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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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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而表現三生講會之沿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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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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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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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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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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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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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beau,2006;Bebeau,RestandNarvaez,1999;Narvaez&Rest,1995;NucciandNarvaez,2008;Rest,1

9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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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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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發展

本校「三生講會」課程，開講迄今屆滿四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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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的課程主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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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延續105學年的開課主題，安排開設「臨終關懷」、「文

化反思與行動」、「資訊與媒體」與「社會關懷」課程;於107學年，授課目標始修改以

「我的學思歷程」或「我的社會觀察」為出發，期從講者的人生經驗傳承中，使學生能知

所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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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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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培養學生於在學期間，能主動覺察自我、提升個人素養與關懷探討人文社會，並且在出社

會前，落實道德責任感，因而產生三生講會之課程。此課程之核心正如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

所云：「人生最終的價值在於覺醒和思考的能力，而不只在於生存。」 透過師長安排的各項課

程主題，吸收與學習該課程主題之精華，並提出自己的假設與疑問讓講師為自己解惑，在溝通與

問答的過程中，達到檢視與省思個人之行為，進而達到提升自我，促進學生在生活與思維上可以

更加積極上進；由於現在社會是個大數據的時代，常使人忽視少數者的需求，因此本課程內容除

了覺察自我，更是希望學生在課堂上或課堂外，能抱持著同理心與好奇心的態度，去主動關懷社

會、文化、政治、自然等議題，以不同的立場去找尋合適的解答，落實「人人為我，我為人人」

之道德觀念。

參與本課程的同學，不僅擴大自己的視野，也同時學習到微觀與巨觀多層次的社會實踐模

式。因此，本課程希望能達到：（1）理解社會關懷的道德意義與核心價值，並學習社會關懷的

利他與助人道德（2）對生命情境中的道德選擇來提升素養與覺察自我（3）積極主動地去實踐三

好精神（4）促使心生社會關懷意識，產生有為者亦若是的動機 ( 5 )我思故我在，抱持著懷疑

的態度去探索這個世界。

課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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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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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至10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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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106學年度取消原 有的第5週起方能

跨班聽講，此後同學得以在選擇的主題內充分學 習，也能藉此比較兩種上課方式何者對學生為

最佳的學習方式。但 該制度目前又於107學年度修改恢復原有跑班制度，講師皆對此抱 樂觀心

態，期發揮其學生自主選課之課程價值。

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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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內容 師資

1(09/05) 聽到自己的鼓聲 吳素真

2(09/12) 累積的力量 吳素真

3(09/19) 自我左右腦習氣心性的分析圖 吳素真

4(09/26) 人生的標籤和標題~心態大於選擇大於努力 張瑋儀

5(10/03) 傾聽內在的聲音，讓音律幫助你回歸生命中心 許嫚烜

6(10/10) 國慶日放假

7(10/17) 佛教經論的批判性思考與自我的轉化 郭朝順

8(10/24) 期中學習反思 吳素真

9(10/31) 為什麼Google瘋正念 梁庭

10(11/07) 拆解瘋狂，破除汙名－精神健康社會工作實踐 范大千

11(11/14) 立足宜蘭放眼世界 姚玉霜

12(11/21) 數據何以成其大 徐明珠

13(11/28) 期中學習反思 吳素真

14(12/05)
在幽暗角落看見光--我在助人專業工作中的靈
性開啟.

林香君

15(12/12) 踏異建橋—留浪異國築夢踏實
Stefan 
Kukowka

16(12/19)
森林生物多樣性之美 ——<森境太魯閣> 影片
欣賞、導讀

廖東坤

17(12/26) 期末學習反思 吳素真

18(01/02) 元旦補假

吳素真老師

星期一 10.11節 雲起樓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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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內容 師資

1(09/06) 課程介紹 簡佑丞

2(09/13) 自我實現與生涯規劃1:臺大管中閔校長學思歷程(影片) 簡佑丞

3(09/20) 我的學思歷程1:日本留學與跨域文化學習體驗 簡佑丞

4(09/27) 我的學思歷程2:英國留學與跨域文化學習體驗 呂尹超

5(10/04) 我的學思歷程3:泰國留學與跨域文化學習體驗 陳尚懋

6(10/11) 我的學思歷程4:美國留學與跨域文化學習體驗 汪雅婷

7(10/18) 自我實現與生涯規劃2:作家黃春明先生學思歷程(影片) 簡佑丞

8(10/25) 期中學習反思 簡佑丞

9(11/01) 跨域學習與實踐1:歷史、文化資產、美學與生活 蔡明志

10(11/08) 跨域學習與實踐2:地方文化的保存、傳承與實踐 葉永韶

11(11/15) 跨域學習與實踐3:文化創意、數位、策展 羅嘉惠

12(11/22) 跨域學習與實踐4:歷史學與博物館工作 陳文立

13(11/29)期中學習反思 簡佑丞

14(12/06) 心靈雞湯1: 面對失敗與挫折的勇氣 常欣怡

15(12/13)心靈雞湯2: 人生因不完美而完美 曾稚棉

16(12/20)
新世代青年理想與地方實踐1:市場文化ⅹ農村廚房(音樂
米)

方子維

17(12/27) 新世代青年理想與地方實踐2:書店ⅹ地方文旅(旅人書店)林世傑

18(01/03)期末學習反思(自主學習週) 簡佑丞

簡佑丞老師

星期二 10.11節 雲起樓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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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內容 師資

1(09/07) 課程介紹 羅中峰

2(09/14) 自我實現 羅中峰

3(09/21) 圓夢人生 羅中峰

4(09/28) 服務助人傳播愛 羅中峰

5(10/05) 產業改造地方 羅中峰

6(10/12) 文化改造地方 羅中峰

7(10/19) 教育挑戰 羅中峰

8(11/04) 期中學習反思I 羅中峰

9(11/02) 高齡社會 羅中峰

10(11/09) 文化資產I 羅中峰

11(11/16) 關懷社會的五種方式 羅中峰

12(11/23) 美學與產業 羅中峰

13(11/30) 期中學習反思II 羅中峰

14(12/07) 文化旅遊 羅中峰

15(12/14) 文化資產II 羅中峰

16(12/21) 環境保護 羅中峰

17(12/28) 生態保育 羅中峰

18(01/04) 期末學習反思 羅中峰

羅中峰老師

星期三 10.11節 雲起樓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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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內容 師資

1(09/08) 我為什麼在這裡？--課程介紹 汪雅婷老師

2(09/15) 「筆記與心得」是這門課的靈魂 汪雅婷老師

3(09/22) 「小組討論」是這門課的臟腑 汪雅婷老師

4(09/29) 阿三哥的籃球世界 周俊三老師

5(10/06) 命運與運命：從童工女工到教授的學術之路 張美櫻老師

6(10/13) 傾聽自己的鼓聲，走自己的方向！ 吳素真老師

7(10/20) 你是任性還是韌性？ 周鴻騰老師

8(10/27) 期中學習反思 汪雅婷老師

9(11/03) 思考對我而言 林緯倫老師

10(11/10) 如何識讀？—新聞的目的與手段 宋修聖老師

11(11/17) 中國大陸研究的田野經驗分享 柳金財老師

12(11/24) 金錢有理？理財有道！ 曲靜芳老師

13(12/01) 期中學習反思 汪雅婷老師

14(12/08) 戰士沒有選擇戰場的權利 林安廸老師

15(12/15) 歡喜自在走一回—談人際關係與職涯發展 許興家老師

16(12/22) 大學愛情學分及格了沒？ 黃智偉老師

17(12/29) 過得去就是門，過不去就成了檻。 羅逸玲老師

18(01/05) 期末學習反思 汪雅婷老師

汪雅婷老師

星期四 10.11節 雲起樓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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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堂出席
1. 基本出席次數至少15次。

2. 實體課程每次上課逾18:50不得進教室（不予出席認證），

學生須於上課書寫筆記，上課結束將於筆記本進行出席認證

的蓋章，但如採用線上遠距離課程仍須書寫筆記，並將筆記

拍照上傳至數位學習平台，以此佐證出席與作業評核。

3. 若學生因故不能出席，須檢具請假單經授課教師核准，並得

依請假單至其他「三生講會」課程旁聽補課，同時須主動告

知該旁聽課程之授課教師。

二、額外加分
• 學生與講者互動或有特殊優良表現者，由講者或授課教師紀

錄做為加分項目。

三、筆記與心得
1. 筆記制度：學生須於上課書寫筆記及課後書寫學習心得。

2. 基本篇數：9篇(心得) + 3篇（期中與期末反思）。

3. 心得篇幅：內容以字數500至1,000字篇幅為原則。

4. 有出席認證(章)之場次方得撰寫學習心得。

5. 未達出席次數與繳交心得篇數者，學期成績以不及格計算。

6. 筆記與心得不得抄襲。

四、其他
• 除以上三點規定外，若課程採線上教學模式如有未盡事宜，

悉依授課教師之要求與規定辦理。

「三生講會」課堂要求與評分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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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的叮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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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在敘述一件自己印象深刻的事
時，需要透過筆記來幫助回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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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敢嘗試、勇於承擔，一切的
挑戰都是機會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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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以覺悟為一切眾生的目標，認
為只有覺悟才能帶來真正的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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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一生有起伏，迷惘與失落，
有理想和成就。



我的學思歷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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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學會做出對的選擇，不會
在未來悔不當初的決定。

每個人一生都會有很多標籤，
我們應該學習好好利用這個
標籤，運用在對的地方。

我相信只要有一個好的心態，
做任何事都會相較於其他心
態更順利一些。

人生的標籤與標題
心態＞選擇＞努力

張瑋儀老師

關鍵不是遇到什麼事，有著怎
樣的人生，而是你如何去詮釋，
如何把所有的經驗轉化為寶貴
的養分。

不讓瑣事困住自己才是最聰明
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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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研究為什麼，不如研究
怎麼做才能更好達到目標。

讓自己更進步、更正向、更
熱愛生活以及更尊重生命。

如果想要成功就要不斷的學
習它，讓它變成自己的專長。

期 中 反 思

吳 素 真 老 師

美是人生中幸福的事物之一，但美的事物背
後都要有辛苦的付出。

只要達到自己的目標，不論目標是大是小，
都是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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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一條路是完全到不了的，
只有自己是否願意努力嘗試。

若在一次失敗、困難中就倒
下，就是徹底的失敗了。

沒有一個選擇是百分之百正
確的，只有不放棄才能看到
風景。

圓夢人生

羅中峰老師

唯有堅持才有機會，讓別人看
見你的機會。

回憶跟時間是不可以用買的。

不畏懼困難，大膽創新，終有
成功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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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他人，或許被幫助的人
們也會在心中埋藏了小種子，
在未來自己有能力或可以時
也會去幫助別人。

任何事情都不簡單，機會也
不是自己出現的，要自己努
力去摸索爭取，才不會錯過。

服務助人傳播愛

羅 中 峰 老 師

將愛延續，讓世間都被愛圍繞這樣一個理念
傳遞下去。

在這過程中，就是不斷的在生存與理想之間
做拔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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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自己對生活沒有「生」
的渴望活著也是痛苦，而人
倫只是一個社會下給予的壓
力，讓那些想安靜地離開這
世界的人沒有選擇的權利。

我們組認為人應當擁有決定
自己何時要死的權利，不應
該被社會、情緒所勒索。

「小組討論」
是這門課的臟腑

汪雅婷老師

有時候人要試著踏出自己的舒
適圈，也許能學到更多自己沒
學過的東西，甚至能改變自己。

當鼓起勇氣與人講上話的時候，
就會發現與人交流沒那麼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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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生活中混雜了很多的
錯誤觀念，需要我們去思考，
別人提出的東西是否有錯誤，
並從多個角度去了解自己接
收到的資訊，了解了以後並
不把錯誤資訊告訴別人。

做出來的作品自己不喜歡，
前來欣賞的人一定也不會喜
歡。

思考對我而言

林 緯 倫 老 師

「願意想，慢慢想」很多事情看起來恨複
雜，但其實只要稍微慢慢去想，自然慢慢
就會有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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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自信，幫助我們不去在
意無意義的嘲諷，只為自己
留下具有建設性的批評。

一種保護，可以保護自己不
被突如其來的日常生活壓力
或工作苛求所擊垮。

「改變是人生的一部分」接
受無法改變的部分，聚焦在
可以改變的部分。

面對失敗與挫折的勇氣

常欣怡老師

一種力量，能夠讓自己勇於抵
抗來自周遭苛求，走出陰鬱重
返自在。

一種態度，可以幫助自己以樂
觀的展望，取代悲觀的回首過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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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為正視自己的不完美，
向「沒有」借東西，才間接
成就了自己的完美。

過程遠比結果重要，結果是
過程的呈現。

快樂不是一個藉口，自覺很
重要，要知道自己在面對的
是什麼。

人生因不完美而完美

曾 稚 棉 老 師

「你不會因為有了誰就變完整，也不會因為
沒有誰就變得不完整。」──《火星爺爺》

快樂，是一種選擇。



我的社會觀察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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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真的很脆弱，不是所有人
都可以對小事置之不理。

瘋狂的背後是長期的壓力與
生命受挫。

個性與價值觀都不同的人共
存家庭斗室，「家」這個讓
人依靠的棲地，也往往成為
傷痕累累的張力場。

拆除瘋狂，破除汙名
精神健康社會工作實踐

范大千老師

知道自己的立場，知道對自己
的事情有話語權，知道自己有
能力能去改變自己的處境。

總有一天那些辛苦的人生課題
都會成為人生的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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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用更多角度去思考，但
如果一昧追求流行而失去自
我判斷也是不好的。

文化沒有優劣之分。

人類自古以來有三個敵人，
其一是自然、其二是他人、
其三是自我。

踏異建橋-留浪異國築夢踏實

Stefan Kukowka老師

文化是指「指導一群人的行為共同信念，規
範及態度，並幫助解釋其所處的世界。」

有些人的價值觀也會因接觸不同國家的文化，
而產生新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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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典帶來的不單是簡單的快
樂，更多的是價值的傳承能
夠一直延續下去。

每個獨立書店都賦予著不一
樣的意義，而書店的快樂文
化也一直努力地延續下去。

一個堅定勇敢的精神值得被
看見敬佩與學習的。

文化改造地方

羅中峰老師

透過戲劇將過去歷史以戲說方
式傳承下去，將文化以藝術方
式推廣流傳，並以此方式達到
凝聚部落居民，共同合作將歷
史文化傳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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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作品種至水中，亦是將村
民的希望種至水中，給予其
重新發芽成長，給了村民新
生的希望，也使得這一片生
態的藝術之美可以展現給更
多人。

要珍惜身邊的資源、要知足，
愛護地球與環境。

藝術教育與地方美學

藝術從小透過教育進行培養，透過美學設計
將課本的樣貌改變，內容的照片更成了繪畫
方式重現，這使得原先只是照片說明的圖示
更生動也更清楚，使得孩子們的學習動力也
有所上升。

羅 中 峰 老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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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所得到所看到的資訊，
都是被篩選處理過的，所以
我們更要去了解資訊背面所
表達的意思。

從A嘴裡說出來的話，透過
空氣傳遞，到B耳裡耳裡可
能就是另一個意思。

如何識讀？
新聞的目的與手段

宋修聖老師

現代的資訊取得容易，加上媒
體的不實報導，容易讓人失去
對事情的判斷能力，進而喪失
批判思考能力。

不要以自己的立場去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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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必須找到屬於自
己的優勢、熱忱在哪裡，確
定好就去執行，確定了正確
的道路就一定要堅持到底才
會成功。

學會放下自私自利和萬事萬
物結下善緣自然就會有機會
有貴人找上你。

歡喜自在走一回-談人際關係與職涯發展

事情都不是一蹴可幾的，學會把心靜下來專
注堅持地做好一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在求學階段，每堂課都是在磨練自己的能力。

許 興 家 老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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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藏：系統性的紀錄、收藏，
妥善並有組織的管理藏品。

研究：深入紀錄、研究藏品，
加以使用、詮釋，為展示、
教育基礎。

展示：有計畫地將物件組成
有意義的單元或集合，呈現
觀念或詮釋。

教育：典藏、展示以外所提
供課程、活動、公眾服務。

歷史學與博物館工作

陳文立老師

博物館功能，架構與定義：經
濟、典藏、研究、展示、教育、
交流、娛樂（逐年新增的期待：
交流、休閒娛樂、產業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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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年輕人走進市場
第一階段：專題演講（線上
講座）
第二階段：迺菜市場（線上
逛市場）
第三階段：永續／創生設計
（數位教育研發）
第四階段：市場講師、扎根
教育

市場文化×農村廚房（音樂米）

不同的世代要用心的方式認識。

企劃是一種溝通方式。

世上許多事務和科學的基礎是農業。

方 子 維 老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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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3-9871000 #12607

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60號

通識教育中心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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