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NUA 
BULLETIN 4版    

前言：邁入第二年的跨領域學習週，北藝大讓來自

不同系所的同學們利用2008關渡藝術節各項活動展
演期間，不僅可以親自參與活動，也可以選修平時無

法選擇的各學院專業課程，並體驗不同領域的新知。

配合活動的徵文比賽結果也於12月正式公佈，除了
要恭喜這些得獎同學們，同時也一起來分享這些同學

在跨領域學習週的學習心得⋯⋯

  
   【整理報導 資料來源/學務處課指組】97學年度的
跨領域學習週，除了關渡藝術節30餘場精彩展演活
動之外，課程的安排含括有音樂、美術、舞蹈、戲劇

等各種領域，如歌劇教學、版畫製作、名劇分析、舞

蹈律動、歷史紀錄片賞析等等，每天在各學院都推

出不同的課程，動靜態皆有，提供同學們多樣化的

選擇，這次的活動合計共開出96堂課(不包含展演活
動)。
就讀美術系大二的Lamier說到，「即使我的主軸

97學年度跨領域學習之學生徵文比賽優勝作品專題報導

是放在美術，但是也不代表我不能去接觸其他領域的

知識，更正確的說法是──我更該去接觸其他領域。

只為了美術而出現的創作，是表象而沒有深層意涵，

雖然說創作就是要將想法盡可能的單純化，然而，私

自以為夾帶他種寓意的創作而能深植記憶。」，就在

這次的跨領域學習週，他藉由這機緣發想許多，思考

各領域的相互結合，進而萌生靈感，他選修的課程有

馮翊綱教授的「世界相聲概論」，藉而學習流暢的口

條；劇設系練習服裝實作，音樂系小提琴課感受馬斯

奈《泰綺思冥想曲》的感動等。他談到，藉助跨領域

學習週的機會，也接觸到不同系所的同學，諸如傳音

系的學姊以及舞蹈系七年一貫的學弟妹，原來不論任

何系所的同學在本質上依舊無異─都是為了藝術為了

愛。

舞貫一的思溫雷格表示，「跨領域學習」顧名思義

就是要讓我們經由不同系所的課程學習，將我們的思

維和視野擴展到自己的專業領域之外。藝術的涵蓋範

圍非常廣大，我們甚至可以說，藝術是無所不在的，

【本報訊】共同學科於去年12月19日舉辦一場共同
科通識教育跨領域學習論壇「辛意雲老師「美」與

「學」的教學實踐」，邀請到辛老師任教於建國中學

與北藝大時教導過之學生，進行跨領域學習與全人開

展的經驗對話，及藝術人終身學習的美學展現。

這次論壇邀請到研考會江主委宜樺、國立清華大學

工學院院長賀陳弘教授、臺灣師範大學物理系張嘉泓

副教授、台積電文教基金會郭珊珊秘書長、中研院物

理研究所詹明宜教授擔任與談人，並有多位校友、在

校生及教職員等人參與活動。

江宜樺主委表示，整個通識教育所要培養的人格，

就是一個博雅、通達、雍容又平易近人(親切)的特
質。他認為，如果教育要成就怎麼樣的人格，應就是

如此之人格特質。他說到，於2002年至2006年在教
育部顧問室負責四年中綱計畫，與回到台大教務處服

務時，花了最多的心力就是在推廣通識教育。而所謂

的通識，就是創造出博雅的學習氣氛；而博雅的人格

是不斷地去接觸各種不同領域的事物，面對各種可能

性的時候，還保有著好奇心，願意打開眼睛去看、去

包容、去思考、去反省自己，尊重別人。他說明，通

識教育也就是透過學校的教學與課程的設計，讓學生

共同科通識教育跨領域學習論壇

「美」與「學」的教學實踐
們具有這樣的學習態度，至於課程的內容為何，反倒

是其次。

江主委提到，要將這種理念落實到現實，現今仍有

它實行上的困難。他解釋，有一個很大的癥結點，那

就是仍有很多人把通識教育理解為「專業學科教育以

外的教育」。然而，這樣的認知，只能稱之為跨領域

的教育學習，讓本來通識教育想要透過跨領域的學習

讓學生培養的博雅、通達的人格教育只能達到部分的

功效，卻不能落實與取代通識教育它真正的核心價值

與精神。他同時強調，帶領同學修習的老師，更需要

具備有專業素養的人格、與他內化後放大出來的知識

來教導學生。但就目前一般而言，所能做的只有課程

內容、領域劃分與學分上的設計規定之部分。

賀陳弘院長說到，通識教育是一所學校共同的核

心，以北藝大來說，五個學院的學生們，透過通識教

育將大家凝聚在一起。他並以漢寶德先生所寫的「藝

術教育救國論」來作比喻。他說到，藝術與專業是一

個國家社會可以提升的兩隻翅膀，創意這個東西往往

不是在單一的專業裡產生的，是要多重的交匯，就如

同有河川匯流的地方，生態往往都是最豐富的。

臺灣師範大學物理系張嘉泓副教授則以哈佛大學的

核心教育為例，它的宗旨就是希望使其學生們去”

Approach knowledge”，也就是說，希望學生可以
透過一些方法、動作，真正進入到學問裡頭，而通識

教育也就是如此。他認為，通識教育者更像是個表演

者，他可以深入每個人的心裡，跟所有的觀眾是有共

鳴的，且可以合而為一，他哭，你跟著哭；他笑，你

會跟著笑。那不僅是一種學問的傳達，也是一種震動

生命的感覺，這也是通識教育要達到的一個境界，讓

學生們可以真正地深入學問之內涵。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郭珊珊秘書長分享了透過辛意雲

老師所講解的「史記」、「莊子」、「論語」等經典

文學，提醒大家重視通識教育，也就是「全人教育」

的必要性。而所謂的「全人教育」，就是希望人可以

真正享有，有能力開發生命的喜樂，有跨領域學習的

能力，在文化藝術上有高度享受的能力，能夠保持有

彈性的態度，還有開放的心智，是可以享受快樂的

人。

中研院物理研究所詹明宜教授則解釋，透過經典文

學的傳播，可以讓人的腦細胞產生不同的變化；透過

聲音的傳遞，不僅可以獲得其中的知識，更可以感受

到書中人物的那份溫情與感動。

跨系所之共同創作 藝術領域多元學習
跨領域學習週 體驗繽紛多彩的藝術新知

而生活就是一種藝術，每個人的一生當中都充滿著藝

術。不管美術、舞蹈、音樂或戲劇，它們都是環環相

扣的，所以我們不僅要精進自己的專業，更要跨足其

他的領域，藉由不同領域的學習，讓自己成為一個全

方位的藝術家。

「跨越另一領域是多麼光榮的事，跳脫自身框架，

突然置身於山的另一側，如同探索一本新書，像一顆

閃耀的流星劃破長空。我想這就是跨領域學習活動的

目的吧，非閉門隱密在本科系的牢籠中探究鑽研，而

是打開天窗向外飛出，看看不同形式的藝術表現，看

看太陽系外耀眼的宇宙。」美術系二年級鄧欣榮這樣

說著，在創作遇到腸枯思竭，靈感全無時，新的刺激

就是靈感的泉源，不論是戲劇、舞蹈、音樂，抑或一

首好詩、一場很棒的演講。

每場跨領域學習課程對於同學不僅提供了跨界的專

業學習，更激發了他們對各種事物全新的體驗及認

知，而對於藝術人文的學習也跨進了另一個全新的旅

程。

左起：臺灣師範大學物理系張嘉泓副教授、國立清華大學
工學院院長賀陳弘教授、研考會江主委宜樺、台積電文教

基金會郭珊珊秘書長、中研院物理研究所詹明宜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