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靜
宜大學社工系畢業沒多久的汪羚，外

號「阿mo」，在勵友擔任社工四年

多，問她對於陪伴不想唸書的青少年，這份

工作困不困難？她回答：「要有耐心，其實

青少年需要的只是有人陪伴跟聆聽。」青少

年正是處於尚未脫離稚氣又還未真正「轉大

人」的階段，此時如果沒有家人陪伴在旁或

循循善誘，很容易就沉迷線上遊戲、網路交

友⋯⋯，致使遠離課業。而一旦接受陌生同

儕的意見，很多偏差行為便漸漸養成，想再

挽回或導正將加倍困難。

青少年擔任小隊輔與教學

  勵友所舉辦的夏季營隊活動，往年多以

其所服務的青少年參與為主，參加營隊只需

跟著一起玩就好。阿mo 接手舉辦營隊後，

覺得應該讓他們了解：在享受社會福利之

餘，自己也可以付出。於是自2015年開始加

入新的活動方案與措施，要求每一名想來參

與偏鄉小學課輔營隊的學員（個案或其同

學、朋友皆可參與）必須通過甄試。甄試時

得面對錄影機，說出自己能在營隊中扮演什

麼角色、貢獻哪些才能，還有希望達成的目

標等等。如此，一方面可做為後續的輔導追

蹤，一方面也讓青少年學會「說到做到」。

  2015年夏令營隊第一次改成由青少年擔

任小隊輔，前往偏鄉服務當地小學的孩童。

首度於苗栗大湖鄉的東興國小舉辦，該校區

坐落在馬拉邦山登山步道附近，那裡的孩子

們暑假多數就只有電視或阿公、阿嬤陪伴。

所以，當學校宣布將有大哥哥、大姐姐到校

帶領營隊活動，幾乎全校學童都參加了。

  2016的偏鄉夏令營隊選在距離東興國小

不遠山腳下的武榮國小，適逢東興校區整

修，也就順勢整合兩校學生共同參加營隊。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許多擔任小隊輔的勵友

青少年回鍋率也非常高呢！由於每個人都要

同時擔任營隊授課及隊輔工作，訪問只能趁

大手拉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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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午休時進行。綽號「半山腰」的小隊輔

外型帥帥酷酷的，卻在課堂教小朋友手編蠟

線手環；複雜的手作，讓小朋友接二連三地

找他求援。來自都是姊妹的家庭，一度讓

「半山腰」覺得不被了解、又很煩人，更在

進入女生居多的商職就讀後，讓他老是不想

去學校。這次擔任DIY的授課老師，他想起

童年加入童軍的經驗，也找姐姐們惡補。受

訪時他自信十足的說：「只要去做就會有機

會，不要只會享受身邊的一切供應，以為理

所當然，而是想想自己能為周遭付出些什

麼。」

全然付出，回收驚喜

  現在就讀高二的「火山」，國中曾是學

校的風雲人物，因為說話直接又大聲，被同

學們取了這個綽號。火山原本在校表現良

好，卻因同儕相處出了問題，熱愛街舞的

她，跳舞變成那段時間唯一想努力的事。這

次營隊中她也帶小朋友學跳一段街舞。未來

她想報考藝校，期待自己能在感興趣的事情

上更上一層樓。

  就讀東方工商的「David」來到勵友至

少四年，國中時從來不懂為什麼需要唸書，

在校總是橫衝直撞、大聲咆哮，要不就在課

堂上發呆。因為加入勵友的籃球隊，球打久

了沒事就往機構跑。「到中心會有另一個家

的感覺，有人陪遊戲、有人教功課，有心事

還可以跟社工老師聊一聊。」他說。漸漸

地，透過看似不經意的聊天，竟找出自己高

三的目標。David說，因為喜歡到處玩，目

前考上高雄餐旅學校觀光系，期待未來能夠

學用合一。對David而言，帶營隊最累的事

是預先的準備。甄試時設計好的課程方案，

在營隊時要全盤教會小朋友們，上課不能莽

莽撞撞的、不能講三字經，對同學和隊輔保

持禮貌等等，再再讓自己回想起從前師長跟

親友們的用心良苦。

  已經考上資工系、念大一的「阿哲」，

曾經一度對自己較同學矮小的身高很沒信

心，但高三時透過營隊活動的主持機會，讓

他在大學生活重拾自信，當個快樂新鮮人。

小朋友都很喜歡的籃球活動中「許思」哥哥

的球技和解說，他是小朋友到處追著跑的球

場偶像。他說：「因為和同學一起到勵友打

球，參加2015營隊甄選後讓他重新思考，高

三生活要怎樣過。」曾經只喜歡籃球、電玩

的他，決定不要像其他不想唸書的朋友們，

只滿足於一萬多塊錢的打工生活，一定要為

自己的未來加把勁。今年高三分組轉考衛護

組的許思，雖然還在等待分發，但他說無論

結果如何，都會持續為自己的夢想努力。

  勵友中心服務大台北地區青少年已42

年，從單純的觸法少年保護管束工作，到現

今社區外展、兒少課後關懷、緊急安置及家

庭服務等多元化服務。萬海慈善此次贊助4

萬元給2016勵友夏季營隊，相信這群小隊輔

都獲得了偏鄉小朋友的喜愛與肯定。而被這

群純真的孩子依賴、信任的大哥哥、大姐姐

們，除了懂得付出的美好，也知道自己擁有

成就夢想的能力。當然，或多或少都找回些

自己曾經失落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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