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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二： 

過去的支教成員與下一屆支教成員的交流也很少，38%的大學生表示很少

交流，完全沒有得到往屆成員講解受教地的情況；儘管接近一半人表示有交

流，但也只是講解得不全面。11 

 

這兩個情況都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義工對受教地的瞭解以及支教經驗的借鑒

和吸收，阻礙了服務工作。 

 

四、其他同學經驗舉隅 

1  

服務團： 2017 年柬埔寨冬季服務學習團 

準備工作 前人經驗 ✖ 當地組織合作 ✔  合作無間 ✖ 實地考察 ✖ 

預期： 想鼓勵家長給孩子有上學的機會 某天與當地大學生分享 ／ 

落差： 原來家長都想孩子上學 

親身了解後才明白問題的複雜性 

當天才發現學校有考

試，沒有人來聽 

學生喜歡亂丟垃圾，要教

垃圾分類，不可亂丟 

 

服務團： 2016 年逸夫扶青斯里蘭卡冬季服務團 2019 建築系菲律賓暑期服務計劃 

準備工作 前人經驗 ✔ 當地組織合作 ✔  合作無間 ✔ 實地考察 ✖ 

預期： 聯絡了村長，知道交通問題，制定建路服務 事前獲知孩子放假日子，有助計劃日期 

落差： 😊😊 😊😊 

 

2  

服務團： 2018 年斯里蘭卡夏季服務學習團 

準備工作 前人經驗 ✖ 當地組織合作 ✔  合作無間 ✖ 實地考察 ✖ 

預期： 場地如同資料顯示般破爛 ／ 

落差： 場地比相片中破爛 當地人會燒垃圾，如事前知道會普及環保概念 

 

3  

服務團： 2015 年中學 China week 雲南服務團 

準備工作 前人經驗 ✔ 當地組織合作 ✔  合作無間 ✔ 實地考察 ✖ 

預期： 缺乏設施，所以買籃球

架、書去 

孩子需要擴闊視野，準備了

衛生課和藝術課 

需要中文課、數學課 

落差： 😊😊 😊😊 平時也有，轉成實地考察課 

 

                                                      
11 劉路路，劉晶，劉芳，孫曉晨：〈大學生支教模式的創新研究———基於 100 名支教大學生

的調查〉，《中外企業家》第 28 期（2016 年），頁 176-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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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服務團： 2017 年 Pathfinder 柬埔寨服務團 

準備工作 前人經驗 ✖ 當地組織合作 ✔  合作無間 ✔ 實地考察 ✔ 

預期： 當地人使用蹲式馬桶，不用教蓋馬桶蓋沖廁 操場無洗手盆，安排同學負責設置 

落差： 😊😊 😊😊 

 

 四位同學不謀而合地出現同一種情況：充分參考前人經驗和與當地組織合

作無間的話，現實情況出現預期落差的情況大大減少，結果令人滿意。如果組

織是第一次到訪當地服務，無過往經驗，事前實地考察也可補足，如 Adeline。

親自視察，印象更深刻，不但能深入了解當地需要，親眼目睹的真實感，能感

染義工，提升使命感，更投入到服務當中，服務效果自然更上一層樓。 

 

 由此反映，在服務學習中，單單與當地組織聯絡不足夠，必須有緊密的合

作，而前人經驗和實地考察二者中也必須有其一配合，義工作用才可進一步發

揮，減少期望落差，事半功倍。 

 

五、產生期望落差的原因 

義工對當地的了解必定不如當地人，出現與預期有落差的情況也無可奈

何，但當落差過大時，會大大削弱服務成效。義工不能成功幫助服務對象時，

不但使服務對象無法受益，義工還因為付出與收穫不成正比，容易感到氣餒，

對服務學習計劃失去信心，遺害甚大。以下列舉三個導致期望落差產生的原

因。 

 

（一）合作的當地組織發展落後 

 

到外地服務，人生路不熟，必須與當地組織合作，溝通如何策劃服務

活動。但有時礙於當地社會服務事業或特定組織發展落後，經驗不足，未

能溝通清楚彼此的需要，因而沒法提供足夠的支援。 

 

以筆者是次服務的雲南丘北縣恆心社會工作服務中心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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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歷不足 

當時，2018 年年末，機構只成立一年，只有 2 名

專職社工，分別是工程測量與監理專業的趙連杏和社

會工作專業的幸維爽，都是近年才畢業的人。她們都

是當地人，趙社工更是丘北縣土生土長的，雖然她們

很了解當地情況，奈何社會工作經驗不足，機構運作

未成熟，負責人趙社工的專業更是不對口的，在社工

工作上有很大的進步空間。我們與她們合作時，溝通

不清楚，產生了許多誤會，造成期望與現實落差大。 

 

 缺乏人手 

她們人手嚴重不足，亦難盡善盡美。報告指出 2016 年，雲南省持

證社工只有 2766 人，每萬人擁有社工的比例僅 0.59，遠低於全國每萬

人有 2.1 名的平均水平。12 民間非營利組織人力資源短缺，因資金不

足，來源不穩定，未能吸引全職工作者，故難以招聘到專業全職社會

人員。13 社工的專業程度亦良莠不齊，因為人才短缺，所以對求職人

士來者不拒，選拔機制寬鬆，使社會工作質量差，形成惡性循環。14 

 

 社會支持不足 

內地社會對社會工作的認知度低，發展緩慢。西方社會工作發展

完善，得到民眾支持，但在內地，民眾連社會工作也不太認識，未能

得到支持，甚至遭到排斥，15 社會服務難上加難，亦難吸引青年從

業。社會服務是舶來品，在中國需要進行本土化，這過程緩慢。16 恆

心中心起初進入大矣勒村服務時，遭村民質疑是拐賣兒童的，一年後

才得信任，可見農村社工工作舉步維艱。 

 

 

 

 

                                                      
12 吳曹禎姝：〈雲南民族社會工作發展研究〉，《楚雄師範學院學報》第 5 期（2017 年），頁

130。 
13 巢瀟：〈民間非營利組織中社會工作介入之現狀與空間探析——以雲南 X 機構為例〉（華中科

技大學社會工作系碩士論文，孫秋雲指導，2013 年），頁 30。 
14 張冬傑：〈淺談當前中國社會工作實務中的若干問題〉，《現代交際》第 2 期（2016 年），頁

24。 
15 巢瀟：〈民間非營利組織中社會工作介入之現狀與空間探析——以雲南 X 機構為例〉（華中科

技大學社會工作系碩士論文，孫秋雲指導，2013 年），頁 31。 
16 巢瀟：〈民間非營利組織中社會工作介入之現狀與空間探析——以雲南 X 機構為例〉（華中科

技大學社會工作系碩士論文，孫秋雲指導，2013 年），頁 31。 

 
圖二 丘北縣恆心社會工

作服務中心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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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當地有文化差異 

 

即使溝通清楚，但文化差異問題無可避免。社工了解當地，但不等於

了解當地人的「真正」需要。 

 

 社工不識廬山真面目 

社工深受當地文化影響。某些情況下，香港人認為有問題，但當

地人見怪不怪，反而他們認為有問題之處，我們倒覺得不重要。如上

述例子，我們重視孩子網癮、吸煙和衛生環境惡劣問題，但在內地農

村，孩子吸煙是平常事，亦不注重網癮問題，社工由於習以為常，不

以為怪，所以沒提到。我們又不知道他們有這樣的需要，預先沒應

對。社工當局者迷，我們旁觀者清，自然看問題有出入。 

 

 社工思想觀念落後 

我們帶著香港的都市先進觀念去看村莊，自然看出問題，但在村

民眼中是不存在的，例如村中有一座橋近乎落成，但在落成前不允許

女人使用，女人只能用臨時設施過橋，因為迷信女人會給橋帶來霉

運，但我們就此問女社工關於村子男女平等情況，她還是說，「男女很

平等」，但我們認為只是可能相對隔壁村子而言，比較平等而言。 

 

 社工科學觀念落後 

由於衛生觀念落後，社工根本不察覺現況有問題。例如建議增設

消毒藥水時，社工大力反對，拒絕酒精，堅持用草藥。這種思想在社

工和當地人腦中根深蒂固，他們不認為有衛生問題，所以即使我們事

先跟社工查詢當地需要，也無法瞭解真正的需要。他們不知道自己的

需要，更何談告訴我們呢。 

 

 中國人的傳統觀念 

也可能是中國人「報喜不報憂」、「家醜不出外揚」的心態作祟，

雖然邀請外來義工參與社會工作，但也擔心破壞村莊形象，而避免披

露更多的社區問題，所以選擇性地告訴我們。 

 

這些文化因素，阻隔了我們從社工身上了解當地的實際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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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缺乏前人經驗和實地視察 

 

是次雲南服務學習團是第一次到訪大矣勒村，無前人經驗可借鑒，也

沒事前考察，單靠聯絡當地社工和雲南大學取得資訊，渠道單一，了解不

足，以致成效未如預期。 

 

從同班同學經驗來看，他們服務後，更深入認識當地，整理了報告，

但報告往往未能有效傳達到下一屆，使下一屆未能在前人基礎上，了解服

務對象的實際需要，減少意外發生。認真參考前人經驗可減免實地視察，

節省成本，把人力和時間資源撥到其他準備工作上，提高服務效益。 

 

若是首次到訪當地服務，實地考察是不可或缺的，可以補足補足欠缺

前人經驗的問題。 

 

 

本文希望透過分析成因，參考前車之鑒，在以後準備服務內容時，可考慮

以上因素，評估當地組織所提供的資訊有多大程度值得參考。與其譴責對方，

不如諒解內地社工的難處，學習與他們有效溝通，避免誤會。 

 

日後到內地農村服務時，不但要著眼服務對象的需要，還有注意與內地社

工之間的文化差異，不能過分依賴他們，應參考往屆經驗，或進行事前考察，

避免透過單一渠道了解當地情況。服務內容上，亦可考慮加入教育社工的環

節，可積極分享香港的社會服務工作模式，取長補短，促進農村社工發展，更

長遠地幫助內地農村。 

 

六、探討解決辦法——建立服務學習計劃資料交流平台 

目前情況是，發現問題後，但我們未能有效應對，只能向工作人員反映，

再傳達給下一批同學。這畢竟較為間接，而且時間久了，記憶模糊，不能完好

地傳達下去。文字記錄也只是局限於組織內分享而已，作用有限，而其他組織

可能也會到附近地區服務，這些經驗都有利於彼此。但目前缺乏平台，寶貴經

驗未能盡得其所。也有學者指出義工服務沒管道收集報告。17 所以我建議構建

經驗資訊交流平台，共享義教資訊。 

 

首先，建立資料庫。同學完成服務後，記錄下情況和建議，或是所用過的

活動計劃及成效，有系統地整理好有關資訊，既能更快，有系統和準確地了解

當地情況，也能吸取前人的教訓和成功的經驗，還可知道前人的工作，後人可

                                                      
17 張博涵：〈大學生支教長效機制探究〉，《現代營銷》第 7 期（2011 年），頁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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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可怎樣加強或承繼，或另闢新路，有助以後服務達到更高的成效。 

 

其次，聯合不同大學生組織互相借鑒經驗。香港人一向熱心公益，學生尤

其熱衷義教，服務學習計劃的主辦組織多不勝數，例如蒲公英計劃、雲上太

陽、各大院校的扶青等，服務地區遍佈中國、東南亞貧困國家，也涉及不同服

務內容，經驗很值得參考，只供內部參考就未免太可惜了，希望透過互相借

鑒，集思廣益，充分發揮過往經驗的作用。而且都是香港人的經驗分享，解決

了文化差異的問題，可掌握更準確的當地情況。 

 

最後，構建分享平台。這經驗資訊交流平台具體運作可

參考香港的大學生資訊分享平台——RegCourse，在閱讀他人

經驗前，必須分享自己經驗。可確保平台有足夠資訊，可持

續性高，也能吸引不同組織合作，擴大資料庫。 

 

七、總結 

雖然是次服務學習計劃有不完美，但每一處失敗、意外，都使我們學習，

達到了「服務學習」中「學習」目標，但身為義工，我們亦希望所付出的都能

夠幫助到服務對象，不留遺憾，所以我們會吸取是次失敗經驗，不會重蹈覆

轍。 

 

（字數：5151）（包括正文，不包括注釋及參考書目） 

 

 

 

 

 

 

 

 

 

 

 

 

 

 

 

 

 

圖三 RegCourse 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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