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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本期共收錄三篇文章，分別是劉卉庭碩士生、林政逸教授合著之大學總整課

程實施之研究-兼論疫情時代對總整課程之影響；邱珍琬教授撰寫之大學生早期

記憶與自我強度：一個初探研究；以及林志皇助理教授、陳信宏副教授、劉峰旗

助理教授及康淑珍副教授合著之以學生的未來設計課程：大學社會責任實踐學程

對教與學的影響之初探。 

第一篇文章作者採用文件分析法，瞭解國內外大學總整課程的實施情形，並

探討國內外大學在疫情時代，如何利用資訊科技實施總整課程的方法與現況；第

二篇文章作者探討大學生與研究生的早期記憶與個人的自我強度之間的關聯性；

第三篇文章則是以一項跨越六個學院、共 13 名專任教師所執行的 USR 計畫為

例，規劃設計出一個「以終為始」，且「以學生的未來設計目前課程」的「設計

未來學分學程」，用以探討此種社會實踐性質的學程規劃，對於教師教學與學生

學習成效的影響。 

有幸先拜讀此三篇大作，甚感榮幸，也推薦給關心高等教育發展之各界人士。

最後，向各篇作者、審查委員，與編輯委員致上最高謝意! 

 

 

高等教育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主任 

林政逸 謹識 

2023 年 1 月 

 

 

 

 

 

 

 

 

 

  





II 
 

高等教育研究紀要 

目錄 

 
【研究論文】 

大學總整課程實施之研究-兼論疫情時代對總整課程之影響  

/劉卉庭、林政逸 1 

大學生早期記憶與自我強度：一個初探研究  

/邱珍琬 21 

以學生的未來設計課程：大學社會責任實踐學程對教與學的影響之初探  

/林志皇、陳信宏、劉峰旗、康淑珍 43 

  

  

  

  

  

  

  

  

  

 

 

【本刊訊息】 

«高等教育研究紀要» 徵稿啟事 67 

«高等教育研究紀要» 審查要點 68 

«高等教育研究紀要» 投稿者基本資料表 69 

«高等教育研究紀要» 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70 

 

  



III 
 

Memoirs of Higher Education Studies 

Contents 

 
【Research Articles】 

A Study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Universities Capstone Course in Taiwan: Also, 

on the Era of Epidemic Impact on the Capstone Course  

/ Hui-Ting Liu, Jeng-Yi Lin 1 

College Students’ Early Recollections and Self-strength—A Pilot Study  

/ Jane Chiu 21 

Designing courses based on students’ future: Effects of the USR program on 

teaching and learning 43 

/ Chih-Huang Lin, Forrence HsinHung Chen,  

Feng-Chi Liu, Shu-Chen Kang  

  

  

  

  

  

  

  

  

【About the Memoirs】 

Basic Data of Contributors for Memoirs of Higher Education Studies   67 

 
 
 
 
 
 
 
 
 



1 
 

大學總整課程實施之研究-兼論疫情時代 

對總整課程之影響 

 

劉卉庭1、林政逸2 

 

摘要 

總整課程(capstone course)最早起源於美國，我國及其他國家許多大學都將總

整課程列為必修課程。總整課程為檢視大學生大學四年學習的理論與知識，修習

課程的學生為大三或大四的學生，透過實作、論文、實習等方式驗收學生應用所

學呈現出來的學習成果；學生的學習成效也能幫助大學教師精進教學以及成為系

所調整其教學目標和評鑑的依據。學生在產出成果的過程中，與同儕互動能培養

學生溝通及問題解決的能力，而這些人際互動以及問題解決能力也能提升學生未

來的就業力。因此，修習總整課程之學生畢業後較能順利銜接未來相關工作或繼

續深造。 

本研究採用文件分析法，瞭解國內外大學總整課程的實施情形。另一方面，

因為疫情的影響，大學將課程改為遠距教學。遠距教學雖有其優點，但也有一些

限制，例如：師生較不易進行互動溝通、學生總整課程成果發表的呈現也受限制。

基於此，本研究將一併探討國內外大學在疫情時代，如何利用資訊科技實施總整

課程的方法與現況。 

 

關鍵詞：總整課程、學生學習成效、遠距教學、後疫情 
  

                                                 
1 劉卉庭，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高等教育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碩士生 
2 林政逸(通訊作者)，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高等教育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教授，

電子信箱：dodo9193@mail.nt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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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Universities Capstone Course 

in Taiwan: Also, on the Era of Epidemic Impact on the Capstone 

Course 

 

Hui-Ting Liu1, Jeng-Yi Lin 2 

 

Abstract 

The capstone course first origin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many universities in 

Taiwan and other countries have listed the capstone course as required courses. 

capstone course is to examine the theory and knowledge of college students' four-year 

study in college. The students who take the courses are junior or senior students, and 

the students' application of the learning results presented by the practice, thesis, practice, 

etc.. Students’ learning outcomes can also help faculty improve their teaching and serve 

as a basis for departments to adjust their teaching goals and evalu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producing results, students interact with their peers to develop their communication 

and problem-solving skills, and these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and problem-solving 

skills can also enhance students' future employability. 

This study adopted documentary analysis to underst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apstone course in domestic and foreign universities. Secondly, because of the impact 

of the epidemic, the university changed courses to distance teaching. Although distance 

teaching has its advantages, it also has some limitations. For example, it is difficult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and the presentation of students' 

capstone course results is also limited. Based on this, this study discussed how 

universities us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implemen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apstone course in the era of the epidemic. 

 

Keywords: capstone course, student learning outcomes, distance learning, post-

pandemic 

 

                                                 
1 Hui-Ting Liu, Master Program of 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2  Jeng-Yi Lin, Professor, Master Program of 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NTCU, 

E-mail: dodo9193@mail.nt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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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大學為學習專業知識以及培養專業人才的階段。在過去，大學的殿堂是接受

知識洗禮的地方，習得知識的管道大多為教師的專業講述。然而，對於學生畢業

後是否能學以致用至工作中並沒有著重太多，因此，應屆畢業生進入職場同時也

感受到學用落差的失落(王文誠、卯靜儒、邱于真、邱銘心、周瑞仁、蔡雅熏、廖

弘民，2020)。另一方面，雇主的需求與大學的課程也有落差，大學的課程較跟不

上業界變化的速度。 

20 世紀中，總整課程(capstone course)起源於美國(Grahe & Hauhart, 2015)。

原因為當時的大學應屆畢業生專業能力與社會大眾的期待有所落差，以及大學畢

業生能力的要求與雇主期待不相符。因此，學校開始正視此問題並培養學生未來

就業所需的能力，使學生於畢業後能順利接軌工作，並將在校所學應用到職場上；

然而，一開始，只有少數大學開設總整課程，早期較為人所知的總整課程，如：

Mark Hopkins 在 Williams College 開設的倫理學，一門專為高年級學生設計的課

程(Williams College, 2010)。直到 1980 年代末期和 1990 年代初期，美國大學才

普遍開設總整課程(王文誠、卯靜儒、邱于真、邱銘心、周瑞仁、蔡雅熏、廖弘民，

2020)。總整課程又可稱為總結性課程，實施的對象為大三或大四的學生，至於哪

個年段開始實施，實施的時間因各校各系所考量而不同。總整課程的實施目的是

希望學生能統整過去所學並能產出具體的學習成果，以及在產出過程中反思自我

的學習，讓自我的學習能更加精進。學生在畢業後要面臨就業的狀況，學生透過

在總整課程的學習更加瞭解未來有興趣的職業工作內容和屬性(呂良正，2014)。

除了學生的部分，系所也透過學生學習成效的回饋檢視學生所學是否符合系所課

程規劃。 

COVID-19 尚未爆發之前，美國許多大學都有實施總整課程，例如：加州大

學洛杉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簡稱 UCLA)。在我國，臺灣

大學於 100 學年度起開始推動總整課程(國立臺灣大學，2012)。然而，在疫情爆

發後，我國及國外的大學因要降低與他人接觸的機會，改採遠距教學。例如：華

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在疫情期間，將課程改為線上課程(ischool 

capston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2021)；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生物科技的總整課

程採用線上上課以及討論的方式進行(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生物科技，2021)。 

總整課程與傳統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方式有所不同，總整課程強調以學生需

求為中心(王金國，2018；張蔣耀文，2018；Chen & Wang, 2021)，設計適合學生

學習需求的課程。以學生為中心的課程強調教師課程設計時須根據學生的背景知

識、能力來設計課程並且課程要能激發學生的興趣及動機，並且在課程進行中培

養學生成為自動自發的學習者。以學生為中心的課程強調教師的角色為陪伴者以

及引導者，不再是知識傳遞者的角色(張蔣耀文，2018)。除了就學生的面向探討

總整課程實施帶來的影響之外，大學教師對總整課程的課程規劃及授課方式也有

別於傳統的授課方式。總整課程核心概念強調運用所學的知識和技能應用至未來

∥劉卉庭、林政逸◎大學總整課程實施之研究-兼論疫情時代對總整課程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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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中，並在實際運作的過程中修正並產出最後的成果，此觀點與 Bloom 提

出認知目標的層次--應用、分析、評鑑和創造的概念 (Airasian, Anderson, 

Cruikshank & Krathwohl, 2001)，不謀而合。 

綜上，總整課程不僅重視實務問題的解決方案，也強調學生間團隊合作的能

力。總整課程的課程設計也會與講述教學的課程設計有所不同。因此，探究我國

與國外大學實施總整課程規劃與實施情形，為本研究第一項動機。 

其次，由於受疫情影響，許多大學將實體課程轉為遠距教學課程，其目的是

考量到須維護學生與教師的健康。然而，在疫情期間，實施總整課程會面臨到的

挑戰與限制有哪些？因應的策略為何？為研究者想探討的第二項動機。 

再者，國外的疫情爆發較我國早，也更早實施遠距教學。大學教師利用遠距

教學實施總整課程，學生的學習方式也因此受到影響。而學生在遠距教學的學習

環境下，學生的學習成效為何？此為研究者欲探討第三項動機。 

二、研究目的 

根據研究背景與動機，提出以下研究目的： 

(一)探究我國與國外大學總整課程規劃與實施情形。 

(二)分析疫情期間大學總整課程實施面臨之困難與改善策略。 

(三)分析疫情期間大學學生修習總整課程之學習成效。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文件分析法，文件分析法是藉由蒐集到之文件進行分析以瞭解特

定的人、事件或社會現象等。此種分析法為非主動且非干擾性的蒐集資料方法，

其中資料的蒐集可分為公眾檔案和私人檔案，公眾檔案，例如：政府機關之檔案

與紀錄、大學公開資料；私人檔案，例如：日記、信件(紐文英，2021)。 

本研究除蒐集國內外大學實施總整課程之情形以及學生學習成效之分析；其

次，蒐集大學於疫情期間運用遠距教學實施總整課程的情形以及遇到的困難與因

應策略。至於學習成效部分，除了蒐集大學公開資料，也藉由文獻探討國外大學

學生總整課程之學習成效。 

貳、總整課程意涵、核心精神與評量類型 

一、總整課程意涵 

總整課程又譯為「頂點課程」、「頂石課程」、「終端課程」(涂雅玲、鄧鈞文，

2014)、「合頂石課程」(呂良正，2014；符碧真，2017)或「總結性課程」，capstone

的中文意義為一棟建築物最頂端的石頭，capstone 就猶如金字塔的頂端(國立臺

灣大學，2012)，其功用為穩固整體建築。然而，構成頂端的總整課程也需穩健的

根基才能向上發展成總整課程。首先，大學一年級或二年級的課程是奠定基礎的

重要關鍵，此階段的課程為基礎課程(cornerstone course)。課程大多為該系所的必

修課及共同課程，為的是扎穩學生的基礎。其次，在大二或大三階段則為核心課

程(keystone course)，keystone course 為專業領域的核心部分，也就是各系所的重

點課程(王文誠、卯靜儒、邱于真、邱銘心、周瑞仁、蔡雅熏、廖弘民，2020)。

《高等教育研究紀要 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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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才為總整課程的實施階段，總整課程幫助學生知識的統整和深化，為未來

不論是繼續深造抑或是就業做準備。總整課程實施的時間因各大學系所課程設計

的安排也會不同，有的是大三開始，有的則設在大四才讓學生修習。不論是大三

亦或是大四實施，總整課程實施意義的共同點為整合和加深過去所學的專業知識，

可視為大學階段學習的總結性評量(陳新豐，2015)，也因此總整課程也常被稱為

畢業門檻的儀式(rite of passage)(Loton & Lee, 2019)。 

在美國，許多大學都有實施總整課程，例如：UCLA、華盛頓大學西雅圖校

區(University of Washington-Seattle，簡稱 UW-Seattle)、美利堅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簡稱 AU)和史丹佛大學(University of Stanford)。我國的總整課程，臺

灣大學於 100 學年度起開始推動總整課程(國立臺灣大學，2012)。國內其他大學

也陸續在 100 學年度開始推動總整課程，例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中興大

學和逢甲大學。研究者就國內外學者對總整課程意涵以圖一方式呈現。 

圖一 總整課程定義的共同面向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二、總整課程核心精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將總整課程的核心精神分為以下 5 個元素，如圖二所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21)：整合(Integration)、總結(Closure)、反思(Reflection)和

轉銜(Transition)。四個總整課程的核心元素又常被稱為 ICRT。整合為統整學生大

學四年學習的知識和技能；總結為學生將所學的專業知識理論藉由團體合作激盪

產出的具體學習成果；反思為學生透過總整課程反思學術專業、社會及個人後續

的發展，並透過像是論辯專業倫理和解決問題等的書面或口頭方式交流溝通和省

思；轉銜為藉由修習總整課程使學生瞭解更多與所學專業的工作，甚至透過到相

總整課程

總結大學所學的課程知
識、培養問題解決和團隊
合作能力以及未來就業力

高年級

學生

學生學習成效結果為
各系所精進教學永續

發展的依據

多元且真
實的評量
方式

∥劉卉庭、林政逸◎大學總整課程實施之研究-兼論疫情時代對總整課程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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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工作環境的體驗，例如：實習，讓學生更全面地認識將來可能從事工作的內容。

上述提到的四項總整課程的元素主要以學生的面向討論此課程，另外，最後一項，

檢視(Inspection)為從學生的學習成效檢視系所的課程目標與教學，使系所在未來

的課程規劃更能貼近學生所需和系所的核心目標，也可以使教師根據學生的學習

成效成果精進自我的教學。 

 

圖二 總整課程精神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21)。 

總整課程與傳統教學的授課方式有所不同，總整課程強調以學生需求為中心，

設計適合學生學習的課程。除了就學生的面向探討總整課程實施帶來的影響之外，

大學教師對總整課程的課程規劃及授課方式也有別於傳統的授課方式。傳統的講

述教學法，對於學生學習新的知識或概念來說，可以快速的瞭解；然而在統整所

學的概念上，雖然傳統講述教學法也能做到統整的部分，但學生能親自操作，動

手從中學習的部分卻不多。再者，做中學或是體驗學習使學生真正學習到知識的

比例超過百分之七十(Davis & Summers, 2015)，而學生經講述教學法記得的知識

大約為百分之三十。 

Airasian、Anderson、Cruikshank 和 Krathwohl(2001)於提出認知領域目標的

層次，其中的應用、分析、評鑑和創作的概念也與總整課程的核心概念不謀而合。

總整課程也強調學生能將所學應用到真實情境，並能有與同儕一同解決問題的能

力。因此，總整課程的課程設計也會與講述教學的課程設計有所不同。卯靜儒

(2018)提到總整課程實施後，學生的學習情形反映給授課老師，而教師可依學生

的回饋對課程進行調整，使得下次授課時能更貼近學生需求對學生未來發展會有

所幫助。 

三、總整課程評量類型 

總整課程常見的評量類型為畢業論文、專題製作、實習、服務學習、學習歷

程檔案、虛擬和模擬的情境等。以下加以分析(卯靜儒，2018；Holdsworth, Kim,  

& Martin, 2009)。 

(一)畢業論文：學生選定一個感興趣的主題，運用已學習的知識透過界定研究問

題、文獻回顧、研究設計、蒐集資料、分析資料，最後根據分析的結果提出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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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與建議。 

(一)專題製作：學生針對特定學科的理論及技術設訂定題目與目標。題目的訂定

通常為假設性問題或是真實性問題(孔心怡、李隆盛、林坤誼、陳芊妤，2019)，

學生統整內化已學會的先備知識及技術進行創作及研究，最後將研究結果透

過產品或報告方式呈現，以達到學習具體化、知識實用化的效果。 

(二)實習：學生到與自己學習相關的產業實習，學習如何將先前學的知識應用到

現場的情境中，以及培養學生的就業力。常見的實習例子有：實習教師和實

習醫師。 

(三)服務學習：學生參加一個有組織的學習活動，而此活動能達到社區或團體的

需求，像是學生團體、青年工作和宗教組織都是很不錯的活動。 

(四)學習歷程檔案：有系統的蒐集學生的作品作為學習評量的依據，常見的作品

形式有：文章寫作、錄音和錄音檔案、藝術成品、表演等。 

(五)虛擬和模擬的情境：虛擬和模擬的情境提供學生機會學習如何將專業的知識

技應用到模擬的情境中，並且能建立學生做決定的信心，未來更能順利地銜

接真實的職場狀況。 

參、我國與國外大學實施總整課程規劃與實施 

我國的總整課程最早實施為西元 2000 年的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大學，

2012)，其後許多大學也紛紛將總整課程列入各系所的課程中。因為國立臺灣大學

為我國許多大學的標竿，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為培育師資的大學中首屈一指的大

學。另外，國外大學總整課程實施時間比臺灣來得早，2021 年世界大學排名中，

UCLA為世界排名第15；而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為世界排名第29(THE, 2021)。

以下將分別介紹這四所大學總整課程實施情形。 

一、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於西元 2000 年開始實施總整課程，起初為選修課程，而後才

將選修課程改為必修課程，例如：臺大土木系在 102 學年度前總整課程為選修課

程，在 102 學年度改為必修課(呂良正，2014)。在 2018 年更將臺大土木系的總整

課程科目列出，使大一新生和家長清楚瞭解大學四年需要修習哪些課程。臺大土

木系在 2010 起強調實作課程，並將實作分為三部曲，如表一(謝尚賢，2018)。 

∥劉卉庭、林政逸◎大學總整課程實施之研究-兼論疫情時代對總整課程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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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土木系實作課程三部曲 

 Cornerstone(基石) keystone(要石) capstone(頂石) 

課程名稱 
土木工程概念

設計 

土木工程基本

實作 

結構學與流體

力學實驗 

土木工程設計實

務一 

修課時機 一上 一下 二下 三、四年級 

相關課程 
工程圖學、測

量學(含實驗) 

不需先備土木

專業知識，依

各學期十座主

題為不同土木

子領域之後續

專業課程提供

學習動機 

結構學、流體力

學 

大 一 至 大 三 所

學，包括測量學、

應用力學、材料

力學、土壤力學、

結構學、基礎工

程、鋼筋混凝土

學、工程圖學、工

程數學、流體力

學、水利工程、運

輸工程等 

課程成果 虛擬數位模型 實體模型 實體模型 專案設計 

資料來源：謝尚賢(2018)。 

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的總整課程起始於 2015 年，目的是提升教師教學品質，

鼓勵各學系所檢視課程架構是否達成學生習得核心能力的需求及評估學生學習

成效，而修習此課程的對象為高年級的學生。 

課程方面，可由一位教師授課或兩位教師授課。兩位教師授課的方式又可分

為共同授課及合作授課，共同授課為兩位教授同時在課堂中教學；合作授課為兩

位或兩位以上教師依授課時數分別進行課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無日期)。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更在 2017 年提出總整課程模組的規劃，並且在 2018 年的總整課程

補助部分僅受理總整課程模組的申請，因此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在培養學生核心能

力方面是相當重視的，圖三呈現申請總整課程模組的流程。 

《高等教育研究紀要 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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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流程 計畫申請書主要內容 

 
一、模組理念 

總整課群模組規劃的理念與特色，並

說明基礎課程、核心課程與總整課程

之間的關聯性。 

 二、課程內涵 

總整課群模組的課程之教學內容特

色、與原系(所)課程之差異比較、各課

程專業核心能力養成之關聯性，以及

課程與系(所)核心能力之相關性。 

 

三、執行規劃 

預計開授每門課程的課程特色、授課

內容、教學活動、作業評量等規劃，並

檢具課程大綱註，同時訂定總整課群

模組對學生學習成效的總結性評量方

式和評分標準。 

 四、預期效益 

總整課群模組預期產生的學習改變與

成果效益、對系(所)整體教學品質改可

能產生哪些優勢，以及能如何提升學

習成效。 

圖三 總整課程模組申請流程說明 

資料來源：「總整課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無日期)。 

教師教學方面，以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為例，在公共衛生教育實習的課

程中設計一系列的訓練和學生到真實的工作場域學習；在實習過程中，在真正的

工作場域中學生必須總合過去所學因應實習單位分派的任務，此外學生也能從過

程中思考個人未來發展。地理系在空間資訊技術實務的課程中結合理論探討與田

野調查，學生分組後依規劃和實際操作所需，分為自然、人文、景觀與遊客四種

方面，進行資源與區域規劃調查與分析，並以龍洞鼻頭為實際案例進行區域研究

與觀光規劃實務操作分析，製作並完成遊憩資源規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17)。 

此外，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規劃的製造科技課程為例，學生必須相

互合作完成產品設計與行銷。過程中，除了增強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也有助於

學生將所學應用至未來真實的工作場域，對於學生探索與規劃畢業後的發展有很

大的幫助。為了要瞭解學生的學習成效，在課程實施前及實施後分別實施前後測

的評量，評量主要瞭解學生的創意與創新、批判性思考與問題解決、團隊共創、

如何設計總整課群模組： 

以 1 門總整課程搭配該門課程核心能力

相對應的核心課程或基礎課程，據以進行

教學方法或教學內容調整。 

選擇 1 門總整課程，加上若干基礎或核

心課程 

總整課群模組課程可能為：(總整+基礎)、

(總整+核心)或是(總整+核心+基礎)。 

欲申請當學期總整課群模組之系(所)應

於截止日前填寫紙本「總整課程補助計畫

申請書(總整課群模組)」(詳見檔案下載連結) 

申請書紙本經系主任及院長核章後，擲交

至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並寄送電子檔至

承辦人信箱。 

以系(所)為單位，由系(所)主任擔任主持人

統籌總整課群模組規劃及申請。 

∥劉卉庭、林政逸◎大學總整課程實施之研究-兼論疫情時代對總整課程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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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溝通及研發與製造的能力(林弘昌，2015)。 

三、UCLA 

UCLA 於 2003 年開始總整性課程方案(Capstone Initiative，簡稱 CI)，然而因

為後來的外部評鑑因素，各所大學紛紛重視學生的學習成效，並在 2007 年教育

效能自評報告中將研究力、科技力和跨領域力等能力訂為 2010 年至 2020 年

UCLA 的校級核心能力。此外，更擴大 CI 各主修學門原有的總結性課程適用範

圍，並建立認證制度以增強大學生校級核心能力。同時並規範總結性計畫的五項

標準(黃淑玲，2014；UCLA, 2021)。這五項標準分別為： 

(一)問題導向學習和主動學習。 

(二)小組合作或個人計畫，兩者貢獻須明確利於評分。 

(三)學生學習成果需保留三年。 

(四)總整性課程開設給高年級學生選修。 

(五)專業研討與發表。 

此外，UCLA 提出學生具體須達成的學習成效，以表二說明之。 

表二生態與演化生物學之總整課程學習成效 

學位 總整課程學習成效 

科系： 

生態與演化生物學 

總整課程主修： 

生態、行為及演化(學士學位) 

海洋生物學(學士學位) 

總整課程簡介：實地研究及論文。學生應用理

論和技術於他們自己獨立的計畫中。總整課程

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一個包含設計及完成一份研

究計畫與撰寫一份研究論文的實地經驗。 

學生預期學會之能力： 

1. 展現課堂作業習得的跨領域基礎知識，包括

圖書館研究中的一般性知識及發展技巧、數

據解釋、綜合以及科學寫作。 

2. 運用當前主要的科學文獻，包括搜索資料

庫、界定合適的資料來源與閱讀及理解論文。 

3. 運用課堂中以及討論習得的知識在構想及

執行他們的計畫。 

4. 和同學及指導教授口頭及書寫形式討論最

初的科學作品。 

5. 展現突出的團隊合作與問題解決能力。 

資料來源：UCLA report for the WASC educational effectiveness review (p.13), 2009, 

UCLA. 

四、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華盛頓大學西雅圖校區(University of Washington-Seattle，簡稱 UW-Seattle)有

超過 180 種大學主修科目(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unknown date)，其中 2019 年

最熱門的前五名主修有：社會科學、生物暨生物醫學、工程學、電腦與資訊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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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服務和商學管理行銷與相關支持服務。除了最受歡迎主修外，還有學生參與

特殊學術計畫有以下幾種：一年級經歷(幫助學生從高中過渡大學的計畫)、服務

學習、大四總整課程或累積學術經驗、寫作訓練、大學生研究或創意計畫以及學

習社群(U.S. News & World Report, unknown date)。 

其中總整課程又可分為以下類型，以下分述之： 

(一)專案小組型(Task Force Model)  

以國際學院(Jackso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為例，修讀學生分組討論

國際議題並提出論述，每組的成員須具體陳述並提供思辨面向，透過紮實的論述

訓練，以確保其品質。每組只須繳交一份報告，內容應包括導論、探討與結論，

並提交給授課教師。指導教師會邀請華盛頓特區(Washington, D.C.)的領域專家到

課聽取學生報告，實地了解學生對政策論述、反思的掌握程度而進行評分，並給

予講評。指導教師的角色為協助並引導學生學習、資源分享、確認合作分工得宜，

與進度確認。 

(二)課程型(Course Model) 

學生找出課程領域主題進行探討，透過探討過程中展現其核心能力，為未來

作準備。教師在此課程中的角色為授課和評分。 

(三)大四進階課程型(400-level Spread) 

學生須完成大一至大三的課程，在此大四進階課程中，修課學生需有帶領討

論、積極參與線上互動討論，撰寫進階的研究論文的能力。教師角色則為引導、

評分、評估系學習目標達成的程度，並與其他教授此課程的老師進行協同教學。 

(四)歷程檔案型(Portfolio Collection Model) 

學生須整理過去的報告、學習成品。學生須撰寫學習歷程反思短文使歷程檔

案更具意義，以展現個人的學習成長歷程。另外，學生撰寫研究，外加一份如上

述的學習歷程反思短文作為總結。授課教師協助並引導學生進行自我評估、給予

修正建議等。 

(五)獨立研究型(Independent Study Model)  

學生自行訂定研究題目，向授課教師於期初提出研究提案；期中進行進度報

告與計畫內容初稿；期末則是繳交完整書面報告，亦或是進行正式的口頭報告。

教師角色為個別指導學生，並進行評分，或評定通過與否(pass or fail)。 

(六)體驗型(Experiential Model) 

課程以實習或體驗學習為主，所以學習成果可以是與其他課程做連結，並製

作相關報告；若是系上的學習目標與實習有密切關聯，也可視實習為最終成果。

實施過程中，教師角色為協助學生進行理論與實務之連結，成績的評定和系上學

習目標的達成情形。 

綜合上述，國立臺灣大學以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分別在西元 2000 年以及

2015 年開始實施總整課程，教學與評量的方式也因應總整課程以學生為中心的

授課方式調整，目的是希望學生在畢業後能順利接軌不論是工作亦或是繼續深造。

兩所大學課程安排的共通點都強調使學生團隊合作並應用過去所學解決問題，這

∥劉卉庭、林政逸◎大學總整課程實施之研究-兼論疫情時代對總整課程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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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總整課程習得的經驗能幫助學生面對未來的狀況。UCLA 及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總整課程的評量方式會因為系(所)的課程內容而不同，例如：UCLA

藝術學系的評量方式為藝術工作室計畫；而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國際學院，

則是分組討論國際議題及產出一份報告，最後授課教授邀請專家聆聽他們的論述

並給予建議。UCLA 及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總整課程實施的共同點都是以學

生為中心，培養學生畢業時能擁有帶著走的能力。 

肆、疫情期間大學總整課程實施方式、遭遇困難、解決策略及學習成

效 

一、大學疫情間總整課程實施方式、遭遇困難與解決策略 

2019 年年底疫情爆發，而到了 2020 年日益嚴重，因此我國各大學在 2020 年

便陸續實施遠距教學。2021 年因疫情加劇，為了全國師生的健康著想，教育部在

5 月 19 日宣佈即日起中小學全面實施遠距教學(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21)。 

全國的大學以及高中和國中小學在此期間皆實施遠距教學，上課的方式有同步遠

距教學以及非同步遠距教學。同步的遠距教學為教師使用遠距線上教學軟體，例

如：Google Meet 和 Microsoft Teams；相反地，非同步教學則為教師先將教學的

過程錄製完成，再上傳讓學生觀看。 

總整課程為統整大一至大四所學的知識，透過小組討論抑或是獨立完成的方

式產出學習成果，過程中培養學生運用所學專業知識的能力以及問題解決能力，

並能應用在未來的職場以及進階的學術研究上。學習成果的展現方式可為畢業論

文、專題製作、實習、服務學習、學習歷程檔案、虛擬和模擬的情境等。 

畢業論文、學習歷程檔案以及報告等方式較不受疫情之影響，因為都可調整

為線上討論以及線上發表，例如：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的生物科技系的期末專題報

告改為線上發表(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生物科技，2021)。然而，部分科系的總整課

程實施因此受到阻礙，例如：需實驗的課程、實習課程以及畢業公演等。原因是

為需到現場操作和演練才能更加清楚產出的結果是否符合原有設計的方案，以及

不符合時能即時與同學討論及修改(陳昭珍、洪嘉馡、胡衍南、徐芝君，2021)。

例如：國立中山大學在疫情間給大學教師的教學說明中提及，實作課程中的實驗

課程，教師對課程進行評估是否能進行遠距教學。若適合遠距教學，則教師可錄

製課程供學生學習；若不適合遠距教學，則可於復課後進行補課(國立中山大學，

2021)。 

實習課程方面，因實習課程不適合遠距教學，因此有的大學要求教師須於復

課後進行實習課程，進行實體補課(長庚大學，2021)。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工作學

系將實習課程可調整為專題式方案實習、遠距實習、延後實習或其他實習方式完

成未完成之實習時數(國立臺北大學，2021)。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

工作學系(國立暨南國際大學，2021)對實習課程進行調整，實體實習課程比例調

整為 75% (包括實體實習或遠距實習)，加上 25%由實習單位安排的因應措施，例

如：讀書會、討論會、特定議題研討等。 

《高等教育研究紀要 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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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國立臺灣大學於 110 學年度開學前 3 週全面進行遠距教學，第 4 週起

修課人數 80 人以下以實體課程為主；然而，下學期因疫情變嚴峻的關係，凡與

確診者有密切接觸的課程，教師得遠距教學至學期末(中央通訊社，2022)。此外，

國立臺灣教育大學也針對這次的遠距教學提出相對應的授課與評量方式，如圖四

(國立臺灣大學，2021)。 

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方面，110 學年度下學期 5 月起全校實施兩個星期的遠

距教學演練。若學生為確診者或該課程為密切接觸者之課程，教師得與學生討論

後進行遠距教學至學期末。評量的部分可採實體和線上的方式進行，而實驗以及

實作課程以實體課程為主，並於課程中規劃安全距離的上課方式及確實配戴口罩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22)。相較於 108 學年度的總整課程期末展演，因疫情因

素延期至 109 學年度辦理(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20)，2022 年的實作課程已經可

以在安全的考量下到校進行活動。校外實習課程方面，則參照「大專校院 110 學

年度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管理指引」的規範進行，學生須固定分組，以

及學生若進行跨校之交流活動，應將參與人員與工作人員事先造冊(教育部學校

衛生資訊網網站，2022)。 

國立臺灣大學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在 2022 年疫情期間進行的實作和實驗課

程的課程實施方式頗有差異。國立臺灣大學傾向線上課程；然而，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在維護師生的安全前提之下，除少部分採遠距教學之外，較多部分課程採實

體授課。 

∥劉卉庭、林政逸◎大學總整課程實施之研究-兼論疫情時代對總整課程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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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課程評量如何線上化 (Assessment for online course) 

資料來源：「課程評量如何線上化」，國立臺灣大學(2021)。 

二、大學疫情期間實施總整課程之學習成效 

疫情爆發後各大學紛紛進行遠距教學，總整課程也利用遠距教學進行課程和

評量。一開始，許多大學對於總整課程於遠距教學感到困擾，甚至不知如何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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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而後再不斷地研究與精進，以找出更合適方式協助學生完成總整課程的成

果(Thorburn, n.d.)。以下以美國兩所大學為例，說明其如何評量學生之學習成效。 

(一)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s Angeles, UCLA) 

UCLA 的工程設計暨電腦科學與科技學院(College of Engineering,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之總整課程為學生運用過去所學的理論和同儕合作解決

顧客提出與現實生活遇到的工程設計或科技的問題。每組團隊成員有 4 或 5 位的

工程設計、電腦科學或科技的學生、一位指導教授、一位贊助公司的技術聯絡人。 

在疫情前，每組團隊共同合作產出一個原型、軟體程式、技術設計或工作演

算法。然而，受疫情影響，原先規劃的課程不能如期進行。教師以及學生認為回

到校園的機會微乎其微。而後教師將課程進行調整並想出一個程式讓學生能完成

他們的原型。學生利用像是 Zooms 等平臺進行討論以完成他們的原型。 

Thorburn(n.d.)提到因疫情因素，學生們無法到學校進行成果的測試，因此在

過程中加強了學習電腦輔助設計、分析和模擬等相關知識技能，這對未來就業有

極大的幫助。 

(二)匹茲堡大學(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因疫情之關係，匹茲堡大學工業工程系的總整設計課程採用遠距教學的方式

進行。總整設計課程的人數約 40 人，每組組員為 4 到 6 位學生，並且每一組會

有一位指導教師，共同解決贊助廠商設定的工業問題，而其指導教師也是該領域

的專家，學習成效的情形，工業工程系利用問卷的方式進行分析(Sherwin, 2021)。 

從圖五可知，學生對於課程有用程度之差異為，春季班上課期間碰到

COVID-19 的影響，從實體授課到遠距教學的改變，而影響學生對總整設計課程

解決現實工業問題有用程度之感受，可以看出有很明顯的上升趨勢。 

圖五 總整設計課程解決現實工業問題的有用程度 

資料來源：Sherwin, M. D. (2021, July). Effects of Pedagogical Changes to an 

Engineering Capstone Course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Paper presented at 

2021 ASEE Virtual Annual Conference Content Access, Virtual Conference. Retrieved 

from: https://peer.asee.org/37015 

綜合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和匹茲堡大學的例子可以瞭解總整課程

因疫情之關係使用遠距教學的方式授課，不僅教師與學生需要重新接受不同授課

的方式，以及需要重新學習運用科技的平臺溝通彼此的想法，這較實體課程來的

更具挑戰；然而，另一方面，如同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提出的，學生因

遠距教學的關係，精進自己電腦方面的技能知識，這對未來工作的有所幫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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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知識之應用也符應總整課程之精神，學生能運用所學解決生活及接軌未來工作

的內容。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總整課程強調以學生為中心，強調團隊合作與問題解決，以銜接職場 

國內外大學因應實施總整課程，教學與評量的方式也調整以學生為中心的授

課方式，課程安排使學生進行團隊合作並應用過去所學解決問題，目的是希望學

生在畢業後能順利接軌工作職場或是繼續深造，培養學生畢業時能擁有帶著走的

能力。 

(二)因應疫情，各大學總整課程改為以遠距教學為主，兼採線上討論或發表 

總整課程強調團隊合作與溝通之能力，過去實體課程中面對面的互動，不論

是師生間的互動抑或是同儕間的互動都具有溫度以及情感上的支持；然而，總整

課程在疫情下使用遠距教學的方式授課，影響了部分課程的進行，尤其是需要實

作、實習以及現場排練和操作的課程。因此除部分課程被迫延期舉辦，部分總整

課程則利用線上平台，改採線上討論或發表進行。 

(三)疫情期間因遠距教學，學生精進自己電腦方面的技能知識，有助未來就業 

在學習成效方面，因疫情關係使用遠距教學的方式授課，不僅教師與學生需

要重新適應不同授課的方式，以及需要重新學習運用科技的平臺溝通彼此的想法，

這較實體課程更具挑戰性。另一方面，學生因遠距教學的關係，不斷精進自己電

腦方面的技能知識，不僅對未來工作有所幫助，也能運用所學解決生活上問題及

接軌未來工作的內容。 

二、建議 

(一)教師可運用資訊科技，強化並評量學生於實作性質總整課程之學習成效 

因疫情尚未趨緩，實施遠距教學的機會依然存在。然而，因總整課程的精神

為運用所學解決現實的問題，尤其是實作課程與實習課程。因此，為解決遠距教

學之限制，提升學習效果，建議教師未來可運用資訊科技，例如：運用擴增實境

(Augmented Reality，AR)、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VR)或是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等方式強化學習之情境與臨場感，以精進學習成效。 

(二)運用遠距教學不受時空限制之優點，精進學生展現能力之機會 

遠距教學相較於實體課程的優點為不會受時空因素的限制，因此，建議教師

能運用遠距教學之優點，強化與國外大學交流之機會，例如：語文類的總整課程，

能與國外大學學生進行遠距的線上交流，讓學生能實際運用所學日文聽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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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早期記憶與自我強度：一個初探研究 

 

邱珍琬1 

 

摘要 

本研究是探討大學生與研究生的早期記憶與個人的自我強度之關聯性。研究

以半結構式訪談法進行，參與者有八位女性，年齡介於 20 歲至 21 歲之間。研究

資料以逐字稿為依據，將重要事件與段落標示出來，並將其凸顯之意義做摘要，

然後就其對此事件之感受作為分析參考發現：(一)早期記憶對於了解個人與其生

命態度有相當不錯的解釋與效度參照(雖然結果仍有待研究累積)，當然也要注意

其複雜度，這些與治療師的生命經驗與解讀有關，使用時需要特別注意；(二)正

向或是負面的早期記憶，光是看事件本身不足夠，得視個體對於事件的解釋及態

度而定，這也反映了個體對於自己、與他人關係及世界的看法，也可以一窺其自

我強度與自信。 

 

關鍵字：早期記憶、自我強度、個體心理學、大學生 

                                                 
1 邱珍琬，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教授， 

電子信箱：chiujane@ms34.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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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Students’ Early Recollections and Self-strength— 

A Pilot Study 

 

Jane Chiu1 

 

Abstract 

This study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early 

recollections of early childhood and self-strength. Seven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interpret their early memories and their possible connection with self-confidence in a 

semi-structure interview. The following results were obtained. (1) Early recollection is 

an applicable way as well as a valid reference to understand a person’s attitude toward 

life (a therapist’s life experiences and interpretation ability accounts). (2) The positive 

or negative recollections do not depend on objective facts but depend on the narrators’ 

perception or attitude toward them; they also reflect on how individual’s perceive 

themselves,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others, and their self-strength. 

 

Key words: early recollection, self-strength, individual psychology, college students 

                                                 
1 Jane Chiu,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E-mail: chiujane@ms34.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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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派注重童年經驗與人格成形的關係，個體心理/阿德

勒學派的學者也強調早期記憶與人格的關係，個體心理學派宗師 Alfred Adler 認

為早期記憶(early recollection)可以決定一個人的生命型態(life style)，主要是因為

個人解讀其經驗、也反映出其人格與對生命的態度 (Corey, 2005; Mosak, 

1958/1977)。基本上早期記憶是一種投射測驗，通常諮商師會要求當事人回顧九

歲之前的事件六至十二件左右，像是小故事帶有寓言的意味，在個體的生命中有

其意義，而個人記得的過去是用來支持其目前的目標的(Bitter & Nicoll, 2013)，

如同社會建構學者也認為，個人是在敘事中塑造自我(Weingarten, 1991, cited in 

Freedman & Combs, 1996, p.17)。然而到底早期記憶提供了一個人對於生命的態

度與解析之外，還可以提供其他的甚麼線索？研究者在多年的臨床與教學經驗裡，

發現從不少人的早期記憶中可略窺其對生命的態度(如樂觀程度)，或可能與後來

面對生活挑戰與問題時的自我強度有些關係，但是在文獻上沒有發現這些研究。

所謂的「自我強度」(self-strength)，在本研究中，指的就是面對生命中的困挫或

問題時，當事人對於問題解決的看法與態度、以及認為自己解決的能力如何？到

底早期記憶與人格中的自我強度有沒有關聯？我們可以從幾件早期記憶來推估

當事人的自我強度與預後結果嗎？這些觀點似乎還存在於理論層面，沒有做更深

入的開發與探索。本研究想就大學生族群的早期記憶(八歲之前)來探討其自我強

度。 

換言之，在本研究中「自我強度」指的是個體對於許多事物的看法較為正向

樂觀，即便在因應生活上的問題時也可以坦然以對、盡力解決，而不會在尚未嘗

試之前就懷抱悲觀、挫敗的看法、甚至提早放棄，本研究從研究參與者敘述的早

期記憶面向、加上研究者臨床解讀分析，以及受訪人主觀的「自信指數」(從一到

十)為評估自我強度之標準。 

貳、文獻探討 

本文依據自我心理學派對於早期記憶的研究與理念設計研究問題，因此在相

關研究文獻上的搜尋也以「早期記憶」與「自我強度」為關鍵字進行，然而卻沒

有找到最適宜的文獻，因此只能就最相關的觀念與研究著手。 

一、早期記憶相關研究 

以往有關早期記憶的研究是為阿德勒所提出的生命型態與人格的理論背書居多，

不少也做臨床運用上的探討，而在 2000 年之後，也陸續有研究者將研究主題做

拓展，像是 Chen 與 Chou (2021) 從憂鬱症患者之早期記憶來探看其內在世界發

現：D 型人格、自我效能、患病洞見(illness insight)與心理疾患共病在隸屬感與正

負面自我形象的關係，得到 0.4 到 1.3 的預測效果；國內陳偉任、陳璿丞、徐瑋

澤與陳冠旭(2019)同樣以 80 名憂鬱症患者為研究對象，發現憂鬱症患者的早期

記憶，未有歸屬感的患者較之有歸屬感的患者有較多的逃避依附；而自我意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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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負面的患者較之自我意象是正面的患者，有較高的焦慮依附及逃避依附；對他人

意象是負面的患者，較之對他人意象為正面的患者，有較高的逃避依附。Kasler

與 Nevo(2005)從早期記憶探看大學生選擇科系的關聯，發現學生的早期記憶與

Holland 的「自我導向搜索」中的社會、實務、藝術領域相關較大，但因為人數

過少、不足以預測其他領域的情況；Shadach、Rappaport、Dollberg、Tolmacz 與

Levy(2018)則是關注早期與照顧者的依附關係記憶是否影響個人的親密關係，

335 位成人參與者填寫問卷分析結果，發現逃避型依附與焦慮型依附者之親密關

係與母親照顧呈正相關，也就是早期記憶中家長的照顧品質可以直接反映到未來

成人的親密關係；Sorhagen、Keiffer 與 Weinraub(2019)延續上個主題，做跨越四

個親職時期的縱貫研究發現，研究參與者的早期記憶中就業母親的情感接近度

(accessibility)越強，越傾向於以母親為楷模、有相等的職業成就。 

許多有關早期記憶的研究，是追溯童年時期受暴的經驗(如 Harkness, Bagby, 

& Kennedy, 2012; Nelson, 2011)，國內有吳淑禎(1996) 探討適應欠佳孩童的早期

記憶，最常出現「母親」角色，內容以「行為動作」最多，有關「處罰」、「衝突

吵架」、「被傷害」、「受傷意外」及「死亡」等負面事件記憶最多，而敘說者對自

我的看法以「被動」與「外控」較多，與他人關係則是「負面」多於「正面」，但

是這些皆非本文所要探討的議題。本研究所稱的早期記憶是以一般人對於記憶的

回顧，因此涉及個人所選取的記憶、對於該經驗詮釋時的感知，可能遭個人扭曲、

強調或忽略、誇張或是小覷，以符合其內在需求 (Mosak, 1958/1977)。如同

Bartlett(1932)所稱：記憶應該是一個「建構的過程」(a process of construction)，而

非單純的「再製」(reproduction)而已(Mosak, 1958/1977)！早年有學者 Mayman 

(1968, cited in Orlofsky & Frank, 1986, p.581)曾經說過：「早期記憶不是自傳式的

事實，…大部分是發展出來的反思策略，用來表達個人的生命。」可以呼應阿德

勒學派對於記憶的看法。 

個體心理學派學者 Alfred Adler 認為人是創造意義的有機體，因此我們所體

驗的現實，常常是透過我們所賦予的意義或解釋而來(Adler, 1927, cited in Miliren 

& Clemmer, 2006, p.22)，他所創發的早期記憶(early recollections)分析，說明了個

人所憶起的並非是絕對的事實，而是反映出個人自己的性格、以及對於當時發生

事件的解釋，而這些記憶是被篩選出來的，篩選的原因不是因為壓抑，而是與個

人的態度參照架構(或生命型態)一致(Mosak, 1958/1977)，同時反映出個體對生命

的重要信念與基本錯誤(Corey, 2005)，而信念會影響我們的知覺或感知(Miliren & 

Clemmer, 2006)(此即所謂的「私人邏輯」)，因此早期記憶要進一步去探索個體對

於該記憶事件的感受，從而追溯其背後蘊藏的信念，不管是個體對於行為、夢境、

思考、感受、甚至記憶的選擇，都是用來保護自我認定、達成其虛構的最終目標

(fictional final goal)(Miliren & Clemmer, 2006) 。 Dinkmeyer 、 Dinkmeyer 與 

Sperry(1979)也指出：「個人可以決定該經驗的重要性，而主觀對現實的詮釋力道

是顯而易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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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y(2013)也提到過往事件只是個人用來支持目前目標與目的的記憶脈絡、

重點在於當事人對於早期記憶的「態度」，而早期記憶也可以是一種投射技術、

用來作為個人生命的意義標記(Bitter & Nicoll, 2013)，其所呈現的主題也反映了

此人目前的「自我組織」(ego organization)以及「與他人的關係」(Orlofsky & Frank, 

1986)。早期記憶也是阿德勒學派用來評估個人生命型態的一種方式，個人不只

是報告其早期的生命經驗而已，還透露了自己的信念、基本錯誤態度、自貶的覺

知、以及心理行為的特殊法則(Dinkmeyer et al., 1979)，因此，阿德勒學派的早期

記憶可以用來評估個人對自己、他人、生命與倫理的信念，也可以評估當事人在

諮商過程與關係中的立場，驗證當事人因應的模式，以及評估當事人的優勢(或

強度)與衝突的想法(Bitter, Christensen, Hawes, & Nicoll, 1998, cited in Corey, 2005, 

p.107)，同時用來了解目前行為的線索(Sweeney, 1989)。Dinkmeyer 等人(1979)認

為記憶是個人選擇與評價過程的產物，也就是可以提供投射資料，而諮商師也可

以自中推估其生命型態的重要因素，而記憶的內容則可以提供對個體更周全與細

膩性格的瞭解(Mosak, 1958/1977)。儘管阿德勒學派聲稱早期記憶在臨床治療上

的優勢，但是其在臨床上的效果還沒有得到統計上的証實(Watkins, 1985, cited in 

Dinkmeyer et al., 1979, p.110)，因此有待後續的研究繼續努力。 

早期記憶與一個人的生命型態或是態度有關，也反映出個體是怎麼看自己的。

個人對於自我的認定(identity)通常是與「關係需求」(relatedness)及「個別化需求」

(individuation)的和諧性有關(Orlofsky & Frank, 1986)，也就是個人平衡與他人關

係以及獨立自主之間的拿捏；而成功自我認定的大學生其早期記憶包含了滋養與

安全(較不成熟的主題)以及精熟、競爭與獨立(較成熟的主題)(Orlofsky & Frank, 

1986)。Wang(2001)曾比較美國與中國大陸大學生的早期記憶、看看是否有文化

上的差異？結果發現美國學生所報告的最早期記憶較之中國學生要提早半年，而

其對早期記憶的描述則較為冗長、具體、自我聚焦、也較有情感的成分，強調個

人的歸因，反之北京大學學生提供了較為簡短的描述、較多集體活動、一般生活

的例行公事、情感上的描述較為中立，在自我描述上較著重不同的社會角色。 

一個跨越三十六年的時間所做的有關子女教養與社會能力的研究，Franz、

McClelland 與 Weinberger(1991)發現：「子女記憶中溫暖親切的父或母，與其成年

後的社會能力與成就有顯著相關、但與雙親關係是否和諧無關，這似乎打破了一

般認為雙親關係是孩童模仿並將之遷移至其他社會關係的說法。」McAdams 

(2001)提出「認同的生命故事模式」(life story model of identity)，強調一般人的生

命是有其一致性與目的的，可從其建構關於自我的內化與發展敘事中看出來。

Laser(1984)發現過度肥胖者的早期記憶都是以個人為「注意中心」、或是試圖運

用權力去控制情境或他人(cited in Miliren & Clemmer, 2006, p.28)。Miliren 與

Clemmer (2006)發現在檢視早期記憶時，不管這些記憶是真實或是捏造的，都接

近個體的性格，也彰顯了「自我」形成的情境。Sweeney(1989)提及其個人經驗發

現：倘若早期記憶是很容易就想出來，表示記憶本身包含了個體生命的重要主題

或是信念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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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我強度 

張春興(1989)定義「自我強度」為「指個人在困境中能堅忍不拔而免於人格

崩潰的特徵」，然而其定義似乎與「復原力」(resilience)相近，Merriam 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1995)對於「復原力」的定義為：(一)能夠因為壓力而變形之

後，恢復原來大小與形狀的能力；(二)可以很容易從不幸或變化中復原與調適的

能力。Eysenck(1953, cited in Kassebaum, Couch, & Slater, 1959)所稱的「自我弱勢」

(一般神經質)與「自我強度」(意志力)，可以用 Jung 的外向──內向來定義。家庭

治療學者 Nichols(2010)認為 Bowen 的「自我分化」(differentiation of self)與自我

強度差不多，指的是個人有能力平衡自己的感受與反思能力(或理性)。 

與本研究較相近的觀點為「韌力」或「復原力」，以及 Bowen 對「自我分化」

的定義。有韌力的人有幾項優勢：頓悟(會詢問難度高的問題、也給予誠實回應)，

獨立(維持健康有彈性的人際界限)，關係(親密與滿意的關係，有效平衡自我與他

人需求)，主動性(積極主動處理問題、有良好的控制力)，創意(在遭遇困難或痛苦

經驗時，仍然堅持次序、美觀與目標)，幽默(在困境中找到歡笑)，以及道德感(願

意從個人美好生活延伸至對人類社會有貢獻)(Wolin & Wolin, 1993, cited in Bloom 

& Reichert, 1998) 。「自我韌力」(ego-resiliency)較高者，其在曖昧模糊的人際關

係中會較有能力且自在(Block & Kremen, 1996)。 

在治療中提到的自我強度，與移情解釋有關。一般在臨床上相信能夠維持成

熟的關係、良好的治療聯盟，是成功移情工作的前提，但是有學者(Høglend,  

Hersoug, Bøgwald, Amlo, Marble, Sørbye, Røssberg, 2011)的研究結果不同，他們發

現移情的工作受到客體關係與治療聯盟的影響、而與一般臨床學者的認定正好相

反，這似乎也說明了只有症狀嚴重者、或是在一般生活中有嚴重人際困擾者、甚

至難與治療師建立關係者的移情工作才是關鍵！Luborsky(1984, cited in Høglend 

et al., 2011, p.698) 曾說過：「探索性的解釋工作(包含移情解釋)應該要強調當事

人的自我強度、焦慮忍受度、且有能力反省者，是不是也暗示著治療結果與當事

人的個人特質有關？」Arachtingi 與 Lichtenberg (1999)的研究發現：「當事人的自

尊與自我發展會影響其在治療中是如何看待治療師的角色、以及治療師對於移情

的看法，自尊較低者對治療師與父母的看法不同，而移情較多者其自尊亦較低。」 

叁、研究方法與過程 

本研究以半結構訪談方式(訪談大綱如附件)進行資料蒐集，本研究未使用學

者所開發的早期記憶題項，而是使用了三個開放式問題取代，主要是因為問題不

是用來做臨床診斷、希望參與者可以自由發揮，看有無新的意義產生。以課堂宣

傳方式招徠有意願的參與者，並回答潛在參與者的疑問，主要是讓潛在參與者清

楚參與研究的目的與過程，協助其做決定。最後決定參加研究的參與者共七位，

年齡在二十至二十一歲，就讀南部某公立大學三、四年級學生，皆為女性(A)，研

究進行時研究者已非參與者之授課教師。資料分析是以事件為主軸，將參與者所

敘說的內容完整性做分析素材，然後參照其對自我的看法與自信評估，此外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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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對其早期記憶的分析與解讀，也就是以參與者對早期記憶內容之正負解讀、

參與者自評之自信指數(藉由焦點解決的評量問題來探看參與者對自我的信心程

度)及研究者依據研究參與者之記憶故事的分析等三個面向來看自我強度。研究

者請研究參與者為回溯三個記憶，因為這是可以用來評估模式的最少記憶量

(Corey, 2005)。 

結果分析是以逐字稿為依據，將重要事件與段落標示出來，並將其凸顯之意

義做摘要，然後就其對此事件之感受作為分析參考。逐字稿的呈現，是按照參與

者之敘說段落，如 A1-09 表示第一位女性參與者、第九句話；A1-13-16 表示第一

位女性參與者、第十三至十六句話。由於自我心理學派在蒐集資料時，會詢問當

事人對於該事件之感受，而可以依照對於感受的描述而藉以詮釋當事人的看法，

從而解讀其性格特質，因此在進行訪談時，研究者也會在參與者對事件的敘述之

後、接著詢及其對該事件的感受，作者也在重要的關鍵字句下劃線，每位參與者

的逐字稿後，有一小段是筆者對其早期記憶的分析。說明實例如下： 

「用棍子打，打完還是叫我上台去講。然後那時候就超委屈的，我想這是我的責任嗎？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好，既然…既然還是得講，那我就很臨時的隨便編了一個故事。然

後就想，就後來就想『哇！我好厲害唷』，這個年紀竟然能編出故事來講給同學聽。然後

那時候是覺得滿…自己還滿厲害的，可以在全班面前講一個故事，然後大家都聽得很入

迷。然後就覺得很有成就感，就覺得哇大家都在聽我說話。」(A1-31-33) 

「很有成就感、很驕傲、覺得自己很厲害。」(A1-34) 

肆、結果與分析 

表一：研究參與者背景、記憶主題與信心指數摘要 

參與者代稱 年紀 記憶主題 信心指數 

小沈 21 腳受傷、開刀、講故事 8-9 

小潔 20 
照顧妹妹、小妹在媽媽肚子裡、

與大妹共吃一碗羹 
6 

小文 21 娃娃車、陶土課、編班 8.5 

小諭 20 搬家、安撫弟弟、父母爭吵 7/8 

小薰 21 
跟爸爸車、山裡的奶奶家、與兄

姊衝突 
6 

小珍 21 媽媽加班、幼兒園、孤單 7 

小婷 20 回家、打針、管理班上 8 

一、小沈 

小沈的三件早期記憶中有兩件是受傷的記憶，第二件受傷未去就讀幼稚園中

班，反而因禍得福，不僅與母親關係更近、也養成了自己說故事的本事。第三件

事是從第二件記憶延伸而來，自己成為老師的好幫手、為全班說故事，但是卻因

此受到老師懲罰，然而也因為如此，自己開始編故事，開發了創意的契機。小沈

的記憶結果最後都是以「善終」收場，儘管她會擔心故事講不好，然而最後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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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靠自己的努力與創意化解擔心或危機，這似乎也反映了她對於生命的樂觀與自

信。小沈的故事中有舅舅、奶奶、母親、老師與同學，前三者是她生命中的重要

他人，奶奶是照顧者的角色，母親是教育與敦促，而老師或許就是提出不合理要

求的人，而這些人在小沈心目中都是救援、教導與訓練的角色，也都是她的導師，

而小沈並不會因為經歷了這些挫折而受到打壓或退縮，反而長出了自己的能力。 

「四、五歲的時候。然後被舅舅用腳踏車載。然後…嗯…腳被攪進去腳踏車的後輪，然

後流血滿地、送醫急救…那時候我自己一個人就躺在馬路邊哭、大哭。然後我舅舅就跑

回家，可能是去求救吧！然後之後我也沒有看到他(A1-05)。…我就看到我的奶奶，跑過

來把我送到附近一間診所先止血，然後沒多久我就被送去大醫院，然後吸了一個很像氣

球的東西，然後吸完之後我就昏迷了！…」(A1-09) 

小沈說感覺「很可怕、很恐慌、很害怕」(A1-12) 

「第二件是…我中班的時候。好像因為…不知道為了什麼事，好像也是開刀、肚子吧！

然後休息了一整學期，所以我沒有讀中班。…就每天在家就是坐在媽媽的辦公桌旁邊，… 

然後就是坐在辦公桌旁邊讀一堆書，讀完還要講給媽媽聽才能休息。…可能讀數學，背

九九乘法，也可講故事，然後媽媽就會叫我選一篇或兩篇，然後要把它背起來，然後全

部看完之後，要不看書、完整講一次給她（聽），然後講完我才能出去玩。」(A1-16-23) 

「過程就是覺得在家還滿自由的。就是…雖然在家得要看書，但是至少不用跑來跑去，

看書很有趣。然後那時候就會很開心的把它看完，然後跟媽媽說下次還要再去借更多的

書。…講的時候一剛開始會滿緊張的，因為怕講不好就不能玩了。然後後來習慣了，就

知道要挑選一些比較好記的，或是聽起來比較有趣的、我比較容易記的一些內容，然後

很迅速的把它背完。然後我就可以去遊玩，或去找鄰居幹嘛的。」(A1-24-25) 

「第三件應該是小一小二的，然後就是因為我中班休學，所以那一次就是我媽媽去學校

跟我們導師說我很常看故事書，所以他就說如果班上同學就是想聽故事可以叫我上台講。

然後後來我就選上班長，然後老師就只要改考卷的時間，或是自修時間，就會叫我上去

講故事給同學聽。然後就變成我每天得要回家就是一直看書才會有東西可以講。結果有

一次…嗯…我忘記要講什麼故事，就是已經沒有東西可以講了。可能是我前一天沒有看

書之類的，然後我講不出來，然後老師就說我怎麼可以講不出來，就打我…打手心。」

(A1-27-29) 

「用棍子打，打完還是叫我上台去講。然後那時候就超委屈的，我想這是我的責任嗎？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好，既然…既然還是得講，那我就很臨時的隨便編了一個故事。然

後就想，就後來就想『哇！我好厲害唷』，這個年紀竟然能編出故事來講給同學聽。然後

那時候是覺得滿…自己還滿厲害的，可以在全班面前講一個故事，然後大家都聽得很入

迷。然後就覺得很有成就感，就覺得哇大家都在聽我說話。」(A1-31-33) 

小沈的記憶儘管有兩則是負面的受傷故事，但卻是有「善果」的記憶，可以

從中理解到她對於生命中的挫敗經驗展現了不錯的韌力。小沈提到自己的庭訓

(母親教導她學習)，因此她可以對全班說故事、很有成就感，這也呼應了她對自

己的要求與信心指數。從老師處罰完她、又要她上台去說故事，還有母親要求她

要先做完該做的閱讀之後、才可以出去玩，這也許就是小沈自我要求很重要的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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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然而會不會因此而自我要求過高，有時候若是未能達成自己想要的結果，而

相對會覺得挫敗很大？或許是因為成人的威權，也讓小沈在面對權威人物時，可

能較懂得應對，這也是她較有自信與霸氣的來源，小沈與成人的關係較深，這裡

也似乎展現了小沈身為老么卻有老大的性格，她也不保守、願意冒險嘗試新事物，

正是自信之表現。 

小沈的信心指數是 8 到 9，她形容自己是：「我覺得我很敏感。啊…應該多愁善

感。…就是我很容易察覺到一些…一些人啊，一些情緒反應啊，然後，有可能他只是稍

微，可是我就會看到，然後我就會放在心裡面，然後就容易想太多，所以就會容易多愁

善感。可是，我另外一個方面又很開朗，…很矛盾的一個人。…我覺得我有一點好勝。就

是我是那一種『遇強則強、遇弱則弱』的那一種人。」(A1-36-39) 

小沈對於他人的同理很敏銳、體貼，對於週遭事物也好奇、願意去嘗試，因

此她認為自己擁有樂觀的個性，不輕易被擊倒：「我覺得我興趣很廣泛，就是比較沒

有束縛，就是我什麼都想試。…可能會有人覺得我很…那個怎麼講？『體貼』吧！長輩

可能會覺得我很體貼，就是我會注意到長輩在幹嘛，然後就先去幫他們做好一些該做的

事，…所以他們會覺得我是一個滿懂事、滿成熟的小孩。…樂觀。就是如果遇到不好的

事情，可能一剛開始會難過，可是，不會因為這樣子就覺得沒有希望或什麼。後來都會

告訴自己可能是老天爺要我走這一遭，那我就努力地把它走完，說不定可以獲得更多不

一樣的東西。」(A1-40-44) 

自我強度方面，小沈指出自己的信心之所以這麼高是：「因為我會覺得…我對

於自己的事情其實就是有想法，然後我也有目標。然後其實我一直以來都不覺得我哪裡

輸給別人，就是可能讀書不是頂尖，但是同時我做的事情也可能比別人多，就我可能參

加社團、去帶活動，然後因為我興趣很廣泛，所以我滿多東西都至少都有接觸。所以在

很多地方我可能都會多少有些了解。然後，我很清楚自己想要什麼東西。」(A1-49-51) 

對小沈來說，成就感或許是她肯定自己的方式之一，加上她對於凡事都想嘗

試、不想後悔，在充分準備之後就不擔心表現(如說故事)。她對於事情的樂觀可

以從她的記憶後兩則看出─即便看似負面事件(不去上學、被老師責罰)，但是結

果都能夠轉向正面。小沈提到的重要他人是母親(出現兩次)，與母親關係甚深，

面對權威人士，小沈不會懼怕、也得到權威人士的喜愛與重視。以小沈呈現的早

期記憶來看，其自我強度應該很高，與她自評的信心指數(8 到 9)很接近。 

二、小潔 

從小潔的記憶事件可以看出她與手足之間的關係(與大妹的感情尤其好)，以

及她善於照顧人的特質。在遭遇突發事件時，雖然會慌張，但是對於世界抱持著

新鮮、有趣的態度。對於他人的優點，她也會予以肯定與欣賞，希望自己可以效

法。 

小潔提到自己國小一年級時：「小的時候在家顧家，然後照顧妹妹，…那時候小

妹才剛出生沒多久，然後就突然哭了起來，我就非常慌張。後來我大妹就出去求救，找

鄰居來幫忙，這樣子。…就是過程中很慌張吧。因為小 Baby 哭了不知道怎麼辦，然後

覺得妹妹很了不起。」(A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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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個印象，就是我小妹還在我媽肚子裡的時候，然後那時她就會踢肚子嘛，然後

我媽就把遙控器放在上面，然後她就在踢肚子，然後，她腳就踢嘛，然後控器就會動。

然後我還記得肚皮上有印出腳腳的印。…那個時候我很驚訝。」(A2-13/15) 

「國小、幼稚園的時候，因為我跟我大妹的年紀比較近，所以幼稚園的時候就常常會坐

娃娃車，然後一起到我媽上班的地方，一起吃一碗羹這樣子…，…那時候覺得就是還要

能共患難吧！因為媽媽也很辛苦。」(A2-20-21) 

小潔提到大妹的次數兩次，可見她們之間的關係深厚，也提到小妹(記憶一

與二：哭以及在媽媽肚子裡時)與媽媽(媽媽懷小妹與媽媽很辛苦)兩次，有對於新

鮮事物的好奇(記憶二：母親肚子上有娃娃腳印)、以及對大妹處理事件的佩服與

感謝(記憶一)，還有珍惜一起吃羹的溫暖與和樂(記憶三)，從這裡可以看出小潔

個性裡面的喜愛探索、懂得感激、以及對於家人關係的重視。小潔的記憶裡乍看

之下似乎第一則是負面的(照顧小妹)，但是卻讓她看見大妹的「了不起」，第二則

是驚訝與好玩，第三則是享受餐點的溫馨，因此其早期記憶是正向居多。 

「矛盾的一個人吧。就是雖然覺得自己是個開朗外向，但是實際上就是在不熟的時候會

很害羞內向。就是會矛盾，很多都矛盾。喜歡跟大家相處，但有時候就會想要獨處。」

(A2-33) 

小潔對自己的信心指數是「6」：「因為是一般的狀況阿。如果是專長／不專長，

那就會高高低低。一般的情況的話，再跟自己的生活經驗結合，我會覺得還不錯，所以

比平均高一點。就是可能在待人處事、果決度啊，比如說要不要問路啊，要幹什麼之類

的，或者說在遇到一些突發狀況的處理的時候，覺得還 OK。」(A2-36/38) 

小潔是個感受敏銳的人，對於新鮮事物抱持好奇的心、也容易接受新的事物

(小妹在母親腹上的腳ㄚ子)，會同理他人情況，也會照顧他人的需求，或許因為

很在意他人的感受，有時候就會忘記照顧自己、或認為自己不夠好。三個記憶都

有好的結果(佩服大妹、驚奇的腳ㄚ印、共吃一碗羹的溫馨)，基本上她對於世界

或生命的觀點是正向的，也是一位溫暖、為他人設想的人，遇到意料外的事會有

一些小慌張。以早期記憶的呈現面向來說，小潔所敘述的三件記憶較傾向正向，

其自我強度應該在 6 以上，但她的信心指數落在「6」，看似有些保守，但是也可

以解釋小潔習慣為別人負責的這個部分，或許影響其對自己的評估。 

三、小文 

小文是個個性有趣的人，因此她印象中的記憶有兩件是很「無厘頭」的(娃娃

車事件與編班事件)，同時也看到小文「害怕權威」的故事(捏陶土)。她對於自己

記憶的感受也是正面多於負面，而所經歷的事件最後都有不錯結果，也就是三件

正向的早期記憶，可見她的自我強度夠，也不會輕易被打倒。 

「我記得我第一天去上幼稚園，…然後因為回來幼稚園，娃娃車是依序把你慢慢送回去。

然後一開始…就是我整天都還滿開心的，可是到那個時候我就很害怕。我就覺得我快要

被賣掉了，所以我就在娃娃車上大吵大鬧。因為我家是離幼稚園最遠的。所以我是最後

兩個還一個，我就看同學一一下車，然後那條路又不是我平常走的那條路。我大哭，可

能沒有叫，可是就是讓很多老師安撫我這樣子。…」(A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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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恐懼阿，因為不是自己熟悉的路。…可能有一點點…(…停 3 秒)困惑還是失望吧！就

覺得因為我是期待上學的，可是就一整天都很開心，卻發生了一件不開心的事情。」(A3-

9/14) 

「我記得也是幼稚園大班的時候，我們禮拜三是陶土課。然後，我去上課的時候，就想

說：今天是禮拜三，有陶土課，我今天要捏一隻兔子。只是那個時候一直讓我記得很清

楚，…那天上陶土課我就捏了一隻兔子。」(A3-17/18) 

當時她的心情是：「很期待很興奮。可是我有一點…我記得那時候我有一點，就有

一點害怕耶，…因為我們的陶土老師，好像是一個嚴格的老師。然後，有時候他要求要

做什麼，沒有做完就去捏別的東西的話，他就會生氣，好像是。然後，所以兔子都不是

老師規定的，老師他們都會要捏一個杯子或…所以就要等到杯子做完。」(A3-21/22) 

「我記得我去上國小的時候，第一天，通常都會公布你被編在哪一班。然後，因為我姐

姐是念我們班，可是姐姐大我很多歲，我那時候問她念幾班？她告訴我她一年級的時候

念我們班。所以我就跟我媽媽說我也要念我們班，然後我媽媽就笑我：『怎麼可能會念

我們班？』然後隔天去穿堂找的時候，我真的在五班，然後媽媽就對我說：『妳真的在五

班耶！』…我覺得理所當然，哈哈。因為我就覺得我沒有班級的概念，就覺得姐姐在五

班我也會在五班啊！就是好像姐姐在我家，所以我也在我家的感覺。所以我那時候有點

困惑我媽媽為什麼會那麼驚訝？…當媽媽說是五班的時候，我就覺得我會跟姊姊一樣，

然後我就很快樂，我的第一天上學都很快樂。」(A3-25-28/30) 

小文可能會比較害怕新事物(記憶一：不熟悉的路)，這也許會反映在她進入

一個新環境時、可能會花較長的時間去適應(是一個「慢火型」的人)，然而一旦

進入狀況、適應就不是問題。小文的個性有點小糊塗(記憶三：編班事件)，有時

候搞不懂他人的想法(記憶三：對母親的驚訝困惑)，但無損於其與人互動的情況。

母親與姐姐是她的重要他人。雖然小文對於事物會有預先的期待與幻想，當結果

不如預期、會焦慮緊張，但最後也學會等待。小文有創新、突破規格的思考與行

動，只要環境允許，她就可以充分發揮，而對於權威人物會有一些害怕。 

「我覺得自己是一個(…停頓 3 秒)矛盾的人。我有很多矛盾的性格，…就像是其實我並沒

有辦法跟人很快的接觸，然後很融洽，我會怕陌生人。人很多的時候我會怕，像逛夜市

或園遊會，那我都會怕。可是我這件事做得很好，就是我雖然很害怕，但是我善於處理

人際關係這件事情上，我告訴別人說其實我很害怕的時候，他們都一笑置之，他們都不

太相信，因為他們覺得看不出來。…有很多類似這樣的事情，我不喜歡這件事，可是我

可以把它做好，甚至讓別人覺得我喜歡這件事情。所以我會覺得自己好像是一個很矛盾

的人。」(A3-33-36) 

小文對自己的信心指數為「8.5」，因為：「我會覺得我不喜歡的事我也可以把它

做得很好，然後我自己覺得從以前到現在只要我想做的事，沒有我沒做到過的。對，沒

有沒做到過的。除非是不可抗的、不可改變的。」(A3-43) 

小文是個糊塗、不記小節，有創意(記憶一，有點天馬行空─怕被賣掉，記憶

三裡的與姊姊都是五班)卻又害怕權威的人，但是又想要在框框底下嘗試一些新

的突破(記憶二，嚴格的陶土老師、捏兔子)。記憶中提到兩次老師(記憶一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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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與姐姐一次(記憶三)，同儕一次(記憶一)，老師們對小文的影響很大。三件記

憶除了第一件有點驚悚，但其他兩件都還算是圓滿，因此她的生命態度是樂觀的，

也希望嘗試新鮮事物，與其所評估的信心指數(為 8.5)相應和，也說明了其自我強

度。  

四、小諭 

從小諭的記憶裡可以看出排行老大的一些輪廓：她對於被重視、擁有自主權

的需求，而也一直將自己當作成人，希望可以照顧弟妹、分擔長輩的辛苦與煩惱，

這裡可以看出小諭的貼心、為他人著想，然而可能相對地忽略了對自己的需求與

被看見的渴望。 

小諭記得自己五、六歲時搬家，不僅是自己設計房間顏色與擺設，也設計哥

哥房間的顏色：「搬家。然後，搬到那個新家是那種透天厝，很大的。然後我爸還幫我

把我的房間漆成粉紅色。」她的感受是：「當然就是很開心啊！就是…因為我一直以來

都有自己的房間，可是我的房間都是…因為我比較小嘛，所以我房間有時候會堆一些雜

物。然後這是我第一次可以依照我自己的意願設計自己的房間。…覺得就是我長大了！」

(A4-8-14) 

「大概五歲，跟剛剛那一樣。就那時候我弟剛要入學幼幼班。然後他就是很黏我，然後

午休都一直哭鬧，最後老師就要我去安撫我弟。…陪他去玩溜滑梯。…然後就是帶著他，

不要讓他吵到別人。坐在旁邊陪他上課。」(A4-19-23)當時她覺得：「就覺得我弟好煩

唷！他為什麼不能自己乖乖上課！…就是兩個人玩了一段時間我就有點累了，我就不想

玩了，可是他還想一直玩。而且就是要陪他，感覺要幫他把屎把尿。」(A4-30-32) 

小諭七歲左右目睹父母爭吵：「就是半夜我起來上廁所，在樓梯間看到我爸媽在

吵架。…大聲吵架，然後之後我就蹲在那裡，然後之後就看到他們在摔東西、摔椅子，

不知道有沒有打。但隔天好像是有打的樣子，就是他們有掛彩。」(A4-41-42)她當下覺

得害怕：「就覺得好像看到不該看到的事情。…然後很害怕、很驚慌，一直想著我要不

要下去？」(A4-47-48)小諭說自己當時蹲在那裡哭泣：「我不敢讓他們知道，然後後

來就是他們就越吵越大聲，然後我就真的很害怕，我就跑到自己的房間把房間門鎖起來。

然後蒙在被子裡一直哭。然後我還記得隔天早上就是，我好像還做了早餐。」(A4-47-

48)「然後跟他們說我很乖，就是之類的，我很愛他們。我還有留紙條貼在牆上。」(A4-

54)儘管小諭表現得不讓父母親擔心，但是父母親最終還是在她唸國小中年級的

時候分開了。 

從小諭的早期記憶可以看出她對於雙親爭執的無奈，雖然自己很努力當個

「乖小孩」，還是無法挽回頹勢。小諭也可能將這樣的「討好」角色放在與他人

的互動上，只是也無法預測這樣的討好是不是真的奏效？在同儕間的表現，小諭

應該是像大姊姊，就如同她在家中的表現一樣。 

小諭認為自己是「獨立自主」與「樂觀開朗」的人，但卻是「內心脆弱」、

外表強裝的人：「我有些事情會想很多，有些事情就大喇喇的。…我覺得有點耶，可是

我又覺得我可以把自己照顧很好。但是在比較一個人的時候，比較會想很多。或別人發

生一些麼事情的時候，都很容易觸動。然後觸動之後，我就會一直想對方的感覺之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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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想能不能做一些什麼。」(A4-71-75) 

她認為自己的信心指數在「7 或 8」：「就是我可能我家庭比較培養我什麼事都要

自己來，所以我覺得就是你只要有心，其實沒有什麼事情是做不到的。就是我覺得可能

很多時候會遇到挫折，在我過往的經驗都能夠靠我們自己繼續努力，然後完成那個目標。」

(A4-78) 

小諭的記憶中有一件是正向的(記憶一，搬家、有自己的房間)，第二件照顧

弟弟(很煩)、第三件雙親爭吵(害怕與擔心)是較為負向，以早期記憶的呈現面向

來說，其自評的信心指數「7 或 8」、似乎有點高估，但是她也說了自己在面對經

驗或困挫時願意去學習經驗，這樣的淡定或許對她來說有幫助。小諭對弟弟的事

很無奈、但因為職責所在會繼續努力，對於雙親的爭吵無力、企圖討好，會不會

對其親密關係產生影響？甚至擔心關係破裂、企圖去討好或委曲求全？這與其形

容自己：「別人發生一些麼事情的時候，都很容易觸動。然後觸動之後，我就會一直想

對方的感覺之類的，就是想能不能做一些什麼。」(A4-71-75)也有脈絡可循。或許對

小諭來說，即使父母爭執不是自己能控制的，她還是企圖扮演好孩子的角色(做

早餐、留紙條)、努力自己可以做的，是這些態度讓她給自己很高的信心指數，以

及「能夠靠我們自己繼續努力，然後完成那個目標。」(A4-78)的堅持。即便小諭企圖

扮演好角色、勉力為之，顯現她是一位負責的人，縱使遭遇挑戰，也會硬著頭皮

去試圖解決，這一點展現了其自我強度與面對事物的態度。 

五、小薰 

小薰的記憶中有兩件負面、一件正面。從小薰的幾個記憶可以看出她是一位

受寵渥的孩子，與父親感情很好，也喜歡去探索世界，但是與手足之間較有爭執，

這可會影響其與同儕之間的關係，也讓她後來在團體中反而較少堅持自己的看法；

小薰對於會動的小動物可能會有害怕、不敢接近的情況，或許是因為自己是城市

小孩被無預期地驚嚇過。 

小薰記得自己在五歲左右：「我非常喜歡跟爸爸出去工作，因為爸爸是司機，就

是因為我小時候也沒事做，然後我就會爸爸幾點出們，我就跟爸爸幾點出門，然後就睡

在他的車上，然後到了我就下車晃一晃，然後去跟售票姊姊講一下話。然後爸爸要開車

再上車。…感覺很好玩。但是我那時候就覺得很累，卻又很期待每天跟爸爸出門，再跟

爸爸一起回來。所以我都在車上睡覺，但還記得有一次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次我在車

上睡覺，睡一睡就覺得我的嘴巴有東西，然後發現我牙齒掉下來了，就是乳牙。」(A5-

4-10) 

小薰記得小時候會去住在深山裡的奶奶家：「所以附近就會有一些比較空曠，就

是那一區，就幾乎都沒有人，要穿過一片竹林才會到阿嬤家。在那裡就會…就是很古老。

那時候阿嬤做飯的方式還是用炊，就是那種用灶。然後印象很深刻的的事就是看阿嬤那

時候在用『樹籽』（破布籽）。」(A5-14)但是因為有許多昆蟲以及小動物，會讓她害

怕：「但是因為在山裡面會有很多小動物，而且也因為在山裡面，我自己覺得比較沒有…

就是比較大自然，所以比較沒有那麼乾淨。就是會有很多小蟲蟲阿、螞蟻之類的。…害

怕、不舒服。就是要去阿嬤家的時候會有一點逃避。就是不太想去。」(A5-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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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薰還憶起小時跟哥哥衝突的事件：「我記得兩次。對，兩次，一次是跟哥哥吵

很兇，在飯桌前面。然後因為哥哥很生氣，然後我都會仗著自己是最小的，然後就會跑

到爸爸或媽媽的旁邊，然後他們就會制止我們吵架。然後還有一個印象很深刻的，就是

跟姐姐打架，因為我們是女生。所以小時候就是真的很扯，我們會抓對方的頭髮，然後

咬對方。…我覺得很得意。可是又覺得自己那個時候難怪會被討厭。」(A5-29-31) 

小薰的記憶中有父親、兄姐與奶奶，這些人也都是她目前的重要他人，她在

感情上可能也期待被呵護與寵愛，有些微的潔癖(山裡面較不乾淨)，比較不喜歡

「不方便」(奶奶家使用灶)的事物，也會仗勢著自己的地位恃寵而驕，可能也會

影響其人際關係。 

小薰認為自己是一個：「矛盾的人、猶豫不決的人，但是又理性。就是我之前講

的矛盾，就是我算猶豫不決，但又理性，就是我常常在做很多事情的時候，非常容易沒

有辦法下決定。但是為什麼我說理性？因為自己在那邊分析所有的條件，分析好了之後，

又來了矛盾、猶豫的個性又出現了！我明明就知道可能哪一邊的優點比較多，可是可能

它的優點比較多，但每一個優點的比重不同的時候，它又會造成我在那邊搖擺不定。然

後我對朋友的話，我覺得自己這樣子不是很好，就是會讓自己變得就是失去些什麼吧！

但是又擁有…。我很重視別人對我的看法，所以我很在乎團體的東西，但是我自己個人

的東西，我反而覺得比較沒有關係。所以就是今天可能是一個團體的作業，比上一個個

人的作業；或是大家一起要幹什麼比上我自己要幹什麼，我通常都會把我所有的時間先

去讓團體做決定，我在決定我自己該怎麼辦。…我很在乎別人對我的看法，我從小就是

一個耳根子很軟的人，這件事自己也滿清楚的。就是我很羨慕那種…當然人總是或多或

少會對自己的話有些介意，但我是非常介意的人。」(A5-37-38) 

因此小薰給自己的信心指數是 6，因為：「跟我人格特質有很大的關係，因為我

很在乎別人怎麼想，然後我也很希望我自己的信心是自己給自己的，可是我的信心大多

是都是從別人給我的回饋建立起來的。」(A5-43) 

小薰對於自己相當了解、也試圖在做些改變。小薰在乎他人對自己的看法，

凡事也小心翼翼、深怕得罪人，而對於自己想做的，總是顧慮太多、影響到執行

力，這與她在跟手足相處時感受到的「被討厭」或她在家的老么地位有關，雖然

會「欺負」兄姊，但是還是很在乎兄姊的意見與影響力，不知道她在面對權威人

物時是不是也如此？ 

小薰的記憶中有一件正向(記憶一，跟父親的車)、兩件負向(深山裡的奶奶家、

與兄姊的爭吵)，以早期記憶呈現的面向，與她給自己信心指數 6 是較一致的，

而她在乎他人對自己的看法，似乎很不符合其老么的性格，或許與其手足關係有

關。小薰的親密伴侶可能選擇與父親那般值得依靠、可能較年長，她也希望關係

中會有偶發的新鮮事(如乳牙)。平常似乎在乎與人的關係、怕得罪人，但是也會

爭取自己的權益而奮力(如與姐吵架時咬姐姐)，只是平常表現得很溫和。由此看

來，小薰的自我強度算是中等，雖然會為自己爭取權益，但是還是較重視他人的

觀感與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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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小珍 

從小珍的記憶可以看出她對於世界的看法。三件都是較為負面的事件，提到

的是她的需要陪伴、害怕與難過，她是一位害怕孤單的人，也可能因為是獨生女；

此外，還看到她對於環境的印象很深刻，可能也會影響其對於週遭事物的要求，

這也反映在她對自己特質的描述。 

小珍記得自己五六歲時，當時住在祖父母家：「小時候我媽媽晚上的時候經常

要加班。然後因為我很喜歡她陪著我，所以晚上她一要去加班，我就會哭著鬧著。…那

可能就是五、六歲吧！然後那個時候我爸爸就會兇我，他就說，大概的意思就是叫我不

要哭不要鬧了，這樣的意思。」(A6-3-7)她的感受是：「主要就是我很傷心，一方面因

為媽媽晚上要去加班；一方面又很怕爸爸兇我。對，然後好像特別不喜歡和爸爸在一起

的時候。」(A6-9) 

「我記得我們的托兒所也在中山路那邊。然後我就印象中那個屋子好像很暗，因為好像

光線不足，然後裡面是那種矮矮的小木桌，然後我就記得那個場景。…然後我媽媽就跟

我說我小時候我很不喜歡去讀幼兒園。然後，比如說我祖父從那邊走過來，反正不管我

一直叫他怎麼的、一直哭一直哭。…對之前的幼兒園內的環境的話，就是比較害怕，那

個環境就讓我很不舒服，待在那裡很不舒服。就是因為那裡感覺潮潮的、很陰暗的樣

子。…覺得那環境感覺很髒，讓我很不喜歡。」(A6-12-14&18) 

「就是有一天我睡醒來的時候，然後我一直喊，因為我知道我媽媽不在，我一直喊我奶

奶，可是我奶奶就一直沒有回答我，她好像出去了！然後過很久她才回來，然後我就一

直躺在床上沒有起來，…那時候醒來應該比較難過，醒來家裡面一個人都沒有。」(A6-

12-14 & 22) 

小珍的記憶中對於男性有較負面的看法，包括父親會兇她、祖父不理會她的

哭喊與需求，也許小珍對於男性會有較防衛、警戒的心態，而對母親的依附很深，

很希望被關心與照顧。可是另一方面，她又很渴望表現出自己的能力、尤其是在

學業成績上，也許在潛意識中她認為身為男性較吃香(而自己的出生似乎不是父

祖所期待的性別)，因此就以社會一般對男性的成就來要求自己，背後也可能是

渴望得到父祖的認同。 

小珍形容自己是：「我覺得就是我所做的事情會比較、就是太追求了，太追求完美

了！我會要自己就是把一件事情做到最好。比如說我要把東西收拾得整整齊齊得，我記

得以前我爸爸會說幹嘛要花這麼多時間在做這些事情上。然後，反正我做事情的話，就

會按照自己的標準去要求別人，就是可能要跟我一起做事情的話，就希望能跟我同樣認

真的對待這件事情。當我看到別人就是，我認真對待、他沒有認真對待，我就會很不舒

服。這樣一起做事情我會覺得很麻煩，所以有時候我更依賴自己做一件事情這樣。然後，

我也會比較獨立，因為從小寄宿。…就到市區裏面，所以就是特別在大學裡面，我經常

去看書阿！我都特別喜歡一個人去看，我不喜歡跟同學一起，因為我會覺得他們會跟我

講話，或打擾我。然後，我覺得我還是心地滿善良的，就不會想要做一些害別人的事情。…

我不是一個心機重的人，就是想法比較單純。」(A6-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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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珍認為自己目前信心指數為 7：「就是在初中的時候，就是我真的是心理面滿

壓抑的，因為班級裡面優秀的人太多，然後老師好像又會特別看重你的成績。然後他經

常沒事就把成績貼在後面，然後就會讓我心裡面很不舒服，那時候班上裡面成績優秀的

人真的太多了！每次看到你成績都排在三、四十名，然後在你心裡面就很難過，所以每

次成績出來心裡面都很不舒服，所以那個時候我自信心真的滿低的。但是就是到了高中

之後，就換了一個比較好的班級了！他（導師）不僅強調學習、他會給我們看很多不一

樣的東西，我覺得他開拓了我滿多的視野。這樣子的話我覺得在那個階段我就信心就慢

慢地恢復以前了！然後到了大學之後，我覺得我現在是自己對自己最滿意的時候，因為

從大一到大三，生活好像還滿順利的，就相比其他的同學，我會覺得好像事情都是按照

我預計的那樣子發展，所以我覺得這個階段信心會比較多。最主要我覺得這個信心還是

來自於成績吧！我覺得有時候我會太看重成績。」(A6-33) 

小珍期許自己可以「拿得出去」，成績就成為她最好的利器，只是在競逐的

心態下，常常需要犧牲掉同儕與友朋，也因此小珍是一個孤單的人。她的孤單似

乎是從很小就開始，但似乎不是自己要的，而是發現即便自己害怕孤單、但是事

實還是一樣，所以就變成反向的「喜愛」獨自一人，孤單於是成為自己的一種保

護色。 

小珍的記憶中母親出現兩次，與母親關係較緊密，父親是威權的象徵，也可

能會在面對威權時有不喜歡與害怕，或許也希望以好成績獲得父親的肯認，所以

力求在學業上表現傑出。小珍的孤單除了因為自己是獨生女之外，在學業上的爭

勝，也讓她在同儕關係裡較為疏離；而在生活上講求的潔淨(托兒所潮濕髒髒的

環境)，也可能反映出其在選擇親密關係上的單純與乾淨，但是也著重獨處的重

要性。小珍的記憶三件均為較負面的，找媽媽兩次、一次是托兒所經驗，以早期

記憶的呈現面向，其自我強度可能較低，但是她自評的信心指數為 7，而目前對

她來說最驕傲的是課業、也是其自信之主要來源，這似乎有一點危險，萬一她在

課業上有所閃失、或與其之努力不對等，是不是容易陷入自責與憂鬱？ 

七、小婷 

小婷的記憶中有兩件是較為正向的事件，一是帶妹妹去找正在作生意的父母

親，另一件是老師賦予特權管其他學生，只有一件是較有害怕情緒的打針事件。

從小婷的記憶中可以看到她是一位「乖小孩」，受到父母親與師長的疼愛，也可

以看出她柔順、聽話的一面，也因此她對於自己的特質反映出「會回應他人的需

求」，卻同時可能忽略了自己的需求。 

小婷記得的第一件事是唸幼稚園時，跟妹妹一起去找還在工作的父母親：「因

為我們小時候幼稚園不太遠，走路就可以去上學，然後我記得那時候最興奮的是可以回

家，因為會經過菜市場，爸爸媽媽會在那邊擺花，我家小時候是賣花的…就很高興啊，

就一直想著說等一下轉個彎就可以看到他們了！」(A7-2-8)除了高興的心情，還有「期

待」與「興奮」。第二個記憶是唸幼稚園大班時打針的經驗：「就覺得，就是看到一

大圓桌，就是教室嘛，大家都有自己的位置！然後就是那個打針護士坐在老師平常的位

子，然後你就是要一個一個走到前面去被打（針）。然後我們就是看到前面的同學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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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掙扎，然後就覺得很恐怖。然後那時候不太敢不聽話，因為老師很兇，就知道自己

一定會得在那邊，就是很可怕。啊後來好像有哭，就終於輪到自己的時候，覺得很痛。」

(A7-17)第三個記憶也是幼稚園時：「就是中午老師都把窗簾拉起來，很暗，然後因為

可能我是比較年紀大一點，然後又比較聽老師的話，所以老師有給我一根棍子，我可以

坐在床邊高一點的地方，管理不聽話的、小一點的小孩。…那時候覺得有點威風，好像

有點特權。…就是覺得自己好像跟別人不一樣，因為我有棍子，而且我可以不用睡午覺。」

(A7-22-24) 

小婷述說兩件有關領導的事件，一件是帶領弟弟去找雙親、另一件被授權管

理其他幼稚園小朋友，讓她覺得自己有能力、又得長輩們的喜歡，也因此可能讓

她對於他人的情緒表現較為敏感，也許怕得罪權威人士，做事情較小心翼翼。 

小婷認為自己：「很敏感、隨和。…好像是對別人的需求、情緒啦，就對別人的情

緒比較容易…（研究者：感覺到？）對，感覺到。那隨和是我比較不會太堅持很多的細

節，應該是說在合作、工作上或功課上比較容易跟人家達成共識。…有時候想太多。有

時候會常比自己想得比較嚴重。」(A7-27-30) 

對於自己的信心指數，小婷說：「因為最近有一些轉變，以現在的狀況來講應該

可以到 8。…自從前兩個禮拜去參加工作坊，那他（主講者）是很鼓勵我們去看自己的

需求的，我第一次覺得自己的需求被照顧到以後，我好像原本唷，好像以前常常在 3 到

5 阿！通常只有一半，常常在那邊游移，但參加完那個工作坊我覺得很有幫助，我現在

可以講出大概到 8。」(A7-35-36) 

小婷很重視他人的眼光與評價，也企圖作一個可以協助他人的好幫手，也因

此忽略了自己的需求，相對地影響其對自我的評價。小婷的記憶中有兩件是正向，

一件是負向(打針事件)，記憶中出現父母親、弟弟、護士與老師，對於權威人士

(如父親、護士、老師)會有一些害怕或擔心，也努力表現良好獲得稱許，或許也

期待自己未來是這樣的專業人士。若以記憶的正負向事件來看她的自我強度，似

乎應該在 5 以上，但是後來她敘述自己的信心在 3 到 5 之間，後來有個轉折到

8，這樣的結論有點突兀，可能還需要觀察。 

伍、綜合分析 

Mosak(1958/1977)認為早期記憶與個人的態度參照架構(或生命型態)一致，

也反映了個人對生命的重要信念與基本錯誤(Corey, 2005)，從參與者所敘述的三

件早期記憶，可以看到他們對於他人與世界的觀感，以及重視的價值為何？基本

上也反映了她們的生命型態。像小沈是老么，受到長輩們的寵愛與重視，家庭教

育的薰陶下讓她有很好的自律與信心，也可能因此較有競爭心態、希望比人好；

小潔是長女，她的個性好奇、喜愛探索，對家人關係很重視，也懂得欣賞與感激；

小文有點小糊塗、甚至單純，常猜不透他人複雜的心思，她的害怕權威人士，可

能也與此有關，但是有創意、也樂觀，在可能的情況下願意打破框架；小諭排行

老大，很希望被重視，也一直承擔責任、協助父母親，但是相對地也可能犧牲掉

自我需求；小薰很在乎他人對自己的看法，因此凡事小心翼翼、深怕得罪人，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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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想做的事卻瞻前顧後、猶豫不決，較不像老么的個性；小珍是獨生女，渴望成

人的愛護與照顧，但是卻常常被留下、自己獨處，對人的信任也大打折扣，此外

她對男性有較負面、威權的看法；小婷是老大，很注意回應他人的需求，也在意

他人的眼光與評價，但也因此較沒有顧及自我的需求，因此自信也常受到影響。

以早期記憶的解讀與結果來看，小沈、小文、小薰的自我強度與其自信指數較一

致，其他四位則或有落差。從參與者對於自己的早期記憶與感受，其實讓我們看

見了她們對於自我了解的多面向，因此即便是負面記憶，結果不一定是負面的，

主要看她們的解讀，從這裡可以略窺其自信與自我強度。 

因為研究參與者都是女性，也常看到社會文化影響力在她們身上的展現(這

也是 Adler 較忽略的一環)，像是小潔、小諭與小婷都是典型老大長女的性格，想

要照顧手足或他人、減少家長們的負擔，但是也因此沒有滿足自己的需求、甚至

失去部分自我。小沈是裡面較為特殊的，兩件受傷事件都因禍得福，而第三件是

得到老師的賞識與重用，小沈感受到的是濃濃的關愛，因此讓其自信滿滿，也可

以毫無罣礙地展現自我；同樣是老么的小薰就沒有展現像小沈的自信與樂觀。與

小沈相反的是小文，她的大喇喇與單純是她最有力的特質，也因此儘管還是會擔

心、但是她很願意嘗試新事物，許多事情試過了就不難，而她也是憑藉著這個慢

慢建立起自己的信心，這一點與小沈同。換言之，可以從敘說者對於早期記憶的

解讀與態度，對映其自信的程度。 

有趣的是小沈、小潔、小文、小諭與小薰都提到自己是矛盾的，可以看出她

們對於自己的了解面向與程度較為多元、深刻與複雜，這些都需要許多的自省與

覺察才可能辦到(Mayman, 1968, cited in Orlofsky & Frank, 1986)，當然也在這些

省思中認識與修正自己，也與其之生命態度一致(Mosak, 1958/1977)。 

倘若單純以記憶事件的內涵與結果來說，憶起負面事件多者，是不是表示其

對於生命的觀點較為負向？從本文所蒐集的資料顯示，還是要看敘說者看待事件

的態度來決定，因此客觀的負面事件不一定被視為負面。參與者對於早期記憶的

描述正如同 McAdams(2001)所說─人的生命有其一致性與目的性，也可以從不同

參與者所建構出的故事中看出來(包括其早期記憶)，同時也呼應了 Mayman (1968, 

cited in Orlofsky & Frank, 1986)對早期記憶的說法，他認為早期記憶不是呈現自

傳式的事實而已，還有反思的成分、反映出個人生命的特色與重要性，而不同參

與者所呈現的早期記憶主題也反映了此人目前的「自我組織」和「與他人的關係」

(Orlofsky & Frank, 1986)，包括與重要他人、同儕或威權人士，當然有不能忽略

其複雜性。阿德勒學派學者認為一個人通常不會因為當時面臨的情境而採取行動，

卻會依照個人的「私人邏輯」而行動(Dinkmeyer et al., 1979)，也因此當參與者在

敘說早期記憶的同時，其在記憶裡的行為也是依據其主觀的信念而行動，從這裡

呈現其對於生命與自我的看法。 

因為生命型態所表現的是個人對於其早期經驗的創意反應，影響遍及其對自

我、世界、情緒、動機與行為的覺知或感受(Miliren & Clemmer, 2006)，所以也可

以從中略窺每位研究參與者的不同生命樣態與目的，也約略可以看見研究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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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我強度與自信。 

陸、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早期記憶對於了解個人與其生命態度有相當不錯的解釋與效度參照(雖然結

果仍有待研究累積)，當然也要注意其複雜度，這些與治療師的生命經驗與解

讀有關，使用時需要特別注意。 

(二)正向或是負面的早期記憶，光是看事件本身不足夠，得視個體對於事件的解

釋及態度而定，這也反映了個體對於自己、與他人關係及世界的看法，也可

以一窺其自我強度(自信)。 

二、建議 

(一)本研究是以滾雪球方式招徠研究參與者，因此無法對參與者做篩選，而本次

研究參與者皆為女性，或許無法略窺早期記憶在不同性別的影響，或許後續

研究可將性別納入考量，或許會有不同的結果。 

(二)本研究為初探研究，需要更多的後續的實徵研究來佐證其結果，包含早期記

憶的數目可以增加，也許對於其生命型態了解更多、也更細膩，而與自我強

度的連結也需要更多的研究證實。 

(三)目前針對早期記憶的研究較局限於生命型態或人格，較無新的拓展與發現。

本文企圖連結早期記憶與臨床實務的發現，找出參與者生命態度與自我強度

之痕跡，雖然未獲得百分百的支持，但是可以看見一些趨勢。未來實務工作

或是研究，可以從更多元角度來理解和探究。 

 

附錄：訪談問題 

1.就八歲以前的記憶，可否說出三件？ 

2.你認為自己是怎樣的一個人？ 

3.以一般的情況來說，你對自己的信心從一到十落在哪裡？ 

∥邱珍琬◎大學生早期記憶與自我強度：一個初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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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學生的未來設計課程：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學程對教與學的影響之初探 
 

林志皇1、陳信宏2、劉峰旗3、康淑珍4 

 

摘要 

大學機構及當中成員牽涉到多元的利害關係人，加諸近年來臺灣社會內部面

臨少子化與高齡化的衝擊、以及從企業界開啟了善盡社會責任的風氣下，教育部

亦開始試圖回應需求。教育部自 2018 年開始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

試圖促發大學肩負更多社會責任。本研究以一項跨越六個學院、共 13 名專任教

師所執行的 USR 計畫為例，規劃設計出一個「以終為始」且「以學生的未來設

計目前課程」的「設計未來學分學程」，用以探討此種社會實踐性質的學程規劃，

對於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該「設計未來學分學程」學程內規劃一學

年內共有兩門必修課程與六門選修課程。研究結果以該學程修課學生為分析對象，

同時蒐集量化問卷資料與質化訪談與課程回饋資料。量化結果顯示同學普遍皆認

同該學程可「提升其對社會責任議題的啟發」、「實作能力的養成」、以及「對未

來有正向影響」之外，學生對於「社會議題啟發」的認同度越高，或者認為該課

程可以「養成實作能力」，則對於其「對未來的影響」越有正向的影響。而質化

資料亦顯示，學生普遍認為，透過該學程的設計，有助於其對社會議題的關注，

並提升未來以此發展職涯的可能性。 

 

關鍵字：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設計未來學分學程、多元利害關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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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ing courses based on students’ future: Effects of the USR 

program on teaching and learning 

 

Chih-Huang Lin1, Forrence HsinHung Chen2, Feng-Chi Liu3,  

Shu-Chen Kang4 

 

Abstract 

Universities and their members include a pluralistic group of stakeholders. In 

recent years, Taiwan has been facing various impacts of a low birth-rate, an aging 

population, and the compulsory fulfillments of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for corporations.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MOE) began responding to these impacts in 2018 by 

initiating the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Practice Program” (USR) which 

encourages universities to engage in their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This study adopts the 

USR project as the context of its research implementation. It recruits 13 full-time 

university lecturers from six different colleges to work together to provide a program 

of courses designed for the students and society of the next decade. That is, these 

“design future programs” are created according to students’ prospective lifestyles and 

future business practices and job requirements.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data from 13 lecturers and 8 courses were collect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both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program.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students gained an awareness of the goal of the program and that it 

triggered and increased both their “sense of social issues”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ability.” The quantitative data also showed that this program can provide alternative 

ways of thinking and help students develop their future career in a more targeted manner. 

In sum, the program was found to have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students’ future 

prospects. 

 

Keywords: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plan, design future program, pluralist 

stakeho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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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近期(2019 年)全球 181 家企業代表在《華爾街日報》上刊登宣言，從更多元

的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Carroll, 1991)觀點出發，認為經營理念上應更全面的

思考社會影響力，將社會責任(social responsibility)視為經營理念與使命，以呼應

社會對企業經營的期待(許士軍，2019)。事實上，社會責任並非近期才引起注意

與討論，過去很長一段時間，由於企業掌握相對更多的資源，因此其是否該更主

動肩負社會責任、以及更多元考量不同利害關係的權益與創造價值，一直是各界

關注的焦點(Lichtenstein, Drumwright, & Braig, 2004; Rangan, Chase, & Karim, 

2015)，但近幾年的探討主體，從企業、組織，慢慢轉至個人甚或大學，這是因為

每一個個體，不論是個人或組織，都有平衡經濟和生態系統的責任，因而採取一

種道德性的架構，提供個人或組織進行對社會有益的行動，以達到與社會及環境

永續的概念(Palmer, 1995)。 

而大學亦不能從社會責任討論的範疇中置身事外，除了是傳授專業知識的高

等教育機構外，亦能夠引導學生對相關議題的認識，甚至善用大學教師的專業，

協助參與及解決社會裡不同的社會議題(Vasilescua, Barnab, Epurec, & Baicud, 

2010)。早從 2001 年起，智利便將社會責任概念引入大學範疇(Gomez, 2014)，且

北美地區的頂尖大學，也相繼於校園內推動如綠能與環境中心，並鼓吹師生對於

環境議題的重視(Nejati, Shafaei, Salamzadeh, & Daraei, 2011)。反觀臺灣，教育部

從 2017 年開始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並將社會責任於 2018 年起，列

為各校校務發展的重點項目，除了強化各校與在地社區的連接性之外，也讓校內

成員，包含老師與學生，對於社會議題更加關注，也能夠幫助各學校發展出各具

特色的面向，長遠而言，對臺灣社會、對學校、對師生，都能創造「共贏、共好」

的局面。 

事實上，從企業端到大學校內，之所以對社會議題有更多參與及討論，主要

是因所關注的「利害關係人」更加廣泛所致，以大學的角度而言，過往多著重於

師生關係、教學品質、研究能量、以及校務發展等，且也由於過往的教師評鑑制

度過於僵化與單一，造成教師多鑽研較小且特定的研究議題，相對而言，突破性

或具實務價值的研究方向長期被忽略，因此與社會及企業脫鉤的現況下，招致「學

用落差」及「與社會脫節」的評價。 

目前臺灣社會正面臨劇烈變動與轉型的階段，究其原因，與科技進展及社會

結構的變化有關。科技層面上，人工智慧與智慧製造的興起，取代大量基層甚至

中階勞工，社會結構層面上，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的統計與估算，2018 年臺灣已

邁入高齡社會(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 14%)，且將於 2026 年成為超高齡社會(老年

人口占總人口達 20%)，且另一方面，少子化現象造成學生數大幅下降，因而連

帶促使勞動人口出現隱憂。由於勞動市場結構性的改變，身為高等教育端的教師，

若忽視因應未來變化而調整授課內容，可能也會使「學用落差」的現況更加惡化，

而培養出的潛在工作者，對於不同的社會現象也會愈加脫節。 

∥林志皇、陳信宏、劉峰旗、康淑珍◎以學生的未來設計課程：大學社會責任實踐學程對教與學的影響之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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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由於未來的就業市場，因著現今社會結構的巨幅變動，勢必面臨著更多

不可預知的改變，加上人工智慧與智能生產的導入，雖經估算，於 2037 年將有

約 700 萬的工作機會被取代，但卻也將創造出更多元且新的工作樣態(UK 

Economic Outlook Report, 2018)，以零工經濟(gig economy)來看，培養第二專長

的斜槓觀點(slash)與第二職涯的想法，且越來越多專案外包的工作型態，顯明了

新的雇傭關係將成常態(游舒帆，2018)，也因此，目前的教育模式，可能必須朝

向打破現存的專業/科系分類，並採跨領域的學習模式，或許才得以面對未來的

就業市場。 

再者，現今在教學現場內，學生普遍存在欠缺學習動機與不知學習目的之現

象，因而出現許多將學習焦點從「教師」轉移到「學生」的創新教學方法，例如

「問題導向學習教學法」或「個案教學法」，其目的皆是在課堂中創造一些真實

的問題或案例，帶領學生去思考與提出解決方案，當中機制或可由「社會學習理

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Bandura & Walters, 1977)加以說明。由於人類的學習是

個人與社會環境持續交互作用的歷程，因此 Bandura 認為，除了個人的認知與行

為之外，外在環境是否能提供足夠的資訊與情境，亦會影響學習的成效。過往在

傳統課堂中，教師所傳遞的知識層面相關素材，僅是促使學生在認知層面的理解，

但當中從「知道」到「學到」或展現相應的「行為」上，若課堂中可創造出更為

真實的應用情境，或許在整個教學設計上更為重要。而這當中，社會學習理論強

調的重點，便是學習者可藉由「觀察」與「模仿」來「替代學習」(vicarious learning)，

這當中的對象，或許是教師須「以身作則」，當課堂中談論「未來社會」、「社會

責任」、以及「永續」的議題，課堂中就須開始負起典範的角色，示範給學生來

學習。 

因此，本研究以終為始，設計大學課程時以培養學生未來職場的競爭能力為

依歸，並以十年後的社會樣態為思考的方向時，設計出一套跨領域、跨學科、納

入現存與將來可見的社會樣貌與社會議題、並引入企業實務觀點的課程。本研究

以逢甲大學「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下所規劃之「設計未來學分學程」

為範例，在學程課程中，將以上不同元素納入課程設計裡，以達下列之教學目的。

本研究於課程中蒐集學生的質化訪談與課程回饋，以及量化問卷的資料，呈現學

生於不同向度上的學習成效： 

一、以十年後所設想的社會與產業狀況來設計學程/課程，把高齡與偏鄉議題帶

入課堂中，並適時帶入企業/實務的商業模式永續觀點，縮減與社會脫節與學

用落差的現象。 

二、將現存的臺灣社會議題帶入課堂裡，帶領學生走出課堂、走入社會，擴展視

野與生活疆界，提早明白自身社會公民之責任。 

三、跨領域的社會實踐性質的學程，能提升教師教學滿意度與學生的學習之成效。 

貳、學程課程介紹與文獻探討 

本章節首先介紹大學社會責任(USR)與逢甲大學 USR 計畫下所規劃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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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學分學程」、以及相應的內含課程，而後探討社會學習理論對於教學者的啟

示、創新教學與學習成效的相關文獻。 

一、大學社會責任與 FCU USR 計畫介紹(學程與課程介紹) 

教育部自 2018 年開始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主要是有感於

大學為國家培育高等人才的高等教育機構，擁有專精於各種專業領域的研究人才，

過往也多以學術研究及人才培育的經營方式加以運作。但目前除了遭遇少子化與

高齡化的社會經濟環境的轉變之外，同時國際上亦同時有許多大學機構將大學所

應擔負的社會責任列為校務發展的重要項目，例如歐盟提出了「大學社會責任參

照架構」。因此，大學所肩負的功能，將不只限於科研成果與高端人才培育，更

被社會期待能更主動積極的與該大學所在區域有更多元與更深入的互動，帶動社

會的繁榮與發展，進而達到社會永續的目標。 

本研究參與的大學社會責任計畫名為：「中臺灣弱勢與偏鄉行動服務支持系

統」，此為本教學團隊申請與執行教育部第一期 USR 計畫，該計畫目的在於解決

臺灣近年城鄉落差、貧富差距擴大與社會老化趨勢，激勵大學師生與地方共同解

決問題，回應社會大眾對大學的期待。計畫目標為導入逢甲大學教師的研究能量，

以入世的學術精神解決社會問題。計畫本身根植於教學團隊成員過往所開發出的

車輛派遣平台，因此以「交通接送」與「移動」議題上出發，進一步邀集了校內

外專家學者，包含校內共 13 名教師，教師團隊分屬六個學院(商學院、工學院、

資電學院、建築學院、人文社會學院、以及跨領域設計學院)，在校內開設「設計

未來學分學程」，帶領學生進入銀髮長照、身障兒童、偏鄉社區等三大社會場域，

探索弱勢接送之社會問題。藉由以「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的「做中學」來提升學生的「社會問題認知意識」、「創新思維能力」與「社會實

踐能力」三大核心能力，並促使在地認同，發展大學與社區的合作夥伴關係，以

符合大學教育創新教學的要求(林我崇，2003)，這是由於 PBL 目的在於將學習者

置於有意義的學習情境中，從真實的情境問題出發，教師則在旁扮演協助者與引

導者的角色，使學習者可以在嘗試解決場域中問題的過程中，發揮其主動性來建

構知識體系，並發展出問題解決的能力(廖敦如，2007)。此外，此計畫所回應的

社會問題對應聯合國「全球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17

大指標中的消弭不平等、健全生活品質、消滅貧窮、永續城鄉等四大目標。而此

計畫有以下四大執行準則： 

(一)一個主軸：「弱勢扶持」的大學社會實踐。 

(二)二大取向：「以人為本」與「公私協力」。 

(三)三大無礙：「身障無礙」、「銀髮無礙」與「偏鄉無礙」。 

(四)四大議題：(1)公益募資方案推動與社會實踐；(2)復康巴士與計程車聯合派遣

媒合系統開發；(3)銀髮長者的樂齡慢遊與社會參與；(4)偏鄉地區的經濟活化

與在地創生。 

也因此，此計畫的整體規劃係以「應用」與「實作」課程導入與地方政府的

公私協力為主要執行策略。跨領域的「設計未來學分學程」課程可劃分為「三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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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三無礙」兩大軸線來進行課程設計與教育創新。三層級分別以「知識層級」、

「應用層級」與「實作層級」為分野；三無礙分別是「銀髮無礙」(高齡長者的行

動接送、社會參與及社區生活)、「身障無礙」(身心障礙者就醫、就學、就業的復

康巴士共乘接送) 與「偏鄉無礙」(偏遠地區的物資運送與外出接送)。在這樣的

知識與議題分類架構下，與臺中市政府和相關社福機構共同合作。除了正規的學

分學程之外，另外開設全校學生均可選修的問題解決導向工作坊(微學分)與寒暑

假短期實做課程，以彈性且機動方式將「理論分析-社會問題-實作課程」進行三

者的密切串聯。 

此計畫強調學生動手做的解決社會問題能力，教學採取問題導向的實務操作

與社會實踐，並規劃兩組場域：逢甲校內二個場域(逢甲大學 d. School 與福祉實

作基地)，並在校外延伸五個場域(大鵬新城、毓祥護理之家、老人養護中心、喜

樂福關懷協會、好牧人關顧協會)、復康巴士(崇正基金會、腦麻協會、家安社區

關懷協會)、偏鄉社區(臺中新社社區、苗栗苑裡)。校內場域主要做為集中式模擬

與解決方案的原型製做，具有就近、易用、集中的優點，可供作一般教學的參與

討論、原型開發與基本實作之用。校外場域做為延伸式模擬與問題的現場觀察與

解決，具有真實、深刻、延伸的優點，可供作特定課程介入社會實境的起點，醞

釀更寬闊與真實實踐的可能性。 

因此，在此 USR 計畫內的「設計未來學分學程」，以學習與預備「未來」為

主軸，強調「讀中學」、「做中學」、「玩中學」、「對話中學」、「分享中學」、「競賽

中學」等原則，重點不在於教室內的傳統單向式授課，而在於實作的「參與」和

「體驗」，並鼓勵學生跳脫框架思考(thinking outside the box)來學習。這些原則的

實踐，需要個別學生的努力，也需要團隊合作的協力。但不管是獨自的執行或團

隊的實踐，都在強調個人意義的建構與團隊的互動。這個學分學程分為三大部份，

如下圖一所示，以三大分組：身障銀髮組、偏鄉組、以及永續組建構出整體計畫，

當中設計八門課程，其中兩門為必修課程，剩餘為選修課程，定位於學生們在大

學畢業 10 年後，所將面對的臺灣社會與產業結構來設計三大系列課程，它們分

別是：(1)銀髮社會、(2)地方創生、以及(3)環境永續。 

 
圖一 此 USR 計畫之分組與課程模組 

在教育目標則分為以下五個方面： 

(一)關心社會議題，透過創新思維解決社會問題及挑戰：鼓勵學生從生活周遭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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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社會議題，透過實地參與，培養學生實踐意願及對社會關懷的落實。 

(二)培育具備社會創新與社會設計之跨領域人才：培養學生統整不同領域知識與

技術的能力，與各學門知識領域有效連結，提升關心社會之使命感，培育具

備創新、跨領域及知識統整等特質之人。 

(三)透過專題課程，培養學生跨領域團隊合作能力：跨領域的學習方式可以讓不

同領域學生，透過團隊的合作，討論共同的議題相互激盪，培養學生用不同

的思考問題。讓各學科領域間思維、技術及方法的交互應用與整合。 

(四)重視與在地學習資源的整合與創新：本學程將結合在地特性，學習善用臺灣

中部的地方資源，分析中部地方的公共問題與需求，規劃推動中臺灣的發展。 

(五)透過以人為本的方式，設計改善社會問題的產品或服務：透過以人為本的設

計瞭解人們與其需求，和他們一起設計解方、真正幫助他們改善生活的方

法，進而改變社會與實現社會創新。 

而此學程欲培養學生具備以下四個核心能力，包含： 

(一)培養學生具備社會關懷的能力：以社會關懷、解決社會問題為核心，與產業

合作引進產業真實問題與社會需求為導向的議題，運用跨領域學習模式激發

學生多元學習、多面接觸，並能關注社會、環境與正義等議題。 

(二)具備溝通協調及團隊合作能力，能進行跨領域之專業整合：透過跨領域互動

能讓學生讓進行良好的溝通學習，樂於分享彼此所知的專業知識，打破科層

式管理及領域疆界的非正式團隊結構，激發學生靈活思考與創新創意。 

(三)提升學生問題解決的能力：從社會議題的探索、觀察、分析、理解及整合資

訊，增進學生對社會問題的批判思考和解決社會問題的能力。 

(四)強化學生跨領域專題製作的能力：跨領域的學習方式可以讓不同領域學生，

透過團隊的合作，討論共同的議題相互激盪，培養學生用不同的思考問題。 

在課程規劃上，一個學年內共規劃八個課程，其中包含兩門必修課與六門選

修課程共 16 學分，每門課程 2 學分數規劃。學生只要完成兩門必修課程與選修

兩門選修課程，即可獲得學分學程證書，為學生的未來求職加分。以下為兩門必

修課程： 

類別 課程名稱 學分 
可申請採計學分之系所及科目 

開課單位 科目(學分) 

必修 

社會偵探學 2 
人文社會學院 

設計未來學分學程 
同左列科目 

地方創生：資源盤點 2 
人文社會學院 

設計未來學分學程 
同左列科目 

以下為六門選修課程： 

類別 課程名稱 學分 可申請採計學分之系所及科目 

選修 樂活生活任意行(銀髮組) 2 
人文社會學院 

設計未來學分學程 
同左列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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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課程名稱 學分 可申請採計學分之系所及科目 

啟動未來行動科技(銀髮組) 2 
人文社會學院 

設計未來學分學程 
同左列科目 

地方創生：文化探索(創生組) 2 
人文社會學院 

設計未來學分學程 
同左列科目 

社區設計(創生組) 2 
人文社會學院 

設計未來學分學程 
同左列科目 

找錢大作戰-群眾募資(永續組) 2 
人文社會學院 

設計未來學分學程 
同左列科目 

永續社會責任(永續組) 2 
人文社會學院 

設計未來學分學程 
同左列科目 

二、社會學習理論與對教學者的啟示 

社會學習理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由美國社會心理學家 Bandura 於 1977 年

提出，認為人類的學習行為經由觀察及模仿之社會情境開始，需透過內在及外在

的強化歷程，進而展現出行為(Bandura & Walters, 1977)，因此強調在真實的社會

情境中，學習者個人的認知之所以會展現出相應的行為，必須考量到環境的因素，

三者之間的交互作用，使社會學習理論也被稱為三元學習論(triadic theory of 

learning)。而學習的整個過程包含注意(attention)、保持(retention)、動作再現(motor 

reproduction)、以及動機(motivation)，當中，學習者必須先注意到學習楷模(model)

來進行觀察，並能將相關的內容加以記憶，並展現出外顯的行為，而最後在動機

過程裡，則在某些特定情境下，會因某些誘因而不同程度的展現該行為。

Ormrod(1999)曾經指出，社會學習理論在教育領域裡的應用上，有下列幾點：(1)

學生即使只透過觀察與模仿就可學習、(2)須更真實的連結到行為的後果、(3)教

師應讓學生接觸到各種其他的行為楷模，以觸發其觀察與模仿、(4)建立學生能夠

完成任務的自信心、以及(5)設定稍高標準的目標。 

因此對於教學者而言，或許成為引導者與環境創建者，可能會比單純的知識

傳遞者來的更重要。Bandura 認為，學生可觀察與模仿的對象越豐富，學生越有

可能展現出所預期的行為，而且從上述的學習歷程來看，環境因素的提供，或許

能更加強化行為展現的動機。舉例而言，若教師希望學生了解未來職場的發展趨

勢，與明白自身社會公民的責任，課堂中講授未來社會樣貌、以及介紹社會不同

場域的議題之外，可以初步引入更多實務專家與企業人士提供更貼近社會現況的

觀點，甚至帶著學生到課堂外之社會場域踏查訪問，或許可讓學生除了了解與理

解社會現況與不同層次的社會需求之外，未來在學期間的選課、或職涯選擇的過

程中，或許會用更寬廣的觀點與角度來進行決策，這都是教師可在課堂中規劃與

設計的教學要素。 

三、翻轉教育 

由於近年來的科技發展與教育理念的轉變，學校教育的教學上，逐漸產生了

變化。「翻轉教室」(Flipped classroom)及「磨課師」(MOOCs)源自於開放教育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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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之應用，具有免費、公開、自由改作、分享之特性，是近年全球教育科技新趨

勢，並對臺灣整體教育市場產生很大的變革(徐新逸，2014)。 

翻轉教室(Flipped classroom)或翻轉課堂的教學模式近來逐漸成為教育界的

發燒顯學(林志皇，付梓中)。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於 2000 年推行 CDIO 工程

教育模式，倡導學生們在學習中，經由構思(Conceive)、設計(Design)、實現

(Implement)和運作(Operate)，將抽象的知識理念，經由實作、操作，落實為實際

成果的展現。而這樣以工程式的思考與運作的學習模式，正逐漸的影響各領域的

學習(Roth，2015)。無獨有偶，美國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的 d. school 所

提倡的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所追求的也是設計思考是「以人為本的設計精

神與方法，考慮人的需求、行為，也考量科技或商業的可行性」(Brown, 2008)。 

Bandura 的社會學習理論認為，學生可觀察與模仿的對象越豐富，學生越有

可能展現出所預期的行為。因此，若能建構良好與真實的學習環境，或許能更加

強化行為展現的動機。本研究之學程課程設計與執行，即是採用 CDIO 工程教育

模式與 design thinking 設計思考的理念，以實務課程與實際範例，強調「讀中學」、

「做中學」、「玩中學」、「對話中學」、「分享中學」、「競賽中學」等原則，跳脫教

室內的傳統單向式授課，以實作的「參與」和「體驗」，讓學生跳脫框架思考

(thinking outside the box)來學習，為學生建構真實的「學」與「用」的連結。 

透過社會學習理論的概念引導，透過課程規劃與設計，以實際場域、實際個

案、實際業師，讓學生經由「參與」和「體驗」，增加學生對於「社會責任議題

的啟發」、「實作能力的養成」、以及「對未來有正向影響」三個向度的學習。因

此，本研究探討學生「社會議題啟發」、「實作能力養成」及「對未來的影響」三

個變數間的關係。社會學習理論認為不僅加諸於個體本身的刺激物可以讓學習者

學習某種行為，觀察別的個體的學習過程也可以獲得同樣的效果。透過課程中所

導入的實際個案、實際業師授課與操作，促進學生對於社會議題啟發的學習。當

學生獲得啟發後，透過導入實際社會議題的操作，與實際業師的引導，在學習的

行為表現上，養成實作能力，並對學生的未來產生正向影響。 

四、學習與成效 

學習成效為衡量學生的學習成果的重要指標，衡量學習成效，不僅能讓學生

了解自身的學習狀況，進行學習的調整，更能作為教師改善教學的依據(Guay, 

Ratelle, & Chanal, 2008)。學習成效評量，是指學生參與學習活動後，在某種指標

上表現的改變，或是某種行為的改變(Guay et al., 2008; Pike, Smart, & Ethington, 

2012)，以及認知和意見的改變、態度和情緒的改變。Kirkpatrick(2006)提出學習

成效評估的四層次模式(four-level training evaluations model)的總結性的評量，四

個層次分別為反應(reaction)、學習(learning)、行為(behavior)、成果(results)。反應

指學習者對學習課程的喜愛程度，衡量上一般為評量學習者對訓練課程各層面的

感覺，包括課程主題、演講者、課程安排等滿意程度；學習指學習者是否學習到

知識、技能，如原理、事實、技能、態度之獲得；行為指的是學習者於學習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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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有否有行為的改變；成果指的是衡量學習者是否能應用學習內容。然而，成果

的評量十分困難，不容易有系統的呈現出成果。 

本研究之課程同時記錄學生學習文件(課堂作業、小組報告)、學生課堂回饋

與訪談、多元評量(紙筆測驗、書面報告、口頭報告)、教師省思日誌等量化與質

化的資料，作為學習成效評量的依據。根據每個課程之教師多元評量，可以衡量

學生的知識或是專業技能的累積成果，教師省思日誌與學生課堂回饋，可以衡量

學生行為、認知或是態度與情緒的改變。 

本研究依據 Kirkpatrick(2006)的學習向度，探討學生於課程學習後的「反應

層次」、「學習層次」與「行為層次」。然而課程領域與學院歸屬不同，為求衡量

尺規上的一致，本研究所指的反應層次以是以「學習滿意度」衡量，工具為針對

教師教學的「總結性評量」；學習層次使用「知識與態度的獲得」來做衡量依據，

以量化問卷內針對「學生學習」的問卷，衡量學生自己對於課程之專業知識的吸

收、學生態度的改變；行為層次則是以各課程的專題成果展現中，學生對於「專

業技能或是軟能力」的展現。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於課程中同時蒐集學生的質化訪談與課程回饋，以及量化問卷的資料，

以呈現學生於不同面向上的學習成效。 

量化數據方面，本研究首先藉由數據實證分析方式，探究「設計未來學分學

程」之課程設計對教學成效之影響。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方式蒐集修課學生之回饋

意見，並以統計分析方法進行數據驗證。在問卷內容方面，本研究針對修習 2018

年秋季開始的 107 學年度「設計未來學分學程」所開設的六門課程之學生，進行

量化數據蒐集。本研究所採用的量表共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人口統計變數，

第二部分為「課程學習」與第三部分的「教師教學」之意見調查。第二部分的「課

程學習」區分為「社會議題啟發」、「實作能力養成」及「對未來的影響」三個構

面進行意見蒐集，藉以瞭解本學分學程之課程設計對於學生學習成效之影響。此

三個構面為參酌教育部所推行之 108 課綱的目標與十二年國教新課綱所制訂之

「素養導向的教學設計與實施」，同時審酌教學專家意見、教學團隊教師意見所

歸納整合之意見。此部分試題之信度經檢驗，具有高度一致性；試題之校度上，

因採專家意見，因此具有專家校度與內容校度。第三部分的「教師教學」的試題，

則是參酌研究者所服務學校建構之針對教師授課意見之「總結性評量」，此部分

試題之信度與效度，因採用自校級量表工具，因此具有信度與內容校度。 

本次問卷調查之施測方式採用各課程普查方式進行，於各課程學期末的最後

兩週進行施測，問卷內容如附錄一。本次問卷調查共計有效回收 186 份，分別由

修習本學分學程 2018 年秋季開始(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的「社會偵探學」、「找錢

大作戰–群眾募資」、「地方創生–文化探索」共三門課程，以及 2019 年春季(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的「永續社會責任」、「地方創生:資源盤點」、「啟動未來行動科

技」共三門課程之修課學生進行意見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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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量化資料的數據分析方面，本研究首先採用描述性統計觀察修課學生之背

景資料，以及對於本課程之先備知識瞭解狀況。在「課程學習」與「教師教學」

之滿意度調查方面，採用同意度量表方式進行調查，本研究依據「非常不同意」

至「非常同意」採 1 至 5 分之李克特氏五點量表(Likert-Scale)方式計分，並以此

計分進行 t 檢定，將同意度平均分數 3.5 分做為基準，檢測各題項之同意度平均

數是否顯著高於 3.5 分，若檢測結果顯著高於 3.5 分，則視為具有同意之傾向。

最後，本研究針對「課程學習」意見調查之三大潛在構面「社會議題啟發」、「實

作能力養成」及「對未來的影響」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以瞭解各題項在各構面的重要性，在各構面的影響關係探討上，本研究以

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建構出三個潛在構面的影響關係路

徑圖，透過影響關係的參數估計，以瞭解「社會議題啟發」構面與「實作能力養

成」構面對於「對未來的影響」構面的影響關係。本文以 SPSS 23.0 進行統計分

析檢定，以及採用 AMOS 的圖形化介面進行 SEM 模型的估計。 

質性資料方面，本研究亦透過系統化的質化資料蒐集，從不同面向來探討與

分析學生對課程的整體想法。而實際做法上，首先該學分學程下設的每堂課程皆

聘任一課程助教加以輔助，協助課程教師除課程進行順暢外，課程助教亦可旁觀

察並記錄課程進行中學生的表現與發言狀況。除此之外，課程助教亦在教師事前

訓練下，針對課程學生進行不定期之課後訪談，補足課程教師自行訪談的不同面

向。而課程助教最後則協助上述量化問卷的發送與資料蒐集，使研究進度得以進

展。 

為使資料蒐集上更多元豐富與增進效率，授課教師亦在課程內設計課程回饋

的機制，包含研究者所服務學校提供之線上學期中形成性評量「XX 大學期中形

成性學生學習反饋調查問卷」以及教師個人反思日誌，使學生得以在上課過程裡，

週期性的針對課程內容進行反思與回饋，除了得以讓教師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外，

亦可透過學生的文字描述，能夠彙整並呼應量化問卷資料最終分析結果的不同面

向，進而得到更完整的分析內容。 

肆、研究結果 

一、基本資料分析 

本次問卷調查共蒐集有效樣本 186 份修課學生之回饋意見，在修課學生的性

別方面，男生有 91 位，女生有 95 位，分別占 48.9%及 51.1%。在學生所屬的年

級方面，以大三的學生居多，占 52.7%，有 98 位，其次分別為大二 49 位(26.3%)、

大四以上 33 位(17.7%)及大一 6 位(3.3%)。在修習本學分學程的課程經驗方面，

第一次修習本學分學程之相關課程的學生共有 165 位(占 88.7%)，其餘則有 21 位

(占 11.3%)學生已有修習本學分學程之經驗。在先備知識方面，針對本學分學程

所關注的核心議題–「大學社會責任」與「企業社會責任」，有 48.4%(90 位)的學

生表示在修課前有聽過且研究過「大學社會責任」，而有聽過但未深究的則占

3.2%(6 位)，其餘也有 48.4%(90 位)的學生則表示在修課前完全沒聽過「大學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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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責任」。而在「企業社會責任」方面，有高達 68.8%(128 位)的學生表示在修課

前有聽過且研究過「企業社會責任」，而有聽過但未深究的則占 12.4%(23 位)，僅

有 18.8%(35 位)的學生表示在修課前完全沒聽過「企業社會責任」。由此可知，由

於「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早已在許多企業間盛行，且時常也是企業做為品牌形

象宣傳的輔助，因此，有較高比例的學生具備「企業社會責任」的先備知識。反

觀，「大學社會責任」為教育部近三年來才開始在大專院校裡推廣的大學議題，

因此，對於學生而言，「大學社會責任」則是相對較陌生的議題。 

二、課程意見調查量化資料分析 

(一)學程課程對於教師教學與學生課程學習的影響 

量化資料方面，本研究之問卷調查法，針對「課程學習」與「教師教學」兩

部份進行學生意見量化資料的蒐集，試題採李克特氏量尺(Likert-Scale)，以「非

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採 1 至 5 分之量表方式計分，此數據也將做為本學分

學程所開課程之教學成效觀察。首先，由表一的平均數來觀察可得知，「課程學

習」意見調查各題的同意度平均分數皆高於 3.5 分以上，其中以第 3 題「本課程

能引發我對社會的關注」的同意度平均數 4.17 分為最高，而第 12 題「我會繼續

修習更多與本課程相關的課」的同意度平均數 3.68 分為最低。顯示本學分學程

以跨入實際場域為創新教學模式的課程設計，皆能深刻地引發學生對於社會的關

注，並獲得學生高度的認同。而針對第 12 題的同意度偏低，本研究則認為因學

生各自領域的專業必選修學分壓力，以及在學校的畢業修課規範下，致使學生沒

有意願在多餘的時間繼續修習本學分學程相關課程，而修課仍是以自身的專業領

域學分為主。 

此外，為瞭解學生對於「課程學習」的認同程度傾向，本研究以認同度平均

分數 3.5 分為基準，平均分數若大於 3.5 分，則視為傾向於認同，而小於 3.5 分

則視為不傾向於認同。依此，本文採用 t 檢定進行各題項的同意度平均分數檢測，

檢定結果如表一所示。首先，由從表中可觀察得知 t 檢定的 t 值皆為正值，表示

「課程學習」各題的認同度平均分數皆大於檢定數值 3.5 分，再從 t 檢定的 p-

value 來觀察，若以顯著水準 0.05 為基準，各題的 p-value 皆小於 0.05，甚至小

於 0.01，表示已達到高度的顯著性，表示各題的認同度平均分數皆具有充分的證

據顯示大於 3.5 分，屬於傾向於認同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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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課程學習」意見調查分析結果 

題目 N 平均數 標準差 
檢定值=3.5 

t值 p-value 

Q1本課程能讓我了解課程基本概念 186 4.03 0.818 8.873 < 0.01 

Q2本課程能讓我了解大學生的社會責任 186 4.00 0.870 7.839 < 0.01 

Q3本課程能引發我對社會的關注 186 4.17 0.820 11.173 < 0.01 

Q4本課程能引發我對社會的協助 186 4.00 0.864 7.895 < 0.01 

Q5本課程對我未來的工作或人生有正面影響 186 4.00 0.864 7.895 < 0.01 

Q6修習本課程後，我具備課程基本能力 186 3.89 0.912 5.870 < 0.01 

Q7修習本課程後，我具備社會觀察與分析能力 186 3.97 0.888 7.186 < 0.01 

Q8修習本課程後，我具備協助解決社會議題的能力 186 3.92 0.912 6.273 < 0.01 

Q9未來我會持續關注社會議題 186 4.06 0.842 9.141 < 0.01 

Q10未來我會持續協助解決社會議題 186 3.88 0.905 5.755 < 0.01 

Q11未來我會嘗試應用課程所學能力來解決社會議題 186 3.91 0.896 6.299 < 0.01 

Q12我會繼續修習更多與本課程相關的課 186 3.68 0.998 2.498 0.013 

Q13我會推薦更多朋友或同學來修USR的相關課程 186 3.87 0.940 5.301 < 0.01 

在「教師教學」意見調查方面，相同採用 1 至 5 分之同意度量表方式計分，

其分析結果如表二所示。相同地，從表二可觀察得知，「教師教學」意見調查各

題的同意度平均數皆大於 3.5 分，且經由 t 檢定結果顯示，各題的認同度平均分

數皆顯著大於 3.5 分，其中以第 18 題「教師很少缺課、調課、或遲到早退」的認

同度平均分數 4.34 為最高，而第 2 題「課程內容有良好的組織與規劃」的認同

度平均分數 3.96 為最低，但皆高於 3.5 分，顯示學生對於「教師教學」的整體意

見是傾向於認同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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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教師教學」意見調查分析結果 

題目 N 平均數 標準差 
檢定值=3.5 

t值 p-value 

Q1 授課前教師對教學內容說明相當清晰 186 4.10 0.789 10.413 < 0.01 

Q2 課程內容有良好的組織與規劃 186 3.96 0.878 7.179 < 0.01 

Q3 本科目所選用教材相當具有學習價值 186 4.10 0.775 10.599 < 0.01 

Q4 本科目所選用的教材份量適中 186 4.08 0.809 9.703 < 0.01 

Q5 本科目所選要的教材難易適中 186 4.08 0.841 9.325 < 0.01 

Q6 整體而言教師授課相當認真 186 4.23 0.773 12.807 < 0.01 

Q7 教師對本科目授課內容相當熟悉 186 4.20 0.777 12.271 < 0.01 

Q8 教師課前準備充分 186 4.24 0.785 12.884 < 0.01 

Q9 教師授課內容解說清晰 186 4.22 0.783 12.456 < 0.01 

Q10 教師的教學方式對我的學習很有幫助 186 4.04 0.860 8.529 < 0.01 

Q11 教師會使用適當輔助教具或設備協助教學 186 4.12 0.810 10.409 < 0.01 

Q12 教師對上課進度掌握合宜 186 4.13 0.808 10.612 < 0.01 

Q13 教師評量學生的方式合理 186 4.11 0.827 10.103 < 0.01 

Q14 教師樂予以各種途徑解決學生問題 186 4.17 0.773 11.860 < 0.01 

Q15 教師鼓勵學生獨立思考 186 4.23 0.787 12.581 < 0.01 

Q16 教師會依學生需求調整教學方式 186 4.06 0.829 9.284 < 0.01 

Q17 教師會引導學生提問或討論 186 4.22 0.771 12.744 < 0.01 

Q18 教師很少缺課、調課、或遲到早退 186 4.34 0.750 15.355 < 0.01 

Q19 修習這門課讓你覺得收穫良多 186 4.10 0.835 9.832 < 0.01 

Q20 這門課值得向其他同學推薦 186 3.99 0.915 7.370 < 0.01 

Q21 整體而言，我對此課程感到滿意 186 4.06 0.859 8.883 < 0.01 

(二)「社會議題啟發」、「實作能力養成」及「對未來的影響」的關係 

本研究進一步依據「課程學習」意見調查所蒐集之量化問卷資料，探討本學

分學程之課程對於學生的影響，以及該影響的關係路徑。首先，將「課程學習」

意見調查的各個問題區分定義為三個潛在構面，分別為「社會議題啟發」、「實作

能力養成」及「對未來的影響」。而此三個構面為參酌教育部所推行之 108 課綱

的目標與十二年國教新課綱所制訂之「素養導向的教學設計與實施」，同時審酌

教學專家意見、教學團隊教師意見所歸納整合之意見。 

在「社會議題啟發」構面中，包含「Q1 本課程能讓我了解課程基本概念」、

「Q2 本課程能讓我了解大學生的社會責任」、「Q3 本課程能引發我對社會的關

注」、「Q4 本課程能引發我對社會的協助」、「Q5 本課程對我未來的工作或人

生有正面影響」等五個題項。在「實作能力養成」構面中，則包含「Q6 修習本

課程後，我具備課程基本能力」、「Q7 修習本課程後，我具備社會觀察與分析

能力」、「Q8 修習本課程後，我具備協助解決社會議題的能力」等三個題項。

最後，在「對未來的影響」構面中，則考慮由「Q9 未來我會持續關注社會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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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0 未來我會持續協助解決社會議題」、「Q11 未來我會嘗試應用課程所學能

力來解決社會議題」等三個題項所構成。最終，經探索性因素分析之修正結果顯

示，「社會議題啟發」構面可由 Q2、Q4 及 Q5 等三題組成，「實作能力養成」

構面可由 Q6、Q7 及 Q8 等三題組成，而「對未來的影響」構面則由 Q10 及 Q11

兩題所組成，如圖二及圖三所示。 

本學程奠基於以學生的未來而設計課程，因此，本研究為探究「社會議題啟

發」與「實作能力養成」對於「對未來的影響」的影響關係，透過結構方程模式

(SEM)探討三個潛在構面的關係，以及「社會議題啟發」與「實作能力養成」個

別對於「對未來的影響」的影響路徑。本研究採用 AMOS 分析軟體進行 SEM 模

式的參數估計，並以圖形化顯示分析結果，結果如圖二及圖三所示。首先，由圖

二及圖三的 SEM 架構圖可知，「社會議題啟發」與「實作能力養成」之間存在

高度相關，其標準化相關係數皆高達 0.9 以上，顯示「社會議題啟發」的認同度

與「實作能力養成」認同度具有高度正相關。因此，在考量「社會議題啟發」與

「實作能力養成」的關聯性之下，本研究以「社會議題啟發」為自變數，「對未

來的影響」為應變數的情況下，探討「社會議題啟發」對「對未來的影響」的迴

歸關係。 

 

圖二 「社會議題啟發」對於「對未來的影響」的影響關係 SEM 架構 

首先，觀察整體 SEM 架構的配適度，依據圖二的結果可知，卡方檢定的 p-

value=0.136 大於一般檢定所設定的顯著水準 0.05，表示本研究資料配適此 SEM

模式是適合的，並且從 GFI=0.968> 0.9，AGFI=0.937 > 0.9，以及 RMSEA=0.045 

< 0.05，皆顯示此 SEM 模式是適合的且有高的配適度，因此，我們將進一步探討

「社會議題啟發」對於「對未來的影響」的迴歸關係。從圖二可發現「社會議題

啟發」對於「對未來的影響」的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0.92，相當接近 1，並且「社

會議題啟發」對於「對未來的影響」的解釋能力高達 84%，顯示「社會議題啟發」

對於「對未來的影響」具有顯著的關係存在，表示學生對於「社會議題啟發」的

認同度越高，則對於其「對未來的影響」越有正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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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實作能力養成」對於「對未來的影響」的影響關係 SEM 架構 

相同地，再以「實作能力養成」為自變數，「對未來的影響」為應變數，並

同時考量「實作能力養成」與「社會議題啟發」的關聯性之下，進行「實作能力

養成」對於「對未來的影響」的迴歸關係探討，如圖三所示。由圖三的結果顯示，

此 SEM 模式的配適度指標 GFI 及 AGFI 皆達到 0.9 以上，顯示本資料對於此模

型架構具有好的配適度，並且卡方檢定的 p-value=0.153 大於顯著水準 0.05，顯

示本研究資料配適此 SEM 模式是適合的，而 RMSEA=0.043 < 0.05 也表示具有

好的配適度。因此，我們進一步觀察「實作能力養成」對於「對未來的影響」的

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0.92，相當接近 1，並且「實作能力養成」對於「對未來的影

響」的解釋能力達 85%，顯示「實作能力養成」對「未來影響」相同具有顯著的

關係存在，「實作能力養成」對於「對未來的影響」也具有正向的影響。 

三、質性資料分析 

質性資料方面，亦試圖從學程設計的規劃，以及上述問卷分析的初步結果，

從「實作能力養成」、「社會議題啟發」、以及「對未來的影響」三個層面進行

探究歸納。而資料來源上，教師透過教師本人與課堂助教獲取：(1)課堂觀察與發

言筆記、(2)課後訪談學生紀錄、(3)研究團隊針對課堂助教的會議與訪談紀錄。而

從學生端則有定期性的課堂回饋資料；最後則教師方面，授課教師透過課程前、

後的個人反思與每月的教學團體小組討論，紀錄教師個人與團隊的質性資料，本

研究蒐集不同授課教師的教學日誌紀錄。 

本研究將各項資料編碼依資料類型(課堂觀察與發言筆記、課後訪談學生紀

錄、研究團隊針對課堂助教的會議與訪談紀錄、教師省思日誌、學生反思日誌、

學生文件等)，以及資料來源對象(A 至 F 分別代表六個不同課程)或蒐集時間(依

年月日順序以八碼呈現)加以編碼。將質性資料歸納整理如下： 

(一)從「實作能力養成」面向來看，本學程內的課程雖多元，但如同前述，課程

主軸由「交通移動」來貫穿「銀髮身障」、「偏鄉」、以及「資源永續」三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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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議題，因此當中授課教師皆從社會場域的觀點，試圖把社會議題融入課

程設計內，且學程內每門課程亦由不同領域的老師合時授課，因此學生針對

課程內所探討的社會議題，皆有不同觀點的刺激，加上課程最終設有成果發

表的規劃，因而學生往往需實際針對某些社會議題實際操作、提出解決方案，

甚至實際展現行動成果。 

舉例而言，「找錢大作戰-群眾募資」課程內，由於群眾募資目的在於運用網

路對大眾的可及性，尋求對新創企業、創意商品或社會議題的集資。該課程結合

群眾募資理論、實務個案，以及資訊蒐集分析能力的培養，引導學生如何撰寫募

資專案，以厚植學生未來創業能力。因而課程規劃涵蓋群眾募資的概念介紹、募

資專案的撰寫技巧，以及募資案例的分析，說明群眾募資的成功要素，並邀請業

師指導專案提案技巧，以增進學生未來籌資成功的可能性。同時帶領學生對社會

議題的關注，並透過實際的場域踏查，了解真實的問題與需求，進而透過募資專

案的撰寫，呈現出問題的所在。 

以實際成果而言，該課程過往皆與紅龜公益募資平台的創辦人賴偉廉與林群

洲合作，同時由其擔任業師角色，輔導學生針對特定社會議題施以群眾募資的文

案撰寫與施行，而該年度其中一組學生因社會議題的踏查，而意外獲知臺中市城

市之光關懷協會過往多年舉辦社區長者歲末圍爐的活動，因當年未獲政府經費補

助而有停辦的可能性，因此該組學生便投身為其實際撰寫文案，並執行上架募資

的實際操作，因而有以下圖四的成果列示： 

 

圖四 學生操作群眾募資專案上架範例 

1. 透過課堂助教的隨課觀察，倘若課堂的整體設計與課程結束時的期末成果有

緊密關聯，且實際讓學生得以操作與應用，可以使參與學生得以真正演練課堂

所學。課堂助教 A 說明： 

「對學生來說，若整學期課程設計可以緊扣一項期末成果報告，加上課程內容實際針對

真實社會議題，提出解決方案，將成為學生可進一步檢驗所學的實用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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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助教回饋 20181221) 

而學生 B 也分享如下： 

「課堂每次會有不同的活動，從實作中去思考，同一件事當限制越少時，解法越多，如

何用有限資源創造最大成效。」 

(B 學生訪談紀錄 20181221-01) 

2. 對於授課教師而言，如何用該課程所欲傳達的主軸專業，進入場域中發掘問

題，甚而與課程整體設計加以結合，往往是整個課程執行最大挑戰。而學程主

要負責規劃統籌教師 C 也說明： 

「社會議題的多元與動態，往往也意味著授課教師須更彈性的滾動式反思與重新設計課

程，且往往必須在學期進行過程裡不斷調整，但主軸還是以學生得以實際操作為核心，

因如此才得以讓學生了解如何應用所學、並實際看到成果，如此才有更大的功效。」 

(C 教師小組討論 20190123) 

(二)從「社會議題啟發」觀點討論，此亦為本學程設置的主要目標。如同前述，

不管是高齡或是偏鄉議題，往往並非年輕學子當前所關注或接觸的面向，一

方面是因為學生生活環境多未面臨此種困境，但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課堂教師

較少將相關訊息設計於課堂議題內。然而，在進入社會場域之前，教師亦有

責任須確保學生具備相關的先備知識，舉例而言，若要在場域內進行特定對

象的觀察與訪談，是否除了先行了解相關觀察重點與訪談技巧外，亦須對研

究倫理具備相應的概念，才得以更合宜的進入場域、與關注的對象進行互動。

因此，本學程內所設計的必修課程：「社會偵探學」，便是預期每位學生皆

能培養的專業能力。 

然而，該課程也並非全然單向式的講授模式，事實上，為了讓學生得以進一

步了解甚至演練，課程進行中，授課教師設定由「交通服務需求者觀點」、「交

通服務提供者觀點」、以及「交通服務公司經營者」三個面向，邀請不同業師到

課堂中，提供學生實際了解與互動詢問的機會，而學期間亦安排社會場域踏查與

演練的機會，因此學生得以真實的接觸到社會不同角落的觀點與議題，因而學生

D、學生 E、學生 F 分別從不同方面，分享自己在課堂中的收穫： 

學生 D：「這次課程透過演講者說自己的歷程，讓我了解到原來視障者並非僅是看不見

東西而已，同時也影響讀書的方式、生活的方式等等，從前的我可能只能從書本上電視

上能知道視障者的不便，但這次的演講有搭配實際的黑暗演練，使我未來更想對他們伸

出援手。」 

(D 學生訪談紀錄 20181221) 

學生 E：「上完這一堂課，體驗完講師安排的輪椅操作後，我覺得我的人生像是被重新

教育了一番。以前從來沒有想過身障者他們的想法、感受與處境。直到這一次的體驗當

中擔任了體驗者，那種被推著走，自己的路沒辦法自己走，而是掌握在別人手裡的那種

不安感，讓我覺得那些每天都要面臨這個問題的身障者朋友很厲害也很偉大。那種心理

建設與心態之強大是我們無法體會的。」 

(E 學生訪談紀錄 20181221) 

《高等教育研究紀要 第17期》



61 

 

學生 F：「這門課有戶外的實地參訪可以讓我們更了解課本之外的內容，走出教室去學

習東西使吸收的知識更多，也更快。好比這次的東勢探訪，老人家都很開心能夠與學生

互動，而我組員也十分融入在其中，在短短的一個多小時，跟同組的三個老人家交流，

他們訴說著年輕時的時光，隨著他們的話語落下，彷彿我們也回到那個時候。但過程中

我也觀察到每個老人家背後的故事，以及他們真正需求其實是陪伴，讓我想起了我的爺

爺奶奶，也覺得這個議題離我其實並不遠」 

(F 學生訪談紀錄 20181221) 

而課堂中的助教認為，學生其實並不完全是對這些社會議題漠不關心，從旁

觀察學生整學期的表現，會發現學生從學期初的茫然與不知所措，到學期中因著

不同業師與場域的實際踏查，慢慢了解到自己其實有機會也有能力得以貢獻所學，

對社會議題更加關注，甚至提供社會不同議題的相關協助。助教 G 說明： 

「學生對社會議題的觸覺，透過老師在課堂中的不同安排，彷彿某些開關被開啟一般，

在執行期末成果報告時，是真心的關心這些對象，也是真心的期望能夠提供這些社會角

落更多的幫助。」 

(F 助教回饋 20181221) 

而課堂中學生到場與調查的實際成果，以下圖五與圖六展示： 

 

圖五 學生與長者需求探查結果展示 

 

圖六 學生與長者需求探查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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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而「對未來的影響」層面上，本研究更關注學生修課後，是否會對社會議題

持續關注，甚至未來有可能選擇進入該場域，成為其職涯發展的可能選項之

一。訪談學生過程中發現，不僅有學生開始從「如何永續解決該問題」開始

思考，也有學生將此納入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學生 H：「課程在讓學生知道自己可以從這門課得到什麼，例如我看到的人情冷暖、或

從整個市場的經濟利益發想，這都是一個對於未來大環境市場導向的改變有所變動的一

個問題，甚至可以稱作一個現象，不管未來從事相關的照護或研究開發等等，有太多太

多的層面會影響到目前的產業（鏈），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並且策劃的未來趨勢，是

整個全球棘手的一個問題。怎麼從年輕人身上去跨越年齡差距，思維邏輯的轉變都是現

在年輕人應該要學習的！」 

(B 學生訪談紀錄 20181221-02) 

學生 I：「透過這次的課程，讓我明白社會不同角落有許多值得我去貢獻的地方，我發

現原來我有能力且有機會在大學時就發揮自己的社會責任，也開始思考未來是否回到家

鄉來協助當地的發展。」 

(C 學生訪談紀錄 20181221) 

而授課老師則從整學期課程中觀察到，此種課程設計，除了盡早讓學生得以

接觸並深入到場域的不同面向，更從學生在課堂中專注而發亮的眼神中，看到學

生對這些社會議題已經產生更多的連結： 

教師 J：「其實這些社會議題雖然每天都在發生、且可能就圍繞著學生的生活，但學生

普遍會認為老太過遙遠，而身障則完全沒體驗過，因此課堂的設計透過學生親身的經驗

與體悟，加上與這些對象直接的接觸與互動，慢慢看到他們像是在為自己的未來做了些

什麼，從眼神中看出，是為自己做，不是為了這些對象，更不是為了課程。」 

(B 教師反思日誌 20190123)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以一個橫跨六個學院、13 位不同專業領域的大學教師，於一個學年

度之內，開設六個不同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課程(USR)-「設計未來學分學程」，探

討大學的社會責任實踐課程，對於大學教育中，對於教與學的影響。課程以終為

始，以培養學生未來職場的競爭能力為依歸，並以十年後的社會樣態為思考的方

向設計出一套跨領域、跨學科、納入現存與將來可見的社會樣貌與社會議題，同

時導入企業實務觀點的課程。經由量化與質化資料的分析，研究結果顯示： 

(一)「設計未來學分學程」以十年後所設想的社會與產業狀況來設計學程/課程，

將高齡與偏鄉議題帶入課堂中，同時導入企業/實務的商業模式永續觀點，縮

減與社會脫節與學用落差的現象。 

(二)「設計未來學分學程」將臺灣社會目前的議題帶入課堂裡，帶領學生走出課

堂、走入社會，擴展視野與生活疆界，提早明白自身社會公民之責任。 

(三)「設計未來學分學程」透過跨領域的社會實踐性質的課程，能提升教師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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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度與學生的學習之成效。 

二、討論 

(一)課程方向與規劃 

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18 年一月所出版的趨勢

研究報告指出，2030 年約有 37.5 億的勞動力將面臨需轉換至數位化、自動化、

或提升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相關的職業，約占全球勞動力 14%，且

自動化下在 2030 年前將會取代 15%到 30%的工作力，以人數而言將高達 400 萬

到 800 萬，當然新的工作會被創造出來，但麥肯錫於 2017 年底的問卷調查亦顯

示，雖然越來越多的經理人意識到需更大額的投資於員工再訓練(retraining)與技

能再造(reskilling)或技能提升(upskilling)的迫切感，但僅有 16%的經理人認為公

司已經預備好解決這些技能上的缺口，且實務界也多不知如何應對這種人力與訓

練上的缺口。 

臺灣社會目前正面臨少子化與高齡化的雙重挑戰，惡性循環下，亦改變了社

會大眾對高等教育機構的期待。事實上，在大學內的教師，正是從事國家不同領

域的基礎研究之學者專家，但過往的評鑑制度，或許限縮了大學教師的社會貢獻

範疇(陳信宏、洪兆祥，2020)，甚至連大學存在最基礎的目的：為學生學習效益

最大化(吳清山，2011)，都日漸喪失，因此正如 Aguinis、Shapiro、Antonacopoulou

與 Cummings (2014)所倡議，應已考量多元利害關係人之多元社會影響力觀點，

來加以評價並鼓勵大學教師能夠追求在服務、教學、以及研究的不同範疇內，追

求更大範圍的滿足不同利害關係人的需求、以及極大化自身的社會影響力。 

(二)課程內容與教師方面 

本研究之「設計未來學分學程」，初始規劃階段，即由核心團隊成員透過密

集會議，除了確認計畫執行主軸與場域的經營方針之外，更由於過往部分團隊成

員的場域經營經驗，認為社會議題的複雜與多元性，因而往往難以僅單由單一領

域的專家學者得以精準提出具效能之解決方案，所以更需要跨領域教師的投入，

一方面籌組此跨領域教學團隊之外，更在課程規劃上，皆由至少兩位不同學院/

系的教師合時授課，因而學生也得以在一堂課中，接收到不同觀點的刺激，這也

呼應社會學習理論的論點(Bandura & Walters, 1977)，教師有責在課堂中創建適當

的教學環境，除了將社會議題帶進教室的環境內、以及將學生帶入真實社會場域

中之外，更從不同教師所扮演的「角色模範」(role model)，使學生得以從旁觀察

與模仿，進而內化成自己的觀點與論述，甚至成為未來職涯規劃的方向與選項，

此或許是此教學團隊最終所欲達成的目標。 

然而，目前該學分學程的規劃與設置，仍面臨相當的困境與挑戰，例如課程

經費的來源、課程之學院歸屬、教師授課鐘點數規劃、教師協同教學時間分配、

教師課程內容討論、參訪與業師的安排等，諸多教學與行政方面的細節。歸結而

言，「教師團隊」與「學生團隊」的建立與經營，或許是未來教學單位欲以此發

展課程模組可思考的兩大重要方向。對教師團隊而言，現今的評鑑制度較為單一、

且校內的獎勵方式，或許會成為該教師團隊能否長久經營的重要基礎。事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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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的評鑑方式與獎勵制度，本會成為當中教師成員行為的框架(Aguinis, 2013)，

但目前在教育部的推動下，或許多元升等或多元評鑑模式的建立，將可成為推動

此類教師社群建立的基礎，但校內的獎勵機制，不管是合時共授、鐘點減免、甚

或提出額外的激勵措施，或許才是教師團隊蓬勃發展更重要的推力。 

(三)學生學習方面 

而對於學生團隊來說，本研究探討之學分學程，課程設計同時規劃必修與選

修課程，且亦設有相關修業規定，鼓勵學生在修習一定相關學分數後，可以獲得

證書的肯定，初始的目的是希望學生可以在同一種類的場域內有所深耕，例如，

學生若對於長照議題感到興趣，則在相關銀髮身障組別的課程中修畢後，未來可

以獲得的證書進入該產業，以此發展未來職涯方向。然而，多數學生僅以通識課

程的想法來完成學程內其中幾門課程，因而雖至目前為止，該學程運作兩個學年

的時程下，在總共開設 11 門課、修課人次 550 人次下，目前不到僅五位學生獲

取證書，因此如何經營「學生團隊」的模式來增加學生完成課程以獲取證書，亦

是未來需要持續關注的焦點，而對實際操作的教師團隊來說，納入系選修的選項，

或者成為某些系所的課程配當學程規劃之一，或許也可提升學生獲取證書的意願。 

未來在教學研究上，可探討不同課程的教學方法(如 PBL、翻轉、跨領域)、

學生的院系別、有無過去學程修課經驗、學生的家庭背景、學生的修課動機、教

學環境(校內或校外)等影響因素，對於教與學的影響。可探討不同課程間、不同

學生之間的比較，或者是與校內一般課程的學生進行調查比較，可能分析出學生

對於課堂經驗為何有差異的一些干擾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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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及附錄)，全文請勿出現任何個人資料。  

(三) 稿件順序：首頁、中英文篇名、中英文摘要、中英文關鍵詞、正文(註

解請採當頁註方式)、參考文獻與附錄。中文摘要請勿超過 350 字，英

文摘要請勿超過 300 字，並請列出中英文關鍵字各三個。 

(四) 作者請於投稿者基本資料表填寫真實姓名、最高學歷、服務單位及現

任職銜。作者如為兩人以上，均需填寫投稿者基本資料表(並請註明作

者序)。 

(五) 電子檔請用 Word 製作，中文字形 12 號標楷體，單行間距，版面邊

界為標準，標點符號與空白字請用半形字，內文請勿使用任何指令(包

括排版系統指令)。 

四、文責版權：來稿文責自負，經審查通過後始予以刊登，未採用者，不退回稿

件。 

五、收件方式：請於截稿日期前，將稿件、投稿者基本資料表及著作財產權授權

同意書 (有簽名者請寄掃描檔 )，以電子檔案寄至本刊專用信箱：

hd@mail.ntcu.edu.tw。 

六、本刊之審稿辦法、投稿者基本資料表等相關表格，請至 http://he.ntcu.edu.tw/

下載。 

七、通知方式：接到投稿後將以 e-mail 方式通知作者，錄取與否皆以電子郵件通

知作者。聯絡方式：以本刊專用信箱進行聯繫或洽電話 04-22183289，謝謝。 

http://he.ntcu.edu.tw/
http://he.nt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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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高等教育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高等教育研究紀要」編輯委員會審查要點 

103 年 1 月 24 日第 1 次編輯委員會會議通過 

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高等教育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為辦

理「高等教育研究紀要期刊」（以下簡稱本刊）編輯審查工作，特設置「高

等教育研究紀要」審查要點。 

二、 初審： 

(一) 執行編輯就來稿作初步篩選，確認是否填妥投稿者基本資料表，投稿文

章是否符合徵稿辦法所公告之要求。 

(二) 不符合本刊性質、形式要件、嚴謹程度者，由本刊討論確定後，逕予退

稿。 

三、 複審： 

(一) 經初審通過之文章，由編輯委員會或總編輯推薦學者專家以匿名方式審

查，有關本刊審查流程如後所示。 

(二) 審查意見分為三類：(1)推薦刊登；(2)修改後刊登；(3)不推薦刊登。 

四、 編輯委員或總編輯參酌審查委員之審查意見、內外稿件刊登比例及刊登篇數

後，決定是否採用刊登。 

五、 凡審查意見為「不推薦刊登」者，由總編輯進行確認後，逕予退稿。 

六、 經考慮接受刊登之文稿，作者須於期限內根據審查委員意見修改完畢並回覆

本刊，否則恕難如期刊登。 

七、 本刊編輯委員會委員、執行編輯及其相關作業人員對於作者與審查者資料負

保密之責，文稿審查以匿名為原則。 

八、 編輯委員或執行編輯如有投稿本刊，不得出列席參與所投文稿之任何討論，

不得經手處理或保管與個人文稿相關之任何資料，其職務代理人由總編輯指

定。 

九、 投稿者撤稿之要求，需以正式書面文件提出，以掛號郵寄的方式寄予本刊，

待本刊確認後回覆，始得生效。 

十、 本辦法經編輯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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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高等教育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高等教育研究紀要」投稿者基本資料表 

投稿日期 

Date of Submission 
年  月  日 

字數 

Word Count 

稿件全文(含中英文摘要、正文、參考書目、附錄、圖表等) 

共________________字 

投稿題目 

Topic 

中文： 

English： 

作者資料 

Author Information 

姓名 

Name 

服務單位及職稱 

Affiliation & Position 

第一作者 

First Author 

中文： 中文： 

English： English： 

作者簡介（目前在學者請註明就讀學校中英文校名、科系及學歷） 

第二作者 

First Author 

中文： 中文： 

English： English： 

作者簡介（目前在學者請註明就讀學校中英文校名、科系及學歷） 

第三作者 

First Author 

中文： 中文： 

English： English： 

作者簡介（目前在學者請註明就讀學校中英文校名、科系及學歷） 

通訊作者 

Correspondence 

Author 

中文： 中文： 

English： English： 

作者簡介（目前在學者請註明就讀學校中英文校名、科系及學歷） 

通訊作者聯絡方式 

Contact Information 

of Correspondence 

Author 

（O）TEL：     （H）TEL： 

行動電話(cellular)： 

（O）Address： 

  E－mail： 

本文之所有作者皆已詳閱貴刊之徵稿與審稿辦法，茲保證以上所填資料無誤，且本文未同

時一稿多投、違反學術倫理、或侵犯他人著作權，如有違反，責任由作者自負。 

I guarantee that the information I provide above is correct, that any part of the paper has not been 

published or being reviewed elsewhere, and that I did not violate academic ethics. The author 

alone is responsible for legal responsibilities. 

作者簽名＿＿＿＿＿＿＿＿＿＿＿＿＿＿＿＿＿＿＿＿＿＿ 

（第一作者與通訊作者 

皆須具名於本張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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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高等教育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高等教育研究紀要」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本人玆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為題之著作投稿於【高等教育研究紀要】，並同意出版單位「國立臺

中教育大學高等教育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高等教育研究紀要編輯

委員會」作下述約定： 

一、 作者同意無償授權出版單位以期刊、論文集、光碟、數位典藏及

上載網路等各種不同形式，不限地域、時間、次數及內容利用本

著作之權利，且得將本著作以建構於網際網路方式，提供讀者基

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檢索、瀏覽、下載及列印。 

二、 出版單位再版或以其他型式出版本文時，作者願意無償協助修改

初版中之錯誤。 

三、 作者保證本著作為其所自行創作，絕未侵害第三者之智慧財產權；

本同意書簽署代表人已通知其他共同著作人，並經各共同著作人

全體同意授權代為簽署同意書。 

四、 本同意書為非專屬授權，作者簽約對授權著作仍擁有著作權，作

者投稿本刊經收錄後，即同意本刊授權國家圖書館進行典藏與提

供利用的必要複製/數位化、以及於網際網路公開傳輸提供非營

利的學術研究利用。 

此致 

高等教育研究紀要編輯委員會 

立授權書人（作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章）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戶籍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連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 － 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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