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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是從服務性服務學習活動參與者的觀點來探討單次或短期服務學習方案對於參

與者之影響，進而建議學次或短期服務學習方案推動時設計與實踐之探究 。 本研究採用量化

的方法進行資料蒐集與調查，使用問卷調查法 ，以封閉式及開放式問卷的方式來進行研究資

料的蒐集，對於單次或短期的服務學習方案設計與實踐建議如下: ( 1 )在規劃服務學習方案必

須區分與志願服務的差異 ，險解參與者是存在非志願性的特質 ， 依其特質來規劃服務學習方

案與期待; (2)單次或短期服務學習方案可以社會服務性質為主，更能激發參與者對社會的關

懷與提升自我內在對生命的價值; (3)單次或短期服務學習方案執行前 ， 可先依其服務性質介

紹服務學習 、 生命教育、團康技巧、情緒管理、助人技巧、人際溝通、服務對象的特質、服

務機構及服務過程可能發生的問題與處理技巧等課程 ;(4)服務學習方案執行前必須依其目標

與合作機機討論其服務內容 ，彼此對方案執行有共識才能讓服務與學習達到教育的成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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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 研究緣起

教育部適值 96 年提出 「大專校院服務學習方案 3 年計畫」的完成，為持續推廣大專校

院服務學習，促進學生的生命成長與品德發展 ， 再次提出接績的 5 年計畫 ， 鼓勵各校將服務

學習融入課程或學生社團活動 。在「大專校院服務學習方案 5 年計畫」的前言開宗明義提出:

「服務學習是將社會資源轉變為學生學習場域的教學方法與過程，它豐富學生學習的對象、

深度與廣度 ，也使得學生學習成效從單純的理論知識提升到全人生命的發展J (教育部，

20 1 0 ) 。這段話除了點出服務學習推動的功能與重要性外，更指出了這次「大專校院服務學

習方案 5 年計畫」 著重的方向在於將服務學習與品德教育結合，期盼藉由服務學習來達到學

生全人發展及生命關懷的教育目標 。

服務學習(SERVICE-LEARN lNG)是一種有效的教學方法(pedagogy) ，強調一種經驗教

育，讓學生將課堂的知識與現實的生活經驗相互結合。陳金貴 (2000 ) 指出，這種經驗教育

是安排學生投入社會服務而激發學生多些關懷社會的動機 ， 以走出對社會冷漠、被動及自私

的心態 。 換言之 ，服務學習對學生最大的功能 ， 就是在幫助學生成為一個 「充分受教育的人」

(fu lly educated person) 。然而，在一些新聞中事件中，發生7一些足以讓我們對現行教育產生

嚴重質蜓的報導 ，例如: 國小學生因為不讓座而在公車上與老人對罵、校園霸凌事件、大學

生課堂上睡覺被老師叫醒後反告老師妨害名譽、台大博士生惡意阻擋救護車......等事件，這

些校園問題不禁讓我們不得不去檢視現今的教育出了什麼問題 。

教育是一項「教人成人」 的工作 ， 針對不同的教育對象，運用不同的教育方法，來達到

教育的目的 。 但是要如何 「教」 才能「成」人 ， 要如何把一個 「 自然人」 教育成 「有涵養的

人」便是教育範疇要去思考的問題(謝維和， 2002 ) 。 為了要讓學生能成為一位 「有涵養的

人J '近幾年來服務學習的概念成為推動教育的一種新教學方法。服務學習最終的本質就是

全人教育(Holistic education) ，藉此教育出更好的人 。 正如德國哲學家康德曾說: r世界上有

三種最美的事物 ， 那就是天上的星星、 地上的小花及人類心中的道德良知」 。人類因為有道

德良知而能散發出純粹的愛與關懷，不為一己之私地為他人謀幸福，為世界、為存活在這世

界的人盡一份心力(字沙、葉菜譯， 1997) 。 因此，在「大專校院服務學習方案 5 年計畫」

就是期盼藉由服務學習的教育方法來達到學生品格形塑及全人生命的發展 。 在服務學習的過

程中不再只是單調的教授一些規範或原則，取而代之的則是強調藉由生命的體驗過程來反思

教學的課程內容，希望透過這樣的學習過程能讓學生將道德的動機在行動或互動中培養出

來 。

服務學習是以「人在情境中J (person-in-the situation)的一套教學方法 ，將課堂知識運用

於社會服務活動的學習方式 ， 強調服務與學習的結合 ， 培養對知識的一種開放態度，以及願

意繼續學習的渴望，這是服務學習最主要的精神 。 因此，服務學習教學方法在執行的過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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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源的整合、提供經驗學習的機構、有計畫的社會服務活動皆是扮演相當重要的關鍵因

素 ，缺少了這些因素就無法達到服務學習的精神 。 但從目前的研究看來 ， 在談論服務學習的

議題時大多停留在服務學習的課程設計、服務學習理念的運用、服務學習的成效、服務學習

的態度及服務學習的實施現況等 (楊淑雯 ， 2010 ;張同廟等人 ， 20 10 ;冀劍制， 2008 ;趙孟

嫂， 2008 ; 馮莉雅， 2005 ) ，似乎都緊盯在學校與課程上的「學習」 方面，有關社會活動之

「服務」 的涉擻，貝I J著:墨甚少 。 從服務學習的精神來看 ， 服務學習不只停留在課程的規劃，

如何與學習場域合作設計出適合的社會服務活動是不容忽視的關鍵性問題 。

課程規劃得再好，活動方案無法帶領出所要的學習目標時 ， 貝 IJ無法達到服務學習的教學

目的 。 Hervani & Helms(2004)說明服務學習最理想的模式是能整合學校及校外的社區資源 ，

讓學生與社區雙方能獲得最大的效益 。 但是 ， 服務學習的腳步不應只是停留在尋找合作機構

的階段，而是需要去思考把一群大多是「非志願性」的學生安排到機構服務所可能衍生的問

題 。 楊于殼中土工員 (2009 ) 在實際帶領服務學習方案時指出 ，部分學校讓沒有基礎概念與心

理準備的學生直接投入服務時，又加上無法配合機構的督導與相關訓練下 ， 容易對服務學習

產生挫折經驗 。 建議在推動服務學習方案時 ， 機構不是被動的服務接受者，而學校也並非是

單純服務的提供者，彼此之間是協同合作的關係 。 因此，服務學習在教育體系或許已經準備

好J ' 但是如何設計活動服務方案來引導 「非志願性服務」 的參與者在服務學習方案上是值

得討論的議題 。

從另一個層面來看 ，服務學習的教育方法不論是在課業上與自我成長上對學生都有著相

當程度的影響 。 當教育大力推崇服務學習所帶來的成效時 ， 學生對服務學習的看法與參與意

願將是能提供高等教育推動服務學習方案設計之參考 。 在一些有關大學生參與服務學習的研

究指出，大學生對於服務學習的必要性普遍具有共識 ; 但大多數大學生對於投入服務學習卻

擔心著: ( 1 )參與服務學習會花太多時間，故偏好一次或短期的服務學習; (2)服務性社團與

融入式服務學習課程是大學生投入服務學習的兩個重要管道 ; (3)沒有服務經驗 ，自覺沒有足

夠的知識與技能等擔憂問題 (林慧貞， 2006 ; Hughes, 2002 ) 。 因此，服務學習要發揮其成效

或功能，必須針對學生的期待來設計，可從服務學習的活動類型以及服務前的訓練來引發學

生的服務動機， 這方面的問題也是在設計服務學習方案時不容忽視的 。

職是之故 ， 本研究主要是針對單次或短期的服務學習方案做為研究方向 ， 此方案所扮演

的功能是引導學生進入服務學習的世界， 本身具有探索服務的意義與價值，能帶來日後長期

投入的承諾 。 故此 ， 本研究以學次服務學習方案為主軸，從 「非志願性」 的角度來檢視參與

者參與服務學習方案後的反恩來探討 : (一)參與者對服務學習的瞭解程度與所持的態度 ;

( 二 ) 服務學習活動方案對參與者所帶來的成效 ; ( 三)參與者投入服務學習前所需的方案

設計，期待能提供單次或短期服務學習方案推動之參考 。

貳 、 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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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習之相關概念

(一)服務學習的定義及意涵

吧服務學習放入歷史的光譜來看，服務學習源自於美國，其發展分為三個階段: 1930 

年代以前為重視服務他人的傳統時期 ; 1960 年代受服務傳統與理想主義的影響 ， 投入社會服

務成為國家青年的政策，成為青年服務的理想時期，在 1980 年代教育改革的帶動下，社區

服務受到教育學者的重視，服務學習因而成為各級學校的教育方案 。 在 1990 年代起，分別

制定相關的法案， 如「國家與社區服務法案」 、 「國家與社區服務學習信託法案J '服務學習

才受到國家政策的肯定 ， 因而促成服務學習發展至令 (郭芳妙， 1 996) 。

然而 ， 在討論服務學習之前 ， 首先須瞭解服務學習的定義與意涵 。 學校的服務學習方案

在與社會福利機構合作之前 ，應先瞭解彼此對服務學習與志願服務的差異 ，以避免學校與社

會福利機構以「志工管理」的方式來運作 ;服務學習並不是志願服務，服務學習的教育方法

是達到投入志願服務的目標之一 。 在看待服務學習與志願服務問題時 ， 存在著參與者來源、

個人自由意志、服務時間、服務內容、培訓課程、服務結果的期待等差異(林勝義， 2009 ; 

胡憶蓓， 2010 ) 。 這些差異都是在規劃服務學習方案所必須考量的重要方向 。 但一些研究發

現仍建議:在執行服務學習方案前的教育訓練，可以運用志願服務法所規定的志願服務基礎

訓練課程 (劉杏元等， 2009 ;自麗雯等， 2008) 。 然而 ， 志願服務法從 2001 年頒布施行已 10

年餘 ， 志願服務不論在觀念態度、服務內涵 、服務領域、教育訓練都已經到了必需重新思考

與檢視的時刻 (會服光、曾華源 '200 1 ; 陳建松 '2008 ; 孫智辰 ， 2008 ) 。 此外，楊昌裕 (2002 )

亦指出:志願服務管理與服務學習的目標、基本理念與價值、組織與實施焦點的出發點不盡

相同，放在椎動服務學習時有必要來釐清服務學習的意義 。 因此 ， 在推動服務學習方案時 ，

方案設計者應先釐清服務學習的定義與意涵 ， 再從服務學習的精神來擬定相關的服務內容、

培訓課程及管理方式。

依據 1999 r國家與社區服務法案」 中關於服務學習修正案對服務學習所下的定義，服務

學習包含四個要點: ( 1)學校與社區結合; (2)服務與課程結合 ; (3)強調學習的重要 ; (4)重視

自我的發展(引 自林慧貞 ， 2006 ) 。 所以，服務學習強調學習是要走出教室，投入社區，課

程能融入與服務，讓學生能認識自我而發展關懷他人的情感 。 然而 ，服務學習發展至今，許

多學者都提出自己對於服務學習不同的論詞 ' Kenda ll 就曾在研究中指出可在文獻中找到 174

個有關服務學習的相關定義(林勝義 ， 2001 ) 。 目前國內在推動服務學習時，經常發現被與

志願服務劃上等號 ， 但事實上 ， 服務學習在本質上只是達到志願服務的一種過程與方法 ，也

就是說，讓服務學習的參與者投身志願服務的行列，是服務學習的目標之一。 Sigmon( 1996) 

依據活動方案所強調服務或學習的不同目標，說明服務學習的意涵如下:

第一種意涵 : service-LEARNING 是以學習為主要目標 ，服務成果為次要目標 。 例如，

一些正規課程的實習計畫 ，社會工作實習、護理實習、餐飲管理實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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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意涵: SERV ICE-I ea rni月 是以服務為主要目標 ， 學習為次要目標 。 例如， 一般的

志願服務工作 。

第三種意涵 service- Iearning 則是服務與學習彼此目標沒有關聯性 。 例如，有些勞作服

務或公共服務 。

第四種意涵 : SERVICE-LEARN ING 視服務與學習目標為同等重要 ，彼此間有著關聯

性 。 真正的服務學習方案是屬於這類型 。

服務學習不如實習課程只強調學習、也非志願服務只重視服務成果，而是把「服務」及

「學習」擺在同一個天秤上 ， 視為同等重要，彼此間有著強大的關連性 。 Jacoby( 1 996)認為

服務學習是強調一種經驗教育模式，透過有計畫安排的社會服務活動，強調學習上必須藉由

「反思J (1官flection)的動作來催化， 並重視服務者與被服務者彼此之間的 「互惠 J (悶。procity)

關係，在這樣服務與學習並重的前提之下 ，滿足被服務者的需求 ，讓服務提供者也從而達到

學習與成長 。

美國教育改革中的服務學習聯盟(A lli ance for Service-Learning in Education Reforlll ' 

ASLER)對服務學習的界定 : r服務學習是一種方法 ， 年輕人在主動參與有結構的服務經驗進

行學習及發展達到實際社區的需要 ， 學校和社區彼此間合作 ， 並與課程內容做整合 ;此外，

並提供時間讓學生去想、去談和寫有關他們在服務學習活動曾看到或做到 。 在服務學習過程

中， 年輕人有機會使用課堂上新學到的技能和知識在他們社區內真實生活 ， 這也加強在學校

所學 ，和有助鼓吹關心他人J (Wade, 1 997) 。 從這個定義來看，服務學習包含了( 1 )一種教學

方法; (2)學校與社區是合作關係 ; (3)具有結構性的規劃 ; (4)解決社區的問題需求 ; (5)需有

反思的設計; (6)運用所學融入於生活 ，及(7)激發對社會的關懷等概念 。

綜上所述 ，服務學習著重學術與現實生活的連結 ，因此比一般教學方法更能達到學習效

果。學生將課堂所學的知識運用於服務學習的活動安排 ， 讓服務與學習皆能達到彼此的目

標 。 此外，強調透過合作、提升民主素養及道德責任，高等教育與社會間有了連結，也協助

學生瞭解社會的問題與需求，而及早做好投入社會的準備(Astin ， Voge l gesa峙， Ikeda & Yee, 

2000) 。 所以，服務學習是一種 「做中學」 的經驗教育，能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在有計畫

的活動與結構化的反思過程讓學生能學以致用 ， 除了能自我成長之外並能完成被服務者的需

求 。 綜合各家學者對服務學習的定義 ，可歸納出服務學習的具有下列的重要意涵 : (1) 學校

與社區是互惠的夥伴關係; (2)將課程專業知能與服務方案結合 ; (3)激發自我成長及對社會

的關懷 。

( 二)服務學習的功能

透過上述針對服務學習的討論已明瞭其定義及意涵 ，在探討服務學習的功能之前 ， 本節

先對服務學習的發展背景做一探討。服務學習理念主要源自於 John Dewey 、 Jean Piaget 、 David

Kolb 及 Donald Schon 等諸位提倡經驗學習理論大師，尤其是受到 John Dew句 所提倡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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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之影響 。 「服務學習」 一詞是由當代大教育家 John Dewey 所提出，他認為學生若能將所

學的課程融入於社區服務中 ，他們將更能有效的學習並成為一位更好的公民 o l ohn Dewey 

所謂的服務學習就是強調學習是從經驗而來 ， 並在服務的過程中獲得學習的效果，也就是所

謂的 「做中學J ' 讓學生運用所學的知能在實際服務中驗證 ，也能讓學生培養社會關懷的情

操(林勝義， 2001 ) 。 也就是說，知識的撞得是需要自己本身主動的與生活環境互動，在互

動的過程中去思考知識與環境之間的關連性，如此才能對所學的知識有所領悟 。 亦即 lohn

Dewey 理論系統中的 「經驗即是生活J ' 經驗是與未來相關聯的， 經驗是自己與所處社會環

境交互作用下所形成的 。 因此 'lohn Dewey 強調思考是獲得經驗的方法，而思考的本質是基

於下列五個要點(林寶山諱， 1992 ) : 

l 學生要有真正的經驗情境 ，且此情境能為學生感到興趣的活動。

2.在此情境能中，有一個問題能讓刺激學生的思考 。

3.學生須具有相關的知識， 並做必要的觀察 。

4.學生藉由思考問題的解決方法 ， 並有條理的發展充實這些方法 。

5.提供學生實際的機會以考驗他們所獲得的概念，如此學生才能對於這些概念有更清楚

的認識以及瞭解其正確度為何 。

John Dewey 認為教育是對經驗的重新組織，使學生在學習中不但撞得專業知識，還能培

養出道德責任心 、表達能力、處理日常生活事務及個人統整的能力 。 因此，教師的責任並不

是把知識放進學生的頭腦 ，而是要對於學生那些片斷的、不清楚的個人經歷進行引導 ，使它

成為完整的經驗 。 所以，教師不僅僅要真備完整的知識系統，還必須瞭解學生的接受能力，

因材施教 (郭小平 ， 1998 ) 。 從 lohn Dewey 的理論清楚發現，服務學習的意涵與 John Dewey 

的經驗理論有很多相符之處，例如 : 強調服務學習場域是提供學生思考 ， 運用所學的知識來

解決生活週遭問題、將真實的社會環境當作學習的場域、於服務與反思的過程中獲得經驗與

知識、教師或機構帶領者本身需有完整的知識等方向 。

在暸解 John Dewey 的主張後，以下將探討服務學習的功能 。 國內外的文獻均有提出相

關的研究，從服務學習的理念、定義及內涵不難發現到，服務學習的成效相當的大。 以下就

針對國內外學者的看法歸納如下

在國內的部分，黃玉 ( 2009 ) 指出:服務學習方案可達成個人與人際的發展、課業學習、

諜堂知識的運用、批判思考與問題解決、看社會問題的觀點、成為有效及主動的公民等六個

層面的成長與發展 。 單文經 ( 1999 ) 則認為服務學習能為學生帶來課業上的學習動機、提高

學業成績的表現、未來生涯規劃、與人合作、穩定的情緒、健康的身體、良好的公民素養、

提高自信心與自我價值 。

Eyler & Giles( 1999)發現服務學習對個人的助益包含了:促進自我認識、精神心靈的成

長 、 幫助他人得到酬賞、擴展人際關係、頡導技能、與他人合作的能力、提昇自我效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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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問題解決能力、提高對社會問題的敏感度、新觀念的啟發、公民責任的培養。而 Sharkey，

8rooker & Schulte(2003)則指出服務學習能培育出學生八項核心能力:溝通能力、問題解決能

力 、 國際觀、公民責任、分析能力、決策能力、社會互動及美學欣賞 。 Kozeracki(2000)則歸

納許多學者針對美國社區學院所推展的服務學習方案的研究，服務學習的功能包含了 .促進

學習、價值澄清、增加對社區的認同感和公民責任、促進批判思考與問題解決能力、增加自

信與自我效能、對他人的同情心、增加對職業的探索與工作技巧的發展 。

從上述針對服務學習功能的研究中 ，我們可發現，服務學習的功能是屬於全人教育 ，能

讓學生在專業的知能、技巧及價值方面都能有所成長 。 首先，在專業的知能方面，服務學習

教學方法能激發學生更有興趣的學習、啟發新觀念、提升問題解決的能力及對未來生涯規劃

的知識 。 其次，在專業技巧方面，能提高學生的人際互動關係、領導技能、合作關係 。最後 ，

在專業價值觀方面，能培養學生的公民責任、自我效能、價值觀的建立與抉擇、增進對生命

的關懷 。

二 、服務學習方案的類型及設計準則

( 一)服務學習方案的類型

學校教育是根據培養人的目的而去建立教育環境與教育活動 。 猶如杜威在《民主主義與

教育》中提出 ， 環境能控制一個人的行動、思考和感受，而學校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環境，

環境能影響學生智力和道德的傾向(林寶山， 1992 ) 。 所以 ，服務學習椎動的重要原因就是

希望學生能在這樣的教育環境與活動下，建立起該有的人格與涵養 。 服務學習為了達到此目

的，而針對不同的目的與特性設計出不同的類型， Jacoby 曾將美國服務學習方案分為下列四

種類型(黃玉， 200 1 ;林慧貞 ， 2007) : 

1.單次或短期的服務學習類型

此類型的服務學習是屬於探索階段 ，適合剛接觸服務學習的學生 。 此類服務活動的目的

在於提供學生進一步瞭解社會議題及社區關懷的機會，讓學生實地認識學校鄰近社區文化的

活動、引導學生進入服務世界、探索服務的意義與價值、增長日後長期投入的承諾

(McCart旬， 1 996) 。 此類型的服務學習是由學校於一學期安排單次或短期的社會服務，或是一

些營隊活動也結合單次的服務方案於營隙中 。 此類的方案偏向於社會服務類型的設計 ，如社

會福利類機構式服務、社區環境清潔. ... ..等 。

2 持續性的課外活動服務學習類型

學校服務性社團或班級團體固定參與某一機構團體服務，即屬這類 。 此類型的服務學習

從探索階段往澄清階段邁進 。 此類型的方案通常是在參與軍次或短期的服務一學習的方案設

計後，而對服務學習產生興趣而決定持續性的服務學習方案。

3 .與課程結合的服務學習的類型

此類型的服務學習已進入了理解階段。這類服務學習的機構選擇與目標安排，必須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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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課程設計內容密切結合 。 服務對象以社會福利機情或是弱勢族群為主，在服務的過程中不

僅能幫助學生課程的學習，也能提供學生實作的經驗，透過反思與回饋，進一步對社會問題

有真實的瞭解，並喚起社會關懷的行動(黃玉 ， 2002 ;李燕美， 2004 ) 。

4 .密集式的服務學習的類型

這類服務學習方案類似整個寒暑假與被服務對象生活在一起的社會服務隊，或是到其他

國家服務一至二年 。 因為這類型的服務有機會密集且長期的與被服務對象對話與反思，瞭解

不同生活議題與問題的形成背景及脈絡，因此會帶給參與者最直接的影響，促使快速的進入

理解或行動j階段(劉杏元等人， 2009 ) 。

( 二) 服務學習的設計準則

不論是執行哪種類型的服務學習方案，都有它需要遵守的設計準則 ，張淑媚 ( 2004 ) 指

出服務學習的標竿方案必須符合 「五顆星原則J (Service-Learning, S.T.A.R.S.) :學生領導力、

深思熟慮的服務、真正有效的學習、反思實踐、大量而堅強的夥伴關係 。 而美國經驗教育學

會則提出有效的服務學習十項原則(林至善 ， 2002 ) 

1.鼓勵人們承擔公共善的責任 。

2.提供結構化反思的過程 。

3.說明清楚服務學習的目標 。

4 釐清每個參與者與機構的責任 。

5 自被服務者決定他們所需要的服務

6 透過不斷的溝通來滿足服務者與被服務者雙方的需求。

7 期待真誠的、主動的、持續的投入 。

8.訓練、管理、監督、支持、認可與評量應納入服務學習的目標 。

9.服務時間需有彈性規畫IJ 。

10 .參與服務學習的成員具有多元的特性 。

林慧貞 (2007) 在探討美國高等教育服務學習方案之設計峙，提出下子IJ 8 點做為我國高

等教育服務學習方案設計的準貝IJ :

l 方案設計需釐清服務學習的意義。

2 多樣化的服務學習課程設計，發展融入式服務學習方案 。

3 服務學習方案宜採取整合社會資源的教育模式 。

4 與課程結合的服務學習方案較能兼顧服務與學習二者 。

5.整合學習課程的融入式服務學習方案之設計 ，可以連結職業相關課程、學門相關課

程、科目或模組相關課程，或採取科技整合模式等類型 。

6服務學習方案設計的發展，須包含準備、服務、反思與慶賀四個階段 。

7.設計符合五顆星原則，強調學生領導力、深思熟慮的服務、真正有效的學習、反思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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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大量而堅強的夥伴關係 。

8 .成立專貴的服務學習中心 。

以上是不同學者針對服務學習所有的類型方案所提出的設計準則，馮莉雅 ( 2005 ) 則綜

合美國高等教育的課程模式 ， 提出與課程結合的服務學習方案在設計時的意見 : ( 1 )建立強而

有力的服務學習辦公室; (2)負責單位需要提供教職員工、學生以及社區合作夥伴關係服務學

習的相關訓練; (3)加強大學在吐區服務的知名度與參與程度; (4)減少校園清掃比重，設計

多樣化的服務學習課程 ，朝向學生白發的服務學習課程努力 。

在持續性的課外活動服務學習方案方面 ， Scheuerrman n( 1 996)提出在設計此方案時應遵

守下列的原則: ( 1 )固定時間的服務與設計結構化的反思; (2)學校與服務機構共同設計服務

方案與|僚解提供的服務內容 。 此外，劉杏元等人 ( 2009 ) 建議在針對單次或短期的服務學習

方案設計時必須掌握下列四項重點: ( 1 )重視學生動機與社區需求; (2)應選擇短期可以完成

且容易看到成果的服務活動; (3)讓學生在挑戰與支持的環境中取得平衡; (4)建立共享目標 ，

提供足夠訊息協助學生瞭解社會議題 。

目前教育部 「大專校院服務學習方案 5 年計畫」 將服務學習分為結合課程的服務學習及

結合學生社團活動的服務學習兩種實施類型 。 如前述文獻指出，單次或短期的服務學習的方

案設計、持續性的課外活動服務學習方案設計或是密集式的服務學習的方案設計 ，都是學生

社團活動可參考的服務學習方案 。

在活動方案的設計前 ， 必須先針對學生的問題與需求進行瞭解 。 恨據金車基金會針對學

生對服務學習態度的調查發現 (嚴文娃， 2009 ) ，僅 46.56%學生曾參加服務學習，未曾參加

過的為 33.35% '且服務都1局限校內，參與校外服務的僅 1 3% ;此外，表示對於服務學習感

到負面的理由則包括了:休閒時間變少、消耗體力、認清社會複雜、覺得很丟臉 。 在林慧貞

( 2006 ) 的研究也指出，學生參加服務學習最擔心的問題卻是怕花太多時間 。 從這些研究數

據或結果看來，服務學習活動需要很多事先的規劃設計，不論是在服務學生的需求暸解上、

服務活動的設計、活動前的訓練、參與機構服務所能提供的協助......等部份都必須事先掌

握，以提升學生投入的動機 。

本研究主要是以單次或短期的活動式服務學習來針對服務學習方案設計與執行做探

討 。 單次或短期的服務學習方案是屬於引導學生進入服務學習領域很重要的階段 ， 若能透過

方案來激發學生服務的動機，貝1 )能有效地讓學生從非志願性的服務走入志願性服務的行列 。

參 、 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從服務性服務學習活動參與者的觀點，來探討單次服務學習方案對於參與者之

影響 。 服務學習方案是安排設計學生投入社會福利機械的關懷活動 ， 讓學生在過程中能將一

己之力運用於活動中，並在活動過程中反思教室裡所得到的知識 。 本研究是以與服務性活動

-43-



崇仁學報第五期 Dec . 20 11

結合的服務學習方案為研究主軸，藉由參與社會福利機構服務的觀點來檢視單次服務學習活

動的影響，並提出研究發現與建議 。 本研究方法與設計說明如下 :

一、研究方法與對象

基於研究對象所持有與研究議題相關資訊的單富性與多元化，以立意抽樣的方式選取符

合本研究之對象進行訪談 。

本研究對象是選取參加 20 11 年天主教青年領袖訓練營之參與者 ， 其參與者為雲嘉地區

的高中生及專科生，共 80 名 。 本研究在青年領袖訓練營的課程當中安排嘉義市 7 個社會福

利機構來進行單次服務學習方案 ， 欲瞭解服務學習活動對於參與者的影響、參與者對於服務

學習活動的瞭解、服務學習活動對於參與者面對生命態度及社會關懷的正向提升、對服務學

習課程的建議，期待能提供單次或短期服務學習方案推動設計之參考。

研究對象所參與的服務學習之社會福利機構，請見下表:

表一服務學習機構一覽表

機構名稱 參與服務學習內容
參與服務學習

的人數
創世基金會 環境清潔、對發票 I1 
伊甸基金會 幫忙佈置早期療育中心教室 12 

瑞泰老人長期養護中心玉山院區 帶領活動、陪伴院民、協助用餐 11 

瑞泰老人長期養護中心光彩院區 帶領活動、陪伴院民、協助用餐 11 
梅香園老人長期養護中心 帶領活動、陪伴院民、協助用餐 12 
嘉愛啟智發展中心 餵食院童、幫院童刷牙 12 
嘉義縣精神康抉之友協會 協助製作手工藝品 11 

二 、研究工具設計

本研究採用量化的方法進行資料蒐集與調查，使用問卷調查法 ， 以封閉式及開放式問卷

的方式來進行研究資料的收集，兼顧研究內容的周延 。

(一) 問卷 ( Questionna i re ) 編制 .

本研究採用研究者自編問卷，欲瞭解，研究對象對於學次服務學習活動的瞭解、體驗、感

想、反思、建議及對參與者的成長......等，以檢討本研究之服務學習方案，並進一步提供相

關學校及社會福利機構未來在辦理服務學習活動之參考與建議 ， 期待能改善現有的服務學習

教學方案的缺失，更臻服務學習的初衷與目的。

( 二) 問卷內容

問卷共分成兩種形式:開放式及封閉式問卷 。 問卷內容分成三部分，分別是一、基本資

料，共 I1 題; 二、 服務學習態度量表 (封閉式問卷) ， 共 1 5 題及; 三、 服務學習反思活動

部分(開放式問題) ，共五個大題及 10 個子題 (如附錄一 )。

(三) 問卷填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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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問卷態度量表部分採四點量表供填答者依照自身的狀況勾選 ，由填答者評定個人之態

度或行為與各題之敘述符合之程度 ， 分數之計算則依照「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 、 「非

常不同意」 之順序各得 r4J 、 r3 J 、 r2 J 、 r 1J 分 ;第七題為反向計分題，計分方式則為相反，

「非常不同意」得 4 分， r非常同意」得 l 分 ，以測試是否為有效問卷。

( 四 )信度分析

本問卷態度量表部分以內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s A1pha 來進行量表信度之考驗 ，態度

量表之總量表 α 值為.794 。信度分析摘要表白1:1下:

表二服務學習態度量表之信度分析摘要表

題號
題目 刪除該題後之

總量表 α 值
(※為反向計分題) Cronbachα 值

這次服務對我有很大的幫助 773 

2 有這次經驗我會更珍惜我的人生 779 

3 因為這次經驗我以後會主動付出關懷 780 

4 因為這次經驗我更願意付出自己的時間服務他人 766 

5 因為我的付出可以讓世界更美好 777 

6 我會因為能幫助人而感到開心 780 

7 ※我不想再參加類似的服務學習活動 807 

8 因為這次的經驗我很樂於當一名志主 770 
794 

9 行前說明對我去機構服務很有幫助 833 

10 我覺得行 fl lJ說明可以再仔細一點 800 

11 這次活動不只提供服務我也得到學習 779 

12 因為這次經驗我會想嘗試到其他機構服務 769 

13 若有機會我會願意在學校參與服務學習的活動 767 

14 
建議在服務學習課程前先參與一日服務體驗課程能更清

779 
楚服務學習

15 今天的服務可以讓我更瞭解什麼是服務學習 770 

三、問卷實施程序

問卷的填答時間是在學生服務學習活動結束當天，由隊輔老師發給學生，並在進行哥 |言

之後，進行一小時的填答 ，填答完畢之後當場收回問卷，以增加問卷之回收率。問卷回收率

為 100% '有效問卷率 100% 。

四、統計分析

本問卷施測後，採用 SPSS 18 .0 統計套裝軟體來進行問卷第一及第二封閉式問卷部分的

分析，使用描述性統計及推論性統計進行各項資料的統計分析與處理。 使用之統計分析方法

敘述如下 :

(一 )工具信度考驗:以內部一致性信度 ( Croobach's ) 係斂 ， 來檢視自編量表的信度 ，

量表的信度愈高 ，代表盎表愈穩定(stabi1ity) 。

( 二)因素分析(factor ana1ysis) :因素分析是一種數學方式的精簡作法，將眾多的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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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縮成為較少的幾個精簡變數 。 所獲得的精簡變數即是因素(factor) 。 本研究以因素分析取得

五個變項 ， 分別是:生命關懷、參與承諾、認同感、行前說明重要性 、 行前說明內容 ， 並以

此五變項進行差異性考驗及相關分析 。

( 三 ) 以描述性統計的方式來呈獻個人基本資料表及服務學習態度量表 ， 方法包含7

百分比 、平均數、標準差 、眾數.. . 等 。

( 四 ) t-Test : 以 t 分數來檢定受試者在服務學習態度量表上的表現 ， 是否會因為基本變

項的不同而存在著顯著性的差異 。

(五) 皮爾遜機差相關 : 以 Pearson 積差相關，來針對本研究中之服務學習態度量表的

連續變項部分進行相關性的考驗 ， 檢視變項之間是否有相關性的存在 (正相閥、 負相關 )。

肆 、 研究結果

一 、變項之描述性統計

(一)基本變項百分比分佈表

本研究受試者之個人基本資料的百分比分佈狀況如下表 ﹒

表三基本資料之百分比分佈表

是否有服
是否上過

性日1J 務學習經
是否曾擔 志願服務

驗
任過志工 基礎 訓 練

課程

選項 男 女 有
沒

有
r又h 

有
r.又h 

有 有 有

人數 27 53 60 20 63 17 35 45 

百分比(%) 33.7 66.3 75.0 25.0 78.8 2 1.2 43.8 56.2 

1.三分之二的參與者為女性:

是否上過
這次服務讓

志願服務
我更瞭解去

特殊訓練
服務的機構

課程

有
沒

有 沒有
有

23 57 80 O 

28.8 7 1.2 100.0 0.00 

從上述基本資料百分比分佈表發現 ， 大部分參與本次領袖營服務學習方案的參與者為

女生 ， 佔了 66 . 3% ' 而男生則為 33 .7% 。

2 四分之三的參與者表示曾有過服務學習的經驗:

在是否有服務學習經驗的部分 ， 75.0%的受試者表示曾經有過服務學習的經驗 ， 只有

25.0%表示沒有 ， 表示有四分之三的參與者曾經參與過服務學習活動 。

3 .將近八成的受試者曾擔任過志工

高達 78.8%的受試者表示曾經擔任過志工，只有 2 1.2%的受試者表示未擔任過志工 。

4 不到一半的參與者上過政府所辦理之志工基礎訓練課程:

而其中上過志願服務基礎課程者只有 的.8% ' 俏有超過一半以上的受試者未曾受過該

課程的訓練。

5 不到三成的參與者上過政府所辦理之志工特殊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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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過進階之特殊訓練者只佔 28 . 8% '而有超過七成以上的參與者未曾參與過特殊訓練

課程 。

6 .此次活動能幫助他們更瞭解服務學習的儉構:

所有的受試者皆表示此次的服務學習單日體驗課程，讓他們對於服務學習的機揹更為

瞭解 。

綜上所述，在擔任服務學習的性別上， 女多於男 ，且比例懸殊，這個數據與孫台卿、胡

憶蓓 (2011 ) 針對靜宜大學所做的服務學習調查之性別分佈狀況類似，男女比例約為 : 2 

左右 ，參與服務學習者多為女性; 表示曾有過服務學習經驗、擔任過志工之比例高達七成五

以上，但在接受正式志願服務課程訓練的比例上卻較低，同時受過完整的基礎及特殊課程訓

練者，比例不到三成， 顯示在專業的志工培訓課程的宣導及鼓勵上，仍持加強 。

( 三 ) 服務學習態度量表之平均數

本研究中服務學習態度量表之平均數如下表所示 .

表四服務學習態度重表平均數摘要表

順序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反向計分題 )

我覺得這次的服務對我有很大的幫助 3.53 50 4 
2 因為這次的經驗，我會更珍惜我的人生 3.58 50 4 
3 因為這次的經驗，我以後會主動付出關懷 3.55 50 4 
4 因為這次的經驗，我更願意付出自己的時間服務他人 3.40 53 3 
5 因為我的付出，可以讓世界更美好 3.43 53 3 
6 我會因為能幫助人而感到開心 3.73 48 4 
7 ※我不想再參加類似的服務學習活動 1.67 71 
8 因為這次的經驗，我以後很樂於當一名志工 3.33 48 3 
9 行自IJ說明對我去機構服務有幫助 3.53 65 4 
10 我覺得行前說明可以再更仔細一點 2.92 62 3 
11 這次的活動不只提供 叫盯恥，我也得到J r學習」 3.58 50 4 
12 因為這次的經驗 ， 我會想嘗試到其他的機構服務 3.48 50 3 
13 若有機會我會願意在學校參與服務學習的活動 3.37 58 3 
14 我會建議在上服務學習的課程之 fllJ' 先參與類似今天

的一日服務體驗課程 ，能幫助學生更清楚什麼是服務 3.43 50 3 
學習

15 今天的機構服務 ，可以讓我瞭解什麼是服務學習 3.48 50 3 

受試者認為此次服務學習對於他們的幫助很大， 分數達 3.53 ( SO= . 50 ) 分 ;此次的服務

學習經驗讓他們想更珍惜人生 3 . 58 ( SO=.50 ) 分 ，研究者認為可能是因為服務對象皆為福利

機橋中的受服務人， 大部分為社會中的弱勢，讓他們瞭解到社會中有很多需要幫助的人 ， 自

己比他們幸運很多，因此更珍惜人生;在「因為這次的經驗，我以後會主動付出關懷」的回

答上，受試者高達 3 . 55 ( SO=.50 ) 的分數 ，足見社會機構服務關懷服務，能提升參與者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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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付出與關懷 ;此外， 參與者也認為會更願意付出時間 ， 來服務他人 ， 分數達 3 .40 ( SO=.53 ) ; 

參與者認為，付出可以讓世界更美好 ， 分數達 3 .43 分 ( SO=.53 ) ，肯定自我的付出對於這世

界的貢獻 ， 這在服務學習對於教育服務學習課程的參與者成為一位世界公民的目標上， 具有

重大的意義存在 ; 在 「我會因為能幫助人而感到開心J ' 顯示出參與者能感受到助人為快樂

之本的意涵 ; 在反向計分題「我不想再參加類似的服務學習活動J '參與者填答平均分數在

1.67 分 ( SO= . 71 ) ，介於「非常不同意」眼「不同意」之間，表示參與者下次還要再參與類

似活動的意願很高;在「因為這次的經驗，我以後很樂於當一名志工」的分數表現上為 3.33

( SD=.48 ) ， 顯示參與者會因為此次活動而去擔任志工， 成為一個志願服務者的意願很高 ，

也表示服務學習的活動，的確很適合用來激勵與鼓勵學生投入參與志願服務的行列 。

在 「行前說明對我去機構服務有幫助」的表示上， 分數達 3.53 ( SD= . 65 ) 分 ，顯示參與

者認為在服務之前的課程講解與事先對機構的介紹說明 ，對於到機構提供服務有實際的助

益 ;此外，在 「我覺得行前說明可以再更仔細一點」上得分為 2.92 分 ( SO=.62 ) ，介於同意

與不同意之間，受試者認為可以再更加詳盡些 ; 在 「這次的活動不只提供服務， 也得到學習」

上分數為 3.58 分 ( SO=.50 ) ， 參與者們很認同服務學習在服務及學習上能兼顧與同時並行的

想法 ， 呼應了杜威 「從做中學」的論點 ;學員們也表示願意到其他機構服務，在 「因為這次

的經驗，我會想嘗試到其他的機構服務」的表現上得分 3 .48 分 ( SD=.50 ) ; 此外， 參與者亦

表示 「若有機會我會願意在學校參與服務學習的活動」 得分 3.37 分 ( SO=.58 ) ，因此，作為

一日性的服務學習體驗活動，的確很適合引導出學生對於服務學習的認識與參與程度 ，也可

因此建議在上服務學習課程之前或是之初 ，可以先安排一日活動體驗課程 ，以增進修課同學

對課程的暸解 ， 在選擇服務學習課程及服務機構時能更加切合自己的興趣所在;在 「我會建

議在上服務學習的課程之前 ， 先參與類似今天的一日服務體驗課程 ，能幫助學生更清楚什麼

是服務學習」 方面分數為 3 .43 分 ( SO=.50 ) ， 表示學生很肯定一日學習活動能讓他們瞭解什

麼是服務學習;參與者高達 3 .48 分 ( SO=. 53 )的分數， 表示 「今天的機構服務，可以讓我

瞭解什麼是服務學習」 。

( 三 )態度量表之因素分析

本研究將服務學習態度量表部分 ， 透過因素分析 ( Factor Analysis ) ，將題目歸類為五個

新的變項 ， 並分別加以命名為 : 生命關懷、參與承諾、認同感、行前說明重要性、行前說明

內容等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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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服務學習態度量表因要分析表

變項名稱 原始題號 題目

這次服務對我有很大的幫助

2 有這次經驗我會更珍情我的人生

因素一 3 因為這次經驗我以後會主動付出關懷
生命關懷 4 因為這次經驗我更願意付出自己的時間服務他人

5 因為我的付出可以讓世界更美好

6 我會因為能幫助人而感到開心

7 我不想再參加類似的服務學習活動

因素二 8 因為這次的經驗我很樂於當一名志工

參與承諾 12 因為這次經驗我會想嘗試到其他機構服務

13 若有機會我會願意在學校參與服務學習的活動

11 這次活動不只提供服務我也得到學習

因素三
14 

建議在服務學習課程月IJ 先參與一 日服務體驗課程能更
認同感 清楚服務學習

15 今天的服務可以讓我更瞭解什麼是服務學習

因素四
9 

行fJl]說明對我去機構服務很有幫助

行前說明重要性

因素五
10 我覺得行前說明可以再仔細一點

行前說明內容

統計分析之連續蠻項考驗，及依照上表之題目分佈，重新計分，並進行推論統計方法分

析 。

二 、 差異的顯著性考驗

本研究之差異的顯著性考驗 ( t-test ) ，在 95%的信賴水準之下，結果如下

表六性別與服務學習態度之平均數、樑準差與 t 分數摘要表

性另IJ

變項

生命關懷

參與承諾

認同感

行前說明重要性

行前說明內容

男生(n=57)

平均數(標準差)

3.62(.38) 

3.46( .44) 

3.48(.38) 

3 .45(.76) 

2.95(.67) 

*P<.05 **P<.OI ***P<.OO I 

女生(n=53)

平均數(標準差 )

3.50(.36) 

3.34(.42) 

3.5 1 (.42) 

3.58( 1.06) 

2.90(.59) 

tf直

1.163 

1.068 
-.224 

-.470 

293 

在生命關懷、參與承諾、認同感、行前說明重要性及行前說明內容的表現上，並不會因

參與者「性另11J的不同而有顯著的差異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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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是否有服務學習經驗與服務學習態度之平均數 、標準差與 t 分數摘要表

是否有服務學習經驗

變項 有(n=60) 沒有(n=20 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標準差)
生命關懷 3.57(.35) 3.43(.4 1 ) 1.292 
參與承諾 3.38(.45) 3.38(.38) -.043 
認同感 3.49(.39) 3.53(.45) -.366 
行前說明重要性 3.4 7(.66) 3.73( 1.58) -.926 
行前說明內容 2.9 1(.63) 2.93(.59) -. 11 9 

*P<.05 **P<.Ol *** P<. OO l 

在生命關懷、參與承諾 、 認同感、行前說明重要性及行前說明內容的表現上 ，並不會因

參與者 「是否有服務學習經驗J '而有顯著的差異存在 。

表八是否會擔任志工與服務學習態度之平均數、標準差與 t 分數摘要表

是否曾擔任志工

變項 有(n=63) 沒有(0= 1 7 值

平均數(標準差) 平均數(標準差)
生命關懷 3.55(.36) 3.5 1 (.39) 287 
參與承諾 3.40( .4 1 ) 3.29( .49) 86 1 
認同感 3.49(.40) 3.54(.44) -.384 

行 I'J IJ說明重要性 3.60( 1.04) 3.31 (.63) 952 
行 I'J IJ說明內容 2.96(.55) 2.77(.83) 970 

帶P可 05 帶，戶可.01 積紡繪P可.001

在生命關懷、參與承諾 、 認同感 、 行前說明重要性及行前說明內容的表現上 ，並不會因

參與者 「是否會擔任志工J ' 而有顯著的差異存在 。

表九是否上過志願服務基礎訓練課程與服務學習態度之平均數 、 標準差與 t 分數摘要表

是否上過志願服務基礎訓練課程

變項 有(n=35) 沒有(n=45 值

平均數(標準差) 平均數(標準差)
生命關懷 3.53(.36) 3.54(.38) -. 125 
參與承諾 3.35(.43) 3.40(.43) -.519 
認同感 3.53(.38) 3.48(.43) 426 
行前說明重要性 3.62( 1.33) 3.47(.56) 573 
行 I'J Ij說明內容 2.85(.73) 2.97(.53) 769 

*P<.05 **P<.OJ ***P<.OO l 

在生命關懷 、 參與承諾 、 認同感 、 行前說明重要性及行前說明內容的表現上 ， 並不會因

參與者 「是否上過志願服務基礎訓練課程J '而有顯著的差異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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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是否上過志願服務特殊訓練課程與服務學習態度之平均數、標準差與 t 分數摘要表

是否上過志願服務特殊訓練課程

變項 有(11=23) 沒有(11=57 值

平均數(標準差) 平均數(標準差)
生命關懷 3 .47(.37) 3.57(.37) -. 904 

參與承諾 3.26(.4 1 ) 3.42( .43) - 1.3 10 
認同感 3.35(.36) 3.56(.4 1 ) -1 .803 

行目IJ說明重要性 3.65( 1.50) 3.49(.67) 571 

行fl lJ說明內容 2.76(.83) 2.98( .5 1 ) - 1.20 1 

*P<.05 **P<.Ol ***P<.OOl 

在生命關懷、參與承諾、認同感、行前說明重要性及行前說明內容的表現上，並不會因

參與者「是否上過志願服務特殊訓練課程J '而有顯著的差異存在 。

本研究針對服務學習態度量表的差異性考驗部分進行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參與者並不

會因為性別、是否曾有過服務學習經驗、是否曾擔任過志工、是否受過志工基礎課程訓練及

特殊課程訓練而存在著顯著性的差異，因此，生命關懷、參與承諾、認同感、行前說明重要

性及行前說明內容部分並不會因為參與性別、 是否曾有過服務學習經驗、是否會擔任過志

工、是否受過志工基礎課程訓練及特殊課程訓練而存在著顯著的不同 。

三 、連續變項之相關性探討

在 95%的信賴水準之下，本研究之相關性考驗結果如下.

(一)服務學習活動的生命關懷與參與承諾、認同感、行前說明之相關性考驗

表十一服務學習活動的生命關懷與參與承諾、認同感 、行前說明之相關性考驗

變項 參與承諾 認同感 行前說明重要性 行前說明內容

生命關懷 358** 456** 084 089 

*P<.05 **P<.Ol ***P<.OOl 

研究中顯示:服務學習活動對參與者的生命關懷與參與眾諾成正相關，且達顯著水準

( r= .358* , P<.O 1 )。 而正向影響與認同感亦呈現正相闕，且達顯著水準(戶.456** , P<. O 1 ) 。

在與行前說明的重要性及內容上則未達顯著 。 結果顯示 :生命關懷與參與承諾及認同感成正

比，也就是說，當服務學習活動的生命關懷得分越高時，參與承諾、認同感之得分亦越高 。

亦即當參與者越能感受到學次服務學習活動對自己生命關懷得啟發時，他們越想要參與社會

服務並奉獻一己之力，對於服務學習教學活動之認同感也越高 。

(二) 服務學習活動的參與承諾與行前說明之相關性考驗

表十二服務學習活動的參與承諾與行前說明之相關性考驗

變項 認同感 行前說明重要性 行前說明內容

參與承諾 .444料 -.005 .28 1 * 

*P<.05 **P<.Ol ***P<.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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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顯示:服務學習活動參與者的參與認同感正相闕，且達顯著水準 ( r=.444料，

P<.OI )。 而參與承諾與行前說明的重要性則未達顯著水準(r=.心的， P> .05 ) 。 而參與承諾與

行前說明的內容詳細則達顯著水準 ( 戶.28 戶， P<.05 ) 。 結果顯示:當參與者在服務學習態度

量表的參與承諾得分越高時，在行前說明的內容部分得分亦越高 。 亦即當參與者有較高意願

想要參與社會服務並奉獻一己之力時，也越要求行前說明內容之詳細程度 。

( 三 ) 服務學習活動的認同感與行前說明之相關性考驗

表十三服務學習活動的認同感與行前說明之相關性考驗

變項 行前說明重要性 行前說明內容

認同感 072 .124 

*P<.05 **P<.Ol ***P<.OOl 

研究中顯示:服務學習活動參與者的認同感，與行前說明的重要性及內容為正相關，但

未達顯著水準 ( r=.027' P>.05 ; r=.124 ' P>.05 ) 。

(四 ) 服務學習活動的行前說明之重要性與說明之詳細程度之相關性考驗

表十四服務學習活動的行前說明之重要性與說明之詳細程度之相關性考驗

變項 | 行前說明內容
行前說明重要性 -.066 

*P<. 05 **P<. Ol ** *P<.OOl 

研究中顯示:參與者認為服務學習活動的行前說明重要性與內容之詳細程度呈現負相

闕，但未達顯著水準 ( r=-.066 '抖的 )。 可能是因為 ， 當參與者越覺得行前說明重要時 ，他

們越要求說明內容的充實性， 也越容易感受到說明內容的不足 。

四、開放性問卷分析

(一 ) 生命關懷

在經由這次活動的安排， 參與者表示活動的設計能對自己在生命方面有很大的啟發並體

悟到尊重每個人的差異性 ， 而且在活動中更學習到不該對服務對象有亥1)板化印象、增強了同

理心、如何與人建立關係以及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1.打破對服務對象的玄1)板印象

803 : í我今天服務的對象待人親和、很善良 ， 這與我想像中的不一樣」 。

857 : í打破我對植物人的刻板印象 ，像是一直認為植物人不會動.. J 0 

2 瞭解對服務對象須有同理心

A5 : í陪著快樂的爺爺 、奶奶 ， 餵他們吃飯 ， 聽他們分享陳年往事 ， 一個服務， 一

顆關懷的心，我很快樂 。 」

A17: í我們在伊甸基金會幫忙佈置，看到他們小朋友跟我們打招呼的笑容 ，感覺就

很窩心 ，也一直聽到老師不斷教導他們怎哩說新年快樂、 上廁所、洗手...需要

很有耐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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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9: í讓我學到怎麼服務別人，意義就是經由這次服務，可以知道關懷別人的重要。 」

3 體會團隊合作的重要

A I5 : í過程中需要加注許多的耐心，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大家一起合作完成許多任

務」 。

A I7 : í在服務中雖然是負責環境佈置 ， 但學習到分工合作、互相幫忙」 。

4 對自我生命的啟發

A I : í對我來說意義重大，我的生活幾乎沒老人，接觸機會很少，所以這次經驗對

我很珍貴 。 」

A5 : í懂得關心、懂的分辜 ， 話說簡單 ，但要真的做卻不簡單 。 」

A I8 : í如何面對去面對身上有病痛的人，因為藉著他們讓我奉獻出我的愛心，看見

他們的笑容 。 」

從上述 「生命關懷」變項來看 ， 其 「服務學習態度量表」的平均數是在 3 .40 分以上 ，對

這次活動給予相當大的正向肯定 。 在此部分與開放性問卷的下列三個題目有關: í今天的服

務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J 、「今天的服務，對我來說意義是? J 、「今天的服務 ， 讓我想要做

的改變是? J 。 參與者在開放性問卷的陳述與服務學習量表的分數是符合其意義 ，對於生命

關懷與經驗有著相當影響，包含了 ( 1 )對服務對象的認識; (2)學習用同理心看待事物; (3)國

隊合作的重要性; (4)珍惜自己的人生與尊重他人的生命。

(二) 參與服務的承諾

在經由這次單次的服務學習方案 ， 參與者大多願意再繼續投入社會服務的行列或願意繼

續參加類似的機構服務

A I : í我想關還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 因幫助人事件令人開心愉悅的事 ， 有可以幫助

需要我們的人」 。

A3 : í這機構裡面已經有很多需要關心的人，我們可能連機構裡的人都照顧不周全

了，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更要多關心週遭的老少婦孺」 。

的: í當然會繼續服務 。 能夠關懷他人是種幸福的機會 ，我也希望改變自 己不再自

私」 。

A17 : í我覺得就算再怎麼抱怨 ， 但我們都比那些需要幫這的人幸福，我也很喜歡他

們接受我的幫助 ， 聽到他們對我說謝謝(微笑) ，這是動力」 。

在 「參與服務的承諾」方面與開放性問卷的「對於我今天的服務，我今後是否將關懷更

多需要幫助的人 ? 為什麼? J 題目相關 。 參與者表示會繼續關懷弱勢團體並繼續服務 。 這樣

單次的服務學習方案是很適合引發學生繼續投入服務的行列，因為除了對自我生命有所啟發

之外，也表達出( 1 )助人是快樂的; (2)提升自我的價值; (3)能為社會付出更多關懷等繼續服

務的動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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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認同服務的重要性 ， 但對服務學習的意義的瞭解尚待加強

參與者體會到這次活動不只是「服務J .也「學習」到許多教室外的知識 ， 對於活動都

有著相當的反思 ， 例如:多關心家人、改變對人的態度、服務需要專業、機憎物理環境的規

劃與活動的設計等 。

l.對家人要多一份關心

A I : r我跟自己的阿公阿甜蜜沒有住在一起 ， 很少跟阿公阿搬講話 ， 想要多跟阿公阿

臉聊天就算是一個問候、關心也好 。 J

A17 : r讓我更想為需要幫助的人服務，因為今天大家看到那群活潑的小間友都很想

跟他們互動 ，也應該多跟家人互動 。 」

2 服務需要專業

A18: r他們是如何去照顧老人，他們對老人的熱心與關懷 。 」

的: r哇 !原來照顧老人這麼辛苦且不容易要熟悉每個人的個性與脾氣 。 」

3 機構物理環境的重要

的: r照顧老人，必須提供他們舒適的安養環境」 。

4 為服務對象設計適當的活動

801 : r多陪老人聊天 、唱歌或表演活動」 。

829: r可以多增加一些遊樂器材，在過玩過學習下達到肢體復健」 。

850: r可以陪他們玩玩遊戲、唱歌 ， 多一些互動活動等等J 0 

雖然 ， 參與者認同這樣的單次的服務學習方案能對服務學習有所認識 ， 但對於服務學習

的觀念是不清楚的，大多認為服務學習就是叫間仇 ， 是一種關懷與付出 ， 對於 「學習」觀

念的認識比較忽略 。

A5 : r服務學習是新的體驗 ， 找到真實的自己為他人付出 ， 把自己熱切的心傳給需

要幫助的人」 。

801 ﹒「即是學習如何服務 。 讓更多需要服務的人得到服務」 。

B05 : r服務學習是去學習服務人服務學習的目的，讓我們更瞭解為什麼要去服務

人」 。

817 : r更懂得去幫助關心他們 。 讓被幫助的人得到開心 ，滿足和我們的愛」 。

在 「服務的認同感」方面，雖然在 「服務學習態度量表」 呈現出對於服務學習相當認間 ，

但在開放性問卷的題目 「有了這次的經驗，我認為服務學習是?服務學習的目的是? J 中發

現，參與者對於服務學習的意義與目的是需要再加強的 ， 參與者對於服務學習的概念是停留

在於服務 ，而缺乏對於學習的認知，對於行前課程的反思' 1生較少， 多強調在服務過程中的體

驗 。

( 四)行前說明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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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對於投入機構大都是充滿了未知的恐懼 ， 例如 : 不清楚機構的性質、擔心不知道

如何跟服務對象互動、擔心自己能力的極限、擔憂無法語言無法溝通等問題 ， 因此參與者表

示行前說明對於投入服務的重要性 。

1.與服務對象互動上的恐懼

A3 : í我擔心自己不知道要跟阿公阿慷做什麼、說什麼，平常就不太敢跟不認識的

人說話，這次是來陪伴不認識的阿公、阿塘，所以多少會有點擔心」 。

807: í擔心服務對象會對我很冷漠，所以在行前說明時有說過 ， 說不定會遇到冷漠

的阿公或阿塘 ， 如果是那樣 ， 那麼在溝通上就會有一些些小問題了」 。

810: í擔心會發生突發狀況 ， 突然間不知所挫 ， 不知該如何是好」 。

827 : í擔心他們會騷擾我，怕他們過度熱情」 。

2.對於自我服務能力的質疑

A11 : í擔心 做的不夠好!因為不是很暸解自己能做什麼」 。

B20 : í擔心不知如何與孩子對談 ， 因為不夠專業，隔行如隔山 J 0 

3 語言上的隔閔

A20 : í語言溝通問題，因為不會說台語」 。

B45 : í擔心阿公、阿總講台語時我會聽不懂 ， 因為我台語沒有很好」 。

在 「行前說明的重要性」 方面 ， 與開放性問卷的 「在到饑情服務之前 ， 我會擔心什麼事

情?為何會擔心? J 題目相關 。 參與者認同行前說明的重要性 ， 主要是出自於對於服務機構

的陌生、對於服務對象在專業服務的不熟悉以及語言溝通的擔憂 ， 因此 ， 期待在行前說明方

面能獲得更多服務的相關訊息，以減輕自己內在的恐懼 。

(五) 行前訓練的內容

行前訓練的課程是必須針對服務對象性質的差異有所不同 ， 參與者行前所擔憂的問題也

就是行前期待所接受的訓練內容 ， 參與者期待行前訓練課程能包含:

l 團康活動的課程

的 : í教導我們如何和老人談話 ， 說些什麼 ， 要做什麼」 。

2.助人技巧與人際溝通課程

809 : í如何和人說話的技巧」 。

832 : í與年長者談話內容細節J 0 

l情緒管理課程

847: í心態上，有時候老人會不斷重複講一樣的話 ， 需要調整心態才不會有不耐的

反應」 。

4 .對機構的介紹課程

B曰 : í多找些服務機梢的資料 ， 讓我們更|僚解他們J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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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8: r機構成立目的以及多一些照片以便暸解當地設備，這樣去到那就不用再一直

看介紹片 ，可以直接服務! J 。

5.服務對象的特質與照護課程

A18 : r能上一下為老人吃飯的過程」 。

8 15 : r說明服務中可能會遇到的事情」 。

850: r如何餵他們吃飯，如何回應他們所問的問題 ， 這樣才不會害' 1白」 。

6 行前體驗課程

A7: r我認為行前體驗課可以再逼真， 也可以再解說清楚一點，或者告訴參與者可

行的方法」 。

857 : r突發狀況的演練 。 不怕一萬 ， 只怕萬一。 突發狀況是最難避免的 ，也需要大

概瞭解一下」 。

在 「行前訓練的內容」方面，與開放性問卷的「行前訓練上的課程，是為了幫助服務學

習進行得更順利，我建議行前訓練可以上的課程是 ?J 題目相關 。 參與者期待行前訓練課程

應包舍，團康活動、助人技巧、人際溝通與互動、情緒管理、機構的簡介、服務對象的特質、

服務對象的照謹、服務前的體驗等課程 。

伍、研究結論

一 、研究結果

( 一)參與服務學習方案女生多於男生，參與者大多有參加過社會服務的經驗

本研究發現，參與本服務學習的女生多於男生，表示不管在志願服務或服務學習上，主

動參與的女生都遠多於男生，建議可以多鼓勵宣導男生的參與，以增加男生體驗服務學習的

機會，並提升其相關之正向經驗與社會參與;此外，本領訓營活動乃是自願報名參加，參與

者曾參與過服務學習者高達三分之一以上 ，這樣的結果可能是因為選擇參與此營隊之參與

者，本身即對於社區活動與關懷的參與程度較高之故 。

(二)高達八成之參與者大多有擔任志工的經驗

據調查，台灣青少年曾擔任志主比例約的% (謝君蔚， 20 11 ) ，而本研究之受試者有將

近八成參與者表示曾經擔任過志工 。 這數據遠遠超過台灣青少年參與志願服務之數據，顯示

參與者對於志願服務投入的比例很高，這可能是因為本研究之受試者本身就喜歡投身在志願

服務的行列，奉獻一己之力以利人、助人;但從整個台灣青少年參與的狀況來說，志願服務

工作仍須橫向的推廣與縱向的深耕。

(三)受過志願服務基礎及特殊訓練的比例不高

依照本研究受試者參與志願服務的熱忱程度來看，受過志願服務法規定之志工訓練課程

(含基礎課程與特殊課程)仍不到三成，更遑論台灣社會中目前雖大力倡導志願服務，但仍

-56-



服務學習方案融入社會服務活動的設計與實踐之探究一以活動參與者觀點為例

有很高比例的青少年未受過相關訓椒 ，也就是說，不到三成的參與者領有內政部所發放的志

願服務證 。 志工在擔任志願服務工作之前的訓練有其重要i生與必要性，不僅可以建立志願服

務的態度，瞭解志願服務的內涵、相關法規，更可以傳達志願服務所讓愛流傳下去的精神。

此外，目前國內在探討服務學習教育方案的訓練時，較常以志願服務訓練課程來討論，

本研究亦發現 ， 受試者認為針對活動的行前說明課程是很重要的 。因此，服務學習教育活動

之訓練課程是否應該比照志願服務訓練課程?亦或是該擬定一套針對服務學習教育方案而

衍申出的課程 ， 來增進學生對於服務學習的知能 ，這都是值得再深入討論與研究的，雖然服

務學習能增加志願服務者，讓擔任志工成為一種社會風氣是服務學習的一個重要目的 ， 但服

務學習的本質與內涵與志願服務還是有所不同的 。

(四)學次服務學習體驗活動能有效幫助學生更暸解服務學習教育

受試者表示， 單次服務學習活動 ，對於他們瞭解服務學習的機情及服務學習活動，有很

大的幫助 。 因此，本研究建議，在學校開始服務學習課程之前可以先辦理單次服務學習活動，

提早在課程開始之前讓學生瞭解服務學習的意義、內涵. 等 ， 可禪益學生參與服務學習教

育課程的成殼，並在相關課程中能有更好的表現 ， 更能達到該課程的教學目的 。

(五)單次服務學習活動能有效提升學生對於生命的關懷

參與者表示服務學習活動有很大的幫助、讓我更珍惜我的人生、願意主動付出關懷 、付

出自己的時間服務他人、我的付出可以讓世界更美好、因為能幫助人而感到開心......等。活

動的設計能對自己在生命方面有很大的啟發並體悟到尊重每個人的差異性，而且在活動中更

學習到不該對服務對象有刻板化印象、應增強同理心、如何與人建立關係以及團隊合作的重

要性，這些部分 ， 都呼應了教育部對於服務學習教學方案的期待 ，也使學生學習成效從單純

的理論知識提升到全人生命的發展，走出對社會的冷漠、被動及自私的心態。

(六)學次服務學習活動能有效增加學生對社會服務的參與承諾

參與者表示會繼續關懷弱勢團體、能續服務、並願意參與學校所規劃的服務學習教學課

程 。 這樣學次的服務學習方案是很適合引發學生繼續投入服務的行列，除了對自我生命有所

啟發之外， 也表達出(1)助人是快樂的 ; (2)提升自我的價值; (3)能為社會付出更多關懷

等繼續服務的動機。本活動能有效提升學生對於社會服務的參與承諾 ， 透過這樣的服務過

程，學生亦能有效的提升自我內在的價值、責任感、對生命的關懷，進而成為一位世界公民。

(七)學生能確實感受到「服務-學習 ( Service-Leaming ) J 並重及對活動的反思

參與者表示，參與者體會到這次活動不只是 「服務J '也能 「學習」到許多教室外的知

識。此外 ， 對於參與服務的內容亦有著相當的反思，例如 : 多關心家人、改變對人的態度 、

服務需要專業、機構物理環境的規劃與活動的設計 一..等 。

雖然，參與者認同這樣的單次的服務學習方案能對服務學習有所認識，但對於服務學習

的觀念仍不夠清楚 ， 認為服務學習就是 「服務J '是一種關懷與付出，對於「學習」觀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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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還是比較忽略，而較趨近於志願服務的觀念，這部分的觀念需要多一點時間去澄清與導

正 。

(八)行前說明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參與者對於投入機情大都是充滿了未知的恐懼，例如 : 不清楚機構的性質、擔心不知道

如何跟服務對象互動、擔心自己能力的極限、擔憂無法與服務接受者溝通......等問題，因此

參與者表示行前說明對於投入服務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

行前說明的內容及仔細程度 ，在服務學習教學活動中都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 ，行前訓練

的課程必須針對服務對象性質的差異而有不同的設計，參與者行前所擔憂的問題，也就是行

前期待所接受到的訓練內容，參與者建議訓練課程應包合 ，圓康活動、助人技巧、人際溝通

與互動、情緒管理、機構的簡介、服務對象的特質、服務對象的照謹、服務前的體驗等課程 。

從參與者的課程內容建議足見，雖然這是單次活動體驗課程，但參與者對於服務過程所

需要具備的知能 ，己能夠深入進行反思並給予建議 ， 並供參考。 此外，亦能感受到參與者服

務過程中的投入程度與省思，這將是一個好的服務學習所期待的結果 。

二 、研究建議

本研究建議如下

(一)在規劃單次服務學習方案必須考量到服務學習方案的規劃與志願服務在意福上的

差異，志願服務者是出於自由意願投入服務 ，而參與單次或短期服務學習的參與者大多是出

於好奇而嘗試的非志願性動機 。 因此，在規劃單次或短期服務學習方案時必須擺脫志願服務

的觀念來看待服務學習方案 。

(二)單次或短期服務學習方案扮演著提供參與者瞭解社會議題與關懷的機會 ，激發參

與者投入服務的動機，探索服務的意義與價值 ， 期待日後投入服務的行列 。 本文認為在執行

服務學習方案時，可先運用單次服務學習方案先讓參與者瞭解服務學習，認識如何從服務中

學習的重要性;並且活動規劃上可以關懷性服務為起點，激發出學生生命內在的關懷動機 ，

以利延伸出往後長期對社會服務的投入。

(三)參與者雖然對服務的動機都很強烈，但對未知的服務內容卻有著相當程度的擔憂 ，

活動行前的課程與說明則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志願服務依其定義與內涵規劃出一套基礎與

特殊訓練 ， 且志願服務法在民國 90 年成立至今尚未做課程上的檢討 ，本身的課程是否仍適

合現今的志願服務者尚待檢視 。 所以在執行服務學習方案時應該針對不同服務類型設計出適

當的訓練課程。綜合本研究發現，對於在執行服務性質單次或短期服務學習方案前，建議可

先進行以下課程的介紹: ( 1 )1司為服務學習; (2)生命教育; (3)團康技巧; (甘情緒管理 ; (4)助

人技巧; (5)人際溝通; (6)服務對象特質的介紹; (7)服務機構的介紹; (8)服務過程可能發生

的問題與處理技巧等課程 。

三 、研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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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與者本身教育背景的差異

本研究的對象為雲嘉地區的高中生及專科生 ， 本身在學習及專業背景上皆不同 ， 導致對

活動行前說明課程的期待與需求也有所差異 。

( 二)服務活動內容的規劃限制

l服務機構的安排:本研究的服務單位是以嘉義市社會福利機構為主，服務學習活動參

與學生達 80 人，要同時提供參與者問樣的機織及服務內容，實屬不易，故研究設計將參與

者的服務活動分配到七個不同的社會福利機構 ，無法將服務對象與內容控制在同質性上 。

2 .服務學習內容不同服務機情雖同為社褔機構，但每個機構中的服務對象及內容迴異，

願意開放給服務學習同學服務的範疇也有所不同，因而導致參與者之間服務的對象與內容有

所不同 。 此外，能否直接接觸服務對象對於學生在活動後的反思與領受亦會產生影響，如.

服務內容為行政事務者，其反思的內涵自然與帶領老人進行同樂會者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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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領訓營社會福利機構服務學習問卷

親愛的青年伙伴您h!

本nn告是小記名的 ﹒ 您的資料山|等被保密，答案僅提供本次活動的參考與服務學習研究之

間， 您 Ixr以安心作7年 ， 您的答案將對政們很重要 。

感謝!在:參加此次的服務學習研勁，相信您對於這次的服務學習，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 我們

很的l甜的，您對於這次活動的想法，的把您的想法讓我們知道，以做為服務學習活動改進的依據，

，1'I{ -f次的活動更好 。

謝謝您的耐心煩7年 !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孫智辰

涂靜宜敬上

( !'ïY:謝天 +教嘉義教區青年工作室對本叫究的支持 )

一 、基本資料

| 拔的性別足兒 女

2 我現在的年齡是: 政

3 我就讀的學校娃 ，就割的年級是

4 這次會來參加活動是因為

5.1~這次服務學悍的機構是?

6. 我這次去機務服務，所服務的內容是?

7. 拔曾經台過服務哈習的組驗。 i 1-j 口沒1J

8. 故有曾經jr.~(LιUI句純驗? Ih 1 J沒干j

9. 我曾經 仁過志關服務培訓的JH~課程?有 口沒有

10. J!< 曾經上過志啪服務培訓11的進|精課程。 [何 口沒有

" 透過這次i'1{J IJlH芳制驗， JJi::fE 1闊的nJi:去服務的機村';u布 U沒有

二 、服務學習量表

l 我覺得起次的服務對政有很大的幫助?

非常 1日|志、 1 間建: 口不 IriJ立 J非常不同志:

2. 1朴的這次的經驗 ， 我會更珍↑背拔的人咕

1 I非常|日U~~ 同意 11、Jri/，[!: 門非常不同志

3 因為這次的經驗 ，我以後會 k動付出關懷

[非常|忌l立 一同志 「不同意 三非常不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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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因為這次的經驗 ， 我更願意付出自己的時間服務他人

口非常同意 口同意 口不同意 口非常不同意

5 因為我得付出，可以讓世界更美好

可非常同意 口同意 口不同意 口非常不同意

6 我會因為能幫助人而感到開心

口非常同意 口同意 口不同意 口非常不同意

7 我不想再參加類似的服務學習活動

口非常同意 立同意 口不同意 口非常不同意

8 . 因為這次的經驗，我以後很樂於當一名志工

E非常同意 口同意 立不同意 口非常不同意

9 行前說明對我去機橋服務有幫助

口非常同意 口同意 口不同意 可非常不同意

l。我覺得行前說明可以再更仔細一點

口非常同意 口同意 口不同意 口非常不同意

1\ 。 這次的活動不只提供 叫肘恥 ， 我也得到 「學習」

立非常同意 口同意 口不同意 口非常不同意

1 2 因為這次的經驗，我會想嘗試到其他的機構服務

亡非常同意 口同意 口不同意 口非常不同意

1 3 若有機會我會願意在學校參與服務學習的活動

口非常同意 口同意 口不同意 口非常不同意

1 4 我會建議在上服務學習的課程之前 ， 先參與類似今天的一日服務體驗課程 ， 能幫助學

生更清楚什麼是服務學習

U非常同意 口同意 口不同意 口非常不同意

1 5. 今天的機情服務 ， 可以讓我llAT解什麼是服務學習

口非常同意 口同意 口不同意 口非常不同意

三 、開放式問卷

(一) What-從服務學習的工作內容，我看見、聽見、接觸了什麼?

1. 今天的服務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2. 在到機惜服務之前 ， 我會擔心什麼事情?為何會擔心?

(二 ) So What-在服務學習的過程中

1. 今天的服務 ， 對我來說意義是?

2. 從今天的服務中 ， 我學習到什麼?

3 今天的服務 ， 讓我想要做的改變是?

( 三 ) Now What-對於我今天的服務 ， 我今後是否將關懷更多需要幫助的人?為什麼?

( 四 ) 對於服務機構 ， 我的建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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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認為我服務的機構可以再為他們的服務對象做些什麼?

2. 透過今天服務的活動 ，我對於服務機惰的認識是?

3 . 我想要對受到我服務的人說的話是?

4. 以後會想要到怎樣的機摘去服務?

(五) 對於服務學習課程，我的建議是 ?

l 行前訓練上的課程 ， 是為了幫助服務學習進行得更順利 ， 我建議行前訓練可以上

的課程是 ?請具體列出或說明 。

2. 有了這次的經驗 ，我認為服務學習是?服務學習的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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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Service Learning Program in 

Social Service Activities-Based on the Viewpoints of the 

Participants 

Jr-Chen S uen I Jing-Yi Tu
2 

Abstract 

Thi s stlldy foc lIses on the participants' viewpoints in giving soc ial service by researching the 

single 01' short-term service- Iearning program, reco l11l11ending a des ign and il11 plell1enting the 

service-learning progra l11 . In thi s stlldy, we lIse qllantitative l11ethods in co ll ecti ng data and sll rveys 

lIsing qllesti onnaires with Close-end QlIes tions and Open-ended QlIestions to stlldy single 01 

short-terl11 service-Iearning progralll and appli calion of the fo llowing recol11 lllendati ons: ( 1) In 

designing the service-Iearning progra l11 one 11111st able to di stingllish the differences betwe巴n

service-I earn ing and vo lllnteer 's service and to lI 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 f' panicipants whi ch 

1110st of thelll are involllntary. And then plan a program accord ing !o their characleristics and 

expectations.(2) The single 01' short-terlll service- Iearning progra l11 can apply the social serv i c巴

activities , to sti l11l1 late the participants to enhance their concern 10 !he society and to prolllote the 

individllal's va llle 01' li fe.(3) ln il11plelllenting the single 01' short-!erlll service-Iearning progralll one 

can take cOllrs巴s slIch as Service Learning, Life Edllcation, Tea l11 BlI ilding Acti viti es Ski ll , 

Interpersonal COllllllllnication, Introdllction of the Clients and the Organizati ons and Cri sis 

Management.(4) Before the illlpl elllentalion of thi s progralll , it shollld be di sc llssed clearl y with the 

inst:itllti ons the services they offered. And when the two parti es reach a Ill llllla l decisi on, thi s 

program can now attain the etTectiveness of learning-serv ice progra l11 

Key word: Learning-Service, Society Care, S ing le or Short-term 

Ser vice-Learn ing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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