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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教師教學創新暨教材研發獎勵計畫書 

 
壹、計畫名稱：公益的想像~非營利組織運作途徑的多元途徑 

貳、 實施課程、授課教師姓名 

 非營利組織經營與管理                      林慧芬 

參、 前言 

    「非營利組織經營與管理」課程開設於社福系四年級，配合鼓勵

跨領域學習趨勢，未再設有本系或應先修習概論課程等門檻，因此，

如由本學期修課的學生背景分析，半數是社福系本科生（研習過非營

利組織概論、非營利組織社工實習經驗），其餘則分別來自於文學院、

傳播學院、教育學院及體育學院同學選修該課程。鑑於學生學習背景

異質性高，復以大四下學期屬應屆畢業生之故，修課週次期間相對較

短，因此，首先思考如何能幫助同學理解該課程「非營利組織」及「組

織經營與管理」兩大主題，在課程目標及教學內容設計上，一方面除

透過系統課程單元教學，逐步傳遞非營利組織公益屬性及核心價值的

認知，並且也經由比較非營利組織(NPO)，相對應於營利組織(PO)或

政府部門（GO)之間不同的經營管理運作架構、法律基礎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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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為增進不同科系背景同學對社會公益的學習興趣，也邀請

實務工作者講座、安排衛福部輔具資源中心實地參訪，以由抽象理論

學習，發展對公益組織與實務內容具體的瞭解，進而衍生到自身的社

會關懷及公民責任實踐層次。因此，在課程習作方面，選擇較能貼近

多數同學生活經驗之非營利組織行銷概念，在系統教學單元進入尾聲

時，結合「串樓口」社會企業「公益媒體平台」社會資源，鼓勵同學

運用網路書寫為載具，以個人或小組合作方式，透過公民記者或部落

格發表影音文字發佈，藉實際運用無遠弗屆網際網路媒介，學習如何

發展公益行銷多元途徑。     

    非營利組織公益行銷良窳，面鄰數位時代挑戰，掌握「媒體資本」

（media capital)，非僅是台灣 NPO的課題，也是全球 NPO經營管理

的課題，因此，本學期試圖將此連結到教學目標及教學實作中，經由

轉化書本的理論知識，使之與實務工作、社會企業媒體平台連結。在

同學畢業前，最後驗收學期課程作業時，也邀由外部專家來指導，欣

見同學多嫻熟網路，善於展現運用文字、媒體及圖像能力，發揮為公

益說故事之創意，在社會關懷題材與觸角上，也扭轉社會認為年輕世

代必定是「網民」或「酸民」刻板印象，尤其在習作作業內容上，展

現的觀照內省、關心社會及環境土地，與願意挖掘周遭被忽略社會議

題與人道思維的洞察力相當難得。期許，短短課程中與公益議題相遇

之美好機緣，從相錯觀點衝擊及合作間，能灑下社會善的種子，畢業

後仍能同學心中萌芽，延續課堂學習到公民記者及公民責任的熱情，

這小小公益星火未來還會透過不同形式，繼續點燃洞察社會及關心人

群的非營利價值之實踐力。 

肆、計畫特色與具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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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計畫特色 

    考量不同科系學習背景學生的需求，本課程設計除需系統授課方

式，以發展對非營利組織定義、社會使命與價值、經營管理運作的組

織架構與管理內涵的基礎外，也期望能夠結合組織運作、課程習作及

校外參訪等形式，開啟同學從事公益的多元想像。 

    課程除非營利組織經營管理理論，結合案例討論（含多元媒材、

案例討論、學習單、小組分享等），期激發探討非營利組織管理的學

習動機與學習興趣，所邀請的實務工作者具體分享推動公益目的、設

立非營利組織實務過程、因應困難與挑戰的前瞻視野。並在期末搭配

實地參訪（field Visit）機會，增進同學多方瞭解非營利組織需要

組織內及組織外資源連結的議題。 

    期末課程作業要求，連結校外公益平台資源「串樓口」(Trans 

Local)，除邀社企活動者擔任專題講師，逐步激勵、指導及鼓勵修課

同學運用個人或群組共同合作方式，且能自身擔任「串樓口」公民新

聞記者或部落客撰稿人機會，進一步熟悉公益行銷另類途徑。運用年

輕世代最熟悉之網路語言及媒體力量，開始用影像、用故事、用文字

說故事方式，以社會公民角度，挖掘內在人道思維與人群關懷理念，

社會議題的初步探索與練習，藉以促進同學對「非營利組織」管理的

公益價值之多元想像。  

具體而言，本教學計畫之特色如下： 

（一）理論架構與案例討論：以理論課程教材，系統性介紹非營利組

織如何發揮群策群力之服務成效所需具備之組織使命與理念、經營與

管理（申請設立、組織結構、績效責信及人力資源等），案例部分也著

重於具體思考實踐「社會公益價值與行動」之內外環境因素分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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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同學深入瞭解非營利組織的新興議題，課程中並邀實務工作者分

享實際經驗及安排同學實地參訪，以協助瞭解不同非營利組織的類型

（倡議型、服務型、社區型等）與資源連結議題。 

（二）組織實務及課程實作並重：探討非營利組織運作課題，採取「歷

程模式」（process approach），在教材與活動設計上，採以「學生為

主體」的方式，增進連結到曾經有的服務參與經驗，或觀察到的非營

利組織，自己的領導與被領導的經驗等，融入課程教材、案例討論過

程加以反思理論。在非營利組織公益行銷課題，並結合社會企業之公

益媒體平台實作，使同學有機會練習由公民記者角度，，以影像、文

字說故事，挖掘內在觀點及觀察社會的視野，經由實際架設落格完成

個人或集體作業，練習體察自身人道價值與社會關懷，或試著延伸思

考非營利組織不同實踐公益的觸角與內容。 

(三)延續公益參與經驗反思新興議題：為兼顧本科社福系同學能延伸

舊學習經驗（社福機構或 NPO的社工實習），也幫助未接觸任何非營

利組織的他系同學們，能奠立對非營利組織基本概念;故也透過小組

討論及同學簡報的交流，將不同學習背景下多元觀點，進一轉化成為

豐富本課程多元角度、相互激盪學習的素材，因為，非營利組織真正

的核心理念，並非探討所設立的組織內容而已，也在於反思其實踐公

益的使命，使同學成為現代社會人所具備之「公民責任」的價值觀。 

二、具體內容 

（一）系統式理論教學、影音媒教材及案例 

    除主題式教系統教學，也結合非營利組織及企業經營管理的案例

影片與時事方式，增加同學探究「組織管理」關於人、事、財及完成

組織使命的探究興趣，並安排課堂分組活動針對案例觀察分享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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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不同認知觀點，貫穿每單元設定的學習重點，且適度採加分誘

因，以獎勵來激發學生團隊精神及積極參與態度。此外，為增加來自

不同科系同學彼此的熟悉度，每次課堂小組討論後請小組同學配合

「小組自拍、上傳作業區」的不定期「限時任務」，增加完成課堂挑

戰的刺激感及彼此分工之團隊精神。 

配合課程主軸，主要設定課程內容如下表，惟課程仍以學生為主

體，配合學習進度、需求與狀況調整每次搭配之活動設計。 

課程主軸 主題 內容 課程活動 

什麼是非營利組織 

 

認識非營利組織 VS 

營利組織。 

 

 

1.非營利組織管理理論

（Nonprofit Management 

Theories） 

2. 非營利組織法令環境與

責信（Nonprofit Law ＆

Accountability） 

3. 非營利組織之组織結構

(Nonprofit Organization 

Structure)  

4.人力資源的管理(Making 

human Resources Work for 

You) 

5. 非營利組織的績效管理

與責信（Nonprofit 

Finance） 

1.理論授課 

2.課堂討論 

3.課程學習單 

瞭解台灣非營利組

織的發展脈絡。 

台灣的 NPO及類型 1.理論授課 

2.紀錄片討論 

非營利組織發展脈

絡、困境與創新 

公益創新 1.公私協力案例討論 

（政府資源、企業資源） 

2.募款與募捐 

1.影片討論 

2.課堂分享 

3.填寫學習單 

社會企業 是企業或公益？ 1.案例討論 

2.影音案例   

 期中學習評量  多元評量:課堂案例隨堂作業二次 Pop Quiz與個人學習單各一次 

「非營利行銷」：架

設部落格的實作練

習 

非營利行銷 公益為什麼也要行銷？ 

Nonprofit Marketing 

1.PPT與講授 

2.案例討論 

非營利行銷：運用網

路如何說故事 

「串樓口」 

社會企業工作者黃淑玲老

師講授 

1.PPT與影片 

2.如何運用公益

平台及文字影音

部落格 

你是主角 修課同學運用公益平台及

文字影音部落格呈現發表 

1. 網頁與網路

文章呈現 

2. 專家講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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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作業 以公民記者角度個人發想或集體討論，完成影像、文字或訪談說故事方

式，上傳公益媒體平台「串樓口」(Trans Local)提供的免費公益影音空

間及上傳網頁頁面制教學系統作業區。 

公益的想像：非營

利組織經營與管理

之統整 

 

非營利組織的趨勢

與潮流 

非營利組織之社會價值，與

你我的關係 

1.案例討論 

3.課堂交流 

社會福利資源連結 非營利組織外部資

源:社會福利資源 

拜訪政府資源、企業資源及

民間資源整合案例:參訪衛

生福利部輔具資源整合中

心 

實地參訪 

畢業考 紙筆測驗 

             而為確認學習效果與避免陷入教室課程侷限，任課老師除設定討論議

題、學習單及及紙筆測驗以確認理解程度，也經由同學或小組之口頭分享

及集體回饋方式，以口說表達、課堂作業檢視學習成效。此外，邀請實務

工作者講座授課，以增加課程與實務連結的實務內容之深度與廣度。 

         （二）個人發想、自主學習及社會觀察視角與觀點的媒體作業 

本課程結合公益媒體平台「串樓口」，要求同學繳交至少一篇之實作

公益理念的作業。同學可練習以公民記者角度，個人發想或集體討論後，

完成影像、文字或訪談說故事方式，運用公益媒體平台「串樓口」(Trans 

Local)提供的免費公益影音空間，逐步學習如何實際架設落格，並完成個

人或集體作業，練習體察自身人道價值與呈現社會關懷，或試著延伸思考

實踐公益觸角與多元內容。 

    本課程首先安排社會企業串樓口活動長黃淑玲老師授課，黃老師透過

個人生命經驗及社會服務的歷程，分享自身如何由非科班之公民記者的角

色開始，鼓勵新世代掌握機會促進社會發聲、延伸社會關懷的觸角起心動

念，及如何跨出公益實踐起步作法，期能讓同學透過實作過程中修正消極

聽課心態，發展社會觀察能具體實作的公益想像，同時也能藉以避免過，

運用多元評量方式，學生在完成串樓口習作後，除能獲得授課老師及實務

工作者之學習反饋外，也因實際的執行成果獲得課堂彼此欣賞、交流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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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互學習機會，並能因個人作業對外發表網路刊載，而享有於媒體平台

發表的成就感。 

 

（三）實地參訪：輔具資源整合中心之校外學習及障礙體驗課程 

  

     實地拜訪衛福部輔具資源整合中心參訪及透過中心的專家解說，有助

於同學獲得資源連結申請資格、補助流程及認識輔具詳細解說外，也可以

配合需求安排各項身障體驗及輔具使用，由於同學有機會在此場域轉變成

為需要輔具的「老人」或「身障者」(重癱、肢障及視障等)，實際拄著單

拐、步行器、各式輪椅、床上翻身，接觸到協助自立生活最基本的餐具、

穿衣或烹調工具，也莫不讓同學在參訪過程驚呼連連，而體察到日常生活

我們習以為常的食衣住行瑣事，其實都是有困難或有需求者的大事。這樣

的學習經驗，有助於增進同學在課堂外，了解社會福利內涵及社會關懷認

知與情意及同理心的連結。 

伍、實施成效與影響（質化與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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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課老師依主題設定教學目標與主題檢視同學學習成效，除期中課堂

及紙筆測驗以瞭解同學對非營利組織重要概念的理解，並結合同學課堂案

例討論之學習單、議題小組討論方式來評量學習狀況，透過教師概念澄清

及意見反饋，及針對同學分享簡報自評與互評式，達多元評量學習的成效

與改善。 

   除了紙筆測驗衡量課程學習成效，作業需結合公益媒體平台提供的公益

影音空間，但給予同學諸多選擇性，例如可自己決定是以個人或集體創作

的以影像或文字說故事來呈現，或體材的主題以貼近自身經驗或社會觀察

為出發，採有參與、有鼓勵加分的形式，而不是競賽或制式評分，以免扼

殺同學創意及更能達激勵完成的目的。 

     以下就量化評量指標統計如下 

（一）教學滿意度：期末教學評量為 92.8（高於全校平均值） 

 

（二）課堂簡報交流及公益平台作業繳交率 73.33% 

公益平台作業為設定同學以公民記者的角度，針對人道關懷或社會觀

察採文字、影像議題呈現，並上傳成功至社企「串樓口」平台。因列

為學期加分，於參加外聘講師講座後，兩週後的課堂簡報分享近九成

同學參與，但完成且上傳串樓口並截網頁頁面到教學系統作業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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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課人數約 62人，約有 44人（約七成三同學）完成上傳作業區，其

餘近 18人經瞭解未繳交原因，包括：上次未到課沒聽到講座不知如何

進行、超過上傳期限、體裁的決定困難、放棄加分等。 

 

二、質化評量： 

        運用教學目標與學習主題回饋單、檔案與作業、議題思考單等方

式以評量學習成效，運用教學助理進行現場觀察及協助互動，同時本

課程同意數位教材錄製，也能透過課堂現場錄影觀察互動及學習狀況。  

三、公民記者角度呈現網路媒體文稿（詳如附件部分同學作品）：結合公益

媒體平台「串樓口」(Trans Local)提供的公益影音空間，同學所呈現

落格，完成個人或集體以影像或文字說故事呈現的網頁媒體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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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本課程期以循序漸進方式，協助不同科系背景同學能慢慢進入熟悉非

營利組織運作的基本概念，發展自主學習與思考能力。除了紙筆測驗之外，

也需要完成指定的實作作業，完成非營利行銷部落格或以文字、影像或訪

談文稿作業，登載於社會企業「串樓口」媒體平台上，讓同學經由團體合

作瞭解思考問題的個別差異想法，也能透過個人努力或團隊集體合作，完

成議題挑戰作業，期使學生因為獨立完成整個學習歷程、完整呈現作業，

進而因成功經驗增加信心。 

然而，因本課程選課同學來自各科系選修，但未必全然對非營利組織

的公益內容熟悉或非常有興趣，加上大四畢業在即也有少數為湊滿學分來

修課，或外務繁忙（已在工作或找工作），所以教學過程初期，需要以理論

課程來加強基礎概念時，就發現傳統教學方式，要吸引同學興趣之教學挑

戰，慣性的滑手機或遲到的狀況也會發生，當若特別搭配影音案例時，同

學的上課氣氛明顯較輕鬆歡樂，小組討論時雖設計打破科系討論，但仍有

些許困難。面對陌生同學及課程主題，少部分外系同學仍顯融入困難。  

這樣的情形，慢慢隨課程進入尾聲、外聘講師講座及同學自己完成串

樓口實作及發表時，狀況改善很多，至校外參訪時，因為是非教室環境且

有機會實地親身接觸，同學更顯興趣盎然。因此，傳統教學在本非營利組

織的課程中，的確須維持多元及彈性的教學引導較為適宜。本學期的教學

嘗試，最終無法使同學配合課程設計，及完成作業率達到百分百，但深信

也多元教學內容，雖讓教學者增加上課挑戰及課程準備難度，但上課同學

也因沒法光以紙筆測驗就拿到成績，過程中需完成任務之挑戰，卻而產生

了探索議題的動機及分享交流的學習樂趣，或許，這才是這學期開設非營

利組織經營與管理，無論老師或學生共享有的美好回憶及收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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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執行計畫活動照片 

一、外聘講座: 

 

為公民記者們創設的平台 http://translocal.asia/index.php?m=Index&a=index&id=1#maodian 

 

二、修課同學上台報告： 

 

http://translocal.asia/index.php?m=Index&a=index&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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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學「串樓口」模擬公民記者作品 

(食品安全及小農餐廳產銷鏈：社福系林虹君，呂慈涵及許瀞方同學) 

業者、小農、消費者，合作創造三贏除了食安議題
之外，小農餐廳還盡到一份社會責任。

 

(受到的傷越深，其實就需要更多的愛:社福系張雨涵同學) 

親愛的蒨蒨，我一直想告訴妳，其
實我們都一樣，都需要愛與被愛，
也值得擁有愛，要記住，妳不是一
個人，我會陪妳。

蒨蒨是一位像帶著刺的小女孩，不
願意和人打招呼，壓抑著自己的情
緒，臉上不帶有任何表情，讓人覺
得她在壓抑自己的情緒，讓人覺得
她有好多的話，沒有說出口，讓人
覺得她到底受到多少委屈。

當時的我只是一個菜鳥實習生，第
一次踏入直接服務的工作，面對遭
受性侵害的少女，我深怕和她說的
每一句話，會不會無意傷害她，會
不會一不小心就觸及她的地雷....

受到的傷越深，其實就需要越多的愛。

我的督導教我的第一件事，那
就是「陪伴」，我開始陪她算
數學、看影片、玩桌遊，之後
也帶認識自我及團體，我發現
陪伴真的好重要！

不僅是在建立關係，還是在建
立彼此的信任，讓她擁有安全
感，有人傾聽她瞭解她，從原
本一開始看到我，頭永遠都是
低的，到後來看到我都吵著要
我教她算數學，陪她玩。隨著
實習的尾聲到來，回頭問自己
到底帶給她什麼，我想是帶給
她溫暖的感覺，告訴她她值得
好好被對待，並用自身的例子，
鼓勵她正面思考及勇於嘗試新
事物，對自己有信心。

離開實習單位前，我與蒨蒨相
擁，那是我忘不掉的感動，那
是最深的祝福。  

 (古蹟保護:本是殊途而同歸?新聞系王秉瑋.黃暐迪. 賴禹安.吳虹廷.蘇郁晴)  

報導內文
 但同樣在美軍宿舍區，
有一家以保護當地建築
與歷史為目的的公益組
織——陽明山古蹟聚落
生態護育聯盟（以下簡
稱陽古聯盟），對亞尼
克的做法有不同意見，
他們正致力於回復美軍
宿舍的建築原貌與實用
功能。

 顯然，他們反對亞尼克
改變建築內部結構，質
疑其對草坪噴灑除蟲劑
等一些出於商業考慮的
做法。

 

(斯馬庫斯上帝的部落：會計系莊司巧玲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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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外參訪:資源整合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