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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達商業技術學院 
九十四學年度第一學期教學研究會／會議紀錄 

壹、時  間：九十五年元月四日（星期三）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 

貳、地  點：圖資大樓六樓國際會議廳 

參、出  席：詳簽到表 

肆、紀  錄：林佳杏 

伍、校長致詞 

教務長、學務長、各位主任、今天的貴賓文化大學張教授、育達商業技術學院各位

老師大家午安，今天教務處舉辦本學期的教學研究會，事實上在每個學期，因學期的需

要，我們要精進每一位老師的職能，舉辦教學研究會有這個必要。教務處也藉這個時間、

機會頒獎給我們五位遴選出的教學優良教師，除此之外，教務處也安排文化大學張積祥

教授專題演講，在這邊簡單介紹，張教授在文化大學擔任教授多年，也擔任過文化大學

華岡藝校創辦校長，同時也創辦過二所國中，五峰國中、積穗國中，並擔任過中壢國中

校長，同時也是耶魯大學及南京大學訪問學者，以他豐富的辦學經驗，在今天的專題演

講中，提供我們各位同仁做參考。 

 

陸、專題演講：「教與學」－文化大學華岡教授張積祥博士 

紀錄：林佳杏-逐字紀錄 

  劉校長、各位教授、老師，今天很榮幸有機會來到育達商業技術學院講演，我原先以為

是對學生們講演，沒想到是對老師、教授們來聽我講話，我不敢當，因此我想就我四十多年

來，從事教學的經驗與教學的心得，和當前高等教育的一些規定，還請大家多多指教。 

為學不厭 

學而不厭 

教而不倦 

道德的影響：教師在前面走，弟子跟著做榜樣，所以老師的言行，一舉一動都要合乎標準。

一個成功的教授，一個受學生尊敬的教授，一個很了不起的偉大教育家，通常都是二種方法

來表達，第一、著作，著作有的人本身很有名，但不夠完全。第二、口頭的講述，不外乎這

二種。有的教授，講的不是很好，講的話聽的不是很清楚，可是他的著作非常的棒，看他的

書、講義就夠了，就已達到考試的標準，但是要學的很精通是不夠的，口頭的傳述，面述也

很重要的，所以一個除了文字的表達外，口頭的講演也是很重要的。舉一個例子：現在的南

京大學，張老夫子他曾經說過，考南京大學時，除了一般入學考試之外，還有口頭講演五分

鐘，題目採臨時出題，由教授們批判，培養口才。大學是培養人才的，大學教授是培養人才

的教授，所以口才一定好，除了文字有著作本身之外，在加上口頭的講述清楚明白，這才是

一個成功的教授。當然這二樣都齊全是很難的，有一樣不是說不能當教授，也是很好的教授，

不是很理想的，不是很偉大的。我們最大的教授是孔子，孔子除了著作之外，他的口才好，

就我們了解的。文化大學大一位有名的教授，各位讀歷史時或許會知道，名為：立東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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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的老師，己經過世了，他的學問實在太好了，口才也是一百分，所以我們對他非常尊敬，

特別是他在美國對付哈咈教授，當時對我們台灣很不利的，親近中共的叫做飛季青，有一年

到台灣來被我們趕走了，他說毛澤東是孔子，一共才認識六百多個字，沒有我女兒認識的英

文字多，我的四個孩子都是大學教授。 

我是終生充實教育，我教了四十五書，我快八十歲了，中國人學英文有時侯比美國人學

的還要好，我常說，美國人有什麼了不起，有沒有美國人到中國來講四書五經，大學中庸？

講中國的文學？一個都沒有，我們中國人有在美國講莎士比亞、英國文學，所以，我們是很

驕傲的，立東方先生語文的程度是很高的，不只英文，法文也很棒，他是創辦人的同鄉，河

南人。二十一年前我的家庭很幸福，我的太太也是老師，半年前就去世了，我一個人帶著四

個小孩，當時立東方老師住在我隔壁，我晚上沒有辦法自習，也沒辦法吃飯、睡覺，他講故

事給我聽，我就不哭、不難過了。他有一本書，也寫的很清楚，他也告訴我，大陸撤退，民

國三十八年到台灣來，當時一張飛機票要幾條黃金啊，沒有機會，没有價錢來不了，逃難啊，

沒有辦法來，他最後包一架飛機來的，買票買不到，買一架飛機，哪來的錢，講演賺來的錢， 

在這裡告訴各位教授，剛才有講過要有充分的準備，所以上課時，書是可以帶，課本可以帶，

皮包可以帶，但是不要教課本，課本留給學生下課看，你要一個嘴二個修來講給學生聽，這

個面修才有效。一般課本教的多，學生沒有興趣，就睡覺了，所以他上課從來不帶，講起來

頭頭是道，而且非常精采，國語又標準，英語又流利，法語又棒，真是天才，所以這樣的教

授，學生怎麼會不歡迎，他在台上講一句話，學生都會聽，所以我常說一句話，現在叫學務

長，以前叫訓導長，學務長輔導重於訓導，實際上要找好的教授來做學務長，教書教的好才

有資格訓人，訓他他才會聽，才會口服心服． 

各位老師、教授，我的看法是這樣，我在中學做過訓導主任，我當了八年的訓導主任才

開始讀研究所的，我讀書的時侯不像現在青年這麼舒服，我十八歲時來到台灣一個人都不認

識，睡在馬路上，讀書也從來沒有繳過學費，也從來沒有花錢買過書，一定要自己努力，要

有一種精神，要有一種自信，要有一種奮鬥，要有一種意志，這個都很重要的，由於這些精

神來影響學生，學生對你的崇拜，對你的尊敬，才有用，教育是一種神聖的事業，老師他不

是一般的工作，師恩，造育英才，造就人才，學生對你有恩，所以師生是這樣的關係，我們

怎樣讓學生感恩，不是畢業典禮找老師算帳了，師道如此，尤其是中學。要如何讓學生感恩

呢，當然教育就是一種犧牲。 

提了這麼多，我想時間也有限，最後四句話，跟我們教授先生共同勉勵，我現在雖然退

休了，可是我在空中大學還接二堂課，另外偶爾到大陸去講演或講課，所以始終沒有間斷，

四句話，不是我發明的，是我們的老師、大家的老師，孔子說：為學不厭、誨人不倦、發奮

忘食、樂以忘憂。為學不厭：每天養成習慣，要學，要教就要學，多學才能多教，不學如何

教。學而不厭：不要討厭、不要厭煩、不要累，覺得很高興，覺得很有興趣，讀書是一個興

趣，不是一件苦的事情。 

例如：我們的國父孫中山先生，我大學時念研究教育的，研究所研究政治的，後來研究

國父思想，台灣的大專聯考，我改了三十年的考卷，二次命題，所以我常講笑話，說不定陳

水扁考大學國父思想是我改的，教了這麼多年書，改了這麼多年考卷，所謂的教，自己來學

不要厭煩，這是一個知識爆炸的時代，要充實自己。教而不倦：教的時侯就不要疲倦，不要

怕累，教書很快樂的，你把學問，道，用很短的時間，用最好的方法，傳授給學生，讓學生

了解，這是一個非常神聖的事業，青出於藍更勝於藍，我所說的神聖，就在於此。老師都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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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學生比他強，其它行業，都希望比他差，只有老師，老師教學生都希望學生進步，學生好，

這就是老師偉大的地方，也是教育神聖的地方，所以誨人不倦。教學生是一個樂途，不要怕

辛苦，講起課來，也覺得非常的快樂，我在年輕時，文化大學一連講四小時，有時侯一天講

八節課，所以講課，誨人不倦。 

第三、發奮忘食，發奮忘食不是指生活不規律，老夫子意思是發奮忘食，安平樂道，安

平：教書的人，全世界都一樣，沒有一個發財的，樂道：王創辦人我與他是四十多年老朋友，

民國五十四年，我與他一起到韓國考查中等教育，到日本，他都穿一套西裝、一雙運動鞋，

我還穿著大衣，他連大衣都不穿，因為韓國很冷，生活非常的儉樸，這就是一個教育家的典

型，我們文化大學的創辦人，張老先生，官拜部長，黨部的秘書長，在老總統面前可是舉足

輕重的元老，一年到頭也是那二、三件衣服，吃飯也是那麼簡單，所以從事教育工作的人，

所發奮忘食是安平樂道的意思。故窮貧，站在經濟上當然不好，站在讀書人立場，很多苦學

生，很多有成就的學生，是貧苦的孩子。 

最後一句，樂以忘憂：樂以忘憂是整個生活中心的思想，一個教授，整個生活都是樂以

忘憂的生活，都是一種快樂的生活，學校就是一個快樂的園地，尤其是大學，大學是一種享

受，在大學教書是一種享受，在大學讀書也是一種享受，有這樣的好環境、好空氣、好設備，

人和人之間有這樣的親切，在這裡讀書，在這裡教書，是一種享受，所以教書的人，教久了，

不願做沒的，忠心充實教育工作的人。 

真正的教授是每天都要學、每天都要教、每天都要研究，這樣的目的就是要培養人才，

這樣的人才就是一個學者，一個研究者，一個創業者，一個愛國者，愛國我不能不提，大學

不可以造就一些反對國家的人，這樣不可以，可以反對政府，不可以反對國家，政府跟國家

是二回事，政府是管理人民的，可以打倒你、推翻你，另外換人做，國家不能打倒，國家是

外國人來打你，我們是不能自己打自己國家，所以很多人名詞分不清楚，我是剛才講過，研

究所讀政治，政府不是你的，民主政治是人民選的，不好時由人民罷免，換好人做，好人做

壞了再換人做，教育是中立的，教育並沒有贊成哪一檔哪一派的，教育贊成國家的，教育宗

旨是立國的精神，教育的力量是很偉大的，特別是精神力量，大家只看到經濟建設的力量，

不知道教育的精神力量，一個國家的強大，尤其未來，你不要考查國家的狀況，你要考查現

在學家的青少年，他的大學生，你就知道未來的強盛，這個精神力量太大了，我們忽視自己

的責任，自己神聖的任務，剛才這四句話是我們的老師孔夫子講的，我把它轉送給我們全體

的教授，也願意跟同體的教授共同勉勵。 

剛才提到，不要看輕私立學校，也不要看輕私立學校學生，我在私立學校當過校長、在

公立學校也當過校長；在私立學校教過書、在公立學校也教過書，我是教育上的老兵，從衯

中、高中、大學、研究所、私立、公立都有教過，今天的教育要多一段話，要培養學生校風、

特點，像育達技術學院而言，很多條件比不上台大、師大，但從另一個要培養的特點，多元

化、多方向、建教合作，培養學生特別才幹，像我們這一次在大陸的兩岸知識大賽，我們學

院把北大、清華、台大打倒了，這就是我們的特點，我們要發揚的特點，因此在大陸上，我

剛從大陸回來沒有多久，現在大陸的電視上還有育達技術學院得到成績，因此，最後，我也

有幾點建議給學校當局，第一、私立院校，我覺得比公立的反而好，公立受很法律的限制，

很多的規定，私立只要不違法都可以做，第一獎勵優良學生，多設獎學金，投資培養學生，

廣設獎學金，吸引優秀學生到校就讀。同時也要對老師、教授、對於從事教育工作的同仁也

要獎勵，剛剛看到優良教師頒獎，我很羨慕，五萬元的獎金，這很對，同時我也會建議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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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人，高薪聘請名師，請優良的、學問道德都好的教授，把師資提高，學校有好的老師自

然就會高起來，如北大、清華為什麼好，因為有很多的名師在那裡教書，如果有一位那樣的

名師到育達技術學院，我們學校自然就提高了，第二、多請名人來講演，王校長之前曾邀請

我擔任顧問，有薪水，我負責每學期與中壢分校講一次，並負責名學者名專家到學家講演，

文化大學即是如此，有很多名人講演，所以文化大學幾乎國寶級人物都到文化大學講演，如

吳 雄，陳立夫，陳武、李雨堂都曾到文化去講演，文化名聲就提高了，所以學校可多請名

人講演，第三、建議學院多跟大陸兩岸的大學文化交流，使我們的學生、教授互相的交換、

切磋，我可以告訴大家王創辦人在日本、韓國的地位，比在台灣還要高，三、四十年前即如

此。跟中國大陸文化是一制的，我們都是皇帝的子孫，我們多跟大陸的文教界、學術界來往，

我想我們學院的地位自然就提高了。 

 

柒、散會（下午四時三十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