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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社會責任融入課程—以靜宜大學中文系課程為例 
汪淑珍 

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大學生於課業學習過程中，必須參與並協助改善社會。畢竟社會需要學校培

育將來可以協助解決社會、企業問題的學生。教學須強化學校與區域連結，讓學

生有機會能與區域進行對話、合作，學生在就學期間表現可得到社會認同，增加

自信心，社區問題也可獲得解決，攜手共創區域繁榮。 

「倡議大學社會責任（USR）已是國際潮流。美國和加拿大從 2010 年開始

推動大學社會責任；歐盟也在 2012 年時，提出歐盟大學社會責任架構

（EU-USR），定義歐洲的大學有責任採取透明化的策略和行動去正面影響社會

和環境。」（邱學慈、熊毅晰，2019）臺灣也積極倡議大學社會責任（USR）希

望師生能組成跨領域團隊，進入社區，進行社會參與。 

資訊的發達，學生大多流連於網路世界中，缺乏實際參與社會的經驗，更遑

論落實服務學習的精神。所有教學都是在某個情境中進行，教學需建立教學情

境，要確保學生達到學習遷移的功效，需真實生活情境脈絡的問題，提供學生進

行學習，並在其中有所表現與發揮。 

傳統文學系的課程，多為教室中知識訊息的講述與傳遞。在知識運用的實踐

上，則以學術研究為主，解決的大多是學術上之課題，而非現實需求的問題，學

用落差也因此而產生。尤其在大眾價值觀中，人文科學向來被視為「冷門」甚至

是「無用」的學科，此一價值論斷，主要著眼學科養成之專業技能，缺乏直接「市

場價值」。諾丘．歐丁（Nuccio Ordine，2015）不無感慨的說道：「人文科學越來

越令人覺得無用，就是因為主流價值認為，知識若無法產生直接有感的經濟用

途，就會被視為無用，而失去支持」。 

學生認為文學在生活中看不到實際的成效，對於未來也充滿茫然與恐懼，實

則人文科學的訓練，積累了許多未來人才、雇主與職場的「可轉用技能」。正如

保羅．傑伊（Jay, Paul，2014）指出：「當人文科學的學生養成文學，哲學，歷史

和藝術知識時，也發展出令人印象深刻的職場工作能力：閱讀與訊息分析、論證，

精確描述他人立場，並對其基本假設進行批判性思考，開發自己的分析，論證和

建議。」但是如何能讓學生瞭解文學在生活中的實際效益，這就需教師透過課程，

因應時勢進行教學策略之變化。可利用多元的教學場域，促使文學系學生能將文

學、文化底蘊進行知識的轉化詮釋。 

課程設計結合大學社會責任的概念，將讓學生感受其與社會的關係，甚而以

其所學協助社區進行改善現況，如此教學現場的邊界將延伸至社會，也將使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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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校共同促進學生的學習，無論是知識面、技術面與情感面。 

經靜宜大學教學發展中心進行調查分析，總結靜宜大學學生，學習風格為行

動型、感官型、視覺型，這意味著課程中不能單純理論的講述，此將無法引起他

們的興趣，必須搭配實際操作並以雙向溝通的模式，讓學生對課程更感興趣，進

而願意投注心力於此課程，如此課程方能產生效益。「學術實踐化、教學在地化」

也正是靜宜大學 USR 的特色。 

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選修課程如「文案寫作」、「文化創意與實作」、「創意企

劃與簡報實作」、「故事行銷寫作」等，皆將大學社會責任融入課程。課程除專業

知識的教導外，更啟發學生跨領域學習的興趣，期望培養學生具備與他人互動、

改善社會情境的能力，擁有成為現代社會的公民視野。 

融入「大學社會責任」之課程設計，乃透過教學空間、時間與目標的翻轉，

突破傳統文學系教學模式，讓文學系的學生能意識到自己所學的知識如何「轉

用」。教師開課前須與社區人士討論課程進行方式，學生可協助解決之問題。課

程進行中灌輸學生對於社會的責任，並利用課程建立學生與社區、鄉土的情感關

係。課程實施過程中與社區單位密切合作討論，以大學課程與社區共同開創互利

共長。社區提供場域與社區資源讓學生有實質對象進行課程實作與驗證。學生進

入社區也將學校資源導入社區，並將課程完成作品回饋社區，協助設社會。彼此

形成正向互助。 

在課程規劃中，積極加入社會參與經驗的活動設計，空間轉換為貼近生活場

域，從在地文化出發，進而達到社會關懷、社會實踐的目的，以加強學生的感受

力與創造實踐力，並開啟學生的多元視野，培養與其他學科融合的統整概念。課

程規劃包含幾個重要的核心概念： 

(一) 結合場域 

    課程與實踐場域進行密切的合作，針對場域的需求與目標，進行問題的解

決，而非只是在一個想像的脈絡中操作。畢竟知識的運用與轉用，需了解目標與

需求，需在一個明確的目標設定下，針對需求，進行具有可行性的設計。 

(二) 成果導向教學 

    成果導向教學與一般傳統的教學不同之處在於，傳統的教學方式，是教師向

學生傳遞訊息的過程，因此評估的方式是檢視訊息如何被接收，但成果導向教學

訴求的出發點是「我想讓我的學生在學習過後能夠完成什麼過去無法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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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這是一種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在這樣的課程中，會明確定義希望學

生達成的預期成果，並鼓勵學生積極的取得或完成這些成果。 

(三) 非線性課程操作 

    成果導向的學習，必須透過教學活動設計，進行成果的實踐與評估，因此教

學活動的設計，是成果導向教學最重要的一環。教學活動與場域的實踐緊密連

結，需針對學習需求，因時因地進行設計，因此需打破過往傳統 18 週線性教學

的運作模式，以專業工作坊結合業師指導，針對場域需求進行實務教學與成果製

作，進行較為靈活的課程運作。 

(四) 評量方式多元 

    此類型課程屬於社會參與式課程，場域是動態的，學生的學習也將不同於以

往單純知識性學習，侷限於教室情境。而是須與場域的人、事、物進行關係的連

結與產生。除了專業知識的學習外，更須將專業知識進行實際轉換運用。因此課

程的評量方式，不可僅以量化客觀指標為限，更需制定適應此動態式課程的質化

評量方式。以確切了解教學目標是否達成。 

在靜宜大學中文系融入「大學社會責任」之課程設計模式，經由質化、量化

問卷調查，皆獲致良好回饋，足見此模式值得實施。經由回饋資料與學生訪談的

內容，總結課程須注意與改進之處如下： 

1. 雖然結合業師，但業師的教學方式不一定合適大學生學習生態，該如何解

決，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2. 課程不能塞入太多內容，會造成學生學習成效不佳，要更明確的定位課程，

進行設計，以及對學生成果的期待，要切合實際學習狀況。 

3. 實務課程，最好有協同教師一起合作，實務課程需要進行大量的練習，單一

個教師無法顧及過多學生。 

4. 單一課程學習面向有限，應該可以朝著系列課程的方向去思考課程設計。 

5. 雖然是實務課程，但是實務課程是建基在系所專業之上，如果學生基礎不穩

固，實務課程無法產生效益，因此，文學系的基礎專業課程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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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養具轉化能力及統整思維的人才，是教育的重要使命。時代不同了，學生

異質性也更大，教學方式必須因應時代潮流而有所改變。利用不同於課堂講授而

是讓學生走進社區融入入社會，激發其學習動機，將其於課本上所學與本身自身

能力進行轉化呈現，且能將所學貢獻於社會，完成學用無縫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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