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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夏令營登場！
在家當牙醫、
和父母一起搓愛玉，
這個暑假一樣很好玩！

# 我是小小牙醫     # 親子搓愛玉     # 青年興趣探索
# 青年職涯分享     # 手繪存錢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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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暑假，都是我們陪伴孩子的時刻，除了有對顱顏孩子十分重要
的植骨手術之外，還有各種暑期營隊，讓不同年紀的孩子都能在夏
天與基金會有更深刻的連結。2021 年的營隊碰上疫情，我們沒有因
此取消，反而在最短的時間內為各個營隊重擬線上版本，隔著螢幕
繼續陪伴孩子。

線上版本的推出如一關關的障礙挑戰賽——硬體設備的克服、網路
順暢度的處理、以及每個家庭的數位落差，都讓我們整個暑假如熱
鍋上的螞蟻。那些冒著三級警戒趕著去辦公室舉辦線上營隊的回
憶，以及每每遇見網路斷線就心急如焚的危機處理，都是這年夏天
非常新穎且獨特的回憶。

我們舉辦了四場營隊，有給顱顏孩子的「南部牙醫體驗營」和「北
部兒童夏令營」，也有給顱顏青年的「青年生活教室」和「青年挑
戰營」。每場成功皆不易，但也都順利落幕，完成了我們陪伴孩子
成長的初衷。

基金會國內患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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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的牙醫體驗營是第一次在南部舉辦，體驗營
設計的初衷，是透過角色扮演讓孩子在體驗當牙醫
的過程裡，更加了解口腔衛生，以及降低對於看牙
的懼怕。

我們與牙醫師經過討論，希望能讓線上營隊保留線
下的體驗感。因此今年在營隊開始前，我們寄送了
含有牙菌斑顯示劑和漱口水的材料包給每組家庭，
也在短短三小時的營隊裡，設計闖關積分制，讓牙
醫師們分別擔任「牙齒構造」、「牙醫器具」、「如
何刷牙」以及「牙齒矯正」的關主，透過說故事的
方式讓孩子認識口腔衛生。

在營隊前的訪談問卷，有許多孩子提及自己有不好
的看牙經驗，因此特別設計認識牙醫器具的課程。
從孩子進到診間後遇到的每個器具，都被牙醫師包

裝成一篇生動的故事，讓孩子理解一顆蛀牙需要經
過多少器具的幫忙才能恢復健康。

好比每個孩子最害怕的「補蛀牙」，在營隊裡牙醫
師將恐怖的嗡嗡聲比喻為「專門抓蛀牙的小蜜蜂」，
讓孩子下次聽到嗡嗡聲時，能夠想像是蜜蜂在辛苦
地抓蛀蟲。

透過這樣的故事，孩子不但完整地瞭解看牙的過
程，在營隊的回饋問卷中，我們也收到有些孩子對
看牙的恐懼降低了。這些原本令人害怕的器具，對
孩子來說不再只是會弄痛人的武器，而是一個個要
捍衛牙齒健康的小衛兵！

闖關積分制成功抓住了小朋友的眼球，每個孩子都
透過專注聆聽，吸收了自己的第一堂牙齒保健課。

在最後所有小朋友還一起在鏡頭前刷牙，並使用牙
菌斑顯示劑，螢幕前每個孩子露出自己被顯示劑染
紅的牙齒，我們都認為是這次的營隊裡，最可愛的
笑容。

牙醫體驗營：
抓蛀蟲的小蜜蜂，一點也不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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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基金會創立以來，每年暑假四天三夜的兒童夏令營，已經陪伴顱顏孩子好幾個夏天，而
這樣的陪伴在疫情年仍持續著，今年我們一樣花了四天，用四堂課隔著螢幕陪伴孩子。

實體夏令營與線上夏令營最大的不同是，孩子是在家不是在外頭，因此這次特別設計了親
子互動的課程，讓家長也能共同參與，這樣的設計也讓疫情期間，緊繃的親子關係得到舒
緩，為家長與孩子創造了疫情期間不同的相處方式。

這次的夏令營分成四天兩梯次，分別由四個核心課程：親子廚房、自我成長、情緒探索、
及牙齒保健所組成。每堂課都是兩小時，全程透過線上參與。

親子廚房是我們為孩子與家長設計的活動，希望能在暑假的某個早晨，放下作業與外頭的
繁忙，擁有單純搓揉愛玉的時光。在等待愛玉的過程裡，我們使用線上軟體製作題目：「孩
子在學校最好的朋友是誰？」、「 孩子最喜歡的科目是哪一科？」、「說出彼此的生日！」
家長與孩子也藉此機會，透過不同的問題來看見平常不一定有機會認識的彼此。

兒童夏令營：夢想存錢筒，你以後想成為怎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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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成長的課程裡，我們透過 DISC 測驗，讓孩子
能從客觀的測驗結果去讀取不同的自己，並從中思
考自己是誰，以及自己想成為什麼樣的人。孩子也
能從與自己不同測驗結果的人身上明白，即使不同
特質各有優缺點，但我們永遠能互相欣賞。最後，
在明白自己的特質後，我們讓孩子手繪存錢筒，在
空白的存錢筒上畫上自己的夢想。

有的孩子畫了昆蟲科學家，有的畫了動物保母以及
水族館餵食人員，每個存錢筒上都是一張張珍貴的
的紀錄，紀錄著孩子在生命初期對自己的盼望。希
望未來隨著存錢筒慢慢累積的過程，孩子能看見自
己的夢想也都陪在身邊。

情緒探索的課程，又是另一場孩子與自己對話的過
程。參加營隊的孩子，對於情緒的理解是抽象的，
因此我們透過情境題，帶領孩子說出自己不同的情
緒經驗。比如「何謂驚嚇，上次感到驚嚇的時刻是
什麼時候？」透過回想，孩子能從特定經驗重新認
識「在情緒裡的自己」。這堂課，是我們認為社工
最需要花時間等待和引導的一門課，因為螢幕本身
就是情緒的阻隔，因此在這門課程裡，更需要耐心
與傾聽。

在兩梯次總共八天的夏令營裡，雖有許多意外的感
動，但仍有心碎的故事。雖然線上夏令營能服務到
更偏鄉的孩子，但城鄉差距也實在地反應在數位產
品的使用上。

有位來自彰化的孩子阿德，在去年參加過實體夏令
營後便一直期待著今年能再次參加，然而今年轉為
線上，阿德家中沒有熟悉數位產品操作的成人，因
此阿德錯過了第一天的課程，感到非常的無助與難
受。在中部社工的協助下，阿德成功連上了第二天
的課程連結，他一進入教室便開心地自我介紹，邀
請大家成為自己的朋友，也很認真的完成了第二天
的課程。然而第三天，阿德透過一樣的方式登入卻
發現自己仍停留在第二天的教室裡，我們持續地在
第二天的教室連結裡陪伴阿德，嘗試告訴他應該怎
麼操作，但對於 9 歲的孩子來說，電腦真的如同一
個複雜的迷宮，最終他嘗試未果，在第二天的教室
連結裡沮喪地低著頭。

社工們隔著螢幕都能感到阿德的無助與難受，但除
了陪伴，我們什麼也不能做，線上營隊真的體現了
城鄉差距中的數位落差，我們也多希望明年疫情趨
緩後，能親自地見到阿德，給他一個真實的擁抱。

線上固然有他的限制，但也為比較怕生的孩子創造
了不一樣的窗口。有位南部的孩子小安生性內向，
在團體活動中習慣於觀望和退縮，但這次參加完線
上的夏令營後，他主動私訊北部的 Line 生活圈分享
自己養了一隻獨角仙，並與我們分享他的生活，在
對話的最後，小安告訴我們：「我會勇敢」。看見
這四個字，我們感到無比欣慰，也感到線上營隊雖
然隔著螢幕，增加了諸多限制，但卻意外地為某些
孩子創造了不一樣的體驗和表達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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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18 歲的青少年，是形成自我認同和角色統整的重要階段，而顱顏青年對於自我接納
是有需求的，因此我們分別從認識自我與認識他人這兩項目標，設計了兩場營隊：青年生
活教室與青年挑戰營。

青年生活教室，專注在青年的自我認識。我們邀請到一位專精於體驗教育的老師來讓學員
做 9 型人格 ＆ 16 型人格的測驗。這位老師過去帶領過許多線下的體驗工作坊，今年遇上
疫情老師本來不打算採用線上進行教學，然而經過我們社工鍥而不捨地與老師討論後，老
師第一次的線上教學版，就在今年夏天獻給了青年生活教室。

透過人格測驗的結果與老師的分析，學員們有機會認識不一樣的自己。我們也將相同測驗
結果的學員做分類，設計了小組討論時間，發現學員們都非常熱衷於討論和交流。其中在
課程裡，老師與學員分享一張「爬樹圖」，這張爬樹圖上有許多小朋友在不同的位置上做
著不同的行為，透過爬樹圖老師向學員們提了幾個問題：此刻你的心情是哪個位置？現實
生活中的你是哪個位置？你現在的位置你滿意嗎？你想去哪個位置為什麼？
透過回答問題，學員們從爬樹圖中看見自己的內在狀態，也能從中釐清自己的內在自我與
外在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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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生活教室：
認識不一樣的自己，發現真實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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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挑戰營，我們將焦點從認識自我轉而認識他
人。在挑戰營裡，顱顏青年不再只是體驗而是開始
有挑戰的成分。分享，是一種自我挑戰，因此在挑
戰營裡我們邀請顱顏學長姐回來分享自己的生涯歷
程，也增加更多學員能分享的環節，透過彼此的分
享認識不同的生命經驗。

我們邀請了在不同學群上發光發熱的顱顏學長姐回
來做分享，這些學長姐分別在攝影、主持、舞蹈的
領域發光發熱，分享他們達成的自我實現，聆聽的
學員們也從中找到自信與盼望，看見同樣身為顱顏
患者的生命能夠有如此不同的型態。

在學長姐分享完後的分組時光，有的青年仍有自我
接納的議題，分享自己目前還找不到接納自己顱顏
缺陷的方式。但我們發現最有趣的是，同樣都是顱
顏缺陷的孩子，可能擁有截然不同的成長經驗，好
比一位孩子分享自己的小耳症帶給自己工作上的不
順遂和自卑，但另一位原住民的小耳患者，卻分享
自己從小的成長環境對於小耳症的友善經驗。

正向與負向經驗的交集，讓這些顱顏青年有機會去
學習彼此的眼光，並能從另一個視角重新看待自己
的顱顏特徵，因此分享能創造的效果是雙向的。

我們看見這樣的交流與發酵在青年挑戰營發生，擁
有正向經驗的孩子，能夠在分享經驗的同時，進行
自我實現和幫助他人；擁有負向經驗的孩子，也能
從他人的分享看見盼望與多元的生命形態。我們希
望讓青年了解，不管你正處於對職涯迷茫的階段，
或是對顱顏特徵缺乏自信的階段，都能從這個營隊
中看見生命是有盼望，也有機會不同的！

四場營隊的籌備過程對我們來說是一大挑戰，但線
上營隊同時也把許多不可能變成可能。比如我們創
造了家長參與的形式，激發了社工們的潛能創造了
許多有趣的線上課程，也創造了孩子在主題上的創
新和更多孩子與我們接觸的方式。期待疫情過後，
我們都能再次見到這年夏天在螢幕裡的孩子，並親
口告訴他們：你們真的很棒。

青年挑戰營：
顱顏學長姐親身分享，你可以發光發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