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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本文主要目的是讓教師明瞭如何所開設之課程與服務學習相結合，並且說明

教師如何與服務－學習辦公室共同協助學生進行服務－學習型課程。以下分「服

務－學習型課程設計的初步思考」與「服務－學習型課程設計的步驟與方法」兩

部分敘述。 

壹、服務－學習型課程設計的初步思考 

    服務－學習型課程設計有很多理論，然而考慮實務推行的具體、有效及可行

性，初步建議參考服務－學習方案發展的四個階段，說明如下： 

 

一、 課前準備階段:服務開始之前的準備工作，如發展服務計畫，服務資源的

整合、服務前的訓練等。 

 

二、 進行服務階段：引領學生進入服務情境，協助完成服務的內容與目的。 

 

三、 反省服務階段：以結構化反省活動，幫助學生整合專業知識與服務的關係。 

 

四、  成果共享階段：以各種形式的慶祝方式活動使服務者與被服務者共同感受

及分享服務的成果，並肯定學生參與服務－學習的價值。 



    教師在規劃服務－學習課程時，可依這四個發展階段中的重點工作來進行課

程設計: 

  階 段            重 點 工 作 

課前準備    1.連結教師教學內容、社區(機構)需求、學生能力。 

(Preparation)  2.教師、服務－學習辦公室、學生、社區（機構）共同發 

     展服務計畫。  

     3﹒教師是服務活動的指導者，服務－學習中心提供協助和

          社區（機構）提供訓練和督導     

  ↓         

     1.從事有意義的、實作的、具挑戰性的與社區(機構) 

進行服務    實際問題解決有關的服務，服務過程中應個別注意安全 

（Service)  2.引導學生由對服務的探索階段走向理解、行動階段。 

     3.服務方式最好有多元選擇，適合學生不同能力；參與 

     方式先由團體參與，再漸漸以個別方式參與。   

   ↓         

     1.反省是服務學習與社區服務最大不同的地方，可設計 

反省服務    結構化的反省活動，如：撰寫服務日誌、研讀與服務對 

(Reflection)  象有關的專書、小組討論、研究報告等。   

     2.把握經驗學習週期:What?(我做了哪些服務?)；So What?

     (這些服務帶給我的意義與學習?)；Now What?(未來我將如

     何運用所學?)         

   ↓         

     1.是一個分享的過程，讓學生、社區(機構)、教師一起分 

成果共享    享彼此的學習與成長。     

(Celebration)  2.慶賀可以慶祝同樂方式進行，並可頒贈感謝狀、謝卡、 

     徽章、證明等。         

 



貳、 服務－學習型課程設計的步驟與方法 
   對上述課程的課程設計進行初步思考之後，接著將服務－學習型課程的設計

分幾項步驟說明，以方便教師在第一次進行服務－學習課程時，能比較清楚及快

速地知道如何去設計並安排服務－學習型課程的內容。 

時間      步 驟                說  明 

前               

學  一、參加服務－學習 參加服務－學習辦公室召開之服務－ 

年  課程說明會(教師) 服務－學習課程說明會，以瞭解服務－學 

結       習型課程特色、參與單元類別、社區 

束       (機構)資訊。     

前   ↓     

        1.考慮運用此種教學法的理由？(動機) 

        希望藉由這門課，看到學生有什麼改變? 

   二、構思課程內容 (目標)如何落實?(方法)   

        2.有關課程的進行，教師和學生各需要 

        哪些有關服務的知識、技巧、態度? 

        3.服務－學習課程如何與課程整合? 

    ↓     

        除思考步驟二之要點 1－3外，並同時考慮 

        以下問題:    

   三、擬定課程計畫 1.要求學生提出哪些成果?   

        2.如何評量學生的學習?   

        3.設計適合身心障礙學生能做之服務活 

        動。(如班上有此需要的同學)   

        4.填寫服務－學習課程計劃表。(如附件一) 

   ↓     

 



 

開       1.教師帶著課程計畫與服務－學習辦公室 

學  四、準備教學  討論課程以及可能的服務機構和所提供 

前       的幫助。    

        2.確認課程計畫後送一份給服務－學習辦 

        公室存查。   

   ↓       

開       教師發給同學教學大綱  

學  五、課程計畫       

前            

一            

週           

   ↓       

第       此步驟中一不同課程類型進行「說明會」、 

二  六、課程執行  「選擇服務機構」、「進行服務」及「座談」 

週       分述如下:(依不同課程類型執行方式會有些 

        許差異)    

             

        說明會(學生)   

        1.教師於課堂安排三十分鐘的說明會，請服 

        務－學習辦公室說明。  

        2.服務機構志願填寫，並發給學習手冊。 

             

        選擇服務機構   

        
1.服務－學習辦公室安排種子志工與學生晤

談，對於服務機構的選擇給予建議。 

        2.衡量機構的需求及學生的能力進行媒合， 

        確定後通知學生。   

             

        進行服務    

        1.教師、服務－學習辦公室、學生、機構共 

        同發展服務計畫並訂定服務－學習合約書 

        (包含機構簡介、選擇動機、預期目標 

        、服務－學習活動內容、指導與評量等)。 

 



 

第         2.服務－學習辦公室協助安排服務活動。 

二        3.學生服務時間變動的調整，應與服務－學習 

週        辦公室和機構共同協調。   

   六、課程執行    4.務必提醒學生注意服務安全。   

         5.教師最好至少參與一次服務。   

         6.學生撰寫服務－學習日記   

               

         座談     

         教師與各機關種子志工座談，以瞭解同學在各 

          機構的服務情況。     

       ↓        

   七、帶領反省活動  教師帶領結構化反省活動   

        ↓        

   八、推薦服務－學  服務－學習辦公室從參與服務－學習型課程 

   習優秀同學擔任種  之優秀同學中甄選，進行種子志工培訓。 

   子志工              

      ↓        

課  九、成果共享結果  讓學生、機構代表及受服務對象、教師分享 

程         彼此的學習成長。     

結      ↓        

束  十、成果評量    教師撰寫服務課程執行報告。(如附件二) 

 



   讀了以上的說明後，老師可能會覺得有些麻煩，但是千萬別擔心，只是盡量

寫下每一個細節，以免遺漏所有在實際過程中老師可以彈性運用的不部份。以下

表格列出教師和服務－學習辦公室的分工，希望透過這張分工表讓教師對於需要

完成的工作更能一目了然。 

           「服務－學習」分工表  

    教師      服務－學習辦公室    

         (Service－Learning Office)  

1.撰寫課程計畫並與服務－學習辦公室討  1.與教師會面以瞭解課程。  

論後，並將確定之課程計畫複本交服務－  2.選擇及聯絡服務場所，並撰寫簡介。

學習辦公室。   
3.舉辦說明會向教師及學生介紹服務

－學習及服務場所。 

2.依各系服務－學習課程所需，選擇服務場

所（以鄰近縣市之社區、學校或社服機構單

位為宜，且須為非營利單位）  

   

 
4.協助學生選擇志願服務場所。 

  

3.為學生撰寫服務－學習指南，並將複本  5.辦理服務學習種子志工訓練。 

交服務－學習辦公室。   6.若有需要，協助安排交通。  

4.幫助學生將服務和課程教材相連(例如:

將服務與上課、討論等結合)。 

 
7.幫忙解決問題（含師生應課程所需

之外出平安保險）。  

 8.建立服務－學習的資料庫。  

5.帶領結構化反省活動。   9.調查教師、學生及機構的意見。 

6.為參加學生舉辦檢討會。   10 收集學生參與服務的時間表。 

7.協助學生辦理成果共享活動。  
11.期末時回報教師學生的服務時數

資料。 

  
12.辦理期未服務學習心得分享與成

果表會。 

  
13.編撰服務－學習學生手冊與教師

手冊。 

                 

 

 

 

 

 

 

（本章內容出自輔仁大學教師指導手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