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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大學教育最主要的目的是建立崇高人格，培養具有國際視野、在地思維與社會關懷

的領導人才。透由扎實的專業教育能活（生存），經由通識教育跨領域均衡學習，

活得快樂，最後則是藉由生命教育啟發目的感。讓專業通識比翼齊飛，產生自主性

與自律性的學習動力，進而能夠遇難不退，生起精進不懈的意志力。在上述的理念

與脈絡底下，雲科大遂於2010年10月20日啟動生命教育種子教師培育，形塑教師社

群學習團隊。經過一年規劃，一年培育共學，並於100學年度成為全校大一核心通識

課程。推動四年以來共舉辦48場次的教師社群共學，計有957人次的教師參與，實際

參與生命教育授課的老師共有50位，其中46位是專任教師，分別來自於20個系所，

約占全校專任教師的12%。透過生命教育的推動，不僅帶動教師社群共學的機制，

同時也引導同學在大一就能楷定生命的志向，產生自發性的學習動力。為長遠的生

涯鋪下厚實的基礎，也為大學校園建構一個充滿溫暖與希望的學習場域。進而培育

出具有豐富底蘊的人文素養，深刻關懷的社會實踐與理性客觀的科學精神，以及深

厚扎實的專業知能的現代社會公民。庶幾才能符順大學培育人才、發展知識與服務

社會的原始精神。

關鍵詞：生命教育、教師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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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     壹、緣起     

        天下雜誌（2009）教育特刊針對高中和大學生所做的調查顯示，有37%的高中

生與大學生缺乏自信，更有42%的大學生，最痛苦的是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或能做

什麼？此結果顯示出大學生生命迷航的狀態。且近半數的大學生，最希望在學校學

到的能力是參與社會的能力，其次是能夠控制自己的情緒，再者是對生命的理解

力，最後是對別人要有同理心。而雲科大100學年度生命教育課程，針對大一入學新

生的調查也顯示，缺乏生命方向、人際關係、自我成長、時間管理與孤獨寂寞是同

學最主要的問題。由此可見，大學除了專業知能的教育之外，通識教育與生命教育

內涵的養成亦是刻不容緩之事，除了教學生知道怎麼做（know-how）之外，更需要

教學生知道為何而作（know-why）。目前企業體系對於大學畢業生的工作條件調查

中顯示，企業界所重視的能力之前五名為：學習力與可塑性（49.8%）、態度主動積

極（49.8%）、專業知識與技能（43.4%）、配合度與穩定度（42.3%）、責任感以

及自我管理能力（40.7%）。由上述可知，除了「專業能力」之外，更重要的是態

度，如對人要有感覺、對事要有敏銳的判斷力。能夠做到「願意聽、聽懂話、肯去

做、能做對」之基本素養。而能否成就圓滿人生並符合終生志業的關鍵，不僅只是

在於高深的學問或高學歷背景，而是需要回歸到最根本的人文養成教育，也就是

「待人、處事、接物」的涵養。藉由以生命教育為核心的通識教育，不僅可以引導

學生體會到自己生命的價值與意義，亦可透過正確的學習，經由身體力行的實踐過

程中，對別人做出貢獻，建立有意義與和善的關係；並且從中看到生命的價值，進

而發揮自己的長處與美德，產生正向情緒與正向價值。藉由服務利他以及參與有意

義的活動，找到真實而恆久的快樂，創造生命的價值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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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科大會推動生命教育最主要的原因，是看到整個大學教育裡存在一些問題需

要大家共同努力改善。最主要的問題是：對每位同學而言，大學時期是一個人生涯

當中的黃金歲月，在這段期間中的學習能力、吸收能力，是最強的時候。如何讓同

學在大一就能有正確的生命方向，乃至於有良好的學習態度，這些素養對個人長遠

生命的經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然而整個高等教育比較注重的是專業知識技能的教

育，在心靈提升與生命意義這一部分比較缺乏關注，但是最直接而且影響深遠的，

就是生命意義的追尋，因此需要一群老師用心參與投入，使其能達到圓滿成效。又

因自己長期接觸生命成長與心靈提升的學習，乃至於在福智文教基金會學習生命教

育與品德教育，因此更覺得心靈提升，對一個人一生的生命成長有著非常深遠的影

響。所以就構思是否有機會在通識課程裡面做些調整，把生命教育融入在整個通識

教育裡面，乃至成為通識教育中的核心通識課程。很高興雲科大有幸能夠推動生命

教育的課程，因為有校長以及一些主管的支持、參與，還有一群老師的投入，我們

慢慢去建構一些共識跟理念，還有研發教材教案，使得我們跨出了第一步。

        生命教育的內涵是很寬廣的，如學習的態度、生命的方向、有慈悲的心、對心

靈與物質的了解、能夠認識事物的真相、了解正確的取捨、抉擇、能夠去付諸行

動、對人有感覺、對環境生態盡一分心力等，這些都是生命教育的內涵。生命教育

應該是讓同學有高遠的生命志向、有寬廣的格局、視野與心量，涵養恢弘的氣度與

心胸，清楚自己生命的目標。在整個大學的學習過程中，知道自己要做什麼，能夠

養成自主學習的能力，懂得時間管理，會主動經營自己的生命。因此這個課程是越

早實施越好，否則可能等到大二、大三、乃至大四要找工作時，同學才發現原來在

大學的時候，並沒有好好努力學習，如此就很可惜，時間就這樣過了。所以生命教

育應該是讓同學在大一的時候，就能夠很清楚個人的生涯目標，乃至於讓自己的興

趣與能力能夠結合，能正確的學習、養成良好的學習態度。

        一般坊間對生命教育的內涵都比較聚焦在自殺防治、悲傷輔導等。比如之前有

建中同學，因為感情的問題自殺或者是有些同學有學習上的困難、時間管理的問

題、憂鬱症等等，比較局限在自殺的防治、個案輔導等。但並非說這些不是生命教

育，這只是生命教育的一環，生命教育應該是讓同學有一個非常恢弘、建立正確高

遠的生命志向，能夠透過跟老師學習過程裡面，自己生命格局的開展、能夠自己學

習提升、也能夠去利益更多的人；對環境、對國家社會能夠盡一己之力，成為一個

負責任、有理念、有熱忱的現代社會公民，應該是這種寬廣的生命教育。在這樣的

背景與因緣下，雲科大開始全面推動生命教育，並列為大一核心通識，課程目標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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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特色，如下所示：

一、課程目標一、課程目標

        透過大學生活中的真實問題，讓學生調整以往被動接受知識的學習習慣，培養

積極主動的學習態度與終生受用的學習策略，以適應未來變動不定的社會情境。並

且楷定志向，透過正確學習，讓生命達到最高。生命教育課程目標如下：

         （一）實現全人教育：（1）建立正確認知，認識生命真相。（2）了解並認識

大學教育的意義，能有效運用各項學習資源。

        （二）培養崇高人格：（1）培養智慧與遠見，楷定生命方向。（2）引導學生

喜歡真理、喜歡經典和聖賢智慧。

        （三）成就圓滿生命：（1）引導建立正確的生命價值觀，對生命充滿希望和熱

誠。

                                               （2）透由正確學習，能改變自己、幫助別人、能夠得到

真正的快樂。

二、課程特色二、課程特色

        生命教育的核心價值主要在於啟發個體對於生命意義的醒覺、以及增進個人對

於內在狀態的認識，進而建立崇高人格、楷定生命方向、成就圓滿生命。現在的學

生之所以會困惑的原因，是因為沒有正確的認知，進而延伸出錯誤的價值觀，所以

產生種種的身心困頓與生命的迷航。談到生命的課題，每一個人都要思維五個問

項：1、人生何去何從—我為何而活？2、我應該如何活著？3、我現在的所求是什

麼？4、我的生命與人生會成為什麼？5、如何讓生命達到最高？

        通識教育的核心，就是生命教育的內涵，而生命教育必須透由正確的學習與身

體力行去實踐，進而反思（reflection）體會生命的價值與意義。透由做中學的實踐

與反思過程，產生體驗生命的價值以及對生命的關懷。因此可將生命教育詮釋為

「個體內在心靈的覺醒及認知到生命的意義，進而立志效學典範，楷定生命方向，

並透由積極學習與努力實踐的過程，提升自己也利益別人，創造生命價值，讓生命

達到最高。」

貳、生命教育課程的內涵貳、生命教育課程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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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教育」課程設計總目標為實現全人教育、建立崇高人格、成就圓滿生命，

幫助學生建立正確認知，認識生命的真諦，並引導學生確立生命價值觀，對生命充

滿希望與熱誠。課程內涵分四大主軸：生命意義的覺醒、智慧與遠見、愛與關懷、

實踐與力行。十二個課綱分別是：1、大學教育的理想與意義；2、立志：效學典

範；3、長遠的生命規劃；4、生命的光明與希望；5、春風化雨師生情：做個好學

生，找到好老師；6、心靈與物質；7、物質世界的真相；8、觀功念恩：和諧的人際

關係；9、環境倫理：萬事萬物息息相關；10、有機心生活：健康生活；11、善行實

踐（服務利他）；12、惜福習勞（農耕體驗）等十二種課綱。其中善行實踐與惜福

習勞就是身體力行參與服務學習的活動，其它四堂課則是第一堂的總說、全校性的

專題講座、課堂講座以及期末的學習總結--分享與回饋。生命教育的教材內容最主要

還是環繞著，如何讓同學去認識這一門課程對他長遠生命的價值與意義，然後策發

學生想要學習的心。生命教育四個面向的內涵：

一、生命的價值與意義生命的價值與意義

        學習生涯規劃，同時由諮商輔導中心來協助做MAPA介紹；再來是「大學教育

的意義與功能」：了解大學教育的價值與理想性，例如：我為什麼要念大學？因為

大學是「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大學不應該只專注在專業

知識技能的學習，大學之道，在明明德的第一個明是認識、了解，一個是動詞一個

是名詞，認識自己內在的這些心性與德行，然後透過學習讓它彰顯，這是一種醒覺

的過程，明明德就是這種啟發的過程。能夠做到安身立命，進而兼善天下，讓生命

臻於全然圓滿的狀態。引導同學如何去追尋生命的典範、立志向學，生起一種效學

仰望的心，這就是生命的價值與意義的面向。

二、智慧與遠見二、智慧與遠見

        能夠認識真相、對長遠的生命有規劃、學習面對事情的態度。我們常說「人無

遠慮，必有近憂」，當人有一個高遠的志向跟方向時，就知道怎麼去學習經營自己

的生命；以及認識心靈跟物質對我們生命的影響，因為每一個人都要追求快樂遠離

痛苦，若不認識心靈跟物質，終其一生在追求物質的快樂，或許有一天可以達到願

望或是欲望，可是你會覺得不快樂或是不幸福，因為那不是真正帶給你生命幸福的

一個真正來源，而心靈的提升與滿足，才是真正帶得走的資產。那麼智慧從哪裡來?

一定是跟有經驗的人學，要跟有經驗的人學，自己要先成為一個好的學生，所以會

延伸出學習的態度。因為跟有經驗的人學，就能認識真相，能夠去做一個取捨、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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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判斷。會覺得痛苦是因為無知！更嚴重是自己在無知裡面不知道自己的無知，

還覺得自己所知道的是正確的，這個才是我們痛苦的根本原因。因此第二個面向就

是探討如何去開展自己的智慧與遠見，面對境界能夠做正確的抉擇與取捨，成為一

個充滿青春、活力、智慧、遠見的時代青年。

三、愛與關懷三、愛與關懷

        透過正確的學習對環境生態與對人有感覺；比如說如何讓生態能夠永續，然後

對大地、對人都能夠盡自己的能力去做一種關懷，所以對於規律的生活、健康的飲

食、崇高的生命、社會的關懷等內涵，需要透過學習去認識，長養內心那種所謂的

慈悲心，不僅只有對人、對環境生態、動物都是這樣。所以課程中會有一個很重要

的主題為「觀功念恩」，透過觀功念恩的概念去經營和諧的人際關係，還有同學要

寫感恩卡，真實地去感恩他人，另外也有成長札記的記錄、回饋、反思，透過這個

過程讓自己對人有感覺，然後生起慈愛與感恩的心。

四、身體力行與實踐四、身體力行與實踐

        當我們對人、對周遭的環境都有感覺時，身體力行實踐的課程就顯得更為重

要，包括農耕、服務利他或者自己建構一種健康的生活型態。農耕的意義，使學生

能夠對環境生態有一種感覺、一種責任，透過農耕的過程，也是一種因果的教育。

例如：現在英文不好，是過去沒有努力，那你現在努力開始念英文，以後就會慢慢

改善，也不是說一下子就有成果。如同種菜一樣，從一個種子或芽苗，然後慢慢長

大，到開花結果、有果實，看得到且吃得到果實，其內心會有一種踏實與歡喜的感

覺。就像是學期中班上有種玉米，期末大家收成後，額外去買了其他配料煮成火

鍋。學生觀察到從零點幾公分的種子長高到一百九十幾公分，成長為玉米長出來，

哪怕只是吃到一點點，可是那樣的教育是很真實，因為有體驗、有去做，就有感

覺。從種子到萌芽然後成長、開花、結果，這過程就是一種因果教育。任何事情都

離不開因果，現在身體不好是因為以前飲食的問題，沒有適度的規律運動，或者是

生活作息不正常。另外還有服務利他，比如說去打掃系館、整理環境，乃至於能夠

去幫助別人。當然也有全校性的講座跟課堂的講座，這是補足他本職學能比較缺乏

的部分，例如工程學院的同學，就會邀請與他們原來比較不一樣背景的演講者，讓

學生有多元文化的體驗；全校性的講座則邀請在生命學習方面有豐富經驗的師長與

學生對話並做一些引導，分享他們的學思歷程。

        因此教材基本上是集中在這四個面向。事實上這些教材在兩年前便開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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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透過每個月兩次的老師分享，設定一個主題，然後邀請老師蒐集資料後，於

教師社群共學中呈現，大家再提供一些意見，最後把這些資料彙整，整理成所謂中

央廚房的一個概念，老師需要時可以自行補充與增減。本校生命教育課綱分類一覽

表如附圖1。

參、教學相長參、教學相長

        金耀基（2003）在其所著的大學之理念一書中，引述大學教育最主要有二個功

能，透由教學傳授學問，培育人才，其次是發展知識（Flexner, 1930）。因此除了專

業智能的養成外，如何協助學生發展個人的生命價值觀與多元文化涵養，如自我認

同、生命的定位、生活的方向，參與社會的能力與能夠控制自己的情緒等，是現階

段多數大學生希望學校能夠教他們的能力。美國哈佛大學校長Bok指出（引自張善楠

譯，2009），學生對學科內容資訊的記憶消逝得很快，一般學生在課後15分鐘就無

法回憶課堂講授的實際內容。相對的，興趣、價值觀或是認知能力，會保留得較長

久，特別是經由自己的思考努力所獲得的觀念或知識，也較可能長久保留。因此學

生從大學帶走什麼樣的知識和心智習慣，較少取決於他們上了什麼課，而是取決於

課是如何教和教得多好（課程呈現方式與教授方法）。由上所述可知，教學是師生

互動的過程，是一種心與心的傳遞。教學的過程，最主要的就是能夠引發學生的學

習動機，建立正確的學習態度以及楷定生命方向。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大學教師必須以教育工

作作為畢生的志業，教師更是一種神聖莊嚴的志業，能夠教學相長、改變自己、幫

助別人、得到真正的快樂。學生能夠走到什麼程度，就看老師自己有什麼程度！教

育無他，唯愛與榜樣，生命教育是一種心與心的傳遞，如果自己沒有體會與受用，

那又如何傳遞內心的體會與經驗。因此大學教師每一個人都可以透由學習，把自己

內在心靈覺醒的生命經驗傳遞給學生，能啟發學生的心，讓每一位學生楷定生命方

向，有一個崇高的目標，努力向學，依著有經驗的人，循著正確的方法，踏實的實

踐力行，創造出生命的價值與意義，成為一位充滿「青春、活力、智慧、遠見」的

時代青年，找到生命的康莊大道。

        教學其實應該說是教學相長的過程，透過教學的過程中，老師以自己的體會去

傳遞，善巧的讓同學了解，一方面也透過這些過程去學習。而這其中最主要大概有

五個面向。第一個是發現，發現什麼？發現同學他學習上的困難、障礙，要幫助他

突破，或者是引導他去面對，再來是能夠發現他的亮點與長處，透過學習，讓他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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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在自己的亮點、長處上去努力學習。老師必須懷著謙卑的心，才能走進學生的

心。這樣才能發現學生潛在的美，進而堅定地指出他生命中美好的特質，真心喜歡

您的學生，經過這樣鼓勵過的人，多半會成為您鼓勵的那樣子，會像您想的那樣成

長。接著是傾聽，成長札記的作用，就是能透過這個過程去發現同學的一些問題，

如果他認真學、去傾聽他學習上的一些收穫、他的問題跟困難，或者是他覺得美好

的事情；第三個就是要顯揚他努力的地方，看到他做到的，不要只看到他沒做到

的，哪怕他只做一點點，就是能夠去顯揚、鼓勵、支持他，讓他得到支持，所以這

個過程就是「發現、傾聽、顯揚、鼓勵與支持。發現、傾聽、顯揚、鼓勵與支持。」同學如果感覺到老師在關懷他，

他會產生一種力量，就會有勇氣去致力於自己要改善或是有能力去面對他生命中，

應該去突破跟學習的地方。所以這是教與學的內涵，也不只是說去教，這就是教學

相長的過程，老師自己也要不斷的提升，因為老師的生命高度到哪裡，學生就能夠

走到哪裡。因此老師不斷的自我提升，很重要！

        很感謝有這麼多老師願意發心來參與生命教育的課程，不管大家當時的動機為

何，能夠跨出這一步其實是很不容易的，因為每一個人都有他專業的本職學能，尤

其在大學的殿堂要讓老師放下自己的專業並撥出時間、心力來參與生命教育，重新

開始學習，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雲科大有機會能夠推動生命教育課程，因為有

校長以及主管們的支持、參與，還有一群老師的投入，我們慢慢建構共識與理念，

還有研發教材教案，使得我們跨出了第一步。在這樣的背景與因緣下，經過一年的

準備，建立生命教育種子教師社群，經過18場次283人次的研討，建構出本校生命教

育的四大主軸與十二個主題課綱，並於100學年度起列為大一核心通識，開始全面推

動生命教育。自民國99年10月20日啟動生命教育種子教師共學，計有60位教師參與

生命教育教師社群共學，其中本校跨院系專任教師有56人，來自20個系所。實際參

與生命教育授課的教師，自100學年度推動以來，7個學期計有50人，230人次（每門

課至少2位老師共同開課，每學期13門課，50人是各別計算，人次則是學期參與授課

累計人次）參與生命教育的授課。

        這是雲科大很難得的一個無形資產，有一群老師願意投入生命教育的課程，並

且維繫這樣的一個能量是很重要的，這就要不斷的透過種子老師的共同學習、理念

統整、凝聚共識、自我提升、身體力行來持續提升。因為學生能夠走到什麼程度，

要看老師有什麼高度。教育能不能產生影響的效果，這要很長遠的時間去觀待！依

我個人的學習經驗而言，對我有沒有影響？對我影響很大啊！改變我的生命啊！所

以我對教育是有信心的，我自己是因為這樣被改變的，所以同學可不可以被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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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被改變，最主要的關鍵就是要有一個好的環境，還要有一群願意發心參與的老

師。就像孔子說的良師益友，一個好的學習環境，會引導同學一個正確的方向與概

念，他在老師與同學的身教與言教薰陶下，自然而然就會改變。而在教學評量方面

除了學習成果外（outcome bases），其實真正的評量是要看「因」正不正確，如果因

對，因正則果圓！只要時間到了，自然會產生一個好的結果。如果現在因不對，然

後又期望有一個好的果，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現在最重要的是如何去不斷累積

正確的因，因對了，時間到了，自然就會顯現出美好的果實。就像我們種菜，永遠

不去播種，種了沒有去關心、沒有去除草、沒有施肥、沒有澆水，菜不可能慢慢長

大，森林也是從一棵樹開始的。所以比較重要的是我們怎麼去鋪陳正確的因，透過

一群老師的努力與用心，塑造一個好的學習環境，時間到了，自然就會有一個好的

結果出現。

        最近我們學校也嘗試將生命教育的實施成效作量化與質性的研究，鄭心婷

（2013）針對100學年度與99學年度的學生，探討生命教育對生命意義價值觀影響之

研究。研究結果顯示，學生修習生命教育課程後，生命意義價值觀顯著高於修習生

命教育課程前。修習過生命教育課程的學生，在生命意義價值觀顯著高於未修習過

生命教育課程的學生。其次，許惠婷（2014）透過文獻的整理與蒐集，探討生命教

育的發展歷史與脈絡，並了解當今國內大學生命教育課程之教育目標，以及其課程

設計之內涵，並在蒐集相關資料擬定訪談大綱後，擇定五位受訪者，逐一進行深度

訪談，並針對訪談內容進行分析，俾便了解生命教育課程對大學生的影響。由訪談

內容的歸納分析中，發現下列主要結果：大學的生命教育課程確實能為大學生帶來

影響與改變。就影響的面向而言，可分為六個層面：分別為同理心、感恩心、環境

永續、健康飲食、正向光明的思考與生活變得更有目標，其中受訪者對同理心、健

康飲食、正向光明的思考等三個向度的感覺較深刻，其次是感恩心與環境永續，最

後則是生活變得更有目標。由上述的實證研究可知，大學生命教育課程有其實質上

的需要，不僅能夠幫助同學建立正確的生命價值觀，同時也為其長遠的生涯學習，

鋪下深厚的基石。教育的目的是要教育出希望，透由正確的學習與美妙的道理，啟

發每一個人的榮耀感，養成自發性學習的習慣，並且在自己的水平上努力向上跨一

步，能夠完成自我教育，可以振奮生命，突破格局與開展視野，覺得自己是大有可

為的人。換句話說，就是不管我的起點多麼不光彩，多麼平凡，只要我不斷的往正

確的方向努力，我的生命是可以改善，可以超越，可以達到我想要的目標和理想。

也就是說生命教育是一種希望與光明的教育，讓生命有方向而且也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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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發心肆、結語：發心

        教育的過程是一種自我認識、自我探索、自我發現、自我覺醒與自我實現的心

路歷程，是一種內在自我覺醒的歷程，也可以說是生命智慧與生活經驗的傳承。通

識教育為了彌補專業教育過度分殊化與專門化，自1984年起成為大學必修的學分，

其目的就是要讓「通識教育成為溝通人文與科學二種不同文化與屬性的橋樑」，使

得學生對專門學科以外的知能與探討方式有一統整性的思考脈絡。如Senge在學習型

組織中所提出的系統思考（郭進隆、齊若蘭譯，1995）。也就是培養個體能夠整體

思考，不會只局限在分化後的專業思考模式，能夠具有見樹又見林的能力與見識。

具備深廣與精微的方式來觀看事情，讓大學生成為「見識深廣、心胸開闊」的時代

青年。除了上述之外，大學教育應是以培育學生建立崇高人格、成聖成賢、安邦定

國、安定社會的教育場域。而生命教育在這樣的脈絡性（contextuality）之中，內心

的啟發與覺醒，就成為不可或缺的元素，這也是找到生命價值與人生意義之所依

處。誠如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榮譽理事長黃俊傑教授（2002）所言：「通識教育

就是建立人的主體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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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為主體之關係的教育。所謂通識教育就是一種喚醒人的主體性，以促進心靈之覺

醒的教育。」這樣的內涵與論語開宗明義所說的「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乃至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有相同的內涵，此「學」非今人所謂的知識學

問，而是精神心靈的學習，是依義理文字而身體力行去實踐、鍛鍊，體會而成長

的，都是精神生命人格修養之學。這種學習是一種內心的心路歷程，是一種內心的

提煉，並不需要人家知道，學習是內心明明白白，真誠面對自己的生命、提升心

靈，學習聖賢之學，而不是希求外在的肯定。因此，在現階段大學教育系所分化愈

精細、專業教育愈專門化的同時，更顯示出內在心靈覺醒與人文思惟的重要性。如

此方能在全球化與知識經濟為主流的浪潮下，找到安身立命之處，否則現今的大學

將會被數量化、商品化、職業化與庸俗化的浪潮所淹沒，大學的理想性與引領性，

將消失殆盡。

        任何事情都是從一開始，一片森林是從一棵樹開始，這件事情也是從一個人發

心開始，然後感召一群人共同發心，就會形成一種力量。從哪裡開始？從發心，從

一個人，然後一群人。外在的世界會不會改變？外在的世界會因為我們一群人的發

心而改變，外在的環境也會跟著改變，重點是我們要先改變自己的內心。總而言

之，生命教育是入心的教育，學生的心受到感動，他就願意改變自己的生命。教育教育

是要讓學生內心能夠感受到溫暖與關懷，心理能夠光明和滋潤，然後讓他覺得自是要讓學生內心能夠感受到溫暖與關懷，心理能夠光明和滋潤，然後讓他覺得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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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真的是很有希望的。己真的是很有希望的。而老師也可以透由參與教師社群共學的過程，達到教學相

長，理念統整、自我提升、利益學生的願景。期許校園是一個充滿「愛與關懷，溫

馨幸福」的學習環境。

圖1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核心通識「生命教育」課程主軸與課綱分類圖

(按此以看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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