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仁大學社會科學院文曄學生自主學習計畫成果報告書 

計畫申請人 陶奉禹 核定獎勵金額 10000元 

計畫名稱 自主學習營－ 心理系空間的生活與學習 

執行期間   2020  年  12  月 1  日 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預計成效 

本次活動辦理專業講座預計逾 10場 

自主學習營隊 2天 1夜 

累計參與達 300人次 

 

講座包含各個專業領域如：UI/UX、創造力啟發、生涯諮

詢實務、團體輔導實作、心理治療經典閱讀(歐陸思想在現

代系列)。 

 

通過講座，由碩博班自發帶領大學生增進學術與實務能

力，內容包括：當代新興領域介紹、競賽實務經驗分享、

量化分析實作、質性文獻閱讀、團體帶領訓練入門等科學

與人文知識之融合。希望帶動大學部同學對未來專業知識

的學習和儲備，職涯路徑的想像，豐富了學生對於不同知

識範疇的理解。於此同時，藉由講座之籌備，促進研究所

各組如認知、工商、社文諮商彼此間的學術交流和創新。 

 

 



其次，大學生能夠參照學長姐的經驗，探索自己的學習方

式和興趣。在現有的資源與學習結構下，發掘新的可能性，

找到自己的興趣與動力，也為自主學習營預熱。 

 

在自主學習營裡，我們將極力讓學生有機會說出自己的學

習需求與困惑，促成學生與老師之間的對話。推動系上師

生共同思考和探索學習資源與條件，並且構築師生可以一

同學習的學習環境。 

 

透由這次活動的舉辦，我們希望在系上延續自主學習的傳

統。套餐式的教育在中小學已經足夠，大學能夠給予學生

的不只是知識傳授，更希望學生能夠在自由的學風裡主動

求知。也許是探索興趣、也許是為了興趣必須要學會更多

更廣泛的技能。大學，就是提供這樣一個包容性的實驗空

間，不只是課堂學習，也期望學生在課餘善用既有的資源

進行各種實驗性的學習活動，學習探索、探索學習。 

 



實際成果 

活動的第一部份： 

辦理講座 11 場， 

此次活動參與人數共計超過 200 人次。 

 

講座內容與時間： 

時間            主題                   主講人 

2020.12.01 不可概論的精神分析           陶奉禹 

2020.12.04 不可概論的存在主義           江興亞 

2020.12.09 適才適性？what is the interest?   方柏翰 

2020.12.14 這樣有創意嗎？（何爲創造力）沈于婷、張梓涵 

2020.12.22 怎麽利用認知心理學改變世界？  黃鈺婷 

2020.12.23 《成爲一個人》讀書會       江興亞 

2020.12.29 團體動力入門               郭仲巖 

2021.01.06 2020到 2021                   范光晴 

2021.01.11 佛洛依德的伊底帕斯情結       陶奉禹 

2021.03.09   女性主義讀書會                陶奉禹 

2021.03.16   存在主義經典讀書會            江興亞 

 

成果： 

舉辦講座的這幾個月以來，同學們逐漸習慣了週二晚上有一個討論

空間。大家在裡面談一些好像跟心理學有關，卻又有一點陌生的議

題。一開始大家都是因為好奇而來，到後面會慕名而來；有些人每

次都到，有些人挑喜歡的議題聽。 

 



從應用認知科學到性別研究，都是講者們以心理學為基礎所做的跨

領域嘗試。是以講座除了展現各種心理學的可能性以外，也增進了

同學們對不同領域知識的學習和探究。 

 

最常看到就是在講座後的一兩天，聽完講座的同學拿著講座參考書

目開始讀了起來。也有同學跑來問主辦單位：「我同學上次有事情沒

有聽到，想問下一次什麼時候會開同樣的題目？」不論是對議題或

是對書本的好奇心，都足以證明這一系列講座開啟了一扇知識的窗。 

 

與此同時，講座的時間和地點也具有開拓學習場域的意味。每週二

晚上的心理測驗室，既活化了系上空間，也讓學生們習慣這種討論

氛圍。每次預定九點結束的講座，會後都有三三兩兩的討論小群持

續到十點甚至十一點。學校不只是上課的地方，更是學習的空間。

透過這樣的安排，同學們在系上可以開展自主學習的時間和空間得

到了延展，也有了更多機會，去組建自己的共學團體。 

 

 

活動的第二部分： 

2021 年 3 月 20 號和 21 號舉辦主題為「心理系空間的生活與學習」

的自主學習營，活動內容包括系友和在學同學的自主學習經驗分享、

小團體討論、大團體討論和活動回顧。 

此次活動參與人數共計 56 人。 

其中大學生 22 人，碩博生（含工作人員）23 人，校友 4 人，老師 7

人。 

 

 

成果： 



「自主學習經驗分享」環節中，我們透過不同時期的同學們在系上

的自主學習經驗的分享，看到了在不同時期、系上不同的空間使用

狀況和學生的自主學習面貌。 

透過對過去系上學生學習經驗的捕捉，同學們可以以此為參考點，

重新定義和思考自己在系上的學習經驗，也刺激自己去思考自己如

果想要落實前輩們有過的自主學習經驗，會遇到什麽樣的困難，而

在目前的條件下，自己又可以開創什麼樣的自主學習方式。 

 

在小團體討論中，我們邀請老師們自由地加入學生的團體討論。在

這個過程中，老師們更加切實地瞭解到“學習”在學生身上是如何

具體的發生，對於課程設計和師生互動產生了更多想法。而學生也

在這個過程中，更進一步地說清楚自己在系上的學習經驗為何，探

索自己期待或者是被吸引的學習樣貌會長什麽樣子。 

進入大團體討論後，我們聽到了老師們關於自己教學經驗的分享，

以及老師們對“學生學習”這件事的看法。同時我們也更加深入地

討論到我們所在的空間、環境以及系上的師資等現實的條件下，我

們學生要如何立基於此，去克服在學習、就業和工作中會產生的焦

慮和可能會碰到的困難。 

 

在活動回顧中，大家用團體討論的方式嘗試整理、深化參加這次活

動的感受和心得。在這個過程中，老師和同學們一起就昨天討論的

話題進行思考系上同學共同面對的挑戰，而努力探索出了一些些未

來也許可以嘗試的新的方向，例如開放新的自主學習空間等。 

 



經過這一次的自主學習營之後，系上研究生和大學部之間、以及師

生之間的連結有了明顯的加強。活動結束後的一個月，以研究生為

主題開展的講座活動仍在繼續，而參加人數相較自主學習營之前，

有了明顯的增加。後續關於增強系上連結、豐富學生學習資源的氛

圍目前也還在持續中。 

而這將有助於系上的同學傳承和開啟，有自主學習精神的學習樣貌。 



檢討及改善 

通過檢討會，我們檢討了這次活動可以改進的地方及未來長期實施

需要做的可能性： 

1. 從老師和同學在活動結束的反饋看來，這次活動提供了一個共

同探討和彼此學習的空間，讓同學們受益匪淺。未來如果能繼

續延續這次的活動，相信會對帶動心理系的自主學習氛圍有很

大的幫助。 

2. 本次活動受到疫情的影響，在場地選擇的過程中，選擇了容納

人數有限的場地舉辦自主學習營。未來如果要擴大活動的影響

力和規模，需要提前考慮場地安排。 

3. 本次活動時間的安排上，略顯倉促。因此在下次舉辦的時候，

如果能夠提前做好時間規劃，安排出比較充分的時間，將有助

於老師和同學們達成更深入的交流和探討。 

4. 自主學習之精神本不該依靠單一活動維繫，是以本次活動承蒙

系上老師指導，以系列講座搭配營隊之方式進行。就成果而言

略見成效，但過程依賴少數人的大量投入而成。若要擴大自主

學習之精神，除了各式自主學習活動之延續，不同學制、組別

之間的交流互動亦是重要的因素。如何鼓勵大學部或研究生貢

獻一己之所長，做為促進交流的火苗與種子，當是未來思考的

重點之一。 



成果分享方式 

本次活動可展示的成果有： 

讀書會活動照片 

活動海報 

自主學習營活動照片 

 

本次活動的成果分享方式為： 

PPT 展示與成果照片分享。 

＊表格可依其內容多寡自行調整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