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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 

壹、目的 
 

     這次馬來西亞志願服務團的出團旨在實現醫學生對國際志工和人道援助的實

務探索，並將醫學教育與人文關懷相結合。我們希望透過深入偏遠地區和原住民

村落的實地服務，為當地居民帶來基礎健康知識、口腔和衛生教育，同時提供實

際的醫療支持。這一行動不僅是為了促進社區健康，更重要的是藉此為醫學生創

造直接參與志工行動的機會，深化他們的醫學知識與人道意識。藉由這次出團，

我們還期望讓學生體驗跨文化的交流與合作，培養他們在不同環境中的適應能力

和領導才能。隨行老師的帶領與指導，則進一步強化了服務中的學習，從實踐中

汲取知識，從挑戰中學會團隊合作和人文關懷。我們的最終目的是培養具備專業

素養和社會責任感的未來醫護人員，推動健康教育的普及，同時在志願服務中實

現醫學生的人文教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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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一、 時程簡介 
 

7 月 15 日: 下午班機晚上抵達吉隆坡國際機場，乘搭游覽車前往甲洞民宿 

 

7 月  16 日: 與 Mr Cheli 確認民宿附近安全公共設施（警局，醫院，消防等防

衛） 

，繼購買所需的生活用品。中午前往新苗幼兒園熟悉場地 
 

7 月 17-20 日: 於新苗幼兒園對幼兒園小學生進行衛教與教學課程。

順利完成，反應熱烈。 
 

7 月 21 日: 車程前往雪隆地區偏遠村莊-適耕莊，與當地合作 NGO 

負責人接洽了解場地，並且為第二天的營隊活動進行場佈。 
 

7 月 22-25 日: 於紫沛閣舉辦精彩的四日小營隊活動。對當地偏鄉

小朋友進行衛生照護課程，且活動內容包括進行垃圾分類、口腔衛生、

視力保健、護眼以及洗手七步驟。順利完成，反應熱烈。事後實行

場復。 

 

7 月 26 日: 與當地 NGO 對接接洽討論明年合作相關事項。晚上驅車

前往怡保（IPOH） 
 

7 月 27 日:對接人 Dr Koh， Dr Lai 以及 Uncle Alex會面，確認接下來 4 日

的原住民行程。 
 

7 月 28~31 日: 造訪內陸原住民部落（Kepong Pawong、Kepong 

Jelintoh、Kepong Dusun Seratus 和 Kepong Pengkalan 等），進行

口腔衛生教學，以及義診。同時團員們分別在當地 Dr Lai 診所進行

跟診的學習。在原住民衛教義診的同時也進行家訪問卷調查，了解當

地的生活習慣從而分析罹患慢性病的可能因素。 

 

8 月 1 日: 搭游覽車返回吉隆坡。開檢討會議。成果整理、中央藝

術廣場採買。 

 

8 月 2 日: 下午搭乘馬航班機返抵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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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作概要 
 

     今年，我們的馬來西亞志願服務團迎來了第二次出團。這次，不僅延續了首次的

服務據點，更積極拓展新基地，以期讓活動影響力走得更遠。志工隊伍由19位學生和2

位隨隊老師組成。在這三週的服務過程中，隨隊老師成為我們前行的關鍵，他們不僅

是領導者，更是指引我們學習成長的重要伙伴。 

 

     從項目規劃到實際執行，老師們始終如影隨形。他們在困難時為我們排憂解難，

調解團隊壓力，提供建設性建議，讓我們在挑戰面前更加冷靜自信。老師們以自身經

驗教會我們如何面對困難、保持積極心態，並在每次面對困境時激勵我們不要輕言放

棄。他們的身教言教讓我們在志願服務的旅程中，學會了團隊合作的重要性，培養了

面對困難的應變能力和領導技巧，這些收穫必將成為我們未來成長的堅實基石。 

 

     在原住民部落的活動中，我們深入怡保附近的多個村落，展開衛生教育和健康教

學。為了讓知識更易於理解，我們以當地居民熟悉的語言進行教學，並採用生動有趣

的方式吸引孩子們的注意。頭蝨防治和口腔衛生教育是活動的核心內容，而團康活動

則進一步促進了孩子們的積極參與。看著小朋友們熱烈的反應，我們深感這些健康教

育帶來的意義。 

 

     此次服務活動還包括診所實習和部落義診。藉由隨行醫師的協助，我們有機會學

習到實用的問診技巧，並親身體會到「視病猶親」的理念。這不僅是一次技能上的提

升，更是對醫療人文關懷的深刻體會。在義診中，我們也遇到許多實際挑戰，從手忙

腳亂到逐漸適應義診流程，我們在團隊合作和應對能力上有了顯著進步。 

 

     經過此次經驗，我們也發現了需要改進的地方，例如加強對藥物知識的了解，以

便在義診中更好地解答病患問題。同時，我們認識到預防措施的重要性，決定在未來

活動中增加防護裝備，減少感染風險。 

 

此外，今年新增的欣苗幼兒園服務據點讓我們有機會設計更多元的健康教育課程。從

口腔衛生、眼科知識到細菌認知和科學實驗，我們精心準備了各種活動，寓教於樂，

期望幫助孩子們建立良好的健康習慣。課程設計中，我們不斷調整和改進，以便吸引

小朋友們的注意力並引發他們的學習興趣。 

 

這段服務之旅讓我們收穫了知識、經驗和無數的感動。隨隊老師的支持與教導讓我們

能在這段旅程中不斷成長，也讓我們對未來志願服務的意義有了更深的理解。這些經

歷將激勵我們在未來持續貢獻，並在服務他人的路上愈加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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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 
 

(一) 黃楷茵同學 

不管是在原住民部落、新苗幼兒園或是紫沛閣的營隊，我一直以來都是負責牙科的部

分，但在其中也遇到了不盡相同的小插曲。 

在原住民部落裡，我們負責在家長看病時照顧他們的孩子，這張照片就是在進行衛教

時拍攝的。當地的小朋友只會用說的，看不懂馬來文，更不用說英語了。這讓我們在

進行衛教時遭遇了不少的困難，也準備了很多圖片幫助彼此溝通與理解。結束課程後，

在看病的家長通常還沒結束，因此我們準備了一些小遊戲，像這天就是玩氣球。在和

小朋友一起玩時，我感受到愉悅是不分語言，沒有國界的。當然，希望他們有好好地

把上課的東西記住。 

 

我們後來去了紫沛閣服務，那裡是一個漁村，路上飄著海水特有的鹹味，當地居民也

十分熱情地歡迎我們的到來。在舉辦營隊的這幾天，令我最有印象的是當地（大部分）

乖巧的小朋友做口檢時的模樣。紫沛閣小朋友們和上一個服務據點的幼兒園小朋友不

同，年齡大了一點，也比較聽從我們做的指令。口檢是安排在我們帶完刷牙之後，由

於學姐一次只能檢查一位小朋友，其他小朋友必須坐在一旁等待。幼稚園的小朋友常

常因為害怕而放聲大哭、吵吵鬧鬧，可是紫沛閣的小朋友不同，他們好好的坐在一邊，

頂多和同儕比較誰的蛀牙比較多，真正在檢查時也會配合的把嘴巴張開，值得鼓勵。

我們也在一旁幫忙學姐紀錄或打光，是非常寶貴的經驗。 

 

而關於幼稚園的部分，在臺灣和對方討論時，他們表示小朋友都能聽得懂中文，因此

我們只準備了中文版本的課程。沒想到，當我們抵達並且開始上第一節課時，大概介

於幼幼班到小班的學生上課狀況不盡理想。由於馬來西亞是由講華文（也就是中文）

的華人、講馬來語的馬來西亞人和英文為主的印度人組成的，就算是教學華文的幼兒

園，也可能碰到對華文不熟悉的孩子。因此，我們臨時將所有課程即興更改為英文版

本，用著自從高中畢業就不怎麼使用的英語雖然有些彆扭，可是當小朋友能順利與我

們互動時，還是非常感動的。 
 

(二) 許閔雅同學 

為小孩子們的年紀都還很小，一開始看到陌生的、不認識的大哥哥大姐姐都會很害怕而

不敢回應跟回答，所以在課程剛開始的時候其實感到很挫折，覺得小孩子們的反應很淡，

感到很受傷。但是在課堂中間時，小朋友已經開始會慢慢回應了，還會聽話舉手回答，

雖然還是很害羞很小聲，但已經慢慢的越來越好了。而到了下課後跟他們說再見的時候，

他們也會笑得很開心的跟我們說再見，還會跟我們擊掌。在短短一堂四十分鐘的課之內

將會怕生所以很安靜的小孩子們變得會回應我們，還有下課時熱情的跟我們擊掌說再見，

這樣子的成就感、小孩子們開心滿足的笑臉，一雙一雙擊過的雙手跟聽到的謝謝老師是

在這個實習過程中最令我印信深刻的一件事情。這讓我體悟到每一個階段的人都有特定

或適合的教學方式，發現不適合或不如預期就應該修正、精進自我，調整教學方式，用

最適合的方式讓小孩子們可以又專心學到知識又快樂的做中學、學中做。 

 

在第二週的服務據點時，有一個讓小孩子們畫圖的環節，在下去跟小朋友們互動的時候，

發現原本怕生的小朋友們都很熱情的跟我們分享自己畫的圖跟自己圖案的故事和發想。



7 | P a g e   

每一個小朋友都很踴躍而且很乖的跟我們一個一個分享自己的畫，在詢問問題的時侯也

都很有禮貌，最後課程結束時還搶著要把自己畫的畫給我們，跟我們擊掌說掰掰，還問

我們下次會不會再來。被小孩肯定跟喜歡，教學方式有回應以及他們願意和我們分享的

經驗對我來說非常難忘。在聆聽小孩子分享自己作品的時候，從他們的想像力以及口中

了解了很多小孩子在家中所受到的家庭教育，在跟他們交流自己的想法的時候也收穫良

多，對於當地的生活習慣以及學習內容也有更深入的了解。在經歷過這一次的實習活動

後，我更能夠體會、理解及包容異國的文化以及教育方式，也在不同的文化中融會貫通，

取得平衡。 

 

在第三週服務的原住民部落，我學會了傳統編織。在最後一天去的部落家訪時，村長

告訴我們我們現在看到的牆壁跟竿欄式建築都是他們自己蓋的、自己做的。不論是充

滿藝術感以及技巧的編織牆壁，或是用竹子以及木頭改成的房屋，全部都是出自於村

長以及村民之手。因為很好奇原住民們編織的傳統技藝，所以跟在候診的老人們詢問

後，有一個很擅長編織的老奶奶說要教我怎麼編。一開始老奶奶很耐心的慢動作教我

要怎麼編織，明明動作就很簡單，但我一直學不會，抓不到訣竅。後來看了很久終於

可以自己慢慢上手用葉子編織出自己的手環，而編織出手環後看到老奶奶已經編出了

一個頭冠放到我的頭上。在這一刻我感受到超出言語的傳承以及歡迎，並驚嘆於古人

的智慧以及老奶奶熟能生巧的編織速度。在缺乏城市資源以及政府補助，交通不便的

原住民族能夠靠自己倒智慧以及雙手一代傳一代他們的生活方式，這對於生於現代的

我們來說是非常難做到的。 

 

(三)劉天娜同學 

我主要負責健康教育，例如在欣苗幼兒園教導幼兒正確的刷牙方式，並在三天的兒童

營隊中推廣衛生習慣、牙齒保健以及視力保護的相關知識。此外，在原住民義診中，

我提供了專業的醫學建議，針對不同健康問題給予適合的診療建議和治療方案。 

 
在幼兒園活動中，我發現有個孩子因為家庭忽視而害怕刷牙。經過與家長和老師的溝通後，我

開始耐心指導他，手把手教他正確的刷牙方式，最終幫助他克服了恐懼，學會了正確的刷牙方

法。 

 

在三天的兒童營隊中，我注意到有一位小朋友刷牙時非常用力，甚至磨損了牙刷。了解到他家

裡缺乏正確的刷牙教育後，我每天都一對一地指導他，從牙刷的握法、角度到時間，逐步讓他

掌握正確的刷牙技巧。 

 

(四) 蘇奕帆同學 

經歷三週志工團之後,我發現義診存在的重要性,雖然無法徹底根除他們當下所面對的

疾病之苦,但是我們可以幫他診斷,並做一些應急處理,之後請他趕快去醫院治療。至少

我們能做到的是幫助他知道該怎麼處理他的病情。我也認知到跟我們合作的醫生的重

要。因為有他的專業知識和他提供的醫療資源加上我們從三總帶過去的藥,我們這一週

的診所實習和部落義診才能這麼順利的進行。期望明年學弟妹也能繼續為部落人⺠服

務,並利用我們的醫療資源提供幫助。 

 

(五) 謝瑾瑜同學 

印象最深刻,也最有感受的應該就是我們的第三個據點吧。第三個據點我們到了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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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這次的服務總共去了四個村落,接觸了四種不一樣性格的原住民,也了解了四種

面對不一樣難題的村落。 

這四天我所負責的位置都不一樣,第一天我原定是攝影的角色,但在義診進行的時候發

現需要有馬來西亞人協助發藥的部分,因此除攝影的工作外,我也加入了藥局發藥的環

節當中。 

 

第二天我負責的則是原住民病情紀錄的部分。這個工作簡單來說就是要把醫師問診的

內容都紀錄在檔案裡,姓名年齡體重血壓血糖病情等等的都不能落下。第三天則是原住

民看病時登記資料的位置。我原以為這個工作在義診流程裡會是最輕鬆的,但我發現我

錯了。我是第一個直接面對原住民的人,需要先與他們做簡單的交流,寫下他們的個人

資料。而為什麼會說這是個不簡單的工作呢,因為我除了需要一一幫他們登記基本資料,

看診的秩序、病人的對整個義診的疑問都需要我來向他們做解答。 

 

而第四天我負責的則是帶著原住民小朋友進行刷牙課程。喜歡他們每個人臉上純真的

笑容,就像溫暖的太陽,溫柔且明媚。帶著他們有唱又跳又刷牙的,很累但很快樂。這四

天的服務讓我學到了很多,也看到了偏鄉地區人民的純真和善良。他們面臨的困難讓我

意識到自己的力量雖小,但能夠為他們帶來幫助,帶來微笑,對我來說已經是莫大的成就。

我深深喜歡上了這些孩子們的笑容,也對他們的純真充滿了敬意。這次的經歷不僅讓我

感到滿足,也讓我更加堅定了未來為社會貢獻自己力量的決心。 
 

(六) 謝亞晴同學 

我主要在課程中負責隊輔的角色,從小班到國小生都有,一開始的破冰遊戲就讓我見識

到小朋友滿滿的活動力,小班雖然年紀最小,可是他們奶音很可愛,回答都很有精神,覺

得遊戲不好玩也會直接說,讓我們能再改進;中班懂得比較多,所以更加難控制,容易失

控,但在遊戲中規則理解的比較快,開始有勝負欲;大班相對沉穩很多,上課比較少發言。

還記得最後一天的科學實驗課,我帶一個大班妹妹做車子,他很安靜都不說話,只是很認

真上課,手作也沒有問題,問她問題一開始都點頭跟搖頭而已,後來我在在她做動力車的

時候,鼓勵她做得很好,他看起來變得比較開心,也慢慢會說話,突然感受到當隊輔的成

就感 。在義診負責人的部分,有改善去年的問題,工作分配也很適當,每個崗位也都順

利完成,每次的檢討開會都有提出問題一起變得更好。 
 

(七) 謝聿翔同學 

這個暑假,我有幸與同學及醫師們一起前往馬來⻄亞的原住⺠部落進行義診活動。這次

經驗讓我對當地居⺠的生活方式、醫療需求及面臨的困難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深深體

會到貧困對健康與生活的巨大影響。我們抵達的村莊位處偏遠,交通極為不便。當地居

⺠大多依賴簡單的農業維生,生活條件非常艱困,基礎設施也極度缺乏。令我印象最深

刻的是,許多居⺠因長期缺乏醫療資源而飽受病痛折磨,卻只能依賴草藥或是等待稀少

的醫療支援。這樣的處境令我感到心疼,也讓我更加珍惜自己平時所擁有的醫療保障與

生活環境。 

 

在義診的過程中,我們不僅提供基礎的健康檢查,還為當地居⺠講解簡單的衛生知識與

疾病預防的重要性。透過與當地人的交流,我發現許多疾病其實是可以通過預防和早期

治療來避免惡化的。然而,由於知識的匱乏與醫療資源的不足,許多小病在他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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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演變成了重大威脅。 

 

這次義診活動也讓我學到了很多專業知識。看到醫師們如何在簡陋的環境下靈活應對

各種病症,並用有限的資源提供最好的治療,令我對他們的敬業精神與臨床技能感到欽

佩。而在旁協助的過程中,我自己也對如何在資源不足的情況下提供有效的醫療支援有

了更深的認識。 

 

最讓我難以忘懷的是當地居⺠的樂觀與堅毅。即使生活困難,他們依然保有對生活的熱

情與對未來的期望,這種精神深深鼓舞了我。與他們相處的這段時間,我學會了如何在

逆境中保持希望,並深刻體會到身為一名醫療從業者的責任與使命感。 

 
 

(八) 歐桓瑜同學 

在整個在欣苗幼兒園服務的過程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當我們在教導孩子如何

正確刷牙的時候,每個孩子對「刷牙」的反應不同,有些願意積極、開心的學習如何刷

牙,但有些卻會對刷牙感到恐懼,拒絕配合或有些會甚至開始哭,讓我嘗試各種不同的方

法去安撫不同孩子的情緒,針對不同孩子對特定事物產生的興趣去進行漸進式引導,如

有些喜歡貼紙,則用貼紙嘗試鼓勵他們學習、有些對家長較為依賴,則用幫他們拍攝照

片給家長看,給予他們信心進行學習;在教導刷牙課程進行實際練習的環節時,我們也安

排了繪畫活動,但在過程中我也發現了部分孩子不會天馬行空的進行創作,而是較機械

式的不斷提問要求我或其他大哥哥大姐姐教他們如何一步一步的畫出來,或者有些甚至

希望我們直接為他們完成畫作,對此我轉而使用不同方法,先用簡單勾勒出的圖案去讓

他們進行臨摹,完成後再接續引導他們去為自己的畫作增添不同的元素。這次的經歷讓

我深反思了自己起初在教導孩子的方式,並非應該僅憑一個指示要求他們就直接完成結

果,也非純粹的教學,讓他們全盤的直接接受,而是該轉而使用更加引導式的教學方式,

讓他們接納自己所學,並能發自內心的去體會這些課程,最終以一個更有啓發性的課程

讓他們去創新,獲得熱忱與自信心,用自己的特色去延伸,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

名叫Dixon的孩子,原先被當地老師認為是有問題的麻煩孩子,但在我陪伴了解下,發現

其實該生是極富創造力與想像力的孩子,十分的有主見,但並非完全不聽從指示,雖說有

極強的好奇心促使他有許多疑問,但若有耐心的去回答、引導他,給予充足的空間讓他

發揮,他反倒是一位相當聰明乖巧的孩子,這也讓我思考改變自己的教學方向,由純粹的

指令式教學,轉而去聆聽孩子的想法,再由他們的想法去進行引導、鼓勵他們開創,我認

為這將會是比純粹的上課更具啟發性的教學模式。 

 

(九) 葉乃祥同學 

在這次服務過程中,作為來自馬來西亞的團員,我在團隊中扮演了橋樑的角色,協助團隊

成員與當地居民之間的溝通,特別是在語言翻譯與文化理解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我負

責了衛生教育中的細菌認知課程的編排,這除了要求我深入了解細菌相關知識,還需要

設計出符合當地居民理解水平的教學內容。在實施過程中,我成功地將複雜的醫學概念

以淺顯易懂以及角色扮演的方式傳達給居民,並通過互動與問答環節,加深他們對細菌

與衛生的認識。 

 

此外,在原住民義診活動中,我輪流擔任了多重角色。首先,我作為登記員,負責對每位

前來就診的居民進行基本資料的登記,這要求我保持高度的耐心和細心,確保所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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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準確無誤。接著,我在配藥環節擔任派藥員的工作,確保居民能夠正確領取到合適的

藥物。最後,我也協助記錄病患的基本資料及病情狀況,這不僅幫助醫療團隊更好地了

解每位患者的健康情況,也為後續的醫療跟進提供了重要依據。 

 

在整個服務過程中,我深刻體會到每一個角色的重要性,無論是衛生教育的策劃者還是

義診中的執行者,每一項工作都對於服務的成功至關重要。這次經驗不僅提升了我的專

業技能,更加強了我在實際環境中解決問題的能力 

 

(十) 黃致鈞同學 

服務的單位主要有三個,幼兒園、德教會、原住民部落。幼稚園主要進行衛教活動,德

教會則進行三天的營隊舉辦,原住民則為義診活動。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自己作

為原住民醫師義診藥局包藥的角色,從一開始的手忙腳亂,到後面漸漸有序的出藥,把所

有藥的名稱及作用大致記熟,這過程令我感到驚奇,畢竟身為一名只有基礎醫學教育的

學生,在藥理知識上面幾乎不曾踏足,醫師雖然也協助我們認一些藥,但因為原住民的部

落沒有網路,藥品種類又過於繁多,導致流程有點被打亂,所幸我跟夥伴們都調整的很快,

沒有造成醫師困擾,讓義診順順的完成,而我也自然而然記起非常多的藥品名稱與作用。

另外我也擔任家訪的角色,在訪問的過程,因為我聽不懂馬來文,所以全程就是保持沉默,

執行攝影的工作,然後一邊盡力理解原住民村長的表情,其實訪問的內容例如醫療的需

求,飲食的習慣,等等大概半小時內結束,後面半小時都是對方在閒聊,不過我覺得對方

其實也挺開心的,還拿出他年輕時狩獵的漁槍、打獵山豬的長槍,我能感受到他心中的

驕傲,還有想跟我們分享的激動心情。同樣的令我印象深刻的還有那些熱情的原住民孩

子,故然我們語言並不相通,但他們純真的笑容、充滿張力的笑聲,讓我覺得進行這樣一

項義診活動相當值得。 

 

(十一) 黃合榆同學 

這次我們來到吉隆坡的欣苗幼兒園進行服務,這是我們今年新增的服務地點。雖然幼兒

園位於吉隆坡市郊,設備和環境都不錯,學生家長應該也有基本的經濟能力,但在最後一

天與幼兒園院長的會議中,我了解到許多意想不到的事情。院長提到,這裡的許多孩子

由於家長疏於照顧,存在許多飲食和情緒管理方面的問題。例如,有的孩子因為家長忙

碌,四歲時還只會吃流質食物,不會吃固體食物;有的孩子天天吃炸雞塊,完全不吃蔬菜,

直到來學校才學會如何吃蔬菜水果。更令我們震驚的是,一位一年級的小女孩因為自尊

心很強,如果只有自己在聽寫中錯了一題,她就會用美工刀自殘。這些問題讓我們深感

震驚,也讓我們認識到,這些孩子在家裡可能並沒有得到足夠的關愛和教育。短短幾天

的活動,我們無法完全了解這些孩子的家庭背景和心理狀況,但這些故事讓我發現,服務

過程中與學校老師的溝通真的非常重要。我們需要更深入地了解孩子們的實際需求,才

能真正設計出對他們有幫助的課程。這次的經驗也讓我意識到教育的複雜性和重要性,

並非只是單純照本宣科而已。 

 

(十二) 張學樂同學 

在紫沛閣營隊這幾天,我是擔任隊輔。但這幾天我帶領了非常頑皮的一群小孩。尤其是

一對兄弟。哥哥總是喜歡欺負弟弟,弟弟又不敢反抗,任哥哥欺負他。再來就是我們隊

裏面有一個12嵗的小朋友。一開始帶隊的時候就覺得他是我們隊之中,最不聽話的小孩。

在玩破冰游戲的時候,那個游戲是打電話。但是他一直對我講反話,我説一,他就說二。

剛開始很苦惱,想説這禮拜的營隊應該要怎麽帶。再來還有一個幼兒園的弟弟,他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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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4到5嵗,不是很會説話。會發現我們組的年齡層差太多,所以很難帶好整個隊伍。

再加上,營隊第一天之後,聲音有點失聲,所以在帶隊的過程中,很困難。 

 

對於這件事情,我的解決辦法就是,想辦法讓12嵗的小弟弟讓它成爲我們隊的班長,讓他

去照顧隊伍中的小朋友,尤其是上幼兒園的那位,擔任一個哥哥的角色。那兩位兄弟,盡

可能讓他們兩分開,不讓他們兩個坐在一起就好。而哥哥需要多加注意,當發生打架的

事情,就立馬分開他們兩個。我覺得在安排分隊的時候,可以請院方幫助我們,將比較有

問題的小孩盡量分散一些,不要讓他們放在同一組,那樣爭執就不會發生。我們小隊的

女生其實很乖,就自成一團,很配合地聽從隊輔和帶課老師的話。可以發現其實女生在

這個年齡層裏面算是比較成熟的,也比較懂事。 

 

12嵗小孩最後和我成爲了好朋友。事情就是我和他聊起了小六考試開始,他就慢慢打開

的心扉,願意和我聊天,分享他的想法以及幫我整理好隊伍。最讓我感動的是,在吃下午

茶的時候,他偷偷塞了一塊餅乾給我說,老師你是不是還沒吃飯,這個偷偷給你留的。其

實我當下的心情是直接被他暖到了。再來就是營隊的最後一天,他原本是因爲隔天要考

試,沒辦法來參加營隊,所以有點失落。但我在隔天的時候見到那個小弟弟,他說特地把

補習班往後面退。看來他是真的很喜歡我們這個活動。最後要道別的時候,他也把下午

茶的餅乾留一些給我。其實這個年齡層的小朋友,并不是那麽叛逆,而是當你走進他們

的心,你們就是好朋友。 

 

(十三) 張書瑋同學 

在台灣時我很少有機會和小朋友接觸,因此不太知道如何和他們相處。一開始,我不太

敢和他們直接說話或靠太近,怕嚇到他們, 

 

但這樣的距離感反而會讓他們不太敢靠近自己,使課程遇到阻礙。之後我觀察其他和小

朋友相處很好的團員們,我發現他們會盡可能地一字一句和小朋友慢慢說,想辦法和他

們拉近距離,有耐心地慢慢引導小朋友,並且可以適時有一些肢體接觸,讓小朋友們有安

全感,願意和你互動。 

 

和小朋友互動時,不能單用自己的角度去想事情,要用他們這個年齡層的思考方式。對

我們十幾歲的人而言,在認識的階段人與人之間需要一些距離,變熟一點之後,才會越來

越靠近。然而,對小朋友而言,如果一開始就拉開太多距離的話,反而會很難親近他們,

因為大部分小朋友見到陌生人會怕生,不太敢說話或給反應,我們必須先踏出第一步,嘗

試和他們拉近距離,讓他們產生安全感後,願意敞開心胸與我們交流。 

 

(十四) 張晏方同學 

今年,我們首次踏足了幾個新的機構,目前仍在摸索和嘗試的階段。在這些新環境中,我

們一方面努力適應,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夠找到最合適的方式來進行活動。然而,去年我

們曾經到訪的紫霈閣卻讓我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這次的經歷更是讓我感受到前所未

有的滿足與喜悅。當我們第一次到達紫霈閣的那一天,看到那些曾經熟悉的小朋友們,

如今已經長大了、變高了,我心中不禁涌現出一種溫馨的感覺。這些小朋友不僅在身高

上有了顯著的增長,而且他們的成熟和自信也在不斷提升。除了熟悉的面孔,我們還遇

到了許多新朋友,他們的熱情和活力讓我倍感振奮。在小朋友們完成報到並分組後,我

立刻去和他們進行互動。當其中一位小朋友用期待的目光看著我,說:「老師,你去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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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也來過?我去年來過喔,我記得你。」這句話讓我的心中充滿了感動。這不僅僅是

對我工作的肯定,更是我們過去付出努力的最好回報。我感受到那種深深的連結和關懷,

這一刻的情感讓我更加堅定了繼續為小朋友們付出的決心。在接下來的幾天裡,我們一

起挑戰各種關卡,進行了富有挑戰性的課程。雖然天氣酷熱,氣溫高得讓人感到些許難

耐,但小朋友們的熱情卻絲毫未減。他們始終保持著高昂的斗志和無窮的活力。尤其令

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們的好勝心。每當分數還未及時加到計分板上時,他們總是迫不及待

地詢問:「老師,我們的分數怎麼那麼少?分數加了嗎?」這種積極進取的態度,不僅顯示

了他們對比賽的熱愛,也顯示了他們對自己能力的自信。甚至在營期尚未結束時,小朋

友們就迫切地詢問:「明年你們會再來嗎?」這樣的問題讓我感到驚喜,也讓我看到了我

們的活動對他們的重要性和影響力。從他們的反應和期望中,我們可以明顯感受到我們

的活動取得了相當成功,並且在他們心中留下了美好的回憶。儘管明年由於學校課程的

安排,我們無法再前往紫霈閣,但我衷心希望未來能有機會再次回到那裡。能夠與這些

小朋友們再次聚首,看到他們的進步和成長,分享更多的快樂時光,這將是我無比期待和

珍惜的經歷。紫霈閣的這段經歷不僅僅是一次活動的回顧,更是我職業生涯中一個難忘

的篇章。看到他們的笑容和成長,我感到充滿了滿足和希望,也激勵我繼續努力,為未來

的活動帶來更多的喜悅與感動。 

 

(十五) 馬春梅同學 

我覺得相較於去年我成長了許多,就像前面說的在此次出團責任變得更加大了。這不僅

僅只有同屆的同學,而是還有一群相信你的學弟妹。這種時候落在你身上的擔子變得更

為重要,開始需要去考量更多,需要去顧全很多,不僅僅是白天課程上動線的問題,還有

課程內容的的修正,甚至到後面課程結束後交通上一次次的滾動式調整也不需要在非常

短時間內去做決定以及想出方案。 這一系列讓我成長最大的就是如何在短時間內做出

在當下最適用以及比較好的決策。除此之外,也讓我的性格變得更加穩重不像以前那麼

衝反而讓我會想要變得更加沈穩變得更加值得依靠的團長。 我展望馬團可以在每一任

團長的帶領下往更好的方向發展,幫助到更多有需要幫助的人。 

 

(十六) 徐皓恩同學 

第一週我們是到欣苗幼兒園去帶課程,裡面的小朋友年紀都比一個小,有三四歲到八九

歲的,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和小朋友的溝通,我們的課程原本都是準備中文,但到了

場地現場後才發現有些年紀小的小朋友只有英語能力可以溝通,中文甚至聽不太懂,使

我們的四十分鐘的課程必須臨時改成全英文授課,在更改的過程中,我們必須要考量到

詞彙的深淺他們能不能理解完整,還要評估時間的壓縮,刪掉一些內容來確保課程的完

整性。三天兩夜的營隊有很多內容,這同時也代表我們必須要款控住他們,不讓他們有

違規和影響上課的行為,在這過程中我們必須延緩教課內容,在下課和活動中加入更多

的生活規範與相互理解,這成為我們和孩子們聯繫的橋樑,最後雙方都有點捨不得離開

彼此。在義診的過程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填寫部落原住民基本資料遇上的語言障礙,因

為當地人都是使用馬來文溝通,除了行前文化課有有學到的數字用法,還有其他很多關

於症狀的用語,但是我都聽不太懂,要用比手畫腳的方式才能夠稍微了解,旁邊更有義診

組織在旁邊幫忙,我們會需要在幾個問題裡設計出常見和明顯的身體病症來幫助義診醫

師掌握病人情況。 

 

(十七) 沈時妤同學 

這次出團服務,我們有去到之前有服務的適耕莊紫沛閣。這次是由大一準備衛教課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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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隊,大二負責當營隊的隊輔,帶著小孩上課,和照顧他們的問題。因為這是我第一次當

隊輔,所以這也是最讓我印象深刻的事。我需要學習去和小朋友溝通聊天,照顧到每個

小朋友的情形,準時帶他們去上課。非常開心我們這隊的小朋友都蠻乖,會聽我的指示

排好隊伍,也很積極聽課和回答問題。營隊開始的第一個破冰遊戲是「打電話」,需要

隊裏小朋友手牽手排橫線穿洞。我就發現隊裏的小男生和小女生已經有了男女有別的

概念,他們在遊戲過程中都堅持不牽異性的手。這也提醒到我在之後的活動和遊戲裏,

都需要將女生和男生分開,尊重他們的想法。在這幾天的活動中,我們採用了積分制,注

意到小朋友們非常在意分數的多寡。他們在休息時間經常跑去計算自己組和其他組的

分數差距。在課程或遊戲過程中,也總是關注著得分情況。這可以讓小朋友們在活動中

更加積極和投入,因為他們希望能夠獲得更高的分數。然而,這也可能引發小朋友無法

真正享受團隊合作和遊戲的樂趣。我們之後也會對這件事進行反思,之後不將分數公佈

出來,可以紀錄在隊輔的手機裡。在排名上也不用第一,二名,而是用「最佳...組」來

取代,照顧到每個小朋友的情緒,希望他們可以真正享受我們帶來的課程。 

 

(十八) 吳俊嶢同學 

在馬來西亞服務的日子,讓我重新思考和觀察,我觀察到,大多數時候,作為服務別人的

角色跟被服務的角色,感受是不同的,以往作為被服務者,思考是非常直觀的,不會過多

預知影響和風險管理,多是被動的接受幫助,因為在當下更多的是被照顧,思考是非常直

線式的。吹泡泡課程的時候,事先宣佈了安全規則,請小朋友們不要將泡泡水碰眼口鼻

且不奔跑,但是小朋友們想把泡泡吹到天空上,而把吸管舉高來吹,卻讓泡泡水沿著吸管

往下流,最後吃進嘴巴裡,而因為以前的思考慣性還沒有更改,沒有注意到這個細節,身

為服務者,我必須用我的遠見和知識去換為思考,全方位的思考全局幫助他們解決問題。

在 Dr.Lai 的診所裡實習的過程,Dr.Lai 醫師跟我們說,作為醫師最重要的是 the 

ethics ofdoctor,才能成為良醫,服務的過程也是,必須時時堅守服務的精神,堅定的站

在被服務者的角度去看事情,並且堅守道德。在診所實習時,我們看到醫師以笑容和病

人良好的溝通,關心病人的生活狀況,讓病人在看診的時候是沒有壓力的,會注意到伊斯

蘭女性不願意被看到的需求,觸診時會注意手部的溫度不讓病人感到不適,讓病人直切

的感受到關愛,其實服務的態度也是一樣,要以照護別人的角度去做到服務,而不是只有

物質上的給予,物質上的給予很簡單卻也很粗糙,但心靈上的關懷和設身處地為人們解

決問題的用心卻是極為珍貴的寶藏,這次出團後,希望自己能時時謹記這些經驗,時時的

提醒自己已經是有能力照顧別人的人,這是我最豐盛的收穫。 

 

(十九) 丁子原同學 

在欣苗幼兒園服務的第一天,由於語言不通的關係,導致我在教導課程時遇到了種種難

關,首先因為在備課時是以中文備課,然而在真正進行課程時才發現大部分小朋友們只

聽得懂英文,甚至有些3~5歲的小朋友連理解英文都有困難,因此整堂課程必須臨時全部

換成英文授課,我只好硬著頭皮在整堂課中隨機應變,將課程內容通通翻譯成英文,並想

辦法確保每位小朋友都能夠理解我想講的話。而授課到一半時電腦因為沒電而自動關

機了,我只好憑我的印象將課程後半段的內容以簡單明瞭的方式說明給小朋友聽。總而

言之,雖然在驗課時已經盡量將可能發生的情況準備好了,但人算不如天算,實際會發生

的事情誰也說不準,我們只能盡人事聽天命。 

 

經歷了這件事之後,我了解到雖然語言是最直接,最淺顯易懂能夠與人交流的工具,然而

有時候溝通遠遠不止於此,語言僅僅只是人類發明出用來與人交流的途徑之一,而非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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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的方式。隨著我開始想盡辦法用肢體語言來克服我與小朋友之間的語言障礙,我漸漸

發現儘管語言不同,然而表情、肢體、語調等等都能夠為溝通的媒介,這些方式比起語

言更能夠穿透文化、歷史、背景,更能夠強而有力的克服障礙、越過界線,儘管沒有辦

法精準的理解每個詞彙、每個句子,卻能夠建立起有效的溝通和互動。到了第二天、第

三天,儘管語言依舊不通,我卻能夠通過肢體語言、表情、聲調等方式有效的和小朋友

溝通,甚至我還學會了馬來西亞的英文腔調呢。這件事讓我知道語言並非唯一可以與人

溝通交流的工具,其他途徑一樣重要,在語言出現隔閡時,足夠的耐心、熱情以及與人溝

通的技巧尤為重要。經歷這件事也讓我認知到在現在這個國際化、跨文化交流盛行的

時代裡,我的英文能力還不足以非常順利地與他人溝通,這也是往後我必須再更加精進

的。而這件經歷也讓我更具備了同情心和自信心,我發現即使語言不通,在我不斷的努

力之下依然可以打破隔閡。在結束整個新苗幼兒園的課程活動後,看到小朋友們依依不

捨地與我們說再見時,我覺得我的所有努力都是值得的,往後要更加精進自己的能力,並

盡自己的心力去幫助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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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一）楊善堯帶隊老師 

評語： 

馬來西亞國際志工團今年為第二次出團，所以形成，教學，後勤工作均優與第一年，

已十分上軌道，往後持續辦理應該可以纍計豐厚的成果。 

 

未來建議： 

唯建議可再加厚與當地校友之聯係工作，馬僑校友在當地有一定數量，均有一定成就，

建議可訪談他們，記錄他們當年在台念書過程及日後發展，以充實校史内容。 

 

（二）楊惠竹學姐（牙醫師） 

團隊成員各司其職，且認真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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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件：服務照片紀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