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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入初冬，在日本關東的羽田機場，只見一

群來自臺灣的學生隊伍，男女生皆打著領

帶穿上整齊的外套，各各氣質脫俗，不僅安安靜

靜地整理好隊伍，連行李箱也排列整齊，這時，

一位日本海關官員快步走來，透過翻譯表明，即

將給這個團體禮遇通關！

同樣場景也出現在馬來西亞四季皆夏的吉隆坡

國際機場，只是不同師長帶著不同的學生與樂

器，正準備利用暑假在馬來西亞進行音樂志工文

化交流活動，他們整齊的制服，優雅的步伐，讓

旁邊一群來自中東的遊客停下腳步，紛紛拿起手

機拍攝。不管是國內外那個機場，這個隊伍彷彿

是移動中的風景，總是吸引國外旅客駐足觀看，原

來這隊伍是來自臺灣後山的慈濟大學附屬高中（簡

稱慈大附中）。這素雅的師生制服是經過名家設計

的，設計的原意是在青山藍天的照映下，可以呈現

著學習者內心的謙卑質樸，以及教育工作者靜定

誠摯的態度，總體而言，是想藉由衣服的顏色與

線條與穿著者的身形，展現出人文素養的美感。

前言：移動的風景

當移動的風景來到異國的舞台，不管是面對一

千八百名觀眾的大舞台，或是不及數百人的學校

禮堂，都因為學生們演奏時的專注凝神、產生的

旋律扣人心弦，當最後的音節在空中停止時，全

場觀眾無不忘情地佇立於座位，而忘了音樂會已

經結束！到底是什麼素養，讓這群到國高中階段

才接觸國樂或管弦樂樂器的孩子，可以透過音樂

的展演與台下的觀眾心靈交會呢？是什麼內在的

因素讓現場觀眾透過聽覺與視覺與這群學生進行

生命層次的交流呢？是他們的音樂造詣高？演奏

技巧純熟？還是，他們平日積累的人文藝術素

養，自然而然地在不同的情境展現出來。

這些人文藝術素養是與生俱來的嗎？還是後天

培育呢？會因為民族性或國情不同而有差異嗎？

在臺灣這波教育改革的轉輪中，新課綱的規劃實

施，人文藝術與美感教育又居於何地位？

在60年代70年代倡導開放教育非常著名的

A. S. Neill（1883-1973）在其名著《夏山學校》

（Summerhill）一書中，曾提出他對大學生的觀察

是：徒具滿腹無用知識，能言善道，但是對生命

卻和嬰兒一樣無知。他認為造成這種現象，就是

教育只教導他們認知（to know），而不允許他們

去感覺（to feel）。很顯然地，Neill認為豐富的感覺

是認識生命的核心元素（林逢祺，2015），美感教

育屬於情意教育，必須透過感覺讓學生產生美的

感受，進而產生生命的覺知，提升心靈層次，以

人文素養作為學校特色的慈大附中，如何提供學

▌文／李玲惠･慈濟大學附屬高中校長

移動的風景──慈大附中如何
培育人文藝術美感素養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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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美感經驗，進而孕育出人文藝術的涵養，以及

身為新課綱前導學校的慈大附中，又是如何運用

新課綱的推動，讓此一學校特色可以永續發展！

新課綱核心素養中的藝術與美感素養

2014年 8月1日全面實施的「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其課程發展是為符合未來人才培育之需

求，持續強化中小學課程之連貫與統整，本於全

人教育之精神，以「自發」、「互動」、「共好」

為理念，以開展生命主體為起點，期望培養出具

有社會適應力與應變力的終身教育學習者。為落

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的理念與目標，新課

綱以「核心素養」做為課程發展之主軸，關注學

習與生活的結合，強調培養出以人為本的終身學

者，在總綱中清楚羅列出三大面向九大項目的核

心素養（以下簡稱三面九項）：「身心素質與自

我精進」、「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規劃執

行與創新應變」、「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科

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人際關係與團隊合

作」、「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依此作為培育

學生成為具備適應未來世界變化的各種能力，且

能均衡發展的重要依循。

課程綱要的總綱中，此三面九項的核心素養依

學生個體的身心發展狀況，各階段訂有不同核心

素養之具體內容，「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此核

心素養亦不例外，其具體內涵：具備藝術感知、

創作與鑑賞能力，體會藝術文化之美，透過生活

美學的省思，豐富美感體驗，培養對美善人事

物，進行賞析、建構與分享的態度與能力。此項

核心素養再依國民小學、國民中學、高級中等學

校各有其不同層次的具體內容。

慈大附中身為新課綱之前導學校，不僅依循三

面九項之核心素養擬定學校願景、學生圖像，其

培育學生具備人文藝術涵養的相關課程，也依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該年度之素養內容而規

劃與試行。

慈大附中創校因緣與學校特色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簡

稱慈大附中，由國際性的NGO組織─臺灣佛教慈

濟基金會所創辦，位於臺灣的後山─花蓮市，屬

於慈濟四大志業中的教育志業體系。慈濟四大志

業的目標─慈善國際化、醫療普遍化、教育完全

化、文化深度化一直是全球慈濟人共同的心願，

為了落實慈濟教育向下紮根、往上茂盛的理想，

並延續人文教育的辦學理念，慈濟基金會繼創辦

護專、醫學院後，再次以「大愛與感恩」的精神

創設中小學，一方面為東部培育人才，二方面也

希望能樹立另類的學校教育典範—實現以品德教

育為核心，以全人教育為理想的學園。

慈濟中小學於1999年7月11日，舉行動土典禮，

雖歷經921大地震的考驗，如期於2000年的9月開

學，集眾人愛心，是繼慈濟科技大學（原慈濟護

專）、慈濟大學，而成立的第三所慈濟學校，

也是慈濟此NGO組織在國內外設立的第一所中小

學，是完全中學也設有小學部、幼兒園，又是大

學附屬的高中，學生年齡從3歲到18歲，是國內

少見K到12的學園。

創辦人證嚴上人當年在設校時曾明白揭示：

「教育是淨化人心的工作，教育辦得好，是社會

的一股希望，更是一股安定的力量。」慈大附中

不僅學校校舍建築堅固，也以豐富的校園生態、

品德教育、人文教育為其特色。

「慈悲喜捨」是慈濟學校的共同校訓，慈大附

中辦學目標以全人發展為方向，不僅注重智育發

展，更強調生活與人文教育，力求培育出有品

德、品質、品味兼具且健康快樂的學生，如同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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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所呈現的，在K到12的學園中，希望營造出充

滿大愛、關懷、感恩、健康、快樂、希望的學校

風氣，然而，如此形而上的目標，是否符應時代

潮流，而能培育出迎接未來挑戰的人才呢？

慈大附中善用高中優質化的資源系統，於106

學年度起，由校長帶著學校老師，以工作坊的方

式，深解新課綱，並重新討論學生圖像。完成學

生圖像後，參照總綱中的三面九項核心素養，討

論出學校願景─培育出「胸懷美善擁抱世界的全

球公民」。期望透過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潛

在課程與新課綱所提倡的自主學習等，培育出擁

有國際移動力、品格實踐力、美感鑑賞力、系統

思辨力、科技探究力、團隊創新力的世界級公

民。

對照新課綱總綱中三面九項的核心素養與學校

願景，慈大附中教學團隊針對培育出「胸懷美善

擁抱世界的全球公民」，架構出課程的設計發展

重點，將聚焦在「美善」與「世界」兩個主軸

線，並討論出符應慈大附中學生圖像的四大核心

素養—國際關懷、人文素養、科技創新、跨域合

作，如圖一所示，不管是校訂課程或多元選修課

程都循此脈絡而發展課程。

人文美感素養培育之道

慈大附中身為慈濟教育志業中第一所中小學，

肩負著樹立全人教育典範的使命，自設校以來一

直以品德教育為核心，小學教育著重打穩基本生

活規範的基礎，中學教育則要教導學生知道人生

方向，無論小學中學，皆以人文素養貫穿其中，

而人文素養來自於學習歷程中的美感經驗，慈大

附中如何培育學生具有人文藝術的美感素養呢？

林逢祺（2015）提到德育課程裡所欲傳遞的道

德規範或價值，如果學生沒有「覺得」，就無法

「懂得」，也就是說，在道德上，沒有覺得的「懂

得」是空泛的。美感教育何嘗不是如此？人文藝

術的美感不是一種知識或是標示在牆面上的教

條，而是自覺後的生命經驗，必須讓學習者透過

實例、實境、經驗等，感受到美的呼喚。慈大附

中將人文美學素養結合品德教育、生命教育，讓

學生在真實的學習經驗中，領受美與善的召喚，

願意重新建構自己的感知、價值、信念與生活態

度，再內化成自己的涵養，此一培育的歷程可以

耙梳成以下幾個面向，加以略述：

1.境教之美─大山大海孕育的人文校舍建築

學校位於中央山脈山麓、美崙溪畔，占地16公

圖一 慈大附中學生圖像

●系統思辨力：

　能系統思考、具創新應變。

●科技探究力：

　能自我探索、具科技涵養。

●團隊創新力：

　能溝通協調、具問題解決。

●國際移動力：

　能多元尊重、具國際理解。

●美感鑑賞力：

　能自我探索、具美學素養。

●品格實踐力：

　能自愛愛人、具公民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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頃，與慈濟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河堤、公園相鄰，

校園被層層綠意圍繞，窗外盡是青山山脈、層巒

疊翠，或藍天綠地夾雜白雲舒卷，大山大海的氣

勢實在是孕育大氣孩子的好場域。

除了學校位處後山的花蓮，大自然提供了滿是

綠意的舞台之外，學校創校之時，即以生態永續

為概念，作為校園規劃與校舍建築設計的依據，

舉凡校舍的坐落拉開棟距、樹木花草的植栽與分

佈依地形也依氣候、太陽能供電雨水回收系統

等，甚且，建築的規劃設計也充滿人文美感的元

素，例如，人字型的屋頂設計、教室雙走廊上的

圓柱、洗石子的牆面、向外借景的大面窗戶，以

及以灰色為主色調的校舍建築。

當初校舍之所以採用灰色系列，除了慈濟此一

NGO組織的風格色調就是灰色之外，最主要的

是，面對花蓮青山藍天白雲的自然背景色彩，慈

中小的建築色調也希望能呈現質樸謙卑的韻味，

一方面不與自然「爭色」，二方面也呈現出學校

「靜定慧」的人文學風，淡淡的灰與白在藍天綠

草的襯托下，顯出慈濟教育質樸的美感，與「聞、

思、修」的學習風格。

另外，校園中的六度波羅蜜橋，橋下池水可倒

映著中央山脈的山景，天晴時只見天光雲影共徘

徊，高中部教室旁小小的蓮花池，也常讓白雲朵

朵在水面與金魚共遊，步行到校園另一側，只見

茶花道教室前有著小小竹林，

竹影婆娑中掩映著拱橋，更是

別具禪意。這些校園中的造

景，呈現的不只是景，更有其

意境，讓人身在其中，如同漫

步公園中，也讓師生隨時沉澱

心靈，感受「天人合一」人與

自然互相包容的美感。

2.課程之美─校訂必修課程茶與花系列

慈大附中自創設以來，為實踐辦學理想，從幼

兒園、小學到中學，向來以慈濟人文課程為學校

特色課程，包含每週至少一節的慈濟人文課，內

有茶道、花道、書法、靜思語教學、志工服務等

課程，涵養出學生的人文氣質。因應12年國教新

課綱的實施，慈大附中於107學年度起，善用高

中優質化計畫中擔任新課綱「前導學校」的角色

與功能，規劃出學院式的選修課程、以及全球公

民系列的校訂課程，並在108新課綱上路的前一

年，以試行的姿態實踐這些特色課程！

校訂課程一向最能彰顯學校願景與特色，慈大

附中的校訂必修課程乃針對學校願景─培育「胸

懷美善擁抱世界的全球公民」而設計，依「胸懷

美善」與「擁抱世界」兩個主軸線去發展課程（如

圖二）。

其中「胸懷美善」則由社群老師將學校原本之

茶道、花道課程轉化，透過一次次的共備，並依

據總綱中核心素養「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之內

容─國中階段（J-B3）：具備藝術展演的一般知

能及表現能力，欣賞各種藝術的風格和價值，並

了解美感的特質、認知與表現方式，增進生活的

豐富性與美感體驗。高中階段（U-B3）：具備藝

術感知、欣賞、創作與鑑賞的能力，體會藝術創

作與社會、歷史、文化之間的互動關係，透過生

活美學的涵養，對美善的人事物，進行賞析、建

圖二 慈大附中校訂必修課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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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與分享。跨領域老師形成

的共備社群自然建構出跨領

域的主題課程（如圖三），

教與學的歷程中著重探索、

實作、做中學、學中覺，讓

學生在真實經驗中建構生活

美學的概念、與對藝術、美

學的感知。

此人文藝術與美學系列的必修課程共有兩門

課，其中以茶為主題的「覺茶青春」結合社會、

藝術、英文等領域，設計出茶經濟、茶地理（社會

領域）、茶英文（語文領域）、靜思茶道、茶與書

道（人文藝術）領域等五個大單元，老師除共同備

課外，也與校外專業茶道教師進行協同教學。而課

程發展模式相似的另一門課，則是以花為主題的

「花開有時」，也同樣由跨領域老師形成社群進行

共備，一學期的課程亦分為五個大單元，包含：花

語文學（國文科）、植物染（生物與綜合領域）、

舌尖上的花（家政科）、費式數列（數學科）、以

及靜思花道，一草一木一花一葉，藉由認識植物，

花藝實作的經驗，培養學生審美觀、與生活美

學的概念，也培養屬於慈濟特有的人文素養。

不管是「覺茶青春」或是「花開有時」，課程

設計採主題式跨領域課程，教學模式則是著重

在藉由感官經驗的開展而培養其素養，所以，

評量的方式則以總結性的實作評量為主。期末

時，所進行的學習成果發表，可以欣賞到高一

各班自行設計茶會，分組布置茶席、學生以中英

文說茶、以優雅的姿態行茶，而授課老師與外聘

專家則分組品茶，在茶香人文香中享受學生人文

美學的學習成果。高二則分組在校園尋覓一角

落，或圖書館、或樓梯轉角、或自學空間，學生

利用花草素材，運用所學習的花道，加上團體創

意，展示融入花藝與意境的空間之美。

茶韻花香的校訂系列課程，不僅孕育出兩組跨

領域的教師社群，由導師、專任老師與外聘專家

共同攜手開發，實施一年之後，此校訂課程獲高

中優質化計畫評為亮點課程，同時，也發現校園

的空間、人與人之間的氛圍有些微的變化，是什

麼變化呢？答案應該是，老師與學生都可以感受

到更多人文藝術的美感吧！

3.禮儀之美─教之以禮 育之以德的人文美感

慈大附中秉持創校的理念，非常重視品德教育

與展現人文素養的生活教育，其中，從服裝儀容

的規定、生活常規的訂定等，都要符合「教之以

禮 育之以德」的原則，尤其從內心的涵養，與

外在食衣住行各面向都要強調學生的禮。而這裡

所談的「禮」與一般所談的禮有何不同？與美感

又有何關係呢？

創辦人證嚴法師曾明白揭示，教育不能缺少人

文，人文的內涵則是「禮」。不論是人格教育、

品德教育或是典範教育，都不能脫離禮儀教育

（釋證嚴 2007）。慈濟教育所重視的禮儀，是

扣合著慈濟的基本核心價值—拔苦與樂，美善人

生。所詮釋的美善有其層次與脈絡：即「美在型

態，善在內心」。善心、虔誠都是在內心裡，若

能將真正的虔誠表現出來，就是美的型態。例

如，師生之間的禮儀，必須讓學生懂得尊重老

圖三 �慈大附中校訂必修「人文美學」系列

課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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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要讓學生尊重老師，必須先培養學生對老師

的感恩心，同樣的，老師對學生也應該有真摯的

愛，才能展現師生之間的禮儀。

具上所述，慈大附中在生活教育所強調的禮

儀，不只是行禮的各種禮節，而是在不同的情境

中，因為心懷感恩、尊重、愛，由內而外自然展

現的儀態。用餐前的唱感恩歌，是因為對大地、

農夫、父母的感恩而行的餐前禮儀，整齊的制

服、如規如儀的行住坐臥姿態、氣質非凡的舉手

投足，則是因為自愛自律、自我肯定，與對他人

謙卑尊重的自然流露。

魔鬼藏在細節間，天使也藏在細節間，出了校

門外的慈大附中師生，吸引眾人眼光的不僅是整

齊的制服，而是由內而外展現美善的禮儀之美。

結語─行銷人文藝術美感到國際

2019年4月，位於日本東北的青森縣縣知事（即

縣長）三村申吾先生，在連任後的第一次縣務會

議中宣布，將於7 月率領各局處首長飛來臺灣，

親自到後山的花蓮尋找答案，他的疑問是：是什

麼樣的學校可以培育出既有國際視野又有不凡氣

質的學生？同年7月，三村縣知事一行九人在慈

大附中找到答案。

為什麼這位縣長不遠千里飛來後山找答案？

緣由是慈大附中日本修學團連續三年在青森鄉

村進行農村體驗的Homestay，學生分組分散住

進鄉間農家，住宿期間，學生克服語言障礙，

融入農家純樸勤奮的生活，最讓這一家家日本

農家感動的是，學生運用在學校所學的茶道課

程，為農家的Home爸媽，Home爺爺奶奶奉茶，

其謙卑有禮，舉止優雅的身形，也述說著學生

珍惜因緣，展現日本人「一期一會」的生命境

界，更是跨國界的，行銷臺灣中學教育中的人

文之美。

▲慈大附中校訂必修「覺茶青春」期末成果發表。

（慈大附中提供）

▲慈大中校訂必修「花開有時」期末成果發表—融入情

境的花語布置。（慈大附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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