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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2-02  記者 朱寶欣 報導

對於現今學生來說，當志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而在即將推行的12年國教裡，教育部明文規定，

使得當志工可以在入學的時候得到加分。於是，不少學生為了加分而加入志工行列，卻在得到分

數後退出。

志工制度　逐漸變質志工制度　逐漸變質

早在民國七十八年，台灣省教育廳就頒佈「台灣省中小學推展義工制度實施原則」，在這之後，

各個中小學校就開始出現志工制度。志工的目的，是希望學生透過服務學校或弱勢社群，從中學

習和成長，明白服務背後的意義。

各個學校在推展志工服務的方面表現積極，經常安排學生至不同的機構服務，而大部分學生也表

現出很大的興趣，除了好奇當志工的感覺，他們也想學到課堂以外的知識、體會幫助別人的樂趣

。秉著這個初衷，當志工的目的單純是為了「幫助需要幫忙的人」，而學校的獎勵也很簡單，就

是在公開的場合做出表揚，或是頒發志工的獎勵證書。

得到學生熱心的幫忙，老婆婆感到非常開心。（圖片來源／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網站）

但是在12年國教推行後，當志工可以加分，同學加入志工的目的就變得不單純。按照教育部的規

定，志工做滿6個小時就可以加2分，每個學期可以加分一次，最高可以加到10分。為了能夠進入

更好的高中大學，能夠加滿10分，對學生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誘惑。於是學生就一窩蜂的參加志工

，甚至，有一部分學生做滿6個小時就喊停，形成為加分而服務的功利現象。

校方表示　實行有困擾校方表示　實行有困擾

站在校方的立場，一方面鼓勵同學參與服務活動，另一方面，也因為學生的數量很多，卻無法提

供這麼大量的志工缺額，造成供不應求的困擾。除此之外，學校也沒有足夠的人手檢查和記錄學

生的表現，導致服務的質量良莠不齊。

交通大學通識教育老師黃漢昌指出：「這樣的教育方式是不妥當的。因為教育並不是達到一個目

的的手段，而教育本身就是其目的。」他認為，如果教育學生，當志工是為了得到加分的一個手

段，這就違背了教育的意義。他引用外國教育家康德的理論，說這樣的教育是不符合道德的，人

們會為了達到目的而拋棄事物本來的意義。

黃漢昌舉例說，他曾經開設服務學習的課程，是志工教育的一種。來上課的學生，都是自由選擇

的。他們明白課程的目的，參加課程是對課程理念的一種信任，而不是為了分數。黃漢昌非常重

視活動的參與，他認為志工教育的重點就是服務的過程，在過程中的感受和體驗人與人之間的互

動。如果同學不服膺這些理念，消極地參與，是不會明白其中的意義，只是虛偽地完成事情。

黃漢昌也指出，學生為了加分也是人之常情。現今的學生學業繁重，還要找課餘時間當志工，實

在不容易。既然學校有加分的制度，學生選擇付出一定的時間，換取想要的分數，也是合情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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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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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限可能的夢　白日夢無限可能的夢　白日夢

乒乓和一般人一樣，曾經有夢想，因被現實傷
害而退縮，卻意外發現「白日夢」的不可思
議，從此開始勇於作夢。

象牙塔外　明星高中存廢戰象牙塔外　明星高中存廢戰

針對十二年國教實行的現況、明星高中備受爭
議的現勢以及大眾紛歧的觀點作探討，歸納出
可行的未來發展。

。歸根究底，是制度的問題。本來是出於好意的教育，卻變成一種加分的手段。

家長立場　不鼓勵孩子家長立場　不鼓勵孩子

國小學生家長陳彥曲不認同這種制度。她認為為了加分而當志工，是沒有意義的，孩子既誤解其

中的目的，也學不到東西。教育孩子要順其自然，而不是用分數當成誘惑，去引導孩子的方向。

身為小五的學生的家長，陳彥曲從來不會主動要求孩子參加這些活動。如果有一天，孩子想知道

志工是什麼一回事，或者想要得到加分，她才會告訴孩子志工的工作內容、意義，還有加分的作

用和目的。她會擔當中立的角色，既不鼓勵，也不反對，並且尊重孩子的意願。假如孩子有意願

嘗試，她一定鼓勵他去參加；假如孩子沒有意願，她也不會強迫孩子參加，甚至連提也不提。

參與與否　感受大不同參與與否　感受大不同

曾參與過和沒參與過志工的學生，抱持著不同的看法。學生鄒世昌表示，他沒有參與過志工的活

動，也對志工沒有很大的興趣。在他看來，這是一個制度的問題。他比喻說，當志工就像辦公室

的工作一樣。如果你為了公司付出時間和精力，就可以得到薪酬回報，而志工就是得到分數。在

這個制度下，志工變成一種供應和需求的模式，並沒有道德上好或不好的差別。所以他認為，對

於這個問題，是制度設定的不妥當，而不是同學的過錯。

另一個曾經參與志工的同學門冠宇，持不同的看法。他認同加分不是一個好的誘因，但是並不代

表所有參加的人，都是為了加分。他以前參與的志工，就是沒有加分的。他認為只要能夠幫助別

人，去服務的同學和形式都是不重要的。就像安老院的服務，哪個同學來幫忙，幫忙做什麼事情

，都是無關重要的。只要能真正幫助老人家，而且必須持續地提供服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服

務一段時間以後就中斷了，對老人家來說是一種傷害。

同學在得到服務獎狀的同時，是否真正瞭解志工的意義？（圖片來源／今日新聞網）

制度問題　值得探討制度問題　值得探討

不論是以前的發獎狀，還是現在的加分，同學都展現了參與志工活動的積極性，而在服務的過程

中，他們也能夠體驗到服務背後的意義。如果學生從小就明白服務他人的意義和樂趣，長大以後

，也可以發揮他們的服務精神，繼續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通過以上觀點不難發現，加分制度的

本意是好的，但卻很容易淪為學生加分的手段

就教育目的而言，志工加分就顯得有點變質了。如果同學能自發地服務他人，的確是一件好事，

但如果為了加分才服務，卻不是值得鼓勵的事情。同學強迫自己做沒有興趣的事情，肯定不能得

到服務的樂趣，就連受到服務的對象，也會感覺到這種不是真心付出的態度。這種變質的制度是

否應該繼續下去，或是有其他更好的方法，這些是政府、學校，甚至家長和學生都要思考的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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