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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設計學系「材料及構造」
服務學習課程專訪

老 屋 修 繕， 重 拾 希 望 之 火
青 年 服 務， 傳 遞 溫 暖 之 情

舊文化新科技，從喝水注入永續 奉茶行動專訪

從小扎根，
注入永續新生命
室內設計學系 
惜材惜食之永續學堂
團隊專訪



正如世界萬物的組成，皆由小小的原子所構築，

小小的行為隨著時間的積累也能夠大大的影響周圍。

有一群人，奮力地在世界的一隅建立起傳承永續的橋樑，

運用所學串聯起人與人之間的溫度，

讓理念猶如滴水般在眾人心中泛起陣陣漣漪 ...

本期雙月刊，將引領大家一窺社會的一角，

更加瞭解永續的多樣面貌，一同成為傳遞溫暖的一員。

服務學習記者團 敬上

引                      

言



室 內 設 計 學 系 「 材 料 及 構 造 」
服 務 學 習 課 程 專 訪

前往室內設計系的系主任辦公室，剛進門不久，陳歷渝老師便親切地遞來茶
水，招呼我們坐下，小記者們原先面對採訪的緊張心情頓時隨著茶香飄散到空
中，一散而去……

一夥人坐定後，陳老師開始侃侃而談地和我們訴說他的故事。早在中原成立服
務學習中心以前，陳老師就已投入服務多年，做著做著，服務已變成他生活的
一部份。聽到老師從事服務這麼久，小記者們不禁感到好奇，老師這麼熱衷於
服務的原因，陳老師笑笑的說：「我沒有能力去改變世界，只期盼能影響身邊
的人，當大家都有所善念，社會因此就會變的美好，不是嗎？」這也是老師在
採訪過程一直提到的理念。陳老師表示：「設計學院的同學擅長做設計，但很
少機會能真的將它做出來，因為好多人都忽略了實際操作的重要性。」如果只
是用簡報講授實作的內容，根本無法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但如果是將服務與
課程結合呢？效果就會大大不同。

老 屋 修 繕， 重 拾 希 望 之 火
青 年 服 務， 傳 遞 溫 暖 之 情

在中原大學一隅，有群默默進行老屋修繕的青年，在室設系陳歷渝老師及業師
林文祺的帶領下，實地走入桃園老屋現場，小小的空間裡，聆聽著老師的指示
一邊學習一邊修繕，在汗水與心血的交織下，改善了服務對象的居住品質。

從小事開始做起，做自己能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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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及構造」遇上的溫暖故事

青年志工力量大

在經過陳老師的分享後，我們瞭解「材料及構造」這堂課不單單只是上課
看看簡報、聽聽講解而已，而是真的帶領學生自己動手操作工具，並且親
自拿起工具到實際現場去進行修繕。讓學習活用於生活中的同時，也獲得
了服務他人所帶來的溫暖。

當問到印象最深刻的經驗時，他想了想回答，那是發生在一個體感溫度低
於八度的嚴冬，有對高齡老夫婦獨自居住在一個距離學校兩個小時多路程
的深山。因為家中的熱水器壞掉，再加上地處偏遠，很少有電器行老闆會
願意花來回將近五個小時的路程修一台熱水器。由於熱水器遲遲沒有被修
繕，夫妻倆已經在嚴寒的冬天洗了將近兩個月的冷水澡。為此，陳老師、
林老師和大家一起制定計畫，帶領學生們上山進行裝修，重新架設管線以
及熱水器安裝。修繕完成後，熱水在小小空間裡冒出滾滾白煙，不只是環
境，大家的心也因暖暖白煙而感動。當下的氛圍，陳老師說不用教學也不
用簡報，學生們自然就理解了老師想傳達給大家的想法，服務所帶來的感
動在於看到服務對象受到幫助後所回應的一抹溫暖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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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老師所認為的服學課程

陳老師告訴我們，他們為服務對象所做的，是裝門、修紗窗、安裝坡道、
扶手等，或許做不到重建整棟房子，但是這樣小小的修繕，就能為服務對
象的生活帶來大大的改變。就好比是一顆小螺絲，看似微小卻在最需要的
地方發揮出最大的幫助。陳老師服務社會多年，理念始終如一，不重視自
己獲得什麼，而是希望讓每位年輕人在服務過程中獲得感動，抱持善念。
這也許是一件巨大的理想，但陳老師表示：「一輩子達不成的目標是理想，
但沒有理想會缺乏方向。」這個想法支撐了老師一直以來的服務熱忱。而
在課程的結尾，陳老師特別安排學生們對自己工作的內容進行心得分享，
讓學生們能夠透過分享，重整自己的學習經歷，並且在聆聽別人的分享後，
瞭解他人做了些什麼，有什麼可以學習的地方。



青年志工力量大

哇！從學生視角看到的老屋修繕

深入瞭解「材料及構造」這堂課時，我們也採訪了曾經參與
課程的室設系秦健豪和顏昱琦同學。在學生的分享中，我們
得知團隊最近一次進行修繕的服務對象，是一位居住在龍崗
的奶奶。這位奶奶因為是一個人居住，再加上高齡長者的身
分，行動不便是生活的一大阻礙。因此，在老師們互相討論
如何讓居住空間更加安全並且對現場進行評估後，學生們開
始了一系列的修繕計畫，內容包括較常活動的空間，像是廚
房、浴室及客廳等的扶手裝設，更換原先老舊的衛浴設備，
並且為原先破洞的屋頂進行修補和加設防水功能。

學生們提到，這堂課和一般課程最大的不同在於實作內容。
有別於簡報課程中學生單方面接收的學習模式，同學們親自
拿起不熟悉的工具，小心翼翼地按照業界師傅的指示，做起
了水電、木工和油漆的工作。雖然剛開始不是很上手，但每
個人各司其職，在互相合作與勞動幾個小時後，原本簡陋破
舊的老屋有了全新樣貌，老奶奶在家的安全性以及生活品質
也大為提升。

課程學生實際操作釘槍進行修繕



青年志工力量大青年志工力量大

小記者們與陳老師的採訪過程

影響他人，讓服務永續

「材料及構造」這門課在老師及學生們的努力下，共同為弱
勢族群打造一個更加友善、安全的居住環境，當中也承載了
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的概念。而談及永續，對陳老師來說，
一個人對服務的熱忱要永續是不可能的，但透過影響他人，
服務的行為就能一直不斷地被傳遞下去，也呼應到老師先前
提到的理念—沒辦法改變世界，但至少可以影響身邊的人。

在溫暖黃色燈光的暈染下，小記者們邊聆聽邊思考著老師說
的話，不知不覺就忘了採訪的時間，從沉浸在與老師的談話
中回過神時，赫然發現老師的辦公室放著一樣意想不到的東
西—獨輪車！講到獨輪車，老師立馬興奮地跳上車展示，跟
我們分享自己正在學習的特技，辦公室頓時填滿了此起彼落
的笑聲。這樣一位活潑開朗、獨樹一格的陳老師正用著自己
的方式影響他人，而這些被老師影響的人，在未來，將會如
種子般，散播各處，遍地開花……



世外桃園

綠蔭下，板凳上的水壺供奔波的人們斟水，這象徵台灣好客精神的
風景，隨生活模式更迭而式微。如今「奉茶行動」創辦人黃暐程運
用當代科技，重新點亮奉茶文化，讓人們以奉茶行動 APP 尋找供
水站，使大眾感受人情味的同時，減少購買瓶裝水，發揚從源頭及
日常著手永續的概念。

永續的種子，經由歷練萌芽

校園記者 / 林宸羽、陳紀甄

舊 文 化 新 科 技， 從 喝 水 注 入 永 續
奉茶行動專訪

「這是長期而非突然的改變，是更早的堆疊。」提倡用資通訊科技
推動循環經濟的黃暐程，描述著奉茶行動 APP 的誕生。對他而言，
永續目標與投入都不是一蹴而就，若說探尋事物本質的好奇心是種
子；大學念的電子與研究所鑽研的通訊是養分；那 2008 年的金融
危機、紀錄片《±2℃》的衝擊就是形塑他生長方向的風雨，令不
復以往順遂的科技新貴停下腳步，重新思索未來方向，並於最終投
身永續行動。

2010 年起，黃暐程開始於節能相關的新創團隊就職，親自探討永
續和經濟之關聯。2018 年加入荒野保護協會，第一線的環境服務，
使他對永續議題更加產生共鳴。同年，基於減塑念頭，他以自身資
通訊專長，結合台灣富含人情的奉茶文化，開發出飲水地圖 APP—
奉茶行動。就此替不想買礦泉水的人，提供更多時尚、經濟、環保，
且充滿東方風雅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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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化包裝，讓喝水成為倡議

若剖析奉茶行動，會發現它的本質是一場倡議。對黃暐程
而言，不論是奉茶行動、公益演講，或是設立永續經營論
壇「CircuPlus 創業生態系社群」，都是為了分享他心裡
最美的未來樣貌。「每個人都有選擇機會，我在做的，只
是告訴他們有什麼選擇。」隔著螢幕說話的他，眼裡真摯
依然清晰可見。

慣於從本質探究一切的黃暐程，透過實戰業界覺察到，環
境問題是社會運作產生之結構性問題。於是 2018 年他發
起奉茶行動，不追隨「廢物變黃金」的永續潮流，而是以
「資源一開始就好好使用」作倡議核心，而以「減塑」為
實質目標。但明白自己該往哪走並不夠，讓大眾產生共鳴
才是「倡議」最大挑戰，面對這項難關，黃暐程選擇從行
銷切入，為印象生硬的減塑活動，包裝上暖心的「奉茶文
化」，藉此輕而易舉融入日常。

世外桃園

2020 年總統杯黑客松競賽時，創辦人黃暐程至總統府簡報奉茶行動



說起循環經濟，各路夥伴聞聲而至

結合台灣文化語彙，令人初見「奉茶行動」也能快速理解這是有關「免費喝水」
的 APP。而其中奉茶者、飲茶人的加入，很大一部分是因黃暐程不停舉辦循環經
濟公益演講。2018 至 2021 年他已發表約 200 場講座，舉辦的相關活動則約 50
場，產、官、學界皆大有人因此響應。「因為進入門檻低，所以夥伴像滾雪球一
樣越來越多。」這番話，表露了黃暐程無償演講的動力與喜悅。奉茶行動看見「人
們要的是水，而不是水瓶」，並展示了「對的方向」與「簡單的執行方法」，使
得原本就能供水的人，與有飲水需求的人，透過電子地圖一步步串聯。

而黃暐程的演講，也是他與公司夥伴相遇的契機，作為領導人，他總是抱持開放
心態，使自發性組成的團隊充滿理念及信任。「態度最重要，態度正確，技能都
學得來。對錯都是經驗。」姜太公般的求才模式，使他的團隊小而精悍，自由、
自主性都高，甚至兩年前就因疫情開啟遠距工作，如今營運依然順暢。而針對小
團隊天生劣勢，黃暐程從容回應：「確實有做不來的，但找其他團隊合作就好！」
這概念正同奉茶行動不須提供茶水，只需點出「茶香自哪飄來」。

世外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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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人茶水與受人茶水之手，歷久皆有暖意

不只奉茶，還奉上更好的選擇

行動伊始黃暐程與供水店家僅是業務的聯繫，但來往間不乏從來客變老友的例
子。同為受惠於奉茶的人，他最難忘的是一位瑞穗阿嬤 ⸺ 老人家奉了五十
餘載茶，各色旅人來來去去，她的茶水卻成共同回憶。從那兒添走一杯水的人，
多年後或許早已遺忘為何踏上那片土地，卻猶記阿嬤慷慨分享的茶水，與用大
半輩子淬出的故事及人情味，這是商店中消費多少次，也買不來的珍貴記憶。
這種無盡串連的溫暖，許多商圈協會理事長也深有所感，添水的旅客雖是一次
偶遇，卻因彼此真心以待，而留下對環境、文化、心靈的善循環。 

這份揉雜永續、科技及文化的地圖，不僅畫出奉茶者與飲茶人的關係圖，更為
使用者開闢出遊樂場，APP 評論區滿是有趣火花。說起這個黃暐程特別愛的
部分，他快速眨眨眼，分享了件好玩事：「有人去海巡署裝水，結果 ...... 留
言是在誇海巡署哥哥好帥！」聽到這般真切動人的評語，誰能不以開懷大笑回
應！這些使用者彷彿拿著尋寶圖的探險家，尋寶路上趣事連連，就像奉茶的茶
水源源不斷。

件件暖心故事生動描繪出臺灣人善良根性，人們通常不會質疑奉茶行動中每份
好意，但面對食用相關的社會信任問題，黃暐程表示奉茶行動只是一張地圖，
確實無法對使用者保證茶水品質。「但問題產生不是因為資訊透明化，這只是
加速問題被看見。」他坦蕩蕩回應，斯文書生樣，語氣卻透著豪氣：「看見問
題，整個社會就能一起改進。」

恰如涓滴成河，每位奉茶者、飲茶人透過奉茶行動成為夥伴，由自身選擇做起，
成為牽動整個世界走向的因。奉茶行動於舊文化基礎融入新科技，令環保瓶不
僅注入水，更添進環境、文化、經濟三面向永續精神，讓「奉茶」不僅奉上茶
水，還替我們的未來奉上更優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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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脫傳統教育體制，讓學習從生活做起

在充滿臺灣傳統建築氛圍的三合院中，26 位孩童專注地聆聽來自
中原大學大哥哥大姊姊的分享，瞭解修復傢俱的意義。拿起砂紙，
親手打磨自己的課桌椅，即使艷陽高照，也無法消磨孩子們的興
奮。在疫情的影響之下，室設系的同學們紛紛響應此次的服務計
畫，透過黃慶輝老師的帶領，學生們將理論知識化為實際行動，
以材料循環再利用，為孩子們打造更好的學習環境。

位於桃園市八德區霄裡的盧氏宗祠，至今超過 150 年的歷史，
活化運用成為實驗小學 ⸺ 大伙房書院。提到對於書院的初次
印象，吳致賢同學驚訝地表示：｢ 如果不說是學校，只會覺得那
個三合院很奇怪，怎麼有那麼多小孩！ ｣ 除了自然的生態環境，
當地的教學模式也讓同學們印象深刻。書院中的孩子們，煮飯
打掃通通自己動手參與，國小的孩童帶著幼兒園的小小孩一起
學習，透過同儕互動相互成長。

中原大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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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小 扎 根 ，
注 入 永 續 新 生 命
室內設計學系 「惜材惜食之永續學堂」團隊專訪



活化再利用，延續傢俱的價值

由於創校需要社會資源，書院裡的許多器具都是家長或社
會人士捐贈而來。在有限的條件之下，家長也很熱心地幫
忙修繕，但仍有許多不足之處，因此需要借助專業的力量，
為學童打造更舒適的學習環境。配合書院的需求，以二手
桌椅再利用，貫徹永續惜材的理念，家長協助尋找被小學
汰換掉的桌椅，透過室設系同學們的篩選、整理與加工，
最後再由孩子們親手打磨與上漆。回想起修復的過程，陳
宥妤同學欣慰地說：｢ 小朋友都很興奮可以參與到自己課桌
椅的修復過程，也瞭解這麼做的意義，這項傳承可以幫助
他們學習到更多東西。｣ 黃冠瑋同學也表示：｢ 原本自己沒
想過要用舊翻新，覺得一切都要又新又漂亮。這次試著讓
小朋友實際動手做，去珍惜自己所用的物品，是很新穎的
體驗。開始會有可不可以利用舊東西去做新設計，創造出
不一樣感覺的想法。｣

中原大小事

學生團隊和大伙房書院小朋友一同打磨課桌椅



除了傢俱的永續再利用，同學們也運用研究室學長姐之前的
設計經驗，以剩餘水果加工的果乾製作果凍蠟，傳達珍惜食
材的理念，賦予舊事物新價值。對此，陳宥妤同學有感而發
地說道：｢ 永續不一定是很舊的東西去做修復，就算八成新
也能再利用，我們應該著重的是如何用那個『舊』去做創新，
做出另一種新的詮釋。｣ 同學們現場示範並指導孩子們製作
果凍蠟，讓小朋友們發揮各種奇形怪狀的創意，將剩食再利
用，在舊事物上挖掘新的可能性。

「 若 以 金 字 塔 去 比 喻 的 話， 我 們 服 務 的 人 只 有 百 分 之 十 而
已，但還有百分之九十的人該怎麼辦？」當問起對於服務學
習的看法時，黃慶輝老師感慨地說道。

由於社會環境的影響，新世代學子對於社會概況的瞭解相對
不足，若沒有機會到真實場域中去觀察，比較難深刻理解弱
勢團體的艱困，甚至有可能不會意識到他們的存在。而一同
參與計畫的吳致賢同學也表示：「自己平常身邊也比較少看
到這樣子的情況，不過，這些情況也不會因為沒有接觸就消
失。」我們必須藉由實際去感受，才能真正看見需要協助的
人們，或許這也是現代教育的新課題，要如何讓學子更加瞭
解這個社會，除了將來可能要面對的「客戶」外，還有更多
需要專業服務的人們。

惜材惜福，創造不一樣的可能性

瞭解社會現況，走入不同人群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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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入真實場域，真正的看見需求

未來的永續發展

中原大小事

對於室設系的同學們而言，圖面就如畫布，自己
的 天 馬 行 空 經 過 一 筆 一 畫 型 塑 出 心 之 所 想。 然
而，當腦海中的想像跨入現實的剎那，才發現許
多事情都跟想的不太一樣。由同學們完成設計規
劃階段的課桌椅與收納櫃，最後因疫情關係改為
僅實作收納櫃。

袁潔瑩同學笑了聲說道：「我們一切都從設計開
始，在一開始卻沒考量到使用者在使用上會不會
有困難。以椅子的設計舉例，我們起初設計的重
量有點過重，沒有考慮到使用者是小朋友，在使
用上或許會有諸多不便。」與教室裡的死板理論
不同，正因為實際踏入了場域，才更加深刻體會
到 設 計 的 出 發 點 是「 以 人 為 本 」。 伴 著 這 份 體
悟，同學們最終以小朋友的使用作為最大考量，
著重於使用上的安全性，把桌腳、較尖銳或有五
金之處磨得平整，重新進行課桌椅的加固。訪問
後的小記者深受感觸，相信對於室設系的同學們
而言，這份回憶在未來想起，必然也會是個難忘
的經驗吧！

為了能讓服務往永續方向進行，黃老師也向我們
分享他的規畫：｢ 從教育的觀念來看，除了把我
們做的事情做成影片放在網路上，讓大家瞭解這
項 計 畫 外， 接 下 來 就 是 要 整 理 我 們 這 方 面 的 資
料，讓更多人知道他們可以怎麼做，這是我們往
後要努力的事情。」雖然這次的計畫已落幕，但
傳承永續的精神已在孩子們心中播下種子，期盼
未來能引起更多人對永續的重視，在各自的生活
軌道，實踐永續觀念。

學生團隊講解為課桌椅上漆的過程

學生團隊共同討論設計



隨著時間流逝，許多事情不斷地發生在我們日常，有句
話說：「生活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發現」。2021 年冬
天，小記者們舉辦了徵稿活動，從中選出四篇文章。從
2 月到 8 月，讓我們每期都有一則溫暖的小故事陪伴 ...

企管四甲　陳依琳

寒冬送暖，寫下悸動的瞬間

前一陣子課業繁忙，每天都在校園內東奔西走。

在一次趕著去小組會議的路上，我提著筆電和厚重的書本，
害怕著耽誤到時間便分心，重重地摔倒在地。當時的我十分
錯愕和擔心，很想立刻站起來趕路，卻因為傷勢稍重而只得
在地上緩緩收拾。

忽然，有個女孩蹲下身來幫著我收拾散落在地的物品。

「來！我幫妳收好！」女孩說。

我很訝異，也很感動。

因為我們是素昧平生的陌生人，她卻願意停下腳步幫助受傷
的我。我在她的攙扶下吃力的起身，還很熱心地帶著我去簡
單的包紮。分開前我對她表示了深深的感謝，很謝謝她的善
良幫忙了受傷無助的我，但當我提出交換聯絡資訊要額外謝
謝時，她便婉拒了，她笑著揮手說：「沒關係！沒事就好！
下次要小心喔！」

看著她離去，我也在心裡給自己期許，以後若我碰到需要幫
助的人們，我也要停下腳步來幫忙，將這份感動傳遞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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