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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於 102 年行政院組織再造後，併入教育部，並承接原教育

部訓委會推動服務學習綜整及聯繫窗口等業務，整合資源推動服務學習。本次參

與 2015 年國際服務學習及社區參與研究組織研討會，係於 104 年 11 月 16 日至

18 日於美國波士頓舉行。本會議邀請世界各國教育工作者、政府單位、非營利

組織、青年學生等共同參與，主題是「革命性學門：社區參與模式的創新

(Revolutionary Scholarship: Innovation of Community Engagement 

Models)」，主要探討各國對服務學習及社區參與的研究趨勢，會中安排演講、工

作坊及圓桌會議等活動。 

本次研討會舉辦共計 3 日，其中第 1 日的上半天以會前工作坊方式進行，採

取小組討論形式深入討論各項子議題，作為研討會前的「準備」。在中午以午餐

會報的方式正式為本次會議開幕，每日的午餐都以專題演講的形式進行，每日邀

請主講人演說不同主題，在進行約 30 分鐘的演講後，臺下開始以分桌討論的形

式分享是場演講及當日參與研討會的心得。在最後一日的閉幕式，則以「慶賀」、

「反思」的方式進行，在頒發服務學習相關榮譽獎項後，各桌均提供 3 道題目，

讓同桌的與會人士共同反思，並逐桌發表心得，將服務學習的準備、服務、反思、

慶賀四階段融入於本研討會中進行。 

二二二二、、、、參與參與參與參與會議及會議及會議及會議及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內容摘要內容摘要內容摘要內容摘要    

  ((((一一一一))))    午餐會報午餐會報午餐會報午餐會報((((LuncheonLuncheonLuncheonLuncheon))))    

        1111．．．．開幕式開幕式開幕式開幕式    

大會開幕式邀請國會議員朱歐甘迺迪(Joe Kennedy)專題演講，他代

表麻薩諸塞州歡迎與會人員，在演說後邀請來自國外的朋友們起立接受大

家的歡迎，並開始讓各桌認識與會的夥伴，讓不同國家的與會者能夠彼此

認識。 

在會後即與Marshall Welch及John Saltmarsh談話，其於上午已先行

進行工作坊，分享服務學習專責單位的評核架構，係經由長期研究而設計

學校自我評核量表，針對學校發展現況、師資專業、學生學習等面向分類

評核，得出學校推動服務學習積分，並可了解未來推動方向，可做為我國

訂定服務學習相關評核指標之參考。 

2222．．．．午餐會報午餐會報午餐會報午餐會報    

第2日辦理午餐會報，由Shelly H. Billig, Dwight E. Giles, Jr., 

Lorraine Mcllrath, Tania D. Mitchell等4位專家學者共同分享，指出

應從社會正義走向社會改變，不只給予人們所需要的援助，更是要改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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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生活。在美國提出的2030年國家高等教育策略中，首度將社會組織視

為重要基柱，顯見民間力量的重要性，並提出幾個問題供各桌反思：(1)

服務學習研究下一步走向為何？(2)誰能從服務學習中獲益？(3)如何從

學術導向行動？期待透過這3個問題，可以鼓勵人們不只實踐

(practice)、更能實際參與(engage in)。 

本桌與會人員共同討論後，也提出幾個建議：(1)服務學習研究下一

步走向，可考慮研究結合服務學習與職場競爭力，透過服務學習提升學子

品德涵養、培育反思與實作能力，進一步結合未來的職場規劃，讓服務學

習理念得以落實至社會中實踐；(2)從服務學習中獲益者，包括社區、學

校、家庭等人員均能從中獲益，重點在於如何從短期的服務學習課程或活

動，導向長期的社區參與，且讓學生從短期、具強制性的課程活動中，引

發實踐熱情並持續投入；(3)從學術導向行動面向，可以考量讓研究進行

方式非僅限於理論及調查等純粹學術性研究，而能夠參考行動研究等方

式，讓實務工作者參與甚至成為研究者，在實務場域中進行，以提升研究

可行性。 

3333．．．．閉幕式閉幕式閉幕式閉幕式    

大會首先以慶賀方式，授證予推動服務學習優質人員，接著安排反思

時間，事先準備反思單讓各桌進行小組討論，包括經由本次三天的研討

會，能帶著走的學習有哪些？大會後續活動辦理建議？大會還能提供什麼

服務吸引更多會員？讓本次活動畫下的不是句點，而是開啟會議參與者及

辦理者對下一步行動的思考。 

本桌與會人員共同討論後，反思如次：(1)經由本次研討會，未來可

以結合各自相關研究或政策方案，融入新近研究與實務趨勢共同推動(臺

灣可參考部分如本報告所列建議部分)；(2)大會後續活動，原先服務學習

係起源於歐美，爰多於歐美國家辦理，現服務學習風潮已遍及各國，可考

慮移至亞太地區辦理，並增加美國以外之國家分享，以提升國際會議之參

與度與能見度；(3)大會未來可考慮成立會員網絡，定期提供電子訊息，

包括最近研究趨勢、活動報導、各國推動情形等，以強化成員聯繫，並帶

動國際間推動服務學習風潮。 

    ((((二二二二))))    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workshopworkshopworkshopworkshop））））    

本年會針對體驗教育的未來趨勢、學術研究、實務作法等各面向，規劃了

大約 130 場工作坊，惟因各時段至少有 8 場次以上研討會同時進行，爰只能

依該工作坊的研究主題、自己的興趣需求等，選擇部分場次參與，謹概述如下： 

1.1.1.1.公民參與行動公民參與行動公民參與行動公民參與行動(Civic Engagement movement)(Civic Engagement movement)(Civic Engagement movement)(Civic Engagement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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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者：Saltmarsh, John; Hartley, Matthew 

 本場工作坊回顧美國公民參與的歷史，以1980至1998年為公民改造

(reclaiming civic)時期、1998至2004年為公民成長、散播與改造(growth 

and dispersion and the reclaiming the civic purpose)時期，探討服

務學習與公民參與的關係，其中公民參與部分，需要同步思考品質

(quality)、公平(equity)、影響(impact)、問題(problem)面向；服務學

習則需思考由慈善事業(charity)逐步進展至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 

綜上服務學習與公民參與的關係，提出是何者引領何者(which lead 

which)的問題：高等教育v.s公民參與；服務學習v.s民主行動，讓參與者

進一步思考服務學習的可能性。服務學習是否有結合學術及行動的可能

性？是否可能經由服務學習，讓高等教育從學術殿堂走向社會大眾，並培

育勇於行動的青年公民？究服務學習本質而言，是否可能不只限於弱勢扶

助，而可能進階到弱勢翻轉，甚至永續的社會行動？此為本場工作坊帶來

的進一步省思可能性。 

2.2.2.2.深度探索深度探索深度探索深度探索(Diving deep)(Diving deep)(Diving deep)(Diving deep)    

  主講者：Mcreynolds, Mandi; Hirt, Laurel; Wittman, Amanda; Jamison, 

J. R. 

本工作坊由5個人組成，分享其參與一個深度探索(diving deep)方案

的心得，該方案將參與者分成組織管理者(organizational manager)、機

構策略領導者(institutional strategic leader)、社區創新者

(community innovator)、實地貢獻者(field contributor)，共同參與方

案，並分享其教育、反思、溝通的意涵。 

深度探索方案是一個試辦型的方式，參與者可能來自不同學校或社

區、不同領域、不同位階的工作者，共同參與該方案，在方案中定期滾動

修正實踐方式，再各自回到領域中實踐，分享的5名人員認為透過此方案，

是以行動研究的方式在實踐中學習，並對其實務工作推動大有助益。由此

可見國際間亦逐漸提倡將服務學習回歸實務運作，以使其發展切合實際需

求。 

3.3.3.3.高等教育學術領域與公民及社區參與高等教育學術領域與公民及社區參與高等教育學術領域與公民及社區參與高等教育學術領域與公民及社區參與：：：：如何使其契合如何使其契合如何使其契合如何使其契合？？？？(Civic and(Civic and(Civic and(Civic and 

community engagement in academic higher educationcommunity engagement in academic higher educationcommunity engagement in academic higher educationcommunity engagement in academic higher education: Where does it : Where does it : Where does it : Where does it 

fit?)fit?)fit?)fit?)    

  主講者：Shaffer, Timothy; Kliewer, Brandon; Mull, Casey; Pearl, 

Andrew; Sandmann, Lori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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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工作坊以世界咖啡館方式進行，共分成4個討論主題，分別為學

術計畫(領導研究)【academic program (leadership studies)】、跨域單

位/功能(延伸及超越)【enclaved unit/function (extension& 

outreach)】、意識型態(審議式民主)【ideology (deliberative 

democracy)】、教學(服務學習)【pedagogy (service learining)】，各組

分別討論社區參與及服務學習、社區行動與傳統學術理論之關係與衝突。 

在本次分組過程中亦分享臺灣服務學習經驗，發現臺灣的服務學習自

96年開始推動迄今，已有逾半數的大專校院設置服務學習專責單位，其它

多數大專校院亦置有專人負責，在國際間已屬難得，惟學校結合企業或社

區跨域推動服務學習者則仍在努力階段，學校如何可能與社區有密切聯

繫、了解鄰近社區需求並結合企業或學校資源合作投入，以協助社區永續

發展，為臺灣可以努力的方向。 

4444．．．．服務學習是否為社會賦權服務學習是否為社會賦權服務學習是否為社會賦權服務學習是否為社會賦權？？？？測量大學生理性參與的課程與協同課程成測量大學生理性參與的課程與協同課程成測量大學生理性參與的課程與協同課程成測量大學生理性參與的課程與協同課程成

效效效效( Is service( Is service( Is service( Is service----learning socially empowered? Measuring effects learning socially empowered? Measuring effects learning socially empowered? Measuring effects learning socially empowered? Measuring effects 

of curricular and coof curricular and coof curricular and coof curricular and co----curricular servicecurricular servicecurricular servicecurricular service----learning on learning on learning on learning on 

undergraduate intellectual engagement)undergraduate intellectual engagement)undergraduate intellectual engagement)undergraduate intellectual engagement)    

   主講者：Lee, Lianne; Harker Martin, Brittany 

本工作坊計分為3場次，分享SELF結構計畫(social empowered 

learning framework)，其定義包括群體基礎(group based)、創造性

(creative)、真實社會議題(real-world issues)、積極社會改變(positive 

social change)；並融入4E概念—技術(entrepreneurial)、美學

(empathetic)、賦權(empowering)、倫理(ethical)，以共同促成社會賦

權，並思考批判性服務學習如何提升正向的社會改變及生活目的。 

此計畫亦為自行設計結合服務學習實務運作之研究計畫，透過本結構

計畫，希望能夠透過服務學習提升師生批判思考能力，以真實社會議題做

為探討及實作內容，讓師生透過服務學習，發展反思與行動能力，進一步

對社會形成改變。透過此工作坊，可以看見服務學習的可能性，不只是學

術理論或課程教學，更可能形成社會改變的力量。 

三三三三、、、、網絡連結網絡連結網絡連結網絡連結    

  ((((一一一一) ) ) ) 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夥伴夥伴夥伴夥伴接待會接待會接待會接待會（（（（International ReceptionInternational ReceptionInternational ReceptionInternational Reception））））    

大會在開幕當天晚間為不同族群的與會者安排接待會，因教育部另有補

助服務學習獎勵計畫獲獎人員至海外參與國際會議，本次計有 4 名教師同

行，席間認識來自墨西哥、夏威夷、韓國等與會人員。席間與大會主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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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Andy Furco 見面談話，說明臺灣推動服務學習相關措施，經本次交流

亦發現各國推動服務學習內涵均有其個殊意涵，如墨西哥以志願服務為主要

推動方式、夏威夷則尚在起步階段、韓國主要係結合企業推動等。 

從本次交流中，反思臺灣服務學習推動情形，起始亦源自於志願服務，

2001 年公佈「志願服務法」，並逐步鼓勵各級學校投入志願服務，課程方面

可追溯至東海大學於 1955 年創立的「勞作教育」制度，隨著服務學習的引

進，各大專院校也都開始設立服務學習課程相關實施辦法，自 2007 年教育

部公布「大專校院服務學習方案」，將服務學習正式定位為透過有計劃安排

的社會服務活動與結構化設計的反思過程，以完成服務的需求，並促進服務

者（學生）的學習與發展，達到學生、學校及社會（社區）三贏的目標。各

國推動服務學習情形雖因其發展歷史而有個殊差異，惟仍不離以學習為主要

目的、服務與學習並重的推動方式。 

((((二二二二))))國際資源交流國際資源交流國際資源交流國際資源交流    

本次同行教師引薦美國服務學習領航學者 Dwight Giles，進行約 30 分

鐘的交流，其對於如何經由服務學習連結學校與社區均有重要的研究產出，

其橫跨四年研究之著作「Where's Learning in Service-Learning」更是服

務學習的重要著作，因臺灣刻正推動連結企業、社區、學校三方資源的服務

學習創新方案，於交流中亦邀請 Dwight 能夠來臺分享。 

Dwight Giles 在聽取臺灣目前推動服務學習情形後，也提出幾個資源供

後續政策規劃參考： 

1.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社區連結社區連結社區連結社區連結：：：：可參考「促進友善的社區-校園夥伴聯盟」

(Community-Campus Partnerships for Health)網站

(https://ccph.memberclicks.net/ )，該網站在促進會員共同努力提升

社區-校園關係，以提升友善平等與社會正義。 

2. 評核指標評核指標評核指標評核指標建立建立建立建立：：：：「校園聯盟」(Campus Compact)網站

(http://compact.org/ )、「青年領袖協會」(National Youth Leadership 

Council)網站(http://nylc.org/ )均有相關資源。其中美國校園聯盟

（Campus Compact）係於 1985 年由部分大學校長與聯邦教育委員會主席

創立，肯定服務的教育價值，承諾並支持大學推動服務—學習，目前該

聯盟有逾千個公私立大學會員(徐明、楊昌裕、葉祥洵，2012)，爰其網

站有相當豐富的服務學習資源網絡。 

3. 各類資源各類資源各類資源各類資源：：：：服務學習資源(National Service-Learing Clearinghouse)

網站(https://gsn.nylc.org/clearinghouse ，如下圖)，該網站搜集服

務學習各項資源，並依 k-12 服務學習效標(次分類如夥伴關係、青年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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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等)、服務學習過程(次分類如準備、反思等)、聯結(次分類如幼兒期、

高等教育期等)、內涵(次分類如課程、評鑑等)。 

四四四四、、、、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    

((((一一一一)))) 心得心得心得心得    

本次研討會規劃完善，因屬國際性研討會議，除了分享國際間研究趨勢

與實務經驗，為提升人員交流互動，大會在用餐時段也非常把握時間的安排

圓桌會議，在專題演講後更安排與其他桌友們交流互動，及晚宴時段安排國

際與會者分享交流，都是非常友善的安排，讓各國與會者均備感溫暖與融入

當地。 

本次也透過專家學者的引薦，與專家學者、推動單位代表、參與青年直

接交流，除分享臺灣經驗，建立友善關係，並實際交流了解國際辦理情形及

資源，深感國際會議重要的不只學習觀摩，更在實際的對話交流，從互動中

實際了解辦理情形，並即時進行問答獲得所需資訊，受益良多。本年度辦理

服務學習單位主管研習，即規劃邀請美國服務學習學者來臺分享，引進國際

服務學習經驗，與臺灣實務工作者及專家學者交流分享辦理情形。 

經由本次參與會議，發現美國長遠的歷史發展，係結合社區服務與服務

學習之議題，鼓勵學生從事社區服務，從服務中學習；在大專校院則鼓勵成

立服務—學習資源中心，將學術課程與服務加以結合。徐明等(2012)指出美

國自 1970 年代至今，逐步轉向以學校基礎結合教育目標與社區服務，發展

學校學生事務單位與教育處、院、系等學術單位，及學校與社區機構必須建

立夥伴關係的趨勢。會議中也發現國際間發展趨勢，均強調服務學習以學校

為主體，研究趨勢強調與實務工作之結合，實務運作重視學校與社區之合

作。近年研究趨勢逐步轉向以行動研究的方式，結合服務學習學術理論與實

務工作，期待服務學習能夠走出學術殿堂，與社區夥伴共同合作，參與及連

結社會，增強學生從經驗中學習的機會，並協助社區永續發展，進而培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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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為青年公民。 

回顧臺灣服務學習推動情形，2007 年教育部公布「大專校院服務學習方

案」，積極鼓勵各校推動服務學習課程及服務學習活動(教育部，2007)，同

年教育部委託靜宜大學服務學習發展中心編印「教育部大專校院服務學習課

程與活動參考手冊」，並設立「教育部服務學習資源網」，作為各校服務學習

方案推動之重要參考教材。教育部 2008 年發布「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開設

具服務學習內涵課程作業要點」、2010 年發布「鼓勵技職校院開設勞作教育

及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要點」，帶動大專校院重視服務學習之浪潮。 

於國民中小學部分，教育部 2011 年訂定國民中小學服務學習教師手冊

(教育部，2011a)、補助國民中小學服務學習計畫(教育部，2011b)， 2014

年 1 月新公佈「服務學習方案」，整合各級學校，針對大專校院、高中職及

國民中小學分別提出具體的服務學習目標與方案（教育部，2014a）。同時青

年發展署核定「鼓勵大專校院帶動高中職、國中小學辦理服務學習攜手計

畫，透過經費補助方式，鼓勵辦理服務學習經驗豐富之大專校院，結合其服

務學習相關課程，以客製化方式輔導鄰近高中職、國中小學，協助規劃設計

服務學習融入相關課程（教育部，2014b）。透過相關方案，促使各大專校院

逐步將服務學習納入學校政策中，形成一種常態且永續發展之課程。 

由臺灣發展脈絡觀之，服務學習已於大專校院奠基，並攜手高中職、國

民中小學向下扎根，未來可思考參考美國做法，逐步轉向學校本位模式發

展，由學校依其發展特色結合鄰近學校及社區機構，使服務學習能夠多元發

展。 

((((二二二二)))) 建建建建議議議議    

1. 會議主題緊密多元：區分不同主題工作坊，讓與會人員可以依不同類型

學習交流，包括評核(assessment)、人員(faculty)、學校(school)、

學生(student)等，另外在各項活動流程均與服務學習精神緊密扣連，

以準備(研討會前工作坊)、服務(各場次交流分享)、反思(每日午餐會

報進行反思)、慶賀(閉幕式頒發績優人員獎項)流程進行，可作為未來

辦理大型服務學習活動之參考。 

2. 事先公告會議期程：服務學習(Service Learning)的理念源於美國，是

一種「服務」與「學習」並重的經驗教育方式(程心瑩，2014)。國際服

務學習及社區參與研究組織研討會每年於美國辦理，分別在不同城市舉

行，會議規模視經費及參與人數調整，並事先公告辦理地點及時間，如

本次會議手冊即列入2016年9月於美國路易斯安納州辦理、2017年9月於

愛爾蘭辦理，研討會鼓勵各界踴躍發表分享服務學習實務經驗及相關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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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也讓有意願與會者得以提前規劃安排時程，提升大會辦理品質。臺

灣未來辦理大型研討會議，宜事先公布以讓與會者可提早安排各項規

劃，提升與會率及發表品質，亦強化研討會議辦理成效。 

3. 會議資訊數位化：本次國際會議透過Guidebook APP，將會議議程、交

通資訊、講者介紹、發表文章等均公布於APP，讓與會者可以事先掌握

各項資訊、選擇擬參加工作坊、建立個人時程表、線上下載發表文章，

此外並建立通訊錄，取得同意後於APP公布與會人員的姓名及email，國

際與會人士倘未攜帶名片或紙筆，均可即時由APP取得聯絡資訊，臺灣

後續辦理大型會議亦可考量資訊數位化，兼具節能減碳、便利快捷、交

流互動的功能。 

4. 服務學習以校為本：美國由於學校與政府的倡導和支持，服務—學習課

程或方案在各級學校快速擴展(徐明等，2012)。臺灣服務學習發展已逐

步推動至各級學校，未來可思考參考美國做法，逐步轉向學校本位模式

發展，由學校依其發展特色結合鄰近學校及社區機構，將服務學習融入

課程推動，提升學生參與意願、特色規劃課程活動，使服務學習能夠呈

現多元豐富的面貌。 

5. 發展自我評核機制：本次會議中分享國際間擬訂學校推動服務學習的評

核架構，主要針對學校發展現況、師資專業、學生學習等面向分類研究，

提出學校自我評核量表，供學校自行評核發展現況及未來推動方向。臺

灣服務學習逐步轉向學校本位模式發展，亦可考量發展學校自我評核量

表，回歸學校依其個殊性及發展階段推動服務學習，由下而上帶動各校

共同推動。 

 

五五五五、、、、參考參考參考參考文獻文獻文獻文獻    

徐明、楊昌裕、葉祥洵(2012)。服務-學習的歷史發展與教育功能。載於黃玉主

編，從服務中學習—跨領域服務-學習理論與實務(頁57-87。臺北：洪葉文

化。 

教育部（2007）。大專校院服務學習方案。2015年2月4日，取自 

http://english.moe.gov.tw/content.asp?CuItem=9407  

教育部(2011a)。國民中小學服務學習教師手冊。2015年1月15日，取自

http://teach.eje.edu.tw/data/files/signews/SIG00001/2012011119001

6%E5%9C%8B%E6%B0%91%E4%B8%AD%E5%B0%8F%E5%AD%B8%E6%9C%8D%E5%8B%99%



 11 

E5%AD%B8%E7%BF%92%E6%89%8B%E5%86%8A0817.pdf  

教育部(2011b)。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服務學習計畫。2015

年1月28日，取自

http://www.smjh.hc.edu.tw/school/pub/downfiles.php?relpath=data/p

ub/201507031637590.docx&downfile=%B1%D0%A8|%B3%A1%B0%EA%A5%C1%A4%

CE%BE%C7%ABe%B1%D0%A8|%B8p%B8%C9%A7U%B0%EA%A5%C1%A4%A4%A4p%BE%C7%

AAA%B0%C8%BE%C7%B2%DF%ADp%B5e.docx  

教育部（2014a）。教育部服務學習推動方案。2015年1月30日，取自 

http://servicelearning.iifun.com.tw/lawContent.php?menuID=16&id=6

33&typeID=0 

教育部（2014b）。教育部青年發展署鼓勵大專校院帶動高中職、國中小學辦理服

務學習攜手計畫。2015年2月4日，取自

https://servicelearning.yda.gov.tw/NewsContent.php?menuID=15&id=9

69&typeID=1  

程心瑩(2014)。屏東縣國小教師對大學生到校服務學習認知與滿意度關係之研

究。國立屏東大學社會發展學系社會科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未出版。 



 12 

附附附附件件件件 1111：：：：活動照片活動照片活動照片活動照片    

    

 
 

工作坊會議 世界咖啡館會議 

  

午餐會報暨圓桌會議 午餐會報暨圓桌會議 

  

國外專家學者請益 國外專家學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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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資訊數位化(講者資訊) 會議資訊數位化(個人化議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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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222：：：：活動議程活動議程活動議程活動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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