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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祈禱－騎島」弱勢學生單車環島辦理成效 
王亭之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一、前言 

「祈禱－騎島」是由社團法人臺灣

逆轉聯盟協會(下稱逆轉聯盟)舉辦的單

車環島活動。該聯盟是由全臺 11 家辦理

弱勢孩童課業輔導的非營利組織所構

成，於民國 106 年 8 月 7 日至 106 年 8
月 16 日辦理第三屆「祈禱－騎島」，本

次活動約有一百三十餘名逆轉騎士參

與，分成 A、B、C 三大隊分別由新北

淡水、新竹香山及彰化鹿港出發，完成

為期十天的單車環島。 

在 M 型社會的趨勢下，貧富間的差

距愈來愈大，臺灣孩童的生活也出現兩

極化的發展，Bauman（2003）認為，經

濟弱勢並不能夠單純化約成物質匱乏

或身體痛苦，同時包含個人所知覺的社

會與心理狀態。因需求無法滿足的主觀

感受，伴隨這種感受的一切污名與恥辱

的痛苦，進而產生與社會比較、社會剝

奪感漸增的雙重壓力加劇（林平烘、林

淑玲，2009）。研究顯示，在臺灣，來

自貧窮家庭的孩子社會參與機會明顯

較少，因而連帶影響了他們的自我概念

以及同儕之間的關係。 

Ridge (2002)研究發現弱勢孩童在社

交互動上的參與、自尊、社會認同以及維

持社會關係與社會網絡的能力，皆是社會

排除的面向。因而容易產生人際關係疏

離，被社會孤立的情況，且易成為同儕霸

凌的對象。當外在生活條件侷限了孩童朝

外發展的可能性，他們就只能被迫接受過

著孤立、遭受排擠的生活方式。 

目前政府提供弱勢家庭孩童的服

務，多半是屬於經補方案，尚停留在

生存與安全需求層次，對於孩子在人

際關係與學習成長上的需求，並未提

出相關具體服務方案（王育敏、邱靖

惠，2009）。「祈禱－騎島」活動是為

弱勢學童創造一個具有歸屬感的團

隊，透過單車環島這項極具挑戰性的

任務，提供給孩子社會參與及與同儕

間互動合作的機會，幫助孩子從中學

習成長並創造成功經驗，讓孩子了解

自己擁有實現夢想的能力。 

二、單車環島活動辦理成效 

筆者這次全程參與 B 大隊的活

動，對於該項活動辦理成效分述如下： 

(一) 環島過程中看見合作 

1. 孩子們之間的團隊合作 

活動過程中大多數的事情都是要

由孩子自主完成，每位隊員所分派到

的任務不盡相同。有孩子認為要為全

隊服務很辛苦而有抱怨聲浪，但看著

其他隊友也在各自的崗位上做著不同

的事，抱怨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大

家的各司其職。 

要保持騎車時隊伍的整齊及順利

推進，前後隊友間默契配合是很重要

的，彼此間必須了解各自的騎乘習慣

並從中配合，給予隊友突破盲點的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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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老師間彼此的溝通協調 

要帶領整個車隊的推進，隊伍最前

端必須要有交管機車導航提供前方路

況資訊，交管機車也必須在前方的路口

為車隊擋車，以保學生騎乘的安全；在

車隊最前頭的是領騎老師，除了要當個

破風者外，還必須配合孩子的狀況隨時

調整騎乘的速度及決定是否給孩子小

休補水以調節體力；在路隊中段有巡迴

老師看顧孩子的狀況，必須要穿梭在車

隊之間，機動性雖高但危險性也不小，

在車多的路段巡迴老師可說是最貼近

車輛的人，他們的安全看在我們的眼裡

真的會時常為他們捏把冷汗；路隊最後

由尾騎老師壓後，主要是陪伴體力透支

的孩子慢慢騎乘，如遇學生爆胎或腳踏

車落鏈等狀況亦是由尾騎老師給予立

即的協助，在路口還要以人肉擋車的方

式阻止右轉車輛截斷車隊的推進；在車

隊的最後有保母車守護車隊的安全，透

過對講機向前方回報後方車況，協助爆

胎車輛及孩子上車，物資的補給及臨時

狀況的處理等皆是保母車的任務，在整

個過程中，老師間必須透過對講機傳遞

及回報訊息，以確保孩子的安全及車隊

的推進。  

3. 各小隊間的互助 

這次筆者參與的是B大隊的環島行

列，其中還包含了 3 個小隊，小隊之間

的互助合作是讓活動順利進行不可或

缺的一環，每晚的開會除了安排隔天的

騎乘順序及當日狀況回報外也會提醒

隔天需要注意的事項，此外各小隊的互

相支援也是常有的事，大家不分你我不

計得失皆為團隊無私的付出。 

(二) 環島過程中看見愛 

1. 一路上民眾的加油打氣 

人總說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一

路上雖然有遇到不耐煩狂按喇叭的焦

急司機、從夾縫中硬闖的狂妄機車騎

士，但也有許多的民眾給予這群孩子

最真切的鼓勵，時不時的加油打氣，

路過給個「讚」的精神支持，用相機

或手機記錄下了勇敢騎士的畫面，看

到這些情景，也深深受到感動及鼓舞。 

2. 物資補給及廠商贊助 

參與單車環島的學生皆是來自弱

勢家庭的孩子，因此，多數孩子們所

使用的腳踏車、物資及騎車所需配備

都是由廠商贊助的，除了各界物資的

挹注值得感激外，這次孩子們還自己

做簡報向企業家們募款，這也讓他們

學習到許多技巧：要如何在簡報中呈

現所要表達的內容，要怎麼精準的闡

述所要傳達的訊息，藉由這次的機會

也讓他們有所成長。 

3. 陪騎藝人願意關注議題 

這次參與陪騎的藝人分別是王少

偉及安歆澐。公眾人物願意關心這項

議題並挺身投入公益，不但能增加活

動的能見度，對孩子來說也是另類的

鼓舞。除了用歌曲給孩子鼓勵及打氣

外，也以親身經驗給孩子勉勵，相信

對孩子們也產生正向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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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環島過程中看見感動 

1. 帶隊老師的專業及敬業 

隨隊老師需要注意個別孩子的狀

況，無論是生理或心理的狀況都必須

精準掌握，處處可見老師的敬業。孩

子的安危是第一優先考量，在大馬路

上為孩子開出一條路、為孩子擋住來

車、在孩子遭遇爆胎時給予修車換胎

技能的無私分享及傳授，活動過程中

不僅止於幫孩子處理所有大小事，也

適時的給予孩子嘗試及學習的機會。 

2. 幕後人力的支援 

除了隨隊老師外，菜車老師及攝影

師是整個活動中的幕後靈魂人物。菜車

老師必須張羅所有行政庶務：包含每天

的住宿分房、便當採買訂購、物資的補

給及採購，與其他兩大隊的情資交換，

因為有她才能讓整個大隊能無後顧之憂

的專心騎車；攝影師也是整個大隊的默

默守護者之一，捕捉每位孩子的生動畫

面，為他們留下值得紀念的片刻。 

(四) 環島過程中看見陪伴及扶持 

1. 隊友間的打氣、鼓勵及安慰 

十天的騎乘對孩子來說的確是相

當大的考驗，除了酷熱的天氣讓人難

受，身體及心理的疲憊也時常侵襲孩

子們而牽動他們的情緒。此時，隊友

間的陪伴及扶持顯得格外重要，彼此

互相打氣、在隊友快不行時給予最大

的支持及鼓勵，隊友們的一句：「再撐

一下，就快到了！」使得因抽筋不聽

使喚的腿而有放棄上車念頭的思緒一

掃而空，繼續賣力的騎下去。雖然有

老師的陪伴，但同伴間互相支持的力

量更顯重要，因為大家都是不可或缺

的生命共同體。 

2. 老師陪伴落後學生 

並非每位學生天天都處於最佳狀

態，可能因為身體不適或身負舊傷，有時

會有爬不上坡的情形或是體力不支跟不

上車隊的窘境，此時，在學生不放棄的前

提下，老師會給予不離不棄的陪伴，這對

孩子來說莫過於是最大的鼓勵，讓他們知

道他們並不是一個人在努力。 

(五) 環島過程中看見成長 

1. 環島活動前訓練 

在出發前，孩子必須先經過一連

串的體能訓練，除了一般的跑步練

習、車架訓練以及約莫十次的道路騎

乘練習，藉此提升個人體力以應付連

續十天高強度的體能挑戰外，也必須

經過實際的路騎演練以培養與隊友間

的默契。這次為了讓孩子更能瞭解整

個活動的全貌，基金會亦安排孩子親

自製作手工皂義賣及活動經費的募

款，讓孩子從中嘗試學習。 

2. 環島活動中體會 

活動期間規律的生活、團隊紀律

的配合、凡事都得自己來的生活自理

能力培養（自己洗衣服及收拾行李

等），不但能從中學習獨立自主且能與

同伴培育出極好的合作默契，彼此合

作無間，不分你我的為隊友付出，使

其更懂得如何在團體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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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環島活動後影響 

在活動結束後可以看見每個人的

神情變得不同了，心似乎也更加開

闊，變得更加堅強及堅毅。十天之中

養成規律的生活習慣，學生返家後也

繼續保持自動自發精神。 

三、結論與省思 

「祈禱－騎島」希望給孩子不一

樣的生活體驗，成為逆轉騎士不但可

以給自己一個挑戰自我的機會，藉以

累積成功正向經驗、提升自我效能

感，並期許孩子能以正向積極的態度

面對往後的難題。 

多數弱勢孩童缺乏社交互動參

與，透由環島活動中與隊友的互助合

作，產生團隊的歸屬感以減低人際疏

離感，讓孩子在充滿愛的環境中重拾

對人的信任及歸屬。 

逆轉聯盟各夥伴單位除了提供弱

勢學生課業輔導外，也希望透由單車

環島體驗給孩子追逐夢想的勇氣並且

教導他們逐夢踏實，使得課後照護服

務朝向多元發展。教育不僅止於學校

教育中學科活動的學習，更多的學習

與體認是來自生活經驗的累積。單車

環島活動滿足青少年追求刺激、新奇、 

有趣的需求，對青少年而言是另類的

學習方式。目前國內實施課後輔導方

案的作法，大部分是以完成家庭作

業、團康與社團活動為主，較缺乏課

程的多元化選擇。為了協助解決弱勢

家庭學生於求學階段所面臨之各項適

應問題，使其身心能健全發展，相關

課輔單位機構似乎有朝多元化發展的

必要性，「祈禱－騎島」活動可供予其

他社會福利單位作為相關規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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