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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筆者於 2021 年初因緣際會下，因出自對於社會團體的好奇，接下國立

臺北大學社會學系系友會的助理工作，並將這份工作視為實習的機會，希

望能透過這份工作去了解到社會團體如何運作。 

本文將會介紹我所實習的機構、組織架構及在實習過程中的社會觀察

與反思，也會分享一些在實習中的成果。 

 

 

 

◎ 如需引用，格式如下： 陳俐臻 (2022) 系友會的實習經驗與觀察。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

《三鶯人文社會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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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實踐動機 

在進去系友會之前，我對於系友會一知半解，僅了解到可能會接觸到

許多系友，2021 年初因緣際會接下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學系系友會的助理工

作，並將這份工作視為一個實習的機會，希望能透過這份工作去了解到系

友會、校友會等，以情感維繫為取向的社會團體如何運作，並在工作的過

程中去接觸到不同的系友，探索自己不同的可能性。 

另外，也想一探究竟系友會組織內部的關係為何？系友與系友之間在

系友會之中的社會連結程度為何？以社會學系的系友所組成的團體是否具

有一些特殊的現象存在？ 

 

貳、 實習機構簡介 

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學系系友會（以下簡稱為社會系系友會或系友會）

成立於 2014 年，由系上教授召集歷屆畢業系友及系上教職員成立系友會，

以凝聚系友之間的感情，並於 2016 年在內政部正式立案登記成為依法設

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屬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管

轄。 

 

▲圖 1：內政部網站找團體系統 

 

系友會的成立旨在建構系友聯繫網絡、促進系友情感交流並協助母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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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社會系系友會與社工系系友會一同舉辦畢業系友的出遊及餐聚活

動，如：系友回娘家及系友餐敘活動等，也會不定期一同舉辦登山活動，

活絡畢業的同學跟學長姐們之間的感情。若系友回來系上演講，會邀請系

友接受專訪，並與系上老師一同餐敘。 

根據系友會的章程規則，系友會置有理事十五人，其中五位為常務理

事，並從中表決一位理事長、監事三人，其中一位為常務監事。理事會下

設置秘書處負責行政庶務，秘書長一位，由系主任兼任，以及助理一位，

通常由本系學生擔任，也就是我所擔任的工作，而我的主管為社會學系系

友會秘書長。以下為系友會工作組織圖： 

 

▲圖 2：系友會組織圖 

 

▲圖 3：秘書處組織圖 

 

系友會設址於臺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 2 段 69 號，但助理的工作內容因較為

彈性，且需與系上有密切的合作關係，實際的工作地點為國立臺北大學三峽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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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社會科學大樓社會學系 6F19 系辦公室。 

 

參、 實習工作內容簡介 

系友會助理的工作十分多樣化，主要可以分為兩大部分，一為處理行

政會務，二為協助系友會辦理活動。 

 

（一）行政會務 

行政會務的部分，在進入系友會的前期，需先自行閱讀交接

檔案的流程，並參考過往助理所製作之檔案熟悉會務，而行政會

務的部分又分為三大類：組織運作、系友聯繫及財務管理。 

組織運作的部分，根據內政部章程規定每半年需至少開一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且每年須召開一次會員大會，以確認組織有在

正常運作，因此助理負責提醒理事及監事須開會、發送開會紀

錄、確認會議議程、製作會議紀錄並報送內政部相關開會紀錄。

此外，也需協助收取會費、捐款及維護系友會的社群媒體，如：

系友會網站、Facebook 社團、Facebook 粉絲專頁、Line 群組等，

將活動訊息公告於上述社群媒體宣傳，並詳細紀錄系友會的大小

事。當系友會助理須辭職時，也需協助系友會於系上學生之中尋

找下一任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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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助理徵才文宣 2 ▲圖 5：助理徵才文宣 2 

 

系友聯繫的部分，需定期更新系友通訊資料，於每年初固定

寄送表單請系友更新通訊資料、舉辦活動時請系友通訊資料更新

表或是舉辦系友流向調查問卷，並更新於系友會內部的系友資料

庫及通訊錄資料。當系上邀請系友回來演講時，也會邀請系友接

受系友專訪，由助理撰寫專欄文章，將系友豐富的人生經驗分享

於系友會網站，供在校生及系友閱讀。 

財務管理的部分，需定期對帳，更新系友會費、捐款、發票

中獎的狀況，並開立收據，也需協助系友會處理獎助學金發放的

流程，製作財務報表，管理系友會的財務狀況。 

 

（二）協助系友會辦理活動 

如上述系友會的簡介，系友會定期舉辦活動以聯繫系友、系

上及老師們的感情，系友會一年之中共有兩個重大的活動需舉辦

分別為系友會員大會暨餐敘，以及系友回娘家活動。助理須製作

報名表單、負責宣傳文案在社群媒體宣傳、在事前工作會議與社

工系系友會協調當天活動分工、確認活動辦理進度、確認當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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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流程及擺設、尋找工讀生、製作會場指示牌、搬運活動所需物

品、製作名牌、鼓勵系友捐款∕繳納會費、更新系友資料等，以

及。 

 

肆、 實習工作的觀察與反思 

（一）與社工系系友會、系辦公室密不可分的關係 

系友會定期舉辦系友回娘家及系友會員大會暨餐敘，聯繫系友、

系上及老師們的感情，這兩個活動會由社會系系友會及社工系系友會

合作輪流舉辦，因歷史脈絡上社會系與社工系原本皆屬於社會學系

（如下圖），其中再劃分為社會學組及社會工作組，後至 2000 年才分

為兩系，在認同上有些系友想法上會重複，因此兩系系友會通常會一

同舉辦。 

且系友會與系辦公室的關係也十分緊密，許多活動皆由系辦公室

提供資源協助辦理，如：硬體設備有印表機、電腦、相機等，也因此

系友會助理實際工作的地點為系辦公室，而非於內政部登記的會址。 

在舉辦活動前，社會系及社工系系上助教、系秘書及系主任及兩

系系友會理事長及助理會事先召開聯合工作會議，並由主辦的系友會

理事長負責主持會議。通常主辦的系友會，會事先規劃好預計舉辦的

內容，再至聯合工作會議報告並討論活動流程，後再由助理去執行工

作細項。 

因此，社會系系友會的活動其實由四方共同舉辦：社會系系友

會、社工系系友會、社會系系辦公室、社工系系辦公室，組織在辦理

活動的運作上並非獨自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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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6：社會學系歷史沿革（70 周年系慶版） 

 

（二）工作中的大象 

在我的認知中一個社會團體應該是會由組織內部的人員獨立運

作，但社會系系友會的運作並非這樣，系友會的運作除了辦理活動時

因歷史脈絡的緣故需與社工系系友會合作，並成立聯合工作小組一同

討論並輪流主辦活動，此外，系友會與系辦公室的合作關係也是密不

可分。也因此在處理工作內容時，時常會受到許多長官的關心，而這

些長官可能是系友會的秘書長，也可能是理事長，又或者是上述組織

中的一員，而其中有一位 A 老師對於系友會會務的協助更是十分積

極。 

在我工作期間，剛開始還不熟悉工作內容時，A 老師時常會積極

協助、給予建議，也因此我十分感激他在工作初期的協助，在熟悉助

理業務過後，A 老師仍然是會積極地參與系友會的組織運作，如逕自

使用粉絲專頁發文、面試新任助理、參與系友會理監事會議、帶助理

去外面跑業務等，但在系友會秘書處的組織架構上 A 老師並非屬於其

中的一員，也令我開始懷疑 A 這樣的行為是否越權，也開始思考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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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友會是否一直以這樣的模式運作？若系友會外部沒有這樣的一個角

色存在是否能夠獨立運作？ 

而在我詢問其他相關單位的人士 B 老師與 C 老師後，得到的回覆

是「其實我們單位只是協助的角色，但 A老師幫助系友會的事務真的

很多，這些都不是義務性的幫忙」、「A老師一直都這樣啊，就算這些

事務對他來說沒有責任跟義務要幫忙，他也很喜歡參與這些事務哈

哈」，顯示出其實 A 老師的行為並不是只有我察覺，但對其他人來

說，在大部分的時候卻都已習以為常，或是假裝沒這樣的事情發生，

而作為助理的我也無力改變這樣的狀況，但我也嘗試去思考究竟為什

麼會有這麼一頭大象存在？ 

如同上述所述 A 老師在他所屬的單位中，因為跟系友會有緊密的

合作關係，在歷任助理的交接過程中 A 老師皆盡可能地積極協助助理

熟悉工作內容，此外，A 老師為本系畢業的系友，對於本系的了解程

度極高，在系友會中有累積一定的社會資本，也因此有一些活動邀請

的系友演講為他邀請到，或者是透過他的人脈所邀請到，在許多系友

會的事務上他的幫忙可以說是不可或缺的一員。 

 

（三）接觸到發展不同可能性的系友 

在這份工作中，當然也有探索到許多新奇的事物，在系友專訪及

系友職涯演講的過程中，接觸或採訪到許多不同領域發光發熱的系

友，認識到他們自我探索、尋找興趣的過程，我覺得這也呼應到我當

初接下這份工作的初衷——認識各式各樣的系友。其中，我印象最深

刻的有二位，一為 D 系友，D 系友是我第一次做系友專訪的系友，當

時的我完全沒有採訪的經驗，而他可能也看的出來我很緊張，那一次

的專訪表現的沒有很流暢，但在專訪後也很樂於跟我分享一些紙本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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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供我參考。第二位印象深刻的系友則是 E 系友，我覺得學姊在演講

中與我們分享她的人生探索經驗，給當時正對人生感到迷茫的我有很

大的鼓勵，在專訪的過程中，也不吝嗇的與我分享他如何在找工作的

過程中去實踐心目中的理想——想要讓世界有所改變，激勵了我內心

的靈魂，也喚醒了我體內那再次去探索人生的動力。 

 

（四）對於系友會想像與現實不同 

其實在我剛開始接觸這份工作的時候，我懷抱著對於許多非營利

組織、社會團體的美好想像來到系友會工作，也可以說對於當時的我

來說這是一份看似很理想的工作，我單純的認為透過這份工作可以認

識到許多系友，或是對於我未來的職涯可能會有很大的幫助，也可以

認識到社會團體是如何運作的。 

但其實這份工作的工作內容十分的科層化，工作內容重複性極

高，許多工作流程皆已形式化，需遵照工作手冊去執行工作，在所有

的東西正式公告之前都必須經過秘書長、理事長同意，因此溝通的流

程上沒有想像中的容易，且許多系友會的長官們都十分在乎「長幼有

序」的禮儀，因此在這份工作上許多電子郵件或是群組的對話都對書

信格式跟規矩十分在乎。例如：撰寫完宣傳文案及海報，需給長官們

看過才能公告在社群媒體上。剛進去的我其實有點不習慣，也因此後

來我會盡量預先規劃好時程，並提前撰寫文案給長官們審核，以免耽

誤到宣傳的時程。 

另外，因為有工作小組有建立通訊軟體的群組，除了用於上班時

間聯絡工作事項，有時候在非上班時間也會被傳訊息要求完成某些工

作，剛開始我可能都不善於拒絕，或者想說只有一兩次沒關係，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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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對於我來說沒有把工作跟生活這兩件事分開，也會對工作產生疏離

感，也因此透過這份工作我開始學習將工作時間與休閒時間分開。 

 

伍、 系友參與系友會的觀察與反思 

（一）系友會的社會連結 

在這裡工作的的期間，可以觀察到系友與系友的關係，若私下有

聯繫的話為強連結，但系友會活動的參與是透過系友之間的弱連結來

動員，通常是一個系友拉一個系友來參加，或是系上老師可能跟系友

關係很好而邀請一同參與。而系友會會員的關係也為弱連結，系友會

的會員多為一個系友拉一個系友加入的，或是在系友會舉辦活動時，

系友之間互相邀約來參加活動時參加的，進而可能會加入系友會的會

員。 

 

（二）系友會群組中社交的世代差異 

系友會除了工作人員有建立通訊軟體的群組外，也有為系友們建

立多個群組，如：社會系系友的群組、社工系系友的群組等，而在群

組中也有諸多有趣的現象。 

系友會有繳納會費的會員組成目前多為 40 歲以上的系友，也有少

數 25-40 歲的系友加入，但系友會旨在凝聚系友們的社會網絡，群組

則沒有限定為會員才能加入，其中可以將裡面的成員劃分為兩個群體

——年輕世代的系友、年長世代的系友。對於不同世代的系友來說，

群組皆是一個社交的場域，透過這樣的社交互動來建立關係、聯絡彼

此之間的感情，以鞏固關係，但是社交的形式有所差異，年長世代的

系友很常在群組中轉發一些未經證實的消息，或是分享在其他場合的



 

系友會的實習經驗及觀察 

 

11 
 

活動照片，以展現自我的生活價值；但這些未經證實的消息的隨意傳

播對於年輕世代來說，在這個資訊量爆炸的時代，消息來源的正確性

十分重要，也因此時常會有言論上的衝突發生。 

 

陸、 結論與心得 

這次的實習及工作經驗我個人覺得十分精采且難忘，透過「實習」讓

我能夠增加一些社會歷練，提早了解到實際的職場可能會遇到什麼樣的狀

況，有些事情在學校生活中我們不一定會遭遇到，必須透過累積工作經驗

去增進處理各種事情能力。 

系友會的工作內容看似有點單調又包羅萬象，但透過這份工作，也進

一步了解社會團體可能會如何運作，了解到許多系友各自的生涯故事，系

友會中諸多的觀察跟組織現象也讓我覺得十分有趣，也從中發現了一些我

認為可能覺得值得進一步去思考的現象，也希望未來系友會在組織運作上

能夠更加獨立，或是有更多的系友能夠一同參與系友會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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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臺北大學社會學系（2021）系友會組織章程。7 月 14 日。網址：

https://sociology.ntpu.edu.tw/index.php/ch/alumni/alumni_show/14/8，取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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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0 月 12 日。 

4. 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2022）找團體系統。網址：

https://group.moi.gov.tw/sgms/html/new_search_team!searchteam.action，取用日

期：2022 年 10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