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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中華民國童軍始於 1912 年武昌文華書院，1927 年中國國民黨開辦領導

人員訓練班為童軍服務員訓練之濫觴，先人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於 1959年成

立「國際童子軍極偉訓練營中國分營」，自此我國童軍義務服務員訓練制度

砥定，義務服務觀念在童軍運動中生根茁壯。 

本研究以歷史研究法為主體，分別就課程目標、課程內容二個面向，來

探討中華民國童軍服務員訓練之歷史。除延續既有對童軍歷史研究的成果，

對服務員訓練課程目標的演變及其影響因素、訓練課程內容及實施，皆有所

著墨。 

暨存文件整理、實地觀察、圖像文件說明及深度訪談皆為歷史研究必要

之法，惟書鮮完本，後進孤陋，紛紜聚訟，非借耆老以口述歷史方式難以突

破現境，本研究訪談謝又華、方純青、張瑞松、洪恆明等童軍先進藉以補充

文本之缺乏。 

整理文本所得，將中華民國童軍百年服務員訓練歷史分為播種期、萌芽

期、培植期、茁壯期及轉型期。並從組織發展、訓練課程、童軍教育、特殊

事例四個面向依年代描述研究課題的發展。各類木章訓練課程內容，就所得

文本做差異說明。訓練課程實施情形，按舉行次數、參訓人口及承辦縣市分

布做描述性統計說明。 

本研究發現，長期間推廣政策、大型活動、行政奧援、訓練組員聘任等

變數，對訓練的舉辦成果有所影響。建議應有開放性的課程目標討論、系統

性的課程發展、科學化的需求評估並重視專業人員訓練。對本研究相關議題，

如訓練實施評鑑指標、建構服務績效機制與受訓學員參與動機等，尚無著墨

而待後續研究。 

謹以此文為中華民國童軍義務服務員制度建立五十年為誌並為童軍前輩

的努力致上敬意。 

 

關鍵字：童子軍、義務服務員、國家研習營、木章訓練





 

 

Abstract  
Scouting in Republic of China was founded in 1912. The KMT party held the 

first leader training course in 1927, which is the beginning of training program. The 
international gilwell training team China section was set up in 1959. Since then, 
training program system was formally established and had its influence for the 
growth of Scouting movement in Republic of China.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iscus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leader 
training program in Republic of China, especially on the objectives and the content 
of the training program.  The researcher also discussed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tent 
of training program and its changing factors  

The researcher used various tools to collect publications, photos, and training 
material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leader training 
program. The researchers also interviewed several key leaders who were in charge of 
National Training Team in different phase.  

After reviewing the available Scouting publications and materials, the 
researcher set the development of training program into five phases. The researcher 
outlines the major development for each phase under the headings of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training program, Boy Scout education and special affairs.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tent of the training program was explained by the researcher and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was used to explain the number of training courses, number 
of participants conducted by each local councils. 

The researcher concluded that promotion policy, major event, administration 
support, appointment of leader trainers are the changing factor to the evolution of 
training program. The researcher suggested that open discussion on the training 
objectives, systematic development of training program, training need assessments 
and training program for professional scout leaders are important factors for the 
future plan of the National Training Team. Concerned issues like training program 
evaluation, evaluation of service performance and motivation of trainee are also 
suggested for future studies. 

The researcher would like to pay his respect to all the scout leaders who had 
contributed themselves to Scouting movement on this occasion of the scout leader 
training program was introduced to Republic of China about 50 years ago. 

 
 
Key Words: Boy Scout, Volunteer Scout Leader, National Training Team, 

Wood Badge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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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論  
世界童軍運動，自 1907 年貝登堡先生（Robert Stephenson Smyth 

Baden-powell）帶領二十位少年在英格蘭南方海岸普爾港（Poole harbour）桃山

白浪島（Brownsea island in Dorset）舉辦一連 8天的實驗性露營活動（Hamlyn, 

2006），引起廣泛的討論。加上 1908年出版的童軍警探（Scouting for Boy）一

書對於童軍運動的推廣有甚大的助益，使童軍運動成為廿世紀重要的青少年運

動之一。 

中國童軍運動起源甚早，嚴家麟任職於文華書院，因接觸英美文化甚早於

1912 年（民國元年）即成立第一個童子軍團。歷經民國初創時期、南京定都、

抗日及播遷來台等時期，童軍運動無論在任何時期均有其對當時社會貢獻的特

定意涵。 

吳兆棠博士於 1938 年自德國返國後就主持童軍總會事務，1943 年發起組

織中國童子軍教育學會，並且特別將多年參與童軍運動的經驗與德國教育所得

著《童子軍教育之理論與實際》一書。1939年與教育部合辦童子軍教導人員訓

練班，1959年銜命以「國際極偉園訓練營中國分營」主任身分（聯合報，1959/5/9，

三版），引進木章訓練機制，舉辦第一期木章訓練，建立了中華民國童軍義務

服務員訓練制度，培養許多義務服務員，為中國童軍運動發展奠定了深厚而廣

闊的基礎。 

第  一  節  研究動機  
戴季陶先生說：「童子軍的訓練內容，有十分之七是道德訓練，十分之二

是體育訓練，十分之一是智識訓練」（陶唐，1985）。世界童軍總會稱童子軍

運動是一個「教育性」的運動（Educational movement）（世界童軍總會[世界總

會]，1993，頁 1）。而其主要是為了對青少年有所助益而存在，並且是由成年

人（Adult）來給予青少年引領與支持的青少年活動（世界總會，1992，頁 6）。

童軍運動的推行自然不可忽視成年領袖的角色。 

壹、對童軍服務員訓練歷史有持續研究之必要  
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4年研究生秦穗齡所發表的碩士論文《童子軍

與現代中國青少年訓鍊（1911~1949）》，對中華民國童軍的歷史作一斷代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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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中第四章針對童子軍服務員的訓練不僅針對研究期間的童子軍服務員訓

練制度、機構、重要人事作一詳實紀錄整理，並且對服務員訓練有關的影響因

素作一整理工作，讓閱讀者對當時的中華民國童軍服務員訓練建構了一個全面

的了解。 

1946年以後，中華民國童軍因內戰的關係，不僅童子軍總會多次遷徙，也

因推行方式過於政治化，致於 1950 年 1 月遭童子軍國際辦事處（Boy Scout 

International Bureau）會議議決暫時停止承認我國的會籍（教育部，1974，頁 1624），

這個困境一直到 1953年 8月 8至 13日徐觀餘代表出席在 Vaduz, Liechtenstein

舉行第十四屆童子軍國際會議，始將我國童軍運動爭取重返國際童軍組織（教

育部，1957，頁 1123；徐觀餘，1953）。1959年吳兆棠博士接受國際極偉園任

命為「國際童子軍極偉訓練營中國分營」營主任（教育部教育年鑑編篹委員會[教

育部]，1974，頁 1604-1605），自此中華民國童軍服務員訓練進入了以「木章

訓練」為主體的時代。 

然而對此一階段，相關資料依舊為斷簡殘篇，並無完整記載，身為長年參

與童軍運動的人們實有清楚了解的義務與權利。 

貳、中華民國童軍木章訓練課程更迭未見完整紀錄  
中華民國童軍國家研習營前身，係自 1959年 5月 8日成立之國際極偉訓練

營中國分營，至今已超過半世紀。初始之期，單期訓練天數達九天之久，而新

近為配合工商社會及教育環境的改變，單期受訓天數已改為六日，甚有分梯次

舉行的現象，研究者本身自 1993年擔任中華民國童軍國家研習營訓練組員以來，

即注意此現象之演變。 

中華民國童軍國家研習營為統一訓練目標，不定期發行訓練組員手冊（即

俗稱「天書」），其中對木章訓練及木章基本訓練，教學方法、教學目標有不

同程度的說明，研究者整理既有各年代、各類型訓練手冊，發現各版本均有其

差異，其中差異產生的地方、差異修改的緣由，對研究者而言認有深入研究的

必要。 

參、研討童子軍服務員訓練的新方向  
研究者於 2004 年參加亞太區辦事處於汶萊所舉行的亞太區訓練人員訓練

班（The Course of Leader Trainer, CLT）在其中許多課程，如模組化課程、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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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時間規劃、成人學習理論等，與國內相關課程皆有甚大差異。2007 年 2

月參加在台灣舉行的亞太區第一期羅浮木章訓練（APR Advanced Course for 

Rover Scout Leaders），亦深深感受到課程內容的現代化與教學方法的改變。 

1988 年起草，1990 年第一版完成，1993 年加入性別平等條款，此有關成

人服務員的重要文件《Adult in Scouting》（中文譯為”童軍運動中的服務員”），

將服務員的經營，從以往的訓練工作，延伸到以生命週期（Life circle）為主軸

的人力資源規劃理論。相關手冊、工作表格甚至網路論壇，不僅持續開發中，

甚至都已經可以在網路上參與討論，一個 e 世代的童軍人力資源網絡已成型茁

壯中。 

在此時期，童軍運動中的服務員訓練，以宏觀而言，我們可否透過組織、

政策運作，來建構一個全面性的人力資源規劃；以微觀的角度，我們可否調整

服務員的訓練內容，來滿足一個廿一世紀童軍服務員所需要的技能與智識。研

究者試圖從歷史的角度來為此問題尋求可能的答案。 

第  二  節  研究目的、問題與限制  

壹、研究問題  
歷史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在藉由研究過去所發生的事項，從錯綜複雜的歷史

現象中，發現各現象的因果關係及發展的規律，以便作為瞭解現在和預測未來

的基礎。本研究的重點，擬以發覺以下問題答案為重心。 

1、中華民國童軍服務員訓練的重要歷程。 

(一)中華民國童軍服務員訓練的重大事件發生序列。 

(二)國家研習營創立的動機與當時的政經歷史背景如何？ 

(三)歷任國家研習營幹部對服務員訓練的貢獻。 

2、中華民國童軍木章課程內容如何演變？ 

(一)歷屆國家研習營委員的組成與重要決議。 

(二)中華民國童軍木章訓練課程的重大改變為何？ 

(三)木章訓練課程修訂的機制為何？ 

(四)影響木章訓練課程內容修訂的因素為何？ 

3、影響中華民國童軍服務員訓練課程目標的因素有哪些？ 

(一)中華民國童軍教育政策對童子軍服務員訓練之影響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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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的社會、經濟發展對童子軍服務員訓練之影響為何？ 

(三)世界童軍總會、亞太區辦事處人力資源政策對我國童子軍服務

員訓練之影響如何？  

貳、研究目標 

基於以上研究出發點，本研究擬達成以下目標。 

1、延續現有對童軍運動之相關研究 

(一)接續暨有對童子軍服務員訓練歷史研究 

(二)為中華民國童軍前輩事蹟留下紀錄。 

2、整理中華民國童軍服務員訓練課程的內容演變過程。 

(一)了解國家研習營創立的經過與時代背景 

(二)木章訓練系列課程種類的變化情形。 

(三)中華民國童軍服務員訓練課程內容的演變。 

(四)了解中華民國童軍服務員訓練辦理情形。 

3、探討中華民國童軍服務員訓練課程目標的演變 

(一)探討童軍教育政策與童軍服務員訓練的相互影響。 

(二)探討社會經《濟發展與童軍服務員訓練的相互影響。 

(三)了解世界童軍總會的訓練思潮在我國實踐的成效。 

參、研究範圍與限制  
有關中華民國童軍歷史的研究，在先前以斷代史的研究結果，集中在 1949

年以前包括高一涵（2000）藉由 1927-1937 年的童子軍手冊來探討當時的公民

訓練與社會意識，秦穗齡（2004））以中華民國童軍為中心來探討中國國民黨

對青年的組織與訓練工作，以及中國武昌市王晉麗（2006）專文研究 1912 到

1949年期間的中華民國童軍興衰史，本研究將延續既有研究成果，研究年代將

以 1949年起自 2011年止。 

中國童子軍”首創之者，為美人在武昌所辦之文華大學

[sic]，繼之者英人在上海所辦之華童公學等處。全國群起仿

效，⋯”（吳相湘、劉紹堂，1934，頁 549-550）。 

童軍運動從英國發起，美國為現今參加人數最多的國家，我國童子軍與國

際童軍運動之互動，除英美二國之外吸收的資訊絕大多數來自亞太區（亞洲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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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洲，即原遠東區）。為符合國內童子軍運動的現況，本研究資料蒐整以

英、美及亞太區為主要範圍。 

中華民國童軍總會組織隨著年代演進有所差異，對服務員訓練的業務，亦

曾有「國家研習營」及「人力資源委員會」來分別扮演不同的角色，本研究將

殷實陳述各時期組織角色的劃分，對其貢獻與成果因涉及當代人事因素，本研

究不多涉獵將留待後續研究者持續探討之。 

1970年代以前，訓練員手冊多以油印為主，逐一編號且不得流通，外人取

得不易，對無法取得之文件將排除於研究範圍之外。本研究之外部鑑定工作，

限於時間經費將不做物理鑑定工作。而針對文件、口述歷史之間的競合之處，

以三角檢核方式確認其真實處，或以並列陳述以作為後續研究之基礎。 

第  三  節  資料來源與研究流程  
史料的等級有許多種分法，有的是以傳述的方法，如有意傳述與無意傳述、

文字與非文字；有的以原料的來源，如原始史料（Primary Source）與次料

（Secondary sources）、直接史料與間接史料、原始史料與孳生史料；有的以史

料的種類，如直接觀察、報告與遺跡等（李家祺，1970，頁 29-33）。其中，日

本史學家坪井九馬三在《史學研究法》中將歷史材料區分為六等，是少數將史

料以等級來區分的，他的論點依據李家祺的轉述將史料分為： 

一等史料：輯史實發生的當時當地主要關係人作成的史

料，如文書、日記之類。 

二等史料：在離史實發生的當地最近的處所，或在當地

而時間稍晚，主要關係人作成的史料，如回憶錄之類。 

三等史料：以一二等史料等史料為藍本作成的史料，如

家譜、傳記之類。 

四等史料：製作的時代地點作者都不十分清楚，或三者

雖清楚，但因相隔已久，經過輾轉抄寫，難免有脫落屭入之

處，前者如建築物地理、後者如某些書籍之類。 

五等史料：作者採取材料經過嚴格的審查，不為成見所

囿，不為厲害所動，以謹嚴的態度編篹的作品。 

等外史料：上述五等以外的史料，包括一般的編篹物、



中華民國童軍服務員訓練歷史之研究 

 6 

傳記、戲劇、小說、詩歌、史畫及其他一切史料。 

有關童軍的歷史研究除多數以公單位或個人蒐整的文件為藍本，系統蒐集

歸納而成。 

壹、資料來源  

1、暨有文件的蒐集  

主要研究係以暨有文件整理為主，研究者僅以教育部年鑑編篹委員會所編

一至六次的教育年鑑中有關童軍教育的部份資料摘錄為年表之骨幹。對其他相

關的政策、國民教育政策、青年政策，及可能對童軍活動有所影響的經濟發展、

休閒活動觀念甚至家庭觀念，將作進一步資料收集整理。 

對中華民國童軍主要期刊，將進行全面性的整理，並將範圍擴充至《臺灣

童子軍》、《健士生活》等童子軍相關期刊，1950年代則以《教育通訊》、《教

育與文化》為主。 

1997年進行研究計畫後，著手進行各類資料的蒐集工作，排除與主題無涉

的資料，將所得資料以陽明山營地與童軍訓練重要記事、中國童子軍大事記、

黨政及國際童軍大事記等三大面向，輔以備註說明。將 1907年以降童軍運動相

關服務員訓練事宜逐一記載，得之初稿。並做為深度訪談時引導的主要依據。 

2、擴充資料來源  

近年來有關中華民國童軍歷史相關研究，在國外有高一涵（Robert Culp）

著，黃煜文譯的《中國童子軍-南京十年童子軍手冊中的公民訓練與社會意識》

（新史學，11（4），頁 17-63）；在國內計有秦穗齡（2004） 的《童子軍與現

代中國的青少年訓練（1911-1949）》、黃茱莉（2006）的《貝登堡童軍教育思

想在我國實踐之省恩》、吳國基（2005）的《台北市國民小學推展幼童軍教育

之研究》等研究成果，各研究案雖因研究主題不同，取材需求及重點年代不同

但其中相關文獻眾多，本研究將繼續藉由以上研究報告繼續蒐集有關中華民國

童軍服務員訓練歷史相關訊息。 

目前資料蒐集研析結果，或為隻字片語或是描述不清，闕疑之處甚多，尚

待持續蒐集研析使可有所成果。本研究為取得有關童軍服務員訓練歷史，計劃

採用立意取樣的概念來選擇深度訪談的對象，以取得『一等史料』的資料。在

歷史研究中，受訪者的角色與文獻呈現是很重要的一環，本研究計劃貼近受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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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經驗世界，以目前蒐集的資料，整理出資料間競合或不足之處，以半結構

性問卷模式，邀請童軍耆老及研習營幹部接受訪談，原始計劃邀請對象為： 

童軍耆老 

• 謝又華先生（前臺灣省理事會總幹事、總會駐會常務理事）、 

• 方純青先生（前台灣省會總幹事、總會訓練委員會委員）及 

• 劉元孝先生（首位木章持有人、首任國家研習營執行秘書、訓練

組員）等三位 。 

研習營幹部 

• 趙錦水先生（前國家研習營主任） 

• 黃克仁先生（前國家研習營主任） 

• 陳漢強先生（前國家研習營主任） 

• 洪恆明先生（前國家研習營執行秘書） 

• 張瑞松先生（前國家研習營執行秘書）等五位。 

計劃訪談的耆老，接觸童子軍活動時間長且層面廣泛，將藉機促其提供第

一手史料，以便尋得事件發生的前因及驗證該事件所產生的影響。在訪談之前，

依研究的動機與目的，將訪談大綱初分為，研究者動機與目的說明、受訪者與

童軍活動的回顧、對國家研習營成立的回憶、對研習營的建議與看法等五大部

分，再針對每一部份來設計訪談大綱，擬訂深度訪談綱要如附錄二。 

3、障礙與限制  

歷史研究法最重要的就是資料的蒐集與分析，所蒐集到的資料更應該要經

過內在鑑定（internal criticism）以及外在鑑定（external criticism）程序，否則

無法稱為歷史證據（historical evidence） （王文科、王智弘，2004，頁 255） 。 

本研究所蒐集之文件，多屬公部門發行之出版品或是大量發行個人講義且

追朔年代並非十分長久，對文件的真偽（Authenticity）或是真實性（genuines）， 

較無考證真偽等外部鑑定之需求。針對文獻之間，文件的意義、準確性、價值

或值得信賴度等內在鑑定，本研究依據王文科、王智弘（2004）提出的觀點 1)

作者的知識與能力。2）延遲的時間：事件發生與文件編撰間隔的時間。3）作

者的偏見與動機。4）資料的一致性。等四個向度來作為資料取捨的依據。 

訪談歷程並不順利。其中，劉元孝經四度郵寄信件邀訪，三度親臨當面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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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雖曾口頭允諾約期作長時間訪談。續經二度電話約期訪談，皆以事務繁忙

婉拒。在本研究中並未能得其資料。方純青訪問採隨機式訪問，然因技術性問

題障礙，致未能完成程序。僅取得其珍藏圖像資料得以彌補遺憾。陳漢強連繫

不得法，而無法成行。趙錦水於研究期間未訪談前即身體不適無法言談。黃克

仁歷任國家研習營、執行秘書，對研習營事務熟悉，因著作等身理念記錄多已

留存丹青之間，口語表達反增困惑。 

其他訪談資料經過整理，多屬印象資訊必須配合本研究整理之年表，始可

將相關資料串接作簡單陳述，未能以口述資料作為完整史實陳述的根據。 

貳、研究流程  
本研究主要分為三個面向，分別就中國童子軍服務員訓練目的（課程目標）、

木章訓練課程內容演變及國家研習營沿革的觀點來探討中華民國童軍服務員訓

練的歷史中的時點、制度、組織與人事。整體而言係以歷史研究法為研究進行

的方法，採用編年史的格式表達，將主要研究面向依發生序列呈現，藉統計數

字輔助資料的解析。 

歷史研究主要是以有系統的蒐集及客觀的評鑑與過去發

生之事件有關的資料，以考驗那些事件的因、果或趨勢，俾

提出準確的描述與解釋，進而有助於解釋現況以及預測未來

的一種歷程。（王文科、王智弘，2004，頁 248） 

歷史研究法基本上以四個步驟為主：界定研究問題、蒐集與鑑定資料、整

理或資料編碼、分析與解釋資料（郭生玉，2001，頁 392；王文科、王智弘，

2004，頁 253；謝佳讌，2007，頁 55-59），最後再陳述結論。 

本研究自課題確認以後，整體研究重點首在資料收集工作，續之整理，進

而分析。然因童軍運動相關資料系統性收藏者稀，資料分散。早年官方資料列

為珍藏資料歸為典藏，閱讀記錄不易。國史館所藏係以行政單位檔案為主，對

研究課題助益不多；中國國民黨黨史館，史料充足且多為原件，惟利用卡係編

碼需逐一檢視沒有電腦檢索設備，且不得影印、攝影更遑論攜出，僅能記錄其

內容佐證力較為不足。 

自 1926 年起屬於童子軍運動的期刊便曾以各種面向呈現在童軍夥伴間流

傳。《教育與文化》及《臺灣童子軍》、《中國童子軍（臺灣版）》《中國童

子軍》、《童子軍》雜誌，是延續性最高的童軍運動期刊。然完整收集者竟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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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編撰文件時畢竟非以歷史的著眼，能作為史料者寡，僅能在零星收集的情景

下，拼湊出模糊的概況。其中部份文件內容或為描述語句的解讀差異，或為記

載筆誤，其間有所競合實所難免，本研究僅以較早文件、公單位文件為準，其

他文件所載以附註方式併呈，隨研究進展逐一澄清。 

建構初稿對各項事件發生時間序列以建構相對關係，便藉此試圖理出其關

聯性作為分期與描述課題，是為主軸編碼。並針對資料來源之間的競合處作三

角檢核，以求資料的正確性。主要發展整理後，於 1962年前或為資料缺乏或為

發展方向單純，僅以年代序列陳述，掌握政治、教育及社會對童軍運動發展的

影響。之後主要編碼首先以童軍組織發展來說明童軍運動本身的運作，續以訓

練營運作看童軍服務員的選訓與推廣工作，後以學校童軍教育持續推行策略來

說明童軍運動發展的重心，最後以相關硬體建設及特殊事件來描述各類輔助性

支援的幫助。 

因為童軍服務員主要仍以木章訓練為軸線，課程內容為重要課題。但是因

為課程變動時間點並不明確，僅能以概略時間來比較描述其間的變化與堅持。

人力資源政策亦為發展中的課題，併以專節描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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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本研究流程 

 

第  四  節  名詞釋義  

壹、童軍（Scouts）  
《辭海》（夏征農等編，2003）解釋「童軍」一詞為使兒童接受軍事化訓

練的一種組織。《大辭典》（1985）稱童子軍組織的宗旨為「發展兒童生活與

服務能力，養成良好習慣與健全體魄，使其成長為智仁勇兼備的青年」。 

童軍（Scouts）一般而言是兼稱「童子軍」與「女童軍」（呂建政，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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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4），童子軍（Boy Scout）是指家長許可後自願參加，並經過宣誓而正式成

為「童子軍團」成員的少年。女童軍（Girl Scout , Girl Guid）是指家長許可後

自願參加，並經宣誓而正式成為「女童軍團」成員的少女（中國童子軍總會；

中華民國女童軍總會）。 

2000年 7月 7日中華民國童軍總會第十九屆第六次全國理監事聯席會議接

受女性青少年登記為童軍團成員，2002 年 1 月 17 日第廿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

會議正式修正將童子軍改稱為童軍，行義童子軍改稱為行義童軍，羅浮童子軍

改稱為羅浮童軍，以廣納女性加入童軍運動。自此「童軍」一詞已不具性別意

涵，惟特指女性童軍運動參與者將以「女童軍」稱之，以為區別。 

貳、服務員（Volunteer）  
中華民國童軍總章第十三條規定「凡居住組織區域內年滿二十歲之公民，

願意遵守中華民國童軍諾言、規律、銘言及有關規章並義務為中華民國童軍服

務者，均得申請登記為中華民國童軍服務員。」而服務員中依據工作專職與否

分為專業人員（Professional Staff）與義務服務員（Volunteer）（boy scout of 

American, 1998, p27）。 

謝又華先生，認為義務服務員制度是童子軍運動推廣的基礎，義務服務員

的數量與素質是評估一個國家童子軍運動發展的重要指標（中華民國童軍總會，

1963，前言）。本研究取之意在研究有關中華民國童軍服務員訓練相關歷史，

以「服務員」特指稱義務服務員，專職童軍人員則以專業人員稱之，以茲差異。 

參、童軍教育（Scouting education）  
教育在《辭海》的解釋為「按照一定的社會要求，對受教育者的身心施以

影響的一種有目的、有計劃的活動。⋯⋯。教育一詞一般是指學校教育，但也用

來泛指社會上一切有影響作用的活動，如社會教育、家庭教育等」。《大辭典》

（1985）稱廣義的教育為「上一代影響下一代的一切活動，目的在增加兒童的

知識和能力，培養正確的態度及價值觀念」，狹義的教育意義則為「國家藉由

學校等教育機構，有計劃、有目的在控制的環境中，指導學生的學習，以達到

預定目標的活動」 

學者呂建政在《國民中學童軍教育》書中，對「童軍教育」所下的定義為

特指設置於國民中學課程中的「童軍教育」學科（呂建政，1994，頁 5）。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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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我國即宣示開始努力將「童軍教育」及「童軍運動」作一區分（徐觀餘，

1953，頁 5）以符合童軍運動志願參加的宗旨。在 1957年教育部公佈「初級中

學學校童子軍教育實施計畫」正式將學校中童子軍教育與童子軍運動作一嚴格

的劃分。 

在本研究中所指的「童軍教育」係指運用中等學校中的童子軍課程的實施

相關課程內容、師資、場地與策略，藉以與散佈於社區、學校、社團組織的童

軍運動有所區分。 

肆、童軍訓練（Scouting training）  
Scouting 一字在國人的運用中，常指童軍活動（Activities）、童軍組織

（Organizations）（呂建政，1994，頁 4）。 而早期有關童軍的著作中，因應

童軍運動在校園及配合政府政策，多用「童軍訓練」來稱呼此一青少年的活動

（陳海光，1967；劉彥俊，1987；夏煥新，1966）。 

訓練一詞，在《中文大辭典》（1973），所解釋為「指導學生1為種種之活

動，以養成其善良習性、鍛鍊身體與獲得知識也。赫爾巴特分教育方法為教授、

管理、訓練三部曲，普通則以訓練包括管理、而與教學並舉。」《大辭典》（1985）

有近似的解釋並補充「在使受訓者獲得一項行為方式或技能。訓練的實施，是

短期的、具體的，含有強迫的性質，重在迅速收到效果」。所以訓練也具有教

學的意含在內，且觀其文意早期童軍運動相關研究中所提「童軍訓練」相當比

例所論述皆專指在初級中等學校（九年國民教育施行前）中童軍相關課程。 

吳兆棠博士在其著作《訓練原理與實施》（1954，頁 1）中稱訓練為「多

於長期的正規教育以外，更以短期的教學設施，作實用人才的培育與深造。這

就是所謂訓練」依照吳博士的見解，童軍訓練與童軍教育實有其差異的。 

世界總部訓練組主任菲力浦．皮荷列特先生 1985年 6月 26日在泰國曼谷

主辦國際童子軍活動暨訓練研討會中發表專題演講紀錄，為童軍活動（Scouting）

做了詮釋。（中國童子軍月刊，22（3），頁 9-10） 

在童軍運動中，所謂「活動」2（Programme）係專指為

孩子們提供活動而言；童軍活動（Scout Programme）包含各
                                                

1此處所稱學生應指接受指導的人員，而非單指在學校學習之學生。 
2一般而言”programme”多譯為「方案」或者是「節目」，在此基於尊重原譯者之意仍依據原
譯文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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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有益於年輕人的活動，晉級計劃及方法等。 

而所謂訓練（Training）則是為與成年服務員有關的各種

計畫、活動及方法，以使他們獲得必備的知識技能及適切的

態度，來協助為孩子提供童軍活動這項工作的進行。 

⋯⋯而訓練的特色主要是訂定訓練目標，採取或發展合

宜的方法，並設計訓練模式以達成目標。 

在本研究中採用皮荷列特的闡述，以「童軍訓練」來代表童軍運動中有關

服務員訓練的工作，「童軍活動」則為成年領袖為青少年所設計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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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暨有資料與研究成果  
目前對中華民國童軍運動的歷史無論是著作或者是期刊、論文，與其他學

科比較，篇幅上以及資料的多樣性普遍的印象中都是較不足的。研究者對現有

文獻中有關中華民國童軍服務員訓練歷史的探討，概分為三部份分別進行 

一、中華民國童軍服務員訓練相關著作。 

二、童軍運動相關期刊。 

三、童軍運動歷史研究相關學術論文 

第  一  節  中華民國童軍服務員訓練相關文獻  
清光緒嘉定誌程其玨序中記錄著楊震福的一段話（李家祺，1970，頁 34） 

兵燹之餘，案無故牘，書鮮完本，則蒐訪難，老成凋謝，

後進孤陋，則篹輯難，所見異辭，所聞異辭，則考訂難，語

焉不詳，則焉不精，則去取難，紛紜聚訟，言人人殊，則折

衷難。 

有關中華民國童軍服務員訓練歷史，本研究擬由臺灣童子軍月刊、中國童

子軍月刊（含臺灣版）為主軸， 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至第六次中華民國教育年

鑑及各童軍理論專書、報章記載資料整理成表3，作為研究的工具及主要的脈

絡。 

壹、童軍運動相關書籍部份  
書籍部份，大多數與童子軍的相關書籍，對中華民國童軍的歷史有某種程

度的描述，如陳海光先生《童子軍的理論與實際》第五章（頁 36-45），《童子

軍教育概論》第五章（頁 101-122）；劉菁華先生編寫《童子軍的教育理論與實

際》第 46-54 頁；夏煥新先生《童子軍教育論著專集》多篇專文提及戰時童子

軍服務的事蹟以及多次檢閱的歷史；呂建政先生所著《國民中學童軍教育課程

研究》第三章中專門探討國民中學童軍教育課程之演進；劉彥俊先生編著的《童

軍教育》中提到童子軍服務員訓練活動的歷史（頁 95-104）以及由教育史實研

究童軍教育（頁 2-21）。 

特別值得說明的是臺灣師範大學公民訓育系（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系前身）

                                                
3篇幅過大因此未列入研究書面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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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南教授，為童軍教育史所編寫的講義。已記載範圍自 1857年貝登堡爵士誕生

至民國六十四年止，討論範圍涵括英、美、日本及世界總會重要活動，對中華

民國童軍的歷史，更有詳實的記載。各項書籍論述童軍歷史部份，請參考表 1 。 

表 1中華民國童軍歷史描述相關圖書 
作者 書名 初版年 頁次範圍 備註 

陳海光 童子軍的理論與實際 1960 頁 36~45  

劉菁華 童子軍的教育理論與實際 1960 頁 46~54  

陳海光 童子軍教育概論 1970 頁 101~122  

鍾南 童子軍教育史 1977前4 頁 1~182 講義 

劉彥俊 童軍教育 1987,2ed 頁 95~104  

呂建政 國民中學童軍教育課程研究 1994 頁 93~15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政府機關對童軍運動紀錄最為詳盡者莫過於教育部教育年鑑編篹委員會自

1933 年以降，所編寫的六輯教育年鑑。除對於童軍運動發展留下完整的紀錄，

也是對當時的教育政策建構完整的參考架構，各教育年鑑基本資料參考表 2 。 

表 2教育年鑑中有關童軍運動相關紀錄 

年鑑名稱 初版 紀錄年代 頁次範圍 採用版本 

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 1933/10 1909~1931 873~882 1971年影印，傳記文學 

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 1948/12 1932~1947 1334~1339 教育資料館影印本 

第三次中國教育年鑑 1957/8 1947~1956 1115~1126 正中書局臺初版 

第四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 1974/6 1956~1974 1599~1636 正中書局臺初版5 

第五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 1987/7 1974~1983 1785~1814 正中書局臺初版 

第六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 1996/6 1983~1994 2551~2584 教育部臺初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貳、期刊  
期刊部份，最為童軍運動參與者熟悉者，首推中國童子軍月刊。追朔改版

過程，可分為《臺灣童子軍》、《中國童子軍（臺灣版）》、《中國童子軍》

及《童子軍》等時期。另外，政府遷移來台之後尚有《健士生活》等刊物，專

門報導童子軍運動相關訊息（詳參表 3）。美國童子軍總會所發行的《Boy’s Life 》

與《Scouting》亦為國內童軍愛好者與研究單位所訂購收藏。香港童軍月刊，係

公開於網路上的免費期刊，多項資訊也是重要資料的來源。 
                                                

4文件第 168頁預報 1977年將辦理第廿六屆世界領袖會議活動，據此推論鍾南教授此講義初稿
編寫年代應為 1977年以前。 
5自本年鑑起將童子軍教育與活動列為專章，不再與軍事教育併為社會教育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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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歷史分期部份  
上述資料為方便描述或閱讀，多為其論述或記載時期加以分段描述，條列

於後以供參照。 

《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將中華民國童軍運動，依據政治、教育政策、發

展情勢分為三個時期，一是仿效時期（1912~1915）、第二是發達時期（1916~1925）、

第三為黨化時期（1926~1934）。 

而學者陳鐵（陳鐵，1985，頁 317-326）針對童軍運動在教育體系下運作的

情況將「童軍教育」分為創試期（1926~1933）、童軍運動與教育合一期

（1934~1950）、研究與改進轉變時期（1951~1971）與奠定標準時期（1972~）。 

鐘南教授（鐘南，1977，頁 58-68）以團體成長觀點將中華民國童軍的發展

史分為歐化階段，萌芽時期（1911-1913）、生長時期（1913-1916）、改良時期

（1917-1925）、衰弱時期（1925-1927）。 

中國童子軍月刊在廿八卷第二期，為紀念中華民國童軍創立八十週年出版

專輯，將童子軍歷史分為草創期（1912~1926 組織童子軍委員會）、統合期

（1926~1949政府迫遷來台）、重建期（1949~1990改制為人民團體）以及改制

期（1990~）。其中依據出版的前後可知其相互參照之處，也藉此對中華民國童

軍的發展描繪出概括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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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華民國童軍研究相關期刊一覽表 

期刊名稱 出版期間 出版單位 版面 發行期數 備註 

童子軍生活 1946/10創刊6  32開本  半月刊，南京發

行 

鵝鑾鼻 1952/1/20創

刊 

中國童子軍台

灣省屏東縣理

事會籌備處 

32開本   

屏東童軍生活 1955/9/1創刊 劉彥俊 32開本  內警台誌字五三

四號 

童軍生活 1955/9/1創刊 劉彥俊 16開本  內警台誌字六三

五號 

臺灣童子軍7 1953/1/1創刊 臺灣童子軍月

刊社（中國童教

學會） 

16開本 每卷十二期

（共七卷） 

內警臺誌字第二

一六號 

中國童子軍（臺

灣版） 

1963/12/5 

~1985/6/25 

中國童子軍（臺

灣版）月刊社 

 每卷八期（

共廿五卷） 

 

中國童子軍 1988/1/5 

~2007/12/5 

 25開本 每卷十期（

共廿卷） 

 

童子軍 2008/0105~ 中國童子軍月

刊社 

25開本 每卷十二期  

健士生活 1950起  16開本  停刊日不詳 

香港童軍  香港童軍總會 25開本 每卷十二期 發行量 5,500本 

Scouting  亞太區童軍會 25開本 每卷六期  

Boy’s Life  美國童軍總會 25開本 每卷六期  

Scouting  美國童軍總會 25開本 每卷六期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  二  節  學術研究論文  
相較於其他領域而言，有關童軍運動的研究論文就量的角度而言，實在不

多。學者呂建政在 2006年發表的短文《新時代童軍教育的研究與發展》中提出

童軍教育文獻相對短缺、缺乏分析童軍教育的學術訓練、缺乏對童軍教育的深

刻認同是造成童軍教育之研究相對短少的原因。研究者認為此現象不僅僅於國

內如此，美國有關童軍運動的研究論文相對於其他領域亦復如是，且多與其他

領域結合始能立論。 

                                                
6推估日期，研究者手本為第八期發行日期為 1947年 2月 20日。 
7英譯名稱為 Boy Scouts of China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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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童軍運動的中文學術論文以下將童軍運動相關學術研究論文，概分為

中文系統與英語系統二大部分說明。 

壹、童軍運動中文學術論文  
研究者持續依據標題搜尋所得海峽三地有關童軍運動及童軍教育的中文論

文，依年代先後將 2007 前發表論文表列如表 4： 

表 4有關童軍運動的中文學術論文 
年代 論文名稱 校院系所 作者 

1957 初級中等學校實施童子軍教育之研

究 

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 黃椿年 

1988 國民中學童軍教育課程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 呂建政 

1990 我國社區童軍運動發展之研究 政治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 莊舜榮 

1993 國中童軍教師人格內外控傾向與工

作滿意程度之相關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公民訓育研究所 邱琳甄 

2002 國中童軍教師對童軍教育在九年一

貫課程綜合活動領域之意義 

臺灣師範大學公民訓育與活動領導

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 

林繡子 

2002 國中童軍利社會行為之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公民訓育與活動領導

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 

賴敏慧 

2003 服務學習在國中童軍社團推動與學

生學習效果之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公民訓育與活動領導

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 

蘇雅君 

2003 國中童軍團長工作滿意度及其相關

因素之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公民訓育與活動領導

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 

賴玥米 

2004 國民中學綜合活動領域教學專業知

識之個案研究-以童軍教育專長教師

為例 

臺灣師範大學公民訓育與活動領導

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 

吳雅琪 

2004 童軍小隊制度教學專業知識在綜合

活動領域之實踐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公民訓育與活動領導

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 

林恩仲 

2004 童子軍與現代中國的青少年訓練（

1911-1949）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 秦穗齡 

2004 非營利組織特別活動管理之研究-以

中國童子軍承辦第 12次世界羅浮童

軍大會為例 

南華大學非營利事業管理研究所 宋俊緯 

2004 國中生參加童軍團動機、學習投入

與學習成果之研究-以桃園縣為例 

輔仁大學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 陳忠 

2004 網路下應用物料需求計劃融入兒童

教育資源需求模式之探討-以台大幼

童軍活動考驗進程為例 

台灣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 黃金城 

2004 國小童軍團水環境服務學習統整教 東華大學環境政策研究所 許書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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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論文名稱 校院系所 作者 

學活動之研究 

2004 台灣戰後初期的中學教育（1945-1952

年） 

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胡茹涵 

2005 台北市國民小學推展幼童軍教育之

研究 

台北市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 吳國基 

2005 台北市女童軍服務員專業知能與需

求之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公民訓育與活動領導

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 

楊子妮 

2005 台北市國民小學幼童軍教育之實施

及其影響因素 

台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游秀靜 

2005 國小高年級學童參加幼童軍活動與

利社會行為之研究 

嘉義大學國民教育研究所 謝佳鳳 

2005 非營利組織與地方政府公私協力互

動模式之研究－以台中縣國中、國

小教師對童軍教育活動之滿意度為

例 

南華大學非營利事業管理研究所 蔡志文 

2006 貝登堡童軍教育思想在我國實踐之

省思 

東華大學教育研究所 黃茱莉 

2006 童軍服務員內外控人格特質與團領

導風格之研究-以台北縣為例 

臺灣師範大學公民訓育與活動領導

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 

張議 

2006 讚美策略融入國民中學綜合活動童

軍技能之研究 

屏東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

所 

游奇雅 

2006 幼童軍戶外活動進行環境教育歷程

之行動研究-以台中縣大園國小幼童

軍團為例 

臺中教育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賴昌伸 

2006 幼童軍教育活動對國民小學五年級

學童自我概念影響之研究 

臺中教育大學教育研究所 蔡炳炎 

2006 國民小學教育人員對實施幼童軍教

育活動態度之研究-以台中縣為例 

臺中教育大學教育研究所 范國樑 

2006 童子軍在中國-中國近現代童子軍興

衰史的初步考察 

中國華中師範大學 王晉麗 

2007 成為公民：童軍教育的知識與技藝

（1945~2001）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蔡連裕 

2007 台中縣國小教師對童軍教育活動認

知與融入教學之研究 

明道大學教學藝術研究所 余貞妹 

2007 宜蘭縣童軍教育發展之未來研究 佛光大學未來學系 江彥青 

資料來源：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中國博碩士學位論文全文資料庫、政大圖書館；本研究整

理 
綜觀以上搜尋結果，以「童軍」為主題或是與其他領域結合的研究劇增，

有關童軍運動的中文學術論文（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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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未深入了解，僅以喜悅的心情獲得以上資訊，並予陳述。惟遺憾者，國

人中僅有呂建政先生於 1993 年留學美國期間以《General foci and content 

elements for a new scouting education curriculum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A Delphi study》為題專論台灣童軍教育課程改革，其餘未見博士論文探

討中華民國童軍相關課題。 

以上論文中，各有其立論之著眼處，或專論童軍教育（含理論及課程實施），

或論童軍運動之人事物或與其它相關領域之互動。為掌握其重點，研究者依據

其主題將上述論文區分以下類型，其中分類模式或有討論之處，然不失各論文

之價值。（詳參表 5） 

表 5既有童軍相關中文碩士論文類型 
類別 論文 數量 

童軍教育 黃椿年（1957）、呂建政（1988）、吳國基（2005）、游

秀靜（2005）、黃茱莉（2006）、江彥清（2007） 
6篇 

童軍運動 莊舜榮（1990）、賴敏慧（2002）、謝佳鳳（2005） 3篇 

童軍教師 

（領導人員） 

邱琳甄（1993）、林繡子（2002）、賴玥米（2003）、楊

子妮（2005）、張議（2006）、范國樑（2006）、余貞妹（2007） 
7篇 

童軍歷史 秦穗齡（2004）、王晉麗（2006）、蔡連裕（2007） 3篇 

服務學習 蘇雅君（2003）、許書維（2004） 2篇 

非營利組織 宋俊緯（2004）、蔡志文（2005） 2篇 

綜合活動領域 吳雅琪（2004）、林恩仲（2004） 2篇 

心理 陳忠（2004）、游奇雅（2006）、蔡炳炎（2006） 3篇 

其他 黃金城（2004）、賴昌伸（2006） 2篇 

 合計 30篇 

本研究整理   

根據研究主題選擇其中童軍歷史相關研究的論文，摘要說明作為參照與資

料檢核的依據。 

1、初級中等學校實施童子軍教育之研究  

這是目前收集到國內最早的一篇碩士論文，完成於民國四十六年四月研究

者為黃椿年，指導者是當時擔任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所長暨童軍總會駐會常務

理事，吳兆棠博士。其論文之發表之後，足足中斷有三十年之久才有另一篇論

文產出，且知之者藐。其題目與本研究並無直接關聯，然而其中對民國四十年

代早期的童子軍教育制度與師資培養問題做了詳實的描述，對研究者所需前期

背景資料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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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研究論文架構仍為一般的五章節格式，但與現今的格式仍有差異。第一

章為緒論，說明其研究的動機、探討問題的重點、整體論文的架構。認為童子

軍教育與家庭教育、社會教育相輔相成，而且與中國固有的禮教、儒家思想相

同，值得國內推廣。民國二十三年起教育部將童子軍教育定為初級中學必修科

目，實施至論文起草已超過二十年，有必要檢視它執行的成效與改善的參考。

探討文題分為三項，藉由二、三、四章逐一論述。其一說明童子軍教育的特色，

再之探討初級中等學校8童子軍教育實施的過去歷史與現況，終以檢討初級中等

學校實施童子軍教育的檢討與改進意見。 

第二章介紹童子軍教育的特色。將童子軍教育9的特色以「文武合一德術兼

修」、「知行合一手腦並用」、「自治自覺自動」、「仁愛為中心」、「促進

世界和平」來稱呼。藉由貝登堡、吳兆棠、蔣中正等與儒家的經典，做出論述。

將童子軍的理念與中國固有倫理予以比較，發覺其契合之處來肯定其價值，相

信在當時反共殷切、積極復興民族文化的時期，是其價值的所在。 

第三章為整篇論文的重點，作者首先說明 1954年（民國四十三年）十一月

頒佈「中國童子軍教育改進方案」前，童子軍運動10、童子軍教育發展的情況。

其結合國家政情發展來說明童子軍的演進十分精要。其次檢討童子軍教育實施

成效，認為童子軍教育在當時施行的主要問題有二個，第一個是「量增質減」

即在普訓的狀況下，童子軍教育的成果並不像數字表面所顯現；第二個現象是

「事業乏人」即童子軍教導人員的缺乏。本章最後作者針對「初級中等學校童

子軍教育實施綱要」做出分析，將條文逐一檢視並與訪談現況做出比較。 

第四章完整地將童子軍教育的課程標準提出檢討並分析實施的困境，主要

提出以童子軍的教學方法與精神來改進其他各科的教學最為珍貴，除了以課程

實施的角度分析童子軍教育方法的價值，並且設計二個教案將童子軍教育的方

法分別運用於「衛生教育」及「地理科」，鼓勵教師儘量利用童子軍教學精神

來增進教學成效。第五章總集以上各章重點強化其理念。 

由此論文得知童子軍教育受到教育界的肯定，但全面初等中學學生「童子

                                                
8即現今之國民中學，為尊重原著與時代背景，仍以原名稱撰述。 
9論文發表時已實施「初級中等學校童子軍教育實施綱要」，作者在論文中以童子軍教育指初級

中等學校內所施行的「童子軍」課程。而童子軍團的活動則以「童子軍訓練」稱之。 
10民國二十六年前，童子軍運動雖在教會學校及其他中等學校中推行，但因為未列入課程之中

，僅屬於校園內的活動，所以作者仍稱為童子軍教育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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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化」不僅與童子軍運動的宗旨違背而且執行上仍有客觀因素的限制甚多。童

子軍運動的方法可以作為補充其他學科教學方法的參考；童子軍運動重視青少

年品德的培養，可以作為德育的教育方法。此論文字題目上判斷與本研究無直

接關聯，但是在對「初級中等學校童子軍教育實施綱要」的檢討、台北市六所

中學童子軍訓練的分析，都是為當時的童子軍運動留下了完整的紀錄。 

2、童子軍與現代中國的青少年訓練（1911-1949）  

其中秦穗齡全文探討重點在中華民國童軍成立一直到播遷來台之前，從政

治、教育及社會變遷等角度來看此青少年運動，特別是將重點放在當時掌握局

勢或者是時事的影響者-中國國民黨為了掌握民心因而企圖掌握青少年。全文認

為童子軍組織的擴大、運動和時代背景及社會環境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所以將

研究期間分為中國童軍組織的始創（1911-1928 年）、中國童軍訓練的定型

（1928-1937年）以及戰時的中國童軍運動（1937-1949年）。整篇研究將當時

期影響政治局勢的因素、青年運動以及戰爭時期對青少年的公民意識訓練以及

如何組織青少年，做了完整的描述，是現有文獻當中以歷史研究方法陳述童軍

運動的最為完整的研究成果。 

整體研究具體結論有，童軍的創始在於有心人士認為童軍的訓練方法，不

但可以改變中國國民荏弱之體格，還能侮禦外敵來挽救中國國勢日蹙的危機，

因此無論整體國家處於何種困境，童軍組訓工作一直與青年運動、公民意識、

群眾運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然而中華民國童軍訓練的成績每況愈下，究其

原因有訓練課程的矛盾11、童子軍的訓練不足、童子軍服務員的缺乏以及童子軍

中的派系問題，使得中華民國童軍的發展一直無法與創始國-英國相提並論。 

3、童子軍在中國-中國近現代童子軍興衰史的初步考察  

在中國大陸為沒有童軍運動的地區所提出的童子軍歷史專論，中國大陸華

中師範大學教育史研究生王晉麗的研究成果。她的研究期間與秦穗齡相同

（1912-1949），將童軍的發展分為童子軍在中國的傳入（1912-1915）、童子軍

在中國的發展（1916-1925）及童子軍在中國的昇華（1926-1949）三個階段，其

中對嚴家麟的描述特別詳盡，對中華民國童軍早期在武昌、江蘇的發展亦有超

越現有報告的記載。但可能限於資料蒐集來源較不完整，整篇論文的架構、篇

                                                
11詳參高一涵所著《中華民國童軍-南京十年童子軍手冊中的公民訓練與社會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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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報導的深入程度，較之秦穗齡的論文仍有強化之處。 

4、心得與對本研究之影響  

童軍歷史類的研究論著，除了史實的蒐集與考證外，整體論文的研究論述，

必須有其主要描述探討的重心，或為教育、或為地理、或為政治、或為社會，

所以必須就論述的重心，蒐集所需史料排除主題外之資料，強化重心提出觀點。 

貳、國外論文  
國外論文中，專論童子軍歷史者目前蒐集到有 Dean, I. John所著”Scouting 

in America: 1910-1990”將美國童子軍的發展分為 1919-1942 ，1943- 1973，以

及 1974-1990等三個時期， 他的研究不僅僅描述重要歷史事件，而且將各時期

的徽章、制服、主要領導人物及長期發展計劃（long range planning），均作重

點式的描述，全文達 413頁，十分值得參考。 

研究者 John Isaac Dean早於 1932年取得藝術學士學位（Bachelor of Arts），

1935年教育學碩士，1992年藉由此研究取得教育學博士學位（Degree of Doctor 

of Education）。由此推算研究者取得此學位時年齡應該在八十以上，且研究年

限與其生長時代契合，可說是將其一生所經歷系統性整理記載的研究成果。 

整體論文分為一年代分為三大段落廿五章，1910-1942 童軍運動在美國

（scouting in American: 1910-1942）、1943-1973童軍運動重要事件（memoirs of 

A scout executive: 1943-1973）、1967-1990巴伯12的愛心（scouting in American- 

barber to love）。其前後續以前言與結論建構全文，合 460頁。 

 James Herbert Galt-Brown（2002）所著”Baden-Powell and His Boy Scouts: 

The Reasons for Their Creation, Growth and Success in Great Britain, 1906-1920”，

則著重於貝登堡創立童軍運動時當時英國的背景介紹，包括社會、政治以及文

化，論述時期雖短，但評析頗深。 

David P. Pearlman （2007）所著”Learning and Contructing meaning: Adult 

Volunteering in The Boy Scouts”以現象學的觀點藉由與六位不同背景的童軍服

務員的訪談，論述童軍服務員的參與過程與成人教育之間的關聯，其中對美國

童軍服務員參與服務的心路歷程有充分的剖析，對美國服務員訓練制度亦有介

                                                
12Alden G. Barber1967年 10月 1日接替同日退休的 Joseph A. Bronton, Jr.應聘為美國童軍總會執
行長（Chief Scout Executive）。是此論文研究者應聘擔任專職童軍服務員前二年（1941）從最
基層的工作人員做起直到擔任總會執行長。是影響當代美國童軍運動的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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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 

其中對於訪談對象的確認，訪談進行的方式與記錄，編碼的作業以及內容

的鑑別工作，提供了研究方法的好示範。而一位美國童軍服務員以利他主義

（Altruism）為投入的初衷，此一現象的驗證也可以作為服務員招募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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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童軍服務員訓練歷史與發展  
首先是以課程目標的觀點，用歷史研究法針對中華民國童軍服務員訓練制

度作有系統的蒐集、分析，比對國內教育、社會、經濟政策轉變及世界童子軍

運動策略的演變，使現在與過去之間關係得以延續。藉由既有文件、圖像紀錄、

深度訪談及現地考察，將片段、未連接的資料串聯成一序列資訊，為中華民國

童軍服務員訓練制度作一史料整理。 

第 一 節 童軍運動服務員訓練制度的緣起 

壹、木章制度  
18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童軍運動創始人貝登堡對外表示希望能為

童軍領導人員成立一所培訓學校，這個構想也獲得蘇格蘭富商William de Bois 

Maclaren的支持表示如果找到這樣的地點，他會買下來提供給貝登堡使用。1919

年 3月 8日極偉園（Gilwell Park）被發現，在獲貝登堡同意後買賣談判開始，

1919年復活節前的星期四，一群羅浮童軍進駐整理場地，7月 26日舉行剪彩典

禮。（Hamlyn，2007，頁 60~62） 

1919年 9 月 8日到 19日開始制度化為童子軍領袖舉辦訓練時，貝登堡認

為應該提供某些東西做為這些童子軍領袖（Scout Officers，當時的稱呼）完成

訓練的信物（recognition)。由貝登堡及第一任極偉園主任 Francis Grdney共同思

考如何給予參加這類訓練的學員擁有一項永遠佩掛的認證標誌，因此就發展了

木章的制度（張政漢，2004）。貝登堡的原始構想是設計要通過訓練的服務員

將利用皮繩加上二顆木珠（bead)來取代原先在童子軍帽13子底緣的流蘇裝飾物

(ornamental tassel)或者是將木珠設計作為外套的鈕扣。但是這些構想不久之後就

不再沿用，改成利用皮繩或者是鞋帶將木珠佩掛在脖子上，這個傳統沿襲至今。 

最原先的木章是利用 1888 年當時祖魯族(Zulu)酋長第奈蘇魯14（Dinuzulu）

配戴的一條長約 12英呎項鍊上的木珠所製作，木珠總數估計約一千顆左右，都

是由南非黃槐木(South African Acacia yellow wood)所製作。這種木頭有柔軟的

中心，使得它容易被牛皮繩串在一起，這也就是那約 1000顆木珠組織在一起的

                                                
13依照片 1 顯示當時的受訓人員大都配戴的童子軍帽，就是目前的平邊帽。 
14此譯名係沿用鄧錦輝先生的文章，以示對其著作之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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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這些木珠的大小不一，從不起眼的到約 4 寸長都有，貝登堡利用了兩顆

比較小的木珠，在它們中間鑽了洞然後用皮繩將這兩顆木珠串成一串，就稱呼

它為“木章”。 

 
照片 1極偉園 1919年第一期木章訓練開訓 
翻拍自：Hamlyn，2007，62頁 

剛開始的木章，都是用最初那串項鍊上的木珠所製作，但很快地就面臨斷

炊的危機。所以，在早期的營隊時，就會贈送一顆原始黃槐木的木珠，另外要

求學員利用鵝耳櫟木(hornbeam)或是山毛櫸(beech)自己刻出另一顆木珠。後來山

毛櫸木珠成為標準品，而木珠是由極偉園的工作人員利用閒暇時間(STA)所製作

的。早期還有一個作法，是當學員完成營地中實務課程(practicalcourse)之後會收

到一顆木珠，完成理論課程回答完所有問題並且進行一段相當時間的服務磨練

後，再發出另一顆木珠。圖 1至圖 4是貝登堡構思木章時親手繪製的草稿。 

 

 
圖 1利用木珠作為帽帶的設計圖 圖 2利用木珠作為外套鈕扣孔的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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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掛在頸子上的木珠 圖 4幼童軍團長(Akela)徽章 

貝登堡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美軍駐外單位軍官利用橡果裝飾的高帽子，促發

了他將木珠做為帽子裝飾品的想法。 

明確的區別很快就制定出來，二顆木株的木章是童軍領袖的象徵，三顆木

株的項鍊是助理訓練員（Assistant Leader Trainers），正式名稱為助理營主任

（Assistant Camp Chiefs）。配戴四顆木珠是訓練員（Leader Trainers），副營主

任（Deputy Camp Chiefs）。… 

在某些時段幼狼團團長（幼童軍團團長）有他們自有的木章系統。自 1922

年到1925年為止，幼童軍團領導者會收到一個以狼牙章或者稱為阿k拉章(Akela 

Badge)，那是由一個長牙與皮繩組合而成的項鍊（詳參照片 2）。幼童軍組的訓

練員（Wolf Cub Leader Trainer），也就是阿 k拉的領導(Akela Leader)，佩帶著

兩顆長牙的徽章。這些長牙徽章，有些是用動物的長牙製成有些則是用木頭替

代的，但至今留存者十分稀少。香港童軍總會文物供應中心有仿效此一形體概

念用樹脂製作供作為紀念品使用。 

1925年 11月 13日委員會議決議應該設定一種訓練員木章樣式。但為了表

明這位訓練員從事的領域，設計利用一顆上色的算盤木珠（Abacus-typebead)，

串接在原有木章皮繩的繩結上方，黃色代表幼童軍（參照片 3），綠色代表童

子軍，紅色代表羅浮童軍。但是這個作法在 1927年 10月 14日的委員會議中宣

告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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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幼童軍木章持有人的阿 k拉章(AkelaBadge) 照片 3 加上算盤木珠的木章（幼
童軍組）。 

當英國以外的國家依循極偉園的型態建立木章訓練制度時，該國被任命為

課程主導者的人，被任命為極偉園副營主任（Gilwell Deputy Camp Chief, ＧＤ

ＣＣ)，作為該國極偉園的代表。依循貝登堡所建立的傳統，這位副營主任被授

予五顆木珠的榮耀，大部分五顆木珠的木章，在 1920 年代到 1930 年代頒發，

但究竟有哪些人接受此榮耀已不得而知15。 

貝登堡自己配戴六顆木珠的木章（照片416）。

這項榮耀也非其獨享，首任極偉園主任 Sir Percy 

Everett 也同享榮耀。Pervcy 是貝登堡的好朋友，

自 1907 年在白浪島舉辦的首次童子軍露營活動

他就參與了，後來擔任童子軍訓練委員會主席及

童子軍副主席。貝登堡希望藉者六顆木章的頒發

來感謝他重大的貢獻。 

1949 年 Sir Percy 將這六顆木珠的項鍊送還

給極偉園，作為極偉園營主任的信物。約翰·儲曼

(John Thuman)擔任營主任（Camp Chief）期間，佩帶著這六顆木株的木章項鍊，

直到 1969年他退休傳給了 Bryan Dodgson（the Director of LeaderTraining），隨

著他 1983年的退休，訓練營負責人的名銜與職責亦有所改變，這六顆木章傳給

了執行長(the Executive Commissioner) Derek Twine。今天，隨著職銜的改變，這

                                                
15由此推論吳兆棠當初獲頒木章時，應該不會頒發五顆木珠的木章。 
16這六顆三對木珠，是自上而下逐漸增大，是特別挑選而成的。（UK Scout Archives） 

 
照片 4 極偉園負責人所配戴
的六顆木株的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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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木章現在是由極偉園課程及發展主任（Director of Programme and Development） 

Stephen Peck所配戴。 

貳、木珠之外  
木章除了木珠以外的另一個重要的部份，是那條皮繩。1899/1900年間在梅

富根被圍困物資缺乏時有人送了一條皮繩給貝登堡。一位長者遇見他並且詢問

貝登堡為何面容出現少有的憂愁。這位長者將他平日帶在脖子上的皮繩取下交

到貝登堡的手上說：「戴上它！這是我母親給我的幸運物。現在它將帶給你好

運」從此這條梅富根長者贈送的皮繩以及第奈蘇魯的木珠成為它非洲軍旅生涯

的一部分，貝登堡就是用他們創作現在大家所知的木章。 

威廉·麥克勞倫（William de Bois 

Maclaren）是一位蘇格蘭的商人並且兼任

Rossneath, Dunbartonshire地區理事長。在

1919年他捐款 7,000英鎊買下坐落於倫敦

市郊亞檳森林（Epping Forest）邊緣佔地

55公頃的極偉園營地，作為童軍服務員訓

練的基地以及童子軍露營營地。另外他還

準備了 3,000英鎊作為過去荒廢十四年白屋（White House）的修繕費用，並且

拋棄了所有權。當 1919年 7月 26日極偉園營地正式開放時，麥克勞倫剪斷掛

在白屋大門上用童軍常用綠黃色象徵開放的緞帶時。貝登堡將象徵對童軍運動

有重大貢獻的銀狼獎章（Silver Wolf）頒給麥克勞倫感他對這個運動的貢獻。 

除了知道他曾經寫了包括Climbs and Changes、Chuckles from acheery Corner、

The Rubber Tree Book and Word Pictures of War (一本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經歷的

書)等書之外，我們對麥克勞倫並沒有太多認識。他於 1921 年辭世。為了尊崇

他對極偉園的貢獻，工作人員運用麥可勞倫家族的格子呢（tartan）做了領巾。

為減少支出，一條外表以柔灰色內裡為溫暖紅色再加上一塊麥克勞倫家族格子

布的替代領巾17，做為通過極偉園實務訓練的童軍服務員配戴之用。1924 年起

將這領巾設定為木章持有人專有。現今的木章領巾是用比較棕色的淺灰（詳參

照片 5 ）所作成，但發生的原因以及時間點，卻無可考。 

                                                
17柔灰色(dove gray)代表謙虛。暖紅色（warm red）代表熱情（warm of fellings）。 

 
照片 5現今使用的木章領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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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巾圈（Woggle）是在 1920 年代早期由極偉園服務員之一的比利·迅克利

（Bill Shankley）所創作。他製造出一種像雙圈土耳其包頭結（Turk’s headslide）

的領巾圈作為制式的領巾圈。在 1943年約翰·儲曼營主任，希望建立一個徽章系

統來表示一位童軍服務員所接受的不同階段訓練，而且在木章的象徵物之中有

一部分在接受完基本訓練（Basic Training)時

就可以先發送。所以，在 1943至 1989年期間，

當童軍服務員接受基本訓練後可以被授予極

偉領巾圈（Gilwell woggle）而完成木章第二

階段訓練（Asvanced Training）所有作業後，

可以得到木章領巾與木珠。極偉領巾圈至今日

仍然可以被成年服務員購買，用在自己團的領

巾或者是搭配木章領巾。 

參、木章課程  
極偉園課程的發展與貝登堡在 1914 到 1918 年世界大戰期間由喀茲特總部

（Head quarters Gazette）出版的幾本著作有關係。這些書在 1919年匯集成 Aids 

to Scoutmastership這本書。整個訓練架構是由貝登堡的幾個筆記建立起來的。 

木章授證課程 

對所有合格的童子軍理事會開放 

I、理論課程（Theoretical） 

童軍訓練的目的與方法是依循 Aids to Scoutmastership、童子軍手冊以及符

合目標的規律，並運用到每一個年齡層。訓練有四個面向：大自然知識

（Naturelore and Soul）、健康與性的知識（health and sex knowledge）、國家需

求（National need）以及訓練的可行性（possibilities of the training）。 

這四個面向，無論是在喀茲特總部所辦課程或者是極偉園配合參加者需求

的週末班，都是一致的。 

II、實務課程（Practical） 

有四個目標群組 

1、團儀典與露營技巧。（Troop cere moniesand camp craft） 

2、野外活動與斥堠。（Field work and pioneering） 

3、木工與童軍遊戲。（Woodcraft and Scoutgames） 

 
照片 6 木章訓練紀念領巾圈
（Wog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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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記號與追蹤。（Signcraft and path finding） 

這些課程將在極偉園以四個週末或者是一連八天在營地的課程，主要看參

加者的選擇。 

III、執行成果（Administration） 

整個在自己的團或者是地區執行將在十八個月後展現成果。 

獎章 

完成第一部及第二部作業，將授以一顆木珠作為鈕扣孔。 

完成所有三階段作業的人，授以一顆木珠掛在帽帶上，並且發送證書。 

針對那些可以經過認證可作為分營主任（Camp Chief）的人，發給二顆木

珠掛在帽帶上，並且發送證書。授權地區學校或者營主任可以規劃類似的課程

並具以執行，但是二顆木株的頒發必須由極偉園核定。 

肆、課程簡史  
極偉園在擔任世界童軍服務員訓練中心的角色期間。1920年起是以定期例

行班隊的方式，開課課程供有意參與者報名18參加。1921 年起極偉園開設幼童

軍服務員課程。1926 年開設羅浮童軍服務員訓練班課程。1928 年開設

COMMISONER 課程，1929 開設海童軍課程（王富民）。在 1958 年開設課程

計19有幼童軍服務員（六天）、童子軍服務員（九天）、行義童軍服務員、羅浮

童軍服務員（八天）及訓練組員訓練班（五天）等五類。其中行義童軍服務員

木章訓練係於 1958年 5月 31日開班20。 

依據健士生活第十三期的報導，1958 年三月到九月期間辦理幼童軍

155~160期，童子軍 263~270期，八月份辦理第 19期羅浮童軍木章訓練，九月

份辦理第 2期訓練組員訓練班。 

第 二 節 播種期：中國的童子軍（1944 年前） 

十九世紀中葉的中國興起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自強新政”以求

                                                
18參考健士生活報導輔以謝又華口述。 
19依據健士生活第十三期第 6頁報導轉載，相關名詞轉為現行使用名詞記載。其中訓練組員訓
練班參加資格為「訓練隊人員及木章獲得人之被正式提名為教練員者」。 
研究期間曾經訪問劉元孝先生我國 1947年參加極偉園訓練吳兆棠、劉元孝及陳忠信等三人所
參加的營隊，並未獲得證實。但遵此報導推論，此三人在時間、資格等因素下，應無法參加訓

練組員訓練班。 
20 1946年 10月英國成立行義童軍。（王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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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富為主要目的的洋務運動。滿清政府或邀請或開放，讓許多外國人來華辦

理外國語學校（同文館）和新式學校，開啓中國現代化教育的大門。（袁少運，

2006，頁 34） 

壹、創始•從仿效開始  
中國童子軍始於武漢，長於江蘇，育於廣東，成於南京。 

1、濫觴  

漢中地區於自 1861年漢口開埠以後外國各方勢力逐步進入。文華書院，這

所位居武昌曇華林，於 1871 年（清同治十年）10 月 2 日由美國基督教聖公會

所創立的學校，不僅在中國成為內地新式辦學的標竿，亦是中國重要青少年活

動的發源地。 

早在 1901年文華書院在發展西方體育課程外，亦仿效美國中學的做法成立

了學生軍，除每星期固定的軍事訓練外，所有學生皆編制成自治團體的一員，

落實於生活管理及精神教育。嚴家麟（1890年，清光緒十六年，生於漢口）一

位年輕教師，更把他在 1910年留學美國考察到美國 Boy Scout教育事業，將這

個源自於英國的青少年運動許多書刊加以研究，把相關的誓詞與課程，翻譯成

中文，一開始將這些理念試用於文華中學幼童部，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王晉

麗，2005，頁 29）。武昌起義後，嚴家麟病癒返校，將初級訓練成績優異的小

朋友升任為隊長，負責小隊訓練。在自治的精神下，隊員們自行募款、制定服

裝、領巾（天藍色），並且於 1912年 2月 25日為第一批初級標準的小朋友在

公書林（圖書館）舉辦宣誓典禮，中國青少年運動開啓了一個新的里程碑。 

Boy Scout的譯名，嚴家麟花費了許多時間思考，都認為難以表達原有的含

義，他擬好了三個中文名稱，一為“童子斥堠隊”，次為“少年團”，最後為

“童子軍”。嚴家麟將這三個中文名，與好朋友同時也是擔任副團長的陳本安、

胡慶生、嚴文祥和陳宗賢等人討論，認為“童子軍”一詞字數不多，容易記憶，

音調嘹亮。所以決定採用“童子軍”作為這個新運動的中文名稱（朱其榮 1962：

4）。這與民國二年，上海公共租界工務局發起召集的童子軍教育會議決議，統

一名稱為「中華童子軍」21，僅差冠以中華二字。表示此一名稱為當時創辦人士

                                                
21當時各通商大埠類似的組織，所使用的譯名有童子軍警探隊、童子偵察隊、童子義勇隊、少

年義勇隊、童偵軍、童子偵探隊等。（朱其榮，19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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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所認同。 

2、江蘇省童子軍運動  

上海是中國最早對外通商口岸之一，亦是最早接觸西方教育思維的都市。

在武漢成立童子軍之後不久，1918年上海的華童公學（Public school of Chinese）

也以西方的童子軍方法成立華南地區第一支童子軍。不久，中國青年會、聖約

翰學校相繼成立童子軍。因在教會學校辦理，主要採用英美的制度，因此並沒

有獲得所有教育單位的認同與欣賞。 

1915年 5月 15日至 22日遠東第二屆運動會在上海外國公園（第一次教育

年鑑，1934，頁 16）舉行，參加的除了來自各省的選手外，另外還有各省分的

教育界、政治界的首長，參與者都對當時約三四百位穿著整齊制服維持秩序並

且表演操法、救護、通訊的童子軍，留下深刻的印象。認為童子軍“團中規律

最為純美、高尚，此種方法施行於我國之童子軍正對症發藥，足治文弱、依賴

及自私自利之病，進為道德高尚，智力具備獨立自治之國民〝22，於是召開童子

軍聯合會，會議結論決議成立全國童子軍協會。1915 年 10 月定名為「中華童

子軍協會」，總會設於上海。 

上海地區成立童子軍組織後，以強大的力量影響了近代開發較早，風氣開

通，物產豐富的蘇南地區。1915 年 4 月 16 日，江蘇省第一支童子軍誕生於無

錫第三師範學校附屬小學，稱為「中華江蘇無錫童子軍第一團」。團的主辦人

是唐昌言，正團長是頤果。1916 年成立「江蘇無錫童子軍團聯合會」23。1917

年 6月 17日成立江蘇省童子軍聯合會24在上海開辦江蘇省童子軍研究會，1918

年在上海舉辦江蘇童子軍講習所，二次參加研習的人員在三百人以上，兩次研

習都是由第三師範學校童子軍所主辦並且負責講座，其影響力可謂深遠。 

唐昌言（1881-1963），號潤生，字退庵，吳江松陵鎮人。早年在蘇州紫陽

書院求學，之後畢業於兩江優級師範，先後在上海浦東中學、無錫竟志女校、

湖州湖郡女校任教。1913年 8月，前往日本考察師範教育。在民國初年即以實

                                                
22羅敏（2009）引自《蘇教育會提倡少年團》，《新青年》，1916年 2卷 2號。 
23 1916年春，第一次無錫童子軍聯合大會於第三師範附小召開，初期名為中華江蘇無錫童子
軍義勇隊聯合會，11月改名為江蘇無錫童子軍團聯合會。以唐昌言為會長，秦權、陶守恆為
副會長，高鵬為總教練，並編訂各校童子軍軍隊，訂定章程。羅敏（2009），引自＜無錫童子
軍調查表＞，《中國童子軍》1919年 1卷 6期。 
24由江蘇省教育會袁希濤、黃袁培、沈恩孚、蔣維喬連絡，頤果、沈維禎、程季枚．張鎬等人

召開成立大會，通過會章討論進行方案。會址設於上海方斜路江蘇省教育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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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小學新教育聞名遐邇，之後熱誠提倡童子軍教育，薛元龍在其所撰《江蘇童

子軍的創始紀念日》25一文中，稱〝凡各地舉辦之童子軍師資訓練都是由他領導

主持的。童子軍發軔時期之誓詞規律和訓練標準大體都是出自他的手筆，而獲

得相當的訓練規範〞。1917 年教育部調查上海、無錫地區童子軍團發展情況，

在此時上海童子軍共 15團，由華人設立學校有五團，受中華童子軍協會領導。

無錫童子軍有 29團，由江蘇無錫童子軍聯合會管理26。在經濟相對薄弱的地區，

童子軍運動的發展受到嚴重的制約，一般還是以學校為單位，一個學校一個團。

無錫地區最多共 32 團，其次為吳江 24 團。各地亦組成聯合會，統一制度與教

練員的講習工作。 

1917 年 7 月 16 日江蘇省在江蘇省教育會袁希濤、黃炎培、沈恩孚及蔣唯

喬等積極倡導下組織江蘇省童子軍聯合會，組織中主要的教練員是沈維禎，訂

定童子軍章程、誓詞和規律，發行童子軍月刊並且制訂了江蘇省的童子軍課程

綱要。並鑒於童軍教練人員，缺乏建議省教育局利用暑假舉辦教練員講習班。

（王晉麗，2006，頁 18；劉彥俊、朱其榮，1995，頁 52）。 

1918 年，京師學務局局長張仲蘇，熱心提倡成立童子軍教育會（王晉麗，

2006，頁 18）；上海縣立第一高級小學成立童子軍研究會，暑假參加研究者三

百餘人（傅治平，1962，頁 39）。 

1919年江蘇各縣成立童子軍聯合會，如表 6。  

1920年，南京高等師範由顧拯來負責辦理暑假童軍領袖班（李樸生，1966，

頁 2）。 

到這個時候，江蘇童子軍運動積極發展，依據《教育雜誌》1922 年 14 卷

10 月號江蘇省童子軍調查表（羅敏（2009），頁 17）所述江蘇省此時已有 41

縣有童子軍組織，共 328 團登記童子軍人數 11,251 人。並有計劃性師資培養、

固定講習所的成立、制度化的組織活動。整體而言，在江蘇省整提而言，童子

軍運動儼然成為正規教育體制下的青少年運動。 

  

                                                
25引自蓋其新編，《江蘇童子軍三十年》 
26羅敏（2009），轉引自《教育部注意童子軍》，《教育雜誌》1917年 9卷 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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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江蘇省 1919年各縣市童子軍聯合會成員一覽表 

縣別 會長 副會長 教練員 副教練員 成立日期 加入日期 會址 

上海 賈豐臻 丁熙咸 姚家瑞 沈維禎 1917/10 1917/11 上海教育會 

無錫 唐昌言 秦權 頤果  1916/2 1917/12 省立第三師範學

校 

武進 吳式鑫 霍約翰 -  1917/10 1918/2 武進縣教育會 

青浦 陳龍章 戴克寬 袁蔚文  1917/11 1918/2 青浦縣教育會 

 錢誦三 蔣平際 王錦雲  1918/2 1918/3 太 xx教育款產經

理處 

奉賢 王家楨 朱昌基 -   - 奉賢縣立第二高

等小學校 

嘉定 王守恆 潘文安 戴元良  1918/12 1918/12 嘉定縣教育會 

吳江 費攬澄 邱康藻 -  1919/1 1919/1 吳江縣立學校 

江寧 王文樞 孫睿源 雷家駿 沈鎮海 1919/1 1919/4 江寧縣教育會 

丹陽 鎮蘇 厲鍾麟 夏志義  1919/2 1919/4 丹陽勸學所 

吳縣 - - -  1919/5 1919/5 吳縣教育會 

銅山 劉世英 錫承烈 郭振立 唐杰 1919/3 1919/7 徐州大彭市教育

會 

昆山 沈光第 王頌文   1919/3 1919年 8月 昆山縣教育會 

資料來源：羅敏（2009），轉引自《呈齊縣長陳明童子軍辦理情形文：附表》，《江蘇省教育會月報

》1919年 8月 

1924年，世界童子軍大露營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舉行，江蘇省童子軍聯合

會由上海英美童子軍界獲悉此事，於是向江蘇省教育會建議派員參加並向省政

府爭取得補助款 2 萬元。當向外交部申請護照時，外交部認為以江蘇省童子軍

資格出國不如改以國家代表團名義參加，所以最後江蘇省童子軍以中華民國童

子軍代表團名義參加世界童子軍大露營。代表團由李啟籓、顧維禎、章駿領隊，

參加的童子軍有蓋其新（東吳大學）、曹庸芳（東吳大學）、駱志聖（聖約翰

大學）、謝文通（聖約翰大學）、林文奎（廣義公學）、吳達遠（廣義公學）

等六人參加。這是自 1920年我國華僑參加第一次世界大露營後中國童子軍正式

參加世界大露營的開始。 

1924年 7月，中華教育改進社南京年會提出收回教育權案後，教會學校被

看成外人在中國實行宗教教育的侵略機關，許多教會學校解散，童子軍活動也

受到影響。其次，軍閥割據導致時局動蕩教育經費拮据，也影響童子軍運動的

發展。再其次，當時積極建構統一理念的中國國民黨黨童子軍認為“現在我國

之童子軍，仿自歐美，徒具形式，實為帝國主義者文化侵略之一工具。夫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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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之訓練，除教育之意義外，尚有其中心之精神與應負之使命”。在多項因素

影響之下，江蘇省童子軍運動面臨轉型的窘境，1927年後，江蘇省童子軍運動

暫告休止。 

3、廣東省童子軍的發展  

上海遠東運動會後，當時廣東省省長朱慶瀾，他希望童子軍運動能在廣東

推廣開來，但因為認識這運動的人不多，擔心推廣不易，因此組織童子軍事業

研究會，請黃憲昭先生於 1917年主辦童子軍領袖訓練班，主要由廣東高等師範

學校選派學生參加，來培養童軍幹部人才（李樸生，1955，頁 2；區明志，1962，

頁 34）。童子軍運動得以在廣東發展，朱慶瀾省長實在居功匪淺。 

朱慶瀾去職後，原先辦理童子軍的學校就陷於自生自滅的局面，所幸領袖

班學員李樸生、朱瑞元、梁一顥等人持續努力，童子軍運動才能持續在廣東發

展，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廣東省黨部以及廣州市黨部先後辦理領袖訓練班或

教練訓練班，於是童軍運動在廣東扎根。 

1925年，廣東童子軍發起組織「廣東童子軍教育研究會」（傅治平，1962，

頁 39）。擔負起童子軍教練人員的訓練工作。這段期間童子軍運練的教練或稱

領導人員的培訓工作主要是由個縣市地方的童子軍民間組織發起，固然多由當

地縣市政府教育局支持，但仍屬於民間發起為主要動力。 

貳、組織•青少年運動  

1、全國性組織的成立  

1926 年 1 月 4 日到 19 日中國國民黨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中針對

中國國民黨對青少年的組織發展，提出需要有計劃發展的需求，責成中央執行

委員會推動執行。3 月 5 日，中國國民黨經中央執行委員會在廣州第二屆第十

次常務委員會議議決通過甘乃光、李樸生、黃日葵、朱瑞元及梁一顥所提案，

在青年部之下，設立「中國國民黨童子軍委員會」，即起訂定各項組織規章，

在當時國民政府所管轄區域，一個全國性的童子軍組織正式成立（中國童子軍

月刊，22（2），頁 4；教育部，1957，頁 1115；會議錄）。當日會議記錄及出

列席人員如下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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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十次會議錄 
（常務委員監察委員各部部長聯席會議） 

日期：十五年三月五日 
時間：上午十時 
出席者：林祖涵、何香凝、彭澤民、楊匏安、沈雁冰、

高語罕、乾乃光 
列席者：褚民誼、陳其媛、謝晉、詹大悲、周啟剛、許

甦魂、朱培德、黃實、繆斌 
主席：楊匏安  書記長：劉芬  紀錄：張企留 
提案六，中央青年部提議創辦中國國民黨童子軍案 

（說明）查童子軍的教育尚任俠、重紀律，頗

富於革命性，不惟為民眾武裝之前導且即可站戰線

上負警備之責。故為學校青年最重要之課外教育，

但考各國關於童子軍之訓練，除教育之意義外，尚

有其深潛內心之使命。簡言之，即帝國主義者文化

侵略之一大工具，而我國童子軍初創於英人，繼述

于美制，即有少數之教育家脫離宗教之約束，亦不

能認識各國童子軍尚有其深潛內心之使命，更不能

決定我童子軍應負之使命為何，但已普遍于全國之

事實。與夫影響青年之偉大力量則為人所共知。惜

主持乏人，辦理不善，故本黨青年運動中，不能不

注意此種重要之事業，而以本黨所負之使命灌輸于

童子軍之中，因之青年部決議組織「中國國民黨童

子軍委員會」直接統轄國民政府區域內之童子軍，

並與全國童子軍相聯絡。凡原有組織可以存者留之，

應去者，棄之。務使其將本黨主義納諸內心而形諸

事業。 
決議：通過（原件攝影如照片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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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7「創辦中國國民黨童子軍案」議事記錄 
資料原件：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 

7 月 9 日隨著北伐的進展各地童子軍教育、童子軍訓練順勢展開，訓練機

構大量開展。廣東開辦童子軍領袖訓練班（陳海光，1967，頁 37）。 

青年部提議創辦中國國民黨童子軍案 

根據本黨青年運動決議案 本黨對於童子軍運動實有負責辦理之

必要。其理由 

（一）童子軍教育 為學校青年最重要之課外教育。 

（二）童子軍教育 尚任俠、主實行、重紀律、有組織，最富于

革命性。 

（三）童子軍教育 不惟為民眾武裝之前導，且即可站于戰線

負警備之任務。 

而夷考各國之訓練童子軍，則除教育之意義外，尚有其深潛內心

之使命，英國則所以鞏固皇室，美國則所以顯示上帝，法德則互舉為

打倒之對象，日本之辦童子軍，雖與我國同其時期，而亦知用為實現

大日本主義之良具。而主持之者，盡為國家重要之人物及機關。吾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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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子軍，初創于英人，繼述于美制，實是帝國主義者文化侵略之一工

具也。即有少數所謂教育家者，脫宗教之約束，自樹漢幟，顯其眼光

僅及于教育之範圍，不能認識各國童子軍，尚有其深潛內心之使命，

更不能決定我國童子軍應負之使命為何。雖然，彼等教育家僅就教育

之亦亦而提倡、而辦理，數年來童子軍已如雨後春筍，全國皆有相類

之組織，雖主持乏人，各自為政，然在青年團體中尚壁壘森嚴，免於

烏合之譏。基于上述之觀察，本黨青年運動，應設法以本黨所負使命，

灌輸予童子軍，俾納于內心，形諸事業。故擬由青年部組織「國民黨

童子軍委員會」直接統轄國民政府區域內之童子軍，而與全國童子軍

相聯絡。謹並附最近進行計畫之大綱如次 

（一）出童子軍刊物，廣事宣傳。 

（二）辦童子軍領袖班，從事發展。 

（三）增訂課程，使對于黨有明瞭的認識。 

（四）訓練、考試、註冊諸項皆如各國例，一律歸于最高機關，

以期鼓勵。 

（五）鼓勵各童子軍，就所在地從事民眾運動，及組織人民俱樂

部、青年工作團等。 

（六）請教育行政機關，確定童子軍經費為正式預算。 

2、黨童子軍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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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蘇州中山體育專門學校創辦「黨童子軍教練班」辦理招生（中央日

報，1928/2/20，第二張第二面）。1928年 6月，中國國民黨中央訓練部依據中

央第一四二次常會通過「中國國民黨童子軍總章」，假南京丁家橋成立童子軍

司令部，委任張忠仁為司令。其中訓練處業務之ㄧ為主辦童子軍教練員訓練學

校（照片 8），招收十八歲以上中等學校畢業或同等學歷，學員一律住校，首

批按省分分配名額預計自費生 91人公費生 36人南京特別市 11人，。這是中央

籌設童子軍教練員學校訓練的濫觴。（中央日報，1928/6/2，第二張第三面；

1928/7/12，第三張第二面；教育部，1957，

頁 1115）。 

訓練學校在 7 月 13 日假南京市細

柳巷南京女中初中部舉行童子軍教練

員考試，7月 23日開始上課27，7月 30

日正式開學。依據其招生簡章的內容該

校係以養成中國國民黨童子軍教練人

才發展黨童子軍事業為宗旨；修業時間

為二個半月，畢業後發給證書，回省辦

理黨童子軍事業。主要課程包括：黨童

子軍原理、黨童子軍操法、黨童子軍訓

練法、黨童子軍組織法、軍事學大綱、

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建國大綱、本黨

重要宣言及議決案、帝國主義侵略中國

史、黨部及政府的組織、中國青年運動史、民眾團體組織法、各國革命史略、

兒童心理學大綱、黨義教育大綱、革命心理、雄辯術及國畫研究（中央日報，

1928/7/5，第二張第三面），從中不難發覺組織群眾，強化信念之企圖。後於

10月 1日假半邊衛街公共體育場舉辦畢業典禮，整場畢業典禮持續至晚間營火

結束（中央日報，1928/10/3，第二張第三面）。同年秋，山東省在濟南金線泉

清濼源書院，開辦第一期黨童子軍幹部訓練班，受訓學員一百八十餘人，受訓

期限四個月。前期三個月為室內課程，後期一個月在青島進行野外活動（劉彥

                                                
27因路途關係約僅五十餘人完成報到，未待全員到齊先行開課。 

 
照片 8中國國民黨童子軍編制系統表 
（黨史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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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1962，頁 33）。 

1929年 6月 14日，為了擴大普及童子軍教

育，經中國國民黨第廿一次常會決議，改定童

子軍名稱為「中國童子軍」並將中國國民黨童

子軍司令部改組為「中國童子軍司令部」，直

屬於中央執行委員會。張忠仁擔任司令，為了

達成訓練童子軍的目的，所以積極尋求人才的

培養童軍訓練科特別主張設立教練人員訓練班

（陳鐵，頁 48）。主要的設置條件 

（1）	 由中國童子軍司令部擇定事

宜地點,設立童子軍教練員訓練

班。其訓練期限定為一年,每半年

招生一次。 

（2）	 嚴定入班資格,嚴格執行。 

（3）	 加重黨義訓練 ,並須注意訓練方法之講授和野外生活之實

施。 

（4）	 經費由中央指揮,學生待遇仿照師範學校之辦法。 

3、總會的成立  

1931年，中國國民黨中央訓練部前後兩任部長戴傳賢、何應欽、馬超俊及

苗培成等認為童子軍教育是復興民族的基本工作，必須擴大組織積極整頓，否

則無法收到長足進展的效果，因此提出組織中國童子軍總會的方案。1932 年 4

月 10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在洛陽舉行第十六次中央常會，通過這項提案。會中並

且通過人事案，推定蔣中正為正會長，戴傳賢、何應欽二人為副會長。6 月 23

日中央常會決議，聘請陳立夫、朱家樺等為28總會備委員，並且指定朱家樺為籌

備主任負責組織備處。 

1932 年 6 月 27 日，籌備處正式成立，地址設在考試院隔壁之待賓館，負

責辦理籌備中國童子軍總會事宜。8 月 1 日，遷至洪武路七十四號。隨後增聘

                                                
28籌備委員計有朱家樺、陳立夫、王陸一、李濟琛、劉建群、辛樹幟、張忠仁、嚴家麟及章輯

五等九人。（教育部，1974，頁 1334） 

 
照片 9中國國民黨童子軍創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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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道藩、藤傑為籌備委員，並兼任籌備處秘書、助理秘書。不久，張道藩因事

請辭秘書職務，改由藤傑繼任。此段其間以完成《中國童子軍總章草案》及《總

會組織條例草案》 為最主要工作。9月 7日藤傑派趙範生、陳潮中向當時負責

設計登記的民運會接收中國童子軍司令部各種登記表冊、重要文件及款項。10

月 1日起，有關童子軍登記、指導、訓練、考核等工作，積極進行。迄 1933年

1月止，指導成立理事會十餘處，登記服務員 288人，童子軍 7701人，童子軍

團 102 團。這段時間，童子軍總會籌備處不僅為籌備機關，並且維持原有童子

軍訓育工作之進行。 

1933年 1月，正副會長為了

使童子軍中樞組織的範圍擴大增

進工作效率。提案致中央常會改

組籌備會，聘戴傳賢兼任籌備主

任，朱家樺、張治中為副主任，

顧樹森等九人29為籌備委員。1月

24日開籌備委員第一次會議，推

定藤傑、章駿兼秘書，顧樹森兼

訓育組長，吳貽芳兼財務組長，端木傑兼工程組長，黃仁霖兼總務組長。同時，

提請中央常會決議通過恢復「中國童子軍司令部」名義，由蔣中正擔任司令，

戴傳賢、何應欽擔任副司令，張治中擔任總參謀。對外發號司令用司令名義，

內部辦公仍以籌備處名義執行。1 月 23 日遷入黃埔路勵志社30準備改組，二月

初佈置就緒正式上班。 

中國童子軍總會籌備處依據《總會組織規程草案》的規定，組織設計委員

會，是一種建議機關，聘定委員二十二人31，是總會組織確定主要機制。 

籌備處主要組織設秘書二人，指導各組辦理日常事務，審核法規及文書事

項。訓育組，分設組織、訓練、編審、考核四課。財務組，主為籌募、保管、

                                                
29籌備委員計有顧樹森、吳貽芳、周亞衛、藤傑、黃仁霖、桂永清、汪強、端木傑、章駿。（

籌備處，1933/4/15，頁 20） 
30另一地址為中山東路 307 
31依筆畫次序為顧樹森、嚴家麟、薛元龍、趙範生、廖茂如、蓋其新、章輯五、章駿、張忠仁

、陳潮中、陳邦才、唐昌言、袁宗澤、徐觀餘、徐子成、李啟藩、李忍濤、沈叔逵、沈同一、

杜庭修、冷雪樵、汪剛。 

 

照片 10勵志社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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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各項收支，編製並審核預算。工程組，主為總會基地及會所的建築設計與

工程事項。總務組，為各項收發印信、童子軍用品販售、籌備處其他事務。 

1933年 2月 16日籌備會第二次會議決議，原有「中國童子軍司令部月刊」

及「中國童子軍月刊」暫緩發行，將籌備總會期間之各項訊息不定期以「中國

童子軍總會籌備處彙報」向各童子軍宣達。主要的內容包括法令規章、重要公

文、會議記錄、工作計劃、專載、譯著、童子軍消息、雜俎、通信問答及編餘

閒話等十一項。截至民國 1934年 3月 15日止共發行二十四期。為中國童子軍

總會正式成立前最主要的文宣刊物。 

1933年 4月 24日中國童子軍總會

籌備主任戴傳賢以“對於養成幹部人

才，尚少有系統之規劃，及切實之實施，

事業推進，不無影響，⋯⋯，擬於中央

陸軍軍官學校附設中國童子軍幹部訓

練班，（現因他處尚無相當場所，為各

種便利計，附設於中央陸軍官學校[sic]，

將來俟會所建設完成時，再行移轉。）

選拔各省市有相當學力，現任童子軍職

務之服務員，入班訓練“（中國童子軍

總會籌備處彙編，3，頁 7），向中央執

行委員會提出「中國童子軍幹部訓練班

簡則」，作為總會培養童子軍幹部之基

準。但因幹部人員十分缺乏，又於 5 月 1 日公佈「中國童子軍教練員訓練班備

案規程」（中國童子軍總會籌備處彙編，4，頁 3~5），要求各省市辦理訓練班

時必須依照此規程執行，無論上課內容、學員資格甚至結訓驗收都必須在總會

的規範下進行。因此中央照案通過並積極在各地設立童子軍教練員訓練學校及

訓練班。至 1934年七月前向中國國民黨中央備案者如表 7，可以看出仍以沿海

省分為主要分佈區域，不少為體育專科學校，專為女性設置者僅又一所。因為

有黨部支持並且比照師範學校之待遇，吸引許多人參加。 

 
照片 11中國童子軍半月刊創刊號 
19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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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教練員訓練班設置情形一覽表（至 1934年 7月止） 

名稱 主辦單位 經費來源 主辦人

或教練 

教練員

人數 

中國國民黨童子軍司令部特設童子

軍教練員訓練學校 

中央訓練部 中央 丁惟汾 22 

山西黨童子軍教練員短期訓練學校 山西省教育廳 中央 陳受中 24 

江蘇灌雲縣童子軍教練員訓練班 灌雲縣黨部、

教育局 

中央 楊品吉 

翟越 

9 

中山體專童子軍教練員訓練班 中山體專專科

學校 

學員 朱重明 

龔靜垣 

10 

 

山東省童子軍服務員訓練班 山東省黨部 省政府及省黨部 隋景林 10 

 

青島服務員訓練班 青島市黨部 市政府及黨部 吳任滄 10 

廣東順德童子軍教練員訓練班 順德縣黨部 青雲文社、學員 肖冠英 

李唯一 

10 

江蘇江寧縣教練員暑假童訓班 江寧縣黨部 縣黨部及縣政府 陳潮中 

朱玉麟 

10 

上海東亞體專童子軍童訓班 東亞體專學校 學校及學員 陳夢漁 24 

廣東童子軍教練員養成班 廣州市黨部    

上海中國體專童訓班 中國體專 市黨部及市政府 顧拯來 10 

湖北武昌文華童子軍教練員訓練學

校 

文華大學 學校及學員 嚴家麟 7 

江蘇江陰童子軍教練員訓練學校 江陰縣黨部 縣黨部及縣政府 徐建石 

徐觀餘 

楊品吉 

10 

南京三民中學童子軍訓練班 三民中學 學校及學員 張忠仁 13 

上海兩江女體專女童訓班 兩江女體專 學校及學員 陸禮華  

江蘇省黨部童子軍教練訓練學校 江蘇省黨部 省黨部及省政府 陳邦才 38 

上海愛國女學童子軍訓練班 愛國女子中

學 

學校及學員 黃汕 15 

浙江省黨部童子軍訓練學校 浙江省黨部 省黨部及省政府 胡昌  

復旦大學暑假童訓班 復旦大學 學校及學員 冷雪橋  

廣東澄海縣童訓班 澄海縣教育局 教育局   

河北省童子軍教練員訓練班 河北教育廳  陳寶泉  

江蘇省童子軍訓練營 江蘇省童子軍

理事會 

省黨部及省政府 周紹成 

周佛海 

 

資料來源：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頁 555-556	 

4、全國普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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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起多項政策與組織發展，讓童子軍教練員的需求劇增。2月 15日童

子軍總會籌備處制訂童子軍三級課程證書頒行辦法，確認三級制度；2月 19日

在南昌發起「新生活運動」；6月 5日教育部

通令全國公私立初級中學必須以童子軍訓練

為初中必修科目，每星期施行三小時（課內一

小時，課外二小時）（詳照片 12）；教育部

依據童子軍總會總章聘請王世杰等十五人為

第一屆理事。特別是童子軍教育普及化政策，

讓童子軍教練員或師資窘迫的現象更加明顯。

教育部緊急於 7 月份舉辦童子軍教練員暑假

訓練班，7月 16日開始上課，7月 30日假南

京市太平路南京中學第一院補行開學典禮。郝更生為班主任，教育部長王世杰

親臨訓詞，學員共計 369 人（中央日報，1934/7/24，第二張第四版）。共計辦

理三期。各地方為童子軍教育所需師資亦逐次展開。 

參、戰亂•時代的使命  

1、戰爭開始  

1935年暑假由軍事委員會舉辦峨眉山集訓（劉彥俊，1987，頁 97）。 

1936年 1月 4日教育部公告之「初級中學童子軍管理辦法」，規定初級中

學全體學生一律實施童子軍管理，並且於初級中學正式開設童子軍課程。所有

初級中學的學生，一律穿著童子軍制服。此一政策即便後來是中華民國童軍運

動重要幹部之吳兆棠亦認為“此制度，與世界各國童子軍教育，漸異其趣。師

資未能充分供應，以致訓練效果多欠美滿”（吳兆棠，1956）。四月童子軍總

會，舉辦「中國童子軍幹部訓練班」，學員為各地教育局保送共計 300 人（傅

治平，1962，頁 40；聯合報，1952/3/5，二版），藉以配合該政策之執行。 

1937年七月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童子軍運動發展方向轉變。1937年暑假，

抽調各省童子軍幹部辦理「廬山訓練班」，均以軍事管理方式辦理，著重軍事

訓練，統一思想行動以配合抗日運動（劉彥俊，1987，頁 97），凡「現任正副

團長或教練員,身體強健者,年齡在二十二歲以上三十五歲以下,有高中以上同等

學校畢業文憑者」（〈廬山署訓團童軍幹部學員甄選辦法〉《中國國民黨第四

 
照片 12教育部通令童子軍為必修科剪報 
中央日報剪報，1934年 7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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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七四次常務會議記錄》，黨史會藏，轉引自秦穗齡(2004)，

頁 97），均為調訓人員。八一三淞滬戰爭後，戰爭態勢逐漸擴大，廬山訓練班

在一、二期克服困難舉辦後，第三期不得不停止辦理，轉為戰時服務隊。然而

期間共計調訓童軍教練員約一千人，影響程度不可不謂不大（中國童子軍總會

《三十年來的中國童子軍》，轉引自秦穗齡(2004)，頁 97）。8月，南京市童子

軍成立戰時服務隊，幹部訓練自 8月 15日開始（中央日報，1937/8/4，四版）。

11月，中國童子軍總會隨政府西遷（傅治平，1962，頁 40）。 

12月 1日起嚴家麟、徐觀餘二人代表我國參加在英國倫敦舉行的第九次國

際童子軍委員會，獲與會各國認同正式同意我國加入童子軍國際組織為會員國。

（中國童子軍月刊，15（2），頁 36-37；教育部，1957,頁 1123；1974,頁 1620；

傅治平，1962，頁 40；徐觀餘，1953b，頁 12） 

1938年 4月 4日國童子軍總會以中英文對照書函「告世界童子軍書」呼籲

全世界童子軍共同制裁世界文化敵人。這封書函獲貝登堡復函，世界童子軍總

會國際辦事處來函同意免除我國繳納會員國年費（黃克仁，2011，頁 285）。

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提出「訓練重於作戰」通過設置中央訓練委員

會議案，以蔣中正為委員長。中國國民黨中央訓練委員會在 5 月 1 日成立，開

始籌設中央訓練團。7 月 9 日由蔣中正兼任團長，陳誠為副團長的「三民主義

青年團」成立（杜元載，1974，頁 322,324）。統籌抗日期間，全國各地各層級

類別的組訓工作。這一年，為學習農民運動公費留學赴德學者吳兆棠奉召返台

[sic]接替劉詠堯主持童子軍總會32（傅治平，1964），並為後續中央辦理童子軍

幹部訓練建構新的方向。 

1939年。元旦，「戰時童子軍」以旬刊方式出版，發刊詞由吳兆棠提「瑜

江巴童子軍新年募款運動的意義與目的」，二月一日出版，吳兆棠續提「我國

童子軍教育的理論與實際」。三月一日出版，由鄭昊樟所撰「極偉園中的訓練

事業」，是文獻中首見「極偉園」一詞。五月，兩江女子體育學院在重慶復校，

校地設置於南岸地區，建築校舍將體育學校擴充並開設童子軍班以培養女童軍

高級師資（戰時童子軍，1939/5/15，頁 31）。 

6 月 4 日，教育部與中國童子軍總會，在合川設立「中國童子軍教導人員

                                                
32原稿所述為「返台」，此一描述與當時局勢有所競合，特此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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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班」。第一期學員人數約 100 人。第二期起由陳立夫擔任班主任，吳兆棠

（兼任主任秘書）與葛晏春擔任副主任（戰時童子軍，1939/6/15，頁 25）。8

月 20日，第一期結訓蔣中正主持結訓典禮33（臺灣童子軍，1(8)，頁 2；中國童

子軍月刊，12(7)，頁 9）。第二期起，中國童子軍教導人員訓練班，改直接歸

屬於中央訓練團組織下，合川教導人員訓練班共計辦理五期，訓練近 2,000 人

（傅治平，1962，頁 40；劉彥俊，1987，頁 97；鍾南，1977，頁 104~105）。

另自 6/26日起舉瓣童子軍四期、羅浮童子軍二期、幼童軍二期之短期訓練班（每

期約 10天），並於 9月 9日至 10日舉辦年度聯歡會（戰時童子軍，1939/6/15，

頁 26），因屬報導性質實際辦理情形與課程確實內容不可考，但在當時以訓練

童子軍幹部、師資作為組織發展的局勢下，此一班隊有其特殊性，仍先行記錄。 

1941年。隨者童子軍事業逐步開展以及國內政治局勢的需求，童子軍師資

的造就更是刻不容緩，才能滿足推行運動的需要，因此中央政府在國立師範學

院增設體育童子軍專修科以及國立中央大學增設童子軍專科（〈中國國民黨五

屆六中全會教育報告〉《革命文獻》第五十八輯，頁 182，轉引自秦穗齡（2004），

頁 93）設置三年以來僅有 88位畢業生（表 8），明顯不足以解決人力不足的情

形。 

所以中央政府藉由定期舉辦童子軍教練員檢定試驗、舉辦教練員短期進修

班、開辦師資速成班及開辦業餘講習會等四項措施來彌補長期訓練無法解決問

題的窘境（秦穗齡（2004），頁 94）。但是，學校教育與短期班隊訓練，在其

效果上仍有所差異。 

表 8童子軍專科班畢業學生數統計（1942~1944） 

畢業年度 1942 1943 1944 合計 

畢業人數 48 23 17 88 

資料來源：節錄〈全國高等教育畢業生數統計表〉《革命文獻》第六十輯，頁 129，轉引自秦穗

齡（2004），頁 93） 

2、童軍學術化  

1942 年。在 1941 年張忠仁先生擔任駐會常務理事後，「童軍學術化」的

                                                
33致詞內容：中國的兒童，由於我們國家的特殊環境，決定了負有為國家民族的獨立自由而奮

鬥的重大責任，當然不能和歐美的兒童一樣，享受那種幸運的理想教育。所以我們中國童子軍

，也就不能完全模仿人家，而唯人家馬首是瞻；你們今後教導童子軍，應當明瞭這一點。必須

以中華民族為本位，以三民主義為基礎去訓練兒童，使其成為適合我們國家民族所需要的三民

主義的戰士，才是我們中國童子軍教育的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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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氣逐漸展開。以簫忠國為首結合童子軍相關學術界人士籌組「中國童子軍教

育學會」（蕭忠國，1956a；蕭忠國，1956b）。 

1943 年。五月底起，張忠仁等利用每週日上午舉行「童子軍學術講座」，

此一系列講演自 5月 30日起至 1944年 1月 30日共三十三場講座，其記錄為《童

子軍學術講座》一書主要的來源。6 月 20 日，中國童子軍教育學會由吳兆棠、

蕭忠國、劉詠堯及徐觀餘等人在重慶成立。成立主旨為“闡揚並研究三民主義

童子軍教育理論與方法，及世界童子軍學術的探討，以促進中國童子軍教育之

發展”。推選吳兆棠為首任理事長，陳立夫、朱家樺、谷正綱為名譽理事。劉

詠堯、徐觀餘、朱重明、蕭忠國為理監事。並出版《童子軍教育之理論與實際》

一書（傅治平，中國童子軍月刊，2（1）,頁 4；31（2）,頁 41；蕭忠國，1956b，

頁 11）。此一組織延續至今為童子軍教育具有學術性質與地位，建構良好的基

礎。同年秋天，中國國民黨中央三民主義青年團為統一全國青少年的組訓工作，

將中國童子軍的組訓工作更動歸為該團工作之列，也讓童子軍的發展走入社會

運動之一部。 

1944年春，教育部陳立夫部長認為童子軍教育師資缺乏問題急需解決，決

定在重慶青木關（教育部遷建區）成立「國立童子軍師範學校」，任命嚴家麟

擔任校長，張忠仁擔任生活實驗委員會主任委員。2月 25日舉行開學典禮（童

子軍學術講座，頁 351）。 

3、戰後復員-童子軍運動的思維  

1945 年 4 月 16 日，由中國童子軍總會舉行「全國童子軍幹部會議」，共

有浙、皖等十七省代表及教育、兒童、福利、心理、衛生等專家一百餘人參加。

（教育部，中國教育年鑑，頁 1338；童子軍教做學，3（11），頁 3~4）。該最

重要決議有四： 

(1) 確定今後十年工作計劃綱要，明白規定工作之步驟，按期

舉行，以奠定童子軍事業之基礎，俾達成中國童子軍教育

之使命。 

(2) 規定會員大會辦法，使中國童子軍之門戶大開，凡熱心童

子軍事業之人士，儘量歡迎參加，維持事業於不墬。 

(3) 奠定經濟基礎，通過籌集中國童子軍事業十萬萬元基金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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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辦法，並辦理各種生產事業，以期達成自給自足之目

的。 

(4) 修訂各種童子軍訓練合格標準，以適應時代之需要，而使

編定教材有所依據。總會組織與人事有重大改變。 

此次會議奠定了爾後童子軍運動發展的重要概念，特別是第二項決議，將

童子軍運動從「童子軍教育」窠臼中走出引進了「童子軍運動」的思維。加上

中國童子軍教育學會加入中國教育學術團體聯合會為團體會員，並當選為理事

（蕭忠國，1956b，頁 11），讓童子軍運動的學術化、社團化漸漸走出其道路。 

5月 1日中國童子軍總會第三屆全國理事會改組完成34，並成立第一屆監事

會（教育部，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頁 1336）。八月，為了使「提高行政效率，

延攬專門人才，宜先從改組理事會秘書處，採用總幹事制為始」（袁宗澤，1948），

任命章輯五為首任總幹事（童子軍教學做，2(2)，頁 46；聯合報，1952/3/5，二

版）期望能成為執行業務及行政工作的總指揮、成為理事會的秘書、是分組委

員會的秘書而且是專任有給職的（袁宗澤，1948）。在 8 月 9 日隊日抗戰宣布

勝利後，至 11月童子軍總會展開復元工作，訂「復原服務辦法」並派蘇志敏到

重慶，陳啟宇到四川西部，湘鄂區為蕭忠國，皖贛區為袁宗澤，江浙區為陳邦

才，冷雪樵至桂粵閩，負責該區域童子軍教育復原的工作（中央日報，1945/11/17，

第三版）。 

1946年。復原工作受共黨引起內戰的影響復元工作並不順利。童子軍教練

員的培養，除在山東舉辦光復後第一期童子軍訓練有 62人參加（劉彥俊，1962，

頁 34），總會在年底遷回南京五台山舊址恢復辦公（教育部，頁 1338；鍾南，

1977，頁 109）。 

1947年。童子軍的主管機關明確歸為”自三十六年開始，奉總裁兼會長手

諭交教育部管轄，並修訂總章規定由教育部長兼任理事長⋯”（教育部（1974)，

p1599；p1629；劉彥俊、朱其榮，1995，頁 57）。 

1948年。5月 13日，第三屆第二次全國理事會修正通過「中國童子軍總章」、

                                                
34第三屆全國理事會，理事長為張治中，副理事長為嚴家麟。常務理事為康澤、常道直、劉詠

堯、吳兆棠、郝更生、蔣經國、張忠仁。理事為陳誠、吳鐵城、朱家樺、張厲生、王世杰、谷

正綱、張藹真、顧樹森、段錫朋、桂永清、李惟果、章輯五共十九人。趙範生為主任秘書。後

因嚴家麟辭不就職改由周亞衛任副理事長。監事會成員張伯苓、陳大齊、周亞衛、杭立武、賀

衷寒、于斌、陶玄、賴璉、劉季洪、溫麟、蓋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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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童子軍榮譽評判委員會組織章程」（陳海光，1985，頁 132-142，149-153）。

5月 16~18日，於南京五台山召開「三十七年度全國童子軍教育行政會議」（童

子軍教做學，3（12），頁 59）。10 月 1 日，舉行全國行政幹部會議，教育部

公告「初級中學童子軍訓練標準」、「中國童子軍三級訓練合格標準」（台灣

省理事會，頁 27~34；陳海光，1967，頁 67-73）。各項政策均為重新建構符合

重建後教育制度下的童子軍運動。遺憾的是，因為內亂因素，致國際童子軍總

會與我國總會連繫中斷，大陸各地的童子軍組織相繼備取消（劉彥俊、朱其榮，

1995，頁 57），中華民國童軍運動由早期派遣赴台擔任接收者及隨著政府遷移

至臺的人員擔負起播種培育的工作，在台灣地區重新發展。 

肆、小結  
中華民國童軍服務員的訓練在 1912 年至 1917 年，並沒有統一為服務員辦

理專業訓練的機制，屬於無服務員訓練時期。1918 年至 1926 年，熱心童軍運

動的人士，就其影響能力分地區、單位，部份由學校主辦，以讓一般熱心人士

認識童軍教育或是學習童軍活動方法與理論。在上海甚至曾設置教練員（服務

員）考試制度（ 劉俊彥，1987，頁 95-96）。遲至 1927年中國國民黨在廣東開

辦「童子軍領袖訓練班」（陳海光，1967，頁 37），中華民國童軍訓練制度才

算正式展開。 

1928年之後，計有丁惟汾在南京所主辦的「中國國民黨童子軍司令部特設

童子軍教練員訓練學校」等二十二處童子軍服務員專業訓練單位（吳相湘、劉

紹唐，1934，頁 555~556）。其中由中國國民黨黨部所主辦的計有十一處，教

育廳主辦的有三處，體育學校主辦的有五處，大學主辦的、中學主辦各有二處。

此與中國國民黨推行童軍運動，「體童不分家」皆有其因果。 

第  三  節  萌芽期：木章訓練制度的引入
（1945~1961) 

壹、積極復員•重返組織  
在 1944 年冬季因為營養不良在四月份由學生的資助下返回蘭州修養而沒

能參加 4月 16日舉行全國童子軍幹部會議的張忠仁在 1945年 10月，應台灣省

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約聘與張效良，至臺南師範學校分任校長、教務主任兼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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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分校主任（童子軍學術論叢，前言）。1946年首先在台南成立「南師附設童

子軍實驗團」，為台灣地區首開中國童子軍之先驅（張效良，1977）。二人長

途跋涉到臺灣本來應該立即展開學校復元以及開展台灣的童子軍教育工作，但

是當時台南師專以及後來成立的屏東師專，連同校長張忠仁一共也只有五位教

師，每週在台南屏東個三天輪流教學授課（張效良，1966），校務繁重實無暇

從事童子軍之復員工作。又因 1947年發生「二二八事件」，致使在台灣發展童

子軍運動遲至 1948年 1月在台南成立台灣省童子軍理事會籌備處才算開始（陳

忠信，1955；臺灣省政府教育廳，1956，頁 6；蕭忠國，1952）。 

10月1日舉行全國行政幹部會議，教育部公告「初級中學童子軍訓練標準」、

「中國童子軍三級訓練合格標準」（台灣省理事會，頁 27~34；陳海光，1967，

頁 67-73；呂建政，2005，頁 104），此一法令的公佈說明了初級中學的「童子

軍教育」與青少年的「童子軍運動」在同一行政主管單位的運作下逐漸分開發

展了。 

1949年 6月 16日，台北市童子軍理事會籌備處成立（聯合報，1952/11/6，

三版）。八月，台灣省理事會籌備處擴大組織將會址遷移設台北，聘陳雪屏、

謝東閔、郝更生、黃季仁、李靚高、詹樹千、曹竟成、游彌堅、劉快治、徐觀

餘、張忠仁、蕭忠國（兼總幹事）為籌備委員。（中央日報，1951/3/5，三版；

陳海光，1967，頁 41；陳忠信，1962，頁 24；蕭忠國，1952/3/4） 

1950年二月，教育部在省立師範學院為了補充童子軍教育師資，比照以往

做法舉辦第一屆冬令講習會，共有台北、新竹、基隆及陽明山（特別行政區)現

任童子軍教練員 50人參加（教育部，1957，頁 1121；陳忠信，1962，頁 24）。 

9月，台灣省理事會籌備處依據 1948年全國童子軍行政會議結論頒布「中國童

子軍總會幹部訓練計畫大綱」頒佈「各級理事會辦理童子軍幹部訓練辦法」（中

國童子軍台灣省理事會，頁 80~84），將童子軍幹部訓練分為三類，從這個時

候開始，各類班隊名稱皆有其明確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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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3「張忠仁先生與中國童子軍運動」後記 
屏東教育大學網站 

照片 14二十年往事話南師 
屏東教育大學網站 

 

摘錄部份條款： 

⋯⋯ 

第二條，舉辦幹部養成訓練者均應名為「幹部訓練班」，

舉辦幹部進修訓練以理論為主者應名為「幹部研究會」，以

活動為主者應名為「幹部訓練營」（如夏令營冬令營之類）。 

第三條，各種幹部訓練機構之名稱均應冠以地方名稱，

如「中國童子軍ＸＸ縣市幹部訓練班」，反應各種班隊均授

權各縣市理事會辦理。 

第四條，幹部訓練班期限最少六個月，研究會及訓練營

期限為兩周至一月。 

第七條，招收學員人數以不超過九十六人為原則。 

第八條，各種幹部訓練如男女學員兼收者，仍應男女分

別訓練。 

第九條，幹部訓練班入學資格，高中或同等學校畢業者，

年齡在廿歲以上卅歲以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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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幹部講習會、訓練營學員入學資格：曾受過童

子軍幹部養成教育或曾從事童子軍事業二年以上者，年齡在

二十一歲以上者。 

第十一條，各種訓練機構於必要時得分組訓練，如行政、

童子軍、女童子軍、幼童子軍、海空童軍等組。 

第十二條，除伙食、制服、書籍屬於私人用途者由學員

負擔外，並得酌收少數學費。 

第十三條，課程舉辦單位必須將訓練計畫經省籌備處核

准後使可辦理。 

第十八條，各幹部訓練機構師資，至少必須符合下列條

件之一。服務童子軍事業十年以上成績優良者，曾任專科以

上學校教員者；專科以上學校畢業，服務童子軍事業五年以

上者；具有特殊技藝者。 

第十九條，幹部訓練軍應採童子軍之組織，使全部生活

童子軍化，並注重領導方法何研究精神之培養。 

第廿一條，幹部訓練班畢業考試，應請上級機關派員監

考，結業後半年期間為實習，成績及格始准予畢業。講習會、

訓練營僅發受訓證明文件。 

⋯⋯ 

整體課程規定，在幹部訓練班是以培養童子軍專業幹部為主，並得分發至

學校擔任教職。幹部研究會、幹部訓練營則為在職進修性質，多以取得教師資

格但非屬童軍科別的人員為訓練的重點。班別區分的精神皆來自 1948 年 10 月

1 日全國童子軍行政會議的決議，但也是唯一執行的省分與地區。後續童子軍

教育師資的培育深受此影響。 

其中各項課程之配當整理，如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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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台灣省理事會童子軍幹部訓練課程配當 

幹部訓練班 幹部研究會 幹部訓練營 

童子

軍課

程

60% 

童子軍概論 

童子軍各級行政組織 

童子軍團組織及行政 

童子軍訓練法 

童子軍活動指導 

童子軍問題 

幼童軍概要 

女童軍概要 

童子軍課程 

專科選訓 

童

子

軍

理

論

課

程

50

% 

童子軍教育原理 

童子軍組織及行政 

童子軍訓練法 

童子軍問題研究 

童子軍活動設計指導 

問

題

討

論 

30

% 

 

一般

課程

25% 

教育概論 

教育心理 

發展心理學 

音樂 

體育 

科學知識 

其他 

童

子

軍

活

動

課

程 

20

% 

童子軍課程複習 

專材選習 

 

活

動 

50

% 

自然研究 

戶外活動 

專科實習 

實習

15% 

露營實習 

教學實習 

團務實習 

實

習

15

% 

露營實習 

 

露營實習 

課外

活動 

社會服務 

問題討論 

小隊集合及團會 

講演辯論 

寫作 

其他團康活動 

課

外

活

動 

旅行參觀 

音樂 

體育 

問題討論 

講演辯論 

寫作 

其他 

 

  一般課程 15%  

資料來源：各級理事會辦理童子軍幹部訓練辦法（1950），頁 80~84。 

 

1950年 1月 12日，童子軍國際辦事處（Boy scouts International Bureau）會

議議決暫時停止承認我會員國資格（教育部，1957，頁 1123；徐觀餘，1953b，

頁 11）。造成此一決議的說法之一是，在五月份當時童子軍總會副會長何應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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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世界總會通知，信函中提及“已有一年餘與本會失去聯繫，現在因不敢斷

定其訓練之宗旨、原則、制度及方法，是否繼續維持，故決定暫行停止承認其

會員之資格，以至情況明瞭後，再行考慮恢復其承認”。停止承認我國會籍（吳

小濤，文史月刊，2007(9)）。另一種說法是在 12月 19日中央日報二版引述郝

更生（時任教育部督學兼全國體協總幹事）的說法，「國際童子軍總部在本年

初撤銷對中國童子軍的承認。因為我們的童子軍是強迫的而非志願的。這種制

度的改變將從僑校開始，台灣各校童子軍將自下學期開始。」；在這篇報導中

並且報導了郝更生論述台灣童子軍發展的契機與限制，他認為童子軍在台灣發

展的契機與作為 

（1）	 大陸許多童子軍教練隨政府來台，全國精英集聚一

堂。 

（2）	 省縣市理事會編制預算，納入政輔正式預算內，人

事、經費皆無顧慮。 

（3）	 實行重質不重量的原則，限制登記人數，改進大陸

的制度。 

（4）	 提高童子軍教練素質，舉辦冬令講習會二次。 

（5）	 發行台灣童子軍月刊。 

（6）	 統一全省童子軍教材，完成初級、中級課程。35 

（7）	 辦理三項登記，健全各團組織、設備。 

今後中心工作計劃： 

（1）	 目前台灣童子軍師資和行政人才都非常缺乏，急需

培養童子軍師資。 

（2）	 舉辦全省第二次童子軍大會。 

（3）	 籌建省理事會會館、永久營地、供應中心。 

（4）	 提倡社會童子軍。 

（5）	 改變現行登記制度，以羅致熱心童子軍事業人士，

辦理登記。 

（6）	 提倡海童軍教育。（中央日報，1952/03/04 ） 

                                                
35當時童子軍高級童子軍的標準與徽章尚在研擬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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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論述再次對童子軍領導人員的發展，展現了多元發展的企圖，除了補

充初級中等學校童子軍課程師資的不足外，更加藉由推廣童子軍大型活動來增

加社會人士參與童子軍運動的認識與機會，並且要增添硬體建設來建構組織的

發展基本條件，增設機構擴大服務廣闢財源。 

1951年 2月份在省立師範學院招集各縣市公私立童子軍教練員 150人左右

辦理第二屆冬令講習會，講習二週（包含在臺中霧峰示範露營三天）（教育部，

1957,頁 1121；陳忠信，1962，頁 24）。 

12月中國童子軍總會擬定「初級中學童子軍組訓改進辦法」，由教育部頒

布實驗（教育部，1974，頁 1599；陳鐵，1985，頁 322；劉彥俊、朱其榮，1995，

頁 57）。辦法中主要的內容有： 

（一）	 每一童子軍團限三十二至卅六人，至少由成人一人領導。 

（二）	 自願登記參加宣誓後，方可著童子軍制服配戴領巾。 

（三）	 未參加童子軍團之學生，統稱為預備童子軍，亦應接受童子軍課

每週一小時及參加童軍活動。 

依據這個辦法將童子軍運動從童子軍教育中區分出來，每一位初級中學的

學生仍有接受童子軍教育的義務但必須自願登記後才可以成為童子軍運動的一

份子，也與世界童子軍總會的宗旨更加接近。也因為「分團愈多，需要幹部愈

多。衡以各學校目前的編制及經費的情形，自難延聘許多教師來專任童子軍訓

練工作」（徐觀餘，1954），所以童子軍團領導人員的短缺問題，隨著政府大

力推廣，更為明顯。 

1952 年 2 月 25 日總會於教育部禮堂舉行創始四十週年紀念大會，由總會

理事長程天放主持，副會長何應欽與會致詞。在致詞中特別說明過去大陸未撤

退以前童子軍運動“在量的發展，非常迅速，但在質一方面，比世界先進國家

相差尚遠，真正合乎世界標準的可說是很少數”，針對童子軍運動在台灣的發

展“二年前接長教育部以來，對童軍工作，改變方向，因此二年來童軍制度、

規程、辦法，均有新作風，由過去對量的注重改變圍注重質的發展”（聯合報，

1952/2/26，二版）。當時全省男女童子軍總數有 7468人，登記團次 189團（聯

合報，1952/3/4，二版）。 

3 月 5 日上午十時各團派代表一至二人由徐觀餘代表總會、蕭忠國代表省

理事、林上代表臺北市理事會到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會，向國民黨致敬；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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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時臺灣省童子軍理事會在省教育廳正式成立，並舉行理事宣誓就職典禮及召

開第一次理事會議36。五時在北投以野餐方式舉行晚宴，八時在中國廣播公司自

由中國之聲舉行廣播慶祝會。童子軍運動在台灣的組織在這一天正式成立並開

始運作（聯合報，1952/03/05，二版）。 

五月，中國童子軍教育學會由在台理事吳兆棠、徐觀餘、蕭忠國、朱重明、

傅治平、張世榮等人，向內政部提出申請遷台恢復辦公，展開在臺會員的調查

並且徵求新會員，計畫於年底召開年會。（聯合報，1952/5/6，二版；劉彥俊、

朱其榮，1995，頁 57） 

8月 10日由教育廳委託省師範學院主辦「臺灣省中等學校教員暑假講習班」

學員約550人辦理報到。這次講習是由台灣省教育廳選調各中等學校三民主義、

國文、公民、中國歷史、中國地理、童子軍等六科教師，課程主要是為配合中

央政府對文化教育及教育改革方案為主旨，講習時間共計三星期（聯合報，

1952/8/10，二版）。 

其中童子軍科，由蕭忠國擔任科主任，輔導委員為高豫，夏煥新擔任實驗

團長，副團長由沈同倫、薛定國擔任。童子軍科的講習目標為，配合反共抗俄

國策，確立中心思想；研究教育方案，實行文化動員，藉以增進實際經驗，提

高教學效率。學員來自全省各地，包括王振堯等 36人37。 

童子軍科的課程內容，除了共同的政治學科二十四小時和教育改革方案十

八小時外，屬於童子軍科的專業科目共有六十六小時（詳表 10）。 

                                                
36理事長：陳雪屏，理事：蕭忠國、謝東閔、詹純艦、游彌堅、劉真、吳三連、黃啟瑞、黃季

仁、趙一葦、江學珠、張效良、陳忠儀、杜傑、林上。 
37參加人員計王振堯、楊玉清、戴斌、齊元喜、李子貴、刑明山、黃鐘銘、金鴻裕、巫樹霜、

丁正官、陳保初、崔麟喧、鍾志豪、王佐才、邢麟山、許博雅、楊守信、徐亮、謬贈、祝馨吾

、范士驤、葉廣才、羅新堤、王緒文、郭亞冰、管啓東、楚書渤、吳冰亮、傅全福、王友信、

丁周立、沈英豪、王德智、華壽南、陳宣植及葉元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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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台灣省中等學校教員講習班童軍科課程配當表 

課程名稱 時間配當 課程名稱 時間配當 

童子軍概論 四小時 童子軍團組織與行政 三小時 

小隊制度 三小時 童子軍復習 二十小時 

童子軍專科訓練 十小時 童子軍訓練法 四小時 

童子軍活動設計指導 三小時 專論演講 四小時 

問題討論 六小時 教學實習 六小時 

團務實習 三小時 共計 六六小時 

技能實習  野外活動  

旅行露營    

講師及指導人員：劉詠堯、吳兆棠、蕭忠國、張效良、溫麟、陳小泉、楊則久、蔡章獻、胡夢

麟、陳海光、張擇涵、陳奮克、徐群、陶唐、高豫、區明志、夏煥新、沈同倫及薛定國。（資

料來源：臺灣童子軍，1(10)，頁 9~10） 

依此講師與學員名單，仍可看出主要的講師以大陸遷徙來臺中國童子軍教

育學會成員為主體。 

自 1949年 6月 16日成立的臺北市童軍理事會籌備處，在 1952年 11月 5

日正式成立。成立時完成登記的男童軍團有十四團、女童軍十團，完成登記的

男童子軍 448人，女童軍 227人，服務員 52人。（聯合報，1952/11/06，三版） 

1936年 1月 4日公佈實施要求全國初級中等學校學生皆接受童子軍教育為

中國童子軍一份子的「初級中學童子軍管理辦法」，於 1953年 4月 14日宣布

廢止（教育通訊，4（10），頁 18）。中國童子軍普訓時期結束。 

4 月 22~26 日，台北市理事會在月眉山靈泉寺開辦童子軍幹部訓練營，考

試合格後得充任童子軍教練員38。（臺灣童子軍月刊，1（8），頁 32） 

4月 27日，中國童子軍第五屆全國理事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中國童子軍徽圖

案及說明。當天參加理事：程天放、桂永清、鄭通和、高信、郝更生、沈亦珍、

王星舟、蔡功南（徐觀餘代）、謝東閔、張忠仁、蕭忠國、黃朝琴（張振漢代）。

列席：徐觀餘。主要議決： 

(1) 通過制訂中國童子軍徽說明及中國女童軍徽案（詳圖 2）。 

(2) 關於總會性質案，依循總章無須變更。學校實施童子軍教

育改進問題，由沈亦珍擔任召集人，郝更生、張忠仁、蕭

忠國、徐觀餘組織小組詳細研討擬定方案，再行核定。 
                                                

38計 28人參加，營主任由台北市常務理事吳石山兼任，行政工作由林上、洪清秋、傅維羆擔任
，訓練工作由方火爐、陳期裕、劉元孝、李修和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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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陳雪屏辭去常務理事乙職照准，增聘桂永清、谷正綱二人

為常務理事，增聘鄧傳楷為本會理事。 

(4) 總會印信與總章規定名稱不符，應以總章上名稱為準。（教

育通訊，4（10），頁 18；4（14），頁 20；臺灣童子軍，

1(8)，頁 30~31） 

教育部頒佈「初級中學童子軍實施綱要」

（教育部，1974，頁 1121） 

四月，陳雪屏辭卸省理事理事長職務（臺

灣童子軍，1（7），頁 24），由新任省教育

廳廳長鄧傳楷兼任，五月十四日交接完畢。5

月 22日，新任理事長鄧傳楷首次主持第五次

工作會報（臺灣童子軍，1（8），頁 5），會

中聘理事十四人，蕭忠國任總幹事（黃克仁，2011，頁 293）。會中鄧傳楷對

省理事會服務態度與工作方針提出六項指示 

（1）	 確信童軍訓練為訓練兒童培養健全人格之良好教育，願意盡最大

努力來謀事業的開展。 

（2）	 今後推行業務，必須依照國家的需要配合當前國策釐定方針，尤

須注意發揚我國固有之文化與道德以為國家培養健全之公民。 

（3）	 省理事會是全省童軍的首腦部，全體同仁在工作上生活行動上必

須隨時警惕，發揮童子軍精神以為全省童子軍之表率。 

（4）	 目前最感缺乏者，當為童子軍師資，除計畫於最近期內設法培養

新師資外，在暑假中可配合暑假教員講習班並應調訓原有師資，在平

時並應隨時設法幫助全體教員進修，以謀師資之健全。 

（5）	 在全年暑假中可計畫舉辦一次示範性露營。 

（6）	 經費困難各部門皆然，為事業開展所需經費，當盡可能設法謀求

解決。 

鄧傳楷的政策在後續推動下，結合地方、教育與民間的力量，讓童子軍運

動在台灣省奠定良好的基礎。 

8月 8日至 12日，童軍總會總幹事徐觀餘奉行政院派任參加在明石國華都

 
圖 2 1953年 4月 27日通過之中國
童子軍徽及女童軍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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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Vaduz. Liechtenstein）舉行的第十四屆童子軍國際會議39，會中以《Ａbrief 

report on scouting in China》為名報告我國童子軍發展現況。在第五頁中“改 

善（Improvement）“乙節中，談到中國童子軍

全國初級中學學生都是童子軍的做法是違反童軍原

則與世界標準的，也瞭解全民童子軍意即無人是童子

軍（”Everybody is a Scout” means “nobody is a 

Scout”）。徐觀餘在說帖中說明了 

八項改善指引： 

（1）	 所有青少年將以自我意願為前提加入

童子軍（Boys are to join Scouts at their own will.）。 

（2）	 一個團將不會超過四個小隊（One troop 

consists of not more than four patrols.）。 

（3）	 任何一個團裡至少會有一位訓練有素的團長（Each troop has at 

least one well-trained scoutermaster.） 

（4）	 中國童子軍的訓練目標將特別強調戶外活動、社會服務及手工藝

（Training emphasizes out-door activities, social service and handicraft 

to attain the aim of Boy Scouts of China.） 

（5）	 通過初級課程並完成宣誓的青少年才能正式穿著童軍制服（Boys 

who have not passed the tenderfoot class and not taken the Scout Oath 

are not allowed to put on uniforms.） 

（6）	 為資深團長提供更多的訓練機會（To give further training to 

well-experienced Scoutermaster.） 

（7）	 在訓練童軍方面強調質的提昇更甚於數量的增進（To train Scouts 

by emphasizing quality rather than quantity.） 

（8）	 與世界總會密切連繫迎合國際標準（To make clase contact with the 

International Bureau to comply with the World Scout Standards.） 

在發表完此說帖之後，經與會所有會員國熱烈鼓掌歡迎，通過我國恢復會

                                                
39四月份前既已收到通知，六月奉行政院核派徐觀餘前往（教育通訊，4（9），頁 18）。明石
國華都市係尊重原作者之翻譯，當時國名係取其德文意義「光明之石」，由雙方協調成立並由

蔣中正題字，該國國名現僅音譯為列支敦士頓。 

 
照片 15徐觀餘返國時照片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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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之提案。該次大會亦通過澳大利亞、紐西蘭及錫蘭三個英屬自治區獨立成為

會員，印尼及韓國加入為新會員的議案（徐觀餘，1953；教育部，1957，頁 1123；

1974，頁 1620-1621）。為我國童子軍運動國際化重新開啟大門。此一議案與我

國政局穩定得以與世界童子軍總會重新連繫以外，與我國教育部 1951 年頒布

「初級中學童子軍組訓改進辦法」，1953年廢止「初級中學童子軍管理辦法」，

讓初級中學學生不再視為準童子軍而是以預備性身分參加童子軍，要正式參加

童子軍運動需要按照世界童子軍總會的訓練原則以及童子軍總會的規定來辦理

（蔡連裕，2007，頁 24）。同年總會委託臺灣省理事會舉辦童子軍三項登記及

大陸來臺之男女服務員總調查登記。（教育部，1974，頁 1599） 

貳、向外突破•尋求發展  
1954年 1月 7日，中國童子軍總會核准「中國童子軍團各級領導人員資格

及工作暫行辦法」 （教育通訊，5(4)，頁 22），明確規定童子軍團自團長以降

各項職務的年齡、資格取得、產生、核准單位及工作概要。其中在附註中特別

說明「童子軍團各級領導人員軍需由男性擔任，女童軍團各級領導人員軍需由

女性擔任，但教練員或專科指導員不在此限」，是首次將團領導人員的性別問

題公開規定，此一政策也相對影響女童子軍運動後續的發展。並且在附註中再

次呼應 1953年底要求辦理的童子軍三項登記政策，再再反應童子軍教育與童子

軍運動在校園中的差異。 

6月 16日劉先雲接替鄧傳楷擔任台灣省理事會新任理事長，在歡迎會中的

致詞中首次提及「臺北是首善之區，臺北市童軍如果辦得好，自然起示範作用

而影響全省」，為台灣省理事會理事長對童子軍運動跨越行政區劃提出整體發

展構想（臺灣童子軍月刊，2（3），頁 4~5）。 

6月 20日，中國童子軍教育學會假臺北師範學院會議室舉辦成立十週年紀

念會。會議由常務理事蕭忠國主持，傅治平報告經費的收支與將來計畫，吳兆

棠報告學會創會的過程（臺灣童子軍月刊，2（3），頁 7） 

8月 11日中國童子軍總會理事長改組完成，由新任理事長張其昀接替程天

放成為第六任理事長。新任理事並完成改組，第六屆理事名單如表 11，主要成

員仍為中國童子軍教育學會理監事及教育部主管，特別其後在同年 11 月 27 日

理事會中推選常務理事多係政治作戰亦或青年組織工作為背景之政要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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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中國童子軍總會第六屆理事會成員名單 

職務 姓名 現職 

理事長 張其昀 教育部部長 

駐會常務理事 吳兆棠 交通部交訓班教育長 

常務理事 蔣經國 青年反共救國團主任 

常務理事 上官業佑 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8月份名單中未見） 

常務理事 謝東閔 台灣省政府秘書長 

常務理事 劉詠堯 國防部戰略顧問 

常務理事 蔣建白 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長 

理事 谷正綱 大陸救災總會理事長 

理事 陳雪屏 台大教授 

理事 桂永清 參謀總長 

理事 朱家樺 聯合國中國同志會理事長 

理事 鄭彥棻 僑務委員會委員長 

理事 吳俊生 教育部政務次長 

理事 高信 教育部常務次長 

理事 黃朝琴 台灣省議會議長 

理事 侯騰 國防大學校長 

理事 劉先雲 台灣省教育廳廳長 

理事 蔡功南 菲律賓僑領 

理事 王星舟 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司長 

理事 郝更生 教育部督學 

理事 張忠仁 教育部編審 

理事 羅衡 立法委員 

理事 蕭忠國 省立師範學院教授 

理事（總幹事） 徐觀餘 童子軍總會總幹事 

資料來源：中央日報，1954/08/11，第三版；1954/11/28，第四版；國史館編，2004，頁 4 

10月 26日召開第六屆全國理事會議40通過「中國童子軍教育改進方案」，

11月 23日承會長核定，11月 27日由教育部頒佈施行（中央日報，1954/11/28，

四版；教育部，1957，頁 1116~1118；教育與文化，5（25），頁 25~27）。整

                                                
40當日出席理事上官業佑、劉詠堯、侯藤、吳俊升、高信、羅衡、吳兆棠、蔣經國（曾憲鎔代

）、劉先雲、蕭忠國、鄭彥棻（馮鎬代）、徐觀餘、蔣建白、郝更生、王星舟、張忠仁。並推

選常務理事，將經國、上官業佑、謝東閔、劉詠堯、吳兆棠、蔣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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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方案於 1955年度上半學期開始正式實施。全方案分為總綱、教育綱領、組織

方面、訓練方面、考核方面、經費方面及附則等七節，相關要點整理如下： 

三、在組織方面分為行政組織、校內童子軍、社團童子

軍、女童軍等。 

（子）中等學校 

（一）凡初級中學學生年滿十二歲，一律准其登記為中

國童子軍。 

（二）各學校主辦之中國童子軍團，以團員六人至九人

組織一小隊。以三小隊至六小隊組織一分團。 

（三）各學校中特別優秀之童子軍，得選拔為童子軍之

基層幹部。 

（四）各學校之童子軍團，厲行[sic]小隊制度，加強小

隊長訓練。 

（丑）國民學校41 

（一）鼓勵各國民學校設立中國童子軍團 

（二）凡年滿十二歲之小學生，志願加入為中國童子軍

而經家長許可者，得申請登記為中國童子軍。 

（三）國民學校主辦之童子軍團，其團員人數以四小隊

為限。超過四小隊之團，得於團內組織分團。 

丙、關於社團童子軍 

（一）鼓勵各機關團體設立中國童子軍團。 

（二）凡年滿十二歲至十八歲之少年，志願加入為中國

童子軍而經其家長許可者，得申請登記為中國童子軍。 

（三）各機關團體主辦之童子軍團，其團員人數以四小

隊為限。 

丁、女童子軍 

（一）中國童子軍總會應輔助中國女童軍成立之行政機

構。 

                                                
41為今日之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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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男女童軍不得混合組織。女童軍團比照男童子軍

團組織之。 

（三）女童軍應由女性服務員領導之。 

四、訓練方面 

甲、關於訓練方法 

（一）初級中學以童子軍活動列為必修。 

（二）初級中學之課外活動，以童子軍活動為主。 

（八）女童軍教育方案，應依據女子生理及心理狀態，

另行設計。 

（九）設計中國幼童軍教育方案實施之。俾十二歲以下

之兒童，有參加童子軍預備訓練之機會。 

（十）設計海童軍、空童軍等教育方案實施之。 

丙、關於幹部之培養者 

（一）商請有關教育或訓練機關，設立中國童子軍教導

人員訓練班。經常培植童子軍教導人員。 

（二）各地應利用假期或晚間，籌設教導人員訓練班、

講習會、或隊長訓練營，以成就童子軍新進及基層幹部。 

（三）服務成績優異之童子軍教導人員，應僅可能給與

出國考察及進修之機會。 

（四）各學校在課外擔任童子軍教導人員之教職員，其

工作時間，應比照授課及實習時間計算。 

五、考核方面 

（二）各學校辦理童子軍團之成績，列為校長考績之一，

由教育行政機關負責考核之。 

（三）學校教職員努力童子軍教導工作之成績，列為本

人考績之一，由該校校長考核負責之。 

（四）各級童子軍行政機關之工作成績，由同級教育行

政機關考核之。 

（五）各學校童子軍團長、副團長等工作成績，由各該

學校童子軍團團務委員會考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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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服務員之工作成績，由當地童子軍行政機構

考核之。 

六、經費方面 

（一）全國及各省市之童子軍教育經費，由教育行政機

關寬列預算支付之。 

（二）各學校所收童子軍費，只限於有關童子軍之使用。

不得挪作其他用途。 

七、附則 

（一）本方案未列各項，仍依照中國童子軍原有法規辦

理。 

（二）中國童子軍原有法規與本方案所列各項不相符者，

依照本方案之規定修正之。 

（三）本方案由中國童子軍全國理事會第六屆理事會會

議議決後，送請教育部核准施行。 

綜括整體方案有幾項特色，影響童子軍運動甚巨。 

• 雖仍以學校為童子軍運動發展的重心，但已明確強調志願

申請的基本精神，且童子軍活動為初級中等學校的主要課

外活動。 

• 童子軍運動的發展，往下自國民學校紮根。 

• 男童子軍與女童子軍在學校發展，亦分別辦理。 

• 學校、教職員在童子軍的貢獻，皆比照學校內部工作列為

考績、工作時間之基準。 

• 積極辦理領導人員之訓練，提供出國考察之機會。 

• 寬列童子軍團經費預算，且專款專用。 

• 基於全國理事會成員的廣泛影響力，可獲行政機關大力支

持。 

也因為這個方案公佈實施，原先委請台灣省理事會辦理的童子軍三項登記，

自 1955年起轉回由童子軍總會辦理（教育與文化，6(1)，頁 26）。同一天，全

國理事會也通過核定「中國童子軍總綱」、「中國女童軍總綱」（陳鐵，1985，

頁 324；劉彥俊，1987，頁 90-94；教育資料集刊，1977，頁 450；劉彥俊、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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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榮，1995，頁 58）。12月 2日台灣省教育廳四三臺童一字八七八號函頒佈「初

級中等學校童子軍教育實施綱要」總共一十二條（台灣省理事會，頁 12~13），

主要是將中國童子軍教育方案之相關規定轉為辦法公佈令各級學校遵行。 

1955 年 2 月 3 日，教育部頒布臺(44)普第二Ｏ一九號函「中國童子軍團組

織規程」，共廿五條（教育與文化，6(10)，頁 20~22）。其中對童子軍團的組

織從團的構成要件至團務運作皆做完整的規定與說明，特別呼應童子軍教育改

進方案將童子軍團分為甲種團（中等學校）、乙種團（國民學校）及丙種團（各

機關團體）等三類，屬於創新做法。 

2月 25日，中國童子軍創始四十三週年紀念會暨台灣省理事會第三屆理事

宣誓就職在陽明山舉行，大會由教育部次長高信主持，致詞勉勵所有參與童軍

工作人員努力推行童軍教育改革方案，讓童軍教育普及發展（中央日報，

1955/2/26，四版）。 

3月 6日起至 12日，童子軍總會為研討中國童子軍教育改革方案實施辦法

及交換實際經驗，在北投交通研究所辦理「中國童子軍教育研討會」邀請各級

童軍理事會總幹事、團長、教練及華僑服務員約 130 人參加，理事長張其昀主

持，吳兆棠、劉先雲擔任副主任（中央日報，1955/3/13，四版，1955/3/7，二版，

1955/3/6，四版）。整體研討會內容有恭讀會長訓示、專題講演及研討三大項目。 

專題講演有：吳俊生講「中國童軍與教育之關係」、胡軌講「反共抗俄國

策與青年組訓」、劉先雲說明「台灣省教育設施」、郁漢良說明「中等教育方

針」、王星舟講「社會教育方針」、吳兆棠說明「教育原理與中國童子軍教育

綱領42」、徐觀餘報告「童子軍國際組織及其活動」及徐家驥說明「共匪青少年

之組訓」（教育與文化，6(12)，頁 25）。 

研討分為綜合說明、分組研討、整理記錄、集體研討。推舉劉元孝、丁正

官、朱其榮、吳曉霞、陶唐、劉彥俊、陳忠信、高豫及傅治平為幹事。討論童

子軍教育現況之檢討、中國童子軍組織改進問題、中國童子軍訓練改進問題、

中國童子軍戰時服務問題、童子軍考核及教材編審問題及本年度童子軍活動中

心工作（教育與文化，6(6)，頁 22）。 

整個研討會無論參與人數與廣度，均係以往未曾發生。且特別設定分組研

                                                
42教育與文化，6(10)，頁 4~6，同文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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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的方式，廣納各方意見希望能藉此將童子軍教育充分推廣。 

六月起，中國童子軍總會在吳兆棠43安排下委託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在北投

舉辦一期「童子軍教導人員訓練班」，整個訓練班時間長達九週，共計有 23人

結訓，結業之後介紹學員擔任各中學擔任童子軍教員（陳忠信，1962，頁 24；

教育部，1957，頁 1122）。 

九月，台灣省立師範大學奉准設二年制童子軍教育專修科，在積極推動童

子軍教育與童子軍運動逐步分開

的趨勢下，雖然並為獲得所有童子

軍界重要人士的認同，但在童子軍

相關課程仍為初級中學正式課程

之一的情況下，此舉確是解決童子

軍教育師資不足的重要途徑，也是

中國童子軍運動發展重要的里程碑。首屆考選高中畢業生 30人，保送國民學校

女教師 20人44（陳海光，1967，頁 144；教育部，1957，頁 1121；1974，頁 1599）。

整個師資的主體仍是以中國童子軍教育學會為主體。 

教育部會同中國童子軍總會頒佈「初級中學童子軍教育實施綱要」（傅治

平，1962，頁 42）。其中重要改變 

（1）	 初級中等學校一律實施童子軍教育。 

（2）	 每週正課一小時外，每班每週增列實習活

動一小時。 

（3）	 未登記為中國童子軍之學生，均不得穿著

童子軍制服。 

童子軍總會在多方考量下，由張其昀理事長、駐會常務理事吳兆棠、常務

理事蔣經國主導下，聘請謝又華擔任童子軍總會副總幹事。並計畫派員到國外

參加系統性訓練活動45。 

陳忠信、蕭忠國於《教育與文化》投稿中，顯露當時童軍教師不足之情境，

也說明當時的童軍服務員訓練皆屬於童軍師資培訓性質，尚無義務服務員的觀

                                                
43當時吳兆棠擔任交通部訓練中心主任。 
44陳海光（1967,頁 144)所載為三年制（在學實際期間為二年，教學實習一年）。該校專科自 46
年至 62年，曆年畢業之男生 497人，女生 309人，合計 806人。 
45當時稱極偉園為”基偉園”，已知其為世界童子軍幹部訓練中心。（徐觀餘，1955，頁 12） 

 
照片 16更生報，1955/10/13日，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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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1956 年 4 月召開全省教育會議，廣泛而深入地檢討過去教育實施的得失，

策劃未來教育的充實與拓展。將推動童子軍教育列為初級中學文武合一教育實

施具體計畫。結論之一為目前童子軍教員極形缺乏，應多設法培養，以三種管

道培養師資，並加強縣市理事會組織，以收一元領導的效果。（臺灣省政府，

1956，頁 1,7） 

當 1924年台灣還在日本統治之下，整體中國軍閥割據之際，東北亞鄰國日

本童子軍服務員佐野常羽，便已經到英國極偉園（Gilwell Park）參加英國童軍

總會所舉辦的服務員訓練課程。1925年 4月日本童子軍聯盟第一屆指導員（即

我國服務員）訓練所成立。1927年 4月日本指導員訓練所更名為指導員實修所

（王富民；陳海光，1985，頁 53），負責各級童子軍領導人員的培訓及進修工

作。 

8月 2日至 7日，日本童子軍連盟在長野縣輕井澤舉行的四次全國大露營，

我國組成卅二人代表團，由當時教育部督學兼童子軍總會總幹事徐觀餘擔任領

隊，台灣省理事會主任幹事高豫為副領隊，劉元孝、朱其榮、陳壺水、沈同倫、

劉明智等五人為教練，方火爐為幹事，率領童子軍 24人46前往。大露營之後劉

元孝、朱其榮、方火爐、劉明智相偕前往日本參加其中央實修所的訓練課程（劉

彥俊、朱其榮，1995，頁 58）。同一時間以中國童子軍教育學會為主體的考察

團「中國童子軍教育人員赴日考察團」共十一人，由蕭忠國領隊，到日本考察

該國的童子軍教育以及幹部儲訓的相關資料。（徐觀餘，1957；陳海光，1967，

頁 39）。8月 21日 0745時二個團體共同返抵搭乘泰航的專機返回台灣（聯合

報，1956/8/21，三版；蕭忠國，1956b，頁 11）。 

於 1955年度第一次招生的台灣師範大學童子軍專修科於 11月 24日因招生

報名人數不足，台灣省教育廳特別發函請各縣市在各師範生申請保送師大名單

                                                
46為日本童子軍連盟第四次全國大露營，舉辦時間為 0802~0807地點在長野縣輕井澤，參加童
子軍為楊海德、劉大中、鄭弘志、梁治國、李為力、梁開來、無待勳、徐乃強、劉漢欽、黃蒼

麟、杜國夫、王鵬翼、陳怡安、羅明德、林昌洲、薛鍾祥、林仁遠、黃鐘官、單亦俊、陳正雄

、陳漢民、喻保禎、鄭建雄、楊仕峰等廿四人，徐觀餘（教育部督學兼中國童子軍總會總幹事

）為領隊，高豫（台灣省童子軍理事會主任幹事）為副領隊。劉元孝（台北市理事會總幹事）

、朱其榮（台南市總幹事）、陳壺水（台南市團長）、沈同倫、劉明智等五人為教練，方火爐

為幹事。7/17~27日集訓，7/30乘飛機出發，8/20返國。（聯合報，1956/8/21，三版；教育與
文化，12（7），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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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再予甄選保送（更生報，四版；教育與文化，14(5)，頁 38）。希望平均成

績在八十分以上的申請保送師大學生中可以再一次選擇。 

為慶祝將中正七十歲華誕，中國童子軍總會於 10 月 25 日起在高雄大貝湖

（後改稱為澄清湖）營區舉辦中國童子軍第三次全國大露營，共有全國童子軍、

服務員約計 3,915 人參加。營主任吳兆棠在「教育與文化」第十四卷第九期專

刊中指出這次大露營主要的意義有三： 

一、是鼓勵全國童子軍益加奮發自強，矢志反攻復國。 

二、是加強世界各國童子軍的精誠團結，共同為爭取世

界人類的自由和平而奮鬥。 

三、是慶祝救國救世的革命領袖七十華誕，使國內外青

少年于熱誠敬仰之餘，共立「見賢思齊」之弘願。 

本次大露營除中國童子軍夥伴參加外，還有 109 位僑生童子軍，104 位來

自美國、比利時、菲律賓、日本﹍等六國外國童子軍代表團，其中比利時代表

貝奧文少校（Lars Biorkman）佩帶木章領巾，是與會人員中唯一的木章持有人，

徐觀餘在報導中特別說明「他出身於世界童子軍幹部訓練中心的極偉園」（徐

觀餘，1956，頁 5）。10月 29日至 11月 3日，童子軍國際辦事處遠東代表柏

道利納[sic]47抵華參觀（中央日報，1956/10/30，五版），對我國第三次大露營

中男女童軍雖區分營區但一同活動的情形，特別表示目前除中國童子軍與印度

外，其餘各國均將男、女童分開以反應生理、興趣的差異性。 

11月30日1730時當時擔任國際童子軍辦事處主任史北來將軍48（General D. 

C. Spry）由馬尼拉輾轉來到台灣訪問暨視察，因為這是童子軍國際組織負責人

第一次訪問中國童子軍，由駐會常務理事吳兆棠暨總幹事徐觀餘到機場迎接，

理事長張其昀並設晚宴款待。12月 1日偕同拜會陳副總統、何應欽副會長及外

交部部長葉公超，並且赴碧潭參觀臺北縣童子軍聯合露營，參觀了建中、師大

童子軍專修科實施的情形並發表「童子軍教育的目標」演說，晚上在中山堂與

服務員一同聚餐。餐後趕赴國際學舍參加由台灣省理事會所舉辦的歡迎營火。

                                                
47Padolina，後文多翻譯為“柏多利那”，此尊重文本仍引用原音譯文字。柏道利納係菲律賓人
，1913年生，1956年開始任職於遠東區辦事處，擔任視導專員。 
48史北來將軍是加拿大人，當年 44歲。1945年被任命為加拿大駐英總司令，為當時加拿大、英
國最年輕的將軍。1946年回到加拿大升為國防部副參謀總長。1948年被選為童子軍國際委員
會委員，1951年 10月辭去委員職務擔任童子軍國際辦事處副主任，1953年升任為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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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2日，依其宗教信仰至新生南路衛理公會禮拜堂做宗教崇拜，之後趕赴新

竹參訪新竹縣的露營活動，1700時搭機離開台灣前往韓國，繼續他在遠東地區

的行程。（更生報，四版；聯合報，1956/12/1，三版；教育與文化，14(9)，頁

2~3；柯建星，1956，頁 26）。我國童子軍事業，已在國際之間立穩角色。 

1957年元月，中國童子軍全國理事會擴大組織，人事改組。徐觀餘請辭總

幹事，遺缺由救國團年輕組長謝又華接任；秘書傅治平接任副總幹事，並派省

總幹事陳忠信兼任總會副總幹事（臺灣童子軍月刊，4（1），頁 18；教育與文

化，15(6)，頁 47）。 

徐觀餘，自民國廿三年總會成立之初便任職於總會者，請辭童子軍總會總

幹事一職之後，在 1957年 3月 14日出刊的「教育與文化」第十五卷第七、八

期合刊本中，發表「童子軍教育」一文，說明了過去童子軍總會的重大事件以

及他對童子軍教育工作努力發展的方向，談到四項主要工作： 

一、確定中國童子軍的法律定位 

認為中國童子軍無論直屬於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或者行憲後歸屬於

教育部，都與世界其他國家童子軍組織，由人民自由自動組成的社團有所差異。

義務工作者多，專業工作者少，中國童子軍也應該校法先進國家修訂基本法規，

由教育部呈請行政院姿請立法院審議通過。 

二、經費自營 

目前各級理事會仰賴政府補助並非長久之計，每年除了徵收會費、登記費、

捐款之外，應該成立童子軍用品供應機構，一方面可以發揮童子軍用品的榮譽

作用，另一方面可以讓童子軍的用品統一及標準化。相關利潤也可以歸為童子

軍所有。 

三、建設永久營地 

希望各縣市理事會可以協調地方政府協助，在總會附近建構一永久營地。

作為童子軍接近野外的活動場地以及童子軍幹部訓練的所在地。 

四、編譯圖書 

教導童子軍最感到缺乏的是應用指導或增進技術方面的圖書或教材，設法

收集各國教材，專人編譯，作為研究童子軍教育或者服務人員參考或閱讀使用。 

健全內部組織、充實內部人員、培養新的幹部、建立新

的制度、寬籌經費，這都是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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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時頗久，才能學識，深感空虛而不濟用，實有退休的

必要。 

徐觀餘，1903年出生於廣東中山縣，1919年在南開中學就讀時宣誓加入童

軍運動，順利進程至擔任聯隊長職務。之後在天津市義務擔任團長及天津童子

軍聯合會幹事。1928年中國國民黨訓練部在南京成立中國國民黨童子軍司令部，

他擔任秘書處主任，後續改組繼續在童子軍訓育科任職。 

1932 年總會籌備處成立，先後擔任第一科科長、助理秘書。總會成立後，

徐觀餘入選為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資助赴美考察。在美國考察期間進入希佛童

軍學校參加行政人員訓練班第 43期結業，因為當時美國童軍總會尚未公開對外

國招生，徐觀餘是該機構第一位特許參加的外國學員。 

1935年隨同嚴家麟參加美國第一次全國大露營，1937擔任副領隊參加荷蘭

舉辦第五次世界大露營，同年在海牙舉行的第 9 次世界童軍大會，我國成為會

員第一次參加世界大會。 

抗戰期間無論總會牽制武漢、長沙、重慶、青木關，徐觀餘都留在總會服

務。1942年轉任中國國民黨推行新生活運動。1950年總會遷臺由徐觀餘兼任總

幹事，1953年出席世界大會為國國爭取恢復會籍並兼程趕赴瑞士參加第五次世

界羅浮大會。 

中華民國童軍自童子軍持續至總幹事的大概也只有徐觀餘一人。離職後，

持續以業餘身分參與童軍活動，1960年 9月徐觀餘被童子軍國際委員會推選為

世界童軍之友，獲頒 116 號證書。以及瑞士童軍聖佐治義勇紀念章、日本童軍

聯盟感謝章。（臺灣童子軍，7(10)，頁 16,19） 

徐觀餘在中華民國童軍歷史中的行政、外交皆有其具體的貢獻，但是因為

社會資源較為不足，許多理想未能獲得實踐（謝又華口述）。這是徐觀餘最後

一篇書面建言，亦代表童子軍時代的轉換。 

童子軍總會持續利用假日舉辦「童軍教師研習會」、「輔導進修會」五期

參加人員計 426人（教育部，1974，頁 1602）。 

7月 23日中午張其昀為中國童子軍出席童子軍國際會議及世界童子軍創始

五十年金禧暨創始人百歲誕辰大露營代表團授旗（照片 17），由駐會常務理事

吳兆棠代表接受。代表團一行九人於 7月 28日搭機赴英。營隊期間主要由劉元

孝負責露營本身的工作。營隊結束之後，參加露營的童子軍交由我國駐英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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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照顧，吳兆棠、陳忠信及劉元孝至國際極偉園參加訓練。（謝又華口述） 

1953年起美國軍援華顧問團成立美僑童子軍團，1954年並為美國童軍創始

44 週年擴大舉辦慶祝活動，蔣宋美齡應邀前往參加。中美雙方童軍交流密切，

並且每年定期舉行中美童軍技能觀摩會，行之多年。1957年七月美國童子軍提

出個派一小隊互訪之計畫，童子軍總會欣然接受，8 月 6 日由總幹事謝又華擔

任團長，徐傅德擔任領隊一行共六人出發至美國展開訪問美國的行程（照片 20）。

訪美行程結束後謝又華參加美國希佛童子軍專職人員訓練學校接受專業人員的

訓練（教育部，1974，頁 1622），受訓期間也曾經參與美國木章訓練的課程，

瞭解木章訓練進行的方式並且認同木章訓練是培養一位成年人參與童軍運動成

為童軍服務員的好方法。（謝又華口述） 

也因為這趟專職人員的訓練課程，讓謝又華感受到美國志願服務制度的力

量及可貴之處，回國之後對整體童子軍運動制度有著不一樣的想法。多項心得

與構思，特別是童子軍活動的走向、童軍運動中服務員的角色以及義務服務員

的制度與想法，再與吳兆棠會談後，雙方理念相同，打破過往吳兆棠、蕭忠國

等受德國教育思潮的影響（謝又華口述），並沿襲先前推動童軍運動的做法，

在推展童子軍運動有更寬廣的作為。 

希佛童子軍專職人員訓練學校是為於美國新澤西州緬旦城附近的布魯克斯

郡。在 1932 年為了紀念曾經任職美國童子軍總會主席希佛 •摩地麻

（MortimerL.Schiff）而成立。土地是由他母親所捐出 15萬美元所購得，並且另

外捐增了 10萬美元作為擴建計有建築物使用。主要成立的目的是作為美國童子

軍的訓練中心，包括訓練童軍專業服務員及義務服務員，來培養下一代成為良

好的品質的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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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7張其昀授旗，由吳兆棠接受。 
翻拍自攝影新聞，1957/7/24，第一版 

照片 18 蔣中正接見參加英國金禧大露營主
要領隊人員。 

 

  
照片 19參加英國金禧大露營營地建設 
（左一為劉元孝，中央社） 

照片 20參加 1957年中美童軍互訪活動我國代表團 
（中央社）左三謝又華，右三徐傅德 

希佛童子軍學校在當時是唯一的童軍訓練學校，舉辦的訓練主要是專業服

務員訓練、童軍木章訓練、童軍小隊長訓練和童軍露營訓練四種。其中，專業

服務員訓練訓練時間長達 45天為最長的營隊，訓練對象是對以童子軍運動為職

志的童子軍各級單位的專職工作人員。我國童子軍最早有機會參加這項訓練的

是徐觀餘49，謝又華為第二位參加這項訓練的中國童子軍服務員（謝又華口述；

劉文華，1964）。在這段時間，謝又華參加美國各地的童子軍活動、專職人員

                                                
49參加的時機、背景並無明確資料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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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訓練及後續 1964年第二次 Explorer全國大會、第六次全國大露營，對童子軍

運動中義務服務員的觀念、對青年的尊重等觀念，影響中國童子軍的發展甚大。 

6月 28日起至 7月 2日，台灣省教育廳與童子軍理事會，假樹林舉辦公私

立初級中學童子軍服務員大露營，共計約 200人參加。28日上午報到下午紮營

及領隊座談，29日上午營務報告、開幕典禮，下午童子軍團集會及檢討，營地

生活檢討會。30日晨操式精神講話、組織研究，下午行政研討、女童子軍團集

會及檢討，夜間營火。7 月 1 日訓練研究、組訓研究、活動研究，下午技能實

習及檢討，夜間聯合營火。2 日，精神講話、拔營。這是童子軍服務員辦理大

露營之創舉。7月 3日起三天，台灣省政府在省訓團辦理「童子軍教育講習會」，

主要目的在研討初級中學童子軍教育實施計畫。（中央日報，1957/6/28，四版） 

1957 年恰為世界童子軍運動創始五十年，由於世界各國慶典活動的舉辦、

中國童子軍總會人事的更換、全國大露營活動恢復辦理以及童子軍運動的方向

更加明確，讓中國童子軍運動在此一年有較諸以往更明確的變革。 

參、組織常設•人員組織  

1958 年行政院以行政命令解釋「中國童子軍總會，負責推展童子軍運動，

把握其為教育性社會事業之特質，組織社會力量，為青少年服務，而以為國家

培養優秀公民為其目標。」，說明中國童子軍總會應為民眾團體（教育部，1974，

頁 1603，1629）。中國童子軍總會為了有效的推展這個運動，把握以下原則作

為政策努力的方向。 

• 嚴格遵行志願參加之組織原則，改正過去初中學生均為童

子軍之偏失。 

• 建立義務服務員制度，改變過去團領導人專業化之意味，

使熱心童子軍事業人士，均可積極參加為青少年服務。 

• 建立義務服務員訓練及輔導制度，以提高童子軍服務員素

質。 

• 充實童子軍訓練內容及活動；使童子軍在做中學、學中做，

養成手腦並用之習慣。 

• 推廣幼童軍、行義童子軍、羅浮童子軍活動，使童子軍組

織系統更為完整，使童子軍運動更期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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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量爭取參加童子軍國際活動，以保持並加強童子軍國際

間之良好友誼與密切的聯繫。 

1月 20日，全國理事會第七屆理事會議，議決四項決議 

(1) 依據總章之規定並比照國際童軍之通例，以民眾團體方式

推展會務，仿照民重團體組織法建立新體制，向社會爭取

經費以減少政府財力負擔。 

(2) 決定「三五」籌開榮譽裁判庭增與各項榮譽獎章。 

(3) 計劃組成百人代表團參加菲律賓舉行的第二次全國大露

營。 

(4) 通過「建立高級童子軍晉級制度」、「中國童子軍榮譽章

增與規程」、「幼獅、長城、國花童子軍徽章頒授辦法」，

頒佈施行「中國童子軍獅級長城級國花級合格標準」、「中

國童子軍獅級長城級國花級考驗晉級暫行辦法」 

同時公佈當時童子軍計 419團、男童子軍 7844人、女童子軍 3504人、服

務員 879人。（中央日報，1958/1/21，四版；陳海光，1967，頁 73-74，76-80；

傅治平，1962，頁 42） 

4 月 11 日，童子軍總會舉行第七屆第一次理事會50。會議決議將童子軍制

服改為帽子為藏青色船型帽，上身制服照舊（卡其色），褲子為藏青色短褲，

須登記合格且在活動時才可以穿戴。一般國中生則依照現行樣式且不可配戴童

子軍標章及配戴領巾。主要是以帽子、徽章佩帶與否以及領巾作為最大的區分。 

將總會的組織改成八個委員會，各個委員會主任委員： 

國際委員會：鄧傳楷 

義務服務員訓練委員會：吳兆棠 

職業服務員訓練委員會：劉詠堯 

童子軍訓練委員會：蕭忠國 

學校童子軍事業推廣委員會：杜元載 

社會童子軍事業推廣委員會：林挺生 

學校童子軍教育委員會：王亞權 

                                                
50出席人員：理事長張其昀，常務理事：劉詠堯、鄧傳楷、吳兆棠、王亞權。總幹事：謝又華

。副總幹事：陳忠信、傅治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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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童子軍發展委員會：李樸生。（中央日報，1958/4/12，四版） 

此一新組成的委員會型式，將服務員明確區分為義務服務員及職業服務員

二個方向，並且由吳兆棠擔任義務服務員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這項人事更促

進了中國童子軍成人領袖來源的多樣化。童子軍運動推廣範圍進入社會化並啓

用商業界人士擔任主任委員，打破以往以黨政軍教育為主體的沈痾。 

訂頒「初級中學學校童子軍教育實施補充與聯繫兩要點」，要求各縣市為

加強童子軍組織與充實童子軍訓練內容，採取 

• 鼓勵加強晉級制度與專科考驗。 

• 建立羅浮童子軍、行義童子軍和幼童軍組織。 

• 督導所屬會員舉辦大規模童子軍活動。（教育部，1974，

頁 1605-1614） 

4月 29日至 5月 3日，世界童子軍總會史北來將軍第二次訪華（中央日報，

1958/4/29，四版；傅治平，1962，頁 42）。30日與童子軍總會及省理事會座談，

晚間則參加由大同製鋼機械公司員工，為響應社會童子軍在其董事長林挺生鼓

勵之下，所成立台灣省第一個社會童子軍團（臺北市第卅八團）成團營火。5

月 1日與台北文化教育界人士座談，與童子軍野餐。2日在師大發表專題演說，

下午在中國之友社舉辦記者招待會。 

5月 1日於 1957年 7月赴英國國際極偉園參加木章訓練之劉元孝，完成木

章訓練所有課程。特別由日本實修所所長（DCC，DeputyCampChief 極偉訓練

營副營主任，並兼該國分營主任）古田誠一郎51代表國際極偉園頒發極偉園核發

的木章，為中國人獲此榮耀的第一人（陳海光，1967，頁 138；健士生活，10，

頁 5），史北來抵華訪問期間來特別與劉會面（中央日報，1958/4/29，四版）。 

7月 14日梅貽琦就任第六任教育部長兼清華大學校長，中國童子軍總會旋

改聘梅接替張其昀為第七屆理事長（劉彥俊、朱其榮，1995，頁 59）。 

7 月，中國童子軍總會為充實童子軍團訓練活動，加強童子軍組織工作，

協助解決地區童子軍發展理論技術問題，維繫童子軍訓練標準，並立標竿在精

神上、道德上為全體服務員表率，訂立「中國童子軍輔導制度實施辦法」，舉

                                                
51古田誠一郎，日本健士木章實修所所長（依原稿轉載），時年 54歲。全國理事會常務理事，
本職為日本紅十字會服務科科長，自 1956年接替佐野常羽為第二任ＤＣＣ。（健士生活，13
，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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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服務員進修班九期，計 385人參加（宋金印，1960；黃克仁，2011，頁 296）。

這是謝又華擔任總幹事的第二項重要政策推行。 

七月，鄧傳楷等七人52，出席菲律賓主辦第一屆遠東區童子軍國際會議，我

國代表在會議中提案會中提案在遠東地區應成立一個訓練中心，舉辦類似英國

「極偉園」之木章訓練，監督委員訓練，特種訓練和美國「師輔園53」（Schiff Scout 

Reservation）之各種訓練（教育部，1974，頁 1622；陳海光，1967，頁 40；健

士生活，10，頁 2），也因獲得其他會員國的認同，但是限於地理環境以及並

無足夠常設訓練人員，此一「訓練中心」係為一個概念性的組織，集合遠東區

各會員國力量共同辦理，藉由歷屆遠東區領袖會議期間，會議主辦國家理事會，

多會配合舉辦訓練人員訓練班（中國童子軍月刊，26（7），頁 3；謝又華口述）。 

8月 13日，方火爐、朱彭年及葉慶華等三人搭機出發至馬來西亞吉隆坡市

參加自 8月 17日起至 27日由世界童子軍總部委託馬來西亞童子軍總會舉辦的

木章訓練（聯合報，1958/07/0，第三版；1958/08/13，第八版）。同月份稍晚，

國際童子軍總部派訓練專員尼爾克（Jaime P. Neric）來臺灣主辦一期童子軍木

章基本訓練（陳海光，1967，頁 40；傅治平，1962，頁 43；聯合報，1958/8/13，

八版）。這次訓練參加的學員是在 19日下午報到，20日至 22日三天研習（臺

灣童子軍月刊，5（12)，頁 14~16），亦有人稱此次訓練為第一期童子軍木章預

備訓練（劉彥俊、朱其榮，1995，頁 59）。 

8月 29日，新竹縣理事會利用阿里山辦理服務員夏令進修營。（臺灣童子

軍（臺灣版），5（8），頁 20~22）。8/30，派陳海光、薛定國赴美國受訓（中

央通訊社；劉彥俊、朱其榮，1995，頁 59）。11月，為了持續推動輔導制度在

谷關舉辦第二次輔導進修會（宋金印，1960）。 

1959年 2月 11至 22日，台灣省教育廳為強化各中等學校童子軍教育之實

施，在台灣省政府訓練團舉辦 47學年度童子軍教育研習會，計 269人參加。後

期專業訓練54，計 96人參加。（臺灣童子軍月刊，6（1），頁 22） 

                                                
52依據謝又華先生於月刊 2（5)p5所述，參加人員為劉詠堯（總會常務理事）、鄧傳楷（總會常
務理事）、蕭忠國（師範大學教授）、傅治平（總會副總幹事）、林玉崑（中國童子軍菲律賓

理事會總幹事）、方火爐（即方純青，擔任秘書）等六人。謝先生所缺者為蔡功南（總會理事

、旅菲僑領） 
53當時文本中所用名詞，以原文照刊。依據英文名稱應為希佛童軍專業人員學校。 
54當時團長為：方純青、葉慶華、沈同倫、朱其榮。副團長：黃羅、徐群、薛定國、傅維羆、

朱彭年、馬克忠、馮計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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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中國童子軍總會在吳兆棠等三人參加英國極偉園木章訓練後，因為這

個訓練營隊，相較於其他營隊屬於短期班隊且被世界童軍總會所屬各國童子軍

所認同不斷派員參加訓練成立各國的訓練營分營，為了大量訓練義務人員以推

行義務服務員制度向英國極偉園提出成立中國分營的要求並推薦吳兆棠擔任中

國分營主任。五月，該申請案獲得核准並將相關的木章、領巾及證書寄達（童

子軍月刊，6(4)，頁 4；傅治平，1962，頁 43）。 

5 月 8 日下午五點，專程來華的國際童子軍總會訓練專員柯德奧、賴瑞克

（菲律賓籍）二人共赴教育部，參加我國童子軍成立「國際童子軍極偉訓練營

中國分營」（THE INTERNATIONAL GILWELL TRAINING TEAM CHINA 

SECTION) 的儀式。儀式由總會理事長梅貽琦主持，國際童軍總會訓練專員科

德奧及賴瑞克頒發中國分營營主任木珠及證書，任命當時駐會常務理事吳兆棠

擔任營主任（傅治平，1964；聯合報，1959/05/09，三版；聯合報，1959/5/17，

三版），劉元孝為執行秘書。 

   
照片 21國際童子軍極偉訓練營中國分營營主任任命及升旗典禮 
資料來源：中央社；臺灣童子軍 

5 月 9 日起中國童子軍第一期童子軍木章訓練逐次展開，參加訓練的學員

24人55於下午二時進入陽明山營地，二時半開始各項訓練課程。5月 10日起至

                                                
55第一期童子軍木章訓練學員名單：陳震、鄧錦輝、傅治平、徐群、陳定閤、宋新民、周健農

、鄭捷、趙仰雄、徐景達、周封岐、陳海光、周簡文、熊惠民、劉舫秋、羅旭升、廖傳淮、藍

自傑、劉彥俊、林煉、徐傳德、陳家洋、汪廣平、王雲霖（國家研習營講習資料）。參加人員

多數為當時童軍界十分活躍的人士，由總會邀集參加，整體而言並非以童軍技能為主要課程，

仍以體驗與瞭解，木章訓練的進行為主要議題，著重於觀念的引進。部份熱心童軍教育的人士

，如賀祤新（建中校長）、江學珠（北一女校長），因年紀較大皆未能參與研習，僅於白天時

刻前往探視、鼓勵（謝又華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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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第一期童子軍木章訓練，在陽明山營地舉行。（照片 22、照片 23）56當

時理事長梅貽琦在他的日記中留下了簡短的幾句話。 

1959/5/16星期六 

上下午二中全會繼續開會。 

下午三點半，參加文教小組會議（程天放主席） 

五點約蔣經國主任往後山參觀「木章」訓練團，在林間

蓬帳中，頓感四十年前童子軍露營生活之趣味，惜時間匆忙

未能久留。（楊儒賓、陳華編，2009） 

8月 26日，菲律賓華僑蔡慶忠代表國際童子軍總部遠東區辦事處，頒發木

章訓練證書及木章給方火爐，為我國

取得該資格之第三人。（聯合報，

1959/08/22，三版） 

10月，遠東區辦事處在日本那須

野營場舉辦第一屆遠東區訓練人員

訓練班，共計有 7 國 46 名參加（陳

海光，1985，頁 62；王富民），我國

派高振輝參加受訓（傅治平，1962，

頁 43）。世界童子軍總部新成立訓練組專門負責訓練事宜，派瑞士籍訓練員及

極偉園助理職務的羅勃特（Robeot）擔任負責人（臺灣童子軍，6(8)，頁 45）。

此為國際極偉園推展木章訓練制度，輔導各會員國辦理服務員訓練的作為之

一。 

                                                
56童子軍國際總部遠東區辦事處訓練專員尼爾克來台協助。5/16日 1730時，教育部長梅貽琦與
蔣經國主任前往營地參觀慰問。（聯合報，1959/4/8，二版大眾生活；聯合報，1959/5/9，三版
） 

 
照片 22蔣經國、梅貽琦訪視第一期木章訓練學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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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3中華民國童軍第一期童子軍木章訓練開訓典禮團體照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童軍總會網站，殷正言提供 

為持續推動輔導制度，中國童子軍於 11月 16日至 19日假高雄大岡山舉行

第三次輔導進修會。參加人員有嘉義縣常務理事馮輔仁等二十餘人57，主要課程

內容包括輔導工作之原則、童子軍技術介紹、輔導工作座談會、團體遊戲、營

火、童子軍理論、日本童軍露營簡介、世界大露營簡介及技能比賽參觀（臺灣

童子軍月刊，6（7），頁 38；宋金印，1960）。整體營隊的進行仍採用野營方

式進行，受訓學員自行編隊，採用童子軍小隊、晨檢等方法進行，課程內容主

要是為擔任地區輔導者所需建構的觀念與常識而設計，營隊期間因為颱風的前

期所以部份課程進行方式有所修改。 

12月 27日至 1960年 1月 2日，國際童子軍辦事處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西門

吉國家營地辦理「遠東區第二屆童子軍訓練組幹部訓練」，因為是中國童子軍

                                                
57當時吳兆棠任總會常務理事，謝又華任總幹事；賴順生任省常務理事，陳忠信為省總幹事，

。參加學員組成：馮輔仁（嘉義縣常務理事，一說為“傅仁“）、鄭捷（雲林縣常務理事）、

羅旭升（台南市常務理事，科長）、劉彥俊（師大教授）、鄧錦輝（自由中國毛毯廠廠長）、

陳震（岡山中學校長）、陳定閤（高雄市第六中學校長）、陳家洋（校長）、趙仰雄（校長）

、梁惠溥（校長）、汪廣平（校長）、周簡文（校長）、宋金印（文山中學校長）、范承修（

校長）、熊惠民（校長）、關頡仝（校長）、沈同倫（主任幹事）及徐群（主任）。（宋金印

，1960，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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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偉分營成立後第一次國際訓練組員的訓練課程，雖然當時受訓資格限制於木

章持有人，童子軍總會仍選派陳忠信58、方純青、劉元孝三人參加，並推薦陳忠

信完成木章承諾，希能伺機頒授木章。我國參加人員雖然整體旅程並不順利，

是所有來自七國 34 位59參加學員中最後報到者。開訓典禮時仍然由柏度利那

[sic]60團長為陳忠信頒授木章和極偉領巾，陳忠信不僅取得參加學員的資格亦為

我國第四位木章持有人（臺灣童子軍月刊，6（7），頁 35；6（10），頁 34~36；

傅治平，1962，頁 43）。 

截至年底，台灣省（含臺北市）總共登記童子軍 11,065人，服務員 692人，

登記團次 311團。女童軍 4,617人，登記團數 111團（臺灣童子軍，6(7)，頁 47） 

黃秀仁、董寶鏡等四人參加馬來西亞第一、二屆訓練幹部人員訓練班。（教

育部，1974，頁 1623） 

在 1958年五月在國際友人協助下，中國童子軍第一期木章訓練順利完成。

雖然受訓學員都是當時在童子軍教育十分活躍的重要人士，但是整體作業仍然

依循著國際極偉園的傳統以三部作業進行整體課程。1960年 2月，國際極偉園

中國分營完成木章承諾的審核報請世界總會核發木章。國際極偉園在 3 月核准

陳海光、鄧錦輝、劉彥俊、傅治平、熊惠民、陳定閤、周封歧、周簡文、徐群

等九人取得木章持有人資格，我國第一批完成木章三部訓練名單。頒發木章儀

式併童子軍節慶祝典禮舉行，由梅貽琦主持。（中央日報，1960/3/5，五版；臺

灣童子軍月刊，6（9），頁 45） 

首期木章訓練期間，工作人員之一劉世隆曾與陽明山苗圃營地61附近的地主

之一，海山煤礦董事長李建川先生會面。李建川當時透過劉世隆表達願意將其

公司名下土地提供給童子軍，作為活動使用（劉世隆口述）。童子軍總會仍積

極與海山煤礦公司洽商，計畫在陽明山森林公園建立一所固定的童子軍營地（教

育部，1974，頁 1619）。 

4月 21起到 29日，國際極偉園中國分營在新店青潭舉辦第二次木章訓練。

                                                
58黃克仁（2011）列入董寶鏡。 
59自由中國三位、香港一位、印尼三人、馬來西亞 18人、沙撈越（東馬）二人、新加坡二人、
泰國五人。混合編隊為童子軍組四小隊，幼童軍組一小隊。 
60多譯為柏多利那，Ｍr.Padolina,ExecutiveCommissioner,FarEast Office, BSIB. 當時稱陳忠信為
General Secretary, Taiwan Provincial Council, BSC.（臺灣省理事會總幹事）。方純青為臺北縣理
事會總幹事。 
61為現行苗圃營地對面較為平坦的區域（劉元孝、劉世隆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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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學員資格設定為 

（甲）現任常務理事、理事、團務委員會委員。 

（乙）熱心童子軍運動，並對一般社會具有影響力而有

助於推動工作者。 

這次木章訓練由營主任吳兆棠主持，副團長有劉元孝、方純青及馬克非爾，

參加學員不僅僅有我國籍 27位62另外還包括了在臺美籍童子軍服務員 5人，總

共 32人（聯合報，1960/03/23，二版）。 

隨著系統性訓練的結果，極偉園中國分營也在組織屬於中國童子軍的訓練

團隊，展開有計劃的訓練班隊。1933年 4月戴季陶上書將中正建議計畫性派員

到國外考察培養童軍高階領導人員的計畫在當時因為戰亂，僅僅不公開地派遣

徐觀餘到希佛受訓外，童軍領導人員的訓練，往往是屬於隨機辦理的，有些時

候室外國童軍夥伴邀請或者是藉參加大露營前後順道參加的。 

為了加速培養中國童子軍專業服務人員，總會分別向美國及菲律賓協商，

遴選服務員分別至該國參加專業訓練。預計 1960年暑假期間分別遴派服務員二

名參加美國希佛幹部訓練學校，三至四名服務員參加菲律賓專業服務員幹部訓

練營。訓練期間都設定為六週。報名期間為 3月 23日至 4月 5日為止並且設定

報名資格： 

• 公佈報名前已經正式登記為中國童子軍服務員。 

• 儀表端莊體格強健品德優良者。 

• 年齡以四十歲以下為原則 

• 在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或具有同等學歷過去

服務於童子軍工作具有顯著成績者。 

• 能負擔旅雜費用並能取得服務機關團體學校主管

之書面保證者。 

• 具有英文閱讀及英語會話能力者。 
                                                

62部份參加學員名單：區明志（省理事會第一科主任）、袁以乾（宜蘭縣理事會常務理事）、

徐均（台東縣）、洪玉山（澎湖縣）、宋冠九（雲林縣總幹事）、朱其榮（台南縣）、孫佩瑾

（台東縣）、周東洋（花蓮縣）、王緒文（屏東縣）、童家駒（台南社教館長）、宋金印（文

山中學校長）、傅維羆、李永士、封昂（苗栗中學團務主任委員）、劉文華（省立後壁中學）

、梁惠溥（省立臺東中學）、周英健（高雄市第五中學）、陳秋炎（新竹二中）、黃雄略（新

埔初中）、黃昌華、曾勝羽（延平中學）、邱瑞忠（臺北縣專科考驗委員）、牛如心（台中縣

私立宜寧中學團長）、傅全福、黃景棠、黃為業（臺灣童子軍，6(11)，頁 41~42）。傅旭麟（
第一期工作人員，待確認）、陳重之（待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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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願擔任專業服務員者。 

報名截止後共計有 13位夥伴願意參加，包括志願到美國參加童軍幹部訓練

學校的有63，牛如心、李培照、鄧錦輝、陳定閤、李子貴、劉菁華、張永社及蔡

孝思等八人。 

志願要參加菲律賓專業人員訓練的有，傅旭麟、陳浩、葉紹平及許宗誠等

四人。翁長齡表示兩處皆可參加。 

月底總會將赴美受訓併同要參加美國科羅拉多州舉行金禧大露營代表團一

併辦理考試。參加美國專業訓練的服務員，正取為鄧錦輝、陳定閤，備取為李

子貴、翁長齡。錄取人員也將擔任參加美國大露營的領隊，後來因為鄧錦輝專

職擔任代表團領隊不參加受訓，由李子貴遞補名額（臺灣童子軍，6（12），頁

43）。中國童子軍代表團服務員有鄧錦輝、陳定閤及李子貴，童子軍有黃天鈞、

李孝均、陳漢民、李武弘、呂憲弘及蔡崇文等六人。參加露營的人在美國全部

活動結束後，在九月中返回國內。參加受訓的則在大露營結束後直接到希佛報

到。 

八月份，參加第一期木章訓練的學員葉慶華、朱彭年、羅旭升、陳家洋、

林煉、周天華、羅彗君及梁寶鵬等八人，通過中國分營的考核報請世界總部同

意核發木章，將選擇適當場合頒發（臺灣童子軍，7(2)，頁 38)。 

九月份中國童子軍總會，為了建立義務服務員的訓練制度，協助服務員進

修，特別訂定童子軍木章訓練及木章預備訓練計畫。由國際木章訓練營中國分

營訓練組負責。預計舉辦木章預備訓練三期，分北（10/14~18）、中（1961/1/8~1/12）

南（1961/4/14~18）各舉辦一次，第三期木章訓練，訂於 1961年 7月在台北舉

行（臺灣童子軍，7(4)，頁 40~41；聯合報，1960/06/11，二版）。並且明確規

定參加受訓者的資格： 

要參加木章訓練需要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1）	 參加童子軍木章預備訓練（PTC）合格者。 

（2）	 經登記合格之服務員並已完成童子軍木章訓練第一部經

審查合格者。 

                                                
63相關人員當時職務：牛如心（臺中私立宜寧中學童子軍團長）、李培照（國立華僑中學團長

）、鄧錦輝（自由中國地毯廠廠長、僑生童子軍團總教練）、陳定閤（高雄市立第六中學校長

、團務主任委員）、李子貴（北市文山中學童子軍團長）傅旭麟（臺北市第十九團團長）、陳

浩（國立道南中學童子軍團團長）、葉紹平（台南縣童子軍團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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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由總會直接推薦，經訓練組審查合格者。 

若要參加木章預備訓練，則需要是登記合格的服務員。 

10月，童子軍國際訓練營中國分營為了配合總會訓練計畫，加強訓練工作

特別聘請傅治平、陳忠信、劉元孝、方火爐、陳海光、劉彥俊（照片 24）為訓

練營助理協助辦理訓練事宜，分別向國際總部及極偉訓練營報備（臺灣童子軍

月刊，7（4），頁 41），自此一系列木章課程在全台北中南展開。首先進行的

就是 10 月 14 日起在陽明山苗圃營地舉行的第二期童子軍木章預備訓練。不同

第一期的，這期參加學員是自行報名參加的，以現任童子軍團團長居多，其次

是羅浮童子軍、中等學校校長及縣市理事會工作人員。共有四十人64參加分為貓

頭鷹、啄木鳥、野鴿、杜鵑及水牛五小隊。 

有關服務員訓練工作藉由總會組織穩定以及目標明確化等相互配合，已經

逐漸進入計畫作業模式，在年初童子軍總會「四十九年工作指導綱要」中，明

確說明 

「根據總章之規定，負責童子軍

之推展；同時遵照教育部『初級中等

學校童子軍教育實施計畫』之規定，

輔導學校童子軍教育之實施。」；「關

於童子軍運動部份，以推廣社會童子

軍團，健全學校童子軍團，作為本年

度的工作指標。關於學校童子軍教育

部份，著重在切實按照部頒計畫，嚴

格執行；⋯⋯」 

其中有關訓練方面特別分為總

會、省理事會、縣市理事會及童子軍

團等四個層面說明工作重點。在總會方面以 

一、舉辦木章訓練及預備訓練，並選派優秀服務員參加

                                                
64參加人員：關根柱、馬玉寶、馮治安、陳建成、宋仿郊、殷正言（羅浮）、王祖猛、趙百華

、翁長齡、劉高鈞、王培良、趙光明、黃圳源、龔成一、鍾盛詮、劉維美、施覺民、王尚仁、

張繼勤、張保信、劉湘傑、王連琨、郭維屏、蔡孝思、賴晉健、董召覺、楊明光、陳碧川、唐

基郁、周杰之、陳國彥、何德民、鄭宏志、鄧永生、潘殿剛、鄭健威、黃冠英、吳廣沛、黃光

顯、龍志強。（臺灣童子軍，7(5)，頁 41） 

 
照片 24中華民國童軍第一屆訓練組員 
陳忠信、傅治平、吳兆棠、劉彥俊、方純青 

劉元孝、陳海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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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訓練。 

二、編印童子軍訓練叢書。 

三、充實羅浮童子軍訓練內容，研擬幼童軍組訓辦法。 

省理事會方面 

一、加強輔導訓練之實施，積極舉辦輔導進修會。 

二、策劃服務員各項進修工作。 

三、督導各縣市舉辦服務員訓練。 

四、發行具有訓練價值之書刊。 

縣市理事會方面 

一、舉辦各種有關理論與技術之服務員進修座談會。 

二、加強輔導人員之工作與連繫。 

三、舉辦考驗。 

四、舉辦團集會觀摩。 

五、協助並接受各團之委託訓練聯隊長或小隊長。 

童子軍團，舉辦幹部訓練、童子軍訓練及專科訓練。 

10 月 31 日開始在緬甸召開的第二次遠東區童子軍會議專題討論中，由緬

甸提案，印度附議通過的提案結論「極偉訓練（Gilwell Training）應形成所有訓

練制度的基礎。在各國童子軍總會之下，使其適合地方條件發展。」；另由日

本提議巴基斯坦附議成立之議案「遠東區辦事處應蒐集本區各國所辦極偉第二

部訓練報告，分發各國參考」（吳兆棠，1961）。透露了當時各國童子軍總會

對服務員訓練制度的需求以及發展方向的探索，中國童子軍當時的訓練方向與

遠東區各國同向。各級單位，在 1960年整年的訓練活動中確實也看到年初工作

指導綱要確實盡到目標指導的功能與執行成果。 

1961年。第三期童子軍木章預備訓練，報名參加的人十分踴躍，童子軍國

際訓練營中國分營決定分為二團，分別在 1 月 8 日到 12 日，第二團在 1 月 12

日至 16日舉行檢視 64名學員名單，來自全臺 15個縣市。以臺北縣 10位參加

最多，新竹縣 1 人具象徵意義（臺灣童子軍，7(7)，頁 41）。1 月 24 日至 27

日，原定於 1960 年來台灣訪問但受颱風影響而取消的遠東區主任柏多利[sic]

（Mr. G. R. Padolina）來台訪問。1月 26日，將助理營主任（ADCC）證書及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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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由中國分營主任吳兆棠頒授予傅治平、陳海光、劉彥俊65，並於會宴中為接受

木章應有的認識與應負的責任，作專題報告（臺灣童子軍月刊，7（8），頁 43；

傅治平，1962，頁 44）。 

3 月 5 日，趙仰雄、陳震、宋新民、徐傅德、徐景達、藍自傑、劉舫秋等

第一期童子軍木章訓練學員完成三部作業通過考核，在童子軍節慶祝大會中頒

發木章及證書（臺灣童子軍月刊，7（10），頁 44）。3月 3日至 7日，第三屆

遠東區幹部訓練班，假錫蘭 Nuwara Eliya營地舉行，由國際極偉園主任約翰儲

曼主持（臺灣童子軍月刊，7（8），頁 40），我國並沒有派人參加。 

四月是童子軍訓練展開多項活動。 

4月 8日至 11日，台灣省理事會邀請各縣市總幹事在青潭營地舉辦業務研

究營，由省理事會總幹事陳忠信擔任團長，所有參加人員分為獅、虎、鴿、鷹

四小隊，採野營方式進行。四天的研討範圍廣泛，中心議題有八項：童子軍、

幼童軍、羅浮童軍、隊長訓練、業務推廣、圖籍簿冊、行政業務、公共關係等。

相關研討結論，並完整記錄交付執行，除對服務員訓練、童子軍活動更多共識

外，更重要對於幼童軍、羅浮童子軍的發展也做了廣泛的討論。所有的討論結

論均完整的刊登在 1961年 6月 1日所發行的臺灣童子軍六卷十一期中，課表詳

閱表 12。 

在各主題中業務研究討論時，對服務員訓練亦有多項共識。 

（1）	 服務員訓練的方式，就是以極偉園的訓練為首。 

（2）	 其他訓練方面，時間地點的選擇要充份考慮受訓者的舒

適與需要；野外優於室內；注重實習與演習。 

（3）	 少辦長期整套的訓練，儘可能把訓練內容小單元化。 

（4）	 訓練人的選擇應偏重其智能，而不必考慮其身份地位。 

認為當前童子軍運動的需要可以舉辦的訓練有各種木章訓練、專業服務員

訓練、團領導人員訓練及專科技能訓練。 

9日，童教學會藉此舉辦學術會議（臺灣童子軍月刊，7（11），頁 14~27,37；

童軍生活，7(4)，頁 2）。26日，童子軍國際訓練營中國分營加聘葉慶華、朱彭

                                                
65至此我國助理營主任計有：陳忠信（台灣省理事會總幹事）、劉元孝（台北市總幹事）、方

純青（已更名，台北縣總幹事）、傅治平（總會副總幹事）、陳海光（師大教授）、劉彥俊（

師大教授）等六人。柏氏並曾與我國有關立法委員交換意見以完成我國童軍立法問題。（傅治

平，1962，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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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鄧錦輝、陳定閤等四人為分營助理（ADCC）（臺灣童子軍月刊，7（11），

頁 42），並且隨即投入即將展開的第一期幼童軍木章預備訓練準備工作。為童

子軍運動向下延伸成立童子軍總會新設中國幼童軍委員會，擬定中國幼童軍諾

言、規律、技能章合格標準及各項規章並分幼童軍為羊、狼、豹、鹿四級（傅

治平，1962，頁 44），整體制度的內容在第一期幼童軍木章預備訓練中完整介

紹。 

5 月 2 日至 4 日，在宜蘭頭城海邊舉辦第一屆羅浮木章預備訓練，共有十

八位羅浮夥伴參加（鍾志豪，1961）。 

5月 27日，鄰國日本舉辦三期木章訓練分別是 5月 27日起童子軍第五期，

8月 19日起童子軍第六期，8月 25日幼童軍第二期（臺灣童子軍月刊，7（12），

頁 45）。與日本交往頻繁的劉元孝、方火爐為雙方交誼與累積訓練經驗。應日

本總會之邀，8月前往日本協助日本童子軍總會舉辦木章訓練（傅治平，1962，

頁 44）。雖說日本的服務員訓練制度起步較早，但為何在此時期密集得舉辦，

與遠東區多次辦理專業人員、訓練人員訓練班，有某些程度的關聯。 

童子軍國際總部遠東區辦事處為了專業人員進修的關係，在菲律賓舉辦專

業服務員訓練班。2月，原設定由 1960年參加緬甸服務員大會考選成績優良的

傅維羆、孫佩瑾前往參加。4 月配合參加菲律賓第二次全國代表團的組成，改

派傅旭麟、孫佩瑾二人在菲律賓大露營結束後，繼續參加遠東區第一屆童軍幹

部訓練班66（臺灣童子軍月刊，7(8)，頁 44；7(10)，頁 43；7（12），頁 48；

傅治平，1962，頁 44）。 

7 月 1 日起在陽明山森林公園舉辦第三期木章訓練，由陳忠信主持。明確

規定報名參加的人必須先參加過木章預備訓練並且完成第一部作業，才可以報

名。 

6 月，童子軍總會決定恢復試辦幼童軍組織，以服務員訓練著手。除了早

在 4 月份就由國際總部訓練組長史溫伯來遠道來臺主持第一屆幼童軍木章預備

訓練（傅治平，1962，頁 44）。11月，更在台北縣樹林鎮水源地舉辦之幼童軍

木章訓練，於 11/7日結束，遠東區訓練專員尼爾克（J. P. Naric）主持（聯合報，

                                                
66參加對象條件為實際負責執行工作的服務人員（臺灣童子軍月刊，7（11)，頁 40）。此稱的
期別、或者是營隊名稱尚待確認。依據傅治平 1962頁 44所稱，同時段由陳忠信、沈同倫率領
中國童子軍代表團卅六人（八人台灣代表其餘為菲華童軍），參加菲律賓童子軍第二次全國大

露營。傅、孫二人參加遠東區主辦的童子軍專業人員訓練班。 



中華民國童軍服務員訓練歷史之研究 

 88 

1961/11/8，二版；傅治平，1962，頁 44）。參加人員計有劉元孝67等 27人，不

乏多次參與訓練的學員或者是木章持有人68。因為當時的規定，女性是可以擔任

幼童軍團的服務員或者是童子軍團的專科教練，所以當時有五位女性學員參與

其中，是我國木章訓練中最早受訓的女性服務員。 

 

 
照片 25第一期幼童軍服務員木章訓練 
照片 26第一期羅浮童軍服務員木章訓練 
（方純青提供） 

 

                                                
67第一期幼童軍服務員木章訓練學員名單：劉元孝、鄧錦輝、方純青、葉慶華、鄭立人、陳忠

信、宋金印、朱其榮、馮紀潤、梁丹平、莊仁壽、冷亮、張興詩、李子貴、高慰中、陳美玉、

秋阿雲、林培源、李金蟬、宋冠九、徐群、郭維屏、龍慶珠、劉校坡、董寶鏡、孟慶贛、陳喜

彥等 27人。 
68當時已獲頒木章的有徐群、陳忠信、劉元孝、鄧錦輝、方純青、葉慶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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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業務研究會作息時間 

日期活動時間 四月八日 四月九日 四月十日 四月十一日 

上午 

0630  起身 起身 起身 

0730  早餐 早餐 早餐 

0800  晨間檢查 晨間檢查 晨間檢查 

0820  升旗 升旗 升旗 

0830 

0910 

 遊戲 遊戲 總結論 

0920 

1030 

 公共關係 隊長訓練 拔營 

1040 

1200 

 幼童軍 羅浮童子軍  

下午 

1210  午餐 午餐  

1210 

1400 

 休息 休息  

1400 

1440 

報到 遊戲 遊戲  

1450 

1600 

 推廣問題 考驗與晉級  

1610 

1730 

升旗禮 服務員訓練 文書與圖籍  

1740 降旗 降旗 降旗  

1800 晚餐 晚餐 晚餐  

晚間 

1800 

1930 

休息 休息 休息  

1930 

2100 

小隊集會 幻燈晚會 營火會  

2130 就寢 就寢 就寢  

2000 熄燈 熄燈 熄燈  

資料來源：臺灣童子軍，7(11)，頁 15 

12月 24日起由吳兆棠（GDCC）擔任團長主持，這是遠東區各國舉辦羅浮

木章訓練69的開始。這是因應 1959年初童子軍總會頒布「中國羅浮童子軍組訓

暫行辦法」，讓羅浮童子軍也有適切的服務員來輔導。因為班別種類特殊，吸

引多位資深童子軍服務員參與，其中更不乏訓練組員以學員身分參與研討，全

                                                
69另一說法，當時僅有泰國及馬來西亞據有舉辦此營隊之資格。但是我國在當時獲頒羅浮木章

者計有四位（待查），所以也具有辦理這項營隊的資格（教育與文化，277、278合輯，頁 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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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營隊共有陳震70等 25人參加。這次的營隊除了一般的訓練課程之外，針對青

年訓練、青年服務及建立中國羅浮童子軍制度提出研究結果，為我國羅浮童子

軍制度建構新的里程碑。 

表 131962年前辦理木章訓練及預備訓練期別一覽表 

種類 
期

別 
日期 地點 

參加

人數 
備註 

童子軍預備訓練 一 1958年 8月 陽明山 23 總會主辦 

童子軍木章訓練 一 1959年 5月 陽明山 24 總會主辦 

童子軍木章訓練 二 1960年 4月 青潭 32 含美國童子軍服務員

5人 

童子軍預備訓練 二 1960年 10月 陽明山 40  

童子軍預備訓練 三 1961年 1月 大岡山 64  

童子軍預備訓練 四 1961年 4月 霧峰 64  

幼童軍預備訓練 一 1961年 4月 頭城 50 總會主辦 

羅浮童子軍預備訓練 一 1961年 5月 頭城 18 總會主辦 

童子軍木章訓練 三 1961年 7月 陽明山 32  

幼童軍木章訓練 一 1961年 11月 樹林 27  

羅浮童子軍木章訓練 一 1961年 12月 陽明山 25  

小計    399  

資料來源：臺灣童子軍，本研究整理 

自 1958年 8月國際極

偉訓練營中國分營成立前

所舉辦的第一期童子軍木

章預備訓練起，短短五年

之間中國分營共舉辦了幼

童軍預備訓練一期、木章

訓練一期、童子軍預備訓

練四期、童子軍木章訓練

三期、羅浮童子軍預備訓

                                                
70第一期羅浮童軍木章訓練學員名單：陳震、陳期裕、陳忠信、陳定閤、紀明、朱迺武、朱彭

年、范承修、方純青、韓繼旺、鄭捷、劉元孝、劉文華、劉博文、駱建人、廬啟華、梅友三、

謝又華、沈同倫、宋金印、鄧錦輝、張翰飛、董寶鐘、王鳳樓、胡野夫等 25人。部份學員當
時的職務：陳忠信（總會副總幹事、臺灣省總幹事）、范承修（中學校長）、方純青（臺北縣

總幹事）、劉元孝（訓練組員、臺北市總幹事）、劉博文（台南縣教育局科長）、謝又華（全

國總幹事）、宋金印（文山中學校長）、董寶鏡（中學校長）、鄧錦輝（木章持有人） 

 
照片 27早期木章訓練第一、二部作業結訓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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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一期及羅浮童子軍木章訓練一期，共 399人次參加受訓（詳參表 13）。「對

於訓練工作的認真，和訓練影響的擴大，已獲得極偉園與世界童子軍總部的確

認」（劉元孝，1962）。2 月，我國獲國際總會通知，授權我國極偉分營不在

僅限於第一部作業、第二部作業完成證書可以使用中文字形印製（詳參照片

2771），今後也可以用極偉園的名義頒發中文印行的木章訓練結訓證書（中央日

報，1962/2/13，第四版），無須再向英國極偉園申請英文證書（照片 28）。 

  
照片 28英國總會頒發幼童軍木章證書 
臺北市民生社區童軍團編（2007），陳美玉 

照片 29美國童子軍總會自行印製木章證書 
1962/12/29，#9972 

肆、小結  
謝又華在「中國童子軍總會四年來之工作報告與檢討」一文中，談到他剛

就任總幹事時已經發表文章中，就已經談到他對童子軍運動急需推行的三項工

作。 

⋯⋯經過多方面的協調溝通及資源的運用，「也就是過

去四年來總會同仁努力以赴的工作要項」，這三項要點包含 

一、提高社會人士對童子軍運動的了解，從而獲得他們

的贊助。 

二、建立義務服務員制度使從事童子軍運動成為熱心青

                                                
71何以此馬來西亞第二部作業的證書時間早於第一步作業證書時間整整一年，是否因為分別展

開完成後發送證書，尚待確認。但檢視原檔案確認所載日期無誤。 資料來源：，下載時間：
2012年 6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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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教育的成年人的業餘性社會服務，打破原有的「專家」

或「職業化」的觀念。 

三、充實童子軍訓練和活動內容，使童子軍運動能夠適

應各個階段青少年的興趣，而不是僅僅適合於初中學生。 

其中，具體的作為在這段時間可以看到的成果包括： 

加強服務員的訓練，因為童子軍運動是一個以青少年為

對象的運動，但是它推動的主體卻應該是成年人。 

更談到以木章訓練來建立我們的義務服務員制度。認為木章訓練制度的特

色在於， 

從前後二屆總會總幹事的言論中，童子軍服務員的訓練時間短期化、參加

人員自願化、童子軍運動參與年齡的擴展，已經是現實與長期發展所必須修改

的方向，並且建構了良好的共識與基礎。初期辦理木章系列訓練與三項登記情

形整理如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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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1952~1961年中國童子軍組織人數 

年度 童子軍團 童子軍 羅浮童子軍 服務員 木章持有人 備註 

1952 98 3689  132   

1953 170 6225  445   

1954 201 8658  496   

1955 281 13264  372   

1956 280 11461  835   

1957 295 17447  990   

1958 310 15506  974   

1959 304 10565 482 357   

1960 334 10009 624 681   

1961 359 10183 406 864 27  

資料來源：陳忠信，1962；本研究整理 

在童軍總會與國家研習營共同策劃努力之下，義務服務員的訓練發出了新

品種的細嫩幼芽，在志願參加、學校推廣、國際支持等積肥奠基之下，加上前

人的辛苦耕耘，後續如何培育照顧實是關注的重點。 

第  四  節  培植期：訓練的普及(1962~1977) 
中國童子軍的發展到了台灣由於除了 1947 年發生二二八事件造成島內的

動亂之外，其他經濟、教育、內政、交通等各方面的發展，相對於 1949年前整

個中國大陸的局勢，實屬穩定。也因此在童子軍運動的發展上也有較明顯的成

果（謝又華口述）。1960年代以前，重新取得國際會籍、開始推動義務服務員

制度、輔導制度、引進國際服務員木章訓練制度等，都為一項青少年的組織奠

定了良好的發展基礎。 

但在當時童子軍全數登記人數不到一萬一千人的情況下，童子軍運動仍有

很大的發展空間，在童軍運動熱心人士的持續努力下，分別在組織發展、童軍

教育、服務員訓練、硬體建設等均有所留下努力的痕跡與成果。 

壹、童軍組織發展  
1961年以省立台南社會教育館名義下成立了社會童子軍團，成績良好。為

了減少社會問題少年的發生，1962 年 3 月 31 日台灣省教育廳通令各社教機構

及機關團體籌辦社會童子軍團，以來加強童子軍運動的社會教育價值。中國童

子軍總會也表示願意在適當時機辦理研習活動，讓全省社教機關都可以派人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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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中央日報，1963/3/31，四版）。 

延續 1964 年生活研習營以及迎接 1966 年在台灣舉行的遠東區童子軍領袖

會議，並增加青少年認識童子軍運動及參加童子軍的機會，總會於 1965年元月

份起發起「加倍運動」，計畫目標是希望在年底服務員增加二倍，童子軍增加

一倍。台灣省理事會特別訂定「推行加倍運動工作競賽辦法」、「加倍運動工

作競賽細則」（中國童子軍（臺灣版），2（5），頁 34，39）。 

其中相關的程序，首先由縣市理事會討論可能成團的機關團體及學校，再

邀請該單位負責人舉辦座談由訓練組員介紹童子軍運動，辦理或者是參加外縣

市所辦理的訓練活動，最後要由各縣市理事會協助各新成立的團展開活動。並

特別強調，服務員及童子軍人數的增加，應與增加的團數相配合，服務員增加，

尤需著重於發展義務服務員制度，力求團實際領導人，團長副團長之增加。極

偉訓練營各訓練組員配合童軍加倍運動南北奔波，在有限的器材及物力環境下，

在各地舉辦木章預備訓練，在五月份前辦理十二期共超過 300 人參加訓練，詳

如表 15。也因為在此互動的機制下負責訓練的人員跨縣市形成一組訓練團隊，

不僅僅辦理木章訓練，各項童軍相關或是承辦的研習活動，都可以尋得其足跡。 

各縣市也在省理事會的協助下，積極辦理說明班，利用這樣的機會向有心

參與童子軍運動的社會人士說明童子軍運動的意義以及辦理童子軍團的方法。 

台南縣市利用童子軍節的時機辦理千人童軍大遊行，臺南縣舉辦推廣小組

座談會。臺北縣制訂長期計畫包括分析對象、針對未辦團的單位辦理說明班、

舉辦預備訓練並且成立輔導團72，多元且循序推展。臺北市在福星國校辦理校長

座談會以及服務員圓桌會議，中國國民黨臺北市黨部計畫由各民眾服務站成立

童子軍團（中國童子軍（臺灣版），2（6），頁 31~32）。都是藉有現有的資

源介紹童軍運動給更多未能瞭解童子軍運動的社會大眾。 

1966 年 9 月 8 日，台灣省理事會第八屆理事會73舉行宣誓暨第一次理事會

議，在會議當中除了通過年度計畫與預算外，針對童軍加倍運動要求各縣市要

                                                
72當時的輔導團成員：宋金印（文山中學校長）、崔德禮（華僑中學校長）、梅志傑（新莊中

學校長）、張義明（明志中學校長）、董寶鏡（樹林中學校長）、章連終（穀保中學校長）、

史麟生（勵行中學校長）、臧美徒（滬江中學校長）、張文華（中和中學校長）、吳本煜（南

強中學校長）、劉新梧（雙中校長）、郭來勝（金山中學校長） 
73理事長：潘振球（教育廳長）。常務理事：賴順生、林燈、謝又華（總會總幹事、駐會辦公

）、黃季仁、何讓（教育廳科長）、陳實。理事：吳思珩、樑永章、崔德禮、張效良、張翰飛

、汪洋、林清輝、陳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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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輔導如限完成，並且要輔導學校實施童子軍訓練工作來適應即將公佈的志

願就學方案，擴展幼童軍運動鼓勵師範學校應屆畢業生參加幼童軍木章預備訓

練；擴大辦理童子軍團行政工作研習會。從多面向將童子軍運動在校學中站穩

腳步。十月，中華民國女童軍總會正式取得世界女童軍總會會員資格（陳海光，

1985，274）。11 月 26 日，台灣省第九屆理事會組成宣誓就職74。（中國童子

軍（臺灣版），4（3），頁 33） 

表 15台灣省 1965年配合加倍運動舉辦木章預備訓練一覽表 

1968年 3月 5日，總會為了配合在新學期即將執行的九年國民教育政策，

正式宣佈為加強 15 至 18 歲這一階段童子軍的活動特別參照國外稱呼 Senier 

Scout，將此一階段的童子軍命名為「行義童子軍」，並釐訂「行義童子軍組訓

暫行辦法」（中國童子軍（臺灣版），5（6），頁 33,37-39）。 

1970年 1月 9日，中國童子軍理事會第十一屆理事會第一次理事會議，在

                                                
74理事長：潘振球；駐會常務理事：崔德禮。常務理事：黃季仁、何讓（教育廳科長）、林燈

、陳震、陳昌瑞；理事：吳思珩、張效良、劉家治、王念烈、曹書勤、邱家 XX、汪廣平、陳
忠信。決議有二：1.委員會分組：財務、服務推廣進修、童子軍活動、公共關係等四個委員會
。2.決定第六次全省大露營在 56年 8月舉行，地點未定。 
75分階段實施， 

縣市別 期別 主持人 時間 地點 人數 備註 

台南市 幼童軍第三期 朱其榮 3/19~3/2175 億載金城 32  

台南縣 童子軍第二期 劉文華 3/26~30 尖山碑   

臺北縣 童子軍  3/27~31 樹林鎮   

臺北縣 幼童軍第二期 宋金印 4/3~4/5 烏來國校 26  

臺北市 幼童軍第五期 劉元孝 4/4~4/6 福星國校 28  

臺北市 童子軍第三期 區明志 4/18~4/22 陽明山 18  

臺北市 幼童軍第六期 傅維羆 4/23~4/25 陽明山 33  

雲林縣 幼童軍第一期 董寶鏡 4/22~24 湖山岩 29  

台南市 幼童軍第四期 朱其榮 4/23~4/25 億載金城 32  

雲林縣 童子軍第一期 劉元孝 5/15~5/19 湖山岩 23  

嘉義縣 幼童軍第二期 劉元孝 5/16~5/18 體育場 30  

台中縣 幼童軍第二期 宋金印 5/28~5/30 潭子糖廠 64 兩團 

資料來源：中國童子軍（臺灣版），2（4），頁 31；2（7），頁 35；2（8），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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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童子軍活動中心舉行，由理事長鍾皎光主持76。會議主要決議： 

為慶祝完成九年國教，響應聯合國文教組織發起之國際

教育青年活動，於今年（59)十月舉辦第四次全國大露營。 

組織代表團參加 60 年在日本舉辦之第十三次世界大露

營。 

派員參加第七屆遠東區域國際會議，推謝又華代表我國

參加委員競選。 

選舉理事長及常務理事。（中國童子軍（臺灣版），7

（5），頁 31） 

由於我國國際委員鄧傳楷遠東區委員會主席任期已經到期，為了延續我國

在遠東區的委員席次，我國組成龐大代表團出席 10月 30日至 11月 3日在紐西

蘭首都威廉頓舉行的大會，除大會外並積極參與各項會議，謝又華先生將代表

我國參加競選遠東區委員。 

代表團除鄧傳楷為大會主席外，由謝又華擔任首席代表，代表：董彭年、

陳忠信、藍榮祥、王念烈、陳嘉雄。觀察員：呂兆宗、紀榮治、陳廷輝、曾坤、

劉效儒、賴傳燦、傅旭麟（中國童子軍（臺灣版），7（8)，頁 45)。 

謝又華、董彭年參加第一屆公共關係會議（10/25~27） 

陳忠信參加第三屆訓練會議（10/28） 

謝又華、傅旭麟參加第一屆行政工作會議（10/28~29） 

陳廷輝、劉效儒、曾坤、紀榮治、呂兆宗、陳嘉雄、藍榮祥、傅旭麟、賴

傳燦參加第十七屆訓練人員訓練班（10/23~27，中國童子軍（臺灣版），8（1），

頁 39） 

在 10月 30日新委員選舉中，謝又華先生當選遠東區童子軍委員會委員（教

育部，1974，頁 1620,1626；中國童子軍（臺灣版），7（8），頁 45）。另外

幾項重要決議，決議將遠東區改稱為亞太區（中國童子軍（臺灣版），8（2），

頁 42）；延續 1969 年赫爾辛基世界領袖會議的決議，准許各會員國在不違背

貝登堡先生創建童子軍的原則下，看當地社會、文化之需要，以該國語言辦理

                                                
76第十一屆理事：理事長鍾皎光，常務理事：鄧傳楷、梁永章（中央五組組長，7（6)封面底）
、李煥、劉先雲、潘振球、宋時選、謝又華、廖傳淮，理事：柯淑寶、郝更生、劉用光、高銘

輝、林燈、張忠仁、林金生、崔德禮、俞諧、黃建斌、陳忠信、張國安、羅旭生、金延生、李

寶和、藍榮祥、莊長泰、王爵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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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訓練人員訓練班（National Trainingthe-team Course，N.T.C.）並由亞太區派

員支援或主持訓練（毛連塭，1973)，自此訓練人員的訓練班得由各會員國（往

往配合地區會議辦理）自行辦理，地區派員輔導辦理。 

1971年 5月份，省市理事會改組。5月 16日，台灣省第十屆新任理事會組

成，由總會常務理事鄧傳楷主持監誓77；5月 19日，台北市第二屆理事會組成，

由謝又華主持宣誓（中國童子軍（臺灣版），7（8），頁 41）78。 

1972年 12月 28日，台灣省理事會完成改組在臺中市教師會館舉行宣誓就

職典禮。新任理事長由許智偉擔任，聶鍾杉（駐會常務理事）、吳思衍、陳昌

瑞、熊惠民為常務理事，葉國光、湯孝彬、曹書勤、許溢明、陳嘉雄、王天燧、

王紹禎、柯文福、許水德、吳水雲。 

針對 1973年多項計畫 

（1）	 10月底辦理分三區辦理第七次全省大露營。 

（2）	 推展山地學校童子軍組訓。 

（3）	 繼續辦理臺灣省國民中學童子軍訓練教師研習營。 

（4）	 2月份辦理童子軍團行政工作研習營。 

（5）	 加強行義童子軍組訓。 

（6）	 推選常務理事。 

（7）	 理事分工。 

（8）	 加強縣市理事會業務推展，將各縣市分配理事就近

輔導。（中國童子軍（臺灣版），10（4），頁 32） 

自 1969年我國鄧傳楷擔任遠東區委員會主席時，曾經針對遠東區的發展草

擬了「遠東區童軍運動五年發展計劃」，該計畫在 1970年領袖會議中通過，隨

著地區的稱呼改變，這個計畫正式通過名稱為「亞太區童軍運動五年計劃」，

計畫時限為 1971 至 1975 年。整體計畫分為區域性發展工作、訓練領袖人才、

發展計劃、公共關係與通訊、與其他文教及國際機構的關係、財政及遠東區事

務等七大部份。其中區域性發展工作的第二項-展開工作人員的專業訓練，談到

對亞太區專業訓練的計畫，其中 1971年 3月至 4月的第一屆亞太區童軍專業人
                                                

77理事長：潘振球。常務理事：黃季仁、郭紹儀、崔德禮、陳延達、唐智、朱聲度。理事：曹

書勤、張文獻、張效良、湯孝彬、陳昌瑞、陳嘉雄、王念烈、呂兆宗。顧問：李建川。 
78理事長：高銘輝。常務理事：邱家溥、馬鎮方、崔德禮、荊鳳崗、李大祥、林煉。理事：黃

聯富、袁誾、周健農、張壽山、黃啟炎、汪乾文、鄭惠芳、賴晚鐘、紀榮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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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訓練班，我國由劉熾雲參加。並計畫在 1973年辦理第二屆亞太區童軍專業人

員訓練班。 

第二部份訓練領袖人才，多項策略直接影響多數會員國的人力培養。 

﹍﹍ 

（二）協助各會員國童軍總會之長期領袖人才訓練計

畫。 

（三）採用本區及世界童軍訓練會議之建議，包括將本

區各會員國童軍總會之童軍領袖集中訓練之計畫。 

（四）藉世界童軍訓練處之助，將新訓練方法、成功的

訓練經驗、課程計畫、訓練活動等資料印發各會員童軍總會。 

（五）鼓勵更多童軍總會，依照國際課程綱要，施行全

國性訓練人員訓練班；並提供協助與各需要協助之會員童軍

總會。 

（七）舉辦並協助亞太區訓練人員訓練班。 

（八）注意各會員國童軍總會永久性訓練中心的發展，

無永久性訓練中心之會員國尤為重要。 

（九）建立本區國際童軍訓練中心若干處，但須遵照世

界童軍訓練委員會之標準。 

（十）計畫於 1974 年召開第四屆亞太區童軍訓練79會

議。 

此五年計劃不僅希望在童軍運動中在量的方面得以提升，更重視義務服務

員、專職工作人員都能得到良好的訓練來提升童軍領袖人員的素質。並且重視

會員國之間的差異對未開發或開發中會員國皆提出補救計畫措施。（中國童子

軍（臺灣版），9（4），頁 20~23） 

中國童子軍總會為了配合經濟社會的發展及 1972年亞太區通過「亞太區童

軍運動五年計劃」。於 1973 年元月 31 日第十三屆全國理事會中通過公佈「中

國童子軍五年發展計劃」，在前言中提到整體計畫的目標 

                                                
79第四屆亞太區訓練會議於 1972年 11月 11,12日在菲律賓馬尼拉市舉行，主題為『醞釀中的新
訓練政策』，由亞太區訓練委員會主席漢登（J.IanHutton）主持，世界訓練委員會主席甘綏致
詞。我國許志銘參加。（中國童子軍（臺灣版），10(7)，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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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能在量的方面予以擴充，在質的方面予以提高，在人

力財力方面均逐漸的向廣大的社會去發掘，去開闢，以少數

的專業人員的力量來爭取廣大的社會支援，由政府的苦心扶

植進而謀自力更生，﹍﹍ 

其中在計畫目標上， 

﹍﹍ 

（1）	 推行加倍運動80鼓勵學校、社區、機關、團體組織童子軍團，

並把這一運動由城市發展至鄉村，由平地推進到山地，並配合社區

發展，使村莊、鄰里都建立童子軍組織。 

（2）	 繼續推展義務服務員制度，… 

（3）	 參加國際活動，… 

（4）	 開闢財源，籌集基金，由政府的補助進而向工商界捐募。 

（5）	 選擇縣市逐步實施會員制度，促成童子軍法案之立法，… 

在質的提高方面，將分年實施中國童子軍總會會員制度，即各縣市各自成

為社團組織並登記為總會的團體會員，計畫在五年內完成十縣市之組織。在加

強訓練培植領導人員及進修方面 

（1）	 辦理各級各類服務員訓練，鼓勵大專應屆畢業生參加以

儲備社會童軍領導人員。 

（2）	 辦理團行政工作研習營，團務委員委員研習營，使團行

政人員熟悉團行政以利工作的推展。 

（3）	 辦理師專應屆畢業生木章預備訓練以增加幼童軍服務人

員（中國童子軍（臺灣版），10（5），頁 5~9；31）。 

配合此政策的改變，多項創新的作為逐次展開。四月中旬，總會為推展訓

練工作成立「訓練委員會」81（中國童子軍（臺灣版），10（6），頁 31）；為

                                                
80計畫在五年內童子軍團數由 1,220團增加至 2,500團，童子軍人數自 41,650人增加至 84,000
人。六十一年度登記完成的數字，童子軍團 1,348團，童子軍 41,741人（幼童軍 12,619人，童
子軍 24,911人，行義童子軍 2,932人，羅浮童子軍 1,279人），服務員 4,440人，贊助人 8,961
人。（中國童子軍（臺灣版），10(5)，頁 6；18） 
81主任委員：崔德禮。委員：賴順生、陳壽昌、黃季仁、施金池、張效良、周健農、陳嘉雄、

林煉。討論重點在各類各級童子軍訓練及服務員訓練原則之確定，及各類各級童子軍訓練合格

標準之審議。 



中華民國童軍服務員訓練歷史之研究 

 100 

發展社區童子軍組織，訂定「中國童子軍社區發展方案」82（黃克仁，2011，頁

306）；9月 19至日 21日成立財務委員會83，並舉辦「中國童子軍第一屆基金

募集工作研討會」（中國童子軍（臺灣版），11（1），頁 31）。 

臺灣省童子軍理事會在檢討整體童子軍運動發展的情形，認為在類別尚須

發展行義童子軍、在區域來說是山地而在屬性來說應該發展社區童子軍。在 1972

年底理事會就特別通過推展山地學校童子軍組訓方案，決定 

凡山地國中、國小均需組織童子軍團。 

凡組團之學校，每團請由省教育廳各斟補助創團經費。 

六班以下成立團之學校，請教育廳專款補助期最低設備

標準費用。 

並且為了配合這項政策特別在 2月 9日至 12日，由聶鍾杉主持，余鎮業擔

任團長，邀集各山地國中校長及教務主任共 64人參加在陽明山營地所舉辦「山

地學校童子軍領導人員研習會」（中國童子軍（臺灣版），10（5），頁 35）。 

6 月 1 日，蔣彥士接替羅雲平為全國理事會理事長。（中國童子軍（臺灣

版），9（8），頁 36）；謝又華任駐會常務理事，陳忠信專任總會、臺北市會

及台灣省總幹事（黃克仁，2011，頁 306）。 

1977年 10月 24日，中國童子軍全國理事會第十四屆理事會第一次理事84會

議舉行。謝又華因為本身中華電視公司總經理職務繁忙，無法兼顧童子軍總會

行政工作，請辭駐會常務理事職務，經過主席裁示提請與會理事討論，同意由

崔德禮繼任駐會常務理事。本次理事會重要決議： 

（1）	 明年（1978）舉辦第五屆全國大露營。 

（2）	 為加強童子軍國際活動，增進國民外交，通過今後

參加國計活動之政策與原則。 

（3）	 決定將女性服務員擴展至童子軍階段，並將舉辦女

                                                
82依據黃克仁，2011，頁 306。此方案係中國童子軍總會為響應世界童軍亞太區第七屆領袖會
議「亞太區童子軍五年發展計畫」方案，配合我國經濟發展而擬定，通過「中國童子軍社區發

展」方案，訂定「社區童子軍訓練與社會服務綱要」，推展「社區童子軍」。 
83委員會成員：紀榮治、張歐元、汪乾文、鄭娟娥、陳天貴、賴晚鐘、高惠子、蔡雅雄、張文

華、吳岱勳、邱正雄、臧美徒、正弘志、陳光熙、傅旭麟。 
84理事長：李元簇（教育部長）。常務理事：崔德禮（駐會常務理事）、李煥、連戰、潘振球

、宋時選、梁尚勇、高育仁、謝又華。理事：施啟揚、馬鎮方、李建川、林燈、高銘輝、王華

林、施金池、許智偉、許新枝、陳忠信、黃建斌、董彭年、許水德、薛光祖、藍榮祥、羅旭升

、郝成璞、黃鏡峰、趙守博、陳漢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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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服務員木章訓練。 

（4）	 通過 18 至 24 歲之大專女生自願參加羅浮童子軍活

動，登記為「蘭傑」。 

（5）	 通過常務理事案。（中國童子軍（臺灣版），15（2），

頁 28,30） 

貳、訓練營的運作  
1962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2 日，宋金印、鄧錦輝、陳定閤、朱其榮等四

人參加在菲律賓馬其林營地(Wakiling, Philippiness)舉辦的第八次遠東區木章訓

練組人員訓練班。此班次計有九國 196 人參加訓練，由國際極偉訓練中心主任

約翰儲曼主持，分為幼童軍組、童子軍組兩部份85（教育部，1974，頁 1624；

童軍生活，9（2），頁 16）。 

6月 12日經過總會年度計畫考選通過到美國希佛童軍專業人員學校受訓的

劉湯丞、陳祖榮及劉文華搭機到東京再轉機至美國（照片 31），計畫停留四個

月。 

 
照片 30中國童子軍第一屆木章持有人年會 
（方純青提供） 

8 月 3 日，吳兆棠出任臺灣省政府教育廳廳長（中國童子軍（臺灣版），

11（8），頁 28）。藉由他曾經在交通部、教育部及救國團服務的經驗與影響

                                                
85我國參加人員當時背景，宋金印（文山中學校長）、鄧錦輝（中壢自由地毯廠廠長）、朱其

榮（台南縣總幹事）及陳定閤（高雄市總幹事）。1962年 12/11~15，遠東區在馬來西亞舉辦第
九期訓練人員訓練班，我國未派員參加（中國童子軍（臺灣版），1（2），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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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對童子軍服務員的訓練工作，有著更多元的發展。 

1964 年 7 月 10 日，擔任臺北縣總幹事的方火爐獲派以美國增予之獎學金

參加希佛童軍專業幹部學校受訓八週（中國童子軍（臺灣版），1（6），頁 29）。

課程由 8月 11日開始，10月 13日，結訓返抵國門（2（2），頁 26）結業證書

如照片 32。 

7 月吳兆棠因病逝世後，中國分營營主任並未立即改選。9 月 28 日，於台

北市教育部會議室舉行第一次訓練會議，由謝又華主持。討論童子軍、幼童軍

預備訓練及選舉中國極偉訓練營主任，在與會人員 21人86決議下陳忠信接替吳

兆棠擔任中國童子軍國際訓練營營主任（中國童子軍（臺灣版），2（1），頁

18,28）。 

 
照片 31 赴美受訓前劉湯丞等三人合
影（中央社） 

 
照片 32 方火爐西佛結訓證書 

 

陳忠信河南省臨汝縣人1915年生，國立中央大學畢業，曾經擔任中學校長、

主任。時任台灣省理事會理事兼總幹事、總會副總幹事及師範大學兼任副教授。

自 1936年登記為童子軍服務員以來，擔任過童子軍總會訓練處秘書、訓練處主

任（中國童子軍（臺灣版），2（1），頁 18）。也是我國童子軍參加國際木章

訓練先驅之一，多年以來專職在童子軍的事業上。 

這次會議所有出列席人員分為幼童軍、童子軍二組舉行座談。主要在會議

                                                
86名稱須再確認。於中國童子軍月刊（台灣版)，2（1),p18,29，所載為”中國童子軍國際訓練營
”；同期刊物 28頁稱為”國際極偉訓練營”及”中國極偉訓練營”。出席該次會議者計陳忠
信、宋金印、朱其榮、鄧錦輝、徐群、劉元孝、陳定閤、傅治平、鄭立人、陳震、區明志、馮

紀潤、劉文華、傅維羆、朱彭年、葉慶華等。董寶鏡、吳本煜、吳金塗、李子貴、劉熾雲等為

列席參加。遠東區柏多利那、鄧傳楷列席指導（中國童子軍（臺灣版），2（1），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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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柏多利那公開表示，我國童子軍運動，已經合乎 75%以上義務服務員的國際

標準。也在會議中說明「國際童子軍所規定的一切，祇是一種原則，各國童子

軍除應適合國際性外，並應視各國實際情形，合乎其本國的要求」。為我國的

義務服務員提示新的方向（中國童子軍（臺灣版），2（1），頁 28）。 

11月 21日至 26日黃季仁、劉文華、董寶鏡、徐群、吳金塗、吳本煜、李子貴、

傅旭麟及蔡慶華（菲華）等 9人，參加在泰國曼谷 Sriracha, Cholburl的 Vajirvudh 

National School 營地由國際訓練營營主任約翰儲曼主持的第十一屆訓練人員訓

練班（中國童子軍（臺灣版），2（3），頁 28），黃季仁為我國的團長87，雖

然當時並未取得木章，但延續往例黃季仁在訓練期間由約翰儲曼親自頒授木章

後再接受訓練（中國童子軍（臺灣版），2（4），頁 32）。整期營隊共有來自

10 個國家，114 位學員，其中主辦國將近有一半的人數，我國參加人員分別被

編入八個小隊，除李子貴改參加幼童軍組外，其餘人員都參加童子軍組。課程

內容包括了活動方法及理論的介紹，另外對於技術操作、小隊作業及休閒作業

也持續注意，並非僅僅作理論的探討。（董寶鏡，1965） 

11月 30日至 12月 5日，會議主題訂為「經常保持領導人員的訓練、一個

童軍理事會基金來源需作長遠的計劃」的第二屆遠東區訓練會議及第一屆遠東

地區童子軍基金籌劃會議在新加坡舉行，陳忠信、黃季仁、劉文華、高振輝、

蔡慶華（觀察員）代表我國參加此二項會議（中國童子軍月刊，2（3），頁 29）。 

11 月 24 日下午中國童子軍國際訓練營在臺北市中山南路總會召開訓練組

DCC會議，由陳忠信主持。這次會議是新任營主任就任後第一次訓練組員會議，

在此會議中決定 1965年舉辦童子軍、幼童軍木章訓練二期，時間預定在四月及

十月，分別在北部及南部舉行（中國童子軍（臺灣版），2（3），頁 29）。此

次會議所決議的辦理木章訓練頻率，成為木章訓練的慣例多年。 

1965 年 4 月 11，12 日，中國童子軍國際極偉營在陽明山營地舉行木章訓

練組工作研討會，營主任陳忠信主持，廿三人參加（中國童子軍（臺灣版），2

（7），頁 36）。 

8 月 4 日藉陽明山營地舉行落成典禮之便，舉行木章持有人第二次年會，

本次會議共計有 83人參加，所有參加人員分成六組討論議題。 

                                                
87黃季仁當時擔任省教育廳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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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級童子軍理事會的工作應如何改進加強？ 

（2）	 木章持有人在平日的工作及生活中可以為童軍

運動做些甚麼？ 

（3）	 如何鼓勵更多學校的教師參加童子軍運動？ 

（4）	 如何發展及改進各類木章預備訓練？ 

（5）	 如何推動幼童軍組織？ 

（6）	 如何舉辦團行政人員訓練班？ 

 

各組的結論經過發表，部份在之後的團行政人員訓練班及輔導研習中，都

作為主要的參考依據。 

其中第六組分組座談，特別由謝又華招集陳忠信、劉元孝、陳雲舫、董寶

鏡、劉文華、鄭萬順、曹書芹及宋金印等九人舉行一場座談，討論自 8月 16日
88起台灣省理事會為了持續推動加倍運動，利用 1965年暑假期間辦理「五十四

年度臺灣省中國童子軍團行政工作研習班」的相關細節及課程綱要。 

這次創新的研

習主要是訓練團長

熟悉團的行政工作，

計畫分為北、中、南

三區同時舉行。整體

課程設計依照宋金

印在 1965年 10月發

行的中國童子軍（臺

灣版）專文中的說明，

主要分為人、事二大

部份。在人的部份分

為團長與團務委員、童子軍團長與小隊長、童子軍團長榮譽議庭、童子軍團長

與聯隊長及五股幹事、童子軍團長與童子軍、童子軍團長與家長、童子軍團長

與副團長、童子軍團長與理事會、童子軍團長與輔導等九項議題。而在事的方

                                                
88北區因為主辦學校文山中學辦理招生，所以延至 8月 20日辦理（宋金印，1965）。南區改於
8月 10日開始（余鎮亞，1965） 

 
照片 33第二屆木章持有人年會 

方純青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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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有團部的組織、複式團、團經費、團財產、榮譽議庭、申請與登記、工作的

重點與設計等七項。另外介紹「中國童子軍各級合格標準」、「需要的表格」。 

相關課程綱要分為三部份。首先是研習的時數，規定為 37小時在五天內實

施完畢。其次是研習方式必須是重在實習，必要時補充講述。最後是必須灌輸

童軍精神，利用升旗後的談話來增進服務熱誠，主題依次為為什麼要作義務服

務員、品德修養與童軍精神、結合他人力量、童子軍成就的樂趣。 

吸取 1965年暑假的經驗，1966年 1月 27日至 2月 9日，中國童子軍總會

繼續辦理團行政工作幹部訓練舉辦九處團行政研習班，共 452 人參加（中國童

子軍（臺灣版），3（5），頁 38，7~24）。 

1968年 2月 5日，中國童子軍極偉訓練營在松江路童子軍活動中心舉行第

十屆 DCC會議，由營主任陳忠信主持，計有陳震、劉文華、鄧錦輝、徐群、劉

元孝、朱其榮、方火爐等七位訓練組員出席。會議中主要決議事項： 

（1）	 加強各縣市訓練組員工作，使各縣市自行辦理預備訓

練。 

（2）	 修訂訓練手冊，在訓練方式、內容、標準、形式不變下

加以改進，使更能符合國情，並應注意個人言行及體力。 

（3）	 通過本年度木章訓練時程，童子軍二期、幼童軍二期僑

居地華僑木章訓練一期（二團）（中國童子軍（臺灣版），5

（5），頁 37） 

在此會議中推動改變以往木章預備訓練由地方理事會負責行政庶務，國家

訓練營指派團長負責教學課程的現象。由地方理事會全權負責辦理木章預備訓

練，總會則負責辦理木章訓練的分權明確化。 

陳鐵在中國童子軍（臺灣版）第 5 卷第 4 期中，翻譯國際極偉訓練營營主

任約翰儲曼介紹英國新制的服務員訓練制度。文中談到新制最大原則是所有服

務員都要接受訓練，在一定期間（預計五年）完成所有訓練取得木章。必須根

據各地方童子軍團領導人的需要準備足夠的訓練滿足量的需求。更要顧及國際

的需要考慮訓練的內容，調整各類各階段訓練的時間來儘量適合受訓的人（不

再以一連串的營隊時間作為唯一的選擇），但是依據過去的經驗不會過分遷就

所有的人，因為只要有心參與的熱心人士，是可以調整出時間來參加訓練的。 

訓練的方法，整理成表如下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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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英國 1956年實施的服務員訓練制度 

訓練名稱 時程 主辦單位 主要目的 備註 

簡介式的訓練 

ADC 

 地方理事會訓

練小組 

作一個服務員的基

本實際需要 

增進新服務員

與地方會的互

動 

基本訓練（一） 約 6小時 

可利用二個晚

上或一個週末 

 使新服務員知道自

己是整個童子軍運

動中的一個成年領

導，而不是指屬於

一個團。 

 

基本訓練（二） 

研習班（Basic 

Practical Course) 

約 15小時 

以兩個長週末

或連續一周的

夜晚及週末 

各省訓練組主

辦 

依類別不同而

設 

實用的訓練 

結訓後能專注於「函

授研究班」（

Correspondence 

Course） 

完成後授與基

本訓練徽章 

進修訓練 

（

AdvancedTraining

）89 

採用露營或其

他適宜的方法

來增進共同生

活經驗。 

複式團長、理

事會負責人都

必須參加。 

實習童子軍活動及

研究動人節目的設

計要領。 

考慮加上青少

年心理、領導

人職責等課程 

函授研究班 分組計畫與討

論 

訓練組員   

服務訓練 輔導進行 地方理事會   

頒發木章     

資料來源：陳鐵譯，1968（本研究整理製表） 

此新制的特色比較於先前版本。首先，未參加過基本訓練的人都不可以參

加進修訓練90。刪除各項訓練中重複的部份，進修訓練縮短為六天（三個週末，

當時週末係指週五夜至週一晨），希望各類訓練都可以在週末舉行。並且特別

談到這是基於實用的考量。訓練日程與實行方法也要常常檢討與改進，無論是

全國性或者是地方性，只要有需要就可以調整。並且編撰各項訓練的「訓練指

引」分送各省訓練組，以統一全英國各地的做法。 

此一觀念的提出，並未對中國童子軍的訓練制度形成立即的影響。主要是

因為我國當時對休閒的觀念、上班上學時間及學校對童子軍訓練行政上的支持，

對當時主要的團領導人員（教師、學校行政人員）並不構成困擾，因此並未廣

                                                
89按照翻譯者原始譯名轉載。 
90依整體計畫來看此處所謂進修訓練，即為我國所稱木章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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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的討論這一個制度的需求性。而對課程的變更議題，在徐群 1966年記述約翰

儲曼主持第十五屆訓練人員班的時候談到「班主任的指示，祇要不違背基本條

件是可以因時因地制宜的，並不是像我們過去有一般專家認為『這是傳統』、

『這是標準，一成不變』」，文中表達部份的期望也瞭解，訓練課程的變更在

我國並不容易做課程的修改。 

9月 22日至 26日，崔德禮、呂兆宗、黃華昌、章連終、聶鍾彬、柯文福、

賴晚鐘、連泮宮、簡文福、李作基等十人參加在韓國 Kyonggi 省 Ko-YangKun

市郊舉辦由澳洲籍遠東區訓練委員會主席幹綏所主持的遠東區第十六屆訓練人

員訓練班。本次訓練共有 84位學員，我國訓練營主任陳忠信亦前往擔任工作人

員（中國童子軍（臺灣版），6（1），頁 28；教育部，1974，頁 1625）。 

10月 4日世界童子軍總部秘書長納吉博士抵達台灣作四天的訪問（中央日

報，1968/10/4，四版）。10月 19日至 27日，美國遠東理事會辦理木章訓練我

國派許水德、郭兆炫參加訓練（中國童子軍（臺灣版），6（1），頁 28）。 

1969年四月，我國國際委員鄧傳楷獲聘為世界活動訓練委員（中國童子軍

（臺灣版），6（6），頁 38）。5月 17，18日，中國童子軍國際極偉訓練營假

中國童子軍活動中心舉行訓練會議（中國童子軍（臺灣版），6（7），頁 37；

6（8），頁 20）。 

8月 21日至 28日，鄧傳楷、謝又華先生率團參加芬蘭赫爾辛基（Helsinki, 

Finland）主辦第二十二屆世界童子軍國際會議（中國童子軍（臺灣版），6（8），

頁 44；中國童子軍月刊，27（10），頁 30-31）。本次大會中討論到世界各國

童軍運動發展迅速，但畢竟各國風土、民俗、宗教、地理…皆有差異，不可固

守既有模式或者是一味沿襲英國的做法，經過討論達成協議。各國可以針對該

國國情的特殊需要，充分自由的發展期訓練制度。但仍必須根據以下四個原則： 

現代化（Modernization） 

合時宜（Relevant to our time） 

有用性（Useful to the day） 

忠於創始人的原則（Faithful to Bandon Powe’s ideals）（黃

克仁，2011，頁 42） 

本次會議後，木章頒授亦由各國自行核定向世界總部洽購即可；相關訓練

人員的稱呼，也因應這項觀念的改變，不再以極偉訓練營為主軸的職務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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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以各會員國及擔任角色的角度來稱呼。原來副營主任（四顆木章持有人）稱

呼由 DCC或 AKL改為 LT（LeaderTrainer，訓練員)，助理副營主任（三顆木章

持有人）由 ADCC 或 AAKL 改稱為 ALT（AssistanceLeaderTrainer，助理訓練

員)，營主任的角色也由榮譽職務逐漸將行政職務帶入。 

1970年 1月 28日至 31日在北、中、南分成三區同時辦理行義童子軍木章

預備訓練。過去中國童子軍辦理各項訓練主要根據國際總部訂頒的訓練手冊進

行，行義童子軍預備訓練的內容與方法上都是依據我們自己的需要來安排的。

除了要讓受訓學員在受訓期間能夠瞭解到行義童子軍與童子軍運動，更重要的

是要讓行義童子軍的服務員要能尊重青年而不只是愛護青年，要使青年願意表

達自己的意見，讓服務員成為青年的好朋友（中國童子軍（臺灣版），7（4），

頁 4）。這是在中國童子軍觀念上的改變與突破。三期行義童子軍服務員預備

訓練的基本辦理情況。 

表 17中國童子軍總會為推動行義童子軍辦理預備訓練概況 

辦理時間 縣市別 主持人 參加人數 備註 

1970/01/28~

01/31 

桃園縣 余鎮業 41 世界總會副主席康培爾及副秘書長費

南札協同參觀 

南投縣 湯孝彬 34  

高雄縣 朱迺五 40  

小計   115人  

資料來源：中國童子軍（臺灣版），7（5），頁 35 

1971年 3月 20日起第一屆亞太區專業人員研習班91在香港舉行，派劉熾雲

參加（中國童子軍（臺灣版），8(7)，頁 39）。4月 3日，郭兆炫接任訓練營秘

書（中國童子軍（臺灣版），28(8)，頁 14）。4月 16日，羅雲平接替鐘皎光為

總會理事長。（中國童子軍（臺灣版），8（7），頁 34） 

基於 1970 年 2 月與世界總會副秘書長在陽明山營地的承諾，1971 年 8 月

20日起至 24日，由我國自行辦理第一屆全國訓練人員訓練班（NTTC）（教育

                                                
91屬於亞太區童軍運動五年計劃中工作人員專業訓練之一部份。（中國童子軍（臺灣版），9(4)
，頁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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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1974，頁 1626）在陽明山營地展開，共計有許水德92等 68人參加，由陳忠

信主持。 

課程內容係依據

1969 年芬蘭召開第廿二

屆世界領袖會議修訂之

訓練方針，1980 年紐西

蘭召開第七屆遠東區領

袖會議通過之訓練計劃

所實施。（中國童子軍（臺

灣版），9（1)，頁 34）；

8 月 24 日，召開第四次

訓練會議，計 96人參加

（中國童子軍月刊，9（1），頁 32）。 

1972年 11月，毛連塭等五人93參加第十八屆亞太區童子軍訓練人員國際訓

練班（18th International (Asia-Pacific) Training-the-Team Course)。訓練營由紐西

蘭前訓練營營主任漢登（J.I.Hutton，1966來臺參與第十五屆訓練）擔任營主任。

因為ＩＴＴＣ已經定位為ＮＴＣ的延續，所以它的訓練目標較以往明確。營隊

所揭櫫的訓練目標包含： 

（一）瞭解並接受童子軍運動的目標、原理、方法及涵

義，同時付之實施。 

（二）具有團隊領袖訓練法的目標、方法等的完整知識。

認知適合學員需要的各種資源。 

（三）了解並能夠有效地應用目前在團隊訓練法中所採

                                                
92參加人員名單：許水德、林茂堂、王灼明、李興唐、劉新梧、鄭燦坤、吳英俊、張宗林、陳

寶曾、羅旭升、劉世隆、張石頭、楊景文、張勝煌、侯建威、陳永熙、陳崇禧、劉文鑾、嚴支

傑、楊志華、邱炯榮、李德傅、楊文禮、鍾香華、徐瑞桃、Dhawan、陳繼統、黃則永、譚道
城、黃孝棪、張鞏玉、彭定華、郭英嬌、Antoniouy、PioMorales、陳昌瑞、郭來勝、張義明、
馮文質、李修和、陳定國、林翠屏、Abeyatunge、臧美徒、林金練、廖清源、蕭吉注、張蔭全
、朱炳煥、柯文福、LuitSol、MiitzAglipay、沈孟芳、徐旭和、陳秋沐、潘星照、徐宏俊、劉
建登、YapKinHoong、吳英聲、林國舜、莊鶴齡、李戎、王煥琦、梁大則、高鴻猷、
JoseCajipe等 68人。 
93毛連塭、陳繼統、簡維章、葉金成、何文鉁、陳志華、謝達、張永杜等八人。但依據毛所述

並無陳志華、張永社、簡維章等三人。 

 
照片 34第一期國家訓練營開訓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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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各種訓練技能。 

（四）了解集體創作的原理與方法，並應用於訓練情境

中。 

（五）認知當前世界上童子軍運動及其他各界所採用的

成人教育方法及技能。 

（六）能夠協助受訓人員認知其本身所處地區的特殊需

要，並針對此特殊需要，依據團隊訓練法的基本原理，協助

其設計適當活動。 

（七）能夠選拔助理訓練人員，運用各人之所長，辦好

訓練活動。 

（八）能夠促使受訓人員及助訓人員融合於集體學習經

驗中，使訓練歷程積極、生動而有效。 

訓練課程設計如下： 

（一）當前青少年問題及童子軍運動如何予以協助

（Young People Today and How Can We Help Them) 

（二）課程設計法（Course Planning） 

（三）訓練原理與方法（Principle and Method of Training） 

（四）學習原理（Principle of Learning） 

（五）意見溝通原理（Principle of Communication） 

（六）領導集體討論的技術（Techniques of Leading 

Discussion） 

（七）課程評鑑法（Course Ossessment） 

（八）助理訓練人員之選擇（Selection of Team Members） 

（九）各項童子軍領導人員之地位及所需的訓練

（Leader’s Role and Training Needs） 

（十）訓練研究（Training Studies）（毛連塭，1973） 

與第十五屆由約翰儲曼所設計的課程其中差異多項容易發現，首先，整體

課程中已經完全看不到技能操作的部份，受訓學員的定位明確是定位在訓練人

員的訓練課程設計能力、團隊建立的領導人員，重視為何甚於如何，結合心理、

教育及團體動力為一綜合的訓練。在距 1966年我國承辦第十五屆遠東區訓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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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訓練班至此六年之間，整體課程設計觀念更迭甚多。 

因國際極偉園訓練營撤銷，世界總部通知各國按照自己國家需要辦理，獲

得正式授權得自行辦理木章訓練94。報准世界總會，由我國總會自行製發木章訓

練、木章基本訓練合格證書及工作人員證書。

（中國童子軍（臺灣版），14（3），頁 27；

中國童子軍總會，2006，頁 54；張政漢，2004），

但有關木章領巾、木章領巾圈基於製作成本考

量仍向英國購買。 

1973年 3月 25日至 29日，在日方支付回

程機票的誠意邀請下陳定閤等四人95參加日本

主辦亞太區第十九屆國際訓練人員幹部訓練班，

方純青並前往協辦訓練（中國童子軍（臺灣版），

10（6），頁 31；陳定閤，1973）；12月 8日

至 16日，由營主任陳忠信主持在陽明山辦理首

期行義童軍木章訓練，計有 28人參加訓練（中

國童子軍（臺灣版），11(3)，頁 17） 

1974 年 3 月 23 日，中國童子軍國際極偉訓練營假中國童子軍活動中心召

開第十一次訓練員會議96。主要決定有 

(1) 在 4月 15日舉行第五次訓練會議。 

(2) 在 4月 17日起舉辦第一期輔導人員木章訓練，由陳忠信主持。 

(3) 今年度在南部地區舉辦童子軍、幼童軍木章訓練各一期，請陳

定閤97負責籌備。 

(4) 為配合訓練工作需要，請總會增聘訓練組員98。 

                                                
94依據朱其榮於中國童子軍月刊 34(3)-4所載，係因國際極偉園訓練營撤銷，世界總部通知各國
按照自己國家需要辦理。此可再查明（20090616）。 
95參加者：陳定閤（台灣省教育廳督學）、陳光熙（北市商職校長）、周金滿（嘉義縣民雄國

中校長）、林森榮（嘉義縣理事會幹事）。採用世界總部最新頒佈訓練方式及標準實施。地點

在日本東京山中湖營地，總共參加學員 39人。課程進行與第十八屆亦有差異，屬於描述上的
問題或者是課程進行上的差異需進一步查證。 
96陳忠信主持，參加者計鄧錦輝、方純青、徐群、宋金印、陳定閤、羅旭升、陳震、傅旭麟、

董寶鏡、朱其榮、郭兆炫。 
97當時擔任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局長。亦為當時少數在南部舉辦的木章訓練。 
98當時訓練員有 18人，助理訓練員 72人。依此決議在當時訓練組員的資格取得，並無一定的
資歷或受訓條件的規範，且由總會聘任並非訓練營逕行任命公佈。 

 
照片 35 十八屆亞太區訓練人員訓練
班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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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對木章訓練第二部作業的時程與內容將要有修訂。 

 
照片 36中國童子軍第一期行義木章開訓典禮（總會網站） 

會議並統整 1959年以來各項訓練辦理成果。辦理情形彙整99，如表 18。 

表 18中國童子軍極偉訓練營 1973年止辦理木章訓練成果表 

訓練種類 辦理期別 受訓人數 備註 

童子軍木章訓練 26 1,119  

幼童軍木章訓練 26 1,010  

羅浮木章訓練 2 39  

行義童子軍木章訓練 1 28  

木章預備訓練  17,140 含各類別童子軍 

小計 55 2,196 木章持有人 742人 

資料來源：中國童子軍（臺灣版），11(6)，頁 29 

4月 15，16日，中國童子軍國際極偉訓練營在陽明山營地舉行第五次訓練

會議，會議主題：「由改進訓練方法來加強童子軍活動」。共有訓練組員 48人

參加100。 

                                                
991973年度三項登記資料。童軍團：1,393團。童子軍 43,496人（幼童軍-13,320人，童子軍
-25,883人，行義-3,002人，羅浮-1,291人）。服務員-4,513人，贊助人-9,215人。（中國童子
軍（臺灣版），11(5)，頁 24） 
100當時訓練組員計有 90人。（訓練員 18人，助理訓練員 7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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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由營主任陳忠信主持，總會駐會常務理事謝又華致詞時說明世界總會

對各國主辦服務員訓練的基本原則，特別強調訓練工作人員應有的修養。 

(1) 一個訓練人員要有「敬事」精神，就是要將辦理訓練當作

一回事，不要敷衍馬虎。 

(2) 要瞭解受訓人員的心理，更要進一步的分析瞭解受訓人員

在童子軍中的職位以及他所領導的青少年。 

(3) 在技術上要有表達訓練內容的能力，對訓練能力要有記

錄。 

(4) 在體驗上要能尋求好的效果，並能找出為什麼效果好。 

(5) 對訓練工作要能不斷研究改進。 

整體會議重點在分組討論及最後的總結，這次會議全體人員分為童子軍訓

練、童子軍預備訓練、幼童軍訓練、幼童軍預備訓練及手號操晨檢訓練等五組。

會議總結決議： 

(1) 童子軍木章訓練日期，擬由九天改為八天。 

(2) 每期訓練均應排有公開討論時間。 

(3) 第一部考核，改為分區集體研究方式，預定每年舉行

四次研討會，公開研究，集體創作，分開作答。 

(4) 第三部考核，改為許願實踐方式，由訓練組定期派員

訪問按項逐條驗證。（中國童子軍（臺灣版），11

（6），頁 29） 

此次會議議題討論到多項訓練組員態度及重視受訓人員感受的議題，除與

派外受訓人員接收世界童軍總會、亞太區辦事處傳遞新的訓練方法與觀念有關，

對自 1968年起普遍化對校長、候用校長、導師、童子軍教師施以童子軍訓練課

程，因為某些觀念上的差異讓受訓學員產生某些程度的不良反應，亦有關連（張

瑞松口述）。 

4 月 1 日，參加新加坡第三次全國訓練人員訓練班之鄭美俐、林國舜、鍾

香華、洪恆明等四位學員返國（中國童子軍（臺灣版），11（6），頁 28）。

廖清源、黃博正、楊仁發、蔡景新，5月 27日至 6月 2日參加在馬來西亞舉行

之亞太區第廿一屆訓練幹部人員訓練班（中國童子軍（臺灣版），11（8），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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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 5月 18~31日，鄧錦輝101、侯建威參加在菲律賓馬奇林營地舉辦的

亞太區專業人員研究所第二期訓練（中國童子軍月刊，12（6），頁 27）。7月

20~26 日，在印尼辦理亞太區第廿六屆國際訓練人員訓練班。（中國童子軍月

刊，13（1），頁 27） 

11月 2日至 7日，在陽明山營地舉辦第二屆全國訓練人員訓練班，由營主

任陳忠信兼任班主任，學員計四八人。（中國童子軍月刊，13（2），頁 26）102 

11月 21日至 25日，日本總會在日本富士山麓山中湖日本 Yamanaka童子

軍全國訓練中心舉辦的第廿八屆國際童子軍幹部訓練人員訓練班，我國陳光熙

擔任工作人員，張良彬、郭兆炫、張宗林及傅清順參加訓練（中國童子軍月刊，

13（2），頁 19）103。 

為了區分訓練內容與進程制度的制訂與執行工作。總會成立訓練委員會，

由崔德禮擔任主任委員負責全國各級童子軍訓練制度、進程標準的制訂與考核。

1976 年 3 月 14、15 日，中國童子軍國際極偉訓練營在陽明山營地舉辦第七次

訓練會議（中國童子軍月刊，13（6），頁 17-18；黃克仁，2011，頁 42）。會

議主要的議題在於徹底檢討我國自 1959 年起實施木章訓練以來所施行的教材

與方法優缺點及改善之道，另一項重點在於如何配合赫爾辛基舉行的第二十二

屆世界領袖會議104決議的訓練政策，發展出適合我國國情的訓練政策，調整訓

練教材與方法。 

整個會議重點採取分組討論及心得分享方式進行。其中最重要的決議是配

合赫爾辛基會議決議將原中國童子軍國際極偉訓練營改制為「國家訓練營」

（National Training Team），下屬於全國訓練委員會專責辦理服務員的訓練工作。

另外， 

（1）	 原木章預備訓練更名為木章基本訓練； 

（2）	 木章第一步研究題目，在完成基本訓練後即行發給，在

                                                
101當時職務鄧錦輝為訓練營副主任、侯建威為雲林縣常務理事。依據參加人員鄧錦輝於 12（
8)7-10，所述為第一屆。 
102本屆訓練著重理論研究，訓練新方法的介紹與研討訓練手冊的修改。統一研習並未區分童子

軍組與幼童軍組。學員按縣市區分 
103參與人員當時職務：陳光熙（臺北市立商職校長，訓練員）、張良彬（台北市忠孝國孝校長）

、郭兆炫（中國童子軍極偉訓練營秘書）、張宗林（省立新莊高中校長）、傅清順（台東卑南

國中校長）。 
1041969/8/20~28日舉行，我國由鄧傳楷、謝又華參加。主要議題有二，一是審查通過革新委員
會所提世界童子軍組織革新方案，二是如何改進服務員訓練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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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章訓練第二部作業時再與小隊輔導研討。 

（3）	 童子軍、幼童軍木章訓練與基本課程，必須在不違反世

界總會規定下，考慮我國實際需要，加入或修訂原有訓練科目。

幼童軍部份由陳震及朱其榮負責，童子軍部份由羅旭升、鄧錦

輝及徐群負責。 

（4）	 六月針對訓練員，七月份針對助理訓練員作再訓練工作，

訓練完畢後即按照新課程實施。 

而國家訓練營的工作重點為 

（1）	 清理原國際極偉訓練營未了之案件，並繼續辦理。 

（2）	 在維護世界總部的訓練政策及配合我國國策的實際需要

下，做有計劃辦理各類木章訓練及基本訓練。 

（3）	 對訓練員及助理訓練員之聘請，將依照國際總部之規定

採兩層任命制度，助理訓練員由總會任命，經向亞太區辦事處

報備。訓練員之聘請，由總會向亞太區辦事處申請任命之。 

（4）	 訓練員及助理訓練員聘期為兩年，任期滿續聘得連任之。

在兩年內必須擔負一期的訓練工作。 

（5）	 各類木章訓練時間及教材內容，均按新修訂之訓練手冊

施教。 

（6）	 參加受訓候選人，將參照各縣市歷年舉辦木章基本訓練

次數，現有木章持有人人數及目前發展組織的實際需要，做適

當分配，請各縣市理事會按分配受訓人數予以推薦。 

（7）	 木章訓練完成訓練進程的服務員，將授予證書並配戴木

章。 

（8）	 任命為訓練員及助理訓練員，仍須配戴四顆或三顆木

章。 

結束會議前謝又華提示工作重點： 

在訓練目標方面要 

提高道德的責任、練習計畫的才能、培養協調的能力 

改進領導的才能、熟練童子軍方法、複習童子軍技能 

在訓練內容比重方面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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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軍理論、童軍技能、童軍方法、童軍生活的比重均衡。 

在訓練方法上要留意 

個別習作、團體習作、演習、示範、生活、講授、討論

及評鑑工作。 

5月 15日，總會訓練委員會在中國童子軍活動中心召開第一次會議會議由

主任委員崔德禮主持。多數決議均為延續三月份訓練會議決議其重要決議事

項： 

（1）	 1975年八月期間舉辦三期國家訓練人員訓練班，分別由

崔德禮（8/9~14)、羅旭升（8/16~21)、陳震（8/23~28)主持，

每期 48人為原則。 

（2）	 今後派往國外受訓者需提出書面報告，以吸收外國新知

識。 

（3）	 通過陳忠信先生擔任國家訓練營營主任。 

（4）	 增聘一位工作人員105協助秘書處聯絡工作。 

（5）	 在谷關舉辦之山坡技能訓練班由訓練組員前往主持106，

研究是項技能是否適合列入童子軍課程。 

（6）	 木章訓練及基本訓練暫以新訂日程實施。再根據實驗結

果修改，期數期別則沿用。 

（7）	 對過去木章第一部作業未在有效期間提出，現仍願意繼

續完成者，將擇期統一在陽明山營地補辦，以便完成手續。（中

國童子軍（臺灣版），13（8），頁 63）107 

為充實金門地區童子軍訓練及開展社區童子軍活動，將定期在金門舉辦童

子軍及幼童軍木章基本訓練（教育部，1984，頁 1787；中國童子軍（臺灣版）

14(1)，頁 17-18；27（10），頁 30-31；黃克仁，2011，頁 307）。 

8月 8日至 14日，亞太區辦事處在印尼舉辦國際訓練人員訓練班，我國參

                                                
105後為陳碧霞。 
106後委由趙錦水主持。 
107出席委員有羅旭升、陳震、劉文華、吳水雲、宋金印、趙錦水、方純青等，總幹事陳忠信、

常務理事謝又華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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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人員有楊志華、董洪浙、林國舜、鄭美俐、蕭永源、陳美玉108等六人（中國

童子軍月刊，13（8），頁 63）。 

1977 年 11 月，國家訓練營為積極輔導歷年來參加過木章訓練但卻沒有完

成承諾作業取得木章的童子軍服務員，特別請各縣市協助提供相關人員的名單，

另外在 26 期（1974 年）前參加木章訓練的童軍服務員，可以提出合格證明，

可以受理補件或者是重新分發考評。以免有遺珠之憾（中國童子軍（臺灣版），

15（2），頁 32）。 

木章持有人年會，分為北、中、南三區舉行。北區在 12月 30、31日舉行，

中區在 1978年 1月 7、8日在日月潭舉行（中國童子軍（臺灣版），15（4），

頁 19-20，25） 

參、童軍教育推廣  
1962 年 7 月 31 日教育部修訂中學課程標準，將童子軍一科課程名稱改為

「童子軍訓練」109（教育部，1974，頁 1600,1602；陳鐵，1985，頁 324）；總

會出版「中國童子軍服務員手冊-幼童軍部份」，重新制定幼童軍諾言、規律、

活動進程和徽章、制服，為我國第一本幼童軍服務員手冊（吳國基，2005，頁

17）。 

1963年 2月 15日到 19日，台北市理事會舉行中小學教員童子軍進修會，

目的在推廣義務服務員擴大童軍團的組訓（童軍生活，9（1），頁 4）。 

11月 14日起至 18日止為了要加強生活教育的推行並且要為了計畫於 1964

年寒假調訓全省中等學校校長分區舉辦「生活教育研習營」作準備，由台灣省

教育廳、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總團部與中國童子軍總會，在大直舉辦「生活教

育實驗營」，由省教育廳廳長吳兆棠擔任營務委員會主任委員，救國團副主任

李煥擔任副主任委員並兼營本部主任，副主任由救國團主任秘書姚舜、童子軍

總會總幹事謝又華擔任。參加學員共計 48人，分為 6小隊，其中省級教育官員

6 人，縣市級教育官員 5 人，省市理事會人員 3 人，救國團團委會秘書 6 人，

中等學校校長 26人，主任 2人。調訓人員主要都是參加過木章訓練，為參加過

                                                
108參加人員當時職務：楊志華（台北縣汐止國中校長）、董洪浙（台中縣東勢國中校長）、林

國舜（台北市西松國小校長）、鄭美俐（台北市三興國小校長）、蕭永源（台北市內湖國中團

長）、陳美玉（台北市靜修女中教師） 
109同一文件 1602頁則稱此更名係在 1963年為之並將此初審工作交總會「童子軍教材審查委員
會」負責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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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員，也在活動後參加 11 月 19 日起舉辦的第二期羅浮童子軍木章訓練（中

國童子軍（臺灣版），1（2），頁 20）。 

整期營隊五天期間以三天時間研習「生活教育研習營」計畫辦理的相關課

程，二天的時間作為計畫討論的時間。連分成六個小隊都是為配合生活教育研

習營分六區展開，做好預備

的作業。也就是為了要將全

省的初級中等學校運用童

子軍運動的方法來推行生

活教育做好基礎工作。 

1964年 1月 19日，中

國童子軍教育學會與各教

育學術團體在台北市舉行

聯合年會，並編印學術年刊，

內容以研討童子軍訓練與

生活教育為中心（中國童子軍（臺灣版），1（2），頁 23）。1月 30日起至 2

月 10日，由台灣省教育廳、青年反共救國團與中國童子軍總會為了「向我們教

育上許多負責的先生們介紹採用童子軍的方法，使我們的生活倫理化、生活民

主化、生活科學化的教育理想，能在倫理生活化、民主生活化、科學生活化的

童子軍活動中，逐步實現」（中國童子軍（臺灣版），1（4），頁 4）。因此

在全省分為六區舉辦三期的生活教育研習營，每期四天（詳表 19）。  

此次生活研習營，經過 1963 年暑假舉辦的生活教育座談會，11 月舉行的

生活教育實驗營邀集所有種子教師一同研討統一做法與觀念，在 1964年初在全

省分為六區三期共 665 位教育界的行政官員、校長主任及教師，將童軍運動的

方法運用在中學教育上，誠如梁惠溥在描述第六分區活動中所言，參加學員「提

到童子軍教育內容這樣的豐富，過去沒有機會瞭解，大有「相見恨晚」之感。」，

並且認為校長、導師應該要有接觸童子軍教育的機會，「建議童子軍總會將這

次研習會當做木章訓練的預備訓練」。也讓童子軍運動從，童子軍教師推向教

育行政人員及導師，讓參與及推廣童子軍運動的人員，即使在學校單位也能更

加多元化，改變「因初中有童軍教育此一課程，故童軍專業人員特多，致童軍

運動僅侷限於學校之狹小範圍」（中國童子軍（臺灣版），1(3)，頁 23~24）的

 
照片 37第二期羅浮木章訓練開訓 
方純青提供，1963年 11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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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參與童子軍運動的成年人，也從童子軍教育學會所影響的童子軍老師轉

為以反共救國團、省教育廳所影響的教育單位主管、中等學校教育行政人員及

導師。 

1965 年 5 月 13 日全省師範學校校長會議在陳忠信的列席報告說明童子軍

運動的重要性，大會主持人潘振球強調支持這項政策的方針，決定各校以志願

方式向總會訓練組申請辦理幼童軍預備訓練（中國童子軍（臺灣版），2（8），

頁 33）。6月 21日至 23日，屏東師範在該校校長張效良安排下，由省童子軍

理事會協助舉辦台灣省第一期幼童軍木章預備訓練，共有應屆畢業生 167 人參

加，訓練人員集結特台南、高雄的訓練人員（朱其榮、丁尊周、葉慶華擔任團

長）協助。這是推廣幼童軍教育的積極動作，也是之後師範學生畢業前必須參

加幼童軍木章預備訓練的開始。 

1966年政府籌劃實施九年國教，將課程標準名稱改為「國民中學童子軍訓

練課程標準」110，以蕭忠國為主任委員，謝又華為總訂正（教育部，1974，頁

1602）。  

  

                                                
110教育部（1974)，第四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p1602。陶淑貞、崔德禮、劉元孝、羅旭升為編
輯小組執筆人。於 1968至 1970年編定「童子軍訓練」課本及教學指引各三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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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生活研習營辦理情況摘要 

區別 第一區 第二區 第三區 第四區 第五區 第六區 備註 

地點 金山青年

活動中心 

樹林鎮水

源地 

彰化八卦

山 

嘉義市藍

潭 

高雄大貝

湖 

花蓮美倫

山 

 

營主任 林寶樹 姚舜 黃季仁 謝又華 陳梅生 何讓  

輔導員  崔德禮、

鄭繼孟、

宋金印、

郭來勝、

吳本煜、

陳秋炎、

劉家治 

汪廣平、

關頡同、

史麟生、

查顯球、

王雲麟、

毛本均、

李迫爐、

朱彭年 

周封岐、

高惠如、

劉文華、

巫鈞連、

盧明星、

梁維孝、

葉慶華 

 宋壽桐、

孫佩瑾、

彭依傑、

黃瑞霖、

蔡豐村 

 

參加人員 台北、基

隆、宜蘭

、陽明山 

教育科長

二人、督

學一人、

校長七三

人、主任

十人、組

長十二人

、導師四

二人 

彰化、南

投、台中

市、台中

縣。校長

五一人、

主任、導

師、行政

人員 

雲林、嘉

義、台南

縣市。 

校長 75

人、教育

科長 2人

、主任及

導師 64

人 

   

參加人數 二期 80

人 

三期 140

人 

二期 96

人 

三期 144

人 

 32人  

資料來源：中國童子軍（臺灣版），1（3），頁 20~31 

1968年 3月在臺灣省教育廳的支持下，針對全省 208位儲訓國中校長舉行

一連串童軍活動相關課程。3月 10日在臺中教師會館舉行工作人員會報，19日

下午起至 4 月 5 日止共針對所有即將擔任國中校長的學員們進行六次團集會，

為隔素露營作準備。4 月 6 日起三天，首次國中儲訓校長童子軍露營在八卦山

培元中學後方的草地舉行111，全體學員分成 5 團展開各項童軍露營活動。8 日

潘振球前來致詞時明確說明「是決定在未來國民中學中，加強童子軍教育，以

作為培養身心健全而首腦並用的青年作準備工作」（中央日報，1968/4/8，五版；

李適中，1968）。此一創舉延續多年，成為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儲訓課程的

一部份。 

                                                
111由童子軍總會策辦。比對木章訓練紀錄並非以木章基訓形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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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臺灣師範大學改童子軍專修科為公民訓育系童軍教育組（劉彥俊，

1987，頁 98）。 

台灣省教育廳為了擴大童軍教育效果，除了在 1968年 3月將木章訓練相關

課程納入校長儲訓班的內容之外，1969年 4月 5日起計畫在全臺陽明山、澄清

湖、嘉義蘭潭、臺北縣金山露營地等六營地調訓 192 位現任校長，施以童軍木

章訓練（15～18期），企圖使國中校長成為童軍運動的最佳推動者，全臺四百

多位校長均於今年內全數參加由中國童子軍台灣省理事會辦理的訓練課程（聯

合報，1969/3/31，二版）。 

11月 7日至 9日，中部四縣市為配合九年制國民教育推展幼童軍組訓活動

辦理二期研習營。第二期於 12月 5日起舉行（中國童子軍（臺灣版），6（4），

頁 36）。台灣省教育廳委託台灣省童軍理事會舉辦「國民中學校長儲訓班」。
112（教育部，1974，頁 1602） 

1969年台灣省教育廳為了增進國中學生群育活動的績效，一方面充實童子

軍訓練的師資，一方面利用童子軍訓練課程和活動來增進導師與學生的互動，

提供新的教育觀念與方法，特別規定國中導師一律施予童子軍訓練，委託台灣

省童軍理事會舉辦「國民中學童子軍訓練教師研習營」113。 

全數導師計畫在三年內全數完成訓練，除女性114緩調訓練外，每年計畫調

訓三分之一。五十八學年度全省國中導師共有 6344人，依調訓三分之一計算共

計有 2141 人需參加訓練。11 月 8 日及 9 日特別在陽明山苗圃營地舉辦訓練幹

部人員講習會（教育部，1974，頁 1602；中國童子軍（臺灣版），7（2），頁

34）。 

11 月 28 日起由總會常務理事鄧傳楷主持，分五區邀約各高級中學及職業

學校校長召開推展行義童子軍組訓座談會，共約 170 位高中職校長參加（中國

童子軍月刊，7（3），頁 35）。其中建議之一是希望總會利用寒假期間先行辦

理行義童子軍服務員的預備訓練，充分完成準備之後再開始辦理登記成團的工

作（中國童子軍（臺灣版），7（4），頁 4）。 

12月 13日起甄選接受儲訓的 75位國中校長，接受童子軍訓練（中國童子
                                                

112共舉辦二期，參加人數共 280人。 
113教育部（1974)，第四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p1602。共舉辦五期，參加人數共 13,619人。 
114當時法規規定女性服務員僅可以擔任幼童軍團服務員（包括團長等各項職務），童子軍團僅

可以擔任教練或專科章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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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臺灣版），7（4），頁 36）。 

1970年為延續童子軍運動在校園發展作為學校群育教育的主要績效，臺灣

省教育廳持續推動多項研習。時間從四月到六月，持續舉辦「台灣省第二期國

民中學童子軍教師研習營」，每期三天，學員為擔任導師或擬任導師之合格教

師，計畫舉辦 40期，2114人參加（中國童子軍（臺灣版），7（5），頁 32）。 

1971年 4月 26日起至 5月 8日，台灣省理事會接受教育廳 60.2.15教一字

第 00620號函委託繼續辦理第三期教師研習營。全省分為八區分別由董寶鏡（基

隆宜蘭）、宋金印（北、桃縣）、陳昌瑞（竹苗）、劉文華（中中投）、陳震

（彰雲嘉）、羅旭生（台南縣市）、陳定閤（高高屏）、宋壽桐（花東）主持，

共計 2161人參加訓練（中國童子軍（臺灣版），8（5），頁 8；8（7），頁 40）。 

1971年教育部再一次修訂中學課程標準，將國民中學童子軍訓練改為童軍

訓練。委託中國童子軍總會組織編輯小組將課本內容予以重新修訂115（教育部，

1974，頁 1603）。 

1972年 10月，修訂通過「國民中學課程標準」的「童軍訓練」課程標準。

（中國童子軍月刊，10（3），頁 33，37~39；陳鐵，1985，頁 325116） 

1975 年 10 月，台灣省教育廳委託台灣省童子軍理事會辦理第七期國民中

學童軍訓練教師研習營，參加人數約 1,800人（中國童子軍月刊，13（1），頁

24）。 

肆、輔導制度推展  
1967 年 3 月 10 日起一連三天在臺北市童子軍活動中心舉行「臺灣省五十

六年第一期輔導進修會」，有來自全省各縣市的輔導幹部 38人參加訓練。崔德

禮擔任主任、陳忠信擔任副主任、劉元孝擔任教務長、王志復擔任事務長。探

討主題在於如何加強輔導工作促使團的活動更活躍，以及加強輔導人員對本身

工作的重要性的認識。3月 20至 22日，為臺北市及陽明山的 30位輔導舉辦第

二期輔導進修會，邱家溥擔任主任、汪乾文擔任副主任、藍自傑為教務長、聶

鍾杉為事務長（以上皆為第一期學員）。4 月，台灣省輔導進修會四至九期分

                                                
115謝又華為主任委員兼總訂正，傅治平、周健農、方純青、徐群、鄭立人為編輯小組執筆人。

1972至 1973編定學生手冊、教師手冊各二冊。（依據 20080915與陳老師會談，得知大約每十
年教科書就會修改一次，詳情再了解） 
1161973年 8月正式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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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五區舉行，計全省各地輔導 189 人參加（中國童子軍（臺灣版），4（6），

頁 37；4（7），頁 35）。 

1968年元月，臺北市理事會為了配合改制市區的擴大，加強對各團的輔導

工作，將全臺北市分為四個區域成立四個地區委員會，這是童子軍組織基於輔

導制度所發展的新型態，邀聘各地區具有影響力的熱心人適擔任委員。期望各

委員能 

(1) 發揮影響力，使能有更多的更好的成年人願意貢獻力量於

童子軍運動，把參加童子軍活動當作最好的業餘活動。 

(2) 協助已有的各團，鼓勵各團的服務員經常展開活動，使童

軍們能夠在活動中獲得進步。 

(3) 領導各團從事各種社會服務，從服務工作中向社會介紹童

子軍運動（中國童子軍（臺灣版），5（4），頁 4）。 

1970 年 6 月 13、14 日，針對各縣市新遴選科長及督學舉行童子軍隔宿露

營，由崔德禮主持，潘興照、劉文華、張子政等擔任團長（中國童子軍（臺灣

版），7（8），頁 9），這是希望藉由教育行政人員接觸童軍活動了解童軍活

動進而支持童軍活動在校員持續推廣。繼續推行「輔導制度」，聘任省市新任

的省市級助理輔導（輔導二個縣市以上），聘劉文華、宋金印、董寶鏡、陳震、

陳定閤、鄭捷、李迫爐、吳水雲、徐群為台灣省助理省輔導（含高雄市），陳

光熙、曾坤、鄭燦堃、李金蟬、聶鍾杉、林金練、吳金塗為臺北市助理市輔導

（黃克仁，2011，頁 305）。 

為了健全輔導制度，擴充童子軍運動參與人士在社會的影響力。國家訓練

營自 1974年 4月 17日起至 21日五天，在陽明山營地辦理第一期輔導人員木章

訓練。由營主任陳忠信兼任團長，鄧錦輝、方純青、羅旭升、趙錦水、呂兆宗、

朱其榮、洪恆明、陳煥然、劉光輝、陳慶裕擔任副團長，教練群有宋金印、崔

德禮、謝又華、吳水雲、陳定閤、黃博正，陳漢強為見習副團長，郭兆炫任聯

隊長，傅旭麟為事務長，陳崇禧助理事務長，楊清鴻、王美津為助理事務。（中

國童子軍（臺灣版），11（7），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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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8中國童子軍第一期輔導人員木章訓練 
資料來源：中國童子軍總會網站 

參加訓練人員有中央級執行長及民意代表、省級主管及民意代表、縣市長、

各級學校校長，是童子軍總會為了將童子軍運動集方法，藉由讓受訓學員親身

體驗來產生認同，進而在各自領域內發生影響力，讓童子軍運動可以在校園以

外的機關、單位、社團，廣泛發展。並且可以強化輔導制度。 

整體課程依據童子軍木章訓練為基準，將幼童軍、行義及羅浮相關資訊融

入其中，但增加輔導工作相關課程。因為沒有預備訓練且天數僅有五天，多項

課程皆以簡介、示範來進行。對學員而言，野營活動、24小時徒步旅行是最難

得的經驗與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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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第一期輔導人員木章訓練受訓學員名單 

小隊名 參加學員 備註 

貓頭鷹 高銘輝、劉家水、蔡朝經、吳伯雄、

楊守全、耿相曾、范承修、劉辰雄 

 

啄木鳥 徐旭和、張麗堂、張宗明、薛光祖、

黃鏡峰、唐基郁、莊鶴齡、沈秀雄 

 

野鴿 林金鍊、高育仁、席藍田、宋時選、

汪乾文、姚輝、尚樂野、林鴻坦 

 

杜鵑 邱文光、陳廷輝、黃健斌、許智偉、

郝成璞、祝家樹、詹來生、許庚南 

 

資料來源：中國童子軍（臺灣版），11(7)，頁 30 

1977年 3月 11日起，台北市童子軍理事會依據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65/12/30

日北市教二字第五三二三五號函辦理六期「國民中學童軍訓練導師研習營」，

參加研習對象為台北市國民中學非童子軍科之導師或擬任導師。至 6月 5日止，

共 384人接受訓練。 

依據公函所表達此研習目的： 

（1）	 台北市教育局為實踐總統蔣公之遺訓，決定加強學

生群育活動，特委託中國童子軍台北市理事會，以露營方

式調訓全市國民中學班級導師，舉辦研習營，俾於返校教

學時，期收績效。 

（2）	 增加導師與學生接觸之機會，而使生活教育發揮效

果，群育活動亦隨之更趨理想。 

（3）	 由於群育活動之績效，全校之訓導活動，亦為之增

加，能使導師制度獲得最高最大之效果。 

當時的訓練組員，主要仍為當時中學學校校長或行政主管，實際執行則為

當時台北市童子軍國家訓練營訓練組員（陳添丁，1990，頁 160~163）。 

在國民小學方面，8 月 13 日至 15 日，在陽明山營地舉行由三星國小校長

鄭美俐校長所策劃「六十六年度教師生活教育研習營」，陳忠信主持，教育局

三科科長程威海駐營，因為全程採用幼童軍訓練課程進行，也編列為臺北市第

30期幼童軍木章基本訓練。服務員有曾坤、吳英聲、吳國基、傅旭麟等二十人，

受訓學員計 107 人。也在此營隊之後臺北市特別成立幼童軍教育輔導團，即以

此營隊之服務員為基本成員。11月 22日至 26日調訓 300人分成兩團，在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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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營地辦理臺北市第 31、32期幼童軍木章基本訓練。（中國童子軍（臺灣版），

15（2），頁 32；15(3)，頁 17） 

伍、相關硬體建設  
自 1950年代以來，童子軍運動相關主管及領導人員，多次主張為了童子軍

運動的發展與教育需求，必須要設法爭取建設專屬童子軍的營地。1965年在海

山煤礦常務董事李建川為首偕同兄長李建成、弟李建興等三兄弟在董事會議中

促成下，將位於陽明山森林公園中屬於海山煤礦公司私有土地提供作為童子軍

中國童子軍永久訓練營營地使用（中國童子軍（臺灣版），2（4），頁 32；李

建川銅像銘文）。興建營地的工作也在此契機下逐項展開。 

 
照片 391966年 7月 31日中國童子軍活動中心落成典禮 
資料來源：方純青提供 

1965年 2月，中國童子軍總會獲得臺北市教育局默許117同意借用於在長安

國小的校地內興建中國童子軍活動中心。所需費用在 1964年底募集完成，全案

                                                
117後經驗證並非撥給，僅係借用。由台北市政府提出返還訴訟，1996年 12月 27日由台北地院
審結，中國童子軍總會等四單位敗訴因而返還該土地，建物亦一併由台北市政府處理。（聯合

報，1996/12/27）；興建年代，依據中國童子軍月刊、教育年鑑、陳海光所載有異，在此依據月
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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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興建118為三層樓房，主要機能為禮堂、辦公室、史料陳列室、交誼廳、閱

覽室及招待所（中國童子軍（臺灣版），2（4），頁 31）。 

1966 年 7 月 31 日，中國童子軍活動中心完工落成，在台北市松江路九十

巷十四號舉辦落成典禮（教育部，1974，頁 1619）。 

8 月 4 日，中國童子軍台灣省陽明山營

地舉行落成典禮，由省主席黃杰主持剪彩，

主要來賓有潘振球、劉詠堯、蕭忠國、吳兆

棠夫人、謝又華、潘其武、陳忠信119及日本

童軍總會常務理事池留三和等日本訪問團。

當天並舉行由木章訓練全體服務員捐建的

吳兆棠銅像落成典禮（中央日報，1965/8/5，

四版；中國童子軍（臺灣版），2（7），頁

6），該銅像由陳一帆負責雕塑除一尊設置

在營地外，另有一尊將放置於童子軍活動中

心。 

依據中央日報 8 月 5 日第四版的報導，

總興建費用為新台幣二十萬元，包括有 20

坪左右的辦公室，一座三角形標塔標示著

「中國童子軍陽明山營地」是主要的精神堡

壘，另外還建設了盥洗、廁所、儲存空間及住宿空間。4 日至 5 日，第二次中

國分營木章持有人年會也在同一地點召開，在永久性國家訓練營營地召開木章

持有人年會，所象徵的意義自不言可喻。之後 9月 12日在臺北市議會會議室所

舉行總幹事會議特別也希望比照陽明山在澄清湖、日月潭及金山成立屬於童子

軍的永久營地（中國童子軍（臺灣版），3(1)，頁 34）。 

中國童子軍森林公園營地環境清幽視野遼闊，為層峰閒暇時多次經過之地，

順應幕僚人員建議，計畫在森林公園營地作為興建行館（現陽明書屋）使用。

1969年童子軍總會便公告於三月起停止使用（中國童子軍（臺灣版），6（5），

                                                
118原始計畫規模，地上四層建築物，坐落於台北市中心（松江路）。計畫使用內容，辦公室、

禮堂、交誼室、集會室、文物陳列室、健身房、室內溜冰場、童軍宿舍、外賓接待室。 
119部份當時人員現職：潘振球為省教廳長、蕭忠國-師範大學教授、謝又華-總會總幹事、潘其
武-陽明山管理局局長、陳忠信-陽明山營地總幹事。 

 

照片 40 1968年 7月 17日台北市第一次大

露營於森林公園 

（中央社） 

 

照片 41森林公園營地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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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34；謝又華口述）。為維持童軍運動永久營地的需求，經過謝又華、劉元孝

等人與陽明山管理局潘其武局長協商結果，將原苗圃營地對面約十五甲之區域

土地與原森林公園營地用地交換作為建立童子軍永久營地之用120（教育部，1974，

頁 1619）。相關工程費用由總會組織陽明山營地籌建委員會籌措。10 月 12 日

中國童子軍陽明山營地活動中心，舉行破土典禮，由籌建委員會主席林燈主持，

潘其武舉行破土。興建所需要的材料由臺北市工商界人士捐助。（中國童子軍

（臺灣版），7（2），頁 34）121 

1970 年 2 月 22 日，世界總會副秘書長來華訪問參觀興建中陽明山營地，

覺得這個營地十分自然，希望儘量保持現有自然氣氛。言談中並同意謝又華所

建議，1971 年在此營地辦理一期

國際訓練人員訓練班。為了營地興

建完成後管理營運相關事宜，三月

在童軍總會設立陽明山營地管理

委員會，由陳忠信擔任主任委員122

（中國童子軍（臺灣版），7（5），

頁 29，34），在基本建設完成後

再陸續建設各項訓練設施，主要目

的在提供童子軍服務員木章訓練

及童軍活動。為增添陽明山營地的為極偉訓練營地的歷史延續性，世界委員會

委員卡比爾贈送童軍創始人足跡拷貝銅雕給營地，作為信物之一（聯合報，

1970/4/12，第二版）。 

5月 22日，陽明山營地舉行落成典禮，落成典禮由籌建委員會主任委員林

燈主持，總會副會長何應欽剪綵。並由何應欽致贈感謝狀給潘其武、林燈、台

灣水泥製品同業公會、李建川、朱文炳、李儒雲、李儒侯、李儒卿、李紹英、

李紹雄、楊懷東、林昆樂等團體及個人。營地落成時完成活動中心一座，幼童

軍營設四座。其中朱文炳、李建川各捐新台幣九萬元，興建兩幢專供幼童軍使

                                                
120依年代及完成建物之描述應為今日苗圃營地。其範圍依據陽明山公園遊五特定區劃定僅約九

公頃。 
121此一進度較原預計時程落後甚多，依據中國童子軍（臺灣版），6（5)-34，應為三月動工、
五六月即可竣工正式開放。其影響因素待查。 
122主任委員：陳忠信。委員：傅治平、高惠子、藍榮祥、高長明、紹夢藍、靳雁聲、傅旭麟。 

  
照片 42森林公園吳兆棠銅像揭幕 
黃杰（左）、潘振球合影（中央社馮國鏘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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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營舍。第二期興建計畫後續進行。（中國童子軍（臺灣版），7（8），頁

5；43）123。配合營地落成，特別於 5月 21日至 23日舉行第五屆木章持有人年

會，除聽取教育學家劉真「教育未來的發展」專題演說，檢討過往一年的訓練

工作外，這次年會特別針對即將在 10月份舉行的第四次全國大露營討論如何積

極協助辦理（中國童子軍（臺灣版），7（7），頁 36）。 

 

 
照片 43中國童子軍陽明山活動中心 

左上：入口廣場。上：行政中心 

照片 44陽明山營地落成典禮簽名簿 
陽明山童軍活動中心藏，黃宏銘翻拍 

 
 

1970年五月陽明山營地落成開幕啓用後，謝又華認為全世界各地的營地都

有設置代表當地文化特色的圖騰，陽明山營地也應當設置一處圖騰來作為中國

童子軍國家訓練營營地的精神象徵。所以，請當時歷史博物館館長王宇清124（謝

又華口述）借助其在中國服飾歷史研究的專長，為中國童子軍營地設計圖騰。

由國家訓練營向全體木章持有人募款集資建造。於 1971年 3月 5日童軍節慶祝

大會時舉行落成揭幕典禮125。圖騰基座後側刻有圖騰志說明興建過程及圖騰之

意義。 

為迎接 7月 29日起三天在臺北市立棒球場展開的遠東區少棒賽，由中國童

子軍陽明山苗圃營地提供場地，棒球協會出資興建營舍以作為遠東區少年棒球

賽選手村。球賽結束後新建的營舍轉交營地管理委員會作為幼童軍舍營使用。 
                                                

123依據教育部，1974，頁 1619所載苗圃營地正式完工落成是在五十八年，經比對為錯植。 
124王宇清（1913~2010/2/9）。江蘇高郵縣人，日本關西大學文學博士，為歷史博物館遷台後第
二任館長（1969~1973），專長為中國漢（指漢文化）服研究。 
125該圖騰矗立多年苦於經費未能維修，直至 2005年 3月 27日華岡童軍團策劃卅五年團慶活動
時，基於回饋營地的心情，集資十萬元由華岡羅浮群利用課餘時間自力重新粉刷及委外專業工

匠修改基座。現存圖騰志為 2005年改修後重新撰刻版本，原圖騰志及勒石交營地保管。整修
期間，謝又華特地前來慰勞並說明圖騰設立過程。 



中華民國童軍服務員訓練歷史之研究 

 130 

1972 年 6 月起在陽明山苗圃營地原有倉庫上方興建康樂室一座（教育部，

1974，頁 1619），作為營隊活動時主要的室內場所，後來為了紀念吳兆棠博士，

特別用吳博士的字命名，稱呼此地為「昭讜館」。落成時特意邀請吳兆棠夫人

前來參觀。 

1975年 3月 5日，童軍節大會中頒發感謝狀給李建川等四人126（中國童子

軍月刊，12（5），頁 26-27）。 

壹、訓練專題說明  

1、吳兆棠簡史  

1964 年 4 月 21 日，潘振球先生接替因病辭職的吳兆棠先生擔任台灣省童

子軍理事會理事長（中國童子軍（臺灣版），1（5），頁 27）。7 月 3 日，吳

兆棠逝世因癌症病逝，結束短短六十年精彩而有意義的一生。 

吳兆棠，安徽省休寧人。為家中其遠祖多從事商業，其父在鄉里教育後進，

其兄則在湖南經營布業。高中畢業於南京省立第一中學後，先入廈門大學後畢

業於吳淞國立同濟大學德文科。畢業後隨即攜新婚妻子遠赴日本求學，求學期

間加入中國國民黨。 

吳兆棠童軍經歷豐富，1928年返國接替劉詠堯為童軍總會主任秘書，1929

年擔任中央訓練團童子軍教導人員訓練班代班主任，1943年發起組織中國童子

軍教育學會，1957年 8月以駐會常務理事身分率團參加英國金禧暨紀念貝登堡

誕生百年大露營，結束後參加極偉園木章訓練。先後率領代表團參加第 16、17

屆世界童軍領袖會議及第二屆遠東區國際會議。雖在競選遠東區委員時失利未

能當選，但卻是我國參與區域性童軍組織委員選舉的第一人。 

吳兆棠簡單資歷綜合整理如表 21。 

 

 

  

                                                
126受獎者計：李建川（總會理事）、黃鏡峰（台東縣長）、吳宗穆（菲華理事會顧問）、鮑事

天（菲華理事會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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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45 陽明山營地 1971 年配合遠東區少棒賽興建之
營舍 
（中央社陳漢中攝） 

圖騰志 
圖騰，原始社會民族徵誌之通稱，今世

界各國童子軍營地多仿此各樹圖騰，用以為
為其精神之表徵。中國古制，行軍布陣，每
有完美區分方位之法。前鋒為朱雀，貴其迅
捷；後衛為玄武，龜蛇合體，龜有甲以禦侮，
蛇則首尾相應。左翼為青龍，左為陽，陽氣
生而通神，故用龍。右翼為白虎，右為陰，
陰氣沉而威猛，故用虎。朱雀，玄武，青龍，
白虎，總稱四靈。而歷代民俗，多用此為南
北東西之象，且載之典籍。中國童子軍木章
持有人，於民國五十九年夏，集議籌資為營
地建圖騰，採四靈為徵誌，意喻中華兒女志
在四方，上承歷史文化傳統，為力行三民主
義之少年兵，以大智大勇行大仁，為天地立
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
太平。 
中華民國六十年三月五日建立 

照片 46陽明山童軍活動中心圖騰 
（曾國欽提供） 

苗圃營地圖騰志 

  
照片 47貝登堡足跡 
（康培爾增送，曾國欽照片提供） 

照片 48陽明山營地昭讜館 
（黃宏銘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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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吳兆棠博士年表 

年齡 年代 事蹟 備註 

0 1904 10/3，誕生於安徽休寧溪頭村127
。 國史館（1990） 

20 1924 廈門大學肄業 國史館（1990） 

21 1925 夏，畢業於同濟大學德文科 國史館（1990） 

  8月 1日，與汪秀瑞128
女士結婚 張其昀 

  冬季時，同妻赴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深造，加

入中國國民黨。 

國史館（1990） 

22 1926 長女青萍出生。  

24 1928 返國任考試院編譯。 國史館（1990） 

25 1929129 任軍事委員會政訓處130
秘書。 劉建群（1965） 

27 1931 九一八事變發生，參加民族復興運動。 國史館（1990） 

30 1934 夏，奉派赴德國研究教育及考察青年組訓。 國史館（1990） 

  冬，偕妻赴德留學入柏林大學哲學研究院教育研究所
131 國史館（1990） 

33 1937 六月，與童子軍代表團在義大利羅馬同時搭乘康德魯梭

號，與同船童子軍夥伴
132
成立「風雨同舟會」 

p154，徐觀餘 

34 1938133 夏，提出「德國農民教育研究」論文，獲柏林大學哲學博

士學位。 

國史館（1990） 

  8月，接任童子軍總會主任秘書。 教育部(1958，頁 1335）；p126

，劉詠堯 

  10月，返回重慶134
，奉派主辦童子軍教導人員訓練。期

間著成「童子軍教育之理論與實際」 

國史館（1990） 

                                                
127 張其昀稱此地為儒學家戴東原（後稱此學派為徽學）之故鄉，似指此地地靈人傑。陳紫楓

（p106）為文亦附和此意。 
128 父親為農學專家汪以敬。曾任立法委員、師大教授，專精於兒童戲劇。 
129 非確認年代，作者僅述民國十八九年。 
130 當時委員長為蔣中正，作者劉建群擔任政訓處處長，處內僅有作者與吳兆棠二人。至民

國 33年仍在此處擔任秘書，與劉詠堯先生在此結識。 
131 主修精神科學與教育哲學。 
132 包括嚴家麟、章輯五（時任教育部體育督學）、徐觀餘，分別參加第五次世界大露營、義

大利全國青少年活動。 
133 關於吳兆棠返國及合川訓練班之年代，徐觀餘所載為「民國廿八年」，需再查明。 
134 重慶馬家寺、復興關，需進一步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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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8，渝市首次童軍檢閱，因認為除了檢閱之外沒有露

營、比賽、表演、服務等，難以評定訓練成績，所以僅

劃分等第而無排序，發送紀念品而無獎品，作為首次檢

閱之紀念。135 

中央日報，第三版 

37 1939 重慶中央訓練團教務組副組長 P140，王大任 

36 1940 任中央訓練團童訓班
136
少將代主任  

  中國國民黨第一四六次常務會議通過任全國理事
137
。 教育部（1958，頁，1335） 

37 1941 秋，童軍訓練結束調中央訓練團教務組長。於中央大學

兼課（教育課程） 

國史館（1990） 

  十一月，辭去總會主任秘書。 教育部（1958，頁，1336） 

39 1943 在重慶發起成立「中國童子軍教育學會」
138 p145，徐觀餘 

40 1944 任三民主義青年團
139
中央幹事會幹事兼中央團部訓練處

副處長。 

國史館（1990） 

  5/1，正式任職為第三屆全國理事140
之一。 教育部（1958，頁，1336） 

42 1946 任教育部南京臨時大學教務長、訓導長。 國史館（1990） 

43 1947 春，任教育部簡任督學（高等教育） 國史館（1990） 

  被選為休寧第一任國民大會代表。 國史館（1990） 

  三民主義青年團併入中國國民黨改任為中央執行委員。 國史館（1990） 

  5/20，抵達南昌勸導罷學中的中正大學學生儘速復課。 

6/29，中正大學校長蕭蘧內調，由吳兆棠暫代校長職務。（中央

日報，6/29，第四版） 

中央日報，5/21，第四版 

44 1948 長女吳青萍與黃建斌
141
結婚。 張其昀 

                                                
135 由此感受到一方面是當時的時代童軍活動確為青少年社會教育的一環，二方面吳兆棠受

法西斯主義的影響仍在。 
136 四川合川，受日軍轟炸時，吳兆棠率童訓班學員搶救傷患。當時陶淑貞議擔任幹部 
137 時間應為五月之前。第二屆理事會理事長由教育部部長陳立夫擔任，理事十四人為張治

中、陳誠、朱家樺、王世杰、張力生、劉詠堯、桂永清、段錫朋、顧樹森、郝更生、嚴家麟、

吳兆棠、章輯五、張忠仁。張忠仁為駐會常務理事。 
138 此學會係以合川童訓班學員及教職員作為基礎。 
139 民國卅二年起，童子軍改歸三民主義青年團領導。（第三次中國教育年鑑，頁 1115) 
140 第三屆全國理事會，理事長為張治中，副理事長為嚴家麟。理事為陳誠、吳鐵城、朱家

樺、張厲生、王世杰、谷正綱、張藹真、常道直、顧樹森、段錫朋、桂永清、康澤、李惟果、

劉詠堯、蔣經國、郝更生、吳兆棠、張忠仁、章輯五共十九人。（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頁

1336） 
141 吳青萍執教於政治作戰學校、國立藝專、私立中國文化大學。黃建斌曾任建國中學校長

、中國童子軍總會駐會常務理事。二人系於 1937年康德魯梭號時認識。共生育四子（徐觀餘，

p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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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調教育部中等教育司長142 教育部網站，中央日報（

1948/1/15，第四版） 

  2/18，與童教界代表會談後表示，初中童軍課程仍列為必

修科目。 

中央日報，1948/2/17，第四

版。 

45 1949 任教育部青年復學就業輔導委員會
143
副主任委員。 國史館（1990） 

47 1951 任交通部訓練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主辦交通幹部訓練，

著有「訓練原理與實施」。 

國史館（1990） 

48 1952 任童軍總會駐會常務理事。 傅治平（1965） 

51 1955 8月，應聘為政治大學教授144
兼訓導長，後改任為教育研

究所主任。 

國史館（1990） 

52 1956 5月，兼任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副主任。 蔣經國為主任國史館（1990 

  10/26，陪同海軍陸戰隊司令唐守治中將參觀第三次大露

營營地設施
145
。10/27，以大會辦事處主任身份，主持童

軍大檢閱第一次預檢。 

中央日報，1956/10/27，第

三版 

53 1957 9/29，自日本返回146
。 中央日報 1957/9/30第三版 

54 1958 春，兼任革命實踐研究院分院（木柵）主任
147
。 國史館（1990） 

55 1959 3月，改兼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五組代組長 國史館（1990） 

  3/7，膺選為童子軍國際總部國際訓練組副主任。 中央日報，1959/3/7，第三版 

                                                
142 教育部網站(http://history.moe.gov.tw/employee_list.asp?unit=8，下載時間：2009/3/26），吳
兆棠任職時間為民國 37年 1月至 38年 4月。故國史館資料、張其昀所篹不予採用。中教司長
原為曹 XX，因參加立委選舉選務繁忙，所以辭去中教司長職務，經教育部長朱家驊批准後由
吳兆棠繼任。（中央日報，1948/1/15，第四版） 
143 針對顛沛流離的青年作適度的安置，當時吳兆棠在澳門簽約所創辦的中山教育學院（後稱

中山書院）便是為收容流亡學生而籌設的。（p115，鄧傳楷） 
144 教授課程主要是教育原理、教育哲學、群眾心理及研究方法。此一年代若依據王大任所

言為民國 45年。惟王所言「此時政大在台復校尚不滿一年」，而查政大系民國四十三在台復校
，所以吳兆棠應該是在民國 44年在政大擔任教職。 
145 由此可以窺知當時童軍的運動，需要軍方支援甚多，此另從謝又華口述中亦可佐證之。 
146 吳兆棠是率團參加第九屆童軍領袖會議及第九次世界大露營之後，取道美日考察教育行

政，重點在大專教育及少年犯罪方面。 
147 前任主任為任覺五，因調任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故由吳兆棠兼任此職務。（王大任）王

大任為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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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1730時於教育部接受木章證書。5/9主持第一期木章

訓練。
1485/17木章訓練結訓。 

台灣新生報，1959/5/8；中央

日報，1959/5/8，第五版；中

央日報，1959/5/17，第五版；

中央日報，1959/5/18，第五版

） 

  12月，任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專任副主任149
。 國史館（1990） 

56 1960 4/21，於青潭主持第二期木章訓練，計美籍學員 6人，台

籍學員 26人。 

中央日報，1969/4/21，第五版 

  5/6，獲中國童子總會提名競選國際童軍遠東區顧問委員

。 

聯合報，1969/5/6，第二版 

57 1961 6月，任知識青年黨部主任委員，負責領導大專院校黨務

推行。 

國史館（1990） 

  8/16，抵達德國參加世界教育會議，9/1，歸國。 中央日報，1961/9/2，第四版 

  12/25，在中國青年代表會議第一次大會中致詞。 中央日報，1961/12/26，第四

版 

59 1963 8月 31日，上午十點就任台灣省教育廳廳長150
，訪問稿

於中央日報。 

9/9~14，代表我國參加在烏干達舉行的聯合國非洲國家聯

教組織第一次區域性會議。
151 

10/7，改進國校教學研定四點結論。 

10/20，陪同當時省主席黃杰視察第五期木章訓練。152 

12/25，因經常頭痛進入榮民總醫院檢查身體。 

國史館（1990）；中央日報，

1962/10/21，第四版；中央日

報，1963/08/31，第二版 

中央日報，1963/01/01，第二

版 

                                                
148 當時一級貧戶每年補助新台幣 47元，金馬號公車開始裝冷氣。（聯合報，1959/5/8，第二
版）參加第十次世界童軍大露營者，由教育部核准期末考待返國後補考。（中央日報，1959/5/8
，第五版） 
149 約為年底時期，原專任副主任為胡步日因轉任正中書局兼幼獅文化事業公司董事長而離

職。吳兆棠應蔣經國邀約接任此專任副主任之職。 
150 任內曾與救國團合辦「生活教育實驗營」要一般教育工作人員先改變自己的生活習慣和教

育觀念，然後以身作則，去教育青年，進而影響社會。貫徹「生活與教育合一」。（p120，潘

振球）仍持續在政大開課。此人事案是在 8/22日行政會議中通過，前一任教育廳長閻振興免兼

教育廳長專任成功大學校長。（中央日報，1963/8/22，第二版）將各界祝賀他就任教育廳長得

花籃，轉送至患病住在台大醫院的教職員（聯合報，1963/08/25，第三版）；戴行悌擔任主任秘

書（聯合報，1963/9/1，第二版）。9/1，舉行交接典禮，閻、吳二人皆發表演說。（中央日報

，1963/9/1，第三版） 
151 會議主要是在聯教組織協助下，就如何發展非洲國家科學籍教育問題廣泛討論。（中央日

報，1963/8/22，第二版）後來因為接任台灣省教育廳廳長，並未成行。（中央日報，1963/8/29
，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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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1964 7/3，因肺癌辭世。 國史館（1990）、黃季陸（

1965） 

資料來源：吳兆棠博士紀念集（1965）、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三輯（1990） 

在政治活動方面曾任職於考試院、軍事委員會。復元期間，歷任南京臨時

大學教務長、教育部督學負責高等教育。播遷來臺先後在交通部、教育部中教

司、青年復學就業委員會任職。1958年兼任革命實踐院主任並擔任救國團專任

副主任。1963年 8月 31日擔任台灣省教育廳廳長。 

吳兆棠學養俱豐，1938年在德國提出「德國農

民教育研究」獲柏林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同年 10月

主辦童子軍教導人員訓練時提出「童子軍教育之理

論與實際」是童軍學術早期的重要著作。1955年應

聘到剛復校的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任教並且擔任訓

導長職務，不久擔任政治研究所主任，即使擔任救

國團副主任、革命實踐研究院木柵分院主任、童軍

總會駐會常務理事，甚至奉派擔任台灣省教育廳廳

長依舊每週日自台中返回木柵授課。自四十五年起

共指導通過十四篇碩士論文，佔同期間發表論文數

量的 21.21%。研究範圍含括心理、教育哲學、比較

研究、教育政策等，指導學生中不乏近代教育精英

人士，如梁尚勇、高銘輝、蔡保田、陳漢強、邱連煌、朱迺武等人，對國內教

育界人才的培養影響可謂既深且鉅。（詳參表 22、23） 

表 22.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通過論文數量統計（1956~1963） 

年代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小計 

篇數 12 15 6 9 3 8 3 10 66 

          

當時擔任教職的老師與通過論文的數量，吳兆棠所指導通過的論文數

（14/66）依比例而言，數量不可不謂「多產」，其與學生的互動以及投入校務

                                                                                                                                     
152 黃杰係聽取童軍總會總幹事謝又華的簡報後，特別至營地視察。對木章訓練中學員刻苦

創造的精神特別欣賞，期許學員將其作為改造社會的動力。該期共有學員 51人，多數為各縣
市教育局（科）長、中學校長、議員及記者。 

 
照片 49 吳兆棠主持金山青年
活動中心開幕 
（中央社，時任救國團專任副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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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間可以得知。 

表 23.吳兆棠指導通過之碩士論文 

作者 論文題目 年代 頁數 校所 編號 備註 

李序僧 人格的心理基礎 1956 183 教育研究所 4501  

程運 實驗主義教育哲學之研究 1956 300 教育研究所 4510  

蔡保田 少年犯感化教育實施之研究 1957 168 教育研究所 4603  

黃椿年 初級中等學校實施童子軍教育之

研究 

1957 120 教育研究所 4605  

梅友三 我國大專學校現行入學考試之研

究 

1957 180 教育研究所 4606  

梁尚勇 道德教育原理之研究 1957 190 教育研究所 4608  

吳盛木 青年人格發展的輔導 1958 324 教育研究所 4703  

高銘輝 美國學生輔導方法之研究 1958 184 教育研究所 4704  

朱迺武 學習心理在學習指導上的應用 1959 338 教育研究所 4807  

方大林 孟荀教育思想之比較研究 1961 80 教育研究所 5003  

楊季源 斐斯泰洛教育學說之研究 1962 116 教育研究所 5103  

許定昌 天才心理及其教育之研究 1963 62 教育研究所 5201  

邱連煌 共匪教育政策制度及設施之研究 1963 132 教育研究所 5203  

邱士惠 越南教育之演進 1963 86 教育研究所 5209  

小計 14篇    8年  

註：1950年代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群：吳兆棠、崔載陽、顧柏岩、黃季陸、王鳳喈、鄒

文海、劉季洪、楊亮功、黃建中、趙一葦、林本、侯璠、徐家驥、杜元載、胡秉正、、王文

俊、劉錫恭、劉真153、許延俊、程法泌、葉楚生、許恪士、謝東閔(以上合計 23位) 

1965年 4月 7日，總統頒布褒揚令予吳兆棠表彰他在黨政及教育事業上的

成就與貢獻。褒揚令全文：（中國童子軍（臺灣版），2（7），頁 6） 

                                                
153 指導學生為陳漢強，教師福利問題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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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大會代表、台灣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廳長

吳兆棠，操守亷介，學識演通，歷任國立中央大學教

授、中正大學代校長、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司長、中山

教育學院院長、交通部訓練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國立

政治大學教授兼教育研究所主任、中國青年反共救國

團副主任等職，陶鑄多士，，進德成材，績效夙彰，

辛勞備至。復贊襄中國童子軍運動，發揚光大，馳譽

寰區。近年於台灣省教育正勤規畫，詎意積勞病逝，

軫悼良深，應予明令褒揚，以昭忠菫。此令。” 

2、第五屆遠東區童軍會議  

1964年 12月 6日起至 12日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辦第四屆遠東童軍會議，

我國為了爭取第五屆（1966）遠東區域童子軍會議主辦權特別組成代表團由鄧

傳楷擔任團長，謝又華、陳忠信、劉文華、黃季仁為團員一同參與盛會（中國

童子軍（臺灣版），2（4），頁 4，30；2（5），頁 5~16）。這次大會討論的

主題為 1.檢討地區兩年來的童子軍運動。2.交換童子軍活動資料。3.如何促進童

子軍運動的發展。4.童子軍運動能促進國際間的了解。 

自 1959年 7月第十次世界大露營在菲律賓舉行，我國童子軍在菲律賓華僑

協助下，組成了 536 人該次大露營最大的國外代表團，為我國童子軍運動在國

際上留下一頁記錄。1964年 3月柏多利那來臺灣訪問，柏氏向謝又華提及第五

屆遠東區會議當時僅有紐西蘭有意爭取且因為地理關係，認為紐西蘭比較難被

其他會員國認同。1964 年 4 月泰國總會秘書長乃康、9 月日本總會總幹事小林

運美，也都表達支持我國主辦的意向，這三方面的支持成為我國爭取主辦權的

主要動力。 

會議召開期間，傳出巴基斯坦以獲委員會支持，希望我國能放棄爭取主辦

權。經過折衝後我國正式提出申請書，說明我國近五年的組訓工作及積極發展

義務服務員制度、推廣童子軍運動的具體成果。在大會決定以投票表決方式決

定之後，投票結果我國獲得與會各國大多數的支持，結果以 52 票對 30 票對 2

票（中華民國對巴基斯坦對紐西蘭）爭取到 1966年第五屆遠東區童子軍領袖會

議的主辦權（謝又華，1965）。此次爭取成功不僅僅是對中國童子軍在台灣發

展努力的成果表示肯定，對後續中國童子軍運動的發展也提供了良好的機會。 

 
照片 50吳兆棠玉照 
任職正大教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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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 年 9 月 8 日柏多利那來臺與何應欽商討 1966 年遠東區區域會議各項

議題，10日按預訂行程離華至墨西哥參加第廿屆世界會議（中國童子軍（臺灣

版），3（1），頁 34）。11月 1日，國際總會主任史北來將軍正式退休。（中

國童子軍（臺灣版），2（8），頁 32；3（3），頁 36） 

1966 年 3 月 29 日遠東區辦事處顧問委員會主席狄克多、辦事處主任柏多

利那專程自馬尼拉前來參加自 3月 30日召開的第五屆遠東區國際會議籌備會。

這次會議主要討論整體會議籌備會組織，籌備會

推中國童子軍總會副會長何應欽為籌備會主任

委員，總幹事謝又華為秘書長，推選教育部、外

交部、警備總部、省教育廳、鄧傳楷、謝東閔、

詹純鑑、蔡功南、李煥、黃啟瑞及劉詠堯單位及

個人為常務委員（中央日報，1966/3/30,3/31，

七版；中國童子軍（臺灣版），3（6），頁 39），

整個區域會議將與中華民國國慶活動銜接。各項

大會籌備工作逐次展開，延續慣例本次大會前，主辦國家理事會將承辦一期國

際訓練人員訓練班（TTC），承辦此活動不僅僅對我國訓練人員的培養有直接

且具體的作用，對我國現有的訓練組員亦是極為珍貴的經驗。 

5月，童子軍總會正式宣布在 10月 4日至 8日將承辦第十五屆遠東區童子

軍木章訓練人員訓練班，預定參加學員 64人，半數邀請其他會員國派員參加，

半數由我國遴選適當人選參加。為此 5月 25日國家訓練營特別在陽明山營地召

開 DCC會議，商討各項籌備事宜。其中對於參加人員資格決議如下： 

（一）規定參加受訓人員資格：「限訓練組員，對童子軍運動熱

心人士而表現優良，並為木章持有人者」。 

（二）參加受訓人員，均應由各縣市理事會就各該縣市之實際需

要遴選符合資格人員，呈報中國童子軍總會核定。由各縣市先行推薦

名單再由總會核定參加人員。 

9月 13日，中國分營工作人員在童子軍活動中心再次召開籌備會議並且審

查參加受訓學員名單及工作人員分工事宜。 

為迎接第十五屆童子軍遠東區國際會議各項準備工作已告一階段，藉由媒

體宣傳此一難得的國際活動。在中央日報 1966年 9月 26日第四版，下達標題

 
照片 51遠東區主席狄克多抵臺 
1966 年 3 月 29 日遠東區辦事處顧
問委員會主席狄克多抵臺（中央社

陳漢中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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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子軍總會將主辦一連串國際性活動，預計卅個地區代表參加」，所談到的

國際性活動包括： 

第十五屆木章訓練組員訓練營，10月 4日至 8日在陽明山舉行。 

遠東區木章持有人年會，10月 8、9日二天在臺北縣金山舉行。 

第五屆遠東區國際童子軍年會，10月 9日至 15日在台北、臺中二地舉行。 

 
照片 52第十五屆遠東區訓練員班 

首先登場的是 10月 4日至 8日在陽明山營地舉行的第十五屆遠東區訓練人

員訓練班，班主任由國際極偉訓練營營主任約翰儲曼（John Thurman）擔任，

副主任由中國極偉訓練營主任陳忠信擔任，國際訓練組員卡岱兒（馬來西亞籍）

擔任助理副班主任，陳定閤擔任教務長，劉文華擔任糧食事務長，傅旭麟擔任

器材事務長，鄧錦輝擔任翻譯兼童子軍團團長，朱其榮擔任幼童軍團團長，專

任講師群有國際訓練專員布魯斯（澳洲籍）、漢登（Jan Huton，紐西蘭童子軍

訓練營主任）、韋善修（菲律賓籍）、中國籍吳金塗、李子貴及徐群。另外有

陳吉祥、黃若瑟、賴權發及林映然（以上三位為成功大學羅浮）擔任翻譯。工

作人員自 10月 1日起陸續進駐，班主任約翰儲曼也在 10月 3日抵達（中央社；

徐群，1966；聯合報，1966/6/23，第六版）。各項準備就緒就待學員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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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參加學員共計 64人，我國童子軍服務員男性 40人，女性 3人參加訓

練，其中童子軍組 22 人，幼童軍組 21 人。整體訓練自開訓典禮開始，皆按照

國際慣例對主辦國多有尊重，各項典禮皆由我國營主任主持。在班主任開訓講

話中，約翰儲曼提出「如何做？及如何去教別人做？」希望大家在受訓其間學

習。課程內容依據徐群介紹，整理如表 24： 

本次訓練營是我國第一次承辦國際性訓

練活動而且由當時國際極偉園主任親自主持，

對我國訓練組員的行政能力也做了很大的考

驗，甚至運用美國童子軍國際友誼基金委員

會之相對基金新購中型客貨車乙部供營地使

用（中國童子軍（臺灣版），4（2），頁 38）。

我國訓練組員候選人在短時間內激增。 

10 月 9 日起，來自全世界 14 個國家參加童子軍第五屆遠東區國際會議的

各國代表陸續來到台灣。12日上午蔣中正以中國童子軍總會會長暨世界童子軍

榮譽贊助人的身分親自主持開幕，中國童子軍總會副會長何應欽則以籌備委員

會主任委員身分在首次大會中至歡迎詞（中國童子軍（臺灣版），4（2），頁

5～7）。代表我國出席人員首席代表鄧傳楷154，張忠仁、謝又華、陳忠信、高

化臣、蕭忠國、潘振球為代表（中央日報，1966/9/26，四版）。中央日報當天

的社論就以「祝童子軍遠東區國際會議」為題，認為我國承辦此項國際性活動

是因為我國童子軍近年來努力經營的成就，獲得遠東區各會員國的認同。各項

成果包括 

（1）	 修訂公佈「童子軍設備標準」，並根據新的訓練標準，

審查訓練課本，以供教學之用。 

（2）	 師範大學童軍訓練專修科繼續培植師資，分發各校擔任

教員，以加強各學校童軍教育。 

（3）	 採用國際童軍訓練制度，分批訓練服務員，並鼓勵社會

優秀青年及教育界人士接受訓練，擔任童軍領導的工作。 

（4）	 童子軍的永久營地，於上年八月正式落成，使在此會議

                                                
154當時擔任教育部次長 

 
照片 531966 年 10 月 3 日約翰儲曼
（右）、漢登（左）抵達 
（中央社陳漢中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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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能舉辦一次國際性的童軍訓練。 

（5）	 童子軍活動中新的籌建，已於本年七月完成，對於工作

的推行，將發生很大的助力。 

表 24第十五屆遠東區木章訓練人員訓練班課程 

時間/科目 教學法 課程目標 

第一天   

整潔與良好秩序 講述法 說明建立小隊精神與做法 

什麼是極偉的訓練 講述法 說明參加 TTC之後要如何貫徹執行 

第二天   

怎樣玩遊戲 講授、演示 分童軍及幼童軍 

木章訓練最新方法—分站 講述法  

介紹幾種訓練小隊的新方

法 

講述法  

分站活動  演示上述二法，第一站-生火方法；第二站-架營

與衛生；第三站-工具的使用與保養；第四站-營

地建設。 

如何去教導 講述法  

世界童子軍運動 講述法  

第三天   

分組試教 實地操作 依據第二日抽籤結果演示如何教授。分上下午進

行，最後由所有工作組員綜合講評。 

開訓的準備 講述法  

那一種訓練班我們如何做 講述法  

影片欣賞 課間活動 極偉園影片、各國訓練幻燈片 

第四天   

晨間檢查的目的與做法 講述法 約翰儲曼主講 

木章訓練組員應做的工作 講述法 約翰儲曼主講 

怎樣利用幻想 講述法 約翰儲曼主講 

拓荒工程 實地操作  

營火 儀典  

第五天   

休閒作業 講述法  

問題研討  共通問題：木章訓練班學員與職員最適宜的人數

是多少？ＣＯＨ的真正做法？男女童子軍在一起

活動是否適合？童子軍的基本條件？ 

資料來源：徐群，1966；本研究整理 

13日，與會各國代表在南投縣日月潭涵碧樓舉行第二次大會會議，由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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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子軍、澳洲、泰國、日本、菲律賓、錫蘭、紐西蘭做專題報告。下午依據各

國報告在教師會館舉行分組座談，在 14日第三次大會中報告。結論有四： 

（1）	 加強童子軍服務與活動：要特別注重訓練童子軍對

社會的服務能力。 

（2）	 公共關係的增進：建議各國總會應組織並加強公共

關係委員會工作。 

（3）	 童軍活動與殘廢兒童：建議各國總會加強與特殊機

構連繫，期能有效幫助殘廢兒童。 

（4）	 訓練資料與人員的交換：各國童子軍運動發展資料

分送遠東區國家，並送世界總會及遠東區辦事處。 

第三次大會中並且選舉出中國鄧傳楷、韓國金貞五、日本小林芳夫、菲律

賓塞芬斯垂等四人為新任遠東區顧問委員會155委員。下午各國代表遊湖之後在

六時於涵碧樓舉行閉幕典禮，由現任顧問委員會主席狄克多主持，省主席黃杰

發表謝詞並宴請各國代表，整個大會在中部四縣市主辦的營火中結束（中國童

子軍（臺灣版），4（2），頁 36~37）。16 日部份與會代表由國防部安排至金

門參觀（中國童子軍（臺灣版），4（2），頁 38） 

陸、小結  
中國童子軍自 1959年引進木章訓練制度，並在張其昀、蔣經國、吳兆棠及

謝又華等人推動下。讓中國童子軍的義務服務員制度在童子軍運動中，無論是

在教育體系中持續發展或是逐漸在社區中形成，參與的成年人都已經是以自我

意願認同為前提。 

1965年的加倍運動、1973年起配合亞太區五年發展計劃所制訂中國童子軍

五年發展計劃，由童子軍總會策劃臺灣省為主要執行單位。積極推動童子軍的

發展，國家訓練營配合辦理木章預備訓練、師範學院畢業生木章預備訓練、系

統性培植訓練人員；藉由「生活教育實驗營」全面性推動「生活教育研習營」，

將童子軍教育的方法介紹給各項專科的中等學校校長、主任、教師，讓童軍運

動可以在校園中成為生活教育、群育教育的教學方法之一。1962 年至 1977 年

止，中國童子軍各級理事會共辦理幼童軍木章預備訓練等營隊 341 期參加受訓
                                                

155整體委員會委員共計八人。除新當選四人外，另外四人為泰國籍阿派、澳洲福克斯、馬來西

亞阿威及巴基斯坦亞巴西。新任主席由阿派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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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 20,280人次，各類木章訓練 76期 3,257人受訓，教育教師及行政人員參加

以童軍教育方式所進行的訓練則因多屬報導性質無明確資料排除統計之列（詳

表 25）。使得童軍運動雖然不是「全民童軍」但卻已經做到全民都知道童軍的

境界，讓童軍運動建立一個正向的招牌。 

行義童軍服務員木章訓練以及輔導人員木章訓練，建構更周全的服務員訓

練類型，在此階段雖僅為試行階段，但是這個政策所代表的是主事者關注到現

行制度的缺漏表現出積極填充的企圖。 

訓練委員會的成立，讓國家訓練營的角色有所改變。1976年 3月國家訓練

營第七次訓練會議閉幕時對訓練內容及方法的修訂做了重點指示，亦為爾後課

程檢討的基準。其課程內容檢討的成果，將會是國家訓練營重要的成果展現。 

順應世界訓練人員培育的思潮。國家訓練營的訓練人員職務，不再是以訓

練營的職務來任命，而是以在訓練團隊中身分來稱呼，除營主任、執行秘書外，

其餘訓練組員僅分為訓練員（ＬＴ）及助理訓練員（ＡＬＴ）。自行辦理各類

木章預備訓練、木章訓練，並獲授權辦理國家訓練人員訓練班，承辦訓練人員

訓練班，得以計畫性培養訓練組員。派外受訓人員及辦理各類訓練統計如表 26。 

陽明山永久營地的建立及童軍活動中心完工啓用，除了滿足實務訓練及行

政需求的滿足外，對參與童子軍運動者意識一種向心力建構的重要因素。在變

數發生當下亦能善用資源，轉化力量讓童軍營地得以持續運作，夜市童軍前輩

努力的成果。 

1954年 1月 7日，總會公佈之「中國童子軍團各級領導人員資格及工作暫

行辦法」，其中在附註中特別說明「童子軍團各級領導人員軍需由男性擔任，

女童軍團各級領導人員均需由女性擔任，但教練員或專科指導員不在此限」，

我國的女性服務員一直侷限在幼童軍團內活動或僅擔任童子軍團教練的角色。

但因為義務服務員人數持續不足，且國中教師多數為女性亦能勝任教育的責任。

所以總會去函世界總部商討相關事宜，回函中說明「可因時、因地需要對女性

服務員施以童軍級以上之成人領袖訓練，惟參加者必須為世界童子軍總部認可

之任一童子軍總會登記的服務員」，我國童子軍總會在 1977年 11月 30日以台

（66）童總發字第 6164號函通知各單位及團，「規定女性服務員服務對象，除

原有之幼童軍外，再增加童子軍一類並歡迎參加童子軍木章及木章基本訓練」。

但在此函說明中仍說明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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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培植期各類訓練參加人數統計 

 幼童軍預

備訓練 

童子軍預

備訓練 

幼童軍木

章訓練 

童子軍木

章訓練 

行義、輔

導木章 

國家訓練

人員班 

訓練人員

班 

1962 23 15      

1963 48  52 52    

1964 90 18 60 57    

1965 1474 409 104 68    

1966 510 172 116 96   64 

1967 1291 59 78 64    

1968 1225 105 71 50    

1969 1082 176 114 200    

1970 706 30 55 46    

1971 673 134 146 95  68  

1972 1300 187 262 88    

1973 1025 105 83 78    

1974 1739 313 163 80 28,32*   

1975 1494 260 93 94  48  

1976 2323 341 123 94  104  

1977 2546 407 93 94   42 

小計  17,549 2,731 1,613 1,256 28,32 220 108 

資料來源：國家研習營。本研究整理 

部份期別資料闕遺 

＊前為行義童軍木章，後為輔導人員木章 

• 女性服務員不得參加行義童軍團及羅浮童軍團登記擔任職

務。 

• 為顧及野外活動，規定在同一童軍團中必需至少有一位男性服

務員。 

• 擔任童軍服務的女性必須年在廿五歲以上，如擔任團長者則需

年滿三十歲。（中國童子軍（臺灣版），15(2)，頁 31；15(3)，

頁 16） 

此一規定與「羅浮之友」更名為「蘭傑」（Ranger），同樣是在第十四屆

第一次全國理事會中通過修改，將 18歲以上的女性參與童軍運動增添了更多的

訓練機會，不僅可以開始參加童子軍團的服務，更在成人領袖訓練中，女性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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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員擁有更大的舞台。 

表 26培植期派外受訓名單 

年度 月份 外派國家 參加營隊 參加人員 備註 

1962 11 遠東區菲律賓 第八次童軍幹部訓

練班 

宋金印、鄧錦輝、

朱其榮、陳定閤 

 

1963 11 美國 希佛童軍學院 劉文華、劉湯丞、

陳祖榮 

 

1964 7 美國 希佛童軍學院 方火爐  

1964 11  第十一屆訓練人員

訓練班 

黃季仁、劉文華、

董寶鏡、徐群、吳

金塗、吳本煜、李

子貴、傅旭麟及蔡

慶華 

三顆訓 

1967  美國 希佛童軍學院 鄭捷、羅旭升等八

人 

 

1968 9 韓國 第十六屆訓練人員

訓練班 

崔德禮、呂兆宗、

黃華昌、章連終、

聶鍾彬、柯文福、

賴晚鐘、連泮宮、

簡文福、李作基 

 

1969  美國 希佛童軍學院 臧美徒、吳水雲  

1970 10 紐西蘭 第十七屆訓練人員

訓練班 

陳嘉雄、陳廷輝、

劉效儒、曾坤、紀

榮治、呂兆宗、藍

榮祥、傅旭麟及賴

傳燦 

是否有王信烈

待查 

月刊 7-8-45 

1971 6 美國 希佛童軍學院 葉國光、張子正  

 8 美國 希佛童軍學院 許朝智、呂兆宗  

1972 8  第十八屆訓練人員

訓練班 

毛連塭、陳繼統、

簡維章、葉金成、

何文鉁、陳志華、

謝達、張永杜 

工作人員：陳忠信 

10-4-24~27 

1973 3 亞太區日本 第十九屆國際訓練

人員訓練班 

陳定閤、陳光熙、

周金滿、林森榮 

工作人員：方純青 

 

  美國 希佛童軍學院 趙錦水、張安然 1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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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月份 外派國家 參加營隊 參加人員 備註 

1974 4 新加坡 第三次國家訓練人

員訓練班 

鄭美俐、林國舜、

鐘香華、洪恆明 

 

 5 亞太區馬來西

亞 

第廿一屆訓練幹部

人員訓練班 

廖清源、黃博正、

楊仁發、蔡景新 

11-8-25 

1975 11 日本 第廿八屆國童子軍

幹部訓練人員訓練

班 

張良彬、郭兆炫、

張宗林、傅清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 五 節 茁壯期：制度的轉化（1978~1994） 

壹、童軍組織多元發展  

1979 年156
美國片面宣布中斷與我國的外交關係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

國唯一的合法政府，致中美協防條款不復存在，相關的中美童子軍聯合活動亦

無存在的條件。 

1980年 12月 8日至 20日，台灣省理事會分七區辦理「中國童子軍台灣省

六十九年度團行政工作研習營」（中國童子軍月刊，18（2），頁 32~33）。 

1981年157
中國童子軍總會向內政部依法申請為人民團體。 

5月 3,4日，台中縣理事會為加強團長領導才能，假阿里山電力公司招待所

舉辦「團長探涉研習營」（中國童子軍（臺灣版），18（7），頁 33）。5 月

5,6日，台中市辦理童子軍服務員教育研習觀摩團，參加人員為已辦團之各校校

長及服務員。5 月 27 日至 6 月 20 日，台灣省理事會為加強幼童軍團領導人員

隊團務工作的重視，在全省分 18個營區舉辦「七十年度幼童軍團行政工作研習

營」。規定每一純幼童軍團158至少指派一人參加（中國童子軍（臺灣版），18

（7），頁 30，36；18（8），頁 32~33）。 

5月 27日，中國童子軍總會成立「中國童子軍總會社區推廣委員會」，許

                                                
1561979年三項登記。童子軍團 2,690團。童軍人數 73,891人（童子軍 32,844人，幼童軍 31,489
人，行義 5,255人，羅浮 3,303人）。服務員 9,121人，贊助人 10,031人。 
1571981年三項登記資料（中國童子軍（臺灣版），18(7)，頁 37~40）。登記童子軍團 2,891團
，童軍人數 72,367人（幼童軍 29,122人，童子軍 34,316人，行義 5,493人，羅浮 659人），服
務員 9,129人。 
158指單純成立幼童軍團者，複式團排除在外。參加者絕對多數為國民小學成立幼童軍團者。辦

法中明確說明參加者所需參加費用及差旅費，由原（團）主辦單位負擔。 

表 26 培植期派外受訓名單（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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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德擔任主任委員。（中國童子軍（臺灣版），18（8），頁 29） 

1982 年 2 月 27 日，台灣省政府社會處為擴大推展全省社區童子軍組訓，

培養團領導人員，以達成發展社區童子軍團組織運動，團數加倍，童子軍人數

加倍，所以成立社區推廣委員會。社區推廣委員會由許水德擔任主任委員，趙

守博、吳挽瀾為副主任委員，吳挽瀾兼秘書長，陳忠信為總幹事委員 32人，積

極推動社區童子軍方案（黃克仁，2011，頁 311）。 

6 月 23~28 日，在台北國際青年活動中心舉辦第十二屆亞太區童軍社區會

議。由亞太區辦事處總幹事 Mr.Silvestre 主持，共 50 餘人參加，雷倩、羅燕濃

全程通譯（中國童子軍月刊，19（8）,頁 43；黃克仁，2011，頁 311）。 

1983年7月18日至22日我國由首席代表鄧傳楷率領高銘輝（後來未出席）、

張春熙、陳璽安、馮定國為代表，李耀淳、林宏洋、邱紹烝為觀察員。參加在

美國密西根州底特律市（Dearborn Detroit, Michigan）所舉行的第 29屆世界領袖

會議。本次主題為「透過教育，使童子軍運動增進國際瞭解互相合作」（Scouting 

Edu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重要決議有，自1987年起為樽節費用，世界領袖會議改為每三年舉行一次。

另一項影響是由澳洲童軍總會提案，法國童軍總會連署有關男女童軍合一的議

題。最終決議，建議世界總部，就世界童軍運動中男女合一的趨勢加以調查分

析，並將有關資料轉送各童軍組織；要求世界童軍組織與世界女童軍組織互助

合作，提出有關男女混合活動計畫和訓練之指導方針，提供各項資源，並計畫

區域性及世界性聯合活動，以製造更多合作機會；各國童軍組織應繼續評估，

有關在該國社會中拓展男女合一制規模之利弊得失，以採取最能使年輕人獲益

之適當措施（中國童子軍（臺灣版），21（1），頁 6~9）。 

11 月 25 日臺灣省第十六屆理事宣誓就職暨第一次理事會議，在童子軍活

動中心召開。通過理事會分工、省輔導會組成。另外有建議事項 

（1）	 建議國家訓練營對師專辦理幼童軍木章基本訓練，不一

定限五年級學生。 

（2）	 建議各級理事會辦理各類童子軍或服務員野外活動，儘

量以露營方式進行，以符合野外露營要求。 

（3）	 建議總會對行義童子軍不但要加強活動，且應積極擴展

行義童子軍組訓，培養團領導人員，並積極行義木章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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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 3 月 31 日至 4 月 1 日，基隆市辦理團務委員服務員進修會，以參

觀旅行方式加強對童軍的工作信念；4 月 21 日至 22 日台中縣辦理幼童軍團長

研習營，強化帶團技巧（中國童子軍（臺灣版），21（6），頁 59；徐厚德，

1984）。6月 12，13日屏東縣政府在澄清湖青年活動中心辦理社區童軍運動說

明會，共 120 人參加。討論總結綜合重點，推展活動服務員不足，特別是童軍

相關技能，希望童子軍會要協助；希望童子軍會能成立鄉鎮支會，俾能對鄉鎮

加強輔導；建議在各鄉鎮先成立示範社區童子軍團；針對鄉鎮公所職員特別舉

辦木章基本訓練；在各鄉鎮室內選擇一處空地作為童子軍活動之用（中國童子

軍（臺灣版），21（8），頁 46,47）。 

10 月 29 日，中國童子軍全國理事會第十六屆第一次全體理事會頒佈施行

「中國童子軍圖組織規程」、「中國童子軍團務委員會登記辦法」、「中國童

子軍登記辦法」、修正頒佈施行「中國童子軍領導人資格及聘用辦法」、「中

國童子軍服務員登記辦法」。（中國童子軍月刊，22（2），頁 43-51，55）；

殷正言擔任總幹事。（黃克仁，2011，頁 312）159 

1986 年16010 月 26 日至 11 月 1 日，為紀念先總統蔣公百齡誕辰暨中國童

子軍創始七五週年，於台南縣珊瑚潭營地舉辦中國童子軍第六次全國大露營，

超過一萬二千人參加（中國童子軍月刊，24（1），頁 4；43（4），頁 14-15）。 

10月，陳漢強（台北市教育局長）接替毛連塭為台北市理事長；林昭賢（省

教育廳副廳長）接替陳漢強為省理事會駐會常務理事（中國童子軍月刊，24（1），

頁 59）。 

11月 21日至 26日第十五屆亞太區領袖會議在泰國芭泰雅 Pattaya舉行，會

議主題為「童子軍運動與世界和平」，此次會議並通過由我國主辦第十六次會

議。12 日 15 日起六天，代表團觀察員孫明德、陳煥然留在泰國繼續參加主辦

國承辦的亞太區訓練人員研習班（Regional course for leader trainers，CLT）。（中

國童子軍月刊，24（3），頁 47；26(7)，頁 11）161 

1987 年 3 月 25 日，中國童子軍總會假教育部 213 室召開第十六屆理事會

                                                
159原稿為民國七四年具搞具應為民國七十三年。 
160三項登記統計：童軍團 2,950團。童子軍 64,611人（幼童軍 29,941人，童子軍 28,309人，行
義 5,164人，羅浮 1,197人）。服務員 9,806人。 
161課程內容為當前訓練員具備的新知識與技能。營隊名稱首次更名（ＩＴＴＣàＣＬ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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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常務理事會議162（中國童子軍月刊，24（5），頁 29）。主要決議事項： 

（1）	 爭取我國在 1989 年辦理第十六屆亞太地區領袖會議同

時舉辦亞太區訓練人員訓練班。 

（2）	 參加四項國際活動。 

（3）	 組織訪韓團於八月份作第七次交換訪問。 

（4）	 陳總幹事請辭獲准，決議贈銅豹工作獎章。 

（5）	 本屆第二次理事會議，定五月召開。 

會中並且通過臨時動議：通過殷正言繼任總幹事。 

理事長指示： 

（1）	 陽明山營地加強規劃以發揮期營運功能 

（2）	 各地應建立榮譽團，而提高童子軍榮譽之標準 

（3）	 義務服務員應多加鼓勵，以起示範作用 

（4）	 積極展開「日行一善」活動，培養兒童建立人生以服務

為目的的人生觀。 

3 月，台北市第六屆理事會改組（中國童子軍月刊，24（5），頁 37）；5

月 1日，台灣省第十七屆理事聘定。5/21，宣誓就職並舉行第一次理事會。（中

國童子軍月刊，24（6），頁 60） 

5月 23、24、30日，台北市為了推展社會童軍運動，辦理「台北市七十六

年度社會童子軍團團務行政研習會」；6/6~6，在陽明山營地舉辦「台北市七十

六年度社會童子軍團聯團露營」（中國童子軍月刊，24（6），頁 62） 

6月 19日，在台北市童軍活動中心召開試辦稚齡童軍研討會（中國童子軍，

27(5)，頁 42）。 

9 月因為李煥前理事長調任至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擔任秘書長職務，依

例辭去童子軍總會理事長職務，由毛高文接任。9 月 5 日第十七屆理事會成員

                                                
162出席常務理事：施金池、高銘輝、高育仁、李煥、潘振球、崔德禮、鄧傳楷等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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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教育部核備由毛高文等卅一人163擔任，黃建斌為駐會常務理事，殷正言為總

幹事。本次會議主要議決事項：將訓練委員會改為訓練及進程委員會；增設國

際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由我國國際委員擔任；任務編組，組織徽章及制服暨

法規及行政管理委員會；幼童軍進程的年齡提前到六歲半。另外為三項登記費

用調整案，常務理事人選案。（中國童子軍月刊，25（1），頁 24；張裕光，

2005） 

更名後的訓練繼進程委員會在 11月 3日，討論四項事宜。 

（1）	 審查訓練暨進程委員會組織簡則。 

（2）	 審查年度工作計劃。 

（3）	 審查修訂進程徵求意見調查要點。 

（4）	 委員分工。服務員訓練部份，由徐群擔任召集人，委員

有呂兆宗、陳震、劉文華、陳定閤等五人。（中國童子軍月刊，

25（2），頁 23） 

配合教育部新頒「國民中學課程標準」，由國立編譯館成立「童軍教育」

編審委員會164。（黃克仁，2011，頁 313) 

6 月，加強培養社區童軍幹部台灣省舉辦服務員訓練。課程與資格認定皆

比照木章預備訓練（中國童子軍月刊，24（6），頁 61）。 

1988 年 1 月 21 日起全省分為七區展開在「臺灣省七十七年童子軍團行政

工作研習營」活動，計約 837 位來自全省各地純童子軍團團長參加，各區主持

人多數為該區省輔導擔任。（中國童子軍月刊，25（2），頁 28）。 

五月，毛理事長率童子軍代表呈獻領巾，恭請李總統登輝先生擔任總會會

                                                
163因原始資料對理事會成員背景說明清楚，特別全數載錄。理事長：毛高文（教育部長），駐

會常務理事：黃建斌（淡江大學教授），常務理事：鄧傳楷（國策顧問）、高銘輝（中央委員

會副秘書長）、謝又華（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副主任）、崔德禮（革命實踐研究院教育長）、

吳挽瀾（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副主任）、黃昆輝（中央青工會主任）、吳水雲（中央文工會副

主任），理事：潘振球（中央組工會主任）、李鍾桂（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主任）、高育仁（

台灣省議會議長）、施金池（教育部次長）、許水德（臺北市市長）、趙守博（中央社工會主

任）、柯文福（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梁尚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校長）、林玉崑（監察委

員）、林清江（教育部次長）、陳倬民（台灣省教育廳廳長）、羅旭升（高雄市政府教育局長

）、陳漢強（臺北市教育局局長）、賴晚鐘（立法委員）、呂學儀（立法委員）、周作民（教

育部社會司司長）、許榮宗（台灣省政府社會處處長）、白秀雄（臺北市社會局局長）、蘇文

璽（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局長）、高清愿（統一企業公司總經理）、蔡崇泰（菲華童子軍理事會

理事長）、陳忠信（中國童子軍國家訓練營營主任）。 
164由謝又華擔任主任委員，崔德禮為總訂正，委員計方純青、鄭立人、傅旭麟、蔡本全、黃克

仁、蔡淑媛、謝美蓮、陳鐵、林碧輝、周繼文、姜增發、鍾惠恩、謝福生等。陸續出版學生手

冊、教師手冊各六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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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劉彥俊、朱其榮，1995，頁 63） 

12月 26日起，在台灣省分為 19營區辦理「幼童軍團行政工作研習營」。

（中國童子軍月刊，26（2），頁 40） 

童子軍總會成立「中國童子軍各類級活動進程暨考驗晉級合格標準修訂委

員會」165。（黃克仁，2011，頁 313） 

1989年因為黃建斌遷居海外，1月 17日，吳水雲接替黃建斌為總會駐會常

務理事，常務理事由楊國賜擔任；黃克仁先生接替殷正言為中國童子軍總會秘

書長（中國童子軍月刊，26（2），頁 34；26（4），頁 1）。 

1967年泰國主辦的亞太區會議中我國爭取到第十六屆亞太區會議的主辦權，

年初成立第十六屆亞太區領袖會議籌備委員會，請吳挽瀾擔任主任委員。本次

大會主題是「發揚童軍精神，促近世界和平」（BROTHERHOOD THROUGH 

SCOUTING）。參加大會各國領袖自 9月 3日起陸續抵達（中國童子軍月刊，

26（7），頁 12,13）。 

6月 19日邀集有意試辦稚齡童子軍總共十二個童軍團的主任委員及團長研

商試辦各項事宜。10 月 26 日，全國理事會假教育部 213 室召開第十七屆第五

次常務理事會議（中國童子軍月刊，26（9），頁 43）通過訓練暨進程委員會

所提各級童子軍進程合格標準試行二年，同意創設稚齡童軍活動166。（劉彥俊、

朱其榮，1995，頁 64；黃克仁，2011，頁 314） 

1990 年元月，中國童子軍總會獲內政部頒發全國性社會團體立案證書167。

（劉彥俊、朱其榮，1995，頁 64；黃克仁，2011，頁 315） 

1991年7月3日，全國理事會第十七屆第七次常務理事會議假教育部召開，

主要討論議決事項：1.陳忠信榮退，舉辦茶會歡送。2.議決參加第十七次世界大

露營行前作業事項。3.舉辦第七次全國大露營地點決定在走馬瀨農場。4.各級童

子軍進程合格標準，另訂時間詳加審閱，印發單行本，請各縣市全面施行。建

議事項：1.請謝又華先生主持專案小組檢討修改誓詞事宜。2.改聘理事。3.常務

                                                
165崔德禮為主任委員，黃克仁為總訂正，聘方純青、朱其榮、邢兆昌、張裕光、呂兆宗、羅旭

升、趙錦水、鄭美俐、張安然、陳震、陳定閤、陳煥然、鍾香華、鄭捷、孫明德、莊鶴齡、傅

清順、陳峯津、楊糖堂為委員，歷時三年完成「從童軍到公民」、「中國童子軍活動進程暨合

格標準」、各類「童軍團長手冊」。 
166邢兆昌、張裕光二人進行籌劃擬定方案。 
167為「人民團體組織」（臺內政字 75921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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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議改由駐會常務理事主持即可。（中國童子軍月刊，28（6），頁 44）。 

7月 16日，第八次常務理事會議通過「中國童子軍稚齡童軍活動進程試行

辦法」，試行二年（中國童子軍月刊，28（7），頁 36~37）。9 月，公告各級

進程，確立中國童子軍分為稚齡童軍、幼童軍、童子軍、行義童子軍、羅浮及

蘭傑童子軍五個階段。（劉彥俊、朱其榮，1995，頁 64） 

1992 年 4 月 20 日，第十七屆第九次常務理事會假教育部舉行（中國童子

軍月刊，29（4），頁 44）。由吳水雲主持。主要討論議題除了第七次全國大

露營相關人事外，另外一項重要決議是成立誓辭修訂小組，由謝又華任召集委

員，何進財先生、李鎏先生、鐘思嘉先生及各常務理事為委員，因應政治局勢

的演變，決定要針對行之多年的誓詞、規律及銘言，作一通盤性的檢討。並且

提出依照人團法完成法定組織案，首先將由各地方縣市理事會，先進行人民團

體的申請程序，並對相關人事做好佈局。 

8 月 3 日，第十七屆第十次常務理事會議假總會二樓召開。（中國童子軍

月刊，29（7），頁 45） 

1993年 7月 31日、8月 24日，台灣省理事會召開會議討論改制人民團體

事宜（中國童子軍月刊，30(8)，頁 45~46）。主要是因應 1990年中國童子軍總

會為全國性人民團體而各縣市童軍會將為其會員組織，各縣市理事長不再由地

方首長兼任，各地理事長多數改為教育局長擔任。 

10月 28日，中國童子軍第十七屆全國理事會第十一次常務理事會議召開，

討論主要決議： 

(1) 陽明山營地七十八年改建以來，雖竣工卻無法使用，請營

地總幹事吳燦陽積極處理。 

(2) 總會使用房舍係借用校地使用，臺北市議會促臺北市政府

收回，承教育部郭部長為籓允諾撥租「中華體總」一隅，

現正洽辦中。 

(3) 決議成立財團法人「中國童子軍文教基金會」。 

(4) 積極展開改選理監事工作。 

(5) 審查通過「中國童子軍稚齡童軍活動進程正式列入童子軍

進程」（中國童子軍，30(10)，頁 45）。 

自 1992年人民團體組織法脫離動員戡亂時期的字眼後，童軍運動基於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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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醞釀著非走出自我的路線，不應該再以政府的補助、行政資源作為發展運動

最大的力量，企圖「以更強的自主性，擴展社區童軍運動，期使開創另一片天

空」（楊蕙菁，1994）。10 月 25 日，中國童子軍總會於台北市劍潭海外青年

活動中心舉行中國童子軍總會八十三年會員代表大會。會中在謝又華、鄧傳楷、

高銘輝等人士努力下，貫徹 1991年以來的常務理事會決議，會中採分組討論方

式按照人民團體法精神修訂「中國童子軍總會章程」，修改諾言、規律及中國

童子軍歌歌詞，並完成理監事的改選。 

誓詞部份，將原有「誓詞」改稱為「諾言」以強調其自願性。內容上將敏

感具有國民黨色彩的「國父遺教」改為「憑我的榮譽」，而將「中國」刪除以

「童軍」概稱。並以「敬天樂群」來契合童子軍重視信仰的宗旨。全文由 

我誓遵奉國父遺教，恪守中國童子軍之規律，終身奉行

下列三事：   

第一：力行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之規律，為中華民國忠誠

之國民  。 

第二：隨時隨地服助他人，服務公眾。   

第三：力求自己智識、品德、體格之健全。 

改為 

憑我的榮譽，我願盡力遵守童軍規律，終身奉行下列三

事： 

第一：敬天樂群，做一個堂堂正正的好國民。 

第二：隨時隨地扶助他人，服務社會。 

第三：力求自己智識、品德、體格之健全。 

 

理監事選舉採用選票以限制連記法選舉出，吳水雲等 31位為新任理事，沈

秀雄等 9人為監事。名單如下： 

理事名單：吳水雲、黃孝裧、陳漢強、陳鴻圖、施金池、李建興、許水德、

高銘輝、趙錦水、童勝男、呂兆宗、林昭賢、廖萬清、朱鳳芝、陳孟鈴、黃昆

輝、謝又華、華加志、陳英豪、宋時選、葉金成、焦仁和、崔德禮、羅旭升、

黃武鎮、張安然、蔡瑞榮、許志銘、吳挽瀾、王清波及陳倬民。 

監事名單：沈秀雄、梁尚勇、鄧傳楷、潘振球、蔡崇泰、何進財、陳達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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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清愿、蔡淑媛。（中國童子軍月刊，31（9），頁 2-7；31（10），頁 2-7168；

聯合報，1994/10/27，第十七版） 

11月 5日，中國童子軍總會假中國童子軍陽明山營地舉行第十八屆第一次

理監事會議，改選理監事。並舉辦吳兆棠博士九十冥誕追思會。選舉結果，高

銘輝為理事長，是我國童子軍由非教育行政最高主管兼任理事長的第一人（身

平資料參考中國童子軍月刊 31(10)頁 8），吳燦陽為祕書長。常務理事為吳水雲、

謝又華、崔德禮、趙守博、吳挽瀾、李建興、陳英豪、林昭賢、王清波、林凡

琦。常務監事為潘振球（監事會主席)、鄧傳楷、梁尚勇。（中國童子軍月刊，

31(9)，頁 46；31(10)，頁 45） 

  

                                                
168刊登會議決議相關條文全文。另，於中國童子軍月刊 32(2)頁 2~4，刊載高銘輝演講記錄「從
世界童軍運動看我國童軍總會章程之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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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中華民國童軍規律變更比較表 

 

貳、服務員訓練多樣化  
1978年 1月 3~7日，國家訓練營假陽明山營地舉辦第二期輔導木章，計 31

人參加（中國童子軍月刊，15（4），頁 21）。三月，聘孫明德、蔡本全、莊

堂鑑、廖俊一等四人為助理訓練員。（中國童子軍月刊，15（6），頁 27）。

序號 原始規律 修改後規律 

一 誠實 為人之道，首在誠實。無論做事

、說話、居心，均須真實不欺。 

誠實 為人之道，首在誠實，無論做事

、說話、居心，均須真實不欺。 

二 忠孝 對國家須盡忠，對父母應盡孝。 忠孝 對國家須盡忠，對父母應盡孝。 

三 助人 盡己之力，扶助他人。每日至少

行一善事，不受酬、不居功。 

助人 盡己之力，扶助他人，每日至少

行一善事，不受酬，不居功。 

四 仁愛 待親戚朋友須親愛，待眾人須和

善，對無害於人之生物須愛護。 

仁愛 待朋友須親愛，待眾人須和善

，對生命要尊重，對社會要關

心，對大自然要維護。  

五 禮節 對人須有禮貌，凡應對進退，均

應合乎規矩。 

禮節 對人須有禮貌，凡應對進退，均

應合乎規矩。 

六 公平 明事理、辨是非，待人公正，處

事和平。 

公平 明事理、辨是非，待人公正，處

事和平。 

七 服從 對於團體紀律，須確實遵守。對

於國家法令，須確實服從。 

負責  信守承諾，克盡職責，遵守團

體紀律，服從國家法令。  

八 快樂 心常愉快、時露笑容，無論遇何

困難，均應處之泰然。 

快樂 心常愉快，時露笑容，無論遇何

困難，均應處之泰然。 

九 勤儉 好學力行，刻苦耐勞。不浪費時

間，不妄用金錢。 

勤儉 好學力行，刻苦耐勞，不浪費時

間，不妄用金錢。 

十 勇敢 義所當為，毅然為之。不為利誘

，不為威屈，成敗在所不計。 

勇敢 義所當為，毅然為之，不為利誘

，不為威屈，成敗在所不計。 

十一 整潔 身體、服裝、住所、用具，須清

潔，言語須謹慎，心地須光明。 

整潔 身體、服裝、住所、用具須整

齊清潔，言語須謹慎，心地須

光明。  

十二 公德 愛惜公物，保護公共利益；勿因

個人便利，妨害公眾。 

公德 愛惜公物，重視環保，勿因個

人便利，妨害公眾。  

本研究整理 

粗體字部份屬變更條款 



 

 157 

國際訓練手冊（International Training Handbook）169以及訓練作業，開放自由訂

購（中國童子軍月刊，15（6），頁 31） 

第五屆亞太區訓練人員研習營（Profreeional Course）在菲律賓馬其林營地

（Makiling）舉行，我國派黃克仁參加，在多學員數為菲律賓當地專業童軍人員

的情境下，是一期截然不同於國人參與過的營隊。主要的課程內容有 

• 菲律賓童子軍組織形態(The Philippines Scouting) 

• 參加這一訓練的期望（Course Obgective) 

• 義務與專業的關係(Voluntaer-Professional Relationship) 

• 行政（專業）人員的職責（The Council Executive’s job) 

• 世界童子軍（World Scouting) 

• 成員的擴增與領導訓練（Menbership Expansion andL eader 

Training) 

• 行政與組織（Organiz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 財源財政與預算（FinanceResources and Budgeting) 

• 經營的法則（ManagementPrinciples） 

• 介紹MBO（IntroductiontoM.B.O.） 

• 長程計畫（LongRangePlanning） 

• 總結（Summingup) 

• 同樂會（Party）（黃克仁，1979） 

此營隊的課程內容，係專為童子軍專業人員所設計安排的課程，多項課程

均為針對總會或地方理事會專職人員所設計，且十分重視實作與作業研討。 

1979年 4月 27日，訓練委員會在崔德禮主持下召開第二次訓練委員會議。

出席委員：羅旭升、劉文華、趙錦水、陳震、方純青、傅治平。列席：高銘輝、

陳忠信、黃克仁（訓練營秘書）。討論通過幾項議題： 

（1）	 修訂通過中國羅浮童子軍組織及訓練辦法等案，報請總

會頒布。 

（2）	 請國家訓練營聘請專人成立小組研商羅浮考驗、晉級及

                                                
169 在此之前，訓練手冊僅僅為參加訓練會議人員所持有。在此之後，除可自由訂購之外並授權
持有者可以在為童軍運動使用的前提下無償的翻譯或複印（Copies and translations may be freely 
made within the Scout Movement）。（國際訓練手冊，1977/1980年附加插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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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徽章，羅浮（蘭傑）及領導人員手冊編撰相關事宜。 

（3）	 聘鄧錦輝、徐群、鄭捷為訓練委員。 

（4）	 增聘呂兆宗、張殿臣、黃克仁（童子軍）、李子貴、鄭

美俐、鍾香華（幼童軍）為訓練組員。（中國童子軍月刊，16

（7），頁 24） 

中國童子軍第一期「專業人員工作研習營」在 11月 1日起在陽明山營地舉

行，由駐會常務理事高銘輝擔任營主任，參加人員為童子軍總會、各省縣市理

事會總幹事及幹事、文物供應中心職員等，共計分為七組 54人參加。整體研習

的重點在於透過分組研討、重點演示、檢查法規、交換經驗來作到統一做法增

進工作效能。 

在綜合座談之後集合各組意見獲致結論將作為爾後工作之依據。 

（1）	 各縣市應分別成立訓練組，多辦木章基本訓練並有計畫

鼓勵結訓人員參加國家訓練營木章訓練。 

（2）	 推薦有支援力量熱心人士擔任理事，富有影響領袖擔任

顧問，將常務理事改稱理事長，並明確規定產生方式，以發揮

行政工作效能。 

（3）	 三項登記各團人數應有限制。行義團 36 人、羅浮 32 人

（蘭傑人數不多於羅浮）、幼童軍 24人。 

（4）	 希望各縣市爭取一處永久營地。 

（5）	 各縣市應與社區人士加強連繫，必要時辦理說明班或基

本訓練以溝通觀念。 

（6）	 各縣市應該重視徽章制度，注重榮譽制度，細心安排徽

章頒授典禮。 

（7）	 各級訓練合格標準分寄各縣市，由縣市理事會召集團長

會議研討提供意見。 

（8）	 建議總會運用人際關係，請各縣市寬列預算以建立專任

工作人員退休制度。（中國童子軍（臺灣版），17（2），頁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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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0日至 12月 2日，陳漢強等五人170代表我國國家訓練營參加在菲律

賓舉行之「亞太區童子軍訓練研習營」，會議中並提出報告說明我國成年領袖

及訓練人員的訓練計畫、訓練中心的發展。11 年 5~10 日，陳漢強先行出發參

加菲律賓童子軍國家訓練人員訓練班。11月 12~17日，吳菲菲、張安然則參加

世界童子軍亞太區專業人員基本課程訓練班（中國童子軍（臺灣版），17（1），

頁 25）。 

1980 年 9 月 8 日至 12 日，亞太區第二屆公共關係研討會在台北市劍潭青

年活動中心舉辦。（中央日報，1980/9/8，四版） 

11 月 1 日至 14 日，黃金楓、郭明德及莊鶴齡等三人171至菲律賓馬其林營

地參加 1980年亞太區專業人員基本訓練（中國童子軍月刊，18（2），頁 37）。 

1981 年 4/10~15，中國童子軍總會在陽明山營地舉辦「第六期國家訓練人

員訓練班」172由陳忠信擔任營主任，訓練委員會委員陳光熙擔任團長，工作人

員計有徐群‘朱其榮、傅旭麟、李子貴、賴傳燦、陳鴻圖擔任副團長，王昌輝

擔任事務長，吳菲菲擔任編譯，世界總會並遴請亞太區辦事處總幹事施維德

(Mr.Silvestre)及訓練專員張銀峰神父協同辦理，共有 39人參加訓練。 

此次研習的進程分為基本原理、小組工作、訓練之行政組織、訓練活動、

實習作業及準備訓練等六大部份。 

課程內容有： 

訓練員的職務與責任、童子軍運動的要素、童子軍運動的方法、童子軍運

動與社區的關係、訓練方法與技巧、世界童子軍運動、中國童子軍總會的訓練

政策、木章訓練、自我訓練、如何組辦木章基本訓練、訓練人員之非正式訓練、

個別輔導、分站活動、訓練中歌唱與遊戲之運用、相互溝通之原則及人力物力

資源的取得與運用等，並且靈活運用席座講演、座談討論、小組討論、實際作

業、企劃小組演示、圓桌會議、示範演示、實習教學、公開討論、自我評估等

方式進行課程。 

本次訓練班的特色，所有參加合格的學員均由亞太區辦事處發給結訓證書；

                                                
170參加人員：陳漢強（屏東師專校長）、趙錦水（新竹縣教育局長）、張安然（台中縣潭子國

中校長）、黃克仁（國家訓練營秘書）、吳菲菲（總會編審）。 
171參加人員當時職務，黃金楓（花蓮縣鳳林國中校長）、郭明德（新竹縣尖石國中校長）、莊

鶴齡（桃園縣中興國中校長、桃園縣總幹事）。推論為縣市總幹事培訓計劃。 
172另有記載為為亞太區第四十期 ITTC，雖因結訓證書由亞太區頒發，本研究仍先以完整記載
者為準，報導性記載先與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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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自主選擇凡聘請本期結訓學員擔任木章基本訓練主持人者，即由國家訓

練營頒發助理訓練員職位章（三顆木章）；打破過往不發講義的觀念，由編譯

將世界訓練委員會的資料整理翻譯，併同課程講義、討論結論、實習演示的計

畫委請士林商職師生一併繕打印刷分送所有學員參考（中國童子軍（臺灣版），

18（7），頁 27）。 

10月 14日至 28日，中國童子軍總會在台北劍潭青年活動中心承辦「亞太

區童子軍專業人員基本訓練班」，計陳芳明等卅一人參加。（中國童子軍（臺

灣版），19（1）,頁 32；19（2）,頁 31）；由亞太區辦事處總幹事Mr. Silvestre

主持，共 60餘人參加，雷倩、羅燕濃全程通譯。（黃克仁，2011，頁 310） 

6月 4日至 10日，李耀淳參加在菲律賓馬其林營地舉行之亞太區國際訓練

人員訓練班（中國童子軍（臺灣版），18（8），頁 33）。6 月 15 日至 7 月 3

日，陳漢強、陳煥然等二人獲美國獎學金參加美國童軍專業人員訓練班（即先

前希佛童軍專業人員訓練學校）8108期新進人員訓練班173，課程內容係針對童

軍行政人員基本專業知識、行政管理與方法及童子軍拓荒活動而編排（中國童

子軍（臺灣版），18（7），頁 27；19（6）,頁 23）。 

1984年 1月 9日至 26日，亞太區來自 6個會員國 15位童軍專業人士參加

在香港新界舉行的「亞太區專業童軍服務員訓練」。課程內容主要是以管理為

重，教授學員有關童軍運動中專業人員與義務人員工作協調的知識與技巧（中

國童子軍（臺灣版），21（7），頁 44）。我國並未派員參加。 

6 月 14 日至 16 日，中國童子軍在澎湖馬公鎮青年活動中心舉辦「中國童

子軍專業工作人員講習會」，計有各地童子軍理事會總幹事及專職人員計 46人

參加。主要研討於 6月 14日討論三項登記、行政管理、木章訓練、輔導制度、

訓練與晉級、社區童子軍及國際活動等六組分組討論，希望能統一做法增進工

作效能。16日在澎湖參觀訪問後完成研習活動（中國童子軍（臺灣版），21（8），

頁 37）。二項研習在時程上、性質上皆有所差異。 

6 月 23 日至 30 日，由泰國主辦「國際童子軍活動暨訓練研討會」我國由

林鈺祥代表出席。（中國童子軍月刊，22（3），頁 9） 

                                                
173陳漢強（屏東師專校長）、陳煥然（台南市後甲國中童子軍團團長）。美國童子軍國家專業

人員訓練班（即前希佛童子軍學校），月刊所載二位所參加為 7/27至 8/13在德州舉辦第 8010
期專業人員訓練（為新進行政人員），在日期上本研究主文採用陳員紀實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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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年 4 月 10 日，曾任國際極偉訓練營營主任長達廿六年的約翰儲曼過

世（中國童子軍月刊，22（8）,頁 54），照片 54。 

5 月 18~24 日，於劍潭青年活動中心舉辦「中國童子軍義務暨專業服務工

作研討會」（中國童子軍月刊，22（7）,頁 45）。 

11 月 19 日、20 日在泰國阿基老塢斯拉差泰

國國家營地，辦理亞太區專業人員迷你研討會，

我國派殷正言、林育德前往參加（中國童子軍（臺

灣版），23（2），頁 55）。 

1986 年 1 月 17,18 日，台南縣理事會假雲林

縣草嶺營地舉辦「幼童軍團長研習營」（中國童

子軍（臺灣版），23（3），頁 82）。 

5月 3日起二天，宜蘭縣童子軍理事會為提供

服務員交換心得的機會，假武陵農場舉辦「童子軍服務員進修研習」（中國童

子軍（臺灣版），23（7），頁 61），增進許多服務員之間的情誼與認知。9月

30 日，花蓮縣辦理童軍團長工作研討會（中國童子軍（臺灣版），24（1），

頁 65）。 

1987 年 1 月 16，17 日，宜蘭縣辦理「七十五學年度童子軍服務員進修活

動」（中國童子軍月刊，24（4），頁 87），以參觀旅行的方式連繫服務員之

間的情誼。 

3月 27日，中國童子軍國家訓練營假國立中央圖書館演講廳舉辦「七十六

年度木章持有人年會」。高銘輝獲世界總部羅曼強生(Morman Johnson)代表頒贈

銅鹿獎章（中國童子軍月刊，24（5），頁 30；劉彥俊、朱其榮，1995，頁 63）。 

1989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5 日，延續往例藉由在我國召開亞太區領袖會議

期間，在金山青年活動中心舉辦「1989亞太區訓練人員訓練班」，總共有來自

亞太區 36 位助理訓練員參加訓練，我國籍計有蔡瑞榮等 14 人參加174（中國童

子軍月刊，26（9），頁 42）。 

二月，世界童軍總會為了統一各會員國對童軍運動的基本原則與方法的認

識，發行”Fundamental Principles”。 
                                                

174為領袖會議前必然舉辦的國際訓練班。我國參加人員：蔡瑞榮、歐世標、黃金柱、蔡金皮、

陳進福、蔡淑媛、蔣麗子、譚道城、王昌輝、鄭燦□、譚奇、賴照雄、郭英嬌、邱炯榮。 

 
照片 54約翰儲曼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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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1~13 日，金門縣首次辦理「團務行政工作研習會」（中國童子軍月

刊，26（6），33）。6月 15~17日，總會假劍潭海外青年活動中心舉辦「七十

八年專業人員工作研討會」（中國童子軍月刊，26（6），頁 42；黃克仁，2011，

頁 314）。 

1990年 9月 22~23日，國家訓練營於桃園縣復興山莊舉行訓練組員訓練研

習會，計九十一人出席（中國童子軍月刊，27（8），頁 45）。 

亞太區專業管理人員研習營在菲律賓舉行，我國派黃克仁參加。（黃克仁，

2011，頁 316） 

1991年 2月 8日，訓練進程委員會議假大同國中召開，主要審查稚齡童軍

活動組訓辦法草案。（中國童子軍月刊，28（2），頁 42） 

8 月 22~25 日，為積極推廣宗教童子軍活動，假基隆市童軍活動中心舉辦

「國家訓練營第一期幼童軍木章基本訓練」（中國童子軍月刊，28（7），頁

41）。 

1992年二月，崔德禮接任國家訓練營營主任（中國童子軍月刊，29（2），

頁 48）。2月 14~29日，第卅五屆亞太區童子軍專業人員初級管理訓練班在菲

律賓馬基林營地舉行，我國派吳英常等七人175參加（中國童子軍月刊，29（3），

頁 34~37）。這項訓練是針對專業童軍服務員所設計的訓練課程，為我國自黃

克仁於 1978年參加之後後續派員參加亞太區的專業童軍人員訓練課程。 

管志明於亞太區領袖會議後滯留雅加達參加訓練人員訓練班（黃克仁，2011，

頁 319）。六月，我國訓練組員接受亞太區辦事處委託，前往外蒙古首府烏蘭

巴托協處辦理童子軍服務員木章訓練。由謝又華領隊，馮定國、陳明造、釋明

光、管志明、洪恆明前往協助（黃克仁，2011，頁 318~319）。 

1993年 7月 12~29日，由於亞太區主席金奎永的推薦與協調，繼陳漢強、

陳渙然之後，張文鑫奉派至美國德州 Dallas 參加「專業人員訓練」（中國童子

軍月刊，30(9)，頁 26~29；30(10)，頁 32~35；31(1)，頁 32~35；31(2)，頁 24~25）。 

7月，世界童子軍總部下教育方法組（Educational Methods Groip）成立「世

界服務員資源委員會」（World Adult Resources Committee）取代原有的世界訓

練委員會（World Training Committee），來負責青少年活動計畫、服務員的招

                                                
175參加者計有：李阿成、吳英常、張文鑫、劉代正、王桂華、洪奇楠、游發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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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訓練、運用、評估等（高銘輝，1994） 

11 月 3~7 日，亞太區在菲律賓馬吉嶺營地舉辦「青少年價值觀研討會」，

我國派黃邦生及陳素珍176參加。（中國童子軍月刊，30(11)，頁 44；31(2)，頁

30~33) 

11月 12~17日，首次華語國際訓練人員訓練班（ＩＴＴＣ）在金山青年活

動中心辦理，由羅旭升主持，崔德禮頒開訓證書計有亞太區會員國及國內服務

員 40餘人參加177（黃克仁，2011，頁 319；中國童子軍，30(10)，頁 44）。 

首次佛教團體童子軍木章基本訓練在基隆舉辦，謝又華、許水德及釋明光

前往關切並專題報告（黃克仁，2011，頁 319）。 

1993 年 10 月起，中國童子軍月刊分二期刊載由總會國際組張文鑫翻譯世

界總會編印之「童子軍運動的基本原則」（Foundamental principles）一書（中

國童子軍月刊，30(8)，頁 8~11；30(9)，頁 6~9）。12月 18日，由臺北市各社

會團所組織而成的中國童子軍社會團聯誼會假臺北市長安國中舉辦服務員成長

系列活動研討會，首次主題為「青少年活動」。介紹中國童子軍社會團聯誼會

翻譯發行的「童軍運動中的服務員」（Adult in Scouting）、「青少年活動方案」

（Youth Program）（中國童子軍月刊，31(1)，頁 44）。 

1994 年 3 月 29 日，中國童子軍社會團聯誼會假臺北市大同高中舉辦第二

次服務員成長系列活動研討會，主題為「服務員在童軍運動中扮演的角色」（中

國童子軍月刊，31(3)，頁 44）。會中除了說明社會團聯誼會成立的目的與宗旨

外，主要研討內容為新近完成編譯的「世界童軍服務員資源政策」、「童軍運

動中的服務員」及「童子軍運動的基本原則」等三份文獻（研究者本身參與）。

後續在同年五月、七月出刊的中國童子軍月刊中，亦全文刊登此三份對童子軍

運動中人力規劃極為重要的說帖與概念文件。 

1994 年 7 月 8 日至 12 日，崔德禮與郭兆炫以國家訓練營營主任及秘書、

管志明以亞太區訓練委員身份參加在香港舉辦的「亞太區訓練活動總監會議」

（中國童子軍月刊，31（7），頁 44；31(5)，頁 43），這三份文件也是作為主

要研討的內容。 

世界童軍服務員資源政策（World Adults Resources Policy），1993年 

                                                
176參加人員當時職務：黃邦生（新竹市總幹事）、陳素珍（台中市忠明國中教師） 
177詳細名單刊載於中國童子軍月刊，為我國第四次承辦ＩＴＴ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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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軍運動中的服務員（Adult in Scouting），摘錄自「世界童軍發展策略178」

（Towardsa Strategy for Scouting)，係第三十屆領袖會議中認為ＷＯＳＭ必須對

各會員國提供必要協助的決議，1988年 1月澳洲墨爾本舉行的卅一屆世界領袖

會議通過並發佈文件之一。1990年第卅二屆在巴黎、1993年第卅三屆在泰國曼

谷所舉行世界童軍領袖會議廣泛討論並決議，採用世界童軍活動方案政策。在

此文件中提到當時童子軍運動所面臨的重要課題。（高銘輝，1994） 

• 認清童子軍運動之使命（Mission） 

• 青少年的活動方案（Youth Programme） 

• 成年人的領導（Adult Leadership） 

• 管理與經營(Management) 

• 財務（Finance） 

• 公共關係（Public Relations and Communication） 

• 童子軍數量的發展179（Better Scouting For More Young 

People : Quantitive Elements for Strategy Toward 2002） 

5月 5~10日，亞太區第一屆童軍文物供應研討會在桃園縣揚昇國際會議中

心舉行，共有十五國三十一位服務員參加（中國童子軍月刊，31(4)，頁 45；31(5)，

頁 40~41）。 

8 月 24 日至 30 日，菲律賓舉行訓練員訓練班，我國派王武雄180等十人參

加。在此後訓練班英文名稱改變，為 Course for Leader Trainers, C.L.T. 助理訓

練人員訓練班為 Course for Asistant Leader Trainers, C.A.L.T.（中國童子軍月刊，

31（7），頁 46；31(9)，頁 22~25） 

參、維繫童軍教育地位  
1978年中國童子軍總會常務理事會通過「中國童子軍國家訓練營服務員木

章訓練實施辦法」，持續舉辦國民中學校長木章訓練、全省師範學校應屆畢業

生幼童軍木章基本訓練及輔導人員木章訓練（黃克仁，2011，頁 309）。 

                                                
178高銘輝譯為「邁向童子軍運動的策略」，此處以中國童子軍會譯名為準。 
179此項次為 1991年 4月 27,28日世界童子軍委員會常務委員會議中所加入。為方便建構整體文
件觀念，沒有特意重新編碼。 
180我國派王武雄（台南縣）、陳堯堦（台中縣）、李富吉（台北縣）、董恆達（台北縣）、陳

榮哲（嘉義市）、陳春興（台中市）、黃黎明（台南市）、余明龍（台南市）、李治平（基隆

市）及佟長重（苗栗縣）等十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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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 4月 26日至 5月 25日，台灣省理事會受台灣省教育廳委託辦理第

十期童訓教師研習營，預計分八區，44團，1732人參加（中國童子軍月刊，17

（6），頁 29）。 

1980年 10月 17日起，台灣省理事會接受台灣省教育廳委託辦理第十一期

國民中學童軍教師研習營。預定分八區，39團，1522人參加，各梯次依序舉行

於 11月 3日結束（中國童子軍月刊，18（1），頁 8）。 

1981年全國各地持續辦理各類童子軍運動推廣班隊。4月 6日至 8日，台

灣省理事會受國立師範大學委託假台北縣新店市龜山營地舉辦「第十一期國民

中學童軍訓練導師研習營」，計有台灣師大應屆畢業生 121 人，參加共分為四

團展開訓練，主要目的在於介紹童軍訓練是實施群育與生活教育最有效的方法，

童軍訓練是講授與活動秉具的課程，使學生有參加團體生活與活動的機會，使

教師接近學生、瞭解學生發揮潛移默化影響的機會（中國童子軍（臺灣版），

18（7），頁 31）。繼為師範院校學生辦理畢業生或在校學生辦理幼童軍木章

基本訓練之後，此為臺師大畢業生首度辦理畢業前童子軍相關營隊。 

12月 29日至 31日，臺北市委託臺北市中國童子軍會辦理第十二屆童訓導

師研習營，調任導師或擬擔任導師者 64人參加受訓（中國童子軍（臺灣版），

19（3），頁 46）。 

1982年 2月 18~20日在台南師專、花蓮師專，2月 20～23日在嘉義師專辦

理師專應屆畢業生幼童軍木章基本訓練（中國童子軍（臺灣版），19（4)，頁

49）。 

1983年 11月 25日為籌備第十四期「國中童軍教師研習營」由林清江召開

臺灣省各區輔導及營主任聯席會議。組織表整理如表 28。調訓人員係擬擔任或

已擔任導師但是還沒有參加過這項訓練的教師（中國童子軍（臺灣版），21（2），

頁 41；21（3），頁 45）。 



中華民國童軍服務員訓練歷史之研究 

 166 

表 28第十四期台灣省童軍訓練教師研習營主任及地區輔導名單 

區域別 輔導 縣市別 縣市營主任 日期 人數 備註 

第一區 
侯建威 

（武陵高中校長） 

臺北縣 曾樹農 12/22~24 80  

基隆市 高登崑 12/22~24 24  

第二區 
張文華 

（光啟高中校長） 

桃園縣 蔡林龍 12/22~24 40  

新竹市 陳秋炎 12/28~30 32  

苗栗縣 陳秋沐 12/22~24 40  

第三區 
趙錦水 

（省教育廳科長） 

台中市 李銘秋 11/27~29 40  

台中縣 賈成俊 12/23~25 40  

南投縣     

第四區 
劉文華 

（嘉義高中校長） 

彰化縣 謝瑞章 12/29~31 80  

雲林縣     

嘉義縣市 鄭文燦 12/22~24 40  

第五區 
許溢明 

（善化高中校長） 

台南市 葉瑞山 12/22~24 40  

台南縣     

第六區 
華加志 

（台灣省政府委員） 

高雄縣 邱三川 12/22~24 80  

屏東縣 仇昊華 12/29~31 80  

澎湖縣     

第七區 
傅清順 

（台東高農校長） 

台東縣 劉永水 12/15~17 46  

花蓮縣  1/19~21 40 1984 

宜蘭縣 白國棟    

     726人  

1984年 3月 12日至 14日，調訓臺北市新任國民中學導師以童子軍露營方

式舉辦「導師研習營」，由毛連塭任營主任，廖清源任團長，共計 8小隊 61人

參加。4 月 1 日至 3 日，在苗栗縣福星山營地針對師範大學應屆畢業生辦理國

中童軍教育導師研習營，由陳忠信擔任營主任，劉漢源、何文鉁、謝南榮、擔

任團長，共計 137人參加 47、56）。 

1985年11月21日起臺灣省分為17區20團辦理第十六期童軍教師研習營，

計 740人參加受訓（中國童子軍（臺灣版），23（2），頁 56）。 

1986年 4月 2日至 4日，國立師範大學應屆畢業生委託臺灣省理事會辦理

「國中童軍訓練導師研習營」，計有 81人參加，研習營採用露營方式辦理，主

要在介紹童軍教育是實施群育與生活教育最有效的辦法，使學生有參加團體生

活與活動的機會（中國童子軍（臺灣版），23（6），頁 56）。 

4 月 3 日舉行全國總幹事會議時，建議中國童子軍總會報請教育部轉函予

省市教育廳局及各大專院校給與參加童子軍活動人員，活動期間給予公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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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經童子軍總會 1986年 4月 16日臺(75)童發字第 5070號函報請教育部裁

示。此案獲得教育部同意，於 5月 13日以(75)社教字第 20003號函給省、市政

府教育廳局，各大專院校，國立中等學校，規定「凡參加童子軍各項訓練、露

營、服務等人員，請給予公假，以利童子軍活動順利進行」。同函說明，該函

所稱的童子軍活動指各級童子軍理事會及中等學校以上童子軍團所辦的童軍活

動（中國童子軍（臺灣版），23（7），頁 48）。此函將多年來部份縣市未必

獲得行政機構鼎力支持的現象，予以改善。也令童軍活動在此時期獲得更多的

活力。 

9 月 24 日至 26 日，臺灣省理事會受委託辦理第十七期童軍教育教師研習

會，計分 19 區 20 團 704 人受訓（中國童子軍（臺灣版），23（8），頁 37；

24（1），頁 65）。11月 20～22日，台北市理事會受任辦理「台北市七十五學

年國民中學童軍訓練導師研習營」（中國童子軍月刊，24（2），頁 52）。 

1987年 3月 5日，臺北市政府教育局頒布「臺北市國民小學推廣幼童軍、

幼女童軍活動實施要點」181（吳國基，2005，頁 200）。5月 13~15日，雲林縣

舉辦「國民中學童軍教育教師教材教法研習」（中國童子軍月刊，24（6），頁

65）。 

1988 年 1 月 18 日起三天臺北市國民小學主任儲訓班學員 101 人，分成二

團參加臺北市第 53 期幼童軍木章基本訓練；1 月 27 日起臺灣省輔導室主任儲

訓班學員 185 人分成三團參加臺灣省 209 期幼童軍木章基本訓練（中國童子軍

月刊，25（4），頁 30）。 

1989年 11月，在全省各地舉辦「台灣省第廿期國民中學教師研習營」（中

國童子軍月刊，26（8），頁 43）。 

肆、童軍活動地點普及  
1980年10月2日，中國童子軍陽明山管理委員會改組，聘王華林為主委182。

主要階段性任務以推動陽明山營地整建工程，教育部計畫編列補助三千萬元作

                                                
181臺北市政府(76)北市教三字第 10830號函訂頒。 
182主任委員：王華林（教育部社教司長、總會理事）。委員：羅旭升（省教育廳主任秘書）、

簡維章（台灣省議員）、林昭賢（台北市教育局副局長）、漢寶德（中興大學理工學院院長）

、陳忠信（總會總幹事）、王乾文（台北市松山商職校長）、林鈺祥（台北市億元）、王生年

（救國團總團部事業管理室主任）、吳燦陽（台北市成淵國中校長）、傅旭麟（台北市理事會

主任幹事）。討論主題為營地整建及充分利用等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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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第一期整建工程的費用（中國童子軍(臺灣版)，18（1），頁 34；18(5)，頁

18）。 

1981年 3月 5日，彰化縣在多位輔導木章學員努力下爭取建立的清水岩營

地，在童子軍節正式啟用（中國童子軍（臺灣版），34（4），頁 35）。6月 3

日，陽明山營地管理委員會召開第三次委員會議，通過委員會組織規程，聘汪

乾文為秘書、林鈺祥為財物監察、傅旭麟為總幹事、李耀淳為副總幹事（中國

童子軍月刊，18（8），頁 30）。1982 年營地增聘毛連塭、楊冬續及蔡漢賢為

管理委員會委員。（中國童子軍月刊，19（6）,頁 47） 

1986年當時擔任臺北市教育局長陳漢強為中國童子軍爭取中國童子軍陽明

山營地改建所需經費，提議陽明山營地管理委員會依私立社教機構設立及獎勵

辦法向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申請將該營地改名成立「財團法人中國童子軍陽明山

活動中心」（黃克仁，2011，頁 312）。藉此陽明山活動中心爭取得台北市政

府教育局補助 5,100萬，始可進行部份的硬體建設，興建生態中心。 

1991年 5月 1日陽明山營地整建工程取得建造執照。8月 3日，陽明山活

動中心整建工程舉行奠基典禮183。整建範圍包括：1.童子軍自然生態教育研習

中心改建。2.餐廳暨廚房修建。3.營舍八間修建。4.廁所三間修建。5.浴室修建。

6.增設污水處理設備。7.枕木步道鋪設。8.給水系統改善。9.電力系統改善。10.

環路改善。工期預計一年。（中國童子軍月刊，28（7），頁 42） 

1993 年 4 月 16 日陽明山童軍活動中心營地整建工程取得使用執照，但因

土地權屬未能釐清，所以未能完成建築物第一次產權登記，順利取得建築物產

權。也因此陽明山童軍活動中心營運受到許多障礙。 

中國童子軍陽明山活動中心所提供活動設施，可區分為營舍住宿、露營、

餐飲、溫泉浴室、烤肉、會議及其他戶外廣場，茲分析如下： 

                                                
183主持者計有：黃克仁（常務董事）、劉慶男（常務董事）、謝又華（董事）、吳水雲（董事

）、吳挽瀾（董事）、鄭美俐（董事）、吳國基（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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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中國童子軍陽明山活動中心設施配置圖 
（劉蜀娟，2004，頁 13） 

 

1. 營舍住宿：設置於生態中心有 8人寢室 5間，另有小木屋及 8人營

舍 10間、16人營舍 3間，共可容納 168人。 

2. 露營：共有三個露營區，可容納 600人，並有廁所設施。 

3. 餐飲：一棟餐廳（面積達 172坪），可提供 200人用餐。 

4. 溫泉浴室：設有男、女浴室一座，面積約 30坪，可提供 30人使用184。 

5. 會議室：設置於生態中心一樓，可提供 110人使用。 

6. 其他：有烤肉區、廣場、溫泉健康步道、戶外講堂、林蔭區、停車

場（可容納 20輛汽車）及景觀設施等。 

                                                
184截稿時，因無法取得水質證明而無法正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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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陽明山童軍活動中心區內建築物整理表 

項目 說明 數量 面積（坪） 建照 

16人營舍 二層通舖含廁所 3 
100 

- 

8人營舍 單床上下舖含廁所 10 

生態中心 辦公室、會議室、客房、廁所

、浴室 

1 239.79 有 

餐廳 廚房設備、用餐區、廁所 1 172 - 

營本部 含浴廁 1 - - 

器材室 - 1 - - 

溫泉浴室 男女浴室 1 30 - 

戶外浴廁 - 2 36.37 - 

戶外公廁 - 1 - 

員工宿舍 - 1 - - 

小計 - - 578.16 - 

資料來源：中國童子軍陽明山活動中心，2006 

10 月 22 日，中國童子軍訓練暨進程委員會召開會議，由崔德禮主持，主

要議題為「稚齡童軍活動業經試行二年，應正式列入我國童子軍進程」185並提

議總會或省理事會接管珊瑚潭童子軍營地，善加經營及建設成為南台彎童子軍

訓練中心（中國童子軍，30(10)，頁 44~45）。 

延續自 1990年 7月 27日行政院治安會報中有關加強輔導童軍發揮功能的

指示。行政院 83.1.28 臺（83）教字 3718 號函核定，「發展與改進童軍教育三

年計畫」，來加強推展童軍教育與活動的具體作為。 

整體方案首先區分對象，將童軍教育以國民中學學生為對象，童軍活動以

童軍為對象。明確區分學校教育與童軍社團之差異，而且針對童軍運動不僅局

限在學中學校學生。 

在實施策略及具體做法上，摘要數項： 

在童軍教育方面： 

一、強化童軍教育推展組織，要求國民中學成立童軍教

育推展小組。 

二、修訂童軍教育課程與教材大綱，編印童軍團長手冊。 

三、發展與改進童軍教育教學方法，其中包含合理調整

                                                
185主要決議有八項，第二項稚齡童軍服務員培植併入幼童軍木章基本訓練，其木章訓練日程實

施暫不單獨開班，惟說明班可單獨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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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軍教師授課時數。 

四、推展童軍教育並結合學校生活教育及各學科教學，

積極鼓勵各校辦理童軍活動、服務活動，結合生活教育及辦

理童軍教育負責人研習會。 

五、充實童軍教育設施及場地。研定場地與基本設備標

準，補助建置及維護相關費用。要求辦理營地評鑑。 

六、強化童軍教育輔導與評鑑。 

七、加強童軍教育師資培育及進修。辦理童軍教育師資

調查與研習班，增加童軍教師名額與進修管道並開設學分班

培養第二專長。 

在童軍活動方面： 

一、健全與強化全國童軍組織體系。研修各級童軍組織

章程。 

二、加強辦理各類童軍訓練活動。包括男女童軍服務員

訓練，團行政研習營及各類男女童軍的訓練活動。 

三、加強童軍活動與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協

同發展。特別加強社會（區）童軍團幹部訓練及組織擴大。 

四、推展童軍服務行善運動。獎勵服務優良童軍。 

五、舉辦青少年休閒活動。 

六、設置童軍活動場地充實童軍活動設備。辦理童軍露

營中心評鑑，訂定童軍露營中心設備標準及管理藥典，設置

與充實童軍露營中心及童軍團活動設備。 

案內特別提及中央統籌規劃辦理及中央規劃事項，得委請中國童子軍總會

及中華民國女童軍總會規劃辦理。各類事項按時程逐項展開，教育部成立「童

軍教育與活動督導委員會」並計畫於 1996年再繼續檢討改進。場地的規劃、設

置及維護是無論童軍教育或活動皆需具備的重要硬體建設。 

教育部特別成立「充實童軍教育活動場地評估小組」，核撥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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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840,000 元供宜蘭縣福山營地等 38 個營地修繕使用186（教育部，1994：

p2559）。  

伍、持續推動輔導制度  
1980年為加強推展省縣市童子軍運動，在臺中召開全省童子軍理事會總幹

事「輔導會議」，由省輔導謝又華主持，高銘輝、吳挽瀾、施金池列席指導。

（黃克仁，2011，頁 310） 

1983年高雄市輔導改由吳挽瀾兼任，其他輔導為許朝智、田登來、陳文山

及蔡榮桐；台東縣輔導由蔡清祥擔任，孫珮瑾、林俊雄、林照成、邱鳳蓮、高

東立為助理縣輔導，施日進、李福雄、王仁君、黃振金、陳勝發及練錫麟為區

輔導（台東縣助理輔導是以童軍類別區分對象）（中國童子軍（臺灣版），21

（1），頁 52,54）。 

1985年 8月，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正式在國民教育輔導組之中增設「國民小

學幼童軍輔導小組」187（吳國基，2005，頁 77），此一組織同名為輔導小組，

但實質運作上與先前推動的輔導制度，差異較大。輔導對象為臺北市國民小學，

輔導內容多以示範、演示、說明為主，深入各校與帶團人員交流而非僅僅形式

上的支持協助。 

9月 20日起至 24日止，中國童子軍國家訓練營舉辦第五期輔導木章訓練。

由崔德禮擔任團長，傅旭麟、徐群、朱其榮、孫明德、廖俊一、陳煥然、吳鶴

雄、洪恆明、張瑞松、黃克仁為副團長，朱崇謙為事務長。參加學員有 32人（詳

表 30）。參加學員除研習以往邀集參加受訓人員外，中國佛教會青年委員會總

幹事，大雄精舍住持，釋明光亦為學員之一。將童子軍運動帶入佛教團體之中。 

1991年臺北市教育局成立「國中童子軍輔導小組」網羅對童子軍活動有經

驗者擔任輔導員，定期赴各國中實施輔導（吳國基，1996）。 

 

                                                
186其中計畫項目五為充實童軍教育設備及場地，1)研定童軍教育基本設備標準。2)充實教學器
材、教具、設備及維修。3)闢建童軍室內與室外活動場所。4)補助各縣市級學校闢建童軍營地
。5)辦理童軍營地評鑑。核定補助營地計 38處，涵括絕多數但不限於「童軍營地之旅」（中國
童子軍月刊自 31（9)起連載）所載童軍教育訓練用營地。詳參第六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 2559
頁。 
187其肇因於民國七十三年碧湖國小舉行童軍團務行政研討會中提案，由當時科長程威海積極簽

報得而成立。（吳國基，2005，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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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0第五期輔導木章訓練學員名冊 

小隊名 學員名單 備註 

貓頭鷹 李錫回 柯進雄 張麟選 陳金溪  

 黃錦鏘 李宗仁 錢圓昆 李阿成  

啄木鳥 王添富 王漢源 蔡得雄 蘇解得  

 劉孟南 吳順發 沐桂新 鄭英敏  

野鴿 焦威廉 吳吉郎 徐平國 鄭進丁  

 黃靖南 陳邦彥 劉永水 景季陶  

杜鵑 殷仲文 李文能 釋明光 李博文  

 沈柏欣 趙和賢 杜效胥 鄭景生  

合計 32員     

資料來源：中國童子軍（臺灣版），23（1），頁 58 

 

陸、小結  
1979年起派外參加訓練，不在局限於訓練組員訓練以及美國希佛的專業人

員訓練，亞太區辦事會也依據 1969年赫爾辛基決議，以地區需求為出發規劃研

習活動，以專業人員、訓練組員的研習活動為主。班隊種類較以往多樣化且多

不再稱為「訓練」，而以「研習」為營隊名稱。派外參加地區研習營隊情形整

理如表 31。 

也因為中華民國童軍承辦了多項亞太區的研習營隊，不僅僅增進了國際知

名度與行政動員能力，間接的也強化我國專業服務員的資訊更新與觀念的改

變。 

爭取第十六屆亞太領袖會議在台灣舉行、參加童軍年齡降低到六歲半、計

畫性改變為人民團體組織、修改諾言規律等，代表著中華民國童軍不僅僅是一

個教育性質的青少年組織，而是一個集合有熱誠具組織能力成年人的社會團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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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茁壯期派員參加地區性研習名單 

年度 月份 舉辦國家 參加班隊 參加人員 備註 

1978 3 菲律賓 第五屆亞太區訓練人員研

習營 

黃克仁  

1979 11 菲律賓 國家訓練人員訓練班 陳漢強  

  亞太區菲律賓 專業人員基本課程訓練班 吳菲菲、張安然  

1980 9 中華民國 亞太區第二屆公共關係研

討會 

 中華民國童軍

承辦 

1980 11 亞太區菲律賓 專業人員基本課程訓練班 黃金楓、郭明德、莊鶴齡  

1981 6 亞太區菲律賓 國際訓練人員訓練班 李耀淳  

 7 美國 專業人員訓練班 陳漢強、陳煥然  

 10 中華民國 亞太區童子軍專業人員基

本訓練班 

 中華民國童軍

承辦 

1986 12 泰國 領袖訓練人員訓練班 孫明德、陳煥然 Regional course 

of leader trainers 

1992 2 亞太區菲律賓 專業人員初級管理訓練班 李阿成、吳英常、張文鑫

、劉代正、王桂華、洪奇

楠、游發財 

 

1992  菲律賓 青少年價值觀研討會 黃邦生、陳素珍  

1993 7 美國希佛 專業人員訓練 張文鑫  

1994 5  亞太區第一屆童軍文物供

應研討會 

 中華民國童軍

承辦 

1994 8 菲律賓 訓練員訓練班 王武雄、陳堯堦、李富吉

、董恆達、陳榮哲、陳春

興、黃黎明、余明龍、李

治平及佟長重等十人參加 

 

 8 泰國 國際童子軍活動暨訓練研

討會 

林鈺祥  

本研究整理 

在茁壯期代表著中華民國童軍義務服務員訓練重心的木章訓練共舉辦了 91

期，3,665人次參加訓練。舉辦的期數間距穩定，參加人員多由縣市推薦參加或

是為推廣童軍教育而指定特定人士參加。普遍上而言，初期因為仍有名額、資

格上的限定，仍有一般服務員、教師無法從其意願即時參加，仍有排序的問題

存在（張瑞松口述）。後因社會形態的改變、九年一貫教育政策實施，開始為

配合參加者時間而有二階段實施的案例。木章訓練辦理情形整理如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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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茁壯期木章訓練辦理情形 

  稚齡童軍 幼童軍 童子軍 行義童軍 羅浮童軍 輔導人員 彙整 

  期

數 

人

數 

期

數 

人 

數 

期

數 

人 

數 

期

數 

人 

數 

期

數 

人 

數 

期

數 

人 

數 

期

數 

人 

數 

1978 0 0 3 144 3 120 0 0 0 0 1 31 7 295 

1979 0 0 3 146 2 89 0 0 0 0 0 0 5 235 

1980 0 0 2 77 3 118 0 0 0 0 1 40 6 235 

1981 0 0 3 112 3 116 0 0 0 0 0 0 6 228 

1982 0 0 4 129 2 86 0 0 0 0 1 41 7 256 

1983 0 0 2 87 5 183 0 0 0 0 0 0 7 270 

1984 0 0 4 124 4 160 0 0 0 0 0 0 8 284 

1985 0 0 2 95 4 141 0 0 0 0 1 32 7 268 

1986 0 0 1 44 2 72 0 0 0 0 0 0 3 116 

1987 0 0 2 100 2 94 0 0 0 0 0 0 4 194 

1988 0 0 2 97 2 92 0 0 0 0 0 0 4 189 

1989 0 0 2 76 1 46 0 0 0 0 0 0 3 122 

1990 0 0 2 88 2 86 0 0 0 0 0 0 4 174 

1991 0 0 3 131 3 122 0 0 0 0 0 0 6 253 

1992 0 0 4 117 2 73 0 0 0 0 0 0 6 190 

1993 0 0 1 48 1 44 0 0 0 0 0 0 2 92 

1994 0 0 2 88 3 150 1 26 0 0 0 0 6 264 

小計 0 0 42 1703 44 1792 1 26 0 0 4 144 91 3665 

資料來源：國家研習營、本研究整理 

童軍總會為長期著眼積極佈局，由各地方理事會開始改組進而在 1994 年

10月會員大會中通過議案，脫離以往完全依靠教育主管機關扶助的生態，改為

人民團體，不再由教育最高主觀機關首長兼任理事長，「⋯⋯為的是要以更強

的自主性，擴展社區童軍活動，期使開創另一片天空」（聯合報，1994/10/26，

17 版）。1992 年崔德禮擔任研習營主任，1994 年堅持辭去營主任職務由羅旭

升接任，企圖為國家研習營主任一職建立任期制的觀念。 

陽明山童軍活動中心在熱心童軍活動的人員運動下，善用行政支援取得經

費改善基礎建設。全省各地更因為行政院積極推動改善童軍教育三年計畫，計

有 38個露營場地獲得經費改善硬體建設。 

第  六  節  轉型期：人力資源觀念的建構（1995~） 

壹、童軍組織的蛻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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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一月核定之「發展與改進童軍教育與活動三年計畫」是屬於行政院

直接推動發展童軍教育的計畫方案，其執行成效特別受到矚目。1995年童子軍

總會奉教育部指示負責童軍活動之訪視項目設計工作，總會請方純青統籌此項

任務除開童子軍背景之成員另招集女童軍總會若干服務員，設計省縣市童軍會、

童軍露營中心及童軍團等三項自評項目及訪視表格，作為訪視評鑑的機準（中

國童子軍月刊，32(9)，頁 44）。1996年 4月起，童軍總會成立訪視小組，至各

地瞭解行政院「發展與改進童軍教育與活動三年計畫」之成效，並在 5月 30日

舉行訪視作業檢討會。（中國童子軍月刊，33（5），頁 43） 

1995年 7月 5日，中國童子軍陽明山活動中心召開第二屆選聘第三屆董事
188會議（中國童子軍月刊，32（7），頁 44）。1997 年陽明山童軍活動中心，

爭取得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1,480萬經費，作為硬體建設與修繕費用。 

1996年 12月 1日，在 1994年會員代表大會中通過的中國童子軍歌歌詞案，

奉會長李登輝正式核定將歌詞中「我們是三民主義的少年兵」修訂為「我們是

中華民族的新生命」（中國童子軍月刊，38(1)，頁 9）。 

因台北市政府提出返還用地之訴，12 月 27 日經台北地院審結宣佈台北市

政府勝訴。1966 年 7 月 31 日落成啓用，原位於台北市松江路十四巷九十號童

子軍活動中心內之中國童子軍總會、台北市童子軍理事會、台灣省童子軍理事

會、中國童子軍文物供應中心等四機構，必須遷屋還地（吳志雲，1996）。童

子軍總會等四個機構不僅面臨搬家的問題，童軍運動也面臨興建新會館艱困的

問題。 

1997年 1月 25日，中國童子軍總會 85年度會員代表大會189於臺北市大同

高中召開，決議將中國童子軍英文名稱改為「Scouts of China」（中國童子軍月

刊，34（2），頁 44；38(1)，頁 9）。並同時同意各級童子軍得接受同年齡女性

                                                
188董事名單：吳英璋（臺北市教育局長）、單小琳（臺北市政府副秘書長）、林逢慶（臺北市

建設局長）、朱敬一（台大經濟系教授）、黃榮村（台大心理系教授）、李建興（教育部次長

、總會常務理事、社區發展委員會主委）、陳漢強（新竹師院院長、人力資源委員會主委兼國

家研習營營主任）、陳倬民（前省教育廳廳長、總會理事）、黃南淵（營建署署長）、林昭賢

（教育部參事、總會常務理事、臺北市中國童子軍會理市長）、鍾思嘉（政大心理系教授）、

吳燦陽（總會秘書長、前營地總幹事）、施金池（中山基金會執行長、總會理事）、郭廷銘（

總會無線電活動招集人、社會團聯誼會會長）等十五人。 
189主要決議事項：1.通過 85年工作計畫執行案、收支決算案，86年工作計劃案及收支預算案
。2.通過更改中國童子軍之英譯名稱為「ScoutsofChina」。3.通過聘請崔德禮先生為本會榮譽會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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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加入，各階段的童軍稱呼也從「ＸＸ童子軍」改為「ＸＸ童軍」，刪除

具性別意涵的字眼。陳漢強接替崔德禮為總會常務理事；廖俊一為台灣省童子

軍會總幹事。（中國童子軍月刊，34（2），頁 46） 

1999年 1月 3日，曾經代表我國擔任亞太區主席、世界總會訓練委員，我

國第一位世界總會銅狼獎章得主鄧傳楷病逝於中山醫院。2 月 6 日，假第一殯

儀館舉行公祭（中國童子軍月刊，36（3），頁 46）。 

鄧傳楷，1912年 9月 7日生於江蘇省江陰縣，是江南望族之後。1926年就

讀於江陰征存學院，1933年畢業於國立暨南大學法學院。由於成績優異經校長

鄭洪年推薦到南京外交部擔任科員。1934年 7月外派至美國西雅圖總領事館任

隨習領事。在領事館任職其間，至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就讀研究所，主修經濟。

1936年 7月畢業後，偕同家屬改調任駐巴拿馬公使館隨員。 

抗戰爆發，鄧傳楷在 1937年 8月返國請纓，擔任

廣東區域之中校政治指導員，1938 年任上校組長。隨

著軍情轉變，1939 年起追隨當時擔任國民黨中央執行

委員會秘書長得朱家驊，擔任中央訓練委員會訓練團

浙江省訓練團教務處長，1942 年擔任江蘇省黨部執行

委員，1944年江蘇淪陷，繼續擔任敵後工作。1945年

10 月獲頒抗戰勝利勳章。1946 年 10 月任命為教育部

上海師資訓練所主任。1948年 12月任教育部總務司司

長，1949 年 3 月受朱家驊令任英士大學校長（照片

55）。 

1950年 11月為中央改造委員會第一組副主任，1952年 10月 3日兼任中國

青年反共救國團首任副主任，1953 年 4 月 15 日接任台灣省政府委員、教育廳

廳長。在此期間針對童子軍運動的推廣、童軍教育的正常化，著墨甚多影響後

續發展暨深且遠。 

1961年 3月 3日擔任教育部政務次長，1977年 4月 15日擔任考試院第五

屆銓敘部部長。1984年 8月 29日聘任為總統府國策顧問。 

公務之餘鄧傳楷對童軍運動非常熱心投入。1934 年 11 月 1 日中國童子軍

總會成立之初，隨同嚴家麟率領代表團赴歐美考察童子軍業務，1947年由朱家

驊推薦擔任監事會第五屆執行秘書。1958年 8月出席在菲律賓碧瑤舉行的第一

 
照片 55鄧傳楷 1949年
擔任英士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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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遠東區教育國際會議。1959年 7月擔任菲律賓舉辦第十次世界大露營中國代

表團團長，並參加 7 月 17 日舉行的國際委員會議。1964 年出席第四屆遠東區

領袖會議。1965 年 1 月擔任中國童子軍第十屆駐會常務理事。1966 年至 1970

年擔任遠東區委員，是我國童子軍第一位擔任地區性委員職務。1968 年 10 月

獲推選為遠東區委員會主席兼

財務委員會主席，是中國童子軍

參與國際事務的重大成就。1971

年 3月 5日獲美國童子軍總會頒

授銅豹獎章。1974年 6月出席新

加坡舉辦第九屆亞太區領袖會

議，由世界童軍委員會榮譽主席

康貝爾頒贈世界童軍總會最高

榮譽銅狼獎章（The Bronze Wolf），是中國童子軍獲此殊榮的第一人。 

1999年 1月 3日病逝，3月 11日行政院第 2619次院會發表褒揚令、3月 

26日總統暨行政院院長發表華總褒字第 790號褒揚令。菲律賓童軍總會在

齊國家營地馬奇嶺建有“鄧營區（Tong Sub Camp）。 

2000年 9月 4日，佛光中華總會舉行童軍團成團典禮（中國童子軍月刊，

37（8），頁 45），積極在佛光會各地分會展開成立童軍團事宜。全省各地共

計成立 23團，並自 9月 22日至 12月 10日在各地舉辦 6梯次幼童軍木章基本

訓練。由於佛光會有計劃第以各縣市講堂為單位，幾乎以一講堂一團部的目標，

拓展童軍運動，不僅自辦服務員訓練包括木章基本訓練、木章訓練190，甚至多

處講堂還有自設營地，並且以法人組織登記為總會會員之一。 

2001 年 10 月 17 日至 20 日，中國童子軍總會為延續青少年服務的機會假

臺北縣三峽鎮金光明寺，舉辦「全國童軍策略發展研討會」。大會由呂木琳及

Parassana191發表演講，與會人員分為組織策略（汪大永主持、謝又華引言）、

訓練策略（趙錦水主持、吳水雲引言）、活動策略（陳鴻圖主持，高銘輝引言）

及公關策略（林本源主持，趙守博引言）四組討論。 

                                                
190 其自辦的木章基本訓練、木章訓練，參加學員均為佛光會成員鮮少外人，多年努力之下亦培
養出多位訓練組員。目前各梯次依舊向縣市理事會或者總會申請梯次番號，另加上佛光會自有

梯次別。 
191教育部次長；亞太區辦事處專員。 

 
照片 561969年鄧傳楷在泰國主持遠東區領袖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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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組織議題有 

• 如何招募成年人參加童軍服務員訓練？ 

• 研討服務員訓練內涵，分階段實施訓練。 

• 訓練內容及方式的調整與修訂。 

• 研討有關參與各項訓練，結訓人員繼續追蹤輔導。 

• 研討稚齡童軍訓練內容及方式。（中國童子軍，39（9），

頁 36；蔡志隆，2002） 

2009 年 5 月 23 日，召開第廿三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改「中國童

子軍」為「中華民國童軍」案。改中華民國童軍歌歌詞，原歌詞為「中國童子

軍童子軍童子軍」改為「中華童軍童軍童軍」。 

中華民國童軍總會於 2012年 2月 10日第 23屆第 4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

通過「中華民國海、空童軍實驗團輔導辦法」，自公告日起，試辦一年。（詳

附錄八） 

貳、木章訓練的擴展  
1995年 4月 2日，國家訓練營營主任羅旭升病逝（中國童子軍月刊，32（4），

頁 23）。5 月 1 日，陳漢強接任營主任，國家訓練營為符合國際潮流亦改稱為

國家研習營192。新任委員計邢兆昌、彭德燕、莊鶴齡、陳廷輝、陳鴻圖、陳峰

津、陳煥然、趙錦水、方純青、鍾香華、張文華、呂兆宗、陳定閤、吳國基、

管志明、黃孝棪、賴照雄、華加志、陳清美及潘松根等廿一人（中國童子軍月

刊，32（4），頁 45）。5 月 31 日，召開第一次委員會議（中國童子軍月刊，

32（5），頁 45）。主要議題： 

• 審查人力資源發展委員會組織簡則。 

• 審查中國童子軍國家研習營組織規程、中國童子軍國家研

習營木章訓練進程實施辦法及中國童子軍國家研習營縣

（市）中國童子軍研習小組組織辦法。 

• 審查八十四年度工作計畫。 

• 推選籌備小組組織成員，進行策劃中國童子軍國家研習營

                                                
192交接時營主任為崔德禮。（中國童子軍月刊，31(10)，頁 45）；陳漢強，福建龍岩縣人，童
子軍木章 25期、ＮＴＣ第二期、菲律賓ＮＴＣ第十一期及美國專業人員訓練班第十一期，省
理事會理事、臺北市理事會理事長及全國理事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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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組員研討會。 

6 月 12~17 日，亞太區訓練人員訓練班在新加坡國家訓練營營地舉辦，我

國派林文朝、譚道城參加（中國童子軍月刊，32（4），頁 44；32(8)，頁 24~27）。

9 月 24~30 日，陳棟樑參加在菲律賓馬奇嶺營地舉行的第二一期訓練人員訓練

班（中國童子軍月刊，32(9)，頁 17~18）。 

12 月 8~16 日，亞太區第一期專業人員訓練班進階班在印度舉行，我國派

張文鑫參加（中國童子軍月刊，33（2），頁 44）。 

1996 年 2 月 5~14 日，亞太區第四十期193專業人員訓練班在香港舉行，我

國派陳春興、陳智芳小姐參加（中國童子軍月刊，33（2），頁 44）。3月 25~31

日，第一屆國際童軍營地及活動中心管理研討會在泰國舉行194（中國童子軍月

刊，33（3），頁 42）。 

4 月 6~7 日，假台南勞工育樂中心舉行訓練組員研討會195（中國童子軍月

刊，33（3），頁 42、45）。4月 23~25日，台南市中國童子軍會假曾文活動中

心舉辦服務員領導活動研習營（中國童子軍月刊，33（4），頁 46）。 

6 月 20~30 日，我國接受亞太區委託選派管志明、洪恆明、譚道城代表赴

外蒙古協助辦理第一期童子軍、幼童軍木章訓練（中國童子軍月刊，33（5），

頁 42）。 

1997年 4月 4~6日，亞太區首屆人力資源管理研討會在台南勞工寓樂中心

舉行，國家研習營同時間並舉行訓練組員研討會（中國童子軍月刊，34（2），

頁 44；34（4），頁 44、45），將人力資源運用在童軍運動中的概念傳達給參

與的訓練組員。 

4 月 14 日至 20 日，蘇養麟、曾瑞珠前往菲律賓參加亞太區舉辦第二四期

訓練人員訓練班。9月 6日至 10日，新加坡第二期助理訓練人員訓練班，我國

派朱世雲參加。9/14~20，亞太區財務管理研討會在汶萊舉行196。9 月 21 日至

27日劉士埤、謝榮銘參加在菲律賓宿霧所舉辦第廿五期訓練員訓練班（中國童

子軍月刊，34（8），頁 44～46）。 
                                                

193第一期亞太區專業人員訓練班於 1971年在香港舉行。 
194我國參加人員：廖學仁（台中市）、陳順在（台中市）、張家蓉（桃園縣）。 
195國家研習營改名稱後第一次訓練組員會議，同時地舉辦青年論壇以落實青年參與決策的具體

作法。 
196我國參加人員：郭兆炫、段台民、陳正喜（桃員復旦中學）、洪紹勝（桃員石門國中）、莊

淳清（彰化二團服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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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6日，台灣省社區童軍團領導人研習會，分三區二地舉行。（中國童

子軍月刊，34（3），頁 43） 

1998 年 3 月 2~16 日，第四十一期亞太區童軍專業人員訓練班，假菲律賓

馬吉嶺營地舉行，我國派張文鑫參加（中國童子軍月刊，35（3），頁 41）。3

月 13~15 日，亞太區人力資源委員會及訓練小組聯合會，在菲律賓馬吉嶺營地

舉行，我國管志明197參加（中國童子軍月刊，35（3），頁 41）。 

10月 9日，為了「維持童子軍服務員訓練水準，發揮童子軍運動之積極功

能」總會組織中第十九屆人力資源開發委員會成立。由國家研習營營主任陳漢

強擔任主任委員，出席委員：洪恆明、華加志、陳定閤、黃孝棪、莊鶴齡、邢

兆昌、呂兆宗、黃啟泰、周以順、汪大永、管志明、鍾香華、趙錦水、陳鴻圖、

張光銘、潘松根、方純青、陳煥然、賴照雄、黃順雄、吳國清、陳清美等二十

二人。當日討論主題為審查人力資源委員會組織簡則及中國童子軍輔導制度實

施辦法（中國童子軍月刊，35（9），頁 44）。 

1999年 10月 2~7日，第一屆亞太區童軍行銷研討會在澳洲布里斯本舉行，

我國派張文鑫主任參加（中國童子軍月刊，36（8），頁 46；36（10），頁 14~15）。

11月 28日至 12月 4日，第二屆亞太區童軍專業人員訓練進階班，在菲律賓198

舉行，我國派游發財、陳智芬、洪奇楠參加，張文鑫任小組輔導（中國童子軍

月刊，36（9），頁 46）。 
11月 10~11日，總會假復興鄉復興山莊舉辦專業人員工作研討會，以提高

專業人員之工作效率及有效推廣社區童軍運動。（中國童子軍月刊，36（10），

頁 46） 

2000年 4月 24~29日，國家研習營假嘉義縣巃頭山莊舉辦第十二屆助理訓

練人員訓練班，由營主任趙錦水主持（中國童子軍月刊，38(1)，頁 10）。 

9 月 30 日至 10 月 1 日，總會假嘉義市崇文國小辦理「國際活動暨公共關

係研習營」。（中國童子軍月刊，37（8），頁 43） 

10月 19~23日，亞太區童軍綜合研討會在日本東京舉行。陳樹堅參加研討，

張文鑫參與行政（中國童子軍月刊，37（8），頁 42）。11月 25~30日，在新

                                                
197管志明（總會人力資源委員會委員、亞太區訓練小組召集人）。會議主要議題：檢討亞太區

推動人力資源發展策略實施情形，並訂定未來工作發展計畫。 
198原設定孟加拉國家營地舉行因預料將有大規模罷工而改變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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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坡辦理亞太區訓練人員訓練班，我國派黃禮智、林盛隆參加（中國童子軍月

刊，37（7），頁 45；37（9），頁 46）。 

2001年 9月 28日至 10月 4日，印度在 Pachmarhi營地承辦亞太區訓練人

員訓練班，我國派李全勝前往參加（中國童子軍月刊，38(8)，頁 44）。 

12 月 20 日人力資源委員會召開委員會議，由趙錦水代理主持，主要討論

修訂人力資源開發委員會組織簡則，訂定國家研習營服務員訓練制度（中國童

子軍月刊，39（1），頁 45）。相關決議並於 2002年 1月 22,23日國家研習營

第廿屆訓練組員研討會中宣布。 

該研討會在台南走馬賴農場舉行，約計有 120 位訓練組員參加，主要討論

議題為人力資源政策、訓練制度與方法即各級童軍訓練參考資料。亞太區辦事

處訓練專員 Prass Anna參與，主要針對 1988年墨爾本會議所提出的人力資源政

策，說明訓練組員應有的認識。 

會議分組討論提綱： 

• 如何應用訓練參考資料199？ 

• 協辦訓練中，對課程之質疑即問題的產生？ 

• 如何因應社會多元化，訓練採分階段實施之建議？ 

• 如何遴選新進訓練組員？ 

• 各類木章及基本訓練方式，課程內容之改進意見？ 

• 營主任趙錦水在總結中，提出它的觀點與計畫。 

• 鼓勵各縣市多多辦理木章訓練及基訓，讓志願參加者有更

多機會。 

• 今後木章訓練可配合通過考核者意願，在公開場合頒發。 

• 訓練時程考慮目前工商社會的情況，可作分期上的安排，

各縣市可將計畫送交研習營核可。（中國童子軍月刊，39

（1），頁 45；李連盛，2002）。 

在本次訓練組員研習當中建構一項新的制度，針對取得訓練組員資格後卻

                                                
199殷鑑於以往訓練組員所需訓練手冊（即所謂天書）均為少數訓練組員持有，多數訓練組員無

法取得，因此在教學宗旨與方法上多有偏差。本屆研習營執行秘書洪恆明動員多位資深訓練組

員，分別針對幼童軍、童子軍，編印了二冊訓練組員參考手冊，採活頁裝訂於本次研討會中分

送參加研討的訓練組員每人一冊（各依類別領取）。因為變印資料主要試提供訓練組員於講課

前的參考，並非一字不漏的宣讀或講演，所以命名為參考手冊。（洪恆明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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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個人工作、身體、年紀或者是意願的關係，無法遂行訓練組員義務的現象，

參考英國自 1982年起的制度訓練組員只發聘書，不另發三顆或四顆木珠的職位

章（陳金柱，2002；張政漢，2004）。凡參加訓練組員研討會者由國家研習營

頒發訓練組員（含訓練員、助理訓練員）聘書，每二年一聘，非持有聘書者不

得擔任訓練梯隊的主持人。 

2003年 12月 13日起五天，亞太區辦事研討會宗旨是為協助亞太區各國檢

視服務員訓練制度及結構是否配合人力資源政策，在汶萊舉辦亞太區訓練體系

發展研討會（Asia-Pacific Workshop on Training System Devt）（亞太區童子軍會

網站；中國童子軍月刊，40（10），頁 15）。 

亞太區助理訓人員訓練班（CALT）200在汶萊舉行，我國張文鑫、陳麗妃參

加（黃克仁，2011，頁 323）。 

原國家研習營執行秘書洪恆明因家中事務，短期停留中國大陸，辭去執行

秘書一職，國家研習營改聘張瑞松擔任執行秘書（洪恆明口述；黃克仁，2011，

頁 324）。 

2004年 6月 20日起，國家研習營分為四梯次辦理第 21屆國家研習營訓練

組員研習，在 6月 26日中區台中市光明國中研習會中，趙錦水提到幾項作為（潘

精華，2004） 

（1）	 配合時代背景的轉變無論教師或者是其他行業的社會人

士，皆不易有長假。所以國家研習營已經在不影響整體訓練時

數的前提下試辦二階段、機動性調整訓練日期。 

（2）	 加強社區童軍成立、輔導學校童軍社區化、號召結合家

長熱心參與服務員行列。 

（3）	 加強輔導木章訓練，斟酌服務性質給與課程調配。輔導

木章參加對象亦相對有所調整。 

（4）	 木章訓練結業證書頒授方式的修改。容許參加人員在正

當理由之下得予請假，於下一梯次補課之後在頒授證書。 

（5）	 木章考核分工輔導責任制。尊重受訓學員的意願，得在

雙方同意之下變更輔導人選。 

                                                
200依據資料來源為ＣＬＴ，但查證參予者證實為助理訓練人員訓練班（ＣＡＬ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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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訓練組員的任期改為三年一聘，在研習會中楊朝祥親自頒發聘書。 

日本承辦亞太區訓練人員訓練班(CLT)我國派遣徐宏俊、柯登祥參加。（黃

克仁，2011，頁 324） 

11月 27日起至 12月 3日，汶萊主辦訓練人員訓練班（APR Course for Leader  

Trainers） 我國派遣連建華、林瑞恆、谷春林及蔣坤芳研習，汪大永協助教務

訓練工作。11月 30日至 12月 3日，李瀚洋等五位青年代表，參加第四屆亞太

區青年論壇。12 月 6 日起，楊朝祥率團參加第 21 屆亞太區童軍領袖會議，大

會主題為「世界的橋梁」（Bridging the World），主要的議題有：青少年活動

特性、資源管理、保護智慧財產（中國童子軍，41（10），頁 37）。 

研習課程內容 

Module1 童軍知識 Scouting Knowledge 

 Module2 訓練技巧 Training Skills 

 Module3 成年人學習技巧 Adult learning skills 

 Module4 領導技巧 Leadership skills 

 Module5 個人發展 Personal Development Skills 

2005年 4月 2日，國家研習營假南港高工舉行訓練委員會議，由營主任趙

錦水主持，討論行事曆及研討申辦基訓相關事項。4 月 9 日，前國家訓練營營

主任崔德禮因病逝世。由李煥主持治喪委員會。5 月 1 日，假台北市第一殯儀

館公祭（中國童子軍月刊，42（4），頁 37）。 

4月 24~30日，亞太區第三屆進階管理班（3rd APR Advanced Management 

Course）在巴基斯坦舉行（中國童子軍月刊，42（2），頁 13）。 

4/16~17，10/29~30，總會辦理國際活動服務員研習營（中國童子軍月刊，

42（2），頁 38）。 

9月 20日起，總會新成立之考驗委員會與人力資源委員會合辦「第一期童

軍活動領導研習班」依計畫展開。其主要目的希望能提升國內服務員的職能素

質，進而提供更好的品質進行義務服務工作。另外，可以培養義務服務員本人

所需三大職能領域包括領導才能、活動技巧及團務營運，來引領童軍運動（楊

朝祥，2005）。每期訓練時數 40小時，皆為利用晚間、週末依課程需要安排場

地。 

12月 5~6日，總會為提昇縣市童軍會專業人員行政工作，假台中高農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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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軍業務研討會」（中國童子軍月刊，42（10），頁 38）。 

2006年11月10~16日，亞太區羅浮童軍服務員木章訓練（APR advanced Unit 

Leader Training Course, Rover Section）在台北縣淡水鎮辦理，由趙錦水主持。 

2007年 2月 5~11日，亞太區華語訓練人員訓練班（CLT）於台灣台中舉行。

參加學員共 55位，有四位來自香港一位來自澳門（中國童子軍月刊，44（2），

頁 17）。 

將國家研習營與人力資源委員會合併201（黃克仁，2011，頁 325）。9 月

26日，黃克仁接任中國童子軍人力開發委員會主任委員兼國家研習營營主任（中

國童子軍月刊，44（8），頁 37）。 

9月 15~16日,9月 22~23日,10月 6~7日，假陽明山活動中心、珊瑚潭營地
202及新龍崗營地召開訓練組員研討會（中國童子軍月刊，44（7），頁 30）。 

10月 10~16日，亞太區訓練人員訓練班203（CLT），在東京奧運青年中心

舉辦，我國派陳麗妃參加受訓。 
2008年 2月 13日中國童子軍總會以台(97)童總字第 97050號函，依據第 22

屆訓練組員專業研習會及各類童軍服務員專案研修小組會整意見，頒布各類童

軍服務員木章訓練日程表及第一部作業研習題目暨參考叢書目錄。此為國家研

習營辦理木章系列訓練六十年來第一次將研習相關資料正式公佈頒發。主要內

容包括： 

(1) 童子軍木章基本訓練、行義童子軍木章基本訓練併合統一。凡

參加此二類基本訓練之一者，可以直接選擇參加童子軍或行義

童子軍木章訓練。 

(2) 凡是木章基本訓練結訓學員即應著手撰寫第一部研習作業。 

(3) 報名參加各類木章訓練時，應同時繳交第一部作業，訓練組員

應在訓練期間以「一對一」方式完成輔導，並予認可於結訓前

發還之。 

                                                
201由黃克仁擔任營主任兼任人力資源開發委員會主任委員，連勝文擔任副主任委員，謝又華、

許水德為榮譽委員，邢兆昌、鄭美俐、李子貴、蔡淑媛、黃啟泰（菲華）為顧問，張瑞松為秘

書，委員計三十人。 
202實際執行時地點改在阿里山巃頭農場舉行。（中國童子軍月刊，44（8)，頁 28) 
203我國參加人員：趙守博、張自健（秘書長）、張文鑫（秘書）、楊朝祥（亞太委員）、管志

明、吳上賓、陳炯松、卓伯源，觀察員：王富民、林盛隆、張道智、洪奇楠、陳金柱，青年代

表：鄭繼弘，訓練員：陳麗妃。（黃克仁，2011，頁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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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訓練必讀叢書，由主辦單位於收繳學員參加費時一併收受

代辦，並於基訓報到時發放之。 

(5) 各類木章訓練及基本訓練日程表，電子檔案存放在各級童軍會，

由各級童軍會管控不得任意發放。 

(6) 如各類訓練依頒布時程辦理免提核備，如分階實施時，務必提

服務員木章（基本）訓練課程表核備，始可准予開辦。 

2月 29日，台中縣辦理木章持有人專業增能研習（中國童子軍月刊，45（6），

頁 35~36）。 

6 月 7 日至 12 日，亞太區成立人力資源委員會在 2008 年在中華民國童軍

所在的台灣辦理亞太區人力資源研討會（APR Seminar on Adult Resources 

Management），除各會員國人力資源委員會主委均出席擔任教席，也都派員參

加。承辦國中華民國童軍各縣市童軍會人力資源委員會軍派員參加。 

全期討論議題基本上圍繞著 AIS（Adult in Scouting，童軍運動中的服務員）

為主軸，透過東京調查的結果分享，加上服務員訓練手冊的發行與網路版204的

分享，希望各國可以建構良好的人力資源運作體系。討論議題最多意見者，多

出現在各級人力資源委員會在既有組織架構中應該如何定位；人力資源委員會

主任委員應該由誰來擔任、如何產生；以及人力資源委員會與現有國家研習營

（Tainer Team）應該如何相輔相成，等議題上。全程以中英文即時翻譯進行，

雖然並沒有具體的共識與方針，但在最後的研討會決議文中，與會者對與此項

議題仍表示認同與需要積極推廣的意願，決議文如下： 

(1) 在每屆亞太區領袖會議召開至少六個月前，應該舉辦此類研討

會並鼓勵各會員國派員參加參加。That all NSOs are encouraged 

to attend the seminar which should be held at least 6 months 

before each APR Conference; 

(2) 此次研討會的決議應該要儘快送達各會員國總會 That all the 

proceedings of this seminar should be sent to every NSO as soon 

as possibl 

(3) 所有此次研討會的參與者，希望能確認本次研討會決議文能被

各會員國總會翻譯成該國語文並在國內廣為宣傳。That all 

                                                
204當時的網路資料僅有英文版，且基於智慧財產權尚未全數確認下，其中 700部份並未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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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nts be encouraged to ensure that the proceedings of the 

seminar are translated and disseminated by each NSO; 

(4) 研討會內容希望能在研習前透過各會員國總會送達參與者。

That the program of the seminar be sent to the participants 

through the NSOs prior to the event. 

3月 14~17日，台北市恢復辦理羅浮童子軍木章基本訓練，計 47人參加。

課程依據研習營所頒布的課程進行，參加學員多數是木章持有人，甚至有訓練

組員也以學員身分參與，課程進行雖符合體制但卻也引起少數人異議。 

9月 1日，李錫津205接任國家研習營營主任。彭錦球擔任秘書。 

2010 年 4 月 25 日，國家研習營假台北縣淡水鎮鄧公國小舉辦北區木章持

有人年會暨訓練組員會議（會議活動手冊）。 

2011年羅浮暨青年活動委員會倡議修改羅浮童軍服務員木章訓練課程內容，

並於 2012年試辦二月、七月各自辦理羅浮童軍木章基本訓練共二期。課程內容

與國家研習營版本差異甚大，主張模組化強調在地文化，參加學員年齡議題討

論最多。（課程表詳參附錄四） 
2012年 2月 24~28日，國家研習營在陽明山童軍活動中心舉辦第十六期助

理訓練人員訓練班，香港童軍總會並派員參加。（課程內容參考表 37） 

參、童軍教育的隱沒  
1995年四月，國中教師生活教育營全省分四區舉行，全數由童軍會承辦（中

國童子軍月刊，32(3)，頁 46）。 

1996 年 4 月 10 日起，台灣省在台中縣龍崗營地舉辦八十五年度國民中學

教師童軍教育研習營。計分三梯次，約七百名教師參加（中童子軍月刊，33（3），

頁 45）；5 月 27~29 日，5 月 29~31 日，台灣省中國童子軍會舉辦二梯次童軍

業務人員研習營（中國童子軍月刊，33（5），頁 44）。 

11 月 18 日起，台灣省童子軍會舉辦「八五年度幼童軍行政研習營」，分

五梯次假彰化八卦山渡假村舉行（中國童子軍月刊，33（9），頁 44；34（2），

頁 27~28）。12月 25起至 1997年 1月 2日，台中市童子軍會舉行第九期輔導

員研習營（中國童子軍月刊，34（2），頁 24~26）。 

                                                
205時任嘉義市副市長，為非訓練組員擔任國家研習營營主任之第一人，且因其僅參加輔導人員

木章並未有代團或者是參與服務員訓練之資歷，故其擔任營主任一職引起許多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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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 5 月 12 起，台灣省八十六年度教師生活教育營在台中縣新龍崗營

地舉行，共分三梯次預計廿一縣市 720人參加（中國童子軍月刊，34（3），頁

43）。 

1998 年 4月 20~29日，台灣省分三梯次辦理八十七年度國民中學教師生活

研習營，共 21縣市 720人參加（中國童子軍月刊，35（3），頁 41）。 

1999年 4月，台中縣首次在國小準校長儲訓班加入幼童軍木章訓練（中國

童子軍月刊，36（4），頁 45）。2000 年 4 月，台中縣自辦校長甄試，儲訓課

程中將木章訓練列為課程之一，結業成績中童軍木章訓練占 5%（聯合報，

2000/4/18）。11月，台中縣自辦國小校長甄試，第一周以童子軍木章訓練方式

為連續八週的儲訓課程展開序幕206（聯合報，2000/11/24，十八版）。 

台北市教育局計畫自十月起分梯次辦理國中小學校校長木章訓練，並將童

軍服務列為高中職校入學加分條件（聯合報，2000/8/19，十二版）。另，於八

十九學年度開始因應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之實施，將原有國民教育輔導團之各學

科輔導小組全部解散。「國小幼童軍輔導小組」與「國小輔導活動輔導小組」

整併重組為「國小綜合活動輔導小組」（吳國基，2005，頁 78）。 

2001年 7月 16~18日，中國童子軍總會為九十年度台灣省國小主任儲備訓

練班舉辦總會第 104 期幼童軍木章基本訓練。在臺中中正露營區舉行，由張光

銘主持，計 175 人參加；國中主任儲備訓練班第一梯次為第十七期童軍木章基

本訓練，7月 3~6日舉行計有 98人參加，第二梯次為第十八期童軍木章基本訓

練，7月 21~24日舉行計有 65人參加，地點為中正露營區，均由蔡瑞榮主持。

（中國童子軍月刊，38(6)，頁 46） 

12月 3日，臺北市政府頒布「臺北市各級學校「發展與推廣童軍教育」行

動方案」207（吳國基，2005，頁 203~209），讓童軍活動與學校童軍教育有新

的互動模式。觀察所得教師在校內因為工酬平衡的觀點，在課務與業外任務之

間的平衡問題，教師或行政人員參與童軍運動者意願愈低，提供校園供社區所

策辦的童軍團有安全足夠的活動地點，或鼓勵家長成為學校童軍團的服務員得

享有學校成員的權利。都是學校與童軍運動的新契機。2003年 11月 28日，北

                                                
206教育局長陳善報說，台中縣要求校長都必須接受木章訓練，希望未來掌理校務多發揮童軍精

神，處事認真但嚴肅中帶有輕鬆。 
20790年 12月 3日北市教二字第 09029067000號。方案期程：91年二月至 93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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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教育局通過「發展與推廣童軍教育實施方案」，預定三年內所有中小學都要

成立童軍團或是提供場地供童軍團體使用208。（聯合報，2001/11/29，廿版） 

2002年 12月 20日起三天，台中縣假龍崗營地辦理團行政研習營，採野營

方式進行約有 400人參加（中國童子軍，39（10），頁 38）。 

2005年 1月 22日起，臺北縣現任或候任國小校長 37位，在基隆市東勢坑

童軍營地，參加幼童軍木章訓練。依照聯合報的報導，臺北縣針對國小候用主

任或是童軍社團老師，都施以幼童軍木章基本訓練，針對校長或者是候用校長

皆施以木章訓練藉此來推展童軍運動。（聯合報，2005年 1月 23日，C1版） 

肆、人資觀念的崛起  
童軍運動是由成年領袖支持的青少年的運動, 也是一個由成年人設計給青

少年參加的活動。因此童軍活動提供了成年人與青少年間一個彼此相互學習, 

經驗傳承與發揮熱情衝勁的最好機會。 

世界童軍訓練委員會執行 1988 年世界領袖會議決議，於 1990 年在巴黎舉

行的第卅二屆世界會議中，提出建議將成年人如何支持童軍運動中的青少年納

入世界童軍發展的整體政策中，通過了第七號文件”Adults in Scouting”（中文

譯作「童軍運動中的服務員」），來為童軍運動中的人力資源規劃，做出整體

性的宣示，以提供各會員制定人力資源政策的參考基準。（WSOM，2006，p134）

整份文件僅有24頁，對童軍運動中人力資源的觀念，提出了全新而完整的概念。

其具體的作法則授權各會員參酌各會員文化、地理、宗教的差異，各自發展出

適用的成人服務員策略。並期許於下一次世界領袖會議中提出建議。而 1993年

的會議中特別在人力資源政策中提出”性別平等”條款（Adults in Scouting: 

Equal Oppprtunities）讓童軍服務員政策（Wold Adult Resources Policy）更加完

整。 

「童軍運動中的服務員」整份文件共分為八段，分別為序言（Introduction）、

童軍運動發展的首要策略（A priority in the strategy for scouting）、現有狀況的

擴展（An expansion of what already exists）、各種不同的機能（A variety of 

functions）、各種必須的能力（A variety of competencies）、提供緊急需求（To 

accommodate emerging needs）、貫徹持續性的運作（Through a continuous process）、

                                                
208主要內容為要求各校自行成立童軍團或者是提供校地供社區童軍團集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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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展望（Conclusions and perspectives） 

整份文件的觀念突破以往所謂訓練（特別是木章訓練）的思維格局，以人

力資源管理的角度，來看成年人與青少年的關係、成年服務員與各級童軍團體

的關係以及成年服務員本身的成長。全文並未談到訓練的技巧及課程內容，完

全以指導各會員發展自我策略為目標。 

在現有服務員量與質的問題探討中，認為 

• 許多組織很難找到有能力且有適當背景，有強烈意願又願

意學習工作上需要的技能和態度的服務員（leaders）、委

員（commissioners）和行政人員（administrators）。 

• 許多組織往往有困難給服務員適當的訓練（training），此

現象將影響到各不同階層之職責與交付其所訓練工作

（traiing opportunities）之品質。 

• 許多組織往往有困難明確訂定領導者的任期（tenure），

以致造成人事流動太快或在重要職位上在位太久的現象。

（World scout bureau, 1992, p7-8） 

重點在於當時所觀察到的問題，首先是適切而足夠的服務員不容易找到。

及便有所人選因為沒有適切的訓練或者是適才適所的角色安排，讓參與的服務

員無法得到滿足（job satisfaction）。不適切的任期，無法滿足服務員成就與經

驗的認知（recongnition of achievements and experience）來滿足他工作上的自我

實踐感（Self fulfillment）。這些現象與人力資源管理相關理論皆有所違背。 

人力資源必須穩定協調且視為一體的處理，發現以上的缺失，WSOM提出

促進改善的概念。 

• 時程方面：服務員的訓練，是從一位成年人加入這個運動

之後的各個階段，直到他退休（retires）為止。基礎階段

給予基礎的童軍技能，之後必須提供各種不同的機能及寬

廣的資格（large span of competencies）。 

• 團體與個人：重視童軍團體與成人服務員的互動關係，應

該包括雙方共同對工作目標的認知的陳述，明確釐清服務

員與組織彼此的期望，工作者需要的和職務上規定的訓練、

對工作評估的時機和條件、工作職務的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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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階層的服務員：大多數的服務員直接與團員接觸，青

少年的活動品質，主要是靠他們來提供。另外，團務委員、

地方理事會、總會擔任行政管理職務（administrative and 

managerial）。以及擔任訓練組員（trainer）他們給予服務

員正式（formal）或非正式（informal）的訓練機會，來幫

助服務員獲得童軍知識、技能及執行工作所需的態度。 

• 才能的範圍：必須不僅局限於工作有關的知識、技巧、態

度而已，而且需要擴充到各自關心的個人發展領域。包括，

做好工作的滿足感、工作價值自我肯定的滿足感、人際關

係的滿足感以及滿足童軍服務同時對個人成長有所貢獻

的感覺。 

• 大多數成人年跟青年人一樣，不知如何去應對改變。AIS

認同成年人在扮演領導角色之外也有自己的需要，而這個

需要（自我人格、人際關係、生活技能（lifeskills）⋯⋯），

需要可以幫助成年服務員解決他們的需要。 

在結論中，提出 AIS 並非要擴張訓練員的責任，也不是要削弱訓練的功能

與形象。它應該被認為一實踐性的生動步驟來提供青少年更好的童軍活動。為

成年服務員製造滿意的服務機會，而經由童軍運動的服務工作中，為個人成長

提供組合更多的挑戰與機會 

伍、小結  
轉型期，自 1994年童軍總會以人民團體模式經營，不再依附教育主管機關

以尋求更多的自主性。在近二十年的發展下，確實有別以往的表現。 

在木章訓練方面，無論梯次數與參加人次上都較以往興旺，各縣市自主辦

理木章基本訓練外，開放各縣市自辦木章訓練，加上定期而廣增名額的訓練組

員訓練班，讓木章訓練的客觀條件充足，無須顧慮場地、師資、器材等設備，

全新著重於參加人員的需求。在此環境下，義務服務員得隨自我意願便利的參

加訓練，無須因為身分而苦苦等候受訓機會。但在童軍運動尚待努力的縣市，

則反受其害，單一縣市市場太小無法凝聚足夠人數開班，也因為能開班當地同

好未能凝聚，整體風氣陷入惡性循環。有待持續觀察。 

羅浮童軍木章在部份派外受訓者的努力下，先是承辦亞太區的羅浮木章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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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後於臺北市繼之由青年暨羅浮委員會，在短短一年之內辦理三期的羅浮木

章基本訓練。各縣市為帶領風潮吸引社會資源，積極爭取承辦輔導人員木章訓

練，在此一時期所辦理梯次便以超越以往三個時期梯次總和八倍之多（44:5），

參加人次也接近這個比例（1414:176），在量變與質變的關係下，輔導人員木

章自然有其不同的時代意義。 

佛光會童軍團的興起、少數童軍團以分團名義在大陸辦理童軍團甚至辦理

木章基本訓練，部份年輕服務員以參加多種類木章訓練209為志願的現象、海空

童軍的提倡。對義務服務員訓練制度會產生甚麼影響，皆有賴研究者持續關注。 

人力資源委員會配合亞太區的政策而成立，雖也在台灣舉行亞太區人力資

源研討會，各縣市理事會都派員參加。但是既有制度與新思維的衝擊之下，無

法順利運作；國家研習營與人力資源委員會，如何相互補位相輔相成，脫離所

謂主從的架構思維，也是關心制度者投注的議題。崔德禮主張的營主任任期制，

在續位者羅旭升的病逝後，接續的營主任人選引發了多次的議題210，幸賴智者

予以化解。 

中華民國童軍義務服務員訓練制度，在轉型期出現多種新的變化契機，是

因為年代較近而發現它的存在，還是會變成將來新制度的成因，需要持續的努

力與投入。 

                                                
209 在全省都有少數年輕服務員以參加完成稚齡、幼童軍、童子軍、行義童軍四類木章作為個人
童軍活動的目標。 
210 此類議題在訪談過程中皆有置琢，惟因議題敏感且研究者認為客觀性無法成立，所以僅僅將
議題提出，相關意見並未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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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課程演變與實施  
針對所收集而來的中華民國童軍木章系列訓練課程內容，先陳述其年代序

列中，再就教學目標、教學內容二個面向作整理，將課程內容分別描述、比較，

探討其間的影響。 

組織與制度是歷史研究不可或缺之一部份。中華民國童軍國家研習營成立

至今已近半世紀，其中各項推行的政策與執行的活動，對童軍運動中的服務員

養成有何種程度的影響，為本章的重要課題。 

第 一 節 木章系列訓練課程實施概況 

中華民國童軍的發展自播種期藉由童子軍教育師資的培訓，進入萌芽期童

子軍教育師資與童子軍運動義務服務員齊驅並進，之後經歷培植、茁壯及轉型

期。在這百年歷史中，前近五十年期間因為政治局勢的動蕩，對於團領導人員

的訓練工作，不斷的在目標、課程內容、實施單位及方式，因應局勢、客觀環

境的變動而改變。一直到國際極偉訓練營中國分營的成立，木章訓練制度成為

中華民國童軍服務員訓練最主要的途徑與制度，雖然仍有變革，但主要的精神

與實施方式，仍依循一定脈絡演化，相對於前五十年顯得穩定而規律。 

1、國家研習營沿革  

中華民國童軍國家研習營前身係自民國 1959

年 5月 8日下午五時卅分，世界童軍總會童軍世界

總會訓練專員科德奧、賴瑞克代表世界總會頒發證

書予當時擔任中國童子軍駐會常務理事的吳兆棠先

生（照片 57）成立國際童子軍極偉訓練營中國分營

起。1959 至 2011 年這段期間國家研習營在名稱、

人事方面，經過多次更動，概要整理如表 33。（文

後為方便論述概以“國家研習營”代表各期的組織

名稱） 

國家研習營在童軍總會的組織中，角色亦多有轉變。或為獨立機構、或隸

屬於訓練委員會，隨中華民國童軍總會的組織而變。中華民國童軍總會整體組

織，雖是依據中華民國童軍總會章程所制定，但因其委員會部份依據第四十八

 
照片 57吳兆棠受贈木章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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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211所規定係由理事會制定之，所以每屆理監事改選後委員會部份或多或少皆

有所改變，國家研習營的角色亦有所更動。圖 4為第廿二屆童軍總會之組織。 

表 33中華民國童軍國家研習營組織演變 

年代 名稱 營主任 執行秘書 

19595/9 國際童子軍極偉訓練營中國分營 吳兆棠 劉元孝 

1964年 中國童子軍（國際）極偉訓練營 陳忠信 劉元孝 

1971/4/3   郭兆炫 

1976/3/14 國家訓練營 陳忠信 黃克仁、徐群 

1990年  崔德禮 郭兆炫 

1994年  羅旭升 郭兆炫 

   管志明 

1995/5/1 國家研習營 陳漢強 莊鶴齡、洪恆明 

  趙錦水 洪恆明 

張瑞松 

2007/9/26  黃克仁 張瑞松 

2009/9/1  李錫津 彭錦球、吳正宏 

資料來源：中國童子軍，28(8)，頁 14；研究者自行整理 

其中國家研習營，在第廿二屆委員會中，為人力資源委員會下之單位，較

以往直接隸屬理事會有所差異，也與多數訓練組員的想法不同，在多次研習當

中引起許多發言。中華民國童軍國家研習營由「訓練員」和「助理訓練員」組

成，設「營主任」、「副營主任」、「執行秘書」以及「訓練委員」來推展服

務員的養成訓練業務。 

                                                
211中華民國童軍總會章程第四十八條：本會得設各種委員會、小組或其他內部作業組織，委員

應延聘會員代表或其他熱心人員擔任，其組織簡則由理事會訂定，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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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中華民國童軍總會組織圖 
資料來源：稚齡童軍木章基本訓練學員手冊，頁 16 

2、訓練組員組成  

中華民國童軍國家研習營自 1960 年 10 月由吳兆棠、劉元孝、陳忠信、方

純青、傅治平、陳海光及劉彥俊等七人首次以訓練組成員的身分（參考照片 24）

推行各類訓練以來，在國內外各式訓練營隊培訓後，國家研習營至 2011年止訓

練組員計有訓練員 175 員，助理訓練員 343 員，分佈於國內外各地協助各縣市

理事會辦理服務員的培訓工作。其組成依據陳麗妃（2012）研究資料，整理如

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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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第 22屆國家研習營訓練組員組成 

  訓練員 助理訓練員 小計 備註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總人數  175 33.78* 343 66.22* 518  

性別 男 150 85.71% 270 78.72% 420  

 女 25 14.29% 73 21.28% 98  

年齡 65以上 92 52.57% 89 25.95% 181  

 55~64 57 32.57% 131 38.19% 188  

 45~54 26 14.86% 90 26.24% 116  

 45以下 0 0.00% 33 9.62% 33  

資料來源：陳麗妃（2012）、國家研習營 

統計期間：至 2007年止，接受聘書的訓練組員為對象。 

＊比率係以訓練組員總人數為分母 

 

依據以上統計表所得，訓練員與助理訓練員的比例接近 1:2，而男性訓練組

員與女性訓練組員的比例約4:1，主要的年齡層在訓練員方面集中在65歲以上，

而助理訓練員方面則集中在 55~64 歲之間，整體分布頗有世代相互交替之勢。

整體組織架構在年齡層與角色配比而言尚無特別不合理的情形。 

另以縣市別212做統計則發現新北市訓練員比率較諸其他縣市高出甚多，而

台東縣、花蓮縣在訓練員比率上明顯偏低。以上可作為訓練組員培訓策略的參

考。 

 

圖 5各縣市訓練組員統計 
資料來源：國家研習營 2007年訓練組員名冊 

                                                
212 依總會會員組成而言尚有佛光會此一團體會員，其成員亦有訓練組員在列，為分析訓練組員
與地區發展之關係，並未將佛光會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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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登記服務員人數與訓練組員人數比率來看。臺北市、雲林縣及臺南縣

比率最高，基隆市、宜蘭縣、台中縣、嘉義縣、澎湖縣及台東縣則服務員人數

偏低，以上數據雖不能解釋訓練組員與登記服務員人數消長有絕對關係，但是

也看得出來在比率偏低的縣市其童軍服務員發展的空間是較大的。 

 

圖 6各縣市 2007年登記服務員人數與訓練組員比率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童軍網站、國家研習營訓練組員名冊 

3、課程架構  

課程類型自 1959年由童子軍木章訓練開始，1962年辦理幼童軍木章訓練，

同年辦理羅浮童軍木章訓練。1968年配合九年國民教育成立行義童軍，為推廣

此階段童軍運動，在一連串行義童軍木章預備訓練後在 1973年舉行首期行義童

軍木章訓練。延續推廣輔導制度，在 1974年首創輔導人員木章訓練。2005年 7

月配合新開創的稚齡童軍舉辦了第一期的木章訓練。中華民國童軍義務服務員

的訓練，從稚齡童軍服務員一直延伸到地區輔導人員，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

統計概況如表 35，參加人數超過 1萬 4千人次。 

表 35中華民國童軍各類童軍服務員木章訓練舉辦概況 

  稚齡童軍 幼童軍 童子軍 行義童軍 羅浮童軍 輔導人員 

舉辦期別 10 192 167 16 3 49 

參加人數 27 27 24 28 21 32 

創始年代 2005/7/25 1961/11/2 1959/5/9 1974/12/8 1961/12/24 1974/4/1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統計期限：至 2012年 6月 30日 

而中華民國童軍國家研習營，常態性舉辦訓練課程，以種類而分有稚齡、

北
市	  
基
隆	  
新
北	  
宜
蘭	  
竹
市	  
竹
縣	  
桃
園	  
苗
栗	  
中
市	  
中
縣	  
彰
化	  
南
投	  
嘉
市	  
嘉
縣	  
雲
縣	  
南
市	  
南
縣	  
高
市	  
高
縣	  
澎
湖	  
金
門	  
屏
東	  
台
東	  
花
蓮	  
海
外	  

比率	   40.	   10.	   32.	   9.0	   19.	   17.	   16.	   32.	   38.	   13.	   32.	   22.	   22.	   12.	   41.	   39.	   42.	   28.	   17.	   7.5	   21.	   22.	   4.7	   10.	   23.	  

0.0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45.00	  

服
務
員
與
訓
練
組
員
比
例
	  



中華民國童軍服務員訓練歷史之研究 

 198 

幼童軍、童子軍、行義童子軍、輔導人員及助理訓練人員等六類213。以層級區

分有說明班、基本訓練、木章訓練及後續延伸的助理人員訓練班、訓練人員訓

練班。（中華民國童軍第 22屆人力資源委員會，2007，表 36 ） 

表 36中華民國童軍國家研習營例行班隊一覽表 

 

種

類 

說明班 
木章基本

訓練 
木章訓練 

助理人員

訓練班 

訓練人員

訓練班 
備註 

稚齡童軍 ◎ ◎ ◎ 

◎ ◎ 

 

幼童軍 ◎ ◎ ◎  

童子軍 ◎ 
◎ 

◎  

行義童子軍 N/A ◎  

羅浮童子軍 N/A ◎ ◎  

輔導人員 N/A N/A ◎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童軍第 22屆人力資源委員會，2007年 10月 26日會議結論 

其中說明班並無制式課程。助理訓練人員訓練班、訓練人員訓練班，並未分種類，但研

習期間將分為幼童軍及童子軍二組。 

4、木章頒授辦法  

木章訓練自引進我國以來在木章訓練階段皆分為三部份，第一部份為理論

訓練（研習作業），第二部份為實際訓練（木章訓練），第三部份為應用訓練

（服務承諾）（中華民國童軍第 22屆人力資源委員會，2007）。雖然，名稱上

有序號次序，但實施時未必依其序號進行。 

多年以來雖曾多次調整實施次序，但整體訓練內容仍不脫離此三部份，這

與世界其他國家的訓練制度吻合。2007 年 10 月 26 日第 22 屆人力資源委員會

通過的「中華民國童軍國家研習營暨義務服務員木章研習輔導施行細則」規定

摘要如下： 

§ 研習作業（第一部） 

• 木章基本訓練後，由國家研習營提供研習作業參考資料（目錄）、

學員作業簿及研習作業習題。於參加木章訓練第二部前完成。 

• 報名參加木章訓練時，送繳國家研習營彙整，由木章訓練主持

人（團長）轉交小隊輔導員核閱。 

                                                
213另外上有羅浮木章及訓練人員訓練班，一則並未有制式課程內容二因非定期舉辦的訓練，並

未將其列為分析對象。 

班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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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章訓練（第二部） 

• 木章訓練小隊輔導員，在木章訓練（第二部）結束前採取一對

一輔導方式對學員進行輔導並簽署意見，必要時得在訓練期間

輔導其修正。 

• 研習作業應在木章訓練時，連同結業證書一併發還。 

• 國家研習營執行秘書，應在木章訓練結訓前時，將結訓後參加

服務承諾會議分組名單予以公佈，同時函請地區輔導顧問召開

「服務承諾座談會」。 

§ 服務承諾（第三部） 

• 木章結訓一個月後，由地區輔導顧問主動聯繫學員並主持「服

務承諾座談會」。 

• 輔導學員填寫「服務承諾書」，其內容應符合下列要點： 

s 依據學員個人工作性質、職務，能達成承諾要旨，對童

軍運動確能有所助益 之實務。 

s 衡量個人能力條件，落實個人服務意願、工作指標，具

體可行或以數據「量化」，避免「抽象」的詞彙語句（可

提供範本供學員參考）。 

• 學員個人「服務承諾」經研討修正後，由輔導顧問簽署承諾書

一式二份，由學員及輔導分別保存。 

• 輔導考核期限以六個月至一年為期，期限內確認成員已深切體

認童子軍運動，以具體完成其承諾達成預定目標，能積極參與

童子軍運動，勝任團服務工作。 

• 輔導顧問應在「服務承諾考核報告書」上填寫輔導進行過程，

簽署考核意見（核發木章或重新考核），寄交國家研習營登錄

並辦理核發手續，擇期頒發木章。 

第 二 節 課程內容的演變 

木章訓練課程依據前節表 36所述，共有稚齡童軍基本訓練等十五類課程，

其中說明班部份並無制式課程頒行，其餘在基本訓練、木章訓練部份，國家研

習營於 2010 年訓練組員研習會時共公佈了稚齡童軍服務員基本訓練課程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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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標準課程。（詳附錄三、四） 

壹、課程內容演變概述  
木章系列訓練，在 1994年前認為維持研習課程神秘有助於學習意願的觀點，

對課程內容一直沒有公開，僅有少數訓練組員擁有完整資料。1970年代以前更

因影印技術不夠普及，擁有完整課表者更是鳳毛麟角。對早期課程內容儘靠少

數獲得的訓練手冊解析而得課程內容。本研究一併收錄於附錄三、四。 

1976年前之基本訓練、木章訓練課程表於本研究中僅於張忠仁先生學術論

叢中錄得童子軍服務員木章訓練課程一份，是否為執行課程內容，並未獲得證

實。1976 年 3 月 14、15 日在陽明山營地舉行第七次訓練會議，除了更名的決

議外，對於服務員訓練課程的變更，更是為了呼應 1969年赫爾辛基的決議，由

崔德禮指派羅旭升、鄧錦輝及徐群負責童子軍部份，陳震及朱其榮負責幼童軍

部份的服務員訓練課程修訂工作。但研究者所收集得訓練手冊，距研判均為此

次修訂後的版本。雖然負責課程修訂的主筆人之一的朱其榮曾經在 1997 年 34

卷 3期《培植童軍服務員》專文中談到「⋯⋯木章訓練前期之木章基本訓練（早

期稱為預備訓練）以及木章訓練，一開始即採用國際訓練手冊為藍本，沿用三

十餘年，未見修改，對執行童子軍團訓練工作顯無助益。⋯⋯」，究竟此次課

程修訂變動如何，依據訪談結果亦無所得。此里程碑前後二階段課程內容的比

對與內容分析，尚待後續研究者持續努力。 

2005 年 4 月國家研習營成立「童子軍木章基本訓練課程修訂工作小組」，

針對童子軍服務員木章基本訓練課程做系統性檢討，並留下完整記錄。僅收錄

於附錄三。幼童軍基本訓練，在背景故事未能覓得具在地文化且得以發展為團

體動力的題材前214，僅僅在相同課程下對施行的順序作些微的調整。 

1、服務員課程比較  

稚齡童軍服務員基本訓練、稚齡童軍服務員木章訓練課程自 2005年頒布實

施僅有七年歷史。羅浮童軍服務員木章訓練前一、二期課程內容本研究並未獲

得，而羅浮童軍服務員木章基本訓練，更無記載，僅收集得 2009年臺北市第一

                                                
214 有關幼童軍活動背景故事，討論最多是在 1976年計畫檢討課程時，但是「叢林奇談」一書
雖然是英美的故事背景為印度，但其團隊的精神以及價值觀，卻是在中國文學中上無法覓得替

代品的（張瑞松口述）。研究者手邊持有方純青現生贈與的香港幼童軍基本訓練手冊，檢視其內

容，與我國所使用版本，在課程名稱上幾無差異，可見並非我國墨守成規不思圖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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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215及 2011 年後總會羅浮暨青年委員會基於實驗性質所舉辦二期基本訓練課

程表。 

殷鑑於稚齡童軍服務員訓練、行義童軍服務員訓練、羅浮童軍服務員訓練

及輔導人員訓練班隊。或為實施年限較短，或為無資料可供比對。本研究課程

的變動，係比較研究者所收集幼童軍、童子軍服務員訓練手冊及現有課程表，

以內容分析法及 1976年謝又華提出有關木章訓練課程修訂所需注意事項，做出

課程比較資料。 

殷鑑於收集資料部份對時程的資料不夠明確，且基於課程比對的便利性與

推動模組化的趨勢。將課程比對的分為童軍常識、童軍技能、童軍生活及童軍

方法，等四個面向加以比較。 

貳、訓練組員訓練課程變動  
訓練組員培訓是國家研習營重要工作項目，派外受訓者更多數是國家研習

營經過考量與觀察服務績效，審慎挑選之後所指派。派外受訓後，多數由國家

研習營要求在童子軍月刊回應分享其受訓心得。新進又因電子媒體的便利，對

最近期別訓練組員訓練課程有教完整的收集。 

其中，收集所得訓練員訓練班（CLT）、助理訓練員訓練班（CALT） 之

課程表收錄於附錄六。本研究借助陳麗妃（2012）針對訓練組員職能的研究中，

整理 2005年版童軍運動資源手冊及多屆訓練員訓練班、助理訓練員訓練班課程

加入研究研究者收錄資料。彙整如表 37、38。 其中，多項科目如「團集會」

等非屬於現有訓練組員訓練科目且不在成人資源手冊範圍之列，雖屬虛無課程

探討的課題，未免失焦暫予剔除。 

                                                
215此為該營隊所得期別，但依據研究者收集羅浮童軍服務員基本訓練在臺北市已非第一次辦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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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各期訓練員訓練班課程比較 

單

元 
核心主題 課題要素 

童軍運動

成人資源

手冊 

2003 

淡水 

2004 

汶萊 

2007 

日本 

2007 

新龍

岡 

2012 

孟加

拉 

童

軍

知

識 

童軍運動的基本

原則 

童軍運動的使命 ◎  ◎ ◎ ◎ ◎ 

童軍運動的目的 ◎  ◎ ◎ ◎ ◎ 

童軍方法：諾言、規律、

誓詞 
  ◎ ◎   

三大制度       

青少年的身心發展       

對童軍運動基本特徵的反

思 
◎  

 
◎   

童軍運動的歷史 童軍運動的發展歷史       

世界童軍運動及

其架構 

世界童軍運動組織  ◎  ◎   

國家與縣市童軍運動組織       

童軍運動中的成

年人(AIS) 

世界童軍成人領袖資源政

策(WARP) 
◎  

◎ 
◎ ◎ ◎ 

童軍運動服務員的生命週

期 
  

◎ 
   

建構 AIS執行效果評核表   ◎    

領導統御與 AIS的關聯性   ◎    

在 AIS中運用授權的原則   ◎    

成年人訓練中的性別議題   ◎    

相關政策 

世界童軍青少年訓練政策 ◎  ◎ ◎ ◎ ◎ 

青少年活動 ◎  ◎ ◎ ◎ ◎ 

服務員與青少年活動的關

係 
 ◎ 

 
   

青少年參與政策 ◎  ◎ ◎ ◎ ◎ 

保護完全免受侵害政策 ◎  ◎ ◎  ◎ 

世界政策 ◎   ◎ ◎ ◎ 

國家政策 ◎ ◎ ◎    

世界策略 策略優先順序 ◎  ◎ ◎  ◎ 

童軍運動與組織

環境 

組織文化       

多元文化管理 ◎  ◎ ◎ ◎ ◎ 

系統化思考 ◎  ◎ ◎ ◎  

 團長訓練綱要 

木章訓練綱要 ◎  ◎    

個人發展  ◎ ◎    

訓練及支援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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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元 
核心主題 課題要素 

童軍運動

成人資源

手冊 

2003 

淡水 

2004 

汶萊 

2007 

日本 

2007 

新龍

岡 

2012 

孟加

拉 

訓

練

技

能 

主持人的角色和

能力 

主持人的角色 ◎ ◎ ◎ ◎   

主持人的核心能力與任務 ◎ ◎ ◎ ◎   

訓練需求分析(SWOT) ◎   ◎   

依需求分析而擬定訓練計

畫 
◎  ◎ ◎   

訓練課程的規劃

與準備 

確立訓練目標  ◎ ◎ ◎ ◎  

訓練課程計畫 ◎ ◎ ◎ ◎  ◎ 

訓練方法 訓練方法 ◎ ◎ ◎ ◎ ◎ ◎ 

訓練班管理 

主持人的角色、課程安排

、人員分配、設備、場所

、膳食等 

◎        

(木訓) 

◎        

(木訓) 
◎ ◎ 

◎        

(木訓) 

◎        

(木訓) 

訓練班設計 

系統訓練方法  ◎     

訓練設計模式的應用：關

鍵因素模式 
◎  

 
 ◎ ◎ 

訓練設計模式的應用：能

力本位模式 
◎  

 
 ◎ ◎ 

訓練設計模式的應用：單

元式訓練系統 
◎ ◎ 

 
  ◎ 

訓練班評鑑 

評鑑模式   ◎ ◎ ◎ ◎ 

制定評鑑指標 ◎  ◎ ◎ ◎ ◎ 

評鑑訓練班 
◎        

(木訓) 

◎(木

訓) 
◎ ◎ 

◎        

(木訓) 

◎        

(木訓) 

成

人

學

習

技

能 

成人的學習 

成人學習原則 ◎ ◎ ◎ ◎ ◎ ◎ 

體驗式學習模式  ◎ ◎ ◎ ◎ ◎ 

成人學習方法       

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方法   ◎    

成人學習風格 ◎  ◎ ◎ ◎ ◎ 

成人學習理論 ◎  ◎ ◎ ◎ ◎ 

雙循環學習法/反思式學習 ◎  ◎ ◎  ◎ 

帶領團務 
團長的角色與職責  ◎     

青少年參與       

領

導 
人際關係 

有效溝通、聆聽與回饋的

原則 
 ◎ 

◎ 
   

溝通原理       

傾聽與回饋技能       

表 37各期訓練員訓練班課程比較（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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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元 
核心主題 課題要素 

童軍運動

成人資源

手冊 

2003 

淡水 

2004 

汶萊 

2007 

日本 

2007 

新龍

岡 

2012 

孟加

拉 

溝通中的文化議題       

輔導技巧  ◎ ◎    

衝突管理的技能 ◎  ◎ ◎ ◎ ◎ 

公關技巧  ◎ ◎    

團體動力       

增權賦能概念 ◎  ◎ ◎ ◎ ◎ 

領導理論 

領導理論的發展歷史：交

易式領導與變革式領導 
◎  

 
◎ ◎ ◎ 

有效領導的特徵       

情境領導概念及理論    ◎ ◎ ◎ 

動機理論與策略       

變革管理 ◎   ◎   

性別 性別議題 ◎  ◎ ◎ ◎ ◎ 

組

織

環

境 

關於社區的議題 

社會需求及童軍運動的社

會角色，與其他青少年運

動、NGO(非營利組織)合

作等 

 ◎ 

 

   

社區參與 社區服務與發展     ◎  

個

人

發

展

技

能 

管理學習 

教練技能(Coaching Skills)   ◎ ◎ ◎  

訓練技能 ◎ ◎  ◎  ◎ 

學習機會 ◎   ◎ ◎ ◎ 

自主學習 ◎  ◎ ◎   

個人學習計畫 ◎ ◎  ◎  ◎ 

主題式發展 

創造力 ◎  ◎ ◎  ◎ 

協商能力 ◎     ◎ 

動機 ◎  ◎ ◎  ◎ 

壓力管理 ◎  ◎ ◎  ◎ 

時間管理 ◎  ◎ ◎  ◎ 

系統工具 ◎   ◎  ◎ 

輔導技能 ◎   ◎  ◎ 

學習組織 ◎   ◎  ◎ 

情緒智能 ◎  ◎ ◎  ◎ 

資料來源：陳麗妃（2012），2004汶萊 CLT講義 

表 37各期訓練員訓練班課程比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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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歷屆助理訓練員課程比較表 

單

元 
核心主題 課題要素 

訓練

資源

手冊 

2006 

新加坡

CALT 

10 

期

CALT 

14 

期

CALT 

15 

期

CALT 

16 

期

CALT 

童

軍

知

識 

童軍運動的

基本原則 

童軍運動的使命 ◎ ◎ ◎ ◎ ◎ ◎ 

童軍運動的目的 ◎ ◎ ◎ ◎ ◎ ◎ 

童軍方法：諾言、規律、誓

詞 
◎  ◎ ◎ ◎ ◎ 

三大制度 ◎  ◎ ◎ ◎ ◎ 

青少年的身心發展       

對童軍運動基本特徵的反思       

童軍運動的

歷史 
童軍運動的發展歷史 ◎      

世界童軍運

動及其架構 

世界童軍運動組織 ◎      

國家與縣市童軍運動組織 ◎      

童軍運動中

的成年人

(AIS) 

世界童軍成人領袖資源政策

(WARP) 
◎ ◎  ◎   

童軍運動服務員的生命週期 ◎ ◎  ◎ ◎ ◎ 

相關政策 

世界童軍青少年訓練政策 ◎ ◎ ◎    

青少年活動 ◎ ◎ ◎ ◎ ◎ ◎ 

服務員與青少年活動的關係    ◎ ◎ ◎ 

青少年參與政策 ◎ ◎     

保護完全免受侵害政策 ◎ ◎     

世界政策 ◎   ◎   

國家政策 ◎  ◎ ◎ ◎ ◎ 

世界策略 策略優先順序 ◎      

童軍運動與

組織環境 

組織文化 ◎      

多元文化管理       

系統化思考       

團長訓練綱

要 

木章訓練綱要 ◎   ◎ ◎ ◎ 

個人發展       

訓練及支援 ◎   ◎ ◎ ◎ 

訓

練

技

能 

主持人的角

色和能力 

主持人的角色 ◎ ◎ ◎ ◎ ◎ ◎ 

主持人的核心能力與任務 ◎ ◎ ◎ ◎ ◎ ◎ 

訓練需求分析(SWOT) ◎ ◎  ◎ ◎ ◎ 

依需求分析而擬定訓練計畫    ◎ ◎ ◎ 

訓練課程的

規劃與準備 

確立訓練目標 ◎ ◎ ◎ ◎ ◎ ◎ 

訓練課程計畫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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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元 
核心主題 課題要素 

訓練

資源

手冊 

2006 

新加坡

CALT 

10 

期

CALT 

14 

期

CALT 

15 

期

CALT 

16 

期

CALT 

試教演練   ◎ ◎ ◎ ◎ 

訓練方法 

訓練方法 ◎ ◎ ◎ ◎ ◎ ◎ 

腦力激盪   ◎    

演講   ◎    

輔導會議與承諾認可   ◎    

示範展覽   ◎    

分站活動   ◎    

訓練班管理 

主持人的角色、課程安排、

人員分配、設備、場所、膳

食等 

◎ 

(基訓) 

◎ 

(基訓) 

◎ 

(基訓) 

◎ 

(基訓) 

◎ 

(基訓) 

◎ 

(基訓) 

訓練班設計 

系統訓練方法 ◎ ◎  ◎ ◎ ◎ 

訓練設計模式的應用：關鍵

因素模式 
      

訓練設計模式的應用：能力

本位模式 
      

訓練設計模式的應用：單元

式訓練系統 
      

訓練班評鑑 

評鑑模式 ◎ ◎  ◎ ◎ ◎ 

制定評鑑指標       

評鑑訓練班 
◎          

(基訓) 

◎          

(基訓) 
 

◎(基

訓) 

◎(基

訓) 

◎(基

訓) 

成

人

學

習

技

能 

成人的學習 

成人學習原則 ◎ ◎ ◎ ◎ ◎ ◎ 

體驗式學習模式 ◎ ◎     

成人學習方法 ◎      

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方法 ◎ ◎     

成人學習風格  ◎     

成人學習理論       

雙循環學習法/反思式學習       

開放環境學習   ◎    

團管理 
團務管理：三項登記、團行

政及財務等 
  ◎    

團管理 

訓練綱要及

專科制度 

短期與長期計劃       

徽章制度及專科技能章綱要       

領 人際關係 有效溝通、聆聽與回饋的原    ◎ ◎ ◎ 

表 38歷屆助理訓練員訓練班課程比較（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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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元 
核心主題 課題要素 

訓練

資源

手冊 

2006 

新加坡

CALT 

10 

期

CALT 

14 

期

CALT 

15 

期

CALT 

16 

期

CALT 

導 管理技能 則 

溝通原理 ◎ ◎ ◎    

傾聽與回饋技能 ◎ ◎     

溝通中的文化議題 ◎ ◎     

輔導技巧    ◎ ◎ ◎ 

衝突管理的技能       

公關技巧       

團體動力 ◎ ◎     

管理技能 

 

增權賦能概念       

計畫、組織、執行和監督       

評鑑技巧       

組織集會       

預算與財務       

解決困難與決策技巧       

表現評審技術       

領導理論 

 

領導理論的發展歷史：交易

式領導與變革式領導 
      

有效領導的特徵 ◎      

情境領導概念及理論 ◎      

動機理論與策略       

變革管理       

性別 性別議題       

組

織

環

境 

關於社區的

議題 

社會需求及童軍運動的社會

角色，與其他青少年運動、

NGO(非營利組織)合作等 

◎  ◎    

社區參與 社區服務與發展    ◎ ◎ ◎ 

個

人

發

展

技

能 

學習技能 
教練技能(Coaching Skills) ◎ ◎ ◎ ◎   

學習機會 ◎ ◎     

 

自主學習 ◎ ◎  ◎   

個人學習計畫 ◎    ◎ ◎ 

創造力 ◎      

主題式發展 

協商能力 ◎      

動機 ◎      

壓力管理 ◎      

表 38歷屆助理訓練員訓練班課程比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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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元 
核心主題 課題要素 

訓練

資源

手冊 

2006 

新加坡

CALT 

10 

期

CALT 

14 

期

CALT 

15 

期

CALT 

16 

期

CALT 

時間管理 ◎      

系統工具 ◎      

輔導技能 ◎      

學習組織 ◎      

情緒智能 ◎      

Internet   ◎    

資料的獲得   ◎    

資料來源：陳麗妃（2012），第 10期 CALT講義（1996） 

綜合以上梯隊的課程內容。 

在訓練員班部份，2003 年在淡水舉行的 CLT 中對於童軍運動基本原則、

AIS、青少年活動、組織文化等童軍常識課程尚未納入，而在 2004 年第 14 期

CALT、汶萊 CLT 的課程中，都將此課程納入。對此相關觀念的建立與宣導，

都自 2004年才開始在我國進行。 

對訓練組員主持訓練有關的主持人角色認識課程，自 2004年後也不再列為

CLT課程的一部，移至 CALT內實施成為課程中重要的題目。但都仍保留有關

訓練班管理的課程。 

對課程目標的認識與準備，無論在 CLT或 CALT中皆為重要課程，基本上

以確立訓練目標、訓練課程計畫以及訓練方法三大面向，由講師負責引導。 

課程設計方面，在 2006年後在課程中加入「模組化課程」。CALT以模組

課程進行，課程方面列入「系統訓練方法」，CLT 則將模組化課程分為關鍵因

素模式、能力本位模式及單元式訓練系統三個子題來討論。 

課程評鑑的概念，在 CALT 中在 2004 年後介紹評鑑模式，CLT 則另外再

增加「制訂評鑑指標」來增加訓練員對課程實施所需要的評鑑能力。 

成人學習部份，在歷屆訓練中皆將成人學習相關理念納入介紹範圍以符合

訓練組員擔任成年人訓練的角色需求。在 CALT 部份，著重餘學習原則與學習

模式的介紹。在 CLT部份則必須加入學習風格、學習理論及反思學習等進階課

程。而對如何指導服務員進行團務管理及擬定團營運計畫等，團務管理課程在

轉型期之後則皆未納入。 

對人際關係的議題，在 CLT部份由聆聽、輔導統一改為「衝突管理」，並

表 38歷屆助理訓練員訓練班課程比較（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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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強調增權賦能（Inpowerment）的觀念，此與 AIS的理念是契合的。而 CALT

相對比例較少，而以輔導技巧216為重點。 

領導理論課程在 2007 年 CLT 開始納入，以領導理論的發展、情境領導概

念為主要課題。CALT 部份情境領導的概念介紹在國際成人資源手冊中雖然也

列入此課程，但是在我國的期別中均未見到納入此一課程，推測與講師群的建

構有關。性別的議題則在 CLT中都有納入，以呼應 AIS的意旨。 

有關訓練組員個人發展的技能部份，國際成人資源手冊列出多種項目供營

隊主辦者列為個人選擇科目或工作坊形式進行，但在歷屆課程表當中，除 14、

15、16屆 CALT有將自主學習（個人學習計畫）納入外，其餘期別均未將此攸

關個人發展的課程納入，而反觀 2004 年汶萊、2007 年日本、2012 年孟加拉皆

以主題式發展的方式，按個人興趣自由選擇或分組進行，將有關個人智能、態

度、情緒有關的議題介紹給參與的訓練組員，此一現象值得國家研習營關注。 

亞太區訓練組員課程，自 2004年起有較大的改變，除童軍團體應有的童軍

知識與現況介紹之外，著重餘人力資源、領導統御、個人職能的發展，此一課

程走向尚未影響我國服務員訓練課程的定位。2003 年、2007 年二屆我國自辦

CLT 課程，可以發現 2007 年已向國際成人資源手冊約定更加接近，但是 2003

年淡水以及 14期以後 CALT課程設計，與其他國家主辦的班隊課程，則有較大

差異值得檢討。對於課程實施的成效，則缺乏評鑑指標留待後續研究。 

參、海、空童軍運動  
國際極偉訓練營在 1929 年起開辦「海童軍」木章訓練課程。1950 年郝更

生在中央日報的報導中提出臺灣地區發展童軍運動的契機與作為中提到提倡

「海童軍」將是今後的工作計劃之一；1954年 10月 26日第六屆全國理監事會

通過，11 月 27 日教育部頒布施行的「中國童子軍教育改進方案」中，有關訓

練方法第十項特別指出「設計海童軍、空童軍等教育方案實施之」。甚至早在

1970年代在女童軍的進程當中，資深女童軍就有陸、海、空等三種資深女童軍

的制度。 

中華民國童軍總會於 2012年 2月 10日第 23屆第 4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

通過「中華民國海、空童軍實驗團輔導辦法」，於 2012年 3月 9日台（101）

                                                
216 部份執行者將此課程議題定義為木章承諾部份的輔導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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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總字第 101120號函通知各級童軍會，自公告日起，試辦一年。（附錄八） 

在輔導辦法中幾項特殊規定摘要說明， 

⋯⋯ 

二、為維護海、空童軍實驗團設立之目的與安全性，總會特

設「海、空童軍實驗團輔導小組」，置召集委員一人，委員若干

人，由總會聘請專家、學者、資深服務員組成之，執行海、空童

軍實驗團之輔導與評鑑。 

三、海、空童軍實驗團應向總會辦理登記,由所屬縣市童軍會

輔導。 

⋯⋯ 

五、海、空童軍實驗團之進程與活動規畫,由總會活動暨進程

委員會專責執行。 

六、凡欲辦理海、空童軍實驗團之機關、學校、法人團體或

中華民國公民五人以上,均可書面向總會提出申請,經核可後,得辦

理海、空童軍實驗團,其組團應依照總會規定辦理中華民國 童軍

三項登記。未成立海、空童軍實驗團但符合參加海、空童軍資格

之行義、羅浮童軍亦可在實驗階段個別參與海、空童軍實驗團之

活動;總會應訂定海、空童軍應備之資格條件及有關考驗規則。 

七、海、空童軍服務員,除參加服務員木章基本訓練、木章訓

練外,並應具有參加總會辦理之海、 空童軍服務員專業研習;或經

「海、空童軍實驗團輔導小組」認可其資歷。 

八、海、空童軍實驗團之童軍,應年滿 14 歲以上,具有童軍級

別高級以上之行義、羅浮童軍。 

⋯⋯ 

十、本辦法公告前,已辦理之海、空童軍團,自公告日起一年內,

應依規定重新向總會辦理海、空童軍實驗團登記,逾期未辦理登記

者,停止其辦理海、空童軍活動,以維護活動之安全性。 

⋯⋯ 

並且在 2012年 7月 23日至 29日與香港童軍總會合作辦理第一期海童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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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員研習營217，8月 23、24日與航空事務教育基金會合作舉行第一期空童軍服

務員研習營。 

提出「中華民國的海童軍

在從嘉義市起步」的嘉義市童

軍理事會，在童軍會專職人員

及市政府大力支持下，早在

2009年 7月 1日便舉行聯合成

團典禮，部份團員及服務員於

2010 年 9 月在香港大尾督水

上訓練中心參加海上活動初

期訓練。建構了初期的規模與

基礎（詳表 39）。而空童軍部

份，則在多次籌備會後在志航

國小成立幼空童軍，民生國中

成立空童子軍，福民社區成立行義空童軍團。 

在地方理事會活動在先，而總會頒行辦法在後而且輔導小組未能即時成立

的現實下。儘管在輔導辦法中第十條已載明「⋯⋯自公告日起一年內,應依規定

重新向總會辦理海、空童軍實驗團登記⋯⋯」，可是一方是自稚齡到羅浮，一

方是年滿 14 歲以上具有高級童軍資格者。如此的差異，可以借許寶蓮（2010）

介紹陳榮哲的文章所說「⋯⋯到底這是洞燭機先，還是一時創舉，只有留待歷

史見證。」 

服務員的訓練培養是童軍運動重要的因素，海、空童軍服務員的培訓機制、

運作成效，將會是童軍運動的新課題。 

第  三  節  木章訓練課程實施  
由國家研習營所主導策劃的木章系列訓練，自 1959年成立以來無論是加倍

計畫、五年發展計畫，或是社區童軍、山地童軍，亦甚至於師範生幼童軍教育、

教師研習、主任培訓及校長儲訓。都是培育童軍運動領導人員首先考慮的教育

                                                
217 張瑜文、林彥宇參加。 

表 39 嘉義市海童軍概況 

級別 名稱 所屬單位 人數 

稚齡 海狸 景仁幼稚園 24人 

  吳鳳幼稚園複式童軍團 40人 

幼童軍 海王子 文雅國小 30人 

  港坪國小 30人 

  救國團童軍團 12人 

童子軍 海獅 常民複式童軍團 12人 

  幼師複式童軍團 12人 

行義 海豹 東吳工家 24人 

羅浮 海龍 大同技術學院 8人 

  譚國華 8人 

五類  十團 200人 

資料來源：陳榮哲，本研究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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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隊。 

國家研習營自開設以來，已辦理 4 期訓練人員訓練班、助理訓練人員訓練

班 16期、童子軍木章訓練 164期、幼童軍木章基本訓練 192期、行義木章訓練

16期、稚齡童軍木章 10期、輔導木章 49期、羅浮木章 3期以及無數次木章基

本訓練218。 

本研究藉由國家研習營的檔案資料以及中國

童子軍月刊219所報導，將由國家研習營所舉辦或授

權辦理的的木章訓練整理成表，附載於附錄八220。

而服務員木章基本訓練因期數甚多，且分布於各縣

市以及研習營、臺灣省針對師範院校生自辦的梯隊，

雖為本研究之參考資料限於篇幅不予載錄。本節僅

對其辦理情形做部份量化描述性統計說明，有關推

廣童子軍教育所舉辦的「教師研習營」、「導師研

習營」則排除不在統計之列。 

中華民國童軍自 1945 年張忠仁至臺籌辦臺灣童子軍運動，1949 年開始辦

理三項登記以來，多數登記資料並未獲得，惟零星資料彙整後，仍對此六十年

來的人口發展趨勢，得見一藐。詳參圖 7 。 

                                                
218各項期數主要以研習營資料及總會網站公佈為主，其中少數缺遺或僅公佈未必成行未能全數

查證，正確期數仍以研習營公佈資料為準。其中羅浮童軍服務員木章訓練包含亞太區第一期羅

浮木章訓練。統計時間至 2012年 7月為止。 
219此處所引述中國童子軍月刊，包含臺灣童子軍、中國童子軍（臺灣版）、中國童子軍及童子

軍等一系列由中華民國童軍總會及臺灣省理事會所發行的童子軍定期刊物。 
220因為資料過於龐大僅僅將木章訓練相關資料附錄以供參考，基本訓練部份將另尋媒介供參考

研究使用。 

表 40基本訓練梯次數統計 

種類 梯次數 

稚齡 59 

幼童軍 1557 

童子軍 795 

行義童軍 23 

羅浮童軍 3 

合計 2437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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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中華民國童軍童子軍及服務員登記人數 
以此局部之資料顯示，中華民國童軍登記童軍人數，在 1979年 73,891人，

為一高點。而分別在 1949~1957，1962~1979有二波快速成長的時段，之後漸趨

下滑而在 1990年代趨於穩定。服務員登記人數方面，則一直緩慢提升，在 1980

年代之後，登記人數維繫在 10,000人上下穩定的發展。 

壹、服務員木章基本訓練  
中華民國童軍國家研習營制式木章基本訓練計有稚齡童軍服務員基本訓練

221等五類（詳表 36），截至 2012 年 7 月為止，共計辦理稚齡童軍服務員基本

訓練等 2437梯次，各項辦理情形如表 40。 

1、幼童軍服務員木章基本訓練  

(一)整體辦理情形  

幼童軍服務員木章基本訓練，共舉辦 1,557期 105,789人222以上參加受訓，

其中針對師範院校學生以臺灣省理事會及國家研習營為梯次者計 462 期，人數

多達 63,924人次，佔所有受訓人次 60.42%。其對幼童軍運動的發展，因受訓人

員分發至各地，其對當地童軍運動有何影響，值得另案特別關切。 

 

                                                
221含早期預備訓練。 
222因多期資料並未含參加受訓人數資料，故僅得以現有資料加總數字表達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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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幼童軍服務員木章基本訓練舉辦梯次統計圖 

 
圖 9幼童軍服務員木章基本訓練受訓人數統計圖（一） 

參加幼童軍服務員基本訓練的人口演變，因師範院校生比例過高但影響無

法量化，所以先與扣除來凸顯趨勢。扣除師範學校學生參加基本訓練的人數後，

參加幼童軍服務員木章基本訓練的人數在 1965年，1977年有二波明顯的增加，

前者與推行「加倍運動」有關，而後者則是因為社區童軍團的推廣，整體而言

仍是緩慢增加的趨勢（詳圖 10）。直到 2003年形成突坡，參加受訓總人數 4,207

人次達到高峰。在 2005年後回到正常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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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幼童軍服務員木章基本訓練受訓人數統計圖（二） 

(二)按縣市分析  

而各縣市辦理幼童軍木章基本訓練，在 1993年原來由臺灣省理事會辦理的

師範院校學生畢業前辦理的幼童軍木章基本訓練改梯隊名稱為“國家研習營第

ＸＸ期“，舉辦梯隊、參加人數亦無明顯趨勢的變動，直至 2006年此項訓練不

再是必然辦理的梯隊，致使整體而言參加幼童軍服務員木章基本訓練的總人數，

驟降至每年 1000人次左右的水平（參考圖 10）。 

 

圖 11各期各縣市舉辦幼童軍木章基本訓練統計圖 

在舉辦梯次數而言，臺北市、新北市一直維繫穩定的頻率，無論任何時期

在各縣市之間排名均維持在一、二名，培植期因由國家研習營統籌規劃，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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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中南各區域辦理頻率較為均衡；茁壯期後由各地方理事會自行辦理，在都會

地區舉辦梯次均高於其他縣市，台東縣在此一時期梯次不多但參加人數相對多

出，是否為特定參加人選有關。嘉義市在 1993年後無論梯次數與參加人數均有

突出表現，係獲得地方政府大力支持。 

初步歸結幼童軍服務員木章基本訓練，舉辦梯次與參加人數，受整體訓練

政策、地方發展、特定單位的支持與地方首長的支持等，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2、童子軍服務員木章基本訓練  

(一)整體辦理情形  

童子軍服務員木章基本訓練，自 1962年由劉元孝在陽明山特別行政區森林

公園舉辦以來共舉辦 795期，參加人數計 27,073人次。1965年童軍總會發起「加

倍運動」，藉由童子軍木章基本訓練223來作為推廣童子軍運動的媒介，光是 1965

年一年便舉辦 19期童子軍木章基本訓練，409人次參加，雖在今日而言並非優

異成績，但在篳路藍縷時期，少數童軍前輩的辛勞，殊勘學習。 

與幼童軍服務員木章基本訓練比較，除同樣在 2005年前後形成高峰外，童

子軍服務員木章基本訓練，整體趨勢較為明顯，雖然舉辦梯次在年度而言有高

有低，此與年度為單位統計有關，但整體而言是以上升趨勢呈現。 

 
圖 12童子軍服務員木章基本訓練舉辦梯次圖 

在舉辦梯次上而言逐漸上升，由 1960年代每年約 5期緩步上升至 21世紀

初期每年近 30 期最為巔峰（參圖 12 ）。參加人數從每年約 200 人次到 1200

                                                
223當時稱為預備訓練，現為陳述便利均以現行稱呼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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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相較之下變動趨勢明顯甚多（參圖 13）。何以自 2005 年以降，梯次與

人數驟降，為值得關切的議題。 

 
圖 13童子軍服務員木章基本訓練參加人數統計圖（一） 

 

 
圖 14 歷年參加童子軍木章基本訓練人數統計（二） 

(二)縣市分期辦理情形  

童子軍服務員木章基本訓練舉辦情形，在培植期仍可發現全省北中南東均

衡辦理的現象，茁壯期臺北市在 15年之內僅舉辦 7期童子軍服務員木章基本訓

練與其它地區發展差異甚大，此期間積極辦理的縣市集中在台中市、新北市及

桃園縣，受訓人次亦反應此現象。其中部份原因係因為陽明山營地整修無適切

場地辦理，造成梯次外移現象，是否完全反應較不明確仍須進一步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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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各期各縣市舉辦童子軍基本訓練次數統計圖 

進入轉型期臺北市與新北市，辦理情形穩定在梯次數方面佔整體 21.88%，

參加人數更佔了 23.17%。高雄市、桃園縣另佔 15.78%，而參加人數 14.35%。

四個縣市舉辦梯次與參加人數，佔總比率接近四成，其他縣市的人員培訓狀況

可見一斑。而澎湖縣、苗栗縣舉辦梯次鮮少，實與人才斷層，缺乏接班政策有

絕對關係（張瑞松口述）。 

 
圖 16各期各縣市童子軍木章基本訓練參加人數統計圖 

彰化縣、南投縣、嘉義市及雲林縣，在轉型期在舉辦梯次數、參加人次上，

較之培植期與茁壯期，成長十分明顯。除因行政管轄區劃變更有關外，仍因總

會改制後，地方政府對童軍運動支持程度有絕對關聯。部份縣市則適得其反。

（詳參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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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稚齡童軍服務員木章基本訓練  

稚齡童軍木章基本訓練，自 2004年首次辦理之後，因主持人條件限制，所

以僅局限在少數人主持並在少數縣市發展，甚至有同一人在同一縣市主持稚齡

童軍服務員木章基本訓練連續八次，此一現象在後續部份訓練組員回訓之後，

此一現象逐漸緩減，辦理的區域慢慢擴散中。（參圖 17） 

 

圖 17各縣市辦理稚齡童軍服務員木章基本訓練統計圖 

稚齡童軍服務員基本訓練，因課程日程只有二天，參加意願與限制較其他

類型的基本訓練，輕鬆甚多。但仍有分二週舉行的案例。此類形童軍的發展，

目前仍在北部地區為主，南部正在推廣，中部及東部地區後續發展仍待觀察。 

 

圖 18各縣市參加稚齡童軍木章基本訓練人數統計 

(二)行義童軍服務員木章基本訓練  

行義童軍服務員訓練，與童子軍服務員訓練，課程主要差異是在木章訓練

中的旅行與斥候工程部份，在基本訓練二者相似性太高，且無論基本訓練是童

子軍類或者是行義童軍類，皆可交叉參加另一類的木章訓練，所以並無其特別

誘人的參加動機。僅將 1970年以後的行義童軍服務員木章基本訓練舉辦情形整

理於表 41，供後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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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行義童軍服務員木章基本訓練舉辦資料 

縣市 期別 開訓日期 結訓日期 地點 營地 主持人 參加人數 

臺北市 1 2006/8/9 2006/8/13 臺北市 石牌國中 吳宏成 32 

臺北市 2 2008/7/4 2008/7/7 臺北縣 中和高中 胡智為 18 

臺北市 3 2011/11/26 2011/12/3 臺北市 陽明山童軍活動中心 李勇毅 45 

研習營 1 1992/1/26 1992/1/30 彰化縣 清水岩營地 趙錦水 125 

研習營 2 1988/10/27 1988/10/30 基隆市 東勢坑營地 陳進福 48 

研習營 3 1993/4/27 1993/5/1 宜蘭縣 福山露營區 徐文雄 49 

研習營 4 1994/5/3 1994/5/7 台中縣 新龍崗營地 黃湘房 58 

研習營 5 1995/2/28 1995/3/3 台南縣 珊瑚潭營地 蔡本全 132 

研習營 6 1995/3/6 1995/3/10 桃園縣 運動家活動中心 李阿成 54 

研習營 7 1995/12/19 1995/12/23 台南縣 珊瑚潭營地 王武雄 52 

研習營 8 1996/12/3 1996/12/7 台中市 中正露營區 蔡瑞榮 76 

研習營 9 1997/11/17 1997/11/21 台中市 中正露營區 賴照雄 70 

研習營 10 1998/11/23 1998/11/27 桃園縣 石門營地 李阿成 54 

研習營 11 1998/12/8 1998/12/11 彰化縣 清水岩營地 趙錦水 112 

研習營 12 2000/3/14 2000/3/17 桃園縣 小叮噹活動中心 莊鶴齡 60 

研習營 13 2003/7/1 2003/7/4 臺北縣 淡水商工 張文松 43 

研習營 14 2003/7/29 2003/8/1 台中縣 新龍崗營地 洪瑞宗 53 

研習營 15       

臺灣省 1 1970/1/28 1970/1/31 南投縣 竹山鎮 湯孝彬 33 

臺灣省 1 1970/1/28 1970/1/31   余鎮業 28 

臺灣省 2 1973/2/12 1973/2/15 臺北市 陽明山苗圃營地 呂兆宗 37 

台南縣 1 2012/8/11 2012/8/26 台南縣 歸仁區新豐高中   

嘉義市 1 2012/3/10 2012/3/18 嘉義市 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小學  

台中縣 1 2006/9/9 2006/9/24 台中縣 新龍崗營地 洪瑞宗 24 

資料來源：國家研習營。本研究整理 

(三)羅浮童軍服務員木章基本訓練  

羅浮童軍服務員基本訓練目前僅查得五梯次的時程，且其中舉辦時期差異

太大，對該類童軍發展並無具體影響，相關時間請參考前節論述。 

整體而言，木章基本訓練是成年人（特別是小時候未參加童軍運動者）接

觸童軍運動的第一步，也是投入童軍運動與否重要的關鍵。因為尚未掌握到各

縣市幼童軍、童子軍人數的消長情況，所以從總童軍人口數來與參加基本訓練

的人次比對。 

在培植期、茁壯期，童軍人口數與參加基本訓練人次，其趨勢是相同的，

二者之間互為因果，也受到童軍總會推廣政策的影響，無論是否真正運動，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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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在三項登記的數字上，二者之間是趨勢吻合的。但在轉型期之後，舉辦基

本訓練次數、參加人數在 2005 年前急速上升，而 2005 年之後以更快的速度下

降，慶幸三項登記人口數尚未受到影響， 雖仍有下降的隱憂但平穩降幅不大。

此現象實與參加者多是自願參加為受到行政力量影響，所以持續性、穩定性較

茁壯期前良好。部份縣市在基本訓練方面仍無法定期舉辦，也象徵該地的童軍

人口數未具成熟條件，為整體運動需要討論的課題之一。 

貳、服務員木章訓練  
木章訓練係中華民國童軍義務服務員訓練最主要的營隊。其發展在各時期

亦有所變動，至轉型期始與各縣市有地域關聯性。 

1、幼童軍服務員木章訓練  

幼童軍服務員木章訓練，截至 2012年 8月前共舉辦 192期，參加人數超過

7,400人。在培植期、茁壯期，所有梯隊參加人員，係由國家研習營按縣市別分

派名額，各地皆有參加的機會。舉辦地點，係考慮場地的適用性，營地器材的

完整性以及後勤支援的配合度。所以，每年幾乎都是二、三梯次舉辦，舉行地

點考慮南北均衡，北部地區多在「國家研習營」營地224舉行，南部地區考量主

持人人選以及營地開發的情況，則多數在澄清湖營地或珊瑚潭營地。80年代才

開始在中部地區辦理。 

在培植期與茁壯期，參加木章訓練學員人數與舉辦地點的童軍運動發展，

無法直接以量化來描述其地域關係。而在轉型期開放各縣市理事會得自行申請

辦理木章訓練或聯合其他縣市一同辦理，舉辦地點、頻率與參加人數，與當地

童軍運動的發展，則有所關聯。 

1965 年的加倍運動、1972 年的五年計劃，1978 年的新年計畫都在參加基

本訓練人次來說，產生了影響。而 2003 年在淡水舉行 CLT 且規定受訓者必須

在結訓後服務三次木章訓練以上，才可以獲聘為訓練員，增進了訓練組員服務

的意願。 

2000 年後開放各縣市自行辦理木章訓練，舉行地點更加擴散。整體而言，

舉辦梯次數在 2004年一年辦理 18次最多，1998年之後每年多數維持舉辦 5次

                                                
224只要是指陽明山森林公園營地、苗圃營地。在舊苗圃營地行政中心會議室中，仍懸掛「國家

訓練營營地」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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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詳參），參加機會較之以往由國家研習營主導之情況為佳，服務員想要

參加的機會比起以往增加很多，個人參加意願超越參加的機會。  

 
圖 19 歷年幼童軍服務員木章訓練參加人次 

但是參加人數而言，並未同 1998年以前增加許多，平均每一期參加人數由

培植期 43.59人，茁壯期 40.375人，轉型期降至 34.41人，其中在 2004年巔峰

之後，舉辦梯次與參加人數劇變，特別統計 2006年以後各期平均參加人數驟降

至 22.0人。此乃說明以縣市自主的木章訓練政策，因為整體幼童軍人口的降低

以及市場分割，其舉辦的困難度、經濟性以及確實的成效，是否應需考量區域

整合值得再注意。也因此在 2007年之後並未再起舉辦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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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歷年幼童軍木章訓練舉辦縣市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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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   1                       1 

1962                          0 

1963 1                1         2 

1964         1                 1 

1965 2                  1       3 

1966 1                1  1       3 

1967 1                         1 

1968 2                         2 

1969 2                  1       3 

1970 1                         1 

1971 3                         3 

1972 5                        1 6 

1973 2                         2 

1974 1                2         3 

1975 2                         2 

1976 2                  1       3 

1977 1                1         2 

1978 2              1           3 

1979 2       1                  3 

1980 2                         2 

1981 1  1                       2 

1982 3          1               4 

1983 2                         2 

1984 1      1  1        1         4 

1985 1 1                        2 

1986  1                        1 

1987           1      1         2 

1988 1        1                 2 

1989           1              1 2 

1990 1                  1       2 

1991 1        1        1         3 

1992  1    1     1           1    4 

1993 1                         1 

1994 1                 1        2 

1995 1        1                 2 

1996           1      1         2 

1997 2                         2 

1998  1 1          2    1         5 

1999  2       1 2            1 1   7 

2000  1        1   1           1  4 

2001  1 1         1          1    4 

2002 1  1       1 1  1    1  1     1  8 

2003 2 1     1 1  1 1  4             11 

2004 2 3 1    1 1 1    1 1 1 1 2  2   1    18 

2005 2 2       1 1      1   3     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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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2  2               1 1       6 

2007 2  1 1   1  1       1   1       8 

2008 1  1 1 1 1          1  1 1     1  9 

2009   1   1        1            3 

2010 2 1 1    1   1    1     2       9 

2011 3                  1       4 

2012 2    1     1      1          5 

小計 67 15 12 2 2 3 5 3 9 8 7 1 9 3 2 5 13 3 17 0 0 4 1 4 2 197 

資料來源：國家研習營，本研究製表。 

且參加研習的服務員多數是舉辦縣市內的服務員，因此與茁壯期之前的木

章訓練相較，缺乏一份全國性交流的機會。而未辦理木章訓練的縣市，其服務

員如果想參加幼童軍服務員木章訓練，機會相較之下，減少許多。是否會有二

極化現象，目前樣本數尚且不足以說明，僅可提出做為持續觀察的議題。 

 
圖 20各期各縣市承辦幼童軍服務員木章訓練統計 

2、童子軍服務員木章訓練  

11~16 歲童子軍階段的童軍運動是中華民國童軍發展類型的主軸，童子軍

服務員木章訓練是國家研習營創始的梯隊，截至 2012年 7月止共舉辦 163期，

參加人數 5,770人次。各縣市年度承辦梯次數整理如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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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各縣市年度承辦童子軍木章訓練梯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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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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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2                                               2 

1974 1                                   1           2 

1975 2                                               2 

1976 2                                               2 

1977 1                               1               2 

1978 2                               1               3 

1979 1                               1               2 

1980 2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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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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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1               1                         1     3 

1995 1                                               1 

1996 1               1   1           1               4 

1997 2                                               2 

1998   1 1           1                               3 

1999   1               1                 2       1   5 

2000                 1 1       1       2           1 6 

2001   1             1                               2 

2002 2             1 1 1 1       1     1             8 

2003 1           1   1   1                           4 

2004 1 1 2 1   1 1                   1           1   9 

2005 1   1       2 1 1         1   1   1 3           12 

2006 1 1 1             1   1 1   1     2             9 

2007       1     1                             1     3 

2008 2                             1   1             4 

2009       1             1           1   1           4 

2010                                                 0 

2011 1   1 1                     1                   4 

2012 1                               1               2 

  56 7 9 4 0 1 6 4 12 4 8 1 2 2 3 2 13 8 10 0 0 3 2 1 158 

資料來源：國家研習營，本研究整理 

在培植期，童子軍服務員木章訓練殷鑑於童子軍木章訓練在場地與器材方

面的需求，比起幼童軍服務員木章訓練多出甚多，所以在兼顧南北平衡、行政

支援與場地需求下，絕大多數梯隊都在國家研習營營地或澄清湖露營中心辦理。

直到在 1976年三月招標，1977年 2月 3日完工落成的珊瑚潭露營中心啓用後，

以及 1984年中正露營區的開闢完成通過認定後，茁壯期的童子軍服務員木章訓

練也呈現了遍地開花的場景，舉辦梯次配合校長儲訓班外，每年仍以舉辦二期

為原則。參加學員仍按縣市別分配名額，以配合各縣市發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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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各期各縣市承辦童子軍木章訓練統計 

轉型期開放得由各縣市申請辦理以及行政院撥付專款整修營地，承辦縣市、

舉辦地點因而擴散，各縣市的童軍發展與童子軍服務員訓練的關係始可探討。

臺北市舉辦梯次數低於以往時期，但仍領先各縣市，且有它縣市舉辦而地點、

主持人都在臺北市的現象，係屬特別個案。部份縣市仍有多年未辦理木章訓練

的現象。（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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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整體舉辦梯次在 1968 年配合校長儲訓班而增加，1983 年社區童子軍團

的發展需求也借助木章訓練來遂行。進入轉型期各縣市積極努力來爭取辦理木

章訓練，蔚為風潮。2003 年華語 CLT 舉辦之後，加上任命條件有服務次數的

限制規定，各縣市舉辦梯次在進入最高峰，2004 當年度達 12 次之多。但何以

2007年ＣＬＴ結訓後，舉辦梯次驟減，實與市場面有關。（圖 22 ） 

 
圖 22各年度童子軍服務員木章訓練舉辦梯次統計 

整體參加訓練學員的統計在 1965 年加倍運動期間受訓人數上升後，1968

年配合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及辦理校長儲訓班，1983 年推行社區童子軍團運動，

都是藉由木章訓練來介紹童子軍運動，因此參加人員產生階段性高點。轉型期

在各地理事會努力下隨著梯次增加，參加人數也依勢上升。在 2005年，年度受

訓人數達 297人為歷史高峰。後續年度受訓人數僅 116.5人（6年 699人），單

期參加人數平均 24.06，亦遠低於以往。而 2007 年舉辦梯次減少，與各縣市無

法單獨邀集足夠人數辦理，經濟性不足無法自給自足亦有關聯。（圖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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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年度參加童子軍木章訓練人數統計 

2010年為籌備慶祝中華民國童軍百年活動，各項活動陸續展開，大型活動

的動員加上市場性、經濟性的負面因素，童子軍服務員木章訓練在 2010年並未

舉辦，僅由 2009、2011二個年度來平衡。 

3、其他服務員木章訓練  

其他四類服務員木章訓練課程，包含稚齡童軍、行義童軍、羅浮童軍以及

輔導人員木章訓練。依服務對象年齡順序分析。 

(一)稚齡童軍服務員木章訓練  

在 2005年辦理第一期至 2012年僅僅 8年的歷史，共計辦理 10期 260人次

參加。依現有資料不足以做線性分析所用，但新類型的木章訓練且天數僅僅四

天，可是每年期別數並無突破且依據總會網站公告訊息，多縣市曾經籌辦稚齡

童軍服務員木章訓練，多以報名人數不足而作罷。 

目前統計基隆市、臺北市、新竹市及高雄市各辦二期，宜蘭縣、台南縣各

辦一期。單期參加人數平均僅有 26人，亦有單期 19人的梯隊，經營仍屬辛苦，

詳圖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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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稚齡童軍服務員木章訓練舉辦梯次與人數 

(二)行義童軍服務員木章訓練  

行義童軍服務員木章訓練，自 1974 年辦理第一期至今業已 38 年度，僅僅

辦理 16 期，且第二期（1994）與第一期相距 20 年之久，其中因行義童子軍服

務員木章訓練課程與童子軍服務員木章訓練課程並大幅差異，無特別辦理之必

要。在第二、三期以木章訓練之名行研討會之實的研討下，行義童軍木章訓練

才開始已較正常的頻率辦理。 

梯次太少跨越時期無法呈現其趨勢，僅借圖形表達歷年舉辦次數及參加人

數的消長。（圖 25 、圖 26） 

 
圖 25歷年舉辦行義童軍服務員木章訓練次數統計 

 
圖 26行義童軍服務員木章訓練參加人數統計 

(三)羅浮童軍服務員木章訓練  

羅浮童軍一直在世界童軍歷史上佔據重要的地位，甚至有獨立舉行的世界

羅浮大會（Rover Moot），我國童軍總會就曾經承辦 2004年世界羅浮大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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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童軍成立百年以來唯一的世界性活動。在世界總會、亞太區及我國總會，

都經常關注羅浮議題讓羅浮童軍得以順利進入服務員階段，延續童軍生命。但

有關羅浮童軍服務員的訓練，卻遲遲無法找到通用的課程內容與實施方法。 

我國童軍國家研習營在 1961 年由營主任吳兆棠主持第一期羅浮童軍服務

員木章訓練，後為配合生活實驗營、生活研習營師資的需要辦理了第二期羅浮

童軍服務員木章訓練。之後便因為課程內容、教學師資以及參加人數等限制，

遲遲未能辦理。特別總會在成立羅浮暨青年委員會之後，針對羅浮童軍服務員

訓練的工作，究竟為何單位所屬，多有討論。 

2006年承亞太區同意在心北市淡水區辦理亞太區第一屆羅浮木章服務員訓

練，參加者半數為我國童軍服務員，講師多數為亞太區所指派人員，主導者係

以澳洲所派訓練委員為主，相關課程表收載於附錄五。 

國家研習營規定，必須參加該類木章訓練完成木章三部作業的訓練員，才

可以主持該類的木章訓練，遵此規定我國僅有二人得以主持羅浮童軍服務員木

章訓練。 

羅浮童軍服務員木章訓練，在課程內容不穩定、羅浮童軍服務員不足（市

場面）、主管單位不明確以及主持人資格限制等條件限制下，仍須積極突破才

有發展的契機。 

(四)輔導人員木章訓練  

輔導人員木章訓練是我國首創針對推動地區輔導制度所設計的服務員訓練

課程。在其它童軍總會另有針對團務委員或重要社會人士所舉辦的木章訓練或

者研習活動，有異曲同工之用。 

 
圖 27輔導人員木章舉辦梯次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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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五期辦理完畢後，其階段任務結束。進入轉型期，因為人員的變動與

世代的交替，實有繼續吸收或培養社會人士以更宏觀的觀點來欣賞與支持童軍

運動，1996年恢復辦理輔導人員訓練。2009、2010年因特別預算的爭取，密集

辦理 16 期的輔導人員木章，並自 2010 年修改輔導人員木章施行細則，將參加

人員資格修改為以下五種人士。 

一、十職等以上主管、副主管或相關主管科長之各級公

務人員。 

二、各級學校之校長及其同職等之教育行政主管人員。 

三、鄉、鎮、市代表會正、副主席以上各級民意代表。 

四、相關層次之民間團體負責人及主管人員。 

五、其他經各童軍會推薦,總會審理核定之熱心童軍運動

人士。 

各縣市亦積極爭取辦理，致有籌備者眾而成行者渺的現象。歷年參加人數

統計如圖 28。 

 
圖 28輔導人員木章歷年參加人數統計 

(五)小結  

木章訓練是我國義務服務員培訓最重要的班隊，其執行情形及參與情形對

我國童軍服務員的參與、素質與成長，有非常重要的象徵意涵。在舉行梯次而

言，總括各類木章訓練舉辦梯次，按其總和數量曲線，確如各期標題像樹苗一

般逐漸成長，在 1993陷入相對低潮中藉由訓練組員培養逐漸恢復生機迅速拉高，

在 2004年達到高峰後，雖仍維持一定梯次，但參照參加人數，則有總人數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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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期參加人數降低的現象。 

 

圖 29歷年木章訓練舉辦梯次統計 

此一現象對照三項登記童軍總人口數與服務員登記數，反應的訊息亦可解

讀為 2003~2005 年異常頻繁舉行的現象。此一訊息須待後續發展始可確認。而

2005年之後參加人次驟降更是童軍運動主其事者不可不知的訊息。 

1996年起至 2005年止，國家研習營共辦理了七期助理訓練員訓練班共 376

人參加訓練。並規定參加訓練學員必須協助所屬類別服務員基本訓練三次以上，

經地方理事會推薦後始可獲聘為助理訓練員。2000 年第 12 期助理訓練人員訓

練班每期參加人數加倍225，可能是辦理梯次急遽增加原因之一。 

 
圖 30歷年木章訓練參加人數統計 

                                                
225 9期 39人，10期 31人，11期 30人，12期 64人，13期 80人，14期 68人，15期 64人。 

0	  

5	  

10	  

15	  

20	  

25	  

30	  

35	  

幼童軍	   童子軍	   稚齡童軍	   行義童軍	   羅浮童軍	   輔導人員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稚齡童軍	   幼童軍	   童子軍	   行義童軍	   羅浮童軍	   輔導人員	  



中華民國童軍服務員訓練歷史之研究 

 234 

第五章   結論  
本研究自 2007年通過研究計畫起，進行廣泛的資料蒐集工作。主要資料來

源除開教育廳、童軍總會一系列各時期的期刊外，國家圖書館、中國國民黨黨

史館、國史館、政治大學圖書館、台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及台灣大學圖書館所館

藏的期刊、圖書、報紙及微縮影片，都是基本資料的來源。網路世界無遠弗屆，

中國博碩士論文資料庫、世界童軍總會、亞太區童軍總會及香港童軍總會的網

站亦提供許多資料，作為本研究第一階段主要的素材。 

利用以上所得資料，排除研究課題以外題材，一方面將資料分為營地與服

務員訓練重要記事、中華民國童軍大事記及黨政、國際童軍活動大事記等三大

面向進行初稿整理，資料龐大但仍具參考價值，整理彙整為初稿。相關複製紙

本皆按年度整理成為資料庫係完稿之重點。其中，將「中國童子軍總會籌備處

彙編」逐一轉錄整理編印成冊，希望對爾後研究者有所助益。 

2011 年起利用片段時間，將所得資料按年份逐一檢對，將各資料間重複、

競合之處，按資料的記錄時間、記錄媒體、資料提供者予以整理、淘汰、記錄。

以提供本研究資料的客觀性與準確性。2012年 5月著手編撰將各項資料整理成

為具相對關聯的資訊。 

第  一  節  資料彙整摘要  
審視資料結果，本研究將中華民國童軍服務員訓練的歷史，分為播種期

（1912～1944 年）、萌芽期（1945~1961 年）、培植期（1962~1977 年）、茁

壯期（1978~1994年）及轉型期（1995~）等五個時期。相關重要事項彙整成簡

單年表供閱讀參考使用，如附錄一。 

壹、播種期（1912~1944年）  
中國童子軍藉由親西方教會學校、商會引入中國。主要在江蘇、廣東積極

發展，也讓執政的中國國民黨注意到這青少年運動的價值，在中央執行委員會

中通過議案建立其影響區域內組織青少年的方法之一。隨著北伐成功、定都南

京以及中國國民黨內部的組織變更，中國童子軍名稱與直隸機關多方變動。此

一階段童子軍服務員的訓練工作，與黨部組織運作有不可分的關係，往往為黨

幹部訓練班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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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934 年中國童子軍總會成立，才進入了育苗的初期。1936 年 1 月 4 日

教育部公佈「初級中學童子軍管理辦法」更讓所有的初級中學學生皆為童子軍

的一員。因配合教育政策的改變，大量童子軍師資的需求，童子軍教育師資的

培育成為該時期童子軍領導人員訓練的主要目的。1937年起配合國勢。無論廬

山訓練班、合川教導人員訓練班，軍事訓練、思想教育是童子軍科各班隊的基

本必修科目。 

1941年張忠仁擔任駐會常務理事，引進了童軍學術研究的風潮。1943年「童

子軍學術講座」、1944年「中國童子軍教育學會」成立、教育部在重慶青木關

成立「國立童子軍師範學校」。都為童子軍學術化建立的基礎。 

1945年「全國童子軍幹部會議」、1948年「全國童子軍教育行政會議」都

對童子軍教育、童子軍運動擘畫了遠大發展的願景。無奈局勢疋變，各項重大

計畫皆因內亂而流散。 

此一時期童子軍的發展深受國勢發展的影響，本研究將此一時期相關童子

軍訓練員（教練、服務員）的訓練單位、會議、運動及組織，以編年史的方式，

逐一呈現。知其重點多維持在童子軍教育的師資（教練員）的培養上，以期成

為遂行符合當時局勢所需青少年運動的引導者。 

貳、萌芽期（1945~1961年）  
1945年張忠仁、張效良等奉派至臺南師範學院，是中國童子軍在臺灣地區

童子軍生根發芽的開始。「各級理事會辦理童子軍幹部訓練辦法」，建立童子

軍服務員系統性課程的概念，臺灣地區也是 1948年全國童子軍行政會議決議事

項唯一執行的地區。殷鑑於過去在中國大陸強力推行童子軍運動後的結果，雖

得到量方面漂亮的成績，卻也受到國際童子軍總會對成果的質疑。播遷來臺的

童子軍領導人員何應欽、郝更生、程天放、徐觀餘、吳兆棠都曾發表演說，表

示強調「質」的提升重於量的增加，更基於重視自願參加的童子軍基本宗旨，

1953年宣布終止「初級中學童子軍管理辦法」結束了中國童子軍普訓時期。 

1953年 5月，鄧傳楷任省教育廳廳長兼任臺灣省理事會理事長，提出對省

理事會工作人員的六項工作指示，結合地方、教育及民間力量，讓童子軍運動

在臺灣省奠定良好的基礎。8 月徐觀餘以中國童子軍總會代表的身分，參加在

明石國（Liechtenstein）所舉行的第十四屆童子軍國際會議，發表說帖，說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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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童子軍在臺灣地區依循世界童軍運動宗旨，尊重個人意願、重視社會服務、

強調童子軍方法努力的成果，獲與會各國代表的認同，得以重返世界童軍組織。

此一階段的服務員訓練，雖仍以童子軍師資培育為主，但已經沒有執政黨精神

教訓相關課程的安排。 

1954年「中國童子軍團各級領導人員資格及工作暫行辦法」，明確規定童

子軍團組織，是將校園中的童子軍教育與童子軍團組織明確劃分的重要規定。8

月張其昀接掌教育部集合教育部、救國團、臺灣省、國防部、僑委會、交通部

各單位組成全國理事會，通過「中國童子軍教育改進方案」。將童子軍運動的

發展方向分為中等學校校內、國民學校、社團童子軍、女童子軍以及行政組織

等五方面，計畫成立常設教導人員訓練班、利用假日開設訓練班隊、派員出國

考察及進修、學校老師在校外擔任童子軍教導人員視同校內服務。有計劃的在

校園內作為發展童子軍運動的基地，並開發中學校以外的發展契機。還配合辦

理多次研討會推行此方案的概念與討論具體做法。 

1955年台灣省立師範大學奉准設立二年制童子軍教育專修科，童軍教育師

資常設機構成立。1956年，劉元孝等四人趁日本大露營之便至日本實修所訓練。

蕭忠國於同時期率團考察日本童子軍教育。 

1957年謝又華接任總幹事，藉其國際觀、豐厚的人脈、良好的背景與參加

英國大露營順道參與極偉園木章訓練的吳兆棠、劉元孝、陳忠信等人，交換意

見。提出輔導制度、義務服務員概念，建構新的總會組織形態。1958 年 5 月 1

日，日本ＤＣＣ古田誠一郎特地來臺為劉元孝頒發木章，木章持有人榮銜成為

我國童子軍服務員另一項追求的目標。1959年 5月 8日國際總會訓練專員柯德

奧、賴瑞克特地來華為吳兆棠頒發木章任命他為國際極偉園中國分營營主任。

中華民國童軍義務服務員訓練組織成立。 

計畫性選派優秀童子軍服務員到美國、菲律賓參加訓練。為推動中等學校

中童子軍運動持續辦理輔導進修營隊。並且在 1960年的工作指導綱要中將童子

軍總會、省理事會、縣市理事會在服務員訓練工作中所應該扮演的角色與承辦

項目明確規定。由總會負責木章訓練、木章預備訓練及派外受訓，省理事會負

責輔導進修工作，讓服務員的訓練工作明確化。1960 年 10 月國際極偉營中國

分營訓練組成立，積極赴全省各地舉辦相關營隊。 

1961 年底在國際友人協助下辦理了幼童軍及羅浮童軍木章訓練。至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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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共辦理了四期童子軍木章預備訓練，一期幼童軍預備訓練、三期童子軍木章

訓練、一期幼童軍木章訓練、羅浮童子軍預備訓練及木章訓練各一期，共 399

人次參加受訓。為我國服務員訓練萌發新的枝枒，也獲得國際的肯定。童子軍

團、童子軍人數在這十年內成長三倍，登記服務員人數更從 132 人增加到 864

人。推廣成效顯著。 

此一階段著重於童子軍組織與服務員訓練的交互影響，仍以編年史方式呈

現其相互關聯。雖然童子軍發展，主要的影響仍離不開學校但已擴展至學校行

政人員、校長等非童子軍科的教師且不忘介紹童子軍運動至校園以外的單位及

個人。  

參、培植期（1962~1977年）  
中華民國童軍運動的發展，在 1961年前因為前人的努力以及不斷的嘗試，

引進了國際極偉訓練營木章訓練的制度，並且在短時間內辦理了童子軍、幼童

軍及羅浮童子軍三類型的木章訓練，開始計畫性派人赴外受訓期待與國際接軌。

相關發展較以往多元化，以編年史記述恐流於繁複錯棕無法串聯，本研究將此

一階段分為童軍組織發展、訓練營運作、童軍教育推廣、輔導制度、硬體建設

及相關專題記述 1960、70年代中華民國童軍服務員訓練的歷史。 

1965年童子軍總會發起「加倍運動」，極偉訓練營訓練組員南北奔波辦理

木章預備訓練、各縣市辦理說明班、童軍大遊行、說明班以及服務員圓桌會議。

使得童子軍人口數於 1972年增加到 41,741人，登記團數增加為 1,348團，服務

員 4,440人。1973年元月「中國童子軍五年發展計畫」，持續鼓勵社區、山地、

機關、團體組織成立童子軍團，也使得童子軍人口數於 1979 年增加到 73,891

人，登記團數增加為 2,690團，服務員 9,121人。 

此一時期童子軍運動的量與質變動，國際極偉訓練營中國分營扮演重要的

角色。為了與國際接軌共計派出宋金印等 63人次赴亞太區、美國參加各式訓練

人員訓練班，強化訓練團隊。1965年後，建立慣例每年辦理童子軍、幼童軍木

章訓練各二期，學員按縣市別統一分配，讓各縣市有均衡的發展機會。並且辦

理「團行政工作研習班」補充團領導人員行政工作能力。1977年後，因女性加

入童子軍服務員行列，童子軍木章系列訓練才有女性參加。 

1966年承辦遠東區訓練人員訓練班、1968年陳鐵翻譯約翰儲曼介紹英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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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制度，都有對我國的服務員訓練有所衝擊但卻因為國情而沒有具體的影響。

1969年赫爾辛基的國際會議決議，授權各國自行辦理服務員訓練課程、審核訓

練成果是我國得以辦理國家訓練人員訓練班的主要條件。 

配合九年國教，1968年童子軍總會研擬「行義童子軍組訓暫行辦法」並且

辦理行義童子軍木章預備訓練、木章訓練，藉以在高級中學中推廣行義童子軍

運動。輔導制度行之多年，多在省市理事會推動下由教育界首長兼任，實際效

果不大。考量對政策決策者的時間與其個人素養，邀集社會、政治各界精英份

子，辦理輔導人員木章訓練，讓更多政策決策者瞭解童子軍運動的精神與方法。 

辦理「生活教育研習營」介紹童子軍運動，對國中儲訓校長施以木章訓練、

對國中導師辦理「童子軍訓練教師研習營」，及對師範學校畢業生開設幼童軍

木章預備訓練。都是藉由各項訓練班隊，增加非童軍背景的教育人員對童軍運

動的認識。多項班隊延續至今。 

中國童子軍活動中心及國際極偉園中國分營營地的開發與建設，代表著童

子軍動員能量，也建構了童子軍的基地。1966 年遠東區會議在台北、日月潭舉

行，更證實了中國童子軍在這段時期的努力是受到遠東區多數會員國的支持與

肯定的。 

肆、茁壯期（1978~1994年）  
1981年成立「社區推廣委員會」，分期邀集各省市各級社區的成員參加木

章預備訓練、木章訓練，藉以瞭解童軍運動。各級童子軍理事會持續辦理「團

行政工作研習營」。配合世界童軍總會降低童軍活動年齡的政策，1987年起開

始研擬「稚齡童軍」發展的研討，在 1993年正式將稚齡童軍列入童軍活動進程。 

1981 年中國童子軍總會向內政部申請為人民團體。1990 年獲內政部頒發

「全國性社會團體」立案證書。1991年組成專案小組研擬修改組織、誓詞事宜。

1992年起由各地方縣市理事會先進行人民團體申請程序。1994年通過修訂「中

國童子軍總會章程」，修改童子軍歌歌詞、諾言、規律，高銘輝並當選為首任

非教育最高主管兼任之理事長。 

配合亞太區各委員會運作，我國赴外參加研習活動也趨於多樣化。除開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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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人員研習外，尚有「公共關係研討會」、「專業人員基本訓練營」、「專業

童軍服務員訓練」、「青少年價值觀研討會」。我國各級理事會也因應地方服

務員特色及需求，辦理各種類型的講習活動，除了訓練的目的之外，聯誼的成

份也融入其中。計畫性辦理國家訓練人員訓練班培養助理訓練員，符合各地方

訓練組員的需求。 也因為我國積極參與亞太區的訓練活動，1992 年受託派員

至外蒙古協助其辦理童子軍木章訓練。華語的訓練人員訓練班也於 1993年在金

山青年活動中心辦理。 

1989年世界童軍總會發行”Fundamental Principles”，統一多項觀念與做法。

經過中國童子軍總會翻譯，藉由臺北市舉辦服務員成長系列活動研習會，介紹

「童軍運動中的服務員」、「青少年活動方案」等多項文件，提供童軍服務員

不同於以往的思維方向。 

為穩定童軍運動在校園的發展，持續辦理候用校長主任儲訓班、童軍教師

研習、導師研習營、師範院校生木章基本訓練，介紹童軍教育是群育教育與生

活教育的最有效方法。全臺灣省並分為七區進行輔導工作。臺北市則於 1987年

成立幼童軍、幼女童軍活動輔導團，藉資深學有專精的優良教育人員，實際投

入直接協助各學校團辦理幼童軍團務。 

各縣市理事會努力下，中正露營場、東勢坑露營場、清水岩露營場、陸續

成立提供童軍活動所需的場地。陽明山營地於 1980 年、1986 年分別獲得補助

進行改建。1990 年行政院更專案撥發經費補助宜蘭縣福山營地等 38 個童軍教

育營地所需硬體建設費用。 

1990 年陳忠信辭去國家訓練營營主任職務，在接任營主任崔德禮推動下，

中國國家訓練營營主任逐漸建立起任期制的觀念。1994年國家訓練營更名為國

家研習營。 

第  二  節  研究結果  
早於 1934年總會成立之前，戴季陶在 1933年 4月 12日因為感受到當時童

子軍的運作並非童子軍運動應有的精神，曾經上書蔣中正建議必須派人到英美

考察童子軍運動的情形，但是卻因為時局動亂而無法成行。上書的重點有二項，

首先是 

“童軍缺乏高級領導之人，即席日創始童軍諸人，亦非有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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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一切之能力。⋯⋯今後一切興舉，必須將舊有童軍人才儘量利

用，不令其別成統系，而同時在中央辦一童軍幹部養成教育，即

附屬於中央軍校，而由軍校與教育部合同辦理，一方面將現有各

地訓練員調來，施以教育，以補充其智慧能力，陶融其主義思想；

一方面另召新班，以為增加訓育人員擴充事業之豫備[sic]“ 

其次談到吸取他國經驗 

“今後需選派青年軍官三五人，與舊日童軍領袖中有聲望之

人員二三人，組織一考察團，一同赴歐美各國，做詳密之研究，

其時期大約一年為度，回國後即已此五六人分任中央主要教官，

並擔任總會各組主任，大抵此舉不獨在增進其智能，蓋於一年共

同行動修業之中，自然成一和衷共濟之團體，⋯⋯目前中央童軍人

才無兩人能合作者，而外行任事，更多毛病，故此舉雖略費金錢，

然斷不可少。“（林有土，1983） 

由此可知童軍事業中人才的需求一直都是童軍領導人員著重的要項。 

播遷來臺後，中國童子軍教育學會為主的有心童軍運動人士，以重建省市

理事會組織為始，1948年通過之「中國童子軍總章」及全國童子軍教育行政會

議結論為本，頒布「各級理事會辦理童子軍幹部訓練辦法」來作為童子軍師資

培養的根據。 

1953年重返國際童軍組織前，童軍運動即建立以「團」為基本單位的觀念，

且承諾必須由良好訓練者來擔任團長，過往長時間的童軍師資培養制度，顯已

不符當時的需求。再因與國際童子軍更多交流加上當時遠東區也有意推動共通

的訓練標準，我國童子軍總會在 1950年代積極與外國交流，建構國際化訓練制

度的想法。 

壹、教育、社會、經濟環境影響服務員訓練對象  
童軍運動服務員訓練，從 1940年代為了童子軍教育師資培養而辦理「幹部

講習班」、開辦童子軍科，到 1950、60年代以團領導人員為主要目標發展義務

服務員觀念。引進木章訓練制度初期，以「木章」作為授與榮銜之一部份，讓

教育行政人員多一份參與童軍運動的意願，利用其影響力擴展童子軍運動，也

是童軍訓練人員的種子培養機制。發展的重心仍在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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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以後，社區、社團、山地是校園發展後擴展童軍參加人口的重要目標，

辦理多梯次社區為主體的木章系列訓練，因為課程內容未見大規模調整，未能

對參與訓練人口產生質變的現象。僅有少數非教育界熱心人士及大專院校學生

以羅浮身分參加木章系列訓練外，童軍運動仍以校園教師為主要成員。 

1990後，因為 1)中國童子軍總會改組，教育行政對童軍運動推廣影響較小；

2)社會教育發展多元化，童軍團的辦理不再是校務經營的特色指標之一；3)志願

服務法立法通過國人志願服務成為風氣加上教師減課時數的減少、公假期間課

務自理等行政規定，降低教師投入童軍團的意願；4)九年一貫課程規劃，童軍

不再是獨立學科後等因素影響。童子軍運動服務員訓練的對象，已轉變為社會

人士（包含校內熱心家長）、學生（甚至有行義童軍）為主要參與對象226。 

貳、服務員訓練課程內容之演變  
引進木章制度以來，童子軍服務員木章系列訓練，在行義童軍成立後為了

與行義童軍服務員木章課程有所區分，將斥候工程的課程刪除；90年代環保意

識高漲後加入部份環境保護議題及國家公園等課程；2000年後因亞太區及世界

總會強調童軍基本宗旨與方法的風潮下，加入了「青少年活動方案」、「童軍

企劃方案」等課程，將國家公園等休閒課程刪除。其餘在課程內容上，少有大

規模的轉變。 

幼童軍服務員木章系列訓練，主要係因為活動背景故事的特殊性除因應

1993年稚齡童軍的成立，加入了介紹稚齡童軍的課程外，其餘課程內容僅以時

間比例調整為之。 

行義童軍木章系列課程，在基本訓練方面已改為與童子軍服務員木章基本

訓練共通課程。木章訓練則以強化斥候工程以及青年輔導課程（生涯規劃、團

長職責）為主要差異。稚齡童軍服務員訓練，自成立以來執行訓練者仍多屬原

種子訓練員，甚少變化。 

羅浮童軍服務員木章系列訓練，因停辦多年，且世界各國少有此一性質訓

練。1960 年代之課程內容並無資料保存，僅從少數報導窺視一緲，不足為據。

                                                
226 依據研究者非正式調查臺北市 11期，輔導木章 1期，其他縣市 5期木章訓練或木章基本訓
練，其參加者簡單區分教師資格者佔 15.16%，學生（主要是羅浮）22.75%，代課教師 2.25%，
其餘 59.84%皆為家長或者是社會人士。因樣本數太少且非系統性取樣，僅將結果列於尾註作為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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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2010年後三期羅浮童軍服務員基本訓練課程，其內容差異甚多，儘得以試驗

期間來描述此一現象。 

1969年後訓練組員（訓練員、助理訓練員）的訓練課程，得以自行依需要

安排課程，為反應童軍潮流思想且亞太區及世界總會多已將相關訓練資料公開，

所以我國辦理訓練組員訓練課程（CLT，CALT）多數會參考亞太區其他梯次的

訓練課程，但仍存在有自我的主張。 

參、影響國內服務員訓練班隊舉辦的因素  

1、木章系列班隊主辦單位  

木章系列課程，從萌芽期完全由國際極偉訓練營中國分營主導，演變為各

縣市辦理基本訓練（或預備訓練），總會辦理木章訓練以及師範院校學生基本

訓練，到新近由各縣市依實際需要辦理各類木章系列訓練課程，木章訓練僅由

國家研習營頒發期數外。各類訓練課程以完全由各縣市理事會為主導，國家研

習營為課程研擬單位及證書頒發審核單位。 

如此制度，致辦理梯次、參加人數，在各縣市有極大的差異。活動人口眾

多的縣市，以臺北市最為典型，曾以少數團次聯合就辦理二期木章訓練，同時

參加人數超過六十人。相對者，甚多縣市多年未辦木章訓練，有意參加者多藉

網路或刻意打聽始可有機會參加相關訓練。 

也因為得由各縣市辦理辦理木章訓練、木章基本訓練。1990年代以前，木

章預備訓練（基本訓練）多為同一縣市內童軍夥伴經驗交流的機會，木章訓練

為全國各地童軍夥伴交流的機制，已不復存在。各縣市之間的差異，甚至南北

之間的差異，往往僅有少數訓練委員會成員才可得知或須待助理訓練員訓練班，

才能在討論與試教時段，才能引起話題。如此情況持續演變則無法建立統一一

致的訓練課程，而實施成效更將是值得探討的議題。 

2、訓練組員聘任制度  

國際極偉訓練營中國分營成立之初，訓練組員係由資深童軍服務員，依個

人在童軍運動中的資歷、影響力及投入訓練的程度，由總會聘任。隨著定期派

外受訓、爭取訓練人員班隊在臺舉行及開放各國自行辦理訓練組員班隊的影響，

訓練組員必須接受一定班隊的訓練（CALT、CLT）後，由各縣市依需要舉行木

章預備訓練時得推薦候選人擔任主持，經總會核准後在開訓典禮前頒授助理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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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員資格。訓練員則必須取得候選人資格後，於國家訓練營辦理木章訓練時，

再檢討是否由取得資格者擔任主持人並同時頒授訓練員資格。 

1996年起，訓練組員聘任制度化。參加受訓學員必須於受訓後協助一定次

數的訓練梯隊，才可以取得訓練組員資格。因此，每每訓練組員訓練梯隊結束

後，由各縣市主辦的木章訓練、木章基本訓練次數較諸平日增加較多。此一現

象在轉型期特別明顯。 

3、派外訓練並未影響國內班隊的種類  

1990年代以前，無論國內或亞太區服務員訓練，都僅僅侷限在訓練人員訓

練或行政人員訓練二大類型。後雖曾派員參加亞太區各委員會所主辦多類研習

活動，包括風險管理、人力資源管理、財務管理等研習活動，但多因在國內未

能形成風氣，具有同樣專長者寡所以在國內並沒有類似研習活動的辦理。 

第  三  節  建議與後續研究  
整理 1950年代以降中華民國童軍服務員訓練相關歷程後，依據發現現象及

現存條件提出四項建議及三項後續研究課題。 

壹、建議事項  

1、在課程設計方面  

木章訓練為所有童軍服務員第一印象的訓練課程，部份人員甚至認為是唯

一的課程。在美國的服務員訓練中，已明確將木章訓練定位為訓練領導才能的

課程，針對童軍技能或團務行政則另有課程介紹。香港童軍總會，則開設木章

訓練後的進階課程，來滿足所有童軍服務員自我的需求以及帶領青少年所需要

的智能與技能。 

國家研習營與人力資源委員會，應該針對童軍運動中各個環節的成年人規

劃他們角色扮演上需要的知識與能力，在角色上包括副團長、團長、團務委員

及各級理事會專職人員。在班隊形式上而言，應該包括木章訓練、團長訓練、

團行政訓練、專業技能的訓練及輔導進修所需課程。且童軍運動許多活動都是

藉由多樣化的生活技能來呈現與吸引童軍注意引發他們的興趣，個人才藝的培

養與戶外活動的參與，都是童軍服務員不可或缺的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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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香港領袖人員訓練體系。 
香港童軍總會訓練署 

在「童軍運動中的服務員」中早已說明童軍服務員的生命週期觀念，訓練

僅是其中環節之一，對團的領導人員，包括副團長、團長、教練及團務委員，

落實此一人力資源觀念所需要的知識，如果能成為人力資源委員會規劃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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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國家研習營課程執行的重要參考。此對中華民國童軍服務員訓練的課程

設計，才是長時期的需求。 

2、在課程內容方面  

多年來各類課程除羅浮童軍木章基本訓練外，其餘課程並未有大規模變動，

部份類型課程歷經半世紀，除開時序的變動及二階段實施外，並沒有更動。部

份新課程的加入亦多屬概念性的說明，是否可以形成觀念落實於團務運作，需

另外檢討。系統性課程討論的必要性，早已是訓練組員之間的話題。必須集合

童軍訓練組員及教育界課程專業人士，組成委員會針對目前課程內容系統性檢

討，並且規劃時程，試行、檢討、修改、推廣，一系列的進行，才是現代童軍

運動者的真正期望。 

3、推動義務服務員勿忘專業人員的需求  

童軍團體屬非營利組織，但自總會至各縣市地方理事會，專業人員不僅人

數不足且從訓練歷史中觀察，缺乏長時間系統性的在職訓練。朱其榮（1997）

曾提及 1950年代前「⋯⋯種種設施都以學校、童子軍教育人員之培養為主，對

童子軍行政專業人員之培植闕如。」後文又提及「⋯⋯如美國西佛專業訓練，

亞太區專業人員進修，竟然遴派義務人員前往（如校長、行政長官、社會賢達）

終於形成重義務、輕專業，幾無專業人員存在空間，不培植專業新生代，不重

視專業者升遷、福利任其自生自滅⋯⋯」。童軍運動本來究應該存在專職人員

與義務服務員，朱其榮所反應現象遲至今日應該還是常見，在地方縣市更加嚴

重。且因志願工作者基於熱情對童軍總會、縣市理事會總是有著高於一般民眾

的期望，非熟稔於 NPO或 NGO的社會工作運作者，甚難滿足志工的期望與追

求自我實現的心態。 

4、義務服務員需求的研究  

在歷次木章系列課程結束前公開座談的時段，「如何再進修」、「如何取

得相關資源」是經常談到的問題，香港童軍總會所在的龍堡酒店，更是香港九

龍地區重要的進修場所。蕭維武（2000）在研究結論中提到「木章訓練在知識

傳遞的層面上能夠符合其自身目標與參加之童軍義務服務員的需求，但是在童

軍技能的提昇上卻相對薄弱」。2005年考驗委員會所主辦的服務員智能增進系

列課程，吸引了許多服務員參與甚至當時理事長亦撰文稱許，然卻因為主辦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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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之權責話題，至此一營隊未能持續辦理。 

透過類似香港訓練署所作「檢討領袖木章訓練系統暨領袖訓練需要分析研

究報告」，以課程需求的角度依潛在學員的需求開發真正符合中華民國童軍服

務員需要的系列課程。 

貳、後續研究建議  

1、服務員訓練參與者的組成與動機研究  

各項服務員訓練，雖從研究者本身的經驗與感受，深信自願參加者已是絕

對多數。然此一主觀的認定，對課程的設計並未能發揮實質的幫助，必須整體

性研究參與者動機及其人員組成的架構，才可以對整體訓練機構的發展與受訓

者的需求達成平衡。 

2、服務績效的統計機制  

童軍運動是國內義務工作者的先驅機構。志工的精神早已存在童軍服務員

的心目中，「不受酬，不居功」雖是童軍夥伴早已建立的觀念。但同為志工的

角色，若能比照其他志工團體建立客觀的服務績效統計制度，包含服務、受訓、

活動辦理，能建立共通的統計機制。再加上現行工作獎章、服務獎章的制度，

對服務員的經營將更有幫助。此一機制亦須詳與研討，始可成行。 

3、木章系列課程實施結果評鑑制度  

課程實施是課程理論中重要的課題之一，然其重點在於評鑑指標的建構。

童軍服務員訓練課程，近年課程內少數課程時序變動多係考量執行效果不佳而

改變。在本研究中並未能對此做客觀的分析，將待賢者建構評鑑指標客觀的評

價而改進。 

藉由本研究對中華民國童軍服務員訓練歷史的整理，對其課程內容、課程

目標二個面向有所描述，若持續加上對課程實施、課程評鑑等後續研究將對中

華民國童軍服務員訓練建構完整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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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中華民國童軍服務員訓練歷史簡表  
年代 月 日  事件 備註 

1928 12 29 △ 北伐成功 227 

1929   ▲ 中學課程暫行課程標準-黨童軍  

1929 6 14 ○ 改「童子軍」為「中國童子軍」  

1930 4 18 ! 第一次全國童軍大檢閱  

1931 3 19 ○ 通過「中國童子軍」歌詞  

 4 22 ○ 「中國童子軍司令部」改組為「童子軍總會」  

1932 4 10 ○ 童軍總會籌備處成立  

1933 5 5 ○ 頒布中國童子軍誓詞與規律  

1933 9 28 ○ 中國童子軍總章通過  

1934 2 19 △ 新生活運動  

 6 5 ▲ 通令初級中學學生一律成為童子軍  

 7  ● 教育部舉辦童子軍教練員訓練班  

 11 1 ○ 中國童子軍總會成立  

1935 3 14 ● 戴季陶上書派員赴外研究童子軍運動  

1936 1 4 ▲ 教育部公佈「初級中學童子軍管理辦法」  

 4  ● 中國童子軍幹部訓練班  

 10 7 ! 舉行的第二次全國總檢及大露營  

1937 7 7 △ 抗日戰爭開始  

   ● 廬山暑假訓練團  

 12 1 ○ 獲准加入世界總會成為正式會員國  

1938   ● 吳兆棠自德國歸國任童子軍教導人員訓練班副班主任  

1938 1 1 ○ 「戰時童子軍」發行  

 6 4 ● 與教育部在合川設立中國童子軍教導人員訓練班  

1940 2  ▲ 中學課程標準-童子軍  

1941   ● 南京舉辦童子軍幹訓班  

1942 2 25 ○ 第一次榮譽評判庭  

1943 6 20 ○ 中國童子軍教育學會成立  

1944 2 25 ● 青木關成立「國立童子軍師範學校」  

1945 8 9 △ 抗日戰爭結束  

1946 4  ○ 總會公佈「中國幼童軍團組織規程」  

                                                
227 !童軍組織發展，●服務員訓練，△政治經濟社會重要事件，▲教育政策，!童軍大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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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月 日  事件 備註 

 11  ● 張忠仁奉派抵臺成立台南師專童軍團  

1947 2 28 △ 二二八事件爆發  

1948 5 16 ○ 全國童子軍教育行政會議  

 10 1 ▲ 初級中學童子軍訓練課程標準  

1949 2 12 △ 戴季陶逝世於廣州  

 8  ○ 台灣省童子軍理事會成立  

1950 9  ● 各級理事會辦理童子軍幹部訓練辦法   

1951   △ 「美軍顧問團」成立  

1951   △ 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  

1951 12  ▲  初級中學童子軍組訓改進辦法  

1952   △  救國團成立   

   ○ 吳兆棠任駐會常務理事。  

1953   △  韓戰停戰  

   △ 「四年經濟建設計畫」  

   △ 公佈「耕者有其田」實施辦法  

 4 14 ▲ 廢除「初級中學童子軍管理辦法」  

 4 22 ● 靈泉寺訓練營  

 8 8 ○ 徐觀餘代表出席第十四屆國際會議，爭取恢復會籍  

   ▲ 初級中學童子軍實施綱要  

   ○ 開始辦理童子軍三項登記  

1954   △ 中共砲擊金門、簽署「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 實施「大學聯考」  

 10 26 ○ 中國童子軍教育改進方案  

 12 2 ▲ 初級中等學校童子軍教育實施綱要  

1955 9  ▲  台灣師範大學成立二年制童軍專科學校   

1956   △  臺灣省政府遷至中興新村   

 7 30 ● 劉元孝、朱其榮、方火爐、劉明智參加日本實修所研習  

 10 25 ! 第三次全國大露營  

1957 元  ○ 謝又華接任總幹事  

 6 4 ▲ 初級中學學校童子軍教育實施計畫  

 8  ● 吳兆棠、陳忠信、劉元孝參加木章訓練；謝又華赴美�  

1958   △ 警備司令部成立、八二三砲戰   

 1 20 ○ 頒佈「中國童子軍獅級長城級國花級考驗晉級暫行辦法」  

   △ 經安會併入美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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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月 日  事件 備註 

   ▲ 初級中學學校童子軍教育實施補充與聯繫兩要點  

 7  ○ 輔導制度實施辦法  

 8 20 ● 舉辦木章預備班  

1959 5 8 ●  國際極偉營中國分營成立  

 6  ○ 中國羅浮童子軍組訓暫行辦法  

 8 7 △  八七水災  

1960   △ 「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公佈實施  

   △ 蔣中正任第三任總統  

1961 4  ●  試辦幼童軍、幼童軍木章   

   ! 第一次全國羅浮大會  

1962   △ 台視成立  

1962   △ 證交所開業  

 7 31 ▲ 初級中學童子軍訓練課程標準，課程名稱改為「童子軍訓練」  

1963   △ 「經合會」運作  

 11 14 ○ 生活教育研習營   

   ○ 「中國童子軍（台灣版）」月刊發行  

   ○ 吳兆棠出任台灣省政府教育廳廳長  

1964   △  石門水庫竣工  

 7 3 ● 吳兆棠逝世  

   ○ 興建森林公園營地  

1965   ● 更名為「中國童子軍極偉訓練營」  

   △  美援停止  

 2  ○ 發起「加倍運動」  

 6 21 ○ 首期師範學校畢業生辦理幼童軍木章基本訓練  

 8 4 ○ 陽明山森林公園營地落成  

1966   △ 國家安全會議成立、加工出口區成立  

 7  ○ 中國童子軍活動中心落成揭幕  

   ▲ 實施九年國教，課程更名「國民中學童子軍訓練課程標準」  

 10 4 ● 第十五屆遠東區訓練人員訓練班  

 10 9 ○ 第十五屆東區國際會議  

1967 7 1 △ 台北市改制成為院轄市、陽明山管理局併入臺北市   

1968   △ 「台灣地區家庭計劃實施辦法」公佈  

   ▲ 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國民中學童軍訓練課程標準  

 3 5 ○ 試辦「行義童子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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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月 日  事件 備註 

 4 10 ▲ 首批針對儲訓校長進行童軍教育  

 8  ▲ 童子軍專修科改為「公民訓育系童軍教育組」  

1969   △ 「生命線」啟用；金龍少棒奪冠   

 3  ○ 陽明山森林公園營地停用  

 10 12 ○ 陽明山苗圃營地開始施工  

1970 10 19 !  第四次全國大露營   

1971   △ 保釣運動 退出聯合國   

 8 20 ● 舉辦第一屆全國訓練人員訓練班  

   ▲ 童子軍訓練改為「童軍訓練」  

1972   △ 中日斷交  

   ●  獲得授權自行辦理木章訓練  

1973   △  第一次石油危機、宣佈「十大建設」  

 1 31 ○ 「中國童子軍五年發展計劃」  

 12 8 ●  第一期行義童軍木章訓練   

1974 4 17 ● 第一期輔導人員木章訓練  

1975   △ 蔣中正逝世、校園民歌風潮開始   

1976   △  台中港啟用  

 5 15 ● 中國童子軍國際極偉訓練營更名為「國家訓練營」  

   ● 第三、四、五期國家訓練人員訓練班  

1977   △  「中壢事件」  

 4 2 ●  自行辦理國際訓練人員訓練班  

   ○ 女性擔任童子軍服務員、蘭傑童子軍成立  

1978   △ 蔣經國就任、高速公路通車  

   ○ 訂頒「中國童子軍新五年發展計劃方案」  

1979   △ 高雄市升格、開放觀光  

   △ 中美斷交「台灣關係法」生效「美軍顧問團」解散  

   △ 中正機場啟用、鐵路電氣化完成、核能發電廠竣工  

1980   △ 美麗島事件、北迴鐵路通車、竹科揭幕  

1981   △ 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1982   △  「三不政策」提出   

   ● 第六期國家訓練人員訓練班  

   ▲ 國民中學童軍教育課程標準-童軍教育  

1983   ○  成立「社區童子軍推廣委員會」   

1984   △  蔣經國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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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月 日  事件 備註 

1985 4 10 ● 約翰儲曼逝世  

1985   △ 十信事件  

 5  ○  臺北市成立幼童軍輔導團  

1986 10  ○ 陽明山營地更名為「財團法人中國童子軍陽明山活動中心」  

1987   △ 台澎地區解禁、開放大陸探親、人口突破二千萬  

 6 19 ○ 召開「試辦稚齡童子軍研討會」  

   ○ 陳忠信辭去相關職務  

1988   △ 李登輝接任總統、解除報禁   

1989 2  ○ Fundamental Principles發行   

 7 27 ▲  教育部成立「童軍教育與活動改進發展專案小組」  

1990 1  ○ 獲內政部頒發全國性社會團體立案證書  

1990   △  野百合三月學運  

   ● 第七期國家訓練人員訓練班  

   ○ 三項登記作業由省理事會轉回總會辦理  

1991   △ 海基會成立、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建設六年計畫  

 8 3 ○ 陽明山活動中心整建工程奠基  

 7 16 ○ 「中國童子軍稚齡童軍活動進程試行辦法」  

1992 2  ●  崔德禮擔任營主任   

1993 4 16 ○ 陽明山活動中心取得使用執照  

 10 22 ○ 稚齡童軍正式成立  

 10  ○ 人力資源重要文件頒布  

 11 12 ● 首屆華語訓練人員訓練班在金山辦理  

1994   △ 首屆省長直選、大學聯招廢考「三民主義」  

   ●  國家訓練營更名為「國家研習營」  

 1 8 ▲ 「發展與改進童軍教育三年計劃」  

 10 25 ○ 依照人團法改選理監事  

1995 5 1 ●  陳漢強接任營主任   

1996   △ 首次總統直選 
  

 

 12 27 ○ 松江路活動中心必須遷屋還地。  

   ● 第九、十期助理訓練人員訓練班  

1997   ● 第十一期助理訓練人員訓練班  

1997 1 25 ○ 英文名字改為「 Scouts of China」  

1998   △ 開始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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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月 日  事件 備註 

 8 2 ! 第八次全國大露營  

 10 9 ○ 成立人力資源開發委員會  

1999   △  「地方自治法」開始實施、九二一地震   

 1 3 ○ 鄧傳楷病逝  

2000   △ 陳水扁就任   

   ● 第十二期助理訓練人員訓練班  

2001   △ 「志願服務法」立法通過實施  

 5 19 ○ 童軍會館落成 用  

   ▲ 九年一貫課程-綜合活動領域  

   ○ 舉行全國童軍策略發展研討會  

2002   ● 第十三期助理訓練人員訓練班  

   ● 趙錦水任國家研習營營主任  

   ● 訓練組員採行任期制  

2003 11 28 ▲ 臺北市通過「發展與推廣童軍教育實施方案」  

   ● 陳忠信病逝  

2004   ● 第十四期助理訓練人員訓練班  

2005   ● 第十五期助理訓練人員訓練班  

   ○ 童軍活動領導研習班  

   ● 崔德禮病逝  

   ● 第一期稚齡童軍木章訓練  

2006 11 10 ● 亞太區羅浮木章訓練  

   ! 第九次全國大露營在走馬瀨舉行  

2007   ● 國家研習營與人力資源委員會合併  

 9 26 ● 黃克仁擔任營主任  

   ● 2007CLT在臺中縣龍崗營區舉行  

2008   ● 木章訓練相關研習資料與辦法公佈  

2009 5 23 ○ 改名稱為「中華民國童軍」  

 9 1 ● 李錫津接任營主任  

2012 2 24 ● 第 16期 C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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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深度訪談話題  

壹、服務員訓練歷史  

訪談開始由研究者向受訪者說明本次深度訪談的動機、目的與研究範圍。

並說明訪談紀錄的運用方式及可能發展的方向。 

• 請教受訪者背景 

一、先生參加童軍活動的動機、經歷與特殊記憶。 

二、先生參與童軍服務員訓練活動的經歷。 

• 國家研習營（即原先國家訓練營）的人事物 

三、國家研習營成立前（民國四八年，1959）童子軍服務員的訓練是如何進行？

有無常設機構或是例行性的營隊。 

四、引進木章訓練前，我國童軍教育也有許多推廣性政策（例如「初級中學學

校童子軍教育實施計畫」）公告實施，請問這是一連串政策實施的配套作

為嗎？ 

五、民國四八年國家訓練營成立前，多位童軍前輩奉派至英國、美國、日本及

菲律賓參加訓練，請問當時的總會的預期目標如何？選派的對象如何產

生？ 

O 夥伴 XX 鈞鑒： 

晚生是臺灣師範大學公民訓育與活動領導所戶外活動組在職班研究生。修業

告一段落，現擬撰寫論文為此階段劃下句點。 

畢業論文題目暫定為「中華民國童軍服務員訓練歷史研究」，主要研究要點

為，中華民國童軍服務員訓練制度相關歷史及其影響因素。 

先生為中華民國童軍長期投入深受敬重的長者，感謝您的協助。以下主文是

晚生草擬的訪談要點，將於約定時間依時前往訪問處，如蒙允諾將參照逐一請教。 

訪問結果將作成訪問稿，會請您同意後，應用於本研究及  台端授權事項。 

 

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指導教授：陳盛雄 

研究生：連建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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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吳兆棠先生為國家研習營首任營主任，他是如何運用資源推廣義務服務員

訓練制度？期間有哪些艱辛工作延緩了工作的進展？ 

七、國際童軍的發展，大體上分為英國體系與美國體系，在引入我國訓練人員

訓練制度時為何選擇英國的木章制度作為我國主要的訓練制度。可以比較

一下英美兩國的服務員訓練制度的差異？ 

八、國家研習營成立之初，百廢待舉。在課程內容整理、人員培訓及場地設施

等方面工作是如何進行？ 

九、先生參與過第四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編撰工作，請問那段時間是否有針對

童子軍運動有較多的著墨？（針對謝又華先生） 

十、日據時期的台灣也有少年隊的組織，請問他們對服務員的訓練如何進行？

這些服務員訓練機制對我國童子軍服務員訓練有無影響？（針對方純青先

生） 

十一、 先生擔任國家研習營首任執行秘書，先後襄佐二位營主任，可否描述

一下當時訓練工作推廣的困難之處。（針對劉元孝先生） 

十二、 民國五三年（1964），我國在第四屆遠東區童軍會議中爭取於民國五

五年在台灣主辦遠東區童軍會議及訓練人員訓練班，當時的動機與經過如

何，對我國童軍運動有無特別影響。 

十三、 民國五八年（1969），在芬蘭舉行的世界會議通過各會員國可以在國

際訓練委員會指導下，依據各國特色發展服務員訓練課程，當時我國童子

軍總會有哪些具體作為？ 

十四、 輔導木章制度在其他國家甚少聽聞，我國童子軍為何有此制度？ 

• 陽明山營地歷史回顧 

十五、 在森林公園興建（民國五四年）之前，已經開始辦理木章訓練，依據

開訓照片標題所示舉辦場地都是在陽明山營地，請問在陽明山地區是否還

有另一個童子軍經常使用的營地？ 

十六、 民國五十一年吳兆棠先生開始倡導興建童子軍活動中心及童子軍永久

營地，為何訓練營位置在”陽明山”？是否曾有其他的選項？營地的地址

是否有系統性尋找或者是不期而遇。 

• 其他針對中華民國童軍服務員訓練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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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訓練課程內容  

訪談開始由研究者向受訪者說明本次深度訪談的動機、目的與研究範圍。

並說明訪談紀錄的運用方式及可能發展的方向。 

• 請教受訪者背景 

一、先生參加童軍活動的動機、經歷與特殊記憶。 

二、先生參與童軍服務員訓練活動的經歷。 

• 國家研習營（即原先國家訓練營）的人事物 

三、國家研習營成立後，課程有經歷過哪些調整？大多數而言是因應哪些因素

而改變？ 

四、我國童子軍目前對服務員的訓練有哪些？設置這些課程的目的為何？ 

五、外在環境有哪些因素造成我國木章訓練制度的改變？ 

六、訓練組員的產生方式，有歷經哪些改變？您覺得對中華民國童軍而言有哪

些影響？ 

• 木章訓練課程內容與實施 

七、您認為我國的木章訓練課程內容，有經歷過哪一些具體的改變？改變的動

機為何？ 

八、各類童軍的木章基本訓練與木章訓練間的課程銜接性，是否符合課程目標

XX 夥伴鈞鑒 

晚生是臺灣師範大學公民訓育與活動領導所戶外活動組在職班研究生。修業告

一段落，現擬撰寫論文為此階段劃下句點。 

畢業論文題目暫定為「探討中華民國童軍國家研習營歷史」，主要研究要點為，

中華民國童軍服務員訓練制度相關歷史及其影響因素。 

先生為中華民國童軍長期投入深受敬重的長者，感謝您的協助。以下主文是晚

生草擬的訪談要點，將於約定時間依時前往訪問處，如蒙允諾將參照逐一請教。 

訪問結果將作成訪問稿，會請您同意後，應用於本研究及  台端授權事項。 

 

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指導教授：陳盛雄 

研究生：連建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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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設定？ 

九、輔導木章制度在其他國家甚少聽聞，我國童子軍為何有此制度？ 

十、羅浮童子軍木章，在我國已經超過四十年未辦理。期間未施行的原因為何？ 

十一、 各縣市辦理木章訓練（含木章基本訓練）會有訓練品質上的差異嗎？

國家研習營對此在政策上如何有哪些作為？ 

十二、 您認為現行的木章訓練課程內容有哪一些不足之處？ 

• 國家研習營組織 

十三、 國家研習營的委員組成如何？它是如何組織而成的？基本運作的方法

如何？ 

十四、 總會自第廿屆理事會組成後，便有人力資源委員會的組織，您認為人

力資源委員會與國家研習營之間，應該如何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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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各類木章基本訓練課程表  
1、稚齡幼童軍  

表 44國家研習營 2010年公佈稚齡童軍木章基本訓練課程表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童軍總會（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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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幼童軍  
表 45 幼童軍服務員木章基本訓練課程表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06：00~07：00  起床、盥洗、整理環境、晨間活動 

07：00~07：40 早餐 

07：40~08：10 晨檢、講評、遊戲 

08：10~08：40 相見歡〈報到〉  30’ 升旗、晨間講話 

08：40~09：30 準備時間   30’ 第二次團集會   80’ 

〈講國旗、戲劇表演〉 

第四次團集會 130’ 

  〈探涉〉    

09：30~10：00 開訓儀式   30’ 

10：00~10：10 
認識環境  20’ 

休 息 時 間  10’  

10：10~10：20 

講團集會與設計  40’ 10：20~10：30 休息時間   10’ 

10：30~10：50 
敏捷與良好秩序 50’ 

10：50~11：20 
分站活動〈運動〉 40’ 

公 開 討 論 

40’ 11：20~11：30 
基訓目的與方法 20’ 

11：30~11：40 

介紹稚齡童軍   30’ 
講拔營拔營滅跡 30

’ 
11：40~11：50 

童軍歷史與宗旨 20’ 
11：50~12：00 

12：00~13：15 午                       餐              

13：15~13：30 歌唱       15’ 
結訓儀式 40’ 

13：30~13：55 
第一次團集會 100’ 

〈講諾言規律、遊戲〉 

第三次團集會     85’ 

〈結繩法、講檢查〉 
13：55~15：10 

珍重再見〈離營賦歸

〉 

講「怎樣利用叢林奇談」15’ 

15：10~15：30 講遊戲 20‘ 講如何講故事    20’   

15：30~15：50 茶       點     20’ 

15：50~16：20 
活動進程＆ 技能章 30

’ 

講童軍組織及複式團 

表演升團儀式   30’ 

16：20~16：35 

分站活動  50’ 

歌 唱    15’ 

16：35~16：50 講營火作法  15’ 

16：50~17：10 
小隊時間〈STA〉   40’ 

17：10~17：30 小隊時間〈STA〉20’ 

17：30~18：00 降旗 30’ 

18：00~19：00 晚餐 60’ 

19：00~19：20 歌唱 20’ 

   

 營 火   90’   

19：20~20：00 

 

講團組織＆如何辦理童軍

團 40’ 

20：00~20：20 虔敬聚會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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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30 講幼童軍虔敬聚 20’ 

20：30~20：50 休 閒 作 業  20’ 

20：50~22：00 團    時    間   70’  

22：00~ 熄    燈    就     寢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童軍總會（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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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童子軍、行義童軍  
表 46童子軍、行義童子軍服務員木章基本訓練課程表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童軍總會（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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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羅浮童子軍  
表 47羅浮童軍服務員木章基本訓練課程表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童軍總會（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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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國家研習營第二期羅浮童軍服務員木章基本訓練課程表 

 
資料來源：青年暨羅浮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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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國家研習營第三期羅浮童軍服務員木章基本訓練課程表 

時間 7月 21日 7月 22日 
7月 26

日 
7月 27日 7月 28日 7月 29日 

0600-0700  晨間活動  晨間活動 

0700-0740  早餐  早餐 

0740-0800 
 

升旗  升旗 

0800-0830 遊戲  遊戲 

0830-0930  
童軍組織架構

與活動綜觀 
 

羅浮齡層的理解

, 溝通和共事 

探涉旅行 

(報告企劃) 
風險管理 

0940-1000 報到 當前羅浮齡層

青年特質 

 領導機會與組織

能力的建立 

羅浮活動方案 

規劃與評估 

羅浮的考驗

與晉級 1000-1040 開訓  

1050-1150 
在地主題 

桃源國中 

羅浮運動的源

起與本相 
 

羅浮服務員的角

色扮演 
個人發展方案 羅浮集會 

1150-1310 午餐  午餐 

1310-1410 
我國童軍在國際

中扮演角色 

興趣活動 

 
模組 5報告 

(小組) 
探涉旅行 

(執行活動) 

模組 6報告 

(小隊) 
1420-1520 

童軍運動的使命

原則和策略方向 
 

1530-1630 團體建立  衝突管理 
公開討論 

結訓 

1640-1740 
如何進行席座討

論 
推廣戶外活動  圓桌會議 

探涉旅行 

(報告成果) 

賦歸 

1740-1900 晚餐 
晚餐(便當) 

賦歸 
 晚餐 

1900-2000 羅浮儀典 

(虔敬集會) 

  

 

小組時

間 

羅浮群 

經營與管理 

自然知識與環境

保育 

2000-2100 
 

營火 

2100-2130 課程回顧 課程回顧 

2130-0000 小隊時間  小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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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各類木章訓練課程表  
1. 稚齡童軍  

表 50 稚齡童軍服務員木章訓練課程表 

 第一天 第二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06：00 
工作人員報到 

＆ 

學員報到 

起床盥洗炊事 

07：00 早餐 

08：00 晨檢 

08：30 升旗晨檢講評 

09：00 

準備時間 

遊戲 

領導人員的帶領

技巧（2） 

如何運用進程與

技能章 

如何辦理稚齡童

軍團 09：20 

第一次團集會 

09：40 

研討團活動節目

（3） 

公開討論 09：50 開訓儀式 

10：00  

研討團活動節目

（1） 

10：20 照相認識環境 講拔營滅跡 

＆ 

拔營滅跡 

＆ 

交還公物 

10：35 
介紹工程繩結 

配給器材 

架營建設 

團長暨服務員的

責任 

11：00 

配給炊事 
11：10 

配給炊事 配給炊事 11：20 檢查營地 

11：30 結訓儀式 

12：00 午餐 

午餐 
午餐 

午餐 

＆ 

離營賦歸 

13：00 

營地建設 13：25 

第四次團集會 
13：30 第二次團集會 第三次團集會 

15：00 茶點 

15：20 
敏捷與良好秩序 

領導人員的帶領

技巧（1） 
研討團活動節目

（2） 

15：40 

領導人員的帶領

技巧（3） 

16：00 歌唱 

16：10 

講我國童軍運動 
16：20 

稚齡童軍團行政 16：35 
唱遊活動 

16：40 歌唱 

17：00 配給炊事降旗 

18：00 晚餐 

19：30 探討稚齡童軍活

動 

木章歷史及第三

部進程 

諾言規律之實踐 
惜別營火 

20：00 虔敬聚會及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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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 

介紹輔導制度 

介紹儀典 

20：40 介紹幼童軍 

21：00 小隊長會報 

21：40 工作人員會報＆熄燈就寢 

資料來源：國家研習營（2010） 

2. 幼童軍  
表 51 幼童軍服務員木章訓練課程表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 第六天 

06：00 

報到 

起床、盥洗、炊事 

07：00 早餐 

08：00 晨檢 

08：30 

準備時間 

升旗、晨間講話、晨檢講評 

09：00 

遊戲 

領導活動的

技能訓練（1

） 團務管理及人

際關係 

領導活動的技

能訓練（3） 

企劃幼童軍活

動 

09：15 

第一次 

團集會 研討團活動

節目（1） 

09：30 
開訓儀式 公開討論 

09：40 

第四次 

團集會 

10：00 照相&認識

環境 
研討團活動節

目（3） 

講拔營滅跡 

＆ 

拔營滅跡 

＆ 

交還公物 

10：30 
介紹工程繩

結 

講露營技巧 

分站活動 

10：35 講幼童軍 

與社區發展 

11：00 
配給&炊事 

11：25 結訓儀式 

12：00 午餐 
午餐 

離營賦歸 

13：00 

營地建設 

13：30 歌唱或遊戲 

14：00 我國及世界

童軍運動之

簡介 第二次 

團集會 

第三次 

團集會 

領導活動的技

能訓練（4） 

15：00 木章訓練歷

史意義&第

三部進程 

童軍與環保 茶點&準備特

別團集會 

15：30 茶點 

15：45 敏捷與良好

秩序 
歌唱 

研討團活動

節目（2） 

領導活動的技

能訓練（2） 
特別團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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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 
童軍運動中

的 

義務服務員 

幼童軍活動

與晉級考驗&

表演進程章

頒授儀式 

16：30 

17：00 配給、炊事 

17：30 降旗 

18：00 晚餐 

晚餐 

晚餐 

19：00 講服務員與

幼童軍 

幼童軍活動

與學校教育 

輔導制度 

徽章制度及

其運用 

講諾言規律之

實踐 

結訓營火 
19：30 

團營火--- 

介紹 B-P生

平 

服務員虔敬聚

會&設計幼童

軍虔敬聚會及

討論 

19：45 講國旗、團

旗及圖騰&講

儀典 20：00 小隊營火 

20：30 課餘作業 

21：00 小隊長會報 

21：40 工作人員會報&熄燈就寢 

資料來源：國家研習營（2010） 

 

5、童子軍木章訓練（九日版）  


��������1957/12/25����� 

第一部份 測驗試題 

一、童子軍運動創始人貝登堡爵士說過：「每一位童子軍領袖每年都應該把那本童子軍手冊-

童子警探閱讀一遍，你期望著讀完這冊書之後，得到些什麼呢？你讀完之後有什麼心得？你能

利用這-童子軍手冊嗎？ 

二、你取什麼方法能夠使少年們的訓練，靠得住繼續前進著，而不間斷呢？這不僅是在你所致

力的一個階段中，而是要能從任何一個階段晉升到另一個街段去也能這樣，例如從幼狼環晉升

到童子軍團去。 

三、每一個童子軍團都要幫助他的團員，使他們能對上帝盡他們應盡的本分，你怎樣幫助你所

領導的少年們，對上帝盡他們的本分呢？ 

四、每一個少年都喜歡看到自己是在時常進步著的，你的團怎樣利用徽章制度來使他發生這種

感覺呢？ 

五、怎樣的一塊地方，你才認為是一處理想的野宿場地呢？試詳細說明它的條件，和劃一幅草

圖，並做一份四小隊舉行的一星期的野宿計劃。 

六、你怎樣去幫助幼狼晉升到童軍團理去做團員呢？ 

七、（甲）小隊制度是一種特殊的訓練方式，你對於這種小隊制度認識如何？他的特色是些什

麼？你在所領導的一團中，你怎樣運用這種制度呢？ 

（乙）榮譽評判庭的功用如何？在你的一團裡，這一個榮譽評判庭是怎樣執行任務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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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你對兒童家長們給他們什麼樣的機會，使他們能夠對於你們這一團的生活，發生濃厚的興

趣呢？ 

九、每年一度的團野宿是全年計劃的最高峰，試將在這最高峰的「年度團野宿」之前的十二個

月的訓練大綱列出來，請說明在野宿時什麼是為重要的特點呢？ 

十、「一為童子軍是有禮貌」，你怎樣去鼓勵你的童子軍的團員去遵守這條規律？對於下列的

兩種童子軍，你怎樣講解這條規律的意義？ 

（甲）十一歲的新入團的候取員。 

（乙）新就職的小隊長。 

十一、「隨時扶助他人」，為什麼貝登堡先生把這一句放在童子軍諾言裡？你的一團怎樣把這

一句諾言付之實行？ 

十二、你怎樣使得你的童子軍們能充分的體會到，他們確是屬於一個童子軍的世界兄弟情誼的

團體中呢？你能夠建議一些你認為更應該加強，或新創的作法，使得上邊這一點更切實地實現

嗎？ 

十三、在你的一團的團集會時，你怎麼把童子軍活動中「六外」-（室外、戶外、市外、郊外、

野外、荒外）強調地實施呢？ 

十四、旗語或別種訊號傳達的作業，在童子軍活動中還可以怎樣加以利用呢？請把你所能想到

的，都儘量的詳系列舉出來。 

十五、在你的一團裡，若是發生了下列情形時，你怎樣處理？ 

（甲）你的一個小對的小隊長，為了社交約會而疏忽了他對他的小隊應達成的任務？ 

（乙）一個最近由幾位幼狼晉升為童子軍所組成的童子軍小隊的作業，證明失敗了，而且有些

隊員已經離去了？ 

（丙）有兩三個童子軍，在團集會中已經連續幾次遲到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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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木章訓練（九日版）歷程-每日訓練總表 
時間 作業項目 內容實施方式詳細說明  

6:00 起床及曝曬 每小隊負責本隊的全部表現  

7:00 號音 開始備辦早餐  

7:30 早餐 餐後即徹底清潔全部場地，包括一切

帳篷內外。 

 

8:30 升旗典禮 升旗。 

宣佈本日全部應實施的事項。服務隊

和節目隊的輪換；小隊任務的輪換。 

木章訓練司事檢查全部場地的整潔。 

 

9:00 上午童軍學術 三四次實用童軍活動學術的集合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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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由專長導師主持。 

11:00 上午結束集會 儘早開始準備午餐  

 下午   

12:30 午餐時間 每日依照預定之時間進食  

 空餘時間 空暇時做各種適宜作業  

13:15 團領袖會議 小隊長和副隊長們，聯同團司事們  

14:30 本日的主題 實用本日上午集會訓練的童子軍學術

的技巧 

 

 空餘時間 空暇時做各種適宜作業  

16:30  各隊廚師到保管倉庫領取食料。  

18:30 晚餐   

19:00 小隊技藝 遊戲及特別作業。  

20:00 營火 節目由節目隊編定並演出。  

21:15 宵夜   

22:00 熄燈 晚安！  

 
表 53 各日日程表 1958年版（張忠仁，1984，頁 422-435) 

��	�����	�� 

時間 作業項目 內容實施方式詳細說明 備註 

14:00  建立野宿場地  

15:00 茶點 在集會帳中舉行  

15:30 宿地及訓練 幾句歡迎詞  

 例行事務 介紹各位司事 

說明本訓練要旨 

木章的意義 

說明本訓練所採的作法 

訓練完成後對木章取得人的期望 

 

16:00 各小隊組織 個人按隊編妥，選定每日輪值的小隊

長，小隊長就職典禮、隊旗及徽章的

使用、各發封套，內裝記事本、小隊

徽、團次號碼，和油印的人名單及每

日時間表，小隊技藝的建議，野宿學

術講義。 

團領袖會議組成；排定服務員與節目

隊；並說明各該職責；徽號的發給（

發給職責表、輪值表） 

 

16:30 分發資料 到保管倉庫領取  

18:30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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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作業項目 內容實施方式詳細說明 備註 

19:00 團領袖會議 詳細議定每項節目，直到明日團領袖

會議之前。 

 

20:00 營火開始 由深資隊長導演。 

程序：舉火儀式、唱歌、奇技，等等 

主題講話：童軍活動里程碑，和童軍

團的基本因素。 

 

21:00 往集會帳篷   

21:15 宵夜 XX隊作主人  

22:00 熄燈 全場寂靜，晚安！  

 第二日，星期日   

7:00 號音   

7:30 早餐   

8:30 升旗典禮 手號：立正，成單行（在小隊帳幕之

前）；走到旗桿前；成四方形。 

升國旗；童子軍團旗；讀歷史；唱 

國歌，並朗讀向 國旗效忠詞。 

深資隊長聽取各小隊長報告；然後轉

向童軍導師報告。 

服務隊和節目隊的輪換；小隊任務的

輪換宣佈，特別強調做筆記的重要性

。 

檢查全部野宿場地，由團領袖會議實

施。 

 

9:00 全體集合 讚美大家集敘之珍貴機會。  

9:15 野宿場地展覽 大家參觀場地一周，講述及製圖  

9:45 宿地衛生 宿地衛生題材表演及解釋；洗餐碟、

廁所、急救設備，等等。 

 

10:00 繩結及絞接法 繩結及絞接法準備的紮繩頭的細索。 

初級繩結全部，加上直繩結，可能再

加兩個高深的繩結，採用包括此種繩

結的遊戲。 

短絞接法及繩環鉸接法。 

 

11:00 上午結束集會   

12:30 午餐   

13:15 團領袖會議 詳細議定每項節目，直至明日團領袖

會議前。 

 

14:30 野宿食料及野外 均衡膳食品名表，各種烹飪方法。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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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作業項目 內容實施方式詳細說明 備註 

烹調 人，雙人及小隊會烹飪方法。特殊餚

菜，若可能宜表演烹飪，新餚菜的試

驗與發明。 

15:30 急救 何謂急救，學的方法，急救物品盒，

實習中級及高級中的急救，急救問題

處理，設置逼真的傷人扮演，倘若時

間許可，舉行小隊競賽。 

 

18:30 晚餐   

19:00 小隊技藝 促成小隊精神煥發及增強小隊組織壯

健的事物；小隊旗、圖騰仗、小隊簽

名、小隊峇、小隊活動誌、小隊記錄

簿，等等，分發小隊技藝單張，題材

的實施，開始製作布質的小隊旗，（

布在小隊用品中）用油漆油刷（在倉

庫供應品中） 

 

20:00 營火 主題講話：童子軍諾言及規律 

初級授銜典禮，童子軍道師頒發徽章

及領巾。 

 

21:15 宵夜 XX隊作主人。  

22:00 熄燈 場地寂靜，晚安！  

 第三日，星期一   

7:00 號音   

7:30 早餐   

8:30 升旗典禮 各小隊用無聲信號移動到旗桿之前，

升國旗，童子軍團旗，讀歷小隊長向

深資隊長報告，深資隊長向童子軍道

師報告。 

服務隊，節目隊輪換；小隊職責的輪

換。宣佈。 

團領袖會檢查全部野宿場地，開始做

甲、乙、丙、丁等評定等級。 

 

9:00 訊號 學習莫斯訊號方法，卡片，啞電鈴，

旗語，配定傳訊站，發出與接受完整

的信件（分發信號卡片）。 

 

 觀察 觀察力的重要性，和觀察力的增強法

，觀察遊戲---視覺的、聽覺的、嗅覺

的，等等。錶及簡單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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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作業項目 內容實施方式詳細說明 備註 

10:15 潛窺術 潛窺規則，蹲伏法，爬行法，膝行法

。 

 

11:00 解散   

12:30 午餐   

13:15 團領袖會議 詳細議定每項節目，直至明日會議之

前。 

 

14:30 追蹤 路徑安排，用多種材料，踏路，追尋

人蹤和獸蹤的規則，表演蹤跡坑的用

法，用耙清除地面，追蹤難題，閱讀

蹤跡的故事書。 

 

15:30 紮繩法 配合圓根用繩的正確尺寸。 

表演紮架法，用方紮法，及斜紮法，

交剪紮法。 

 

18:30 晚餐   

19:00 集會的設計 說明構成一個成功的團集會應具的各

因素，每小隊各合製一份完全的團集

會程序。 

 

20:00 營火 由各小隊共同編排和實施全部節目，

火邊漫談：B-P與童子軍運動。 

 

21:15 宵夜 XX隊做主人。  

22:00 熄燈 場地靜寂，晚安！  

 第四日，星期二   

7:00 號音   

7:30 早餐   

8:30 升旗典禮 各小隊用無聲記號移到旗桿之前，升

國旗，童子軍團旗。 

小隊長報告，深資隊長報告，服務隊

與節目隊輪換，小隊職責的輪換，宣

佈。 

 

9:00 羅盤 羅盤的原理和不同的羅盤形式（參觀

樣品），決定一片地平精度而實行跟

蹤的實施。不同羅盤亦能判定各種方

向。 

 

9:30 估測 在已經測定的一段(400公尺)路程上去

判斷自己的步子的尺寸-一步或步距，

實用各種測高、測遠、測寬的方法，

用公尺棍來教定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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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作業項目 內容實施方式詳細說明 備註 

實用個人身上尺碼（填在表上）方案

：半隊為單位，每單位實行依賴腳步

和羅盤來測定一條指定的路徑。 

10:15 製圖 各型的地圖（樣品），比例尺、地圖

上的簽名、地形線，等等（大的圖表

） 

對於羅盤和地邊圖的合併使用，並把

偏差角度納入計算。 

 

11:00 解散   

12:30 午餐   

13:15 

 

團領袖會議 詳細議定每項節目，直到明天會前，

把昨日小隊所製的團集會程序式樣，

擴充為今晚集會的完備程序。 

分配各項職責。 

 

14:30 生火 火場的準備工作實施，各種不同形式

的火灶，點火，維持，滅火。 

 

 斧術 木料的選擇—木料樣品的展覽，發火

柴、引火柴、燃燒柴式樣的示範。 

伐樹斧的使用，倒樹法、疊木法、製

幹法、裂木法、攜斧法、執斧法、蒙

面法。 

 

18:30 晚餐   

19:00 團集會 依據昨晚各小隊製成，又經團領袖會

議補充的計劃實行。 

特點：你的助手（利用各職務徽章）

。 

 

20:00 營火 使用節目隊所製成今晚用的節目。童

軍道師的幾分鐘，講故事。 

 

21:00 星象研究 教導性和興奮性的，（若可能，每人

一份星象圖，並預備指星器應用），

前往本地氣象台講述並實際觀察。 

 

21:30 宵夜 XX隊作主人。  

22:00 熄燈 全場靜寂，晚安！  

 第五日，星期三   

7:00 號音   

7:30 早餐   

8:30 升旗典禮 各小隊用無聲記號移到旗桿之前，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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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作業項目 內容實施方式詳細說明 備註 

國旗，童子軍團旗。 

小隊長報告，深資隊長報告，服務隊

與節目隊輪換，小隊職責的輪換，宣

佈。 

團領袖會議檢查全部野宿營地。 

9:00 自然研究 觀察自然，要觀而察之，不可「視而

不見」，欣賞，幫助辨識自然界的書

籍和小冊子。 

發現獸類，禽鳥、樹木、花草、昆蟲

等。 

研究使用工具（望遠鏡，等等），如

何保全我們的資源。 

 

10:00 越野定向 預早備妥密封的信件，內有加註的地

圖，上有子午線和控制點，嚮導用羅

盤。 

各小隊每十分鐘出發一隊，各依照密

封的信件的指示前進，發現應有的五

個控制點，而在每一點上插上一面二

尺寬三尺長的小旗。 

評議每小隊的成績。 

 

11:00 解散   

12:30 午餐   

13:15 團領袖會議 詳細議定每項節目，直到明日會前，

提出今晚的小隊集會的設計建議。 

 

14:30 山林學術遠征 密封的說明抽籤分配，每小隊作為一

群探察家，在指定的生疏的地區中測

量及檢查並將自然界標本採回，小隊

長做報告。 

 

18:30 晚餐   

19:45 小隊各自集會 室內集會，應包括全部特點，那就是

一個設計完善的小隊集會所應有的全

部特點。 

 

21:00 宵夜 野宿場地司事們作主人。  

22:00 熄燈 全場靜寂，晚安！  

 第六日，星期四   

7:00 號音   

7:30 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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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作業項目 內容實施方式詳細說明 備註 

8:30 升旗典禮 各小隊用無聲記號移到旗桿之前，升

國旗，童子軍團旗。 

小隊長報告，深資隊長報告，服務隊

與節目隊輪換，小隊職責的輪換，宣

佈。 

團領袖會議檢查全部野宿營地。 

 

9:00 旅行方式 旅行及夜宿所需用品，個人的及小隊

的表演正確裝包方法。 

旅行安全：在大路上及越野中各種淨

水的方法。 

毒草和毒蛇，腳的衛護，水泡，扭傷

等。 

旅行衛生：貓穴。 

旅行技巧：正確的走法—不負重的、

負重的、夜間的、日間的、迷了途怎

麼辦。 

 

10:00 旅行烹飪 間單器具，簡單食料，裝在正確容器

內，表演備辦夜宿野外的飯食，包括

鋁葉烹炊。 

 

11:00 解散   

12:30 午餐   

13:15 團領袖會議 對隔夜旅行的最後的詳細補充，密封

的信封，內裝應採的路徑圖，反應完

成的任務的說明書，包括地形探測，

歷史探測，自然探測，應具簡圖，分

發旅行記事本宣佈星期六本團的會餐

及說明，各小隊應研討得意菜色，並

將此項食料表送來，以便在明日的團

領袖會議中，決定應採用的菜色。 

 

14:00 隔夜遠征的裝包 各隊分頭實施  

14:30 隔夜遠征 各小隊排好，出發前的簡要檢閱，旅

行五英里（中級旅行）。 

野宿，依照高級野宿的水準施行適用

宿地應預早訂定。 

倘若可能，應用各位司事分別前往探

視各小隊之宿地，宜在晚間暗中進行

，使自己不被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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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作業項目 內容實施方式詳細說明 備註 

 第七日，星期五   

  團司事們升國旗及童子軍團旗 

隔宿遠征結束各小隊分別返回原宿地

。 

服務隊與節目隊乃至小隊職責的輪換

，都在上午無儀式中自行辦理。 

司事們前往檢查各小隊宿地，將一切

遺留物撿回，將一切疏忽及不夠嚴謹

的事項記取，送交各該小隊。 

 

12:30 午餐   

13:15 團領袖會議 詳細議定每項節目，直到明日會議之

前。 

各小隊提出決定在本星期六全團聚餐

時的菜色食料單，隨即對於聚餐的膳

食品名表做最後的決定。 

 

14:30 探奇踏路 各小隊以十分鐘的間隔依次出發，路

中要使用中級和高級童子軍技能，來

克服全份的障礙，約需一小時的時間

來踏完全程，和處理了所遇到的急救

問題、追蹤問題、判斷綜合、童子軍

行為表現等等問題。 

 

15:30  評定探奇踏路的成績和隔夜遠征的成

績。 

 

16:00 全體留影 全體照相，各對分別照相，司事照相

。 

 

18:30 晚餐   

19:00 遊戲時間 娛樂遊戲及室內遊戲，儘量使用最少

的簡單用具。 

 

20:00 營火 由節目隊製定今天使用節目，主題談

話；進入高深的童子軍活動。 

 

21:00 宵夜 圍繞營火舉行。  

22:00 熄燈 全場靜寂，晚安！  

 第八日，星期六   

7:00 號音   

7:30 早餐   

8:30 升旗典禮 各小隊用無聲記號移到旗桿之前，升

國旗，童子軍團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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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作業項目 內容實施方式詳細說明 備註 

小隊長報告，深資隊長報告，服務隊

與節目隊輪換，小隊職責的輪換，宣

佈。 

團領袖會議檢查全部場地。 

9:00 小隊作業 繼續進行前計劃  

9:30 大地遊戲 密封說明，捉捕式的大地遊戲，利用

今早講過的題材。 

分界旗子，一寸寬的繃帶用作「生命

」評論。 

 

11:00 解散   

 結束了一個完整的一週野外露營生活。 

 

6、童子軍  
表 54 童子軍服務員木章訓練課程表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 第六天 

06：00 

工作人員報到 

& 

學員報到 

起床、盥洗、炊事 

07：00 早餐 

繼續旅行 

& 

返回營地 

(11：00) 

早餐 

07：30 晨檢 觀摩營地 

08：00 升旗＆晨檢講評＆晨間講話 升旗 

08：20 遊戲 

觀察及 

感覺訓練 

講露營準備 
講遊戲 

08：30 世界童軍組織

暨 

國際童軍活動 

08：40 

準備時間 
08：45 

第五次團集會 

09：00 

第一次團集會 

公開討論 

09：20 

第三次團集會 

 

09：30 開訓儀式 講拔營 

10：00 
照相認識環境 

拔營滅跡 

& 

交還公物 

10：20 
茶點 

10：25 

分發器材 

架營建設 

10：30 

講旅行 10：40 茶點 

10：50 
講童軍專科章 

測量 11：15 
選舉旅行小隊

長 

配給炊事 

交還公物 
11：20 

配給炊事 

檢查營地 

11：30 
製圖 配給炊事 

結訓儀式 

12：00 午餐 離營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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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 第六天 

12：20 
午餐 

13：00 
營地建設 

13：30 
團露營 

複式團 

出發旅行 

旅行報告 
14：00 敏捷與 

良好秩序 

講童軍環境 

保護方案 14：15 小隊制度 

及其應用 童子軍的 

休閒活動 

14：30 我國童軍運動

的現況與展望 

企劃童軍活動

方案 15：00 
茶點 

15：10 
茶點 

茶點 

15：20 

第二次團集會 
第四次團集會 

茶點 

15：30 

繩結技巧 

講團長的責任 

16：15 
大地遊戲 

16：40 潛行練習 

17：00 

配給、炊事＆降旗 

童軍團與社區 

17：30 
配給炊事&降

旗 

18：00 晚餐 晚餐 

19：00 講木章訓練 

制度 
團與社會資源 

徽章制度及其

應用 

營火 

19：15 

19：30 歌唱 
童軍運動 

使命宣言 

講營火 
19：40 

童軍運動與義

務服務員 
19：50 

示範團營火 

20：00 

虔敬聚會 結訓營火 20：10 課程回顧 

20：20 

小隊營火 
20：40 介紹虔敬聚會 課餘作業 

21：00 課程回顧 

各小隊營火 

課程回顧 

21：10 小隊長會報 課程回顧 
小隊長會報 

21：20 小隊長會報 (課餘作業) 

22：00 熄燈就寢 

資料來源：國家研習營（2010） 

7、行義童子軍  
表 55 行義童軍服務員木章訓練課程表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第六天 

06：00  起床、盥洗、炊事、整理內務及營地 

07：00 
早餐 

早餐 
早餐 

07：30 晨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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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第六天 

08：00 

晨檢 

升旗＆晨檢講

評＆晨間講話 晨檢 

檢查旅行

營地 

＆ 

拓荒旅行 

晨檢 

08：15 

斥堠工程 

＆ 

全體參觀工程

並講評 

08：30 
升旗＆晨檢講

評＆晨間講話 

升旗＆晨檢講

評＆晨間講話 

升旗＆晨

檢講評＆

晨間講話 

08：45 遊戲 遊戲 遊戲 

09：00 

準備時間 

第一次 

團集會 

 

世界童軍運動

宣言 

企劃童軍

活動 

09：30 
公開討論 

09：40 

溝通技巧與人

際關係 

09：50 
開訓儀式 講拔營滅

跡 

＆ 

拔營 

交還公物 

＆ 

檢查營地 

10：10 

10：20 照相 

認識環境 10：30 

旅行安全與危

機管理 

10：45 
敏捷與良好秩

序 
11：00 

配給、炊事 

11：10 

配給、炊事 

11：15 示範工程繩結

＆ 

分發器材及營

地建設 

11：30 

結訓儀式 

12：00 午餐 

離營賦歸 

13：30 

營地建設 

歌唱 

第二次 

團集會 

拓荒旅行 

旅行報告 
13：45 

小隊長訓練 

14：30 講團長的

責任 

14：50 

國際童軍運動 

講生涯規

劃 

15：30 

茶點 

茶點 

15：40 
茶點 

講營火 15：45 

16：00 
露營技巧 

專科訓練與職

業準備 

野外求生與無

具炊事 16：10 拆卸工程 

17：00 
配給、炊事＆降旗 

小隊作業

＆降旗 

18：00 晚餐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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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第六天 

19：00 講木章訓練與

輔導進程 

探索活動 

社區童軍 

發展 

19：30 

斥堠工程實施

與應用之探討 第一營火 

19：50 
歌唱 

20：00 星象觀察 

20：10 

小隊營火 
20：20 

虔敬聚會 
20：30 結訓營火 

20：40 講虔敬聚會 

21：00 
小隊長會報 小隊長會報 

21：30 小隊長會報 

22：00 熄燈就寢 

資料來源：國家研習營（2010） 

8、羅浮童子軍  
表 56 羅浮童軍服務員木章訓練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第六天 

06：00  起床、盥洗、炊事、整理內務及營地 

07：00 
早餐 早餐 早餐 

07：30 

08：00 
晨檢 晨檢 晨檢 

檢查旅行營

地 

＆ 

拓荒旅行 

晨檢 
08：15 

08：30 

升旗＆晨檢講評＆晨間講話 

升旗＆晨檢

講評＆晨間

講話 

08：45 遊戲 
遊戲 

09：00 

準備時間 生態保育 
論性別平等 強弱威機 

09：30 

公開討論 09：40 

09：50 
開訓儀式 

生涯規劃與 

個人發展 

(哲學與人

生) 

10：10 

風險管理與

危機管理 
探索活動 

講拔營滅跡 

＆ 

拔營 

交還公物 

＆ 

檢查營地 

10：20 照相 

認識環境 10：30 

10：45 

禮儀規範 11：00 

11：10 

11：15 示範工程

繩結＆ 
配給、炊事 配給、炊事 

11：30 結訓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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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第六天 

分發器材

及營地建

設 

12：00 午餐 

離營賦歸 

13：30 

營地建設 

露營技巧 

團領導： 

1.團行政 

2.COH 

3.群活動 

4.榮譽議庭 

團體動力學 

拓荒旅行 

小隊作業 

旅行報告 

13：45 

14：30 

14：50 
世界童軍運

動 
15：30 

15：40 

15：45 木章訓練

與 

輔導進程 

衝突管理技

巧 

野外求生與

無具炊事 

茶點 

16：00 
講營火 

16：10 

17：00 配給、炊事＆降旗 降旗 

18：00 晚餐 
結訓會餐 

19：00 
童軍運動

發展 

青年論壇 

1.公共關係

技巧 

2.人際關係

與溝通 

情境領導 
19：40 

結訓營火 

19：50 

20：00 

小隊聯誼 

(顧問輔導

) 

星象觀察 

(談守靜) 

20：10 

創造力與系

統化思考 

20：20 虔敬聚會 

(講虔敬聚

會) 

20：30 

20：40 

21：00 
小隊長會報 

21：30 

22：00 熄燈就寢 

資料來源：國家研習營（2010)  

9、輔導人員木章  
表 57第四十期輔導人員木章訓練課程表（20110916定稿版）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06:00  

 

 

起床盥洗炊事 

  07:00 早餐 

  08:00 晨檢 

旅行 

晨檢 

  08:30 
報到 

升旗、晨檢、講評 升旗、晨檢、講評 

  08:45 遊戲 遊戲、唱跳在童 

軍活動中的運用   09:00 準備時間 童軍團集會 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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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09:50 
開訓儀式 

世界童軍趨勢 

10:00 
童軍運動的組織 

公開討論 

  10:20 照相 

認識環境 講拔營 

拔營 

10:30 

觀察及感覺訓練   10:45 介紹木章及 

義務服務員 

  11:15 介紹露營技巧 配給、炊事 

午餐 

課餘作業 

返回營地交還公務 

炊事午餐 

結訓典禮 

  12:00 午餐 聚餐 

  13:00 分發器材 整理旅行筆記 賦 

 

 

歸 

  13:30 營地建設 介紹指北針使用方法 

方位遊戲(運用指北針 旅行報告 

 

14:00 

童軍禮儀規範 

障礙旅行 
  14:30  認識童軍運動 

基本原則 

如何發展社區童軍 

 

  15:10 茶點時間 

  15:30 童軍類別與 

活動進程 

講旅行 專題：童軍運動與青

少年品格教育 
旅行準備 

出發旅行 
  16:20 專題： 

未來童軍發展 
童軍與生態保育 

  17:00 介紹童軍三大制度 配給炊事 

  17:30 刀斧鋸使用與生火 降旗 

  18:00 晚餐 

  19:30 繼續營地建設 第二營地 

講營火 

小隊營火 

選永久小隊長 

準備團營火節目 

結訓營火 

第一營火場 

 

第二營火場 

  20:00 童軍精神與素養 

(諾言規律) 

  20:30 歌唱虔敬聚會歌曲） 

  20:50 虔敬聚會 

  21:30 隊長會報 

  22:00 工作人員會報 

22:00 就寢熄燈 

資料來源：參與者提供（要求不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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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訓練組員訓練班課程表  
表 58 2003年汶萊助理訓練員訓練班課程 

The Course for Assistant Leader Trainers (Brunei,  08~14 September 2003) 

  Day 1 Day 2 Day 3 Day 4 Day 5 Day 6 Day 7 Day 8 

05：00 07：30 

First Staff Meeting / 

Briefing 

Wakeup / Solat Subuh 

07：30 08：30 Breakfast 

08：30 08：45 

Course Opening 

Ceremony (Welcome 

including Morning tea and 

Photos) 

Morning Ceremony (Prayer --- Report on previous group --- Announcement) 

08：45 09：15 
Base Method 

An Outline Job 

Description for a  Course 

director 

Counseling 

World Programme Policy 
Public Relation in 

Scouting 
Presentation of Session 

09：15 09：45 

Communicaation 09：45 10：00 

Demonstration Method 
10：00 10：15 

Course Objectives 
10：15 10：30 Morning Tea Morning Tea 

10：30 10：45 
The teaching method and 

the Learning Process 
Case Study Method 

Involvement of young 

people in decision makimg 

process 

Lecture, Talk and use of 

Materials Presentation of Session 
10：45 11：00 Morning Tea Morning Tea 

11：00 11：30 

Role Play Method Course Preparation 11：30 12：00 Use of questions: 

Managing Learning 
Lunch / Solat Zohor Lunch / Solat Zohor 

12：00 12：30 

Lunch / Solat Zohor 
12：30 13：00 Lunch / Solat Zohor Lunch / Solat Zohor 

Photo Session       

(5th Floor) 
Lunch / Solat Zo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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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urse for Assistant Leader Trainers (Brunei,  08~14 September 2003) 

  Day 1 Day 2 Day 3 Day 4 Day 5 Day 6 Day 7 Day 8 

13：00 14：00 Lunch / Solat Zohor 

14：00 15：00 

Skills of Leadership  

Mission of Scouting  

Mission of Scouting / 

World Strategy for 

Scouting 

Panel Presentation -- 

Community involvement 

in Scouting 
Adult in Scouting 

Educational Tour 

Lecture and Talk method 

use or audio-visual aids 
Presentation of Session 

15：00 15：30 

Demonstration --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Scouting 

15：30 16：00 Afternoon Tea / Solat Asar Project work group (Input) Afternoon Tea / Solat Asar Afternoon Tea / Solat Asar Afternoon Tea / Solat Asar Afternoon Tea / Solat Asar 

16：00 16：15 

Arrival, Registration and 

settle in 

Group Discussion 
Afternoon Tea / Solat Asar 

Panel Discussion (Input) 

How to prepare a session 

How to organize a Unit 

Leader Basic Course 

(Group work) 

Summing up, Open forum  
16：15 16：30 

Demonstration by Groups 
16：30 17：00 

Project work  group and 

reports 

Course evaluation 

17：00 18：00 Buzz Group 
Learning through games / 

song 

Preparation for a Cultural 

Show 

Presentation of group 

work report 
Closing Ceremony 

18：00 19：30 Dinner / Solat Magrib / 

Isyak 

Dinner / Solat Magrib / 

Isyak 

Dinner / Solat Magrib / 

Isyak 

Dinner / Solat Magrib / 

Isyak 
Dinner / Solat Magrib / 

Isyak 

Dinner / Solat Magrib / 

Isyak 
Dinner / Solat Magrib / 

Isyak 19：30 20：00 

Cultural Show 20：00 20：30 Dinner / Solat Magrib / 

Isyak 

Lecture, Talks and use of 

AV Materials 
Staff Meeting Staff Meeting Staff Meeting 

Preparation for Session 

Presentation 20：30 21：00 
Staff Meeting 

21：00 21：30 
Staff Meeting Staff Meeting 

    Staff Meeting   
Staff Meeting 

21：30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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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 2004汶萊訓練員訓練班課程 

TIME 

hours 
SAT 27 NOV SUN 28 NOV MON 29 NOV TUES 30 NOV WED 1 DEC THUR 2 DEC FRI 3 DEC 

0700 - 0830 BREAKFAST 

0830 – 1030 

Registration 

Opening Ceremony 

報到 

開訓典禮 

 

1.4 Youth Programme: 

青年人活動專案 

-Review   & Update 

-Changing needs of 

Young People 

-Relevance of the youth 

programme 

-Keeping Scouts safe from 

harm Policy 

2.2 Session Preparation: 

 

Reviewing session 

plan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Developing Session 

Guides 

 

 

-Modular Training System 

 

3. ADULT LEARNING 

SKILL 

 

3.1 Adult Learning: 

 

- Adult Learning principles 

-Learning Principles 

exercises 

5. PERSONAL 

DEVELOPMENT SKILLS 

 

5.1 Human Relations: 

- Conflict  Resolution skill 

5.3 Managing 

learning: 

 

-Learning 

Opportunities 

 

-Competency- based Model 
Open forum & Course 

Evaluation 

1030 – 1100 T E A – B R E A K 

1100 – 1300 

Course Objectives & 

Expectations 

課程目標與期許 

1.5 Scouting & 

Organisation Environment: 

現在童軍運動的處境 

-Managing Cultural 

Diversity 

2.3 Training Methods: 

 

-Personal Project 

-Simulation Exercise 

-CBL 

-Action Learning 

 

 

2.6 Course Evaluation 

 

-Four levels model 

-Developing evaluation 

indicators 

-Measuring Learning at 

Advanced course 

 

- Adult Learning Styles 

The Four Styles: 

 

Pragmatist 

Activist 

Reflector 

Theorist 

5.2 Facilitation: 

 

-Coaching skill 

Closing 

-Concept of System - Adult Learning Theories 



 

 295 

TIME 

hours 
SAT 27 NOV SUN 28 NOV MON 29 NOV TUES 30 NOV WED 1 DEC THUR 2 DEC FRI 3 DEC 

Thinking 

系統思考的概念 

 

 

 

 

-Double loop learning 

 

1300 – 1400 L U N C H 

Departure 

賦歸 1400 – 1600 

1.SCOUTING 

KNOWLEDGE 

童軍常識 

1.1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Scouting: 

童軍基本宗旨 

-Reflection on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scouting 

1.6 Leader Training 

Schemes 

服務員訓練的課程 

-Review of Leader Training 

Scheme & Sharing from 

International Participants 

各國訓練系統介紹 

-Aims & Objectives 

目的與目標 

 

 

 

 

 

 

2.4 Course Management: 

 

Managing Advanced 

Course: 

-Before 

-During 

-After 

 

 

 

Educational Tour 

4. LEADERSHIP SKILL 

 

4.1 Leadership 

theories: 

 

-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leadership Theories 

-Transactional  &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Exercises 

 

Action Plan 

行動計劃方案 

1.2 World Scouting: 

世界童軍運動 

-Update on world 

scouting  & 

Policies 

1600 – 1630 T E A – B R E A K 
 

1630 – 1830 1.3 Adults in Scouting 2. TRAINING SKILLS 2.5 Course Design: Educational Tours 4.2 Interpersonal: Action Plan 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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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hours 
SAT 27 NOV SUN 28 NOV MON 29 NOV TUES 30 NOV WED 1 DEC THUR 2 DEC FRI 3 DEC 

童軍運動中的服務員 

Review & Update of 

WARP 

 

訓練技巧 

2.1 Role and competencies 

of Leader Trainers 

訓練員的角色與義務 

-Role of LT 

-Essential 

Competencies 

-Conducting training 

Needs analysis 

課程設計 

The Critical Events 

Model 

 

 

-Concept of 

empowerment 

增能賦權 

1830 - 2000 D I N N E R 

2000 - 2100 
Reflection 

回饋 

 

Elective 1 

Elective 2 

 
Free Evening 

4.3 Gender 

-Gender  Issues 

性別議題 

International  Night 

國際之夜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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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0 2007年日本訓練員訓練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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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陳麗妃 

表 60 2007年日本訓練員訓練班課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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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2006年新加坡助理訓練員訓練班課程 

 第 1 天 第 2 天 第 3 天 第 4 天 第 5 天 

07：00

08：30 
早    餐 

08：30

10：00 

相見歡 / 課程簡

報 / 照相 

課程準備 ＆ 教

授技巧 

書寫課程目標 

發展課程計畫 

有效的課程演示 

訓練目標之運用 

成人學習 

成人學習原則 

經驗學習模式 

成人學習型式 

學習者為中心

之方法 

個人計

畫 

I 

選修課程 
10：00

10：30 
童軍運動基本原則 

童軍使命（宣言） 

童軍方法 
10：30

11：00 
茶    點 

11：00

12：00 

世界童軍運動 

組織 

童軍運動歷史：重

溫 

世界策略 課程準備 

＆ 

教授技巧 

（承上） 

成人學習 

（承上） 

個人計

畫 

II 

協助 

輔導技巧 

12：00

13：00 

童軍運動中的義務

服務員 

世界成人資源政策 

義務服務員之生命

週期 

管理學習 

學習機會 

個人為中心

之學習 

：發展個人

學習計畫 / 

契約 

13：00

14：00 
午      餐 

14：00

15：00 團體動力 

（小組遊戲） 
訓練方法 

人際交流 

團體 / 小組

動力 

團體歷程 

個人計

畫 

III 

公開討論與

課程評鑑 

15：00

16：00 
閉幕式 

16：00

16：30 
茶    點 

 

16：30

17：00 

青少年方案 

青少年方案 

青年參與政策 

年輕人的需求與渴

望 

兒童保護：遠離傷

課程設計 

系統化訓練法之

概要 

人際關係 

溝通的原則 

聆聽與回應之

技巧 

溝通之文化議

題 

個人計

畫 

IV 
17：00

17：30 

17：30

18：00 

訓練評鑑 

評鑑模式 

結訓餐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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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天 第 2 天 第 3 天 第 4 天 第 5 天 

害之安全政策 基本訓練評鑑 

18：00

19：00 
領袖之訓練計畫 

19：00

20：00 
晚    餐 

營火 / 

國際之

夜 

20：00

21：00 
訓練員之角色與能

力 

助理訓練員角色 

依知識、技巧和態

度要求確認助理訓

練員之需求 

訓練管理 

基本訓練行政 

訓練主持人角色 

課程、工作人員

、器材、場地、

膳食等計畫與執

行 

國外學員：夜

間旅遊 

 

國內學員：細

部教學 

21：00

22：00 

22：00

23：00 
宵    夜 

23：00  熄燈就寢 

 
表 62 2007年新龍崗訓練員訓練班課程表 

 
第一天 

2007/2/5 

第二天 

2007/2/6 

第三天 

2007/2/7 

第四天 

2007/2/8 

第五天 

2007/2/9 

第六天 

2007/2/10 

07：00 

 

起床、盥洗 

07：20 早餐時間 

08：10 升旗＆晨間講話 

08：30 
報到 

開幕式 

青少年活動方

案 
課程準備 

成人學習之 

原則與運用 
衝突管理 

參加訓練後 

之準備 

10：10 
照相 

事務報告 
茶敘 檢討訓練 

課程目標 

10：30 

∣ 

11：20 

訓練班目標 
多元文化 

管理 
訓練方法 

成人學習之 

形式＆理論 

教練技能 

（小隊輔導） 

訓練活動 

之評鑑 

我國童軍運

動發展現況 

系統思考 

之概念 
學習機會 閉幕式 

12：10 午餐時間 

13：30 

∣ 

15：10 

現階段訓練

之情況 

訓練員方案 

之經驗分享 

訓練之 

行政管理 
領導理論 

活動計畫 

之設計 
離
營
、
賦
歸 

童軍之 

基本原則 

訓練員之 

角色與能力 

課程設計 

（CEM） 

15：30 茶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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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0 
童軍運動中

的服務員 

社區童軍 

之發展 

模組訓練 

系統 
教育參觀 

活動計畫 

之演示 

18：10 晚餐時間 

19：20 
世界 

童軍運動 

教育設計和

ADDIE 模型

的介紹 

能力本位 

之模式 
授權增能 

晚會 

20：20 分組時間 分組時間 課程評鑑 性別議題 

21：30 工作人員會報  ＆  熄燈就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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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人力資源研習營課程表  
表 63 2008亞太區人力資源研討會 

Time 
Mon, 

9 June 2008 

Day 1 

Tue, 10 June 08 

Day 2 

Wed, 11 June 08 

Day 3 

Thu, 12 June 08 

Day 4 

Fri, 13 June 08 

Sat,  

14 June 08 

0700 – 

0800 

 

 

 

 

 

 

Arrival of 

Participants 

and 

Registration 

學員報到 

Breakfast早餐 Departure 

賦歸 0800 – 

0815 

Morning Assembly晨禱 

0815 – 

0945 

Seminar Routine 

Opening Ceremony 

Seminar Objectives 

研習說明 

開訓典禮 

Review on AIS 

Phase 1 

Key Note: 

Recruitment  

(interviewing, JD & 

offer)--7 keys in 

recruiting members 

童軍運動中的服務

員（第一部份）：

招募 

招募成員的七大要

件 

Retention;   

Marketing of 

Scouting for 

growth 

永續經營 

為童軍運動成長

所需的行銷 

 

World Strategy & 

Volunteers In 

Scouting 

世界童軍策略 

與童軍運動中的

義務服務員 

0945 - 1015 

1015 – 

1030 

Tea Break茶點時間 

1030 - 1130 

Key Note: 

HRM-KBE 

知識經濟時代的人

力資源策略 

 

Review on AIS 

Phase 2 

Training & Support 

(TNA) 

AIS第二部份： 

訓練與支援 

World Adult 

Resources 

Handbook 

世界童軍運動服

務員手冊 

 

Materials:  

- Volunteer 

Toolkit –  

 APR Training 

Tools -   

- World Trainers 

Network -  

1130 – 

1230 

Revisit WARP till 

now 

人力資源政策的回

顧 

 

Support and 

Sustainability 

支持與持續發展 

APR Plan 2007 – 

2009 & Beyond 

教學素材：義務

服務員工具箱、

亞太區訓練工具

、世界訓練組員

網站。 

1230 – 

1400 

Lunch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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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 – 

1500 
The implementation 

situation of Adult 

Resources in NSO 

(Tokyo Survey) 

會員國人力資源的

變化 

（東京調查研究成

果） 

Managing 

Volunteers 

Motivation, Conflict 

志工的經營：動機

，衝突 

Educational Tour 

參觀旅行 

The Challenges of 

Adult Resources 

Manage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organization 

Scouts of China 

21世紀童軍人力

資源的挑戰 
1500 – 

1600 

Performance 

Review Skill 

Appraisal  

成效評估技巧：評

價 

Action Plan & 

Seminar 

Recommen 

-dations 

實施計畫與研討

會決議文 
1600 - 1630 Tea Break午茶時間 

1630 – 

1730 

Roles & 

Responsibilities:  

Adult Resources & 

Adult Training 

角色與義務： 

談人力資源與服務

員訓練 

Review on AIS 

Phase 3 

Direction for the 

Future 

AIS第三部份 

未來的發展 

Educational Tour 

參觀旅行 

Summing Up 

Open Forum 

Evaluation 

公開討論 

1730 – 

1830 

Staff Meeting 

工作會報 

Closing 

Ceremony 

結訓典禮 

1830 – 

2000 
Spare Time Activity/Dinner經驗分享/晚餐 

2000 - 2100 

Welcoming 

Dinner 

歡迎餐會 

Group Social 

Activity 

團體活動 

Free Evening 

自由活動 

Farewell Dinner 

離別餐會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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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歷年木章訓練舉辦情形統計  
表 64歷年木章訓練梯次及參加人數統計 

  稚齡童軍 幼童軍 童子軍 行義童軍 羅浮童軍 輔導人員 小計 

  期數 人數 期數 人數 期數 人數 期數 人數 期數 人數 期數 人數 期數 人數 

不完整 0 0 1 0 1 32 0 0 0 0 2 76 4 108 

1959 0 0 0 0 1 24 0 0 0 0 0 0 1 24 

1960 0 0 0 0 1 32 0 0 0 0 0 0 1 32 

1961 0 0 1 27 1 32 0 0 1 21 0 0 3 80 

196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963 0 0 2 52 1 52 0 0 0 0 0 0 3 104 

1964 0 0 1 60 2 57 0 0 1 14 0 0 4 131 

1965 0 0 3 104 2 68 0 0 0 0 0 0 5 172 

1966 0 0 3 116 2 96 0 0 0 0 0 0 5 212 

1967 0 0 1 78 1 64 0 0 0 0 0 0 2 142 

1968 0 0 2 71 2 50 0 0 0 0 0 0 4 121 

1969 0 0 3 114 5 200 0 0 0 0 0 0 8 314 

1970 0 0 1 55 1 46 0 0 0 0 0 0 2 101 

1971 0 0 3 146 2 95 0 0 0 0 0 0 5 241 

1972 0 0 6 262 2 88 0 0 0 0 0 0 8 350 

1973 0 0 2 83 2 78 0 0 0 0 0 0 4 161 

1974 0 0 3 163 2 80 1 28 0 0 1 32 7 303 

1975 0 0 2 93 2 94 0 0 0 0 0 0 4 187 

1976 0 0 3 123 2 94 0 0 0 0 0 0 5 217 

1977 0 0 2 93 2 94 0 0 0 0 0 0 4 187 

1978 0 0 3 144 3 120 0 0 0 0 1 31 7 295 

1979 0 0 3 146 2 89 0 0 0 0 0 0 5 235 

1980 0 0 2 77 3 118 0 0 0 0 1 40 6 235 

1981 0 0 3 112 3 116 0 0 0 0 0 0 6 228 

1982 0 0 4 129 2 86 0 0 0 0 1 41 7 256 

1983 0 0 2 87 5 183 0 0 0 0 0 0 7 270 

1984 0 0 4 124 4 160 0 0 0 0 0 0 8 284 

1985 0 0 2 95 4 141 0 0 0 0 1 32 7 268 

1986 0 0 1 44 2 72 0 0 0 0 0 0 3 116 

1987 0 0 2 100 2 94 0 0 0 0 0 0 4 194 

1988 0 0 2 97 2 92 0 0 0 0 0 0 4 189 

1989 0 0 2 76 1 46 0 0 0 0 0 0 3 122 

1990 0 0 2 88 2 86 0 0 0 0 0 0 4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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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稚齡童軍 幼童軍 童子軍 行義童軍 羅浮童軍 輔導人員 小計 

  期數 人數 期數 人數 期數 人數 期數 人數 期數 人數 期數 人數 期數 人數 

1991 0 0 3 131 3 122 0 0 0 0 0 0 6 253 

1992 0 0 4 117 2 73 0 0 0 0 0 0 6 190 

1993 0 0 1 48 1 44 0 0 0 0 0 0 2 92 

1994 0 0 2 88 3 150 1 26 0 0 0 0 6 264 

1995 0 0 2 102 1 39 0 0 0 0 0 0 3 141 

1996 0 0 2 101 4 149 1 38 0 0 3 70 10 358 

1997 0 0 2 85 2 93 1 45 0 0 0 0 5 223 

1998 0 0 5 329 3 138 2 60 0 0 0 0 10 527 

1999 0 0 7 202 5 187 1 43 0 0 1 22 14 454 

2000 0 0 4 151 6 209 1 35 0 0 0 0 11 395 

2001 0 0 4 173 2 81 1 48 0 0 0 0 7 302 

2002 0 0 8 293 8 281 0 0 0 0 1 27 17 601 

2003 0 0 11 516 5 143 1 64 0 0 1 33 18 756 

2004 0 0 18 666 10 297 2 72 0 0 2 60 32 1,095 

2005 1 27 11 456 12 239 1 31 0 0 2 83 27 836 

2006 1 27 6 153 11 251 0 0 1 42 2 88 21 561 

2007 3 90 8 150 4 95 0 0 0 0 1 40 16 375 

2008 1 26 9 192 4 101 2 87 0 0 2 105 18 511 

2009 0 0 3 67 5 110 0 0 0 0 8 191 16 368 

2010 1 19 10 222 0 0 0 0 0 0 9 280 20 521 

2011 1 22 4 92 5 142 0 0 0 0 5 167 15 423 

2012 2 49 4 92 2 47 1 45 0 0 5 172 14 405 

小計 10 260 199 7,385 167 5,770 16 622 3 77 49 1,590 444 15,704 

本研究整理 

 
 
  

表 64 歷年木章訓練梯次及參加人數統計（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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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 各縣市辦理木章訓練統計 

  稚齡童軍 幼童軍 童子軍 行義童軍 羅浮童軍 輔導人員 

  期數 人數 期數 人數 期數 人數 期數 人數 期數 人數 期數 人數 

基隆市 2 59 17 695 7 243 0 0 0 0 0 0 

宜蘭縣 1 28 2 35 3 100 2 60 0 0 0 0 

台北縣 0 0 8 308 10 330 2 63 1 42 0 0 

台北市 2 47 61 2455 56 2219 2 54 2 35 14 434 

桃園縣 0 0 4 162 5 95 1 48 0 0 0 0 

新竹縣 0 0 3 38 1 21 3 144 0 0 0 0 

新竹市 2 55 1 13 0 0 1 56 0 0 0 0 

苗栗縣 0 0 3 109 4 142 0 0 0 0 1 24 

台中縣 0 0 6 205 4 148 2 71 0 0 1 18 

台中市 0 0 9 453 13 512 2 81 0 0 2 80 

南投縣 0 0 0 0 1 13 0 0 0 0 0 0 

彰化縣 0 0 7 288 8 234 0 0 0 0 5 149 

雲林縣 0 0 2 79 3 103 0 0 0 0 0 0 

嘉義縣 0 0 1 31 2 45 0 0 0 0 5 226 

嘉義市 0 0 10 422 2 54 0 0 0 0 3 70 

台南縣 1 19 13 565 12 457 0 0 0 0 0 0 

台南市 0 0 4 138 2 63 0 0 0 0 6 125 

高雄縣 0 0 14 465 10 299 0 0 0 0 1 44 

高雄市 2 52 3 79 9 248 1 45 0 0 2 75 

屏東縣 0 0 4 231 3 114 0 0 0 0 1 28 

台東縣 0 0 1 0 2 53 0 0 0 0 0 0 

花蓮縣 0 0 4 126 1 43 0 0 0 0 0 0 

澎湖縣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金門縣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小計 10 260 177 6897 158 5536 16 622 3 77 41 1273 

本研究整理 

佛光會辦理梯次參加人數，按舉行縣市併入總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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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第一期海、空童軍服務員研習辦法  
中華民國童軍總會第一期空童軍服務員研習營實施辦法 

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童軍總會、財團法人航空事務教育基金會 

承辦單位: 財團法人航空事務教育基金會 

協辦單位: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協會、 

             中華航空公司、長榮航空公司 

時間: 中華民國 101年 8月 23日至 24日 

地點: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國際會議廳 

課程內容:  

       （一）中華民國航空童軍的展望與期許 

       （二）中華民國航空童軍的規劃與做法 

       （三）我國航空活動的現狀 

       （四）航空基本理論與分類 

       （五）參觀活動: 松山機場 

       （六）空童軍團動與訓練規劃 

       （七）航空休閒運動介紹 

       （八）航空童軍服務員的使命與應有的做法 

       （九）公開討論 

參加資格: 履行登記義務之服務員、羅浮童軍。 

報名截止日期: 101年 7月 31日 

    報名方法: 1. 將報名表寄送至中華民國童軍總會（臺北市建國北路 1段 23

巷 9 號 4 樓）江明軒收，或電傳 02 27736525，並將報名表 E-mail

至 bv2gg@ms24.hinet.net。 

          2.經活動暨進程委員會甄選錄取者，由總會通知繳費。 

    參加費用: 每名新台幣 800元，含場地、教材、午餐 X2、紀念品(布章&活

動衫)、行政、保險。 

十一、本辦法經理事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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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童軍總會第一期海童軍服務員研習營實施辦法 

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童軍總會 

承辦單位: 中華民國童軍總會活動暨進程委員會  香港童軍總會訓練署 

時間: 中華民國 101年 7月 23日至 29日 

地點: 

香港童軍總會 

香港白沙灣譚華正海上活動中心 

訓練內容(本班課程得做必要性之修正)及行程:  

    （一）7月 23日  (夜宿白沙灣譚華正海上活動中心) 

          1、桃園機場出發 

          2、抵達龍堡酒店(香港童軍總會) 

          3、課程: 

            （1）介紹世界海童軍及活動現況 

            （2）水上活動衣著及各人裝備 

            （3）燃燒的原理，懂得撲滅船火的方法 

            （4）船艇的類型及配件的保養和處理方法: 風帆 

          4、感謝宴 

          5、前往白沙灣譚華正海上活動中心 

    （二）7月 24日  (夜宿白沙灣譚華正海上活動中心) 

          1、準備個人裝備及船隻 

          2、船艇從下水道和碼頭下水及上水的方法 

          3、船艇技術: 船艇的操作口號 

          4、船艇技術分組練習: 裝置 20呎風帆、4匹馬力船尾機的操作 

          5、船尾機的機械原理和保養工作 

    （三）7月 25日  (夜宿白沙灣譚華正海上活動中心) 

          1、風、潮汐及水流對航海之影響 

          2、氣象資料和氣象警告 

          3、船艇進行拯救工作的基本知識，熟悉海上拯救的原則 

          4、船艇的類型及配件的保養和處理方法: 標準挺、獨木舟         

    （四）7月 26日  (本日起以標準艇做兩天一夜的航行訓練，夜宿標準艇) 

          1、準備個人裝備及船艇 

          2、出發航行訓練: 下錨及起錨，搖櫓方法駕駛一艘小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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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船艇技術: 事故處理演習 

          4、物拋擲救生繩 

    （五）7月 27日  (夜宿龍堡酒店) 

          1、航行訓練: 航行實做及驗收各項訓練課程 

          2、船艇回收，整理裝備及保養 

          3、如何規劃海童軍活動 

          4、中華民國海童軍的做法與規劃 

          5、公開討論 

          6、結訓 

          7、前往龍堡酒店 

          8、逛廟街(晚餐自理） 

    （六）7月 28日  城市自由行，餐自理(夜宿龍堡酒店)  

    （七）7月 29日  自由活動，中午前往機場返台  

七、參加資格:  

    （一）履行登記之服務員、羅浮童軍 

    （二）穿著衣服用任何泳式游 50公尺、踏水兩分鐘、潛水穿過 1.5米的障礙

物。 

    （三）示範繩結: 錨結、稱人結、雙套結、8字結、平結、繫木結、接繩結及

雙接繩結。 

      ●本次訓練大多為操練實做課程，身體狀況及體能無法負荷者請勿參加。 

 八、報名截止日期: 101年 7月 5日止 

 九、報名方法: 1. 將報名表及護照影本寄送至中華民國童軍總會（臺北市中山區

建國北路 1段 23巷 9號 4樓）江明軒收，或電傳 02 2373652，並將報名表 E-mail至

bv2gg@ms24.hinet.net。  

2. 經活動暨進程委員會甄選錄取者，由總會通知繳費。 

 十、參加費用: 每名預估新台幣 25,000 元 (不含護照和港簽；含機票、訓練費、

感謝宴、龍堡住宿二晚、交通、公關、紀念品、行政、保險及雜支等) ，多退少補。 

 十一、本辦法經理事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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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在 2012年 7月 20日個人拙論進行審查程序後，以非理想的情況通過審查，

並被授予機會進行大規模修改時。第一時間想要進行的動作想要再去拜訪方純青、

劉元孝二位耆老，期望解答文件中無法釋疑之處。殊不料方純青先生於 7 月 23

日仙逝回到極偉園，而劉元孝先生已無法教授日語且家人不願安排見面，研究期

間所努力不足所造成遺憾，心中複雜的感受絕非紙筆能形容萬一。 

拙論雖稱為服務員訓練歷史研究，但與中華民國童軍歷史實有不可切分之關

聯。在總會編撰百年史之際，研究者卻未能集合各方人士力量及掌握總會資源，

為中華民國童軍歷史做出更完整的整理工作，實為憾事。 

檢視手中新加坡、香港及日本之童軍百年回顧，回想至政治大學社會科學資

料庫中檢視首篇童軍教育專論碩士論文，深信在此資料保存技術更加精良的廿一

世紀，拙論在數十年之後仍應為人批判。研究期間未能善用時間，致許多事件未

能詳細記錄及系統性報導，僅能寄望後續研究者，掌握更多史實及運用更多資源，

為此青少年運動完整記錄，以免抱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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