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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架構 



團隊 

單車 活動 

課程中最重要的一部份，
團隊在長天數的課程中共
同生活，並因摩擦產生，
使學員一同度過風暴期
(註1)，讓團隊間的連結
有了變化。 

藉由單車為課程
主題，當單車相
關問題產生時，
團隊共同討論及
解決問題，令單
車為長時間課程
中的生活型態。 藉由服務學習、經

驗交流、分享會交
流......等方式，使整
體活動增加價值以
及學習。 



團體 
動力 

領導 
統御 

自我 
察覺 

• LOD模式(註2) 

• 危機處理(註3) 

• 經驗傳承 

  (助教→學員) 

• 價值契約(註4) 

• 臨時任務(註5) 

• 自主規劃課程 

• 服務學習(註6) 

• SOLO 
• 脫離手機(註7) 

• 每日回顧分享 



單車旅行大富翁  



規則說明 

1.活動過程中請勿使用3C用品 

2.有拿到貼紙的玩家請在遊戲結束前用手上的貼紙與其他的玩家
交換一個東西(有形無形都可以)(註8) 

3. 4-5人一組，擲骰子前進，到達後請執行上面的任務 

 

 LOD角色牌 

  LOD需於該輪遊戲中帶領團隊完成任務，並擁有決策權。 

  下一輪即會交由同組右方玩家擔任此角色。 

  (每組各前進一次即視為一輪) 



團隊形成 行前課程-單車技巧 

行前課程-路線規劃 

行前課程-騎乘訓練 

行前課程-簡易救護 

服務學習 

流浪街頭 

Solo Riding 

分享傳承 



Q&A 



註解1:團隊階段 

Tuckman 在１９７７年歸納的五階段(Tuckman ＆ Jensen, 
1977)團體發展模式： 
（１）形成期（Forming） 
      成形階段 
     （要造成依賴與依靠心理） 
     （關鍵現象：提出問題、界定角色、定目標與任務） 
（２）風暴期（Storming） 
      風暴階段 
     （衝突產生）（關鍵現象：各有想法與意見、個性相異   
       產生衝突、意見分歧、權力運作) 
（３）規範期(Norman) 
      規範階段 
     （凝聚力形成）（關鍵現象：清楚明白職責、瞭解比此
行事風格、目標明確、任務為先，目標第一） 
（４）表現期（Performing） 
         執行階段或團隊生產或表現工作期 
     （彼此信賴相互依靠）（關鍵現象：著眼於各項任務的 
        完成、釐清角色扮演與職責所在、能吸引新成員加入） 
（５）散會期（Adjourning） 
      團隊結束或轉換期或散會期（Adjourning） 



註解2:LOD模式 

為每一天的領導者 
藉由賦予學員責任與權利，使
他/她在過程中學會溝通與協調 
領導者不只是發號施令，也要
統整意見，做出最適當的決策 
在發生突發狀況時評估事態，
發揮臨場反應能力，與團隊共
同做出決定，一起解決問題 



註解3:危機處理/風險管理 

戶外活動的第一考量---安全 
如何評估風險、確保活動的安
全性有很多種方式，而我們使
用的方式為風險評估與管理矩
陣圖。 
藉由環境/設備/人員三個面向的
考量來評估活動的風險並擬定
控制策略。 



註解4:價值契約 

全方位價值契約(Full Value 
Contract;FVC) 
課程中藉由全方面價值契約設立團
隊與個人目標 
團隊中每個人均有價值，使其價值
結合至團隊中，是需要 
時間磨合的，所以我們用FVC這種
方式讓目標具體化 
用它來肯定自我與他人價值 
最後在活動前、中、後期中用來增
強團隊中的共同經驗與共同目標 



註解5:臨時任務 

臨時任務(EXTRA-Mission) 
在外旅行最有趣的莫非是無法預期的突
發狀況，往往會影響整個行程的安排。 
而課程中影響最大的就是老師的一句話
了，課程中老師與助教會設計突發的任
務來考驗團隊，一方面是測試臨場反應
能力，另一方面，也讓學員體驗不同以
往的生活方式，突破舒適圈 
如: 右圖為今年環島的臨時任務 
任務內容為讓學員想辦法不花錢與不用
手機的方式找到當晚的休息點 
 



註解6:服務學習 

將「服務」與「學習」相互結合，以
事先規劃的社會服務活動與結構化設
計的反思過程，讓學生運用所學的專
業回饋社會；同時透過服務的過程中
得到啟發及省思，學習課堂中學不到
的知識與經驗，是一種「做中學」
(Learning by doing)的學習經歷，強
調服務與學習目標同等重要。 
課程運用系上所學的專業"休閒運動"，
至行經的中小學帶領走繩與飛盤的體
驗，讓學員親自參與活動的設計與實
際的服務，和當地學生與孩童互動分
享，培養人文關懷與社會服務的精神。 



註解7:脫離手機/離開3C 

現代的生活科技發達，人
類也越來越依賴手機生存。
在課程中我們刻意將學員
與3C產品抽離，享受沒有
手機的生活，回歸到最單
純人與人直接的互動。在
過程中，激發學員本身就
擁有的解決問題能力，不
需使用手機也能解決問題，
並透過開口問路、找住宿
與當地居民也有更多的互
動。 



註解8:物品交換 

以物易物(To Change To 
Love) 
不使用金錢作為交易工具，
而是用自己擁有的物品或
服務與別人進行價值交換。 
在課程一開始我們以徽章
作為交換的物品，有的和
果農交換柚子，有的和商
家交換飲料，也有人和旅
客交換旅行的故事，嘗試
回歸到最原始的交易模式，
不以金錢衡量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