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2 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通識教育中心-蔡蕙如 老師 

 

教育理念： 

「大學」是人生旅程最精華的階段，是建構專業能力和培育通識能力兼備的

「全人教育」。大學中培養的能力有專業知識，主動學習、獨立思考、創造力、

人際關係等等。在在都是「專業」與「通識」課程相互激盪下所形成的。 

其實通識課程也是一種專業的展現。通識教育可從「學習態度」及「專業領

域」來看，就「學習態度」而言「態度常是成功與失敗之間唯一的區別」。即是

成敗之間的重要關鍵，需建構同學們不論面對專業課程或是通識課程，都應秉持

同樣的學習態度，如同「一塊海綿」能多方廣泛地吸收，來重構對通識課程的學

習態度；同理，教學者的態度也應秉持著「每一次的上課，都是最後一次的上課；

每一次的上課皆是一場完整的演講/以珍惜的心態來面對每一堂課」。就「專業領

域」的立場，力求個人專業形象的建立，以改變學生們對通識老師的刻板印象。

因此期許學生能夠靈活地運用所獲得的知識，內化於生活中，強調「學中做、做

中學」兼具「觀念」與「實踐」的推行，「實學」、「實做」方面，以「實際習作」、

「實地探查」培養「解決問題及自主學習」的探索能力。進而能關懷社會議題，

參與社會，回饋社會，社會接軌。 

因此所秉持的教學理念乃強調學生「自主性」挖掘學習問題及解決問題，期

冀不單單在文本或教室裡，而是走出課程、跨越教課書走入生活多體察、多思辦。

並且針對具有公共性、自主性、多樣性的議題加以研討，重新審視並激發創意思

維。已達其「(1)對社會現象及議題須有思辦及實踐的能力。(2)提升「表達」、「同

理」、「溝通」的能力。(3)能以不同的視角觀察社會文化多元價值。(4)跨領域學

習，整合多向知識能力。(5)自主性學習、高度參與行動力之理念。 

 

教學特色： 

(一)文學類－大一國文 

大一國文強調閱讀書寫的能力，除了帶領學生深度閱讀，並能針對議題

加以思辦。也強調同學們要有書寫的能力。因此在這類課程強調「賞析文學

作品的能力」「問題引導」「創意寫作」其中創意寫作的活動在課堂上利用課

堂的十五分鐘，藉由各式各樣的學習單做創意思考及不同的書寫練習。 



 

(二)民間文學、文化、文創類 

1、 從實務中印證理論；從理論中厚實實務的務實致用 

「觀念的建構」：以故事教案引導討論觀念，聚焦在「民間故事」

「歌謠」和「諺語」兩類型，讓同學可以更深入地認知「民間故事「歌

謠」「諺語」的特色及與在地文化的關聯性。 

「實踐的學習」：採訪區域鎖定在「台南都心文化園區」和鄰近文

化村。透過「半示範辦自行」、「自行採訪」的實地採訪，讓學生既可複

習又有拓展的空間，更可以深入認識台南府城的歷史脈絡及在地文化。 

2、 從採訪至解說的能力導向 

指導同學們將課堂所學的民間文學知識實際運用於生活場域上。採

訪當地居民所流傳的故事、諺語和歌謠，以挖掘逐漸被遺忘的口傳文

學。進而希望同學們能融會貫通到可以擔任解說者，更重要的是將課堂

所學習的能力發揮到自己的家鄉上，以關注自己家鄉文化。 

3、 從行動導向至社會參與式的階段性規劃 

從文學與文化結合至文創跨領域的整合本類課程以「做中學、學中

做」為核心概念、兼具「觀念的建構」。 

是以本課程所展現特色，從既定的先備知識，經由課程「發現問題、

解決問題」的訓練，至同學們集思廣益德地將所採訪的故事、諺語記錄

成冊，延伸以手繪；書寫製作創意地圖及故事編寫為實際學習的場域做

一回饋，在在展現厚實實務及關懷社會的能力培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