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師教學成長社群執行成果報告總表 

一、社群特色 
本社群以開設跨域共授課程為目標，並開設在通識中心，有鑑於文本的教學，常侷限於教師的專業領域

而有所偏重，因此本課程的開設，目的在於使同學在通識的學習中，領略博雅宏觀的知識。本社群以哲

學及語言學的跨域為主，哲學是人類理解世界的學科，語言是人類思考及表達的載具，因此由哲學與語

言學的對話，設定《莊子》為文本，可融合哲學及語言兩個面向，探討哲學思考及語言特質的課程內容，

深化學生對文本的詮釋與理解。 
本社群已於 108-1 開設通識跨域共授課程：「無所不在的《莊子》：十種解讀方法」。 
 

二、社群活動概述 
本社群以讀書會及教學實務討論為進行主軸，教師社群成員每星期聚會兩次，以哲學與語言學的不同角

度，共同研讀相同的文本，對文本提出跨領域的討論，形成課程主題及內容。並針對每週教學設計教材

製作教學媒體，已形成跨域共授課程的完整教學規畫。並於 108-1 完成跨域共授課程。 

三、與本社群相關成果新聞報導或研討會發表，或因社群而申請計劃案或開設跨域共授

課程等 
 

108-1開設跨域共授課程 

成員 跨域共授課名 課程內容簡介 
審查結

果 

社群成員： 

教育系李崗老師、 

中文系李正芬老師、 

中文系劉慧珍老師 

 

開設課程： 

教育系李崗老師、 

中文系李正芬老師 

無所不在的《莊

子》：十種解讀

方法 

規劃十個跨域共授的課程主題，以主題的方式進行《莊

子》文本的閱讀，並設計每週的課堂討論，連結莊子

文本與同學生命的內在經驗，十個主題如下： 

1.語言形態-語言學；2.政治參與-政治學；3.無用之

用-經濟學；4.人類圖像-社會學、神話學；5.用心若

鏡-認識論；6.價值重估-倫理學；7.物我合一-形上

學；8.精神自由-美 

學；9.情緒轉化-心理學；10.生命智慧-教育學。 

 

透過課程主題的規劃，達成以下四個課程目標： 

1.能分析《莊子》的語言運用，並欣賞其風格之美。 

2.能理解《莊子》的思考方式，並體悟其人生智慧。 

3.能練習以哲學及語言學的思考路徑，覺察自我與他

者的生活經驗。 

4.能培養開放而超然的生命情懷。 

已通過 

 



四、社群成員意見與回饋 

1.同學們回饋期末專題報告每位同學 3分鐘時間過短，希望有更充分的時間可以表達自己的意見。 

2.同學們建議每學期可開設系列課程，如「無所不在的《莊子》（一）」、「無所不在的《莊子》（二）」、「無

所不在的《莊子》（三）」。 

3.每節課堂小組省思與討論的作業，在下一堂可給予同學們整體或各組的回應，且可將作業匿名放在 E

學院，互相觀摩交流。 

五、對教師社群計畫的檢討與建議 

感謝教學卓越中心教師社群計畫對於跨域共授課程的支持，讓不同領域老師有資源可共同討論與開課，

同學覺得課程內容，較接近大學博雅教育的通識精神。 

六、活動精彩剪影（請檢附二至四張活動照片，並予以簡述） 

  

三位老師進行讀書會與教學實務的討論 透過師生之間的對話，一起閱讀《莊子》，培養開放

超然的生命情懷 

  
同學每週課堂筆記，透過個人省思及小組討論，讓

《莊子》與自己的生命對話 

同學分享《莊子》課堂上給自己最深刻的感動 

※以上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減。 

※灰色字體為建議填寫事項及範例，請於填寫時請刪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