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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國際教育旅行（Educational Trip；School Trip；Study Tour），係指本國學校

與國外學校透過交流互訪、姊妹校結盟等方式，以推展多元學習並拓展國際視野

的一種學習途徑方法，此從臺灣國際教育旅行聯盟網頁中，可以查詢相關資訊

（http://travel-edu.com.tw/）。根據聯盟統計，2005 年至 2018 年臺日、臺韓之間，

高中職生交流的密切與頻繁，有逐年上升之趨勢，然而交流國家也只限於日、韓

兩國，範圍似乎太過侷限。加上扣除政府補助外的學生旅費過高、相關行政人員

業務繁重及旅行課程規劃內容走馬看花等實質問題（蔡百川，2018），推動後中

學生國際教育旅行的政策實有轉化之必要性。 

另一方面，臺灣青年志願服務發展已將近 20 年，為全世界青年志願服務運

動的前五大推展地區，志工已在臺灣各社區關懷領域生根，服務面向多元豐富，

包括環境保護、社會福利、社區營造、文化創意等皆堪稱典範。近年來青年志願

服務更將觸角伸及國際並蔚為潮流，因此青年的創意及活力，長久皆是志工界不

容忽視的重要資源。然而教育部青年發展署針對海外志工服務的相關計畫補助要

點（https://iyouth.youthhub.tw/Map.php?kind=281）皆以 18-35 歲為對象，等於排

除後中階段的學子，實屬可惜。尤其我國公民素養的向下扎根態勢已刻不容緩，

而志願服務是全球普世價值，從事服務的志工是公民社會成長的重要基石。因

此，鼓勵並誘發後中學生參與國內外志願服務交流的補助機制應可適時修改。因

為每個人藉由自身的樂意付出，讓社會變得更和諧、快樂，並獲得心靈的滿足。

也因為志願服務的精神並不會因文化、國家而有所區別，反而更能從價值分享的

交流中獲得非凡的養分，匯聚成永續向上的心靈資源，世界公民的概念也因此應

運而生。 

承上，近年來藉由活動而相互交流的方式日益成熟，除了經貿及觀光活動之

外，後續也不乏許多文教類且具有教育意義的活動。而對於日漸頻繁的國際交流

與互動，如何弭平各國籍、種族及語言間的偏見，增進包容、尊重與合作，實屬

國際交流權責主管機關的主要工作。因此，若能將我國後中學生國際教育旅行形

式，適時地轉化成與各國青年學子共同參與志願服務，不僅有助於相互交流，更

擴大了服務的力量，啟發學生自我對社會的關懷，並由團隊合作中體驗「實作中

學習」（Learning by Doing）與「付出中學習」（Learning by Giving）的志工精

神；更具體發揚 108 課綱「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會參與」三大面向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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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精神。 

二、相關理論 

誠如上述，由於國際青年學生交流日益頻繁，國外學生透過官方正式管道交

換或參訪臺灣人數日增，而臺灣學生利用寒暑假期間訪問各國者，為數更難以估

計。有鑑於此，本文嘗試透過團隊合作、族群接觸及和平與衝突教育等理論，探

討青年學生志願服務交流對於提升雙方的理解與認識之影響。 

(一) 團隊合作 

團隊是一個具有高度信任的團體，成員間相互支持合作，並以每個人本身的

才能，共同為團體的使命及共同目標所努力，而成員之間講求溝通、意見參與，

共同為績效的設定及達成而貢獻才能（孫本初，2000）。因此，團體合作的內涵

為合作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是一種可以有效地與不同背景專業知識的

個體合作，透過互助的關係使團體中的個體成員可以持續為共同目標努力，進而

實現自我在團體內的目標動機。由於合作學習是以合作而非競爭的目標結構為基

礎，在工作過程中，小組成員會獲得與人互動的心裡滿足感，並加強學習動機

（Slavin, 2011）。 

(二) 族群接觸理論 

另外根據「族群接觸理論」（Contact Hypothesis 或  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主張增加族群接觸以減少群際偏見、與增進不同群體的了解及接納程

度。其中該學說的前提是族群間通常存在著「過失無知現象」（faulty ignorance）
的假設，其主張一個群體/種族對另一群體/種族在缺乏充足資訊，或彼此間存在

錯誤資訊的情況下，就會造成群際刻板印象與不友好的態度。許多研究也證明，

族群間個人接觸機會越多，雙方的溝通交流越頻繁，就能產生更開放、更友好的

態度，而發生衝突的偏見、歧視、敵意等負面情緒就越少（Bickmore, 2008; Novotny 
& Polonsky, 2011; Savelkoul et al., 2010）。 

(三) 和平與衝突教育 

和平與衝突教育的推動是各國實施公民意識教育（Citizenship Education）的

重點項目（Bickmore, 2008），至於其推行的較佳方式則是說故事、文化交流、

參訪與角色互換等對話與體驗等，除能開拓多元視野外，更可增進彼此設身處地

的為他人著想（Henderson, 2006）。而此種跨越種族/族群的團體溝通，如果是

規模較小、非正式且志願性質，而參與者本身也有意願主動尋求和平且態度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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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其影響甚至長達終身之久（Funk & Said, 2004）。 

綜合上述，國際交流與合作除了經濟動機外，在面對政治社會化的議題中，

若能透過隱含與非正式的交流與參訪，比較能夠增進跨文化衝突的解決。而雙方

透過分享、拜訪、服務等接觸機會，消除錯誤偏見，拉近彼此的距離。若能再善

加利用團隊合作的模式，將「奉獻」、「友愛」、「互助」等儒家信念具體落實

在志願服務的精神上，不僅有助培養「社會互信」，亦將達到社會的和諧（Bell, 
2008）。因此，筆者認為臺灣後中學生國際教育旅行，不僅應將文化與教育交流

擺在優先順位，更應擴大志願服務交流項目，期能透過儒家等古訓，奠基在互相

尊重與了解的基礎上，創造更多彼此能接受的溝通模式，則或許能夠超脫現存全

球化與本土化的框架，進而發展成獨特的交流模式。 

三、志願服務交流的項目 

臺灣青年到國外志願服務的地點大都以當地偏遠地區的學校為主，由於地域

寬廣，雖然美景無限，卻也意味著在地學童，往往需要翻山越嶺、長途跋涉數小

時，只為了求學。因此志工組織透過以校領鄉的模式，進而改善整個社區的發展。

以臺灣微客海外國際志工為例（https://www.waker.org.tw/），招募對象為 15 歲以

上青年，其服務據點包括：泰國、印度、中國西部各省份（甘肅、青海、新疆、

內蒙古、四川、寧夏、陜西、雲南等）、尼泊爾、柬埔寨、菲律賓、馬來西亞、

非洲，並逐步擴增至俄羅斯、北越、馬達加斯加等。而志願服務的項目大都集中

下列三種： 

(一) 輔助教學 

教育資源不均與專業師資的缺乏，一直是偏遠地區孩童先天學習上的弱勢。

因此除了協助英、數、物理、化學等共同科目外，志願服務內涵也讓孩童們能有

接觸音樂、美術、體育…等藝能課程的機會，讓孩子在成長學習中有不一樣的體

驗外，也有新的文化及資訊的刺激。 

(二) 陪伴 

陪伴，是志工組織的服務項目裡相當重要的一環，以中國大陸為例，「留守

兒童」（臺灣稱為隔代教養）眾多，顯示出中國大西部地區中，嚴重的社區結構

性問題，因為對於父母長期離家打工而失去父母陪伴的孩子們來說，透過陪伴與

家訪，彼此的分享，就是孩子們紓發心情的極佳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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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家庭訪問 

當志願青年聽到孩子們說：「我的家到學校需要 2 個小時的路程」時，往往

在服務過程中會安排「陪孩子走一段回家的路」的方式，實地翻山越嶺到孩子家

中做探訪，看見真正生活中的不便，聽見每個家庭真實的生活故事。用真誠的笑

容與當地居民互動並給與更多關懷的支持力量，探訪結束後，將其故事帶回臺

灣，整合有效資源並連結在地生產動能，成為給予當地社區更多的實質助力。 

除了上述針對孩童的服務項目外，每個志願服務梯次團隊的重點項目不盡相

同，例如植樹治沙與還原綠貌（內蒙古）、搭建牛棚與放牧（雲南）、增建房舍

（尼泊爾、柬埔寨）及社區清掃服務等，皆是青年熱心參與的工作內容。反觀我

國後中學生前往國際教育旅行的現今主流模式，通常是六天五夜的行程，當中前

往1~2間學校參訪並交流約6小時，實際課程體驗的時間相當有限；整個行程除了

學校參訪，其餘天數則是風土民情探索，與參加國外團體旅遊無異。況且只針對

日、韓兩國進行國際教育旅行，雖能給予學子不同的異國體驗，但能否增進國際

觀卻有待商榷（蔡百川，2018）。因此筆者認為，國際教育旅行此一學習方式的

主要宗旨是讓學生充分從多元、異質的文化中，與不同成長背景但年齡相仿的朋

友交流互動、彼此學習，並促進自我認識與成長、拓展國際視野與文化關懷。在

此前提下，志願服務交流的項目，應更能充分體現此內涵，而且也不必然一定要

遠征海外，只要能夠跨出原生地，即使只是涉足臺灣本土的偏鄉、離島、部落等

地域，一樣能讓學生「自發」、「互動」、「共好」。 

四、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所謂旅行的意義就在於和不同的人相遇，在和異質領域人士相處的過程中，

才是厚積個人學養的契機，這些機會往往稍縱即逝，無法重頭再來。因此志願服

務的意涵不僅是培養青年學生對國際社會人文關懷之使命感、責任感，進而拓展

國際視野、履行世界公民之義務，也是磨練所學專業知識與技術能力。更重要的

是在服務過程中，反思自我的成長歷程，進而發展正向積極的人生態度。 

(二) 建議 

現今全球產業競爭激烈，年輕人大都陷入低薪低就業率的社會現況。除了就

業外，為了因應現代年輕人多元的想法，未來在青年創業議題中，應該試著在傳

統模式外，多些創意的思考，如社會企業等。再者現今年輕人大多熱心關懷社會，

致力於追求公平正義與理想，過去他們大多只能擔任志工，投身於依賴社會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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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無法長期任職的公益團體。但若能透過商業手法及創新思維導入現有資源後，

就可以讓這些公益團體轉化成有營收、可自給自足的社會企業，甚至回頭投入更

多資源給需要協助的弱勢族群。因此，國際教育旅行轉化為志願服務交流不僅能

深化公民素養，更能導引未來社會創新的想法，此種異國、異族及異質的青年合

作方式，便是值得推廣的新模式，以下為具體建議： 

1. 建議主管機關審慎思考國際教育旅行內涵轉化為志願服務交流項目的可能

性，並委請後中課程學者專家評核，各校申請補助計畫與各類型高中課綱精

神的連結性。 

2. 建議主管機關將國內偏鄉地區或部落納入補助計畫，並建構媒合資訊平臺，

未來可呈現交流項目與成果，讓參與學生利於建構自己的學習歷程檔案。 

3. 建議學校應廣泛納入其他國家為計畫執行地點，落實國際觀及南向政策，而

不應以日、韓 2 國為限。 

4. 建議學校取經或結合國際志工組織，規劃完善訓練課程，透過志願服務模式

把技能和資源帶到貧困區域或國家，藉以發揮華人儒家思想並落實在各地域

中。 

5. 建議主管機關或學校，規劃資源誘發教師利用校本課程開設「國際教育見習」

等課程，課程內容以解決社會底層問題，改善生活空間的目標為首要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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