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　錄

序

i 李蔡彥

iii 蔣偉寧 / 在大學教育中照見生命，從素養培育到人文實踐

vii 楊慶煜 / 生命為本，培養全人素養的通識教育實踐

編者的話

ix 宋秀娟 / 生命教育與通識素養的交融與實現

通識金句與校長的話

生命教育與通識素養

1. 丘慧瑩 / 生生不息―彰化師範大學生命教育的三塊拼圖  1

2. 釋德慇、蔡裕美 / 展現慈濟人文精神的通識教育課程  21

3. 林立仁 / 以「實作、體驗」落實生命教育—從大學  47 

通識「正念」課程實施談起

4. 歐純純、張人懿 / 共譜生命的天籟—「生命教育」行動  73 

落實

5. 賴佩暄、杜佳倫、羅景文、 陳秋宏、林芷瑩、吳孟謙、  93 



鍾志偉 / 教與學的轉向：西灣樂讀，航向生命之海

6. 李玲珠 / 以經典的恆常性架接生命教育—經典教育  117 

通識化的理念與實務

7. 邱春美 / 生命在語言與文學間的遞變—以兩門通識  133 

課程為例

8. 王冠生、黃薏文 / 臺北大學通識教育中的生命教育  151

9. 鄭年亨、邱佳慧、王明旭 / 一定要學 coding 嗎？給  171 

「非資訊領域大學生」的通識程式教育發展 

歷程及其研究

10. 楊淳皓、張松年、錢芷萍 / 問題本位學習法和專題式  195 

學習法在通識課程教學的創意應用

11. 蔡家和、呂委弦 / 海軍軍官學校「量身訂做」PBL  219 

教學提升學習動機與成效之行動研究：中華民國 

憲法與立國精神課程

12. 胡正申、何金龍 / 長庚大學通識全人素養軟實力之建  247 

構與實踐

13. 劉俊麟 / 蛻變長榮：創新策略精進大學生的閱讀寫作  261 

能力

14. 黃翠芬、陳中龍 / 職能導向的大學中文能力檢測—   291 



朝陽科技大學強化閱讀與寫作教學實務

15. 馬翠華、黃源謀 / 勞資關係法制與實用—主題教學法  311 

的啟發

16. 林俊宏 / 啟動、行動及深耕—泰國移地教學推動  327 

經驗

17. 黃淑華 / 提升軍校生就業力的教學實踐研究－以  343 

「生涯諮商與輔導」及「心理學」課程為例

18. 林文琪、何淑娟 / 在臨床實習中培育人文：具身敘事  367 

融入臨床實習的創新教學設計初探

19. 陳采秀 / 成就學生遇見更好的自己  391





序　

21 世紀臺灣的大學通識教育叢書系列

i

序

李蔡彥 / 國立政治大學校長 
教育部提升大學通識教育中程計畫總主持人

當代社會面對的挑戰日益多元與複雜，高等教育不再只是知識

的積累與專業的塑造，更是培養「如何成為人」的重要場域。「通

識教育」與「生命教育」扮演了重新召喚人文精神與價值思辨的關

鍵角色。伯特蘭 •羅素（Bertrand Russell）曾言：「美好的人生，是

一種受到愛啟發、被知識引導的人生」“The good life is one inspired 

by love and guided by knowledge.”本書《生命教育與通識素養》由

教育部提升大學通識教育中程計畫 IGER 出版，匯聚 19 篇文章，由

各種體制大學的老師分享教學實踐與創新，呈現出高等教育在引導

生命探索與深化通識素養的豐碩成果。

在生命教育的推動上，各大專校院展現出豐富而多元的實踐風

貌。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從大一必修「生命探索發展與實踐」課程出

發，融合生涯發展與服務學習，培養學生規劃願景與關懷社會的能

力。慈濟科技大學則根植於慈濟人文精神，透過「關懷生命研習營」

讓學生從「行善行孝不能等」的實踐中體會利他與責任。明志科技

大學以「實作、體驗」為核心落實生命教育，從大學通識「正念」

課程實踐生命哲學。台南應用科技大學以藝術與行動方案為教學媒

介，實踐人文素養與生命關懷的深層結合。國立中山大學透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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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樂讀」與「實驗式閱讀活動」等課程，達成深層的自我理解與社

會連結。高雄醫學大學落實「經典教育通識化」理念，強化醫學生

的倫理感與人文關懷。大仁科技大學教師則從語言與文學的轉化中

切入生命議題，引導學生反思生命的價值。國立臺北大學亦積極推

動生命教育，協助學生探索人生的終極意義、價值選擇與身心靈安

頓等。

在通識素養的培育上，各校體現出多元創新的課程與教學設

計。臺北醫學大學分享其在通識程式教育與人工智慧相關課程的創

新設計，並於臨床實習中融入人文素養教學，展現科技與人文並重

的教學理念。國立宜蘭大學、海軍軍官學校與輔英科技大學則分別

以課程範例說明如何運用 PBL 提升學生的問題解決與思辨能力，展

現通識教學的實作創新。長庚大學強調通識全人素養軟實力之建構

與實踐。長榮大學致力於創新策略以精進大學生的閱讀寫作能力。

朝陽科技大學則透過職能導向的大學中文能力檢測制度，強化學生

在閱讀與寫作上的基本能力與表現力。國立高雄大學與嘉南藥理大

學的教師分享了通識法學課程的創新教學經驗。南華大學分享啟

動、行動及深耕的泰國移地教學推動經驗。空軍航空技術學院分享

提升軍校生就業力的教學案例。

教育不只是讓學生變得「有用」，更要讓他們學會「如何活

得更好」。我誠摯期盼這本《生命教育與通識素養》的發行能成為

推動教育現場反思與前行的重要資源，也成為老師們教學靈感的泉

源。本書所呈現的案例不僅是教學設計的成果，更是一場生命教育

與通識素養的對話，衷心期盼這些案例能為帶進更多啟發，開展一

條從心出發、通往未來的教育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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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學教育中照見生命， 
從素養培育到人文實踐

蔣偉寧 / 前教育部部長 
國立中央大學榮譽教授 

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會士

以生命為本，重構通識教育的價值

當代大學教育面臨快速變遷與價值重塑的挑戰，學生在學習歷

程中同時經歷自我探索、心理調適與人生意義的追尋。通識教育因

而成為培養健全人格與社會關懷情操的重要根基。《生命教育與通

識素養》一書收錄來自師範、科技、醫學與軍事等各類型院校的 19

篇實踐案例，充分展現各校如何透過課程設計、教學策略與學習歷

程，引導學生從認識自我、關照他人，進而邁向社會實踐與全球視

野，積極回應當代社會與時代所提出的多重需求。

從反思生命到實踐關懷的教學創新

本書中的多篇生命教育案例，各校透過課程設計與實作活動，

彰顯出大學教育從知識傳遞轉向更深層的生命關照與價值引導。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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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以「主題式、文學融入、議題融入」三大拼

圖建構完整生命教育體系。慈濟科技大學根植慈濟人文，設計「關

懷生命研習營」與自主學習課程，落實「慈悲喜捨」精神，培養學

生的感恩意識與行動力。明志科技大學以「正念」為課程核心，關

注人生意義與價值，透過體驗式活動提升學生的自我覺察與情緒調

節力。台南應用科技大學關注生死議題、特殊生教育、結合多元文

化、引導青銀共學、帶領學生自我探尋並結合生活美學。國立中山

大學透過「西灣樂讀」計畫，以及「西灣旅行社：高雄文學趣遊」

與「悠遊地圖小摺頁」等多項特色活動加強學生的生命感知。高雄

醫學大學透過「醫療奉獻」經典閱讀課程，深化學生對生命價值的

認識。大仁科技大學探討藉由文本閱讀、書寫、語言學習等方式，

幫助學生建立生命價值觀，並提高其跨文化溝通能力。國立臺北大

學與臺北醫學大學的生命教育實踐，則回應當代大學生對終極關

懷、自我定位與心理健康的需求，融合哲學課程，促使學生更具同

理心。

跨域融合，培育全人素養

在素養導向教育的潮流下，本書所收錄的課程實踐案例，生動

展現通識教育在語文表達、資訊與 AI 素養、社會關懷及批判思維等

多元面向的實踐可能。例如：臺北醫學大學推動「非資訊領域大學

生」的通識程式教育，適切銜接 AI 潮流。國立宜蘭大學創意應用了

問題本位學習法（Problem-based Learning，簡稱 PmBL）與專題式

學習法（Project-based Learning，簡稱 PjBL）學習成效。海軍軍官

學校亦在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課程以 PBL 教學提升學生學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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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與成效。長庚大學的全人素養軟實力建構，透過「學生學習歷程

檔案（E-Portfolio）」系統，產生「全人素養軟實力雷達圖」讓學生

能清楚掌握自己的成長歷程。長榮大學發展以學生為主體的閱讀與

寫作計畫，以提升大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與表達能力，並搭配多元活

動，形成具有系統性的能力培養模式。朝陽科技大學的中文教學採

用職能導向的教學設計，透過系統性訓練，培養學生中文能力。國

立高雄大學運用主題式教學法，引導學生深入理解勞資關係與勞動

法制，讓學生提前熟悉職場環境，強化其問題解決能力與自主學習

能力。南華大學分享泰國移地教學的實踐經驗，並訂定境外移地教

學實施辦法，為推展具國際移動性的通識課程樹立了良好的教學典

範。空軍航空技術學院以「生涯諮商與輔導」及「心理學」課程為

例，分享提升軍校生就業力的教學實踐。臺北醫學大學分享在臨床

實習中融入具身敘事以培育人文素養，發展人文與醫療教育的跨域

合作之教學模式。輔英科技大學以「成就學生遇見更好的自己」為

核心理念，強調學習應根植於學生自身經驗，並透過問題導向學習

（PBL）與科技輔助教學，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從課程到人生的轉化旅程

《生命教育與通識素養》一書中的實踐顯示，通識教育不僅是

整合知識的學習平臺，更是培養學生理解世界、表達自我、並積極

行動的關鍵歷程。在面對數位浪潮、社會轉型與心理壓力交織的今

日，生命教育協助學生沉澱思緒、建立自我定位；通識教育則提供

跨域知識與統整思維的能力，兩者相輔相成，共同形塑現代大學教

育的核心價值。當課程從學生的生命經驗出發，並連結社會行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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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反思，教育才能真正實現知識與價值的整合。未來，期望有更

多學校持續深化生命教育與通識素養的實踐，讓大學生在探索世界

的同時，也能更深刻地認識自己，並勇敢迎向充滿挑戰與希望的未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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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為本，培養全人素養的 
通識教育實踐

楊慶煜 /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校長

《生命教育與通識素養》一書集結了 19 篇大專校院在生命教育

與通識素養的寶貴經驗，呈現大學教育如何在知識傳遞之外，引導

青年學子自我探索、關懷他人、適應社會需求等。透過閱讀各校課

程設計與實務操作的分享，我們看見一條從反思生命、實踐關懷，

到推動社會參與的教育路徑，展現通識教育融合生命教育的豐厚能

量。

在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我們看到以「生命探索發展與實踐」通

識課程出發，建構生命教育的三塊拼圖。慈濟科技大學則以慈濟人

文為根基，引導學生內化「感恩、尊重、愛」的價值觀。明志科技

大學導入正念教育，呼應孫效智教授所提出的「人生三問」，讓學

生學會「在當下活著」。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從「自我、人我、天人」

三個層面探討生命意義，並透過課程與活動引導學生內化生命價

值。國立臺北大學透過「人生三問」建立五大生命素養，從哲學思

辨到靈性修養，進一步發展同理心與感恩的實踐。國立中山大學、

高雄醫學大學和大仁科技大學等校則透過經典閱讀課程，引領學生

從文學典範中汲取生命智慧，落實經典通識化的理念。

素養教育已成為培養全人發展與社會適應力的核心目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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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各大學的創新實踐可見，本書涵蓋全人素養、資訊與 AI 素養、

PBL 問題解決能力、閱讀與寫作能力、國際素養以及職涯就業能力

等面向。例如：臺北醫學大學推動通識程式設計課程，針對非資訊

背景學生設計易於上手的模組，透過實作與應用場景的結合，提升

邏輯思維與問題解決能力，回應了 AI 時代下的資訊素養需求。國立

宜蘭大學則將問題本位學習與專題式學習融入通識課程，強化學生

的團隊合作與批判思考能力，展現跨學科教學對素養培養的助益。

海軍軍官學校更針對軍校背景進行量身訂做的 PBL 教學，實質提升

學生的行動力與實務應變能力。長庚大學則從「全人素養軟實力」

出發，建構包含自我省思、社會關懷等指標，並以 APP 與多元課程

推動學生內在素質的培養。在語文能力方面，長榮大學與朝陽科技

大學分別透過閱讀與寫作課程改革，系統性提升學生的語文表達與

批判思辨能力。南華大學分享泰國移地教學推動歷程，培養學生國

際移動力。國立高雄大學、輔英科技大學、空軍航空技術學院等校

推動法學素養與生涯輔助等課程，展現出通識素養培育不僅重視知

識學習，更關懷學生人格發展與生涯規劃。

《生命教育與通識素養》一書展現大學通識教育如何以人為

本，關照生命、關懷社會。透過本書，我們得以看見教師如何以熱

情與智慧，引領學生在閱讀與書寫中發現自我，在反思與實作中開

展未來。這不僅是對通識教育的深耕，更是對「教育為何存在」這

一命題的深情回應。誠摯推薦本書給所有關心高等教育、生命成長

與素養培育的讀者，相信您將在字裡行間，看見教育如何點亮生

命、啟發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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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與通識素養的交融與實現

宋秀娟 / 大葉大學教授 
本書主編

生命教育的發展

生命教育是一門關注人之所以為人的意義、理想與實踐的

教育，目的在深化人生觀、內化價值觀、整合行動力。此概念最

早起源於 1979 年澳洲雪梨的「生命教育中心」（Life Education 

Center），最初以防治藥物濫用、暴力與愛滋病為目標，逐漸擴展

至關懷生命意義與價值等範疇（宋秀娟，2011）。黃俊傑曾提及

「教育是提昇生命的偉大志業。」教育部訂定 2001 年為「生命教育

年」，啟動《教育部推動生命教育中程計畫》，將生命教育納入小

學至大學的教育體系，成為推動生命教育的重要里程碑。2014 年頒

布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以全人教育為基礎，明定「身

心素質與自我精進」為核心素養之一，奠定生命教育的重要地位。

在大專校院方面，教育部致力各校銜接十二年國教課程，結合在地

特色，推動校園生命教育文化，並以「自發」、「互動」、「共好」

為核心理念，陪伴學生於不同生命階段探索自我，成就理想人生。

自 2022 年起，教育部訂定新的《生命教育推動方案》，隨著社會發

展持續滾動修正，讓生命教育成為支持個人成長與促進社會和諧的

重要力量（教育部生命教育全球資訊網，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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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與大學通識教育融合的意義

在高等教育領域，生命教育的角色日益重要。隨著知識經濟與

全球化浪潮，科技進步使大學教育日益講求標準化、商品化，傳統

的人文關懷漸被邊緣化，學生面臨文化與價值的衝突。孫效智在其

「生命教育」的入門課程，探討「生命的學問」以「人生三問」為

核心架構，分別是：「人為何而活？」、「應如何生活？」以及「如

何能活出應活出的生命？」，該課程透過系統性的引導，協助學生

探索這三大核心問題，進而深化人生觀、內化價值觀，並促進人格

與靈性的發展（孫效智，2010）。黃俊傑（1999）指出：「通識教

育是建立人的主體性，以完成人之自我解放，並與人所生存之人文

與自然環境建立互為主體之關係的教育。」他強調生命教育是一切

教育的根本，呼籲應將生命教育融入通識課程中，以喚起學生心靈

覺醒與自我成長（宋秀娟，2011）。

《生命教育與通識素養》中各大學的實踐

《生命教育與通識素養》一書集結了 19 篇來自全臺大專校院的

寶貴經驗，展現高等教育如何在知識傳授之外，關注青年學子的生

命探索、價值思辨、社會關懷與全人素養的培育。書中強調，生命

教育應與通識教育與素養培育融合，回應知識經濟與全球化時代下

標準化、商品化教育的挑戰。

在生命教育方面，各校推動案例涵蓋：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以

「生命探索發展與實踐」課程、文學對話與議題融入三大拼圖建構

生命教育體系。慈濟科技大學根植人文精神，透過關懷生命研習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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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自主學習，深化學生感恩與社會關懷意識。明志科技大學導入

「正念」課程，強調實作體驗與情緒調適，並推廣至校內外，擴展

生命教育影響力。台南應用科技大學透過藝術行動方案，從生死教

育、多元文化到環境倫理等多面向探究生命意義，實踐知行合一。

國立臺北大學則以生命素養建構為核心，輔以同理心與感恩教案設

計，幫助學生深化生命意義的理解與情緒管理能力。國立中山大學

博雅學院強調透過閱讀與書寫、「西灣樂讀」計畫，透過閱讀與地

方文化走讀，培養學生的思辨表達能力與在地認同感。高雄醫學大

學推動經典教育通識化，透過跨域經典閱讀、出版《醫療與奉獻》

和建置「經典課程地圖」建立學生的生命價值觀。大仁科技大學以

「中文閱讀與書寫」及「客家語言通論」課程，結合語言學習與生

命敘事，促進學生自我探索與跨文化理解。

在通識素養培育上，本書充分展現各大專校院在通識素養培

育的多元創新實踐，致力於培養學生的核心素養，提升其統整知識

與適應社會的能力。臺北醫學大學以非資訊領域大學生為對象推動

人工智慧（AI）素養的程式教育，培養學生資訊素養與跨域問題

解決力，連結未來生涯發展。北醫也分享該校在臨床實習中融入具

身敘事教學，強化學生同理心與人文關懷。國立宜蘭大學透過問題

本位與專題式學習法，提升學生批判思考、團隊合作與自我導向學

習力，展現通識教育創意教學的可能。海軍軍官學校則以量身訂做

的 PBL 模式，提升軍校生的憲法素養與邏輯思維，強化領導與公共

責任意識。長庚大學建構全人素養軟實力指標，推動跨單位課程與

學習歷程建置，協助學生自我省思並實踐社會參與。長榮大學運用

閱讀與寫作策略，提升學生語文素養、批判思考與表達能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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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專業發展。朝陽科技大學以職能導向設計中文能力檢測，聚焦

閱讀理解與寫作表達，建立系統化教學回饋機制，提升學生語文應

用力。國立高雄大學以主題教學法引導學生從勞資關係實例中學習

法律實務與職場應對，培養批判思維與行動力。南華大學推動泰國

移地教學，結合跨文化體驗與服務學習，拓展學生國際視野與多元

文化素養。空軍航空技術學院則結合生涯諮商與輔導，以及心理學

課程，提升軍校生自我探索與心理適應能力，強化就業競爭力。輔

英科技大學推動正向心理學取向的成長課程，透過成就導向學習計

畫，幫助學生遇見更好的自己，增進心理韌性與幸福感。

結語

生命教育與通識素養的融合，回應了當代高等教育在知識商品

化與價值的衝突，重新召喚人文精神與關懷力量的迫切需求。生命

教育不僅是培養個體面對終極關懷的勇氣與智慧，更是引導學生成

為具有自主思考、價值判斷與社會責任感之現代公民的重要途徑。

透過系統性的課程設計與實踐推動，生命教育與通識教育得以彼此

交融、相輔相成，使學生在探索自我、尊重他人、理解世界的過程

中，發展健全的人格與深厚的生命力。本書中的教學實踐不僅回應

了當代教育的需求，也呼應十二年國教強調的「自發、互動、共好」

精神。生命教育與通識素養相輔相成，不僅關注學生的知識學習，

更引導其建立價值信念，實踐知行合一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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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金句與校長的話

通識教育是大學教育的靈魂，是大學培育人才的基石，是一種思

潮、價值、理念的具體展現，是大學品牌的象徵，更是個人生命發

展與國家及產業競爭力的關鍵。

鄭英耀 / 教育部部長 / 前國立中山大學校長

通識教育旨在培養學生在文理兼備、批判思考、社會責任及全球視

野等方面均衡發展，成為具備多元知能的現代公民；其強調建立基

礎核心知識，促進跨領域知識的統整與轉化，並培養宏觀視野以及

終身受用的關鍵能力。

李蔡彥 / 國立政治大學校長 
教育部提升大學通識教育中程計畫總主持人

先做人，再做專業的人；具有啟發力量的通識教育，是人才培育中

不可或缺的學思歷程。

黃榮村 / 前考試院院長

博雅通識的精神，在於三層境界的充實：生命本體的覺悟、生活本

質的涵養，及精神信仰的實踐。

陳明飛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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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是協助學生找到學習的真正興趣與目標，藉以培養面向未

來的核心競爭力。

羅文瑞 / 慈濟科技大學校長

通識的最高目標是培育全人素養，使學生具備思辨分析力、跨域整

合力、以及社會服務實踐力。

劉怡均 / 慈濟大學校長

博雅教育原為過去百餘年來高等教育的起點，伴隨科技與 AI 的快速

發展，通識教育亦面臨時代挑戰，勢必引領思考未來教育的核心價

值。未來教育的核心價值，應該具有跨領域的理解與創造性，使學

子獲得啟發之喜樂，也從「明明德」的自我肯定中成長茁壯。

劉祖華 / 明志科技大學校長

面對數位時代的快速變遷，通識教育提供多元學習的平台，培育學

生獨立思考、批判反思能力及多元探索，藉由跨學科的相互溝通連

結，開擴視野與增廣見聞，進而能創新知識，落實所學。使學生具

備解決問題的能力與執行力，並能適性發展，發揮所長，為國家貢

獻心力，服務社會，成為具有影響力的優質公民。

通識教育―開啟心智、擴展視野、豐富人生。

楊正宏 /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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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是藝術與科學的交匯。藝術啟發心靈，編織夢想；科學轉化夢

想，照亮生命。

余明隆 / 高雄醫學大學校長

通識教育是人生旅途上重要的軟實力。當今的學習主流以追求專業

成長為主，但為了在職場上求生存與發展，如無受過通識教育的孕

育與洗禮，職涯可能有所受限。許多知名的科技業者，在剛硬的冰

冷的公司內部，常因融入人文與通識元素的錘煉後能發光發熱，讓

混沌者體悟出智慧、讓軟弱者鼓舞出勇氣、讓不明者更懂得珍惜生

命的意義。

郭代璜 / 大仁科技大學校長

通識教育引領學生增廣見聞、跨域學習、觸類旁通，看見更多元的

可能，發現最遼闊的天地。

李承嘉 / 國立臺北大學校長

108 課綱以核心素養為重，其概念延伸至大學創新通識教育，皆在

激勵學生跨越學科界限、探索未知領域、拓展思維疆界，使成為具

備全面素養的未來公民。然而，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推動，促使教

師運用適切的教學方法，以因應教學場域面臨之挑戰。通過深入研

究與實踐過程，不僅為學生創造豐富的學習體驗，亦對提升教師教

學能力與研究量能帶來莫大助益。

吳柏青 / 國立宜蘭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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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校通識教育的核心是軍事倫理與軍人武德，這兩者在培養領導幹

部的過程中至關重要。

劉寶文 / 海軍軍官學校校長

通識教育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擴展你的視野

湯明哲 / 長庚大學校長

用通識教育的畫筆，在人生的畫布上揮灑出利他助人的生命色彩。

李泳龍 / 長榮大學校長

大學通識教育旨在啟發學生以全然開放心態認識自己個體的內質功

夫，來精準理解並實踐：各文化同德同榮、物我和諧共生及恩報

溯源之素養；以及具備參與推進人類文明前進的基本技能，表達人

性友善和雅愛自由美感的優化行為。主動從關心氣候變遷的危害出

發，反思並接受調整改進生產與生活模式，追求實現地球永續的責

任與理想。

通識教育是為地球永續而實施的育才奠基工程。

鄭道明 / 朝陽科技大學校長

通識教育是築基跨域學習及厚實人文底蘊的核心教育！

陳啓仁 / 國立高雄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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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說：「人的一生，生命、生死與生活，三者關係密切，缺

一不可」。生命必須和他人建立因緣互助，才能生存，成長。就像

雨水灌溉樹木，樹木也能涵養水分；生物界要維持生態平衡發展，

才能生生不息。身心靈健康是個人幸福的來源，也是學習、工作能

力以及人際關係良窳的重要基礎。維持並促進身心靈健康，才能真

正體會生命的意義，感受生命的美好，實現生命的價值。

高俊雄 / 南華大學校長

如果教育分為家庭、學校與社會教育，而通識教育則應該是最能扮

演三位一體的核心關鍵！

李瀚鼎 /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校長

在全球化與數位化的浪潮中，通識教育應跟著趨勢與時俱進，以健

康科技、數位素養、跨域學習、永續發展等四大主軸為課程核心，

兼融國際文化交流、重視學生身心平衡及引導社會責任實踐，達到

培育具備利他精神、領導力和創造力，並能解決未來問題的人才的

教育目標。

林惠賢 / 輔英科技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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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不息―彰化師範大學 
生命教育的三塊拼圖

丘慧瑩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摘 要

本文記錄彰化師範大學從 2014― 2024 十年來推動生命教育

的歷程。

從 2014 年開始推動全校生命教育課程，由通識課程「生命探索

發展與實踐」，到大一國文以生命教育為主軸的課本重新編寫，再

到師培課程以生命教育議題融入的方式設計中學國文科教案，無論

是教或學，無論是主題式課程或是融入課程，彰化師大生命教育相

關課程的拼圖，一片片的出現，逐步擴大。因為遇見彰化師大一群

志同道合的好老師、好朋友，使得彰化師大的生命教育，從「我」

的起心動念，到「我們」的攜手同行，藉由這樣一點一點、一步一

步的踏實前進，讓彰化師大的生命教育課程，越來越完整，生生不

息。

關鍵字：生命教育、通識、文學、主題式、融入

一、前言

從小，我就對「生命的意義」有著無盡的好奇，我不記得我

是否對人提問，只知沒有人給我答案。念了小學，學校的川堂有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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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標語：「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國中時，讀

到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

平」，高中時讀到〈赤壁賦〉：「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

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這些不管是教

條的灌輸、思想的啟蒙、文學的感悟，反正都成為聯考填鴨下的囫

圇吞棗。等到再大一點點，成為一位老師，雖然也沒有學生跟我提

問「生命的意義」，但我卻在教學的過程中，發現那些從小到大印

象深刻的「考試重點」，似乎隱隱在呼喊：這是妳要的答案嗎？而

我，始終在尋找。（丘慧瑩，2023c）

2014 年，一個偶然的行政職務邀請，讓我從生命意義的探究

者、追尋者，成為生命教育課程的制定者、推動者，因為遇見彰化

師大一群志同道合的好老師、好朋友，使得彰化師大的生命教育，

從「我」的起心動念，到「我們」的攜手同行，結合計畫的推動、

工作坊的增能等等天時地利人和的機緣，開啟了持續十年推動生命

教育的奇妙之旅。

二、主題式課程―從通識出發的第一片拼圖

源於希臘城邦的博雅教育，是為培育具文化素養、術德兼備、

心智健全的自由人（Kimball, 1995）。時至今日，「自由人」的定

義或許產生變化，但博雅教育培養獨立判斷的中心價值，不容置

疑。然現今教育的功能卻常被區別為人文 / 科技、博雅 / 實用、通博

/ 專精的二元對立，在狹隘的專業教育主導下，大學培養出來的人

才適合代工產業的格局與需求（林崇熙，2014）；通識課程被簡化

為幾門分類的課程，以符合教育商品化、市場化的需求；簡單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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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拼湊，很難培育出博雅教育重視的思考、溝通、辯證、判斷等能

力。（丘慧瑩，2021）

103 學年度，接下彰化師大通識教育中心主任的工作，上任的

第一件事，便是撰寫教學卓越計畫特色通識的部分，我設定以生命

教育結合生涯發展，藉服務學習落實的「三合一」「生命探索發展

與實踐」通識課程，成為推動的方向，其目的是讓傳統生命教育增

添生涯發展的規劃而落實，讓傳統服務學習增添生命與生涯的明確

目標而紮實。

彰師大 105 學年度推出的全校必修核心通識課程「生命探索發

展與實踐」，是歷經兩年半的籌備，加上種子教師培訓研習，申請

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並與蔚華教育基金會合作的新課程。課程透過

結合生命教育、生涯發展和服務學習，引導學生「探索為何而活、

學習該如何活著、練習實際活出該活的生命」，內容主要以生命反

思為動力、以系所專業為基礎、透過服務學習建立個人生涯願景。

其目的是讓傳統生命教育增添生涯發展的規劃而落實，讓傳統服務

學習增添生命與生涯的明確目標而紮實。具體而言，透過「生命教

育」與「生涯發展」課程協助學生發展以生命反思為動力、以系所

專業為基礎的「圓夢計畫」，並練習透過「服務學習」初步嘗試、

落實與體驗，從而反思生命意義與發展具有個人獨特意義的生命熱

情和生涯願景（彰化師範大學，2014）。整體課程設計形成循序往

復的廻圈（如圖 1）：探索自己生命、探索生涯發展、投入服務實

踐、反思生命意義、定位核心自我、發展生涯願景、形成自主實踐

動力。在過程中透過不斷的反思及人我互動，培養批判與思考能

力，透過團隊合作（雙贏思維）及問題解決而更認識自我，確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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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生涯走向及自發性實踐的力量，建造出大學生的生命並開拓其

思維和生命經驗。

圖 1：通識課程「生命探索發展與實踐」設計架構廻圈圖

「生命探索發展與實踐」核心通識課程的哲學基礎，即「大學

之道」。「大學之道」乃成人之學，以「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

於至善」為三綱領，而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為具體施行的條目；引領大一學生「格物致知」的

「內自省」工夫，經由課程活動推進，學生進而了解自己優勢和興

趣所在，發展生命圖像，正是「誠意正心」的努力結果。「外實踐」

的工夫是配合生（職）涯輔導機制，讓學生對未來確立生涯願景，



生生不息―彰化師範大學生命教育的三塊拼圖　

21 世紀臺灣的大學通識教育叢書系列

5

進而引發內在動機去達成目標，追求自我實現。生涯不再是被動的

安排，而是主動掌握生命自主權，啟發願景，做出選擇，並負起自

己生命的責任，此時則進入「修身」的階段。經由人生哲理思辨，

探索生命意義，透過服務學習經驗，確立大我小我相生相成的生命

態度和社區意識。配合體驗性課程，加深個人與他人的合作，累積

體驗反思及討論深化自我覺察和解決問題能力。課程的設計，引領

學生以「求真求善」的態度，逐步累積未來「齊家」的能量。當個

人小我能充分發揮一己能力時，國家社會「治平」便可期待。

為保有課程中心主軸不變，又付與授課教師充分的專業自主

權，我們以一綱多本概念，透過開放卻又有明確指向性的基本架

構，給授課教師較大的彈性空間，以便結合老師自身的生命經歷

與特質，師生共同學習人生的智慧、探究人生三問：「人為何而

活、人應如何生活、又如何才能活出應活出的生命」（孫效智，

2000）。隨後又考慮到可操作性，最後我們制定了以「批判思考、

團隊合作、問題解決」為核心導向的課程綱要；課程雖為「三合

一」，但三者關係並非截然切割的三個區塊，而是三者互相勾連、

相輔相成，其課程綱要之元素如下：

1. 生命教育

1-1. 愛自己：釐清生命理念、釐清生與死的本質、抉擇生命的意義

與價值、生命關懷、人生意義的追尋

1-2. 愛別人：倫理、人我關係、落實社會關懷與社會責任

1-3. 愛環境：人跟社會、人跟環境

2. 生命發展 / 生涯發展

2-1. 發展自我：探索與發展個人志趣與才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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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實踐願景：籌劃與實踐生涯願景

2-3. 領導自我：培養與應用自我管理習慣

3. 生命實踐 / 服務學習

3-1. 尊重差異：了解多元社會與尊重不同文化

3-2. 落實關懷：落實社會關懷與社會責任

3-3. 了解服務：了解服務學習的基本精神―規劃、執行、反思、

慶賀

教案依各單元獨立及三種主題互相結合的方式分別設計，共兩

套完整教案，另有各單元個別教案，若排列組合，可得出數十種組

合。透過開放卻又有明確指向性的基本架構，給授課教師較大的彈

性空間。除了將原初工作坊討論出的教案放在雲端供授課教師們參

考，其後又透過教育部生命教育中心的補助，出版了《生命教育動

起來―生命探索發展與實踐教材手冊》（楊菁，2020，如圖 2）。

圖 2：《生命教育動起來―生命探索發展與實踐教材手冊》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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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課程在眾多熱心熱情的校內外伙伴協助下，推動「生命探

索發展與實踐」通識必修課程，一切都顯得水到渠成。（丘慧瑩，

2021）

三、「生命探索發展與實踐」課程的啟發效益

為了解此一課程對學生實際的影響，105 學年度成為全校必修

通識課時，便請本校華人生涯中心主任的劉淑慧教授設計問卷，以

15 個題目，三個向度的五點量表，對修課學生進行前後測，以了解

這門課程推行之後的果效。這 15 個題目為：

A1. 我能面對人生的起伏變化。

A2. 我能理解和坦然面對死亡。

A3. 我認為我的存在具有意義和價值。

A4. 我了解自己的志趣與才幹。

A5. 我有自己的生涯目標或夢想。

A6. 我能規劃自己的大學學習。

A7. 我能面對並解決生涯實踐過程的挑戰。

A8. 我能理解人生不同階段的角色與任務。

A9. 我能面對和解決人生各階段的挑戰。

A10. 我能夠包容和欣賞不同的人或群體。

A11. 我能關懷並照顧別人的需求和難處。

A12. 我能夠和團隊融洽的相處和合作。

A13. 我能關懷和回饋社會。

A14. 我能關懷和保護自然環境。

A15. 我瞭解服務學習的意義和方法。



　生命教育與通識素養8

University and College General Education in Taiwan in the 21st Century

彰師大每年入學之大一新生，約一千多人，此課程依學院別，

分別開設於上下學期。課程實施之初，授課教師實際上承受非常大

的壓力，因此一必修課程「前無古人」，學生修課態度或消極應付，

或排拒，與原先試行時的選課修習態度完全不同；也有不少「老生

常談」、「不過爾爾」、「師資非專業」等聲音，只是，有什麼專

業是教導「成為別人的生命導師」呢？授課老師還得承擔教學評量

不佳的後果。然經過多年的實施，師生共同的調適（主要在同學修

課心態，及教師授課內容的調整）此一課程邁向正軌。

從 105 學年度全面推動至今，隨時間推移，彰師大大學部學生

都已修習過此一課程，於實施三年後（108 年 8 月），累積足夠樣

本數，進行分析。（彰化師大，2019）在十五個題目中，「A1」、

「A2」、「A4」、「A5」、「A8」、「A9」、「A10」、「A13」

及「A15」共 9 題顯著性 p- 值皆小於 0.05，達到統計顯著水準，有

足夠的統計證據支持對立假設，即前測與後測有顯著的差異存在，

後測優於前測。更值得注意的是以（獨立）雙樣本平均數差異 t 檢

定 I- 變異數不同質（Welch Two Sample t-test）「A1」及「A2」顯

著性 p- 值皆小於 0.05，達到統計顯著水準，有足夠的統計證據支持

對立假設。（林清山，1992、邱皓政，2010）這兩個題目分別是：

A1：我能面對人生的起伏變化。

A2：我能理解和坦然面對死亡。

這樣的分析結果相當鼓舞人心，表示我們的課程對學生是真的

有幫助。而這種幫助是通過課程讓學生開始思考人生的目的，對自

己學涯、職涯、生涯的規劃，不再只是理想虛幻式的空中樓閣，是

經過思辯後，了解自我的開始。「A1：我能面對人生的起伏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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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我能理解和坦然面對死亡」的正面增強，更可以解讀為學生

對挫折忍耐度的提升，以及對生命終極的勇氣與思考。「人有悲歡

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東坡歷經生命跌宕方能有些

感悟；「生而無懼，死亦無憾」，是很高的靈性修養境界，然透過

課程，我們年輕的新鮮人，能對挫折、死亡有所理解與面對，因此

更懂得珍惜當下，把握現在，這門課程就顯得更加有意義了。

四、文學與生命的對話：從大一國文出發的第二片拼圖

彰師大 28 個通識學分中，除「生命探索發展與實踐」為必修學

分外，有另有語文類必修 12 學分。依 109 學年的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通識教育課程修課規定（彰化師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共同課程架構

圖，2024）如下：

共同必修項目及學分：

（一） 國文：共 6 學分。

1. 大一國文：國文（一）及國文（二），第一、第二兩學期各 2 學

分，共 4 學分。

2. 精進中文：應於畢業前修習至少 2 學分。

（二） 英外文：共 6 學分。

1. 大一英文：英文（一）及英文（二），第一、第二兩學期各 2 學

分，共 4 學分。

2. 精進英外文：應於畢業前修習至少 2 學分。

共同必修學分中，國文 6 學分委由國文系規劃安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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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筆者主任職務「無縫接軌」―從通識教育中

心主任回到國文系擔任系主任兼臺文所所長。因行政工作的轉換，

重心自然放回系上的課程，想起文學作品除了優美的文字辭藻外，

更是作者真實生命的展現：孔子的「求仁得仁」、「道不行，乘桴

浮於海」、「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

不為也」，孟子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給了我教導

學生進退出處的原則；《世說新語》中那些任性、放曠的文人，用

他們的生命對時代發出怒吼或哀鳴；王維的「獨坐幽篁裡，彈琴復

長嘯」的自我觀照，杜甫「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感嘆；東

坡「也無風雨也無晴」的豁達、易安「人比黃花瘦」的柔情；關漢

卿說「賢的是他，愚的是我，爭什麼？」、喬吉說「白，也是眼，

青，也是眼」……。王國維提到的「人生三境界」：「古今之成大

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

樓，望盡天涯路。』、『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

『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這種

生命的領悟，提醒我們在亂花迷眼的山山水水中，又能見山是山見

水是水。更遑論當下最熱門的 AI 人工智慧，以撒．艾西莫夫（Isaac 

Asimov）小說中不只有科學、人文、哲學等豐富意涵，其所創立的

「機器人三定律」，似乎早早就預示著人類與人工智慧的未來。凡

此種種，突然感覺當文學教授何其幸運，因為有著取之不盡用之不

竭的生命教育素材，隨時隨地都可以藉著課文的講解，在字裡行間

追索作者的生命情意，透過教學的互動過程，回過頭來映照年青學

子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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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新鮮人，這些風華正茂的學子來到大學校園中，本欲展現

他們崢嶸的頭角，但如潮湧般紛至沓來的種種騷動：生活的、親情

的、愛情的、友情的……，掙扎在家庭、社會多元價值的變動，理

想與現實的衝突，青春的生命是否感到惶惑迷惘、身心無處安頓？

面對這樣的情況，我們除了傾聽陪伴，還能做些什麼？我們思考重

新編撰一本更契合學生生命情境的教科書，因為大一國文是校訂必

修課程，通過它的力量，可望為這些年輕生命帶來確實而深刻的影

響。文學作品是作者生命靈魂的展現，大學裡的國文課程，不只介

紹文本的結構、修辭、技巧，就中還有更多的生命情意、生命抉

擇、價值思辨、社會關懷、自我探索與自我對話需要深掘；透過文

學的閱讀，讓青年學子有充分的能量面對「新鮮人」生命歷程的轉

換。（丘慧瑩，2023a）

透過高教深耕計畫教師社群的運作，我們邀請系上專兼任老

師，以「自我．人我．物我―文學與生命的對話」為發展主軸，

進行工作坊與增能培訓，持續討論與交換意見，最終編撰出這本

《青春悅讀―文學與生命的對話》。特別感謝詹千慧老師擔任統

籌工作、楊菁老師教育部生命教育計畫的支持，以及眾多老師的鼎

力協助，讓這本新教材得以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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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青春悅讀―文學與生命的對話》書影

此書分五大單元，共收錄二十四篇文章，各單元分別扣合生命

教育具體內涵，包括有「人與自己」、「人與別人」、「人與環境」

以及「人與自然和宇宙」（林治平，2001）。就不同議題命名為：

自我追尋、人間情事、人情世態、跨界探索、半線行旅。這本大

一國文的教材，保有了授課教師的教學自主空間，卻同樣具有生命

教育的具體指向與可操作性。我們在本書的凡例中是這樣介紹：從

「人」出發，由作家切身地反映的自我影像與書寫實踐，照見人與

自我，與他人，與社會、自然的關係，這既是對生命的沉思，也是

生命意識的高度自覺。每單元有「寫在前面」欄目，說明選文理念。

選文包括詩歌、散文、小說等不同文類，內容融會古今中外與在地

文化。選文附有註釋，並設置三個欄目：「導讀」介紹作者、文章

出處、創作背景與內容大要；「思辨與對話」利用提問進行文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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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和辨析，並尋求彼此對話的可能；「延伸閱讀」提供可對讀的

文本，以及相關評介和閱聽資源。（詹千慧、丘慧瑩，2023b）

文學作品除了優美的文字辭藻外，更是作者真實生命的展現，

透過作品，我們分享作者的悲歡離合，感受他們的喜怒哀樂，也

成一面映照生命的鏡子。《舊唐書．魏徵傳》：「以銅為鏡，可以

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而文

學，承載這一切，融鑄無數的智慧，在文學作品中，不只可見興

替、得失，文學中的天人物我關係，生命之韻、生命之趣、生命之

協、生命之美，都是我們想介紹給同學的。這本教材的終極目的，

不只是透過文本增進語文能力、涵泳文學素養，更期待透過文本，

反思人之所以為人的種種問題。

以文學為鏡，期待青春學子豐盈的生命，映照天光雲影。（丘

慧瑩，2023a）

五、議題融入式課程―從教育學程出發的第三片拼圖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是傳統的師培系所，培育了無數優秀的中

學國文教師，面對 108 課綱素養導向的教學，我們培育的師培生，

面對國文教學應更有前瞻的理念與眼光。109 學年度，受託在國文

系開設師培課程：「國文課程設計」，於是我又開始新的嘗試。第

一年，我教學生設計模組課程，因為國文教學不應是以一課一課為

單位，或受制於段考、學期的片斷，而應有整體課程地圖、能力連

貫的宏觀教學預設；第二年，我教學生設計校本課程，以結合不同

領域的跨域設計，呼應聯合國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SDGs），並尋

找普通型高中、技術型高中、綜合型高中等不同類型學校特色；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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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我教學生以十九項議題融入課程的教案設計，核心素養陶冶

養成。

有關十二年國教課綱各領域課程設計應適切融入的議題，係

規範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的總綱中，包括：性別平

等、人權、環境、海洋、品德、生命、法治、科技、資訊、能源、

安全、防災、家庭教育、生涯規劃、多元文化、閱讀素養、戶外教

育、國際教育、原住民族教育等十九項議題。（國家教育研究院，

2020）在這些重大議題中，我選擇最擅長的生命教育議題融入國文

科的教案，因為文學作品中，最易察覺知性與感性的衝突、愛與被

愛，覺察人的有限與無限，體會人的自我超越、追求真理，反思生

老病死與人生無常的現象，探索人生的目的、價值與意義。

生命教育的課程設計主要可分為兩種：一為「主題式教學」、

另一為「融入式教學」。主題式教學乃教師針對某一特定主題設計

課程，為學生量身打造生命教育相關的教學內容及活動，可以統整

不同學科的知識和相關生活經驗，而「融入式課程」，就是將適當

的認知概念、態度和技能，適時地選擇主題，以融入某一學科或領

域中的一種統整課程設計取向，以增進學生良好的態度、情意或技

能。（蔡明昌、吳瓊洳，2004）本校通識教育必修課程「生命探索

發展與實踐」便是此類生命教育主題式課程，大一國文雖以主題式

教學編撰課本，但畢竟課程目標還肩負文學本身的意涵，所以兼具

生命教育主題式與融入式教學的雙重可能。而「國文課程設計」，

則是「融入」式教學設計，將生命教育的議題做為國文教學中的議

題融入，進行教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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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融入」的方式可分為三種：第一為狹義的「融入」方式，

將生命教育的某些議題做為特定科目之特定教學主題的素材來進行

教育。這樣的融入不應妨礙原教學主題的主體性，它所能達成的只

是一種潛移默化的生命教育；第二，當生命教育的特定議題適合作

為某個科目的教學主題時，則應賦予該議題特定「教學主題」單元

的地位，來融入該科目中，使該生命教育議題與該科目其他主題形

成系統性的連結，共構該科目的教學主體；第三，當生命教育的特

定議題群本身具有完整的知識系統性與重要性，且其主體性與教育

意義無法被其他科目取代時，就適合以設立「科目」的方式來融入

整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課程體系中。（孫效智，2014）

就教學實務而言，第一種狹義的「融入」方式，對正在學習且

沒有太多教學經驗的師培生而言，是最容易設計與操作的模式。108

課綱中，中學端的生命教育相關教學內容與目的，比原本我在通識

教育中心設計以「人生三問」為核心：「人為何而活？」、「人應

如何生活？」、「如何能夠活出應活的生命？」的「生命探索發展

與實踐」課程，有更詳細的學習主題：包含「哲學思考」、「人學

探索」、「終極關懷」、「價值思辨」與「靈性修養」等五大範疇。

建基於良好的思考素養與對人的正確理解、透過價值選擇，建立自

我生命的終極信念，培養哲學思辨的能力，實踐生命價值，乃是反

映對於價值思辨的不斷淬煉、對於人生終極關懷問題的思考後的知

行合一。故生命教育的主軸在於對生命終極意義進行探索，對各種

價值進行思辨，並轉化為實踐的動力。（教育部：國教署普通型高

中學科資源平臺）我便由此入手，要求學生在設計教案時，透過國

文課程主要學習內容的知識結構、概念內涵，融入生命教育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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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要注意學習評量的多元方式，須兼顧形成性評量與總結性評

量，方能了解學生學習情形，做為日後教學的改進。

為了讓學生更有動力，我們結合了師資培育精進計畫及楊菁老

師執行的「敘寫生命—青春與土地的對話」計畫，舉辦教案競賽，

參賽的對象雖是全校同學，但主要是鎖定修習「國文課程設計」、

「國文教材教法」、「（國文）教學實習」課程的學生。我們請了

中學端教學經驗豐富的謝依樺、張嘉惠兩位老師評審，透過試教與

講評，讓得獎同學（組別）再次修正調整教案；我們期待這些教案，

成為他們未來在教育現場可用的資源。楊曉菁老師認為：這樣的

教案，應分享給更多的現場老師知道，如此用意不只是重視、推廣

生命教育議題融入國文科的教學，可讓教學現場的老師有參考的依

據，更重要的是影響更多正在成長中的孩子，從中汲取更多面對生

活世界的力量。在她多方的奔走聯繫，不厭其煩的追蹤教案修正成

果後，於是有了這本《生生不息―生命教育議題融入國文教學教

案設計》的誕生。這本書是野人獻曝，卻也是我們小小的企圖與心

意，希望藉此拋磚引玉，引起更大的迴響。（丘慧瑩，202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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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生生不息―生命教育議題融入國文教學教案設計》書影

六、結語

教育，是一種生命影響生命的歷程，也是生命感動生命的旅

程。

從 2014 年開始推動全校生命教育課程，從通識課程「生命探索

發展與實踐」，到大一國文以生命教育為主軸的課本重新編寫，再

到師培課程以生命教育議題融入的方式設計中學國文科教案，無論

是教或學，無論是主題式課程或是融入課程，彰化師大生命教育相

關課程的拼圖，一片片的出現，逐步擴大。我們希望藉由這樣一點

一點、一步一步的踏實前進，讓彰化師大的生命教育課程，越來越

完整，生生不息；希望這樣的開始、歷程能得到持續，繼續堅定的

前行。生命的意義，不就是延續嗎？延續生命，除了繁衍後代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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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實質面的意義，更重要的是精神層面將思想藝術文化延續下去。

活得有意義，所以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那是一種使命與承

擔。活出應活的生命，就是把握剎那即永恆，讓每一分鐘都精彩。

因為用生命影響生命，何其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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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慈濟人文精神的通識教育課程

釋德慇 / 慈濟科技大學全人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蔡裕美 / 慈濟科技大學全人教育中心副教授

摘 要

慈濟教育志業期許本校學生以慈懷柔腸的悲心和聞聲救苦的

願力，應用護理知能膚慰病人。本文敘述慈濟科技大學通識課程中

「關懷生命」與「尊重生命」的主題教學成果。關懷生命融入服務

學習，以「關懷生命研習營」方式進行，除營隊的典範境教外，有

慈濟志工生命故事分享、學生志工的營隊服務，感動了當學期營隊

的學員，發心志願擔任下一屆營隊服務志工，傳承「付出是感恩」

的生命信念。「尊重生命」主題強調自主學習和生活實踐，透過成

果發表和身體力行，展現分組合作及生命實踐的成效，學生肯定並

樂於自主學習，均展現其對生命的珍惜和尊重。

關鍵字：生命教育、自主學習、服務學習、慈濟人文、關懷生命研 

　　　　習營

壹、前言

佛教慈濟科技大學的創校溯自東臺灣醫療缺乏與少女淪落暗角

的時代背景。慈濟人文是通識課程的一環，不是寫在書裡，是寫在

行動裡（林秀美，1994），教育要啟發學生的良知，把愛心引導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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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強調力行以強化愛心。

有高效、有品質、有溫情的人文關懷是慈濟通識課程的人文內

涵和生命意義的實踐。慈濟人文課程非注重專業知識，更探索人生

意義，慈濟人文課程的生命教育即透過教學來安頓學生的身心、喚

醒其自覺，提升其生命境界。生命教育必須讓學生體驗和參與（黃

俊傑，2019）才能將知識轉化為資糧；故事分享與服務學習是生命

教育不可或缺的要素。

貳、慈濟人文的生命教育理念

一、慈悲喜捨的生命教育目標

「慈悲喜捨」是校訓，也是生命教育目標，引導學生懷抱慈

心，立定「淨心利他」的生命價值，善用專業技能，關懷人群，付

出無求，轉化知識為生命的良能（證嚴法師，2008）。

二、滋長感恩心、尊重心和大愛心的素養

有感恩心的人就是心中有愛的人。感恩心不只接受幫助的一

方感恩，而是施與受互相在感恩的心情中交流生命。人無法離群索

居，應彼此知恩、互相感恩。證嚴上人期許教師要以身作則懷抱感

恩心—感恩父母、師長、眾生及大地。慈濟人文也提倡孝道，行善

報眾生恩（證嚴法師，2008）。子女能自愛讓父母安心，要看見父

母的優點就是盡孝；為人群付出，既利人利己又行孝，「自愛報

恩」、「付出感恩」是幸福人生的寫照。

尊重心是實踐慈濟人文的原則。1972 年證嚴法師即慈示，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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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苦人為親人，尊重其身體飢寒和心靈淒涼（王慧萍，2019）。就

此奠下慈濟人文展現尊重心的生命教育觀。2020 年新冠狀肺炎病毒

嚴峻，基於眾生平等的愛心，以及「見其生，不忍視其死」的同理

心，證嚴法師呼籲「大哉教育利群生」，發揮人性價值，落實生活

應對進退之禮，倡導尊重生命，教學生尊重他人，也要尊重自己的

生命。若照顧好自己的內心和形象就是自愛、自重，也是愛人、敬

人。愛人者必先自愛，自愛者須照顧好自己的心念，方能以清淨透

徹、覺悟的愛，去愛眾生。

人非草木孰能無情，「覺有情」是覺悟的情，慈濟人文培育

不忍眾生受苦難的長情和不分國家、種族和宗教並擴及自然界的

大愛，「談長情、說大愛」即慈濟人文教育的願景，其具體的實

踐就是在生活中守本分，說好話，做好事，發好心（證嚴法師，

2008）。

參、以慈濟人文為基礎的生命教育

慈濟人文課程是校定必修通識課程，注重「感恩、尊重、大愛」

精神的培養（張永洲、洪素貞，2009），傳播生命關懷和尊重生命

的理念，並引導學生踐行「付出是感恩」的德行。慈濟通識教育的

人文課程經由介紹慈濟的人事物，傳遞人文的核心價值，並應用服

務學習和自主學習機制，引領學生從服務教育中實踐「付出是感

恩」、「行善行孝」、「淨心利他」，以增長生命的智慧。以下闡

述慈濟通識教育人文課程的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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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懷生命研習營」融入服務學習的課程研發沿革

（一） 「關懷生命研習營」納入課程已建立機制

1. 「關懷生命研習營」由隨緣而課程化

慈濟基金會從 1992 年起舉辦接引成人、青少年與兒童的營隊，

以學習愛和關懷。慈濟科技大學每學期固定在第 4 到第 6 週設計

「關懷生命研習營」活動
1
，納為慈濟人文課程的內容。

2. 「關懷生命研習營」實施方式

（1） 時間和對象

「關懷生命研習營」每學期第 4 到第 6 週實施；第一學期是護

理科五專一年級和二年制護理系一年級學生；第二學期是四年制護

理系、醫學影像放射科學系、以及醫務暨健康管理系一年級學生。

（2） 課程內容與融入服務學習的教學實施

生命營
2
課程內容主要是人品典範的生命故事，邀請慈濟志工

曾因追求名利而迷失人生、遭遇親人往生者或遭遇病苦磨難者，

分享其轉迷成悟見苦知福和行善助人的心路歷程。透過慈濟志工的

演講、相關的影片及小組討論，引導學生思考「感恩」、「報恩」

等價值觀。觀察學生在營隊圓緣典禮時，上臺反省自已與家人的關

1 1999 年臺灣發生 921 地震，造成中部 830 多所學校嚴重受創，慈濟認養了 50 所希望工程

學校，2000 年四月 921 希望工程動工。2001 年四月，修習慈濟人文課程的學生發起希望

感恩之旅，到災區學校鋪連鎖磚，為希望工程盡一分心力。感恩之旅結束後，學生們十

分感動，相約每年舉辦營隊傳承這份感動（林郁文訪談口述，2022）。2003 年十月起即

以「關懷生命研習營」名稱，固定於花蓮靜思堂每學年春秋兩季舉辦營隊，並納為通識

課程延續至今。
2 

本文以生命營簡稱關懷生命研習營，且本文之教學並非單一學期的成果，而是自 2003 年

以降教學相長，迭代積累的總成果。



展現慈濟人文精神的通識教育課程　

21 世紀臺灣的大學通識教育叢書系列

25

係、哽咽的語調或落淚的神情，以及書寫明信片家書的內容，可確

立營隊課程與境教已發揮其情意學習的成效。

生命營讓關懷生命不隨著課程結束而終止，是本校通識教育課

程最大的特色。生命營就是服務學習的實踐場域，參與生命營的學

生自願擔任下一梯次研習營的服務志工，即為學習成效的明證。生

命營結束後，授課教師會說明志工服務內容，經短期培訓後，與慈

濟委員志工共同承擔隊輔（組隊輔導員）、文書處理，場地佈置，

器材準備，生活庶務，交通搭乘等服務內容。本課程發現營隊組織

的多重性和服務內容的豐富度，讓學生志工的人際關係變好。表 1

舉例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生命營人員在各功能組的服務與投入。表

2 舉例 109 學年至 112 學年學員和學生志工投入的人數，佐證生命

營的學習成效。

表 1：110 學年第二學期關懷生命研習營人數說明

學員人數統計

（240 人）

A 合心 1-12 組

【演藝廳】

（學員：85 人）

B 和氣 13-24 組

【博雅講堂】

（學員：84 人）

C 互愛 25-34 組

【北階教室】

（學員：71 人）

總計學員

240 人

功能組
學生

志工

慈濟

志工
學生

慈濟

志工
學生

慈濟

志工
學生

慈濟

志工

指導師父 2
指導老師 4
總召 1
學員長 2 1 1 1 1 1 4 3
課務組長 1 1 1 1 1 3 2
接待講師 1 1 * 1 * 1 11 8

課務 1 1 1
音控 * 1 * * 1

講師電腦 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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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0 學年第二學期關懷生命研習營人數說明（續）

學員人數統計

（240 人）

A 合心 1-12 組

【演藝廳】

（學員：85 人）

B 和氣 13-24 組

【博雅講堂】

（學員：84 人）

C 互愛 25-34 組

【北階教室】

（學員：71 人）

總計學員

240 人

功能組
學生

志工

慈濟

志工
學生

慈濟

志工
學生

慈濟

志工
學生

慈濟

志工

音控室：聲音

燈控
* 1 1

音控室：導播 *
音控室：電腦 1
心得分享

PPT 製作 1 * *
時控 1 * *

音控開關機 * * *
總隊輔長 1 1
隊輔長 1 1 1 1 1 1 34 35

（小隊輔） 11 11 11 11 9 10
真善美組長 1 1 1 1 1 1 3 3

真善美 4 3 3 10
文書組長 1 1 1 1 3 1

文書 4 3 3 10 1
場務組長 1 1 1 1 3 1

場務 4 4 2 10
生活組長 1 1 1 1 3 1

生活 5 1 6 6 4 21 1
活動組 1 1 1 1 1 5

生活 / 香積 1 1 2
交通組 *
總務組 1 1
講師 5 5 5 15
總計 　 　 　 　 116 79

註：* 代表人員互相支援不計入人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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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9-112 學年生命營學生人數表

109-2
四技

110
五專二技

110-2
四技

111-1
五專二技

111-2
四技

112-1
五專二技

平均合計

學生學員 331 298 224 401 217 383 309
學生志工 75 103 116 104 59 84 90
學生總數 406 401 340 505 276 467 399
志工比例 18% 26% 34% 21% 21% 18% 23%

二、融入自主學習機制的主題式教學

（一） 實施自主學習機制需考量學生心智成熟度

1. 實施對象與目標

二年制護理系學生多數具有護理師國考執照，其心智相對成熟

且能自律，故在課程中加入自主學習，引導其自行制訂於生活實踐

的人文理念，並分組規劃三週的實踐行動。自主學習課程需要先備

課程，故利用「關懷生命研習營」的講座、服務學習情境及慈濟歌

曲手語演繹
3
等課程，確保學生達成學習目標。

2. 內容與實施方式

自主學習有 6 單元。第 1 單元說明自主學習教學設計的意義，

強調以發揮慈濟人文理念的影響力為學習評量目標。之後分組討

論，擬定自主學習主題。第 2 單元由各組分享擬定的主題和行動方

案，組間互相回饋，思考主題是否契合人文理念與行動的可能性，

然後各組進行主題最後確認。第 3 至 5 單元為生活實踐，落實各組

3 
由慈濟志業所出版之音樂，填上歌詞經人聲詠唱，描述行善付出的慈濟人、慈濟事、慈

濟情，概稱為慈濟歌曲；配合韻律加上手語動作表達歌詞中的情感，即稱為慈濟歌曲手

語演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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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的行動方案，並記錄以蒐集資料。主題探究需諮詢具慈濟志工

身分的專家；期間各組自行討論實踐結果或主題探究發現，然後準

備分享。第 6 單元為正式發表和分享，各組依次以自行設計的方式

發表，以理念實踐度和發表流暢性來評量學習成效。各組亦需邀請

它組進行組間回饋，並請教師、受邀志工或專家講評和建議。

肆、特色成果

感受生命意義建立生命信念並萌生關懷生命的行動乃本課程的

特色和成效。

一、學生已建立「行善行孝不能等」的生命信念

（一） 生命故事引發親子情感：能知父母恩即懂得感恩

孝親課程有生命故事的敘事，讓學生反思家長的辛苦和無奈，

學生道出對家長感謝時，在場的師生都被感動了。110 學年第二學

期關懷生命研習營圓緣典禮分享時，有一位來自泰國的學生，從小

都只看到是媽媽陪她長大，爸爸在外面工作一年才回家一次，家裡

的孩子和爸爸關係都不親。看到倪銘鈞主播記錄兒女出生的影片，

才想到爸爸媽媽當年看到她和弟弟妹妹們出生一定也很開心，只是

自己不記得了。她想起了爸爸的辛苦和無奈，況且能到臺灣就學，

都是因為爸爸的鼓勵與支持，才得以實現。學員長老師鼓勵她用泰

語講出感謝爸爸的話，在場的師生也都被她的真誠感動。

（二） 生動的影片發揮啟迪功能：無常示現珍惜人間親情

「天堂的媽媽」是慈濟志工真人實事的孝親和生命故事，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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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末母親善用臨終歲月的善行，感動家人轉化其有限的生命為助人

的慧命。從影片觀賞後的家書顯示，學生真誠懺悔和感恩回饋，說

明教學內容生動有效，觸動生命之弦：

我一直用我的方式與您們相處，卻無視您們對我的愛，還一直傷害

您們的心……我會更正我的態度、行為和想法，回歸到那個曾經讓

您們放心的我……（110 學年四年制護理系一年級學生 A10ND324

明信片家書摘錄）

3/26 我參加學校的生命營，感觸很多，我想說……您是我最愛的家

人，最溫暖的存在，最害怕失去的人，謝謝您照顧我長大，您是最

好的典範，我永遠都愛您……（110 學年四年制醫管系一年級學生

B23HA25 明信片家書摘錄）

二、學生的付出渲染感恩的生命情懷

（一） 志工的愛和教師的溫暖讓感恩氛圍升溫

講師溫柔的言語引導學生思念親人激發感恩心，學生志工與慈

濟志工無微不至的服務傳達真誠的生命實踐情感，最終感動學員上

臺分享自己對生命的接納態度（110 學年五專二年級服務學習學生

SSnd50R5
），而參與服務學習的學生志工亦難掩心中的感動（110

學年護理系二年級學生 SSNC12R）。生命營活靈活現的學生志工和

4 
營隊學員編碼以場次（英文大寫字母）組別（阿拉伯數字）系別（系名縮寫）系上排序（阿

拉伯數字）。
5 

營隊學生工作人員編碼 SS 以區別學員，英文小寫 nd 代表專科部以區別四技系別的大寫

英文；阿拉伯數字為科排序；R 代表反思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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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志工，以服務的行動營造感恩的氛圍。

（二） 服務學習提升問題解決力、體悟奉獻就是利己並長養關懷

情

服務學習訓練學生的應變力和凝聚眾人的向心力，學習勇於面

對和克服困難：

有一次講堂大漏水，很多人都主動說要去幫忙，互相用手機傳訊息

問說有沒有需要幫忙的，沒有放著不管……我覺得是很令人感動

的，沒有覺得跟自己沒關係，而是很無私的奉獻（SSnb24R）

生命中有不可預期的事件，營隊亦然，營隊種種變化強化學生

志工的問題解決和應變力，有助學生將來的職場服務和人際關係，

並激發其為他人設想的關懷情。

（三） 愛和典範潛移默化正向心性

110 學年第二學期四技慈濟人文課程實施生活成長問卷
6
前後測

調查，探討學生在「感恩」、「尊重」、「關懷」、「利他」、「人

際互動」、「合作」、與「心靈信仰」的心性是否有提升。結果發

現學生在前後測皆有顯著差異（如表三），此結果和歷年的結果有

一致性，均顯示課程介入能啟發學生發展正向心性具。

6 
此問卷內容有七個構面：（1）感恩面向參考林志哲（2010）; （2）尊重面向相參考余

青霞、葉玉珠 (2008)；（3）關懷面向參考余青霞、葉玉珠（2008）；（4）利他面向參

考楊境中（2011），黎小甄（2012），Lai, et al. (2010)；（5）人際互動面向參考孫婕舲

（2014）；（6）合作面相參考陳俞百（2014)；心靈信仰面向參考 Wheeler and Hyland (2012)
和 Hardt, et al.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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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認同「感恩，尊重，愛」的生命信念，滋生關懷的生

命情感

從 109 至 111 學年共有 6 班二技護理系學生體驗「行善行孝」、

「淨心利他」與「環境保護」三大自主學習課程的主題。三個學期

的分組主題與行動詳見附錄一～三。

（一） 自主學習激發學生自發性善舉

學生表示：

自主學習讓我完成我一直想完成的幹細胞捐贈（驗血建檔）……家

人也尊重……感覺到我做這個事真的有感染到其他人……（A3-8L7
）

表 3：110 學年第二學期生活成長問卷前後測 t 檢定結果

課程前 課程後 t 檢定

M N SD M N SD t df p

感恩 4.72 241 0.94 5.05 241 0.94 –5.47** 240 0.00
尊重 4.85 241 0.97 5.07 241 0.97 –3.44** 240 0.00
關懷 4.74 241 1.03 5.03 241 0.98 –4.54** 240 0.00
利他 4.78 241 1.00 5.07 241 0.98 –4.72** 240 0.00

人際互動 4.55 241 1.05 4.88 241 1.04 –4.68** 240 0.00
合作 4.89 241 0.93 5.17 241 0.88 –4.44** 240 0.00

心靈信仰 4.05 241 1.22 4.42 241 1.22 –5.14** 240 0.00
整體 32.59 241 6.30 34.68 241 6.30 –5.41** 240.00 0.00

7 
自主學習學生編碼為班級排序（英文字母大寫）組別（阿拉伯數字）－組內排序（阿拉

伯數字）；L 代表個人心得；R 代表課堂回饋；G 代表小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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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終有一老，但是要「活到老，學到老」……要花時間陪伴父母並

傾聽其說話，這就是孝道與善舉。（A5-2L）

透過此活動，我提醒自己不要講髒話，要口說好話，將靜思語落實

在生活中。（A4-7L）

自主學習的資料蒐集深刻地烙印在我腦海中，並提醒自己在困難時

可以拿出來淨化內心，提升生活品質。（B1R）

行孝讓我與家人關係更密切，以前都是有事才與家人聯絡……一開

始是為了報告所以每日一善，最後變成直接反應的去助人……（E3-

7/8G）

（二） 自主學習涵養學生實踐尊重生命保護環境的生活習慣

本課程以養成學生實踐行動為最高理想，故安排自主學習讓學

生從自我發覺、自我省思和實踐行動中深入了解人文教育的意義，

也激發自願性，養成尊重生命保護環境的生活習慣。

此次自主學習的專題令我了解到環保對世界大有影響，甚至人類的

生命也可能受到威脅，讓我更願意以行動做環保。（B2-3L）

這次淨灘活動最讓我感動的是，小小活動幫助了大自然也幫助到

人，這種感覺真好！也更懂得感謝平時保護環境的人！（C4-5）

自主學習讓我打破很多以前的錯誤觀念……而且可以和大家分享知

識，是很棒的經驗。（C5-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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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後覺得尊重生命和愛護環境其實並不難。（D5-4G）

（三） 自主學習引導學生重視環境保護與人文關懷的價值

109 學年第一學期和 110 學年第一學期，調查修習二技慈濟人

文課程學生在「環境意識」和「人文關懷」價值與信念的前後測差

異
8
。結果發現學生在「環保意識」和「人文關懷」向度後測均顯著

高於前測，顯示課程對學生產生「環保意識」和「人文關懷」價值

信念的介入效果（如表 4 與表 5）。

表 4：109 學年第一學期二技護生前後測 t 檢定

前測 後測

M SD M SD t df p

環保意識 47.92 7.49 50.68 7.02 –3.04** 95 0.00
人文關懷 47.28 8.46 49.63 9.21 –2.19* 95 0.03

** p < .05,

表 5：110 學年第一學期二技護生前後測 t 檢定

前測 後測

M N SD M N SD t df p

環保意識 47.67 43.00 8.64 51.56 43.00 7.14 –2.93** 42.00 0.005
人文關懷 48.07 43.00 7.53 52.28 43.00 6.89 –3.50** 42.00 0.001

** p < .05,

8 
此問卷內容有兩個構面（1）環保意識面向參考林芳伶（2017）引用 Dunlap and Van Liere
（1978）所提出之新環境典範量表（New Environment Paradigm Scale, NEP）；（2）人文

關懷面向參考申正付等（2013）所編製之醫學生人文關懷能力問卷及陳意尹（2017）引

用吳時省（2013）所發展高中職適用之「全球公民反思」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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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本課程有兩大特色：融入服務學習的「關懷生命研習營」活

動和結合自主學習機制的「尊重生命」主題的生活實踐；課程內容

兼容生命情感的覺醒與行動；教學方式包括講授、影片賞析、營隊

體驗、主題式自主學習、小組討論、結果分享等，而且是多年持續

進行教與學品質提升的循環迭代。從問卷分析、家書摘錄，心得分

享與反思紀錄，發現學生的接受度很高；從近三學年生命營學員和

學生志工人數比例，一致肯定學生的學習成效展現在其生命價值觀

的確立、對生活實踐的理解及感恩並尊重生命，以及服務他人的行

動，並養成習慣，從「為報告而行動」到「體悟後認知」，再到「實

踐行動後的感動」，養成孝親、感恩、尊重生命、服務他人、愛護

環境等人文精神和習慣，顯示本課程已喚醒學生建立「付出是感恩」

的生命價值觀；自主學習的生活實踐目標亦已達成，見證慈濟人文

課程具有培養愛和關懷的生命信念；營隊的課程和學生志工的服務

學習使生命情感得到覺醒，更有信心超越困難，堅定「利他付出」

的生命目標，並志願應用所學付出，延續美善的感動，實踐生命的

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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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109 學年第一學期慈濟人文生命教育自主學習分組表

組別

（人數）
子題 標題 學習策略

A1(8) 淨心利他
假日部落教室

服務學習

1. 安排 5 位組員實際參與學校社團假日部

落教室活動

2. 訪談部落教室社長，了解其服務動機及

收穫。

3. 用影像記錄訪談

A2(8) 環境保護
垃圾不落地 
環境更美麗

1. 以戲劇宣導環保的重要

2. 安排淨灘活動

3. 用影像記錄活動

A3(8) 淨心利他 變成永恆

1. 依志願參與捐血、捐髮、簽署大體捐贈

及申請器官捐贈。

2. 錄製影像紀錄自身的行動去感受行善行

孝的意義

A4(8) 行善行孝 從心開始
1. 自編自導自演戲劇並錄影剪輯

2. 生活中約定「說好話撲滿」

A5(8) 行善行孝 行善行孝不能等
1. 了解社區關懷老人協會資源

2. 安排社區老人之家服務學習

A6(8) 環境保護
環養綠色大地

保育永續生命

1. 實地採訪慈濟環保站志工

2. 身體力行水源地掃街

B1(8) 淨心利他

淨化人心 
少欲知足 
淨化社會 
關懷他人

1. 收集靜思語

2. 了解靜思語的含意

3. 每日在 LINE 班群分享靜思語

4. 統計最有影響力的靜思語

B2(8) 淨心利他
髓喜捐贈

讓愛傳遞下去

1. 了解骨髓捐贈的知識與迷思

2. 身體力行參加驗血建立骨髓資料庫

B3(8) 行善行孝 無聲之愛

1. 手語學習

2. 慈濟歌曲學習

3. 連結、安排失智關懷據點展演

B4(8) 環境保護 環境保護

1. 從網路資料了解目前環境災害

2. 環境保護行為從自己開始實踐

3. 訪問慈濟環保志工投入環保之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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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109 學年第一學期慈濟人文生命教育自主學習分組表（續）

組別

（人數）
子題 標題 學習策略

B5(9) 環境保護
別再讓地球

碳氣

1. 身體力行隨時攜帶環保餐具

2. 身體力行回收分類，垃圾不落地

3. 提倡發票電子載具

4. 創造物品二手價值

B6(8) 行善行孝

深入偏鄉

散播歡樂

散播愛

1. 設計團康和衛教活動

2. 服務學習：連結慈濟鳳林靜思堂周末伴

學活動。

附錄 2：110 學年第一學期慈濟人文生命教育自主學習分組表

組別

（人數）
子題 標題 學習策略

C1(8)
環境保護

（大哉教育）
素肚要快

1. 使用 PPT
2. 釐清民眾對素食的誤解

3. 邀請夥伴參與漸進式吃素

4. 於衛教結束填寫回饋問卷，並追蹤自願

吃素者 21 天吃素的心路歷程。

C2(8) 環境保護 環保動ㄘ動

1. 以紀錄片呈現

2. 紀錄環保生活的狀況，例如使用環保杯

筷，環保袋、隨手關燈等，並拍照或錄

製影片。

3. 剪輯環保生活的影片。

C3(8)
環境保護

（大哉教育）
回春之素

1. 將每日素食餐點拍照記錄

2. 建立共同相簿存放照片

3. 用 PPT 呈現素食用餐紀錄，與 C2 組合

作使用環保產品，購買素食，並整理蔬

食的營養素對人體健康影響的資料。

C4(8) 淨心利他
為愛發電 -
淨心利他

1. 上網查詢並彙整資料，了解「淨心利

他」概念。

2. 實際參與一場半天或一天志工服務

3. 服務前後寫反思回饋單

4. 感受、比較並學習如何調適

5. 訪談 2-3 位慈濟懿德爸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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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110 學年第一學期慈濟人文生命教育自主學習分組表（續）

組別

（人數）
子題 標題 學習策略

C5(8)
環境保護

（大哉教育）

你素不素健

康！

1. 全天 24 小時全體人員吃素

2. 進行由短到長的素食生活挑戰

 （如：第一週 2 天，第二週 3 天逐漸遞

增）

3. 透過網路圖文宣導素食優點

C6(8) 行善行孝
擁抱「善」，

愛要及時！

1. 每天存一些錢到竹筒內

2. 隨手關燈一起愛地球

3. 做好垃圾分類、積極參與學校環保站回

收和學校內二手拍賣活動等。

附錄 3：111 學年第一學期慈濟人文生命教育自主學習分組表

組別

（人數）
子題 標題 學習策略

D1(8) 環境保護 環境保護

1. 觀察垃圾有無減少 50%，以件為單位

2. 每日隨身攜帶環保餐具

3. 以社群媒體宣傳環境保護知識

4. 設計問卷了解大家對垃圾減量的作法

5. 邀請至少 50 位朋友共同參與環境保護

6. 透過小短片教導如何計算碳足跡。

D2(5)
環境保護

（大哉教育）

手動蔬食真

美味

1. 上網查素食食譜

2. 研究素食料理菜色及實作

3. 為同學及家人準備素食餐點

4. 發表成果報告，透過社群媒體推廣素

食

D3(8)
環境保護

（大哉教育）

拯救地球的

超人就「素」

我！

1. 從自身開始實踐環保生活習慣

2. 利用社交媒體向親友推廣素食的優點

3. 漸進式茹素：2 天 ~4 天～ 6 天

4. 觀察吃素的身體變化（排便量、體重

等）。

5. 了解吃素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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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111 學年第一學期慈濟人文生命教育自主學習分組表（續）

組別

（人數）
子題 標題 學習策略

D4(8) 環境保護

「 使 用 」

V.S.「 未 使

用」環保餐

具的一週垃

圾量。

1. 藉由網路資料了解慈濟環保站歷史。

2. 11/20（六）早上 9：00 前往花蓮環保

站了解環保教育教師楊秀萍投入環境

保護的生命故事。

3. 利用三週執行垃圾減量計畫，以親身

體驗的方式記錄自己產生的垃圾量。

4. 製作表單了解親朋好友使用電子發票

的習慣並推廣電子發票。

D5(8)
環境保護

（大哉教育）

身心蔬暢

（素食）

1. 採用蛋奶素，先從 3 天～5 天～7 天循

序漸進方式，一個月內達到 21 天茹

素。

2. 分享吃素的身體變化及心得

3. 實作 2-3 道素食創意料理與家人朋友

分享

4. 設計問卷，調查民眾對素食的看法

5. 訪問學校兩位教師對素食的看法

6. 利用 IG、臉書分享素食相關訊息。

D6(6)
環境保護

（大哉教育）

從環境保護

開始，守護

地球守護愛

1  11/7 上午 11 點檢測未吃蔬食的體脂率

2. 11/7 中午開始吃蔬食，每週一測體

脂。分成對照組（吃肉）和實驗組（吃

素）。

3. 每天喝水 1500-2000（未限制時間）、

飲料一個禮拜 3-4 次、午餐及晚餐的

份量約 1 份便當或 1.5 碗飯菜

4. 淨灘（北濱）/ 環保站（11/7 起）。

5. 三週兩次社區掃街，維護環境。

6. 吃素（葷食對照）及餐具剩食、每週

至少影響一個人吃素。

7. 10/31 先實測一週實際用量，11/7 開始

執行減量衛生紙，11/27 統計三週衛生

紙總用量（21 天內不論外出和在家的

衛生紙用量都要計算在內，衛生紙的

外包裝紙須留存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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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111 學年第一學期慈濟人文生命教育自主學習分組表（續）

組別

（人數）
子題 標題 學習策略

E1(8) 淨心利他
用感恩的心

過每一天

1. 常說感恩

2. 想生氣就深呼吸吐氣，說靜思語。

3. 減少罵髒話

4. 每天記錄正向的事情或感恩的人

5. 每天傳送一則靜思語

6. 每天對寵物說一則靜思語

E2(8) 環境保護
做環保愛地

球

1. 組內討論對環境友善的具體行動

2. 利用社群宣傳環保知識和相關管道

3. 使用表單記錄環保餐具使用頻率

4. 宣傳使用環保餐具及自備環保袋的好

處

5. 參與校內外淨灘達到垃圾不落地

6. 執行使用環保餐具及自備環保袋

7. 小組練習如何推廣環保意識。

8. 宣傳環保的重要性。

E3(8) 行善行孝 行善行孝

1. 行善：將每日一善分享到群組，可以

紀錄、提醒大家行善，養成好習慣。

2. 製作宣導小影片分享至社群

3. 行孝：每日與家人互動，不限時間、

次數、方式，使行孝的舉動成為生活

的一部分，課堂結束後也能延續下

去。

E4(8)
環境保護（大

哉教育）
素食的美好

1. 採漸進式的方式茹素：

 第一週 每隔一日一餐蔬食

 第二週 每日一餐蔬食

 第三週 每日兩餐蔬食

2. 拍攝餐點照片上傳社交群組，互相督

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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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111 學年第一學期慈濟人文生命教育自主學習分組表（續）

組別

（人數）
子題 標題 學習策略

E5(8)
環境保護

（大哉教育）
「便利素」

1. 21 天茹素計畫，記錄每日茹素照片，

並分享過程、結果及心路歷程，感受

健康的變化，提升生活品質。

2. 調查學校附近的素食，分享茹素的菜

色。

3. 觀看吃素影片，堅定茹素愛護動物及

友善大地的決心。

4. 呈現減碳量，理解茹素可以減少的碳

排放。

5. 使用 Google 問卷表單推動素食的好處

並統計分析問卷內容

6. 應 用 社 交 媒 體 如 Line、Facebook、
Instagram 推廣茹素。

E6(8)
環境保護

（大哉教育）
我愛吃素

1. 利用循序漸進的方式養成茹素習慣：

從一天一素食起，持續二十一天。

2. 如中途有不習慣，可吃與肉類食物口

感相近的素肉，慢慢建立吃素的好習

慣。

3. 相約親朋好友組織茹素飯團

F1(8) 環境保護
愛地球由你

我開始

1. 力行隨身攜帶環保餐具

2. 首先改善使用寶特瓶的習慣，改用環

保杯環保水壺。

3. 向同學宣導使用環保水壺的重要

4. 隨身攜帶環保購物袋

5. 調查學校附近店家有無使用環保餐具

6. 去環保站做志工

F2(8)
環境保護（大

哉教育）

〈 我 行 我

「素」，帶

你吃出花蓮

素食〉

1. 運用 ppt 說明素食知識

2. 實地訪查並體驗花蓮素食餐廳

3. 組員分享心得，互相支持茹素的決心

4. 設計素食料理食譜及解釋營養價值

5. 收集名人素食語錄，了解茹素的動機

和茹素的好處。



展現慈濟人文精神的通識教育課程　

21 世紀臺灣的大學通識教育叢書系列

43

附錄 3：111 學年第一學期慈濟人文生命教育自主學習分組表（續）

組別

（人數）
子題 標題 學習策略

F3(8)
環境保護（大

哉教育）

從裡到外當

個真正的蔬

perman

1. 自願茹素者主動進行 21 天蔬食飲食

2. 不強迫全素食，可以接受蛋奶素、五

辛素、鍋邊素等等。

3. 外食方面，執行者可挑選合適的素食

餐廳或學校餐廳，完整食用一份健康

餐點，順便觀察學校提供的餐點。

4. 了解人體所需獲取的營養素是否達到

均衡

5. 比照學餐或是素食餐廳的菜單，自製

一份營養健康且富有飽足感的餐點。

6. 21 天學習結束後，觀察茹素前後的變

化。

7. 訪問茹素執行者 21 天的心得，旁觀者

也可分享心得。

F4(8) 淨心利他

淨心─ 慈濟

歌曲聯合靜

思語的力量

1. 小組內討論後選擇每天聽一首有關淨

心主題的慈濟歌曲和閱讀靜思語。

2. 與家人朋友分享慈濟歌曲和靜思語，

並施行心情前後測，了解淨心的音樂

和文字否有效減緩心情的壓力？是否

有達到放鬆的效果？

F5(8)
環境保護

（大哉教育）
蔬食飲食

1. 應用「我的餐盤」及營養學知識，比

較葷食與素食的營養價值。

2. 探討素食對身體的健康效果

3. 搜尋資料使大眾了解碳排放量對環境

的影響

F6(8) 行善行孝 行善行孝

1. 行孝：透過打電話或視訊與家人聊

天，不讓家人擔心，就是對父母最好

的行孝。

2. 行善：透過網路媒體，宣傳行善的故

事；個人也透過網路慈善捐款，身體

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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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022 年春季關懷生命研習營大

合照

圖 2：開營典禮時介紹營隊功能組服

務學習的學生工作人員

圖 3：學員手語演繹無量義法髓頌 圖 4：「天堂的媽媽」課程設計捧心

燈的儀式傳達心中對家人的祝

福

圖 5：自主學習成果發表分享社群媒

體介紹美味的素食餐點

圖 6：自主學習成果發表分享組員用

靜思語手機桌布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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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實作、體驗」落實生命教育―  
從大學通識「正念」課程實施談起

林立仁 / 明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壹、前言

二十一世紀數位科技蓬勃發展，人們輕易取得各種資訊，卻

也花費許多時間在各式社群媒體、網站之中。導致人與人、人與自

然、甚至與自我的關係，都日漸疏離。因應這種社會現狀，我們需

要重新省思有關「生命」的議題。

現今物質生活提升了，但我們真的快樂嗎？「壓力」這兩個

字，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許多人感嘆壓力大到不勝負荷，情緒已瀕

臨崩潰。但，「我們到底在忙什麼呢？」美國喬‧卡巴金博士（Jon 

Kabat-Zinn）曾說：「心太忙？錯失了生活經驗的意義與價值。我們

幾乎隨時都處於內在忙碌的狀態，這使我們很容易錯失生活經驗中

的質感，低估生活經驗的價值與意義。」（喬．卡巴金，2013，頁

61）這時，如果能稍稍停下腳步，也許感受會不同、事情的發展會

不一樣，生命的品質也就改觀了。

近十餘年來，臺灣高等教育歷經了許多變革，在教育觀念和教

學方法上，從「知識本位轉變到學習本位」；在教育目標上，從「套

裝知識轉變到核心能力（基本素養）」；在教學現場上，越來越重

視教學歷程的鋪展、師生的互動，營造學生可以積極參與教學的環

境。在課程操作面上，更重視學生的個人生命與社會經驗的功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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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自我發展。（林從一，2014，頁 246）但，學生的感受如何呢？

現在的學生在課業、情感、人際以及未來的發展，都存在各式

壓力，若無適當的處理，往往產生焦慮、不安、挫折……等情緒，

不僅影響身體健康，對心理健康也會產生影響，這是現今教育不容

小覷的問題。

近年來，筆者所任教學校，積極推動「正念」教育，期望藉

由正念練習提升學生的專注力與覺察力，協助學生與自己的生命連

結，練習用開放、不帶評價的態度與自己「同在」，同時學習慈悲

地對待自己、他人與這個世界，做自己生命的主人。這不僅是通識

教育，也是生命教育的一環。以下將從不同面向分享本校通識「正

念」課程的建構與執行，同時提出省思與建議。

貳、通識教育融入生命教育

在大學中，通識教育不只是學校的課程之一，同時肩負培養學

生全人發展的使命。本校的校教育目標即是「以全人教育之旨，培

育具備勤勞樸實態度、理論與實務並重及終身學習能力之人才」。

通識教育不只是知識層面的追求，也是全人教育、生命教育的場

域。

黃俊傑曾提出對大學通識教育的定義及期許：

通識教育是建立人的主體性，以完成人之自我解放，並與人

所生存之人文及自然環境建立互為主體性之關係的教育。
1

1 
詳見黃俊傑《大學通識教育的理念與實踐．第七章結論》（臺中：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

會，民國 97 年 1 月增訂 4 版 )，頁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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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為了因應新時代的挑戰，通識教育在教

學上和研究上都必須要進行「典範」的轉移，同時賦予人的生命以

「意義感」與「價值感」。他說：

作為通識教育的人文教育更致力於「轉識成智」，致力於使

學生將所習得的人文知識轉化為智慧的來源，更期許學生將

智慧回歸自己的生命。

新型通識人文教育可以培育 21 世紀所需的「軟實力」

（soft power）……。我在本文中所說的「軟實力」一詞，

指在 21 世紀社會中，個人所擁有的，建立在內在「覺知」

（mindfulness）之上的待人處世的力量或精神（élan），這

種內在力量主要來自具有東方文化特色的優質通識人文教育

的培養。
2

若能在教學活動的設計中，引導學生體會自我生命的意義與價

值，將更易於達到「生命教育」的目標。

那麼，什麼是生命教育？

孫效智論「生命教育」，提出「人生三問」，簡單的說就是：

人為何而活？應如何生活？又如何才能活出應活出的生命？這三個

問題分別涉及人生目的與意義的探索、人生道路的判斷以及知行合

一的修養；更以人學、哲學和靈性修養作為探討「人生三問」的方

法論。（孫效智，2013，頁 19-20）至於如何在大學推動生命教育，

他疾呼：

2 
詳見黃俊傑〈作為通識教育的人文教育：是什麼？為什麼？應如何？〉，《通識教育學刊》

第二十八期，2021 年 12 月，引文見頁 11、13、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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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的生命教育尤其應著重啟發學生的自覺與心靈的覺醒，

使他們除了關懷自身的生命困境之外，還能體察、探索人類

生命的普遍課題，並學習在自身的生命經驗中與各種經典閱

讀中與這些課題對話，從而統整為自己的生命信念、人生觀

與世界觀。
3

生命教育不只是一種教育理念，更是全人教育的落實，是一種在日

常生活中即可實踐的生活教育，不僅引領學生探索自己的生命價

值，更學習尊重他人之生命。

在通識教育中融入生命教育，「正念」是一個可以落實的契機。

參、何謂「正念」

每個人總有情緒起伏、壓力緊繃的時候，這時除了「慣性反應」

模式，或是「戰、逃、僵住」三種選擇以外，是否還有其他選擇？

是否能有個較好的「回應」方式？是否可以學習帶著覺察在每一個

當下與自己同在？「我是誰？」「我在哪裡？」「我怎麼了？」是的 !

「正念」引導我們聆聽自己的聲音、接納當下。

近二十年來，正念在國內、外的發展逐漸蔚為風潮，在心理、

諮商、醫護、教育、企業、藝術……等領域，都可以看到正念被廣

泛地運用。

3 
詳見孫效智〈大學生命教育的理念與策略〉〈二、大學生命教育的推動策略〉，《生命

教育研究》第 5 卷第 2 期，2013 年 12 月，頁 22。此外，孫效智〈臺灣生命教育的挑戰

與願景〉《課程與教學季刊》，2009 年 12 月 (3)，頁 1-26。該文詳細說明「人生三問」

之意涵及臺灣推動生命教育時所面對的挑戰與回應之道，最後提出生命教育的發展願

景：「生命教育跨科際的學術研究、以生命教育為核心課程的大學通識教育、各級學校

生命教育的推動、生命教育的跨界合作、身心靈無障礙文化的倡導」，可參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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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什麼是「正念」？

1979 年，美國喬．卡巴金博士為了協助長期慢性疼痛的病人

學習與疼痛、疾病、壓力共處，遂在麻州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開設

「正念減壓」課程，從此開啟當代「正念」的發展。所謂「正念」，

喬．卡巴金博士說：

正念意指：以特殊的方式專注：刻意、當下、不加判斷，這

種專注可滋養出更多正知、清明智慧，並更能接受當下的實

相。
4

「正念」，就是學習專注於自己當下所在之處，學習在每一個

當下「如其所是」地接納生命中的各種面向，正如「念」字由「今」、

「心」二字組成，在每一個當下，人在心在。

現今已有越來越多的研究發現：持續的練習正念可以調節注

意力、提升身體覺察力、覺察情緒、自我管理，更能幫助練習者平

靜、專注、放鬆，提升幸福感。在學校推動正念教育，對學生的認

知表現與注意力、情緒調節、全人培養與生命教育……等面向也都

有積極的影響。（溫宗堃，2013，頁 158-165）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

分校醫學院教授丹尼爾．席格彙整多筆研究後，認為正念的練習對

人類健康有以下八個正向影響：「1. 改善大腦結構與功能。2. 改善

免疫系統。3. 提升整體幸福感。4. 改善職業倦怠。5. 提升注意力。

6. 提升人際關係與同理心。7. 基因調節。8. 染色體的端粒品質提

升。」正念訓練可以讓腦部發生結構性變化。與學習及記憶有關的

4 
詳見喬．卡巴金《當下，繁花盛開》（臺北：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 年

12 月初版 11 刷 )，第一部〈此時此刻如花盛開〉「何謂正念」，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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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馬迴灰質層會變厚，能提升專注度與記憶力；與負面情緒有關的

杏仁核，則會變薄有助於情緒穩定，改善焦慮、恐慌，情緒管理會

更好。（陳德中，2017，頁 105-106）正念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視，此

由下表所示即可看出。

正念不僅覺察身體的感受，也能覺察念頭、想法的來來去去

與情緒起伏，學習有智慧的面對生命中的各種問題。對學生的學習

而言，提升專注力，有益於學習成效的提高與潛能的開發。持續正

念練習，則有助於減壓、感受生命當下的美好，更能培育同理、友

善、接納與耐心……等內在特質，減少人際衝突，自然有助於人際

關係的提升。這是本校推動正念教育的初衷。

資料出處：https：//goamra.org/ 美國正念研究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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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正念課程的建構與執行

大學正念通識課程的開設目的，不同於「正念減壓療法

（MBSR）」或是「正念認知療法（MBCT）」、「正念認知生活

（MBCT-L）」標準化的八週課程。在課程主題與練習單元的規劃

上，自然應以學習者為中心而加以考量。此外，課程的進行，若偏

向於知識性的理論敘述，則不容易引發學生的情意感受與內在自我

關照。如同科學研究所說，缺乏內在動力的過度學習，是無效果學

習。能讓孩子產生參與感的學習，有較佳的學習效果。（何琦瑜、

賓靜蓀、陳雅惠等，2014，頁 51）

因此，本校正念課程的規劃理念即是：跳脫以往單純的知識傳

遞，運用創新教學理念，以「師生共同探索自我、學習接納當下」

的模式進行教學。期待這樣的教學場域形成一種「共學」的氛圍，

師生有「相遇」、有「對話」；每個人都能與自己的生命「相遇」、

「對話」。正念，也是一種「生命教育」的落實。以下略述本校推

動正念教育之作法。

一、空間建置、專責單位與規章制定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本校在規劃正念課程的同時，也進行特色空間 --「正念靜觀中

心」的建置，並於 105 年 9 月 26 日由時任董事長楊定一博士親臨揭

牌，為本校推動正念教育提供了一個優質空間。

同時制定「通識教育中心正念靜觀中心設置辦法」，成立「正

念靜觀中心」為專責單位，負責推動正念相關課程與活動，也積極

參與校外活動，帶入更多的正念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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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正念靜觀中心」內部空間 右圖：學生進行正念課程

二、核心課程，融入「正念實作」單元

近年來，翻轉教育的理念得到極大的迴響，落實到正念課程的

進行方式，除了理論簡述，則以實作體驗為主，是一種「經驗式」

的學習方式。

105 學年度起，本校即在通識核心課程「大學之道」中融入「正

念實作」單元。也在實際的課程運作中，滾動式調整進行方式及教

材。如 107 學年度起，為精進課程，即將上課人數從大班（建置班）

改為小班進行（每班分兩梯次），期望藉由小團體的進行方式，加

深學生靜心、與自我同在的感受，練習提升專注力與覺察力。

2 小時的「正念實作」單元，除了簡述理論，主要以實作體驗

為主，藉由專注呼吸、善待自己、正念飲食、慈心祝福、體驗情

緒、覺察情緒……等活動，引導學生體驗正念，進而將正念融入生

活之中。課程進行中，亦會安排小組討論、分享及學習單之寫作，

藉此加深學生對正念之感受。

「大學之道」是大一必修通識核心課程，因此，「正念實作」

大一學生皆須參與。對學生而言，實際體驗正念是很特別的體驗，

也在課程進行中，釐清對正念模糊或似是而非的印象，例如：認為

正念即是正向思考、正向心理學或以為正念課程就是打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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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學生學習單寫作成果 右圖：小組討論以圖畫方式呈現

三、開設「正念」通識選修課程

除上述融入式的課程進行方式，自 106 學年起，在上、下學

期，各開設一門通識選修課程：「正念幸褔與創造力」、「正念減

壓與自我成長」。

此兩門「正念」課程，課程設計理念為以「實作體驗」、「反

思對話」、「正念傾聽」建構「以學習者為中心」之教學模式，以

體驗、分享、反思、書寫為課程進行模式。尤其在練習紀錄的寫作

中進行反思，從看見「我」、聽到「我」、感受「我」，回到「自

我生命」之中，達到「自我成長」、成就「自我生命價值」的生命

教育目的。

課程設計落實「實作體驗」、「自主學習」及「深碗學習」的

教育理念，以下略述課程運作模式：

（一） 教學設計理念

1. 實作體驗式的學習歷程與自我對話

課程進行，除了理論簡述、實作體驗，亦著重學生的感受分享、

討論及練習記錄之寫作。在練習紀錄寫作中進行反思，與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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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對話。

2. 打破固定上課模式，融入「自主學習」的精神

在課程設計中，打破 18 週固定上課的模式，利用一個週六安排

「一日深化工作坊」進行 6 小時的密集深化學習，不需實際到課

的 3 週，則由學生自主學習（自行練習，寫作練習紀錄），期

中、期末考週安排成果分享。

3. 深碗學習

在期中考後邀請校外專家（業師）蒞校帶領「正念深化一日工作

坊」，不僅增加課程元素，也因學生已有正念練習的基礎，易於

深化所學。

（二） 課程目標與課程單元

期望藉由教學活動的設計，建構師生「對話」的教學場域，「正

念幸福與創造力」、「正念減壓與自我成長」的課程目標如下：

一、提升學生專注力、覺察力、情緒智商及人際溝通技巧。

二、引導學生有智慧地面對、處理生活、學業、感情、人際等面向

的壓力，減少壓力對身心產生的影響，提升幸福感。

三、鼓勵學生發揮創意，落實創意為創造力，有效解決問題或改變

生活體驗。

四、鼓勵學生自我激勵、展望未來，成就自己的使命感。

五、透過多元教學活動，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自信與團隊精神。

以下列出筆者授課單元主題與練習項目，此為基本架構，每次

開課皆會視前學期同學課程回饋意見及筆者新進修之正念課程，調

整授課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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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念幸福與創造力 正念減壓與自我成長

一、正念理論概述

認識正念療法、專注呼吸

一、正念理論簡介

正念減壓療法、專注呼吸

二、正念靜心與專注力

一分鐘靜心、正念飲食、正念步行

二、正念靜心與專注力

一分鐘靜心、正念飲食、正念步行

三、正念覺察與身心同在

身體掃描、正念伸展

三、正念覺察與關照身心

身體掃描、正念伸展

四、正念祝福與愉悅感恩

愉悅紀錄、愉悅圖譜、十指欣賞感謝

四、正念祝福與愉悅感恩

愉悅紀錄、五指感恩

五、正念減壓與覺察情緒

探索壓力經驗、三步驟呼吸空間、

覺察情緒、管理情緒

五、正念減壓與自我成長

簡介「搜尋你內心的關鍵字」、

開發 EQ、覺察自動化導航

六、正念創造力理論與運用

認識創造力、正念創造力、

正念創造力小組活動

六、駕馭情緒與自我作主

探索壓力經驗、覺察情緒、

三步驟呼吸空間

七、正念幸福與慈心祈願

慈心祝福、光的祝福

七、自我激勵與成就價值

自我探索、自我激勵、慈心祝福

八、正念旅程，邁向幸福人生

典型的一天、自我照顧清單

八、正念旅程，邁向幸福人生

典型的一天、自我照顧清單

正念練習可分為「正式練習」與「非正式練習」
5
，在課程進

行中，以學生容易感受，且易於在生活中持續練習的「正式練習」

為主。例如：結合日常生活的：專注呼吸、正念飲食、正念步行、

正念伸展、身體掃描……等，這樣的安排易於讓學生與自己的身

5 
詳見鮑伯．史鐸等《減壓，從一粒葡萄乾開始》第一章〈正念是什麼〉：「正念是一種

生活方式，可以用正式和非正式兩種方式來練習。正式練習意謂著每一天刻意找出時間

或坐、或站、或躺，同時專注於呼吸、身體覺知、聲音、其他感官知覺或念頭和情緒。

非正式練習則是正念覺知日常活動，如飲食、運動、家務和待人接物，也就是帶入工

作、家庭等任何處所所做的一切行動之中。」（臺北：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7 月初版三刷），頁 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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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感受做連結。又如：愉悅紀錄、五指感恩、慈心祝福、光的祝

福……等項目及練習紀錄的寫作，則進一步將感受連結到心理層

面，不僅提升幸福感，也能帶出對己、對人的同理心與慈心。課後

練習，則鼓勵學生發展自己的「非正式練習」，落實「正念是一種

生活方式、生活態度」的理念。

（三） 執行方式

1. 實作體驗為主

課程中簡述理論，以實際的體驗活動，讓學生從自身的感受中，

提升專注力、覺察力及感受生命的能力。

2. 學習表達與傾聽，提升溝通力

在分享的過程，勇於說出自己的感受，同時以「正念傾聽」的方

式聆聽他人感受，學習彼此尊重，有益於溝通技巧與人際關係的

提升。

3. 落實「做中學」的教育理念

課程進行中安排手作活動，不僅落實「做中學」的教育理念，也

能藉由手作成品，作為課後自我練習的小道具，更可視為學生創

意的展現。例如：靜心瓶製作、慈心祈願卡設計……等，皆是學

生個人專注當下的創意展現。課程尾聲，學生們學習規劃自己日

後的正念練習。引導學生省思自己日常生活的狀態，寫作「典型

的一天」，思考如何「善待自己」，創作「自我照顧清單」。

4. 作業多元化

除了書寫類型的作業，更增加多元作業，例如：愉悅圖譜、正念



以「實作、體驗」落實生命教育―從大學通識「正念」課程實施談起　

21 世紀臺灣的大學通識教育叢書系列

59

繪本好好玩…等，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進而發揮團隊合作的精

神。

5. 即席實作帶領，加深課堂印象

課堂中為了讓學習更有效益，較簡短的正念練習（例如：專注呼

吸、三步驟呼吸空間），老師帶領後，讓同學即席互帶，再邀請

同學到台前帶領全班做一次，藉此加深印象。

6. 持續正念練習，將正念特質內化為生活的一部分

為了讓學生有較好的持續動機，課程中建立「班級 LINE 群

組」，藉由同儕互動，落實「正念是一種生活方式、生活態度」

的理念。

7. 評量方式

取消期中、期末考試，以形成性的學習歷程檔案作為評量方式之

一。評量方式，除了老師評分，還包括學生自評及同儕互評。

總之，課程的設計，藉由體驗與對話的進行，學生成為教育的

主體，老師只是帶領、引導者。在活動中，開啟師與生間的對話，

在對話（探詢）中引導學生逐漸釐清自己的感受，從面對自己、面

對壓力、自我覺察、真誠分享到自我統整。此時，對話，已不僅是

課堂中的對話，也是生命與生命的對話了！

上圖：正念課程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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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書寫練習紀錄 - 在自我對話中提升覺察力與幸福感

正念的學習過程，紀錄練習歷程是很重要的環節，因為它讓我

們更深刻的覺察一些事情，也在寫作中真誠地與自己對話，所以可

以視為反思寫作的一種形式。

什麼是反思寫作？為什麼需要進行反思寫作？林文琪《我寫‧

我思‧我在—反思寫作教學的理論與實踐》中，認為寫作的目的之

一，就是反思：

寫作是一種涉及自我認識與自我關注的自我技藝。也就是

說，寫作不僅是我們反思式的認知之發生過程，寫作本身也

是一種自我賦能，透過寫作我們不僅是為了「去看見」，而

更是為了讓我們自己能更有洞察力地去實踐，寫作過程中的

每一個步驟都成為一種自我教養的實踐訓練，關涉到我們自

身的身體、心靈、思想、行為及存在狀態的改變與發展。
6

為了讓學生有更多的機會與自己相處，在課程進行過程中，安

排了各種練習紀錄的書寫，包括「五指感恩」、「正念練習紀錄」、

正念深化一日工作坊心得及課堂練習後即席的「自由書寫」。

「正念練習記錄」不是作文，在寫作中，傾聽自己內在的聲

音，允許各種不同的感受出現、消失，也允許各種念頭來來去去。

這樣的書寫方式，也稱為「自由書寫」（心靈寫作）。娜塔莉‧高

柏即言：

6 
詳見林文琪《我寫‧我思‧我在—反思寫作教學的理論與實踐 ˙前言》（臺北：五南圖書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 1 月初版 )，頁 3-4。
7 

詳見娜塔莉‧高柏《狂野寫作進入書寫的心靈荒原 2 因為慈悲所致》，（臺北：心靈工

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 年 7 月初版七刷 )，頁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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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練習的本質就是慈悲心，那也是成為寫作者所要建立的

基礎。……我們得按部就班慢慢來，這就是慈悲的體察，先

認知到當下的自己是誰、需求是什麼，才能繼續寫下去。
7

課堂的引導是短暫的，那份感動也可能只是靈光乍現。離開教

室後，學生若能持續地進行正念練習，寫作練習紀錄，才能與自我

對話，這才是設計此作業的用意。

剛開始時，可以有一些簡單的引導，例如：第一次身體掃描練

習紀錄，引導學生寫紀錄：

首先，恭喜自己願意撥出這樣寶貴的時間來做身體掃描的練習。

接著，能聯繫上自己的身體，傾聽自己身體的聲音，並感覺到身體

的各種感受（壓力、緊繃、情緒……），更是令人讚嘆！

現在，請寫下做完身體掃描這個練習時，你在身體上、情緒上、心

理上所感受到的一切現象，或是發現練習過程中自己出現了什麼念

頭。

短暫的 5-10 分鐘的書寫，學生寫下自己當下的感受：

整體的過程都很放鬆，最開始躺下時還會想想其他事情，但聽著老

師的引導後慢慢地進入狀況。我覺得在帶到喉嚨的部分最有感覺，

前面再把注意力集中到其他部位的時候，真的會忘記某些部位的存

在，感覺蠻有趣的，明明是自己的身體。（傳四○○○）

在做身體掃描時，身體很疲倦，在聽老師的指導，身體感受到了放

鬆，就不知不覺睡著了，掃描結束有感覺身體有休息到，畢竟平常

沒有什麼時間能這樣感受自己的身體。（子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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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本上課之前覺得身體懶懶的，甚至有點想睡覺，就是幾乎沒有

什麼力氣的狀態，經歷了這次的身體掃描活動後，是真的睡著了，

沒有錯（汗），但是前面聽著老師說著放鬆的時候，我是真的感覺

到了平靜，尤其是最近的事情有點多，正好覺得有點煩躁，剛好透

過這一次的活動，讓我覺得很輕鬆。（材二○○○）

課程進行中，同學們陸續累積他們的正念練習紀錄，過程中，

他們覺察到一些事，也和自己做了一些對話，這是令人感動的。如

同喬‧卡巴金所說：

正念培育……一種讓自己清醒明智、對自我慈悲、最終充滿愛

的行動。正念練習涉及你願意進入自己、活在當下，讓自己停

下來只為了單純的與自己同在，而非無止境的陷於不斷行動

作為的旋渦，忘了是「誰在作為」與「為何要作為。」……

從每一個層面來看，正念都是愛的基本。它部分的美，在於

你完全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只需要專注並保持覺察很清醒。

你就是現在所呈現的一切，你不需要成為另一個人。
8

是的，「活在當下」、「你就是現在所呈現的一切，你不需要

成為另一個人」。生命的本該如此，不是嗎？略舉數例學生所寫練

習紀錄於下：

8 
詳見喬．卡巴金《正念療癒力 ˙增訂版導讀》，（臺北：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 11 月初版），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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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念步行 早晨起床，注意自己抬起右隻

腳，溫柔地將它放到地面，感受

過程中腳跟與腳趾的感覺。有

意識地去行走，覺察每一步腳面

與地面上的感觸，盡可能的留意

自己的動作，把整個注意力於雙

腿，感受每一個肌肉的變化，發

覺到走路算是一件複雜的事情，

我們因為太常做了，而忽略認真

地感受自己。

多一些發覺和仔細體

驗，感受世界多采多

姿的樣貌，就連我們

常做的步行，每一步

也是不一樣的。（設

二  ○○○）

專注呼吸 期中考周，壓力感覺到龐大，等

等要上課感覺自己的心很混亂，

會胡思亂想，於是閉上眼睛想想

老師課堂上所教的專注呼吸，帶

領自己做定心與放鬆，當下的自

己專注於呼吸，專注於自己，平

緩自己的情緒，感受身體與外界

的連結，花了約十二分鐘，感覺

心安定了不少，彷彿注入了力

量，可以再戰三節課。

正念專注呼吸練習，

短時間的拉回心思，

不用多想未來可能會

發生的事情，盡可

能的把當下做好，

就 行 了。    （ 設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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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念飲食 透過吃便當，先聞香氣，在觀察

每樣食物的樣貌，放到嘴邊不急

著吃掉，感受在嘴唇上的觸覺，

放到嘴裡，感覺到軟軟甜甜的豆

皮感，最後嚥下去散發出豆皮的

香味。

利用吃素食便當練習

正念飲食，嘗試用心

感受習以為常的人

物，也有不同的收

穫。（管二○○○）

（五） 課程效益

探討課程效益，可從量化數據與質化成效兩方面進行觀察：

1. 量化數據

為較明確得知課程效益，於開學第三週（修課名單已確定）及

期末，請同學填寫問卷。「正念幸福與創造力」修課同學，填寫「牛

津幸福（快樂）度問卷」
9
，「正念減壓與自我成長」修課同學，寫

填「中文版止觀覺察注意量表」（MAAS）10
。藉由前、後測差異，

看出課程成效。

2. 質性研究

從學生所寫練習紀錄（如上所引學生「練習紀錄」）或是各種

9 
「牛津幸福（快樂）問卷」（Oxford Happiness Questionnaire，OHQ) 是由「牛津幸福（快樂）

量表」(Oxford Happiness Inventory，OHI) 演變而來，共 29 題。參見 :http://cfh.com.tw/He
althTopic/%E5%BF%AB%E6%A8%82%E9%95%B7%E5%A3%BD/%E7%94%9F%E6%B4%
BB%E7%BF%92%E6%85%A3%E8%88%87%E5%A3%BD%E5%91%BD/Dec--2010/%E7%
B0%A1%E4%BB%8B%EF%BC%9A%E7%89%9B%E6%B4%A5%E5%B9%B8%E7%A6%8
F(%E5%BF%AB%E6 %A8%82)%E5%BA%A6%E5%95%8F%E5%8D%B7.aspx

10 
詳見張仁和、林以正、黃金蘭〈中文版「止觀覺察注意量表」之信效度分析〉。該文，

針對中 文版「止觀覺察注意量表」進行信效度分析，發現具有良好信效度。《測驗學刊》

專刊，2011 年 04 月，頁 235-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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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資料，進行分析。課程結束後，邀請學生接受訪談，由訪談內

容進行課程成效分析。

（1） 課程回饋

課程最後一堂課，邀請學生填寫「課程回饋」（不具名），從

課程架構、時間安排、活動進行、上課方式、作業練習、成績計算

及老師的帶領方式……等面向，寫下感受或建議。

正念課程中感受最深刻的是每一次的專注呼吸，就如同老師說的呼

吸是最簡單的，不需要任何工具跟準備，因為隨時都在呼吸，這專

注呼吸又加強了許多，我最喜歡過程中想像自己像一座安穩的山一

樣，這個動作讓我覺得自己非常寧靜、平穩，而在呼吸時，老師也

經常告訴我們就算心被外界的聲音帶走了也不要責怪自己，用溫柔

的方式把心帶回來，不責怪自己的方式也讓我覺得是對自己非常體

貼的感覺，而在呼吸後不僅能夠帶走煩躁、焦慮，更能讓自己身心

回到穩定的狀態。

這個也幫助我在日常生活中跟他人溝通時，會靜靜地聽完別地的想

法再闡述自己的意見。

我很喜歡老師的教學方式，我在上正念這堂課之前，就有聽說過正

念也嘗試想要把它學起來，但始終都不順利，練習到一半就斷了，

直到上老師的正念課後感受到什麼叫做有系統的方式教學，我也才

發現，以前失敗的例子，其實是有很多細節的地方，沒有發現到，

所以內心充滿疑問，最後就放棄了。

我很認同老師給我們的一個觀念，就是課程結束了不代表正念就結

束了，而是正開始，而這個新的開始，我們要學習當自己的老師，

繼續成長。



　生命教育與通識素養66

University and College General Education in Taiwan in the 21st Century

18 周的課程其實從一開始老師對正念的介紹、慢慢帶我們進到正

念的第一門課學習專注呼吸，察覺我們身體或是身邊的人事物、開

始進入較爲核心的課程訓練例如要怎麽實踐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最

後我們怎麽將這些所學的正念工具發揮實踐，其實都是滿滿的收

穫。

對於老師安排的作業我認爲是很有意義的，雖然寫的當下會覺得：

「怎麽那麽多東西要寫啊、什麽時候才寫完啊」這些抱怨的説詞都

會蹦出來。但是現在再回頭看當時的文字其實會發現當時的自己真

的很好笑。這對我來説也是另類的製造回憶吧！讓我可以知道原來

自己之前是那麽的忽略了身邊的小事情或小事物。

（2） 訪談學生

課程結束後，邀請 3-5 位學生接受訪談（進程進行中印象較深

刻的部分、感受較深的地方、可以用於日常生活中、對課程的看

法、其他想說的……）：

同學感受較深的部分是：

以專注呼吸作為定錨點，專注當下也比較不會分心，在壓力來

臨時，可以幫助自己讓心靜下來，放掉過多的壓力，也可以整理思

緒。

正念飲食的細細咀嚼，更加深刻體會到食物的滋味。

覺察情緒，情緒上來時，讓自己暫停 90 秒，情緒起伏變得較

小、也比較不會被情緒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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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的體會到「不評價」的意義，不僅對別人，對自己也很重

要。

五指感恩的練習，發現身邊有許多值得感謝的人事物。

正念練習，可以放慢生活腳步，可以細細品味生活。

正念創造力讓我們看到自己的潛能。

正念傾聽有被尊重的感覺。

伍、擴散正念漣漪

一、營造校園氛圍

在校園中，面對壓力挑戰者，當然不只學生，教職員也有各式

壓力。因此，正念靜觀中心也針對教職員推出各式正念活動。

有 5-8 週的正念課程，也在 107 學年引入英國牛津大學正念中

心「正念認知療法」（MBCT）的標準八週課程、109 學年引入英國

牛津大學正念中心新開發的「正念認知生活」（MBCT-L）標準八

週課程，112 學年引入英國全新「活在當下」課程，讓有興趣的教

職員可以就近學習正念。

面對時間緊湊的現代人，相較於正念標準八週課程，講座或

微型工作坊，可能是更容易被接受的活動型態。因此，也辦理各式

正念講座、一日止語工作坊、動態靜心工作坊、靜觀禪繞拼貼工作

坊……等，幫助參與者在忙亂的生活中，得到一個喘息的空間，找

回內心的寧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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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正念講座 上圖：靜觀禪繞拼

貼工作坊

右圖：一日止語工作坊

二、至國中小校園正念推廣

正念靜觀中心接受王長庚公益信託委託辦理「正念教育校園推

廣計畫」，以本校所在地附近，雙北之高中、國中、小學為推廣範

圍，同時進行種子教師培訓。

課程落實正念教育的精神，協助學生經由練習提升專注力、覺

察力及管理情緒之能力，有益於學習成效、人際關係的提升。

在執行「正念教育校園推廣計畫」的同時，也是實踐大學社會

責任、企業社會責任的方式之一。

上圖：至小學帶領正念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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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教學省思與建議

1. 正念練習項目的選擇、安排與時間掌握

如何循序漸進的引導，且能與學生的生命連結，是選擇練習項

目時應注意的地方。

2. 正念練習效果不易呈現，亦難持續練習

正念練習雖有許多正面的效益，卻非一蹴可及，學生易於懈怠

下來。因此，持續的引導，讓正念融入生活之中，才能深化所學。

3. 正念練習紀錄，學生寫作狀態有明顯的落差

「正念練習紀錄」是自我探索、與自我生命對話的歷程，也可

視為一種反思寫作。對學生而言，這是較大的挑戰，一方面多數學

生視寫作為畏途，一方面不知如何下筆。在引導上，需更多的耐心

與技巧。

4. 引導同學分享感受與團體動能的經營

正念練習後，邀請學生進行分享感受，進行探詢，也是挑戰的

一部份。每每在練習結束後，邀請同學分享感受，班上總是很容易

陷入「沉默」或是「少數常常發言的同學分享」的狀態。

這時，老師的從容引導是必須的，主動地邀請是一種可行的方

式，也可以讓同學先兩兩或小組分享，之後再回到大團體中分享或

提問。

5. 線上課程，挑戰更大

前幾年因應疫情，只能進行線上課程。就成人團體而言，影

響較不大；就學生而言，因上課大多不開鏡頭、加上各種可能的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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擾，課程效果實待商榷。未來，線上課程似乎不可避免，課程進行

節奏、帶領內容及方式，都應再加以調整。

6. 正念教師特質的體現

老師本身需持續正念練習、精進帶領與探詢技巧，體現正念特

質。同時注意團體動能的營造，使師生形成一個相互支持的團體。

教育是一條漫長的路，在現今「生命教育」更應受到重視。我

們期待藉由通識課程中「正念課程」的建構與執行，讓更多的人感

受生命的美好，更期待正念的漣漪能夠擴散出去，感恩在這一條路

上與我們相遇、一起努力的所有美好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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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譜生命的天籟―「生命教育」 
行動落實

歐純純 /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張人懿 /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壹、生命教育與通識教育理念

生命教育強調「人」的培育，有別於「人才」培育的專業知識

追求，也就是生命教育是探討自我、人我、天人等，人與人、人與

自然的關係，是一種內化的素養，透過自我探索、價值養成、知行

合一的行動落實，以成就自我的生命價值與意義，從而落實美善的

生命情意，讓有限人生，展現出有價值的存在；也能學會從自我與

人我、人我與萬物之間，達到相互尊重、共榮共存的美好願景。

也因生命教育是全人教育的基礎，因此本校對於生命教育的推

動，特別注重並積極落實，結合學校各單位的資源，同時抱持著生

命教育必須從生活落實的理念，期待結合學校發展特色，讓學生的

學習從學校環境氛圍、學校系科學院發展，自然而然耳濡目染，獲

得生命情意的昇華，達到生命意義的落實。

黃俊傑教授在《創新與傳承―大學生命教育課程規劃與教學

實務》一書之〈序〉文提到，生命教育是通識教育的目標，也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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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缺生命教育的通識教育是缺乏方向感的教育
1
，此都可見推動生

命教育，對於引領大學生具備博雅融通之生命態度的重要性，因此

本校推動生命教育，即是以通識教育為核心，作為橫向與縱向之聯

繫，將學校生命教育之經、緯連貫統整，讓生命教育之推動有系統

脈絡。除透過課程規劃落實之外，亦結合學校各單位，辦理各式活

動，讓生命教育能具有知識理論的基礎，亦有引導落實的方針，讓

學子能從內化的知識，轉成具體的行動力，而有了行動落實，真正

達到知行合一，讓彼此的生命價值展現出來。

因此就通識教育中心具體的課程規劃特色與理念來說，包含配

合「教育部教育政策之推動」、「校務發展之方向」、「國際局勢

與社會需求」等面相進行規劃，同時亦結合「正式課程與潛在課程」

之辦理，即是透過競賽、服務、講座等活動辦理，從多個面相進行

生命教育的規劃，強化出生命教育的行動落實，展現知行合一的行

動力。以下即分為「南應大生命教育落實的具體方案」、「南應大

生命教育課程規劃特色」、「南應大生命教育特色課程舉隅」等三

面向進行說明，以觀本校生命教育的行動落實狀況。

貳、南應大生命教育落實的具體方案

生命教育本是一種應對生活的基本素養，強調面對生活的正

向態度，是屬於內化的生命情調，主要的學習範疇，涵蓋了五大面

向，「哲學思考」、「人學探索」、「終極關懷」、「價值思辨」

1 
紀潔芳主編：《創新與傳承―大學生命教育課程規劃與教學實務》（新北：心理出版社，

2021 年 7 月），〈序〉，頁 vi-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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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靈性修養」等五大主題，透過「哲學思考」、「人學探索」的

基礎方法認知，探討「為何而活？」（終極關懷）、「應如何活？」

（價值思辨）、「如何活出生命的價值與意義？」（靈性修養、知

行合一）等人生三問的問題
2
，其中「價值思辨」的層面中，含括三

項目：「道德哲學」、「道德思辨及其應用」、「美感素養與生活

美學」，強調出道德實踐以及生活中美的鑑賞，此內涵完全符合教

育部 108 課綱中，強調 3 面 9 項的核心素養，即是欲培養出具備能

「自主行動」的終身學習者，其中「溝通互動」素養中涵括「藝術

涵養與美感素養」；「社會參與」素養中強調「道德實踐與公民意

識」、「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等，由

此可知，從生命教育的推動著手，能最直接延續 108 課綱的核心素

養精神
3
，持續引導學生自主學習，並能達到道德的內省與行動，成

就包容和諧的社會，品味與尊重各種視角的美，追求生命的價值與

意義，真正落實知行合一，這正是核心素養的終極展現。

2 
人生三問，參孫效智 2009〈臺灣生命教育的挑戰與願景〉。課程與教學季刊，12(3)，
1-26。

3 108 課綱中強調 3 面 9 項的核心素養，強調以學生為學習主體，除了學科知識的硬實力

之外，更強調應對生活的軟實力。其中包含的三大核心素養分別為：自主行動、溝通互

動、社會參與，下分 9 個分項落實，包含：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系統思考與解決問

題、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藝術涵養與美

感素養；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等，強調自

主學習並能回應社會的溝通互動能力。參教育部 108 課綱資訊網 https://pro.k12ea.gov.tw/
k12eagt/theme/themeAction!themeCourseTitle.so?themeCourseCode=LB2V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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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說透過生命教育的落實與推動，即是 108 課綱核心素

養精神的延續與落實，同時持續強化適性揚才，成就每一個孩子，

引導終身學習的目的。下圖即是生命教育五大範疇與 108 課核心素

養課綱的相互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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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課綱核心素養與生命教育範疇關係圖

值得一提者，近年來教育部之政策堆動，逐年增加對於「藝術

涵養與美感素養」養成之重視，除了上述 108 課綱的核心素養以及

生命教育之內涵皆含括外，我們還可從近年推動的「STEAM」
4
中

看出，從原來的 STEM，再增加「ARTs」，成為新的「STEAM」，

此正也是國際社會發展的潮流與趨勢，在面對科技的同時，能夠從

4 STEAM 教育由五個單字組成，分別是 Science（科學）、Technology（技術）、

Engineering（工程）、Arts（藝術）和 Mathematics（數學），因此 STEAM 教育也稱作「跨

學科教育」。STEAM 教育延伸 STEM 的精神，除了強調「動手做」以及「解決問題」的

能力，更將藝術 Art、技術、工程和數學整合，創造出能夠應用於真實生活的應用。參考

網址：https://steam.oxxostudio.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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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硬的理論與技術中，加入柔軟的藝術涵養（Arts），這是非常重

要且具指標性的進程，展現出軟、硬實力的同時觀照。而這藝術軟

實力的涵養，說明的正是生活中所有美的體會，也就是生命教育中

所謂的「美感素養與生活美學」；108 課綱所謂的「藝術涵養與美

感素養」，讓科技奔競的發展趨勢，保有情意、態度的養分，此方

是維繫社會長治久安、穩定發展的力量。

由上述的內容可知，推動「美感素養與生活美學」是趨勢，更

是生活中的必要。而本校以文化創意為發展核心，藝術與設計學院

為本校獨具特色，因此對於美感素養與生活美學的養成，已具相當

基礎，本校在推動生命教育的同時，也透過生活美學涵養落實，相

關的行動方案，包含：課程開設；跨單位合作；服務學習等面向，

以下分別說明。

一、課程開設

本校生命教育的落實，最基礎的作為，即是相關課程的開設，

相關課程除了能夠讓學生獲得博雅融通、多元跨域的基礎知能外，

同時強調「利他」精神，透過情意態度的養成，以深化學生生命情

意，強化性別平等意識、應對人際與情感關係、思索環境與科技議

題、增進臨終與靈性關懷、深入職涯與未來探索等內容，相關課程

含括生命、情感、環境、健康等主題，包含「生命教育與臨終關

懷」、「情感教育與兩性關係」、「性別平等與親密關係」、「性別、

影像與多元文化」、「文學與影像―新移民生命故事」、「環境與

人」、「環境變遷與永續發展」、「海岸保護與永續發展」、「臺

灣海洋環境」、「職能探索與生涯定錨」等選修課程，從家庭的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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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擴及到社會的友情、愛情的人我互動，以及人與環境的應對，

內容含括情感關係、生命態度、臨終關懷、靈性教育、性別平等、

環境議題、科技運用、職涯探索等，透過這些議題，引導學生以積

極正向的態度，應對生命中的各種波濤，以開拓正向的人生。透過

生命關懷的落實，亦展現出學生的「公民力」，也正是全人教育落

實。

二、跨單位合作推動各式競賽與活動

本校積極推動生命教育，結合行政與學術單位，從生活面、活

動面、課程面引導實踐，為讓資源獲得最佳整合，各單位間有著相

互合作的默契，同時行政單位與學術單位，更是互為支援，藉由校

園各處室共同推展，除通識教育中心開授多元跨域的課程外，幼保

系亦有生命教育課程，學務處學生輔導中心、課外活動指導組、衛

保組等，亦有相關的推廣活動。根據本校校資庫資料統計，近三年

來每年平均至少辦理 30 場生命教育相關之學生活動，且約有 1500

人次參與；3 場教師生命教育知能講座研習；多門具生命教育內涵

之通識課程，呈現本校長年致力於推動並扎根生命教育的具體成

果。

就學生事務處來說，每年辦理品德小品文比賽、交通安全講

座等；另學務處衛生保健組，亦帶領健康志工隊，結合校內、外資

源，包含奇美醫院家庭醫學部醫師、部立臺南醫院營養師等專業醫

療團隊，透過活動帶領與講座，向下紮根至鄰近國小、社區、部落

及養老院，進行健康衛教宣導，展現出社區關懷的社會責任，也是

落實生命關懷的行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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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務學習行動落實

除此之外，為增加學生生命體驗與觸動，透過社團以及帶動中

小學計畫，還有結合通識教育中心「多元服務學習」課程，以及「具

服務學習內涵」課程計畫的推動，以實際行動，帶領師生進行社區

清潔服務、淨灘、義剪、帶動中小學等服務學習活動，讓學生有機

會以實際行動，揚起生命的翅膀，落實知行合一。

綜上所論，南應大以具體行動落實生命教育，包含開設相關課

程、跨單位合作推動各式競賽與活動、服務學習行動落實等，由學

校進行整體整合與規劃，藉由多面向的行動落實，帶領全校師生，

一起探尋生活美感，豐富生活情意，以追求生命的真義。

參、南應大生命教育課程規劃特色

生命教育的推動，強調終極關懷、永續發展、多元尊重、性別

平等、終身學習等內含，符合 SDGs 聯合國永續發展的多項目標，

包含「目標三：確保健康及促進各年齡層的福祉」、「目標四：確

保有教無類、公平以及高品質的教育，及提倡終身學習」、「目標

五：實現兩性平等，並賦予所有婦女權力」、「目標十五：保護、

維護及促進領地生態系統的永續使用，永續管理森林、遏止生物多

樣性喪失」等，足見推廣生命教育的重要性。本校課程規劃的方

向，除欲彰顯生命教育的重要面向，以符應社會需求外；亦配合學

校發展特色，應對學生屬性需求，進行相關課程設計，讓生命教育

課程的引導與落實，可以呼應校園發展特點，符合學生需求。因此

課程之規劃共有以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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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強調「生」「死」議題，實踐生命價值

「生命教育與臨終關懷」課程，融入生命教育與臨終關懷，就

如海德格曾說過：「人生是向死的存在」，也就是「一旦你學會面

對死亡，你就學會如何活著。」期待透過認識生命從生到死的歷程，

進行人生意義的哲學思考與探求，藉以帶領學子追尋生命的智慧與

實踐生命的價值。

二、強化尊重理解，融入特殊教育

教學內容的安排，結合學校特教生相當多的特點，融入特殊教

育於課程，本校每年的特教生人數，平均達 210 人左右，112 學年

則超過 240 位，與其他大專校院相比，本校的特教生人數算是相當

多的，因此特教生在校園與一般生的互動，即是相當重要的課題，

由此課程融入特殊教育議題，進行特殊教育之教案設計，並進行

「特教生生命故事」之作業，期待透過課程引導，可讓一般生理解

特教生的差異與需求，也讓特教生能獲得更多的同理與理解，增進

彼此的交流，在彼此理解與認同中，讓校園更和諧，生命更豁達，

展現新的生活美學。

三、結合多元文化，加入「新移民議題」

又為強化社會多元尊重與文化交流，課程融入「新移民議題」，

此也呼應了社會新住民與移工不斷增加的社會現象，透過多元族群

的理解，多元文化的尊重，開拓生命的向度。此不但有助於多元文

化的認識，同時能強化人與人間的關係，有助於社會參與的核心素

養，達到認同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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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凸顯高齡化現況，引導青銀共學

本校設有樂齡大學，校園中有爺爺奶奶在校園中學習，形成

非常搶眼的風景，因為爺爺奶奶上課與出席的認真，足以提供年輕

學子重要的借鏡，如何透過青銀共學的安排，同時理解人變老的過

程，以及高齡化社會來臨的各種需求，年輕學子的理解與應對，以

及長者的生命故事，如何成為學生生命的養分，亦是教案設計的重

點。

五、正視學生需求，帶領自我探尋

又根據學生輔導中心，每年針對大學新生進行「大專校院學

生心理健康關懷量表」之施測中，其中感受到困擾的前五項，分別

是生活適應、心理狀態、人際關係、家庭互動、自我探尋等；且

就學生尋求心理諮商，主訴困擾類型前三名及比例為：生活適應

最多（31.42%），其次為心理狀態（29.59%），第三為人際關係

（9.40%），由此可知，透過學校校務研究中心（IR）的分析，「大

專校院學生心理健康關懷量表」之施測結果，與學生實際尋求諮商

輔導的比例是相符的。由此可推論出，大學生在自我追尋，包含我

是誰？我與他人的關係？我如何面對生活？我的存在價值？等等問

題均需要進一步引導，因此透過課程與教案之設計，以引導學生面

對真實的自我，找尋生活的意義，正是本課程規劃的主要目標。同

時，每年將持續關注學校校務研究中心（IR），針對學生輔導狀況

及「大專校院學生心理健康關懷量表」之施測分析結果，以作為課

程內容設計與安排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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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呼應學校特色，展現新生活美學

本校以打造文創學府為治校目標，且在全國科技大學中，是

唯一設立藝術學院之學校，同時還有全國唯一的「全球刺繡研究發

展中心」，加上設計學院、旅遊學院與生科學院，彼此相輔相成，

培養創意設計、文化創意的優秀人才。因此從藝術創發的角度，教

導學生體驗、觀察、探索、整合生活中的各種美，同時再以藝術再

造的方式，展現出各樣的美感，也學會欣賞不同角度的美感，美的

感受由外而內，又不斷從內而外，不斷輸入與輸出的學習與體驗過

程，由此內化為美感素養，也成為哲學的向度，展現關懷、溫柔的

美學視角，重新審視生命，欣賞生命中的各種風景，達到真正的知

行合一，展現新生活美學。

可發現新生活美學的落實
5
，正含括生命教育中的「價值思

辨」、「終極關懷」、「哲學思考」、「人學探索」和「靈性修養」

等主題，能透過藝術審美與創造，關懷在地及全球藝術，同時理解

包容多元文化及差異；並透過藝術實踐探討社會議題，並試著解決

問題；且能透過藝術賞析與實踐，理解他人感受，並培養團隊合作

與溝通協調能力，由此均可看出，美學素養的養成與深化，不但是

課程規劃的主要面向，同時也是落實生命教育的主要方針，正也凸

顯出南應大美感教育深耕的學校特色。

5 
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議題融入說明手冊》中，提到生命教育可以透過藝術領域落實，

其言：「藝術領域：藝術活動之參與，可融入生命教育的價值思辨與終極關懷主題，以

提升生活美感與生命價值。以藝術實踐解決問題或探索藝術活動中的社會議題，亦可融

入哲學思考之主題。藝術實踐融入人學探索和靈性修養主題，也能成為理解他人感受培

養團隊合作與溝通協調能力的時機。融入價值思辨的主題，則能在關懷在地及全球藝術

時，理解與包容文化多元與差異。」摘錄自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議題融入說明手冊，中

華民國 109 年 6 月 4.10 生命教育。參考網址：https://life.edu.tw/zhTW2/node/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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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南應大生命教育特色課程舉隅

就本校生命教育相關的課程執行狀況，本文從兩大面向進行分

享，第一個面向從生命情意與態度進行思考，探討哲學向度與終極

關懷等議題；第二部分思考價值思辯中關於環境倫理的議題。共四

門課程進行分享，包含：「生命教育與臨終關懷」、「文學與影像

―新移民生命故事」、「海岸保護與永續發展」、「環境與人專題」

等，以觀本校透過課程建構，在生命教育上的落實特色。

一、生命情意與態度

透過課程的引導，強化出生命的正確態度，讓生命展現出應

有的光彩，並能思索生命的意義，從而活出有意義的生命。主要以

「生命教育與臨終關懷」、「文學與影像―新移民生命故事」課程

為例，進行課程特色說明。

（一） 「生命教育與臨終關懷」課程特色分享

此門課程主要含括兩大面向，即是「如何好好活著」，以及「如

何面對死亡」兩大議題。因此就課程設計上，先從面對死亡的議題

開始，就如海德格所說：「人是向死的存在」，強調出生命有時而

盡，終將走向死亡，因此如何在有限的生命中，讓生命的存在有意

義，就顯得特別重要，由此帶領學生思考，進而引申出如何好好活

著的主題。因此整體的課程面向，由學會面對死亡，就能學會好好

活著的方向發展。

就作業設計上的特點，主要透過行動落實，進行「你的故事．

成長的歌」生命故事專題採訪設計，這份作業設計的主要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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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源自於本校的特教生相當多，希望能夠透過特教生生命故事的理

解，引導一般生與特教生產生更多互動，進而因理解而能有更多的

行動幫助。報告的進行，是在徵詢有意願的特教生前提下，再由課

堂學生採訪其成長歷程，包含：生命中曾經面臨的困頓，以及如何

應對面對生命中的挫折？還有生命中對自己幫助最大的人事物，產

生哪些影響？除此之外，還要採訪的學生進行自我反思，思考自己

所擁有的，以進行「觀功念恩」回饋，最後透過上台報告，讓班上

同學可以傾聽十組故事，藉由這些努力應對生活的生命故事，以及

學生實際採訪特教生的經歷，除能增進深切的同理心外；也從彼此

的故事中，真正懂得珍惜生命中那些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擁有，同時

具備應對挫折的能力。

此作業的進行，是充分結合行政單位與學術單位的資源，由學

生輔導中心協助詢問有意願接受採訪的特教生，再由學術單位進行

課程融入，從而產生良性循環，讓一般生能體會特殊生的境遇，產

生同理心，願意主動給予協助；就特殊生來說，也可擴大交友圈，

在校園中增加更多的人際互動，更能融入校園生活。此正也展現出

學校跨單位合作的特色，展現出積極帶領學生，以行動導向的引

導，讓學生能為彼此的生命添加光彩，落實生命教育展現知行合一

的行動力。

（二） 「文學與影像―新移民生命故事」課程特色分享

此門課程是從族群融合的議題切入，展現臺灣多元族群的社會

背景，聚焦在因婚姻而成為臺灣社會一份子的新移民，這些新成員

的加入，讓社會文化變得更加豐富，而新住民在新環境所面臨的挑

戰、困境，當然也需要對她們有更多的關注，因此這門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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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發揮「同理」、「關懷」、「傾聽」、「凝視」、「接納」、「交

流」、「認同」等原則，引導學生透過系列主題教學，對新移民的

生命迴旋曲，有全面性觀照及省思，進而落實「關愛新移民，形塑

多元社會」的共識。

就課程設計來說，透過文本閱讀與影像融入，交相應用與補

充，以提升學生學習興趣，並應用分組討論形式進行，減少單向講

授，活絡課堂學習氛圍；也透過與學者專家對談、新移民座談分享

等協同教學模式，以強化學習成效；課程還從飲食文化入手，從餐

桌上的美味移民，透過飲食認同的引導，反思新移民家庭裡「媽媽

的味道」新內涵，讓文化的認同從最貼近日常的飲食開始，透過「交

流」進而「接納」、「認同」，達到「形塑多元社會」的目的。

就作業設計來說，以採訪新住民的生命故事書寫為主軸，透

過新住民或外籍移工的訪談，畫出遷徙地圖，從中了解遷徙過程中

的心路歷程，以及進入新故鄉、面對新文化、學習新語言的種種困

境，許多悲歡交織的故事，帶給學生更多的同理心，能與新住民有

更多良性互動，亦能增進生命體悟，豐富自身生命內涵；也達到協

助新二代自我認同，化解外界偏見，有助於多元社會的和諧與共

融。

綜上所論，本校透過「生命教育與臨終關懷」、「文學與影像

―新移民生命故事」兩門課程的引導，從他人生命故事的採集，不

管是特教生還是新移民，都因了解而能同理，能同理而達認同，進

而增進學生生命情意與態度，成為內化的素養，成為哲學的向度，

進而有終極關懷的行動力，落實知行合一的實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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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價值思辯與環境倫理

在本校落實生命教育的另一個面向，是透過思考「人應該如何

生活？」的主軸，透過人生的價值如何呈現，這屬於價值思辨的議

題，透過真實世界中的實際面向，引導學生從生活中進行思考與判

斷，進而產生道德思考與應用的能力，這部分本校試著從環境議題

切入，以環境倫理的面向，引領學生往正確的人生目標，並能有實

際的行動落實。以下分別從「海岸保護與永續發展」、「環境與人

專題」進行執行特色分享。

（一） 「海岸保護與永續發展」課程特色

此門課程主要從海岸保護的議題，往外延伸探索，進而思索環

境永續發展的重要。臺灣四面環海，海岸保護一直是環境最根本的

問題，這是國土永續的根基，是所有居民必須共同承擔與思考的。

因此這門課程帶領學生了解海洋的過去、現況與未來，包含海洋資

源、生態、洋流、汙染、海岸線與未來發展等內容，透過對比手

法，讓同學得知海洋的變化，可貴的是課程所呈現的主題，含括環

境、海權、經濟、生態等內容，透過歷史、宗教、政治、環境、生

態、資源等跨域知識整合分析；同時還有每週更新的「海洋時事新

聞」分享，以生活中正在發生的新聞時事，融入每週的上課內容，

不但能讓學生感受到親切感與時效性，同時能透過課程的討論，讓

學生獲知海洋環境議題的迫切性，透過豐富的課程內容，開展多方

的知識鷹架，開啟學生寬廣視野，以增進學生判斷與批判能力。

就作業設計來說，以海洋為主軸的議題設定，透過分組討論、

主題資料收集、相關新聞資料分析、家鄉環境海岸線現況分析等，

同時結合數位科技的融入，以 ChatGPT 進行資料收整，並進行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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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說明，以達到增進資料收集能力、結合新聞時事報導、生活與家

鄉連結、ChatGPT 數位科技應用、分析判斷能力等訓練，讓學生可

以將所學的海洋相關知識，與生活、經驗、知識、科技等整合，達

到真正的融通運用，進而培養出環境永續素養，以及知行合一的行

動力，達到「海岸保護與永續發展」的價值思辨素養養成，展現為

他人、為環境、為地球的人生目標與意義。

（二） 「環境與人專題」課程特色

此門課程結合議題場域，讓學生在學習環境知識時，可以與在

地場域結合，讓環境知識獲得融通應用機會，為環境倡議的方式，

可結合自身科系之專長特色，以進行專業與環境議題的整合，進而

產出相關的作品，以表達對環境關懷。本課程的議題場域為臺南月

世界，透過月世界地質環境是「堊地」的特點，且其曾被選為事業

廢棄物掩埋場之背景，以及月世界中豐富的生態環境現況，從而思

考人類的生活，如何與月世界共榮共存，課程內容包含：動植物生

態、水資源、垃圾與事業廢棄物、山林破壞、環境倫理等議題，因

此課程透過場域實踐，以真實世界存在的問題，讓學生思考解決之

方，同時從中帶領學生思考，人與自然的互動關係。此即是生命教

育中的價值思辨議題，讓學生從場域中思考人與人、人與自然間緊

密不可分的關係，由此理解環境倫理議題，並產生正確價值觀，從

而能有相應的行為，展現出環境議題與在地結合，以行動落實的生

命教育。

就作業設計來說，以臺南月世界作為場域議題，透過月世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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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調查結果
6
，得知當中有相當豐富的動物與植物生態，因此透過

分組專題製作，每組進行不同動物的生態資料收集、結合場域的環

境特色，同時思考場域未來的發展性，進行導覽解說、倡議海報、

動物形象、故事書寫、遊程規劃等專題製作，以真實世界的環境議

題，提出想法或思考永續發展的未來，展現出學生結合環境知識、

在地場域、專業素養、永續發展、環境倫理等涵養，將對環境的關

懷展現出來，呈現是人與環境互動的生命素養。

由上述「海岸保護與永續發展」、「環境與人專題」兩門課程

的課程規劃與引導，教學內容皆以貼近生活的主題，不管是新聞時

事的融入，議題場域的落實，都透過真實世界的問題解決與反思，

將環境議題真正昇華為哲學與精神層面的思考，也就是人與環境如

何互動，才能達到永續與共榮的問題，呈現出學生對環境議題的價

值思辨力，這也是生命教育的核心素養。

整體來說，此四門課程都透過教學內容融入生活議題或場域，

並透過作業設計，引導學生走出教室進入生活，強化行動力的落實

以展現生命關懷，包含採訪特教生以觀功念恩；訪談新移民以書寫

遷徙地圖；走訪家鄉、海岸線以反思海洋的過去、現在、未來；進

入「堊地」以反思人與自然間的環境倫理；同時作業的產出，結合

了本校設計、藝術的學院特色，有了美的反思、展現美的創意，透

過作品的呈現，是學生展開自我探尋，追尋真實的自我，並找出生

活的意義，展現生命的關懷。

6 
龍崎月世界動植物生態豐富，長期無人為干擾的地區，可能成為另類動物天堂，其依然

披著神秘面紗，等待更多的資料採集與研究。參黃煥彰：〈龍崎世界級自然地景的驚艷

與生靈〉，《看守臺灣》，2019 年 1 月，www.taiwanwatch.org.tw/node/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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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心得與建議

本校生命教育的推動，除了上文四門課的分享外，還含括許多

課程，內容從自我探索、家庭親情、擴及到社會友情、愛情的人我

互動，以及人與環境的應對，最終可以思考自己人生的意義，讓學

生對於人生的追尋與生命的反思，可以提早展開。每學期至少會開

設 10 門以上的相關課程，顯見本校對生命教育的重視。

同時我們可以發現，透過實務行動的體驗與反思，確實提高了

學生的同理心，讓理論不再遙不可及，而是能從生活中體會真實生

命樣貌，大大增進了學生學習成效，就如生命教育課程中，學生興

發了「人還有什麼好不滿足的，像這樣患有罕見疾病的患者是如此

珍惜自己的生命，我們又為何要去計較生命中的不完美。」又有人

說「人幸福過了頭是不是就會停止了成長的腳步？但沒有腳的人卻

還正在向前走不是嗎？」此皆可見學生的反思與成長，展現的行動

落實產生的極大影響力。

本校整體生命教育推動上，亦結合學校「文創深耕」的特色，

強化「美感教育」，也就是強調人的感官開發，透過觀察與感受的

過程，再內化為心理素養，發展個人美的感知力與美感同理心，進

而提升高品質生活與產業創新動力。
7
此美感教育也正是生命教育

7 
在教育部新公告的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中，提到哈佛商學院開設「美感創業」課程，致

力培養學習者對某個特定物件或體驗發展的感受，予以理解、詮釋和闡述的能力，授課

者 Pauline Brown 將之界定為「美感智能」（Aesthetic Intelligence，簡稱 AI）強調人的五

感開發，以及發展個人美的感知力與美感同理心，提升高品質生活與產業創新動力，也

成為當代美感教育的重要內涵與發展依據。參「教育部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第三期五年

計畫（113-117 年）」，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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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中價值思辨的一環，強調美感素養與生活美學，將觀察、感受

的學習過程，內化為素養的生命情調，展現出來的正是美的感知力

與美感同理心，這讓社會的產業創造，多了柔軟的知性、繽紛的感

性，也讓彼此的生命向度更加柔和飽滿。

整體而言，本校的生命教育推動，將持續以具體的行動落實，

強化出生命的體驗，進而內化出抽象的哲學向度，由此，讓學生學

會從新的視角，審視生活中的各種美感，能以正向態度看待完美與

不完美，讓美重新定義，進而能尊重生命、欣賞生命、珍視生命，

讓生命因理解而包容，因同理而接納，達到散播美善、落實關懷，

讓愛飛揚，共譜合奏的天籟。此亦是本校生命教育的主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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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純純

國立中正大學文學博士，現為台南應用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

授。從教育部個別型通識教育計畫的執行開始，一直到議題導向敘

事力計畫，經由計畫的落實與執行，不斷學習成長。主要專長：古

典文學、環境教育、生命教育。

張人懿

國立成功大學工學博士，過去曾擔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語文中心

主任，現為台南應用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兼校務發展中心主

任及永續環境與科技應用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專長：偏微分方程、

綠色管理、數值模式、海岸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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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與學的轉向：西灣樂讀， 
航向生命之海

賴佩暄  杜佳倫   羅景文   陳秋宏  林芷瑩  吳孟謙  鍾志偉 /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

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近年來發展創新教學有成，由系上年輕教

師組成「西灣樂讀計畫」教學團隊，致力於推動通識基礎國語文課

程的革新。自 101 學年度起執行「教育部全校型中文閱讀書寫課程

革新推動計畫」B 類計畫，歷經五年半的努力轉型，突破傳統偏重

背誦記憶的國文教學迷思，奠定「文學生活化，生活文學化」的核

心方向，引導大一「非中文系」學生透過文學提升自我對於人際、

家庭、社會、自然、在地與世界的生命觀照，進而對文學有更深刻

的體認。自 107 學年度起，在學校支持之下，繼續執行高教深耕

「西灣樂讀教學創新計畫」迄今，由培育基礎閱讀與書寫能力擴展

為提升思辨能力、增益語文表達力，課程名稱亦自 109-1 學期起由

傳統的「大一國文」修訂為更切合創新教學目標的「中文思辨與表

達」。

「中文思辨與表達」以提升學生的中文「閱讀思考」與「敘事

表達」之能力為目標，一方面透過十二個主題式單元，引領同學進

入文本深刻思考其核心內涵，並引導學生主動學習、思考與提問；

打破單向傳遞的教師講授模式，將教學主體放回學生本身，採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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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圖、遊戲競賽、多層次問題討論等多元教學策略，刺激學生的思

考，亦透過小組討論、實作和互助分工，培訓其獨立思辨、應用、

表達與溝通等重要能力。另一方面也重視貼近生命的真實書寫，每

個單元均規劃相對應的書寫創作活動，希望學生在書寫的過程中既

能獲得心靈成長，也能將此語文能力延伸至日常生活甚至未來職

場，達到實際應用之效果。

（此為課程架構圖，上下學期共有 12 個授課單元）

一、六大教學目標，讓教與學同時轉型

因應高教深耕計畫的執行與「中文思辨與表達」的課程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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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團隊凝聚共識，擬定以下六大教學目標，並逐年完善、精進

之：

1. 文學生活化，生活文學化

2. 中文思辨與表達能力之深化與活化

3. 推動古今文學、文化之創意應用

4. 建立社群互助，促進師生與教學助理專業成長

5. 發揮關懷西灣、回饋在地精神

6. 從在地放眼世界

這些目標強調文學與生活之間的距離並非遙不可及，透過閱讀

思考與書寫表達，可將文學落實在生命中，讓文學貼近生活，而生

活也因文學思維而豐富。藉此，可逐步引導學生將基礎語文能力進

行應用，並在長期培育閱讀與書寫能力的基礎之上，進一步聚焦於

思辨與表達（書面與口語）能力，期使學生能清楚、切要地運用中

文表情達意。在教材編選上則兼採古今，其中古典文學與文化的豐

富面向往往受限於現代跳躍性思考，使得學生對古典文化之理解有

所缺漏而失去學習興趣，故本課程對於古典文本的教學，在原有的

語言文字之欣賞與陶冶的架構基礎之上，更注重其現代詮釋和活化

思考，在古今對話中創造出新視野，且能應用於學生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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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兩個版本的共編教材，未來也擬因應新興議題與新世代的變化，重新編

選，進行改版。）

當然，課程的轉型，有賴於教學端的改變與精進，因此教師團

隊長期透過社群經營運作，發揮分工合作的力量，包括：教師社群

的合作教學、經驗分享；TA 社群的專業能力培訓；學生班級社群

的分工閱讀與創作；並且同時邀請外界專家學者或業師來校講授專

業知能、帶領實作工坊，以刺激各社群的交流互動。在「教」的積

極改變下，才能一起帶動「學」的轉型，獲得學生更多的認同。此

外，我們對課程的創新，也充分利用本校立足西灣、位於高雄的在

地特色，將教學內容結合在地議題，使學生學有所用；引導學生通

過觀察、取材、創造的過程，深入在地的生命紋理，將在地共鳴引

發的鄉土認同化為具體的創意實踐，進而回饋社區。而目前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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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於在地耕耘的基礎之上，進一步與高雄文學館合作，納入更多

高雄在地文本作為各單元延伸閱讀，讓學生在讀寫中思辨高雄相關

議題。同時，也在媒體省思、環保意識、海洋文學、旅遊體驗等課

程單元中納入國際共同關注的永續發展議題，並提供不同文化對讀

比較的文本，帶領學生從更寬廣的國際脈絡來討論與思考問題。

上述教學目標乃以「生命共鳴、生活實用」為焦點，彼此交織，

產生有意義的學習。亦即，大一國文的教學重點除了培育基礎語文

能力，更為關鍵的是以學生作為學習主體，藉由文學閱讀思考與書

寫表達，引導他們將自我放進世界脈絡中，了解自己與世界之間的

緊密聯繫，培養觀察、描述、辨析、溝通、省思、同理的能力。無

論選擇走向哪一項專業領域的學生，都應該具備如此的人文素養，

才能於各專業領域落實為真正以「人」為本的研發、企劃或創造。

二、故事與走踏：文學生活化的實踐

為落實文學生活化的目標，教師團隊每學期均會在課程例行

會議中討論、規劃該學期的期末跨班成果發表活動，讓同學在實作

過程中深化文學和生活的連結關係。歷年來已舉辦「西灣故事微電

影」、「報導吧！高雄天下事」、「漫步西灣：悠遊地圖小摺頁」、

「What if 實驗室」、「西灣旅行社：高雄文學趣遊」、「高雄映

像．印象高雄：時空旅人札記」等活動，各班修課同學必須以小組

為單位，分工合作完成這項團體作業。活動的設計意在結合課程單

元，引導同學將課堂所學融入期末成果中，並發揮自己的創意。其

次是綜合能力的訓練與應用，結合閱讀、書寫、口語表達與多媒體

應用等面向，藉此也讓同學發揮各自的專長，如文字、美編、攝

影、影片剪輯與其他多媒體製作等，擴大課堂的學習效益。以下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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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What if 實驗室」與「西灣旅行社：高雄文學趣遊」兩項活動為

例。

「What if 實驗室」以說故事為方法，讓同學以「what if」的假

設句作為故事發想，發揮想像力和創造力進行「思想實驗」。所謂

的思想實驗，意指在頭腦中設想實驗條件、依據邏輯推演出結果的

實驗，這樣的邏輯訓練在現代物理學中具有重要意義，也是哲學討

論和文學創作（如科幻小說、架空歷史小說、奇幻小說等與幻想有

關的文類）的重要方法。「What if」的故事是一種與現實截然不同

的假想，其敘事框架即「假如……會發生什麼事？」，可視為一種

用想像力所進行的思想實驗。同學的故事主題必須與該學期課程單

元有關，並寄寓對某個議題或現象之反思與關懷；故事完成後，同

學還必須親自說故事，並搭配圖文動畫，錄製成有聲的 PPT。

例如：配合「生命關懷」的單元，同學以動物的生命為關懷對

象，提出「如果動物突然有智慧，開始捍衛自己的生存權，會發生

什麼事？」為假設，以《動物大反攻》為題，講述作為活體實驗動

物的熊、貓頭鷹與海豚在逃出實驗室之後對人類展開的集體反攻，

利用動物的視角換位思考，並用活潑詼諧的口吻，帶出人類對其他

動物生命的宰制背後的倫理問題。《顛倒世界》則結合「自我探索」

與「性別角色」單元，以「如果到了另一個上下顛倒的世界，會發

生什麼事？」為發想，講述主角在學校因為性別認同之故遭受校園

霸凌，甚至也覺得自己「不正常」，當他來到顛倒世界時，終於成

功接受了自己，但顛倒世界的真相卻暗示了無法挽回的憾事，引人

深思。同學的故事都取材自當代社會的重要議題，與我們生活息息

相關，甚至很有可能就發生在我們身邊，而透過說故事，便可以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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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嚴肅的議題或思考以生動、情境化的方式呈現，也能獲得同學

們的共鳴。

（左圖為《動物大反攻》中的三種實驗動物與即將被解剖的畫面，動物與 
科學家角色均為同學所繪；右圖為《顛倒世界》的主角與顛倒世界的村民 

展開對話，動畫為同學利用電繪程式所繪。）

「西灣旅行社：高雄文學趣遊」則與高雄文學館合作，請館員

整理並提供高雄文學地景對照書目與文本，所選文本的地景主要以

西子灣周邊場域（旗津、鹽埕、鼓山）為主，向外延伸至左營、岡

山、梓官、小港等地。這批作品即作為課程的延伸閱讀書目，同學

必須先閱讀作品，並配合所選文本的地景進行實地走踏，將文學閱

讀融入高雄在地生活。每個小組要在實地踏查後，設計兩天一夜的

旅遊行程，並結合文本內容和自身踏查後的觀察與體驗，撰寫出具

有原創性的文學旅遊指南，於「Google 協作平臺」上進行圖文編

輯，一方面訓練同學的綜合語文與多媒體應用能力，也藉此培養同

學的在地關懷，活化並行銷南方文化。如「光影：歷史的痕跡」一

組以旗津、鹽埕為走踏地點，搭配佐藤春夫〈暑夏之旅的回憶〉、

騷夏〈舊島電話〉、陳育萱〈第三次警告，冠昇五金行〉、王希成

〈消失的五金街〉等作品規劃旅遊行程，想像歷史的今昔光影。「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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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整個鹽埕」一組則循著描寫鹽埕與柴山的書籍，包括《開工了，

高雄》、《大港的女兒》、《停下來的書店》、《濱線女兒》及《打

狗漁村》，漫步於今日的街道與漁港，懷想昔日的風華與寧靜風

光。透過這項活動，無論是否為高雄在地人，同學均能在校園生活

之外，擴大自己的生活經驗，進一步認識高雄與南方文化，也能讓

同學透過身體的行動與感官，體會到文學不只是文學，更是我們的

生活，且學習亦不侷限於書本或教室，有更廣闊的世界等著我們去

領受。

（「西灣旅行社：高雄文學趣遊」跨班成果發表活動適逢新冠肺炎疫情 
漸趨嚴峻之時，改為線上發表。在疫情期間透過網路、隨著同學的介紹 

進行城市漫遊，也是一種另類的微旅行。）

三、從教學現場的實踐，思考課程往何處走

「西灣樂讀」計畫在共同的主題單元的課程框架之下，除期

中、期末跨班活動之外，給予教師許多教學彈性運用空間，使其能

在教學現場進行各種實踐。面對當前的大一國文存廢問題與爭議，

歷年來的計畫主持人也從自身的教學經驗出發，思考課程的發展與

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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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培育中文思辨與表達能力，深化專業領域的問題探究與

創發」（杜佳倫）

大一中文課程是非常重要的大學基礎通識教育，該門課程所

扮演的角色是引導大學生將所習得的國文學養，進一步擴展為人文

核心素養，教導他們無論未來進入哪項專業領域，都能善用中文讀

寫、思辨、表達、溝通等能力，進行以人文為核心的應用與創造。

我在多年的教學經驗中發現大一學生以往多以考試為目標來學習國

文，因此他們的閱讀方法往往都在追求標準答案，卻欠缺閱讀素養

最為重要的步驟：將擷取到的關鍵資訊進行系統性的「歸納分析」，

從而探究解決問題的各種合理辦法，而非唯一辦法，最後方能引發

深刻的省思與評鑑。也就是說，大一中文課程並非重複灌注國文知

識，也沒有標準答案，更重要的是培育中文思辨與表達能力，讓大

學生具備基本的閱讀素養而能加以應用於各類文本、生活情境、甚

至是專業領域中。因此我們引領學生深度閱讀各種文本、思考問

題、多方討論、尋求解決辦法、連結自我省思，將學生放在與自己

相關的文本或情境脈絡中，他們才會主動學習、探究自己與世界的

互動方式。這幾年我們把學生從課室帶出到學校附近的旗鼓鹽場域

中，我們閱讀相關文本，也透過實際走踏與紀錄而閱讀在地社區，

學生在閱讀與思考過後，以具體的影片、地圖、摺頁、報導等各種

方式，來敘述在地故事、呈現在地議題、表達深刻的省思，成果豐

碩而精彩；更重要的是，他們帶著閱讀與實作過程中所習得的思辨

與表達方法，回到自己的專業科系後，能永續懷抱人文意識來探究

問題、深化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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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遊地圖小摺頁」鼓勵學生運用創意，將西灣周遭的美好落實在 
畫面字間，用敘事來呼喚遊人、路人、在地人按圖索驥，一步一步 

深入在地。作品名稱：致親愛的妳）

（二） 「是起點，而非終點：『有感』的中文思辨與表達」（羅

景文）

近年來，教學環境迅速變化，尤其是人文科系教學者，不僅要

因應教育方式的轉變，還需面對外界對人文學科的質疑。在這樣的

背景下，中山大學中文系推出西灣樂讀計畫，並將「大一國文」課

程更名為「中文思辨與表達」，這並非僅僅是課名的改易而已，背

後有著更為深刻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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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灣樂讀教學團隊從核心理念「文學生活化，生活文學化」

出發，調整課程內容、建立互動社群、推動創意應用、關注在地事

務，打造出讓學生「有感」的課程。我們把教學的重心放到學生身

上，不再只是從教師的經驗出發，而是了解學生的學習起點，從生

活化的文本切入，並適時帶入日常生活經驗和文化現象。透過各種

教學活動的設計，引發學生對於相關議題的關注、探索及思考，尤

其面對充滿各種價值觀往來辯證的社會公共議題。筆者曾在「性別

角色」透過影片和試寫分手信，讓學生思考男女雙方在年齡、身

高、經濟、職業、身份地位、價值觀、理想與現實上的差距，而分

手信裡展現了各種衝突、冷戰、同情、和解的可能性，與影片同樣

精采！筆者亦請學生從自身及親友的工作經驗出發，思考臺灣勞動

傷害與勞權爭議，用尊重、同理的角度看待不同的族群，因為他們

很可能即是我們。這些引發學生共鳴的教學活動，讓他們了解到中

文思辨與表達的能力正與我們的人生緊密交織。國文課也從制式的

課程中鬆綁，不再是學習階段的終點，不再是最後的國文課，而是

學生直接面對「人生」課程的起點。相信他們有這一雙翅膀，將更

能穩健的飛翔，探索更廣闊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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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99 號公車路線，與學生一同前往柴山祕境走踏，利用五感體會這個環境獨

特的氛圍，並用風景明信片記錄下學生們的心情小語。）

（三） 「互動參與，營造雙贏」（陳秋宏）

我常常在第一週上課時問同學，你想要在人生中最後一堂國文

課中學到甚麼？留下怎樣的記憶？

雖然國文課名改為「中文思辨和表達」，但中文能力應該是

一輩子帶著走的能力，且應隨人生閱歷不斷擴充增長。因此，計畫

團隊教師們不再讓國文課成為高中國文的延續，甚至也不再採用流

行的學思達作法，而是希望盡量打破各種教學框架，設計活動讓同

學主動參與，透過不同類型的競賽、出題，訪問、製作報導，製作

短片的方式，讓同學在主動學習中找到文學與自身生命緊密聯繫的

意義，找到組員間密切合作的同舟共濟感。因此，在課程活動安排

上，我透過繪製個人小圖和團體海報心智圖的方式，讓心智圖提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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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之方式，成為學生未來可隨身應用之能力。也設計各種讓同學

主動參與的活動：如面試情境自我介紹、闖關遊戲、味覺體驗、誦

讀比賽和各種出題問答方式。希望貫徹「教師不是學習的主體，學

生才是」的理念。每學期最大的感動，就是看到期末回饋單意見，

如：「期待星期二的國文課」、「不知道老師還要玩出甚麼新花

樣？」「跟高中國文課不一樣」……。也在大四離校問卷中看到同

學懷念大一國文課的心情。看到認真書寫的回饋單或圖文並茂色彩

豐富，精心繪製的心智圖，格外讓人開心。這就是雙贏，教師多元

設計的靈活教學活動贏得學生的肯定，同時學生也在主動參與課程

中收穫良多。大學語文教育就該讓同學自由馳騁創造力，教師挖空

心思設計活動，只希望同學迎風飛翔，重新感受文字和學習的美

好。

（同學扮演面試者、面試官和觀察者，透過類似於面試情境的自我介紹活動，表

達自己的特質、專長。訓練同學口述表達、觀察理解同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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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文學是面向世界的窗口」（林芷瑩）

解開考試的枷鎖，才能讓學生真正了解「文學是面向世界的窗

口」，而「中文思辨與表達」課程，正是示範，當我們透過文學望

向他人、望向古今、望向中外，「自我」也有了明確的座標定位。

通過文學建立這些連結、進一步感知世界，使得身而為人，不再是

孤單的存在。曾經有學生說在系上的課程中，雖然大家都在同一個

空間裡，卻又感覺不到彼此存在；但是在國文課上，老師會不斷跟

同學對話，同組同學得不斷討論，「讓我真的感覺我在教室裡」。

這種「存在的當下」，或許是在這個漫天網路、無不雲端的時代，

這門課所應該堅持的。

（五） 「打造一間創意思考的教室」（鍾志偉）

臺灣的大學國文正面臨必修與存廢挑戰。理由因人而異，大致

是本身專業科系的修課壓力，或在過去語文教育欠缺成就感，儘管

近年多所學校致力國文改革，但「高中國文的延續」這張標籤始終

難以撕除，阻礙學習成效。

邁入網路資訊爆炸世界，知識取得容易，照本宣科的傳統教法

已不適用，現在大學生都有基本的獨立思考，厭惡填鴨，對說教反

感，因此從「國文」到「中文思辨與表達」的轉型，除了翻轉大學

國文的刻板印象，也致力融入多元議題與自由思考，所以課程選文

既兼採古今，亦不限文學，還包含媒體、勞工等社會議題文本，展

現國文跨域的彈性。在課堂上，我重視學生想法，良好對話會啟發

覺知，引導學生留意細節，一起發掘文本豐富意義，同學回饋說：

「願意傾聽學生們各種意見、想法，也釋放很多表達寫作的訓練機

會，實作用意極高」、「老師與同學對話的上課方式能刺激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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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策略上，我也嘗試將遊戲競賽融入教學，設計與議題相關的拍

賣會、辯論賽，讓學生主動思辨，積極表達。此外，也融入五感覺

察，或文史走踏，同學回饋說：「不同上課方式皆有不同感受，（讓

我們）用身體體會文字美好。」作業方面，我傾向設計思辨性強的

學習單，設計 ORID、九宮格表單，有效拓展或深化議題，或讓學

生展現發散創意，再聚歛思考。「中文思辨與表達」兼融語文傳統

價值與現代生活論述能力，再通過量身設計的思維遊戲，讓學生在

良性競爭與互補中，提升思辨、溝通及敘事能力，既累積了成就

感，也延續閱讀寫作的熱情。

（融入課程主題與日常生活，設計出趣味的小組辯論競賽，可以激發學生的創

意、思辨、溝通與表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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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翻轉課堂．心靈綠洲」（吳孟謙）

我所開設的中文思辨與表達課程，不同於過往國文課程的知識

記誦，文本的閱讀在本課程中，毋寧更像是啟發學生思辨與表達的

媒介。所謂的「思辨」，並非專指哲學上的邏輯思辨，而是喚醒學

生的主體自覺，使之對自身生命與外在世界更具觀照力、感受力與

省思力。至於「表達」，除了言語上的訓練，也包括了書寫與行動，

通過發自生命的書寫與貼合生活的行動，讓學生進行自我轉化。廖

鴻基說：「看見、聽見過去生命中不曾注意到的細節，這就是文

學。」上述這些能力，不是中文系學生的專利，而應當是各個科系

大學生在 AI 時代都應具備的素養。曾有一位修過課的物理系倪同

學，在期末發表感言時提到：「比起其他系上的專業課，我覺得自

己在國文課堂上，似乎更像一個『人』。」他的感想，正反映出本

課程的重要意義。

修習過中思達的各科系學生，除了感受到教師翻轉課堂的用心

外，也認為本課程是繁忙大一必修課中的一片「綠洲」。以我自己

的課堂為例，除了文本閱讀，也會設計心靈探索的活動，例如赤腳

行走在校園進行感官體驗的「足踏中山」、藉由書寫分析內在冰山

的「手工小書」、結合療癒與祝福的「生命樹」……等。因此常有

同學在期末回饋中，提到很喜歡本課程的氛圍，「每次上完課總有

洗滌心靈的感覺」、「這門課能讓我喘口氣靜下心來沉澱自己，是

一種放鬆，亦是一種淨化。」於是，我看見不少理工科系的同學，

擺脫以往對國文的成見，貼近文字的溫度，交換彼此的能量，這是

中文思辨與表達課程中最美好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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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踏中山」，帶領學生赤腳行走在校園中，與中山大學的土地親密接觸，進

行感官體驗與後續的書寫活動，開發學生的自我觀照能力。）

（七） 「語文表達與思辨能力，是連結各學科的重要基礎」（賴

佩暄）

作為教學現場的教師，面對近年來對國文教育的質疑聲音，我

所思考的是如何調整教學方式，以破除學生對國文課的刻板印象，

具體落實從「國文」課到「中文思辨與表達」課程的轉型，以提升

學生（尤其是非中文系學生）的閱讀興趣與學習動機。因此，課堂

教材的選擇多以議題為導向，並涵蓋經典作品與新近具話題性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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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多方嘗試讓文本與當代社會、日常生活情境產生更多連結。教

學方式則注重文本閱讀、課堂討論和議題思辨，仍以文學文本為出

發點，但拒絕讓文學文本僅僅成為美學鑑賞的被動對象，而是視其

為一種「超連結」（hyperlink），積極發揮其跳轉、連結的功能。

此外，也利用課堂討論與寫作，引導同學從文本向外延伸，思考相

關社會議題，而這些議題也很可能會與其他學科有所關聯，成為其

建構自身知識體系的一環。

儘管同學來自不同科系，然任何學科知識的學習，都需要語文

的閱讀與表述，而深度的閱讀與流暢、合邏輯的表達，過程中自然

也已包含思辨活動。是以，語文表達與思辨能力其實是連結各學科

的重要基礎。且身在臺灣，我們畢竟是在一個以中文為主的語境中

學習與生活，故如何掌握中文語文能力，便是關鍵之一。在班上對

同學進行調查時，同學們大多也能意識到自身語文與思辨能力的不

足之處，這與媒體技術的發展與「視覺轉向」的大環境有關，而「中

文思辨與表達」課程正可提供同學檢視自身最基礎的語文能力並尋

求提升的學習機會，這也有賴於教師在個人教學上的精進。

四、所學為何？來自學生觀點的課程成效

為了解課程的實際成效，計畫團隊每學期末均針對指標能力

（閱讀力、書寫力、表達力、思考力及溝通力）設計問卷，發放給

所有修課學生進行自我評量，如附圖所示，從 108-1 至 111-1 的評

量結果，各項能力均達進步 50% 以上，其中表達力、思考力及溝通

力更是進步超過 60% 以上，可見課程的革新在提升基本讀寫能力之

外，亦能有效帶動其他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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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一開始的程度是 1，請評估本學期的進步幅度。沒有進步或甚少進步者請選

填 0%～10%；略有進步者請選填 20%～30%；有進步者請選填 40%～60%；進步

非常多者請選填 70%～90%。）

除了量化評估之外，我們也請修課同學給予質性回饋意見，從

中可具體查知同學對這門課程的所學所感。如課室外的走踏導覽與

實地訪談帶給同學文本以外的體會：「這門國文課我的確有學到一

些不屬於課文文本的東西；我開始會想了解地方歷史跟人文背景、

那些人與人之間的情感、故事如何發展，處處充滿驚喜」，也加深

同學對地方、鄉土的理解：「實地走訪的活動讓我親眼看見了高雄

的歷史變遷，也因此我認識了許多原本不知道的地方，提升自己對

周遭環境的觀察力，加深我想更認識臺灣這片土地的動機」。（標

楷體為同學所寫回饋，以下皆同）「人文精神」的傳遞，於焉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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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閱讀與分析、開放性的議題討論，以及小組討論的互動模

式，也是學生回饋中最有感之處。因為他們教師的多方引導下，「加

強了分析文學與探索文學的能力」，同時也透過課堂討論，「能聽

到每組不同同學的想法，有時甚至能讓人深受啟發」，特別是在來

自不同科系的同儕互動中，彼此皆能「激盪出更多知識，了解自己

的不足，從不同觀點看事情，也能學習與人溝通、團隊合作，共同

完成目標」，而這樣的經驗，日後也能應用到其他領域的知識學習

與合作項目中。

而議題的討論，不僅是思維的訓練，也會以意想不到的方式

回返自身，誠如同學所言：「老師上課會提到很多延伸出來的議

題，讓中文課變得更有內涵，常常都可以接收到從沒想過的觀點，

不只在中文這個科目上，有時候會覺得對於我的人生，收穫也滿大

的」。因此課程所給予的，除了知識性、實用性的層面之外，也能

觸及每個人生命內在的某些關卡或疑問，引起強烈的情感共鳴或省

思。

此外，從教學助理（TA）從旁的教學協助與觀察中，也能看到

課程的成效並非僅僅展現在各項能力指標，而是更深層的「人」與

「文」的交會與連結。由於 TA 不僅是教師與學生之間的橋樑，本

身也是學生，故在密切的跟課與雙重身分之下，可對課程成效進行

切身的觀察：「（老師上課方式）和以前的高中國文課不一樣，不

再只是應付考試的照本宣科，而是以啟發學生的角度去教學……在

這些作業中，我看到學生的創作和創意，學生運用自身的經驗和看

事情的角度，因親自體驗而得出一番體悟，這其實就是最感動的地

方，因為每個學生都是獨立的個體，會透過這些活動而獲得最適合

自己的體會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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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為難能可貴的是，不只是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省思自我、更加

了解自己，TA 也跟隨課程一同反省與成長：「雖然我只是課堂中的

助教，但是時不時都會被課堂中的思考吸引，甚至會一度忘記自己

其實是助教的身分，彷彿自己也是課堂中的學生一般，因為這些問

題以及思考其實都與我們自身息息相關，所以這堂課不光是一堂關

於『國文』的課，更多的其實是關於我們『自己』的一堂課，在過

程中你會需要不斷的挖掘自己內心從未思考過的面向，在挖掘的過

程中也會更加了解自己」。因此，我們在西灣樂讀，從文學航向生

命中最真實的自己，也航向未知而廣闊的世界。

五、教學不滿足―未來目標與建議

過去團隊在執行「教育部全校型中文閱讀書寫課程革新推動計

畫」B 類計畫期間，教師及 TA 每學期均固定參與校外研習活動，

對啟發教學靈感、交流教學成果頗具效益，轉型為「高教深耕西灣

樂讀教學創新計畫」以來，教師團隊雖延續舉辦教學精進會議、在

地文史走踏和 TA 培訓等活動，但校外研習或校際交流則較少，未

來或可再延伸連結的觸角，促進團隊的增能與成長。在課程單元規

劃的部分，經過問卷調查後，發現學生普遍喜愛自我探索與成長、

與當代生活有關、能引起情感共鳴的作品，因此未來在修改課程架

構時，也擬新增與校園青春、愛情、科技生活或未來想像有關的單

元。

此外，計畫經費的補助固然重要，但教師的生命狀態更是影響

教學成效的重要關鍵，一方面我們需要毋忘初衷、善盡本分，以具

體的教學成效來平息外界的雜音；另一方面也期待整體高教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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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更尊重人文學科的獨特意義與價值，讓人文學科的教師們不再疲

於應付各種質疑或配合達成形式化的績效指標，而能以更安然的心

態與篤定的步伐，在學生的心田中種下一株株人文之苗，為國家的

未來厚培元氣。

總之，無論是對教師或學生而言，「教」與「學」的雙向轉型，

「知」與「情」的共構互涉，「人」與「文」的交融貫通，方是課

程所追求的永續成效與核心價值。西灣樂讀計畫團隊歷經多年努

力，已逐步奠定良好基礎，而我們總結歷年經驗，亦深感於整體課

程的革新並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目前能有此規模與成效，實有賴

於教學團隊的齊心合作與創新意願，以更積極的作為回應大眾的質

疑與批評，期使課程在未來有更為穩健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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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經典的恆常性架接生命教育

―經典教育通識化的理念與實務

李玲珠 / 高雄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壹、生命教育與經典通識化

本校的教學宗旨為「培育人文素養與專業知能兼具之健康照護

人才」，並以「尊重生命、追求真理」作為核心價值。但生命課題

牽涉的面向極其多元複雜，以個體生命而言，至少要面對生老病死

的「生命過程」，其間的身心變化是持續性的，但一般人可能僅處

於習慣狀態、卻未必覺察。其次，人類是群居動物，從呱呱墜地的

原生家庭，到不同的生命階段都有相遇的對象，無論緣深、緣淺，

但所交織出的「生命網絡」、形成的「群我」，都是構築出「生命

際遇」的重要元素；尤其隨著交通的便利、雲端時代的來臨，客觀

地打破時空限制，讓現代人在短時間內容易結交許多朋友，人際關

係遠比古人複雜，更提高了生命課題的難度。生命之所託必須依賴

「環境」，除了日常生活的居住空間、行動空間外，也包含人類整

體的生存空間―宇宙自然，及共同生存於其間的動物、植物、微生

物等。人類生命相對於如此複雜、變化多端的生命議題顯得短暫渺

小，更遑論生命演進的歷史長河；以短暫的生命企圖尋覓妥切的答

案，正如莊子所謂「生也有涯，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

（〈養生主〉），二千多年前的雋語正也點出生命學習中可能的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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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及生命教育的困境
1
，因此，如何在有限的授課時間內，提供有效

的學習策略與入徑，當為生命教育的首要之務。

「經典」不暢銷、卻長銷，其中記載了歷史文化中眾多先聖

前賢、菁英哲人對生命的體證、真理的探索，凝聚出跨越時空的典

範著作、智慧雋語。但由於時空背景的不同、生活環境的迥異，尤

其是文本記載的書面語主要為文言文，易增添學子閱讀上的困難；

如何透過教師的解析，讓學子跨越解讀的困難，直契經典的智慧核

心，如何讓年輕學子有感，並從理知到感知，進而落實生活的實

踐，內化為生命價值，產生終身學習的動力，都是經典教育值得作

為通識教育核心內涵的主因。

經典教育在各大專院校實施多年，也各具成果
2
，本校於 97 學

1 
教育部自民國 90 年開始推動生命教育，並架設了「教育部生命教育全球資訊網」，國家

教育研究院也於 2013 年由臺大孫效智教授進行「生命教育融入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

之研究」，生命教育看似成為教育核心。然而，正因生命課題的複雜，實際推動仍有許

多困境，可參孫效智〈臺灣生命教育的挑戰與願景〉，收在《課程與教學季刊》，2009
年 12 月。魏澤民〈生命教育翻轉的兩難〉，收在《人文社會與醫療學刊》第七期，2020
年 5 月。

2 
南華大學於八十五年創校時，曾以「儒釋道兼備，經史子集俱在」的原則擬定經典課程

作為通識教育主軸，相關理論與實務茲詳該校哲學研究所陳德和撰述的〈通識教育中的

文化經典〉，收在《鵝湖月刊》二十五卷第四期（1999 年 10 月）。然近年來，南華或

許考量多元性，已與多數大學一樣僅將經典課程作為核心領域課程之一。關於國內大學

以經典作為核心課程的相關論述，可參詳張勻翔〈「經典導向的核心通識課程」的合理

性〉，收在《全人教育學報》第五期，2009 年 6 月。除了單一經典研究的相關論文眾多

外，亦有針對經典教育更深層的反思研究，如曾守正〈經典、去經典、重讀經典─

大學通識教育中經典教育的若干思考〉，收在《鵝湖月刊》三十三卷第三期（2007 年 9
月），該文針對中國、臺灣、美國的百年經驗提出概括性分析，試圖融合出通識經典教

育的可行路徑。向鴻全〈經典與反經典─臺灣高等教育中經典閱讀活動的省思〉，則

從「閱讀」的角度，認為經典閱讀與經典教育應該脫勾，應該側重在閱讀動機的引發、

情境的創造、與方法的訓練，讓生命（閱讀者）與生命（經典）相遇，才能展現經典的

價值，收在《通識教育學刊》第九期，2012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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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即將經典教育納入通識核心領域之一、持續迄今，每學期約

開設 11-13 門不同的常態性課程。本文簡介本校經典教育的實施概

況、機制及成效，並以數門特色課程為例，期望能彰顯經典教育通

識化的內涵、價值及反思與建議。

貳、經典教育在高醫大的實施機制

本校於民國 88 年改制為醫學大學時，將原「共同科」更名為

「通識教育中心」，課程設計主要分為「基礎通識」（必修）與「博

雅通識」（選修）兩大類，當時博雅通識課程僅分為三大類別：人

文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後於 95-96 學年分兩階段進行第一次

通識架構改革，97 學年度正式將「經典文明領域」納為「博雅通識」

七大領域之一；其後又再經歷兩次架構改革，部分領域則因為了符

合教育現況與潮流而刪除，但「經典文化領域」迄今仍為博雅領域

之一、始終未更動，亦說明本校通識教育一直重視經典的學習。

本校經典課程主要開設在博雅通識的「經典文明領域」，但基

礎通識的「大一國文」亦納入相關經典單元，也有經典閱讀心得競

賽等非正式課程的延伸學習，希望透過多元的方式深化經典教育。

一、「經典文化領域」簡介

本領域的理念與目標為：

理念

經典，記錄人類歷史文化的進程，也是物質與精神文明的高度表徵；

透過東、西方不同領域的經典研讀與現代化詮釋，以及人文典範的行

誼事跡作為楷模，涵融學生的人文素養。

目標

1. 擷取經典的智慧，作為安身立命的價值參考。

2. 契入人類文化長流，建立宏觀的文明視野。

3. 覓得典範，作為當代應對與思維的參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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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課程主要包括中文經典與英文經典兩大類，及相應於本校

為醫學大學屬性的「醫療奉獻」。茲以 112 學年度為例，課程表列

如下：

課程名稱
開課學期

上 下

紅樓夢導讀與詮釋  

經典裡的人性論述  

世說新語的智慧與美學  

詩與人生 － 

經典裡的俠士與俠情  －

詩詞鑑賞 － 

蘇東坡的文化面向  －

古代歷史風雲人物的故事 - 史記選讀  

中國古典短篇小說的人生智慧  

莎士比亞選讀 (EMI)  

英美文學名著選讀  

西洋經典小說選讀十九世紀至廿世紀  －

希臘史詩悲劇故事導讀 (EMI)  －

希臘史詩悲劇故事導讀 ( 中文授課 ) － 

臺灣經典 - 醫療與奉獻 － 

易經與生活 (111-2 新課 ) － 

傳統養生經典與生活美學 (112-1 新課 )  －

課數總計 12 12

本領域課程主要由通識教育中心所屬的「語言與文化中心」專、

兼任教師授課，目前開課數已達本中心希冀之領域理想課數（11-13

門）。其中「莎士比亞選讀」、「希臘史詩悲劇故事導讀」為「E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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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3
，該課程係指在英語非母語的教育機構（non-English speaking 

institutions）提供的學習課程，其內容的傳遞、師生互動、學習及

學術支持教材、學習成果展示與評量，本校規定必須 100% 使用英

語；「EMI」全英課程除了提升學生的英語能力、促進國際化目標

外，亦在回歸經典閱讀的「直接性」，亦即不需透過翻譯、直契文

本，更能掌握經典原意與精神。

為使領域課程更具豐富性，「易經與生活」、「傳統養生經典

與生活美學」為近一年的新開課程；「傳統養生經典與生活美學」

課程以文化傳統的「養生」觀為基，希望符應於現代預防醫學的概

念，透過相近的專業背景提升醫學大學學生對傳統經典的學習興

趣。新開課程皆需依照本中心內規，先通過「七大領域諮議小組」

會議審議、外審（至少兩位校外委員），開課教師修訂後才進入學

校正式的三級三審流程，以利課程品質的把關。

二、「大一國文」的經典設計

「大一國文」屬基礎通識課程，為大一必修，上、下學期修

課，共計 4 學分。本校「大一國文」課程曾獲教育部「閱讀與書寫

計畫」補助，採統一課綱、教材，並依單元主題作為授課內容，各

單元皆納入相關主題的經典選文，以對應「閱讀與表達」的核心能

力。

除了凝聚經典核心選文的教材外，每學年上學期經「國文精進

會議」決議出 20 本經典書單（每學年不得重複），作為國文作業

3 
本校的「EMI」課程具審核標準，由於授課難度較高，校方亦提供了獎勵措施，凡通過審

核課程之授課教師、其授課時數採雙倍計算，期鼓勵更多教師開設相關課程，加速國際

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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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經典閱讀心得寫作」的共同閱讀文本。任課教師須從所批

閱的作業中選拔優秀作品（各班前 10％）、推薦作為下學期「經

典好書閱讀心得徵文比賽」的參賽作品，此為該項競賽的初審作業

流程。複審作業則由語言與文化中心彙整各班報名參賽的優秀作品

後，委請三位校外學者各自評決出優等、甲等、佳作作品數名並給

予積分，中心再彙整、羅列三位評審的評分結果並加總積分，以作

為決審的依據。決審會議由經典領域召集人召開，三位評審出席討

論、共同議決獲獎名單。獲獎學生名額與獎金則依當年度預算而

定，並頒發獎狀、以茲鼓勵。此項競賽自 108 學年度實施迄今，希

望藉由競賽實際培養學生對經典閱讀、思考的興趣。

「經典好書閱讀心得徵文比賽」作業流程圖

因此，除了正式課程的規劃外，透過非正式課程產生延伸學

習，皆展現了本校對經典教育的整體規劃及重視。

參、至少 2 門或 2 個案例以上之特色成果

茲以「經典文化領域」中最能展現高雄醫學大學特色的經典課

程「臺灣―醫療與奉獻」、與筆者以生命教育為設計的「經典課程

地圖」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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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灣―醫療與奉獻」特色與成果

（一） 課程設計理念

高醫大創設於 1954 年（原名「高 

雄醫學院」），是臺灣首位醫學博士

杜聰明所創辦，也是第一所由臺灣人

自行籌設創建的私立醫學院。杜院長

是京都帝國大學醫學博士，也是臺大

醫學院第一任院長，對基礎醫學研

究、醫學教育以及醫療政策貢獻頗

豐，是臺灣最富傳奇色彩的醫擘。杜

院長滿懷教育熱忱、南下創辦高醫，

也樹立了高醫醫療服務與奉獻的校風

傳統；在優良校風傳承下，高醫是目前醫學專業大學中培育最多位

醫療奉獻獎得主的學校，迄今計有 48 位。這些校友無私奉獻醫療的

大愛行誼即是最佳的學習典範，因此，本校自 96 學年起，由本校傑

出校友、也是醫療奉獻獎得主的陳瑩霖教授開設「臺灣―醫療與奉

獻」通識課程。

課程內容由多位「醫療奉獻得主」的高醫校友親蒞課堂分享行

醫經驗，期使高醫學生瞭解醫療奉獻的無私大愛，重視在專業養成

的能力中融入正確的倫理態度和服務精神，並能效法諸位典範致力

於醫療人道關懷、關懷弱勢族群的醫療照護，成為德術兼修的醫療

專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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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程特色成果

本課程初開設時採通識課程的標準限

修人數 70 人，因受到學生與肯定，目前

擴大至 200 人。除了邀請醫療奉獻獎得主

現身課室、親自講解外，因應本課程，本

校出版了《醫療與奉獻》（南風椰林系列

2），以作為課程參考教材，另也架設相關

的學習網站，便利學生課後學習。本校另

出版了《經典風華》（南風椰林系列 1）、

《高醫史話―篳路藍縷的草創期》（南風

椰林系列 3）、《月印萬川―高醫經典人

物》、《憶往思舊―高醫人話高醫事》；

四書記錄了作為南臺灣第一所私立醫學院、而今成為醫學專業大

學，維繫優良校風與傳統的形塑過程。本校的成立是基於醫療大

愛，初衷是照顧人類身心健康的醫療大願，這份初衷更需要無數高

醫人的共同守護、薪火相傳，透過書籍的出版、經典人物的重現，

希望深化高醫學子的醫學人文素養。

二、「經典課程地圖」的特色與成果

經典閱讀本身就牽涉詮釋性問題，也是經典教育的核心理念。

經典的誕生有特定的時空背景，但詮釋者所處卻是另一個不同的

時空，相異的時空背景、不同的生命個體、甚至迥異的心靈如何相

應？經典詮釋者與原撰述者如何跨越上述的落差而相合？如何讓經

典閱讀不再只是文字的理解、頭腦的思維，而能深入生命的情感與

覺受，撞擊更深層的思考，甚至產生生命內化，在日常生活中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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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悟、實踐經典內涵？如何讓文化上的經典變成個人的生命寶典，

都是經典詮釋與教育的重要課題。

筆者長期關注經典教育，在高醫開設經典課程二十年，也一直

擔任「經典文化領域」的召集人，所授課程亦以經典為主，常時開

設課程共計五門：「紅樓夢導讀與詮釋」、「世說新語的智慧與美

學」、「經典裡的人性論述」、「經典裡的俠士與俠情」、「詩與

人生」。另有兩門因應計畫開設的跨領域實驗性課程：「紅樓夢數

位化教學與創作」（98-2）、「經典文化與生活」（97-2、98-1、

99-1、102-1）。所涉傳統經典計有《論語》、《孟子》、《荀子》、

《莊子》、《史記》、《世說新語》、《金瓶梅》、《西遊記》、《紅

樓夢》、《茶經》、《黃帝內經》、〈虯髯客傳〉，及李白、蘇軾

等十位古典詩人、詞人別集。由於長期投入，筆者陸續開設不同的

經典課程以符應於筆者希冀的生命教育理想，因此也形成個人化的

生命教育課程地圖。

（一） 課程設計理念

由於生命現象複雜、生命議題龐大，透過文化經典，筆者規劃

的「生命教育」課程地圖必須呼應通識教育終身學習的理念；因此，

在構思上亦需要推想學生在生命過程中可能遭遇的各種課題，包括

過去、現在及未來。五門常時性開設課程的設計理念分別為：

1. 「紅樓夢導讀與詮釋」：由紅樓夢眾多角色形成回看生命的「鏡

子」（紅樓夢曾名「風月寶鑑」，「鑑」即為鏡子），讓學生瞭

解不同的生命情態，並藉此更深入了解自己及他人。

2. 「世說新語的智慧與美學」：《世說新語》被稱為魏晉人物百科

全書，記載的都是真人實事，透過故事情境可以形成多元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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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讓學生更深層地認識自己，找到生命價值。本課程由數個

單元組成，涵蓋議題從生到死，特別是「死亡議題」應為醫學大

學生該具備的素養之一。本課程曾獲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補助。

3. 「詩與人生」：古典詩詞的作者都是文化傳統的菁英份子，透過

文學作品可以窺探文化典範遇事的心緒反應與應對行誼，形成跨

時空對話、同情共感的生命安頓。

4. 「經典裡的人性論述」：本課程較側重人性中的隱微面，亦即人

際應對表象下的「底層真實」，甚至是黑暗面
4
，讓學生瞭解做

人需要「底線」，進而能尊重、包容他人，同時也保護自己。

5. 「經典裡的俠士與俠情」：武術是傳統體育，原理卻源自道家，

「氣脈」則是傳統身體觀的重要基礎，俠士的武德可以提升生命

情操，讓學生建立養生保健、更積極的預防觀念。尤其本校以西

方醫學為主，氣脈身體觀卻是東、西方醫學基礎差異最大的觀

點；然而，「氣」滿布在文化經典中，稍做瞭解才能更見傳統文

化深邃、精彩的內涵。

6. 「紅樓夢數位化教學與創作」：本課程獲教育部「人文教育革新

中綱計畫‧人文數位教學計畫」，以經典《紅樓夢》為主軸，

筆者負責文本解析，另有藝術、資訊各一位教師協同，在傳統閱

讀方式上融入手做、創意元素，協助學生理解、掌握人物特質

後，運用電腦繪圖、公仔設計進行再創作，活絡學生對《紅樓

4 
本課程約有三分之二的內容乃因順荀子的性惡論發展。荀子的人性理論在歷史、教育上

長期不受重視，但耐人尋味的是、《荀子》第一篇即為「勸學」，即點明了性惡論與教

育應縝密關連；因此，本課程除了介紹荀子的性惡論外（也同步介紹了孔子的人性觀與

孟子的性善論），也藉由經點《金瓶梅》談性愛議題。這些議題都是學生未來必然遇見、

但教育相對漠視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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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的感知。

7. 「經典文化與生活」：本課程希望讓經典「生活化」，讓學生實

際體驗經典與文化之美。採單元暨協同教學模式，希從食衣住行

育樂等日用生活貼近經典，側重在生活品味與美感的實際體驗，

如從《茶經》體驗品茶文化，從《紅樓夢》、晚明小品體驗生活

美學等。

（二） 課程特色成果

1. 課程評量與修課人數：多年來所授課程的教學評量皆達本校教務

處認定的「績優」課程（填卷率≧ 50%，有效加權平均值 5.40

分以上，且排名為全校的前 35％），每學期預選課人數都超過

本校通識課程選修人數上限（70 人）。開課數與選修學生數或

許可以證明，筆者已將相對冷門的經典課程經營為熱門選修。

2. 教材成果：曾撰寫《懂了，紅樓夢》（圓神出版）作為「紅樓夢」

課程的延伸教材，本書曾獲本校「優良教材獎」。另外曾陸續

為本校電子報撰寫經典現代化、生活化詮釋的相關散文共計 65

篇、約 7 萬字，並依課程屬性分別上傳至校方提供的數位學園，

以利學生課後的延伸閱讀，希望深化課程內涵。

3. 相關論文：筆者陸續將經典教育的理念與課程操作等實務經驗，

發表了數篇論文如下：

(1) 經典通識化舉隅：表達能力的人文回歸與底蘊探究（2021）

(2) 通情達理―從《世說新語》建構的語境深化表達能力的底蘊

（2020）

(3) 《世說新語》的教學轉譯與課程設計（2019）

(4) 語境中建構的道德思維―《世說新語‧德行》抉微（2018）



　生命教育與通識素養128

University and College General Education in Taiwan in the 21st Century

(5) 經典教育通識化的理念與實務―以文化經典為範疇（2015）

以上為已發表之期刊論文，另有兩篇關於世說新語計畫案、武

俠課程規劃的研討會論文正修訂中。

肆、心得與建議

日前臺北一女中區桂芝老師的發言再度引爆國文教科書、108

課綱文言、白話選文之爭，其實文言、白話只是「表達工具」因時

間產生差異性而已，文言文的底蘊對應的則是「經典」。經典能通

過歲月漫漫的汰選，主因在於飽含超越常人的智慧，是菁英中的精

萃、人類文明的極致展現；然而，若經典閱讀只停留在義理解析，

亦可能變成僵化的教條，也是許多學生不喜歡經典的主因。如何活

化經典教育？如何讓經典發揮影響生命的實質作用，進而產生力

量？關鍵在於教師的詮釋。有力量的詮釋又可能源自教師自身的人

文「內證」，教師是否能真切地由自身實踐做起
5
，是否能在日常生

活的行住坐臥、在人際的應對進退中切實做到知行合一？進而以行

證知？因為唯有透過親身的實踐、驗證過程，人文教師方能更清晰

困境可能為何？脫困的方法又是什麼？亦即人文學科或許不需要如

5 
現代哲學家牟宗三、唐君毅、方東美都以「工夫論」取代「方法論」，作為其研究論述

用語。黃俊傑也認為歷代儒者對經典的解釋基本上是一種「實踐活動」，而非「認知活

動」。所謂實踐活動是指經典解釋者在企慕聖賢、優入聖域的過程中，個人困勉掙扎的

修為工夫。儒家經典詮釋是一種身心體驗之學。詳〈從儒家經典詮釋史觀點論述解經者

的「歷史性」及其相關問題〉頁 4-6，收在《臺大歷史學報》第 24 期，1999 年 12 月。事

實上，不僅儒家如此，道家更是如此，應也是道家哲學發展出本土性宗教道教的關鍵，

「實踐性」確實是中國哲學共通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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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醫學學科的有形實驗室，「經典實驗室」即在教師的生命中，

透過教師成為「先行者」體悟，才能以精準的解剖方式、解析經典

內容如何轉進入生命、如何落實生命，協助學生較迅速、具體地了

解轉化途徑。

歷來在文化裡的大成就者，莫不經歷了「天將降大任於斯人

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

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王

陽明的「致良知」是「從百死千難中得來」（《傳習錄拾遺》），

一如佛家語：「煩惱即菩提」。體證式的詮釋方式源自生命的真實

過程，能印證經典所載，自然也能產生真實力量；然而，實踐性的

經典詮釋難以客觀測量，無法數據化，甚至撰寫成客觀嚴謹的學術

論文都相對困難。大學教師面對升等、評估等整體的競爭壓力，確

實會排擠文化傳統裡需要實證、精進的內涵。目前似乎也僅能靠教

師自身的自覺與精進，超越世俗的名利競爭，回歸教育熱忱的本

質，引領學生對經典產生「共振」，才能讓學生直接感受經典的動

人力量，體認經典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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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相關獎項：本校傑出教師（111、102）、優良教師（111、

107、102）、醫學系孔夫子獎（98）、優良教材獎（96）、通識特

色教師（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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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在語言與文學間的遞變―以兩門

通識課程為例

邱春美 / 大仁科技大學觀光事業系教授

摘 要

本文採用教師個人編寫的作品或教材供學生於「中文閱讀與書

寫」課程來落實生命教育：另一門課程「客家語言通論」讓學生學

習少接觸的語言，基於「教育無他，唯愛與榜樣而已。」（福祿貝

爾），以感同身受的理念來給學生體會及學習，以利學生閱讀後的

書寫能掌握文本的分析、理解與心得分享，略聽懂客家話、甚至開

口說客家常用語。「客家語言通論」則通過 3 則以上作業、400 則

以上討論、10 則以上線上測驗來分析與檢視生命教育的成效。二門

課程讓學生在生命中多些能力來探討不同文化、領域的溝通交流。

「中文閱讀與書寫」的案例有兩篇，一篇是「不斷奉獻真愛與

希望的慈濟志工―獲師鐸獎徐雲彩」，讓學生理解老師實際採訪的

人物報導，一篇是編纂出版的故事「神豬與閹雞」，有放在校的客

家研究中心網頁，以及置於教務處數位學習平臺的上課教材，冀望

學生對生命有更一層的體悟。大愛電視臺將第一篇主角另有拍電視

劇「最美的雲彩」40 集可參閱而收相輔相成效果，提供學生掌握

在作品中的人物之成長與變化。學生在生命成長中要不斷地認識同

學，讓所有學生透過書寫認識彼此，提升學生自我認知和增進與他

人的情感交流，進而收到潛移默化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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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生命主題之通識教育理念

本校的核心價值在一核心 : 提升人的生命品質（如圖 1）；三主

軸 : 健康促進、環境保育、關懷服務；四志業 : 健康、管理、休閒、

社會福利。其教育理念有二：（一）力學。就是努力學習。老師努

力研究，認真教學，一言一行都足以做為學生的表率；學生專心聆

教，虛心接受教誨，遭遇難題鍥而不捨，追本溯源，不達目標決不

終止。（二）行仁。就是「踐履愛心」亦即把愛心表現在「服務人群」

上，但要落實服務人群的目標，必須先具備兩個條件：「服務的能

力」、「服務的心願」。（如圖 2）

圖 1：大仁科技大學的核心價值 圖 2：大仁科技大學的教育理念

貳、生命教育相關之二門課程在學校之實施

為緬懷本校創辦人黃道宜董事長是客家人，他生前很重視客家

話。此以 111-2 的通識課程「中文閱讀與書寫」為例，108-2 的通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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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客家語言通論」為例來說明。這兩門前者課程是必修，課程

的選課對象是大一學生，後者課程是大二以上（二、三年級為主）

學生選修。「中文閱讀與書寫」、「客家語言通論」兩課程，透過

文本閱讀與智慧啟發來書寫生命觀照的興趣，以及透過語言文化的

學習認知應用到服務關懷，其終極目標在提升學生的生命品質。此

兩門課圍繞在本校核心價值的內容進行如下。

一、「客家語言通論」課程：學生從學習中看見不一樣的生命。

二、「中文閱讀與書寫」課程：（一）不斷奉獻真愛與希望的慈濟

志工―獲師鐸獎徐雲彩、電視劇「最美的雲彩」40 集，（二）

「神豬與閹雞」。

叁、客家語言通論課程之學習成效

一、教學目標：走出自我、關懷他人與社會

教學目標之認知面，在了解養成客家語言之興趣，對日後的工

作和終生學習都有著重要的作用。技能面在培養學生對客家語言之

理解能力，對生活與考試有基礎能力，進而適切的表情達意。情意

面，透過客家話的聽說讀寫，感發他人的經驗，驗證自己的生活，

使別人的智慧成為自己生命的能量之一。透過語言學習與反思，走

出自我，關懷他人與社會。溝通表達上更有多元性。簡言之，教學

目標在朝向「多一種語言，就是多一種能力」。（如圖 3）



　生命教育與通識素養136

University and College General Education in Taiwan in the 21st Century

鑊頭 vog teuˇ 插仔 cabˋ eˇ

圖 3：鑊頭與插仔

二、課程內容與教學重點

此課程教學重點有（一）主題多元化，培養學生接收多樣化的

知識，拓展人生經驗，加入認知技能的練習，在聽說書寫中培養整

合能力。（二）藉由每個主題單元設計的提問、討論與思辨，養成

學生的獨立思考與語文組織統整的能力。（三）藉由文本閱讀引導，

激發學生的五感觀察與體驗、想像的創造、敘事提升等，達到生命

情懷的抒發而能運用客家語言表達。

本課程闡述客家語言與客家話的來源，與多元性對人類社會與

文化人生的意義。課程的客語演練以四縣腔為主，將人文關懷的精

神融入課程當中，鼓勵學習之能力。

三、討論區之學生學習反思

從學生們的留言中知道他們的專注與自我覺知，課堂參與、人

際關係與互動，列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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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 2 週你喜歡哪首客家歌（童）謠嗎？

學生分別留言有寫出如：月光光 6 人、月光華華 2 人、臭頭、

腳踏車 2 人、目西西、客家本色 2 人、客家世界 2 人、羊咩咩十八

歲 2 人、長毛賊、細妹仔按靚、天公落水、嘴嘟嘟 2 人、採茶、油

菜花 2 人、油桐花 4 人、火焰蟲 2 人、一二三、菸樓清風、麵帕

粄、掌牛哥仔面黃黃 2 人、花樹下 5 人、最靚介阿婆、阿娘的土

地、年年年年 2 人、風平浪靜、大白鵝、山羊、新民莊調、天問 2

人等。學生舉出頗為豐富多元，傳統或新創的曲目都有，可見客家

歌謠、童謠創作或傳遞的曝光率是高的，且來自各地的學生們或多

或少曾接觸過客家母語學習。

（二） 第 3 週來怡客第 57 集異國料理達人―范文康心得

摘錄學生們的留言，以「/」分隔每位學生的心得。如下：我覺

得這個主持人的上進心很好。因為她不會客語，卻還跟主廚學。/ 堅

持自己的夢想努力向上，要求自己嚴格，很棒！ / 每個禮拜都有新

的客語單字學習很棒！ / 主廚很厲害，努力堅持自己的夢想 18 年！

/ 廚師把料理做的栩栩如生，給予了新的生命，讓人意想不到的感

覺！ / 我覺得努力都是為了自己的成功，所以我們要更用心地去對

待每一件事情，即使只是從小事情開始，最後一定都不會讓未來的

自己失望。/

（三） 第 4 週課堂進行（觀看 1. 天然醋達人、2. 龍鬚菜達人）感

想

天然的食品都需要經過用心培養、照顧，再加上認證標章，我

們才能買得、吃得安心。/ 透過影片能知道一些不同地區盛產的東

西，還能學習客語名言，進而增進多元學習的成效。/ 天然在這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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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真的難能可貴，為了大家的健康，努力奉獻真的很厲害。/ 都是常

見的東西卻第一次知道他們的常識，天然的東西可以吃的健康又安

心～種植的人也很用心。/ 透過看影片不但能增長知識，還能增加客

語課堂的趣味性！

（四） 第 10 週對葉佳修客家人有名堂的心得

透過這堂課了解真的有很多出色的名人都是客家人！客家文化

真的需要我們好好保存，也感謝葉佳修對於客家文化方面的成就、

愛惜及推廣，很值得我們學習。/ 我小時候就是聽葉佳修的歌曲長大

的，他的歌詞的情感讓我非常喜歡他的歌曲，我最喜歡他的歌曲叫

做（外婆的澎湖灣），今天看到他和父親的故事讓我很感動。/ 從

小聽到大的歌和名字，但是一直到現在才對他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認

識，每次的客家課都會讓我發現前所未有的領域。

四、作業區之學生學習反思

（一） 疫情心得之作業摘錄舉隅

1. 疫情影響：在疫情爆發的那段時間，我剛好在醫院實習，在

實習的時候，連醫院（病院 piang55ien55）的口罩（嘴落仔

zoi55lab2e31）都有些匱乏，在最一開始常常是有醫生（先生

xin24sang24）來跟我們拿口罩，在最後是醫院有了相關規定，每

個醫護人員一班只能拿一個，這讓我們用的很不舒服，常常是在

吃完飯後還是得用已經污染的口罩來戴，使得學姊們也是經常抱

怨。

2. 祝福疫情改善：最近因為疫情的關係，除了上學之外，出門的頻

率都大幅下降了；甚至就連上課時都要帶著貼合臉型、密不通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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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嘴落仔（zoi55lab2e31）而感到略略仔（liog5liog5e31）缺氧，

因此上課（song55ko55）時也都感到昏昏欲睡，提不起精神，著

實被疫情影響了原本的生活。希望（hi24mong55）疫情能夠盡早

結束（gied2sug2），也祝願大家人（tai55ga24ngin11）都能身體

（siin24ti31）健康、事事如意。

3. 下課的時候聊到對客家人的想法，大家都異口同聲的說節儉，而

我查了一下客語的節儉叫做省儉，之後我們又聊到了最近的武漢

肺炎疫情，口罩的客語寫作嘴落仔，傳染寫作遰（cheˇ）。

（二） 嘗試用客語自我介紹

1. 寒假的時候，學校个學生仔愛去病院見習。每儕都有負責的病

人，照顧他們時，他們說謝謝時，就會試著很開心，辛苦工作的

疲勞就會隨著這感覺消失了。病人要出院時，盡歡喜的表情全寫

在臉上，看著病人健健康康的出院，是我們的小確幸。

2. 我不知道（毋知 mˇ diˊ）跟我想的意思一不一樣，但大部分真

的完全聽不懂，而且連客語的一些基本詞彙我也都不會講，之前

大概只聽過客家叫作（Hagˋ Gaˊ）而已，其他根本不知道，選

了這堂課後，終於多學了幾個客家的詞彙，像是最近新聞一直在

報的口罩原來它叫作（嘴落仔 zoi labˋ eˇ），沒上這堂課根本就

不知道。雖然我知道就算上了這堂課，學了這幾個詞，大概也派

不上用場，因為身邊真的沒有人會講，但是體驗不同的語言跟文

化，我覺得這也是件蠻好玩蠻有趣（生趣 senˊ qi）的事情，也

讓我了解其實閩南人跟客家人有些地方真的都很不一樣，果然選

擇這堂課是對的，讓我能夠比較很多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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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因為讀書來到了屏東，我剛開始覺得這裡好偏僻喔 ~ 建築物都

好小好矮，南部人情味也很重要，大二上學期有一次因為要做報

告而到美濃去看鍾理和的客家文物，我們到那裡感受客家文化氣

息，學 hog5 習客家鍾理和紀念館的文化 vun11fa55。來到屏東讀

書我學習到怎麼去搭高鐵回桃園，剛開始真的很害怕會坐錯車也

不會買票，是自己去問自己去摸索我才學會怎麼搭會車，讓我學

習到獨立。

表 1：成績分布資料表（第 3 週、第 4 週、5/11 測驗、期末評量）

分數

時間
100 90-99 80-89 70-79 60-69 50-59 40-49 30-39 20-29 10-19 0-9

第 3 週 54.17% 0% 31.94% 0% 6.94% 0% 4.17% 0% 0% 0% 2.78%

第 4 週 43.84% 0% 34.25% 0% 15.07% 0% 5.48% 0% 0% 0% 1.37%

5/11 72.41% 0% 0% 22.41% 0% 1.72% 0% 0% 3.45% 0% 0%

期末考 6.90% 36.11% 18.06% 16.67% 6.94% 11.11% 1.39% 0% 0% 0% 2.78%

以上摘錄學生學習的測驗以表格標示，期中是分 28 組錄音，

期末是個人作業，雖有 12 位同學未準時繳交作業，經補交後，全班

學期成績如下：90 分（含）以上 35 人、80 分（含）以上 33 人、70

分（含）以上 3 人、60 分（含）以上 3 人，無人不及格。（如表 1）

肆、「中文閱讀與書寫」課程之學習成效

一、徐雲彩生命故事的學生閱讀反思

部分學生的學習心得，以年月日來編碼，同日則以繳交時間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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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順序來編排摘錄內容如下。

（一） 我知道如何簡述所閱讀的文本

她不再迷失自我，找到了自己的目標了，之後加入慈濟大愛繼

續幫助有需要的人，也讓身邊的人知道幫助他人是一件美好的事。

（20230625）

雲彩對教育志業的努力，因著機緣，一腳踏入屏東監獄，為受

刑人開啟《靜思語》讀書會的教學。雲彩被暱稱為「雲彩媽」，對

受刑人的尊重與關愛，感動了他們，心中燃起做慈濟志工的心念。

在他們一個一個出獄後，雲彩帶領師兄姊一起為更生菩薩，以家人

愛的力量陪伴他們一步一步走上正途。雲彩相信教育就像一盞微

光，能讓一室黑暗看見光明，而散發著光亮的雲彩在眾人眼中是愛

的化身，猶如天邊最美的雲彩。（20230625-2）

其他如找到目標、帶來希望、自我接納、耐心奮鬥、與眾不

同、慷慨布施、獨立而持家等特質，然礙於篇幅而略。

（二） 我會解釋閱讀文本所要傳遞的意義

不管是得或失，要看我們如何去面對，選擇以後的生活，也

要記得失敗不可怕、可怕的是放棄自己，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只要

肯上進，一天會比一天好，不要被挫折打敗了。（20230626）、

（20230326-3）

本文想用雲彩老師的故事為例子，大愛並非天下太平，在自身

能力所及地幫助他人發光發熱也能體現大愛的精神。「普天之下沒

有我不愛的人，沒有我不信任的人，也沒有我不原諒的人。」雲彩

老師走進了監獄、走進了社會、走進了人群，那一抹最美的雲彩，

映照進了每個人的心田，點亮了希望跟光明。（2023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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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會分析閱讀文本的形式

（20230416-6）

徐雲彩的生命故事主要的形式與架構是 SCQA 形式，就是先有

情景，在遇到理念上的衝突，然後發現問題，最後找出解決方法。

這篇故事主要在講述徐雲彩因為師專考試失利落榜的心境轉變，從

悲觀轉變為樂觀的心路歷程，最後透過主角心情轉變的故事，去到

監獄改變受刑人的心境。（20230326-2）

（四） 我知道如何針對閱讀文本提出個人心得或評論

相信教育就像暗夜之中的英雄，能成為點亮整個黑暗的光明，

而散發著光芒的雲彩在眾人眼中是希望的化身，讓我感覺到徐雲彩

真的是非常厲害。（2023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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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雲彩是位很有毅力的一個人，為了幫助他人而不惜犧牲

自己的時間，在遇到困難時不會馬上就放棄，會一直等待轉機的降

臨，不會因為被他人否定而放棄，而會繼續保持樂觀的態度前進，

就算是自己最親的人也不會因為他們的不理解而吵架，並且她這一

生所幫助的人，數不勝數讓我非常感動。（20230625）

（五） 閱讀文本及觀看大愛電視劇的心得分享舉隅

28 集心得：這集訴說著女主角因為公公的離世而痛苦不已，但

也從中回憶起公公對她的好、關心、訓斥、體諒、同情與開導，讓

女主角醒悟要繼續幫助他人，但因丈夫不瞭解女主角幫助他人的用

意何在，而導致雙方的想法有隔閡，但在後來因為女主角的丈夫看

到了同學家的困難而私下的出手幫助，讓雙方中間不理解的牆消失

了。（20230625）

徐雲彩的生命故事主要描繪徐雲彩報考師專 2 次落榜的心路歷

程及心理變化，到後來考取屏東農專以榜首入校，後來在國小擔任

老師到 60 歲退休，後來信奉慈濟，到屏東監獄感化受刑人，徐雲彩

時常說「沒問題，我可以」，這並非空口說大話，而是徐雲彩勇於

承擔的表現。（20230326-2）

二、「神豬與閹雞」故事文本的學生閱讀反思

（一） 我知道如何簡述所閱讀的文本

因自己長的不相同而被排擠，而只有他倆會一起玩耍，所以她

決定離開去外面冒險。兩個因為被群組長期的霸凌離開了農場，走

到了一個客家小鎮，在那邊他們看到了沒看過的建築和文化（古色

古香的客庄）。（2023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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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大家成為彼此的貴人，存好心、說好話、做好事，所以用客

家的神豬與閹雞為主角，讓小桐這有赤子心的女孩為配角，進行雙

贏互利的共創美好生活為方向。（20230625-2）

神豬珠珠與閹雞咕咕，因為都太獨特，與農場裡的同類們處不

來，於是兩人成為了朋友，並決定離家出走去找尋他們容身之處，

在路上遇到好心的女孩小桐開導他們，並帶他們回到農場。經歷了

這場冒險後，農場的動物們不再排斥他們，還開始敬重他們。之後

珠珠與咕咕也率領農場的動物，找到縣長阻止了家園被收購的危

機，在小桐生產後，身體日漸虛弱時，他們倆也報答了她的恩情。

（20230430）

（二） 我會解釋閱讀文本所要傳遞的意義

出門低三�，處處係方便：表示要虛心請教才得宜。（20230 

625）

在小時候的女主角拯救了主角們的生命，然後他們一起度過了

許多年後，女主角結婚並生下小孩時，他們看到了女主角過於忙碌

而沒時間將自己的身體調養好時，他們決定利用自己獨特營養來幫

助女主角，以自己的生命來幫助當初的救命恩人。（20230625-5）

（三） 我會分析閱讀文本的形式

結構分析：1. 與眾不同的玩伴 2. 奇妙的世界 3. 覺察使命之旅

4. 古巴古香的客庄 5. 帶著驕傲返家 6. 農場的危機 7. 捍衛農場之旅

8. 失而復得的喜悅。（20230625-2）

神豬與閹雞的故事以 SQCA 的架構來呈現故事的劇情。神豬與

閹雞首先以豬和雞來描述，它們因為被同伴歧視做為起點（情境）

S，而因為它們偷跑出去，雞差點被抓去當祭品，但因為這樣它們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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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自己的恩人，小女孩跟它們這一段解釋了神豬和閹雞的獨特性

（衝突）C，之後因為縣長要收購農地，它們集體去求情才讓農地沒

被收購，最後女主角因為坐月子身體逐漸瘦弱（問題）Q，它們自

願變成了一道菜（豬肚包雞湯）來讓女主角平安坐月子（20230326-

5）

（四） 我知道如何針對閱讀文本提出個人心得或評論

第 27 頁第 4 行（靠山山會倒、靠水水會燥、靠人人會老）這句

話告訴我們凡事都必須靠自己最靠譜，別人可以幫你 1 次 2 次，卻

不能幫一輩子。（20230625-2）

我們應當要有知恩圖報的精神，因緣果報，我們遇到每一

個人都是因為曾種過要相遇的因，才會有相遇的果，一切出自偶

然，卻又是必然。若此生的恩此生報就不必再還，我認為人的一輩

子要這個世界無所虧欠才能好好地離開，就像珠珠與咕咕一樣。

（20230430）

（五） 給 OO 的一封信：

﹤給野草的一封信﹥：親愛的野草，你好

我是一名生長在水泥叢林的人類，雖然寫信給你有點怪異，

但是，你的存在對這世界非常重要。雖然你不像那些溫室的花朵一

樣被人們重視和欣賞，但是你在這個世界上有著獨一無二的價值。

你生長在路旁、牆角和草地上，時常遭受不公平的對待。但是，我

想對你說一首白居易的詩：「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

盡，春風吹又生。」這首詩代表著你的堅忍不拔與強大的意志力，

希望你能銘記在心。（202304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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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未來的一封信﹥：好好的報答恩人，讓成功一直傳下去，

大家都好。未來，你可以的，好好拚一次吧 !（20230416-8）

伍、結論

一、中文閱讀與書寫課程之學生學習自我感受與對教師教

學的滿意度

（一） 徐雲彩生命故事文本的學生閱讀

【學生學習自我感受】

1. 透過閱讀文本，對我提昇知識是有幫助的。

2. 透過閱讀文本，對我學習態度是有幫助的。

3. 透過閱讀文本，對我學習寫作技能是有幫助的。

以上三題項的感受，學生都表示有幫助的。

【學生對教師教學的滿意度】將「非常滿意」、「滿意」、「普

通」、「不滿意」、「非常不滿意」分別以 5 分、4 分、3 分、2 分、

1 分等的表示法。

1. 我對於閱讀文本的課程單元，我的滿意程度。

2. 我對於閱讀文本教學內容，我的滿意程度。

3. 我對於閱讀文本教學方式，我的滿意程度。

以上三題項用 5 分量表分析，每位學生都回應 5 分的滿意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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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神豬與閹雞故事文本的學生閱讀

【學生學習自我感受】如以五點量表之方式呈現分數，又摘錄

學生心得如下：

1. 透過閱讀文本，對我提昇知識是有幫助的。

回應表示 5 分「很有幫助」的同學佔比 100%。例如讓學生感

到：我覺得對我的提升知識是有幫助的，知道了很多諺語，學習到

很多。

2. 透過閱讀文本，對我學習態度是有幫助的。

回應表示 5 分「很有幫助」的同學佔比 100%。例如讓學生感

到：會讓人靜下來認真閱讀，我很認真看完了，確實感受到現實中

會發生的事，故事中也一一呈現出來。

3. 透過閱讀文本，對我學習寫作技能是有幫助的。

回應表示 5 分「很有幫助」的同學佔比 95%，表示 3 分「尚可」

的同學佔比 5%。例如讓學生感到：有幫助會讓人知道在什麼情況下

運用成語諺語比較好，有學習到了如何在對的時機點插入正確的佳

句諺語。

二、生命教育在二門課程連結上的挑戰與展望

無論是創編的《神豬與閹雞》故事或是寫實報導徐雲彩老師的

生命故事，閱讀這兩種文本，學生們有顯著感受到他們的與眾不同

之處，頗能鼓舞人心。同學們以同理心或感同身受來理解生命中遭

遇挫折時，勇於面對與解決，成就美好的結果。類推世上每個人都

深具特色，遇到挫折時只要不放棄自己、找到目標持續努力，就能

自助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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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大學通識教育中的生命教育

王冠生 / 國立臺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黃薏文 / 國立臺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壹、生命教育的理念

根據 2021 年 8 月 19 日聯合報的報導：「臺大校長管中閔受邀

演講，指出逾 55% 大學生自認讀錯科系；教育部統計，108 學年大

專校院有 18 萬 6446 名學生休退學，占全體學生的 15.3%，創歷年

新高，平均每 20 人就有 3 人休退學，志趣不合是一大主因。」此

外，近幾年大學校園接連發生學生自我傷害的事件，年輕生命離開

人世，會讓人感到心痛與不捨。每當遺憾發生時，學校就開始檢討

自殺防治、諮商輔導等機制。不過，被新聞報導出來的都已是最讓

人遺憾的案例，其實在校園的各個角落，都有活著不快樂、找不到

人生方向、覺得生命沒意義的學生。這些狀況都反映出有許多大學

生對自己的人生目標感到徬徨，不清楚人生的意義為何，甚至有同

學對人生抱持虛無主義的立場。因此筆者認為，常態性地在校園內

推動生命教育、有系統地開授生命教育相關課程是大學極重要的一

項工作。

究竟什麼是生命教育呢？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曾經思考

過：我為什麼活？人生的意義為何？我該如何活出幸福的人生？我

的身心靈得到安頓了嗎？當進入這些問題的思考時，我們就進入了

生命教育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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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的本質在於探索關於生命的根本概念，包括生命的意

義與目的、人生的境界與價值、生死的難題與超克、幸福的目標與

追求。不論你在社會上扮演何種角色，不論身分地位，每個人終究

會面臨生老病死的課題。如何學習優雅從容地面對自己的人生，如

何活出值得活的人生，是每個人都應深思與實踐的課題。

如前所述，生命教育的意義非常廣泛，從生到死，人生中的重

大議題幾乎皆與生命教育相關。而從 108 課綱開始，教育部明定生

命教育五大素養為「哲學思考、人學探索、終極關懷、價值思辨、

靈性修養」，此五大素養中的「終極關懷、價值思辨、靈性修養」

是由「人生三問」發展而成，而「哲學思考、人學探索」為人生三

問的基礎。

「人生三問」的根本問題是：我為什麼活著？我該怎樣活著？

我又如何能活出我該活出的生命？第一問屬於「終極關懷」的問題，

涉及人生目的與意義的探索。第二問則為「價值思辨」，探討人生

道路的選擇，第三問屬於「靈性修養」，討論如何達到知行合一的

生命修養。這三個問題彼此環環相扣，共構每個人最根本的生命

課題。而「哲學思考」與「人學探索」則是人生三問的根基。對於

人生三問的探討與解答應該建立在思考素養上，才能避免偏見與謬

誤，建立正確的認知與解答。而「人學探索」是以理性思維為架構，

對「人」進行的一種跨科際、跨宗教、跨立場的理解，對於人的本

質有較清楚的認識，有助於探究「人生三問」的課題。所以生命教

育五大素養就形成以下結構（圖一）。
1

1 
參考孫效智：孫效智（2010b）：〈人生三問〉，載於︰孫效智等著，《打開生命的 16
封信》（頁 7-22）。臺北市：聯經。孫效智（2015）：〈生命教育核心素養的建構與

十二年國教課綱的發展〉，《教育研究月刊》251，（頁 4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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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生命教育五大素養圖
2

如果說人生像爬山，「終極關懷」就是要先確立爬山的目標；

「價值思辨」是選擇爬山的道路；「靈性修養」則是透過修練培養

爬山所需的體力與意志力；「哲學思考」是提供辨別真資訊與偽資

訊的能力；「人學探索」則是引導我們對於自我特質有更深刻的認

識。

2 
本圖取自教育部生命教育全球資訊網。網址 :https://life.edu.tw/zhTW2/sites/default/files。
檢索日期：113 年 2 月 20 日。本圖原始創作者為臺灣大學哲學系孫效智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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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生命教育是要引領同學思索幸福人生、生死難題、

生命意義、價值迷思、道德判斷、知行合一、自我特質、人我關

係、思考謬誤…等議題的學問，其目的在於協助同學過一個幸福且

有意義的人生。為了讓學生追尋有意義的幸福人生，有能力解決生

命中的課題，大學教育應該要推廣生命教育。

貳、生命教育在臺北大學通識教育中的實踐

基於以下兩點理由，筆者認為臺北大學校園需要生命教育。首

先，本校的前身為 1949 年成立的臺灣省立地方行政專科學校，嗣後

歷經臺灣省立法商學院、臺灣省立中興大學法商學院與國立中興大

學法商學院等時期，於 2000 年 2 月 1 日改制成為獨立的綜合大學。

在這個歷史發展脈絡中，本校培養了許多優秀公務員，也有許多同

學進本校的人生目標就是要考公職、擔任公務人員。其實這群同學

多數是為了追求穩定的工作，對於自己的人生不見得經過深刻的思

考，也多半沒有深刻探索自己的特質。在學業上甚至延續高中的習

慣，只重視與國家考試相關的課程，忽視其他課程。然而經過一段

時間，有些同學發現對於專業系所的課程沒有興趣，也有些同學覺

得自己不適合擔任公職，提不起勁準備公職考試。長期下來，漸漸

對自己的科系產生疏離感，對學校產生疏離感，甚至對自己的人生

感到茫然。

其次，從本校學務處的統計資料來看，107 學年度去諮商輔導

中心尋求個別諮商服務的同學為 1933 人次，108 學年度為 2060 人

次，109 學年度為 2424 人次，110 學年度為 2448 人次，111 學年度

為 3212 人次。而針對心理狀況有較高危機同學進行的個案管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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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107 學年度為 568 人次，108 學年度為 1090 人次，109 學年度

為 1323 人次，110 學年度為 2728 人次，111 學年度為 3309 人次。

從以上數字可得知，近五年不論是尋求心理諮商的同學、或是已經

進入個案管理的同學，人數逐年增加。專業的心理輔導應該交由專

業的諮商師提供服務，而每一位關心生命教育的教師，能夠做的是

協助同學探索生命的重心，喚起對於生命的熱情。筆者認為，學生

在課堂上欠缺積極的學習態度，反應的不只是學習樣態的問題，而

是生命樣態的問題。因為當一個人對自我生命覺察不夠清楚、對終

極信念不夠深刻時，不易產生往前邁進的能量。若有更多老師投入

生命教育，可對學生的生命探索有更多幫助，也有助於學生解決生

命難題。

從上述的分析來看，臺北大學有推動生命教育的需求。為了

推動生命教育，本校通識教育中心主要從以下幾個面向進行。首

先，成立生命教育教師社群。近幾年，本校幾位關心生命教育的教

師合組生命教育教師社群，目前成員共有 10 位，分別來自於本校

通識教育中心、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社會工作系、犯罪研究所、

社會系、中文系。我們每個月定期聚會，閱讀書籍、邀請專家學者

演講、參加教育部生命教育工作坊、參訪南華大學生命教育意象

館…，進行生命教育增能。閱讀討論的書籍包括：《生命教育理論

與實務：素養導向》、《意義：邁向美好而深刻的人生》、《真確：

扭轉十大直覺偏誤，發現事情比你想的美好》、《思考的藝術：

52 個非受迫性思考錯誤》。透過定期閱讀書籍，凝聚社群夥伴的共

識，深化對於生命教育的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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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舉辦生命教育通識月。近幾年臺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與學生諮商中心合作，共同舉辦通識月，以「自我探索、擁抱幸

福」為主題，邀請臺灣大學連玉如心理師、桃園醫院蘇柏文精神科

醫師、臺灣大學孫效智教授、林火旺教授等生命教育專家學者來校

演講，跟同學們闡述生命教育的理念，培養生命教育素養。此外，

也邀請畢業學長姐回學校，跟同學們分享到西班牙獨自行走朝聖之

路、到青康藏高原進行靈性修養、國際志工服務、海外壯遊…等故

事，鼓勵同學們跳脫舒適圈、嘗試透過不同模式進行自我探索。

此外，為了提升同學生命教育素養，通識教育中心也開了許

多門生命教育相關課程，這些課程包括：生命教育、探索你的人

生、心理健康與自我探索、哲學思考與美好人生、情緒管理與壓力

調適、自我發展、文學詮釋與生命哲學、精神健康促進、公民暨道

德教育、倫理學與當代議題、生涯發展與心靈成長、個人成長與家

庭、生涯規劃…等等。我們期望透過多元的生命教育課程，培養同

學哲學思考、情緒管理、生涯規畫、健康促進、壓力調適…等等素

養與能力。幫助同學長出生命教育的素養與能力，以面對生命中的

各種議題。

參、生命教育教案設計：以「同理心」、「感恩」
為例

在教育部五大生命教育素養「哲學思考、人學探索、終極關

懷、價值思辨、靈性修養」中，哲學思考是生命教育的方法論，人

學探索是生命教育的基礎，而終極關懷、價值思辨、靈性修養是生

命教育的人生三問，分別反省：我為何而活？我應該如何活？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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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活出知行合一的人生？等問題。因此，以下將以哲學思考為基

礎，介紹課程中帶領同學討論的「同理心」、「感恩」兩個教案，

藉此培養同學批判性思考與價值思辨的能力。此教案適用於「生命

教育」、「哲學思考與美好人生」、「公民暨道德教育」、「倫理

學與當代議題」等課程。

一、「同理心」教案設計

1. 教學目標：引領同學掌握「同理心」的特徵、了解「同理心」的

自利利他、擴展「同理心」的範圍。

2. 教案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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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引導內容：

教學目標 步驟 內容
時長

（分鐘）

掌握「同理

心」的特徵

暖身

展示不同人喜怒哀樂的表情照片，請學生

分享照片中人物的感受。

→感受他人情緒的本能，是同理心的起源。

5

播放影片「同

理心的力量」

1. 請分享影片中你印象深刻的話或是畫

面，說明「什麼是同理心？」

2. 整理學生的回答，包含：接受對方觀

點、不加以評論、感受對方的感受。

3. 再次詢問是否有需要補充的特徵。

15

提出「心理犯

罪者」作案的

方式與心態

「心理犯罪者」符合上述同理心的特徵，

但我們不太會說「他好有同理心啊。」邀

請學生思考：同理心應該還要符合什麼特

徵，我們剛才沒有提到？

→同理應該是為了對方，以善為目的。

7

提出「窮困到

想搶銀行的

好友」

你是否同意搶銀行來解決貧窮是個好的做

法？是否要同意對方，才可能同理他？

→同理不等於同意。

7

提出「蝙蝠」

1. 如果你是蝙蝠，會有什麼想法或感覺？

2. 蝙蝠他自己有什麼想法或感覺？

→同理是想像如果我是他，但我畢竟不是

他，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需要不斷

練習與調整。

7

小結

同理是從對方觀點看待事物、不加以評

論、感受對方的感受。同理不等於同意，

而是以善為目的，為了對方去理解他的行

為與想法，同時保持尊重和謙虛，意識到

自己不可能真的是對方。

4

了解「同理

心」的自利

利他

找出「同理」

的理由

1. 如果你願意有同理心，背後的理由是什

麼？

2. 這些理由追根究柢似乎都是為了自己，

跟心理犯罪者的為了自己有何不同？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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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 步驟 內容
時長

（分鐘）

了解「同理

心」的自利

利他

介紹康德和

休謨對於道

德的觀點

關於道德可不可以是自利的，引用英國哲

學家休謨（David Hume）對於直接的自

利 (direct self-interest)，和重新導向的自利

(redirect self-interest) 的區別。道德可以是

自利的，但不是單純滿足個人慾望，而是

將他人與整體共同考量後的自利，讓自己

與他人同時受惠。

以康德（Immanuel Kant）的立場為基礎，

則發揮同理心不必任何理由，它本身就是

值得去做的事。

邀請學生思考他更傾向哪個觀點，並願意

以此作為實踐的根據。

5

擴展「同理

心」的範圍

播 放 影 片

「 L E G A L 
H I G H  E P 0 1 
電車讓座爭

執片段」

1. 女主角有沒有成功同理老人？為什麼？

2. 男主角有沒有成功同理老人？為什麼？

→女主角是同理心的情感面向，男主角則

是認知面向。只發揮同理心的情感面向，

容易產生偏見；只發揮認知面向，容易忽

略對方的情緒感受，情感與認知的平衡，

兩者缺一不可。

10

反思「同理」

的對象

1. 女主角在哪些片段嘗試同理男主角？

2. 「同理心」只能發揮在對方比較弱勢或

低潮的時候嗎？

3. 將「同理心」的發揮擴展到優勢者、陌

生人，甚至是造成我有負面情緒的人身

上，可以帶來哪些正面影響？

→同理的範圍不只在於給予弱勢者協助、

給予心情低落者溫暖，更多時候是理解每

個人行為背後的原因、成長環境、文化差

異，避免人與人之間的摩擦。每個人如果

能多站在他人立場嘗試理解對方的態度和

行為，也比較能夠化解自己的負面情緒。

人人常保心情愉悅平穩，衝突和對立自然

也就減少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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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 步驟 內容
時長

（分鐘）

擴展「同理

心」的範圍
結語

1. 同理心的特徵包含：接受對方觀點、不

加以評論、感受對方的感受、以善為目

的、同理不等於同意。同理不是一種百

分之百理解他人的能力，而是透過經驗

累積、自我反思，以及持續練習所培養

出來的習慣。

2. 同理心是自利利他的，將整體共同考

量，讓自己與他人同時受惠。

3. 同理心的範圍不是只有自己在乎的人和

弱勢者，將其擴展發揮到更多對象，站

在他人立場嘗試理解對方的態度和行

為，也比較能夠化解自己的負面情緒，

讓彼此共好。

5

二、「感恩」教案設計

1. 教學目標：找出背後支撐的人事物、了解感恩與幸福感的關聯、

掌握實踐感恩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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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案架構：

3. 引導內容

教學目標 步驟 內容
時長

（分鐘）

找出背後支

撐的人事物

暖身

1. 買東西後會跟店員說謝謝的原因。

2. 為什麼要感謝店員？

→有禮貌、習慣、他有付出等不足以作為

感恩的完整理由。

5

感恩金字塔

1. 回想自己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並分享。

2. 填寫金字塔：

• �第一層寫下幫助我完成這件事的人。

• �有這些人就夠了嗎？還需要哪些人事物

配合才有可能，寫在第二層。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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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 步驟 內容
時長

（分鐘）

找出背後支

撐的人事物

展示與播放戰

爭、地震、意

外等照片與影

片。

金字塔目前寫下的條件都具備，就能讓成

就感的事成真嗎？還需要哪些基本條件支

撐？寫在第三層。

→我們生活在相對穩定、有支撐力的地

方，大部分的事情都不是獨自一人就能實

現，而是需要依賴許多人事物的力量。

15

提出「現在坐

在這裡討論」

「現在我們坐在這裡討論」這件小事，背

後需要哪些條件支撐，才有可能達成？

→就算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背後都有無數

人事物的付出。

10

了解感恩與

幸福感的關

聯

提出人生的不

如意

發生好事或小事我願意感恩，但是也有很

多不如意的事，不是我想要的，還要感恩

嗎？

5

播放「尼克超

激勵短片」

1. 雖然沒有四肢，但他感謝還有什麼？

2. 雖然不能握住妻子的手，但可以做到什

麼？

3. 從一蹶不振到積極樂觀，他的思考模式

發生什麼轉變？

→不看自己沒有的，看見自己已經擁有

的。感恩幫助我們發現自己已經擁有足夠

多而知足，一個知足的人能夠在不如意時

依然感受到幸福。

15

掌握實踐感

恩的方法

感恩的方式

要感謝的人事物那麼多，怎麼表達感謝？

→對身邊的人直接說出感謝、幫助他們；

對未曾謀面的陌生人，認真負責、讓座；

對環境，環保、珍惜資源；對社會國家，

納稅、妥善運用健保、遵守規則；對過去

的人，為下一代謀福利。

15

介紹感恩日

記與讚美日

記

1. 感恩日記：每天記錄一件印象深刻的

事，回想其中涉及的人事物，寫下對特

定對象的感謝。

2. 讚美日記：就算覺得每天都活得很辛

苦、焦慮、緊張也沒有關係，嘗試先從

對自己的感謝開始。讚美自己，給自己

肯定，讓金字塔的支撐力由自己引發。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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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 步驟 內容
時長

（分鐘）

結語

感恩的完整概念：

1. 我們都站在金字塔頂端，由眾多的人事

物支撐著，才能維持穩定的生活，進一

步完成自己想做的事。

2. 就算發生不如意的事，想想自己已經擁

有的而知足感恩，依然能提升幸福感。

3. 感恩的對象不只身邊熟悉的親朋好友，

也有素未謀面的陌生人，更有無形的社

會組織、國家、自然環境等等。感恩的

實踐能讓這份感謝有效地循環下去，讓

金字塔更穩固。

2

在教學方法上，此兩個教案的教學採用蘇格拉底對話式教學 

法
3
。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是透過對話進行哲學教育的奠基者，

他的方法被稱為蘇格拉底對話法，蘇格拉底認為每個人都有智慧，

只是對於自己內心的觀念不夠清楚，因此蘇格拉底善用對話的方式

幫助對話者澄清概念、排除謬誤，把心中的智慧接生出來，這種方

式也被稱為「智慧接生術」
4
。蘇格拉底認為知識原本就存於每個人

的心靈中，只是受到蒙蔽，無法發現知識真理。蘇格拉底自比為產

婆，從談話中用剝繭抽絲的方法，協助對話者去除蒙蔽，逐漸了解

 3 
蘇格拉底對話式教學法是用對話討論的方式進行教學，德國哲學家 Leonard Nelson 及其

學生 Gustav Heckmann 是將蘇格拉底對話法轉化為教學法的先驅，Nelson 將蘇格拉底的

智慧接生術進一步發展為教學法，包括：維持指導中立、從具體經驗出發、相互理解、

聚焦當前問題、努力達成共識、教導者的干預。相關內容請參考王冠生：〈蘇格拉底對

話法的理念及其在哲學教育中的應用：以「哲學思考與美好人生」課程為例〉，《慈濟

通識教育學刊》10 期，慈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2016 年 4 月，pp.1-32。
4 

傅偉勳：《西洋哲學史》（臺北：三民，1990 年），頁 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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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無知，發現自己的錯誤，再進一步建立正確的知識觀念。在許

多場合，蘇格拉底自許為智慧助產士，他認為自己只是愛智者，智慧

為他人所有，他只是一名幫助別人將心中的智慧予以再生的教師，

其相信透過言說對話即能檢視觀念的錯誤，並透過反問論辯達到自

我覺醒
5
。由於哲學原本就是不斷進行反思與辯證的歷程，蘇格拉底

對話法能夠讓探索哲學的歷程更為動態，更契合哲學的原初精神，

這也相當符合我們以哲學思考為基礎探討生命教育的核心精神。

綜上所述，以上兩個單元教案設計是以哲學思辨為基礎，使

用蘇格拉底對話教學法，搭配多元素材，如、圖片、影片、情境假

設等，透過對話和引導的方式，帶出教學目標。我們期待學生掌握

「同理心」和「感恩」的核心價值，不單純只是知識上的理解，還

包含了由內而發的動力和實踐智慧。因此，設計適切的提問，協助

學生進行越來越深入的思考，進而幫助自己和周遭他人活出更美好

的生命樣貌，是教案設計的主要方向。

肆、結論與反思

生命教育的教學目標在於引領同學思考人生的生命課題，幫助

同學開始探索並建立人生的終極信念；培養價值思辨的素養與身心

平衡的修為，從而活出深刻、豐富與精彩的人生。臺北大學通識教

育中心透過經營生命教育教師社群、與學生諮商中心聯合舉辦生命

教育通識月、開設多門生命教育通識課程，藉以培養學生生命教育

素養，深耕生命教育校園文化。

5 
苑舉正：《求真》（臺北：究竟，2015 年），頁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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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以下兩個面向上，本校的生命教育仍有相當大的進步

空間。首先，生命教育教師社群需要培養跨領域的生命教育素養。

我們的社群成員來自哲學、文學、音樂、社會學、社工、政治學、

犯罪學、宗教學…等不同背景，每個人都可以從自身的專長講授生

命教育課程。然而生命教育面對的是人生整體的課題，單靠一個領

域的知識難以協助同學深刻解決問題。因此，生命教育教師社群的

成員應該更加努力，建立跨領域學習與教學機制，透過跨領域的合

作，厚植老師的生命教育素養，進而讓自己課程的教學內容更為豐

富。

其次，建立全校生命教育學習圈。生命教育不應該只是通識教

育中心與學務處學生諮商中心的業務，而應是全校的業務。就教師

面而言，如果導師、甚至每位老師都有生命教育素養，在面對學生

時，不只是關心學生的學業表現，還能關心學生的生命樣態，則學

生在課堂上能夠得到較有溫度的學習。就環境面而言，如果學校的

氛圍是充滿生命教育的氣氛，舉辦許多與生命教育相關的活動，則

學生將會在一個有溫度的環境中成長。不論學生未來擔任什麼樣的

工作，對學生的人格養成與素養的陶冶，都會有相當正面的影響。

因此，若能讓學校重視生命教育，配合教育部計畫，投注更多資源

在生命教育上，包括開設相關課程、舉辦活動、聘用專兼任助理…

等等，將會豐富學校生命教育的環境，也更有助於同學追尋幸福與

有意義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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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學 coding 嗎？給「非資訊 
領域大學生」的通識程式教育 

發展歷程及其研究

鄭年亨 / 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邱佳慧 / 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王明旭 */ 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摘 要

臺北醫學大學於 106 學年度始推動資訊教育，歷經教學研發執

行與自我評估之優化循環機制，推展迄今，成為榮獲「ITSA 智慧創

新關鍵人才躍升計畫」之績優學校，本文期望能闡述資訊教育在培

育「非資訊領域大學生」的歷程困境與調整，並立基校務研究，針

對 108-110 學年之修課數據，探究資訊教育優化之推動及其成果，

為近年來涵括資訊教育之嶄新通識教育範疇，提供一個可茲參照之

實踐範例。根據研究與趨勢，資訊領域學者專家建議「非資訊領域

學習者」學習資訊專業，可從「視覺化程式語言」入門，較易上

手，然而，文字式程式語言在資訊科學和軟體開發領域中更被廣泛

使用，如何在兩者間取捨與設計，也是該校從 1.0 走向 2.0 的推動變

革。本研究以三年間（108 至 110 學年度）通識必修課程「基礎程

式設計」為案例，探究學習者之學習動機是否隨著程式語言類型的

擇取與教學形式（遠距或實體）調整，而有所提升或變化。109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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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之前選用「視覺化程式語言（Scratch 與 APP Inventor）」，之

後改採「文字式程式語言（Python）」。研究結果顯示當課程從視

覺化轉為文字式時，學生學習動機中的「內在目標導向」和「任務

價值」逐年升高，「測驗焦慮」也具顯著下降。此外，「自我效能」

和「修課意願」在課程轉型第一年後稍有下降，但於第二年後則有

明顯回復，其中「修課意願」甚至高於視覺化程式語言的平均數。

另一方面，在授課形式改變部分，遠距班在「內在目標導向、任務

價值、自我效能和修課意願」上均高於實體班，但在「外在目標導

向與測驗焦慮」展現不同變化。這些研究結果顯示「學習動機」與

「程式語言難易度」相關性並不高，反而是「教學形式」更為關鍵，

透過專題引導的實作與練習，也能夠誘發非資訊領域學生足夠的動

力學習程式設計。

關鍵詞：文字式程式語言、非資訊領域程式教育、視覺化程式 

　　　　語言、學習動機

校級程式教育課程優化設計：程式語言類型與 
授課形式對非資訊領域大學生學習動機提升之 

研究

一、理念與發展沿革

當前科技發展即將從資訊時代走向人工智慧時代。為此教育部

運算思維已成為 108 學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科技領域的核心能

力，而高等教育也正藉由「推動大學程式設計教學計畫」銜接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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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綱（教育部，2014），培育非資訊科技大學生的基礎程式設計能

力，期望學生能夠透過跨領域創新結合，運用程式設計探索議題與

解決專業領域的重要問題。

本校為推動智慧醫療，自 106 學年度起開設「基礎程式設計」

通識必修課程，以奠定學生的程式基礎。為此，自 108 學年度起，

該校為大一新生於入學前暑假開設先修班與檢定考兩種抵免管道，

通過者可抵免本必修課程的學分。因此，通識課程的修課學生為

「未能參與」或「未通過先修班與檢定考」的一年級學生。在程式

語言的選擇上，從 106 學年度到 108 學年度主要教授 Scratch 與 App 

Inventor，兩種皆為視覺化程式語言。自 109 學年度起，本校為銜接

人工智慧相關的進階課程，全面改為 Python 文字式程式語言。在授

課形式上，每個學期皆開設實體班與遠距班，供學生選擇。期待未

來學生能繼續選修跨領域學院的人工智慧類微學程，和各系所所開

設的人工智慧融入醫護領域之課程，解決專業問題。因此通識課程

必須幫助學生奠定程式基礎，培養興趣，才能夠銜接進階程式設計

的學習。

二、研究動機與目標

自 106 學年推動程式教育迄今數年，本校通識中心每學年不定

期舉辦教學規劃與檢討會議，並針對新學年進行課程調整，儘管每

學年所遇見之問題略有不同，但始終持續出現的教學困境是「學生

不知為何而學」，為此，109 學年度進行了以此「程式語言調整為

『文字式程式語言』的課程設計」為主軸之研究介入，期望提升學

生「學習動機」，進而促進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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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目的即在於了解非資訊領域大學生修習程式設計課程

的學習動機是否隨著程式語言類型與授課形式改變而有所變化。本

研究將藉臺北醫學大學三年來（108 至 110 學年度）的基礎程式設

計課程，探究學生的學習動機。該校最早以 Scratch 與 App Inventor

等視覺化程式設計為主要教學內容，後於 109 學年度全面轉為

Python 文字式程式設計。對於醫學領域學生而言，課程難度明顯提

升，這樣的課程改革是否影響學生對程式設計課程的學習動機，是

本文關注的重點之一。除此之外，由於授課形式包括實體班與遠距

班，本研究亦想了解前述影響是否隨著授課形式而有所不同，因此

授課形式是本研究關注的另一個重點。

三、文獻回顧

（一） 程式語言類型

在資訊教育中，選擇程式語言是一個重要議題。一般而言，

資訊教師偏好教授效率較高的文字式程式語言；然而，對於新手

或中小學生而言，視覺化程式語言更易於理解且學習成效較好。

例如，Mladenovi�, Boljat, & Žanko（2018）的研究發現小學生學習

Scratch 的成效優於 Python 和 Logo。此外，視覺化程式語言在高中

階段的學習成效也顯著高於文字式程式語言（Weintrop & Wilensky, 

2017）。然而，研究也指出隨著年齡增長，這種學習差異逐漸縮小

（Chen 等人，2019）。

對於視覺化程式語言的教學效果，研究顯示在小學、高中

到大學階段均有不同程度的學習成效（邱仁一與崔夢萍，2021；

Cárdenas-Cobo 等人，2020；Korkmaz, 2016）。隨著 108 課綱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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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中小學已普遍採用視覺化程式語言進行教學，而大學是否應跟

進轉型，仍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議題。

（二） 學習動機與自主學習

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習慣是教育的核心目標之一。自主學習者

具備清晰目標和充分自信，能有效應對挑戰和調整學習策略以達成

目標（Pintrich, 2004; Lim, & Yeo, 2021）。自主學習動機可分為價

值和期望兩大因素。價值因素涉及內在和外在目標導向以及任務價

值，其中內在目標導向與自主學習正相關（Baars, & Winnia, 2018; 

Karlen, 2016; Stolk, & Harari, 2014），而外在目標導向的影響則複

雜，有時顯示正相關，有時顯示負相關（Baars, & Winnia, 2018; 

Karlen, 2016）。任務價值則顯著影響自主學習（Stolk, & Harari, 

2014）。對本研究而言，任務價值能夠用來瞭解非資訊領域學生是

否認為程式設計對其學業或未來工作有所助益，是本研究關注的重

點之一。

在自主學習的期望因素中，期望因素包括控制信念和自我效

能，其中控制信念強化學生認為努力會有回報的信念，而自我效

能則涉及學生對自己學習成效的信心，均對自主學習有重要影響

（Chatzistamatiou, et al., 2015; Stolk, & Harari, 2014; Hanham, Lee, & 

Teo, 2021; Li, & Zheng, 2018）。在程式教育中，自我效能還與學習

興趣顯著相關（Zdawczyk & Varma, 2022）。

四、研究方法

（一） 研究問題

本研究擬探討以下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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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視覺化程式語言轉為文字式後，實體或遠距班的學生在基礎程

式課程的學習動機是否有所改變？

2. 由視覺化程式語言轉為文字式後，實體或遠距班的學生對進階程

式課程的修課意願是否有所改變？

3. 在實體或遠距班的基礎程式課程中，哪些學習動機面向會影響其

對進階程式課程的修課意願？

（二）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醫學大學的大一學生，由於必修課程所開班次較

多，部分班級請專業系所教師協助授課。為研究結果的穩定性，本

研究排除專業系所老師支援的班級，僅對通識教育中心的主責老師

班級發放問卷。此外，本研究收集自 108 學年度到 109 學年度實體

與遠距的班級。根據表 1 的整理，共收集 603 位同學的問卷，其中

女性學生比例為 65%，與全校比例相當。根據期初問卷，課前已有

308 位學生（51%）已學過程式，但學過程式者並不滿意自己的學習

成果，而且隨著學年度滿意度逐漸降低。但由於該校生源主要為對

醫學領域感興趣的學生，普遍對程式並不在行。

（三） 研究設計

本研究為準實驗研究，以年份（108、109、110 學年度）與班

別（實體與遠距）作為自變項，而學習動機與修課意願作為依變項。

由於該校於 109 學年度由 Scratch 與 App Inventor 轉型為 Python，因

此觀察前後的變化能夠協助了解課程轉型的影響。除了使用語言差

異而造成的專題教學不同外，所有班別的基本課綱一致。各學年度

教學內容差異請見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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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研究對象摘要表

學年度 108 109 110

班級類型 實體 遠距 實體 遠距 實體 遠距

問卷發放數 153 240 371 51 89 107
問卷回收數 91 59% 141 59% 200 73% 33 64% 63 70% 75 70%

性別
女性 64 70% 80 67% 143 71% 24 73% 36 57% 44 54%
男性 27 30% 61 43% 57 29% 9 27% 27 43% 31 38%

學過程式數 35 39% 91 55% 102 51% 18 55% 28 44% 34 41%
學過程式者

自評滿意度
2.75 3.06 2.54 3.00 2.29 2.19

表 2：各學年度程式語言教學內容比較

學年度 108 109 110

程式語言
視覺化程式語言 文字式程式語言

Scratch、OpenBlocks Python 3 Python 3
共同課綱 變數、型態、運算子、條件敘述、迴圈、函式

特色課綱 • 事件
• 檔案處理

• 例外處理

• 模組與套件

• Pandas 套件

• Matplotlib 套件

開發環境 • Scratch 3.0
• App Inventor 2 • Jupyter Notebook • Google Colaboratory

輔導機制 • 實體助教 • 實體助教 • 線上助教

在依變項的資料收集上，本研究在每個學期初、末將各發放一

次問卷。學期初第一週發放背景問卷，用以了解學生的基本資料，

包括性別、在課程前是否已經學過程式，以及所學程式語言。學期

末，最後一次上課實施學習動機與修課意願問卷。問卷內容將在下

節中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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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工具

本研究學習動機問卷採用 Pintrich 等人（1993）的動機學習策

略問卷（即 Motivated Strategies for Learning Questionnaire，MSLQ）

的動機量表。此量表如表 3 所示，包含 31 題，並分為 6 個維度，包

括內在目標導向、外在目標導向、任務價值、學習控制信念、自我

效能與測驗焦慮。每個問題為一個敘述句，其回答皆採李克特氏五

等量表，選項由「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根據本研究的資

料，除內在目標導向的 Cronbach’s alpha 係數為 0.788，而其餘維度

介於 0.814 到 0.949 之間；整體問卷具有足夠的信度。除此之外，問

卷最後附加一個延伸敘述題「我願意選修進階程式設計課程」，選

項一樣由「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以了解學生是否有意願

繼續修習程式設計課程。

表 3：學習動機問卷

維度 題數 α

內在目標導向 4 0.788
外在目標導向 4 0.875
任務價值 6 0.856
控制信念 4 0.834
自我效能 8 0.814
測驗焦慮 5 0.949

五、研究結果（1414）

（一） 基礎程式課程的學習動機問卷

學習動機問卷的變異數分析結果如表 4 所示。內在目標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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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年份與班別無顯著交互作用，但年份與班別皆有顯著主要

效果。班別的主要效果顯示，無論年份，遠距班級的內在目標導

向顯著高於實體班級。而年份的事後比較結果顯示，110 屆學生的

內在目標導向顯著高於 108 屆（t=2.906, p<0.05）與 109 屆的學生

（t=4.750, p<0.05），且 109 屆學生也顯著高於 108 屆學生（t=2.101, 

p<0.05），因此，學生的內在目標導向逐年升高。

外在目標導向方面，年份與班別有顯著交互作用。單純主要

效果分析顯示，108 屆遠距班的外在目標導向顯著高於當屆實體班

（t=2.219, p<0.05），也顯著高於後續兩屆遠距班（109: t=2.782, 

p<0.05; 110: t=2.673, p<0.05），其他比較無顯著差異。而實體班的

外在目標導向在三年中皆無顯著差異。

任務價值方面，年份與班別無顯著交互作用，但年份與班別

皆有顯著主要效果。班別的主要效果顯示，無論屆別，遠距班的

任務價值顯著高於實體班。而年份的事後比較結果顯示，110 屆學

生的任務價值顯著高於 108 屆（t=3.771, p<0.05）與 109 屆的學生

（t=6.350, p<0.05），且 109 屆學生也顯著高於 108 屆學生（t=2.937, 

p<0.05），因此，學生逐年重視程式設計的課程。

控制信念方面，年份與班別無顯著交互作用，亦無顯著主要效

果，顯示課程改革不影響學生的控制信念。

自我效能方面，年份與班別無顯著交互作用，但年份與班別皆

有顯著主要效果。班別的主要效果顯示，無論屆別，遠距班的自我

效能顯著高於實體班。而年份的事後比較結果顯示，109 屆學生的

自我效能顯著低於 108 屆（t=6.212, p<0.05）與 110 屆學生（t=5.410, 

p<0.05），但 108 與 110 屆學生的自我效能並無顯著差異。此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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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當程式課程由 Scratch 與 App Inventor 改為 Python 時，學生

的自信心顯著下降，不過採用文字式程式語言第二年的信心水準與

視覺化程式語言時期相同。

表 4：ANOVA 摘要表

F 年份� × 班別 F 年份 F 班別

自

我

調

整

學

習

內在目標導向 0.729 5.270** 13.949***
外在目標導向 3.759* 3.402* 0.040
任務價值 2.053 10.204*** 8.489**
控制信念 2.804 0.876 0.552
自我效能 1.872 4.369* 17.349***
測驗焦慮 2.413* 28.129*** 4.878*
修課意願 0.240 10.100* 7.235*

測驗焦慮方面，年份與班別有顯著交互作用。單純主要效果分

析顯示，110 屆實體班學生的測驗焦慮顯著低於 108 屆（t=4.766, 

p<0.05）與 109 屆實體班（t=6.199, p<0.05），而 108 屆與 109 屆

之間無顯著差異；110 屆遠距班學生的測驗焦慮顯著低於 108 屆

（t=5.745, p<0.05），109 屆也顯著低於 108 屆（t=2.278, p<0.05），

但 109 屆與 110 屆之間無顯著差異。長期來看，學生的測驗焦慮呈

現下降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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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內在目標導向　　　　　　　　　　　　(b) 外在目標導向

(c) 任務價值　　　　　　　　　　　　　(d) 控制信念

(e) 自我效能　　　　　　　　　　　　　　(f) 測驗焦慮

圖 1：遠距班與實體班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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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進階程式課程的修課意願與影響因素

在進階程式課程的修課意願，年份與班別無顯著交互作用，

但年份與班別皆有顯著主要效果，如圖 2 所示。班別的主要效果顯

示，無論屆別，遠距班修課意願顯著高於實體班。而年份的事後比

較結果顯示，110 屆學生比 108 屆（t=3.771, p<0.05）顯著地更願

意進修進階的程式設計課程，但 109 屆學生的修課意願卻顯著低於

108 屆（t=-2.519, p<0.05）與 110 屆（t=-5.891, p<0.05）學生。

圖 2：遠距班與實體班學習動機

本研究以線性迴歸檢驗前述學習動機因素對修課意願的影

響，線性迴歸常用於學習動機的研究，用於解釋學業成就（Çetin, 

2022）、成就目標導向（Ali, 2016）、線上行為（Wang, 201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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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用於檢驗學習動機如何解釋學生的修課意願。結果如圖 5 所

示，無論在實體班或遠距班，任務價值皆顯著正面影響學生修習進

階程式設計課程的意願。這顯示若要向非資訊領域學生推動 Python

程式設計，必須讓學生了解 Python 對其未來工作或研究的重要性，

學生才能投入進階程式語言的學習。除此之外，在遠距班中，內在

目標導向是次要因素，表示以自我成長為目的遠距修課者較有可能

會繼續進修，實體班則無此現象。

表 5：線性迴歸摘要表

實體班 遠距班

因素 β β
任務價值 1.015*** 0.657 ***

內在目標導向 - 0.361 *

六、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 從視覺化到文字式程式語言

觀察 108 到 109 學年度的變化，可以發現當程式語言類型從

視覺化轉為文字式時，內在目標導向與任務價值有顯著提升，甚

至在 110 學年也有顯著提升。這些結果可能顯示這些學生能夠理解

Python 的功能，也會為了自身成長而學習。Python 雖然較為抽象，

但廣泛應用於資料處理、科學計算和人工智慧領域。只要能夠幫助

學生了解程式語言對其專業的幫助，讓學生意識到學習 Python 不僅

僅是在學習一門語言，更是在為未來可能的職業發展做準備，非資

訊領域學生也能有足夠動力學習基礎程式設計的課程。這種內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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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導向與任務價值的可能提升使得學生更加主動地參與學習，並且

更願意投入時間和努力。

雖然 Python 這種文字式程式語言較難，但測驗焦慮有顯著下

降。除了 108 課綱推動所帶來的正面影響，我們也於 110 學年度增

加以 Line 官方帳號所開設的助教詢問管道，讓學生可以更容易尋

求幫助。可能由於課程內容增加實用性與提問管道方便性降低測驗

焦慮。此外，如果比較自我效能與修課意願兩個指標，可以發現

從 108 到 109 學年皆顯著下降。幸好學生在 110 學年的自我效能已

能回復到 108 學年度的狀態，而 110 學年的修課意願甚至顯著超越

108 學年度。我們可以理解學生在 109 學年度課程剛轉換為 Python

時，可能由於課程難度大幅提升而阻礙了自信心的發展，也降低了

進階課程的修課意願。由於校方理解改為 Python 勢必對學生造成

衝擊，因此在課程改革的第一年起便不斷了解學生的需求並與學生

溝通，以及根據學生意見進行課程調整。110 學年度課程內容如表

2 所示，我們除了增設線上助教管道，也將開發環境變更為更容易

上手的 Google Colaboratory，都有助於提升自我效能，使得 Python

第二年與視覺化程式語言時期的自我效能無顯著差異。長遠來看，

Python 這類文字式程式語言並不會減少自信心，甚至學生更有意願

學習進階程式設計課程。

（二） 實體課或遠距課

整體來看，遠距班的內在目標導向、任務價值、自我效能與修

課意願皆高於實體班。由於大學選課採自由選擇，因此這些結果可

能是由於選課者特性不同所致。舉例而言，會選擇遠距班的學生，

可能習慣自主學習，認為自己有能力透過遠距方式取得學分。從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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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結果來看，遠距班的學生的確更能夠理解程式的重要性，也對自

己學習程式較有自信；更重要的是，他們對程式設計更有興趣。本

研究呼應了 Broadbent 等人（2018）的研究結果，純遠距學習者對

於課程內容有較高的內在目標導向、任務價值與自我效能。這解釋

了迴歸分析的結果中，為了自己成長的遠距學習者更願意修習進階

程式設計的課程，而在實體班中卻無此現象。

在外在目標導向上，實體班與遠距班雖然無顯著差異，但兩種

班級在三年來的變化略有不同。實體班在三年來無顯著變化，而遠

距班在 108 學年度卻顯著高於後兩年，也顯著高於所有的實體班。

這個結果顯示 108 學年度學生的學習動機可能不一樣：他們參與課

程主要是因為外在目標，這可能是由於視覺化程式語言的學習門檻

較低，遠距學習者可以透過自學方式來更有效率地取得學分，因此

當時高外在目標導向的學生傾向選擇遠距課。而轉為文字式程式語

言後，由於課程變難，學生可能不再能夠從遠距班獲得較好的表

現，因此後兩年的遠距班與實體班學生並無顯著差異。

研究學者過去一直都很擔心文字式程式語言會惡化測驗焦慮，

但長期來看實體班與遠距班專為文字式程式語言後的測驗焦慮皆有

下降趨勢。有趣的是，兩個班別的降低速度不盡相同。雖然在 109

學年度第一次推動文字式程式語言後，實體班仍維持與視覺化程式

語言時期相同的測驗焦慮水準，但遠距班在當年就有顯著較低的測

驗焦慮。這顯示文字式程式語言反而更能降低遠距班的測驗焦慮。

長遠來看，實體班與遠距班在 108 與 110 學年度皆無顯著差異，代

表只要學生習慣程式語言後，班級形式並不會影響學生學習程式語

言的測驗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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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視覺化與文字式程式語言對非資訊領域大學生

修習程式設計課程的學習動機與進階課程修課意願的影響。研究使

用三年來的基礎程式設計課程作為觀察對象。觀察結果顯示，當程

式語言從視覺化轉為文字式時，學生越來越能夠理解程式語言對自

己專業的用途，並且能夠為自己的成長而學習。即使文字式程式語

言較為抽象，對這些非資訊領域學生來說仍具有足夠的學習動機。

有趣的是，即使文字式程式語言較為困難，但測驗焦慮顯著下降，

這可能是因為文字式程式語言課程更強調專題應用，讓學生認識到

程式的實際用途，從而減少了對測驗結果的擔憂，更專注於期末專

題。

學校在轉換程式語言時的確有陣痛期。本研究結果發現轉型為

文字式程式語言的第一年，學生的自我效能和修課意願皆有顯著下

降；然而，幸運的是，學生的自我效能在文字式程式語言第二年已

經恢復到有如視覺化程式語言時期的程度，並且修課意願甚至顯著

更高。這些研究結果顯示學校通過了解學生需求、與學生溝通和進

行課程調整，學生可以體會到文字式程式語言對其未來工作或研究

的需求。長期來看，文字式程式語言並不會降低學生的自信心，甚

至學生會更有意願學習進階程式設計課程。

致謝：特別感謝一路上指導之校內長官與一同陪伴教授課程之教師

群，以及匿名審查者之用心審查，裨益於本論文之修訂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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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本位學習法和專題式學習法在通識

課程教學的創意應用

楊淳皓 / 國立宜蘭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張松年 / 國立宜蘭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錢芷萍 / 國立宜蘭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摘 要

臺灣大學生對於通識課程的學習經常呈現動機低落、被動學習

及學習淺薄化的現象。針對此困境，教授通識課程的教師尋求多種

相應的教學策略，其中問題本位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及

專題式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經常被應用。然而，這二種

學習法的實施目的及步驟有所不同，許多教師卻統稱其為 PBL，混

淆二者的使用方式，甚至背離二種學習法的初衷。本文的三位作者

與校內多位通識課程教師成立 PBL 教師社群，相互交流，累積多

年 PBL 的教學經驗。本文首先釐清二種學習法的理念及實施方式

異同，接著分享上述二種 PBL 學習法創意運用於通識課程的教學模

式，包括 PROPER 教學模式（又稱自行車模式）、線上線下 PBL 混

成式教學法及專題式學習八段模式。應用的課程則包括「心理學與

社會關懷」、「心理學與現代社會」、「情境中的我 - 認識社會心

理學」、「性別 / 社會與文化」。此外，基於教學實踐研究的精神，

三位作者對於授課學生實施自編的 PBL 學習成效量表，並且蒐集

分析多種教學回饋資料。結果顯示學生在主動學習、自主學習、知



　生命教育與通識素養196

University and College General Education in Taiwan in the 21st Century

識應用、團隊合作、批判思考、學習動機及投入等方面皆有顯著進

步。最後作者提出教學反思心得並提出 PBL 學習法在通識課程應用

的展望。

關鍵字：問題本位學習法、專題式學習法、通識教育

壹、緒論

近年來，臺灣的大專校院愈來愈重視學生的學習成效，注重以

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方式，強調學生的學習成效。教育部一零八課綱

在中學如火如荼實施，強調培養學生核心素養及能力，為未來多變

的世界作好準備。為回應這樣的教學改革浪潮，許多大學通識課程

教師在教學方法上導入創新教學策略，求新求變，其中問題本位學

習法（Problem-based Learning, 以下簡稱 PmBL）及專題式學習法

（Project-based Learning, 以下簡稱 PjBL）經常被採用。然而，研究

者探討文獻及與教學實踐研究同儕交流時發現，有些教師將二種學

習法統稱為 PBL 學習法，並不完全清楚二者的異同及各自適合使用

的教學情境，有些教師則不明白各自的實施步驟，甚至誤以為讓學

生討論問題就是 PmBL，要求學生上台做分組專題報告就是 PjBL。

職是之故，本文將聚焦釐清 PmBL 和 PjBL 的教學理念和實施方式

的異同，以供有興趣採取這二種教學法的教師作參考。本文將先說

明二種教學法契合通識教育理念的理由，接著探討文獻說明二種教

學法理念及實施方式的異同，並且舉本文三位作者在其任教學校應

用二種教學法的實際教學案例，最後提出教學省思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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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PmBL 和 PjBL 的通識教育理念及學校推行
機制

一、PmBL 和 PjBL 的精神契合通識教育的理念

相較於專業學院教育著重養成學生的硬性技能（hard skills），

通識教育強調培養學生的軟性技能（soft skills），包括團隊合作、

自主學習、創造力與問題解決能力、批判思考能力、專案管理能力

等。教育部一零八課綱注重發展學生自發學習、社會互動及與人共

好的素養，強調透過課程設計培養三面九項的核心能力，也是呼應

軟實力的教育目標。揆諸研究文獻，PmBL 和 PjBL 學習法正可以透

過問題或專案探索提升學生上述這些能力，培養大學生良好的軟實

力，契合通識教育的理念，亦能夠接軌高中 108 課綱，值得通識課

程設計採用。

二、PmBL 學習法的理念和實施原則

PmBL 學習法是一種以結構模糊的問題或難題為學習情境的教

學法，學生以小組方式扮演問題的持有者，主動應用整合新舊知

識，合作討論提出問題的答案或解決方案。PmBL 包含下以五個重

要元素（楊淳皓，2020；宜蘭大學 PBL 推動小組，2012；關超然、

李孟智，2009; Barel, 2007;Lambros, 2004）：

(1) 以問題或難題作為學習情境：這是 PmBL 教學法最重要的元

素，教師提供學生的一個問題情境，由於問題的結構模糊，學

生必須自己去判讀問題包含哪些待釐清的面向，決定問題的解

決方向，並且自行分工找尋可信度高的文獻資料和知識。附錄

一是一個自殺心理學的 PmBL 案例問題範例，學生為解決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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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模糊的問題，必須合作分工，一起分析問題並設定學習目

標，分頭找尋文獻資料，批判知識，以完整解答教師給予的案

例問題。

(2) 學生扮演問題持有者：由於不同的角色對於問題有不同關心的

面向，提出的見解和解答也不同，所以，PmBL 要求學生扮演一

個特定角色，進入角色的立場，提出對問題的見解。例如在上

述的自殺心理學案例問題中，學生不是隨意討論自殺議題，而

是以身為生命線協會電話志工的角色，思考如何協助因室友有

自殺傾向而來求助的大學生。

(3) 學生以小組方式工作：學生透過小組方式分工合作，學習團隊

合作和領導的技巧，通常由學生輪流擔任主席，帶領成員討

論。學生學習到成員之間此相互依賴，相互協助，以達成學習

任務。

(4) 重視討論和對話：PmBL 要求每一位組員必須消化他所蒐集的

新資料或者應用已經學到的舊知識，針對案例問題分享自己的

看法，從而對團體作出貢獻。在討論的過程中，成員學習到表

達技巧，聆聽別人意見的能力，容忍多元意見的民主素養，批

判思考能力等。

(5) 強調自我導向的主動學習：相較於傳統單向傳授的教學方法，

PmBL 比較強調學生的主動學習能力，期望培養學生成為能夠

主動學習、獨立思考、善於解決問題乃至於終生學習者，因此

PmBL 學習法尊重學生對問題的各種見解，即使他們的見解是

不夠周延成熟的。教師則扮演「教練」的角色，「指導學生如

何把球打得更好」，而非「自己下場代替學生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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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PjBL 的學習法理念及實施原則

PmBL 已經是臻於成熟的教學法，比較起來，學界對 PjBL 的定

義比較分歧（楊淳皓，2020）。例如，Markham 等人（2003）認為

PjBL 透過持續環繞真實複雜問題和細心設計專題，是一種能夠吸引

學生參與學習知識技能的系統學習法。Blumenfeld 等學者（2006）

認為 PjBL 有兩個基本成分：有一個問題組織以驅動所有的學習活

動，而且學生的學習活動必須在學期末累積產生一個具體成品來回

應期初的驅動問題（driving question）。此外，美國史丹佛大學 K12

實驗室總監 McBain 建議教師，學生的專題成果固然重要，學生執

行完專題後的反思及成長更為重要。國內學者卯靜儒（2021）則提

醒教師，有意義的專題必須「夠真實、夠挑戰、能持續」，才能帶

出學生的關鍵知識及能力。

PjBL 的操作原則方面則有具體的要求。例如，Larmer 等人

（2015）提出 PjBL 必須符合八個標準：（1）關鍵知識技能；（2）

具有挑戰性的問題或難題；（3）持續的探究；（4）真實問題情

境；（5）尊重學生的選擇和意見；（6）反思；（7）批判和修正；

（8）公開發表作品。至於教師的實施風格大致可以劃分成兩種：高

指導風格是由教師指派專題給學生，有益於維持課程焦點和扣住教

學目標；低指導風格讓學生充分自主選擇其偏好的專題，學生的學

習動機比較高。教師宜考量其教學目標後再決定實施風格（Prince & 

Felder , 2006）。

只要符合 PjBL 的教學理念，教師可以考量學科性質、教學目

的、學生特性等因素後調整實施方式及專題作品形式。作品形式包

括影片、建築模型、實際問題的解決方案、機械器具原型等。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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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第一作者在心理學與社會關懷課程中，為達到降低學生對於少

數族群的偏見，給學生的驅動問題是「為降低社會大眾對於原住民

族文化的偏見或誤解，請各小組為部落或原住民族文化拍製五分鐘

左右的微影片，你們的主題和內容為何？」。教師先帶學生到原住

民部落田野調查及體驗原民文化後，接著學生自己選擇影片作品主

題，初版影片接受部落耆老的修正意見，最後修改後才完成專題影

片，上傳 youtube 平臺公開讓大眾點閱。

四、PmBL 和 PjBL 的異同

綜合言之，PmBL 與 PjBL 的共通之處在於，二者都是藉由與學

生真實生活經驗有連結的問題或難題來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都是

引導學生以分組的方式合作學習，也都要求學生應用所學知識解決

問題。然而二者有兩個明顯的差異。其一，PmBL 比較強調學生主

動去蒐集並消化文獻知識以解決教師提供的案例問題，問題可能是

模擬的，學習成果通常是以書面報告或口頭報告的方式呈現；PjBL

則偏重要求學生整合並且應用知識，解決真實世界的問題，問題是

真實存在於學生研究的田野之中，學習成果經常會是一個具體的作

品（Myeong-Hee , 2018; Prince & Felder，2006）。其二，PjBL 要求

學生的作品原型要依據專家、教師及使用者意見作修改，使作品精

緻化，然而 PmBL 則未必要有此程序，學習聚焦在問題分析及知識

蒐集應用（Savery, 2006; Hmelo-Silver, 2004）。

五、本校推展 PmBL 及 PjBL 的機制

 本校在通識課程中推廣 PmBL 及 PjBL 逾十二年，在教育部教

學卓越計畫及高教深耕計畫的支持下，持續經營校內通識課程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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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成員約八位，透過教學經驗分享交流及邀請國內外專家來校

辦理工作坊，提升教學知能。接受這二種教學法的大一學生每一學

年超過 1000 人次，課程領域包括心理學、社會學、藝術、管理學、

法政學及環境永續科學。這幾年更獲教育部教學部教學實踐研究計

畫東區基地支持，與佛光大學教師共組 PBL 教學研究跨校社群，持

續進行 PBL 教學創新及教學實踐研究。

參、PmBL 和 PjBL 學習法的創意應用教學實例

不管是通識課程或專業課程，我們都可以看到 PmBL 及 PjBL

學習法應用用的教學設計。作者認為，教師可以考量課程屬性、教

學目的、學生背景等因素，發揮創意，設計符合 PmBL 及 PjBL 學

習法精神的實施模式。以下介紹本文三位作者為其教授的三門通識

課程所設計的 PmBL 或 PjBL 學習法實施模式，也呈現實際學生的

學習成效。

一、PROPER 教學模式：本文第一作者為「心理學與社

會關懷」課程設計的教學模式。

（一） 實施模式

如圖 1 所示，此模式包含六個要素，如同一輛自行車的六個

重要元件，讓學生學習旅途成功愉快，產生合宜恰當（proper）的

學習成效（楊淳皓 2020）。六個重要元件中，P1 指的是 PmBL 如

同自行車的大鏈輪；R1 指的是的師生與生生之間的互動對話關係

（Relationship）如同自行車的坐墊；O 指的是翻轉教室線上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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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 learning）如同自行車的鏈條；P2 指的是 PjBL 如同自行車

的小鏈輪；E 指的是與體驗式學習（Experience learning）如同自行

車的前輪和後輪；R2 指的是與學生生活經驗的關聯（Relevance）如

同自行車的手把。

圖 1：PROPER 教學模式示意圖

本模式包含二個主要模組。模組一由 R1，E 及 R2 組成，功用

是提高學生學習興趣。R1（師生與生生之間的互動對話關係）如同

自行車的坐墊，舒適且軟硬適中的坐墊是愉快的自行車長途旅行的

必備要件，是吸引騎士願意騎乘的重要因素。R2（與學生生活經驗

的關聯）指的是心理學課程主題內容取自真實生活世界，消化理解

之後，也應用於真實的生活。它是 PROPER 學習自行車的手把，指

引知識學習的方向。E（體驗式學習）如同自行車的前後輪，學生愈

能夠投入活動體驗代表自行車前後輪的抓地力愈好，學習進行愈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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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模組二是由 P1，O 及 P2 組成，其功用是引導學生自主學習並

且訓練思辨能力。PmBL 是大鏈輪，PjBL 是小鏈輪，翻轉教室線上

學習則是鏈條，三者相互搭配，產生前進的動力。

 學生在前半學期必須以小組分工方式提出二個 PmBL 案例問題

（災難心理學和自殺心理學）的解答，後半學期則要以 PjBL 的學習

方式，拍攝影片，降低社會大眾對於原住民族文化的偏見或誤解。

（二） 學生學習成效

 以本文第一作者 111-2 學期的心理學與社會關懷課程為例，量

性資料分析的結果顯示，學生在團隊合作、批判思考、社會關懷及

多元文化素養自評問卷的前後測得分皆達到顯著差異，相依樣本重

複量數 t 檢定結果詳見表 1 至表 4。這意味著，PROPER 教學模式促

進學生四項素養的進步，PmBL 及 PjBL 學習法是模式中最關鍵的教

學策略。

表 1：批判思考能力自評問卷相依樣本 t 考驗結果摘要表（N=77）

題項內容
前測平均數

（標準差）

後測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 值

我能夠獨立思考，蒐集多元資訊，不

會人云亦云
3.96(.73) 4.40(.69) -4.56 .000 ***

我能夠應用可靠知識分析問題 4.00(.83) 4.34(.64) -3.42 .001**
我知道如何應用心理學知識分析社會

問題
3.17(1.02) 4.34(.70) -9.18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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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團隊合作素養自評問卷相依樣本 t 考驗結果摘要表（N=77）

題項內容
前測平均數

（標準差）

後測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 值

我懂得如何與小組成員合作 4.00(.78) 4.48(.70) -4.86 .000 ***
小組合作時，我能夠準時完成分配到

的任務
4.16(.81) 4.48(.68) -2.99 .004 **

小組討論時，我能夠作出稱職的貢獻 4.16(.78) 4.42(.68) -2.68 .009 **

表 3：社會關懷素養自評問卷相依樣本 t 考驗結果摘要表（N=77）

題項內容
前測平均數

（標準差）

後測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 值

我覺得為原住民族或部落拍片是一件

有意義的事情
3.79(.95) 4.36(.79) -5.60 .000 ***

我會主動關心社會重要議題 3.45(.91) 4.23(.79) -6.17 .000 ***
我覺得對少數或弱勢族群有同理心 4.04(.85) 4.43(.66) -3.60 .001 **
我了解偏見及刻板印象的成因及解決

方法
3.74(.87) 4.43(.75) -5.78 .000 ***

表 4：多元文化素養自評問卷相依樣本 t 考驗結果摘要表（N=77）

題項內容
前測平均數

（標準差）

後測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 值

我覺得我了解多元文化並且能夠尊重

欣賞它們
4.10(.85) 4.34(.74) -2.31 0.23 *

我了解少女莎韻落水事件的真相 2.06(1.13) 4.38(.73) -15.36 0.00 ***
我了解泰雅文化的特色 2.78(1.22) 4.35(.68) -10.28 0.00 ***
我了解主流社會對於少數或弱勢族群

的偏見及刻板印象
3.73(1.02) 4.39(.69) -5.92 0.00 ***

學生的質性回饋及學習心得資料經內容分析，也支持上述的統

計結果舉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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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L 小組合作約定中有提到要相互幫忙，我在做完我負責的

部分後，會幫助其他人，我們小組的工作效率變高了」（團隊合作

素養）

「在比對幾分文獻之後，我們覺得日本總督府的電影將莎韻說

成師生戀及愛國少女是不正確的統治者常為了統治目的而扭曲歷史

事實，獨立思考才能分辦真偽」（批判思考素養）

「完成文面文化介紹的專題影片後，我才知道主流社會對於泰

雅族紋面有很大的誤解，對於泰雅族人而言，文面是一種榮譽的標

記也是與祖靈的連結，具有特殊意義，不是社會大眾以為的單純刺

青」（多元文化素養）

「感謝部落耆老曹博士肯定我們的努力，原來大眾關於莎韻落

水事件的誤解，對於莎韻家人及部落影響如此大，我們算是盡一份

力量幫莎韻說話」（社會關懷素養）

二、師生共構 PmBL 案例分析教學模式：本文第二作者

為「心理學與現代社會」課程設計的教學模式。

（一） 實施模式

教學模式強調師生共構的精神，結合 PmBL 學習法、BOPPS 教

學模組、翻轉教室線上影片自學並且導入 Line 聊天機器人的協助。

實施流程包含四個環節（如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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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師生共構 PmBL 案例分析教學模式

1. 課前：透過「翻轉教室」線上自學，齊一學生心理學先備知識。

2. 課中：運用 BOPPPS 的教學模組，PmBL 案例討論為其中「參與

式學習」討論如何應用相關的心理學概念或理論來理解案例，並

從心理學的角度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法。

3. 課後：運用網路學習社群平臺，延伸課程的學習。

衍伸提問：提出需分析、推理、評鑑等批判思考能力才能回

答的問題，鼓勵學生自學後，踴躍提出答案，增進思考力的訓練。

如在課程中「案例討論：網路霸凌」單元後，可針對另一因網路霸

凌自殺的新聞案例於網路學習社群以蘇格拉底詰問法提問：同學從

新聞看到了甚麼？你覺得這個主角自殺的原因與案例是否相似或相

異？兩件案例從頭到尾發生了甚麼事？你們對群體壓力了解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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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知道如何對抗群體壓力嗎？如何將我們學到對抗群體壓力的方法

運用在預防網路霸凌上？最後，可問學生從中得到的收穫是甚麼？

相關的學習資源可透過 LINE 聊天機器人提供。

小組任務：透過師生共構的策略，讓學生在教師設計的學習架

構下，選擇有興趣的學習任務，如以上述網路霸凌案例，可設計讓

學生查找有助網路霸凌知識了解或有助分辨網路訊息真假的正確相

關文字資料或影片，請學生吸收後於課堂中報告分享。

4. 學期末：透過師生共構的策略，各小組可自行尋找與先前所學教

材相關且感興趣的社會議題，以 BOPPPS 教學模組形式，設計

教學單元，於期末課堂上演示，以總整全學期的課程學習成果。

（二） 學生學習成效

以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修課學生為教學實踐研究對象，結果如

下。

1. 自主學習能力：從自主學習能力量表前後測結果，可看出學生自

主學習能力的提升達顯著差異（如表 5）

表 5：自主學習能力統計檢定結果

自由度 t 值 p 值 效果量
前測 後測

目標設定 3.69 4.09 96 -3.59 0.00 *** 0.54
環境 3.92 4.17
任務策略 3.59 3.98
尋求幫助 3.82 4.17
自我評估 3.79 4.07
平均值 3.76(0.63) 4.1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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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作學習能力與批判思考能力：從合作學習能力與批判思考能力

量表前後測結果，可看出此兩項能力亦有顯著提升 ( 如表 6）。

表 6：合作學習與批判思考能力統計檢定結果

平均值（標準差）
自由度 t 值 p 值 效果量 (d)

前測 後測

合作學習能力 3.78(0.63) 4.27(0.50) 96 -5.79 0.00 *** 0.86
批判思考能力 3.90(0.67) 4.22(0.56) 96 -3.40 0.00 *** 0.52

整體而言，本課程教學模式能夠有效提升學生自主學習、合作

學習與學生批判思考能力，成效顯著。

三、專題式學習 PjBL 八階段模式：為本文第三作者為

「情境中的我 - 認識社會心理學」及「性別 / 社會與

文化」課程設計的教學模式。

（一） 實施模式

在「情境中的我―認識社會心理學」專題為社會心理學實驗，

而「性別 / 社會與文化」則為性別專題。二門課程專題從組成團隊

到分享成果皆有八個步驟，程序分別如下：社會心理學實驗之歷程

為團隊建立、主題形成、閱讀文獻、擬訂計畫、執行實驗、分析與

檢驗實驗結果、專題歷程檢討反思、分享學習成果；而性別專題之

歷程則為團隊建立、主題方向形成、蒐集與閱讀文獻、文獻報告、

確立主題與擬訂研究程序、統整及分析資料、專題歷程檢討反思、

發表專題成果。實施程序如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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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PjBL 學習八段模式

（二） 學生學習成效

依據不同課程分別以量化及質性回饋呈現 110-2 學期學生學習

成效，其中，量化資料為自編之學習成效自評問卷（以五點量尺評

分），質性資料來源則為學習歷程心得及學生訪談結果。其中，學

生質性回饋資料經檢視整理後，大致被歸類為 PjBL 歷程之收穫、

對專題主題之收穫與省思、核心能力之收穫。

1. 情境中的我認識社會心理學

(1) 量化資料

從學習成效問卷前後測差異情形來看，學生在溝通表達、團隊

合作、自主學習、批判思考等核心能力皆有顯著提升（如表 7）。

此外，學生在習得知識及應用知識上亦有顯著進步（如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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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核心能力自評問卷前後測結果摘要表（N = 87）

題目 前測 後測 t 值 p 值

我覺得我能掌握對方發言的重點，並

回應意見。
3.54 (0.74) 4.36 (0.66) -6.95 .000***

我覺得我懂得如何與他人合作（例

如，與同學合作完成分組報告）。
3.84 (0.75) 4.47 (0.64) -5.96 .000***

我覺得我有好的自主學習能力（例

如，主動蒐集可靠資料、分析資料…

等）。

3.39 (0.74) 4.41 (0.69) -8.68 .000***

我認為我有獨立思考判斷的能力，不

會人云亦云的從眾。
3.59 (0.95) 4.28 (0.81) -4.96 .000***

表 8：習得知識及應用知識自評問卷前後測結果摘要表（N = 87）

題目
前測

M (SD)
後測

M (SD)
t 值 p 值

我能觀察到生活各層面對我產生了什

麼影響（例如，在陌生環境我會參考

他人的行為而採取行動）。

4.05 (0.73) 4.45 (0.66) -3.97 .000***

我能從情境歸因的角度，看待他人的

行為及想法。
3.75 (0.81) 4.48 (0.61) -6.99 .000***

我知道如何用科學的方法檢驗我的預

測或假設。
3.25 (0.72) 4.48 (0.59) -12.59 .000***

我覺得「社心實驗」能讓我應用課堂

習得的知識。
3.76 (0.82) 4.54 (0.64) -6.87 .000***

(2) 學生質性回饋意見舉例

A. 專題導向學習歷程之收穫

「在高中時常聽到同學講關於社會心理學，但是都沒有實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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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真正「社心實驗」在做甚麼、實際流程，及其中會遇到的問題。

藉由這次實驗也讓我體驗及認識社會心理學實驗，不只是「一個動

作可以導致大家有甚麼反應」，而是「觀察到大多數的人有此現象，

而進行實驗後再對於結果進行解釋」的概念。」

B. 對專題主題之省思

「我常在跟別人爭辯著看到的事情時，一律否定對方，偶爾一

些情況才能夠回顧到底是誰對是誰錯，我就在想明明是那麼明顯的

東西為甚麼會看錯呢？經過這個實驗我才了解到這背後的原理，而

且有一半的機會出現在我們日常生活中。」

C. 核心能力之收穫

「我還記得看到數據時，我們全員彼此在群組中分享回饋的

感覺好棒，我覺得自己很幸運遇到他們，也很確幸自己有選到這門

課，對自己感興趣的題目建立基礎，也在做實驗的過程做中學、學

中做。」

2. 性別 / 社會與文化

(1) 量化資料

從學習成效問卷前後測差異情形來看，學生在溝通表達、團隊

合作、自主學習、批判思考等核心能力皆有顯著提升（如表 9）。

此外，學生的性別敏感度及正向性別實踐能力亦有顯著進步（如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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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核心能力自評問卷前後測結果摘要表（N = 47）

題目
前測

M (SD)
後測

M (SD)
t 值 p 值

我覺得我能掌握對方發言的重點，並

回應意見。
3.42 (0.95) 4.00 (0.83) -2.99 .004**

我覺得我懂得如何與他人合作（例

如，與同學合作完成分組報告）。
3.57 (0.85) 4.15 (0.78) -3.65 .001**

我覺得我有好的自主學習能力（例

如，主動蒐集可靠資料、分析資料

等）。

3.32 (0.88) 4.02 (0.92) -3.80 .000***

對於性別相關議題（例如，性別偏

見、同志議題等），我有自己的看法

與主張，不會人云亦云。

3.85 (0.78) 4.30 (0.81) -2.95 .005**

有關性別的爭議事件（例如，女性是

否服兵役等），我會用多面向的角度

去思辨此議題。

3.72 (0.83) 4.36 (0.74) -4.34 .000***

我覺得課程期末專題能讓我整合應用

議題相關知識。
3.44 (0.85) 4.11 (0.87) -3.94 .000***

表 10：性別敏感度及正向性別實踐能力自評問卷前後測結果摘要表（N = 47）

題目
前測

M (SD)
後測

M (SD)
t 值 p 值

我能時常覺察生活中發生的性別議題

（例如，性別差異待遇等）。
3.70 (0.98) 4.13 (0.80) -2.22 .031*

我會關心生活周遭的性別議題（例

如，兩性差異、性別刻板印象、同志

議題等）。

3.60 (0.88) 4.23 (0.84) -3.94 .000***

我能尊重性別多元樣貌。 4.28 (0.54) 4.55 (0.65) -2.23 .031*
我的性別敏感度（例如，覺察性別偏

見、性別物化等）在中等程度以上。
3.29 (1.10) 4.09 (0.90) -3.7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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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生質性回饋意見

A. 專題導向學習歷程之收穫

「我們都認為這樣的分組歷程與歷練，是非常有價值且寶貴的

一次經驗。透過大家意見交流，更能想出平常想不到的點子，及看

到自己未能發現的盲點。在未來，無論是執行研究計畫抑或是專題

競賽，現在做的都會帶來實質上的幫助。」

B. 對專題主題之省思

「透過這個專題讓我瞭解到我們從小接觸的很多東西其實都有

著一定程度的性別刻板印象，而在整理資料的過程中我們發現隨著

時代的演進，大眾媒體有在試著跳脫以往我們對於公主和王子的框

架，這些都是不同於過去的。」

C. 核心能力之收穫

「這學期修習的這門課，我覺得確實不容易，雖然沒有期中考

與期末考，但我們所做的團體報告相當考驗組別裡每個人的相互合

作與溝通能力，這也是我在此中學習到最多的部分。」

肆、教學心得與建議

本文三位作者熟悉 PmBL 及 PjBL 學習法的理念，依據所授

課程的特定教學脈絡並融入個人的教學風格後，各自提出創意的

PmBL 及 PjBL 教學模式。經由教學實踐研究，蒐集多元學生學習成

效資料，結果顯示，三個教學模式皆能夠達成預設的學習成效。茲

提出三點建議，供有意運用 PmBL 及 PjBL 於通識課程的教師參考。

一、組織 PmBL 及 PjBL 教師成長社群之必要：採用 PmBL 或 PjBL

學習法的新手教師經常有許多理念和實務上的疑惑，有些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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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會對這二種異於傳統的教學習方式產生懷疑，有同樣教學熱

誠的教師聚在一起可以相互分享經驗，相互提供實用的建議。

例如 PjBL 的案例問題內容通常經過數次修改才合用，社群教

師常能夠給出設計問題教師未曾想到的點子。此外，教師同儕

之間的情感支持經常成為教師持續精進 PmBL 及 PjBL 教學的

養分。

二、新手 PmBL 及 PjBL 教師需要職前訓練：PmBL 及 PjBL 學習法

背後的教育理念與傳統講授式教學有很大差異，建議能夠參加

實務的訓練工作坊，透過實作討論，做中學，比較能夠掌握學

習法的精神內涵，順利設計出適合所授課程的 PmBL 案例問題

或 PjBL 的實施模式。

三、小組分工的常見問題和對策：PmBL 及 PjBL 皆主張透過分組，

讓學生學習團隊合作及知識分享的能力。惟偶而會出現學生抱

怨勞逸不均、有些組員未盡責任的狀況。本文作者建議有效的

因應策略包括在學期初與學生作 PBL 學習小組的學習約定、學

期中適時約談輔導未盡責的學生、小組報告分數依照貢獻度作

調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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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PmBL 的案例問題實例

PmBL 案例問題：自殺心理學

你是宜蘭生命線協會的電話輔導義工，昨夜值勤時接到宜蘭某

大學 A 同學的電話，她說道：

「我很擔心我的室友 B，但是又不知道怎麼辦？我與 B 在校

外共同租屋，昨天我聽到 B 哭泣的聲音，我敲一下她的門想表達

關心，她回答：「你不要管我，我不想活了。我恨拋棄我的 C 男，

妳不要告訴老師或我父母我的事，我只是心情不好，我會自己解決

這件事」。今早，我從 B 的好友處得知，B 的男友前兩天提出分手

的要求，兩人大吵一架。B 已經連兩天都未到校上課。 B 的好友還

透露，她有看到 B 的包包中有一罐安眠藥，也聽說她國中時曾經

割過腕（手腕有幾道割痕）。

我很苦惱的是：「我該不該為 B 保密，要不要告訴她的父母

或師長？理由為何？ B 有自殺的可能嗎，我要如何評估？以 B 同

學的情形而言，自殺是她的人權嗎？如果 B 同學自殺，合乎倫理

道德嗎？我可以採取什麼有效行動幫助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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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你給予 A 同學完整而合乎專業的建議和諮詢。

學習資源：

1. 臺灣自殺防治學會官網 http://www.tspc.doh.gov.tw/tspc/portal/

know/index.jsp 

2. 蔡秀玲 楊智馨（2000）：情緒管理，313-319 頁。臺北：揚智

出版社。

3. Carson & Butcher（1993）：變態心理學，393~406 頁，臺北：

五南出版社。

4. 其他可信度高的自殺心理學相關文獻（請同學自行蒐集）

作者簡介

楊淳皓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博士，現職為國立宜蘭大

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曾任該校通識教育中心及博雅教育中心主

任，學術專長包括通識教育、PBL 學習法、心理諮商、生涯教育與

輔導。曾連續五年獲得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補助，教授心理學

與社會關懷、情緒管理、性格與生涯發展及蘭陽采風等通識課程。

張松年副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心理學碩士，現職國立宜蘭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兼主任，學術專長包括通識教學方法、記憶與認知心理、青少年親

職教育、成癮行為預防與治療，曾連續五年獲得教育部教學實踐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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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計畫補助，並榮獲 110 學年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績優計畫獎

項，教授心理學與現代社會、心理健康與發展、職場人際關係等通

識課程。

錢芷萍副教授

佛光大學心理學系碩士及臺北市立大學運動教育研究所碩士，現職

為國立宜蘭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兼博雅學部副學部長，學術

專長領域包括社會心理學、運動教育、態度研究、性別議題、身心

學。曾獲選為校級教學傑出教師、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績優通識課

程教師。主持 / 執行多項教學計畫如教育部補助情感課程計畫、校

園心理健康促進計畫、校內教學卓越計畫、高教深耕計畫、教學品

質躍進計畫等。教授情境中的我―認識社會心理學、性別 / 社會與

文化、身心學與肢體開發、你儂我儂―情感關係與自我等通識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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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軍軍官學校「量身訂做」PBL 教學

提升學習動機與成效之行動研究：中華

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課程 1

蔡家和 / 海軍軍官學校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呂委弦 / 海軍軍官學校通識教育中心兼任教官

摘 要

海軍軍官學校為培養海軍軍官軍事專業人才，除教授一般大專

院校課程外，更須訓練軍校生適應團體生活與學習各項軍事專業課

程。然發現軍事院校【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課程教學現場，

卻出現軍校生「打瞌睡、興致缺缺」之心態，使得學生在課程欠缺

學習動機與投入之問題。因此，本研究欲透過問題本位導向教學於

【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課程，同時亦探討以不同教學取向在

憲法課程對於軍校生在學習動機與學習投入之影響，以增進軍校生

之學習成效與自主學習。

關鍵字：PBL 教學、學習動機、學習投入、軍事院校、中華民國憲

法與立國精神

1 
本文內容為國防部 112 年度補助軍校教（官）師研究「海軍官校『量身訂做』PBL 教學

提升學習動機與成效之行動研究：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蔡師為國防部研究計畫

主持人海軍軍官學校通識教育中心蔡家和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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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海軍軍官學校肩負「培養第一等人才、建設第一等海軍」使命，

必須培育出領導海軍陸戰隊或艦艇之軍官領導幹部。然國軍軍事學

校教育訓令中，明確指出軍事教育基於國軍建軍使命下，培育軍人

「思想、武德、武藝」之內涵，以「為用而育、計畫培養」為宗旨，

朝「檢討教育目標」、「精進教育體制」、「精實教育內涵」等方

向規劃，建立「適量、質精、戰力強」之現代化國軍目標（國軍軍

事學校教育訓令，2007）。國防部亦要求各軍事院校確依令頒《國

軍基礎院校通識教育課程基準表》（國防部，2002）與《國軍軍事

學校政治教育課程基準表》（國防部海軍司令部，2007），結合通

識教育課程，規劃【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為必修課程。簡單

來說，藉軍事院校教育目標，結合通識教育相關課程，以培養未來

擔任部隊管理中排長或連長等以上領導職位外，更須具備獨立判斷

問題與明晰思維邏輯能力等面向。

蔡師與呂師從平日上課情形發現，官校一年級學生俗稱「小老

虎」，為培養不畏苦、不怕難之韌性與強化年班一體觀念，平日除

要應付理工科煩忙課業外，還要承受每週五天（24 時）住校之軍事

生活管理與軍校生養成訓練，造成學生生理與心理上莫大壓力，甚

而，影響學習心情及心思多不在課堂場域，常發生「打瞌睡、不專

心」情形，但大多教師們也見怪不怪，加上常有「畢業任官即就業：

課堂學習與職場技能無關連」錯誤刻板認知，產生「學用落差」。

加上，作者回憶自 2007 年進入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政治系就讀，普遍

都由老師藉書本照本宣科之傳統講授教學，使得學生大部分都是似

懂非懂、也有打瞌睡情形，往往在學期結束後，憲法課程在我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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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結束了，經歷十餘年依舊如此。因此，歸納教學課室現場所發

現之兩個研究問題：

一、憲法課程軍校生刻板印象多為生硬僵化課程主題講授，學生們

常有鴨子聽雷、有聽無懂情形，致使學習動機與投入低落、學

習成效不彰。

二、在教學現場發現軍校學生認為學習上之能力（自主學習與問題

解決能力）與職場（下部隊任官）無相關聯，而產生「學用落

差」之錯誤認知。

雖然教師之傳統講授填鴨式教學，優點可依課程大綱與系統化

主題細部講解，但最大缺點是師生互動不好、無法雙向回饋與學生

吸收有限，亦呼應為何法學院學生相關基礎法學教育知識的普遍不

佳，所以教師更應重視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動機投入程度與提升學

習成效（王震宇，2019）。故而採用問題導向式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簡稱 PBL），就是以學生為主體，根據課程內容規劃，

訓練發現、分析與如何解決問題的能力，以獲得最有效率的小組學

習，可視為國軍軍事院校下憲法課程之第一次創新突破。基於上述

背景與動機，具體目的有以下三項：

一、探討海軍官校一年級學生對憲法課程學習動機，在問題本位導

向學習導入憲法課程前後的改變情形。

二、探討海軍官校一年級學生對憲法課程學習投入，在問題本位導

向學習導入憲法課程前後的改變情形。

三、探討在問題本位導向學習對於促進海軍官校一年級學生之學習

成效效果（獨立判斷問題與明晰思維邏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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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以憲法課程為例，從被動學生學習身份成為課堂

教師教授之角色轉變，必須發展出一套符合軍事院校特性且有別一

般大專院校的教學策略，藉以提升及改善本校學生學習動機、投入

成效，讓學生能夠知道他們於課堂學習的知識將如何運用未來軍事

環境，以及與過去經驗互相反思對話是非常重要且珍貴的，這也是

看重學生學習後的珍貴學習歷程。

貳、教學設計與特色呈現

一、軍校教學設計期程

探討海軍軍官學校創校以來，採取為軍校學生量身訂造

（tailored）之問題本位導向（PBL）教學策略融入【中華民國憲法

與立國精神】課程，藉「學習成效問卷」量化與「焦點團體訪談」、

「研究者課程觀察日誌」等質化，以及運用「參與學習單」、「Google 

classroom 社群回饋」等多元教學評量方式，以統計與訪談方法分析

歸納資料，達成研究目的與教學目標。教學課程以學期（18 週）為

主軸，以學生為學習活動主角且為自己學習負責，而教師為輔助引

導角色，並融入 PBL 教學特色，完成軍校特色之「PBL 小組參與學

習」教學設計期程，簡述如下：

首先，每組輪流於不同單元中擔任主持人、記錄人、報告人、

提問人等。其次，區分，一為確立問題意識；二為解題規劃包括設

定學習議題（Learning Issue）與擬定行動計畫（Action Plan）；三為

自我學習（分配蒐集資料範圍）；四為小組討論；五為呈現結果（報

告資料與所學心得），以及六為總結評鑑（教師、自評與同儕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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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比）等主要步驟。再者，小組分享與討論前一週之學習議題，每

人撰寫回應意見不需與其他人或小組一致。最後，討論「次週新主

題教案設計」重新開始。三、每一課程單元結束後，學生自行蒐集

與整理相關資料，並完成回應意見後。上傳至 Google classroom 線

上教室，提供所有同學互相觀摩學習。四、本課程於期末舉辦「專

題報告成果發表會」。

然而，本教學設計 PBL 小組參與學習進行流程與各單元週次進

度，如下（圖 1）：

圖 1：PBL 小組參與學習進行流程與各單元週次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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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軍教教學特色呈現

導入符合軍校學生量身訂造之「問題本位導向（PBL）」教學

策略。首先，強調學生是問題的利害人、教師為輔助認知教練之角

色，以真實世界社會問題或從生活取材之虛擬案例，循序漸進引導

學生瞭解探究問題、規劃解題、小組同儕合作、自我學習等步驟並

共同發表行動成果，訓練學生應用理論知識解決實務問題，培養具

備獨立判斷問題、明晰思維邏輯能力；其次，運用「學習成效問卷」

量化與「焦點團體訪談」、「研究者課程觀察日誌」等質化，輔以

「參與學習單」、「Google classroom 社群回饋」等多元教學評量證

據，達成增進學習動機與成效，並建立長期符合軍事院校特性「『量

身訂造（tailored）』學習歷程（計 18 週）」。

以行動研究為方法，可說由單一或多個個體或群體，基於實務

工作者的興趣與需求，為改善實務工作上的問題所作的研究，也可

以假定教師與其他教育專業人員有做決定的權力，並能承諾持續地

促進專業發展（Fraenkel & Wallen, 2003）。蔡清田則提出「課程」

即課程發展的行動研究假設、「教師」即課程發展的行動研究者教

師角色、「教室」即課程發展的行動研究實驗室、「學校」即課程

發展的「行動研究目的」，呼籲課程學者與學校教師，協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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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行動研究進行學校課程發展（蔡清田，2005）。簡而言之，即

為討論老師代表什麼意義，及研究者與被研究者如何看待教學與學

習歷程之看法、觀點與認同的互動溝通過程（Noffke, 2009）。關於

行動研究流程，將依照「問題研究」、「擬定計畫」、「執行計畫」

與「反思與修正」的反覆循環與適時修正教學策略（Arnold, L., & 

Norton, Lin., 2018；李雪菱，2015）（如圖 2）。

資料來源：（Arnold, L., & Norton, Lin., 2018；李雪菱，2015） 

圖 2：行動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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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課程主題、研究工具及評量標準

（一） 教學課程主題週次規劃表（如表 1）

表 1：教學課程主題週次規劃表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說明 因地制宜期程規劃 教學方法

1
人權總論

人權總論、比例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授權明

確性原則

Google classroom 社 群

回饋

研究者課程觀察日誌

PBL 小組參與學習 I

融入符合軍

事院校特性

PBL 教學策

略

2

3

平等權 平等權、釋字 647

Google classroom 社 群

回饋

研究者課程觀察日誌

PBL 小組參與學習單

II
學習成效問卷前測

電影賞析 - 熔爐

專題講演（法院書記

官等人）

4

5
人身自由與

訴訟權

人身自由、居住遷徙

自由、軍事審判、訴

訟權 ; 釋字 384、釋字

392、釋字 636、624

Google classroom 社 群

回饋

研究者課程觀察日誌

PBL 小組參與學習 III
地方法院參訪

6

7 言 論、 新

聞、集會結

社自由講學

自由

雙軌理論、雙階理論、

大學自治、研究自由、

學習自由

Google classroom 社 群

回饋

研究者課程觀察日誌

PBL 小組參與學習單

IV
8

9 期中考
上學期專題報告（行動

報告發表）

Google classroom 社 群

回饋

研究者課程觀察日誌

焦點團體訪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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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教學課程主題週次規劃表（續）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說明 因地制宜期程規劃 教學方法

10 祕密通訊自

由、宗教信

仰自由、其

他自由

秘密通訊自由、宗教

自由、其他自由、隱

私權、釋字 301、人格

權、婚姻自由、性行為

自由

Google classroom 社 群

回饋

研究者課程觀察日誌

PBL 小組參與學習 V
專題講演（憲法起源）

11

12
生存權

與工作權
死刑、工作自由

Google classroom 社 群

回饋

研究者課程觀察日誌

PBL 小組參與學習 VI
13

14
考試

及監察院
組織及職權

Google classroom 社 群

回饋

研究者課程觀察日誌

PBL 小組參與學習 VII15

16
受益權與

基本義務
受益權、基本義務

Google classroom 社 群

回饋

研究者課程觀察日誌

17
期末考

專題報告（成果發表

會）

研究者課程觀察日誌

焦點團體訪談法

學習成效問卷後測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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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工具（多元評量方式與成績考核標準，如表 2）：

表 2：多元評量方式與成績分數標準

1. PBL 小組參與學習單（佔學期平時成績 30%）

融入具 PBL 特性之小組參與，設計以「『學生為主』配合『教

師引導』」之課堂主題學習單，培養職場（任官）所需具備技能，

達成教學目標（依問題解決能力之評量尺規，採自評、同儕及教師

等三者評比）。

2. Google classroom 社群回饋（佔學期平時成績 10%）

學生對課程主題於線上發表「1 分鐘報告（寫出 3 件學到的東

西、2 件聽到有些疑惑的地方、1 個在學習或實踐上的具體行動）」

想法或意見，並由教師實施評量，作為學生學習成效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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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專題報告（包括「行動報告」及「成果發表會」，各佔學期平時

成績 30％）

(1) 專題報告所選定之主題，由學生自行決定與蔡老師共同討論與

其形式進行專題實作，並在共同決議後完成書面報告。規劃於

第 17 及 18 週之期末考口頭發表，每組 5-6 人，約 20 分鐘（依

評量尺規，採自評、同儕及教師等三者評比）

(2) 專題之主題及形式，參考如下：A. 議題探討：如事件主題分析

或資料收集 B. 憲法或法律條文分析：須包括條文定義及案例解

釋。

(3) 報告內容的結構自行決定，但至少必須包含：主題、摘要、本

文及分工方式，本文則必須至少但至少須包含：主題、摘要、

本文及分工方式等，而本文必須包含問題意識、行動計畫、行

動成果及行動反思等，行動反思則必須包含說明應用到哪些【憲

法或法律】相關理論、知識或概念。

4. 學習成效問卷

針對所有研究對象在教學課程初期（第 3 週）與期末課程結束

（第 18 週），分別進行第 1 次與第 2 次線上評量問卷（學習動機與

學習投入量表），共計 2 次。

(1) 學習動機量表

採楊子慧（2010）依據 Keller 的 ARCS 教學模式之理論內涵加

以編製。本量表區分注意、關聯、信心與滿足等四個向度，各有 6

題共計 24 題，對於總量表 Cronbach's 係數為 .96。

(2) 學習投入量表

參考林淑惠、黃韞臻（2011）國內對學習投入相關研究工具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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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編製。本量表區分技巧、情感、表現、態度與互動等五個向度，

共計 20 題，對於總量表 Cronbach's 係數為 .863。

5. 焦點團體訪談

規劃於期末（第 18 週）結束實施，由呂師採半結構式焦點團體

訪談方式，並自行設計焦點團體訪談大綱的導引，進而從各組（該

年班區分 6 個組分別上課）挑選出 1 名學生，以代表整個正期班的

想法，人數計 6 名（如表 3）。探討於課堂歷程中之學習反思心得

與回饋，作為滾動式修正教學策略與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之參據，俾

利達成本研究目的。

表 3：研究對象

代碼 年班（階級）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備註

V1 軍官正期 115 班 男 18 大學一年級 劉 XX
V2 軍官正期 115 班 女 18 大學一年級 林 XX
V3 軍官正期 115 班 男 18 大學一年級 郭 XX
V4 軍官正期 115 班 男 18 表 大學一年級 連 XX
V5 軍官正期 115 班 男 18 大學一年級 張林 XX
V6 軍官正期 115 班 男 18 大學一年級 黃 XX

6. 期末教學意見調查

每學期末乙次，由學生自行上教務系統針對授課教師完成期末

教學意見調查，作為評鑑教師教學成果依據。

7. 研究者課程觀察日誌

秉持「教師即課程發展的行動研究者」之教師角色，從課程行

動中觀察記錄課程的行動改變與實踐，每週課程結束後再依此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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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課程修正與調整。

參、軍校特色 PBL 教學成果與回饋

一、學習成效問卷成果

正期班 89 位同學參與學習投入前後測結果，為不顯著 p 值

0.421（如表 4）（若 p>0.05 為不顯著）。得知，學生在憲法課程上

對其課程主題內容比較不投入，並值得持續探究其原因。

表 4：學習投入前和後之差異 t 檢定（N = 89）

向度
平均值（標準差）

自由度 t 值 p
學習投入前 學習投入後

分數 3.86(0.4783) 3.79(0.7637) 88 .809 .421

正期班有 83 位同學參與學習動機前後測結果，為顯著 p 值

0.012（如表 5），表示課程經課程週次主題多元設計規劃如專題講

演、法院參訪等，以及 PBL 參與式學習單，願意更有動力專注於課

堂上。

表 5：學習動機前和後之差異 t 檢定（N = 83）

向度
平均值（標準差）

自由度 t 值 p
學習動機前 學習動機後

分數 3.96(0.4972) 4.11(0.6512) 82 -2.428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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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軍校多元教學成果呈現

（一）學生 PBL 小組參與學習及專題報�之展現

依據教學課程設計，分別列舉第 5、6 週選定「人身自由與訴訟

權」與第 14、15 週「考試院與監察院」等兩個主題融入具 PBL 特

性之小組參與學習，設計以「『學生為主』配合『教師引導』」之

小組參與學習，每人撰寫回應意見不需與其他人或小組一致。最後

上傳至「Google classroom 社群回饋」。其目標使學生明瞭行動研究

原則，在課堂討論過程中上清楚瞭解「問題研究」、「擬定計畫」、

「執行計畫」與「反思與修正」的過程。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圖 3：課程主題（一）：「人身自由與訴訟權」小組討論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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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圖 4：課程主題（二）：「考試院與監察院」小組討論成果報告

「專題報告」由學生以組為單位，並與蔡老師共同討論決定其

主題及形式進行專題實作。並於期末實施口頭發表，每組 5-6 人，

約 20 分鐘（依評量尺規，採自評、同儕及教師等三者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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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圖 5：專題成果報告

此外，根據附錄訪談大綱第 1 題「在這學期課程中回饋有關課

程教學方式或教學活動，對於你（妳）學習來說是最有幫助（或是

哪一次教學方式讓你（妳）有不一樣學習經驗）」，分析結果學生

對小組學習單討論表達積極且在課程與同學們合作解題是正向的。



海軍軍官學校「量身訂做」PBL 教學提升學習動機與成效之行動研究：　 
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課程　

21 世紀臺灣的大學通識教育叢書系列

235

摘要如下：

郭ＸＸ（V3，正期 115 年班）

我覺得小組學習單的討論是最有效的學習方式，而且教官會

讓我們分組自己選擇任一主題去做討論，我們選擇內部組員的工作

分配、誰負責彙整資料及撰寫，大家把所有人意見彙整，讓我們學

到團結合作的重要，尤其也是在自己搜尋的過程中，印象更深刻也

會更容易吸收，相比只是單方面的聽老師講授，對學習上也會有很

大的成效，而在這些學習單跟簡報做完之後也會有種成就感。找資

料時候，原本會有一些觀念跟資訊是不正確的，但在實際上的去操

作、查詢，去導正自己的觀念，做完這些簡報會讓我們對憲法是個

更生活化的體驗，能夠有不同視角切入問題。

黃ＸＸ（Ｖ 6，正期 115 年班）

覺得學習單的討論最有印象，教官上完課後都會讓我們去選

主題去完成，大家一起分工合作，當你搜尋一個線索同時，就會出

現更多的資料跳出來，可能是無意間看到，而這些資訊當你閱讀完

後再融會貫通，大家再一起把資料傳給做簡報同學，安排其他同學

上台去分享心得，那這樣就能對一些上課仍然模糊的主題就能加深

印象，因為透由自己找過並閱讀過後，小組討論會對學習能力更加

成，還會讓小組向心力比較強。比如說性別平等，一定會有人贊成

和反對，那這樣大家不斷的辯論，就能讓更多人理解到不同觀點人

的看法，了解到多元的重要性。

（二） 法院實地參訪：由教師帶領學生至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根據附錄訪談大綱第 2 題「在這學期課程中，你（妳）覺得哪

些課程教學方式或教學活動，對於你（妳）學習來說是最有幫助（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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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哪一次教學方式讓你（妳）有不一樣學習經驗）？怎麼說 ?【如

小組學習單討論、專題講座、校外參訪】」，其分析結果，學生對

校外參訪課程等多元教學內容多表示正面且有意義，學習與實務課

程結合。摘要如下：

張林ＸＸ同學（V5，正期 115 年班）

我覺得最有意義的教學方式，橋頭地方法院的校外走訪，當

天的整個課程讓我們親身走訪整間地方法院，讓我們知道法院的格

局、法院運作模式，包括國民法官的法庭都又去走訪過，還有旁聽

刑民事開庭，而這些都是在教室內上課沒辦法達到的，因為實際走

到現場去體驗，會改變我們以往對法院生疏的認知，因此校外參訪

是對我而言最有意義的課程內容。旁聽刑、民事的開庭審理，改變

對法院生疏的認知，因以往只是在連續劇、新聞上看到，跟實際到

法院的親身走訪，知道開庭時會出現的人物，也才能真正學到、記

到老師於課程上所教的內容。

劉ＸＸ同學（V1，正期 115 年班）

因我個人本身是自然組出身的學生，而我本身個人在高中時的

公民課，也只是課程內的學習，而且當時也不是對公民這門課很有

興趣，甚至想遠離這門課，完全不會想對憲法等法律有更進一步的

學習，而要進出法院通常也都不是什麼好事。但透過這門課，反而

能夠拉近我們與法律之間的距離，確確實實的去理解法院裡面的運

作，有分哪些部分，除了開庭、審判、公證結婚、法拍等。在以前

我們也只是在影片或是在新聞連續劇上面，才能看到審判的情況，

獲取到相關知識，也看到法官在做裁判時，並不是主觀認定某個人

有罪，就擅自認定某人有罪，法官是站在公正的第三方，詳細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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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整個案情的經過、了解被告的動機，非常莊重、仔細的審理每

個案件。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圖 6：學生法院參訪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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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邀請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書記官及國防大學講師等專題講演

根據訪談大綱第 2 題，分析結果邀請專家學者專題講演內容，

大多表示在學習上引發更大動機與知識上的吸收。摘要如下：

林ＸＸ同學（V2，正期 115 年班）

專題講座關於是軍事法庭部分，而當時有學生問關於軍中的事

情，關於偽造官章的事件，授課老師當時就說法律是講求證據，一

定要先蒐集資料，而當時專題講座的主題是貪汙治罪條例。讓我從

中學習到，未來如果下部隊時，遇到長官提出不法要求時，我們應

如何處理及應對，從中學到更多實際經驗。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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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專題講座照片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圖 7：專題講座照片（續）

三、學生對教師教學回饋與建議

根據訪談大綱第 4 題「學生在針對這學期課程，對於授課老師

教學方式、課程內容或是其他任何部分，你（妳）覺得有什麼建議

或想法」，學生對老師上課之建議，作為教學者本身後續教學上的

精進，均為正面。摘要如下：

黃ＸＸ同學（V6，正期 115 年班）

有時候老師上課風格跟教學態度，是很放鬆，不會那麼戰戰兢

兢。但還是有同學會出現一些上課分心、輕視的態度出現，希望未

來老師能夠有所留意。在小組報告上面，以組別為單位一定會有躺

平的人，看起來報告雖然很完美，因此我個人會建議，希望未來能

夠改採兩次的小組報告加上兩次的個人報告，最後一次則是去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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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與小組的報告去呈現，方能杜絕同學沾醬油的情形。

郭ＸＸ同學（V3，正期 115 年班）

雖小組討論是最有幫助學習方，但在小組討論一定會有偷懶的

人出現，但這時候，對於投入心力比較多的人就會開始出現不平衡

的心理狀況，因為大家分數都是一樣的，而那些未付出多少貢獻的

人，卻依然能夠擁有相同成績，有點欠妥。因此建議，未來在評量

方式能夠納入，以較多個人為單位的報告方式，這樣就能杜絕同學

形式主義的狀況發生。

根據訪談大綱第 3 題「在這學期課程，你（妳）認為蔡家和老

師的教學態度、教學方式或課程內容對你（妳）的學習有什麼幫助

或影響？」，顯見學生對於老師上課表現均滿意。摘要如下：

連 XX（V4，正期 115 年班）

蔡老師的上課風格很開放，蔡教官上課時會提出許多的開放性

問題，讓學生去思考並回答，老師不會想聽到單一答案，希望學生

在上課時搜尋有關資料，然後再經過自己研讀過後回答。上課時，

不只有介紹法條，還會穿插時事，讓我們對議題增加興趣著重在搜

尋、查證的過程，使學生增加興趣，增加學生思考以及師生的互

動。

黃ＸＸ同學（V6，正期 115 年班）

蔡老師上課方式，真的讓我們仿佛在大學生活一樣，因教官上

課是很輕鬆方式來呈現，比如說同樣上一門課，其他老師都是自顧

自地講，但家和老師卻是會以跟學生互動，要學生提問，然後教官

常常舉出一些新聞，用新聞去帶入今天上課的主題，每次下課前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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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鐘，也都會放一些影片，用影片來加深我們的印象。平常分組報

告，也都是為了讓我們學生更了解主題與內容。

肆、結語

本次教學創造一個符合軍事院校「量身訂做」且具 PBL 特色之

「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課程，其已達成到目標有二。第一，

跳脫傳統以上對下講授教學方式，除使學生瞭解 PBL 問題本位導向

之教學內涵外，藉同儕間討論學習，提升學習成效，並培養領導幹

部所需技能運用於軍隊實務工作。第二，學生實際接觸中華民國憲

法立國精神與政府體制架構內涵，除培養忠貞愛國情操外，置重點

於消弭憲法課室僵化無趣、不知為何而學之困境，藉剖析各國不同

政治思潮及分析世界憲政（法律）發展趨勢，以訓練軍校生獨立判

斷問題與明晰思維邏輯能力。其中，學生亦提及：「本次憲法課，

讓我們對法律有深的認識，也對國家運行有了進一步的認識。老師

在上課時給了很多案例，這也讓我在上完本次課程後，會更留心關

注、也會不斷的思考這方面的內容知識，老師在課堂上也給出很多

不同觀點以及指導，對學生都很有幫助，無論未來是在任官或出社

會都助益良多。」

雖然學生於學習動機上較以往有更高趨向與正面的回饋，但是

對主題內容的學習投入卻較低。顯見學生對不同以往傳統的課程內

容，加入法院實務參訪與業師之專題講演等多元教學方式，可以接

受。但對於參與式小組討論卻有負面想法，因此作者認為不能只有

多元主題，需要調整團體與個人評分標準與課程主題內容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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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焦點團體訪談大綱

一、開場語

我非常感謝各位願意參與今天的焦點團體訪談。我相信這一

個學期【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各位同學用心的投入，也讓自

己在憲法課程上的學習更有收穫。我非常關心各位同學這一學期課

程對於大家有什麼樣的學習經驗？希望藉由這個焦點團體訪談來更

瞭解各位的學習的狀況。訪談過程中，期盼各位以最真實的經驗感

受來回答，所獲得的資料只做研究分析使用，資料內容絕對嚴格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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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請各位放心回答訪談問題，不需要有任何的擔心。在我們進行

訪談之前，不曉得是否還有任何疑問，需要我加以說明？現在請各

位同學保持輕鬆心情，並分享以下問題：

二、訪談大綱

1. 在這學期的必修【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課程中，你（妳）

覺得哪些課程內容或知識，對於你（妳）來說最印象深刻的（或

是上完哪一次主題課程讓你（妳）有不一樣學習、最感興趣或專

注投入）？怎麼說？

2. 在這學期課程中，你（妳）覺得哪些課程教學方式或教學活動，

對於你（妳）學習來說是最有幫助（或是哪一次教學方式讓你

（妳）有不一樣學習經驗）？怎麼說 ?【如小組學習單討論、專

題講座、校外參訪】

3. 在這學期課程，你（妳）認為蔡老師的教學態度、教學方式或課

程內容對你（妳）的學習有什麼幫助或影響？

4. 承上題，針對這學期課程，你（妳）對於蔡老師教學方式、課程

內容或是其他任何部分，你（妳）覺得有什麼建議或想法？

5. 你覺得自己在修這門課程之前，跟目前上完這一學期課程，你覺

得自己有什麼的改變或學習？怎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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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通識全人素養軟實力 
之建構與實踐

胡正申 / 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何金龍 / 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以培育術德兼備、終身學習、服務人群、貢

獻社會之青年學子為教育目的。為此，通識教育中心秉持「全人教

育」理念，設計「深耕學園」課程，融入德育、群育及美育之潛在

學習課程，以拓展學生視野，健全五育發展，培養學生主動積極學

習的人生態度與厚實學生軟實力為目標。

長庚通識全人教育以「關懷付出、團隊合作、人文藝術、自

我省思、守分自律及創新進取」等六大指標，作為培養學生全人素

養軟實力之依歸，融入生活教育、習慣養成態度、創造成長經驗、

博雅通識學習，引導學生於生活教育中，從社團經營、志願服務、

自我管理及品德陶塑等各項活動，體現學生實踐利他服務、人際互

動、美學底蘊、生活自律、反省能力與創造力的通識全人素養軟實

力。

同時，為展現學生學習成效，透過「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E-Portfolio）系統，記錄學生每次參與校內外全人教育相關活動內

容，且將學生參與成果轉換成「全人素養軟實力」六項指標之數值，

定期評估學生全人軟實力學習成效，作為學生個人畢業求職時，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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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持有畢業證書專業能力證明之外，並擁有一份在學期間完整的全

人軟實力履歷，成為增加求職保證的重要資產。

壹、推動施行機制

一、全人教育共構運作

長庚大學為實踐通識全人教育理念，「全人素養軟實力」建

基於全校跨單位合作性課程。由通識中心負責「深耕學園課程委員

會」，召集跨學院、班級導師、系輔導老師、學生代表等，進行全

人潛在課程審查，彙整全校人文藝術、服務學習、公共事務等課

程，以及學生生活學習、宿舍管理、課外、社團、品德、志願服務

等各類活動，且由長庚大學「服務學習中心」透過全人教育資訊化

管理作業系統，登錄學生參與各項被認可之軟實力活動。教務處教

學品保組則進行全人教育系統維護、轉化數值、資料盤整，並每學

期產生全校學生「全人素養軟實力雷達圖」之個人及團體報表，提

供學生了解自己軟實力成長情形。

二、全人教育課程地圖

學生參與通識全人素養軟實力指標內容，包括：「基本」與「累

分」兩類活動項目。其中，「基本項目」係以「深耕學園」課程為

主，要求學生在學期間，必需參與人文藝術（16 小時）、服務學習

（8 小時）、公共事務（4 小時）及學習心得報告兩篇（至少 1200

字）；「累分項目」則以學生參與校內大型講座、社團經營、志願

服務、生活管理等多元性質活動，及爭取校外榮譽事蹟等活動均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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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胡正申，2015）。爰以學生在學期間，各項符合通識全人教育

內涵之活動，經課程委員會認可後，依標準客觀數值，納入全人素

養對應指標項目計分，以達到培養學生德育、群育及美育之通識全

人素養，和完整記錄學生軟實力成長經驗之歷程。長庚大學「全人

教育軟實力課程地圖」，如圖 1。

長
庚
大
學
全
人
教
育
軟
能
力
課
程
地
圖

關懷
付出
團隊
合作

人文
藝術

自我
省思

守分
自律

創新
進取

(60,60)
深耕學園(服務學習)*

(30,30)
深耕學園(公共事務)*

(30,30)
創意啦啦舞

(60,60)
深耕學園(藝文活動)*

(10,10)
深耕學園(期中心得報告)*

(20,40)
深耕學園(期末心得報告)*

(20,20)
新生始業輔導

(0.25,80)＝操行分數
>60分，+0.25/分

(10,20)
參與院月會
(40,40)

參與社團活動6次以上

課程指標 基本項目(基本分，上限分) 累分項目(基本分，上限分)

(1, ∞)
志工服務(+1分/4HR)
(5,10)
師生心聯繫

(3, ∞)
社團活動籌畫

(5,20)
好漢坡競賽者、社團成發
表演者、校外活動競賽者

(2,10)
公共性
會議

(2,10)
大學生
影展

(2,30)
除深耕校園，參與

藝文活動者

(1,10)
參與社團
動靜態成發

(1, ∞)
性別平等活動
心靈成長活動

(4, ∞)
社團參加公共
事務相關研討
會，繳交書面
活動反思心得

(4, 4)
參與校內社
團評鑑
(8, ∞)
參與校外社
團評鑑

(4, 4)
服務學習
成果發表會
(10, 20)

志願服務基礎及特
殊教育訓練

(2, 4)
服務隊
授旗典禮
(4, 8)
宿舍生活講

座
(3, 12)

宿舍整潔比賽及格者
(10, 20)
校運會出席

(2, 2)
機車安全教育

(2, 2)
法治教育
春暉講座

(5,20)
社團活動負

責人

(5,20)
校內活動競賽得名

(5, ∞)
校外活動競賽得名

(10,20)
社團/班
級幹部訓

練

(5, ∞)
就業服務
講座

圖 1：長庚大學「全人教育軟實力」課程地圖

三、全人教育追蹤考核

通識教育全人教育追蹤考核管理，係由服務學習中心每學期

結束後，彙整分析全校學生參加軟實力培養活動數值，匯入作業系

統，讓學生個人可自行至全人教育系統查閱學期間累積情形。服務

學習中心並以班、系、院級為單位製作統計分析圖表，提供一級主

管及各班級輔導老師、系主任、院長輔導學生之參考，以作為改善

和提昇學生全人素養學習成效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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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人教育創新發展

為提高學生參與通識全人教育興趣，結合現代資訊網路科技，

推動電子化革新計畫。學生個人全人素養軟實力計分，結合「長庚

大學行動學習 APP」，同時提升資料匯入與計分頻率，讓學生可以

隨身且即時地查看自己軟實力計分成長情形。此外，為讓 APP 介面

設計活潑化，以諸子百家為題材，選出道、墨、法、名、陰陽與小

說家，代表全人教育六項軟實力，並請校內漫畫研究社學生，設計

Q 版人物圖案，且依照個人全人素養軟實力累分，顯示成長進階角

色（如圖 2，長庚大學全人素養 APP）。一方面貼近學生生活經驗

與科技運用；另一方提升趣味性，增加學生使用並產生累積通識全

人軟實力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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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長庚大學全人素養 APP

綜上所述，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推動「全人素養軟實力」課

程，採取教學與行政單位共構方式推動施行，並依照活動課程屬性

訂定「基本」與「累進」積分量化計算，透過「深耕學園課程委員會」

審查把關，融入全人教育必修與選修活動課程概念，達到培養學生

全人教育軟實力的目標；此外，通識教育中心亦繪製「長庚大學全

人教育軟實力課程地圖」，讓學生一目了然，並結合現代科技，研

發「長庚大學全人素養 APP」，促進學生參與活動課程之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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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全人素養特色與成果

一、通識「深耕學園」奠定學生全人基本素養

通識全人素養「深耕學園」設計是以德、群、美育為核心，每

學期由通識「深耕學園課程委員會」召開會議，負責課程之審查、

複查、檢討與改善，以確保課程之品質。通識「深耕學園」全人素

養課程之內涵，使學生在服務學習中體認施比受有福的生命價值與

人生經驗，在參與公共事務的實踐過程中學會關心公共事務，從欣

賞人文藝術的涵養中養成公民美學的新體驗，紮穩全人素養軟實力

的腳步，培養終身學習能力，成為具有現代公民素養之大學生。誠

如前文所述，通識「深耕學園」全人基本項目，要求學生在學期間

必須修習「服務學習」8 小時，參與「公共事務」4 小時，參加「人

文與藝術」課程 16 小時，並要求學生以制式標準格式，撰寫兩篇

1200 字通識全人教育心得報告；值得重視的是，學生心得報告由通

識中心人文及社會專長教師逐篇批改，認定心得「通過」後，方得

納入全人素養軟實力計分。以下，茲說明通識「深耕學園」課程，

奠定學生全人教育基本素養的特色與內涵：

（一） 服務學習

為激勵大學生實踐「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服務理念，發揮

「助人最樂，勤勞樸實」的精神，藉由培養利他服務的社會關懷，

從服務中學習，開創「志願服務友善校園」之公民意識，以培育大

學生愛人助人的高尚情操。「服務學習」課程，是希望學生能在潛

移默化的服務學習過程中，建立正確的服務人生觀，最終目標在為

學生投入社會服務行列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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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共事務

為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校園公共事務，引導其深度理解大眾公共

利益是維護社會秩序的主要力量，培養學生力行「取之社會，用之

社會」的大愛精神。公共事務屬性包括服務性、公益性及各種利他

形式，凡校園內及社會的各類公共活動，經通識深耕課程委員會認

可，即納入全人軟實力項目。此課程項目之目的，在培養學生參與

「公共事務」能力，使其用心付諸實際行動，提升自我參與公共活

動之意願，以紮根現代公民社會人才為目標。

（三） 人文藝術

「人文藝術」是提昇學生全人素養美育的薰陶過程，藉由人文

藝術涵養學習使學生品德教育得以內化，成為具有教養、有文化、

有內涵、有氣質的學生。「人文藝術」課程之認定，「人文類」需

涉及科學、藝術、宗教、道德、法律、風俗、習慣等活動範圍；而

「藝術類」則需符合啟發學生養成才能、技術或規劃管理之心靈美

感表演。校內每學期會邀請民間著名藝術團體至校舉辦四至五場大

型的藝文活動，以選課方式，學生必須至少參加一場校內大型藝文

活動，以達提升內在美學涵養為目的。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學生在學期間，凡參加通識「深耕

學園」課程後，在最感動深切的當下，可即時上傳心得至個人

E-portfolio，將心得保存系統，利於學生便捷記錄學習活動，以完整

豐富學生的學習履歷，坐實累積全人教育自我管理、生活即教育和

累積全人軟實力之能量。



　生命教育與通識素養254

University and College General Education in Taiwan in the 21st Century

二、學生「生活教育」作為深耕全人素養之沃土

（一） 生活學習為品德養成基石

愛護自己、尊重他人、體諒別人是生活自律與自重的道德標

準，亦是品德教育（Moral Education）的核心價值。品德教育含括

社會之群已關係、關懷倫理、正向紀律三大層面，所以要營造全人

教育之品德校園文化，生活教育即是啟動學生品德涵養的重要範

疇。長庚大學通識全人教育體現於生活教育中，以「做中學習」的

理念，律定教室清潔評核、宿舍自治暨整潔比賽、教學預警機制及

健康使用網路等活動規劃，強調生活即是品德學習之理念。

據統計長庚大學大學部學生約 4500 人，每學年高達 500 多項活

動，提供近 5 萬人次參與生活學習活動之機會。在實務上，推動全

人教育多元學習活動的作法上，結合班級輔導老師、學生社團輔導

老師、系院生活輔導教官、學生宿舍管理、學生自治團體等多元管

道，透過志願服務學習系統的運作，以活動引導學生能力學習之過

程，讓學生從多元學習中養成健全的人格特質，達到通識品德教育

之目的。

（二） 同儕互動為群育學習平臺

長庚大學學生透過學生社團活動，培養學生從多元環境中學習

潛在的知識與技能，給予各種軟實力養成之素材，增進學生多元智

慧與能力的潛在功能。長庚大學建立「社團 PLUS 計畫」，希望在

學生社團運作的基礎上，幫助學生取得校內外資源，協助學生社團

幹部領導、管理及經營社團。事實上，「社團 PLUS 計畫」具有培

養學生全人素養軟實力的內涵：「P」是 Passion，以參與社團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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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以及各社團的迎新活動為標準。鼓勵學生應該有初步了解社團的

熱情，展現年輕的朝氣與多元發展的熱情。「L」是 Like，學生進

一步選擇社團加入，積極參與社課及多樣化的社團活動，找到自己

喜歡的社團，投入群體，增進交流與合作機會。「U」是 Upgrade，

隨著參與社團經驗的增長，學生可以爭取擔任社團幹部。擔任幹部

是參與社團過程中最重要的部分，有機會學習到領導管理與企劃經

營，幹部間的溝通協調與團隊合作也是重要的學習標的。經過幹部

的歷練，學生有機會發現自己的優缺點，找到自己在團隊中適合

的位置。「S」是 Service，經歷幹部的歷練後，學生升上忙碌的高

年級，通常無暇參與社團活動，但在行有餘力之時，願意回到社團

擔任幹部傳承經驗，將曾經在社團中吸收到的養分，回饋服務給社

團。

社團活動是以學生為主體，學生可依個人興趣、性向、能力及

需求意願，選擇自己喜歡的社團類型參加活動。實質上，學生在整

個社團 PLUS 的過程，是一種自我學習、適應、成長與回饋團體的

動力循環。因此學生透過學生參與社團，學習安排社團運作，找尋

社會資源，學習社團領導、管理與經營；長庚大學「社團 PLUS 計

畫」則是以學生投入的程度與課外學習的品質，作為培養學生全人

軟實力為目的，具有教育性、適應性與發展性，讓學生達到認識自

我、適性發展、適才適用並回饋群體，最終達成自我實現之全人教

育目標。

（三） 通識人文藝術孕育美學涵養

通識及校園各類「人文講座」是提昇學生人文氣質重要的來源。

每學期由通識中心邀請國內各領域知名學者至校專題講演，歷年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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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臺大馬凱、吳聰敏、陳添枝、高希均等專長領域教授進行演

講，對提昇學生人文視野具有高度影響力。「藝術表演」在培養學

生藝術氣息，通識及校內每學期安排 5 至 6 場國內外大型音樂、舞

臺劇等藝文活動，依照表演規模，每場學生參加人數約 400 至 800

人，歷年曾邀請果陀劇團、臺灣戲劇表演家、霹靂布袋戲及朱宗慶

打擊樂團等知名團體至校表演，厚植學生藝術表演氣息。

三、發行「全人護照」作為學生求職保證利器

「深耕學園」課程學習成效採取認可制，學生需符合必修課程

活動之要求時數及繳交期中期末報告後，認定「通過」並發給「全

人教育護照」，以作為大學生未來職場競爭的有效憑證；另凡是未

符合課程計畫要求之學生，予以「不通過」認定之，為能完成此必

修課程才能畢業，故學生得以採志工服務時數折抵（1:1 原則）課程

修習不足之部分，俟完成後亦發予「深耕學園」修課證明，惟不核

發「全人教育護照」。所以，「全人教育護照」是代表學生在學期

間軟實力的成果，亦是證明學生具有全人教育基本涵養的保證，對

學生未來求職證明參與各項全人素養項目養成指標的重要憑證。

參、心得與建議

長庚大學自 1987 創校至今三十餘年，亦步亦趨，努力耕耘，積

極實踐創辦人「全人教育，止於至善」之教育理念，以實踐教學、

研究雙卓越之校務發展為目標，為國家作育英才貢獻社會為教育宗

旨。茲提出長庚大學通識教育未來賡續發展「全人教育」的四大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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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持續開創通識陶塑全人素養課程

學生全人素養的養成，需要點滴累積，無法一步登天，培養過

程非常不容易。事實上，全人教育的基本理念不應隨著時代的變遷

而改變，但培養學生建立全人素養的模式，卻隨著環境的遞移更加

多元；尤其全人教育的課程內涵，必須緊扣教學傳達之理念，故未

來通識教育應開創更多元的全人素養陶塑課程，例如網路學習、標

竿學習、認知行為塑造等方式，促進學生樂意投入全人素養軟實力

的學習領域，達到通識全人教育止於至善的理念。

二、融入軟硬實力通識跨域學習課程

目前長庚大學全人素養軟實力之課程地圖內容，多以活動參與

帶動學生軟實力成長，專業學系甚少提供增進軟實力課程，未來將

鼓勵系所多舉辦相關活動，以融入全人素養軟實力的意涵；舉凡如

人本關懷活動、醫療團隊合作、人際互動關懷、醫學創新學習、人

工智能生活等活動，達到通識跨域學習軟、硬實力相結合之課程。

三、鼓勵學生實踐跨界國際之軟實力

由於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之全人素養軟實力之建構係以校內外活

動為主，較缺乏學生參與國際活動事務之項目，未來將加入國際活

動、無國界事務或國際志工服務行列，實踐跨界國際軟實力之競爭

力，接軌聯合國「2030 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建立多元夥伴，協力促進「永續發展夥伴關係」之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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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強化全人素養動態評估機制

長庚大學建立全人教育六項指標作為評估學生全人素養雷達圖

達成率的量化評量系統，及透過「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記錄學生參

加全人素養活動的質性內容，並以「長庚大學行動學習 APP」激

發學生參與通識全人軟實力學習；惟目前統計機制仍以人工鍵入資

料，再以電腦累計換算成效，由學生自行查詢個人實際數值，未來

將朝向學生隨時隨地，除可以查詢個人之外，亦能與全班、全院或

全校學生達成比率相比較，達到自律管理與學習全人素養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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蛻變長榮：創新策略精進大學生的閱讀

寫作能力

劉俊麟 / 長榮大學應用哲學系副教授暨

博雅教育學部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摘 要

為讓本校學生可以在閱讀過程中漸進培養批判性思考，同時

經由書寫方式表現自身的思維與態度，以穩定提升學生閱讀寫作能

力，本校藉由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的經費補助提供三個重要發展策

略：首先，經由優質文章的閱讀，前後兩次寫作測驗，持續提升學

生閱讀寫作能力。其次，創意開發國文相關課程，邀請有意願的老

師加入，期末並舉行教學成果展，也準備循序漸進將國文課程轉型

「閱讀與表達」課程。第三，持續舉辦全校性閱讀寫作活動，如長

榮報導與文學獎競賽、長榮有智慧語文趣味競賽、特色講座、工作

坊等。

關鍵詞：閱讀寫作、批判性思考、教學創新、課程轉型

壹、培育未來人才的關鍵基礎能力：以學生為主
體的閱讀寫作計畫

根據楊國賜（2013），21 世紀的人才應該具備何種關鍵能力

或者核心能力，不同國家、國際組織或者學者有不同看法。儘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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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這些觀點都非常值得重視，因為這會涉及我們應該朝哪個方向

培育人才。例如，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and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 OECD）在 1998 至 2002 年進行

跨國研究，目的是為了「界定與選擇（21 世紀公民的）
1
關鍵能力」

（Defining and Selecting Key Competencies, 簡稱 De Se Co）（Rychen 

& Salganik, 2001；Ruchen, 2006）。結果發現，21 世紀的公民關鍵

能力主要有以下三種：

1. 能互動地使用工具

2. 能在異質性的社群中互動

3. 能自主地行動

上述三種關鍵能力如同數學公理（axioms），可系統性地推

導出很多彼此一致的定理（theorems）（洪裕宏，2011：17）。例

如，可以與他人互動使用工具，包括懂得使用語言、符號以及文本

能力，以便進一步運用知識和資訊能力與不同的他人產生互動（楊

國賜，2013：12）。楊國賜認為，上述關鍵能力或者核心能力是一

種要求個人採取「整合的方式去思考與行動」之態度（楊國賜，

2013：12）。個人採取整體性（holistic）的思維與行動，而非侷限

於片面、疏離、純個體的部分思考與行動。事實上，類似概念可對

應博雅教育長期強調的全人教育。我們不僅可在此所認定的關鍵能

力或者核心能力視同核心素養，而且也可將核心素養同樣視為博雅

教育的重要概念，因為核心素養同樣強調整體性觀念（洪裕宏，

2011：16-17）。可以說，OECD 所推動的 De Se Co 計畫本質上即在

1 
括弧內容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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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某種博雅或者通識素養計畫。以下本文將利用長榮大學長期推

動的閱讀寫作計畫作為例證，更希望論證本計畫的素養發展是正確

且充滿意義。

臺灣教育部在第一期（107 年 -111 年）的高教深耕計畫中，

在「落實教學創新」的 A 項計畫中置入一個全校性的「培養學生

基礎核心能力」，而我們在 108 年度將大一國文（2 學分）作為落

實厚植學生閱讀寫作能力的課程。一方面，本校將精進學生閱讀寫

作能力視同培育學生關鍵基本能力。另一方面，由於培育學生閱讀

寫作的基本能力必須符應「落實教學創新」的理念，因此本校逐步

採取各類教學創新模式去革新大一國文課程。本校將以學生為主體

（student-centered）去開創不一樣的國文課程。所謂以學生為主體的

國文課程強調授課教師會花費更多的時間與精力引導學生如何自主

完成個人或者團體的學習成果，而非傳統以來，授課教師只是單向

講述古文、詩詞、散文等經典作品而已。以下本文將詳細說明如此

翻轉教育的歷程與行動策略。

貳、翻轉國文課程的進程與行動策略

一、前測與後測的寫作：優質文章的導入

原本本校設定「培養學生基礎核心能力」並非大一國文課程，

而是另一門大一至大四皆必須選修的「經典 99」課程。
2
但是，由

2 
經典 99 是一門融入微學分概念，在 105 學期至 107 學期開放給所有長榮大學學生選修的

核心通識課程。本課程不採分數制，而採點數通過制，類似元智大學的「經典五十」課

程（劉俊麟，2019）。目前本課程屬於彈性通識領域中的選修課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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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後者因故改為選修課程，而我們又必須擇定一門必修課程，以確

實檢測學生的基本核心能力是否有精進，故大一國文課程成為我們

認為適當的操作課程。經過數次會議討論之後，除了 108 年度因應

學生反應，希望有履歷自傳的寫作練習之外，會議決議從 109-1 學

期開始請國文課程召集人每年挑選一篇優質文章以供大一學生閱

讀，並寫下 700 字左右的心得。授課教師的評量標準統一以「題旨

發揮」、「資料掌握」、「結構安排」、「字句運用」等四項標準

作為批閱學生寫作準則。
3
每一項評量標準各占 5 分，教師可根據這

四項評量標準的內涵予以評分。
4
完整施測手冊的範例內容可參閱附

件 1。

原則上，開學第一週請每位教授國文課程的專兼任教師告知學

生當學期準備進行的課程活動，例如：

第 2 週：授課教師指導學生心得寫作技巧；

第 3 週：學生進行前測；

第 4 週至第 6 週：授課教師進行前測批閱；

第 6 週至第 7 週：授課教師將施測手冊繳回博雅辦公室並簽名

第 8 週：授課老師指導學生如何改善自身的閱讀與寫作；

第 10 週：學生進行後測；

3 
這四項批閱準備主要是參考大學指考國文科的評分指標，但是本課程批閱給分並不完全

仿效大學指考國文科的要求，而是以本課程專任教師、博雅學部的主管共同討論出來的

給分標準為指導方針。
4 

四項批閱準則的內涵如下：【題旨發揮】：凡能掌握題幹要求，緊扣題旨發揮，思路清

晰，內容充實，論述周延，富有創意。【資料掌握】：舉證詳實貼切，材料運用恰當。

【結構安排】：結構嚴謹，脈絡清楚，條理分明。【字句運用】：文筆流暢，修辭優美，

字句妥切，用詞精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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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週至第 12 週：授課教師進行後測批閱；

第 13 週：授課教師將施測手冊繳回博雅辦公室並簽名

第 14 週：授課老師指導學生如何改善自身的閱讀與寫作；

二、課程內容的精進

雖然挑選優質文章進行前後測是配合教育部計畫，但是，若成

功成為課程內容的一部分，授課教師有機會予以適時指導，這對於

學生來說仍然很有幫助。而且，在 106 年之前，國文課程本身並沒

有共同課綱，每位教師基本上自由設定其授課目標。國文課程後來

有依據語文教育中心的教育目標設定授課目標，並希望配合學思達

教學法進行課程教學。以下為此階段的國文授課目標：

國文雖是吾人耳熟能詳的學科，卻也是眾人最不能駕馭的一

科。本校大一國文乃單一學期之課程，除延續國中、高中之國文教

育外，尚須進一層深入華人文筆動人之處。依本校語言中心所訂定

兩項教育目標：

1. 培養能運用語文，以邏輯推理來整合及解決問題的人才。

2. 透過多元文化的學習以拓展國際視野，並提昇審美品味與自我學

習管理能力。

因此，本門課預期目標（以百分比計）在達成：

1. 基本國學（學－含形音義）50%

2. 自我成長（思－含賞析）30%

3. 多元運用（達－表達）20%

雖然上述國文課程的授課目標有符應語言中心的教育宗旨，

也意圖採取創新教學，但是，我們不確定授課教師的落實程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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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當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強調落實學生的閱讀寫作能力，並配合

其所學專業發展與未來生涯規劃，本課程的教學目標補充如下：

1. 培養能運用語文，以邏輯推理來整合及解決問題的人才。

2. 透過多元文化的學習以拓展國際視野，並提昇審美品味與自我學

習管理能力。

3. 落實教學創新，逐步提升學生閱讀與寫作能力。

4. 彈性經營課程，引導學生產出學習內容。

我們相信，如果我們再增加 3、4 兩項教學目標，將更可以具體

看出教學成效。我們也相信，如果學生願意不斷善用語言、符號、

文本，進一步應用到其生活與他人互動，長遠下來，學生的核心素

養或者關鍵競爭力也將愈見成效。因此，從 109 年度開始，國文授

課教師不斷嘗試不同特色的教學內容，例如，數位文學、職人採

訪、故事改寫、歌詞改寫與創作、醫療書寫、杯墊構圖與設計、走

讀與書寫、電子書製作等特色主題，這讓長榮大學的國文課程變得

很不一樣且豐富精彩。更重要地是，積累 109 年至 111 年精進國文

課程的經驗，博雅學部也順勢重新再次修訂共同課綱，以契合目前

授課教師的教學創新經驗。111 年所修訂的共同課綱的授課目標如

下所示：

為提升學生閱讀與表達能力，並增進師生課堂互動，本課程將

以學生為本體的博雅素養精神進行規劃。有鑑於 21 世紀未來公民的

核心能力涉及批判性思考、解決問題、團隊合作、有效溝通，並落

實永續目標，所以本課程也將藉由閱讀與表達能力的培養，厚植學

生的獨立思考與生活運用。本課程教學目標如下：

(1) 培養能運用語文，並逐步提升學生閱讀與表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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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透過多元文化的學習，提昇審美品味與自主學習能力。

(3) 引導學生產出具體學習內容。

由於國文課程根據上述課程目標的修改與課程內容精進，在擁

有近三年的特色教學經驗之後，博雅學部在經過審慎討論之後，也

順勢在 112 年將國文課程名稱轉型為「閱讀與表達」，以更聚焦學

生精進其閱讀、寫作與表達能力。完整的共同課綱內容，請參閱附

件 2。由於「閱讀與表達」課程在 112-1 學期正式取代國文課程專門

培育學生在溝通表達、批判思考以及跨文化學習，因此在第二期的

高教深耕計畫中，授課教師奠基先前國文課程創新果實，再加入共

同課綱的重要單元，基於溝通表達的宗旨設計前後測問卷調查，以

檢測學生學習狀況，請參考附件 3、4。

參、特色成果的展現

一、閱讀寫作的前後測數據呈現

整體來說，本校皆有符合與達成教育部在高教深耕計畫中所期

望的目標，即在 107-111 年共計五個年度皆分別完全達成本校所訂

立的目標值，以證明整體大一學生的閱讀寫作力有顯著提升。此目

標值的設定不僅配合教育部要求，我們也希望此目標值是以能充分

達成為主要目的，故不宜將目標值設定過高，同時也希望藉此有效

檢證學生達成程度。107-111 年度的前後測數據如下表所示：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目標值 達成值 目標值 達成值 目標值 達成值 目標值 達成值 目標值 達成值

7% 7% 30% 79% 40% 76.8% 50% 77.5% 60%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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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優質寫作作品集

當然，我們也不滿足教育部的量化要求，也希望確實找出優

秀學生的閱讀寫作表現。在徵求學生同意之下，博雅學部特別集結

109 年度學生優質寫作的作品，希望編輯一本「學生優質寫作作品

集」，如圖 1。在這本作品集中，我們以作家劉克襄先生的優質文

章〈我可以平靜地死去嗎？〉作為 109 年度「生命關懷」的主題。

最後，我們共蒐集 20 篇優秀作品，以呈現其對優質文章的深刻體

悟，並試著以文字表達出來。其他年度的優秀學生作品集或者「長

榮報導與文學獎」的得獎學生作品未來也將陸續集結呈現。

圖 1



蛻變長榮：創新策略精進大學生的閱讀寫作能力　

21 世紀臺灣的大學通識教育叢書系列

269

三、特色主題成果呈現

從 109 年度開始，博雅學部陸續邀請國文授課教師開始調整課

程內容，更強調讓學生有實作文學創作的機會，並會舉辦國文特色

課程成果展。在 110 年、111 年度上半年度之時，因疫情加劇，改

以線上成果展方式進行。從 109 年至 111 年為止，國文授課教師的

創作主題如下表 1。原則上，我們希望授課教師引導學生在學習過

程中融入各自系所的特色，設定創作主題，以有效展現學習成果。

例如，若授課教師所教授的班級是美術系，則可引導學生發揮其美

術能力專長完成作品，例如，在「課程執行成果照片」中，「手創

文學：學生在本校學聚館展示自身創作作品」即是很好的成果展

示。或者，「醫療書寫與人文關懷：學生根據系所專長前往長照中

心進行人物專訪並探究相關議題」。授課老師在開學初即會將當學

期的規劃進度清楚讓學生知道，避免學生手足無措，之後在過程中

在漸進修正自身的構想與作品本身，以便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學習

成果。

在特色成果展的辦理上，本課程主要在圖書館一樓入口右側進

行策展工作，舉行時間在第 18 週進行，辦理內容主要是每個國文課

程發表其優秀學生的作品，且希望每位授課教師都可以帶學生前來

觀展，以吸收學習不同背景學生的創作能量。學生也可以透過便利

貼對於優秀作品予以回饋，而博雅學部也會透過給予商品卡鼓勵學

生踴躍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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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年度 課程名稱 創作主題 科系

109 國文 人物專訪（開心果園）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

109 國文 數位文學 資設學院學士班

109 國文 手創文學 美術系

109 中文好好玩 中文商標與製作 通識課程

110 國文
長大青年文學

創作發表會

護理系

社會工作系

大眾傳播系

保健營養系

110 國文
醫院文宣改寫設計與

生命書寫
護理系

110 國文 醫療書寫與人文關懷
醫學社會暨健康照護學士

學位學程

110 國文 杯墊文學美術設計
美術系

土地開發學系

110 國文
書畫藝術結合

詩詞創作

創新應用學系

書畫藝術學系

110 國文 旅行圖文創作 觀光餐飲學系

110 國文
百業專欄採訪與

編報設計

國際企業系

東南亞文化與產業學士

學位學程

111 國文
人物專訪與

綠色辯論活動
綠能與環境資源學系

111 國文 現代女性歌詞改寫

醫藥科學產業學士

學位學程

無人機應用學士

學位學程

觀光與餐飲服務事業進修

學士學位學程

護理系

111 國文 歌詞創作

應用日語系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學士

學位學程

大眾傳播系

保健營養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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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執行成果照片

手創文學：學生在本校學聚館展示自身創作作品

中文商標製作與行銷：學生在本校翻轉教室分享如何巧妙利用文字行銷

醫療書寫與人文關懷：

學生根據系所專長前往長照中心進行人物專訪並探究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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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課程成果照片

四、全校性活動辦理

除了國文課程有質量上的變化之外，以學生為主體的閱讀寫作

計畫並非只是嘉惠大一學生，博雅教育學部也藉由教育部高教深耕

計畫的宗旨，即以「培養學生基礎核心能力」為主軸，延伸辦理全

校性的文學獎活動、語文趣味競賽、特色講座活動、實作工作坊，

種種活動皆開放給全校學生共同參與、聆聽、觀賞與學習。在操作

面上，除了在開始新學期之前規劃與確定應該辦理的活動之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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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透過每學期會召開的專兼任教師會議建議授課教師鼓勵班級學生

可以踴躍參加博雅學部所規劃的全校性活動。而且，在規劃過程

中，由於經驗可以不斷累積，作者與辦理活動同仁可以腦力激盪，

以便讓閱讀、寫作與溝通活動可以逐步豐富與精采。

（一） 特色講座、特色活動、實作研習營與入班親解

全校性活動執行成果照片

長榮大學「你閱讀，我解讀」實作研

習營

入班親解：編碼與解碼―語言的複雜 
與多義性

寫作怕什麼―非文學院學生的基礎寫

作能力養成與運用

特色講座：21 世紀需要的寫作能力



　生命教育與通識素養274

University and College General Education in Taiwan in the 21st Century

特色活動：遊戲與閱讀 駭入閱讀產業鏈：書與人的連結方式

揭密

（二） 長榮報導與文學獎、長榮有智慧語文趣味競賽

全校性活動執行成果照片

長榮報導與文學獎頒獎典禮

長榮有智慧語文趣味競賽現場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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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反思與建議

儘管目前本校幾乎每個國文課程內容都能逐步創新，落實國語

文教育並有多元呈現的特色，但是，在推動第一期閱讀寫作計畫的

過程中，我們發現，學生在三年（109 年至 111）的前後測施作結果

固然完全有達成目標值，但是，細究學生在「題旨發揮」、「資料

掌握」、「結構安排」、「字句運用」等基本語文能力上仍然不足，

特別在「題旨發揮」與「字句運用」部分更需要給予學生適當引導。

由於學生上的課程畢竟是國文課程，國文授課教師無法有足夠時間

去引導與培養上述語文基本能力，以致於我們無法合理期望授課教

師有確實修正學生在閱讀寫作上的問題。基於此，未來我們會更進

一步轉型國文課程，112-1 學期全面改以「閱讀與表達」作為課程

名稱，除了持續改善本校不同程度學生原有閱讀寫作的基本能力之

外，也可以精進個人的溝通表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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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大一國文課程前後施測手冊

大一國文閱讀寫作前測

說明：為讓學生可以在閱讀寫作上漸進培養批判性思考，同時經由

書寫方式表現自身的思維與態度，以提升學生閱讀寫作能

力，故此，請同學根據前頁優質文章並參考以下評量標準寫

下個人的心得感想。書寫作方向請由左至右。

（以下請授課教師填寫）

評量標準：請老師根據不同評量項目從 0~5 擇一打勾，並加總四個

項目以顯示評量結果，共 20 分。

【題旨發揮】：凡能掌握題幹要求，緊扣題旨發揮，思路清晰，內

容充實， 論述周延，富有創意。本次前測的題旨為

【正向人生】。

【資料掌握】：舉證詳實貼切，材料運用恰當。

【結構安排】：結構嚴謹，脈絡清楚，條理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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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句運用】：文筆流暢，修辭優美，字句妥切，用詞精當。

1. 題旨發揮（0-5）： 0O　1O　2O　3O　4O　5O

2. 資料掌握（0-5）： 0O　1O　2O　3O　4O　5O

3. 結構安排（0-5）： 0O　1O　2O　3O　4O　5O

4. 字句運用（0-5）： 0O　1O　2O　3O　4O　5O

前測評量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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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知情同意書

同學平安，

博雅教育學部未來將根據不同年度擇優選出當年度長榮大學優

秀學生短文心得作品。為了讓妳（你）的作品可以讓更多人觀摩與

學習，也希望再次確認作品內容確實是本人所書寫，因此，煩請同

學在以下空格處註記是否同意個人作品公開展出（紙本或者網路形

式）。非上述目的博雅學部將不另作使用，謝謝。

□本人同意個人作品於博雅學部公開展出

□本人不同意個人作品於博雅學部公開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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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國文閱讀寫作後測

說明：為讓學生可以在閱讀寫作上漸進培養批判性思考，同時經由

書寫方式表現自身的思維與態度，以提升學生閱讀寫作能

力，故此，請同學根據優質文章並參考以下評量標準寫下個

人的心得感想。書寫作方向請由左至右。

（以下請授課教師填寫）

評量標準：請老師根據不同評量項目從 0~5 擇一打勾，並加總四個

項目以顯示評量結果，共 20 分。

【題旨發揮】：凡能掌握題幹要求，緊扣題旨發揮，思路清晰，內

容充實，

論述周延，富有創意。本次後測的題旨為【正向人生】。

【資料掌握】：舉證詳實貼切，材料運用恰當。

【結構安排】：結構嚴謹，脈絡清楚，條理分明。

【字句運用】：文筆流暢，修辭優美，字句妥切，用詞精當。

1. 題旨發揮（0-5）： 0O　1O　2O　3O　4O　5O

2. 資料掌握（0-5）： 0O　1O　2O　3O　4O　5O

3. 結構安排（0-5）： 0O　1O　2O　3O　4O　5O

4. 字句運用（0-5）： 0O　1O　2O　3O　4O　5O

後測評量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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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閱讀與表達」課程的共同課綱

長榮大學教師授課計畫表

科目代號：（不用填寫） 學分：2 
科目名稱（中文）：閱讀與表達（暫定）

科目名稱（英文）：

開課系級： 授課學期：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

教師名稱： 上課教室：（不用填寫） 備註：

1. 授課目標

為提升學生閱讀與表達能力，並增進師生課堂互動，本課程將以學生為本體的博

雅素養精神進行規劃。有鑑於 21 世紀未來公民的核心能力涉及批判性思考、解

決問題、團隊合作、有效溝通，並落實永續目標，所以本課程也將藉由閱讀與表

達能力的培養，厚植學生的獨立思考與生活運用。本課程教學目標如下：

(1) 培養能運用語文，並逐步提升學生閱讀與表達能力。

(2) 透過多元文化的學習，提昇審美品味與自主學習能力。

(3) 引導學生產出具體學習內容。

2. 授課大綱

本課程將規劃四個單元（經典閱讀與思辨啟發、環境永續與科技創新、社會參與

與自我認識、主題實作與表達技巧），並輔以三個寫作主題（企劃書實務撰寫、

履歷表實務撰寫、創意書寫），逐步培養學生閱讀與表達能力。授課教師將根據

所選定的特色主題，如職人採訪、故事改寫、歌詞改寫與創作、醫療書寫、數位

文學、走讀與書寫等蒐羅合適的閱讀教材，並引導學生進行閱讀理解與議題討

論。學生於期末也將基於特色主題順利表達自己產出的成果。

3. 教科書

自編教材

指定教材

4. 參考書籍

請授課教師提供參考書籍。

5. 先修科目─科目名稱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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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大學教師授課計畫表（續）

科目代號：（不用填寫） 學分：2 
科目名稱（中文）：閱讀與表達（暫定）

科目名稱（英文）：

開課系級： 授課學期：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

教師名稱： 上課教室：（不用填寫） 備註：

6. 先修科目─與本課程銜接的重要概念、理論、與技能

無

7. 課外作業

8. 成績考核準則

個人出席：30%
期中測試：20%
期末成果：30%
其他（參加成果發表、作業、口頭報告等）：20%

「請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不得不法影印」、「請使用正版教科書」

教師授課進度表

週次 課程主題 授課內容 備註

1

【課程介紹】

(1) 課程說明與評量方式

(2) 理解閱讀與表達的重

要  性與應用範圍。

(1) 本學期課程內容與規範說

明：

A. 課程大綱（特色主題）說

明。

B. 期末成果呈現（可配合系

所專長取向）。

C. 分組、時間進度說明。

D. 課程評量說明。

(2) 簡述語言的重要性與應用

之道。

(1) 學生自我介

紹

(2) 進行分組



　生命教育與通識素養282

University and College General Education in Taiwan in the 21st Century

教師授課進度表（續）

週次 課程主題 授課內容 備註

2
【第一單元】

經典閱讀與思辨啟發

教師提供學生思辨題目，或

者學生也可自擬題目，例

如，什麼是經典？經典意義

是一成不變的嗎？等等。基

本上，經典的意涵可以是廣

義的。從中理解文學、歷

史、哲學等教材，並思索其

中的可能性與問題。

閱讀材料：

( 範例：小野二

郎的世界：壽

司之神終極手

藝與精神 )
教學活動：

課前閱讀

課堂討論 ( 可
採世界咖啡館

PBL(problem-
based 
learning)、六

頂思考帽等討

論方式 )
課後省思與實

踐

3
【第一單元】

經典閱讀與思辨啟發

教師持續引導學生理解經典

教材的意涵與可能應用。基

本上，經典的意涵可以是廣

義的。從中理解文學、歷

史、哲學等教材，並思索其

中的可能性與問題。

閱讀材料：

( 範例：經營之

神的初心 3：
松下幸之助的

職人精神 )
教學活動：

課前閱讀

課堂討論 ( 可
採世界咖啡館

PBL(problem-
based 
learning)、六

頂思考帽等討

論方式 )
課後省思與實

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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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授課進度表（續）

週次 課程主題 授課內容 備註

4
【寫作練習一】

企劃書實務撰寫

教師引導學生理解撰寫企劃

書的重要性，並讓學生練習

撰寫企劃書。

閱讀材料：

( 範例：企劃案

撰寫實務：理

論與案例 )
教學活動：

課前閱讀

課堂寫作

課後省思與實

踐

5
【第二單元】

環境永續與科技創新

契合近年來倡議落實的環境

永續工作，並結合科技創新

發展，教師透過相關作品帶

領學生逐步理解、討論相關

議題。

閱讀材料：

( 範例：挪威木

匠手記：透過

一位在地木工

的樸拙之眼，

深入北歐匠人

的精神世界 )
教學活動：

課前閱讀

課堂討論 ( 可
採世界咖啡館

PBL(problem-
based 
learning)、六

頂思考帽等討

論方式 )
課後省思與實

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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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授課進度表（續）

週次 課程主題 授課內容 備註

6
【第二單元】

環境永續與科技創新

契合近年來倡議落實的環境

永續工作，並結合科技創新

發展，教師透過相關作品帶

領學生逐步理解、討論相關

議題。

閱讀材料：

( 範例：東京職

人―手作傳統

工藝的守護者 )
教學活動：

課前閱讀

課堂討論

課後省思與實

踐

7
【第二單元】

環境永續與科技創新

契合近年來倡議落實的環境

永續工作，並結合科技創新

發展，教師透過相關作品帶

領學生逐步理解、討論相關

議題。

閱讀材料：

( 範例：白米不

是炸彈 )
教學活動：

課前閱讀

課堂討論

課後省思與實

踐

8
【寫作練習二】

履歷表實務撰寫

學生未來無論在打工或者其

他職場上都需要撰寫完整履

歷，教師可引導學生如何撰

寫，甚至發想有創意的履歷

表，以求脫穎而出。

閱讀材料：

( 範例：履歷表

與自傳 / 李映

瑾 )
教學活動：

課前閱讀

課堂寫作

課後省思與實

踐

9 期中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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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授課進度表（續）

週次 課程主題 授課內容 備註

10
【第三單元】

社會參與與自我認識

社會議題繁複多元，通常也

反映個人對自我的期許。教

師可經由閱讀與討論相關文

章使學生更能充分理解社會

方方面面，同時也更促進自

我認識。

閱讀材料：

( 範例：斜槓青

年：全球職涯

新趨勢，迎接

更有價值的多

職人生 )
教學活動：

課前閱讀

課堂討論 ( 可
採世界咖啡館

PBL(problem-
Based 
Learning)、六

頂思考帽等討

論方式 )
課後省思與實

踐

11
【第三單元】

社會參與與自我認識

社會議題繁複多元，通常也

反映個人對自我的期許。教

師可經由閱讀與討論相關文

章使學生更能充分理解社會

方方面面，同時也更促進自

我認識。

閱讀材料：

( 範例：恆毅

力：人生成功

的究極能力 )
教學活動：

課前閱讀

課堂討論 ( 可
採世界咖啡館

PBL(problem-
based 
learning)、六

頂思考帽等討

論方式 )
課後省思與實

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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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授課進度表（續）

週次 課程主題 授課內容 備註

12
【第三單元】

社會參與與自我認識

社會議題繁複多元，通常也

反映個人對自我的期許。教

師可經由閱讀與討論相關文

章使學生更能充分理解社會

方方面面，同時也更促進自

我認識。

閱讀材料：

( 範例：圖解臺

灣老行業與職

人魂 )
教學活動：

課前閱讀

課堂討論 ( 可
採世界咖啡館

PBL(problem-
based 
learning)、六

頂思考帽等討

論方式 )
課後省思與實

踐

13
【寫作練習三】

散文 / 新詩 / 小說 / 廣告文

案等創意書寫

教師於本週引導學生進行創

意書寫，題材自由發揮。

閱讀材料：

( 範例：生命書

寫：一趟自我

療癒之旅 )
教學活動：

課前閱讀

課堂寫作

課後省思與實

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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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授課進度表（續）

週次 課程主題 授課內容 備註

14
【第四單元】

主題實作與表達技巧

學生於期末成果需要介紹

自身或者分組作品，故教

師於本周引導學生如何製作

PPT、海報

閱讀材料：

( 範例：AI 驗
證 ! 最 強 PPT
製

作法：照做就

對

了 ! 提案成功率

94%)
教學活動：

課前閱讀

課堂討論

( 範例：講者

邀請 )
課後省思與實

踐

15
【第四單元】

主題實作與表達技巧
學生上台口頭表達的技巧

閱讀材料：

( 範例：撰寫報

告‧上台簡報

‧主持會議

的核心技巧：

簡明實用溝通

手冊 )
教學活動：

課前閱讀

課堂討論

( 範例：講者

邀請 )
課後省思與實

踐

16
【第四單元】

主題實作與表達技巧

學生實際口頭報告自己的作

品。
教師適時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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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授課進度表（續）

週次 課程主題 授課內容 備註

17
【第四單元】

主題實作與表達技巧

學生實際口頭報告自己的作

品。
教師適時回饋。

18 期末成果呈現

附件 3
112 年度上半年（111-2 學期）

112 年度深耕計畫 A2-2 溝通表達、人文關懷―閱讀表達力

前測調查表

同學好：

為了瞭解自傳寫作實施情形並提升爾後課程之品質，以作為未

來規劃之參考，煩請您撥冗填答下列問卷，並於課程結束後，繳回

給授課教師，再次感謝您的協助與支持！

長榮大學博雅教育學部　敬上

★以下各項問題為單選題，請依據實際情況與感受，在最適當的□中打勾�

題號 題目
非常

同意
同意 尚可

不同

意

很不

同意

其他

意見

1 我認為閱讀很重要

2 我認為表達（書寫與口說）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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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在寫作過程中，我都會留意字句運

用、資料蒐集、文章結構如何安排等

寫作要素

4 我的口語表達能力頗佳

5
在此課程中，我願意主動積極進行與

閱讀、表達相關的延伸性學習

6
在此課程中，我會做課前預習或課後

複習

7 我會為了閱讀、表達付出許多努力

★本課程包含以下 4 大主題，請在您覺得值得學習的項目打勾（�），可複選

1. □經典閱讀與思辨啟發　　2. □環境永續與科技創新

3. □社會參與與自我認識　　4. □主題實作與表達技巧

★資本資料，請在最適當的□中打勾（�）

身份：1. □學生　　　　　2. □其他

國籍：1. □本籍生　　　　2. □外籍生

學校：1. □長榮大學　　　2. □其他學校

附件 4

112 年度上半年（111-2 學期）

112 年度深耕計畫 A2-2 溝通表達、人文關懷－閱讀表達力

後測調查表

同學好：

為了瞭解自傳寫作實施情形並提升爾後課程之品質，以作為未

來規劃之參考，煩請您撥冗填答下列問卷，並於課程結束後，繳回

給授課教師，再次感謝您的協助與支持！

長榮大學博雅教育學部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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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各項問題為單選題，請依據實際情況與感受，在最適當的□中打勾�

題號 題目
非常

同意
同意 尚可

不同

意

很不

同意

其他

意見

1 我認為閱讀很重要

2 我認為表達（書寫與口說）很重要

3
我在寫作過程中，我都會留意字句運

用、資料蒐集、文章結構如何安排等

寫作要素

4 我的口語表達能力頗佳

5
在此課程中，我願意主動積極進行與

閱讀、表達相關的延伸性學習

6
在此課程中，我會做課前預習或課後

複習

7 我會為了閱讀、表達付出許多努力

★本課程包含以下 4 大主題，請在您覺得值得學習的項目打勾（�），可複選

1. □經典閱讀與思辨啟發　　2. □環境永續與科技創新

3. □社會參與與自我認識　　4. □主題實作與表達技巧

★資本資料，請在最適當的□中打勾（�）

身份：1. □學生　　　　　2. □其他

國籍：1. □本籍生　　　　2. □外籍生

學校：1. □長榮大學　　　2. □其他學校   

作者簡介

劉俊麟

目前任教於長榮大學應用哲學系擔任副教授，並兼任博雅學部通識

教育中心主任。主要教授政治哲學、社會哲學、倫理學、應用倫

理、社會哲學等課程。研究專長為政治哲學、倫理學、通識教育。



職能導向的大學中文能力檢測―朝陽科技大學強化閱讀與寫作教學實務　

21 世紀臺灣的大學通識教育叢書系列

291

職能導向的大學中文能力檢測

―朝陽科技大學強化閱讀與寫作教學實務

黃翠芬 / 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陳中龍 / 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壹、背景與動機

「閱讀」與「寫作」始終是大學中文教學的重大課題；尤其，

面對學生未來職場應用的需求，更是必須不斷造就。執行教育部教

學卓越計畫以來，閱讀與書寫能力的培養，一直是本校精進中文教

學計畫的主軸。延續前面所累積的成果，本校 107-111 年度的「高

教深耕 - 精進中文閱讀與溝通表達計畫」更持續強化大一新生中文

閱讀與寫作能力，進行教學單元設計、自編試題，以及前後成效的

測試；在內容方面，則採取較符合本校學生學能需求，以更精確落

實閱讀與書寫相關未來能力的培養。這種強調「職能」面向的閱讀

與書寫能力的教學與檢測的實踐，發現能符合學習者的學習需求，

並較能獲得學生的認同與配合。

「閱讀」是學習的基礎，「寫作」是個人全方位的表現。閱讀

和書寫是大學生面對未來生活與就業共通而基本的知能。面對 3C

氾濫的訊息串流，使傳統的線性閱讀模式，已然被快速流覽的碎片

化閱讀所取代，導致大學生閱讀不足和思考弱化的現象；同時，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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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書寫的思維和表達。因此，學者呼籲教育應從「閱讀」開始。
1 

學習廣泛性閱讀，不但可獲取新知識、拓展識見，享受累積知識的

成就；也更可為個人的溝通表達奠定基礎。因此，閱讀不但關係著

學生的成長，影響他們對事物的判斷認知、人性的了解；更是深入

瞭解專業知識、掌握趨勢，增強思考能力解決問題。此外，透過寫

作表達見解，發展邏輯思維，傳達獨特觀點，對於個人的心智成長

與職業競爭力很重要。

本校五年期（107-111 年）高教深耕的「精進中文閱讀與書寫」

計畫，乃藉由大一共同必修「中文鑑賞與應用」課程，針對新生進

行以職能為導向的閱讀與書寫的教學設計與能力檢測的任務。在執

行過程，規劃閱讀與寫作單元的教材與教學，教師群共創單元教學

教材，以及共同探討適切的教學策略，設法從理解的心理機制，培

養快速掌握要義，進而轉化應用。在閱讀與寫作教學過程，選擇職

能常見的閱讀文本，以及職場常需的寫作文案，作為訓練與培養的

主題教材；不但透過閱讀與書寫框架的建構，促使學生快速掌握讀

寫要領；並以即教即學的方式，檢視可能的成效與影響。如此，儘

可能貼近本校學生學習質性，進行規劃、設計與執行，從教學實踐

到檢測一氣呵成，檢視教與學可能達成的成效。

貳、文獻探討

關於「閱讀」，根據 Rayner & Pollatsek（1989）的定義是「從

1 
洪蘭（2018）《有理最美：培養閱讀好習慣，增進大腦思考力》，臺北：遠流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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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抽取視覺訊息和理解意義」；
2
「書寫」，則是人們有意識地使

用文字記錄訊息與表達意向
3
。如何讓學習者掌握到篇章閱讀訊息與

理解的要領，以及如何進行有意識地條理書寫，本校「精進中文閱

讀與書寫」計畫主要概取「圖式理論」的要義，作為閱讀與書寫的

理解與應用；並藉由「後設認知」以提升閱讀與寫作技巧自我認知

的監控機制，
4
促進大學生讀寫能力的提升。

一、根據圖式理論學習掌握篇章結構與內涵

80 年代後的學者 D.E.Rumehart（1980）和 P.L .Carrel（1983）

等皆曾運用圖式理論解釋外語的學習和閱讀理解的心理過程。法國

結構主義符號學家格雷馬斯（Algirdas Julien Greimas，1917-1993）

在《結構語義學：方法研究》提到可運用在閱讀與書寫的理解要義，

認為文本結構即是「為滿足一個主題下關聯結構的需要」，「語料

庫中表徵出來的內容將放在這個框架中描寫」，且文本將呈現一致

性程序，「能幫助我們更容易地發現冗餘現象和結構性銜接」
5
。格

雷馬斯試圖從語符語義關係，以結構語義學建立一套語法，被普遍

運用於文學、人類學，以至於法學、建築等研究的相關領域。
6

2 Rayner, K., & Pollatsek, A. （1989）. The psychology of reading.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3 
參維基百科「書寫」https://zh.wikipedia.org/zh-tw/%E6%9B%B8%E5%AF%AB（2013.3.9）

4 
關於閱讀教學方面詳實的實踐論述，參拙作〈圖式理論後設認知對高教中文閱讀能力提

升之效益〉，發表於《通識教育學刊》，第 31 期，頁 257-302。
5 

參法國格雷馬斯（Algirdas Julien Greimas）著，吳泓緲譯：《結構語義學：方法研究》，

頁 225。
6 

參法 . 格雷馬斯（Algirdas Julien Greimas）著，吳泓緲譯：《結構語義學：方法研究》，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局，1999。作者為家格雷馬斯（1917～1993）是法國結構主

義符號學家，其主要著作《結構語義學》於 1966 出版。基於二元對立的分類，他在敘事

深層結構中建立起「行動元模式」與「語義方陣」，形成一套獨特而有效的闡釋方式。



　生命教育與通識素養294

University and College General Education in Taiwan in the 21st Century

這對於閱讀與書寫的理解皆能有所啟發。這種推演文本的意義

系統的概念，源於「圖式理論（Schema Theory）」是認知心理學家

理解學習心理過程的一種理論。圖式理論發展大量應用在教學上，

運用於語言教學產生許多研究和論述。然而，運用於語言教學多數

是對於外語教學。
7
相對的，應用於本國語的教學研究則鮮少，

8
尤

其應用於大學閱讀與書寫的教學研究則更少見。

關於閱讀與寫作理論架構的認知，本計畫設法從圖式理論，提

煉原理與概念淬鍊出相適性的內容，作為教學的理論基礎。在格雷

馬斯「圖式理論（Schema Theory）」既有的概念，從掌握文本結

構進行理解，將篇章「結構性銜接」、「簡化」並「定型」，掌握

住特定主題的框架，感知文本內容邏輯性的銜接，以及建置與監控

文意可能的走向；這種心理範式的建構，有助於加速對閱讀內容的

理解，以及對書寫框架的掌握。當設法探討圖式理論的作用時，更

可發現在閱讀與書寫過程，內容與自我知識經驗的內在聯繫越緊密

時，結構化程度將越高，識記和存貯的效果也越好，如此則理解與

運用的程度則越快越多。如同學者主張 -- 從「大量的範例中歸納總

結各種文體圖式相似塊」，有助於學習者在閱讀與書寫時能簡化頭

緒；當學習者閱讀與書寫時，篇章圖式在心中形成一定的形式結構

7 
參孔琳琳，羅向陽：〈認知圖式模式在英語寫作教學中的應用〉，《當代教育科學》，

第 24 期，2014，頁 53-57。又閆濤：〈圖式理論對我國英語教學的啟示〉，《教育探索》，

第 5 期，2003，頁 69-70。雷卿等 :〈圖式理論在英語閱讀理解中的作用與缺失〉，《欽

州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1 卷 4 期，2006，頁 109-114。王嫦娟 , 李國瑞：〈圖式理

論在英語教學中的應用研究評述〉，《心理研究》，第 6 期，2009，頁 90-93。胡淑娟 :「圖

式理論對大學英語閱讀教學的指導作用」，華中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3。李瑩：「圖

式理論在大學英語閱讀教學中的應用試驗研究」，山東大學碩士論文，2010。
8 

如王敏：〈應用圖式理論對大學生寫作能力提高的研究〉，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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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貌，即是「預期」要閱讀或書寫的篇章可能的圖樣，有助於較全

面的概括理解與掌握重點訊息，則更容易產生閱讀與書寫的意圖。
9

因此，本校在中文閱讀與書寫的單元教學內容的編制上，設法

從實際的篇章進行解構分析，讓學習者快速掌握到篇章圖式的重要

概念，以促進實際閱讀時對重點訊息的理解，以及掌握書寫段落的

層次與組織。因此本計畫在閱讀方面的選材，以日常廣泛性閱讀的

文本，如近期報導、評論、特寫等為主的題材；在書寫方面所設計

的主題，也是就職場常用的文書選取，如應徵自傳、自薦函、新聞

稿、活動提案等書寫訓練。

閱讀的文本與書寫的篇章，大多不外是說明、敘述或議論。因

此，從圖式理論出發，需掌握的要義。如學者所總結的︰設法掌握

「主題」，當回應主題時，所編制的「話題串」（topic-chain），便

是在表現「話題的定義、特徵和類型」
10
、有助於掌握篇章理解與書

寫要義；而且在「每個段落有段旨」，利用關鍵性的要點與蘊含「為

主旨提供證據」以及「含有表達定義、原理、法則的句子」等，提

供閱讀理解的焦點，或是引發書寫的重點訊息。
11
如從文章首尾的

總起或小結，其中提示或暗含提示與點明主旨等，有利掌握篇章的

旨趣與展現主題意識。於是文本的抒情句的表現，可觀察到作者的

情感或態度；從議論句的表現，看到作者的見解與觀點。凡此些知

識點，將作為本計畫教學教材編制的重點理念，使學生得以順利掌

9 
參崔正升：〈文章相似塊的建構與重構〉，《寫作》，第 6 期，2016，頁 1-12。

10 
參唐青葉著：《語篇語言學》，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9，頁 13-18。以龜兔賽跑為

例作說明，其中龜兔賽跑的故事是話題；所體現的主題是驕者必敗、堅持就能勝利。
11 

參胡壯麟編著：《語篇的銜接語連貫》，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4，頁 214。綜

理張壽康（1983），楊振道等（1984）等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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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框架主結構，焦聚篇章主要成分，以更容易加快閱讀理解速度，

並掌握與應用書寫要領。

邱桂堅老師融入閱讀與新聞稿單元教學

二、藉由後設認知支配認知並轉化應用

「後設認知」（Metacognition）是個人對自我認知歷程的掌

握、控制、支配、監督與評鑑的一種心智現象。1967 年，傅來福

（Flavell,J.H.）首先將「後設認知」運用在認知活動的理解、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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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監控的歷程
12
。1985 年司騰柏格（R.J. Sternberg）更將後設認知

解析為個人對「問題性質的確認」、「選擇解題策略與步驟」、

「表徵知識的應用」、「解題時間的分派」及「解題監控」等五種

層面的認知。
13
同時，學者指出後設認知可藉由學習給予有效強化

（Kurtz & Borkowski, 1987）；經由訓練和學習，有效增進後設認知

的能力（Flavell, 1979; Stewart & Tei, 1983）14
。

因此，透過閱讀與書寫單元的教學指導，將以「後設認知」

之心智作用，運用於閱讀與書寫的應用上。當閱讀與書寫單元透過

圖式理論的教學，設法強化讓學生經由個人對閱讀與篇章書寫的圖

式認知，以後設掌握支配既有認知；在閱讀與書寫過程，轉化應用

重點理念，在自我閱讀與寫作的心理機制與歷程，有效調節與運用

認知策略，降低閱讀與書寫時的焦慮，以提升閱讀理解力與寫作能

力。

三、教師群共創教材教法，發揮指導性作用

網際網路以「靈活組織訊息」、「超強儲存訊息」的特點；符

合人類思維聯想的系統設計，不但便於檢索資訊，更能引發貫連性

的探索興趣。
15
如何把這樣的特點運用在教學設計與教學過程？為

12 Flavell, J. H. （1976）. Metacognitive aspects of problem solving. In L. B. Resnick, （Ed.）, 
The nature of intelligence （pp. 231-235）.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13 
計畫是指了解認知活動中進行的前後順序。預測指評估認知的可能結果與狀態。猜測是

指根據預測，建立假設，預設解答。監控是指了解個人在認知活動中進行的狀況及性質。
14 Flavell, J. H. （1979）. Metacognition and cognitive monitoring: A new area of cognitive-

developmental inquiry. American Psychologist, 34（10）, 906-911.doi:10.1037/0003-
066X.34.10.906

15 
參張智君〈超文本閱讀中的迷路問題及其心理研究〉《心理學動態》2001 年第 9 卷 2 期，

頁 10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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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增進與豐富閱讀與書寫單元的教學內涵，結合本校中文專兼任教

師的職能，以共創教材與共商教學策略的方式，集結教師們的專業

修為與視聽瀏覽所獲取的成果，除了辨析理解語文與篇章結構，並

針對不同形式的訊息結構進行推論、組織、並提供範示，深入理解

義涵，作為編寫教材與指導訓練的重點。

精進中文閱讀與書寫教師交流座談會海報

因此，對於教學教材的指導與傳播，如同西方符號語言學的瑞

士學者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 ）所指出的「能指」

（signifier）與「所指」（signified），所有「概念與符號的聯想結合，

正是這樣構成為整體語言的本質」
16
。因此，對於閱讀與書寫的訊

16 
參 [ 瑞士 ]：索緒爾（Saussure.F.D）著，屠友祥譯：《索緒爾第三次普通語言學教程》（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頁 8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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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傳達、各種訊息形態的理解，在教學上須有進一步的具體導航。

教師群不但須集結出足以提供視聽的音與象，更應在教學內容提供

具體要義，以喚起抽象的心靈意象與概念，方得以運用在閱讀與書

寫的歷程，發揮指導性作用。

四、在「推論理解」的歷程，發揮教學實踐的效益

當教師群完成共創教材與共商教學的過程後，如何發揮教學

實踐的效益？在此，乃藉由認知心理學家蓋聶（Ellen D. Gagné）

所提出的「推論理解（inferential comprehension）」指出的「統整

（integration）、摘要（summarization）與慎思（elaboration）」三

層面與歷程，
17
作為實現教學成效的依據。即是在教學過程，需先

借用及提煉理論要義，讓學習者得以掌握閱讀或書寫的要領。

因此，從「統整」相關資料訊息開始，設法認識相關要領間隱

含的關係，使各概念相互連貫；再者，在教師教學過程，讓學習者

能瀏覽或指示的重點訊息，以「摘要」的能力記憶，歸納大意並建

立主要觀念；最後，強化「省思」的問答與討論的思辨過程，使學

習者能從文本理解或體察書寫範示，從中獲得啟發，將理念轉化應

用在讀寫的具體實踐中；同時聯結舊知識產生新體驗，以及將所認

知的知能，展現於閱讀與寫作的實際情境中。 

17 
參教學心理學 : 學習的認知基礎 E. D. Gagne, C. W. Yekovich, F. R. Yekovich 著；岳修平譯，

（臺北：遠流出版社，1998），頁 378。



　生命教育與通識素養300

University and College General Education in Taiwan in the 21st Century

叁、中文教學與檢測設計

一、教學對象

本計畫執行的對象為本校新生，有管理、理工、設計、人文社

會、資訊、（航空 108 學年正式招生）等 6 個學院，24 個系的學生。

但是因大一共同的「中文鑑賞與應用」課程只 2 學分，本校開課方

式，採上下學期對開，各開 24 班，全年合計 48 班。因此，統計學

年學生實施中文檢測的成效，必須跨越年度進行。因此，五年期計

畫獲致完整的檢測學年成效，僅有 107、108、109、110 學年，主要

有管理、理工、設計、人文社會、資訊等 5 學院，作為教學實踐與

觀察檢測成效的對象。

二、教學設計

將職能閱讀與寫作的教學，融入「中文鑑賞與應用」教學課程

中，作為重點學習單元。主要以「重點概念」為導向，探討學習的

心理機制，以及進行教學模式與活動的設計，繼而評量成效。旨在

強調閱讀與寫作概念的掌握與轉化應用，藉由有針對性的教學步驟

的編排，以及教學活動設計的引導，從理念提示和範例分析，使學

習者能在學習歷程中，較快速理解與覺察要領，並利用即席檢測的

方式，評估其學習後，能否快速轉化應用的成效。

為拓展職場閱讀書寫能力，本計畫主要特點在於︰引導廣泛性

閱讀要領，強化理解、整合、判斷等閱讀能力的培養；同時提升職

能寫作能力，增進實務情境的書寫訓練。不但結合專兼任教師群以

及校外專家學者，設計單元教學融入課程；且透過不斷檢視成效、

修改教材，分享教學方式，尋求更有效的教學方法，持續強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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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涵，提升學生學習意願，加強閱讀與寫作的職能培養。

本校中文教師群，每學期透過說明會、群組會議、學期檢討會

等，不斷共商、分享與檢討，賡續改善與解決執行過程的問題，試

圖提升學習成效。使每學期得以根據教學實況與成效更新教學教材

與方式；即便面對疫情期間，也強化數位影音教材的製作，作為線

上教學與補救教學之用。

三、檢測工具

（一） 檢測試題編制

對於學習者在閱讀與寫作單元學習成效的評估，必須藉由符合

指標性閱讀題材的選擇以及試題的命製進行印證。這當中透過教師

群溝通、協調，以及適切分工等，落實符合職能情境的相關命題的

取材與擬定；同時確認評量方式與評閱規準等。關於閱讀題本的篇

章，則是選取近期的報章雜誌報導或媒體網頁、電子報或書籍等生

活知識或科普文章，注重選取需具備一定知識承載量的內容篇章。

此外，為顧及閱讀速度、測驗時限，決定適度剪裁節錄每篇 800 字

左右；並在每篇設計選擇題提問 5 題，形成一個題組。

試題命製上，則依序就「擷取訊息」、「解釋文本」、「比較

分析」、「省思要旨」等層次進行提問。此乃仿自國際深具影響力

的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所主辦的「國際學生評估計畫」PISA（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對於閱讀所定義的閱讀層次，

作為進行閱讀後試題提問的依據。

關於閱讀題部分，首先教師須先完成 16 篇 80 題命製，經過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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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選題與試測；從中再選取 8 篇章 40 題，編為前、後測題本。另

外，關於書寫題部分，歷年規劃教學與測試的主題單元，依序為撰

寫新聞稿、應徵自傳、自薦函、活動提案等單元的教學與測試；此

中著重以實務情境命題，擬定評閱規準，檢視書寫成效。

（二） 進行前測後測

從教學到施測，這過程是從編制教學教材、進行教學，以及命

製試題、印製題本，繼而進行測驗、收卷、閱卷、登分等。這過程

繁瑣而緊湊，各環節的執行需力求嚴謹。本校中文檢測的前測，則

在新生入學的第一週舉行施測；後測部分，則是分別融入閱讀與書

寫單元的教學後，預留時間，進行課堂即席測試，以檢視學生轉化

應用的成效。

單元教學後，即席進行後測施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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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維持一致性的教學內涵與教學品質，本計畫將教師共同完成

的閱讀與書寫的單元教學教材，讓任課教師完成單元教學，揭示上

述的閱讀與書寫圖式原理，教學過程並以實際的類型篇章作為示範

解析，讓學生得以較快速具體掌握要領；並隨即進行閱讀與書寫能

力的後測。閱讀題的後測約 30 分鐘；書寫題的後測時間 40 分鐘。

由任課教師執行，並收回答案卷，統一閱卷及登分。

四、補救教學機制

教師端在教學與教法不斷更新與提升，力求獲致更好的教學品

質；在執行過程對於缺曠課，或學習不良的學生，本計畫更進一步

積極安排補救教學課程。以課餘開課方式補救缺考與不及格者（指

閱讀題滿分 100 分，其中未達 60 分者；書寫題滿分六級，其中未及

4 級分者）。為積極落實補救教學機制，因應補救教學成效不彰，

從固定時段開課到任課教師負責指導，並鼓勵授課老師將施測成績

列入學期成績評量等作法，試圖讓每一位學子獲得積極的學習並提

升成效，使本校學生在職能的閱讀與書寫皆能具備一定的知能。

開設補救課程的教學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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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檢測成效分析

為彰顯閱讀與書寫的單元教學設計與檢測成效，本計畫採取前

測、後測的成績對照，以作為教學回饋與反思的依據。

表 1：朝陽科技大學新生 107-110 學年中文檢測成績

學年 107 學年 108 學年 109 學年 110 學年

人數 2937 2974 2763 2675
檢測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閱讀平均

（分）
70.38 84.35

(進步 13.97)
71.67 85.45

(進步 13.78)
68.84 77.12

(進步 8.28)
63.32 71.00

(進步 7.68)

寫作

平均

（級分）

3.07 4.9
(進步 1.89)

2.66 4.19
(進步 1.53)

2.42 4.3
(進步 1.88)

2.63 4.31
(進步 1.68)

中文能力檢測 107 學年 108 學年 109 學年 110 學年

閱讀進步人數 1194 1735 1448 1622
寫作進步人數 1820 2216 1810 2045
補救教學人數 1542 1615 1242 958

從 107-110 學年的中文檢測，可發現本校透過閱讀與寫作的單

元教學實踐，經過統計數據的反應，確實能展現一定的學習成效。

如 107 學年閱讀題方面進步 13.97 分，寫作題則進步 1.89 級分；108

學年閱讀題進步 13.78 分，寫作題則進步 1.53 級分；109 學年閱讀

題方面進步 8.28 分，寫作題則進步 1.88 級分；110 學年閱讀題方面

進步 7.68 分，寫作題則進步 1.68 級分。此中寫作檢測方面維持一定

的進步幅度，但閱讀檢測部分的進步幅度歷年出現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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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閱讀的成效上，從後測平均成績可觀察到，經指導後，後測

的平均進步幅度 107 與 108 學年分別為 13.97 分與 13.78 分，相對於

109 與 110 學年分別為 8.28 分與 7.68 分，顯然出現明顯差距。這當

中關係到整體學生學習水平的一致性、閱讀的耐心與意願等不同，

可能造成的影響。可發現從 108-110 學年度，本校歷年新生中文閱

讀能力檢測的平均分數，歷年有明顯下滑的趨勢。這當中可發現由

於少子化趨勢，除了新生錄取水平不齊，無法如早期學生具較高同

質性的因素外；同時發現各班缺曠的人數增加，因此平均分數出現

此落差。

另外，從參與補救教學的學生數，也發現 108 學年後，109 學

年人數大幅減少，至 110 學年更明顯下降。此中並非因成績提升需

補救指導的人數減少，而是出現學生參與補救教學的意願降低。學

習意願低落的學生數明顯增加，造成補救人數統計不如前期的現

象。

尤其到了 110 年，更發現入學的新生缺考情況更多，以致造成

閱讀測驗平均分數後測的結果甚至於低於 109 年的前測值。面對這

種情況，計畫執行過程除了採取滾動式修正方式，更加強後測後的

補救教學作為因應策略。從開設補救課程的方式，改由各班任課教

師，針對後測成績不佳的學生直接督促學習、進行課後的補救教學

並回饋成果，設法要讓學生在閱讀與書寫上具備一定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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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一致性單元教學設計的有效與可行性

從統計分析可觀察到透過一定的學理指導，設法讓學習者在知

性層面掌握到要領後，確實較能在實踐層面增進概念整合，得以顯

著提升閱讀與書寫的能力。即便，從試題命製的信度、效度仍有待

積極精準改善的情況，在有限的學分數、有限的資源下，發揮教師

群策群力的作為，透過較為一致性的教材設計與教師教學，讓圖式

理論發揮指導性作用，促使學習者在有目的的指導下，讓學生在短

時間教學過程懂得掌握要理，提升閱讀與書寫可能的職能。

二、共構教材與教學法作為改善教學的參考

利用圖式理論與後設理論為基礎，結合教師群，共創教學教材

與探討適切教學方式，作為檢視與提升閱讀與書寫效益的憑藉；同

時，藉由各班級前、後測平均分數的統計，不但比對科系、學院的

前後測平均分數表現、差異以及進步現象，更可作為因應與改善不

同質性學生教學內容與方法的參考。

例如透過教學現場的觀察，發現有些學生，因課業壓力較大，

較易產生學習的排擠效應，這類學生缺曠較多，較不重視檢測及相

關的要求；也可能是因為他們在專業課程學習中，較不慣於透過語

言文字覺知與學習，以致於在讀寫表現的成績較低。對此，不斷更

新中文讀寫應用能力的養成，力求學生學習動機與興趣的提升。

三、面對學習意願低落應不斷因應與革新

從歷年的中文閱讀與書寫檢測，除了發現學生篇章閱讀能力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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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外；更明顯發現學生書寫能力弱化。在中文教學現場，由於各

種情況與困境的影響，除了面臨課程學分的縮減外，更須面對學習

者學習動力不足的各種問題。即便教師教學端勉力改善教學品質，

在執行面不斷調整實施機制，以增進閱讀與書寫的教學成效與學生

學習參與，設計教學內涵，強化各種教學策略，並試圖藉由有針對

性的問題，進行課程設計與嚴謹實踐，優化學習流程與品質。但若

是學習者學習意願薄弱，往往較難以呈現出相輔相成的成效。

對於學習意願較為低落影響檢測成效的問題。透過中文專兼

任教師教學群評估教與學的執行，以及校內外專家學者檢討檢測成

效，改善既有缺失：並用心投入補救的人力、時間與資源，設法讓

學習者具備一定的讀寫能力。此外，鼓勵教師群在實施檢測前說明

與強調執行用意，乃在提升職能閱讀能力，強化實務情境書寫訓

練，有計畫地從教學教材至教學改善，為精緻教學品質、打造優質

課程的負責與努力，以提升學生學習意願，也讓學生感受到，中文

整體教學強化能力養成的用意能符合學習需求，以獲得學習者更多

肯定。

在這多媒體行銷、資訊氾濫的時代，藉由載具提取數位化訊息

以及知識獲取的便利性，在在提醒與逼迫教學必須做出巨大的變革

以因應。為建構符合實際情境的學習，大學中文的教學勢必須建構

更切合數位形式的閱讀教學，以增進理解、判斷與記憶的閱讀能力

培養；同時，也應訓練學生透過閱讀培養獨立思考，以增進書寫成

就。此中從原理認知，更新教學的模式與內涵，都有待教育工作者

的反思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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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仍須建置更完備的檢核與評估機制

本計畫的執行與完成，除了本校主管單位的重視，同時更得力

於計畫主持人之外的中文教師群的參與及配合。從規劃、設計到執

行過程，中文教師群相互切磋相待以成；同時也承蒙校外的專家學

者指導探討或審查相關問題，在相互討論過程激發想法與創意改善

教學，豐富教學內涵與實務應用。

然而，畢竟僅是小規模的進行實驗性的教學實踐與研究，僅供

相互參考、應用與指教。未來仍須仰賴更完備的檢核機制與精準的

統計分析，以實現更精確的信度與效度的成效，方得以透過更具體

的實證，展現普遍性的實踐的效益以為範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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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資關係法制與實用―主題教學法的

啟發

馬翠華 / 高雄大學人文社科院兼任講師

黃源謀 / 嘉南藥理大學觀光事業管理系助理教授

摘 要

本世代以來，學生的學習盲點與突破能力具有相對挑戰性的考

驗，若學校教育內容與教材能結合當代的生態環境，並以教學方法

為聯繫因素，必能讓學生勇於創新與自主學習。從學生兼任助理之

權益保障起至近年求職陷阱的詐騙，勞動教育普化已是當代教育重

要目標之一，勞資法制若先在學校學習，自能躲災避禍。本課程屬

策略性的課程，除解決困境外，還能擁有足智多謀的專長，更能因

應 AI 挑戰。首要者，教師必須先洞察國家社會對學生的影響因素，

進而選取適當個案教材，透過師生互動及團體討論與循環式的角色

扮演訓練，再透過反饋回流得知，除傳道、授業、解惑外，學生也

能獲得產官學實務經驗的傳承。然而，本課程雖提供解決問題的竅

門，卻發現學生跨領域學習動機仍有努力空間，教育者仍需再繼續

不斷研發創新的教學方法。

關鍵字：主題教學法、勞動、職業災害、勞資關係、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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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勞資主題通識教育理念 

「主題教學」是幼兒園所最常使用的教學活動，老師是學生

興趣促進者、輔導者，將教材組織後，提供給學生體驗，再搭配

連貫性的學習活動，俾便學習日常生活中重要問題等（翁麗芳，

2001）。勞資主題教學方法雖是以大學生為對象，但在教材設計上

以引發學習動機及解決生活的目標與幼兒園相似，所不同者是大學

生自主性與洞察力及判斷力比幼兒強，且設計項目聚焦於職場工

作。因此教材之設計必須兼顧大學生過去的受教育背景。

隨著科技進步，教學領域擴張性衝擊了傳統教育，單一的概

念或是填鴨式的教學再也無法滿足學生的學習動機，課堂不再是唯

一學習的地方，教師的魅力抵不過聲色科技，多元學習已成暖流氣

候，瀰漫於校園外，校內與時俱進的人才養成教育，若與企業同步

結合，必能讓學生成為經理人，永續保有競爭力。大學通識教育

是發展「全人」與建構生涯根基（劉金元，2024），勞資主題教

學法的核心就是「全人」教育（周淑惠，2006），讓學生提前準

備就業能力，使其勝任工作與生活（Kuhlthau, Maniotes, & Caspari, 

2015）。本課程兼具多種功能，讓在校生的生活及生命價值相互融

合，透過傳遞專業知識及連結生命活力，以增強其職場挑戰力。因

此，必須花很多時間蒐集及選擇教材，設計立體性架構，讓學生學

習職場百種價值觀，以達到一條龍或一站式的學習。本課程主要重

點，是提升解決問題的能力，使學生脫離「媽寶」或「遇挫折逃避」

的防衛型態，轉為自主與積極解決問題的成熟人。

許嘉予、陳麗圓（2009）認為以真實事件或題材作為案例進行

教學，可做為師生互動的核心。本課程以職場個案故事，組成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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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體，適度配置教學難度，形成教學金字塔層次，逐一上升達到

問題核心。此種教學方法不以量多為取向，而是適中設計挑戰性高

的內容，兼顧學生獨特差異性、主動參與及師生交流的密度，並釐

清學生思考脈絡及了解挑戰韌性的高度或深度。換言之，以縱向與

橫向建構方圓體系，再切入問題意識與解決方法，以培養高質量的

複合型的創新人才，使其在未來職場上有突破性成長。

本文研究意識如圖 1：

圖 1：勞資關係法制與實用―案例教學法的啟發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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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主題教學法在學校實施的機制

本課程對學生展示授課內容前，事先會精心選取與授課內容緊

密聯繫的相關案例與資料及選擇與生活密切相關的事件，強化理論

與實務並重，進行法條與事實的涵射與闡明，透過具體個案情節，

了解抽象的規範，以補足跨域課程之缺漏。課程中學生可以自由選

擇三至六人成一組，在課程大綱內十六個主題中選一個題目，進行

團體討論及報告，每組在進行報告時需先閱讀相關文獻與資料。

每組預先要繳交 PPT 初稿及上台報告，以強化其表達能力及團體

精神，鍛鍊學生面對及解決問題，每組報告時間大約 15 分左右，

報告後由教師依照報告的內容提出修改建議，將修改後的內容做為

學習成績。如遇重要焦點，會重複用不同立場與角色以案說法，建

構循環式思維，增強學習成效。對於學生滿意度的調查是採取問卷

方式，內容包括學生對於單元進度、小組報告與討論的感受，例如

學習動機、獨立思考及問題解決的能力增加等。至於學生進階建構

循環式思維的的問卷項目，包括跨領域學習及自主學習等進行統

計。除此外，本課程採納亞伯拉罕•哈羅德•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1943）的見解，同意自我實現的人格特質是與情緒有關，

且可從學習經驗與成果內化而成，透過本課程設計，發現學習情緒

與學習成果確實是正相關，學生學習動力有提高。

一、初階：建構地圖式項目

本課程是為大學一至四級學生開設，除注重企業管理層次與勞

動法令之教學外，也鼓勵學生提早準備相關證照考試，同時讓學生

在校園內提早學習到企業內部管理應有的法律專業，提升學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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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為確保及強化本課程的學習效果，教材的設計是以結合產官

學的實際專業經驗為立論點，再透過學生學習的激情與興趣進行系

統化與實務性闡釋，歸納與演繹，以期學生能快速掌握重點，理解

問題關鍵。 

從整體而言，學生在校重心放在本科系專業知識的精進，基於

功利導向，對於本課程缺乏積極性學習。因此，課程學習目標定位

在本論性及系統性之概念運用，結合實際案例闡釋，將現實之勞資

糾紛整理出爭點，並列出問題意識促動其反思，並將教師的教材及

講授的關鍵點串連成一系列思維，以學得精明智慧與專業知識。更

為提高專注力及正面學習情緒，特別規劃由淺入深進度，再以案例

傳達問題的關鍵點，必要時會以卡通人物做比對，強化啟發性的串

聯思維，如下圖 2。

圖 2：勞資關係法制與實用―啟發性串聯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當學生課程上提出問題時，教師從旁協助並提供多元解決問

題的可能途徑，讓學生嘗試錯誤後，再給予正確答案，以建立爾後

相同事物相同處理的能力。總之，本課程是透過案例訓練學生的思

維，將具體的案件，放置法規範要件之下，進而創設其解決問題的

新思維，用案件事實套法律，再用法律套案件事實的推論規則，以

專才專業訓練方式，讓學生在打工或進入職場期間能夠適才適所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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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發揮專長，個案學習路徑如下圖 3。

圖 3：勞資關係法制與實用―地圖式項目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二、進階：建構循環式思維

東京大學榮譽教授佐藤學於 1990 年代發現學生在社會轉型中，

看不到未來，而有「從學習中逃走」的趨勢（無學習動力）。基此，

本課程除了開發學生個人動態實務性的探究思路為起步階段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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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再要求學生以一個職業人的身份進入角色扮演的學習，讓學生掌

握並運用初階的專業性法令知識，再透共同學習模式，不斷就不同

案例循環式思維，學習用法律解決糾紛，結果發現學生可透過小團

體的角色演練，產生獨立性與創見性自我訓練，互相提醒盲點，更

能澄清矛盾或從眾心理及關注同學間的學習情商。循環式思維如下

圖 4：

圖 4：勞資關係法制與實用―角色扮演的自我訓練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參、特色成果

一、課程規劃

本課程是以勞動教育為核心，一堂課只談一至三個主題，透過

案例融合多元知識與多種技能，包括學生的生活或情感經驗，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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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學科學習，有學者（馮丰儀，2012）指出個案故事雖無單一正確

答案，但學習者可探索灰色地帶問題，有助於認知到處理現實世界

問題的複雜性。再者，個體對自我與行為成果也較為滿意（Deci & 

Ryan, 1985, 2000）。因此，本課程設計時特別注意下列事項：以

勞動教育為主題核心，跨越學科之間的界限，例如民事賠償、刑事

責任及行政罰等相關規範，讓學生在一個主題中學習到多個學科知

識，在教學過程中將許多停留在理論及法令層面的思維，落實到具

體個案中，促動其學習動機與提升其解決問題的能力。經統計問卷

發現 70―80% 的同學，對於勞動主題導向的教學方式、實際案例

的演練及法條的結合的學習，特別能融會貫通。學生回饋的意見包

括：希望再增加多元的時事議題進行討論、實際案例結合法條的運

用破除枯燥乏味、觀察影片後的討論學習更多等。

（一） 具體案例如下：

第一案：「阿強是剛畢業的研究生，在學期間經常代表學校到

韓國等地比賽，獲獎特多，因成績好但家境清寒，平常除打工外，

就是讀書。畢業後有一位老闆阿明，因與學校互動良好而熟識，於

是阿強與阿明談妥每月工資為 30000 元。豈料，上班後第一個月老

闆說經營困難延後發薪，第二個月阿明向阿強說，要合資研發產

品，原料 30000 元由阿強出借，並研發產品，第三個月老闆又說原

料不足再請阿強出借 30000 元。阿強一直工作滿 6 個月都沒領到薪

水，借出的 60000 元也要不回來，只好向阿明辭職，未料阿明誣稱

阿強侵占、背信、詐欺，提起告訴？

第二案：阿美是外送員，112 年 4 月 20 日當日下著大雨，她騎

機車行駛路口時闖紅燈，被 33 歲阿強的貨車撞上，人車滑行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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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警方到場判斷已無呼吸心跳，且雙方當事人都無酒駕，初步

判斷貨車為綠燈，阿美送貨途中闖紅燈，老闆應如何處理才符合法

律規定？

（二） 課程結構及鋪陳：

1960 及 1970 年代北美的文獻中出現自主學習理論（Knowles，

1970），1984―1986 年世界性組織展現案例教學法並編製與師資

培育課程案例手冊，對於個案故事的教學型態蔚為風氣（張民杰，

2001）。另尤素芬與鄭惠珠（2018）曾運用多元教學方法，運用案

例討論，促成同儕討論與合作機制。基此，為促動學生學習動機與

建立自主學習能力，特別開設「勞資關係法制與實用」，期採用主

題教學法，將理論與實踐的過程建構起一道彩虹橋，貫穿兩者間的

運用關係，讓學生透過案例進行具體思考與學習。 

1. 專業知識內容套入實踐層面

依據《勞動基準法》第 2 條規定 1 項 3 款、第 21 條第 1 項、第

22 條第 2 項、第 27 條、第 79 條之規定，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

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且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雇主不按期給付工

資者，得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第一案的教學目

標在於讓學生知道雇主有應盡的法定義務，進入職場時必須與雇主

簽訂僱傭契約，方能受到勞動法令的保護。實務上，勞資雙方有從

屬性就是僱傭，即人格從屬性、經濟從屬性、組織從屬性等，學生

在企業上班打卡，老闆有指揮監督事實，就是僱傭關係，雇主應給

工資。本案於法條闡明後，學生雖對積極學習法令有進一步認識，

但忽略雇主報復性的刑事告訴，本課程以一條龍的教學方法，讓學

生知悉單純法條無法解決複雜勞資關係，必須從初階基礎知識及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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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的角色扮演建立循環式思維與整體化及系統化自主學習，以達到

熟稔及內化為止。

2. 案例的篩選與步驟

本課程將授課目標及內容設計主題類型化後，再串聯法條與產

官學專業知識焦點，結合真實案例予以分析，目的在於啟發學習潛

能及培訓解決問題的能力，讓學生了解「生活是法律，法律也是生

活」，從企業不正常的制度，引出刑事告訴問題，期能引導學生積

極學習法律生活化的專業。有學者（馮丰儀，2012）認為建立師生

合作夥伴關係的學習，能培訓學生高層次的能力。因此，學生換位

思考的訓練，更能深入教化。以第二案的職業災害而言，讓學生知

道職業災害，起因於工作中的事故，事前安全措施應優先於遂行職

務。

3. 教學目標與深度

隨著 AI 科技世代的來臨，培訓學生多學科的統合能力已成趨

勢，尤其反思及判斷能力的訓練特別重要。以第二案為例，初階的

鋪陳有三個層次，第一層為技術知識技能層次，闡明通勤災害與執

行職務中的交通事故，兩者間法律保護範圍有明顯區分。有關通勤

災害是否由雇主負擔《勞動基準法》第五十九條之補償責任，向來

有二分式思維與判決，例如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9 年度勞訴字第

250 號民事判決，認為雇主要負責。但是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7 年

度勞訴字第 163 號民事判決，卻認為雇主不必負擔責任，由勞工保

險局現金支付。第二層次為案例體會層次，以個案事件發展時序說

明，讓學生了解民事賠償或職災補償的區別。第三層為批判反思統

合層次，於歸納事實真相後作為結論。進階設計目的在於透過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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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的條件放置於具體角色情境，以循環式思維進行個案分析，由

學生進行角色扮演，實際演練，透過問題意識的認知，獲得更精確

的結論。其次是進行問題分析，讓學生了解闖紅燈的違規行為是否

阻礙職業災害的認定。再次是理解過去的處理策略，通常按照車禍

鑑定分析肇責比例，但阿美事件屬執行職務中，在馬路上被撞死，

非單純通勤災害，應該進行兩個程序索賠，一是向肇事行為人請求

損害賠償，另一是向雇主請求補償。從過去的思維迄至最後檢討分

析的結果，發現學生能針對現實問題鎖鏈，進行解碼，且能不斷用

心去感受。

二、勞資主題式報告之進行步驟

為使學生深化法律的邏輯運用，授課前會精心選取與授課內容

緊密聯繫的相關案例，並選擇與生活密切相關的事件，進行法條與

事實真相的涵射與闡明，使學生理解學理或法條專業知識與實務的

解決力必須結合，以補足跨域課程之研發與開設的不足。課程中學

生可以自由選擇三至六人成一組，在課程大綱內十六個主題中選一

個題目，進行團體討論及報告，每組在進行報告時需先閱讀相關文

獻與資料。每組預先要繳交 PPT 初稿，每組必須上台報告，以培養

學生的語言表達能力及團體討論精神，鍛鍊學生的面對問題及解決

問題，每組報告時大約 15 分左右，報告後由教師依照報告的內容提

出修改建議，以修改後的內容做為學習成績。如遇重要焦點，會重

複用不同立場與角色以案說法，增強學生記憶力。

本課程對於學生滿意度的調查時間是在學期結束前一週，採取

問卷方式，內容包括單元進度及小組報告與討論的感受、主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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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提升學習動機深度、獨立思考及提高問題解決的認知等。另本

課程對於進階學習的問卷項目，包括跨領域學習、問題導向、永續

與自主學習等，用以獲知學生對於課程的理解深度和整體學習後面

對困境的因應成果。

肆、心得與建議

本課程設計前深知主題教學是將精選案例展現給學生，激發學

生學習的動機，是連接理論與實務的好方法（謝淑敏，2021）。課

程進行中發現如欠缺個案故事，則學生會失去學習靈魂，無情境無

理解，無法學習法規範的抽象意旨，例如工作權必須結合國際性的

概念，必談國際勞工組織（ILO）制定工人保護的國際標準及公約

規範，對學生而言太過遙遠，學習力的上升恐有限。 

現實環境中，許多勞資爭議非事先可以預防，蓋雇主與受僱者

都有特殊相異的人格特質，在校學生很難領悟職場的慣性或行規，

因常年在校的學生若僅有基礎性或固著性學習，恐難完全適應企業

文化。以第一案而言，學生是學校培訓的優秀學生，若知給付工資

是雇主應負的法律義務，可以不必容忍慣老闆的剝削。第二案例是

提醒學生在工作中雇主對於使用機車從事外送作業，有義務置備安

全帽、反光標示等合理及必要之安全衛生防護設施。從預防到補償

都必須以保護勞動者人格權為核心議題，尤其受僱者失去生命時，

雇主是第一順位的債務人。在影片的觀賞方面，讓學生對於抽象理

論及法條能轉化、吸收及理解，並清楚理解雇主與員工角色義務的

概念。

總之，本課程發現學生能清晰察覺法條結構與運用，理解奴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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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剝削的違法性，也能就更多時事議題進行討論。然而，整體評估

後，也發現學生的獨立思考、問題解決能力、自主學習雖有提升，

但仍有努力空間。面對 AI 世代的來臨，統整生態環境的競爭與專業

知識的提升刻不容緩，未來教學目標可進行更深度內容的傳遞，期

盼教師的角色以教育家的無私貢獻為使命，勇往直前共創與實現師

生共存的終生學習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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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行動及深耕

―泰國移地教學推動經驗

林俊宏 / 南華大學自然生物科技學系暨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壹、國際移動力與通識教育

一、培養國際移動力

海外移地學習，可以增進學生的國際觀及行動力，培養國際移

動力。

國際移動力是 21 世紀應對全球化的重要能力。歐盟、美國、澳

大利亞等國家都提出相關計畫，以提高國家和青年的國際競爭力。

國際移動力教育的目標，是提升國民和國家的生產力和競爭力。培

養國際移動力要從小學開始，培養孩子的好奇心和世界視野。各國

強調教育改革和資源整合、重視大學的特色發展、培養學生的國際

自信心。臺灣當前的國際化教育過於注重語言能力，應該從國中小

做起，培養學生的國際參與感和定位認識。大學可減少管制，發展

特色，讓學生在國際上找到方向（郭壽旺，2019）。

二、國際教育培養的能力

國際移動力是一種複雜的能力，需要學生在面對國際環境時展

現溝通力、適應力、專業力、實踐力。透過國際移動力可以提升學

生在認知、情感、行動、人際、生活和環境適應的層面。國際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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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需要培養公民力、語文力、職涯力、人際力、文化力、生活力六

大能力。要培養學生的國際移動力，學校可以成立專責單位，透過

交換學生等計畫推動，並將國際移動力的相關課程融入通識教育和

專業課程。校園活動也可以提升學生的跨文化能力。而學校需要採

取系統性、全面性和整體性的策略，從組織結構、政策層面、課程

設計、校園生活以及學生的學習動機著手，以培養學生的國際移動

力（湯堯、黎士鳴，2019）。

國際教育涵蓋空間、時間、議題、內在四個層面，在融入課

程時需考慮議題的地理和歷史脈絡、核心概念、與學習者之間的關

係。橫軸包含知識、技能和態度的學習目標。在議題融入課程時，

重新整合多元文化教育和國際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和國際教育的最

終目標在於解決人類所面臨的不公義問題，促進社會正義。由於全

球議題無法直接在全球層面解決，因此必須從個人和團體層面著

手。透過結盟和整合兩種相關議題的活動，方能找到解決問題的多

元和全球視野（劉美慧，2017）。

學生可透過國際教育進行深入的跨文化觀察、體驗、關注和

比較，需要調整原有思維或整合不同知識，方能理解特定情境或解

決問題。這有助於學生理解不同文化的立場，強化他們在全球化環

境中的集體認同感，提升跨文化交流的社會凝聚力，並將將具備正

確解讀和理解各種跨文化情境中，語言和非語言線索的能力（辜雅

珍、黃乃熒、周婉琦，2019）。國際教育將培養學生跨文化知識轉

化力、跨文化人文關懷力、跨文化情境覺察力等三個教育能力。

三、通識教育的國際化

高等教育國際化中的在地國際化和課程國際化。在地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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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通過校園內的活動幫助大多數沒有出國的學生獲得國際經驗和

跨文化能力；課程國際化是在地國際化的關鍵，需要把國際和跨文

化元素融入課程。課程國際化可以通過不同類型的國際化課堂實

現，但國際生和本地生的互動需要採取介入措施促進，不會自動發

生。臺灣高等教育應開啟在地國際化討論，重視以本國學生為主體

的課程國際化，教師須具備國際經驗來帶領國際化課堂，採取措施

引導學生互動，以達成整體國際化的目標。大學國際化應該採取有

目標、整合和全面的取向，不僅僅是一系列國際教育課程，也不僅

僅是要求修習語言、在通識課程中加入全球或國際議題，更不僅僅

是提高出國學生數。大學應該更有目標地連結國際化的計畫和活

動，塑造學習環境，使更多學生能夠參與這樣的經驗（王湘月，

2019）。

貳、海外移地教學及海外學習獎勵

一、海外移地教學

為加強國際學術與文化之交流，並協助在校學生至國外增廣見

聞，訂定「南華大學境外移地教學實施辦法」，各開課單位因教學

需要，須將課程全程或部分移往境外地區之講授、教學活動與參訪

者，可依本辦法辦理。

海外移地教學課程應於前一學期由各系提出書面「海外移地（境

外）教學與課程實施計畫書」申請，經各級課程委員會審核通過。

所需之學分由各院系或通識教育中心所分配之學分中勻支，海外移

地教學以在暑假或寒假辦理為原則，暑假所開課程應納入秋季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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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寒假所開課程應納入春季計算。

海外移地教學每團參加學生人數以不低於 15 人，至多不超過

四十人為原則，由任課教師一名領隊，超過 30 人時，得增加教職員

一名協助之。每位領隊教師及隨團協助之教職員經審核其必要性通

過，並實際參與協助工作後補助經濟艙來回一次機票費用。

二、海外學習獎勵

南華大學為配合全球化發展趨勢，結合跨國「佛光山教團系統

大學」運作，鼓勵學生參與海外學習以增進國際視野，期以學術及

文化之國際活動，促進學生專業知能與國際接軌，訂定「南華大學

學生海外學習獎勵要點」。本校學生赴姊妹校、教育部認可之海外

大學校院或本校認可之海外機構，進行學生交換、學分研修、語言

學習、國際志工活動、服務學習課程、海外實習（含佛光山海外道

場義工），以及與校務及學術相關的國際活動等，均屬於海外學習

之範疇。有編列海外學習專款，學生多益成績 387 分以上，就有 3

萬至 30 萬不等的海外學習獎勵金。移地教學的籌備及旅程安排，是

很重要的學習過程，透過教師與學生共同籌備、共同出發、異地行

動、成果發表，可以展現學習歷程。

此海外學習獎勵，乃希望學生能夠增強語言能力，並透過海外

學習獎勵減少經濟負擔。教師帶隊出去前，均會輔導及鼓勵學生通

過語言能力檢定，以獲得海外學習獎勵。

參、泰國移地教學推動經驗

教師透過通識課程、海外移地教學、學生自主學習課程，將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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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 / 泰國的文化差異、環境變遷、氣候衝擊等議題，融入學習單元

中。開課教師於 104 年暑假，透過國際及兩岸交流處及自然生物科

技學系「環境科學」課程，第一次帶領 21 名學生，至泰國清邁皇

家理工大學（Rajamangal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Lanna, RMUTL）

進行移地教學。有了第一次經驗之後，後面課程將導入通識教育課

程，並招募學生至泰國清邁移地教學。

一、泰國文化（2 學分）

（一） 運作方式

第一次移地教學經驗是在 104 年暑假時，透過系專業選修課程

招募，學生特性及相處模式較易掌握。第二次移地教學是在 106 年

暑假，以「泰國文化」（2 學分）通識課程招募學生。許多學生對

海外移地教學課程不瞭解，需要透過多次說明會招募，最後招募到

13 名學生，來自五個學系，於 106 年 7 月 23 日至 8 月 06 日前往

RMUTL 移地教學，由南華大學海外學習獎勵金或移地學習獎勵金

補助。

與泰國姊妹校 RMUTL 合作，開設「泰國文化」課程，招募到

聘請當地業師透過實境教學，與授課教師共同教導泰國文化，讓學

生可以更認識泰國及東南文化，為未來南向準備。

（二） 成果

RMUTL 國際處同仁全員出動，全力辦這個活動，非常感謝她

們的認真付出。每位同學都被安排了一個 buddy 國際學伴，尤其有

位清邁華校一新中學畢業生在內，讓師生有賓至如歸的感覺。校內

不同系學生與 RMUTL 學生之間，都有很棒的交流。介紹了泰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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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忌，他們是很注重長幼倫理，講話不能生氣大聲講話，即使有情

緒，也要心平氣和地講。經過年長者例如老師面前，也要屈身經過

表示恭敬。

課程安排體驗泰國文化的舞蹈、語言、工藝、自然、宗教。

兩週時間安排了泰式剪紙、泰國傳統舞蹈（如圖 1 所示）、參觀

舊城區寺廟（Wat Phra Singh 帕邢寺、Wat Chedi Luang 柴迪隆寺、

Wat Phan Tao 盼道寺）、山上寺廟（Wat Phra Doi Suthep 素帖寺）、

Royal Park Rajapruek 拉查帕皇家植物花園、Doi Inthanon National 

Park 茵他儂國家公園、瓦洛洛傳統市場（warorot market （kad 

luang））、製作泰式料理、基礎泰語（如圖 2 所示）、設計思考、

Maesa Elephant Camp。

這次觀察到臺灣的學生，從不敢講英文，到敢開口講英文，尤

其 design thinking 課程，有同學主動出來講解組內的討論結果，沒

有擬稿就上場，邁出勇於開口的一步。姊妹校安排活動很仔細而且

活動都很有意義，反過來若我們辦類似接待課程的話，有很多小細

節要注意，值得借鏡。

圖 1：「泰國文化」移地教學：泰國舞蹈、剪紙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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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國經典―瑞秋‧卡森《寂靜的春天》（3 學分）

（一） 運作方式

環境科學是一門綜合性的學科，是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及社會

科學的交集。本課程將由外國經典―瑞秋‧卡森《寂靜的春天》導

讀開始，透過介紹目前全球面臨之環境生態問題，結合常接觸到的

污染型態介紹，建立物質及能量循環之概念，最後擴及企業及國際

環境議題。

本課程採取移地教學模式，並屬服務學習內涵課程。在全球環

境變遷劇烈之大環境下，雖能實施人道救援，如提供物資、避難或

金錢資助，但是在此過程中環境缺乏適當復原及調適，可能造成社

區及民眾的困擾。例如 2011 年 7 月，泰國遭遇連續暴雨，造成多處

水災，影響產業及國際產業供應鏈。將藉由團隊自主學習，於臺灣

預先導讀《寂靜的春天》，並透過泰北國際志工之籌備及推廣，並

藉由社區服務、影片或課堂講解，建立物質及能量循環之概念，將

推廣至生態、生活、生命教育及氣候變遷調適之應用，訓練觀察氣

圖 2：「泰國文化」移地教學：泰國料理、語文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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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變遷衝擊對生活之影響及提出解決方案。本課程以專案學習導向

（Project-Based Learning）的互動學習，透過「知識、問題、策略、

實踐」，引導學生觀察、發現問題及嘗試提出解決解決方案。

各地區對環境變遷衝擊所擬定之對策皆不同。本課程主要透

過移地學習，瞭解並比較臺灣 - 泰國環境衝擊減緩及調適策略，作

為課程學習重點，並進入密封頌府拜縣進行環境探索及服務，以深

入瞭解臺灣 - 泰國環境之差異。例如，農藥管理、水資源及管理問

題、糧食安全問題、災害問題、社區發展、民眾調適策略等議題，

以作為學生學習之借鏡。

本課程透過外國經典―瑞秋‧卡森《寂靜的春天》的閱讀，導

出全球環境變遷及生命教育的意涵及行動方案。以全球在地化之角

度規劃，讓學生瞭解東南亞及臺灣之差異，使學生：

1. 具有獨立思考、發現環境問題的素養。

2. 藉由「寂靜的春天」的研讀和介紹，使學生瞭解環境變遷的多元

衝擊。

3. 具有環境變遷 / 生命教育行動方案的實踐能力。

4. 具有溝通協調、同理心及團隊能力。

5. 透過「生態毒物學」（Ecotoxicology）和「生物多樣性」

（Biodiversity）的指引，能瞭解化學物質的物質循環。

6. 藉由生物、生態之美，讓學生的美學素養得以因而提昇，並建立

起對生物、環境和生命的情感。

（二） 成果

共招募到 16 名學生，於 107 年 7 月 1 日至 7 月 15 日共 15 天，

至泰國移地教學。學生於國內籌備期 3 月起，共進行 8 次籌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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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即開始閱讀文本、瞭解場域、場域夥伴線上會議、準備社會實

踐方案，希望透過實踐「生命教育＋環境教育＋社會企業＝擴大社

會影響力」，達到區域內村落發展及教育發展共好之目的。社會實

踐地點於：夜豐頌府拜縣山地村及海育中學、戒毒中心、拜城野豬

生態園。

其中，拜縣每年都會遭遇大水，尤其村落中的天主堂，曾於

2005 年被土石流淹沒，許多居民記憶非常深刻。此外，山地村從事

農業，村內持續開發山坡地。教導學生及村民灌溉用水水質檢測，

並辦理親子共學工作坊，鼓勵小朋友帶著家長一起參加。尤其發

現，在鄉村很少針對親子設計活動，本次特別於週六設計親子共學

工作坊，導入環境科普，由學生與家長共同學習。這使志願服務的

影響力從華校擴展至家庭。拜縣每年都會遭遇大水，山地村從事農

業，村內持續開發山坡地。教導學生及村民灌溉用水水質檢測，並

辦理親子共學工作坊（如圖 3 所示），鼓勵小朋友帶著家長一起參

加。

1. 河川水質檢測

2. 水土保持教育

3. 資源回收教育及校區維護

4. 親子共學工作坊

學生學習反思摘錄如下：

• A 生：我們也會利用休息時間規劃服務戒毒所小朋友的課程及活

動。在服務戒毒所之前，大家都很手足無措，可能是因為語言不

通的關係，大家格外緊張。活動前的準備大家都很投入，甚至會

排演一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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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生：到了活動當天，我們的講師還在緊張，但是當真正接觸到

小朋友時，才鬆了一口氣。發現他們很乖很可愛，也很配合我

們，不管是上課還是玩遊戲，而且比較大的小朋友還會幫我們照

顧比較小的，讓我們活動進行得更順利。其中在教小朋友摺紙

時，他們也會教我們折泰國版的，像是甩炮，折泰國版的比臺灣

的還大聲，也比較簡單，這樣的交流是我沒有想到的。

學生社會實踐方案成果豐碩，回臺後主動參加教育部「青年海

外和平工作團績優團隊競賽計畫」，獲得銅獎佳績。

圖 3：「外國經典―瑞秋‧卡森《寂靜的春天》」移地教學：於夜豐頌府拜縣進

行水質檢測教學、親子共學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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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球環境變遷與永續發展（3 學分）

（一） 運作方式

各地區對環境變遷衝擊所擬定之對策皆不同。本課程主要透

過移地學習，瞭解並比較臺灣 - 泰國環境衝擊減緩及調適策略，作

為課程學習重點，並進入夜豐頌府拜縣進行環境探索及服務，以深

入瞭解臺灣 - 泰國環境之差異。例如，農藥管理、水資源及管理問

題、糧食安全問題、災害問題、社區發展、民眾調適策略等議題，

以作為學生學習之借鏡。

本計畫預計以專案學習導向（Project-Based Learning）的互動學

習，透過「知識、問題、策略、實踐」，引導學生觀察、發現問題

及嘗試提出解決解決方案。藉由大學生與泰北華人學校的互動，達

到：

1. 認識當地環境變遷衝擊。

2. 提高學生對永續發展之認知。

3. 訓練學生及民眾對環境變化的觀察力。

4. 提出並實施環境變遷之減緩或調適方案。

（二） 成果

本課程透過說明會，招募到 21 名學生，112 年 3 月至 6 月之

間，學生發起自主學習課程，研讀環境行動的背景知識，並定期與

泰國場域夥伴線上開會，討論行動方案。此外，以村史工作坊培訓

學生進行服務時的訪談倫理與訪談技巧，並持續授課探討泰國在地

議題，以及社會參與、社會責任的重要性，為前往泰國場域做充足

的準備。行前，透過教師指導學生產出社會設計及行動方案「泰國



　生命教育與通識素養338

University and College General Education in Taiwan in the 21st Century

山村永續共好行動」，關注：少數民族農產產銷、戒毒中心環境問

題、華人村 - 山地村缺少村史、山地村環境保育等議題。於 112 年 6

月 26 日至 7 月 3 日赴泰國夜豐頌府拜縣移地教學。透過臺灣和泰國

環境變遷衝擊下的比較，學生與教師能更深入地了解不同地區對環

境議題的回應方式。

學生們在農藥管理方面學到了夜豐頌府拜縣面臨的農藥濫用問

題，這對當地的生態環境和農產品的品質產生了重大影響。透過與

臺灣農業管理政策的比較，學生們認識到農業管理政策對保護環境

和農產品品質的重要性。

此外，水資源和管理問題也是學生們關注的焦點。夜豐頌府拜

縣面臨著水資源不足和管理不善的挑戰，這讓學生們意識到科技創

新和有效的水資源管理在解決環境問題和提高社會福祉方面的重要

性。通過與臺灣的水資源管理方式的比較，學生們能夠學習到更永

續的解決方案。

糧食安全問題和災害問題也引起了學生們的關注。他們了解到

夜豐頌府拜縣面臨的糧食供應不足和飢餓問題，同時還面臨多種自

然災害的風險。透過與臺灣的糧食安全和災害防範措施的比較，學

生們能夠了解到如何提高糧食安全性和災害防範能力的重要性。

最後，學生們也探討了社區發展和民眾調適策略方面的差異。

夜豐頌府拜縣社區發展面臨著許多挑戰，例如基礎設施建設和社區

參與度不足。通過與臺灣社區發展的比較，學生們能夠學習到社區

參與和共享的重要性，以及如何促進社區的永續發展。

學生學習反思摘錄如下：

• C 生：這次我所教學的主題是資源回收，利用桌遊與資源回收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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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讓他們在輕鬆的授課下，學習資源回收是什麼、為什麼要

資源回收和資源回收所帶來的效益是什麼？且在上課的過程中，

也互相交流泰國的資源回收是如何運作的，而臺灣的資源回收又

是如何運作的。

• D 生：海育中學的班級是利用華文程度下去分班，而我的第一個

班級是小六。第一次進班教課的時候超緊張，很怕語言溝通不

良，無法把我們想傳達的知識給他們。很開心的是他們的華文程

度都還可以，且他們都很認真也很活潑的和我們互動。

學生在泰國的行動方案，獲得教育部青年發展署「青年海外志

工服務績優團隊」―「需求評估與對應方案」優等。

圖 4：「全球環境變遷與永續發展」移地教學： 
於夜豐頌府拜縣進行水資源踏查、水質教學，每日進行學習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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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本文主要探討國際移動力、通識教育、海外移地教學、海外

學習獎勵以及在泰國的移地教學推動經驗等議題。透過這些教育措

施，學生能夠培養國際觀、增進國際移動力，提升在全球化環境下

的競爭力。移地教學可以培養學生全球觀、國際視野、社會實踐能

力的有效途徑。希望學生透過國際教育，能培養跨文化知識轉化

力、跨文化人文關懷力、跨文化情境覺察力等能力。

移地教學的籌備及旅程安排是學習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透

過教師和學生共同參與籌備、出發、行動、發表成果，展現學習歷

程。海外學習獎勵激勵學生參與跨國學習，提供經濟支援，減輕經

濟負擔，同時希望學生能增強語言能力，提升國際視野。

學生在泰國的移地教學中，透過參與當地社區服務、與當地學

生合作等方式，培養跨文化合作、溝通、領導等能力，擴展國際視

野。教師在移地教學中扮演著引導者、陪伴者的角色，需要充分準

備、組織好學習活動，同時能夠引導學生深入思考，並引發自主學

習動機。

然而，實施這些措施需要學校組織結構、政策體制、教師陪伴

等多方面的支持。期望未來能有更多學校採用類似的方法，培養更

具國際競爭力的新一代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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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軍校生就業力的教學實踐研究―

以「生涯諮商與輔導」及「心理學」課程

為例

黃淑華 /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摘 要

本研究希冀導入不同教學模式，以提升軍校生未來職涯之就業

力。在「生涯諮商與輔導」課程中，導入生涯抉擇平衡單，以提升

軍校生的生涯決策能力，減少軍校生生涯決策困難，並蘊育軍校生

對未來職涯有更深的省思，找到自己未來職涯方向的定位。在「心

理學」課堂中，導入薩提爾天氣報告模式，引導軍校生在班級情境

中進行自我與同儕之對話練習，以促進班級人際關係的互動與瞭

解，提升軍校生的人際溝通技巧，裨益於軍校生未來職涯之適應。

關鍵詞：生涯抉擇平衡單、薩提爾天氣報告模式、生涯諮商與輔

導、心理學

壹、緣起

大學之建立與發展，應以培育當代世界公民的素養為核心理

念，而不應僅是某種職涯上的專業能力訓練機構；故做為全校性、

跨學門基礎與核心教育的大學通識教育課程，應在實踐校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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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校辦學目標下，作為此理念之實踐途徑（黃雅淳和劉金源，

2014）。且隨著全球化時代的來臨，大學通識教育的具體目標，在

課程設計上以「核心能力」或「基本素養」為主軸，希冀學生在未

來快速變化的社會中，能夠具有國際競爭力、順利就業與過更好的

生活動力（Rychen & Salganik, 2003）。

然相較於民間大專院校通識課程的多元與開放，軍事院校的通

識教育行政法源依據繁複，且在層層條文的框架與限制中，軍事院

校的通識課程規劃並無太大的彈性空間，致使通識課程名稱、學分

數與教學內容等均有既定的規範。故軍事院校通識必修課程比例偏

高，軍校生僅能研修固定的通識必修課程，不能彈性且均衡地選修

多元通識課程。且軍事院校在「為用而訓」的教育目標導向下，其

通識教育著重於未來職涯就業力與心理素質之培育。研究者長期擔

任軍事院校通識心理學群課程的教學，一直思索如何透過「心理學」

必修課程與「生涯諮商與輔導」選修課程之規劃，營造多元面向的

學習方式，策進理論與實踐層面的融通，以增益軍校生未來生涯就

業力之融滲，作為軍校生日後生涯發展的有利資產。

孰知軍事院校為封閉型的教育環境，一堵圍牆隔絕軍校生與

外界環境的接觸，提供一個特殊的教育環境。且由於身分特殊，軍

校生畢業後，自任官之日起服常備軍 / 士官現役最少年限為 6 至 10

年，所以軍校生未來的職涯是可預期的。然研究者於課堂上詢問學

生為何選擇進入軍校就讀？軍校生普遍的回答是順應家長要求、沒

甚麼定見、軍旅生涯較為安定，軍校生對自己的未來常充滿自我設

限，甚或妥協、無力感；且軍校生常認為自己若能就讀民間學校，

應有另一番作為。研究者與畢業學生互動或到部隊參訪時，亦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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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畢業學生嚷著說想退伍，但細問退伍後想做些甚麼？似乎又無

甚定見，總說退伍就好。讓研究者深思是否能針對軍校生對未來的

徬徨感，賦能與軍校生，讓軍校生學習如何做較佳的選擇，畢竟不

管服役年限長短，軍校生勢必會回歸社會，抉擇職涯第二春。因此

在「生涯諮商與輔導」課程中導入生涯抉擇平衡單，希冀教導軍校

生如何做出最佳決策。此外，課程亦要求軍校生利用假日，實際去

採訪或體驗未來退伍後想從事的工作，經由實際體驗讓軍校生了解

工作的甘苦，對未來職涯有正確的期待；希冀藉由生涯諮商與輔導

課程提昇軍校生的生涯決策能力，並蘊育軍校生對未來職涯有更深

的省思。

而軍校生大多是第一次離家住校，須面臨許多挑戰與適應議

題，例如：生涯決定、心理分離、學習獨立、精熟學術研究技巧、

精進體能訓練能量、管理情緒、發展領導知能等，此時同儕人際關

係的互動與支持愈發扮演重要角色（黃淑華，2022）。且因為軍校

生的同學即是未來職場的同事，倘若能在軍校階段建構正向的教室

情境氛圍並培養人際溝通技巧，對軍校生之學校適應與未來軍旅

生涯適應均有極大助益。因此在「心理學」課程中，導入維吉尼

亞‧薩提爾（Virginia Satir, 1916-1988）的天氣報告（Temperature 

Reading）模式，引導軍校生在班級情境中進行自我與同儕之對話練

習，以促進班級人際關係的互動與瞭解，希冀提升軍校生的人際溝

通技巧，裨益於軍校生未來職涯之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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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運用生涯抉擇平衡單增益軍校生的決策效能

在這歷史扉頁快速翻動的時刻裡，未來工作世界與生活型態亦

產生極大鉅變，因此為因應未來世界的急遽變化，生涯諮商與輔導

課程應培養學生洞悉變遷的趨勢，思考彈性化的生涯目標以及達成

目標的多種途徑，以具備面對未來世界的應變能力。甫從學校進入

職場的大學生，若是於在學之探索階段，生涯經驗累積不足、對自

我特質及外在職場工作環境了解不夠明確時，會影響個人在面對未

來生涯時充滿不確定感（吳芝儀，2000）。

因此倘若生涯諮商與輔導課程僅以教科書和教師講述為主，對

外在環境的探索僅限於認識當前的職業介紹，要求學生按圖索驥地

選擇未來職涯，恐有扞格不入之虞。未來是不可預測的，因此生涯

諮商與輔導課程必須教導學生學習如何依據不同情境做出明智的生

涯抉擇。然過往填鴨式的學習經驗，常致使學生無法在做抉擇時做

出合理與明智的決定，「生涯決定困難（Career Difficulties）」即指

個體在做生涯決定時所遭遇到無法決定的情形（Gati et al., 1996）。

因此，如何教導學生習得做決定的技巧是生涯諮商與輔導課程的重

要目標之一。

生涯決定乃指個人將資料加以組織整理後，自眾多可能的選

擇項目中進行評估、選擇與確認，最後付出承諾並加以執行的一個

過程（Gati et al., 1996）。生涯決定是一個連續發展的歷程，其構

成要素應包括：決策者個人目標、可供選擇的方案與結果，以及對

各個結果的評估。Gati 等（1986）提出連續性刪除法（sequ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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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mination approach），其主要目的是找出一些符合個人偏好的生

涯抉擇，再根據個人的興趣與能力，漸進式的刪除不符合的選擇項

目。連續性刪除法有九個步驟：(1) 將待決定的問題加以定義和系統

化、(2) 確認相關層面、(3) 依重要次序排列這些層面、(4) 確認出可

接受的範疇、(5) 刪除與偏好不符的職業、(6) 測試偏好改變的敏度、

(7) 蒐集額外的資訊、(8) 按整體接受度依序排列所有選擇、(9) 概述

方法步驟，將第一選擇付諸實行。連續性刪除法強調在生涯抉擇的

初始階段，決策者並非如傳統決策模式所預期的，會深度探索每一

個選項，而是依據自己設定的考量標準，刪除不符合標準的選項，

直到選項範圍變小時，才進入探索階段，將生涯選項依考量標準依

序檢驗，以做出最後生涯選項的決定（Gati et al., 1986）。

亦即生涯發展是一連串抉擇貫穿起來的結果，面對各種抉擇

情境，個人必須輔以適切的決策技巧，做最佳的決定，因此「生涯

諮商與輔導」十分重視決策能力的培養，個人必須學習如何界定問

題、收集資料、分析各種生涯途徑的利弊得失或其優劣，做好最佳

的選擇。而「生涯抉擇平衡單」可幫助學生有系統地做出理性的決

定。「生涯抉擇平衡單」會列出所有可能的生涯選項，判斷各個生

涯選項的利弊得失，提供學生省思重要得失的四個層面：(1) 自我物

質方面的得失、(2) 他人物質方面的得失、(3) 自我讚許（精神）的

得失、(4) 他人讚許（精神）的得失；賡續計算各項考慮因素的加權

計分，計算各個生涯選項的得分，最後排定各個生涯選項之優先順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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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設計

在課程設計方面，研究者針對軍校生生涯發展的特質，參考國

內外之生涯諮商課程與相關學理，規劃軍事院校「生涯諮商與輔導」

課程，共分為：自我探索（知己）、未來環境與資訊蒐集（知彼）、

決策技巧（抉擇）、選擇職業（訂定目標）、職涯體驗（行動）五

大單元，總教學時數 36 小時。「生涯諮商與輔導」課程希冀提昇軍

校生的生涯覺察能力與決策能力，並蘊育軍校生對未來職涯有更深

的省思，找到自己未來職涯方向的定位。

課程中除融入生涯諮商的學理依據外，引導學生從不同測驗與

省思中探索自己，評估自己的性向特質、興趣、價值觀、能力和技

能等個人因素。繼而探索未來世界與職業的轉變趨勢，系統分析未

來職業市場、經濟情況、技術發展趨勢和社會文化等環境因素。課

程中亦邀請多位資深軍職學長姐，請軍校生事先研擬想訪談學長姊

的議題，以記者會方式進行學長姐訪談與分享，讓軍校生對未來軍

旅職涯有更清晰的圖像。

賡續導入「生涯抉擇平衡單」，教導軍校生學習如何梳理問題、

如何正確定義問題、收集信息、評估選擇、選擇決策和實施等抉擇

步驟，以進行理性分析思維，增益軍校生的決策效能。透過資訊搜

尋、討論與反思等策略，引導軍校生進行生涯探索並設定自己的生

涯目標。課堂中要求軍校生先就不同情境議題，例如：選擇畢業旅

行方案、選擇未來職涯軍種方案等，練習如何運用生涯抉擇平衡單

做出最佳選擇；最後要求軍校生思考自己預劃退伍的時間點，並思

考退伍後可能的職涯方案，讓軍校生從不同角度探索自己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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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運用「生涯抉擇平衡單」有系統地做出理性的抉擇，以紓緩軍校

生未來面臨人生抉擇的焦慮感。

課程並要求軍校生利用例假日，實際去採訪或體驗未來退伍後

感興趣的職業，並於課堂中進行分享；希冀藉由實際體驗讓軍校生

有更深層次的體悟，了解工作的甘苦，對未來職涯有正確的期待，

並建立正確的職業價值觀。希冀軍校生能學會管理自我，瞭解如何

漸進且彈性的朝生涯目標發展，並懂得適時的調整計畫，在人生轉

捩點到來時能做明智的判斷與抉擇，成為自己生涯發展的領航者。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立意取樣，以空軍航空技術學院「生涯諮商與輔導」

課程為研究場域， 40 位二專二年級軍校生為研究對象，針對研究對

象展開為期 18 週，每週上課一次，每次 120 分鐘的課程。為達研究

目的，本研究採準實驗研究單一組別之前後測設計，以問卷調查法

進行資料蒐集。研究對象均於上課第 1 周接受「生涯決定困難量表」

之前測，第 18 周接受後測測量，並將問卷調查所得資料以描述統

計、相依樣本 t 檢定進行量化統計分析。

本研究以田秀蘭（2001）翻譯並修訂 Gati 等（1996）之「生涯

決定困難量表」（Career Decision-Making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 

CDDQ）為參考架構，修改後做為本研究中測量生涯決定困難之

研究工具。全量表共計 50 題，量表分成四大類生涯決定困難類

型，(1) 尚未準備就緒（Lack of Readiness），包括三種決定困難：

缺 乏 動 機（lack of motivation）、 猶 豫 不 決（indecisiveness）、

錯誤觀念（dysfunctional beliefs）。(2) 各方面訊息不足（Lack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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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包括四種決定困難：不清楚決定的步驟（lack of 

knowledge about the steps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of career decision 

making）、對自己認識不足（lack of information about the self）、

職業資料不足（lack of information about the various occupations）、

不 知 如 何 取 得 資 料（lack of information about the ways of 

obtaining additional information）。(3) 訊 息 不 一 致（Inconsistent 

Information），包含三種決定困難：資料來源不可靠（unreliable 

information）、內在衝突（internal conflicts）、外在衝突（external 

conflicts）。(4) 文 化 及 環 境 因 素（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記分方式為五點量表，各分向度得分越高，表示受試者

在該向度的生涯決定困難程度越高；量表總分越高，表示受試者整

體的生涯決定困難程度越高。

本研究並輔以學生學習記錄、課堂學習單、職業訪談紀錄、教

師自我省思札記以及課程滿意度調查表等質性研究資料，進行資料

的分析與歸納，探究生涯諮商與輔導課程對軍校生生涯決策能力之

教學成效。

三、研究結果

本研究發現經由不同情境議題演練後，軍校生逐漸熟捻生涯抉

擇平衡單的運用方式，且課堂上同學的分享與討論，也能激發軍校

生對未來職涯方案的考量更為周延。表 1 為 A12 軍校生的生涯抉擇

平衡單，A12 軍校生打算 12 年退伍，方案一出國念書，方案二考公

職，方案三回家繼承家業，然後從自己、家庭與社會三個層面開始

思索自己有可能考慮的項目，然後進行加權比較，做出最符合自己

期待的選擇。



提升軍校生就業力的教學實踐研究―以「生涯諮商與輔導」及　 
「心理學」課程為例　

21 世紀臺灣的大學通識教育叢書系列

351

表 1：我的生涯抉擇平衡單（加權後的分數）

考慮項目 ( 加權範圍 1-5 倍 )
第一方案

( 出國念書 )
第二方案

( 考公職 )
第三方案

( 繼承家業 )

得 (+) 失 (-) 得 (+) 失 (-) 得 (+) 失 (-)

1. 優厚的經濟報酬 -4 5 6
2. 適合個人目前處境 -3 4 8
3. 符合自己理想的生活型態 7 3 7
4. 未來具有發展性 -2 3 7
5. 適合自己的能力 -5 3 6
6. 適合自己的興趣 2 1 2
7. 符合自己的價值觀 3 5 -3
8. 滿足自己的自尊心 7 -1 -8
9. 足夠的社會資源 2 8 -1
10. 帶給家人聲望 5 2 1
11. 擇偶以建立家庭 5 5 -5
12. 較高的社會地位 -5 5 8

合計 33 -19 44 -1 45 -17
得失差距 12 43 28
優先順序 3 1 2

＊考慮項目內容可包括 ( 可任選 )：
〈自己部分〉

(1) 自我物質方面的得失

收入

工作機會

自己的健康

生涯型態 ( 休閒生活 ) 
(3) 自我讚許 ( 精神 ) 的得失

自己的能力

自己的興趣

自己的價值觀

自己心理需求 ( 自尊、自我實現 )

〈家庭〉

(2) 他人物質方面的得

失家人支持

家庭經濟

〈社會〉

(4) 他人讚許 ( 精神 ) 的
得失

聲望

社會地位

＊每一項目的分數是

1-10 分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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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依據軍校生前後兩次「生涯決定困難量表」進行相依樣

本 t 考驗，如表 2 所示。表 2 顯示軍校生在生涯決定困難量表之「尚

未準備就緒」、「各方面訊息不足」、「訊息不一致」、「文化及

環境因素」四個分向度，以及整體「生涯決定困難度」前測得分皆

達 4 分以上，顯示軍校生之生涯決定困難度偏高；生涯決定困難量

表四個分向度與整體得分之後測得分均在 3 分以下，顯示軍校生之

生涯決定困難度趨於普通。軍校生生涯決定困難度四個分向度與整

體得分之相依樣本 t 檢定值均達 .000 顯著水準，表示軍校生前後測

顯著的不同，且後測之分向度與整體得分均顯著低於前測之得分。

意即顯示上完一學期生涯諮商輔導課程後，軍校生生涯決定困難度

明顯降低，顯示生涯諮商與輔導課程對軍校生生涯決策能力具有正

向影響，且以生涯抉擇平衡單做抉擇訓練對軍校生是有效的。

表 2：前後兩次生涯決定困難量表 t 檢定統計表

前測 後測

變項 M SD M SD t(39) p

尚未準備就緒 4.20 .22 2.86 .21 28.19*** <.001
各方面訊息不足 4.19 .10 2.79 .11 52.75*** <.001
訊息不一致 4.18 .12 2.81 .12 52.25*** <.001
文化及環境因素 4.28 .25 2.74 .26 25.36*** <.001
生涯決定困難度 4.22 .09 2.78 .08 76.66*** <.001

註：p<0.001

茲綜整研究結果如下所述：

(1) 問卷研究結果發現「生涯決定困難量表」之前後測達顯著差異，

生涯決定困難之後測顯著小於前測，表示經由生涯諮商與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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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的引導，軍校生的生涯決定困難程度有顯著的降低，代表

課程對軍校生生涯決策能力是有效果的。

(2) 透過生涯諮商與輔導課程教學設計，軍校生習得以生涯抉擇平

衡單做抉擇，且軍校生認為生涯抉擇平衡單所做的決定較能系

統考量所有狀況，對軍校生生涯決策效能有明顯的幫助；也可

刺激軍校生提早思考職涯價值與現實面的認知。

(3) 質性研究資料與課程滿意度調查表得知，軍校生對生涯諮商與

輔導課程教學持肯定的看法及正面的評價。軍校生對課程內容

與教學方式，教師教學態度與學習情境的塑造均感到滿意；且

除了生涯決定效能提升之外，軍校生認為課程設計對其人際互

動、溝通技巧、簡報技巧、時間管理能力皆有所提升。軍校生

認為實際職涯體驗課程單元最為震撼，讓軍校生對未來職涯有

正確的期待，並對未來職涯有更深刻的省思。

四、研究討論與建議

本研究期待透過軍校生課堂互動經驗，以反饋生涯諮商與輔導

課程的整體規劃與安排，以期作為未來課程改進的參考，促使更多

軍校生能從課堂的學習中找到未來職涯的方向與目標。本研究發現

軍校生對生涯興趣覺醒於自主性探究過程，有助於開啟授課教師對

生涯諮商與輔導課程有更深入的覺知與批判。授課教師角色應轉化

為「導引者」與「助學者」，提供學生更多參與課程互動與實踐的

機會。教師應提供學生更多自主學習與探究的時間、空間與機會，

並強化學生為主動學習的角色，引導學生主動建構知識與引發生涯

興趣，蘊育未來生涯發展基礎與動力，開展軍校生的生涯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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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研究內容希冀建議加入其他生涯面向以做進一步探討，研

究方法建議可加入訪談法深入探究軍校生對課程的意見，或採其他

量表進行多元評量與量化研究。希冀軍校生能從多面向瞭解自己，

考量大環境的變遷，進行資料的蒐集，想像未來世界與工作環境，

運用決策技巧做最佳的抉擇，對自己的未來能設定目標，並學會管

理自我，瞭解如何漸進且彈性的朝目標發展，並懂得適時的調整計

畫。

參、運用薩提爾天氣報告模式增益軍校生的人際
溝通技巧 1

薩提爾模式（Satir Model）是由家庭治療先驅維吉尼亞‧薩提

爾所創立的一種心理治療模式，該模式基於人本主義心理學，強調

人與環境的互動以及人們的自我認知和情感表達對心理健康的重要

性。薩提爾模式是一種能夠整合個體內在與人際互動的改變取向，

透過催化個體內在的覺知與感受，協助個體觸碰與滿足個體深層的

渴望，進而催化改變（Banmen, 2002; Wiener, 1999）。薩提爾模式

的學習歷程中有許多體驗式學習，可增加個體對自己和對他人的覺

察，讓個體更能隨時覺察自己的狀態而學習表達一致性的溝通。

孰知教室是師生互動成長與學習的主要場所，然教室裡隱藏許

多存在已久，但是不被承認或談論的隱藏動力（hidden dynamics）

問題，如何將問題呈現出來一直是教師班級經營很大的難題。而薩

1 
本章節錄自黃淑華（2022）。軍校生自我揭露溝通技巧之成效 -「薩提爾天氣報告模式」

在心理學課程之運用。通識學刊：理念與實務，10(2)，79-118；並將研究焦點聚焦於人

際溝通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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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爾天氣報告模式可用來摧化改變與呈現這種隱藏動力的影響，它

能使班級進行更深入、更寬廣的溝通，因而促進班級人際關係間的

瞭解（Walter, 2006）。

「天氣報告模式」是薩提爾發展出來協助團體成員改善溝通、

訓練人們表達一致性的工具，是一種「以技巧為基礎的活動」（a 

skill-based activity）（DeMaria, 2018），可以教導團體成員利用這個

工具來保持開放的社會系統、加強溝通以及提高自我價值（Walter, 

2006）。薩提爾運用天氣報告模式來關注可能造成麻煩的情緒，並

將之帶入覺察，進而處理經常被隱藏的感受與議題；薩提爾天氣報

告模式可以協助個人改善、維持和增長關係，提升溝通技巧的工

具，並促進團體成員彼此的瞭解和對團體的認同與歸屬感（DeMaria, 

2018; Zahnd, 2016）。

囿於人際溝通不能僅有理論，它不能僅只在認知上學習，更需

親身的體驗與實踐的演練和操作。而薩提爾天氣報告模式符合親身

體驗與實際演練操作的要件，可以讓學生在彼此分享、相互討論、

親身體悟中，獲致更實用、更有效的學習。因此研究者在「心理學」

課堂中導入薩提爾天氣報告模式，以醞釀關愛、和諧、快樂的學習

氛圍，營造正向的教室組織環境；希冀依序引導軍校生在「心理學」

課堂中敞開五個階段性的對話練習，進行開放、有效且流暢之溝

通，以蘊育軍校生良好的人際溝通技巧與正向人際關係之覺知，期

待在未來軍旅生涯中能有更好的適應。

在此先扼要說明薩提爾天氣報告的五個主題內容，賡續描述薩

提爾天氣報告的優點，並闡明本研究在班級情境中採薩提爾天氣報

告之緣由。天氣報告的五個主題內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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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表達感謝或欣賞（appreciations）：薩提爾認為感謝 / 欣賞別人

等同於給予人們〈不請自來的禮物〉，感謝 / 欣賞是只有某個

人才能給予他人的獨特禮物（Walter, 2006）。感謝 / 欣賞是一

種美好驚喜，團體成員彼此分享感謝 / 欣賞可以讓同伴在愛的銀

行中建立起信用（credit）（Diane, 2020），表達感謝 / 欣賞會

讓團體成員間的溝通轉變為越來越具體、明確或清晰。Gable 等

（2004）的研究指出，與他人分享正向事件會引起較多正向情

緒，和較高的生活滿意度與關係滿意度。

(2) 帶 有 建 議 的 抱 怨（complaints with recommendations for 

change）：薩提爾提出「把抱怨轉變為學習、交涉、成長以及

創造的機會。」（Stair, 1989）抱怨是困擾個體的事情，讓個體

覺得煩躁或不喜歡。每個抱怨都隱藏了讓事情好轉的希望，因

此抱怨可視為包含改進的建議（Walter, 2006）。帶有建議的抱

怨，不在爭論這些抱怨，或許不是在解決成員所關心的抱怨，

而在傾聽彼此、學習協商，協議彼此的不一致（Peter & Geri, 

2017）。帶有建議的抱怨其目的就是在協助個體對每天發生的

非理性事件和困擾，能夠加以瞭解、採取負責任的態度，並以

成熟的方式來分享它們。

(3) 擔 憂、 困 惑、 謠 言 或 八 卦（worries, puzzles, rumors and 

gossip）：所有人際關係都會有某種程度的不確定與擔憂，這些

困惑、謠言與八卦應該被視為心中未能表達出來的問號。然而

擔憂或困惑也很容易讓人們對週遭的事物陷入負面的解釋。詢

問訊息顯示成員的關心，同時也能夠釐清成員的焦慮和誤解，

協助成員再保證、建立瞭解與信任。多數的擔憂或困惑都有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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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的解答，詢問訊息同時可以節省很多的時間和擔憂（Brothers, 

2013）。

(4) 分享新資訊（new information）：分享新資訊讓每個人都有機

會接觸到最新的資訊，減少困惑和抱怨，預防不必要的臆測，

澄清之前所提出來的困惑和解決抱怨（Brenner, 2018; Smith, 

2009）。因為新資訊創造了一個具體明確的空間，成員可以接

收和分享到過去不曾發現到的資訊；且分享歷程中彼此會被聽

見、被重視，無形中關係就會變得更加緊密、和諧融洽（Peter 

& Geri, 2017）。未表明的新資訊常造成對方覺得被忽視和被排

除，因而形成彼此的距離（成蒂，2019）；但當成員知道對方

正在發生什麼事，關係就會茲長。

(5) 說出願望 / 希望或夢想（wishes and hopes）：分享願望與夢想是

進入自己獨特的靈魂之窗（Peter & Geri, 2017）。一個沒有被說

出來的願望或夢想，是很難有被實現的機會；而一個清晰的願

望或夢想，則擁有許多被實踐的機會。大部分的人都未學習如

何談論自己的願望與希望，然而將目標口語化是第一步，說出

願望與夢想會讓個體想像的未來朝視覺化方向前進，把個體和

團體帶進覺察的層面，能更直接地匯集能量和資源，驅使個體

朝向未來的目標邁進（Smith, 2009）。即使團體成員間沒有共同

的夢想與希望，但藉由瞭解彼此的願望與夢想，可以瞭解什麼

能夠激勵成員，甚至能夠協助成員達到期目標。

團隊的互動是無法想像的複雜，沒有任何人可以對正在發生的

事情有充分的圖像，為了避免誤解、防衛、遺漏及錯誤的臆測，團

隊需要公開的溝通，而天氣報告會一步一步引導個體走上正確的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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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方向（Diane, 2020）。故天氣報告是一種活動，經由團體成員彼

此接收資訊並加以回應，從中藉以了解團體是如何運作（Emery & 

Bamberger, 1997）。天氣報告的目的是想透過下列四個方式，以建

立一個健康的文化：(1) 和他人分享正面事物，(2) 提供說話機會，

以減少彼此之間的假設、判斷，並鼓勵成員探索，(3) 誠實地談論

負面事物對你的影響，並以尊重的方式，提供建設性可能的解決方

法，(4) 與別人維持一種與時俱進的生活（Peter & Geri, 2017）。

因此本研究希冀將薩提爾天氣報告模式運用在班級情境裡，並

使用質性分析來檢視所關注的軍校生，以瞭解在人際溝通互動歷程

中，軍校生覺知內在經驗改變與溝通技巧演練之樣態，並希冀提供

本研究呈現的結果和建議，以做為進一步研究之參考和貢獻。

一、課程設計

薩提爾天氣報告共歷經五節課（含填寫回饋單），每個主題單

元一節課。茲將「心理學」課程所實施的薩提爾天氣報告模式之上

課內容與歷程，敘述說明如後：

(1) 教師上課實施活動前，先以 PPT 扼要說明天氣報告的目的，解

釋每個不同主題內容，並給予示範說明

(2) 跟學生說明如何填寫天氣報告學習單

(3) 邀請學生說出主題，開啟天氣報告的主題與對話練習

(4) 在帶有建議的抱怨進行中，倘若學生的抱怨是教師無法馬上解

決，先寫下這些議題（如：在適當時機向學校做反應），然後

進行討論下一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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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立意取樣，以空軍航空技術學院「心理學」課程為研

究場域，一名資深心理學教師為研究參與者（代號稱 T），42 名二

技一年級軍校生為研究樣本（代號 S1-S42）。在課程一開始便將薩

提爾天氣報告理念介紹與同學，賡續在心理學授課中導入薩提爾天

氣報告模式，引導軍校生在班級情境中進行自我與同儕之對話教學

與練習。本研究共計蒐集 5 次上課錄音逐字稿、5 次薩提爾天氣報

告學習單及上課結束後的學習回饋單，檢驗薩提爾天氣報告模式是

否能引導學生有效提升溝通技巧。並針對研究資料以主題分析方式

進行資料分析，以描繪在心理學課程學習歷程中，軍校教師如何營

造正向的教室組織氛圍，以及軍校生自我內在經驗、溝通技巧改變

成效與人際關係互動改變的樣貌。

本研究針對研究資料進行質性資料分析，針對學生所表達的

意義，作成摘要性敘述，之後給予編碼。所有資料編碼結束後，研

究者與另一位資深心理學教師分別就編碼資料加以比較、分類與歸

納，將屬性相似的編碼歸為一類，相互驗證以釐訂核心主題。若研

究者與另一位教師的分類不一致，討論後亦無共識，便將此一編碼

資料就教於參與研究 T 教師，以決定最後的編碼類別。在資料分析

的過程中，研究者依研究主題與所分析的類屬，進行論文結果的撰

寫。並在相關的內容敘述中，引用 T 教師的紀錄予以佐證，最後就

整體觀點進行分析歸納。

三、研究結果

天氣報告學習回饋單以「非常同意」與「同意」兩個層面居多，

顯示多大部分的軍校生都認同天氣報告活動，認為課程讓班級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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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融洽，同學間有更多的連結，有助於師生之間溝通，讓隱匿的問

題變得更公開，讓學生的自尊提升，喜歡討論分享，且認為團體互

動歷程是有價值的。

在天氣報告溝通課程訓練下，軍校生的學習收穫包括增加覺

察、理解和釐清自我內在運作過程、理解人際互動的異同、學習尊

重和接納、調整溝通互動方式、嘗試積極的自我揭露、學習正面支

持回饋的溝通模式、以不同觀點來看待周遭環境和他人，以及人際

表達的學習和嘗試。天氣報告的成敗，取決於團體中的成員，在分

享資訊時感受到如何的安全自在，成員感受到越安全自在，他們所

能夠提供的資訊就越豐富。

T 教師發現教師的示範與同學的分享，讓許多上課不常發言，

或在班級中比較少互動的同學，也會開始加入討論。而軍校生活的

團體經驗特別容易引起軍校生的共鳴，彼此的互動與回饋也常伴

隨著團體的慣用語，形成一種共同團體命運的革命情感。就像所有

的團體活動，天氣報告讓團體有運作的實務經驗，一旦學習到此韻

律，天氣報告就能持續地讓一個顛簸不平且惹麻煩的團體，成為一

個功能舒適溫暖、運作良好的團體（Brenner, 2018）。

研究結果發現導入薩提爾天氣報告模式後，軍校生的人際互動

有以下正向學習成效：(1) 經由同儕真實的回饋，增進軍校生對自我

的瞭解；(2) 經由讚美 / 感恩溝通的正面影響與回饋，增進軍校生的

自我肯定與良善循環；(3) 經由覺察人際互動歷程中同儕隊對問題的

歧異觀點，促使軍校生學習轉念、接納多元的觀點並增加包容性；

(4) 經由練習澄清與調整自己的認知，增益軍校生自我對話與自我調

整方法；（5）經由分享新資訊與彼此夢想，促使軍校生練習美好憧

憬之正向思考並嘗試鼓勵他人；（6）軍校生對薩提爾天氣報告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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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有正面的回饋，認為有助於提升人際關係溝通技巧；（7）軍校

生認為接納、分享、和諧的正向教室組氛圍有助於增進同儕的瞭解

並學習信任他人。

肆、研究討論與建議

本研究發現薩提爾天氣報告模式有助於團體建立正向互動情

境；然團體領導者要有良好的帶領技巧、專業的理論背景與敏銳的

觀察能力，團體的氣氛應保持輕鬆、沒有壓力，成員才會有持續參

與的動力。而催化者的角色就是在助長一個能夠讓成員感受到安全

自在的環境（Smith, 2009）。因此，倘若要運用薩提爾天氣報告模

式於通識課程中，可能較適合運用在心理學群的課程，且教師的引

導十分重要，教師需要具備諮商輔導的背景知識。本研究針對教師

如何將薩提爾天氣報告模式帶入一般通識課程中，提出以下建議：

(1) 教師應秉持同理接納的態度：本次活動中有學生能夠勇於對教

師前幾週的教學提出抱怨，主要在於實施活動前，教師事先說

明任何抱怨都可以被接受、不被懲處。

(2) 引導示範：引導示範有助於學生瞭解主題內涵，在每個主題活

動前，教師應先引導示範，如本文中教師的抱怨部分。

(3) 實際演練操作，親身體悟：天氣報告可用於個人、家人、伴

侶、班級及各種團體情境。研究者在實際帶領本活動前，先請

一位資深諮商心理師，帶領研究者親身體驗五個主題，有了這

樣的經驗，將會對所要帶領活動有更多的幫助。

(4) 活動結束後，花時間處理過程中擱置的議題：如本活動中沒有

被讚美到的同學、將分享新資訊當成抱怨的議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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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研究認為在班級情境中運用薩提爾天氣報告模式進行課程

時，仍必須回到薩提爾所提倡的治療理念與初衷，著重於促發

學生在學習歷程中的體驗和覺察，而非過於僵化的課程設計或

進行步驟。

薩提爾天氣報告模式是一種透過彼此互相揭露的滋養方法

（Brothers, 2013），讓個人能與自我以及他人產生連結，並維持開

放的溝通（Walter, 2006）。運用薩提爾天氣報告模式可逐步提升正

向的教室組織氛圍，裨益於通識課程的教室經營。希冀此些建議能

對日後在班級情境中，進行薩提爾天氣報告教學實務者有所助益。

伍、結語

研究者希冀心理學群課程能融合理論與實踐層次，以作為學

生日後生涯發展的有利資產。故在「生涯諮商與輔導」課程中，導

入生涯抉擇平衡單，提昇軍校生的生涯決策能力，減少軍校生生涯

決策困難，並蘊育軍校生對未來職涯有更深的省思，找到自己未來

職涯方向的定位。在「心理學」課堂中，導入天氣報告模式，引導

軍校生在班級情境中進行自我與同儕之對話練習，以促進班級人際

關係的互動與瞭解，提升軍校生的人際溝通技巧與應對能力，裨益

於軍校生在未來職涯能形塑正向且有意義的人際互動關係。本研究

希冀藉由心理學群課程活動的規劃，提升軍校生未來的生涯的就業

力；並針對教學成效提出改進與建議，期待藉此拋磚引玉之舉能與

民間高等教育學府交換相關課程發展經驗，以達相互交流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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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臨床實習中培育人文：

具身敘事融入臨床實習的創新 
教學設計初探

林文琪 / 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何淑娟 / 臺北醫學大學呼吸治療學系教授

摘 要

本文為具身敘事融入臨床實習的創新教學設計，階段性的行動

研究報告，本課程操作基於理論的課程設計，由跨領域教師長期合

作共創。本文介紹教師社群如何立基具身敘事理論的理解與澄清，

參考已開發的原型設計及教學設計理論，進一步遷移到臨床實習場

域教學中的再設計經驗。本文為先導課程設計的初步評估，後續將

啟動再設計、再實施、再評估等不斷循環改進的歷程，希望能發展

具身敘事融入臨床教學的有效教學設計及理論。

關鍵字：具身敘事教學、臨床實習、醫學人文

壹、前言

為了經營促進深化學習的創新教學，避免學科理論知識學習

與現實經驗的斷裂，過去本文筆者之一的哲學教師為了能引導學習

者從經驗的反思出發，經歷形成理論的學習過程，培養知識創造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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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的能力，經常殫精竭慮地尋找及營造相關的經驗學習場域，直

到遇到了指導臨床實習的老師們，發現醫院臨床實習場域提供了一

個真實而豐富的經驗學習寶庫，是一個培育人文的優良練功場，通

識教育應該要勇敢地前進臨床，然而如何將臨床實習場域經營成培

育人文的教場，需要更多的跨領域整合與規畫。本文筆者之一的呼

吸治療學系教師，長期指導學生臨床實習，深體醫療照護的臨床實

習，應該不僅僅關注專業知識的應用或技能的實作，同時需要培養

利他精神、同理心、關懷、照顧為主軸的醫病關係等，然而醫療實

習場域的教學介入，有其嚴肅的倫理規範，需要更謹慎的設計與評

估。當本文二位作者的相遇，開啟了人文和醫療跨領域教師的課程

共創，一起思考如何在臨床實習場域中開發培育人文的課程。「具

身敘事」是創新課程發展的核心關懷，本文將首先簡介在臨床實習

中融入「具身敘事」教學，以培育人文教學的系列行動，並介紹現

階段的教學設計，以及對教學設計的實施進行自我評估。

貳、前情提要：以具身認知理念為基礎的教學創
新設計

隨著上世紀六零年代以來，具身認知及腦科學的快速發展，

引發了教育理論典範轉移的契機，越來越多教育學者開始重視身體

經驗在學習中的重要性，開啟了以全新的觀點看待學生如何學習，

教師如何教學，學校如何組織的新世紀教學發展方向（Bresler，

2013）。

本文作者之一林文琪，自 2003 年開始，即於臺北醫學大學通

識教育中心，開發以身體技藝為媒介的具身文化學習課程，在古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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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哲學實踐課程中，經營透過古琴技藝的倫理行動教育（林文琪，

2010），這個課程設計理念，是源自宋朝朱熹「不離禮儀而言其義」

的禮學傳統，亦即一種強調從哲學實踐的教育傳統，不空談義理，

而是從禮儀活動的身體訓練中引發哲學的反思，於是開發了一種

「整合藝術實作 + 反思寫作 + 理論討論」的教學模式（林文琪等，

2014）。用西方哲學的語言來說，這不僅是一種自我技術，一種哲

學實踐，更是一種具身學習，一種將身體作為學習的場所（a site 

of learning），通過直接參與身體經驗來構建知識的學習（Freiler，

2008）。當西方具身學習的呼籲，與東方禮樂教化的傳統在臺北醫

學大學相遇，開出了一連串以理論為基礎的教學創新設計行動，以

及以設計為基礎的研究。

2014 年開始，整合更多傳統技藝（如，太極拳、雅樂舞），共

享「整合藝術實作 + 反思寫作 + 理論討論」教學模式，落實為具體

的教學設計，並從教學研究中發展教學設計及實踐的準則。2015 年

執行科技部「反思寫作融入臨床技能教學」之教學模式研發與教學

實踐行動研究（2015.08.01.-2017.07.31），開始將這個教學模式融

入臨床技能的學習中，以促進臨床技能教學的優化及人性化發展。

在這個計畫中，發展了多觀點的技術反思書寫模式，但後續並沒有

獲得更多教師參與教學實踐及應用。反思其原因發現，教師的技術

觀及技術習得理論，若沒有相應的改變，徒有教學模式，也很難落

實為常態的教學行為。因此自 2016 年後，開始組織具身學習及具

身敘事教學社群，舉辦系列的具身理論讀書會活動，協助跨域教師

重新理解什麼是具身認知，在具身理論下重新理解技術及技術習得

理論，並從事以具身理論為基礎的課程設計及以課程設計為基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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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研究，促進教師將教學設計與理論理解之間的連結及整合，厚

實教學創新的內在理論根基及持續發展的動力（林文琪，2022b、

2023；張燕娣、林文琪，2021）。

本文二位共同作者，從 2016 年開始進行跨領域課程的共創與共

時授課之合作，經長期的社群互動，首先完成本教學團隊第一個跨

領域的「用藝術‧做哲學‧深化技能學習」工作坊―名為「戲

劇排演與身體敘事工作坊」。戲劇排演與身體敘事工作坊，是由本

文二位作者及表演藝術家陳偉誠三位教師共創的微型課程，旨在協

助學習者發展具身敘事的技藝，亦即協助學習者發展理解他人身體

動作所表現的情感、個性、意圖或生命狀態的具身敘事理解法，進

行再創造的具身敘事法，及對具身敘事方法的方法論反省（林文琪，

2022a）。

戲劇排演與身體敘事工作坊主要是立基 Charon 敘事醫學三個

要素去做教學設計（Charon, 2008）。我們根據以上這三個要素，提

供學生學習的鷹架，發展敘事的「技藝」：(1) 關注（attention）：

或稱 mindfulness，是對文本進行初始者的觀看或聆聽，引發不做

歸因的、更有細節的觀察與閱讀。協助學生展開仔細閱讀（close 

reading）、仔細傾聽或仔細觀看的學習；(2) 再現（representation）：

敘事的再現是以模擬的方式展開故事的形構。敘事作為有關過去經

驗的編寫，它關涉敘事者的前理解框架，敘事者的編寫，及傾聽者

的接收與再編寫，三者動態構成敘事與再敘事，理解與再理解的活

動。我們協助學生展開三重模擬的活動，或編寫自己的經驗事件並

與他人分享，或擔任傾聽者分享他人的經驗事件，引導學習者在敘

事的分享中經歷敘事與再敘事，理解與再理解的活動；，(3) 親和



在臨床實習中培育人文：具身敘事融入臨床實習的創新教學設計初探　

21 世紀臺灣的大學通識教育叢書系列

371

（affiliation）：通過放棄自我，將自我作為再現他人的創意性寫作

工具來展開。亦即經由前面三重模擬的敘事過程，將原本異己的東

西轉化為自己的：經由仔細的閱讀、傾聽或觀看，引發向文本開放

的活動，讓自己被文本所觸動，引發移情（empathizing）的活動，

把自己置身他者故事的世界，處於他人的位置，站在他們立場上

演出或模擬出他人的狀態，做到這樣即可以與他人形成一種親和

（affiliation）關係，產生一種與他人共在的感受。這時，我們可以

在自己身上發現故事人物的感受、想法、生命狀態或身體狀態（林

文琪，2022a）。

為了協助學習者發展理解他人身體所表現的情感、個性、意

圖、生命狀態的具身敘事技藝，我們提供以下四個引發具身敘事的

實作練習：「有細節地觀察；透過動作的模仿認識他者的感受；傾

聽與引發同情共感；透過戲劇化的排演引發扮假作真的理解」（林

文琪，2022a）。一開始即展開以病人為中心的身體動作的觀察與

模仿，設計繪畫的教案，引導學習者針對案例病人的外觀、身體動

作、病痛進行有細節的外部觀察，並引導透過模仿去揣摩病人的內

在感受；接著進行傾聽生命故事的練習，引發對案例病人更深入的

同情共感，並引導學生「學會如何學習」，在過程中融入如何展開

具身敘事技藝的方法論反省。最後再由身體技術教師引導身體的訓

練及展開具身的模擬。有以下四個小單元（林文琪，2022a）：

(1) 身體動作的觀察與模仿：含具身學習方法論及認識論的導入。

(2) 傾聽生命故事：病人故事傾聽訓練。

(3) 具身敘事能力的身體訓練：含身體活化、模仿與覺察力，

(4) 具身敘事能力的應用：病人模擬與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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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工作坊中習得具身敘事的技藝，回到自己的主選修的啟

動課程中，連結啟動課程中習得的知識或技能，進行與場域連結的

實作練習，曾參與這個教學群組的啟動課程有：身體檢查與評估、

古琴與哲學實踐、動作分析與身體探索、醫護人文劇、藝術與身體

知覺等有身體技藝學習的課程（林文琪，2022a）。

後來為了強化戲劇排演與身體敘事工作坊的課外自主學習引

導，由林文琪設計了具身敘事的線上引導教材，並輔以具身敘事動

態人形圖故事板的作業設計，提供學習者再敘事的具身敘事形式。

這個戲劇排演與身體敘事工作坊的課外自主學習設計，為具身敘事

融入臨床實習，提供了許多可參考的資源。

參、本次教學行動：具身敘事融入臨床實習的原
型設計

為了經營縱貫通識課程、專業基礎課程到臨床實習的具身學習

系列課群，我們的教師社群除了進行理論的理解與澄清，並先以通

識教育課程作為課程創新的先導課程，進行具身敘事原型課程的設

計，並透過研究評估課程設計及調整課程設計及發展理論的理解，

當課程理論的理解及教學設計發展穩定後，才開始做教學的擴散及

推廣（林文琪，2022b）。本文所介紹的課程，即是以前面介紹的

「戲劇排演與身體敘事工作坊」為原型，進一步的擴散及推廣至臨

床實習的教學遷移行動。這裡的教學設計遷移，並不是原型課程或

工作坊的複製，而是重新思考如何在臨床實習的脈絡中融入具身敘

事，思考如何有效協助學生及教師在進入臨床實習前，有機會再次

澄清什麼是具身敘事，以及探索在臨床情境中操作非語言的身體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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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觀察與理解之方法與方法論，因此，我們需要啟動的是課程的再

設計。

由於我們操作以理論為基礎的課程設計，因此以下首先介紹具

身敘事教學理論藉以澄清教學設計及教學實踐的定向；接著介紹具

身敘事融入臨床實習的配套教學設計；學習成果個案分析；最後進

行教學設計及實踐者的自我評估。

一、回顧具身敘事教學理論，尋找教學設計及教學實踐的

定向

「敘事」是指對於經驗事件的「編寫」活動，在故事的「編寫」

中，人們經歷了對經驗事件的紀錄、組織、思考和解釋。敘事在醫

學教育中的介入，除了用以培育學生的觀察力、傾聽能力和同理心

等人文關懷能力外（Charon, 2008）；「敘事」作為一種情境化的

具體思維，也與學生臨床決策及實踐能力的養成有關（Mongtomery, 

2005）。敘事的媒介可以是語言文字，也可以是圖像，也可以展現

為行動或生活中的日常行為。本文所謂的具身敘事，「不僅只是關

心語言領域中的敘事，且進一步關注在行動領域中湧現的行動敘事

及在生存領域中活出的具身存在敘事」（林文琪，2022a）。

也就是說，在臨床實習中，我們不只引導學生關注語言領域中

說出來的故事；且關注行動領域中，在行動中湧現的故事，在臨床

實習中，無論是醫護照顧者、病人或家屬等，在他們所採取的行動

中，都有故事在湧現著，每一個行動的選擇，隱含著行動者對於各

個事件片段的整合，使得事件的片段結合在一起，成為一個連貫的

整體（林文琪，2022a）；而我們也要引導學生在臨床實習中，關注

存在領域中的敘事，存在領域中的敘事作為一種原初的敘事是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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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故事，敘事以一種非常自然的方式產生於一系列的具身經驗、

感知和行為，在生存領域我們的敘事是由一系列的具身經驗構成的

（Menary, 2008, p.76）。

在具身敘事的發展及研究中，我們曾提出有關具身敘事的後

設認知描述，以作為課程設計及教學實施的參考框架（林文琪，

2022a）。摘要如下：

1. 具身敘事是一種具體思維

敘事是人類思考和理解經驗的一種方式，然而敘事思維是一種

具體的思維，它與命題式的思維不同。敘事作為一種具體思維，如

同杜威所曾指出的深思熟慮（deliberation），它不是空洞的分析，

不是對利弊得失冷靜的計算，而是面向真實情境的思考，想像著我

們正在做某些事，在想像中以戲劇排演（dramatic rehearsal）的方式

尋求解決的方案，它透過對話，想像見到某些結果，採用動態的意

象，想像著自己正在做某一件事，或想像一件事情已做完，別人在

為這件事做評論的方式展開（Steven Fesmire 著，徐鵬、馬如俊譯，

2010）。因此，操作具身敘事時，我們需要協助學習者引發戲劇排

演式的情境思維。

2. 具身敘事是一種具身的思維

所謂的具身思維有二個要素（Mishra, Koehler, & Henriksen, 

2011）：(1) 身體動覺思考（kinesthetic thinking）：用身體來思考，

或用身體的感覺、運動、肌肉、姿勢、觸覺、平衡等感覺來思考，

並把這些感覺和思維過程聯繫起來。(2) 同理（empathizing）：想像

自己處於他人的位置，站在他們的立場上，或者感受他們可能的感

受。在操作具身敘事時，需要引發的是具身的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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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具身敘事是一種具身的表演

敘事是以模擬的方式來再現過去的事件，那麼敘事的模擬，作

為一種戲劇排演，就不只是引導想像上的戲劇排演，進而可以轉向

一種具身的展演（performance），這種具身的展演「在腦科學的研

究中獲得支持，如具身模擬理論（embodied simulation theory）認為

具身的模擬是我們的腦 - 身體系統（brain–body systems）具有一種

前理性的（pre-rational）、非內省的過程，在具身的模擬中，我們

會產生一種肉體的（physical）、而不僅僅是「心理的」經驗，亦

即對他人的思想、運動意向（motor intentions）、情緒、感覺和生

活經驗產生肉體的體驗，甚至在敘述時也是如此。這種肉體的體驗

（physical experience）可以描述為身體的感受（feeling of body），

是在無意識中發生的活動。」（Gallese, 2011）。因此，我們在從事

具身敘事教學時可以導向具身的展演，從教學設計上去強化身體的

參與及對身體經驗的覺察。

4. 具身敘事是一種在動作中的思考

Sheets-Johnstone 指 出： 在 動 作 中 的 思 考（thinking in 

movement），並不是說動作者是通過動作來思考，也不是說他的思

想被轉錄成動作。而是：

思考首先是被捲入動態的流動之中，思考本身，就其本質而

言，是動力學的。它前進，後退，離題，快速，緩慢，狹窄，突

然，猶豫，盲目，困惑，穿透。在動作中思考的獨特之處不在於思

維的流動是有動力的（kinetic），而在於思維本身是動態的。它完

全是運動的，同時具有空間、時間和動態特性。（Sheets-Johnstone, 

2011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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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具身敘事的意義下，我們除了引發身體的動作參與，

更要引導學習者聚焦身體動作本身的「前進，後退，離題，快速，

緩慢，狹窄，突然，猶豫，盲目，困惑，穿透」等活動，即是思

考活動所展現的動態形態，亦即要培育對自己動作的動中覺察力

（mindfulness），參與在動作之中，並透過動中覺察發現身體動作

中運動的身體邏輯（kinetic bodily logos）。（Sheets-Johnstone, 2011 

[1999]）

回應以上具身敘事的後設認知描述，「如何發展有效引導學習

者展開具身敘事的教學設計，讓敘事教學不僅只是關心語言領域中

的敘事；如何進一步關注在行動領域中湧現的行動敘事，引導學習

者理解及掌握當我們採取一個行動時，我們已將事件中的片段結合

在一起，並使其成為一個連貫的整體；如何更進而關注存在領域中

的原初敘事，喚起學習者沈浸於原初敘事中，並反思活出來的故事

如何通過肢體動作、面部表情和眼神來形成。在教學上，我們又該

如何引導學者聽出言外之意，關注情境化、交流的、互動的和生成

的說故事之身體化活動；又如何引導學習者理解他人的行動敘事及

原初敘事，引發對自己及他人更深刻的理解，這些都是發展具身敘

事教學所關心的問題。」（林文琪，2022a）

二、具身敘事融入臨床實習教學設計

本文介紹的具身敘事融入臨床實習教學設計，是在本校呼吸治

療學系大四的「長期呼吸照護臨床實習」課程中執行，課程主授教

師是本文作者之一何淑娟，實習單位為新光醫院，醫院的臨床老師

為呼吸治療組長張恩銘呼吸治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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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呼吸照護課程有安排學生至長期呼吸照護單位實習，涵蓋

教學醫院 120 小時；呼吸照護中心（Respiratory Care Ward）24 小

時；長照實習前訓練營、個案報告和個案追蹤 16 小時共需要 160 小

時。實習計劃期望達到的核心訓練項目主要有三大目標：(1) 認識亞

急性呼吸照護單位之特色；認識常見之疾病，診斷及處置；熟悉照

護之流程，了解 IDS 意義及程序；(2) 能獨立執行整體評估的能力，

訂定照護計畫及相關衛教計劃（內含出院準備與居家呼吸照護）；

熟練相關照護技能，且能實際運用於教導病人。並隨病人臨床病情

之變化而適時修正治療計畫；(3) 能與相關醫療團隊、病人、家屬及

照護者進行有效溝通及表達完整。

為了達到以上目標，長期呼吸照護學的實習以觀摩及回覆示教

呼吸治療相關技術、實際照護病人、參與醫師巡診及小組討論等方

式進行。說明如下：

1. 觀摩及回覆示教：觀摩實習單位工作人員執行各項呼吸相關治療

技術並在臨床呼吸治療師監督及指導下執行治療技術。

2. 實際病人照護：在臨床呼吸治療師監督及指導下照護 1-2 位病

人，負責全部呼吸照護相關工作。

3. 參與醫師巡診：實施床邊教學，討論各病人之疾病與處置。

4. 小組討論：每週與臨床教師討論，個案分析，含出院準備及居家

照護計畫。臨床老師會在小組討論中，因應情境，融入非語言敘

事的觀察與理解。

5. 融入具身敘事講習：為了融入具身敘事，在實習初期邀請醫學人

文老師（本文作者之一林文琪）到醫院共時指導，教導具身敘事

醫學的理論、具身敘事的方法及如何使用動態人形圖、故事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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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身敘事的工具來創造自己對病人具身敘事的理解及再敘事。臨

床老師也參與講習，了解具身敘事的理論及實務，並在平時小組

討論時，提出相關問題的討論。

三、實習作業及討論設計

1. 共同作業及學習：本課程的實習作業及相關的學習有：(1) 實習

進行中的實習日誌：配合實習的進行，本課程安排有「實習日

誌」，引導實習生以講故事的方式，自由書寫，描述自己在實習

情境中的觀察、感受、判斷、評估及解釋，這當中包含專業知

識、技能、態度及醫療情境等反思寫作之規畫，引導學生不僅

經歷自我實踐的過程，而且進行反身性的思考；(2) 每週小組討

論：每週由學校老師及臨床實習教師共同帶領同學進行「小組

討論」，小組討論分二階段進行，首先由學生主動提出實習中所

遇到的問題進行討論，此階段的問題完全由同學主動提出，含專

業知識、技術及所有問題；接著透過專題討論的安排，引導學生

展開專業認同的思考，學會各種自我反思與自我承認的方法。

(3) 實習終結的個案報告：最後小組需要共同完成一個「個案報

告」，而個人需要撰寫一個 2000 字以上或是用繪圖的方式完成

「病人的生命故事」或「個案照護疾病敘事」：重讀自己的實習

日誌，回顧為所照顧病人撰寫的「平行病歷」，以第一人稱的方

式，為他撰寫「生命故事」或「個案照護疾病敘事」。(4) 故事

分享：大四所完成的實習報告，擇優至大二呼吸倫理課程中，與

學弟妹們分享。

2. 成績考核（學生學習成效評估及學習評量之方式與評分標準）

實習表現評值及臨床技術評核 70％：包含實習評值表、學習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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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評估表、居家訪視 10%、個案報告 20%：小組個案報告成績佔實

習總分 10% 及個人成績佔實習總分 10%（至少 2000 字以上病人生

命故事一篇或以具身敘事版完成個案照護過程的具身敘事）。

3. 具身敘事作業

在導入具身敘事初期，除了在小組討論時融入具身敘事的問

題，提醒同學做非語言的動作觀察及具身同理的理解，並有實習終

結的個案報告，以具身敘事的形式去呈現臨床實習過程中對病人所

進行的具身觀察與理解。目前還在課程發展階段，僅讓同學自由選

擇以文字的敘事或具身敘事的形式呈現。具身敘事的作業設計及說

明如下：

為了協助學習者表達對病人具身敘事的觀察與理解，我們使用

本團隊林文琪所研發的「動態人形圖」，並由林文琪參考 Delafield�

Butt 等人（2016）對具身敘事觀察結果的呈現方式，設計了以下的

「具身敘事故事板」作業（見圖 1）。

具身敘事故事板的應用，需與具身敘事教學引導配合，否則

可能徒具形式而已。具身敘事教學引導除了澄清什麼是敘事、什麼

是具身敘事，更要引導學習者實際演練用身體去理解他人的具身敘

事，並在同理他人的身體敘事後，練習用動態人形圖的造形，去表

現自己用身體同理到的、他人的情感流動。

在實習前我們會先給與同學們具身敘事的講習，並錄製了具身

敘事故事板的線上創作說明，內容含：如何理解他人的具身敘事，

以及具身敘事故事板的創作說明。主要說明如何觀察他人，並引發

具身同理（embodied empathizing）的過程，具身同理的過程如下：

• 觀察他人在情境中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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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動身體動作的模擬（模仿 + 揣摩）

• 啟動內感覺和本體感覺，覺察發生在自己身上的動作變化及引發

的情感流動

• 將自己的身體化感受投射為他人的感受

接著則是引導學習者用本團隊研發的「具身敘事故事板」去外

化或表現在自己身體動作中形成和覺察到的病人情感的流動，從事

再敘事的創造。

資料來源：林文琪（2021），戲劇排演與身體敘事工作坊課程資料。

圖 1：具身敘事故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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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身敘事故事板，是以起承轉合四格的形式去呈現自己所觀察

到的病人住院期間的生病故事，包含用圖像和文字去呈現故事的場

景。本教案的具身敘事，主要是引導學習者對病人身體動作、臉部

表情、呼吸、眼神等做更有細節的觀察，並引發模仿的具身同理過

程；並使用動態人形圖，去創造一個動作姿勢，此動作姿勢足以表

現學習者透過具身同理所感受到的、病人在每一個故事場景中的情

感。作品說明，可以引導學習者選擇跟故事中的某一個人物說話，

也可以引導針對事件做文字敘事。

學習者在使用動態人形圖時，像拼七巧板般，在試圖拼出足以

表現病人情感狀態的動作時，在排列平面動作的造形活動中，會被

喚起動作的模擬，在動作的模擬中去檢視及調整平面的動作造形是

否足以表現自己透過具身同理所感受到的身心反應。四格病人感受

的身體造形，串連起來，即成為情感的流動過程。

肆、學習成果個案分析

以下是 1102 學期，主動選擇用具身敘事故事板來呈現病人故事

的四分作業，以及由筆者用模擬作品的方式來理解各個具身敘事的

創作，檢視其動態人形圖的人物造形，是否與圖像及文字的場景描

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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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范雁宜（2022），1102 學期長期呼吸照護臨床實習具身敘事故事板 
作品。

圖 2：我們的阿玉阿嬤

圖 2〈我們的阿玉阿嬤〉作品第一格，第一次見到阿嬤，身體

造形是平躺病床上的動作，雙臂、雙腿呈現自然的曲度；第二格病

況不是很好的身體動作，雙臂向身體夾緊、下垂，雙腿也是呈現向

內夾緊的狀態，感覺到阿嬤的病痛與緊張；第三格病況獲得改善，

動態人形圖的身體造形，雙臂比起第一格與第二格都離身體比較

遠，雙腿更呈現向外擴張，手舞足蹈的感覺；第四格，人形圖動作

姿態呈現自然放鬆的狀態，而右手放在嘴上，像在靦腆的微笑，說

著：我要出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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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施育暄（2022），1102 學期長期呼吸照護臨床實習具身敘事故事板 
作品。

圖 3：生命某頁的書箴

圖 3〈生命某頁的書箴〉作品第一格、第二格都是躺在床上的

動作，模擬第一格的動作或第二格的動作，可以明顯感受到第一格

比第二格的動作更沈重的感受，第三格出現了轉折，病人可以起身

坐起了，第四格則是站立而手舞足蹈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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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高聖茹（2022），1102 學期長期呼吸照護臨床實習具身敘事故事板 
作品。

圖 4：陪伴就是愛

圖 4〈陪伴就是愛〉作品：雖然四格動作造形沒有太巨大的改

變，但是透過模仿，從雙臂或雙腿離身體的角度，可以感受到整

個身體在緊張與放鬆之間的改變。第二格明顯地比第一格雙臂或雙

腿的角度小，呈現向身體集中的收縮緊張狀態，而第三格的雙臂上

舉，雙腿打開的角度更大，呈現四肢向外四射的動作，表現出高興

的狀態，第四格則是回到放鬆自然的身體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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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莊婷莉（2022），1102 學期長期呼吸照護臨床實習具身敘事故事板作

品

圖 5：阿玉阿嬤做復健運動

〈阿玉阿嬤做復健運動〉作品，雖然用被子把身體遮蓋一半，

但身體的造形，仍然可以看到起承轉和的變化，從第一格雙臂夾

緊，到第二格一隻手臂打開，第三格上肢下肢一起打開，第四格回

到一臂自然下垂，一手放在嘴上微笑的喜悅。

基本上四位同學都可以用動態人圖，表現病人住院期間情感的

流動，而讀者（本文作者）也能透過模仿，去理解作者所要表達的

情感，四件作品身體動作造形所表現的情感，與其圖像及文字敘事

的場景描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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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教學設計及實踐者的自我評估

本研究是以設計為基礎的研究，需經歷設計、實施、評估、再

設計不斷循環改進的歷程（DBRC, 2003）來檢驗及改進教學理論與

教學設計，本論文屬於初探階段的發表。以下為二位課程設計教師

及參與教學者的自我評估：

（一） 具身敘事教案設計自我評估

(1) 教學設計具可行性：從學習者具身敘事故事板的創作來看，學

習者在經過實習前的講習及線上具身敘事故事板的創作說明，

所創作的具身敘事作品，與其用圖像和文字所敘述的故事場景

之情感是相符合的，可見目前以實習前講習和具身敘事故事板

線上說明的方式來做教學的介入有其可行性及一定的效果。

(2) 引導學生從事具身敘事作品創作時要考慮作品的表現性：四件

作品的病人身體動作造形，基本上是偏向寫實的手法，雖然符

合病人臥床的現況，但是作為創作，或許可以在身體動作造形

上，做放大與變形，以強化敘事作品的表現性，如此也比較容

易引發觀賞者同頻共感的反應。再敘事的能力也是敘事教學的

重點，可以加入到實習的講習內容，或者加入具身敘事故事板

線上的創作說明裡，讓同學們了解寫實性作品與表現性作品的

不同，在從事再敘事的創作時，需要考量如何朝向更具表現性

的方向移動，使其作品更能傳遞情感。

(3) 開發強化學生利用動態人形圖形有表現性的身體姿勢之教案：

可以考慮在具身敘事故事板的創作前，安排前導的動態人形圖

的造形練習的作業，除了協助學習者熟悉動態人形圖這個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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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並引導學習者在動作造形中融入具身敘事：一邊造形

一邊模擬該動作，並覺察自己的動作模擬，調整畫面上的造形。

（二） 具身敘事融入臨床的評估

(1) 臨床人員肯定本教案的價值：醫院端的臨床實習教師對於本次

具身敘事教案的介入，反應是極為肯定的，認為在臨床實習階

段介入具身敘事的練習，不僅對臨床技能的提升有助益，而促

進人文關懷的實踐力，表示有意願在醫院中推廣。

(2) 研發師資培力課程：本次教學介入，醫院端的指導老師是跟著

學生一起參與實習前的講習，如果能更系統地設計專屬的師培

課程，且對更多的臨床指導老師開放，提升臨床教師在場域中

的即興融入具身敘事教學的能力，甚至將具身敘事的主題融入

小組討論，將有可能更大幅度地提升具身敘事的學習成效。

(3) 建立教學推廣與深化學習的機制：學生對具身理論、具身敘

事、具身反思等這些新興的學習理論與方法，需要有基本的理

解，才能引發根本的轉變；具身敘事是一項技藝，需要長期的

練習，需要從基礎課程扎根，逐步到以臨床的實習課程為實踐

情境的整合。因此，我們需要設計相關的教學行政措施，協助

同學逐步走向更人性化的醫療照顧服務，以達到醫學實踐及發

展自我與專業認同，落實人文醫學的實踐。

我們將針對以上問題，進行改善，並進入下一階段的再設計、

再實施、再評估等不斷循環改進的歷程，希望能發展具身敘事融入

臨床教學的有效教學設計及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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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學生遇見更好的自己

陳采秀 / 輔英科技大學健康美容系副教授

兼校長室秘書

摘 要

學生在教室內滑手機不聽課、在學習時思考力不足，已經形

成教學場域的困擾。「動手指」的速食學習確實要比「動腦袋」輕

鬆許多，若能企圖讓教學者能更深層的引導學生認識自己的學習風

格，促進學生的思考能力和自主學習，那麼課程就能將「營養學分」

變「營養成份」，進而轉化對通識課程的期待。本文以問題導向學

習與科技素養的翻轉教學為基底，運用設計教學法的課程教學，建

立課程模式，探究學生學習成效，並分享通識課程執行教學實踐的

兩個行動研究，包括：統整多元智慧與學習風格促進學習思考、及

建構自我設定學習目標的問題導向學習，教學目的在「成就學生遇

見更好的自己」，學生回饋是「我上過最有價值的課程」。

壹、通識教育理念

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源於 19 世紀，當時有不少歐美

學者有感於現代大學的學術分科太過專門、知識被嚴重割裂，於是

創造出通識教育這個跨學科，目的是培養學生能獨立思考、且對不

同的學科有所認識，以致於能將不同的知識融會貫通。自 20 世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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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泛成為歐美大學的一項必修科目。我國自 1984 年教育部規定各大

學均應開設通識教育課程，使學生了解自身與社會環境之間的互動

關連，目標是透過廣泛的傳授，教導學生生活於現代社會所需的各

門知識，以拓寬心靈、視野和知識領域，而培育出一個能全面觀照

現代知識的發展，且能在現代社會善知自處的現代人（教育百科，

無日期）。

修讀通識課程對於大學生的學術成長和個人發展都有重要的影

響。21 世紀大學教育的目標應包括：(1) 表達能力（寫作與口語溝

通）、(2) 思辨能力、(3) 道德推理能力、(4) 履行公民責任的能力、

(5) 迎接多元化生活的能力、(6) 迎接全球化社會的能力、(7) 廣泛的

興趣、(8) 就業能力（Bok, 2008）。通識教育是人文關懷主題融合

的最重要管道。唯有加入批判思考的元素，教學才能回歸到人類本

質，而不只是著重於技術性知識的灌輸和商業利益的追求（黃俊傑，

2008）。

通識教育的模式主要有分類模式（The Distribution Model）、核

心博雅模式（The Core Liberal Model）以及學生個別發展模式（The 

Individual Student Development Model）三種模式（Allen, 2006）。分

類模式是國內的大學通識教育多採行的模式，採取學科本位課程，

由各領域導論式選修課程構成，學生透過選修課程來滿足各分類課

程的規定，而課程幫助學生了解學科的基本概念和知識。

在通識教育課程中，可以透過跨系所、跨領域的整合，提供

學生應有的指引。然而，過去通識教育課程流於膚淺化、零碎化的

教學，使學生缺乏熱情與參與感，許多學生把通識教育視為營養學

分，而許多通識教育老師的上課方式像是在教國中生（崔煒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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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4.20）。深化通識教育的策略，在於要求知識與實踐結合，並

且將教學活動與思考活動統一，使學生成為一個思考與實踐的主體

（黃俊傑，2007）。

在教學實踐的時代，教師們努力運用多種教學策略如移地教

學、翻轉教學或科技融入教學，學生卻常常在課堂中玩手機、飲

食、打瞌睡，甚至缺席。儘管教授們竭盡所能地傳授專業理論知

識，但這把「釣竿」是教授想教的還是學生自己期望的呢？教學

活動的多元化可能並不一定符合學生的學習風格，這種差異可能

導致學生對學習的興趣和參與程度不同（陳采秀，2022；陳采秀

2024）。因此，隨著課程形式的多樣化和媒體的豐富，如何激發學

生的學習動機成為一個核心問題，在疫情期間，遠距教學的興起更

加突顯了這一挑戰。當所有的課程執行越來越多元，媒體介入越來

越豐富，學生已不再喜歡課程影片，甚至「懶得」再掃 QR Code，

那麼課程能引起學習動機的核心會是什麼？因此，如何在這個

Hybrid Learning（混合學習）時代中點亮學生的學習動機，並持續

激發他們對知識的探索和學習的熱情，至關重要。

貳、主題實施機制

奠基於心理學家人本主義者羅傑斯（Carl J. Rogers）提出「以

學生為中心」的教學，認為在教學中允許任何水準的學生與經驗中

的問題建立聯繫，知覺到要解決的問題所在，教師的任務就是創造

一種合適的氣氛，提供許多知識、技術、理論以及自己的知識經驗

讓學生挑選，學生學習的基本動機是內部的自我實現，評價的尺度

不應是教師設立的標準，而是生活本身（施良方，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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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課程修習之學生背景多元，學習態度與偏好各異，本

文的立論基礎「提供學生感興趣的連結，可以帶動課程、啟發思考

力」，提出在通識課程設計與教學實踐之教師引導學生學習旅程實

踐模式如圖 1，並期許更多通識課程能夠適用並發揮課程效益。

（取自陳采秀（2022）、陳采秀（2024））

圖 1：教師引導學生學習旅程實踐模式

分析在資通訊發達的現在，教學和學習之間可能存在更多的

連結值得深入探究，因而在教師引導學生之學習旅程實踐時應該考

量：

1. 教師認為對學習的有利條件，不一定適用於全體的學習者。

2. 當學習活動不適用學生之時，再好的學習活動都會被拒絕。

3. 提供學生反應的機會，讓學生可以說出學習的需求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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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網路提供了非常豐富的資源，卻也可能抑制了學習的互動。

5. 既然學生上課時離不開手機，那就透過手機強化學習參與。

6. 提供學生感興趣的主題連結，可以帶動課程、啟發思考力。

7. 教師備課取材的涵蓋度能夠考量符合學生學習風格的差異。

8. 教師規劃學習目標與多元評量，宜隨著課程實施而分析之。

9. 統整式的學期任務專案成果讓學生對於自己的學習更有感。

參、特色成果案例

本文取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實施的兩門課程做為特色成果案例，

詳加說明。

一、課程案例：全球化與當代社會

該研究旨在透過統整邏輯—數學智慧與學習風格的教學模式，

鏈結經驗與興趣主題及應用手機結合數位學習平臺的學習，使學生

能認知自我的學習風格，促進學習思考能力與自我導向數位學習，

達到學生學習成效。

課程以 Kilpatrick 提出的設計教學法作為主要實施方式，貫穿

整個學期（請參閱圖 2）。設計教學法是 Kilpatrick 為重視學生興

趣，增強學習活動，及培養學生自我指導能力，於二十世紀初期提

倡的教學法，與該研究欲執行的課程實施模式相應，希能面對自我

選擇的興趣主題，由學生自主負責和策劃進行有意義的單元學習活

動，再進行分享與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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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自陳采秀（2022）、陳采秀（2024））

圖 2：「全球化與當代社會」教學設計與課程實施

整個教學過程注重師生共同參與。圖 2 的內圈依單元主題而循

環的執行，外圈亦依設計教學法的次第，自共訂評量標準（引起動

機）、決定報告主題（決定目的）、期中報告規劃案（計畫）、鏈

結經驗與興趣主題的自主執行（執行）、至期末報告（評量），最

後產出執行報告「類快閃」，及分組學習旅程（Jamboard 分組報

告），並完成同儕互評，達到教學目標。內圈之實施說明如下：

1. 引 起 動 機： 以 各 種 形 式 的 教 材 說 明， 及 運 用 HackMD、

Mentimater、Jamboard、紙本便利貼等引起學習動機，因學

生未曾使用過 Jamboard 軟體，故在簡要帶領操作學習後，以

Jamboard 點名方式讓學生充分自主學會使用其便利貼、文字、

貼圖等功能，以後續進行其他主題發表及學習旅程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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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決定目的：學生分組，可以自行選擇夥伴，初期學生自選四人為

一組，至期中評量前在穩定學期報告主題後，學生逐漸為選擇二

人為一組，直至期末報告。在主題的訂定、討論與交流，使用

紙本便利貼或 Jamboard 便利貼功能，讓學生充份討論和發表意

見。

3. 計畫：連結經驗與興趣主題，學生依分組最有經驗或興趣的專題

進行學習探討，每個主題在課堂上都可以運用手機做資料查找、

討論、和分享。

4. 執行：連結經驗與興趣主題，學生依其分組找出分組最有經驗或

興趣的議題進行學習探討、討論、和分享。

5. 評量：每週學習單作為思考力分析依據及學生學習成果評估。

課程結束，除了來自學生們滿滿的致謝，以下的回饋最教研究

者動容：

1. 學生願意貢獻所學，回饋社會。

…很認同將自己的所學的應用於這次的類快閃～如果未來有機

會，我也願意以自己所學的事物來回饋社會與身邊的人～（學生 D

數 2-010622）

2. 課程帶來有意義的學習與深刻啟發，並肯定了教學的互動性。

…老師的課比較有互動性質，除了需要實作的通識課除外，最

能讓人有互動感的課程，而不是只看著投影片，然後就渾渾噩噩過

完一學期什麼都沒學到的課程還要好，應該說是我上過最有價值的

課程。（學生 F 農 3-04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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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生認識到自己的學習態度與行為改變，並感謝與認同課程。

…先謝謝自己有選擇到這一堂這麼有趣的課堂，有在課堂中學

習到不少老師對於未來科技發展以及看法，更有在課堂中同學的觀

點啟發了我自己的盲點以及認知上的不足，……我相信老師所教導

的自己平時在課堂上吸收的經驗，亦會是能夠畢生所用的。（學生 I

外 1-020622）

4. 學生感受到對社會的責任與自主學習的重要性，並對未來的發展

有所期許。

……我深感自己需要加強的東西還有很多，雖然（要）畢

業了但未來我還是會繼續增進自己，不與社會脫軌。（學生 I 餐

4-020622）

5. 學生認為課程具有價值且有意義，並能促進與同儕的互動與學

習。

…這門課是我最認真的一門課！謝謝老師讓課程有趣，讓我了

解同溫層的同僚的想法！能看到不同同學的報告覺得很新鮮……

（學生 D 餐 4-020622）

因為自己 1~2 年級的惰性，導致三年級下幾乎每天都有課，每

天都要面對上課就算了，大部分的課也都讓我覺得很無聊，但直到

我上到這門課後，讓我的上課好像變得很有意義，每次上課都是在

磨練自己……（學生 I 財 3-040622）

二、課程案例：口語表達與溝通

該研究之目的在於檢視學習者自我設定學習目標的課程實施，

是否能引導學習者產生有意義的學習，並有助於達到問題導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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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的成效，協助學生形成個人自我的學習系統。教師如何能在課程

中，引導學生的學習需求，能有機會做適當、適時的調整，課程

以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簡稱 PBL）為教學核

心，運用 ChatGPT 工具，在「口語表達與溝通」課程實施，探討

ChatGPT 輔助 PBL 促進學生的批判思考與學習成效情形。

如何達到真正的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真正的幫助學生瞭解自

我、定位自我，幫助學生成為有深度的、多面向的思考者與學習

者，使學生建立有自信的學習，而成為終身受用的學習者？ PBL 根

據國家教育研究院的釋義，是一種課程設計與教學模式，係以學習

者為中心並利用真實的問題來引發學習者討論，透過老師決定教學

目標與進行問題的引導，藉由小組的架構培養學習者的思考、討

論、批判與問題解決能力，有效提昇學習者自主學習的動機，並進

行目標問題的知識建構、分享與整合（陳志銘，2012）。

PBL 導入教學的主要目的為促進學生獨立思考與問題解決的能

力，而問題解決能力又與學生在課堂中理論與實務知識吸收的程度

息息相關（張又心、趙正敏，2020）。在 PBL 教學法中，學習情境

所提出的問題多取自於真實生活，當學生想要解決問題時，較容易

引發其學習興趣，PBL 對於提升大學生學習成效，以及在商管領域

的應用，具有其參考與實用性。綜合現今企業雇主的需求，員工應

具備更佳的批判思考能力、問題解決能力、自我導向學習能力及團

隊合作能力，這些能力正是 PBL 教學法可以協助學生培養的能力

（楊淳皓等人，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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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自陳采秀（2023））

圖 3：「口語表達與溝通」教學設計與課程實施

（一） 課前階段

教師依 PBL 教學流程之「教學主題」及「設計問題」備課：

1. 教學主題：根據主題設計教案。

2. 設計問題：根據主題、學生經驗設計問題。

由於本課程以 108-2 學期通過教育部數位學習課程認證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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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溝通」課程設計和教材作為基礎，各週課程除設定教科書及相關

參考書籍或參考資料外，網羅相關議題之影片、圖片、和報章雜誌

等文章資料，輔以課程錄製，並上載至學校 Tronclass 數位學習平

臺。

（二） 課中階段

執行 PBL 教學流程之「資料蒐集」和「分組討論」：

1. 資料蒐集：讓學生建立先備知識，講授案例，然後進行資料查找

的任務。

這個階段還包括：引起注意（開場有意義的互動）、告知學習

目標、刺激對先前學習的回憶、提供學習輔導（以提問方式建構知

識）、及誘發學習行為。

不論學習者學習什麼東西，某些過去習得的能力提供新學習必

要的支持。過去學會的能力可能會促進很多不同方面的學習，某些

過去學會的能力需要從長期記憶裡提取出來，而且當學習者學習新

能力時，被提取的回憶必須在工作記憶裡容易被學習者取得，另一

個功能就是過去的學習和新學習結合在一起（趙居蓮，1997）。

2. 分組討論：進行的方式包括線上平臺討論和面對面討論。

教師的角色包括：即時監控與即時回饋、鼓勵學生發言、讓害

羞的學生發言、注意不要讓學生偏離主題聊天。

在教學歷程中，除單元的教學簡報做為引導教學外，針對各單

元主題學習時，採用麥肯錫顧問公司（張智淵，2016）的建立批判

性思考的三個基本態度：經常意識到目的為何、意識到思考模式的

框架、持續發問（So What? Why So?），做為提供學習輔導的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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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課後階段

執行 PBL 教學流程之「成果發表」和「課後評量」：

1. 成果發表：教師的責任在幫助學生增強記憶與促進學習遷移（重

點回顧），並提供回饋。

學生的成果發表採取簡報、影片、現場表演、或學習歷程檔案

等方式進行。

2. 課後評量：包含教師評分、學生自評、學生互評、及互動評量。

成績考核方式，採用期中和期末的課後評量分數（包含：教

師評分、學生自評、學生互評、及互動評量），於開課之始，即以

rubrics 開源系統，師生共訂學習評量標準。

課程結束，整個成果在質性部份可以歸納成以下五個重點：

1. 學生學會主動表達問題與感受，並思考解決方式。

上完這門課我碰到問題會思考要如何解決或是把我心裡的感受

說出來。（S9001）

2. 學生在課程中培養了理性、獨立思考與行動前的思考能力。

思想方面上，我變的比較不會去隨便聽信別人說的話，會先自

己思考可信度並去辯證，思考變的獨立，還有在行為上也會先經過

思考再去行動，不會隨便不經大腦就去做。（S9006）

3. 學生感受到學習的進步與提升，並對課程內容表示認同與感謝。

感覺一次比一次上課更加的進步…（S018_GPT）

…課程內容，我覺得很有用，而且也讓我提升思考能力。

（S012_GPT）

4. 學生在課程中學習到溝通技巧、情緒管理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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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收穫最多的主題是人際溝通的障礙和如何克服它們。（S001_

GPT）

在上課後：對上我學會更佳禮貌，對客戶我學會更客氣一點，

對於口語表達我懂得三思，說話前會思考一下，對於無聲溝通，我

更了解。（S6008）

5. 學生利用課程中學到的知識與工具解決實際問題，並對課程內容

提出肯定。

ChatGPT 能夠幫助我解決各種問題，並且透過它的回答來思

考出不同的答案，讓我覺得 ChatGPT 是個很棒的工具。（S008_

GPT）

還沒修這門課時我想說這門課會不會很難，修了之後我覺得很

有趣又讓我產生更多學習的動機。（S9002）

在這門課程結束時，最最特別的成果是，學生透過主題訂定和

問題討論，和父親「討論 ChatGPT 和 AI 的運用」，增進親子互動

和形塑良好關係，是本課程實施之附加價值。

肆、心得與建議

教學場域之學生背景多元，學習態度與偏好各異，本文的立論

基礎「提供學生感興趣的連結，可以帶動課程、啟發思考力。」研

究發現，鏈結興趣的學習並結合同儕互評方式，就算學生有任何的

理由和藉口，也會在一定的學習道上，而這樣的設計方式，貫穿整

學期的學習任務（如：類快閃活動的執行）是不可或缺的。

教學實踐的工作坊、成交會等各項分享，雖然提供了教師專業

成長的養分，然而 COVID-19 的疫後教學，學習影片的資訊量、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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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互動的軟體量快速更迭，教師要扮演好的學習引導角色，必須先

利其器，並將課程內容和教材內容與時俱進，及充實更多的教學法

和研究法的能量，以符應動態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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