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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近年來引入「服務學習」成

為課程教學的一環，各級學校均有實

施經驗，而高等教育機構更是主要的

行動場域。 

服務學習結合服務與學習，期望

透過安排學生對學校、社區、弱勢、

偏鄉、甚至海外等對象提供服務，創

造機會與經驗，使學生服務需要服務

的對象，同時得以擴展自己的態度人

格、通識素養、或專業知能，達到多

贏的目標。 

服務學習推展多年以來，在多數

的研究或檢討中，多半反應出正向的

效益。然而，在稱頌服務學習效益的

同時，仍有若干根本、隱藏而較少被

探討的問題，值得吾人省思並尋繹對

策，以期服務學習能夠有更妥切的發

展。 

一、 彰顯學習本質 

服務學習必須兼重「服務」與「學

習」。以 service 和 learning 兩個英文字

大 小 寫 區 分 的 四 種 相 關 概 念 中

（Sigmon, 1996），基於學校主要任務

乃為教育，而學生主要本分乃為學

習，因此在大學校園推動的服務學

習，原則上應該是 service-LEARNING

或者是 SERVICE-LEARNING，如果操

作成或淪落為 service-learning，自然有

欠理想，但若是 SERVICE-learning，

則亦有脫離教育學習主體性的疑慮。

因此，大學推動服務學習，應多傾向

與正式課程結合的服務學習，讓服務

能與學生的專業學習產生緊密連結；

若係與非正式課程結合的服務學習，

亦應有教師或帶領者，能夠適當的引

導反思與學習。 

然而，大學許多的服務學習，性

質偏向志工服務、甚至勞作服務。即

便是與通識課程或專業課程結合的服

務學習，其最能構成學習價值的反思

階段，難得看見能在服務脈絡中有適

當的課程設計與教師引導，實施或帶

領較具深度的反思，因此服務學習所

能發揮的學習效果，並不如想像中的

理想。 

此外，服務學習原本是擴充教學

的面向，增加課程內涵的廣度與深

度，但部分教師或學生不願或無法投

注更多的時間心力，為了容納服務學

習的安排，因此以服務學習部分排擠

性的替代了原課程內容，侵蝕學科原

本的專業學習。 

而從學生的角度來看，某些學生

面臨服務學習任務，因為時間或心力

的衝突，於是犧牲其他學科的專業學

習，以期能順利執行服務學習事項，

顯然已然偏離服務學習的初衷。 

二、 彰顯服務本質 

某些學生的專業領域，本質上就

有與社會或職場結合的安排，例如各

式各樣的實習；學生也可能自發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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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社會行為，例如打工等。透過這

些專業領域獲社會行為，學生都可以

有所服務與學習。但是，服務學習更

強調實踐社會正義的服務，服務的對

象與事項，基本上應該是確實需要被

服務者。 

然而，由於服務學習在各級學校

被大力提倡，甚至成為某些入學甄選

的參考，加上政府或民間有各式各樣

的方案，例如攜手課輔、史懷哲計畫

等，服務供應量大增。在服務的供應

與需求未能適切媒合的情況下，為「消

化」大量的服務供應，往往產生被服

務對象必須被動創造需求的異象（賴

光真，2005）。而這些強迫給予的服

務，對被服務對象而言，反而形成負

擔與困擾。 

三、 彰顯專業特質 

大學推動服務學習，其可以與中

小學服務學習方案有所不同之處，應

在可強調其專業性成分。惟為實踐此

一特性，大學學生本身必須妥善具備

一定的專業素養。基於此，大學的服

務學習課程或活動，理論上應在較高

年級時實施。然而，多數大學的服務

學習課程或活動，多半開設在大一階

段（張馨勻，2008），推展專業性服務

學習的時機尚未成熟，因此侷限了專

業服務的可能性，服務學習趨向於基

礎型服務或勞作教育。不然，就是以

通識或共通課程性質實施服務學習，

許多學生便視之如大一國文、英文，

盡完了義務，心態上便就此了事。 

事實上，研究證實，專業課程比

較 容 易 融 入 服 務 學 習 （ 林 銘 雄 ，

2004），專業結合服務模式優於社區服

務模式、系所推廣服務模式和校園服

務等模式（林思含，2006），大四學生

學習成效優於大一、大三（楊舒婷，

2009）。因此，思考重置服務學習實施

的年級，當為必要。如果置於較高年

級，不但比較容易導向執行專業取向

的服務學習，對於學生即將跨入職

場，亦可發揮類似實習的銜接效果。 

四、 審視其他效果 

在樂觀看待服務學習能產生正向

效益之餘，吾人亦應關注其他層面的

效果。第一，是否有產生負面效應的

疑慮。服務學習原來的目標是服務他

人、成長自己，但若課程設計不良、

聯繫準備不周，或者遭遇其他因素，

部分學生歷練到的，反而會是負向的

經驗，對於服務對象或對於自我，產

生的負面的觀感，甚至帶來傷害。因

此，在實施服務學習課程或活動時，

亦應注意，服務學習與其他事務一

樣，存在著刀之兩面刃的可能，並非

一片美好，必須謹慎操作。 

第二，是否能夠產生長期衍生效

果。服務學習的目的之一，乃在於培

育學生參與社會的公民態度與知能，

培養長期關注與服務社會的意識意

願。由於學生參與服務學習課程，通

常都是短期性質的，因此服務學習課

程或活動，還應重視長期外衍效果。

具體言之，在帶領反思之外，最終要

能有效激發學生篤行實踐，激勵學生

未來能將服務或服務學習，內化為個

人的志向或義務。如此，方不致讓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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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學習僅是曇花一現、蜻蜓點水式的

體驗活動而已。 

五、 培育帶領教師 

大學服務學習課程或活動，雖然

已經開始意識到建立長期服務關係之

概念，但學生畢竟終是來來去去，要

維繫持續或永續發展，仍必須仰賴學

校及教師。而要落實透過帶領反省達

到學習目標，以及落實專業服務等，

基本上也要仰賴教師，教師儼然服務

學習成敗的重要關鍵。因此，發展服

務學習，必須多著墨於相關開課或帶

領教師的培育與激勵。 

教師參與服務學習課程或活動，

最關鍵的條件乃是教師的人格特質，

若以文化學派斯普朗格（E. Spranger）

的六種類型理想價值或人格的說法，

教師本身最好必須是追求「愛」的「社

會型」。但是，在實際上，大學教師往

往喜歡自己是追求「真」的「理論型」。

大學教師常被提及的四項任務中，研

究成為衡量教師績效的主要指標，至

於教學、服務、輔導等，往往被視為

「可以及格」就好。  

在以研究為要務情況下，大學教

師對於教學、服務本已極力設法壓縮

之。推動服務學習，反而是要教師將

教學與服務擴而大之，變更既已習慣

的教學方法，投入更多的時間心力設

計實施服務學習課程，開發媒合服務

對象，還要面對部分學生的抗拒或抱

怨，以及處理收拾服務衍生的狀況問

題，其推動難度與阻力可想而知。因

此，除了少數課程本質上即與服務或

服務學習有關的學科或學系，或者教

師本身即以服務學習為研究領域，服

務學習與其教學及研究密切結合，本

身認同服務學習者之外，罕有教師會

願意主動投入服務學習課程或活動，

故教師開設或參與服務學習課程或活

動，不乏被動被迫投入與參與者。 

所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

者不如樂之者」，然而在樂之者、好之

者不易得的情況下，如何引導教師跨

入參與，無論是被動的投入，抑或是

因參與而後能改變觀念想法，則為大

學要積極從事的事項。具體做法包含

建立學校或學系服務文化、提供系列

培育課程與經驗、提升服務在教師評

鑑的比重、提供教學助理或行政支

援，提供榮譽、津貼報酬等，端視學

校理念或資源而抉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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