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110學年度第 1 學期「服務與學習」課程反思心得 

課程名稱 服務與學習 服務地點 學校 

系 級 英語一 1 學號 1411041○○○ 姓名 陳○均 

【What】服務學習期間，印象最深刻的是？(做了什麼？看見什麼？聽到什麼？) 

 

  一開始在討論影片的主題時，大家都發表了不同的意見，光是討論大綱就花了好幾個小

時。在我編劇遇到瓶頸時，我的組員會幫我一起想劇情，並提出好想法，像是影片中火箭隊

活潑生動的搞笑臺詞就是在大家腦力激盪之下產生的。在拍攝過程中，演員們自己會額外加

一些更有趣的劇情和動作，讓這部影片更流暢，比如本來只是環保團比讚的手勢也加入了浪

費魔人一同比讚，這代表雙方更團結的凝聚力。還有浪費魔人講解節能標章的愛心雙手時也

比了愛心，讓原本較枯燥乏味的劇情增添了一些趣味。在拍戲時當然也會有意見不合的時

候，像是我希望最後一起喊「我們是環保團！」的部分可以在太陽底下拍攝，鏡頭再往上帶

到天空結尾，這樣才會有朝氣蓬勃的感覺。但是那時候我們已經在太陽底下拍了二個小時的

戲，大家都曬到頭暈了，只好改成在教室拍攝，讓人覺得有一點可惜。演員也會互相鼓勵，

如果有人背錯台詞，其他的演員就會說沒關係再一次就好，這讓我覺得我們這組的人都能設

身處地的為他人著想，十分的優秀。剪輯師的表現也出乎我的意料，不僅剪輯的很完美，也

加了一些我沒想到的元素。在拍攝這部影片的期間，我和組員的友情變得更加深厚，也更有

默契。 

【So What】服務學習期間，學習到什麼？（成長、益處、收穫） 

遇到哪些困難與問題？如何面對與解決？ 

 

  在這次製作環保影片的過程中，我負責的工作是編劇、導演、演員和道具。經歷了一個禮

拜的拍攝，我們終於完成了影片。我在編劇時因為要查資料，學習到了許多環保相關的知識，

例如 FSC 標章，當產品標示有這個標章，就表示它的材料是來自於被認可的「良好管理森

林，」說明產品的原物料來源是可靠的、永續的、被監管的。還有節能標章，之前我只知道

這個圖案代表節能標章，但不知道此圖案原來是以電源、愛心雙手和生生不息的火苗構成，

代表能源效率比國家認證標準高 10-50%。除了環保知識，我還學習到了團隊合作和溝通技

巧的重要性。有些情節我沒有和演員溝通好，導致他們誤會了我的意思時就要再重新溝通拍

攝，因此我學習到了如何更清楚表達我的想法，以最簡潔的方式傳達給大家。例如他們誤會

了不需要拍攝買飲料的過程，但我認為要有過程比較有連貫性，於是他們就再假裝買一次飲

料。所以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是十分重要的。 

【Now What】服務學習期間，發覺自己有什麼改變？(對自我、社會、人事物的看法) 

 

  在拍攝影片的過程，我發現環保議題是地球上每個人都應該要重視的。不要只是因為方便

就一直浪費地球資源，像是過度使用一次性餐具、塑膠杯、塑膠吸管和塑膠袋等等。我們每

個人都應該為地球出一份力，我們可以自己帶水壺裝水、用購物袋取代塑膠袋、喝飲料時用

不鏽鋼吸管、搭公車取代騎車上學和隨手關燈。雖然只是小小的舉動，卻能讓地球變得更美

好。我希望能透過這部有趣的影片讓更多人意識到環保議題，並努力為我們的後代留下一個

乾淨又美好的地球。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110學年度第 1 學期「服務與學習」課程反思心得 

課程名稱 服外與學習 服務地點 台中科技大學校園 

系 級 英語一 1 學號 1411041○○○ 姓 名 趙○庭 

【What】服務學習期間，印象最深刻的是？(做了什麼？看見什麼？聽到什麼？) 

 

  因為我們這次服務學習的主題是要拍攝有關環境關懷相關的影片，所以我們選擇了學校

作為取材地點。在拍攝過程中由於需要收集一些垃圾作為拍攝的素材，因此我們開始在學校

的各處收集。在收集的過程中，我發現其實球場和校園的各處都散佈著許多被大家隨手丟棄

的垃圾，而且這個操場上人來人往的卻沒有一個人願意停下腳步把垃圾撿起來，讓人看了不

禁有點失望，感覺大家對於愛護公共環境的意識太過於淺薄了。 

【So What】服務學習期間，學習到什麼？（成長、益處、收穫）遇到哪些困難與問題？如

何面對與解決？ 

 

  在這次的服務學習期間我學習到了許多新的知識和技能。由於我是負責影片中遊戲的出

題者以及查資料的部分，所以我也因此學到了很多平時大家可能都會不小心忽略的垃圾回

收知識。例如，只有完全乾淨的塑膠袋才能算是回收，否則一律都是一般垃圾類的。除此之

外，我也學會如何在繁忙的大學生活中學會與他人相互配合，並一同完成團隊工作。在上了

大學以後即使是同班同學也有著各自的生活，一到放學後通常都是各自忙各自的很少有高

中時一樣的生活型態了，也因為這樣如何在大學生活與課業上取得平衡我認為已是所有大

學生必須學會的一個技能。為了能夠順利的完成影片的錄製及製作我們全組組員幾乎都能

在良好的溝通下約定好拍攝的日程，並且全員準時出席參加製作、加快了整體的製作進度。

所以我很高興能透過這次的服學影片拍攝，同時學到一些平時比較不會注意到的環保知識

以及時間管理的技能。 

【Now What】服務學習期間，發覺自己有什麼改變？(對自我、社會、人事物的看法) 

 

  透過這次的服務學習我覺得自己變得比以前更有環保意識了，以前的我對於掉在路上與

自己無關的垃圾通常都是無動於衷的，但是自從上了服學課與拍攝環保影片後，我在路上看

到被隨意丟棄的瓶罐、紙張都會忍不住的把它們給撿起來拿去回收，又或者是中午吃飯時我

都改帶自己的餐具去用餐，為的就是希望減少塑膠的使用，避免不能回收的垃圾飄到大海影

響海洋生態的運行、破壞到生物們的棲息地。畢竟食物鏈是環環相扣的，唯有我們從看似微

不足道實則至關重要的部分做起才能落實所謂的環境保護，並且為我們的下一代保有一個

良好的生活環境。同時我也發現其實有很多人到了一定的年紀卻也還不知道一些有關環境

保護的相關知識，反而是新時代的小孩因為從小被教育可能在耳濡目染下已養成了習慣，所

以關於環保意識的提倡我們應該要不分年齡的更認真推廣才是，不論是從日常生活還是辦

理任何相關活動都可以讓社會大眾更加的了解到此議題的重要性。千萬不要為了貪一時的

方便而拿人類未來的生活環境與幸福作為賭注。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110學年度第 1 學期「服務與學習」課程反思心得 

課程名稱 拍攝環境關懷紀錄片 服務地點 中正大樓 3503 教室 

系 級 英語一 1 學號 1411041○○○ 姓 名 游○芳 

【What】服務學習期間，印象最深刻的是？(做了什麼？看見什麼？聽到什麼？) 

 

這學期的服務學習上課內容是拍攝環保影片，在開始拍攝之前老師先播放得獎的影片

供大家參考，之後的幾周內我們便展開了拍攝活動。在過程中印象最為深刻的是組長的剪輯

技巧，我和組員們集思廣益，提出了許多意見，像是加入一些活潑的轉場特效，讓影片更符

合我們設想的主題—闖關遊戲，而組長聽取了大家的提議後，十分努力達成，也不厭其煩地

修改細節，使影片有更完美的呈現，而在最後播放給全班同學觀摩時，也有收到不錯的效果，

完整地傳達出我們這一組所設定的主題。我覺得很滿意，這幾周和組員們的奮鬥有了滿滿的

收穫。 

【So What】服務學習期間，學習到什麼？（成長、益處、收穫） 

遇到哪些困難與問題？如何面對與解決？ 

 

學習到溝通的重要性。我不善於表達自己的想法，不過在這一次的分組拍攝中亟需組員

之間的意見交流，透過這一次機會我嘗試提出腦中描繪的點子，組員們充分了解我的想法，

並且提議更多創意的意見，增加影片的豐富度。除了影片能完美呈現外，我在溝通方面也有

所成長，不再畏懼說出內心的想法，勇於和組員們多加交流，不僅提升我的自信心，對於與

人溝通這方面增加不少經驗，往後有類似的情況便能派上用場、應用累積的經驗。 

我們遇到的困難是在拍攝前時，構想故事走向及劇本，剛開始大家沒有辦法馬上提出想

法、有些猶豫，經過腦力激盪一番後，其中一位組員率先說出想法，其他組員的靈感也跟著

湧現，於是便擬出了影片的大綱草稿。即便過程沒有想像中的順利，但在組員間意見的互相

交流之下，我們最後還是克服了困難，展示了我們的作品。 

【Now What】服務學習期間，發覺自己有什麼改變？(對自我、社會、人事物的看法) 

 

首先，對自我的看法有所改變，起初得知需要拍攝影片時，對自己非常不具信心，認為

自己根本沒有能力做到，甚至是擔任影片中的演員。不過與組員一起拍攝時，從一開始放不

開，到最後自然的演出劇本所需的效果，這期間我突破了內向帶給我的障礙，多多提出點子，

讓情節更生動有趣，在輕鬆的氛圍中傳遞我們的中心主題。 

經過這次的拍攝，對於社會的看法，讓我的心中也產生了些許不同的觀點。像是我們影

片中的其中一項主題是垃圾分類，平時我喜歡觀察身旁的發生的一舉一動，舉例來說，飲料

杯要洗乾淨及去除上頭的封膜並分類，我卻常看見有些人直接連封膜一起丟進紙容器回收

桶，以前的我並不會在意這些小細節，現在我會十分注意，甚至是反省自己有沒有做對，不

要造成清潔人員的困擾。重新定義回收在我心裡的重要性，及正視回收分類的必要性；另外，

我也開始多多使用環保餐具，減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以往我總是使用一次性餐具，因為使

用完畢後只要丟進垃圾桶，不僅方便也節省時間，但進入大學後，三餐幾乎都要在外頭解決，

使用的頻率也越來越頻繁，我便開始思考使用環保餐具，開始使用後，我也發現益處遠比免

洗餐具還多上好幾倍，像是店家會提供優惠給攜帶環保餐具的顧客。環保餐具的使用可以讓

減緩讓環境的惡化的速度，也改變了生活方式，可以更健康的生活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