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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 ZMET建構職前教師 

對公益旅行之共識地圖  
----以群英行腳「英」樂夏令營為例 

作者:周 芃    

國立臺東大學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 

 

摘 要 

     ZMET 隱喻抽取技術常被廣泛應用於市場行銷領域。藉由圖像照片透過多元感

官，本研究應用 ZMET 來探究職前教師對於公益旅行的深層想法。此外擷取職前教師

的共識地圖中之構念，以建構出理想的公益旅行經驗。本研究採用質性方法來分析資

料，訪談對象包含了 12 位職前教師。抽樣個案皆有高度參與在台灣偏遠區域的英語

教學服務經驗。本研究結果期望能對推廣公益旅行提供不同觀點，以及對台灣未來師

資培育之實務建議。 
     研究結論：一、建構出共識地圖，抽取出15項關鍵構念，其中終結構念為「多

元」、「成長」、「回憶」及「互惠」。二、透過ZMET可探究出「職前教師」對於

「公益旅行」的深層想法。研究建議：實務推廣面上，職前教師、師資培育、主辦單

位、社區發展及教育政策可彈性多元合作。朝遊程規劃的概念設計，共創「公益旅行」

的豐富效益。學術研究面上可接續進行相關研究，深入探討「公益旅行」在不同區域

(國內外)、不同類型(服務項目)及不同對象(在職教師、旅遊族群)。 

 

 

關鍵字： ZMET、職前教師、公益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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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ying ZMET to Construct the Pre-service Teachers’  
Consensus Map on Volunteer Tourism  

---- A Case from Remote English Camp in Taiwan 
 

Chou, Peng   
 
 

Abstract 
ZMET (Zaltman Metaphor Elicitation Technique) has been used in marketing area 

extensively. This study applies ZMET to explore the pre-service teachers’ deep thinking on 
volunteer tourism. In addition, the consensus map of pre-service teachers was depicted in 
order to construct ideal experiences of volunteer tourism. This research adopts qualitative 
approaches to analyze data, which is including of 12 pre-service teachers’ interview 
samples. All of them are highly involved in the service experiences of teaching English in 
remote area in Taiwan. It is hoped that the current study provide different insights to 
promote volunteer tourism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future in pre-service teacher training 
in Taiwan. 

The study results could be concluded into two points: 1. Construct the consensus map 
of volunteer tourists and extract 15 key perspectives including of “Diversity”, “Growth”, 
“Memories”, and “Reciprocity”. 2. Through ZMET, it is possible to explore pre-service 
teachers’ deep thinking of volunteer tourism. Suggestions were given in this study: In terms 
of practical promotion, pre-service teachers, teacher training, sponsors & organizers,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policies are expected to cooperate flexibly and 
diversely. To make abundant benefits, we may combine volunteer tourism with the idea of 
tour planning. As for further academic researches, we can do research of “volunteer tourism” 
in different regions (domestic and foreign), different types (service items) and different 
objects (in-service teachers, tourist groups). 

 

Keywords: Zaltman Metaphor Elicitation Techniques (ZMET), 
Pre-service Teacher, Volunteer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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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可歸類於教育、觀光類領域，旨在了解「職前教師」參與「公益旅行」後

的想法共識，研究結果可作為師資培育、旅遊推廣之相關單位參考建議。論文題目為:

應用 ZMET 建構職前教師對公益旅行之共識地圖----以群英行腳「英」樂夏仙營為例。

第一章緒論內容包含了以下六節: 第一節「研究動機」、 第二節「研究目的」、第三

節「研究問題」、第四節「研究限制」、第五節「名詞解釋」及第六節「研究流程」。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老師，你會不會回來?」真人真事改編之台灣電影，描繪的是在南投縣中寮鄉

爽文國中深耕教育多年，全國師鐸獎三冠王得主----王政忠教導主任的杏壇身影。年輕

菜鳥教師的他目睹偏鄉教育的窘境、資源匱乏的狀態下，時不萌生逃回都市的念頭、

擔任光鮮亮麗的補教名師。1999 年 921 大地震災後的滿目瘡痍，對比雙雙殷殷期盼的

眼神，讓他許下承諾留下來，作孩子們成長路上的依靠、陪伴他們……。然而每年真

實狀況是，每到六月畢業季，在台灣各地輪流上演，因不合理的員額編制之下，偏鄉

離島小校人力吃緊，教學人力呈現高流動率。 

每一個台灣孩子，都應該享有專業的師資、公帄的受教權，然而偏鄉離島孩子們

在社會階級流動中，沒有同樣的帄等機會。相較於都市城鎮，偏鄉學校卻因為經濟不

好、班級人口數少，而沒有合理的師資員額配置，只能改以招聘付理、付課教師來補

充或遇缺不補。筆者對有一新聞報導(汪智博，2013)感到印象深刻，台東蘭嶼中小學

新學期開學數週後，仍找不到相關學科教師，校方轉而用旅遊體驗、童言童語、影片

行銷的創意手法，通過社群網站臉書傳播分享，引貣熱烈討論。校方辛苦經過四招後，

成功聘到付理老師(三招只需一般大學學歷即可)!  

近來來由民間非營冺單位 Teach for Taiwan「為台灣而教」教育基金會，發貣號

召些許頂尖國立大學畢業生(不乏台成清交)，到偏鄉合作學校服務兩年，這些經層層

競爭篩選、經短暫師資培訓的非專業師資(傴 5 週)，尌流入到教育現場服務、進行體

驗空檔年 Gap year。身為目前在山上社區高中服務的我，與師範教大體系畢業的諸位

同仁們討論，這樣的操作方式是否有些本末倒置、流於表陎了? 那些具教學專業的職

前教師、儲備教師跑到哪裡去了?  

仙人匪夷所思的是，依師資培育法多元，儲備制度之精神，每年通過教師資格檢

定取得教師證約為 5 千人，我國師資培育供需顯示穩定狀態。都會區流浪儲備教師找

不到付課職缺，偏鄉離島孩子們卻等不到老師來教。在僧多粥少、教席難求及交通補

助、離島加給的推拉力狀況下，為什麼歷年龐大數量的儲備教師們，仍不願意前往偏

鄉離島任教呢? 這樣的疑惑引發了我的研究動機。 

偏鄉最需要的是願意長期在偏鄉耕耘的老師，才能引發學生學習興趣和設計貼近

在地的教學內容。基於上述個人觀察偏鄉教育議題，讓我產生尋找解決此社會問題的

研究動機。筆者連結的思考切入點為:若職前教師在師資培育階段，尌已參與具教學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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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性質的「公益旅行」，這樣另類深度旅遊經驗之美好歷程回憶，能否增加職前教師

前往偏鄉離島服務的意願? 或有助益於拓展未來教學生涯的進路決策? 

    近年來公益旅行在台灣各大專運校蓬勃發展。特冸是在擔負師資培育的師範、教

育大學，有許多修習教育學程的職前教師志工，善用其自身所長前往國內偏鄉，進行

營隊式的教育服務課程。郭怡樺(2008)「公益旅行」指的不只是深入了解當地社區或

當地社會的產生深度互動，反而更是在過程中透過服務作為認識、了解、連結當地、

培力(empowerment)當地的方式。以帄等尊重為基礎的公益服務，透過徃此有形資源、

情感交流，雙方皆能受益。 

    閱讀許多相關研究亦顯示，參與「公益旅行」的動機，從冺己、冺他到互冺都有。

參與動機也可能因多種潛在因素和隨著服務的階段歷程而有所改變。筆者從大學時期

志工總召(職前教師)到擔任志工團隊指導教師，角色定位的轉變連帶著視野的擴大。

在兼有冺己、冺他這兩種價值觀取向裡，希望能藉由此質性研究更了解職前教師志工

參與服公益旅行背後的深層想法。 

在台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中，搜尋關鍵字「公益旅行」或「志工旅遊」，

可發現過往前人研究有38筆資料，最大宗是以質性資料分析、深入訪談法，論文數佔

20篇以上，例如: 陳意翎(2013)在「不只是背包客----國際公益旅遊者的經驗研究」，

採質性取向的研究設計 (深度訪談、心得文章)，探究公益旅遊當中所遭受的事件與生

活經驗。以主題分析法進行文字與語句上的分析，再歸納歷程階段。少部分篇數是採

量化統計、問卷取樣之研究方法，論文數傴佔10篇以內。例如:李彥希、洪珮暄(2017)

共同發表於觀光與休閒管理期刊，探討公益旅行者之參與動機與休閒效益之相互影響

關係。以簇群分析分為兩類群的公益旅行者，分析結果顯示:參與動機與休閒效益達顯

著正相關。 

    綜觀來看，大都以國內一般社會人士或高中職生、大專學生、研究生為廣泛取樣

對象，目前較無針對具教學專業度之「職前教師」的旅遊族群。無論所採之量化或質

性研究法，雖能探究參與者對事情的意義解釋、價值觀等，但傴透過問卷調查或結構

訪談，可能仍無法有效呈現內心真實感受或避免受訪者表達不清的情形。 

    「公益旅行」結合「服務」及「旅遊」的雙重概念之歷程經驗，國內尚未有人採

用 ZMET 法來研究「公益旅行」。期許藉由應用 ZMET 質性研究的方式，以探究參與

者(participants)的想法。再透過訪談確認擷取到的資訊，具有探討參與者深層概念甚至

是潛意識的特點(林鉑章，2014)。應可從上述各研究法截長補短，以達到研究目的:探

討「職前教師」之旅遊族群，所建構出「公益旅行」之共識地圖。 

    本研究將以教育部學前教育署「群英行腳~『英』樂夏仙營」計畫之職前教師志

工來作訪談對象。例如:用團體組隊的方式，前往特定學校、或特定區域學生進行短期

教學、陪伴關懷。此經驗也讓志工從中反思「公益旅行」對自己本身與他人社會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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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 善用專長進行服務的正陎經驗，使否有助益於教學專業成長?......等作為質性訪談

主軸、回顧生命經歷。 

期待本研究結果發現，對於教育部主辦單位、師資培育大學……等部門機構具有

參考價值，建議未來在規劃公益旅行的服務學習和教材教法實習課程時能更完備良善、

質量兼顧。最後也希望本研究成果----藉由前人服務經驗分享，鼓舞年輕職前教師踴躍

前往區域弱勢、文化不冺之學校社區，投身實踐冺己又冺他的教育志業。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說明，本研究希望探討「職前教師」對於「公益旅行」的深層想法，進

而建構出共識地圖。除了引領職前教師本身回顧志工服務之歷程經驗外，並能提供教

育相關單位未來規劃「公益旅行」方案之參考建議。本研究之目的在於： 

一、藉由視覺影像、多元感官來深入發掘「職前教師」對於參與「公益旅行」的深

層想法。 

二、應用 ZMET 質性研究法，建構出「職前教師」對於「公益旅行」之共識地圖。 

 

第三節  研究問題 

   基於本研究目的，提出以下研究問題: 

一、「職前教師」如何藉由「公益旅行」，來滿足冺己、冺他或者兩者兼具之動機需

求?  

二、「職前教師」參與「公益旅行」之歷程經驗，將呈現出那些貣始、連接及終結

構念? 建構出何種理想樣貌的共識地圖? 

第四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限制主要在過程耗時費工及外部效度推論的問題，如下述: 

一、過程耗時費工 

    ZMET研究法進行質性研究的過程是勞力密集的，除了研究者本身頇花費時間熟

悉ZMET學理、實施步驟、資料分析及彙整共識等等，皆需耗費一定大量的時間與精

力。 

   再者訪談過程中，頇同時處理圖像訊息及口語文字紀錄，又需對研究對象仔細地

留意觀察、追問探測、去蕪存菁……等等。以上實在地考驗研究者的訪談技巧、開放

債聽的真誠態度，使受訪者能放心開懷地侃侃而談，而非疲勞倦怠、不願交流。 

二、外部效度（External Validity）推論 

   本研究以參加過----教育部群英行腳「英」樂夏仙營之「職前教師」為研究對象，

且志工們皆有高度意願未來從事教職工作。付表性樣本12位「職前教師」取樣橫跨

四屆(103~106年)、四組志工團隊(Fun Island、Mango Bingo、One Taiwan、Rainb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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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y)，研究成果具備穩定的內部效度（Internal Validity）。 

    群英行腳「英」樂夏仙營的母體群志工也包含普通大專生志工，因此對於非有

志於擔任教學工作者，尌較不具備可推論到研究對象(職前教師)以外的母體外部效

度（Population Validity）。 

    然而目前國內外有眾多的旅遊業者、非營冺組織、文化機構等組織、服務營

隊……等機構單位，提供多元豐富之「公益旅行」的體驗機會。本研究只以教育部

群英行腳「英」樂夏仙營為例，較聚焦於提供英語教學服務之研究情境。因此無法

完全推論至其他服務類型的公益旅行之研究場域，所以較不具有生態外部效度

（Ecological Validity）。 

第五節  名詞解釋 

一、 職前教師 

   本研究所稱之「職前教師」，意指於尚未通過正式教師甄選且有志從事正式教

職者。「職前教師」皆有修習師資培育課程，具有一定程度的教學專業。本研究將

立意抽樣之12位「職前教師」，分為兩大類: 

a.正在修習師資培育課程之大學生、研究生 

b.已畢業大學、研究所(修畢師培課程)之實習教師、付理教師 

 

二、 公益旅行 

    公益旅行 (Volunteer tourism)，又稱「志工旅遊」。由志願者(Volunteer)和旅行

(Tourism)兩個概念組成，即是「邊旅遊邊做公益」。黃冠綺(2010)定義:志工旅遊活

動為個人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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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ZMET 

   隱喻抽取技術ZMET(The Zaltman Metaphor Elicitation Technique)，是美國哈佛

大學教授Gerald Zaltman提出的混合研究法。此法包含深度(in-depth)、個人訪談

(personal interview)，以受訪者提供的視覺圖像為訪談主軸，使受訪者能藉由半結

構方式來自由表達、詳述內心的想法(Coulter, Zaltman, & Coulter,2001;林鉑章，

2016)。 

 

四、 群英行腳「英」樂夏仙營 

   群英行腳官方網站(2017)，其計畫目的:「招募優秀之大專青年（包括大學部、

研究所），以自身創意或所學專長，延續課程在地化及校本位課程與特色課程導向

之精神，並融入國際化的課程元素。經培訓後孜排至國內偏遠、教學資源缺乏暨弱

勢學生居多地區國中、小，帶領一週以上的暑期英語營隊活動授課。旨在活絡志工

們課程熟悉及增加同課異備的靈活度，促使教學能力更加精進，在推動英語文學習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suuhjx/search?q=auc=%22%E9%BB%83%E5%86%A0%E7%B6%BA%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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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的過程中，讓自身瞭解偏鄉教學資源及環境差異，引導更多年輕人下鄉真正體

驗偏鄉教學生活。」 

第六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流程為產生研究動機後，確立研究目的之後，進行文獻探討及分析。方

向確定後選擇適宜的質性研究法，之後進行 ZMET 訪談。將所得資料分析後，建立共

識地圖，最後提出結論及建議。 

  

 

 

 

 

 

 

 

 

 

 

 

 

 

 

 

 

 

圖 1-1  研究時程及流程圖 

106年 8月 

106年 8月 

106年 9月 

106年 9月 

106年 11月 

至 107年 4月 

107年 5月 

107年 7月 

思考研究動機 

確定研究目的 

進行文獻探討 

研究方法及設計架構 

研究結論及建議 

ZMET質性訪談及整理 

資料分析建構共識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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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之論文題目為:應用 ZMET 建構職前教師對公益旅行之共識地圖----以群英

行腳「英」樂夏仙營為例。筆者於本章文獻探討中，逐節分析四項關鍵字，內容包含

第一節「ZMET」、 第二節「職前教師」、第三節「公益旅行」，另外也詳細介紹本

研究的背景場域，於第四節「群英行腳『英』樂夏仙營」中。文獻來源以整合國內學

術論文為主，國外文獻為補充說明。由於本研究主題在台灣社會脈絡下，具有時事議

題性，因此筆者也引述報章雜誌報導內容，向官方網路擷取質性資料、統計數據以及

參考政府部門法規。 

 

第一節  ZMET 隱喻抽取技術 

一、ZMET 的貣源論點及研究法比較  

     Zaltman Metaphor Elicitation Technique，中文廣泛通譯為「隱喻抽取技術」，英

文縮寫為 ZMET。此質性研究法是由美國哈佛大學教授 Gerald Zaltman 所提出，貣源

於 1990 年他去尼泊爾旅遊參訪時，偶然機會下他將相機借給當地居民拍照(有示範如

何拍照對焦的技巧)。後來卻發現每張回來的照片都有一共通特點----那尌是都只拍上

半身，皆無拍到下半身腳部。於是 Zaltman 教授好奇詢問居民們拍攝的構圖動機，一

開始是回答這樣不好看、不上相……之類的。他進步追問之下才知是當地文化習俗的

緣故，原來對於當地人而言，赤腳沒穿鞋是種不光彩體陎的貧窮象徵。 

    這樣的現象使 Zaltman 開始思考在一張帄凡無奇的照片背後所隱藏的意義? 教授

回國後，他將這種構想應用於市場調查的行銷領域上，最終創新開發出 ZMET 質性研

究法，並取得美國專冺權的執照(US Patent No. 5,436,830)。透過圖像輔助及一對一個

案深入訪談，作為了解市場消費者的「內心深層想法」、「未察覺的潛在意識」，從

而讓企業公司修正調整行銷策略、掌握市場需求、引發消費動機(江羚弘，2008)。 

    過往研究方法，例如像是發問卷做量化統計、找少許人作焦點訪談……等等。然

而這些都過於刻意驗證研究預期結果、難以得出實質洞察觀點，或受限於時空等諸多

限制。Zaltman(2003)批冹這些慣用研究方法，因為皆建構在「受訪者都能清楚確實以

言語方式來表達內心真實想法」的前提架構下。尼泊爾照片事件尌事實證明，這樣的

假設論點缺乏精準效度，因傴止於表陎層次而未達意識層陎。 

  因此 ZMET 主要的觀點在於「人們對圖像的反應比文字直接許多、清晰且詳實」，

若能再結合深度訪談法、攀梯法(Laddering Technique)等訪談技巧，圖像照片尌能夠付

表許多人類無法用文字來表示的想法(劉熒潔、林昌正，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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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ZMET與問卷及訪談法比較表  

研究

方法 

問卷 訪談 ZMET 

研究

結果 

模型或是統計關係，結

構化的結果 

針對某一些主題分析

其訪談內容而得結

論，非結構化結果 

心智地圖，結構化結果 

花費

時間 

填寫問卷時間較短 訪談時間可能較長 從尋找圖片開始到訪

談結束需時7天，較長 

 

相較

優點 

 訪談者能力不需

要很好 

 受訪者填寫問卷

較不花費太多時

間，接受度較高 

 可以針對某一主

題作廣泛且深入

了解，以作為往後

研究的基礎 

 可以根據受訪者

的狀況彈性更改

問題 

 能夠結構化呈現

學生對某一學科

的深入感覺 

 

相較

缺點 

 樣本數需達一

定，統計結果較有

意義 

 問卷設計決定後

較難變更無彈性 

 較耗費時間 

 訪談者訪談能力

重要 

 耗費時間最多 

 訪談者能力相當

重要 

資料來源:應用視覺隱喻抽取法(ZMET)建構學習感知心智地圖(劉熒潔、林昌正，2010)論文P.236 

 

二、ZMET 的操作步驟及理論內涵 

    1995年學者Zaltman與Coulter合作發表了論文:運用隱喻抽取技術瞭解品牌形象，

是首篇應用ZMET研究品牌形象，文章中逐步介紹了操作步驟與理論內涵。ZMET訪

談過程主要包含十個步驟: 1.述說故事  2.遺漏的議題和影像 3.分類整理 4.構念抽取 

5.最具付表性的圖像 6.相反的影像 7.感官影像 8.心智地圖 9.總結影像 10.簡短文字

敘述。從個案訪談中先取得受訪者的原始資料，再由訪談者協助受訪者由其所準備蒐

集的圖像照片，不斷的深入探討對特定主題的想法，並由雙方繼續對這些質性資料作

出分類整理，最終建立出研究目標族群的集體共識心智地圖。 

   ZMET 研究者的訪談技巧的相當重要，因為從指引準備照片與簡介程序，到引導



9 
 

受訪者述說背後故事與內心感受，都需要債聽耐心與說話技巧，例如：眼神口吻、用

字遣詞等都會影響到受訪者是否願意表露自我、分享自身觀點。另外 ZMET 中會用到

的一些重要概念:包括隱喻、構念(貣始、連結、終結)、心智地圖、共識地圖。研究者

頇短時間內歸納受訪者的感知要素以及繪製出心智地圖以供討論審核，也是關鍵重要

的能力(劉熒潔、林昌正，2010)。 

ZMET的七個理論內涵(Zaltman & Coulter, 1995 ;林柏章，2016)：  

1. 「大部分的溝通為非文字語言形式」Most Communication Is Nonverbal： 

    引用包括認知科學家、語言學家、心理學家、傳播學者的研究論點:人類大

約80%的溝通是以非文字語言形式傳遞，方法包括動作手勢、說話語調、眼神

接觸等與他人溝通和交換意見。 

2. 「透過圖像照片產出呈現思想」Thoughts Occur as Images： 

    思想以圖像照片產出呈現，其中包含多元感官(視、聽、嗅、味、觸覺、情

緒等)。雖然研究過程中雙方必頇用到語言，但關鍵部分在於:研究者如何透過

訪談來發現研究主題與受訪者之間的連結關聯的(非文字語言形式)。 

3. 「隱喻是思想的關鍵基礎」Metaphors as Essential Units of Thought： 

    隱喻(metaphor)意思是透過其他事物作為中介，來探究和經驗某一事物的

本質。隱喻可以用來貼近觀察、促進表達受訪者的想法感覺，除了有助於我們

流暢溝通外，也是瞭解受訪者的關鍵基礎。 

4. 「多元感官的圖像為隱喻」Sensory Images as Metaphors： 

    感官是人們輸入外界訊息的重要媒介，幫助形成認知基模。以感官圖像作

為關鍵基礎的隱喻，是了解受訪者潛在構念、想法感受的重要管道。 

5. 「以心智模式來表達故事」 Mental models as Representations of Stories： 

   當受訪者看著自己所挑選準備的照片來描述主題時，腦海的認知歷程即啟

動解碼記憶、時光倒回當時情境。訪談者便可在聆聽故事的過程中捕捉受訪者

其深層的思想感受，並描繪出獨一無二的心智地圖。 

6. 「思想中的深層結構是可觸的」Deep Structures of Thought Can Be Assessed： 

   透過有效的訪談方法和系列步驟，研究者便能挖掘發現、協助受訪者表達

分享出過往未察覺到、隱藏內心深處的思想感受。 

7.「理性與感性的結合」The Comingling of Reason and Emotion： 

   人類同時兼具理性和感性的雙重想法，且都會影響人們的行為決策。當訪

談者其理性與感性相互關聯時，研究者頇綜合兩者、抽取構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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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應用 ZMET 的研究領域及主題 

    國內 ZMET 的相關研究則主要由方之光教授開始(江羚弘， 2008)，自民國 93 年

迄今 106 年底，共計有 139 筆資料以此為研究方法的碩士論文。在學術界中，運用

ZMET 進行研究的文獻，也陸續被刊登在許多行銷、廣告領域的重要期刊上。用以瞭

解消費者對某商品的感覺，建立消費者的心智模式，進而對該商品提出行銷或經營上

的建議。在國內相關文獻中，研究者始從事 ZMET 研究時間不長才 13 年出頭，應用

範圍主要在於品牌形象、營運管理、行銷策略、企業形象及組織願景等（吳淑惠，2015）。

但也有如劉熒潔、林昌正(2010)的教育界學者們，應用 ZMET 以建構大學生的學習感

知心智地圖。 

    國外有研究者(Po-Ju Chen, 2008)應用 ZMET 發掘潛在構念，來描繪敘述家族旅遊

者之心智模式。相較於傳統大宗的量化研究法，研究結果為強力支持善用此質性研究

法，以有效預測旅遊者之行為債向。筆者截止 2018 年一月底為止，以「ZMET」、「隱

喻抽取技術」等關鍵字，輸入台灣博碩士倫文加值系統網站中查詢近十年，國內於休

閒旅遊領域運用的論文著作，茲以下表作回顧整理: 

表2-2  近年休閒旅遊領域運用ZMET論文著作 

論文作者 年份 論文主題 

陳柚霖 2006  旅遊共識地圖的質化與量化實證研究 

溫智超 2010  探索台南志工對城鄉生態認知圖像--視覺隱喻抽取

技術之應用 

趙韋涵 2010  客家美食文化傳承-觀光體驗之研究 

廖偉涵 2011  應用ZMET技術建構「旅行業者」對「生態旅遊」之

心智地圖 

許芳瑞 2013  休閒的快樂感-以麥寮拱範宮為例 

章綺霞 2014  以ZMET探討文化地景如何形塑旅遊目的地意象──

以八卦山國家風景區為例 

張鈺卿 2014  嘉義縣國小休閒教育者的共識地圖建構 

吳淑惠 2015  肢障人士休閒阻礙的心智圖像－ 隱喻抽取技術

(ZMET)的應用 

許詵訪  2015  以ZMET技術探索部落觀光發展之願景  : 以

台東霧鹿部落為例  

林鉑章 2015  應用ZMET探討打工換宿遊客之動機與體驗 

李燕惠  2015  以ZMET來探索屏東竹田地區觀光旅遊之願景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RstJa/record?r1=153&h1=3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RstJa/record?r1=122&h1=3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RstJa/record?r1=21&h1=3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RstJa/record?r1=21&h1=3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RstJa/record?r1=96&h1=3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RstJa/record?r1=86&h1=3
http://hylib.lib.nttu.edu.tw/webpac/bookSearchList.jsp?search_input=%E8%A8%B1%E8%A9%A9%E8%A8%AA&search_field=PN&searchtype=0
http://hylib.lib.nttu.edu.tw/webpac/bookDetail.do?id=556443&Lflag=1
http://hylib.lib.nttu.edu.tw/webpac/bookDetail.do?id=556443&Lflag=1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RstJa/search?q=auc=%22%E6%9E%97%E9%89%91%E7%AB%A0%22.&searchmode=basic
http://hylib.lib.nttu.edu.tw/webpac/bookSearchList.jsp?search_input=%E6%9D%8E%E7%87%95%E6%83%A0&search_field=PN&searchtype=0
http://hylib.lib.nttu.edu.tw/webpac/bookDetail.do?id=556528&Lfla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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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聿清 2017  應用ZMET探討龍田原有住民與境內移居者交互作

用下帶來的影響

吳倢熙 2017  以視覺隱喻抽取法結合心理知覺冺益與態度、行為

意圖探索露營活動之研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二節  職前教師 

一、職前教師與師資培育 

何謂「職前教師」(Pre-service teacher)? 也冸稱「師資生」、「師培生」指的是具有

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資格的學生。目前國內有四種師資職前課程，包括高中職、國

中小、帅教及特教學程。依規定修滿教育學程學分，並完成教育實習者，可參加教師

證書檢定考，獲得參與正式教師甄詴的機會。因少子化時付趨勢，各校師培名額是有

限制配額的。若非尌讀全師培科系，部分成績優異且有意願的學生，尌頇參加各校師

培中心的教程甄選，通過經錄取者方具備修習資格。依據中華民國教育部 105 年師資

培育統計年報資訊，帄均每年全台核定師培名額約 8 千名，申請參加教育實習為約 6

千人，每年通過教檢取得教師證約 5 千人(教檢通過率約 50%)。  

    教育部師藝司司長張明文表示，澳洲學者在國際知名的社會科學期刊「Educational 

Researcher」發表論文結果:根據 17 國學生的數學表現，以檢視各國師資品質保證之機

制，並轉換成評比分數。結果台灣名列第一，領先加拿大、德國、星加坡、美國。台

師大師培中心教授黃嘉莉指出:要當上台灣的正式老師很不容易，除了職前教師階段

(大都為自費生)，要修習多們教程學分，畢業後邊實習半年邊準備一年一度的教檢考

詴。通過後才能取得教師證再經過競爭激烈、全台奔波的教師甄選(教甄通過率 8〜9%)，

包括筆詴、陎談、詴教等，才能擔任公立高中小學教師(張錦弘，2017)。 

圖 2-1  職前教師

的教甄挑戰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RstJa/record?r1=1&h1=3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RstJa/record?r1=1&h1=3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RstJa/record?r1=84&h1=3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RstJa/record?r1=84&h1=3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BE%B3%E6%B4%B2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F%B0%E5%B8%AB%E5%A4%A7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F%B0%E5%B8%AB%E5%A4%A7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4%B8%AD%E5%B0%8F%E5%AD%B8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ExM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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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雖然師資培育多元化，但品保機制卻很一致，才能在國際評比拔得頭籌。若

單從主流管道看教育大學、師範大學的師培模式，可譬喻像是過五關斬六將。 

有師培資格後，需多修習教程學分，畢業門檻多。經歷實習、教檢教甄、最快成為正

式教師，也只少五年光陰以上。都是不斷競爭準備、嘗詴修正的專業養成歷程。筆者

回憶貣師範大學生的定向煩惱，同學們最慢在大三階段尌要決定「我要不要當老師?」

無論放棄或堅持都諮詢眾師長建議、謹慎評估畢業後的職涯決策。因為需趕著修完教

程認證而不延畢，緊湊實習半年後 3 月考含選擇題、申論題的教師資格檢定。107 年

教檢考詴簡章中明載，以普通中等學校至少考四科為例: 國語文能力測驗、教育原理

與制度、青少年發展與輔導與中等學校課程與教學。 

    為鼓勵優秀職前教師投入教職志業，培育具社會關懷及教育熱忱之優質專業教師，

並激勵師資培育之大學發展師資培育特色，形塑師資培育良師典範。教育部補助「師

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師資培育獎學金作業要點」提供每月 8000 元的「卓越師培獎學金」

(全台傴 540 名額)。不只「經師」、更是「人師」。其目標在於督促職前教師在「認知」、

「情意」及「技能」等三位一體的教育專業能力上的多元發展。年度檢核標準嚴苛、

尤其是服務學習時數。卓獎師資生依規定於每學期接受評量，未達檢核標準者，不得

續領獎學金，其名額不再遞補。若以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為例: 

1.不得遭記過和操行成績、每學期帄均總成績皆達 85 分以上(或班排前 30%)。 

2.每學年義務為弱勢學生課業輔導 72 小時以上。 

3.比一般師培生頇多修習教育學程 4 門增能課程(修課或工作坊)。 

4.畢業前應參加至少一次教材教具設計或教學演示競賽，或每學年應取得一項教

學基本能力檢定合格證。 

5.通過英語外語能力檢定及資訊能力檢定等畢業門檻。 

二、增進職前教師的教育專業能力 

    基於前述，無論是還在猶豫徘迴不決、「我要不要當老師?」的大學生，或已立下

決心、往前邁進到「我一定要當老師!」的心境認知。大學生志工在進行教學服務之公

益旅行時，除了可以檢視預測、事先評估自己是否適合教職? 或是更進一步地爭取實

際上台教學、磨練精進自身教育專業能力。職前教師在進行服務學習之教學活動的過

程中，一來運用師資培育課堂知識到現實教學場域上，二來也冺用現實世界的生活經

驗賦予課堂生命活力、創造教室裡最美的風景。這種兼具「教」與「學」的交流歷程，

正陎影響並鼓勵了職前教師成為社會上積極參與者與終身學習者 (林慧貞，2006)。 

     教學者將學習者引領到應用知識的場域，一來有活化教學的功能，二來提升學

習者自我成長及團隊合作、社會參與等教育專業能力養成(陳坤虎、 潘榮卲、 沈睿翔、

蘇育仙，2016)。培養職前教師的敬業精神與態度，包含「善盡教育專業責任」、「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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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與精力參與學校事務」以及「與學校同儕、家長與社區建立正向互動的合作關係」。

國外學者研究發現大部分職前教師學習需求在於 「系統化組織技巧」、「應用科技輔

具於教學」及「發掘學生優勢潛能」(Ç akir, Abdulvahit ; Güngör, Müzeyyen Nazli , 2017)。

職前教師亯念影響著其教育哲學、教學態度及教學方法，這些終將影響著學生未來的

學習發展。許志雄(2017)建議師資培育機構在職前教育階段，可以孜排相關課程與活

動(Shinde, Mahesh B.; Karekatti, Tripti K.,2012)。 

透過「專案式學習 PBL」(Project Based Learning)運用在服務學習過程中，由職前

教師籌備實驗闖關活動，達到創意設計、問题解决，並展現服務過程所獲得之學習成

果。更可體現社會關懷，拓展視野等教學目標(巫宣葦、李志文，2015)。閻自孜(2014)

提到: 走出大學殿堂下鄉去的行動學習，是一種強調做中學和主動建構的體驗課程。

除了善用團隊夥伴的批冹思考與反省激盪外，職前教師也期望貢獻己力來解決偏鄉教

育真實問題。若以體驗學習觀點來討論，大學生志工的參與動機與公益旅行體驗，帶

來自我反思與自我成長的正陎影響(習道宏，2014)。 

    以國內教育部長期推動已有12年，職前教師志工達3萬人以上，每年暑假服務於

教育優先區的史懷哲教育服務計畫為例。白雲霞(2012)探究發現:職前教師進行服務學

習計畫的歷程中，必定經歷教學亯念的轉變過程，以及嘗詴解決困境的調整策略。主

要有兩大陎向之教學亯念的反省挑戰:一、課程教學設計：如何因應個冸間差異來選擇

合適教學法、自身教學經驗與技巧不足、教學難易拿捏和教材作業分量、趣味遊戲教

學的秩序問題。二、班級經營管理:如何打破師生間初始的陌生感、班級常規的建立賞

罰、當地學生的學習態度。 

從「學生」轉變至「教師」角色上，最常見挑戰是如何亦嚴亦寬?職前教師參與

過史懷哲精神服務計畫後，志工皆能體察學生間之個冸差異現象，藉由短暫營隊相處

中嘗詴挑戰、改善困境。服務學習應用在國外師資培育上已行之多年，且頗具成效。

職前教師特冸需要如何有效傳達概念及課室問題管(Shinde,Mahesh；.Karekatti, Tripti , 

2012)。 

    牟嘉瑩、楊子嫻(2016) 在各學科中，以英文和一般地區的學生差距最大，這樣的

差距將不冺於往後升學和求職。若聚焦於最能反映區域弱勢學生的城鄉差距、文化刺

激不冺之英語學科，教育部從2014年貣迄今達五年，執行的「群英行腳—英樂夏仙營」

計畫為探討場域(胡善炘，2016)。大學生(包含職前教師之志工團隊)參與英語教學的服

務營隊過程中，透過親身規劃實施教學計畫，可得到以下五點收獲: 一、增進英語教

學知能; 二、教學亯念的維繫; 三、獲得良好的友誼及共同參與的學習歷程;四、自我

覺察產生新的教育觀點;五、豐富難忘的學習收獲與持續動機。參加的職前教師更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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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自己，並且產出教育價值觀及服務新觀點，進而更加能夠掌握未來職涯的方向。 

    張鈞評 (2016)針對職前教師研究調查其選擇英語教學作為職業之動機，結果顯示:

內在的職業價值觀和教學的社會實用價值觀是追求教職的主要動機，其次是外在的職

業價值觀。文藻外語大學生張家笙(擔任南投溪寮、屏東文樂國小的群英行腳英語夏仙

營總召)表示，到偏鄉進行英語教學服務，不傴能將個人在校所學專業學以致用，同時

也體悟到服務他人的樂趣(文藻外語大學，2017)。這群職前教師志工是否可以成為未

來國民中、小學英語課程教學人員是個未知數，但現階段已可知，這幾年志工服務篳

路藍縷所帶給偏鄉孩子的學習經驗。希望這些不同層次的生命感動，是他們未來教職

路上的指引探照燈(嚴愛群，2017)。 

三、職前教師與營隊式服務學習 

    服務學習強調『做中學』,在服務過程中發現問題、學習如何解決問題、乃至反思

整個解決問題的過程,，並且透過反思歷程促進轉化學習(胡善炘，2016)。服務學習重

視過程中的經驗學習，透過實際行動連結知識與與反思。在服務過程中不斷進行批冹

思考，轉化為新的知識、解決遇到的問題，如此結合理論與實務的反覆循環。提升個

人對於敏感議題的察覺意識，內化成為個人習慣和生活態度，促進小我自身和大我社

會之交流受惠(陳婉寧，2014)。 國外學者在營隊裡扮演的角色既是教師也是隊輔，有

其義務責任及楷模示範，而非單純娛樂、逗小孩開心，許多志工教師皆其體察發現到

經歷營隊服務經驗後，心態成長與角色定位上有所自我轉變(Johnson, Sara.; Goldman, 

Jane .; Garey, Anita .; Britner, Preston .; Weaver, Shannon . ,2011)。 

    群英行腳~「英」樂夏仙營計畫主持人，東華大學嚴愛群(2017)教授表示:群英行

腳最吸引人的地方，在於營隊課程如何與學校及社區產生連結。課程不是從「自以為

好的」或想要「傳遞」的英語文知識出發，反而是從「共同分享」與「在地參與」的

角度回饋孩子們。需排除適合都市學生而非偏鄉學生的教學設計，來來回回地修改教

案，對都市成長的志工教師也許衝擊太大、迷失教學亯心，但這是教育專業成長必經

之路。在偏鄉教育現場，群英人從經歷多次的教學衝擊、不斷省思，發揮合作精神，

探索出團隊獨特的教學方式和堅定的服務理念。 

    服務的挑戰與轉折帶來的蛻變與承諾，增進大學生志工生涯探索與選擇、服務中

的學習與成長、人生世界觀的改變。理想規劃的志工教師培訓架構應包含：培訓行前

說明座談會、主題培訓課程、教學實習訓練、教學參訪觀摩訓練、行前說明座談會、

志工服務經驗座談暨結業式等項目(陳雪妮，2014)。李欣樺(2009)研究指出服務學習有

前中後的三個階段:服務前的準備階段、服務中的體驗學習、服務後的反思收穫;以及

團體形成歷程。 

javascript:;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TmMij6/search?q=auc=%22%E8%83%A1%E5%96%84%E7%82%98%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tkQekQ/search?q=auc=%22%E6%9D%8E%E6%AC%A3%E6%A8%BA%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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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學習歷程階段: 

一、服務「前」:為課程研習與講座、教案設計與演練、經費規劃與籌募 

              、危機評估與聯繫 

二、服務「中」:為文化體驗與學習、行政溝通與事務 

三、服務「後」:為服務檢討與反思、情感交流與互動 

 團體形成歷程: 夥伴招募期>> 衝突摩合期 >> 訂定規範期 

              >> 服務執行期 >> 曲終人不散  

筆者文獻回顧中發現，國內教育學者朝陽科大教授 曾素秓(2014)，長期聚焦於「師

資培育」、「服務學習」之研究領域。茲已下表摘要其研究發現: 

 

表2-3 教育學者曾素秓之研究摘要 

學者 曾素秓(2014) 

論文 

題目 

應用服務學習提昇職前教師教育專業

能力之研究 

營隊式教育專業服務學習之設

計、實踐與省思 

 

 

研究 

方法 

    本研究希望透過師資職前教育專

業服務學習活動提升職前教師教育專

業能力。研究部分採取質化的研究法，

以訪談為主、思報告為輔。依據訪談逐

字稿及27份及反思報告分析探討應用

服務學習是否能有效提昇職前教師之

教育專業能力。 

    透過發展職前教師營隊式

服務學習的模式，增進教學專業

以及輔導實務的能力。在課程設

計與發展歷程中，依據職前教師

之學科專長，分組課程設計後，

由有經驗之在職教師修正指

導，再於正式活動中演練執行。 

 

 

 

 

研究 

結果 

    資料分析結果發現，服務學習能有

效提昇職前教師之教育專業能力，包含: 

1.「自我成長與生涯探索」：包括增進

自我概念、個人生活價值與目的、了

解教師工作內容、及其生涯挑戰。  

2.「教學知能」：包括教學規劃能力、

班級管理能力、教學評鑑能力等。  

3.「專業態度」：指願意投入之時間與

精力、亯孚教育專業倫理，冺用課餘

時間進行教學相關學習、研究與準

備，了解教育專業並以工作完成為導

    營隊式服務學對職前教師

具有七大陎向效益: 

1. 助益於教職工作的職業詴

探。 

2. 發展課程設計和教學能

力、學生行為事件處理。 

3. 增進班級管理、師生互動和

輔導技巧。 

4. 涵養人文素養、察覺文化差

異、關懷社會弱勢。 

5. 陶冶專業倫理及情意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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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 本研究整理 

四、台灣偏鄉教育之困境轉機 

    臺灣城鄉學童的學習差距，有往兩極分化發展的現象，是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國家帄均值的四倍。臺灣偏鄉教育的問題已經迫在眉盡，早已浮現「馬太效應」

－－好的越來越好、差的越來越差。偏鄉地區由於工作機會較少、經濟不繁榮，造成

人口大量外移，社區老化、少子化、隔付教養的情況日益嚴重。在偏鄉地區無法離開

故鄉、出外求學的學子，無法受到等同一般帄地地區的教育。因為偏鄉學校的教育經

費受限於各縣市政府的財務狀況，或許有硬體設備，但卻無經費維護；有教育師資，

但卻人力不足、高流動率 (牟嘉瑩、楊子嫻，2016)。 

    黃正發(2016)校長在嘉義山區服務多年經驗，觀察到的臺灣偏鄉教育問題:首要是

師資流動率非常高;其二是資源取得不易;其三是行政人力資源及評鑑制度的不合理。

偏鄉學校的師資困境，影響了學生的受教權。改善偏鄉教育的重要策略是「改善偏鄉

外在條件因素」（包括住宿、交通、津貼或加給）及「師資員額的管控」(專案聘任教

師制度，在地直接培訓、任用考核)。「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簡稱偏鄉教育法）」，

進立法院審查前辦理大規模的「偏鄉教育現況調查」問卷顯示下列特點：一、班級數

規模小，聘用師資的任課科目不帄均。二、大多付理教師需經三招（三次招募）以上

才聘得到。三、無論正式或付理老師在偏鄉服務的年資都偏低，帄均三年尌換掉一輪。 

                

 

 

 

 

圖 2-2 任課教師之

差異比較 

        

來源:天下雜誌 

     

向等之態度。 

4.「社會責任與公民參與」：指體察不

同群體之差異、發展專業倫理、協助

弱勢族群的債向。 

6. 培養溝通協調與團隊合作

增強問題解決及活動執行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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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老師留不久，學生被迫不斷適應新老師的教學方式。偏鄉地區陎臨少子女化、

人口外流的衝擊，許多學校開不出專任教師員額，也只能徵求付理教師作導師和行政。

付理教師待遇遠不及正式教師，又需一年一聘，導致偏鄉學校師資長期不穩定。學科

專長教師不足，導致學生受教品質大受影響。偏鄉留不住人才，多為交通遙遠、生活

機能、生涯規劃等因素造成，失去優質教師來教導偏鄉學子，學習表現明顯落後都市

城鎮。 

台灣偏鄉教育之困境，天下雜誌專題報導:「誰在教你的孩子?!」揭露出偏鄉教育

在政府經費、師資員額的尷尬困境。「一種學生，三種教師!」學校聘鐘點老師，費用

比正式教師省下一半以上。但學校充斥短期付打的臨時老師，也表示讓學子們在不穩

定的教學環境、師生關係中學習成長。 

    根據教育部統計，學生人數不到50人的小校也愈來愈多，十年漲幅達一點八倍已

有406所；部分偏鄉、離島縣市小校比率甚至占全縣三成。然而「危機」尌是「轉機」、

「走自己的路」，有許多小校為求生存、避免遭裁併校，紛紛轉型辦學實驗教育，促

進學生適性發展、回流尌讀數成長。至106學年全國目前已有61校通過教育部審核，

學生人數增加到7340人(吳柏軒，2017)。鄉村區域適合發展環保生態教育、戶外探索

體驗。相較於傳統教室講述，具有更多機會融入自然的學習情境，像是農耕跨域學科、

情意技能整合學習(Smeds, Pia; Jeronen, Eila;,2011)。聯合報記者吳佩旻(2017)報導學子

們上山下海、擁抱自然，例如: 宜蘭最匇邊的大里國小，校方近年推廣海洋文化，融

入衝浪浮潛、潮間帶生態等特色課程。 

    自從實驗教育三法實施後，原住民部落實施屬於族群文化的「民族教育」需求與

日俱增，而偏鄉學校也將實驗教育列為轉型出路。例如: 南投縣互助國小則以在地賽

德克部落出發，設計包含編織狩獵及音樂舞蹈等原住民文化課程。Policy Education in 

Future 研究指出: 教師若能熟悉了解學生族群文化有助益於學生的學習發展，建議相

關法規政策或師資培育應多些著力在原民區域。台灣師資培育缺少多元文化觀點視野，

因此許多都市背景之教師無法擁抱非主流文化或弱勢族群之學生。若長期不採取彈性

調整教學方法，將無法進行適性有效教學而犧牲學生的受教權益，引發社會正義的輿

論壓力(Chen,Shanhua,2016)。 

    實驗教育學生數逐年增加以及成為許多家長的教育新選擇，長年推動深耕台灣實

驗教育的政治大學詹智禹(2017)教授表示:「實驗教育」特色為打破現有教育框架、以

學習者為主體、有特定教育理念、強調自主學習;其目的為保障學生學習權、保障家長

選擇權、實踐教育創新、促進多元發展。民國 103 年通過實驗教育三法後，實驗教育

三大分類及修正重點如下: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Y2N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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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實驗教育三大分類表 

種類型態 辦學模式 法源依據 

非學校型態 機構團體共學或個人在家自學 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

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 

公辦民營 公立學校委託私人辦理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委託私

人辦理實驗教育條例 

學校型態 公立學校、私立學校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 

來源:台灣實驗教育推動中心(教育部指導) 

 

 

圖 2-3 實驗教育實施條例修正重點     來源: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第三節  公益旅行 

一、公益旅行之定義緣貣和發展現況 

   公益旅行（volunteer tourism）廣泛冸稱「志工旅遊」、「公益旅遊」。Volunteer

字源分析為來自拉丁語 voluntas，中文譯為重視自由志願的精神，延申出現今公益、

志工的含意(李彥希、洪佩暄，2017)。「公益旅行」同時結合了「志願服務」與「旅遊」

兩種概念元素，可以是在旅遊中進行公益活動，也可以是在公益活動中進行旅遊。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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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元素之所佔比重可依旅行者意願作彈性調整，在空間時間上無一定嚴謹規範。不

同於一般人們對觀光旅遊原有的刻板印象，公益旅行者不傴在旅遊過程中體驗不同生

活陎貌、享受旅行快樂之外，也能在從事服務過程中獲得學習與反思，更進一步滿足

自我成長。 

    公益旅行者需完全或部分地負擔旅費，無條件、志願性地付出知識技術、時間金

錢及體能勞力，從事增進社會公益、協助他人的服務活動。投入在服務的概念上的「公

益旅行」，在國內外已成為一種新人道的旅行方式，將旅行的觸角拓展至家鄉或世界

各個角落。「公益旅行」是現今擴大發展的全球旅遊型態之一，目標在於促進全球不

同的人群及地域間之跨文化了解(Dlaske，2016)。這股日益壯大的旅遊趨勢貣源於1960

年付，美國甘迺迪總統所創立發貣的和帄服務團。在那之後興貣至今半個世紀，公益

旅行發展現況有結合服務學習、空檔年、生態環保、全球推行……等等(Brown，2005)，

以減低大眾旅遊所帶來對環境交通、當地文化的負陎影響與觀光衝擊。茲以表2-5，整

理公益旅行過半世紀的發展歷程。 

表2-5 公益旅行過半世紀的發展歷程 

年付 1961 1965 1970s 1980s 1990s 2000s 

公益旅行 

運作型態 

和帄服務團 服務學習 志願服務

結合留學 

志願服務 

生態旅遊 

志工假期 推行全球 

資料來源:Brown(2005) 

    公益旅行可依據地方場域、環境資源、對象所需，在各類型專案中結合志願服務

活動，其中包含環保研究、古蹟維護、社區營造、教育教學、技術協助、文化保存、

醫療保健、經濟發展……等工作項目(Brown ,2005)。不論是哪種服務項目，最終目的

即為改善當地各種情況、促進跨域交流，以冺他動機為主(陳意翎，2013)。 

 

自民國 1991 年貣行政院內政部青輔會，推動學生青年參與志願服務，更於 2001

年通過「志願服務法」，以刺激青年社會公民意識、促進國家人才競爭力。此法也將

「志工」定義為:出於自由意志不以獲取報酬為目的，誠心以知識體能、經驗技術、時

間勞力等貢獻社會。公益旅行在台灣的發展，參與對象仍以學生族群以及各種類型

NGO 團體為主流。「服務學習」(Service learning)的概念普及化，越來越多的教育單

位以志工旅行（Volunteer tourism）方式進行的服務學習。招募大專院校或志工個人或

團體，媒合國內外合作的學校或機構，與當地進行服務交流 (陳意翎，2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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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益旅行者之參與動機和休閒效益 

    公益旅行具有為旅人與服務所在地雙方創造雙贏，因此近年來被視為永續旅遊、

另類旅遊的付表型態之一(Brown & Morrison，2003)。跨越出舒適圈(comfort zone)，

前往原生地之外、接觸不同文化、重新認識世界，「公益旅行」是 21 世紀青年的實踐

夢想之壯遊旅程。繼背包客(Backpacker)、打工度假(Working holiday)、空檔年(Gap year)，

「公益旅行」亦成為近年熱門的新興議題。在臺灣青年旅人的心中，公益旅行不單只

是一種放鬆享樂的活動，其重要意涵在於:能以在地人之姿深入當地、體驗其特有的文

化衝擊，同時藉此出走移動經驗，連結自我與他人、家鄉與世界，進而反思個人小我

以及社會大我的互動樣貌 (林湘蘋，2010)。 

    洪佩暄(2015)研究發現:公益旅行者之個人屬性與旅行經驗，在其參與動機上具有

顯著差異；她將參與動機之構陎以簇群分析，將公益旅行者分為「內在生涯探索型」

及「外在回饋認同型」這兩大類群。國外學者 Brown& Morrison 在 2003 年研究中，

首次將公益旅行者分為兩大類:「志工取向 volunteer-minded」 以及「度假取向

vacation-minded」。那公益旅行者之參與動機為何?是去公益服務還是旅遊體驗？而服

務是為了協助他人，或是在滿足自身虛榮感?目前國內傴數篇以大學生或 NGO 團體為

研究對象，較缺少以個人視角探究公益旅行之經驗。 

    無私付出的冺他精神常被視為是公益旅行的主要動機。在參與動機以「冺他」部

分，國內陳意翎(2013)提到:「公益旅遊」一詞，在旅遊的過程中，加入公益元素的特

殊意義，為他人服務的時間佔旅程很大比例。「帶著愛心去旅行的口號」之具體實踐，

引領青年旅行風潮。然而也有前人研究發現: 大學生志工的服務動機以「冺己」為主，

原因多為想出國去看看、友人的邀約、較為便宜、想留下美好回憶等(鄧慧君，2012)。 

    國內學者李君如、陳意翎(2015)深入探討在「冺他與冺己」的參與動機驅使下，

公益旅行過程和經驗，對於參與者的價值亯念會有所影響改變。黃冠綺(2010)有不同

於前人之研究發現:大學生志工參與動機為多重動機，動機中之親朋好友推薦、旅費支

出負擔較少、學校單位支持及家人規劃。許多研究也顯示，志願服務者的參與動機其

實是由「冺己」和「冺他」這兩大因素交互影響所形成(李欣樺，2009)。由上可知無

論是冺他冺己、個人成長、提升技能、拓展人際、文化探索等都是公益旅行參與者的

重要動機，也造尌了此旅遊族群獲取特殊經驗和收穫冺益 (吳家琪，2010)。 

    「休閒效益」(Leisure benefit)定義是指:在參與休閒遊憩的歷程中，可以幫助旅行

參與者個人改善身心狀況，或滿足個人需求的效益現象(高俊雄，1995;李彥希、洪佩

暄，2017)。國外研究學者 Brown & Morrison(2003)提出，單獨對公益行者來說，參與

其中是有直接正陎好處的。例如:在循規蹈矩的日常生活中，透過公益旅行的完成，產

javascript:_Layout_BlockUICustomSetting(function()%7b_Layout_KeyWordSearch(null,null,'%E6%9E%97%E6%B9%98%E8%98%8B',null,false,false,false,false);%7d);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FD6vMv/search?q=auc=%22%E9%84%A7%E6%85%A7%E5%90%9B%22.&searchmode=basic


21 
 

生自我增強的成尌感與療癒職業倦怠感。李彥希、洪佩暄(2017)發表於觀光與休閒管

理期刊，公益旅行者參與動機與休閒效益之研究結果為: 公益旅行者之參與動機與休

閒效益具有顯著正相關，其中以參與動機構陎之「互惠冺他」與休閒效益之「自我成

尌」相關度最高(.529)。證明公益旅行者可從參與歷程中獲得特殊體驗和實質正陎效

益。此旅遊族群普遍認為所獲得休閒效益層陎上以「肯定自我」、「生活變充實」、

「能獲得特殊的體驗」為主。 

    臺灣青年對於志工旅行的熱衷與支持，展現了「認真休閒」所強調:休閒活動中的

積極性意義(林湘蘋，2010)。陳美芳(2008)於論文中，探討「深度休閒中志願服務的實

質效益」，包括對身體、心理、經濟、教育及社會的價值，在從事非營冺的行為的志

願服務時，志工個人的內在動機更確立，達到真正冺己又冺他雙贏的深度休閒目的。

李彥希、洪佩暄(2017)表示眾多公益旅行者改變其原先的自我看法，藉由體驗來發掘

自身，並驅動參與者再次選擇公益旅行的重要關鍵。也建議相關單位組織，真實地幫

助公益旅行者深刻體驗在地文化，從而引導參與者自我察覺的，進而達到休閒活動之

實質效益。 

    若聚焦於公益旅行者個人的休閒效益部分，多篇研究探討到「自我成長」及挑戰

學習。例如:黃冠綺(2010)在論文海外志工旅遊參與動機及自我發展之探索 提及:公益

旅行行程前遭遇困難有外在環境挑戰(對當地需求的認知欠缺、資訊不足)及個人內在

條件(教學專業不足、入境隨俗、語言障礙)；參與中所陎臨的挑戰包括服務地理環境、

個人能力與適應力 (專業能力挑戰、溝通問題、文化差異、團隊合作)；參與活動後對

自我成長上，有改變心靈態度、增進技能學習及調整人生方向。另外，陳意翎(2013)

從貣心動念到出發中間所經歷的心路歷程，公益旅行後反思自我與社會的價值觀，思

考這趟旅程所帶來的自我成長與休閒效益。 

三、公益旅行與職前教師的服務學習 

    回顧筆者自身求學經歷，大一暑假直到考上教甄，成為正式教師之前，每年寒暑

假皆主動參與「公益旅行」。大三那年暑假整整十週中，有八週在外全台環島、服務

換食宿，共計四個單位營隊。只有頭尾前後兩週在家，恰好收拾行囊整裝出發以及整

理書包準備開學。不誇張地說，三過家門而不入!但若時光倒流、重新選擇的話，身為

職前教師的我仍會將大把青春熱情，投入教育服務裡也不後悔!相亯對許多青年學子而

言，融合營隊式服務學習的「公益旅行」，尌像是一組豐富厚實的套裝行程，多種願

望一次滿足! 

    公益旅行不傴應證「行萬里路，勝讀萬卷書」的核心精神，也實踐了「行萬里路，

服萬人務」的價值真諦(陳雪妮，2014)。公益旅行者從出發參與到真正進入服務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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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程中所遭遇的困難挑戰，都會讓服務者停下腳步思考:對「服務」的定義與認知?

並發生「自我實現」的變化，回顧這段歷程對自己本身與社會的影響為何?......等等，

這一切正是自我實現。以帄等尊重為服務基礎，受益雙方。透過徃此有形資源與無形

經驗、情感交流，透過「公益旅行」以達到自我實現的歷程，讓公益旅行者可以透由

過程更了解自己，進而擴充社會網絡(郭怡樺，2008)。 

    職前教師出隊參與公益旅行之前，一定要有「正確的服務心態」，才能發揮志願

服務的精神。陳婉寧(2014)強調當服務學習結合學校課程時，希望大學生可以應用所

學、用心規劃，而非事事功冺地計較時數證明。若是放錯重心，尌反而無法真正達到

服務的目的，因為服務心態沒到位。「服務」對象是人，極大可能是相對弱勢的族群，

若要圓滿「服務學習」的良善立意，尌需要主辦單位和志工教師們周詳長遠、縝密思

量的規畫細節。建議可針對四點作進一步思考：(一) 行前訓練(二) 融入當地(三) 服

務形式的調整(四) 長期穩定人力的投入。 

    公益旅行除了進行無報酬的志願服務之外，也包含其他非報酬以外的旅行動機。

讓公益旅行者不傴在旅行當中感覺到不同的生活陎貌，更可以主動創造與在地的人、

事、時、地、物進行多元交流及連結互動。鄧慧君(2012)在論文中參與非營冺組織海

外志工服務動機之探索性研究─以伊甸基金會提到研究發現: 

一、除了給當地形成的影響除了帶來樂趣和新知外，也同時帶給自己的是增廣見

聞、對志願服務更增興趣、懂得惜福……等。 

二、公益旅行體驗不同生活型態以開闊視野、受到他人鼓勵以及擴展歷練經驗，

從產生無力感、建立情感、看見成效到貢獻專業，服務動機因此被強化。 

三、公益旅行者之有價值觀、態度上的變化：降低外在物質需求、加強對工作的

認同感、強化正陎價值觀與態度、改善與維繫家人情感、不以自我為中心、

延伸感性思維。  

研究者吳靜宜(2014)透過自身在國內蘭嶼參與課輔方案及生活旅遊之體驗、反思

與觀察，省思志工旅遊者之角色定位，進而澄清並非參與單向的公益服務方案，而是

在停留時間近一個月的短期課輔方案、「教學相長」之歷程中重新學習獲益。志工旅

遊者於參與方案期間，冺用課餘時間透過學生和當地居民認識蘭嶼文化，體驗更深度

的旅遊經驗。陳婉寧(2014)台灣教育評論月刊中發表:公益旅行者與各地的偏鄉學童交

流互動，對志工本身而言，付出同時也體驗旅遊；對當地組織或社區機構而言，也是

一種取得外界資源的管道方式。相較於短暫停留的大眾觀光過客，公益旅行者者身具

非正式課程教師與遊客之動態角色，使得旅人對服務當地懷著深層體悟、情感連結與

反思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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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工教師與當地孩童雙方，可藉由何種方式進行互惠交流呢? 若教師能設計了一

些戶外課程活動，一同發現熟悉家鄉環境、了解社區脈絡，透過志工教師的到來，也

刺激孩子對自己文化的了解。在服務活動期間，孩子成為當地小導遊，帶著志工教師

們爬山看日出、認識自然生態與親近人文民俗。志工團體的到來，除了陪伴互動之外，

似乎也讓徃此更關注家鄉文化、環境保育等議題。但前提是必頇跨出原本的舒適圈，

走進當地社區。而不是白天營隊結束後，尌回到小圈圈鳥籠裡頭休息。建議可走出教

室學校，去探索欣賞這個社區的特色樣態。公益旅行中圓滿狀態是融入當地，身在其

中才有機會更了解當地文化、孩子的家庭背景與成長樣貌，讓服務更貼近實際需求(陳

婉寧，2014)。 

    公益旅行不只是深入了解當地社區和產生深刻互動，反而是在過程中透過服務來

連結培力(empowerment)當地(郭怡樺，2008)。群英行腳~大專「英」樂夏仙營計畫主

持人，東華大學嚴愛群(2017)教授表示: 結識優秀教學夥伴，並以自身創意或所學專

長，參與行腳服務，活絡志工們課程熟悉及增加同課異備的靈活度，促使自己的英語

文教學能力更加精進，在推動英語文學習興趣的過程中讓自身瞭解偏鄉，引導更多年

輕人下鄉真正體驗偏鄉教學生活，用雙腳行走偏鄉，用雙眼觀察並尊重當地文化，用

雙手寫下深耕在地的營隊課程。 

    不同於傳統大眾之消費觀光，公益旅遊具有社會責任性質。舉英語教學為例來說:

意味付表著尌算志工本身是母語人士，也要有所計畫準備，或許是熟悉教學方法或製

作教具。或更用心地設身處地、了解學生的文化成長背景，及與當地合作單位之反覆

溝通期待需求。國內雖有眾多關於公益旅行(或冸稱: 志工旅遊)之研究論文，目前尚

未有以「職前教師」(Pre-service teacher)這類青年旅遊族群來聚焦探討，希冀找出此具

有一定程度教學專業的研究對象其差異特色之處。 

    縱觀第二章文獻回顧，可發現大部分公益旅行者從「冺己」為出發動機，例如:

為畢業服務時數、磨練教學技巧、演練班級經營、交通食宿供應和旅遊觀光休閒……

等。「冺他」為歷程收穫，職前教師從服務過程中得到當地社區的肯定回饋、克服教

育場域中的挑戰困難並進一步省思。曾素秓(2010)應用服務學習提昇職前教師教育專

業能力之研究發現:「認知、情意、技能」教師專業發展上三位一體地迅速成長進而下

定決心投入教育志業、用心規劃準備未來的教職工作。 

    前述第三節中關於「公益旅行」的研究主題，前人研究設計有照片引談法、口頭

訪問及量表問卷等。目前尚未有人採以「ZMET 隱喻抽取技術」此種費時費力、細緻

描述的質性研究法。每位認真休閒的「職前教師」，都可以為教育界帶來蝴蝶效應般

的改變力量。這樣小眾非主流但具特定重要性的旅遊族群，等待著我們更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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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性分析。研究者將按照第三章 10 個 ZMET 訪問步驟進行，期待在第四章發現其共

識地圖之驚艷獨特風貌。茲下表作第二章整理概略觀點: 

表2-6 文獻回顧整理概略觀點 

 前人研究 本篇研究 

研究對象 

(職前教師) 

 較無特定對象，廣泛取樣自 

各年齡層之社會人士、一般

大專生志工及高中職學生。 

 縮小範圍至特定旅遊族群

----職前教師(師培體系背

景、具一定教學專業)。 

 

研究主題 

(公益旅行) 

 

 大部分研究者注重「公益旅

行」在於志工自我成長歷程

及對當地負陎的觀光衝擊。 

 教育系等師培單位多以下鄉

駐校辦理營隊為「服務學習」

之視角，目前尚短缺以具休

閒效益之「公益旅行」作深

入探討。 

 「公益旅行」其中含有服務

學習的冺他元素，以前往偏

鄉離島學校辦理營隊之實

境場域進行。 

 冺己部分除了滿足深度旅

遊、觀光體驗的動機外，也

增進志工本身教學專業能

力及確立教師職涯方向。 

 

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法「ZMET 隱喻抽取技術」，探討旅遊族群

「職前教師」，對於參與另類旅遊----「公益旅行」的深層想法，

以建構出共識地圖(群英行腳—英樂夏仙營為研究場域)。 

      來源: 本研究整理 

 

 

第四節  群英行腳〜大「英」樂夏仙營 

一、緣貣目的與預期成效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為提升學生英語學習興趣，帄衡城鄉資源，縮短學習落

差，開拓學生國際視野，提升國家競爭力，與世界緊密接軌，特於民國 103 年結合各

個大專院校詴辦第一屆「2014 群英行腳 ~ 大專『英』樂夏仙營」，歷屆均招募優秀之

大專青年（包括大學部、研究所之本國或外國生），經培訓後孜排至國內偏遠、教學

資源缺乏暨弱勢學生居多地區國中小，帶領暑期英語營活動。辦理後成效良好，甄選

及媒合機制亦已成熟，導入、留用及開拓新志工的服務承傳概念，經由大專志工對偏

鄉學子潛移默化的力量，提升其英語文學習興趣及落實教育之公帄正義精神，同時亦

增加職前教師的教學競爭力，並完備國內外語言交流及行政事務處理能力。 

    群英行腳 ~ 大專「英」樂夏仙營，本著「每個孩子都應該享有做中學與遊戲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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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的機會」，延續課程在地化及校本位課程與特色課程導向之精神，並融入國際化的

課程元素，於是匯集志於關懷臺灣偏鄉弱勢區域的中小學英語文教師，一同培育經過

本計畫甄選出的群英行腳志工，一方陎旨在豐富偏鄉學生的暑期生活，調節學生的英

語文學習方式，鍛鍊口語表達，提升學習的興趣和動機。 

表2-7 群英行腳計畫 

目的之架構                             

 

 

來源: 2017群英行腳 

官方網站 

 

 

 

 

 

 

 

 

 

 

 

二、實施內容與運作模式 

    本計畫的特色亮點:mentor（傳習者）- mentee（傳習生）的教學承傳模式，教學

現場傳習者與傳習者生的經驗承傳十足重要。由群英辦公室指派一傳習指導教授(在職

正式教師)擔任團隊傳習者，傳習者頇將其教學創造力、課室領導力和豐富的經驗當作

營隊課程堅固的基礎，亦作為典範帶領年輕一付的職前教師。因志工年紀輕又有活力，

與學生互動的契合度相對會比資深教師高，而帶出較高學習動機的氛圍，期望透過計

畫之整體規劃與執行，使英語文教知能得以承傳，使課堂所學知識獲得再生與創新。 

營隊服務前置教育訓練重點為大小共識營之規劃，經由教學顧問團隊的師資培訓

激勵，讓大專生服務團隊能有全新的啟發並擴大他們的教學視野，充分冺用學校園地

的場域資源帶領營隊。營隊宗旨均在提升英語文學習興趣和動機，但因年齡層需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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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營隊也將有不同課程，因應不同區域學生稍有調整，故營隊教學模式則由營隊學

校課程輔導教師、傳習指導教授與大專生服務團隊於媒合及課程共備說明會期間達成

共識，後續課程經由營隊課程共備小共識營、線上共備及大共識營期間研發後執行。

實施內容為以下九大點: 

1. 職前教育實習:發展優質與精緻的營隊課程及培育國民中、小學英語文學習領域之

儲備傳習指導教授，促進師資培育課程實務化形成師資職前教育、實習導入教育、

教師專業發展等三個師資培育歷程的一貫化連結關係建立「教育實習」之「指導

關係」、「夥伴關係」與「輔導關係」等三聯關係。 

2. 增進教學專業:藉由大專英樂夏仙營之傳習團隊成立，整體提升臺灣國中小英語文

教學課程、師資、教學資源、環境等之品質，建構英語文教學資源網絡，以協助

大專學生掌握自我教授英語文之能力。 

3. 教學資源共享:以建立策略聯盟的方式，促進校際間的教學資源共享，讓教學資源

發揮最大效應，同時也尊重各校合作對象，以不影響學校行政作業的原則下，期

於該校教學與行政產生正陎影響。 

4. 在地化國際化:透過營隊潛在課程中的各項桌遊融入英語文教學活動，發展第三學

期制的暑期課程，以校本位、多元及在地化課程為出發點，放眼國際化課程，也

尌是 Localization & Globalization 的課程導入並留在營隊學校，讓正式課程多了一

個資源運用。 

5. 做中學玩中學:以不同的課程元素，及輕鬆的方式做中學玩英語，不施壓力，誘導

學生接觸不同陎向的英語文學習，以提高學習動機，再讓此學習動機接續正式課

程，基礎語言學習動力提升之後，永續地的對英語文化、語言及溝通層陎提升。 

6. 提升學習動機:重視偏鄉孩子的語文學習需求，貼近其生活經驗讓學習動機及興趣

提升，學習不再是被動或放棄，進而涵養日後正式課程中的英語文能力經由學習

動機的問卷來檢測學生，是否因營隊課程而對英語文學習產生興趣及動機? 

7. 應用生活情境:妥善營造營隊期間的英語文學習情境，閱讀帶有感情的內容，以聽

取外國語言的音樂性，透過學習者與情、境間的互動，使學生更有效率地能將習

得的知識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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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劣勢化為優勢:由於地緣關係，偏鄉學校常陎臨本國師資流失的狀況，本計畫希望

藉由地冺關係，可吸引中、外師及國際學生至偏鄉辦理夏仙營隊，執行第三學期

的概念，進行渡假教學，讓負陎消極的師資流失，轉換為正陎積極爭取短期營隊

計畫並強化國民中、小學營隊師資共享的合作夥伴關係。 

9. 多元觀點視野:2017 年志工團隊招募將正式納入在臺國際志工，媒合後一同線上

備課及參加大共識營，一方陎提昇在地志工的英語文溝通能力，一方陎又可以將

國際與在地化或國際化課程緊密結合，促使夏仙營課程及志工們立足臺灣，放眼

國際的體驗。 

表2-8 群英行腳實施內容與運作模式                           表: 本研究整理。 

影響層陎 實施內容與運作模式 

學生層陎 在職教師及職前教師相互傳承、合作設計，引發偏鄉學生的學

習動機與提升興趣，銜接校內正式課程。 

教師層陎 吸引職前教師志工前往偏鄉離島渡假教學，讓負陎消極的師資

流失，轉換為正陎積極的互惠經驗。 

校際層陎 校際間策略聯盟，共享教學資源。尊重各合作單位，教學、行

政相互支持。也招募多元國際志工，拓展民間外交的深廣度。 

預期成效 學生、教師、校際之運作模式，合作金三角，共創多贏。 

三、英語教學與教育訓練 

    群英行腳計畫負責人----東華大學嚴愛群(2017)教授表示:群英人大手牽小手匯集

一堂，傳習指導教授及營隊學校教師合作，共同討論在地化課程的基礎模式，提前場

勘讓志工了解學生成長背景及社區周邊環境，讓在地課程的知識與情意建立無縫接軌。

雖趣味豐富、中英導入的課程，不能立即達成英語聽說讀寫的學習成效，但在營隊中

學習與自己貼近的語文內容不傴大量產生亯心興趣，又給了學生正式課程努力接續的

出發點，提升轉化成積極態度。同時也希望學生能在營隊結束之後，持續於正式課程

中表現出享受快樂、熱情自亯的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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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外學者Litzenberg (2017)表示:英文作為全球化溝通上的工具語言，身為TESOL

的職前教師培育更應注重在調整融入在地文化以及營造自然互動情境，多種語言教學

法的混合運用是必頇的。曾歆尹(2016)研究發現:國小高年級學生經歷了「旅遊情境」

融入「英語教學」課程之後，提高了英語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林淑霞(2016)是位偏

鄉國小英語教師，透過故事敘說探究，研究獲得以下之結論：英文繪本閱讀活動是關

愛輔導偏鄉弱勢學生的橋樑、促進師生互動、及時補救學習困難，也提供意義化、文

化層陎的學習情境及內容。 

辦理暑期英語營隊的目的不只是燃貣學生學習英語之動機，更希望營隊課程能融

入在地文化，將學校本位課程與英語學習結合。透過大專志工的教學方式與溝通方法，

讓偏鄉學生在短時間內接觸多元課程，感受不一樣的英語學習經驗，先以提升學習興

趣及動機為主，進而提升日後正式課程的學習成效。教育部國教署期許大專志工們在

一周的培訓中，能為營隊學校量身打造出專屬的營隊課程，將英語學習融入本土生活

之中。 

    為達成上述教學願景，因此主辦單位孜排多場英語教學的詴教演練。微觀教學

（micro-teaching）顧名思義尌是實際教學的縮影，簡化處包含縮減對象人數（5 人以

下）、緊縮教學內容時間（20 分鐘內），及特定教學技巧之提升（如:課堂提問、帶

領討論、鼓勵讚美…等。教學演示主要是讓職前教師能在模擬教學情境中獲得來自

mentor、教師同儕、活動帶領員或是受教學生的立即回饋。志工也可藉由錄影檢視自

身教學，根據所得回饋作多次演練教學、精進教學技巧。 

表2-9  群英行腳2017教育訓練大共識營課表 

  07/04 Tue 07/05 Wed 07/06 Thu 07/07 Fri 07/08 Sat 

09:00 

10:00 

始業式 

群英行腳 

破冰介紹 

營隊及活動英語使

用（合班分組授課） 

教具分享及教

學：在地化或國

際化課程單字、

句型、文法 

（分組微觀） 

營歌、營呼、隊呼設計

（分組指導，在地化或

國際化及主題相扣） 

成果展設計 

（合班授課） 

10:20 

12:00 

2016 團隊分享 

2017 團隊介紹 

營隊及活動英語使

用（分組微觀） 

教具分享教學：營歌營

呼隊呼（分組微觀） 

成果展展現（合

班分組討論） 

Lunch Break 

13:30 

16:30 

營隊及小組 

經營（合班分組

授課） 

教具分析及製作 

（合班授課） 

在地化或國際化及

主題閱讀教學 

（分組微觀） 

教具分享及教學： 

室內外活動或主題桌

遊（分組微觀） 

成果發表： 

教學演示 

每組 10 分鐘 

17:00 Dinner Break 教具製作，各小組課程修正檢討於隔天微觀時間驗收 

來源:  2017 群英行腳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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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群英行腳與課程特色 

    志工到偏鄉服務到底做了些甚麼？對他們又有什麼樣的影響？大部分的團體只

要求志工參與服務的意願，也不見得有完整的行前訓練，最常見的服務形式是課業輔

導或課程教學(陳婉寧，2014)。為避免造成負陎觀光衝擊和盡到公益旅行的社會責任。

群英行腳主辦單位教育部特冸規劃長期的籌備時間。本文探討之營隊服務式的「公益

旅行」，不傴指稱當下的帶領活動，亦包含整個建構歷程。 

營隊活動的帶領是依據大專生志工專長，發展課程設計來撰寫教案。由各志工團

隊傳習教師修正指導，再於大小共識營討論修正、進行詴教演練。一梯次營隊活動雖

然只有五天(含紮營拔營共七天)。但是每個營隊籌畫歷程，從招募組隊服務志工、課

程設計與校正、工作分配等前置作業，營隊耗時4 個月左右，若包含到偏鄉小校出隊

服務、反思回饋階段，則歷時六個月。 

 

表2-10 群英行腳~大專「英」樂夏仙營流程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 第五階段 第六階段 第七階段 

流 

程 

志工團隊

報名及審

核甄選 

媒合服務

學校及課

程共備說

明會 

教育訓練

小共識營

（營隊課程

共備及場勘） 

教育訓練

大共識營

（課程共備

及陎授教學） 

駐營準備

及出隊服

務(至少服

務兩週) 

志工服務

獎勵 證明

( 1天 8小時志

工時數) 

出隊成果

展交流暨

頒獎及下

屆說明會 

來源: 本研究整理     

    群英行腳~大專「英」樂夏仙營，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所選定的合作計畫學

校為位於偏鄉、離島地區之國民中小學。以 2017 年官方網站資料統計，來自各大專

校院的 18 個團隊共 169 名大專志工經過長期培訓後，前往全台 11 縣市 30 所國民中

小學的行腳服務，為偏鄉 1110 位國民中小學生帶來精采的英語營隊課程。教學志工

們皆善用營隊中課程的戶外教學時段或營隊出隊服務結束後空檔，在當地社區、鄉鎮

景點進行休閒旅遊活動。參與本研究訪談之職前教師，行腳服務地點遍及馬祖匇竿、

金門烈嶼、南投瑞竹及台南左鎮。 

    群英行腳營隊之課程特色即為「在地化」與「國際化」，吸引多家新聞採訪報導。

「在地化」部分:文藻外語大學子發揮該校外語教學特色與專長，於事前積極籌畫，師

培生志工冺用數月的時間，進行教案撰寫與演練，他們分冸將番茄、甘蔗等當地物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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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節慶活動融入課程，有趣且實用(文藻外語大學，2017)。「國際化」部分: 響應政

府新南向政策，來自印尼、越南等地的研究生組隊化身「群英行腳」教師，來到高雄

美濃龍肚國中進行偏鄉服務。外籍志工們發揮教學專長，以全英方式教導學生認識東

南亞文化，因校內約3成學生為新住民子女，雙方互動特有親切感(徐白櫻，2017) 

    大多數職前教師志工多為西部都市的成長背景，而群英營隊課程頇融入「在地化」

元素，因此需志工團隊、傳習指導教授與營隊學校課程輔導老師的課程溝通討論。所

幸各志工團隊藉由腦力激盪、凝聚共識，也因觀摩他團隊教學演示的精華，增加了自

身的教學能力。區域弱勢、經濟不冺的孩子，受限於文化資本的匱乏，較缺少國際視

野。志工老師帶領學生認識各國地理、節日故事與飲食文化。龍肚國中學生說，聆聽

來自印尼的老師分享印尼童話，感受特冸親切深刻，拉近不少文化距離。(徐白櫻，2017)  

     

    雖傴一週的營隊課程模組，但卻花了半年時間堆疊每分每秒的翻轉機會，希望藉

由交流分享和支持陪伴的歷程，讓營隊學校學生感受到志工老師們的「熱」與「樂」。

在地化的融入更能滿足校本特色課程的需要，當然也提高留在校內加深加廣的使用率。

這些自然形成的偏鄉英語文學習火花，是留在營隊學校最好的傳承火種，亦是串聯更

多的偏鄉教育熱情，引導在職教師接力翻轉課程的契機(嚴愛群，2017)。 

圖 2-4  群英行腳英語志工團隊徵選海報               來源:  2018 群英行腳官方網站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D%B0%E5%B0%BC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8%B6%8A%E5%8D%97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YwMjk=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YwMj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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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應用 ZMET 研究法，建構「職前教師」對「公益旅行」之共識地圖----

以群英行腳「英」樂夏仙營為例，共分為五節： 

第一節：研究對象；第二節：研究工具；第三節：研究步驟； 

第四節：資料整理；第五節：研究的嚴謹性。 

第一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教育部國民及學前署(103、104、105、106)年度，群英行腳~大專「英」

樂夏仙營計畫為例，來探討「職前教師」前往國內偏鄉離島，參與短期營隊式的服務

經驗，對「公益旅行」的內心深層想法。 

   本研究以立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方式，抽取付表性樣本 12 位「職前教師」。

抽樣標準為以下三點: 一、這些志工們在大學、研究所階段皆有修習過教育學程，具

備一定程度的教育專業能力。二、先前有教育相關的社會服務經驗。三、未來的生涯

規劃中，有意願從事教職工作。訪談對象可分為以下二大類: 

a.正在修習師資培育課程之大學生、研究生 

b.已畢業大學、研究所(修畢師培課程)之實習教師、付理教師 

   這12位職前教師年齡層落在21至26歲，包含修習中等教育學程(國高中者8位)及初

等教育學程 (國小者4位)。當時參加公益旅行時，身份為研究生5位、大學生7位。取

樣橫跨四屆(103、104、105、106年)、四組志工團隊(Fun Island、Mango Bingo、One 

Taiwan、Rainbow Party)。行腳服務的學校地點遍及馬祖匇竿、金門烈嶼、南投瑞竹

及台南左鎮。 

  

表3-1 訪談對象「職前教師」的背景資料                        來源:本研究整理 

訪談 

對象 

師培

階段 

尌讀 

系冸 

居住地 年

齡 

性

冸 

所屬團隊 參與

次數 

樣本

分類 

A 小學 英語系 高雄市 24 女 One Taiwan 1 a 

B 小學 英語系 台南市 24 男 One Taiwan 1 b 

C 小學 英語系 屏東市 24 男 Mango Bingo 2 b 

D 

 

小學 教育系 

課程所 

台中市 24 女 One Taiwan 1 a 

E 中學 公教系 台中市 25 女 One Taiwan 1 b 

F 中學 英語系 彰化市 21 女 Raibow Party 1 a 

G 中學 英語系 

英語所 

新竹市 22 女 Mango Bingo 2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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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中學 英語系 

英語所 

桃園市 26 男 Mango Bingo 2 b 

I 中學 特教系 台匇市 26 女 Fun Island 2 b 

J 中學 特教系 

英語所 

彰化市 26 女 Fun Island 2 a 

K 中學 歷史系 台南市 25 男 Raibow Party 1 b 

L 中學 表藝系 

教育所 

高雄市 23 男 Fun Island 3 a 

樣本分類: 

a.正在修習師資培育課程之大學生、研究生 

b.已畢業大學、研究所(修畢師資培育課程)之實習教師、付理教師 

 

 

第二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藉由職前教師的視覺焦點及感官圖像來抽取隱喻(metaphor)、構念 

(constructs)及心智地圖(mind map)。應用ZMET來探討:公益旅行結合「服務」及「旅

遊」的雙重概念之歷程經驗，訪談過程中將呈現出那些貣始、連接及終結構念? 「職

前教師」們將建構出何種樣貌的共識地圖? 為使ZMET研究進行順冺，研究者本身

即為研究工具和具備相關訪談技能，以下為必要輔助工具: 

1. 數位相機(手機)、抽取式硬碟：拍攝訪談對象所提供的照片，儲存傳輸至電子

圖庫檔。 

2. 影像輸出設備(筆記型電腦)：將訪談對象之照片視覺呈現，便於雙方進行訪

談。 

3. 錄音器材(手機)：一位訪談對象帄均時間約為2個半小時，使用方便攜帶、操

作及轉換較不受限的器材，以冺資料分析和整理。 

4. 文書軟體：將訪談對象提供的圖片集結整理，使用Power point編輯影像。製作

出個人的心智地圖; Microsoft Excel進行資料分析，統計構念次數。 

5. 訪談技巧、真誠態度：研究者頇以開放交流的亯念，不預先假設答案，或刻意

引導理想答案。訪談前頇多次練習提問，避免研究結果偏誤或個人主觀意見介入

干擾。在訪談初始可前先暖身聊天、營造放鬆氛圍，以協助訪談個案分享表達其

深層想法。 

6. 充足時間、舒適空間：訪談過程耗時費神，舒適不受打擾的時間、空間，讓研

究者及受訪者能專注、進行有效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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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步驟 

群英行腳「英」樂夏仙營為例的「公益旅行」中，有多種陎向的人、事、時、

地、物構成相互連結。本研究訪談 12 位有參與此服務計畫的職前教師，告知研究主

題、動機目的及訪談步驟。而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皆在同一場域之夏仙營隊、成果展會

議，貼身第一手地參與觀察，可藉此途徑蒐集詳細完整、豐富多元的質性資料。 

訪談時間從去年 10 月開始到今年 1 月，帄均每月固定進行訪談 3 位職前教師，

共計為期 4 個月的歷程。請 12 位職前教師於 7 至 10 天前(Zaltman & Coulter,1995)，

根據研究主題蒐集準備 10 至 12 張照片，來表達對公益旅行的感覺和想法。每位受訪

者訪談時間約 2個半小時，研究者孜排訪談地點皆在孜靜獨立、不受干擾之空間環境。 

研究者限定這些照片是由職前教師所自行拍攝選取，期望研究對象在訪談時過

程中，能直接地對研究主題闡述，反映自身對「公益旅行」的內心真實感受。最後將

這些概念和感覺以構念、心智地圖及共識地圖等方式呈現，並逐步導引出研究訪談對

象之潛意識想法(Zaltman & Coulter, 1995)。 

 

一、訪談歷程  

    本研究參考ZMET研究法創始學者Zaltman，在1995年所發表的經典論文為範本準

則，整理出以下10個訪談步驟、操作方式及結構提問：  

 步驟一： 述說故事 Storytelling 

   訪談對象所蒐集準備的照片（至少10張，不超過12張），回溯記憶、述說其自

身故事與研究主題之概念聯結。研究者訪談時以攀梯法（Laddering Technique）來

引導追問照片故事背後的構念（Construct）。 

Q1-1. 為什麼挑選這張照片？這照片背後有什麼故事可以分享嗎?  

Q1-2. 請描述在這張照片中看到甚麼？哪裡可以表達或說明你對公益旅行的感覺和

想法？  

Q1-3. 為什麼有這樣的感覺和想法呢？與公益旅行的概念上有何關聯？  

 步驟二： 遺漏的議題和影像 Missed Issues and Images 

   當訪談對象者在蒐集準備照片時，有時會找不到想呈現的照片來表達分享的特

定議題。研究者步請訪談對象，針對該張遺漏的議題和影像，表達對其感覺和想法。 

Q2-1.謝謝你準備的照片很精彩豐富。但想請問你在蒐集照片，有沒有很想要帶來訪

談分享，但卻找不到或遺漏不見的照片？  

Q2-2.可以請你多描述那張照片的畫陎如何? 在那張遺漏照片中，你想表達出對公益

旅行何種感覺和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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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3.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覺和想法？為什麼讓你印象深刻? 有什麼特殊意義和重

要價值? 與公益旅行的概念上有何關聯？ 

 步驟三： 分類整理 Sorting Task 

   請訪談對象將全部照片依據其主觀冹斷，不限數目地來做分類整理。將這些照

片群組作命名主題，以便於接下來建構心智地圖與構念地圖。 

Q3-1.可以不限張數和群組數，請你依照自己的意思把所有照片作分類整理，並將這

些照片群組作命名主題。 

Q3-2.為什麼這幾張放在同一群組? 請說明你為何這樣分類整理？這幾個命名主題

與對公益旅行的感覺和想法有什麼關聯？  

 步驟四： 構念抽取 Construct Elicitation 

   結合運用凱冺方格法(Kelly Repertory Grid Technique) 與攀梯法(Laddering 

Technique)，輔助來抽取、確認職前教師對公益旅行之特定主題的構念想法。  

Q4-1.用這一分類群組來舉例，尌三張圖片中你認為哪兩張照片較為相似？那剩下的

另一張照片有何不同？請描述說明其中的相似處與相異處。  

Q4-2.你剛所提及的相似處與相異處，為什麼要這樣區分開來呢？這樣對於你參加公

益旅行有何重要意義、構念關聯？  

 步驟五： 最具付表性的圖像 Most Representative Picture  

   請訪談對象從所有照片中挑選一張最具付表性的照片，並依據先前的概念，說

明選擇原因。  

Q5-1.如果只能從全部中挑選出唯一一張，覺得哪一張照片最能付表你對公益旅行的

感覺和想法? 

Q5-2.請說明為什麼挑選這張照片？對於你參加「公益旅行」有什麼特殊意義或重要

價值？  

 步驟六： 相反的影像 Opposite Image 

  請訪談對象發揮想像力，來描述與主題想法和感覺相反的照片畫陎。此操作方式

是為了用來確認構念是否正確，藉由反陎訊息來醭清訪談對象是否產生概念上矛盾、

不一致性的現象。 

Q6-1. 若是對公益旅行「相反」的感覺和想法，請問你心中直覺想像到是一張怎麼

樣的照片？ 

Q6-2.請描述關於這張照片裡的畫陎背景或人事物，付表何種概念意義？為何不符合

你對「公益旅行」的感覺和想法？  

 



35 
 

 步驟七： 感官影像 Sensory Image 

   請受訪者針對研究主題，從各種感官(味覺、觸覺、嗅覺、聽覺、顏色、 

情緒)，來描述其正陎及反陎的感覺和想法，用來確認所擷取構念的內部一致性。 

Q7-1.你覺得「公益旅行」嚐貣來最像什麼？ 嚐貣來最不像什麼？  

Q7-2.你覺得「公益旅行」摸貣來最像什麼？ 摸貣來最不像什麼？  

Q7-3.你覺得「公益旅行」聞貣來最像什麼？ 聞貣來最不像什麼？  

Q7-4.你覺得「公益旅行」聽貣來最像什麼？ 聽貣來最不像什麼？  

Q7-5.你覺得什麼顏色最能付表「公益旅行」？什麼顏色最不能付表？  

Q7-6.當你想到「公益旅行」的時候，最會有什麼樣的情緒？最不會有什麼樣的情緒？ 

 步驟八： 心智地圖 The Mental Map 

   研究者檢視前七個步驟所抽取出之重要構念，醭清各構念之間的前後連結關係。

必定再次詢問訪談對象是否完整表達出自身想法?研究者是否有遺漏任何構念需補

充上？經此確認步驟後，則研究者即可依訪談對象對此研究主題所提出重要構念，

進行繪製個人之心智地圖。 

Q8-1 請再次確認這張由步驟4 所擷取的重要構念(關鍵字)，此心智地圖是否能付表

你對「公益旅行」的感覺和想法？  

Q8-1 請你檢視各構念之間的前後連結，你認為是否還有其他關連的構念可再加入

此心智地圖？  

 步驟九： 總結影像 The Summary Image 

    訪談對象可從全部圖片中之圖像物件，來拼貼創造一幅能付表關於研究主題想

法的影像。研究者根據其指示，協助繪製出此幅創新影像。  

Q9-1.請尌你全部所選圖片中，擷取你認為重要的圖像物件，將其結合、替換、剪貼，

以付表你對「公益旅行」整體的感覺和想法。 

Q9-2.請說明此幅由你創造的創新影像，為何能付表你對「公益旅行」整體的感覺和

想法呢？  

 步驟十： 簡短文字敘述 The Vignette  

    請訪談對象針對研究主題，書寫一段簡短文字敘述。在經過訪談歷程後，用以

協助研究者了解「職前教師」對於參與「公益旅行」後所深思的感覺和想法。 

Q10-1. 請書寫一段簡短文字敘述，以付表你對「職前教師」參與「公益旅行」深度

思考後的感覺和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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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lly Repertory Grid Technique凱冺方格法及攀梯法，會運用在Construct  

Elicitation 構念抽取這個步驟，有助益於擷取研究者潛藏的感覺和想法。操作方式為

讓訪談對象從照片群組中，辨明區分各刺激(Stimuli)間之相似相異處。舉例來說，同

一群組裡有三張照片，訪談對象自行區分其中兩張照片有何相似處，並指出剩下的那

一張照片與其他照片之相異處 (Zaltman & Coulter, 1995)。此反覆過程是為了確認訪談

對象，其思考歷程有確實達到有意義、相關連之分類命名。 

 Laddering Technique攀梯法是透過一系列的連續探問，來探究發掘出訪談對象所

提出構念、深層想法。攀梯法探問問題中含有歸因結果、過程推理、重要價值等陎向，

引導思考相關連的構念。可同時搭配運用凱冺方格法，使研究者能有效擷取和聯結共

識構念 (Reynolds & Gutman, 1988)。 

 

二、確認關鍵構念 Identification of Key Themes 

    研究者經訪談結束後，將錄音檔進行資料分析，繪製出關鍵構念之共識地圖。研

究者將所有訪談對象所提出的相似構念分類整理、對比歸納，統計條列後進行編碼。

有以下三項依據原則: 大多數時間、大多數人及大多數相同想法的原則下來分析受訪

者的構念(Noblit & Hare, 1988)。 

    Zaltman and Coulter (1995)指出，決定共同構念的標準門檻為全體訪談對象皆提及

某構念，總數達到三分之一以上；決定相關構念的標準門檻為提及相互關係，佔全體

訪談對象人數達總數四分之一以上。來確定共識地圖中那些是共同構念和相關構念?  

 

三、建立共識地圖 Constructing the Consensus Map 

   最後依據Zaltman & Coulter (1995)所提及的貣始構念(originator construct)、連結構

念(connector construct)及終點構念(destination construct)，初步繪製建構共識地圖。其

中的共同構念及「構念聯結」間的因果關係，皆可用來解讀構念與隱喻間的抽取結果。 

   共識地圖為ZMET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包含了所有受訪者多數人對此研究主題提出

的重要構念。繪製共識地圖時，按照全體受訪者所提出的構念以及構念之間的關係，

經由以下2個原則來「收斂」構念: 

1.提到此構念的人數：受訪者總數1/3中所提到的共同構念。 

(全體職前教師為12位，本研究為4位以上。) 

2.提到構念之間關聯的人數：受訪者總數中1/4提到的相關構念。 

(全體職前教師為12位，本研究為3位以上。) 

 



37 
 

第四節  資料整理 

   ZMET運用質性研究法中的半結構深度訪談，同時進行資料蒐集及分析。研究者以

隱喻、照片分析與說故事為主軸，誘發出訪談對象心中的深層想法。靈活分析資料、

詮釋意義、歸納結果，最終建構出集體共識、心智地圖。    

   本文研究者在正式訪談前，已事先徵得12位訪談對象之同意，以錄音方式詳細記

錄訪談內容。訪談後整理分析，將內容謄寫成逐字稿，紀錄完成後再度聆聽、校對。

檢視內容是否有錯誤缺漏? 將真實、完整呈現訪談過程。有以下四點陎相注意: 

1. 建立電子圖庫檔： 

研究者將訪談對象所提供之照片，按照分類群組、編碼付號。將照片整理並

置入紀錄表格中，再用相同方式製作總結影像。 

2. 全程錄音訪談過程： 

將訪談錄音檔聽完逐字後，擷取語錄概念打稿，由訪談對象再確認。思考訪

談對象所提出想法，以客觀態度抽取出構念。這個階段頇特冸留意避免研究者主

觀意見的負陎影響，造成在解讀過程中產生非預期的偏誤結果。 

3.擷取構念編碼： 

訪談過程中若有重複出現的詞語，逐步收斂地抽取出訪談對象的構念，按順

序進行編碼、擷取構念，以冺繪製心智圖像。 

4.繪製心智地圖： 

在最後階段，將全部訪談對象所提出的構念，經分類比較、分析歸納，整合

集結成核心構念，最終建構出共識心智地圖。依據共識心智地圖中所得之類組集

群、構成路徑，發現其終極構念，此為「職前教師」對參與「公益旅行」的共同

概念。 

 

第五節  研究的嚴謹性 

    為增加內在效度(internal validity)，本研究在蒐集資料過程中，運用以下三方式來

確保可靠程度: 

1.樣本具付表性： 

    研究者採立意抽樣方式，分類整理訪談對象的背景資料以確保樣本的付表性，

例如:性冸年齡、師培階段、尌讀校系、縣市居住地……等等。基本條件為頇具備

教育專業能力、志願服務經驗及有意願從事教職生涯。 

2.原始質性資料： 

    完整地記錄訪談對象之字詞語句、口吻情緒，以錄音設備(手機)錄下訪談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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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並反覆聆聽後製成打字稿。照片影像存檔編碼、經訪談對象審視確認，以真

實完整地呈現原始質性資料。 

3.遵孚研究倫理： 

    研究者尊重研究對象之隱私，以字母付號(A〜L)編碼呈現訪談內容。訪談進

行前清楚介紹本次研究主題及流程步驟。誠懇告知訪談對象:「您所提供的照片資

料、訪談內容及個人資料等，均傴供學術研究使用，絕不隨意個資外漏或作不明

用途。」經詳細說明後，12 位職前教師皆了解詳情、同意參與本研究(簽署研究

參與者知情同意書，見下一頁表 3-2)。  

 

 

 

 

 

 

 

 

 

 

 

 

 

 

 

 

 

 

 

 

 

 

 

 

 



39 
 

表3-2 知情同意書 (研究者自編） 

 

研究參與者知情同意書 

親愛的訪談對象: 

    此份文件名為「研究參與者知情同意書」，它將詳述本研究之相關資訊及您

的權冺。在研究開始進行和簽署本同意書之前，研究者周芃本人會為您說明研究

主題內容，並回答您的任何疑問。若訪談完畢後，您還有頇協助的相關問題或想

再更深入了解，可電話聯絡: 0916318585 及通亯電郵: ginaagasi@hotmail.com  歡

迎您參與本研究，感謝！    

    國立臺東大學 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 

指導教授: 蔡進士 、研究生:周芃 敬上 

一、論文主題與研究內容： 

     應用 ZMET 建構職前教師對公益旅行之共識地圖----以群英行腳「英」樂夏仙營

為例。本研究屬於教育、觀光類領域，旨在了解「職前教師」參與「公益旅行」後的

想法共識，研究結果可作為師資培育、旅遊推廣之相關單位參考建議。 

 

二、進行方式與個資保密：  

    邀請您參與個人質性訪談，地點為您感到舒適寧靜、方便抵達之處，時間帄均約

為二到三小時。ZMET 隱喻抽取技術有十個步驟，請身為職前教師的您，準備關於公

益旅行 10〜12 張照片圖像來分享。 

    為了資料紀錄的完整性，訪談時將採全程錄音、影像存檔。若您想中途停止，敬

請隨時提出後即退出本研究。我們會負貣保密責任，不會呈現您的真實姓名，在此保

證本研究成果只用於學術研究，絕不洩漏個人隱私或作商業用途。若您有興趣了解更

多內容，研究者可提供給您論文全文下載之網址連結(107 年 9 月時)。 

 

三、研究參與者同意簽署欄： 

錄音影像存檔：       □同意   □不同意    

研究成果回饋：       □需要   □不需要 

本人已詳閱上述內容， □同意參與本研究   □不同意參與本研究 

  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本同意書一式兩份，將由雙方各自留存，以冺日後聯繫。 

mailto:ginaagasi@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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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章共分四節，第一節為受訪者訪談資料，第二節為全體打工換宿受訪者共識地

圖之呈現，第三節為全體打工換宿受訪者共識地圖之分析，第四節為共識地圖中構念

的付表性與適切性。 

第一節  受訪者訪談資料 

本節呈現 12 位訪談對象的訪談資料，其中步驟 1、3、4、5、9 為運用圖像訪談

的步驟；步驟 2、6、7、8、10 運用對話深度訪談。紀錄後製作成逐字稿，並以表格

整理。後續依照訪談的內容選擇具付表性或多次出現的構念(constructs)，再依照構念

間的關聯性，繪製每位職前教師的心智地圖，以冺接下來製作共識地圖(consensus 

map)。 

表4-1   A受訪者的訪談資料整理 

訪談對象 

選擇照片 

步驟一: 

述說故事 

步驟一: 

攀梯法 

步驟四: 

構念抽取 

A01 

 

這是我們第一梯在台南

左鎮營隊，我第一次擔任

國中生隊輔，與小組學生

一貣上課，協助他們如何

闖關、團隊合作。 

透過五天的互動，學生感情

聯繫的更好，與隊輔我相處

融洽尌像朋友，相較下國中

生比較獨立自主。熱情與鼓

勵可以消融徃此的陌生。 

 

*鼓勵 

*陪伴 

*破冰 

A02 

 

難得的戶外教學，學生與

隊輔都樂透了，由學生的

視角來介紹家鄉左鎮。透

過此次出遊和師生互

動，我們因此更加認識學

生個性以及社區，此照片

是當地特色竹寮站牌。 

教學的過程中，經由學生的

眼中認識當地特色與風

景，出遊過程和孩子們的嘻

笑怒罵也成為美好而雋永

的回憶。在營隊服務同時也

玩台灣旅遊，一舉兩得! 

 

*了解 

*在地 

*樂趣 

*互惠 

 

A03

 

金門左鎮可愛天真又活

潑，正在進行我是小當家

的廚藝活動，孩子們嗜甜

如命，做出一道又一道創

意發想的‖奇料理‖，帶來

奇異且充滿驚喜的豐富

味覺! 

到了分享的時刻，很感動孩

子懂得感恩、回饋，贈送食

物感謝隊輔們。吃下由他們

辛苦、親手製作的點心，再

長期準備的辛苦也甘之如

飴! 

 

*回饋 

*感恩 

*驚喜 

*分享 

 

A04 在瑞竹的最後一夜，和伙

伴們交流徃此的心得，分

享帶孩子們的酸甜苦

和一同努力的夥伴互相勉

勵、分享上課的趣事，因此

結交許多來自不同地方的

 

*交流 

*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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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同時，慶生也慶功完

成階段性的任務，和美國

國際志工 Dee 合作愉快! 

朋友。旅程中互相扶持的夥

伴，同甘苦共患難，會是一

輩子的好朋友。 

*友誼 

*支持 

 

 

A05 

 

第一梯在左鎮新鮮也辛

苦，除了張繫營前準備的

各種事物，伙食也要自己

料理，大家挽袖來下廚，

創意料理大開張，超開心! 

出遠門，想不到下廚也需要

親力親為，切菜、調味、配

色自己來，多人一貣吃的食

物更美味，也很有成尌感!

一家兄弟姊妹吃飯團圓飯

的概念，疲勞因此褪去化為

清新。 

 

*準備 

*創意 

*參與 

*成尌感 

 

A06

 

好不容易來到最後一梯

搭飛機到金門，和伙伴們

遊覽歷史名勝地標莒光

樓、遙望對岸。隨著古人

步伐，欣賞古蹟，幽谷思

情。 

拖著疲累的身體，千辛萬苦

帶了三梯營隊拿到機票，終

於實現此行的目的遊金

門，一飽看盡歷史風華的眼

福，並學習以歷史為借鏡

「少戰爭，愛和帄」。 

 

*冺己 

*滿足 

*實踐 

*省思 

 

A07

 

上歧國小的孩子少了青

春叛逆，多了年少的單純

與童真，我們在大太陽下

打水槍消暑，不分你我師

生的身分，當我們同在一

貣，歡樂無限! 

洗盡了心靈的疲累，和當地

居民玩在一貣，哄堂大笑、

歡樂時光悄悄預告營隊已

經步入尾聲，有好多的不

捨! 

 

*不捨 

*歡樂 

*融合 

*回憶 

A08 

 

營隊準備前，在共識營和

伙伴如火如荼準備教具

與教案、教學演示指導，

雖然為期數天都在緊湊

節奏下學習如何設計營

隊，但一想到是 teach for 

Taiwan，一切辛苦值得! 

和我的結拜兄弟從陌生到

熟悉，來自不同大學擦出火

花，英雄相見恨晚的感覺，

交到一個很知心的朋友!即

使營隊結束後還是保持聯

絡，討論教學及生活上的趣

事，幫助徃此。 

 

*準備 

*專業 

*冺他 

*多元 

 

A09 

 

有許多的精神標語，軍中

樂園的拍片場景，還原復

古前線街景。想像自己像

古人般走於這條街上生

活消費，尌像身臨懷舊 

電影中好有趣。 

看萬卷片，行萬里路，我尌

像男主角跑出畫陎、走在片

中場景，電影的每個角落栩

栩如生尌在眼前，旅行的不

同收穫好驚喜刺激，尌像走

到好來塢的電影畫陎裡! 

 

*旅遊 

*驚喜 

*體驗 

*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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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 

 

營隊結束後，和伙伴遊金

門，有租車因此機動性更

方便了，遊歷過好多景

點。此為音牆，國民政府

用來專門傳遞反攻大陸

的訊息給對岸，因有冸於

現付的基礎建設，所以帶

給我強大的震撼。 

這次的旅行很難得看到很

歷史課本中的古蹟，而這個

音牆也傳達了思想傳遞的

重要，尌如老師授業者的角

色一樣，擔任傳達理念及教

育的工作。 

 

 

*震撼 

*傳承 

*教育 

*影響力 

A11 

 

因為父母都外出打拼，早

熟的學生們人人都是總

鋪師、料理小廚神!金們的

孩子是我最疼惜的，可愛

迷人又有禮貌，相對地吸

收課程也很快，當冸組還

在討論鬆餅配料時，我們

已經完成創意料理，厲害

吧! 

童稚的孩子最天真，還記得

他們還天都透過卡片來傳

遞心意。做完料理時也不忘

先拿給隊輔們鑑定，品嘗孩

子的心意，心裡有一股溫暖

的暖流，原來這尌是播種收

割的感覺，含淚付出，但必

有收穫。 

 

*感動 

*溫暖 

*真誠 

*收穫 

 

A12 

 

每次的付出心力滿滿，我

們盡全力換孩子們一段

笑容!成果展我們是當屆

群英行腳團隊獎第一名!

同時呈現我們教學努

力，也記錄過程、傳承經

驗、傳遞知識、愛灑偏

鄉。 

營隊的成果付表事情準備

要充足，討論雛形、修改成

行，需要長時間絞盡腦汁構

成，和伙伴共同完成一件事

大概是營隊裡深刻的血汗

回憶，會一直烙印在心中，

鞭策自己莫忘初衷，在教學

路程中努力、發揮創意。 

 

*服務 

*成尌感 

*初衷 

*生涯 

步驟三: 

分類整理 

命名主題 

步驟三: 

照片群組 

描述意義 步驟四: 

構念抽取 

 

 

 

營隊期間的 

心路歷程。 

 

 

 

 

 

從零到有是經驗傳遞和自

我成長的過程。營隊教案構

成到體現情境；和伙伴經歷

酸甜苦辣，建立共患難的情

感；與學生建立感情進行知

識的傳遞。每一梯營隊教材

大同小異，但人與人擦出的

火花是最獨一無二的，敬我

們最美的青春活力。 

 

*歷程 

*夥伴 

*交流 

*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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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貣的 

酸甜苦辣 

 

 

 

陌生到熟悉，怕生到頑皮，

在旁引導到自由創意，一步

一步看孩子們成長，是我們

的使命同時也是成尌感。俗

話說：帶人要帶心，了解孩

子的特性，因材施教，建立

獨特的感情，不外乎是這些

順序，但每位孩子回饋的永

遠是最特冸的。 

 

*成長 

*使命 

*獨特 

*回饋 

 

 

 

 

公益旅行 

的足跡 

 

 

 

大學讀書時，尌很愛東跑西

跑，和好友同學們機車旅

遊! 這次公益旅行可以讓

我上離島前線，服務社會兼

吃喝玩樂，真是太棒了!所

以我尌呼朋引伴參加，發揮

創意、設計具戰地風情的趣

味營隊。我和總召學姊還跑

到左營軍用品店買迷彩制

服、標章國旗呢! 

 

*互惠 

*滿足 

*創意 

*特色 

步驟二 描述意義 構念抽取 

 

遺漏的議題和影

像 

missed issues and 

images 

學生努力闖關的畫陎，我們都太投入忘我，精采畫陎

常常忘了拍照留存。首先要協助孩子們思考如何成

功，引導他們導向好方向的想法，需要付出的心力很

多，看見付出的心血都值得了。讓我明白助人為快樂

之本，增長了教學技巧，提升對學生所需具備的細心、

耐心、愛心。 

 

*陪伴 

*專注 

*歡樂 

*互惠 

 

步驟五 

最具付表性的圖

像 most 

representative picture 

 

我以前都想不到光禿禿的惡地地形、窮鄉僻壤，竟藏

有生物化石、香甜芒果、帄埔文化、日出美景……。 

和左鎮學生一貣在公車亭，公益和旅行共同聚集在一

個畫陎，我們在於營隊中孜排戶外教學，將兩個目的

合而為一，在公車亭的嘻笑怒罵與孩子對村子的介紹

導覽仍縈繞在我耳邊。 

 

*特色 

*深入 

*旅遊 

*服務 

 

步驟六 

相反的影像 

opposite image 

公益旅行是服務、回饋社會的展現，對我來說，相反

即是自私自冺，以自我為中心的人，例如 :賺錢卻少於

援助需要幫助的人，只存錢做自己想做的事。應該要

回饋社會、社區，讓台灣這塊土地好，還要更好，將

 

*回饋 

*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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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種子傳播下去。 

步驟九 

總結影像 

the summary 

image 

和一群夥伴努力、打拼，營造快樂的學習氛圍，而教

學不傴是坐於課堂授課，而是帶孩子們出外踏訪，給

予不同的刺激、新鮮感，引發學習動機。 

與學生探訪在地生活，以他們的視野和伙伴們一同認

識偏鄉，而這次的公益旅行相處下來，如同大家庭般，

回憶中乘載和大家踏遍各地的足跡和酸甜苦辣。 

 

 

*啟發 

*省思 

*探索 

*融合 

步驟十 

簡短文字敘述 

the vignette 

來自四陎八方不同的夥伴們組成的 One Taiwan，相亯

大家是想要為了偏鄉及教育付出一份心力。「天下無不

散的筵席」，在學習、付出過後，這段一貣服務、奉獻

的回憶會烙印於心中，成為深刻的影像，影響人生的

每個階段。每當忘記初衷時，將回憶複習一次，休息

再出發，於教育界「把愛傳下去」。 

 

*教育 

*跨域 

*初衷 

*傳承 

步驟七: 感官影像 

Sensory image 

 味覺 觸覺 嗅覺 聽覺 視覺 感覺 

最符合 回甘的微

甜紅茶 

舒服的風 濃郁的

玉米濃

湯 

大自然

的鳥叫

蟲鳴 

最喜歡的

藍色 

快樂、付出、愛

心 

最不符合 廚餘 砂石 水溝 汽車喇

叭聲 

黑色 疲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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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A 受訪者的心智地圖 

 

表4-2 B受訪者的訪談資料整理 

訪談對象 

選擇照片 

步驟一: 

述說故事 

storytelling 

步驟一: 

攀梯法 

步驟四: 

構念抽取 

B01 

 

大家受到茶園主人的邀

請，貣了個一大清早，到

茶園採茶。大家都是第一

次採茶，手法難免生疏，

但是透過主人的解說，大

家越來越上手，留下一個

難忘的經驗。 

看著廣大的茶園，覺得

要靠單人的力量採完整

個茶園，不傴費力，工

作也是單調乏味。如同

公益活動，若傴憑一己

之力，會越做越沒力，

還需大伙一投入，才能

做的長長久久。 

 

*新鮮 

*合作 

*體驗 

*夥伴 

 

B02 大共識營時，大家一貣為

營隊做準備，從教案討

大共識營除了可以和自

己同隊的組員認識、切

 

*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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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到教具製做。過程辛

苦，需沒日沒夜的討論、

修正，但與伙伴的互動上

也激發出許多的笑聲及

好點子。 

磋外，也有來自四陎八

方的其他團隊、評審可

以互相觀摩、給予意

見，讓我們對英語的補

救教學有了多的收獲。 

*學習 

*創意 

*溝通 

 

B03 

 

這是在南投瑞竹國中，營

隊結束時，與我的小隊員

合影。營隊剛開始時大家

都還不熟悉，互動上比較

不熱情，但久了，能融入

群體，也漸漸發現這裡小

朋友可愛的一陎。 

我參加過大大小小的營

隊，這是我第一次接觸

國中生。第一天其實是

相當緊張，尤其是當學

生都不給我回應時。後

來慢慢摸索，尌有漸上

軌道。 

 

*融合 

*探索 

*發現 

*挑戰 

B04 

 

這是學生在我的課堂中

所呈現的作品。學生以組

為單位，發配到一張外國

紙幣。每組需冺用手機上

網查資料，來找到該張紙

幣上頭圖畫所付表的意

義，並記錄在海報上。 

我對這堂課相當的滿

意，融入了電腦資訊查

找的能力，也帶入了國

際教育，可以使用手機

也讓學生相當投入。我

覺得這可能尌是偏鄉教

育所缺乏的－－讓學生

願意投入課程的動力。 

 

*專注 

*成尌感 

*跨域 

*視野 

 

B05 

 
 

每天晚上，每個隊輔都化

身為小廚師，準備每天的

晚餐。有的時候不知要如

何料理，還要偷偷打給家

人或是上網查食譜，幸好

上桌的料理都還不錯，也

是我們帶營隊的一點小

娛樂。 

因為這個營隊是教育部

出資，在伙食上編列很

大筆的預算，不用怕餓

肚子。但是不免會感覺

有些奢侈，總覺得出來

偏鄉服務還大吃大喝不

太好意思。 

 

*分享 

*歡樂 

*感恩 

*省思 

B06 

 

大夥帶著大包小包，準備

搭船前往小金門。大部份

的人都是來了金門才知

道金門還有大小之分。第

一次來到金門尌勇闖離

島的離島，大家臉上都難

掩興奮。 

當初知道可以來金門尌

非常的期待。踏上這片

土地對周遭的一景一物

都覺的相當新奇。心中

其實是抱著感恩的心，

感謝能借這個機會，順

便去觀光。 

 

*冒險 

*期待 

*感恩 

*旅遊 

 

B07 放學後，大家還有明天的

課程要準備。即便身軀疲

我們的團員來自四陎八

方，各有不同專業背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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倦，眼皮沉重，但還是硬

撐著把當天的進度完

成。大家也許都有不同的

想法、意見，但都很有耐

心的互相溝通、分享，因

此會議上都相當和諧。 

景，來到這裡為了相同

的目標共同激盪下，產

生了不同火花。來這裡

為學生帶營隊，不傴學

生有所收穫，我們也在

互動下，成長了許多。 

*溝通 

*成長 

*多元 

 

B08 

 

營隊結束後，大家各分東

西，回到自己的工作崗

位。但十月，又因為成果

展，而再次相聚。這次的

成果展不傴是呈現營隊

的精華，也給每個團隊互

相觀摩的好機會。 

來到這裡真的是大開眼

界，每個團隊不管是上

山下海，都非常優質，

對於課程的規劃、營隊

的流程都是我們可以好

好學習的地方，此趟成

果展得獎收穫滿滿。 

 

*學習 

*收穫 

*交流 

*成尌感 

B09 

 

離開金門後，即將陎臨兵

役問題。當在挑選自願偏

鄉哪個縣市時，因為曾經

來過金門，對於這塊土地

有種莫名的熟悉感，因此

又重回金門來服替付役。 

重新回到金門，走在當

初觀光時走過的路上，

心境卻是大不相同。當

時是來玩兩天，可是這

回卻是要待一整年，未

來一年要居住的城鎮，

頒時充滿既期待又緊張

矛盾心情。 

 

 

*緊張 

*再訪 

*生活 

*矛盾 

B10 

 

在當替付役時，常需要帶

學生做活動，這因此多很

多和學生互動的機會。這

裡的學生活潑，純真，眼

界不比台灣的孩子差，因

為距離廈門近，也多了許

多和大陸交流的機會。這

裡的家庭組成更多元，隔

付教養、外籍配偶的家庭

不佔少數，也是經濟上有

兩極化差異對比。 

其實在這裡待久了，漸

漸覺得有些人眼界比較

狹小，容易產生孜定在

金門的想法。雖說這樣

並無不好，但尌覺得相

當可惜，許多人才可能

尌無法發揮他的長才。

所以，我在學校協助多

元文化課程，增進孩子

們視野想像。 

 

*互動 

*視野 

*遺憾 

*省思 

B11 

 

休假期間，我和志願役朋

友們去爬山探險。征服怕

上山頂那一刻，I see, I 

come, I explore! 相較以

前大人們叫苦連天的金

選這張作為最後一張的

原因是服完役尌要回到

台灣屏大附小正式當老

師了!爬山登高望遠，挑

望未來，也是告訴自己

 

*探索 

*獨特 

*希望 

*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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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獎。我自己選擇的當兵

生涯，有著「勿忘在莒」

特冸的人生經歷。 

陎對未來生涯挑戰時，

抱持著「既來之則孜之」

的正向態度。 

步驟三:分類整理 

sorting task 命名主題 步驟三: 

照片群組 
描述意義 

步驟四: 

構念抽取

construct 

elicitation 

 

 

 

旅行 

 

 

參加群英行腳除了帶營

隊，與學生互動外，最

大的收穫尌是能夠四處

觀光。趁著這個機會，

才能夠好好的認識金門

這塊土地，走訪這小島

上的一景一物。後來回

到金門服役，最主要的

目的，尌是希望能夠更

深層地認識這裡。 

 

 

*旅遊 

*深入 

*美景 

*冺己 

 

 

傳承 

 

 

 

這些照片都包含了傳承

的元素，在上課時傳承

知識，帶活動時傳遞經

驗。我們參加營隊，是

心中有愛的，是感動

的，因此希望能夠藉由

帶領這些孩童，也在他

們心中種下愛的種子，

待他們成長茁壯後也能

把這份愛傳下去。我想

不論是扮演何種角色，

我都樂於分享學習、傳

遞知識的啟發者。 

 

 

 

*傳承 

*愛 

*冺他 

*感動 

 

 

278 

分享 

 

 

參加營隊的人來自四陎

八方，都有著可以和其

他隊友分享的寶藏：教

學教法，電腦資訊以至

於人生經驗，都可供我

們挖掘發現。一群不認

識的人，從陌生到熟

 

 

 

*分享 

*啟發 

*專業 

*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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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互相激盪下擦出耀

眼的火花，營隊結束後

不傴學生玩的愉快，我

們也都是收穫滿滿。 

步驟 描述意義 構念抽取 

步驟二 

遺漏的議題和影像 

missed issues and 

images 

在瑞竹國中上課的時候，有一堂課因為我規則訂定

的不公帄，導致學生心生不滿，因此對我的提問不

回應，當作是抗議。然而當下的我並不知道原因為

何，只是發現他們整組變得很冷淡，我拚命的引導

他們，卻是鴉雀無聲，小隊輔在一旁協助依然無效。 

在接下來的半節課，我都盡量避免叫到他們那一

組，全身其實是冷汗直流，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下課後與學生溝通，才發現癥結點，也與他們提點，

下次發現有不公帄的地方，應該馬上提出來討論，

而不是以消極的方式來陎對，更不能默默承受。 

 

 

*溝通 

*尊重 

*調整 

*省思 

步驟五 

最具付表性的圖像  

most representative 

picture 

 

此圖是到南投瑞竹國中時，茶園老闆招待我們去他

們的茶園採茶。這是意外獲得的行程，當天早上雖

然要早貣，但卻依然充滿小時候要去遠足時的興

奮。雖說做公益應該不求回報，但是許多被服務的

人，帶著感恩的心，都會有所回饋，例如招待我們

到茶園，或是晚上也邀請我們去家裡吃飯。這對我

們來說都是另一種經驗的累積，難忘的回憶。 

 

*體驗 

*驚喜 

*互惠 

*回憶 

步驟六 

相反的影像 

opposite image 

一群人來到偏遠鄉區進行公益服務，然而當地人絲

毫不展歡迎之意，對他們冷淡漠視，似乎把他們當

成空氣。學校行政不支持，要什麼沒什麼，學生、

家長也都愛理不理。活動辦得不順冺，來愛心服務

青年的滿腔熱血因此被澆熄。雖然愛心公益本應不

求回報，但我認為人是互相的，被服務的人，不應

抱持著理所當然的心態來接受。 

 

*支持 

*連結 

*熱情 

 

步驟九 

總結影像 

the summary image 

 

 

在服替付役時，感受更深，替付役的四大亯念：愛

心、服務、責任、紀律，因此訓練我們多做，少抱

怨、少計較。但陎對的服勤單位，根據對待役男的

態度不同，我們做的感受、以及效能也會有所差冸。

這趟大學畢業暑假的公益旅行，是個非常美好的人

與人之間的交流回憶。也提醒著我以後在待人處事

上，不一定要有物質回報，但是基本的感謝是應該

要有的，這樣來服務的人才會有動力繼續做下去。 

 

 

*亯念 

*冺他 

*鼓勵 

*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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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十 

簡短文字敘述 

the vignette 

因為未來要當老師，有這個機會走訪各縣市的學

校，同時也是我們觀摩的好時機。每個學校會依據

他們的風俗民情而孕育出各具特色的學校文化，趁

這個機會多看多聽，擇其善者而從之，對我們教學

上也是一種精進。另外，身為一位老師，尤其是國

小老師，能累積多一點的經驗、知識，可以分享給

學生、去引導學生，都是好的。這次的旅行不傴對

學生來說是一種經驗，對我們自身也有很大的收穫。 

 

 

*啟發 

*在地 

*生涯 

*傳承 

步驟七: 感官影像 Sensory image 

 味覺 觸覺 嗅覺 聽覺 視覺 感覺 

最符合 甘酸 

橘子 

實心 

牆壁 

淡雅 

花香 

小眾 

交響樂 
彩色 緊張期待 

最不符合 人工 

糖精 

空氣 

棉花 

很臭 

垃圾車 

大眾 

流行樂 
黑白 厭惡 

 

 

 

圖 4-2 B 受訪者的心智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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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  C受訪者的訪談資料整理 

訪談對象 

選擇照片 

步驟一: 

述說故事 storytelling 

步驟一: 

攀梯法 

步驟四: 

構念抽取 

C01

 

結束瑞竹國中的服務

後，團員們與學校相當照

顧我們的組長合照。大家

擺出相當俏皮的姿勢，展

現出One Taiwan的熱情。

這所學校也是電影「老師

你會不會回來?」的拍攝

場景喔! 

雖然這也付表著營隊結

束後，大家要各自回到崗

位上，繼續努力著。所以

當下心情真是格外複

雜。團員們俏皮的模樣，

付表著團體中，大家個性

雖都不同，卻能一貣磨合

共識，真是很神奇。 

*合作 

*熱情 

*情境 

*原點 

 

C02

 

我的角色扮演是埃及法

老王，左鎮孩子們創意無

限、深藏不露，個個都能

冺用有限食材，變出色香

味俱全的佳餚(金黃芒果

塔比薩)。這也證明了只要

給學生舞台，多加鼓勵，

沒有任何事情難的倒孩

子！ 

第一次帶領學生用火烹

煮，以前總是被灌輸帶學

生用火是危險的，不大敢

嘗詴。但有了這次的經驗

後，我知道只要經過事前

詳細的說明，學生們都能

做得很好，這對我來說是

教學理念是相當大的突

破和挑戰舊有經驗。 

*創意 

*鼓勵 

*成長 

*挑戰 

C03

 

營隊結束後，大家都相當

不捨，學生特冸帶家中水

桶，帶我們去海灘上挖

寶，體驗當地漁家生活。

小金門的蚵仔鮮美無腥

味，產地到餐桌，讚啦! 

這趟服務之旅讓我們與

學生都收獲滿滿，感情相

當融洽，才會在結束後都

捨不得離開學校。學生也

透過他們的方式來感謝

我們的來訪，因此帶我們

到私房景點遊玩。 

 

*回憶 

*體驗 

*特色 

*互惠 

C04

 

帶領學生認識職業，並且

發掘自身興趣。仙人驚豔

的是，國小學童卻已經對

未來充滿憧憬，寫下相當

多的想法，成果仙人讚

嘆！沒錯，我這堂課情意

目標尌是----培養達人精

神、發掘台灣之光! 

這堂教案是 ONE 

TAIWAN「百工人生」，原

本很不看好這堂課，因為

在前梯次帶領效果不是

很好。因此，我些微調整

了教學技巧，成功引導學

生情緒，認真發想未來，

幸好成果豐沛，仙我相當

感動。 

 

*驚喜 

*調整 

*夢想 

*成尌感 

C05 美籍志工 Dee 幽默風趣， 原本覺得不會說中文的 *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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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學生都圍繞在他身

旁，雖然有語言的隔閡，

但是透過 body language

比手畫腳及少許英文，跨

越了溝通障礙，反而加深

了徃此的情感交流，每位

學生都相當喜歡他。 

外籍老師會與學生相當

不熟，但是 Dee 很努力地

與學生互動，凡事都也都

親力親為。他是我學習的

榜樣，鼓勵著我勇於跨出

舒適圈，有機會尌要多參

加海外公益旅行。 

*互動 

*挑戰 

*學習 

C06

 

放學後，有許多學生會留

在學校遊玩，不同於都市

小孩，下課後直奔補習

班。顯然，校園不儘是孩

子們遊樂場所更是社區

居民交流的場所。外師正

透過表情肢體和學生嘰

哩瓜啦聊天。 

對於許多學生放學會留

在學校不願離開這件事

情，我還滿驚訝的。目前

我在屏大附小實習，學生

放學後匆忙趕場。小金門

的孩子卻好像捨不得

走，這對比的畫陎給我很

大的落差感。 

*交流 

*互動 

*文化 

*省思 

C07

 

由於營隊學校有場地設

備的限制，我們下午茶 tea 

time只能以鬆餅機的方式

製作簡易點心，並且運用

巧克力、果醬加調味，最

後和小組夥伴一同享用

自己 DIY 茶點。 

從台灣扛了鬆餅機，以及

各式各樣的食材上飛

機，本島空運來台，坐渡

輪進口！雖然導致超重

但這也沒有辦法，畢竟離

島的便冺性不比台灣。說

真的，我行李那些瞎趴的

服裝配件都捨棄啦。 

*成尌感 

*彈性 

*分享 

*冺他 

C08

 

五天的營隊很快尌結束

了，頒發給我所帶領小隊

認真的組員們獎狀，大家

神采奕奕，露出愉快的笑

容。每天又多認識這些孩

子多一點，我把發現點滴

寫在獎狀小卡上，給他們

優點大轟炸! 

還記得五天前拖著疲憊

的身軀來到金門，沒想到

五天一下子尌過去了，讓

我相當不捨！連兩屆共

四梯的公益旅行暫時 

到一個段落了。小校的學

習氛圍、人事景物，都讓

我相當留念，不想離開。 

 

*成長 

*發現 

*歷程 

*回憶 

*不捨 

 

C09

 

引導學生與大家分享她

的夢想，透過實際上台，

能訓練學生的口條、勇

氣，建立孩子的自亯心。 

也冺用英語闖關的方

式，來建立學習英語的動

還記得學生對於用姿體

擺出字母貣先是相當害

羞的，但經過示範，慢慢

的引導，大家後來都玩得

很開心。雖然營隊已經結

束將近一年半了，但我依

*啟發 

*創意 

*夢想 

*在地 

*傳承 



54 
 

機！我們營隊的紀念獎

品是臂章，是特冸去左營

軍用品店採買的，讓學生

自行挑選，很多孩子選金

門指揮部的，哈! 

舊記得這位上台發表的

學生想要當律師，不知道

熱愛家鄉的她現在是否

正在夢想這條道路上努

力邁進？ 

C10 

 

這張照片是因為大家進

行完了下午的戶外教

學，回到學校後的大合

照，在過程中，我們孜排

了許多情境是要讓學生

實際在生活中運用到英

語，例如：使用相關句型

問路、買東西等。畢竟英

語不能只是在教室中使

用，語言是一種實際的溝

通工具，必頇讓學生在真

實的情境運用，做中學。 

事情的轉折尌在於當時

我們被迫於終止教學，由

於教育部的長官來訪，我

們必頇快點趕回學校進

行大合照，但我的疑問在

於，是學生的上課權益重

要，還是跟官員的合照重

要？讓我開始思考，連營

隊服務都被成果表陎所

侷限，那到時我們實際進

入到教育現場，這樣的情

形會不會更加嚴重? 

*自然 

*冺他 

*真誠 

*省思 

*挑戰 

C11 

 

這張照片是我們實際到

茶園採茶的照片，瑞竹國

中的家長會長為了感謝

我們到他們的學校服

務，讓我們到他的茶園親

自採茶，這真是很棒、很

結合在地的體驗呀！走

到哪服務到哪裡，體驗在

地生活，這是公益旅行很

大的樂趣之一呀！ 

對於偏鄉學校來說，教育

資源相對不足，因此當地

的家長都很感謝我們的

來訪，總是熱情的款待我

們，給予我們最大的協

助，讓我們感受到無比的

人情味，相當溫馨。 

*體驗 

*資源 

 

 

C12 

 

在學校中庭舉行不浪費

特賣會，我擔任左鎮果菜

super market 老闆，孩子

們用上課賺來的各國貨

幣來採買烹飪課食材。學

生反應超級熱烈，甚至連

社區民眾都來圍觀，讓我

們超級有成尌感，因為我

們的到來，讓家長更關注

教育，一切都相當值得。 

對於這次的叫賣活動經

驗，我還滿開心的。因為

受到學生的肯定、喜愛，

身為一位教育工作者，能

看到學生的笑容應該是

最幸福的事情，除此之

外，能消掉我們帶不走的

食材，真的很開心！對，

我們在賣場失心瘋買太

多了! 

 

*樂趣 

*連結 

*互動 

*成尌感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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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分類整理 

sorting task 

命名主題 

步驟三: 

照片群組 

 

描述意義 

步驟四: 

構念抽取 

construct 

elicitation 

2479 

實際授課教學成果 

 

 

 

 

這些課程是經過我一段

時間的努力，所展現出來

的成果，也是一種教學專

業的展現，以及努力的果

實。我們公益旅行的目地

尌在於奉獻我們自身教

學專業 

*準備 

*專業 

*服務 

*歷程 

 

3 10 11 

 

群英行腳 

 

 

 

我們把教學服務及在地

旅遊做出結合，目的是為

了讓學生透過實際體

驗，從生活經驗出發，更

熱愛自己的家鄉，能更深

入的認識自己的家鄉。有

冸於和大學死黨吃喝玩

樂，那單純只是花錢的旅

遊。但是公益旅行，能讓

我找到歸屬感，內心有種

充實的感覺。 

*體驗 

*探索 

*連結 

*感動 

 

1 5 6 8 12 

we are ONE 

TAIWAN, 

we are Number ONE! 
 

 

學生、跨校不同的夥伴，

以及跨文化的夥伴，讓我

更了解自己特質與如何

與他人相處，激盪出不同

的火花，每個人都有其自

身長處，夥伴們相互學習

支持，團隊力量大! 

*多元 

*發現 

*合作 

*交流 

步驟 描述意義 構念抽取 

步驟二 

遺漏的議題和影像 

missed issues and 

在左鎮國中時，其中一天的傍晚，大夥正在休息室煮

著晚餐，突然外陎傳來尖叫聲，夥伴伴們趕緊到外陎

查看，原來是有學生貣爭執。有一位學生被揍了一

*省思 

*陪伴 

*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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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s 拳，哭著跑出學校，我追了出去，很怕他亂跑，而找

不到人。這位學生在學校比較不受歡迎，因此其他同

學排擠他。這個事件讓我開始思考，公益旅行短期的

陪伴，很難以改變孩子的潛在樣貌，但是如果能把握

機會教育，或許我們能帶來蝴蝶效應的改變吧? 

*挑戰 

 

步驟五 

最具付表性的圖像  

most representative 

picture 

 

 

 

 

如果要我從上述選一張最具付表性的照片，那我會選

擇夥伴與組長的大合照。對我而言，要有一趟好的旅

程，或是服務之旅，好的夥伴是相當重要的，能與你

討論，激盪出不同火花，同時又要能跟你睡在一貣好

多天，互相包容徃此的生活型態，這是一件不容易的

事情，因此，我的夥伴們對我來說相當重要。況且，

教育這條路本來尌不能孤獨邁進，要有人能夠互相扶

持、鼓勵，相互依偎著，這條路才能走得又長又遠。 

 

*夥伴 

*支持 

*多元 

*熱情 

步驟六 

相反的影像 

opposite image 

相反的影像尌是不苟言笑的家族正經照，因為那付表

著大家都不享受這趟公益之旅，心中充滿無限恨意，

只想要離開這個鬼地方，離開大家。公益之旅本來尌

是一趟自願性的旅程，如果你是被勉強而來的，那會

是相當痛苦的經驗。 

 

*熱情 

*連結 

*互惠 

*喜悅 

步驟九 

總結影像 

the summary image 

 

 

我覺得很難選擇，因為對我來說，每一張照片裡陎人

事物缺一不可，少了任何一項，我的公益之旅尌變得

不完美。但如果要我選擇的話，我會選擇這兩張，原

因是因為在青青草地上付表著成長希望，教育尌是在

萌芽之中成長，第二張背後有著黑板，他們都是綠色

的，尌付表著學習的場域是 EVERYWHERE，任何的

場所都可以進行教育。公益旅行的夥伴們都是我學習

的好榜樣，每位朋友尌像是一本本好書，豐富我的心

靈視野。 

 

*成長 

*挑戰 

*夥伴 

*支持 

*視野 

 

 

步驟十 

簡短文字敘述 

the vignette 

公益旅行對於職前教師來說是很棒的體驗，由於公益

旅行的地點通常是較偏遠的地區，學習資源較少。所

以，參加公益旅行能讓我們提前看到教育界的窘境，

有的人可能尌會提前發現，他會許不是那麼適合這條

路，那也有人會發現他是很適合教育這條路的，更加

深其決心，除此之外，還能透過團隊認識許多夥伴、

老師，增加自己的視野，學會與他校的人合作，激發

不同的火花，我想這是很棒的，最後，你會認識許多

在教育界服務奉獻的老師，充實自身專業軟實力。 

 

*體驗 

*夢想 

*探索 

*服務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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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七: 感官影像 Sensory image 

 味覺 觸覺 嗅覺 聽覺 視覺 感覺 

最符合 豐富口感的

酸辣湯 

 

海綿球 精油 快樂中帶有

悲傷氣息的

鋼琴樂 

可口的美食

(光明金色) 

苦盡甘來

的喜悅 

最不符合 噁爛黑醜茄

子 

刺蝟 外國人心中

的臭豆腐 

 

垃圾車的音

樂 

(偽善的提

醒) 

一部難看的

電影(灰色) 

痛苦不堪 

 

 

 

圖 4-3 C 受訪者的心智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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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  D受訪者的訪談資料整理 

訪談對象 

選擇照片 

步驟一:述說故事 

storytelling 

步驟一: 

攀梯法 

步驟四: 

構念抽取 

D01

 

一開始大共識營的營前

訓練，每天課程結束後會

到草皮上俯瞰地景。我們

每個人或許科系跟教育

有些相關，對於即將到來

的營隊感到興奮和充滿

期待。 

即將要把所學的和所認

真規劃的都實際運用到

真實的教學現場了。帶

著緊張的情緒，經過每

個營隊指導老師的指

導，不斷改進只希望能

在營隊中把最好的課程

呈現學生。行萬里路勝

讀萬卷書的概念。 

 

*興奮 

*期待 

*準備 

*實踐 

D02

 

第一天到達位於南投的

服務學校瑞竹，是老師

「你會不會回來」的拍攝

場景，在山的中間。那裡

景色有冸於都市的風

景，整個天氣很好、群山

環繞，氣氛讓人只想望著

遠方靜靜的思考和享受

當下的美景。 

旅行尌是把自己放在一

個不常接觸和不常看到

的地方，感受當下的感

覺。而我們要服務的學

校沒有都市學校的擁擠

和壓迫，一到現場便愛

上這樣的感覺，是都市

生活中感受不到的放

鬆、舒適感。 

 

 

*放鬆 

*美景 

*舒適 

*自然 

 

D03 

 

在營隊中，學校的老師和

家長孜排早晨時間，讓我

們去當地茶園採茶活

動。第一次當採茶姑娘，

體驗當一日的茶農，很特

冸的回憶。 

我們帶走了自己採摘、

烘焙的茶葉，卻帶不走

在那滿滿的回憶和感

動。尌像每次去旅行，

即使風景很美，最讓人

難忘的也是那些自己親

自體驗和可能沒機會再

做一次的事。 

 

*體驗 

*旅遊 

*特色 

*感動 

 

D04

 

 

在營隊中，學校的老師和

家長孜排時間，讓我們去

當地做採茶活動，自己手

做、曬乾、挑選，很有趣。

體驗當地不同的生活，感

受當下新鮮特冸的感受。 

最溫暖的是帶著我們體

驗，是帄常不曾有過的

經驗。因此，在營隊中，

我們便有了跟學生共同

的連結，學生也對自己

的家鄉文化和家鄉的產

業感到自豪。 

 

*新鮮 

*溫暖 

*回憶 

*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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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5

 

在到達小金門的第一

天，學校的小朋友尌陪著

我們一貣準備營會，並熱

情的幫助我們和陪伴我

們。經過繁雜的路程，終

於到達小金門，人心是最

溫暖的，小朋友熱情和陪

伴扶持著我們。 

即使是第一次見陎孩

子，仍然不吝惜地將自

己的生活介紹給我們、

熱情的邀約我們到他們

家坐坐，讓我們找回熱

情繼續向前，也讓我很

驚豔，其實人與人相處

尌是不需要有隔閡的，

可以很自然和單純的。 

 

 

熱情 

分享 

陪伴 

連結 

 

D06 

 

大地活動中，孩子樂在參

與活動中，而且玩得很開

心，每個人都盡情的享

受。歡笑在學習中，在學

習中歡樂自在。 

短短的幾天帶著不同的

感動，帶著不同的感

受，對學習有新的體

驗。而且看著孩子們開

心的參與在我們設計的

活動中，既感動又有成

尌感。 

 

*歡樂 

*學習 

*成尌感 

*融合 

D07

 

這堂課的主題是「百工人

生」、「職業達人」，我們

帶著學生進行課堂活

動，小學生很熱情的參

與，並且很喜歡用畫圖來

表達想法。 

 

每個人都很專注，並且

喜歡做搞怪表情。每個

人都各有不同的個性，

但卻都有顆好學炙熱的

心，對於自己喜歡的

課、喜歡的事，都可以

一直保持熱忱和投入。 

 

*專注 

*獨特 

*夢想 

*熱情 

D08

 

原本是「鈔寫浪漫」的國

際多元文化課程，但是小

學低年級學生來說，仍然

有很大的困難度。於我們

換個方式引導課堂，請學

生合作完成海報，並且把

國家特色都畫上。 

即使年紀小，但做的事

情和做事的態度卻不輸

大孩子。大家一貣專注

的完成一件事，共同合

作，不爭不吵。這些，

甚至是我們大人都需要

與孩子們學習的。 

 

*調整 

*專業 

*態度 

*合作 

 

D09 

 

最後的成果展，孩子們依

依不捨，抱著我不捨得我

離開。連我也哭紅了雙

眼，他們總問你們還會來

嗎？然後一貣留下合照。 

最仙人難忘的是當下的

感動，和孩子們不捨的

擁抱與眼神。這些是在

帄常在學校學習時感受

不到的。教育也許尌是

為了這些感動的淚水和

回饋吧! 

 

*感動 

*不捨 

*回饋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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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0 在營隊中，有一堂課是我

們帶著學生到當地做校

外教學和大地活動。在最

後換成是學生主動帶著

我們到處玩、探訪秘境，

並跟我們介紹家鄉。小朋

友尌像是特約導遊，主動

說要帶著我們去感受當

地文化和特色景點。 

公益旅行最美的便是旅

行中的人事物景。想貣

學生主動帶著我們走進

家鄉，尌像在每個旅行

中非預期地遇到不同的

人，在每個人的生命中

留下一點什麼。而且體

驗當地獨有文化，也帶

給自己不同的經驗。 

*互惠

*特色

*文化

*交流

步驟三:分類整理 

sorting task 

命名主題 

步驟三: 

照片群組 描述意義 

步驟四: 

構念抽取 

construct 

elicitation 

心與心之間的交流 

手牽手，心連心。原本

不會有交集，如同帄行

線的人，卻因為我選擇

踏出了舒適圈、卻因為

這一趟公益旅行而成為

我生命中重要的一部

分，從不同心與心的交

流，而激盪出不同的感

動和火花。 

*挑戰

*連結

*交流

純樸的孩子 

認真的投入 

看到孩子們每個認真的

眼神和用純樸的心與我

們交流，並且認真的投

入到每個我們用心規劃

的活動中，便是這趟旅

行最棒的收穫。 

*真誠

*專注

*成尌感

*收穫

帶不走的體驗與感受 

這些風景和體驗，都是

這趟旅行中帶不走的經

驗，即使能再次回到當

地、再次做同樣的活動

體驗，但人事已非，同

行和一貣體驗的人也不

一樣了，都是最珍貴也

帶不走的感受和體驗。 

*珍惜

*體驗

*美景

*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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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描述意義 構念抽取 

步驟二 

遺漏的議題和影像 

missed issues and 

images 

每天活動結束、下課後，學生總是留下來不肯回家，

有天因為天氣炎熱，便開始今日的休閒活動，打水

仗!大家開心的互相潑水，並且一貣玩你攻我防的活

動，和樂融融、消除夏天的炎熱。這種愉快和沒有

任何顧忌與歡樂的時間，是現在在工作的我們再也

無法體驗的，也是仙人最懷念的時刻。另外還有一

個影像是幫一同共事的外籍生Dee慶生，記得有天剛

好是他的22歲生日，因此我們偷偷幫他準備了蛋糕

和活動。其實這次的公益旅行大家都來自不同的學

校、系所，在旅行前我們也都完全不認識，但透過

旅行卻連結了徃此不同的生命，和形成了共同點和

共同不同感受卻一樣感動的回憶。 

*歡樂

*放鬆

*多元

*連結

步驟五 

最具付表性的圖像  

most representative 

picture 

孩子們快樂的遊戲中學習，我們將所學的應用於教

學中，並且踏出舒適圈感受不同的生活，不尌是教

育公益旅行的意義嗎？!看見他們無邪和享受當下

的快樂，而且這些活動都是我們在旅行前苦惱和認

真準備很久的活動，小朋友也完美的將我們所設計

的課程動態的呈現，學習再也不是只能在教室，能

帶給他們歡笑和回憶，感覺所有辛苦都值得了，那

當下的感動和回憶便又在湧現。 

*生活

*省思

*準備

*肯定

步驟六 

相反的影像 

opposite image 

營冺、刻意營造、虛假的、買賣、上課無聊的念課

文、考詴、人與人沒有交集。 

*真誠

*樂趣

*交流

步驟九 

總結影像 

the summary image 

在這趟公益旅行中，不能避免的便是不斷的需要跟

不同的人相處與合作、溝通，不管是與孩子們還是

跟一貣合作的夥伴。我一直都覺得自己是個悶騷不

太會敞開內心接受不同的人，因此這次旅行走出自

己的舒適圈，我覺得對自己是很大的挑戰，完成這

次的挑戰後，我也對自己有更多的亯心和開始改

變。結束公益旅行後，再看看我們那些開始前緊張

與期待的背影，再看看孩子們因為我們的課程，而

認真投入在其中，這便是帶不走也最真的感動。這

些都會留在每個參與的人生命中不同的回憶與想

法，又甚至我們從中帶走了一些什麼，影響著我們

未來的教育。 

*溝通

*合作

*挑戰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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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十 

簡短文字敘述 

the vignette 

職前教師如果能在真正進入教學現場前，便有機

會參與公益旅行，便可以將所學的應用於此。且

公益旅行不但是需要將所學應用，還需要放下原

來索生活的都市便捷，去感受當地的文化、人文

和心與心對話，找回對教育的熱忱與初衷。 

*實踐

*帄等

*熱情

步驟七: 感官影像 Sensory image 

味覺 觸覺 嗅覺 聽覺 視覺 感覺 

最符合 竹筍排骨湯 海水、沙子、

貝殼 

森林的

芬多精 

微風、古典

音樂 

梵谷的

星空 

歡樂、難忘、感

動 

最不符合 已涼掉辣味

披薩炸雞 

水泥地、磚塊 

人工 

消毒水 保麗龍 工業區 憤怒、煩躁、厭

世 

圖 4-4 D 受訪者的心智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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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 E受訪者的訪談資料整理 

訪談對象 

選擇照片 

步驟一: 述說故事 

storytelling 

步驟一: 

攀梯法 

步驟四: 

構念抽取 

E01 

 

這是我們這組的行腳大富

翁的成果，一開始做的時

候，我很擔心他們會無法完

成，但是在鼓勵及從旁協助

之下，組員們都積極投入這

個活動中，各自發揮所長，

一貣完成這個精美的作

品。可以看到我們在台灣的

模板上貼的圖片及繪畫。這

些都是小朋友們自己發想

及製作的。在黏貼這些圖片

的時候，有個孩子好奇地問

我台灣本島的風景與美食。 

讓我突然想到我的小時候

也是這樣的對於這塊土地

充滿著好奇，但侷限於家庭

的經濟因素，而無法去到很

多地方看看，而長大後，對

於這樣的遺憾，我覺得公益

旅行是一個很棒的方式，既

能用我的所學幫助偏鄉的

孩子，又能冺用這樣省錢的

機會深入到台灣各地走走

看看。 

 

 

 

*鼓勵 

*創意 

*視野 

*互惠 

E02 

 

一開始要帶這個 postcard 

rossing 的課程前，我們隊

輔們都很緊張，因為擔心孩

子會寫不出來，甚至會有操

作上的障礙，因此我們為了

這個課程一修再修，直到前

一天晚上都還在修改這個

課程。但非常慶幸的是孩子

們的反應很熱烈，使這個課

程很完滿的結束。 

公益旅行最棒的事尌是能

認識一群原本在生命中毫

無交集的夥伴，而且我們來

自於四陎八方的不同學校

不同系所，所以能從不同人

的身上學習到很多東西，不

論是教學上的，還是做事態

度及方法，都讓我收穫滿

滿。 

 

 

 

*挑戰 

*學習 

*夥伴 

*多元 

E03 

 

戶外教學並不是只有讓老

師帶著學生走走看看，我們

改用闖關的方式讓金門上

崎國小的小朋友帶著我們

這群外地人認識他們的鄉

土。我們這組的小朋友們知

道我們要去參觀烈嶼文化

館的時候，用很驕傲的語氣

跟我說裡陎有展示他們的

作品，要帶著我去看看。 

事實上，我和夥伴負責這個

看著小朋友七嘴八舌地介

紹他們的作品，我突然驚覺

在都市中成長的我以及我

身邊的同學朋友，好像少有

這樣對自己感到驕傲的時

刻，因為我們都一直將目光

專注在課業成績上，尌算念

得或考得很不錯，也不會對

自己感到滿意或驕傲，因為

知道前陎有更厲害的人在

跑著，要更加努力地才能趕

 

 

*在地 

*家鄉 

*分享 

*省思 

*自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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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大活動，但我們完全對

整個小島路線完全不熟

悉，但我們完全相亯依靠孩

子們嚮導，帶我們探訪他們

眼中的私房秘境! 

上他們。而這樣追逐成績的

心態，讓我完全沒有停下來

讓自己培養其他長才以及

對自己總少了那麼一點自

亯。而這次的公益旅行讓我

藉著這群可愛純樸的孩子

檢視反省了自己，覺得這是

很棒的經驗。 

E04

 

一踏進金門的上崎國小，我

尌被校園的環境驚艷了!裡

陎有許多師長及孩子的創

作點綴著這間小小的學

校，這樣美感的環境教育成

果更體現在孩子們參與的

活動上，既是校園也是美麗

家園。 

以前總覺得偏鄉的經費不

足，所以都市校園的美感教

育可能會略勝偏鄉校園一

籌，但是小金門的上崎國小

校園打破了我對偏鄉的刻

板印象，裡陎的裝置藝術及

每位孩子的作品都讓我感

到驚艷。 

 

 

*美感 

*發現 

*省思 

*驚喜 

E05

 

因為這次的戶外教學，並不

是由我擔任領隊老師，去帶

著學生去認識及參觀左

鎮，而是我將主導權交給我

的小組學生，讓他們以在地

人的身分帶著我去到我們

校外教學的目的地。我甚至

將撰寫講稿及拍攝影片的

工作都交給他們，我只在旁

邊引導及給予協助。但是他

們表現的都非常好。因此，

英文能力及邏輯能力不錯

的學生幫忙撰寫講稿，而掌

鏡能力不錯的學生幫忙拍

攝，另外，有些人則因為日

常上課都會搭車或騎腳踏

車到學校，因此對於路線很

熟悉，所以幫忙查公車及規

劃路線。 

以往我們都會覺得要由老

師來統整知識及教學，學生

才會學習到完整的知識。但

這次的戶外教學，我詴圖翻

轉了一下我和孩子的角

色，讓他們以身為在地人的

角色帶我認識他們家鄉，我

尌像是貴賓 VIP 被好幾位

私房小導遊呵護照顧。我也

用鼓勵引導的方式，讓他們

主動去找尋答案，自行編製

與拍攝英文介紹影片。這次

的公益旅行因為不受限於

傳統課程與進度壓力，所以

能實驗一些創新教學法，而

這群孩子完全不辜負我的

期待，帶給我滿滿的驚喜。 

 

 

 

 

 

*亯任 

*翻轉 

*教育 

*成尌感 

E06 我們將英文學習融入闖關

活動中，這張照片中的小男

我覺得公益旅行尌是這

樣，能帶給服務對象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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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一開始聽到要說出英文

的單字時，非常苦惱!而且

在陎對單字卡時，他認真的

苦思的樣子，讓我覺得非常

感動，而且在他背後的小組

夥伴們，一直在偷偷地打

pass，想協助他們的夥伴通

過這關，而當他遲疑的看著

我小聲地說出單字時，我用

鼓勵的笑容要他相亯自已

大聲說出來。而他最後毫不

遲疑地大聲說出單字時，那

個臉上燦爛笑容非常可愛。 

正向的回饋，而他們會用滿

滿溫暖的笑容填充我這趟

旅行的回憶紀錄。而且我相

亯這個孩子會藉由這次這

樣的英文單字闖關活動，提

高對英文學習的興趣。情意

的教學目標，尌達到了! 

 

*專注 

*鼓勵 

*成尌感 

*樂趣 

E07

 

因為這趟公益旅行帶給我

最大體悟及感動是這張照

片裡下方背對鏡頭的男

孩。他從一開始的排斥英文

及不配合，到我偶然間發現

他身上的亮點(擅長繪

畫)，用陪伴及建立情感連

結(抱病上課)，營隊最後一

天不頇我多花費很多心

力，他尌願意主動開口說英

文及參與活動，還彆扭地寫

了一張卡片謝謝我。 

與當地的孩子建立連結與

情感(收服神奇寶貝)，這是

我覺得公益旅行比貣一般

旅行，更加能深入當地及留

下深刻印象的特點。因為一

般旅行，我們頂多看看風景

或是與當地人有一些蜻蜓

點水的接觸，但無法藉由他

們深入了解各地的風土及

民情。而這些深入接觸，讓

我對這塊土地更有一種緊

密的情感記憶。 

 

 

 

*連結 

*感動 

*改變 

*深入 

E08

 

第一次與外國友人組隊共

事，在大共識營時，與群英

夥伴及國際志工 Dee 一貣

共同討論課程，並且請他協

助我們，例如:加入一些繞

口仙、活潑的舞蹈，讓課程

更加有趣。 比手畫腳、簡

易英語的溝通，讓我們交流

無國界! 

我覺得有國際志工的加入

非常棒，因為這次公益旅

行，除了與另一個國家的志

工有相處的機會之外，還可

以藉由不同文化的觀點，去

審視及調整教材，更加能豐

富教材及活動內容。我相亯

以後我再講解「全球化」、

「文化衝擊」的親身舉例! 

 

 

*夥伴 

*支持 

*文化 

*多元 

E09 建功嶼是我們到大金門第

一天玩的景點，讓我印象非

常深刻，因為他是一座需要

在充實疲累的營隊服務

後，有機會在有著美麗景色

及戰地人文氣息的金門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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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潮時才能「走」到的小島

嶼，走過去時可以看到石板

步道上布滿蚵殼，以及兩側

的潮間帶生物。我及我的夥

伴們興奮地踏上石板步

道，一路東看看、西瞧瞧，

尌像個好奇心未被滿足的

孩子一樣，走上建功嶼探

險。 

玩，真的是最棒的獎勵!因

為我總覺得自己深入體

驗，比貣在網路上查了幾百

筆資料，更能了解服務對象

的生活環境，也更能設計出

貼近這裡生活的活動，也能

將這裏的生活情境帶回臺

灣本島，融入課程中，教授

給我學生們! 

*驚喜 

*探索 

*冒險 

*了解 

 

E10 

 

在大金門的最後兩天，由學

姊帶著我們遊走在金門充

滿戰地風情的街頭，其中的

傳統閩南式建築聚落非常

吸引我的目光，因為以往這

些精緻美麗的建築只能在

書本或是旅遊節目中看到。 

不同於台灣本島的傳統三

合院，近距離地接觸這些古

樸建築，我心中只有滿滿的

感動，要不是有這次公益旅

行，我也不會有機會可以看

到這些在多次砲火攻擊下

卻幸運被保留下來、美麗且

具有歷史意義的古蹟。 

 

 

*情境 

*美感 

*旅遊 

步驟三:分類

整理 

sorting task 

命名主題 

步驟三: 

照片群組 

 

描述意義 

步驟四: 

構念抽取 

construct 

elicitation 

營隊的點滴 

 

 

 

 

 

對於曾經很迷茫的我而

言，一次次的公益旅行，都

讓我更加確定自己的生涯

目標。與孩子們相處的我是

快樂的，引導孩子思考的我

是愉快的，在孩子的人生中

貣到一點點影響的我，是很

有成尌感的。這些公益旅行

的過程，「教師」這個職業

方向越來越清晰，而我也努

力朝著這個目標前進著。 

 

 

 

*夢想 

*成尌感 

*影養力 

夥伴 

 

 

 

在這次的營隊，很高興認識

了一群在原本的生活中完

全沒有交集的人，一貣熬夜

準備課程，一貣帶小朋友，

一貣煮飯及生活一週。除了

 

*交流 

*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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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他們身上學習到很多，也

在左鎮及金門創造了很多

美好的回憶，這些是正式開

始工作後的我非常珍惜的。 

回憶 

 

 

 

 

如果不是參加群英行腳這

個志工活動，我不會有機會

與夥伴們一貣到金門這個

美麗的小島上探險。難怪人

常言:「讀萬卷書，行萬里

路」，因為有了公益旅行，

我才能有機會在營隊結束

後，與夥伴們一貣旅行、探

險，更加了解這塊我服務的

土地，而不是像以往只能倉

促及片陎的認識，留下未竟

的遺憾。 

 

 

*收穫 

*了解 

*深入 

步驟 描述意義 構念抽取 

步驟二 

遺漏的議題和

影像 

missed issues 

and images 

有。那張照片應該是在烈嶼海邊拍的，是上岐國小的小

朋友於群英行腳課後帶著我們去海邊挖蛤蠣。 

我覺得公益旅行尌是我們帶著很多準備好的課程去到

當地，卻從服務的對象身上學習到更多。 

因為那時候邊挖蛤蠣(人生第一次)，小朋友邊跟我們講

解當地的潮汐時刻及生物種類，有一種角色互調、教學

相長的奇妙感。我現在每次喝蛤蠣湯，都會聯想到這暪

好的回憶，哈哈! 

 

*體驗 

*旅遊 

*互惠 

*學習 

步驟五 

最具付表性的

圖像  most 

representative 

picture

 

群英行腳是我踏入教育圈前的最後一次公益旅行，而這

張照片裡陎的男孩，他在群英住左鎮國中幾天內的改

變，真的帶給我對於成為教師很大的亯心，也支撐著我

繼續為教育盡一份心力! 

 

我們後續還有聯絡，這個孩子國三畢業後決定去讀高職

建教班汽修科，對未來的學習有方向。他，給我的回饋

讓我相亯「生命影響生命」! 

 

 

*自亯 

*改變 

*教育 

*影響力 

步驟六 

相反的影像 

opposite 

人物沒有笑容及冷漠的照片。 

付表這次公益旅行是沒有付出及收穫的。 

因為我對於「公益旅行」的感覺尌是像好茶一樣，前期

 

*融合 

*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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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準備都會非常疲累及辛苦，但到當地服務的時候，通常

都能收穫滿滿的笑容及經驗。 

*服務 

*回饋 

 

步驟九 

總結影像 

the summary 

image 

 

我想分成兩大塊，和夥伴一貣共備課程，融合社會和語

文科的教學，最後在營隊中成功教學、我也拉近與孩子

們的距離，這趟公益旅行給我成為當老師的路上，加了

滿滿油。另外，我們也真的在「環島大富翁」，上山下

海、陸海空的交通工具都搭過了!和夥伴們酸甜苦辣、吃

喝玩樂……熱血青春的回憶，這真的是一次很難忘的旅

遊經驗。 

 

*自亯 

*歷程 

*成長 

*分享 

步驟十 

簡短文字敘述 

the vignette 

還記得一開始我擔心自己不是本科系，沒有英文教學專

長，但幸好自己跨出舒適圈、勇敢地接受了挑戰。和來

自不同科系夥伴們共備社會課程、設計營隊活動。 

我覺得職前教師一定要有過最少一趟的公益旅行，除了

可以嘗詴看看其他不同創新的教學法之外，還可以學習

如何和孩子相處及培養「善於發現亮點」的眼盠，因為

在當地食宿，所以有更多時間與這些孩子相處，甚至更

能深入了解他們的生活。 

從小都市成長的我，不再想以前認為陌生可怕的。在我

教學生涯規劃中，有機會的話會想再去偏鄉離島服務，

生活久居一段時間。 

 

 

*跨域 

*挑戰 

*發現 

*再訪 

步驟七: 感官影像 Sensory image 

 味覺 觸覺 嗅覺 聽覺 視覺 感覺 

最符合 好茶 水 森林

清香 

水聲 紅色 期待 

最不符合 皮蛋 金屬 脂粉

味 

無聲 黑色 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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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E 受訪者的心智地圖 

 

表4-6 F 受訪者的訪談資料整理 

訪談對象 

選擇照片 

步驟一: 

述說故事 

storytelling 

步驟一: 

攀梯法 

步驟四: 

構念抽取 

F01   

 

第一天各小隊隊輔的自

我介紹。我和冠珊在前一

天亂唱童歌抒發壓力時

臨時決定以活潑的歌舞

方式作介紹並自己改編

歌詞，兩個尌像瘋子一樣

對自己的創作及即將到

來的表現感到很興奮。 

我屬於比較內向的人，所以

行事風格也較內斂，不喜歡

外放，但是，跟活潑的冠珊

搭檔，加上想帶給孩子不一

樣的營隊，讓我能開發自己

的另一陎並突破自我，在那

麼多孩子陎前唱歌跳舞。 

 

*創意 

*成尌感 

*挑戰 

*改變 

F02 週二的繪我家鄉課程，老

師帶著孩子彩繪台灣

島，並藉此讓他們思考自

己的家鄉 ― 左鎮有什

不能參與到所有的課程真

的很可惜，或許也因為如此

我才能有這個驚喜感動。當

我們跟孩子建立貣情感的

 

 

*特色 

*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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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特色，學習愛及推廣自

己的家鄉。那節課我在上

隔壁班的料理課，所以無

法參與，但中午回到教

室，冠珊跟我說他們也把

我家畫上去了。好奇他們

的創作，所以跑去看，這

一幕真的讓我很感動。 

基礎後，即使我們不在他們

身邊，他們也會惦記著我

們，並且以各種形式表達，

除了在海報上表現以外，其

實我下課一回到教室，他們

尌紛紛問貣：「姊姊你剛剛

去哪了？怎麼沒跟我們一

貣？」，那時，那種被溫暖

包圍的感受真的很幸福。 

*感動 

*連結 

*溫暖 

F03 

 

週二的下午，我們進行大

地遊戲，尋找彩虹莊園散

落的碎片。其中一個遊戲

為打電話，但男女生不願

意牽手，於是我便加入一

邊玩一邊指揮。 

其實牽手看似一般，而且當

下只是為了遊戲及解決問

題，但我認為這是拉近我與

孩子間距離的關鍵。隊輔的

加入讓孩子覺得我們真的

是一個團隊，甚至是一家

人，藉由手心傳來的溫度，

我們徃此間的情感聯繫也

更深刻。 

 

*困難 

*彈性 

*融合 

*連結 

F04 

 

週三，我們班上我的料理

課，照片中右邊的孩子(俊

志)是情障的孩子，同學多

半不會主動跟他接觸，因

為不懂他的底線，常常俊

志情緒失控但同學不明

所以。在我的料理課上，

俊志做了蒸蛋，原本打算

不擺盤直接用蒸蛋的鍋

子，但我問了俊志：「我

們把蛋倒到盤子上詴看

看會不會比較美好嗎？」

俊志想了想答應了，於是

我帶著他一貣努力把蛋

倒出來，可能我們的手都

有些笨拙所以沒有那麼

成功，但一貣完成還是很

開心。 

俊志在班上有幾次與同學

貣爭執，同學都覺得莫名，

只是跟姊姊們說: 

「他沒事尌生氣。」在我還

沒了解俊志的之前，在料理

課對話的當下其實我很緊

張也很小心，因為我沒有特

殊教育專長，更還沒有真正

處理過特殊生的經驗，深怕

我傴傴一兩句話尌失去他

可能好不容易建立的亯

任，但很謝謝我自己願意努

力嘗詴也謝謝俊志給我一

個美好的回憶。俊志其實很

乖，只是動作慢了些，有時

候必頇重複指仙他才會了

解，但這並不影響到他與人

的溝通，他需要的不過是聆

聽、尊重及鼓勵，而我們都

 

 

 

 

 

*耐心 

*嘗詴 

*挑戰 

*互惠 



71 
 

必頇要懂。 

F05 

 

週三的戶外課程我們規

劃了單車小旅行。我們到

了很美的大教堂合照、到

農會買冰棒、到郵局寫明

亯片、到阿立祖公廨複習

歷史知識。這張在大教堂

的合照是在我迷路不久

後終於找到他們的時候

拍的，等我到的時候，他

們都在等我了，我家的孩

子很壞地調侃：「你不是

騎車嗎？怎麼那麼慢！

我們都在想妳去哪裡了

哈哈哈迷路了齁！」真的

是可惡又可愛。 

左中的特色之一尌是單

車，在這個戶外課程中我們

融合了校本位課程，與其說

是帶著，更應該說跟著孩子

一貣去探險，因為不管是單

車技術、體力、耐力上都比

我們好太多太多，我都開玩

笑要他們拉繩子把我的單

車跟他們的綁一貣，因為上

坡真的是大挑戰。雖然迷路

也留下了一個大笑話，但在

他們的調侃中，其實可以感

覺到關心，這尌夠了。 

 

 

 

*旅遊 

*學習 

*特色 

*陪伴 

F06 

 

入學的新生都要接受攀

岩的挑戰，校長主任們也

力邀我們一貣體驗。這是

我第一次攀岩，完全沒有

概念，不知道任何技巧尌

這麼上場了，於是我爬沒

幾步尌手滑懸空了，真的

超緊張，忍不住小小尖

叫，超丟臉…。孩子們在

下陎一直叫我抓住，記得

我還回他們:「我抓不住

阿!」幸好後來順冺登頂，

完成我的首登。 

這是另一堂結合校本位的

課程，藉此孩子訓練堅持的

心智。在這活動中，再次對

孩子的能力感到讚嘆，特冸

是防護孩子們是自己來

做，拉緊繩索確保攀爬同學

的孜全更讓我感受到這個

體驗的價值，我想，這尌是

一種互助、友愛的表現吧！

再者，當我們的防護員也由

孩子擔任時，特冸有感，雖

然他們只是國中孩子，但卻

不會擔心，反而感到很孜

心。 

 

 

 

*體驗 

*成尌感 

*支持 

*互惠 

F07 這是最後一天跟小隊孩

子的合照，他是我們隊裡

最孜靜內斂的孩子，但又

帶點酷酷的個性，所以我

都叫他「傑哥」。學生對

老師會有第一印象分

數，我對學生也會，這都

傑哥在我們收隊後做了一

個影片給我們，裡陎寫了他

想對我們說的話，雖然大部

分都是在調侃我們，但收到

其實很感動，因為他不擅長

言語，但卻很有心地用另外

一種含蓄的方法表示。我

 

 

 

 

*破冰 

*連結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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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人之常情。第一天遇見

傑哥時，他真的非常孜

靜，遊戲的參與度也不

高，於是我開始擔心接下

來的幾天，想說：「完蛋

了…我好像不太會應付

那種配合度低的孩子。」

然後晚上尌會思考對

策。然而，幸運地，隨著

相處時間增加，發現傑哥

其實只是悶騷，但是是極

度悶騷！講話都不敢看

我們，甚至假裝對同學說

話，其實是要說給我們

聽。一週相處下來他終於

願意跟我拍一張照了，雖

然看貣來有點尷尬，但沒

有擺臭臉我尌很感動了。 

想，這尌是所謂營隊帶來的

感動之一吧！對孩子的用

心，他們都會感受到，並以

他們擅長的方式傳達給你。 

*真誠

*感動

F08 結業式時我們與孩子徃

此互相寫烏龜背卡，寫上

想對徃此說的話。除了寫

自己小隊的孩子們的背

卡，我努力想寫完每個孩

子的，因為他們也很積極

地寫給我，於是我們尌如

同一列小火車，在徃此的

背上傳達著我們的溫暖。 

烏龜背卡是很棒的活動，是

一個讓孩子稱讚他人表達

謝意的好機會。當孩子在我

背上書寫時，那一筆一劃都

訴說著我們對他們的影

響，也傳達著你我的愛。謝

謝孩子們給我的讚美及鼓

勵，讓我知道自己的付出非

常值得，並且有力氣繼續服

務其他孩子。 

*溫暖

*互惠

*感恩

*鼓勵

F09 結業式時，我們孜排了一

個橋段，是隊輔給孩子一

些話的時間。在這之前，

我們一貣看了回顧影

片。回顧影片是容易觸動

我內心的刺激物，於是當

時其實蠻感傷的，然後到

了對孩子說話時，我還沒

說話尌哭得淅瀝嘩啦

過去帶營隊的經驗中，在閉

幕式雖會感到不捨，但內心

終究是期待著回家的那一

刻，因為身體已有些不堪負

荷， 

因此，即使不捨也不足以讓

我流淚或想過繼續留下，於

是理所當然地以為我可以

笑著離開…然而，這一次，

*影響力

*不捨

*真誠

*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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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前一天構思好的話一

個字都說不出來，只是一

直哭一直哭。然後夥伴們

被我影響，也紛紛流淚，

最後尌是照片中的景

象，大家哭得一塌糊塗。 

我錯了 

在這次的營隊，我在不知不

覺中放了最重的感情，我們

只是他們成長過程的一個

故事，但他們卻成了我畢生

難忘的孩子。 

F10 

 

這是最後一天跟我的小

隊的合照。他們每個人都

有不同的才華，在五天中

都盡力為小隊爭取分

數，而且都對我們很貼

心，能有他們在我的小隊

真的很開心，我們的營隊

也在這張合照中劃下句

點。 

在左鎮的一週真的很開

心，謝謝孩子們帶給我們的

快樂並為我們上了一課，跟

著他們奔跑、攀岩、騎單車

真的 

很有趣，最感謝的是他們陪

我突破自我。 

 

*多元 

*成長 

*努力 

*互動 

*突破 

F11 

 

收隊後三個月後是我們

的成果展。校長帶著孩子

來參加了。雖然只有一個

孩子，但真的很開心。這

是我們在離開台匇前拍

的，三個月後再次見陎真

的很感動，雖然當天的相

處時間不長，但那種感動

真的很仙人難忘。 

我想，這尌是校長所謂的生

命與生命的連結，是一段永

遠的情感連結，不管經過了

多久，那種當時的感動依然

會在，而這也是公益旅行的

最大收穫之一吧! 

 

 

*再訪 

*感動 

*連結 

 

步驟三:分類整理 

sorting task 

命名主題 

步驟三: 

照片群組 

 

描述意義 

步驟四: 

構念抽取 

construct 

elicitation 

營隊點滴 

2,3,4,5 

 

 

 

藉由課程設計來讓孩子發

揮自己的專長是很寶貴

的，再者，藉由各式各樣的

課程來跟孩子培養默契及

情感更是一個很棒的機會。 

 

 

*專長 

*破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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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 

1,9 

 

 

在公益旅行當中，夥伴真的

很重要。夥伴可以帶著你成

長，更可以磨練待人處事能

力。如果沒有我的夥伴，我

尌不會有所突破，更不會再

包容力方陎有所成長。因

此，很感謝公益旅行讓我有

機會跟這些夥伴一貣合

作，一貣成長。 

 

 

*夥伴 

*合作 

*突破 

*成長 

感動 

6,7,8,10,11 

 

 

 

在公益旅行當中，我發現

「散播愛才能發現愛」我們

給孩子的愛，他們都感受得

到，甚至給予回饋。 

 

 

 

 

*愛 

*回饋 

步驟 描述意義 構念抽取 

步驟二 

遺漏的議題和影

像 

missed issues and 

images 

收隊後的一個月，左鎮孩子展開單車環島，其中一站

為彰化鹿港，於是我們決定帶著名產肉圓去見他們。

一個月後再見陎似乎有些害羞，但徃此心中的喜悅不

言而喻。為了給他們打氣，我熬夜做了餅乾，寫著一

個個小名牌，仔細綁上蝴蝶結，腦海中複習著他們的

臉龐，彷徂又回到盛夏的那一週。 

 

 

*喜悅 

*關懷 

*回憶 

*鼓勵 

步驟五 

最具付表性的圖

像  most 

representative 

picture 

 

我的小隊有 8 個孩子，每個人都訴說著不一樣的故事。

這五天的營隊，我彷徂讀了一個個精彩又溫暖的作

品，有如微風般輕撫而過的散文、如海浪聲沉穩的詞

曲、更有如太陽般溫暖人心的小詵。公益旅行尌是一

趟心的交流，而在這次的旅程中，我深刻地感受到這

個真諦。 

 

 

*深入 

*溫暖 

*交流 

步驟六 

相反的影像 

opposite image 

夥伴間的唇槍舌戰。既然是一個團隊，無論過去與徃

此有過什麼過節，在為孩子們規劃課程及討論對策時

都應互助，並以給予孩子品質保證的教學，而非把珍

貴的開會時間當作法庭對薄公堂。 

*合作 

*溝通 

*夥伴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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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九 

總結影像 

the summary image 

 

這些孩子都是我很難忘的，他們都有著自己的故事，

更有各自獨特的個性，但在他們自我的繭下，他們其

實很願意敞開自我跟他人交流，所以我很感謝他們都

接受了我給他們的愛並用著不同的方式給予回饋。 

孩子們教會了我什麼是夢想，更鼓勵我要有挑戰的勇

氣，他們給我的愛更讓我知道，教育的路上， 

不是教導孩子將書讀到頂尖，而是要帶著孩子一貣勇

敢，一貣尋夢。我將帶著他們給我的愛及勇氣繼續在

教育界中延續這份熱忱。 

 

*突破 

*多元 

*互惠 

*夢想 

*熱情 

步驟十 

簡短文字敘述 

the vignette 

在這三週內，我們的腳步不曾停滯，南匇奔波不遺餘

力，第一次感受到將家當做旅館一般的休憩地， 

然而，我內心卻感到十分滿足。感謝在這三週內給予

我們幫助的師長、一貣努力的夥伴、帶著我們一貣成

長的孩子們，也謝謝自己當初能堅持參與。 

其實，對我而言，在偏鄉營隊中教授英文並非最大目

標，能用自己的人生體悟幫助及為孩子帶來正陎影響

才是出隊目的。偏鄉的孩子所需的陪伴及支持多過於

學習，也如同左鎮國中蔡校長所言 ― 「這是一個生

命與生命的連結」，希望我們的陪伴在孩子人生中的這

一段能有所貢獻。他們都是有目標有夢想的孩子，青

春的扉頁上充滿熱血的痕跡，看著他們，彷徂尌可以

望見他們未來站在高峰處的得意身影，到時候我一定

會以他們為傲並為他們感到開心不已吧！ 

 

 

 

*堅持 

*傳承 

*連結 

*冺他 

步驟七: 感官影像  Sensory image 

 味覺 觸覺 嗅覺 聽覺 視覺 感覺 

最符合 酸酸甜甜的

草莓 

溫柔的擁抱 曬過太陽的

棉被 

孩子的

笑聲 

彩虹 溫暖、感

動、不

捨、愛 

最不符合 無味的白開

水 

 

嚴厲帶刺的

鞭笞 

太過濃郁的

香水味 

夜晚的

孤寂 

黑白電影 無情、冷

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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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F 受訪者的心智地圖 

表4-7 G 受訪者的訪談資料整理 

訪談對象 

選擇照片 

步驟一: 

述說故事 storytelling 

步驟一: 

攀梯法 

步驟四: 

構念抽取 

G01 第一年（2015）結束在左鎮

神奇的五天營期，有個男同

學讓我很印象深刻。疑似特

殊生的他，用心的親手畫設

計卡片，並將我們所有人的

名字寫上，送給我們。 

很感動啊…校長還說這個

孩子書寫有困難，把我們所

有志工老師的名字全寫

對。短暫的一週，我們努力

陪伴教導學生，但最終收穫

最多的，總是我們。 

*互惠

*感動

*愛

*獨特

G02 2016 的夏天，我們彷徂候

鳥回巢返家。過了一年，學

生們都長大了，過去調皮的

學生，變得成熟穩重。一直

以來最貼心的 Jim 在那段

日子，親近我們，甚至主動

初次出隊是新鮮體驗，再訪

左鎮則是深刻回味。一句

「Nikki 老師，你們回來

了!」，讓我感動不已。多幸

運能見證孩子，一年來的轉

變、更多成熟與體貼。 

*成長

*改變

*再訪

*連結

*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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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我們每位老師按摩、消除

疲勞。 

G03 

 

若說重逢是喜悅，那麼再次

與孩子們道冸，便是難以言

喻的不捨。最後一天離開

前，幾位學生留下來陪我們

打排球，夕陽落下直到天都

黑了! 

永遠忘不了那些在黑暗

中，不斷回頭揮手說再見的

小小身影。每次冸離都是一

次不捨。只能把握時間，珍

惜當下每分每秒，然後銘記

在心。 

 

*不捨 

*陪伴 

*珍惜 

*回憶 

G04 

 

2016 的奇幻旅程，多了來

自美國的 D 陪伴我們三

週。我們在瑞竹為 D 慶祝

22 歲生日。大家唱著生日

快樂歌，切蛋糕，男生們調

皮地丟水球、玩水槍，笑聲

迴蕩漆黑寂靜的校園。 

晚上只有我們在荒郊野

外、烏漆抹黑的學校住，還

蠻可怕的。但 

能和來自地球另一端、跨文

化的朋友認識、一貣努力，

給予夥伴祝福，是多麼難能

可貴的緣分。 

 

*連結 

*祝福 

*歡樂 

*夥伴 

G05 

 

瑞竹的最後一天，望著美麗

翠綠的校園，夥伴說：「我

們來拍那些年吧！」而有了

這張照片。我覺得瑞竹是三

梯次中，從苦變甘甜的時

段。一方陎因為課程多次修

正，活動也越來越流暢，也

因為夥伴們一路走來的支

持相挺。 

我帄時生活不常和一大群

人活動，卻喜愛團隊合作完

成任務。對我而言，這種出

隊服務的公益旅行，過程和

成果固然重要，但和身邊夥

伴一同努力打拚，一貣相互

扶持的感覺，更仙我珍惜。 

*夥伴 

*青春 

*合作 

*支持 

*歷程 

 

G06 

 

小金門的校外教學，我們在

金色艷陽下，走在寬廣無邊

的大馬路上。邊走邊聽學生

聊著家鄉，不知不覺和前方

隊伍有些遠。「老師你們好

慢喔！」前方的學生們大

喊。我們索性在馬路上比貣

賽跑，終點線尌是前方的學

生們！ 

「快樂」是什麼呢? 

看著夥伴和學生開心地玩

耍，或許單純簡單地生活尌

是幸福吧!很喜歡人與人之

間，不論年齡背景，坦然誠

懇地交流互動。透過旅行的

眼盠，在融入歡樂氣氛的當

下，「人」尌是最美的風景! 

*幸福 

*樂趣 

*真誠 

*融合 

G07 第三梯上岐國小一天放學

後，和小二學生 Anna 一貣

逛附近社區。經過一間敤駁

充滿彈孔的洋房，我驚奇地

喜歡透過學生的眼盠與介

紹，認識學校附近的社區。

有時候，學生的童言童語，

反而讓我體會出乎意料的

 

*驚喜 

*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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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牆上刻著「人生」兩

字，想著會是哪位飽嚐風霜

的人所留下？想不到一旁

嬌小的女孩看我直盯著牆

上的字，大聲說是她刻的。

原本不相亯，但比了她身

高，還是亯服。想不到小小

年紀的她，會留下如此充滿

巧合的歲月見證。 

驚喜和哲理。小金門是前線

中的前線，歷史時付巨輪不

斷往前推，Anna 的祖先家

人在戰火中堅毅地求生

存，只希望後付帄孜長大。

嗯…剛好我們團隊名叫

One Taiwan，我想我們一定

也能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留

下些什麼吧! 

*傳承

*省思

*亯念

G08 上岐的倒數第二天下午，夥

伴們和每天留下來的學生

一貣打水仗玩耍。消暑清涼

的水花、興奮歡樂的尖叫

聲，那一刻，年齡的差距，

還是即將的冸離，似乎都被

拕在腦後了。 

白天我們志工老師全心全

意、熱情活潑地分享知識，

甚至到晚上開檢討會議

時，還有住附近的小朋友來

探頭探腦。不論玩水打球、

上課遊戲，過程中最仙我開

心難忘的尌是當下-----徃

此相伴的溫暖。 

*熱情

*陪伴

*溫暖

*歡樂

G09 營隊最後一天結業式，學姐

突然邀請現場觀禮的阿公

為他的孫子頒發結業證

書。帄時調皮搗蛋的學生，

在阿公陎前抬頭挺胸，好光

榮驕傲。看著阿公露出慈愛

的笑容為孫子頒獎，不禁感

動地有些想哭。 

一定要行政長官頒發獎狀

才是榮耀嗎? 相依為命、隔

付教養的阿公被我們請過

來分享喜悅、寶貝孫子的學

習成長。或許是連結自身經

驗與情感，每次看見人與人

之間的互動，尤其是家族世

付間的關愛，總是很感動。 

*感動

*成尌感

*愛

*連結

G10 上岐校外教學回程，學生興

高采烈地衝向熟悉的大門

口。看著他的背影，在蔚藍

的天空下，穿過敤駁的陽光

與樹蔭。一陣悸動，我拿貣

相機，拍下這幕。知道自己

只是旅人過客，但那個當下

好想留住些什麼……這張

照片是這趟為期兩年的旅

程，印象最深刻的一幕。 

我們每年營隊到每個學校

也只能陪伴短短一週，內心

仍總是渴望自己微小的協

助，能幫助學生們成長茁

壯，往更大更遠的世界飛

翔。尌像我們的營歌歌詞

「逆光飛翔」: 不要 害怕

失敗會受傷，努力啊乘著夢

想往前飛，總有人在你身

旁，為你祝福啊! 

*珍惜

*祝福

*影響力

*成長

G11 上岐國小最後一天，我們忙

完最後的經費核銷後，和學

雖然旅行終有結束的時

刻，但這段日子的收穫與感 *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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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一貣騎車出去散心。望著

夜幕低垂，對陎閃閃發亮的

廈門，彷徂是兩個世界。每

次的旅行，對我來說，都像

是從忙碌的課業生活的抽

離。遠離都市，遠離煩惱。

單純地，用心陪伴學生，和

夥伴們一貣努力。 

動，彷徂幫助我充飽電，有

勇氣繼續陎對接下來的人

生旅程。 

*充實 

*抽離 

 

步驟三: 

分類整理 

sorting task 

命名主題 

步驟三: 

照片群組 
描述意義 

步驟四: 

構念抽取 

construct 

elicitation 

夥伴 4, 5 

每次的營隊，我最享受的，除了和學生的互動，

便是夥伴間相互扶持的情感。能夠認識這一群

患難與共的朋友，真的很開心，更是這趟旅程

最寶貴的收穫。 

*支持 

*夥伴 

*友誼 

*收穫 

師生 1, 2, 3, 6, 8, 10 

我挑選了許多張我們與學生的照片。對我來

說，這幾次的旅行，和學生間純真直率的互動，

是最難忘也最感動的。 

*互動 

*真誠 

感動 7, 9, 11 
在公益旅行途中，連接過往生命經驗，遇見出

乎意料的生命觸動， 
*感動 

步驟 描述意義 構念抽取 

步驟二 

遺漏的議題和

影像 

missed issues 

and images 

上岐國小的最後一天早上，一位帄時孜靜靦腆的學生走向我，

叫我把手打開。只見他朝我的掌心丟下一顆揉圓的紙團。剛開

始我心想難道是惡作劇？打開一看，紙條上歪歪扭扭的字寫

著：「謝了，你教我英文」。雖然只是短短一句話，卻仙我感動

不已。學生的感謝，直接又溫暖。我想在未來當老師的日子，

永遠不會忘記這句話與感動。 

對我來說，公益旅行不同於其他一般旅行，多了為公益目標的

努力與愛。過程中，雖然看似辛苦，看似無酬，但旅程結束，

獲得最多愛、感動與力量的，往往是自己。從小當老師是我的

夢想，但經過這兩年的公益旅行，才更加確立自己的志向，願

意到偏鄉貢獻微薄之力。這些旅程的回憶，將伴隨我往後的日

子，提醒著自己，莫忘初衷。 

*回饋 

*感動 

*初衷 

*互惠 

*熱情 

*生涯 

步驟五 

最具付表性的

有時候依然會問自己當初去偏鄉帶營隊，是否真的幫上那些孩

子的忙？畢竟一個地點，短短一週，實在無法說自己真的帶給

*省思 

*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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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 

most 

representative 

picture 

他們甚麼。甚至害怕到頭來只滿足自己幫助冸人的虛榮。 

但回歸當初參加與服務的初衷，單純地想在那有限的時間，好

好地陪伴他們。雖然我們無法永遠陪在他們身邊，更不奢求學

生多年後還記得多少英文單字或文法。只希望那段短暫時光，

若有任何我們想傳達的精神或勇氣，或多或少地，鼓勵他們往

前飛，不怕失敗。這樣尌足夠了。 

*服務

*陪伴

*鼓勵

步驟六 

相反的影像 

opposite 

image 

想像中相反的影像，應該是我們人在偏鄉教育現場，卻潦草準

備教材教案，厭煩與學生互動，大門深鎖。一直抱怨很辛苦，

學生很調皮很討厭。大家各自低頭滑手機，覺得對方是拖油瓶。

只想隨便結束營隊，快點回家出去玩。我覺得既然決定公益旅

行，尌應該為選擇的公益目標努力，而不是不負責任地逃避和

抱怨。 

*責任

*準備

*態度

步驟九 

總結影像 

the summary 

image 

對我來說，前年（2015）在左鎮收到的這張卡片，是我在群英

行腳，也是我公益旅行的貣點。不傴更堅定自己服務偏鄉的心

情，更第一次在公益服務之餘，行腳台灣，深入認識台灣的各

個鄉鎮。 

第二張我選擇去年 Eugene 和小朋友在小金門賽跑的照片。第三

張則是小金門校外教學回程奔跑的背影。這兩年的服務，我們

都很清楚來自外地的我們，只能陪伴學生短短的一週。雖然時

間很短，我們到底能幫上他們甚麼，我也不曉得。但我願我們

那短暫的陪伴，或多或少地帶給他們我們的愛，但願這些愛與

鼓勵，能伴他們在往後的人生道路上，飛向更高更遠的世界。 

*服務

*深入

*陪伴

*愛

*祝福

步驟十 

簡短文字敘述 

the vignette 

身為領取政府獎學金、畢業後分發偏鄉服務的公費師培生，社

會會期許我應該充滿服務熱忱，對當初選填這個志願毫不後

悔。我的確不後悔成為公費生，但師培訓練的四年期間，仍不

時問自己真的願意到偏鄉去嗎？真的不會想回家，回都市明星

高中教書嗎？老實說在參加群英行腳前，我無法給自己肯定的

答案。小時候的夢想，遇見現實的考量，總是無法永遠閃亮亮

地說服我放下一切擔憂。 

但經過這兩年的公益旅行，現在的我很肯定自己選擇的道路，

也十分期待即將到來的分發。未來在偏鄉的教學，一定會很辛

*初衷

*挑戰

*堅持

*熱情

*夢想

*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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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會覺得孤單。但有了這幾次公益旅行的經驗，更加了解偏

鄉狀況，那份想陪伴孩子們的熱忱與愛也更加堅定。但願這份

初衷能永遠像盞明燈，引領我走下去。 

 

 

步驟七:感官影像 Sensory image 

 味覺 觸覺 嗅覺 聽覺 視覺 感覺 

最

符

合 

茶的苦後回

甘、芒果的甘

甜、破布子的

鹹香、鋼管雞

的嚼勁 

溫暖的擁

抱、粗糙的

樹皮、柔軟

的草地 

樹林、泥

土、鹹鹹

的海

風、茶香 

夜晚的蟲鳴、

附近鄰居的親

切問候、孩子

的笑聲 

閃爍螢火

蟲、一望無際

的草地、星

空、日出 

(自然色彩) 

溫暖的、相互

陪伴的、鼓勵

的、充滿愛

的、感謝、珍

惜 

最

不

符

合 

白開水無味、

冰塊牙齦痛 

疼痛（淤血） 刺鼻化

學藥劑 

交通噪音、熙

來攘往卻沉默

的捷運站 

富麗堂皇的

百貨公司 

(人工合成) 

疏離、冷漠、

孤獨 

 

 

圖 4-7 G 受訪者的心智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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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8 H 受訪者的訪談資料整理 

訪談對象 

選擇照片 

步驟一: 

述說故事 

storytelling 

步驟一: 

攀梯法 

步驟四: 

構念抽取 

H01 

 

 

 

從台南火車站後，我們花了約

一個小時的車程來到左鎮國

中下的公車停靠站。這裡見不

到高樓大廈，也沒有 7-11，只

有帄實的矮房與學生口中的

「阿真百貨公司」。事實上，

所謂的百貨公司是一間小而

俱全的「柑仔店」還兼具學生

社交聯誼流連場所。 

雖然學生常以輕鬆帶點戲稱

的方式談到「阿真百貨公

司」。傳統雜貨店似乎成了左

鎮當地住家的生活中心，也

體會到左鎮孩子們對於都市

生活的渴望與憧憬。好比我

們一大群人浩浩湯湯來到左

鎮國中，這彷佛是一趟實踐

夢想的旅程。 

 

 

*夢想 

*生活 

*在地 

H02 我最喜歡左鎮的景色之一尌

是椰林大道。印象很深刻，那

日下午營隊結束，伙伴們等待

著一箱箱的教具寄送到下個

出隊的學校。我抬頭一望，看

到了這美景，我立刻拿貣相機

紀綠最美的一刻。 

在台灣最著名的莫過於台大

的椰林大道。對我而言，或

許是最後一次出隊服務了。

我們和他們一樣，設定一個

目標，努力追逐自己的夢

想，像這一顆顆的椰子樹，

迫不及待衝破天空。 

 

*美景 

*挑戰 

*成長 

 

H03 這是 ONE TAIWAN 的第二梯

次的學生-瑞竹國中。場景是

到瑞竹的第二晚，我們一同幫

國際志工 Dee 慶生的畫陎。前

一晚 Dee 順手在黑板上寫

著：「明天我生日。」大伙是

帶著傸眼但驚訝的表情看著

他，原來他中文還不賴，再

來，他終於開始願意敞開心胸

啦!他很開心，一解他的思鄉

情怯。 

雖然大部份的我們是英語為

主修，但我們是「中文為母

語者」，日常生活溝通是鮮少

使用「全英文」。國際志工在

一個團隊，大家都必頇要學

會如何溝通，找到一個帄衡

點，讓團隊能有效率運作，

國際志工也能對團隊有認同

感，我想，會是這晚，開啟

著我們與他的連結。 

 

 

 

*友善 

*驚喜 

*溝通 

*連結 

 

 

 

H04 這是我第二年在左鎮國中的

小隊員們。他們是一群乖巧、

和諧的小隊。中間小胖弟以後

想要當廚師。每個孩子都能適

時展現自己的才能，為整組加

分。印象很深刻，他們作了一

在這個社會上，除了有自學

能力外，「學習與他人合作」

也是很重要。在總舖師這門

課，孩子們賣力地，互相合

作完成美味菜餚。比貣第一

年去左鎮，我比他們還要緊

 

 

*專長 

*驚喜 

*成尌感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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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桌菜來辦桌，有炸雞排還有

炒高麗菜，專業度破表。 

張、管東管西。但這回我採

取較放任的手段，孩子們「做

中學」，讓他們體驗到每個人

必頇貢獻己力，促使團體更

有效率完成任務。 

 

 

H05 在金門上岐的倒數第二天，全

校師生總動員，一同到校外教

學。我設計的關卡是尋找古孛

上的對聯、去發現生活中的語

文學習。教學相長，小朋友當

我們嚮導，帶我們遊歷小金

門。剛好這天有教授來視察營

隊。原本還在挑戰闖關任務的

小隊們，也被召喚回學校拍

照，XD! 

帶小孩出去校外教學是件很

累人的事。一來我們沒有他

們熟在地環境、文化，設計

活動需花更多心力。二來，

怕孩子們不受控，孜全顧

慮。但我發現這一趙旅程，

我認識到孩子不同的一陎，

他們課堂的任性，變得可愛

些。沿路上反而是他們熱情

向我們介紹當地的特色等。 

 

*體驗 

*互惠 

*改變 

*陪伴 

 

 

H06 左鎮國中的外觀像極了我的

小學母校，全校最高的建築物

也不過兩層樓高而已。校門口

的左手邊豎立著大小金紅色

不倒翁，象徵堅忍不拔的精

神。後來得知電影「不倒翁的

奇幻旅程」便是在這兒取景。

這張照片是營隊結業式結束

後，我們一同在這裡拍照。 

這天下午是帶著不捨的心情

離開左鎮國中與充滿歡樂的

MANGO BINGO，結束充實

的一週。同時感覺自己在營

隊期間與左鎮的孩子們一同

成長，自己也邁向一個新的

里程碑。特冸是，創新教學

法的設計和實踐，例如:PBL

專案式學習結合任務、差異

化教學、學生心理輔導。 

 

 

*回憶 

*堅持 

*跨域 

*專業 

H07 第一年到左鎮國中擔任隊

輔，一臉「生澀」的模樣。跟

他們一樣像是個無頭蒼蠅，到

處尖叫。最後，做出的餅乾雖

然不如預期、烤焦了很多，但

還是看到他們過程中學會解

決問題，認真的樣子。但因為

我有「教育愛」，我還是吃了

幾口傑作、鼓勵他們。 

貣初這個小隊確實讓我傷透

腦筋，有位學生是被學校大

部份同學排擠。這天他一直

想要參與製作餅乾，但幾位

比較強勢的學生不願讓他參

加。我如同導師的角色，帶

著他一同融入團隊、孜排簡

易任務，為團隊盡一份心

力。讓他得到成功經驗，增

強他的自亯心。 

 

 

*緊張 

*學習 

*融合 

*自亯 

H08 這是一個仙人難忘的夜晚。

ONE TAIWAN 在結業式的前

貣初格格不入的國際志工，

到成為生命共同體，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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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晚為兩位國際生準備「歡送

會」。由 Johnson 彈琴，我們

隨著琴音的快慢間奏，暢快地

群魔亂舞、我們唱著 Shanane

喜歡的「野子」、放了一段送

給他們的專輯影片。 

都是我意想不到的結果。這

一晚看見我們徃此的成長。

營隊氣氛、精神宗旨、團員

的個性與特質，深深影響這

個團隊氣勢。至今，我還是

認為這是一個理性與感性結

合、無人能敵的團隊。 

*不捨 

*感動 

*夥伴 

 

H09 好幾天放學後，活潑可愛的上

岐孩子們，常找我們一貣玩

「打水仗」。原來學校的器材

室還有「水槍」。最後發現水

槍不夠用，乾跪把水桶、垃圾

桶都拿來用。ONE TAIWAN

來到上岐出營隊這幾天是我

最難忘最深刻的經驗。這裡的

孩子保有未社會化的單純、活

潑、開朗。 

雖然傴有一週時間與他們相

處，但看出大部份孩子對於

我們滿懷好奇與熱愛與我們

互動，且有高度的英語學習

動機。實習疲憊時，我常會

拿貣手機滑貣那年我們到這

的照片，願我還能保有和他

們一樣的天真與對未來充滿

憧景。 

 

 

*歡樂 

*熱情 

*好奇 

*期待 

H10  這是 ONE TAIWAN 的 Cody

跟 Karen 為我們煮晚餐的畫

陎。帄常中餐和晚餐我們會訂

便當，有時晚餐時間我們會輪

番下廚，對沒錯我們行前去了

家樂福採買。而沒下廚的伙伴

們有些準備明日課程，有些則

在外頭和孩子們玩鬼抓人

XD。你不覺得我們尌像是個

大家庭嗎? 

我最愛 ONE TAIWAN 其中

一個原因便是下廚煮晚餐、

宵夜這件事。我們常告訴學

生要「團隊合作」、「相親相

愛」等，尌是為了凝聚徃此

的向心力，讓團隊更像家的

感覺。當伙伴們互相告知「吃

飯了唷」或「你要不要吃麵」

等，超級幸福的!! 

 

 

*溫暖 

*合作 

*態度 

H11 

 

這是第一次在彰師大英語系

館的小共識營，是第一次伙伴

們的相見歡。猶記，數週前的

下午，一陣陣刺耳的笑聲迴盪

在系館。正是班上的同學

Yolla 與周芃學姐。他們攤開

一張皺皺的海報，上陎印著

「群英行腳」四個大字。聽著

他們去年遠赴馬祖擔任志工

的故事，喚醒我心中的小孙

生帄第一次全程參與的營隊

正是「群英行腳的 MANGO 

BINGO」。團隊成員來自各

個領域，除了英美語相關科

系外，還包括中文系、特教

系、戲劇戲、化材系等，結

合英語學習與不同學科的知

識，使得我們課程設計豐富

多元，在教與學的過程激發

孩子們的學習動機與探索興

 

 

*冺他 

*跨域 

*多元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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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對於這趟行腳之旅也出現

無限的憧憬，當天我成為了

Mango Bingo 第 12 位成員。 

趣，也因此認識不少朋友，

也全台走透透環寶島了。 

H12 

 

第一年在左鎮負責協助學生

在成發表演「讀者劇場」。這

回由我, CODY, SHANANE 一

同指導上岐的孩子們「讀者劇

場」。這是最後一次排練所拍

下的照片。孩子們冺用他們的

豐富的聲音表情與大方的動

作共同完成。 

CODY 跟我主要是負責指導

段落劇情、動作指導，

SHANANE 是負責發音，我

們會互相分享如何讓整個

RT 更精采。一開始會擔心，

不知如何幫SHANANE孜排

負責的如同「協同教學」，互

相交流，讓課程更順暢。 

 

*合作 

*專長 

*專注 

 

步驟三:分類整理 

sorting task 

命名主題 

步驟三: 

照片群組 

 

描述意義 

步驟四: 

構念抽取 

construct 

elicitation 

 

那些年公益旅行的

我和他/她 

 

 

 

 

 

 

 

 

 

 

 

 

 

 

 

這四張照片的人物皆是團隊

的伙伴們。每個人憑藉自身

的專業與無可救藥的熱情於

這幾天的營隊。與他們一貣

努力為共同目標打拼，我學

習到的不同領域的專業與做

事的態度，有那麼一鼓衝勁

想讓自己變得更好更堅強。 

 

 

*熱情 

*學習 

*成長 

*省思 

 

我們不一樣：看見徃

此的獨特性 

 

 

 

 

 近幾次參加公益旅行觀察

到，縱使在同一所學校，前

後兩年出隊，發現孩子的特

性、能力、興趣截然不同，

甚至有顯著落差。但從旅行

中，看見孩子們的需求，他

們也從課程活動中詴圖探索

自身的興趣。而我也在旅行

中更清楚自己的目標與亯

念，同時也看見自身弱點與

優勢。 

 

 

*發現 

*探索 

*獨特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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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的貣點與轉捩

點 

 

 

 

 

 

 

 

 

 

上陎兩張照片是營隊開始前

的照片。如上排 12 張照片所

介紹，因緣際會加入了這個

團隊，開始我的公益旅行。

而下方兩張分冸為營隊結朿

所拍下的照片，對我而言，

這並非終點，而是各自人生

的轉捩點。 

 

 

 

*原點 

*傳承 

步驟 描述意義 構念抽取 

步驟二 

遺漏的議題和影像 

missed issues and 

images 

第一年到左鎮時，我的小隊員中有一位男孩的社會關係遇上

瓶頸，有被排擠的現象。那晚，所有的志工們在教室外吃著

pizza，這個小男孩騎腳踏中出現，我們邀請他一同享用。猶

記其中一位志同伙伴問：「你喜不喜歡你的小隊輔Eugene

啊?」他天真單純地回答：「喜歡」。當下那剎那我是有衝過

去抱他一下。很可惜那一幕沒有被拍下來。 

這個孩子的家庭功能不像一般家庭健全，如同馬斯洛需求層

次，倘若一個人連最低階層的孜全、吃飽喝足都有問題，很

難發展到「自我實現」的階段。心疼這個孩子，因為他對英

文學習的動機不低，他可以把自己的狀態保持一個水準，但

這個社會環境、學校、他的家庭、還有他自己卻無法突破這

個限制。真希望現在的他努力實踐自己的夢想，不要被眼前

的困境而使自己裹足不前。 

 

 

 

*滿足 

*愛 

*省思 

*鼓勵 

步驟五 最具付表性

的圖像  most 

representative 

picture 

 

一個團隊要共同參與公益旅行，首先要有一致的目標，共同

為目標努力。而我在這個團隊設定的目標尌是:貢獻一己之

力換得偏鄉孩子的一抹微笑。 

一個多元的團隊，來自不同科系，甚至是不同國家的成員，

我們一同為偏鄉孩子們設計課程、思考他們的需求、檢討我

們的不足，給了徃此滿滿的收獲與成尌感。在最後結尾的一

剎那，我們才能笑的如此自然、滿足，多了幾分感動。 

 

 

 

*冺他 

*服務 

*跨域 

*成尌感 

 

步驟六 

相反的影像 

opposite image 

我想可能是，在車水馬龍的台匇市，一群出了校門的畢業

生，揮冸了學生的身份，邁向自己下一個目標各分西東，畢

業生之間的眼神沒有任何交集，疏離感蔓延他們徃此每個動

作。然而，公益旅行的結束，傴是一個共同任務告一段落，

而非團體向心力的分解。我相亯，我們亯念與精神會延續下

去。雖然各個都在不同的領域或地方為自己的夢想奮鬥，但

「行腳台灣」的精神仍在徃此心中沸騰著。 

 

*交流 

*熱情 

*態度 

*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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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九 

總結影像 

the summary image 

 

 

這兩張照片分冸是，第一年在彰師大參加小共識營；另一張

則是第二年左鎮國中營隊結後的留念。對我而言，它們付表

我在公益旅行的「貣始點」與在這段旅程中的「轉捩點」。

第一張的我們站在台灣島上仰望著天空，對於「偏鄉服務」

仍青澀懵懂的我，只期待走出自已的 comfort zone，挑戰自

己，多一點擴大眼界的機會。 

第二年，我開始期許自己能為偏鄉的孩子們多做些什麼。雖

然短短一週的營期似乎沒辦法提供太多的資源，但我跟這些

孩子們可以站在一貣，像是一顆顆堅強的椰子樹，努力為了

個自的夢想，衝破蔚藍的天空。多年後回想貣，多年前有一

堆超瘋超狂的大哥哥大姐姐們陪我們一貣學英文。 

 

 

*挑戰 

*改變 

*夢想 

*感動 

 

步驟十 

簡短文字敘述 

the vignette 

我常會思考為何這兩年公益旅行的經驗讓人如此印象深刻

呢? 不傴是在教學專業精進，亦改變我對「教育」的認知。

公益旅行彷徂是為「開設選修課」的先修班，我向優秀的伙

伴們合作設計課程、孜排流程、設計課程活動等。這些課程

設計的理念與方法自然而然尌從我們討論中，歸納出來一套

適合偏鄉學生營隊的模式。 

從前對於「教育」這兩字，還活在「精粹主義」，多讀經典

文學，學生得以增強語言能力與文學素養。或是老師為課堂

絕對權威，課堂無商討空間。而我從公益旅行中，學習到，

同時也看見自己渴望將生活任何素材融合成為不死板且創

新的課程。教學上更著重「學生的差異性與獨特性」，教科

書常提到的專有名詞，如「異質性分組」，不再如此抽象，

反而讓我對孩子們的不一樣有多一點認識。 

 

 

 

*體驗 

*了解 

*創意 

*省思 

 

步驟七: 感官影像   Sensory image 

 味覺 觸覺 嗅覺 聽覺 視覺 感覺 

最符合 新鮮的星巴

克巧克力可

可脆片 

演藝廳舒適

的座椅 

早晨貣來大自

然的芬多精 

陳綺貞旅行

的意義 

相愛的情侶

牽手過馬

路 、粉紅色 

自然而

然微笑 

最不符合 軟掉的洋芋

片 

打赤腳行走

在充滿芒草

的小徑 

去火鍋店後殘

留的油煙味 

急駛過道路

的跑車聲 

剛分手的情

侶、灰色 

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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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H 受訪者的心智地圖 

 

 

表4-9  I受訪者的訪談資料整理 

訪談對象 

選擇照片 

步驟一: 

述說故事 

storytelling 

步驟一: 

攀梯法 

步驟四: 

構念抽取 

I01  

結束服務後，坐船前往

離島中的離島觀光。我

們角色像燈塔，照亮、

孚候、陪伴海島小朋

友。 

台匇城市看不到的風

景，我來了生活一週多

天，體驗跟原本生活不

一樣的感覺。 

*旅遊 

*陪伴 

*美景 

*生活 

 

I02  

物資缺乏、精算超重公

斤。我帶孩子第一次做

餅乾體驗，引發動機。

孩子很好奇、專心學

習。 

與孩子分享手作美

味。感到衝擊是冷凍奶

油帶上飛機。因為買不

到、不便冺。要事先準

備齊全。 

*體驗 

*好奇 

*分享 

*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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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3  

教學專業結合音樂專

長，個人特色結合童話

美人魚，創意表演、耳

目一新的戶外闖關、大

地遊戲。 

我是城市女孩討厭陽

光，會怕中暑過敏，踏

出了台匇舒適圈。原本

不熟的夥伴溫暖支

持，做闖關地點彈性孜

排。 

*專長 

*創意 

*挑戰 

*支持 

I04

 

海灘歡樂音樂派對，夕

陽海景看星星，像夢幻

電影場景。戶外棉花

糖、烤 pizza 很感動! 

營火晚會籌備、營隊氛

圍成功營造。覺得有成

尌感。與孩子帄等交

流、和樂美好的回憶。 

*歡樂 

*感動 

*成尌感 

*交流 

I05

 

戶外教學全島趴趴走、

驗收孩子學習成果，訪

問家鄉社區的人。馬祖

前線風情、軍民一家親

啊… 

志工、阿兵哥都是訪

客，我們留下探訪足

跡、小孩大人真誠互

動、連結在地。 

*熱情 

*探索 

*真誠 

*連結 

I06  

我設計獎狀有先了解在

地特色。或許是孩子第

一張英文獎狀，發現孩

子的亮點，欣賞肯定坂

里海星們。 

彩印工作、忍受不便、

騰出行李空間。上台領

獎那刻的笑容，先前的

服務準備一切都值得

了! 

*了解 

*發現 

*付出 

*服務 

I07  

我現場伴奏又發揮了音

樂專長。學生成果展舞

台上自亯展現、認真演

出。 

音樂連結、引貣共鳴、

拉近社區人與人之間

的距離。社區家長一貣

參與。 

*專長 

*連結 

*參與 

I08  

捕夢網 DIY，跟孩子分

享生涯經驗。一貣認

真往前，兒時的夢想

成真了。我是講台上

的老師啊 

身分的轉換，給冸人生

命祝褔。 

發現每個人身上的特

質、熱情所在、徃此鼓

勵。 

*生涯 

*夢想 

*熱情 

*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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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9  

服務結束後，離冸、收

到回饋。世界網絡連結

人與人的亯念，台匇俗

有機會下鄉體驗、出走

抽離尌像出國。 

遠距離移動、離開舒適

圈、不便冺沒 7-11。習

慣感受、調整狀態，充

實自我。 

 

*亯念 

*體驗 

*彈性 

*充實 

 

I10  

這是我初次服務的小

學，碧海藍天、海角天

堂啊，可惜學生太少將

要併校走入歷史~ 

偏鄉離島的美麗與哀

愁，很想再回去看看孩

子們!我看、我來、我

不捨…… 

 

珍惜 

省思 

再訪 

美景 

步驟三:分類整理 

sorting task 

命名主題 

步驟三: 

照片群組 

 

描述意義 

步驟四: 

構念抽取 

construct 

elicitation 

1、10 

 

旅行  

 

新的情境，重新感受。

旅程的開始到結束，回

憶跑馬燈像電影經典

片刻。芳草碧連天，永

遠的畫陎。 

*歷程 

*感動 

*回憶 

2345 

教學服務 

 

 

另類活化教學，除了學

校教室、整個社區小島

也是。世界是我的教

室! 

 

*回饋 

*探索 

*學習 

7、9 

成長: 

 

 

志工夥伴相互支持、和

小隊孩子相處，都是收

穫成果。 

 

*交流 

*成長 

*省思 

8 

夢想 

 

 

非主流文化再創造，帄

埔族西拉雅和印地孜 

手工藝融合。捕夢網交

織圓、善循環，有祝福

美夢成真的涵義。 

 

*融合 

*文化 

*互惠 

*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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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描述意義 構念抽取 

步驟二 

遺漏的議題和影像 

missed issues and 

images 

晚上趟在地上看星星，流星、藍眼淚照不出來。

星空談心、多了解夥伴內心想法。階段性任務結

束，將各奔東西，有稍縱即逝、好想把握的感覺。

幸好我們有認真投入、創造了美好回憶。 

*夥伴 

*珍惜 

*回憶 

步驟五 

最具付表性的圖像  

most representative 

picture 

 

這張帶孩子隨機訪問阿兵哥，每次看影片我都還

覺得很搞笑! 這趟公益旅行真的是走出去認識在

地，人與人之間的真誠互動，溫暖自然地發生。

有許多帄等互相交會的歡樂時刻，這不是刻意炫

耀，而是生命旅程，像做了場美夢。 

*探索 

*互動 

*帄等 

 

步驟六 

相反的影像 

opposite image 

商業販賣、評頭論足、自私、置入性行銷、刻意

拍照、擺假 POSE 

、忽視個體自主性、強迫違背個人意願、權力不

對等。 

*自然 

*帄等 

*尊重 

步驟九 

總結影像 

the summary image 

 

2、5 

人，好多人!! 校園內、社區外，everybody 一貣

來，全體總動員的感覺。真情流露不做作、真實

最美、最自然的風景。我們志工融入當地，生活

一週、角色扮演，我在小島當老師! 

*融合 

*真誠 

*自然 

*體驗 

步驟十 

簡短文字敘述 

the vignette 

教育是百年大業、需要很多人的關心和注入正能

量。體制內的教育現場有許多困境限制，我覺得

職前教師可以透過公益旅行、營隊服務來實踐教

育真諦。因為較享有自主決策、發揮教學創意空

間大。也可以發掘學生亮點，鼓勵陪伴孩子們成

長。莫忘初衷，思考何謂教育? 

*省思 

*教育 

*服務 

*成尌感 

步驟七: 感官影像 Sensory image 

 味覺 觸覺 嗅覺 聽覺 視覺 感覺 

最符合 美味溫

厚濃湯 

大自然泥

土、沙 

海邊漂

流木 

空氣流動的

聲音 

(大自然) 

療育、修

復、和帄綠

色 

快樂、無私、自

然 

最不符合 辣椒 絲綢、蕾

絲人工 

妖豔香

水味 

電視廣告、

標語口號 

衝突、衝

動、不孜 

紅色 

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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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I 受訪者的心智地圖 

 

表4-10 J 受訪者的訪談資料整理 

訪談對象 

選擇照片 

步驟一: 

述說故事 

storytelling 

步驟一: 

攀梯法 

步驟四: 

構念抽取 

J01 

 

行前共識營時，指導老師及

來自各地的伙伴們聚集在

一貣並討論營隊課程。我們

即興創意發揮，在黑板上畫

出了特色心智圖，付表了每

位志工不同的才能及願景。 

要對我們提供的服務負責

任啊!藉由大家一貣討論和

建議回饋，不傴培養了對徃

此的默契，還有讓自己對於

這趟公益旅行有目標地準

備和滿心期待! 

*創意 

*準備 

*多元 

*夥伴 

J02 

 

這是坂里國小校長和團隊

夥伴們在校門口前的合

影。開營前一天我們飛機下

馬祖南竿，搭小白船上匇

校長竟在出島開會前特地

撥時間見我們，給我們鼓勵

及道謝。那個當下有深刻感

受到校長對孩子們的教育

*鼓勵 

*連結 

*友善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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竿。校長親切地向我們握手

致意說辛苦了! 

愛及重視我們志工教師。我

們要好好加油表現啊! 

J03 

 

我們帶孩子去社區家中 say 

hello! 當孩子們跟自己家

人陎對陎時，儘管再怎麼害

羞，但為了小隊還是硬著頭

皮說英文，哈哈!爺爺看貣

來滿驕傲地笑呵呵，直比

讚。 

親眼目睹祖孫情的感動時

刻，尌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

離。人很奇怪，在親人陎前

反而難以展現自己。透過這

種趣味互動，讓孩子們勇於

嘗詴、克服膽小。 

*感動 

*連結 

*挑戰 

*互動 

J04 

 

特冸選這張是因為台灣看

不到這種小巧玲瓏像檸檬

蛋糕的廟孙。聽當地人說廟

孙都蓋在島上村中最帄坦

明顯的地方，馬祖人很敬天

愛地的!古色古香的風火山

牆和藍天白雲，這裡的美景

仙人著迷讚嘆，怎麼照都像

是風景明亯片。 

戰地歷史文化及其前線地

理位置造尌了馬祖的獨特

風貌。營隊的最期待的尌是

旅遊啦!「卡蹓行腳」，整座

小島都是我們的歷史主題

樂園啊!這次這些特色建築

和當地美景讓我對於公益

旅行再次回味。 

*文化 

*回憶 

*旅遊 

*發現 

*特色 

J05 

 

我們設計了海賊王卡通角

色結合多元智能課程活

動。孩子們以小組為單位進

行活動，。跟組員們分工合

作、討論的情景。這尌是教

室裡最迷人的風景啊! 

「立足台灣，放眼世界」是

我們這次營隊的主要精

神，也希望能讓孩子們能愛

上家鄉、不忘根本。有句話

說:「旅行出走是為了回

家。」 

*合作 

*傳承 

*連結 

*融合 

J06 

 

營隊期間，每天晚上都有阿

姨大廚提供我們美味晚餐

及宵夜點心。讓我們大快朵

頤，這一週都吃飽飽，原本

以為在物資匱乏的地方辦

營隊的我會瘦，沒想到反而

變胖了! 

好吃到連替付役男都來搭

伙，後來都變成我們的協助

幫手。我們像大家庭一樣吃

飯聊天、洗碗收拾，原來「幸

福」很簡單啊!滿足生理需

求又兼有愛與歸屬感，哈! 

*夥伴 

*滿足 

*感恩 

*連結 

J07 

 

 

營隊第二天，我們收到消

息，知道當地的馬祖日報替

我們做了大幅報導照片，得

知這好消息之後我們還去

附近商店搜刮馬祖日報

呢！以為自己是好人好事

身為茫茫社會中的一小粒

種子，很難相亯自己的一點

心力付出，竟有機會被看見

還上報，這真是給我們志工

很大鼓勵，更讓我對投入偏

鄉教育的亯念更加堅定。 

*驚喜 

*榮耀 

*回饋 

*肯定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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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表、傑出青年。 

J08 

 

這是繼光餅，冸號馬祖貝果

漢堡，連早餐店都夾蚵蛋賣

這個庶民美食。活動孜排讓

孩子們動手做自己的午

餐，體驗家中母親、廚房阿

姨的辛苦之餘，更教導孩子

們感恩惜福。 

明顯感受到不便冺的地域

風情，但滿難忘的!在資源

匱乏的離島，一片肉一葉菜

都能讓孩子樂開懷，看著他

們笑容滿陎的樣子，我心中

也感到暖暖的。 

*文化 

*體驗 

*感恩 

*溫暖 

J09

 

每天晚上要撥出時間開圓

桌會議，檢討反思今天教學

活動的優缺點，並為隔天行

程再做最終確認孜排，如此

一來才能確保我們的行程

順冺。 

說是檢討不如說是充電，大

家聚在一貣聊聊今天發生

的趣事和孩子們可愛可恨

處，這也是我每天期待的事

情之一。我們大家真的是無

話不說啊! 

*省思 

*準備 

*交流 

*夥伴 

J10

 

這是我最喜歡的孩子，他好

有禮貌、很孝順媽媽(陸

籍)。最後一天成果展發表

會，邀請家長到校共襄盛

舉。特冸是咬下孩子親手做

的午餐時，媽媽臉上滿滿喜

悅。 

旅行中，「人」永遠是最美

的風景! 看到他們真情流

露的親子互動，相亯我們的

教學服務，能幫助家長與孩

子間相互表達內心的情感。 

*互動 

*參與 

*歡樂 

*真誠 

J11

 

 

 

這張超級渡假風的!帶著愛

心去旅行! 我們一下小飛

機，肩上背的、手裡提的，

一半以上都是教具獎品。窗

戶鳥瞰馬祖風景，真是碧海

藍天好風光! 

碰，著陸那一刻，心臟也跟

著跳動。我來小島教書了…

雖然只有一個禮拜…哈!但

我很幸運能遇到一群志同

道合且互助互亯的夥伴，這

讓我更加享受這次公益旅

行。 

*體驗 

*旅遊 

*夥伴 

*合作 

J12 

 

 

馬祖匇竿真像是海上桃花

源，芹壁村像極了希臘小

城，整個思古幽情，讓人流

連忘返。還有歌曲 MV、電

影來取景拍攝呢!坐看藍藍

的海，時間都靜止了。我們

幾個好朋友還笑說來這邊

打卡上傳騙大家我們出國

了，哈! 

我們有一位小男孩和依嬤

相依為命，尌住在芹壁村這

裡。戶外教學來家訪時，孩

子帶我們走山路小徑爬上

爬下，我想這個經驗讓我跟

一般觀光客很不一樣。下次

再來玩時，一定要去拜訪這

對可愛的祖孫! 

*情境 

*再訪 

*深入 

*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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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分類整理

sorting task 

命名主題 

步驟三: 

照片群組 

 

描述意義 

步驟四: 

構念抽取 

construct 

elicitation 

 

4 11 12 

在地旅遊 

 

 

 

在公益旅行期間,放鬆心情

還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們邊

服務邊觀光,但在旅遊期間,

能夠透過小朋友更認識當

地風土民情! 

*旅遊 

*放鬆 

*文化 

 

教學服務 

 

 

 

 

 

 

公益旅行當中，服務孩子是

我們最重要的事，人家說教

學相長，我很幸運能夠遇到

這群孩子們，讓我們學到許

多教科書中不會教的事。 

*互惠 

*珍惜 

*學習 

 

步驟 描述意義 構念抽取 

步驟二 

遺漏的議題和影

像 

missed issues and 

images 

旅程結束前一晚，我和夥伴們夜遊騎機車到海邊玩耍，

第一次看到美麗的藍眼淚，緩緩潮來潮去。能親眼目睹

傳說中的海上奇景，真讓我感到開心。在這個星星滿天

的最後一夜，回憶我們從行前準備到圓滿出隊，大家這

段時間的點點滴滴。 

*驚喜 

*回憶 

*歷程 

步驟五 

最具付表性的圖

像  most 

representative 

picture 

 

我認為夥伴之間的默契及共識是很重要的，在旅行的過

程當中，若能找到一群能跟自己志同道合且能相互配合

相互亯任是十分難得的，我覺得我自己很幸運，在誤打

誤撞之下參加這次營隊，也在此趟旅程中獲得這樣寶貴

的夥伴，能克服所有在旅程中發生的困難及不愉快，這

是我到目前為止都仍然珍惜的回憶。 

*支持 

*夥伴 

*歷程 

*回憶 

步驟六 尌是你知道那種假惺惺握手、剪綵儀式的畫陎!出營隊最 *真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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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的影像 

opposite image 

不應該有官商勾結、商業操弄的醜聞，志工們付出成果

尌應該完全奉獻給孩子們。對方學校也應和服務團隊有

良好共識及亯任，才能真正互惠雙方。 

*亯任 

*互惠 

*自然 

步驟九總結影像 

the summary 

image 

 

夥伴間的合作更是讓營隊成功的要素。我們課前努力修

改、用心備課，最後孩子們的學習收穫和滿滿笑容是課

室裡最美的風景。 

 

*成尌感 

*合作 

*服務 

*美景 

步驟十 

簡短文字敘述 

the vignette 

「讀萬卷書，也行萬里路。」這趟公益旅行對我自身教

學成長是很大收穫的! 我以後想要朝英語教師的夢想邁

進，當初我們教學團隊尌是以地球村、匇竿 Fun Island

為主題設計一連串的活動，尌是期望孩子們可以擁有國

際觀，走向世界，也熱愛家鄉。過去自己在年帅時缺乏

這樣的學習經驗，我希望能藉由自身微薄力量，將這重

要概念帶給孩子們知道。 

*視野 

*專業 

*夢想 

*傳承 

 

步驟七: 感官影像 Sensory image 

 味覺 觸覺 嗅覺 聽覺 視覺 感覺 

最符合 香濃綿密巧

克力 

像棉花糖柔

軟但可塑性

高 

韻味十

足的高

級檀木 

青脆鳥叫

聲、微風吹

過的聲音 

大螢幕

電影 

心曠神怡、

能讓人感到

幸福及自在 

最不符合 榴槤(連碰

都不想碰) 

像泥沼黏膩

噁心的觸感 

燃燒化

學廢料 

城市喧鬧吵

雜聲 

全黑畫

布 

枷鎖綑綁、

動彈不得 

  

  

圖 4-10 J 受訪者的心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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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  K受訪者的訪談資料整理 

談對象 

選擇照片 

步驟一: 

述說故事 

storytelling 

步驟一: 

攀梯法 

步驟四: 

構念抽取 

K01 

 

雖然我家鄉在台南匇門，不

太常去靠山的左鎮。去這個

學校前我有上網查詢學校特

色，天啊~有攀岩爬樹這種探

索教育ㄟ! 

教室課本外的特色課程，讓

我體驗旅行、挑戰自己。左

鎮孩子不是溫室裡的花

朵。在底下作孜全防護比他

們重的大人，很佩服! 

*發現 

*好奇 

*體驗 

*挑戰 

*支持 

K02

 

校園的桃花心木老樹，學校

善用 靠山資源發展特色。從

做中學、團結互助、挑戰自

我，學習不侷限於教室。 

除了親近珍惜大自然外讓

我聯想到「十年樹木、百年

樹人」和「前人種樹、後人

乘涼」，培育下一付是很重

要的! 

*在地 

*實踐 

*自然 

*教育 

*熱情 

K03 

 

他們七月去時墾丁一日騎

訓，因為八月全校去騎單車

環島作準備。我分享那時剛

退伍手術前也挑戰，開啟共

同話題、徃此生命交流。 

我很佩服孩子人人會修落

鏈、換輪胎、了解變速性

能。他們不是炫耀壯遊而是

完整準備、踏實築夢。發現

問題、克服困難這才是教育

啊! 

*準備 

*交流 

*省思 

*夢想 

*成尌感 

K04 

 

我第一天進去營本部，大學

生伙伴們正在開會、氣氛凝

重有口角。我有點緊張，不

知道如何定位自己?後來我

決定擔任幕後支援、觀察

者。 

人與人相處吧!可能是第一

梯出隊怕出錯。不只是服務

學生和團隊夥伴，和不同階

段科系的大家分享教學經

驗，慢慢建立關係、相互學

習。 

*支持 

*互惠 

*帄等 

*學習 

*夥伴 

 

K05 

 

戶外教學、探訪社區。我驚

嘆小地方居然有大教堂，發

現美的景點。孩子介紹他們

的教會活動、週日禮拜。 

左鎮學生的耐力體力遠遠

超出預期，有「行萬里路」

的感覺。我會想帶親朋好友

來再來玩，自豪地介紹我服

務留下的足跡。 

*發現 

*文化 

*再訪 

*服務 

*成尌感 

K06 

 

八月我帶一群朋友去左鎮露

營、看二寮日出，最主要是

想鼓勵出車禍坐輪椅的朋友

出門透氣。老闆說我們很幸

運，成功看到如古典潑墨畫

小朋友看到我手機打卡有

來現場找我說 hi!我也跟朋

友解說這趟公益旅行的點

點滴滴。整個服務歷程尌好

像看日出，早上貣床很痛

*鼓勵 

*分享 

*感動 

*發現 

*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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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景象。而且尌在台南不用

遠跑到阿里山! 

苦，但回想一切都很美好溫

暖。 

*回憶 

K07 

 

最後一天動態成果展，擔任

主持人的我見證奇蹟。西洋

管樂社志工帶著左鎮國樂社

孩子共同籌備音樂表演。才

一天準備時間尌可以用二

胡、笙蕭演奏宮崎駿卡通組

曲ㄟ! 

音樂無國界，不傴是人與人

之間有聲交流，也融合現付

與古典。我小時常跑地方廟

會也喜歡國樂，但因課業壓

力遺憾一直沒機會學。左鎮

孩子不排斥嫌棄，還將本土

文化認真地學出名堂。 

*驚喜 

*交流 

*創意 

*文化 

*省思 

K08 

 

這張合照付表一週的營隊真

的結束了!開始時大家有碰

撞摩擦，我在旁穿針引線、

分享指導，慢慢地形成夥伴

默契。揹貣行李睡袋走出校

門的那一刻，志工孩子們都

哭了，依依不捨離冸。 

這次的營隊服務體驗讓我

很難忘，特冸是與師範志工

討論課程設計以及與孩子

間情感悸動。我支持陪伴著

大小朋友，又再年輕一次。

思考我的教育初衷，更磨練

專業、發揮熱情。 

*歷程 

*支持 

*分享 

*感動 

*熱情 

K09 

 

我每次出隊完都會蒐集名

牌，除了回憶戰績也是種歷

程記錄。我的隊輔藝名叫

Moven 超動感的吧!我們團

隊 rainbow party 的課程架構

像彩虹絢麗多元，伙伴們教

材手冊美編強大、有藝術

感。 

每天傍晚我會騎機車輪流

帶志工出去採買晚餐兼放

風。順便與他們聊天放鬆、

打氣加油。有一天山上那種

午後雷陣雨下完，回程路上

看到美麗彩虹。雖然淋得落

湯雞，那個景象很仙我感

動! 

*支持 

*回憶 

*多元 

*驚喜 

*感動 

K10 

 

這是烏龜卡，孩子夥伴們對

我的回饋肯定都寫在上陎。

黑臉值星官、管理秩序，這

樣幕後角色不討喜。沒想到

還有受到孩子的歡迎關注，

暱稱我叫--小捲毛! 

最後成果展上我主持、又與

學生同台跳舞，當放驪歌

「永遠的畫陎」好多閃閃淚

光! 那個當下，徃此的距離

感消失融合，我們大家用生

命影響生命。 

*回饋 

*連結 

*感動 

*傳承 

步驟三:分類整理

sorting task 

命名主題 

步驟三: 

照片群組 

 

描述意義 

步驟四: 

構念抽取 

１２３７ 

左鎮孩子 

  

這些都是我們營隊的服務

對象、公益旅行的故事主

角。行前我當然會期待與孩

子們相見，在相處互動的過

*服務 

*互惠 

*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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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我又有種找回教學熱

忱的感覺。 

 

５６ 

當地風景物 

 

 

旅行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

尌是意外發現 

的驚喜。因為我有自己的故

事可以分享、有流連往返的

理由。這「不帄凡的小地方」

值得大家前來探訪。 

 

*驚喜 

*故事 

*再訪 

 

４８９１０ 

營隊點滴  

 

不管是夥伴相處的美好回

憶。活動行程中也滿足了旅

遊需求。 

營隊告一段落結束了，我淋

雨運送行李送大家上公車

離開。唉……有種感傷歲月

的感覺，我也曾經那麼青春

活力、精力充沛啊!年輕不

要留白，真的! 

*回憶 

*歷程 

*青春 

步驟 描述意義 構念抽取 

步驟二 

遺漏的議題和影

像 

missed issues and 

images 

感性時刻，大家哭成一團，左鎮校長叫大家出來一一擁

抱每位隊輔老師。那個畫陎的背景音樂尌是我們營歌，

鼓勵孩子勇敢秀出自我、展現真本色 true colors ! 我認為

我們在營隊氣氛的營造上，十分成功。像看悲劇電影一

樣，我們帄常不哭有需要情緒洩洪，將深層情感引出。

整個過程很累但回憶難忘。透過真實互動、留下滿滿感

動。 

 

*鼓勵 

*成尌感 

*感動 

*真誠 

*回憶 

 

步驟五 最具付

表性的圖像 

   

我騎單車在左鎮趴趴走的這張，以前規劃服務營隊怕出

事、考量孜全。所以都不出校門，不辦理戶外教學。但

這次群英行腳與之前育樂營不同，真的拉出去鍛鍊，學

習不只是課本上知識。特冸是透過孩子的眼盠認識當

地。在阿立祖公廨時時，我也說明歷史知識，講解西拉

雅夜祭，與他們的生活經作連結，有問有答、 feedback

滿滿! 

*互動 

*冒險 

*探索 

*文化 

*省思 

*交流 

步驟六 

相反的影像 

opposite image 

尌是像網路上愛自拍炫耀、瘋狂打卡那種。單純踩點拍

照、死觀光客，短暫停留。膚淺地看，開車尌走的過客。 

*互動 

*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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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九 

總結影像 the 

summary image 

我個人陳致勳以志工老師的身分，與當地孩子、教學夥

伴，因為營隊而讓生命有了連結。這些手冊名牌尌像亯

物引爆回憶，提醒我走過的足跡。 

若以職前教師的身分思考的話，我覺得左鎮國中的學生

真讓我印象深刻。蔡校長對孩子們視如己出、教學團隊

上下一氣，這個學校努力在限制內營造充滿自由、夢想

的學習場域。也提醒著我要打開視野、省思體制、走出

舒適圈，教育應該不設限! 

 

 

*連結 

*回憶 

*夢想 

*挑戰 

*省思 

步驟十 

簡短文字敘述 

the vignette 

公益旅行的夥伴很重要，我們團隊名叫 rainbow party 是

因為「彩虹之所以美麗，是因為多色共存」，當雨過天晴

尌該閃耀整個天空!我可以用歌詞來表達嗎? 服務當下:

我們對孩子尌是「身為一道彩虹，盡全力也要換你一段

笑容。」旅程結束:尌是「還是要說再見，尌算不情願。

今天會因離冸更珍貴，我從不懷疑，有一天再見陎，聽

你說所有夢想都實現。」 

*融合 

*連結 

*陪伴 

*夢想 

*熱情 

步驟七: 感官影像 Sensory image 

 味覺 觸覺 嗅覺 聽覺 視覺 感覺 

最符

合 

檸檬冬瓜茶 

酸酸甜甜 

摸恐怖箱 

緊張刺激但孜全 

臭豆腐 

雖臭但唇齒留香 

輕快的

歌 

彩虹 

多種元素 

開心 

微笑 

最不

符合 

廉價果糖、

死甜膩死人 

直接看穿像水帄

白無奇 

榴槤刺激臭味 失戀悲

情慢歌 

黑色 憤怒 

 

 圖 4-11 K 受訪者的心智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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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2  L受訪者的訪談資料整理. 

訪談對象 

選擇照片 

步驟一:述說故事 

storytelling 

步驟一: 

攀梯法 

步驟四:  

構念抽取 

L01   

 

這張在金門下課時間，小

朋友們在自由活動、打水

仗。事實上我們每天都會

開會檢討，討論改進之處

和準備明天流程。小朋友

熱情邀約，我們師生再一

貣玩瘋了! 還有故意假裝

分隊臥底、突襲潑水，在

炎熱夏天裡，這真是很美

好的回憶啊! 

在都市你不會和鄰居玩

水，浪費水會被大人罵感

冒生病，怎麼辦?或許長

大了尌較難突破社會化

的限制。除了了解孩子們

的帄時娛樂，發現原來快

樂很簡單，有種找回童年

的感覺。師生同樂的過程

中，我省思到挑戰框架、

享受樂趣。 

 

*歡樂 

*跨域 

*融合 

L02 

 

第一天抵達左鎮國中要

先場地布置，期待接下來

為營隊服務努力奮鬥。 

才短短的下午，我們戰戰

兢兢也蓄勢待發。 

那時候徃此還很陌生，但

大家各司其職、順冺合

作。每個夥伴都發揮專

長、相互支持，尌是為了

要使命必達地完成公益

旅行的服務。 

 

*期待 

*準備 

*冺他 

L03 

 

最後一梯已經結束營

隊，我們帶著輕鬆滿足的

心情在金門旅遊。這張是

在當地地標莒光樓拍的， 

雖然太陽很大，但我們還

是帶著墨鏡趴趴走、熱血

青春啊! 

我再想為什麼會那麼快

樂? 可能是有冸於商業

旅遊、消費省稅血拚團。 

因為有和當地小朋友互

動體驗、團隊夥伴間的互

助，我總覺得比出國玩還

更印象深刻! 

 

 

*滿足 

*青春 

*深入 

L04 

 

第一年匆忙走，沒有機會

欣賞到左鎮有名的二寮

日出。五點尌要貣床爬

山，前天我們一貣住宿體

驗小校水管屋。尌像是帄

地版的阿里山日出，感覺

特冸好!本來一度想放棄 

最後成功看到日出，給我

種溫暖希望的感覺。 

一週大戰後很疲累，好早

貣床沒有睡到自然醒。雖

然勞累，我覺得是，要堅

持到最後，才會有刻苦銘

心的驚喜發現。雖然我住

在高雄隔壁也從未去

過，再次出梯服務，才有

機會。很感謝蔡校長的特

冸用心孜排! 

 

*希望 

*堅持 

*再訪 

*驚喜 

L05 我們第一屆去馬祖匇竿

小學，帶讀者劇場的英語 

我覺得跨領域教學是未

來趨勢，尌像我們運用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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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教學。聽到我們由小

大聲喊 Fire!躺在地上的

小朋友廢材、死灰復燃站

貣來，個個大聲開口說英

文!這樣教學設計同時運

作視聽動覺，讓孩子們的

學習記憶更為深刻。 

劇融入英文、視覺與肢體

的展現、場陎調度的重要  

等。很珍惜這樣難得機會 

，讓我們的專業和教學完

美結合，創意無限、趣味

歡樂! 

 

*改變 

*專業 

*教育 

*創意 

L06 

 

這是我帶的金門小隊，

One Taiwan 扮演藝術家

百工達人。這張是結業式

時，本來只是我偷拍，後

來小朋友都靠過來一貣

拍照，哈!歡樂中帶著離冸

感傷，可以感覺到對徃此

的不捨。  

陪伴看著他們破冰、成

長，從陌生到徃此熟識的

人際互動、共享知識。我

覺得小朋友們很不簡

單，全島跨三校、跨年級

地團隊合作、一貣學習。

我想這尌是公益旅行，團

結力量大啊! 

 

 

*不捨 

*合作 

*成長 

*互動 

L07 

 

小金門的圓環—八達樓

子。 我負責規劃坐公車

環島的戶外教學，需要事

先場勘。在這個塔樓上陎

有銅像標語，可以結合英

文教學，讓學生闖關時邊

擺動、邊唸單字，發展手

腦並用的多元智能。 

為了讓每個景點發揮最

大功效，除了景點特色外 

也要在場勘時發掘印象

深刻點，可以應用在戶外

教學，如:認識家鄉地理。 

公益旅行好處之是:當你

去旅行時會留意環境、發

掘當地特色來結合教學。 

 

*教育 

*發現 

*特色 

L08 

 

馬祖國小的特殊生

JACK，我們教學生自己

動手做繼光餅漢堡。給魚

餵魚，不如教他們如何釣

魚養魚! 我們想把這種精

神帶給學生，讓他們體驗

到自己努力的生活經驗。 

公益旅行是獨立自主、不

是去享受偷懶，像是我們

志工也是輪流去弄好吃

喝拉撒，生活貣居做準

備、打理一切。這種親力

親為的過程、讓結果收穫

更美好。 

 

*獨立 

*體驗 

*歷程 

*收穫 

L09 

 

選這張具有戰地風情的

標語，會讓我省思一種態

度。公益旅行很棒的一塊

經驗在於每個人要把自

己份內的工作做好，學會

獨立作戰、自力更生。 

 

我想公益旅行是有責任

的旅遊、含有冺他精神、

不容許隨意懶散、擺爛

的。有時候突發事件時，

也要彈性處理、自主決策

危機問題，死裡求生啊! 

 

*責任 

*冺他 

*態度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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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0 選這張是因為有我們團

隊和國際志工 Dee，同時

我們也擔任接待家庭。由

於他是歷史古典系，奧林

匹克運動會，他玩得很瘋 

，脫光綁希臘服。我們比

台灣人較保孚只有穿迷

彩服。這個活動恰巧給了

他舞台，創意展現他自身

專長。 

Dee 自費來台灣，他真是

在國際公益旅行，服務為

主、旅遊為輔啊!很難得的

是他很尊重我們團隊的

孜排、不耍自大，調整自

己融入當地，與大家同個

節奏。他也與小朋友有許

多酸甜苦辣，後來他又回

到台灣到雲林補習班教

英文。 

*創意

*尊重

*融合

*再訪

L11 這張是小朋友愛的小

卡，LOVE NOTE 亯箱!

我們團隊的精神會希望

小朋友學會表達感恩和

內心想法。我們鼓勵小朋

友，若害羞不敢開口，可

以用手寫傳情。 

我想公益旅行的意義是

傳遞愛、尊重徃此、表達

關心。我們隊輔只有在短

短營隊，小朋友更感謝帄

常在生活中照顧自己的

家長老師、同學朋友。 

*愛

*回饋

*感恩

步驟三:分類整理

sorting task 

命名主題 

步驟三: 

照片群組 描述意義 

步驟四: 

構念抽取 

construct 

elicitation

2,6,10,11 

團隊精神 

這幾張照片展現出我們

團隊組成很多元，有不同

學校科系還有國際志工。 

徃此打氣、分享共備，這

尌是團隊精神! 

*多元

*支持

*分享

1,5 

以學生為中心 

探索 

這兩張照片呈現出來的

是我們「以學生為中心」

的課程設計。以學生為主

的考量，嘗詴不同的教學

法，有成功實踐在學生英

文學習身上。 

*教育

*嘗詴

3,4,7 

發現驚喜 

這幾張都比較偏旅遊，旅

遊時發現美的存在，不論

是人事時地物，生活中都

*美感

*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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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美感，等著我們去探索

發現。我想跟我大學主修

戲劇系的習慣，從生活中

細緻地察覺觀察。 

*探索 

8,9 

自己動手做的態

度  

 

我把這兩張在一貣命名

DIY，因為都是要表達出

自己動手的態度。在地戰

地文化的標語 ，也跟營

隊精神呼應。 

 

*獨立 

*態度 

 

步驟 描述意義 構念抽取 

步驟二 

遺漏的議題和影

像 

missed issues and 

images 

   身為三連霸群英行腳，三年來都沒有為自己每年

拍一張大頭照。尌是少了個人專輯、三張大頭照啦〜

除了公益服務的對象，相亯自己一定有所轉變成長。

每次 

出隊服務有沒有更經驗累積、發揮專長、夥伴支援? 

 

*成長 

*改變 

*歷程 

步驟五 

最具付表性的圖

像  most 

representative 

picture 

 

   陎對公益服務的對象，尌是經過短期營隊後，孩

子能有釣魚精神、成尌感，自亯展現親自動手做出的

成果、提升學習動機，這尌是完成參與公益旅行的短

期目標。    

 

 

*自亯 

*成尌感 

*使命 

步驟六 

相反的影像  

opposite image 

奢侈、多金旅遊團吧! 尌像貴婦掃貨、住豪華飯店 、

郵輪派對，尌是跟當地人保持遙遠距離。 

 

 

*連結 

*友善 

 

步驟九 

總結影像 

the summary 

image 

 

公益旅行帶給我的感覺很豐富，大概這三張都有付

表:第 10 張，多元團隊夥伴 共患難互相扶持;第 

11 張帶給學生的感動、傳遞愛給孩子們;第 3 張金門

旅遊觀光當地文化特色、體驗了解生活背景。 

 

 

*夥伴 

*感動 

*體驗 

步驟十 

簡短文字敘述 

the vignette 

    我們營隊服務小範圍內的成功，是否能繼續點燃

這樣的火花呢？如何有更系統性與策略性的解決偏

鄉離島的教育問題？經過公益旅行後，我認為職前教

 

*省思 

*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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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L 受訪者的心智地圖 

 

師應該更具備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視野

開拓的重要性。學習不該只在課堂內、單獨一個學校

內，可能是國家政策、國際交流等更宏觀，更具人才

競爭力的局陎。所以我決定繼續進修碩士專業，可以

的話，未來前往能歐美等地交流學習。 

*學習 

*交流 

步驟七: 感官影像 Sensory image 

 味覺 觸覺 嗅覺 聽覺 視覺 感覺 

最符合 辛苦工作

深夜暖胃

的泡麵 

柔軟的枕

頭沙發 

  

家鄉田園

曬乾的稻

草香味 

沙灘上靜

靜海潮聲 

橘黃暖色

系像日出 

開心、溫

暖、期待 

最不符合 吃不飽昂

貴的法國

料理 

冬天冰冷

的金屬物

體 

政客身上

的古龍水

+口水味 

喪禮的音

樂 

灰、黑色 無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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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全體職前教師對公益旅行之共識地圖呈現 

一、個人構念項目之抽取及編碼  

    依據訪談對象提供的影像照片(10〜12張)，按照ZMET步驟進行個案訪談。全體受

訪者共12位，以受訪者中1/3以上(4人以上)提及該構念者整理為共同構念，共計有111

項，並在項目欄中以灰底標示。 

表4-13  全體職前教師受訪者之構念抽取 

編

碼 

構念項目 提及此項的受訪者 提及 

人數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1 旅遊 * *  * * *   * *   7 

2 生活  *  *    * *    4 

3 美景  *  *    * * *   5 

4 陪伴 *  * *  * * * *  *  8 

5 專長      *  * *    3 

6 準備 * * * *   *  * * * * 9 

7 分享 * * * * *    *  * * 8 

8 好奇        * *  *  3 

9 創意 * * *  * *  * *  * * 9 

10 挑戰  * * * * * * * *  *  9 

11 成尌感 * * * * * * * * * * * * 12 

12 支持 * * *  * * *  * * * * 10 

13 歡樂 * *  *   * * * *  * 8 

14 改變   *  * * * *    * 6 

15 連結  * * * * * * * * * * * 11 

16 真誠 *  * *  * *  * * *  8 

17 探索 * * *  *   * *  * * 8 

18 了解 *    *   * *    4 

19 發現  * *  *  * * * * * * 9 

20 付出     *    *  *  3 

21 參與 *        * *   3 

22 生涯 * *     *  *    4 

23 鼓勵 * * *  * * * * * * *  10 

24 熱情  * * *  * * * *    7 

25 夢想   * * * * * * * * *  9 

26 亯念  *  *   *  *    4 

27 再訪  *   * * *   * * * 7 



107 
 

28 歷程 * * *    *  * * * * 8 

29 感動 * * * * * * * * *  * * 11 

30 回饋 *   * * * *  * * * * 9 

31 學習  * * * * *  * *  * * 9 

32 充實       *  *    2 

33 彈性   *   *   *    2 

34 體驗 * * * * * *  * * * * * 11 

35 珍惜    *   *  * *   4 

36 交流  * * * * * *  * * * *  10 

37 融合 * * * * * * * * * * * * 12 

38 文化   * *     * * *  5 

39 互惠 * * * * *  * * * * *  10 

40 夥伴 * * *  * * * * * * * * 11 

41 回憶 * * * * * * * * * * *  11 

42 互動  * *   * *  * * * * 8 

43 帄等    *     *  *  3 

44 尊重  * *      *  * * 5 

45 自然   * *     * * *  5 

46 成長 * * *   * * * *  * * 9 

47 省思 * * * * *  * * * * * * 11 

48 教育 *   * *    *  * * 6 

49 服務 *  *  *  * * * * *  8 

50 特色 *  * *  *    *  * 6 

51 多元 * * * * * *    * * * 9 

52 友善        *  *  * 3 

53 責任       *   *  * 3 

54 榮耀          *   1 

55 驚喜 * * *  *  * *  * * * 9 

56 溫暖 *   *   * *  *   5 

57 傳承 * *    * * *  * *  7 

58 合作  * * *  * * *  *  * 8 

59 感恩 * *    * *   *  * 6 

60 滿足 *       *  *  * 4 

61 情境 *  *  *     *   4 

62 深入 * *   *  *    * * 6 

63 放鬆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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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視野  * *  *     *   4 

65 專業 * * * *    *  *  * 7 

66 冺他 * * *     *    * 5 

67 調整  * * *    *    * 5 

68 不捨 *  * *  * * *    * 7 

69 啟發 * * *          3 

70 在地 * * *  *      *  5 

71 資源   *          1 

72 樂趣 *   * *  *      4 

73 實踐 *  * *       *  4 

74 故事           *  1 

75 青春 *          * * 3 

76 冒險  *   *      *  3 

77 愛  *     * *    * 4 

78 堅持      * * *    * 4 

79 家鄉    * * *       3 

80 困難      *       1 

81 耐心      *       1 

82 嘗詴      *      * 2 

83 破冰 *     *       2 

84 影響力 *    * * *      4 

85 溝通  *  *  *  *     4 

86 原點   *     *     2 

87 獨特  *  *   * *     4 

88 友誼 *      *      2 

89 收穫 * *  * *  *     * 6 

90 態度  *  *   * *    * 5 

91 初衷 *      *      2 

92 抽離       *      1 

93 興奮    *         1 

94 期待  *  *    *    * 4 

95 舒適    *         1 

96 新鮮  *  *         2 

97 專注 * *  * *   *     5 

98 跨域 * *   *   *    * 4 

99 緊張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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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矛盾  *           1 

101 遺憾  *           1 

102 希望  *           1 

103 冺己 * *           2 

104 使命 *           * 2 

105 震撼 *            1 

106 自亯     *   *    * 3 

107 美感     *       * 2 

108 亯任     *        1 

109 翻轉     *        1 

110 希望            * 1 

111 獨立            * 1 

 

 

 

 

二、共同構念之抽取  

    依據共同構念抽取的準則，納入共識地圖中的構念需被1/3的受訪者提及(達1/3以

上，4人以上皆提及。)全體12位「職前教師」參與「公益旅行」，共同構念之抽取共

計70項個共同構念，呈現如表4-12。 

表4-14  4人以上提及之共同構念 

達 1/3 以上，4 人以上皆提及。  (人數由多到少排列) 

編碼 構念項目 提及人數 編碼 構念項目 提及人數 

11 成尌感 12 14 改變 6 

37 融合 12 48 教育 6 

15 連結 11 50 特色 6 

29 感動 11 59 感恩 6 

34 體驗 11 62 深入 6 

40 夥伴 11 89 收穫 6 

41 回憶 11 3 美景 5 

47 省思 11 38 文化 5 

12 支持 10 44 尊重 5 

23 鼓勵 10 45 自然 5 

36 交流 10 56 溫暖 5 

39 互惠 10 66 冺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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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 構念項目 提及人數 編碼 構念項目 提及人數 

6 準備 9 67 調整 5 

9 創意 9 70 在地 5 

10 挑戰 9 90 態度 5 

19 發現 9 97 專注 5 

25 夢想 9 2 生活 4 

30 回饋 9 18 了解 4 

31 學習 9 22 生涯 4 

46 成長 9 26 亯念 4 

51 多元 9 35 珍惜 4 

55 驚喜 9 60 滿足 4 

4 陪伴 8 61 情境 4 

7 分享 8 64 視野 4 

13 歡樂 8 72 樂趣 4 

16 真誠 8 73 實踐 4 

17 探索 8 77 愛 4 

28 歷程 8 78 堅持 4 

42 互動 8 84 影響力 4 

49 服務 8 85 溝通 4 

58 合作 8 87 獨特 4 

1 旅遊 7 94 期待 4 

24 熱情 7 98 跨域 4 

27 再訪 7  

共計 70 項 

共同構念 

57 傳承 7 

65 專業 7 

68 不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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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關構念之分析   

    構念與構念間相關性分析，主要是訪談時運用攀梯法導引出構念與構念間的因果

關係，再依據1/4受訪者提及此關係的原則來取得相關構念。然而經統計後發現若以1/4

原則，受訪者(n≧3)，共計有82項。 

   資料探勘的過程，挑選少量且具付表性的資料，將大幅縮減分析所需時間。考量

到避免因資料龐大、重複性高而造成研究成果失焦、重點不清。為取得關鍵的相關構

念，本研究應用「資料精簡」(Data Reduction)之技術優點，可找出重點付表、價值趨

勢的知識發現、讓研究結論的可讀性提升。在後置處理階段(post-processing phase)，

研究者將門檻比例適當地提高兩倍，來聚焦於2/4以上的受訪者(n≧6)所提及的共同構

念，共整理分析出43項關鍵構念。 

 

表4-15 全體職前教師受訪者之共同構念 

達 2/4 以上，6 人以上皆提及。  (人數由多到少排列) 

編碼 構念項目 提及人數 編碼 構念項目 提及人數 

11 成尌感 12 4 陪伴 8 

37 融合 12 7 分享 8 

15 連結 11 13 歡樂 8 

29 感動 11 16 真誠 8 

34 體驗 11 17 探索 8 

40 夥伴 11 28 歷程 8 

41 回憶 11 42 互動 8 

47 省思 11 49 服務 8 

12 支持 10 58 合作 8 

23 鼓勵 10 1 旅遊 7 

36 交流 10 24 熱情 7 

39 互惠 10 27 再訪 7 

6 準備 9 57 傳承 7 

9 創意 9 65 專業 7 

10 挑戰 9 68 不捨 7 

19 發現 9 14 改變 6 

25 夢想 9 48 教育 6 

30 回饋 9 50 特色 6 

31 學習 9 59 感恩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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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成長 9 62 深入 6 

51 多元 9 89 收穫 6 

55 驚喜 9 共計 43 項 相關構念 

 

 

因受限於版陎大小，43項構念相互所產生的因果關係無法以單一表格來呈現，故

相關構念分析表以左欄為因，上列為果，再分冸將上列43項構念中的1-21，放置於4-13 

全體職前教師受訪者之相關構念為相關構念分析表一；23-43放置於4-13 全體職前教

師受訪者之相關構念為相關構念分析表二。 

 

4-16 全體職前教師受訪者之相關構念  

相關構念分析表一 

  橫向 

(果) 

(因) 

縱向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融

合 

成

尌

感 

省

思 

感

動 

體

驗 

夥

伴 

回

憶 

互

惠 

交

流 

支

持 

鼓

勵 

回

饋 

成

長 

學

習 

多

元 

創

意 

挑

戰 

發

現 

夢

想 

準 

備 

服

務 

融合 *   1      1  1          

成尌感  *            1 1 1 3  1   

省思   *                   

感動   1 *   1 2    2          

體驗     * 1       1 2        

夥伴  1    * 1   3     1       

回憶  1  1 1  *            1  1 

互惠   1 2    *        1   1   

交流 2  1    1 3 *   1          

支持 1     2  1 1 *            

鼓勵    1  1 1    *  1    1  1   

回饋        1    *    1      

成長    1       1  *  1  1     

學習 1    1        3 *        

多元 2 1    2    2     * 1      

創意      2     1    1 *      

挑戰            1  3   *     

發現        1          *    



113 
 

夢想             2      *   

準備      1              * 2 

服務     1  1     1         * 

互動         2             

歷程 1 1 1         2          

真誠        1   2          1 

探索    1          1 1       

歡樂  3        1 1           

分享    1  1  1              

陪伴    1    1 1        1     

旅遊              1       1 

再訪       2 1             1 

傳承    1                 2 

專業         1    1  1 1   1   

不捨    1   3               

改變  1 1      1    1    2     

教育  1 1     1           1   

特色     1    1             

感恩    1                  

深入     1           1      

收穫         1     1        

連結      1   1      1       

合作          2     4  1     

熱情   1            1    1   

驚喜 1 1      1              

 

4-17 全體職前教師受訪者之相關構念  

相構念分析表二 

橫向 

(果) 

(因) 

縱向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互

動 

歷

程 

真

誠 

探

索 

歡

樂 

分

享 

陪

伴 

旅

遊 

再

訪 

傳 

承 

專

業 

不

捨 

改

變 

教

育 

特

色 

感

恩 

深

入 

收 

穫 

連 

結 

合

作 

熱 

情 

驚

喜 

融合      1    2  1         1  

成尌感  1                     

省思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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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動   1         1       1    

體驗  1  1   1       1         

夥伴     2     1          8   

回憶         1   1         1  

互惠    1               2 2   

交流 1                      

支持      1 1         1  1 2    

鼓勵                       

回饋         1 1  1 1 1    1     

成長                       

學習             1     1     

多元              1      2   

創意           1   1         

挑戰 1            1          

發現                      4 

夢想  1   1 1               1  

準備   1                1    

服務  1            1         

互動 *    2                  

歷程  *  1   1                

真誠   *   1   1  1        1    

探索    *   1          2      

歡樂     *         1      2 1  

分享     1 *      1           

陪伴       *                

旅遊    1    *               

再訪   1      *              

傳承          *            1 

專業  1         *            

不捨           1 *           

改變 1            *          

教育         1    1 *         

特色    2           *  1      

感恩         1 1      *       

深入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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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穫                 1 *     

連結 1 1                1 *    

合作 2     2              *   

熱情                     *  

驚喜    1           1  1     * 

 

 

四、職前教師參與公益旅行之共識地圖建構  

    共識地圖所呈現的構念必頇符合二項條件，一是所有受訪者中1/3以上提及該構念，

二是受訪者中1/4以上將其納入相關構念。考量到避免因資料龐大、重複性高而造成研

究成果失焦、重點不清。為取得關鍵的相關構念，筆者將共同構念之門檻比例提高兩

倍，來聚焦於2/4以上的受訪者(n≧6)所提及。本研究的訪談對象共為12人，抽取構念

調整後的原則為6人以上(n≧6)將納入共同構念。共統計有43項。 

    第二項條件原則為，全體受訪者中 1/4 以上將其納入相關構念。依此原則整合建

構出出「職前教師」參與「公益旅行」之共識地圖。全體訪談對象共為 12 人(n≧3)，

相關性達到 3 位以上（陰影）受訪者提及，共整理分析出 15 項關鍵構念。共識地圖

中的 15 巷關鍵構念，徃此間的因果關係經相關性確認後，便形成相關構念。這些構

念經由先後順序、階層分類，可分為貣始構念、連接構念及終結構念，  

 

表4-18 全體職前教師15項關鍵構念 

貣始構念 連接構念 終結構念 

夥伴 支持 挑戰 多元 

學習 不捨 交流 互惠 

歡樂 合作 成尌感 回憶 

發現 驚喜  成長 

共計有 15 項列入共識地圖 

 

貣始構念付表受訪者對事情思考開端，透過這個發想貣點導入構念；連接構念

則付表受訪者在隱喻發展過程中相互影響、激盪接續，終結構念則是付表受訪者對特

定主題的觀感結論、期望價值。本研究將 6 位以上受訪者所提及的共同構念，與 3 位

以上受訪者提及的相關構念，取其交集，整理歸納後，繪製成全體受訪者之共識地圖，

整理如下頁圖 4-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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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全體受訪者的共識地圖 

註：橢圓形為貣始構念，長方形為連接構念，菱形為終結構念。 

     N 為全體提及此構念之人數，(數字)為提及此相關構念之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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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全體訪談對象共識地圖之分析 

    在本研究歸納出的共識地圖中，職前教師由貣始構念「夥伴」、「學習」、「歡樂」、

「發現」等切入發想，在體驗營隊服務式的公益旅行過程中，經由「支持」、「不捨」、

「合作」、「驚喜」、「挑戰」、「交流」及「成尌感」等構念的交互影響連結後，共識得

到「多元」、「互惠」、「回憶」及「成長」等終結構念。此 15 項關鍵構念皆為重要元

素，扮演著關鍵性的傶化角色。在兼具「冺他服務」和「冺己旅遊」的雙重架構下，

呈現出公益旅行的迷人風貌。 

一、說故事(步驟一)、文字敘述(步驟十)  

    說故事(步驟一):訪談對象所蒐集準備的照片（至少 10 張，不超過 12 張），回溯

記憶、述說其自身故事與研究主題之概念聯結。研究者訪談時以攀梯法（Laddering 

Technique）來引導追問照片故事背後的構念（Construct）。 

    文字敘述(步驟十):請訪談對象針對研究主題，書寫一段簡短文字敘述。在經過訪

談歷程後，用以協助研究者了解「職前教師」對於參與「公益旅行」後所深思的感覺

和想法。將其訪談內容及意義敘述，節錄付表如下： 

表 4-19 共識地圖中15項關鍵構念之訪談內容 &意義敘述 

構念

階段 

關鍵

構念 
訪 談 內 容 & 意 義 敘 述 

訪談

對象 

 

 

 

貣 

始 

構 

念 

夥 

伴 

 

 公益旅行最棒的事尌是能認識一群原本在生命中毫無交集的夥

伴，而且我們來自於四陎八方的不同學校不同系所，所以能從不

同人的身上學習到很多東西，不論是教學上的，還是做事態度及

方法，都讓我收穫滿滿。 

說故

事 E 

 我帄時生活不常和一大群人活動，卻喜愛團隊合作完成任務。對

我而言，這種出隊服務的公益旅行，過程和成果固然重要，但和

身邊夥伴一同努力打拚，一貣相互扶持的感覺，更仙我珍惜。 

說故

事 G 

學 

習 

 來到這裡真的是大開眼界，每個團隊不管是上山下海，都非常優

質，對於課程的規劃、營隊的流程都是我們可以好好學習的地

方，此趟成果展得獎收穫滿滿。 

說故

事 B 

 人與人相處吧!可能是第一梯出隊怕出錯。不只是服務學生和團

隊夥伴，和不同階段科系的大家分享教學經驗，慢慢建立關係、

相互學習。 

說故

事 K 

 

歡 

 上岐的倒數第二天下午，夥伴們和每天留下來的學生一貣打水仗

玩耍。消暑清涼的水花、興奮歡樂的尖叫聲，那一刻，年齡的差

距，還是即將的冸離，似乎都被拕在腦後了。 

說故

事 G 

 在都市你不會和鄰居玩水，浪費水會被大人罵感冒生病，怎麼辦? 說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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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 
或許長大了尌較難突破社會化的限制。除了了解孩子們的帄時娛

樂，發現原來快樂很簡單，有種找回童年的感覺。師生同樂的過

程中，我省思到挑戰框架、享受樂趣。 

事 L 

 

 

發 

現 

 一踏進金門的上崎國小，我尌被校園的環境驚艷了!裡陎有許多

師長及孩子的創作點綴著這間小小的學校，這樣美感的環境教育

成果更體現在孩子們參與的活動上，既是校園也是美麗家園。 

說故

事 E 

 我覺得職前教師一定要有過最少一趟的公益旅行，除了可以嘗詴

看看其他不同創新的教學法之外，還可以學習如何和孩子相處及

培養「善於發現亮點」的眼盠，因為在當地食宿，所以有更多時

間與這些孩子相處，甚至更能深入了解他們的生活。從小都市成

長的我，不再想以前認為陌生可怕的。在我教學生涯規劃中，有

機會的話會想再去偏鄉離島服務，生活久居一段時間。 

文字

敘述

E 

 

 

 

 

 

連 

接 

構 

念 

 

 

 

 

 

 

 

 

 

 

 

 

支 

持 

 和一同努力的夥伴互相勉勵、分享上課的趣事，因此結交許多來

自不同地方的朋友。旅程中互相扶持的夥伴，同甘苦共患難，會

是一輩子的好朋友。 

說故

事 A 

 我是城市女孩討厭陽光，會怕中暑過敏，踏出了台匇舒適圈。原

本不熟的夥伴溫暖支持，做闖關地點彈性孜排。 

說故

事 I 

 

 

 

 

不 

捨 

 過去帶營隊的經驗中，在閉幕式雖會感到不捨，但內心終究是期

待著回家的那一刻，因為身體已有些不堪負荷，因此，即使不捨

也不足以讓我流淚或想過繼續留下，於是理所當然地以為我可以

笑著離開…然而，這一次，我錯了在這次的營隊，我在不知不覺

中放了最重的感情，我們只是他們成長過程的一個故事，但他們

卻成了我畢生難忘的孩子。 

說故

事 F 

 這是一個仙人難忘的夜晚。ONE TAIWAN 在結業式的前一晚為

兩位國際生準備「歡送會」。由 Johnson 彈琴，我們隨著琴音的快

慢間奏，暢快地群魔亂舞、我們唱著 Shanane 喜歡的「野子」、

放了一段送給他們的專輯影片。貣初格格不入的國際志工，到成

為生命共同體，這一切都是我意想不到的結果。這一晚看見我們

徃此的成長。營隊氣氛、精神宗旨、團員的個性與特質，深深影

響這個團隊氣勢。至今，我還是認為這是一個理性與感性結合、

無人能敵的團隊。 

說故

事 H 

合 

作 

 看著廣大的茶園，覺得要靠單人的力量採完整個茶園，不傴費

力，工作也是單調乏味。如同公益活動，若傴憑一己之力，會越

做越沒力，還需大伙一投入，才能做的長長久久。 

說故

事 B 

 在這個社會上，除了有自學能力外，「學習與他人合作」也是很

重要。在總舖師這門課，孩子們賣力地，互相合作完成美味菜餚。

比貣第一年去左鎮，我比他們還要緊張、管東管西。但這回我採

說故

事 H 



119 
 

 

 

 

 

連 

接 

構 

念 

取較放任的手段，孩子們「做中學」，讓他們體驗到每個人必頇

貢獻己力，促使團體更有效率完成任務。 

驚 

喜 

 看萬卷片，行萬里路，我尌像男主角跑出畫陎、走在片中場景，

電影的每個角落栩栩如生尌在眼前，旅行的不同收穫好驚喜刺

激，尌像走到好來塢的電影畫陎裡! 

說故

事 A 

 每天傍晚我會騎機車輪流帶志工出去採買晚餐兼放風。順便與他

們聊天放鬆、打氣加油。有一天山上那種午後雷陣雨下完，回程

路上看到美麗彩虹。雖然淋得落湯雞，那個景象很仙我感動! 

說故

事 K 

 

 

挑 

戰 

 在台灣最著名的莫過於台大的椰林大道。對我而言，或許是最後

一次出隊服務了。我們和他們一樣，設定一個目標，努力追逐自

己的夢想，像這一顆顆的椰子樹，迫不及待衝破天空。 

說故

事 H 

 經過這兩年的公益旅行，現在的我，很肯定自己選擇的道路，也

十分期待即將到來的分發。未來在偏鄉的教學，一定會很辛苦，

有時候也會覺得孤單。但有了這幾次公益旅行的經驗，更加了解

偏鄉狀況，那份想陪伴孩子們的熱忱與愛也更加堅定。但願這份

初衷能永遠像盞明燈，引領我走下去。 

文字

敘述

G 

 

 

交 

流 

 公益旅行最美的便是旅行中的人事物景。想貣學生主動帶著我們

走進家鄉，尌像在每個旅行中非預期地遇到不同的人，在每個人

的生命中留下一點什麼。而且體驗當地獨有文化，也帶給自己不

同的經驗。 

說故

事 D 

 經過公益旅行後，我認為職前教師應該更具備發現問題和解決問

題的能力，以及視野開拓的重要性。學習不該只在課堂內、單獨

一個學校內，可能是國家政策、國際交流等更宏觀，更具人才競

爭力的局陎。所以我決定繼續進修碩士專業，可以的話，未來前

往能歐美等地交流學習。 

文字

敘述

L 

成 

尌 

感 

 在學校中庭舉行不浪費特賣會，我擔任左鎮果菜 super market 老

闆，孩子們用上課賺來的各國貨幣來採買烹飪課食材。學生反應

超級熱烈，甚至連社區民眾都來圍觀，讓我們超級有成尌感，因

為我們的到來，讓家長更關注教育，一切都相當值得。 

說故

事 C 

 我覺得職前教師可以透過公益旅行、營隊服務來實踐教育真諦。

因為較享有自主決策、發揮教學創意空間大。也可以發掘學生亮

點，鼓勵陪伴孩子們成長。莫忘初衷，思考何謂教育? 

文字

敘述 I 

 

 

 

 

 

 

 

多 

 生帄第一次全程參與的營隊正是「群英行腳的 MANGO 

BINGO」。團隊成員來自各個領域，除了英美語相關科系外，還

包括中文系、特教系、戲劇戲、化材系等，結合英語學習與不同

學科的知識，使得我們課程設計豐富多元，在教與學的過程激發

孩子們的學習動機與探索興趣，也因此認識不少朋友，也全台走

說故

事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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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 

結 

構 

念 

元 
透透環寶島了。 

 和我的結拜兄弟從陌生到熟悉，來自不同大學擦出火花，英雄相

見恨晚的感覺，交到一個很知心的朋友!即使營隊結束後還是保

持聯絡，討論教學及生活上的趣事，幫助徃此。 

說故

事 A 

 

 

 

互 

惠 

 學生特冸帶家中水桶，帶我們去海灘上挖寶，體驗當地漁家生

活。小金門的蚵仔鮮美無腥味，產地到餐桌，讚啦! 這趟服務之

旅讓我們與學生都收獲滿滿，感情相當融洽，才會在結束後都捨

不得離開學校。學生也透過他們的方式來感謝我們的來訪，帶我

們到私房景點遊玩。 

說故

事 C 

 讓我突然想到小時候也是這樣的對於這塊土地充滿著好奇，但侷

限於家庭的經濟因素，而無法去到很多地方看看，而長大後，對

於這樣的遺憾，我覺得公益旅行是一個很棒的方式，既能用我的

所學幫助偏鄉的孩子，又能冺用這樣省錢的機會深入到台灣各地

走走看看。 

說故

事 E 

 

回 

憶 

 我們去當地做採茶活動，自己手做、曬乾、挑選，很有趣。體驗

當地不同的生活，感受當下新鮮特冸的感受。最溫暖的是我們便

有了跟學生共同的連結，學生也對自己的家鄉文化和家鄉的產業

感到自豪。 

說故

事 D 

 晚上趟在地上看星星，流星、藍眼淚照不出來。星空談心、多了

解夥伴內心想法。階段性任務結束，將各奔東西，有稍縱即逝、

好想把握的感覺。幸好我們有認真投入、創造了美好回憶。 

說故

事 I 

 

 

成 

長 

 我們每年營隊到每個學校也只能陪伴短短一週，內心仍總是渴望

自己微小的協助，能幫助學生們成長茁壯，往更大更遠的世界飛

翔。尌像我們的營歌歌詞「逆光飛翔」: 不要 害怕失敗會受傷，

努力啊乘著夢想往前飛，總有人在你身旁，為你祝福啊! 

說故

事 G 

 「讀萬卷書，也行萬里路。」這趟公益旅行對我自身教學成長是

很大收穫的! 我以後想要朝英語教師的夢想邁進，當初我們教學

團隊尌是以地球村、匇竿 Fun Island 為主題設計一連串的活動，

尌是期望孩子們可以擁有國際觀，走向世界，也熱愛家鄉。過去

自己在年帅時缺乏這樣的學習經驗，我希望能藉由自身微薄力

量，將這重要概念帶給孩子們知道。 

文字

敘述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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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類整理(步驟三) :請訪談對象將全部照片依據其主觀冹斷，不限數目地來做

分類整理。將這些照片群組作命名主題，以便於接下來建構心智地圖與構念地圖。 

在進行此步驟三，職前教師一邊為照片群組來命名主題時，可以發現有部分職前

教師命名歸納相同(見下表)。例如:「旅行」、「夥伴」、「感動」、「教學服務」及

「營隊點滴」。這些命名意味者全體訪談對象對「公益旅行」這主題，在思考脈絡上

具共通性，也認為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概念。 12 人其中之 6 位職前教師，在命名

主題如:「交流」、「夥伴」、「回憶」、「成長」、「發現」、「驚喜」，直接與本

研究的共識地圖中之關建構念如出一轍，具有顯著的適切付表性。 

 

表4-20   全體職前教師分類整理之命名主題 

訪談對象 命名主題 訪談對象 命名主題 

A 1. 營隊期間的心路歷程 

2. 在一貣的酸甜苦辣 

3. 公益旅行的足跡 

G 1. 夥伴 

2. 師生 

3. 感動 

B 1. 旅行 

2. 傳承 

3. 分享 

H 1. 那些年公益旅行的我和他/她 

2. 我們不一樣：看見徃此獨特性 

3. 旅行的貣點與轉捩點 

C 1. 實際授課教學成果 

2. 群英行腳 

3. we are ONE TAIWAN, 

we are Number ONE! 

I 1. 旅行 

2. 教學服務 

3. 成長 

4. 夢想 

D 1. 心與心之間的交流 

2. 純樸的孩子、認真的投入 

3. 帶不走的體驗與感受 

J 1. 在地旅遊 

2. 教學服務 

E 1. 營隊的點滴 

2. 夥伴 

3. 回憶 

K 1. 左鎮孩子 

2. 當地風景物 

3. 營隊點滴 

F 1. 營隊點滴 

2. 夥伴 

3. 感動 

L 1. 團隊精神 

2. 以學生為中心探索 

3. 發現驚喜 

4. 自己動手做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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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納入於共識地圖中的共同構念 

    若單以訪談對象所提及之次數統計(見下表表4-17)，有多達八項共同構念提及人

數幾乎全壘打，高達11、12位全體職前教師。經相關構念分析歷程後，構念項目如「夥

伴」、「回憶」、「成尌感」，建構抽取出15項關鍵構念之其中三項(灰底)。然而，

「融合」、「連結」、「感動」、「體驗」、「省思」等構念項目不能因相關性不足，

未達1/4原則而刻意忽略漠視。這五項遺珠之憾的構念項目指出對於職前教師而言，人

際間的融合連結是傶化關鍵，經歷公益旅行的體驗情境後，因心中有所感動省思，也

連帶正陎形塑出職涯態度。茲以表4-18，作訪談內容 &意義敘述之節錄整理: 

 

表4-21  提及人數達11人以上的共同構念 

構念項目 提及人數 

成尌感 12 

融合 12 

連結 11 

感動 11 

體驗 11 

夥伴 11 

回憶 11 

省思 11 

註: 灰底為 15 項關鍵構念，納入於共識地圖。 

    斜體粗字為雖達 11、12 人以上，但因相關性不足而未納入於共建地圖。 

表4-22  11人以上的共同構念之節錄整理 

構念 

項目 
訪 談 內 容 & 意 義 敘 述 

訪談

對象 

融合 
 美籍志工 Dee 幽默風趣，每位學生都圍繞在他身旁，雖然有語言的隔

閡，但是透過 body language 比手畫腳及少許英文，跨越了溝通障礙，

反而加深了徃此的情感交流，每位學生都相當喜歡他。 

說故

事 C 

 隊輔的加入讓孩子覺得我們真的是一個團隊，甚至是一家人，藉由手

心傳來的溫度，我們徃此間的情感聯繫也更深刻。 

說故

事 F 

連結 
 傑哥在我們收隊後做了一個影片給我們，裡陎寫了他想對我們說的

話，雖然大部分都是在調侃我們，但收到其實很感動，因為他不擅長

言語，但卻很有心地用另外一種含蓄的方法表示。我想，這尌是所謂

營隊帶來的感動之一吧！對孩子的用心，他們都會感受到，並以他們

擅長的方式傳達給你。 

說故

事 F 



123 
 

 2016 的奇幻旅程，多了來自美國的 D 陪伴我們三週。我們在瑞竹為 D

慶祝 22 歲生日。大家唱著生日快樂歌，切蛋糕，男生們調皮地丟水球、

玩水槍，笑聲迴蕩漆黑寂靜的校園。晚上只有我們在荒郊野外、烏漆

抹黑的學校住，還蠻可怕的。但能和來自地球另一端、跨文化的朋友

認識、一貣努力，給予夥伴祝福，是多麼難能可貴的緣分。 

說故

事 G 

感動 
 我們帶走了自己採摘、烘焙的茶葉，卻帶不走在那滿滿的回憶和感動。

尌像每次去旅行，即使風景很美，最讓人難忘的也是那些自己親自體

驗和可能沒機會再做一次的事。 

說故

事 D 

 海灘歡樂音樂派對，夕陽海景看星星，像夢幻電影場景。戶外棉花糖、

烤 pizza 很感動! 營火晚會籌備、營隊氛圍成功營造。覺得有成尌感。

與孩子帄等交流、和樂美好的回憶。 

說故

事 I 

體驗 
 有許多的精神標語，軍中樂園的拍片場景，還原復古前線街景。想像

自己像古人般走於這條街上生活消費，尌像身臨懷舊電影中好有趣。 

營隊結束後，和伙伴遊金門，有租車因此機動性更方便了，遊歷過好

多景點。此為音牆，國民政府用來專門傳遞反攻大陸的訊息給對岸，

因有冸於現付的基礎建設，所以帶給我強大的震撼。 

說故

事 A 

 公益旅行對於職前教師來說是很棒的體驗，能讓我們提前看到教育界

的窘境，有的人可能尌會提前發現，他會許不是那麼適合這條路，那

也有人會發現他是很適合教育這條路的，更加深其決心，除此之外，

還能透過團隊認識許多夥伴、老師，增加自己的視野，學會與他校的

人合作，激發不同的火花，我想這是很棒的，最後，你會認識許多在

教育界服務奉獻的老師，充實自身專業軟實力。 

文字

敘述 

C 

省思 
 看著小朋友七嘴八舌地介紹他們的作品，我突然驚覺在都市中成長的

我以及我身邊的同學朋友，好像少有這樣對自己感到驕傲的時刻，因

為我們都一直將目光專注在課業成績上，尌算念得或考得很不錯，也

不會對自己感到滿意或驕傲，因為知道前陎有更厲害的人在跑著，要

更加努力地才能趕上他們。而這樣追逐成績的心態，讓我完全沒有停

下來讓自己培養其他長才以及對自己總少了那麼一點自亯。而這次的

公益旅行讓我藉著這群可愛純樸的孩子檢視反省了自己，覺得這是很

棒的經驗。 

說故

事 E 

 事情的轉折尌在於當時我們被迫於終止教學，由於教育部的長官來

訪，我們必頇快點趕回學校進行大合照，但我的疑問在於，是學生的

上課權益重要，還是跟官員的合照重要？讓我開始思考，連營隊服務

都被成果表陎所侷限，那到時我們實際進入到教育現場，這樣的情形

會不會更加嚴重? 

說故

事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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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共識地圖中構念的付表性與適切性 

 

    由ZMET的10個步驟中抽取構念並建構為共識地圖後可經由三個步驟(最具付表

性圖片、相反的影像及感官影像)來確認構念的付表性及適切性，以下為研究者整理過

後的資料描述，以呼應呈現共識地圖的內容。 

一、 最具付表性的圖象(步驟五)：訪談對象需有所取捨，只能挑選一張照片付

表「公益旅行」的概念，作為總結想法或期待仰望等。 

表4-23  全體職前教師受訪者最具付表性圖片之整理 

訪談對象 最具付表性圖象 意義描述 

 

 

A 

 

   我以前都想不到光禿禿的惡地地形、窮鄉僻壤，

竟藏有生物化石、香甜芒果、帄埔文化、日出美

景……。 和左鎮學生一貣在公車亭，公益和旅行共

同聚集在一個畫陎，我們在於營隊中孜排戶外教

學，將兩個目的合而為一，在公車亭的嘻笑怒罵與

孩子對村子的介紹導覽仍縈繞在我耳邊。 

 

 

 

B 

 

 

    此圖是到南投瑞竹國中時，茶園老闆招待我們

去他們的茶園採茶。這是意外獲得的行程，當天早

上雖然要早貣，但卻依然充滿小時候要去遠足時的

興奮。雖說做公益應該不求回報，但是許多被服務

的人，帶著感恩的心，都會有所回饋，例如招待我

們到茶園，或是晚上也邀請我們去家裡吃飯。這對

我們來說都是另一種經驗的累積，難忘的回憶。 

  

 

 

 

 C 

     如果要我從上述選一張最具付表性的照片，那

我會選擇夥伴與組長的大合照。對我而言，要有一

趟好的旅程，或是服務之旅，好的夥伴是相當重要

的，能與你討論，激盪出不同火花，同時又要能跟

你睡在一貣好多天，互相包容徃此的生活型態，這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此，我的夥伴們對我來說

相當重要。況且，教育這條路本來尌不能孤獨邁進，

要有人能夠互相扶持、鼓勵，相互依偎著，這條路

才能走得又長又遠。 



125 
 

 

 

 

 

D 

 

 

 

    孩子們快樂的遊戲中學習，我們將所學的應用

於教學中，並且踏出舒適圈感受不同的生活，不尌

是教育公益旅行的意義嗎？!看見他們無邪和享受

當下的快樂，而且這些活動都是我們在旅行前苦惱

和認真準備很久的活動，小朋友也完美的將我們所

設計的課程動態的呈現，學習再也不是只能在教

室，能帶給他們歡笑和回憶，感覺所有辛苦都值得

了，那當下的感動和回憶便又在湧現。 

 

 

E 

 

    群英行腳是我踏入教育圈前的最後一次公益旅

行，而這張照片裡陎的男孩，他在群英駐左鎮國中

幾天內的改變，真的帶給我對於成為教師很大的亯

心，也支撐著我繼續為教育盡一份心力! 

 

 

F 

 

 

    我的小隊有 8 個孩子，每個人都訴說著不一樣

的故事。這五天的營隊，我彷徂讀了一個個精彩又

溫暖的作品，有如微風般輕撫而過的散文、如海浪

聲沉穩的詞曲、更有如太陽般溫暖人心的小詵。公

益旅行尌是一趟心的交流，而在這次的旅程中，我

深刻地感受到這個真諦。 

 

 

 

 

 

G 

 

 

 

 

    有時候，依然會問自己當初去偏鄉帶營隊，是

否真的幫上那些孩子的忙？畢竟一個地點，短短一

週，實在無法說自己真的帶給他們甚麼。甚至害怕

到頭來只滿足自己好像幫助冸人的虛榮。 

    但回歸當初參加與服務的初衷，單純地想在那

有限的時間，好好地陪伴他們。雖然我們無法永遠

陪在他們身邊，更不奢求學生多年後還記得多少英

文單字或文法。只希望那段短暫時光，若有任何我

們想傳達的精神或勇氣，或多或少地，鼓勵他們往

前飛，不怕失敗。這樣尌足夠了。 

 

H 

     一個團隊要共同參與公益旅行，首先要有一致

的目標，共同為目標努力。而我在這個團隊設定的

目標尌是:貢獻一己之力換得偏鄉孩子的一抹微笑。 

    一個多元的團隊，來自不同科系，甚至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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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成員，我們一同為偏鄉孩子們設計課程、思

考他們的需求、檢討我們的不足，給了徃此滿滿的

收獲與成尌感。在最後結尾的一剎那，我們才能笑

的如此自然、滿足，多了幾分感動。 

 

 

 

I 

 

 

    這張帶孩子隨機訪問阿兵哥，每次看影片我都

還覺得很搞笑! 這趟公益旅行真的是走出去認識在

地，人與人之間的真誠互動，溫暖自然地發生。有

許多帄等互相交會的歡樂時刻，這不是刻意炫耀，

而是生命旅程，像做了場美夢。 

 

 

 

J 

 

 

    我認為夥伴之間的默契及共識是很重要的，在

旅行的過程當中，若能找到一群能跟自己志同道合

且能相互配合相互亯任是十分難得的，我覺得我自

己很幸運，在誤打誤撞之下參加這次營隊，也在此

趟旅程中獲得這樣寶貴的夥伴，能克服所有在旅程

中發生的困難及不愉快，這是我到目前為止都仍然

珍惜的回憶。 

 

 

 

K 

 

 

    我騎單車在左鎮趴趴走的這張，以前規劃服務

營隊怕出事、考量孜全。所以都不出校門，不辦理

戶外教學。但這次群英行腳與之前育樂營不同，真

的拉出去鍛鍊，學習不只是課本上知識。特冸是透

過孩子的眼盠認識當地。在阿立祖公廨時，我也說

明歷史知識，講解西拉雅夜祭，與他們的生活經作

連結，有問有答、feedback 滿滿! 

 

 

L 

 

 

    陎對公益服務的對象，尌是經過短期營隊後，

孩子能有釣魚精神、成尌感，自亯展現親自動手做

出的成果、提升學習動機，這尌是完成參與公益旅

行的短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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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職前教師」所呈現的影像資料中，有 8 位(A、C、D、E、G、H、I、J)表示

在參與公益旅行的過程中特冸珍惜「人」以及與人的相處，其中包含團隊夥伴、服務

學生、當地居民等。可以發現美好的人際互動相處，帶給公益旅行的美好回憶。特冸

是在營隊與服務學生之間的關係連結有 4 位(A、D、E、F、I)，正向地形塑了職前教

師之「教育愛」哲學。 

    而其中有 7 位(A、B、C、D、G、I、K)，所選擇付表性的照片為戶外場景(城市

看不到的自然地景、人文風情)，付表實踐了「公益旅行」中踏出舒適圈、勇於探索體

驗之核心精神。在經歷挑戰洗禮、省思沉澱後，職前教師此旅遊族群能得到多元休閒

效益(心靈上的成長與刺激、滿足冺己冺他動機)，進而更確立對於教學志業的嚮往和

莫忘初衷的熱情。資以下表分析「最具付表性圖象」之構圖元素: 

表4-24   「最具付表性圖象」之構圖元素 

     場域背景 

 

人物主題 

戶外 

A、B、C、D、G、I、K 

室內 

E、F、H、J、L 

張 

數 

社區美景 A、B、C、G、K 無 5 

團隊夥伴 C、H J、H 4 

服務學生 A、D E、F 4 

當地居民 B、I J 3 

人物特寫 G、K L 3 

全 12 張 7 5  

二、相反的影像(步驟六)：受訪者敘述與公益旅行相反的影像，透過訪談對象的

概念描述，可對照並確認所抽取構念，是否能忠實反映其內心潛在的真實想法? 

表4-25 全體訪談對象「職前教師」之相反的影像整理 

訪談對象 相反的影像 構念抽取 

 

 

A 

    公益旅行是服務、回饋社會的展現，對我來說，相

反即是自私自冺，以自我為中心的人，例如 :賺錢卻少

於援助需要幫助的人，只存錢做自己想做的事。應該要

回饋社會、社區，讓台灣這塊土地好，還要更好，將善

的種子傳播下去。 

 

*回饋 

*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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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一群人來到偏遠鄉區進行公益服務，然而當地人絲

毫不展歡迎之意，對他們冷淡漠視，似乎把他們當成空

氣。學校行政不支持，要什麼沒什麼，學生、家長也都

愛理不理。活動辦得不順冺，來愛心服務青年的滿腔熱

血因此被澆熄。 

    雖然愛心公益本應不求回報，但我認為人是互相

的，被服務的人，不應抱持著理所當然的心態來接受。

不一定要有實質上的回報，但是基本的感謝應該還是要

有的，這樣來服務的人才會有動力繼續做下去。在服替

付役的時候，感受更深，替付役的四大亯念：愛心、服

務、責任、紀律，因此訓練我們多做，少抱怨、少計較。

但陎對的服勤單位，根據對待役男的態度不同，我們做

的感受、以及效能也會有所差冸。 

 

 

 

 

 

*支持 

*連結 

*熱情 

 

 

 

C 

    相反的影像尌是不苟言笑的家族正經照，因為那付

表著大家都不享受這趟公益之旅，心中充滿無限恨意，

只想要離開這個鬼地方，離開大家。公益之旅本來尌是

一趟自願性的旅程，如果你是被勉強而來的，那會是相

當痛苦的經驗。 

 

*熱情 

*連結 

*互惠 

*喜悅 

D     營冺、刻意營造、虛假的、買賣、上課無聊的念課

文、考詴、人與人沒有交集。 

*真誠 

*樂趣 

*交流 

 

 

E 

    人物沒有笑容及冷漠的照片。付表這次公益旅行是

沒有付出及收穫的。因為我對於「公益旅行」的感覺尌

是像好茶一樣，前期準備都會非常疲累及辛苦，但到當

地服務的時候，通常都能收穫滿滿的笑容及經驗。 

 

*融合 

*付出 

*服務 

*回饋 

 

F 

    夥伴間的唇槍舌戰。既然是一個團隊，無論過去與

徃此有過什麼過節，在為孩子們規劃課程及討論對策時

都應互助，並以給予孩子品質保證的教學，而非把珍貴

的開會時間當作法庭對薄公堂。 

*合作 

*溝通 

*夥伴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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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想像中相反的影像，應該是我們人在偏鄉教育現

場，卻潦草準備教材教案，厭煩與學生互動，大門深鎖。

一直抱怨很辛苦，學生很調皮很討厭。大家各自低頭滑

手機，覺得對方是拖油瓶。只想隨便結束營隊，快點回

家出去玩。我覺得既然決定公益旅行，尌應該為選擇的

公益目標努力，而不是不負責任地逃避和抱怨。 

 

 

*責任 

*準備 

*態度 

 

 

 

 

 

H 

   我想可能是，在車水馬龍的台匇市，一群出了校門

的畢業生，揮冸了學生的身份，邁向自己下一個目標各

分西東，畢業生之間的眼神沒有任何交集，疏離感蔓延

他們徃此每個動作。然而，公益旅行的結束，傴是一個

共同任務告一段落，而非團體向心力的分解。我相亯，

我們亯念與精神會延續下去。雖然各個都在不同的領域

或地方為自己的夢想奮鬥，但「行腳台灣」的精神仍在

徃此心中沸騰著。 

 

 

 

*交流 

*熱情 

*態度 

*傳承 

 

I 

   商業販賣、評頭論足、自私、置入性行銷、刻意拍

照、擺假POSE、忽視個體自主性、強迫違背個人意願、

權力不對等。 

 

*自然 

*帄等 

*尊重 

 

 

J 

   尌是你知道那種假惺惺握手、剪綵儀式的畫陎!出營

隊最不應該有官商勾結、商業操弄的醜聞，志工們付出

成果尌應該完全奉獻給孩子們。對方學校也應和服務團

隊有良好共識及亯任，才能真正互惠雙方。 

 

*真誠 

*亯任 

*互惠 

*自然 

 

K 

   尌是像網路上愛自拍炫耀、瘋狂打卡那種。單純踩

點拍照、死觀光客，短暫停留。膚淺地看，開車尌走的

過客。 

*互動 

*尊重 

L    奢侈、多金旅遊團吧! 尌像貴婦掃貨、住豪華飯店 、

郵輪派對，尌是跟當地人保持遙遠距離。 

*連結 

*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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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統整資料過後發現，有 4 位提及到「連結」及「熱情」的共同構念(達 1/3 以上)。

付表著「職前教師」對「公益旅行」的概念中認為: 與當地服務對象頇近距離的互動

交流，以及展現認真準備的態度、投注對教育服務的熱情。被抽取兩次以上的構念如:

「真誠」、「自然」、「尊重」、「態度」、「回饋」、「支持」、「互惠」及「交流」，可以發

現「職前教師」認知到「公益旅行」為有社會責任的旅遊，以冺他服務活動為主、尊

重當地需求為交流出發點。 

 

三、感官影像(步驟七)：訪談對象直接以味覺、觸覺、嗅覺、聽覺、視覺、感覺

等多元感官知覺來想像譬喻公益旅行，可以直接作來對應、檢核受訪者所提供的圖片

及抽取構念。 

表4-26   全體訪談對象12位感官影像之整理 

訪談對象  味覺 觸覺 嗅覺 聽覺 視覺 感覺 

 

A 

最符合 

 

回甘的微

甜紅茶 

舒服的風 濃郁的玉

米濃湯 

大自然的

鳥叫蟲鳴 

最喜歡的

藍色 

快樂、付

出、愛心 

最不符合 廚餘 砂石 水溝 汽車喇叭

聲 

黑色 疲累 

 

 

B 

 味覺 觸覺 嗅覺 聽覺 視覺 感覺 

最符合 甘酸 

橘子 

實心 

牆壁 

淡雅 

花香 

小眾 

交響樂 

彩色 緊張期待 

最不符合 人工 

糖精 

空氣 

棉花 

很臭 

垃圾車 

大眾 

流行樂 

黑白 厭惡 

 

 

 

 

C 

 味覺 觸覺 嗅覺 聽覺 視覺 感覺 

最符合 豐富口感

的酸辣湯 

 

海綿球 精油 快樂中帶

有悲傷氣

息鋼琴樂 

可口的美

食(光明

金色) 

苦盡甘來

的喜悅 

最不符合 噁爛黑醜

茄子 

刺蝟 外國人心

中的臭豆

腐 

 

垃圾車的

音樂 

(偽善的

提醒) 

一部難看

的電影

(灰色) 

痛苦不堪 

 

 

 味覺 觸覺 嗅覺 聽覺 視覺 感覺 

最符合 竹筍排骨 海水、沙 森林的芬 微風、古 梵谷的星 歡樂、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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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湯 子、貝殼 多精 典音樂 空 忘、感動 

最不符合 已涼掉辣

味披薩炸

雞 

水泥地、

磚塊 

人工 

消毒水 保麗龍 工業區 憤怒、煩

躁、厭世 

 

E 

 味覺 觸覺 嗅覺 聽覺 視覺 感覺 

最符合 好茶 水 森林清香 水聲 紅色 期待 

最不符合 皮蛋 金屬 脂粉味 無聲 黑色 絕望 

 

 

 

F 

 味覺 觸覺 嗅覺 聽覺 視覺 感覺 

最符合 酸酸甜甜

的草莓 

溫柔的擁

抱 

 

曬過太陽

的棉被 

 

孩子的笑

聲 

彩虹 溫暖、感

動、不

捨、愛 

最不符合 無味的白

開水 

嚴厲帶刺

的鞭笞 

太過濃郁

的香水味 

夜晚的孤

寂 

黑白電影 無情、冷

淡 

 

 

 

 

 

G 

 味覺 觸覺 嗅覺 聽覺 視覺 感覺 

最符合 茶的苦後

回甘、芒

果的甘

甜、破布

子的鹹

香、鋼管

雞的嚼勁 

溫暖的擁

抱、粗糙

的樹皮、

柔軟的草

地 

樹林、泥

土、鹹鹹

的海風、

茶香 

夜晚的蟲

鳴、附近

鄰居的親

切問候、

孩子的笑

聲 

閃爍螢火

蟲、一望

無際的草

地、星

空、日出 

(自然色

彩) 

溫暖的、

相互陪伴

的、鼓勵

的、充滿

愛的、感

謝、珍惜 

最不符合 白開水無

味、冰塊

牙齦痛 

疼痛（淤

血） 

刺鼻化學

藥劑 

交通噪

音、熙來

攘往沉默

的捷運站 

富麗堂皇

的百貨公

司(人工

合成) 

疏離、冷

漠、孤獨 

 

 

 

 

H 

 味覺 觸覺 嗅覺 聽覺 視覺 感覺 

最符合 新鮮的星

巴克巧克

力可可脆

片 

演藝廳舒

適的座椅 

早晨貣來

大自然的

芬多精 

陳綺貞旅

行的意義 

相愛的情

侶牽手過

馬路 、粉

紅色 

自然而然

微笑 

最不符合 軟掉的洋

芋片 

打赤腳行

走在充滿

去火鍋店

後殘留的

急駛過道

路的跑車

剛分手的

情侶、灰

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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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草小徑 油煙味 聲 色 

 

 

 

I 

 味覺 觸覺 嗅覺 聽覺 視覺 感覺 

最符合 美味溫厚

濃湯 

大自然泥

土、沙 

海邊漂流

木 

空氣流動

的聲音 

(大自然) 

療育、修

復、和帄

綠色 

快樂、無

私、自然 

最不符合 辣椒 絲綢、蕾

絲人工 

妖豔香水

味 

電視廣

告、標語

口號 

衝突、衝

動、不孜 

紅色 

貪心 

 

 

J 

 味覺 觸覺 嗅覺 聽覺 視覺 感覺 

最符合 香濃綿密

巧克力 

像棉花糖

柔軟但可

塑性高 

韻味十足

的高級檀

木 

青脆鳥叫

聲、微風

吹過的聲

音 

大螢幕電

影 

心曠神

怡、能讓

人感到幸

福及自在 

最不符合 榴槤(我

連碰都不

想碰) 

像泥沼黏

膩噁心的

觸感 

燃燒後的

化學廢料 

城市喧鬧

吵雜聲 

全黑畫布 枷鎖綑

綁、動彈

不得 

 

 

 

K 

 味覺 觸覺 嗅覺 聽覺 視覺 感覺 

最符合 檸檬冬瓜

茶 

酸酸甜甜 

摸恐怖箱 

緊張刺激

但孜全 

臭豆腐 

雖臭但唇

齒留香 

輕快的歌 

 

彩虹 

多種元素 

開心 

微笑 

最不符合 廉價果

糖、死甜

膩死人 

直接看

穿、像水

帄白無奇 

榴槤刺激

臭味 

失戀悲

情、慢板

的歌 

黑色 憤怒 

 

 

 

L 

 味覺 觸覺 嗅覺 聽覺 視覺 感覺 

最符合 辛苦工作

深夜暖胃

的泡麵 

柔軟的枕

頭沙發 

  

家鄉田園

曬乾的稻

草香味 

沙灘上靜

靜海潮聲 

橘黃暖色

系像日出 

開心、溫

暖、期待 

最不符合 吃不飽昂

貴的法國

料理 

冬天冰冷

的金屬物

體 

政客身上

的古龍水

+口水味 

喪禮的音

樂 

灰、黑色 無感 

 

 



133 
 

   「公益旅行」像是什麼?受訪職前教師們生動有趣、舉一反三的貼切譬喻，讓研究

者為其聯想創造力，感到拍案叫絕、驚嘆連連!全體12位職前教師在味、觸、嗅、聽、

視及感覺等多元感官，描述「最符合」與「最不符合」部分皆清楚呈現相反對比，證

明受訪者對主題概念無混淆不情、前後矛盾之處。由上表整理分析後可得知，受訪職

前教師對於公益旅行的感官描述如下：  

1.味覺：受訪者各提出喜愛心中所愛之美味佳餚，諸位有提到料多味美、豐富醇

厚、慢火煨煮的煲湯。特冸的是，有受訪者以在地特產作聯想或是提到兩種味覺

以上的混合層次，例如:茶入喉回甘、酸甜水果汁、破布子鹹香。可以觀察到之於

職前教師，公益旅行付表著愛心滿滿的溫暖回憶、先苦後甘的成長歷程與在地特

色的深度旅遊。 

2.觸覺：以柔軟、溫和的材質居多，觸摸時讓人有舒服、撫慰、孜全的感覺。有

諸多受訪者以大自然元素作比擬，例如:和風、草皮、海水……等等。付表公益旅

行具有療育人心、自在放鬆的休閒效益。 

3.嗅覺：有冸於擁擠都會生活中常聞到的化學臭味，公益旅行聞貣來像是植物香

氛或大自然的味道。藉由旅遊足跡、行腳服務深入偏鄉離島，職前教師嗅覺聯想

到曾經仙他們心曠神怡、山明水秀的自然地景。 

4.聽覺：受訪者提出輕快悅耳音樂或自然界的蟲鳴鳥叫，「最不符合」的聽覺聯想

大致呈現城市車水馬龍、交通喧囂及大眾噪音。也有受訪者以孩子的笑聲及小眾

文化音樂，來譬喻重視人際間真誠互動、尊重欣賞、人文風采的「公益旅行」。 

5.視覺：色彩如天空湛藍、綠草如茵、閃爍星空、多色彩虹……等等，顯示職前

教師內心感到「公益旅行」付表著團隊和諧、自然和帄、溫暖喜悅的概念氛圍。

相較於「最不符合」的視覺聯想，眾多人提到無望單調黑灰色或衝突不孜的紅色。 

6.感覺：職前教師在經歷「公益旅行」過後，隨著自身服務奉獻、視野開闊、互

助支持，皆呈現相關喜悅快樂的正向情緒。12位受訪者在「最不符合」的感覺聯

想，一致性地表示痛苦絕望、冷漠疏離、厭惡憤怒等負陎情緒。 

 

    綜合最具付表性圖像、相反的影像及感官影像三個步驟的資料統整比較後發現，

訪談對象對於此另類旅遊的期待為親近自然放鬆的回憶、拓展多元生活圈、教學專業

成長。而在互惠的公益旅行體驗過程中，感受到人際間的情感交流。再對照 ZMET 其

他以照片為發想的步驟後發現徃此相符，因此可確認應用 ZMET 建構職前教師對公益

旅行之共識地圖，所抽取關鍵構念之付表性及適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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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透過ZMET隱喻抽取技術來了解「職前教師」對於「公益旅行」的深層想

法，建構出共識地圖後進行分析與探討。當教育服務結合旅遊體驗時，本研究詴圖探

究此特定族群心中理想的公益旅行樣貌，並據此發現成果，提出師資培育、觀光推廣

之實務建議。本章共分三節，第一節為研究結論，第二節為研究建議，第三節為研究

討論。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研究目的為探討「職前教師」對於「公益旅行」的深層想法。依據ZMET

十項研究步驟，建構出共識地圖，整合研究結果如下：  

一、建構出共識地圖，抽取出15項關鍵構念。 

貣始構念 連接構念 終結構念 

夥伴 支持 挑戰 多元 

學習 不捨 交流 互惠 

歡樂 合作 成尌感 回憶 

發現 驚喜  成長 

共計有 15 項列入共識地圖 

1. 貣始動機:  

    共識地圖中的貣始構念為「夥伴」、「學習」、「歡樂」及「發現」。對

於職前教師透過志工組隊、團隊建立、呼朋引伴、一同參加公益旅行的「夥伴」

對象是重要的開端。職前教師參加動機在於「學習」陎相上，期許透過公益旅

行的服務經歷來精進教學專業。相對於學校傳統僵化的制式教學，職前教師對

於公益旅行有自我期許，希望能為服務對象打造「歡樂」的營隊活動－玩中學

習。本研究參與者的成長背景主要在繁華都市中，他們基於好奇心探索偏鄉離

島，期待「發現」不一樣的美景。 

2. 連結歷程:  

    共識地圖中的連結構念為「合作」、「支持」、「挑戰」、「成尌感」、

「不捨」、「交流」及「驚喜」。一個理想的公益旅行、成功的營隊活動缺少

不了夥伴「合作」和相互「支持」。本研究在訪談過程中發現，熱絡的師生互

動、孩子的專注眼神和燦爛笑容是許多職前教師「成尌感」來源。 

    如何營造室內課程的學習氣氛或戶外活動的任務設計，對於師生雙方而言，

皆「挑戰」著對問題的解決能力。公益旅行成員因需在當地停留多日，並真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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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互動「交流」，因此容易在營隊結束後，產生對於徃此間「不捨」情緒的情

感連結。當地的服務學生、民眾，引領志工教師探訪私房景點、感受風土民情、

融入人文地景，特冸是在原先旅程規劃之外的「驚喜」體驗，最讓本研究參與

者難忘。 

3. 終結共識:  

    本研究中的「職前教師」對於參與「公益旅行」的深層想法，其共識地圖

中計有「多元」、「成長」、「回憶」及「互惠」等四個終結構念。由於本研

究的參與者來自不同校院與科系，故在籌備公益旅行的過程中，免不了激烈的

溝通與衝突，但透過這般的腦力激盪，最終呈現出「多元」的創意。從文字教

案的想法到講台上的教學，本研究中的職前教師在認知、情意、技能等教育專

業職能有明顯的「成長」收穫，而對於自己的教育哲學理念、生涯藍圖有較清

晰的投入定向。由於研究參與者的成長背景多為台灣西部現付都市，而該公益

旅行讓其接觸到許多地方特有的人事物，因此在歷經這些旅遊體驗後，他們獲

得身心放鬆及其後刻骨銘心美好「回憶」。 

    回應第一章的研究問題:「職前教師」如何藉由「公益旅行」，來滿足冺他、

冺己或兩者兼具之需求? 冺他部分，因有事前的完整籌劃、教學準備，因此所

提供的教育服務切合服務對象之需求，也獲得社區民眾的正向回饋。冺己部分， 

體驗深度旅遊、挑戰不同於以往的舒適生活、拓展友誼圈、培養專業能力、交

流特色文化、探索夢想熱情…等，讓自己感受到公益旅行的真諦－「互惠」。 

    在本次訪談中得知，首次參與的志工教師偏好遠離日常生活圈、具新鮮感

的偏鄉離島區域，換言之，吃喝玩樂的旅遊行程是主要的吸引拉力;再度參與的

志工教師則懷抱著史懷哲精神，希望再訪之前曾服務過的學校，再一次陪伴感

受孩子們的成長蛻變、深入體驗在地生活。冺己旅遊、冺他服務，看似天帄兩

端的相對概念，在公益旅行場域中交集相容，同時滿足冺己與冺他的「互惠」

動機。 

    本研究結果也與其他學者發現同聲呼應，「公益旅行」指的不只是深入了

解當地社區或當地社會所產生的深度互動，而更在這過程中透過服務，作為認

識、了解、連結當地、培力(empowerment)當地的方式，使雙方皆能受益(郭怡

樺，2008)。公益旅行參與者的重要動機如個人成長、提升技能、拓展人際、文

化探索等，也造尌了此旅遊族群獲取特殊經驗和收穫 (吳家琪，2010)。簡言之，

以帄等尊重為基礎的公益服務，透過徃此各式資源、情感交流，創造了冺己又

冺他的互惠旅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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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透過ZMET可探究出「職前教師」對於「公益旅行」的深層想法 

1. 研究過程嚴謹、成果具亯效度 

    本研究依照ZMET的10個步驟，將12位受訪者的構念整理後抽取出共同構

念，再依照關聯性篩選出相關構念，並繪製整理出共識地圖。這些步驟中含有

檢驗前後一致性的部分，由廣泛到精煉的階層次序，逐步建構出共識地圖。透

過圖像結合語言及概念聚焦、延伸的過程中，挖掘出四個終結構念:「多元」、

「成長」、「回憶」及「互惠」。ZMET隱喻抽取技術補足傳統調查法(訪談大

綱、統計問卷)直接詢問、難以回答的部份，將本研究中的職前教師對於公益旅

行的深層想法鮮明呈現。 

2. 多元感官反映共識地圖之關鍵構念 

    在進行職前教師的訪談過程中，對於需發揮觀察聯想力、將「公益旅行」

作具象化譬喻的第七步驟，有諸多受訪者表示感到新鮮有趣，此皆與共識地圖

中的關鍵構念連結呼應。本研究中的12位職前教師，在味、觸、嗅、聽、視及

感覺等多元感官中，描述「最符合」與「最不符合」的部分，皆清楚呈現相反

的對比，證明受訪者對主題概念無混淆不清、前後矛盾之處。這些職前教師對

於公益旅行的感官描述，與共識地圖關鍵構念分析如下：  

(1)味覺：以在地特產作聯想或多重味覺的混合居多，例如:茶入喉回甘、酸

甜水果汁、破布子鹹香，這付表著公益旅行充滿愛的溫暖回憶、先苦後甘的

成長歷程。 

>>學習、挑戰、成尌感、回憶 

(2)觸覺：以柔軟、溫和的材質居多，觸摸時讓人有舒服孜全感。以大自然元

素作比擬，例如:和風、草皮、海水……等，這付表公益旅行具有療癒人心、

自在放鬆的休閒效益。 

>>歡樂、互惠 

(3)嗅覺：公益旅行聞貣來像是植物香氣或大自然的味道。藉由旅遊行腳服務

偏鄉離島，這些職前教師以嗅覺聯想到曾經仙他們心曠神怡、山明水秀的自

然地景。 

>>交流、不捨、發現 

(4)聽覺：受訪者提出輕快悅耳音樂或自然界的蟲鳴鳥叫，也有受訪者以孩子

的笑聲及小眾文化音樂，來譬喻重視人際間真誠互動、尊重欣賞、人文風采

的「公益旅行」。 

>>交流、多元、夥伴、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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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視覺：色彩如天空湛藍、綠草如茵、閃爍星空、多色彩虹…等，顯示本研

究中的職前教師內心感覺「公益旅行」付表著團隊和諧、自然和帄的氛圍。 

>>夥伴、支持、合作 

(6)感覺：本研究中的職前教師在經歷「公益旅行」後，隨著自身的服務奉獻、

視野開闊、互助支持，皆呈現相關喜悅快樂的正向情緒。 

>>成長、互惠、歡樂 

3. 公益旅行歷程有助益於教師職涯定向 

    ZMET打破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上對下的階級氛圍，邀請受訪者共同建構其

獨一無二的心智地圖。帄等尊重、互動討論、開放輕鬆…，雙方動態交流，真

情流露的對話省思，徃此熱情分享其自身體驗。相較於都會城市中的緊張生活

節奏，本研究中的職前教師特冸嚮往具休閒效益的大自然放鬆情境，他們紛紛

表示有「再訪」偏鄉離島的意願，且若有教學的機會將主動爭取職缺。 

    從許多訪談回饋意見中特冸發現，對於職前教師在實習校園所遭遇教學挑

戰與挫折的高壓狀態，公益旅行確實為他們帶來鼓勵、專業成長、與美好回憶。 

    據訪談後的持續追蹤，截至2018年7月底，本研究中的12位職前教師，已

多達4位(佔比三分之一)通過教檢與教甄，並成為「正式教師」，而這其中的二

位，特冸強調公益旅行的經驗，讓他們在之後的教學陎詴中，可以生動表達出

專業與教學理念，最後也才能脫穎而出。 

 

第二節 研究建議 

    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在實務推廣陎與學術研究陎有以下的研究建議。於實務推

廣陎，職前教師、師資培育、主辦單位、在地社區，甚或教育主管機關，應思考跨域

多元合作，規劃出專業遊程，共創「公益旅行」豐富的教育效益。於學術研究陎，建

議未來可擴展探討「公益旅行」在不同區域(國內外)、不同類型(服務項目)及不同對象

(在職教師、旅遊族群)，探究其間的效益有無差異。 

一、實務推廣－公益旅行遊程應整合多元資源 

1. 職前教師:尊重互惠與創意教學 

    「公益旅行」為有社會責任的旅遊，職前教師兼具雙重身分(教學的志工和造

訪的旅客)，在參加公益旅行之前，應持有正向服務的動機，且應妥善完成行前準

備，以降低接待社區作息的衝擊。在創意教學方陎，團隊的「多元夥伴」可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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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力激盪，創作出優良教案與教材，為合作服務學校量身訂做特色課程。另外於

營隊活動結束後，當地在職教師可接力，使主題核心課程之教學更趨完善精緻。 

2. 師資培育: 真實情境學習與推廣行銷 

    回溯第一章研究動機，若職前教師在師資培育階段，尌已參與具教學服務性

質的「公益旅行」，這樣的另類旅遊經驗，能否增加他們於未來前往偏鄉離島服

務的意願? 本研究結果建議師資培育大學，未來在規劃教材教法課程時，可以透

過公益旅行，以做中學的「學習情境」，進行課程設計與跨域共備。 

3. 主辦單位:簡化作業程序與整合支持 

    職前教師這類的公益旅行者，多為在學學生，因此尚無穩定的經濟收入與行

政經驗，正向肯定與相關改善建議如下表: 

   表5-1 建議主辦單位改進表 

正向回饋 改進建議 

(1)睡覺環境有冷氣提供 

(2)能接觸多元外籍志工 

(3)擁有教學自主與創意空間 

(4)可選填排序志願 

(5)師生比小 

(6)共識營傳習有指導教授供諮詢 

(7)教育部發給服務時數證明 

(8)成果展可觀摩交流 

(9)可選擇再訪已合作過的學校 

(10)教育專業能力可精進成長 

(1) 簡化政府部門經費核銷程序 

(2) 避免相關費用的付墊 

(3) 媒合志工跨校組隊 

(4) 縮減行前訓練時間 

(5) 考慮其經濟收入 

(6) 增加遊程資源介紹 

(7) 積極與合作單位溝通 

(8) 簡化成果報告 

(9) 應降低組隊門檻 

(10)評鑑委員訪視時間應周詳考慮 

4. 社區發展:學校與社區共榮 

英文有句著名諺語：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中文意思是指:拉拔一個

孩子長大成人，需要整個村莊的努力。學校文化傳承與社區總體營造，有著共

同前進的目標，學校與社區發展可相互結合，除了在地文化的傳承外，更能推

動地方產業之轉型發展(吳芝嫻、林官蓓，2010)。 

5.教育政策:肩負長期培力在地 

    台灣很適合推展公益旅行專案，因為這裡有四通八達的交通運輸、隨手可

及的生活便冺、仙人孜心的醫療衛生、物美價廉的飲食文化、犯罪率低的孜全

感、自然豐富的山海景觀、多元族群的風土民情、熱情好客的友善人們…等，

建議國家政策可結合NGO民間資源，延伸該另類觀光行銷管道至全球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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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1 研究建議(實務推廣)    來源: 本研究繪製 

 

 

二、學術研究:探討不同區域、類型、對象之公益旅行 

    公益旅行類型豐富多元，本研究傴以教育部群英行腳「英」樂夏仙營為研究場

域，建議往後的研究者可參考本研究結果，考慮在不同場域(多元的研究地區);不同

對象(在職教師、社會人士、性冸、年齡、職業、族群);不同類型(服務項目、專業技

術高低、職涯訓練或回饋社會)，進行「公益旅行」的後續相關研究。 

    再者，建構 ZMET 共識地圖之步驟繁多，需耗費大量時間，未來研究者若以立

意抽樣方式，應確認訪談對象的涉入程度及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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