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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用之用：大學通識教育文學

教學之情意陶冶功能  

─ 以中國古典文學教學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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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學通識教育中的文學教學，除了培養博雅化或融通性的知識、

技能之外，更重要的是它具有情意陶冶功能。情意陶冶功能的內涵，

包括提高學習興趣，建立良好的價值觀，培養審美能力，增進適應能

力，改善情緒狀況。現今社會過度重視現實，部分大學校院偏重專業

知能之傳授，致使學生情意陶冶受到忽視。由於文學作品是作者的情

感思想與生活的結晶，它對讀者情意的影響相當深遠，所以對大學學

生情意陶冶而言，文學教學應擔任重要的腳色。本文又從教材、教法

與課程三方面，舉出一些實務性的策略，以供參考。 

關鍵詞：通識教育，文學教學，情意陶冶，情意教學，教學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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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從大學通識教育的理念來看文學教學的定位 

當我們為大學通識教育定位之時，必須先思考大學教育的目標是

什麼？大學教育在整個教育體系中，應該扮演著什麼樣的角色？到底

大學要以傳授專精的學識，培養專業人才，以支應國家、社會發展大

局之所需，作為主要任務呢？還是要致力於「全人教育」之實現，以

提昇受教育者的個人素養，為主要目標？ 
這兩種主張的方向，如果放大來看，當它們偏執地發展到極致

時，那麼前者培養出來的學生，雖具專精的學識技能，但充其量只是

某個職場或國家社會大機器中，一顆稱職的小螺絲，一旦脫離機器而

獨立存在，便可能成為學養極度偏枯的科學（或某種學科）怪人；而

後者培養出來的學生，雖具博雅之涵養，乍看來學識廣博，然按其實

則是毫無一技之長的泛泛之輩。顯然二者皆非大學教育的理想狀況，

兩個方向均不宜偏執，有必要作一調整，尋找最佳之折衷或調和點。 
我們若從受教育者知識的結構型態來看時，上述的前者，呈現的

是底面積極為狹隘的獨立尖峰型，只要出了那窄小的覆蓋區域，他就

顯露出貧乏無知的窘態；上述的後者，呈現的是底部寬廣卻無深度的

淺碟型，雖然他在各種領域均有所涉獵，卻缺少專精的學能，陷入五

技而窮的困境。顯然二者均非我們所欲培育人才的理想狀態，較理想

的學養型態，可能較接近於底部寬廣頂端尖聳的金字塔型。 
國內大多數的大學院校，各學系分立，在系訂的課程安排上，往

往是以傳授專精知能為主要教育目標。大學教育若僅止於此，那麼學

生之學養型態，不免傾向獨立尖峰型成長。通識教育之推動，正可裨

補其不足之處，使之擴大學習範圍，不致落於偏執發展。在大學通識

教育中一些博雅化的課程，其著眼點就在延伸學生之學習觸角，提供

學生除了本科系專業課程之外，還能跨足其他學術領域，進行學習活

動。所以有些大學會在開設某些通識課程，排除相關學系的學生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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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有些大學則先行劃分各個學系所屬領域，要求學生必須選修本身

所屬領域之外的各領域課程，達若干學分始得畢業，其用意就在於擴

充學生之基礎學養。 
關於學術文化中，人文與科學對立的問題由來已久，1959 年劍橋

基督書院的施諾爵士（C. P. Snow）在雷德學術演講中，提出「二個文

化」對立，使得人們失去一個共同的整體的文化觀。他呼籲學術文化

界正視這個問題，並尋求消弭二者間之隔離與脫節。其後引發的論

爭，基本上形成專業化對「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對壘。其

中專業化幾乎被看作科學與技術的代表，而人文學則被看作是「博雅

教育」的專有品1。 
然而今日大學之通識教育，如果只是要求學生修讀一些與本身所

屬學系不同領域的課程，雖然能達到擴大學生學習層面的目的，但是

所學的與其專業課程間，只是形成堆砌式的知識拼盤而已，學科間依

然壁壘分明，彼比無法作有機的組合，相互融通，那麼學生想要形成

一個「共同的整體的文化觀」，是相當不容易的。於是一些融通化的

通識課程應運而生，這些課程往往以一主題為中心，著眼跨越於學科

界限，融通不同學術領域之學問，以期學生對其所設定之主題，有多

面相、多角度的完整瞭解。 
在國內各大學所開設的通識課程中，有不少文學賞析類課程。這

些課程就博雅化的觀點而言，它可以提供法、商、理、工、醫等等非

文學科系的學生，擴大不同領域之基礎學養；就融通化的需求而言，

則不能只就文學而論文學，必須致力於打破文學與其他學科間之藩

籬，融通學術領域，以期學生對學習主題，有較全面性的整體文化

觀。不過文學賞析類課程的功能尚不止於此，那就是除了培養博雅化

或融通性的知識、技能之外，它更具有重要的情意陶冶功能。 
                                            
1 參見金耀基：《大學之理念》（台北：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3 年版），

頁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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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情意陶冶的內涵 

就本論文的論題而言，情意的內涵是什麼呢？我們先從情意的個

別意義來看，《荀子．正名》云：「性之好、惡、喜、怒、哀、樂，

謂之情。」2《禮記．禮運》云：「何謂人情？喜、怒、哀、懼、愛、

惡、欲七者，弗學而能。」在細目上雖略有出入，然同樣是以人的情

感與欲望來解釋「情」。至於「意」，許慎在《說文解字》中云：

「意，志也。從心音，察言而知意也。」3可見藉由人外在的各種

「言」（廣義來說，可包括口頭語、書面語、肢體語言、甚至是姿

勢、表情、聲音等符號），可以察知其「意」，而意志則指人的心意

之所向。合情意而言之，則是情感、欲望與意志的統稱。 
若說這些「情意」是與生俱來的，人們不必經過學習就會，固然

沒錯，但人非聖賢，要使情意適當、優美、健康、正確，能夠「發而

皆中節」，則需要經過薰習培養的過程。若站在教育的立場而觀，情

意陶冶則應包括以下幾項4： 

1. 在興趣方面 

當某事物或現象呈現時，使個人願意漸漸注意某事物或現象，進

一步有所反應；當某事物或現象不呈現時，他會熱切尋求探索。甚至

最後願意積極投身其間。 

2. 在價值與態度方面 

                                            
2 李滌生：《荀子集釋》（台北：台灣學生書局，1979 年初版），頁 506。 
3以上二引分別出於《禮記》（台北：藝文印書館，1981 年影印阮刻十三經注

疏本），頁 431。段玉裁：《說文解字注》（台北：蘭臺書局，1977 年五

版），頁 506-507。 
4 參考黃光國：＜情意教育的內涵及策略＞（《教育資料文摘》第 27 卷第 1
期）頁 107-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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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個人能根據本身充分思慮、感受，而認為適當之理由，而情感

上接受一個良善的命題或學說，形成相應的意念組合，養成高尚的情

操。並進一步影響行為模式的一貫性，甚至內化為人格的一部分。 

3. 在欣賞方面 

使個人能對美好的事物、現象或從事相關行為的經驗，產生滿

意、愉悅或喜歡的感覺。 

4. 在適應方面 

使個人在某方面與內在自我、外在事物以及他人間的相互關係，

保持某種適宜或平衡的狀態。這種適宜或平衡的狀態，包括自我概念

或自我理想的內在平衡，以及個人外顯行為對環境的調適。 

5. 在情緒方面 

使個人能消極地減輕不當情緒的危害，避免不當情緒的產生，並

進一步積極地培養良好的情緒，提高良好情緒的正向效應。 

參、 文學之情意陶冶功能的重要性 

中國自古在教育上，便極重視情意陶冶，《論語．學而》： 
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行有餘力，

則以學文。5 

                                            
5 《論語》（台北：藝文印書館，1981 年影印阮刻十三經注疏本），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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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見孔子對弟子們品格陶冶的注重，遠在追求知能之上，「學

文」是在上述各種情意陶冶目標達成之後還行有餘力，才展開的知識

學習階段。《論語．述而》：「子以四教：文、行、忠、信。」其中

只有「文」指六藝之文，屬於知識層面之外，「行、忠、信」三者均

屬於品格陶冶的範圍。《論語．學而》：「學而時習之，不亦說

乎？」6則強調學習時所帶來的興味與愉悅感。《論語．先進》中記載

孔子使諸弟子談論個人志向時，當仲由、冉求、公西赤，或直截了當

表示，或委婉申明，都說出自己經綸世務的抱負時，只有曾點作了一

段極富美感情趣的生活描述：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六人，童子六、七人，浴於沂，

風於舞雩，詠而歸。 
孔子聽了以後表示：「吾與點也。」7這並不是他不肯定前面三位

弟子經國治世的抱負，畢竟他奔波一世，栖栖皇皇於當代，為的就是

得君行道，怎麼會反對弟子們經世濟民的志向呢？只是當他聽了曾點

的敘述那種怡然自得，滌去塵俗的情境之後，不禁顯現出贊同與嚮往

之情。可見他除了主張學以致用之外，也重視美感經驗與情意陶冶。 
在《禮記．大學》中，揭櫫學習的規模與次第云：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

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

以至於庶人，壹是以修身為本。其本亂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

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8 
將修身視為成學的最基本要求，亦即內聖轉為外王的關鍵。然而

按照其邏輯關係，修身的完成，必須植基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

之上，其中格物、致知二者雖因不同學派解釋，而有涵括德行與文字

                                            
6 同前註，頁 5。 
7 二引俱出《論語》，頁 100。 
8 《禮記》，頁 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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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之知，以及傾向價值判斷的德行之知的差異，不過無論如何，誠

意、正心則是以情意陶冶為主。由此可知，在這個學習架構中，情意

陶冶所佔的重要性。 
近幾十年來，也許是受到科學主義或主智主義的影響，也許是受

到現今社會過度重視現實的風氣所波及，部分大學校院之教育，有偏

於強調專業知能的「分科專業」之情形，有些甚至有「唯知識化」之

傾向。學校與教師對於學生的情意教育，學生對於本身的情意陶冶，

或有意或無意地加以忽略。以致在知識、技能的教育過程，經常忽略

了涵藏其間的情意範疇，知能與情意日漸隔離乖違。林安梧曾指出： 
當前大學之教育乃一唯知識化、消費性之教育，是一去生命

化、去人格化、去情意化之教育，如此之教育自無所謂「情意

教育」可言，有的是其對立面，是一「去情意化之教育」，或

進一步的「反情意教育」。9 

極言當前大學教育中，缺「情」少「意」的嚴重危機。 
當今大學裡一般個學系所訂定的專業性課程中，多以知能傳授為

主要目標，以情意為主的課程相當貧乏。少數雖開設了專業倫理或道

德的相關課程，雖以情意教育為主要目標，但若教學內容只是偏向讓

學生瞭解，在某種特定的社會文化環境中，個人應遵循的普遍性原

則，那麼教學成效很可能仍止於認知層面，未曾產生情意陶冶之功

能。更何況目前這類課程在各系訂定的課程中，一般而言所佔比重甚

輕，不足以肩負情意教育的重責大任，所以通識教育課程，對此實責

無旁貸。 
在許多大學院校的通識教育課程中，常有一些文學賞析類的課

程，我曾聽過擔任這類課程的老師，抱怨校方對該課程不重視，經常

想方設計地減少其學分數，或刪減其教學或研究之相關資源；有些學

                                            
9 林安梧：＜大學情意教育的理論基礎與實務研究—以「儒、道、佛」三家

為核心的理論反省與實務考察＞（《通識教育季刊》第 5 卷第 1 期）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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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也不太在乎，不願認真上課，用心學習，頂多虛應故事一番，只為

了拿到這營養學分而已。其中常見的癥結點，就在於他們認為這類課

程「無用」。 
這種情形不可謂為少見，許多家長、學生，甚至是老師、校方，

總是認為專業知能學得好，才是升學與就業的萬靈丹，所以一心追求

這種「有用之用」。老實說，文學賞析類的課程，乍看來對於專業表

現上的實質助益確是不大，頂多增進了一些語文的表達與讀解能力而

已，然而這類課程果真無用若斯？ 
《莊子．人間世》云：「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

也。」10殊不知其「無用之用」乃為大用。王國維也認為，文藝的真正

功用是超乎實用的，他說：「世之君子，可謂知有用之用，而不知無

用之用者矣。」11這種「有用之用」指的是有形的、物質上的、欲望上

的滿足、功利目的上的實現；「無用之用」指的是抽象的、精神上

的、情感上的愉悅、價值態度上之圓滿。 
蔡元培是中國美育的重要提倡者，他在＜美育與人生＞中認為，

「美」不同於一般事物，它既具有「人人得而暢觀」、一起「分潤」

的普遍性，又具有「透出利害的關係」的超脫性，所以 
吾人固不可不有一種普遍職業，以應利用厚生的需要。而于工

作的餘暇，又不可不讀文學，聽音樂，參加美術館，以謀知識

與感情的調和。這樣，才算是認識了人生的價值了。12 

將文學與音樂、美術並列而觀，認為它們雖不具功利目的之

「用」，卻有調和知識與感情的特殊功用。 
魯迅也強調文學的「不用之用」。他認為從生活中實用的角度來

                                            
10 《莊子》（台北：藝文印書館，1968 年再版），頁 107。 
11 王國維：《王國維文集》（北京：中國文史初版社，1997 年第 1 版）第三

卷，頁 158。 
12 蔡元培：《蔡元培美學文選》（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83 年第 1 版）

頁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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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文章無法直接「致用」，其「與個人暨邦國之存，無所系屬，實

利離盡，究理弗存」。所以與他道相比，其效果「益智不如史乘，誡

人不如格言，致富不如工商，弋功名不如卒業之券。」，然而文章卻

具有「不用之用」，因為世上有了文章，「人乃以幾於具足」，其重

要性「決不次於衣食、宮室、宗教、道德」。他推究其中原由： 
蓋緣人在兩間，必有時自覺以勤劬，有時喪我而惝恍；時必致

力于善生，時必并忘其善生之事而入于醇樂；時或活動于現實

之區，時或神馳于理想之域：茍致力于其偏，是謂之不具足。

嚴冬永留，春氣不至，生其軀殼，死其精魂，其人雖生，而人

生之道失。 
說明了人不能偏執地只在物質、實際、理智之場域生活，文章

「不用之用」的妙用，正是在於精神、想像、情意上的陶冶，故「涵

養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職與用也」。對於當時文化偏斜發展的情形，

魯迅更引用約翰穆黎（J. S. Mill）的話，強調文章之功用在此間尤顯出

其重要性： 
近世文明無不以科學為術，合理為神，功利為鵠，大勢如是，

而文章之用益神。
13
 

這段話不僅在民初時，甚能切中當時文化發展之時弊，對今日大

學教育而言，不啻是前輩的灼見，更直如灌頂之言，值得我們深思文

學教學之情意陶冶功能的重要性。 

肆、 文學教學在情意陶冶上的效果 

關於文學作品對學生學習過程中，所能發揮的功能，孔子曾說： 
                                            
13 以上諸引之魯迅語，俱出自魯迅：＜摩羅詩力說＞，收錄於《魯迅全集》

（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年第 1 版）第 1 冊，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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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

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識鳥、獸、草、木之名。
14
 

孔子以六藝之文教弟子，其中《詩經》是最主要的文學教材。他

所強調學《詩》的益處中，「興」指的是感發情志，可以包括引起學

習興趣，興發審美感受，產生愉悅情緒；「群」則是藉由對詩歌中所

抒寫諸般人情的體驗，有助於個人與他人、群體間的良性互動與調

適；「怨」指的是詩歌中常會抒發詩人心中的抑鬱怨刺之情感，讀者

在閱讀或吟誦過程，產生共鳴或相知現象之際，同時也宣洩胸中鬱

結，紓解不良情緒。再者，「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則是指學習詩中

所寄寓之道理，內化於品格之中，並建立合乎社會倫理的行為規範，

有助於個人適應社會的過程。 
這裡頭除了「觀」指的是藉由作品的內容，可以觀察各個國家的

政治得失與盛衰，以及當時社會風俗之良窳；「多識鳥、獸、草、木

之名」，著重於博物知識之豐富，二者較偏於知識增進之外，其他都

屬於情意陶冶的功能。 
為什麼學習文學對情意陶冶有偌大之助益呢？蓋一優秀之文學作

品，乃作家在社會生活中，對各種人事景物仔細觀察體會後，產生之

諸般感受、想像、思索與審美經驗，經過提煉、延伸，將各式各樣精

彩之人物、事件、景物、意念等，以文字符號來表現者。它是人類思

想、情感與生活的結晶。＜詩大序＞云：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行於

言，言之不足，故嗟歎之；嗟歎之不足，故永歌之；永歌之不

足，不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15
 

                                            
14 《論語．陽貨》，頁 5。 
15 《詩經》（台北：藝文印書館，1981 年影印阮刻十三經注疏本），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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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發乎情，止乎禮義」16之說，陸機＜文賦＞云：「詩緣情而

綺靡。」17鍾嶸＜詩品總序＞亦云：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諸舞詠。……若乃春風

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感諸詩者也。

嘉會寄詩以親，離群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

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或殺氣雄邊；塞客衣

單，孀閨淚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女有揚蛾入寵，

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靈，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

何以騁其情？18 
雖各自有其主張之傾向，然認為詩歌淬取自作者對生活所興發之

情志則一也。 
詩歌如此，其他富文學性之作品又何嘗不是這樣，劉勰《文心雕

龍．明詩》說： 
大舜云：「詩言志，歌永言。」聖謨所析，義已明矣。是以

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舒文載實，其在茲乎？詩者，持也，

持人情性。……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

然。
19
 

大致呼應前述說法，此處所指涉的對象固然是詩，但他在討論賦

時亦云： 
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原夫登高之旨，蓋睹

物興情。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睹，故辭必巧麗。20 
                                            
16 同前註，頁 17。 
17 收錄於《文選》之中，見李善：《文選注》（台北：華正書局，1995 年影

印清胡克家刻本），頁 241。 
18 王叔岷：《鍾嶸詩品箋證稿》（台北：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2 年初

版），頁 47-77。 
19 周振甫：《文心雕龍注釋》（台北：里仁書局，1995 年再版），頁 67。 
20 同前註，115-116。 



 
 
 
 
 
 
 
 
通識學刊：理念與實務 一卷二期 

 172

在《文心雕龍．物色》云： 
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是以獻歲發

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鬱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陰沉之

志遠；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是以詩人感物，聯類不

窮。流連萬象之際，沉吟視聽之區；寫氣圖物，既隨物以宛

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古來辭人，異代接武，莫

不參伍以相變，因革以為功，物色盡而情有餘者，曉會通也。
21
 

所言則不止於詩，而是泛及其他體裁富文學性之作品。陸機＜文

賦＞中提到： 
佇中區而玄覽，頤情志於典墳。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

紛；悲落葉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懍懍以懷霜，志眇眇而

臨雲。詠世德之駿烈，誦先人之清芬。遊文章之林府，嘉麗藻

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
22
 

述及作者在創作過程，除了涵泳於文化典籍之間，更受到社會生

活與自然景物的感染、影響，興發了各種情意感受，再自其中提煉，

融鑄為文學作品，亦不限于詩歌而已。 
《文心雕龍．知音》云： 

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雖幽必

顯。世遠莫見其面，覘文輒見其心。豈成篇之足深，患識照之

自淺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況形之筆端，理將焉匿？故

心之照理，譬目之照形，目瞭則形無不分，心敏則理無不達。
23
 

說明了既然文學作品是作者提煉延伸生活中的各種情意，那麼我

們若能仔細觀察，悉心詮讀，便能從這些文學作品，體會到許多作者

寄託在作品中的情懷、感受、理想與想像。在讀解當中，讀者的情意

                                            
21 同前註，709-710。 
22 見李善：《文選注》，頁 241。 
23 周振甫：《文心雕龍注釋》，頁 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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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會受到薰習與陶養，這是一個潛移默化的過程，它對人的影響，未

必能夠具體測知，加以量化，但它是真真實實地使讀者產生改變，魯

迅＜摩羅詩力說＞曾引用英人道覃（E. Dowden）的話說： 
美術文章之傑出于世者，觀誦而後，似無裨於人間者，往往有

之。然吾人樂于觀誦，如游巨浸，前臨渺茫，浮游波際，游泳

既已，神質悉移。而彼之大海，實僅波起濤飛，絕無情愫，未

始以一教訓一格言相授。顧游者之元氣體力，則為之陡增也。
24
 

以游泳於大海之中，元氣體力在不知不覺中提升，喻人在觀誦傑

出文學作品過程，情意陶養的效果自然而然也產生了。 
其實我們有許多學習，是在不完全自覺的狀況下發生的，情意的

陶冶尤其是如此。對個體而言，從外部傳輸進來的資訊、觀念，如果

是知識性的，往往較為具體，學習過程容易察覺。情意上的陶冶，卻

常是我們接受到外界訊息時，通過微妙的強化過程，引發感悟，經自

我建構與內化而成。 
以政治學相關課程而言，教導學生認識國家之定義、各種政治文

明、政治制度、政黨如何形成與怎樣運作、政治行為之諸般理論等

等，均是以知識之傳授為主，內容較為具體，學習過程也容易察覺。

即使告訴學生從政者在德行上，要有高尚的品德，能作為人民之表

率；在態度上，要能盡忠負責；在器度上，要恢宏大量；在學養上，

要廣博豐厚；在能力上，要能知人善任，懂得領導統御；在擬定政策

時，能以愛民為本：如果僅止於內容之說明，其實都仍屬於認知的範

圍，學生就算學會了，也停留在「瞭解」的層面，就知識而言儘管再

豐富，對學習者態度價值的影響相當有限。 
就文學教學而言，情況可能不太一樣。當我們教導學生讀賞＜岳

陽樓記＞時，表面上只是引導學生，賞析一篇宋代名臣范仲淹，為當

時岳州知州滕宗亮重修岳陽樓完工時，所寫的一篇碑記。這篇記文開

                                            
24 魯迅：《魯迅全集》第 1 冊，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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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與一般作法無異，從滕宗亮重修此樓之始末寫起，次及洞庭湖之大

觀與其地理位置，再次則細寫樓外在雨晴天候下所呈現的不同景觀，

以及「遷客騷人」面對不同景物所引發悲喜迥異之情懷。在第二、三

段，我們可以引導學生，去構築巴陵勝景「浩浩湯湯」「氣象萬千」

的想像空間，然後轉變而成「霪雨霏霏」與「春和景明」兩種截然不

同的語境，並體會一位「遷客騷人」的深切感受。 
此文到了末段，文氣雖扣緊悲喜兩種情緒，但筆鋒一轉，跳脫了

遷客騷人因為外在景物殊異，個人遭遇起落，而引發的悲喜之情的小

格局；他用更恢宏寬闊之眼界，一以天下蒼生之憂喜為念，終日憂國

憂民，只有躋斯民於安樂之境，始有安享逸樂之時。范仲淹雖不敢以

此自許，而曰：「微斯人，吾誰與歸？」但從如此殷切的期盼語氣

中，可以感受到一位偉大政治家的胸襟氣象。這些都是生動如活的典

範，由於文學性的描述躍然紙上，具有很強的示現功能，猶如將學生

帶到文中的時空環境裡，甚至是作者的意識之中，使學生能夠親炙一

代偉人之德範。 
學生在賞析過程中，如能獲得啟示，深受感動，有可能使得他從

此立志從政，要為百姓謀求福祉，做一位大政治家，而「先天下之憂

而憂，後天下之樂而樂」25便成為他從政的座右銘。這些效果，都不是

單靠政治學知識的傳授就可獲得的。這種文學的潛移默化之功，對人

的影響經常是既深且遠，馮夢龍《警世通言．敘》云： 
里中兒代庖而創其指，不呼痛，或怪之。曰：「吾頃從玄妙觀

聽說《三國志》來，關雲長刮骨療毒，且談笑自若，我何痛

為？」夫能使里中兒頓有刮骨療毒之勇，推此說孝而孝，說忠

而忠，說節義而節義，觸性性通，導情情出。
26
 

                                            
25 以上二引，見高步瀛：《唐宋文舉要》（台北：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84 年初版），頁 655。 
26 馮夢龍：《警世通言》（鎮江：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 年第 1 版），頁

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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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需要父母耳提面命地訓誨，不需要師長義正辭嚴地說教，甚或

這位「里中兒」未識一字，只是透過聽人說《三國演義》的影響，關

雲長鮮明的勇者典範，竟已深植其內心，移人若斯，他可以很快地排

除與事無補的情緒性反應，迅速調整自己，面對問題。孟瑤在《中國

小說史》中也特別推崇《三國演義》一書，他說： 
《三國志演義》一書對於社會人心，實產生極大的影響，這影

響同時肯定了這本書不朽的價值。
27
 

見微知著，文學對廣大民眾情性之陶養，忠孝節義等節操之建

構，其教化功能又豈可小覷乎？ 
李卓吾以「忠義」二字，推許《水滸傳》中諸人，並大力倡言其

社會教育意義，＜忠義水滸傳序＞云： 
《傳》其可無作歟？《傳》其可不讀歟？故有國者不可以不

讀，一讀則忠義不在水滸，而在于君側矣；賢宰相不可以不

讀，一讀此傳，則忠義不在水滸，而在于朝廷矣；兵部掌軍國

之樞，督府專閫外之寄，是又不可以不讀也，茍一日而讀此

傳，則忠義不在水滸，而皆為干城心腹之選矣！
28
 

其於教育社會大眾之著眼點，不在知識技能，而在教化之功。無

怪乎＜詩大序＞中要說先王以詩「經夫婦，成孝敬，厚人倫，美教

化，移風俗」29，此看法固然有漢代詩教的背景因素，但也確實說出

文學對世道人心，人倫教化的重大影響。 

伍、 情意導向之文學教學實務策略舉隅 

我們既已肯認文學教學對學生情意陶冶的重要性與效果，為了確

                                            
27 孟瑤：《中國小說史》（台北：傳記文學出版社，1977 年再版），頁

330。 
28 李卓吾：《李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台北：天一出版社，1985 年

版）。 
29 《詩經》，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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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教學的成功，使其情意陶冶之功能儘可能發揮，在相關實務上，就

必須講究方法，採取有效策略才行。但教學畢竟是一種藝術，沒有哪

一種方式是放諸四海皆準的，以下謹分別就教材、教法與課程三方

面，略陳拙見，舉隅而論之。 

一、 在教材選擇上 

在文學教學上所使用的教材，最重要的當然就是作品的選擇。選

擇作為教材的作品首先要考慮的，必須適合學生的程度，如果太深或

距離學生的生活經驗太遠，除非老師有特殊的引導技巧，有把握作適

當的引導，否則對學生體會作品中的情意，將造成困難。如曾國藩＜

聖哲畫像記＞一文，寫他命其長子紀澤摹繪平生最崇敬的聖賢哲人共

三十二人之圖像，並為記以闡其旨趣。此文規模宏闊，頗能示人以為

學礪行之門徑，全文大致涵蓋了中國歷代學術發展之重要人物及其功

業，對於中文系學生在大一國文課中修習，作為對國學發展之鳥瞰，

本來極為適合，但用來作為他系通識課程中之文學教材，則嫌距離稍

遠，不易體悟，也難以引發學習興趣。 
不過近年來，許多大學院校所開授的通識課程，頗有日趨逸樂化

之傾向30，所以我們也不能為了迎合學生口味，一味地選擇一些淺薄庸

俗，既無真誠動人之情意，亦無美感可言的作品，作為教材，以免流

於逸樂取向之譏。 
其次，要知道我們的文學教學既然要以情意為導向，那麼在選擇

教材時，就可以根據本文第二節所提到的情意陶冶之內涵來考量，例

如選陶淵明＜讀山海經＞來引發讀書之興味，選擇前文提及的＜岳陽

樓記＞來啟導學生立下作為政治家的志向，都是非常恰當的。 
在培養高尚的情操方面，例如＜正氣歌＞，從該詩序中，便可設

                                            
30 黃俊傑：＜邁向二十一世紀大學通識教育的新境界：從普及到深化＞

（《通識教育季刊》第 8 卷第 4 期）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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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文天祥被囚的三年之中，土室諸般惡氣雜聚，其環境之惡劣，生活

之艱辛，由此可見其一斑。我們可以從詩中感受，一個堅貞忠烈的靈

魂承受了多少苦難，卻永不退縮妥協的勇氣與節操。在欣賞審美方

面，選擇《水經．河水注》關於孟門山一段，欣賞那雄渾壯偉之山岩

水勢，駭人心魄之雄奇景觀，《水經．江水注》關於三峽一段，感受

那林密谷深，高猿悲鳴的淒清氣氛。選擇陶淵明＜歸園田居＞，體會

那羈鳥終於返回舊林，池魚終於歸游故淵的那份自在，與田園平淡質

樸，悠然有味的生活情調。 
在教導學生學習面對逆境的調適時，可以挑選如蘇軾＜定風波＞

（莫聽穿林打葉聲）之類的作品，導引學生去體味，當我們對人生旅

程中的風雨，在避無可避之時，選擇狼狽猥瑣其間，或只知懊悔痛

恨，均於事無補。與其如此，不如坦然面對，吟嘯徐行，抱著欣賞品

味這種雖痛苦卻也難得的人生滋味，甚或隨遇而安，甘之如飴，當我

們尋得安身立命之歸處時，再回首看看這段風雨中的蕭瑟場景，便已

「也無風雨也無晴」，蘇軾在詞中的態度，不就是做了一個良好的示

範了嗎？ 
在選擇有助於學生紓解不當情緒，培養良好心情的作品，例如有

一次學生在努力準備的比賽中鎩羽而歸，心中憤憤不平時，我便選擇

王維＜西施詠＞作為教材，在吟誦與講解過程中，勉勵學生「人不知

而不慍」的道理，期勉他們要有充分的自信心，即使一時因緣未曾具

足，時運未通，將來必有揚眉吐氣之日。 
當然有些作品同時可以涵括幾個部分，不見得只是單屬於某種情

意陶冶功能而已。不過我們在選擇，總要選那些情信志足的作品，尤

其是能感動自己，心中已有所興會的，否則連我們自己都毫無會意動

情，又如何引導學生進入作品的情意世界中呢？ 

二、 在教學方法上 

我們以文學作為情意陶冶的教材時，與其他教材相比，除了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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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思想、情感與生活的結晶，本身就適於用作體會情意之媒介物之

外，由於文學作品常常具有較強的示現效果，容易使學生構築較為生

動鮮明的想像空間，作為感受作品中蘊含的情意場域。魯迅＜摩羅詩

力說＞： 
蓋世界大文，無不能啟人生之閟機，而直語其事實法則，為科

學所不能言者。所謂閟機，即人生之誠理是已。此為誠理，微

妙幽玄，不能假口于學子。如熱帶人未見冰前，為之語冰，雖

喻以物理、生理二學，而不知水之能凝，冰之為冷如故；惟直

示以冰，使之觸之，則雖不言質力二性，而冰之為物，昭然在

前，將直解無所疑沮。惟文章亦然，雖縷判條分，理密不如學

術，而人生誠理，直籠其辭句中，使聞其聲者，靈府朗然，與

人生即會。如熱帶人既見冰後，曩之竭研究思索而弗能喻者，

今宛在矣。
31
 

將一流文學作品對「人生誠理」的示現效果，說得非常清楚。老

實說，再好的文學作品也無法將「冰」真的帶到閱讀現場，讓讀者直

接觸摸，但是它在符號上會善盡一切可能，使其所欲表達呈現之

「冰」，儘可能地接近讀者，期能讓讀者如同接觸到「冰」一般，體

驗到似乎直接接觸「冰」的感受。所以我們在教學方法上，更要把握

住這樣的特性，好好引導，讓作品發光發熱，釋放出強大感染力。 
要讓我們所採用的文學作品在教學過程中，發揮最大的示現效

果，就要輔導學生培養相應的氛圍，構築文學作品中的想像情境。首

先必須注意到的是，老師千萬不要在課程一開始，就聲明要當掉的學

生人數若干，以免學生在戰慄中上課，畢竟人在刀斧的鋒刃之下用

餐，即使吃得下去，也很難品嚐到食物真正的滋味。 
其次，就是對相關知識、資料的適度講解與介紹。我們雖然一再

強調，大學通識教育中的文學教學的價值，不只在於知識的傳授，它

                                            
31 魯迅：《魯迅全集》第 1 冊，頁 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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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價值是在於情意的陶冶。但這並不表示在文學教學的過程

中，就可以完全忽視知識的部分。其實要讓文學作品發揮其情意的陶

冶，最基本的先決條件，就是學生要能夠讀解這份文本。所以舉凡作

品的題解、篇旨、結構、文意，乃至於作者生平、時代背景，以及其

他相關的傳說、軼聞、地理、風俗、文化、掌故等，都必須根據我們

所希望達到的教學目標，適度地加以介紹。所謂「適度」是指無過與

不及，也就是說不要因為解說不足，造成學生讀解作品意涵與領略作

品情意上的困難；也不要本末倒置，把它當作專業科目來教，將教學

重點黏著於知識傳授之上，一味地講述文學理論，套用各種專有詞

彙，更別讓學生的學習停留在章句訓解等片段知識層面的記問之學。 
再者，教學媒體的運用，也有助於學生重構作者寫作時之情景的

想像，如圖片、實物、影音資料的運用，舉例來說，講＜蘭亭集序＞

時，可以配合提供學生觀賞帖本；講＜秦晉崤之戰＞時，可以觀看

「春秋戰國」影片；講李後主＜浪淘沙＞（簾外雨潺潺）時，可以配

合播放吟唱的音樂帶；講＜鱷魚文＞時，最好能看到真正的鱷魚。 
當然要帶真正的鱷魚到課堂上，似乎有些技術上的困難，這時就

可以視上課需要，配合辦理相關的教學活動，例如上鍾理和的作品，

可帶學生到美濃鍾理和紀念館參觀。由於限於時間、空間及經濟上等

因素，有些作品不容易真的帶到實地參觀，如＜喜雨亭記＞、《洛陽

伽藍記．白馬寺》，圖片與影音資料便可彌補此一不足，有些則可帶

至類似的地點參觀，如＜潮州韓文公廟碑＞可帶至屏東內埔昌黎祠，

以興發學生思古之幽情。 
有些文學作品，還可以演出方式，模擬角色，幫助想像，如《戰

國策．燕策》所載荊軻為燕太子丹刺秦王一段。另外課文的朗讀、詩

詞的吟唱，除了可以讓學生欣賞作品中的聲情，也有助於文學氛圍的

營造。還有對優秀作品的適當背誦，也不宜偏廢。學生在背誦之後，

作品能長時間存在其腦海中，當生活情境相應，人生閱歷增加時，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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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才會與之產生共鳴，浮現出來，甚至逐漸融入行為模式之中，形成

價值判斷之準繩，甚至內化為人格的一部分。 
當然這裡面最重要的，還是導引學生發揮其想像力，去構築相應

的文學情境，甚至以想像方式作角色扮演，想像自己是作者本人，或

是作品中的主人翁，去面對當時的時空環境與人物關係，才能較貼切

地體認，較真實地感受作品中豐富的情意美感。畢竟教法、媒體均有

其局限，想像力卻可無窮延伸，假如缺乏想像，上述的各種輔助都將

落空。 
除此之外，發表也是非常有效的教學方法之外，最深層的情意也

許不易言傳，但以語言表達方式，進行價值澄清與經驗分享，往往有

助於情意之陶冶。發表教學法對於學生而言，個別反應與表現時常出

現較大的差異，有些學生甚至惜語如金，不願發言，老師不需強迫

他。就情意陶冶來說，發表如果是在不情願的狀況下進行，可能沒有

效果，甚至產生反效果。所以在發表教學過程中，教師對學生的發言

盡量給予鼓勵，學生才會願敞開心胸，願意與人做情意上的交流。另

外以寫作方式進行的發表教學，也有不錯的效果，我們對於學生的正

面行為或表現，也要及時回饋，予以正向增強。 
以上所列舉的方法雖多，其實都是些老生常談之術，並無啥奇特

之處，情意教學之中最關鍵的，其實還是在於教師能有正確的理念，

飽滿的信心，加上對教材的熟悉，教法的嫻熟，教學的熱情，才能讓

情意導向的文學教學易於成功。 

三、 在課程安排與學校行政配合上 

一般而言，情意陶冶無法快速形成，具體累積，直接灌輸，其薰

習過程需要較長的時間。學校如果能夠真正體認其重要性，就應該考

慮提高此類課程在學分上所佔的比重，並儘可能提供相關教學研究之

資源，以提高其教學成效。 
其次，在大學通識教育中文學教學的課程，除了要注意前後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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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就目標上的銜接，難度與深度的漸進，作緊密的縱向連繫之外，

尚應加強與其他專業課程間橫向的相互溝通，尤其是一些專業倫理或

專業道德類課程，形成有機的聯絡教學，將可獲致相乘互補之功效。 

陸、 結論 

現今社會重視功利，強調現實性的有用之用，大學教育應該領導

時代風氣，固然不能為時風所囿，但社會風氣如此，一時之間想要改

變，也著實不易。我們既已認清了通識教育所要扮演的角色，也肯定

了文學教學，除了提供博雅知識之功能外，更具有情意陶冶這種無用

之用，今後校方、社會對此類課程必須正視其重要性，絕不可再僅以

營養學分視之；教師要能慎選適當教材，對所授科目充滿信心與熱

誠，並能純熟應用各種教法；學生上課則應專心致志，將情意陶冶當

作進德為學極重要的一環，庶幾能避免大學成為知識的販賣部或職業

的訓練站，學生除了能夠學有專精之外，也能經由全人教育，培養成

一位 EQ 高，教養好，品行優良，適應力強，充滿求知欲，懂得審美

的「人」。（本論文於 2006 南台灣通識教育學術研討會發表後局部修

改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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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seless Function: The Affective Cultivation 
of Literature Teaching in College General 

Education - Teaching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as an Example 

Jin-Shi Lin 

Abstract 

  Literature teaching in college general education, the more 
important thing is besides cultivating liberal, circulating knowledge and 
ability that it possesses the affective cultivation. The content of the affective 
cultivation includes increasing study's interest, setting up good values, 
training aesthetic ability, promoting adaptive capacity, improving the state of 
mood. The present society pays attention to reality excessively, and it is 
taught that some universities can lay particular stress on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technical ability. This makes students' affective cultivation to 
be ignored. Because the literary works is the crystallization of the author's 
emotion, thought and life, its impact on reader's affection is quite far-
reaching. To university student's affective cultivation, it should serve as the 
important role in literature teaching. This paper is from three respects, such 
as teaching material, teaching method and course, etc. put out some practice 
tactics, for your reference. 

Keyword: general education, literature teaching, affective cultivation, 
affection teaching, teaching tac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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