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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人寒假各地服務傳愛

學生大代誌

經濟系 

經濟系系主任林彥伶於1月19日至23日帶領「經探號」學員22名，至嘉義縣布袋鎮永

安國小進行教育服務。因為疫情關係，以往曾四度前往柬埔寨等海外進行志工服務

，今年則留在國內的偏鄉小學，也是相當不同的經歷。 

這5天的活動參與者是幼稚園中班至小學六年級的全體小朋友，經探號學員設計了寓

教於樂的活動，讓大家都玩得非常開心。 

中文閱讀活動使用淡江中文系製作的童書繪本；電腦課程使用由華碩研發的再生電腦

，活動後將15臺電腦全數捐給永安國小；戶外課程由經濟系巧固球國手簡佑珊指導

，以專業的教學來推廣巧固球運動；英文課程則舉辦晚會，由高年級進行歌舞劇表演

，其他年級也帶來歌唱演出，看見孩子們的成長，讓經探號學員不禁熱淚盈眶。 

林彥伶表示，這次的服務在國內人親土親，更能反思如何帶來更好的教學，也能更投

入耕耘教育服務，「沒有語言的隔閡更能直接感受到孩童的回饋，也讓這一次的活動

印象深刻，並思考如何進步，造就下一次更優質的教學。」 

永安國小教導主任黃建勳說：「感謝淡江大學經濟系舉辦的寒假營隊，雖然只有短短

幾天，但帶給小朋友不同的視野及學習。」 

隊長，經濟二楊炘昶表示：「這次服務的旅程充滿著許多的未知跟不確定，磨練出我

臨機應變的能力，讓我有很棒的經驗及美好回憶。」（文／林禹�） 

 

親善大使團 

親善大使團於1月21日至22日在淡水區天生國小舉辦「第15屆親善大使團寒假禮儀營

之陪禮Fun寒假」，由23位服務員帶領天生國小及附近小學共23名小學生，以玩具總

動員的故事帶入課程，教導美姿美儀、西餐禮儀、國際禮儀等專業課程。 

具多次服務經驗的隊長，英文四陳羽庭分享，雖然身兼團長跟隊長的職務繁忙，營隊

也受到疫情干擾，但還是很幸運地如期舉行。這2天的活動，看到小朋友都很樂於學

習，教導他們新的東西都很願意去吸收，希望他們可以分享給自己的朋友與家人，同

時也謝謝所有辛苦的服務員在這3個月籌備期，盡心盡力的完成自己的教案，活動能

圓滿落幕，大家都功不可沒！（文／林雨靜） 

 

樸毅青年團 



樸毅青年團於1月27日至29日在淡水區新興國小，由11位隊員帶領35位二至五年級的

國小學童，展開為期3天的「毅同照亮小興星—寒假品格成長營」。 

活動以推廣品格教育為宗旨，將「感恩、負責、合作、誠實」四大品格融入課程及實

作體驗中，如「地球保衛讚」團康活動，用繩子釣瓶子的遊戲方式來引導學生重視環

保議題，在日常中落實垃圾分類，教導學生認識環保標章，以愛護共同生活的環境。 

隊長，企管二劉芃妙分享：「籌辦過程中，退隊的隊員不少，因為我們以推廣品格為

宗旨，有些新生無法接受營隊理念而退隊，導致隊員人數驟減，留下來的隊員們工作

量倍增，曾經一度要宣告無法出隊，但是大家互相砥礪與堅持，最後順利出隊，這是

最令我難忘的事情。」（文／張容慈） 

 

網球社 

網球社於1月25日至27日在校內舉辦「第8屆寒假服務隊網球體驗營」，由19位網球社

幹部擔任服務員，帶領25位國小學生體驗打網球的樂趣。 

總召，機械三郭峻宇表示，這次體驗營的籌備期長達將近4個月，過程中遇到了一些

挫折，例如服務員的社內活動與服務隊的籌備時間撞期，常常忙不過來，但大家還是

順利的度過難關。在營隊期間為了配合防疫，採取了一些防疫措施來保護小朋友，例

如用餐流程的更動、要求課程中全程必須戴口罩，並特別關注所有小朋友的狀況，一

同面對疫情帶來的困難。今年的服務隊已經是第8屆了，我們的初衷是致力推廣網球

的好，讓小學生了解如何打網球，並對網球產生興趣。3天營期下來讓我很有成就感

，尤其是小朋友在最後一天的比賽打得很好，感覺很欣慰。我是第一次當活動總召

，透過總召的立場，也學到以不同角度來看待社團！（文／宋品萱） 

 

外交系系學會 

外交系系學會於2月3日至5日遠赴屏東縣潮州鎮四林國小，舉辦為期3天的寒假偏鄉教

育服務隊。本次活動旨在給予孩子們有別於平常的教學課程與體驗，透過寓教於樂的

學習與教學方式，鼓勵孩子們培養屬於自己的國際視野。 

系上的外籍生於這次活動中，可以對臺灣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也可透過與孩子的日常

互動中，增進自身的中文能力，達到教學相長的效果。而孩子們也可以透過與外籍生

的互動，對這個世界、對彼此的文化有更深一層的了解。 

四林國小積極發展雙語能力，每週有一節全英語課程教學，培養學生們能夠自然、勇

敢地說英語，也舉辦許多有趣又能與世界接軌的活動，例如：跨國文化市集、大眼仔

的環遊世界之旅。除此之外，也不斷提倡國際化及創新，這與外交系的理念相符，希

望能運用所學，用輕鬆有趣的方式來培養孩子們的國際觀。 



外交二張雅筑表示，這是第2次到四林國小服務，傳承得來不易的友誼，善盡社會責

任，讓淡江大學的服務精神延續下去。（文／周亭妤） 

 

軟網社 

軟網社於2月4日至7日在淡江大學舉辦寒期服務隊活動「可愛軟網島─勇網直前」

，由23位隊員帶領19名國中小學子體驗軟式網球運動的樂趣。隊長，水環二謝泓靖表

示，此次活動主要為推廣軟式網球運動，「軟網與其他運動相較為不普及，希望能藉

由傳授運動技巧，讓小朋友喜歡運動，喜歡軟式網球。」 

4天的營隊活動充滿了各式各樣的實作訓練，以完全沒接觸過的新手為概念來設計課

程，傳授運動防護、球桿練習的基本概念開始，進而教導揮拍、定點擊球、動點擊球

及發球與對打的技巧。此外，校園的闖關RPG等遊戲項目，營隊製作了與軟網有關的

80張卡牌，分散在校園各角落，協助小朋友認識淡江校園及軟網運動規則。謝泓靖分

享，「這是我第一次擔任總召，去年因為疫情關係，沒有參與服務隊，今第一次為小

朋友設計課程比較沒有概念，籌備過程遇到不少困難與衝突，然而過程中，團隊建立

的緊密關係是本次最大的收穫。」（文／張容慈） 

 

西洋劍社 

西洋劍社延續自103年開始的傳統，於1月27日至29日在淡水區水源國小舉辦「劍康一

家源—寒期擊劍成長營」，由15位社員共同教導21位三到六年級的國小學生。 

這次活動主要訓練學生著重於擊劍的協調性及反應力。除了基礎的西洋劍介紹，鈍劍

、銳劍和軍刀等三種劍法，基礎動作、攻擊姿勢、對打的技術、擊劍規則外，還輔以

劇場課，以群體演戲的方式融入歷史起源，讓學生們對西洋劍淵遠的歷史留下更深刻

的印象。 

西洋劍社除了培養學生最基本的運動家精神之外，還希望藉由成長營培養他們的團隊

默契與賽場上的心態調整，以具備承受比賽壓力時的抗壓性。 

社長，資圖三杜映萱表示，希望學生們從成長營帶走的不只是西洋劍的基礎知識，還

有調整心態的能力，期許他們能在面對任何事情都可以帶著好的心態去應對，如同成

長營內每位擊劍教練在培訓時都會說的一句話：「劍要打得好，心態要先穩定好。」

（文／謝采宜） 

 

二齊校友會 

二齊校友會於2月1日至3日在臺南市下營區下營國小舉辦第28屆的返鄉服務活動，雖

然平時社團以聯誼性質為主，但仍希望透過返鄉服務的方式，帶領校友會成員回饋家



鄉，服務對象以偏鄉小學為主，讓參與活動的學童都能有愉快的寒假體驗。 

此次活動較特別的是有身心障礙的學童參加，需要使用輔助器行走，因此服務員向學

校借用輪椅，並以較輕鬆的方式進行跑關，而活動關主與隊輔需臨場應變，配合學童

行動上的不便，讓他能愉快的融入闖關活動。 

隊長，風保三陳怡潔分享：「這是我參與返服的第3年，也是第一次遇見身心障礙的

孩子參加，服務員對於他在活動中的行動不便都感到十分不捨。主辦過程也面臨不少

緊張壓力的情緒，還好下營國小的師長們十分和善地給予協助，在各項演出結束後

，有不少家長前來表示支持與道謝，讓我們心中充滿暖意，並且發自內心感謝所有人

的協助與肯定！」（文／李宜庭） 

 

彰化校友會 

彰化校友會於1月25日至28日在彰化縣二林鎮育德國小舉辦「哇！育見科學才曉德」

寒假育樂營，以「科學的變遷及演化」為主題，透過教案課程，讓孩童了解科學在生

活周遭的變化，也藉由實際動手操作，加深孩童對課程的印象，並將勞作成品留作紀

念。 

這為期4天的科學營參與者為育德國小一至六年級學生共50人，除靜態課程外，營隊

更安排了動態的大型團康及大地遊戲，期許培養孩童團隊合作的精神。 

返服隊長，英文二黃翌晴表示，去年彰友返服和很多服務隊一樣，因疫情影響而無法

出隊，所以今年活動能順利舉辦，要感謝淡江大學及育德國小的大力協助。這次服務

過程中，印象最深刻的是結業式時，許多小朋友都問服務員暑假或是明年會不會再回

來國小玩，聽了覺得非常不捨，但同時也很高興小朋友在這次的營隊中有留下快樂的

回憶。（文／戴瑜霈） 

 

新北市校友會 

新北市校友會的返鄉服務隊於1月26日至29日在三芝國小舉辦「小小藝術家的異想世

界」，由39位服務員帶領約40位國小生透過藝術家的主題，結合環保議題以了解生態

保育的重要性。活動內容有各式的創意課程，以及一系列的闖關關卡和運動會。 

生活組組長，財金二鄭雅文表示，會參加返鄉服務隊是因為去年的回憶很美好，所以

今年想帶給學弟妹一樣的溫暖和感動，雖然一開始跟組員有溝通上的問題，但磨合後

慢慢漸入佳境，驗收時組員的表現甚至讓我驚豔。這次的活動讓我學會帶領組員，也

了解到如何維持上級與下級的關係，希望這次的活動能讓小朋友有快樂的美好回憶

，也期望他們能找到自己的興趣。 

服務員，日文一林思妮表示，因為喜歡小朋友，所以參加返鄉服務隊，在籌備期間每



天跟夥伴一起練習，產生了共進退的革命情感。這次活動學習了主持的技巧，以及在

一群人面前講話的勇氣，希望小朋友都能感受到家的溫暖。（文／宋品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