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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動生命 讓愛飛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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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外交替代役男連加恩在非洲大陸從事醫療服務的故事，感動了許多人；南亞海嘯

後，許多公益團體發揮大愛精神，募得龐大資金幫助災民重建新生活；總統陳水扁自

2001年也把520總統就職紀念日訂為「台灣志工日」，呼籲大家「挽袖當志工」；越

來越多企業人士、歌手、演員紛紛分享他們擔任義工/志工的經驗，到底這種「不支

薪社會服務」的魅力在哪裡？當這個社會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時，我們能做些什麼來

幫助需要幫助的人呢？ 

 

把服務當作充電 

物理系碩一楊元欣在大一時認識了當時在青年社會服務協會工作的志工--本校中文

系畢業校友馬慧純，當時馬慧純邀他擔任該協會的志工，他只是單純的答應，沒想到

這個允諾，卻對他往後的人生態度有著很大的轉變。 

 

楊元欣和協會的其他志工，有空時就會到位於八里的樂山療養院，陪院童們玩遊戲

，並在特別節慶時到院裡面帶團康活動，那裡收養的大多是智能不足的孩子， 

他和夥伴們前往那兒服務，為的是想替這些院童帶來一些快樂。他把服務當作充電

，認為從別處喪失的能量可以從這裡找回來，為人服務讓他找到生命的動力。 

從事志工工作之後，楊元欣從一個原先只看到自己、以成績評斷一個人的學生，開始

發現人的才能不是只有展現在功課上，他高傲幼稚的想法已不復存在，轉而成為成熟

、內斂，楊元欣想都沒想過，當初當志工的決定會改變他一生。 

 

當然，挫折還是有的，在當志工時，難免會有一種「我為什麼要做這麼吃力不討好的

工作」的過渡心態，當興趣變成了一種壓在身上的責任，他也曾經有想退縮、逃跑的

時候，但是當他看到比他晚來的後進，在這條路上跌倒、又重新爬起來，堅持下去的

成果，讓他深思，自己是否還有能力面對？ 

 

再次回到服務的崗位，讓他有了新的體悟：服務應該是雙方都有回饋的一種表現，人

往往只看到付出的代價，卻忘了自己從中所獲得的東西，當志工是一種分享、一種不



可言傳的體驗。 

 

人生的轉變，往往來自不經意之間，一件小事或一個觀念也足以改變人固有的想法

，就像物理系碩一楊元欣所分享的，他從服務中收穫許多，得到的反而比付出的還要

多，所以到現在，他根本不覺得他是一位在幫助別人的志工。 

 

時間分配觀念 

 

相較於大多數當志工的人是誤打誤撞，法文二黃韻璇一開始就是有目標要進入這個世

界，她一開始是看到報紙上的徵人廣告，報名甄選後接受培訓，從此開始了她的志工

生涯。 

金車教育基金會的服務項目之一，就是到偏遠地方去教小朋友英文及帶團體活動，藉

由假期來彌補因為城鄉差異而落後的孩子，以及成立收費性營隊，在南投等地設立營

區，讓全省的小朋友來參加營隊，體驗美式教學及全英語環境，讓小朋友的寒暑假不

再只是才藝班跟堆積如山的學校功課。 

 

當初黃韻璇加入金車教育基金會當志工，是因為她本身喜歡小孩，而且她希望藉由當

志工，可以多認識許多不一樣的人，並培養活動經驗，但想像與實際畢竟不同，真正

加入志工，參與營隊服務後，她才發現營隊從生活起居的訂定、管理及志工間彼此的

協調溝通，樣樣都是考驗。 

 

雖說如此，黃韻璇在服務過程，學習到和別人溝通的技巧及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緒，現

在她即使服務時再怎麼累，或是夥伴間有爭執，她都能以平常心看待。黃韻璇提出了

一個重要觀念--當志工前需要有良好的時間規劃表，如果不是只當一天兩天的志工

，沒有周全的時間規劃，那麼所有的事情都會擠在一起，本末倒置不是件好事，也不

是原本想追求的成果。 

服務是什麼？對黃韻璇來說，就是盡自己之力回饋社會，她說：「獲得什麼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們身為社會的一份子，得之於人者太多，如果我們有一點點能力，也

該是我們出力的時候了。」 

 

以圓融化解冷漠 

 

大部分的人都聽過慈濟，你可能看過他們在社區作資源回收，或在大愛電視台的連續



劇裡看到真實的志工故事，各個大學也有慈濟大專青年社。 

 

慈青社社長化材三邱育明說：「高中時從電視得知慈濟這個團體，認為慈濟這個團體

，正潛移默化著台灣社會，將其導向一個溫暖的正途，所以就很嚮往志工生活，一進

淡江之後，就馬上加入慈青社。」慈青社要服務的項目很多，比如帶領正德國中的學

生去做資源回收、至八里地區的社福機構服務，以及到花蓮慈濟醫院當志工。邱育明

身為社長，在辦活動及選幹部上，自然會遇到許多人事上的問題，但他學會以圓融去

化解人與人之間的冷漠，這是他在加入慈濟後才學會的，他計畫畢業後要一直待在慈

濟，成為一輩子的慈濟人！ 

 

慈青社副社長化材三林雅萍進社的原因很妙，原先她只想和直屬學長借課本，剛好這

位學長參加慈青社，在因緣際會之下，她就這樣一頭栽進去。林雅萍說：「加入慈青

社最大的收穫，就是讓我更懂得人與人之間的應對進退，並且能更設身處地去關懷別

人。」 

 

來到慈青社服務了一段時間後，林雅萍有一種消極的心情，迷惘自己當初加入的目的

，但是沉潛下來仔細想過之後，她認為重新再付出的感覺是美好的，她說：「能為這

個日漸冷漠的社會，注入溫暖的泉源，是非常有意義的。想要長期擔任志工，就應該

懂得在不同的階段，適時地把自己歸零，並重新調整心情。」 

 

付出都是值得的 

 

教科系系友許柏恩在高中時代表學校參加「慶祝青年節敬軍勞警活動」，因而認識了

當時在救國團工作的葉大哥，這次的活動啟蒙了許柏恩，也奠下往後他當志工的帶隊

生涯。 

相較於時下大學生參加救國團活動的人數銳減，究竟當時的救國團有什麼魅力？許柏

恩說：「當年的大學生沒有太多外務、沒有線上遊戲，最大的娛樂就是參加暑期救國

團活動。」所以他上了大學後，就開始體驗那樣的生活。 

 

現在回想起來那段服務的日子，許柏恩仍然記得他第一次帶的團隊遊戲、營隊中發生

的故事、與夥伴相處的點點滴滴，這些都深植在他的腦海裡。他印象最深刻的是，許

多叛逆的小朋友，經過救國團幾天的營隊訓練後，卻變得十分乖巧，這點讓他覺得付

出都是值得的。 



許柏恩說：「我比一般人多了許多機會，去了解別人的人生。」在帶營隊的過程中

，他不知不覺地參與了別人的人生，而自己也在其中不停地自我反省與成長。 

 

除了帶營隊之外，他也擔任過山訓助教，並舉辦園遊會活動，這也讓他有機會找到一

個磨練自己，並從中展現自己才能的舞台。他從舉辦各式的活動中獲得成長及成就感

，這也是他為何能一直擔任志工的原因，他說：「如果當年沒有選擇當志工，那麼

，今天或許就不會有這麼精采的人生。」 

 

我也要當志工！ 

 

看到上面這些志工的心路歷程，你心裡是否也揚起了想當志工的念頭呢？學校或是許

多校外非營利機關團體，都提供許多管道可以供同學加入志工的行列： 

 

1. 在學校當志工：當志工，何不利用課餘時間，從校園做起呢？學生事務處諮商輔

導組、圖書館會不定時的甄選志工/義工。另外，服務性社團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可以依個人的興趣來選擇，比如大地環保工作團、慈青社、各地的返鄉服務隊等。 

 

2. 海外新體驗：到國外當志工可以體驗完全不同的異國生活喔！你可以上「國際青

年文化交流協會」（http://www.icye.org）網站查詢，這個協會提供超過全國34個

國家，並結合民宿和義務工作的交換計畫，為的是推動「世界公民本一家」的概念

，如果有興趣到國外擔任志工的同學，可以向該網站提出申請，或到該協會在各地辦

事處索取資料。 

 

3. 網路找資訊：只要在搜尋網址打上和「志願服務」相關的關鍵字，例如：志工、

NPO（非營利組織）、NGO（非政府組織）等，即可以查詢到許多關於徵求志工的網站

，較有名的志工大站如：人人公益網的「我要當志工」

（http://www.give.org.tw/Volunteer/index.asp）、eNPO青年福利社

（http://www.enpo.org.tw）和台灣公益資訊中心（http://www.npo.org.tw/in-

dex.asp）等。 

 

服務是什麼？服務就是用不自私的心，全力幫助別人，不求回報、不求結果的，最重

要的是在付出的過程中，自己能得到什麼啟發，許多人往往把結果看得太重，而忽略

了其中寶貴的經歷。 



 

服務最大的好處，就是從過程中改變自己的思維，讓自己有機會去做和平常不一樣的

事情，讓自己重新發現新的價值，讓生活更有意義！同學們，不要猶豫，哪怕只是捐

一張發票，都是在幫助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