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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SEED Fellowship是⾃ 2012 年起举办的 SEED Camp 的升级版。Fellowship 项⽬遴选出 30 

名价值观相投⽽又多元的青年社会创业者，称为“SEED Fellow”。通过长达数⽉的参与式成

长体验，冲击参与者的思维模式，并构建深度信任的学习社群。Fellowship 项⽬结束后，

本届 Fellow 将融⼊ 400 余⼈的 SEED 线上社区，开启终⾝学习与同辈⽀持之路。 
  
2019 年，我们以「Empowerment 增权益能意识」和「Empiricism（实践导向）」为主题，

以最⼤化参与者间的协作与反思为项⽬设计准则。项⽬要点为： 

• 在⽣活中学习与实践集体决策，在课堂中重视激发持有不同视⾓与经验的参与者们的

多元观点，冲击原有的思维模式，激发参与者获得新的思路来看待当前⾯临的挑战。 

• 迭代 Marshall Ganz 经典的组织领导⼒课程，培养参与者的动员能⼒和调动资源的能

⼒。  

• 聚焦增权益能意识和实践导向在机构管理中的应⽤，启发参与者释放团队伙伴的潜

能。例如：什么样的项⽬管理、⼈事管理、薪资管理⽅式可以最⼤化地 empower 团队

成员，并保证效率与效果？ 
 
2019年的改良版 SEED Fellowship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 线上共学：线上共学的开展时间为 2019年 5⽉⾄ 2019年 7⽉，其主要⽬的是提前帮助

Fellow破冰，通过⾃组织建⽴⼀定的社群根基，并通过项⽬分享，使 Fellow之间对彼

此项⽬产⽣初步的了解，以及通过开展读书会，提前学习在地学习营中的内容，促进

反思。  

• 在地学习营：在地学习营的开展时间为 2019年 7⽉底⾄ 2019年 8⽉初，共计 2周，

Fellow将会在泰国（曼⾕、清迈、清道）开展不同主题的参访和学习，其内容涵盖泰

国的社区建设和发展、商业思维、 组织领导⼒、⽣态可持续农场等等。  

• 实践：在在地学习营结束后，我们希望 Fellow能够将其所学应⽤到实际⽣活⼯作中

去，故设计了实践这⼀环节，Fellow在 2019年 8⽉⾄ 2019年 10⽉底，设计⾃⼰的实

践⽅案并执⾏，Fellow可以通过⼩组⾃组织的⽅式定期开展交流，获得来⾃组内成

员、导师的⽀持。  

• 实践过程评估暨种⼦结项庆祝：2019年 10⽉底⾄ 11⽉初，Fellowship项⽬组对种⼦实

践的全过程进⾏评估，确定进⼊社群的⼈员名单，并举办结业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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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评估的主要⽬标是以 SEED Fellowship项⽬为对象，评估 Fellow各阶段及其细分环节

的满意度，以此来评价项⽬的整体质量。 除此外，我们亦选取了⼀些关乎个⼈素养和社区

融⼊的指标，在 Fellow参与过程中的不同时间点进⾏测量，通过其的变化来反映项⽬的整

体效果。  
 

方法 

2.1 参与者 

此次评估参与者为 2019届 Fellow，共计 21⼈，其中男性 7⼈，⼥性 14⼈。 平均年龄为

28±3.68岁，从业年限为 3.73±2.46年。Fellow的地域分布具有⼀定的多样性，其中绝⼤多

数集中在北京，但另有⼀定⽐例的 Fellow在上海和深圳， 除此外，另有少部分的 Fellow

在西安、⼤理、河源、长沙等城市扎根。Fellow的领域分布亦有⼀定的多样性，绝⼤多数

集中在教育这⼀领域，除此外亦有⼀定数量的 Fellow在环保和社会创新等领域，另有少数

Fellow在妇⼥⼉童、残障、性与性少数等领域开展实践。  

   
图 2019届 Fellow的地域分布 图 2019届 Fellow的领域分布 

 

2.2 评估方法 

此次评估采取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式以更好地刻画 Fellow在项⽬中的整体体验以及个体

差异。定量⽅法主要包括问卷和量表，这两者都属于⾃我报告（self-report），即相⽐于实



2019 SEED Fellowship 项目评估报告   SEED 社会创新种子社区 出品 

 4 

验和观察等⽅法较为主观。其中，问卷法的应⽤范围较⼴，由评估者根据项⽬特点进⾏时

设计，收集 Fellow对项⽬的看法和建议，主要⽤以进⾏项⽬质量评估。量表则是研究者基

于理论（theory）和构建（construct）编制的⼯具，具有信度（reliability，该量表是否具有

跨情境的⼀致性，是否可靠）和效度（validity，该量表的问题是否真正地测量了某个概

念）这两个衡量指标。具有较⾼信效度的量表能够较为客观地帮助评估者对⼀些抽象概念

——即同个⼈成长相关的⼀些素养进⾏量化评估，帮助开展项⽬有效性评估。定性⽅法主

要为问卷中的开放性问题，我们在项⽬的不同阶段，分别邀请 Fellow对不同环节的设计提

供建议和意见，以此来帮助项⽬改良。  
 

结果：线上共学 

3.1 线上共学的满意程度 

整体⽽⾔，此次线上共学达成了其“预热”这⼀⽬标，帮助参与者提前同他⼈建⽴联结，了

解了其它 Fellow的项⽬，并带来了收获。尽管如此，线上共学在⾃组织这⼀形式上的探索

以及为在地学习营奠定理解基础这两个⽬标仍然有⼀定的提升空间。  
 
在线上共学不同环节的排序中，微信群个⼈项⽬项⽬分享颇受好评，参与者反映这⼀⽅式

在时间上和⽅式上都⽐较⾃由，帮助参与者认识了其它分享者，了解了新领域的新项⽬，

颇受启发，且这⼀形式因其通过⽂字或者图像的⽅式得以产出，便于回顾。 关于项⽬困难

和挑战的线上讨论亦得到了不错的评价，参与者反映，这⼀主题容易产⽣共鸣，且主持⼈

利⽤在线 PPT，创造出了“围着⽕堆来讨论”的体验，参与感较强，整体感受⼗分鲜活。  
 

表 Fellow对线上共学的满意度评估 

陈述 平均值 标准差 

我对线上共学整体感到满意。 3.80 0.60 

我认为线上共学的目标明确。 3.85 0.65 

我不是很清晰线上共学阶段的目标。* 2.90 0.99 

我从线上共学的环节中有所收获。 4.00 0.45 

我通过线上共学环节与他人产生了联结。 4.00 0.55 

我认为线上共学环节的强度合适。 3.50 0.50 

通过线上共学，我明白了自组织的概念。 3.80 0.68 

通过线上共学，我了解了其他 Fellow的项目。 3.85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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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线上共学，我对泰国在地开展的课程有了一定的了解。 3.75 0.62 
注:1-5代表“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标记为“*”的陈述为反向陈述，即陈述得分越低，表明回应越正向。 

 
 

 
 

图 线上共学不同环节的喜爱程度 
 

尽管如此，此次线上共学仍有⼀定的提升空间，⽐如有 Fellow提出，因为所有⼈的时间很

难调和，所以需要在线上共学时顾及到那些⽆法出席的 Fellow的成长需求，将讨论结果记

录和成⽂，从⽽⽅便回顾；除此外，可以通过⼩打卡或者每⽇简短分享的⽅式增加⽇常互

动，提升社群的活跃度。 
 
另线上共学很⼤程度上依赖于⼩组的⾃组织，但亦有 Fellow表⽰，不同组的⾃组织情况的

差异性很⼤，有些组并没有⾼效组织起来，反⽽陷⼊了⽆序和混沌的状态，可能 SEED作

为主办⽅可以有针对性地提供些⾃组织的⼯具包，引导⼩组进⾏组长的选拔和⾓⾊的划

分，从⽽使得职责更加明确，组织更加⾼效。  
 

3.2 Fellow 对在地学习营的期待 

我们在线上共学阶段询问了 Fellow对于在地学习营的期待，发现 Fellow的⾸要需求是提升

个⼈能⼒和学习新知识；除此外，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亦是 Fellow参与的⽐较重要的动

机，另有些 Fellow期待能够在在地学习营中了解泰国的社会发展⾯貌并进⾏⼀定的资源对

接。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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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其它中的需求包括①学习其它项目发展经验；②获取能量；③寻找合作伙伴 

 
图 Fellow对在地学习营的期待和需求 

 
 

结果：在地学习营 

整体⽽⾔，此次学习营的质量较⾼，参与者对学习营的效果⼗分满意（4.39/5），且他们认

为从学习营中有所收获(4.39/5)， 其收获有助于之后实践(4.39/5)。除了内容和形式，在学习

营中的⽣活条件亦得到了好评，虽然 7-8⽉份泰国炎热且多⾬， 但整体⽽⾔并未对参与者

的体验造成太多影响。此次学习营的⾼质量另⼀⽅⾯体现在参与者⾮常愿意将 SEED推荐

给他们的朋友，并且在哪怕还有⼀次机会选择的情况下，仍然希望能够参加。  
 

表 Fellow对在地学习营的整体满意度评价 
陈述 平均值 标准差 
我对在地学习营感到整体满意。 4.39 0.49 
我认为我从中有所收获。 4.39 0.49 
我认为在地学习营的学习内容有助于我今后的实践。 4.39 0.49 
我对在地学习营的生活条件感到满意。 4.39 0.68 
我觉得泰国的天气并没有对在地学习营造成太大的影响。 4.11 0.66 
如果还有一次机会，我可能不会选择来参加。* 1.83 0.76 
我愿意把 SEED推荐给我的朋友。 4.50 0.50 
注：1-5代表“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标记为“*”的陈述为反向陈述，即陈述得分越低，表明回应越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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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社会发展工作坊 

社会发展⼯作坊的设计包括不同主题的讲授、参访和练习。 综合发现，Fellow对社会发展

⼯作坊感到整体满意，认为符合他们的期待，并从⼯作坊中有所收获。 ⼯作坊的互动性较

强，且 Fellow认为他们的参与度较⾼。 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 Fellow对⼯作坊的导师表

⽰整体满意，但在“我认为⼯作坊导师能够给予我⽀持。”这⼀条⽬上，仍有⼀定的提升空

间，推测这可能是因为语⾔不通（泰语-中⽂）⽽导致的沟通障碍。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针对⼀些泰国的社会发展的陈述进⾏了前后测，发现的确社会发展⼯

作坊帮助 Fellow更好地了解了泰国的社会发展历史、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发展的组织⽅法。  
 

表  社会发展工作坊的整体满意度和效果 
维度 陈述 后测 前测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整体满意

度 
我对社会发展工作坊整体感到满意。 4.13 0.48 - - 
我认为此次泰国曼谷部分的社会发展工作坊符合我的期待。 4.00 0.71 - - 

强度&新
鲜感 

我认为社会发展工作坊的新鲜感较低。* 2.25 0.90 - - 
我认为工作坊的强度适中。 3.75 0.66 - - 

参与度 我认为工作坊整体互动性较强。 4.13 0.48 - - 
我认为我积极地参与了社会发展工作坊。 3.94 0.56 - - 

导师支持 我对工作坊导师感到整体满意。 4.06 0.43 - - 
我认为工作坊导师能够给予我支持。 3.69 0.58 - - 

改变和收

获 
我在社会发展工作坊中有所收获。 4.19 0.39 - - 
我了解了泰国的社会发展历史。 3.88 0.60 2.70 0.64 
我了解了泰国的社区发展组织方法。 3.94 0.56 2.50 0.81 
我认识和了解了泰国的社会组织。 3.69 0.58 2.50 0.67 
我对泰国整体的社会发展还不是很熟悉。* 3.00 0.71 3.70 0.78 
我认为泰国的社会组织经验对我的工作会有借鉴意义。 3.81 0.53 3.85 0.73 

注：标记为“*”的陈述为反向陈述，即陈述得分越低，表明回应越正向。  
 

在谈及社会发展⼯作坊之于 Fellow⾃⾝⼯作的启发时候，我们亦发现不少好的反思： 

Community Organizing于我的启发是需要激发社群的能动性和引导自我权利意识觉
醒，赋能，让社群发展变成他们自己的事情，为之努力。 

活动的组织方式很有条理，每天的反馈环节很有效，这种组织活动的方法对我开展活

动中心的课程、活动、夏令营都有启发，可以借鉴；内容上，对泰国历史、政治有了

认识，联系起这些社会运动和组织，它们互相影响，启发我更多的去了解本国的情

况；社会组织中的这些领导者和实践者坚定的工作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对我也很有启

发。例如对普通民众对关怀，还有合适的介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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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F探访让我学习到社区需求与社区领袖、社区发展的关系；零废弃商店，让我感
受到当地人民对垃圾的“慈爱”态度；各位老师的分享，让我感受到行动者的坚韧，
对不公平的对抗，爱与痛的内在平衡等等。 

注重人与人的联结，团结一切能团结的力量，关注受益人的真实需求。 

 

  
图 社会发展工作坊中 Fellow的启发和借鉴 

 
 

我们亦询问了在社会发展⼯作坊的不同环节中，Fellow最喜欢的和最不喜欢的模块。结果

发现，参访零元店、Pracha教授的泰国社会发展与启迪，以及参访⼈居署是 Fellow最喜欢

的模块。在提及为何会喜欢这些模块时，⼤多参与者表达了⼀个相似的观点，即亲⾝⾛访

和体验，能够聆听到聆听⼀线的声⾳，能够从真实案例进⾏反思。除此外，同现实中的⾏

动者对话能够得到⼀些扎实的内容和感受，帮助打开视野和促进思考。 
 
在谈及为何不喜欢⼀些环节的时候，不少参与者反映，在卫⽣系统改⾰这个环节，因语⾔

不通和翻译造成的障碍是影响参与体验的⼀⼤原因，⽽缺乏实际体验和互动则为理解增加

⼀层屏障。为了提升社创⼈的⾃我照顾能⼒，今年设置了正念练习的环节。参与者反馈正

念看起来门槛很低，但实际上需要多次反复练习⽅能有领悟，单次的体验容易让⼈⾛神并

且⽆法进⼊场域，亦有参与者反映正念练习其同主题的关联性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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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社会发展工作坊最喜欢的环节排序 

 
 

 
图 社会发展工作坊最不喜欢的环节排序 

 

4.2 商业思维工作坊 

此次在地学习营期间的商业思维⼯作坊采取了整体授课加上平⾏⼯作坊的形式，我们发

现，整体⽽⾔，Fellow对商业⼯作坊感到满意，并从商业⼯作坊中有所收获。除此外，商

业⼯作坊的整体授课和平⾏⼯作坊这两个阶段都体现了较⾼的参与度和较充分的导师⽀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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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基本上商业⼯作坊满⾜了 Fellow的期待，但不同平⾏⼯作坊之间仍存

在⼀定的差异，融资⼯作坊之于 Fellow的期待仍有⼀定的提升空间。  
 

表 商业工作坊的满意度评估（包含整体授课+平行工作坊） 
维度 陈述 集体授课 战略运营工作坊 谈判力工作坊  融资工作坊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整体满

意度 
我对该（平行）工作坊

整体感到满意。 
4.00 0.52 4.20 0.40 4.20 0.40 4.17 0.37 

我认为该（平行）工作

坊符合我的期待。 
4.00 0.52 4.00 0.63 4.20 0.40 3.83 0.69 

强度&新
鲜感 

我认为该（平行）工作

坊的新鲜感较低。* 
2.63 1.02 2.80 1.17 2.40 1.36 3.00 0.82 

我认为该（平行）工作

坊的强度适中。 
4.00 0.63 4.20 0.40 4.20 0.40 4.17 0.37 

参与度 我认为该平行工作坊整

体互动性较强。 
4.13 0.62 4.20 0.40 4.20 0.40 4.50 0.50 

我认为我积极地参与了

该平行工作坊。 
4.25 0.45 4.40 0.49 4.20 0.40 4.50 0.50 

导师支

持 
我对该平行工作坊的导

师感到整体满意。 
4.31 0.60 4.40 0.49 4.60 0.49 4.50 0.50 

我认为该平行工作坊导

师能够给予我支持。 
4.06 0.77 4.20 0.40 4.40 0.49 4.33 0.47 

收获 我在该平行工作坊中有

所收获。 
4.13 0.50 4.00 0.63 4.40 0.49 4.17 0.37 

注:1-5代表“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标记为“*”陈述为反向陈述，即陈述得分越低，表明回应越正向。 
 

我们评估了商业⼯作坊之于 Fellow的效果，结果发现，商业⼯作坊帮助 Fellow理解了⼀些

新的概念（e.g.,公共物品、私⼈物品），并获得了⼀些新的知识（e.g.,战略思维、融资、同

投资⼈打交道）。 但是在 Fellow的个⼈项⽬诊断上，仍然具有⼀定的可提升空间，具体体

现在“我清楚我的项⽬的运作模式。”这⼀陈述上并没有明显变化。 除此外，商业思维⼯作

坊亦降低了 Fellow对于其项⽬盈利能⼒的期望。   
 

表 商业工作坊的效果评估 
模块 陈述 后测 前测 

平均

值 
标准

差 
平均

值 
标准

差 
集体授课 我了解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概念及其应用。 4.00 0.52 3.85 0.48 

我认为公益和商业是不同的两个领域，其经验很难进行整合和统

一。* 
2.19 0.91 2.05 0.74 

我认为公益和商业之间是非对立的，两者之间经验具有可迁移性。 4.25 0.45 4.25 0.70 
我的项目目前具有盈利能力。 2.81 0.98 3.05 0.97 
我希望我的项目将来具有一定的盈利能力。 3.88 0.96 4.30 0.78 
我清楚我的项目的运作模式。 3.81 0.54 3.90 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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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运营

工作坊 
我了解什么是战略思维。 4.20 0.40 3.35 0.79 
我知道如何运用战略思维到我的项目中。 4.00 0.63 3.10 0.62 

谈判力工

作坊 
我了解谈判能力的构成和技巧。 3.80 0.40 2.95 0.74 
我知道如何通过谈判获得更好的资源的经验。 3.60 0.80 3.15 0.79 

融资工作

坊 
我了解融资的过程和方法。 3.83 1.07 2.75 0.83 
我懂得如何与投资人/资方打交道。 3.83 0.37 2.80 0.87 

注:1-5代表“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标记为“*”陈述为反向陈述，即陈述得分越低，表明回应越正向。 
 

以下是⼀些 Fellow的收获节选： 

获得了战略分析工具包，了解了用户需求对于商业产品开发的重要性，更加明白了需

求分期分段满足，战略也需要根据相应的用户情景而不断调整。 

初步的了解了商业思维，可以开始用商业思维去思考。能从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概

念理解项目，可以帮助梳理项目发展。在谈判力的工作坊当中，学习到谈判的战术，

不同情境下谈判的方式，以及一些谈判的小技巧，从而反思到自己的不足。 

打开商业思维的大门，因为自身一直是公益出身，从未涉足过商业领域，所以这次对

于商业领域的融资，自身材料的逻辑架构等等都比较充分了解。因为我们机构未来会

有商业部分的项目探索，所以对于未来的机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让我自己

开始不排斥商业模式，而是学会善加利用，去解决自身想要解决的问题。 

 

图 商业思维工作坊的收获和启发 

 

关于 Fellow提出的反馈，⽐较多的改进意见集中在时间较短，⽽平⾏⼯作坊只能参与⼀

个，建议可以改为三选⼆的⽅式，并且可以将单个⼯作坊的时长增加从⽽加深练习和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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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除此外，可以增加基于 Fellow的项⽬诊断时间，以在优化个⼈项⽬的过程中深化学

习。  
 
 

4.3 组织领导力工作坊 

我们收集了 Fellow对于组织领导⼒⼯作坊的反馈，结果发现 Fellow整体对组织领导⼒⼯作

坊感到满意，但是相⽐于其它⼯作坊，组织领导⼒⼯作坊离 Fellow的期待仍然存有⼀定的

距离。  
 
组织领导⼒⼯作坊的⼀⼤特点体现在其的互动性使得 Fellow有较强的参与感。 但是就教学

设计和内容⽽⾔，其组织逻辑和⽬标仍然需要进⼀步澄清和明确，且⽆论是在讲解部分还

是在分组练习部分，都有较⼤的提升空间。 SEED仍需要思考该部分内容如何同国内实际

相结合，从⽽创造更⼤的应⽤价值。教学设计和内容上的问题亦影响了 Fellow对于内容的

吸收和内化，我们测量了 Fellow在在地学习营前后之于组织领导⼒相关内知识和技能上的

理解，发现没有明显变化。这可能是因为能⼒提升不明显，也可能是因为 Fellow在⼯作坊

后，对能⼒的内涵有了新的认知。  
 
值得注意的是，在地营后，⼤部分 Fellow均在实践中尝试应⽤了组织领导⼒⼯作坊中涉及

公共叙事和雪花状领导⼒的内容，从侧⾯反映了⼯作坊对 Fellow的⼯作有启发和参考价

值。如何将内容更好地在三天的⼯作坊中传递出去，是课程团队需要继续努⼒的⽅向。 
 
 

表  Fellow对组织领导力工作坊的整体满意度评价 
维度 陈述 后测 前测 

平均

值 
标准

差 
平均

值 
标准

差 
整体满意度 我对组织领导力工作坊整体感到满意。 4.00 0.65 - - 

我认为组织领导力工作坊符合我的期待。 3.74 0.91 - - 
强度&新鲜
感 

我认为组织领导力工作坊的新鲜感较低。* 2.74 0.78 - - 
我认为组织领导力工作坊的强度适中。 3.37 0.74 - - 

参与度 我认为组织领导力工作坊整体互动性较强。 4.11 0.64 - - 
我认为我积极地参与了组织领导力工作坊。 4.26 0.44 - - 

教学开展 我认为组织领导力工作坊的组织逻辑清楚，目标明确。 3.84 0.67 - - 
我认为组织领导力的阅读和教学材料难度适中。 4.00 0.46 - - 
我对组织领导力工作坊的讲解部分感到满意。 3.53 0.68 - - 
我对组织领导力工作坊的分组练习部分感到满意。 3.47 0.68 - - 
我认为工作坊内容符合国情、可应用于国内实际情况。 3.58 0.7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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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和收获 我在组织领导力工作坊中有所收获。 4.11 0.64 - - 
我知道如何在不确定时激励他人，实现共同目标。 3.53 0.60 3.50 0.87 
我可以在公共演讲或项目介绍中，传递我相信的价值，激励他人

做出承诺，加入我的行动。 
3.53 0.75 3.75 0.70 

我可以基于价值，而不是权威或利益，来与他人建立关系。 4.05 0.69 4.15 0.36 
我知道如何激发团队成员的自发性。 3.47 0.68 3.35 0.57 
我知道如何提升团队成员的能力。 3.53 0.60 3.65 0.65 
我可以赋能我关注的群体来自己解决挑战。 3.74 0.64 3.70 0.71 
我知道我关注的群体拥有什么资源来解决挑战。 3.84 0.67 3.70 0.78 
我知道我的团队和支持者拥有什么资源来解决挑战。 3.84 0.67 3.70 0.64 
我知道我的关注的群体需要什么资源。 3.89 0.79 3.90 0.44 
我知道我的团队和支持者需要什么资源。 3.79 0.77 3.75 0.62 
对上述所需每一项资源，我知道谁拥有它们。 3.53 0.75 3.40 0.49 
我知道资源拥有者的兴趣。 3.47 0.60 3.45 0.59 
我知道如何满足资源拥有者的兴趣，并激励他们加入行动。 3.21 0.52 3.30 0.56 
我知道如何让人们在此刻就行动起来，而非等到以后。 3.42 0.67 3.30 0.78 

注:1-5代表“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标记为“*”陈述为反向陈述，即陈述得分越低，表明回应越正向。 

 
 
 
我们询问了在组织领导⼒⼯作坊中，Fellow最喜欢和最不喜欢的模块，结果发现，这些深

受喜欢的模块很⼤程度上都具有逻辑清晰、⽣动形象、易于理解、并且具有较⾼的迁移性

和实⽤性这些共同特性。我们引⽤了⼀些 Fellow的评价如下⽂： 

 

一方面，这些板块对我们日后的工作有比较大的帮助作用，收获了一波可以使用的

“工具”，另一方面，讲者伙伴的分享很有趣、真实。尤其是情景剧的演绎，和案例
（视频等）的分享。 

故事更加有代入感，听起来轻松、好玩且容易理解，在故事中也让我重新审视了自己

选择公益的初心，找到了出发的原因。学习讲故事真的是特别重要的技能，还可以将

自己与别人联结。 

思路清晰，可操作和演练性强，之后也能很好地运用到实际工作。最后结束的“魔术
师”一生历程，让人有一种脑袋冒爆米花的感觉，自我赋能强。 



2019 SEED Fellowship 项目评估报告   SEED 社会创新种子社区 出品 

 14 

 

图 组织领导力最喜欢的环节排序 
 
⽽那些没有那么受欢迎的模块，它们亦有⼀定的相似性，⽐如讲者在讲述时缺乏热情导致

课堂氛围较为枯燥、流于形式、内容过多导致上课较为匆忙从⽽缺乏深度反思、理论冗长

缺乏⽣动有趣的案例作为补充理解等等。  
 

 
图 组织领导力最不喜欢的环节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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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Fellow最想应⽤的内容”，我们发现，约 74%的参与者（14/19）对公共叙事抱有⾼度

的兴趣，除此外，另有个别参与者想要应⽤“联结群体的⽅法（1/19）”、“建⽴团队

（1/19）”、“将⾃⼰的团队转化为⾏动⼈群（1/19）”、“辅导(1/19)”。 
 
关于“Fellow感到最难应⽤的内容”，我们发现，同公共叙事相关的内容仍然占据了主导

（8/19）,主要的困难集中在“如何挖掘合适的故事”以及“如何讲述我们的故事和现在的故

事”，除此外，”策略（4/19）”、“建⽴关系（2/19）”、“辅导（1/19）”、“建⽴团队

（1/19）”、“联合⾏动(1/19)”这⼀部分亦是参与者感到困难的部分 。 
 
关于“Fellow感到最困惑的内容”，我们发现，部分参与者(5/19)对“策略”这⼀部分存有疑

惑，另有参与者对“这套⽅法论在实践中的应⽤(3/19)”、“公共叙事相关(3/19)”和“辅导

(2/19)”仍存在⼀定疑惑。  
 
关于“Fellow最有启发的内容”，我们发现，”公共叙事（6/19）”仍然占据了焦点，”建⽴关

系（3/19）”、”赋能和发动群众⼒量（3/19）”亦为⼀些 Fellow带来启发，除此外，Fellow

从“总结和庆祝(2/19)“中亦有收获。  
 
 

 
图 组织领导力工作坊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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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参与者从⼯作坊中受到的启发节选： 

公共叙事到团队到联结行动人群。自己的公共叙事能力之前不大行，铺垫很多没必要

的内容，再到团队核心几位成员自己的领导力也从公共叙事能力开始才能在远程工作

的情况下号召起他们的小伙伴一同共事。提高了我对这方面的关注，和之后想多多锻

炼的地方。团队沟通中，如何达成共识、解决方案的想法、 和更好的团队凝聚力为
了目标，也很实用，一回到想目的就用了，也很好的解决了。在考虑如何联动行动人

群的时候，考虑的比之前全面，行动方案上也比之前优化，效果好。也在思考接下来

要怎么继续做好。 

辅导：在辅导别人的时候感受到作为旁观者看到别人的问题，并且一步步去认识到自

己的问题，对于自己来说也是一种观察的学习，观察、感受对方的心情和问题。在被

辅导的时候，等待别人发现自己的问题的同时其实自己也在思考，在这个过程中逐渐

明了问题的根源在哪里。这种方式可以用在平时与学生的交流，以及对自己遇到的问

题的解决方式。我的故事：回顾自己的故事并讲述，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我会去想那些

深埋在心底的那些动力。不失为保持自我的一种方式。 

第一个是如何将服务对象转化为行动人群，我们做青年赋能的工作，但过于将服务对

象作为”对方“来对待，并没有鼓励对方与我们统一战线，自然也不能够真正”赋能
“； 第二是故事的阐述，因为环保主题本身很难传递打动人的价值，自身也在不断打
磨，本身故事传递价值的部分还是值得借鉴的。 

整个环节的设置，助教与小组的学习模式，组织管理、组建团队、故事这些内容。启

发：有参考性地回顾我们现在初创团队的发展，对机构文化及我们与社群共同价值的

探索有了指导，也比较清楚地知道怎样进行公共叙事。 

 

最后，我们邀请了 Fellow为组织领导⼒整体提供些建议和意见，结果发现，主要的意见集

中在助教的⼈数过多且讲授质量存在较⼤差异，不同助教对于⼀些基本概念的理解并不统

⼀从⽽让参与者困惑，故⼀个针对于助教的前期培训和质量把控是建议的核⼼。现节选了

部分反馈如下： 

1.课程的中国化。虽然有些敏感内容、案例不能用，但是还需要用尽量多的实际案例
来阐述理论，能够更直观的让大家了解。比如雪花状领导力、借力和蓄力，这些都应

该是可以建立案例的，有为图书馆的实践很多可以研究发掘一下； 
2.助教需要大量培训。助教很重要，一方面要熟悉课程内容，不断的提醒大家跟着主
题走，一方面要控制节奏，同时也要及时的挑战大家的局限。这需要提前做大量工

作； 
3.Debief的处理，提前要有系统的思路，一方面关注授课和实践中大家的困惑点、分
歧点，在这部分要引导大家说出来，谈一谈；同时，要注意激励大家进一步的思考，

不仅仅是寻求正确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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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议下午的课程，安排一些比较热情活跃的课程; 2.建议教材，必须让大家熟读，或
者提前预习; 3.因为我也不知道之前在哈佛是如何上课的，没有对比性，从我个人观
点上来看，老师们对讲解内容，本来有存在不确定感，也会加深学员的困惑。（当讲

师，俗话说的好，全靠演技，需要把内容先讲到让自己信服，并通过各种方式讲解给

学员，而不是讲的模模糊糊，然后大家就开始了模模糊糊的练习，这和每个老师的风

格没有关系，关键是无论你是什么风格，有没有完成课程目标 ） 

 

4.4 生态社区参访 

此次⽣态社区参访总体让 Fellow感到满意，Fellow在参与过程中有⼀定的收获，尤其集中

在两个⽅⾯：其⼀是对可持续发展和⾃给⾃⾜的⽣存⽅式的反思；其⼆是对社区营造过程

中不同利益相关⽅的博弈的复杂性的认识。 现节选部分如下： 

觉得这个群体对于自然，对于生态的态度很坚决，并不断坚持，并且在当地居民和政

府之中，不断平衡，最终活了下来。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他们并不是特别特别有组

织架构的机构，所以也在思考是不是价值的认同感让他们走在一起，并一起前进，来

到和离开反而变的不是那么大的意义，其实信任和尊重，很重要。 

月亮与六便士，精英主义的乌托邦乡建也许只是乡村建设的某种尝试而已。外来精英

进入社区，在搭建自我组织架构的时刻往往并不愿意同社区本底结构产生连结，本地

人也对这些外来人的行为无法理解。所谓的生态社区到底是精英阶层进退自由的桃花

源梦，还是基层社会结构的重新缔结，还需要慢慢来看。 

在我看来，其实只是另一种生活方式，这也可以给我们有更多的选择，也可以通过此

社区开展一些回归自然的教育，但其模式非常难以复制或者扩大，人数不多比较容易

沟通和处理一些方式，而如果人数增加没有相应的制度就很难管理，另外，他们并没

有融入到当地的居民中，虽然内部比较自恰，但是也让我思考到一些阶层的问题。 

1. 上午的社区参观探险可以看到社区的真实状态，条件比较简陋，但是非常干净有
秩序，还有很多自己制作的装置 

2. 生土房和种子保育的工作让我非常好奇，这些事情的意义是什么。了解下来让我
比较印象深刻的是他们的思考：对当下社会人们所处这个系统的思考。我反思了

自己平时对各种事物的依赖，这些有没有让我丧失一些能力？我觉得 punpun社
区是有警醒到我。 

3. 但是对于他们做的事情我会疑惑他们的可持续性，选择这样的方式也是少数。但
是能够去探索是很宝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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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生态社区参访的满意度 
陈述 平均值 标准差 
我对此生态社区参访感到整体满意。 4.00 0.61 
我认为此参访符合我的期待。 3.94 0.56 
我在此参访中有所收获。 3.94 0.66 
我认为此参访新鲜感较低。* 2.56 0.93 
我认为此参访的整体互动性较强。 3.94 0.66 
注:1-5代表“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标记为“*”陈述为反向陈述，即陈述得分越低，表明回应越正向。 

 

但就⽣态社区参访这⼀环节本⾝的优化⽽⾔，Fellow亦提出了不少的建议，⽐如为了使的

这次参访不流于猎奇，可以适当根据实际情况降低硬性的体验式活动（因这些活动本⾝的

形式感要强于内容），⽽增加时间进⾏沟通和交流，从⽽加深对某些问题的深度讨论。 另

有 Fellow提出，可以以 Pun Pun农场为环境，引导种⼦⾃发选择问题，并进⾏探究，形成

⼀个问题式学习的项⽬（problem-based learning）。 
 

4.5 社区营造 

我们了此次参与者对社区营造上的评价和反馈，可以发现整体⽽⾔，此次在地学习营的社

群分为让⼈感到满意，种⼦发挥了⾃主性，并且可以⾃由地发起活动和参加活动。在这个

过程中，SEED的社区营造策略亦发挥了作⽤，⽐如前期的破冰帮助融⼊，家庭组这⼀组

织形式更好地帮助产⽣深度联结，除此外晨圈和静默有助于开启⼀天的学习和交流公共事

务。 烛边夜话这⼀策略在评估中最受好评，参与者反馈这⼀环节帮助他们敞开了⼼扉，更

好地进⾏社群营造。 在开放问题中，被问起整个在地学习营中印象最深刻的事件时，绝⼤

多数参与者反馈是“烛边夜话”（8/19）。除此外，与不同⼈的互动所带来的启发和感动

（6/19）、参与者⾃发组织的狼⼈杀(3/19)等社交⼩活动亦成为了让⼈印象深刻的事件。 
 

表 社区营造的满意度评估 
维度 陈述 平均值 标准差 
社区 我对此次在地学习营的社群氛围感到满意。  4.44 0.50 

我清楚地了解了什么是自组织。 3.78 0.63 
我认为在在地学习营中我充分发挥了个人的主动性。 4.00 0.67 
我认为我可以在社群里自由地发起活动或参加活动。 4.17 0.60 

破冰 我认为前期的破冰和引导帮助我更好地融入。 4.22 0.63 
家庭组 我很喜欢家庭组这个机制。 4.44 0.50 

我对家庭组之外的成员不是很熟悉。* 2.72 0.80 
我认为家庭组不是很有必要。* 2.39 0.59 

晨圈 我认为每天的晨圈正念有助于我开启一天的学习。 4.00 0.67 
我认为每天早晚的围圈有助于我们交流公共事务。 4.06 0.62 

静默 我认为每次自己静默写实践计划的时间有助于今后实践。 4.00 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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烛边夜话 我认为烛边夜话有助于建立社群。 4.50 0.50 
我认为烛边夜话帮助我安全地敞开心扉。 4.44 0.60 

注：标记为“*”的陈述为反向陈述，即陈述得分越低，表明回应越正向。  

 

4.6 运营和后勤 

整体⽽⾔，此次在地学习营的后勤⼯作较为成功，参与者对住宿条件、餐饮条件、上课环

境和翻译感到满意。值得注意的是，曼⾕的住宿条件相对于其他后勤项⽬得分较低，建议

后续进⾏改善和调整。  
 
在志愿者的反馈中，我们发现，今年的在地学习营可以有以下提升和改进的空间： 

• 安全教育和评估: 因今年在地营期间出了些同安全相关的⼩事故，故在这⼀⽅⾯后续运

营可以提前评估好相应的风险，被做好预防和提醒。  

• 时间安排： ⼀⼤反馈集中在时间安排上， 不少参与者反馈可以多安排些时间开展公共

讨论和思辨，并在互相之间建⽴联结，增强互动。除此外，因此次的时间安排将参访

开展在前，⼯作坊在后，故有参与者提出可以适当地均匀分布，这样可以带着⼯作坊

学习到的新观念和技能去进⾏更加有⽬的地参访，可能会产⽣更有深度的交流和体

验。  
 

 
表 Fellow对在地学习营期间的生活条件的满意程度评估 

后勤模块 平均值 标准差 
住宿：曼谷 3.50 0.96 
住宿：清迈 4.33 0.58 
餐饮：曼谷 4.06 0.62 
餐饮：清迈 4.39 0.49 
上课环境：曼谷 4.33 0.47 
上课环境：清迈 4.33 0.67 
泰中翻译：谷老师 4.28 0.65 
英中翻译：杨向若 4.56 0.50 
英中翻译：刘泓 4.56 0.50 
注:1-5代表“非常不满意”至“非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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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实践与评估 

在长达 3个⽉的实践中，每个 Fellow都尽其所能，将 SEED所学应⽤到个⼈的项⽬中去，

SEED在实践的过程中会开展阶段性评估，值得庆祝的是，2019年 SEED Fellow的实践评

估通过率为 100%。   
 
我们收集了 Fellow对此次实践环节的评价，发现 Fellow⼗分认同在地学习应结束后的实践

的必要性，且从此次实践过程中有所收获，并得到了⽐较充分的⽀持。Fellow整体对⾃⼰

的实践感到相对满意，但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在实践的过程中，部分 Fellow遭遇到了难以

克服的困难，导致实践成果离实践⽬标之间仍存在⼀定的偏差。  
 
 

表 Fellow对实践环节的整体评价 
陈述 平均值 标准差 
我认为在在地学习营结束后的实践很有必要。 4.44 0.60 
我对这次实践整体感到满意。 3.89 0.66 
我认为自己从此次实践中有所收获。 4.28 0.45 
我在此次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支持。 4.00 0.58 
我认为我达成了自己的实践方案的预期目标。 3.56 1.01 
我在此次实践的过程中遭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 3.28 0.65 
注：1-5代表“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带有“*”号标记的为反向陈述，即得分越低，表明反馈越积极。  

 

整个实践过程分为撰写实践⽅案、⼩组⾃组织、导师答疑、撰写实践报告、实践报告反

馈、以及圆满⼤会这⼏个细分的环节，我们分别收集了 Fellow对于不同等环节的整体满意

度，结果发现，基本上每个环节都得到了⽐较正向的反馈。 Fellow认为撰写实践⽅案帮助

其更好地了解了⾃⼰想法，且 SEED提供了有效的反馈使其⽅案得以进⼀步完善，⼩组⾃

组织的讨论在全过程中是个⽐较好的⽀持机制。不过导师答疑这⼀环节，不同 Fellow对其

的评价存在较⼤的差异(SD=0.92)。 圆满⼤会的设计在开展中，也帮助 Fellow更好地了解

了其它⼈的实践。  
 

表 Fellow对实践过程的细分环节的整体评价 
陈述 平均值 标准差 
我认为撰写实践方案这一环节帮助我更好地了解了自己的想法。 4.72 0.56 
我认为 SEED对我的实践方案提供了有效的反馈。 4.50 0.60 
我认为小组自组织的讨论帮助我更好地实践。 4.44 0.76 
我认为小组自组织的讨论没有太大必要。* 1.83 0.60 
我认为导师答疑对我有用。 3.92 0.92 
我认为 SEED对实践报告的反馈让我有启发。 4.29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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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圆满大会这一环节很有必要。 4.19 0.63 
我认为圆满大会帮助我更好地了解了其它 Fellow的实践。 4.27 0.77 
注：1-5代表“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带有“*”号标记的为反向陈述，即得分越低，表明反馈越积极。  

 

我们询问了 2019届 Fellow之于实践这⼀环节的建议和意见，结果发现，Fellow的反馈主要

集中在三个⽅⾯： 

• 其⼀，希望将个⼈实践改为⼩组实践，⼀来可以创造 SEED内部的联结，⼆来⼩组朝

⼀个共同⽬标的实践更容易催化⾃组织和协作； 

• 其⼆，可以细化实践的评分机制，并创造奖励机制，⽐如给到 Fellow每个维度的分值

以帮助其基于得分进⾏针对性优化；或者设⽴奖学⾦或者奖励证书来激励 Fellow的实

践；或者给出同届的平均值、中位数、最⾼分和最低分，以此来帮助 Fellow更好地了

解同届实践评估的整体情况。  

• 其三，进⼀步增加在实践环节，不同 Fellow间、Fellow和 SEED的交流。⽐如有

Fellow反映到，有些问题可能组内⽆法得到有效的解决，需要更多的资源和⽀持，因

此建议建⽴⼩组的阶段性问题反馈和解决机制；或者有 Fellow提出可以在实践过程中

纳⼊如何同其他组员、SEED成员进⾏互动的要求，以促进联结。   
 
针对实践报告的撰写模版，Fellow的⼀个建议是不仅仅是将注意⼒放在主观感受题上，⽽

是增加⼀些对于案例和项⽬的客观描述，以更好地帮助把控每个 Fellow实践的详细情况。  

结果：整体效果 

我们选取了社区归属感和⾃我效能感这两个指标，以此来刻画 Fellow在 Fellowship不同阶

段的变化。结果发现，Fellow的⾃我效能感整体并没有明显的变化，只有在部分条⽬上“如

果我尽⼒去做的话，我总是能够解决问题的”、“对我来说坚持理想并达成⽬标是很容易

的。”有些差异。 但值得注意的是，Fellow之于 SEED社区的社区归属感在参与完在地学习

营后有了明显的提升， 且在实践过程结束后整体亦保持了较⾼的社区归属感。这说明，

SEED的社区营造整体较为成功。  
 

表 自我效能感在参与项目（在地学习营）前后的变化 
陈述 在地学习营前 在地学习营后 实践后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如果我尽力去做的话，我总是能够解决问题的。 3.95 0.80 4.22 0.53 4.28 0.45 
即使别人反对我，我仍有方法取得我所要的。 3.65 0.65 3.78 0.63 3.78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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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坚持理想并达成目标是很容易的。 3.25 0.89 3.44 0.83 3.61 0.68 
我自信能有效地应对任何突如其来的事情。 3.60 0.58 3.78 0.79 3.67 0.58 
以我的才智，我定能应对意料之外的情境。 3.45 0.50 3.61 0.76 3.50 0.50 
如果我付出必要的努力，我定能解决大多数的难题。 4.00 0.71 3.67 0.88 3.94 0.62 
我能冷静地面对困难因为我信赖自己处理问题的能力。 3.95 0.59 3.89 0.74 3.89 0.46 
面对一个难题，我通常能找到几个解决方法。 4.00 0.63 3.67 0.75 3.89 0.46 
有麻烦的时候，我通常能想到一些应付的方法。 4.10 0.44 4.06 0.78 4.00 0.33 
无论什么事在我身上发生，我都能应付自如。 3.25 0.62 3.56 0.68 3.28 0.56 
总体 3.72  3.77  3.78  
注:1-5代表“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   

 
 

表 社区归属感在参与项目（在地学习营）前后的变化 
陈述 在地学习营前 在地学习营后 实践后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我认同这个集体并感到自己属于这个集体。 3.90 0.70 4.33 0.47 4.22 0.53 
我的意见在集体中很重要。 3.65 0.73 3.72 0.73 3.89 0.57 
集体中很少有人认识我。* 2.80 0.81 2.00 0.75 2.56 0.83 
我觉得这个集体是属于我的。 3.35 0.73 4.00 0.47 3.89 0.57 
我在社区中参与了组织工作。 3.10 0.83 3.78 0.71 3.44 0.96 
我参与了社区中的社交活动。 3.70 0.78 4.06 0.70 3.83 0.69 
我加入了一些社区中的社交团体。 3.75 0.70 4.22 0.53 3.67 0.82 
当社区需要帮助时我会给予帮助。 4.40 0.66 4.33 0.58 4.33 0.47 
我没有参与社区中的社交娱乐活动。* 2.80 0.98 1.89 0.94 2.50 1.07 
我能在社区中找到会安慰和鼓励我的人。 3.80 0.81 4.33 0.47 4.22 0.71 
在我情绪低落的时候我能在社区中找到愿意听我倾诉的人。 3.45 0.92 4.22 0.53 4.17 0.69 
我能在社区中找到自己满足感的来源。 3.55 0.86 3.94 0.70 4.00 0.58 
在社区中我能振作起来并进入更好的状态。 3.75 0.89 4.11 0.74 4.00 0.58 
在社区中我能放松并很容易忘记自己的烦恼。 3.55 0.80 4.06 0.78 4.22 0.71 
总体 3.60  4.09  3.92  
注：1-5代表“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带有“*”号标记的为反向陈述，即得分越低，表明反馈越积极。在
进行总体计算的时候，反向陈述会进行反向计分以保持内部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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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综上，此次 19年 Fellowship获得了较好的正向评价，是⼀次效果甚佳的改良。相较于往年

的 2个星期的短期交流学习，为其近半年的 Fellowship⽆论是在项⽬内容还是在项⽬形式

上都要更加的丰富，并且能够满⾜ Fellow的不同的需求，亦弥补了往年缺乏将所学应⽤到

实践的考察。  
 
线上共学环节整体实现了社区“预热”的功能，帮助 Fellow在前期进⾏了破冰，并通项⽬分

享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可能的改进意见是考虑到线上很难调和所有⼈的参与时间，故可以

注意将讨论资料和分享资料成⽂化和存储，从⽽为那些未同步参与活动的 Fellow提供回顾

的可能性。  
 
在地学习营思路清晰，分为社会发展⼯作坊、商业思维⼯作坊、组织领导⼒⼯作坊、⽣态

社区参访等四⼤知识板块，并辅之以⼀以贯之的社区营造机制，使得 Fellow在参与的过程

中即有知识和技能上的所学，亦加深了彼此的联结，促进了朋辈学习。泰国在社区发展和

营造上的积累的经验和⼟壤亦给 Fellow带来了⼀些新的反思和启发。 
 
实践这⼀环节充分地利⽤了⾃组织的⽀持，帮助 Fellow将其所学应到实际⼯作场景中去，

总体 Fellow对此次实践环节较为满意，并有所收获，但因为⼀些⽆法避免的困难，使得部

分 Fellow未达成他们的预期。可能的建议是将个⼈实践改为⼩组实践，从⽽创造⼩组的共

同⽬标，并在不断地协作中充分地实现 1+1＞2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