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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aching purpose of the college system in universities is to achieve the combination of general education and specialized 
education. In China, it has added multifunctional university logistics and life support, including student dormitory management, 
new student enrollment education, club activitie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ince the resumption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enrollment, the system of college in mainland China originated from Shantou University. Among them, the influence 
of the college mentor system on students is the most noteworthy, the core of this system starts from respecting students, establishing 
sincer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and growing through the mentor team and family members in the college. Based on their own 
learning experiences, mentors and students play the role of assisting senior and junior students in their daily lives and academic 
guidance, the influence of college teachers on students is comprehensive and hierarchical, from basic responses to advance and retreat 
from personal ability improvement,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student values, reflection habits, career planning, and life path choices, it 
is evident that college mentors lead the transition from youth to adults through holistic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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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书院制度的教学目的是在实现通识教育和专才教育的相互结合。在中国则新增学生宿舍管理、新生入学教育、社团活
动、思政教育等多功能于一身的高校后勤生活保障。自从恢复高考招生开始，内地书院制度最早从汕头大学发轫。其中，
书院导师制度对学生深入的影响最引人关注，该制度核心从尊重学生出发，建立真诚的师生关系。基于书院中导师团队家
族们经营成长，导师与导生们依照自身所学经历，扮演着学长姐、学弟妹们生活上的帮扶、课业上的辅导，而书院老师们
对学生影响是全方位有层次的，从基本应对进退、个人能力提升、再到学生价值观建立、反思习惯养成、生涯规划与人生
道路选择，处处可见书院导师言传身教带领青少年过渡到成年人的全人养成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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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校成立书院的教育理念

书院制度全人教育理念在教导学生成为一个具有批判

性思维的自由人，在设计书院制度时是基于自由主义的视角

出发。中国台湾吴佩珍教授认为“书院教育是要使学生成为

学习上的自由人，要有自主学习的能力，要让学生了解自己

的定位。书院教育就是透过老师来影响学生，改变学生的气

质、改变学生的思维、让学生关怀身处的世界、培养出面对

生命的责任感，进而提升学生的价值。老师用自己的生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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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学生的生命，就是教育的核心价值”[1]。

关于高校恢复书院制度，笔者引用中国台湾东海大学

博雅书院首任领导曾约农先生的一段话，曾约农先生是晚清

名臣曾国藩曾孙。随着蒋介石退守中国台湾，东海大学于

1955 年始招收第一届新生，曾约农校长在任内极力恢复书

院制度，他认为书院核心重点有三：

一是建立“相濡以沫”的师生关系，学生集中住宿、

小班教学，每位书院老师仅带领十余名学生正是大学老师

“以身作则”为学生营造最佳环境，透过师生与学伴间朝夕

相处，产生相互信任与互动了解，师生之间的信任一旦建立，

才能相濡以沫。二是透过“人文”引导学生认识自我价值，

同学在刚进入大学时，为人处世普遍缺乏自信，透过书院言

传身教的生活，学子们的自信被慢慢地建立起来，这是透过

书院每一位老师的陪伴，提供了“言传身教”的改变力量 [2]。

三是借由“服务”让学生学会与环境互动，一个人的价值不

在于“别人愿意为自己付出多少”，反倒是一个人真正的价

值在于“自己愿意为别人付出多少”，去自己想去、需要去

的地方，是获得；走到需要自己的地方，才是付出，自己价

值被彰显就是书院“服务学习”教育环节的目标，服务旨在

培养学生价值观与理想。

2 中国台湾东海大学书院制度的发展理念

中国台湾东海大学（以下简称“东海大学”）创校时

的博雅教育包含通专教育、劳作教育、社会服务、荣誉制度、

环境教育等五大特色 [3]，从早年民国初年的基督教教会大学

为主，再转型成为以科研为主的综合大学办学模式，东海大

学的发展特色也逐渐迷失，董事会为了重拾创校初期对教育

的原始初衷，在 2008 年开办“东海大学博雅书院”并拟定

出书院发展五大理念。

①“生活即学习”理念：东海大学董事会认为，大学

教育是从“成人”迈向“成材”的过程，大学是通往社会的

路径，在大学阶段对于如何与人互动、与人合作、如何适

应于周遭环境、尊重大自然，都将影响学生人格发展及未来

人生走向。因此书院要求新生必须参加“劳动教育”之外，

大一新生一律要求住校，并必须参与书院举办的各项团体活

动，让学生透过“做”的机会，将习得的知识加以实践，进

而累积成经验、形成生活的智慧，并培养出身体力行、知行

合一，成为社会所需人才。

②小班式教学：书院的重建是为了重现东海大学在民

国初年的博雅教育学习环境，透过“小班制”成为建立同侪

与师生间紧密互动机制，借由教师与同学频繁互动过程，让

书院学生看。

③博雅讲堂与“全人教育”理念：书院定期举办各类

讲座，邀请中国和其他国家知名学者与杰出校友前来演讲。

透过与大师及学长们的对谈及互动，学生得以了解人生奋斗

的心路历程。

④通识课程教育：博雅书院延续民国初年创校时的通

才教育，在通识课程深化推动跨专业学习，透过学习不同专

业领域知识，扩展书院学生视野与触类旁通的能力，书院通

识教育课程是将看似不相关的不同学科加以连结，企图增进

知识的广度与深度，课间由任课导师带领学生进行交流讨

论，以培养学生反思能力与批判性精神。

⑤国际交流：除了英语的学习之外，书院也鼓励学生

开展第二外语，国际交流处提供海外寒暑假研学活动、姊妹

校交换生、国际志工服务等各种机会，让书院学生能关心并

投身全球重要议题，透过常态性的跨国交流，借以培养出与

时俱进的世界观。

3 书院行政管理制度访谈调研与心得感想

笔者访谈中国台湾几位书院领导，普遍均有共识认为

书院教育首要目标是建立密切师生关系，唯有发展出良好的

师生信任，才能激励老师留在书院中奉献时间与心力，也就

是找回教师对教学的初衷与理想性 [4]。在当今教育体制下，

教师理想性随着新教师入职不久，教育激情很快就被磨光。

然而在书院教职工大会时，院长会优先鼓励书院老师们理想

释放，老师们可以大声把自己对学生的教育理想说出来，还

能因此得到院长某种经费资源的配套。在访谈东海大学博雅

书院院长时，他表示：“在我们书院这里，没有教授、副教

授、讲师、助教等职称区别，大家都是一家人，只要老师们

想说，我们都会听，我想这应该是书院吸引老师们入职最主

要的原因。”

身为一位书院院长，必须学会聆听老师们说的事，要

把老师提出来的事当成一回事，院长要仔细评估、交流并提

出精确的构想，因为来自书院老师所提的意见很可能就是让

书院脱胎换骨，变成未来的核心运作方式。因为东海大学书

院能吸引导师们入职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老师有成就感”，

书院院长要学会“放权”，院内事务都是让大家一起来讨

论，老师们一旦有了参与感，不只是常态性地参与开大会而

已，还要鼓励老师参与书院制度设计、规划书院未来“大政

方针”。书院不只对学生搞全人教育，同时也对书院老师开

展“导师沙龙”工作，每一次导师沙龙都由不同专业的专家

主讲，老师们透过沙龙持续结交到不同专业的新朋友、认识

不同专业领域大咖，有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农学院、

社科院、艺术学院、医学院等，可以激发老师继续教育学习

知识的深度与广度。书院导师沙龙时间主要让导师们聚在一

起分享自己的专业，渐渐地每一位导师会知道其他导师在做

些什么，彼此间会建立起一种微妙关系。于是导师们有时候

会聊聊自己的事，有时候会谈谈学生的状况，有时候会分享

自己书院楼层家族中学生情况，另外学生小组自发组织的活

动，各不同书院楼层的导师们也会轮流过来旁听，师生们关

系日益密切，就犹如一个大家庭 [5]。加上中国台湾社会开始

少子化之后，高校学生人数变少，教育资源整体呈现更加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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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化，师生之间比较容易建立起联结。例如，当老师走在路

上，学生就会过来打声招呼、拥抱一下，这种感觉是不一样

的，当师生彼此感受到被认同与受欢迎，导师与书院家族学

生的关系便逐渐形成。

在笔者结束对东海大学博雅书院院领导访谈过后，

发现中国台湾书院在导师制度的规划上，以“营造家的感

觉”为目标，希望老师们在其中能分享彼此的专业、与学

生互动的经验，以及对生活与生命的感悟，这不只是一

个共学团体，更是情感上的支持圈。因为老师们在书院

中有这样的体验，所以他们才能够把这些经验，即理想

性、价值观、成就感、情感支持、家的感觉，以书院导师

制度的核心精神“相濡以沫”的方式传递给学生。书院的

设计就是希望能把老师及学生们联结在一起，在这个过程

中关系会不断地被加强，学生会得到老师们许多的陪伴，

所以他们的成长相对也会比较完整。老师们借由这个过

程，开始能广泛地感受到自己在学生身上所彰显出的价

值：原来对于学生，自己不仅是教书与打分数而已，还可

以对学生的生命产生影响。这对从普通学院转职过来书院

的老师而言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因为老师所面对的，不再

只是一张考卷上的分数，而是一个生命的转化。对于年

轻的老师，这个经验甚至还能帮助自己面对家中子女 [6]。 

学生是老师最好的朋友，因为是学生让老师的理想得以实

现，而书院正是实现与丰富这些理想的地方。在书院运作的

背后，有一整套的理论与许多的设计，这些设计会随着时间、

经过实践、加以修正而有所改变，这是一个有趣的、连续的

过程，因为书院是一个活的有机体。

4 “伯乐相马”知名书院领导层对书院老师
人才选聘标准

在访谈东海大学书院领导过程中还发现，其所以全球

闻名的确有与众不同之处，以下是书院人力资源部门访谈重

点实录：

①给予方向鼓舞前行的“打鸡血”魅力领袖型：老师

真诚的态度与有力的话语，常能鼓舞学生，此种力量不只在

师生间一对一的时候能发挥作用，即便是在一对多的公众场

合，也能产生超越距离的影响力。这样的老师其角色与功能

有第一线辅导、预防问题、情感咨询、引导、薪火相传、学

生典范以及推展校务等。

②陪伴倾听传道解惑的智慧长者型：经过时间的淬 

炼，人生经验丰富、精力充沛的长者即便已年逾花甲，然而

乐于陪伴的心念与态度在学生领受之后，再大的代沟都能轻

易地被跨越。这样的老师其角色与功能有第一线辅导、预防

问题、处理问题、参与及引导、催化、薪火相传、沟通协调、

学生典范、推展校务等。

③笑口常开提供能量的正向阳光型：“有快乐的妈妈，

才有快乐的孩子”，同样的道理，总是笑脸迎人、高兴、开心、

有好心情的老师，自然会是好心情的传播中心，同时具备了

吸引学生的能力。唯有学生愿意去亲近老师，老师才得以发

挥对学生的影响力，教育才有机会产生成效。这样的老师其

角色与功能有第一线辅导、预防问题、处理问题、转介、催化、

参与及引导、沟通协调、学生典范、推展校务等。

④如姊妹般常在左右的楷模典范型：不断精进自身的

专业能力并乐于与学生分享的老师，透过与学生频繁的互

动，会自然而然地成为学生学习的榜样，发挥潜移默化的作

用。这样的老师其角色与功能有第一线辅导、预防问题、处

理问题、转介、催化、参与及引导、沟通协调、学生典范、

推展校务等。

⑤充分信任自由发挥的守望牧者型：老师的同在能带

给学生安心的感受，产生安定的力量。因此当老师愿意花时

间陪伴学生时，即便不是讲课、没有教导，无形中都能传达

给学生支持的力量，让学生勇于放心大胆地去尝试、去学习、

去探索、去执行、去实践。

5 结语

自由教育、全人教育是书院的核心理念，透过书院的

生活，期望培养学生成为能自主学习的自由人。书院的目标

是为学生营造一个环境，以陶铸其良善的人格，成为日后幸

福生活的基础，同时也培养学生跨界创新的能力，成为未来

多元发展的实力，更锻炼学生面对恐惧接受挑战的勇气，为

自己蓄积从失败中再站起来的经验，也同时培养学生面对低

潮时转换心境的能力。总而言之，书院就是帮助学生建构正

确价值观、培育适应社会与谋生能力，帮助学生养成追求幸

福习惯，创造自己美好未来。书院是一个以“生活学习”为

主的环境，书院鼓励老师重启当初献身教育事业的初心，在

陪伴学生紧密的师生与同侪互动中，以言传身教、循序渐进

的方式，培育出学生自己的博雅生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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