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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程  

日 期 ： 99 年 11 月 12 日 （ 星 期 五 ）  

地 點 ： 靜 宜 大 學 任 垣 樓 國 際 會 議 廳  

時間  活    動 

08:30－09:00 報    到 

09:00－09:10 開幕致詞  靜宜大學校長  唐傳義 

09:10 - 09:30 計畫介紹  

【以通識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 

主講人 林從一 
教育部通識教育中程綱要計畫主持人 

臺北醫學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院院長 

09:30－10:20 專題演講  

【主題：點燃通識教育改革的引信】 

主持人 唐傳義 靜宜大學校長 

演講人 柯華葳 國立中央大學總教學中心主任 

10:20－10:40 茶    敘 

10:40－12:20 成果發表【一】 

【 通識教育領航學校成果發表】  

主持人 黃美鈴 國立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發表人 
黃  藿 國立中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林文琪 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12:20－13:30 午    餐 

13:30－14:10 成果發表【二】 

【通識核心課程成果發表】 

主持人 陳昭雄 弘光科技大學副校長 

發表人 
陳衍宏 佛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鄒川雄 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所長 

14:10－15:10 成果發表【三】 

【全校課程地圖資訊系統成果發表】 

主持人 陳昭雄 弘光科技大學副校長 

發表人 

陳昭雄 弘光科技大學副校長 

陳鵬文 亞東技術學院資訊管理系主任 

陳德興 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15:10－15:30 茶    敘 

15:30－16:15 成果發表【四】 

【行動/問題解決導向通識課程成果發表】 

主持人 徐澤志 亞東技術學院校長 

發表人 

楊叔卿 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林益仁 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程敬閏 環球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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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5－17:00 成果發表【五】 

【通識課程學生學習檔案成果發表】 

主持人 徐澤志 亞東技術學院校長 

發表人 

廖秀珠 弘光科技大學通識學院講師 

蔡熊山 國立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程敬閏 環球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17:00－17:40 綜合座談  

主持人 林從一 
教育部通識教育中程綱要計畫主持人 

臺北醫學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院院長 

與談人 

苑舉正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沈宗瑞 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廖蕙玟 國立中正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17：40 賦    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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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規則 

一、會議時間分配 

◎計劃介紹-主講人介紹總體計畫 20分鐘 

◎開幕致詞／專題演講-共計 60分鐘 

由校長開幕致詞 10分鐘，專題演講 50分鐘 

◎成果發表【一】通識教育領航學校成果發表；【二】通識核心課程成果發表 

每場 40分鐘；兩場共計 80分鐘 

主持人-引言 2 分鐘，主持 40分鐘。發表人各發表 14分鐘。討論時間-共計

10分鐘 

◎成果發表【三】全校課程地圖資訊系統成果發表 

主持人引言 2分鐘，主持 60分鐘。發表人各發表 15分鐘。討論時間共計 12

分鐘。 

◎成果發表【四】行動／問題解決導向通識課程成果發表；【五】通識課程學生

學習檔案成果發表 

每場 45分鐘；兩場共計 90分鐘 

主持人引言 2分鐘，主持 45分鐘。發表人各發表 12分鐘。討論時間共計 9

分鐘。 

◎綜合座談-共 40分鐘 

主持人引言 5 分鐘，主持 40 分鐘。與談人發言 5 分鐘。綜合討論時間共計

2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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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議職責或提醒事項 

◎主持人 

介紹專題主講人或報告人，維持會場秩序及掌控會議時間。 

◎主講人、報告人 

請依各節發表時間掌握進度，工作人員於發表時間結束前 2分鐘響鈴一聲，時間

屆滿響鈴二聲提醒，每延遲 1分鐘響鈴二聲，懇請掌握發表時間。 

三、提問與回應 

◎提問 

1. 應以舉手要求發言，遇兩人以上同時要求發言，由主持人決定發言之先

後。 

2. 發言前請先自我介紹及說明服務單位。每人每次發言限時 3分鐘，屆滿

時響鈴一聲。每延遲 1分鐘響鈴二聲。 

3. 對同一題綱之發言，以 1次為限，但如無其他人要求發言，經主持人同

意得再行發言。 

4. 會議時間截止，未及發言者，請改提書面意見，以便列入紀錄。為使出

席者得以充分表達意見，請確實遵守規定。 

◎回應 

回應提問時間，每位發表人限時 1分鐘，屆滿時響鈴一聲。每延遲 1分鐘響

鈴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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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識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

革新計畫 

計畫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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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點燃通識教育改革的引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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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發表【一】 

通識教育領航學校 

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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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以通識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教育部以通識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

成果報告

-臺北醫學大學綠杏通識改革計畫-

報告人：林文琪副教授報告人：林文琪副教授

中華民國 99年10月22日中華民國 99年10月22日

本計畫執行團隊

主持人 邱文達校長

協同主持人 陳大樑副校長、林建煌教務長

分項計畫 負責教師

1.通識核心課程 林文琪

陳大樑副校長

2.全校課程地圖

陳大樑副校長、
教資中心：曾瑋莉主任、
各教學單位教師：
(張歆祐) 王實之 朱娟秀 胡景堯

2.全校課程地圖
(張歆祐)、王實之、朱娟秀、胡景堯、
徐美玲、蘇千玲、陳玉華、梁文俐、謝佳容

、溫信財、鄧乃嘉、李傳莉、吳雪霞

3.行動導向/問題解決導向通識課程 潘力誠、林文琪

4.通識與專業課程整合型學程 邱子恒

5 優質核心課程e化 (馬有成) 、邱佳慧5.優質核心課程e化 (馬有成) 、邱佳慧

6.優異通識課程學生學習檔案e化上網 (周維萱) 、邱佳慧

助理 人員：：林志龍、陳雅雯、楊嬿平、張妙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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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原點

目 標 第一年 第二年 第三年

1.通識核心課程 規劃完成 開課 開課1.通識核心課程 規劃完成 開課 開課

2.全校課程地圖
三分之一

科系
三分之二

科系
完成

3.行動導向/問題解決導向通識課程 規劃完成 開課 開課

規劃 二個學程開課4.通識與專業課程整合型學程
規劃

二個學程
二個學程開課
規劃二個學程

開課

全校課程地圖上應有而未有之通識課程 開課 開課5.全校課程地圖上應有而未有之通識課程 —— 開課 開課

6.優異通識課程學生學習檔案e化上網
一五0個
檔案

一五0個
檔案

一五0個
檔案檔案 檔案 檔案

面對問題●啟動以通識為核心的全校課程整合

思考如何恢復通識作為知識學習的基礎性思考如何恢復通識作為知識學習的基礎性

如何恢復專業學習的道德性

如何突顯各校辦學特色

如何落實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

目 標 第一年 第二年 第三年

如何落實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

如何經營以學生學習過程為中心的課程 ●呼喚一種經驗學習的方法

●促進教師教學專業成長

1.通識核心課程 規劃完成 開課 開課

2 全校課程地圖
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

完成

批判傳統傳遞式的教學

找尋有利學生學習的教學模式

開始反省自身的教學經驗2.全校課程地圖
科系 科系

完成

3.行動導向/問題解決導向通識課程 規劃完成 開課 開課

誠實地面對自己的教學困境

意識到發展教學專業的重要性

4.通識與專業課程整合型學程
規劃

二個學程
二個學程開課
規劃二個學程

開課
●促進學生學習自主化

不只是個人電子履歷的建構

更是一種檔案教學方法

5.全校課程地圖上應有而未有之通識課程 —— 開課 開課

更是一種檔案教學方法

如何啟動學生重視自己的學習過程

如何引導學生進行自我導向的學習

如何促進學生對自己學習經驗的反思

6.優異通識課程學生學習檔案e化上網
一五0個
檔案

一五0個
檔案

一五0個
檔案

如何促進學生對自己學習經驗的反思

學會當自己學習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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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之道

報告大綱

一、啟動以通識為核心的全校課程整合

二、促進學生學習自主化

三、協助教師教學專業成長

一、啟動以通識為核心的
全校課程整合

專業教育通識化專業教育通識化 通識教育專業化通識教育專業化

1.推動融滲式教學

2 補強專業學程之通識課程(四)

1.通識課程核心化(一、二)

2 通識課程優質化2.補強專業學程之通識課程(四)

3.更新醫學人文學程(四)

2.通識課程優質化

3.通識課程行動化(三)

4.開設專業典範學習課程 4.通識課程領域化

5.通識課程E化(六、七)通識課程 化(六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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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啟動以通識為核心的
全校課程整合

專業教育通識化專業教育通識化 通識教育專業化通識教育專業化

1.推動融滲式教學

2 補強專業學程之通識課程

1.通識課程核心化

2 通識課程優質化2.補強專業學程之通識課程

3.更新醫學人文學程

2.通識課程優質化

3.通識課程行動化

4.開設專業典範學習課程 4.通識課程領域化

5.通識課程E化通識課程 化

專業教育通識化專業教育通識化

 專業教育的現況
 學科分工化、教育過早分流

 未來需要：跨領域整合能力

專業教育

 多學科的基礎知識

 知識整合能力

通 識 教 育

跨領域整合能力跨領域整合能力
 知識整合能力

 General education
恢復通識教育是專業教育的基礎 恢復通識教育是專業教育的基礎

人文社會 藝術基礎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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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推動融滲式教學
執行過程

由通識教育中心教師與各系教師共同合作，在專業課程

中安排人文省思單元課程 加強專業與通識的融合中安排人文省思單元課程，加強專業與通識的融合。

授課方式分三階段進行： -第三階段-

由各系教師

-第一階段-

由通識教師至專業

-第二階段-

由通識教師與各系

由各系教師

獨立授課

如此不僅促
由通識教師至專業

課程中進行協同教學

由通識教師與各系

教師共同授課

或共同研究

如此不僅促

進各系教師

本身的通識

化，且提昇

通識教師進

行跨學科對行跨學科對

話的能力。

1.推動融滲式教學
專業課程置入人文省思單元

專業與通識融滲式教學工作分配

學系 通識教師 專業系所負責教師

醫學系 林文琪/陳重仁老師 馮琮涵老師醫學系 林文琪/陳重仁老師 馮琮涵老師

牙醫學系
劉玉華老師

鄧乃嘉老師

口衛系 王蔚南主任

牙體技術學系 陳偉誠老師 董德瑞主任牙體技術學系 陳偉誠老師 董德瑞主任

藥學系 陳迪群老師 梁文俐老師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陳瑞玲老師 吳雪霞老師

公共衛生學系 王實之老師 陳怡樺老師公共衛生學系 王實之老師 陳怡樺老師

醫務管理學系 邱子恆老師 溫信財老師

呼吸治療學系 賴淑芳老師 江玲玲老師

護理學系 簡士捷老師 徐美玲老師

老人護理暨管理學系 高光德老師 張佳琪老師/謝佳容老師

保健營養學系 邱佳慧老師 陳玉華老師

執行前 96學年度 97學年度 98學年度

置入人文省思單元的專業課程 － 10門 23門 9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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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推動融滲式教學
通識與專業教師跨領域合作通識與專業教師跨領域合作

課程名稱( 5門)
合作教師

說明
專業 通識專業 通識

腦與心的對話 醫學系李怡萱 張歆祐 971開課

文化、帝國與醫療想像 醫學系謝銘勳 陳重仁
961規劃
962開課

醫學系蔡尚穎 981規劃
疾病書寫、書寫疾病

醫學系蔡尚穎
醫學系謝銘勳

陳重仁
981規劃
982開課

跨專業醫病溝通 醫學系陳大樑 991規劃跨專業醫病溝通
行動學習計畫

醫學系陳大樑
醫學系謝銘勳
護理系林佳靜

林文琪
991規劃
992開課

專題研究（一）臺灣人的專題研究（一）臺灣人的
生命食譜 保健系楊淑惠 邱佳慧 991開課

1.推動融滲式教學
各學系主動開設人文課程各學系主動開設人文課程

學系 課程名稱 課程數
人際溝通技巧、腦與心的對話、醫學史、醫病關係、
疾病、誤解與社會偏見、醫藥新聞與大眾傳播、醫療

醫學系
疾病 誤解與社會偏見 醫藥新聞與大眾傳播 醫療
社會學、管理哲學、書寫疾病、疾病書寫、醫術與醫
學、醫學倫理導論、醫學倫理專題討論、醫學人文專
題討論

13

牙醫系 牙醫倫理學 1
醫學檢驗暨生物

技術學系
智財權與科技法律、科技倫理與行銷 2技術學系

護理學系 情緒管理與人性關懷、倫理與法律概論 2

醫務管理學系 醫管倫理、醫學倫理、情緒管理與人性關懷 3

牙體技術學系 牙醫倫理學 1牙體技術學系 牙醫倫理學 1
保健營養學系 專題研究（一）臺灣人的生命食譜 1

總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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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補強專業學程之通識課程
跨領域學程置入通識選修課程

創新產業管理學程

醫療管理資訊(RFID)學程

國際醫療衛生暨外交學程
以專業證照為主體

子計畫四、通識與專業課程整合型學程

國際醫務管理學程

國際生醫科技與材料科學學程

生技產業創業學程

 以專業證照為主體
 829人修讀
 跨系554名修讀
 完成學程17名

增加
6學程

生技產業創業學程

健康政策及管理學程 健康政策及管理學程

預防保健暨健康促進學程 預防保健暨健康促進學程

重症照護學程 重症照護學程

★

重症照護學程 重症照護學程

分子檢驗學程 分子檢驗學程

兒童及身心障礙病患全人醫療學程 兒童及身心障礙病患全人醫療學程

神經科學學程 神經科學學程

增加
5學程

★

★神經科學學程 神經科學學程

中草藥生物技術學程 中草藥生物技術學程 中草藥生物技術學程

生物技術學程 生物技術學程 生物技術學程

★

生物醫學資訊學程 生物醫學資訊學程 生物醫學資訊學程

醫學人文學程 醫學人文學程 醫學人文學程

94學年度 95~97學年度 98學年度

2.補強專業學程之通識課程
執行成果

學程名稱 通識選修課程

夢與文學、腦與心的對話、
神經科學學程

夢與文學、腦與心的對話、
疾病與敘事、兒童與青少年醫學心理學、
變態心理學、醫學與文學、死亡學

預防保健暨健康
促進學程

部落文化體驗與學習、
媒體與食品安全、資訊行為概論、醫療經濟學

兒童及身心障礙
兒童美學、視覺藝術與人文、

兒童及身心障礙
病患全人醫療學程

社會福利與弱勢族群、音樂治療概論、特殊兒童心理
與教育、兒童與青少年醫學心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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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更新醫學人文學程
架構更新

醫學人文探究子計畫四、通識與專業課程整合型學程

醫學人文實踐 醫學人文實踐

文史哲

社會科學

文史哲

社會與心理 核心課程社會科學

音樂與藝術

社會與心理 核心課程

音樂與藝術音樂與藝術 98學年度累計
47人選修

95 96 97 學年度

3.更新醫學人文學程
執行成果執行成果

領域 學分 課程名稱

核心課程 8 人文/社會領域經典閱讀、視覺藝術與人文、音樂藝術與人文

【通識教育中心課程】
醫學與文學、藝術與精神疾病
臺灣醫學人文史論、音樂治療概論
死亡學 醫所寓言

【醫學系】醫學倫理導論（蔡尚穎）
後基因體時代的生醫素養與倫理法治（何建志）
醫藥新聞與大眾傳播（崔岡）
醫學史（謝銘勳）

醫學人文

死亡學、醫所寓言
複製人與當代英美小說
小說、電影與醫療想像
福爾摩斯與開膛手傑克
醫療衛生援助與國際合作(楊志恆)

醫學史（謝銘勳）
醫病關係（謝銘勳）
疾病、誤解與社會偏見（謝銘勳）
文學、帝國與醫學想像（陳重仁）
醫學倫理專題討論（江漢聲）醫學人文

探究
8

醫療衛生援助與國際合作(楊志恆) 
科技倫理學
醫學倫理劇本寫作(邱少頤)
醫學典範追尋與體驗(曾瑋莉)
專業倫理學(各系的專業倫理)

醫學倫理專題討論（江漢聲）
醫療社會學（高美英）
哲學入門（林文琪）
【藥學系】醫藥公關與廣告（鄭慧文）
【護理系】人類發展學（課程含實驗）（郭淑芬）專業倫理學(各系的專業倫理) 【護理系】人類發展學（課程含實驗）（郭淑芬）
護理倫理與法律概論（林秋芬）
情緒管理與人性關懷（楊勤熒）

（至多承認4學分）（至多承認4學分）

醫學人文
實踐

4
部落文化體驗與學習 、精神復健田野實習、移民社會你我他
認識非營利組織、兒童美學、 宗教、禮俗與生命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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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開設專業典範學習課程
強化專業倫理、典範學習

得獎屆別 姓名 畢業屆別

第 一 屆 林勝利 醫學系第11屆
回歸專業的召喚－－
願意成就自己為良好的醫事人員

第 一 屆 全文章 醫學系第16屆

第 一 屆 吳秉賸 醫學系第16屆

第 一 屆 楊綏生 醫學系第16屆

願意成就自己為良好的醫事人員
而從事各種的學習

第 一 屆 楊綏生 醫學系第16屆

第 六 屆 劉增應 醫學系第19屆

第十一屆 秋賢民 醫學系第14屆

第十五屆 姜仁智 醫學系第19屆

第十六屆 蔡孟宏 醫學系第10屆

第十六屆 劉啟群 牙醫系第15屆

第十七屆 陳博憲 醫學系第5屆

第十七屆 邱文達 現任校長第十七屆 邱文達 現任校長

第十八屆 黃健榮 醫學系第18屆

4.開設專業典範學習課程
理念說明理念說明

職業教育+通識教育=專業教育

現在的專業教育
工具化 職業化 Liberal education工具化、職業化 Liberal education

回歸專業的召喚

願意成就自己為一個專業人而從事各種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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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開設專業典範學習課程
執行成果

核心課程
通識教育(醫學預備課程） 醫學教育

一年級 二年級 三～七年級

拇山人文講座
看見女科技人
臺灣醫學人文史

傑出校友訪談
醫療機構口述歷史

8學系典範學習
課程

護理、老護
典範學習

臺灣醫學人文史
臺灣劇場美學
醫學典範追尋與體驗
傑出女性醫療人物誌

醫療機構口述歷史
醫療典範人物傳記選讀
校友醫療奉獻奬得主訪談

護理、老護
醫學、藥學
保健、公衛
醫檢、牙醫傑出女性醫療人物誌 醫檢 牙醫

一、啟動以通識為核心的
全校課程整合

專業教育通識化專業教育通識化 通識教育專業化通識教育專業化

1.推動融滲式教學

2 補強專業學程之通識課程

1.通識課程核心化

2 通識課程優質化2.補強專業學程之通識課程

3.更新醫學人文學程

2.通識課程優質化

3.通識課程行動化

4.開設專業典範學習課程 4.通識課程領域化

5.通識課程E化通識課程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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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識課程核心化
執行過程

子計畫一、通識核心課程

形
成

具
體

教
學

全
面成

共
識

體
規
劃

學
實
驗

面
實
施

共識營
1.規劃書撰寫

2.啟動教案規劃
1.焦點團體會議

2 教學觀摩

1.訂定辦法
2.行政配套措施

3.舉辦研討會
2.教學觀摩

3.召開說明會

1.通識課程核心化
通識與專業整合通識與專業整合

核心課程
通識教育(醫學預備課程） 醫學教育

一年級 二年級 三～七年級一年級 二年級 三 七年級

拇山人文講座
醫學典範追尋與體驗
傑出女性醫療人物誌

傑出校友訪談
校友醫療奉獻奬得主訪談

各系典範學習課程
護理、老護

典範學習
傑出女性醫療人物誌
看見女科技人
臺灣醫學人文史
臺灣劇場美學

校友醫療奉獻奬得主訪談
醫療典範人物傳記選讀
醫療機構口述歷史

醫學、藥學
保健、公衛
醫檢、牙醫

服務學習
一般服務28小時 專業服務52小時

臨床實習
以課程為基礎的服務學習—推動行動學習

床邊教學

經典閱讀
中西文化經典閱讀必修2學分

全面推動反思性寫作—培養反思能力

床邊教學

學習歷程

反思檔案

六大領域
選修課程

人文、音樂與藝術、社會科學、資訊管理與傳播、
語文、科學與邏輯

融滲式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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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識課程核心化
以學生學習為中心以學生學習為中心

前：平列式的課程結構 後：同心圓的學習結構前：平列式的課程結構 後：同心圓的學習結構

1.通識課程核心化
經典閱讀課程規劃要點

主題化的單元規劃1

加強方法論單元2

回返現實生活的課程規劃3 回返現實生活的課程規劃

比較研究的導入4

對話式的學習6

提供多元視野的理解背景5

單一經典

以問題為導向的學習7

對話式的學習6 單一經典
小班化教學
精緻化經營

結合寫作的訓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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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識課程核心化
建立課程評核機制

專家審核

二次
教學實驗

公開發表

核
心

教案審查

教學實驗 心
課
程程

每年新生約920人

小班教學(40人/班)

每學期13班

1.通識課程核心化通識課程核心化
全面推動反思日誌作業-促進反思能力

兒童美學反思日誌                 紀錄者:( ) 
上課日期 98 年 02 月 23

日
上課地
點

美學教室 反思的五層次Bain et al, 1999

Reporting 純粹敘述事件經過日 點
今天上課我學到什麼?  紀錄上課內容 

對於今天的上課內容我 紀錄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Reporting 純粹敘述事件經過

Responding 敘述心情、判斷
對於今天的上課內容我
有什想法或感覺？ 

 紀錄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分析一下，自己為什麼會
有以上的想法或感覺

分析自己:對自己的反應進行詮釋性的理
解

Relating 與經驗聯結、加上個人意
義

有以上的想法或感覺? 解 

我想要問的問題  

其他補充紀錄或建議：

Reasoning 表現高度轉化和概念化，

深度分析發生原因、探討
理論與實踐之關係

其他補充紀錄或建議：  

 

Reconstruct

ing

運用抽象思考在學習，從
經驗整合獲得結論、針對
個人規劃未來學習

 
個人規劃未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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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識課程核心化
執行檔案教學執行檔案教學

檔案回顧自我評估表 完成時間

自我評估表

學習檔案自評、互評及回饋討論

檔案回顧自我評估表 完成時間

（一）回顧本學期你所寫的反思日誌(理論課)，讓你印象最深刻的一個上
課主題是什麼？

（二）描述你在本課程中，針對以上上課主題個人想法的轉變或發展過程
。

（三）你認為自己在本課程的理論學習過程中有什麼特殊的表現？請詳細
回 應 者 閱讀時間 (分鐘）

反思日誌咀嚼紀錄單

（三）你認為自己在本課程的理論學習過程中有什麼特殊的表現？請詳細
說明。（在思想、觀念、行為上有什收穫、啟發或改變？）

（四）你覺得回家寫反思與課堂抄筆記有何不同？
（五）你會想要繼續這種反思性的寫作嗎？為什麼？
（六）我仍需要努力的是:          

回應時間 年 月 日 時 分

與回應者的關係

我最喜歡的是這個檔案中的……                         (For parents)

檔案回顧自我評估表 完成時間 年 月 日

我想對他說……..

我想給他的留言是……                              (For classmates)

檔案回顧自我評估表 完成時間 年 月 日

我選擇這幾件作品作為現階段學習成果的代表作，因為：
（學習檔案自我評估：任選三或四件學習檔案夾中的作品，依自己的想法
來組織它們。如以時間排或是依自己的喜好。組織自己的檔案內容時，要
知道每一件資料納入檔案夾裡的理由，並且注意到每一件作品對於展現自
己的學習發展所代表的意義 ）

互評論表

討論：

（1）你平常花多久的時間撰寫反思

（2）你平常都什麼時間撰寫反思

己的學習發展所代表的意義。）
我選擇了 篇反思日誌：
我講義的筆記/or照片
我仍需要的努力是：

檔案回顧學習
伙伴評論表

填寫人 時
間

年 月 日

看過檔案夾內的資料，你會如何描述作者在這門課中所做的努力？

檔案回顧學習
伙伴評論表

填寫人 時間 年 月 日

（3）經過一學期你有沒有什麼想法與行為上的改變

（4）你的反思給哪一位家人或朋友評論

（5）評論反思的人給予什麼建議或想法

（6）你覺得撰寫反思日誌對於學習活動有幫助的請舉手？

（7）你贊成回家撰寫反思的請舉手？

1.通識課程核心化
98學年執行反思性寫作課程

學期 981 982

類別 班級數 參與人次 班級數 參與人次

經典閱讀 13 594 11 480經典閱讀 13 594 11 480

行動導向 2 85 3 93

人文領域 1 40 1 40

社會科學領域 - - 1 38社會科學領域 - - 1 38

小計 16 719 16 651

總計 32門課 1,37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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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識課程核心化
98學年推動經典閱讀為必選修98學年推動經典閱讀為必選修

981學期-10門14班
授課
老師

修課
人數

982學期-9門11班
授課
老師

修課
人數

易經與人生（2班） 蘇星宇 106 古琴與哲學實踐 林文琪 26易經與人生（2班） 蘇星宇 106 古琴與哲學實踐 林文琪 26

醫療與文化-傅柯選讀 陳重仁 31 經典閱讀入門 林文琪 21

古琴與哲學實踐 林文琪 25 山海經與神話 陳逸根 33

宗教、禮俗與生命關懷 林文琪 31 柏拉圖對話錄：《斐多篇》 林維杰 53

論語與現代社會（2班） 邱佳慧 89 《共產黨宣言》與社會主義(2班) 王實之 91

《史記》與歷史人物評析 邱佳慧 63 《史記》與歷史人物評析 邱佳慧 60《史記》與歷史人物評析 邱佳慧 63 《史記》與歷史人物評析 邱佳慧 60

真理與方法 林維杰 56 論語與現代社會 邱佳慧 64

山海經與神話（2班） 賴素玫 101 莎士比亞十四行詩 陳重仁 63

紅樓夢賞析（2班） 賴素玫 89 易經與人生(2班) 蘇星宇 69

《共產黨宣言》與社會主義 王實之 59

小計 650 小計 480小計 650 小計 480

平均每班人數 45

1.通識課程核心化
由通識到專業推動的機制由通識到專業推動的機制

子計畫二、建置全校課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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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識課程核心化
全校課程地圖

課程架構

全校課程地圖

生涯路徑核心能力

1.通識課程核心化
全校課程地圖 特色一 操作介面友善全校課程地圖-特色一：操作介面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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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識課程核心化
全校課程地圖-特色二：通識與專業能力串連

1.通識課程核心化
全校課程地圖-特色三：跨領域特色三：跨領域//跨系整合資訊跨系整合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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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識課程核心化
全校課程地圖-特色四：職場與社會現實感

1.通識課程核心化
全校課程地圖-特色五：學生互動專區-Ask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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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識課程核心化
全校課程地圖-特色六：個人的職能診斷分析串連

1.通識課程核心化
全校課程地圖-特色七：個人的學習檔案串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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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識課程核心化
全校課程地圖-特色八：繪製個人選課地圖

1.通識課程核心化
全校課程地圖-導入全面品質管理概念Ⅰ

有效問卷：359 份 男：178 女 ：181

項目 滿意度

1.您對於使用說明的內容是否滿意? 4.04

2.您對於解說老師說明方式是否滿意? 4.05

3.您對於說明的吸收程度是否滿意? 4.08

4 您對於網站設計的操作便利性是否滿意? 4 044.您對於網站設計的操作便利性是否滿意? 4.04

5.您覺得預選功能對您選課是否有幫助? 4.02

總體滿意度總體滿意度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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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識課程核心化
全校課程地圖-導入全面品質管理概念Ⅱ

平台功能改善
系統進階更新
平台功能改善
系統進階更新

回饋意見

1.增加課程評量的結果

系統進階更新系統進階更新

2.增加授課教師簡介

3.增加已修過課程學生的評價

4.增加課程介紹與其未來優勢

5.教師評語與建議可再詳盡些5.教師評語與建議可再詳盡些

6.增加預警功能，核算出尚需修習之學分數

7.增加人工智慧系統評估已選課人數7.增加人工智慧系統評估已選課人數

8.自動排出各學年建議選課表

2.通識課程優質化
具體措施

課程優質化課程優質化

5.透過研究提升5.透過研究提升 1.理念與策略1.理念與策略

課程品質課程品質 諮詢諮詢

2.全面性量化

教學評量

2.全面性量化

教學評量

4.推動

課程體檢

4.推動

課程體檢

3.核心課程

質性評量

3.核心課程

質性評量質性評量質性評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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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識課程優質化
通識教育諮詢委員會

理念與策略諮詢
 97/12/10「以通識教育為核心的全校課程發展會議」

編撰《開創醫學教育的新境界-北醫通識教育現況與展望》
 99/04/15 「以現代公民素養為導向的通識教育改革研討會 」

由校長主持，聘請許倬雲院士、李亦園院士、楊國樞院士、宋瑞樓由校長主持，聘請許倬雲院士、李亦園院士、楊國樞院士、宋瑞樓
院士、吳成文院士、彭汪嘉康院士、張秀蓉教授等擔任本校通識教
育發展諮詢委員

2.通識課程優質化
實施全面量化教學評量實施全面量化教學評量

項目/學期 961 962 971 972 981項目/學期 961 962 971 972 981

實施教學評量之課程數 117 106 109 118 113

教學評量完成率(％) 97 93 95 99 94

有效問卷回收率(％) 73 73 73 71 70

通識課程評量之總平均 4.08 4.13 4.11 4.08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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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識課程優質化
學生學習焦點團體訪談學生學習焦點團體訪談

學年度
場
次

參加訪談

學生人數次 學生人數

96 7 35

97 5 34

98 10 69

2.通識課程優質化
教學過程評量教學過程評量

課程名稱 過程評量方式 執行時間

古琴與哲學實踐 專家參與課堂 98/05/11

老子哲學的新視野 專家參與課堂 98/05/12老子哲學的新視野 專家參與課堂 98/05/12

山海經與神話 專家參與課堂 98/05/21

紅樓夢賞析 專家參與課堂 98/05/14

《共產黨宣言》與社會主義 課堂錄影展示與討論 98/02/06《共產黨宣言》與社會主義 課堂錄影展示與討論 98/02/06

解讀孔子 課堂錄影展示與討論 98/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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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識課程優質化
教學助理隨堂紀錄

學年度 課程數

97 697 6

98 8

2.通識課程優質化
推動課程審查推動課程審查

邀請校外學者針對每一門課程的課程規劃、課堂操作、作
業規劃進行課程優質化審查。

時間 課程審查會議-已通過27門課程

98.03.06 第一次課程優質化諮詢會議-通過10門課程98.03.06 第一次課程優質化諮詢會議 通過10門課程

98.08.18 第二次課程優質化諮詢會議-通過7門課程

99.01.13 第三次課程優質化諮詢會議-通過10門課程99.01.13 第三次課程優質化諮詢會議 通過10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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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識課程優質化
透過研究提昇課程品質Ⅰ透過研究提昇課程品質Ⅰ

●「教師學習社群補助辦法」

學年度 社群召集人 社群名稱學年度 社群召集人 社群名稱

林文琪 課堂提問的藝術行動學習社群

體育課興趣選項各項目課程
97 林永華

體育課興趣選項各項目課程
教學教材編輯發展社群

潘力誠 行動教學課程發展社群

邱佳慧 自主學習教師社群

98 林永華
體育課興趣選項各項目課程教學教材編輯發展
社群

林文琪 行動/問題解決導向課程教師學習社群

2.通識課程優質化
透過研究提昇課程品質Ⅱ透過研究提昇課程品質Ⅱ

●「教師教學行動研究補助暨獎勵辦法」

課程名稱 執行教師

《共產黨宣言》與社會主義 王實之

解讀孔子 邱佳慧

兒童美學 林文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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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識課程優質化
執行成果

本校通識教育中心近五年曾獲教育部優質通識課程補助計畫

學年度 受補助課程數 小計

94 3
執行前

94 3
5

95 2

執行後

96 1

1497 3執行後 1497 3

98 10

3.通識課程行動化
執行過程執行過程

子計畫三、行動/問題解決導向通識課程

先
導

理
念

教
學

永
續導

課
程

念
推
廣

學
實
踐

續
經
營

進行教學行動
舉辦研討會 焦點團體會議

訂定辦法：
•行動/問題解決導向
課程補助辦法

研究
舉辦研討會 焦點團體會議 課程補助辦法

•教學行動研究奬勵暨
補助辦法

•教師教學社群補助辦法

•補助三門課程
獎勵一篇論文•獎勵一篇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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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識課程行動化
開設以課程為基礎的服務學習開設以課程為基礎的服務學習

行動/問題
分類

行動/問題

解決導向課程
分類

以課程為基礎

結合口述歷史的

社區服務課程＊以課程為基礎
之服務學習 以通識課程為

基礎的服務學習基礎的服務學習

單元式的行動學習

＊此系列課程由本校醫文所執行

3.通識課程行動化
建構校外服務學習平台建構校外服務學習平台

類型 服務機構

國小課輔 蓬萊國小

非營利組織

伊甸基金會

台灣青少年權益與福利促進聯盟

孵夢兒親創意發展協會非營利組織 孵夢兒親創意發展協會

台灣國際醫衛行動團隊

臺灣世界展望會-飢餓三十

台北市健康服
務中心

台北市12行政區

高中 文山特殊教育學校高中 文山特殊教育學校

社區
北醫附近社區

臺東金峰鄉臺東金峰鄉

醫院
花蓮玉里榮民醫院

北醫附設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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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識課程行動化
執行成果執行成果

學年度 96 97 98 累計開班數

行動/問題解決導向課程 16 14 12 42

96學年度 9 學年度 98學年度96學年度 97學年度 98學年度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口述歷史的運用與校史建構 陳瑞玲 兒童美學 林文琪 兒童美學 林文琪

精神復健田野實習 高美英 體驗臺灣社會歷史 艾琳達 史記與歷史人物評析 邱佳慧

從時事學法律 周維萱 宗教、禮俗與生命關懷 林文琪 多元文化與新移民醫療服務 王實之

助人的歷程與技巧 張歆祐 追尋台灣古蹟文化 馬有成 疾病與人文關懷 林彥妤

兒童美學 林文琪 物理漫談 潘力誠 多元文化與新移民醫療服務 王實之

認識非營利組織 邱子恆 助人歷程與技巧 張歆祐 全球環境危機與永續發展 沈盛達認識非營利組織 邱子恆 助人歷程與技巧 張歆祐 全球環境危機與永續發展 沈盛達

宗教、禮俗與生命關懷 林文琪 認識非營利組織 邱子恒 宗教禮俗與生命關懷 林文琪

追尋台灣古蹟文化 馬有成 故事欣賞與習作 胡蘊玉 診斷臺灣社會問題 王實之

紀錄片攝錄製拍實務 陳大樑/高光德 傑出女性醫療人物誌 林彥妤 傑出女性醫療人物誌 林彥妤

新移民社會你我他 顏芳姿 人際溝通技巧 劉玉華 醫療機構口述歷史 蔡篤堅

新聞英文 陳重仁 史記的記憶與倫理 邱佳慧 社區口述歷史 蔡篤堅

體驗臺灣社會歷史 艾琳達 診斷臺灣社會問題 王實之 部落文化體驗與學習 蔡篤堅

肢體開發與自我探索 陳偉誠 社區口述歷史 蔡篤堅

部落文化體驗與學習 蔡篤堅 社區志工服務 蔡篤堅

社區口述歷史 蔡篤堅

社區志工服務 蔡篤堅

3.通識課程行動化
向專業學系推廣І向專業學系推廣І

提出跨專業醫病溝通行動學習計畫

由陳大樑副校長擔任主持人，醫學系謝銘勳教授、護理系林佳靜教授
與通識教育中心林文琪副教授擔任協同主持人
規劃醫學系與護理系學生共同上課的醫-護-病溝通行動學習課程規劃醫學系與護理系學生共同上課的醫 護 病溝通行動學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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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識課程行動化
向專業學系推廣向專業學系推廣Ⅱ

推動行動學習與臨床教學的結合

臨床教學與行動學習研討會
會議時間：99.06.19(六) 08：20~12：30 
會議地點：臺北醫學大學署立雙和醫院階梯教室

主題 主講人

臨床教學與行動學習─有效
促進學生臨床學習中的反 賴其萬醫師促進學生臨床學習中的反
思

賴其萬醫師

何謂行動學習 張燕娣醫師

如何對臨床工作進行反思─
分組案例討論

王英偉醫師

4.通識課程領域化4.通識課程領域化

知識導向 選修課程模組化、學群化

能力導向 現代公民素養能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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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識課程領域化
選修課程模組化 學群化選修課程模組化、學群化

（一）確立以方法論、認識論做為模組化的基礎課（一）確立以方法論 認識論做為模組化的基礎課

（二）擬定應有而未有的課程名單

（三）結合研究所發展開設相關學群

如 科技與社會學群(STS)如：科技與社會學群(STS)

人文與藝術學群人文與藝術學群

語言與文化學群

4.通識課程領域化
現代公民素養諮詢會議

第二屆通識教育發展諮詢委員會

「以現代公民素養為導向的通識教育改革研討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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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啟動以通識為核心的
全校課程整合

專業教育通識化專業教育通識化 通識教育專業化通識教育專業化

1.推動融滲式教學

2 補強專業學程之通識課程

1.通識課程核心化

2 通識課程優質化2.補強專業學程之通識課程

3.更新醫學人文學程

2.通識課程優質化

3.通識課程行動化

4.開設專業典範學習課程 4.通識課程領域化

5.通識課程E化通識課程 化

5.通識課程E化
優質核心課程Ⅰ

子計畫七、通識優質核心課程E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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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通識課程E化
優質核心課程Ⅱ

5.通識課程E化
優質核心課程優質核心課程Ⅲ

類別 課程名稱 完成度

專業學系
【醫學系】醫學倫理導論 建構中

專業學系
2門

【醫學系】醫學倫理導論 建構中

【護理系】護理學導論 建構中

典範

拇山人文講座 建構中

典範
學習

通識課程
4門

醫事典範追尋與體驗 建構中

記錄性節目影帶製作 建構中

傑出女性醫療人物誌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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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通識課程E化
優質核心課程優質核心課程Ⅳ

類別 課程名稱 完成度

兒童美學 完成

以課程為
基礎的服
務學習

《史記》與歷史人物評析 完成

服務
學習

認識非營利組織 完成

診斷臺灣社會問題 完成
7門

單元式行
動學習

診斷臺灣社會問題 完成

宗教禮俗與生命關懷 完成

動學習
全球環境危機與永續發展 建構中

多元文化與新移民醫療服務 建構中多元文化與新移民醫療服務 建構中

5.通識課程E化
優質核心課程優質核心課程Ⅴ

課程
類別

課程名稱 完成度

古琴與哲學實踐 完成古琴與哲學實踐 完成

論語與現代社會 完成

醫療與文化-傅柯選讀 完成

宗教禮俗與生命關懷 完成

經典

宗教禮俗與生命關懷 完成

《史記》與歷史人物評析 完成

易經與人生 完成
經典
閱讀
14門

山海經與神話 完成

真理與方法 完成

紅樓夢賞析 完成

《共產黨宣言》與社會主義 完成

莊子與西方後現代哲學 完成

莎士比亞的情與慾 完成

福爾摩斯與開膛手傑克 完成

解讀孔子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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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通識課程E化
學生學習檔案E化Ⅰ

子計畫六、通識課程學生優質學習檔案E化

檔案類型:
A.學習歷程
B.成果展示B.成果展示

具備姓名具備姓名
檢索功能

5.通識課程E化
學生學習檔案E化Ⅱ

優質學習檔案 數量

學習歷程 298

成果展示 108

總計 406(統計至981學期)( )

98優良反思得獎作品-張瑞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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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通識課程E化
學生學習檔案E化Ⅲ

97學年度(9門) 98學年度(11門)

推動檔案教學課程
( ) ( )

古琴與哲學實踐 古琴與哲學實踐

哲學與人生 哲學與人生

兒童美學 兒童美學

《史記》與歷史人物評析 宗教、禮俗與生命關懷

老子哲學的新視野 論語與現代社會老子哲學的新視野 論語與現代社會

解讀孔子 《史記》與歷史人物評析

綠杏經典講座：《莊子》 診斷台灣社會問題

《共產黨宣言》與社會主義 經典閱讀入門

綠杏經典講座：《禮記‧樂記》 自主學習(哲學)

易經與人生

《共產黨宣言》與社會主義

5.通識課程E化
學生學習檔案E化Ⅳ

學期 場次 日期 學生人數

舉辦學生學習檔案之經驗分享與頒獎

學期 場次 日期 學生人數

981 2
98/09/16 約450

98/12/23 約45098/12/23 約450

982 2
99/02/24 約430

99/03/03 約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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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大綱報告大綱

一、啟動以通識為核心的全校課程整合

二、促進學生學習自主化

三、協助教師教學專業成長

二、促進學生學習自主化二 促進學生學習自主化
舉辦與課程連結的學習活動

97學年

會議名稱 主題 人數 地點 日期

971通識論壇 何謂通識教育 約500人 杏春樓大禮堂 97/12/31

經典閱讀課程說明會 向學生做課程說明會 約500人 杏春樓大禮堂 98/01/03經典閱讀課程說明會 向學生做課程說明會 約500人 杏春樓大禮堂 98/01/03

經典閱讀課程學習成果發表會 經典閱讀課程學習成果發表 約500人 杏春樓大禮堂 98/02/18

972通識論壇 何謂通識教育 約500人 杏春樓大禮堂 98/06/03

98學年

經典閱讀課程說明會 向學生做課程說明會 約500人 杏春樓大禮堂 98/09/16

學生學習檔案經驗分享 學長姊學習心得分享 約500人 杏春樓大禮堂
98/09/16

98/12/23

活化經典活動1 祭孔大典觀禮與學習 約40人 臺北孔廟 98/09/28

活化經典活動2 家族祭典觀禮與學習 約40人 內湖全臺葉姓祖廟 98/11/01

活化經典活動3 孔廟巡禮 約5人 臺北孔廟 98/11/22

活化經典活動4 玉珮工作坊 約31人 美學教室 98/12/14活化經典活動4 玉珮工作坊 約31人 美學教室 98/12/14

活化經典活動5 君子禮容體驗活動 約31人 美學教室 98/12/21

經典閱讀課程學習成果發表會 經典閱讀課程學習成果發表 約500人 杏春樓大禮堂 98/12/23

981通識論壇 何謂通識教育 約500人 杏春樓大禮堂 98/12/30

活化經典活動6 孔廟巡禮 約50人 臺北孔廟 99/05/22活化經典活動6 孔廟巡禮 約50人 臺北孔廟 99/05/22

經典閱讀課程學習成果發表會 經典閱讀課程學習成果發表 約500人 杏春樓大禮堂 99/05/26

活化經典活動7 古琴工藝之美 約10人 淡水古琴個人工作室 99/05/28

982通識論壇 何謂通識教育 約500人 杏春樓大禮堂 99/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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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促進學生學習自主化
強化理論與經驗的連結

學年度 場次 參加人次

97 4 2,000

98 14 3,207

二、促進學生學習自主化
開設自主學習課程

學期 教師 類別 修課人數

952 林文琪 - 17

961 林文琪 - 16

林文琪 哲學 13林文琪 哲學

陳重仁 文學與文化 18

潘力誠 科學哲學 15
982

潘力誠 科學哲學 15

簡仕捷 語文學習 11

王實之 社會學 16王實之 社會學 16

邱佳慧 歷史 19

總計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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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促進學生學習自主化
鼓勵學生組織學習社群鼓勵學生組織學習社群

建構自主學習社群網
目前有9個社群目前有9個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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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大綱報告大綱

一、啟動以通識為核心的全校課程整合

二、促進學生學習自主化

三、協助教師教學專業成長

三、協助教師教學專業成長三 協助教師教學專業成長
舉辦教師成長活動Ⅰ

96學年度

會議名稱 主題 日期

通識核心課程規劃共識營 北醫需要怎樣的核心課 96/07/06

經典閱讀教案編撰工作坊 經典閱讀教案的編撰原則及教案分享 96/09/28

焦點團體會議 行動課程規劃與實踐經驗分享 96/11/07

通識經典教育工作坊 跨校經典閱讀課程教學經驗分享 97/01/05

焦點團體會議 行動課程規劃與實踐經驗分享 97/01/09

97學年度97學年度

行動導向/問題解決課程進度報告會議 行動導向/問題解決課程進度報告 97/11/05

焦點團體會議 行動導向/問題解決課程規劃與實踐經驗分享 98/01/14

焦點團體會議 行動導向/問題解決課程規劃與實踐經驗分享 98/03/26

第二屆行動/問題導向教學研討會 行動/問題導向教學經驗分享 98/03/27

第一屆典範學習課程教學觀摩研討會 典範課程教學經驗分享 98/05/08

經典閱讀課程教學工作坊 優質經典課程教學經驗分享 98/05/15

焦點團體會議 行動導向/問題解決課程規劃與實踐經驗分享 98/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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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協助教師教學專業成長三 協助教師教學專業成長
舉辦教師成長活動Ⅱ

98學年度

會議名稱 主題 日期

檔案教學經驗分享交流會
1.如何操作檔案教學

2.如何做反思日誌規劃
98/09/16

焦點團體會議 行動導向/問題解決課程規劃工作坊 98/10/30焦點團體會議 行動導向/問題解決課程規劃工作坊

焦點團體會議 行動導向/問題解決課程規劃工作坊 98/11/13

通識核心課程工作坊 核心課程與閱讀經典 98/12/04

焦點團體會議 行動導向/問題解決課程規劃工作坊 99/01/22

焦點團體會議 行動導向/問題解決課程規劃工作坊 99/02/08

第三屆行動/問題導向教學研討會 行動/問題導向教學經驗分享 99/06/11

臨床教學與行動學習研討會 行動/問題導向教學經驗分享 99/06/19

第二屆典範學習課程教學觀摩研討會 典範課程教學經驗分享 99/06/21

三、協助教師教學專業成長三 協助教師教學專業成長
支援教師進行教學行動研究

95年度
• 將行動研究理念帶入北醫校園

95年度

• 訂定並啟動「臺北醫學大學通識教育中心教學行動研究補助暨奬

96年度

• 訂定並啟動 臺北醫學大學通識教育中心教學行動研究補助暨奬
勵辦法」，鼓勵教師進行教學行動研究

97年度

• 有三門課申請進行教學行動研究：兒童美學、解讀孔子、共產黨
宣言與社會主義。

98年度

• 中心老師與醫教會共組教學行動研究團隊，獲教育部補助執行
「醫學教育之教學行動研究計畫」，將行動學習帶進重視提升學
生反思能力的臨床教學中。生反思能力的臨床教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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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協助教師教學專業成長三 協助教師教學專業成長
形成教師學習社群

行動教學課程 課堂提問的藝術
體育課興趣選項
各項目課程教學

發展社群 行動學習社群
各項目課程教學

教材編輯發展社群

行動/問題解決導向 自主學習
課程教師學習社群 教師社群

三、協助教師教學專業成長三 協助教師教學專業成長
樹立追求個人教學卓越的風氣

獲校內外獎補助率高達93％

類別 數量

六大領域專任教師 14人六大領域專任教師 14人

教育部教師獎 1人次

校級教師獎 6人次校級教師獎 6人次

院級教師獎 23人次

教育部優質課程補助 15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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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什麼要如此自我要求？

作為理性的存有者作為理性的存有者

基於自己的深思熟慮基於自己的深思熟慮

為成就教學的理想為成就教學的理想

願意自己制訂辦法自己遵從願意自己制訂辦法自己遵從

樹立作為通識教師的尊嚴樹立作為通識教師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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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期許我們的期許

培育具人文素養、社會關懷與國際觀之醫事專業人才培育具人文素養、社會關懷與國際觀之醫事專業人才

全人醫療為圭臬全人醫療為圭臬

學生學習
為主體
學生學習
為主體

課程改造
為途徑
課程改造
為途徑

教師成長
為動力
教師成長
為動力

感謝教育部顧問室的感謝教育部顧問室的
補助及指導

感謝聆聽！

補助及指導

感謝聆聽！

敬請指教！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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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發表【二】 

通識核心課程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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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以通識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教育部以通識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
通識核心課程成果發表

報告學校：佛光大學

報 告 人：陳衍宏主任

報告內容報告內容

通識教育理念與課程核心化• 通識教育理念與課程核心化

• 優化核心通識核心課程具體工作優化核心通識核心課程具體工作
- 調整通識教育運作機制
- 籌組優質教學團隊
- 全面開設核心化課程
- 編撰通識課程適性教材
教置教學助理(TA)制度- 教置教學助理(TA)制度

- 推動通識課程教學成效檢討

‧通識教育執行成效

‧通識教育未來展望‧通識教育未來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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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識教育理念與課程核心化

通識教育理念與願景

• 培養大學生應有之基本溝通能力，包含語文工具
之運用及清晰的邏輯思維能力之運用及清晰的邏輯思維能力

• 充實有關人類主要社會事務及自然現象之核心基充實有關人類主要社會事務及自然現象之核心基
礎學識

• 協助學生投入專業領域學習歷程，以及面對社會
與自然世界的適應能力

通識教育理念與課程核心化

通識教育在大學課程裡的架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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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識教育課程類群配置圖

通識教育理念與課程核心化

通識教育課程類群配置圖

調整通識教育運作機制

通識教育專責單位行政層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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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通識教育運作機制

通識教育課程規劃機制

各學門課程任務分工
籌組優質教學團隊

各學門課程任務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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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開設核心化課程

通識教育課程修課規定

學年度以後入學大學部學生 除所屬學系必選• 96學年度以後入學大學部學生，除所屬學系必選
修專業學分外，尚需修畢通識教育三十六學分始
得畢業得畢業。

• 各學系得視其系所專業屬性訂定各學門學分數及
其可選修科目，其學分總計為十八學分。

• 各學系得排除與其專業課程重疊之通識課程，但各學系得排除與其專業課程重疊之通識課程 但
若因此無法滿足最低應修學分者，仍應於上述課
程內補足之。程內補足之

通識教育課程教材編撰

編撰通識課程適性教材

通識教育課程教材編撰

教材編撰流程圖

‧本校通識課程已全數成立教材編撰小組進行編‧本校通識課程已全數成立教材編撰小組進行編
撰工作，目前已完成22門課程教材初稿編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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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98學年已完成教材初稿編撰之課程

編撰通識課程適性教材

學門別 課程名稱

國文一

國文二

96 98學年已完成教材初稿編撰之課程

基本能力訓練學門

國文二

英文一

英文二

數學

資訊與網路資訊與網路

人文與藝術學門
文學導論

宗教與信仰

經濟學原理

社會科學學門

法學緒論

權力與倫理

社會原理

組織與管理組織與管理

自然與科技學門

心理學

物質科學

生態與生物多樣性

地球科學地球科學

科學發展史

世界主要文明與文化學門

從荷馬到但丁

大航海時代與近代世界的形成
世界主要文明與文化學門

世界文化遺產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編撰通識課程適性教材

優質核心通識課程數位化

目標‧目標：

–已完成十一門通識課程
之教材數位化工作

編號 課程名稱

1 世界文化遺產

2 世界藝術與文明結構之教材數位化工作 2 世界藝術與文明結構

3 心理學

4 數學

5 科學發展史

6 大航海時代與近代世界的形成

7 藝術理論與實作7 藝術理論與實作

8 歷史與圖像

9 宗教與信仰9 宗教與信仰

10 地球科學

11 生態與生物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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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撰通識課程適性教材

優質核心通識課程數位化

通識課程 工作內容

建置教學助理(TA) 制度

通識課程TA工作內容

‧教師發展數位化教材教師發展數位化教材

‧帶領課程討論活動

進行課後輔導或補救教學‧進行課後輔導或補救教學

‧提升教學平台使用效率

‧朝通識課程精緻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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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識課程 培訓活動

建置教學助理(TA) 制度

通識課程TA培訓活動

‧期初教學助理工作坊暨說明會期初教學助理工作坊暨說明會

‧教學助理訓練研習活動

數位學習平台操作教學- 數位學習平台操作教學

- 資訊技能訓練

數位化教材製作- 數位化教材製作

- 教學互動與溝通技巧課程

建置教學助理(TA) 制度

教學助理培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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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識教育課程教學滿意度調查

推動通識課程教學成效檢討

通識教育課程教學滿意度調查

• 進行各學期通識教育課程教學意見調查表
數據整理與分析數據整理與分析

‧通識課程於教學態度、教學方法、教學內
容、學習效果上皆獲學生之認可

推動通識課程教學成效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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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通識課程教學成效檢討

96學年~98學年通識教育課程教學滿意度

96-1學期-98-2學期通識課程教學滿意度

4

5

2

3

0

1

96-1學
期

96-2學
期

97-1學
期

97-2學
期

98-1學
期

98-2學
期

教學滿意度 3.96 3.93 4.09 4.015 4.09 4.13

推動通識課程教學成效檢討

教學特優教師遴選

• 為提高本校教學品質，獎勵教學特優教師，肯定
其努力與貢獻 本校於97學年度首次遴選優質通其努力與貢獻，本校於97學年度首次遴選優質通
識教育教師

獲獎教師• 獲獎教師：

人文學院文學系 – 陳煒舜副教授

教授科目：國文一、國文二、從荷馬到但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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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識教育執行成效

通識教育執行成效

‧通識教育整體地位與理念之重新釐清確認

‧全面實施通識核心課程制度

改進並深化通識課程教學品質‧改進並深化通識課程教學品質

‧充分利用數位化工具改善教學與學習成效‧充分利用數位化工具改善教學與學習成效

未來展望

未來展望

未來展望

‧對核心化課程內容之階段性檢討

‧持續推動通識課程教學改善機制

鼓勵校內優秀師資長期投入特定課程教學工作‧鼓勵校內優秀師資長期投入特定課程教學工作

‧持續落實具時代精神的公民教育理念持續落實具時代精神的公民教育理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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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正敬請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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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以通識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

三年成果報告
－通識核心課程－通識核心課程

報告人：

鄒川雄 教育社會學研究所所長

99學年度(新)通識教育課程類群配置( )
分類屬性 學門領域 修課規定 學分數合計

大學涵養 必修1學分

基礎課程

大學涵養 必修 學分

國文－大學寫作 必修4學分

大一英文 必修6學分

核心課程

核心經典課程 必修3學分

經典選讀課程
4學分

（中 外國經典各2學分）
合計

共26學分

經典選讀課程
（中、外國經典各2學分）

美學藝術

自然領域

進階選修課程
合計共8學分

至少跨修三個領域

自然領域

外文領域

人文領域人文領域

社會領域

商管數資領域

教育部以通識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

體育 8學分 8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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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識課程的評量與評鑑機制

每學期進行教學反應調查• 每學期進行教學反應調查。

• 定期舉行學門課程會議，對該學門所開出之課程之定期舉行學門課程會議 對該學門所開出之課程之

上課情況與成效，進行檢討。

舉辦通識課程教學研討會與教學經驗分享會• 舉辦通識課程教學研討會與教學經驗分享會。

• 針對通識核心課程，於學期中舉辦質性的、形成性

的教學評鑑（對授課學生採用焦點團體訪談），以

立即回饋到教師教學活動中。立即回饋到教師教學活動中

教育部以通識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

九十八學年度已規劃十三門核心課程

課程名稱 預計開課之師資 學期

科學與文明 謝青龍、鄒川雄 上

科學、技術與社會 黃俊儒 下

自我養成與人類學習 謝青龍 下

環境變遷、生物多樣性與人類未來 林明炤 下

權力與權利：我們的社會與政治生活 魏中平、許文柏 上

理性 瘋狂與文明 周平 上理性、瘋狂與文明 周平 上

當代文明—啟蒙與現代性 鄒川雄、蔡佳憓 上

大學理念與現代文明 鄒川雄 張楓明 下大學理念與現代文明 鄒川雄、張楓明 下

身體與當代文明 蔡佳憓 下

儒家傳統與現代性 張錫輝、李艷梅 下儒家傳統與現代性 張錫輝 李艷梅 下

性別與文明 李艷梅、張錫輝 上

東西方文明的對話 許文柏、魏中平 上

教育部以通識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

中國思想與文明 鄒川雄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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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學年度開設之核心課程

學年上學期（各 學分） 學年下學期（各 學分）

99學年度開設之核心課程

99學年上學期（各3學分） 99學年下學期（各3學分）

課名 教師 課名 教師

自我養成與人類學習 謝青龍 科學與文明 謝青龍

科學、技術與社會 黃俊儒 環境變遷、生物多樣性與人類未來 林明炤

性別與文明 李艷梅 性別與文明 李艷梅

儒家傳統與現代性 張錫輝 儒家傳統與現代性 張錫輝

權力與權利 魏中平 權力與權利 魏中平

東西方文明的對話 許文柏 現代性與當代政治思潮 許文柏

論辯與批判思考 鄒川雄 中國思想與文明 鄒川雄論辯與批判思考 鄒川雄 中國思想與文明 鄒川雄

現代社會的精神健康與疾病 周 平 理性、瘋狂與文明 周 平

當代文明‐‐啟蒙與現代性
蔡佳憓

鄒川雄
身體與當代文明 蔡佳憓

鄒川雄

身體與社會 李淑菁 全球化與不平等 呂明哲

性別與現代社會 林昱瑄

教育部以通識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

風險與現代文明 齊偉先

核心課程共同設計原則與規準

1. 跨學科的主題單元內容設計，以培養知識整合的能力。

核心課程共同設計原則與規準

1. 跨學科的主題單元內容設計 以培養知識整合的能力

2. 以「經典」作為課程學習與研討的基本教材。

3. 授課內容必須處理及探索人生或社會的核心議題、觀念

或重大問題。或重大問題

4. 採用「問題—討論」模式或「問題—解決」模式作為課

程引導 並重視多元文化觀點及對主流文化批判及反思程引導，並重視多元文化觀點及對主流文化批判及反思

能力。

5. 重視培養學生對基本問題的展演及表達能力、語言修辭，

以及邏輯思辨能力，進而提升行動能力。

教育部以通識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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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課程共同設計原則與規準

6. 注重形成性與反饋性的評鑑模式。

核心課程共同設計原則與規準

6. 注重形成性與反饋性的評鑑模式

7. 將電影多媒體教學視為課程教學極為重要的環節。

 每門核心課程將被要求，一門課每學期至少安排三場與自己上課

內容主題相關的電影多媒體教學（引起學生學習與討論的動機）。

 電影之放映，原則上利用應利用課前或後的非上課時間來放映

（但剪輯出影片之小片段，不在此限），上課時間進行電影觀點

與心得的討論與心得的討論。

 要求學生看完影片後，在課堂上針對影片教材，進入討論與反思

階段，以達成深度學習。

 未來期望能建立核心課程不同主題、不同議題及不同經典的「電

教育部以通識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

影多媒體教材資料庫」，以供所有通識教師利用。

九十八學年度第一學期六門核心課程

是否符應於共同設計準則之自我評估是否符應於共同設計準則之自我評估

（凡高度符應者打● 中度符應者打○）

課程名稱
跨學科
主題單
元設計

以經典
為主要
教材

內容探
索重大
問題

問題討
論模式

基本表
達與思
考能力

形成性
評鑑

多媒體
教學

當代文明－
啟蒙與現代性

● ○ ● ● ● ● ○
啟蒙與現代性

科學與文明 ● ● ● ○ ○ ● ○

權力與權利：
我們的社會與政治生活

● ● ○ ● ○ ● ○

理性 瘋狂與文明理性、瘋狂與文明 ● ○ ● ● ○ ● ○

性別與文明 ● ● ○ ○ ● ● ○

教育部以通識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

東西方文明的對話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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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八學年度第二學期七門核心課程
是否符應於共同設計準則之自我評估是否符應於共同設計準則之自我評估

（凡高度符應者打● 中度符應者打○）

課程名稱
跨學科
主題單
元設計

以經典
為主要
教材

內容探
索重大
問題

問題討
論模式

基本表
達與思
考能力

形成性
評鑑

多媒體
教學

科學、技術與社會 ● ○ ● ● ● ● ●

環境變遷、生物多樣
性與人類未來

● ○ ● ○ ● ● ●

身體與當代文明 ● ● ○ ● ○ ● ●身體與當代文明 ● ● ○ ● ○ ● ●

中國思想與文明 ● ○ ● ● ● ● ●

大學理念與現代文明大學理念與現代文明 ● ● ○ ○ ● ● ○

自我養成與人類學習 ● ○ ● ○ ● ● ○

教育部以通識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

儒家傳統與現代性 ● ● ● ○ ● ● ○

九十八年度推動核心課程的強化與配套方案

 核心課程教師團隊工作小組的建立

九十八年度推動核心課程的強化與配套方案

 核心課程教師團隊工作小組的建立

小組名稱 核心成員 成立時間

第一小組 科學文明與素養
謝青龍、黃俊儒、林明炤
葉裕民、鄒川雄、周平

98年9月

第二小組 權力與文明
魏中平、許文柏、孫雲平
呂明哲、謝青龍

98年10月

第三小組 當代文明與現代性
鄒川雄、周平、張楓明、
蔡佳憓、齊偉先

98年9月

第四小組 華人文化與現代文明
張錫輝、李艷梅、廖俊裕
許文柏、鄒川雄、周平

99年1月

教育部以通識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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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八年度推動核心課程的強化與配套方案

與他校共同舉辦核心課程工作坊與他校共同舉辦核心課程工作坊

 第一場：與臺北醫學大學合辦

 時間：2009年12月4日(星期五)

 地點：南華大學雲水居國際會議廳

教育部以通識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

 第二場：與國立中央大學合辦

 與他校共同舉辦核心課程工作坊

 第二場 與國立中央大學合辦

 時間：2010年1月18日(星期一)

 地點：南華大學成均館334會議室 地點：南華大學成均館334會議室

教育部以通識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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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場：與國立交通大學合辦

 與他校共同舉辦核心課程工作坊

 第三場 與國立交通大學合辦

 時間：2010年3月22日(星期一)

 地點：南華大學成均館334會議室 地點：南華大學成均館334會議室

教育部以通識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

九十八年度推動核心課程的強化與配套方案

• 進行核心課程的焦點團體期中評鑑

九十八年度推動核心課程的強化與配套方案

進行核心課程的焦點團體期中評鑑

– 已在上下學期，98年11月及99年5月各舉辦一次

– 九十九學年度亦持續進行核心課程的焦點團體期中評鑑

教育部以通識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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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推動核心課程的強化與配套方案持續推動核心課程的強化與配套方案

• 「核心課程設計原則與規準之探討」工作坊

預計於100年1月初舉辦– 預計於100年1月初舉辦

• 核心課程的宣傳與共識形成的做法

針對教師部分

– 定期舉辦核心課程工作坊

– 定期或不定期舉辦非正式通識教師交流活動(如核心課定期或不定期舉辦非正式通識教師交流活動(如核心課

程office time、讀書會等)

教育部以通識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

持續推動核心課程的強化與配套方案持續推動核心課程的強化與配套方案

• 核心課程的宣傳與共識形成的做法

針對學生部分針對學生部分

– 將於開學新生訓練，以及即將新開的「大學涵養」課

程中，放入介紹核心課程的時段，向全校學生說明核

心課程之理念心課程之理念。

– 製作核心課程說帖，印刷成精美小冊子，發送給全校

師生。

教育部以通識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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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文明-啟蒙與現代性
上課討論剪影

南華大學通識教育論壇

教育部以通識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

南華大學通識教育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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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發表【三】 

全校課程地圖資訊系統 

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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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地圖與通識教育課程E化建置

執行單位：弘光科技大學
報告日期：2010/11/12報告日期 0 0/ /
報告人：陳昭雄 副校長兼通識學院院長

HUNGKUANG UNIVERSITY

全校課程地圖HUNGKUANG UNIVERSITY

一、全校課程地圖之理念與目標

全校課程地圖HUNGKUANG UNIVERSITY

建構學生清晰學習路徑規劃理念與目標

實施策略實施策略

查詢
課程與相
關工作

查詢
相關
證照

查詢
升學資訊

查詢
通識課程

查詢
各系課程
總表

入學者

關工作 證照 總表

跨系 課綱 學習歷程 學生修課 查詢

在校生在校生
教學
教師
教學
教師

跨系
學程

課綱
索引
平台

學習歷程
檔案資料
管理平台

學生修課
與生涯輔
導

查詢
各系專業
本位能力
與通識課
程能力在校生在校生 教師教師 程能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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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校課程地圖規劃與實施功能

2

三、各項功能的規劃理念與實施效益

一 查詢課程與相關工作(一)查詢課程與相關工作

功能 查詢課程與相關工作功能 查詢課程與相關工作

1. 目前全校十六個系共規劃394個工作名稱。

2. 學生：可提早為就業做學習的準備。

3 教師：可加強兩者在教學內容的準備
實施效益

3. 教師：可加強兩者在教學內容的準備。

4. 課程設計者：可積極發展適合社會發展的
課程。

5 教學行政者：可評估兩者在課程規劃與開5. 教學行政者：可評估兩者在課程規劃與開
設完成度分析。

6. 家長：可以知道子女未來就業的方向。

課程

職場
就業
職場
就業

所需
培養
能力

所需
培養
能力就業就業 能力能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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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查詢職場工作所需證照與課程

功能 查詢課程與證照相關性效益

目前全校十六個系共規劃 張專業證照1. 目前全校十六個系共規劃81張專業證照
取得相關課程。

2. 學生：可提早為證照取得做學習的準備。

3 教師：可加強兩者在教學內容的準備

實施效益

3. 教師：可加強兩者在教學內容的準備。

4. 課程設計者：可積極發展專業證照取得
的課程。

5 教學行政者：可評估兩者在課程規劃與課程 5. 教學行政者：可評估兩者在課程規劃與
開設完成度分析。

6. 家長：可知道子女取得證照的可能性。

課程

職場
就業
職場
就業

相關
證照
相關
證照

4

(三)查詢升學資訊與相關課程

查詢課程與升學相關性效益功能

1 目前全校十六個系共規劃397個國內研究

查詢課程與升學相關性效益功能

1. 目前全校十六個系共規劃397個國內研究
所（組）。

2. 學生：可提早為升學做學習的準備。

3 教師：可加強兩者在教學內容的準備。
實施效益

3. 教師：可加強兩者在教學內容的準備

4. 課程設計者：可積極發展升學相關課程。

5. 教學行政者：可評估兩者在課程規劃與開
設完成度分析。設完成度分析

6. 家長：可知道子女未來升學規劃的可能性。課程

職場
就業
職場
就業

升學
資訊
升學
資訊就業就業 資訊資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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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查詢各系（科）專業本位能力與通識課程能力

查詢專業本位能力與通識課程能力
相關性效益

功能

1. 以98年度為例，通識開設基礎通識30門不同課
程 分類通識在四個領域 項能力共開設 門

相關性效益

程，分類通識在四個領域11項能力共開設80門
不同課程

2. 學生可以瞭解課程內容與獲得一般能力之間的
關連性。

實施效益

3. 學生能選擇分析與選擇可以加強一般能力的課
程。

4. 教師可以依據各系學生需要加強的一般能力來
設計通識課程。通識 設計通識課程

5. 教師可以知道相關通識課程彼此間與加強學生
一般能力的關係。

6. 教學行政者可以知道通識課程與一般能力之間
規劃與開設完成度分析。

通識
課程

規劃與開設完成度分析。

專業
本位
專業
本位

職場
能力
職場
能力

6

(五)學生修課與生涯輔導

學生修課與生涯輔導功能

1. 本校98學年度完成全校大一新生十六系

1740人完成專業生涯興趣量表網路施測。

2. 企業人才招募逐漸重視生涯興趣與專業
能力之間的關係。
個人化生涯興趣量表完成後與全校 個

實施效益

3. 個人化生涯興趣量表完成後與全校16個
系57個課程模組進行連結。

4. 幫助學生思考生涯興趣、修課與未來就
業方向之間的關係

適性
業方向之間的關係。

5. 學生可以規劃系上適合自己的模組課程、
跨領域學程甚至校內轉系。

導航

修課選課修課選課
職涯
徑路
職涯
徑路

修課選課
與培養能

力

修課選課
與培養能

力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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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學生學習歷程與職涯徑路

學生學習歷程與職涯徑路功能

1 學生能依據職場所需要的一般能力來通1. 學生能依據職場所需要的一般能力來通
識課程選擇。

2. 學生能依據職場所需要的專業能力來專
業課程選擇。

實施效益

3. 通識教師能依據職場所需要的一般能力
來規劃通識課程。

4. 專業教師能依據職場所需要的專業能力
潛在 來規劃專業課程。

5. 行政者可以依據課程地圖來檢核專業與
通識課程規劃情況。

潛在
課程

職場職場
學習
歷程
學習
歷程

職場
就業

與準備

職場
就業

與準備

8

(七)通識基本能力調查

查詢通識課程功能

1. 通識基本能力調查972學期共完成1511人982
學期共完成1887人。學期共完成1887人。

2. 學生能依自己的興趣來選擇通識課程。

3. 學生能依自己的能力來選擇應加強的11項一
般能力通識課程。

實施效益

般能力通識課程

4. 教師依據11項一般能力來設計通識課程。

5. 教師能依據各系對於一般能力的不同需求來
將強課程設計。課程 將強課程設計

6. 行政人員行政者可以依據課程地圖來檢核通
識課程實際開設情況。

能力

培養培養 課程之行課程之行培養
能力
指標

培養
能力
指標

課程之行
動與
理論

課程之行
動與
理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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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查詢各系課程

查詢各系課程功能

1. 98學年度全校開課數3419班。

2. 學生可以知道大學一～四年實際開設情2. 學生可以知道大學一 四年實際開設情
況與課程大綱。

3. 通識、課程專業必修、專業選修課程實
際開設內容大綱。

實施效益

4. 學生可以知道相同名稱課程在系上與全
校各系開設的情況。

5. 教師與學生可以知道系上與全校課程安課程
排開設學分數等資訊。模組

建構建構
學習
徑路
學習
徑路

建構
學習
方向

建構
學習
方向

10

(九)查詢全校跨系學程

查詢全校跨系課程功能

1. 學生可以查詢全校27個跨系學程的開設目1. 學生可以查詢全校27個跨系學程的開設目
的與課程內容。

2. 學生可以查詢和自己系上相關的學程以及
學程16個學分數對應系上課程的關係。

實施效益

3. 開課教師可以知道跨系學程相關課程目的
與內容來改進教學設計。

4. 行政人員行政者可以依據課程地圖來檢核本身
跨系學程課程是否有實際開設。

本身
專業
本位

建立建立建立
專業
能力

建立
專業
能力

跨領域
學習
跨領域
學習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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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查詢課綱索引

查詢課程之課綱索引功能

1. 12658筆課綱資料。

2 教師可以查詢學生過去學習過的課2. 教師可以查詢學生過去學習過的課
程內容以作為學生學習起點行為的
參考。

3 大學課程大綱與高中職課程大綱連

實施效益

3. 大學課程大綱與高中職課程大綱連
結後學生可以知道課程的相關性。

4. 課程設計者可以由課綱索引連結知
道課程設計的方式以避免過深或過

教師
道課程設計的方式以避免過深或過
淺的情況。

課程課程
學習者學習者

課程
銜接
課程
銜接

12

四、本校全校課程地圖執行之成果與效益

(一)全校課程地圖完成率106%(一)全校課程地圖完成率106% 

96學年度當時承諾三年完成全校15個系，98學年度新設一個系也
加入完成，共完成16個系。加入完成，共完成16個系。

全校課程地圖計畫規劃進度表

全校課程地圖規劃
96學年度
第一年

97學年度
第二年

98學年度
第三年

醫護學院 護理系 物理治療系
生物科技系
營養系

民生學院 幼兒保育系 食品營養系 化妝品應用系

管理學院 餐旅管理系 資訊管理系 健康事業管理系

工學院 資訊工程系
環境與安全衛生
工程系

生物醫學工程系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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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年學生對全校課程資訊系統的滿意度由80%到90.8%

全校課程地圖完成有十項功能

全校課程地圖平台目前有十個部分的功能，1.最新消息、2.課程與
就業 3 課程與證照 4 課程與升學 5 查詢通識課程 6 各系課就業、3. 課程與證照、4.課程與升學、5.查詢通識課程、6.各系課
程總表、7.跨系學程資訊， 8.高中職課綱索引平台，9.學習歷程資
料管理平台，10.學生修課與生涯輔導系統

施測年度
第一年

（962學期5月）
第二年

（972學期5月）
第三年

（982學期5月）

系科數人數
五系
77人

十系
260人

十六系
371人

學生同意度% 使用前 使用後 使用前 使用後 使用前 使用後

A 學校能幫助我未來「專業」A 學校能幫助我未來 專業」
課程的選擇與規劃

66.7 89.3 73.5 91.5 78.2 93.5

B 學校能幫助我未來「通識」
課程的選擇與規劃

49.3 77.3 57.3 86.9 58.2 89.7
14

◎第一年課程地圖系統學生上機使用(五系一、二、三年級共77位學生)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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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年課程地圖系統學生上機使用(十系一、二、三年級共260位學生)

16

◎第三年課程地圖系統學生上機使用(十六系一、二、三年級共371位學生)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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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年相關活動

1 三年開過27次由校內系主任參與的課程地圖協調會議1.三年開過27次由校內系主任參與的課程地圖協調會議

98.07.21會議情形 98.8.24會議情形 98.10.26會議情形

98.09.28會議情形 98.11.30會議情形 99.01.11會議情形
18

2.三年舉辦過三次全國的全校課程地圖研討會，校外教師人數逐年增
加。加。

校外參與 全部參 校外參與校外參與
人數

全部參
與人數

校外參與
比例

與會來賓滿意度

第一年 59 111 53% 50%

第二年 106 194 54% 60 3%第二年 106 194 54% 60.3%

第三年 122 152 80% 70.1%第三年 122 152 80% 70.1%

會場簽到 校長致詞 會場情況 林從一教授發表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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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年到校外經驗分享有20次以上。

序號 發表日期 發表學校 序號 發表日期 發表學校

國立台灣大學 崇仁護理管理專科學校1. 20080616 國立台灣大學 13. 20090907 崇仁護理管理專科學校

2. 20081105 嘉南藥理科技大學 14. 20091012 致遠管理學院

3. 20081117 國立交通大學 15. 20091118 修平技術學院

4. 20081211 教育部 16. 20100107 嶺東科技大學

5 20090116 教育部顧問室 17 20100128 弘光科技大學5. 20090116 教育部顧問室 17. 20100128 弘光科技大學

6 20090211 弘光科技大學 18 20100324
國立台灣藝術大學參訪
本校

6. 20090211 弘光科技大學 18. 20100324
本校

7. 20090312 輔英科技大學 19. 20100331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8. 20090415 中國文化大學 20. 20100429 台北藝術大學 20

4.全校課程地圖應選課使用數據。

981學年度一、二、三年級四技日間部應選課人數為3820人，使用
率45.1%(1724人次)。991學年度一、二、三年級四技日間部應選課
人數為3864人，使用率約53.5%(2067人次)，顯示課程地圖使用率
逐漸提高。

981學年度 991學年度

45%
1724人次55%

使用

53.5%
2076人次

46.5%

使用使用 使用

21

141



5.通識一般能力調查。

為瞭解學生自我覺察的基本能力高低情況，以作為未來通識課程能
力培養加強的項度，我們發展學生自我覺察的基本能力問卷，並讓已
建構課程地圖的十系學生參與填寫，各系各年級至少有一個班級的學
生填寫，972學年完成十系1511人通識一般能力調查，982學年完成十
六系1887人通識一般能力調查。問卷資料統計重點如下：六系 人通識一般能力調查 問卷資料統計重點如下
1. 有72%學生同意「2.我可以判斷他人對我的讚美或批評是否真實。
2. 有80%學生同意「4.我不會僅用一種感官去體會生活的美好與愉

悅」。悅」
3. 僅有32%的學生同意「27.我可以獨力完成一個專題研究報告。」，

顯示學生獨立完成作業的能力不足。
4 僅有37%的學生同意「18 我會主動觀看國際新聞，並從全球化的角4. 僅有37%的學生同意「18.我會主動觀看國際新聞，並從全球化的角

度來思考自身及台灣社會的種種議題。」，這顯示學生的關注國際
視野的角度不足。

22

學生對通識課程的期待(全校各系一、二、三年級回收1497
份，有效1187份，有效回收率79 29%)份，有效1187份，有效回收率79.29%)

通識課程內容「應該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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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我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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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對通識課程的期待依序是：開拓多元視野、適應未來生活、

專

業

課

視

野

應

未

來

職 取

證

照

入

研

究

學生對通識課程的期待依序是：開拓多元視野、適應未來生活、
幫助求職，且都是超過六成以上的學生的期待。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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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簡報結束
感謝聆聽感謝聆聽

THANK YOUTHANK  YOU
HUNGKUA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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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東技術學院亞東技術學院

建構於多維度關聯之建構於多維度關聯之

課程地圖課程地圖

技職教育目標與課程規劃

多維度課程地圖模型的概念

課程地圖資訊系統課程地圖資訊系統

回饋與課程分析回饋與課程分析

課程地圖的應用課程地圖的應用

反思與願景反思與願景

2亞東技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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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教育目標技職教育目標 (1)(1)技職教育目標技職教育目標 ( )( )

Rote Learning or practiceRote Learning or practiceRote Learning or practiceRote Learning or practice

技術技術

知識的終結

？？
整合人才

？？
整合人才

3亞東技術學院

技職教育目標技職教育目標 (2)(2)技職教育目標技職教育目標 ( )( )

 非單一技能的培養，具有終身教育的理念非單一技能的培養，具有終身教育的理念

 完整人格的養成 (職業道德、民主與服務精神)完整人格的養成 (職業道德、民主與服務精神)

 從技術熟練、學以致用到知識創新

 從解決問題多元價值自我實現

 從工作企業研發應用科技研究

4亞東技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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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目標與課程規劃教育目標與課程規劃教育目標與課程規劃教育目標與課程規劃

方法

教育目標 能力描述

方法

教育目標 能力描述
目標

專業專業

公民 檢視與反思

課程規劃
人格

檢視與反思

……

整合人才

5亞東技術學院

核心能力與職涯發展核心能力與職涯發展核心能力與職涯發展核心能力與職涯發展

職業需求
整合人才 社會需求

能力描述 課程培育能力能力描述 課程培育能力
資料庫 課程地圖

6亞東技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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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維度課程地圖的概念多維度課程地圖的概念 (1/2)(1/2)多維度課程地圖的概念多維度課程地圖的概念 (1/2)(1/2)

多維度課程地圖的八大構面多維度課程地圖的八大構面多維度課程地圖的八大構面多維度課程地圖的八大構面
類別構面類別構面

能力構面能力構面能力構面能力構面

時間構面時間構面

人力構面人力構面

證照構面證照構面證照構面證照構面

活動構面活動構面

學程構面學程構面

教育目標構面教育目標構面教育目標構面教育目標構面

亞東技術學院 7

多維度課程地圖的概念多維度課程地圖的概念 (2/2)(2/2)多維度課程地圖的概念多維度課程地圖的概念 (2/2)(2/2)

亞東技術學院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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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維度課程地圖的目的多維度課程地圖的目的 (1/2)(1/2)多維度課程地圖的目的多維度課程地圖的目的 ( / )( / )
提供學習
路徑與選
課推薦

支援特定
提供學習

支援特定
教育目標

路徑與選
課推薦

提供學生提供學生
學習狀態
檢視

通識與專
業整合

指引新課
程需求

業界需求與
課程結合

9

課程結合

亞東技術學院

多維度課程地圖的目的多維度課程地圖的目的 (2/2)(2/2)多維度課程地圖的目的多維度課程地圖的目的 ( / )( / )

朝向4C的
學術導航羅盤學術導航羅盤

10亞東技術學院

149



動態課程校訂模型動態課程校訂模型 (1/2)(1/2)動態課程校訂模型動態課程校訂模型 (1/2)(1/2)

亞東技術學院 11

動態課程校訂模型動態課程校訂模型 (2/2)(2/2)動態課程校訂模型動態課程校訂模型 (2/2)(2/2)

能力維護能力維護能力維護能力維護

課程地圖資訊系統
教師 行政

監督
課程地圖資訊系統課程地圖資訊系統

教師 行政教師 行政教師 行政

監督監督

滿意度目標契合

分析

滿意度目標契合 滿意度目標契合 滿意度滿意度目標契合

分析分析

課程資料庫

滿意度目標契合 決策

回饋

課程資料庫課程資料庫課程資料庫課程資料庫

滿意度目標契合 滿意度目標契合 滿意度滿意度目標契合 決策

回饋

決策

回饋

學生團隊

回饋

學生團隊 學生團隊 學生團隊

回饋回饋

亞東技術學院 12

課程視覺課程視覺課程視覺課程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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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東課程地圖亞東課程地圖
的特色的特色

13亞東技術學院

特色特色——課程培育能力維護課程培育能力維護 (1/2)(1/2)特色特色——課程培育能力維護課程培育能力維護 (1/2)(1/2)

檢視課程實際培養能力 落實課程人
才培育目標

檢視系所整體培養能力 型塑系所人檢視系所整體培養能力
才培育特色

建立跨領域
參考同質性能力的分佈情形

建立跨領域
合作契機

成為動態課程校訂的基礎 奠定永續運
作基礎作基礎

亞東技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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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特色——課程培育能力維護課程培育能力維護 (2/2)(2/2)特色特色——課程培育能力維護課程培育能力維護 (2/2)(2/2)

課程能力分佈課程能力分佈
相似課程能力分佈

15

系培育能力分佈
亞東技術學院

特色特色 動態能力狀態檢視動態能力狀態檢視 (1/2)(1/2)特色特色——動態能力狀態檢視動態能力狀態檢視 (1/2)(1/2)

有了課程地圖之後 我們還缺有了課程地圖之後 我們還缺有了課程地圖之後，我們還缺有了課程地圖之後，我們還缺
什麼？什麼？什麼？什麼？

學習資料庫學習資料庫學習資料庫學習資料庫

學習者

數位學習系統

學習目標

課程參考

學習者學習者

數位學習系統數位學習系統

學習目標

課程參考

學習狀態GPS
12

3

學習狀態GPS學習狀態GPS學習狀態GPS
12

3

亞東技術學院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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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特色——動態能力狀態檢視動態能力狀態檢視 (2/2)(2/2)特色特色——動態能力狀態檢視動態能力狀態檢視 (2/2)(2/2)

Learning GPS  學習導航Learning GPS  學習導航

17亞東技術學院

特色特色——提供職涯探索的工具提供職涯探索的工具特色特色 提供職涯探索的工具提供職涯探索的工具

職涯進路地圖 Career Mapp

18亞東技術學院

153



特色特色——建立跨領域合作基礎建立跨領域合作基礎特色特色——建立跨領域合作基礎建立跨領域合作基礎

跨系課程建議

19亞東技術學院

特色特色——提供人才推薦機制提供人才推薦機制特色特色——提供人才推薦機制提供人才推薦機制

學習狀態
資料庫

業界需求
推薦學生

資料庫
清單

人才媒合

20亞東技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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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特色——能力化之學習歷程能力化之學習歷程 (1/3)(1/3)特色特色——能力化之學習歷程能力化之學習歷程 (1/3)(1/3)

活動 測驗 評註

能力累積能力累積

選課 就業 終身學習

21亞東技術學院

特色特色——能力化之學習歷程能力化之學習歷程 (2/3)(2/3)特色特色——能力化之學習歷程能力化之學習歷程 (2/3)(2/3)

22亞東技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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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特色——能力化之學習歷程能力化之學習歷程(3/3)(3/3)特色特色——能力化之學習歷程能力化之學習歷程(3/3)(3/3)

23亞東技術學院

課程地圖資訊系統課程地圖資訊系統 (1/4)(1/4)課程地圖資訊系統課程地圖資訊系統 (1/4)(1/4)

亞東技術學院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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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地圖資訊系統課程地圖資訊系統 (2/4)(2/4)課程地圖資訊系統課程地圖資訊系統 (2/4)(2/4)

能力維護系統能力維護系統

選課推薦系統選課推薦系統選課推薦系統選課推薦系統

學習狀態檢視系統學習狀態檢視系統學習狀態檢視系統學習狀態檢視系統

人才推薦系統人才推薦系統人才推薦系統人才推薦系統

能力測驗系統能力測驗系統

能力為基礎之學習歷程系統能力為基礎之學習歷程系統

亞東技術學院 25

課程地圖資訊系統課程地圖資訊系統 (3/4)(3/4)課程地圖資訊系統課程地圖資訊系統 (3/4)(3/4)

參數管理系統參數管理系統

ee--learning learning 學習平臺學習平臺

行動化資訊檢視系統行動化資訊檢視系統 實作中實作中行動化資訊檢視系統行動化資訊檢視系統 ((實作中實作中))
本位課程報表檢視系統本位課程報表檢視系統 ((實作中實作中))本位課程報表檢視系統本位課程報表檢視系統 ((實作中實作中))
圖書推薦系統圖書推薦系統((實作中實作中))圖書推薦系統圖書推薦系統((實作中實作中))

亞東技術學院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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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地圖資訊系統課程地圖資訊系統 (4/4)(4/4)課程地圖資訊系統課程地圖資訊系統 (4/4)(4/4)

e-learning平臺

本位課程檢視
選課推薦

本位課程檢視

課程資訊系統

經驗分享

課程資訊系統

學生選課系統
人才推薦 系統模板

課程資料庫

亞東技術學院 27

課程地圖的應用課程地圖的應用 (1/2)(1/2)課程地圖的應用課程地圖的應用 (1/2)(1/2)

應開未開通識課程應開未開通識課程

 —職業能力 培養能力
課程能力

證照能力
 

證照能力

活動能力活動能力

『待』培養的能力

亞東技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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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地圖的應用課程地圖的應用 (2/2)(2/2)課程地圖的應用課程地圖的應用 (2/2)(2/2)

社交能力 尋找客源 熱忱

資管系與通識能力間的關係

社交能力
不著眼在問題點上
外國語(英)能力

尋找客源
未來年度計劃
不要怕失敗

熱忱
設身處地的著想
休閒活動外國語(英)能力

製作計劃表的能力
訪談計劃

不要怕失敗
貫徹想法
信任你的員工

休閒活動
求知
個性外向

英語能力
負責任
書信

適人適用
英語能力
日語能力

觀察力
低潮抒發
訴苦書信

審美觀
加班

日語能力
圓滑
接受別人的意見

訴苦
有耐性
好相處加班 接受別人的意見 好相處
忠誠度高

亞東技術學院

反思反思反思反思

課程地圖是學習的萬靈丹課程地圖是學習的萬靈丹
( )( )嗎？嗎？(panacea)(panacea)嗎？嗎？

哪些是課程地圖的必備元素？哪些是課程地圖的必備元素？哪些是課程地圖的必備元素？哪些是課程地圖的必備元素？

如何與如何與『『學習學習』』結合？結合？如何與如何與 學習學習』』結合？結合？

導入的導入的『『價價』』與與『『值值』』？？導入的導入的 價價』』與與 值值』』？？

在雷達圖之後？在雷達圖之後？What next???What next???

亞東技術學院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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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願景願景願景

Pervasive Learning Navigation Pervasive Learning Navigation 
Campusp

亞東技術學院 31

簡報結束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敬請指教

pwchen@mail.oit.edu.tw

亞東技術學院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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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識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以通識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
3年計畫成果發表會

國立高雄大學 全校課程地圖國立高雄大學‧全校課程地圖

報告人:陳德興

高雄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助理教授

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主任

以三種向度優化課程地圖架構

 呈現科際結構的「知識地圖」向度

 結合通識與專業領域的「職能整合」向度

 引導學生學習歷程、師生互動的「課程規劃」」
向度

161



系統研發面系統研發面

 第一年

 第二年 第二年

生涯規劃模組

課程搜尋介面課程搜尋介面

個人化課程地
圖規劃介面與
評輔功能

系統研發面（第三年）

研發跨領域課程模組（學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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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研發面 第三年系統研發面（第三年）

優化「生涯規畫模組」

系統研發面（第三年）

導入諮商輔導功能，健全就業力導向課
程之搜尋機制程之搜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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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研發面（第三年）

引入「導生制」，健全導師輔導學生規
劃學習歷程之機制劃學習歷程之機制

系統研發面（第三年）

 應各校了解需求，推出超友善訪客體驗帳號，體
驗人次超過14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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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課程地圖理念之推廣

校內：對學系與學生各召開約10場說明會

全校課程地圖理念之推廣

校際交流 校際交流：
榮幸協辦教育部通識平台工作坊
（二）：專業通識 通識專業（二）：專業通識、通識專業－
全校課程地圖建構之反思研討會

以推廣計畫理念為己任，積極進以推廣計畫理念為己任 積極進
行跨校經驗分享，包括應邀前往
輔英科技大學、海洋大學、文化
大學 育達商業技術學院 大葉大學、育達商業技術學院、大葉
大學、政治大學、中正大學、新
竹教育大學、彰化師範大學、暨
南國際大學、致理技術學院等校
進行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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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推行面：學生使用端

 97年3月系統開放以來，已超過24000點閱
人次，產出約370個個人化課程地圖。

校內推行面：使用者回饋

 各項指標「普通」以上的持平意見均在90%以
上 「同意 以上的正向 肯定意見也多在上，「同意」以上的正向、肯定意見也多在
50~80%之間，其中正向回饋前四名（75↑）：

有助於了解學系課程的規劃內容

有助於思考生涯規劃有助於思考生涯規劃

有助於規劃大學四年的學習歷程

有助於就各方面能力之培養 來規畫學習歷程有助於就各方面能力之培養，來規畫學習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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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推行面：學生使用意願

 而從學生的實地訪談中，我們也發現同學對此
工具之認知與態度有巧妙的轉變：從一開始異工具之認知與態度有巧妙的轉變：從一開始異
口同聲：「這是什麼東西？」、「這是要幹什
麼的？」等的質問，到計劃執行第二年漸漸有麼的？」等的質問，到計劃執行第二年漸漸有
高年級的同學提出「為什麼這種東西現在才做
出來？」，而今有越來越多的學生在不同的場出來？」，而今有越來越多的學生在不同的場
合反應：「為什麼有些系資料這麼完整，使用
如此方便，為何我們系卻2266？」。如此方便，為何我們系卻2266？」。

以學習者為中心以學習者為中心，
教與學相持而長、互為主體之─教與學相持而長 互為主體之

全校課程地圖深耕計畫全校課程地圖深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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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學子在求學的階段即能養成「自覺學
習 「有效學習 的習慣 使教師的教習」、「有效學習」的習慣，使教師的教
學能透過與學生的學習互動共創優質教學
體驗 我們擬從現有數位環境之整合與精體驗；我們擬從現有數位環境之整合與精
進著手！

四種身分與四種精進

 教學單位：永續的自評
機制與精進之措施機制與精進之措施。

 導師身分：提升輔導知
能以落實關懷輔導能以落實關懷輔導。

 教師身分：提升教學知
能以經營教學歷程能以經營教學歷程。

 同儕身分：組成學習社
群以達臻標竿學習群以達臻標竿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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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重大政策與重點業務之推動，落實結合重大政策與重點業務之推動，落實

課程地圖之永續經營

 院系所課程持續檢討：
務實全校課程檢討 使務實全校課程檢討，使
充分落實在各教學單位
的課程改革上。的課程改革上。

 教師教學多元而豐富：
提昇教師學習諮商與E提昇教師學習諮商與E
化教學之多元知能。

結合重大政策與重點業務之推動，落實結合重大政策與重點業務之推動，落實

課程地圖之永續經營

 學生學習自主與積極：
提升學子的學習動機提升學子的學習動機，
主動經營學習成效。

整合系統與永續經營： 整合系統與永續經營：
整合並精進現有之E化
學習環境，創造優質的學習環境，創造優質的
學習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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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年樹木，百年樹人
三年養土 永續深耕三年養土，永續深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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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發表【四】 

行動／問題解決導向通識課程 

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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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楊叔卿
國立清華大學國立清華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資訊系統與應用研究所 教授資訊系統與應用研究所 教授

學術副校長 張石麟教授學術副校長 張石麟教授
教務長 唐傳義教授
副教務長 戴念華教授副教務長 戴念華教授
通識中心主任 楊叔卿教授
前教務長 周懷樸教授(第一年)前教務長 周懷樸教授(第 年)
前通識中心主任 沈宗瑞教授(第一年)
前教務長 王天戈教授(第二年)前教務長 王天戈教授(第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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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過去之執行成果：清華過去之執行成果：
I.通識課程再精進
II.全校課程地圖II.全校課程地圖
III.行動導向/問題解決導向通識課程
IV.通識與專業整合型學程
V.優異通識課程學生學習檔案e化上網

VI.核心通識課程數位化

本次報告主題：
行動導向/問題解決導向通識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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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培養學生為本位之團隊精神、建立社區夥伴關係， 培養學生為本位之團隊精神、建立社區夥伴關係，

是清華大學通識教育的目標之一。
以行動導向或問題解決導向的通識課程也是本校 以行動導向或問題解決導向的通識課程也是本校
推行通識選修課程的重點。

 這類課程的內容與性質為培養學生的行動力與創
造力，以導正大學教育缺乏實踐力的缺失，以及造力 以導正大學教育缺乏實踐力的缺失 以及
與業界需求出現落差的現象。

成果成果
1.完成六門新課開設及兩門舊課內容調整

新課：(1)生涯探索(2)跨界與探索(3)社區與NGO實習
(4)現代藝術創作專題(5)策展理論與實務(4)現代藝術創作專題(5)策展理論與實務
(6)科技產業實務問題剖析與解決

舊課：(7)科技與社會(8)現代戲劇創作舊課：(7)科技與社會(8)現代戲劇創作

2.實務演練為課堂重點：瞭解事件、解決問
題 完成專案之相關訓練題、完成專案之相關訓練

3.協助清華學院開設相關課程
（例如，社會探究系列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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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活動

98下「策展理論與實務」：破與和展覽

98上「現代戲劇創作」：期末展演 97下「策展理論與實務」：纖入
維主展覽

96上「跨界與探索」：學生開發家教平台

課程活動剪影課程活動剪影
96上「社區與NGO實習」：
新北市投車站回娘家遊行 97上「策展理論與實務」：

「構築 內在 開幕活動
97上「現代藝術創作專
題 ：學生創作過程紀錄 「構築．內在」開幕活動

97下「生涯探索」：至校外
參與國際名家座談-朱經武＆

楊振寧

題」：學生創作過程紀錄

96下「社區與NGO實
習」：期末行動考活動

98下「策展理論與實
務」：至藝術家工作

室參觀

97上「策展理論與實
務」：學生策展過程紀錄

96下「社區與NGO實
習」：至日本瀨戶川訪查97上「現代藝術創作專題」：

學生創作過程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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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引起社會迴響及媒體重視課程引起社會迴響及媒體重視

2008/12/19：微笑服務隊

(聯合報全國頭版)

2009/05/07 ：聯合報新竹地方新聞

2008/12/27：原住民小學生一日清
華大學生之夢(聯合報全國頭版) 

(聯合報全國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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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涯探索」課程：

1 探索自我與認識自我1. 探索自我與認識自我
2. 社會關懷
3. 歷史視野
4 瞭解未來發展方向4. 瞭解未來發展方向

基本價值、問題意識與世界觀 – 生涯發展根本三項主題

獨立思考 – 奠基於自己的堅持+具反思性之基本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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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跨界與探索」課程:( )( )

由逐夢獎學金作出發

1. 鼓勵學生「追求夢想」
2. 具規劃、執行、問題解決之行動力
3 專業內內行，專業外不外行3. 專業內內行 專業外不外行

(3)(3) 「社區與NGO實習」課程:(3) (3) 社區與NGO實習」課程:

結合新竹社區與NGO團體

1. 改變外界「身在新竹，心在台北」看法
引領學生「 球 考 在地行動2. 引領學生「全球思考，在地行動」

(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 g y, y)
3. 落實「全球在地化」及「在地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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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現代藝術創作專題」課程：

1 利用媒材使學生體驗「藝術 本身1.利用媒材使學生體驗「藝術」本身
2.融合現代藝術原創與專業領域2.融合現代藝術原創與專業領域
3.激發創造力及多元思考

(5) 「策展理論與實務」課程：(5) 策展理論與實務」課程：

1. 團隊合作進行策劃1. 團隊合作進行策劃
2. 培養空間的設計與美感
3 預算估計與實際執行3. 預算估計與實際執行
4. 結合藝術及研究4. 結合藝術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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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科技產業實務問題剖析與解決」課
程：

1. 啟發學習動機，強化學習意願
2 以理論配合實務，從實作中學習2. 以理論配合實務，從實作中學習
3. 提升洞悉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7) 「科技與社會」課程：(7) 科技與社會」課程：

1 方法引導-具體案例研究與剖析1. 方法引導 具體案例研究與剖析
2. 實作訓練-現實存在的生活化議題
3. 激發轉化-學生跨領域思考與反省

期待學生成為「科技-社會人」

181



(8) 「現代戲劇創作」課程：

1.透過個人真實經驗及投射技巧，探討
每個人自身境遇與經驗交流

2 運用戲劇治療達成學生自我覺察與社2. 運用戲劇治療達成學生自我覺察與社
會關懷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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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大學行動導向通識課程
推動的思維與機制

∣林益仁 主任（靜宜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報 告 人

報告大綱報告大綱

推動理念與歷程推動理念與歷程
本校通識教育理念與課程架構
行動導向課程推動 念與 程

行動基地建構及課程執行情形

行動導向課程推動理念與歷程

「校園/在地」課程行動基地
「社區/部落」課程行動基地

行動基地建構及課程執行情形

 社區/部落」課程行動基地
「重大事件」課程行動基地

困難與未來展望

結語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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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大學通識教育理念

基 養價值立基 公民養成

Providence = C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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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246課程架構通識246課程架構

六大通識涵養學群六大通識涵養學群宗教與哲學思維
文學與美感經驗
臺灣與世界文化
社會與公共秩序
數理與科學技術
生命與生態環境

四大基本能力課程英文│計算機概論
體育│閱讀與書寫

二大通識核心課程服務學習│人文素養與社會關懷

5

服務學習 全國標竿學校

全人陶成、專業領航

服務學習 全國標竿學校

體驗實作 行動導向 服務學習體驗實作 行動導向 服務學習

全人陶成、專業領航

推 動
◘單位服務制度

推 動
◘專業服務課程 體驗實作—行動導向—服務學習

社區→國內→國際
體驗實作—行動導向—服務學習
社區→國內→國際

教 育 服 務 課 輔 志 工

單位服務制度
◘志願服務活動

專業服務課程
◘系所服務制度

行
政
單

教
學
單

課課
程
與

社社
團
與興趣

專長
專業
知能

教 育 服 務

生 態 服 務

英 語 服 務

資 訊 服 務

課 輔 志 工

體 育 志 工

環 保 志 工

衛 保 志 工

品格
態度 單

位
單
位 習

與
實
習 動

與
活
動

專長知能

大一

資 訊 服 務

觀 光 服 務

社 區 服 務

環 保 志 工

宿 舍 志 工

營 隊 志 工

態度

9行政單位
11學生社團

大
服務
學習
課程

年

媒 體 服 務

文 化 服 務

衛 教 服 務
社 福 志 工

偏 鄉 志 工

保 育 志 工

18門課，25班
27位教師 11學生社團48班/年

48教師人次
科 普 服 務

法 律 服 務
國 際 志 工

27位教師
11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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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素養 認識校園的教學法人文素養 二大通識核心課程認識校園的教學法

 以有規劃的校園活動取代傳
好書報
你知
好書報
你知

新聞講新聞講寰宇寰宇

 以有規劃的校園活動取代傳
統的教室學習

 透過認識校園中的人、事、
人文
素養
人文
素養

看嘜看嘜

藝術藝術藝文藝文

學習學習 透過認識校園中的人、事、
物，培養人文關懷

素養素養 藝術
饗想
藝術
饗想

我愛我愛快樂快樂

藝文
報報
藝文
報報

98共辦理
9場好書導讀講座 我愛

校園
我愛
校園

快樂
園丁
快樂
園丁

9場好書導讀講座
7場新聞時事分析
6場藝術饗想
3場藝文報報3場藝文報報

製作「通識手冊」乙冊製作 通識手冊」乙冊

通識手冊

目標目標

強調知識是教師與學生所共同建構的，打破
學習場域的限制，讓學生走出教室，自主性學習場域的限制，讓學生走出教室，自主性
的尋找、吸收、生產知識，進而形成自主解
決問題的技能與終身自我學習的能力決問題的技能與終身自我學習的能力
期待培養學生成為一個「有社會責任感的知期 養 成 責 知

識份子」的辦學理念，得以在通識中課程中
實踐，體現「志工靜宜」的校園核心價值實踐，體現 志工靜宜」的校園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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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方法

建構課程基地，安排駐地人員

融入服務學習之精神及方法

組織種子教師群並持續推廣

設置補助要點並提供行政支援

行動導向通識課程操作示意圖行動導向通識課程操作示意圖

「啟始 準備 行動 反思「啟始→準備→ 行動→反思」
1. 啟始階段：與駐點人員連繫與溝通，訂定初步的行動目標。
2 準備階段：建構學生對課程所涵蓋知識領域的初步理解。2. 準備階段：建構學生對課程所涵蓋知識領域的初步理解。
3. 行動階段：引導學生實地進入問題情境，深度的參與、觀察。
4. 反思階段：檢視與分析在行動選程發生的事件，反省自身在行動
中的缺失 並將反思的結果回饋給教師及行動對象中的缺失，並將反思的結果回饋給教師及行動對象。

啟始

準備準備

行動

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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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導向通識課程三年推動歷程行動導向通識課程三年推動歷程

學年度 9797 9898 9999學年度 9797 9898 9999

機 開設種子課程
建立課程基地

安排駐點人員
設置補助辦法

制 組織種子教師群
提昇教師知能

完備行政配套

成 建立3類行動導向 完成成
果

開設3門

種子課程

課程基地

共20班進入課程基地

「通識教學法」補
助要點

預計補助30班果 教學 預計補助30班

組織種子教師群組織種子教師群

 種子教師研習營（99/1/29~30）

「災區關懷與服務學習 課程基地 高雄縣六龜鄉 進行二「災區關懷與服務學習」課程基地-高雄縣六龜鄉，進行二

天一夜的研習課程，種子教師參與人數共20人。

 每月固定舉辦種子教師討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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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課程基地並安排業師駐點設置課程基地並安排業師駐點

我們關注社區真正
的需要，透過業師 災區關懷與的需要 透過業師
的長期駐點，搭建
互惠的伙伴關係

服務學習

互惠的伙伴關係

校內資源的串連校內資源的串連，
共同完成一個跨學
年 跨系所 跨單

行動導向
課程基地

年、跨系所、跨單
位的全校性行動 南島民族與

多元文化
參與在地行

動

設置補助方案設置補助方案

設置校內「行動補助辦法，建立完
備的配套措施備的配套措施
期待形成一個完整的配套措拖，提

供行/問授課教師的最佳的教學資源/
支援

 校外活動補助方案暨業師 校外活動補助方案暨業師
合作方案說明會（98/12/30）
，共26名教師參與。共26名教師參與

189



行動導向/問題解決導向課程推動成果行動導向/問題解決導向課程推動成果

靜宜大學行動導向通識課程推動的思維與機制

行動基地建構及
課程執行情形課程執行情形
 「校園/在地」課程行動基地
 「社區/部落」課程行動基地
 「重大事件」課程行動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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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課程行動基地建構課程行動基地

「校園/在地」行動基地

「社區/部落」行動基地

/

「重大事件」行動基地

1. 結合教師的「通識教學」與「社會服務」所衍生而
成的。

2. 建構行動導向課程的「課程基地」。
3. 安排學生進入課程基地進行深度教育。
4. 學生不在只是在抽像空間中進行文化與價值的反思，

而親身參與在行動脈絡之中學習社會實踐精神。

「校園/在地 課程行動基地「校園/在地」課程行動基地

靜宜校園 沙鹿鎮靜宜校園＋沙鹿鎮
台中市合樸農業市集
台中縣清水鎮高美濕地台中縣清水鎮高美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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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行動方案的形成（1/2）校園行動方案的形成（1/2）

由「人文素養」課程小
組教師，持續聯繫、研組教師，持續聯繫、研
發校園行動方案，並研
擬相關教材擬相關教材。

校園行動方案 合作單位

校園考古 台灣與世界文化學群
綠色校園 數理與科學技術學群、總務處
校園流浪狗 生命與生態環境學群、尊重生命社、學生

事務處
校園神聖空間 宗教與哲學思維學群、宗教輔導室、修院校園神聖空間 宗教與哲學思維學群、宗教輔導室、修院
校園植物 生命與生態環境學群、生態學系
公平貿易、有機 合樸農集、社工系、台灣與世界文化學群

校園行動方案的形成（2/2）校園行動方案的形成（2/2）

蘇全正老師「台灣考古學」
師生在校園內的教堂建地發師 在校園內的教 建地發
現早期南島文化的器具

由李思賢老師的「中西藝術
比較」全體學生與駐校藝術
家涂維政老師共同合作的校家涂維政老師共同合作的校
園公共藝術作品《豐塑景觀
》（278 x 710cm 2010）》（278 x 710cm,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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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部落」課程行動基地社區/部落」課程行動基地
結合「南島民族研究中心」夥伴部落培力工作

宜蘭縣大同鄉（泰雅族）南山部落宜蘭縣大同鄉（泰雅族）南山部落

新竹縣尖石鄉（泰雅族）司馬庫斯 鎮西堡 新光新竹縣尖石鄉（泰雅族）司馬庫斯、鎮西堡、新光

南投縣信義鄉（布農族）望鄉部落

1. 98-1試辦課程1門，人數59
共有2門課程進入部落進行教2. 98-2共有2門課程進入部落進行教

學，人數129

自製「南島民族與多元文化 教學素材自製「南島民族與多元文化」教學素材

以泰雅語發音的《泰
雅千年》，一部以拍
攝泰雅族生態文化為

導演比令‧亞布側拍
泰雅千年的紀錄片

以部落神話傳說、人
文歷史、以及想像的
《東谷沙飛傳奇》攝泰雅族生態文化為

主的影片
《東谷沙飛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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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課程活動照片部落課程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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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事件 課程行動基地「重大事件」課程行動基地
嘉義縣阿里山鄉嘉義縣阿里山鄉

高雄縣六龜鄉高雄縣六龜鄉

東縣霧台鄉屏東縣霧台鄉
1. 3個災區各配置駐地人員1名。
2. 98-1共3門課程8個梯次進入災區
1. 3個災區各配置駐地人員1名。
2. 98-1共3門課程8個梯次進入災區

服務，人數共279人。
3. 98-2進入災區進行教學共6門課

程，人數共126人。 。

服務，人數共279人。
3. 98-2進入災區進行教學共6門課

程，人數共126人。 。

災區課程活動照片災區課程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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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區課程活動照片災區課程活動照片

舉辦相關活動，深化災區重建議舉辦相關活動 深化災區重建議
題

98/10/22
「災難與原住民族自治」
主講人：汪明輝
（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系副教授 鄒族）

98年10月24~25日
「1ST『國際民族生物學會』亞洲區
會議」

（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系副教授．鄒族）

焦點圓桌論壇—「反思莫拉克颱風」
論壇

98/11/19
「災難與原住民族自我療癒」
主講：希雅特‧烏落先生主講：希雅特 烏落先生
（花蓮署立玉里醫院精神科醫師）

98/12/17
「鄒族部落地圖:知識與行動」
主講人：Mayaw‧Biho馬躍‧比吼主講人：Mayaw‧Biho馬躍‧比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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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回饋與成果展現反思：回饋與成果展現

「南島民族與多元文化 行動導向課程聯合成果展「南島民族與多元文化」行動導向課程聯合成果展
，2010/06/10。

「災區關懷與服務學習」行動導向課程聯合成果展
，2010/06/15。

教育部以通識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

困難與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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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未來展望

不只是講道理，更要說故事

不只是教授知識，而是傳遞價值不只是教授知識，而是傳遞價值

不只是研習理論，更是切實去實踐

不只是教學活動，同時是行動研究

不只是嚴肅學習，且是活潑參與不只是嚴肅學習 且是活潑參與

不只是自然認知，且是文化體驗

不是學術的象牙塔 而是多元社群彼此認不是學術的象牙塔，而是多元社群彼此認
知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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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大學行動導向通識課程推動的思維與機制

結語

您的聆聽是我們進步的
起點，敬請指教！起點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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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行動//問題解決導向通識課程問題解決導向通識課程––
環球經驗分享環球經驗分享環球經驗分享環球經驗分享

環球科技大學環球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通識教育中心環球科技大學環球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通識教育中心

報告者：程敬閏報告者：程敬閏報告者 程敬閏報告者 程敬閏

2010/10/222010/10/22
部分資料引自本校游宗新老師部分資料引自本校游宗新老師部分資料引自本校游宗新老師部分資料引自本校游宗新老師

簡報大綱簡報大綱

 問題 行動 現實問題 社區行動 問題-行動-現實問題-社區行動

 學習方法與問題解決課程 學習方法與問題解決課程

 規劃一套四年的行動課程 規劃一套四年的行動課程

 導入學習歷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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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2010.08.01奉准改名科技大學

繼續推動以通識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

333

本校2010.08.01奉准改名科技大學

深化「學習、服務、領導」之通識教育理念

以學生學習為本位，培養學生「快樂學習、熱忱服務、
僕人領導」的價值觀，讓學生在快樂中學習、熱情對待
別人 謙卑服務大眾別人、謙卑服務大眾。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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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2010.08.01奉准改名科技大學

2001年，成立「通識教育組 ，隸屬教務處，為行政二級單位。2001年，成立「通識教育組」，隸屬教務處，為行政二級單位。
2003年，提升為學術一級單位，成立「共同暨通識教育中心」。
2006年，正名為「通識教育中心」 （軍訓、體育獨立開課）。
2007年，將原隸屬學務處勞作教育組，納編通識成立服務學習組。
2009年，設立雲林縣四湖鄉環球青年志工服務站。

四湖鄉
環球青年志
工駐點工駐點

555

課程管理為體—服務學習為用

本校2010.08.01奉准改名科技大學
肆、通識革新三年有成肆、通識革新三年有成--通識課程理念通識課程理念

666

203



本校2010.08.01奉准改名科技大學
肆、通識革新三年有成肆、通識革新三年有成--通識課程理念通識課程理念

777

本校2010.08.01奉准改名科技大學
肆、通識革新三年有成肆、通識革新三年有成--課程教材設計課程教材設計

校外專家指導--通識教師合著13門必修課程教材

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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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分項計畫歷年目標

第一年目標：第一年目標：

完成3門行動導向/問題解決導向課程規劃，包括：「學習的

方法與問題解決」、「社區志工與服務領導」、「創意思考方法與問題解決」、 社區志工與服務領導」、 創意思考

與創業精神」等；同時完成三門課程簡易教材及教學資源手

冊。冊

第二年目標：

進行3門行動導向/問題解決導向課程以「通識選修 課程進進行3門行動導向/問題解決導向課程以「通識選修」課程進

行實驗教學，並逐步開發教材，設定教學目標、調整教學方

法運用，並以「做中學」模式，逐步向通識教師推廣；同時法運用，並以 做中學」模式，逐步向通識教師推廣；同時

完成課程檢討與修正課程規劃。

9 9

本分項計畫歷年目標

第三年目標：第三年目標：
 經驗的移轉
 導入以「通識教育」為主體的行動/問題解決導

向課程
 引發以「在地化」為主題的行動/問題解決導向

內涵內涵
 增加具在地化特色課程導入行動/問題解決導向
 以實際行動探索「雲林學」的在地深耕研究 以實際行動探索 雲林學」的在地深耕研究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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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門基礎示範課程推廣成果

第 學習的方法與問題解決第
一
年

社區志工與服務領導 創意思考與創業精神
年

第

社區學習與社會關懷 性別與法律

第
二
年年

第
三 同時有七門課執行本項課程計畫三
年

同時有七門課執行本項課程計畫

11 11

第三年執行重點

第

經驗的移轉

第
一
年

專業系科 通識
教育

年

第
專業系科 通識教育

第
二
年

專業系科 通識教育

年

第
三

專業 通識教育三
年 系科

通識教育

1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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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年執行重點

導入以「通識教育」為主體的行動/問題

解決導向課程

第
一

強調創業(企業界業師) 創意
思考一

年

第

思考

業師聯誼會 創意思考第
二
年

業師聯誼會 創意思考
創新思維

年

第
三

社區 文化創意產業三
年

產業
文化創意產業

13 13

第三年執行重點

引發以「在地化」為主題的行動/問題

解決導向內涵

學習的方法與問題解決

(資源調查基礎養成)

創意思考與創業精神社區志工與服務領導 創意思考與創業精神

(社區產業)

社區志工與服務領導

(社區文史)

1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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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年執行重點

增加具在地化特色課程導入行動/問題

解決導向

‧性平
環境

‧社區
安全 環境安全

犯罪
預防

性別與
法律預防 法律

非營利社區學 非營利
組織與
社區參
與

社區學
習與社
會關懷

• NPO資
源

‧社區
資源

與會關懷

15 15

第三年執行重點

以實際行動探索「雲林學」的在地深耕研究

發現 發現在地信仰-北天宮 發現
社區
之美

在地技藝

手工棉被 朝陽村

林素連小姐

發現
社區
之美

建築模型 朝陽村

莊新利先生

在地小吃 發現
社區
之美

圖片和資料來源：《視傳系陳惠君同學等八位》 圖片和資料來源：《古坑鄉傳統技藝、視傳系李哲順同學等八位》

在地古蹟 發現
社區
之美 之美

陳家古厝

之美

圖片和資料來源：《視傳系林恩嘉同學等九位》

做中學 雲林學

圖片和資料來源：《會計系沈加明等七位》

學中做 學雲林
16

做中學(雲林學)

16

學中做(學雲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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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2010.08.01奉准改名科技大學
通識革新帶動專業改變（14系15門）

9999學年度專業學年度專業課程 融入通識精神 導入在地服務各課程 融入通識精神 導入在地服務各系系科統計科統計9999學年度專業學年度專業課程，融入通識精神、導入在地服務各課程，融入通識精神、導入在地服務各系系科統計科統計
系科 申請人 開課名稱 開課學期 協力單位

企管系 劉金維 中小企業經營策略研究 99.1 日通快遞股份有限公司

行銷系 劉文良 行銷資訊系統 99 1 水碓社區協會行銷系 劉文良 行銷資訊系統 99.1 水碓社區協會

金融系 林靜欣 金融法規 99.1 台西鄉尚德國小

資管系 杜健忠 綠色產業資訊化概論 99.1
華山社區發展協會、
農漁牧福利協進會

資管系 廖義宏 數位影像處理 99.1 雲林縣榮譽國民之家

商設系 陳昱丞 攝影 99.1 南投縣竹山鎮紫南宮

公關系 孫傳仁 公共藝術與展示 99.1 喜願烘培餐坊

視傳系 王志華 社區文化與行銷 99.1
雲林縣社區總體營造中心、
雲林縣貓兒干文史協會

商管系 鍾世和 網路商店實習(一) 99.1 石龜溪文史工作室

環管系 張子見 環境規劃與管理 99.1
華山社區發展協會、南和社區發展
協會、雲林縣環境保護聯盟協會

生技系 林郁進 健康食品開發與應用 99.1 永年中學、土庫鎮衛生所

應外系 張家麟 英語教學與社區服務 99.1 鎮東國小、溝壩國小、東和國小

美造系 涂青馨 髮型設計與實務(一) 99.2 雲林縣身心障礙養護中心

觀餐系 于文忠 觀光英語(三) 99 1 華山社區發展協會

181818

觀餐系 于文忠 觀光英語(三) 99.1 華山社區發展協會

幼保系 張美玲 兒童福利 99.1
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金會、

雲林縣生命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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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
學習與生涯發展歷程系統

相關詳細內容，您可以在環球通識網瀏覽、下載相關詳細內容，您可以在環球通識網瀏覽、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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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謝謝您的聆聽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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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發表【五】 

通識課程學生學習檔案 

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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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弘光科技大學
優異通識課程學生學習檔案ｅ化上網之規劃與實施成果

執行單位：弘光科技大學通識學院
報告日期：2010/11/12
報告人：通識學院 廖秀珠

大 綱

 一、前言

二 何謂「通識課程學生學習檔案 二、何謂「通識課程學生學習檔案」

 三、學生學習檔案内容格式的規劃

 四、組織運作機制

 五、實施策略 五 實施策略

 六、實施成果

七 結語 七、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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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 言

「優異通識課程學生學習檔案e化上網」是

教育部補助及輔導大學校院「以通識教育

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三年計畫】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三年計畫】

中第6項子計畫，實施時間：自96年6月1日

至99年7月31日。

依計畫案之規定，每年須遴選150個優異通識
課程學生學習檔案課程學生學習檔案。

本校優異通識課程學生學習檔案之遴選，以本校優異通識課程學生學習檔案之遴選 以
核心通識課程人文精神與分類通識課程為範
圍。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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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96學年度推動學生學習檔案以來，遭遇不少難題
，一路摸索，從做中學，逐漸修正，才累積成今日，一路摸索，從做中學，逐漸修正，才累積成今日
的規模。

學生學習檔案從無到有 品質優異檔案數從少到多 學生學習檔案從無到有，品質優異檔案數從少到多
，不僅是學生努力辛勤的成果，更感謝許多教師不
計辛勞默默付出 才讓學生學習檔案這片園地從荒計辛勞默默付出，才讓學生學習檔案這片園地從荒
蕪變成繁花似錦。

 以下就本校自96學年度推行「優異通識課程學生學
習檔案e化上網」的規劃與成果，做心得報告。

二、何謂「通識課程學生學習檔案」

指學生學習通識課程之學習檔案

學生蒐集其學習過程中各項產出的資料檔案，
其內容可包括學生的作品、作業、試卷、研其內容可包括學生的作品 作業 試卷 研
究報告、成品展示、小組或個人報告、實驗
成果、學習活動成果和自我反省等等e化檔案。成果、學習活動成果和自我反省等等e化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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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檔案 重在 完整與反思

１學生學習檔案是以學生〈學習者〉為主體

製作學習檔案。

２學習檔案須是完整的學習檔案，不能只是２學習檔案須是完整的學習檔案，不能只是

單篇的作業或報告。

３學習檔案中須有學習者的反思的部分，

不能只是堆積資料，而沒有個人的心得不能只是堆積資料，而沒有個人的心得

與反思。

學習檔案是學習力與學習成果的最佳證明

學生學習檔案

可以呈現學生的努力與學習成果

也是未來進入職場學習能力的佐證也是未來進入職場學習能力的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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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學習檔案内容格式的規劃

 961對學生學習檔案的內容與呈現形式採取開放多
元的形式，希望展現學生活潑的創造力，但學生學元的形式，希望展現學生活潑的創造力，但學生學
習檔案表現差距極大，有詳盡完備之學習歷程檔案
者，亦有僅蒐羅作業報告者。者，亦有僅蒐羅作業報告者。

 971則對學生學習檔案的內容做基本要求，呈現形式
仍採取開放的態度 讓學生依實際需要自行決定用仍採取開放的態度，讓學生依實際需要自行決定用
Word、 PPT、WMV或其他形式呈現，自此學生學
習檔案的品質大幅提升習檔案的品質大幅提升。

學習檔案以學生為主體學習檔案以學生為主體，
呈現內容與方式很多樣

由於課程屬性的差異，與以學生為主體，因
而所製作的學習檔案 其實很多樣而所製作的學習檔案，其實很多樣。

技職體系的學生或許不擅長考試，但在做報技職體系的學生或許不擅長考試 但在做報
告或分組活動時，常展現活躍的創意與亮麗
的成果。的成果。

因此，在學習檔案的格式方面，對內容架構
的要求比較多 而呈現的式樣可以比較有彈的要求比較多，而呈現的式樣可以比較有彈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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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檔案內容架構

 學生蒐集其學習過程中各項產出的資料檔
案 其內容可包括案，其內容可包括：

學生的作品、作業、試卷、研究報告、學生的作品 作業 試卷 研究報告

成品展示、小組或個人報告、實驗成果、
學習活動成果和自我反省等等 化檔案學習活動成果和自我反省等等e化檔案。

呈現的式樣

１ 可依每週學習內容與心得順序展現

例如：人文精神

藝術治療與整體健康藝術治療與整體健康

２ 可依下列內容次序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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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異通識課程學生學習檔案優異通識課程學生學習檔案
內容次序一覽表

１ 檔案封面１ 檔案封面

２ 教師推薦評語

３ 個人基本資料（學號、班級、姓名、照片）

４ 學習目標（可參考教師課綱撰寫學習目標）４ 學習目標（可參考教師課綱撰寫學習目標）

５ 學習成長紀錄（課程綱要、每週學習心得或

札記 反思）札記、反思）

６ 作品展示紀錄（例如：教師指定之作業、個

人報告 訪談記錄 分組報告 藝術或科學人報告、訪談記錄、分組報告、藝術或科學

創意成品……等，這部分可依課程性質，師

生商討其項目與呈現方式）生商討其項目與呈現方式）

７ 期末自我檢討紀錄（自我檢討本學期的學習

表現、學習前後的改變、學習成果）

８ 其他（這部分開放展示其他與學習有關事

物，例如師生討論互動之mail或照片、同儕

的互動與評語……）的互動與評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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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通識課程學生學習檔案製作範本-P1

封面
教師推薦評語、

學生學習心得
目錄封面

學生學習心得
目錄

15

(三)優異通識課程學生學習檔案製作範本-P2

基本資料 學習目標 學習歷程紀錄基本資料 學習目標 學習歷程紀錄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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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優異通識課程學生學習檔案製作範本-P3

期末自我檢討紀錄-1 期末自我檢討紀錄－2
作品（作業）展示紀錄

期末自我檢討紀錄 1

自我檢討表

期末自我檢討紀錄 2

反思

17

(三)優異通識課程學生學習檔案製作範本-P4

以上為Ａ式範本，學習歷程
與作品（作業）展示兩者分
項紀錄；另有Ｂ式範本，以
每週為單位做紀錄。

其他 給其他學習者的建議其他－給其他學習者的建議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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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組織運作機制

本學院有兩位教師負責執行推動學生學習檔
案相關事宜案相關事宜。

成立「優異通識課程學生學習檔案e化上網」成立 優異通識課程學生學習檔案e化上網」
審議委員會，負責學習檔案決選工作。

制訂「弘光科技大學優異通識課程學生學習制訂「弘光科技大學優異通識課程學生學習
檔案遴選辦法」，依法行事，有規矩可循。

修訂版弘光科技大學優異通識課程學980219修訂版弘光科技大學優異通識課程學
生學習檔案遴選辦法.doc

推動學生學習檔案遭遇的難題

１多數教師與學生不諳什麼是學習檔案

２學生製作學習檔案的意願十分低落

３學生學習檔案須ｅ化上網，其引用的資料３學生學習檔案須ｅ化上網，其引用的資料

或影像聲音是否觸犯智慧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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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第一年計畫執行的經驗中，了解到要有效
地推行學生學習檔案 須要有良善的運作機地推行學生學習檔案，須要有良善的運作機
制，運作機制可區分為「教育宣導與訓練」
、「建置系統架構紀錄平台」、「遴選方式
（附遴選辦法）」等三個部分加以說明。（附遴選辦法）」等三個部分加以說明

（1）「教育宣導與訓練」

 教育宣導與訓練─由專案小組教師負責統籌規畫

 「學習檔案」概念之釐清，當為執行計畫之工作重
點。由專案小組教師負責統籌規畫各項教育宣導與
訓練相關事宜，宣導的對象包含教師與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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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教師部分

非師範、教育大學體系體系之教師，對「學習檔
案」概念模糊，為計畫推行最困難之處。因此，舉」
辦「學習檔案」說明會與專題演講、觀摩會、研討
會、研習會，協助教師概念之釐清。

 2.學生部分

建立學習檔案 需要學生的主動參與 如何提升其建立學習檔案，需要學生的主動參與，如何提升其
參與意願，十分重要。除了任課教師的鼓勵與誘導
外 最重要者 讓學生明瞭學習檔案之價值與助益外，最重要者，讓學生明瞭學習檔案之價值與助益
。因此也為學生舉辦說明會，此外請優異學習檔案
得獎學生現身說法 發揮同儕影響力 感染學習熱得獎學生現身說法，發揮同儕影響力，感染學習熱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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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置系統架構紀錄平台（2）建置系統架構紀錄平台

計畫案專屬網頁設置後，逐年將獲獎之優異
通識課程學生學習檔案 化上網 方便其他學通識課程學生學習檔案e化上網，方便其他學
生學習之參考。

（3）遴選方式

 本校遴選方式─由任課教師與審議委員會分兩階段
進行進行

 第一階段〈初選〉：由各任課教師負責遴選工作，每門課程
可推薦1至３個學習檔案（含個人組或團體組）。科目名稱可推薦1至３個學習檔案（含個人組或團體組）。科目名稱
一樣，即視為同一門課，非以班級為單位。但四技日間部人
文精神（一）、（二）、四技進修部人文精神、二技人文精（ ） （ ）
神例外，該任課教師得以班級為單位推薦1至３個學習檔案
。

 第二階段〈決選〉：由審議委員會負責決選事務，每門課程
至多得選出3個，全校共計選出150 個優異學習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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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實施策略

要推動學生學習檔案， 須要長時間的經營努
力 才能有成效 實施的策略如下力， 才能有成效。 實施的策略如下：

 １ 先求有，再求好。

 ２ 以獲獎優異學習檔案為示範，提升其他學生製

作學習檔案的品質。作學習檔案的品質。

 ３ 以獎勵吸引學生投入製作學習檔案，再從過程

中讓學生體悟到學習檔案的意義與好處 樂在中讓學生體悟到學習檔案的意義與好處，樂在

其中。

獎勵

優異通識課程學生學習檔案之決選，分優異
獎與佳作獎各數名 其獎勵分別如下獎與佳作獎各數名，其獎勵分別如下：

一、獲得優異獎之學習檔案，無論個人或團體，該

檔案獲獎可獲得獎金新臺幣2000元、優異獎狀檔案獲獎可獲得獎金新臺幣2000元、優異獎狀

乙紙、嘉獎乙次。

二 獲得佳作獎之學習檔案 該生獲得佳作獎狀乙二、獲得佳作獎之學習檔案，該生獲得佳作獎狀乙

紙，嘉獎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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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實施成果與效益

 自961推動學生學習檔案迄982，已將450學習檔案e
化上網。化上網。

歷年優異學生學習檔案範例

 96學年度

黃瀛儀人文精神(一)學習檔案.doc

柯愛玲藝術治療與整體健康學習檔案柯愛玲藝術治療與整體健康學習檔案

 97學年度

林思慧人文精神.pdf

U957218 劉怡茹生活防災學習檔案U957218 劉怡茹生活防災學習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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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學年度

袁育寧人文精神學習檔案(二技護三戊
C981544 袁育寧)袁育寧)

曾珮雅歌劇欣賞學習檔案.doc

林思慧歌劇欣賞林思慧歌劇欣賞.ppsx

優異學習檔案e化上網的實施效益

就學生而言 對教師而言

（1）讓學生有機會檢視反省
自我的學習

（1）藉由學習檔案知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
付出的努力和達成學習目標的程度自我的學習。

（2）增進其主動投入學習活
動。

付出的努力和達成學習目標的程度。

（2）可以將優異的學習檔案做為範例，做
為其他學生觀摩參考之用。

（3）看到自己的努力與進步
，能增進信心。

（4）涵養「如何學習的 能

（3）任課教師於協助此計畫之際，重新思
索「成功教學」的意涵，除在教學上
從「教師中心」轉向「以學習者為中（4）涵養「如何學習的」能

力。

（5）提升製作學習檔案的撰

從 教師中心」轉向 以學習者為中
心」； 在評量上，也從傳統的「知識
評量」轉 向「能力或表現導向的評量

寫與資訊處理能力。

（6）有助於其個人之知識管
理。

」。

（4）未來在評鑑時，學生學習檔案也是教
師教學成效的佐證。理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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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推動學生學習檔案，可促使學生主動學習，提升學
習效果，是教育革新中重要的一環。習效果，是教育革新中重要的一環。

 教師的協助推行與學生是否願意投入，是能否順利
推行的關鍵推行的關鍵。

 要推動學生學習檔案， 須要長時間的經營努力，
才能有成效。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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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交通大學國立交通大學

執行「以通識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

學生優異學習檔案成果報告

通識教育中心

報告人：蔡熊山

實施目標實施目標

記錄學生個人學習歷程‧記錄學生個人學習歷程

‧以通識課程為對象

‧建立學習歷程e化檔案‧建立學習歷程e化檔案

‧建置「通識課程學習成果展示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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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功能預期功能

學生本人• 學生本人
記錄個人修課學習歷程，供日後修課反思，甚而作為求職
之用之用。

• 其他學生
觀摩修課學生的優良學習成果，並可作為選課之參考。

授課教師• 授課教師
記錄個人授課成果，參考其他科目之優異學習檔案。

• 其他教師
觀摩其他教師的教學活動設計，瞭解學生的學習成果，做觀摩其他教師的教學活動設計，瞭解學生的學習成果，做
為未來課程設計之參考。

實施策略實施策略

制度化‧制度化
–訂定實施辦法

–檔案項目表格化

多元化‧多元化
–學習檔案項目多樣化（7項）

–教師自主決定課程學習指標

自動化‧自動化
–學習資料上傳網路教室

–檔案自動轉置展示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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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概況 1實施概況-1

‧期程：二年四學期（97-1～98-2）

‧參與課程：32門課

‧參與教師：19人‧參與教師：19人

‧建置檔案：491個

實施概況 2實施概況-2

優異學習檔案遴選辦法優異學習檔案遴選辦法

優異學習檔案遴選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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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概況 3實施概況-3

推薦表

授權書

推薦表

優異通識課程學生學習檔案優異通識課程學生學習檔案
證 明 書

ＯＯＯ 同學於97學年第二學期修習通識課程 「歐洲ＯＯＯ 同學於97學年第二學期修習通識課程 「歐洲
文化導論」的學習檔案，獲選為教育部「以通識教育
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優異通識課程學生學習
檔案，特頒證書，以茲證明。

國立交通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國立交通大學通識教育中心
以通識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辦公室

中華民國九十八年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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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國立交通大學以通識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
「優異通識課程學生學習檔案」推薦表

申請年度 98學年度第1學期 課程名稱 當代法律課題

課程代碼 6344 授課教師 梁元棟

教師填寫
推薦表課程代碼 6344 授課教師 梁元棟

學習檔案項目

(請勾選課程所建學習檔案項目)

第1-3項必選
■ 1.課程大綱
■ 2 學生學習目標

第4-7項至少兩種
■ 4.平時作業 ■ 6.學期報告

推薦表

學習檔案項目 ■ 2.學生學習目標
■ 3.學習歷程省思

■ 平時作業 ■ 學期報告
□ 5.議題討論 ■ 7.其他 期中考試卷

請列出E3平臺可開放列為學習檔案項目的作業名稱或討論主題，以俾利計劃辦公室撈取，謝謝!

開學後三週內要求學生先上傳學習目標，以學生主觀意願為經，然後以每個專題(本學期共八個)為緯，每次主
遴選標準 題結束後要求學生交學習歷程的省思，最後學期結束前兩週要求學生就本學期所有課程的綜合所學繳交

學習心得，最後整合成一個W檔參加評比，由老師推薦。

學生系級 電子工程學系 學生學號 9711044 

學生姓名 林禹文 e-mail

1 郵局帳號 ---

優點描述
該生從學習目標到各個主題心得，與最後學習心得都相當用心，因此學期分數幾乎都是全班前百分之十，並

且能有具體問題，與所得對課程內容的吸收相當紮實，值得推薦。

學生系級 電子工程學系 學生學號

2

學生系級 電子工程學系 學生學號 9712010

學生姓名 黃梓原 e-mail

郵局帳號 ---

該生從學習目標到各個主題心得 與最後學習心得都相當用心 因此學期分數幾乎都是全班前百分之十 並
優點描述

該生從學習目標到各個主題心得，與最後學習心得都相當用心，因此學期分數幾乎都是全班前百分之十，並
且能有具體問題，與所得對課程內容的吸收相當紮實，值得推薦。

學生系級 電子工程學系 學生學號 9713023

學生姓名 蔡宗育 e-mail

3 郵局帳號 ---

優點描述
該生從學習目標到各個主題心得，與最後學習心得都相當用心，因此學期分數幾乎都是全班前百分之十，並

且能有具體問題，與所得對課程內容的吸收相當紮實，值得推薦。

注意 1 請隨附上列學生著作授權書，同意中綱計劃網站展示。 推薦教師簽章:

成果展示館
http://e3.nctu.edu.tw/cgestu/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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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館：優異學生學習檔案展示館：優異學生學習檔案

連結路徑：成果網站首頁>成果專區>學生學習檔案展示館連結路徑：成果網站首頁>成果專區>學生學習檔案展示館

通識課程及優異學生介紹 學生學習歷程項目介紹通識課程及優異學生介紹 學生學習歷程項目介紹

範例說明範例說明
當代世界：國際關係與組織期初學習目標 當代世界 國際關係與組織

電子物理系100  張文鴻(9521013)
「當代世界：國際關係與組織」期初學習目標與期待
哈囉各位同學！
為了提升同學與教師間的互動 學習興趣以及教學成效 請各為了提升同學與教師間的互動、學習興趣以及教學成效，請各
位就目前對本課程的瞭解，寫下您對於本學期這門課的期待與
學習目標，以供老師教學參考唷！謝謝！

「當代世界:國際關係與組織 ，在我第一眼的印象中，應該是有關於「當代世界:國際關係與組織」，在我第一眼的印象中，應該是有關於
OPEC、APEC、EU和WTO……等，一門與國際組織相關的課程。我想，不只是我，
應該也有很多人也跟我一樣，對這門課程有著這樣的刻版印象。

在打這篇作業前，有大略看了一下這門課的行事曆，才發現，所安排的
課程 實在與我之前想的有所不同 仔細瞧瞧 每周講課的主題 其實 這課程，實在與我之前想的有所不同。仔細瞧瞧，每周講課的主題，其實，這
門課所包含的範圍是很廣的，不只是侷限在國際的關係和國際的組織這兩項
。再加上每周的時事新聞分析與討論，聽聽當周的新聞，希望這應該會很有
趣；雖然，我不太習慣課堂上有討論……，比較習慣靜靜上完每堂課。不過
，我相信，應該能漸漸地適應這堂課的上課方式，這或許，是一種「既來之
，則安之」的心態吧!

想一想，這門課，不只是單純地要我了解國際關係和組織這樣而已，同
時，也是要我能夠多多了解世界發展的趨勢與走向。透過老師所安排及規畫
的課程，希望我不只有更廣大的國際觀，也希望能夠更認識全世界，對於國的課程，希望我不只有更廣大的國際觀，也希望能夠更認識全世界，對於國
際間所發生的事，有著更深入點的探討及了解它的來龍去脈。不單單只是透
過電視上的新聞或是報紙上的標題去認識這個世界，或受到記者和筆者他們
主關意識的報導及文章所影響。期望自己有著一套屬於自己的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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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作業：每週進度報告

當代世界：
國際關係與組織平時作業：每週進度報告

第8組第2週第1次

第8組第4週第2次
第8組第6週第4次

第8組第7週第3次第8組第2週第1次 第8組第7週第3次

課堂活動：小組口頭報告課堂活動：小組口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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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活動：報告、提問、回應與共同評量課堂活動：報告、提問、回應與共同評量

同學的評語、評分 老師、助教的
評語、評分

合計評分合計評分

「當代世界：國際關係與組織」

期末專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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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世界：國際關係與組織」」
學期回顧、省思與建議

• 回顧這一學期，其實學到很多。從一開始課堂上所播放的國際新聞大事，可以讓我這種在學校幾乎• 回顧這一學期，其實學到很多。從一開始課堂上所播放的國際新聞大事，可以讓我這種在學校幾乎
不看電視，又不太注意網路新聞，也不常常逛bbs的人。不但能知道每周重要的國際新聞，也能了
解最近的國際趨勢。而觀看完新聞後，再加上導師詳細的解說和見解，又能了解一些國際事件的來
龍去脈和歷史背景。

• 再來，是期中考試和期末專題報告。為了準備期中考的申論題和名詞解釋，我和同學間分工搜索
資料 並且將搜索好的資料做整理再相互交流 如同期末專題報告的每周進度作業在繳交前 也是資料，並且將搜索好的資料做整理再相互交流。如同期末專題報告的每周進度作業在繳交前，也是
要做重點整理，無形中，也多多少少吸收和知道當時發生的國際大事的時間，影響及事件的始末。
名詞解釋，想當初以為期中考試會考很多，所以，一直反覆地背孰，就是希望在寫答案時，能完完
全全的解釋出來，還好，可以挑五題寫就好，因為太多的名詞解釋還是會有點忘記了。

• 期末專題報告，我想這對我的影響是很大。以前，只知道有冷戰這個名詞，卻不知道何謂冷戰，
意 史它的真正意涵及背後的歷史。韓戰、越戰的發生，大概只知道它最後勝利的一方是誰，卻也不太曉

得它們帶來的影響及發展。像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經濟復甦，韓戰的爆發其實是一大助力；
美國國內開始重視女權運動、種族衝突問題……等，亦是受到越戰的影響。這些，都是我在做報告
的過程中，所知道的。當然，舉例出來的，這些也只是一小部份啦!

• 何況，做報告的組別亦不只我們這組。在期末報告的同時，我也看見到其他組別所做的專題報告，何況 做報告的組別亦不只我們這組 在期末報告的同時 我也看見到其他組別所做的專題報告
也見識到不錯的地方及主題。其他報告組別他們的一些介紹、見解、搜查到的資料及相關影片。令
我在人權、經濟法、西藏與中國的問題及環境保護議題……等，其他方面的專題，有些有體會的地
方，也有些是別組在報告時才能了解事件的始末。又從其他組別和我們可能對事件的看法及觀點的
不同，在聽過他們的分析之後，有時由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同一個問題，真的，會有兩種不同的體會。

• 同時，能學習其他組別的優點，探討自己組別可以改進的地方和方法，再加上導師和助教在報告• 同時，能學習其他組別的優點，探討自己組別可以改進的地方和方法，再加上導師和助教在報告
後所給的評價及建議，大家所提出的問題和省思，我想，這些應該才是報告後，所學到最重要的東
西。『盜人之所長』，這句話不正是說明著要學習別人的優點嗎?

• 對於這學期，和期初的學習目標與期待，相較之下，我覺得，所獲得的已經遠遠超出了。而獲得
的那些就是前幾段所說過的。而對於這門課程，我一時也想不到有哪些地方需要做改進。個人覺得，
課程上的安排方式還蠻適合 當代世界 這門課 是真的有在探討國際關係與組織的感覺課程上的安排方式還蠻適合-當代世界-這門課，是真的有在探討國際關係與組織的感覺。

電子物理系100  張文鴻(9521013)

深耕計畫深耕計畫

‧評估使用效益
–進行「學生學習檔案展示館」使用者分析進行 學生學習檔案展示館」使用者分析

–汲取國內外學生學習檔案使用經驗

–修訂學生學習檔案遴選標準修訂學生學習檔案遴選標準

–編撰「學生學習檔案操作手冊」

‧強化功能
–完善作業記錄檔案系統完善作業記錄檔案系統

–發展優異學習檔案挑選、彙整功能

–建置優異學習檔案資料庫建置優異學習檔案資料庫

–推展「學生學習檔案」制度至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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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教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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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學習檔案製作學生學習檔案製作 ––
環球經驗分享環球經驗分享環球經驗分享環球經驗分享

環球科技大學環球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通識教育中心環球科技大學環球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通識教育中心

報告者：程敬閏報告者：程敬閏報告者 程敬閏報告者 程敬閏

2010/10/222010/10/22
部分資料引自本校吳樹屏老師部分資料引自本校吳樹屏老師部分資料引自本校吳樹屏老師部分資料引自本校吳樹屏老師

簡報大綱簡報大綱

 學習檔案製作目的 學習檔案製作目的

 學習檔案內容 學習檔案內容

 檔案規範 檔案規範

 數位化學習歷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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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2010.08.01奉准改名科技大學

學習檔案製作研習說明會

333

- 學習檔案製作目的 -- 學習檔案製作目的 -

1.更直接的檢視學生實際的表現。
2.從不同階段及多項學習單元活動來考量學從不同階段及多項學習單元活動來考量學
生的表現。(減少紙筆測驗，展現不同能力面向)

3 教師從檔案評量中更能掌握教學的效果，3.教師從檔案評量中更能掌握教學的效果，
對提升教學品質有直接的影響。

4 學生可看到自己學習進展與歷程4.學生可看到自己學習進展與歷程。
5.學生具有鑑賞他人作品的能力。
6.教師和學生都更具有反思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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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檔案建置之目標

藉以豐富學習內容以及拓展學習經驗

學習檔案建置之目標

• 藉以豐富學習內容以及拓展學習經驗。

• 激發學生更進一步紀錄與反省其學習歷程的• 激發學生更進一步紀錄與反省其學習歷程的
深層結構及意義。

• 肯定自我、發掘潛能以及欣賞他人。

• 優異學生學習檔案的留存，可以鼓勵激發往
後修課學生之學習動機，進而達到強化其學後修課學生之學習動機 進而達到強化其學
習效果提升之目標。(配合課程地圖連結)

學習檔案的特質

目標化 依據教學內容收集作品資料

學習檔案的特質

1.目標化：依據教學內容收集作品資料。

(依照教學大綱與計畫書設計)(依照教學大綱與計畫書設計)

2 歷程化：紀錄學習歷程 呈現努力 進步與2.歷程化：紀錄學習歷程，呈現努力、進步與
成長之情形。

(所呈現之檔案作品內容未必是最佳
作品或學習成果，可記錄進步過程)作品或學習成果，可記錄進步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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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歷程檔案製作方面，教師可視各學學習歷程檔案製作方面 教師可視各學
科課程之特性與需要自行增加，並將相
關之資料進行結構性與次序性的彙整，關之資料進行結構性與次序性的彙整，
藉以展現在情意、認知以及技能等方面
之多元化學習成果之多元化學習成果。

自行設計學習單的優點

（1）幫助學生有結構的學習；
（2）提示學習的方向與重點；
（3）幫助學生兜攏注意力；（ ）幫助學生兜攏注意力
（4）為了完成學習單，學生較投入學習活動；
（5）每個學生的學習都均等；（5）每個學生的學習都均等；
（6）落實形成性評量；
（7）產出作業易於評量；

引用自「假如要有學習單：
學習單設計的原則與實例」

（7）產出作業易於評量；
（8）方便作為學習檔案；

作者：林玫伶
出版社：幼獅文化
出版日期：2008年12月22日

（9）某種情況下可代替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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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學習單的缺點

（1）有的學習單只不過是縮小版的考卷。
（ ）設計的層次停留在低階的「標準答案題（2）設計的層次停留在低階的「標準答案題」。
（3）制式化的學習單，學生看了就膩。
（4）每張學習單都要寫字，學生看了就煩（4）每張學習單都要寫字，學生看了就煩。
（5）只要求學生完成學習單，沒有引導，遑論討論。
（6）忽略學習單以外的學習。（6）忽略學習單以外的學習
（7）老師不讀文本，過度仰賴別人設計的學習單，自己

也缺乏感動。
（8）學生不讀文本，片段的從書中找出答案，把學習單

完成，交差了事。
（9）學習單過多導致製作意願降低（9）學習單過多導致製作意願降低
（10）陷入學習單多，老師認真，學生成績好的迷思。

期末學生自我評量表期末學生自我評量表
(範例)

學習特質或技巧 5 4 3 2 1

1.我會將生活相關或創新的意念，與所討論的案例相結合。

2 我會透過不同管道收集資料。(圖書館、上網、實地訪察或其他)2.我會透過不同管道收集資料。(圖書館、上網、實地訪察或其他) 

3. 我想出一些學習的問題。

4. 我會經由思考，不會只將資料複製，而是經過理解再用自己的文字表達。

5. 我提供了新的資訊。

6.當面臨問題時，我會不斷分析，直到解決為止。

7.我能客觀與組員共同討論，並耐心聆聽其他意見。

8.我能主動參與及盡力完成所分配的工作。

9 我會學習其他組員的長處(優點)。9.我會學習其他組員的長處(優點)

10. 我幫助我的小組完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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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規範- 檔案規範 -

授課教師需不定時瞭解學生製作狀況• 授課教師需不定時瞭解學生製作狀況。

(避免放牛吃草，致期末無法繳交或流於空洞)(避免放牛吃草 致期末無法繳交或流於空洞)

• 避免淪為作業蒐集。

• 不是所有相關資料均須放入，需有系統經過
整理以避免雜亂無章，同時可呈現成長或進整理以避免雜亂無章 同時可呈現成長或進
步的證據。

數位化學習歷程檔案- 數位化學習歷程檔案 -

連接課程地圖‧連接課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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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
學習與生涯發展歷程系統

本校2010.08.01奉准改名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革新，學生學習認同度提升

141414

 資料來源：摘錄自「2009年本校幼保系學生專題製作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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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結 語

• 學習檔案的製作可幫助學生記錄學習歷程
增進學生成長以及教師之教學品質提升。增進學生成長以及教師之教學品質提升

• 檔案評量之目的不在於「總分的加減」，• 檔案評量之目的不在於 總分的加減」，
而在於激發學生在不同方面的能力展現。

相關詳細內容，您可以在環球通識網瀏覽、下載相關詳細內容，您可以在環球通識網瀏覽、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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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謝謝您的聆聽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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