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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習課程結合學校運動志工培訓
實務策略 

前言

聯合國宣布2001年為「國際志工年」，

同年我國完成「志願服務法」的訂定，志工服

務成為一項普世關注的議題，並為落實民主化

及公民社會提供了一個堅實的基礎（江明修，

2003；蔡漢賢，2008）。而教育部鑑於大

學教育除提升發展專業知能外，更有塑造一流

人才與世界公民的使命，建立以服務人群與生

命關懷的核心價值，自2006年即積極推動學

校運動志工計畫，並於2007年12月14日訂

定「教育部學校運動志工實施要點」，藉以整

合學校及社會資源，以鼓勵熱心服務之各級學

校師生，支援辦理學校運動指導、運動賽會服

務、課後照顧及體育相關活動（教育部學校運

動志工資訊平台，2011）。另一方面，為推

動與落實大專校院服務學習，亦邀集學者專家

及教育實務工作者共同研商，於2007年5月

9日函頒「大專校院服務學習方案」；隔年1

月29日公布「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開設具服

務學習內涵課程作業要點」，目的即在鼓勵各

大專院校成立服務學習推動單位，規劃服務學

習相關課程，期能藉由服務學習，提供學生實

務經驗，並透過實際服務與知識技能的融合，

達到真正的學以致用。

「服務學習」，就是「服務」與「學

習」的相互結合，也就是在「服務」過程中

獲得「學習」的效果，同美國教育家杜威

（Dewey）所提的「從做中學」（楊百川，

2008）。教育部這兩項政策的理念，均預期

透過「課程」或是「志工培訓」，在服務的過

程中體驗各項實務，得以促進自我的成長，做

為學生品格養成之重要途徑，並發揚志願服務

美德。

但志工若缺乏有效管理，不僅會損及

其功效，也有損社會力的展現（江明修，

2003），因此，作者服務之學校以服務學習

課程結合學校運動志工培訓為策略，在學校運

動志工培訓為主體的架構下，吸收服務學習課

程中有興趣的學生，加以培訓督導，完成基礎

訓練及特殊訓練後，透過教育部頒發的「學校

運動志工識別證」與「志願服務紀錄冊」，以

完成30小時的服務為實習目標，輔導與鼓勵

學生成為具有服務熱誠及專業知能的學校運動

志工。

學校運動志工培訓策略

周學雯（2002）曾指出：大學生在參與

運動志工之動機依序為「自我成長」、「服務

他人」、「求知識與技巧」、「人際因素」，

「回饋社會」等；作者曾透過小規模的質性

研究（Hs i u - T a o  H s u ,  K a i - Y a n g  L o , 

Lien-His Lin ,  Chen-Te Hsu, Chun-Pin 

Hsu ,  2011）發現：參與運動相關服務課程

之學生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數有參與運動的習

慣，期待透過服務課程了解不同運動的特性與

增加運動經驗；而透過不同身分（如裁判、場

地布置、紀錄）的參與，體驗運動場域中的不

同角色，乃是選擇參與課程的重要因素。

因此在招募與培訓學校運動志工時，對

象就不限於運動專長的學生，而是開放學生

社團，或對運動志工服務感興趣，或正選修

「運動相關服務學習課程」的學生，以「自我

成長」、「服務他人」、「體驗多樣化運動經

驗」為號召，集中於研習會中培訓相關的專業

知能。而已修習過服務學習課程的同學，對志

願服務工作產生興趣後，亦可再輔導進入學校

運動志工的培訓系統；實務上，招募與訓練流

程如圖1所示。

為妥適結合服務學習課程與學校運動志工

培訓，校方則配合以下幾點，以達學習成效：

一、學校每學期均開設運動相關之服務學習課

程。

二、配合教育部年度計畫，辦理「學校運動志

工」培訓研習會。

三、廣納學子，學校運動志工招募對象不限運

動專長學生，

四、為鼓勵學生參與，服務時數可併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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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服務學習課程結合學校運動志工培訓實務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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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服務學習課程結合學校運動志工培訓實務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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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規定需服務滿1 8小時才算完成學

分，而參與運動志工的服務實習時數可

計算在服務課程時數中。

五、篩選學校運動志工優質人力，以永續發展

精神為主軸，傳承服務經驗並持續招募

新血。

服務學習課程與學校運動志工之異同

相同的核心精神

「服務—學習」的精神是一種有別於傳

統單向講述式的教學方法，縝密與有計畫地

聯結服務工作與學業知識，讓學生的行動對社

區有實質的助益與意義。教育部自訓委會起，

有計畫地推動大專校院服務學習方案，而高教

司與體育司的服務學習課程與學校運動志工，

實則一體兩面，具有相同的政策目標；因此服

務學習的多元參與、統整融合、創新轉化、分

享激勵等四個推行原則（教育部服務學習網，

2 0 1 1），就是幫助學生養成服務學習的態

度，藉實際服務與知識技能的融合，得以促進

自我的成長。

不同的經營模式

服務學習課程，主要的經營模式乃透過

課程設計與實務操作，以課程的安排為教學內

容，重點在理解「服務」與「學習」的課程含

意，二者在課程中具有某種程度的平衡關係，

學生可以將服務活動與專業或任何知識的學習

自我整合（楊百川，2008），透過教師的引

導，提供學生獲得實際經驗的機會，達到真正

的學以致用。而學校運動志工則類似社團經營

的模式，由帶隊老師統籌辦理各項培訓、實習

及服務業務，重點在於需和培訓的學生組成學

校運動志工團隊，凝聚團隊向心力，建立團隊

士氣；透過帶隊老師的引導，除發揮運動志工

自身的專長能力進行服務外，學生所需學習與

體會的還兼具人際互動及團隊合作能力。

不同的服務內容與對象

服務學習課程可有多種不同的服務內容，

而服務的對象更是包羅萬象，也因所涵甚廣，

大多以教師專長為開課方向，主要是以選課學

生於所選課程的類別來發展其自身知識與專業

服務的整合。而學校運動志工則經過有系統的

的培訓，經過培訓後的專長亦能再區分「學校

運動指導志工」、「學校運動服務志工」（教

育部學校運動志工實施要點，2007）；服務

的對象與內容較為明確，如辦理學校運動指導

以及協辦運動賽會等，對於學生而言，需重複

參與學習，服務內容較一致，專業程度較高。

結語

服務工作，看起來點點滴滴，但功效似

小實大（蔡漢賢，2008）；結合服務學習課

程與學校運動志工培訓，可拉抬服務學習課程

的層級，減少單純以「勞動」為內容的服務項

目，以更具專業性質的服務機會，引導學生體

驗運動世界的各項組成，並間接促進運動事務

發展。

以作者之觀點，透過服務學習課程發展

學校運動志工，乃是學校推動志願服務精神的

一種模式，也是能吸收更多有興趣參與學校

運動志工培育的學生的一種方法。身為體育從

業人員，必須能有效管理學校運動志工團隊，

區隔一般的服務課程內容與運動專業的服務項

目，同時強調體育類服務的專業性，輔導學校

運動志工們在「服務」過程中「學習」與「成

長」；以此方式呼應我國志願服務的政策，體

現「躍動生命，樂在服務」的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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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與體育司的服務學習課程與學校運動志工，

實則一體兩面，具有相同的政策目標；因此服

務學習的多元參與、統整融合、創新轉化、分

享激勵等四個推行原則（教育部服務學習網，

2 0 1 1），就是幫助學生養成服務學習的態

度，藉實際服務與知識技能的融合，得以促進

自我的成長。

不同的經營模式

服務學習課程，主要的經營模式乃透過

課程設計與實務操作，以課程的安排為教學內

容，重點在理解「服務」與「學習」的課程含

意，二者在課程中具有某種程度的平衡關係，

學生可以將服務活動與專業或任何知識的學習

自我整合（楊百川，2008），透過教師的引

導，提供學生獲得實際經驗的機會，達到真正

的學以致用。而學校運動志工則類似社團經營

的模式，由帶隊老師統籌辦理各項培訓、實習

及服務業務，重點在於需和培訓的學生組成學

校運動志工團隊，凝聚團隊向心力，建立團隊

士氣；透過帶隊老師的引導，除發揮運動志工

自身的專長能力進行服務外，學生所需學習與

體會的還兼具人際互動及團隊合作能力。

不同的服務內容與對象

服務學習課程可有多種不同的服務內容，

而服務的對象更是包羅萬象，也因所涵甚廣，

大多以教師專長為開課方向，主要是以選課學

生於所選課程的類別來發展其自身知識與專業

服務的整合。而學校運動志工則經過有系統的

的培訓，經過培訓後的專長亦能再區分「學校

運動指導志工」、「學校運動服務志工」（教

育部學校運動志工實施要點，2007）；服務

的對象與內容較為明確，如辦理學校運動指導

以及協辦運動賽會等，對於學生而言，需重複

參與學習，服務內容較一致，專業程度較高。

結語

服務工作，看起來點點滴滴，但功效似

小實大（蔡漢賢，2008）；結合服務學習課

程與學校運動志工培訓，可拉抬服務學習課程

的層級，減少單純以「勞動」為內容的服務項

目，以更具專業性質的服務機會，引導學生體

驗運動世界的各項組成，並間接促進運動事務

發展。

以作者之觀點，透過服務學習課程發展

學校運動志工，乃是學校推動志願服務精神的

一種模式，也是能吸收更多有興趣參與學校

運動志工培育的學生的一種方法。身為體育從

業人員，必須能有效管理學校運動志工團隊，

區隔一般的服務課程內容與運動專業的服務項

目，同時強調體育類服務的專業性，輔導學校

運動志工們在「服務」過程中「學習」與「成

長」；以此方式呼應我國志願服務的政策，體

現「躍動生命，樂在服務」的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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