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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命教育為核心的通識課程之
建構與願景 
──以雲林科技大學為例

	 周文祥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陳美芳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休閒運動研究所講師

前言

大學教育最主要有兩個功能，透由教學

傳授學問，培育人才，其次是發展知識與創

造學問（Flexne r，1930）。教育部吳清基

部長（2010）其施政理念以二大願景與五大

主軸為核心開展，其中之一有期望以生命教

育為基礎，實現人己物之和諧教育。鄭石岩

（2003）也曾提出，真正教育應包括外在客

觀知識的傳授解惑與內在心靈層面的成長兩部

分，令人擔憂的是，目前只專注於短期即能一

竿見影的知識傳授與考試技巧為導向之教育，

卻忽略提昇內在的心靈成長層面，確實需為警

惕之處。進入二十一世紀，教育體制需要的是

精神文化層次的更新，價值理念的提升，而

不能只著眼於制度與技術面的改造。曾志朗

（1999）指出生命教育提醒生命意義，統整

情意與知行，並強調對人及對生命的尊重，應

作為教育改革最核心的一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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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現階段大多數學生希望學校

培養他們的能力，也是學校應該優先教他們的

能力。

有鑑於現代青年學子生活目標盲目、模

糊，人格修養之忽略，生活態度之偏差，人際

關係之疏遠，虛無目標的氛圍價值充斥於社

會，甚至於校園中；取而代之的是，追求物質

享受與速食文化，人生似乎無其他值得思索

的方向與意義。天下雜誌（2009）的教育特

刊，其主題即是「一生最重要的一門課：生命

教育」。在所受訪的大學生當中，有近半數的

同學「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或「不管做什

麼，都沒有意義。」另一個問題是問學生，

「您的人生典範是誰」，排名比例最高的答案

居然是沒有。由資料顯現出目前大學生有一半

以上，是屬於生命迷航狀態。沒有效學的生命

典範，也不知自己要做什麼或能做什麼？由此

可知通識教育與生命教育在現階段大學教育的

重要性。因此，教育必需從根本做起，建立正

確的認知，喚醒個體的主體性，促進心靈覺醒

的教育。

大學通識教育的發展與脈絡

哈佛大學校長Con a n t（1945）在進行

哈佛通識改革時，於「自由社會的通識教育	

（gene r a l 	 educa t i on 	 i n 	 a 	 f r e e 	 soc i -

e t y）」提到通識教育的目標是要培養一個完

整的人。教育部於1984年開始在大學推行通

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其目的在擴

大學生的知識領域，以補救大學教育過度強調

專業化的教育缺點，通識教育是為補救今日大

學科系分劃過於細密所造成的弊端而設計的。

黃俊傑（2001）提出「通識教育在培養人的

思考、溝通、了解自我、批判社會等人文能

力。使每一個學生不但是單一的自然人、科技

人，更是一個社會人、文化人」。教育部顧問

室（2003）更提出「通識教育就是全人格教

育，是以人為主體的全方位教育。通識教育是

一種終身學習，要成就博通古今，貫穿無遺的

淵博學問；進而學通天人，徹底發揮人類與生

俱來的潛在能力」。台灣大學（2007）提出

通識教育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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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美國學院與

大學聯會（2002）則認為「通識教育課程中

所有學生都需要修讀的部分。它讓學生對不同

學科有廣泛的涉獵，而且為他們發展重要的智

性和公民能力提供基礎」。江宜樺（2005）

認為通識教育的核心精神在於培養學生適當的

人文素養、生命智慧、分析思辨能力、表達溝

通技巧、以及終身學習成長的動力。

本校通識教育除了秉持上述的觀點外，

並且結合校訓「誠、敬、恆、新」，發揮「誠

（重人文）、敬（敬倫理）、恆（肯做事）、

新（能創新）」的精神，培養學生在人與自己

（認識生命的本質，楷定生命目標）、人與社

會（學習真誠的群己互動，建立良善的倫理社

會）、人與自然（尊重生命，關愛大地，創造

美好生存環境）的全方位關係中，都能保持和

諧與均衡。本校通識教育中心的願景與目標，

就其功能而言，可以成為溝通人文與科學二種

不同文化與屬性的橋樑與平台。就其內涵而

言，是個體內在心靈全然覺醒的狀態。就其意

義而言，在發展學生全方位人格、涵養人文與

科學素養並成為負責任的現代公民。目前本校

通識教育中心所負責規劃有以生命教育為首的

「核心通識」（生命教育、歷史思維、哲學思

考、憲政法治）與以校訓分類的「深化通識」

（誠類、敬類、恆類、新類）共計16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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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科大核心通識「生命教育」課程之規劃

與建構

2001年教育部訂為生命教育之年，並於

提倡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闡明「全人教

育」、「生命教育」等核心重點實施課程：

「國民教育之教育目的在透過人與自己、人與

社會、人與自然等人性化、生活化、適性化、

統整化與現代化之學習領域教育活動，傳授基

本知識，養成終身學習能力，培養身心充分發

展之活潑樂觀、合群互助、探究反思、恢弘前

瞻、創造進取、與世界觀的健全國民。」（教

育部，2003）此施政重點與九年一貫之提倡

綱要課程不謀而合，由此可見，「人與己」、

「人與人」、「人與物」三大面向，正是生命

教育所強調的核心主軸。

在過去，人之所以為人，是有共同生活的

倫理、規範、準則，有基本人生的方向。就連

古往今來先賢們的論著，東西方的佛教、基督

教的基礎點：要愛人、做善行，心存仁，都是

非常一致的。但是這些人類的價值觀，眼看著

慢慢地消失，人心沉淪的警訊處處可見。「心

靈改革」必須做實踐功夫，透過身體力行實際

行持去體驗、去享受改造心靈後的境界。為了

實踐，首先必須確立起此一命題的價值觀念

（日常法師，2005）。洪蘭（2008）也認為

生命教育不是用教的，它是用體會的，考它、

背它是緣木求魚，徒勞無功，必須從實做中體

驗生命的意義。因此，生命教育的課程設計，

本應以學生為主體，從日常生活中感同身受周

邊的人事物，累積生活經驗與培養基本能力，

這些基本能力是能讓學生於未來生活與工作中

能帶著走的關鍵軟實力。

本校自98學年度起開始規劃生命教育的

課程，並經通識與共同教育委員會審議，以學

校課程委員會與教務會議通過，全校大一新生

自100學年度開始實施生命教育必修課程，

以一學期／二學分／二小時方式進行。本校通

識教育中心擬推動的生命教育課程，其主要願

景是：建立崇高人格、實現全人教育、成就圓

滿生命。其課程目標在於培養學生：1.具有智

慧與遠見、楷定生命方向，2.喜歡真理、喜歡

經典，3.建立正確認知、認識真相，4.引導建

立正確生命價值觀、對生命充滿希望與熱誠，

5 .改變自己、幫助別人，得到真正的快樂。

6.認識大學教育的價值與意義。生命教育課程

四大主軸分別為：生命意義的覺醒、智慧與遠

見、愛與關懷、實踐與堅持。並以八大面向

作為學生學習藍圖，包含：學習目標、學習動

機、學習內涵、學習方法、學習次第、學習條

件、學習評量、補救與改善教學。

目前生命教育課程的12項課程大綱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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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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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師資方面，「生命教育」課程首先要面

對的是師資來源與培訓問題，而以「全校教師

皆為通識教師」的概念，徵求各院及各系所推

薦具備高度教學熱忱與豐富教學經驗之教師參

與此課程，並成立「生命教育課程種子教師」

團隊，該團隊於每個月聚會交流意見，並邀請

校外通識教育界翹楚蒞臨本校演講，給予指導

並與種子教師互動交流。課程題綱以「認養」

方式，結合教師個人專長與興趣，並擔任課綱

教案教材編撰之教師。

此外為了解通識課程應培養的核心能力，

本校特於98學年度，透過教學卓越計畫，針

對本校四個學院應屆畢業學生172人，全校

19個大學部系主任及業界主管20人，進行立

意抽樣調查與訪談，藉以了解學習者（學生的

角度）、教育者（教師的角度）與用人單位

（業者的角度）三個面向，來建構通識課程應

有的核心能力。調查結果顯示整體以「國際視

野」、「多元思維」、「自我了解」、「社會

關懷」、「思辯溝通」、「積極學習態度與精

神」、「問題解決行動導向」、「生命意義的

認識」、「智慧與遠見」、「專業倫理與道德

觀念」為本校十項通識核心能力指標。

對於教師及業界主管而言，比例佔最重

之指標皆是「專業倫理與道德觀念」，而兩者

於前三項不同之處，教師部分是「積極的學

習態度與精神」；而業界部分則是「思辯溝

通」，由此可知，教師仍較重視學生求學的正

確態度，而職場上則較重視思辯能力與人際溝

通。而學生的部分，最高指標依序排名為「國

際視野」、「多元思維」以及「自我了解」。

經由此項通識核心能力指標的調查，將能更加

確立未來本校通識教育的努力方向。針對本校

學生，除了持續加強具有「國際視野、在地

思維、社會關懷以及人文涵養」之能力，未來

「生命教育」的課程推動更是本校通識教育發

展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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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教育是人類升沈的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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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Senge（1995）

在學習型組織中所提出的系統思考（sys tems	

th ink ing），也就是培養個體能夠整體思考，

不會只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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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方式來觀待事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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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通

識教育在這樣的脈絡性（con t e x t u a l i t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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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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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無它唯愛與榜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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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啟

發學生的心，讓每一位學生皆有一個崇高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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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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