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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2月16日，作為“紫大”來到臺灣佛光大學的“交換生隨團老師”，我開

啟了一段為期66天的嶄新生活。在此，我特別感謝紫大的各位老大們不按常理出

牌，發給“非專業課教師”的我，這樣一個超級“福利包”！ 

一、“福利包”看起來很美 

    在宜蘭這裡，從週一到週五，我以在佛光大學，聽課學習、交流互動為主；

週末兩天，以休閒遊覽、生活拓展為主，包括在宜蘭、臺北等地的遊山玩水、名

勝觀光、走街串巷、民情體察。 

    這些日子其實同時富含著“留學生活”、“異地工作”，“帶薪假期”等多重元素：

1）貼近真實的留學生活：身處境外，我日常圍繞臺灣大學（佛光大學及其他學

校）的各類課程學習展開，和當地師生們深度交流探討，但因時間短，且無強制

的學時/學分/學位/考試，我的課業壓力相對小，更加自主自由，學習過程更寬鬆；

2）在異地開展工作：一方面，我保持和紫金師生們的關係和聯絡，繼續處理工

作相關的零散事務；另一方面，我珍惜利用有限的時間，主動尋找各種學習工作

資源、建立起雙方教研合作和交流的關係和機制。可以說在佛大的這段時光，其

實就是個人在紫金學院工作任務和使命在異地的延續拓展和提升；3）帶薪假期

可公私兼顧：在臺灣這既熟悉（語言、文化相通）又陌生（政治社會交流互信不

夠）的環境中，休養身體，滋潤心靈，碰撞靈感，豐富思想，進一步提升了個人

事業狀態。  

二、“福利包”更是責任和考驗 



雖然兩岸同根同源，在很多方面相似，但離開熟悉的南京，離開溫暖的紫大，

我需要在短時間內儘快適應，在本地快速建立起一種“新生活”，它既要能延續我

在紫大的現有工作任務，又要能為我回到紫金後的工作，積累教學科研的素材資

源，並為紫金未來的事業發展、合作交流，構建起更大的視野格局。因此，在宜

蘭短短的九周裡，我的工作生活不應隨意消遣，而應力圖耕耘播種。從陌生到熟

悉，從低能到高效，我逐漸地建立起“適合自我生存發展的”生活學習圈；通過每

日精細的日程規劃，我進一步提升了自己對時/空/人/物等資源的適應協調、管理

開拓能力；以上潛能可能只有在獨立異地的環境下，才能被調動激發/不斷訓練

才能獲得。 

在這裡，我的身份也在改變，狀態亟待調整。1）工作事業方面，我從教師

身份切換到亦師亦生（更多是學生身份）且邊學邊工作的狀態，需努力謙卑放空

自己，重新汲取外來的文化營養，而這種身份切換在未來事業生活中，可能是會

高頻率地、隨時隨地發生，需要有意識地加以訓練；2）家庭生活方面，從妻子、

母親的群居家庭生活，切換到單身獨居的寄宿生活，即遠離家庭親人，放下家庭

事務假手他人，全身心地專注于自我培養和修煉，挑戰自己性情和意志方面的極

限，體味這難得的獨身生活，並從中挖掘出“獨身的”價值意義，為以往習以為常

的群居生活做對比參照和反思。 

    因我被定位為“交換生隨團老師”，雙方並未指派給我具體的教學任務和研究

計畫。而我專業和所教課程的特殊性，佛大也沒有直接對接的課程、系部或行政

單位，因此我在這裡享受自由空間的同時，也可能面臨著不受待見、真空地帶、

三不管而遭邊緣冷落的待遇風險。如何努力化不利為有利，充分利用這份自由，

各處收集資料、遊歷遊覽、走訪取經、記錄積累，對於大陸思政課（兼具公共課、



通識課性質）的教育教學（如《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課程“中華民國”史料部分的

課程建設）和專業研究（如學科研究和教育教學法）都大有幫助，進而促進個人

和團隊未來教研水準的提升，增強教研內容與時俱進的時代感，乃至在兩岸的教

育領域，進一步增進交流互信、價值認同、目標願景協同，都可盡些綿薄之力。

所以，這個“福利包”裡有著滿滿的責任任務，重重的考驗挑戰。 

三、反思和行動 

    常有朋友對我上述的“帶薪假期”元素，充滿遐想、羡慕不已，當然也有覺得

我“拋家棄子”、自私狠心的。每當我看到工作Q群裡任務多多、同事們忙成一團，

打開視頻看到兩個孩子搶手機、喊媽媽的時候，我內心無法不焦灼，能保持淡定

的。 

     蘇格拉底說，未經反省的人生不值得過。 

    享受著此次來台的“福利包”，我反復提醒自己：“我是來度假的嗎？”，“我

究竟要當好老師，還是要當好媽媽？” 

    溫潤的宜蘭，沒有臺北城市大國際范兒，但也頗具秀色、宜養宜居。佛光大

學的校園依山傍水、寬闊大氣，校長領導們熱情幽默、和藹可親、老師們專業敬

業、耐心細緻，同學們熱情有服務精神，境外交流交換項目豐富成熟、井井有條，

各系部亮點突出、各有特色。 

    每天我從宜蘭市區坐上校車，盤山而行，一路風景，像是搭上了一輛開往春

天的地鐵，景色宜人、美不勝收；在教學樓、課堂、食堂、辦公室、宿舍，我和

當地老師同學們分享著各種見聞體會、交流暢快；圖書館、博物館、紀念館、大

學等地收集到了各種教學研究素材資料，那些過去屢屢在大陸教科書、課堂裡出

現，而今終見本尊，都讓我好興奮！我有幸來到如此豐美的地方，哪裡捨得浪費



時光？哪敢讓自己純粹休假？我的眼睛耳朵、大腦心靈從來沒如此興奮和敏感過，

對周邊充滿了好奇和求知欲。直到昨天，我還一直處在“每天六小時睡眠”的雞血

狀態，直到今天才沉靜下來，梳理些思路得失、才暫時一身輕鬆。 

    我深知：自己的亢奮不僅來自于領導同事們對我的信任、期待，更來自自我

施加的責任和使命，我希望珍惜利用好這裡的每分每秒。作為有一定事業追求的

兩娃媽媽，如何解決好時間不夠用？如何更好地平衡自我發展和撫育孩子？如何

隨時隨地學習提升，珍惜和把握好一切機會？這都是我始終要面對，且不斷自我

挑戰的難題目標。但我堅信，高水準的老師才有可能是好老師，高水準的媽媽更

容易成為好媽媽，思維狹隘、經歷匱乏、能力平平、固步自封是絕不可能成為“好

老師”和“好媽媽”的。 

    來到臺灣二十天， 兩個世界、兩種生活的體味和比較反思時刻縈繞著我，

一次次衝擊，一個個問題，處處在比較，時時有對話。在這裡，我把一天掰成兩

天花。我的日記本和手機內密密麻麻，把每天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體味思考、

收穫感恩，都一一記錄，唯恐遺漏。我時時進行著廣義學習的三種對話：人和世

界的對話（上課遊歷…），人和同伴的對話（交流互動…），人和自己的對話（反

省慎獨…）。 

    工作日裡，我去體驗佛大最知名的三生講會、三品課程，參觀百萬人興學紀

念的校史館、開山堂，去佛堂參拜、聽師傅講經講課，去旁聽樂活系的《生物能

量與健康》、文創系的《文化創意產業》、心理系的《認知心理》、素食系的《可

食地景》、產媒系《人因設計》等各種有趣課程，去參加“熱血教師”養成講座、

“績優/特優導師經驗分享會”、“新進教師研習活動&座談”等各種教師培訓活動。

週末，我在宜蘭走美術館，到礁溪看文創館，去羅東逛夜市，到臺北參觀故宮博



物院、國父紀念館、自由廣場…這些精彩的課程活動、參觀遊覽都帶給我很多的

感觸和啟發，讓我在無數的對比反省中，反復揣摩、深入思考，對現象和本質、

價值和意義重新定義和估量，我期待著回紫大後一一分享。 

    下面是我三月份的部分排程，還在內容補充和優先順序調整中，真的很有時

間不夠用的感覺。 

 

    都說臺灣這裡最美的是人！我確實遇到那麼多貼心溫情的有緣人，有對我周

到關懷、照顧有加的佛大老師；有在教室裡、校車上認識的新同學，還有各種場

所、熱心公益的本地志願者，他們真誠質樸，有血有肉、有情有義，一個個故事

有趣溫馨，我正在構思和醞釀在台66天的《百人名單和印象故事系列》，目前已

收集近半的素材。 

    在這裡，我特別珍惜寶貴的自我修煉的機會：在相對自由的時空裡，傾聽內

心真實的聲音和思考，瞭解自己，和自己交流對話，自我控制，考驗自己，不斷

體會“慎獨”的感覺，並享受這份難得的寂寞和孤獨，這些都是對人文學科的年輕

教師在個人的心向性情和自我意志品質方面的錘練打磨和修煉提升。 



    今天已是來台的第二十天，我默默地對自己說：未來無論在哪裡，我都能讓

自己對世界充滿好奇，不斷探索，和他人保持對話，謙卑開放，更全面透徹地認

識並修煉自己，讓時間和生命變得更富有價值和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