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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發心靈潛能 形塑卓越品德--分組討論  綜合報告

教學與行政革新特刊

101學年度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於101年10月13日在蘭陽校園強邦國際會議廳舉行研

討 

 

文字／莊靜、林妤蘋、盧逸峰、呂柏賢、謝孟席 

攝影／李鎮亞、賴意婕 

 

●學術副校長虞國興：強化通識課程  提升品德內化 

本組討論的與會單位有董事會、學副室、理學院、工學院，共4單位。因此本次從四

項討論題綱中，整理出共同意見。 

品德需要教育，而教育是透過腦神經迴路使之形成習慣，當習慣成自然，才能改變行

為與思維，關於這部分理工學院有所感觸，因為老師在上課時間多以教授專業內容為

主，因此這次討論的題綱若藉由專業學院教授，確有其難度，且對於品德教育深化並

不容易，因此必須將倫理操守的培訓含括在通識課程中，較能有效提升學生的品格素

養。 

本次討論題綱「孝順父母，尊敬師長」、「負責盡責，誠實信用」、「愛護環境，關

懷行善」、「謹守自律，主動學習」皆符合本校「三化五育」的基本素養，通識教育

課程共31個學分，占總學分數近4分之1，重要性不亞於專業科目。通識學門共計15門

由12個系所，與隸屬在教育學院的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一同開辦，每學年各學門召開

課程委員會，除非有其必要或課程異動，否則會議並不會如期舉行，而專、兼任教師

集會的舉辦也是有名無實；通識教育主任委員會則是課程主要運作機制，但某程度上

，我們往往僅進行例行性的審查，對於通識課未來的發展與走向，大多無深入探討計

畫。綜觀通識教育面臨的問題共分四項：第一，學生刻板印象認為通識課程為營養學

分，主動學習意願不高。第二，通識課程3層次架構之設計十分完備，但各層內部核

心共識有待建立，缺乏領導人。第三，各學門內專、兼任教師缺乏集會機制，學門核

心共識有待建立。最後，「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為教學二級單位，位階低，僅實質

負責「社會分析」、「哲學與宗教」、「藝術欣賞與創作」3學門之運作，與其它各

學門各院系間協調統整均極為不易。 

因此在課堂中應以強化「教學內容」與活化「教學方式」為主軸，包括孝順父母、誠

實信用、負責盡責、關懷行善、愛護環境和謹守自律，老師可將時事中優良案例與學



生分享，能夠為學生帶來刺激，甚至付諸行動，例如今年八月，青少年公益組織在「

祖父母節」發起「臨時孫子」的活動，便值得淡江學生效法考量，而藉由社會中負面

事件也能適度地為學生帶來警惕，如職棒打假球事件。 

有鑑於此，將以營造重視品德的校園為目標，積極實施學務處所提的「品格教育方案

」、將學生上課規範納入「大學學習」課程中、仿國外名校建立榮譽考試制度、發展

學系軟實力等，另外可望成立「通識基礎課程委員會」、「通識特色核心課程委員會

」、「通識學院核心課程委員會」。個人認為它的可能性，以及必要性是存在的，尤

其將內部核心共識建立，是非常重要的。 

●行政副校長高柏園：經典教育 打造高品質校園 

本組討論的與會單位有校長室、行副室、文學院、成教部、體育事務處、軍訓室，共

6單位。因此本次從四項討論題綱中，整理出共同意見。 

針對「孝順父母、尊敬師長」，最重要的是身教勝於言教，教職員工見面能親切相互

問好，以身作則是件美事。並建議透過節日，例如：教師節放假，舉辦敬師活動或標

語提醒，讓學生了解尊敬師長的重要性及必要性。另外教師評鑑也須作檢討，根據《

天下雜誌》研究報告指出，教學評鑑容易造成教師是否該嚴格對待學生的疑問，而有

時候學生較偏激的言論也可能對教師造成教學上的挫敗和往後的障礙，就有新進同仁

表示，礙於教學評鑑會影響未來的升等，對於學生也只能投其所好，針對這樣的現象

，期待品保處能有較好的解決方式。 

「負責盡責、誠實信用」上，鼓勵各系所幹部活化起來，能積極參與校內活動，讓學

生養成自治的概念，透過同儕間的互動，形成屬於他們的文化，且賦予學生更多的責

任，讓其逐漸養成負責的習慣。 

除此之外，環境也甚為重要，希望請總務處和資訊中心將教室冷氣連結到電腦桌，透

過面板控制開關，以達到節約能源的效果，並提醒學生下課結束後隨手關燈、關冷氣

，帶走垃圾。另外請總務處製作相關守則或口號宣傳，讓學生養成愛護環境的好習慣

。對於關懷行善，應讓各系師生了解身心障礙學生的狀況與特性，以利各系判斷是否

增加招生及進行輔導，也讓同學能發揮同理心，從旁給予協助，並重新檢視友善校園

空間設計，以打造無障礙校園。 

最後，「謹守自律、主動學習」建議考試卷上加註「誠實考試榮譽制度」等醒語，以

減少學生作弊情況發生；學生參與社團活動的時間過晚，易影響週遭安寧及自身健康

，請課外組協助加強管理宣導；希望教師身教勝於言教，以助班級經營；學生遲到的

比例偏高，是否建議教師給予學生高一點的要求，但這也牽涉到第一點，需要有更好

的配套措施，如果能在一開始教師與學生間約法三章，共同製造自律的學習環境是最

佳的。也建議教師和學生間的用餐區域，或是廁所能夠分開來，並非階級的產生，是



一種對教師的尊敬。 

最後，感佩校長以美治校的原則，希望文錙音樂廳和藝術中心可以發揮更大的效用

，例如舉辦民歌音樂會，將民歌精神找回來，從心靈強化美育，也期許能在文學經典

的教育和寫作上再做加強，並內化到心中，一同建立高規格、高品質的淡江校園。 

●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自律自我認同 培養靈性人才 

本組討論單位有國際副室、秘書處、外語學院、國際研究學院、國際處共5單位。因

此本次從四項討論題綱中，整理出共同意見。 

本組對於道德和倫理之間是否還存在著細微的差異？及本校以培育心靈卓越人才，因

此應該培養有靈性的人才，加強他們對於團隊合作的意識，尤其師長應該要以身作則

，從教學中應以「實踐品德教學」為使命等，皆有眾多討論。 

學校師生與家庭之間應該培養良好的關係與默契，應該鼓勵家長多參加系所內舉辦的

活動，讓全校師生家長一同努力，共同參與一定會有助於陶冶學生性情。而對於現今

法條的規章，同學對生活常規的遵守和習慣，是否脫離自律的基本精神，或是過多的

他律辦法而產生影響？同仁發言時認為大學是以自律的學習階段，我們應該要以提倡

自律為原則，在他律的部份應該已經足夠，今後應著重自律的宣導，然而他律與自律

間的掌控也是未來要一同努力的重要課題，甚至建議應該要將法典上的規章與生活合

而為一，加強法律社會化，希望能達到自律與他律的平衡和互補，達到最好的效果。 

關於「夾腳拖穿進教室得體與否」引發熱烈討論，提升良好的學習環境與氛圍，有同

仁指出國外教書的經歷，外國學生經常穿著輕鬆去上學，而輕鬆的穿著也為學習帶來

正面積極的效果，但因不同國家風俗民情和地理差異也有所不同，比方日本與西班牙

的學生就從不穿著夾腳拖上學；如果以人道主義的思維來討論此事，舉凡颱風、梅雨

等濕滑的氣候，學生以穿夾腳拖上學行動較為方便舒適，因此對於學生的創意和個人

喜好，我們都給予尊重。 

對於品德教育的建構，諸如加強同學對於教室使用的規章、禮貌和待人處事等，提出

應以「自我認同」的角度為出發，從認同自己的系所，更進一步對學校的認同，認同

感的產生，將會加強同學之間良性的互動；配合教學卓越計劃與學校推動的服務性課

程，應該多鼓勵學生，參加學校國際志工和服務學習的課程，過程中對於同學的道德

和品格都有很大的幫助。 

關於教學評鑑制度的問題，同仁認為評鑑制度乃現階段不可缺少的機制，但一方面也

呼籲學校能透過這樣的會議加強對於教學評鑑制度的公平性，以及對於系統的細膩化

，避免老師與學生之間為此產生對立和行為的偏差。 

上課遲到的問題則與遵守自律主動學習相關，我們提到作為老師的我們更應該以身作

則，不僅止於是對於法規的遵守，也是為人師表應有教學的態度，然而在課堂之間



，常因處理學生事務而遲進教室，在此希望老師能在上課10分鐘內進教室，保障每位

學生的權益，也是學生的好榜樣。 

最後對於今天學務長提出以簡潔有力的標語做為品德教育宣導，本組同仁表示大力贊

同，舉美學大師朱光潛為勸導放慢行車車速，書寫出「放慢腳步不容錯過美麗風景」

為例，希望本校將來能研擬類似的佳句提倡品德教育。 

●蘭陽校園主任林志鴻：蘭陽住宿特色 盼落實品格養成 

本組討論單位有蘭陽校園主任室、文錙藝術中心、教育學院、全創院、校服暨資發處

、淡江時報社共6單位。因此本次從四項討論題綱中，整理出共同意見。 

目前全創院開設「國際規範與禮儀」必修課程，除強調國際化特色，最重要的是灌輸

學生正確的禮儀觀念，而蘭陽校園特色－－住宿學院的傳統晚宴，也提出以尊重作為

年度主軸，要求學生共勉三事：尊重師長、尊重同學，還有自我尊重。另外每週之星

期一為「蘭陽日」，強烈鼓勵學生穿著正式服裝，積極灌輸正確的禮儀觀念，期許學

生們得以展現合宜的行為舉止，因應未來就業職場，甚至是國際社會的需求，也希望

蘭陽校園的同仁們能夠在星期一和二著正式服裝，達到身教的效果。除此之外，孝順

父母也相當重要，透過語文能力表達課程，請學生寫一封信給父母親，感謝心中的恩

情，也增進親子互動關係；並在感恩節，請學生寫感恩卡，感謝學校與身邊周遭所有

人，一年比一年的成效更佳，而環境的影響與塑造，身教重於言教，訂定教室規範也

是相當重要的。 

蘭陽校園提倡師生住校，師長可以充分發揮輔導功能，特別是在禮拜一早上執行點名

政策，方便教師了解學生情況，還能與家長保持密切聯絡，希望教育並非只落實在校

園。此項政策對於培養學生健全之人格品行、成熟的個性與積極負責的態度有良好效

果，更利用課堂小遊戲相互做檢測，讓學生對自我的學習負責。 

蘭陽校園地處山坡地，規劃時設置不可開發的保留區，以保留原生動植物棲地，提供

大自然的教室供學生學習。屬於綠建築的蘭陽校園也提供土地及維護，讓民眾或機構

認養樹木，共同打造綠色的環境，積極推動綠色消費，並於97及99年度均榮獲宜蘭政

府頒發綠色採購績效卓著榮譽狀，也讓各系設計所屬的專用教室，各自維護，建立歸

屬感。並重申校訓「樸實剛毅」，落實校訓意涵，辦理相關活動，讓學生更加了解

，也長期持續進行淨山活動和區老人關懷活動。 

最後，在住宿學院架構下，鼓勵學生自律自治，成立「學生宿舍自治聯誼會」，處理

學生週二外出登記事宜，也在週三下午開放男女宿舍互訪活動；建議老師不放水，不

因學生成績未達及格而調高分數，因只有學生出於主動才有學習效果；提出調高多益

畢業門檻分數，並針對未通過學生開設初、中、高級英文班，因材施教。師生間宜建

立共同生活公約，讓相關規範融入生活，且要求學生於老師進教室前，擦黑板、開電



腦及教室燈，開學第一堂課即指定作業，建立嚴格教學風格，更建議淡水校園比照蘭

陽校園規劃「淡江日」。 

●商管學院院長邱建良：增加企業倫理課程比重 形塑誠信品德 

本組討論單位為商管學院，因此本次從四項討論題綱中，整理出共同意見。 

建議可在淡江時報上刊出「孝道獎」得主之事蹟；在相關節日、重要場合舉辦儀式、

表彰敬老尊賢的價值觀；由導師、系學會發掘有具體孝行之同學，並給予獎勵、表揚

；宣傳「提升學生生活教育宣導實施計畫」以培養尊師重道、良性的師生互動觀念

；鼓勵同學上課前主動擦黑版、清除講桌灰塵，給老師一個乾淨的教學工作環境。 

也要培養系學會幹部，為學生盡心盡力；加強智慧財產權宣導，勿非法影印、下載

；在管理學課程中增加「企業倫理」比重、或開設此類課程；鼓勵學生把自己當作品

牌一樣經營，使負責、可信賴等特質，成為每個人的正字標記；結合導師時間與相關

單位合作，實施法律常識宣導，提升學生品德。結合公民活動課程，實施租稅法治教

育，誠實納稅以提升學生品德。 

積極宣導珍惜資源、濟弱扶貧並舉辦相關徵文活動；鼓勵同學修習「專業知能服務學

習課程」參與公益活動、服務學習；公開表彰對愛護環境、關懷行善有具體事蹟的學

生；舉辦整潔榮譽比賽，主動參與校外打掃，使學生養成愛護環境的良好習慣；師長

告知學生，學校的環境政策，以提升學生的環保意識，共同支持學校「低碳校園」的

政策。 

最後，學生應立身行己、篤學好問；強化各系自學性組織、作為帶動同學學習精神的

平臺；鼓勵同學加強時間管理、專心讀書也專心玩樂；鼓勵學生在課堂上主動發問、

嚴格執行課堂規矩、多準備課外練習題、安排小型讀書會；鼓勵各系發起Facebook讀

書會社團，由老師指定書籍，評選上網發表心得優秀的同學，給予鼓勵。 

●教務處教務長葛煥昭：重現民歌精神找回社會責任 

本組討論單位有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研發處、人資處、財務處、覺生紀念圖書

館、資訊處、學教中心共9單位，因此本次從四項討論題綱中，整理出共同意見。 

本組行政人員發現，除了學生可能態度不好，相對的部分教師有時候對行政人員的態

度也並非很好，「態度」儼然成為最重要的事情，也牽涉到品格的問題，全校師生都

應該大大加強。鼓勵大家一同實踐「三環五育合而為一」，意即每天學習30分鐘，每

週運動5小時，每天做1件好事。 

「孝順父母、尊敬師長」方面，可以引佛教的十誡道理告訴學生，「孝順父母」會讓

父母長壽，讓學生了解品德是抽象的名詞，孝行是具體的行為，鼓勵學生每天打電話

給父母，和父母保持良好的互動，家庭教育是重要的，是形成品德教育的基礎。 

「負責盡責、誠實信用」可從淡江歷史找尋值得學習者，例如：李雙澤的故事，找回



民歌時代的感覺，也讓學生感受對社會的責任感。身教重於言教非常重要，由師長以

身作則，鼓勵全校師生每天做1件好事，選出可供大家學習者，公布於學校首頁、淡

江時報，或是在淡江時報上作更深入的報導。由於時空環境的轉變，目前教官角色比

較像保姆，但執法仍應嚴格，需要懲罰時絕對要執行，也期許教育要能讓學生感動是

必要的，品德教育不只是學務處的事，而是全校所有人的事。 

「愛護環境、關懷行善」提及教師的身教最重要，對身心障礙同學主動關懷，透過這

些行動讓周遭同學產生同理心；法律是絕對的權威，必須要尊重及支持，如果看到學

生在校園內抽煙，應主動勸阻，雖本校校規有明文規定校園內全面禁煙，但常看到學

生站在告示牌下抽煙，在灰色地帶挑戰權威，建議總務處比照捷運站黃線明確規劃界

線，環境教育即品德教育，應從師長自身做起，如：隨手關燈、關冷氣、不隨意丟垃

圾，而假使看到校園的白鷺鷥，可讓人產生幸福的感覺，藉此告訴學生需要好的環境

，才能有此美好景象，從而讓學生能愛護校園環境，提升品德。 

「謹守自律、主動學習」探討到部分學生目前之行為價值是以金錢為衡量標準，認為

付學費即是衣食父母，導致思想行為偏差，應適時給予教育，引導學生從他律提升到

自律，然而學校推行全品管制度把學生當成顧客，易形成消費者至上的觀念，若當成

是產品，則有必須改進的空間，四項討論之題綱均為我們從小即知的道理，但現在彷

彿禮失而求諸「大學」，應找出問題的根源，並建立良好的典範學校中有許多優良事

蹟，可運用多元管道適時表彰，而有潛移默化之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