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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
到
對
學
生
的
期
許
和
對
自
己
課
程
的
要
求
，
陳
東
升
表

情
時
而
嚴
肅
、
時
而
燦
笑
。
在
學
生
眼
中
，
陳
東
升
能
和
你
辯

論
嚴
肅
的
社
會
議
題
，
也
能
和
你
討
論
人
生
方
向
，
許
多
不
同

科
系
的
學
生
，
都
因
為
選
了
作
為
通
識
課
的
社
會
學
甲
，
而
與

他
結
緣
。

﹁
關
心
學
生
﹂
是
同
學
一
致
對
陳
東
升
的
印
象
，
﹁
老
師

幾
乎
認
得
班
上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學
生
的
名
字
！
﹂
修
過
課
的
同

學
吃
驚
地
說
，
﹁
雖
然
討
論
課
是
由T

A

帶
領
，
但
他
偶
爾
會

來
觀
察
討
論
課
的
情
況
，
並
適
時
在
下
次
上
課
時
做
連
結
。
﹂

陳
東
升
的
研
究
助
理
更
說
，
即
使
課
程
結
束
，
陳
東
升
仍
會
更

新
學
生
的
近
況
，
也
常
舉
辦
﹁
饅
頭
趴
﹂
、
﹁
螃
蟹
趴
﹂
與
助

理
同
樂
，
和
同
學
相
處
像
朋
友
般
，
絲
毫
沒
有
學
者
架
子
。

紮
實
的
知
識
基
礎
、
自
律
的
學
習
和
思
考
、
對
資
訊
整
合
的
能
力
、

面
對
困
難
堅
定
的
態
度
，
這
是
對
學
生
基
本
要
求
；

臺
大
學
生
的
知
識
學
習
胸
襟
要
寬
廣
，
這
是
在
這
堂
課
裡
希
望
達
到
的
。

■	陳東升與同學相處如朋友一般輕鬆自然。（邱嘉緣／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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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班
教
學
　
關
心
不
馬
虎

﹁
其
實
沒
有
全
部
啦
！
﹂
陳
東
升
爽
朗
地
哈
哈
大
笑
。

他
隨
即
收
起
笑
容
，
認
真
地
說
他
對
自
己
的
基
本
要
求
是
要

認
識
大
一
的
學
生
，
目
的
是
了
解
出
席
狀
況
，
因
為
大
一
最

重
要
的
就
是
﹁
建
立
學
習
態
度
﹂
。

臺
大
學
生
百
分
之
二
、
三
十
來
自
外
縣
市
，
學
生
差
異

性
大
，
擁
有
二
十
三
年
教
書
經
驗
的
陳
東
升
，
深
知
大
一
同

學
剛
上
大
學
，
難
免
不
適
應
，
必
須
多
花
心
力
關
注
。
有
同

學
沒
來
，
陳
東
升
會
詢
問
周
遭
同
學
未
出
席
同
學
的
狀
況
，

也
會
在
助
教
會
議
討
論
同
學
出
席
狀
況
，
﹁
盡
量
做
到
見
微

知
著
，
這
是
在
大
班
教
學
中
，
能
關
心
學
生
的
方
式
。
﹂


 

從
學
生
出
發
　
精
心
設
計

社
會
學
甲
是
陳
東
升
的
招
牌
課
程
，
同
學
們
的
評
價
都
是
﹁
很
累
，
但
能
學
到
很
多
﹂
。
這
門
三
學
分
的

■	「社會經濟組織的創新與設計」課程參訪宜蘭珍珠社區，
陳東升與稻草人合照，展現輕鬆的一面。（邱嘉緣／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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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
除
了
上
三
小
時
的
課
程
，
禮
拜
三
到
五
還
必
須
選
一
天
晚
上
參
與
兩
個
小
時
的
討
論
課
。
來
討
論
課
，
絕
不

能
兩
手
空
空
地
來
；
上
課
前
一
週
陳
東
升
會
把
討
論
題
目
發
給
同
學
，
題
目
是
課
堂
上
講
授
和
閱
讀
教
材
的
內

容
，
課
後
必
須
撰
寫
六
百
字
的
討
論
摘
要
，
在
討
論
課
前
繳
交
，
並
在
討
論
課
中
和
同
學
交
換
看
法
。

訪
談
一
開
始
，
陳
東
升
直
接
聊
起
社
會
學
甲
的
討
論
課
。
陳
東
升
認
為
討
論
課
和
課
程
的
搭
配
﹁
非
常
重

要
﹂
，
主
要
是
訓
練
學
生
的
表
達
和
寫
作
能
力
。
陳
東
升
說
，
本
系
加
上
輔
系
、
雙
修
，
再
加
上
通
識
選
修
，
課

堂
上
涵
納
各
個
學
院
的
學
生
，
一
至
四
年
級
都
有
，
達
到
﹁
混
齡
、
混
科
系
學
習
﹂
的
目
的
。

陳
東
升
非
常
注
意
同
學
出
席
率
，
因
此
他
都
會
提
早
到
課
堂
準
備
；
修
過
課
的
同
學
說
，
若
有
遲
到
，
陳
東

升
頂
多
開
開
玩
笑
、
或
口
頭
呼
告
，
﹁
老
師
修
養
非
常
好
﹂
。
另
外
，
也
會
藉
由
巡
視
討
論
課
同
學
的
發
言
，
了

解
學
生
吸
收
情
況
，
並
在
下
次
課
程
中
做
調
整
。


 

壓
力
中
成
長
　
為
同
學
創
造
學
習
環
境

陳
東
升
對
學
生
的
關
懷
，
流
露
在
言
談
中
、
教
學
設
計
中
，
不
只
要
當
一
位
傳
遞
知
識
的
老
師
，
更
要
為
剛

踏
入
社
會
縮
影
的
大
學
生
建
立
信
心
和
自
我
。

討
論
課
時
，
大
一
學
生
通
常
比
較
害
羞
，
但
每
個
人
都
要
講
話
，
多
念
幾
次
後
就
能
增
加
信
心
，
﹁
一
學
年

過
去
，
高
年
級
同
學
都
認
為
低
年
級
比
剛
修
課
時
成
長
許
多
﹂
。
這
就
是
陳
東
升
設
計
課
程
的
目
的
：
﹁
光
靠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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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努
力
不
夠
，
還
要
有
同
儕
的
環
境
。
﹂
由
於
高
年
級
學
生
修
課
動
機
強
烈
、
敢
發
言
，
也
認
真
念
書
；
藉
由
討

論
課
的
相
處
，
形
成
一
種
學
習
風
氣
，
大
一
學
生
無
形
中
耳
濡
目
染
，
逐
漸
建
立
起
讀
書
風
氣
。

討
論
摘
要
，
並
不
是
書
寫
閱
讀
與
課
後
心
得
，
而
須
提
出
課
堂
授
課
之
外
的
觀
點
。
每
週
一
篇
，
讓
同
學
正

視
自
己
的
觀
點
，
並
在
討
論
過
程
中
面
對
不
同
看
法
，
了
解
自
己
和
別
人
看
法
的
差
異
，
﹁
過
程
雖
然
痛
苦
，
但

一
學
年
下
來
，
會
是
個
滿
有
趣
的
改
變
﹂
，
陳
東
升
笑
著
說
，
有
些
學
生
到
畢
業
後
要
撰
寫
企
畫
書
時
，
才
發
現

當
時
修
課
培
養
的
寫
作
能
力
已
經
默
默
為
他
紮
下
基
礎
。

這
堂
課
的
目
的
，
除
了
為
學
生
厚
植
實
力
，
也
讓
他
們
認
識
自
己
系
上
之
外
的
各
科
同
學
，
﹁
也
是
建
立
社

會
資
本
，
幫
他
們
產
出
一
些
現
在
他
們
沒
有
想
到
但
未
來
很
重
要
的
資
產
，
這
也
是
課
程
目
的
之
一
。
﹂
陳
東
升

看
著
學
生
的
轉
變
，
就
像
是
看
到
自
己
的
孩
子
成
長
茁
壯
般
欣
喜
。


 

紮
實
學
習
　
改
變
看
法

談
到
是
必
修
、
又
是
通
識
的
社
會
學
甲
，
如
何
拿
捏
教
材
的
深
度
與
廣
度
相
當
重
要
。
陳
東
升
說
，
國
外
大

學
和
臺
灣
對
通
識
課
的
認
知
不
同
，
部
分
來
自
於
學
生
修
習
學
分
多
寡
。
國
外
學
生
修
課
上
限
十
六
學
分
，
學
生

平
均
一
學
分
花
三
小
時
研
讀
；
臺
灣
修
課
上
限
是
二
十
五
，
合
理
要
求
是
一
個
學
分
花
一
個
半
小
時
。
但
學
生
對

通
識
定
義
多
是
：
可
拿
到
不
錯
的
分
數
，
﹁
這
樣
的
學
習
有
什
麼
意
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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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東
升
對
專
業
和
通
識
課
的
看
法
是
：
﹁
兩
者
性
質
不
同
，
但
學
習
態
度
和
要
求
不
應
有
太
大
差
別
。
﹂
他

認
為
修
課
學
分
數
不
需
太
多
，
重
點
是
能
紮
實
學
習
，
將
知
識
、
學
習
能
力
以
及
學
習
習
慣
建
立
起
來
，
之
後
再

去
連
結
任
何
知
識
都
不
是
問
題
，
鼓
勵
學
生
要
培
養
自
我
學
習
的
態
度
、
能
力
，
閱
讀
的
習
慣
和
紀
律
。


 

旁
徵
博
引
　
集
古
今
中
外
而
融
會
貫
通

陳
東
升
十
分
注
重
學
生
學
習
效
果
，
有
感
於
學
生
修
習

的
課
程
必
須
靠
自
己
連
結
，
他
希
望
能
透
過
社
會
學
，
將
各

學
科
串
連
，
引
導
學
生
更
有
系
統
性
地
思
考
。

﹁
我
會
試
著
在
課
程
前
先
介
紹
各
學
科
的
觀
點
，
再

講
述
社
會
學
觀
點
，
將
他
們
學
到
的
人
類
學
、
哲
學
概
論
、

政
治
學
、
歷
史
等
等
放
入
課
程
中
。
﹂
陳
東
升
的
教
學
架
構

是
，
以
各
學
科
為
橫
軸
，
縱
軸
則
連
貫
經
典
作
品
與
當
代
研

究
連
貫
，
相
互
呼
應
，
旁
徵
博
引
，
無
形
中
擴
大
學
生
閱
讀

的
視
野
。

經
典
作
品
與
當
代
研
究
的
連
貫
，
陳
東
升
舉
社
會
階

■	參與「社會經濟組織的創新與設計」課程學生小組──「傢
傢久」團隊的社區實作成果發表會。（邱嘉緣／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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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
為
例
，
︽
科
學
︾
︵S
cien

ce

︶
有
篇
討
論
人
類
行
為
的
作
品
，
說

到
由
於
畜
牧
農
耕
的
社
會
會
產
生
剩
餘
，
剩
餘
後
就
形
成
私
有
財
產
，

於
是
便
產
生
世
代
繼
承
，
繼
而
複
製
強
化
既
得
利
益
者
；
所
以
比
起
畜

牧
、
農
耕
，
採
集
、
狩
獵
的
社
會
是
相
對
平
等
的
。
這
樣
的
觀
點
三
百

多
年
前
盧
梭
早
已
提
出
。
︽
科
學
︾
的
文
章
證
明
了
十
九
世
紀
馬
克
思

的
看
法
，
和
十
七
世
紀
盧
梭
的
觀
點
。
學
生
能
藉
此
了
解
︽
自
然
︾

︵N
a

tu
re

︶
和 

︽
科
學
︾
並
不
只
從
事
科
學
研
究
，
也
關
心
人
類
行

為
，
也
知
道
﹁
盧
梭
不
只
是
擺
在
書
架
上
看
的
﹂
，
用
簡
單
的
例
子
激

起
同
學
的
興
趣
及
接
觸
不
同
期
刊
的
意
願
，
種
下
延
伸
閱
讀
的
種
子
。

陳
東
升
希
望
在
課
堂
上
呈
顯
不
同
學
科
的
重
要
作
品
，
避
免
理
論
本
位
或
社
會
學
本
位
。
﹁
我
們
學
生
既
然

是
社
會
最
菁
英
，
知
識
學
習
胸
襟
要
寬
廣
，
這
是
在
這
堂
課
裡
希
望
達
到
的
。
﹂


 

開
放
觀
點
　
鼓
勵
辯
論

﹁
在
陳
東
升
老
師
身
上
，
可
以
看
到
一
個
學
者
對
社
會
的
關
懷
、
對
人
群
的
熱
愛
、
還
有
願
意
討
論
的
開

放
心
胸
，
而
且
，
他
完
全
沒
有
學
者
架
子
。
﹂
修
課
同
學
舉
例
說
明
，
下
學
期
某
次
上
課
發
現
投
影
片
有
個
小
錯

■	整合各學科於社會學而融會貫通，陳東升
培養學生知識與學習的胸襟。（高富諄／
攝影）



242臺大教學傑出教師的故事 7

誤
，
於
是
寫
匿
名
信
告
知
老
師
，
老
師
竟
然
在
隔
週
上

課
時
，
公
開
坦
承
投
影
片
的
錯
誤
。
同
學
很
驚
訝
老
師

竟
然
一
也
都
不
介
意
。
﹁
也
許
對
別
人
來
說
很
正
常
，

但
我
覺
得
老
師
是
一
個
很
沒
有
學
者
包
袱
的
人
，
那
時

候
覺
得
自
己
沒
在
信
末
署
名
才
是
失
禮
的
行
為
。
﹂

下
課
時
，
同
學
常
找
陳
東
升
討
論
、
甚
至
辯
論
議

題
。
如
此
熱
烈
的
討
論
風
氣
，
與
陳
東
升
秉
持
開
放
觀

點
有
關
。
令
陳
東
升
印
象
深
刻
的
是
，
今
年
課
堂
上
有

個
醫
科
的
學
生
，
來
找
他
辯
論
關
於
﹁
人
是
自
利
或
是

強
互
惠
﹂
的
議
題
。

﹁
我
並
不
是
沒
有
立
場
。
我
們
未
必
說
服
對
方
，

但
是
辯
論
後
可
以
了
解
各
自
採
取
什
麼
立
場
、
關
切
什

麼
問
題
。
﹂
他
告
訴
學
生
，
不
是
一
定
要
說
服
別
人
，

但
是
要
和
別
人
討
論
、
闡
明
立
場
，
在
過
程
中
了
解
他

人
看
法
，
知
道
論
點
的
差
異
所
在
，
就
能
對
論
點
愈
來

愈
清
楚
。
這
是
陳
東
升
對
知
識
的
基
本
精
神
。

■	陳東升鼓勵學生以開放式觀點與他討論議題。圖為最後一堂星期二的「社會學
甲」合影。（邱嘉緣／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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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相
長
　
雙
向
學
習

﹁
通
識
課
程
要
﹃
深
入
淺
出
﹄
，
這
是
滿
大
的
挑
戰
！
﹂
陳
東
升
回

憶
起
自
己
一
九
九○

年
剛
教
書
時
的
生
澀
。
他
說
剛
開
始
教
書
時
無
法
融

會
貫
通
，
只
能
把
課
本
內
容
解
釋
一
遍
，
較
少
自
己
的
想
法
，
也
缺
少
課

程
規
畫
和
設
計
，
知
識
範
圍
也
不
廣
；
陳
東
升
謙
虛
地
表
示
因
教
學
是
雙
向
的
，
得
以
讓
他
慢
慢
調
整
與
修
正
。

陳
東
升
坦
言
，
這
門
課
讓
他
成
長
很
多
：
﹁
對
我
來
說
，
教
這
門
課
讓
我
在
知
識
和
對
社
會
學
的
想
法
更

周
全
，
若
沒
這
門
課
，
我
可
能
沒
有
太
明
顯
的
進
步
。
﹂
他
下
過
許
多
苦
功
，
目
的
是
﹁
當
知
識
整
合
到
一
個
程

度
，
學
生
在
這
個
基
礎
上
可
以
走
得
更
遠
更
快
。
﹂

相
較
於
高
年
級
專
才
式
的
專
業
課
程
，
社
會
學
是
博
學
教
育
。
專
精
的
學
習
也
許
深
刻
，
但
思
考
的
範
圍
容

易
受
限
；
而
社
會
學
是
很
好
的
平
衡
，
了
解
其
他
學
科
在
想
什
麼
，
再
回
過
頭
來
看
專
業
科
目
，
會
有
想
不
到
的

刺
激
和
啟
發
。

陳
東
升
對
同
學
的
關
心
，
隨
他
們
踏
入
校
園
那
一
刻
即
開
始
，
從
培
養
讀
書
態
度
，
到
鼓
勵
思
辨
精
神
，
就

像
一
位
疼
愛
卻
不
溺
愛
孩
子
的
父
親
。
他
認
為
學
生
一
定
要
有
能
力
、
有
想
法
，
能
力
包
括
紮
實
的
知
識
基
礎
、

自
律
的
學
習
和
思
考
、
整
合
資
訊
的
能
力
、
面
對
困
難
堅
定
的
態
度
，
這
是
基
本
要
求
；
他
進
一
步
期
許
學
生
，

畢
業
後
能
多
做
一
些
和
別
人
不
一
樣
的
事
、
對
社
會
有
積
極
正
面
的
幫
助
，
當
一
個
有
社
會
使
命
感
的
領
導
者
。

■	社會系教師范雲送給
陳東升的生日禮物。
（高富諄／攝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