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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的通識教育理念 

筆者進入私立科大擔任教職這幾年來，經歷了台灣高等教育從廣設大學蓬勃

發展後漸漸走向泡沫化的危機。許多學生在進來大學之後，其實對於學習這本身

並沒有太多的熱忱，卻又背負著父母、同儕和社會對於「大學學歷是就業的最低

門檻」的期望與責任，使得他們的學習呈現一種「不知為何而讀」的嚴重停滯的

狀態。 

這樣的停滯狀態，在上課的表現上就是一種「無法自制地」低頭滑手機。然

而，在快樂地投入手機中的數位虛擬世界的同時，他們其實沒有意識到自己沒有

太多本錢可以這樣虛耗。依筆者這幾年的觀察，發現學生們所處的現實處境更加

不利。 

首先，在台灣一切為升等的教育體系裡頭，技職院校的學生在求學的過程中

對閱讀、知識和學習的熱忱已被消磨殆盡。對許多學生而言，他們其實不知道進

大學的目的是什麼，而在父母、同儕和社會的期望之下，他們被迫進入大學來取

得大學學歷。對於自己的生涯規劃、人生目標，甚至將來自己想從事的職業方向，

其實亦點概念都沒有，甚至仍然處於一種被動、消極的「消磨」狀態，等著四年

畢業後領取畢業證書後投入社會。 

其次，念私立科大的同學，大約有一半以上的通學畢業後得揹負著學貸的壓

力，上述提到的消磨狀態其實花費著極高的經濟成本。當然，念大學是件好事，

而大學時光的摸索，也有助於學生們及早確立自己的人生方向。然而，不知是因

為一路受父母呵護所導致的實感不足，還是大學所教的東西(包括專業系所的課

程)都無法引發他們的興趣，大部分同學都以一種應付的心態來面對課業，而對

於自己大學四年究竟要培養什麼樣的專業與能力，則一點概念都沒有，因此，四

年下來，對專業知識的學習的興趣沒有明顯提高，專業能力和做事態度上的成長

也相當有限，有時候甚至更糟(課要上不上的、無法與他人合作、還沒進入職場

就想要退休……)。 

對於上述所提到的學習處境不利，大多數學生是處於一種無知的狀態。當學

生們在進入教室後，不論他們選擇打開手機或平板電腦上網而非翻開課本，抑或

選擇戴上耳機而非凝神專注地聽課，都意味著他們對於學習這件事的價值抉擇。

然而，對於這樣的抉擇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他們是否有自覺該抉擇背後的理由，



 

則是一個哲學類課程教學可以使得上力的地方。據此，個人主要的通識教學理念

有下述兩點： 

1、 以道德推理是教學來啟發學生的自我覺知力： 

就通識教學的角度來說，倫理教學必須有別於傳統道德教育或哲學專業教學；

這除了因學生的屬性不同外，還跟倫理議題的複雜性有關，因此，它所需要

的教學方式也有所不同。晚近的相關倫理專書，在某種程度上呼應到這樣的

情況。倘若我們的教學目標不再以知識學習為主而是著重於學生的倫理思辨

力與自省能力的啟發上，那麼，如何教學方式來吸引他們的參與就顯得十分

關鍵。所以，一方面，我們打算從學生日常生活最常碰到的倫理道德困境或

兩難的情境開始，從一些微觀、切身相關的情境引入相關的倫理學說或原則

來激起他們關懷及解決該困境的思辨能力；另一方面，我們擬蒐集相關倫理

議題，並對這議題作分類整理，尋找更多可以與學生們日常生活經驗接軌、

對話的重要相關倫理議題。 

2、 重啟對話式教學來阻斷並提醒學生過度使用手機的現象： 

筆者以為，課堂中學生們看似安靜低頭滑手機的現象背後，隱藏著許多看不

見的數位科技風險，需要在教育場域中做適度的提醒。一來，數位科技所建

構出的虛擬世界有強大的吸引力，年輕學子對於該世界的成立方式毫無概念，

很容易深陷其中而無法自拔。二來，筆者所面對的學生大都是經濟不利者，

他們其實需要在現實生活更加專注才有可能改善自身的處境。而長時間沉迷

於手機網路世界，不僅讓他們的整個學習呈現一種「分心」和「空轉」的狀

態，更有可能癱瘓面對與解決現實問題的勇氣與擔當。個人試圖在教學中構

思相關的提醒方案，並以平時閱讀寫作作業、議題式分組討論、專題製作式

分組討論等等教學策略，希望能夠引領他們反思一下自己與數位科技之間互

動所可能出現的問題。 

 

教學特色 

根據個人多年來的教學及執行通識改進計畫的經驗，對於科技大學的通識教

育，在教材和教法上必須針對學生們的屬性來重新編寫教材和活化上課經營。市

面固然有許多寫得很好的教科書，但學生的閱讀能力和背景知識卻不見得能消化

吸收。對此，通識教學如果要將通識課程裡頭的專業知識承載度傳遞給學生，教

師在備課上得需再費心蒐集、消化、改編教材，以貼近學生們生活與生命經驗的



 

實例來導入相關知識內容。個人在這方面投注許多心力，每學期不斷參照學生反

應和課堂實際授課成效來修訂教材，經過多年的累積修改，分別出版《哲學與人

生：人生、繞路與哲學》(增修至二版)、《電腦與道德推理：兩難困境的抉擇與

出路》(2015 出版一刷)，希望將來能夠繼續編寫相關合用的教材，造惠更多有興

趣學習的學子。 

而為了強化個人在教學上所面臨的困境，筆者分別從「研究紮根」與「實作

體驗」兩個進路來讓自己的通識教學更有特色： 

研究紮根：為了更深入解決自己在通識教學場域所面對的教學問題，筆者這幾年

來陸續以一種「跨領域」的方式來進行科技部個別型研究計畫的申請，由於所探

討的問題情境夠具體與運氣好，連續五年榮獲科技部經費補助。 

實作體驗：科大學生不太能夠長時間坐著專心聽課，就連多媒體影片在片長超過

20 分鐘以上的，也常常昏睡或分心滑起手機來。這種人心浮動和專注力不足的

情況，這學年更加嚴重。為了改善此學習生態，個人在教學時會盡量構思可以讓

同學們實作的主題。例如：在談到全球化資本主義時以「咖啡正義」紀錄片來說

明時，會以簡便的方式帶領同學實際來比較不同咖啡的味道。未來預計開發更多

相關可以實作體驗的專題，例如：結合文創園區參訪與奇美博物館導覽等等，讓

自己的課程能有更多實作經驗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