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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現實，

因有了特殊天使的相伴，

即便身處逆境，仍有力量一起找尋夢想中的花路。

服務學習記者團 敬上

引                      

言



看 見 不 一 樣 的 風 景
中 原 大 學 服 務 學 習 種 籽 團
記者 / 廖羚雅、邱品慈

12 月 24 號平安夜，對中原大學部分學生而言，不過是學校例行放

假的一天。但是對於種籽團的團員和參加報佳音的志工們來說，卻

是個特別的日子，他們將帶著瑞豐國小與東門國小的特殊天使們至

普通班報佳音。回憶起那天的行程，種籽團的報佳音活動總召：財

金系－蕭靖淳和會計系－黃郁玫、眼神都流露出了對當日的想念。

「其實特殊孩童的本質和一般孩子真的沒有什麼不同」郁玫和我們

分享此段話後，靖淳也心有戚戚焉的點點頭，話語背後的故事就讓

他們娓娓道來……

種籽們的初衷

中原大學服務學習種籽團的初衷：希望能夠落實在地關懷、
環境保護，也期望能夠服務在社會上相對比較弱勢的人們，
如：特殊孩童與新住民等等，更想讓更多有相同理念的人齊
聚一堂做服務。

當問到靖淳和郁玫加入種籽團的原因時，郁玫燦笑著和我們
說明，她因為想豐富大學生活，所以因緣際會下參加了去年
的種籽團淨山活動才認識到這個團隊；而靖淳則是有些靦腆
的認真說明著，她是因為想更加的瞭解自己，也想要去服務
別人，她相信種籽團能夠讓她做到這些事而選擇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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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志工力量大



（上）種籽團成員賣力演出小短劇。
（下）志工們帶著特殊兒童到各個班級報佳音。

青年志工力量大

播灑愛的種籽

當聊到活動過程進行中、有沒有遇見什麼困難時，靖淳似笑非
笑的說著：「要很能適應計畫趕不上變化，像在東門國小時就
有兩個小朋友臨時請了假，或哪個班會晚到…這都會影響到我
們原本的分組狀況，但是問題發生的當下，我們就必須做好應
變措施。」

「那在活動的進行中，你們有印象深刻的片段嗎？」在問完後，
郁玫沉吟了一下後，便笑著開口：「我能分享一下有關一點去
年的資訊的經驗嗎？」
小記者點頭後，郁玫便分享了她去年去同一間國小裡看到的特
殊孩童，她第一次見到他用打頭來紓壓時，印象特別的深刻，
但是今年再去時就很少看到了，這是她覺得欣慰的地方。

「每想起來還是覺得很難過，不知道為什麼他要遭遇到這種情
況，為什麼不能和一般的孩子一樣可以用聊天抒發自己的情緒，
只能用自殘的方式紓壓。」郁玫的言語間充滿了惋惜與心疼。

「我最印象深刻的環節是，天使班的孩子們親手把糖果親手過
給老師的過程，因為通常小朋友在拿糖果給老師的時候，他們
可能會抗拒說不要、想自己吃，可是那一天他們卻是很快的就
送給老師，報佳音的活動也能看到孩子們也成為了服務他人的
人，讓我覺得很感動。」靖淳微笑的說著，目光中有著掩飾不
住的欣慰與動容。

種籽的準備與降落

「為什麼會想要選擇用報佳音的形式進行活動呢？」當小記者
問起時，靖淳想了想便開始道出這個活動的開端：報佳音前往
的東門國小與瑞豐國小，都希望志工能夠在平日的時候帶特殊
班（天使班）的孩子們做活動，因此團隊便選擇了在 12 月 24
號平安夜，帶著孩子們去普通班和各個處室報佳音發糖果。

活動中希望除了能夠讓普通班的孩子們認識到天使班的特殊孩
童外，也想讓天使班的孩子從一個被陪伴的角色，也能成為有
能力陪伴他人的角色，志工透過與天使班的孩童玩遊戲、唱歌
跳舞，也與天使班孩子們度過一個難忘的平安夜。

在活動前，為了能讓志工們都能夠瞭解自己帶領的孩子，團隊
邀請瑞豐國小的天使班老師參加志工行前會，分享每個孩子們
的特性和注意事項，希望志工們能夠更好的針對孩子們的特性
去照顧他們。



成長的你們

在採訪到了尾聲時，閒談到了下一次參與的意願時，小記者問道：「如果之後還有機
會回去看看他們，妳們會想參加嗎？」「會呀，當然會，下次我們要去當志工。」兩
位總召都非常的有默契地哈哈大笑回應道。
  
「因為我們這次的角色是比較要看著整個場面，如果也跟著下去協助小朋友的話，可
能會分身乏術，所以下次會想成為志工看看！」靖淳接著補充剛才話語中的含義，隨
即郁玫接著道：「而且其實我覺得和每個小孩子相處的過程，每個孩子的特徵都不一
樣也都很可愛，雖然有時候也會很固執，執著某一點，但是你慢慢去和他們說，他們
都會明白的。」

反思經過這次活動後的收穫，郁玫對小記者說出了她出自肺腑的話語：「接觸孩子們
後，看到他們雖然都是從父母的肚子裡生出來的，但是他們卻比我們走的還要辛苦，
因此我會更珍惜現在擁有的。」感受到這句話背後的溫暖與誠摯後，彷彿讓一切的時
間再次回到了那天平安夜，在東門與瑞豐國小響起「叮叮噹 ~ 鈴聲多響亮…」的佳音
時光……。

青年志工力量大

談談那些荊棘與冰釋

「那你們對特殊孩童原本的印象與接觸後，有什麼差異嗎？」聽聞此言，兩人互看了
一眼，氣氛陷入了短暫的沉默後，靖淳先深吸了口氣後打破了沉默，剖露心跡的說起
她曾經認為的特殊孩童的標籤：

「跟他們的互動中很多時候是沒辦法去預測他們的下一步，有時候孩子們不知道怎麼
去表達情緒時，他們就會用尖叫的，一般人很容易會被嚇到，因為不瞭解就很容易跟
孩子們像是隔了一道牆。」

「但是在和孩子們親自相處後，標籤真的被撕掉了。雖然這些孩子在心靈或是肢體上
會比一般人不一樣，要花更多時間才能達成一件事情，可是他們的本質和一般的小朋
友是沒有兩樣的。」在靖淳說完後，郁玫也感性的分享了她的感想，在那時的暈黃燈
光下，將她望著小記者的目光變得彷彿更加的柔和溫暖。

熱情的表演舞蹈給台下的特殊孩童。



對我們來說，困難、障礙在生活中是什麼樣的存在？
可能是一次挑戰、一個麻煩，或是一個成長的機會。然而對特殊孩子們來說，卻是
生活中的日常。大部分的人總會覺得，他們是「需要被照顧」的「弱勢」，然而在
特教系－康雅淑老師的眼裡，他們散發著獨一無二的光芒。

拋下標籤包袱，「融合教育」為孩子們帶來的機會

康雅淑老師的「學習困難與補救策略」課程，帶領特教系大學生為「學習
困難」孩子們進行補救教學。康老師分享道：「下課一條龍，上課變成一
條蟲」，是學習困難者再正常不過的寫照，其實與一般孩子沒有差別。只
是對於學習困難孩子們來說，過去學習經驗已帶來太多不愉快的經驗。激
起興趣、增加學習原動力，便是修課的特教系學生們的大課題。

康老師與我們分享，過去的「特殊教育的隔離教育」已轉為「融合教育」，
期望不論是一般生、資優生，或者是特殊生，大家學習的課程內容本質都
是一樣的。因應每個人的程度差異，進行或深或淺的調整，因材施教，落
實真正的教育平等。
　
「特教小孩有辦法上普通課綱嗎？」訪問過程中，康雅淑老師提出了大部
分人的疑惑。「其實這都是自己先入為主的想法，認為他們一定沒有辦
法做到。但…有人能告訴我們說，IQ50 的人可以做什麼，或不能做什麼
嗎？」康老師接著分享，過去曾有國小特教老師成功教會特殊孩子理解虹
吸和毛細管現象原理，這些都是未曾想過的成果。「所以…給孩子們一個
機會吧！」老師語重心長的說。如果沒有親身經歷與孩子們相處的過程，
絕不會發現這些孩子有什麼樣的特質，唯有實作，才能夠深入瞭解，打破
成見。

中原大小事

堅 定 的 力 量 ，
溫 柔 的 陪 伴 －
特 教 老 師 眼 裡 的 天 使 們 記者：黃逸軒、張鈺沛

課程融入任務情境，提升孩子們學習動機，增加成就感。 多元圖像刺激，增加孩子學科記憶力。



熱情的碰撞，激發創意與興趣

當特教老師碰到特教孩子的那一刻，就是各種創意、謬思匯
聚之時。為了讓小孩們願意學習，既要活潑生動有趣，還需
要融合嚴謹的授課內容。對於未來的特教老師，這都是不容
易的挑戰。因此在這堂課中，康老師會透過分組，讓學生們
彼此討論未來可能會面對到的突發狀況，並且提出適當的解
決方法。這可不像看上去的那麼簡單，除了各式各樣意想不
到的情境題外，還會有實務課程，讓學生們實際面對所有問
題。康老師強調：「畢竟課程不實作，就會很理論，未來所
面對的是真實的小孩，總不可能臨時應用課堂所學的理論，
面對問題。」也因為這樣的多元性的上課內容，修課的學生
更容易被激發出多方面思考，培養未來隨機應變的能力及危
機處理的技巧。

不過也有不少人有所疑惑，這樣的方式真的能夠讓有學習困
難的學生有所收穫嗎？對此，康雅淑老師表示，能夠激起孩
子的興趣，使他們主動學習，才能讓他們吸收新知。因此，
只要孩子們願意，老師都會盡力協助他們完成學習目標。即
使到最後依然沒有學成功，至少幫助他們接觸「學習」這件
事。「我們並沒有要小孩真正學會什麼，但至少他們要願意
經歷學習這件事。」老師真摯的說。每個人都是有限的，也
許無法成為那位陪伴小孩到終點的人，但至少成功的引領他
們走上屬於他們的花路。

中原大小事

修習「學習困難與補救教學」同學在開始服務前，透過討論教學
流程，確保教學策略符合學習困難孩童需求。



堅強的心態，面對失敗與困難

「在你所能的範圍，掙扎、努力過，如果最後還是事與願違，
那我們就當成一種陪伴。」談到面對輔導失敗的案例，康老師
有感而發：「很多修課學生，會因為無法有效幫助孩子完成學
習而感到失落。但我們仍需要堅定、具策略的教學及陪伴。即
便轉變較緩慢，但終有一天孩子的課業、個性甚至與人之間的
關係仍有機會因為陪伴而慢慢有所改變。」

「想法轉個彎吧！九九乘法表背不起來，那我們就按計算機
阿！」這是康老師給未來的每位特教老師的建議。大環境隨著
時代在改變，人的想法也要彈性調整。不要太過於執著，為難
特殊孩子們更是為難自己。隨著採訪漸漸到尾聲，老師笑著說
了一句話：「特教老師們很傻。」人很容易累，但就因為有著
一群在特教路上互相支持的傻夥伴和修課學生們留下的回饋與
感動，讓康老師總能重新振作，堅定的往自己的目標努力著。

特教的路很辛苦，也很漫長。在未來某天，當這些特殊孩子們
成功的克服自己的障礙時，他們轉身回顧，會發現，身後那一
群特教老師仍帶著那份始終如一的堅定笑容，看著自己的孩子
散發著光芒，默默的留下一句：「我的使命完成了。」

中原大小事



關於天使心基金會與愛奇兒家庭

撥開自責的烏雲，用「心」陪伴上天的禮物

愛奇兒 (Angle)，是一群像天使，既可愛又奇特的孩子，
因為與社會普遍孩童的外觀或發展速度差異，愛奇兒家庭
的父母在剛迎接愛奇兒孩子的出生，多數都曾經歷一段被
強烈自責感與無奈包覆的低潮。出門在外承受異樣的眼光、
不被親人理解、丈夫拋下妻子及孩子離去，家庭關係嚴重
失衡…「天使心家族社會福利基金會」期望能夠陪伴愛奇
兒家庭的父母，一起迎接這份上天惠賜的禮物，走出自責
與無助，共同為愛奇兒打造更友善的成長環境。

「如果可以，你願意選擇愛奇兒的孩子嗎 ?」天使心基金
會桃園服務處－主任提出了這道令人深思的問句。多數人
為了孩子的未來生活能夠較為順利，會選擇不要孩子；也
有人因為是自己的親生骨肉，會將孩子留下。如此艱難的
決定卻真實的發生在現實中。主任分享自身故事：「最初
產檢時，其實已經知道孩子有機率會是愛奇兒，還是決定
將他生下，後來當孩子被發現有發展遲
緩的狀況，即便有心理準備，心情還是
盪到了谷底，不斷的指責自己『是不是
哪裡沒有做好才會生出愛奇兒？』似乎
永遠找不到解答，這一路上，也嘗試在
早期療育中，想讓孩子趕快跟上，卻造
成極大的親子衝突。還好…來到基金會
後，與其他愛奇兒家庭互相扶持，心慢
慢打開接受孩子的狀況，過了好幾年心
中的那片烏雲才慢慢消散。」最後主任
眼神堅定、暖心的說 :「現在，我不後
悔 當 時 的 決 定， 他 的 誕 生 是 另 一 種 祝
福，功課學不會、考試考不好又有什麼
關係，他還是我最愛的孩子。」

世外桃園

天 使 心 家 族 社 會 福 利 基 金 會 －
與 愛 奇 兒 們 一 起 成 長
記者 / 吳孟庭

透過採訪過程，感受到天使心基金會為愛奇兒家庭
服務的堅持與熱忱。



校園巡迴繪本分享，讓大眾知道每個人都很「特別」

天使心基金會除了與愛奇兒家庭共同扶持外，為了提升大
眾對於每個孩子「不同」的尊重價值觀，也會帶領志工們
到各國小進行繪本分享，天使心基金會桃園服務處志工－
奕晴提到：「每次講到《你很特別》這本繪本，底下的孩
子都會特別激動。」《你很特別》的繪本當中的村民，會
給村民覺得「外觀好看的、有一技之長」的木偶貼上星星，
只給村民認為「外觀普通、沒有特長」的木偶貼上灰貼紙，
時間久了，身上有灰貼紙的人，仍只會被貼上灰貼紙…我
們期望透過繪本，帶領孩子們瞭解，怎麼樣用新的眼光，
去體會每個人的特別之處，世界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發
現美的眼睛。

不一樣又怎樣，面對接納是彼此互助的開始

愛奇兒孩子們其實與一般孩子仍有許多相同之處，卻因外
界的不熟悉與無意的眼光，讓愛奇兒父母在初期總是難以
提出向外尋求資源的勇氣。要走出這樣的迴圈，很漫長也
不容易，但天使心基金會在服務的這些年頭，有越來越多
愛奇兒家庭因為發現許多其他愛奇兒孩子到天使心基金會
參與活動後，逐漸進步且變得自信，也開始產生動力，願
意主動帶著孩子一起加入。透過家庭影響家庭的力量，正
是天使心基金會期望帶動社會互助的氛圍。天使心基金會
期望社會即便對於愛奇兒家庭感到陌生，仍能嘗試接觸，
從「心」去認識與理解他們。讓愛奇兒家庭們能夠帶著這
份特別的禮物，繼續陪伴孩子走出自己的人生。

世外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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