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駐足與深根 

為台灣而教 

    他們只是需要被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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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介紹 

 
                                                              姓名:何采桑 

 
                                       小時候住在金門 

                                                                 非常清楚偏鄉與城市的落差 

                                               長大後到台北讀書                                                

                                                       畢業於台灣大學政治系 

                                               是個優秀的高材生 

                                                      平常熱愛爬山及看電影 

                                                                  身為為台灣而教的一員 

                            更希望能夠為這個社會多付出 

                                                                           把世界的美好帶給偏鄉兒童  

                                                                          為他們開創未來的無限可能 

             

 

 

 

 

 

 

 



訪問團隊 

 

林詳諺                          陳宣叡    

 

 

 

                     

                     

                     

                     

                 

黃于芹                     蔡慕璇 

                 

 

 

 

 

 



第一章-前言 

壹、研究動機 

    教育品質與家庭背景息息相關。曾經有一個美國教授在小學做實

驗，教授請每個學生分別站在一個跑道上，並對他們說:「最先跑到終

點的可以獲得三十美金。」但是在起跑前，他開出了一些條件。首

先，他請有學過鋼琴的人往前走一步。家裡雙親皆收入九千美金以上

的也往前跨一步，諸如此類的問題......他發現多數的白人小孩都往

前跨了五步以上，而多數的黑人小孩停留在原地。如果照這樣開始起

跑，想必是白人小孩贏得勝利。假設所有小孩都站在同一條線上起

跑，那他們就有可能平手。從這樣的實驗可以看出家庭背景較優越的

會贏在起跑線上，能夠享有更多的資源。 

    在台灣，白人小孩就是都市的千金和少爺，而黑人小孩就是偏鄉

地區的兒童。我們雖然不是都市的千金，但還是可以享有完善的學習

資源。而在中央山脈的另一側，卻有著一群偏鄉的孩子。在 106年會

考中，台北學生拿到 5A以上的有 2萬人，台東卻只有 420人(按比例

計算)，這可以看出偏鄉和都市的差距。這讓我們感到非常的不平等，

明明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他們卻因為出生在落後地區而無法接受完

善教育，我們想要幫助他們，因此找到了「為台灣而教」的團體，可

以給他們更完善的教育。這個團體最難得的是他們不求回報的付出，

這讓我們想要深入探討。 

 

 



彙整資料 老師建議 製作報告 

 

貳、研究目的 

一、透過訪問了解這個職業所需要的能力特質 

二、透過訪問了解什麼人適合加入這個團隊 

三、了解此非營利組織的特質和理念 

四、了解此非營利組織的理念以及創團目的 

 

 

參、研究流程

 

 

 

 

 

 

 

 

選定題目 蒐集文獻 訪談 



 

第二章-文獻探討 

壹、偏鄉教育 

 

一、定義 

以海拔高度、交通工具遠近作為主要定義，或由縣市自主認定何者為

偏遠學校。 

日本採取五等級進行補助，不只按照交通工具遠近，還要綜合當地醫

院、郵局、超市、到市中心的距離；即使離島，也細分從本島到離島，

使用飛機或船隻的航行班次多寡，來區分偏遠程度。到不同等級偏遠

處任教的老師，就能獲得不同等級的補貼。 

 

 

 

 

 

 

 

 

 

 



 二、運行模式與現況 

教育部已於 2015年 7月建置代理代課教師人才媒合平臺，以提高

偏鄉學校找到代理代課教師之機會，解決偏鄉離島地區教師聘任問

題。教育部並於 2015年公布「偏鄉學校教育安定方案」及「偏鄉教育

創新發展方案」。 

因應偏鄉學校面臨「教師難聘」、「教師不足」及「教師流動率

高」等問題，因此，在「偏鄉學校教育安定方案」中，針對穩定師資

部分，提出下列具體措施： 

（一）預定在 105年至 107年完成偏鄉學校宿舍環境改善，提高教師

留任偏鄉學校任教意願。  

（二）自 105學年度起國民小學全面推動合理教師員額，6班以下之小

型國民小學將由現行每班 1.65位教師之編制，提升至每班 2位教師之

編制。  

（三）精進公費生培育制度及追蹤機制，使其具備多專長，以因應偏

鄉小校之需求；同時加強公費生在學期間之輔導，有效發展其服務偏

鄉之關鍵知能，強化其志趣及熱忱。  

（四）建立公立國中小教學訪問教師機制，使優秀師資協助均衡城鄉

教育發展，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五）擬訂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師合聘要點，鼓勵地方政府建構主

動辦理編制內教師跨校合聘機制，減少人員流動並提升專長授課之可

能。  

（六）推動代理教師留任偏鄉服務獎勵機制，包括補助每月經費及參

加正式教師甄選之加分機制，以提高優秀代理教師服務偏遠地區學校

之意願，穩定偏鄉教育師資。  

 

 



貳、非營利組織 

一、定義 

非營利組織是指不以營利為目的組織或團體，他們的目的通常是支持

或處理個人關心或公眾關注的議題或事件，涉及的領域很廣，從藝

術、慈善、教育、政治、公共政策、宗教、學術、環保等。 

非營利組織的運作與企業都是需要產生利益的，區別在於非營利組織

是為組織倡導的服務對象和服務內容而產生利益，這是這類組織的主

要特性。然而，某些專家認為將非營利組織和企業區分開來的最主要

差異是：非營利組織受到法律或道德約束，不能將盈餘分給擁有者或

股東，具有獨立、公共、民間等特性。 

補充：公益團體是非營利組織的一種，但是非營利組織並不等於公益

團體。 

 

二、法源依據 

目前我國非營利組織的相關法案主要是有民法以及人民團體法這兩個

部分，在民法的第一篇總則的第一章第二節為法人的規定。 

民法中的法人可以分為社團法人跟財團法人兩種。 

依據「人民團體法」第十一條：「人民團體經主管機關核准立案後，

得依法向該地方法院辦理法人登記。 

其他法條： 

1.人民團體法 

2.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 

3.人民團體獎勵辦法 

4.人民團體立案證書頒發規則 

5.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 



6.社會團體工作人員管理辦法 

7.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 

8.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 

9.捐贈教育文化公益慈善宗教團體祭祀公業財團法人財產不計入遺產

總額或贈與總額適用標準 

10.合作社法 

11.合作社法施行細則 

12.合作社組織編制及經費處理準則 

13.合作社帳目審查辦法 

14.合作社監事會監查規則 

15.合作社選舉罷免辦法 

16.民法 

 

三、運行模式與現況 

根據資料顯示，在 1980年代是台灣非營利組織蓬勃發展的時代，

由於當時經濟起飛，人民的生活環境、品質提升，不再只注意自身是

否溫飽，開始發現社會上的許多問題，又因為解嚴的到來讓原本戒嚴

時期的地下組織紛紛浮出檯面，社會上漸漸的聽到人民的心聲。此概

念源自於早期類似鄰居互助的方式，從單人的力量演變成團體的力

量，再慢慢變成以單一目標為方向的發展，像是婦女團體、民間團

體......等。發展至今比較有趣的是，目前台灣的非營利組織多以基

金會的方式存在，以擁有固定的資金加以運用，同時衡度收支的運作

型的基金會，而不是單位持續贊助的捐助型基金會為主，這也是台灣

非營利組織運作的一個特殊的現象。 

 

 



 

第三章-研究過程 

 
壹、研究方法 

 

 

 

 

 

 

 

擬定問題 

訪問 

整理結果 



貳、研究內容(PART 1 彙整) 

一、工作前-夢想的起源 

訪問人何采桑姊姊因為在一次的機緣之下，參加了國際志工的活動，

接觸到了偏鄉教育的情況，踏出了生涯職業的第一步，或許是因為這

樣的機會讓她始終對偏鄉教育抱著熱情，體認到如果要把夢想當飯

吃，勢必要在年輕時先採取行動，因為志工活動的介紹，她認識了

TEACH FOR TAIWAN，做了要為台灣盡一份心力的決定，因為是團體的

營運部門，對機電要有一定的基礎，也需要擁有多國語言的能力。今

年二十五歲的她，有著非常出眾的理想，她希望可以用自己的力量造

福更多人，把工作跟生活融合，不分你我的為他人付出。 

 

二、工作中-付出 

采桑姐姐為了讓偏鄉學童得到更多的資源，從招募志同道合的老師開

始，期望聯合大家的力量來解決此問題，身為營運部總監，又因為團

體性質是非營利團體，所以收入的部分是靠募款一步一步累積，這部

分是她工作的範圍。 

 

三、工作中-挫折 

畢竟是為偏鄉孩童服務，給予他們更好的未來，有礙於剛起步的困

頓，她無法提供招募老師完善的教學環境，因此教育的主旨及內涵有

時無法傳達給學童。但她仍然不變初衷，而且深知社會不平等的問題

並不是一天兩天可以解決的，但我們相信，只要<TFT>的精神不變，總

有一天，社會會看到他們的努力。 

 



四、工作後-實踐的夢想 

由於工作繁忙，所以在短期並沒有長遠的計畫。不過采桑姊姊提出了

讓她非常欣慰的經歷，就是看到學童的成長，而且這些學童更有著意

義重大的身分，教學的過程就彷彿他們的鏡子，可以讓幫助團隊看到

自己的漏洞，進而修正，讓自己蒸蒸日上。 

 

 

 

 

 

 

 

 

 

 

 

 

 

 

 

 

 

 



貳、研究內容(PART 2 訪問的筆錄節錄) 

 

Q：是在什麼樣得情況下接觸到這個職業?為何會想要選擇該工作呢? 

A：大學時期到國外當國際志工，覺得短期的國際志工無法有效達成幫

助孩子的目的，想要做長期的，能夠有效幫助到孩童的工作。 

Q：進入該職場前，應具備哪些能力和態度? 

A：專業教學能力、多國語言能力。把生活跟工作融合，不分你我的付

出。 

Q：請問您為了達成目標經過了什麼樣的努力? 

A：招募老師及資金，希望能讓學童得到最完善的教育系統，一點一滴

地改變他們的未來。 

Q：在您努力的過程中給您最大的啟發是誰?他給了您什麼啟發? 

A：服務的孩童，讓自己知道還有很多不足的地方還沒有達成，偏鄉地

區的孩童一樣無法接受完善教育。 

Q：工作中最令您感動的是什麼?又會碰到什麼瓶頸? 

A：可以為這些小孩改變教育不平等的問題，為志工打造一個服務環

境，改變他們的未來。無法提供教師需要的教材，以至於教學時

無法傳遞完整知識。 

 

 



Q：這份工作對您的生活帶來正面或負面的影響? 

A：正面，面對事情處理的態度提升許多，也了解到要持之以恆才有辦

法完成夢想。 

Q：要如何兼顧工作、健康與生活? 

A：工作和生活密切相關，服務小孩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Q：如果可以重來還願不願意從事該工作? 

A：願意，認真活在當下，相信自己的毎一個選擇會是對的。 

Q：您給國中生未來職業的建議? 

A：思考自己想成為什麼樣的人，想要有什麼生活?多接觸職群探討，

和不同職業的人聊天 

 

 

 

 

 

 

 

 

 



參、訪問圖片 

 

                      

 

 

 

TFT工作室 

                                  

 

 

 

         工作圖片 

                         

 

 

個人理想樹 



團體理想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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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心得 

 

陳宣叡 

我和采桑姊姊一樣，小時候都住在比較偏鄉的地區，後來爸媽才把我

接來新竹讀書，所以我在偏鄉受教育的時間較短，和現在的同學比較

沒有落差。但這次的受訪者采桑姐姐則是在高中才來到台灣，已經有

一些落差了，更何況是一直居在偏鄉地區的小孩。出生於偏鄉不是他

們的錯，也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可以像我一樣到城市念書，因此我想

去了解有沒有一個團體可以幫助這些孩童。我發現在台北有著一群為

偏鄉小孩付出得熱心的人，他們為了讓那些兒童受更好的教育，為了

他們的未來而犧牲自己的時間去做這份工作，因此我們動身前往台北

訪問他們。我們的受訪者采桑姐姐非常熱心，知道我們要採訪後邀請

我們到他們的辦公室參觀。看著狹小的辦公室擠著一群繁忙的團隊，

牆上掛著他們去過的無數國小的照片，他們的所有成就、經歷，令人

讚嘆。她們有著比別人更成熟的心，有著想要幫助偏鄉兒童的毅力。

就如采桑姐姐所說的，改變教育不是一兩天的事，但他們用他們的力

量，一點一滴的去幫助偏鄉兒童，讓他們受到更完善的教育。謝謝 TFT

讓我們了解在台灣的另一區，還有著一群需要幫助的小孩，他們牆上

的一句句標語，透露著堅定的信念，令人敬佩。 

 

 

 



蔡慕璇 

我的住家附近有一所私立的孤兒院，媽媽定期都會帶我和妹妹到那兒

去捐獻一些文具、書籍與金錢，因為那邊的院長告訴我們，他們沒有

足夠的用品，尤其是文具，沒有人能幫助個別不同的小孩準備齊全的

用具，我念陽光國小時，坐我隔壁的就是孤兒院童，他們常常因為沒

有帶水彩筆或美工刀，美術課、藝文課總被老師罵，那就更別說誰能

督促他們功課了，參考書、自修、才藝補習班對他們來說簡直是癡人

說夢，當時看到這樣的情形，心裡難過極了，他們是那樣的孤立無援，

年幼的我雖然無能為力，但我會盡我的能力把自己的文具借給他們用，

所以我深深地知道，教育成就在台灣是跟家長的社經環境密切相關的，

而且大多數的人，甚至是正規教育體制內的教師，有些會漠視教育資

源不夠的孩童，當我知道台灣有一群人，積極地從事偏鄉教育的工作

時，感佩之情不禁油然而生，TFT 展現出人性中高尚的情懷，他們放棄

高薪，投入這個非營利組織，放棄城市五光十色的生活，默默地陪伴

與指導偏鄉學童，還要四處為籌措更多教育資源而放下身段來募款，

這樣的勇氣與毅力，我想是因為背後有強大的信仰支撐，那個信仰是：

「每一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每個孩子都值得一座冠軍獎盃。」對於

TFT，我只能仰望，因為年幼的我不解，為何他們不在意所得的高低？

為何他們不害怕自己職涯的規劃是否正確？我相信，這絕對不是單單

靠勇氣而已，而是對體制、對世界有更進一步的思考。現在的我也許

沒有他們的勇氣，也沒有他們的願景，我只想好好充實自己，願我有

朝一日，有能力回饋社會之時，有著跟 TFT一樣的勇敢與堅持。 

 

 



黃于芹 

我的鄰居有一戶人家，由於父母的工作忙碌，薪水又微薄，使得三個

孩子沒有充足的教育資源，更由於學業成就的低落，使他們心裡有強

烈的防衛機制，動不動就口出惡言與髒話，這使他們的處境更加的雪

上加霜，最後，終於走上一條暗黑的不歸路，加入了幫派。在寒假，

我們有機會接觸到 TFT這個組織的時候，我心裡就覺得，台灣偏鄉與弱

勢的孩子有了引領他們前進的燭光，我覺得 TFT這個團體的人很有使命

感，也很勇敢，對於幫助人毫不猶豫，他們付出很大的精力與時間陪

伴學童，由於他們是非營利組織，沒有固定收入，所以一般人就算有

心幫忙，也可能會因此怯步，或許未來我無法從事這類工作，但是他

們的勇敢使我敬佩，雖然我想朝自己的夢想前進，不能像他們一樣幫

助偏鄉小孩，為社會盡一份力，但我希望能讓社會看見他們的努力。 

 

 

 

 

 

 

 

 

 

 

 

 



林詳諺 

我老家在鄉下那裡四處都是一望無際的田野，到了晚上只靠區區幾盞

燈點亮狹窄的道路，普遍的小孩都會到田裡幫忙農耕，可想而知他們

肯定不把讀書當回事，我突然感慨現在的台灣小孩出生的那一剎那，

好像在冥冥之中他們的未來就都被寫好了，當然也有成功的例子，但

也只是萬分之一，這樣被現實困綁的靈魂就失去了追夢的權利，但人

又能奈現實何？一個簡單的概念：這是不平等的。許多人常常會把偏

鄉的孩子掛上弱勢的標籤，認為他們的前途就是門前的農田，或許學

習的大環境下，上一輩的觀念可能是關鍵，這完全無關學童本質的優

劣，只是在耳濡目染之下，優就可能會被劣否定掉，為臺灣而教就是

秉持著這樣的執著，認為每個孩子都是寶，不應該被外在條件所限制

而且最讓我敬佩的是一般人的夢想都是醫生或老闆，他們卻不辭辛勞

選擇在偏僻的地方行善，我覺得這是現在社會非常難得的心態與動力，

我覺得不論是什麼身分，同為是人就應該有相同的機會，這樣的報告

讓我對未來有了全新的看法，以公眾利益為目標的無私精神或許才是

我們活著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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