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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說書人養成計畫-梅山社區的司儀主持職能教學實踐/ Life Storyteller Training 

Program- Teaching Practice of Master of Ceremony Training Course in Meishan 

Community 

一. 報告內文(Content)(至少 3 頁) 

1. 研究動機與目的(Research Motive and Purpose) 

(1)研究動機 

本次以大學社會責任(USR)專案計畫作為主軸提出教學實踐研究案，緣於前兩年

研究者針對合作學習結合師徒制的教學策略進行釐清後，得以將研究結果提共本校與

其它設置有進學班之學制作為教學策略的運用。108年則將關注的對象擴大到大學日

間部的學生學習需求，為了達成學用合一，協助學生畢業即就業，並且解決殯葬產業

界求才若渴的需求，因此，特請中華民國葬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秘書長歐陽克

言先生擔任計畫共同主持人，配合「殯葬司儀」課程的教學需求，諮詢專家、學者與

產業界的意見，編撰並預定出版合乎實務界需求且合情、合理及合禮的殯葬司儀專業

教科書，除了滿足學理的需求，也是落實技術教學之做中學的課程目標，培養學生將

所學知識轉化為實務技能之能力，提升學生實務應用的專業技能與就業準備，改善學

用落差。 

但在前兩年的教學實踐研究中，仍然發現學生們因身處青少年後期(late 

adolescence)和成年期早期(early adulthood)的過渡階段，迷惘於學習的目的，也

因為懷疑個人是否具備自我獨立的能力而徬徨不已。以研究者服務的南華大學生死學

系大學部的學生們來說，雖有超過三分之二的同學在入學前曾經明確的告訴師長未來

決定要進入殯葬產業服務而報考本系，但是，當進入大學開始修讀課程時，不少學生

面對大學有別於高中的學習模式差異而適應不良，也有因為過份熱衷社團活動或偏重

人際關係而時間控管出差錯，進而荒廢學業，導致成績一落千丈後開始自我否定，或

者懷疑選錯科系而困擾者。再者，生死學系殯葬組學生是在大四下學期時，才安排到

業界實習，其目的在於檢核在校的學習成果，不過經由近五年來的觀察發現，每年應

屆畢業生在完成 480 小時的實習後，返校發表學習成果與分享心得時，他們最後悔的

就是過去在學期間有太多課程沒有認真下功夫學習，如今實習結束才發現，原來系上

安排的課程都是未來就業必備的職能，如今畢業在即才覺悟到學習的目標與目的，似

乎是太遲了! 

本校生死學系殯葬組的學生們在畢業前夕才有機會充分了解實務工作狀況，因

此，在最後實習的中的必然深受打擊與感受到挫敗。所以，每學年有近二分之一強的

學生，在即將投入職場之際，選擇打退堂鼓改換跑道，對於身為專任教師的研究者面

對此種情況，實在感到痛心與不捨。因為，社會中對於大學畢業生的期待，本應鵬程

萬里、展翅高飛，事實上，卻有不少學生卻是懊惱過去未把握機會認真學習，導致實

習後受挫而產生自我懷疑，此種情形實不應在大學場域中繼續再發生。因此，研究者

決心提出本計畫，回歸以學生為本位，以協助他們能夠自我肯定並且發揮己力貢獻社

會。因此，本案運用大學三年級開設的必修「殯葬司儀」課程，提早引導學生們進入

鄰近社區進行服務學習，同時在發揮所學的同時，協助地方落實長者健康在地老化的

方案，也為社區的創生發展提出建議，藉此促成學生與長者互惠而促進心靈成長，同

時也精進研究者的教學能力並帶動地方發展，是為本計畫的動機。  



(2)研究目的 

本計畫以學生為本位，透過「殯葬司儀」課程培養學生生命回顧、生命意義詮

釋及口述他人生命故事的職能，至於在學生學習過程中，要如何讓修課同學體會到學

習的目的而激發學習的動機，檢核學習成效，修正學習方式，體驗發揮專業的助人成

就感等等，進而使其真實認識就讀大學科系設定養成的專業人才之內外本質，同時覺

察個人完成大學學業後，只要發揮所長便能擁有工作機會，實踐經濟自足與自我認同

的可能。但是對於接納課程實施及學生成長的社區，也是本計畫互惠助益的重要目

標。 

此次選擇進入本校校區所在區域東鄰的梅山鄉，位居阿里山腳地帶的溪谷中，

過去即是商旅必經之地，因此人文薈萃，但自 1970年代後，台灣經濟朝向工商服務

業發展，都市化的趨勢使得梅山鄉人口數逐年下滑，老化現象也漸趨嚴重，當地有志

之士在西元 1994年創立梅山文教基金會，積極推動珍惜本土文化與提昇人文素養，

近年來也負責承辦梅山鄉樂齡學習中心業務，在鄉內設置四個常態式上課地點，開設

文化、生態與配合當地產業的相關課程，幫助長者活躍老化、預防失智、活到老學到

老並促進身心生活健康。然而，該基金會董事莊鑽燈先生的觀察發現：目前當地若要

達成長者在地健康老化的目標，最為欠缺的即是生命關懷領域的課程與活動，當地長

輩面對子女必須出外到都市工作，留在故鄉的他們無奈中也不禁負面看待個人的人

生，因此，本計畫的實施，將由學生進入社區，分組擔任志工，協助有意願的長者進

行生命回顧，再透過互動的過程，讓長輩們重新以正向的態度來面對及詮釋過去的生

命歷程，如此將有助於肯定其生命意義，同時也能帶領他們正向的面對老化及生命終

點的課題。 

所以，本計畫設定培養生命說書人的研究主題，在於協助學生學以致用，進入

社區擔任服務志工，體會助人意義而肯定自我，同時也將引導學生藉此機會，透過與

長者的互動訪談，以及製作長輩們的生命故事影片歷程，了解梅山鄉的過去、現在與

未來，雖然學生們接觸到的是每位地方耆老的生命歷程，但是當中的點點滴滴或特定

的事件卻都是建構在其所處的文化背景以及社會變遷的軌跡中，所以，表面上看似是

學生們製作長者們個人的生命故事影片，但衍伸與整合的將是有關梅山鄉的產業發展

與風土人情的縮時電影，故彙整本計畫研究目的在於以下幾個面向： 

A.學生層面：一者了解學習目的、體驗學以致用而助人的自我認同。再者增加對梅山

地區的認同感，體會問題解決因應能力、方法與行動的運用過程，以利

養成未來就業進入職場的問題解決能力。三者協助同學們瞭解地方特色

與屬性，後續也能對當地的現況、需求或困境等議題提出建言。 

B.社區層面：在於建構當地樂齡學習中生命關懷相關領域課程、活動，協助其達成長

者在地健康老化的目標，盤點及就地方創生及產業發展提出建議。 

C.教學層面：落實行動研究，透過發現問題、診斷、實施計畫、選擇方法與分析資

料，再持續檢討、反省與修正的過程解決教學上的問題，有效促進研究

者專業成長。必且透過計畫的產出，提供本校生死學系教師們教學上的

參考，落實學用合一目標。未來也規劃透過計畫成果發表及期刊投稿，

期盼拋磚引玉，讓更多教育者關注及投入以提升大學教育成效。 

 



2. 文獻探討(Literature Review) 

依據本計畫研究題目「生命說書人養成計畫-梅山社區的司儀主持職能教學實

踐」，故就大學生發展任務與學習困境、殯葬司儀與生命回顧、服務學習與大學社會

責任，以及梅山鄉與樂齡學習進行下列相關研究文獻的探討。 

(1)大學生發展任務與危機 

本計畫研究目的之一在於解決本校生死學系大學部殯葬組學生的學習困境，並

藉由教學實踐協助其自我認同，促使在畢業後可以成功的發展至成年階段。因此依據

艾瑞克森(Eric H. Erickson)的心理社會發展論，人的一生可以區分為嬰兒期、幼兒

期、學齡前兒童期、學齡兒童期、青少年期、成年早期、成年中期以及成年晚期的八

大階段。大學生一般約為 18歲到 22歲左右，經歷 12-18歲的青少年期，發展的任務

在於自我統整，得以擁有明確的自我觀念以及自我追尋的方向，但同時可能產生的危

機則是角色混亂，導致迷惘徬徨而不知生活目的。然而大學生涯也同時跨越到成年早

期，發展的任務在於建立親密關係，能夠有成熟的人際關係發展，但相反的所產生的

危機即是與社會疏離的孤寂感(Erickson,1972)。另外針對大學生所屬的青年階段，

Erikson(1968)又將其自我認同的面向區分為時間觀點(temporal perspective)、自

我確定(self certainty)、角色探索(role experimentation)、拜師學藝

(apprenticeship)、性別分化(sexual polarization)、主從區分(leadership and 

followership)、價值認同(ideological commitment)，得見大學生必須探索個人應

扮演角色，並能學得一技之長，進而確認活著的價值方能實踐自我認同。 

Chickering和 Reisser（1993）則提出七向度理論，說明大學階段的學生們其

心理社會的發展具體內容及順序，分別為能力感、情緒管理、從自主走向互賴、成熟

人際關係、自我認同、目標和整合感的發展，同時也指出學校中的課程與教學會影響

學生的發展，也就是說適當合宜的教育將有助於學生學習，因此大學有責任因應學生

們的發展任務營造實驗挑戰的環境，並協助引導同學們自我認同，同時在成長中避開

可能產生危機的阻礙。何縕琪(2015)的研究也發現，良好的教育措施可以引導學生努

力學習，同時讓他們對於所屬的學校抱持正面的態度與動機，如此，不但能讓學生有

良好的成績表現，更重要的是能夠形塑大學生成為有能力服務他人的實踐者。 

近年來對於我國的大學生來說，能否透過四年的高等教育洗禮，順利的完成發

展任務，畢業後邁向成年的階段?就以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的失業率的分析結果進行

探討，近十年來，20至 24歲的大學畢業青年的失業率是各教育程度人口失業率之

冠。民國 107年失業者的教育程度依年齡區分，20至 24歲的大學教育程度者(不含

專科與研究)就佔全國失業人口數的 15.12%，人數共計 66,568位。因此，高學歷的

高失業率問題突顯出大學生們未能在就學期間做好準備，因此一旦畢業就面臨失業的

衝擊，如此對其自我統整及未來的生涯規劃威脅甚深。 

面對我國高等教育普及化，但是大學畢業的學歷卻無法成為就業的保證，這確

實是國家與社會的大患，對於國人的身心健康也埋下不定時的炸彈。然而解決之道，

還是得從改善大學教育模式做起，就以研究者所服務的系所來說，每年殯葬組的畢業

生有一半未能學以致用，也因此連帶提升了失業比率。根據黃韻臻、林淑惠(2010)抽

樣調查全國大一與大三學生，發現大一新生中超過 55%的同學不清楚未來畢業後要做

什麼，不確定個人興趣/能力者有 46%，這樣的結果對於新鮮人來說確實是因為剛入

學，對於所屬科系尚不了解所致。但是令人難以置信的結果，是在針對大三的問卷分

析時，竟發現包含畢業後的就業選擇，是否確定自己選對科系等?回答不確定自己興



趣或能力時，選擇不清楚與不確定的同學比率全都比大一學生的比率還高，譬如不清

楚畢業後要做什麼的，大三生高達 60%，不確定個人興趣/能力者為 51%，有超過一半

以上的大三生，在適應大學生活也比大一生多學習了兩年的專業課程後，反而更加的

迷惘與徬徨。 

黃韞臻與林淑惠(2010)的研究也發現，不少大學生面對畢業前，最為擔心與憂

慮的事就是離校後的去處，以及個人生涯該如何規劃，這些問題確實無法等到學生大

四時再做考量，應該要提早在大二與大三階段協助其探索與思考。所以，現今的大學

應該要在課程的設計上或者在課外的活動中，提供學生多元的機會，一方面透過課程

確認個人興趣與所受訓練而養成的能力是否相符，另一方面若能藉由走出校園外透過

短期的服務課程或志工學習檢核個人的就業職能，提早發現問題，也能及時調整補救

而解決個人發展任務的危機。 

(2) 大學社會責任與服務學習 

大學社會責任（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USR）源於企業社會責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USR），意指各大學除了應擔負教學與研究的

責任外，也該善盡服務社會的責任，如此能培養學生具備社會方向感及使命感，同時

也能帶動社會進步發展，並在發揮大學功能下促進社會永續發展。所以，當今的大學

不僅止於訓練學生就業力與頒發文憑，更應該協助學生找到方向感，也得培養其具備

從事公共服務的熱忱，並以「追求社會的公共利益和提升人類生活品質」為目標(吳

清山，2018)。 

因此，我國教育部在 2017年提出「推動大專院校社會責任實踐計畫」，以「在

地連結」為核心，透過人文關懷與協助解決區域問題的概念，鼓勵大學師生參與社會

創新實踐，聚焦區域或在地特色發展所需或未來願景，帶動地方的繁榮與發展。至於

大專院校的社會責任區分為四大方向：1.強化區域產學的鏈結，協助在地產業發展與

升級；2.連結區域學校資源，協助城鄉教育與產業的發展；3.落實大學社會責任，推

動師生社會創新；4.促進區域學校學生連結在地就業，提升在地就業率。 

現代的大學教育應當要引領學生走出象牙塔，來到教室之外進行體驗性的學

習，讓教師、學生與社區居民之間的互動產生意義建構，所以，透過到校外的社區進

行服務學習是為落實大學社會責任最佳的途徑。蘇文彬(1999)認為，服務學習在於激

發意願與鼓勵分享為主，也就是帶動學生、被服務對象與教師共同學習與成長，其中

就學生的部分，透過參與貢獻激起期投入服務的決心，被服務者也能因為學生的學習

成果而增進個人自立自強的信念，如此相互成就而建構社會中關懷的文化。 

依據 Fertman、White & White(1996)的看法服務學習必須規畫執行包含「準

備」（Preparation）、「服務」（Service）、「反思」（Reflection）與「成果分享(慶

賀)」（Celebration）四階段，如此才能確保在學習為基礎的前提下，讓學生與被服

務對象都能互惠互利。如同王少芸(2017)的觀點，理想的服務學習方案、活動或課程

必須具備 A.兩個或兩個以上具共同目標團體的合作。B.服務者與被服務者雙方共同

努力與互惠。C.服務者與被服務者能接觸到與自己背景相異的多元個體，也能運用多

元的方式進行而發揮多元智能。D.由學生個人出發並促成其學習成長。E,以社會正義

為焦點。 

所以，將服務學習融入課程中，提供學生實際體驗，幫助學生關注被服務者的

需求，再透過貢獻後的反思與回饋，使其對社會問題能夠有真實的了解，喚起公民意

識與行動，並為社會正義而努力，此乃透過學生與被服務對象間的生命力之相互帶



動，達到雙方的互惠互利，然而負責規劃與引導課程的教師，也在教學實踐、檢討、

反省、修正的行動研究中，得以精進與成長。 

(3) 殯葬司儀與生命回顧 

本計畫將以本校生死學系開設於大學三年級之「殯葬司儀」課程進行教學實踐

研究，該門課所設定的教學目標包含提升學生殯葬司儀專業涵養與技能、增進學生殯

葬司儀實作經驗、幫助學生禮儀師證照考試、提升學生就業實質競爭力、促進殯葬文

化革新，以及圓滿「慰生安死」的任務。然而課程實施後希望讓學生們獲得的對應的

能力指標分別為：具有殯葬服務專業知識與工作能力、具有獨立思考及展現殯葬服務

的專業能力等等，也囊括讓學生具有生命自覺、自省、自信及自主學習的能力。 

實務上，過去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2000)定義曾殯葬司儀是為安排與

朗讀家奠與公奠流程，並使之順利進行的人員，從事的工作項目包含 1.訂定家奠與

公奠之時間及進行程序；2.朗讀流程項目並引導參加者進與退的相關動作；3.朗讀奠

文及哀章等；4.管理家奠與公奠的秩序與時間。 

鄭志明(2012)則認為：殯葬司儀是在告別奠禮中發號司令與主持禮儀程序者，

所以他是喪禮祭祀中的核心人物，也就是主導者及殯葬專業知識與技能的傳承者，不

但要能夠入理解喪禮流程中的各項儀節，還須具備臨場隨機應變的反應能力，並且是

以語言的表述藉以創造奠禮的莊嚴性。因此，殯葬司儀必須具備豐富的禮儀知識與技

能，包含對於儀式主持的口令與引導言詞必須有完整性的瞭解及掌握運用，因此，上

場前的充分演練是分場重要的，另外在流程上時間的分配控制也必須非常嚴謹，對於

家族中的親屬關係及稱謂，以及公奠禮時政治倫理也必須能掌握。 

歐尚柏（2015）的研究顯示：殯葬司儀的角色定位包含：1.祭文撰述者；2.喪

禮主持者；3.儀節指導者；4.氣氛營造者；5.秩序掌控者；6.溝通協調者；7.孝道維

護者；8.儀節改良者；9.悲傷撫慰者；10.吉祥話弘揚者；11.現場突發狀況化解者。

至於就殯葬司儀的養成教育課程則歸納為：殯葬文書、殯葬禮俗、奠禮流程、各宗教

奠禮流程與生死觀、語文能力與口語表達能力、溝通協調、美姿美儀、司儀實作課

程、經驗傳承等，可見課程內容必須多元豐富，但是跟實務的連結確實有其必要性。

同時他也發現目前殯葬司儀的課程多數只能在教室的虛擬空間進行演練，加上學生眾

多，每個人輪流上台學習的機會更是有限，因此，如何在有限的空間與時間中，課程

的規劃要如何與實務結合，是當今殯葬司儀養成教育課程中最為急迫的項目。 

殯葬司儀的專業職能在表象上看似只是規劃與執行喪禮流程，實際主持時好像

就是喊喊口令，但在內涵意義上，喪禮司儀必須在服務每一位亡者時，將自己歸零，

運用溝通技巧並抱持同理心，還原亡者這一生的風範與樣貌，讓所有參加奠禮的親友

感受其彷彿親臨現場，並透過儀式圓滿彼此告別的心願。所以，奠禮流程規劃與主持

的成功與否，不僅止於喪禮司儀的專業職能，還關係著司儀對於服務個案的了解有多

少。所以，在奠禮前，喪禮司儀必須要和亡者的家屬或協助其辦理治喪事宜者，針對

逝者的生平事略，包含其死因、家庭生活、職業、人際關係、社交概況等進行了解與

溝通，之後再協助亡者家屬撰寫或修改哀章、奠文、故人略歷等文書資料，並在儀式

中透過口語的表達，為亡者的一生畫下圓滿句點，使其生命的意義價值得以彰顯及肯

定(李慧仁，2012)。 

殯葬司儀的工作有其特定的意義與價值，當中確實扮演著生命說書人的角色，

但是，因為家公奠禮是亡者人生最後重要儀式，無法 NG重來，所以在實務上，學生

在學的階段難有機會可以實際上場主持，不過為了讓同學們有機會體會司儀應具備的



職能，並且藉此檢核個人的學習成果，再者體會助人而自我認同的歷程，因此，本計

畫讓學師生們進入社區，協助長者進行生命回顧，再加以統整轉述進行口語介紹，如

此也能模擬掌握到未來擔任司儀必須運用的知識與技能，同時也能在服務學習的助人

過程中，肯定自己的能力與潛力，進而完成發展任務。 

至於生命回顧則是在 1974年由 Butler提出與運用，其目的是為帶領年長者回

憶過往生命歷程，再透過理性的態度重整、檢核，藉此調整為正向的角度重新詮釋過

去的人生歷程，進而幫助長輩們尋找生命的意義，同時參透生命的本質。Butler認

為生命回顧對於所有的人來說是必須與必要的，因為在透過講故事的方式回顧了過往

逝去的生命歷程，正是在懷舊中將生命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相互串連，藉此讓長者們

對於自己的一生採用比較寬廣與客觀的視角來看待，即使回憶中，重新憶起過去失

敗、懊悔的生命經驗，但是當把生命歷程的點與線串聯成一個較為完整的面向時，便

會重新排列整理出事情的重要性，也能發現當中，其實是因為外在時空背景的不可抗

拒，然而在有機會了解自己的努力與付出後，也能重新肯定自己。所以，生命回顧是

銀髮長輩成長的過程，也是他們之所以能夠呈現智慧的原因(胡美蓉，2010)。 

紀潔芳(2004)發現生命回顧雖然最初被運用在長者及重病患者身上，但是實務

經驗顯示其實生命中任何一時期的人們都適用，甚至也能讓教師們用來啟發學生，助

益其心靈成長。同時透過生命回顧也能帶動生命回饋，也就是回饋他人在我們生命中

曾經做的事，並將自己感受回饋到別人的生命中。再者，因為人們的生命史，雖以個

人生命的歷程為焦點，但是了解時仍然必須掌握當事人所處的文化背景及社會整合，

針對其經歷的生活事件及經驗進行詮釋，也就是必須將個別生命的人生故事立基於歷

史脈絡中來理解與研究(顧瑜君，2002)。所以，當學生們協助社區長者進行生命回

顧，再加以彙整與詮釋後，轉換為文字稿的內容後，再由同學們扮演生命說書人的角

色將其口述記錄，透過這樣的過程，社區的發展歷史、產業的興衰也能隨著被掌握與

了解。 

透過學生與社區長者不同世代者相聚在一起分享彼此的經驗，這種互動與學習

的模式對於雙方都能有所助益，Cabanillas(2011)便指出代間的學習

(Intergenerational Learning)可列為新的教育模式，透過長者與年輕學子的互動與

交換而互惠，所以，本計畫透過大三學生與社區長者的接觸，學生們運用生命回顧以

充實未來擔任殯葬司儀的職能，長者們則在過程中重新統整個人的生命，得以正向看

待人生，同時也將其生命智慧傳達給學生，學生們也在聆聽與整理、詮釋長者生命故

事中，被啟發未來生涯規劃的藍圖，而對自己更加認同與充滿信心。  

(4) 梅山鄉樂齡學習中心 

舊稱「梅仔坑」的嘉義縣梅山鄉位於嘉南平原的東北區域，西臨研究者服務學

校所在地的大林鎮，鄉內包含河谷平原地形以及海拔高達一千八百一十五公尺的高

山。早在清朝康熙時代便有漢人進入梅山地區進行開墾，但當地因地處梅山斷層上，

自西元 1906年的梅山大地震、1941年中埔大地震、1998年瑞里大地震以及 1999年

921大地震、1022 大地震都對梅山地區造成數十至數百人的傷亡，因此助長了人口外

移的情形。以 2010 年代前期來看，梅山鄉的平均人口成長率為負 17.13%，遠遠低於

臺灣地區人口成長率的 2.73%，然而探究其人口負成長的原因，在於人口老化、農產

品價格下跌、以農業為主而缺乏工業活動、缺少就業機會、年輕人口大量外移，因此

導致死亡率大於出生率、遷出率大於遷入率(黃建勳，2016)。 

坐落於阿里山下溪谷中的梅山鄉，過去雖是商旅必經之地，確實有過人文薈萃

的風光，但在台灣經濟朝向工商服務業發展，都市化的趨勢下，加上天災與地形環境



的限制，長久以來便以農業生產做為主要的經濟活動，種植作物以柑橘類、檳榔與茶

樹為主，另外也因位居阿里山國家風景區內，雖因地理景觀奇特的觀光資源得以增加

民眾收入，不過還是受到交通位置的影響，使得梅山鄉人口數逐年下滑，老化現象也

漸趨惡化。 

但是人口老化的情形並沒有讓梅山鄉當地的居民因此屈就，西元 1994年由一群

校長、教師、建築師、醫師、公務員以及士農工商各界熱心人士，為了「珍惜本土文

化 提升人文素養」而捐款創立「梅山文教基金會」，藉以發動心靈改造及端正社會風

氣。基金會的管理由董事會組織籌劃，同時也因為贊助人的善款支持讓基金會得以永

續經營，以及志工組織的服務奉獻讓基金會的理念得以實踐及散播(陳玉峯，2018)。 

從財團法人梅山文教基金會的網站資料可以了解：基金會歷年來主要舉辦各類

專題演講、開辦研習班、辦理營隊、舉行藝文活動、出版書籍與社會服務等，近年來

也承辦梅山鄉樂齡學習中心業務，在鄉內梅北村、梅南村、梅東村與梅山國小設置四

個常態式上課地點，開設文化、生態與配合當地產業發展的課程，幫助長者活躍老

化、預防失智、活到老、學到老並促進身心生活健康。不過經該基金會董事莊鑽燈先

生的觀察發現：目前當地若要達成長者在地健康老化的目標，最為欠缺的即是生命關

懷領域的課程及活動，因為當地長輩面對子女必須出外到都市工作發展，留在故鄉的

他們無奈中也不禁負面看待個人的人生，所以，本計畫的實施，將由學生進入社區

中，分組擔任志工，協助有意願的長者進行生命回顧，再透過互動的過程，讓長輩們

重新以正向的態度來看待或詮釋過去的生命歷程，如此有助於肯定其生命意義同時也

有助其面對老化及生命終點的課題。 

3. 研究問題(Research Question) 

本計畫為確認以下實為值得深入探究並確認的研究問題如下。 

(1). 當今的大學生在了解學習的目的與實務運用面後，可以提升其學習的動機與態

度? 

(2). 當今的大學生可以透過服務學習的助人經驗，提升其個人的自我認同? 

(3). 殯葬司儀課程納入生命說書人的職能培養，有助於修課學生體認殯葬司儀的實務

工作情境? 

(4). 殯葬司儀課程納入生命說書人的職能培養內涵，有助於修課學生演練與運用殯葬

司儀核心職能? 

(5). 實施服務學習將有助於提升修課學生的修課成績? 

(6). 實施服務學習將有助於提升教師的教學滿意度? 

(7). 實施服務學習有助於學生對於鄰近社區的認同與就業意願? 

  



4. 研究設計與方法(Research Methodology) 

(1) 研究設計說明 

經由本研究的文獻探討，本計畫運用本校開設於生死學系大學三年級的殯葬

禮儀進階學程之「殯葬司儀」課程，帶領學生進入到鄰近的梅山社區，透過與當

地梅山文教基金會的合作，讓受過生命關懷相關課程的同學協助樂齡學習中心的

長者進行生命回顧，在銀、青雙方互動與溝通後，由學生將長輩的生命故事寫成

逐字稿，經生命回顧者確定敘述的內容後，再由學生們搭配梅山當地的風土民情

相關照片製作成長輩個人的生命故事影片，當中的旁白內容便由學生搭配字幕口

述完成，計畫結束前將開辦影展與成果分享座談會。 

 

(2) 研究步驟說明 

本研究乃透過課程納入服務學習內容，以利修課學生走出象牙塔，藉以了解學習

專業知識與技能的目的，並使其在學期中邊學邊運用的情況下，檢核學習態度與

修課成效，同時也在走入社區執行助人任務時，進而認同與肯定自我，確認畢業

後投入職場的信心。不過，研究者也必須保護社區及被服務者的權益，使其透過

學生的參與也能共同受惠並得到成長。因此本研究採用行動研究的方式，隨時監

測、控管與調整，隨機、靈活解決過程中產生的問題，如此可以掌控研究的信效

度，也能確保學生、社區及被服務者的安全與權益。 

 

(3) 研究架構 

依據蔡清田(2013)的說法，行動研究是以特定的程序步驟來完成研究歷程，意指

行動研究者是透過適當程序，一方面經由行動解決問題，另一方面也同時透過反

省進行探究。所以，行動研究的歷程必須包含行動前的研究、行動中的研究與行

動後的循環歷程。因此，本計畫將於教學策略執行前，先進行文獻探討及專家、

學者諮詢以聚焦釐清所關注的問題面向，再來尋求教育行動研究夥伴以及行動實

施方案，之後再反省、評鑑，並於研究後發表與呈現行動研究證據後，再做檢驗

與建議。 

承上繪製本研究架構如下頁圖 1。 

  



 

 

 

 

 

 

 

 

 

 

 

 

    

 

 

 

 

 

 

 

 

 

 

 

 

 

圖 3 本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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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課堂原有課程的執行與檢核 

4. 學生將所學運用於服務對象 

5. 學生書寫服務日誌與心得 

6. 反省與檢討、再回饋教學 

 

1. 觀察記錄 

2. 教學手札 

3. 訪談紀錄 

監控、資料蒐集與分析 

思考、反省與討論 

實施評鑑、回饋修正 

行 
動 

後 

的 

研 

究 
 



(4) 研究方法與工具 

本計畫將採用行動研究的方式，綜合研究者自身殯葬實務工作以及殯葬專業教

學領域的經驗融入生命回顧與服務學習相關理論基礎，以及透過教師社群、校外學

者、專家的諮詢協助，以進行殯葬司儀課程的教學及帶領學生服務學習，並在課程執

行中觀察、紀錄、反省與檢討所遭遇的問題，隨時進行修正，並透過行動研究階段性

的循環歷程提升研究者行動學習融入教學的知能，讓學生們了解學習的目的與重要

性，最終在其助人服務中感受到收穫而自我認同與肯定，也從中體悟就讀大學不僅止

是為了取得學歷證書，還能肯定自我，未來能有信心投入職場，發揮所長，讓自己的

人生充滿希望。 

因此本研究將透過在課程中納入社區服務學習的作法，運用於生死學系「殯葬

司儀」的生命說書人養成計畫，根據行動研究的「計畫→行動→觀察→反省→修正→

再行動」的循環模式，並運用觀察札記、文件分析與訪談的方式進行資料蒐集與分

析，在過程中透過行動研究的循環歷程再修正與提升研究者教學知能，以利探討有助

於激發學生學習動機、提升自我學習能力、具備生命回顧的關懷技能，並體會感受到

殯葬服務實務工作之情境及應備條件。 

至於資料的蒐集與分析，將蒐集包含：研究者的準備資料、教師教學應用資

料、學生學習應用資料、教學反省日誌與訪談資料五大類。 

(a) 研究者的準備資料：指的是研究者因應課程規劃教學活動的所有原始資料及修

改後的文件資料，以利對照教學活動計畫執行時的問題及因應改善內容。 

(b) 教師教學應用資料：包含教師為了上殯葬司儀課所使用的教科書、講義、學習

單、上課簡報檔、上課使用的教學影片、測驗卷與習作、評分標準、分組表、

說明單張等等。 

(c) 學生學習應用資料：即蒐集上課學生實作練習單、評量考卷、術科演練錄影

檔、學習單、筆記與書面報告等，主要在於了解學生學習的情形。 

(d) 教學反省日誌：由研究者在每次教學後，及時將所發生的問題、省思、感想等

加以記錄，作為教學修正的相關資料。 

(e) 訪談資料：訪談資料包含每一單元結束後隨機抽取學生訪談的相關紀錄，了解

課程中與服務學習時遭遇的困境與挑戰。 

以上的資料蒐集彙整後為保護學生個資、隱私與權益，所有內容將與以編號處

理，再加以系統性的歸納登入電腦以文書方式存檔。總結相關登錄資料共計為文件資

料、觀察記錄、訪談資料與反省札記四大類。 

(5) 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計畫以行動研究的方式執行，在教學研究過程中，蒐集與分析資料，以提供

下一系列循環的參考依據。資料的蒐集內容包含研究者的準備資料、教師教學應用資

料、學生學習應用資料、教學反省日誌與訪談資料五大類，為避免研究者的主觀引

導，將彙整五大資料加以綜合分析，也從不同人的觀點加以持續分析比較以獲得客觀

資訊。 

研究主要採取質性研究，分析資料時將採用以綜合研究者的教室與服務場域的



觀察與札記所得觀點、學生接受訪談與學習應用文件所得的觀點與教師同儕透過教室

觀察觀點之「三角校正法」來校正所得資料的確實性。參考吳芝儀、李奉儒(1995)的

觀點如下： 

 

 

 

 

 

 

 

圖 3 三角校正法 

圖 2三角校正法 

 

至於研究的信效度控管，將以加強資料檢核、紀錄資料分析附錄於研究報告

中，以及嚴謹紀錄觀察時間、情境與內容等提升信度。另外以教師社群、專家及顧

問定期討論，以及採用多元的資料蒐集相互比對以檢核本計畫的效度。 

然而在研究論理方面，恪守保密原則、嚴守誠信原則、遵守客觀原則等，確保

學生與所有參與本計畫的相關人員都能受到保護與尊重。 

 

  

研究者綜合教室觀察

與教學札記的觀點 

學生受訪與學習應用

文件的觀點 

教師同儕透過教室觀

察所得的觀點 



 

5. 教學暨研究成果(Teaching and Research Outcomes) 

(1) 教學過程與成果 

本計畫運用於本校生死學系 109 年度第 1 學期殯葬服務組三年級學生必須課

程：殯葬司儀課程，並帶領學生進入到學校鄰近的梅山社區，透過與當地梅山文教基金

會的合作，讓受過生命關懷相關課程的同學協助樂齡學習中心的長者進行生命回顧，在

銀、青雙方互動與溝通後，由學生將長輩的生命故事寫成逐字稿，經生命回顧者確定敘述

的內容後，再由學生們搭配梅山當地的風土民情相關照片製作成長輩個人的生命故事影

片，當中的旁白內容便由學生搭配字幕口述完成，計畫結束前，因疫情三級警戒的關係，

舉辦線上影展與成果分享座談會。本研究設計針對教學教學目標、教學方法、成績考核方

式、各週課程進度、學習成效評量工具等規劃如表 1的授課大綱，至於課程執行的流程則

說明於圖 3。 

表 1-授課大綱 

*課程名稱 殯葬司儀 

*課程屬性 ■系所必修(生死學系所殯葬服務組)   

*教學目標 

 教學目標 對應能力指標 

1 提升學生殯葬司儀專業涵養 具有殯葬服務專業知識與工作能力 

2 充實學生殯葬司儀專業技能 
具有獨立思考及展現殯葬服務專業

的能力 

3 增進學生殯葬司儀實作經驗 
具備殯葬服務理論與實務結合，勝任

殯葬職場專業的實務能力。 

4 幫助學生禮儀師證照考試 具備考取殯葬服務相關證照的能力 

5 提升學生就業實質競爭力 服務案件的專案管理能力 

6 促進殯葬文化革新 
具有殯葬服務事業創新、創造或創業

的能力 

7 圓滿「慰生安死」任務 
具有生命自覺、自省、自信及自主學

習的能力 

*教學方法 1.課堂講述 2.問題導向學習 3.分組合作討論 4.服務學習 4.發表學習 

*成績考核方式 

成績項目 配分 評量方式 細項配分 說明 

平時成績 20 
出缺勤 10 滿分 100，曠課每節-10 分。 

平常作業 10 基本 80 分，內容創新另加分。 

期中成績 20 紙筆測驗 20 經輔導補救者 80 分為滿分 

期末成績 20 術科測試 20 司儀主持 60 分，禮生 40 分。 

服務學習 20 服務態度 10 由服務學習督導進行評分 



影片成果 10 基本 80 分，評選排名加分。 

反思報告 20 
座談分享 10 基本 60 分，每次發言 10 分。 

書面報告 10 基本 80 分，內容創新另加分。 

*課程進度 週次 課程主題 內容說明 服務學習 

1 課程簡介 

1.課程與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說明 

2.服務學習場域與執行說明 

3.成績考核方式說明 

4.確保學生知情同意 

準備 

2 司儀概說 
1.司儀的角色與功能介紹 

2.司儀擔任生命說書人角色與功能 
分組 

3 司儀職能(1) 
1.長者的發展任務與危機 

2.說書人的口語表達技巧 

認識服務

學習場域 

4 司儀職能(2) 
1.生命回顧與生命回饋介紹 

2.生平事略的撰寫與功能 

服 務 - 團

康活動 

5 司儀職能(3) 
1.殯葬語言的介紹與演練 

2.殯葬文書的介紹與運用 

服務暖身

-見面歡 

6 奠禮規劃(1) 
1.家族親屬關係與稱謂 

2.家奠禮流程規劃 

生命回顧

服務(1) 

7 奠禮規劃(2) 
1.社交與政治倫理探討 

2.公奠禮流程規劃 

生命回顧

服務(2) 

8 奠禮規劃(3) 
1.奠禮流程的規劃演練 

2.規劃成果驗收與檢討 

生命回顧

服務(3) 

9 期中考 筆試測驗 學生反芻 

10 主持技能 
1.禮儀服務中的吉祥話介紹 

2.吉祥話的口說演練 

生命回饋

服務(1) 

11 儀式主持(1) 
1.奠禮前的準備 

2.奠禮前的說明 

生命回饋

服務(2) 

12 儀式主持(2) 
1.家奠禮的主持技能與演練 

2.代讀奠文與哀章的技能與演練 

逐字稿撰

寫 

13 儀式主持(3) 
1.生平事略的撰寫與口語介紹技巧 

2.生平事略的口語介紹演練 

影片製作

(1) 

14 儀式主持(4) 
1.公奠禮的主持技能與演練 

2.自由拈香的引導與演練 

影片製作

(2) 

15 個性化奠禮 
1.述說生命故事的奠禮流程規劃 

2.個性化奠禮的主持技能模擬演練 

影片旁白

錄製 

16 術科測試(1) 
1.傳統家公奠禮的模擬主持演練 

2.成效驗收與檢討 
反思 

17 術科測試(2) 
1.個性化奠禮的模擬主持演練 

2.成效驗收與檢討 
反思 

18 

生命故事影

展與成果發

表 

1.生命故事影展 

2.服務學習成果發表與座談 
慶賀 

 

  



 

 

 

 

 

 

 

 

 

 

 

 

 

 

 

 

 

 

 

 

 

 

 

 

 

 

 

 

 

 

 

 

 

 

 

 

 

 

 

圖 3 課程執行流程 

 

本課程依教學大綱完成元設定之教學成果，教學投入範圍如表 2。殯葬司儀課程開課

於 109學年度第 1學期，共有 62名同學選修該課程，共有 61為取得學分。109學年度第

2持續讓學生完成 13部影片之製作、心得報告與接受訪談進行回饋。相關教案與教學方

法已列為南華大學生死學系大學部殯葬組的創新教學方法，同時也將提供給所有其他有

意投入服務學習課程規劃者的參考。對於殯葬司儀人才培訓的相關機構或大專院校也能

斟酌將生命說書人的養成列為目標之一，藉以思考並提升殯葬司儀並不是只有負責喊喊

口令而已，當中的生命回顧任務若能引導得當，將有助於為亡者的生命畫下一個圓滿的

句點，對於喪親家屬來說也能產生悲傷撫慰的效果，對於社會大眾則能藉此對生命的意

義與價值加以省思。然而透過本教學實踐的行動研究執行、反省、檢討與調整後所衍生

的教材，也能將在計畫結束後將其彙整出版發行，以利拋磚引玉，讓更多有志創新教學

課程與服務學習規劃 

課程/服務學習內容確認 

對學生舉行選課說明會 

選課名單確認 

「大學生心理適應量表」前測 

學生異質分組 

被服務者的知情同意 全班授課 

分組共同學習 

施測、檢討與計算分數 

表揚與分享 

與服務學習場域

人員討論與確認 

 

學生協助長者生命回顧 

青銀互惠共做生命回饋 

製作長者生命故事影片 

1.生命故事影展與成果分享 

2.「大學生心理適應量表」後測 



的教授們一同加入探討與實踐。 

表 2 教學投入範圍 

 課程單元與內容 教學策略 服務學習之配合 協作實踐 

1 課程簡介與計畫說明 全班授課 準備 

1.財團法人梅

山文教基金

會暨樂齡學

習中心 (幹

部與長者) 

 

2.教師社群 

 

3.校外專家與

學者顧問團 

 

2 司儀概說 全班授課 分組 

3 殯葬司儀與生命說書人 分組學習 認識服務學習場域 

4 生命回顧與生命回饋 施測、檢討與分析 服務-團康活動 

5 殯葬語言與殯葬文書 全班授課 服務暖身-見面歡 

6 家奠禮規劃 全班授課 生命回顧服務(1) 

7 公奠禮規劃 全班授課 生命回顧服務(2) 

8 奠禮流程規劃 分組共同學習 生命回顧服務(3) 

9 期中考 筆試 學生反芻 

10 吉祥話的介紹與演練 分組共同學習 生命回饋服務(1) 

11 奠禮前的準備 分組共同學習 生命回饋服務(2) 

12 家奠禮的主持與演練 分組共同學習 逐字稿撰寫 

13 生命說書人的演練 分組共同學習 影片製作(1) 

14 公奠禮的主持與演練 分組共同學習 影片製作(2) 

15 生命故事的追思會主持與演練 分組共同學習 影片旁白錄製 

16 殯葬司儀主持術科測試(1) 施測、檢討 反思 

17 殯葬司儀主持術科測試(2) 施測、檢討 反思 

18 生命故事影展與成果發表 表揚、檢討與省思 慶賀 

 

另外與學生學習相關達成成果如下: 

A. 修課學生能完成撰寫並口述長者的生命故事。 

B. 以「大學生心理適應量表」進行前後測，學生學習適應力呈現明顯改善。 

C. 修課同學的平均曠課比率較過往類似必修課程的比率下降。 

D. 全班修課同學的學期平均成績 82.3 分能與過往必修課程平均成績持平。 

E. 期末成果驗收學生及格比率達百分之九十八。 

F. 全班修課同學期末教學滿意度。 

 

本計畫在帶領學生進入社區進行服務學習發揮課堂所學，對於相關單位與參與者產

生的影響與貢獻說明如下： 

A.對於教師社群：帶動教師們對於投入教學實踐計畫的興趣，鼓勵更多老師投入

教學創新的行動研，再者也提供教師社群的夥伴對於服務學習

納入一般課堂課程時的可行方向、實施方案與成效。 

B.對於社區發展：於 109學年度第 2 學期在當地樂齡學習中開設一系列生命關懷

相關領域的課程、活動，協助其達成長者在地健康老化的目

標，並盤點以及針對地方創生及產業發展提出建議。  

C.對於服務對象：針對參與本研究的長者們，則設定經由學生的服務學習下進行

生命回顧，再透過銀青互動的過程，讓長輩們重新以正向的態

度來看待或詮釋過去的生命歷程，如此將有助於肯定其生命意



義，同時也有助其面對老化及生命終點的課題。 

 

(2) 教師教學反思 

本次計畫有別於過去的執行，先將課程安排於上學期，於是授課時在前半學期先就學

生如何針對生命故事的採訪進行了解與演練，後半學期即配合梅山文教基金會的活動，讓

學生實地到梅山社區中到長者居住與平常活動的場域進行採訪，長者們在進行生命回顧時，

信手拈來手邊的畫作、書法、照片或獎盃等等都能說出其過去的經歷，當中包含失敗與成

功的案例。學生們因為要撰寫生命故事再轉換成影片，所以都相當認真與用心，其中能到

社區直接活動與拜訪，讓他們對鄰近學校的區域與人文風土都有了更深入的認識，皆反映

課餘之後要常常走訪，未來有機會也能成為基金會之志工，畢業之後即使離開嘉義也能回

來探望敘舊。然而身為教師除了新為學生能夠親近鄉土之外，另外看到同學們用著生硬的

台語跟長者再互動努力溝通，之後再透過文字與影像將梅山達人的生命歷程記錄下來，發

現學生過程中比在教室課堂中認真便覺得相當欣慰，部分學生平日看起來比較沉默低調，

喜歡坐在教室最後方的同學，到了場域，竟然變得活潑主動，另外過去相當難訓練的生平

事略故事撰寫與介紹，也因為有實際的受訪者在學生面前侃侃而談，因此最後的生命故事

影片呈現出學生未來在擔任禮儀人員採訪與訴說生命故事的相關能力。 

社會實踐型的教學實踐計畫對於授課老師來說真的負荷較大，不過因為如前文所說，

課程與採訪是在上學期執行，下學期時，教師就有比較充裕的時間反芻與省思、檢討。學

習適應力呈現的改善最為顯著。 

(3) 學生學習回饋 

及研究助理等的訪談發現，參與本計畫的學生在選課說明會時雖然已經了解該課程

將進入到社區進行社會實踐，還必須有別於其他學期的學長姊當時修課的模式，多出生

命故事採訪與影片製作的作業。一開始時學生們還懵懵懂懂地只知道有校外教學，但是

等到開學上課之後才清楚必須利用課餘時間到梅山鄉進行實地的採訪，這時候同學們開

始有些抱怨，因為有修同學必須打工，有些假日習慣返家，當小組成員中難以協調出共

同可以出席的日子時，擔心生命故事寫不出來，影片無法製作成完成時才開始心急與抱

怨，對於在非上課時間的採訪有所微詞。再者學期初授課進度提到生命故事採訪時，學

生們也對學習內容沒有太深刻的改受，等到要求學生們擬定訪問題目大綱時，學生抱怨

的聲音又出現了，還好有計畫協同主持人他同時擔任司儀，也是梅山文教基金會的董事

與財務長，對於同學們要採訪的對象都相當熟習，因此在正式出訪前有偕同主持人的補

課，同學們才安下心來擬定出訪問的題目。 

本來覺得要在課餘時間訪問的同學們對於到社區進行社會實踐本有微詞，但是本計

畫在基金會相關人員的協助下，訪談前讓同學們對於梅山鄉的開發歷史、風土民情以及

文化特色有所了解，也透過畫冊、照片與影片讓學生們先欣賞了梅山的好山好水，再加

上因為有授課老師及基金會人員的交通接駁，同學們後來反應，原來到社區進行訪談其

實是外出遊山玩水，還有熱情及人生經驗豐富的達人讓我們訪問，真的收穫滿滿，比較

可惜的是，跟受訪者才建立起信任與熟悉感，發現訪談的時間已經超過原定時間，也感

謝有些受訪者還能接受第二次或電話的後續訪問，才能補足生命故事的精采度。 

經學生們的回饋發現，生命故事若從個人的出生、家庭談起，內容就會變得比較單

純乏味，感謝老師與基金會同仁的提醒，一個人生活的環境與所在的場域對其人生發展

會發生極大的影響，所以在了解梅山的歷史與風土人情、經濟發展、特產與人口比例之

後，在面對受訪者時很快就能藉由社區發展的議題而切入，讓受訪者打開話匣子，再加

上此次訪問的對象都是當地土生土長的長者，他們的生命經歷與專長，譬如畫作、書法

作品、咖啡、民宿、竹編等等都跟梅山有密切的連結，所以編號 36 的同學提到：透過



這樣的經驗，我們也看到這些達人學習的經歷與值得我們學習的長處，訓練了我們旁徵

博引以及舉一反三的學習方式，是這次很難得的經驗。編號 15 的同學反應：訪談後還

好有一個多月的時間讓我們去整理資料及編排影片，但是未來我們擔任禮儀人員時，必

須在接觸到個案後，也就是在其死亡後可能一個禮拜左右就要能掌握其生命故事，我們

可能還要多觀察、多磨練，不然到時候可能會掌握不到重點。 

編號 60 的同學則提到原來擔任司儀不是喊喊口令就好，還須要有同理心，還要會

問，問出個案的生命特色，這堂殯葬司儀克終於讓我體悟到到學校上課的目的，原來殯

葬業界的一些司儀之所以被詬病毫無進步的空間，但卻有司儀只要依主持一開口就能喪

家親友文來飲泣，司儀及禮儀師還是需要擁有專業的訓練，經過此次的採訪與生命故事

書寫，我才明白殯葬文書的重要性，也後悔口語表達沒有好好上，影片的製作技巧也有

待加強，所以，未來還在校的日子我會好好把握各種課堂上的學習，也會爭取服務學習

的機會，希望在畢業前就能做好準備。 

6. 建議與省思(Recommendations and Reflections) 

透過一學年的計畫執行，讓教學場域擴大到社區，讓服務學習跨入生命的故

事。讓學生的學習體會到與未來工作職能的連結而增加其學習的動機，也提醒

其把握最後大四的最後一哩，一切還來得及。這是社會實踐運用於教學實踐計

畫中，雖然對於教師來說每一梯次的出隊訪談前都是後悔，為何要提計畫，引

得授課老師心驚膽跳，畢竟學生的安全還是第一，必須策劃得萬無一失，也得

讓在課餘時間服務學習的學生覺得值得有收穫，還好!社會實踐就需要有能支持

學的場域，此次真的非常幸運有梅山文教基金會的董事會大力支持，也感謝接

受學生們訪談的長者達人，一年的時間協助基金會透過人物的串連而發現文學

的梅山是可以發展的方向，一年的時間也讓身為授課教師的計畫主持人又發現

殯葬司儀課程新的教材與教案的研發方向，一年的時間也讓遠在北部的殯葬司

儀專家願意一起再投入遠距教學課程的挑戰，一年的時間也讓梅山的長者因此

而有了生死關懷課程的開設，所以，社會實踐的教學實踐計畫雖然辛苦，但省

思有所收穫便覺得安慰，若在執行中有所體會而有的建議，其實正如新的變

革，開放社會實踐教學實踐計畫可申請二年期，實為明智之舉，如此在社區中

的共好與互助才能真正萌芽與開花結果，老師們的教學才能正貼近社會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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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附件(Appendix) (請勿超過 10 頁) 

附件一 

南華大學「殯葬司儀」課程(分組) 

11月 7日-11月 8日-梅山生命說書人訪談計畫 
 

組別 學號 姓名 訪談對象 

1 

10718117 李◎雯 

梅山鄉紫色山莊 

負責人王明月女士 

10718126 陳◎如 

10718134 羅◎晴 

10718139 黃◎瑄 

    

2 

10718113 連◎廷 

梅山鄉太平村 

嚴清雅村長 

10718119 方◎澐 

10718147 黃◎蓉 

10718152 黃◎依 

    

3 

10718146 曾◎ 

梅山鄉太興村 

簡慶輝村長 

10718116 鄭◎鴻 

10718105 劉◎瑄 

10718110 林◎皓 

    

4 

10718329 王◎樺 

梅山鄉瑞峰村 

黃瑞霖書法家 
10718101 林◎臻 

10718211 周◎怡 

    

5 

10718140 許◎瑄 

台灣咖啡冠軍三冠王 

陳皇仁先生 

10718107 鄭◎亭 

10718103 洪◎婷 

10718102 黃◎瑜 

10718159 連◎婷 

 
 

 



南華大學「殯葬司儀」課程(分組) 

11月 17日-11月 29日-梅山生命說書人訪談計畫 
 

殯葬司儀教學實踐計畫訪談分組名單 

實際訪談日期 組

別 

組員學號/組員姓名 訪談對象 學生希望時段 

11/17(星期二) 

1:30 到基金會 

13 10718114 王◎元 

10718125 陳◎妤 

10718158 王◎淋 

太興村 

簡慶輝村長 

 

星期二下午 

 
11/17 14:00~17:00 

11/17(星期二) 

19:00 基金會集合 

6 10718156 吳◎帆 

10718169 廖◎恩 

10731124 廖◎喻 

10718129 李◎慈 

10718130 劉◎姍 

10618174 簡◎智 

梅山文教基金

會創會董事沈

耀相先生 

星期二晚上 

 
11/17 19:00 

11/17(星期二) 

19:00 基金會集合 

7 10718122 曾◎展 

10718128 余◎蓓 

10618163 紀◎臣 

梅山文教基金

會董事林忠柚

先生 

星期二晚上 

 
11/17 19:00 

11/20(星期五) 

上午訪談 

同學到基金會集合後接

駁 

12 10718146 曾◎ 

10718116 鄭◎鴻 

10718105 劉◎瑄 

10718110 林◎皓 

台語詩人楊登

贊 

 

星期五上午 

 
11/20 
9:00~11:00 

11 月 22 日(星期日) 

09:00 前抵達基金會 

5 10618169 鄭◎安 

10718154 蕭◎溢 

10718112 查◎天 

10718121 倪◎唯 

10718137 陳◎正 

竹編達人劉明

智先生 

星期日上午 

 
 
11/22 10:00~ 

11 月 27 日(星期五) 

16:00 前抵達基金會 

11 10718111 李◎悅 

10718124 邱◎翰 

10718149 黃◎瑄 

10718123 聶◎雨 

10718143 梁◎婕 

葉和榮醫師 

(基金會現任董

事長) 

星期六上午 

 
 
11/27  16:00~ 

11/28(星期六) 

上午 9:00 前抵達基金會 

8 10718101 林◎臻 

10718120 謝◎臻 

10718133 丁◎鴻 

10718136 林◎慈 

10731112 林◎妤 

李國聰嘉義市

美術協會理事

長 

星期六下午 

 
11/28  09:00~ 



11 月 29 日(星期日) 

09:00 前抵達基金會 

 
 

9 10718109 王◎淯 

10718118 張◎志 

10718145 陳◎儒 

10718115 陳◎冠 

10718135 葉◎愷 

10718163 蔡◎諺 

簡茂興校長 

(現任基金會董

事) 

星期日上午、下

午皆可 

 

11/29(星期日) 

上午 9:00 

 

10 10717045 饒◎玄 

10718164 鄭◎晴 

10718165 簡◎雯 

10718166 林◎緣 

10718168 余◎暄 

書法家吳朝熙

先生 

星期六上午 9:00 

 
 

11/29(星期日) 

上午 9:00 

14 10718329 王◎樺 

10718127 王◎澤 

10718106 徐◎妙 

10718157 陳◎生 

梅山文教基金

會董事兼執行

長 

許應典先生 

 

 
 
 
 

 

 

  



附件二 受訪對象簡介 

 

(一)黃瑞霖基本資料 

籍貫：梅山鄉瑞峰村人 

出生：民國 40年 

經歷：務農，深居山中，小學曾參加全縣書法比賽得獎，一心嚮往古時文人雅士瀟灑揮毫，

酷愛中國文化書法；年近不惑之年開始習字，悉心鑽研名家書法，無師自通苦練一手好字，

另成風格，為嘉義縣書法學會發起人之一。 

(二)嚴清雅基本資料 

梅山太平雲梯是國內知名景點，而一手催生它的是教官退休、返鄉當村長的嚴清雅。嚴目前

是太平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也是太平村長，今年更榮獲輔導會第四十一屆榮民楷模。提起

二十五年的軍旅生涯，嚴清雅充滿驕傲及感謝，他說，當年的一個念頭，讓他有機會發揮所

長，有機會進入學校擔任教官，累積多面向的經驗，也奠定他往後做社區工作的基石，讓他

有勇氣堅持下去。 

軍中找到發揮舞臺 

嚴清雅是梅山鄉太平村人，他說，山上的孩子讀完國小後就得離鄉背景，下山讀國中、高

中，為了滿足父母的期待，就算讀得不開心仍然咬牙苦撐，但因他自律的個性及傑出的領導

能力，國中、高中時皆擔任班長，高三因為參加戰鬥營，讓他萌生讀軍校的念頭，他認為讀

軍校既可以讀書，就業也沒煩惱，且讓來自山區的他能有發揮的舞臺，就設定空軍防空學校

為目標，後來也順利考上。  

說到在軍中的表現，嚴清雅難掩驕傲，他在入伍訓練時就拿到第一名，對山上小孩來

說，有舞臺發揮很快樂，口才好加上臺風穩健，讓他有機會跑遍全臺各縣市，跟著去招生。

畢業後，下部隊擔任排長、連長皆有出色的表現。嚴清雅回憶，當時在軍中帶領的拔河隊、

籃球隊都是比賽的常勝軍，他分析，除了紀律外，恩威並濟也是關鍵。 

輔導山區學生就讀 

嚴清雅於一九八○年轉任教官，當時分發到嘉義高工，一九八四年轉至嘉義高商擔任主任教

官，一九九七年到私立興華中學擔任主任教官，直至二○○○年退休。嚴清雅說，當教官讓

他有機會進入教育界，且當時才二十八歲的他，是罕見與學生關係緊密的教官。嚴清雅回

憶，當時因帶領學生有方，與學生亦師亦友，學校甚至還指派他到特別調皮的班級擔任導

師，因此讓他對教育有了更深的涉獵。 

即將從興華國中退休時，嚴清雅一度擔心自己將失去發揮所長的舞臺，但因他平時除教

官工作外，也致力於招生等行政業務，因此學校決定轉聘他為祕書，身分的轉換讓嚴清雅更

努力吸收新的事物，積極參與學校轉型、招生、公關等工作，也累積了不少人脈。嚴清雅自

豪地說，在興華中學任職期間，輔導超過三百位山區學生到興華就讀。他說，自己來自山

區，有切身之痛，了解學生國小畢業就需離鄉背井的心情，因此鼓勵他們來讀興華，鼓勵學

校興建宿舍，有人關心、照顧他們，讓他們走在正確的道路上，不少學生畢業後也跟嚴清雅

保持好關係。 

全村逾六成老人家 

自興華中學祕書崗位退下來後，嚴清雅返回梅山鄉太平村老家，從村頭到村尾幾乎都是老人

家，觸動他打造幸福家園的想法，但因沒有舞臺可發揮，因此他決定投入村長選舉。當上村

長後，提出「太平社區農村再生計畫」獲農委會核定通過，是全臺首批通過的社區之一。嚴

清雅自喻「鮭魚返鄉」，從嘉商主任教官、興華中學祕書退休後，回到太平老家，全村六成

以上是年逾六十五歲老人家，更有不少是獨居老人，他感觸萬千，決定積極為鄉親打造幸福

家園。 

嚴清雅說，太平三十六彎雲霧繚繞，太平天氣好時可遠眺雲嘉南平原景色，晚霞、夜

景、雲海讓遊客一次滿足；生態資源豐富外，跟平地的溫差約十度左右，是最佳避暑勝地。



嚴清雅從二○○六年開始奔走興建太平雲梯，從土地取得、環評到興建完成及後續營運，都

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他表示，自己是太平村在地人，深刻了解她的美麗，因此回鄉後就下定

決心要讓大家看見太平，讓太平變成世界的太平。 

雲梯吸客回饋社區 

梅山鄉太平雲梯海拔一千公尺，是全臺最高的景觀吊橋，二○一七年九月正式營運啟用，優

美的景色、宜人的氣候吸引不少遊客，更重要的是社區除雲梯外，也致力營造更有深度的旅

遊模式，至今營運滿兩年，登橋人數已超過百萬，為因應太平雲梯營運及管理，嚴清雅號召

村民組織太平社區產業合作社社員，二○一八年十一月正式接管太平雲梯。 

擔任合作社理事主席的嚴清雅秉持回饋社區的理念，將合作社的盈餘回饋到社區，包含

在地人的育兒、就業、老人福利等都有額外補助，要讓太平成為名副其實的「幸福村」，吸

引人口回流，創造更多商機。嚴清雅表示，太平雲梯自營運盈餘以公積金二十％、公益金五

十％、理監事及職員酬勞金十％、社員交易分配金二十％，二○一八年營運盈餘有四百七十

多萬元。言談中不難看出嚴清雅的自豪，從催生雲梯到營運，在全臺吊橋、雲梯逐漸退燒之

時，太平雲梯還能屹立不搖，甚至能照顧整個太平村的社會福利。 

嚴清雅平時除忙公務外，最喜歡在觀景臺欣賞日落，從國中離開太平，到退休又回到太

平服務，他最了解太平哪裡最吸引人。他說，太平的光影變化是其他地方沒有的，靜下來感

受大自然的美，就是到太平收到最好的禮物。他也坦言，一路走來有很多不順遂、孤單的時

候，但是轉頭看見這麼美的故鄉，仍決定堅持下去。「天助、自助、人助。」嚴清雅說，只

要隨時準備好，機會跟好運定會站在你這邊。 

今年六十五歲的嚴清雅被稱為「神奇的村長」，將故鄉打造成文學、藝術、觀光、生

態、關懷並存的「幸福村」。為什麼在退休後仍如此努力回饋社會？嚴清雅認為「人需要有

舞臺發揮所長」，他感謝軍旅生活讓他能讀書、就業、充實生活，也讓他有機會進入教育

界，從軍提供了他發揮所長的舞臺，奠定他往後人生發展的基石，嚴清雅也鼓勵弟兄們勇於

嘗試，找到自己的長處並勇往直前。 

(三)簡慶輝基本資料 

嘉義縣梅山鄉太興村萬鷺朝鳳是近年來知名的世界美景，每年秋季都吸引不少遊客前往朝

聖，一手催生的就是今年 67歲的村長簡慶輝，身為太興在地人的他，從年輕時就積極參與

地方大小事，現已當第 4 任村長，積極推動在地觀光，吸引近 70名年輕人回流，相當不容

易。 

 

簡慶輝擔任村長已是第 4 屆，他說，2002年第一屆當選時決心要做兩件事，一是引入自來

水，二則是保育生毛樹溪，後來因服務好連任，中間休息 1屆後再出發，簡慶輝說，山上村

子最重要的就是缺電、遇風災時道路破損都需要立刻幫村民排解困難，因此時常可見簡慶輝

背著工具就出門解決疑難雜症。 

 

解決基本的自來水問題後，簡慶輝開始著手推動觀光，第 1屆任內就努力奔走讓太興村納入

阿管處管轄範疇，之後開始一連串的策略推展觀光，希望帶動整體發展，帶著村民開闢步

道、上導覽課等都親力親為，也一步步帶太興往更好的方向發展。 

 

成千上萬隻黃頭鷺飛過生毛樹溪上盤旋後，越過鳳凰山離開，原是太興習以為常的秋季日

常，卻在近幾年爆紅為世界奇景，除奇景外，太興還有犁園寮車站、金萱茶的故鄉更有台版

九寨溝美稱的「太興飛瀑」豐富的觀光資源加上簡慶輝的用心，逐漸打出名聲，整個社區也

愈來愈有朝氣。 

 

(五)陳皇仁基本資料 
從被取笑是瘋子，到蟬聯三年台灣咖啡評鑑冠軍的「三冠王」，陳皇仁的咖啡人生，是一齣



令人驚奇的故事。 

  

在以驚險著稱的嘉義縣梅山鄉的梅山三十六彎山路上，海拔 846公尺高的第二十八彎，立着

「陳皇仁冠軍咖啡莊園」的指標。順著小徑走進去，迎面而來的是綿延不絕的起伏山陵，更

往裡面走，沿路就會看到結果纍纍的咖啡樹與一些茶樹。這片面積約一點五到二甲地的莊

園，正是陳皇仁的演出冠軍人生的舞台。 

  

但是，陳皇仁栽種咖啡其實是無心插柳的結果。退伍後他跟著兄長在台北、高雄開設的牛排

店當廚師，在城市待了十三年後，由於父母年邁，家裡和農園也需要人照顧，因此決定返鄉

回到梅山太平山區定居。農園山坡地原本栽種的檳榔逐漸沒落，除了承接茶園外，住西螺的

友人提到高山番茄價格很好，他於是利用夏季在山區種番茄，但沒想到也得靠天吃飯，颱風

一來襲，收成就全被老天收光。 

  

約十三年前，他在友人建議下，在檳榔園裡兼種小粒種的阿拉比卡咖啡樹，因為這裡的海拔

高度接近溫帶氣候，終年雲霧相伴，日夜溫差又大，極適合咖啡生長。一開始他並不熟悉咖

啡，還曾被當地人笑稱他異想天開。但他潛心研究栽種技術，以有機肥料耕種，沒有病蟲

害，經過手採、水洗、日曬、精選挑豆、烘焙等技術增加風味後，終於熬出頭，2008、

2009、2010連續三年，在雲林古坑舉辦的「台灣精品咖啡豆評鑑」大賽中，奪下第一名特

等獎，成為台灣精品咖啡豆評鑑冠軍。   

所有的冠軍，總要苦盡才能甘來，就像一杯好咖啡一樣，苦澀中總會帶著甘醇。 

陳皇仁的故事，名符其實正是一場冠軍咖啡的人生。 

(四)王明月(11/07投宿民宿老闆娘) 

明心見性世入出 

月輝通照塵自除 

山靈水秀人情富 

莊處十遊意未足 

 

明月山莊位於村落中心點，四面環山景緻悠美，山莊內採光良好，並有庭園造景，設有小型

生態池及植物花草，蟲鳴鳥叫怡然自得。在莊內即可仰望星空，享受最原始的田園生活。山

莊周邊竹林環繞，另有莊主精心搭建的涼亭，提供住宿旅客更寬暢的戶外休閒活動空間。 

沿著涼亭旁的四方竹步道約二百公尺，可通往觀日亭觀賞日出，及(二次世界大戰美軍轟炸

遺跡) 宣帽石山。順著步道往右行走約三百公尺，可到達豐山國小，造訪一所位於森林中的

迷你小學。 

 

生態之旅及地方特產： 

 

春：螢火蟲季開始、梅子採收期、賞鳥季節、茶葉採收期 

夏：螢火蟲最多的時候、百香果採收期、石蒿筍採收期、瀑布戲水、甲蟲、鍬形蟲、獨角

仙、金龜子‧‧‧‧ 

秋：山芙蓉盛開季節、甜柿採收期、愛玉子採收期，蜻蜓紛飛季節、蘆葦花盛開 

冬：芋頭、甘蔗、竹筍採收期、台灣欒木開花、櫻花盛開 

竹林仙壁：長達二百公尺，近七十度的陡坡，有竹林、繩索供遊客攀爬。 

賀伯峽谷：賀伯颱風所形成之峽谷岩壁，層次分明，水潭清澈，景色自然綺麗。 

天雲谷：雲霧迷漫中的岩壁襯脫出山谷的神秘景象，猶如人間仙境。 

石盤鼓瀑布：位於岩壁溪谷中，雖然水量不大，卻有一種淺吟低唱的風味，水流冰涼而清

澈，山谷深居清澗景色。 



豐山觀景台：視野寬闊，可眺望豐山全景，悠閒地享受下午茶，欣賞落日餘輝，坐擁星空夜

景。 

土石流紀念公園眺望台：雨季時可於眺望台上，一覽蛟龍大瀑布的壯觀美景及溪谷之美。 

大點雨吊橋：霧中吊橋，是通往千人洞必經之路 

 

導覽領隊: 

姓名：王國平(現任:梅山文教基金會常務董事) 

    現任： 

     1.阿里山國家風景區自然生態專業講師  

          2.嘉義林管處解說志工培訓講師 

          3.中華地母至尊道教會秘書長 

          4.梅山鄉社區導覽志工培訓專業講師 

          5.梅山軍事院校校友會會長 

                            6.梅山文教基金會常務董事 

                      專業能力： 

                       1、山區導覽 

                       2、鄉土文化歷史分析 

                       3、山系水文地理導覽 

                       4、燈謎出題老師、古詩、新詩 

                        相關資歷： 

                        1、三軍大學陸軍指參學院畢業 

                        2、曾任國立中正大學及嘉義大學總教官 

3、森林植物生態解說員 

                        4、阿里山國家風景區專業導覽員兼講師 

          5、生態旅遊種子教師 

 

  



附件三 生命故事採訪照片紀錄 

 

 

 

  

因應計畫實施，帶領學生進入社區了解

梅山鄉的歷史與風土人情。 

梅山鄉太平村村長熱心接待與介紹，並

商談梅山文學後續社須實踐計畫的可能

性。 

  
教師與學生實施訪談前合影 梅山文教基金會幹部的協助與引導 

 
 

計畫協同主持人對學生的提醒與討論座

談 

因應計畫實施結過產出梅山樂齡中心銀 z

髮長者生命關懷課程教案 

 



附件四  因應計畫產生之生命說書人影片作品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goUnJVfTnkRkxeXDRUpf4g   學生作品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goUnJVfTnkRkxeXDRUpf4g


 

附件五 

個別訪談知情同意書 

同學，您好! 

計畫名稱與內容：生命說書人養成計畫-梅山社區的司儀主持職能教學實踐 

本計畫旨在配合教學實踐計畫，想要了解實施社區的大學社會責任融入殯葬司

儀中生命說書人的技能學習教學策略，是否能有助於生死學系殯葬服務組學士

班大三同學的學習效益以及學習適應能力的提升。 

進行方式：  

本研究將以一對一的方式進行訪談，地點可選在您方便的地點，如教室或其它您

指定的公共場所，時間約為一小時，大約進行 1次。為記錄正確的資料，訪談過

程會錄音。如果您不願意錄音、不願某段發言錄音，或中途想停止，請隨時提出。 

參與風險與資料保存運用： 

錄音與逐字稿將妥善保存在南華大學生死學系教師研究室裡設有密碼的硬碟或

電腦裡，將於 2022年 12月底之前刪除銷毀，並只使用在本研究。若您有興趣

瞭解研究結果，可提供您報告摘要。 

退出權益：  

過程中，若您感到不舒服，想要暫停或退出研究，我們會完全尊重您的意願。

先前已蒐集的資料也會在您決定退出當日完成銷毀。即便研究結束，有任何問

題，都歡迎聯絡我們。 

研究團隊：  

計劃主持人：南華大學生死學系李慧仁助理教授 

經費來源：教育部 

計 畫 聯 絡 人 ： 李 慧 仁 ， 電 話 ： 05-2721001#56239 ， E-mail ：

huijenlee@nhu.edu.tw 
研究參與者簽署欄： 

錄音：□同意 □不同意 

成果回饋：□無需 □研究完成請提供報告，寄至（電子信箱或地址） 

 

 

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研究團隊簽署欄： 

■本同意書一式兩份，將由雙方各自留存，以利日後聯繫 

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研究人員簽名： 日期：110年 06月 01日 

-----------------------附件（請依據研究需要檢附文件以供參考）------------------

----- 

附件一、訪談大綱 

1.請教你在殯葬司儀課程中分組中擔任的角色是組長?還是組員? 

2.請你分享擔任組長或組員的感想? 

3.進行社區長者生命故事訪談與影片製作是否又讓你覺得困擾的事? 

4.進行社區長者生命故事訪談時與影片製作是否又讓你覺得很有成就感的事? 

5.在這門課中有沒有讓你感覺得很有壓力的事? 

6.在這門課中有沒有讓你感覺得很有成就感的事? 

7.你覺得這門課上課情形跟其他課程不一樣的地方有那些? 

8.這門課利用課餘時間進行服務學習，你的看法是? 

9.這門課採取分組學習，就你來說，你的看法是?對你的學習有幫助或妨礙的地

方嗎?可以舉一些具體的例子嗎? 

10.請教你有殯葬實務的經驗嗎?(回答「有」者續問 11題，若「無」跳至 13題。) 

11.就你本身有殯葬實務經驗，你覺得老師上課的內容跟實務工作能做連結?有

幫助嗎? 

12.就你本身有殯葬實務經驗，在小組活動時，你的經驗對於自己的學習有幫助

嗎?是什麼樣的幫助?請舉例說明。也能幫助到其他沒有殯葬實務經驗的同學

嗎? 

13.經過一學期的學習，你覺得你已經具備殯葬司儀的職能了嗎？ 

14.未來想成為一位殯葬司儀嗎?你覺得還需要努力的部分是什麼? 

15.對於這門課，你還有任何想表達或反應的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