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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銘」，作為名詞，在我國歷史文化中常代表刻在器物、金屬或是石碑上作

為提醒自己、稱讚他人或是對自己的註解，例如「座右銘」、「墓誌銘」；「銘」若

作為動詞，則如日常口語常說的「刻骨銘心」，或如唐柳宗元〈謝除柳州刺史表〉

中的「銘心鏤骨，無報上天」，及《三國演義》第 60 回的「金石之言，當銘肺腑」

等。由此可知，「銘言」是刻在心裡，隨時提醒我們行為的一段文字或是詞。 

世界童軍的銘言是「準備」（Be prepared），同時也是女童軍的銘言，童軍夥

伴會將「隨時準備」放於日常生活及生涯規畫中。美國童軍將「Be prepared」當

作 Scout Motto，不管是將「準備」視為格言、訓言、警句或是座右銘，其實也

是提醒美國童軍伙伴的態度與價值。 

童軍運動創立至今已超過一百年的歷史，童軍的意義與價值讓各國接納與推

動，童軍組織是重要的世界性團體，童軍也提供許多青少年養成的活動，其教育

目標也協助青少年成為一個良善、對社會有意義的公民。然而，雖然許多國家都

有童軍組織的推動，也基於童軍的制度去發展及推行活動，但通常是做得多（推

廣活動）而講得少（缺少論述），在我國同樣也缺乏童軍與公民素養的相關學術

論述。因此，本文藉由童軍銘言「準備」來闡述童軍如何培育公民素養，從童軍

創始人貝登堡先生引用「準備」的意涵，到現在童軍與公民素養的連結，並於各

段說明如何「準備」從童軍到公民的概念。 

二、「準備」在創始人貝登堡的引用 

西元 1907 年的白浪島露營被童軍視為第一次的童軍試驗露營，童軍創始人

貝登堡也在這次露營中，讓參加的每個男孩都能在外套別上一枚銅製鳶尾花的徽

章，只要通過一些考驗（如繩結、追蹤、旗幟等），就得到了另一個黃銅徽章（徽

章上面畫有一個卷軸並寫著「Be prepared」），此徽章可以固定在第一個徽章之下

（US Scouting Service Project）。 

白浪島露營後，貝登堡認為童軍要能履行責任與幫助他人，就像地圖上的指

北針，童軍也應該成為一個有能力的領路人，因此他在 1908 年所著的《Scouting 
for Boys》（我國將此本書譯為童軍手冊）中設計了童軍布章樣式，將一個百合花

畫成指北針的樣子，並在底部畫為捲軸圖案，在捲軸裡面以英語書寫童軍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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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prepared」。 

第一次童軍露營、第一本童軍書籍，在創立童軍運動的初始階段，貝登堡將

「Be prepared」的意念傳達給青少年，就連貝登堡最後給童軍伙伴的信件也再次

提示「Be prepared」的價值意義： 

Dear Scouts:  

…But the real way to get happiness is by giving out happiness to other 
people. Try and leave this world a little better than you found it and when 
your turn comes to die, you can die happy in feeling that at any rate you 
have not wasted your time but have done your best. 'Be Prepared' in this 
way, to live happy and to die happy - stick to your Scout Promise always… 

身為童軍，改變自己、幫助他人、改善社會，應該了解把幸福給別人的意義，

而且在死之前應該也要作好準備，應該努力讓自己所處的世界變得更加美好，這

樣當我們也就能快樂、幸福的迎接死亡。 

三、「準備」在童軍的意義及教育思維 

貝登堡在《童軍手冊》中揭示「準備」就是身體和心理都能隨時保持一個準

備好的狀態去承擔責任並完成任務，因此，在平常時應該要訓練自己強壯、健康、

有活力、足以勝任隨時可能發生的突發狀況，而心理上應該要針對還沒發生的狀

況事先思考和規劃，如此才能在面對意外發生時從容不迫、完成事情。童軍應該

學習應付一切可能發生意外事件的能力，並隨時隨地想著「這裡（現在的情況）

可能會發生什麼突發狀況？」「如果發生了，我能夠做些什麼？」，因此，童軍必

須在平時多練習，以及準備突發狀況的處理方式和技能。 

貝登堡和其妹妹所寫的關於女童軍的第一本書籍《How girls can help to build 
up the empire》1闡述女童軍的銘言也是「準備」，因為身為女童軍必須在任何時

刻準備好去面對挑戰與困難，甚至在面對危險時，可以知道要做什麼和如何去

做，而這些都有賴於平常的訓練，因此「準備」是極其重要的。青少女可以透過

這本書學習準備成為成年女性，因為青少女不是不能用的洋娃娃，而是可以成為

一起努力的夥伴，所以她們可以透過技能的學習來（準備）協助國家，讓國家變

得更強大。 

                                                

1 此本書後來被貝登堡 1918 年所著的《Girl Guiding》所取代，內容也多增加了護理、烹飪、縫

紉等家務的勞動部分，作為女孩成為母親的準備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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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茱莉（2006）提到童軍運動的教育模式類似於騎士的養成過程，在中古世

紀，教育的目的都是讓青少年未來能夠成為騎士，因此從生活、生存技能、價值、

信念等各方面的全人教育發展，展現騎士的銘言「永遠準備妥當」（Be always 
ready）。而童軍訓練進程的教育也是如此，從幼童軍、童軍、行義童軍、羅浮童

軍，到成為服務員，透過每階段的學習和成長，除了技能的學習，智識、價值觀

和品格的修養，以及對於國家社會的責任感，這些都是在每個階段及考驗的「準

備」，童軍的訓練是讓青少年成為未來公民的過程。 

貝登堡認為童軍應該要「準備」，讓自己在專業領域或是工作上能夠承擔責

任，在未來能夠負起對孩子的教養責任，以及在公民社會成為領袖；童軍也應該

要能進行公民服務，把自己的品德、智能、手藝技能及身心培養好（準備好），

然後去進行公民及社區服務（Baden-Powell, 1922）。 

少年從參加童軍團，就開始「準備」入團，在這個過程中，青少年必須充實

自己的智識、品德、體格的健全，當「準備」完成就可以宣誓入團。在每次活動

前的參與，從「準備」穿著制服、攜帶物品、技能複習、準時參與團集會，尤其

要通過考驗或者是進行旅行、露營等活動，更是強調「準備」的重要。童軍有不

同的階段，在每個階段要到下個階段時，也是要通過層層的「準備」，才能到下

個階段。 

當童軍剛加入時，透過資深童軍的協助學習，在這過程中享受（準備）未來

擔任資深童軍的優越；在小隊運作時，自己是被領導時的身分，學習領導者的領

導方法和風範，也是作為以後擔任領導者的「準備」。童軍的訓練就是一種教育

方式，讓童軍隨時「準備」上場，訓練、考驗、表演、領導這些都不會是問題。

童軍在活動中學習不同的能力、發展自己，同時也是在進行反思、認識自己，從

各種活動、考驗中探索，從專科章去培養自己的興趣和專長，也為未來的職涯做

「準備」。 

與其說「準備」是童軍的銘言，其教育的思維更像是童軍的精神。把童軍的

精神化成生活的理念，「隨時準備」，把每天該做的作業、工作完成，並思考明天、

後天或未來的課程規劃、工作安排，讓自己「隨時準備、隨時應付挑戰」。其實，

「準備」就是為了自己的生活、生涯發展而努力，以及讓自己的家庭、社區和國

家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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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準備」與公民素養 

(一) 公民素養的範疇 

我國在 2010 年第八次全國教育會議中，將「現代公民素養培育」作為討論

議題，並發展出六大議題：生命與品德教育、人權性別平等與法治教育、資訊科

技與媒體素養、生態與環境教育、安全與防災教育、藝術與美感教育；而在 2011
年，我國教育部推出現代公民核心能力養成計畫，指出現代公民核心能力包括倫

理、民主、科學、媒體及美學等素養。然而這些提出的素養，就像早期提到的公

民教育一般，劃分了知識學科的範疇，如法治、政治、經濟、文化、倫理道德等。

但當公民素養被切割成幾大範疇（如倫理、民主、科學、媒體及美學等素養），

可能過於狹隘（難道沒有其他範疇？），又將這些範疇切割出評量標準（如能力

指標），顯然是行不通的（陳佳欣，2012）。 

這些劃分出類似學科或議題的範疇，所謂的公民素養就缺少了態度、精神或

其他無法歸類的素養，如 Giddens（1991）認為運用理性反思能力、參與風險決

策的能力，也是不可或缺的公民素養，而社群主義者 Etzioni（1996）和 Sandel
（1998）則重視情感層面的社群認同與連帶感。因此，「公民素養」應當是人們

為了能參與「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生活所需的基本素養，公民素養不能單

靠講授倫理、民主、科學、媒體和美學的知識，而需要從私領域中個人的反思與

實踐，推及到公領域的展現（徐敏雄，2013）。 

(二) 「準備」是一種公民素養 

童軍銘言「準備」就像是一種公民素養，提醒著童軍積極的充實自我、精進

規劃，做好萬全的準備；貝登堡在《童軍手冊》中提到每個童軍都應該訓練自己

讓自己成為國家及全世界的好公民。因此，童軍在加入童軍團的準備，做好遵守

諾言與規律，實踐平等與法治；在活動、露營的規劃上，做好準備，維護生態與

環境的保護；在各項童軍活動中更是許多生命、品德與生涯發展的展現。童軍活

動可以融入各項領域議題，從各項領域議題中做好認知、情意與技能的「準備」，

因為「準備」不僅是童軍的銘言，做好準備、實踐「準備」的完成度更是童軍的

責任，以及學習或突破困難後的榮譽感。 

美國童軍手冊中有章節在談公民素養的部分，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希望童軍能

夠承擔責任，而每個責任都是需要透過「準備」完成的，在小隊中的責任、領導

夥伴的責任、做好童軍團形象的責任、通過考驗的責任、對自己負責的態度，從

個人、小隊、童軍團、社區、學校、社會、國家、國際的種種責任，而這些對於

責任的認知，以及應該做好的「準備」都是必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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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童軍在公民素養的「準備」 

Polson 等人（2013）提到參加童軍可以提升社會技巧，童軍活動則可以提高

青少年的發展資產（developmental assets），讓他們都能夠準備並發展能力

（competence）、信心（confidence）、聯繫（connection）、關懷（caring）、和性格

（character）等，最後則會想要貢獻（contribution）家庭、社區和社會，因此參

加童軍可以視為公民參與的準備。 

Robert Jr.（2013）提到專科章與農業結合，如水土保持、園藝、種植、植物

科學、農場管理，不僅幫助童軍的成長，其後來的職業也能幫助社會和國家，這

也是一種公民素養的展現。Kim-Farley（2017）所撰寫的文章中，可以發現美國

童軍要獲得公共衛生的專科章，其運用到的認知層面包含了 Bloom 的記憶、理

解、應用、分析、評鑑及創造，而要能得到專科章其對應的能力包含了資訊科技

與媒體素養、生態與環境保護、安全與方災教育、倫理與科學等，因此，當童軍

在「準備」專科章的過程中，其實也展現了許多公民的素養。 

童軍伙伴在進行考驗或是活動的「準備」過程中，實也不斷在練習 Bloom
提到的知識的向度：事實知識（問題解決的基本元素、專有名詞的知識等）、概

念知識（分類的知識、原則的知識等）、程序知識（完成事情的方法、技巧等）、

後設認知（對自我認知的察覺和知識、運用策略知識、認知任務的知識、情緒調

控等）；而當童軍伙伴在「準備」過程中所獲得的知識內化為自己認知的部分時

（尤其是後設認知），他在生活或是工作上面對不同挑戰時都會有不錯的表現，

童軍常被認為是促進品格與發展重要的活動（Wang et al., 2015），因此「準備」

是童軍將公民素養內化的重要核心之一。 

五、結語：「準備」從童軍到公民 

從加入童軍，自我成長、協助家務、服務社區、關心社會議題、對國家有責

任、成為世界公民，這是一條從童軍到公民的教育之路，這條路上以成為良好的

地球公民為責任，在不同階段的過程中都以「準備」來進求完美；人生就是不斷

的戰鬥，當然也是要不斷地「準備」，這樣才會有能力一直往前走。 

童軍銘言「準備」是一種童軍精神，也是具有深刻意義的公民素養；如果這

樣的意義能夠推及到所有人，每個學生都能在良好狀態下準備求知、準備課業、

準備學習、完成作業，並在求學過程中試探、作好未來職涯的準備；每個成人都

能在工作中做好任務的準備，作好成立家庭或成為重要他人的準備；如此，社會

將會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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