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區志工隊──與陳姿伶老師有約〉 

介紹： 

2018年 03月 29日，在一個風和日麗且春光明媚的午後，和一起上國文課的組

員一同來到逢甲大學位於正門忠勤樓一樓的學生學習輔導中心辦公室。 

 

當我們一踏進辦公室，就有一位女性很活潑且熱情開朗的走上前來招呼我們，

並開始熱情的跟我們簡單的介紹在場不同志工隊的屬性有海外志工隊、校外服

務、社區發展志工隊……等。在與組員簡短的討論過後我們決定要採訪社區發

展志工隊的開創人，也就是一開始就對我們熱情招呼的陳姿伶老師。 

 

而在採訪開始前我們先請陳姿伶老師簡單的自我介紹一小段，姿伶老師是於

104學年度接下校外服務一職，又是於 105學年度開創「社區發展志工隊」；不

過再她轉任此職務之前，其實她也在逢甲大學的教學單位的中文系擔任了九年

的國文助教，而在悄悄的把時間拉回更早之前，姿伶老師也是逢甲大學畢業傑

出的莘莘學子們的其中之一。 

 

我們小心翼翼地詢問姿伶老師為什麼要在教學生涯中做出如此大的抉擇去轉任

至現在的一職，姿伶老師則不吝嗇地告訴我們她的真心話：「人生中其實是需要

挑戰的，若我們每天都一再重複做相同或類似的事情，時間久了其實會容易讓

人覺得有點無力或者自己可能在不知不覺中進入了很長一段時間的倦怠期，起

初滿懷期待的熱忱也會在不知不覺漸漸消失……所以唯有趁年輕時還有體力的時

候親自去嘗試過各種人生不同的挑戰不同領域的事情，那麼往後回顧時才會覺



得自己的人生真的很精采!」不過她也一邊笑著一邊說自己現在所待的這個單位

是非常需要長時間與學生們互相溝通與協調才有辦法長期久遠的去讓這個工作

持續的運作下去，而長時間與活潑、朝氣蓬勃的大學生們一同相處，正是她保

持活潑且熱情開朗的秘訣。 

 

志工隊的由來： 

陳姿伶老師是「社區發展志工隊」的開創人，起初尚未打出知名度之前，凡是

任何事情姿伶老師做事情都必須親力親為，自己一個人甚至在一個中午來回附

近的各國小奔波需要走上七千步以上也不會感到意外，反而早已習以為常。第

一屆的志工隊是與十二個系學會夥伴們一起攜手共同去合作，在這個十二個不

同的系之中，機械系更可說是往後志工隊活動發展的重點，因為是他們首先提

出以積木當主角，而志工隊也朝向「智高積木」的題材去發展，也是「全台灣

唯一一間以積木為主題的志工隊」，如今積木也已成為志工隊的一大特色。 

 

不過姿伶老師不管每一次的活動是與哪個系接洽，姿伶老師都堅持在任何一個

活動的第一次都要到場親自參與。 

 

因為她深深地相信一個老師若能親力親為的去參與過學生他們所用心帶領的任

何活動，不僅能與學生打好交道，也能間接凝結學生之間的向心力。倘若志工

隊想永續傳承下去，姿伶老師覺得這必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從助教轉為志工的動機： 

陳姿伶老師告訴我們在她從事了九年的中文系助教的生活中，每一年都要接觸

一成不變的活動及相同的課程與周遭的人，難免會感到無趣且缺乏挑戰性，因

此決定放下從事多年的助教生涯轉換到能與許多學生接觸教學單位－學務處，

因為姿伶老師喜歡與學生互動、相處，所以她從過去到現在一直相信能跟活潑

的學生長時間相處下來，可以吸取十八歲到二十二歲學生的活力，讓自己的心

態能夠保持年輕，最重要的是開心。 

 

今年的社區發展志工隊是從成立以來的第二屆，姿伶老師也跟我們分享志工隊

上的大小事，姿伶老師她從第一屆的觀察下來發現，志工隊中有十二個不同系

所組成，每個系所管轄的範圍及工作不同，雖然大家都處於在相同大學的志工

隊之中，但彼此卻互相不認識，彼此交流的次數也可想而知是少之又少。因此

姿伶老師還特地邀請第一屆以及第二屆的大家一同去 KTV唱歌，原本以為大家

彼此可以透過一起唱歌而因此熱絡起來，但到了現場卻發現跟想像的畫面有所

不一樣。主要是因為包廂實在是太過於龐大，每一個團隊都聚集在各自的小角

落中各唱各的，導致現場的場面非常的尷尬，所以為了打破這樣尷尬的局面，

姿伶老師設計了闖關活動努力讓大家熟識起來，後來也因為經過這個活動，讓



她畢業的第一屆志工隊成員也感嘆她不論年紀是否與大學生們相仿，都還是能

與學生志同道合的相處，讓他們已經出社會的學生也自嘆不如了。 

 

第一次的成就感： 

在 2017年，逢甲大學的社區發展志工隊首次被遠在台灣本島最南端的恆春工商

邀約。不過姿伶老師偷偷的也透露在恆春工商邀約的當下，其實對方還多說出

一個讓人覺得十分有趣的條件?主要就是希望「不要由老師來下鄉去教學」，恆

春工商很希望那幾天的教學活動都是交由逢甲大學的學長姐來帶領。理由是因

為他們認為如果只是單方面請不同學校的師資來教學，其實對校內學生在額外

學習上並沒有多大的幫助，因為學生求學時的日常就是每日面對師長；若在額

外的求知上只是一昧地請教老師的角色，而並非其他有相關經驗的人才，那麼

學生很可能會從此就失去對學習上的熱忱，額外舉辦的活動也就沒有任何意

義。反之他們認為如果請來年紀與中學生較相近的大學生來教學，不僅可以以

過來人的方式去思考去理解中學生思想上為什麼會產生衝突，而在衝突的背後

他們又在期待些什麼又或者有什麼煩惱與無奈。 

 

不過由於我們這次的採訪是在上課期間，多數當時有參加此活動的學長姐都不

在辦公室的位子上，不過姿伶老師也悄悄的說那次的活動邀約的理由是讓學長

姐成就滿滿的主要原因。 

 

在社區發展志工隊遇到最大的衝突： 

姿伶老師回憶起第一次跟學生發生衝突是在帶第一屆的時候，因為一次的討論

中，覺得一位學生的想法跟自己所

預想的不同，就在大家的面前退了

他的紙本資料，因此就在該學生的

心中埋下了一些小小的心結，姿伶

老師之後有獨自思考過可能是因為

志工隊跟以往在當中文系助教時的

角色有所不同。在當助教的時候通

常都是老師一個口令一個動作，學

生往往都是按照老師的想法是執行

事情，所以當志工的老師時忽略了

其他同學勇於表達的意見，但志工

隊時聚集了各個系的學生，許多學

生擁有許多自己的想法，但卻也容

易造成其他學生們因為無法認同而

容易反駁，也因為經過了這次的事

件讓姿伶老師開始採多方面學生的



想法來看事情。 

 

目前在志工隊中主要是以主打智高積木為主軸，與原來自己一生所學習的專業

可以說是截然不同，而且志工隊的時間除了平日的時間外，固定星期一、二、

四有兩場，星期五也有三場以外，連寒暑假都有，也讓姿伶老師比較沒有自己

的時間休息。 

 

我們也討論到現在大多數的年輕人對志工是否有些偏見，像是二十年前大學志

工服務是很盛大的且多數都是採取志願制，而在過去那時的國高中是沒有志工

服務的，但是到了我們現在的志工服務從國高中就開始強制參加賺取服務時

數，一直到了大學也都是強制執行，甚至未達基本的標準服務時數還會因此無

法畢業，也因為一直以來的強壓，導致愈來愈多學生厭惡志工服務，因為他們

已經不明白志工服務的出發點是為了什麼?究竟是出於自願，還是強迫?想在多

數的學生心裡已經有一個確切的答案。近年來服務隊的人數不斷的大幅萎縮，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影響了學生們的服務心態。在我們聊天的時候，剛好有一位

學生進來詢問一些有關於學校志工服務時數的相關問題，他說他在學校的官網

看到一個活動想問要怎麼報名，但在一問之下才知此志工相關活動早已經結

束，可見部分學生的日常都專注於自己相關的主修課業，對於學校官方網站上

的其他系統操作方面與搜尋能力略顯不足。 

 

對志工隊的期望： 

約莫過了一小時的訪談，在訪問快要結束之前我們也詢問了姿伶老師在未來對

志工隊有甚麼期許、期望，她說希望在未來的志工隊人數能維持在一定，不會

因為人數不足而造成開天窗的局面，姿伶老師一直秉持著「一年激情、三年穩

定、十年有成」的想法，能夠一直邁向未來，繼續與本校的學生在同一個服務

單位永續下去，最後姿伶老師也不忘用熱情的態度歡迎大家能踴躍的加入志工

隊:「歡迎逢甲大學的學生們加入我們志工隊，成為一個真正『自願』為他人服

務的人!」 

 

結語: 

我們這組也感謝老師願意犧牲自己的上班工作時間來讓我們進行採訪，在採訪

的過程中姿伶老師也都很有耐性且完整的回答我們所提出的各種問題，最後我

們與姿伶老師一同合照來為這次的報逢甲採訪畫下一個完美的句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