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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經典與藝術養生的跨域教學研究計畫──以「易經」為主題之創新課程 

 

一、報告內文 

 

1. 研究動機與目的 

 

    筆者於中文系大學部開設「易經」專業課程，累計三年經驗；後因轉職至臺

藝大任教，於通識教育中心開設「文化經典：易經」一年有餘。再者，初步整理

臺灣各大專院校開設「易經」相關課程之授課大綱與教學進度，歸納重點如下： 

各大學開課狀況可按開課單位分為兩類，其一是中文系、哲學系等專業課程，但

因系所方向故各自著重不同，哲學系偏向義理思辨，中文系則是涵蓋經學、思想、

文學、占卜等面向。其二是通識中心課程，授課對象多為初學者或非人文專業者，

課程內容偏於生活化，強調經典於現代生活的生命力，故有多元實用的課程規劃，

例如《易經》與建築、中醫、養生、管理等作結合，致力於傳統經典之跨域整合。 

    身為一名研究《易經》超過十年，並於教學現場教授《易經》之年輕教師，

筆者雖非深研《易》理而通曉天人之道者，對於《易經》的熱愛，實願傾盡一生

推而廣之。然而，回歸教學現場，筆者在「文化經典：易經」的通識課程上，遭

遇三大待解決之難題，此亦為申請本計畫欲藉此進一步探討之原因。 

    第一，《易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中，內含深度的宇宙人生哲理、豐厚

的傳統文化思維，是中華文化的智慧寶庫。但是，「易經」專業課程的大班講授，

從《易》學的基本知識（八卦之形成與取象、《經》《傳》之成書過程、六十四卦

之次序等）至《易》學思想、《易》學發展演變，實已佔去課程一大半時間，更

遑論逐一講解六十四卦在僅有一學期兩學分的通識課程中，確實為不可能的任務。

如何在十八週共三十六小時的課程時間內，摒除過往通識課程中吉光片羽式的重

點講授，協助學生對《易經》的完整體系有所認識，同時增益其人文教育的學習

興趣，教師勢必於教材內容與教學方法上進行大規模的調整。 

    第二，一般大眾對《易經》一詞的概念連結，不脫占卜命理、風水堪輿，故

而有迷信之刻板印象。甚或有少數同學選修此門課程，是因為對算命有興趣，誤

解《易經》乃一本單純的命理書籍。因此，教師應於課堂中建立正確的觀念，帶

領學生以知識份子的視角，反思《易經》與算命之殊異，不應將占卜定義為預測

未來的神秘儀式，而是應開展其核心價值，了解自身處境與可以努力的方向，同

時給予迷惘的自己內在療癒的力量。是故，結合《易經》占卜的現代意義開發創

新課程教案，將有助於翻轉學生對於傳統經典的既定印象。 

    第三，通識教育的「易經」課程多重視經典的生活化與實用性，故而任課教

師致力於經典的跨領域知識整合，舉凡中醫養生、企業管理、建築藝術、生活美

學、天文星象等，皆為目前教育現場的通識教師們力圖發揮之處。然而，通識課

程之授課時數有限，若欲包囊上述各項，恐有蜻蜓點水之缺失，對於課程知識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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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縱深度無法拿捏得宜。因此，筆者以為若能在文化經典課程中，結合本校學生

的藝術專業，不但可以增加學生的學習興趣，亦能有助於其融會經典的人文思維

進行藝術創作，加深其作品之文化深度。所以，筆者擬以藝術大學的學生為對象，

研發 符合本校專業特色之文化經典課程。 

    綜上所述，為了解決教學現場目前待解決之問題，同時提升教學品質、促進

學生之學習成效，本課程必須有大幅度的調整。「博雅教育」 Liberal education）

意欲培養學生達到統一的人格（unified personality），幫助個人發展主體意識上的

自覺，並培養獨立判斷與建立價值的能力的內涵。學生於大學時期處於立定志向

以及人生規劃之關鍵時刻，對於未來常感到困惑與迷茫，此時，占卜的核心價值

──在進退兩難中給予困境中的意義，並指示未來可能的變化、提示恰當的應對

措施，以穩定人心、促進和諧，增加心理上的自信與安定感──不僅具有心理療

癒之價值，亦可引導學生轉化陰影與黑暗，以積極正面的態度去構築自我的 生

涯藍圖，符應「博雅教育」所強調的的理想與目標──從統一知識到統一人格。 

    其次，依據「藝術創作即治療」（Arts as Therapy）的理論，藝術創作過程具

有內在療癒、淨化情緒的功能，創作過程可以緩和情緒上的衝突，並有助於自我

認識和自我成長，當一個人完全投入創作時，會自然產生心靈的統整。本計畫雖

以「藝術教育治療」作為理念基礎，期望藉由藝術媒材與創作，協助學生表達個

人生命經驗，透過自發性和引導，與周遭他人、環境、社會文化和諧互動，進而

達到主體生命之開展與完成。然而，文化經典之浸潤並非僅限於課堂，藝術啟迪

心智、淨化心靈的功能更是不受制於時空，故教師擬透過此創新課程之實施，建

立學生「藝術養生」之觀念，亦即在任何時間、地點皆可透過不同的藝術表現方

式，達到調整身心、生命自覺之目的，故以「藝術養生」為本計畫之另一核心概

念。 

    本計畫之名稱定為「文化經典與藝術養生的跨域教學研究計畫 ──以『易

經』為 主題之創新課程 」，擬將教學、研究對象鎖定為藝術大學之大學部學生，

期能建構一系列創新課程教案，同時研發適合此課程使用之教材教法。本計畫之

成果，對於通識 教育中的傳統經典閱讀課程推廣，具有跨領域整合、傳統與現

代生活連結、人文教育實用性之積極意義；對於藝術大學的修課學生而言，亦能

結合其嫻熟之藝術媒材與創作形式進行自我敘事，進而發掘源自內在的一己之心，

感通潤物並及於天地萬物，體現完滿的「全人」目標 。 

 

2. 文獻探討 

 

    筆者將於此討論與本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最相關的三個面向：通識教育之《易

經》課程、藝術養生、PBL 教學（Project-Based Learning,中文譯為「問題導向學

習法」、「專題導向學習法」等），藉由梳理以上三項之研究現況與發展空間，期

許本計畫在既有之研究基礎上，提出貢獻。 

 

(1) 通識教育之《易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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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文化經典「五經」之中，無論是研究最盛，抑或推廣最力者，首推《易

經》。相較於其餘諸經，在大學通識教育的經典閱讀課程中，以《易經》為主題

的相關課程開課情況最為普及。本計畫既是以《易經》為主題的跨域教學實踐研

究，亦可突顯筆者在教學現場面臨課程改革的必要性與重要性，時值 2018 年將

跨越 2019 年之際，若《易經》課程之授課內容與教學方式仍數十年如一日，將

如何因應瞬息萬變的時代變遷，更遑論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所幸，在筆者將教

學研究的觸角延伸至此議題前，已有多位大學教師關注於此並撰文討論，前學所

論雖未必完全吻合本計畫新創課程之方向，卻給予筆者諸多反思與啟發，故下文

將就相關文獻內容進行說明。 

    陳文章、劉曼麗、黃莫愁等人合著之〈《周易》作為人文教育之架構思維〉，

從核心思維、理念思維、課題思維三個面向，試圖「一以貫之」構築完整的《周

易》體系，以作為人文教育之內容材料。 

  王涵青〈以《易經》為例論通識教育中的傳統經典閱讀策略〉，對《易經》

於通識教育中的經典閱讀進行策略的提出，嘗試以「《易經》閱讀之先備知識的

課程架構」與「傳統與現代文化連結的問題意識」兩脈絡進行「易經與人生」課

程的架構與課程鋪陳之探討。 

  曾暐傑〈自我生命的探索：《易經》占卜作為心靈療癒、生命書寫及生命教

育的原理、意義與進路〉一文，透過榮格（Carl G. Jung, 1875-1961）的「共時性

原理」1（Synchronicity）和巴納姆．福勒（Bertram R. Forer, 1914-2000）的「巴納

姆效應」2（Barnum effect），解釋《易經》占卜的科學性及其與「算命」之差異，

從而指出「易經占卜的重點在於透過聯想來發掘自我的潛意識，並藉此達到心理

療癒的功效。」3作者在占卜的過程中融入生命書寫，讓心理療癒的過程更加具

體化，其言： 

 

在占卜前將自己的困境與迷惘之處書寫下來，面對自己的傷痛與恐懼，在

書寫的過程中，能夠讓學生更深刻體認到自己的問題；……在書寫問題後，

則可以進入占卜的流程，透過繁複的「大衍筮法」，讓學生在占問的過程

中，能夠沉澱心靈，有機會專注於自身所面對的問題之中；……最後，在

得到卦爻辭的提示的圖像、事件後，進行聯想的同時，可以將圖像與想像

結合，書寫成一個生命的故事，述說自己得到的啟示及未來可能的改變與

方向。因為透過這最後的整合與書寫，即進入了一個「書寫自我」的療癒

                                                     
1
 《易經》占卜的形態與方法，如榮格所分析的，體現出一種內在感知與外在事件的偶合與呼應；

亦即可能夠過夢、幻影與預感等等潛意識（unconscious）的顯發，去聯想與呼應外在的事件。但

是夢與預感等等靈光乍現的事件可遇而不可求，占卜即是透過《易經》圖像，強制挖掘我們的夢

與意識的聯想，達到透過追求潛意識以解決問題的可能。而任何的潛意識都是過去事件的積累與

堆疊所形成，因此在當下時空的念頭與行動，彼此都是俱存於宇宙中，一環扣著一環的。﹝瑞士﹞

榮格著，劉國彬等譯：《榮格自傳》（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5 年），頁 364。 
2 人們會對於他們認為是為自己量身訂做的一些人格描述給予高度準確的評價，而這些描述往往

十分模糊及普遍，以致能夠放諸四海皆準適用於很多人身上。﹝德國﹞魯爾夫．杜伯里著，方秀

芬譯：《行為的藝術：52 個非受迫性行為偏誤》（臺北：商周出版，2013 年），頁 72。 
3 曾暐傑：〈自我生命的探索：《易經》占卜作為心靈療癒、生命書寫及生命教育的原理、意義與

進路〉，收入林怡君等著：《讓生命發光發熱》（臺中：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6 年 4 月），

頁 4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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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在這個內外合一的特定時空內，內在的陰影、恐懼與迷惘都將被看

見、被面對、被處理、被釋放、被轉化。4 

 

筆者甚肯定此文結合《易經》占卜、心靈療癒及生命書寫的教案設計，其不僅扣

合傳統《易》占「卜決疑，別同異」之特點，亦從心理學的角度突顯《易》學淑

世的現代意義。然而，藝術的力量超越文字，藝術創作提供了一個非語言的探索

途徑，讓當事人透過身體的活動與感官知覺投射並反映出內在意識，並搭起內在

世界和外在世界的橋樑。由於筆者任職學校的大學生皆具有藝術展演的才華與技

能，因此，在考量學校的專業方向以及學生習慣的敘事媒材，筆者傾向在課堂上

鼓勵學生以藝術形式表現其生命故事，透過占卜對《易經》文化符號進行想像與

連結，再藉由藝術創作自我探索、滋養生命，進行一場寧靜又強大的心靈革命。 

 

(2) 藝術養生 

    「藝術養生」雖為近年時興的觀念，然其理念早於數千年前即有所論。「藝

術治療」興起於上世紀歐洲，雖在臺灣的生根發芽仍很稚嫩，卻已是漸受矚目的

一門專業。本計畫之長遠目標是期望藉由新創課程和教學方法之翻轉，提升學生

的學習成效，尤其是建立其自主學習、終身學習之態度。「藝術治療」的關鍵之

一就是專業的治療師，臺灣目前是否有足夠的治療師可以提供大量的個案服務？
5在離開實體教室後，學生應該尋求一個可以充分自我對話、自我療癒的途徑，

且不受限於時空和他人介入，在此考量下，「藝術養生」的課程方向更適於本計

畫之推行。誠如藝術治療師許素貞所言： 

 

我認為「藝術」人人可玩，但「治療」他人卻是需要多年的完整訓練；與

其讓助人工作者一知半解的去為他人做「藝術治療」，倒不如讓眾人都來

學習「藝術養生」。……我們中華文化裡的琴棋書畫原本就是用來修身養

性、陶冶性情的，藝術本是中國傳統的心靈「養生」之道，這確實是無庸

置疑的。……任何人只要願意放下對「藝術治療」的成見，以輕鬆的態度

來接受「藝術養生」；也就是讓藝術活動本身具有的「遊戲性」、「表達性」、

「治療性」等充分發揮，就能藉藝術創作的力與美來調養身心，重新找到

生命的熱情與活力，掌握藝術的養生之道，進而達到「預防重於治療」的

積極目的。6 

 

創作是人的本能，藉由藝術的真、善、美學習心靈的養生，降低被治療的可能，

                                                     
4 曾暐傑：〈自我生命的探索：《易經》占卜作為心靈療癒、生命書寫及生命教育的原理、意義與

進路〉，頁 54-55。 
5 呂素貞：「藝術治療（art therapy）是藉由視覺藝術創作而進行的一種心理治療。其中，『治療師

的態度』無時無刻不在傳遞著訊息，就像陽光與空氣之於人；少了它，視覺藝術的效果難以彰顯。」

請見﹝美國﹞Bruce L. Moon 著，許家綾譯：《青少年藝術治療》（臺北：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

司，2006 年 10 月），頁ⅩⅩⅩⅢ。 
6 ﹝美國﹞Bruce L. Moon 著，許家綾譯：《青少年藝術治療》，頁ⅩⅩⅩⅢ-ⅩⅩⅩ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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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現代人面臨心理困境的一個出口。7因此，本計畫結合《易經》與「藝術養生」

的跨領域學習，期待藉由課程給予學生的不僅是「帶得走的知識」，還有「生命

成長的力量」，此亦符合兼涵「認知」、「情意」、「技能」的通識精神。 

 

(3) PBL教學 

    Project-Based Learning，簡稱 PBL，國內常見的翻譯有「問題導向學習」、「問

題引導學習」及「專題導向學習」。由於本計畫的學習活動鎖定於一個較大而真

實的問題或任務中，透過認知引導與教案設計來挑戰學生的思考，讓學生能應用

多種方式來處理問題，因此選用「問題導向學習」較貼近其教學精神與流程。 

    本計畫在教學方法上主要以 PBL 為方向，期望學習者以真實情境的問題作

為學習起點，讓學習者參與在實際情境下，透過小組同儕間相互討論、分享、溝

通，達成小組共識，獲得解決真實情境問題的經驗，進而提升其《易》學知識及

文化內涵。學習者可將課堂中所學，對應到學科專業、日常生活實際狀況，知識

技能得以活用。於通識階段採用 PBL，主要是預估大學生在修習通識教育階段已

有足夠智能，並能連結過去之經驗去解釋、理解新的事物，而建構出自己的知識。

同時認為，由學習者自我建構，具有個人意義的知識必定比單向授課、被動接受

而未經仔細思辨的知識來得持久，且較容易奉行於實際生活中。
8
 

    目前雖未有一篇學術研究專門討論 PBL 教學法應用於通識教育之《易經》

課程，然前學對於人文教育、通識課程運用 PBL 教學法之實施檢討，已有數篇

具有參考價值的論文可供本計畫借鑑，以下茲就與本計畫發展方向較密切者，進

行文獻探討。 

    尤煌傑〈「以問題為基礎的學習」（PBL）教學法在「哲學概論」課程的應用〉

及〈PBL 與哲學：「以問題為基礎的學習」（PBL）教學法在「西方美學理論及其

批判」課程的應用〉二文，是其於哲學系大學部一年級的兩門課程實施 PBL 教

學法的成果。 

  辛幸珍〈以問題導向學習（PBL）整合跨領域學習於通識「生命與倫理」課

程之教學成效〉是其於中國醫藥大學通識課程的教學成果。此文給筆者之啟發乃：

PBL 教學法若要真正落實，除了得建立學生主動學習、團隊合作之態度，教學人

員亦應持續加強 PBL 教學能力，並與不同專業的教師進行跨域連結，而且是長

期、漸進、靈活的運用，至云此教學方向之調整能否在藝術大學的通識課程中獲

得正面回應，則需要透過本計畫之檢討與分析，方能見得。 

 

3. 研究問題 

 

  本研究旨在教師將問題導向學習法（Project-Based Learning，簡稱 PBL）教學

模式融入在文化經典之課程中，以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效，並研發創新課程設計與

創意教材。PBL 是一種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方式，學生透過小組合作學習完成專

                                                     
7 許家綾提出，藝術養生人人能做，而藝術治療，則需要受過完整理論與臨床經驗的藝術治療師。

一般人可以藉由藝術創作自我探索，滋養生命，但是若是患有精神心理疾病、有創傷經驗、或是

遭遇重大變故，心靈脆弱的人，就建議尋求專業的藝術治療師一同工作。請見許家綾：〈以藝術

養生──我們都是老鷹，只是忘記如何飛翔〉，《行天宮通訊》，133 期。 
8 辛幸珍：〈以問題導向學習（PBL）整合跨領域學習於通識「生命與倫理」課程之教學成效〉，《通

識教育學刊》，第 6 期，2010 年 12 月，頁 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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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以解決真實世界的問題，過程中教師為學習促進者與引導者的角色。本研究

中，學習者將依初始所知道的知識、概念與原則，找出和問題相關的資訊，並以

小組學習方式針對問題個案的相關資訊進行討論，藉由討論的過程中，確定問題

與專題作品的內涵及呈現方式，並嘗試以各種可能解決的途徑，最後製作出專題

成品。例如：教師將先透過經典文本和多媒體教材介紹《易經》的核心精神與思

想內涵，小組成員必須在《易》學知識的基礎上，舉一件藝術作品並分析其蘊含

之《易》學思想及文化特色。另外，《易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富涵豐碩的

哲思，囿於教學時數有限，教師將於課堂上介紹具有代表性的〈乾〉、〈坤〉二卦，

並帶領學習者運用圖書館及網路資源自我學習，小組成員透過蒐集、分析、討論、

統整，一起完成剩餘六十二卦之閱讀任務。 

 

4. 研究設計與方法 

 

    本計畫之學習者為本校大學部的學生，其皆具有專業的藝術創作能力，由於

本課程是四十人的大班課程，故於 PBL 教學法實施過程將以八人為一組，共分

成五個小組，在計畫執行前招募五名曾修習《易經》相關課程的研究生為課程助

理，協助各組之小組討論，並於學期開始前完成課程助理的課程訓練。本計畫實

際應用於課堂教學之實施期間為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扣掉第一週課程說明、課

堂分組，第九週和最後一週口頭報告和學習檔案成果發表，共計十五週，總時數

為 30 小時。 

  本研究之評量方式採多元評鑑，然以學生個人之「學習檔案」為主要考核依

據，以求呈現修課期間完整的、持續的、自主的學習成果。期中、期末將舉辦「學

習檔案」成果展以及口頭報告，除了教師端的評量以外，亦採用小組與個人的互

評、自評，從教師、小組和個人三個面向來檢視學生的學習成效。此外，教師將

運用各種自編的講義、學習單、學習週記或表格，來評量小組及個人在專題進行

的表現。藉由多元面向的評量，以求客觀地呈現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的表現與成

果。 

  本計畫根據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主要採用質性研究法，探討問題導向學習

法應用於文化經典之課程設計與教材研發，從而掌握學習者之學習成效等情形。 

 

5. 教學暨研究成果 

 

(1) 教學過程與成果 

 

教學目標 

一、易學知識：瞭解《周易》一書之性質、著成、內容、體例、思想、哲學內涵。 

二、易經文本：瞭解《易經》卦爻象、卦爻辭結構與義理，並能自行解讀詮釋。 

三、易學演變：瞭解易學歷史傳承之時變意義，從歷代賢哲詮釋中掌握肯綮，並進

一步思考《易經》的現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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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易經占筮：學習如何卜卦，具備解卦的基本技巧，並轉化為藝術創作，實際運

用於日常生活中。 

五、藝術養生：瞭解藝術養生的理論及歷史流衍，掌握其中心精神並運用於實際生

活。 

單元主題 單元內容 教學方法 時數 

易學資源檢索 

學習如何運用線上學習平台、圖書館、網路

的資源查詢、蒐集、下載《易經》相關知識

的資料，並具有自主學習的方向與能力。 

講授法 

２ 

易學基礎知識 
學習《易經》的基礎知識，如：性質、作者、

成書、內容、體例、思想內涵。 

講授法 
４ 

易學文本閱讀 

學習《易經》卦爻象、卦爻辭結構，教師帶

領閱讀〈乾〉、〈坤〉二卦，學習者依照教師

的引導與小組合作，利用課後時間閱讀其餘

諸卦。 

講授法、PBL 

４ 

易學歷史演變 

學習《易經》於歷代傳承、撰述之特色，並

掌握《易》學演變的特色，進一步思考《易》

學的現代意義。 

講授法、PBL 

２ 

易經占卜教學 

學習大衍之數、金錢卦、數字卦等三種占卜

方法，並具有基本解卦的能力。學生可就自

己或同學遭遇之問題，藉由卜得之卦象分析

情境，提出面對問題的建議。 

講授法、PBL 

２ 

藝術養生介紹 
學習藝術養生的理論來源，掌握其操作精

神，並能舉一反三，運用於實際生活中。 

講授法、PBL 
４ 

實務操作課程 

結合《易經》占卜與藝術養生，進行實務操

作，並透過個人經驗分享，呈現《易經》占

卜與藝術養生跨域結合之展望。 

實務操作 

４ 

易學文化應用 

學習《易經》跨領域結合之成果（文學、中

醫、科技、天文、建築等），並藉由小組合

作的方式，討論《易經》還有哪些多元發展

面向。 

講授法、PBL 

４ 

專家學者演講 

邀請校外知名的專家學者，以「《易》學生

活化」和「藝術養生」為主題，進行專題演

講。 

專題演講 

４ 

學生學習成果 

1.善用資源進行自主學習 

2.掌握《易》學知識靈活運用 

3.具備占卜解卦基本能力 

4.藝術養生之體驗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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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師教學反思 

 

第一， 學生的配合度 

 

    本計畫在課程執行時，依照授課內容之屬性，交叉使用講授法及 PBL 教學

法。但是，筆者在計畫執行過程發現，多數學生仍是習慣被動的學習方式，對於

大班授課的通識課程，並非每一位學生皆能自主自發，而教師及教學助理也未必

能在 PBL 教學過程中照顧到「所有」的學生。因此，課後必須使用網路學園、

臉書社群、Line 小組討論等方式，促進師生、同儕之間的互動交流，但也增加授

課教師與教學助理的課後負擔。再者，即便教師與教學助理滿腔熱血，願意付出

額外的時間心力，還是有少數學生不配合，著實令人感到挫敗。所以，如何激發

「所有」學生的學習興趣，仍是筆者甚感壓力之處，亦期望資深教師能提供建議，

使我們精心設計的課程，不讓任何一位學生錯過。 

 

第二，教材的創新性 

 

    筆者在已過一年中，共執行兩個學期的計畫課程，亦開始著手書寫配合此創

新課程的教材，期許在兩年內，能出版此書。在過去的通識課程教學經驗中，曾

聽聞許多教師上課沒有指定課本，亦無自編講義，僅是使用教師準備的投影簡報

介紹其課程內容。然而，中文領域的通識課程，「閱讀」仍是相當重要的一環，

如果沒有指定「文本」供學生閱讀，對於非中文領域的學生而言，實難入門，亦

不容易突顯該門課的學習重點。但是，教材的設計應配合時代潮流，以多元化的

形式呈現，除了各單元的學習內容、課後練習、延伸閱讀等，我們該如何突破既

有通識類教材之框架，使其不在課後即成為舊書回收的一員，而是持續帶給學生

學習動力的養分，這是筆者目前仍在思考之處。 

 

第三，業師合作的反思 

 

    筆者在計畫執行過程中，邀請業師林靜宜藝術治療師入班講課兩星期，林老

師具有專業的訓練背景以及豐富的臨床經驗，多數人持肯定之態度。但是，仍有

少數學生提出建議，認為業師入班講課的收穫不大。究其原因，主要是本校美術

學院的專業科目中，亦有開設藝術治療的選修課程，學生認為林老師的講授內容

過於簡單，且多為西方的藝術治療理論，與本課程的《易經》主題難扣合。對此，

筆者以為在與業師配合過程中，應在教學內容與跨域合作等面向有更多的溝通，

在計畫執行前的團隊成員會議中，可邀請曾經修過該門課的學生為諮詢對象，聆

聽各學院的學生對於課程設計之想法，應能改善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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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生學習回饋 

 

茲整理學生的訪談建議與學習回饋內容如下： 

 

第一，課程內容生動有趣，打破以往對《易經》的既定印象。 

 

第二，對卜卦有不同的認識，從迷信到聆聽自我，開啟不同的視野。 

 

第三，《易經》的知識和符號可以運用於藝術創作，厚實創意的內涵。 

 

第四，強迫自己運用資料庫與網路資源找尋解答，不再完全依賴老師。 

 

第五，小組活動可以刺激自己的思考，但並非每一個同學都喜歡這種模式，某些

學生對於團隊合作的配合度並不高。 

 

第六，藝術治療結合《易經》，課程更加豐富，多數同學喜歡此課程之設計；少

數同學的系所已有藝術治療的訓練，感覺治療師的課程偏簡單。 

 

6. 建議與省思 

 

第一，多年期計畫之必要性 

  同一門課程之改革，從課程設計、教學方法、教材設計、評量設計、跨域合

作……等面向，實應歷經一段不短的時間，且是階段性、循序漸進的調整，方能

圓滿成熟。目前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僅有一年之期程，未能進行長期之課程改革規

劃，實為可惜。因此，期許教育部與總辦公室能就此研議，提供申請者更多資源。 

 

第一，整合型計畫之必要性 

  目前各大學通識中心皆以各校專業發展或是在地特色等內涵，重新規劃其通

識課程的整體走向，因此，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應開放整合型計畫之申請，使不同

領域的通識教師可以就某一核心主題進行發想，在其各自的課程中進行規劃與設

計，如此更能突顯各校之重點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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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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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意義與進路〉，收入林怡君等著：《讓生命發光發熱》，臺中：白象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2016 年 4 月。 

楊淑貞：〈敘事取向表達性藝術治療之理論研究〉，《台灣藝術治療學刊》，第 3

卷，第 2 期，2014 年。 

潘柏年、林曉筠、陳明彪：〈大專通識經典教育之周易課程實施檢討〉，《亞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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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附件 

 

1.課堂照片 

 

 

 

 

 

 

 

 

 

 

 

 

 

 

 

 

教師課堂講解授課內容 

 

 

 

教學助理帶領各組同學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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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練習蓍草卦之演練 

 

 

 

同學練習蓍草卦之演練 

 

 

課堂練習解卦與繪圖 

 

 

 

課堂練習解卦與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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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靜宜藝術治療師入班講課 

 

 

 

曼陀羅與藝術治療 

 

 

 

同學分享創作心得與學習收穫 

 

 

 

從零開始，復歸於零的藝術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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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訪談同意書 

 

個別訪談知情同意書 
 

計畫名稱與內容： 

文化經典與藝術養生的跨域教學研究計畫──以「易經」為主題之創新課程 

本計畫是關於通識課程改革的研究，旨在瞭解《文化經典：易經》此門創新課程的實施

結果，以作為未來通識教育教學研究之參考。計畫內容詳見附件計畫摘要。 

 

進行方式：  

邀請您參與一對一訪談，地點為本校通識教育中心會議室，時間約為半小時，請您分享

有關《文化經典：易經》的修課心得。為了資料紀錄的正確性，訪談時將錄音。如果您

不願意錄音、不願某段發言錄音，或中途想停止，請隨時提出。 

 

參與風險與資料保存運用： 

錄音資料彙整為逐字稿後會再請您確認，我們會負起保密責任，未來研究成果不會呈現

您的真實姓名，亦會盡力避免他人從研究發表辨識出您。但在非預期情況下您的身份或

仍有可能受到揭露，請您慎重考慮是否接受訪談。 

錄音與逐字稿將妥善保存在王詩評老師的研究室裡設有密碼的硬碟或電腦裡，且於本研

究計畫執行日結束後三年刪除銷毀，並只使用在本研究。若您有興趣瞭解研究結果，可

提供您報告摘要。 

 

退出權益：  

過程中，若您感到不舒服，想要暫停或退出研究，我們會完全尊重您的意願。即便研究

結束，有任何問題，都歡迎聯絡我們。 

 

研究團隊：  

計畫主持人：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王詩評助理教授 

經費來源：教育部 

計畫聯絡人：王詩評，電話：0937718920，E-mail：spw0614@ntua.edu.tw 

 

研究參與者簽署欄： 

錄音：□同意-錄音 □不同意-錄音   

成果回饋：□無需 □研究完成請提供報告，寄至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研究團隊簽署欄： 

□本同意書一式兩份，將由雙方各自留存，以利日後聯繫 

計畫主持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mailto:spw0614@ntu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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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訪談同意書 

 

學生學習成效執性訪談 
 

時間：       地點：       訪談對象： 

 

一、上過這一門課，是否會增加你未來自學《易經》的興趣？為什麼？ 

 

 

 

二、這門課安排了許多團隊學習的活動，你喜歡這種學習模式嗎？團隊學習是否

能增加你的學習成效呢？ 

 

 

 

三、你喜歡這門課安排的藝術治療活動嗎？你在課程中學到了什麼？ 

 

 

 

四、你喜歡這門課的卜卦活動嗎？你在課程中學到了什麼？ 

 

 

 

五、上過這一門課，你對於「心靈養生」是否有不同的理解？你未來會透過課程

中的哪些學習收穫幫助自己呢？ 

 

 

 

六、這門課的內容，是否對於你未來的藝術創作有所幫助呢？ 

 

 

 

七、你對這門課還有哪些建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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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生作業──易經占卜與繪圖解卦 

 

Ａ同學作業：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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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同學作業：解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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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同學作業：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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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同學作業：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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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同學作業：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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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同學作業：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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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同學作業：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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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同學作業：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