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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成員 

姓名 系所 職稱 

姜定宇 中正大學心理學系 教授 

李季湜 中正大學心理學系 教授 

許功餘 中正大學心理學系 教授 

陳欣進 中正大學心理學系 副教授 

鄧閔鴻 中正大學心理學系 副教授 

藤原健 中正大學心理學系 助理教授 

探討問題 

 

心理學作為基礎科學的重要一環，含跨自然與社會科學領域，包括以自然科學

為主，有生理心理學、知覺心理學、認知心理學、及臨床神經心理學；以社會科

學為主，有社會心理學、性格心理學、發展心理學、變態心理學、及健康心理學

等。而現今心理學的知識，已滲透現今生活的各個層面，舉凡個人福祉、產品設

計、商業活動、組織運作、休閒育樂、以及公共政策等各面向，都有心理學的研

究與應用，均扮演著重要的關鍵地位。 

 

而傳統普通心理學課程中的許多內容，與各個專業課程有相當高的重疊性，如

知覺心理學、性格心理學、變態心理學…等。因此現行的課程設計，無法配合學

生學習習慣的改變與學制的調整，強調學生的自我學習、文獻閱讀、或是實作與

實驗。 

 

為提升學生學習效益以及教師授課與課程設計之能力，透過教師社群辦理講座

研習以及討論課程規畫，嘗試將普通心理學分成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分開學期

授課，並以教師之專長為單位編排課程。此外，也鼓勵將閱讀、實作、實驗、專

題演講等納入課程，強調學生自我學習、文獻閱讀、實作與實驗。藉此配合學生

學習習慣與學制的調整，重構與精進普通心理學課程的內容設計。 

 

執行成果 

一、 簡要敘述社群活動成果 
 

本學期共辦理七場演講，透過邀請多位不同心理學相關領域之實務工作者進行

演講，分享如何結合心理學與其他專業領域的知識與能力，提升普通心理學修

課學生對心理學應用的認識與想像，強化普通心理學中與各個專業課程（如：生

理心理學、知覺心理學、變態心理學……等）的連結，促使學生自我學習與思考

心理學的實作與應用。此外，也透過專業領域工作者的分享，引發教師社群成員

對於課程設計的想法與討論，精進教師在普通心理學課程的規劃與授課能力。 



執行成果 

 

七場演講包括： 

1. 日期：2022/10/21   講師：駱郁芬 

講題：心理治療所開業分享 — 中正臨床所畢業後的臨床實務甘苦談 

2. 日期：2022/10/26   講師：黃田穎   

講題：高中老師不是夢 — 我在中正心理的 2000 多個日子 

3. 日期：2022/10/27   講師：周璟言、紀慧菁 

講題：心理治療所開業分享 — 中正臨床所畢業後的臨床實務甘苦談 

4. 日期：2022/11/09   講師：楊子雲   

講題：當密室逃脫遇上心理學家—心理學應用的無限可能 

5. 日期：2022/11/16   講師：林書廷   

講題：當心理學遇上桌遊—心理學應用的無限可能 

6. 日期：2022/11/18   講師：中正大學運競系主任李淑芳教授   

講題：運動心理技巧—健身運動、健康促進與成功人生的應用 

7. 日期：2022/11/23   講師：日本龍谷大學社會學部津島昌弘教授 

講題：犯罪學應用在國際社會之發展與未來展望 

 

二、整體活動執行成果效益 

1. 請具體敍述社群活動成果如何改善、解決學習品保或 EMI 教學問題，以達成社

群目標（即社群成果之應用價值）。 

 
本學期普通心理學課程採三位教師共同授課的方式進行，教師將自己的專業領

域知識融入普通心理學課程，並增加心理學相關議題與應用層面的討論，以及

參觀實驗室、瞭解各位心理系教師的研究專長，引領修課學生連結實務應用與

普通心理學所學之內容，或是強化學生對心理學各專業領域的認識與瞭解，引

發學生的主動學習、積極探索。 

 

除了與系上教師專業領域的連結，教師社群成員更邀請多位來自各方與心理學

相關的工作者，在課外或課堂中演講，不僅增加學生接觸到心理學應用方面工

作者的機會，激發學生對於心理學應用的好奇心與延伸思考，也讓教師社群成

員在普通心理學的課程設計與安排上有更多想法，促使授課教師共同討論課程

可以如何精進，以符合修課學生之需求、引發學生在學期間主動思索所學對未

來職涯之幫助，協助其學習效果與自我探索。 

 

課程相關講座包含了邀請本校臨床心理所畢業之校友，分享擔任臨床心理師的

工作與開設心理治療所之經歷，提供對臨床有興趣之學生增進知能的努力方向，

提示臨床心理所研究生未來職涯可能面對到的問題與應對方式，提升教師對於

創立心理治療所所需之準備的知識；邀請任職於心理相關領域的本系畢業校友，

分享成為中學教師的課程修習與能力培養、心理背景所帶來之影響，或是應用

心理學知識於寓教於樂經驗談，激發學生與教師對心理學應用的多種想像，使

未來課程編排更加豐富、有趣且有助於學生思考與安排將來職涯發展；邀請其

他心理學相關領域之專業教師，講解日本犯罪學研究與實務應用的現狀，或是

分享從運動與體育跨足至心理學的歷程以及能夠促進身心健康的策略，提供學

生潛在的跨領域學習與發展方向，也提升教師的專業知識、增加跨領域對談之

機會。 

 

透過計畫補助，本系普通心理學(一)的三位教師成立教師社群，透過社群討論、

研習演講、透過回饋修改課程安排等方式，提升本系教師在普通心理學課程在

規劃及授課上，更能導入能時直提升學習效能的創新、創意教學方式。藉由社群



討論與精進，本系教師能有意義的重構普通心理學課程規劃與設計，使教學更

具教學成效，並能提高學生學習效益，亦更符合當前社會對心理學的需求。 

 
2. 社群活動成果產生之影響。 

 

透過不同心理學領域之專業教師進行普通心理學的教學，和能引發學生思考與

主動探索的作業與課程設計、實驗室參觀，以及藉由演講與工作坊的舉辦，融入

心理學應用之經驗分享與跨領域知識的介紹，不僅提升普通心理學修課學生的

心理學知識，明確認識心理學各領域的研究與工作樣貌，更拓展他們對心理學

原本的想像，並且開始思考心理學學習可以帶來的優勢或是跨領域應用之可能

性。由各場活動的回饋表單可知，學生增進對心理學應用於特定領域的認識，發

現許多過去未曾想到的可能性，感到有趣且有興趣探索更多。此外，教師社群成

員也在多次的講座活動中吸取多元的經驗與知識，引發課程設計與安排上的想

法，提升普通心理學課程規劃與教學之能力，並一同討論普通心理學課程還可

以精進與改進的方向與策略。 

 
3. 社群活動成果如何有效推廣。 

 
由於社會變化快速，相應的社會需求也已經不同，心理系各項課程的設計與規

劃也應與時俱進，僅可能配合社會脈動加以調整。「普通心理學（一）重構計畫」

教師社群的執行成果，不僅能提供本系普通心理學（二）之授教師在課程設計與

規劃安排上的參考，也能提供心理系教師在設計與規劃課程時之參考。面對社

會需求挑戰而需積極調整的課程並不侷限於本系，相信「普通心理學（一）重構

計畫」教師社群的執行經驗，也能提供有此需求的各系課程作為參考。 

 
4. 請就執行成果是否達成預期目標作綜合評估。 

 

藉由「普通心理學（一）重構計畫」教師社群的設置，集結心理系各領域專長的

教師，共同開設普通心理學（一）課程。在多場講習活動以及後續的社群討論

中，社群成員老師相互討論、激盪想法，針對過去普通心理學課程無法提昇學生

深入學習心理學核心知識的動機，以及無法將心理學知識與社會需求接軌等問

題，提出教學安排與課程設計上的可行改善方案。藉由「普通心理學（一）重構

計畫」教師社群計畫的執行，普通心理學課程能有效導入創新、創意教學方式，

並重構普通心理學課程規劃與設計，使教學更具成效，提昇學生深入學習心理

學核心知識的動機，亦讓課程設計更符合當前社會對心理學的需求，執行成果

有效達成預期目標。 

 

檢討與建議 

 

藉由「普通心理學（一）重構計畫」教師社群計畫的執行，使得普通心理學課程

能有效重構課程規劃與設計，提昇學生深入學習心理學核心知識的動機，亦使

得普通心理學課程內容更符合當前社會對心理學的需求。然而因為計畫通知可

執行的時程較為短促，且在學期仍有一個月時就得關帳，使得所有演講安排與

社群互動都壓縮在兩個月的時間就得完成，顯得時程較不充裕與急促，建議未

來能有較寬裕的執行期程，以提升計畫執行的效能。此外，未來計畫可以考慮邀

請更多元的跨領域人才來校分享經驗，有助於進一步開拓教師設計課程的視野。 

 

成果照片或 

其他附件 

註：活動成果照片請另行提供原始檔。 

※申請人應於計畫結案時(111年 12月 31日前)繳交成果報告教學發展中心，篇幅以 A4三頁為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