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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方傳統的通識教育著重兩大面向：思考批判之博雅能力與廣闊知

識之通達視野；這兩大面向都奠基於心靈的自由自主性。人文領域的通

識課程設計，是否能貼近生活，觸動學生的心靈深處，是課程設計成敗

的一大關鍵。本文擬由「通識教育的生活關懷」、「哲學與生活的綰結－

以「哲學與生活」為例」以及「儒家『情感』思想對通識課程之啟發」

等三方面來論述，期能呈現通識教育的理想，應要達致貼近生活、關懷

生活的全人教育。文中以「哲學與生活」的課程為例，嘗試使課程內涵

與生活經驗彼此融滲，在課程內容上，搭配哲學經典閱讀，帶領學生從

追尋生活的意義，到思索理性和情感的關係與情感的定位，進而能適當

的運用守常與權變，且融通生活的各種價值觀，最後邁向生活之理想目

標。希冀透過各種哲學學說的引導，一來可讓學生學習各種不同的哲學

理論，引發學生對哲學的興趣，二來可帶領學生作生活的反省思維，檢

視自己的道德觀，使學生對生活的意義與價值的實現有深入的體驗，激

發對生活的熱愛。俾使課程在引領學生證悟深層的哲學思維之同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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落實完備的生活教育，發揮通識教育的精神。 

關鍵詞：通識教育、哲學、生活、情感、儒家 

壹、 前言 

通識教育的精神是在培育學生獨立思維、解決難題的能力，使學生

能接續傳承歷史文明之智慧。1通識教育在臺灣各大專校院也已行之有

年，然而看似受到重視，實際上卻又似飽受忽視，造成此種現象的因素

甚多，2其中人文領域的通識課程設計，是否能貼近生活，觸動學生的心

靈深處，是課程設計成敗的一大關鍵。向來，通識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著重兩大面向：思考批判之博雅能力與廣闊知識之通達視

野，而這兩大面向都奠基於心靈的自由自主性。心靈的自由與覺醒，是

通識教育之基礎，也是教育改革之關鍵，然每每受到忽略。3從「心」出

發、圍繞生活、感動心靈的課程設計，才足以揭示人類生命與生活所具

有的無窮奧秘與意義，為身心之安頓尋出一條康莊大道。每個人都熱切

渴望使生活充滿意義與價值，不論是受教者或施教者皆然。《說文》之

「教」：「上所施下所效也。从攴从孝。凡教之屬皆从教。」4在上施下效

                                                 
1 以芝加哥大學之通識教育為例，貫穿於課程的中心思想是：「大學教育要將人

類文明最基本要素傳授給學生，讓他們有能力應付各種具體的問題，而不是直

接灌輸解決具體問題的處方；同時對人類文明的主要遺產有所體認，達到文明

歷史傳承作用。」林孝信（1993）。 
2 劉金源（2000:72）：「通識教育一直是各大學中飽受詬病與忽視的一環。其中，

最主要的因素包括：師生對通識教育認知不足、通識教育師資素質的低落、課

程設計不當、學校政策偏差等。」 
3 黃俊傑（2006:175）：「各界人士常常忽略了『心』的覺醒才是教育改革最根

本的關鍵問題，因為只有經過『心』的覺醒，才能培育正確的價值觀，『全人教

育』的目標才有可能達成」。《轉型期中的大學通識教育：理念、現況與展望》

（高雄：中華民國通識教育學會）。 
4 引自網路之《說文解字》全文檢索，網址http://shuowen.chinese99.com/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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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學相長、切磋辯證的過程裏，不斷豐富群己的生活、滋潤心靈的成

長，是施行通識教育的目的，而哲學課程之引領，則是邁向此目的所不

可或缺者。俗諺云：「書山有路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在勤奮苦讀

之過程裏，有哲學曙光的照耀，可讓學生領略學習與生活實是彼此相映

成趣。本文擬由「通識教育的生活關懷」、「哲學與生活的綰結─以『哲

學與生活』為例」以及「儒家『情感』思想對通識課程之啟發」等三方

面來論述，期能呈現通識教育的理想，不是束之高閣的空洞砌詞，而是

貼近生活、關懷生活的全人教育。 

貳、 通識教育的生活關懷 

「人」作為獨特且具創造思維力的道德主體，如何在生活中，闡揚

個體生命所內蘊的豐富意義，是教育所聚焦之課題。通識教育之施行，

指向全人教育之落實，「全人」之培育，是全面而完整的關注到人類生

活的感性、知性、德性等面向之提昇與發展，絕非好高騖遠的遠離生活，

或只是虛構華而不實的教育目標。細談通識教育之規劃，兼籌並顧的思

及人類生活的多元面向，才足以促成學生人格之完整發展，避免「教育

主體性」5失落的危機。生活裏的感性欲望、知性學習以及德性情感，各

個層次環環相扣而不可或缺，透過通識課程指引學生抱持開闊的胸襟與

豁達的生活態度，為人之生命情境，提供兼備身體與心靈的理想藍圖，

此身心安頓之道，正是通識教育之施行歷程裏，潛移默化的為學生心靈

所開鑿的坦途。 

然而，談通識與生活的融合，絕不意謂使課程內容過度膚淺化，也

不是為了讓學生對課程有平易近人的感受，而使課程淪為生活化的通俗

內容，就如有教授所指出的：「以台灣的實踐情形來看，許多學校甚至

爭相推出各種「XX與人生」的科目，似乎以為這樣才能讓其他領域的

                                                 
5 黃俊傑（2004:19）：「所謂『教育主體性』是指：教育的根本目的在於通過教

育活動而促成學生人格之完整發展，從而增進學生之道德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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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課者感到平易近人…如果『趣味化』、『生活化』、『實用化』可以被當

成大學教育的開課原則，那麼大學必然已從這個社會消失」。6通識教育

對學生生活的關切，不是停留於淺顯的起居生活，而是深入生活之本

質。人類的生活具不同的層級面向，有感性生活、知性生活以及道德生

活，且有與之相應的價值追求。追尋自我生活的意義，不能超脫完整知

情意生活中的任一層面，生活原本就具有各種可能性，未來是生活多元

的無限延伸。在儒家的學說思想中，人存於天地之間有其尊貴的地位，

但這尊貴特質的展現，須有一段歷練的過程，從作為自然的存在，到成

為仁義道德的主體，此一歷程莫不是在教化學習中完成。人之性不同於

禽獸的教之不明，能夠因著「教」而彰明人性之善，不教則性善不顯，
7因此，儒家正視「教」的重要性。尤其一般人因不能自覺，必待先覺者

來教導，在教導學習中才能通達禮義之道，所以，教育的施行與積極的

學習更顯重要。通達的學習應融通生活的各層面，在人際互動之往來，

推己及人，且應變自如。在通識課程之教學上，許多教師常感受到學生

抱持著「營養學分」，8敷衍性的馬虎學習，追溯古時，學生的學習也常

背離原貌，就如清儒焦循所點出的，9從漢魏以來，學子常違悖本義或失

落大概。10為提升學生的學習意願，導正學生的學習態度，通識教育勢

必融入生活情境，揉合學生日用經驗所生發的價值判斷與情感喜好等課

題。傳統儒家的教與學，主要置於成德之教與德性之學的面向，此正是

圍繞於弟子的生活意義與生命發展，來作出發與立論。在今日，即使是

                                                 
6 江宜樺（2005:57）。 
7 「是故非性無以施其教，非教無以復其性。」焦循（1997:127），《雕菰集．

卷九．性善解二》。 
8 「通識教育課程是營養學分嗎？各大學校院普遍發現學生有這種想法」，＜通

識課程有分量 教學要誘人＞，《聯合報》，2009.09.26，B2 版/彰投綜合新聞。 
9 有關焦循的生命教育，詳參拙作（2007:7~18）。 
10 《群經宮室圖．自敘》：「乃漢、魏以降，師學日多，遞承其指，每失其真；

或泥於一字而亡其大概，或觀於大略而悖於本義。」原收錄於《焦氏遺書》，此

引自賴貴三（1994: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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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授傳統中國語文課程的教師也極力思考，務使教材切合學生之生活經

驗，11因為通識教育的深層本質，就札根於對生活之關懷。 

從古至今的聖賢智者，一再點撥人們，圓滿的生活不在於物質面的

享受。物質金錢的滿足，不是真正的富足，但心靈的匱乏卻是真正的貧

乏。通識教育的生活關懷，正是要指引學生追求心靈生活的喜樂滿足，

而心靈的富有建立在理性與情感共融的道德生活裏。為能朝此目標挺

進，筆者在課程規劃上，綰結哲學理論與生活面向，開設「哲學與生活」。 

參、 哲學與生活的綰結－以「哲學與生活」
12
為例 

以「哲學」二字翻譯 Philosophy 是源自日本，而 Philosophy 一詞原

是由希臘文的 Philo（愛），與 Sophia（智）所合成，意即熱愛智慧。對

智慧的熱愛是要由生活中去感知與養成，因此，如何藉由課程來引導學

生將哲學理論運用於日用生活中，進而由生活經驗中擷取智慧，是首要

考量的課題。所以，在「哲學與生活」的課程內容上，將哲學理論與生

活經驗作融通性的結合，一來可讓學生學習各種不同的哲學理論，二來

可帶領學生作生活的反省思維，檢視自己的道德觀，使學生對生活的意

義與價值的實現有深入體驗。然而，開設此課程，有許多環節是值得費

心思量之處：哲學看似貼近生活，又似遠離生活，對於大專校院的學生

來說，到底在通識課程修習哲學的意義是什麼呢？哲學課程裏玄之又玄

的高談大論，以及讓人霧裡看花的弘論虛辭，如何裨益生活呢？「哲學

與生活」課程，顧名思義就是結合哲學理論與生活經驗，課程裏的學理

講述，若引不起學生興趣，如何迎向生活呢？而大談生活時，是否在天

南地北的閒聊中跳脫學術性，卻也無法深刻的契合學生心靈，成為學生

                                                 
11 黃錦鋐（1997:48）「假如再不配合他們的生活經驗，任意選些佶屈聱牙的古

文，當然格格不入。所以教材應設身處地，選取切合學生生活經驗的文章。」 
12 此課程曾獲教育部 97 學年第 2 學期優質通識課程補助，課程網址：

http://203.68.252.189/joomla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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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中的「營養」學分課呢？無可否認，面對技專校院的學生，若施以一

般理論性的哲學介紹，不僅因艱深的學理涵義，使學生望而卻步，還因

枯燥的條列式論點，捻熄學生的學習火苗。這致使許多教師面臨到兩難

的困境，一方面為念及學生程度，不敢介紹太多哲學理論，更遑論哲學

原典的閱讀，另一方面又擔心太生活化，會失去通識課程應有的知識承

載度；如此造成既不哲學又不生活的通識課程。為避免陷入此種窘局

內，本課程特別著重兩大向度：（一）哲學基本觀念的闡述，搭配原典

的導讀，發揮哲學課程所應具有的知識承載度。（二）融入學生在生活

中所感興趣的主題，使課程符應大專校院屬性的核心通識精神。希冀在

課程內涵與生活經驗彼此融滲的努力中，發揮哲學對人生的指引力量，

企盼「哲學與生活」課程，能引發學生對哲學的興趣及生活的熱愛，發

揮通識教育的精神。 

一、 課程目標 

在技專校院中的通識課程常被學生視為「非專業科目」，因為學生

求學的主要目的是培養一技之長的專業技能，這些與專業技能無關的課

程，總被視為次要課程或營養課程。為喚起學生體認通識教育核心精神

之重要性，課程相標的設定，有三大層面： 

首先，此課程著重哲學思維在生活的應用，透過師生及小組討論，

讓學生在學習哲學學說的同時，能曉悟生活之意義，落實完備的全人教

育。由此展現作為主體的人，在社會中的定位與價值。 

其次，通識教育作為一種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應有閱讀經

典、邏輯推理以及批判思等能力為基礎。本課程在哲學思想介紹方面，

主要是以經典之閱讀為主，13文化視域横跨東西，時間長河跨越古今，

藉此呈現多樣的哲學面向與多種的思維向度，使學生感知哲學問題、價

值判斷與生活社會的互動關聯。 

                                                 
13 有關經典閱讀的重要性，請參拙文（2008:153~170）。 

 194



 
 
 
 
 
 
 
 
洪櫻芬  通識教育的生活關懷－以「哲學與生活」課程為例 

最後，在課程設計上採主題方式來引導教學，開鑿生活的不同層面

及與哲學的互通之處。在資訊發達的今日，人們因著網路而交流頻繁，

包容與尊重的生活涵養更顯重要。由於哲學智慧的培養不能全靠他律的

外塑，主體須有道德自覺意識，才能自律自發的展現道德行為，故哲學

教育勢必要深入生命本質，方能喚起內心潛藏之良知良能。在東西方大

哲的學說裏，蘊藏著豐厚的哲學智慧，透過與生活的結合，將可激起學

生自發、自覺的道德情感。 

質言之，整個課程目標是圍繞於哲學思維在生活的應用，輔以小組

討論的進行，讓學生在學習哲學理論的同時，證悟深層的哲學思維，深

化生活教育之成效。因為具有通識精神的哲學課程，不能僅是帶領學生

認識哲學理論，更重要的是引導學生在生活中作哲學思維，並與自我生

命作對話，學習尊重他人與提昇自我。東西方不同的哲學思維，顯示文

化的相對性與主體性，從生活哲學的感知走向對文化的包容，將可發現

不同的哲學思維實有其相融共通的關係。東西的哲學觀點定有其差異，

而且價值判斷可能彼此衝突，但透過生活情境的融入，可促使學生省思

哲學智慧的真諦，重新思考個體與社會的聯結，開啟與不同族群溝通的

契機。藉著哲學思維與生活的結合，有益於學生柔軟感知生活，體悟生

活情境的不同樣貌，理性的尊重每位個體，認同並豐富自我生活的意義

與群己關係之發展。 

二、 課程實施方式 

哲學是愛智之學，為使學生能由愛智慧開始，進而在生活中感知智

慧，本課程之執行，採用講述式教學及詰問式啟發教學，搭配小組討論，

引導學生分享及發表在生活中的哲學感受。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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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講述式教學法 

為了帶領學生由哲學看生活的樂趣，也由生活體會哲學智慧，在教

學上首先採用講述式教學法，演講式的帶領學生認識哲學理論及相關哲

學家之學說，搭配教師自編的上課講義集，奠定學生基礎的哲學知識。

此種教學法，教師並非是「填鴨者」，而是在循循善誘中讓學生閱讀及

瞭解哲學經典。例如闡述權變、價值等議題時，搭配相關的東西方經典

作導讀，引發學生閱讀哲學原典的興趣。依據以往經驗，選用較淺顯的

哲學經典作研讀時，學生的迴響甚佳，因此，活潑化經典研讀是值得努

力的方向。採用的教學材料，則包括 PPT 簡報或電影片段，依據學生學

習之需求，運用多媒體教材教學，提供多元的數位教材。 

（二） 詰問式啟發教學法 

以蘇格拉底的教學法，由教師擔任知識「接生婆」，提出問題，增

進學生思考能力。在問題為導向的師生問答之對話，引領學生注入反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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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思維，激發學生思考、修正、批判的能力觀念。例如以「情感對道德

是助力或是阻力？」、「你覺得人的價值判斷是否為主觀？ 」為討論題

目，讓學生自由討論，發揮創意，再檢討所言是否合理。遠溯於希臘時

期的大哲們，在教導學生領悟生活世界之智慧時，無不採用對話式的問

答法，柏拉圖的對話錄裏，蘇格拉底就是以對話討論的方式，使哲學真

理昭然若揭。秉持蘇格拉底的詰問式教學法，採對話式的討論，讓學生

在來來往往的對話中，發現自己偏執的同時，也體悟到生活中的真理。

本課程企求效法希臘大哲的哲學方法，秉持真理愈論愈明的精神，俾使

師生之對話討論，能發掘哲學智慧的效用。此可培養學生宏觀的知識基

礎，及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力，進而深入思考生命的本質、人生的

價值、個人的時空定位以及對時代和社會的使命感，邁向全人教育目標。 

（三） 小組討論教學法 

由教師及教學助理帶領學生作小組討論，藉由小組討論鍛鍊學生的

溝通力及批判力，在深層思維裏作自我修正。小組討論內容作成文字檔

放上網站，供學生們彼此瀏覽與下載。小組討論是本課程之重點及特

色，本課程之小組討論，有別於其它課程之小組討論，大多數的小組討

論是定位在輔佐性角色，藉著小組討論來更清楚掌握教師的授課內容。

但本課程的目的就圍繞於小組討論。為了達成有效率的分組討論，期初

先發給學生上課講義集，讓學生對於小組討論的題目及內容先做準備，

督促學生不致把小組討論時間，當成茶餘飯後的聊天時間。哲學思維原

本就須藉由不斷的對話討論，方能具體運用於生活。小組討論的結果，

不論是得到彼此說服的有共識結果，或是各說各話的各持己見，皆能藉

由小組討論的過程，領略哲學智慧。 

（四） 發表教學法 

鼓勵學生把小組討論的內容，以及自己的心得感想，以語言或文字

清楚的報告或表述，文字紀錄公布於網頁，提供其它同學們閱讀回應。

課堂中亦要求小組成員派不同代表上台作小組討論的感想報告。此可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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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生溝通表達的能力，藉由一學期的討論及報告，淬鍊學生當眾侃侃

而談的機制及膽識，知曉如何修正及錘鍊溝通表達能力，掌握討論溝通

的技巧，並勇於抒發個人見解。 

（五） 網路習作教學法 

配合教學進度，將豐富多元的教材內容放上網頁，使課程資料網路

化，並建立相關學術資源網站之連結，供學生隨時學習、下載與聯結。

每次小組討論皆分派各組代表上網繳交當次討論及報告的內容。學生個

人之心得感想、思維觀點，以及對生活之啟發，也是上網撰寫，以網路

平台作為「學生/助教/老師」三者溝通的平台。教師不定時上網檢視學

生的發表狀況，並解答網路討論區的學生提問。此透過網路輔助教學，

可活絡學生課前課後的互動討論，達到課後輔導的成效，有效提昇教學

品質，培養學生自主性學習的習慣。 

三、 課程內容 

為開啟學生廣闊的哲學視野，本課程特意選擇多元化的東西方哲學

學說，作為授課的主要素材，藉此呈現多樣的生活面向與多種的思維向

度，使學生感知哲學問題、價值判斷與文化社會的互動關聯，學習並思

維哲學在生活的意義。根據每次授課素材的不同，進行小組討論，在彼

此對話的激盪中，培養學生倫理思維及溝通表達的能力。由於課程的施

行對象為技專校院的學生，為使這群非人文領域的學生們認識哲學學

說，並深省其中的道德意涵，課程之設計主要有二項，一是培養學生閱

讀哲學經典的習慣，從理解東西方的哲學學說，漸進鍛鍊哲學思辨力。

二是藉由生活的各種情境，讓學生在不同的哲學理論中，思考生活之方

向，在潛移默化中強化其思維能力。藉由哲學思維與生活的結合，使學

生領悟面對不同的生活情境，應具有怎樣的生活態度，掌握生活的意

義，並能對日益複雜的價值判斷與道德抉擇作深入省思。 

在課程內容之規劃上，從帶領學生追尋生活意義開始，逐步思索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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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情感的關係與情感的定位，並能在生活中適當的守常與合宜的權

變，進而融通生活中的各項價值觀點，最後邁向生活中的理想目標。不

僅著重於哲學基本觀念及哲學原典的說明介紹，還特別重視小組討論，

因為生動的哲學思維之討論，遠比單純的理論講述更能感動心靈。學生

在教師所給予的各種假設性情境中，思考生活裏各種抉擇的可能性，並

從中反省如何作正確的抉擇，思索生活歷程中的各種價值面向，進而樹

立理想，卯足全力追求目標。課程設計是以主題式的教學方法，作主題

式討論，每項主題之進行，都搭配原典導讀，引導學生作深入的討論。

議題內容多元，而不同主題之間有接續的環環相扣性，讓學生接收到多

元又連貫的課程內容。課程內容以深入顯出的方式，帶領同學用哲學智

慧來看待生活中所面臨的各項問題。在日常生活中，學生最常詢問的是

生活到底有何意義以及幸福是什麼，因此，在課程一開始首先讓同學思

索「幸福的追尋及有意義的生活」。在瞭解了生活的意義後，學生們接

著會質疑，當他們知道人生的意義之後，雖然內心明白好的生活就奠立

於認真向上的努力裏，但為何詳悉奮發蹈厲之要，卻容許自己偎慵墮

懶、放蕩弛縱呢？換言之，理性知道何者為正確，熟諳要發憤向上，但

情感上卻常背道而馳，偏愛悠閒懶散。所以，課程設計的第二大重點，

就在於「理性和情感的關係，以及情感的定位」，帶領學生討論情感在

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何。接著則是討論理性和情感之運用的課題，亦

即在生活中遵守規範與權宜變通的基準，進而融會性的探討生活價值的

主客觀面向，迎向美好未來。課程內容包含六大主題： 

主題 1、哲學的基本觀念－「哲學智慧與生活情境」、「哲學之運

用是什麼？講述哲學之定義、意義及生活效用」。 

藉由哲學基本概念的介紹，引領同學認識古希臘哲人。 

主題 2、哲學智慧的啟發－原典閱讀：《理想國》第七卷「地穴」。

分組討論：「洞穴之喻」、「幸福」對人生倫理的啟發。生活真相之

發現如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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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希臘哲思智慧的原典導讀裏，讓同學思考生活的意義，以

及情感在生活中所佔的地位 

主題 3、情感的意義－「生活情感面面觀－東西哲學思想中的情感

理論」 

原典閱讀：休謨《人性論》第三卷及戴震＜原善．卷上＞之重

點導讀 

分組討論：情感在人生中的定位與價值。 

透過對情感的討論，引導同學體悟理性與情感是否衝突，道德

規則是否該無條件遵守 

主題 4、固守常規與權宜變通－「禮」與「權」的生活應用、生活

中的原則與例外。討論應遵守準則的有為有守，抑或是墨守成規的

食古不化？ 

原典閱讀：《孟子》、《荀子》有關「權」與「常」之章節導讀 

分組討論：生活中守常與變通之基準為何？ 

藉著討論生活中守常與變通之基準，帶領同學探討道德規範之

主客觀性，以及價值的主客觀性 

主題 5、價值之主客觀－生活中的價值觀是具客觀性，抑或是純個

人主觀之看法？ 

原典閱讀：Max Scheler, Formalism in Ethics and Non-Formal 

Ethics of Values 

分組討論：是否存有客觀價值？人的價值判斷是否主觀？ 

省思生活之價值，進而邁向生活之理想目標 

主題 6、生活之目標－心想事成的「祕密」 

分組討論：美夢如何成真？心想真可事成？ 

思索生活中的願望，應該如何一一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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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所示： 

藉由這樣的課程安排，以及生動活潑的教學方式，搭配教學助理的

小組討論，帶動學生積極的學習意願和興趣，使學生能深刻瞭解授課內

容，將道德感受融入生活體驗內，並省思其在生活的意義，也引導學生

對生活的不同層面作反省式討論，激發學生能由哲學的視域看生活，由

生活中感受到無所不在的處世智慧。同時結合課程網頁的資料，使學生

得以有更多延伸學習的資源和更廣濶的視野，在生活中瞭解更多的哲學

思想，也培育正確的生活態度。企盼透過此課程之進行，讓學生一面增

益哲學知識，一面也從生活經驗中汲取哲學之智慧，雙向性的從哲學角

度體會到生活趣味，也由生活經驗感受哲學智慧，體悟到哲學就是生活

的一部份，而生活本身就充滿哲學智慧，進而領悟哲學思維對生活的啟

發力量，建立豁達開朗的人生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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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儒家「情感」思想對通識課程之啟發 

以「哲學與生活」課程為例，貫穿課程之施行主軸的一大要素就是

情感，從守常與權變之判定，到價值主客觀之論辯，再到生活理想之實

現，這種種歷程儘管離不開理性之參與，然其中同樣不可或缺卻常為人

所忽略者，則是「情感」。「情感」在生活，實佔有樞要之地位。傳統儒

家教學重視學生的德性在日用生活之具體實踐，從親親尊尊之禮的帶

領，到人性之成全及德性之踐履，此正呈顯「情感」在儒家教學中的關

鍵角色，因為現實人生離不開情感生活，再加上對血緣親情的重視，情

感更有其樞紐性的價值，這是儒家所未曾忽略。 14 儒家之教學圍繞於

                                                 
14 如梁漱溟（1982:141）所云：「孔子兩眼祇看人的情感，因為孔子著重之點完

全在此….禮樂不是別的，是專門作用於情感的」。學者也認為：「儒家哲學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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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有各式的情感流露，從見孺子入井到讀詩聞樂，莫不脫離人

之真實情感。在人格教育上，訴諸於情感遠勝於知識之傳授，俗話常說

的身教重於言教，顯現由親身力行來打動受教者的內心情感，比理論性

的教導更有推動力。心理學的研究顯示，情感能刺激人的知覺與思考，

影嚮人的學習及溝通互動，在認知過程中，情感與知覺、思想、記憶等

是互動互惠的關係。15先秦儒家的道德教育，以「恥」的感受，因應罪

惡感，激發弟子知恥向善。儘管宋明儒者因著情易受欲之牽引，似對情

感不再持積極的提倡態度，認為性善「情」惡，人所稟受的氣有清濁之

別，善惡於是有分，但卻沒有因此主張「絕情」。到了清朝之儒者，則

回歸孔子思想，肯定性善「情」亦善。若「情」之發動卻不中節，是在

於受物慾牽引，由習慣所造成。16因此，為能滿全情感，則情感應有所

節，就像阮元的節性順情，17表面上看似矛盾，但實質上卻是一脈相承，

就像為保障人人的自由，則個人的自由應有適度規範，以免妨礙他人之

自由。同樣，為成全人性，滿足情感，則情感的流露，應要合宜適當。

循著歷史發展之軌跡觀之，人之性與人之情的交錯複雜之關係，不斷的

糾結演進，18「情感」之重要性，不可言喻。 

一般談論通識教育時，總是視理性具主導地位，古希臘大哲亞理斯

                                                                                                                   
個顯著特點，就是重視人的情感….我們稱儒家哲學為情感哲學。這是儒家的傳

統」蒙培元，＜人是情感的存在＞，郭齊勇編（2004:455）。 
15 Izard, C. E. (1991:74):「情感能刺激與影響認知過程，反之亦然。這就是說，

在情感與認知（知覺、想像、記憶、思想）之間動力關係是互惠的。」 
16 當然，將善惡問題歸諸於習慣，不能解決性之善惡的本體論問題，羅光指出：

「中國傳統哲學所討論的性善性惡問題，是本體論的問題….習慣可善可惡，習

慣不能解釋善惡的來由。」羅光（1993:176~177）。 
17 「性中有味色聲臭安佚之欲，是以必當節之…是言情者，應感而動者也。昆

蟲草木，皆有性焉，不盡善也。天地聖人，皆稱情焉，不主惡也。」阮元

（1964:191.200），《揅經室一集．卷十．性命古訓》。 
18 如學者所言：「中國思想家對性和情的探討，經歷了一個長期的、曲折的、

艱難的過程，從一個側面反映了人類理論思維矛盾發展的進程。」葛榮晉

（1993: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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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德視理性優於情感，追隨亞氏思想的德行倫理學家也點出，情感教育

應該符應於理性所追求。19整個西方傳統博雅教育的主智傾向，培養理

性自主、道德自律之理想，亦受人們所贊同。20然而，十八世紀英國哲

學休謨則視理性為情感之奴隸，道德不源自於理性。21其實，理性與情

感的關係，並非對峙而是相輔，通識課程的教學引導，不能只是理性知

識的灌輸，更須有情感之陶冶，以造就知情達理之學生。而且德行的培

養，首重情感之合宜管控。完整的人類生命，包含有身體（body）的感

覺欲望、自我（ego）的理性思維以及自身（self）的超驗理性，儘管自

我及自身層面的思維提昇，最能彰顯人性生命的價值，但完整的生命發

展，卻離不開基礎的情感及欲望。人與情感及欲望的緊密連結，對人生

來說是極其重要的，22生命的原始狀態及人際間的相處，莫不是奠定於

情感。道德的實踐定有情感之推動。人間有情，才能構築和諧的溫暖世

界，德國價值哲學家謝勒（Max Scheler 1874~1928）指出，道德行為背

後，隱藏著愛，不論身體之愛、心理之愛或是精神之愛，都是愛的形式。
23愛是情感，儒家所倡導的忠孝仁義，無不是情感之展現，人之道德踐

履，就是源於內心情感的向外感通。24透過儒家的「情感」思想，我們

可以知悉，通識教學不能忽視情感這部份，學生們從內在的仁義禮之端

                                                 
19 A. MacIntyre(1984:162):「情感教育應要符合於，理論理性認同為目的所追求

的，以及實踐理性在每一個別時地所認同的正確行為，這是倫理學所關注。」 
20 簡成熙（1998:46）：「西方傳統的博雅教育過於重視主智，雖然也重視品格之

陶融，但似乎都把道德情緒壓縮在理性（rationality）的概念下，博雅教育的理

想正是培養理性發達而道德自律的人。這樣的理想不會有人反對。」 
21 「因此，道德區別不是理性的產物，理性完全是不活動的，從未能像良心和

道德感，是活動原理的根源。」David Hume(1978:458)。 
22 Wallace, R. J. (1994): 「人不僅是與表達在行動的意向(intentions)有很重要的

連結，人與情感欲望特質之連結，也是非常重要。」Wallace, R. Jay (1994:125) 
23 詳參拙作（2000:64~67）。 
24 如牟宗三（1987:47~48）指出，「仁、智、誠都是從自己的主體表現出來的，

顯然是屬於主觀性原則….孔子所謂『踐仁』的工夫，便是倚賴內心道德感的層

層向外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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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側隱、羞惡、辭讓之心，到外在性道德評價上榮辱感受，都來自於情

感。當學生讀書有悟時，心靈有如天光雲影映照於水面徘徊，思緒宛若

清澈活水之源源不絕，25這種感動是情感。當學生感受到春天百花、秋

天明月的賞心悅目，及夏天涼風、冬天白雪的心曠神怡，26這也是情感

所引發。情感之種類實甚繁複，愛與仁慈，敵意、驕傲和嫉妒都是情感，

德行與惡行皆關聯情感。情感的複雜多樣，或有其無法掌握的消極悲觀

面，但也造就了生命的豐富樣貌，賦予生命更具有活的意義。如學者

（Ronald de Sousa）所言：「我建議，在俗世的背景脈絡中，一個神祕理

想的同義語，就是情感的完整性觀念，並且領悟與慶賀成為人之圓滿。」
27可見，情感陶冶啟迪著道德智慧之開顯，指向人之實現。這也是為何

在通識課程之設計裏，不能遺漏生活「情感」對學生之啟發。通識教學

不能只停留於理論層面，必須結合學生之生活，真誠觸動學生之情感，

唯有揉合了情感之美、德性之善以及智慧之真，才可為學生安身立命的

生活，提供了重要的指引，引領學生感受生活瑰麗堂皇的奧妙意義。 

伍、 結論 

通識教育的目標是培育健全人格，全人的養成，涉及生活中的各個

層面。因此，哲學教育不能僅是理論性的述說，還須融入生活情境，方

能彰顯其適用性、通識性及時代性。面對錯綜複雜的生活情境，人之理

性、情感要如何因應、調適及看待，如何化被動為主動，從「情隨事遷」

轉換為「境隨心轉」，需有哲學智慧之引導，以陶冶情感，涵養德性修

為，喚發生活多元而圓融的互動往來。孟子言人異於禽獸者幾希，這幾

希就在於德性之涵養，而西方的休謨則藉著人的優越知識和悟性，作了

                                                 
25 宋．朱熹，＜觀書有感＞：「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哪得

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來。」呂自揚（1990:94）。 
26宋．無門和尚，＜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若無閑事掛心

頭，便是人間好時節。」呂自揚（1990:337）。 
27 Sousa, Ronald de (1987:33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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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獸之分。儘管動物如同人，能由經驗中學習，從觀察中獲得許多知識，

而且藉著適當獎懲的運用，在訓練教育中，可使動物的行為相反其原始

的本能傾向，甚或出現擬人化行為，但這不意謂其有理性之推論，這仍

只是本能。28休謨認為，有關道德的說明，必須解釋道德情感對行為的

影響，同時，不能將道德運用到動物和無生物對象，「德行與惡行必然

在我們自己或他人身上，而且能激起愉悅或不安。因此，也必然引發這

四種激情（案：驕傲、謙遜、愛、恨）之一；這使它們與那些和我們無

關係的無生物對象區別開來：這或許就是德和惡在人類心靈最重要的影

響」29。可見，東西方哲人都點出，人之為人在於道德培養。然而道德

不單是理論規範，必深入於日用經驗，因此教師在課堂作理論講述的同

時，也要引導學生結合生活情感作反思，讓學生能在反省思維，培養良

好的德行習慣，就如希臘大哲亞里斯多德所說：「理智的德行主要是由

教導所生成和增長（理智需要經驗和時間），而道德的德行則是習慣的

結果。」30通識教育應啟發學生對生活之反省，培養學生面對不同生活

層面的處世能力。作為智慧泉源的哲學思考力，是學生面對傳統社會與

未來世界所不可或缺的憑藉。本文以「哲學與生活」課程為例，著重於

帶領學生作哲學經典之導讀，讓學生學習哲學學說的精義，同時也勠力

於引導學生從哲學的角度來反省生活之盲點，並對生活進行創發性的思

考，瞭解生活的目的和意義，柔軟感知生活日用中的情感力量。而此種

對哲學經典與生活經驗的領悟感知力，融滲著理性和情感，是理性心靈

所必備，也是全人教育之根基。期能藉此讓同學在感受哲學思想的真與

美時，還能澈悟哲學思維對生活之善的推動力，當面對人生困境時，也

能靜下心來，心悅誠服的面對它，享受「行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31

                                                 
28 「這些我們稱之為本能，我們易於去讚賞其非常特殊非凡…雖然這本能很不

同，但仍是個本能。」Hume, D. (1975:108) 
29 Hume, D. (1978:473) 
30 Aristotle (1990:1103a14~16) 
31 王維《終南別業》：「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來每獨往，勝事空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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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境，因為內心知悉，天無絕人之路，生活處處充滿驚喜，而能悠遊

的在生活中享受豐富的「愛」「智」之心靈饗宴。 

                                                                                                                  

 

 
行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林叟，談笑無還期。」 
 此文曾發表於「2009 技專校院通識課程教學研討會」（東方技術學院，

2009.11.13），內容已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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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fe Concern of General Education – 
Taking the Course Design of “Philosophy and 

Life” as an Example 

Ying-Fen Hong 

Abstract 

Liberal Arts Education has two dimensions: One is the ability to think 

critically; the other is the broad vision And these two dimensions all aim at 

the liberty of mind. The key points to make successful the curriculum design 

of general education in humanistic field are those which can be closer to life 

and easier get to the inmost hearts of students. In this article, the course of 

Philosophy and Life was proposed to be an example that will relate the 

course content with life experiences. With the reading of classic philosophy, 

the students are inspired to search the meanings of life, to think the relation 

between reason and emotions, and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universality and 

contingency in moral standards, and finally, to be aware of the different 

views of value of life. Hopefully through various philosophic theories, all the 

students can not only learn various philosophic theories with more attention 

on philosophy but also apply the theories to do reflecting thinking and 

examine their own morality. Thus, students can further experience the 

meanings of life and carry out the values, in addition to be inspired the love 

for life. At the same time, the holistic education will be truly practiced and 

the spirit of general education will be reinforced. 

Keywords: General education, philosophy, life, emotion, confucian 

                                                 
 Associate Professo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National Penghu University. 

 211



 
 
 
 
 
 
 
 
通識學刊：理念與實務 二卷一期 

 212

【作者簡介】 
洪櫻芬簡介：輔仁大學哲學系學士，輔大哲學研究所碩士班
（直升博士班），輔大哲學博士。現職：國立澎湖科技大學
通識教育中心。曾任永達技術學院綜合教學部主任、通識教
育中心主任、應用外語系主任，亞太綜合研究院人文暨社會
所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