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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報告大綱：

•本校人生哲學課程的啟始及規劃

•回應85年「人生哲學教學研究計畫」結果

•教學手冊之規劃源起及實施狀況

•建議



•民國36年3月31日
於南京金陵大學

•以〈人生哲學概論〉

為題發表講演
于斌總主教

1901-1978

人生哲學課程 啟始



羅光總主教

1911-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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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振英校長

1929-

以「大學入門」「人生哲學」
「專業倫理」為本校特色課程

成立「使命與特色委員會」



人生哲學 課程規劃

•基於使命與特色的任務

•重視學生的需求以及反應





「哲學概論」「人生哲學」課程檢
討座談會討論內容



授課教師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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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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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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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內容和授課方式不斷修訂

•以達與時俱進的模式，

•成為「人生哲學」另一隱含特色 。



回應85年「教學研究計畫」結果

•將「講授方式」降低比例，是符合學生期
待的教學方式

• 課堂中安排活動、測驗有助於教學。

• 教學內容應函括9層面，並編訂統一教材。

• 強化教師生活化的表達技巧。



教學手冊之規劃源起及實施狀況

•規劃源起

•配合行政院「教育改革行動方案」

•教育部推動之

「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展計畫」基礎建設



• 為使「人生哲學」課程發揮其應有功能

• 課程委員會召集人潘小慧主任

• 於94年即提出「人生哲學教師手冊」製作
計畫（計畫編號：2.1.1A）

• 第二年起委請進修部全人中心蔡淑麗老師
負責執行。



構想主要目的

•藉此一計畫的執行，增加教師交換心得、
吸納創意的機會

•有系統的整合教材，提昇教師教學品質以
及學生學習成效



•實施狀況

•共收集單元教學內容28篇，

•歷經示範教學觀摩並彙整成冊。

•評估處理之

•內容的連貫性以及整體性呈現方式的考量

•是否出版問題



呈現方式 分類

•就單元主題之學理分析類

•專書、專文、剪報、媒體資料自編講義類

•專業發揮類

•啟動學生反思類



綜合趨勢

•教師們在跨領域專業知能的吸收及運用上，
投注諸多心力。

•近年尤其著重對學生在生命教育的薰陶上。



單元內容 顯現之企圖

•不只是讓學生獲得知識

•更藉由運用實作、服務、反省等教學方法

•讓學生對尊重、珍惜及關懷自我

•以及他人及眾生生命有更內化的影響。



因此……

本計畫不但

•落實了前述研究結果

•更拓展具有價值的附加功能



諸如……

•實質收集了人生哲學任課教師的授課內容

•初步了解該單元的呈現方式。

•教師獲得一個溝通及對話平台，能彼此成
為資源（支援）伙伴。



建議實質作為：

•強化人生哲學授課教師依專長興趣之分組，
持續提供建議，以建立教師教材參考資料
庫。

•深入檢討與專業科系的配合規劃方案。



•持續舉辨教學方法研討會。

•舉辦學生關注之當代議題對話活動，
使教師充分掌握學生之動向。



關於 特色課程的思維

• 以「大公」（Catholic）的精神

• 堅持信心與愛心，

• 透徹的表現出

輔仁「整合為一、相互包容」的特色。



敬請指正

感謝各位老師的耐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