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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Title of the Project： 
廣告與行銷溝通課程融入專業服務學習對地方創生及學生學習成效之影響研究 

The Assessments on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and Student Learning Effectiveness of 
Advertising an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Course through Adopting Professional Service 

Learning 
 

一.  報告內文(Content) 

1. 研究動機與目的(Research Motive and Purpose)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主持人服務於南華大學管理學院國際企業學士學位學程，其設立之宗旨為「為在海

外設有分公司之台灣企業或國際企業培養具備溝通合作與自覺學習之國際行銷或國際企

業之管理人才」，因此，培育具有國際觀及國際溝通能力的管理專業人才是本學程積極

耕耘的目標。同時，本學程秉持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 之理念來訓練人才，並期望學子

們能具備國際舞台之競爭力，且能將專業能力回饋本國之發展與建設。近年來，受到少

子化的影響，大學窄門廣開，各校招生人數逐漸不足，大學生之素質差異日益嚴重，大

學生之學習普遍遭遇到以下之困難與挑戰： 

（1） 大學生動機低落：由於招生困難，許多教師對學生之要求只好放鬆，因而造

成學生學習態度由主動轉為被動，部分學生上課學習動機低落，學生普遍有上

課打旽，下課打工，閒來滑手機，玩線上遊戲之情況，這些現象都是大學教師

「心中之痛」。面對此一情形，大學教師不宜再採取單向式教，應積極思考創

新教學，翻教學及體驗教學之教材及教法，來翻轉學生之學習動機，激勵學生

多元學習，多元思考，提升學生問題解決之能力，為當今最重要之教學議題。 

（2） 強調證照，學生缺乏實作之機會及解決現場實務問題的能力：現今常以各種

專業能力之證照做為學生專業力之證明，但考取證照終究只能證明學生具備一

定程度之專業知識，卻未必真能有能力利用專業知識協助企業解決問題。國內

企業管理及其相關課程，大部分系所仍以講授為主，學生缺少融入業界直接面

對問題之機會，因此以地方社區做為實踐學習的場域是十分適當的學習方法。

當學生能感受到地方社區產業能夠因為他們的投入而能改善問題時，學生會逐

漸建立其信心，也會在不斷的摸索修正中成長，提升學生面對問題及解決問題

之能力。 

（3） 學生學習動機普遍不足，缺乏創意思考及專案企劃及管理實作能力：現行教

育制度學生較難跳脫以考試為主之知識學習模式，且受限於實作機會，其創意

思考及專案管理協調能力不足，通過尋找在地DNA，將課程專業知識應用於

在地創生之行銷推廣過程中，對於學生創造力及執行力將有很大的幫助。 

（4） 學生專注於本科專業，缺乏跨領域學習之整合溝通機會：在知識爆炸且專業

分工之限制下，學生很難有機會進行跨領域整合性學習，國際企業學程的學生

必須進行更多跨領域的訓練，才能培養具有專業素養，團隊合作及跨領域溝通

之能力。本課程安排學生加入地方專業服務學習，可以擴展學生跨領域能力。 

（5） 大學社會與服務學習：大學社會責任（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U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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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於企業社會責任（Co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主要的思考點在於

各大學除了教學研究及輔導服務之外，亦必須善盡服務社會，擔任在地接軌之

任務，透過服務學習，可以由大學與社區共同規劃及投入資源，帶動社區之進

步，促進社會永續發展，並以「追求社會的公共利益和提升人類生活品質」為

目標(吳清山，2018)。教育部在 2017 年提出「推動大專院校社會責任實踐計

畫」，主要是以「在地連結」為核心，透過人文關懷與協助解決區域問題的概

念， 鼓勵大學師生參與地方創生，強化區域產學鏈結，協助城鄉發展，提升

在地就業率為努力方向。教師開授服務學習課程透過到社區進行服務學習之方

式，提升學生學習意願與鼓勵分享為主，帶動學生、被服務對象與教師共同學

習與成長。服務學習內容採用結合專業，「從做中學」，及參與服務後反省內

化的紥根設計，讓學生有效學習，在教師方面也可以透過服務學習，觀察學生

在學習過程中的反應，師生在服務學習過程中產生師生關係之變化而達成學習

品保之目的。依據 Fertman、White & White(1996)的看法；服務學習必須規畫執

行包含「準備」（Preparation）、「服務」（Service）、「反思」（Reflection）
與「成果分享(慶賀)」（Celebration）四階段，如此才能確保在學習為基礎的

前提下，讓學生與被服務對象都能互惠互利。 

1.2. 研究目的 

南華大學位於嘉義縣大林鎮，嘉義縣青壯年人口嚴重外流，根據內政部資料顯示，嘉義

縣老年人口自2007年起就持續高居台灣第一位，由於高社會遷出率及少子化效應，加上嘉義

縣為傳統農業大縣，人口比率嚴重失衡問題持續惡化，如何搶救這樣的情勢實是國家、社會

及學校皆應共同努力的議題。本校鄰近鄉鎮均以農業為主(包括大林鎮、民雄鄉、及梅山鄉及

阿里山鄉等)，但各鄉鎮相關地方產業逐年式微，本計畫藉由廣告與行銷溝通課程，融入服務

學習之方案設計地方創生性之行銷方案，以協助地方社區及產業再造，推動地方創生企業的

發展。在將專業課程融入服務學習中，提供學生實際體驗，幫助學生關注被服務者的需求，

再透過貢獻後的反思與回饋，使其對社會問題能夠有真實的了解，喚起公民意識與行動，並

為社會正義而努力，此乃透過學生與被服務對象間的生命力之相互帶動，達到雙方的互惠互

利，在此同時，任課教師也在教學實踐、檢討、反省、修正的行動研究中，得以精進與成長。 

本研究設定以專業課程融入服務學習為研究主題，重點首先教授廣告與行銷溝通之專業

知識，接著利用所學專業進入社區找出地方DNA，在協助社區規劃建立社區品牌形象之專案，

並提出廣告與行銷通企劃書，與社區一致推動行銷，使社區產品能夠暢銷，社區方案並以群

體合作之方式推動執行此方案，進而達到造福地方，自我成長及提升學習之目的，綜合彙整

本計畫之研究目的如下: 
A. 由同學分組，針對南華大學所在地之周邊鄉鎮：大林鎮、民雄鄉、及梅山鄉及阿里山鄉

等為合作社區，尋找在地DNA之深入意涵 
B. 透過「廣告與行銷溝通課程」由同學利用所學專業提出促進地方創生產品之廣告及銷溝

通之構想。 
C. 以行動研究之方式推動專業課程服務學習，透過發現問題、診斷、規劃改善方案，提出

具體之行動方案。 
D. 了解學生專業課程服務學習，在學習動機、體驗學習、在地認同與自我成長及解決問題

能力與提升學習成效方面之進步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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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獻探討(Literature Review) 

2.1. 問題導向學習之理論基礎及學習模式 

問題導向的學習是在1950年代由美國Case Western 大學及  1960 年代加拿大

McMaster 大學(Barrows and Tamblyn, 1980)創立，其目的是要透過良好的課程設計，

由學習者為主體讓學生主動負責以強化學習動機，針對問題提出對策。 

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是一種以問題為導向的學習方式，

強調學生在探究和解決問題的過程中，自主地構建知識和技能。將問題導向學習應

用於服務學習中，可以促進學生對社區問題的深入了解和積極參與，從而提高學生

的學習效果和社會參與意識。 

具體而言，將問題導向學習應用於服務學習中，可以按照以下步驟進行： 

1. 確定問題：選擇一個社區問題作為問題導向學習的起點。 
2. 問題解決：將學生組成小組，設計問題解決方案。學生需要通過討論、資

料收集、分析和研究等方式，共同探究問題，提出解決方案。 
3. 實踐服務：將學生的解決方案與社區服務結合，實際參與社區服務實踐。

學生需要在實踐過程中不斷調整和改進自己的解決方案，確保服務的質量

和有效性。 
4. 反思學習：服務學習的核心在於反思學習。學生需要在服務後回顧自己的

學習經驗和服務成果，評估自己的表現和學習成果，並從中獲取對社會、

學習和自我發展的體悟。 
5. 彙報成果：學生需要向學校、社區或相關組織報告自己的服務成果和解決

方案，以展示服務的成果和效益。 

因此將問題導向學習應用於服務學習中，可以促進學生的自主學習和問題解決

能力，並提高學生的社會參與意識和責任感。 

2.2. 服務學習的理論基礎 
服務學習的理論基礎涉及多個學科領域，包括社會學、心理學、教育學等。以

下是服務學習的理論基礎的一些主要方面： 
1. 社區參與和社會責任感：服務學習的核心在於學生參與社區服務，透過服

務學習，學生可以了解社區的問題和需求，並且從中獲得滿足感和成就感，

進而發展出社會責任感。 
2. 學習成就理論：服務學習也基於學習成就理論，該理論認為學生對於自己

的學習成果會產生正面的反饋，因此學生在參與社區服務時可以獲得學習

的機會，提高學習成就，並促進學習動機。 
3. 反思學習理論：服務學習同樣基於反思學習理論，學生需要通過對自己的

服務學習活動進行反思，以提高對社會、學習和自我發展的理解，並通過

反思獲取學習的意義。 
4. 社會學習理論：社會學習理論強調學習是通過觀察和模仿行為而實現的，

通過參與服務學習活動，學生可以觀察和學習其他志願者、社區組織和專

業人士的行為和態度，進而提高自己的社會技能和價值觀。 
5. 發展性理論：服務學習的核心在於學生的發展和成長，因此發展性理論也

是服務學習的理論基礎之一。透過參與社區服務活動，學生可以發展自我

意識和自我價值觀，增強人際關係和溝通技能，培養領導才能和社會責任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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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服務學習的內涵 

服務學習是一種結合學習和社區服務的教育方法，其內涵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

方面： 
1. 社區服務：服務學習的核心在於學生參與社區服務。透過服務學習，學生

能夠主動參與社區活動，瞭解社區的需求和問題，並通過實踐幫助解決問

題，提高對社區的認識和貢獻。本計畫界定社區服務之區域包括嘉義縣大

林鎮、民雄鄉、及梅山鄉及阿里山鄉等 
2. 學術學習：服務學習不僅僅是社區服務，同時也是學術學習。服務學習的

目的是將實踐與理論結合起來，通過社區服務的實踐來加深學生對學科知

識的理解和應用能力。本計畫以「廣告與行銷溝通課程」為學術學習之配合

課程。 
3. 反思學習：服務學習同時也是反思學習。學生在服務學習過程中需要不斷

地反思和評估自己的行為和學習成果，從中獲取對社會、學習和自我發展

的體悟，提高自我認知和反思能力。 
4. 社會責任感：服務學習的目的還在於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感。透過社區服

務的實踐，學生能夠理解自己的社會責任，進而通過自己的實際行動來貢

獻社會。 
綜上所述，服務學習是一種結合學術學習、社區服務和反思學習的教育方法，

旨在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和發展能力。專業服務學習的執行步驟可以簡單地歸納為

「確定服務目標、培訓學生、實踐服務、反思學習和彙報成果」等步驟 (Chen & Liu, 2018;  
Kuo & Wu, 2012; Sánchez-Gómez & García-Carmona, 2017)： 

 
2.4. 行動研究 

行動研究最早由 Lewin, (1946)提出，是一種以實踐為基礎的研究方法，其主要特點是在

真實世界中進行實踐和研究相結合的過程，強調的是參與者的主動參與和合作，以解決實際

問題。一般來說，行動研究的循環實施步驟為以下 4 個步驟： 
步驟 1. 問題診斷：首先需要確定要解決的問題，並且評估問題的範圍和影響。這可以

通過問題診斷的方式進行，例如問卷調查、訪談、焦點小組等方

法。 
步驟 2.設計方案：在了解問題後，有系統的檢討，並據以擬定解決問題的方案。 
步驟 3.實施方案：執行設計的方案，即時衡量實際成果，並做出必要的調整。 
步驟 4.反思改進：根據評估結果，反思解決問題的過程和成效，並做出改進措施。 

Chang & Lin (2018) 以專業服務學習進行行動研究，研究結果證實，專業服務學習與行動研

究結合，可以有效促進社會公益和學生的學習成效。 

3. 研究問題(Research Question)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以下之議題: 
1. 探討利用專業課程「廣告與行銷溝通」融入服務學習之學生學習成效。 
2. 針對南華大學鄰近之鄉鎮(包括大林鎮、民雄鄉、及梅山鄉及阿里山鄉等)，尋找地方DNA。 
3. 提出地方創生之廣告與行銷溝通之方案，並與社區相關人士洽談，研討方案之可行性。 
4. 探討本課程融入服務學習課程對學生學習動機，體驗學習，在地認同，自我成長及解決問

題能力之影響。 
5. 探討本課程融入服務學習之課程對於教師教學滿意度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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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設計與方法 Research Methodology 

本研究擬利用廣告與行銷溝通專業課程融入服務學習課程，首先傳授專業知識，按照專

業服務學習及行動研究之執行步驟進行課程規劃，學生分組找出在地 DNA，再尋求如何將

地方 DNA 與當地商品或商店連結，提出廣告與行銷溝通企畫書，並以競賽暨成果發表方

式，請學者專家相關人員洽談互動，探討本案之可行性，學生需再反思藉由此課程之學習心

得及是否確實能夠提供地方創生之機會。本研究架構圖如圖六所示。 

 

 

 

 

 

 

 

 

 

 

 

 

 

 

 

 

 

 
圖 1. 研究設計 

5.教學暨成果研究 (Teaching and Research Outcomes) 

5.1 教學過程與成果 
本計畫配合課程為南華大學國際企業學士學位學程「廣告與行銷溝通」課程，本課程融

入專業服務學習活動，並採用行動研究及問題導向的學習模式，融入地方創生與服務學習

相關理論基礎，並根據行動研究的「計畫→行動→觀察→反省→修正→再行動」的循環

模式，讓學生們持續地觀察、紀錄、反省與檢討地方社區所面臨的困境，進而使學生們

了解服務學習目的與重要性，最終在實踐專業及助人服務中感受到收穫而自我認同與肯

定。修課學生首先學習廣告與行銷溝通之專業課程學習專業知識，並針對南華大學在地

社區(即嘉義縣市等鄉鎮)之地方創生為主題，分組尋找上述鄉鎮之 DNA，並提出廣告與

行銷溝通方案，進行創業專題競賽，以協助地方鄉鎮提升特色及創造商機，本教學實踐

研究計畫所引入之因素包括： 

專業課程與融入服務學習課程規劃

專業課程/服務學習內容確認

對學生舉行選課說明會

專業課程全班授課

學生分組

確認地方DNA與當地商品或商店連結
提出廣告與行銷溝通企劃書

評估可行性與相關人洽談，
探討本案之可行性

服務學習場域的知情同意

與相關人員洽談

服務學習場域專業成效評估

競賽暨成果發表/專家學者回饋互動

反思

評估可行性與相關人洽談，
探討本案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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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學生主動尋找問題：包括尋找地方 DNA，尋找地方商品或商家及尋找專家諮詢對

象。 

(b)學生主動尋找知識：當學生了解 DNA 及地方創生之議題時，進一步尋找知識，

尋求解決問題，此時老師同學及地方業者均可作為獲取知識之來源。 

(c)教師不再是教：在服務學習的過程中，教師扮演的是引導者或是協助者角色，協

助學生探究問題，在理論與實務中思辯，培養反思能力，實現過程中，利害關係人均能

夠互相對話，真正實現 Learning by doing，促進學生之思辯能力。 

(d)學生不再只是學：學生不再只是被動學習，而是形成小組主動找尋知識，找尋解

決問題的方法，並透過與利害關係人的互動，深入體驗，提升學習成效。 

(e)教學領域不再只是教室：透過專業課程融入服務學習，專業知識與實務密切合

作，因此教學場域不再侷限於教室中而是緊貼於實務環境。 

本學期修習「廣告與行銷溝通」之人數為 49 人，分為 6 組，每週依教學主題進行不

同階段的行銷策略規劃與報告，各組經討論後，聚焦地方 DNA，提出地方創生之創業創

新構想，以下為各組之學習成果： 
第一組：發現嘉義縣大林、竹崎、阿里山多處有竹子，以竹子為大林地方 DNA，提出可

利用在地竹子製作竹子水壺，並結合阿里山茶葉，做為紀念品銷售給國內外觀

光客。 
第二組：利用阿里山特色為設計元素(茶葉為地方 DNA)，設計阿里山背包，供登山健行

者使用。 
第三組：提出以民雄鄉鳳梨葉(鳳梨為地方 DNA)廢物利用，製作衣服、皮包、面紙盒等

各式手工藝等永續產品，提供國內外觀光客購買。 
第四組：以梅山鄉梅子為地方 DNA，開設一專門銷售以梅製的甜點(如: 梅子果凍 、梅子

酒磅蛋糕、梅子酥等)、及阿里山茶葉有關的甜點及飲品之日式茶館，希望將茶

和梅子的單純美好分享給城市裡的人。 

第五組：以梅山鄉之地方宮廟做地方 DNA，設計結緣品，供宮廟做為贈禮或是銷售。 
第六組：以嘉義縣鎮之名產(包括：鳳梨、梅子、竹子、茶葉)之主題親子農場。 

表 1為各組構思過程： 

表 1. 學生分組尋找嘉義鄉鎮地區之地方 DNA及創新創業構想摘要記錄 

利用課堂討論主題引導學生探討嘉義鄉鎮地區之地方DNA，並提出創新創業之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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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組：竹子水壺，並結合阿里山茶葉 
 

第二組：阿里山背包 

 

第三組：民雄鄉鳳梨葉手工藝等永續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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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組：專門銷售以梅製的甜點、飲品之日式茶館 

    
第五組：梅山玉虛宮結緣品 
 

第六組：以嘉義縣鎮之名產(包括：鳳梨、梅子、竹子、茶葉) 之主題親子農場—桃花源休閒農場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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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配合課程為南華大學國際企業學士學位學程「廣告與行銷溝通」課程，本課程融

入專業服務學習活動，並採用行動研究及問題導向的學習模式，融入地方創生與專業服務學

習相關理論基礎，並根據行動研究的「計畫→行動→觀察→反省→修正→再行動」的循環模

式。透過學生自行到相關網站蒐集資訊、平時在地社區觀察及走訪鄰近鄕鎮之方式尋找在地

DNA 後，並在課程中安排業界專家─上林社區發展協會孫家榕總幹事、木更咖啡主理人黃

思涵及聆聽 X-PITCH 高級顧問之專家經驗，提供各小組參考據以融入其創新創業構想，並

修正其廣告與行銷溝通之行銷企劃書，接著是邀請相關之專家學者前來成果展與同學互動交

流，使學生反思回饋。本課程地方創生廣告與行銷溝通企劃活動實作過程如下所示： 

表 2. 專業服務學習之行動研究─地方創生廣告與行銷溝通企劃活動實作過程 
專業服

務學習

之行動

研究 

課程內容 活動照片 

問
題
診
斷 

透過課程介紹

地方創生之概

念、帶領學生

實地走訪嘉義

鄉鎮地區、及

邀請地方企業

來 做 專 家 分

享、或參訪學

習，讓同學發

現問題 

  
上林社區發展協會孫家榕總幹事帶領同學認識上林社區地方現況、特

色及面臨的問題 

 

 

木更咖啡主理人黃思涵專家講座，分享如何利用嘉義在地文化及結合

文創之創業成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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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服

務學習

之行動

研究 

課程內容 活動照片 

帶領同學參加 2022 世界創新 X-PITCH 高等論壇見習世界各國之企業在

地方創生及創新創意之發展趨勢 

方案

設計 
學生蒐集地方

特色、構思以

地方創生為導

向的之行銷創

意方案 

 

 
授課教師利用一系列問題導向的方式設計週次主題討論題目，請同學

提出構想，並逐步按照指定進度規劃出以地方創生為導向的創新創業

行銷企劃書。 

實施

方案 
學生做出市場

分析、提出廣

告與行銷方

案，並把財務

預算納入市場

可行性報告，

以競賽形式發

表成果 

地方創生構想 

市場分析、經營模

式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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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服

務學習

之行動

研究 

課程內容 活動照片 

行銷策略 

競賽暨成果發表 

反思

改進 
教師、業界專

家給予回饋，

學生並回饋質

量化參與本課

堂之心得。 

  
教師、業界專家給予回饋，國際生說明其企劃構想及心得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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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教師教學反思 

計畫主持人近年來持續嘗試進行「專業服務學習及問題導向教學」，並嘗試給予學生以

實務情境之任務學習，在課程的設計每年均蒐集學生及實務專家的意見加以改進。發現有些

學生會因為感到自主學習的學生責任很多，而有時會怯步，甚至抱怨課程設計太複雜。尤其

是要以全英教學，並且面對來自各國的國際生與本國生，師生間的溝通、同儕間的溝通及學

生與在地業者的溝通，其實都比單純教導本國生的挑戰高許多。再者，多數學生在一開始時

會有些對自己解決問題的能力自信不足，然而在群體集思廣益及教師的循序漸進地鼓勵刺激

下，並在教學及實作過程中仔細觀察學生反應，隨時協助學生排除困難。學生逐漸有學習動

機及自信來克服問題，並且認為有機會貼進實務或得到實務業者的肯定或指導是很有價值

的。因此，透過協助提供在地產業行銷策略之方式，與在地產業建立良好關係，不僅是大學

教育落實社會責任的好方式，同時也是提供學生在學期間貼近實務的學習平台。未來仍持續

朝向以學生學習歷程為中心的課程設計，提升學生自主學習效能，尤其是在跨文化的溝通、

團隊合作，確實在學生成果看到跨文化團隊合作有助學生多元視角來解決問題，產出更多創

新創意，這樣的人才訓練方式，相信足以符合變化迅速的產業環境。 

5.3 學生學習回饋 

5.3.1 質化回饋結果 

本計畫課程結束後，邀請修課學生填寫「課程反思心得」(格式請見附錄)，分別就「What」、
「So What」及「Now What」提出學習反思，內容摘錄如下。此外，由課程期末學習回饋來看，

學生的確對「融入專業服務學習教學」十分肯定: 

● The teacher's teaching methods are very good 
● This so interesting course 
● Thanks for teaching me professor 
● good teaching style I could understand 
● Overall is good 
● Thank you teacher. You did it your best. And i also try my best. 
● The instructor of this course performed well. And i have learned great things in this course.  
 (以上內容引自當學期期末教學評量文字意見) 

5.3.2 量化回饋結果-教學滿意度 
本計畫配合課程「廣告與行銷溝通」期末課程教學評量統計分數平均 4.52(總分 5 

分)、標準差 0.58，高於校、院及系平均，如圖 2。 

圖 2.本計畫配合課程「廣告與行銷溝通」(國企學程)期末教學評量成績 
資料來源:南華大學校務行政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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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圖 2「教師表現評量表」分析結果指出，修課學生對於授課教師表現評量很高，

全部評量項目均為「非常同意」或「同意」，「非常同意」幾乎均達 72%以上。尤其「在

這門課程中,  老師能有效引導我們互動與討論」題項中，「非常同意」幾達 82%，顯示本

計畫之教學果及授課教師之努力獲學生肯定。 

5.3.3 學生學習成效 
在學習成效方面本計畫採南華大學服務學習思學習單-活動前量表的評量問卷，進行

評估，採用李克特尺度(5 表非常同意、1 為非常不同意)進行衡量，調查結果(如表 3)各題項
的平均分數 4.05，進一步對中間值 3 進行單一樣本 t 檢定，結果均達顯著水準，顯示修課
同學對服務學習的學習成效評價為正面肯定。 

平均分數最高的是： 7. 透過老師的解說，我認為我可以在服務的過程獲得我想要學習的
事情(4.35)，顯示同學認為在經過教師的導引後，是可以找到解決問題的方向；次高的是 10. 
我已經準備好本次活動，我所要提供的服務(4.22)，顯示學生在開始修課前即已明瞭在本
課程中的學習方式是以學生為主來提供行銷企劃的；分數較低的 2 項為：4. 我已經清楚知
道本活動可能發生的狀況，且能妥善圓滿處理完成(3.58)及我可以主動與不相識之人互動
及交談(3.68)兩項分數最低，顯示學生執行過程中對於問題不確定性較沒有自信去解決。 

表 4 摘錄南華大學服務學習反思學習單-活動前量表之學生質化意見，在【What】的階段，

同學通常是感到有趣而被吸引決定要修課；在【So What】的階段可以得知學生期待「從做中學、活

用、貼近實務」的學習方式；在【Now What】的階段，學生開始思考修習這門課對他們的未來有什
麼幫助。 

表 3 服務學習反思學習單-活動前測結果 

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1.我已經準備好善加利用課堂上的知識，去服務別人 
I am ready to use what I have learned in class to serve others  4.05*** 0.81 
2.我已經準備好本次活動，我所要提供的服務 
I have prepared for this event and the services I want to provide 4.25*** 0.83 
3.我已經清楚明瞭本次要服務的對象，能夠盡可能的滿足他們所
需求 
I have clearly identified the target of this secondary service, and I can 
meet their needs as much as possible 

3.82*** 0.77 

4.我已經清楚知道本活動可能發生的狀況，且能妥善圓滿處理完
成 
I have clearly understood the possible situation of this activity, and I can 
handle it properly and satisfactorily 

3.58*** 0.71 

5.我可以主動與不相識之人互動及交談 
I can take the initiative to interact and talk with people I don’t know 3.68 ** 0.52 
6.我已經調整我的心態，去面對及服務我所不熟悉的人事物 
I have adjusted my mentality to face and serve people and things I am 
not familiar with 

4.10*** 0.64 

7.透過老師的解說，我認為我可以在服務的過程獲得我想要學習
的事情 
Through the teacher's explanation, I think I can get what I want to learn 
in the process of serving 

4.35*** 0.67 

8.我已經準備好與他人(同學)共同合作完成一個任務 
I am ready to cooperate with others (classmates) to complete a task 4.22*** 0.62 
9.我已經準備好將課程學習到的技能，應用在服務對象上 
I am ready to apply the skills learned in the course to the clients I serve 4.20*** 0.54 
10.在學習的過程中，可以啟發我對服務的興趣與熱忱 
I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it can inspire my interest and enthusiasm for 
service 

4.08*** 0.85 

備註: *表 p<0.05, **表 p<0.01,***表 p<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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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南華大學服務學習反思學習單-活動前量表 
題目 質化意見摘錄 

【What】 
我們一起學習了甚麼知識?
準備提供甚麼樣的服務? 
What knowledge have we 
learned together? What kind 
of service are we going to 
provide? 

 課程說明會時，我看到課程大綱寫到要用服務學習的方式找出鄰
近地區的特色，並結合地方創生主題做成行銷企劃書，感到很新
鮮，好像很有趣！ 

 It is the first time to participate in a service-learning course, and the 
service-learning activities are designed to have a theme every week, 
sometimes listening to speeches, sometimes visiting outdoors, but also 
participating in competitions to publish results, which is very 
challenging. 

 感覺是很活的課程，服務學習不再是去社區做環保志工，而是要
先用學到的知識去應用在幫助社區地方做發展。 

 第一次聽到地方創生，好像很不一樣。 

【So What】 
 (所以，為什麼?)在學習過
程中，心中有甚麼想法?我
們試著學到了甚麼?服務學
習課程對我們可能有甚麼
意義? 
What was going on in the 
mind during the learning 
process? What did we try to 
learn? What might a service 
learning session mean to us? 

 因為我想要真的有機會活用書上的知識，所以老師在一開始跟我
們說，要建立知識再去應用到地方發展的行銷企劃時，我開始上
課變得專注力更好，後來也因為這門課程對嘉義地區的特色名產
有更深入的瞭解。 

 At the beginning, I thought there were a lot of homework for this 
course, but after the weekly progress, I found that the weekly themes 
and homework design are interlinked, and the more I do it, the more 
interesting I am. Later, during the competition, I received suggestions 
from local businessmen and experts, and felt that I gained a lot. 

 I like to learn by doing, and I also found that marketing can be so close 
to us. 

【Now What】 
 (我可以如何做?我有甚麼
收穫 ?) 這服務學習準備
中，可能獲得甚麼樣的成
長?我想要在我未來的生活
裡有甚麼改變? 
(How can I do it? What can I 
gain?) What kind of growth 
is possible in this service 
learning preparation? What 
changes do I want to make in 
my future life? 

 我想認識什麼叫地方創生，也認真思考未來要把我們這組的行銷
企劃實現，畢業後來創業。這樣的服務學習，應該很有意義。 

 I discover that many seemingly inconspicuous things may become 
valuable things. 

 我有想過未來也許要創業這件事，要是可以做一些跟地方文化有
關的內容，應該對我畢業後創業的方向有幫助。 

為瞭解本課程服務學習活動後，同學的學習反思成效，本計畫採用「南華大學服務學習
思學習單-活動後量表的評量問卷」檢測，結果顯示，各題項的平均分數為 4.18 (前測為 4.05)，
進一步對中間值 3 進行單一樣本 t 檢定，結果均達顯著水準。其中，平均分數最高的是題項為： 
10. 在服務的過程中，啟發了我對服務的興趣與熱忱(4.42)，顯示同學經過本學期的課程，提高
對服務的熱忱；次高的是 8.在活動中，我確實與他人(同學)共同合作完成一個任務的配合(4.38)，顯示
學生有自信與他人合作完成任務；分數較低的2項為：4. 我已經清楚知道本活動可能發生的狀
況，且能妥善圓滿處理完成(3.88)及 3.在活動中，我確實清楚明瞭本次要服務的對象，且儘可能的滿
足他們所需(3.92)兩項分數最低，顯示學生執行過程中對於問題不確定性仍沒有足夠自信去解決。 

表 6 摘錄南華大學服務學習反思學習單-活動後量表之學生質化意見，在【What】的階
段，同學印象最深刻常是如何在與國際生跨文化溝通合作及將專業知識結合實務及財務預算
之部份；在【So What】的階段學生表示「將專業知識與跨文化團隊合作找出解決實務問題」
的學習方式相當具挑戰性；在【Now What】的階段，學生透過完成本課程之任務(可以用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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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與跨文化團隊合作為在地企業提出地方創生廣告與行銷溝通之可行性方案)，多數對自我
能力的提升感到有自信，尤其是在英語溝通、跨文化團隊領導及專業力的提升方面。 

比較前後測結果，顥示同學們確實在本課程導入專業服務學習過程，以提出廣告與行銷
之專業方案來協助地方創生學習中，同學們確實體驗到「服務他人，成就社會」的意義，同
時也體驗到利用專業，貢獻棉薄之力，以聚沙成塔、涓流成海的重要性。 
表5 服務學習反思學習單-活動後測結果 

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1. 在活動中，我確實善加利用課堂上的知識，去服務別人 
In the activities, I really make good use of the knowledge in the classroom 

to serve others 
4.12*** 0.81 

2.在活動中，我確實準備好本次活動，我所要提供的服務 
In the activity, I do prepare the activity, the service I want to provide 4.25*** 0.54 

3.在活動中，我確實清楚明瞭本次要服務的對象，且儘可能的滿足他們所
需During the activity, I really clearly understood the target of this 
secondary service, and met their needs as much as possible 

3.92*** 0.77 

4.在活動中，我清楚知道本活動可能會發生的狀況，且已妥善圓滿處理完
成4. During the activity, I clearly know the situation that may occur 
in this activity, and I have dealt with it properly and satisfactorily 

3.88*** 0.71 

5.在活動中，我可以主動與不相識之人互動及交談 
 During the event, I can take the initiative to interact and talk with 

strangers 
4.06 ** 0.56 

6.在活動中，我調整我的心態，去面對及服務我所不熟悉的人事物 
During the activity, I adjust my mentality to face and serve people and 

things I am not familiar with 
4.10*** 0.64 

7.在活動中，透過老師的解說，我在服務的過程獲得想要學習的事情 
During the activity, through the teacher's explanation, I got what I want 

to learn in the process of serving 
4.35*** 0.67 

8.在活動中，我確實與他人(同學)共同合作完成一個任務的配合 
During the activity, I did cooperate with others (classmates) to 

complete a task 
4.38*** 0.62 

9.在活動中，我有將課程學習到的技能，應用在服務對象上 
During the activity, I have applied the skills learned in the course to the 

service object 
4.20*** 0.54 

10.在服務的過程中，啟發了我對服務的興趣與熱忱 
In the process of serving, it inspired my interest and enthusiasm for 

service 
4.42*** 0.85 

11.在過程中我很少想到是否得到回報 
 I seldom think about whether I will be rewarded during the process 4.15*** 0.83 

12.修習本課程，能夠豐富我在校園生活與學習狀態 
Taking this course can enrich my life and study status on campus 4.32*** 0.62 

13.以後我會願意再修習服務學習內涵的其他課程 
I will be willing to take other courses on the connotation of service 

learning in the future 
4.21*** 0.51 

備註: * p<0.05, ** p<0.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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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服務學習反思學習單-活動後量表 

題目 質化意見摘要 

【What】 
1.在「廣告與行銷
溝通」課程 融入專
業服務學習 教學
過程中，我做了
什麼？過程中發
現了什麼？ 

 這門課因為有國際生組員，所以除了要學習如何應用廣告與行銷
的知識到這個行銷企劃案裡，還要先帶領國際生認識在地文化特
色，並且讓他們能夠也提出一些想法，在這個溝通過程中，我也
學習到很多。 

 As an international student, I learned more ab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ayi region by making this marketing plan with Taiwanese 
students. I also use our country’s products, and I may be able to combine 
them with Taiwan’s local specialties to provide advice. It’s very 
interesting. 

 藉由這堂課，我學到經費的控制是很大的一個學問，實作後讓我
們知道行銷活動並非是越多越好，必須要把時間、成本等各種因
素都考量好，才能夠達到更好的行銷效益。 

 The most fulfilling moment was when local companies affirmed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we planned and decided to adopt our 
ideas to develop their company’s products, and express their approval 
and gratitude for our marketing plan. 

【So What】 
2.在「廣告與行銷
溝通」課程 融入專
業服務學習教學過
程中，我學習到什
麼 ?( 自己的成  長
及收穫 )遇到哪些
困難與問題？如
何面對與解決？ 

 這學期很常用實務操作，不管是拍廣告設計文宣、或者行銷策
劃，我們都很燒腦，但是很實用，因為廣告行銷在生活到處可
見，但是如何做出一個讓人印象深刻的廣告卻不容易。 

 學習到行銷理論的運用、與在地商家老闆溝通的能力、行銷策劃的
能力。遇到的挑戰是有些行銷策劃案有缺失或推廣成效沒預期好，
而再跟組員與在地商家老闆討論、和在課堂中與老師討論尋求最佳
方案，讓行銷推廣達到更好效應，使在地商家在我們幫助下更好。 

 我覺得我以後用英文跟別人講話，應該就不會那麼懼怕了吧哈哈。其實
這樣的服務學習還蠻有趣的，這學期學習到了很多關於廣告的專業知識
及如何將理論轉換到應用實踐上，真的嘗試過後，才了解其實並不是那
麼簡單的，短短的幾秒廣告當中要快速吸引消費者的眼球和抓住消費者
的荷包，這不是那麼容易就可以成功的。 

 Because it is the first time to plan a marketing plan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I have been thinking about what marketing strategy to use 
for a long time. Later, after the teacher's teaching, I understand which 
strategy model is suitable for use at what time. The practice of this class 
really confirmed the knowledge learned in the school. The teacher added 
the practical operation through the weekly class, which made me more 
deeply understand how to apply the knowledge learned in the textbook to 
the practical operation. 

 I really like the "learning by doing" learning method. I learned how to 
apply what I learned in textbooks to local businesses, from demographic 
data, environmental changes, and consumer characteristics at the 
beginning to STP, marketing activities, and finally competitions. The 
publication of the results,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of this series of 
processes not only requires knowledge in advertising an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but more importantly, the application of data analysis 
to convince local businesses. The feasibility of our concept is based on 
collecting data and applying aggregated analysis to propose suitable 
solutions. Marketing planning is an experience that allows me to gain a 
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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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 What】 

3.在「廣告與行銷
溝通」課程 融入專
業服務學習教學過
程中，發覺自己
有什麼改變或成
長？  (對自我、社
會、人、 事物的
看法)？我想要/應
該 要 做 什 麼 改
變？ 

 在這次的經驗中，我認為自己在溝通上變得更加圓融，更有耐心
去傾聽對方的想法。對於自己認為對的事，也學會表達並說服對
方。以及與小組成員的配合，我學會了團隊精神。當大家都有正
在忙的事情時，也能互相幫助彼此，共同解決困難。 

 上完課後，我更勇於對陌生人進行溝通和表達想法，也幫助我在
統籌規劃能力和溝通協調能力有所成長，也在專業知識上更結合
實務。 

 這個課程讓我學會規劃要考量成本，以及擔任團隊領導人的溝通
組織能力，我認為這對於我今後工作規劃事務都有很大的幫助，
同學給我的反饋也蠻正向的，我也會朝這方面繼續努力，未來的
工作內容也希望是與行銷企劃相關的。 

 When encountering problems in the past, the first thing I would do is to 
seek help from others instead of thinking about what I can do. After 
becoming a team leader in this class, leading the team to solve problems 
has become a very important learning. 

資料來源:本研究。 

6. 建議與省思(Recommendations and Reflections) 

綜合本計畫從規劃、執行、控制及到師生的反饋之過程及觀察，結論有三： 

(1) 專業服務學習法有助於引導學生增進自主學習效能及提升學習成效；強調學生自主

學習的翻轉教學設計，有助學生深入思考及訓練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 

由於當代學習環境、產業趨勢變化劇烈，為因應產業需求及達到使學生適性揚才的目的

下，以「學」為主、「教」為輔、並融入情境及任務之課程設計，是使學生有主動學習

的驅力，教師的任務應由傳統的知識傳授者轉變為引導者、陪伴者與協助者，促進學

生自主學習應為教師之重要任務。 

(2) 專業服務學習法有助於有助於提升學生技術實作能力 

教師不能執著僵化傳統的教學方法，而應活化教學過程及創新教學方法，教學創新成效

顯現在於學習者一方，「教」是投入，「學」是產出。本計畫之教學成果由質量化回饋結果分

析顯示，89.72%的同學認同本課程之課程內容(如：教師表達條理分明、章節份量掌握得宜

等題項有較高的得分)，並有高達 92.31%的同學表示確實在本課程學習獲益良多(如：我有掌

握這門課的重要內容與概念、這門課幫助我發現問題、個人覺得受益良多等題項有較高的得

分)，學生對於融入專業服務學習及結合情境任務的學習法給予相當正面的評價。 

(3) 鼓勵跨文化團隊合作之學習，可使學生以多元視角來解決問題，產出更多創新創意。 

由於計畫主持人之學系是以全英教學的國際學程，修課學生有三分之一的比例為國際

生，因此本課程之分組活動，均是國際生與本地生共同合作，學生在學習過程中，也

不斷地在做文化上的交流，互補彼此的不足，雖然在執行過程頗多挑戰，但確實在學

生成果看到跨文化團隊合作有助學生多元視角來解決問題，產出更多創新創意，這樣

的人才訓練方式，相信足以符合變化迅速的產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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