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111 學年度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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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華日間照顧服務中心 

系級 護理一 2 學號 1411151OOO 姓名 莊 O螢 

一、服務/課程內容： 

  第一次服務，我們進行了吸球比賽及因應節日製作了衛生紙康乃馨。在吸球比賽中，有些瓶

子不太好吸，所以需要請長輩有耐心地鑽研其中技巧。其中有一位將近 100歲的爺爺，掌握到技

巧後吸了很多顆乒乓球，玩得開心之餘，還教其他長輩吸球的技巧。也有長輩因為掌握不到訣竅，

失去了一些小耐心，快把寶特瓶捏扁了。另外則是衛生紙康乃馨，因為服務時間恰好接近母親節，

活動進行時，有一位爺爺在製作中紅了眼眶，爺爺說他想到了自己沒有孝順到的母親。安慰之餘，

爺爺也和我們分享，當孩子要記得孝順，當來不及的時候就真的來不及了。 

  而第二次服務，我們的活動難度提高許多，長輩們也和配合參與。像是手眼耳遊戲，長輩們

不僅能夠配合活動用手掌壓住顏色，還能按需求說出自己喜歡的水果名稱與顏色，代表大部分的

長輩邏輯還是很清晰的。還有紙扇繪畫，長輩們發揮自己的創意，畫了很多好看的圖案，連我都

超喜歡長輩們創作的紙扇。 

 

 

 

 

 

 

 

 

          ▲吸球遊戲           ▲衛生紙康乃馨 

 

 

 

 

 

 

 

 

          ▲紙扇繪圖              ▲手眼耳遊戲 

 



 

 

二、學習要點： 

  在這次的服務學習中，我擔任的是小組組長。整個過程，其實我並不覺得太辛苦，因為組員

們都很積極地參與小組活動。例如活動發想、活動內容細項討論、道具採買與製作等……其中，

對我而言比較困難的地方應該是和大家進行交流和領導。因為我不是一個特別喜歡說話的人，所

以我除了要試著向大家開口以外，還需要有組長領導大家的樣子，讓我覺得開口難上加難了。所

以我更多採用的方式是在群組裡用文字和大家溝通，所幸組員都會給予回應，有問題也會私下詢

問我，讓我膽怯的心好了許多。也因這樣，讓我在大家的面前有比較多說話的勇氣，因為我知道

他們會給予我回應。 

  服務的過程中，我是擔任開場、攝影與結尾。開場對我而言也是訓練說話的一種方式，所以

我努力讓自己看起來不那麼緊張。攝影的過程，我時常走來走去觀看每一位長輩遊玩，可以看到

每位長輩對活動的反應不同，而我們的小橘人陪伴長輩的方式也會不同。我從我們小橘人身上發

現，大家會先學會觀察長輩的反應，在選擇自己該如何陪伴長輩遊玩是一件心細但不容易的事。

或許有些長輩本就不太說話，但我也能看到我們的小橘人會好好地陪伴在身邊，依舊會和長輩說

說話、玩遊戲，即便無法從長輩身上得到回應，小橘人們還是很盡責的陪伴著，我很欣賞這樣的

精神。 

三、執行/參與省思： 

  先是對長照機構，因為上學期指服務了一次，一切都還在熟悉與摸索，所以沒辦法太特別的

觀察到長照機構。而這學期服務了兩次，不僅比較熟悉服務流程，也有了更多時間可以觀察機構

與機構裡的長輩，對我而言，更是人生經歷裡第一次進入長照。 

  過程中，改變比較多的是對長輩的印象和想法。原先以為高齡的長輩或許身體、邏輯、理解

和表達都會退化，但長輩們進行活動時反而能理解指令與玩法，甚至抓到訣竅後主動教導其他長

輩。對長輩也有一些古板、固執的刻板印象，但機構裡的長輩卻讓我時常覺得他們的行為很可愛，

像是畫完作品，主動找到我要求攝影，也會很開心的露出笑容比 ya。不僅改變了我對長輩的印象，

長輩們參與活動和給予的回應，讓我感受到我們精心準備的活動是有回報的，而回報就是長輩們

的樂於參與的反應。 

  另外，在我自身上的改變還有領導這件事。我一直認為好的領導人或是組長，除了要對事情

果決，也要能接受大家的想法意見，更要在組員需要幫助或指導時給於回應及方向，或是一起想

辦法。原先膽怯得不到回應而不敢開口說話的我，很感謝組員的積極參與，增加我的勇氣，讓我

願意漸漸開口說話、分配工作、指引大家。也謝謝組員會接納和參考我的意見，讓我感受到自己

是被重視的組長。因為有他們給的回應，才能讓我漸漸往自己理想的領導方式前進。我很感謝組

員，因為他們是促進我進步和改變的重要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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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務/課程內容： 

  在這兩次的服務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在機構服務中，被機構裡面的爺爺送獎品。明明

獎品是送給他的，但他卻直接把小禮物送給我跟另外一位同學，我也是第一次遇到這樣子的情況，

反而有點不好意思，但他卻好像把我們當成他們的孫子孫女一樣，有的東西就直接分送給我們。

在活動轉場中，有稍微跟爺爺聊天一下，他也不吝嗇的關心我們是什麼科系的，在學校都學了些

什麼，甚至問說我們身上的裝飾品之類的。也許是因為機構中比較少出門的機會，很少會遇到這

麼開朗健談的長輩，他說他已經九十八歲了，但他的身體除了耳朵因為重聽戴助聽器，以及反應

因為人的自然老化有點遲鈍，除此之外根本看不出來原來他已經年紀這麼大了，身心靈依舊很硬

朗。除了聊我們，他有時候也會聊一聊自己的事，比如說活動講到水果的環節，他會跟我們分享

說他沒吃過那麼多品種的水果、他吃過什麼樣的水果，也會聊他以前發生過的事情等等......。所以

我想說也許心胸放寬點，很多事情並沒有那麼嚴重，心裡豁達對身心健康也會有幫助。這位爺爺

的人生態度很值得我去學習，這或許就是長輩累積起來的經驗，也是對後輩最直接有幫助的指導。 

二、學習要點： 

  我在跟組員準備道具以及現場活動時，我認知到很多事並不是靠一個人就能完成的。從一開

始討論活動時，我心態擺得不太對，消極地覺得說既然那麼多人在討論，少我一個人也沒有關係，

在討論活動時只有當附和的角色，投完票就不會再去研究每個作品該如何製作，成品半成品該是

長什麼樣子。直到我在跟組員們製作道具時，每個人都知道道具該怎麼做，也知道在要給長輩做

做作品前的半成品時該怎麼製作，我才知道原來並不是我認為自己不重要就可以放棄自己，每個

人都有他自己能做且該做的事，也好險在製作道具的時候他們都很仔細的教大家該怎麼做，才不

至於拖到組員的後腿。我更能體會不是每個人存在的意義都是沒有意義的，是我們本身就要給自

己賦予意義，雖然別人也會給你賦予各式的意義，但只有自己是可以時時刻刻給自己待在世上的

各種理由。 

三、執行/參與省思： 

  我覺得我世界更寬闊了一些。以前因為比較忙，時間壓縮得比較緊張，所以常常就以我的刻

板印象去認識大家，探索世界。但這樣是錯誤的。 

  像我以前其實不喜歡老人家，高中選科系的時候，想說寧願去私校或比較沒名氣的的護理系，

也不想去中科的老服系。因為當時覺得長輩他們固執、不願意理解別人講的話、講話可能還很粗

魯不講理。但其實那只是我的內心刻板印象讓我看到這些的，也是有好相處的老人家在我的身

邊，但我的意念只讓我記得那些壞的事情，讓我只對「老人家難相處」這件事有印象而已，明明

我們都遇過親切的長輩，一提到年紀大的人腦海中總是出現那幾個固定標籤。有這種想法才是最

粗魯的。 

  所以當聽到服務學習要去長照機構的時候，我內心其實是十分不願意的。但為了滿足學校要

求也只好硬著頭皮上。一開始的確不喜歡那種氛圍，覺得到處都是對不到頻率的人，認為我講東



 

他們一定會硬要走西。但事實上其實長輩都算蠻配合的，除非自己做不到，不然都會蠻用心投入

活動中，這一改我之前對年長者的負面印象。從一開始的想說「終於結束了，為什麽下下禮拜還

要繼續去機構」轉變不會排斥去機構服務這件事。而之後一回生二回熟，比較了解該用什麼模式

去跟陌生長輩們互動，也覺得去機構服務並不是件苦差事了。我時常因為人際關係苦惱，但機構

中卻讓我跳脫了不自在的人際關係中。 

  比起淨灘或社區服務，我更喜歡這種與大家合作一起事前準備，接納各式各樣不同個性的人

更有意思，而的確在這段時間學到了更多寶貴的經驗，在教科書上讀不到的經驗，更寬廣豁達的

面對人生各種事情的態度，且一定要試到明白後才能下判斷，而不是用舊有的觀念去思考，我們

的腦就這麼點空間，但能試的事情卻好比宇宙般廣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