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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教育部資深優良教師】服務滿20年 國際觀光管理學系副教授陳維

立 戲劇x森林療癒 翻轉觀光教育

教師節特刊

【記者吳沂諠、舒宜萍專訪】「展開師生間高品質的互動關係，能跨域學習與國際接

軌，是我理想的教學模式！」已教書20年的國際觀光管理學系副教授陳維立表示，今

年獲得教育部資深優良教師獎，她除了希望師生間相互扶持外，也懷著培育未來「合

作夥伴」的心態，不吝將知識與資源傳授給每位學生，「從他們身上的改變與進步

，讓我備感欣慰。」 

陳維立先來到蘭陽校園教授全英文課程，校園裡有許多來自四面八方的國際生，而觀

光系課程屬於民生學門，偏向實務導向。曾有學生對觀光系感到「無法真正有所收穫

」，陳維立默默記在心中，她要扭轉這項「偏見」。自從受邀至政府機關擔任審查委

員後，她持續將所接觸專業的人事物帶進課堂，一切的努力，都是希望能翻轉大家普

遍對觀光系的刻板印象，她「想讓課程變得活潑有趣，並以專業回饋社會」。 

例如，在選修課程「會展行銷與規劃」上，陳維立融入新課題，親自聯繫農業部林業

與自然保育署花蓮分署洽談合作，讓學生在學期中以校外單位實務課題，設計一份小

型專案，她邀請校外委員和學生們面對面，進行meeting和介紹任務，並讓學生討論

出可行方案、分工，最後在期末呈現成果，而業界夥伴們也適時給予回饋和建議，一

整個學期下來，陳維立認為，如此作法不僅讓學生因做出成果，被肯定而增添成就感

，實務導向形式的課堂價值，也比傳統教學更為能多元融入。 

以另一門選修課程「休閒遊憩概論」為例，她從原先的理論說明，也許學生覺得枯燥

無味，陳維立大膽申請，轉變為「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程。讓同學們主動發想，親

身體驗，她說：「我就像扮演劇團『總監』的角色，看見同學們在過程中發光發熱

，看見彼此亮點的模樣，或許戲劇治療的能量很強，當人在投入戲劇情境時，演的是

別人的人生，無須背負自我，可說是另類宣洩壓力的出口。」 

她相信透過森林保育的各項資源，能療癒到需要幫助的人，例如帶臺灣與國際生同學

，一起到坪林林木苗圃及茶業博物館，透過「森林療癒引導」，學習場域評估與助人

活動帶領。此外，有十年的時間，陳維立透過戲劇邀請同學，前往台七甲線的泰雅族

部落，在部落看重的聖誕晚會，學習運用戲劇貢獻己力，雙方真誠以待，交織出跨文

化最美的篇章。 

對於教師教學發展中心，陳維立相當肯定前主任李麗君的團隊，總是向本校教師夥伴

們，分享一系列專業的教學方法，給予專業的協助，例如專題式學習（Project-



Based Learning, PBL）。陳維立指出，教師也需要積極參與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自

主學習等課程，她在設計這些課程中，需要額外考量外系同學修習是否過於吃力，也

會思考如何改善學習環境，能獲得更多師生之間的關懷，「讓情感上的接觸更加溫暖

。」 

陳維立承認：「我的興趣多元，尤其喜歡連結跨域合作。」她分享，自己一直持續和

國際單位洽談，希望透過自身的努力，讓學生獲得專業經驗的傳授，學習上發光發亮

，能認可自我生命價值。 

曾在造訪國外學術機構時，或參加研討會，陳維立利用認識的人脈，爭取與國際連結

的機會，2019年初參與「原住民與高山生態旅遊」國際研討會，聆聽亞洲各國講者分

享後，成功申請到教育部國際志工計畫，安排本校原住民學生，包含英文系林恩蕙

，前往印尼生態旅遊聯盟輔導的部落服務。林恩蕙發現印尼原住民部落中，人人母語

流利，日常穿著傳統織布的服飾，回台後最大的醒悟和感動，就是「傳統文化要傳承

、要保存。」第一件重要事開始學母語和編織，「不管你是什麼族，學外文更要學母

語。」陳維立認為，臺灣之所以特別是因為多元文化、多元族群。原住民更不要忘記

自己的根，她從這件事感到無比的欣慰和成就，也是高等教育跨域連結與共好美好的

展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