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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生死學 

1. 成果資料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108 學年度內涵服務學習課程成果表 

一、課程基本資訊 

課程名稱 生死學 辦理期別 □上學期 ■下學期 

開課單位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課程屬性 ■專業課程      □通識課程 

任課老師 蔡纓勳 系所/職稱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系主任 

開課年級 老服三 A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學分數/時數 2 學分/2 小時 人   數 

1.修課人數：合計 34 人 

（含男 2 人、女 32 人） 

2.校外服務人數：合計 34 人 

（含男 2 人、女 32 人） 

學期服務次數 
1.全班：合計 12 次 

2.個人：合計 12 次 
服務單位如何擇定 □學生  ■教師  □學校安排 

服務時數 每人 12 時 服務時段 ■課堂  □課餘時間 

二、課程符合通識中心核心能力之向度(請填寫百分比，總計 100%) 

 20 % G1 自我意識覺醒與自我反省能力   0 % G6 科技與科學素養 

  0 % G2 獨立思考與表達溝通思維  30 % G7 生命與社會人文關懷 

 20 % G3 品格道德與倫理價值陶冶  20 % G8 自然環境的關懷與感知 

  0 % G4 宏觀的國際視野與胸襟  10 % G9 跨界團隊合作學習能力 

  0 % G5 民主與多元文化的認同與尊重   0 % G10 美學與多元媒體涵養 

三、課程目標 

1. 認識生命價值。 

2. 培養樂齡關懷。 

3. 培育品格道德觀。 

4. 陶冶倫理文化。 

5. 培養服務學習精神。 

6. 開闊學習視野。 

四、課程內容 

本課程單元內涵以生死間課題為範圍，以生死之思惟與探究為核心，深化老服系學生之生命教育素養，尤其

是對臨終關懷，以誘導自發思考與對生命及死亡的內省，提升人文價值觀，擴展苦與樂之格局，由護身而提

升至護心之關懷。除提升自我價值之外，進一步發揮學校酵母精神，建立能關懷他人尤其是樂齡族的認知。

另外，本課程也設計多次校外服務體驗，讓學生培養力行與服務之精神。總之，能積極讓同學瞭解關懷與體

驗樂齡族生命之素養。 

五、教學策略 

1. PPT 講述個體生命價值觀等相關專題。 

2. 與台中醫院長照中心社工室一起合作學習，將生死課題融入樂齡教育。 

3. 建立實務與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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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各階段工作及各週流程 

準備 

1. 說明課程安排與

規劃 

2. 服務機構協調聯

繫 

3. 簽訂合作備忘錄 

4. 學生服務內容準

備 

5. 學生分組 

第 1 週：課程簡介服務學習的內涵、進行學生分組、與服務機構協調聯

繫方式。 

第 2 週： 

(1) 課前宣導、說明未來的服務規劃、注意事項。 

(2) 與合作機構簽訂合作備忘錄。 

(3) 學生在每次服務之前，必須把當次的活動內容及物品準備好，以達

到理論和實務結合的目標。 

服務 

1. 全班一同前往服

務 

2. 學生小組討論 

3. 問題解決 

第 3-13 週： 

(1) 全班於每周三一同前往台中醫院日照中心服務長者，與長者一同

進行健康促進活動，每位同學實際服務至少 12 次。 

(2) 服務內容：透過「我關懷什麼?」之課程，使學生在陪伴長輩活動

時能知道其服務意義。活動包含分享老照片、唱懷舊金曲、玩懷舊

大富翁、製作童玩、套圈圈、飛盤、紙陀螺、回憶相簿和進行趣味

遊戲競賽等，使長輩延緩失智失能，讓其生命能創造更多價值與意

義。 

(3) 學生在活動前一週，規劃與討論下一週的活動內容。另外，活動進

行後如有發現問題各組內部互相討論解決，必要時詢問老師。 

反省 

1. 撰寫反思心得 

2. 問卷回饋 

第 2-14 週： 

(1) 每週課程與服務結束後，學生書寫心得於學習手冊上。 

(2) 第 13 週引導學生思考服務的體會，並撰寫「國立台中科技大學內

涵服務學習課程期末反思問卷」、校外服務反思心得。 

慶賀 

1. 成果分享 

2. 頒發服務時數證

明 

第 14 週： 

(1) 長輩與同學圍成大圓，欣賞回顧影片。同學與長輩上台分享心得，

感謝彼此的陪伴，同時感謝日照中心主任與社工師的教導。 

(2) 台中醫院日照中心頒發服務時數證明給予每一位同學。 

七、合作機構 

機構名稱/聯絡人 台中醫院社工室蔡文菁 主任 

機構電話 04-22294411 

e-mail je****n0731@yahoo.com.tw 

機構地址 403 台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 199 號 

服務工作項目 

或內容 

陪老人桌遊、健康促進、延緩失智失能活動等。 

合作模式 

1. 課程相互融入。 

2. 理論與實務同步學習。 

3. 教室與境教的相互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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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服務進行方式 

本計畫以台中醫院社工室為主要合作服務機構。服務時間從 9 月 17 日起開始，到 12 月中結束。由老師與

台中醫院社工室協調地點提供，執行方式由台中醫院社工室視臨時培訓內容而定。執行次數一人以 12 小時

為原則。 

項目 日期 地點 內容 講師 時間 

課程說明會 108 年 9 月 17 日 R308 教室 
介紹生死學課程及代間服務的

內涵。 

蔡文菁 主任 

蔡纓勳 老師 
1 小時 

行前訓練 108 年 9 月 17 日 R308 教室 注意事項之宣導。 
蔡文菁 主任 

蔡纓勳 老師 
1 小時 

服務學習 

活動 

108 年 9 月 24 日

(第三週)至 12 月

10 日(第 14 週)的

每周二 

台中醫院日

照中心 

全班同學以分組方式進行，每

一位同學負責陪伴照顧一位長

輩。各組同學於活動前預備活

動與協助長輩們進行活動。 

葉宣翔 社工師 

蔡纓勳 老師 
12小時 

九、評量方式 

融入學期考試計分。 

十、服務效益 

1. 修課人數：34 人。（含男 2 人、女 32 人） 

2. 校外服務人數：34 人。（含男 2 人、女 32 人） 

3. 提供服務人次：34 人次。（含男 2 人、女 32 人） 

4. 接受服務人次：年齡層 70-85 歲；合計約 24 人。 

5. 影響效益︰培養理論與實務之結合，學習關懷技能、跟長輩互動、活躍老化的知識與經驗等。 

十一、延續性規劃及具體作法 

與台中醫院社工室結合，一週一小時，讓學生培養服務與學習精神，認識長照內涵，融入生命教育，未來可

以思考從事相關老人產業。本班學生三年級，未來仍可以申請下年度之服務學習內涵課程。 

十二、檢討與未來建議 

檢  討 

這次很高興，內涵服務學習課程，第一次融入台中醫院日照中心的服務學習，將課程與理論結

合，讓我們同學學習關懷老人家，學習跟老人互動，一方面服務，一方面學習。十幾堂課的活動

設計，各組分別規劃帶活動，又可以練習領導能力。生死學的單元，原本就有認識老死與臨終關

懷的單元，因為這樣的結合，同學可以先有服務體驗再來聽聽理論，非常好的一種學習過程。感

恩服務學習組的推動與贊助。 

未來建議 
希望未來能夠繼續支持，以不同課程來跟台中醫院日照中心合作，甚至變成一種常態性的協同教

學。 

十三、教師經驗分享 

生死學課程已經教了十幾年，也有多次融入服務學習。第一次跟芳鄰台中醫院日照中心合作，感謝社工室蔡

主任的協助與計畫。有些同學不甚了解而有諸多疑問，但多數學生是很高興有這樣的學習。日照中心的阿公

阿嬤也是很歡喜可以跟這些年輕的學生相處，像看到自己的孫子女一樣，生死學課程，一般會過於理論化，

有這樣的融入，可以避免過於嚴肅，對學生來說這是一種服務與學習相長的過程，非常好的服務學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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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心指導奶奶完成飛盤彩繪 飛盤比賽的長輩參賽者正在聽取規則說明 

  

同學配合長輩的步調，協助長輩丟飛盤得分 
邊玩自製大富翁，邊鼓勵奶奶唱歌， 

營造更多趣味及笑容 

  

同學與長輩一起製作這幾週下來的回憶相簿 
融入生命教育，認識長照內涵， 

製作的飛盤與相簿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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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反思心得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107學年度第 1 學期內涵服務學習課程反思心得 

課程名稱 老人照護及實驗 服務地點 麗安老人長期照顧中心 

系 級 護理三 3 姓 名 蔡○芷 

【What】服務學習期間，印象最深刻的是？(做了什麼？看見什麼？聽到什麼？) 

服務學習期間，令我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送生命故事書給阿公時，阿公的反應與回饋。歷經長

時間的小書製作，努力多時，只希望收到小書的長輩們能夠很開心。 

在送給阿公我們製作的生命故事書時，起初我們逐頁與阿公講解每頁的構想及插圖意涵，但阿

公臉上並沒有太多表情，當下內心有點小灰心，心想阿公是不是不太滿意成品，但在講解完後，阿

公很認真的逐頁欣賞，每一頁都花了一陣子閱讀，並反覆摸著書上的小插圖，也開始和我們有了互

動；這才恍然大悟，原來一開始講解時，阿公其實是很認真的在聽，在他自己翻閱的那次，由他逐

漸露出笑顏中，印證了他很喜歡及肯定了我們的作品，認為我們很用心，且看見我們所做的插圖，

也勾起阿公內心的過往記憶，阿公也都很樂意跟我們分享生活點滴。 

很謝謝阿公在這兩次見面時，都很熱情參與我們的訪談及分享，也給予我們的成品一百分的肯

定。 

【So What】服務學習期間，學習到什麼？（成長、益處、收穫） 

這是我第一次為一個僅僅見面一次的長輩做生命故事書，因為我本身台語不好，無法全程用台

語與長輩溝通的，在配對長者時，我們很幸運被分配到一個國語講得很好的阿公，當時鬆了一口氣，

但因為阿公年齡較長，聊天時，有許多詞語是不太清楚的，因此我們在蒐集資料上較為困難；過程

中，我們在聽完後，再次重述阿公所表達的，當我們理解有誤時，阿公也會再重複表達一次，但有

的訪談資料我們在拼湊後仍無法確定，因此只能以僅有的少量資訊，完成這本生命故事小書。我們

擔心呈現的並不是阿公所想的，因此我們決定擷取一些較正向且確定的資料，在組員間的互相確認

中，將阿公所說的內容盡量統整，配合插畫來呈現阿公與我們分享的瑣事。過程中，機構護理長也

有參與一小段我們與阿公的對話，她也盡力幫我們獲取較確定的資訊，也從護理長身上學習到一些

與長輩溝通的技巧。 

【Now What】服務學習期間，發覺自己有什麼改變？(對自我、社會、人事物的看法) 

透過服務學習，可以感受到，在機構的阿公阿嬤看到我們一群小朋友來訪時，臉上都出現了笑

容，我們的到來，或許帶給他們一些與機構日常生活不一樣的小插曲，雖然時間短暫，但能感覺得

出來長輩們是需要陪伴的，在初次見面時，原本擔心自己不會與長輩相處，但阿公熱情的招呼及臉

上慈祥的笑容，讓我們彼此敞開心胸，好似交新朋友般的聊天，也了解到阿公的人生趣事。 

因就讀大學離開原本從小生活的城市，獨自到外縣市讀書，在家的頻率與以前相比是少之又少，

以前高中時，總想著要跑到外縣市升學，遠離父母的管教；但離家後久而久之，也會想起以前父母

的耳提面命及日日的叮囑，在服務學習後，也覺得自己應該要多多陪伴父母，少讓他們牽掛擔心，

在訪談中阿公說到他最驕傲的就是兒女各自的成就，也讓我不禁想想，將來畢業出社會後的自己，

能否也成為父母掛在嘴邊與人分享的驕傲，現在的自己，又或許太過散漫不努力，與母親同為護理

人，在將來，我也希望我能如她照顧我們三個小孩般，照顧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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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問卷統計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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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合作機構問卷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服務與學習」課程合作單位調查問卷 

各位親愛合作夥伴您好： 

    感謝貴單位配合本校「服務與學習」課程，提供一個服務場域讓學生學習，本課程是結合「服

務」與「學習」的一種教學法，臺中科技大學為了使服務學習在本校深化紮根，希望透過此問卷

調查讓我們了解同學在修課服務過程中有那些需要再努力加強，以作為未來本校服務學習課程改

善之重要參考，進而可提升學生服務學習態度。您的意見對本校服務與學習課程未來推展相當重

要，煩請費神填答，俾使我們能得到最正確之資料，並使之成為課程規劃與修正之依據。  

服務學習輔導組  敬上 

問卷調查的回答將使本課程規劃更完美。若您覺得題目內容非常符合您個人的想法或行為，

在「非常同意」的方格中打「ˇ」，若是大部分符合，在「同意」的方格中打「ˇ」，依次類

推。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沒

意

見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您認為本校服務同學態度親切和藹  □ □ □ □ 

2.您認為本校服務同學服裝儀容合宜  □ □ □ □ 

3.本校服務同學對於服務時氣氛營造的能力是良好的。 □  □ □ □ 

4.您認為本校學生人際關係與互動能力是良好的。  □  □ □ □ 

5.您認為本校服務同學同理心思考問題並能獨立地處理突發狀況。 □  □ □ □ 

6.您認為本校服務同學具有良好的應變能力。  □  □ □ □ 

7.您認為本校服務同學語言溝通表達能力是良好的。 □  □ □ □ 

8.您認為本校服務同學表現具有專業素養  □ □ □ □ 

9.您認為本校的同學服務態度是積極的。  □ □ □ □ 

10.您認為本校服務的同學是守時的。  □ □ □ □ 

11.您認為本校服務的同學具有團隊合作的精神。  □ □ □ □ 

12.您認為本校的同學服務時很有耐心。  □ □ □ □ 

13.您認為本校服務的同學能獨立完成您賦予的任務。 □  □ □ □ 

14 您認為本校服務的同學對您交代的事情會產生抱怨  □ □ □  □ 

15.您認為本校服務的同學能服從他人之領導並持正向態度全力配合。 □  □ □ □ 

16.您認為學校提供人力與知識資源服務社會是必要的、  □ □ □ □ 

17.您認為機構能提供本校學生服務的機會是有意義的。  □ □ □ □ 

18.您認為本校所提供相關專業知識的服務對機構是有幫助的。   □ □ □ □ 

19.您覺得對於表現好的服務同學應給予獎勵。  □ □ □ □ 

20.本次服務課程結束後願意與本校繼續合作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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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成果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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