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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ＦＵＮ輕鬆】SHSS Talks 

講者：陳定銘學群長 

講題：營造心靈管理 

日期：110 年 12 月 10 日 

時間：下午 1:00~2:00 

活動報導：陳碧桂 

 

人文社會學群學群長陳定銘老師在百忙之

中，撥空分享他的教學理念與心得。定銘老師以

心靈環保校內必修課程為開端，說明學校是個注

重心靈滋養的校園。接著分享 108 級鄭逢緯學長

「做自己人生的 GPS」論文執行過程的影片，讓

聽眾理解學校非常重視實踐的論文，建議同學可

以在課程學習過程中，找出實際可行的方案來成

為自己成長的機會，同時能貢獻所長。 

接著，定銘老師分享美國一本暢銷書「心靈資本學」，藉由書中的角色故事，強調利

他主義的重要性。同時提及馬斯洛的需求理論，應該將理論倒置來觀看自我的需求，才是

符合現實的時代意義。而長期接受佛法的薰習，定銘老師也談及從佛法的角度，並不一定

要先滿足自我的需求，而是透過自利利他，達到快樂的目的，也能獲得到心靈的平靜。不

只東方佛教的思維，現在西方的企業主也是如此，定銘老師舉亞馬遜總裁貝佐斯跟特斯拉

汽車的馬斯克為例，他們也都認同「善良的心，比才能更重要」。 

而從領導者的角度，誠如達賴喇嘛「領導之道」一書中所說：維持心靈平靜，能讓領

導者做出正確的決定。老師舉了默克藥廠說明，企業能透過心靈資本的論述，行善的企業

可以比只顧自身利益的組織，享有更長久的競爭優勢。 

現在，新冠肺炎疫情對社會與個人造成的影響，更是我們實踐心靈環保的好時機。台

灣某教育機構面對疫情，如何運用聖嚴師父心靈環保的四它—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

放下它，而能在嚴峻的經營環境下，讓自己能在困境中做出理想的決策。法鼓文理學院校

長惠敏法師是研究腦神經科學，也曾經在學校校刊中提及社會價值與報酬(愉悅)迴路，透

過社會報酬(SROI)可以降低決策者只注重短期利益的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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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老師用「KIST(解決偏鄉小校危機個案) 的專題研究報告」來分享，如何透過科技

與教育的結合，而能在全台灣偏鄉地區進行公辦民營，挹注偏鄉教師並讓偏鄉學生能擁有

與在都市孩童一樣的學習機會，降低城鄉差距。除了談到實際的案例，定銘老師也分享聖

嚴法師的禪修「帶著禪心去上班： 聖嚴法師的禪式工作學」，融合禪修的方法和觀念， 把

職場上人人都會遇到的問題及瓶頸，化為清明的智慧心、柔軟的慈悲心，分享以禪心來工

作的良方。在充滿挑戰的職場生活中，有禪法作為安心的方法，就能找到源源不絕的工作

熱忱，讓每一天的職場生活， 都能歡喜又富足。 

在這短短一個小時的演講中，定銘老師總是帶著愉悅心情，讓同學再一次感受到老師

的博學多聞與滿滿熱情，非常感恩老師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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