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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編輯室 呂學智

老人都有 3C 產品恐懼症

多數長輩患有「3C 恐懼症」，主要原

因是害怕弄壞這些 3C 產品。專家建議，年

輕一代應該多鼓勵長輩，不要讓他們在學習

中感到緊張，讓他們知道，電腦與手機亂按

也不容易壞掉。

事實上，隨著年齡老化，腦力也不斷在

喪失中。不少精神科醫師認為，對抗失智症

的最好方式就是趁年輕時多動腦，學習 3C

產品適度活用腦筋，將有助於減緩失智。

現代人的生活幾乎已離不開數位工具，

在家不出門，上網能知天下事，還可以購物、

點餐、理財、追劇等，甚至可以透過社群軟

體和親友交談，善用科技工具可擴大生活

圈、促進健康，更是活力老年的指標之一。

「隨著科技進步和數位化時代來臨，

學習使用手機及相關應用，這對於老年人來

說，具有多方面的好處和必要。通過與科技

接軌並讓老人快樂地學習，這是開設手機班

的目的。」基隆市長青學苑—科技走讀班老

師張鈴英說。

數位科技學習 幫助長輩開拓視野 

環宇基金會受基隆市政府委託承辦第

42 期「長青學苑」，近日舉辦了一場別開

生面的戶外教學活動「AR 實境體驗課程」。

包括智慧型手機班、平板電腦班、雲端旅遊

智慧手機時代，
   擴增銀髮樂活



班以及科技走讀班，總共五個班 85 位學員，

帶領他們前往基隆港麗都蝶客花園，透過 AR

實境親身體驗海洋奇蹟，增進對海洋生態的

認識。

活動中，長者們驚喜地發現許多從未見

過的基隆在地海洋生物，現代科技的應用讓

他們對 AR 實境體驗讚嘆不已，不僅感受到

科技的魅力，也拉近了與海洋的距離。

「哇，看到很多魚耶！阿嬤從來都沒有

看過耶！」「這麼大隻的魚，還有活生生的

花枝呢！」「現代科技真的很厲害，我們很

幸運可以跟上時代。」在這些話語中，無不

透露出長者們的驚喜與興奮。

智慧手機班謝馨儀老師說：「今年再度

來到麗都蝶客花園，體驗海洋奇蹟 AR 實境

秀，基隆不只是有夜市、海科館，同時還有

大船入港的盛大雄偉，和快樂出航的歡笑氣

氛，這次就是要讓長者體驗交織著科技和夢

幻之美的 AR 實境秀。」

AR 實境的魅力與驚喜 

策展公司

表示：「這次

活動與長青學

苑合作，主要

針對基隆特有

魚種設計。根

據以往評估，遊客群中銀髮族占了很大部

分，雖然他們在操作上比較不熟練，但主

要樂趣在於如何拍出好看的畫面及影片分

享。」

「他們的需求就是方便快速且容易體

驗，看到大家都在認真欣賞，非常開心。要

改進的部分是，下載 APP 跟開啟連結需要更

明確，讓銀髮族可以更快速體驗，這是我們

要加強的地方。」

長者們體驗後，紛紛表示滿意和開心：

「等它下載完，就掃描這個圖形，掃完就可

以玩了！」「小卷很大隻，哈哈哈！」

雖然有挑戰性 但可以慢慢突破 

AR 實境工作人員說：「這次活動帶給

長輩們很多好玩的體驗和有趣的回憶，這是

我們最想達到的目標。在引導過程中，看到

長輩們非常喜歡這類型的活動，讓我非常感

動！」「數位時代對年輕人來說，或許很簡

單，但是對長輩而言，可能就會比較陌生，

我覺得只要敢去接觸，就可以慢慢突破。」

長輩們很開心表示：「好豐碩哦！你看，

整個都是，好多好多魚！」「今天很開心，

玩的很開心！」「我在抓魚，但收獲還沒有

很好，等一下繼續努力！」

長輩很感謝服務人員：「我覺得他們很

熱心，也很有耐心幫我們老人家講解，所以，

我就不怕麻煩地去麻煩他。」「他們真的很

有愛心，體諒我們這些老人家，非常謝謝！」

開心陶醉在虛擬實境中 

「這是同學幫我照的，好可愛喔，好大

隻魚啊！」「你剛剛釣了多少時間？」「我

忘記了，玩到忘記時間了，下次真的要帶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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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來玩，很有意思！」「釣魚真的蠻好玩

的，會刺激我們的挑戰慾。」「坐不到二十

分鐘就釣這麼多，我剛剛釣到一隻 7 公斤的

魚，好開心哦！」學員們陶醉在這種 AR 科

幻娛樂的刺激中。

學員分享：「非常高興能夠參加，每一

年都能夠讓我們有機會學習新科技，雖然都

已經七十幾歲了，但是參與這個手機班，讓

我們學到很多的東西。」「沒想到我們這個

年齡，還可以跟得上 3C 的時代，自己都覺

得很不簡單！」

有人分享：「老師教學的內容都會創新

改變，每年都不一樣。我們有人八十幾歲了，

都很好學，班上還有柱拐杖的同學，他們夫

妻都已經八十幾歲了，每周都還是坐計程車

來上課，真的很令人感動！」

開啟新知的大門 提升樂齡生活 

張鈴英老師說：「手機已經是現代人不

可或缺的必需品，除了日常生活應用之外，

也要讓老人能體驗手機的樂趣。這次安排的

AR 體驗戶外走讀，增加了更多趣味性和競技

性，這對老人來說，也是一種另類學習。」

長者們不僅學到了新知識，還可與同

伴們分享拍攝的照片和影片，充滿歡笑與感

動。一位參加者興奮地說：「雖然我們年紀

大了，但能夠跟上 3C 時代，真的很開心。」

「這次活動讓我大開眼界，也體會到科技神

奇和樂趣。」

這群平均年齡 70 歲左右的長青學員，

在現場學習利用手機下載相關 APP，不僅可

以觀看鯨鯊和魚群，也可以從手機螢幕中虛

擬釣魚，體驗 AR 擴增實境的功能和樂趣。

引領銀髮族 改善世代科技落差 

「活到老，學到老」，長青學苑配合中

央政策，特地加開這些資訊類的課程，鼓勵

長者們多學習，跟上科技數位化的脈動，改

善世代落差。新世代的老人，學習 3C 與智

慧手機，已是必然的趨勢。

一、增進溝通與聯絡

學習照相、相簿和早安圖等功能，可以

幫助長者與親友分享生活點滴，增強情

感聯繫。學習相簿管理能夠保存和分享

生活中的美好瞬間；通過發送早安圖，

可以增強與親友之間的情感聯繫，減少

孤獨感。

二、激發數位創作潛能

手機中的數位創作不僅能激發長者的創

意，還能提升自信心和成就感。例如「美

圖秀秀」可以讓他們體驗創作的樂趣，

通過編輯和美化照片，學習數位工具的

熟練度，並享受創作的成就感，以及增

強更多自信。

三、運用導航規劃路線

學會使用導航工具可以更獨立出行，減

少迷路的風險，並提升自信心和生活質

量。通過 Google 地圖，可以找到最佳

路線並探索新地點；路線規劃可使長者

能夠更輕鬆地安排出行，知道如何搭

車，提高生活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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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習網購及各種資訊

掌握數位技能能夠提升長者的生活品

質，更方便地獲取各種信息和服務，例

如運用網路購物，減少外出負擔，特別

是在不便出門的情況下。此外，亦可查

詢生活資訊，快速獲取新聞、天氣等資

訊，保持對外界的了解。

五、享受多樣娛樂休閒

數位娛樂能夠豐富長者的休閒生活，讓

他們在家中也能享受娛樂活動，如影音平

台提供豐富的視聽娛樂，提升生活樂趣和

滿足感。同時，使用社交媒體能讓長者

能夠與朋友分享和交流，擴展社交圈。

手機科技 為晚年注入新活力 

開設手機課程，為銀髮族帶來了諸多益

處，從增進與親友的溝通聯絡，到激發創作

潛能，再到導航和路線規劃，不僅提高了他

們的獨立性和自信心，還讓他們能夠享受多

樣的娛樂休閒。

無論是保持與家人的聯繫、探索新地

點，還是享受數位創作的樂趣，這些都為長

者們帶來了新鮮的生活體驗和滿足感，生活

將變得更積極，也能減少孤獨感。

老人學習使用手機及相關應用程式，能

促進他們心理和身體健康，增強自我獨立性

和安全感，幫助老人們適應現代社會，保持

積極的參

與感，同

時也提升

生活的品

質與豐富

多彩的晚

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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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據點社工 賴世芸

「經絡基礎班」是古亭老人據點最熱門

課程之一，每次開班，至少都有二十幾位長

者報名。因為場地有限，最多只能二十人參

加，所以每次都必需抽籤，無法讓每個人都

來上課，確實十分可惜。

上期經絡課，最後一堂課天氣很棒，老

師上到一半就說：「�！要不要出去打打操，

曬曬太陽？」「好！」大家異口同聲開心地

回答。在室外寬闊也比較不悶，就像郊遊一

樣，心情更開朗。

課程結束後，班上的林大姐熱情邀約大

家聚餐，順便請老師吃飯。長者們非常贊同，

因為老師對長輩們真的很用心和關心，所也

想藉由聚餐來回饋老師，同時大家也可以彼

此交流。

林大姐是新進學員，個性主動熱情，

每次在課堂上都增添了許多歡笑。新學期課

程，林大姐很幸運抽到了名額，而一些沒被

抽到的同學，都哀號著可惜與惋惜。

有人連三期都沒抽到，終於這次抽中

了，簡直喜出望外。老師對她說：「你終於

被抽到啦，恭喜你！」老師特別關心大家，

連誰來上過或沒來上過，她都記得一清二

楚，怪不得她的課都大受歡迎，場場爆滿。

開課時，林大姐特地帶來美味的燒餅，

她說：「上次聚餐還剩一點錢，也不好處理，

所以經過大家同意，買燒餅給大家吃！」大

夥就像一家人一樣開心。或許林大姐自己也

貼了點錢，所以大家一直謝謝她，她說：「大

家開心就好！」

她還多買了幾份給主任、社工、實習生，

甚至給其他課的老師，設想周到，怪不得上

課時大包小包的，疑惑她到底帶了些什麼，

結果是幫大家帶了燒餅。

剛到時，她還氣喘吁吁地說：「我還

是用跑的過來呢！怕大家吃不到熱呼呼的燒

餅。」「怎麼不叫我呢，我可以騎機車去載

你呀！」有機車的吳姐就這樣說。「對齁！

都忘記了你有機車。」吳姐假裝生氣說：「下

次要記得找我喔！」林大姐大聲回答：「沒

問題！」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林大姐的名字諧音剛好叫「佳節」，

碰巧臨近母親節，大家就說因為是「佳節」

帶給我們這些母親們「佳節的禮物」，把林

大姐都搞害羞了，直說：「托大家的福啦！

每次來這裡都很開心，也很謝謝據點跟老

師！」

務

長
者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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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課輔老師 田喬靜

慶元 ( 化名 ) 給我的第一印象是沉默不

愛說話，在課後照顧班對妹妹的關懷與包容

性很高，作業完成後會自己安靜地玩桌遊。

他回家作業要寫造句，例句是：我喜歡

我自己，我喜歡我的大耳朵，也喜歡我的圓

肚子，還喜歡我的小短腳，我是可愛的小豬。

但慶元卡住不會寫了，我問：「你喜歡自己

哪裡？」「我都不喜歡！」

原來，慶元的父母在平常生活中，很容

易給予偏向負面的對話，像是「到旁邊去！」

「小孩不行啦！」「他都沒有耐心！」讓他

感到更加沒有自信。

剛開始上烏克麗麗時，雖然他一開始

就很認真，但也表現出很沒有自信的樣子。

指法跟不上也不敢說，或出現困惑不解的表

情，老師每週會教新的指法，慶元覺得很難

不能理解，但他不敢在課堂上向老師求救，

等到老師發現時，才主動過去協助他。

但最近一次看到慶元上烏克麗麗時，老

師說：「再練三次，可以考試了嗎？」慶元

就主動搖頭，「那要再練幾次？」他回答：

「五次。」

之前觀課時常看到慶元迷惑的表情，下

課時我問他：「今天教的會很難嗎？」他一

臉困惑的表情也不說話，或是給我一個尷尬

又不失禮貌的微笑。上課時老師請大家練習

單音、和弦、撥弦大聲、撥弦小聲，一段一

段輪流彈，最後合成一首曲子。

「慶元，彈得很棒喔！」雖然慶元還是

可以跟上老師的教學進度，但需要很多次的

練習才會熟練。當聽到才藝老師誇獎時，他

露出很靦腆的笑容。

研究指出學習音樂有助兒少大腦發育，

改善孩子的注意力、記憶力、閱讀能力，學

習樂器可以協助重新打造大腦迴路，強化自

我認知感受和自我覺察，讓兒少從中發展出

美學的素養。

看到慶元主動表達出「我需要多幾次的

練習」，當兒少不愛面子就有了裡子，把才

藝學起來，除了可以自娛娛人，也擁有一項

可以帶著得走的技能。當他使用烏克麗麗，

完整彈奏一首曲子時，也同時提昇孩子對自

己的自信心，我為他自己踏出自我表達的第

一步，致上感動的喝采。

踏出自我表達
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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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據點社工 劉培如

陽光明媚的寒假，基隆課後班的孩子

正在迎接一項新挑戰「競技疊杯」，這看似

簡單的遊戲背後，蘊藏著孩子們的汗水和努

力，以及他們在學習過程中所遭遇的挑戰與

成長。

從 111 年寒假開始，據點開設了「競技

疊杯課程」，指導老師細心介紹與說明競技

疊杯的規則，隨後帶領兒少進行基本動作練

習，並透過有趣的團隊競賽方式，幫助兒少

探索與學習。

看似簡單，其實不容易

練習之前，孩子們各個興致勃勃、躍躍

欲試，一開始拿起杯子練習時，都以為很簡

單，但很快就發現，這並不像表面上看起來

那麼容易。

「哎呀，又掉了！」「哇，擺錯了！」

「好可惜，又差一點點！」一個個杯塔倒塌

的聲音時而響起，伴隨著失敗的嘆息。有時，

他們的手在抓取或放置杯子，還會顫抖不

已，造成杯子摔落或倒塌。有些甚至疊錯了

杯子的順序或方向，導致杯塔結構不完整。

儘管面臨著各種失敗，但孩子們並沒有

氣餒，相反地，他們積極地面對挑戰，並從

失敗中學到了寶貴的教訓。通過一次又一次

的練習和嘗試，慢慢學會改進的技巧，以及

如何更穩定地抓住杯子和快速放下，減少摔

杯的機會，也學會更細心觀察杯子的排列和

方向，以確保杯塔結構正確。

學習疊杯的好處

隨著時間推移，兒少們學習疊杯也半

年了，水準逐漸提高，動作更加流暢，完成

的速度也逐漸變快。最重要的是，他們在過

程中培養了堅韌不拔的精神和團隊合作的意

識。透過分享自己的經驗和技巧，他們學會

了彼此支持與鼓勵。

之所以引進競技疊杯，是因為它的好處

多多，疊杯需要快速、準確地手部動作，不

僅可以提高手眼協調能力，也可以訓練專注

力。在不斷失敗和求進步的過程中，也可以

培養孩子的耐心和毅力。

同時，大家一起上課學習，通過互相溝

通和討論技巧，或是藉由競爭來獲得刺激與

進步，可以促進團隊情感的活化，增進團體

的認同感，在課後班的生活中留下美好的回

憶。

參加比賽，增廣見聞

經歷一年多的學習，指導老師邀請國中

生參加112年6月「基隆市競技疊杯比賽」，

激勵孩子們成長。所以，平常完成作業後，

就開始練習疊杯，社工鼓勵他們：「這是全

市的比賽，一定很緊張吧！放輕鬆，我們只

是為了檢視學習成果，不要有太大的壓力，

以平常心表現就好！」

疊杯競賽項目有「3-3-3」、「3-6-3」、

「cycle」三項，社工引導三名國中生討論如

參加疊杯競賽
看見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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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修正動作讓速度變快，指導老師也給予指

導關心，增加孩子們參賽的信心。

比賽當天，會場高手雲集，孩子們備感

壓力，周圍甚至有國手級選手，只好鼓勵他

們放輕鬆：「這段時間看到你們真的很用心

練習，熟練每項動作，速度明顯變快，相信

可以獲得不錯的成績。」

三位國中生站在競賽區前，面對許多家

長及參賽者，顯得非常緊張。比賽後阿龍說：

「第一次參賽雖然緊張，但我們與寒假成果

相比，速度真的有進步。」賽後，雖然成績

並不是很理想，但他們也去觀賞國小組、國

手組的競賽，得到許多的刺激和心得，激發

下次再來參加的決心。

再接再厲，累積經驗

八月的「全民疊杯錦標賽」，這次有

四位孩子積極參與。社工鼓勵：「不要給自

己太大的壓力，熟練動作才是最重要的！」

孩子們認真記錄每次疊杯的速度，拍下練習

過程紀錄，然後與指導老師共同討論如何修

正。

社工引導孩子回憶在暑假學習疊杯的快

樂時光，「想一想你們在暑假練習疊杯時，

很開心、愉快的心情，用那種心情去練習就

可以了！」調整心情以後，孩子們感受到疊

杯時的手感，果然不一樣，開心地練習，不

僅動作更熟練，連速度也有所提升。

有了上次比賽的經驗，孩子們的情緒

比較不會那麼緊張，也因為要參加比賽的緣

故，讓他們非常激勵與振奮，多了一份參與

感與榮譽感。

也許下次就得獎

比賽當天，孩子們抵達會場，老師鼓勵

孩子們不要太緊張，趁比賽前多觀摩其他參

賽者，並留意自己需要修正的地方。沒想到

孩子們的家人意外現身，帶來驚喜時。孩子

們雖未得獎，卻樂觀表示：「我會再努力，

下次也許就會得獎！」

最終，孩子們一一完成比賽，有一位孩

子拿到了前三名的獎狀，社工和其他孩子都

讚嘆：「真的太厲害了！」其他孩子並沒有

氣餒，說：「沒關係，也許我太緊張了，下

次我一定會得獎！」「你下次一定可以表現

得更好！」「參加這樣的比賽，讓我看見新

的世界。」「沒錯，而且每次比賽，都是學

習成長的好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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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據點社工 陳羽宣

裴君 ( 化名 ) 已經升上國三，性格安靜

內向，較少表達自己的想法與感受，不過對

烘焙很有興趣，喜歡在家製作小餅乾，家長

也會一起幫忙，雖然有很多失敗的經驗，但

偶爾也能成功。

裴君進到課後班，主要是被「小廚師課

程」吸引而來。她很期待烘培課程，因為仍

有很多不懂，面對每個步驟都很害怕，也不

太敢靠近卡斯爐，老師示範時，也都站得遠

遠的。

老師先請盈盈示範，然後鼓勵裴君操

作。

「我們帶著你一起操作，你可以站靠近

一點！」

「我覺得有點可怕，不太敢靠近！」

「如果還是害怕火太大，我們就把火關

小一點，然後你自己試看看。」

「謝謝老師，我試看看！」

「你平常在家，會幫忙家人準備晚餐或

煮飯嗎？」

「以前會，但家人說我動作太慢，所以

後來就比較少了！」

藉由小廚師課程，裴君從原本不會開卡

斯爐，到現在學會如何開火；從不會切食材，

到學會切高麗菜、洋蔥、打蛋、刨絲；從原

本對自己沒有太大信心，到現在充滿自信

心，進步非常多！

她開心說：「我學到很多烹飪技巧，

也學會切食材和料理，以及很多烹飪方法，

來課後班學習我覺得很開心！」現在裴君回

家，都會協助媽媽準備晚餐。我們想邀請媽

媽參加「期末課後班結業式」，鼓勵裴君自

己邀請，但她似乎擔心媽媽不會來而猶豫。

「你比較希望媽媽去參與學校的畢業典

禮，還是課後班的結業式？」

「課後班結業式！」

「為什麼不希望媽媽去學校那邊呢？」

「因為學校有很多人媽媽都不認識，我

覺得她會陌生，但她在這邊跟大家比較熟，

所以希望媽媽來這邊。」

最後媽媽跟裴君一起參與課後班的結業

式，媽媽分享：「孩子回家後會告訴我上課

的內容，我們的感情也變得更好了！」「非

常感謝據點，不僅讓她可以完成課業，也學

到很多不同才藝，她很喜歡到這裡來，然後

一直跟我分享學習的點點滴滴。」

雖然裴君今年就要畢業了，無法持續來

據點，但她很開心可以帶著滿滿的收穫，往

下一個里程碑邁進。離別不是一個結束，而

是另一個旅程的開始，祝福裴君將來一帆風

順。

務

兒
少

服 喜歡做餅乾喜歡做餅乾
的裴君的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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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際
服

國

上學之路，
怎會如此遙不可及？

文字整理 / 國際服務處 謝慧瑾

在台灣，上學接受教育本就是天經地義的事，彷彿唾手可得一般，

但對某些國家和地區的孩子而言，卻是艱辛的旅程，甚至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高山放牧的生活，孩子不得不輟學 

遠在尼泊爾的高山深處—喜馬拉雅地區

的坦巴塘村 (Tembathang)，有一名小男孩名

叫倫度雪巴，他對知識和學習充滿了渴望，

卻被生活的現實所束縛。倫度出生在一個放

牧家庭，從小就得幫忙照顧牛隻、山羊，還

要打水、撿柴。

儘管生活條件簡陋，但他的內心卻依然

充滿著對未知世界的好奇，甚至夢想著成為

一名醫生，然而殘酷的現實是，就算他想像

著可以每天像其他孩子一樣去上學，卻難以

輕易實現。

務

際
服

國

【高山學童共同寄宿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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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人和父母皆以放牧為生，讓他渴望上

學的夢想落空。倫度的家本來就距離學校非

常遙遠，每到夏季，由於犛牛喜歡在寒冷的

氣候，倫度就得隨父母遷移到更高的山區，

以確保犛牛的健康和草料供應，這導致他長

期缺課，無法享受到一般孩子該有的學習機

會。

倫度說：「無法上學的日子，我很想念

學校和朋友。我家離學校太遠了，即使去上

學也得每天花2個小時下山，放學後再花2.5

小時上山。途中充滿著濃密的樹林，我很害

怕會碰上熊、老虎或是狐狸，就像是一場生

死的考驗！」

上學之路無比驚險，生死一線間

不只是倫度，村裡的其他小孩，也都因

為類似的情況也必須輟學；更讓人擔心的是，

有些孩子在上學路上，必須跨過危險的河

流，甚至遇到土石流，這樣的求學之路，簡

直是生死一線間，讓人感到驚心動魄卻又無

奈。

在坦巴塘村 5 公里外的迪普村 (Dipu)，

住著三年級的小男孩蔣布和他二年級的妹妹

帕桑，他們是在環宇以助學金鼓勵之下，才

開始上學，每天必須穿越險路和河流。

父親對社工說：「因為距離學校遙遠，

途中會經過三條大河，還可能會發生山崩，

路況十分危險。有時候我會將孩子托給離學

校近一點的親戚，但孩子在那裡疏於照顧，

同樣也要做許多家務，無法專心念書，不是

長久之計。」

蔣布的父親每天忙於耕種、放牧牛羊，

母親除了操持家務，並用從森林砍來的竹子

編織籃子，拿竹籃去交換米、蛋、油等。蔣

布和妹妹在上學前後，都要分攤大量家務。

這幾乎是所有村人和孩子們的生活寫照。

政府、社區、環宇共同攜手，設立免

費寄宿宿舍 

為了改變這個困境，環宇基金會自

2023 年起，與當地政府、社區攜手合作設

立一所免費的寄宿宿舍，讓遠地學生能夠

留在學校繼續接受教育，費用由三方共同分

攤，包括：房舍租金、食材、廚師薪水、其

他營運雜支等。

除了住宿之外，還提供營養的三餐，並

給予安全和溫暖的照顧，讓孩童們在離家時

也能安心學習，不僅確保了他們學習的持續

性，更能激發他們未來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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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巴塘村高山小學」(Tembathang 

Basic School) 海拔 2,500 公尺，這裡曾是

2015年大地震受創最嚴重之處，常有洪水、

土石流等天然災害，需要仰賴軍方空投物資

補給，也曾被媒體報導為失學最嚴重的地區

之一。

環宇基金會當年成立的「雪巴育幼院」

(Sherpa Children Home)，也是為了收容這群

流離失所的小難民，並提供養育、教育和照

護，如今他們已經個個長大成人。

該小學自創建以來已有 36 年歷史，但

一直只有一至五年級，全校僅有一位老師，

教育資源極度匱乏。基本上，這地區的學童

每天需要分攤家中大量的農務，導致他們即

使有心上學，卻不得不輟學。

宿舍成為孩子可以上學的夢想

2022 年起，環宇與當地展開多方協談

並簽署合作備忘錄，協議由政府、社區、環

宇三方共同合作提升整體山區教育，幫助學

生提升上學品質。如今，方案的內容已經在

逐一進行和實現中。

 首先，在環宇兩年多的努力與積極推動

下，政府機關逐年核准，將學制提升至一至

八年級，三方共聘九名教師，大大提升了教

學品質，改變了學校的氛圍。此外，環宇更

提供學生制服、軟硬體設備以及助學金，並

獎勵那些達到一定出席率的學生。

如今學校的上上下下，完全不同於以

往，無論學生或老師，彷彿全都被喚起，充

滿了朝氣與活力。原本學校只有 45 名學生，

因為大量學生返校就讀，現在則有近 100 名

學生上學，人數增加了一倍。

唯一令人感到遺憾的是，仍有許多孩子

長期輟學，因為他們的家居住遙遠，除了要

協助家務，還要徒步 2 小時上學，途中必須

穿越叢林與河流。甚至到了夏季，必須隨著

犛牛牧場遷移到更遠的高山，徒步來回則需

要 4 天，上學已經是不可能之事。

桑格老師熱忱走訪，促成三方支持

然而，現在有了這所寄宿宿舍，這些困

難都可以迎刃而解，為孩子們帶來了嶄新的

希望。宿舍的促成實歸功於環宇聘僱的老師

桑格尼瑪，由於他的積極與主動，親自在第

一線走訪各地，傾聽家長的心聲，並向政府、

環宇及當地村落提出「山區孩童寄宿方案」，

他和家人甚至自掏腰包，補足食物經費的部

分缺口。

「這些遠地學生冒著生命危險來上學，

就是為了獲得寶貴的知識，但孩子如果失去

生命，教育將毫無意義！我很感激各方的協

助，共同努力建造一個庇護所，保障孩子的

生命，為下一代創造安全的求學環境。」桑

格老師說。

宿舍讓失學的孩子逐一回歸學校，目前

是暫租一戶民宅，讓他們在學期之間可以住

宿及生活。桑格老師正準備進一步向政府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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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建造宿舍的計畫，希望能更長遠地推動此

方案，嘉惠更多學子！

溫暖的宿舍生活 像一個大家庭

目前共有 25 位住宿生，宿舍空間雖小，

但基本設施和照顧管理都很齊全，為孩子們

提供了一個安全成長和安心讀書的環境，並

聘雇了一位專職廚師阿姨，為孩子們準備三

餐和點心。

如大部分尼泊爾人一樣，他們一天有兩

頓正餐，早上起來先喝茶、吃餅乾，七點開

始有老師帶領早自修。九點吃第一頓正餐，

之後十點到學校開始學習，下午有點心時

間，通常是馬鈴薯或餅乾。

下午四點，孩子們放學回到宿舍，稍微

休息玩耍之後，就開始寫作業自修。老師會

來宿舍巡視，並協助孩子閱讀寫作。晚上七

點正餐時間，大家一起開心用餐，之後自習

一會兒，就準備就寢睡覺了。

廚師阿姨叫多瑪雪巴，不僅要買菜煮

飯、準備點心，同時身兼舍監角色，她付出

耐心與愛心，用心關懷照顧這群孩子，甚至

還幫年紀小的孩子洗衣服、洗澡，和檢查生

活衛生。她平時和孩子一起住在宿舍裡，像

是這個大家庭的媽媽一般，她自己的小孩也

是宿舍成員之一，就讀一年級。

多瑪雪巴說：「我很高興能留在自己的

村子工作，有就業機會真好，否則便會離鄉

背井，到城市或國外打工。」

為山區孩子鋪設更美好的未來

宿舍裡以低年級生居多，約十位，最小

的只有三歲，高年級生則有六位。男女生分

開居住，孩子們都很懂事，大的會照顧小的。

家長看到如此完善的環境後，也很支持並感

到欣慰。

孩子們說：「住在宿舍真的太好了！我

每天都能準時上學，還有很多時間做功課，

還可以和朋友一起玩耍，真的好開心呀！」

「雖然有時候會想家，但我還是好喜歡在宿

舍學習！」

搬進宿舍之後，倫度全心全意投入在

學習中，成績也逐漸進步，心中的夢想也變

得更加清晰而堅定，他相信自己能夠改變命

運，而這一切都必須歸功於這一所為他開啟

學習之路的宿舍。

然而，經營海外服務實屬不易，需要大量財力、物資以及人力管理，我們需要您的幫

助，讓更多像倫度一樣的孩子，可以實現夢想。邀請您加入我們的行列，幫助尼泊爾高山

孩子有宿舍可住，解決長期非志願輟學困境，為他們提供上學機會，誠摯邀請您熱心支持。

您的慷慨捐助，將為這群孩子帶來希望和改變，也將為偏遠山區實現更美好的未來。

捐款將用於宿舍租金、學生餐費、廚師薪資，及其他營運雜支。衷心感謝您！！

捐款需求
愛心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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