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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哲學課程教學手冊研究報告1 

吳瑞珠 

【大綱】 

一、本校人生哲學課程的啟始及規劃 

二、回應 85 年「人生哲學教學研究計畫」結果 

三、教學手冊之規劃源起及實施狀況 

四、建議 

一、本校人生哲學課程的啟始及規劃 

  本校開設的「人生哲學」可以說是與天主教的辦校理念有極密切關係的課

程。民國 36 年 4 月 3 日〈南京益世報晚刊〉曾登載于斌總主教 3 月 31 日在南京

金陵大學以〈人生哲學概論〉為題的講演全文，講詞內容說明人生的範圍包括了

個人的物質與精神，也包含了團體與各種經濟條件；人要了解人的問題，需要先

釐清人是什麼？而此又需慎思明辨、高看深想才能達到，人只有在擁有了中心思

想後才可能在任何人生的困難中建立想法。2本校民國 50 年在台北復校，成立所

系、規劃課程，于校長將「人生哲學」的教學視為輔大教育的特色，並每學期召

開「人生哲學」會議一次，親自主持，指示大家教學的方向，與老師共同研訂教

學內容大綱，研商教學上所遇到的問題。3民 68 年羅光總主教接掌輔仁大學，成

立人生哲學教學委員會，指派召集人，並曾一度親自參與授課。4至 83 學年度（民

國 82 年）李振英校長為落實新大學法精神，召集相關人員，經過審慎研究評估，

決議以「大學入門」「人生哲學」「專業倫理」三科目為本校的特色課程，並成立

「使命與特色委員會」負責推動相關事宜。5 

                                                 
1 人生哲學課程教材與教法研習會，台北：輔仁大學，2008.7.6。 
 輔仁大學進修部哲學系副教授 
2 參見輔仁大學校史室編，《于斌樞機言論續集》下篇，（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1），頁 439-457。 
3 薜保綸，《人與人生》，（台北：國立編譯館，1998），二版，作者序。 
4 按人事室 74 年《教職員名冊》以及羅光，《人生哲學》，（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1985），「作

者序」推論，羅校長應於大傳系 74 學年度開設之人生哲學課程授課。 
5 參見楊傳亮、《人生哲學三十講》，（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1995），李振英序，頁 I-II；輔大

全人教育中心編，《人生哲學補充教材》第五冊，（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1），頁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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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哲學」課程內容的規劃，除了基於使命與特色的任務之外，相當重視

學生的需求以及反應，可由民國 61 年時任于斌校長之主任祕書龔士榮教授所書

之紀錄得知。6座談會中，對於合乎青年需要之哲學與人生重要問題的關注，所

有授課教師均提出意見。有就共同教材和對參考教材的分析，有對學生反應、對

信德無興趣對做人問題十分有興趣的問題，或對教學方法上中西方哲學觀點的進

路探討，以及人生各觀點的交換。有些教師認為宜先打智識的基礎、介紹哲學大

概的情形，或與心理測驗結合，也有提出理學院學生與他院學生不同的論點，甚

至為了便利學生轉系，免重修哲學課程起見，才有統一各系開設之哲學課程名稱

之議等等問題。又羅光校長於 67 學年校務會議中規定人生哲學授課重點為：「生

命、人生、倫理、宗教等，并綜合介紹天主教人生觀和天主教會」。7至民國 81

年 5 月《輔大學生報》要求校方改革人生哲學課程的呼籲出現後，8促使本校「人

生哲學」課程，如何在使命特色以及學生真實感受、期待及需要之間保持平衡，

並且達到課程目的，以及在課程內容和授課方式不斷修訂以達與時俱進的模式，

已然成為「人生哲學」另一特色。 

二、回應 85 年「人生哲學教學研究計畫」之結果 

  基於掌握「人生哲學」課程實施的實然狀況，學校於民國 84 年至 85 年間在

「使命與特色委員會」下設人生哲學教學研究小組進行「人生哲學教學研究計

畫」，並委由莊慶信教授主持。9由其「五、結果摘要與建議」中擷取與本次教學

手冊製作相關項目如「（三）教學方式、（四）輔助教學活動、（五）教學內容、（六）

參考資料」等加以比對反省，可得如下幾項重點： 

 

（一）將「講授方式」降低，是符合學生期待的教學方式。 

（二）課堂中安排活動、測驗有助於教學。 

（三）教學內容應函括 9 層面即理性（真）、道德（善）、生態、藝術（美）、宗

教（聖）、心理與生理、社會與政經，並編訂統一教材。10 

（四）強化教師生活化的表達技巧。 

依據以上的重點，本次執行計畫確實顯示了人哲教師某部分的努力及成

果。 

                                                 
6 本份紀錄為龔士榮教授遺物，記載民國 61 年 1 月 15 日於文學院四樓會議室所召開之「『哲學

概論』『人生哲學』課程檢討座談會」討論內容，存於輔仁大學校史室：復校史－重要資料檔。 
7 參見輔仁大學校史室，「輔仁大學 67-69 學年度校務會議」檔。 
8 詳見陳俊雄總編輯，《輔大學生報》，〈人生哲學評鑑結果資料分析〉，1992 年 5 月號。 
9 詳見輔大全人教育中心編，《人生哲學補充教材》第五冊，（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1），

頁 205-283。 
10參見仝上，頁 255。對於編訂統一教材的看法，按上述調查顯示：「不到 1/3 強的學生可接受統

一教材，其仔學生則單純地希望內容多樣化（不希望編訂統一教材）；而 3/4 弱的老師可接受

編訂統一教材，但同時保持詔適度的多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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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卓教學手冊之規劃源起及實施狀況 

（一）規劃源起 

  為配合行政院「教育改革行動方案」以及教育部推動之「大學學術追求卓越

發展計畫」的基礎建設，「人生哲學」作為本校必修之核心基礎非專業通識教育

課程，為了使本課程有效發揮其應有功能，人生哲學課程委員會召集人潘小慧主

任於 94 年即提出「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人生哲學教師手冊」製作計畫（計

畫編號：2.1.1A），並委請進修部全人中心蔡淑麗老師負責執行。 

本計畫的構想源於「人生哲學」課程較諸一般課程，內容涵蓋層面廣泛、教師所

屬專業領域不同，因而產生教材、教法的深度廣度不一的情形。如能藉由此一計

畫的執行，定能增加教師交換心得、吸納創意的機會，進而有系統的整合教材，

提昇本課程教師教學品質以及學生學習成效。 

 

（二）實施狀況 

  本計畫共收集單元教學內容 28 篇，期間歷經示範教學與觀摩並彙整成冊。

但在內容的連貫性以及整體性上仍需加以統整，爾後應否出版則仍在評估中。此

次，人生哲學教師分就前述「人生哲學教學研究－以輔仁大學為例」中「結果摘

要與建議（八）期待的教學目標」的 9 層面規劃成：理性（真）、道德（善）生

態、藝術（美）、宗教（聖）、心理與生理、社會與政經六組的單元教學內容，呈

現方式分列如下： 

 

1.就該單元主題之學理分析 

（李政達「真理」，朱修華「談理性」，田默迪「真－認知、學習、修行」，魏

思齊「人生的目標是神聖的（人類尋找超越性）」，吳瑞珠「道可道，非常道－

與你談宗教哲學」）。 

 

2.就專書、專文（例如：莊慶信、雷敦龢）、剪報、媒體之參考資料自編講義 

（蔡淑麗「人的自由意志與行為」，鍾安住「道德個案（人工生殖）」，張勻翔

「道德的主要理論」、「環境倫理與人生」，鐘蔚玲「藝術與人生（總論）」，杜

金換「音樂與人生（我的音樂我的歌）」，陳梅珍「另一種語言」，黃鼎元「宗

教之起源」、「天主教的神職階層」，司馬忠及駱小美「身體的奧妙」，劉佩容「自

我探索」，周偉航「消費與價值」、「人權」，郭維夏「從政治經濟看格調權利責

任在人生角色扮演上的意義」，汪惠娟「人為何會犯罪」）。 

 

3.以專業之發揮加以導引（含同學之導讀、參觀，藝術家介紹（朱銘），原住民

音樂活動的編排參與）。 

（鐘隆琛「繪畫與人生」，魏嘉華「藝術與人生」，蔡振興「音樂與人生（原著

民音樂的感動）」，劉錦萍「自我概念」，傅世英「情緒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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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啟動學生之反思（含宗教訪視，服務學習，案例引導及辯論） 

（蔡淑麗「音樂與人生（跨領域整合）」，吳子清「宗教訪視」，尹美琪「服務

學習」，蔡振興「法治與人生」）。 

 

  綜合整理教師提供之內容後，再次證明人生哲學教材內容及教學方式的多

元，確實是本課程的特色。教師們在跨領域專業知能的吸收及運用上，投注諸多

心力，近年對於學生在生命教育的薰陶上尤其著重。本課程不只是讓學生獲得知

識，更藉由運用實作、服務、反省各種教學方法，讓學生對尊重、珍惜及關懷自

我、他人及眾生生命有更內化的影響。 

四、建議 

  本計畫執行３年來，不但落實了前述研究結果「支援教學小組」設置，以及

「教學研討會」舉辦的建議。有些極有價值的附加功能，例如實質收集了人生哲

學任課教師的授課內容，以及初步了解該單元的呈現方式。另外則是教師獲得一

個溝通及對話平台，能彼此成為資源或支援伙伴。 

 

  藉由此次執行的成果，將來應可以有四個持續的實質作為： 

（一）強化人生哲學授課教師依專長興趣之分組，持續就各層面提供專書、專文、

相關剪報、媒體等參考資料的建議，以建立教師教材參考資料庫。 

（二）深入檢討與專業科系的配合規劃方案，例如：跨領域之協同教學，單元的

融滲式教學設計，邀請本校專業科系教師就其專業之「概論」或「簡介」

導讀及分享。 

（三）持續舉辨教學方法之研討會。 

（四）舉辦學生關注之當代議題的對話活動，使教師充分掌握學生之動向。 

 

  關於「人生哲學」作為輔仁大學特色課程的思維，人生哲學的教師們應該以

「大公」（Catholic）11的精神，堅持信心與愛心，相信將更透徹的表現出輔仁「整

合為一、相互包容」的特色。

                                                 
11「大公精神」意指超越了宗派／神學的藩籬，源自教會傳統，希望尋找出能合乎傳統的神學融

合觀點，因而發展出大公及教會合一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