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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交流活動基本資料 

一、活動名稱：「隨學校團體赴中國大陸考察我青年在陸參與公益活動情形」參訪報告 

二、活動日期：106年 7月 12日至 7月 18日 

三、主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國際紅豆社)、北京京都兒童醫院 

四、報告撰寫人服務單位：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文教處 

 

貳、活動重點 

一、活動性質： 

中國大陸燒燙傷兒童多來自農村貧困家庭，因黑心煤油爆炸、鞭炮工廠工安

欠佳、家長缺乏安全意識等，造成兒童燒燙傷意外，並苦於落後的醫療資源與社

會關注不足，受傷孩童與其家庭皆深受煎熬。中國大陸農村缺乏父母陪伴的留守

兒童人數初估約 6 千萬人，據北京天使媽媽基金幹部轉述北京空軍總醫院燒燙科

主任之個人估計，約有 500 多萬兒童是亟需救助的燒燙傷患者。而燒燙傷患者們

需要多次進行手術，以及長期的復健治療，在復原的過程中，亟需心靈陪伴，以

增加正向力量，面對嚴峻的復健挑戰。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葛傳宇博士 2008年與美國慈善組織

「援手基金會」職行長 Brecken Chinn Swartz教授達成共識，共同推動跨國服務

學習。自 2009年起，由學生組成團隊，前往中國大陸關懷燒燙傷兒童，與當地志

工共同協助燒燙傷兒童及其家長心靈陪伴與支持，並規劃有助復健之教案活動，

協助燒燙傷兒童復原，服務範圍遍及中國大陸多省市，對於公益服務不遺餘力。 

本次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應中國大陸北京京都兒童醫院邀請，參與「向陽花開

計畫 2017 意外傷害兒童夏令營」，由院方提供活動場地，臺藝大學生服務團隊則

結合藝術專業，為醫院救治之燒燙傷兒童籌畫安排相關活動，並帶領孩子參與其

中，協助肢體復健及心理復原。本活動實踐臺灣人道關懷與扶助弱勢軟實力，增

進兩岸良性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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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動內容：(活動期間並無陸方官員接觸；另因燒燙傷兒童照片不宜公開，僅提供

臺藝大師生及病童家長背影等照片) 

    本次活動考察行程自 2017年 7月 12日至 18日，共計 7天。志工團隊學生共

6人，隨行師長 4人，一行共 10人，於 12日晚間抵達北京，進行活動教案相關流

程細節確認，13 日則與當地志工團隊「綠夢兒童關愛中心」進行交流，瞭解當前

中國大陸對於人道救助的執行情形；14 日至 16 日則進行活動課程，17 日由邀請

單位安排長城體驗，18日午間返臺。活動相關內容重點如下： 

  (一)與當地志工團隊「綠夢兒童關愛中心」交流： 

1. 由民間志願者發起：綠夢兒童關愛中心負責人許先生表示，這個志工團隊是民

間志工們對於公益的發想，集中眾人的力量，服務更多需要幫助的孩童，因而

形成一個龐大的志願者團隊，團隊並建立培訓制度，及成立基金會，有序地發

展運作。 

2. 成立「救助中心」幫助偏遠地區來京就醫：由於中國大陸各省醫療水準差異甚

大，如遇重症，仍需赴北京求醫，且依據病症輕重，或有長期往返北京的情形。

為協助解決弱勢家庭來北京就醫居住等問題，該團隊設置「救助中心」，讓弱勢

家庭能以低廉的費用，在北京有落腳處，便於其往返北京醫院就診。 

3. 提供就醫期間之輔導與教育：由於重症救治期程較長，故該團隊提供重症孩童

於救治期間進行相關心理諮詢輔導，以及教育課輔等，讓病童不僅有生理的醫

療救助，亦能獲得心理復原及學業發展的機會。 

4. 資源仍相當匱乏：以腦性麻痺兒童為例，中國大陸有 300 多萬腦性麻痺兒童，

需要的協助資源相當龐大。然而各種救助資源，包含資金及設備等均由志工團

隊自行捐贈或募集，所獲資源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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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藝大帶隊教師葛教授與當地志工交流互

動 

 

  (二)提供北京京都兒童醫院燒燙傷兒童教案活動： 

   1.開幕活動： 

活動開幕式出席人員包含北京京都兒童醫院劉強院長、孫緒丁院長、馬院長、崔

院長、中華兒慈會祝福寶貝基金郭朋主任、郁麗艷總監、郭飛總監、華僑小水滴

新生專項基金主管吳佳寧。開幕式並邀請美國援手基金專家 Brecken 分享燒燙傷

患照顧復原的情形，並提出結合手術、護理、復健、義肢、心理輔導等 5 個環節

的海星模式，說明由於燒燙傷患不同於一般病人，需進行多次外科手術，復健期

程相當久，尤其外貌的受傷，對於病患的心理負擔也相當沉重，需要透過前揭 5

個環節，持續給予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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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藝大學生帶來開幕活動表演 

 

   2.各項活動課程執行情形： 

因應燒燙傷兒童行動不便，且四肢需多利用機會進行復原，故臺藝大學生在課程

規劃上也融入復健的元素，例如文化課程營造臺灣夜市場景，讓病童體驗套圈圈

活動，讓病童在遊戲中自然而然地活動其手部關節，協助燒燙傷肌肉復健等。除

提供各種有趣的課程，讓病童在復健期間留下快樂的回應，增強正面情緒外，臺

藝大並規劃家長心理課程，讓家長們透過回顧孩子燒燙傷治療過程，釋放心理的

壓力，從接受這些現實作為起點，與其他病童家長共同加油打氣，重新拾起向前

的動力與信心。 

 
家長心靈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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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戶外教學參訪水立方： 

院方受邀出席於水立方舉辦之朗讀活動，病童不僅因此有機會走向戶外，並在舞

台上展現自己。許多病童自燒燙傷意外後，不曾有機會進行戶外踏青旅遊，因此

病童們皆相當興奮，然而因多數病童行走不便，且水立方缺乏相關無障礙設施規

劃，在移動的過程中相當艱辛費時，更擔心炎熱的天氣，讓病童因傷患處感到不

適，幸而活動圓滿完成。尤其在當志工們將病童們抬上舞臺，病童們在舞台燈光

下朗誦作品時，讓在場的觀眾深獲感動。 

 

  4.閉幕活動： 

不同於開幕式活動較為嚴謹，閉幕活動以發表活動感想為主，讓病童以及其家長

分享這段時間的回憶與感想，除感謝臺藝大團隊的協助與付出外，並再次鼓舞彼

此勇敢面對燒燙傷長期復原之路，現場相當感人。 

 

三、遭遇之問題:無 

四、我方因應方法及效果:無 

五、觀察心得及建議：  

  (一)臺灣規劃弱勢救助資源的經驗可分享中國大陸： 

臺灣在人道關懷及弱勢救助資源上已有相當程度的發展，家庭遇到特殊情形的

孩童，也能透過政府單位的協助，即早獲得治療及相關補助，在求學的過程中

亦有特教資源給予支持，協助未來適應社會生活，許多經驗值得分享中國大陸。 

 

  (二)公益活動有助彰顯我人道素養，建議鼓勵類此兩岸交流活動： 

透過本次與北京燒燙傷兒童互動，臺灣師生發揮人道關懷的精神，撫慰受傷孩

童的心理，公益救助活動，有助實踐臺灣人道關懷與扶助弱勢軟實力，促進兩

岸良性互動，臺灣學生亦可從中進行服務學習，學會珍惜與生命的價值，值得

鼓勵類此兩岸交流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