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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教師教學創新暨教材研發獎勵期末成果報告書 

壹、計畫名稱：品格典範的閱讀思辨與實踐之旅 

貳、實施課程、授課教師姓名： 

    大一社會通識：品格典範導讀、教育學系 林于仙 助理教授 

參、前言 

    二十一世紀已邁入後現代多元觀點的時代，以往社會所認可的觀念或價值，不再是絕

對真理；本世紀也是知識經濟、資訊爆炸的時代，各種訊息與觀點將透過網路或媒體社群

等快速散播，人們隨時接收各種知識訊息、不斷自我更新。然而要在此趨勢中保持清醒的

良知與思考力，將是各國持續進步的重要課題；而透過教育涵養管理的良善立意與提升國

民的思辨力，更是不可或缺的方式。 

    我國自從上一波教改中的九年一貫課程，將品德的相關課程(例如倫理與道德)時數從

正式課程中抽出，社會各界開始關注這個不再有品德相關科目的課程，對於學生甚至於整

體社會、國家的影響。直至 108 年實施的十二年國教課程，在總綱中將「道德實踐與公民

意識」納入九大核心素養中，使得教師、學界再次思考如何藉由教學引導現今學子檢視品

德議題與品格修為之重要。 

    甫自高中階段進入大學的學生，其品格的建立，是大學四年擁有良好學習習慣的重要

基礎，也是未來社會和諧與永續發展的重要關鍵之一。然而如前所述，在後現代的社會氛

圍下，欲與現今學子探討品格議題常被誤認為有八股教化之嫌，難以引起共鳴；再者，根

據國際評比 PISA 測驗的調查，現今學子之閱讀習慣下降，因此在探討議題與思考時，常

欠缺足夠的知識理解基礎。因此大學課程如何透過創新教學使學生在品格的核心價值上有

所思考、陶冶與建立，需要更多思考與支持。 

    綜合以上所述，本計畫之目的期能設計引發大學生參與閱讀、討論與思辯的創新課程，

藉由各種教學活動，引發學生對品格議題與典範之思考，潛移默化閱讀思辨、合作溝通的

習慣，並進一步藉由關懷服務等活動反思品格實踐的歷程，將所學所思所聞內化，成為個

人品格修為的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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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計畫特色及具體內容 

    為避免過去觀念的單一講授勸勉，鼓勵學生主動參與學習與討論思辯，將所學與生活

實踐結合，本計畫之教學創新設計包含下列五個特色： 

一、不同的閱讀素材：考量現今學子不同的閱讀能力與習慣，於課程中選擇三種品格閱讀

素材，包含 

1. 新聞 

2. 短文或小故事 

3. 典範傳記之閱讀 (由小組討論以及圖書館等資料搜尋後，決定小組的閱讀傳記)。 

二、分組合作學習(教師分組)：根據學者觀察現代科技進步之現象之一為人際溝通互動之

缺乏，雖在咫尺之隔卻是毫無互動，雖忙於「聯絡」卻缺乏面對面溝通。且觀察歐美國家

的學生早已於高中時期進行「選修跑班」以及與人合作學習，然而國內學子卻較缺乏與不

同系所同學合作學習的機會。因此藉由小組合作學習(採隨機分組)，將使學生有更多彼此

導讀、討論、完成共同任務的機會，學習在人際上與溝通能力上精進。 

三、培養閱讀反思與討論能力：透過閱讀不同的素材，並於小組中導讀、討論，將使得學

生有更多觀點的碰撞，同時上課也有簡易辯論活動、角色扮演等，鼓勵學生以不同角度思

考品格議題。 

四、著重品格行動實踐：本計畫之課程設計亦包含服務關懷或是典範採訪的實際行動，鼓

勵學生在過程中經歷所學，反思所見，進一步建構自己的品格與實踐原則。 

五、青年品格典範的分享：在學期中將會有一至二堂課，依據所規劃的品格主題，邀請社

會青年的品格楷模現身說法，將其所經歷、如今所做的社會行動跟學生們分享，促使學生

見賢思齊，在大學期間立定自己的目標。 

 

具體內容： 

一、執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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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程內容可分為兩類，課程前半段涵蓋自律耐心、公平正義、誠實勇氣、責任、關

懷、公益等核心倫理價值。閱讀素材將以當周主題相關的新聞為主，輔以品格短文/小故事

分享。品格短文以學校圖書館可借到的「禮貌的力量」、「美德書」等為主。課程後半段以

典範傳記的閱讀為主，涵蓋法拉第、林肯、李安、奇醫恩典、王建民、王者之聲、蘇東坡

等學校圖書館可搜尋到的傳記，或者由學生小組討論其他勵志的典範傳記亦可。 

二、執行方法 

    前述之課程內容將以下列的創新教學活動來執行： 

1. 認領主題新聞(或小故事)蒐集   

2. 小組內導讀新聞/小故事   

3. 課堂辦論或角色扮演等討論活動   

4. 青年品格楷模的分享  

5. 傳記導讀之報告 (由小組搜尋圖書館資料後，自行討論決定閱讀之傳記) 

6. 服務關懷/典範採訪行動 (小組行動)   

7. 世界咖啡館：行動反思的心得報告 

 

課程大綱如下： 

  週次 上課主題與方式 

第一週 課程簡介 

  第二週 校園新品格運動、分組、圖書館功能簡介 

小組傳記選擇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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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週 主題：自律、耐心 

(教師導讀、繪畫創作) 

  第四週 主題：公平正義 / 小組辯論 

  第五週 主題：合作/ 合作體驗活動 (確定小組導讀之傳記) 

  第六週 主題：責任 / 角色扮演 

  第七週 主題：關懷與服務 

磐石領袖關懷協會 演講與經驗分享 

  第八週 主題：誠實、勇氣 /案例討論 

  第九週 小組行動：採訪/關懷、服務 

  第十週 主題：利益與公益 / 大內高手關懷協會理事⾧ 演

講分享 

  第十一週 傳記導讀(㇐)：愛的萬物論、尼克胡哲 

  第十二週 傳記導讀(二)：梵谷傳、海倫凱勒 

  第十三週 傳記導讀(三)：月球漫步：麥可傑克森、賈伯斯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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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週 傳記導讀(四)：史懷哲、魔球：比利比恩 

  第十五週 世界咖啡館_採訪與服務心得分享 

  第十六週 全校停課 

  第十七週 端午節 

  第十八週 期末綜合討論 

 

伍、實施成效及影響（量化及質化） 

    授課老師依教學主題設計教學活動與評量方式，以檢視同學學習成效，多元評量方式

包含繪畫創作、小組辯論、課堂討論心得、以及數位軟體的互動提問(slido)、小組報告等。

而每個主題的課堂作業，透過教師的概念澄清及針對小組導讀報告的意見反饋，達多元評

量學習的成效與改善。  

    除了課堂的活動作業與新聞傳記導讀等，本課程還有小組服務或採訪行動。此學習項

目的評量採用小組口頭報告及個人書面報告，並給予呈現內容的諸多空間，學生可自行選

擇值得學習的典範來採訪、自行設計採訪問題以及呈現採訪摘要的方式。本學期因新冠肺

炎疫情影響，雖有實師的困難，但因鼓勵同學以多元方式進行採訪，因此期末順利進行各

組採訪心得的分享活動。 

一、量化成效包括： 

1. 10次的小組課堂討論心得或回饋 

2. 8組繪畫創作(自律、耐心) 

3. 50份的新聞/小故事導讀(2人缺交) 

4. 8組8本傳記導讀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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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8組典範人物的採訪分享 

6. 44份的個人期末心得 

 

二、質化成效 

    包括每個品格學習主題的課堂心得或回饋單、導讀作業、繪畫創作、傳記導讀與採訪心得等。

此外，為鼓勵同學培養思辨及提問能力，在各組傳記導讀報告後，運用數位軟體slido，鼓勵同

學們提問與回答問題，現場互動良好，並且刺激師生與同儕間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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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端的slido設定區 (可看到品格通識小組傳記導讀的設定) 

 

學生端的提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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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端的提問(部分) 

 

學生端的提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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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繪畫創作 (自律、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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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繪畫創作 (自律、耐心) 

陸、結論 

    本課程目標設定為培養學生知善、好善、行善的知能，透過多元教學與閱讀討論活動，

涵養學生對倫理道德、公民責任等議題的意識、思考與實踐能力。因此藉由循序漸進的課程

與活動設計，引導學生逐漸跨出舒適圈，嘗試與不同人合作討論外，也對倫理道德、公民責

任等議題逐漸養成敏銳度，理性表達看法與傾聽他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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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 108 下學年度對於各級學校最大的挑戰就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本課程也不例外。

除了上課搭配使用 TEAMS 線上教學以服務不能到課之學生，線上教學不利於小組討論、及時

辯論等互動學習方式，到客人數也大為銳減，因此使得授課教師必須儘快轉變教學方式，例

如採用線上提問的方式鼓勵互動等。 

    此外，原規劃品格實踐行動包括採訪或關懷服務，也因為疫情之故增加了困難度。所幸

教師鼓勵學生採用遠距採訪等方式，協助學生完成相關行動作業，並讓學生透過分享增廣彼

此眼界。學生的期末回饋對於整體課程的實施，大部分給予正面的回饋，並於最終表達其成

長。 

 

柒、執行計畫活動照片 

   課堂討論創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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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堂小組討論創作活動 

     

 

青年關懷服務典範演講  (華人磐

石領袖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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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演講主題：利益與公益 (大內高手關懷協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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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益 與 公 益 的 體 驗 活 動



附件 6 
 

15 
 



附件 6 
 

16 
 

 

傳記導讀報告、品格典範採訪行動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