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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教育部補助辦理大學學習生態系統創新計畫（第三期） 

主動學習者培育學校 

－面向經驗世界，培養實踐智慧 

報告人：張錫輝主任 



申請類別 Ａ類：未來大學推動計畫 

推動重點 
■建立彈性學制 

■推動彈性學分 

計畫期程 106年8月1日至107年7月31日 

計畫經費 

本計畫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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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稱 計畫分工 

林建煌 校長 主持人 

吳介信 副校長 執行長 

朱娟秀 教務長 共同主持人 

張秀如 學務長 共同主持人 

張錫輝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共同主持人 

林文琪 反思寫作中心主任 共同主持人 

曾美芳 通識教育中心專案助理教授 共同主持人 

本計畫執行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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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執行團隊 

教務處 

•凌于雯副教務長 

•林志龍主任 

通識教育中心 

•張國城副主任 

•英家銘組長 

•施聖文老師 

•簡慧貞老師 

•謝宗宜老師 

 

 

學務處 

•曾瑋莉副學務長 

•莊玉琪組長 

•蔡湘萍組長 

•邱佳慧主任 

• 子計畫一：營造生活學習空間及社群 

• 子計畫二：強化行動學習學院運作 

• 子計畫三：變革法規制度 

• 子計畫四：教育推廣及跨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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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計畫二：強化行動學習學院運作 

• 子計畫三：變革法規制度 

• 子計畫四：教育推廣及跨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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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計畫二：強化行動學習學院運作 

• 子計畫三：變革法規制度 

• 子計畫四：教育推廣及跨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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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本校概況與未來十年發展潛力分析 

貳、計畫目標 

參、計畫推動重點與方法 

本計畫報告綱要 



民國 年 49 

民國 年 89 

創校 臺北醫學院 

改制 臺北醫學大學 

本校發展  

民國 年 106 
10 

1 

15 

32 研究所 

通識教育中心 

擴展 

學系組 

學院 
以醫學教育為本，生醫
臨床為用之研究型大學 

7 



本校整體發展方向（1/2） 

教育宗旨 

願  景 

核心價值 

培育兼具人文關懷、社會服務熱忱
及國際觀的醫事專業人才 

成為國際一流的醫學大學 

人文、服務、卓越、全球化、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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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整體發展方向（2/2） 

發展學用合一之研究型大學，規劃符合國家產
業需求之系所學位學群 

開創具前瞻性之教育、醫療體系、產學合作及
衍生機構，為北醫永續經營奠基 

積極推動理論與實務結合的教育，發展基礎到
臨床的轉譯醫學 

積極爭取優秀學生、外加名額及境外學生，並
持續增聘師資 

1 

4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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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發學生之學習主動性 一 

本校教學發展準則（1/6） 

推動參與者共同建構課程的學習型態，促進學習生態系統的演化 

醫學系鄭培良同
學主動提出研究
主題 

透過指導教師協助，研究中國造
船技術的演進及其在世界造船史
的地位 

學生完成自主學習
研究 

公開發表 
106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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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校教學發展準則（2/6） 

推動通識人文與專業領域結合 

 已建置通識與專業合作的「雙聯課程」模式，將於第三期計畫擴大

施行。 

 開發「深碗課群」，為未來學生修習跨學系之「跨領域課群」，奠

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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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校教學發展準則（3/6） 

強調實務導向的經驗學習及反思行動能力 

第三期計畫將積極推動行動學習學院「深碗課群」，促使學生從

實務參與中發現真實生活的問題，最後將知識回歸到生活中，透

過問題解決形成實踐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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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校教學發展準則（4/6） 

全球化時代來臨，「移動力」就是競爭力，故本校從語言能力、

校園即國際氛圍、國際實際體驗與服務，乃至全球教育環境接軌

，全面培養學生具國際觀及國際移動能力 

培養學生國際觀及國際移動能力 

本校牙醫系師生組成 
海外醫療服務南印度團 

本校楓杏醫學青年服務團至 
史瓦濟蘭義診 

本校楓杏醫學青年 
服務團獲教育部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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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校教學發展準則（5/6） 

在整合性醫學教育環境下，線上課程質與量呈現快速成長趨勢，

是本校醞釀知識的寶庫。未來將陸續推出本校具生醫專業特色之

課程，期許在國內及國際數位教育上佔有一席之地。 

戮力發展國際教育趨勢之磨課師課程 

「社群媒體在健康照護的機會與挑戰」 
磨課師課程 

在歐洲線上課程平台FutureLearn， 
分享本校磨課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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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本校教學發展準則（6/6） 

本校於103學年度獲教育部「推動教師多元升等制度試辦學校計畫

」後，將原有教師升等制度「學術研究型」，擴增「教學實務型」

與「產學應用型」，本校多元升等制度已於104學年正式實施。 

制定多元升等機制，引導教師職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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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本校概況與未來十年發展潛力分析 

貳、計畫目標 

參、計畫推動重點與方法 

本計畫報告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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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學習動力待加強 

本校現在及未來學生學習生態之演化 

缺少跨領域學習機會 

培養經驗學習能力 

仍需加強 

創新思維不足 

現在學生學習生態 

行
動
學
習
學
院 

未來學生學習生態 中介 

成為「主動學習者」 

面向經驗世界 
培育實踐智慧 



第二期計畫目標 

第三期計畫目標 

反思實踐者 

主動學習者 

在場域中學習 

改善學習環境 

彈性學分鬆綁 

彈性學制鬆綁 

跨界交流學習 

深化自主學習 

未來大學學習生態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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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本校概況與未來十年發展潛力分析 

貳、計畫目標 

參、計畫推動重點與方法 

本計畫報告綱要 



本計畫推動重點 

主動學習者培育學校 

第 

三 

期 

第 

二 

期 

第 

一 

期 

環 

境 

營 

造 

反思寫作 營造主動學習者的生活空間與生活社群 

校內革新 校外推廣 

制 
度 
破 
框 

體
制
建
立 

自主學習 
開創適合主動學習的彈性制度 

讓自主學習與傳統學制接軌 

行動學習 
開發具實踐
精神的深碗
課群 

 持續發展
更有彈性的
自主學習課

程 

擴大雙聯課
程2+2操作
模式 

跨領域學習 

行動學習 自主學習 

行
動
學
習
學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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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架構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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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一：營造生活學習空間及社群 
提供自主學習空間，支持學生夢想實現 

第三期計畫推動方法 



23 

營造生活學習空間及社群－運作機制 

追夢計畫 

生活學習社群 

  

展齡中心   

創意實踐基地 

創意發想 

 
 
 

積極 
創新 

  

 

實現 
創意 

 

 

發展 
自我 

 
 
 

發展銀髮健康 

食譜製作 

場
域
學
習 

社
群
學
習 

 銀青共談 

創新人文校園 

 共同實作  創意實踐 

人文沙龍 創作藝廊 

同儕共學 

跨域社區銀髮 

宜居環境檢測專題 

拇山書院 自我探索 跨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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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域學習：展齡中心&拇山書院 

 發展銀髮健康食譜製作－結合食安深碗課群。 

 開發跨域社區銀髮宜居環境檢測專題。 

「展齡中心」銀青共談 

「拇山書院」自我探索 

 公開徵案機制，鼓勵住宿院生主動組織學習社群。 

 為學生開辦自我探索工作坊，結合啟動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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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域學習：杏春樓創意實踐基地 



場域學習：創新人文校園生活空間 

人文沙龍 

 運用軟性的空間規劃所營造的舒適氛圍，邀請校內外具人文涵養、對自主學習有精闢見解

或實作成果的師友蒞臨。 

 使杏春樓成為全校師生蘊育人文思維，尋找創意想法的園地。 

創作藝廊 

 運用彈性的規劃設計，可使空間更能依使用者需求隨時轉換，未來參與自主學習的同學可

以透過校園空間改造，作為成果發表園地 

 本校教職員生也可透過提案申請，在校園裡策劃、展示自己的創作，或提出其理念，邀請

其他師生於此共同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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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學習：我的夢想，我實現！（1/2） 

 
生活學習培力社群 

 為激發學生由興趣引發學習，並建置鼓勵教職員生因興趣共組學習社群的機制

，開創一種能與志同道合者一起生活和學習的新模式。 

 促進教職員生的社交學習和情感學習，學習與他人建立共創的合作關係，發展

跨域學習的歸屬感及持續學習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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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學習競賽－追夢計畫 

 激勵學生透過同儕的共學與創意發想，具體規劃出多元面向之生活學習計畫。 

 本項社群學習模式在鼓勵學生依自我興趣發展出專業學習以外之計畫，落實團體

合作、討論、探索及行動研究之生活學習，並藉由訓練課程，增加其學習的面向

與領域。 

 鼓勵跨院系、跨國、跨文化組隊報名參加，以增加活動的廣度與深度。 

追夢計畫運作機制 

社群學習：我的夢想，我實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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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二：強化行動學習學院運作 
深化自主學習制度，發展行動課程模式 

第三期計畫推動方法 



行動學習學院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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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學習學院課程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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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學習學院 

自主
學習
課程 

雙聯課程 深碗課群 

啟動
課程 

啟動
課程 

微型課程 

主題
觀查
探索
作業 

工
作
坊 

微型
課程
工作
坊 

實踐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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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與輔導機制 
「啟動課程」教師為半自主學習方案的指導老師，

協助引導學生完成「主題觀察探索作業」。 

選    修   限   制 

強化2+2半自主學習模式 

每門啟動課程選修「微型課程工作坊」，最多以

2門為限，並應串連不同的主題觀察探索作業。 

擴大啟動課程認定 

「未選上「啟動課程」的學生，可於選定一門課程

（通識或專業課程皆可），經該課程教師同意，
及「行動學習學院課程管理與審查小組」認可後
，即可以該課程作為「啟動課程」 

行動學習學院課程－自主學習課程(1/3)   



完全自主學習 持續辦理申請 

自訂 

主題 

策略 

規劃 

實際 

執行 

自我 

評量 

成果 

發表 

委員 

審查 

獲
得
通
識 

 

學
分 

2-8 

行動學習學院課程－自主學習課程(2/3)   

33 



完全自主學習 持續深化與輔導 

深化自主學習 

優良方案 

補助 

自主學習
共學社群 

自主學習主題創議 彈性學分審核制度 

隨到隨審 

階段核給學分 

自主學習學生 

通識教師、系所教師 

碩士級行政人員 

自主學習共學沙龍 

主題式徵案 

組成專題小組 

以社會實踐、創意創新 

   為主要提出目標 

行動學習學院課程－自主學習課程(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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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個人 
學習興趣 

逐
步
邁
向
自
主
學
習 強化學生 

學習成效 

行
動
實
踐
深
化
學
習 

雙聯課程 2+2學習分流 

自由選修 

建議選修 

啟動課程 
2學分 

（開放學生選擇） 

微型課程工作坊 
1學分 

主題觀察探索 
1學分 

行動學習學院課程－雙聯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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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學習學院課程－深碗課群(1/3) 

深碗課群 有機的課程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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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發展 

深碗課群目的 

 以解決現有實際社會問題為導向、以行動實踐為方法 

 以多學分、整合知識為目標 

 議題導向式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 

跨校課程與社會議題的關聯 通識課程與社會議題的關聯 

行動學習學院課程－深碗課群(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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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學習學院課程－深碗課群(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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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課程所需核心能力，整理出可共同參考的
Rubrics，提供所有課程使用。 

課程核心能力 

課程專業知能 
每門課程由教師自定專業指標，另選擇2至3種
核心能力學習成效指標，進行前測與後測。 

行動學習學院課程－具特色的評估機制 

學習評估機制 提升學習成效 

 



子計畫三：變革法規制度 
建立行政配套機制，全力支持計畫推動 

第三期計畫推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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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法制計畫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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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一 推動學系學分結構改革 

二 建置學分銀行，開放輔系、雙主修修業限制 

三 擴增教師獎勵機制及學分認列彈性 

四 擴大校際合作修課彈性 

變革法規制度推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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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各學系畢業學分數及比例 

推動學系學分結構改革 

學生可自由選修比例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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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學分銀行 

依個人興趣 
累積學分 

學分銀行 

學生提出 

事後申請 

學 分 

開放輔系、雙主修修業限制 

存入 

＞ 從事前申請，開放事後申請且經過審查 = 

1 2 

3 

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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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增教師獎勵機制及學分認列彈性 

課程「結合場域」每學分達6小時，且教
學評量滿意度平均達4.0（滿分5.0），得
列計每門20分。 

 由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授權行動學
習學院之「課程管理與審查小組」。 

 以隨到隨審方式進行工作坊課程的實質
審查。 

 每學期於中心及校級課程委員會報告備
查，以最大彈性支持自主學習的推展。 

 半自主學習的輔導老師每指導一位學生

可列計0.2學分。 

 自主學習的輔導老師可列0.5學分，每

學期最高以1學分為限。 
 專任教師開設工作坊亦可列計1學分。 

1 

2 

3 

教學實務升等計分 

課程管理與審查小組 

教師學分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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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校際合作修課彈性 

 提供跨校選課免學分費
之優惠 

 建置跨校通識選課平台 

105 學年度起 

持續 

擴大 

 共組教學成長社群 

 學生跨校選課 



子計畫四：教育推廣及跨界交流 
建立反思推廣機制，擴大行動學習交流 

第三期計畫推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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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事與反思讀書會 

反思教學推廣 

臺北醫學大學 

東吳大學 

大同大學 

玄奘大學 

華梵大學 

跨校深化身體技術理論與 
教學實務研究社群 

臺北醫學大學 

聖心女中 開平餐飲學校 



自主學習模式推廣 

跨校分享共學活動 自主學習讀書會 

國家實驗研究院 

大學學習生態系統 
創新計畫辦公室 

臺北醫學大學 

* 

* 

大學學習生態系統 
創新計畫辦公室 

臺北醫學大學 

* 

全國各大專校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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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學習模式推廣 

推廣雙聯課程模式 跨校深碗實踐課程教學聯盟 

臺北醫學大學 

全國各大專校院 

* 

* 

臺北醫學大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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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研討會／工作坊 

自主學習論文研討會 
社會參與式學習 
小論文討論會 行動學習工作坊 

啟動課程活動設計 

* 
工作坊短期能力培訓 

* 
深碗課群社區實踐 

深度報告及討論 

* 
對外開放及交流 

* 
凝聚社參發展經驗 

校際教師社群活動 

* 
國內外專家學者 

教師教學效能成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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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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