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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三生講會之沿革 

 羅中峯1 

 前言 

佛光大學自許成為一所以「人文精神」為依歸，以「義正道慈」為內涵之森

林大學；也是一所以教學為主，研究為輔之小而美的書院型大學。於是，佛光大

學以「全人教育、溫馨校園、終身學習」為辦學理念，推動「體驗生命關懷、提

升生活素質、追求生涯發展」之「三生教育」；進而培養知書達禮、兼具「品德、

品質、品味」之社會中堅人才，以成就「三品教育」的理想。奠基於此，本校進

而希望其所培育的學生，能夠在關懷社會的書院文化之薰陶下，不僅得以在職涯

發展的場域中，學以致用；也樂於服務社會、並落實公民實踐，從而得以在社會

志業的場域中，發揮所學。事實上，此種書院教育的理想，更有助於重建師生的

人生價值觀——即從關注個人私利之錙銖必較的私我層次，提升為憂道不憂貧、

以天下為己任的胸懷；並體現出一種入世且利他的宗教情操，以及救國救世的社

會責任感，從而表現為一名現代社會中有守有為的公民。堅定如此信念，正是佛

光大學的辦學特色、自我定位與發展方向。 

準此，本校近年來嘗試推動品德教育，強調品德培養乃是書院教育的基礎工

作，而有品味的生活與有品質的生命則為人的意義之所在。因此，本校透過「三

生教育之課程實踐」、與「知情意全方位品德教育精進」的正式課程，以及「三

好運動推廣」之非正式課程而予以落實。其中，列入本校通識教育課程架構的三

生教育，規劃了以道德思考與人生哲學為基礎的「生命教育」課群、以生活美學

為底蘊的「生活教育」課群，及以生涯發展為主題的「生涯教育」課群。其次，

知情意全方位品德教育精進方案，則在「品德教育」部分，除了道德思考課程之

外，另透過「歷史人物傳」與「三生講會」等課程來琣養道德情操；至於道德實

踐部分，則推動校園「三好運動」—包括：培育佛光三好青年，並透過生活實踐

(例如：飢餓三十體驗活動、淨山、淨灘、尊師、孝親、社區關懷與服務等)，以

落實「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的三好運動—以及強化原有的「服務學習」課

程，培養學生成為具「服務力」的書院人才。 

另一方面，有鑒於國家社會之經濟部門以外的社會場域所需要的服務人力，

亦亟待培育養成。本校特推動「形塑社會關懷意識」、「專業服務公民能力」、

與「社會企業育成培力」等培訓課程，以培養具備公民服務力的優質人才。亦即，

本校除了重視道德教育，強調人文素養外；更引導學生關懷社會、服務社會、並

展現為社會實踐的具體行動，為建設理想社會而貢獻心力。再者，本校另願以推

展「社會企業」為理想，企圖結合利己與利他的人生哲學，希望發揮善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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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建愛的志業，以變革社會、促進世界邁向更美好的願景。此所以，佛光大學願

以建立書院型大學為實踐策略；而培養學生能從注重小我的道德修身作基礎，進

而推擴為大我的社會關懷與實踐，則是本校教育志業的終極目標。 

本項「書院品德教育發展實驗計畫」即針對本校的教育志業而規劃，正是為

了突破目前道德教育實施的困境，希望從學生之「知、情、意、行」等道德面向

入手，首先依據「講明義理」的宗旨，培養學生進行「道德思考、道德判斷」的

道德認知；其後透過「修其身」的原則，涵養「觀照內省、克己復禮」的修為；

最後臻至於「推以及人」之理想，育成「關懷社會、兼善天下」的道德情感與具

體行動。本計畫希望兼顧道德實踐的認知、情感與行為等層面，嘗試建構本校書

院品德教育目標的新模式。本計畫項下的各子計畫，更將整合以「慈悲、正義」

為核心價值，透過重點課程發展，設計新的教材、教法，發展評量工具及師資培

訓，以彰顯本校為一所具傳統書院特色德智合一的全人教育大學。 

基於前述，在本校的品德教育課程體系中，「三生講會」課程實佔有重要地

位。因為該課程目標的演進，正是一段引導學生從“生命探索＂轉到“社會關懷

＂的實踐之路；而從非正式課程的「三生講堂」，轉變為「三生講會」正式課程

的過程，毋寧更展現了本校推動品德教育的積極決心。因為在本校的「書院品德

教育」體系中，首先從講明義理的角度培養學生道德思考能力以及道德判斷能

力；進而培養學生反思觀察能力以及自省能力，以達到修其身的目標；最終更希

望學生能推以及人，培養其關懷社會的意識以及兼善天下的胸襟。而「三生講會」

課程，正是從「修其身」轉進為「推以及人」的重要環節。如何能保證該課程的

教育目標得以落實﹖正是本項「從生命探索到社會關懷—『三生講會』的實踐之

路」子計畫，在落實總計畫「書院品德教育發展實驗計畫」整體研究目標的任務。 

本校「三生講會」課程，乃品德教育課程中從「修其身」轉進為「推以及人」

的重要環節。因為，從修身以至於推以及人，即是由「獨善其身」邁向「兼善天

下」的道德發展過程；也是從建構「獨立的自我」，到體會「互賴的我們」之關

懷(caring)倫理的確立過程，涉及把自我從「獨立」的觀點引向「互賴」觀點，其

中社會關懷意識的培養，厥為關鍵。「三生講會」課程希將學生的道德認知，導

向於涵泳社會關懷之道德情感，並為將來投身社會實踐之道德行為而預埋種子。

也就是說，本課程希望使學生認知其存在與關係是與他人互相依賴的、而別人的

問題也是其問題，如 Noddings 之強調「人存在於關係中，無法逃於關係之外，

而理想的人際關係即是關懷的關係」；進而培養學生與人們互相關懷、互相幫助

的能力，使其能夠與他人和諧地共同生存。基本上，Noddings 所重視的關懷情

感與關懷關係，是一種建立在設身處境、感同身受的同情（sympathy）與同理

（empathy）情感之基礎上所建立的關懷關係。Noddings 認為關懷是一種對他人

承擔責任的情感，因為關懷能力使關懷者與被關懷者均能在關懷關係中感受到情

感交流的快樂，增進對道德的承諾，也更能承擔道德責任，從而在互相關懷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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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脈絡中實踐對他人全力關注的行動（Noddings, 1984,轉引自游惠瑜,2009）。 

論者早已指出，連結道德思考與道德行為的道德情感教育是必要且迫切的課

題（Simons, 2009；Tanqney et al., 2007）。因此 Walker （2004）主張，如果道德

教育不觸及個人的核心價值、生活方式、人生目標、自我認同、人格等心理層面，

必然徒勞無功。他引用明尼蘇達學派 Rest 等人所發展的道德四成份理論，認為

道德實踐能否成為可能，須視道德敏感性（moral sensitivity）、道德推理（moral 

reasoning）、道德動機（moral motivation）以及道德認同（moral commitment）

等四個因素之共同作用（Bebeau, 2006；Bebeau, Rest and Narvaez, 1999；Narvaez 

& Rest, 1995；Nucci and Narvaez, 2008；Rest, 1984）；因為道德行為並非認知或情

緒等特定歷程的運作結果，而是這四個有認知也有情緒的心理歷程之互動結果。

此外，他具體主張，道德是人類之所以能夠發揮生活功能的重要基礎，有人際的

一面，也有個人的一面；故一方面道德行為是受到個人認知與情緒等內在心理機

制所主導之自發性行為，另一方面也將發揮社會與人際功能。然則，如何從社會

關懷意識，進一步落實為關懷社會(prosocial)的道德行為，則有待研究；再者，

正如林文瑛、黃麗嬌及嚴奇峰（2011）的研究所發現，關於學生在道德情感及道

德行為層面的探索方面，迄今尚缺乏良好的指標與評估方式。 

有鑑於本校企圖發展的品德課程新模式，乃是一種改革德育課程的「教室實

驗」（Elliott，1998)。而此課程改革能否成功，則取決於以下三項因素：（1）學

生特質的理解（包括價值觀與人生目標）：務實地根據學生當下的道德人格（moral 

personality）狀態―尤其是了解學生的道德實踐潛力，據以設計教育模式，顯然

至關緊要（Hart & Matsuba, 2009）；（2）落實教學目標的教材教法：設法釐清足

以影響道德思考、道德情感、道德行為的教學因素，特別是教材與教法的影響，

乃是影響其推以及人的道德實踐能否成辦的關鍵；（3）有效的課程評估工具：有

鑑於品德教育的成效測量，尚有待於針對測量方法、測量工具、與測量結果之間

的關連予以深入探討，方足以掌握進一步檢討改進的改善策略。基此，本項研究

子計畫，亦希望採用教學領域最實用有效的行動研究法，據以發展「三生講會」

課程及其創新教學方法；進而針對其教學目標，發展出評估指標、評量工具，俾

能據以評估學習成效；最終希望能透過發展課程、創新教材教法、評估成效之實

驗過程，建立品德教育中足以引導學生由「修其身」、發展為「推以及人」的道

德實踐新模式。 

1.課程發展 

本校「三生講會」課程，開講迄今未滿兩年，卻歷經了從「三生講堂」到「三

生講會」的課程發展課程。102-2 學期始，本校在三大宿舍首辦「三生講堂」，即

將三生教育定位為書院品德教育，藉以涵養學生的價值判斷與道德實踐能力。故

由生涯發展中心邀請了 36 位老師分享其生命、生活與生涯歷程的人生選擇，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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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人性的弱點、興趣與自主學習、大學生該學什麼、我的人生轉彎處、生命中

的多次轉折等等。該講堂「希望能培養有教養的思考，進而能夠善於提問，引發

學生自覺得行動，涵養其價值判斷與行為實踐的能力，型塑堅韌生命、不屈流俗、

無法摧折的生命氣概」。103-1 學期，「三生講堂」正式轉型為書院通識課程，更

名為「三生講會」，屬於「生涯學群」之一。其主要課題為「人生的意義、價值

與選擇」，藉由積極落實書院教師的經驗傳承，提供同學對於生命、生活、生涯

的新體驗與生命價值判斷的參考。103-2 學期，「三生講會」將授課目標鎖定為強

化社會關懷、關注社會實踐行動的生命經驗，期望能引導學生關注社會議題，並

探索助人利他的生命意義，以培養智德合一、關懷社會的書院人才。故將「三生

講會」的主題再予擴增，授課班級數亦增為 6 班―計有「社會關懷」1 班、「文

化反思與行動」2 班、「媒體與資訊」2 班與「臨終關懷」1 班。至於 104-1 學期

的「三生講會」課程，則依然著重於培養學生關懷社會與從事社會實踐的能力；

惟更進一步強調非營利組織與社會企業的重要性，鼓勵同學們將社會關懷意識轉

化為社會實踐的具體行動。此學期的課程主題，除了原有的「臨終關懷」1 班、

「文化反思與行動」2 班、與「資訊與媒體」2 班維持不變外；另將「社會關懷」

主題增為 2 班，總計 7 班。 

基於前述基礎，「三生講會」課程將繼續發展，進一步朝向整合“生命探索

＂與“社會關懷＂的主題。也就是說，本課程試圖藉由老師們所分享的個人生命

經驗，為同學揭示如何基於特定生命情境中的價值抉擇，進而引導其投身社會參

與的道德實踐之歷程。藉此，希能結合個人的小我生命自省、以及大我的社會關

懷，最終落實為利他助人的社會實踐，從而實現其道德人格的自我建構。 

2.課程目標 

前述從非正式課程的「三生講堂」，轉變為「三生講會」正式課程的過程，

即是一段試圖引導學生從“生命探索＂，發展為“社會關懷＂的實踐之路。基本

上，「三生講堂」著重於啟發學生進行自我生命的探索，希望藉由老師們的現身

說法，開啟學生們反觀自照的動機，引發其對於生命願景的想像。此後，隨著「三

生講會」課程目標的演進，則企圖啟動學生由追尋獨善其身的生命意義省思，逐

步開拓生活境界、邁向濟世利他與兼善天下的生活理想。 

基本上，「三生講堂」與「三生講會」所關注的生命探索主題，著重於引發

自我探索、提示人生抉擇的價值原則。因此，其「生命的變動與選擇」系列，從

認識自己出發，鼓勵學生進行「自我探索與生涯規劃」；並「從日常生活透析人

性弱點」。進而體認人生道路的多元選擇、與生命境界之無限寬廣；而透過老師

們所分享的「多樣的人生」、「人生價值停、看、聽」、「我的人生轉彎處」、以及

「生命中的多次選擇」等生命經驗，期使同學們見賢思齊、興起「路是人走出來

的」勇氣，且擁有「不悔與不怕」的意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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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為了加強學生的實踐力，「三生講堂」規劃了「敢夢與行動」系列，著重

於引導學生發掘興趣、確立實踐方向。因此，安排老師來分析「大學生該學什麼?」

提示「興趣與自主學習」、「興趣不只是玩玩而已」，期使學生立志要「培養能力，

迎向未來」，並學習「背包客克服困難生活」與「逆風飛翔」的勇氣。其中，老

師們所分享的經驗，包括：「留學經驗漫談」、「學習研究甘苦經驗談」、「我的大

學學習經驗談」等學習經驗；也包含「行旅、閱讀、人生」、「我在美國的日子」、

「泰國生活教我的事」等生活感悟；另外也涉及「創業管理」、「創業經驗談」等

創業行動。藉由講員的現身說法，讓學生心生有為者亦若是的典範學習效果。 

其後，「三生講會」課程的重點，轉向培養助人利他精神、孕育社會關懷意

識、進而落實為改善社會的實踐行動。此一課程目標的轉折，正是企圖涵養「慈

悲」與「正義」的道德人格。因此，課程主題的設計，希望同學們從關懷社會、

認識社會問題開始，進一步發現個人所身處的社會環境存在哪些亟需改善的課

題。其次，引導學生認識到個人無法置身事外、必須「推以及人」的道德責任，

以促發「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道德情操；並嚮往能以利他精神來追求個人生

命的自我實現，落實小我與大我之協調融合以兼善天下。再者，本課程期待透過

講者分享其社會實踐的生命經驗―尤其是基於個人生命探索之省思，而確立關懷

社會的生命軌跡，應足以樹立典範而使學生能知所效法。 

於是，根據本校老師的專業背景與實踐經驗，「三生講會」課程的主題，遂

鎖定在「我的社會實踐」、「文化反思與行動」、「媒體與資訊」、以及「臨終關懷」

等範疇；其具體涉及的社會議題，包括：精神疾病、社會福利、社會工作、臨終

關懷、核能風險、高齡社會、教育改革、社會企業、非營利組織、政治文化與政

府行政…等等。而老師們所展現的社會實踐方式，則有面對面微觀層次的助人行

為、社會工作、疾病關懷；以及巨觀的面向社會層次之文化評論、社區營造、社

會運動、投身 NPO 實踐、政治實踐、參與社會企業、乃至於相關的專業服務行

動。 

因此，參與「三生講會」課程的同學，不儘可以擴大其社會關懷的視野；也

可以同時學習到微觀與巨觀層次的社會實踐模式。藉此，相信可供其考量個人秉

性之特質，選擇適合的社會參與管道。也就是說，本課程希望能：（1）讓同學真

正體悟到老師們現身說法的個人生命歷程，正足以彰顯社會關懷的道德意義與核

心價值；（2）讓同學對生命情境中的道德選擇有辨識的敏感度；（3）讓同學能被

社會關懷的利他與助人道德光輝所吸引，並對社會冷漠與袖手旁觀的行徑有情緒

上的排斥感；進而（4）讓同學心生社會關懷意識，並產生有為者亦若是的動機。 

3.教材 

迄今為止，「三生講會」課程係以教師經驗分享為主，並強調學生與老師的

現場互動與當機點發，故尚未發展教材。然而，如果能從老師們的講說內容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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煉道德原則，編寫出版，當更有助於選修學生於課前預習、課後反思。因此，本

研究將編寫教材，期使教學成效更為提升。 

4.教法 

本課程於「三生講堂」階段的教學方法，係透過老師漫談式的分享、而非學

術性的演講而進行，期使學生正視自己存在的意義、省思對生命、生活與生涯的

實踐。至於「三生講會」時期，則為了讓同學們更易於接觸不同學系的老師、聆

聽他系老師的經驗；更增加其與其他宿舍同學之交流，特規劃了自由跑班聽講的

制度，使同學可自由穿梭三大書院聽講，而不限於原選課班級上課，以求開拓其

人生視野。103-2 學期，更令第 1 至 4 週為共同週，強化其共同課程，包括：課

程宗旨說明、書院精神現代實踐概論、社會實踐概論、課程主題概論等四個項目。

此四週內，各同學須於原選課班級上課；但至第 5 週起，方能跨班聽講，此後同

學們依然能自由跨班上課，得與不同領域教師共學，以擴展視野。 

基本上，「三生講會」課程的教學方法，採行的是近似 Walker 所建議的「道

德典範」教學法。亦即，以現實生活中的典範人物（老師）為榜樣，使其先介紹

個人生命故事（life story）所面對的社會問題，繼而剖析其所面臨的是否參與社

會世界的道德抉擇，最後敘述其基於社會關懷意識、進而投身社會參與行動的道

德實踐過程所獲致的成就感與意義感。透過如此見證，同學們可以瞭解老師道德

行為背後的心理動力或心理機制；進而深化其如何因為社會關懷意識之啟動「道

德實踐」的認知，引導其反思個人價值與行為選擇之間的關係。乃至於終能體會：

基於社會關懷的道德實踐乃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更是成熟個人的思考核心

（Walker, 1999），因此得以強化其見賢思齊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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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2學期 

媒體與資訊概論 

施怡廷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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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與資訊概論 

施怡廷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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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盤革命，每個人都是開放政府的一員 

楊孝先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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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盤革命，每個人都是開放政府的一員 

楊孝先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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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終於恢復成人(自由記者) 

胡慕晴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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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終於恢復成人(自由記者) 

胡慕晴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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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沒播的社運：從太陽花學運談起 

邱伊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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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沒播的社運：從太陽花學運談起 

邱伊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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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愛與小愛父子之情-火影忍者劇場版 

黃智偉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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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都是遊民的被驅逐與人權抗爭 

施逸翔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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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學期 

詩古悠情的現代創意 

葉茉俐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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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增實境與數位行銷 

徐明珠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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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增實境與數位行銷 

徐明珠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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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落差 

林裕權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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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落差 

林裕權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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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落差 

林裕權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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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化社會的設計思維與挑戰 

蔡旺晉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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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確地膜拜 Google 大神 

林錚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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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確地膜拜 Google 大神 

林錚老師 

 



59 

 



60 

新媒體與資訊科技的挑戰 

牛隆光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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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體與資訊科技的挑戰 

牛隆光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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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做為資訊媒體的博物館及其社會責任 

牛隆光老師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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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謠言啟示錄 

林明昌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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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謠言啟示錄 

林明昌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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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謠言啟示錄 

林明昌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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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謠言啟示錄 

林明昌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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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動」人生-談動畫設計與應用 

申開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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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動」人生-談動畫設計與應用 

申開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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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2學期 

臨終關懷概論 

楊玲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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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終關懷概論 

楊玲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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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遺囑與生前契約 

楊玲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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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終關懷生命盡頭的最後四件事 

楊玲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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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工作者在臨終關懷之角色 

王裕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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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如何陪伴我的親人走最後一哩路 

張家麟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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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陪伴我的親人走最後一哩路 

張家麟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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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學期 

課程說明會 

高淑芬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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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實踐概論與當今社會議題 

高淑芬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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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社會實踐」概論 

高淑芬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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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社會實踐」概論 

高淑芬老師 

 



103 

 



104 

我的社會實踐-從志工服務到社會運動 

高淑芬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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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社會實踐-從志工服務到社會運動 

高淑芬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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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社會實踐-從志工服務到社會運動 

高淑芬老師 

 



109 

 



110 

從社區工作談心靈家園的重建 

游思佳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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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社區工作談心靈家園的重建 

游思佳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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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社區工作談心靈家園的重建 

游思佳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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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未來的自己，因為我們都會老 

葉明勳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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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未來的自己，因為我們都會老 

葉明勳老師 

 



119 

 



120 

讓我接觸到真實世界的【國際工作營】！志工組合 X

各國體驗 X文化交流=個人職涯！？ 

陳建銘老師 

 



121 

 



122 

讓我接觸到真實世界的【國際工作營】！志工組合 X

各國體驗 X文化交流=個人職涯！？ 

陳建銘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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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接觸到真實世界的【國際工作營】！志工組合 X

各國體驗 X文化交流=個人職涯！？ 

陳建銘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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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社區工作談心靈重建 

林明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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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社區工作談心靈重建 

林明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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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會市儈？-實踐社會關懷的另類點 

曲靜芳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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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會市儈？-實踐社會關懷的另類點 

曲靜芳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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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會市儈？-實踐社會關懷的另類點 

曲靜芳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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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會市儈？-實踐社會關懷的另類點 

曲靜芳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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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我的臉、我的眼、我的淚：我的社會實踐 

張家麟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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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我的臉、我的眼、我的淚：我的社會實踐 

張家麟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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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我的臉、我的眼、我的淚：我的社會實踐 

張家麟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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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我的臉、我的眼、我的淚：我的社會實踐 

張家麟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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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電微革命-常民與綠能科技的小步舞曲 

陳惠萍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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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電微革命-常民與綠能科技的小步舞曲 

陳惠萍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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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電微革命-常民與綠能科技的小步舞曲 

陳惠萍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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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電微革命-常民與綠能科技的小步舞曲 

陳惠萍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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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電微革命-常民與綠能科技的小步舞曲 

陳惠萍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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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反核運動者到太陽股東-我的社會實踐 

高淑芬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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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反核運動者到太陽股東-我的社會實踐 

高淑芬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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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反核運動者到太陽股東-我的社會實踐 

高淑芬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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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反核運動者到太陽股東-我的社會實踐 

高淑芬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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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反核運動者到太陽股東-我的社會實踐 

高淑芬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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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白色巨塔：一個臨床心理師的經驗分享 

游勝翔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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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白色巨塔：一個臨床心理師的經驗分享 

游勝翔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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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白色巨塔：一個臨床心理師的經驗分享 

游勝翔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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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白色巨塔：一個臨床心理師的經驗分享 

游勝翔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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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教育改革夢一場 

林文瑛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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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教育改革夢一場 

林文瑛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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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教育改革夢一場 

林文瑛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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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2學期 

「社會實踐」意涵、當今社會議題 

張家麟老師 

 



181 

 

 



182 

「社會實踐」意涵、當今社會議題 

張家麟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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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想世界：(反)烏托邦文學與電影 

鄭如玉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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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想世界：(反)烏托邦文學與電影 

鄭如玉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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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表演藝術者，我所學到的事 

汪雅婷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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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表演藝術者，我所學到的事 

汪雅婷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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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空間、文化想像與再現 

張懿仁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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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型能源」發展之文化現象考察 

高淑芬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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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型能源」發展之文化現象考察 

高淑芬老師 

 



197 

 



198 

台商與中國佛教：文化的同與異 

林錚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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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行音樂中的社會文化批判 

張家麟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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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活的緣起 

廖高成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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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學期 

詠嘆世界文化遺產 

王舒津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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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2學期 

書院課程的現代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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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院課程的現代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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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學期 

書院課程的現代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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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院課程的現代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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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反思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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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反思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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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反思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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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高成老師 
主題：大學生活的緣起 

104-2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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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玲玲老師 
主題：臨終關懷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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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麟老師  
主題：如何陪伴我的親
人走人生最後一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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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明昌老師 
主題：網路謠言啟示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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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 編 

電話：(03)9871000 Ext.12611/12612 

Email：hwyu@mail.fgu.edu.tw 

262-47 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 160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