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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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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培養大學生的跨文化能力日益成為高等教育中的重要部分。為此，高等教育機構已

發展出多樣的教學活動，海外服務研習是其中一項舉措。不少研究發現，海外服務研習可

以提升大學生在認知、情意及行為三方面的跨文化能力。然而鮮有研究分解不同層面的因

素（個人、方案設計、服務國家特點）對各個維度的跨文化能力（認知、情意、行為）有

何影響。本研究通過訪問參加同一海外服務研習活動的 �� 位香港大學生，對此展開深入

探討。結果發現，在認知維度，參加者呈現出表層學習、深層學習、自我反思學習三種類

型。國家和地區差異對表層學習及自我反思學習的影響明顯，學生個人特點如開放與主

動的態度、與人溝通的意願等，對學生獲取深層學習有較大幫助。在情意維度，大部分大

學生保持他們對文化差異的接受態度，但是，當大學生與當地人產生衝突且衝突未能化解

時，較易轉變為防守的立場。在行為維度，參加者經歷了適應當地生活與適應人際互動方

式的過程，相對較短的時間（二至四個星期）令參加者採取臨時策略應對挑戰。行前籌備

以及與當地機構之合作對大學生適應亦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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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urturing students’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in higher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have developed various teaching 

and learning strategies and international service-learning is one such initiative. Much research 

has reported the positive role of international service-learning (ISL) in promoting undergraduates’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However, less research has examined how different factors (personal, 

program, and service site) shape individual students’ development of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in various domains (cognition, affect, and behavior).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d the issue by 

conducting interviews with fifteen Hong Kong undergraduates. The findings showed that, in the 

cognitive domain, the participants reported surface learning, deep learning and self-reflective 

learning. The sharp contrast between the service sites and Hong Kong helped the participants 

to obtain surface learning and trigger their reflective learning;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open attitude and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helped the participants to deeply 

examine cultural issues. In the affective domain, most participants maintained an acceptance 

attitude throughout the programs, yet those participants involved in unresolved conflict reported 

a defensive attitude. In the behavior domain, the participants adopted temporary strategies to 

respond to the challenges in the overseas service sites over a short period. Pre-trip training and 

support from local volunteers also helped the participants to adapt quick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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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跨文化能力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是指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個體進行有效互動

的能力 (Fantini & Tirmizi, �00�)。在全球化及高等教育國際化的背景下，這一能力在高

等教育中獲得廣泛認可，因其有助擴展學生國際視野、提升世界公民意識 (Deardorff & 

Arasaratnam, �0��)。不少研究者對跨文化能力進行概念化 (conceptualization)，界定這一

能力的組成及特徵 (Griffith et al., �0��)。Dearorff 與 Edwards (�0��) 提出跨文化能力具有

三個維度：一、認知維度， 認識不同文化之特點的能力；二、情意維度，認可、欣賞、

接納不同文化的態度與敏感度；三、行為維度，與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士進行溝通和

相處時表現出恰當的行為。為培養學生的國際視野、全球公民意識、跨文化能力，多

樣的課程安排及教學策略已在高等教育機構中推行和實施 (Lane, �0��)，海外服務研習

(international service-learning) 是近年出現的其中一項舉措。

不少研究者指出，學生在海外服務研習中，置身於陌生的環境，接觸與自身經驗不

同的自然環境、物質狀況、生活方式、文化習俗、社會制度、價值觀，這一過程有助提

升學生在認知、情意及行為三方面的跨文化能力。這是因為，異己文化容易作為對照，

促進學生反思自己的經驗、文化觀念及其形成過程；服務活動常常要求學生與當地民眾

互動，這些機會激發學生學習適當的跨文化行為策略；當學生無法用已有的參考架構

(frame of reference) 去解釋所遭遇的現象時，他們會激發出進一步理解的動機 (Butin, �0�0; 

Deardorff & Edwards, �0��; Gaskin, �00�; Rauschert & Byram, �0��; Slimbach, ����)。

已有研究報告了大學生在海外服務研習中的跨文化能力提升狀況，以及海外服務

研習的哪些因素有助大學生提升其跨文化能力，然而鮮有研究分解不同層面的因素（個

人、方案設計、服務國家特點）對各個維度的跨文化能力（認知、情意、行為）的影響。

本研究對此展開探討，以期深入理解海外服務研習的過程及其激發學生學習的條件，並

對未來發展海外服務研習方案提出建議。本研究於新冠肺炎疫情開始之前完成，雖然自

�0�0 年以來，新冠肺炎疫情 (pandemic of Covid-��) 蔓延及變種病毒不斷出現，全球各國

大幅減少人員流動，大學開辦之短期海外研習活動也大量縮減，不過伴隨疫情改善，各

項海外研習活動有望在疫情結束之後重開。本研究希對未來海外服務研習的方案設計與

發展提供參考。下文首先對已有實證研究進行回顧和探討，在此基礎上提出本文的研究

問題，並就本研究之詳情做出報告和討論。

貳、文獻探討

一、海外服務研習的定義

Bringle 與 Hatcher (�0��) 將海外服務研習定義為一項身處他國的學習經驗，在其

中，學生參與有結構、有組織的社會服務活動，通過參與這些活動，學生有機會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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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活動所在國（或地區）的文化和社會，對個人已有知識和經驗加以反思，從而獲得

學習和成長。

海外服務研習包括了一般服務研習 (service learning) 的基本要素：學習目標及內容

(learning objectives and content)，服務活動 (service activities)，反思 (reflection），與社區

機構之協作 (partnership)，服務時長與服務活動的密集度 (duration and intensity），學生聲

音 (student voice)。研究顯示，這些要素是組成有效的服務研習方案的基本條件 (Billig, 

�00�；Eyler, et al., �0�0），同樣適用於海外服務研習方案的設計與實施。

高等教育機構一般提供三種類型的海外研習學習活動：（一）與某一專業學習結合的

海外研習活動，海外服務研習用以促進學生理解學術知識；（二）高等教育機構單獨設置

的服務研習課程，常常作為培養學生共同能力的一部分（如香港一些高等院校要求學生必

須完成 � 學分的服務研習課程）；（三）學生事務處或學生工作部門組織的海外研習活動，

一般由學生自主報名參加。

二、海外服務研習的學習成效

不少研究證實，海外服務研習可增強學生的跨文化能力，包括他們對不同文化的認

識（認知），對跨文化現象的敏感度（情意）及跨文化人際交往的技能（行為）。認知方

面，大學生對異己文化獲得新的認識，例如，McMullen 與 Penn (�0��) 考察一批前往埃及

完成服務活動的美國大學生，學生們報告此行有助他們認識伊斯蘭世界，改變對伊斯蘭世

界的刻板印象，從中亦看到過去的刻板印象是如何受到媒體影響。另有研究發現，海外服

務研習令大學生有機會認識服務活動所在國家的社會制度、價值觀念、以及這些隱形因素

如何影響當地人的生活 (Borden, �00�; Ruggiero, �0��; Foster, et al., �0��)。然而，De Leon 

(�0��) 的研究顯示，雖然海外服務研習增加了學生對不同文化與社會的直觀體驗和認識，

但在有關跨文化知識和理論的學習上，海外服務研習參加者與未參加者相比，對理論知識

的掌握不及未參加者。

情意方面，一些學者從文化相對主義 (ethnorelativism) 概念出發研究大學生的跨文

化敏感度及對異己文化的態度。Bennet (����) 將跨文化敏感度區分為六個發展階段，

前三個階段（否認、防守、最小化，denial, defense, minimization）屬於文化我族中心

(ethnocentrism)，後三個階段（接受、調適、融合，acceptance, adaptation, integration）屬

於文化相對主義階段。文化我族中心是將個體所屬的文化當作中心，其他文化相比次之或

無差異；文化相對主義則承認每種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個部分，各有其歷史與存在價值

(Bennett, ����）。一些研究發現，參加海外服務研習的學生在活動結束後，與沒有此項經

驗的學生相比，更多接受文化相對主義的觀點 (Borden, �00�; Foster, et al., �0��; Ruggiero, 

�0��; Russell & Morris, �00�; Spenader & Retka, �0��; Yashima, �0�0)。Yashima (�0�0) 的研

究還揭示了大學生在國際關注 (international concern) 及自我效能感 (self-efficacy) 方面有明

顯提升。不過，另有研究發現，學生在經歷海外服務研習後，跨文化意識與敏感度並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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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 (Green, et al., �0��）。此外，行為方面，Yashima (�0�0）發現參加海外服務研習者的

人際溝通技巧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skills），與未參加者相比，有明顯提升。

已有研究除了探究大學生在海外服務研習中多大程度提升其跨文化能力，亦有少量研

究探討哪些因素對學生的跨文化能力提升產生積極作用。因應個人因素、服務研習的設計

與實施特點、服務所在國家之特征，大學生在海外服務研習中的跨文化能力有不同程度的

改變。

三、海外服務研習的設計與實施

海外服務研習的設計與實施方面，有研究發現，密集的文化互動活動 (cultural 

intervention activities) (Jones, et al., �0��) 及跨文化接觸 (cross-cultural contact）(Devereux, 

�00�; Lough, �0��) 對提升學生的跨文化能力有積極作用。已有研究顯示跨文化接觸的機

會與學生的跨文化能力提升呈正相關 (Lough, �0��)。與服務所在地的民眾直接接觸，例

如居住在當地人居所，與當地人一起工作，大學生可從中獲得有關當地文化的一手信息，

這有助學生改變以往通過媒體獲得的刻板印象 (Pettigrew, ����)。與當地人進行直接對話

有助增強學生的同理心，對當地社會問題 / 議題有直觀認識，更易感知到人們的真實需

求 (Brandell, �0��)。跨文化接觸的機會與群際偏見 (intergroup prejudice) 負相關，與學生

對文化規範的意識 (awareness of cultural norms) 正相關 (Pettigrew & Tropp, �00�)。

另有研究顯示，服務活動的時間越長，學生越能夠消除由於文化震驚 (cultural shock）

引起的焦慮 (Engle & Engle, �00�; Pitner, �00�)。長時間的服務活動與學生的跨文化意識呈

現正相關 (Lough, �0��)，因學生有更多的機會全面了解當地人群與文化 (Devereux, �00�)，

以及發展更強的跨文化適應能力 (Lough, �0��)。不過一些研究者也提出，即使短期的

海外服務研習，如能設計適當的跨文化活動，也可促進學生學習和改變 (Krishnan et al., 

�0��; Lewis & Niesenbaum, �00�)，提升學生對文化差異的認識 (Liu & Lee, �0��)，對真實

需求的感知以及與當地人建立聯繫 (connection with culturally different people)  (Green, et al., 

�0��; Shalabi, �0��)。

少量研究探討個人和國家層面的因素。在個人層面，參加者以往接觸海外環境的機

會可預期其較高的文化知能 (cultural proficiency) (Rehberg, �00�)；已有經驗促使學生保

持開放的態度，運用已有技能快速適應新的生活環境，以及主動理解當地人的思維方式

(Wang, �0��)。在國家層面，當服務研習的國家與本國有顯著差異時，學生更易激發興趣

和動機，認識有關多元文化的知識 (Krishnan et al., �0��)。

已有研究證實海外服務研習對學生跨文化能力有積極推動作用，也顯示多個層面的因

素對學生的學習過程及結果產生影響，然而以往研究甚少分解影響跨文化知識、態度、技

能的各項因素。本文將報告一項針對香港大學生的個案研究，嘗試了解不同因素對不同維

度的跨文化能力習得有怎樣的影響。這將有助分辨海外服務研習相關要素與學習成果之關

係，可為未來海外服務研習的設計與實施提供針對性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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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背景及個案

在香港，高等教育國際化日益受到重視，各種類型的海外研習活動在過去二十多年迅

速增長，例如：交換生、海外實習、沉浸課程、短期研學、海外服務研習等。這些海外學

習活動雖有不同側重，但都關注如何豐富學生對多元文化的知識，發展跨文化敏感度，擴

展全球視野，成為全球公民 (Lo, �0��)。

本研究以香港一所大學的海外服務研習活動作為個案，對 �� 位大學生參加者展

開一項質化研究。本研究選擇的案例名為「領袖增潤及發展課程」(The Leadership 

Enhancement and Development (LEAD) Programme)（由於案例名稱包含「課程」，以下簡

稱「該課程」）。該課程由香港教育大學學生事務處發起和帶領，以培養大學生的領導能

力、服務社會的積極態度、以及提升跨文化能力為主要目標。大學生自願報名，經過面試

篩選後，參加一系列培訓和籌備活動。入選者在聖誕節、復活節或暑期前往東南亞、南亞

國家（包括柬埔寨、印度、孟加拉、越南、蒙古、泰國、尼泊爾、斯里蘭卡等）完成為期

兩周至四周的服務研習活動。有別於教師設計與安排的課程，該課程讓學生充分發揮自主

性：學生獨立組織和規劃活動和行程，與當地合作機構聯絡並落實各項安排，獨立設計和

實施各項培訓與準備工作，持續和定期反思自己的經驗與學習，而學生事務處老師僅在必

要時提供指導。

具體而言，該課程包括服務前籌備、海外服務研習之旅、服務後分享三個階段。

（一） 服務前籌備：自入選至出發前，參加者需要完成一系列培訓和準備工作，這包括：

全面認識服務活動所在國家 (host country)，增強理解文化差異的敏感度，籌劃服務

活動及文化交流活動，團隊建設。培訓內容由各個團隊自行設計與組織。每一團隊

由兩位曾參加過該課程的學生導師 (mentor) 與大約十位學生成員 (mentee) 組成。

（二） 海外服務研習之旅：到達服務活動所在國家之後，大學生在當地合作機構及義工協

助下展開服務活動及文化交流活動。服務活動包括前往當地學校進行短期教學，參

與建設當地環境與設施。每日完成服務工作後，大學生參加當日反思會議，完成個

人反思日誌，以記錄和總結個人所得。文化交流活動則包括去當地家庭進行短暫訪

問，體驗當地人的生活方式，與當地義工共同組織文化交流日活動，遊覽當地歷史

名勝等。

（三） 服務後分享：參加者返回香港後同下屆參加者分享經歷、所得、挑戰等。部分參加

者作為學生導師，加入下一年團隊，帶領新成員完成該課程相關活動、體驗及學習。

二、本研究的參加者

本研究採目的性抽樣 (purposeful sampling)，最大差異抽樣策略 (maximum var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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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具有多樣背景的參加者，以期研究結果最大限度地覆蓋該課程的不同情況。這包括

參加者在性別、主修專業、學年、參加角色（學生導師或成員）、服務所在國家、服務時

長（二星期或四星期）等方面呈現差異。研究者首先聯繫學生事務處負責老師，請他們

根據以上背景推薦參加者。研究者隨後通過電郵邀請被推薦者參加訪問，大學生屬自願

參加，每一位有意願的參加者簽署研究同意書，並完成一小時左右的個人訪問。完成訪

問後，研究者繼續採用滾雪球取樣 (snowball sampling) (Noy, �00�)，請參加者推薦相熟的

同學參加此研究。最終 �� 位大學生接受了研究者的訪問，他們修讀不同專業（中文、英

文、環境研究、常識教育、數學），學年（大學二、三、四年級），曾前往不同國家進行服

務（孟加拉、柬埔寨、印度、斯里蘭卡、泰國、越南、尼泊爾、蒙古），服務時長二星期

至四星期，七位擔任學生導師角色 (mentor)，八位為學生成員 (mentee)。每一位學生導師

都曾參加兩次該課程（分別作為成員、作為導師），我們在訪問中分別對其兩次經歷進行

訪問，最後共記錄 �� 位同學 �� 項海外服務研習經歷。學生成員參加是項研習活動的時間

為 �0��-�0�� 學年，學生導師參加兩次研習活動的時間分別為 �0��-�0�� 及 �0��-�0�� 學

年。有關本研究參加者的詳細信息請參閱表 �.

表 1. 參加者基本信息

匿名 性別 年級 主修專業 身份 地點 時間

Alan 男 � 教育信息技術應用 成員 尼泊爾 二星期

Betty 女 � 英語語言 成員 柬埔寨 二星期

Carl 男 � 中文教育 成員 柬埔寨 + 越南 四星期

Debby 女 � 中文教育 成員 泰國 二星期

Emma 女 � 英文教育 成員 孟加拉 二星期

Frank 男 � 心理學
成員

導師

孟加拉

尼泊爾

二星期

二星期

George 男 � 英語教育
成員

導師

柬埔寨

印度

二星期

二星期

Hank 男 � 中文教育
成員

導師

孟加拉 + 尼泊爾

柬埔寨 + 越南

四星期

四星期

Ivy 女 � 通識教育
成員

導師

柬埔寨

柬埔寨 + 越南

二星期

四星期

Jack 男 � 英語語言
成員

導師

孟加拉

蒙古

二星期

四星期

Kathy 女 � 通識教育
成員

導師

孟加拉 + 尼泊爾

印度

四星期

二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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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性別 年級 主修專業 身份 地點 時間

Lewis 男 � 中文教育 成員 斯里蘭卡 二星期

Mandy 女 � 通識教育 成員 柬埔寨 + 越南 四星期

Nathan 男 � 心理學 成員 孟加拉 二星期

Olivia 女 � 中文教育
成員

導師

孟加拉

柬埔寨

二星期

二星期

三、資料搜集方法

本研究主要透過半結構訪談搜集資料，以了解是項海外服務研習對參加者在跨文化能

力方面的影響。通過個別訪談，研究者可以了解被訪者經歷海外服務研習的細節，深入探

究不同因素與參加者感知的學習結果有何關係。訪談首先從參加者經歷的海外服務研習活

動開始，邀請被訪者簡要介紹其經歷，之後研究者逐漸將問題聚焦參加是項活動有何受益

之處（文化差異的認識、應對文化差異的態度與敏感度、跨文化互動中的行為方式），該

課程中的哪些因素（個人層面、服務方案的設計與實施、服務所在國家的特點）有助獲得

所述的結果。例如，與認識文化差異相關的訪談問題包括：

（一） 在參加是次海外服務研習課程的過程中，你是否觀察到一些與香港不同的地方？如

果有，是哪些？你如何理解這些現象的含義？

（二）你認為是次海外服務研習課程的哪些方面幫助你認識這些文化現象的含義？

（三）你認為你個人的哪些特點幫助你獲得上述認識？

（四）你認為你所前往國家的特點多大程度有助你獲得上述文化差異的理解？

每一個問題之下，研究者都根據參加者的回應，使用探究性問題「 probing question」

就個人因素（以往服務活動經歷、以往不同文化生活經歷、修讀課程、家庭影響、個人興

趣與個性等）、該課程的細節（培訓與籌備、實施、成員角色、反思、服務時長等）、服務

研習國家的特點（自然、物質、社會、價值觀等）作出追問。類似的訪談問題運用於情意

與行為維度。

四、資料分析

訪談以廣東話進行，錄音筆記錄，研究者在訪談結束後將錄音轉為文字（第一步將

錄音直接轉錄為廣東話口語文字，第二步將廣東話口語文字轉為書面語文字），然後對

�� 份訪談資料 �� 項海外服務研習經歷給與標籤。研究者根據參加者姓名拼音排序，將

訪談資料整理為 �-�� 份，並為每一位參加者賦予英文化名 (pseudonym)，英文名首字母

順序對應 �-�� 序號（即 Alan 代表第 � 份資料），參加者性別與英文名顯示的性別保持一

表 1. 參加者基本信息（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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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由於學生導師報告兩項海外服務研習，對於學生導師，其英文名後加數字「�」和

「�」，「�」代表參加者作為學生成員的訪談資料，「�」代表參加者作為學生導師的訪談資

料，由此區分出 �� 項服務研究經歷。研究者繼而標識出每一份資料的基本信息，包括性

別、學年、主修專業。

本文研究者首先隨機挑選了五份訪談資料進行初步分析。根據學生報告的學習結果

及其影響因素，研究者首先根據跨文化能力的三個維度建立初步分析架構，架構包括

（一）學生在認識文化差異方面的結果及相應因素，（二）在跨文化態度和敏感度方面的結

果及相應因素，（三）在跨文化行為方面的結果及相應因素。接下來，研究者根據參加者

講述的經歷和結果，在每一維度歸納出第二級編碼，如認知維度呈現表層學習、深層學

習、自我反思學習，情意維度出現認同文化差異與態度轉向負面，行為維度顯示生活方

面與人際互動方面的行為適應。第二級編碼還包括，參加者針對每一類結果所述之影響

因素屬於哪一 / 哪些層面（服務國家、服務方案、個人層面）。第三級編碼是對以上第二

級編碼的細項給與符號，如深層學習中的社會規範、教育制度等，服務方案中的反思等。

在初步的分析架構形成後，另一位服務研習領域的研究者受邀對訪談資料及編碼系統進

行閱讀，兩位研究者就編碼的不同意見進行討論，直至達成共識。本文研究者根據討論

修訂後的分析架構，對其餘 �� 份訪談資料進行獨立編碼，完成所有編碼後，再由受邀研

究者閱讀及確認編碼結果。

研究者完成對 �� 人次海外服務研習經歷的分析後，接下來對所有服務研習經歷進行

比較分析 (comparative analysis)，不斷對分析架構加以完善，直至沒有新的類別出現。在

確定編碼結構後，研究者根據參加者的不同背景特征，如性別、主修課程、服務所在國家

的特征、服務時長、參與者角色等分成不同群組進行比較，以觀察是否根據背景特征的不

同，參與者在報告個人所得及影響因素時會呈現特定模式 (pattern)。根據學生背景特征進

行的比較分析顯示，學生導師 (mentor) 和學生成員 (mentee) 對跨文化現象的認知和行為

策略有差異，其他背景特征並未顯示明顯差異。以下將詳細介紹本研究的發現，下文在引

述文字前介紹有關受訪者的基本背景信息，引述資料後提供受訪者的英文化名。

肆、研究結果

一、認知維度的跨文化學習

在跨文化學習的認知維度，已有研究大多報告整體學習結果（例如 McMullen & Penn, 

�0��），本研究則進一步發現三種類型的學習結果：表層學習、深層學習、自我反思學習。

表層學習和深層學習之分最初由 Marton 與 Säljö (����a，����b) 提出，Biggs 在其學習模

式中對此加以延伸。Biggs 與 Tang (�00�) 將表層學習定義為學生僅為了達到最低要求而

採取的學習方式，包括投入低層次認知，著重記憶而非理解，簡單羅列要點，依賴他人解

釋而非自己尋根問底；深層學習則是學生投入有意義的學習中，使用高層次認知策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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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習任務，試圖理解知識的全貌和知識點之間的關聯。反思學習則是學習者在檢視和探

究議題的過程中，對自我產生新的理解，建構新的意義，從而形成新的視角來觀察事物

(Boyd & Fales，����)。

在海外服務研習的脈絡下，此三類學習呈現出與海外服務研習相關的具體特征。本

研究涉及的海外服務研習國家主要為東南亞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水

平與香港有明顯差距，學生沉浸其中可直觀地獲得有關異域文化的信息和認識，我們將

此種對可見的文化現象之認識定義為表層學習。當參加者較多與當地人互動，並較多主

動思考文化差異背後的含義時，他們會報告出有關服務國家社會規範、社會制度，並從

宗教和歷史的角度解讀其原因，我們將此種對不可見的文化特點之理解界定為深層學習。

個別學生不僅將著重點放在兩個文化之間的異同上，而是著重當地價值觀和態度與自我

的比較，反思自我的文化價值觀，我們稱之為自我反思學習。以下詳細解釋三種類型的

學習及影響因素。

（一）表層學習

本研究報告的表層學習體現在，學習者能夠通過觀察了解另一個文化的特點，如文化

象征符號、飲食方式、居住環境、服飾、環境特點、人際交往的儀式、可見的宗教活動、

社會貧富狀況等。�� 位參加者在 �� 項海外服務研習經歷中都報告了有關服務所在國家可

見的文化特征，並解釋他們是通過以下途徑認識這些特點：�. 服務所在國家與香港之間

存在明顯差異，在日常觀察中易於分辨和接收到這些信息（�� 人次報告）；�. 通過與當地

義工交流（六人次），家訪（五人次），與當地服務接受者 (service recipients) 溝通（二人

次），�. 出發前的培訓（三人次），�. 經歷文化衝突（三人次），�. 願意嘗試當地人的生活

方式（三人次）。具體如下：

�� 位被訪者在 �� 人次的服務經歷中都提到了服務活動所在國家與香港之間存在直接

可見的差異，這主要體現在日常生活方式上。當參加者感知到服務所在國家與香港的差異

較大時，如物質環境、生活方式、社會習俗方面的差異，他們傾向報告更為豐富的有關文

化差異的信息，例如參加印度、柬埔寨行程的參加者報告較豐富的文化差異；前往泰國、

越南、蒙古的參加者則報告較少有關該國文化的認知。

認識服務所在國家文化的第二個主要來源是與當地人溝通與互動，這主要通過以下

三種方式進行：�. 家訪，�. 與接受服務者之間的互動，�. 與本地義工之間的交流。六位參

加者報告，家訪是一項有組織的文化活動，有助理解當地人的真實生活狀況。在家訪過

程中，參加者可以與當地人進行直接交流（有時通過義工翻譯），看到當地人更細微的生

活細節。與服務接受者之間的互動（與學校教師、學生、村民等）同樣提供了機會去觀

察當地的學校教育、物質生產活動、居民的日常行為方式。每一個團隊都會有至少一位協

作機構的義工全程提供協助，當地義工由於英文水平較好，可較多機會向參加者解釋當地

風俗，彼此交換意見和信息。此外，出發前的培訓雖有助參加者形成對服務所在國家的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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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一些參加者到達當地後仍會經歷文化衝突，經歷衝突也成為他們認識當地生活與風俗

的方式，例如一位男生 Nathan 大二時前往孟加拉，他在訪問中提到，

我去到當地的時候，一開始沒有意識到自己說的話冒犯了他們。如果我前往孟

加拉之前，對他們日常語言了解多一些，我想我會更清楚如何表達，以顯示自

己對他們是尊重的。(Nathan)

（二）深層學習

本研究報告的深層學習體現在，參加者能夠對那些可見的文化現象進行解讀，闡釋當

地人日常行為規範的意義及其不可見的價值觀念。例如，人際關係的規則，性別不平等，

社會等級，宗教如何與當地經濟教育發展相結合等。在本研究報告的 �� 人次的服務經歷

中，�� 人在 �� 項服務研習經歷中報告了他們如何深入探究和理解服務當地的社會規範與

價值觀念。

當我們比較那些報告深層學習與僅報告表層學習的參加者時，發現這 �� 位參加者均

展現出外向的性格特點，聲稱自己對異域文化有強烈的好奇心，他們很想知道文化表象背

後的深層含義，也有興趣探究當地歷史與社會中的哪些因素帶來這樣的結果，例如宗教、

政治制度、經濟制度。這些同學會主動與當地人士溝通、詢問、並思考那些不可見的制度

與觀念因素，個別同學還會繼續查找資料，去文獻中尋找答案。可以看出，在一項學生事

務處組織的學生發展活動中，教師（本研究中，學生事務處的同事擔任導師角色）的角色

是輔助學生完成獨立的學習與活動，缺乏系統教授與跨文化有關的理論知識，學生多大程

度獲得深度學習就與個人特點更相關。前往斯里蘭卡的 Lewis 講述了他的思考歷程，

在斯裏蘭卡時，我在寺廟裏面都有跟一些僧侶交流，那時才知道，原來斯裏蘭

卡教育和我想象中不同。很多家庭都非常貧窮，他們很需要讓小朋友去寺廟裏

面住，因為這樣才養活得了他們的小朋友。……後來再問深入一些的時候就發

現，原來當地人進去做僧侶，政府是會有補貼的，寺廟都有一套很完善的教育

制度。例如教英文會將它分級，初級，中級，高級……我才知道，原來他們的

教育好像沒那麼落後，他們的寺廟也不是我們單純看的宗教……我問那些小僧

侶將來畢業可以做些什麼工作呢？發覺原來他們大了之後，真的會有人從事律

師，醫生這些職業……斯裏蘭卡的那次旅行看到發展中國家和我們的差別，他

們不單止是生活水平的差別，是整個價值觀，態度，他們的生活方式，所有東

西都是和我們截然不同。(Lewis)

（三）自我反思學習

本研究報告的自我反思學習體現在，個別參加者置身於海外服務研習的活動時，有

機會與當地人在日常生活與工作方面進行協作，這些經歷令參加者反觀自己所屬的文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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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對自己曾深信不疑的觀念提出質疑。例如，兩位在柬埔寨進行義教的參加者提到，他

們與學生和教師相處過程中，看到當地小朋友如何珍惜自己的學習機會，在處理學習任務

中如何表現出堅韌的品格；此外，當地學校雖然物質條件缺乏，但溫暖的師生關係令參加

者印象深刻，這令他們反觀香港的教育環境太過於注重競爭和學習成績，缺少了真摯的關

愛氛圍。七位前往尼泊爾和柬埔寨的同學還進一步提到，兩地日常教育顯現的差異，令他

們反思自己曾經認可的價值觀，如競爭、高人一等、獲得優異成績作為學習主要目標是否

正確。這七位參加者都表示十分欣賞當地人面對艱苦生活時的正面態度，人格保持簡單質

樸的模樣。香港雖然物質生活富足，但過度競爭的環境讓人難以追尋簡單和真摯的快樂。

這樣的反差令七位參加者思考快樂的意義以及什麼是更值得追尋的。Betty 曾於大三前往

柬埔寨，訪談中她提到，

儘管柬埔寨在經濟方面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但柬埔寨人對生活的態度十分積

極，他們簡單樸實，這與香港人有很大不同，在香港生活，時常感受到競爭的

壓力和焦慮。 (Betty)

二、情意維度的跨文化學習

大部分參加者（即 �� 位參加者報告的 �� 項海外服務研習經歷中），提到他們對於文

化差異的態度與敏感度時，表示他們參加海外服務研習前後並沒有大的改變。參加前，他

們已經意識到不同文化有各自的歷史與價值，應當以平等的態度對待。另外四位來自同一

服務團隊的參加者，他們前往越南進行服務時，遇到了與當地合作機構的衝突，這項不愉

快經歷令四位同學對越南的整體態度及評價轉向負面。出發前，他們報告自己持有文化相

對主義的觀點，但作為局中人，經歷了文化衝突且衝突未能得到妥善解決的情況下，他們

對待越南的態度和評價也轉為負面，呈現文化我族中心 (ethnocentrism) 的立場，即認為越

南文明程度低，香港平等民主的環境更具優勢。他們較難再從文化相對主義的角度去解釋

遭遇衝突的原因是什麼。

（一）保持文化相對主義的態度

文化相對主義承認每種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個部分，各有其歷史與存在價值 (Bennett, 

����)。大部分參加者，即 �� 位參加者報告的 �� 項海外服務研習經歷，提到他們對於文

化差異的態度與敏感度，在參加海外服務研習前後並沒有大的改變。這些參加者明確表示

在參加是次活動前，自己已經認識到尊重不同文化的重要性，在一個不同文化中生活和經

歷，應當尊重當地的風俗、生活習慣、當地人的文化觀點。雖然一些服務國家在日常媒體

報道中有不少負面信息，例如有關印度的安全問題，但當參加者持有開放和謹慎態度，他

們會通過自己的經歷重新審視以往從新聞媒體中獲得的信息。例如，一位大三時前往印度

的女生提到，

在前往印度之前，我所聽到的關於這個國家的信息都是負面的。然而我自己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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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看看究竟如何……我在印度所見所聞卻並非如是，一些正面的體驗讓我對印

度有所改觀，至少對我服務活動所在地區的人們改觀，他們展現出快樂、簡

單、友好，而不是媒體中那些讓人感到危險的面孔。(Kathy-�)

當這些參加者被問及，他們是如何獲得這些有關文化差異的觀念與立場，他們提到以

下來源：中學和大學期間修讀有關跨文化議題和多元文化議題的課程；家庭中一以貫之的

觀念；過去的服務學習經驗讓他們認識到，即使在同一社會不同群體也存在亞文化；居住

地曾發生很大改變；曾經歷過艱苦的生活。可以說，本研究的參加者屬於自我選擇 (self-

selection)，他們在加入是次海外服務研習活動前，已經具備了適當的跨文化態度與敏感度。

此外，在這 �� 位參加者中，六位還提及他們的服務研習活動只有二至四個星期，這個時

長並不足以改變他們看待文化差異的態度和觀念。

儘管如此，其中四人在到達服務所在國家的首兩三日，仍經歷了不同程度的文化震驚

(cultural shock)，這些經歷激發出負面情緒，例如焦慮和恐懼。不過，伴隨本地義工對衝

突狀況的解釋和從中協調，以及參加者以積極的態度去尋求應對 (Pedersen, ����)，他們

的不適情緒很快消除。例如，一些參加者嘗試去探尋衝突背後的原因，或將精力集中在具

體的服務活動上，或嘗試發現當地其他正面的事物等。

去柬埔寨之前，我知道要睡在地下，許多人只有一個房間、一個洗手間。但去

到第一日，沒有預料到周圍都是蚊，你吃飯的碗里總是有三、四隻蒼蠅（纏

著），每一碟菜都有好多昆蟲，睡覺的時候，蚊帳里有只蟋蟀跳來跳去，還跳

在我身上，我本身很害怕昆蟲，所以我覺得好大打擊。…但是（去到柬埔寨）

第二日見到小朋友，他們做什麼呢？他們很開心地追逐打鬧，見到小朋友們在

那裡追逐、玩得好開心，我會發現自己看柬埔寨各方面都不同了。我讓自己不

去看它（柬埔寨）不好的一面，而是看那些好的地方…我就發覺這種想象，不

只是會讓自己開心，還可以令自己願意再去看多點、學多點，會認識到更多不

同文化的東西。(Olivia-�)

再如，兩位前往孟加拉的同學提到，他們剛剛到達當地一個村落，行走在街道上，很

多當地人立刻將他們圍觀，且保持較近的身體距離。兩位同學表示對此感到恐懼。在香

港，人們通常保持一定距離，亦不會長時間盯著陌生人，這被認為是不禮貌的、冒犯他人

的行為。當地義工很快向香港同學解釋這是當地人對外來人士表示好奇，並無惡意。兩

位同學接下來和其他同學商議了外出時應當留意的地方，例如小組結伴出行而不是單獨外

出，與當地義工一同出行，留意外出的時間等。

（二）文化相對主義轉變為文化我族中心

文化我族中心是將個體所屬的文化當作中心，其他文化相比次之或無差異 (Benn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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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越南服務團隊的參加者在前往越南時，與當地合作機構發生衝突，這項不愉

快經歷令四位同學對越南的整體態度及評價轉向負面。

這個團隊的同學到達服務地點後遇到了一系列挑戰：當地協作機構為他們提供的居住

條件十分簡陋；到達當地不久，幾位隊員便出現發燒等症狀；當他們向當地機構提出改善

住宿地點的訴求時遭到拒絕；然而團隊成員卻發現同期參加服務活動的一個國際團隊（來

自澳洲）獲得了較好的待遇。他們幾番嘗試溝通無果，鑒於隊員生病狀況無改善，團隊氣

氛持續轉差，最後學生導師在請教學生事務處老師的意見後，提早離開了服務地點。在訪

問中，每一位參加者都表示，他們的勞動在是次服務活動中沒有被尊重；與機構協商的過

程讓他們感覺雙方不是在平等對話，而是被當作當地權力系統中的一名下屬；當地機構負

責人對合理訴求的漠然態度激怒了這一團隊的香港同學。

參加訪問的四位成員中，兩位是學生導師，另兩位是首次參加海外服務研習活動的學

生成員。學生導師與學生成員在回顧及評論是次事件上，存在一定差異。兩位學生導師在

是次事件中，嘗試在團隊成員與當地機構之間進行溝通，訪談中他們較多理解雙方的不同

立場與態度，一位導師在返回香港後冷靜反思是次事件中的衝突所在，解釋是次衝突由權

力關係的差異引起：香港更注重平等的關係，而越南方面更多表現出權威態度。然而，兩

位學生成員在訪談時仍無法改變他們對越南當地機構的負面態度，也無法從文化差異的角

度解讀是次衝突的原因。

在越南的時候，不管我們做什麼，都感覺當地人好冷漠，或者對人一種好功利

的態度，（我們）很難和當地人建立一種信任，這也令到我們遇到不應該有的

待遇。(Mandy)

這一事件顯示在服務期間產生的文化衝突，如果沒有得到妥善化解，會激發參加者強

烈的負面情緒，以及產生對其文化的負面態度。

三、行為維度的跨文化學習

行為維度的跨文化能力體現在不同文化人士溝通和相處時表現出恰當的行為。在行為

方面，參加者在訪問中表示，他們出發前已充分意識到，自己將在服務國家經歷一段艱苦

的生活，屆時需要在日常生活上對自己行為作出調整。本研究發現，參加者在行為維度的

學習表現為兩個方面：適應當地生活方式，適應當地人際互動方式。前者相對容易應對，

後者則因不同條件而顯差異。�� 位參加者報告的 �� 次服務經歷中，所有人都提到他們在

到達服務地點後，需要一定時間適應和在行為上做出調節。大多數參加者表示較容易應對

日常艱苦的生活，這是由於幾個因素：行前準備充分，當地協作機構及義工的協助，在當

地停留時間較短，或參加者以積極態度應對。一些參加者表示，他們參加一些活動時，有

時被要求做出與個人價值觀念有衝突的行為，這令他們與當地人的互動出現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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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較易適應日常生活的挑戰

九位參加者報告的 �� 項海外服務研習中，參加者表示適應當地生活並不困難。這幾

位同學呈現出以下共同之處：�. 他們對於接受一段時間的艱苦生活持積極態度；�. 從香港

啟程前，他們已經獲得了有關服務所在國家較為詳細的信息。對於學生導師來說，由於之

前已有類似經歷，生活和行為適應不算困難，除了上文提及的前往越南的團隊中的學生導

師。

這九位同學提到，出發前他們通過多種渠道獲得服務所在地的信息：前人分享、團隊

自己組織的培訓活動、自己查找資料。由於已知可能遇到的挑戰，所以他們在出發前已經

做出相應準備，例如攜帶手紙前往印度。此外，三位加入柬埔寨團隊的參加者指出，當地

人友善的態度與及時的支持對他們快速適應當地生活十分有幫助。那些已有海外經驗、曾

在貧苦地區生活的同學也都表示服務地點的物質環境對他們並不構成挑戰，他們知道如何

克服這些困難，同時也展現出樂觀態度，願意將精力轉移到服務活動上。例如，前往印度

的兩位參加者提及當地人用手吃飯的場景，他們很樂意嘗試當地人的方式，不過也自帶好

了餐具以應對。兩至四星期的行程，也令這幾位參加者減緩適應的壓力，可使用一些臨時

策略應對。

我們在當地每一餐吃的都是咖哩 , 餐餐都是咖哩，我都盡量接受 , 不過吃到後

期 , 肚子已經開始不舒服，有的組員會肚痛，所以飲食方面都比較難接受的。

（幸好）我們一早已經知道會如此，隨身帶了清熱的沖劑飲品去調劑下 , 兩個

星期就還好。(Emma)

儘管這九位同學表示他們很快已經適應當地生活，三位同學告訴研究者，他們認為某

種程度那並不是自己的適應力強，而是當地機構有意識地根據以往接待香港學生的經驗，

對各項安排做了調節。例如：一位參加者被安排居住在當地青年旅社而不是當地人家庭。

兩位參加者告知，負責煮飯的當地人已經熟知香港同學的偏好，為他們提供的食物也非原

汁原味。其中一位同學對此表示不滿，Alan 原本期待在尼泊爾經歷一段艱苦生活，了解

當地真實面貌，然而，當地機構安排他們談訪當地的富裕家庭，住在設施良好的營舍，有

瓶裝水供引用，每日可沖涼，這些都不能體現當地真實的生活與文化，他也無從了解當地

文化的真實狀況。

去之前我們考慮當地可能沒有乾淨的引用水 , 但實際是有的 , 是當地的義工買

了蒸餾水給我們。…是不是真的體驗到當地生活，我覺得不是，比如安排我們

去當地人家裡住一晚，去之前沒有想過那戶人家有電腦可以上網 , 有沖涼，這

完全超出我們預期。我們看到周圍有一些貧窮些的家庭，但沒有安排我們去體

驗…說真的，我是想去體驗當地的生活，但實際卻不是我期望的。(A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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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較難適應挑戰個人價值觀念的人際互動行為

五位參加者表示他們在生活適應和參與某些活動時存在較大困難。例如，在遊戲活動

中被要求吃掉一些昆蟲，與異性有身體接觸的活動等。由於這些行為與活動與香港學生的

價值觀有很大衝突，所以這些同學都試圖在避免衝突的情況下，保持自己的行為方式。一

位大二時參加泰國團隊的女生提到，

我們在文化交流日的時候，玩一個遊戲，輸的一方需要吃一種蟲子，我當時覺得很惡

心，一點都不想玩那個遊戲。我能夠理解為什麼他們會有這些活動，為什麼他們接受這些

食物，但我個人實在無法接受…. 所以我當時想辦法不參加那個遊戲。(Debby)

伍、討論

本研究探究 �� 位大學生在 �� 個海外服務學習團隊中的跨文化學習經驗，重點考察

不同層面的因素（個人、服務方案、服務國家特點）如何對大學生認知、情意、行為維

度的跨文化能力產生作用。本研究印證了海外服務研習對學生理解多元文化具積極作用

(Foster, et al., �0��)，且各層面因素對三個維度跨文化能力提升具有不同影響。以下結合

文獻對研究結果進行討論。

一、認知維度的結果及影響因素

在認知維度，參加者在跨文化學習中呈現出表層學習、深層學習、自我反思學習

三種類型。表層學習是參加者觀察到那些可見的自然環境、社會環境、當地人行為與習

俗，深層學習則是對不可見的社會規範、制度、觀念、期待、信仰等的理解。表層與深

層之區分，與文化研究中對文化層次的界定有一致之處，如 Satir 的冰山比喻（ Iceberg 

Metaphor，Satir 等，����），表層學習類似冰山浮出海面的可見行為，深層學習類似冰山

在海面之下不可見的應對方式、感受、觀點、期待、渴望、對自我的界定等。然而，在

這兩者之外，本研究發現，在海外服務研習中，一些大學生較易激發自我反思學習。自

我反思學習是以海外服務研習中的文化經驗作為對照，反觀個人已有的經驗、觀念、及

其生成過程，重新解釋其含義。這類似 Mezirow (����) 提出的轉化型學習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影響因素方面，本研究顯示，國家和地區差異對表層學習的影響明顯。服務活動

所在國家與香港的差異越大，學生對文化差異的認識也越多，這與以往研究是吻合的

(Krishnan, et al.,�0��)。雖然本研究中的差異是學生主觀感知的差異，但可以看出，與香

港地理位置較近，較多華人居住和旅行的國家和城市，學生報告的文化差異現象以及收穫

較少，如泰國、越南；與香港自然與社會環境差異較大，較少華人居住和旅行的國家及城

市，學生受到文化衝擊較大，訪問中提及的文化差異及個人收穫較多，如印度、尼泊爾、

斯里蘭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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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務方案層面，學生在海外服務研習中參加兩種類型的活動：文化為本的活動

（ culture-based activities，如家訪、文化交流日、與本地人交流和溝通）與服務為本的活

動（ service-based activities，如義教、體力工作等）。本研究對已有研究做出印證：文化

為本的活動為學生提供密集的文化交流，這有利學生認識不同文化的特點，尤其是可見

文化的特點 (Jones, et al., �0��）；同觀察相比，與本地人的語言交流和溝通可加深參加者

對可見文化含義的理解 (Brandell, �0��; Devereux, �00�; Lough, �0��)。服務為本的活動中，

當服務活動涉及人際交流，例如教授當地小朋友英文，部分參加者報告他們從中理解當地

人的社會規範。

學生在多大程度對不同文化顯示出深入探究的興趣與結果，報告深層學習的結果（例

如：理解不可見的社會制度與文化價值觀念，或解讀文化現象背後的含義），則根據學生

特點而顯示出差異。本研究報告深度學習的參加者體現出以下共同特點：他們對異文化充

滿好奇心，外向的性格願意主動與人溝通，個人積極思考文化議題。這些學生強調他們十

分投入與當地人的溝通，也享受每天反思寫作的時間，這些方式幫助他們將那些日間體驗

中獲得的信息轉化為具體的知識。

以往有關研究指出反思對學生學習具重要性。服務研習作為體驗式學習的一種，不少

學者根據體驗式學習理論，如 Kolb (�0��) 的四階段循環模式，解讀服務研習過程，提出

反思是將具體經驗轉化為知識的重要因素 (Mitchell, et al., �0��)。在本研究報告的個案中，

參加者在海外服務研習期間需要每日記錄自己的反思，並參加每日反思與檢討會議。然

而，學生事務處對反思的內容並無提供一個指引框架，引導學生反思的具體方向。此外，

此活動由學生主導實施過程，學生在日常反思會議和反思寫作中，較多針對日間所見所聞

所感，反思的焦點則根據各組同學的具體經歷產生差別。有些強調跨文化理解，有些著重

服務活動的組織與實施，有些注重分工的方式。再加上反思日誌的質量不會計入評分，參

加者在訪問中坦言，他們以多樣態度與策略加以應對，只有那些報告深層學習的同學才詳

細說明，他們如何自覺地將個人對文化差異的觀察融入反思寫作中。這一發現顯示，僅有

反思這一要求並不能促使學生達成預期學習和成長，在反思活動的引導上，需要給學生提

供具體的方向和要點。Lough (�0��) 的研究也指出，有指導的反思活動方可幫助學生理解

那些不可見的社會文化與圖景。

自我反思學習方面，本研究顯示，國家和地區差異對自我反思學習的影響亦不俗，差

異越大，學生越容易以觀察所見為鏡，感知這些現象與自我經歷的差異，從而進一步檢討

自己的成長過程。本研究中報告的自我反思學習，體現在對生活態度、人際關係、學習態

度的思考，是對香港物質文明的反思。不過，那些報告自我反思學習的參加者同時展現出

善於自省的特點，也顯示自我反思學習與個人特質有關。

二、情意維度的結果及影響因素

在情意維度，大部分參加者對於文化差異的態度與敏感度並未改變，屬於 Be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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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跨文化敏感度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的第四階段——接受差異 (Acceptance)。

Bennet 解釋「接受差異」是文化相對主義的態度，即每一種文化是歷史發展而來的結果，

人們用理解的態度去看待其他文化中的信仰、價值觀、習俗和實踐方式，認可不同文化存

在差異，而不是帶著文化優越感和批判的眼光評論孰是孰非。本研究大部分參加者聲稱，

在參加此次活動前，他們對文化差異的態度已經基本形成，是次活動並沒有顯著改變。也

就是說，參加這一項目的同學已進行自我選擇，在面試和篩選過程中，具備文化相對主

義觀點的同學也有更大機會被選中參加是次活動，這與以往同類研究的發現相近 (Prieto-

Flores, et al., �0��)。然而，從研究選樣的角度看，本研究卻未能揭示是次探討的案例多大

程度能夠提升學生的跨文化態度與敏感度。未來研究在選樣時，需考慮學生在參加海外服

務研習活動前的差異性，以確定海外服務研習活動本身的效能與作用。

本研究顯示，一組參加者由於在服務活動初期遭遇文化衝突且衝突未能及時消除，他

們由此對服務所在國家激起負面評價，並呈現出第二階段「 Defense」的特點，屬於文化

我族中心的階段。以往研究較多報告海外服務研習的正面結果（例如 McMullen & Penn, 

�0��）或量化研究顯示參加者的整體狀況（例如 Borden, �00�; Foster, et al., �0��），對於

參加者的負面經驗了解較少。本研究顯示，當大學生經歷文化衝擊而無法及時消除其負面

作用時，他們在表達個人態度時會明確區分「我們」與「他們」，且表示出自身所屬文化

的優越，而不是嘗試解釋為何如此。這顯示，在課程的籌備階段以及大學生身處海外時，

需要充分認識如何理解及應對可能出現的文化衝突，當大學生以「參與者」而不是「旁觀

者」介入，也即成為「局內人」時，他們應如何應對和調節。從此點來看，本文研究的案

例課程在規劃和培訓方面可再改進。

三、行為維度的結果及影響因素

在行為維度，大部分參加者雖於服務旅程初期經歷了不同類型和強度的文化衝突，需

要較多精力調節和適應新的生活環境，但他們仍表示適應當地生活環境不算困難。本研究

發現個人層面和服務方案層面的因素對此影響較大。個人層面，參加者表示他們願意體驗

新的生活方式，一些參加者過去曾經歷艱苦生活，服務所在地的環境對他們而言並不困

難，其中的學生導師已有過往另一國度的經驗。這與 Wang (�0��) 提到的前備經驗有助參

加者快速適應新環境是一致的。

服務方案的設計和實施層面，本研究確認出發前的培訓活動有助參加者在心理上做出

準備，包括搜集資料和前人分享。此外，以往研究顯示海外服務研習的時間長短對參加者

帶來不同作用 (Engle & Engle, �00�; Lough, �0��; Pitner, �00�)。本文案例包含的海外服務

研習包括二至四周的安排，但訪談結果並未顯示不同時長的影響，如參加四星期海外研習

的參加者並未報告更豐富的收穫。相反，參加者對服務時間長短的感受因應不同因素而有

差異。例如，前往蒙古的參加者在分享有關海外服務研習時間的感受時，認為如果從服務

活動本身（以農業勞動為主）以及停留地點（只在一個鄉村）來看，他們能夠觀察到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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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現象十分有限，四星期的安排過長；但由於當地人對華人（參加者）的敵視態度隨時間

而消融，他們認為四星期的時間反而過短，還無法同當地人發展更為融洽的人際關係，消

除當地人對香港學生的刻板印象。這顯示，如果認識環境與文化現象，兩個星期的時間已

足夠；如果認識不可見的觀念、價值，改變對某些人或事務的觀點，四個星期的時間未

顯充足。本研究顯示，以往研究甚少區分不同時長對不同維度學習之影響，未來需研究服

務時長對生活適應及人際互動適應有何不同影響，這會涉及安排不同類型活動的時機，例

如：活動初期以生活適應為主，活動中後期以人際互動的活動為主。

此外，本研究發現當地協作組織及義工的角色十分重要。當地機構及義工作為「守門

人」(gatekeeper)，負責具體的生活及活動的安排，這在某種程度決定了香港學生在生活和

人際互動方面獲得怎樣的具體經驗，以及在學生遇到困難時能否及時給與援手。例如，前

往什麼樣的家庭進行訪問，住在怎樣的處所，完成哪些服務活動等。大學與服務所在國家

/ 機構發展良好的協作關係對海外服務學習有重要作用，這一點在有關服務研習的研究中

已有探討 (Maurasse，�00�)。一項學生主導的服務研習項目，儘管極大推動學生的動機和

主動性去設計及完成各項學習任務 (Levesque-Bristol & Stanek，�00�), 但機構與機構之間

的協作，學生與當地義工之間的溝通仍需要具備一定條件才能獲得滿意的合作與學習，這

包括共同目標、良好溝通、彼此投入人力物力資源，衝突處理等 (Bringle, et al.,�00�)。

陸、局限、結論與建議

不可否認，本研究存在不少局限。首先，由於本個案探究的海外服務研習課程本身對

參加者進行篩選以及參加者自我選擇，令我們在認識學生跨文化態度的改變上有所局限。

其次，樣本數量上，我們雖然在選樣時十分注重多樣性，如果能夠搜集更全面意見，在

分析資料中加入成員檢查 (member-checking) 的步驟，可進一步提升本研究的信度與效度。

再次，本研究只對一項海外服務研習展開探究，未來可探究不同類型的海外服務研習，以

全面了解海外服務研習的過程及作用。最後，鑒於本研究著重探討海外服務研習項目過程

中的影響因素，質化方法可以幫助我們尋找出更為細緻的因素，這些因素如何激發學生學

習以及如何在不同學生之間產生差異，未來如加入量化方式測量學生跨文化能力，以及使

用前後測方式觀察學生的變化，會更清晰了解海外服務研習的作用。

整體而言，已有研究證實海外服務研習有助大學生提升跨文化能力，本研究通過一

項個案，進一步分解不同層面的因素（個人、方案設計、服務國家特點）對各個維度的跨

文化能力（認知、情意、行為）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這些因素相互交織，令學生的學

習經驗與結果呈現複雜性。在認知維度，參加者在跨文化學習中呈現出表層學習、深層學

習、自我反思學習三種類型。在一項學生主導的海外服務研習中，國家和地區差異對表層

學習及自我反思學習的影響明顯，學生個人特點如開放與主動的態度，對不同文化的好奇

心，與人溝通的意願等，對學生獲取有關深層學習有較大幫助。個人是否善於反思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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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大學生多大程度理解自身所屬文化之形成。在情意維度，大部分大學生保持他們對文

化差異的接受態度，但是，當大學生以「參與者」而不是「旁觀者」介入衝突，也即成

為「局內人」時，他們應對衝突和自我調節的能力仍需改善，否則在面對特定文化時會

採納文化我族中心的立場。在行為維度，參加者經歷了適應當地生活與適應人際互動方

式的過程，相對較短的時間（二至四個星期）也令參加者採取臨時策略應對挑戰，無需

真正改變。行前籌備以及與當地機構之良好合作對大學生適應有所助益。

本研究可為未來發展海外服務研習方案提供建議。這些建議主要針對提升大學生認

知與行為維度的跨文化學習。首先，在選擇海外服務研習地點時，可以嘗試選擇本地大

學生不甚熟悉的國家，或者對學生意見先行調查，了解大學生認識較少或前往意願較強

的國度，這是由於地區差異越大，服務研習對學生學習和成長產生的激勵也越大，越有

機會提升大學生獲得跨文化認知的表層學習。其次，在服務研習活動的設計與實施方面，

大學與服務所在國家的機構合作關係十分重要，當地提供協助的機構與義工會決定大學

生獲得怎樣的經歷。大學應建議合作機構安排較多與當地人互動的機會，有助大學生認

識當地社會面貌，獲得深層學習，以及較易調適自己的行為以快速適應生活的挑戰。再

次，本研究發現，報告深層學習的參加者在日常反思活動中將跨文化學習作為其中一項

主題，鞏固自己對跨文化的認識。這顯示反思對促進學生學習和成長有其重要性，反思

活動僅有完成的要求並不充分，需設計一定的引導問題，帶領學生聚焦於預期學習範疇

的反思上。未來海外服務研習方案可在反思內容的設計上更加聚焦。最後，本研究還發

現展現深層和自我反思學習的參加者顯示出一些相近的特質，他們表現出開放、主動、

協作、反思的態度，未來籌備和實施海外服務研習的活動中，可鼓勵大學生以這些態度

裝備自己投入整個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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