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務學習在近年蔚為風潮，教育部所推行的

「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是

大專生服務學習中將教育專業與志願服務合併，

專 門 以 師 資 生 為 參 與 對 象 的 服 務 學 習 活 動 ， 自

20 0 8年開始推動，該計畫之目標為「鼓勵師資生

實踐史懷哲關懷弱勢、專業服務之精神，以發揮

教育大愛」。服務對象包括原住民族、清寒、外

籍配偶等弱勢學童，經由暑期的服務，讓師資生

能透過與弱勢學童每天的生活相處和課業輔導達

成教育部期許的目標。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每年執

行該項計畫，自9 6年至1 0 4年皆至南投縣偏鄉小

學服務，其中有6年是在原住民族部落。研究者透

過師資生在南投縣原鄉服務的經驗，期促進原鄉

教育之精進及省思。超

壹、前言

一、學校教師管教嚴格

研究者由國立臺中教育大學2011年至2013年

史懷哲計畫服務隊共57名隊員中，選取15名隊員

為訪談對象，並輔以省思日誌等文件資料，發現

結果歸納如下：

師資生在暑假期間上山，其實對於當地的老

貳、師資生參與史懷哲計畫後對原住民族教

育現況之認知

師並沒有接觸太多，但還是可以藉由返校日、平

常的互動、當地師生關係等的觀察等，側寫到一

些原住民族地區老師的圖像，例如管教方式較為

嚴格、老師很有威嚴等，學童甚至很敬畏老師。

二、師生關係是影響學童的關鍵

師生關係是影響學童們最重要的因素，如果

師生關係良好緊密，甚至亦師亦友，就算管教嚴

格，學童們也能夠接受老師的指導，尤其是原住

民族學童部分家庭功能不足，家裡長輩因為工作

無法在家看照學童，在此情況下，師生關係對學

童來說就非常重要，甚至代替了部分家庭功能，

不只是在學業方面，在生活和品德教育方面也起

很大的作用。

鄭怡萱

教育部教育史懷哲精神教育

服務計畫推動經驗分享與省思

三、師資生認為應有原住民籍的教師返鄉服務

師資生在一個月的營隊中產生了不小的文化

衝擊，起因在於原住民族學童的生活模式、相處

模式、特質、學業上的表現、對關懷的需求等等

，與師資生既有的認知有所差異。對此，師資生

認為原住民族地區應有一部份教師由當地人或原

住民族師資返鄉服務，因為他們跟當地學童的成

長經歷較為類似，無論是在和學童的相處或是教

學上都能夠很快的切入核心，也有利於師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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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提供的物資等等。吳碧霞（20 0 9）對南投縣原

住民地區國民小學教育資源及其問題之研究，也

顯示教育資源中「設備運用」的現況，對於南投

縣原住民族國小所提供的協助和符合程度為「中

高程度」，無論是電腦設備、圖書設備皆高於平

均數，對原住民族學校校長所進行的訪談，也顯

示校長對於政府對原住民族學校的重視給予肯定

，投入資源可觀，且甚至比一般地區學校還容易

取得教育資源。

五、學童對於網路的使用較侷限於娛樂用

途，較少與學習做連結

師資生發現原住民族學童對於3C產品和網路

的使用很拿手，原本師資生以為他們對於電腦或

網路應該很陌生，因此學童們對網路的使用情況

簡直是出乎師資生的意料之外，網路已經成為他

們生活中的一部份。雖然原住民族學童透過網路

可以得到許多資訊，但多使用娛樂方面，例如看

影片、聽音樂或玩遊戲，比較少把網路當成學習

的工具。

一、生活環境侷限於自己的部落且偏單調

，但有較多的自然資源

學童所在的環境而言較為單一，沒有多樣的

文教機構、設施和建物，生活及學習環境多半限

制於自己的部落。不過，大自然卻提供原住民族

學童獨有的學習環境及生活經驗。

參、師資生參與史懷哲計畫後對原住民族

學童的印象

主要為原住民族學童的家庭、社區及社經背

景、學童的生活及相處模式、特質、以及對於關

懷的需求等方面之印象，歸納如下：

二、家長社經背景影響到學童學習

雖然學校設備齊全，許多原住民族學童卻在

家裡沒有適合讀書的環境，很少有自己的書桌，

通常是趴在地板，或是在餐桌、客廳等。可看出

家庭的經濟狀況會影響到原住民族孩子的學習情

形。

三、有獨特的生活及相處模式

有一些行為或是言談讓師資生們招架不住，由於

學童們不太把師資生當成老師看待，讓師資生感

到困擾。

師資生一開始見到原住民族學童的互動模式

和行為舉止，都需要一段時間去調適。原本在教

學活動中對孩子強調安全、規矩、守秩序、禮貌

的觀念，在服務的過程中強烈受到衝擊，例如爬

樹、爬欄杆、從很高的地方跳下來，吊在籃球架

上等被師資生認為「危險」的動作等言行，是他

們的相處和生活模式，這些言行舉止跟他們沒有

心機、直率的特質來說是相呼應的。但學童們也

四、原住民族學童單純沒有心機，個性直率

，活潑好動，早熟堅強抗壓性高，特別需要

關懷和陪伴

個性直接、沒有心機、單純，是原住民族學

童的一大特色，師資生如果用心教學，不需要花

費太多心力，很快就可以取得他們的信任和喜歡

，學童也會一天到晚圍著師資生打轉。而由於家

庭環境使然，許多學童較早熟且抗壓性高，但也

因大人經常不在家，沒有得到足夠的關懷，對於

暑期來服務的師資生就有高度的期望，在營隊即

將結束，要與這群「大哥哥大姊姊」分離時，所

表現出的負面情緒是非常強烈的。

五、原住民族學童喜歡科學、體育、藝術等

科目，以及跟自己文化和生活較有相關的學

習內容；喜歡動態、多元、參與式以及分組

競賽的學習方式

就整體而言，師資生發現原住民族學童學習

意願較低落，在課餘時間和假期容易有脫離學習

的狀況產生。但師資生普遍反映他們特別喜歡自

然科學、體育及表演藝術等科，可能跟其偏好的

的學習方式有關，例如科學課正好很適合用操作

式的教學來呈現。而在學習方式而言，原住民族

學童喜歡多元、動態、參與式、分組競賽的教學

方式，此也與紀惠英、劉錫麒（20 0 0）、譚光鼎

及林明芳（20 0 2）之發現相同，原住民族學童偏

好動態、遊戲式、在非正式和輕鬆活潑的情境下

學習。因此師資生在國語數學等課程也多半運用

自己的創意，設計活動和遊戲引起學習動機，否

則教學就沒什麼效果，甚至無法上課。

另外，師資生也發現如果完全用自己慣用的

教學內容和生活經驗授課，會無法引起學童的興

趣，如果授課時能多考慮到與他們比較相關的事

物，如原住民族音樂或歷史人物，數學題幹改成

用他們的生活經驗來描述，學童比較容易接受。

師資生發現原住民族學童普遍來說非常認同

自己的文化並感到驕傲，此表現在影音娛樂及課

程的喜好、平常或上課時的行為、師生間的互動

以及創作之中，學童對於自己的家鄉和文化也是

津津樂道，也很喜歡講族語，但儘管如此，學童

平日的溝通多以中文為主，族語的部分僅能講單

字或詞。

六、多以自己的母文化為榮，喜歡講族語

但不擅長

南投文教35期政策與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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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服務期間學童們覺得在「放暑假」，如

果不喜歡課程可能會衝出教室，師資生必須做到

的就是能夠讓他們喜歡天天來上課，而且必須是

快樂的、新奇的學習，才能吸引他們注意，而不

是直接拿課本起來上，因此無論是在國語、閱讀

、數學、自然、社會等科目多用自編教材。原住

民族學童也因為較少接觸到活化、新奇和多元的

教學，因此對於師資生設計的教學活動也覺得充

滿新鮮感而投入其中。

一、在學習上能帶給原住民學童新的課

程和教法

由於南投縣原住民族學校一校的學童通常為

30至50幾人，加上地處偏遠，多數學童的活動範

圍僅止於自己的部落，較無法遇到各色各樣的情

境和人群，也缺少了培養察言觀色和處事進退得

宜的機會，因此，大專生服務隊伍可以給原住民

族學童結交認識更多來自四面八方的長輩和朋友

，豐富其人際網絡和文化交流，且能透過志工瞭

解更多人際間的相處方式，有助於其出部落之後

的適應。

此外，在師資生的課程中還包括了生命教育

的課程，讓原住民族學童學習認識自己，了解自

己的優缺點，有哪些優勢，以及生涯發展和展望

未來的建議，協助原住民族學童立定志向及目標

，適性發展。

二、能增加人際互動經驗和適性發展

主要分為學習、待人處事、生命教育及生涯

發展的指導、愛與隸屬的滿足等方面。

肆、師資生認為透過服務活動對原住民

族學童的助益

成就和學習力有所成長，但是一系列的課程和師

資生的陪伴，可以給他們一個快樂精彩的假期，

讓他們暑假不只是漫無目的的在部落遊玩，而是

從遊戲中學習，並且也讓原住民族學童多了許多

可以聊天談心、會給予關愛的朋友和長輩。

三、原住民族學童得到最多的是師資生的

關愛和陪伴

原住民族學童在計畫中普遍得到最多的，是

在情意方面滿足學童們被關懷與愛的需求，這也

呼應張民杰（20 0 5）的研究發現，師資生課業輔

導的成效多是在情意方面，也就是激勵學童的學

習興趣，而非在認知上的真正提升學童的學習力

和知識量。雖然無法確定原住民族學童是否學業

伍、結語及建議

透過上述發現，本文建議，學校應致力讓原

住民族學童接觸多元的文教環境，多辦理城鄉交

流、戶外教學，和他校學童共同上課學習及比賽

等活動，以補足在文教環境方面的不足和單調。

學校也宜多注意和指導學童運用網路的情形，教

師在課堂上可設計利用網路學習的相關活動，讓

學童懂得運用網路學習、查詢、蒐集資料和解決

問題，而不只是娛樂用途。親職教育方面，學校

可鼓勵原住民族家長多關心學童，即使是在外地

工作，也可透過電話聯繫等方式關懷。學校也可

透過親師座談等推動品德教育、性平教育、營造

族語環境等，並說明學校教育對於孩童本身及其

未來可以有哪些幫助。

在學童學習方面，建議學校可針對原住民族

學童的學習特質，帶領原住民族學童參加科展活

動，以提升在學科方面的自信心，此也可作為原

住民族學校發展的特色和突破，而不是僅將原住

民族學校特色發展侷限於藝能科的表現。同時運

用活化教學策略提升原住民族學童在國語文及數

學等領域的學習興趣，並融合原住民族文化和生

活經驗，引起學生學習的共鳴。

對於師資生在服務方面，建議出隊前對於學

童的學習程度、社經狀況、學習資源和環境等背

景要先充分瞭解，並依據之設計課程，例如讓學

童學習使用數位資源和網路進行學習活動，設計

活化的教學活動、符合其生活及文化的教學內容

，在服務活動接近尾聲時，指導學童如何面對負

面情緒和離別，並在離開後視情況持續關懷和聯

繫。

對於本計畫的推動，建議可規劃三年以上的

中長程服務計畫，拉長服務週期，持續至同一所

學校進行服務，培養與學校長期的合作關係，並

給予學童較長時間的陪伴，減少偏鄉學子的失落

，有助於增加學童的隸屬感、安全感和學習動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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