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9年 9月 2日教師會議記錄 

 

（一）校務報告（略） 

（二）行政團隊介紹（略） 

（三）各項教師相關事項辦理說明（略） 

（四）學期各活動介紹（略） 

（五）教師經驗分享（馬繼康老師）：  

唯有熱情，才能持續 

剛才美惠一直強調熱情，這次的教師會議上，美惠正是扮演了散播熱忱的角色，

在場的老師們想必也感受得到。若對教學有熱情，也很適合在社大任教。其實我

在社大任教的時間不長，與其他更資深的老師比起來，真的微不足道。但是很高

興今天有這個機會來向各位老師分享。 

我在大學唸社會學，研究所在世新唸傳播；畢業之後經過幾番轉折，又回到世新

當兼任講師，教的是公關方面的課程，同時擔任行政工作，也是擔任公關的事務。

但是人到了某個階段，工作不再只是為了金錢上的滿足，更重要的是熱情的傳

播。所以我在兩年前把工作辭掉，是因為沒有熱情了。 

旅行教會我的事 

為什麼我的後半輩子的工作形態，乃至於人生會有這麼大的不同？歸根究底是

「旅行」改變了我。我的旅行經驗約十三年了。我非常喜歡自助旅行，目前已去

過 29 個國家，每年都會安排時間自己當背包客，獨自出國旅行，用最精簡的方

式，去體會不同的人生。 

常有人問我：你現在工作是什麼？我總是回答我的工作就是「玩」。相信在座的

老師們沒有不喜歡玩的，但是要怎麼玩？這就是我開設這種課程最大的用意，因

為旅行改變我非常多，包括我人生的價值觀。在研究所畢業時，我最想當的是企

業的 CEO，在外商公司有所發展；但是在旅行過世界許多國家的過程中──我

喜歡去的國家和一般台灣人不一樣，大多是第三世界的國家──，我看到了許多

台灣的好，也感受到台灣人生活中很浪費的地方，這都是在旅行當中可以與大家

分享的。現在有很多學校與機構邀請我去演講，講的也是旅行教會我的這些事情。 

我從在世新教課開始至今，推廣台灣深度旅遊已有五年。在這幾年進行深度旅遊

的規劃與帶領的過程中，我也一直在寫部落格，部落格是需要長久時間的經營，

我自己比其他人有更多的運氣與機會，可以在國內與國外進行文化深度旅遊體

驗，並且透過部落格分享給大家。 



與文山社大的第一類接觸 

由於大學（政大）與研究所（世新）都是在文山區，工作也在世新──我在世新

前後大約十年──所以當初想在社大任教，也就順理成章選擇了文山社大；在文

山社大原本教課時主要是分享我自助旅行的經驗，目前為止已經三學期了。旅行

這種事很奇妙，走同樣的路線、到同樣的地點，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感受與經驗。

因此我在課堂上講授旅行該注意的事項時，學員們常常要求我安排行程，讓他們

自己去玩。 

據調查，女性在退休後最想做的事是環遊世界，男性則是歸隱山林：兩性在這方

面有很大的差別，也可以反映在我的課堂上，女性學員總是多過男性。退休之後

為了補償自己之前長期努力工作的辛勞，而希望四處旅遊的人，還是以女性居

多。社大的同質性課程非常多，現在社會上的資訊也非常發達。那要如何讓大家

願意到社大學習，這是很重要的課題。 

我想在座的老師們，都會想「玩什麼玩？努力工作都來不及了，哪有時間去玩」，

可是現在與過去完全不同了，現在「地球是平的」，大家必須和全世界的人一起

競爭，住在島嶼台灣的你，要透過最輕鬆的方式去認識這個世界，旅行就是非常

適合的。我在世新任教時，經常鼓勵學生多多自助旅行，但他們遇到的最大阻礙，

往往是自己的家長，因為家長怕危險，擔心子女的人身安全。所以我一直想藉由

課程，讓大家瞭解旅行對自己人生所帶來的影響與改變。 

我在社大開課時，原先鎖定的族群，是三十多歲到四十多歲的上班族──現在上

班族的上班時間相當多元，有許多是在我開課時段休假的──但是也許當初大家

對於「玩」的新觀念還不普遍，所以來報名上課的人居然大多是已退休的高齡族

群。這也可能與文山區的居民特色有關：公教人員相當多，而且也有不少已屆退

休年齡的人們。我分析過這些學員們來選課的目的，有很多都是退休後在家裡不

知道要幹什麼，就招了三五好友來參加這個課程。 

我會想設計這種課程，一開始除了來自朋友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我父親的

關係。我父親在退休後，就整天在家看電視，看政論節目，看 24 小時重覆不停

的新聞，邊看邊罵，台灣到底怎麼了。我就鼓勵他出去走走，但是他不願意，就

和大多數退休後的男性一樣。所以我希望透過這個課程，鼓勵大家不要看電視，

像我自己的家裡也不裝電視──我本身也學過大眾傳播，許多同學與學生也投身

媒體界──現在台灣的電視台有很多都是講新聞的，你看了這些電視台就會覺得

台灣沒有希望了；可是透過在台灣各地旅行，你會感受到台灣的人們其實還是非

常可愛，而且依然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兢兢業業。 

以往的人對旅行的觀念，是去到一個地方，就要在有限的旅行時間內，把該地所

有的景點都去遍，變成趕場式的行程，就像大家都聽過「上車睡覺，下車尿尿」、

「趕快拍照，免得回家忘掉」…。所以上學期我的課是「放遊台灣深度趴趴走：



主題輕旅行」，每週上課都會安排不同的主題。我對同學們說，我們上課時不要

貪心，每次出去半天或一天，就拜訪一個點；每次的主題可能是鐵道之旅，可能

是水果之旅，可能是古蹟之旅，可能是生態之旅…。 

在座各位可能想問，到了目的地後，怎麼帶隊？怎麼講課？因為興趣的關係，某

種程度上讓我的經驗能持續累積到今。我常常開玩笑，說自己在國家公園、荒野

保護協會等處擔任解說員有一段時間，覺得我自己有很多東西都懂了，就兩件事

不懂：這個也不懂，那個也不懂。我往往在解說或帶隊的過程中，不僅把自己所

學分享給學員，更重要的是教學相長：有很多時候我會將麥克風交給在場的學

員，可能他就在那個地方生長，可能那裡就是他的家族記憶所在。透過這樣的互

動過程，不僅適時減輕老師的負擔，也可以使學員有更深切的體會。 

與人的「碰觸」最動人 

各位老師應該也有聽說過，有一種旅遊方式，是在市場邊發傳單，你只要付車錢，

例如說只要三百元，就可以帶你去慈湖玩一天，隨招隨走，這也是一種趴趴走的

概念。可是我的課程除了趴趴走以外，更希望傳達的是人文的理念。因為我旅行

過世界那麼多地方，最令我感動的還是在人的部分。很多人去旅遊回來，都會說

某某景點多壯觀，多漂亮，大概用一句話就形容完了；可是如果你在某地被騙了，

或是和某人有艷遇，你會一而再再而三宣傳，甚至在一二十年後，你還會向兒孫

說「老爸老媽以前在什麼地方和什麼人碰過面」。我覺得與人的碰觸是旅行中最

令人印象深刻的部分，因此我的課程中，會安排與當地人的接觸，例如像水果之

旅，我可能會帶同學去當地做柿餅之類的地方，讓他們親自體驗，除此之外，也

可以和當地柿農聊聊天──因為我們都是在非假日去，他們比較有時間理我們─

─瞭解他們的辛苦；當然，反應最多的是在購買力上，大家都知道這個東西（產

品）是得來不易。透過這種旅行方式，讓大家更珍惜我們現在的生活。 

在行程安排上，我會儘量與很多社區合作。大家都知道，政府單位──包括文建

會、經濟部商業司、水保局、農委會等──推行了很多社區營造的工作。社區營

造的目的，一開始是除了改善當地的環境外，也希望能夠利用各地社區的特色，

吸引更多觀光客來。雖然每個社區的做法以及胃納量都不同：例如一些原住民的

部落，無法同時接納太多的觀光客，可是我希望透過各社區的參訪，不僅給社區

實質上鼓勵──直接帶學員做消費──也讓學員看到這些社區所做的努力；雖然

有些解說與服務並不見得是五星級的，但是大家也都可以接受。因此到目前為

止，我班上的學員流動率並不高，甚至從一開始的一個班，到上學期（與本學期）

增加為兩個班；除了第一個班因為有學員已經參加了一年，所以換了約三分之一

外，大致來說，學員沒有太大的變化。 

在社大教學的經驗分享 



剛才有老師提到，若出現新生與舊生混雜的狀況，在教學上該注重什麼？因為我

們課程大部分都是在當地做講解，講課內容隨著所看到的不同而變動，但也許明

年或後年就會面臨重覆的問題。班上現在已經有舊生關心了：明年再報名上課

時，去的地方會不會重覆？我平常就告訴同學們，即使是同一個地方，春夏秋冬

不同的季節去，遇見不同的人群，就會有不一樣的心得與感受；我也會透過學員

票選大家最想回訪的地方，讓學員們舊地重遊，也可以加強同學們的參與感。 

我的班級在上課時，雖然大部分都是我在講解，但同學們最大的特色是大多數都

當過老師，很希望有上台表現的機會，所以有些人喜歡唱歌，有些人喜歡分享自

己的心情故事，在出遊坐車的路途中，都可以讓同學們分享。 

接下來分享的，首先是課程經營： 

由於我目前的工作內容，包括在社大授課、在各地演講、寫作，以及帶團旅遊。

我平常與社大的學員、以及帶團認識的團員都有保持聯繫，所以我的學員來源有

些是以前帶團的朋友，而今天社大的學生有可能是以後帶團的團員，也有可能是

我下次演講的聽眾。所以對我來說，他們的角色是非常多元的。我都不用做廣告

的方式宣傳，而是靠口碑。學員們以及帶團認識的朋友都會主動幫我宣傳。要如

何保持與他們的互動？第一是用 e-mail，這是很好的方式，雖然有些學員可能因

為年紀大不會用電腦，但班上總有一些同學是有上網習慣的。在座老師可以利用

e-mail 分享您課程相關領域的任何訊息；第二種也很好用的方式是 facebook，各

位老師不妨也利用自己的名字申請帳號，在 facebook 上發佈的訊息也不宜太雜，

專門發佈與課程相關的訊息即可。Facebook 有什麼好處？不用擔心自己剛開始加

入的好友名單太少，這具有傳銷的特色，可以一傳十十傳百，經營日久就可以開

發許多潛在的學員與客戶──就像我的部落格，也有很多平常不發聲不留言的潛

水客，在某日看到我發佈了一個行程後，就突然來報名了，讓我很訝異。透過現

代科技的經營，以及朋友或學員的分享，可以讓您的專業知識的分享擴散出去，

這也很符合行銷學所說的「口碑行銷」，如此效果反而比花錢做廣告來得更大。 

接下來要分享的是體驗： 

在座老師有些是開設學術性課程的，雖然體驗的部分也是有的，但是我的趴趴走

課程先天的好處在於大部分都是在戶外上課，於是許多人想報名都報不進，且連

續三學期額滿；可是在這學期新增一個學術性課程「與世界遺產做朋友」，報名

人數立刻降到個位數。因此可以透過戶外體驗，來讓同學們可以走出教室，接觸

到外面的世界。我發現很多社大學員的特性，除了想來學習之外，就是來認識朋

友，再不然是打發時間。 

很多人打發時間，可能會到菜市場交三百元就可以坐上遊覽車到處去玩，在遊覽

車上他們不會講解什麼，頂多帶你去購物店買東西；可是很多社大學員不同，他

們希望到社大參加課程，因為他們可以很驕傲地向家人說，我是要去上課，不是



去玩。事實上我也希望在課程中營造這樣的感覺，讓學員知道每次的主題，並對

主題有深入的瞭解。我想老師們也不妨在自己的課程中加入戶外的行程。當然所

謂戶外課程不是只有去貓空烤肉泡茶，僅此而已；而是將自己課程的專業性與旅

遊結合。大家都聽過一句話「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大家都希望在「出去玩」

的過程中，也可以對自己所學的東西，有更進一步的瞭解。例如有老師在教茶、

教縫紉等等，可以到製茶場所、三重布街等地，去瞭解街道的文化，以及──我

剛才談到，與人的碰觸是非常重要的──直接與店家對談，瞭解所有與布相關的

事情。透過在課程中規劃戶外參訪，也許可以讓同學們覺得這課程是更活潑、更

生動的。 

會到社大上課的人，老實說並不是為了學位或什麼，就只是為了「開心」、「好

玩」，所以要讓同學們覺得課程是有趣的，是不斷變化的。課程要有變化，就是

要「讓老師換人」：有時候我當老師，有時候帶同學去別的地方──例如去布街

的店家，店家就是他們的老師，說不定也是你的老師──這樣的情形與過程，也

就是所謂的「教學相長」。 

另外在課程一開始，我會請同學們各自準備一本本子，記錄自己這學期曾經跑過

的地方，不管是用蓋章、拍照、文字紀錄等方式。學期結束後，這本本子就是自

己很寶貴的旅行紀錄。不過到目前為止，能夠做到的人是少之又少，因為大家一

開始是興致勃勃，到最後還是無法持久。也許在座的老師開的課程與我的不同，

但是也可以透過不同的紀錄方式，請同學記下自己在社大的學習或成長歷程，到

學期末的時候，再來播放或回顧，可以喚起他們的熱情，也提醒他們不要忘記當

初來社大學習的初衷。 

熱情不只能持續，還能吸引他人 

有老師會說，平常要帶東西給同學吃，還要打好關係。但老實說我都沒有這樣做，

我做的只是在課程中，展現對旅行的熱情，讓他們覺得我不只是一個領隊而已，

而是讓他們透過旅行，在人生的價值觀上有所調整。我常覺得我正在過著退休的

生活，每天都很快樂，每天在想著──也告訴人家──要去哪裡玩，怎麼玩，這

是非常愉快的事。我也抱著這樣的心態，保持我的旅行的熱情。這就呼應到一開

始我說的，要怎麼樣讓同學感受到老師在教學上或是對課程內容的興趣，我覺的

這是非常重要的。 

當然，不同類型的課程，都有不同的基礎與背景，是沒有辦法放在同一個天平上

做比較的。我今天只是把我自己的經驗與心得，來分享給大家。接下來還剩一點

時間，不曉得在座老師們有沒有什麼問題，這一點時間，我們就保留下來給大家

做詢問或交流。 

現場問答 



問：你每次上課三小時，你在大台北最遠可以玩到哪個地方？ 

答：因為 [1:49:22]，所以我通常都出去玩一天，最遠是跑到彰化。也有時候是出

去半天的，就會去離文山區較近的，例如去文山農場，帶他們去看製茶過程。一

般人都是去那兒拍拍照，喝咖啡就走了；可是既然是課程，而且我強調深度旅行，

我都會帶他們瞭解各地當地產業的現況。所以有些時候是要跑比較遠的，這時就

會要花掉一天。 

一開始原本打算不吃午餐，或是午餐大家自理，可是後來應同學要求，每次上課

吃飯聚餐對他們來說，變成是重要的事。課程運作至今這也變成一個慣例，即使

只上半天，也許中午前就下課，大家也都會聚餐完畢才離開。當然有些課程不見

得能如此，但是從某個角度來說，學員也是消費者，怎麼讓他覺得「賺到了」，

他會比較外面的行程和社大的課程，如果他覺得社大課程比較便宜，又比較有深

度，當然他會覺得社大課程比較好。 

美惠回應：「路過」與「經過」是不同的。馬老師的方式是「經過」，要進去後

學習；「路過」就只是走過去而已。出去玩的時候這個差別很重要，上課也是，

老師們在班級經營上，要讓同學們覺得「我只是一個過客」，或是感受到「老師

您願意在我心裡留下一個痕跡」，主導權是在老師身上。 

再答：也因為我對課程如此的投入，有位學員他不管是我的課程，或是我在其他

地方為社會人士帶領的行程，他全都參加。上學期他對我說，他從我身上看到對

解說與旅行的熱情，如果他的金錢條件與時間允許，他是跟定我了。這句話讓我

感到很貼心。這句話讓我很感動的，是受人肯定，這也是從事這一行最大的價值。 

 

問：一、若遇到學員中有年紀較大的，或是行動不便或身體狀況不方便的，你會

怎麼處理？二、有沒有保險？ 

答：一、我都在每學期開學第一堂課時就告訴大家，重要的不是身體的年齡，而

是心靈上的年齡，當然部分行程是稍具挑戰性的，而每個行程是否參加，還是取

決於各位學員。例如我們去爬鶯歌石，有學員的體力沒辦法走這個登山步道，但

是還是參加，在同學們去爬山時，他在山下等大家，為的是等中午與大家一起聚

餐。我都是會在每次行程預告下週（下次上課）的行程，例如服裝上該注意什麼、

要特別帶什麼東西、難易程度等等。 

二、保險方面，按照各位同學的決議，都是請大家自理，我並沒有特別為大家投

保意外險。不過只要是一天以內的課程，也就是說不包括過夜的課程，社大方面

都會為學員投險。 

 



問：我教烘焙教了十幾年，每次課程之中都會有一堂課是校外教學。現在我最大

的困擾是，我有五個班，一個校外教學的地點要去五次，前三次還蠻有趣的，但

是到後來就覺得非常疲倦了，而且按照課程進度，都是集中在同一段期間去的。

馬老師您有兩個班，若遇到這種情形，星期三要去，星期四又要再去一次，您會

怎麼處理？ 

答：上學期我曾遇到這種狀況，因為那兩個班課程完全一樣，但是這學期兩個班

不同。我當時是比較辛苦一點，為每個班級都上同樣的課。如果遇到不同的班都

要去同一個地方，時間又無法錯開得較遠，可以合併校外教學，但前提是合併後

人數不會太多，以致難以進行教學。 

如果每班人數太多，我建議可以透過課程安排的技巧錯開，例如第一週帶第一班

去，第二週再帶第二班去…，每一班應該有些同學對校外教學會有心得分享與討

論，這對下一班來說也是一種期待。我覺得不必拘泥在大家都要在同一個星期

去，因為在不同的星期去，看到的東西也會不同，尤其是您去看的是農作物，會

隨著時間的推進，而會有不同的體驗與收獲──不像凱旋門之類的，不管什麼時

候去看到的都一樣。 

如果因為參訪的行程只能在同一星期，時間無法錯開，也只好讓老師辛苦一點，

這是沒辦法的，因為必須要配合參訪主題的時節。 

 

 

（六）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