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 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通識教育中心-陳憶蘇 老師 
 
教學理念： 

(一) 「大一國文(現更名為中文閱讀與表達)」的教學理念及特色 

(1) 跳脫傳統框架，淡化國學「知識」的色彩，聚焦「生命」情境的連結，

以彰顯語文教育情志啟發的核心價值，進而內化「閱讀」與「書寫」的

可能。在學生面：藉著具有問題/行動導向精神的作業設計，將「閱讀」

與「書寫」的問題意識還給諸學生本身，引領學生自我覺察與解決問題

的能力，並成就具體的書寫成果。 

(2) 在「傳道」體制的課堂內，我們建立起師生彼此願意覺察與分享的氛圍，

在強化學生語文知能的同時，也拓展其心靈深度。 

(3) 藉著文本閱讀與活動引導，強化學生的動態思維能力，讓同學接觸不同

的生命故事、體會不同的生命情境，活化冷漠無感的心靈，走出封閉的

「宅」文化，重啟對人的熱情、對土地的關愛及對社會的使命感。 

(4) 在下學期配合第四單元社會視野的內容，融入服務學習的課程，走入社

區，為他人書寫生命故事，以實際的行動實踐所學，讓自己及他人都能

深刻經驗到文字的力量。 

(二) 「文學與生活－走‧讀文學」的教學理念及特色 

時代的改變，讓我們的教學方式不得不跟著改變，「嚴師難為」的感嘆

下，更實際的做法應該是從教材教法上力求突破，不該完全以教師為本位，

而應以學生為中心，在多年的觀察和不斷的嘗試下，我發現學生不是不想

學，而是我們沒有讓同學們感受到學習所帶來的感動和啟發，因此我會在課

程內容與授課方式特別著力，今分述如下： 

(1) 扭轉同學對通識課的看法跟態度，讓他能夠願意在這堂課中參與，進而

能夠有學習、有成果。因此在我還無法證明這堂課是「有用」時，我一

定要讓同學先覺得它是「有趣」的，只要同學在課堂中願意參與，就有

可能在過程中打開心靈之眼，通識素養不只是知識學問，更是一種生活

的態度，需要去體會、去實踐，而我的責任就是去建構一個不同於傳統

課堂的環境，讓同學把手機收起來，把心放進來。 

(2) 融入 PBL 的精神，以學生為中心，注重學習的態度過程而非內容多寡，

改變以前文學課程裡那種老師拼命講，同學聽到最後也不想聽的傳統方



 

式，而是提點同學不同的閱讀策略，分享彼此的生活體會；透過活動的

設計、同儕的討論與發表、多元評量與回饋開創一種有別於傳統教與學

的經驗。本課程的副標「走‧讀文學」便是凸顯了動態的元素，其意義

涵蓋了動機的強化、在活動中體驗；走出教室的學習與觀察；最後還要

以創意的方式表達所思所感進而與社會連結。 

(3) 文學的起源來自於生活，文學的內容在於反應生活。文學創作者將其對

生活的所觀所感形諸文字、鑄成意象，建構一個更真實的存在，在其揭

示深刻的生活本質之際，對現實生活即是一種超越與提昇。當今，在「淺

碟」文化的氛圍下，人們面對資訊與生活總是快速解讀、盡情消費，懶

得多元思考，更無從體會抽象的美感經驗。本課程即是希望透過「文本

閱讀」、「專題討論」、「反思活動」三段式的課程結構，帶領同學們從「文

本」入手，再回應到自己的生命情境，讓我們在面對現實生活時能有更

深的感動和更廣的省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