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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紀實 

2015 老年學研究及教學新趨勢國際研討會 

活動籌備、執行與檢討 

                               蔡宛珍1 

  除卻專題討論課程外，實際上很少有活動是老年所師生共同參與。平時，

若全職學生間安排課程時是相互錯開，彼此相處的時間本來就會減少，更遑論

在職學生忙於課程與工作，除了上課時間外很少有機會見面。透過這次籌備國

際研討會的過程，除了增加老年學專業知識的學習外，更有意義的地方在於重

新把大家連結在一起，因為有共同努力的目標，有更多時間與彼此相處。最

終，我們共同完成老年所的重要大事「老年學研究及教學新趨勢」國際研討

會，同時創造許多難忘的回憶。 

緣起-從零開始，一步步累積 

  今年是第一次由成大老年所獨立舉辦國際研討會，為此所上準備時間近達

一年。自2014年開始起步，從規劃、構思開始，到經費籌措、行政流程處理，

並於2014年暑假，由盧所長帶領所上老師至南加大戴維斯老年學學院參訪，更

進一步邀請其老年領域的學者來台進行學術交流，最終於2015年01月04日舉辦

「老年學研究及教學新趨勢」國際研討會。除了邀請來自戴維斯老年學院的

Edward L. Schneider 教授與Anna Nguyen 助理教授外，也有許多國內學者盛情參

與，包含國衛院群科所熊昭所長、台大家醫科陳慶餘教授等。此次國際研討會

意旨在拓展本所師生老年領域之知識，並與國際標竿學校接軌，建立雙方學術

往來的管道。 

 

                                                      
1 國立成功大學老年學研究所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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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戰兢兢的開始 

  雖然研討會籌備時間耗時相當長的時間，但真正開始動員所上學生是從期

末考與寒假之際，以碩一學生為中心，碩二學長姊為輔助，在慧卿老師的帶領

下如火如荼的展開。為了使籌備過程更有效率，於是在碩一學生中找一位同學

作為總召，負責與所辦、老師及協助同學間的聯繫，並帶領協助同學進行分工

完成分派之任務。由於這是大家第一次籌備大型活動，對於國際研討會充滿與

多疑惑並不知道要從何著手，不論對於擔任總召的我而言亦或協助的同學，這

只是考驗的開始，更多的學習由此展開 ，包含流程規劃、場地動線安排，以及

器材準備清單、工作人員安排等。焦慮應該是此時期最佳的寫照，擔憂事情沒

有做完，是否有遺漏的地方，要如何調配時間最合適。即便有老師與所助慧婷

的提醒、教導，仍時常在不同的問題中打轉。 

大處著眼，小處著手的學習過程 

  一切看似簡單的準備，每一個都是深思熟慮的結果，鉅細靡遺，大至會場

布置，小至用餐座位的安排。每個步驟都需要不厭其煩的修正，製作好的表單

或海報要互相校正是否有誤，最後再交由惠卿老師進行最後的確認，改版是再

正常不過的事，但一切只是為了有最好的呈現。因此，也常出現需多好玩的景

象，大家會輪流排隊敲老師的門，把完成的內容呈現給老師，只要順利通過不

需要再修改的同學，就像得了高分一樣十分雀躍；但需要再修改內容的同學，

也不會因此氣餒，反而更加努力，希望在更短的時間內完成修正。而我們彼此

會在走廊交錯時詢問對方的狀況，給予鼓勵或讚賞的眼神，奇妙的是，即便我

們做著不同的事，彼此之間感覺卻很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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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校對文件 圖二 國際研討會籌備會議 

  另外，為了展現一致性，所有的表單標題或圖案都需要統一，因此事前溝

通也是必要的過程，讓所有協助的同學達成共識，包含表格的規格、色彩等。

由小見大，任何細節不容錯過，這次籌備過程中，連用餐位置的安排也是，蘊

含許多巧思以及體貼參與者的思維。一開始只是按照禮儀安排座位，並沒有多

做思考，直到第一次擺放用餐表及在餐桌上貼用餐者名條時，才發現製作錯

誤，其中一位用餐者需要翻轉用餐表才會符合當下餐桌的狀況，經由所長及師

長的提醒後，才讓我們去思考這個問題背後的意涵，是否在製作所有東西的過

程中有考量到使用者的感受。經過這次的學習，在討論包含行走動線、遞送麥

克風的方式及領取手冊的方式等，同學間會不約而同的提出是否我們討論的方

式對參與者最便利，爾偶還會模擬場景，重複檢驗我們的方案，確保我們提出

的方案是符合參與者的需求。 

  

圖三  用餐位置安排表 圖四 國際研討會 會場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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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國際研討會 海報 圖六 國際研討會 會場 

感動-活動中的小插曲 

  在籌備的過程中，有困惑、茫然的時候，也有疲倦的時刻，但更多的是令

人感動的瞬間。在一開接手國際研討會總召時，很害怕自己做不好，造成其他

同學的負擔，實際上，我總是得到其他同學的鼓勵「不要怕，我們永遠支持

妳」，這句話給了我很多的動力，也讓我充滿勇氣。不僅只是鼓勵而已，也不是

針對特定的人，這一群可愛的工作人員，透過實際行動的陪伴、參與，鼓舞每

一個協助研討會的同學。 

  此外，在職的同學也會默默關心研討會籌備狀況，希望能在能力所及範圍

內提供協助。還記得有一次上完必修課後，基彰醫師很正經的來找我，原以為

是要討論關於課業的事情，出乎意料的，他脫口而出的是「研討會有甚麼需要

幫忙的，不要客氣盡管說，只要在能力所及的部分都可以提供協助，因為要工

作很抱歉不能參與整個準備，雖然不知道研討會要準備什麼，但印象中辦活動

都會需要推車，我先幫你們問一下推車，可以先幫你們借起來」。這段話很真

摯、窩心，讓許多協助的同學分外感動，一種人與人之間很單純的關心。 

  不僅是基彰醫師，甚至無法時常協助的同學，也會透過郵件或當面詢問、

關心研討會的籌備進度，有時也會抽空給予協助，像是研討會前夕需要把所有

的手冊裝好，但需要有人幫忙把手冊從印刷店載回來，由於數量有點多加上沒

有合適的交通工具，當詠晨臨時知道這件事後，馬上騎機車幫忙運送手冊，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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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讓事情順利完成。 

  

圖七 國際研討會清點物品 圖八 工作人員核對時數證明名單 

  在這次研討會中，剛剛好碰上主講者的生日，於是，所上也策劃慶生活

動，不論是卡片製作或是動線安排都經過再三確認才定案，如此細心的規畫，

只希望讓對方留下難忘的回憶。過這次機會籌備國際研討會，也讓協助的同學

深深體會老年所是個充滿溫暖的地方。 

  

圖九 生日卡片與慶生蛋糕 圖十 生日卡片(瀞儀製作) 

  

圖十一 與會學者與工作人員大合照 圖十二 工作人員大合照 

感謝-每個重要的一角，拼湊出完整的研討會 

  一個活動的完成，是由許多人更同努力的結果。感謝一直在背後默默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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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盧所長、與外國學者接洽的靜如老師以及慧卿老師統籌整個研討會的進度，

讓我們在慌亂之餘仍有明確的目標可以前進，還有不厭其煩的校正我們製作的

海報及文書資料，跟著我們一起加班。萬能的所助慧婷，不遺餘力的幫忙及

叮嚀並協助我們解決各種疑難雜症，還有辛苦的助理們：家欣、亭妤、

雅文， 當我們遇到問題慌亂時，都會在第一時間跳出來，給予我們意見

或是幫忙控制場面。當然還有協助參與籌備及當天協助的同學們，當然

還有許多無法一一羅列需要感謝的人，若缺少任何一塊拼圖就無法拼湊出完

整的研討會。 

學習與傳承 

  對於第一次由老年所獨立籌辦國際研討會，不論對於所上或協助同學，都

是一個全新的挑戰，也是學習的機會。雖然過程中有些跌跌撞撞，依舊收穫滿

滿。每一個問題都是學習的議題，如學習與整個團隊進行溝通協調、增進彼此

間的交流對話；學習當一位領導者，統籌協助的人員，除了要依照會場內/外把

工作人員分開，避免造成混亂，也要學習把合適的人擺在對的位置上，然後彈

性調整。 

  另外，記錄整個活動過程也是學習的一環，經由記錄得以從不足之處學

習，更是為未來做準備，往後若有機會在舉辦國際研討會，此時所做的努力可

以成為下次活動的基石，有更完善的籌備。雖然這次的研討會仍有需要進步的

空間，但對我們而言，這是一個很美好的開始。我們因此多了許多時間和同學

相處，並在過程中互助、學習、成長，而這也成為在研究所階段難忘的回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