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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執行理念

– 本校以「人本」與「服務」為立校理念：

「人本」著重建立學生的主體性；

「服務」強調落實學生社會關懷與責任。

– 在推動通識教育上，除遵循本校立校理念外，特別強調學
校作為技職校院教學型大學之自我定位，注重學生基本能
力的培養與優良品格的陶冶，輔以專業技能的鍛造。

– 期待學生在大學四年的校園生活中，通過通識教育課程，
補強學生的基本能力、拓展博雅素養、廓清職涯路向、奠
定終身學習的基礎。

– 營造積極熱情、勤教勵學的友善和諧通識校園，使本校成
為兼顧通才與專才，實踐社會關懷與使命的技職校院。



通識教育目標

導航學生職涯發展

奠定學生終身學習能力

拓展學生博雅視野

強化學生基本能力



通識六大核心能力

核心能力

語文運用能力職涯探索能力

邏輯推理能力

文化欣賞能力

公民參與能力

科技運用能力



正式課程

包含基本課程、博
雅課程以及職涯探
索課程

包含志工服務、社
團活動、語言自學
、藝文展演及經典
閱讀計畫等活動。

包含服務學習、住
宿學習、通識護照
、環境教育等。

非正式課程 潛在學習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學領域

通識教育



二、學校通識教育整體變化

• 學生面

• 教師面

• 學校面



學校通識教育整體變化－學生面

1.制定〈英語文教育白皮書〉(98年12月31日通識教育委員會通過)
2.實施英語文能力分級教學
3.訂定英語文畢業門檻
4.英語文教學成效

(1)98學年CEF A2級332人，B1級11人通過(迄99.5.31
止)。

(2)English Park(英語電子報)獲得全國英語電子報比賽
第3名。

5.訂定日文畢業門檻
6.日語教學成效

98學年度通過三級、四級合計37人。
7.舉辦多元化的英語文競賽

如英文生字擂台賽、朗讀、寫作、戲劇、聖誕歌曲合唱
比賽。

提升外語能力強化學生
基本能力

成效策略目標



學校通識教育整體變化－學生面（續）

1.補強新生數學基礎不足，訂定數學基本能力指標。
2.開設通識選修課程「數學與圖形」，獲98-2教育部優通計

畫補助。
提升數理
邏輯能力

1.制定〈中文教育白皮書〉(98 年12 月31日通識教育委員會通過)
2.推動中文畢業門檻
3.編撰《中文寫作與思維》教材
4.定期舉辦「家書寫作」、「經典閱讀」活動。
5.開設通識選修課程「經典生活與智慧」，獲98-2教育部優

通計畫補助。

提升中文能力

強化學生
基本能力

成效策略目標



學校通識教育整體變化－學生面（續）

1.強化多媒體自學中心功能
2.推動自學中心學習績效管理
3.推動泛閱讀及經典閱讀計畫
4.添購2套自學軟體(Clarity、Rosetta Stone)

強化圖書與
多媒體資源

1.已完成本校〈國際化白皮書〉
2.開設「當代華人社會」、「全球化與當代社會」(以上獲98-1

優通補助)，以及「日本文化與社會」(獲98-2優通補助)等課程
提供同學選課。

3.盤點全校「增強國際視野」的課程。

增強國際視野
倍增計畫

1.當代議題選讀計畫
(1)97學年第2學期起實施，共開設3門課程
(2)98學年第2學期，共開設2門課程

2.開設優通補助課程，學生認同選修
(1) 98-1 「當代華人社會」、「全球化與當代社會」
(2) 98-2「日本文化與社會」
(3) 99-1 即將列入選修「飲食文學與禮俗」

落實博雅課程

拓展學生
博雅視野

成效策略目標



學校通識教育整體變化－學生面（續）

1.規劃職涯發展連貫課程
開設「職涯探索」、「溝通與表達」與「專業倫理」
等課程，為技職校院首創。

2.職涯發展課程完成課程數位化

深化職能課程

開設4個學程，「生活美學學程」、「環境永續發展學
程」、「資訊科技與法律學程」、「商務英文學程」，
合計修課學生160人。

整合通識與
專業課程

1.完成全校17系課程地圖之建置。
2.建立課程關鍵能力指標。
3.開設8門課程地圖上應有而未有之通識課程。
4.開發「就業能力探索互動遊戲」 ，為技職校院首創。

建構全校課程地圖

導航學生
職涯發展

成效策略目標



學校通識教育整體變化－學生面（續）

1.結合文化與藝術涵養課程，邀請校內外藝術家參加系列主題展演 。
2.藝文中心辦理校慶音樂會、性別教育主題電影展。
3.透過通識護照，推動學生自我學習。藝文涵養深化

1. 舉辦品格教育活動、本校電子報設有「品格教育專欄」。
2. 辦理「榮譽考試」，發展學生自我管理與榮譽感。
3. 三年藝文活動共計有20場。

文化環境塑造－
通識校園建置計畫

為求學生均衡身心，適性發展，規畫多樣性社團，計有原本山、攝影
社…等18個社團。自我探索與

社團發展

奠定學生終
身學習能力

成效策略目標



學校通識教育整體變化－學生面（續）

• 針對全校學生（抽樣）做問卷評量(以二、三年級學生為
主)，抽樣人數共計321人。

一、對通識課程的認知

7.5%92.5%5.我知道通識職能課程包括「職涯規劃」、「溝通與表
達」、「專業倫理」等課程

10.3%89.7%
4.我知道通識博雅課程包括「文化與藝術涵養」、「科

技與永續環境」、「法政與公民素養」、「服務學
習」以及通識選修課程

5.6%94.4%3.我知道通識基本課程包括「中國文學欣賞」、「應用
文」、「大學外文」、「數學與邏輯」等必修課程

23.7%76.3%2.我知道大一到大四必須要修滿32 個通識學分才能畢業

5.0%95%1.我知道學校有通識教育中心教學單位

否是問卷評量問項



學校通識教育整體變化－學生面（續）

二、通識課程的實施成效

33.4914.我確實認真投入通識課程的學習

33.3113.我認為通識課程是營養學分

33.5212.修習通識課程，有助於我整合各領域的知識

43.5611.修習通識課程，我認為能增廣見聞

33.3610.通識中心推廣的學生學習檔案，我認為有助於學習反思

33.229通識課程設置TA制度，我認為對學習很有幫助

33.418.修過通識課程後，我認為未來面對職場有一定的幫助

33.437.修過通識課程後，我具備增進人際關係與溝通的能力

43.606.修過通識課程後，我具備尊重生態、珍惜自然的態度，並願意落實於生活

33.445.修過通識課程後，我擁有關懷社會、積極參與社會的行動力

43.674.修過通識課程後，我能認知並欣賞不同文化、藝術與價值

33.423.修過通識課程後，我具備了邏輯推理的基本能力

33.332.修過通識課程後，我對英文(日文)的聽、說、讀、寫有明顯的提昇

33.391.修過通識課程後，我增進了文學欣賞與寫作能力

眾數平均數問卷評量問項



學校通識教育整體變化－教師面

1.積極參與教育部通識教育課程計畫之申請。

2.獲得教育部通識教育課程計畫補助共11件：

(1)96 -2補助2件

(2)97 -2補助3件

(3)98-1補助2件

(4)98-2補助4件(排名全國第7名)
3. 陳紹韻助理教授榮獲97-2績優之肯定

老師教學為主，

較少申請各項計畫案

1.同仁積極參與「全國通識網‐教師資料庫」之建置

2.中心網頁連結「全國通識網」， 提供教師交流平台。與他校教師交流、互動待加強

執行後執行前



學校通識教育整體變化－教師面(續)

提升通識教師教學知能

1.定期舉辦各式主題研習工作坊、研討會，3年共計有18
場，98學年舉辦研習活動如下：(不含教學卓越計畫之經
費)

98年3月/「優質通識課程與教學工作坊」

98年6月/「公民能力指標研習會」

98年10月/「通識課程行動教育研習會」

98年12月/「通識核心課程規劃研習會」

99年3月/「優質核心課程規劃與設計研習會」

98年12月「通識核心課程規劃研習會」，北區技專聯盟學
校主管計有11人參加，對通識革新形成一股擴散效應。

教學知能研習活動較為有限

執行後執行前



學校通識教育整體變化－學校面

中心經費增加，改善教學品質、提升教學
績效

經費來源除年度預算+教學卓越計畫，另增：

1.全校課程革新計畫補助款+校配合款，三年共
挹注9,470,561元。

2.優通計畫補助款+校配合款2,163,630元

通識中心以年度預算為主＋

教學卓越計畫執行經費

提升為院級教學單位

1.97學年(第二執行年度)，提升中心為院級教學
單位。首任中心主任由副校長兼任，另置副中心
主任一人協助中心主

2.98學年中心主任由陳英輝博士擔任。

中心組織相當於系級教學單位

執行後執行前



學校通識教育整體變化－學校面（續）

開闢「技職教育專欄」

〈通識在線〉雙月刊自99年5月號起開闢「技職教育專
欄」，由本校通識教育中心主任負責。

〈通識在線〉無「技職教育專欄」

獲得「第26屆全國通識教育教師研習會」主辦學校，將於
100年5月至6月間辦理，主題為「大學普及化下的通識教
育」。

未舉辦「全國通識教育教師研習會」

制訂學校教育政策文件4種

1.〈英語文教育白皮書〉

2.〈中文教育白皮書〉

3.〈通識教育白皮書〉

4.〈國際化教育白皮書〉

編訂〈通識教育發展手冊〉

執行後執行前



三、年度完成值



年度完成值

2門3門2門7.優質通識課程數位化

150個檔案
(預計99-1完成
4,000個檔案)

150個
檔案

150個
檔案6.建置優異通識課程學生學習檔案

執行4個學程
執行/另規劃2

學程

規劃
2個學程5.通識與專業課程整合型學程

開課開課規劃2課程4.行動導向/問題解決導向通識課程

6門2門

反思本校教育
目標與定位，
盤點應有而未
有之通識課程

3.開設全校課程地圖上應有而未有之
通識課程

17系修訂/
(全校17系完成)9系8系2.全校課程地圖（全校院系數：17）

檢討、修正
開課

檢討、修正
開課

規劃完成1.通識核心課程

第三年第二年第一年發 展 目 標



四、分項計畫(1‐7)整體變化



通識核心課程

（分項計畫一）



通識核心課程整體變化

1.修正博雅選修課程主軸與分類課程

2.課程主軸由6～4減為4～3，並從99學年開始執行。

1.訂定博雅選修課程主軸與分類課程名稱

2.訂定選修課程申請開課與審查機制

訂定中文、英語文、數學基本能力指標未訂定基本能力指標

訂定〈通識教育白皮書〉未定「通識教育白皮書」

1.修正博雅核心課程名稱

2.99學年開設「藝術與美學」、「法治與公民社會」
新課程。

訂定博雅核心課程目標及課程名稱

1.強化、精進語文及數學基本能力

(中文、英語文、日文、數學)
2.99學年開設「中文寫作與思維」新課程。

訂定語文及數學課程基本能力

1.修正通識核心課程架構

2.實施新的通識核心課程架構
訂定通識中心課程架構

執行後執行前



修正通識核心課程架構 96學年版96學年版

2－藝術領域選修課程

2－社會領域選修課程 6

2－自然領域選修課程

終身學習能力
通識
選修
課程

2專業倫理

2職涯規劃
－職涯與倫理能力

2－藝術與文化涵養欣賞多元文化能力

2－

溝通與表達

溝通能力

2法政與公民素養公民能力

12

2
－

科技與永續環境環境能力

素養
導向
之核
心課
程

2－數學與邏輯邏輯能力

4英語聽講練習(一) (二)

4大學英文(一) (二)

2應用文

14

2

－

中國文學欣賞

語文能力

基本
能力
導向
之核
心課
程

合計學分數
對應院核
心課程

對應校核心課程能力向度
課程
屬性



修正通識核心課程架構（續）

職能
課程

博雅
課程

基本
課程

類別

4科技與永續環境科技運用能力

2專業倫理(院通識核心)

2職涯探索(院通識核心) 6

2溝通與表達

職涯探索能力

服務學習(必修/ 0學分)
4

法治與公民社會
公民參與能力

12

4

1.人文藝術領域
至少2學分

2.自然科學領域
至少2學分

3.社會科學領域
至少2學分

藝術與美學文化欣賞能力

2數學與邏輯邏輯推理能力

4大學外文(英文)(三)(四)

4大學外文(英文)(一)(二)

2應用文

14

2中文寫作與思維

語文運用能力

合計
學分
數

選修課程必修課程核心能力向度

99學年版99學年版



修正通識核心課程（續）

通識核心通識核心

核心能力

基本課程 博雅課程

修正前：數學推理能力

修正後：邏輯推理能力

修正前：生涯發展能力

修正後：職涯探索能力

修正前：中國文學欣賞

修正後：中文寫作與思維

修正前：英語聽講練習(一)(二)
修正後：大學外文(三)(四)

修正前：文化與藝術涵養

修正後：藝術與美學

修正前：法政與公民素養

修正後：法治與公民社會

通識中心主任在全校共識營（99.1.22)
介紹通識課程革新架構



強化、精進語文及數學基本能力

中文中文 英文

日文日文 數學數學

1.建立數學能力基本指標與檢測工具

2.採行實用導向及生活 情境教學

3.設立「數學」諮詢中心落實補救教學

1.制定〈中文教育白皮書〉

2.培養寫作與思維的能力

3.自編〈中文寫作與思維〉教材

4.銜接職場中文課程－

中文寫作與思維→應用文→溝通與表達

5.實施統一會考、確保教學品質

6.訂定中文能力畢業門檻

1.實施能力分級編班，開設基礎

和入門二級課程

2.輔導參加日語能力第4級檢定

3.訂定日文畢業門檻

1.制定〈英語文教育白書〉

2.實施能力分級編班，開設H.C.B.A

四級課程

3.推動菁英與補救雙軌教學

4.輔導通過證照檢測

5.強化語言自學中心功能

6.增聘外籍師資

7.訂定英語文畢業門檻

8.協助院系所開設各領域專業英語文



革新通識博雅必修課程(修正流程)

檢視本校博雅核心課程，發現原規劃
的「文化與藝術涵養」、「法政與公
民素養」兩門課較適合作為目標，而
非課程名稱。

法治與公民社會法政與公民素養

藝術與美學文化與藝術涵養

修正後修正前
博雅
課程

通識教育先進表示：「部分學校把核心
能力或能力目標當作一門課的課程名稱
，是一種邏輯上的錯置。」



聚焦通識選修推薦課程、落實課程審核機制

修正為「人文藝術」、「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3大教學群，
分別規劃主軸及對應之推薦課程。

規劃主軸由4～6減為3～4，每一主軸推薦課程以三門課為原則，

自99年學年起實施。

除「優質通識課程」、「特色學程」及教學卓越課程「當代議題

課程」外，均依推薦課程開課。

1

2

3



人文藝術領域推薦課程

旅遊與藝術欣賞
藝術名畫與電影
浪漫藝術之旅
旅遊文學賞析

生活美學

經典名著選讀
經典與生活智慧

經典智慧

品格主題企劃與實作
看經典漫畫學教養
飲食文學與禮俗

品格教養

電影與音樂的對話
戲劇與音樂的對話
音樂風格與欣賞
表演藝術賞析
與古典音樂有約

藝術人生

(98)推薦課程(98)主軸

通識委員會通過備註

99.5.12時間

飲食文學與禮俗
經典名著選讀
看經典漫畫學教養
旅遊文學賞析

文學與智慧

音樂風格與欣賞
表演藝術賞析
電影與音樂的對話

表演藝術

旅遊與藝術欣賞
藝術名畫與電影
浪漫藝術之旅

視覺藝術

(99)修正課程(99)主軸

主軸4→3，課程14→10



社會科學領域推薦課程 通識委員會通過備註

99.5.12時間

世界文明與思索
全球化與當代社會
地緣政治(軍訓)

全球化專題

台灣社會與文化
客家社會與文化
華人社會與文化

台灣與區域
研究

日本文化與生活
韓國文化與生活
歐洲文化與生活

歷史與文化

法律與生活
傳播與生活
經濟與生活

生活與社會
分析

性別關係與生活
孫子兵法(軍訓)
領導統御(軍訓)

人際關係

宗教與社會
生死學
生命探索與自我認同
創意與哲學思考

生命與哲學

(98)推薦課程(98)主軸

全球化與當代社會
世界文明與思索
各國社會與文化專題
地緣政治與國家發展(軍訓)

跨國研究與全
球化

台灣社會與文化
客家社會與文化
華人社會與文化

台灣研究

性別關係與思考
法律與生活
經濟與生活
孫子兵法(軍訓)

社會互動

生死學
生命探索與自我認同
創意與哲學思考

生命與哲學

(99)修正課程(99)主軸

主軸6→4，課程19→14



自然科學領域推薦課程 通識委員會通過備註

99.5.12時間

環境科技與倫理
科技與生活
能源與環境

環境科學

生命科學與人生
大自然生命寶庫
(國家自然公園)
運動與健康

生命科學

遇見科學大師
圖形與數學
數學與遊戲

科學思維

(99)修正課程(99)主軸

環境科技與倫理
認識文化景觀
能源與環境

環境科學

生命科學與人生
大自然生命寶庫
(國家自然公園)
生物多樣性概論

生命科學

科學、技術與社會
科技與生活
數學與遊戲
遇見科學大師

科學思維

運動與健康健康管理

(98)推薦課程(98)主軸

主軸4→3，課程11→9



訂定基本能力指標與教育政策白皮書

98.11.02 98.12.31 99.5.12

制定〈英語文教育白皮
書〉與〈中文教育白皮
書〉，其中〈英語文教
育白皮書〉獲教育部技
職司指定為各技職校院
參考文件。

配合本校教育理念與中
長程規劃，制定〈通識
教育白皮書〉，為本校
通識教育提供明確的目
標與實施策略。

強化學生基本能力，訂
定中文、英語文、數學
基本能力指標

基本能力指標

英語文教育白皮書

中文教育白皮書

通識教育白皮書



強化教師加值力

爭取敎育部通識教育課程計畫及國科會研究計畫

爭取政府部門競爭型計畫

爭取產學合作

參與校內計畫，執行教學卓越分項計畫

支援校內行政工作

強化教師加值力強化教師加值力

參與專業成長研習活動，精進通識教學策略
與教室經營。



舉辦全國通識核心課程規劃研習會

98年12月2日舉辦「通識核心課程規劃研習會」，北區技專
聯盟學校主管共計有11人參加，校內外參與教師達80餘人，
對通識革新形成一股擴散效應。

谷家恆校長致詞 綜合座談林從一教授主題演講



全校課程地圖

（分項計畫二）



全校課程地圖整體變化

1.完成全校課程地圖架構，呈現校－院－

系三階規劃

2.確認全校課程地圖內涵，逐年更新相關

文件

3.提供課程地圖操作資訊

4.新增「職缺查詢」功能

5.課程地圖連結院系所簡介

6.新建置「學生畢業進路整合平台」

未規劃全校課程地圖架構

執行後執行前



全校課程地圖的內容

系統增加相關週邊功能，如學生e‐portfolio平台 、
學生畢業門檻填報平台、能力指標、就業能力探
索互動遊戲等。

6. 週邊功能

結合求職查詢系統 (如104人力銀行)，讓學生了解
產業的需求及所應具備的能力，提供學生修課的
參考。

5.就業資訊查詢

根據職場所需的證照，回推對應的課程模組(主要
為語文與專業證照)。

4.以證照為導向的選課

指引

根據學生想要從事的行業所需具備的能力，回推
對應的課程。

3.以職場發展為導向的
選課指引

根據學生想要養成的能力對應適合的課程。2.以能力為導向的選課
指引

包含課程名稱、學分數、開課年級、授課大綱、
授課教師等 靜態資料。

1.通識與系專業課程

科目表



說明：全校課程地圖首頁



本校首創「學生畢業進路整合平台」，將「全校課
程地圖」納入，提供學生學習與就業的整合平台。



說明：以建築系為例，點選「我的課
程地圖」，學生可以瀏覽「系所課程
地圖」、「通識課程介紹」、「職涯
課程介紹」、「選修課程流程」。

說明：以建築系為例，點選課程地圖，可清楚
知道大一 ~ 大四修讀的科目(包括通識與專業課
程)，選點方塊中的科目，可下載該課目之授課
大綱等。



說明：若選點「通識課程介紹」，可清楚

知道通識六大核心能力及對應的課程。

說明：選點「通識課程介紹」，可清楚知道
博雅選修推薦課程，點選藍色標線，可下載
授課大綱，或連結至通識中心網頁。



說明：以建築系為例，選點「想從事的行

業」，可查詢該系學生的主要就業領域。

說明：選點建築系「學生主要就業領域」，可

查詢職業介紹等相關訊息。



說明：選點建築系「學生主要就業領域」，
可查詢應具備的專業與通識能力，點選藍色
標線，可查閱更多課程資訊。 說明：選點「想從事的行業」，可查詢

104人力銀行職缺。



說明：「就業能力探索互動遊戲」，以趣味網路遊戲形式，融合專業能力指標，啟

發學生職涯規劃與探索，讓學生多面向自我評量，為進入職場提早準備。



全校課程地圖的反思

建置全校課程
地圖的初衷

是什麼?

建立關鍵
能力指標反思校、院、系

人才培育目標與
定位

開設全校課
程地圖上應
有而未有之
通識課程



全校課程地圖業界與校友代表

資訊管理系模型企業社專案助理5.林芳菁

應用英語系行政助理4.顏郁寧

資訊管理系醫學中心資訊組長3.陳三元

運籌管理研究所工程師2.卓之君

運籌管理研究所工程公司法務室主任1.許育禛

畢業科系職稱姓名

校友代表

104人力銀行客服工程師5.曾冠瑛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襄理4.黃炳榮

東森電視台文字記者3.吳文勝

亞太財金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顧問2.曾建勛

中研院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專任助理1.程婉如

職稱姓名

業界代表

全校課程地圖
資料庫

全校課程地圖
資料庫

職業觀點作為課程
地圖改進之依據

職業觀點作為課程
地圖改進之依據



全校課程地圖說明會

參與說明會的學生，高達6成以上的同學同意：
• 68.4%「聽完全校課程地圖介紹後，我了解全校課程地圖的功用」
• 65%「全校課程地圖提供大一到大四清晰的學習路徑」
• 68.4%「全校課程地圖提供豐富的教學文件查詢」
• 62.4%「全校課程地圖提供學生未來就業或學習之空間」
• 65.8%「全校課程地圖清楚說明大學四年所該具備的各種能力」
• 64.1%「全校課程地圖對我的修課計畫有幫助」
• 65.8%「推薦同學使用全校課程地圖」

學生報到實況(99/5/5)教務長致詞(99/5/5)



開設全校課程地圖上

應有而未有之通識課程

（分項計畫三）



開設全校課程地圖上
應有而未有之通識課程整體變化

開設8門應有而未有之通識課程

第1年：反思本校教育目標與定位，盤點應開
而未開之通識課程。

第2年：開設「世界文明思索」、「全球化與
當代社會」2門通識課程。

第3年：開設「科學、技術與社會」、「能源
與環境」、「數學與邏輯」、「科技與法
律」、「性別關係與思考」、「台灣社會與文
化」等6門通識課程。

未發掘應有而未有之通識課程

每門課皆配置1~2位TA協助老師教學未配置TA

執行後執行前



開設全校課程地圖上應有而未有之通識課程

科學、技術與社會
98學年獲補助教師：王丞浩(1位研究生TA)
能源與環境
98學年獲補助教師：方慧(1位大學生TA)
數學與邏輯
98學年獲補助教師：徐惠莉(1位研究生TA)
性別關係與思考
98學年獲補助教師：王愷(1位研究生TA)
台灣社會與文化
98學年獲補助教師：呂進貴(1位研究生TA)
科技與法律
98學年第2學期獲補助教師：呂豐真(2位研究生TA)

第三年

世界文明思索
97學年獲補助教師：莊明哲(2位研究生TA)
全球化與當代社會
97學年獲補助教師：莊明哲(2位研究生TA)

第二年

確立關鍵能力指標、盤點全校課程、規劃課程第一年



行動導向與問題解決導向通識課程(PBL)
（分項計畫四）



行動導向與問題解決導向通識課程整體變化

提高通識中心能見度

98‐2優通補助計畫全國排名第7
通識中心能見度較低

教師積極申請教育部競爭型計畫教師申請產學計畫意願不強

舉辦3場全國性行動導向與問題解決導向工作
坊，提升教學知能

辦理校內教師研習

強化與社區的友好關係學生與社區互動待加強

出版2種學習手冊

第一年《仙跡岩自然步道植物生態學習手冊》

第二年《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習手冊》

未編印出版品

執行後執行前



行動導向與問題解決導向通識課程之規劃

• 第一年執行課程：

「志工服務與生態踏查」與「綠色生活地圖繪製計畫」

1.「志工服務與生態踏查」：

a.舉辦生態踏查工作坊，蓄積教師教學能量

認識植物
的果實與

種子

認識植物
的花(二)

花序

認識植物的
花(一)花形

認識植物的
根、莖、葉

講題

格104格104格104格104地點

9/19(三)
15:00~18:00

9/13(三)
09:00~12:00

9/6(四)
09:00~12:00

8/30(四)
09:00~12:00

時間

系列四系列三系列二系列一系列

台北校區

辨識仙跡
岩植物分

佈(五)

辨識仙跡
岩植物分

佈(四)

辨識仙
跡岩植
物分佈

(三)

辨識仙
跡岩植
物分佈

(二)

辨識仙
跡岩植
物分佈

(一)

講題

仙跡岩
步道

仙跡岩
步道

仙跡岩
步道

仙跡岩
步道

仙跡岩
步道

地點

10/13(六)
09:00~15:00

10/11(四)
09:00~15:00

10/08(一)
09:00~15:00

9/23(日)
09:00~15:00

9/17(一)
09:00~12:00

時間

系列五系列四系列三系列二系列一系列

台北校區

9場研習會，共計140人參加



行動導向與問題解決導向通識課程之規劃（續）

• 「志工服務與生態踏查」(續)：
b.完成《仙跡岩自然步道植物生態學習手冊》編印
 完整呈現在仙跡岩所拍攝的160餘種植物種類，並可作為修讀本課程

同學在實地踏查時參考之工具書。

講座教師 鄭元春老師 生態踏查研習工作坊 講座實況



行動導向與問題解決導向通識課程之規劃（續）

•「綠色生活地圖繪製計畫」
a.完成教學規範，融入通識核心必修課程「科技與永續環

境」章節。
b.綠色生活地圖製作：手繪與上網傳輸。
c.綠色生活地圖成果展示；分享景點故事。
d.資料建檔：目前正結合GMS系統繪製電子地圖，未來可進

一步繪製文
山區全區綠色生活地圖。

e.以下為綠色生活地圖製作的成果(部分)：



行動導向與問題解決導向通識課程之規劃（續）

• 第二年執行課程：

「客家社會與文化」
1.修正原計畫「社區發展與社區書寫」

改為「客家社會與文化」通識課程

2.出版「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習手冊

(ISBN 978‐986‐84764‐3‐1)



辦理「行動導向與問題解決導向課程研習」

•行動導向與問題解決導向課程研習工作坊

•專題演講：輔仁大學臨床心理學系卓淑玲教授

•共有60位教師參與本會

•「優質通識教育課程規劃與設計研習會」

•專題演講：國立中正大學黃俊儒教授

(96年度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得主)

•共有70位教師參與本會

•「通識課程教學行動研習會」

•專題演講：台北醫學大學林文琪教授

(97年度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得主)

•共有80位教師參與本會

共計3場，240人



行動導向與問題解決導向通識課程成果

講師張瓊文創意與思考遊戲96-2

講師王愷人際關係與生活96-2

助理教授陳紹韻生命探索與自我認同97-2

講師張瓊文創意與哲學思考97-2

副教授黃士哲遇見黃金山城：認識文化景觀97-2

助理教授包淳亮當代華人社會98-1

副教授莊明哲全球化與當代社會

行動導向/問題
解決導向通識
課程

98-1

副教授徐惠莉圖形與數學98-2

副教授羅素娟日本文化與生活98-2

講師邱齊滿日本文化與生活98-2

教授陳貴麟經典與生活智慧

基礎暨其他通
識課程

98-2

備註主持人獲補助課程計畫類別執行期程

獲得97-2績優通
識課程獎勵

本校自96學年迄今，共獲得教育部通識教育課程計畫
11件補助，以行動導向/問題解決導向的計畫計有7件。

對深化通識教育課程 有正面激勵的效果。



通識與專業課程整合型學程

（分項計畫五）



通識與專業課程整合型學程整體變化

制度性建立通識中心與專業院
系合作交流機制
1.推動全校課程地圖

2.開設4門通識與專業整合學程

3.支援視傳系「綠巨人學程」

4.院系教師協助開設通識課程

5.與院系分享行動導向/問題解

決導向課程執行成果

6.協助院系規劃專業英語文(ESP)課程

通識中心與專業院系合作機
會較少

執行後執行前



開設通識與專業整合型學程

• 第一年規劃

• 第二年規劃

與視覺傳達系、室內設計系、資訊傳播系、多媒
體設計系共同規劃「生活美學學程」 。

生活美學學程

與土木系共同規劃「環境永續發展學程」。環境永續發展學程

與資訊學院共同規劃「資訊科技與法律學程」。資訊科技與法律學程

與國際商務系共同規劃「商務英文學程」。商務英文學程



通識與專業整合型學程執行情形

• 第一年規劃

選讀學生人數20人

(1)完成學程次領域之訂定：

A.美學基礎領域;B.美學理論(與發展史)領域;C.空間美學領域;D.視覺美學領

域;E.音樂美學領域;F.實踐美學領域;
(2)完成10門課程之規劃

(3)配合通識護照實施教學

生活美學
學程

選讀學生人數46人

(1)完成學程次領域之訂定：

A.環境與永續領域; B.環境與科技領域;C.環境與社會領域;D.環境與

防災領域等。

(2)完成10門課程之規劃

(3)舉辦主題教學工作坊
環境永續
發展學程



通識與專業整合型學程執行情形（續）

• 第二年規劃

選讀學生人數31人
(1)完成學程次領域之訂定：
A.資訊與法律基礎領域;B.科技與法律領域;C.網路安全領域;
(2)完成9門課程之規劃

資訊科技
與

法律學程

選讀學生人數63人
(1)充分支援教學軟、硬體設施
(2)完成15門課程之規劃

(3)於98年09月24日、10月01日舉行98學年第一次的二場學程說明會 ，98年

12月29日、99年01月05日舉行98學年第二次的二場學程說明會。

(4)於98年11月25日開始舉辦為期30小時(10週)的英語簡報輔導課程，由實

務經驗豐富的業師授課，研習人數為20人。

(5)學生參加98年11月19-20日由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舉辦「第一屆

國際會展產業展」，透過商品展覽模擬競賽展示學習成果。98年09月20
日及26日先行參加外協提供訓練課程。

商務
英文
學程



建置優異通識課程學生學習檔案

（分項計畫六）



建置優異通識課程學生學習檔案整體變化

建置完善的學生學習檔案平台
1.建立學習檔案內容說明文件

2.建立學習檔案網路上傳說明網頁

3.辦理學習檔案製作說明會

4.推動學生學習檔案建置

無學生學習歷程

執行後執行前



優異通識課程學生學習檔案三年成果

• 3年建置450個學生學習檔案。

• 本校教學卓越計畫借助本計畫執行成果經驗，發
展全校整合型的e‐portfolio平台，預計99學年第1
學期建置4,000個檔案。

• 針對教師舉辦學生學習檔案說明會2場，合計共有
50名教師參加；針對學生召開學習檔案製作說明
會3場，合計共有250名學生參加。

• 針對學生召開學生電子學習履歷(e‐portfolio)說明
會2場，合計共有300名師生參加。



優異通識課程學生學習檔案三年成果（續）

• 中心計有25位專兼任教師投入本計畫的推動。

• 完成「優良學生學習檔案獎勵要點」法制化

張基成教授分享 林文琪教授分享



優異通識課程學生學習檔案三年成果（續）

• 學生作品 • 檔案專區



優質通識課程數位化

（分項計畫七）



優質通識課程數位化整體變化

完成7門通識核心課程數位化

1.第一年製作「數學與邏輯」、「法政與公

民素養」課程2門。

2.第二年製作「文化與藝術涵養」、「科

技與永續環境」、「應用文」等課程3門。

3.第三製作「溝通與表達」，以及院通識核

心課程「職涯規劃」等課程2門。

通識核心課程未數位化

執行後執行前



活動榮登媒體版面



活動榮登媒體版面（續）



通識核心課程規劃研習會(981202)
通識課程教學行動研習會(981015)

校慶音樂會
(981204)張一蕃校長系列講座(981102)



結語

 制度的建立，法規的規範
讓通識教育的推動能更為穩定、更有制度性的發展：
(1)「通識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2)「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 (3)「通識教育中心
會議設置辦法」， (4)「通識教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5)「通識教育中心
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6)「通識與專業整合學程辦法」， (7)「優良學生學習檔案獎
勵要點」， (8)〈英語文教育白皮書〉， (9)〈中文教育白皮書〉 (10)〈通識教育白
皮書〉(11)〈國際化教育白皮書〉以及 (12)〈傑出通識教師遴選辦法〉（作業中）。

 組織的提升，力量的放大
97學年提升為院級教學單位，置中心主任一人，另置副中心主任一人襄助之。

 計畫的執行，成效的交織
個別的計畫可以彼此交織，特別是「全校課程地圖」的建置，與「學生畢業進路整合平
台」融整在一起。

 平台的建立，校際的交流
藉由本計畫的執行，使本校得有機會舉辦多場不同主題之研習會，提供友校同行一個對
話的平台。

 心態的調整，視野的開展
因通識與專業整合學程的鏈結，專業教師了解通識教育對學生職涯發展的重要性。



通識教育的成敗
攸關學校整體教育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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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