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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計畫 

計畫內容 

一、計畫名稱：修德澤人、態度為本 

二、計畫申請摘要（請以 300 字內簡述） 

良好的態度是成功的根本。培育優秀人才乃是中正大學的本職，在學期間養成良好的品德態

度，未來成為企業最喜愛的大學生。而態度包含了認知、情感及行為三方面對特定人、事、物所

抱持一種相對性持久的取向，因此本計畫從認知教育、情感教育及行為教育三面向著手，以匡正

學生良好的品德態度。本計畫在凝聚共識之下，擬訂學校 10 大品德推動策略，舉辦各項活動，

融入創新 6E 教學方法，培育學生與教職員從認知、情感及行為等面向，潛移默化養成良好品德，

以達到營造友善態度之校園氛圍、培養負責自律與尊重他人的態度、建立關懷人群與社會之人文

素養及善盡社會責任之態度，如此塑造以「態度為本」之品德教育，正彰顯本校校訓「修德澤人」

之精神。 

三、執行期間：110 年 1 月 1 日至 110 年 11 月 30 日 

四、計畫總目標 

本計畫為了塑造以「態度為本」之教育，培育本校校訓「修德澤人」之精神。透過學校的行

政與學術單位、學校附近社區、非營利單位及嘉義縣巿政府合作，在凝聚共識之下舉辦各項活動，

學生或教職員可從認知、情感及行為等三個面向，潛移默化養成良好品德，營造友善態度之校園

氛圍、培養負責自律與尊重他人的態度及建立關懷人群與社會之人文素養之態度。  

 

(一) 「尊重」：培養負責自律與尊重他人的態度 

負責是個人守本分、盡義務的態度；自律是主動積極、自我約束來表現端正的行為；而懂得

尊重他人不僅是高尚的品格，也是高 EQ 的表現，更是一種智慧，希望別人如何待你，必須學習

如何尊重他人。因此，從本計畫透過具體而明確的實踐項目，培養學生負責及自我管理的能力，

並懂得如何尊重他人，如下課後將桌上紙屑、飲料等收拾乾淨，養成上課不要遲到早退，以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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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傾聽他人說話。藉由「典範學習」、「啟發思辨」、「環境形塑」、「體驗反思」及「正向期許」之

過程，真正培養學生良好的品德教育，進而提升校園的善良風氣。 

 

(二) 「友善」：營造友善態度之校園氛圍 

良好的品德教育，必須從日常生活做起。因此，每位學生與中正大學內教職員都是教學者，

也是受教者，如看到有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呈現茫然不知、無所適從時，會主動詢問「是否找不

到地方」、「要找那裡」或「有可以幫忙」等，透過主動詢問與關懷，感染彼此之間的關係，並將

關係連結，藉由「典範學習」、「啟發思辨」、「環境形塑」及「體驗反思」之過程，使校園內充滿

互助、尊重的關係，並凝聚認同感與塑造溫馨友善的校園氛圍。 

 

(三) 「關懷人群」：建立關懷人群與社會之人文素養之態度 

關懷人群與社會是做人基本的原則。現今社會價值觀改變、人與人之間關係越趨冷漠，更應

培育下一代關懷社會與人群之人文素養。因此，本計畫透過具體而明確的實踐項目，培養學生逐

步探索生命的價值與意義，從尊重、欣賞及珍惜生命，學習領悟到人與人之間，或人與環境之間

的關係，進而關懷人群，培養關懷社會人文之素養，例如至社區安養院與長者互動關懷，讓學生

藉由實際服務長者，從中瞭解生命的價值，以及在互動過程中見苦惜福，進而愛惜生命、關懷社

會。此可藉由「典範學習」、「啟發思辨」、「勸勉激勵」、「體驗反思」及「正向期許」之過程，真

正培養學生良好的關懷社會之素養，進而提升友愛的社會風氣。 

五、學校基本資料及現況 

(一)創校歷史 

本校 1987 年設立於民雄地區，將滋養甘蔗的農田，轉承培育莘莘學子的殿堂，從此孕育修

德澤人的基石。1989 年國立中正大學正式成立，首任校長林清江博士，創校開始破繭千萬個起

跑點。1997 年第二任校長鄭國順博士建構中正新藍圖，化蝶自由多元的學習環境。2001 年羅仁

權校長不畏挑戰，成立全國第一所網路大學，進駐南科、設立 MIT-CCU 創意互動教室、校園 e

化，起舞積極創新的研究，使中正大步踏進研究型大學的行列。2008 年吳志揚校長接任後，強

化中正「自由多元」、「積極創新」的校風，推動學生「First Mile」到「Last Mile」專業能力培育

計畫及「壯遊計畫」，並鼓勵學生成立各類志工社團，展現中正人對社會的關懷情。 

2016 年起在馮展華校長帶領之下，七個學院與三個中心(通識中心、語言中心及體育中心)，

培育 588 位博士、2,826 碩士、6,728 位學士及 1,314 在職專班，共 1,456 位學生。本校已建立系

所職涯導師制度，辦理職涯講座，輔導學生瞭解職涯志向，每年辦理就業博覽會吸引數十家企業

到校展覽。經過多年的努力，本校畢業生在 2017 年遠見雜誌的調查中，在「企業最愛大學生」

及「企業最愛研究生」項目都在前十名大學之列。 

 

(二)學校發展特色 

稟承「卓越教學品質」、「多元人文關懷」、「創新學術成就」、「國際交流全球接軌」、「卓著社

會貢獻」、「活化校務營運」及「開打外部財源」的政策理念，延續「積極創新，修德澤人」校訓，

除了創新發展以下，努力培育未來莘莘學子，傳承傳統美德，遵守現代文化規範，而修德會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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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品德，不全為個人，正真為了人類社會的和諧、幸福與進步，這才是澤人的意涵。 

創校三十餘年以來，中正大學辦學績效亮眼，以跨領域特色研究為主軸，整合該校七大學院

優勢，發展綠色科技、毒品犯罪防制、及老人學等跨領域研究計畫，在學術界建立自己的特色，

並為國家社會貢獻一份心力。發展特色如下：1. 卓越教學品質：培育出具有精湛專業知識與深

厚人文素養，培養學生對事務追求卓越的態度，並且能夠實際面對、解決問題的一流人才。2.

多元人文關懷：培育出專業知識、職涯能力、以及具備豐富生命的涵養與追求幸福的動能之人才，

就是以開濶的心胸涵納多元言論及知識領域，不僅能夠實際解決問題，也要帶領人類走向幸福和

諧的生活新境界之一流人才。3.創新學術成就：以學風自由而聞名，未來也將繼續維護自由的學

風，尊重學術、尊重教授、尊重學生。除此之外，重點研究除了繼續強化前瞻製造系統、高齡社

會、毒品防治等頂尖的研究團隊外，亦將促成人文/社會與理工的跨域合作，落實人文/社會與科

技相輔相成的理念，並鼓勵兼具實用價值的研究。4.國際交流全球接軌：考慮全球化的課題，不

宜局限於大學國際交流或國際人才流動的層面，更要思考如何透過教學，讓學生做好面對全球化

的生活型態的先行準備，使學生具有全球化的競爭力與移動力。5.卓著社會貢獻：中正大學負有

協助在地居民追尋幸福人生，促進地方文化、經濟繁榮興盛的使命。在社會責任方面，將更積極

的從事產、官、學合作計畫，加強與雲嘉南地區政府部門或研究法人單位之間的合作，並成立區

域產學聯盟，促進技術提升與產業轉型，深耕社區，回饋鄉里，更與嘉義縣市政府合作，接受委

託規劃縣政（市政）或計畫，推動與深化在地文化活動。 

六、110 年學校品德教育實施策略、期程與分工 

(一)品德教育實施策略 

表 1：品德教育實施之具體作法 

推動項目 具體作法 達成總目標 

尊重 
品 德 教 育

影片 

於每學期新生始業活動中加入「尋品記」—品德教育影

片，讓本校學生瞭解做一位公民應該具備那些品德素養，

更應該瞭解為何需要具備這些素養，透範典學習及反思的

方式探討為何要遵守品德價值及其更好的態度。 

培養負責自律
與尊重他人的

態度 

尊重 
法治及智

財權教育 

在學生聚集之場合，積極宣導法治及智慧財產權觀念，另

透過 TA研習宣導學術倫理、智財權的重要。 

培養負責自律
與尊重他人的

態度 

尊重 

企 業 倫 理

創 意 短 片

拍攝競賽 

與所在縣市合作，舉辦企業倫理創意短片競賽，藉由競賽

活動的舉辦，將倫理理念融入生活之中，並擇優選出一部

創意短片，藉由創意短片的發表，落實並推廣品德倫理理

念。 

培養負責自律
與尊重他人的

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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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 

關 懷 原 住

民 及 境 外

學生 

透過辦理一系列的原住民活動、陸生座談會、僑外生相關

活動等，讓原住民及境外學生迅速與本地生融入，並相互

尊重。並與民間團體合作促成原住民相關服務活動。 

營造友善態度

之校園氛圍 

友善 
扶 助 經 濟

弱勢學生 

積極尋求校外公私部門及非營利團體的協助，協助經濟弱

勢學生爭取校外清寒獎助學金，並提供雙方交流及座談場

域，使經濟弱勢學生能在更友善的校園中積極成長學習。

並與社區合作促成相關服務活動。 

營造友善態度

之校園氛圍 

友善 
品 德 觀 察

攝影活動 

把愛傳播出去，分享你我對品德的態度，讓良好品德永續

札根校園之中。同學們上傳日常觀察到關懷、負責、服務、

誠實、守法、尊重、感恩及禮貌等品德理念核心價值的影

像照片。此活動培養學生對品德理念行為的觀察力，進而

影響自我的價值觀與信念，最後影響行為之表現。 

營造友善態度
之校園氛圍 

關懷人

群 

志 工 服 務

活動 

本計畫為跨教育階段別之合作，鼓勵學生從事志工活動。

本校將招募志工，於寒暑假進行服務隊活動。透過活動設

計融入品德教育理念，具體推廣至所服務的中小學學生。 

建立關懷人群

與社會之人文
素養 

關懷人

群 

品 德 養 成

計畫 

本計畫與社區及民間團體合作，為了讓品德理念融入社

區，拓展學校、師生與社區互動交流，透過每學期服務學

習課程，不僅提供多元(社區、非營利機構、民間團體)

夥伴關係，帶領學生參與社區活動，運用體驗三好理念及

品德教育方式，達到「做中學，學中做」的目的，讓學生

從中學習反思。如此，社會參與式的學習，突破以前傳統

課堂上課的形式，讓學生走入社區或走訪在地企業或組

織，感受和社會的互動，更能培養學生對適應社會的能力。 

建立關懷人群

與社會之人文
素養 

全 
品 德 教 育

成果展 

結合所有合作對象(包含跨教育階段學校、社區、民間團

體及所在縣市)共同辦理品德教育成果展，透過展覽、影

片欣賞、攝影作品展覽等方式，將品德教育成果推展至校

內外。 

培養負責自律
與尊重他人的

態度 
營造友善態度

之校園氛圍 
建立關懷人群

與社會之人文
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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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期程(甘特圖) 

表 2：各項推動項目之甘特圖 

預定進度(110 年 1 月 1 日至 110 年 11 月 30 日) 

                                   月次 

推動項目 

109 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品德教育影片            

法治及智財權教育            

企業倫理創意短片拍攝競賽            

關懷原住民及境外學生            

扶助經濟弱勢學生            

品德觀察攝影活動            

志工服務活動            

品德養成計畫            

品德教育成果展            

 

(三)權責與分工 

本計畫除了由校長帶領之下，計畫主持人學務長統籌計畫之運作，並持續及定期召開品德教

育推動小組會議，按期提出工作檢討與改善，以提升計劃各項推動項目之績效。以下依推動項目

其權責與分工臚列如下： 

表 3：各項推動項目之權責與分工 

推動項目 對象 承辧單位 

品德教育影片 新生 
主辦：學務處 

協辦：學生會 

法治及智財權教育 全校師生 
主辦：學務處 

協辦：學生會 

企業倫理創意短片拍攝競賽 全國大專校院學生 
主辦：企業倫理中心 

協辦：學務處 

關懷原住民及境外學生 原住民、境外學生 
主辦：學務處 

協辦：原資中心 

扶助經濟弱勢學生 經濟弱勢學生 
主辦：學務處 

協辦：生活事務組 

品德觀察攝影活動 全校師生 
主辦：學務處 

協辦：生活事務組 

志工服務活動 社團師生、服務之國中小 
主辦：學務處 

協辦：課外活動組 

品德養成計畫 師生、社區民眾 
主辦：學務處 

協辦：通識中心 

品德教育成果展 
全校師生、社區民眾、合作

社區及團體等 

主辦：學務處 

協辦：生活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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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110 年學校品德教育推動特色(含跨教育階段別合作、與社區合作、與民間團體及所在

縣市合作等。 

在 110 年度本校推動品德教育共有 9 項活動，統整說明本計畫之特色如下： 

 

(一) 「尊重」：培養負責自律與尊重他人的態度 

負責是個人守本分、盡義務的態度；自律是主動積極、自我約束來表現端正的行為；而懂得

尊重他人不僅是高尚的品格，也是高 EQ 的表現，更是一種智慧，希望別人如何待你，必須學習

如何尊重他人。因此，從本計畫透過具體而明確的實踐項目，培養學生負責及自我管理的能力，

並懂得如何尊重他人，如下課後將桌上紙屑、飲料等收拾乾淨，養成上課不要遲到早退，以及如

何傾聽他人說話。藉由「典範學習」、「啟發思辨」、「環境形塑」、「體驗反思」及「正向期許」之

過程，真正培養學生良好的品德教育，進而提升校園的善良風氣。 

 

本項目標所推動之特色活動計畫為：品德教育影片、法治及智財權教育、企業倫理創意短片

拍攝競賽(與所在縣市合作)。 

 

(二) 「友善」：營造友善態度之校園氛圍 

良好的品德教育，必須從日常生活做起。因此，每位學生與中正大學內教職員都是教學者，

也是受教者，如看到有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呈現茫然不知、無所適從時，會主動詢問「是否找不

到地方」、「要找那裡」或「有可以幫忙」等，透過主動詢問與關懷，感染彼此之間的關係，並將

關係連結，藉由「典範學習」、「啟發思辨」、「環境形塑」及「體驗反思」之過程，使校園內充滿

互助、尊重的關係，並凝聚認同感與塑造溫馨友善的校園氛圍。 

 

本項目標所推動之特色活動計畫為：關懷原住民及境外學生(與民間團體合作)、扶助經濟弱

勢學生(與社區合作)、品德觀察攝影。 

 

(三) 「關懷人群」：建立關懷人群與社會之人文素養之態度 

關懷人群與社會是做人基本的原則。現今社會價值觀改變、人與人之間關係越趨冷漠，更應

培育下一代關懷社會與人群之人文素養。因此，本計畫透過具體而明確的實踐項目，培養學生逐

步探索生命的價值與意義，從尊重、欣賞及珍惜生命，學習領悟到人與人之間，或人與環境之間

的關係，進而關懷人群，培養關懷社會人文之素養，例如至社區安養院與長者互動關懷，讓學生

藉由實際服務長者，從中瞭解生命的價值，以及在互動過程中見苦惜福，進而愛惜生命、關懷社

會。此可藉由「典範學習」、「啟發思辨」、「勸勉激勵」、「體驗反思」及「正向期許」之過程，真

正培養學生良好的關懷社會之素養，進而提升友愛的社會風氣。 

 

本項目標所推動之特色活動計畫為：志工服務活動(跨教育階段別之合作)、品德養成計畫(與

社區合作、與民間團體合作)。並於計畫結束前結合所有合作單位之師生民眾等，辦理品德教育

成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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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預期效益及其具體檢核指標與方式 

本計畫透各推動項目，達到以「態度為本」之教育，培育本校校訓「修德澤人」之精神。因

此，預期效益以態度之養成三個面向，分別為認知教育、情感教育及行為教育；而預達成總目標

分別為營造友善態度之校園氛圍(總目標一)、培養負責、自律與尊重他人的態度(總目標二)及建

立關懷人群與社會之人文素養(總目標三)，另外，每項推動項目皆有產出及預期達成量化指標，

說明如下 

表 4：預期效益及其具體檢核指標 

預期效益 

 

 

 

 

推動項目 

預期效益 

檢核指標 品德態度之

形成 
總目標之達成 

認

知

教

育 

情

感

教

育 

行

為

教

育 

總

目

標

(一) 

總

目

標

(二) 

總

目

標

(三) 

產出形式 
量化指標 

(參與人次) 

1.品德教育影片       活動照片 2000 人次 

2.法治及智財權教育       活動照片 2000 人次 

3.企業倫理創意短片拍攝競賽       短片 1 支 

4.關懷原住民及境外學生       座談會及活動 原住民及境外生 50人 

5.扶助經濟弱勢學生       座談會 經濟弱勢學生 50人次 

6.品德觀察攝影活動       攝影照片 30 張 

7.志工服務活動       服務 200 人次 

8.品德養成計畫       活動 200 人次 

9.品德教育成果展       成果展 2000 人次 

註：總目標(一)：營造友善態度之校園氛圍；總目標(二)：培養負責、自律與尊重他人的態度；總目

標(三)：建立關懷人群與社會之人文素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