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年「校友卓越講座」計劃  活動執行 

系所名稱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 

民族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學系 
校友人數 2 人 

活動參與 

人  數 
175 人 

活動內容 

概    述 

場次一：施宇凌-你想成為什麼樣的人？流動的斜槓人生 

    施宇凌學姊分享從大學畢業到出社會工作心路歷程，不同階段的選擇帶來不同

的成長，分享許多跨領域的經驗，並發現自己一直都是在助人和療癒工作中學習和

成長，並且在講座中提到：「自己是最重要，有興趣就去嘗試看看，反正沒有什麼

好損失的，畢竟只有自己才知道怎麼做個完整的人。」 

    施宇凌學姊就讀東華大學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由於本身不具有原

住民身分，因此在參與原住民族議題的討論過程中，嘗試跨越身分的限制，去學習

以前從未接觸過的領域，培養自身批判和反思的能力。學姊畢業後曾擔任多個專題

研究計畫助理職務，在不同計畫的執行中，對於原住民族各面向的議題，有更深的

學習與認識，並累積了許多田野調查及研究的經驗，因此，對於各種原住民議題都

有了更多不同的看法和見解。 

    目前，宇凌學姊於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修讀第二個碩士學位，不僅是

對於社會工作的專業再延伸，也開啟了對於療癒工作的探索，並進階至身心靈的結

合與自我成長。  

    講座的最後，宇凌學姊分享自己的斜槓人生，包括社工師、文字工作者、海上

解說員、動物溝通師、能量療癒師等，希望同學們只要有興趣就以行動多方嘗試，

不要因為所就讀的系所侷限了對自己的想像。因為我們現在的每一個嘗試，都會在

未來型塑出不一樣的自己，或許在嘗試的當下會充滿不確定感和徬徨，但這些學習

與經驗終究會儲存在身體和心理成為自己未來的養分，幫助每個人活出屬於自己的

樣子。 

 

場次二：黃雅憶-如何成為夢想創業家 

    黃雅憶學姊畢業於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民族發展研究所。畢業

後參與各項國際交流及志工工作，並曾經於東華大學國際事務處服務。雅憶學姊同

時擁有兩個族群身分：阿美族、布農族。但由於從小在花蓮縣玉里鎮的阿美族部落

長大，直到上了大學後才開啟自己對於布農族身分與文化的認同。 

    曾經在世界各國交流與學習的雅憶學姊，印象最深刻的是在紐西蘭與當地毛利

族人的文化交流經驗，學姊說：「在交流的過程中，不只是去學習到紐西蘭毛利族

的文化，還要把自己的族群文化分享給他們」。或許是因為學姊的外型遺傳了布農

族的特徵，黝黑的皮膚和濃密的自然捲髮，讓當地的毛利族人把學姊當作自己的家

人一樣對待並且重視。在交流的過程中，雅憶學姊不僅學習到毛利族人傳承自己文

化的方式，更深刻體會到「運用文化去成為經濟，但又不受到現實體制而流於形

式。」 



    雅憶學姊在交流結束返回台灣後，即開始從事了許多文化的工作，包含布農族

傳統石板屋的建造、恢復部落傳統祭儀、發行部落文化書刊等，在田野調查和紀錄

方面有許多的經驗分享。 

    雅憶學姊目前擔任「丹娜文化行銷有限公司負責人」，並和朋友合資成立「丹

娜文化分享空間」。關於創業，雅憶學姊提出 4 大要點： 

1.從自己的興趣和夢想出發：從事自己有興趣或完成自我夢想，是創業最大的動力

來源，也是讓自己堅持下去的主要理由。因此，在創業之前，一定要清楚的知道自

己的興趣和夢想，立定目標往前邁進，過程中，一定會遇到許多狀況，因此要在目

標不變的原則下隨時保持彈性的調整步伐。  

2.創業資金：資金一直都是創業所必需的基本條件之一，鼓勵青年創業是目前政府

的施政要點之一，因此可以密切注意各項創業計畫的徵求訊息，透過撰寫計畫書爭

取創業資金。 

3.創業夥伴：志趣相投的創業夥伴可以為創業帶來更多支持，並且透過企業間協作

或結盟的方式，在創業或營運的過程中相互支援、共好共榮。 

4.主流趨勢：除了專注於原訂的創業目標外，需要時時關注主流的趨勢發展，並且

透過科技提升產品的質量與價值。例如目前 AR、VR 的技術成熟且應用層面漸廣，

雅憶學姊以和夥伴討論如何將相干關技術應用至工作室的遊程規劃、文化導覽工作

中。 

    目前的社會氛圍，創業對於年輕人來說不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但卻也沒有想

像中的簡單。雅憶學姊鼓勵學弟妹從發現自己熱愛的事情開始延伸創業的想法，如

此一來，「創業」就等同是為自己熱愛的事物去打拼，即使過程中會有很多來自現

實的壓力，因著這各個動力也會努力不懈堅持下去。 

校友對於 

活動建言 

1. 謝謝系所和系學會邀請，在準備分享內容的過程中，能有機會再次回想當初

所經歷的一切。雖然分享的內容不一定能讓每個學弟妹都有所共鳴，但希望

在未來某一天，這些話語可以成為他們的養分和幫助。  

2. 看到弟弟妹妹們，對於未來的方向有感到迷惘的，希望透過自身的經驗分享

能夠幫助那些還在猶豫的學弟妹給他們不同的想法，鼓勵他們不設限自我，

跳脫主流框架給予的限制。 

3. 因為時間的限制，短短的 2小時只能針對學弟妹想知道的內容做重點式的分

享。在演講的過程中可以感受到學弟妹對於國考的壓力，但東華民社學程、

民發系的課程設計方向很多元，同學可以有很多的跑道選擇，建議系上可以

多辦理相關的講座，讓學弟妹們有更多學長姐的經驗參考。 

4. 不管是創業或是跨領域的學習，都希望學弟妹多思考未來方向的意義和價

值，並且勇於嘗試才能更確定自己的目標，重要的不是結果，而是過程中你

如何累積自己。 



執行檢討 

及 建 議 

(一) 優點： 

1. 講師內容豐富，對時間掌握得剛好，參與人數眾多，也透過講師的內容分享，更

了解不管是民發系或民社學程畢業的同學，都不只有一個出路，更要學習不設限

自我，而是給自己更多元的選擇。 

2. 講師介紹自己在許多領域上的經驗，也教導同學在面對跨領域的學習時，如何去

做結合還有在跨領域的經驗中如何去累績自己，提供在學習上還有興趣上還沒找

到定向的同學一個不一樣的方法和意見。 

3. 講座幫助到未來想要從事相關職業或是想要回鄉工作的同學很多的幫助，內容很

實用並且透過講師的分享同學對於未來的規劃有更多不同的想法。 

4. 設備完整、音響音量適中，聽眾不會覺得太大聲，講師報告內容準備完善，內容

很有趣，好的回饋度很高。 

(二) 缺點： 

1. 教室容量原本 100人但是報名人數超過 100人所以有些人要坐在最後面可能會影

響聽講座的感受，設備缺乏無線麥克風沒辦法讓講師自由走動跟台下的聽者有更

多的互動。 

2. 聽眾與講師互動太低，講師想要台下聽眾互動，但是聽眾沒有給講師太大的回應，

導致場面尷尬，冷氣太冷坐在冷氣旁邊的同學都會覺得冷氣溫度太低，聽感備受

影響。 

3. 講師預備的 PPT字有些過小坐在後方的同學看不見。 

(三) 建議： 

1. 講座的時間跟吃飯的時間重疊，導致有些人沒有吃午餐就去上下午的課，也許的

講座可以提供餐盒，解決同學沒有時間吃午餐的問題，或是可以將講座的時間稍

做調整讓同學有時間先去買午餐。 

2. 建議講座結束之後設計一些 QA讓台下跟講師有一個互動機會，或是設計討論時

間讓講師和同學有雙向互動可以給彼此更多的回饋。 

3. 還有講座時間移動到晚上，這樣也不會像中午一樣很趕著要去聽講座，講座結束

之後也不會耽誤自己的上課時間。 

(四)活動期間曾遭遇到那些困難？如何克服？未來應如何改進？ 

1. 活動快開始還沒有準備好投影幕設備，因為沒有跟講師配合好要用學校的電腦還

是講師自己帶電腦，所以就出現了講座開始但是設備還沒用好跟電腦連接撥放投

影片的問題，下次先跟講師配合好電腦設備，提早去設定或是備好器材就不會有

拖到講座時間或是造成工作人員手忙腳亂的問題。 

2. 場面尷尬台下聽眾不回應講師問題，下次可以請工作人員系學會他們引導聽眾提

出想法讓聽眾也試試看講出己的想法就不會像這次講座一樣程序沒辦法順著進

行下去。 

3. 報到處人多時易有混亂情形發生，同學進場後坐的位置較靠後方，導致晚到的同

學還要往前走可能影響到講師以及其他同學的投入度，下次工作人員可先協調工

作內容增加引導的工作讓同學較快入場並提醒往前坐，幫助現場秩序更加理想。 



 

 

 

 

110年「校友卓越講座」計劃  活動剪影(場次一) 

  

圖一、全體大合照 圖二、與校友合照 

  

圖三、講座過程實況(一) 圖四、講座過程實況(二) 

 
 

圖五、講座過程實況(三) 圖六、講座過程實況(四) 



 

 

 

 

110年「校友卓越講座」計劃  活動剪影(場次二) 

  

圖一、全體大合照 圖二、與校友合照 

  

圖三、講座過程實況(一) 圖四、講座過程實況(二) 

  

圖五、講座過程實況(三) 圖六、講座過程實況(四) 



110年「校友卓越講座」計劃  活動文宣 

文宣海報

一、主題名稱：110年「校友卓越講座」 

二、辦理時間： 

(一)場次一：110年 11月 08日 12:00-14:00(施宇凌 校友) 

(二)場次二：110年 11月 22日 12:00-14:00(黃雅憶 校友)

三、辦理地點：本校原民院 A137教室 

四、參與人員： 

(一)場次一：施宇凌 校友(講者)、莊曉霞老師(主持人)、到場學生 99位 

(二)場次二：黃雅憶 校友(講者)、

施宇凌 

五、主辦單位：國立東華大學學生事務處 

六、協辦單位：國立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民族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學系學系 





110年「校友卓越講座」計劃教學改善與課程規畫建言具體作法 

系所名稱：國立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民族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一、110年度教學改善與課程調整作法： 

強化學生對於國考準備的過程更加有概念，本學期末即將開設公務人員考試的工作坊。 

二、對校友之「教學改善與課程規畫相關建言」回饋處理情形： 

(一) 校友意見：建議增加校外實務課程，或邀請相關業界人士進行分享，讓同學認識各領域社工

師的工作內容。

→處理情形：

民社學程現已開設「社會工作實務」、「社會工作實習(一)」、「社會工作實習 (二)」課

程，透過計畫經費的支持，於「社會工作實務」中廣邀各領域社工師到課堂介紹該領域之社

工工作內容與現況，讓學生對於未來可能接觸的社工領域有概念，並於「社會工作實習

(一)」、「社會工作實習(二)」課程規定學生須進行 2階段的校外實習；透過實務演練，將

所學理論作實際應用。 

(二) 校友意見：增加對於原住民的文學探討能力，藉由對文學的探討能更多了解自己的母體文化，

透過閱讀文學累積閱讀涵養培養批判性思考和增進視野之能力。

→處理情形：民發系課程規劃已有「民族文學」課程，並將於 110-2開設。

三、110年「校友活動」辦理情形(含本活動)一覽表 

no 活動日期 系所名稱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校友數 參與數 

1 110/11/08 
民族社會工作學
士學位學程 

110年「校友卓越講座」 原住民民學院 A151 講堂 1 99 

2 110/11/22 
民族事務與發展
學系 

110年「校友卓越講座」 原住民民學院 A137 講堂 1 76 

※※「校友相關活動」範圍說明： 
一、只要與「校友」有關之活動皆納入(含講座、座談會、分享會、茶會、展覽、體育活動、系友活動…等)。 
二、無論是系所主辦、系學會主辦或者自籌經費、相關單位補助者亦皆涵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