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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的品德教育的取向與方案 
成群豪 

華梵大學前總務長 

 

一、前言 

大學教育是否在專業教育之外就不需要品德教育了？社會頻繁出現諸多與

品德有關的失序行為甚或犯罪事件，引起各界對大學生品德教育的慨嘆和批判。

這些失序甚或犯罪個案裡的當事人幾乎都具有大學生身分或大學學歷，主觀上是

因為臺灣高教普及化，有非常高比例的人接受到高等教育，所以事件發生後大家

發現涉及者不是具有大學生身分就曾經是大學生，因而呼籲大學校院應該重視品

德教育。 

大學理念與功能，大學任務與使命，古今諸學有各家之言，是為廣義宏大之

論；然就個人而言，大學時代是一個人求學過程中生命成長、認知成熟的承先啟

後階段，應該充實學能，積聚能量，在人生轉捩點機遇到來時能御風而上，開創

人生價值，故大學教育是個人價值觀形成的重要關鍵階段。不論大學為菁英教育

還是普及教育，也不論是一般大學還是技職大學，均可藉由在大學階段實施的品

德教育來支撐大學生對於自身的人生價值追求，由價值觀的形塑，建構良好的學

生自我意識。  

品德所指涉的內涵非常豐富，品德教育相關學說理論眾多，然多為抽象的概

念或言說，且隨著社會發展，品德教育成為對當代社會文化思辨與反省之動態歷

程，故品德教育貴在激勵大學生的自我認知與應用實踐，作為其建立以個人核心

價值觀為基礎的應用品德教育行動取向。再者，大學品德教育不是競爭性計畫般

地追求績效、產出，也不是套上評鑑框架按照指標辦事情，大學生的品德教育要

回歸到以學生為主體，課程和活動都要圍繞著受教育者，採取融合問題、任務和

目標導向的個案教學法來設計、規劃及進行，也要打破大學內部科層組織，打破

學務處主責的傳統思維，形成「學生品德、人人有責」的大學組織氛圍。 

二、良善自我意識為本的大學生品德教育取向  

品德教育的意思是「以亞里斯多德的德行倫理學為基礎，以習慣培養美德，

並成為人格特質的一部份」（引自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吳清山、林天祐（2005）
說品德教育就是人品與德行的教育，品德教育為教育之根本，品德教育一直為學

校教育重要的一環。而在大學階段的品德教育，傅佩榮（1989）從大學的理想性

格切入，認為大學生的品德和責任意識來自大學的理想性格，大學培養知識分

子，使他們不僅可以安身於社會，並且做為社會的良心，以其學問與道德促使社

會更進步、人群更幸福。所以透過大學生品德教育培養具備良善人格的學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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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大學無可逃避的教育責任和社會責任。 

學生在小學、中學階段都上過公民、道德之類的品德教育課程，到了大學階

段，大學生的學習興趣與能量集中在專業領域，以及由專業領域延伸的研究或創

業，專業以外的教學投入相對較少，很多學校會把含有品德教育作用的課程設計

融入在通識教育課程中，或將品德意識滲透到學生社團活動等非正式課程，但在

大學教育普遍重視專業發展的主流意識之中，通識教育課程相對不受重視（黃俊

傑，2015。頁 212），而學生社團活動的逸樂取向（李美蘭，2004）及參與社團

的人數萎縮（林合懋、陳昭雄，2010），品德教育在大學校院的實施能落實到何

種程度似乎並無深入研究，在大學生身上能夠產生什麼樣的作用亦很難有具體的

想像，大學生品德教育可能嗎？該如何做？似乎是個難解問題。 

大學是準備進入社會的階段，也是大學生自我意識發展的重要時期，自我意

識發展走向至為重要。大學階段的自我意識是大學生以前的自我意識的繼續與深

化，同時又因包括求學環境在內的成長環境改變而產生變化，所以自我意識的發

展過程連結著個人不斷社會化的過程，也是人格特徵形成的過程，故良善的自我

意識對於形成良好品德而言有奠基的作用。許多大學生在生活上的脫序事件，曾

引起社會上批判，歸咎原因指向當今大學生自我意識太強烈（參考聯合報

2017.05.10），實則為這些脫序事件的當事人未能將自我意識建立在良善的人生觀

和價值觀基礎上。大學生因為身心正值成長階段，故其自我意識發展過程會先出

現分化，明顯表現出內心有很多衝突矛盾，然後經歷自我探索調整，當其自我意

識同一性越高，自我意識的發展越良好，人格就越完善（林靜，2017）。因此大

學生的自我意識是一種動態歷程，其自我認知經過觀察、評析、體驗、監控的成

長調適（華人百科：自我認知），在適當時間趨於完善。學校的品德教育正是這

個自我意識成熟過程的催化劑，所以大學生的品德教育宜從促進大學生建構良好

的自我意識此一環節著手，透過有效的品德教育措施，緩解大學生自我衝突，建

設大學生自我控制力，是以大學應該作為使學生養成良善的、成熟的自我意識的

滋養園地。            

例如美國卓具聲望的私立天主教學校聖塔克拉拉大學（Santa  Clara 
University, SCU）的前應用倫理學品德教育中心主任 Yael Kidron 在該中心網站上

說，大學實施品德教育計畫「是讓學生建立起每天用來做决定的價值觀教育」，

強調品德有道德性的美德如善良、慈悲、正義等，也有表現性的美德如持之以恒、

恪守職業道德等，該校品德教育計畫提倡這些美德，不是爲了獎勵或名譽或避免

懲罰，而是一所大學責無旁貸的任務。聖塔克拉拉大學以高就業率、畢業生高薪

資聞名於美國，校風彰顯出受信仰啟迪的價值觀--道德和社會正義，並據以作為

培養學生良好品德的教育目標，使畢業生在職場上擁有高度評價（百度百科：聖

塔克拉拉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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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的品德培養維繫於對社會各種問題解決過程的積極參與，故應當被納

入到日常的教學活動中，也就是學校透過品德教育讓學生涵泳良善美德，內化成

為其人生日常面臨抉擇時的價值觀。杜威（John Dewey）19 世紀末在其設立的

芝加哥實驗學校，試驗在生活中做中學的道德教育之課程與教學，認為學校實施

道德教育並非教導與道德有關的空泛知識，實驗學校課表上並沒有排定時間進行

道德課程，的而是在日常生活中進行品德訓練（鄭玉卿，2012，頁 4）。說明了

品德教育是以學生在日常生活中建立品德信念為主，到了大學生階段，品德信念

就應該融入自我意識，做為其人生信念的價值觀。 

三、自主創新實踐為本的大學生品德教育方案 

Yael Kidron 指出，品德教育可以納入作爲學校常規課程一部分的科目，但

不必然需要是一個獨立的課程，事實上，如果把它融入到社會研究、運動健康和

生活藝術的課程中，它可能會更有效；儘管許多學校認爲他們的主要職責是教授

專業學科，但包括品德教育在內的專業學科實際上可以促進學業成就；在有品德

教育項目的學校，學生變得更加專注，學習更加積極，對朋友更加關心和尊重；

當學校透過品德教育提供一個安全和支持性的環境時，學生的學習成就會更好。 

參考 Yael Kidron 的看法，我們檢視大學生品德教育的課程設計和政策推

動，並據以反思，提出自主創新實踐為本的品德教育方案。 

(一) 大學生品德教育的課程設計 

林聰明指出，相較於其他教育，品德教育比較抽象，因此為達到目標，就必

須透過具體行動來薰陶學生品格（引自人間福報，2018.11.03）。在品德教育是跨

學科領域的學習，品德教育應融入大學校園成為各大學校院共同努力與深化實踐

之教育目標的共識下，檢視我國大學階段為學生實施的品德教育，多採取將品德

教育融入正式課程的過程與方法，主要透過通識教育課程培養學生的人文精神和

透過服務學習課程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和職業道德兩個途徑。但正式課程中通

識教育課程多半仍為講授，主要關照學生宏觀知識視野，人文關懷最多只是課程

向度之一；服務學習課程則容易導向服務時數累積而成的偽志工遭批評為「教育

作假」（公視新聞議題中心，2018），其課程價值或許遭到質疑。在非正式課程上，

學生社團及學生活動是品德教育適宜實施的場域，可惜近年來部分大學生對社團

活動並不熱衷，和品德教育較為切合的公益性、服務性社團維持不易，社團活動

導入品德教育的功能難以確認；而在學生活動方面，教育部對各校推動學生事務

上的專案計畫項目繁多，經費補助很大，但從實務經驗上觀察其執行多半流於形

式，記載在成果報告書中的多屬量化資料，真正打動人心、使人改變的品德教育

效果並不多見。所以大學裡諸種觸及品德教育的課程及活動方案，仍有待跳脫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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臼，找出創新之路。 

(二) 大學生品德教育的政策推動 

品德教育一直受到教育當局重視，教育部從 2004 年起連續實施了三期、每

期五年的「品德教育促進方案」，該方案以「知善、行善、樂善」作為目標，在

強化品德教育課程活動內涵方面分為學前、國中小、高中和大專等教育階段施

行。在大專階段，「品德教育的課程活動內容」為鼓勵學校結合通識教育、服務

學習課程，結合學生自治組織及社團活動，透過獎補助學校相關計畫如私校學輔

經費補助及大專校院學務特色主題計畫等，鼓勵學校推動品德教育。在「深化品

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方面，遴選補助品德教育推動具特色之學校辦理「品德

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計畫。在推廣「品德教育宣導及實踐活動」方面，鼓勵大

專校院學生自治團體與社團辦理品德教育活動及學生宿舍之品德教育活動，並要

求各級學校成立「品德教育推動小組」擬具有學校特色的品德教育方案或計畫，

並透過獎補助學校相關計畫如國立大學績效型補助、國立技專校院績效型補助、

獎勵私立大學校院發展計畫、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計畫、私校學輔經費

補助及大專校院學務特色主題計畫等，鼓勵學校推動品德教育。 

品德教育促進方案有無促進大學生成為有品德、富教養、重感恩、懂法治的

現代公民不得而知，2018 年起推動的高教深耕計畫，在「善盡社會責任」子計

畫的競爭獎助下，各大學競相推出「大學社會責任」（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的教育實踐計畫，再度為大學生品德教育開了一扇實踐的機

會之窗。該計畫推動目標為在地發展、社會創新和城鄉教育，實踐的標的是在地

關懷、產業連結、永續環境、食安長照和社會實踐，參與計畫的學生可藉著走出

校園進入社會，提供了許多發揮愛心、關懷行善的機會，這個計畫著重於實踐和

應用，對於學生品德教育的推動是正面的，可惜沒有明白標舉將品德教育作為計

畫的重要使命，否則這些實踐行動都會呈現出融合大學生品德信念與行動的感人

故事，讓這個深耕計畫成為促進大學生品德成長的重要契機。 

品德教育促進方案是一個含跨全教育階段的計畫，顯示大專階段的學生品德

教育並未被教育當局忽視，大學校院也多仰奉遵照，成立專責單位或調整專責分

工，在網站上開設品德教育專區呈現品德教育活動，並努力爭取每學年度的補助

辦理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計畫等所需經費，學校一如重視各種補助專案般，

各校展開趨近相同的申請和活動模式。而高教深耕計畫裡的大學社會責任教育實

踐計畫也承續了競爭性經費的模式，由各大學提出計畫來競爭爭取，據媒體報

導，大學社會責任納入高教深耕計畫，2018 年申請通過率僅 4 成（聯合新聞網，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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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建立競爭性專案方式引導推動某一特定的教育目標之教育政策模式，事實

上從 2003 年發布高等教育宏觀規劃報告以來，競爭性經費計畫模式就是我國高

等教育發展和強化競爭力政策的基本模式（黃政傑等，2018）。品德教育推動方

案將品德教育列為國立大學及技專校院績效型補助之考核指標，列入教育部獎勵

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及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計畫之核配基準。這

都是將品德教育推動方案作為一種激勵學校間競爭的工具，並將實施成果經過標

準的評鑑程序和相關的專案計畫甚至獎補助經費連結，各級學校在競爭資源資助

情勢下不免走上績效主義評鑑掛帥的方向。幾乎所有大學都加入這個方案的競爭

序列，所有相關作業都按照競爭性計畫機制走過一遍，成績出爐後自然也跟以前

的教學卓越等計畫一樣，出現許多狂賀榮獲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計畫學校的祝賀

文宣。 

(三) 大學生品德教育需要學校自主創新實踐 

    品德教育在當局專案框架下各校照辦，辦的只是品德教育的形貌，即使在形

貌上各出奇招，但終究是一個儀式性很強的過程，何況還有需要通過激烈競爭，

才能取得推動的經費補助。大學為學生品德教育進行各種相應的課程設計和教育

活動，應該是各大學本身應盡的責任，為了盡到品德教育責任大家拼命爭取政府

補助，如果爭取落敗，似乎就不用做了，這終究是一個很奇怪的邏輯。 

    品德教育推動方案指出，自古我國即極為重視品德教育，其內涵包括公私領

域中的道德認知、情感、意志與行為等多重面向，亦可謂一種引導學習者朝向知

善、樂善與行善的歷程與結果。品德教育推動方案、大學社會責任計畫等都是政

府運用政策和資源的直接引導力量，政府與其將龐大的經費只能讓四 4 成的大學

得到補助，不如以普遍化、均衡化的原則對所有大學實施「形成性和總結性」並

進的品德教育成效評估，也就是成果為導向的品德教育資源政策。如果建構大學

生具有良善人生觀的自我意識是大學品德教育的意義，那麼從大學本身在品德教

育上的設計與作為著手，勿寧是正本清源的作法，即直接訴諸學校本身的教育作

用及功能，各校應在學校定位和辦學特色基礎上，自主性地透過創意設計，規劃、

推動能真正觸動學生心靈而達到潛移默化功能的教育內容，同時勾勒出大學生品

德教育實踐的故事，用故事感動人心，見賢思齊，進而促動學生自我意識的良善

發展。誠如黃政傑（2011）認為由外加諸於內、試圖改變個人行為的約束總是一

種強制，不如發自內心的反省、理解與感動，進而向外展開行動來得自在而永續，

個人自身發展不盡然會朝向追求良善，為了保證邁向良善之路，必須不斷檢視善

的意涵、吸收善的知識、尋找善的典範、得到善的體驗，讓善性獲得啟發，使善

念化為行動，從實踐產生回饋，反思善因和善果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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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校院在努力符應教育當局的專案計畫框架來推動品德教育之餘，不妨反

思學校自主推動具創新且重實踐的品德教育方案帶來的更大功效。 

四、結論與建議 

純然以一般課程的方式進行品德教育課程將是無效的教育，大學生在課堂上

被傳授的品德知識很難深入人心；學校在從上而下的專案指導下進行品德教育可

能獲得形式上的成效，但可能如煙火效應，精彩但徒留回憶。本文呼籲品德教育

要成為大學生的心靈雞湯，要從大學生自我意識為切入點，圍繞著大學生成長過

程的人生價值觀建構，設計相關大學生能發揮自主認知和主動實踐的教育方案，

否則再多的品德教育計畫、課程、資源、活動等，都無法深入大學生的心靈，大

學生心靈沒有品德的浸潤，想要讓這個多元價值的社會穩定和諧地發展就如緣木

求魚了。然盱衡當前我國大學校院對學生品德教育仍多採用傳統作法，謹提出以

下變革之建議： 

(一) 以學生為本的品德教育框架 

大學校園中大學生品德教育的主責單位是學生事務處，輔以學生生活輔導中

心，在學生現場第一線的是導師，構成對學生品德教育的輔導機制，但對學生品

德教育的教學而言，通常是教輔分離的。品德教育的教學現場如果和其他學科的

方式一樣，僅重視知識傳授，則不難預見其失敗，若學生輔導是為了執行計畫，

消化經費，則其輔導必然虛應故事；大學應該設計出具可操作功能、以學生為本

的品德教育教輔整合框架，換言之，大學生品德教育的主角應該是大學生，如同

學習歷程檔案一般，每一位大學生要有一個「品德教案」，各大學應該採取客製

化的精神和發揮個案教育功能，把大學生品德教育的現場建立在每一位大學生其

獨有的大學生涯生命歷程中。 

(二) 通識教育加大品德融入的力度 

筆者在大學通識課程教學中發現品德議題可以在任何一門課程中探討，所以

通識課程的品德元素要普及到所有課程中。為了拓展學生知識視野，通識課程範

圍廣泛，通常採取某一類區塊或向度規劃為與品德有關之課程，但仍不免是單邊

主義。建議通識教育課程要修正軸心和向度，把品德教育著重培養學生良善自我

意識之元素普遍布建於每一門課程中，品德教育實際發生的事情可作為通識教育

的素材，通識教育的影響力可以導入學生健康地建構良善自我意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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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品德元素要貫穿專業課程（如對於專業倫理等品德意識的重視與要求等） 

    專業教學不宜自外於學生的品德要求，在專業課程的課程地圖中學校應要求

教學單位融入倫理、責任、誠信、合作…等品德意識元素。專業課程在教學上重

視「做中學」，建議專業倫理等品德意識元素也可採取「任務、目標、問題導向」

融合式教學或採取個案教學法，讓學生帶著完善的自我品德意識投身職場，進入

社會。如此專業教育就不致於和品德教育在大學裡好像難以搭接的兩條平行線。 

(四) 改變經費補助方式為普遍均衡和產出導向 

    從上而下實施的競爭性專案計畫或活動，往往花費大量經費，且養成學校依

賴此種機制，久之學校實施品德教育卻成了辦學校的「附加價值」，而沒有得到

經費補助的學校就不需要強化品德教育嗎？建議教育部應該本著普遍化、均衡化

的原則，將品德教育相關專案經費改變成接受學校申請辦理自主實施品德教育方

案的補助型經費，以及對品德教育的實施過程和產出，進行形成性與總結性的評

鑑，將競爭性「計畫」轉變為競爭性「實踐」，並與學生良善自我意識的培養成

果相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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