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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理念

配合校方希望由資深老師帶領通識課程的呼籲

首創由一位資深老師搭配一位大一導師

課程設計以輔大的校訓:聖美善真為精神指標

課程內涵則圍繞著大學生的心理發展任務

主題的產出，來自94-95年度我們參與教學卓越
計畫，對輔大進行全校生命教育調查所得的結
果。我們參考學生最渴望自通識課程習得的主題
內容，加上我們認為大學生應有的素養與陶冶，
設計出18個單元。這18個單元各成具有主題的區
塊，依序排列，嘗試系統性的實踐課程理念

Hui-Li Lin, Sep.25, 2008



實踐歷程

開學之前，兩位老師經過多次討論，訂下了各次主題與
進行細節

透過兩位助教協助，完成各項行政協調之後，編製成
「大學入門學生手冊」

內含每一次的課程主題，課程目標，課程設計，當次繳交作
業，以及課後活動，並附上本系大一學生應有的課程資訊，
在開學之初製作完成發給學生，學期間準時按照預定內容上
課

每次上課所需的行政連絡，表單設計，闖關活動，學長
姐聯絡，教室安排，小組活動主席，上課意見或問卷調
查結果等等，皆由兩位碩士級助教安排或帶領

Hui-Li Lin, Sep.25, 2008



課程定位

• 由於必修課帶有一點強制性，容易讓學生
產生抗拒而流於應付，故在設計這門課
時，即以能滿足新鮮人階段性的需要，吸
引他們真心投入為目標

‧定位在讓學生珍惜這個新的環境，喜愛所
選的科系，喜愛輔大，同時養成正面思
考，向著新的人際關係開放，培養放眼世
界的胸襟

Hui-Li Lin, Sep.25, 2008



互動式課程

‧以能夠促進各項交流，產生熱情與感動，
發揮學生的創意為目標

‧透過心理學技巧營造愉快活潑的氣氛，配
合「以問題為基礎的學習」(Problem-
Based Learning, PBL)精神盡量讓學生挖
掘問題，主動思考與學習

‧設計多層次互動以及小組討論的機會，包
括垂直的師生互動，以及與學長姐的橫向
互動，營造凝聚與傳承的氣氛

Hui-Li Lin, Sep.25, 2008



評量
‧我們採取學習筆記的方式(portfolio)作為評
估學生的指標之一，並在期中考週約談各小
組，認識他們，且詢問他們的學習情形。學生
的書寫，也讓我們更深入了解學生的所思所
感，以及他們對課程的感動。

‧透過這種學習筆記，各項PBL評分，以及小組
活動的要求，我們把對這門課的多重期許暗藏
其中。

‧課程有趣，活動作業雖多但是吸引人，壓力
低。透過小組活動，學生不太敢缺席，導師也
透過小組了解學生的表現。

Hui-Li Lin, Sep.25, 2008



教材設計：教材來自系上與學校的
環境

本課程最成功，以及最受歡迎的單元是認識系上的闖關活動。我們事先
訂下 的特色共分八關:

憂鬱症的老鼠實驗

IAT(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單面鏡觀察廊

投射測驗與智力測驗

生理回饋

遊戲治療

藝術治療….等

由學長姐帶領，按照既定流程跑關，事後由關主選出認真參與的組別予
以表揚加分，對於辛苦的學長姐，則由學生寫感謝卡。學生在這個過程
中，接觸到了系上的重點空間設備，儀器與測驗，主要專業領域，他們
對此都深感好奇。

其他在圖書館與淨心堂上課的單元，也都帶給同學深刻的認識。

Hui-Li Lin, Sep.25, 2008



教材設計：教材來自學生的反應

本課程多次利用按按按等共同投票系統，來了解學生的
需求與問題。我們除了設計封閉式的問題之外，通常都
會留下一個開放性問題。對於他們的提問，我們會記次
分類，設計成為課程目標，這通常也會花掉不少時間。
常常上一節先做調查，下一節再作活動。

例如在認識異性單元，我們先透過男生女生互相問對方問
題，來達到兩性的認識，然後對於兩性好奇的初相識方法，
則透過角色扮演(如何搭訕)來激發討論。

我們也請學生去獵取校園美景，或是請他們帶來一個美的物
品，表徵或紀念禮物，這個過程不僅讓學生去挖掘或憶起美
好經驗，也讓全班產生很美好的感受。

Hui-Li Lin, Sep.25, 2008



教材設計：教材來自老師的設計
‧ 除了老師預先設計的講義內容之外，我們參
考時間管理的專書，設計讀書習慣問卷，測
知學生不良讀書習慣的性質與頻率，繼而提
供他們有效時間管理的技巧。

‧為了解決他們對大學考試的陌生，教師掃描
優秀的考卷與不良的考卷，分析理想的作答
方式與評量標準，以去除他們對大學考試的
緊張。

‧利用既有的經驗與系上資源，教師也介紹並
示範PBL教學，讓學生實際練習。

Hui-Li Lin, Sep.25, 2008





• 入得此門 ，你便成為自己的主人 。

• 學識，友誼，愛情，

• 都在向你招手。

• 作自己的主人，

• 讓自己滿載而歸！



課程目標
讓大一新生充分了解大學生活的性質，

包括大學階段的各項學習與生活的任務，校
園環境與文化，系所特色，以及校內各項豐
富的教學資源。希望透過事先的了解，讓豐
富的環境成為學習的助力，讓老師的引導與
學長姐的分享，激發同學學習的熱情，對於
規畫個人的未來目標，有具體的方向。

以輔大校訓---聖美善真為設計架構，將
大學生所會面臨的基本課題融入課程。希望
造就出珍愛生命，追求知識，以及關懷社會
的知識青年。



課程性質：大一必修

上課時間 : 星期四下午5,6節

課前預備: 認識環境，準備心態，決定改變。

上課方法：小組討論，促進交流，產生感動，

發揮創意，產生熱情。



基本要求： 1.每堂課都出席

2.積極參與小組討論

3.製作自己的portfolio

評鑑方式：portfolio成果，PBL評分，小組活

動，沒有紙筆測驗。



學習評量

依各單元目標進行學習成果評量，並在學期
中、學期結束時進行有關個人、同學、老師、小
組運作、整體課程設計等多向度的評量。

一、同儕回饋（peer＇s feedback）

提供許多互給回饋的活動，讓學生有更多機
會認識自己，認識同學。

二、自填式問卷 (self-report questionnaires)

依課程目的，分別進行所需各項評量，例:
讀書習慣問卷。

。



三、期中小組聚會（半結構式晤談）

以類似焦點團體方式，關心其學習成效。

四、個人檔案（portfolio）

學術能力:論文，心得報告，與師長同儕的討論
結果，各項獨特觀點或評論，參賽、投稿、及發表的
紀錄；或是特殊電腦、心理儀器操作，統計與研究方
法的習得等等。

實務能力:實習，受訓，研討會的積分或證明，
各項衡鑑或治療技巧的督導或教授回饋。此外，也可
包括個人成長紀錄，特殊經歷，自我返思，或自我分
析與治療紀錄等等。



什麼是portfolio?



學習筆記



日期 週次 課程內容

96/09/20 1 大學入門課程介紹

96/09/27 2 輔仁大學使命與特色介紹 (聖)

96/10/04 3 校園尋美

96/10/11 4 認識輔大臨心系

96/10/18 5 大學四年生涯規劃

96/10/25 6 一人一機查資料

96/11/01 7 時間管理與面對考試

96/11/08 8 良好的讀書方法

96/11/15 9 期中考週



日期 週次 課程內容

96/11/22 10 認識自我

96/11/29 11 認識異性

96/12/06 12 我們的教學特色-PBL (1) 

96/12/13 13 我們的教學特色-PBL (2) 

96/12/20 14 關懷我們的社會，我們的社會怎麼了 ? 

96/12/27 15 如何具有全球視野

97/01/03 16 美的感動與分享

97/01/10 17 優點轟炸

97/01/17 18 才藝展現與分享



1 96/09/20

課程主題 大學入門課程介紹

課程目標 彼此認識、介紹課程特色，課程設計的精神及課程
要求。

課程設計 介紹各週上課內容，說明Portfolio和課堂分組事
宜。

當天繳交 分組名單並確定各次主席

課後活動 1.於09/25之前完成全班通訊網，完成大學入門

手冊製作。

2.獵取校園美景或生活趣味照片至少一張。



2 96/09/27
課程主題 輔仁大學使命與特色介紹 (聖)

課程目標 說明輔仁大學的使命與特色，透過體驗及討論，培
養學生對宗教情操的理解及宗教信仰的思辯。

課程設計 宗輔室向同學介紹輔大之宗教精神與使命

當天繳交 集合地點：當日下午1:40分於淨心堂前

課後活動 1.將活動心得記錄下來，放在portfolio中。

(心得一:信仰與我)

2. 9/28之前需上傳校園美景照片至少一張(電子檔)
給10/04的主席，再由學術股長整合。請附上主
題，詩句，或趣味說明。

(心得二:校園之最) 



3 96/10/04
課程主題 校園之最

課程目標 1.認識校園景觀與特色，經驗分享與互動。

2.學習運用圖書館查詢資料。

課程設計 欣賞各組拍攝之校園美景與趣味照片，介紹學

校的景觀與歷史。並請進入圖書館網站，練習

基本的資料查詢。

當天繳交 由各組主席展現組內成果，發揮創意，頒獎。

課後活動 查詢國內碩博士論文網站中，與本學期修習之

任何課程相關的論文，並將資料查詢心得記錄

下來，放在portfolio中。

(心得三:資料查詢的收穫與疑惑) 



4 96/10/11 

課程主題 認識輔大臨心系

課程目標 帶領學生了解系上教師專長、課程安排、教學特色
及設備，並透過活動，使學生熟悉系上資源。

課程設計 認識系上的闖關活動，藉跑關遊戲來認識臨心系的
課程與設施。

當天繳交 尚無

課後活動 將心得記錄下來，放在portfolio中。

(心得四:闖關心得)



5 96/10/18

課程主題 大學四年生涯規劃

課程目標 藉由學長姐的經驗分享，使學生對大學生活有具體
概念，學習因應可能的壓力，並開始思考個人的生
涯規劃。

課程設計 邀請學長姐與大一新生分享，關於課業、社團、交
友、愛情及人生規劃等主題。

當天繳交 尚無

課後活動 思考大學四年後，自己想變成什麼樣的人?想達成的

目標為何？將心得記錄下來，放在portfolio

中。(心得五:他們的故事，我的啟示 ) 



6 96/10/25 

課程主題 認識圖書資源

課程目標 學習如何利用圖書館的網路資源查詢資料

課程設計 由圖書館員介紹如何認識重要的資料庫與查詢
技巧，透過一人一機練習主題的查詢。

當天繳交 尚無

課後活動 列出查詢資料的過程、問題或結果。

(心得六：線上圖書館的無限可能)



7 96/11/01 

課程主題 時間管理與面對考試

課程目標 說明時間管理的重要以及面對考試的方法與技巧，
使學生對於即將到來的期中考有充分的準備。

課程設計 介紹時間管理及考試所需的表達能力，面對考題該
如何面對並呈現學生的考卷範例。分享抒壓技巧。

當天繳交 尚無

課後活動 將心得記錄下來，放在portfolio中。

(心得七:我的時間，我的生活 ) 



8 96/11/08 

課程主題 良好的讀書方法

課程目標 使學生了解良好的讀書習慣為何，並藉由範例
的分享找出適合自己的讀書方法。

課程設計 施測「良好讀書習慣」問卷，並邀請成績好的
同學分享讀書心得、考試方法。

當天繳交 尚無

課後活動 1.將心得記錄下來，放在portfolio中

(心得八:新的習慣，不一樣的結果 )

2.整理半學期來的portfolio，準備於期中考週
與老師見面。



9 96/11/15 

課程主題 期中考週

課程目標 檢驗學習成果

課程設計 與老師會談

當天繳交 繳交期中Portfolio 

課後活動 期中考後開始收集關懷社會案例(參閱第14

次，心得十二，以及第15次，心得十三。) 



10 96/11/22 

課程主題 認識自我

課程目標 透過活動，使學生察覺自我的特質，並懂得欣
賞自己。

課程設計 星座猜猜猜，進行各種互動的遊戲。

當天繳交 尚無

課後活動 將心得記錄下來，放在portfolio中。

(心得九-認識自我) 



11 96/11/29

課程主題 認識異性

課程目標 到底地球上人類的另外一種性別在想什麼？有許多
的迷思，也許是性別刻版印象造成的。如果有機會
對談，也許就不會因為憑空揣測而產生莫須有的誤
解。

課程設計 透過趣味活動進行團體分享

當天繳交 寫下自己認為異性對交往對象的要求，並列下如此
認為的理由，記錄於portfolio。

課後活動 將上課時整理出來的迷思以及個人的體會，放

在portfolio中。

(心得十:認識異性 )



12 96/12/06
課程主題 我們的教學特色-PBL (1) 

課程目標 介紹臨床心理系的教學特色之一:PBL(problem-
based learning)。

課程設計 這種教學方式，並分組演練。先由老師和TA示範PBL
上課方式，並讓同學實際體驗開案過程。

當天繳交 心理上準備好即將要面對的全新上課方式時所

受的震撼。

課後活動 1.將心得記錄下來，放在portfolio中。

2.開始查資料與自學，準備下週上課時與同組同學

分享。

3.將所查到的資料與查資料的過程記錄下來，放進

portfolio中。



13 96/12/13 
課程主題 我們的教學特色-PBL (2) 

課程目標 依據案例練習查資料與分享。

課程設計 繼續上次的PBL課程，並請小組分享參與心得。

當天繳交 1.將上週課程心得記錄下來，放在portfolio中。

2.查資料與自學，準備上課時與同組同學分享。

3.將所查到的資料與查資料的過程記錄下來，放進
portfolio中。

課後活動 將小組PBL討論的過程與本身的心得記錄下來，放在

portfolio中。(心得十一:一個自學經驗 ) 



14 96/12/20 

課程主題 關懷我們的社會

課程目標 學習臨床心理學目的在助人，我們的專業是與社會
接軌的。本堂課在鼓勵同學多關注身旁的人事物，
並思考如何準備自己的專業能力。

課程設計 透過實際社會案例的介紹，思考我們的社會有什麼
問題 ? 我可以做什麼?為了這些，我須如何裝備自
己? 請各組分享與上台報告心得。

當天繳交 1.在期中Portfolio評量之前，要有初步規劃，開始
收集實例，並列入書面記錄。

2.在當週上課時，選擇一個實例，帶到課堂上，與
小組成員分享。

課後活動 將自己的分享與小組分享時的心得記錄下來，

放在portfolio中。(心得十二:你家就是我家)



15 96/12/27 

課程主題 如何具有全球視野?

課程目標 台灣很小，但這不是我們無法成為世界公民的藉
口。本堂課拋出一個小石頭，希望激起無數漣漪。
如何具有全球視野?

課程設計 同學準備一則重要的國際新聞，在小組中分享，並

請研究生學姐分享到印度垂死之家服務之經驗。

當天繳交 1.在期中Portfolio評量之前，就要初步規劃分享資
料尋找方向，並列入書面記錄。

2.在當週上課時，將自己找到的資料帶到課堂上分
享。

課後活動 將自己的分享與小組分享時的感動記錄下來，

放在portfolio中。(心得十三:把關懷傳出去 ) 



16 97/01/03

課程主題 美的感動與分享

課程目標 每人都有感動的時刻，這種醇美的時刻往往可以幫
助我們提昇自己，往真與善前進。這堂課主要在讓
同學把自己的感動介紹給同學，傳達美的意念，並
透過分享，打開每個人的視野。

課程設計 學生介紹自己的事物，組內分享與上台報告。

當天繳交 1.在期中Portfolio評量之前，就要初步規劃分享資
料尋找方向，並列入書面記錄。

2. 在當週上課時，選擇一項分享的事物，可以是一
張圖、一首歌、一個故事。帶到課堂上，與小組成
員分享。

課後活動 將自己的分享與小組分享時的感動記錄下來，放在

portfolio中。(心得十四:生命之美)



17 97/01/10

課程主題 優點轟炸

課程目標 培養同學們正向積極的態度與信心，讓每個人更愛
自己。

課程設計 藉由正向激勵的遊戲活動，讓同學藉由別人的回
饋，看見自己的優點和潛力，認識自己獨一無二的
一面。

當天繳交 思考同組同學的優點

課後活動 將活動過程中的感動記錄下來，放在portfolio

中。(心得十五:你好我也好) 



全班之最

認真學習獎

最佳口語表達獎

笑臉迎人獎

最熱心服務獎

照顧關心同學獎

最佳陽光男孩獎

最佳甜美女孩獎

最佳造型獎

最佳金曲演唱獎

最佳書卷氣息獎

最佳美術設計獎

最佳人氣獎

最有氣質獎

最佳領導魅力獎

最佳『笑』果獎

最佳隱形人獎

最佳躲貓貓獎



18 97/01/17 

課程主題 才藝展現與分享

課程目標 藉著分組才藝表演，為這學期的成長下個歡樂
的註腳。

課程設計 請每組同學準備表演節目，上台呈現。

當天繳交 1.各組準備才藝表演。

2.拍照留念 。

課後活動 1.反思本學期自己的改變與成長。

2.繳交期中portfolio。



961大學入門學生課堂回饋

• 1.系上跑關 3.21

• 2.美的分享 3.13

• 3.生涯規劃 3.04

• 4.認識異性 & 生涯規畫 3

• 6.讀書技巧&認識自我 2.96

• 8.全球視野 2.94

(滿分4分)

•9.時間管理 2.81

•10.校園尋美 2.74

•11.PBL介紹 2.7

•12.關懷社會 2.66

•13.宗輔使命特色 2.49

•14.圖書館找資料講解 2.42



心得與建議
• 在大學的起始點灌注更深的價值觀

– 兩個美的單元都深獲學生喜歡，足證這樣的課
程是很令人滿足的。我們對 於學生還沒有料
到的關懷社會與全球觀點這些單元上，有意的
要將更深的情意，更廣的視野注入年輕人的心
中，也看到學生被感動了。

• 初期需要大量人力資源

– 事先的課程規劃很花心思，我們要模擬學生可
能的反應，選出最恰當的教學技巧。每一堂課
都像是一個實驗，課堂之間的準備活動很多，
這樣的設計在初期需要大量的人力來支援，但
是相信第二年之後，就可倒吃甘蔗了。Hui-Li Lin, Sep.25, 2008



心得與建議

闖關活動値得大力推薦

這個活動讓同學津津樂道，缺席的同學深感遺憾。
由於這樣的活動介紹系上的課程性質，空間特色，
實驗派典等各項新知，不僅讓學生著迷，也讓身為
關主的學長姐充滿成就感，也同時是凝聚系上情
感，鼓舞學生士氣的好方法。

掌握學生的心理需要是課程成功的關鍵

由於對學生即將要面臨的大學生活深入思考，涵蓋
的面向很廣，使得課程豐富多變化，因而能夠吸引
學生的注意。我們介紹校園精神與真理的追求，提
供充分的資訊，讓學生在迎向未來的生活中，充滿
期待，並且有了奔跑的方向。

Hui-Li Lin, Sep.25, 2008



• 特別感謝

• 臨床心理學系卓淑玲老師

– 在課程構思期間，承蒙本系卓淑玲老師提供闖
關與PBL課程介紹之高見，使本課程增添精采
成效，敬此致謝！

• 臨床心理學系碩士班王巧涵與張志誠同學
擔任助教

• 所有到課堂上分享與擔任闖關關主的臨床
心理系同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