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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瞭解青年海外志工服務團隊服務情形與內容，由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吳正煌

組長，於 112年 7月 10 日至 15日赴泰國北部，訪視 4個青年海外志工服務團隊，

包括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文藻外語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等團隊，另參訪兩間我國志工團隊也會前往服務的美浸中學及華興小學2所華校，

志工團隊所服務的地點，大多位於泰國北部山上，地處偏遠、路程艱辛，學校設

施及物資也多半簡陋稀缺，教師低薪流動率極大，青年志工去當地服務有許多助

益，主要提供華語教學、師資培訓、環境保護及社區關懷等服務內容，青年志工

發揮所學及創意，團隊合作展現服務他人的精神，同時也能接觸不同國家文化，

擴展國際視野，這些以生命影響生命的服務經驗，也在年輕的歲月中留下許多深

刻的影響及體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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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青年海外志工是展現臺灣致力推展世界和平最好的代表，透過海外服務，

讓世界更多的人感受到臺灣青年的力量，也為臺灣結交更多朋友，海外服務

經驗也有助青年志工多樣性生涯發展，開拓國際視野。 

青年署多年來積極發展青年海外志工服務計畫，獲得青年朋友們熱烈的

響應，服務類型涵蓋華語文教學、人道關懷、文化教育、環境保育、衛生教

育及資訊教育等，青年們將熱情與關懷帶到許多需要的國家，為臺灣開啟更

多的國際連結。為了精進青年海外志工們的服務知能，促進各組織交流合作，

提升出國服務的能量，青年署自 110年起辦理多場青年海外志工培訓工作坊，

邀請海外志工服務領域的實務專家提供方案規劃管理的工具與方法以及實際

案例，讓青年們能夠學習引領自己的團隊，提供高品質的志工服務，創造實

質的影響力，以儲備未來出國從事海外服務的質量。 

近年由於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雖然出國服務受到限制，但

是國內部分團隊持續與國外組織保持聯絡，以遠距教學或線上服務的方式，

進行海外志願服務。今年疫情趨緩，各青年海外志工服務隊開始恢復出隊服

務，但疫情三年也使部分團隊出現斷層，今年即是海外志工服務重要的復甦

年。 

  為瞭解青年發展署 112 年青年海外志工服務團隊的服務情形和內涵，

並深入服務據點及網絡進行關懷，本次自 7月 10日至 7月 15日，共 6天，

由青年發展署吳正煌組長，赴服務團隊最多的泰國北部，訪視 4 個青年志工

服務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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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一、訪視行程 

日期 時段 單位及團隊名稱 計畫名稱 訪視地點 

7/10 
全天 抵達清邁機場。 

晚間 清邁市區住宿。 

7/11 

上午 前往清邁猜巴干縣。 

下午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無

國界教育：泰北團」 

否極「泰」來，「文」風鼎

盛 II 
清邁慈濟學校 

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

外語大學「文藻國際服

務學習團」 

文藻國際服務學習團 2023

泰北服務計畫-藻你開啟興

的夢想 

雲興中學 

晚間 前往清萊市區住宿。 

7/12 

上午 前往清萊湄歲縣。 

下午 

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TaiTieThai 泰北志工

團」 

泰北華文教學志工計畫 玉堂小學 

晚間 前往清萊市區住宿。 

7/13 

上午 前往清萊美斯樂參訪美浸中學及華興小學。 

下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團隊 滿育菁莪，星傳英華 滿星疊大同中學 

晚間 前往清萊市區住宿。 

7/14 

上午 與專家學者進行訪視專案及業務交流討論。 

下午 前往清邁市區。 

晚間 清邁市區住宿。 

7/15 全天 返回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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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訪視內容摘述 

（一） 7月 11日 

1、 赴清邁慈濟學校訪視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志工服務團隊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自 2008 年開始前往越南進

行國際志工服務，並自 2013年開始前往印尼進行華語教學服務，累積多年服

務經驗。每學年該系皆開設國際志工基礎培訓相關課程，奠定國際教育發展

協助、跨文化理解與溝通、環境探索與方案設計等基礎；以「國際文教事務

實習」作為進階課程，學習規劃執行方案，也會讓學生到泰北進行 2 個月到

2年的實習。 

2019年該校組成「文化志工團隊」，與華語實習生共同前往泰國，透過蒐

集、記錄、訪談、攝影、拍照等方式，與當地社區與少數族群共同合作，蒐

集泰國少數族群生存空間之動植物與昆蟲等自然生態與當地社區與族群的關

係，以及文化、傳說故事、歷史事件社區與人物等人文資料，編纂成為華語

教學的客製化文化教材。 

今年主要從事文化與教育等服務，客製化教材內容包括：當地人文與自

然生態觀察與記錄（靜態與動態、聲音與影像）、當地傳說與歷史故事、當地

傈僳族、阿卡族與彼此關係的瞭解、認識產業經濟發展與環境永續發展的關

係與影響。團隊期待透過上述教材，將這些故事與文化素材轉化為文創行銷

的元素，協助泰國青年就業力的培力，並進行混成教學，藉由線上遠距與現

場實體教學的交織，延長服務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泰北的華校大部分都是沒有正式立案的學校，上課也必須等到學生從泰

文學校下課後，再過來上課(類似臺灣的補習班或安親班)；但清邁慈濟學校

是有正式向泰國政府立案的學校，泰文及中文雙語教學，源起僑委會請慈濟

對泰北難胞伸出援手，也是慈濟在海外興辦暨動工的第一所學校，2022年榮

獲泰國政府評鑑特優，是學生一千餘人的大校，服務時間在白天的正常上課

時間。服務隊 2 週在慈濟學校服務，是第一年來此校服務，另有幾天去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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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忠貞中學服務，在臺時也有搭配線上服務。服務內容的思維很多元且有系

統性，涵蓋了生態保育、地方創生等主題，架構較其他服務隊廣大且完整。 

 

 

 

課堂中與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及慈濟中學學生大合照。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進行分組討論教學服務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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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赴雲興中學訪視文藻外語大學志工服務團隊 

2007 年文藻外語大學吳甦樂教育中心的許華英老師在全人發展課程「國

際人修養」單元中，介紹國際志工的服務精神和範疇，引發學生的共鳴和服

務熱忱，學校遂成立“文藻國際服務學習團，透過 NGO 組織—「臺灣天主教

明愛會」開始了泰國服務的計畫，服務至今已有十餘年。 

團隊今年辦理師資培訓與座談活動，與泰國教師交流分享經驗，促進其

自我成長，同時針對雲興中學學生進行華語、電腦等教學服務，試圖提升他

們的學習動機。此外，團員給予當地居民關懷與鼓勵，並提供衛教及環境教

育，進行文化交流的活動。 

雲興中學位於泰國清萊府龍傳村，是一所華語中學，相當的偏遠，學生

華人 80 多人，拉祜族 30 多人，當日抵達，從踏出車門，馬上感受迎面而來

的熱情，校長、老師及青年志工團隊成員用歌聲列隊歡迎我們到來。 

然而學校設備簡陋，是資源很缺乏的學校，連黑板都是塗綠色漆在牆壁

上而成，故很難擦拭，服務隊也幫忙重新粉刷上漆；10個班 7位老師，但學

校老師薪水很低，故極缺人手流動率又高，募款也困難，青年志工服務隊來

此服務 3 週幫忙很大，活潑熱情也有師培背景，非常受到當地學生喜愛，幼

兒園學生人數也因為臺灣老師來此增加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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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文藻外語大學及雲興中學校長及董事合照。 

 

文藻外語大學團隊總召進行簡報介紹團隊計畫及服務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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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團隊為鼓勵孩子們閱讀，所建立的獎勵制度。 

 

文藻外語大學團隊協助維修電腦並整理一間資訊教室，提供雲興中學學生

練習電腦操作及打字等技術。 

 



 

8 

 

（二） 7月 12日：赴玉堂小學訪視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志工服務團隊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際志工社於 2009年組成 Tai Tie Thai 海外志工團

隊，針對泰北地區的華裔青年進行華語文教學服務。團隊在 2011年與泰國僑

校光復高中校長簽訂「長期服務合作契約」，約定每年暑假前往光復高中附設

淨心小學提供教學服務，以期達到「永續服務，扎根當地」的目標。 

疫情三年後，今年團隊再度至泰國清萊府淨心小學與玉堂小學，我們到

玉堂小學進行訪視，該校 1977創立，校名是金玉滿堂之意，族群多元，華人、

泰國人、寮族、阿卡學生 72人，幼稚園到小六都有，學校老師流動率極大，

有一半學童來自安置機構主愛之家。團隊 8人為跨校之組合，分兩校(另一校

為淨心小學)進行服務，下午 4時起學生便陸續到校，學校會準備點心飲料讓

小朋友食用，也是學生來就學的吸引力之一，青年志工來此服務一個月，入

班級進行中文課堂教學，透過互動性課程和主題式活動，讓學生快樂學中文，

並展現多元潛能，並減輕當地教師不足的壓力，提升學生的學習品質。 

團隊教學教材使用僑委會提供之泰北版華語課本與南一書局數學課本，

規劃全中文授課的形式及高互動性主題課程，使學生浸潤於全中文的環境中

學習，讓學童學習正確發音，做朗讀及口語表達練習。此外，團隊在課程中

加入聯合國永續發展指標元素，以創意綠美化活動形式教導當地學生，使他

們成為具有關懷能力與國際視野的地球村公民。 

團隊今年也整理圖書室，推廣圖書閱讀，例如：舉辦晨間說故事、閱讀

集點等活動，並建立圖書借閱機制，培養孩子們日常的閱讀習慣，讓學習不

局限於課堂，在生活中也能自然學習中文，以期增強學生學習華語文之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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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團隊合照。 

 

與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團隊進行交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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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堂學校學生上課教室。 

 

剛從泰文學校下課，等待華文學校上課的孩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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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7月 13日 

   1、赴清萊美斯樂參訪美浸中學及華興小學 

    上午先前往美斯樂地區，拜訪美浸中文學校，屬於泰北華人浸信會所設立的

學校，源起於近三十年前臺灣企業家所資助設立，但數年後便由教會自行籌募資

金，該校有時也會有臺灣的青年志工來此服務，我們訪談了牧師及其夫人(也是

學校老師)。 

    該校提供當地中學以下學生，在正規泰文學校課程結束後的課後教育。因辦

學經費屬於自籌,有向學生收取課業輔導費用。華文教學使用由臺灣僑委會提供

的泰北地區華文教材。幼兒園使用的是僑委會編撰的小豆豆學華語，其中注音符

號教學是安排在各單元之中，教材內容對於當地學童有難度。學校的華文老師是

以正在高中或國中就讀的學生為主力。會被選為中文老師，主要原因是他們在中

文學校學習中文表現不錯，在國中畢業後會被學校留下來，成為華文老師。美浸

中文學校的中文老師，普遍沒受過中文教學的師資培育，教學會是依據其學習經

驗為主。 

    幼兒園有兩班，人數在八十人左右。雖然是中文學校，但來就讀的學生是以

當地的阿卡族人為主。阿卡族人會將孩子送到美浸中文學校，一個是因為是教會

教友的關係；阿卡族人的信仰以基督教為主，當地華人以佛道教信仰為主。另一

個原因是他們重視孩子的教育,希望孩子能學會華語，有助於日後經商或就業。

學校也正在興建新建物，希望將來可以提供來此服務的教師暫居之地，穩定師資

來源，也蠻需要青年志工來此服務。 

     華興小學則建於 1994年，位於蔣家寨內，我們途經該校時，臨時下車走訪

了其中一個校區，上下坡共有 6 個大房子，7 個班級、7 位老師，辦學宗旨就是

傳承華語及培養寨內貧困孩童，當時學校並未上課因此無人，臺灣的青年志工服

務隊也會到此校進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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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美浸學校牧師夫婦合照。 

 

與美浸學校牧師瞭解目前學校的教學情形及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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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興小學教室內部環境。 

 

華興小學教室內白板紀錄課堂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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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赴大同中學訪視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志工服務團隊 

大同中學位於泰國清萊府滿星疊區，目前約有 1,287 位學生，範圍含括

幼稚園至高中階段，24個班級，也是在泰國有立案的學校，所以青年志工白

天就在校服務。學校 1968年設立，學校規模較大，總校位置在當地相對熱鬧，

另有 5個分校在較偏遠處。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志工服務，自 2009年開始至大同中學進行服務，青年

志工由愛Ⅳ飛揚國際志工社組成，4 位志工皆為師培生，此次服務期間 1 個

月，服務對象為校內教師及幼兒班，服務內容主要為師資培育課程，也協助

修正及新增英語教材，進行華語文測驗指導，提升教師專業知能，讓學生擁

有更優質的教學品質，偶爾才代課教學生。此外也培訓漢字文化節參賽選手

及教師，漢字文化節與臺灣的國語文競賽相似，是泰北地區華語學校爭相角

逐的最高榮譽。而在志工夥伴的陪伴與訓練下，孩子們努力練習,每次都進步

一些。最終獲得比賽的殊榮，相信為大同中學師生增添不少信心，另外，青

年志工還協助物資發放及行政作業等工作。 

訪視現場也有 3位來自臺灣，長期在此服務的老師一起交流(有一位是臺

灣三峽國小的退休老師)，他們表示村子也有發展很好的家庭，經濟狀況兩極

化很嚴重，因為在泰緬邊境，所以很多移民，很多附近學校很缺老師，學費

比較低但有交通費，家長會把孩子從山上送來，經費不足、資源欠缺會幫忙

爭取。家長傣族最多，是從緬北過來的，很多是從雲南南邊、西雙版納，，

再來是阿卡族，華人相對沒那麼多。學校教師人數還是不夠，青年志工來此

服務，學校老師反應良好，會教很多很細微的教學技巧，分校的老師也會來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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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滿星疊大同中學老師及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服務隊合影。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團隊自我介紹及分享服務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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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進入滿星疊大同中學上課的孩子們。 

 

滿星疊大同中學教學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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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及建議 

一、訪視心得 

青年署補助的團隊，數量最多的就是到泰北服務，泰北華人難民村起源

於國共內戰後，滯留於當地的部隊及後裔，成為資源孤立的族群，目前大約

人數在二十萬人左右，約 100 多個華人難民村、100 多所學校，另因地處邊

界，各村又散落各個山區，亦會有跨國移民及當地弱勢族群居住，大部分華

文學校未向泰國政府立案，因此資源匱乏，志工團隊主要服務內容就是教授

華語文，各族群都會想來學華語文的原因，主要是想增加就業的競爭力，例

如華語導遊在泰國工作機會和薪資就相對較優。 

但是這些華校的教師極其缺乏，流動率很大，連國高中生都會擔任教師，

主因就是薪資很低，各校薪資也不一，小校大約 5000泰銖左右，但在都會區

的工作很容易就可有一萬多以上至三萬泰銖，因此稍有機會就會離職，會留

下的真的是很有心的當地人或志工。僑委會的志工及教育部的華語文教師雖

也會派至當地服務，但為數也不多，流動率一樣很大，也因此青年志工在當

地就有了很大的幫助，跨文化及活潑熱情創意的青年志工，對當地學生也有

極大的吸引力，常可看到青年志工服務結束要回來時，當地學生們依依不捨、

惜別追車的情節，非常受到當地學生的歡迎。但整體而言，當地的華語文教

師還是很缺乏，生態上短期內無法改善，志工的需求還是很大。 

在青年志工這邊，主要有兩類組成方式，一是由教師主導，結合課程或

號召學生組隊而成；二是由學生社團自發性組隊服務。疫情這三年，對於青

年志工服務影響很大，學生社團運作和傳承出現斷層，招募新社員不易，隊

員都是第一次到該國進行服務，例如此次訪視的臺灣科技大學及臺中教育大

學志工隊；而教師帶領的團隊，雖然可透過教師維繫一些傳承及經驗，但學

生大部分也是第一次出隊服務，對於被服務的學校和學生，也要重新核對需

求及建立關係，例如暨南大學之前合作的萊掌村學校因為狀況有變化，此次

就無法去服務；文藻大學志工隊則是必須召募其他學校的同學加入才能成行。

因此，今年真的是青年海外志工的復甦年，團隊的組成、培訓及運作都要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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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開始，等到今年團隊返國，用成果發表和經驗分享來吸引更多的同學加入，

一步步重新出發及恢復運作，希望三年內可以再現往日服務的榮景。 

二、業務推動建議 

（一） 辦理華語文教材培訓工作坊 

本次訪視對於泰北地區華文學校的生態掌握了初步的輪廓和了解，除了

師資流動率高、嚴重缺乏，另一項難題則是教材的問題。如前所述，大部分

泰北華文學校未向泰國政府立案，因此資源匱乏，各族群都會想來學華語文

的原因，除了華裔有文化傳承的目的，更主要也是想增加就業的競爭力；對

當地社區生態來說，華語進來的好處，當老兵的力量削弱，很多族群進來，

本來彼此關係變得緊張，華語教學進來，可讓大家可以維持彼此關係，華人

在村子地位也隨之提升。 

然而當地的教材方面，早年是用臺灣的小學課本，明顯對當地人太難深

奧，後來僑委會因此編纂了一套教材，但對沒有中文根基的當地人還是太難，

因此海外志工服務隊如果用此教材，還是必須加以挑選轉化成較容易學習的

內容，有的團隊則是發展自己的教材教案。 

因為不同國家文化差異，學生的程度也受一些因素影響而有不同，教材

能夠因地制宜有些客製化雖是好事，但如果所有團隊在教材上都必須從零開

始，也是很耗費大家能量的事，況且也不是所有團隊都有產製教材的能力。

國內許多大專校院有華語文中心，例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有長期教授外國人

華語的經驗和歷史，有完整針對外國人的教材、教案及評量等整套專業的素

材，如能提供給海外志工服務團隊使用，並辦理培訓工作坊，相信對於提升

整體華語文教學服務品質一定會有很大助益。 

（二） 鼓勵學校海外志工培訓與相關課程結合 

        海外志工服務經驗對於提升青年志工國際視野及服務情操的效益很大，

但對於更深度的培訓養成及培力成為國際人才的進階期待，在一般的培訓安

排中則較難達成；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結合科系的專業課程，把學生當成國際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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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組織的人才去培訓，這樣的安排不僅提升了服務培訓的深度和廣度，更讓

海外志工服務的面向和效益影響力更大，也讓學生對於未來的生涯有更多願

景和想像，是非常值得鼓勵的方向，青年署未來可在相關機制中，鼓勵學校老

師結合專業課程進行海外志工培訓，也會讓服務的機制更加長久穩定。 

（三） 充實補助經費提升海外志工團隊運作 

本署的國際相關經費，因為疫情三年期間核實減編預算，減少近 1,800

萬元，連帶影響今年補助給海外志工團隊的經費大幅減少，然而今年申請的

服務隊數也迅速增加至八十多隊，因此各團隊所能分配到的補助款比疫情前

減少許多，國際的機票費也調漲了不少。從教育的角度而言，家境較優渥的

學生可透過交換及遊學等方式出國提升國際視野，家境較為中下的學生則需

要依靠海外志工服務的補助，才比較有機會出國見識；此次訪視的團隊也有

些雖已前往服務，但經費還是不足設法籌募中，本署今年的補助機制，已調

整為依據提案評分、服務地點、天數、人數設算核給經費，更能貼近實際需

求，但與疫情前的補助額度落差仍大，未來希望能努力爭取經費，協助這些

有服務熱忱的青年海外志工能順利成行，並貢獻所長，落實人道關懷的服務

宗旨。 

綜上，此次訪視更加了解服務團隊及被服務地區的現況與處境，期待能

持續透過本署、學校及非營利組織的系統性培訓，讓青年朋友增長海外志願

服務相關知能，有助學員彼此間對於未來海外志工服務的因應、反思及交流，

並整合疫情期間發展出的數位化服務工具，讓海外志願服務不只實地走出臺

灣，更能打破空間距離的限制，讓海外服務無遠弗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