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5 

 

（三）教案或教學模組 

陪伴生活工作坊 

 理念設計 

哲學家海德格說「人是走向死亡的存有者」。若能正視死亡並健康解讀死亡之必 

然，有助於我們更珍惜生命、更認真對待人生。本季工作坊將以「生命」為主題， 藉

由情境營造、影片欣賞和寫作活動等設計，促進個人看見自己在團隊（各種意義上）

中的存在，以及在社會服務中的位置與意義─從「依附帶領的合作服務」昇化為「自

主發想的奉獻行動」。未來能持續散發內在熱能，捲動更多社區人，服務更多需求

者，並促進個人看見自己在（各種意義上）的存在，希望能夠建立面對死亡正向、

健康和正確的態度，因大多數的人在面對未知的事物都會感到陌生及害怕。但其實

面對死亡是可以學習，透過學習可以讓離開的人走得心安，而留下來的人在將來回

想最後這段時光也會產生正面能量，讓自己活的更好及正向面對死亡的畏懼。 

 教材分析 

課程進行以播放紀錄片的方式分別為安寧照顧基金會、佛教蓮花基金會出版、廣電

基金會、康泰醫療基金會的紀錄片引導學員分享自己個人的生命經驗。課程進行中

周淑美老師透過紀錄片，闡述生命的價值，引導學員更深入思考生命的意義，並用

不同的角度看待生命。 

1. 教學模組設計架構 

主題：陪伴生活工作坊 

目標：透過「陪伴生活坊」的「培力模式」循環發展，帶給更多社區婦女自主成長

的管道及提供服務的舞台。並讓更多的高齡長者在課堂上瞭解生命的自然定

律。此外也希望形成社區健康照護資源整合平台，強化社區行動力，預期未

來的區域文化中，北投是「健康」的標榜。 

主題列舉：看見自然律－人生四季、死亡面面觀－生死事大、生命的尊嚴－安寧療

護、永遠的懷念－悲傷釋放、勇敢的抉擇－死而安樂、愛的延長線－預立

遺囑 

課堂方式：每週一次室內課 

教學資源：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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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學目標(說明能力指標) 

工作坊將以「生命」為主題， 藉由情境營造、影片欣賞和寫作活動等設計，促進個

人看見自己在團隊（各種意義上）中的存在，以及在社會服務中的位置與意義─從

「依附帶領的合作服務」昇化為「自主發想的奉獻行動」，並以正視死亡並健康解讀

死亡之必然，有助於珍惜生命、更認真對待人生。未來能持續散發內在熱能，捲動

更多社區人，服務更多需求者。 

3. 教學對象 

教學對象為「向日葵」志工媽媽及「陪伴生活坊」和社區長輩，年齡層介於 50-89 歲

之間。 

4. 教學時間 

自民國 102 年 9 月 17 日到民國 102 年 12 月 17 日，共 6 週 12 小時（每週 2 小時） 

5. 教學內容設計(各主題教學內容陳述) 

單元名稱 看見自然律一人生四季 

學年 102 學年 學期 第二學期 

教學科目/領域 生命教育 設計者 周淑美 

教學地點 凱達格蘭文化館 教學時數 2 小時 

教材來源 生命之歌 DVD，安寧照顧基金會出版 

教學歩驟 1. 敲磬 

2. 請參與者分享上週狀態 

3. 看紀錄片-生命之歌 DVD 

4. 講解紀錄片內容 

5. 請現場人員回饋 

教學目標 正視生命實相（生老病死的自然流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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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 死亡面面觀一生死事大 

學年 102 學年 學期 第二學期 

教學科目/領域 生命教育 設計者 周淑美 

教學地點 凱達格蘭文化館 教學時數 2 小時 

教材來源 人生四道 DVD，佛教蓮花基金會 

教學歩驟 1. 敲磬 

2. 請參與者分享上週狀態 

3. 看紀錄片-人生四道 DVD 

4. 講解紀錄片內容 

5. 請現場人員回饋 

教學目標 建構、面對死亡的正向態度（從生存法則到生命法則） 

 

單元名稱 生命的尊嚴一安寧療䕶 

學年 102 學年 學期 第二學期 

教學科目/領域 生命教育 設計者 周淑美 

教學地點 凱達格蘭文化館 教學時數 2 小時 

教材來源 安寧療護記綠片，廣電基金會，安寧照顧基金會出版 

教學歩驟 1. 敲磬 

2. 請參與者分享上週狀態 

3. 看紀錄片-安寧療護記綠片 

4. 講解紀錄片內容 

5. 請現場人員回饋 

教學目標 把握生命末期的黃金時段（學習彰顯生命的價值與意義） 

 

單元名稱 永遠的懷念一一悲傷釋放 

學年 102 學年 學期 第二學期 

教學科目/領域 生命教育 設計者 周淑美 

教學地點 凱達格蘭文化館 教學時數 2 小時 

教材來源 哀傷輔導紀錄片，廣電基金會出版 

教學歩驟 1. 敲磬 

2. 請參與者分享上週狀態 

3. 看紀錄片-哀傷輔導紀錄片 

4. 講解紀錄片內容 

5. 請現場人員回饋 

教學目標 喪親的調適與療育過程（再度從愛出發） 

 

單元名稱 愛的延長線一一預立遺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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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 102 學年 學期 第二學期 

教學科目/領域 生命教育 設計者 周淑美 

教學地點 凱達格蘭文化館 教學時數 2 小時 

教材來源 個案記錄片「情書遺書」「生命紀念冊」，廣電基金會、康泰醫

療基金會出版 

教學歩驟 1. 敲磬 

2. 請參與者分享上週狀態 

3. 看紀錄片-個案記錄片「情書遺書」「生命紀念冊」 

4. 講解紀錄片內容 

5. 請現場人員回饋 

教學目標 預立遺囑的意涵（重要性和必要性，含範例和書寫練習） 

 

單元名稱 勇敢的抉擇一一死而安樂 

學年 102 學年 學期 第二學期 

教學科目/領域 生命教育 設計者 周淑美 

教學地點 凱達格蘭文化館 教學時數 2 小時 

教材來源 黑澤明「夢」影片之 7「水車村的快樂喪禮」 

教學歩驟 1. 敲磬 

2. 請參與者分享上週狀態 

3. 看紀錄片-黑澤明「夢」影片之 7「水車村的快樂喪禮」 

4. 講解紀錄片內容 

5. 請現場人員回饋 

教學目標 預立遺囑的意涵（重要性和必要性，含範例和書寫練習） 

 

6. 教學省思 

看到長者在課堂上面對生死議題的探討，都很投入及能面對，在其中有一堂課程是討論

預立遺囑，看到長者不但不忌諱這議題的討論，並且還做筆記及在課堂上詢問問題。而

這些長者的內心開放程度，也是課程規劃上期待看到的成果。此外透過「陪伴生活坊」

以合唱、生活陪伴及生命經驗的探索等方式捲動北投婦女的社區參與，並藉由「從被陪

伴到陪伴」的培力機制，培育許多社區師資和志工。並藉由合唱、肢體伸展的帶領，拉

近社區的疏離及淡漠。我們希望由「陪伴」創造「陪伴」，以此模式擴大健康服務的質

量與範圍，使更多社區居民健康受益。 

中水回收系統建構工作坊 

 設計理念 

一. 行政院已通過《國家氣候變遷調適綱領》，以期降低台灣面臨極端氣候下

所造成的衝擊；在該綱領中，官方除彙整國內相關學者提出台灣氣候變

遷現狀與未來預估外，更就災害、維生基礎設施、水資源、土地使用、

海岸、能源供給及產業、農業生產及生物多樣性與健康等八大調適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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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各領域所受氣候變遷的衝擊與挑戰。 

就水資源的方面，由於暖化現象導致降雨型態及水文特性的改變，並直

接影響灌溉需水量、生活及產業用水量，使得水資源調度困難，平時我

們認為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水資源，卻出現了缺水的警訊，缺水危機

日益嚴重，水資源分配將更不均，尤其是在未來暴雨性及區域性的降雨

分布將越加的顯著，水的儲存只會顯得越加的珍貴，水資源的再利用更

是需要共同面對的課題。 

二. 本計畫將以環境資訊中心(TEIA)2013 年 3 月 23 日報導的以色列中水回收

系統為範本，以「生態工法的中水回收系統」為主軸，利用原生植物植

栽及石礫的自然淨化能力，將廢水淨化後，再接管進行後續澆灌系統的

建置。 

三. 本校目前在協辦學校的支持下擁有一棟可自由運用的校舍，我們將善用

這項優勢，將中水回收系統建立，在未來作為推廣社區大樓的參考範本，

完成一個可複製之施作方案。 

 教材分析 

全球氣候變遷是全體人類的課題，世界各國及國內外專家學者更是積極

地探究及蒐集氣候觀測資料及可調式的方式，藉由 IPCC AR5、TCCIP、NCDR

資料、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地方氣候變遷調適策略計畫等網路資源，

以及專家們的經驗分享，未來可具體幫助學員在未來實作上有清楚的概念與

建構。 

 教學模組設計架構 

以氣候變遷調適為教學主題網絡，教學時講師在該課程主題下提供背景

知識，從中瞭解台灣在全球氣候變遷下，即將面臨的課題與未來可能的遭遇，

以系統建構課程為實作基底，透過漸進式的教學，將中水回收系統建構計畫

概念帶入，讓學員們擁有完備的知識後，配合系統建構課程，在未來更能身

體力行。

 
 教學對象 

北投地區民眾，包括：以社區大樓委員會為優先邀請對象、社區民眾、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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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員。 

 教學時間 

自民國 102 年 10 月至民國 103 年 1 月，共 17 週，68 小時(每週最多 9 小時) 

 教學模組課程架構 

一. 課程架構與重點： 

1. 主題：氣候變遷社區調適型中水回收系統建構計畫 

2. 目標：認識全球氣候變遷課題，讓在地社區民眾瞭解全球氣候變遷

下的影響及台灣所面臨的問題，能思考在地民眾及個人未來

可行動的調適方法。 

3. 小主題列舉：認識全球氣候變遷總論、生態工程之規劃與案例、水

資源再利用之方法、極端氣候下國土規劃問題、在地

問題盤點、中水回收系統硬體建物施作、工程計畫說

明、生態植栽 

4. 課堂方式：前 7 週，每週一次室內課程，後 10 週安排 6 次實作課程，

其餘室內課程。 

二. 各主題教學內容： 

1. 單元設計 

單元名稱 氣候變遷總論介紹 

教學者 各專家學者 教學時數 3 小時 

教學場域 室內教室 教學對象 學員/社區民眾 

教材來源 各專家學者準備之簡報檔 

教學方式 講座、對話 

教學目標 讓學員在實作前有氣候變遷概念與相關認知 

教學步驟 開始 

1. 全球氣候變遷提要 

主幹 

1. 氣候變遷總論介紹 

2. 生態工程規劃 

3. 水回收案例介紹 

4. 國土規劃問題 

結束 

1. 互動討論 

 

單元名稱 氣候變遷下我們的未來 

教學者 陳彥良 教學時數 2 小時 

教學場域 室內教室 教學對象 學員/社區民眾 

教材來源 IPCC AR5、TCCIP、NCDR 資料、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地方氣

候變遷調適策略計畫 

教學方式 室內課程、講座、對話、分享 

教學目標 讓學員持續支持減緩作為，並且開始聚焦調適 

教學步驟 開始 

1. 氣候變遷議題認知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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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氣候變遷的議題界定 

3. 氣候變遷近年各國做的努力 

主幹 

1. 氣候變遷對我們的影響? 

2. 我們可以為氣候變遷做些甚麼? 

3. 外國怎麼面對氣候變遷? 

結束 

1. 聽起來氣候變遷似乎很複雜，個人如何因應? 

2. 互動討論 

 

單元名稱 中水回收再利用硬體實作 

教學者 唐坤正 教學時數 36 小時 

教學場域 校區 教學對象 學員/社區民眾 

教材來源 以環境資訊中心(TEIA)2013年 3月23日報導的以色列中水回收系統為範

本 

教學方式 室內課程、實作課程、體驗活動、對話、分享 

教學目標 中水回收系統硬體建物的完成 

教學步驟 開始 

1. 學員的介紹與參與理念 

2. 硬體建物的建構設計 

3. 工具及工作分配協調與注意安全事項 

主幹 

1. 整地開路及水池打底工程 

2. 疊磚完成及水池內部細作工程 

3. 廢水管的接配工程 

結束 

1. 廢水的流放施作 

2. 實際運作過程的觀察 

3. 檢討及改進的商討 

 

 

單元名稱 原生植物在中水回收及校園景觀的應用 

教學者 陳世揚 教學時數 14 小時 

教學場域 校區 教學對象 學員/社區民眾 

教材來源 講師準備之簡報檔 

教學方式 室內課程、實作課程、體驗活動、對話、分享 

教學目標 利用生態系統將水淨化再利用 

教學步驟 開始 

1. 照片教學 

2. 分析解說 

3. 室內討論 

主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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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生植物的認識 

2. 覆土 

3. 實際種植 

結束 

1. 檢討與改善 

2. 監測與討論 
 

 

（四）學習日誌 

從生活中實踐民主的學校 

臺北市北投社大校長 謝國清 

『民主』看似是個人與政府間的關係，但一個人如果不能從自我認知開始，進而感

知到對自己生活的自主性，並提出自我看法，則民主往往只會發生在政治選舉中，或者

將『自由』與『民主』混為一談，並扭曲成為民粹，因此，雖然號稱是民主國家，卻無

法真正落實民主精神，把生活自主權讓給政府或政客決定，進而阻礙了面對未來所應該

具有的創新思維，因此，要落實民主，勢必得從平時的生活情境開始，累積各種自主生

活的成功經驗，民主自然水到渠成。 

社區大學創立之初，提出『知識解放』與『促進公民社會』兩大訴求，以進行新一

輪的社會改革，其中『促進公民社會』無疑是深化台灣民主的代名詞。在『學校在窗外』

一書中，黃武雄老師指出台灣解嚴以來，沒有經歷社會重建，使人在重建中看到參與社

會的力量；他又指出台灣解嚴之初，許多人在談台灣新文化，而他認為台灣新文化的發

展基礎，經線為『參與』，也就是讓人參與公共事務，參與公共政策，緯線則為『學習

與思辨』，讓人重新認識世界，思辨人存在的價值；他說參與使人激發再學習的動機，

啟動價值的思辨，而學習與思辨則會提高參與的品質，所以參與與學習將激盪出新文化

的活力。 

事實上，參與、學習與思辨正是社區大學辦學的靈魂，也是促進公民社會的鐵三角，

然而即使已經超過十五年，社區大學的辦學大多數還是以學習為主，不僅缺乏思辨，更

難有參與的機會，當然不能說社區大學十五年來在這個方面沒有進展，事實上有許多社

大非常積極的創造參與、學習與思辨的機會，也達成一定程度的成果，但相較於目前社

區大學的規模，成功的比例確實不高，究其原因，經常是因為把『參與』及『學習與思

辨』分開來看待，另一個原因是，『參與』的標的往往陳義過高，以致無法累積成功的

經驗與自信，因此，如果能緊密結合『參與』及『學習與思辨』，並設計一些簡單的參

與模式，特別是尋求一些與生活息息相關並能引起共鳴的議題，以建構成功的參與經

驗，則將有機會激盪出新文化的活力，進而提昇參與公共事務及政策的信心。 

北投社大自創立以來，即積極落實促進公民社會的辦學理念，除了關心社區及社會

的公共議題外，在校內更積極實踐由老師、學員及社區等代表共同參與各式校務，因此，

校務會議、課程審查會、課程發展會或其他許多會議的委員組成皆包含講師、學員及社

區代表，如同許多研究指出北投社大正朝向民主學校的發展，然而不論這些機制多麼成

功，透過點狀式專案或會議所能影響的廣度與深度皆有所不足；而自民國 98 年起北投

社大擁有一棟五層樓的獨立教學大樓，當時即思考應該藉此發展學校特色，然而何謂『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