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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報導 烏來飛鼠團輔導員

長期陪伴——
　遇見烏來小飛鼠

文、圖／ 劉亞汶，烏來飛鼠團團長，自然名：山胡椒

從生態心理志工到長期陪伴

曾
在 失去山林的孩子 一書中讀到溫德爾．

貝瑞的一段話： 當我們的孩子不再試著

閱讀自然這部巨著，不再親身體驗或創造性的互

動於這個四季流轉的星球，他們不知道水來自何

方又流向何處，我們從此不再調和人類的慶典及

天地的禮拜

烏來的原住民孩子，在科技文明電視 網際

網路 手機等進入部落之後，似乎與自然的連結

也不再像過去那麼深，然而泰雅文化的根及泰雅

族的社會規範 卻是大自然中孕育出來的智

慧，如此在時間的洪流中逐漸淡去，著實令人覺

得可惜

因此，希望藉著生態心理學的視角，帶領原

住民學童領會自己部落的自然環境與文化，喚醒孩

子與山林間密不可分的情感，學習崇敬每一個大地

蘊育的生命，保存泰雅祖先的傳統祭儀與規範

我們的志工團隊

堅強的團隊由荒野生態心理志工所組成，再

加上三名學校教師 山之家族 構成 在飛鼠團

共識營中，我們共同討論出飛鼠團榮譽制度 活

動課程節奏及小隊運作模式，希望在經費允許的

狀況下，增加辦理活動次數，讓志工與學員能多

增加與孩子互動的機會，以達到長期陪伴的效果

烏來飛鼠團的活動

第一次相見歡活動，烏來飛鼠團全員正式到

齊，透過探索教育的歷程凝聚團隊共識及互助合

作的精神，讓志工與學員間建立了良好的互動經

驗，自此生態心理志工與烏來國中小的小朋友展

開了一段自然尋根與文化尋根的旅程

接著在一系列的活動中，讓學員透過草木皆

兵 照相機 恐怖箱等活動開啟感官體驗，重新

認識學校場域中的自然萬物，並引導孩子在自然

場域中進行各種形式的自然 詩詞 藝術創作；

二天一夜的雙連埤之行，孩子們首度參與夜間觀

察，與許多生物進行第一次接觸，興奮之情溢於

言表 小飛鼠們更積極參與環境行動，投入九月

的國際淨灘日，烏來飛鼠團在臺北挖仔尾海灘為

海洋環境盡一份心力

在文化傳承方面，帶領孩子至福山村的卡拉

模基文化營，在部落耆老的指導下，認識烏來泰

雅人的遷徙過程及狩獵文化，學習陷阱製作 傳

統射箭等技藝

在陪伴中看見孩子的成長

八月的蘇迪勒風災讓烏來的自然環境受創，

道路交通及通訊中斷，飛鼠團的志工夥伴們，在

交通恢復之後，親自到每個小飛鼠的家中進行探

訪，給予溫暖與支持，同時給家長加油打氣

經過將近一年的耕耘，孩子與輔導員們逐漸

建立起團隊默契，開始願意主動分享生活點滴，

大孩子開始願意主動協助更小的孩子，原本未進

入狀況的也逐漸地跟上團體的腳步，這點點滴滴

讓我們看見孩子的成長

烏來飛鼠團未來展望

我們希望透過長期陪伴，增加部落孩子們的

生命能量，建立生命的成功經驗，相信自己有能

力為部落做一件可以改變的事 任何一件事情，

都是從決心開始發生；而我們要做的就是讓自己

下定決心，讓種子發芽 Lok 	y t	飛鼠團加

油！

 文化尋根

 自然觀察

 八月風災送給孩子的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