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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年參參與的由來來 

早於上世紀初，⻘青年年參參與(Youth Involvement)的概念念已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歐美地區
萌芽。當時，發⽣生了了⼀一場⼤大規模學⽣生運動，⼀一些基督教⻘青年年組織的⼤大學⽣生與⼯工⼈人階級婦女
結成聯聯盟，試圖改善⼯工作環境。⾃自此，⻘青年年⼈人的聲⾳音才開始慢慢受到重視。1在1930⾄至60
年年代，⻘青年年⼈人開始主動參參與社會事務，例例如1930年年代的歐洲反戰示威及1960年年代的美國反
種族歧視及反核運動。2,3後來來在1965年年的聯聯合國⼤大會，成員國通過了了「⻘青年年⼈人促進⼈人⺠民和
平，相互尊重和理理解宣⾔言」 ( Declaration on the Promotion among Youth of the Ideals of 
Peace, Mutual Respect and Understanding between Peoples)，⻘青年年參參與的重要性開始被
世界正式承認。4⽽而⾃自1969年年以來來，世界童軍⼤大會亦採納多個與⻘青年年參參與有關的決議案，
包括⿎鼓勵各國童軍組織安排舉辦⻘青年年⼤大會及論壇，讓年年輕⼈人更更深入參參與童軍運動的決策。5





⻘青年年參參與的定義 

⾃自1960年年代，各國政府機構，學者及教育機構都嘗試為⻘青年年參參與定下基調。美國國家⻘青年年
資源委員會於1975年年曾定義，⻘青年年參參與應該滿⾜足⻘青年年⼈人發揮專長，及給予他們決策的機
會。6在1989年年通過的「聯聯合國兒童權利利公約」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CRC)，它承認了了⻘青少年年對影響⾃自⾝身的決策有權利利發表意⾒見見及參參與。7由上述內容可⾒見見，⻘青
年年參參與的核⼼心定義中，主動權應該在於⻘青少年年⼿手上。以此為基礎，童軍總會對於⻘青年年參參與
給予⼀一個更更深入的定義。


世界童軍運動組織在最新「世界童軍⻘青少年年參參與政策」(World Scout Youth Involvement 
Policy)中明確指出，童軍運動中所指的⻘青少年年參參與，是公平地為不同背景的年年輕⼈人提供機
會及空間，讓他們參參與影響⻘青少年年及其他社群⽣生活的議題。同時，這亦讓他們得到增強⾃自
信⼼心的技能和知識，並學習成為有責任感的社會⼀一分⼦子。8最終的⽬目標是希望⻘青少年年⼈人成為
「有為的公⺠民」，達到年年輕⼈人，成年年⼈人及廣泛社群三⽅方⾯面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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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年參參與的學習過程 

由世界童軍運動組織為⻘青年年參參與所下的定義，可⾒見見世界童軍運動組織除了了認同童軍運動需
要有⻘青年年發表意⾒見見及參參與，它亦認為⻘青年年參參與是教育的⼀一部份。⻘青年年參參與有別於⼀一般傾向
以教導者為主導的技能訓練模式，它的教育模式類類近與由學習者為主導的⾃自主學習。⾃自主
學習的內容由學習者選擇，並主動努⼒力力以獲取智識、技能、成就或個⼈人發展上的增長，學
習過程不被時間及情境限制。9 教師的⾓角⾊色則是學習的促進者(facilitator)，幫助學⽣生奠定牢
固的知識基礎，培養⾃自主學習的能⼒力力和習慣學習者判別⾃自我的能⼒力力。


在⻘青年年參參與的原則下，童軍可以選擇參參與他有興趣的活動或議題，從中體驗不同的事情，
並在成年年領袖促進下完成事⼯工，得以成長。因為⻘青年年在事⼯工選擇上擁有較⼤大⾃自主性，過程
中亦按他們需要學習知識及技能，在學習上他們會變得更更積極及有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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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青年年參參與 

加拿⼤大⼼心理理健康協會在1995年年指出成功的
⻘青年年參參與應該為⻘青年年提供真正的機會，參參
與影響個⼈人及社群層⾯面的決定，從⽽而認識
和培養他們長處，興趣和能⼒力力。10綜合了了

Roger Hart提出著名的⻘青少年年加入階梯理理
論　(Ladders of Participation)以及Adam 
Fletcher的⻘青少年年⾏行行動螺旋圖理理論　(The 
Youth Action Spiral)，成功的⻘青年年參參與應該
包含以下條件：11,12


（⼀一）年年輕⼈人為決策者及擁有發⾔言權

（⼆二）年年輕⼈人的委⾝身及賦能

（三）年年輕⼈人擁有參參與及⾏行行使權⼒力力的權利利

（四）年年輕⼈人與成年年⼈人有平等的權利利


成年年⼈人亦應避免操控年年輕⼈人的決策過程，防⽌止⻘青年年參參與流於表⾯面化。但兩兩個理理論中不同的
是，⻘青少年年加入階梯理理論強調⻘青少年年的加入、參參與、委⾝身及賦能等是有⼋八種程度之分。階
梯中最低的三個層次，即是操控，表⾯面作⽤用及象徵意義，都屬於非加入性質，頗為⼤大程度
上的成年年⼈人參參與。最理理想的⻘青年年參參與是成年年⼈人擔當輔助⾓角⾊色，主動權在年年⻘青⼈人⾝身上。11⽽而

⻘青少年年⾏行行動螺旋圖則側重於⻘青少年年的⾏行行動⽅方式對社會帶來來的改變，包括⻘青少年年參參與委⾝身、
領導材及平等待遇等。⻘青少年年可以以不同的形式，達⾄至真正的⻘青年年參參與。12


 
⻘青年年參參與的推⾏行行步驟 

怎樣推⾏行行⻘青年年參參與是成功的關鍵。要成功
地推⾏行行⻘青年年參參與，我們⾸首先需要了了解⻘青年年
參參與的核⼼心基礎。教育學者David Driskell
指出，⻘青年年參參與應有要有三個核⼼心基礎，
包括（⼀一）項⽬目應滿⾜足⻘青年年參參與者的內在
需要，（⼆二）⻘青年年參參與者對項⽬目有相當的
知識及（三）項⽬目中最⼤大持份者（也是參參
與者）應擁有相應較⼤大的決策權。13在了了解
⻘青年年參參與的基礎後，我們可以在參參與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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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設計及提⾼高動機三個步驟著⼿手：


（⼀一）參參與平台：⻘青少年年⾸首先需要⼀一個平台，作為學習及發展的跳板。這個平台應能容讓
⻘青少年年⾃自由選擇參參加的活動及議題，同時有成年年⼈人提供⻘青少年年所需要掌握的知識、技能及
態度上的培訓。有⼀一點值得注意，研究顯示，⼤大部分的⻘青年年⼈人加入平台的原因是來來⾃自家長
及朋輩的壓⼒力力，所以對活動本⾝身投入感低 (Half-hearted Going through the Motions)，亦
解釋了了部份⻘青年年參參與的活動成效不彰之原因。14,15故此，參參與者加入平台後，建立參參與者

的⼼心理理契約(Psychological Engagement) 及提⾼高動機均是往後要關注的事情。


（⼆二）項⽬目設計：設計必須針對參參與者的內在需要。有學者指出，⻘青年年參參與者主要有三個
內在需要，包括快樂樂樂樂及滿意度，發揮專長及技能的機會，以及對於道德或理理想的承諾。13, 

16-18成功執⾏行行的話，這些因素能把外在參參與動機　(Extrinsic Reason)，即外在參參與壓⼒力力，
轉化為內在⼼心理理動機　(Intrinsic Reason)。所以在設計項⽬目時，必須考慮設計內容是否能
滿⾜足參參與活動者的內在需要。


（三）提⾼高動機：參參與者⾃自⾝身對項⽬目的興趣及所得的奬勵很⼤大程度上影響了了將來來的參參與動
機及可持續性。⾃自我決定論　(Self-discrimination Theory) 指出在參參與活動的過程，⻘青年年參參
與者需被賦能，⾯面對適量量的挑戰及難度，以及與項⽬目本⾝身及其他參參與者建立歸屬感。值得
⼀一提，⾃自我決定論同時也指出內在動機及奬勵對參參與者的⿎鼓舞程度⼤大⼤大超過外在動機及奬
勵。例例如，參參與者對⾃自⼰己參參與事⼯工順利利完成的滿⾜足感⼀一般會超越外在奬勵，並能夠建立對
活動參參與的持續性及歸屬感。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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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年參參與在⼤大埔南區 

在香港童軍的情景，⻘青年年參參與也可以為童軍運動帶來來得益。⼤大埔南區早於2009年年成立深資
童軍聯聯席會議，並於2012年年成立樂樂樂樂⾏行行童軍聯聯席會議。聯聯席會議每年年都會籌備⼀一個聯聯團渡宿
活動 - 夏⽇日⼤大搞作，亦曾動員參參加⼤大埔南區的⿓龍⾈舟隊及步操隊。聯聯席會議成立初期的⽬目的
為團結區內深資及樂樂樂樂⾏行行童軍，其後慢慢發展出完整的議會架構，除了了籌備活動亦會討論與
深資及樂樂樂樂⾏行行童軍有關的政策及議題。⼤大埔南區的深資及樂樂樂樂⾏行行童軍無論在參參與活動或是討論
議題上都有很⼤大的⾃自由度，以夏⽇日⼤大搞作為例例，每年年的活動主題皆由當屆聯聯席會議擬定，
所以活動形式很多元化︰遠⾜足、⽔水上活動、機智遊戲，甚⾄至宣傳童軍運動都曾嘗試過。深
資及樂樂樂樂⾏行行童軍⽀支部職員就擔當促進者的⾓角⾊色，為深資及樂樂樂樂⾏行行童軍提供如會議程序、執⾏行行委
員會、活動策劃等訓練，亦為他們提供意⾒見見。因為⻘青年年參參與讓成員成長，亦令他們對童軍
運動有歸屬感，所以區內⼤大部份完成⽀支部訓練的成員都願意成為領袖，回饋童軍運動，截
⾄至2018年年⼤大埔南區29名區職員內，共有17名曾為⼤大埔南區深資及樂樂樂樂⾏行行童軍聯聯席會議成員，
包括兩兩名助理理區總監。


除了了⽀支部訓練，⼤大埔南的區職員團隊亦可以⾒見見到有⻘青年年參參與的成份。區會於2015年年成立了了
⻘青年年參參與組，從制度上承認⻘青年年參參與。⻘青年年參參與組由年年⻘青的區職員組成，負責策劃區會拓拓
展及其他他們感興趣的事⼯工。區會內資深領袖都會給予新晉區職員很⼤大的⾃自由及參參與度，
提供⾜足夠的⽀支援及賦能，加強跨代成員交流，同時讓年年輕領袖有決策權⼒力力。適逢⼤大埔南區
成立15周年年，⼤大部份年年⻘青領袖都是隨著⼤大埔南區成長，所以我們的紀念念活動⼯工作也回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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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年參參與。舉例例說，年年⻘青領袖擅長運⽤用不同渠道作宣傳，因此區會運⽤用他們的專長，讓他
們製作紀念念特刊、拍攝短⽚片，並管理理區會各社交媒體。區會亦邀請了了⻘青年年參參與組及聯聯席會
議成員籌備海海外交流活動，因為區會明⽩白到交流活動的參參加者全是⻘青年年，⽽而他們亦是負責
向外推廣香港的童軍，所以由開始選擇交流地點、活動安排、交流節⽬目等與他們⾃自⾝身相關
的決定也讓⻘青年年領袖參參與。15周年年慶祝活動陸續完成，我們⾒見見到的是年年⻘青領袖主動參參與，
不但發揮了了專長，學到不少知識及技能，亦為他們帶來來成功感，滿⾜足了了年年⻘青領袖的內在需
要。


⼤大埔南區同時努⼒力力向外推廣⻘青年年參參與的概念念。已經舉⾏行行的童⾏行行舞台NTER Gang Show是⼀一
個⻘青年年⼈人創作的綜藝表演，⼤大埔南區的年年⻘青領袖及成員有機會在舞台上透過各種表演藝術
將⾃自⼰己的想法表達出來來，為各⻘青年年發聲，希望香港童軍可以慢慢發展⾄至The Youth Action 
Spiral中的最理理想階段 – ⻘青年年及成⼈人都可以平等地為童軍運動發展作出貢獻。


 

結語  

最後，⻘青少年年⼈人是社會的將來來。⻘青年年參參與的最終⽬目的是希望推動⻘青少年年積極參參與所有層⾯面
的童軍運動及社會⼯工作，不但對童軍個⼈人，以⾄至整個童軍組織及社會均有所裨益。⻘青年年參參
與的⼯工作亦是⼤大埔南區未來來的⼤大⽅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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