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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服務學習是一種教育改革的方法,在大學校園中結合社會服務與學

習目標的服務學習方案，目前許多大專校院正積極的推動。為推動以

社區為基礎的服務學習創新方案， 104-106 年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補助

本校執行「I Can,We Can 社區數位培力計畫」，本專題為執行計畫

中的項目之一—精進服務學習課程之學術研究。  

本專題以集群隨機抽樣 (cluster random sampling)方式，針

對嶺東科技大學全校大三同學，在每個學院每一系各抽一班做普

查，探討學生對服務學習認知、參與服務的態度與返鄉就業意

願，進而設計相關課程之改進，以增加推動學生實際返鄉就業上的協

助，及提供學校制定服務學習課程之參考依據。 

結果顯示，女生參與服務學習的態度高於男生，參與校內、

外社團經驗和國內、外志工的經驗會和服務學習的態度有關聯

性。其中，管理學院參與校內社團經驗最高，最低是財經學院 ;

參與國內志工經驗最多的是管理學院，最低的是資訊學院。在返

鄉就業意願上會和學生親人居住地以及所屬學院有關聯性，設計

學院返鄉就業意願最高，意願低的是資訊學院。此外，我們建議

學校在課程設計上應針對不同學院開設不同主題之服務學習課

程，例如，在財經學院的課程上加強參與校內社團的主題，在資

訊學院的課程上加強參與國內志工的經驗以及反思返鄉就業的意

願。   

  

關鍵字:服務學習、認知、返鄉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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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目前許多大專院校正積極推動的「服務學習」是一種教育改革的方法,在大學

校園中,結合社會服務與學習目標的服務學習方案。服務學習方案可分為課程與活

動兩大類,一種為結合課程式的服務學習,包括校訂共同必修、融入通識或結合專

業之課程模式,另一種為結合社團活動從事社區服務工作,或參與志願服務工作。

由此看出,大學生參與服務學習的類型是相當多元的,而且也受到各方的重視與肯

定。本專題藉由協助執行教育部青年發展署「I Can,We Can 社區數位培力計

畫」，輔助本校推動以社區為基礎的服務學習創新方案。 

依 據 中 華 民 國 統 計 資 訊 網 105 年 的 調 查

(https://www.stat.gov.tw/mp.asp?mp=4)，台灣各地就業人口大多集中在臺北、高

雄、台中等較為繁榮的都市，導致各地就業人口的懸殊，以及城市與城市之間人

口密度的差異，跟所謂獨居老人的問題等等；然而學校設置服務學習課程的目

的，在於讓學生到社區進行服務，在進行服務學習中讓學生了解社區協助是需要

很多人一起同心協力才能完成，也讓學生了解除了都市以外還有其他鄉鎮是需要

被幫助的，進而反思自己的返鄉就業意願。因此，藉由本專題盼能了解本校學生

對服務學習的認知、態度與返鄉就業的意願，以提供本校精進服務學習課程設計

之參考依據。 

1.2 研究目的  

本專題為執行「I Can,We Can 社區數位培力計畫」，針對嶺東科技大學之

服務學習課程實施現況，主要探討要點如下 :  

(1)瞭解學生對服務學習的認知與參與服務的態度 ;  

(2)瞭解學生返鄉就業的意願 ;  

(3)探究(1)(2)兩者之間的關聯性。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www.stat.gov.tw%2Fmp.asp%3Fmp%3D4&h=ATPIQB3faEY_jmuPAsRRkKfCfQ0IXGnDKq2SMXUUPxWCl331KYtYkcBSorL5TDAxfZaC7q5zPTI49alI2c17D3DR9WtHPj1gGJ7ILn76A1XN32L8WhyxxUf6JZXy3YTbHMf1vz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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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探討 

2.1 何謂服務學習 

「服務學習」一詞，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論點，依據 Sigmon（1996）的看

法，所有結合服務與學習的目標之行為皆可稱之，而 Jacoby（1996）進一步指

出，服務學習是經驗教育的形式之一，經由特別的設計安排，讓學生透過參與服

務活動的經驗而能體驗學習的真正意義，並且藉助課程的教學策略，有結構地與

計畫地促使學生從社區服務的經驗中進行反思過程，促進服務者的學習與發展，

反思與互惠是服務學習的兩個主要核心要素。服務學習與一般服務活動有所不

同，主要在強調「反思」與「互惠」， 同時重視協同合作、多元背景及以社會正

義為基礎的特質（EyIer & Giles, 1999）。簡言之，服務學習的本質是以學生為主

體，結合「服務」與「學習」二種概念，亦即學生在服務的過程中產生了學習與

成長（林勝義，2001）。 

依據上述，本研究將服務學習定義為大學生參與相關課程或社團活動，運用

所結合的相關機構為服務學習場域背景，在參與服務中所產生的經驗，以及在服

務活動中所見、所聽、所想、所做等，經由反思轉化與成果分享，所獲得的自我

成長及引發其改變的學習歷程。  

 

2.2 服務學習課程  

教育部於 2007 年函頒「大專校院服務學習方案」開始推動大專校院服務學

習,將各校推動服務學習相關課程情形，藉由服務學習課程之實施可將此目標具體

實踐。 

表 1 為中部四所大學或科大與嶺東科大的服務學習課程時數與勞作教育學分

比較，發現每間學校所規定的課程必修時數都不盡相同，而勞作教育的學分數都

是 0 學分，實施對象均為一年級的學生，差別只在於每日修課時數不同，各大學

和科大的勞作教育雖然都是 0 學分，但都要修過才可以畢業。一般而言，課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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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嶺東科大的時數比大部分的學校都還要多，勞作教育的方面雖然學分數每間

學校都相同，但是經過計算時數，嶺東科大的時數相較於其他學校卻是最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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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各校服務學習比較 

學校名稱  
服務學習類別  

備註  
課程(必修時數) 勞作教育(學分數) 

中興大學  服務學習(三)(16h) 
服務學習(一)(0) 

服務學習(二)(0) 

勞作教育 :一年級

每周兩小時  

東海大學  服務學習(無規定) 基本勞作教育(0) 
勞作教育 :一年級

每天半小時  

臺中  

科技大學  

基礎課程教育(18h) 

愛校服務教育(18h) 
服務與學習(0) 

勞作教育 :一年級

每周兩小時  

朝陽  

科技大學  
服務學習(12h) 勞作教育(0) 

勞作教育 :一年級

每天半小時  

嶺東  

科技大學  

基礎通識(10h) 

核心通識(10h) 

基本勞作教育(一)(0) 

基本勞作教育(二)(0) 

勞作教育 :一年級

每日 20 分鐘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2.3 服務學習相關研究  

  我們整理了近幾年與服務學習相關研究的探討歸類為以下幾類: 

1.  學生參與服務學習課程是有益的，在林慧貞(2006)研究發現大多數的

學生都認同大學中推動服務學習課程的必要性，成立服務性社團是學

校推動服務學習最適當的實施方式，其次是融入式課程。另外在韓世

偉、董旭英、朱朝煌、郭昊侖等人（2009）研究中，發現參與「服

務學習與實踐」課程的學生，其師生人際關係發展比其他課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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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參與服務學習課程的學生會願意幫助他人以及去嘗試解決問題，對社

會承諾受自我肯定影響。在董力華、陳玲娜（2014）研究醫學大學

九個科系的學生，發現超過七成的學生清楚課程理念，約八成的學生

認為在參與服務學習後，有助提昇為他人服務的意願；學生於實地服

務前後對「面對問題時我會嘗試解決它」及「應用我的所學來解決

『 真 實 世 界 』 的 問 題 」 的 認 同 感 達 顯 著 提 升 。 另 外 在 林 玫 君

（2015）研究公、私大專院校，發現參與必修服務學習的學生，反

映校內打掃與服務學習關聯不清；學校社團服務學習參與動機對社會

承諾的影響，受自我肯定、自我效能二因子完全中介；學校選修服務

學習參與動機對社會承諾的影響，主要受自我肯定的中介效果影響。  

3.  不同領域教師的服務學習課程內容會影響學生理念，在邱筱琪

（2014）研究公、私立大學、公、私立技職校院教師，不包含專科

學校及軍警學校教師，發現「認同服務學習理念」為最重要影響教師

開課因素；影響不同專長領域教師開設服務學習課程之個人因素有顯

著差異；融入服務學習內涵通識課程，平均分數顯著高於校訂服務學

習必修共同課程。  

4.  參與服務學習課程的阻礙因素越低滿意度越高，在張同廟 (2011)研究

發現服務學習的動機與滿意度有明顯的關連，學生能了解參與服務學

習課程的益處，伴隨著價值、期望與情感動機的增強，對於內在、互

動與外在的阻礙力道便會減弱，因此阻礙因素感受愈低，則其滿意度

亦愈高。  

5.  參與社團服務學習的學生自主性較高也比服學課程效果好。在張同廟

(2010)研究大學生參與服務學習課程滿意度因素發現性別對服務學習

動機、阻礙與滿意度有顯著差異，就讀年級在服務學習滿意度之自我

實現具有顯著差異，在服務學習外在阻礙層面無社團經驗者高於有經

驗者。另外在張同廟（2012）研究一般大學與科技大學學生，發現

參與社團服務學習活動者得分最高；學生社團所計畫與安排的服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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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活動，參與者的自我自主性較高；融入專業或通識服務學習課程的

服務效果通常會不如學生社團服務的成效。  

以上研究得知，服務學習對學生有益，甚至會願意幫助他人、去嘗試

解決問題等等影響，也得知參與社團的學生比一般課程學生效果來的好；

反觀本校目前還沒有相關的研究，因此，本專題將探討嶺東同學對服務學

習的了解以及返鄉就業的意願，以利協助學校設計及改善服務學習相關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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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3.1 研究流程  

       圖 1，為本專題研究流程。  

 

 
圖1研究流程  

 

          

3.2 調查方法  

針對本校 3 年級要升 4 年級學生，以集群隨機抽樣方式，每一系各抽一班做

普查面訪 (圖 2)，實際收回 480 份，回收率 61%。 

訂定題目 

研究動機與目的 

蒐集文獻與探討 

擬定研究方法 

問卷設計與確定 

問卷發放 

資料分析與整理 

結論與建議 

預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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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本校各學院各系的總人數(調查時間 :105.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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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問卷內容  

問卷內容主要包含 3 大部份(附錄 A)： 

1. 題號(第一部分 1~9)：學生基本資料、參與學校社團及志工的經驗、服務

學習參與程度、及返鄉就業的意願。 

2. 題號(第一部分 10~16)：對服務學習的認知，是根據本校服務學習法規

(http://www.admin.ltu.edu.tw/Download/List?gpid=53&mid=5280) 認 知 設

計，計分方式為：10~14 是非題答對得 1 分，15 和 16 題為勾選題正確者

得 1 分，總分為 10 分。 

3. 題號(第二部分 1~20)：學生對於服務學習的看法，測量受試者在各類型

服務學習中參與動機的程度。1~15 題根據 MSLQ 模式 (價值、期望與情

感三個層面)所設計 (Pintrich, Smith&Mckeachie,1989)，15~20 題加入張同

廟( 2010) 影響大學生參與服務學習課程滿意度的阻礙層面，用反向計分

的方式探討。 

第二部分的 20 題採用「李克特五點尺度」，衡量受測者對問項的同意程

度。選項分別為：非常贊同、贊同、沒意見、不贊同、非常不贊同，依序給予 5

分至 1 分，總分 100 分。 

 

3.4 統計分析  

以SPSS V.20 作資料整理，透過敘述統計、變異數分析、T檢定、交叉分

析、相關分析來進行服務學習認知、態度與返鄉就業意願的資料分析(郭靜晃，

2013)。 

1. 敘述統計: 運用統計量、次數分配及百分比次數分配，描述群體的特徵。 

2. 變異數分析：用來檢定三個以上母群體平均數的差異顯著性考驗工具。 

3. T檢定：用來檢定兩群體特性的母群體平均數是否相等的一種統計方法。 

4. 交叉分析：用來檢定兩個類別變數之間是否有相關。 

5. 相關分析: 用來檢定一組成對的數據之間是否有相關性。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ww.admin.ltu.edu.tw%2FDownload%2FList%3Fgpid%3D53%26mid%3D5280&h=ATPIQB3faEY_jmuPAsRRkKfCfQ0IXGnDKq2SMXUUPxWCl331KYtYkcBSorL5TDAxfZaC7q5zPTI49alI2c17D3DR9WtHPj1gGJ7ILn76A1XN32L8WhyxxUf6JZXy3YTbHMf1vz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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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甘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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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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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課 程

建議             

期 末

報告 
            

圖3甘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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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經由 480 份問卷整理分析，所得結果如下。  

4.1 樣本資料  

表 2 中，在系別的方面行銷系佔的比例最高(7.9%)，資科系比例最低

(4.4%)。在性別的方面，女生的比例居多(67.5%)，父母親與親人的居住地

為台中市最多 (53.3%)，其次則為其他縣市總和 (33.8%)。返鄉就業機率為

50%居高，其次為 75%，由此可知大部分的學生畢業後會選擇返鄉就業。

在社團與志工的方面，可以發現沒有參與過社團或志工的人數百分比都過

半。認知分數以 6 分為基準，平均數為 7.59，標準差為 1.806，不及格數

的百分比是 13.12%，略低於實際修課不及格比率(表 3)。  

 

4.2 服務學習認知  

表 4 是針對性別、從大一開始是否參與校內、外社團經驗以及國內、

外志工經驗等五種問題與認知分數做 T 檢定，測試得知，在顯著水準

𝛼=0.05 下，認知分數不會和性別(T 值=-1.880，P 值=0.061)、參與校內社

團活動經驗 (T 值 =2.215 ， P 值 =0.230) 、校外社團 (T 值 =1.594 ， P 值

=0.291) 、國內志工 (T 值 =1.915 ， P 值 =0.376) 、以及國外志工 (T 值

=1.386，P 值=0.805)等五個變數有關聯性。由表 5 得知，認知分數不會和

學院有關聯性  (F 值=1.292，P 值=0.276)，而認知分數會和返鄉就業意願

有關聯性 (F 值=2.095，P 值=0.035)，認知分數越高則返鄉就業意願越高

(7.79) ，反之認知分數越低則返鄉就業意願越低 (7.12)。圖 4 是認知分數

與態度分數之散佈圖，相關係數=0.392，P 值<0.001，所以認知分數會和

態度分數有關聯性；認知分數越高則態度分數越高，反之認知分數越低則

態度分數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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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學生基本資料之次數分配  

項目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系別(n=480) 

外語系  22 4.6 

行銷系  38 7.9 

企管系  35 7.3 

國企系  31 6.5 

觀光系  30 6.3 

資管系  28 5.8 

資科系  21 4.4 

資網系  37 7.7 

數媒系  30 6.3 

創設系  30 6.3 

流設系  27 5.6 

視傳系  35 7.3 

會資系  31 6.5 

財經系  28 5.8 

金管系  29 6.0 

財政系  28 5.8 

性別(n=474) 
男  150 31.3 

女  324 67.5 

親人居住地(n=480) 

台北市、新北市  23 4.8 

台中市  256 53.3 

桃園縣  27 5.6 

高雄市  8 1.7 

離島  4 0.8 

其他  162 33.8 

返鄉就業機率(n=476) 

0% 25 5.2 

25% 69 14.4 

50% 174 36.3 

75% 119 24.8 

100% 89 18.5 

校內社團參與經驗(n=478) 
有  202 42.1 

沒有  276 57.5 

校外社團參與經驗(n=460) 
有  40 8.5 

沒有  430 91.5 

國內志工參與經驗(n=472) 
有  199 42.2 

沒有  273 57.8 

國外志工參與經驗(n=469) 
有  12 2.5 

沒有  457 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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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嶺東科大 104 學年以及 105 學年上學期之服務學習通過率  

學期 服務學習課程名稱 修課人數 及格人數 通過率 

104-1 群己倫理與生命關懷 914 845 92.45 

104-2 群己倫理與生命關懷 1079 992 91.94 

105-1 群己倫理與生命關懷 834 762 91.37 

 資料來源:本校服務學習中心 

 

表4認知分數與學生基本資料之 T 檢定  

題目  選項  n 平均數  T 值  P 值  

性別  
男  150 7.39 

-1.880 0.061 
女  324 7.73 

參與校內社團的經驗  
有  201 7.82 

2.215 0.230 
沒有  277 7.44 

參與校外社團的經驗  
有  40 8.05 

1.594 0.291 
沒有  428 7.57 

參與國內志工的經驗  
有  197 7.81 

1.915 0.376 
沒有  274 7.48 

參與國外志工的經驗  
有  12 8.33 

1.386 0.805 
沒有  457 7.59 

 
表5認知分數與學院、返鄉就業意願之變異數分析  

問項  選項  n 平均數  F值  P值  

認知分數  

管理學院  156 7.39 

1.292 0.276 
資訊學院  86 7.67 

設計學院  122 7.80 

財經學院  88 7.72 

返鄉就業意願低  94 7.12 

2.095* 0.035 返鄉就業意願一般  174 7.64 

返鄉就業意願高  208 7.79 

*P 值<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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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認知分數與態度分數之相關分析-散佈圖 

 
 

4.3 服務學習參與態度  

表 6 是以學生服務學習態度的分數針對性別、從大一開始是否參與校

內、外社團活動以及國內、外志工經驗等五個問題與認知分數做T檢定，在

顯著水準𝛼=0.05 下，性別(T值=-1.967，P=0.05)、參與校內社團活動經驗

(T值=3.509，P值<0.001)、參與校外社團經驗 (T值=3.513，P值<0.001)、

參與國內志工經驗 (T 值 =3.396 ， P 值 =0.001) 、參與國外志工經驗 (T值

=2.237，P值=0.045)均會和態度分數有關聯性。由表 7 得知，  態度分數不

會和學院有關聯性(F值=1.100，P值=0.349)，表 8 得知，態度分數不會和

返鄉就業意願有關聯性(F值=1.474，P值=0.230)。  

 

4.4 返鄉就業意願  

表 9 是依據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105 年就業人口將學生親人居住地區

分為 3 個類別：  

1.  北市、桃園、高雄：三個地區就業人口月平均數高於 1100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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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中市：本校(嶺東)學生主要生源地區 ;  

3.  最後是離島和其他地區：月平均就業數低於 1100 人。  

在分析返鄉就業意願上，我們將返鄉就業機率 100%~75%設為意願

高，50%設為意願一般，0%~25%設為意願低，在顯著水準𝛼=0.05 下，X2

值=68.253，P 值<0.001，返鄉就業意願會因為親人居住地而有所不同，畢

業後返鄉意願較高的為台中市(71.6%)，畢業後返鄉意願較低的為離島和其

他地區(58.5%)。  

 

表6態度分數與學生基本資料之 T 檢定  

題目  選項  n 平均數  T 值  P 值  

性別  

男  150 70.37 

-1.967* 0.050 

女  324 72.70 

參與校內  

社團的經驗  

有  202 74.07 

3.509* 0.000 

沒有  276 70.17 

參與校外  

社團的經驗  

有  40 78.05 

3.513* 0.000 

沒有  430 71.07 

參與國內  

志工的經驗  

有  199 73.99 

3.396* 0.001 

沒有  273 70.17 

參與國外  

志工的經驗  

有  12 79.17 

2.237* 0.045 

沒有  457 71.59 

*P 值<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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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態度分數與學院之變異數分析  

問項  選項  n 平均數  F值  P值  

態度分數  

資管學院  156 72.05 

1.100 0.349 

資訊學院  86 70.73 

設計學院  122 71.78 

財經學院  88 74.02 

 
表8態度分數與返鄉就業意願之變異數分析  

問項  返鄉就業意願  n 平均數  F值  P值  

態度分數  

低  94 69.83 

1.474 0.230 一般  174 72.17 

高  208 72.26 

 

表9學生親人居住地與返鄉就業機率之交叉分析  

問項 選項 

親人居住地 

總計 X2值 P 值 北市、 

桃園、高雄 
台中市 

離島 

和其他 

畢業後 

返鄉就業 

意願 

低 
8 

(8.5%) 

31 

(33.0%) 

55 

(58.5%) 

94 

(100%) 

68.253* 0.000 一般 
22 

(12.6%) 

74 

(42.5%) 

78 

(44.8%) 

174 

(100%) 

高 
27 

(13.0%) 

149 

(71.6%) 

32 

(15.4%) 

208 

(100%) 

*P 值<0.05 

 

表 10 為學生性別與學生返鄉就業的機率做交叉分析，X2 值=1.597，P

值=0.450，所以性別不會和返鄉就業意願有關聯性。表 11 為學院與學生返

鄉就業的機率做交叉分析，  X2 值=16.758，P值<0.05，所以學院會和返鄉

就業意願有關聯性，返鄉就業意願最高的學院為設計學院(33.5%)，返鄉就

業意願最低的學院為管理學院(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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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學生性別與返鄉就業意願之交叉分析  

問項 選項 

返鄉就業意願 

X2值 P 值 

低 一般 高 

性別 

男 
25 

(26.9%) 

59 

(34.3%) 

63 

(30.7%) 

1.597 0.450 女 
68 

(73.1%) 

113 

(65.7%) 

142 

(69.3%) 

總計 
93 

(100%) 

172 

(100%) 

205 

(100%) 

 

表11學院與返鄉就業意願之交叉分析  

問項 
選

項 

學院 

總計 X2值 P 值 管理 

學院 

資訊 

學院 

設計 

學院 

財經 

學院 

返鄉 

就業意願 

低 
39 

(44.3%) 

10 

(11.4%) 

21 

(23.8%) 

18 

(20.5%) 

88 

(100%) 

16.758* 0.010 
一

般 

53 

(32.5%) 

35 

(21.5%) 

34 

(20.8%) 

41 

(25.2%) 

163 

(100%) 

高 
64 

(32.7%) 

38 

(19.2%) 

66 

(33.5%) 

29 

(19.6%) 

197 

(100%) 

*P 值<0.05 

 

4.5 校內外社團、國內外志工經驗  

表 12 得知，顯著水準𝛼=0.05 下，P值小於 0.05，所以參與國內志工經

驗會和學院有關聯性，其中最高的是管理學院(40.7%)，最低的是資訊學院

(13.1%)；參與國外志工經驗，P值大於 0.05，所以參與國外志工經驗不會

和學院有關聯性。  

表 13 得知，參與校內社團的經驗(X2 值=9.312、P值<0.05)、  參與校

外社團的經驗 (X2 值=0.071、P值>0.05)，所以學院會影響參與校內社團的

經驗，最高為資管學院(40.6%)，最低為財經學院(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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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學院與國內、外志工經驗之交叉分析  

問項 
選

項 

學院 

總計 X2值 P 值 管理 

學院 

資訊 

學院 

設計 

學院 

財經 

學院 

參與國內 

志工經驗 

有 
81 

(40.7%) 

26 

(13.1%) 

58 

(29.1%) 

34 

(17.1%) 

199 

(100%) 
12.816* 0.005 

沒

有 

71 

(29.0%) 

59 

(24.1%) 

63 

(25.7%) 

52 

(21.2%) 

245 

(100%) 

參與國外 

志工經驗 

有 
3 

(25.0%) 

3 

(25.0%) 

6 

(50.0%) 

0 

(0.0%) 

12 

(100%) 
5.249 0.154 

沒

有 

148 

(34.5%) 

82 

(19.1%) 

114 

(26.6%) 

85 

(19.8%) 

429 

(100%) 

*P 值<0.05 

 

表13學院與校內、外社團經驗之交叉分析  

問項 
選

項 

學院 

總計 X2值 P 值 管理 

學院 

資訊 

學院 

設計 

學院 

財經 

學院 

參與校內  

社團經驗  

有 
82 

(40.6%) 

32 

(15.8%) 

57 

(28.2%) 

31 

(15.3%) 

202 

(100%) 
9.312* 0.025 

沒

有 

73 

(29.4%) 

53 

(21.4%) 

65 

(26.2%) 

57 

(23.0%) 

248 

(100%) 

參與校外  

社團經驗  

有 
14 

(35.0%) 

8 

(20.0%) 

11 

(27.5%) 

7 

(17.5%) 

40 

(100%) 
0.071 0.995 

沒

有 

138 

(34.3%) 

77 

(19.2%) 

110 

(27.4%) 

77 

(19.2%) 

402 

(100%) 

*P 值<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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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專題之結果如下 :  

專題中發現 (表 14)，認知分數高低與態度分數與返鄉就業意願有關聯

性。在服務學習的態度上，態度分數高低會和性別、以及參與校內、外社

團經驗和國內、外志工的經驗有關聯性；在性別的平均態度分數是女生較

高 (72.70)，男生較低 (70.37);參與校內社團以及國內志工的經驗是會和學

院有關聯性，在分析結果中參與校內社團經驗最多的學院是管理學院

(40.6%)，最少的是財經學院(15.3%);參與國內志工經驗最多的是管理學院

(40.7%)，最低的是資訊學院 (13.1%)。在返鄉就業意願上，會和意願高低

有關聯性的為學生親人居住地以及學院；在返鄉就業中意願高的學院是設

計學院(33.5%)，意願低的是資訊學院(11.4%)。  

              

表14態度分數以及返鄉就業意願與學生基本資料相互關係  

選項   態度分數  返鄉就業意願  

學院   ✓ 

學生性別  ✓  

學生親人居住地   ✓ 

國內、外志工經驗  ✓  

校內、外社團經驗  ✓  

 

此外，我們提供以下幾點建議，作為學校未來制定服務學習課程之參

考依據，以提升學生對於服務學習的認知與態度、以及返鄉就業的意願 :  

1.  在財經學院的課程上加強參與校內社團的課，除了星期三下午社團時

間，在通識的課堂中讓學生選擇自己有興趣的社團並參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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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資訊學院的課程上加強參與國內志工的經驗，利用通識課堂的時

間，帶學生到附近社區或其他有需要幫助的地方擔任志工 ;以及  

3.  在資訊學院的課程上加強反思自己的返鄉就業意願，在通識課堂中宣

導及放映影片，讓學生了解偏鄉地區的就業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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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 A:問卷 

我們是嶺東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的學生，目前正在執行「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補助大專校院推動以社區為基礎的服務學習創新方案實施計畫」，採匿名設計，

對於您所提供的任何資料都將保密，僅供本研究彙總分析使用，不做任何商業用

途，亦不會揭露任何可辨識之個人資訊，請您安心填答。 

謝謝！ 

指導老師： 王曉玫  

學生:黃偉銘 王俞軒 章育緁 吳柏宏 許宸瑜  

105 年 5 月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1. 請問你就讀的系別為 _________________系 

2. 請問你的性別為  □(1)男性   □(2)女性 

3. 請問你從大一開始，是否有參與校內社團的經驗? □(1)有，參加_____個學

期  □(2)沒有 

4. 請問你從大一開始，是否有參與校外社團的經驗? □(1)有，參加_____個學

期  □(2)沒有 

5. 請問你從大一開始，是否有參與國內志工經驗?  □(1)有，參加_____個學

期  □(2)沒有 

6. 請問你從大一開始，是否有參與國外志工經驗?  □(1)有，參加_____個學

期  □(2)沒有 

7. 截至目前為止，『已拿到學分的』的課程? (可複選) 

   □(1) 基本勞作教育(一)           □(2) 基本勞作教育(二)    

□(3) 商道倫理與人文精神       □(4)公民素養 

   □(5) 非前述所提及之課程中，但有包含課後服務 10 小時之專業課程(ex.

工讀、社團服務學習) 

8. 請問你父母或主要親人的居住地是在    

□(1)台北市、新北市  □(2)台中市  □(3)桃園縣  □(4)高雄市  □(5)

離島  □(6)其他           

9. 畢業後會回家鄉(父母或主要親人的居住地)就業或創業的機會為?   

   □(0)0%  □(1)25%  □(2) 50%   □(3) 75%   □(4) 100% 

 10. 服務學習課程展現另一種型態的教學方法?  □(0)錯  □(1)對 

 11. 勞作教育為本校必修課程，未修完不能畢業? □(0)錯  □(1)對 

 12. 通識教育課程可與校內、外志工團體結合辦理課後服務 10 小時? □(0)錯  

□(1)對 

 13. 學生社團活動之服務學習，可抵免具服務學習內涵之通識教育課程課後服

務 10 小時時數?  

□(0)錯  □(1)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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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本校會公開獎勵服務學習表現優異的學生或班級? □(0)錯  □(1)對 

15  本校推動服務學習教育課程的目的為? (可複選) 

     □(1) 發揚全人化教育理念       □(2) 培養學生負責、服務之美德    

□(3) 培養學生博愛與互助之美德 □(4) 營造溫馨及人文關懷之校園文化 

16. 基本勞作教育其服務範圍為?   

□(1) 以維護校園內環境整潔工作為原則□(2) 以維護校園外公共空間環

境整潔工作為原則   

□(3)以上皆是 

 

請翻頁繼續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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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以下問題請針對您的情況，圈選贊同程度。 

問題 
非常 

贊同 
贊同 

沒意

見 

不贊

同 

非常 

不贊

同 

1.我對能全程參與服務感到是一種責任 5 4 3 2 1 

2.我能與同學分享彼此經驗 5 4 3 2 1 

3.我能協助真正需要幫助的人 5 4 3 2 1 

4.我能從服務學習中，得到啟發與成長 5 4 3 2 1 

5.我能從服務學習中，培養溝通能力 5 4 3 2 1 

6.我能從服務學習中，增進對社區的認同 5 4 3 2 1 

7.我能從服務學習中，自由發揮想法 5 4 3 2 1 

8.我能從服務學習中，應用所學、強化服

務經驗 
5 4 3 2 1 

9.參與服務學習時，我能融入被服務的團

體、感覺自在 
5 4 3 2 1 

10.參與服務學習時，我能很自然地面對

服務對象 
5 4 3 2 1 

11.參與服務學習時，更懂得情緒管理 5 4 3 2 1 

12.參與服務學習時，更懂得時間管理 5 4 3 2 1 

13.參與服務學習時，更能懂得處理日常

活動 
5 4 3 2 1 

14.參與服務學習時，感到更有成就、更

多的體驗、自信及充實 
5 4 3 2 1 

15.我對服務學習沒有意願、缺乏興趣 5 4 3 2 1 

16.學校所提供的服務學習，缺乏多元選

擇、無法發揮個人所長 
5 4 3 2 1 

17.參與服務學習時，會影響打工時間 5 4 3 2 1 

18.參與服務學習時，會影響課業 5 4 3 2 1 

19.參與服務學習時，服務機構的交通不

便 
5 4 3 2 1 

20.參與服務學習時，需要額外花錢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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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而言，您對於學校服務學習之課程安排有何建議? 

  
 
 

~問卷結束，謝謝您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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