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義市政府第三屆【有事青年在地實踐行動學習計畫】 

行動期末報告 

一、基本資料 

團隊名稱 嘉個好友吧 

團隊

LOGO 

 

 

團隊 

自我介紹 

我們是來自協同中學、由吳春生老師所帶領的團隊--嘉個好友吧。我們希望能

透過辦理營隊，帶著小朋友們遠離 3C，發展其他的興趣、探索自己的才能。 

團隊成員 
(含指導老師) 

姓名 單位（學校） 

吳春生(老師) 協同高中 

王冠霓 協同高中 

張可莉 協同高中 

趙渝瑄 協同高中 

蔡淳茹 協同高中 

黃祖麒 協同高中 

黃柏諺 協同高中 

 

 



二、指導老師與團隊合照 

 
三、提案簡述 

針對青少年辦理一場營隊，透過親近大自然、DIY 手作、體驗教育、寫日記等有趣的活動，帶領小朋

友們遠離 3C 並且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四、期末檢核： 

報名提案時設定的目標 

1. 成功舉辦至少一場的兩天一夜的營隊。 

2. 透過營隊之影響力使參與成員或其他相關人員意識到手機

成癮與電子產品普遍成因與後果。 

3. 希望能改變青少年使用手機的時間與習慣，讓使用手機的

時間減少。長期使用手機，往往容易導致身體的疲勞和精

神上的煩悶，遠離手機，藉著休閒活動，不僅可以舒活筋

骨，運動身體；也可以調節情緒，滿足心理上的需求，如

好奇心、成就感、自我肯定等，使身心得到健康。 

 

 



最後實際的成果 

產出量化的成果有哪些(Output)？ 

Ex:辦幾場活動、有多少人參加等等 

辦了一場兩天一夜的營隊。 

有 23 位小朋友參加。 

而我們在活動中會隨時把活動照片上傳至 line 群讓家長看，所以

在某種程度上，家長也算是一同參與了! 

產生什麼實質的影響力(Impact)？ 

1. 參與營隊的小朋友們覺得活動很充實，很少讓自己產生想

玩手機的念頭 

2. 我們安排了許多具有挑戰性的活動，在營隊中小朋友們也

確實經常挑戰自己，激發自己的淺能。我們發現每位小朋

友都有獨特的能力，相信他們就是國家未來的棟樑! 

為何未達成目標呢？ 

(若已達成者免填) 

 

五、行動實踐模組四步驟 

連結需要幫助的議題 

1.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發現的問題: 

1. 跟同學出去時常常感受到"科技冷漠"這回事，大家只顧著滑

手機，都不跟身旁的人聊天。 

2. 假日家人團聚時，年齡相較於我們更為年輕的親戚們卻人

手一台設備，不在意家人們的動靜，只關注螢幕裡不切實

際的世界。 

3. 現在的青年遇到不懂的事物總習慣直接上網查詢解答，缺

少了自主思考與探索答案的過程與能力。 

因此我們想要針對青少年，辦理一場營隊，帶領他們參與各種體

驗活動，進而學習自己放下手機，埋頭於其他比玩手機更有意義

的事情。 

2.想幫助誰？ 

我們想幫助所有沉迷於手機，或是常常感受到科技冷漠的人。但

是這樣的人實在太多了，因此我們想從小朋友開始做改變! 



3.與關係人訪談 

"我覺得太常使用手機真的不好，我最擔心的是眼睛壞掉。而且滑

手機真的很浪費時間，滑著滑著時間就過了" 

 

"我有切身的體會，因為發現自己就是個網路成癮患者，當手機不

在身邊時，時常感到焦慮，希望自己可以不要那麼沉迷於手機" 

 

"過度使用手機會影響生活，導致人際關係出現障礙等" 

 

"要教導小孩正確使用手機，盡量讓他把手機成為進步的工具" 

 

(以上為我們開設 google表單得到的資料) 

設計解決問題的方法 

1.想像問題被解決的最佳情境？ 

1. 小朋友們遇到問題時，會自主思考，提出自己的意見並和

同伴討論，反覆試驗最終得到答案。 

2. 小朋友們透過闖關等有趣的活動，在真實世界中擁有互

動，進而更加認識彼此，拉近人與人距離。 

3. 每去過一個地方，就親手把看到的景象畫下來，並寫出自

己的心得。用這種方式記錄生活，長大後再回來看一定會

覺得很美好!! 

4. 有休息時間時，大家不再只是低著頭滑手機，而是會跟旁

邊的夥伴聊天、分享所見、所學。 

5. 不再只是從手機裡的文章、影片認識傳統文化或自然景

觀，而是能親身去體驗文化的特別之處。 

2.實現想像的可能方法？(請條列式) 

1. 辦一場能讓小朋友在短時間內對當今網路普及有所省思、

改變自身習慣，有所成長的營隊! 

2. 帶領小朋友們以日記記錄心情、體驗，理解電子產品並非

萬能，我們能以其他形式體會生活! 

3. 發放"網路成癮測驗卷"讓大家填寫，讓大家知道網路成癮的

嚴重性與普遍程度。 

 

 



實踐最可行的方案 

1.最後決定採取的方法？ 

辦理兩天一夜的營隊(主要招生對象為太常使用手機的青少年族

群。) 

營隊中安排各種體驗課程，並且秉持著"不使用手機"的理念 

體驗課程包含:親近大自然、網路成癮測驗、手作、寫日記、闖

關、認識傳統文化、團隊討論、晚會等等...... 

2.真正實踐的過程？ 

-可分項敘述做了哪些事 

-請描述行動的參與者、或合作的對象、在哪行動 

（強調如何走入真實社會、如何實際動手行動） 

營隊前 

● 去文雅國小場勘、與文雅國小的主任面談，跟主任協調營

隊的事項，並且請主任協助我們招生。 

● 透過有事青年 line 群組宣傳我們的活動 

● 協調住宿場地（高杉學園） 

● 辦理營前訓，讓輔導員事先練習，並且協助準備營隊用

品。 

● 替每個參與者準備活動帶，裡面包含防蚊液、酒精、筆記

本、筆等 

● 透過電話聯絡２４位小朋友的家長，跟他們提醒營隊事

項，並且邀請他們進入我們的群組，方便以後聯絡。 

 

在營隊中 

● 安排攀樹、走繩活動 

○ 邀請攀樹教練來教小朋友們攀樹。攀樹活動讓小朋

友們挑戰自己的勇氣；而在走繩活動中，則是需要團隊

合作，協助繩子上的夥伴從此岸走到彼岸。 

● 安排手機使用宣導 

○ 設計問答，讓小朋友們了解近視、戴眼鏡是多麼的不方

便。同時搭配手機盒ＤＩＹ，讓小朋友們可以試著在寫

作業時，把手機封存在盒子裡，避免分心。 

● 安排動手做 



○ 在營隊中安排了四次的動手做，分別是手機盒、星空

瓶、甜甜圈、松鼠皮雕。除了讓小朋友們培養耐性，也

能讓小朋友們盡情發揮自己的創意。 

● 認識鄒族傳統文化 

○ 我們帶小朋友去新美部落獵人營，體驗鄒族文化。包含

生火體驗、射箭、打陀螺、吃原住民風味餐等，讓小朋

友們學習尊重不同的文化。 

營隊結束後 

● 讓小朋友們填寫問卷，小朋友們表示很喜歡我們的營隊、覺得營

隊很充實，讓他們不會有想要玩手機的念頭 

● 製作結業證書，讓小朋友們留下一個紀念。 

分享幫助世界更好的事 

1.運用哪些媒介宣傳自己的行動？ 

分享至 IG、有事青年 Line 群組 

跟文雅國小合作 

團隊成員分享資訊給親朋好友 

2.對社會有什麼改變或發揮什麼影響力？ 

參與我們活動的小朋友們全程未使用手機。我們所安排的活動能

成功讓他們放下手機，代表我們是有達到目標的。雖然這次影響

到的人數不多，但如果我們持續辦理這樣子的營隊，就能影響更

多人，讓更多人主動放下手機，嘗試新的事物。 

3.關係人的回饋？ 

我們有讓小朋友填表單，大多數的小朋友們覺得活動很充實，對

活動感到滿意。 

 

以下是活動結束後，來自 line 群組的家長們傳來的回饋 

 



 
六、心得與回饋 

自我評鑑 

有哪些是你們覺得做得很好的地

方？ 

1. 洗澡時有看到輔導員在幫小朋友吹頭髮，避免

小朋友吹很久，這個舉動很棒 
2. 獵人營時有看到輔導員幫小朋友搧風 
3. 夥伴間會互相鼓勵，像是可莉跟我說我進步很

多，讓我超感動。 
4. 飯前的隔板放置很有效率 
5. 營隊中安排了許多動手做，讓小朋友盡情發揮

創意，而且小朋友們也樂在其中。 
6. 甜甜圈 DIY 的時機抓得剛剛好，那個時候小朋

友剛好肚子餓了，可以吃幾個甜甜圈止餓，也

不會影響到晚餐。 
7. 課程多樣有趣，有動有靜並能親近大自然。 
8. 安全措施確實執行，隨時掌握小朋友身體狀

況。 
9. 流程與時間安排得宜，營期執行時也與安排時

間無太大差異。 
10. 活動順利完成，小朋友們安全返家、回饋良

好。 
11. 行程回報迅速，家長能即時掌握小朋友狀態。 

有哪些是你們覺得做得不足的地

方？ 

破冰 
1. 整體的氣氛很尷尬，自我介紹時隊輔沒有把氣

氛帶動起來 
2. 玩遊戲時大家都蠻安靜的，有點尷尬 
3. 沒有事先安排好物品擺放位置與人員分配，隊

輔沒有主動整隊、認識小隊小朋友，人員混

雜、場面混亂。 
4. 破冰時間急迫，隊輔在一旁拍照，卻沒有主動

幫忙引導活動進行或是分發材料、計時。 
 
網路使用宣導 

1. 主持人明顯不熟悉自己的講稿，前一天甚至還

問能不能看稿，明明工作很早就已經分配好



了，為什麼不提早準備 
2. 小朋友講出錯誤答案時，直接被講師否定，有

些小朋友可能會因此受挫 
3. 驗收沒有確實執行，無法確定現場情況導致其

他夥伴無法得知需要幫忙的事情。負責人沒有

設想課程中如何分配人力能使流程更順利。 
 

手機盒製作 
1. 小朋友的作品差不多要完成時，主持人卻遲遲

不上台做結尾，總召提醒過後依然無動於衷。 
2. 要製作之前才發現沒有水杯 
3. 製作時有浪費顏料的情形 
4. 輔導員一度只是聚集在一起說話，沒有去各桌

關心進度。場地復原時也沒有督促小朋友一起

收拾環境。 
 
甜甜圈 

1. 做甜甜圈時有內向的小朋友被晾在旁邊，感覺

很沒有參與感 
2. 做完之後才發現第一小隊沒有吃到蜂蜜 
3. 做完之後小朋友開始吵鬧，甚至還有小朋友從

椅子上摔下來的情形。可是隊輔卻沒有在現場

控管小朋友的秩序，還跑去拍風景。 
4. 負責人要說話時輔導員沒有協助管理秩序，只

是跟小朋友一起座著聽。 
5. 隊輔對活動不了解卻也沒有事先詢問負責人。

活動期間沒有幫助課程進行，反而和小朋友一

同吵鬧、吃甜甜圈、聊天。 
 

天文課程 
1. 吃完晚餐後，總召並沒有下達指令，小朋友卻

一一跑回活動教室，導致課程須提早開始，我

卻沒辦法趕回現場，最後是老師來幫忙帶課

程。 
2. 有小朋友拿膠水來玩，還嘗試拿到寢室裡 
3. 有幾位輔導員是不確定怎麼調製膠水的 
4. 前排小朋友很積極在發言，主持人過於關注有

發言的小朋友，後排參與度低。 
 
晚會 

1. 遊戲進行時有輔導員聚在後面說笑 
2. 感性時間時有小朋友音量過大，影響到其他人 
3. 台下輔導員配合度低，明明是練習過的遊戲示

範也顯得很慌亂。 
 
獵人營 

1. 生火時我們那組大部分都是輔導員在弄，小朋

友想幫忙卻被拒絕 
2. 射箭體驗時沒有人主動幫忙叫號，會讓流程不



太順暢 
3. 午餐前有小朋友在打架，卻沒有隊輔出面阻止 
4. 輔導員專注在課程中沒有去注意在場地後方奔

跑、玩土的小朋友。 
5. 課程途中原住民部落的小朋友光腳出來抓蜥

蜴，這原是與我們無關的事，但輔導員看到有

小朋友圍觀、非議別人時卻未制止，反而加入

一起圍觀。 
 
其他(報到、車程、用餐、事前準備...) 
營前訓 

1. 群組回覆率極低，討論效率不佳 
2. 線上驗收時，常常有還沒有準備好的情況 
3. 時間安排嚴重拖延，沒有確實執行表訂計畫，

而多數人對此也不以為意。 
4. 夥伴態度偏散漫，在營前訓唱歌、播音樂甚至

玩手機。沒有妥善運用閒暇時間，需要一再提

醒才會主動練習。 
5. 營前提醒時沒有主動紀錄細節，大家遠離、背

對負責人，甚至竊竊私語打斷會議，沒有達到

會議應有之水準。 
6. 營前訓時有夥伴沒有注意自身健康狀況，確診

後造成大家的恐慌 
 

午餐 
1. 輔導員沒有充分意識到自己的職責，邊吃邊聊

天。甚至已經有小朋友吃完到處打鬧，隊輔也

沒有注意周圍管理秩序。 
2. 隊輔在不知道要如何處理小朋友的情況下沒有

去問負責人，而是直接把小朋友帶到活動地

點，有小朋友被迫中斷用餐。輔導員之間討論

不足。 
車程 

1. 跟車輔導員沒有引導小朋友向司機問好、道

謝。隊輔在車上也沒有幫忙確認小朋友是否都

有確實戲好安全帶。 
2. 下車後輔導員沒有幫忙帶領自己小隊的小朋

友，不知道要做甚麼也沒有發問，只是站在一

邊。 
3. 車程時兩小隊分成兩邊坐，但我覺得這樣沒有

什麼意義。 
其他 

1. 在去高杉學院的路上隊伍拖很長，雖然是小路

但還是會有車子經過，輔導員沒有協助提醒小

朋友加速或詢問需不需要幫忙。 
2. 幫小朋友量體溫、消毒時看起來很有距離感 
3. 玩風火輪時，隊輔沒有密切注意小朋友的狀

況，小朋友之間有紛爭、情緒不穩定卻沒有人

處理。 



4. 明明一整天下來問題很多，檢討時大家卻不踴

躍提出問題 
5. 台上的主持人問問題時，台下沒有給予回覆。 
6. 有許多道具是活動快要來臨時才準備好的。 

 

有哪些是可以成長進步更好的呢？ 

破冰 
1. 隊輔很重要!!要放開一點、活潑一點，小朋友

才會放下戒心跟著隊輔一起玩，這樣氣氛才帶

得起來。 
2. 同上，隊輔應該帶動氣氛 
3. 營前準備不足的情況下工作分配不是總召需要

獨攬的職責，有發現自己沒事做、需要人手時

都應該要主動提出，在活動辦理者的立場而

言，不應是加重負責人負擔的存在。 
4. 營前訓強調要做筆記就是因為現場混亂、時間

急，確認好自己的職務是基本的，身為要與小

朋友們相處最久的隊輔應積極尋找話題，建立

橋梁。 
5. 十幾個小朋有卻只有主持人在控制秩序。在主

持人於前方進行遊戲時隊輔可以先行引導後面

小朋友準備，帶領小朋友們關注隊輔。 
 
網路使用宣導 

1. 工作分配下去後就請盡早準備，講師們也要記

得:我們現在是在上課，如果教課時看稿，小朋

友當然會覺得很奇怪。 
2. 小朋友提問、回答問題時，就算講出錯誤的答

案，也不要直接否定他，不然場面很尷尬 
3. 驗收的目的就在於找出問題並給予修正，如果

漠視驗收所提的問題等於驗收並未發未真正的

價值，只是在做無用功。課程進行前里應先把

驗收時紀錄的重點再順一次，有不確定的就要

問。 
4. 不需一一回覆小朋友的問題，有些明顯是搗亂

的問題也應該要自行過濾。顧及全部得小朋

友。 
5. 此次課程主持人多次離開講台走進人群，小朋

友們不清楚發生甚麼是也容易被打斷情緒。應

與其他輔導員多加配合，課程是全團隊需要共

同承擔的，並非獨戲 
 
手機盒製作 

1. 大家要記得，我們不是來參加營隊的，是來帶

營隊的、是小朋友的老師。小朋友的作品差不

多要完成時，主持人應該要來收尾，而不是在

一旁畫自己的作品。 
2. 負責人應該事前準備。出發前也應該先清點道

具。 



3. 事前提醒小朋友顏料有限，請小朋友不要浪

費。如果情況允許，可以讓輔導員來負責擠顏

料，避免讓小朋友自己擠 
4. 同網宣課程的第一點。事前要先想像一次課程

進行的模樣，有發現任何想像不出來或不確定

都應立即提出討論。 
5. 試做時沒有考慮完全，其他非負責人的輔導員

也應在驗收時給予關注。 
6. 營隊不是給輔導員增進感情的地方，最主要目

的都是要讓小朋友有所學習、玩得盡興。 
 
甜甜圈 

1. 隊輔盡量安排讓小朋友往前坐、圍在機器旁

邊。同時也要跟坐比較遠的小朋友聊聊天，引

導他一起參與活動。 
2. 有任何問題都應該先告知總召，總召會想辦法

解決。(其實我們有多的蜂蜜，只要跟總召或負

責人說一下，我們就會拿出來) 
3. 活動結束後，隊輔應該帶著小朋友一起整理環

境，並且控管小朋友的秩序，而不是無故離

席，造成隊上沒有隊輔顧小朋友。 
4. 隊輔不全然需要對每個活動都很了解，但必要

對活動的流程全程配合，建立主持人與小朋友

間的橋樑。自己做自己的事、質疑課程或不聽

指令只會顯得課程毫無準備，小朋友們也不會

輕易信服。 
 
天文課程 

1. 用完餐後，隊輔應該協助控管秩序，讓小朋友

乖乖坐在位子上等待其他人用餐完畢。所有人

都用餐完畢、環境整理乾淨後再一起移動。而

當天小朋友回到教室後的情形是春生在講台上

講解，我認為應該要有人來幫忙接手，畢竟營

前訓時，已經告訴過大家星空瓶的製作流程，

大家應該是有能力可以暫時幫忙帶一下的。 
2. 負責人應該在活動前告知小朋友不可以玩膠

水，而輔導員發現小朋友在玩膠水時，也應該

及時制止小朋友的不當行為。 
3. 營前訓時只有告訴大家流程，卻沒有實作一

次。有這種手作活動時，負責人應該要在營前

訓時帶著大家完整試作一遍，避免當天小朋友

問問題時，我們自己答不出來。 
 
晚會 

1. 小朋友在玩遊戲時，輔導員應該要一起幫忙帶

氣氛，協助小朋友融入活動。這件事已經提醒

多次，當天卻還是發生了輔導員在後面說笑的

情形，輔導員應謹記負責人提醒過的事項，並

且在活動中時時注意周遭情況。 



2. 原本是預計在場地空曠的操場進行活動，但因

為場地濕滑，不得已改在室內。如果小朋友音

量真的太大，主持人可以適時嚴肅地請小朋友

安靜，隊輔也應該協助主持人控場。 
3. 輔導員協助活動進行時不應三心二意，專注的

聽主持人的指令並迅速給與反饋。 
4. 活動前強調的注意事項在活動期間卻不見有人

履行，明明是共同負責活動卻似但著一群高中

生一起玩。認真參與活動的態度應是基本的。 
5. 隊輔或機動在與小朋友相處時應顧及隊內氣

氛，照顧較活潑的小朋友時也應該將落單的小

朋友拉入團體內。一隊皆有兩為隊輔，妥善的

分配人力才能讓每個小朋友都對活動樂在其

中。 
 

獵人營 
1. 這個活動本身就是想讓小朋友體驗生火，輔導

員不應該把工作都搶下來，應該帶著小朋友一

起去找枯枝落葉、一起生火。最忌諱的就是拒

絕小朋友的幫忙。 
2. 為了讓流程順利，大家都應該主動觀察哪裡需

要幫忙。就算這件事已經有人在做，還是可以

去詢問一下需不需要幫忙。 
3. 小朋友分桌時，每一桌至少都應該有一位輔導

員顧著，看到沒有人顧的桌子應該趕快去替

補。避免有桌子是沒有輔導員顧著的。 
4. 我們不是活動的參與者，而是帶領者。小朋友

們會看身為老師的我們的行為並加以仿效，如

果不做出適當的應對不僅達不到營隊目的，我

們自己也無法從中學習。 
5. 妥善分配人力，不要全部都擠在人群中。 

 
其他(報到、車程、用餐、事前準備...) 
 
營前訓 

1. 只想著是一次跟同儕共遊的機會而沒能專注在

營隊本身，身為營隊前唯一一次能全部人聚在

一起討論、糾正的機會，應以正確的態度正視

活動，不嬉鬧玩耍，諄種總召與負責老師的努

力。 
2. 從結果看來，會議上很多提及的重點在營隊時

並為被執行，一個人對自己的職責不瞭解，影

響到的是活動本身與其他輔導員。會議時應聚

集、端正，共同參與。 
3. 群組公布新資訊應盡快回覆，至少也該按個表

情符號以示收到，避免已讀。有人提出問題時

也要盡快回答，不要都沒有想法。另外，線上

會議應準時出席並積極參與討論，避免進度被

延後。 



4. 驗收時就應該要完整地把課程演示過一遍了，

除了讓自己多練習，也讓其他夥伴了解課程內

容並抓出問題。驗收的機會已經很少了，不應

該浪費時間。 
午餐 

1. 我們不是去玩的，應盡速完食，體察周圍，管

理秩序並去了解活動流程。 
2. 隊輔應該趕緊吃完飯去控管小朋友，而不是在

位子上聊天、慢慢吃。 
 

車程 
1. 透過小習慣能塑造我們想要給小朋友的價值

觀，不僅是道謝問好，活動期間都能透過此種

方式讓他麼去發掘、學習。 
2. 集合地點旁邊很多車經過，在已經有人帶頭整

對的情況下其他輔導員能主動詢問、控制隊伍

或關心暈車小朋友。 
3. 隊輔上車時應該先注意小朋友是否到齊、注意

小朋友們的狀況，而不是一上車就找位子坐下

休息。 
 

其他 
1. 因為小朋友比我們矮小，所以我們可以稍微蹲

低一點，靠近小朋友、跟他們聊天，不要只是

直直站著，手伸出去幫他量體溫噴酒精，這樣

看起來很有距離感，感覺我們並不是很情願見

到他們。 
2. 小朋友排成一列時(不論是玩遊戲還是排隊都一

樣)，輔導員應該要站分散一點，前、中、後都

需要有輔導員顧著，避免擠在一起、有小朋友

沒有人顧。 
3. 檢討是為了讓大家在未來能有更好的表現，所

以大家要把握檢討時間，把發現的問題提出

來，讓大家一起解決。像品嘉就有提出不知道

如何和內向的小朋友相處，馬上就能得到回

覆，這種討論才是有效率的。 
4. 疫情期間，大家都應該注意自身健康狀況，並

且在用餐時注意衛生，避免交談以及接觸。如

果對自身狀況有疑慮也要趕快提出來，不要冒

著危險把病毒帶給大家。 
5. 如果是為了點人數而分成兩邊，我認為是沒有

必要的，畢竟我們人數也才 23 人，直接點人頭

並不容易混亂。而且我個人覺得，車程其實可

以讓小朋友選擇跟自己的好朋友坐，不然我看

很多小朋友都是自己一個人坐(朋友在另一小

隊)，顯得很孤單也很沒趣。 
6. 事前已經跟大家說過，台上給問題（例如：小

朋友有了解嗎？），台下的輔導員要帶著小朋

友一起給予回覆，如果台下都沒有聲音，台上



的人會很尷尬。台下的輔導員應該要認真聽台

上的人在講什麼，並且帶著小朋友一起聽、一

起回答。而不是自己聽自己的、或是站著發

呆。 
7. 應該要提早把活動規劃完全，提早把道具和材

料準備好。 

未來展望？ 

未來還有興趣投入相關議題嗎？（原議題或是

行動後發現對別的議題也有興趣） 

有興趣 

若有想繼續，你們會用什麼方式去行動（持續

團隊行動，還是開工作室或公司等） 

雖然想要繼續，但我們都還是學生，沒有足夠的時間

以及經費。 

或許我們會在畢業之後再一起揪一揪來辦營隊，但是

營隊的費用會跟參加的人收取。 

呈上題，會希望市府給予什麼協助？ 

1. 經費上的協助 

2. 協助推廣這個活動 

回饋 

指導老師回饋 

       我們嘉個好友吧團隊辦理「放下手機，成為菁

英」活動歷經三個多月的討論、規劃、安排、準備、

驗收、執行及檢討與回饋，終於完成既定的計劃，本

次的活動我們主要的目標就是要讓孩童們放下手機，

讓他們能夠多從事課外的活動，因此，我們設計了

有：DIY 的體驗活動：包括手機盒的製作、點心 DIY-

鬆餅甜甜圈的製作，星空瓶創意及飛鼠皮雕的製作，

都是獨一無二的個人創作，另外我們也走出戶外，安

排了攀樹及走繩的活動，也了解鄒族的文化，包括野

外求生-生火、童玩-打陀螺，獵人體驗-射箭等，我們



也設計了相關的體驗活動：包括風火輪、破冰遊戲及

團康活動與大地遊戲等，當然也加入了我們團隊所設

立的目標課程：戴眼鏡造成的困擾及簡易的星空介紹

等，讓孩童們能夠在有吃有喝又有玩又能夠創造獨一

無二的 DIY 作品下，吸引孩童參與整個的活動，可真

是心良苦，孩童們也都受益匪淺。 

期間因疫情關係衍生了許多的問題考驗著團隊： 

一、受疫情關係影響衍生的問題： 

(一)因疫情關係停止實體上課，未到校實體上課團員

無法聚集在一起做討論，應變方式：改變實體的溝通

與協調轉成線上的溝通協調模式，雖然有些影響，不

過還是能如期完成各項工作準備及活動。 

(二)受服務對象來源，因暫停實體上課學生未到校，

原本以紙本實體報名方式狀況不佳，應變方式改為

Google 表單報名，才解決找不到受服務對象的窘

境。 

(三)原與嘉義市文雅國小協調合辦本次活動，原以為

以單一學校就足以達成預定人數，但因疫情關係，報

名人數不足，因此轉變成擴大報名的方式，擴及嘉義

市各個國小都可以報名參加，雖是另一個挑戰，但也

更符合原定的計劃。 

二、家長的信任的考驗：     

       受服務對象及家長我們從未謀面也都不認識，對

我們團隊的信任從原本對「協同中學」的信任，經過

團隊與家長建立溝通管道，電話訪問及詢問需求，家

長逐漸轉化成對嘉個好友吧團隊的信任，我們運用了

社群軟體 Line 的群組，將我們的規劃逐步逐步地放到

群組上面，報告團隊準備的進度，取得家長的放心，

並且在事前做好各項的準備都能夠 Po 在群組上面，

讓家長了解我們的用心準備，且貼心考量孩童的個體

性，進而在實際操作前提醒相關的注意事項，讓家長

能夠放心，活動開始後，我們每項的活動結束馬上就

將照片 Po 在群組上，讓家長能夠掌握孩子們在活動

的情形，家長更能夠放心，誠如家長的回饋：「彷彿

家長也置身活動當中」，原本家長還不放心孩童第一

次與陌生人出遊，到信任團隊肯定團隊，我們還製作

獨一無二的結業證書，由家長跟孩童自己選活動過程



中最喜愛的照片當作結業證書。 

三、經費不足的問題： 

      第一次參加嘉義市有事情年活動，對活動計畫並不

了解，原以為高中團隊補助 5 萬加上指導老師鐘點費

2 萬來辦理活動應該是綽綽有餘，即使扣到 10%的稅

額還是足以應付，但後才才發現，原來經費補助是用

個人方式來補助，導致因稅的問題造成活動經費的不

足，想說開源，所以報名參加教育部青發署青年志工

團隊爭取補助，結果被主辦單位陳科長及王小姐打

槍，說不能尋求外界的補助經費，不然要收回有事青

年的補助，只好放棄教育部青發署青年志工團隊的補

助，在無法勘源的狀況下，就只能節流，看著團隊為

經費發愁的情況下，只好動用指導老師的老臉，去請

託大家幫忙給個優惠，幸好大家都很支持，才讓活動

在最少了支出下透支不會太離譜；在此還是要建議主

辦單位，補助經費透過學校作管控，一次撥到學校，

沒有稅的問題且多了學校幫忙管制，同學也不用為了

要辦活動先墊付經費。 

  嘉個好友吧團隊遇到困難，想辦法解決，以「有想

法，就會有辦法」的一個概念來辦理「放下手機 成為

精英」的活動，透過 DIY 活動，不只可以體驗自己動

手做完成作品的樂趣，更可以激發想像力與創造力，

增加學習的自信心與樂趣；透過科學實作教學與操

作，學習到一系列的邏輯思考方式，運用這方式體驗

大自然世界的奧妙，以身心靈為主軸，在活動過程中

傳達人文素養的核心理念與價值，透過課程規劃營造

活動的氣氛。 

    最後要向嘉個好友吧團隊說聲：「你們真的很

棒！」，大家齊心發揮團隊精神，透過參與服務學習

機會，從過程中學習到尊重、接納與包容他人，強調

從做中學讓服務與學習並存，破除當志工只是單向付

出的迷失，期待透過這樣的服務體驗，讓團隊有不同

以往的生活經驗，並將這些特別的經驗化為大家生命

中重要的養分。 

 

 

          指導老師簽名： 



八、行動照片 

1.輔導員帶著小朋友一起體驗鄒族文化。圖為小朋友正在摸山豬的下顎骨頭，根據牙齒的平滑度猜測

山豬的年齡。 

 
2.攀樹體驗。輔導員協助小朋友熟悉攀樹的方法。 

 
 



3.晚會的遊戲之一。大家的背後都有一張紙，所有人會互相在紙上寫下對方的優點。這個遊戲非常溫

馨，遊戲結束後看到背上的紙被寫滿了優點，真的會很感動! 

 

4.這是這次營隊的重點，我們設計宣導課程，告訴小朋友們近視、戴眼鏡的種種不便。告知小朋友們

正確的用眼方式，希望小朋友們不要用眼過度導致近視。 

 
 



5.風火輪體驗活動。讓小朋友們團隊合作去完成一項艱難的挑戰。 

 
6.去新美部落獵人營，認識鄒族文化，體驗野外求生的必備技能-生火。這個活動要考驗小朋友們的

智慧以及團隊合作能力，大家要一起思考：為什麼火生不起來？要用哪一種樹枝比較容易讓火燒起

來？要怎麼做才能讓火燒得更旺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