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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夢踏實　一步一腳印─
淺談我的偏鄉課輔服務學習體驗

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研究所碩士生　官筱茹

壹、前言

這是一趟令人深刻且難忘的服務學習之旅，

也是大學畢業前收到的最佳禮物。離開求學四年

的學習場域，踏進這所位於台灣最南端的學校，

參加這個補救教學方案一來想要磨練自身的教學

能力，另則想提升孩子的自我成就感，及瞭解偏

鄉地區家庭的狀況。…至今，校園隨風搖曳的大

樹、孩子開懷的嬉笑聲、家長的敦厚樸實，點點

滴滴記憶鮮明。

貳、找出在地優勢融入教育現場

服務學習活動課程在師資培育階段漸漸受到

重視（王明智，2014），成為教師的基本要素除

需具備專業知識及教學基本能力外，應包含具備

熱忱、熱情與關懷的特質（吳清山，2006）。教

育熱忱與教師使命感，是成為一位教師之根本，

教學方法和教育專業可透過專業發展習得提升，

教育熱情部分，則須由個人態度與行為所展現。

在抵達當地即驚喜很大，學校地理位置雖然較偏

僻，但校園腹地卻綠意盎然，像是一座待探索的

大自然園地，學習素材全寫在校園每個角落了。

如何從環境優勢著手並與教學結合，讓學

習是可近性、可得性且符合12年國教「核心素

養」，不再以學科知識及技能為限，而是關注在

讓孩子能夠主動去探索、思考並且與生活做結

合，藉由該元素開枝展葉到其他科目的學習。故

在課程設計方面，從原本想「傳播」科學，轉為

「分享」與「邀請參與」，分享與邀請為串起孩

子、土地及知識連結的方法，設計「自然與生活

科技」闖關遊戲；在活動規劃部分，則設計國

語、數學、英文等補救教學，及各類激發潛能且

寓教娛樂的活動。

曾素秋（2014）研究指出，服務學習多著重

在師資生發展課程設計與任務分工，強調課程主

題決定、分小組設計與發展課程、小組合作及協

同教學模式，以計畫性的服務活動及反思檢討過

程來滿足被服務者的需求（林勝義，2001），不

但呼應了營隊活動的規劃與實施，亦反映了參與

活動師資生們的共同想法。

參、親身體驗及融入偏鄉的生活

為期一個月的課程活動，對偏鄉孩子特質、

家庭模式及其生活有更深刻體認與瞭解，多數孩

子皆保有其純真特性，在學習時如遇不懂之處，

會立馬舉手做提問，也能簡短發表自己的想法，

答案也許天馬行空甚至笑料百出，但抽絲剝繭後

不難發現，答案內容與生活中的事物縝密相關，

或許沒那麼具科學知識性，但確是實用且生活化

的。

以偏鄉學童家庭模式而言，以單親或隔代教

養家庭居多，就家庭端看以外配占多數，如主要

教養照顧者為老人家時，發現除無法在課業上給

予孩子協助外，亦無法掌握其想法及需求，觀念

落差也很大；如為父親或母親者，也會因工作無

法兼顧指導孩子課業及掌握交友狀況，進而有溝

通不良、想法差異及較多衝突等問題產生。

圖1　體育課—學生打躲避球互相傳接球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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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琢偏鄉地區的生活環境，在鄉下相對社區

軟硬體設施較不完備，且求知、探索與積極學習

絕非主流，加上人事物單純且民風純樸，此都可

視為影響偏鄉孩子學習的因素。誠然，在師資缺

乏的偏遠地區，要提升孩子課業輔導的成效是艱

難的，但目前能有許多基層教師們，正堅守崗位

上努力默默耕耘著，殷切盼望有機會能改變偏鄉

孩子的未來。

肆、結語

綜觀偏遠地區教育水準普遍較都會區低，資

本主義社會環境造成就業人口向都市集中，留在

偏鄉的普遍就業能力不佳，年齡結構趨向兩極，

大多是老人與小孩，或是沒辦法到外地工作的婦

女。偏鄉教育是一道難解的習題，有愛與陪伴當

然不夠，孩子要面臨嚴峻的現實世界，在社會快

速變遷下，家庭功能已呈現極大危機，若不尋找

資源協助家庭度過難關，會讓家庭的問題日益嚴

重（高淑清、吳秋鋒，2005）。目前，政府與企

業長年在偏鄉投入資源，相信只要學校及企業多

一點關心及陪伴，在偏鄉灑下關懷的種子，誰說

孩子的人生不會開出燦爛的花朵。

誠然，偏鄉課輔的對象如果只有學童，要看

到補救教學課輔成效，恐需要較長時間，建議可

以從家庭內、學校、社會、福利機構及傳播媒體

等，全面推動家庭教育，提升偏鄉地區家長自身

能力，一起來重視偏鄉的教育問題。除了教育父

母加強其對子女在學習上的關注外，另藉由學校

家庭教育計畫的實施來發揮預防功能，培養孩子

核心素養，並且有能力及自信發展自我，與適應

未來的生活。於此，對於偏鄉孩子及家庭來說相

信是更為迫切且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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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下課時—學生在沙灘上嬉戲的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