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務－學習」型課程之執行 

                           楊仕裕 

                  前言 

     如眾所皆知的，欲達到服務－學習型課程之教育目標，有兩個關鍵因素。

一是課堂經驗與服務經驗的結合，二是反省活動，而將這兩者具體連結、實現的

過程，就是「執行」服務－學習活動。 

     執行服務－學習型課程，包括收集服務機構、社區之資源與需求的資訊。

同時依據實施計劃進行服務－學習活動，此階段涉及其所花費的時間、實際參與

及關心別人的活動。學生是服務活動的主要參與者，若要真正執行服務－學習，

只要到現場「觀察」是不夠的，一定要親身動手去做。 

     簡言之，為了讓整個服務－學習型課程更進行順暢，應該徹底執行的內容

與程序包含行前檢視，簽訂合約、進行服務與服務紀錄。而在執行中如能秉持某

些態度與原則，更能增加服務與學習的效果。 

壹、 執行的程序 

一、行前檢視 

當服務－學習型課程實施計劃擬定完成後，先檢定實際進行時，是否與原來設計

執行的狀況相符合，特別是必須有效產生聯結的部份。一般來說，檢視服務－學

習型課程計畫的聯結性，主要包括下列三項： 

(一)學習內容的連結:學生們能學到什麼?學到之後，可以再傳遞給別人嗎?例如:

學習到專業技能、生活技巧等。 

(二)成就感的聯結:學生努力投入服務－學習的結果，對他人有無具體貢獻？是

否有幫助被服務者達到他們的目標?例如:學會新的看人看事的角度，從幫助

被服務者而至讓被服務者發現自己給予的能力。 

(三)服務經驗與學習內容的聯結:教室內的課程內容，是否可以應用到實際服務

之情境或真正解決問題?例如:結合理論而成功運用、解決實際的困難。 

 

二、簽訂合約 

   關於簽訂「服務－學習合約」(service－learning contract)的格式具

有很大的彈性，可依據學生的學習階段、參與時間的長短、服務機構之數量

及實際狀況不同而有所調整，絕非固定不變的。 

合約方式一般分為「機構合約」(institution contract )、「團體合約」

( group conteact ) 與「個人合約」( individual contract)三種。 

第一種是服務機構與學校共同簽訂，後兩種是學生以班級、分組或個別與服

務機構簽訂合約，人數上會有所差異。身處不同服務經驗與情況中的學生，

其所需要合約內容亦不相同，合約目的是為使學生對服務逐步經由探索、釐

清、行動、內化諸階段，進而產生學習動機、自我承諾及責任感。 



教師可邀請實際帶領學生的服務機構代表(通稱為＂督導＂)出席，與參加服

務的學生開會共同討論及確認，俾已正式簽訂服務－學習合約。此合約的核

心精神是聯絡「善意」、「互惠」與「學習」。總之，合約的形式是次要的，

其所欲表達的精神與意義才是主要的。包含以下幾個方面: 

(一)選擇機構 

選擇機構之精神與原則，就是要帶給學生「合理的挑戰及適度的支持」。學

生無論是與背景差異較大的同學一起參與或獨自進行服務，當進入感到越陌

生、越排斥的服務機構，帶來的挑戰性亦越大。反之選擇服務機構、夥伴應

考量「合理的挑戰」與「適度的支持」兩者之間的平衡，已獲致最大的學習

效果。 

(二)確認機構 

從服務機構之宗旨及需求目標來確認欲投入之機構，有利於學習的定位，也

讓學生選擇自己所認同之宗旨與目標。 

(三)進入機構 

對服務機構明定的注意事項或禁忌最好充分尊重，避免不必要的誤會，尤其

對於不成文的規定、傳統作風方面。 

(四)安全底限 

投保平安保險是從事服務－學習活動的安全底限，強迫投保最低保額之意外

險、意外醫療險，至於保障額度則依學生意願選擇自行付費。 

(五)交通安全 

任何經濟的交通成本、交通工具方案之考量，都必須注重交通安全。 

(六)進行方式 

低年級班級，最好採取團體合約之進行方式，彼此有較多的支持聯結系統。

至於高年級學生或研究生，則盡量考慮採取個別合約方式，以增進學生的學

習與發展。 



(七)行前訓練 

學生進行服務前，可由教師或服務機構安排說明會、進階式講習，讓學生克

服恐懼感，維持真誠、主動、持久的投入。 

(八)品質要求 

服務－學習不可因「做善事」就忽略品質管理的要求，經過服務時數、督導

及評量方式的過程，必可達到預定之學習目標。 

(九)內化承諾 

服務－學習一般是以修習課程之學期為限，但為鼓勵學生利用寒暑假持續進

行，可透過原指導老師、督導同意後予以延長或續約。 

再正式簽訂服務合約之前，學生最好聽曲服務機構之相關簡報，如為長期的

服務，亦可安排至服務機構現場探訪；再者，若指導教師、服務機構的督導、

學生之間能有彼此面對面直接交談的機會更為理想。在實際執行簽訂服務合

約過程中，若發生任何問題或困難，除可利用電話、網路通訊、電子郵件、

傳真、郵寄等方式取代現場簽約外，適當調整合約或簡化合約都是可行的。 

三、進行服務 

  基本而言，學生進入服務活動情境當中，主要有三種模式: 

(一)直接服務: 

親自與「受服務者」(受幫助者)直接接觸，學生自覺收穫最大，因此服務計

畫中，學生參與程度及意願是關鍵因素。 



(二)間接服務: 

例如募款、收集食物等屬於非直接參與的間接服務，學生支持一個組織的服

務，或是努力達成一個社區的要求，但是卻不會經常與被服務者有直接接

觸，相對的，所接收到的回饋、成就感也是「間接的」。 

(三)公益活動 

主動參與社會公民方面，通常包括幾種主要類型的活動: 

1. 例行性活動:告訴社會大眾某些問題的本質，直接去解決日常生活、工作

問題。例如:請求當地政府對無家可歸、失業游民予以收容、安置等。 

2. 進行服務直接協助解決問題。 

3. 倡導藝文類正當活動:此類活動最為接近群眾，也較容易規劃結合相關議

題。 

 上述三種模式並無「先後順序」之別，完全依據學生狀況、意願而彈性調

整，同時是可以兼顧兩種或三種模式。其中「直接服務」模式是挑戰性最大，

也是促近學生發展最有效模式。 

四、服務紀錄 

  學生勤做服務紀錄，日後將有利於撰寫服務－學習日記及反省報告之素

材。對於建立屬於自己的服務紀錄，可以依據不同環境需求及限制而富有變

化的。例如:選擇手札(紙箋)、小筆記本、繪圖、電腦打字、攝影、錄影、

錄音等，甚至是保留相關成果作品，事後亦可翻拍成照片呈現。 



貳、 執行的提醒原則 

一、建立團體支持系統模式: 

   不論學生年級高低，都應該建立聯絡資料。聯絡資料的收集有助於迅速組織

學生，同時促近學生與服務機構之團體合作。當學生建立群體良性互動、互惠模

式之後，可以產生服務的學生成員即時分享經驗給其他學生，同時產生「相互砥

礪」及某些「自我約束」效果。 

二、鼓勵團體參與服務－學習活動的大型計畫: 

例如:九二一房屋重建計劃、社區改造計畫等，這些都是需要專業人士、老師指

導及一群學生共同參與的。 

三、服務與學習並重: 

忽略學習效果的服務，難免偏向「純勞動服務」，而較不易提升層次。而一味追

求學習，卻沒有提供良好服務品質，「服務者」反而喧賓奪主成為「受服務者」。

因此在完成受服務目標前提下，服務者自己也能有所收穫與學習，這才是符合互

惠、協同合作之原則。 

四、隨時保持善意: 

對於進入服務機構難免會產生新鮮感、好奇心或陌生感，保持善意與微笑是化解

任何突發狀況的錦。 

五、隨時虛心求救: 

任何細微問題或疑慮，都應該設法「即時」、「就近」向服務現場之資深志工、督

導或指導老師詢問或反映。絕對不要「怕丟臉」而延誤時機，造成任何可能的不

良結果，畢竟「一成不變」的已知規定並不能應付各種人、事、時、地、物的變

化。 

       六、「入境隨俗」與「充分尊重」: 

當學生進入服務場所或環境，應盡量避免以自己原有的成見來面對，而應以尊重

的心情來配對當時的服務情境，進行適當地服務活動。 

結語 

相信只要掌握上述提醒原則，必能廣受服務情境中成員的歡迎，並且更重要地，

自己也能有所收穫 

 

 
 

 

 

 

 

（本章內容出自輔仁大學教師指導手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