服務對象 台東縣海端鄉加拿、新武、初來、霧鹿、利稻、電光村國小學生及村民 

服務社區/學校名稱 
台東縣海端鄉加拿國小、初來國小、初來國小新武分校、霧鹿國小、霧

鹿國小利稻分校、電光國小 

參與服務人數 

計畫人數：____156_____人 

1.加拿：21人 

2.新武：26人 

3.霧鹿：25人 

4.利稻：24人 

5.初來：30人 

6.電光：30人 

實際參與人數：___150__人 

服務對象人數 

計畫人數：     125      人 

加拿：26人名國小生，以及加拿村民 

新武：15人名國小生，以及新武村民 

霧鹿：30人名國小生，以及霧鹿村民 

利稻：12人名國小生，以及利稻村民 

初來：22人名國小生，以及初來村民 

電光：20人名國小生 

實際參與人數：    170    人 

支出金額 

預算編列： 
新台幣    521,956   元整 
 

已收本會贊助金額：新台幣  
$20,000   元整 

實際開銷： 
新台幣   434,475   元整 
 

本會贊助金額佔實際開銷：

__4.60____% 
感謝有限責任國立臺灣大學員生消費合作社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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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活動成果報告 

一、活動實施情形、實施效益、特色及影響 

整體活動摘要 

2024 年冬天，台大山服前往加拿、新武、霧鹿、利稻、初來五個部落辦理為期 7-12 天不等的冬
令營，其中初來家在營期結束後，將有意願繼續參與營隊的小朋友加入新武家營期，其餘各家皆

順利結束。除此之外，另亦有分隊前往電光國小舉辦 5天冬令營。五村營期活動不僅包含大學生
精心為國小學童設計的營隊課程，團隊每天也都會走入村中進行家訪、農訪、並參與長者文健站

課程，營隊尾聲更會舉行全村共襄盛舉的晚會。營隊旨在提升部落學童學習資源，同時也不遺餘

力地建立與部落之情感聯繫，也感謝有限責任國立臺灣大學員生消費合作社補助。 

主要活動之效益 

 
活動名稱 小小鮮師養成計畫！ 進行時間 110分鐘 
教案紙連結 2024台大山服冬令營_利稻家_實作_小小鮮師養成計畫！_余杏容

_20231116.pdf 

實施狀況與檢討 實施狀況 
1. 本課程為分階上課中的初階課程（一到三年級），班級規模較

小，課程也設計地淺顯易懂，小朋友吸收狀況良好、投入程度高。 
2. 小朋友在活動中需各自分組扮演某個科目老師，由於擔心小朋

友無法在課程當下完成備課，故已事先準備好課程內容給小朋友，小

朋友僅需消化吸收，再上台教學即可，對於小朋友負擔較輕，卻又能

從中獲得成就感，未來有類似需要小朋友創作的課程類型，也可以比

照本課程方式設計。 
檢討 
1. 本課程台上老師教學技巧佳，善用口號、複誦等互動技巧，小

朋友相當投入積極。 
2. 小朋友在擔任小小老師準備課程的過程中仍然超出預期時間，

未來可以多預留一些彈性時間。 
小朋友吸收程度 小朋友在體驗當老師的過程中，不僅體驗在台上講課，亦感受到了該

如何控管課堂秩序、點小朋友回答，不僅測試了小朋友是否真的喜歡

老師這個行業，也讓小朋友有機會感受老師的辛苦，整體而言小朋友

皆相當投入，課程相當精彩。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DMgC5ZqC5Hmj4N2E9A8NvePUdbcZPxNR/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DMgC5ZqC5Hmj4N2E9A8NvePUdbcZPxNR/view?usp=drive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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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歡迎來到瑜珈動物園！ 進行時間 40 分鐘 
教案紙連結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oTqAjmjEcj7W4T1Qtj4vxJXQmj

Wn2fw0/edit 
實施狀況與檢討 此教案在事前準備上，須先與學校交接場地大小及軟墊的借用，並

在課程之前就將教室與設備鋪好。上課過程中，該節課小朋友可能

是因天氣燥熱以及可以在地板上課的關係，情緒較高漲，需花費更

多力氣在管理小朋友的秩序問題，但上課老師的控場能力足夠，課

程內容也十分豐富，課程末尾有營造出不錯的效果。 
小朋友吸收程度 由於為活動性質教案，對於不同年級學生的吸收程度差不多，惟因

學生的身體能力不同，在某些姿勢的教學上，部分人僅能以較簡單

的姿勢練習，但整體而言，小朋友都十分投入課堂，後續是否有回

家自主練習須待下次營期才能了解。 

活動名稱 框不住的旅行回憶 進行時間 90 分鐘 
教案紙連結 2024台大山服冬令營_霧鹿家_藝文_框不住的旅行回憶_羅文均

_20240113.pdf 

實施狀況與檢討  1.這堂課主要在教授文創與紀念品的概念，學生狀況並不踴躍發
言，需教師點名邀請分享，才願意說出自己的想法，但在分享自己

的經驗和看法時皆能切合主題。 
2.在課堂期間，學生多數能專注於課堂上，不太需要管秩序，少數
分心的學生，但經提醒都能回到課堂上。 
3.在寫學習單的時候，發現給予學生 10分鐘的時間填寫，會有部
分學生沒辦法完成學習單，多為中低年級的學生，需給予更多的時

間完成。有學生在寫學習單的時候，只會簡答，需教師或是隊輔個

別的引導才會有更多的答案。 
4.在製作相框的時候，學生多數未能製作和文化特色相關的相框外
框，教師應多次提醒，讓學生的作品符合課堂所要傳達的概念。 
5.在教案的設計上，製作相框的時間是 16分鐘，期待每位學生能
至少完成一個相框，至多兩個，但多數學生皆只能完成一個相框，

只有一兩個學生完成兩個相框。 

小朋友吸收程度  1.根據課程目標，學生多數能知曉文創與紀念品的概念，並知道什
麼是文創性的紀念品。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t3lGqVq74wgJSfcCCT83v7Pb6m9trgw/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t3lGqVq74wgJSfcCCT83v7Pb6m9trgw/view?usp=drive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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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文化概念的介紹後，學生能知道自己布農文化的獨特性，和霧
鹿自然景觀的特色，皆能完成後續的學習單心智圖。在最後結業式

的問答上，都能回答正確相關的選擇題題目。 

活動名稱 「衣」閃「衣」閃亮晶晶 進行時間 80  分鐘 
教案紙連結 2024台大山服冬令營_加拿家_美學課_「衣」閃「衣」閃亮晶晶_

陳妤恩 

實施狀況與檢討 
 

課堂實施狀況良好，成品也令人相當滿意。小朋友在服裝設計時

間表現得很積極，走秀時間也能有自信的展示自己的衣服，其中

幾個小朋友甚至穿著課堂上設計的衣服參加村民晚會，還有小朋

友特地問我要怎麼洗衣服上面的裝飾才不會掉，由小孩對於作品

的重視可見他們都很喜歡這堂課。但是小孩在設計服裝時很仰賴

隊輔的協助，所以基本上每個小孩都需要一個隊輔幫忙，對於人

力的要求很高，這是我在準備課程時沒有預料到的。 
小朋友吸收程度 課程前半段在介紹各種服裝風格，大部分中高年級的小孩在上完

課後能明確分辨不同服裝風格，雖然他們比較無法在設計服裝時

運用簡單的材料設計出明確風格的衣服，但很多小孩都有嘗試設

計上課教過的服裝元素。 
 
 

二、經費收支明細表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2yNEFC1IFRWPLj1EcajcQ-ZM-YqWYr8K/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2yNEFC1IFRWPLj1EcajcQ-ZM-YqWYr8K/view?usp=drive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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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回饋 

1. 社員服務心得 

新武家 家長 官芷彤 
新武是個平凡的小地方，沒有利稻廣闊深厚、霧鹿溫暖美麗、加拿便利有

趣，但如果再來一次，我還是會選擇這裡，這裡是我的家，是寧靜治癒的地

方。山服我 19歲最大的學習及收穫，有這樣的機會相遇我覺得自己實在頗幸
運，能同樂的人很多，但能共苦的夥伴實在少之又少，希望我們會記得這的冬

天在南橫看過的每一幀風景、每一個笑容，帶著這些養分去成長，滋養更多的

人與善意。偶爾回去看上山的片段，會覺得「因為這些笑容，我更真切地活著

了」。 
半年來的庸庸碌碌落地生根，期待他能長成茁壯的大樹，庇蔭所有需要他的

人，結業式的時候有後半段的話沒有說出口，我不是個擅長把文字化為語音的

人，但還是想跟想跟身邊的所有夥伴、孩子分享：「我大概只能算是半個大

人，養不活自己也經常做不好決定，大概終其一生都會在學習的途中踽踽獨

行，但南國的孩子阿，希望你們記得乾淨的空氣與溫暖的太陽，希望你們記得

純粹的心、純淨的自己，希望這個眼花撩亂而吵雜的世界不會讓你們聽不清自

己的聲音，希望你們會在那樣不甚美好的循環裡緊緊抓住閃閃發光的殘影。成

長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前進的每一步都隱含著破碎與重建，保持善良是崇高而

困難的理想之一，我也仍在學習，努力不讓自己年輕而期盼的心，墜於乾癟而

僵硬的柏油裡。」 
我還想說感謝你們，讓我想努力成為一個很棒的老師。 
 

霧鹿家 舊生 施沐典 
12天，是個說長不長、說短不短的時間。更精確的一點來說，是開始習慣

營期習慣一切、卻又對這個地方留戀的時間。 
下山之後，就開始被台北繁忙的生活步調淹沒，我有點後悔沒有給自己更

多時間沉澱、品味、調整。不過，經過去年在南橫度過超過一個月的洗禮後，

又好像已經能在這兩個模式之間切換自如。一切直到去看凱傑決賽的那天早

晨，腳掌踩入不小心偷渡的小石頭時，才一瞬間被拉回圖書室外的時空、那個

「典典老師你當鬼」的時空。 
這期從任何角度而言，都是滿分十分的十分舒服。對於會發生的事情都有

了預期，不管是好的壞的似乎都不這麼意外。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能夠好好

的體會每個暖心動容的瞬間。 
有人問我，這幾期下來的感受是什麼。我想，23冬是好奇、23夏是值得、

24冬是滿足。新生期的我，對於一切事物都充滿好奇，23冬的感受是如此純粹
且美好，人事時地物都來的如此剛好。不過，也是現在回頭看，才開始意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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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自己是如此的淺薄，更慢慢能理解為何一年前的這個時候會有種悵然若

失的空虛。23夏的家長期，就像手握的太緊而留下的指甲痕跡，深刻卻不深
刻。從山下到山上的辛苦累積，不敢說有多好的成果，但於我自身而言，是對

這個地方有了更深更廣的認識。而這些認識，成為了 24冬的養分，在大學生、
村民、小孩，都能夠更如魚得水的品味，並看到每個畫面的潛台詞。在退下一

切的時候，重拾單純且美好的體驗。 
我想，我能夠很驕傲的說，我完成了 23夏結束時的目標。當時的我相信，

這一切廣泛而真實的互動，都會成為我再次回到這裡時，有很充實的營期。為

此，我很期待 24冬。事實證明，這完全超過了我那早已滿溢的期待。 
 
利稻家 新生 蔡亞恩 
上山前，利稻像是一條邊際，一個從大家的口中勾勒出來的遠方，邊界內

是空白的，只有敘述，沒有太多的感動。 
上山時，有很多的疲憊，像是很久沒有生活在團體裡，卻從早到晚都要跟

一群人待在一起，找不到獨處的時空。 
而後，聽著孩子們唱著我們所教的營歌，才想見那些細小的碎片是多容易

流失又無法隨手擄獲——和心悅猜拳吃掉她盤邊的紅蘿蔔，我輸了，她也笑著
吃下兩口；和調皮的邱凱晨聊天，他說他到台北唱族語歌時，看到路邊很多人

沒飯吃，所以想當廚師煮免費的飯給沒錢買飯的人吃；馨怡剛開始不太理我，

晚會那天卻突然跑來抱抱我，開心地敞開外套說她今天身上穿的衣服上有星

星。 
謝謝老骨頭們的傳承；謝謝 24冬家長沁榆和則宇的悉心領導；謝謝我的保

姆玉苓，總是很認真給予我的教案建議；謝謝 24冬的六位新生們，和你們一起
的日子總是自在愉快；謝謝舊生們的經驗分享和關心；謝謝 24冬全體團員努力
共創唯一的 24冬，也感謝有限責任國立臺灣大學員生消費合作社補助。 
 

2. 服務對象反饋 

l   我覺得這次的營隊非常有趣，我有認識到新的老師，在營隊裡我學到了自己
規劃旅行，讓我感覺自己像一個大人，我覺得早餐非常好吃！我很喜歡這個

營隊，老師都很貼心也很溫柔，遇到不會寫的題目老師也會教我，讓我可以

快速的把學習單寫完，希望營隊可以越來越好。（霧鹿） 
l   這三天學到好多東西，第一天學會做小夜燈、蓋房子，第二天看了好多平常
沒有注意到的樹，還一起錄音介紹植物，下午體驗了藍染，學到好多種做花

紋的方法，第三天早上學會了怎麼幫影片配音，希望下次夏天的活動也這麼

好玩。（電光） 
l 我很喜歡這次的營主題，尤其是最後一天的總複習，我做了心理測驗，發
現了自己的專長，並且以後想要成為老師！謝謝你們這段時間的陪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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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得非常開心，雖然一直說不想來上課，但我其實一直很期待台大的營

隊，也很捨不得大家，如果可以暑假還會來參加！（利稻） 
l 這次的課程還是一樣的好玩，有一堂課在分辨哪些食物是天然 vs加工的課
中，老師有給我們聞香蕉香精跟檸檬香精的味道，真的是令我印象深刻，

原來香精的味道聞起來是這樣，加水之後根本聞不出來跟天然的差在哪哈

哈，希望暑假還能再看到老師們！（新武） 
l 謝謝台大山服的哥哥姊姊陪我聊天，你們人都非常好，才見面三天就變很
熟了，像認識很久的朋友，也讓我的生活不會那麼孤單、無聊。寒假平常

要去關山國中上課輔，但我很想多跟你們聊天，希望暑假還能再見到你

們！（初來） 
l 我喜歡有手作類的自然課程，像是漸層飲料、製作碰糖，碰糖很好吃。村
晚時媽媽說我做的拼豆很有布農族風！我很開心。（加拿） 

 

3.綜合檢討與未來建議 

加拿家 
一、 營主題 

1. 雖然這次的營主題是美感，比較不會吃到小孩的學科學習能力，但感
覺得出來一些課對低年級的小孩還是太難，建議部分課程還是可以拆

分中高/中低進行。 
2. 暑假課可以排鬆一點。 
3. 暑假可以問老骨頭接教案意願。 

二、 教案撰寫 
1. 恢復教案小組，追蹤家驗完後續教案品質，避免上山才發現教案有問
題 

2. 新舊生合作教案可以讓新生在上山前跟家內的人變得比較熟一點，我
覺得下期可以繼續有。 

三、 家驗/試教 
1. 上課技巧可能要再加強，上課的語氣跟調動氣氛的方式可能要在試教
的時候就提出來改進，避免上山上課時有點乾。 

2. 試教成效不彰，可思考如何營造上山上課氛圍，讓試教變得更有意
義。 

3. 家驗老骨頭提出的點建議會後可以根據紀錄整理成明確的幾個點，並
進行後續追蹤，確保新舊生確實修改教案、或是提出充分理由解釋為

何沒有做出調整。 
4. 家驗有時候氣氛太輕鬆可能並不會認真對待家驗內容，請大家家驗時
要認真對待。 

5. 安排骨頭/舊生示範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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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設教案小組加強教案投影片品質，試教專注在上課技巧。 
7. 事先確認試教目標。 

四、 直屬制度 
1. 照顧新生是全體舊生骨頭共同的責任，直屬制是否會讓大家只關注自
己的新生而忽略其他新生。 

2. 學期合作教案不盡然是直屬共同協作，有問題的新生也多找合作或熟
悉的舊生詢問，直屬制發揮的功效不彰。 

3. 下期可以刪掉直屬制，安排新生都有跟舊生合作的教案或活動，讓新
生遇到問題會自然地去找合作的舊生，這樣比較能發揮原本直屬制預

期的效果。 
五、 線上課輔 

1. 小朋友出席率不佳，可安排多點隊輔上線，增加小朋友上線動機。 
2. 一堂課排一個老師雖然可以降低大學生的 loading，但感覺整體會降低
課程吸引力，還有小朋友上線意願。 

3. 新生參與線上課輔當隊輔。 
4. 下學期要配合學校希望的課程、行事曆，並先傳素養教案給學校看。 
5. 下期課輔需要寫教案，提早安排可以算 loading 。 

六、 試煮/跑流 
1. 試煮跟跑流還是分開舉辦較好，並且不要在上山前舉辦。一來是跑流
性質上還是比較嚴肅，跟做道具之類的活動合併舉辦較妥適。 

2. 二來是在上山前舉辦試煮這種家遊性的活動，可能讓大家上山前的心
態較散漫，沒有正確認知上山需要的態度。 

3. 最後流感疫情仍然嚴重，上山前群聚將會導致只要一個人生病，其他
人就很危險，整個營期就有拔營風險。 

七、 家內活動 
1. 打球局會參與的人很固定，有沒有其他活動能讓其他人也能參與。 
2. 讀書局、桌遊局。 
3. 可以把局約在團聚結束的下午，新舊生參與的意願可能會高一點。 

八、 其他 
1. 營流安排，應分散每人山上 loading，避免一日內要上很多課太累。 
2. 應提早跟學校確認始業式時間，避免像這次刪減課程時間的情況發
生。 

九、 營歌 
1. 小朋友學習能力允許下，還是教完一整首比較好。 
2. 安排營歌早操間移動時間。 
3. 想教完後的活動，像是填歌詞等等小遊戲，避免每次都是分組輪流
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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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族語歌 
1. 挑高年級的小朋友負責教學，也可以多挑幾位一起上台，避免小朋友
怯場的問題。 

2. 小朋友秩序上的問題，可能因為課程性質的關係而變得比較吵鬧，可
以思考該如何處理。 

3. 應該要重新思考一下上課形式、座位安排等，不然還是較難達到翻轉
教室的目的，除了前面唱歌的小朋友，其他小朋友比較沒有擔任老師

的角色，我們也沒有真的在課堂上學到族語歌，除此之外也忽略了原

本不會族語歌的小朋友。 
4. 分小組進行，可能可以解決忽略小朋友的問題，也能減少小朋友怯場
問題。 

十一、體育時間 
1. 可以加入團體活動時間（如樂樂棒），才有機會讓比較不愛運動的隊
輔或小朋友與大家一起同樂，不然常常出現體育時間大家都三三兩兩

聊天的狀況。 
2. 器材的部分可以借更多種的，或是有部分小朋友比較喜歡的可以借多
一點，感覺這次只有部分器材比較頻繁被使用，或是有球拍數不夠的

狀況。 
十二、破冰大地 

1. 由於關主主要是由新生所擔任，還是要特別提醒時間到才能放人。 
2. 有些關卡會太快結束，所以應該要給關主替代方案。 
3. 對於遊戲難度及時間的掌握需要更精準。 
4. 最後應該預留發點點的時間，不然直接接下課小朋友都跑光了，也會
有漏掉或忘記的問題。 

5. 應該要讓所有人知道設計的細節，以免跑錯關或隊輔也不知道情況。 
6. 積分統計後，分名次拿點點，不要個關發點。 
7. 跑流要試玩遊戲。 

十三、其他（營期部分） 
1. 學習單應跟家內一起製作列印。家長可明確指示是否需要學習單。 
2. 大學生在山上是「老師」，要以身作則。 
3. 上課教具必須在山下就準備好，減少山上工作。 
4. 備課也是在山下應準備好，備課不是申請晚睡理由。 
5. 認真準備備用課程，避免上課上太快。小朋友上台分享不能算備用課
程。 

6. 額外發出來的隊輔須知、細流也是命，不要上完課就丟在原地忘了他
們 

7. 晨獨可試試看分高低年級，減輕暑假 lo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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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生輔 
1. 跟村晚的協調部分要加強，估計人數時不確定要問老骨頭，23冬的爆
滿是意外，24冬才是常態，之後估人數、菜量時要更注意，寧願把我
們自己的菜拿去出村晚，自己吃泡麵，也不要村晚的菜處理不完。 

2. 跟菜販叫菜時，不要當天才叫當天要煮的菜。  
3. 冬天大家都愛喝湯，所以其實雞湯塊、濃湯包這種東西可以先多買
（煮的時候從舊的開始煮就好），不然到後面甚至要煮關東煮時雞精

雞湯塊全部都沒有了，下次生輔採買可以再注意一下這個部分。 
4. 生輔排人力的時候除了要平均煮飯能力以外，也不要把新生都排在一
起。 

5. 每人進廚房次數盡量平均安排（平日晚上應該不太有變數） 
6. 餐後洗盤子鍋子是大家的責任，每個人都應該去幫忙。 
7. 臨時遇到活動可以再微調一下人力，避免每個人被安排生輔的次數落
差太大，同時影響能夠家訪的次數。 

十五、文健站 
1. 邱媽媽蠻注重課程的完整性，所以未來的負責人可能要將帶活動的心
態轉換成上一堂課，課程的目標（腦力訓練、肌力訓練等等）、課程

時間安排、以及課程的收尾，都相當重要。 
2. 若上山課程時程出來之後可儘快跟邱媽媽約去文健站的時間（不一定
要負責人有空再去）。 

3. 若人力充足，可多安排幾天去文健站幫忙，邱媽媽有提到我們去也可
以減輕他們的負擔（可能可以改成多天，然後去的人數降低之類

的）。 
十六、家訪 

1. 建議還是需讓老骨頭或舊生擔任家訪長，除了確實提醒大家留言家訪
紀錄以外，下山後也要負責將該期家訪紀錄彙整置資料庫中，也希望

老助/家長可以協助盯進度。 
2. 人選的話可以讓對家訪有興趣的朋友擔任，也可以考慮一骨頭帶一舊
生，這麼做是希望每期都有人藉由閱讀家訪資料對加拿有一些認識/興
趣，也有人可以問。 

十七、村晚 
1. 村民其實不愛吃高麗菜，23冬出高麗菜是因為我們已經沒菜出，不得
已才出高麗菜，之後可以刪去炒青菜這一項。 

2. 村晚的海報太小，建議印大一些並確實貼在部落的每個布告欄上。 
3. 以現在的簽到桌功能來說，左右都設一張好像也行。 
4. 村民摸彩的禮物場控需要機動性調整，像這次就可以把好幾個禮物綁
在一起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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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村民打菜組的人力可隨村民人數機動調整，以避免晚會前期村民組聊
天人力不足的情況。 

6. 布告欄有些沒有貼確實喔，加和沒有晚會宣傳單。 
7. 場地安排可以多一個桌子當烤肉備料桌。 
8. 這次村晚的木炭有受潮的情況，之後村晚前幾天可以先去確認。 
9. 入場禮可以考慮其他東西，因為一小包鹽巴看起來可能不是那麼有誠
意（感覺肥皂之類的會好一點）。 

10. 醃肉的工作可以改成生輔組醃最淡的味道，再由烤肉組調味。 
11. 心態：村民為重，小朋友為輔。 
12. 單純猜歌遊戲的話一人當關主就夠了，然後如果小遊戲的用意是為了
娛樂村民的話，感覺可以多花點心思設計遊戲，不然一首歌一兩分鐘

就猜完，很快就結束了，村民沒啥投入感，遊戲效果也偏普通。而且

現場太吵了，應該避免需要聆聽的遊戲。  
13. 獎品可多買一些大鍋子、鍋具等等。 
14. 獎品希望能靈活調配，像這次村名較少，可以不用分那麼細，避免抽
獎時間過冗。 

15. 木柴需要大概三箱（這次只有一箱）細木柴就好 
16. 下期可買一支噴槍，方便生火。 
17. 生火時間提早（3PM左右），可分生火組、烤肉組，女生可放烤肉
組。 

18. 場空要更積極分配人（ex.遊戲組/打飯組沒事去跟村名聊天） 
19. 前跟廚工姐姐借鍋具。 
20. 進村宣傳的人可以早點出發、及沒事的人應該待在村晚會場，方便隨

時調派人力（場布完大家都不見、村晚負責人也要確實注意大家動

向） 

 
新武家 
一、 教案方面 

1. 前期教案紙驗收嚴謹，避免後續製作投影片會需要再往前反覆修改 
2. 家內驗收教案的標準與教案組有些差異，建議之後可以請家內有經驗

的骨頭幫忙驗收 
3. 給予新生多一點寫教案的引導，尤其是發想的階段 
4. 可以先觀看過去上課的影片再開始寫教案 

二、 營期上課狀況 
1. 營期後段隊輔人力足夠，之後可以設立輪休制度，讓隊輔好好休息 
2. 值日生與上課時間衝堂，之後排人力時需再注意 
3. 課輔時間小朋友會友提早寫完作業，可以設計一些環節，例如寫課程
心得或心情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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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營期的課程安排建議先讓舊生上課，讓第一次上課的新生參考 
三、 營期生活方面 

1. 垃圾回收的分類在營期一開始公布清楚 
2. 生輔的每日菜量估的不太夠，未來請生輔再多估量 
3. 晚上聊天的音量須注意，避免打擾隔壁的村民 
4. 丟垃圾的地方可以有個容器裝（椅子或箱子） 
5. 嚴格落實大家要收拾放在柯媽家客廳的雜物，椅子使用完也要疊好 

四、晚會與家訪 
1. 晚會除了原本的大場控，可以設立不同功能組別的小場控，各別處理
不同的問題與狀況 

2. 本期家訪同一個村民家過於頻繁，建議可以多開拓其他間村民 

 
霧鹿家 
上營前	

一、 各項工作 DL	
1. DL是給予最晚能繳交的期限，本期有蠻多拖延和未告知原因而遲交的
情況，日後要更重視 DL	

2. 可以考慮引入懲罰機制	
二、 教案	

1. 山下完成所有準備	
2. 可以考慮在教案發想時先不提供建議手作，避免被那個建議綁死	

三、 家驗	
1. 可以更著重教學的部分，例如增加試教環節的次數、讓骨頭或舊生扮
演小孩與隊輔、善用實際上山的課程錄影等	

2. 活動教案驗收可以放在家驗	
3. 可以考慮強制新舊生回饋，增加觀摩別人教案的動機	

四、 活動教案	
1. 道具製作可以在家跑流或其他時間大家共同完成	
2. 可以先讓大學生試玩	
3. 運動會可以增加個人賽或年級賽	

五、 學期間課輔	
1. 小朋友（添騰）上課較不投入，時常會分心	
2. 可以多問小朋友問題增加互動，有機會把他們抓回來	
3. 善用課輔日誌的試算表分享小孩狀況	

六、 家跑流	
1. 增加對生輔、小小孩的說明	
2. 強調對小朋友的態度	
3. 活動教案試跑可以放在家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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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以考慮把小密籌加回來	
七、 主題揪聚	

1. 提前認識小孩村民對多數人而言是有用的	
2. 小孩揪聚可以多分享小孩的互動經驗	

八、 群組	
1. 公事群：其他家在賴，功能較齊全較方便；messenger會有設備問題 
2. 娛樂局可在 messenger，與公事群分開 
3. 賴會有一個有老師的群組，之後創工作群可以放一個搞笑頭貼避免搞
混 

營期間 
一、 營期間大學生規範 

1. 什麼時間該做什麼事情 
2. 每個老師的底線應該要一致且態度堅定 
3. 每天可以在大家都在的時候和小朋友說明營期規範 

二、山上工作 
1. 魔法日記 
l 營期第一天的魔法日記時間和小朋友重新說明這本日記的用途與目

的 
l 確保每個大學生都知道怎麼帶小朋友寫 
l 讓小朋友寫出有意義的回顧 
2. 小學生分組 
l 家族分組的效果很好 
l 可以考慮活動教案分組要不要也用家族分組 
3. 家訪、家訪分享及記錄 
l 可以把三點分享改為限時間分享，但依據當天的組別數量彈性調整

每組分配的時間 
l 保留在回學校的路上先討論好誰要分享什麼 
4. 檢討會/感謝時間 
l 匿名表單（覺得值得鼓勵或修正的地方） 
l 考慮保留感謝時間前的黃金 60秒 
l 感謝時間的意義 

三、大學生生活（睡覺、盥洗、自由時間、打掃、生活公約） 
1. 女生廁所避免弄濕洗衣機及老師的用品 
2. 最後一位記得清排水孔、洗澡長最後要確實檢查 
3. 私人物品記得拿走 
4. 遵守長頭髮 15分鐘、短頭髮 10分鐘的限制 
5. 務必遵守睡覺時間（女生！） 



 

 17 

6. 自由時間可以考慮做小孩禮物，但是要考慮是否能全部在山上完成
（電光做台大山服的吊飾） 

7. 可以跟校方和 YL協調讓圖書室後半變成營本部，大學生物品可以不
用完全收乾淨 

四、場地相關 
1. 拍照要確實拍好分配到的每個地方、傳承要特別拍照記錄的點 
2. 收垃圾人數可能不夠 
3. 有畫相對位置的話可以不用填試算表 
4. 打掃地點可以新增輔導室 

五、晚會 
1.晚會的目的是和村民多互動，晚會時要多找村民聊天 
2.可以多問問村民要不要唱歌 
3.晚會禮物送枕頭超級不錯，但避免送菜 
4.碗筷數量要先確認好 
5.準備好廚餘桶 

	

利稻家 
一、 營主題、教案設計 

1. 營主題太限縮，限制教案撰寫者發揮空間 
→ 邀請新舊生一同發想營主題，讓教案撰寫者可以自己的專長選擇喜歡
的教案 
2. 帶狀教案成效不錯，但溝通成本較高 
→ 不強迫每天的教案都是帶狀教案，根據撰寫教案者喜好選擇是否製作
帶狀教案，且合作教案需有舊生／老骨頭帶新生 
3. 教案撰寫詳細程度標準不夠明確 
→ 給予過去不同教案紙撰寫方式供新生參考，並且明確說明格式要求
（全形半形等） 
→可以考慮約時間大家一起寫教案紙 
→ 實錄影片先讓新生參考上課形式、流程（教案討論會時播放） 
→ 教案紙詳細程度需於教案討論會與新舊生達成共識 
→ 家驗時不會影響教案狀態的少數格式問題可以適時忽略 
4.上課資訊不夠完整 
→ 將課程實際上課狀況記錄起來，給新生參考。 
→ 統計過去幾期的小朋友參與狀況，事前說明每日到營隊的小朋友人數
不同。 
→ 統整各教室的照片，以快速了解上課教室、器材。 
5.英文課程：三年級小朋友剛認識字母，設計中年級英文須注意；教學占
比仍需多於活動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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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晨讀課程： 
→ 閱讀、讓小朋友靜下心來看書是課程主軸 
→ 總結故事內容，讓跟不上的小朋友了解故事在講甚麼 
7.考慮新增骨頭合作教案 
→ 調查老骨頭意願，透過合作教案讓骨頭傳承教案設計、上課技巧等經
驗 
8.初進階效果良好，若在人員充足情況下可以沿用 
9.骨頭撰寫教案 
→可以分配教案給骨頭撰寫，但需注意 loading 
→考慮骨頭合作新舊生寫教案、骨頭撰寫英文晨讀教案 
10.運動會 
→飛盤遊戲中小朋友需要爭搶飛盤，有安全疑慮 
→設計較簡易之規則；小朋友爭執、爭搶的時候場控要立馬喊暫停 
→低年級參與意願比較低：多設計給低年級、比較溫和的活動，分場帶
開 

二、營隊教學現場 
1. 上課拿教具造成混亂 
→ 教具前一天先分好、給隊輔指示夠明確 
2. 跑關活動狀況 
→ 每關的活動內容要試玩、估時，多準備活動以免太快結束 
→ 確認上下山人力是否可以參與課程 
3.特別提醒上課的人就是場控的角色 
4.家長於上山前確認風雨球場施工範圍、時間 

三、家驗 
1. 家驗時間冗長 
→注重上課內容及形式、格式問題不要在家驗講 
→考慮新增骨頭線上驗收制度，可以驗收修正後的調整是否皆已完善，
減輕家長負擔 
→第一次家驗不須驗收之新舊生仍須來家驗現場給予回饋，出席標準應
比照有寫教案的人（各次家驗各出席一次） 
2. 下山要檢討營期間課程及上課狀況，以利往後設計教案 

二、 晚會 
1. 冬天村民較早休息，開始時間可提早至 6:00 
2. 山莊未來可能會施工，須先行確認 
3. 場控 

a. 場控掌握人力、目前狀況，如果提早完成可以宣布讓大家休息 
b. 各組物品混亂 
→ 每個組有自己的置物箱，要管好自己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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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持人組 
a. 主持人人數不足 
→ 增加為四人，自己拿獎品、請村民幫忙抽獎 

5. 木材組 
a. 注意傳承，讓新人也學會生火 
→ 盡量讓整組人參與升火；顧火練習 
b. 冬天較冷，可考慮開到五爐 
c. 食物夾不夠硬，在烤肉時不方便 

6. 場地組 
a. 整體座位都要再更靠近舞台 
b. 掃地也是場地組的工作 

7. 生輔 
a. 食物：新增白飯、白土司、大蒜（配香腸）；雞翅太鹹；魚不要
買去鱗的 
b. 人力：安排歷代生輔長為生輔組較佳，加速初餐進度 
c. 餐具不足 
→ 購買時新增數量，慢慢補 

8. 招待組 
a.摸彩券數量增加，入場禮改為安慰獎（沒有抽到獎品的獎品） 
b.人數 2-3人即可 

9. PA組 
a.晚會當天臨時下雨，PA 器材有淋濕疑慮 
→ 與村民借用遮雨棚 
b.主持人彩排要跟著投影片一起順一次 

五、小小孩營隊 
a.每日清點借用器材數量正確，不可以亂動原教室的物品 
b.小小孩營隊流程不可以隨意更改，應維持先前與老師討論之營隊流程
（教案時間為早上） 
c.本期手做課程效果佳，未來可保留手作、點心製作的課程，如茶凍製

作。 
六、文健站 

a.確認需要幫忙上的課程，如是否需要衛教課程 
b.若教案有手做設計，可先行製作半成品以避免長者不便。 

七、家訪 
a.本期考量冬天村民較早休息，且春節前大多村民忙碌，將家訪時間調整
成 17:00 
b.每路線人力可以少一點（不超過六個），考慮三個一組行動，並需要一
位主要負責帶隊之骨頭／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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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生輔 
a.估量太少，下次需在山下時就再三確認 
b.營期後半段須注意要把食材用完，避免浪費 

九、隊輔 
a.隊輔坐在小朋友中間，較能掌握小朋友上課狀況 
b.送小朋友回家，需確認小朋友到家，或經場控電話確認父母同意待在學

校 
c.小朋友有任何狀況（如身體不舒服、受傷等）需於當下、檢討會時向場
控回報 

十、其他 
a.山下工作分配 
→ 將學期間活動（家內迎新、家遊、聖誕節、射耳祭）負責人、團本工
作（招生小組）納入學分，家長於分配工作時須注意是否平均、個人意願 
b.營期間有遊客入校借宿 
→ 場地為校方管理，不開放紮營，若非不得已狀況，應立即禮貌請遊客
離開。 
→ 所有人、場控需保持敏感度 
→ 事件發生當下總控即須立即回報，並於後續回報處理方式與結果 
c.團體點點成效 
→ 成效不錯，讓小隊之間更團結，也更有秩序 
→ 甚麼時候結算要說清楚、考慮記點方便性 
d.個人點點制度 
→ 下期可考慮：統一黑板計個人分、放學時給大點點統計當天數量 
e.學習單設計 
→ 保留讚美日記，並新增大學生讚美小朋友的部分 
→ 也可以考慮把讚美日記的形式換成：寫學習單的時間小學生跟大學生
都可以寫小卡→寫完丟進信箱→定時可以發，讓每個小朋友都可以收到小
卡 
→ 保留心情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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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來家 
這次營期分為三大項目檢討—籌備期、營期及綜合檢討。首先，在籌備期間

應針對有手作的課程及活動教案多練習控時並多想備案。本期家驗新生有晚

到早退的現象，希望下次新舊生家驗盡量全程參與，也要對其他人寫的教案

進行回饋，互相觀摩學習。再者，營期間主要的問題有團隊紀律不佳、生活

習慣不好以及檢討會太過冗長等問題，改善方式為彼此督促團體生活及節約

能源的重要。最後，整體來看本期初來家最大的問題在於規定不夠明確、制

度尚未穩定建立，希望下期能奠基在本次營期的經驗，訂定更明確的規則並

在平時就建立好大家正確的心態。 

 
電光家 

1. 由於電光家的成員不像其他家有連續多年上山的老骨頭，且往年資料已有
部分遺失，因此從這期開始會在營期結束後建立該期教案的內容清單。 
2. 由於電光家的成員是由不同家的同學組成，彼此較不那麼熟識，建議之後
在上山前可以辦更多建立家內凝聚力的小活動。 
3. 本期的染布課不慎將染料噴濺在學校牆壁上，下次手作活動前會更加注意
場地的佈置情況。 
4. 本期嘗試配合校方的期待，將電光國小的校園生態融入課程，並增加手作
課程，因此設立了一連串的生態導覽課程及染布、小夜燈等課程，效果優

良。 

 
 

四、活動錦集 

  

運動會競賽開始前， 

大學生與小朋友抱在一起為彼此加油打氣 

淨村時間， 

協助維護村莊的整潔，以維持其最美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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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情緒課中邀請小朋友上台分享， 

在特定情境下會怎麼化解遇到的衝突 

早操時間， 

用輕快活潑的舞蹈開啟充滿活力的一天 

  

結合廣告設計課， 

帶領小朋友設計村民晚會的宣傳海報 

利用晚會時間與村民近距離交流 

，了解村民日常 

  

至部落中的文化健康中心帶領長者 

一起彩繪裝飾瓶子 

至學校的主任家中作客， 

交流對於部落教育的想法及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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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年級晨讀課程， 

是溫馨的圍圈讀繪本時間！ 

體育課帶小朋友體驗瑜珈， 

在呼吸之間伸展、找到平靜 

  

植物染布課程 服裝設計課程 

  

設計紙飛機活動 小朋友的課程手作成品 

  

結束一天的課程送小朋友回家！ 每日營期課程結束後的家訪時間 

  

有限責任國立臺灣大學員生消費合作社補助 自製藍曬圖，讓小朋友盡情揮灑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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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開本社補助事實之方式 

1.粉專發文 

 

2.晚會傳單宣傳 

  

加拿家晚會海報 利稻家晚會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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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武家晚會海報 霧鹿家晚會海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