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題講座成果表、提升理解及認同滿意度圓餅圖 

主題 聽館長說故事～國立科學

工藝博物館偏鄉服務計畫 

講師 國立科學工藝

博物館 

陳訓祥館長 

日期 2022/03/29 地點 野聲樓一樓谷

欣廳 

參與老師 53 人 參與學生 37 人 

活動內容歷程 活動海報 

陳訓祥館長介紹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的

環境與服務理念，再延伸至科工館的平

安燈偏鄉服務計畫、落實教育機會均等

等議題。 

 

活動特色與成果 

透過陳訓祥館長生動的分享，讓聽者對於服務學習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許多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的理念和服務故事很觸動人心，使聽者知道透



過服務學習可以帶給對方與自己多大的感觸和收穫，也能期許自己未來

可以與館長提到的一樣：在服務學習上帶著「熱情」做好自己的事！ 

講座結束前館長以猜歌的方式與聽者互動，有趣且清楚的表達服務概

念。在回饋單中有聽者表示這樣的方式不僅讓他印象深刻，也能親身感

受到館長的服務熱情！可惜因為時間限制，在偏鄉服務計畫方面無法分

享得更加深入，但對於此次講座聽者的整體滿意度有 98%，在回饋單上

也有表示透過輕鬆的講座讓聽者受益良多，期待未來能有更多的講座分

享。 

活動照片 

 

 

說明：陳訓祥館長與聽者互動 說明：講座結束後聽者留下來問

問題 

 



主題 如何用 Gigo 智高積木讓 1

～99 歲都能從玩中成為

SDGs 永續發展的好公民 

講師 智高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林玫芸副總經理 

日期 2022/04/26 地點 Microsoft Teams 

參與老師 32 人 參與學生 49 人 

活動內容歷程 活動海報 

講師智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林玫芸副總

經理，為聽者介紹如何透過 Gigo 智高積

木，讓不同年齡層的人了解永續發展議

題。積木的使用，不只局限於只是娛樂的

玩具，可以搭配科技、裝置藝術，各種跨

領域結合，成為生活的一部分。運用在教

育裡，也可以活化整個課程的趣味性，讓

學習者更加專注，在玩中學，學中玩。 

 

活動特色與成果 

透過講師林玫芸副總經理的分享，讓聽者提升對 SDGs 永續發展的理解及認

同，更了解學習方法的多樣性，並激發將各種領域專業與 SDGs 永續發展議

題融合的新想法。從聽者的回饋單中，可看出聽者因本次講座受益良多。 



以下節錄本次聽者的回饋單： 

「從小到大都很喜歡跟爸爸一起玩積木，打造一些小玩意兒。不過我們玩的

都是傳統的積木，看到智高積木融合了更多永續概念還有隨著科技的進步有

更多種玩法，我覺得很雀躍！雖然現在所有的東西都可以數位化，但是透過

實際的「動手做」，真的比較有實感，建立的成就感和自信心也更有實感！

也期待這樣多元有趣的工具帶進學校～和大家的生活中～」 

「智高積木與醫院一起研發出銀髮族也適合玩的積木，不只可以讓銀髮族能

動動腦，延緩老化，也能和孫子一起同樂，覺得是一個很好的計畫。」 

「以往對積木的印象都只停留在是給小孩子玩的玩具，沒想到原來可以將積

木的用途發揮到如此廣泛，很開心有參與到這次的講座，內容非常豐富，覺

得很充實也學到很多！」 

「印象最深刻的內容是 10 萬個智高積木組裝成的綠能牆，我覺得這樣很環

保，因為可以重複拆除利用，也能提倡綠能理念。聽了今天的講座我才了解

到原來積木可以透過很多不同的創作做成許多的作品，原本的我覺得積木只

是給小朋友玩的，現在才知道原來積木可以結合環境議題、做成眼鏡/耳環/

手環等任何物品。在組裝積木的過程，可以促進我們思考，讓我們有所啟

發，我覺得非常酷，以後也會想要嘗試組裝積木來表達我想說的議題。」 

活動照片 



  

說明：講師林玫芸副總分享智高積木

與 SDGs 指標如何結合 

說明： 講師林玫芸副總分享智高積

木也可以運用在服務學習上 

 

主題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的創新科技思維

與永續發展服務 

講師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資

訊管理李啟龍博士 

日期 2022/05/25 地點 Microsoft Teams 

參與老師 43 人 參與學生 65 人 

活動內容歷程 活動海報 

本次講座請到連續 7年榮獲美國微軟全

球最有價值專家 MVP 的李啟龍博士，

來為輔大師生們分享永續發展目標的

概念與精神、未來的全球趨勢、「大人

機」時代的科技發展與思維、如何用「程

 



式」來解決生活中遇到的總總問題，以

及又該怎麼形塑「進來學習」和「出去

服務」的態度，培養永續發展服務精神。 

活動特色與成果 

李啟龍博士分享自己將 SDGs 永續發展理念融入課程設計中的經驗，讓聽者

了解永續發展並不是單一面向，而是與我們的生活密切結合，在課程設計或

計畫擬定上，除了專業，可以再從經濟、社會與環境這三大面向思考，以符

合永續發展目標。聽者對於本次講座滿意度高，收穫良多，以下節錄本次講

座回饋單內容： 

「1. 原來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其實離我們的生活非常近，只要我們願意，

大家都有機會可以參與其中，並為社會及地球貢獻心力。2. 大人機時代，象

徵 AI 利用大數據，跟機器人結合的時刻來臨，只要加以善用，亦能大力幫助

永續發展目標的達成，並且各行各業都有機會加以應用。3. 取之於社會，用

之於社會。要促進社會永續發展，需要我們一起努力，貢獻出自己的一小部

分，投入服務，就能創造出對社會不小的正向能量。」 

「有許多關於環保與科技的想法是從前並沒有聽過想過的，對於我來說受益

良多。」 



「SDGs 不是概念而是此時此刻我們應該要去做的改變。」 

「一直以來都有聽過關於永續發展的議題，但是第一次聽到永續發展跟各個

領域都有關係，還有講師的大人機時代帶給我很多新的知識。」 

「本科系為統計資訊系的學生，今天的講座讓我更進一步的了解大數據時代

下，和永續發展的關聯。例如：大數據的進步也帶來了許多新發展，也會帶

來衝擊或影響，我們熟知的數位足跡就是其一，就算我們手動刪除了，系統

及搜尋引擎一樣會留下紀錄。」 

「因為自己是念統資系，所以對大數據會比較有興趣，也是第一次聽到大人

機這方面的想法，覺得很新鮮，也很感謝有這次聽演講的機會。」 

「親子天下對於目標提出的方法，實際作為讓人對目標更有深層的認識，加

上講者的分享，比如說舊吉他或小提琴等分享的經驗。大人機時代跟酒吧的

連結有點妙，對於大數據、人工智慧、機器人有所認識於應用面，結合科系

所學來服務社會。」 

活動照片 



  

說明：講師分享 SDGs 永續發展在台

灣的實例 

說明：講師分享自己將 SDGs 永續

發展議題融入課 

 

主題 在宅醫療服務的使命-美

好人生，在家告別 

講師 宜蘭羅東維揚診所 

陳英詔所長 

日期 2022/06/02 地點 Microsoft Teams 

參與老師 70 人 參與學生 10 人 

活動內容歷程 活動海報 

講師陳英詔所長分享在家醫療服務的

方式與以往自身的經驗故事，使聽者可

以了解到台灣在宅醫療服務的方向與

現況。 

 



活動特色與成果 

聽完講座後，大家對於在宅醫療第一線實境畫面與醫院醫療的差異印象深

刻，也提升了大家對生命終結形式選擇的認知。不少聽者反應這是第一次接

觸在宅醫療服務，在講座結束後，也會想多了解居家安寧醫療的相關資源及

支持系統，並很感謝推廣在宅醫療服務的醫生及護理人員。 

以下為節錄講座回饋單中聽者的心得： 

「原來在宅醫療可以做到比預想中更多更專業的治療。很感謝有這麼一群人

用熱情與專業在台灣這一塊土地奉獻，真的很感動!!!!」 

「透過在宅醫療服務可以幫助病人與照顧者在尊重其意願的前提下，再舒適

熟悉的環境中告別，非常不容易！希望我們的國家可以將在地老化、活躍老

化的設計，銜接到在家有尊嚴的自在告別，幫助每個人有尊嚴地、順利地走

到人生終點。」 

「對於台灣有這樣的在宅服務團隊，看到他們的熱情，相當感動。」 

「社會温暖來自於在被忽略的地方仍有人默默努力做到最好。」 

「印象最深刻的是居家醫療的項目居然還包含動刀的手術，在宅醫療比我想

像中的還要全面，也很感謝這些在宅醫療的醫生，讓無法自主行動的老人，

能夠或的更好的醫療照護。」 



「現在在宅往生的比例偏低，感謝在宅醫療服務團隊的默默付出。」 

活動照片 

  

說明：因疫情影響，在宅醫療也投入

防疫行列 

說明：服務學習中心卓妙如主任與講

師陳英詔所長為大家 Q&A 與綜合討

論 

 

主題 讓我們的未來一起美麗-

用服務學習實踐 SDGs 

講師 輔仁大學社會企業研

究中心黃愷平主任 

日期 2022/06/07 地點 Microsoft Teams 

參與老師 54 人 參與學生 70 人 

活動內容歷程 活動海報 



講師黃愷平主任在本次講座中分享服

務學習與 SDGs 議題，以國際視野來

探討永續發展對於環境、人，以及企

業之間的關係與影響。如：大地萬物

共處同一地球，共享資源生生不息，

原已有永續的傳承意涵，是什麼原因

讓我們還要重視永續發展？如果不重

視的話，又會帶來什麼影響？我們參

與服務學習可以為永續發展做出什麼

貢獻？  

 

活動特色與成果 

講師黃愷平主任以非常平易近人的方式，與聽者分享 SDGs 永續發展與生活

上的關聯，不僅僅是個人生活上的，而是國際間、經濟、企業，甚至是我們

的教育皆息息相關。講師也利用實際的例子和新聞提供聽者不一樣的新觀

點，如智利的垃圾山、泰國的貧民窟照片等等，讓大家去反思何謂需要？何

謂想要？何謂必要？以及社會企業到底是什麼？又該如何發揮影響力？從本

次演講中，大家可以深刻意識到，個人心態的轉變與身體力行，積沙也可成

塔，每個人都是「被需要」的！ 



以下節錄本次回饋單，聽者對於講座的心得： 

「那麼遙遠又難以實現的 17 項目標，每次看到都只覺得我做不到，但確實這

不是要''我''達成，這個目標是全地球人類一起才能達成的目標，本來只靠''我

''或是''我們''就不可能達成，所以當老師說不要去想 17 項目標，把它放心底

就好，我突然就豁然開朗了。遙不可及的夢不是不能做，而是去找到自己可

以做什麼，保有同理心、責任感、及熱情，了解他人真正的需求，找到自己

的使命，發揮個人影響力，並且善待地球，善待他人(把每個人當家人)。另

外，讓自己的消費意願和消費行為之間的落差縮小，讓行動跟上認知，真正

去落實對環境友善的消費及行動。」 

「了解到原來永續發展其實已經變得商業化，但同時也覺得這不是一件壞

事，我覺得企業在商業化永續發展的時候，一方面可以增加民眾參與的意

願，另一方面也可以提升企業的形象，所以我覺得商業化永續發展可以創造

雙贏的局面。」 

「講者提到一個很重要的一點，真正「被需要」的是什麼？我們眼中所覺得

對方需要的與他們真正需要的是否有差距？實際參與服務學習，確實能體會

之中的真諦，而不會只是想像。希望之後疫情減緩後，能有機會參與相關的

服務團隊。」 



「老師提到 SDGs 的十七項指標，我以前不知道這個東西，老師細心為我們

講解帶我們去思考，我也會利用我自己的時間查詢相關資訊，為地球與環境

盡一份微小的力量。」 

「對 SDGs 的討論國內大多數是以正面積極的態度去推動，愷平老師的分享

提供了不同的觀察點，讓我們不把這些目標視為理所當然的，透過這樣的反

思，在推動目前瑜課程內時相信能夠設計得更為謹慎，以讓這些目標能確實

融合在課程內。」 

「片段的思考、單一的行動，有時反而是破壞「永續」的關鍵，消費前，多

想一下，至少我們個人能夠以「需要」替代「想要」就能少一些可避免的破

壞！」 

「很開心能參與到這次的講座，讓我對服務學習有更深的認識，有時候不能

只看表面，要思考的其實有更多，謝謝這次的活動和講師。」 

活動照片 

  



說明：講師解釋 SDGs 指標與商業經

濟的關聯性 

說明：講師介紹輔大服務學習中心可

以在 SDGs 上的發揮 

 

主題 承認生命的有限-聽聽非

洲醫師分享服務與陪伴

的故事 

講師 苗栗天恩診所 

趙榮勤院長 

日期 2022/09/20 地點 野聲樓一樓谷欣

廳 

參與老師 34 人 參與學生 52 人 

活動內容歷程 活動海報 

聽苗栗天恩診所趙榮勤院長為大家分享

他服務與陪伴的故事，包含在國內的長

照服務與在非洲的醫療志工經驗，期能

激發聽者反思自身經歷與對於未來的目

標和期望可以更加寬廣。  

 

活動特色與成果 

趙榮勤院長以輕鬆的氛圍、幽默風趣的方式為大家分享自身服務與陪伴的眾

多經歷，院長除了口述簡報，也播放幾部記錄式的影片，讓老師和同學們可



以更身歷其境的體驗院長描述的陪伴故事。本次講座聽者的滿意度很高，甚

至有人在回饋單上寫下「希望講座時間可以更長」、「希望可以聽到更多非

洲服務的故事」……等，以下摘錄自聽者的回饋單： 

「影片中的老奶奶行動不便，生活上是他的先生在陪伴她，講師說老爺爺

（她的先生）平時都笑容以待，但講師看到老爺爺邊笑邊拭淚。我覺得或許

是陪伴者雖然付出心力陪伴他人，但其實自己心裡也需要人照顧，尤其當被

陪伴者（親密的人）離世時。」 

「非洲服務，資助計劃很溫暖動人，會期望一己之力去回饋社會，陪伴幫助

需要的人。」 

「趙醫師初次挑戰 42 公里馬拉松，從內心掙扎、體力不支，到最後完成 100

場，希望我也能成為像他一樣的人，願意付出，堅持善良的人。」 

「希望能增加講座時間，演講十分感動，連結到以前自身服務經驗。」 

「第一次了解什麼是病人自主權利法，我們無法選擇自己的出生，但是我們

能夠選擇如何有尊嚴的去往下一個世界。」 

「陪伴是瞭解對方的過程，讓對方感受非獨自一人。」 



「趙醫師分享於非洲服務的經驗讓我非常嚮往，系上以前也有坦尚尼亞服務

團，有機會也想參與！」 

「台灣醫療個案陪伴及非洲高中生關懷，會覺得這是對生命最大的尊重，是

很好也很有意義的事。」 

「講座讓我感受到人心的溫暖、柔軟，世界上美好的人事物還是很多！」 

「非洲服務，資助計劃很溫暖動人，會期望一己之力去回饋社會，陪伴幫助

需要的人。」 

活動照片 

  

說明：講師趙榮勤院長為聽者說明陪

伴的重要性 

說明：講師趙榮勤院長請聽者朗讀志

工至非洲服務後的心得文章 

 

主題 從「心」出發～突破困

境與服務利他之旅 

講師 員榮醫院張克士

總院長 



日期 2022/10/04 地點 野聲樓一樓谷欣

廳 

參與老師 43 人 參與學生 54 人 

活動內容歷程 活動海報 

員榮醫院張克士醫師分享自己從求學

階段至成為總院長的心路歷程，從專

業的學習到怎麼經營醫院，一路走來

如何維持初心，盡己所能幫助病患和

照顧弱勢，造福偏鄉社區。 

 

活動特色與成果 

員榮醫院張克士總院長以風趣、生動、無冷場的方式，述說自已的人生態度

及價值觀，從總院長的言語之間可聽出總院長很喜歡當醫生，也以服務他人

為榮！而總院長遵循「專業用心，視病猶親」的目標行醫，並分享從醫時所

獲得的體悟，如同理心和愛心，都使聽者受益良多！ 

以下為本次講座聽者的回饋： 



「聽得出講師張克士醫師的閱歷十分豐富，觀念也十分正確。因為我身體因

素，時常在醫院進行治療，聽到講師舉的醫療例子，覺得很感動，他們真的

都辛苦了！」 

「講師分享愛心小故事，如 921 看見的真實現象等等經驗，看見醫護人員的

價值與重要性，除了要有專業，更重要的是溝通與愛心！」 

「正向的想法會改變人生，如果心中所想的都是利他，最終會回到自己身

上。事業、愛心、溝通都很重要。」 

「講師內容提到：明天很意外，不知道哪個先到。這句話蠻有感觸的，有時

間在那感傷，不如放過自己，好好過每一天，盡好自己的責任，如果有餘

力，則幫助弱勢，延續著愛心。」 

「從院長的經歷描述、活動剪影可以看出他對病人的態度、對醫病關係、對

病人的守護範圍等等，令人敬佩。對比過往自己看病的感想，只希望如果我

以後需要看病時，都能遇到這麼好的醫師。」 

「能實際聽見許多樣的患者案例很棒，只是希望能再細述一些。」 

「原諒別人就是放過自己，若某個特定的人事物讓我們覺得火大，感到噁

心，何必要一直惦記在腦中？「無來無去無代誌」這個看似簡單的話，其實

是人生很重要的道理。」 



「聽張醫師分享他的生命歷程及對醫病關係的態度，令人敬佩不已，尊重可

能是最簡單卻最容易忘卻的事情。不是只有裸露出身體才是沒有隱私，在各

個層面也要對病人「好點」。」 

活動照片 

  

說明：講師員榮醫院張克士總院長分

享服務的故事 

說明：服務學習中心卓妙如主任頒發

感謝狀予講師員榮醫院張克士總院長 

 

主題 創投運作及評估之善的

循環與社會責任 

講師 Skyhigh Investments 

Limited 潘建和董事長 

日期 2022/11/14 地點 野聲樓一樓谷欣廳 

參與老師 48 人 參與學生 37 人 

活動內容歷程 活動海報 



Skyhigh Investments Limited 潘建

和董事長為本校教職員生分享何謂創

投、創投的運作模式，以及評估投資

案源的標準和重點。而在這些經濟行

為下，如何去執行善的循環，以達到

創投的社會責任與永續發展。 

 

活動特色與成果 

講師潘建和董事長以幽默風趣的方式分享創投的基本概念、與投顧的差別，

以及「用人」的重要性，講座內容非常豐富，激發本校教職員生問了許多問

題，也讓原本沒接觸這個領域的聽者增加很多新的知識和視野。從講座回饋

單中有部分人反映，整場講座較可惜的是對於講解 ESG 或 SDGs 的內容較

少，鏈結略薄弱，假若可以在這上面多加著墨，感覺會更符合 SDGs 議題的

分享。 

活動照片 



  

說明：講師潘建和董事長講解創投

與社會責任的鏈結 

說明：參與聽者踴躍 

 

主題 服務學習在亞洲-實踐與

未來展望 

講師 新加坡新躍社科大學 

馬學嘉副教授 

日期 2022/12/06 地點 野聲樓一樓谷欣廳 

參與老師 46 人 參與學生 39 人 

活動內容歷程 活動海報 

Covid-19 大流行後，種族正義、老

年護理和全球暖化的威脅等議題已

越來越受到重視，越來越多教育工

作者也在這期間開發了線上服務學

習課程、國際服務學習線上研討會

 



等，以吸引全球學生、社區合作夥

伴和教職員工，這些都將成為未來

的新常態。本次講座特邀新加坡新

躍社科大學馬學嘉博士，分享學校

與在地機構如何建立脈絡以善用專

業知識、結合資源，進而達到最有

效的國際與在地社區鏈結。 

活動特色與成果 

講師馬學嘉博士以自身豐富的經驗，向大家說明亞洲從過往至今的服務學習

運用模式與未來將結合永續發展 SDGs 議題、USR 的走向，以及相關國際組

織的分享，輕鬆的討論氛圍讓參與的本校教職員生皆全神貫注且踴躍提問，

以下節錄聽者回饋單的分享： 

「講座內容很吸引人，講師的語調很吸引我想聽下去。其中有一段提到加拿

大維多利亞大學會請當地的原住民來當教授，教一些原住民文化等，這其實

在亞洲是不太可能發生的事。我覺得這一方面是很有溫度的文化交流，一方

面也是為原住民提供就業機會，很值得我們學習。」 



「沒想到亞洲那麼多國家已有 service-learning 的系統。尤其有些地區是每

間大學都有，非常值得學習與交流。謝謝工作人員協助活動順利進行。」 

「老師以簡要案例說明，使大家都得以融會貫通，主動加入服務學習領域活

動，無私奉獻，由個人延伸至團體，以達共同真善美境界。」 

「勇於克服社會的變遷，挑戰改變，不要一直想，下一步要怎麼走，現在做

就對了。不要等到明天，因為不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 

「講師說到，在新加坡有社區會幫忙訓練去服務的學生，我覺得這樣互利很

好。」 

「服務學習是從現在開始，永遠不要等，因為 Tomorrow is Today。面對未

來的變化，要有強大的適應力，因為無法知道未來的情況，例如 Covid-

19。講師的內容很豐富，謝謝老師及服務學習中心。」 

「講師分享服務學習的計畫與設計思想，要如何結合 SDGs、人口老化、氣

候崩壞等議題。而計劃要想長遠，要盡早執行；不要以「我以為」去計劃，

要了解社區真正的需求。」 

活動照片 



  

說明：講師介紹服務學習的亞洲網絡 說明：大合照 

 

說明：講座內容能提升對服務學習與 SDGs 永續發展的理解及認同滿意度圓餅

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