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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兒少支持服務-培力計畫 

逆轉騎士「傳騎」再現-單車環台挑戰 

執行成果報告書 
 

 

 

 

 

 

 

 

 

 

 

 

 

 

 

 

 

 

 

 

 

服務據點： 

 總會行政中心－71074台南市永康區忠孝路 385號 

電話 06-2515504 蔡文鐘 執行長、李嘉莉、簡秀幸 

 北區服務中心－70449台南市北區北門路二段 547巷 35號 

電話 06-2515504 陳柏宇 社工、李晨瑜 課輔主任 

 永康服務中心－71074台南市永康區忠孝路 385號 

電話 06-3027735 林雅歌 社工、林柏秀 課輔主任 

 內門服務中心－84552高雄市內門區 94之 6號 

電話 06-2515630 陳琮翰 課輔主任 

永康服務中心 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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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絲帶」介紹 

黃絲帶的精神，來自 1971 年 10 月 14 日在紐約郵報刊登的一則故事，故事中講述

一名入獄三年的男子，在出獄前夕，寫了一封信給他的妻子，信中寫道：如果妳還願

意接納我的話，請妳在家門口前的老橡樹上繫上一條黃絲帶，如果沒有的話，我就會

識相的離開。 

出獄的那一天，男子抱著既期待又害怕的心情，甚至是不敢張開眼睛的坐上返家

的公車上，就當公車即將抵達家門口時，公車司機和全車的乘客都發出歡呼的聲音，

他睜開了眼睛，沒想到家門前的老橡樹上，繫滿了上百條的黃絲帶，所有人都歡迎著

男子重獲自由。 

 

壹、 使命宣言 

 

  

 

 

 

 

 

 

 

 
 

 

【擁抱接納每一個孩子，陪伴引導孩子們成長，幫助孩子未來能夠築夢飛翔】 

 

黃絲帶的使命宣言，如同聖經馬太福音 19 章的一段故事，耶穌接納每一個來到他

面前的孩子，並且擁抱他們並為他們祝福。黃絲帶的標誌象徵著擁抱、成長、飛翔，

表達的是黃絲帶擁抱接納每一個來到黃絲帶的孩子，秉持著基督的愛陪伴引導孩子們

成長，幫助他們未來能夠勇敢的築夢飛翔。 

黃絲帶的精神與使命都朝向著黃絲帶未來的願景，期待社會上的每一個孩子都能

夠被接納被支持，並能夠提升兒少家庭的功能，社區的支持互助，社會的友善支持，

讓每一個孩子每一天都能夠安心快樂健康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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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服務宗旨 

黃絲帶自 2004 年成立以來，致力於弱勢兒少的「教育脫貧」服務工作，以身、心

、靈全人關懷的角度，幫助孩子們不僅是能夠有機會脫離環境的貧困，也能夠脫離心

靈上的貧乏。黃絲帶以課後照顧為服務平台，透過多元的教育方式，並以社工專業及

多元管道的連結社會與政府資源，以兒少為中心的概念提出愛網關懷服務計畫，至今

已發展出二大面向的支持性服務策略有兒少支持、家庭支持，而未來本會更期待發展

社區支持性與社會支持性服務。 

 

 
 

 

 

 

 

 

 

 

 

以兒少
為中心

兒少
支持

家庭
支持

社區
支持

社會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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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巢

•親子講座

•親子活動

安居

•急難救助

•食物銀行

•物資捐助

•認養服務

參、 服務內容 

兒少支持： 

 
 

 

家庭支持： 

 

 

 

 

 

 

 

 

 

 

 

 

 

 

 

 

 

 

 

 

 

 

 

陪讀

•補救教學

•課業輔導

陪伴

•品格教育

•生命教育

•會談輔導

培力

•成長團體

•冒險教育

•多元課程

培育

•多元才藝

•職場體驗

•適性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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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組織架構與人事配置 

 

 

 

 

 

 

 

 

 

 

 

 

 

 

 

 

部門 姓名 職稱 工作職掌 

管理部 

王立國 理事長 對內統整會務，對外代表協會。 

蔡文鐘 執行長 
承理監事會決議，綜理會務，指揮督導

屬下員工。 

社工部 

陳柏宇 社工 北區方案計畫撰寫、執行與成果評估。 

林雅歌 社工 
永康區方案計畫撰寫、執行與成果評

估。 

課輔部 

林柏秀 主任 
永康區課輔班課室管理，課程規劃與設

計，課業輔導。 

李晨瑜 主任 
北區課輔班課室管理，課程規劃與設

計，課業輔導。 

陳琮翰 主任 
內門區課輔方案計畫撰寫、執行與成果

評估，團體方案設計與執行。 

資源開發部 李嘉莉 專員 對外募款行銷及義賣管理。 

會計行政部 簡秀幸 會計 本會各項財務管理與報表製作。 

 

理事長

1人

執行長

1人

資源開發部

專員

1人

課輔部門

主任3人

兼職老師

1人

社工部門

外聘督導1人

社工員

2人

會計部門

會計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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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愛網關懷培力計畫-體驗教育方案 

逆轉騎士「傳騎」再現-自行車環島挑戰 

方案計畫書 

 

指導單位：台南市政府社會局 

贊助單位：財團法人中華電信基金會 

執行單位：社團法人臺灣黃絲帶愛網關懷協會 

單位負責人：王立國 理事長       單位主管：蔡文鐘 執行長 

計畫執行人：林雅歌 社工 

計畫期程：2020年 3月 7日至 2020年 9 月 30日 

中 華 民 國 一 零 八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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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計畫書 

壹、 計畫介紹 

自 2004 年本會創立以來，致力於弱勢兒少家庭的支持服務，以課後照顧陪讀班為

平台，兒少為中心的服務面向，建構「陪讀、陪伴、培力、培育」四大構面的愛網服

務策略，使弱勢兒少免於落入危機。其中「培力」方面便是透過多元的培力活動，舉

凡成長團體、體驗教育、挑戰營隊等，促進兒少內在復原力，重視兒少優勢能力成為

自助的力量，以能夠面對未來社會的挑戰。培力計畫開展了單車隊成立，單車隊的訓

練一直到現在仍然持續著，因我們真實的看見孩子們的改變與成長，訓練過程雖辛苦

又難熬，但孩子靠著內在意志力的力量撐過來了，這是孩子真實的改變與成長。 

現代社會手機取得容易，每戶家庭或各社區角落皆可輕鬆獲得網際網路的使用權

，據兒盟 2016 調查發現約有 9 成家庭擁有 3c 產品其中約 2 成兒少個人擁有，網際網

路的普及造就了資訊娛樂的多樣化，但也產生了網路成癮症的問題，網路的使用提供

了青少年在人際關係發展上另一個選擇的空間，但是也讓人際交往最真誠的、最可貴

的情感交流無法呈現（劉玉玲，2000），在缺乏真實社會互動演練經驗下，與人建立

關係技巧困難，長期人際疏離與挫折對兒少自信與支持系統建立將造成不利影響。 

由協會社工所調查發現約 8 成小六以上兒少擁有個人手機，至於其他人返家也可

使用家人手機，平日使用手機娛樂多於出門互動，而依據艾瑞克森心理發展理論青春

期重要任務人際關係建立，網路所帶來人際負面效用將影響其心理發展任務，如何培

力兒少能力建立良好的人際互動關係與問題解決技巧，將是青少年階段重要課題。 

本活動旨在配合本會服務方案「弱勢兒童及青少年社區照顧服務暨愛網支持計畫

方案」，以本會服務策略的四個構面陪讀、陪伴、培力、培養其中的培力構面出發，

期望透過本活動協助弱勢兒少發展合作、溝通、互助及領導等的能力，進而使兒少在

未來更加有能力去適應與因應社會中的挑戰與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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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方案緣起 

  自 2004 年本會創立以來，致力於弱勢兒少家庭的支持服務，以課後照顧陪讀班為

平台，兒少為中心的服務面向，建構「陪讀、陪伴、培力、培育」四大構面的愛網服

務策略，使弱勢兒少免於落入危機。其中「培力」方面便是透過多元的培力活動，舉

凡成長團體、冒險體驗、挑戰營隊等，促進兒少內在復原力，重視兒少優勢能力成為

自助的力量，以能夠面對未來社會的挑戰。培力計畫開展了單車隊成立，單車隊的訓

練一直到現在仍然持續著，因我們真實的看見孩子們的改變與成長，訓練過程雖辛苦

又難熬，但孩子靠著內在意志力的力量撐過來了，這是孩子真實的改變與成長。 

參、 方案目標 

即是讓孩子在充滿挑戰的過程中，在困境中學習成長，藉由自行車騎乘訓練以及

攝影實作與影像紀錄看見孩子自已的改變。最重要的是，當這些孩子克服了自行車環

島所遇到的種種挑戰後，深信孩子將知道自己有足夠的能力去面對生活中的逆境，至

此，孩子不再為自己的弱勢與脆弱感到自卑、膽怯。 

肆、 方案內容 

本提案主要分三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為體能、單車訓練階段，從一月初到暑期學

期結束，在每週六的學習與訓練中，培養團隊合作的態度、單車簡易維修的操作、急

救包紮能力以及攝影、影片編輯課程與實作；第二階段為單車環島期間，平均每日騎

乘約 90 公里的長程體力挑戰，只要孩子們彼此相互扶持，發揮團隊精神，必能展現努

力不懈的堅強毅力來完成挑戰；第三階段為執行成果發表，透過環島期間所拍攝紀錄

的影像，集結製作成紀錄短片發表。 

伍、 預期效益 

一、本提案預計服務 10 位孩子，啟發孩子對生涯規劃、自我肯定、生命價值以及

對未來充滿著希望與熱忱，訓練及環島期間拍攝 6~8 位學生心路歷程的訪談

影像，以此紀錄學生在過程中的學習與成長。 

二、透過影像紀錄學生訓練及環島挑戰冒險體驗的過程，目標能夠觸及觀賞人次

達 1000人次，以此激發社會大眾對冒險教育的重視與了解。 

三、單車環島 1000 公里的長征中，孩子將面臨生理、心理、路況、天候等種種挑

戰，能讓孩子建立克服挑戰逆境的信心與永不放棄的精神。 

四、孩子藉由單車環島，改變自己，走出原來的舒適圈，並且能夠親身感受台灣

美麗島嶼沿途的景色，開拓眼界與視野格局，更加愛惜台灣這塊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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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評估工具 

一、 量化評估 

(一) 回饋問卷 

二、 質性評估 

(一) 日記手冊 

(二) 個別訪談 

(三) 活動觀察 

(四) 回饋問券 

柒、 執行時程 

 第一階段 2020/01/04 ~ 2020/06/30 體能、單車訓練及攝影、影片編輯課程。  

 第二階段 2020/08/04 ~ 2020/08/18 單車環島 1200公里挑戰。 

 第三階段 2020/08/19 ~ 2020/09/30 執行成果發表、執行經費結算。 

一、環島每日作息 

時間 事項 備註 

5:30-6:00 起床整理、盥洗 隊長 

6:00-6:30 領取用早餐 
服務組 

上裝備行李 

6:30-7:00 做操、出發 隊長 

7:00-11:30 

4hr30min 
上路 

總召 

支援志工 

11:30-13:30 領取用中餐、午休 服務組 

13:30-14:00 起床、做操、出發 隊長 

14:00-16:30 

2hr30min 
上路 

總召 

支援志工 

16:30-17:30 收操、保養、卸行李 
服務組 

機動組 

17:30-18:30 領取用晚餐&進房 服務組 

18:30-21:00 盥洗、休息 確認明日路線 

21:00-22:00 分享/反思 總召 

22:00~ 就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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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環島每日騎乘路線 

時程 每日騎乘路線 每日住宿點 
每日 

公里數 
備註 

第一天 

8/3(一) 
台南市北區→屏東大鵬灣 

東港大鵬灣海

豚城堡民宿 
85 

台 17線→台 1線→台 17

線 

第二天 

8/4(二) 
屏東大鵬灣→恆春墾丁 大尖山飯店 77 台 1線→台 26線 

第三天 

8/5(三) 

恆春墾丁→台東大武 

(行經鵝鑾鼻燈塔/壽卡) 

台東大武 

華園大旅社 
84 

台 26線→縣 200線→台

26線→縣 199甲線→縣

199線→台 9戊線→台 9

線 

第四天 

8/6(四) 

台東大武→台東市 

(行經多良車站) 
紅茶先生民宿 60 台 9線→台 11線 

第五天 

8/7(五) 
台東市→花蓮玉里 美地雅居民宿 85 台 9線→台 30線 

第六天 

8/8(六) 
花蓮玉里→花蓮市區 福大旅館 88 台 9線 

第七天 

8/9(日) 

花蓮火車站》蘇澳新站(註) (100) 
蘇花公路路段 

(搭兩鐵火車) 

蘇澳新站→宜蘭礁溪 原湯旅店 29 台 2線 

第八天 

8/10(一) 
宜蘭礁溪→基隆市區 永豐旅社 81 台 2線 

第九天 

8/11(二) 
基隆市區→新北淡水 享來大飯店 60 台 2線 

第十天 

8/12(三) 

新北淡水(八里渡船碼頭)

→新竹市區 
左岸假期旅店 80 

(搭乘渡船至八里) 

台 61線 

第十一天 

8/13(四) 
新竹市區→台中市區 統一大飯店 85 台 61線→台 1線 

第十二天 

8/14(五) 
台中市區→嘉義市區 

金龍海悅大飯

店 
100 台 1線 

第十三天 

8/15(六) 
嘉義市區→台南市北區 溫暖的家 70 

台 1線 

(坐兩鐵火車) 

騎乘總公里數 1000  

備註：請於乘車日 (含當日)2 日前至 10 日內，至鐵路局各車站辦理購票。 

1. 區間 4133 ( 花蓮 → 宜蘭 ) 07:32花蓮車站→08:56蘇澳新站 (每日行駛)。 

2. 區間 4161 ( 花蓮 → 宜蘭 ) 09:33花蓮車站→10:54蘇澳新站 (每日行駛)。 

※客服電話（0800-765-888（限市內電話）、02-2191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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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休息停留點與住宿地點 

日期 出發點 午休點 住宿點 距離 

第一天 

8/3(一) 

黃絲帶愛網關懷協會北區課輔

教室 

臺南市北區北門路二段 547巷

35號 

鼓山國小 
東港大鵬灣海豚城堡民宿 

屏東縣東港鎮新義路 38號 
85 

第二天 

8/4(二) 

東港大鵬灣海豚城堡民宿 

屏東縣東港鎮新義路 38號 

枋山分校/ 

楓港國小 

大尖山飯店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路 302號 
77 

第三天 

8/5(三) 

大尖山飯店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路 302號 
旭海分校 

華園大旅社 

台東縣大武鄉尚武村客庄路 12

號 

95 

第四天 

8/6(四) 

華園大旅社 

台東縣大武鄉尚武村客庄路 12

號 

金崙賓茂國小 
紅茶先生民宿 

台東市中華路一段 766號 
60 

第五天 

8/7(五) 

紅茶先生民宿 

台東市中華路一段 766號 

關山國小/ 

池上福原國小 

美地雅居民宿 

花蓮縣玉里鎮興國路一段 281號 
85 

第六天 

8/8(六) 

美地雅居民宿 

花蓮縣玉里鎮興國路一段 281

號 

瑞穗國小 

福大旅館 

花蓮縣花蓮市國興二街 72號 

(機車先行托運) 

88 

第七天 

8/9(日) 

福大旅館 

花蓮縣花蓮市國興二街 72號 
 

蘇澳新站→原湯旅店 

宜蘭縣礁溪鄉仁愛路 6號 

(100) 

30 

第八天 

8/10(一) 

原湯旅店 

宜蘭縣礁溪鄉仁愛路 6號 
貢寮福隆國小 

永豐旅社 

基隆市仁愛區愛三路 49巷 14號

2-3樓 

81 

第九天 

8/11(二) 

永豐旅社 

基隆市仁愛區愛三路 49巷 14

號 2-3樓 

金山國小 

享來大飯店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路 129巷 22

號 

60 

第十天 

8/12(三) 

享來大飯店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路 129巷 22

號 
永安/新屋 

左岸假期旅店 

新竹市東區中華路二段 502號 
80 

第十一天 

8/13(四) 

左岸假期旅店 

新竹市東區中華路二段 502號 
苗栗白沙屯 

統一大飯店 

台中市沙鹿區日新街 92號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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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天 

8/14(五) 

統一大飯店 

台中市沙鹿區日新街 92號 

彰化溪湖/ 

雲林虎尾 

金龍海悅大飯店 

嘉義市西區民生北路 130號 
100 

第十三天 

8/15(六) 

金龍海悅大飯店 

嘉義市西區民生北路 130號 
 溫暖的家 70 

總騎程距離：1100公里 

 

備註：請於乘車日 (含當日)2 日前至 10 日內，至鐵路局各車站辦理購票。 

1. 區間 4133 ( 花蓮 → 宜蘭 ) 07:32花蓮車站→08:56蘇澳新站 (每日行駛)。 

2. 區間 4161 ( 花蓮 → 宜蘭 ) 09:33花蓮車站→10:54蘇澳新站 (每日行駛)。 

※客服電話（0800-765-888（限市內電話）、02-2191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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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住房資訊 

入住日期 住房名稱 房間資訊 

8/3(一) 
東港大鵬灣海豚

城堡民宿 

電話：0966-975312 

地址：屏東縣東港鎮新義路 38號 

房間數：兩間雅房、一間背包房，11男 4女共 15人。 

房價：總價 6750元，450元/人(含早餐) 

接洽情形：已電話致電保留，需再反覆確認。 

備註：自行車可放入口處走道。 

8/4(二) 墾丁大尖山飯店 

電話：08-8861828 

地址：屏東縣恆春鎮墾丁路 302號 

房間數：一間九人上下舖房、一間四人兩張雙人床房、一間兩人

雙人床房，11男 4女共 15人。 

房價：總價 4021元，310元/人。兩人房價為 1085元(無附早

餐)(4021元可開統編收據) 

接洽情形：已線上 Booking.com網站預訂，也已致電確認。 

備註：腳踏車部分只能停在我們飯店外牆旁。 

8/5(三) 華園大旅社 

電話：0934-058754；0911-224164 

地址：台東縣大武鄉尚武村客庄路 12號 

房間數：一間六人房、一間四人房、一間兩人房(需加一人床)，9

男 4女共 13人。 

房價：總價 3200元，267元/人。 

接洽情形：已致電洽詢已付 1600元訂金，需再確認。 

備註： 

8/6(四) 紅茶先生民宿 

電話：0935-390490 

地址：台東市中華路一段 766號 

房間數：一間六人房、一間四人房、一間四人上下鋪睡 3床。9男

4女共 13人。 

房價：總價 4550元，350元/人。(無附早餐)(可開統編收據) 

接洽情形：已線上 Booking.com網站預定保留。 

備註：一樓有室內停車的空間，汽車的部分，民宿對面有一排免

費停車位。 

8/7(五) 美地雅居民宿 

電話：0910-552190 / 0980-040564 

地址：花蓮縣玉里鎮興國路一段 281號 

房間數：一間上下舖 9人、一間四人，9男 4女共 13人。 

房價：總價 6900元，531元/人(含早餐)(可開統編收據) 

接洽情形：已致電洽詢暫待支付 3450元訂金。 

備註：自行車可停放騎樓。 

8/8(六) 福大旅館 

電話：03-8340854 

地址：花蓮縣花蓮市國興二街 72號 

房間數：2間四人房、1間三人房、1間兩人房，8男 4女共 12

人。(信加離隊一天) 

房價：總價 4200元，323元/人。(無附早餐)(可開統編收據) 



 

15 

接洽情形：已線上 Booking.com網站預定保留。 

備註：有空間可停放自行車。 

8/9(日) 原湯旅店 

電話：03-9888781 

地址：宜蘭縣礁溪鄉仁愛路 6號 

房間數：兩間四人房、兩間三人房，9男 4女共 13人。 

房價：總價 7200元，554元/人。(可開統編收據) 

接洽情形：已線上 Booking.com網站預定保留。 

備註：可停放單車在一樓及房間外走廊。(可申請國旅補助) 

8/10(一) 永豐旅社 

電話：(02)2423-2137 

地址：基隆市仁愛區愛三路 49巷 14號 2-3樓 

房間數：三間四人房(需加床) 9男 4女共 13人。 

房價：4740元，395元/人。(無附早餐) 

接洽情形：已電話訂房，已先付訂金 1740元。 

備註：可停放單車。(可使用國旅補助 3000元) 

8/11(二) 享來大飯店 

電話：02-26228661；0981-795848 

地址：新北市淡水區中山路 129巷 22號 

房間數：三間四人房(需加床)，9男 4女共 13人。 

房價：4500元；375元/人。(加床 450元)(無附早餐) 

接洽情形：已線上 Booking.com網站預定保留，已致電過。 

備註：有一間房可停放自行車。(可開統編收據) 

8/12(三) 左岸假期旅店 

電話：03-5284800 

地址：新竹市東區中華路二段 502號 

房間數：三間四人房(加 1床墊 300元)，9男 4女共 13人。 

房價：4400元；367元/人(含早餐)。(可開統編收據) 

接洽情形：已線上 Booking.com網站預定保留。 

備註：已致電過，大廳可停放單車，汽車有平面停車場。 

8/13(四) 統一大飯店 

電話：04-26622121 

地址：台中市沙鹿區日新街 92號 

房間數：三間四人房(可加人但不加床不加錢，盥洗用具自理) 

房價：4200元；350元/人。(無附早餐)(可開統編收據) 

接洽情形：已致電接洽預訂，屆時再確認。 

備註：可停放單車與汽車。 

8/14(五) 金龍海悅大飯店 

電話：05-2236388 

地址：嘉義市西區民生北路 130號 

房間數：三間四人房(需加床) 9男 4女共 13人。 

房價：4800元；400元/人。(不含早餐) 

接洽情形：已線上 Booking.com網站預定保留。 

備註：已致電，可停放自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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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環島成員名單 

序

號 
組別 姓名 性別 年級 職責 備註 

1 助教 鄭杰閎 男 高一 1. 協助老師工作。  

2 

器材組 

郭建良 男 小五 
2. 引導帶領隊員。 

3. 協助老師工作。 
 

3 葉瑞修 男 國一 1. 保管預備器材。 

2. 清點整理器材。 

3. 協助成員維修。 

 

4 機動組 戚傳仁 男 國三  

5 醫護組 郝家筠 女 小五 1. 簡易擦傷醫護。  

6 

服務組 

李羿憓 女 小五 

1. 保管預備用品。 

2. 清點整理用品。 

 

7 陳柏霖 男 國二  

8 曾靖緁 女 國一  

玖、工作人員配置 

序

號 
職稱 姓名 性別 職責 備註 

1 社工(總召) 林雅歌 男 

1.環島規劃統籌 

2.工作職責分配 

3.擔任環島騎乘車隊領騎/

尾騎/巡迴 

全程 

2 支援志工 翁國哲 男 
1.擔任環島騎乘車隊領騎/

尾騎/巡迴 
全程 

3 支援志工 陳怡瑋 女 1.擔任環島騎乘車隊尾騎 全程 

4 實習生 葉宏瑋 男 
1. 擔任前引導機車。 

2. 協助隊員生活起居。 
全程 

5 支援志工 彭信加 男 
1. 環島期間拍攝。 

2. 製作環島記錄片。 

8/8傍晚離隊 

8/9歸隊 

6 支援老師 蔡文鐘 男  不跟全程 

7 支援老師 李晨瑜 男  不跟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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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經費預算 

預計使用規劃 預計費用 

購買攝影、影片編輯硬體設備 (攝影器材、筆電、硬碟等) 62,500 

講師費(800*40小時) 32,000 

自行車維修費(1,000元*15輛) 15,000 

自行車備品(1,500元*15組)如：內外胎、車燈、車速表等。 22,500 

個人裝備品(600元*15人)如：手套、護膝、脖圍等。 9,000 

餐食費(訓練及環島期間 130元*30天*15人) 58,500 

交通費(兩次 2天 1夜的單車訓練，搭乘兩鐵列車) 

(單程)300 元*15 人=4500 元*2(來回)=9,000 元*2(兩次外地訓

練) 

18,000 

保險費(訓練及環島期間)-旅遊平安險 

300元*15人=4,500元 
4,500 

住宿費(13天 12夜) 60,000 

雜支(宣傳、保母車及前導車油資、營養補給品物資、環島布

條、醫療用品等其它支出) 
28,000 

總 計 3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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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壹、 備品清單 

序

號 
項目 數量 管理組別 管理人員 用途 備註 

1 內胎 26 

器材組 
葉瑞修 

郭建良 

 單車備品 

2 外胎 2  單車備品 

3 打氣筒 2  單車備品 

4 鍊條油 1  保養工具 

5 挖胎棒 9  維修工具 

6 金屬油 1  保養工具 

7 單車鎖鏈 2  單車備品 

8 維修工具組 1  維修工具 

1 洗衣粉 2 

服務組 

陳柏霖 

李羿憓 

曾竫緁 

 日常用品 

2 沐浴乳 2  日常用品 

3 洗髮組 2  日常用品 

4 輕便雨衣 30  日常用品 

5 衛生紙 1  日常用品 

6 吹風機 2  日常用品 

7 垃圾袋 1  日常用品 

8 曬衣繩 2  日常用品 

9 衣架 45  日常用品 

10 臉盆 5  日常用品 

11 防曬乳 10  日常用品 

1 擦傷軟膏 1 

醫護組 郝家筠 

 醫護用品 

2 優碘 1  醫護用品 

3 生理食鹽水 1  醫護用品 

4 彈性繃帶 1  醫護用品 

5 紗布繃帶 1  醫護用品 

6 棉棒 1  醫護用品 

7 OK蹦 1  醫護用品 

8 紗布 1  醫護用品 

9 透氣膠布 1  醫護用品 

10 酒精棉片 1  醫護用品 

11 止痛藥 1  醫護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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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胃腸藥 1  醫護用品 

13 耳溫槍 1  醫護用品 

1 對講機 5 
領隊 林雅歌 

 通訊用品 

2 攜車架 1  單車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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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成果報告 

壹、 執行過程 

一、執行前 

在暑假環島開始前，從三月開始進行每週例行訓練，從登山、體能、路騎

、救護、攝影等課程，預備成員具備單車環島一圈的能力。每週緊鑼密鼓的練

習，確保每一位成員都能在最好的狀態下一直到出發環島的那一天。這次的環

島不僅是騎單車，過程中也讓學生透過鏡頭去記錄環島的所見所聞，也邀請了

業界的攝影工作室的老闆，以及正在就讀傳播研究所的學生擔任講師，指導學

生攝影與剪輯，並且也參與中華電信基金會所舉辦的「好厝邊小導演」的活動

課程。 

而當成員們正在緊鑼密鼓的訓練時，社工老師也正在進行一連串的接洽與

規劃，從一開始環島路線決定由西向東逆時針方向，確認環島方向後，就是規

劃每一天的騎乘路線距離，再來就是接洽每一晚的住宿飯店。而為了讓孩子們

也能體會以及學習籌備規劃的能力，也安排了兩天一夜的路騎訓練，由孩子來

規劃路線與接洽住宿。即將到了環島的時刻，也安排了台南護專的學生為孩子

上一堂簡易救護的課程，當成員受傷時，彼此就能互相幫忙。 

二、執行中 

到了環島啟程的日子，車隊從台南市北區南下由西向東出發，在出發前遇

上疫情又加上颱風的來襲，增添了環島能否成行的不確定感，但經過幾天的氣

象觀察與風險評估，以及看見孩子們多日的努力預備，不忍就此打住取消，因

而仍然啟程之後再行評估。 

第一天出發天空如預期的下著雨，大夥也拿出已預備好的雨衣，仍然堅定

要繼續向目標前進，一路上雨水打在臉上，視線多少會受到影響，大家提高警

覺小心注意安全的前提上，繼續的踩動踏板前進。 

前幾天幾乎都是在雨中前進，很幸運的大家都很平安的抵達每一天的目的

地。後面幾天天氣漸漸的好轉，出現晴朗的天氣，大夥到了台灣東部海岸，幸

運的天空出現美麗的彩虹伴隨著車隊前進，彷彿在給予我們的孩子鼓勵與肯定

，度過了雨天以及山路的挑戰，這樣美麗的景色也讓孩子們感到欣喜與鼓勵，

雙腳更加的賣力轉動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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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行後 

環島進行到最後一天，安排了一場環島記錄片首映，會中播映環島的快剪

前導片，記錄環島過程中的點滴，將環島中所經驗學習到功課持續應用到生活

中。 

貳、 經費支出結算 

預計使用規劃 
預計 

費用 

收入 

贊助 
支出 結算 

購買攝影、影片編輯硬體設備 (攝影器材、

筆電、硬碟等) 
62,500 62,500 56,770 5,730 

講師費(800*40小時) 32,000 32,000 27,200 4,800 

自行車維修費(1,000元*15輛) 15,000 15,000 1,146 13,854 

自行車備品(1,500 元*15 組)如：內外胎、

車燈、車速表等。 
22,500 22,500 11,037 11,463 

個人裝備品(600 元*15 人)如：手套、護

膝、脖圍等。 
9,000 9,000 32,408 - 23,408 

餐食費(訓練及環島期間 130 元*30 天*15

人) 
58,500 58,500 45,323 13,177 

交通費(兩次 2 天 1 夜的單車訓練，搭乘兩

鐵列車) 

( 單 程 )300 元 *15 人 =4500 元 *2( 來

回)=9,000元*2(兩次外地訓練) 

18,000 18,000 3,828 14,172 

住宿費(13天 12夜) 60,000 50,000 62,309 - 12,309 

保險費(訓練及環島期間)-旅遊平安險 

300元*15人=4,500元 
4,500 4,500 2,855 1,645 

雜支(宣傳、保母車及前導車油資、營養補

給品物資、環島布條、醫療用品等其它支

出) 

28,000 28,000 22,901 5,099 

總 計 310,000 300,000 265,777 34,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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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經費支出明細 

項目 編號 日期 內容 支出 備註 

影像設

備費 

1 3月 6日 筆電 22,900  

2 7月 25日 攝影手持穩定器 3,690  

3 7月 25日 電容式麥克風 3,600  

4 7月 25日 
相機、麥克風、腳架

組 
26,580  

小計 56,770  

項目 編號 日期 內容 支出 備註 

講師費 

1 7月 4日 講師費 1,600  

2 9月 15日 講師費 25,600  

小計 27,200  

項目 編號 日期 內容 支出 備註 

餐食費 

1 3月 21日 早餐 457 單車隊登山訓 

2 5月 2日 中餐 109 

兩天一夜單車訓 
3 

5月 3日 早餐 

186 

4 231 

5 70 

6 
7月 24日 

中餐 785 

兩天一夜單車訓 7 晚餐 2,187 

8 7月 25日 中餐 710 

9 
8月 3日 

中餐 1,200 環島 Day1高雄 

10 晚餐 1,050 環島 Day1東港 

11 

8月 4日 晚餐 

600 

環島 Day2墾丁 12 1,020 

13 900 

14 

8月 5日 

早餐 870 環島 Day3墾丁 

15 中餐 900 環島 Day3牡丹 

16 晚餐 1,200 環島 Day3大武 

17 
8月 6日 

早餐 750 環島 Day4大武 

18 中餐 2,000 環島 Day4太麻里 

19 
8月 7日 

早餐 600 環島 Day5台東市 

20 中餐 1,200 環島 Day5關山 

21 8月 8日 中餐 800 環島 Day6光復 

22 8月 9日 早餐 900 環島 Day7花蓮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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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中餐 759 環島 Day7羅東 

24 晚餐 1,785 環島 Day7礁溪 

25 8月 10日 中餐 1,200 環島 Day8貢寮 

26 

8月 11日 中餐 

605 

環島 Day9石門 
27 60 

28 95 

29 70 

30 
8月 12日 中餐 

325 
環島 Day10桃園 

31 505 

32 8月 13日 晚餐 1,200 環島 Day11沙鹿 

33 
8月 14日 

中餐 525 環島 Day12雲林 

34 晚餐 7,229 環島 Day12嘉義 

35 5月 9日 中餐 1,200 週六單車隊練習 

36 5月 16日 中餐 1,200 週六單車隊練習 

37 5月 23日 中餐 1,200 週六單車隊練習 

38 5月 30日 中餐 1,200 週六單車隊練習 

39 6月 6日 中餐 1,200 週六單車隊練習 

40 3月 14日 中餐 840 週六單車隊練習 

41 3月 21日 中餐 720 週六單車隊練習 

42 3月 28日 中餐 640 週六單車隊練習 

43 4月 11日 中餐 720 週六單車隊練習 

44 4月 18日 中餐 800 週六單車隊練習 

45 4月 25日 中餐 640 週六單車隊練習 

46 6月 13日 中餐 560 週六單車隊練習 

47 7月 4日 中餐 720 週六單車隊練習 

48 7月 24日 早餐 600 兩天一夜單車訓 

小計 45,323 
 

項目 編號 日期 內容 支出 備註 

住宿費 

1 7月 24日 海豚城堡民宿 5,850 出隊練習 

2 8月 3日 海豚城堡民宿 6,750 環島第一天 

3 8月 4日 大尖山飯店 4,021 環島第二天 

4 8月 5日 華園旅社 4,200 環島第三天 

5 8月 6日 紅茶先生民宿 4,550 環島第四天 

6 8月 7日 美地雅居民宿 5,900 環島第五天 

7 8月 8日 福大旅館 4,200 環島第六天 

8 8月 9日 原湯旅店 6,000 環島第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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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8月 10日 永豐旅社 

1,740 
環島第八天 

10 400 

11 8月 11日 享來大旅社 5,198 環島第九天 

12 8月 12日 左岸假期旅店 4,700 環島第十天 

13 8月 13日 統一大飯店 4,200 環島第十一天 

14 8月 14日 金龍旅社 4,600 環島第十二天 

小計 62,309 
 

交通費 

1 8月 9日 全票區間 116 火車花蓮→蘇澳新站 

2 8月 9日 全票區間 116 火車花蓮→蘇澳新站 

3 8月 9日 全票區間 116 火車花蓮→蘇澳新站 

4 8月 9日 全票區間 116 火車花蓮→蘇澳新站 

5 8月 9日 全票區間 116 火車花蓮→蘇澳新站 

6 8月 9日 全票區間 116 火車花蓮→蘇澳新站 

7 8月 9日 全票區間 116 火車花蓮→蘇澳新站 

8 8月 9日 孩童區間 58 火車花蓮→蘇澳新站 

9 8月 9日 孩童區間 58 火車花蓮→蘇澳新站 

10 8月 9日 孩童區間 58 火車花蓮→蘇澳新站 

11 8月 9日 自行車區間 58 火車花蓮→蘇澳新站 

12 8月 9日 自行車區間 58 火車花蓮→蘇澳新站 

13 8月 9日 自行車區間 58 火車花蓮→蘇澳新站 

14 8月 9日 自行車區間 58 火車花蓮→蘇澳新站 

15 8月 9日 自行車區間 58 火車花蓮→蘇澳新站 

16 8月 9日 自行車區間 58 火車花蓮→蘇澳新站 

17 8月 9日 自行車區間 58 火車花蓮→蘇澳新站 

18 8月 9日 自行車區間 58 火車花蓮→蘇澳新站 

19 8月 9日 自行車區間 58 火車花蓮→蘇澳新站 

20 8月 12日 全票 10張&自行車 580 渡船淡水→八里 

21 8月 12日 全票 1張&自行車 59 渡船淡水→八里 

22 8月 15日 區間車 1,125 嘉義→臺南 

23 8月 12日 全票 1張&自行車 59 渡船淡水→八里 

24 8月 14日 全票自強號 139 臺南→嘉義 

25 8月 14日 全票自強號 139 臺南→嘉義 

26 8月 14日 全票自強號 139 臺南→嘉義 

27 8月 14日 全票自強號 139 臺南→嘉義 

28 8月 15日 區間車票 1,125 嘉義→臺南 

小計 3,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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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費 

1 7月 24日 旅行平安保險 392 兩天一夜訓練 

2 8月 4日 旅行平安保險 2,463 環島期間 

小計 2,855 
 

項目 編號 日期 內容 支出 備註 

自行車

維修費 

1 7月 23日 自行車維修 1,146 變速、剎車調整 

小計 1,146 
 

自行車

備品費 

1 5月 5日 保養工具 215 
 

2 5月 5日 保養工具 215 
 

3 7月 10日 攜車架 7,560 
 

4 7月 31日 維修工具組 3,047 
 

小計 11,037 
 

項目 編號 日期 內容 支出 備註 

個人裝

備 

1 7月 18日 車衣 32,408 環島衣服兩款替換 

小計 32,408  

項目 編號 日期 內容 支出 備註 

雜支費 

1 7月 23日 
機車手機架&手機遮陽

雨傘 
129 

 

2 7月 23日 鹽糖&運動飲料&鎖頭 716 
 

3 7月 23日 保母汽車加油費 1,064 
 

4 7月 24日 竹炭水 196 
 

5 7月 24日 前導機車加油費 141 
 

6 7月 30日 洗衣精&鐵鍊&十字鎖 548 
 

7 7月 31日 醫藥用品 605 
 

8 8月 1日 電池&延長線 339 
 

9 8月 2日 薄荷鹽糖 329 
 

10 8月 2日 
香蕉&能量果凍飲&舒

跑&水 
1,100 

 

11 8月 2日 保母汽車加油費 896 
 

12 8月 3日 前導機車加油費 112 
 

13 8月 4日 車用充電 499 
 

14 8月 4日 保母汽車加油費 409 
 

15 8月 4日 前導機車加油費 130 
 

16 8月 4日 停車費 100 墾丁南灣 

17 8月 5日 冰塊&香蕉 265 
 

18 8月 5日 冰塊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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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8月 6日 威德能量飲 325 
 

20 8月 6日 舒跑&水&能量飲 830 
 

21 8月 6日 前導機車加油費 127 
 

22 8月 6日 水&舒跑&香蕉&冰塊 488 
 

23 8月 7日 保母汽車加油費 761 
 

24 8月 7日 舒跑運動飲料 372 
 

25 8月 7日 衛生冰塊 50 
 

26 8月 8日 前導機車加油費 124 
 

27 8月 8日 前導機車托運費 750 翔順機車花蓮站 

28 8月 10日 汽車停車費 40 
 

29 8月 10日 保母汽車加油費 889 
 

30 8月 10日 前導機車加油費 133 
 

31 8月 11日 汽車停車費 265 基隆停車場 

32 8月 12日 前導機車加油費 142 
 

33 8月 12日 水&舒跑運動飲料 762 
 

34 8月 13日 保母汽車加油費 1,026 苗栗竹南 

35 8月 14日 前導機車加油費 131 彰化 

36 8月 14日 汽車停車費 50 嘉義 

37 8月 15日 保母汽車加油費 958 
 

38 7月 23日 無菌棉花棒 120 
 

39 8月 12日 前導機車機油費 500 
 

40 5月 3日 飲品 250 
 

41 7月 24日 停車費 45 
 

42 7月 31日 環島手冊印刷費 400 
 

43 8月 3日 前導機車維修費 1,800 
 

44 8月 4日 冰品 520 
 

45 8月 4日 冰品 160 
 

46 8月 5日 門票費 420 
 

47 8月 9日 飲品 550 
 

48 8月 12日 前導機車齒輪油費 50 
 

49 8月 6日 完騎獎牌 1,950 49 

50 7月 24日 環島活動布條 315 50 

小計 22,901 
 

總經費支出 265,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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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效益評估 

 成效一：單車環島 1000公里的長征中，孩子將面臨生理、心理、路況、天候等

種種挑戰，能讓孩子建立克服挑戰逆境的信心與永不放棄的精神。 

一、指標：80%問卷量表「問題解決」面向達 15分以上。 

二、評估結果 

(一)量化評估： 

1. 87%的成員問題解決面向評估達 15分以上。 

(1) 當我需要改進與調整時，即使很困難，我也願意努力。 

75%，表示同意 

(2) 我可以找到不只一種的方法來解決團隊遇到的問題與困難。 

87%，表示同意 

(3) 我可以尋求別人的幫助或意見想法來解決問題。 

62%，表示同意 

(4) 遇到問題與挑戰時，我會試著去改進與解決。 

75%，表示同意 

(5) 當團隊或自己遇到問題時，我不會先出口指責。 

50%，表示同意 

(二)質性評估： 

A. 我騎不動的時候，大家會幫我加油。(摘自手冊) 
B. 今天騎好多的上坡，腳很痠快不行了，但還是要繼續的努力騎上去。(摘自手冊) 
C. 每當自己累的時候，我會想大家都在前面等，要努力到底。(摘自手冊) 
D. 今天雖然雨下很大，但大家都還是努力的騎完了，覺得很感動，大家都沒有放

棄，還是很努力，以後我可以多學習努力不懈的精神。(摘自手冊) 
E. 環島前我有訂一個目標，就是環島全程都不上車，最後我達成了這個目標，在

登壽卡的時候我雖然很累、很喘，但是看到那麼多路人在幫我們加油，我就一
直想說我一定還可以堅持下去，所以我才沒有放棄。(摘自問卷) 

三、綜合分析 

這次環島 1000 公里的挑戰，在出發前剛好遇上颱風來臨，面對天氣的不穩定，整日

的大雨，讓孩子們感到這趟挑戰的不容易。但是雖是遇上暴雨，但仍不減成員想要

繼續完成挑戰的心志，最後仍是完成了十二天的挑戰。 

而透過上述評估結果，也顯示成員在問題解決上，大致上都能夠去面對與解決。雖

然過程會很累、很喘，而當有人給予鼓勵打氣，成員們都表示願意繼續的堅持不放

棄，即使覺得困難。 

在出發環島前，有做一次兩天一夜的長程路騎訓練，全程讓成員們自行規劃路線與

吃住，從討論到計畫成形，過程中的嘗試許多都是第一次，成員們會覺得挑戰，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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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都躍躍欲試，打電話到民宿、透過 Google map找路線景點、找用餐地點等。 

 成效二：孩子藉由單車環島，改變自己，走出原來的舒適圈，並且能夠親身感受

台灣美麗島嶼沿途的景色，開拓眼界與視野格局，更加愛惜台灣這塊土地。 

一、指標：80%問卷量表「團隊合作」面向達 15分以上。 

二、評估結果 

(一)量化評估 

1. 100%的成員問題解決面向評估達 15分以上。 

(1) 我有盡力參與團隊生活，明白團隊的事優先。 

100%，表示同意 

(2) 我會尊重夥伴想法，即使我們意見不同。 

62%，表示同意 

(3) 我能夠在團隊中表達自己的意見與想法。 

62%，表示同意 

(4) 我與團隊及夥伴發生衝突，我能好好的溝通。 

75%，表示同意 

(5) 我會做好份內的事，也會協助夥伴的需要。 

100%，表示同意 

(二)質性評估 

A. 看到最感動的畫面與景色是看到彩虹與夕陽，還有墾丁的風景。(摘自手冊) 
B. 我覺得這次環島很好玩，雖然騎車很累，但有很多的風景很美，可以停下來欣

賞。(摘自手冊) 
C. 今天最美的風景是多良火車站，可以拍到火車的風景。(摘自手冊) 
D. 今天我最感動的景色是漂流木公園的海景。(摘自手冊) 
E. 已經第十天了，希望我們這個團隊可以越來越好，以團隊的事優先，自己的事

放後面。(摘自手冊) 
F. 很多人都問我為什麼要去單車環島，很累，幹嘛還去？我總是跟他們說：「要

去單車環島是因為我要挑戰自我，還有我要變瘦，可是我發現單車環島並沒有
讓我變瘦，但是我從這裡學到如何去積極的面對團隊所帶出的問題，不去逃避
問題，學會如何積極的面對事物，就像我的書一樣，變得更積極。(摘自問卷) 

G. 這次環島對我來說意義重大，因為是自行規劃，而且人也不一樣，更有一些回
憶，也去很多景點讓我們拍照使回憶留在手機裡，很多人是第一次騎，讓他們
有很好的體驗，可以認識台灣和人情，與其說是環島倒不如說是去認識台
灣……(摘自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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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合分析 

這次帶著孩子們離開家裡，完成環島十二天的挑戰，這是一個不是容易的事，要走

出家裡舒適的環境，每天都到不同的地方，親身感受沿途的景色，引導孩子們更深

的去感受自己、感受他人以及感受環境。 

這趟環島孩子們也看見了自己深受感動與美麗的景色，孩子們雖然覺得騎車很累，

但沿途風景也讓他們可以停下來，好好的駐足休息，欣賞此刻眼前的景色。 

在這次的環島，給予孩子們的目標，不僅是完成環島一圈，更重要的是學會如何與

自己相處，以及與別人相處，這需要仰賴團隊的合作，以及感受的能力，當然這當

中還是會有摩擦，在彼此互助的時候，也讓孩子開始感受到問題的存在。這是非常

重要的第一步，知道問題存在才能夠去解決。 

 成效三：啟發孩子對生涯規劃、自我肯定、生命價值以及對未來充滿著希望與熱

忱。 

一、指標：80%問卷量表「正向態度」面向達 15分以上。 

二、評估結果 

(一)量化評估 

1. 87%問卷量表正向態度面向達 15分以上。 

(1) 我不會害怕遇到挑戰，因為挑戰能讓我更成長、更加有勇氣與自信，成為

更好的人。 

75%，表示同意 

(2) 我能夠勇敢的去面對挑戰，即便挑戰是很困難的。 

75%，表示同意 

(3) 當遇到挑戰很艱難的時候，我不會輕易放棄的。 

62%，表示同意 

(4) 只要能夠面對挑戰，就會有機會去克服。 

75%，表示同意 

(5) 失敗沒什麼，而是要懂得從失敗中學習，讓自己更能夠成功。 

75%，表示同意 

(二)質性評估 

A. 這次騎完環島，我學到幫助大家，幫助有需要幫助的人。(摘自手冊) 
B. 謝謝領騎、前導車、尾騎、保母車、巡迴等老師，他們每天辛辛苦苦的陪伴，

我才知道團隊的重要性，沒有團隊還叫環島嗎？環島就是要團隊，如果沒有團
隊你可能也不想環島了。謝謝大家每一天的陪伴！(摘自手冊) 

C. ……我順利的完成了，我給自己的目標，所以明年一定要再環島一次，給自己
再訂一個目標，我要突破自我。(摘自手冊) 

D. ……我覺得我這次最大的成長就是我變得更有毅力，比較不會那麼輕易就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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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做事情也不會馬上否定自己一定做不到，而且我覺得我變得更獨立了，因
為以前衣服、鞋子都是媽媽或洗衣機在洗的，現在我已經可以自己洗了，不用
讓媽媽那麼辛苦，而且還可以省水費。(摘自問卷) 

E. ……環島中也有發生一些意外的小插曲，像是第三天晚上曾○緁被帶走，本來
只有我們女生在安慰她，其他男生都準備要走了，但是他們最後還是有過來安
慰她，我覺得過了這 13 天的環島我們應該有比較像一個團隊了吧？雖然有些時
候我們真的很不團結，但是我相信，將來我們一定可以成為一個有默契的團
隊。(摘自問卷) 

F. 我學到了同心協力幫忙大家，要先做大家在做的事不能先做自己的事，看到同
學有需要幫忙就幫他，不要丟給老師去幫他，對老師要尊重對同學要有禮貌，
爬山路的時候要注意安全，我小的時候我不會騎單車，是哥哥教我怎麼騎單車
的，我進了黃絲帶終於有我喜歡的單車隊，所以我加入單車隊，教我怎麼去練
自己的體力和體能，所以我的體力和體能比我們班的還要厲害。(摘自問卷) 

G. ……還有我想要去看課本上著名的台灣景點，就算我沒有體力，那我還是要撐
下去，因為我必須完成我的願望，我一直想要去那些我沒去過的地方，如果明
年還有機會！那我一定會再去一次。 

H. ……其中也有拍攝，也讓更多人知道，人是可以靠自己的毅力完成事情的，只
要你去做即使有狀況發生，也可以跟團隊一起解決，在騎的時候也看到很多人
幫我們加油，讓我們知道人會互助，老師也會幫忙把我們推到更遠的地方，讓
我們成長，這也是環島的用意，讓自己知道你可以，也在困難中學習，我們都
會一起再去一次的。(摘自問卷) 

三、綜合分析 

這次的單車環島挑戰，孩子們所遇到的種種體驗與挑戰，培養了孩子的堅定的恆毅

力，以及彼此相互協助。在環島過程中，孩子們也能夠突破自己的困難，進而能夠

肯定自己，對自我更加的有自信。 

在學員的回饋中，看到孩子最大的成長是變的更有毅力，不輕易放棄態度精神，也

不否定自己。對於這樣的正向態度有助於孩子在未來面對挑戰時，可以更有勇氣與

力量去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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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工作人員回饋 

1 

曾經我以為環島是一種人生的成就，迫不及待的想要完成他，期待自

己的生命能因此更加完整。但這趟旅程卻以緩慢而無聲的方式告訴我:路途

中最珍貴的事莫過於和同伴的相處，以及為他人付出的精神。過去我常常

覺得，只有當自己足夠的財富、時間和心力時，才有能力為社會做些什

麼。半個月來的團體生活，讓我體認到服務不僅僅是一種口號或義務，當

我們願意敞開心房關心每個在我們身旁的人時，它便能夠實踐在我們的生

活之中，小至一句簡短的問候其實都能帶給別人溫暖，使心靈感到富足。

在志工服務的過程中我發現自己能更有同理心的看待每件事情，面對問題

指責和推託永遠都是最輕鬆的方式，但只有經過溝通，困難才能真正被化

解。或許服務學習只是一種媒介，引領我們在關懷世界的同時自我成長，

更加有勇氣與自信面對未來每個挑戰。 

2 

這次環島比較特別的是帶著許多年齡與自已相異的小朋友們，對於領

騎的工作雖然不陌生，但是帶著一群小朋友還是有特別的壓力，也需要比

較謹慎，雖然偶爾還是會恍神。我想這次旅途比較特別的是有看到小朋友

們在每天的圍圈時間試著表達自己內心的想法，儘管生疏，有點文不對

題，但是有看到他們慢慢的在抒發自己內心的感受。也有看到信佳將他們

的言語記錄下來，看到他們也想起以前的自己，是習慣為自己築一道牆，

所以也不易親近，也不容易信任別人，容易猜忌。也許當時多了一些可以

和別人說心裡話的管道，我或許會更有親和力一點。雖然小朋友們旅行中

總是犯了一些錯，一鬆懈就整個亂了，不過以我走過來說，這樣的挫折在

他們心中是能累積成轉變的力量，而他們也學得很快，相信很快就能看到

他們慢慢蛻變，成長茁壯，也能做得比我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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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結論 

本方案從三月執行至八月，歷經半年的時間，從訓練到環島的過程，透過團

隊的方式帶領學生，學會團隊合作、問題解決以及正向的態度，這當中也讓孩子

學習透過攝影照相的方式去記錄，以及如何透過鏡頭表達想法。 

整個執行過程，看到成員間的衝突與磨合，也看到彼此的不團結，沒有足夠

的向心，但是卻也透過環島長時間密集的相處互動，看到團隊間彼此的個性與互

動問題，藉此期許團隊可以更加的向前與凝聚。 

這次環島不僅使成員看見個人在團隊的狀態，也使每個成員培養了堅毅努力

的性格，撐過了困難與挑戰，未來再遇到挑戰，就可以勇敢的說「無所畏懼；勇

往直前」。環島結束了，覺得這才是一個開始，從環島產出的新的經驗，成為我

們再成長的養分，使我們再更加的茁壯。 

 

柒、 檢討與建議 

一、調整人力分配 

本方案執行長達半年，在專責人力上只有一名人員負責，加上所分配負責

的人員仍有其他原有工作業務，因而連帶會影響其工作品質，以及耗費增加工

作時間，也或者壓縮排擠其他工作事項。因此，未來在辦理同樣屬高密度長時

間的活動課程，至少需安排兩名人員共同分擔，或者須調整人員其工作內容，

避免負荷過多造成其他工作受到排擠。 

二、召開籌備會議 

執行本方案時，大多都是專責人員進行規劃與執行，沒有特別為此召開進

度與籌備會議，因而有時主管與內部同仁無法追蹤執行進度與狀況，以及給予

及時的協助支援。因此，未來在辦理課程活動，應召開籌備會議，進行執行進

度回報以及提出相關需求，以便主管或內部同仁能夠作出調整或協助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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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附件 

附件一 活動照片 

 第一天啟程出發合照 

 

 抵達屏東壽卡鐵馬驛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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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達墾丁鵝鑾鼻燈塔 

 

 抵達台東海岸，遇見美麗的彩虹伴隨車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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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堅定的往目標前進。 

 

 雖然很累，但仍然甘之如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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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氣終於偶爾的放晴。 

 

 休息享用補給品，補充體力再出發。 

 



 

37 

 暖身拉拉筋再出發。 

 

 抵達住宿點也不忘保養維修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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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達台東太麻里車站，站前一條直通大海的大道。 

 

 我們在台東最美車站-多良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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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休息點-關山米國學校。 

 

 抵達花蓮住宿點前，與美麗的鐵橋拍張照。 

 



 

40 

 午休過後，暖暖身拉拉筋。 

 

 抵達花蓮吉蒸牧場。 

 



 

41 

 抵達宜蘭羅東林業文化園區。 

 

 抵達宜蘭礁溪龍潭湖風景區。 

 

 準備搭乘兩鐵火車跨越蘇花路段直達蘇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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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達宜蘭頭城外澳沙灘。 

 

 抵達三貂角燈塔前，歷經一段爬上坡，所幸坡頂風大涼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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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達石門洞，大夥在洞口前拍照。 

 

 抵達東北海岸，走了一段長路到富貴角燈塔。 

 



 

44 

 環島過了一半，來到了西部海岸－漂流木公園。 

 

 抵達西部海岸燈塔－白沙岬燈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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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一個又一個的爬坡來到了苗栗好望角。 

 

 在美麗的夕陽下，我們在台中高美濕地，我們的旅程也快要抵達終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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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經費支出憑證影本 

 影像設備費 

 

自行車備品費 

 



 

47 

交通費 

 

 
 



 

48 

住宿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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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費 

 

 



 

50 

餐食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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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食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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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食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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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食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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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食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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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食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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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維修與個人備品費 

 
 

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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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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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支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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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支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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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支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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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支費 

 

 

 

 

 

 

 

 

 

 

 

 

 

 

 

 

 

 

 

 

 

 

 

 

 

 

 

 

 

 

 

 

 

 

 

 

 



 

62 

雜支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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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支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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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環島手冊 

 環島手冊封面 

 

 環島手冊內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