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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摘要： 

    志工旅遊（volunteer tourism）活動為個人利用其空閒時間和收入到其他地方

旅遊外，並參與志願服務工作，協助當地需要幫助的人。回顧國內、外志工旅遊

相關研究後發現，國內鮮少有此議題的研究、國外之研究類型多著重在保護自然

或生態的志工旅遊、極少學者將研究對象選定單一族群(例如學生)、研究對象均

為西方志工，因此文獻批判海外志工旅遊是西方世界特有現象及有錢人的活動、

前人忽略參與者於行程前及服務過程中所經歷之生活經驗是影響參與者個人發展

的重要因素、學生海外志工旅遊體驗後，對其求學過程或生活態度是否有所影響，

及有哪些方面的影響或改變？故本研究以從事教育工作為主之海外志願服務團的

台灣學生(高中、大學及研究所在學學生)團員為研究對象，希冀找出是否不同(東、

西)文化族群的人對參與志工旅遊的動機；及此活動對參與者帶來的影響或成長

東、西方有別。 

    本研究以深度訪談法蒐集資料、半結構問題訪談13位有參與教育類型海外志

工旅遊經驗的台灣學生，樣本選擇為採滾雪球方式。研究發現學生參與動機為多

重動機，動機中之親朋好友推薦、旅費支出較少、學校支持及家人逼迫則不同於

前人之發現；行程前遭遇困難與挑戰源於外在環境(資訊不足，導致對當地教育需

求的認知欠缺、長輩的壓力)及個人內在條件(教學經驗及技巧的不足、入境隨俗

的挑戰、語言障礙)；參與中所面臨的挑戰包括有來自服務區的挑戰、個人能力與

適應力的挑戰(專業能力挑戰、溝通問題、文化差異)及源於服務團隊的壓力；參

與活動後對自我改變有心靈成長及心態改變、技能的增長及人生規劃的調整。整

體而言，本研究希冀能藉由研究發現，提供有意舉辦相關活動之組織(NGO或旅

行業者)，針對參與者之旅遊動機規劃其所需之行程，亦希冀彌補志工旅遊文獻之

不足。 

關鍵字：海外志工旅遊、教育、動機、自我發展 

 i



Title of Thesis：Exploring the motivations and personal development in Volunteer  

                Tourism-the experience of Taiwanese students 

Name of Institute：Department of Tourism Management, Nan Hua  

                 University 

Graduate Date：June, 2010               Degree Conferred：M.B.A  

Name of Student：Kuan-Chi Huang        Advisor：Tze-Jen Pan Ph.D. 

Abstract 
The volunteer tourism means that people used their leisure time and 

money to travel to other space and join the voluntary organization in order to 

help other destitute people. To look back the correlative research, this paper 

investigate that there are few researches about volunteer tourism and only 

some scholar suggest investigated single group e.g. Student. This paper find 

that most research were investigated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zoology. 

Therefore, we focus on high school students, college students and graduate 

student who had joined the volunteer tourism overseas. We use the deep chat 

method to detect their motivation, the difficulty and challenge before and in 

participation and the change or influence after participation. 

 

This paper used the deep chat method of character research to collect the 

data. We visit thirteen students who are still studying in school, they had 

participated the international volunteer tourism and all lived in Taiwan. The 

choice of swatch is snowball fashion, make use of people who around us and 

ever participated the international volunteer tourism. 

 

This paper find that the participant motivation are：1. The relations or 

friends introduced. 2. Some people are for service etc.；The problem before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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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road：1.The lack of communication. 2. The pressur from eldership etc.； 

Problem occured when participate：1.The challenge from service country. 2. 

The challenge of specialization etc.；Self change after go abroad.：1.The 

growth of soul and the change of attitude. 2. The advance of skill etc. 

 

Keywords：Volunteer Tourism、Motivation、Pers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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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1.1 研究背景 

    隨著國內外社會的變遷及環境進步與發展，人們有更多充裕的時間

從事休閒觀光等遊憩活動。近年來逐漸盛行的志工旅遊（volunteer 

tourism）活動為個人利用其空閒時間和收入到其他地方旅遊外，並參與

志願服務工作，協助當地需要幫助的人們。Wearing（2001）認為志工旅

遊為人們在旅遊過程中透過志願服務的形式，協助物質相對缺乏的團

體，此旅遊經驗被視為比其他一般假期更有價值及意義(Simpson, 2004)。 

 
 行政院青年輔導委員會(青輔會)為擴展國內青年之國際視野、關心國

際社會並關懷本土發展，於 2008 年由內政部、教育部、外交部、文建會、

環保署、衛生署、僑委會、國科會、蒙藏會、青輔會等十大部門成立「區

域和平志工團」來推動國內有關國際青年志工活動，其目地為鼓勵國內

青年積極參與台灣與國際間有關扶貧、濟弱、永續發展等志願服務工作(青

年輔導委員會資訊網，2009)。由於台灣官方與民間對於青年參與志工旅

遊的推廣不遺餘力，現今，此活動已成為一股新興趨勢與熱潮。確實，

由官方統計資料顯示，國內 2009 年參與國際志願服務的學生為 1565 人，

較 2008 年的 1059 人成長了近五成，且每年參與人數會持續增加(青年輔

導委員會資訊網，2009)。志工旅遊活動在國內蓬勃發展的同時，國內有

關志工旅遊相關議題的研究相當少，相反的，此議題在國外引起相當大

的討論。彙整志工旅遊相關研究後得知學者以社會運動(McGehee & 

Santos, 2005)、社會交換理論(McGehee & Andereck, 2009)、文化交流

(McIntosh & Zahra, 2007)、跨文化認知(Raymond & Hall, 2008)、綠色環保

(Harlow & Pomfret, 2007)、生態保護(Coghlan, 2007)、志工旅遊所帶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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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負面影響(Guttentag, 2009)以及志工旅遊動機(Brown & Lehto, 2005；

Sin, 2009)來探討此議題。綜合相關文獻發現，志工旅遊型態最初是以生

態或環境保護旅遊為主，因此相關文獻亦多著重在保護自然或生態的志

工旅遊(Gray& Gampell, 2007；Stronza & Hello, 2008)。但隨著時代背景不

同及社會變遷，志工可以依照自己的興趣來決定工作項目，像文化遺跡

修復、志願服務區教學、科學研究、或者到當地協助需要幫助的人等。 

 

    但本研究發現國內外鮮少有研究，針對參與國際志願服務活動的學

生，深入了解什麼動機促使他們參與此活動？學生為何願意花金錢、時

間和心力到環境落後及偏遠的地方服務？故本研究目的ㄧ為：學生的參

與動機為何？Loevinger (1966) 提出自我發展涵蓋個人學習如何去處理

人際關係，與主觀生活經驗所產生的經驗歷程。Manners ＆ Durkin（2000）

亦提出生活經驗是影響自我發展的重要因素，他們進一步強調具有挑戰

性的生活經驗，提供個體在思想上的刺激，進而促使自我的改變。學生

從報名參與此活動的那一刻起，已是自我發展的開始。因為他們會經歷

如何準備教材、志願服務區資料的蒐集、針對服務對象及自己責任內所

需之資料蒐集、自我心態的調適、將會面對很多陌生和不熟悉的事物。上

述因素，程度上，為個人會經歷的生活經驗，是影響自我發展的重要因

素。綜觀所有志工旅遊相關文獻，似乎學者忽略參與者於行程前及服務

過程中所經歷之生活經驗是影響參與者個人發展的重要因素。如 

Manners ＆ Durkin（2000）強調具有挑戰性的生活經驗，更容易提供個

體在思想上的刺激，進而促使自我的改變。因此，本研究針對參與者其

在行程前及服務中所遭遇的挑戰經歷，進一步了解自我的成長？故本研

究目的二為：探討台灣學生參與海外志願服務活動前及行程中所遭遇的

困難或挑戰為何？Cress＆Sax(1998)指出學生參與志願服務活動，對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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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在求學過程中及畢業後自我發展有正面影響。且 Manners＆

Durkin(2000)指出生活經驗為影響自我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彙整國內外

相關研究後得知，鮮少研究針對學生參與國際志工旅遊體驗後，其志願

服務旅程參與中的真實生活經驗對其求學過程或其生活態度是否有所影

響，及有哪些方面的影響或改變？故本研究目的三為：探討台灣學生參

與海外志願服務活動後之個人成長。 

 

 誠如上述，相關研究之議題多傾向保護自然、生態的志願服務者，

因此，本研究鎖定以從事教育工作為主之海外志願服務團的學生(高中、

大學及研究所在學學生)團員，以深度訪談方式探知其動機、行前與參與

中所遭遇到的困難與挑戰、參與後自我的改變或影響為何？ 

 

 

1.2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探討的議題如下： 

1. 探討台灣學生參與海外志工旅遊活動之動機。 

2. 探討台灣學生參與海外志願服務活動前及行程中所遭遇的困難或挑戰 

   為何？ 

3. 探討台灣學生參與海外志願服務活動後之個人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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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針對本研究相關文獻進行彙整及探討，內容包含志願服務定

義、志工旅遊相關研究、志願服務參與動機及參與後自我發展。 

 

2.1 志願服務 

2.1.1 志願服務的定義 

 廣泛的定義是由美國獨立部門(Independent Sector)所提出，其認為志

願服務是在沒有義務、自願的、以及沒有報酬的情形下，為了服務而奉

獻自我的活動(Cnaan, 1996)。 Ellis ＆ Noyes(1990)對志願服務所下的定

義更為狹隘，他們認為志願服務是為了盡身為社會一份子的責任，其工

作態度不是因為金錢利益的吸引，而是依個人意願選擇，可達成社會需

要的行動，所展現的責任則遠超過個人的基本義務，所以志願服務並非

出於強迫性、且經濟獲得並非主要目的，屬於團體或個人性的行為

(Stebbins, 1992)。Wearing(2001)則認為志願服務有利他和自我發展的觀

念，相信自己可以完成所認為值得做的事情。 

 

 國內學者曾華源與曾騰光(2003)認為志願服務是自發性的社會活

動，透過社會性的參與，志願服務者在組織中與其他成員互動、共同行

動，以增進人際關係，降低社會疏離感。志願服務並不是正式性的工作，

但有輔助性的功能，以不具金錢的收益來回饋社會(張月芬，2004)。此活

動是付出者和受惠者雙向得利的過程，除了解決受惠者的困難，志願服

務人員也能從中獲得自我實現和自我成長的快樂(陳秋蓉，2001)。所以志

工屬於「非專業的服務人員」，以自願、利他且不計報酬的心態投入服

務工作，過程中志工整合其所擁有的資源以達成有效的服務，在服務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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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獲得成長是其參與志願服務工作的目的之一，然而除了促進自我成

長之外，為人服務也是一種尊榮感的表現，更是朝向自我實現的途徑(龍

玉琴，2005）。 

 

 除上述國內外學者為志願服務所提出之定義外，內政部統計處(2002)

將志願服務定義為「秉持利他德操、濟世胸懷、以餘知、餘時、餘力、

餘財所從事的一種不求報酬的服務」。內政部志願服務資訊網中轉述志

願服務法(2001)第一章第三條有關志願服務的涵意及相關單位，根據其法

條解釋： 

 (1)志願服務：民眾出於自由意志，非基於個人義務或法律責任，秉

誠心以知識、體能、勞力、經驗、技術、時間等貢獻社會，不以獲取報

酬為目的，以提高公共事務效能及增進社會公益所為之各項輔助性服務。 

 (2)志願服務者（以下簡稱志工）：對社會提出志願服務者。 

 (3)志願服務運用單位：運用志工之機關、機構、學校、法人或經政

府立案團體。 

 

2.2 志工旅遊（Volunteer tourism） 

2.2.1 志工旅遊起源 

 志工旅遊（volunteer tourism）在台灣屬於新興的研究議題，但在國

外已有相當久的歷史。目前有關志工旅遊的論述或相關用詞有充電期(the 

gap year 1；Simpson, 2004)、工作假期(working holiday；Cohen, 1987)、生

態旅遊(eco-travel；Gray, 2007)和責任假期(responsible travel；Wight, 1993)

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英美學生通常會在完成高中學業後，在進入大專院校繼續學業前，中斷一段時間，利用這一整年的
時間去旅行、工作或當志工，以吸收工作或社會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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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旅遊」一詞首見於英國非營利慈善組織「國家信託基金會」 

(National Trust Foundation：NTF)，該基金會於 1895 年由一群義工聯手創

立。該基金會每年有超過 4 萬名國內外義工、參加 450 個志願服務營隊，

分別在英國各地從事自然保育、考古史蹟發掘及文化莊園保存的工作。

參與活動的義工們雖拿不到任何薪資，卻得到探索世界、面對新挑戰、

認識新朋友、享受付出的機會(李宜蓁，2006)。該基金會從 1967 年起，

先後舉辦多達 13 種不同類型的工作假期，如 Acorn Camp 針對大學生舉

辦；Oak Camp 針對 35 歲以上的族群；Oak Plus Camp 則是 50 歲以上人

士所參加的。NTF 已在法國、美國、澳洲、日本、韓國…等 80 幾個國家

舉辦了 2000 個以上的工作假期活動(環境資訊中心，2004)。 

 
2.2.2志工旅遊定義 

 志工旅遊是利用空閒的時間和收入到其他地方旅遊並協助有需要幫

助的人們 (Higgins-Desbiolles, 2003; Stoddart & Rogerson, 2004; McGehee 

& Santos 2005;Wearing, 2001)。Wearing（2001）認為志工旅遊（volunteer 

tourism）為人們在旅遊過程中透過志願服務的形式，協助物質相對缺乏

的團體。此型態的旅遊方式希望可以創造旅行、社區與環境三贏的局面，

因此志工旅遊亦被視為一種另類的觀光(Alternative tourism)。 

 

 Simpson(2004)認為志工旅遊經驗比其他一般假期更有價值和意義，

志工旅遊可以是短期，也可利用充電期(the gap year)去當志工 (Brown & 

Morrison, 2003)，但通常附有ㄧ些小型的任務或使命 (Ellis, 2003)。 

 

 志工旅遊型態最初是以生態或環境保護旅遊為主，志工認為個人有

保護自然環境的責任。但隨著時代背景不同及社會變遷，志工可以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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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興趣來決定工作項目，目前志願服務旅遊有生態保育、農耕、社

區發展、醫療、人道關懷、文化復興或科學研究等種類(Brown, 2005)。 

 

2.2.3 志工旅遊型態 

 Brown & Morrison (2003)依參與者的心態將志工旅遊分為兩大類，一

種為熱衷志願服務導向型(volunteer-minded)，另一種為渡假心態服務導向

型(vacation-minded)。 

 

1.渡假型態服務導向型(vacation-minded) 

 此方式為旅遊業者將志願服務活動安排到套裝旅遊行程內 ( Brown , 

2005)。Campbell(1999)指出目前美國旅遊承包商與非營利組織提供此類

行程，參與的志工們有著小型的個人任務，但主要還是以渡假為主，旅

遊全程只花一小部份的時間在志願服務區從事志願服務。雖然參與此類

型的旅遊者花較少的時間於志願服務上，但會利用旅遊機會認識朋友、

教育小孩及培養親情，且對新奇的事物較具冒險及探索的心態。Brown 

(2005)認為此類志工旅遊動機，除了求自我表現與和平參與外，亦為了樂

趣，因此並非以利他(Halpenny & Caissie, 2003)為主。 

 

2.熱衷志願服務導向型(volunteer-minded) 

此類型參與者傾向投入大部分或是全部旅遊行程參與志工服務活

動，這種形式的志工旅遊通常稱為任務或服務旅行(Brown, 2005；Brown & 

Morrison, 2003)。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為提

供此類服務行程的主要來源者(Honey, 1999)，且多數行程以生態或環境保

護為主(Wearing et al., 2005)。Ellis (2003)指出提供志願服務旅遊機會的機

構有77%為非政府組織(NGO)，13%為商業機構，5%來自政府組織，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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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自大專院校。McGehee & Santos(2005)指出志工們通常一起分享伙食、

睡覺、接受訓練等，甚至對於未發展的地區，會在旅遊行程中交換彼此

不同意見，進而改變對當地的認知，參與者可藉此擴大社交圈，使不同

資訊更加容易連結。因此，非政府組織(NGO)中之參與志工可說是資訊的

提供者。 

 

2.2.4志工旅遊相關研究 

 志工旅遊相關研究在國內極少，但此議題在國外引起相當大的討

論。彙整有關志工旅遊相關研究後得知學者以社會運動(McGehee & 

Santos, 2005)、社會交換理論(McGehee & Andereck, 2009)、文化交流

(McIntosh & Zahra, 2007)、跨文化認知(Raymond & Hall, 2008)、綠色環保

(Harlow & Pomfret, 2007)、生態保護(Coghlan, 2007)、志工旅遊所帶來的

潛在負面影響(Guttentag, 2009)以及志工旅遊動機(Brown & Lehto, 2005；

Sin, 2009)來探討此議題。 

 

    McGehee & Santos(2005)從社會運動的角度分析熱衷志願服務導向

型的志工們(volunteer-minded)參與活動後，此活動對本身的影響及支持程

度，研究發現參與者對此類型活動抱支持的態度，因為志工們藉著旅遊

過程不僅可以認識更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擴大社交圈，也有更多機會去

接觸社會不平等現象及環境和政治問題，個人亦可從同伴、與人的相處

方式及學習態度進而自我提高警覺。 

 

 McGehee & Andereck(2009)以社會交換理論探討服務區居民的態度

對於志工的影響，研究發現居民對於志工們的歡迎程度，會影響志工在

旅遊服務中的學習過程(如文化交流、知識增長及自我成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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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cIntosh & Zahra(2007) 從文化角度探討志工旅遊型態與傳統旅遊

型態參與對旅遊地文化認知之差異性，研究發現志工旅遊型態的參與者

較能深入了解當地文化，因為志工與當地居民接觸交流後，彼此均可從

中獲得學習與成長。這可能是因為傳統旅遊型式無服務性質，導致遊客

無法深入了解當地生活、與當地居民相處時間少，進而對於當地文化不

夠了解。因此，McIntosh & Zahra視志工旅遊為另類的旅遊活動，比一般

旅遊更具意義，且並比一般文化旅遊更具價值，是日後更理想的旅遊活

動。 

  

 Raymond & Hall(2008)同樣以文化角度探討志工旅遊派遣機構推動

的服務類型對志工們參與後的影響，研究發現，派遣機構如果能確實了

解當地所需的協助，並依照參與者的興趣、本身具備的技能提供適當的

服務類型，此媒合的動作可使參與者及當地居民兩方從活動經驗中得到

知識、專業技能、學習等。研究結果亦指出派遣機構如果能安排更多能

讓雙方互動交流的活動與機會，能夠增加彼此對於不同文化的認知，如：

當地居民及參與者表演各具代表性的活動藉此增加對不同文化的了解、

讓志工寄宿在當地居民的家中，深入居民的日常生活等。 

 

 Harlow & Pomfret(2007)以充電期(gap year)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志

工參與環境保護志願服務後對自我發展的影響。研究發現此活動對志工

們之正面影響為他們認為自己較以前勇於挑戰及自信心提升，但也曾因

任務困難進而產生壓力及在團體中感到孤單等負面影響。研究亦得知知

識發展、挑戰冒險及發展技能為參與者加入志工旅遊的動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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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ghlan(2007)試圖了解是否各類型志願服務組織製作的文宣資料中

所採用的圖像及文字稿，對欲參加志工旅遊者有所影響。研究結果顯示

研究性保護派遣、假期性保護派遣、冒險性保護派遣及公益性假期派遣

型的組織所吸引的參與者均不同，此亦連帶影響志工的參與動機、需求

及對參與結果的期望。因此，派遣機構應了解自我形象，定位出正確的

市場及其欲實現的目標後再製作宣傳資料，此舉較能確保符合參與者不

同的需求及期望，進而提高志願服務參與者的滿意度。 

 

 Guttentag(2009)彙整志工旅遊相關文獻後指出先前研究多傾向此活

動所帶來的正面影響，卻忽略其可能帶來的潛在負面影響。Guttentag列

出負面的影響包含忽略當地所需及缺乏當地居民的參與；志工技能缺

乏，造成工作進度不如預期，進而阻礙工作完成；志工的加入導致當地

居民工作機會減少及當地居民依賴志工，並覺得志工的幫忙是理所當

然；因文化差異，志工與當地居民生活習慣不同，進而造成相處上的障

礙；外來文化的影響，使當地文化及特色流失。 

 
 綜上所述，本研究發現前人多使用焦點團體訪談法。然而，同一團

體訪談過程中成員難免會互相影響，因而導致一些受訪者無法真正表達

自己的意見。國外青年學子從事志願服務通常利用為期一年的充電期(gap 

year)，他們有充份的時間停留在服務區從事服務活動，而台灣學生以旅

遊方式從事志願服務，大多只能利用寒暑假，誠屬短期志工。此外，國

內外文化及社會背景不同，國內學生參與國際志工活動的動機是否有別

於國外青年或學生志工；青年學生參與志願服務後對其求學過程及生活

價值觀是否因此受影響或有所轉變，值得深入探究。 

 

 10



2.3 志願服務參與動機 

2.3.1 動機定義 

 動機為驅使人們設法尋求滿足的需求，為一種驅動力(Iso-Ahola, 

1982)，且動機為引起活動，並持續進行活動，許多行為的發生都必須先

有動機，才有進一步行為產生(張春興，1992）。任何一種行為背後隱藏

許多種類動機，有關動機理論及分類頗為分岐，但多數學者認為動機定

義有兩個共通點，首先涉及人類想要滿足的需求，其次為動機是促使人

們採取行動的驅力(林靈宏，1994)。 

 

 動機背後通常帶有某種目的，所以動機種類不同意味背後目的不

同，於是參與志願服務行為動機的強弱，勢必會影響參與後的行為以及

想法。 

 

2.3.2 志願服務參與動機之種類 

 志願工作者參與服務的動機行為，一般為數種內外在的動力交互作

用而成，並非單一動機。其參與的動機形形色色，如助人及社會服務、

吸取社會經驗、增加處世能力及專業技能等，甚至有些只為填補內心空

虛、打發時間、或者純粹個人好奇心，這些動機會隨時間不同，參與程

度之深淺變化而發生改變（蘇信如，1985）。 

 

 Ilsley (1990)則將志工參與的動機分類如下： 

    (1)目標取向志工：主要關心特定的社會議題，例如：人權、選舉、

投票、環境保護或家庭計畫等議題，並透過教育使大眾關心社會議題與

催化社會變遷。  

    (2)社會服務志工：主要是直接幫助或服務他人，但也時常受到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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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的激勵，例如：健康、教育、老人休閒中心及志工閱覽中心。  

    (3)職業或經濟上自我利益志工：主要從事商業、專業協會或企業家

的組織，其動機來自參與志願服務能加強他們的事業、工作地位或經濟

權力。  

    (4)完美感自我表現志工：主要目的為喜悅或個人表現，例如：保齡

球聯盟、藝術團體及音樂戲劇等團體。  

    (5)慈善或基金志工：著重在為志願服務組織捐款或募款，而非提供

直接服務。 

 

 Fischer & Schaffer(1993)則綜合多位學者所提出的志願服務參與動

機，並進一步彙整出九種動機類型。國內學者(官有垣，2000；江明修，

2003)亦針對各項動機做出詳細解釋。 

    (1)利他動機：利他動機意指可為別人帶來利益的行為，是一種不自

私為他人謀福利的精神。 

    (2)意識型態動機：意指受親朋好友之影響，或與所學相關，希望能

學以致用。 

    (3)自我動機：自我動機即是抱持增進個人利益為主要目標。自我動

機的志工，多半是因為想藉由義務工作的行為來提高個人的聲望，參與

動機為想當他人的好榜樣、擴展新的社交圈、以及各種實質上的利益往

來等等。 

    (4)物質/報酬動機：志願工作者的投入他們希望會得到實質的物質回

饋，包括對自己或家人有所益處等。 

    (5)地位/報酬動機：希望得到專業的知識、技巧等，特別有可能促使

學生或者在工作年齡的成年人去參加志願服務工作。 

    (6)社會關係動機：志工認為去接觸別人結交朋友為參與志願服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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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友誼關係是一個支持志願服務工作的重要因素。   

    (7)空閒時間動機：志工參與志願服務，原因為他們有空閒的時間，

是一種打發時間的活動形式。 

    (8)個人成長動機：意指志工希望透過服務機會，使自己的人格有所

成長，心智更加成熟為動機。 

    (9)多重動機：動機會隨著時間而改變，或因志工參與特定的志願工

作之後，而改變了原來的參與動機。  

    

 Aves(1969)亦將志工參與的動機歸納為「利他主義」、「個人利益」、

「興趣使然」、「享受人生的意義」及「社會接觸」等原因，Aves進一

步指出青年志工參與的動機是「獲取知識」、「獲得經驗」、與「更成

熟」，但需經過一段時間的服務，「利他」的動機觀點才會被肯定。 

 

 Schindler-Rainman & Lippitt（1977）歸納參與志願服務的動機有： 

    (1)自我導向（self-directed）：如工作本身對個人來說有特別意義，

有被需求的感覺，且也可以學到技能和增加知識，是以個人價值觀來決

定是否願意參加。 

    (2)他人導向（other-directed）：如朋友、家人、共事夥伴等的支持或

反對，參與動機來自社交圈的影響。 

    (3)情境導向（situation-directed）：如培訓是依照需要而設計、提供

志工相關福利，參與動機來自所處的社會環境、服務參與情境，是屬於

組織因素。 

 

 早期普遍認為志工主要動機為「利他」，但後來的研究證明並非全

部志工的參與動機均是如此 (吳淑鈺，1999)，之後陸續在志願服務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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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研究方面大致與Aves(1969)以及Fischer and Schaffer(1993)等人研究

相符，指出志願服務參與不僅僅受「利他」動機之影響，而「利己」動

機在參與志願服務工作上也極為重要。 

 
 國內亦有許多探討不同類型志工參與志願服務動機之相關研究，如

張宗義(2007)試圖了解學生家長參與學校志工之動機、影響因素與發展現

況。其研究發現在學校服務的志工面對時代社會變遷和服務對象的多元

性和複雜性，提出志願服務應該有更新的思維，並用不同角度來看待新

時代的志願服務。 

 

 尚憶葳、雷文谷(2005) 探討學生志工參與家扶中心服務動機及工作

滿意度，研究發現女性學生志工參與動機為期望得到社會成就，增加自

我發展，改善人際關係。且女學生志工參與率比男學生高，高中生志工

參與率比大學生高，鄉村志工參與率比都市高。 

 

 林添鴻、曾明郎、謝偉雄(2007)及吳慧卿(2005)，探討體育志工之參

與動機，研究發現融入社交圈、回饋助人及增進相關技能為主要參與目

的。林萬億、黃靖惠(1993)與黃翠蓮(1999)探討公務機關服務志工之參與

動機是因為服務他人、取得社會經驗及自我成長。石淑惠(1997)、林佩穎

(1999)、陳琬瑜(2003)探討圖書館、博物館及藝術表演的志工參與動機，

研究發現追求知識及自我成長為主要目的，是屬於「利己」動機。 

 

 而詹麗珊(2003) 探討博物館志工之參與動機後發現，社會需求、社

會責任及自我成長為其參與之主要目的，屬「利己」和「利他」多元化

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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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志工旅遊參與動機相關研究 

 誠如上述，參與志工服務之動機可為多元化動機，確實，志工旅遊

參與者不僅有利他動機，私人因素亦有極大的影響程度(Broad & Jenkins, 

2008; Brown, 2005; Coghlan, 2008; Galley & Clifton, 2004; McIntosh & 

Zahra, 2008; Söderman & Snead, 2008; Wearing, 2001)。McIntosh & Zahra 

(2007)及Mustonen (2005)則發現志工旅遊參與者的動機為利他，和一般旅

遊動機不同。Wearing(2001)指出大部份志工旅遊動機雖為利他，但參與

後所獲得之經驗通常為雙方互利，不僅有助於參與者之自我發展，並對

當地社區、自然和經濟環境有直接性影響(Novelli, 2005; Wearing, 2001)。

Gazley(2001)和Broad(2003)認為利他並非志工旅遊的主要動機，因為志工

可以同時參與志願服務與旅遊，意思為若志工以服務心態參與，利他為

首要動機；若志工以旅遊心態參與，其參與動機以尋求刺激、有趣、冒

險、見識與日常不一樣的事物等為主。 

 

 Brown & Lehto(2005)分析渡假心態服務導向(vacation-minded)志工

之參與動機後發現，此類參與者有較高生活水平，且其參與的動機為接

受文化洗禮、回饋社會、想改變原來的生活、認識朋友及藉此機會教育

小孩與建立良好家庭關係。 

 

 Broad (2003)探討泰國普吉島志工旅遊參與者之動機，發現志工們可

藉志願服務機會對異國有進一步認知、執行原本日常生活中不容易接觸

到的任務及暫時逃脫日常工作。 

 

 Desforges(2000)及Edensor (2000)則發現參與者的動機為尋求冒險及

自我挑戰，此發現與長途旅行或背包客之旅遊動機相似。志工旅遊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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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表示他們將此趟的旅行作為他們是成年的挑戰或儀式，藉以認識不一

樣的自我或嘗試扮演新角色。 

 

 但亦有學者發現志工們參與志願服務的動機是“為了旅遊”(Munt, 

1994；Desforges, 2000)。確實，Sin(2009)發現新加坡學生參與志工旅遊

的動機為學生認為此方式是較便利、且花費較少的旅遊方法。其原因為

新加坡政府對於參與志工旅遊的青年學生有補助津貼，此造成青年學子

利用較廉價的志工旅遊方式來達旅遊的目的，並無幫助當地社區或學習

的動機。 

 

 許萬華、李宗鴻及陳其昌(2009)探討國際志工旅遊動機與休閒涉入，

研究發現參與國際志工旅遊，不但可以貢獻所學，而且可以學習當地語

言，增長國際觀，豐富人生閱歷。 

 

    綜觀志工旅遊參與動機，無論是利他 (Mustonen, 2006; Zahra & 

McIntosh, 2007)、利己(Broad, 2003; Desforges, 2000; Munt, 1994; Sin, 2009)

或者是利他及利己等多重動機(Broad & Jenkins, 2008; Brown, 2005; 

Coghlan, 2008; Galley & Clifton, 2004; McIntosh & Zahra, 2008; Söderman 

& Snead, 2008; Wearing, 2001)，都會影響參與者心態，且連帶影響到服務

當地需要幫助的人。 

 

2.4自我發展 

2.4.1自我發展定義 

    Loevinger在1966年提出了自我發展理論（ego development theory），

此為近代西方研究自我發展歷程極其重要的學說之一， Loevinger指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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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乃代表人格組成的結構體，並涵蓋了不同的範疇，如認知、道德及社

會等，是一種概念的整合。自我發展涵蓋個人學習如何去處理人際關係，

與主觀的生活經驗所產生的一種經驗歷程等，內容主要包含品格發展、

認知風格、人際風格及意識的關注等四種範疇的整合。「品格發展」主

要為控制衝動與道德方面的發展，為道德行為與道德關注的基礎；「認

知風格」代表個體概念與認知的層次；「人際風格」代表對人際關係的

態度、瞭解及偏好；「意識關注」則指個人思想與行為的主要關注，例

如對社會規範的服從及責任。自我發展的概念是指在這四個範疇中，藉

由環境及自我與社會的關係不斷地重新定義或組合所產生的發展與變化

（劉奕蘭，2009）。 

     

    Manners & Durkin（2000）匯整30年來有關於自我發展的研究，指出

認知發展、生活經驗及人格特質分別為影響自我發展的重要因素。認知

的能力會影響到自我發展的可能性，因較高階段的發展需要較為複雜的

認知及推理能力；在生活經驗方面，具有挑戰性的生活經驗，提供個體

在思想上的刺激進而促使自我的改變；而人格特質會影響個體選擇生活

或事物的類型和範疇，並對不同的生活經驗做詮釋進而改變個體自我的

發展。 

   

 自我發展的特徵包含了自信心的增加、建立目標、產生同情心、同

理心、冒險、寬容與合作精神(Hopkins & Putnam,1993)。然而，自我發展

是一種概念、經驗歷程的整合，藉由自我與社會的關係重新產生不同的

發展與變化，且認知的能力、生活經驗及人格特質等均為會影響自我發

展的因素，因此，需要去試著敞開心胸，去學習與改變確認自己的目標，

藉由在幫助他人的同時來肯定自我，此為自我成長中非常重要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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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志工旅遊與自我發展之相關研究 

    Broad (2003)指出參與志願服務工作不僅對個人心智會有所影響，並

會對知識、自信心及各種技能有所增長，及參與者之生活方式及世界觀

皆有所影響。志工們藉由服務過程中找到自信，嘗試從所遇到的問題中

學習各種技能來應付突發狀況，此經驗進而改變自己生活及生涯規劃，

例如對於未來志向的選擇。 

 

    Markus（1993）指出參與服務學習的學生較能發揮自我潛能，同時

可將課堂上所學的知識運用到新的服務環境中，同時並增加更多對於社

會問題的意識。 

 

    Eyler &Giles（1999）指出服務學習對個人發展的助益包含促進自我

的認識、精神心靈的成長、幫助他人進而得到酬賞、擴展人際關係、領

導技能、與他人共事的能力、自我效能的提昇、問題解決能力的提昇、

對社會問題產生新思維、培養公民責任等。 

 

    Galley & Clifton(2004)指出參與志工旅遊會使人成長，包括隊友間之

互相學習、友誼的增進和相互激勵，他們的研究亦顯示志工服務活動確

實可促進學生之個人的自我發展、人際關係發展、知識的瞭解及應用、

提昇批判思考能力及觀念的轉換等。 

 

    從上述志工旅遊與自我發展的研究中，發現志願服務對於個人成長

方面有影響且成效顯著。志工們從參與的過程中漸進影響自己日後的行

為處事態度，並間接會影響身邊其他人參加志願服務活動，此舉不僅使

自己和他人在個人發展上會更上一層，對社會相對有潛在之正面影響。 

 18



2.5 台灣海外學生志工旅遊發展現況 

 由於台灣官方與民間對於青年海外志工的推廣不遺餘力，海外志工

已成為社會的一股新興趨勢與熱潮，2009年參與國際志願服務的學生為

1565人，較去年的1059人成長了近五成，且每年參與人數持續增加中(青

年輔導委員會資訊網，2009)。公家部門、社團等機構對於青年海外服務

均給予正向肯定的支持，因為青年不僅可藉由參與海外志願服務的機會

增進與國際社會間之交流，且可擴展青年對於全球議題的認知，將經驗

回饋台灣社會。 

 

 GYSD(全球青年服務日活動)年度報告指出，2006年首次開放青年志

工自組團隊參與服務，共計有39個團隊、361人參加，參與人數持續成長

中，世界各地都有台灣青年志工參與志願服務(青年輔導委員會資訊網，

2007)。行政院青年輔導委員會(青輔會)為擴展青年國際視野、關心國際

社會並關懷本土發展，為進一步持續鼓勵青年參與志工服務，落實馬總

統青年政策第一項「台灣小飛俠計畫」，積極鼓勵青年關心國際社會，關

懷本土發展，將在四年內倍增志工服務的預算，由內政部、教育部、外

交部、文建會、環保署、衛生署、僑委會、國科會、蒙藏會、青輔會等

十大部門成立「區域和平志工團」，推動國際青年志工活動，透過台灣小

飛俠計畫，打造「區域和平志工團」，召喚我國青年在台灣與國際間積極

參與扶貧、濟弱、永續發展等志工服務，以創造核心價值與能力。並藉

由整合性網絡的建構，連結政府、企業、學校、非營利組織等各部門資

源，擴大提供青少年參與志工服務機會，帶動志工服務風潮，打造青年

志願服務新風貌(青年輔導委員會資訊網，2009)。 

 

「台灣小飛俠」計劃之策略目標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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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倡議符合社會脈動之議題，引領青年志工服務之方向，深化青年志

工之服務價值。 

    2.建立國家青年志工服務平台，持續擴大及提昇各地青年志工中心服

務能量，強化青少年志工服務及服務學習之組織網絡。 

    3.擴展青年志工服務平台至國際，建構青年國際志工服務之友善環

境，以及與國際分享交流之機會。 

 

    除了政府部門積極推動青年學子參加海外志願服務活動，國內亦有

不少基金會舉辦海外志願服務隊供伙伴參加。例如：財團法人金車教育

基金會志工團，早期主要為舉辦大學生夏令營，以服務學習的理

念，鼓勵大專高中學生於課餘時間回饋社會。但隨著環境改變，許多

學生出國留學或打工，逐漸走向國際，為配合此趨勢，因此於

2005 年成立「金車全球志工團」，培養具服務精神、英語能力

及國際觀之青年 (金車教育基金會資訊網，2009)。 

 

 伊甸基金會於2004年正式啟動海外遊學服務團，青年藉由遊學服務

的方式參與志工旅遊，海外服務據點包括泰北難民營、菲律賓、印度、

中國藏族、回族、哈薩克族等地貧困孩童，工作內容包含協助當地教學、

農作收成、造屋挖井、活動帶領及衛生教育…等，使青年有更多機會到

海外從事協助工作(伊甸志工行動網，2009)。 

    願景青年行動網協會是一個以青年為主體的非政府組織，協會於

2002 年創立 2003 正式登記立案。協會從最基礎的志工參與、服務學習、

政策討論、到非營利組織發展生涯以及成為一個志工企業家等五個不同

階段，協助青年在不同生命階段，可以有不同的參與方式，並結合年輕

人對於國際行動的渴望，創造多元的服務方案，從社區服務至國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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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台灣青年走向國際社會。協會 1 年可招募超過 8000 位青年志工，投

入超過 35 個非營利組織，100 個社區服務方案，提供超過 4 萬 8000 小時

的社會服務，也為社會創造至少 768 萬元的經濟效益（依聯勸 95 年補助

社會福利工作人員標準計算）。自 2002 年以來，累計已訓練超過 2551 位

青年，參與 151 個國內外志工服務計畫，累計提供超過 8 萬 725 小時的

社會服務，平均每位青年志工提供約 31.64 小時的志願服務。希望能創造

一個「青年志工風潮」，使青年參與公共事務變成一種流行時尚，公益變

成台灣青年生活的一部份(願景青年行動網協會，2010)。 

 

    台灣國際青年文化交流協會(簡稱 ICYE Taiwan) 於 1991 年成立台灣

分會，並於隔年開始與個別會員國進行雙邊交換，此為 ICYE 台灣分會之

開端。自 1992 年至今已有 200 多名中外籍青年透過 ICYE Taiwan，體驗

人生中一段難得的經驗。ICYE 所推廣的文化交流志工活動，使不富裕的

台灣青年也有機會出國擴展他們的視野、增進外語能力、思考能力並獨

立自主。同時，也由於國外來台交換的青年在各機關從事志願服務工作，

通過和同事及接待家庭建立的友誼，此可促進國際親善、互相了解，並

為台灣在國際上爭取一些生存空間。ICYE 提供全球青年一個國際性的學

習體驗，加強年輕人對於社會及文化差異的敏感度、自我信心及解決問

題的能力(台灣國際青年文化交流協會資訊網，2010)。 

 

 除上述之服務機構外，學校社團近年來也提供相當多的海外服務活

動，多元化的服務性質與活動，讓青年有更多機會參與海外服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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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台灣學生價值觀 

2.6.1 價值觀 

   價值觀為個體對於特定事物、行為、目標產生評斷的標準，價值觀亦

會因認知及情感因素而產生改變，引導個體行為、滿足個體需求和達成

個體目標(吳鐵雄，1995)。Smith（1963）指出價值觀是一種抽象的觀念，

認為價值觀為期望的概念與行為的選擇，是一種特別的態度，做為評估

各種選擇的標準。由此可知，價值觀對人的行為有很大的影響，它可做

為行動的標準，用以決定個體行為的方向，亦可做為決策，藉此影響人

的認知和處事態度。 

 
2.6.2 台灣學生價值觀 

    由於社會變遷及環境背景不同下，台灣學生的價值觀也因此受到影

響，如學生在父母親的過度保護下而缺乏抗壓性、合群性、主動性及積

極性，有時更沒辦法承受人生過程中所帶來的挫折，有些學生甚至會把

打工賺來的錢拿來買名牌包，儘管三餐吃的很節省，可能就指為了滿足

自己的虛榮心。整體的價值變遷而言，的確，青少年的價值觀比以往有

趨向個人主義、功利性價值的傾向(林文瑛，2000)。除外，奇摩調查台灣

青少年生活價值觀發現，青少年屬於消費力高 (平均每月新台幣 3,523 

元) 的 「奢華驕寵型」，他們喜歡藉由名牌吸引他人目光，認為金錢可

帶來成就和多采多姿生活(奇摩資訊網，2004)。然而，在這樣的時空背

景下，參與志工旅遊的學生逐年增加，什麼動機使這些參與者願意奉獻

自己的時間和心力到異地服務需要幫助的人，是值得去探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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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了解台灣學生參與海外志工旅遊的動機、行程前

與行程中所遭遇的困難及挑戰、參與後自我的轉變。本章結構如下：研

究問題、質性研究之探討、資料蒐集方式、資料分析方法及質性研究之

信度與效度。 

 

3.1 研究問題  

本研究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台灣學生到海外參與志工旅遊的動機？ 

二、探討台灣學生參與志願服務活動前及行程中所遭遇的困難或挑戰 

   為何？ 

三、探討台灣學生參與海外志願服務活動後個人的改變？ 

 

3.2 質性研究之探討 

 研究目的與研究主題，會影響研究方法的採用，而研究目的應與研

究方法相互配合，才能獲得較為適當且較有依據之研究結果(Howe & 

Eisenhart,1990)。資料的性質可分為量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與質性

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量化研究的資料蒐集通常採用隨機取樣的方

式，對欲研究的主題進行測量、計算和分析，以達到對事物確實數據的

掌握。一般而言，量化研究比較適合在宏觀層面，對事物進行大規模的

調查和預測(陳向明，2009)，所以量的研究乃是陳述普遍性的概括結果，

而不描述個體的獨特性。而質性研究傾向現象的描述與歸納，其資料的

特質為真實性高、豐富且多樣化、有深度，較適合細節層面，著重對未

知層面及特殊現象進行探討，希望能探求到一切事物的自然原始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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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王雲東(2007)表示，質性研究須深入了解研究對象真實的看法，討論

其獨特性，並詮釋這些看法隱含的涵意。 

  

 根據文獻探討，國外針對志工旅遊的研究不多，國內更是稀少，若

以量化研究來探討此議題，恐只能依研究者自身的推估來設定變項，此

做法可能遺漏重要的資料。因此王雲東(2007)建議當研究者對於欲研究的

對象尚無詳細資料時，且研究者很少能對研究作出預估或假設時，此類

研究屬於探索或解釋性質，較適合使用質性研究方法。學生參與海外志

工旅遊屬於複雜且具動態的體驗歷程，且學生們來自不同的家庭，成長

背景及經驗亦不同，其參與感受必會因人而異。質性研究強調的是過程

與意義的理解，許多社會現象並非均可轉換成數字，特別是個人的生活

感受與經驗(王雅各，2001)，且質性研究所蒐集的資料具多樣化及未知性

高的特質。因此，本研究為了能更深入了解學生參與海外志工旅遊動機、

行程前及行程中各所遭遇的困難或挑戰、及參與後個人的成長或改變，

若採用質性研究方法蒐集資料，會具有高度真實性且豐富。 

 

3.3資料蒐集的方式 

3.3.1深度訪談 

    深度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 method)是質性研究中非常基本與常

用的資料蒐集方法，運用的範圍可從不熟悉的探索性研究、比較成熟到

成熟的領域(萬文隆，2004)。深度訪談法是一種希望透過訪談發現重要因

素的方法，而這些因素並非用表面觀察和普通訪問就可以獲得。此方法

須藉由相關知識與技術，事先擬妥訪問綱要，來探索受訪者對每一問題

之深層涵意(楊國樞，1996)。深度訪談須盡量從受訪者的觀點出發，再適

時的提問，且受訪者有對於事件表達任何意見的權力。但採用此法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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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時，應避免不斷地要求受訪者對某事件表示意見或看法，而是須設

法從受訪者口述中找到一些研究者無法直接觀察到的事件與看法，從中

發現受訪者內心真正的想法（簡春安、鄒平儀，1998）。 

 

 深度訪談法的特色為：1.具有目的性之雙向談話過程；2.訪問者不具

有決定受訪者表達意見權益的權利；3.進行的方式有彈性；4.研究者能積

極融入受訪者的經驗當中(Bainbridge,1989)。Bernard (1988) 和 Fontana 

&Frey (1994)指出就研究者對訪談結構的控制程度而言，訪談可以分成三

種類型：封閉型、開放型、半開放型，這三種類型也分別被稱為「結構

型」、「非結構型」和「半結構型」(陳向明，2009)。 

 

 1.結構式訪談(Structured Interview)：結構式訪談指研究者對訪談的走

向和步驟有主導的作用，研究者會依事先設計具有固定結構的統一問卷

進行訪談，進行資料蒐集的工作。在此種訪談過程中，不同受訪者所接

受到的問題大體上是相同的，因此可以降低可能的偏差，但也因缺乏彈

性，不容易深入了解受訪者的狀況。   

 

 2.非結構式訪談(Unstructured Interview)：開放型訪談沒有固定的訪談

問題，研究者鼓勵受訪者盡可能發表自己的看法。這種訪談的目的是了

解受訪者自己認為重要的問題、他們看待問題的角度、他們對意義的解

釋，研究者不需預先設計標準化的訪談大綱，而是隨著受訪者的談話內

容，自然地深入對談，盡量讓受訪者根據自己的思路自由聯想。此種訪

談的形式不拘，訪談者可以根據當時的情況來隨機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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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半結構式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研究者對訪談的結構具

有一定的控制作用，但同時也允許受訪者積極參與。研究者通常事先備

有訪談提綱，根據其研究設計，對受訪者提出問題，其中訪談提綱僅為

一種提示。訪談過程中，研究者在提問的同時，亦鼓勵受訪者提出自己

的問題，並根據訪談的具體情況對訪談的程序和內容進行靈活的調整。 

 

 一般來說，量化研究通常使用封閉型的訪談形式，以便蒐集統一的

數據，對其進行統計分析。本研究為了維持訪談問題與內容的一致性，

於傾聽之餘，也彈性的提問相關議題，因此採用半結構式訪談方式來蒐

集資料，因此，以訪談問題為輔，嘗試讓受訪者有較大的彈性空間去敘

說他們參加志工旅遊時的經驗與主觀感受。 

 

3.3.2訪談對象 

    誠如本章之文獻回顧所述，本研究發現：1)相關研究多以環境與

生態志工旅遊為主；2)研究對象均以西方國家之志工為主；3)鮮少研究針

對在學學生並探討其至海外從事志工活動之動機及參與後對個人之學習

與價值觀的影響。故本研究以從事教育工作為主之海外志願服務團之在

學台灣學生團員(高中、大學及研究所)。國外青年學子從事志願服務通常

利用為期一年的充電期(gap year)，他們有充份的時間在服務區從事服務

活動。但台灣之海外志工旅遊服務者，多為利用寒暑假參與的學生族群，

誠屬短期志工。 

 

    本研究以熱衷志願服務導向型(volunteer-minded)的志願服務者為主

要研究對象，此類型志工大多透過非營利組織所規劃之行程，利用個人

餘時、餘力及餘財投入全部或大部分時間在志願服務目的地協助需要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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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的人。服務內容可包含生態保育、人道關懷、文化復興、科學研究、

協助當地學童的教學、幫忙農家耕作或興建廁所等工作，但前人的研究

則多針對保護自然或生態的志工旅遊(Campell & Smith, 2005；Gray & 

Campell, 2007)。有鑑於此，本研究將針對教育類型的短期學 生志工，探

討其參與海外志工旅遊之動機及參與後對其求學過程及生活價值觀是否

因此受影響或有所轉變。 

 

 受訪者來源為透過校內曾參與過國際志願服務隊老師的介紹，再以

滾雪球方式得知其他曾參與過海外志工旅遊學生的資料。經參與者介

紹，得知有十六名學生符合本研究需求。本研究員以電子郵件邀請他們

參與本研究案，願意協助本研究案的在學學生共有十三位，本研究員於

民國九十八年十一月至九十九年一月，開始分別與十三位受訪者連絡，

並安排訪談日期與地點。訪談方式為一對一面訪，訪談時間平均約一小

時。為求訪談資料的完整性，在受訪者同意下，本研究員並以電話或電

子信箱做進一步的資料收集。並在逐字稿完成後，以電子信箱方式寄給

各受訪者做確認，以確保資料的準確性。受訪者基本資料彙整於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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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受訪學生基本資料 

受訪者 性

別 
學校 志工旅遊地點 參與

次數

受訪日期 訪談

時間 
受訪地點 

A 男 國立大學 中國甘肅 
(蒙藏自治區)

印度 

2 
 

98.12.08 62 分 成大星巴克 

B 女 國立大學 中國甘肅 
(蒙藏自治區)

1 98.12.16 40 分 成大附近餐廳 

C 男 國立大學 中國甘肅 
(蒙藏自治區)

1 98.12.19 50 分 成大附近餐廳 

D 男 國立大學 外蒙古 
(蒙古共和國)

1 98.12.19 73 分 台南某餐廳 

E 女 國立大學 泰北 1 98.12.21 65 分 中正附近餐廳 
F 女 私立大學 中國甘肅 

(蒙藏自治區)
1 98.12.30 48 分 台中女中旁餐廳 

G 女 國立大學 中國甘肅 
(蒙藏自治區)

1 99.01.16 55 分 台南飲料店 

H 男 國立大學

研究所 
泰北 

中國雲南 
(少數民族) 

印度 

3 
 

99.01.16 60 分 台南麥當勞 

I 男 國立大學

研究所 
印度 2 99.01.16 61 分 台南麥當勞 

J 男 國立大學 
研究所 

中國青海 1 99.01.17 47 分 台南摩斯漢堡 

K 男 國立大學 尼泊爾 1 99.01.22 73 分 台南簡餐店 
L 男 私立大學 中國甘肅 

(蒙藏自治區)
1 99.01.27 68 分 嘉義飲料店 

M 男 公立高中 中國陝西 
(少數民族) 

1 99.01.27 59 分 台中麥當勞 

 

 訪談問題的結構設計為彙整國內外相關文獻並根據本研究欲探討之

研究問題而成。訪談問題的結構依序如下：參與動機、參與前準備、參

與中體驗、參與後的改變(自我成長)等四大部份。為避免語意不清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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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訪談問題初稿完成後，獲得校內四位大一學生協助，進行語詞修

飾，以求訪談問題能更容易讓受訪者了解。語詞修改完成後，以國立學

校參與兩次海外志工旅遊經驗之學生做為前測對象，經前測後，本研究

再依前測結果修改訪談大綱。 

 

3.4資料分析 

 資料分析是質性研究的重要核心，研究者如何從大量的資料擷取出

重要的概念，有效地分析、解釋，會是影響質性研究品質的關鍵（簡春

安、鄒平儀，1998）。陳向明(2009)指出，質性研究於資料分析時涉及深

入分析的步驟，「深入分析」為將資料進一步濃縮找到資料內容的主題

或故事線，在它們之間建立起必要的關係，為研究結果彙整出初步的結

論。 

 

 楊翔喻(2007)指出資料分析的過程包含編碼、譯碼，資料將不斷地檢 

視、修正、彙整後將資料賦予更有意義的詮釋。本研究實施步驟如下：      

    1.本研究於進行正式訪談前，取得受訪者同意後，開始進行錄音。 

    2. 將錄音帶內容轉換為逐字稿，此為將談話內容轉為文字形式，以

利日後分析。在資料處理中為保障嚴謹性及遵守保密原則，錄音帶均以

編號識別，受訪者以A、B等英文字母稱之，回答的談話內容使用數字001

作為起始編碼，以便進行文字校對與後續資料彙整。受訪者所提及的人

名，將以符號取代。 

 3. 將完成之訪談文字稿寄給受訪者，以確認訪談資料無誤。 

 4. 根據本研究的主要內涵：參與動機、參與前準備、服務中體驗、

參與後的改變(自我成長)等四個類別，進行分析、彙整編碼資料，再輔以

「類屬分析」進行資料歸屬與深入分析。類屬分析為在資料中尋找反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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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的現象以及可以解釋這些現象的重要概念的一個過程(陳向明，

2009)。此過程涉及彙整出語幹(theme)，之後再將其合併或篩選，再將資

料分析內容分類集中構成「初步主題」，初步了解受訪對象對不同問題之

見解，如表3-2 所示。 

 5. 進行分析、比較編碼資料，將相同或相關的意義單元進行概念歸

納、並加以標示、命名，利於和其他概念相互比對、連結、群聚焦點，

以形成核心範疇。 

 6. 將受訪者之重要概念抽取出來後，再將分散的資料進行相互對

照，整理出各個受訪者分別在四大主題的內容彙整，並經由本研究目的

的探討與相關文獻之比較，進而發展出研究結果。上述兩階段涉及以 「發

展共同主題」及「最後共同主題」為目標，將同現象之「初步主題」再

匯集為「共同主題」，並循序發展成以研究目的為主軸資料結構體，思考

其深層意義導出具體研究結果，再依共同主題編列最後共同主題，範例

呈現於表3-2。 

表3-2 最後共同主題列表 

最後共同主題 共同主題 初步主題 內容 受訪者 
利他動機 
 

利他動機 
 

服務取向 A、C、E、F、G、

H、I、L、M 

意識型態動機 
 

親朋好友 A、B、C、D、E、
F、I、J、L 

空閒時間動機 
 

放鬆及休息導向 A、B、D、H、J、
K、M 

物質/報酬動機 旅費支出較少 D、I 

意識型態動機 學校支持 J 

個人利益動機 
 
 
 
 
 
 

地位/報酬動機 家人逼迫 L 

個人成長動機 
 

體驗異國生活及

文化 
C、F、G、H、J、
K、L、M 

個人成長動機 想要接受挑戰 A、F、I、K、L 

享受人生的意義 
 
 

個人成長動機 驗證電視上或書

上對當地的認知 
A、D、E 

參與動機為多

重動機 

社會接觸 社會關係動機 交朋友 A、C、D、E、F、
H、J、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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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研究的信度與效度 

    質性研究不同於量化研究，質性研究多半為採取訪談進行資料的蒐

集，不同於量化研究是以客觀的數據來呈現研究結果， 故質性研究常被

質疑有過於主觀、代表性不足之缺陷。因此，本研究在資料的蒐集過程

中，依循 Lincoln 和 Guba  (1985)二位學者對信度與效度之見解：確實

性(Credibility)、可靠性(Dependability)、可驗證性(Confirmability)、以及

可轉換性(Transferability)等四項指標來加以檢核，以提高本研究的信度與

效度，增加研究過程的嚴謹程度，確保研究結果之品質。  

 

    1.確實性(Credibility)：指研究資料與研究結果的「真實」程度，亦指

研究的「內在效度」。本研究在資料的取得上，盡量降低訪談空間的干

擾，並同時運用錄音設備、訪談記錄、以及隨身筆記等輔助工具，真實

的記錄訪談內容，研究者並透過反覆聽取受訪者的錄音檔資料，並由研

究者親自謄寫成逐字稿，以電子信箱方式寄給各受訪者邀請受訪者協助

檢查資料的準確度，以確保資料能夠真實貼近受訪者原始欲表達的意

念，以提升研究之確實性(Credibility)。 

 

    2.可靠性(Dependability)：指研究的「內在信度」，研究者必須說明

如何在研究過程蒐集到可靠性的資料(胡幼惠、姚美華，1996)。本研究之

受訪者資訊為曾參與過相關活動的校內老師提供，校內老師以電子郵件

向先前同隊隊友說明本研究員之研究目的，並請求隊友協助。本研究依

據回函願意協助之志工名單，進一步規劃訪談細節，細節包含訪談流程

及保密原則等，使受訪者能安心地進行訪談，並善用合適之研究輔助工

具加以記錄，以提升本研究之內在信度，因此可靠性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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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可驗證性(Confirmability)：指研究的內部一致性，目的在了解研究

過程與研究結果的一致性。本研究不僅將訪談內容膳打成逐字稿，請受

訪者協助資料檢核，更謹記研究結果的詮釋，避免有個人主觀意識涉入。

本研究會於研究報告初稿完成後，給願意閱讀初稿的受訪者，請他們協

助並聽取意見，此舉，有助於研究者更真實地詮釋每筆資料，更有助於

增加研究之可驗證性。 

 

    4.可轉換性(Transferability)：稱為「可遷移性」，為研究的「外在效

度」。研究者將受訪者所表達的感受、經驗、行動脈絡及意義等，轉化

成文字或文本資料，並對所蒐集的資料仔細的描述與合理的詮釋(胡幼

惠、姚美華，1996；潘淑滿，2003)。本研究將訪談錄音檔膳打成逐字稿

轉化成文字，並附於全文後，由此可證明遷移性部分。 

 

3.6研究方法限制 

    本研究僅訪談了13位學生，因此研究結果無法適用在所有參加海外

志工旅遊的學生。另外，質性研究分析時，研究員需判讀受訪者的語意，

導致有較主觀的看法，此會影響研究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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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分析結果 

4.1 動機 

    訪談資料顯示台灣學生參與海外志工旅遊有多重動機，但大多數受

訪者表示他們參與的動機為親朋好友推薦，以下針對各受訪者的動機分

別說明: 

 

(ㄧ) 利他動機 

1.服務取向 

  誠如 Zahra & McIntosh (2007)及 Mustonen (2006)的研究發現，有些志     

工旅遊者的動機為利他。確實，九位受訪者陳述他們是以服務的心態去

參與此次活動。受訪者陳述內容如下： 

  「第一次參加就是完全想要服務。泰北就是異域撤退過去的國軍第 

    二代，就覺得我們應該去照顧他們，教他們一些東西…」(H： 

    013-015) 

  「會想說那我還能做什麼，要怎麼做會比較好，這次海外志工也是 

    偏服務的心態。」(L：023-025) 

 

(二) 個人利益動機 

 1.親朋好友推薦 

    親朋好友推薦是促成受訪者出國當志工的最主要推力，本動機又分

為朋友及家人的推薦支持。其中受朋友影響而參與的受訪者陳述： 

    「同學有參加過，看到他寫的文章而大受感動，與我認識的他很不 

      一樣。經過詢問也得到推薦，使我想要報名參加。」(B：004-005) 

    「因為那時候有一位學姐來學校分享她去馬來西亞的志工經驗，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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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覺得好棒喔！你去一方面旅遊又可以學一些東西，然後就覺 

      得我一定要出去一次。」(E：005-008) 

  「透過朋友的介紹，得知 XX 基金會的國際志工說明會就在近期要舉 

    辦，心中秉持著試試看以及想去外面看看的心態，就到說明會聆 

    聽活動說明，之後報名也順利被錄取了！」(I：014-017) 

  「朋友群的影響啊！身旁有一群志工的朋友，然後常聽他們在講故 

    事阿，講去當志工的感動或體悟，那自然就會想要去嘗試…」(J： 

     003-005) 

 

  除朋友的影響外，本研究發現家人的支持亦是促使他們成為國際志

工的原因。由於家人的支持，十三位受訪者中有八位之出團費用為家人

全數支付，且多數受訪者有再次參與的意願，他們覺得海外志工旅遊的

經驗對他們來說是很美好也值得回味的特別體驗。受訪者表示家人的支

持態度為：  

  「他們(父母)覺得這個經驗很棒，像後來一些朋友也都會想參加，家 

    人也非常支持，聽完我的分享就父母也覺得我弟弟應該也要去。」 

    (G：246-248) 

  「我爸以前就是覺得我不知道在幹嘛，跑來跑去阿，他都會跟別人 

    講，說兒子都在幫他累積福報，所以他很支持…」(H：265-266) 

  「我爸媽覺得很值得，因為我回來的時候帶了一堆禮物一堆信，他   

      們邊看邊笑說很棒，他的孩子有很棒的生命體驗」(J：194-196) 

 

2.放鬆及休息導向 

    七位受訪者表示參與志工旅遊動機是想到異地放鬆休息和思考ㄧ些

平常在台灣未曾想過的事情，並暫時拋開在台灣的一切，享受無壓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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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刻。受訪者陳述內容如下： 

  「因為去到那邊，處在一個完全沒有電腦或電視的地方，感覺心情 

    格外的輕鬆。應該說，因為那邊很難對外聯繫，是可以打電話但 

    也不太能怎樣，所以可以暫時放下在台灣的一切，會覺得毫無壓 

    力很放鬆。」(B：155-159) 

  「大部份是屬於休息，主要是冷靜休息。」(D：017) 

  「我覺得參加志工旅遊，中間有很多空檔時間，自己有時間想事情 

    ，在異地想自己的事情，還蠻難得的。」(H：010-012) 

  「很煩想要沉澱一下的話，就會以這樣(參加志工旅遊)的方式…」 

      (M：149-150) 

 

3.旅費支出較少 

    少部分受訪者指出參與的原因是花費較少，受訪者D指出參加ㄧ般的

觀光團，到蒙古地區旅遊五天就要花費四萬多，但以志工旅遊方式到蒙

古14天只收費台幣四萬元，受訪者陳述內容如下： 

「省錢，(ㄧ般旅行團)像蒙古五天就要四萬多，我們(志工旅遊) 是十 

      四天。」(D：237-238) 

 

    受訪者I同樣也是考慮花費的問題，而選擇參與志工旅遊。受訪者陳

述內容如下： 

    「到先進的國家開銷會比較高一點，到落後國家開銷就不會太高。」 

      (I：219-220) 

 

    本項發現與Sin(2009)的研究結果部份雷同。Sin(2009)指出新加坡青

年參與志工旅遊是因以參與海外志工旅遊的方式到開發中國家旅行，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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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安全且花費較少，且新加坡政府對於參與志工旅遊的青年學生有補助

方案，此方案造成學生利用較廉價的志工旅遊方式來達到旅遊的目的。

此造成參與者並無幫助當地社區或學習的心態。 

 

    本研究發現受訪者雖然以花費較少的動機參與志工旅遊，卻還是有

學習的心態，他們更期望參與後能對自己或未來有所啟發。受訪者陳述

內容如下： 

    「希望參加這次活動，回來之後又是一個全新的自己，希望可以在 

      那邊(志願服務區)領悟一些什麼。」(D：021-022) 

 

4.學校支持 

    受訪者J指出他就讀的學校支持這樣的活動，且會不定時舉辦分享會

或說明會，受訪者陳述內容如下： 

    「我也覺得學校的支持很重要，像XX大學就還蠻注重服務教育這一 

塊，會舉辦說明會或分享會等等。」(J：008-009) 

 

5.家人逼迫 

    受訪者M本身參與動機較為消極，是家長幫忙報名再告知，家長希

望小孩能參與後心智能有所成長或改變，受訪者陳述內容如下： 

    「有一點不想去，這次會去是因為媽媽已經報名了。」(M：044-045) 

 

(三) 享受人生的意義 

1.體驗異國生活及文化 

  本研究之受訪者服務的對象有蒙藏自治區的學生、少數民族及印度

學童等，服務區之文化與國內差異性較大，如當地喝酒文化、當地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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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信仰儀式等。本研究發現受訪者參與的原因為志工服務區會帶給他們

不同的生活體驗，志工旅遊經驗比一般走馬看花的旅遊更能夠深入了解

當地居民的生活文化。受訪者表示，體驗異國生活及文化為參與動機之

ㄧ，受訪者陳述內容如下： 

    「這個暑假，我特意安排就是先當志工，然後回國後，隔一個禮拜 

      再去歐洲國家，我想看看兩個不同的世界，對我來說有什麼不一 

      樣的想法。」(C：040-043) 

    「就是去一個很遙遠的地方或是不那麼都市化的地方，去看看跟自 

      己生活相差比較多的地方。」(G：005-007) 

    「如果只是當旅行者的話很多地方就是走馬看花，但是你當志工， 

      用一個不同的身分融入當地的人群，可以知道蠻多當一班旅客所 

      不知道的事情，連背包客也不會知道的事情。」(H：169-171)  

    「這次是要去國外，而且又是不同文化，地方語言也不太一樣，就 

      想看看外面不一樣的世界。」(L：031-032) 

 

2.想要接受挑戰 

  五位受訪者指出參與志工旅遊的動機之ㄧ是想挑戰自己的極限，不

管是物質方面或生活方式等。受訪者陳述內容如下： 

  「想挑戰看看自己在物質上的極限，體驗一下書上所說的貧窮，其  

      實也會覺得自己太安逸啦!就是想要去改變、想要接受一些衝擊。」 

      (A：046-048) 

    「志工旅遊對我是比較有挑戰性的…，與其跟旅行團出去玩，志工 

      旅遊反而是我比較想要的，因為可以學到很多。」(F：149-151) 

    「一方面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一方面想要做一點服務，然後另一 

      方面是想冒險吧。」(I：018-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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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覺得比較可以融入當地的生活吧，然後順便想要去落後國家挑 

      戰看看。」(K：009-011) 

    「想去看一下會有多辛苦，我本來以為就山區這樣而已吧，沒有想 

      過會這麼落後！」(L：107-108) 

    由上述受訪者的陳述內容，此動機與 Desforges(1998)、Desforges(2000)

及 Edensor (2000)的研究相符，受訪者為挑戰自我、認識不一樣的自我與

冒險而參與此活動。 

 

3.驗證電視上或書上對當地的認知 

  三位受訪者指出，他們參與的動機之ㄧ為想藉真正體驗後，驗證自

己所看到的、所聽到的是否與電視上或書上介紹的相符，受訪者陳述內

容如下： 

  「就是想看看一些貧困的地區，是否像在電視上或書上所看的?」(A： 

    043-044)  

  「想去看看蒙古，因為以前曾看過一些小說，像射鵰英雄傳，也都 

    是蒙古風光，一些歌曲也會講到蒙古之類的，就覺得這輩子應該 

    去看看那國家。」(D：013-015) 

  「想了解泰北跟新聞上所看到的，是否真的就那個環境，想印證一 

      下…」(E：017-019) 

 

    動機中的放鬆及休息導向與驗證電視上或書上對當地的認知與

Broad (2003)的研究結果相符，志工可藉志願服務的機會對異國有進一步

認知、執行異於日常感到有趣的任務及暫時逃脫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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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社會接觸 

1.交朋友 

  本研究發現受訪者們參與此次活動不僅想認識新朋友外，並希望藉

由認識新朋友彼此交流後，在心態上或生活文化上能有所啟發或影響，

受訪者陳述內容如下： 

  「對我來說應該說是會想要多接觸當地的一些人，應該說是說接觸， 

    跟他們做一些交流，文化上，或是心態上，大概是這樣子，看能不   

    能給我什麼啟發。」(C：008-011) 

  「我覺得你有興趣去參加這個(活動)，代表其他人有就是跟你的差不 

    多，會變得蠻容易志同道合…」(D：182-184) 

  「跟那裡跟人家互動吧，就會想認識那裡的人…」(E：073) 

  「藉著這次的機會能夠看到不同的人事物接觸不同的人，不管是我們     

    對上的團員或是那裡的小朋友。」(F：116-117) 

  「因為我喜歡交朋友，那這次去的有六、七個學校這樣，會很期待跟 

他們交流，看有什麼不一樣的想法，或會不會有些衝擊吧…」 

 (J：053-055) 

  「那時候看到這個活動已經很開心了，之後又覺得可以認識外國人， 

所以就很不錯，就參加了。」(M：008-009) 

 

    綜合上述資訊，受訪者參與動機有1.親朋好友推薦；2.服務取向；3.

交朋友；4.體驗異國生活及文化；5.放鬆及休息導向；6.想要接受挑戰；

7.驗證電視上或書上對當地的認知；8.旅遊支出較少；9.學校支持；10.家

人逼迫。但本研究發現受訪者之參與動機為多重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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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行程前所遭遇之困難與挑戰 

   依訪談資料顯示，台灣學生參與海外志工服務行程前所遭遇的困難或

挑戰可以為三大主題進行解釋，依序為源自志願服務區的挑戰、長輩給

予的壓力及受訪者自己的專業能力及適應力不佳。 

 

(ㄧ) 源自志願服務區的挑戰  

1.資訊不足，導致對當地教育需求的認知欠缺 

    受訪者指出了解當地文化習俗，可以表示我們對當地的尊重，因為

每個地方都會有一些不同的文化，而有一些我們覺得習以為常的，對他

們來說可能是禁忌，所以應該要知道他們一些習慣，什麼話該說，什麼

事該做，然後什麼事情不能做等等，應該要有最基本的了解，才不會在

未來相處造成困擾。受訪者指出因服務區域資訊的欠缺，無法與當地連

絡，造成教材準備困難度提高。受訪者陳述內容如下： 

    「真的不知道那邊的學生程度怎麼樣，跟當地也比較少聯絡，我有 

問過領隊當地的學生程度，領隊說你可以先準備，之後看那裡的

狀況再做調整，因為到那邊的變數會很大，所以寧可準備起來放

著用不到，也不要完全沒有準備…」(F：223-228) 

    「如果你要教他們課本的話，你就要知道要教他們什麼東西，他們 

以後要用在什麼方面，通常取得這個(資訊)比較難一點…」(H： 

046-047) 

    「行程無法完全保證會是與籌備過程一模一樣，就是未知性比較 

高。」(I：030-031) 

 

(二) 長輩給予的壓力 

1.父母與師長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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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訪者 D 為研究生，他表示父母及老師認為參加此活動會耽誤課

業，因此不支持他參與此活動，他陳述： 

    「父母也算是有反對啦，但我覺得最嚴重的應該是老師，我們老師

覺得我不夠認真吧…」(D：031-032) 

 

    受訪者 M 為高中生，他父母認為參加此活動是花錢去受苦，他陳述： 

    「他們(父母)一開始沒有很支持，因為他們蠻傳統，覺得去那邊找罪

受…」(M：012-015) 

 

(三) 受訪者自己的專業能力及適應力不佳 

1.教學經驗及技巧的不足，所導致的壓力 

    五位受訪者認為行程前的挑戰是即將面臨的教學，受訪者表示他們

缺乏教學相關經驗及技巧，所以對他們來說是預期中的挑戰，受訪者陳

述內容如下： 

    「去甘肅就是面對 40、50 位小朋友的教書壓力。」(A：115) 

    「挑戰，應該是教書吧，畢竟是教那邊的朋友，成長背景可能不一 

樣，可能寫繁體他們會看不懂，也怕講話的方式不知道他們會不 

      會習慣這樣。」(J：057-059) 

 

2.入境隨俗的挑戰 

    受訪者表示因為要去一個與自己生活環境不太一樣的地方，會擔心

疾病或是飲食方面的問題。食物方面，受訪者 C 覺得在台灣吃好穿好，

到志願服務區會擔心自己是否能適應。 

 

    受訪者亦覺得要融入當地落後的生活對生長在台灣的他們是另ㄧ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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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受訪者陳述內容如下： 

    「不能洗澡，所以我們就準備很多濕紙巾阿，乾洗手，乾洗頭之類 

      的，預期會很克難，沒辦法洗澡。」(M；051-053) 

3.語言障礙 

受訪者 A 擔心自己英文不夠好無法與當地人溝通，受訪者表示： 

    「去印度前可能會覺得自己英文不夠好，無法跟當地人溝通，而且 

      居民又有印度腔。」(A：112-113) 

    「我英文沒有很好，所以我壓力很大。」(L：047-048) 

 

    綜合上述資訊，受訪者行程前所遭遇到的困難與挑戰彙整如下；1.

資訊不足，導致對當地教育需求的認知欠缺；2.長輩的壓力；3.教學經驗

及技巧的不足；4.入境隨俗的挑戰；5.語言障礙。本研究發現參與者行程

前所遭遇到的困難與挑戰來自於外在及內在因素。  

 

4.3 參與中所遭遇到之困難或挑戰 

   依訪談資料顯示，台灣學生參與海外志願服務行程中所遭遇的困難或

挑戰可以為五大主題進行解釋，依序為來自服務區的挑戰、專業能力的

挑戰、溝通問題、文化差異及來自服務團隊的壓力。 

 

(一) 來自服務區的挑戰 

1.當地居民排外 

    受訪者 D 表示當地居民有排外的現象，受訪者陳述內容如下： 

    「我有被扒手扒過，也有被踢過，我去的第一天第二天，因為他 

      們討厭中國人，他們以為我們是中國人，因為講中文。」(D： 

      095-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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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訪者 D 繼續說： 

    「除非我們都是自己人或是服務區的人，不然我們不太敢大聲喧 

      嘩，反而會變成雖然在大街上走但卻像在圖書館一樣，就只能  

      關起來說中文，其他都是英文。」(D：108-110) 

 

2.當地生活環境比預期落後 

    五位受訪者指出服務區環境極為落後，和自己的想像有些落差，除

了環境中有怪味道外，廁所是糞坑，不僅味道不好，還有蛆在爬行，造

成上廁所是一種挑戰，受訪者陳述內容如下： 

    「怪味道，從下飛機就有一股味道了，也不是印度香或迷迭那種， 

      就是ㄧ股怪味道。」(I：078-079) 

    「那邊環境很差，大家都不敢上廁所，就太臭不敢進去，就都在那 

      邊忍，在那邊忍了三天都沒有大便。」(K：041-043)  

    「怎麼跟我想像中差那麼多，之前有去過泰國，本來想說應該就像 

泰國那樣，就是可能地上會髒髒的阿，然後都是騎那種像金旺的

機車。結果發現不是，我以為到頑皮世界，那種駕牛車還有騎馬。」

(L：125-128) 

 

(二)專業能力的挑戰 

1.課程進度掌控能力欠佳及教學經驗不足 

    本研究發現受訪者們負責教授的科目相當多元，如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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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受訪者負責的工作 
A B C D E 

戲劇 飛機相關 體育 團康 論語、瑜珈 

F G H I J 

生物 美術、衛教 注音、團康 拍照、領隊 數學 

K L M  
說故事、農務 作文、美勞 音樂  

     

    七位受訪者表示，由於課程進度的掌控不好及教學經驗的不足，所

以沒辦法掌控學生的學習狀況、課程的進度、難易度的拿捏及臨場反應

等因素，造成與學生間互動不佳及課程進度拖延的情況產生。受訪者陳

述內容如下： 

    「不太會去掌控學生的狀況，因為我之前沒有這方面的經驗，所以  

      有些學生在下面做自己的事情或是講話，不受控制。我是不會去  

      管他們，但自己就覺得很不爽，可是我又不會講什麼。」 

      (B：087-090)  

    「控制課程的進度，有時候會害怕講不完，有時後又剩太多時間。」

(E：121-122) 

    「在低年級生班級我會覺得我是不是準備的課程太困難，這對他們

而言會不會是太深的東西。」(F：089-091) 

    「原本自己很 enjoy，想把我的樂趣傳給他們。結果發現在表達的過 

程中，要想辦法讓他們懂，教學真的不容易，怎麼教，怎樣他們

才有興趣阿，你想的跟你講出來的不一樣。」(M：082-085) 

 

(三)溝通問題 

1.語言障礙 

    有四位受訪者表示，語言的隔閡成為他們與當地居民相處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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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語言不同，造成彼此溝通不良，進而容易產生語意上的誤解。所以

在服務過程或教學方面的效益相形減弱，受訪者陳述內容如下： 

    「有語言上隔閡，因為當地說泰語，所以可能不太懂(對方得意思)， 

      那就要用手比來了解意思。」(F：095-096) 

    「因為他們聽不懂中文，要有當地老師翻譯，我們在台上教，老師 

在旁邊翻譯。」(H：082-083) 

    「障礙是語言上吧，雖然說英文是他們官方語言之一，可是小孩子 

還沒學到很多英文，他們還是大部份講印度話，而且我們接觸大 

都是小孩子，所以溝通上就比較會有問題。」(I：088-090) 

 

2.教學教材不符當地需求，造成英雄無用武之地的情形 

    受訪者 E 亦表示由於與當地服務區無法事先討論教學的課程方式與 

內容，造成準備好的教學課程派不上用場。當地老師無意願空出教學時 

間給予志工。受訪者陳述內容如下： 

    「要當地老師願意把他的課給我們上，雖然我們在台灣已經設計好

一套(教本)，但去了還要看有沒有符合那些老師和有沒有意願(空

出時間給志工授課)，去了才發現我設計的課程在那邊沒有時間可

以讓我發揮…」(E：148-152) 

 

(四)文化差異 

    本研究之受訪者服務的對象有蒙藏自治區的學生、少數民族及印度 

學童等，服務區之文化及宗教信仰與國內差異性較大，如當地喝酒文化、 

當地方言、信仰儀式及生活習慣等，會因文化差異而增加服務過程中的

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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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活習慣及風俗的差異  

    因文化(飲食、學習或生活)不同，造成認知上的差異，受訪者陳述內

容如下： 

    「在那邊的台灣 day 我們煮了綠豆湯、波霸奶茶、炸薯條、還有壽  

      司，包一些小御飯糰，他們只喜歡吃薯條，不覺得綠豆可以煮成  

      甜的，也覺得奶茶是甜的很噁心，他們的奶茶是鹹的，聽說他們 

      那裡是岩鹽，喝一口要舔一下，所以台灣 day 造成一場混亂，我 

      們自己喝了兩大鍋綠豆湯…所以要把那些東西全都吃掉算蠻困難 

      的。」(D：150-156) 

 

    亦有受訪者表示，因為服務區是屬於落後的地方，與國內生活的習

慣不一樣，如到當地洗澡是ㄧ件很不容易的事，受訪者 C 會覺得很不習

慣，也不大能適應這樣的改變。尤其是受訪者 K 在服務區時，當地小朋

友一直跟旅客要東西的情景，令他覺得不可思議，也有很多震驚。受訪

者陳述內容如下： 

    「小朋友他們就會跟你要東西，會一直跟你要鉛筆阿橡皮擦之類的 

      ，所以去那感覺就不太好。」(K：137-139) 

 

(五)來自服務團隊的壓力 

1.經驗(生活與教學)分享 

    受訪者反應，服務行程中，要學習帶領團康活動的技巧，且每天晚

上要與隊友分享當天在課堂上的教學經驗及生活上的趣聞，對他來說相

當難適應。 

2.餐前禱告 

    有受訪者表示用餐前的禱告成為她不得不承受的壓力之ㄧ，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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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者陳述內容如下： 

    「每次吃早餐前，會有一個人做一個動作，然後其他人模仿她，最

慢的那位要負責當天三餐的餐前禱告。我個人挺排斥基督教的，

所以每次都很怕自己中獎。」(B：102-106) 

 

3.語言能力不佳 

    受訪者 L 表示自己壓力的來源來自本身英文溝通能力不佳，受訪者 

陳述： 

    「大家用英文討論問題，我聽不懂，我們有分組，每一組成員有台

灣志工和英美籍志工。我們在討論課程編排的時候，我就聽不懂，

所以要等他們第一線討論完以後，我才能說要參與還是不要，我

沒辦法提供意見，因為有些英文太難了我聽不懂。」(L：185-190) 

 

4.教學能力不受肯定 

    受訪者 M 表示，自己的教學方式不受同隊夥伴認同，因此被要求停 

止教學部份的工作，造成他自信心有點受傷。受訪者陳述內容如下： 

    「教學部份還蠻有點挫折，我們那一隊有人說我教法不對阿，要我

隔天先不要教，那時候就有點失落。」(M：093-095) 

 

    綜合上述資訊，受訪者服務過程中所遭遇到的困難與挑戰彙整如

下；1.來自服務區的挑戰；2.專業能力的挑戰；3.溝通問題；4.文化差異；

5.來自服務團隊的壓力。本研究發現參與者在服務過程中所遭遇到的困難

與挑戰來自於本身能力及適應力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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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參與後改變 

    本研究中三位受訪者參與志工旅遊活動不僅一次，因此，自我的成

長或改變亦不同，而由於每次的服務內容不同，所以會使自己有不一樣

的省思或成長，如受訪者 A 表示，參加兩次志工旅遊活動後，覺得自己

需改變的地方很多(如多放開心胸)。受訪者 H 表示，參加三次志工旅遊

活動後，除了時常抱有一顆感恩的心外，也嘗試想當一個志工旅遊活動

的策劃者，希望能給予服務區所需的幫助。受訪者 I 表示，再次參與是以

領隊的身份參加，所以學習到對於不同身份的自我調適，對於心態及技

能的學習皆有所發展。 

 

 (ㄧ)心靈成長及心態改變 

    大部份受訪者表示參與此活動後，他們心態有明顯的改變與成長，

本研究分類如下： 

1.知足感恩 

「我覺得是知足，滿足目前所擁有的。跟那邊(服務志願區)的小朋友

比起來我們實在是擁有太多了，有時候因為這樣進而想要得更

多。但那裡的小朋友因為本身就可能什麼都沒有，你給他什麼他

都可以很快樂很滿足。」(F：122-125) 

「變的蠻感恩的吧，很多事情回頭來看都是從美好的角度出發，參

加這些活動都會有影響…」(H：136-138) 

    「心態上會比較知足一點吧，跟他們(志願區的居民)比較起來的話真   

      的會知足很多。」(M：108-109) 

 

2.變得勇於嘗試 

    二位受訪者表示，參與此活動後個性變得較以前積極。受訪者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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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如下： 

    「勇於嘗試和踏出那一步，然後去把握機會…有時候做事就是不要 

      想太複雜，不要預設太多立場，事情會比想像中容易達成。」 

      (J：136-138) 

    「現在願意去發問，之前就比較不會，雖然我知道這樣比較不好， 

      但個性就是這樣。」(L：200-202) 

 

3.樂於付出、信任及關心週遭的人、事、物 

    受訪者分享他們參與後心態上的改變有更願意付出、信任及關心週

遭的人。受訪者陳述： 

    「他們有的不多，但他們卻什麼都想要給你，就只是一個萍水相逢 

      或陌生人或是只來幾天的人，他們很喜歡你的話就什麼都想要給 

      你。因此，我覺得我們不應該那麼吝於把我們的感情給身邊的人。」 

      (G：165-169) 

    「讓我懂得去關心世界吧，然後關心別人，別人也會懂得關心你…」

(I：162-163) 

    「會比較願意去信任其他人。」(L：200) 

 

4.反省自己的過往及認為自己未來應更積極以對 

    受訪者指出因當地居民積極認真的學習及生活態度，進而讓他們反

思自己的過往及未來的人生態度。受訪者陳述內容如下： 

    「其實還是有很多人在勇往直前，目標已經訂在眼前，然後勇往直  

      前，所以對世界的看法喔，就是要勇往直前，這世界還是積極的。」  

      (C：237-239) 

    「他們寢室是不能開燈，所以晚上大家就會擠在只點了一盞小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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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的走廊看書，我們要睡覺了，他們還在那邊看書，就覺得很認

真。像是課輔時間，他們就會一直問問題到很晚，還有到凌晨四

點，然後他們六七點就又要起床，他們不懂的東西一定要問到

懂…」(E：167-172) 

    「那些小朋友對於做事以及他們的意志，他們所抱著的心態是只有

念書才可以走出大山(偏遠落後的志願服務地區)。他們在這方面

(唸書)就會特別的努力，看到他們才國中生而已，就有這樣的態度

去面對他們的課業，想到他們的未來，會覺得自己國中的時候和

他們比起來是很不成熟的。」(F：126-131) 

 

5.盡一己之力，回饋社會 

    受訪者表示，自己生活環境和服務區的居民有很大落差，讓他們認

為應盡己力，幫助弱勢地區的人。受訪者陳述內容如下： 

    「就是覺得貧富差距真的很大，然後就會想要去幫助那些落後國家

或是窮苦的人。」(B：117-118) 

    「我們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往往會忽略有很多人在不一樣的環境 

      生活著，有些環境是我們沒有辦法想像，或者刻意去忽略。然後 

      這次回來發現說，未來會對那樣的地方想付出的更多。」 

      (M：116-120) 

 

6.更積極的求知態度 

    受訪者表示，他們現在的學習及求知慾望比參與活動前更積極。受 

訪者陳述內容如下： 

    「像我就是會盡量的想要知道一些東西，也不一定專程是課業上的，  

      所以可能就是書籍的話，我這學期書籍的閱讀量比上學期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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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比較積極一點。」(C：242-245) 

    「他們每天是很紮實的，我覺得把我們的生活跟他們相比，會覺得

自己比較混，所以回來後會比較積極。」(J：149-150) 

    「改變態度就比較沒有那麼被動跟消極，因為我之前比較不會去尋

找新的東西…」(L：209-210) 

 

7.個性上正面的轉變 

    本研究發現，受訪者原本的個性若屬內向害羞型的，回來後會變得

較開朗及比以前願意接觸人群。受訪者陳述內容如下： 

    「我媽和我姐都說我從印度回來後，變得比較開朗。」(A：216-218)  

    「回來之後會覺得…應該是增加自信吧。」(E：180-186) 

    「會比較願意走出去接觸更多不同的人，自己個性比較封閉一點。」 

      (F：135-136) 

    「參與之後覺得自己可以獨立應付很多狀況吧。」(H：172) 

    但亦有受訪者表示，自己的物慾較以前低，他認為對他而言是正向

的改變。受訪者陳述內容如下： 

    「我變的超節儉的，對那種物質慾望會很低。」(G：182) 

 

(二)技能的增長 

    五位受訪者指出他們在技能方面有學習到重要的經驗，受訪者陳述

內容如下： 

1.教學技巧及資訊蒐集能力提升 

    「經驗的話就是上台教書吧!因為在回來了之後我有被老師叫去教大  

      一的一些東西就是要上台，所以這時就覺得我有在暑假上台教書 

      的經驗對我很重要，不然我可能會怕死。」(B：114-116) 

 51



    「因為之前都當學生，然後去那邊就是要敎書，寫教案也都要自己

來，上台的表達力，還有去監考…」(E：161-162) 

    「對我來說出團我覺得資料收集對我來說是比較大的收穫。」 

      (C：217-219) 

 

2.烹飪技術進步 

    「變得很會煮飯，我會很厲害的翻蛋或餅之類的東西，而且很多料  

      理都會。」(D：204-205) 

     

(三)人生規劃的調整 

    本研究發現，志工們回國後，對自己人生的規劃似乎做了調整， 

希望能再挪出人生一段時間，以此方式出國充電，盡自己微薄之力幫 

助弱勢族群。 

1.參與更多類似志工旅遊活動 

    四位受訪者指出日後會參與更多志工旅遊類型的活動，受訪者陳述

內容如下： 

    「剛回來的時候，很想念完書找工作前，花個一兩年的時間再去當 

      志工，像可以去南美洲當比較長期的那種一年的志工，還蠻想要 

      去。」(B：145-147) 

    「我會覺得未來不管是繼續在課業上或是工作之餘，會希望能空出 

一段時間多參與ㄧ些類似這樣的活動，改變一下自己視野，這是 

在參與之前沒有的想法。」(F：182-184) 

 

2.幫助更多人 

    四位受訪者指出會幫助更多的人，受訪者陳述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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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想要繼續服務，但是針對國內的部分，就國內志工，未來是這 

      樣。」(E：198-199) 

    「覺得社會上真的不公平，我也會想賺更多錢，然後給他們更多的 

      幫助。」(G：242-243) 

    「我是一位國際志工，我在想有沒有什麼更有效，更直接的方法可 

      以幫助到更多的人。」(H：239-240) 

 

3.未來工作類型的決策 

    參與此活動後，受訪者指出對他們未來職業的選擇有產生影響，受

訪者陳述內容如下： 

    「之前還不確定自己的人生規劃，現在比較確定的是可能三十五歲 

      或四十歲之後，會希望從事社會類型的工作，像是服務大眾或是 

      幫助ㄧ些特定的人群，參加前是沒有確定，那參加完後就比較確 

      定這條路（社會工作）是可以走的。」(I：210-213)  

    「關於教育這件事情，我發現我在教書的時候很享受，享受在台上 

      分享或跟學生互動的感覺，所以我就在考慮未來要不要當教授或 

      是走人力資源培訓這幾塊去思考。」(J：190-193) 

    「因為我本來對人生沒有什麼目標，就考試考哪就讀哪，要怎樣就 

怎樣，就會遇到再說，那我現在就開始設定目標，想以後要做什 

麼，然後有幾條出路，這條不行換下一條，下一條不行再換另一 

條，就是因為這次參與後會開始想到未來需要設定一些規畫，不 

管是什麼，並且開始著手，就更清楚自己的人生規劃。」(L：263-268) 

     

    綜合上述資訊，受訪者參與後對自我的影響彙整如下；1.心靈成長及

心態改變；2.技能的增長；3.人生規劃的調整。本研究發現參與者在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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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對自我的影響為正向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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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章節分為四部分：1.研究結果與討論；2.本研究之貢獻；3.後續相

關研究與建議；4.研究限制；5.研究者的省思。  

 

5.1研究結果與討論 

5.1.1台灣學生參與海外志工旅遊之動機 

    本研究中受訪者的參與動機歸納如下：1.親朋好友推薦；2.服務取

向；3.交朋友；4.體驗異國生活及文化；5.放鬆及休息導向；6.想要接受

挑戰；7.驗證電視上或書上對當地的認知；8.旅遊支出較少；9.學校支持；

10.家人逼迫。但本研究中受訪者的參與動機為多重動機，此發現呼應前

人 (Wearing, 2001; Galley & Clifton, 2004; Brown, 2005; Coghlan, 2008; 

McIntosh & Zahra, 2008; Broad & Jenkins, 2008; Söderman & Snead, 2008)

之研究。部份發現呼應前人之研究，如服務取向(McIntosh & Zahra, 2007; 

Mustonen, 2005)；交朋友(Brown & Lehto, 2005)；體驗異國生活及文化

(Broad, 2003)；放鬆及休息導向(Broad, 2003)；想要接受挑戰(Desforges, 

2000; Edensor, 2000) ；驗證電視上或書上對當地的認知(Broad, 2003)。然

而本研究發現台灣參與此活動之動機有別於西方志工，如親朋好友推

薦、旅遊支出較少、學校支持及家人逼迫。本研究針對此四項動機逐一

進行詮釋。 

 

 1.親朋好友推薦 

    親朋好友的推薦在本研究中是促使受訪者出國當志工的最重要推

力，經有參與經驗朋友的推薦或支持，參與者有意願參加，因為此次的

海外志工旅遊經驗是很美好，所以受訪者有再次參與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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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旅遊支出較少 

    旅遊支出較少的發現，與Sin(2009)的研究部分雷同。Sin指出新加坡

政府對於參與志工旅遊的青年有補助，造成青年利用較廉價的志工旅遊

方式來達旅遊的目的，他們並無真正想幫助當地社區或學習的心。但本

研究發現，雖然部份受訪者表示以支出較少之志工旅遊方式到國外旅遊

是他們的原始動機，但他們亦真心希望給予當地協助，也願意學習。 

 

3.學校支持 

    學校的支持是促使受訪者參與的動機之一，研究發現受訪者多就讀

來於公立學校，受訪者表示學校經常舉辦志工旅遊相關活動的發表會，

更鼓勵學生們參加。 

 

4.家人逼迫 

    本研究亦發現受訪者因家人逼迫而參加。此可能為家長為了讓小孩

能接觸與自己較不同的生活環境，期望小孩從參與過程中能自我省思，

並期望他們在參與後有所成長。 

 

    學生參與志工旅遊動機部份證實前人的研究，亦發現台灣學生參與

動機異於西方志工。但整體而言，東、西方志工之參與動機為多重動機。 

 

5.1.2 行程前及服務中所遭遇的困難與挑戰 

    受訪者行程前所遭遇到的困難與挑戰彙整如下：1.資訊不足，導致對

當地教育需求的認知欠缺；2.長輩的壓力；3.教學經驗及技巧的不足；4.

入境隨俗的挑戰；5.語言障礙。上述發現可歸類為外在環境(資訊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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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對當地教育需求的認知欠缺、長輩的壓力)及個人內在條件因素(教學

經驗及技巧的不足、入境隨俗的挑戰、語言障礙)。本研究彙整先前學者

相關文獻中得知，極少有關志工旅遊者參與活動行程前所遭遇到的困難

及挑戰的研究。但 Manners ＆ Durkin（2000）強調具有挑戰性的生活經

驗，更容易提供個體在思想上的刺激，進而促使自我的改變。 

 

    針對參與者在行程前面臨的困難與挑戰，本研究針對外在環境及個

人內在條件兩部份進行詮釋。 

 

1.外在環境 

    本研究發現受訪者在行程前遭遇到的挑戰為因資訊不足，導致對當

地教育需求的認知欠缺，受訪者表示因與服務區資訊聯繫較困難，造成

教材準備困難度提高，無法清楚知道當地所需的教育需求。受訪者遭遇

到另一個挑戰為面對長輩的壓力，受訪者表示父母及師長會擔心因參加

海外志工的活動造成對課業的衝擊，所以較不支持參與此活動，覺得應

以課業為重。 

 

2.個人內在條件 

    壓力與到挑戰來自於受訪者本身的專業能力及適應力不佳。本研究

發現受訪者會因教學經驗及技巧的不足而產生壓力、入隨俗的挑戰及擔

心語言障礙。受訪者表示在台灣極少有擔任老師角色的經驗，所以會擔

心到服務區教學無法勝任。又擔心到服務區服務後，因當地生活環境及

風土民情與國內有差異，又擔心生病、飲食及適應力等問題，面臨到入

境隨俗的挑戰。此外，參與者擔心到服務區對當地語言不熟悉或外語能

力不佳，無法與當地人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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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參與者服務過程中面臨的困難與挑戰彙整如下；1.來自服務區的

挑戰；2.專業能力的挑戰；3.溝通問題；4.文化差異；5.來自服務團隊的

壓力，上述發現可歸納為來自服務區的挑戰、個人能力與適應力的挑戰

及來自服務團隊的壓力進行詮釋。 

 

1.來自服務區的挑戰 

    受訪者遭遇到來自服務區的挑戰為當地居民排外及當地生活環境比

預期落後。排外問題方面，其原因可能為當地居民對外來志工的不了解

與本身種族不和諧等原因，產生不歡迎的態度，造成有言語上與行為上

的不友善。受訪者表示，服務區當地環境比自己所想像的還落後，產生

適應不良的狀況。其原因可能為受訪者已習慣在台灣生活的環境與生活

方式，所以當下無法承受這樣的衝擊。 

 

2.個人能力與適應力的挑戰 

    參與者面臨到專業能力的挑戰為課程進度掌控能力欠佳及教學經驗

不足，呼應Harlow & Pomfret(2007)與Guttentag(2009)的研究。本研究發

現，受訪者由於教學經驗的不足，所以沒辦法掌控學生的學習狀況。此

外，語言障礙，造成彼此溝通不良，進產生語意上的誤解。另受訪者所

準備的教學教材不符當地需求，造成英雄無用武之地的情形，其原因可

能為由於服務地區大都為偏遠落後的地方，網路、通訊等資訊較不發達，

造成無法與當地保持連絡，無法知道當地所需的服務內容。 

     

    學生參與海外志工活動，在服務過程中遭遇到的困難為服務區生活

習慣及風俗的文化差異，如同Guttentag(2009)所述，因文化差異，志工與

當地居民生活習慣不同，造成相處上的障礙。本研究發現，學生到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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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生活與在台灣生活有很大的差異，會覺得很不習慣及不大能適應這樣

的改變。 

 

3.來自服務團隊的壓力 

    本研究亦發現學生參與海外志工活動在服務中所壓力來自於服務團

隊，壓力源有經驗(生活與教學)分享、餐前禱告、語言能力不佳及教學能

力不受肯定等多方面的壓力，呼應 Harlow & Pomfret (2007)的研究結

果，Harlow & Pomfret 指出在團體中面臨到團體本身帶來的種種壓力及

感到孤單。本研究發現，受訪者可能為處於團體生活中，個人行為很難

全面受到團隊中所有人認同，尤其志願服務期間極短，改變他人配合自

己似不可能，所以應試著調整自己的心態並做適當的改變，因此個人的

適應能力非常重要，學習調整心態或改變自己取得平衡點，此亦是個人

成長的重要一環。 

  

    受訪者參與志工旅遊活動於服務中遭遇到的困難與挑戰為多方面的

因素，整體而言，除了專有技能的具備外，本身到服務區的適應力也很

重要。 

 

5.1.3 參與後改變 

    由於參與活動的次數不同，改變的程度亦有所差異，研究發現會比

參加一次的受訪者有更深刻的感受與自我改變，除了增加更多的技能

外，並累積了不同的服務經驗，促使自我成長。受訪者於參與後對自我

的影響彙整如下：1.心靈成長及心態改變；2. 技能的增長；3.人生規劃的

調整，上述發現可歸納為受訪者在參與後對自我的影響為正向改變。本

研究針對心靈成長及心態改變、技能的增長及人生規劃的調整三部份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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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詮釋。 

 

1.心靈成長及心態改變 

    多數受訪者表示參與此活動後，他們心態有明顯的改變與成長，包

括有：1.知足感恩；2.變得勇於嘗試；3.樂於付出、信任及關心週遭的人、

事、物；4.反省自己的過往及認為自己未來應更積極以對；5.盡一己之力，

回饋社會；6.更積極的求知態度；7.個性上正面的轉變。本研究發現似乎

呼應 McIntosh & Zahra(2007)及 Broad (2003)的研究結果，參與志願服務

工作對個人生活方式有所改變。參與學生表示，看到服務區人民生活條

件與自己相差甚多，當下才覺得自己是幸福的，更學會懂得珍惜知足，

並珍惜在自己國家所擁有的生活與社會環境。受訪者亦表示與當地學生

相處過後，發現他們求知的欲望很強，也特別努力，並不因環境條件不

好而消極，反而更加的積極的為自己未來找出路。進而從中得到啟發，

產生省思，受訪者在參與後個人心態有明顯的改變及正面的影響。 

 

2. 技能的增長 

    受訪者指出有下列的改變：1.教學技巧及資訊蒐集能力提升；2.烹飪

技術進步，與 McIntosh & Zahra (2007)和 Broad (2003)的發現一致，藉由

志工身分與當地居民接觸交流後，彼此均可從中獲得學習與成長，且自

身的知識、自信心及各種技能有所增長。除外，受訪者表示從參與的過

程中學習到對自己未來會有所幫助的技能，亦有些人自身能力因此更加

提升。 

 

3.人生規劃的調整 

    志工們表示，自己人生規劃的因而調整，調整的方向為：1.參與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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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似志工旅遊活動；2.幫助更多人；3.未來工作類型的決策，本研究發現

似乎呼應 Broad (2003)的研究，參與志工旅遊後會影響到未來志向的選擇

相符。大部分受訪者表示會想要繼續參與類似的志工活動，而部分的受

訪者認為，希望可能擴大幫助的範圍，例如給予更多補給，或是到其他

需要幫助的地區。此外，志工們的人生規劃也因而改變，有些人希望往

後可以長期參與社工方面的工作，或是考慮投入教職工作。志工活動似

乎對參與者人生的規劃，具有相當的影響力。 

     

5.2研究貢獻 

   台灣學生參與海外志工的人數逐漸增加，而目前國內探討有關對志工

旅遊之研究卻相當稀少，且國外之研究，其研究對象均針對西方志工，

因此文獻批判海外志工旅遊是西方世界特有現象及有錢人的活動。本研

究以台灣學生為研究對象，希冀找出是否不同(東、西)文化族群的人對參

與志工旅遊的動機；及此活動對參與者帶來的影響或成長東、西方有別。

本研究確實發現台灣學生參與海外志工旅遊的動機異於西方志工。此

外，自我發展文獻提及，生活經驗是自我成長的學習過程，但前人忽略

此研究部份，僅探討參與後對自我的影響，忽略行程前及服務中面臨的

挑戰與困難所帶給參與者的的學習與成長。志工旅遊相關文獻中，相關

研究之議題多傾向保護自然、生態的志願服務者，極少有學者針對教育

類志工進行探討，且尚無以單一族群(學生)的為研究對象之研究。故本研

究發現，希冀彌補志工旅遊文獻之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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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建議 

5.3.1後續相關研究建議 

    本研究主要探討台灣學生參與教育類志工旅遊的 1.參與動機；2.行程

前及參與中所面臨的困難與挑戰；3.參與後的自我成長。本研究之研究主

題屬於探索性質，蒐集的資料來源主要為深度訪談，建議後續研究可加

入田野調查法，參與全程活動的進行，進一步深入了解志工旅遊活動的

整個過程。雖國內極少有志工旅遊相關議題的研究，但國外已有許多相

關研究以不一樣的角度來分析此現象，國際志工旅遊具有多樣性的服務

型態，本研究僅針對教育類的學生志工，未來研究針對醫療、農務、文

化復興等相關議題，或者以非學生族群做為研究對象，分別進行探討研

究，並比較其中的異同。本研究另發現參與志工旅遊活動亦會對當地造

成衝擊，如到當地服務一個禮拜，依依不捨離開後，又有一批服務團的

志工到當地服務，每次都必須面對這種離別的場面，對當地小朋友可能

會有衝擊；而對於當地老師而言，志工們以歡樂以及不一樣的教學方式

教學，之後回歸到當地老師的教學方式正常上課後，怎麼克服小朋友心

態的調整，這也可能對當地老師產生衝突，但這部份未在本研究的範圍

內，後續亦可針對志工旅遊活動帶來的負面問題深入探討與尋求解決之

道。 

 

5.3.2 給活動主辦組織之建議 

    透過本研究發現，給予未來計劃舉辦此活動組織幾點建議： 

1.協助學生志工認識海外服務地主國的文化與環境，以便學生能及早進 

  入工作狀況，包括了解國際志願服務的意義、任務類型、地主國的服 

  務需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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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於參與者來自各地，宗教信仰亦不同，主辦單位應減低所屬的宗教 

  色彩以免造成個人的負擔。 

3.學校為宣傳志願服務的最佳管道，建議相關單位到校宣傳志工服務活  

  動，使更多學生可以投入國際志工服務的行列。 

4.經本研究發現，參與者在行程前大都未被提供培訓課程。因此，規劃     

  完善的培訓課程，給予志工更多的學習機會，協助學生養成至海外服 

  務所需的方法和技巧，以便提高服務品質，增進志工效率。 

5.志工旅遊服務類型多樣化，組織在製作文宣時，應明確說明所需志工 

  類型、需符合之技能、建議年齡等條件，讓參與者在評估自己的專業   

  能力、適應力後，選擇適合的活動類型參加。 

 

5.3.3給學生志工之建議 

    透過本研究發現，給予志工旅遊動活動的參與者幾點建議： 

1.在參與前應試著讓家人或師長了解志工旅遊活動的意義，得到家人及 

  師長的支持，相信對參與活動是ㄧ大助力。 

2.學生志工在出國後，面對的是ㄧ個全新的環境，為了避免生活適應不 

良的問題，建議參與者要能開闊心胸、入境隨俗、學習簡單的生活技   

能、及有基本的語言溝通能力。 

3.到服務地區應減少主觀的自我意識，尊重團隊及當地社群的要求，達 

  成完成工作任務的承諾。 

4.到當地服務，心態上要調整，不應以強勢方式期望在短時間內對當地 

  能有所改變，並不是一味的給予我們所以為的幫助，而是應多聆聽當 

  地人的聲音與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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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研究限制 

    本研究之受訪者參與志工旅遊多利用寒暑假，與本研究訪談時已隔

一段時間，此可能造成受訪對象在回答問題時需回溯到當時的情境，而

導致記憶性的缺失。此外，些屬於較隱私的問題，受訪者會不好意思多

做回應，而有草草帶過的情況產生，導致研究員無法深入探究真正因素。 

 

5.5研究者的省思 

   本研究訪談對象來源皆是研究者透過網路寫信的方式，邀請參與教育

類的學生協助本研究的進行，也感受到受訪者熱情參與與分享，從訪談

過程中使研究者得到很多寶貴的人生經驗，然而，也有幾次寄信邀請後，

得不到回覆協助的狀況產生，而擔心樣本不足的問題而感到焦慮，從訪

談後的閒聊中，曾與受訪者提及到這樣的問題，而學生志工的建議提供

研究者一些反思，體會到除了要向訪談者清楚說明來意後，亦與研究對

象建立良好的關係，如多參與海外志工旅遊所舉辦的分享會或說明會

成，展現自己的研究熱情。除外，訪談後記得再次的感謝受訪者願意抽

出時間協助本研究，受訪者分享的參與經驗對研究者來說都是很寶貴的

資料來源。 

 

    本研究在分析資料的過程中，不免會產生一些預設觀點及主觀的看

法產生，過程中指導老師耐心的教導，使研究者能更了解如何判讀資料，

學習用客觀的角度來接受與自己不一樣的觀點，不被自己習以為常的思

考方式所設限，以較中立的角度理解受訪者欲表達的想法。 

 

    藉由此次的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必須以較熱情及主動積極的方式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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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不認識的學生志工聯絡及面對面訪談，讓研究者培養了勇氣與主動

積極的態度，並透過與學生志工訪談後得到了人生一些省思，進一步反

思後，使研究者得知本研究的最大收穫其實是間接影響到研究者自己本

身(如想法與人生觀)。 

 

    藉由此次訪談經驗，本研究回憶第一次訪談因以往較無這方面的經

驗，緊張之下會有一些不知所措的情況產生，造成第一次進行錄音的時

候失敗，這使研究者產生挫折的感覺，但也感謝受訪者願意再撥出一次

的訪談時間給予協助，從剛開始的經驗不足及訪談技巧不好，像是有些

訪談問題應該進一步深入探討，本研究者卻因此而忽略，需再以電子郵

件方式請受訪者補充資料，但至今已經較能從訪談問題切入後，適當的

進行追問，獲得更多寶貴的意見與資料，並記得保持客觀的觀點為原則，

這對研究者本身亦是一種學習與成長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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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訪談逐字稿 

受訪者基本資料 

一、性別：■男  □女 
二、目前就讀於：□國立大學研究所  □私立大學研究所  □國立大學   
    □私立大學  ■公立高中  □私立高中  □公立高職  □私立高職 
 
受訪者：tony  受訪日期：99.01.28  地點：台中麥當勞  訪談時間：59 分 
 
 
受訪者

M 
問與答 備註 

 首先想請問你關於動機這個部份的問題，之前是否有參加過

志工旅遊類似的活動？ 
 

001 沒有，我第一次參加，是 XX 舉辦的。  
 那是什麼因素讓你想參加這個活動？  
002 
003 
004 
005 

就覺得說一般大學營隊都太歡樂了，學到的東西很少，那時

候就在想說有沒有暑假可以有比較有意義的活動，然後就搜

尋一下，剛好看到這個活動，覺得還不錯，然後還蠻幸運就

上了。 

 

 那本身你是否有特別的動機？  
006 
007 
008 
009 

因為我報的是跨國青年交流的類型的志工團，就是說國外會

有一些大學的志工，然後他們也會跟我們去，一起去教小朋

友，那時候看到這個活動已經很開心了，之後又覺得可以認

識外國人，所以就很不錯，就參加了。 

 

 那你是抱著什麼心態參加的，像是以服務的心態或者是觀光

心態？ 
 

010 偏重於服務。  
 那請問你是利用什麼時間來參加這次的志工旅遊活動？  
011 就是暑假的時候，那時期末考考完，隔天凌晨就出發了。  
 那據我所知參與這個活動，需花費一筆團費，是誰幫你支付

的團費？ 
 

012 
013 
014 

全部為家人支付的，不過他們一開始沒有很支持，因為他們

蠻傳統，覺得去那邊找罪受，因為ㄧ開始有說不可以洗澡之

類的，就覺得幹嘛去那種地方，但我很堅持所以到最後就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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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 我去。 
 那你在去之前對這個活動有無特別的期望？  
016 
017 
018 
019 
020 
021 

認識外國人阿，不過這一次剛好遇到英國那邊禽流感，那大

陸那邊就會怕，我們本來是要去河北，不過那邊的台辦官員

一開始說不給英美的去，就不給國外的去，就怕會帶原什麼

的，然後到最後就說也不讓我們去，直到最後，在我期末考

前三天，就我們的領隊打電話跟我說，我們改去陝西，臨時

改變改很大，所以就沒有外國人一起去也換地方這樣。 

 

 那之後與你的期望有落差嗎  
022 期望一開始有一點，因為就少了外國人一起去了。  
 那接下來是關於參與前準備的一些問題，首先想知道參與前

的過程是否有遇到困難？像是父母反對、打工課業等。 
 

023 
024 
025 
026 
027 
028 
029 
030 

參與前困難像那時候快要段考，我就跟家人說我要去籌備

會，我們只開兩次，但第二次就是快接近期末考了，然後我

是邊帶書去讀邊開這樣，那我爸就還蠻重視成績的，所以好

像不太願意看我這樣，所以他們原本就叫我不要去，但之後

也是有讓我去，那因為要參加的過程除了面試之外，那面試

還蠻普遍的，之後還有一關就是電腦選的，所以運氣還蠻重

要的，因為參加的人越來越多，而我是備取上的，剛收到簡

訊看到就超開心的。 

 

 那你到服務區之前，有接受一些專業技能的培訓嗎？  
031 培訓其實沒有耶，就兩次籌備會而已，像行前說明會這樣子。  
 那你覺得沒有專業培訓的話，到服務區服務會不會稍顯吃

力？ 
 

032 
033 
034 
035 
036 
037 

吃力的話我覺得還好，因為我們這是 14 天短期的志工，所以

沒有辦法在這麼短的時間給他們實質上的改變，所以領隊就

有跟我們說我們這次去是讓小朋友體驗不同的教學方法，那

因為他們那邊是傳統的教學方式就很古板，體育課就跑操

場，上課就填鴨，那我們這次去就讓他們知道說學習也是可

以很好玩，所以培訓的話其實也很難改變什麼。 

 

 那這樣你覺得到當地需要具備一些專業的技能嗎？  
038 
039 
040 

專業技能的話是說不能有潔癖要有耐髒的能力，其實主要是

心態的問題，調整好的話到那邊他也不會帶你到像非洲那樣

的地方，就其實都還 OK 這樣子。 

 

 那你在出去之前阿，是否知道當地的文化或資訊？  
041 知道資訊，因為行前說明會都有講，像是不能洗澡阿或會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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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 蟲蚊咬阿之類的，就讓大家心態先準備好。 
 那你覺得到服務區之前知道當地的文化或是資訊是很重要的

嗎？ 
 

043 知道很重要阿，先做好準備，才不會到那邊有太大落差。  
 那你覺得到服務區需要改變一些行為或態度嗎？  
044 
045 
046 

行為態度要，就是要更和藹可親，主要讓那邊的學生快樂，

體驗到他們平常沒有體驗到的東西，所以要開放開朗，然後

不要太自我。 

 

 那你知道此行程主要的目標或任務是什麼嗎？  
047 主要目標就是讓當地學生體驗一些不同的學習經驗。  
 那你覺得這次行程中你認為最重要的部分是什麼？  
048 
049 

重要部份就是盡我們所能，在教學或各方面能帶給他們不同

的體驗感受。 
 

 那你預期在志願服務期間有沒有那些事情是令你感到興奮

的？ 
 

050 興奮能跟外國人接觸，後來他們沒去就失落了一下。  
 那你預期在志願服務期間有沒有那些事情是令你感到有挑戰

性的？ 
 

051 
052 
053 
054 

挑戰的話一開始因為有說不能洗澡，所以我們就準備很多濕

紙巾阿，乾洗手，乾洗頭之類的，預期會很克難，沒辦法洗

澡，火車要坐很久之類，那教學方面就是當初沒覺得有挑戰

性所以之後有點後悔。 

 

 接下來是關於參與中的一些問題，那你對志願服務區的第一

印象為何？ 
 

055 
056 

好純樸阿，那個地方叫三張，那我們去的國中是三張一中，

算村落比較好的學校。 
 

 那你發現當地居民，小朋友有歡迎你們的到來嗎？  
057 
058 
059 
060 
061 

超歡迎的，學生的話很熱情，不針對他們心態討論的話，根

據他們的反應就是很熱情，那商家我們都會去買阿，當然歡

迎，因為他們那邊只有一個福利社，東西也都很便宜，可樂

台幣 12 塊錢，冰的話一個人民幣五角，然後不管加什麼都超

好吃。 

 

 畢竟我們國家與服務區的文化與生活習慣會有一些不同，那

會造成你與當地居民相處上的一些障礙嗎？ 
 

062 
063 

障礙的話因為那邊是陝西，語言也通，生活習慣是會有一點

啦，像是不能洗澡，但後來有洗，因為當地有一個澡堂，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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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4 
065 
066 
067 

次去六塊人民幣，就很開心，天天都去，跟居民是不會有障

礙，但跟自己有，因為那邊是茅廁，超恐怖的，我們有人就

是每次去就戴口罩阿墨鏡，那味道真的也很受不了，真的很

誇張，想到畫面真的很恐怖。 
 那從剛剛知道說你有機會與當地居民對話，那溝通後有改變

你對於當地的認知或觀點嗎？ 
 

068 
069 

改變對當地認知的話我一開始沒有什麼預設立場，所以去就

很隨和，所以也沒有改變認知或觀點。 
 

 那你覺得參與的同時也在學習當地的文化嗎？  
070 
071 
072 
073 

有學習當地的文化，他們那邊也有原住民吧，會跳一種舞，

然後他們有陜西的方言，就像我們閩南語那樣，那有些大嬸

的年紀我們叫他大姐他就很開心，那我們吃完東西會說聊太

太，方言是非常好的意思。 

 

 那接下來想知道就是說，你對服務區的居民或者文化認識

後，你覺得我們生活或某方面的態度需做調整嗎？ 
 

074 
075 
076 
077 

我覺得態度調整這方面，在那邊跟在我們這邊差很多阿，他

們資訊真的很少，所以他們想翻身的機會就只有讀書而已，

所以他們會很堅持，看到他們學習的熱忱就覺得要很珍惜現

在所有的。 

 

 那你在服務期間所負責的任務是？  
078 
079 
080 
081 

本來我們是要教小五的，但後來到了河北後教國二，我是教

音樂，類似搖滾樂，然後後來發現是個大失敗，因為我們有

帶器材來麻，那我朋友帶的播放器到那邊卻不知道為什麼不

能用，那沒辦法用效果就差非常多，然後也不太能表達。 

 

 那服務過程有沒有遇到困難的地方？  
082 
083 
084 
085 

遇到的困難就是教的過程，原本自己很 enjoy，想把我的樂趣

傳給他們，結果發現在表達的過程中，要想辦法讓他們懂，

教學真的不容易，想要怎麼教，怎樣他們才有興趣阿，你想

的跟你講出來的不一樣， 

 

 那服務期間你有喜歡或不喜歡的食物嗎？  
086 
087 
088 

我不太喜歡辣的東西，那他們北方都麵食麻那種涼麵，就淋

一點醬就還蠻好吃的，但我不喜歡加辣，就加一點就超痛苦

的。 

 

 那當地的食物有使你反省到在家中飲食習慣嗎？  
089 
090 

反省飲食習慣的話跟我們比當然那邊就吃的比較簡單，但他

們會盡量不要讓我們感到這股壓力，那我一向都很珍惜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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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 物，所以就還好。 
 這樣的話有改變你在家中的飲食習慣嗎？  
092 飲食習慣差不多，因為我一向都很愛護食物。  
 那你在參與過程中有遇到團體本身帶來的一些壓力或挑戰

嗎？ 
 

093 
094 
095 
096 
097 
098 

團體本身壓力的話教學部份還蠻有點挫折，我們那一隊也有

人說我教這樣不對阿，明天先不要教好了，那時候就有點失

落，事前準備可能還要再想周到一點，那之後我就有重新再

準備，就是我原本是想好之後就直接上去講，但發覺不行，

想出來跟教起來不一樣，所以之後就有先練習，所以準備要

再充分。 

 

 那你在參與中有曾經覺得失落或無聊過嗎？  
099 失落無聊除了教書有點小挫折外其他完全不會。  
 那你覺得這次的任務當中，有哪些事情或目標你以達成或無

法達成的？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沒有達成的就是沒有讓當地學生認識搖滾樂，有點教不下

去，所以我只有教貓王那個部份，雖然有的也很捧場，但也

有人反映說教音樂不要教那麼古早的，覺得離我們太遠了，

想上點流行一點的東西，那有達成的是很享受這次的出隊，

就出隊前我有幾個目標，有看完一本書，教小朋友搖滾樂，

然後全心投入在這個行程服務上，就最後一個有達成，投入

到我帶的一本書都看不完，那原本我是想跟外國人好好練習

英文或什麼的，但之後他們就也沒有去。 

 

 那接下來是關於參與後改變的ㄧ些問題，請問此次出團，你

有學到對你來說是很重要的經驗嗎？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重要經驗就是心態上會比較知足一點吧，就是跟他們比較起

來的話真的會知足很多，然後還有就是同隊的夥伴之間互相

的相處，跟互相的分享，因為 XX 是ㄧ個基督教的組織麻，

所以每天都要禱告，所以也有學會禱告，就覺得還不錯，那

當初回來有想過要去了解一下基督教，原本考試前那一個月

吧，禮拜四晚上都有去附近有一個查經班，那因為想說花點

時間在課業上，去了兩三次就沒有去了，可能等以後課業都

處裡很好再說吧。 

 

 那所以這次出團的經驗有改變你對這世界的看法或認知嗎？  
116 
117 

對世界看法的話我們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往往會忽略到此

時此刻會有很多不一樣的人在很多不一樣的環境生活，有些

 

 79



 
118 
119 
120 

環境是我們沒有辦法想像，或者刻意去忽略，然後這次回來

發現說，就是這麼真實的存在在那個地方，所以後來就會對

這樣的地方想付出的更多。 
 那會改變你對自己的生活方式或態度嗎？  
121 
122 

改變態度的話會更知足，然後更開朗一點，到現在就還會跟

那些夥伴聊聊天。 
 

 那所以你參與這個活動之後，你覺得你個人最大的改變是什

麼？ 
 

123 
124 
125 
126 

最大改變我覺得學到最多是從夥伴之間互相學習，像有一位

夥伴私底下很愛搞笑，那上課就會比較嚴肅專注，看了很多

不一樣的人，那態度上改變就是不太會拘泥於某些東西，會

嘗試去改變。 

 

 那有機會的話你會再次參加志工旅遊的活動嗎？  
127 
128 

會再參加阿，因為還蠻棒的，當然會希望再去，因為去那邊

付出回來後，心情真的會不一樣。 
 

 那在整個志工旅遊過程中有讓你感動的部份嗎？  
129 
130 
131 

當地學生都還蠻真情流露的，像我們要走的時候全部都在

哭，因為可能一分別就一輩子也見不到啦，福利社的那個大

姐，他最後也有哭，就互動的ㄧ些過程會讓人很感動。 

 

 那在這樣趟的旅程中，你覺得真的有幫助到當地需要幫助的

人嗎？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有幫助到，因為我們教學比較活潑，方式也不同，那有的當

地老師就在問這怎麼教的，可能多少會改變一些他們教學的

方式，那也讓他們體驗到學習不一定要那麼死板，那我那時

有一直叫他們去找一本書或買來看，是前 google 副總裁寫

的，那是屬於很勵志的書，教人一些態度阿要怎麼學習之類

的，書名叫“做最好的事”，我覺得應該看完會有一些幫助。 

 

 那參與這次的活動之後對你未來人生規劃有影響或有更不同

的期望嗎？ 
 

138 
139 

人生規劃目前就是考上大學阿，那可能以後在做一些決擇的

話，會把這那入參考之一，一定是會有影響到。 
 

 你完成了這次的服務旅程，家人或朋友對你的態度或看法

是？ 
 

140 
141 
142 

家人很高興，因為很平安回來，那也用我的角度去看這活動

的意義，就覺得這很棒，能參加很好阿，那不要跟學業衝擊

到我爸是不會反對，所以我也推薦我姐去，他今年寒假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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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144 

名參加了。朋友說很酷阿，不過沒人跟我提要一起去之類的

耶。 
 那有了這次的經驗之後，對於你未來旅遊地點的選擇有所偏

好嗎，像你會優先選擇比較落後的地方還是先避開？ 
 

145 
146 

可能會考慮去稍微落後一點的吧，如果是像背包客那樣，不

是遊山玩水，就會考慮落後一點的。 
 

 那型態的選擇像是你有機會出去玩，你會以志工旅遊方式去

還是觀光團或其他？ 
 

147 
148 
149 
150 
151 

要看我的目的是什麼，如果我出國是為了認識中國或美國的

菁英的話，像去他們的大學參觀，就比較不會以志工方式去，

那如果目地是要去開眼界的話，或者很煩想要沉澱一下的

話，就會以這樣的方式去，那不管去的是相同或不同的地方

都沒差，不過也希望能去不同的地方多看。 

 

 那參與這次後有改變你日後的旅遊習慣嗎？  
152 旅遊習慣就覺得以這樣的方式當背包客也不錯。  
 最後是想請問你關於所參與組織的ㄧ些問題，先想知道你怎

麼會知道這類型的志工旅遊團？ 
 

153 
154 
155 
156 

網路上搜尋到的，那剛好看到覺得很棒就參加，我那時候去

面試的時候有遇到我一些國中朋友，那我以前學校是天主教

的學校，那 XX 都有把消息放給他們，有些學校會知道，但

像一中就比較不知道這個資訊。 

 

 那選擇 XX 有特別的原因嗎？  
157 
158 
159 

我那時候好像有搜尋到 XX 的，但就比較小，那時看到 XX
也有外國人的部份，覺得比較酷，那下次去應該可能就會再

選 XX 吧，因為還不錯。 

 

 那你在服務行程中最喜歡組織安排的哪些項目？  
160 
161 
162 
163 

組織項目的話剛好是中國團，所以要做蠻久的火車，那段過

成超棒的，大家就是打牌阿聊天阿，像有時候我們就起床後，

就聊天聊到晚上，所以除了跟當地學生外，跟夥伴的這段期

間也蠻有體驗的。 

 

 那你喜歡組織的整體行程安排嗎？  
164 
165 
166 
167 
168 

整體安排都還不錯阿，那邊的台辦副省長就對我們非常好，

就最後幾天說是志工團就不會有人相信，因為通常上都會安

排一些出遊，那他幫我們安排去看兵馬俑阿，然後還有去看

陝西博物館，一般人還沒辦法直接進去，還要先去訂，那還

有去敦煌吃北京烤鴨，是很高級的餐廳，所以落差有點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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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170 
171 
172 
173 

說出來就不太好意思，這完全沒有在我們規定行程內，都是

他們請的，這也是可遇不可求，那最後一天我們在深圳，還

有去一個其實他們那邊叫桑拿，就是對於按摩院的稱呼，那

最後一天就很棒，我們領隊帶我們去那邊放鬆一下，就按摩

阿，還有三溫暖，還蠻高級的，就很棒。 
 那你認為此次行程安排的優缺點是？  
174 
175 
176 
177 
178 

優缺點其實我也不太確定志工行程應該怎麼安排，就基本上

都還蠻順的阿，就一路上也都很順利，況且也轉了蠻多交通

工具，火車還蠻棒的，我們是睡硬鋪，比我們想像中好很多，

而且很乾淨，那我們故意買在一起，大家就一起備課阿玩阿

之類的，就很棒，這是台灣沒辦法的。 

 

 那你覺得 XX 有為你們這些志工規劃一個完善的服務行程

嗎？ 
 

179 
180 

我們這一團有完善阿，就服務之外最後還安排去桑拿放鬆一

下。 
 

 那你覺得這次教書的服務目的有達成嗎？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有達成，有讓他們那邊小朋友有不同的體驗到了，那對於我

自己的話，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在去之前他們有給我

們心態上有調整，就去十四天，但教才七天而已，然後你沒

辦法真正教給他們什麼東西，你真的不能期望說他們能學到

什麼東西，所以我們教他們的，主要是那種態度上的一些不

同的感受，我們一開始的目標就設定這樣。 

 

 那我訪談大概就這些，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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