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孩，改變我人生的起點 

 

在我直至目前的生命裡，最精彩的莫過於大學的四年時光。 

 

在大學期間，我加入了三個社團，也透過國內外的實習、雙主修，看到了世界不同的

樣貌。而今天，我想和你分享自己開始蛻變的起點——成為中原動物服務社的一員。 

 

 

貓狗，從陌生到熟悉的朋友 

 

時間回到高中，那時的我文靜內向，在學校除了幾位熟識的朋友，很少會和其他人主

動交流。幸運的是，學校裡有一隻小橘貓和貪吃的棕白色狗狗，每當放學或經過附近

時，我總會停步駐足，摸摸可愛的毛孩們。在準備學測及感到壓力大的時候，我也幾

乎每週都會收看「黃阿瑪的後宮生活」影片，感受每週五晚上的療癒。 

 

或許是緣分的牽引，大一時，我在社團博覽會的茫茫大海中，選擇加入動物服務社。 

 

當初加入的原因很單純，僅僅是因為學長說：「我們預計會邀請黃阿瑪來演講！」，

於是動服社就從我的好幾個社團名單中脫穎而出。 

 

進來後，我發現動服社主要在照顧校園裡的浪犬，牠們大多都有一定的年紀，被收容

在校園的一處。不分寒暑假、節假日，每天學長姐們都會與社員一起，帶狗狗們散

步、餵飯，也時常邀請訓犬師來分享如何判斷狗狗的肢體語言。 

 

在這一年中，學長姐們都身兼多職，除了要辦活動、照顧狗狗，偶爾還要誘捕校園附

近的浪貓結紮，並參加許多校外活動，爭取照護年紀漸大的毛孩們的資源。看到他們

的辛苦，我也希望自己能夠為他們和毛孩盡一份心力，才慢慢下定決心，成為社團幹

部。 

 

但當我在大二成為副社長時，我們卻遭遇了許多困難。 

 

 

內向的我，該為團隊做些什麼？ 

 



2022年，正逢疫情肆虐，許多人在家中遠距上班、上課，我們也不例外。暑假剛上任

時，許多社團事務的交接、開會，以及培養新任幹部感情的方式，都只能透過線上來

進行。同時，我們也需要每日到校，輪班照顧七隻浪犬。 

 

對我而言，這是人生初次和這麼多不熟悉的人一起共事，在辦社團活動，以及跟幹部

溝通、合作上，我時常會遇到突發狀況而不知所措。 

 

在團隊中，有的幹部擅於表達，能夠活絡活動現場的氣氛；有人能夠跳脫思考，提供

有創意的點子；也有人擅長規劃、找出問題，並領導大家前進。 

 

而這些優點，我都沒有。 

 

我不清楚內向、安靜的自己，在團隊裡的定位是什麼。許多事情我都需要比別人花更

多時間思考，有時幹部講完事情，我也無法立即瞭解狀況，無意之中時常引爆朋友的

怒火。對總是以他人的需求為優先、希望表現總是完美的我，不禁對自己感到不滿： 

對無法提供團隊價值的自己，我感到憤怒、失望又痛苦。 

 

除此之外，幹部們對於彼此的個性、時間分配，以及每個人想成為幹部的期待，都不

太瞭解。在開會的時候，核心幹部時常承擔許多工作，其他非核心幹部的成員較著重

在自己的事情上，分配的事務較少，引起一些人的心裡不平衡。 

 

對社團期待的不同，也導致我們在討論事情的時候，意見容易分成兩半，有些人想

做，有些人不想做，最後決策常常會不了了之。同時我也發現，社長和核心幹部愈來

愈無法信任其他成員，他們的工作壓力日漸增大，甚至萌生想要退幹的念頭。 

 

 

改變團隊氛圍，拉近心與心的距離 

 

我發現這個狀況後，私下聯絡上一屆的社長，請他以前輩的角度給我們一些意見，以

及我可以採取的行動。之後我在寒假期間私下聯絡每一位幹部，與他們交流核心幹部

們的想法，並瞭解他們下半年的時間分配，以及自身對社團的期待。 

 



當然，我很清楚只要再做半年就會卸幹，但若持續上學期的狀況直到結束，我一定會

後悔。明明有機會讓大家變得更團結，讓社團經營得更好，卻因為現實的打擊，讓我

們不再信任彼此，甚至放棄改變現況，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可惜的事情。 

 

所以當時我盡可能拉近自己和其他幹部間的關係，並試著站在他們的立場，平衡社團

工作與他們的個人需求。或許是因為這個改變，後來有位幹部和我變得更親近，也變

得更認真投入在社團中，幫上我們許多忙。雖然最後還是很辛苦地結束了，但幹部間

的氣氛已經不像上學期那麼緊張。我和其他核心幹部們也主動擔任下一屆的社團顧

問，成為一起生活、一起帶著學弟妹成長的朋友。 

 

 

擔任副社長，成為多元人生的起點 

 

在卸幹後，我放下累積一年的壓力與疲憊，開始反思：為何下學期的狀況能夠有所改

變？在這之中，我做對了什麼？ 

 

回想大二剛上任時，我除了社團的基本事務（如：照護校園浪犬）比較熟練外，幾乎

沒什麼存在感。在會議上需要討論時，我通常都是先聽取其他人的意見，不怎麼發

言，也不太能夠果斷地做出決定。同時，我也不太會看人的臉色、不瞭解其他成員具

體工作的細節，更無法調整工作分配，合理地規劃時程，進而評估團隊需要的是什

麼。 

 

基本上，社團的決策、管理幾乎都是由社長包辦。而身為副社長的我，不知道要做什

麼，只能在一旁等待，毫無身為管理者的自覺。 

 

但在成員們即將崩潰時，我選擇鼓起勇氣向有經驗的人求助，並將他的建議實際化為

具體行動，盡可能改變現況。即使我並不擅長，也從未做過。 

 

而同樣比起內向、不擅長與男性相處的幹部們，我更願意跨出舒適圈，體驗那種不舒

服、陌生的感受。（例如：對內向、沒什麼和男生相處經驗的我，基於身為幹部的責

任感，要求自己必須手把手帶著學弟妹照護浪犬，並與許多男性社員、幹部溝通等

等。但並非每位內向的幹部，都能付出同樣的努力。） 

 



透過這些微小的努力，與每一次的溝通，讓下學期的我們更能理解彼此的想法，進而

找出對社團的共識，以及與彼此相處、協調工作的模式。 

 

當完一年後，我驚喜地發現：完美主義、害怕犯錯的自己，變得更勇於嘗試未知的事

物。在社團的經驗，也幫助我在與人相處、合作的過程中，漸漸學會觀察到他人的情

緒與需求，成為團隊裡的調和劑。 

 

到了大三，我持續探索未來方向，除了繼續擔任動服社顧問，也申請企管系作為雙主

修，並爭取校內實習與校外的培訓機會——前往美國的語言學校，教導當地1到7年級

的孩童「皮影戲」及中文課。 

 

雖然獨自到國外，遇到許多語言、文化上的挑戰，要一邊準備期末考、期末報告和畢

專，一邊適應15小時的時差，從零開始自學皮影戲，過著備課與上課的生活，但我也

從社團幹部的經驗，學會與不同校系的實習老師共事，並嘗試在陌生的環境中持續學

習。 

 

回頭看以往的選擇，我覺得能夠蛻變成現在的模樣，有很大的原因，是來自於擔任副

社長所得到的經驗。 

 

透過一步步嘗試自己並不熟悉的事情，我才發現自己能做到的事情比想像中還多，透

過微小的行動，成為改變團隊氛圍的原因之一。我不僅找到團隊中屬於自己的定位，

同時也重新看待自己，更有自信面對未知的挑戰。 

 

我想，這就是成為動服社的一員，所能為我帶來最大的禮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