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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意識 

教育部於2007年函送「大專校院服務學習方案」，鼓勵各大專院校規劃服務

學習課程，各大學便陸續以各種方式開設服務學習課程，例如以通識課程開設或

由學系以專業融入服務學習方式進行開設相關課程，此外，教育部大專校院服務

學習方案尚有提出可以與實習課程結合服務活動之方式進行。總之，政策性期望

各校推展落實大學生服務學習。實際上並非臺灣，同為亞洲國家的日本也設置服

務學習課程；川田（2014）以大學教育導入服務學習的可能性為題，探討了日本

服務學習先驅大學，包括國際基督大學、立命館大學、筑波學院大學、惠泉女學

園大學、日本福祉大學等校的實施狀況。山下（2017）表示服務學習導入大學授

課，授課的準備階段需要時間與勞力；學生參與服務學習前最低限度的社會人基

礎力，包括思考與行動、禮節、公共心、倫理觀等都有確認的必要；服務學習真

正期待的是培育學生知識、敏感度、態度，進而釀成智慧的意義。 

服務學習就是「服務-學習」讓「服務」與「學習」連結的學習方式或課程科

目，但當服務學習成為一門正式科目時，教師要維持一門正式課程實施並執行運

作其實並不容易，教師一定得付出真心，頭腦思考、情感付出、身體力行，還要

用心費盡心思心力，才能維持課程良好運作。該如何安排學生如何進行服務，何

時、何地、做甚麼；特別是甚麼樣的服務與學習經驗或歷程對該系學系同學的專

業學習相符，是所有接下服務學習課程的老師都得進行思考的問題。服務學習是

立意良好的課程，但如何進行服務學習，無論在教材教法甚至評量上，教師該怎

麼做、如何做，也都在參考援例並構思建立自己教學的方式。本文乃以服務學習

課程為主題，提出教師經驗和理念反思，論述之內容對於同樣身肩推動服務學習

課之教師，或必須執行類似實務課程之教師，在教材、課程運作上應有其參考之

意義。 

二、課程運作、教師責任與學生輔導 

 服務學習必然被認定需要安排至校外參與服務工作，其在執行上之現實面不

得不予以考量。有些偏遠學校距離社區環境都有好一段距離，學生行動往返校區

與校外，讓課程進行時間就不好控制排定，使致服務時程的安排確實不易，學生

前一堂課或後一堂課的銜接會受到影響，站在教師立場，讓學生自行騎車至服務

地點上課，教師總是掛心學生，交通安全堪慮；若學生未能自備摩托車等交通工

具，教師如不安排交通工具，對有些學生而言則難以往返校內外參與校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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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當學生是為了修課而需行動時，教師則應對學生安全負起責任。如此說來，服

務學習這門課無論在課程內容的安排、時程安排、交通安排、服務性質、學習甚

麼?不單是課程也還有經費問題。畢竟交通費、保險費、校外服務時是否提供餐

費，因為要面對課程推動上的困境，教師也必須找到解決問題之方法。因此，教

師確定學系學習特性，針對課程特質安排學生學習，教師不但得用心於課程內容

上的安排，並且得費心於著重課程實施運作的方式，讓課程得以符合服務學習課

程精神的本意。為了讓服務-學習課程能順利運作，課程規劃應可因時地制宜，

教師可採取策略性的做法，讓服務學習活動能因應實務彈性調整，維持文本內容

（服務學習意義、服務倫理、志願服務法）、學生計畫討論、服務執行、分享、

反思，建立學生服務學習檔案等步驟，使課程能達到教學目標。 

三、服務學習課程運營之可行性 

(一) 配合相關計畫實施服務學習課程 

學校及學系等教學單位都設有教學目標與培養學生核心能力的標準，因此所

開設之服務學習課程其服務與學習的內涵應與學系教學目標及學生核心能力培

養有關，教師如果能事先規劃配合相關補助計畫而規畫課程，讓服務學習活動與

計畫的目標及內容契合，則能配合相關計畫實施與執行，如此，不但學生學習內

容符合相輔相成，且對於實施服務學習經費所需，交通費等各方面則亦能獲得緩

解與挹注。例如，教育部學校體育運動志工培訓計畫課程中「志願服務倫理」、「志

願服務法規」、「樂在服務」、「自我了解與肯定」等課程，皆適合於服務學習課程

中成為教材；特別是計畫中各校得配合需求可決定安排特殊訓練課程，這讓各校

得以各自需求設定課程，適合同步考量服務學習課程運作。教育部去年度運動志

工計畫要求辦理兒童寒假營隊活動，透過兒童冬令休閒運動體驗營的活動規劃與

籌辦，藉此機會讓開學後有修習服務學習課程之同學以自願方式參與，擔任寒假

運動休閒體驗營志工，讓籌辦與推動運動休閒體驗營活動成為先修的服務學習課

程之一。教育部體育署委託臺灣大學體育室負責之學校體育運動志工培訓與樂在

服務活動已實施十多年，可以提供志工保險費、餐費、交通費、材料費等，可同

步結合服務課程實施與學習，對教師及學生都是值得感恩的支柱。現在，教育部

亦有補助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亦可提供教師在教學實踐與研究兼做結

合。 

(二) 鼓勵學生發揮創意構思服務學習計畫並學習撰寫計畫 

服務學習是根據美國教育學者杜威理念所提倡，1960 年代導入大學的教育手

法，鼓勵學生認識近身環境，關心自己所處的地方或社區並進而了解它，透過對

社區環境的理解，未來能成為良好公民。配合服務學習精神，教師得於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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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學生採訪學校鄰近地需資訊，學習設計符合服務的計畫，學生對於社區的了

解可透過資料收集撰寫計畫、發表、分享，對於社區有更多的了解。雖然，有些

學生可能對校區外周圍環境仍在探索學習階段，由於不夠熟絡，有些計畫尚未成

熟到得以執行之階段，或說學生規畫的服務計畫也在時空考量上不一定能配合時

程執行運作完成，所幸現在網路資訊發達，師生可以透過網路資訊收集查詢或聯

絡，以作為擬訂計劃之課程之一。學生可以關注社區議題與需求，例如實踐大學

高雄校區學生曾實際參與鄰近鄉鎮美濃白玉蘿蔔的行銷設計與執行，當時學生還

設計製作了白玉蘿蔔活動宣傳單，也創設了白玉蘿蔔 LINE 貼圖，對於計畫的擬

定與撰寫課程內容，雖然不盡然最後都能實施完成，成了天馬行空的創意想像，

但能刺激同學計畫規劃與想像力，對同學學習仍有裨益。 

(三) 建立能穩定實施運作服務學習之友好合作夥伴關係 

 服務學習是一個圖美好理想且立意良好的政策，但只要執行過服務學習課程

者就可以知道其存在的問題與困難度，與穩定發展的機構合作較能穩定維持課程

運作。多數服務安排需要利用整個上午或下午、甚至全天；學生參與各項服務也

會考量自己的興趣、學生自己的時間行事上的安排，服務內容與形式等，應該說

變數很大，教師也無法強迫學生。每位學生至少服務12小時是學校教師課程安排

的規定，也因此教師必須要找出多項的服務內容才足以讓每位學生都能服務12
小時以上，教師須建立長期穩定的合作脈絡與機制，才能確保課程穩定實施，並

保持彈性可調整的作法是最適切的。筆者的學生曾參與某社區樂齡服務，陪伴老

人一起參與資源回收、手做裝飾社區服務中心、陪伴老人歌唱舞蹈，不過由於社

區距離學校遙遠，學生搭乘公車車程也需二、三十分鐘，連同從學校前往車站和

等車，加上社區老人成員出缺席也難以穩定，以致於較難成為長期合作之夥伴關

係。不穩定的合作關係，有時會造成學習安排上的困擾。因此，教師每年在安排

學生服務學習時都必須因應應變調整。建議與學校或教育單位連結，因為服務學

習與志工服務活動並不相同，必須涵蓋服務與學習兩個層面，學校部門有時確實

比較能理解如何做到讓學生能夠獲得學習的機會。像是實踐大學與高雄市七賢國

小今年度的合作，有如大手牽小手的合作機會，協助國小於高雄文化中心辦理畢

業音樂會，舞蹈與音樂結合，由大學生舞蹈協演並協助場務實施，對學生來說有

了一次很棒的「做中學」機會，而七賢國小教師也很能站在教育立場清晰指導如

何運作合作關係。 

(四) 鼓勵學生建立個人服務學習履歷 

教師要鼓勵學生不是為了修課能到學分而參與服務，而是要珍惜自己每一次

所獲得的服務機會，反思自己從過程中看到了什麼、聽到了什麼、學到了什麼，

從計畫參與到服務完成，能反省自己的態度、能力是否仍有可以改善之處，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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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所做過之事留下紀錄。對學生而言最寶貴的是其所經歷的經驗。辛文義（2012）
曾提到建立學習歷程，可以提供生涯規劃與發展的依據，增加升學與就業競爭力

的提升優勢。教師引導學生建立服務學習檔案，記錄下所參與過的活動內容及服

務工作性質亦應列為課程內容之一。以結合科技製作學習履歷教材，APP 或各式

剪輯軟體操作簡易，由於各款手機皆具備拍照與錄影功能，因此在資料收集上亦

甚為便利，大學生不但已經可以自行製作影音學習履歷檔案，尚可發揮創意製作

具有個人風格的學習履歷檔案，技術層面採用剪輯軟體便可以創作製作，以剪輯

軟體工具欄、時間軸、播放器、特效調整器等功能操作，製作完成服務學習檔案

後存檔匯出即成。如圖 1 所示，教師或學生可依照學理做影片結構上的處理，教

師將學習歷程分成準備、行動（服務）、反思、慶賀四個階段，讓學習檔案製作

按照此四階段依序呈現；教師可事先製作 PPT 檔的模板作為素材檔，讓學生在

製作時可有全班統一呈現的一致性，將資料依序拉入剪輯軟體軌道位置中就可完

成。 

 
圖 1 學習履歷檔案例製作（由左至右，由上列至下列） 

四、結論 

服務學習（Service-Learning）是經驗學習的一種形式，透過服務學習過程中

的反思，從互惠中獲得學習的效果與成長。服務學習的定義多樣且廣泛，但主要

精神仍在於鼓勵學生「做中學」，要推動服務學習課程並能付諸實務執行，須謹

慎整合人力、時間與軟硬體資源，在經費、課程或研究內容上適合結合其他相關

計畫實施執行。大學推動服務學習課程，服務是一種中介方法，學生能透過課程

「學習」到甚麼應比「服務」來得重要，教師仍應設定學生配合可能在服務工作

須具備的專業知識與技能的教學。教師在教學引導方面，必須鼓勵校內學生組織

或參與服務學習相關活動，培養學生服務學習之精神與提升年輕學子的社會公民

意識，教師整合資源，長期與持續性地結合民間相關團體的專業與資源，保持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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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友好合作機會，讓學生有機會參與各類型服務，教師亦配合鄰近社區之需求辦

理校外性服務活動，培養學生關懷社區及公民參與；實際帶領同學參與集體驗服

務真諦，學生受被服務單位正向、具體回饋能獲得慶賀的有能感。最後，能記錄

下學生服務履歷的檔案，是很有意義地學習成果呈現方式，善用科技製作教材，

能讓學生年輕不留白地呈示與珍藏自己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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