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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執行團隊名單
校長 蔣偉寧教授 

教務長 李光華教授 

總教學中心主任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黃藿教授 

專案老師 韓保中教師 

本計畫助理 徐聖筑、陳雅雯 

副教務長楊鎮華教授 

楊子奇組長、謝忠儒助理、羅慧卿助理、蕭有廷組員、黃

福銘組員、吳則漢組員 

課程地圖成員 

各院院長及系主任 

課程 e化 多媒體中心蔡振瑋先生 

學分學程 

 

負責老師:姜貞吟老師、王燦槐老師、呂理德老師、李河

清老師及其助理群 

行動/問題解決導向通識課程子計畫成員 

優異通識 e-portfolio 評審小組成員 

優質核心通識課程數位化子計畫成員 

 



前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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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項子計畫

通識核心課程

全校課程地圖電子化系統建構

通識與專業課程整合型學程

行動導向/問題解決導向通識課程

優異通識課程學生學習檔案執行情形與成效

優質核心通識課程數位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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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核心課程

中大通識教育課程

組織分工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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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核心課程

通識課程規劃與審核

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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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課程常設小組機制

從96年~98年每月舉辦一次常
設小組會議:

因應通識核心課程及選修課
程之改革

討論議題:

» 針對修課人數

» 開設課程數量

» 修課情況

» 專業學程、領域

台聯大系統：991學期起加開
遠距課程及「通識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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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革新
93-95
» 人文與藝術
» 公民與社會
» 科學與技術
96-98
» 核心必修

− 人文與思想
− 自然科學
− 應用科學
− 社會思潮與現象

» 通識選修
− 人文與藝術
− 公民與社會
− 科學與技術

99~
» 核心必修&通識選修

− 人文與思想
− 自然科學
− 應用科學
− 社會思潮與現象

人文與藝術 

93 
公民與社會 

8 
4 學分學生自選，另 4 學分依均衡
原則，選修所屬學院以外之通識
領域 

改

革

前 
94 
-95

領

域

劃

分 

科學與技術 10 6 學分自選，其他規定同上 

人文與思想 

自然科學 

應用科學 

核
心
必
修 

社會思潮與現象

人文與藝術 

公民與社會 

 
96 

通
識
選
修 科學與技術 

14 
96學年入學新生適用核心通識課
程新制度。依本校特色建構核心
必修及通識選修課程，每位大學
部同學在核心四大領域中，至少
須修習三個領域，其餘則自由選
修。 
95學年以前入學舊生僅在原先三
大領域中修習，故核心必修與通
識選修兩類課程領域並未統合。
故呈現新舊制課程分類並存的現
象。 

人文與思想 

自然科學 

應用科學 

核
心
必
修 

社會思潮與現象

人文與藝術 

公民與社會 

改

革

過

渡

期 

97 
-98 

通
識
選
修 科學與技術 

16 
在 96 年 12 月再次透過教務會議
修法通過，將原本共同必修課「民
主與法治」2 學分取消，再將規
定通識課程共計修習之 14 學分
調整為 16 學分。 
97-98 學年入學新生適用核心通
識課程新制度。每位大學部同學
在核心四大領域中，至少須修習
三個領域 6-9 學分，其餘則自由
選修。 

人文與思想 

自然科學 

應用科學 

核
心
必
修 

社會思潮與現象

人文與思想 

自然科學 

應用科學 

改

革

後 

99 

通
識
選
修 

社會思潮與現象

16 
為配合核心課程改革完成，99
學年入學後新生，已無舊制三領
域的選修劃分必要，故將選修科
目配合核心必修改為四大領
域，核心必修定位為基礎課程，
選修科目則定位為通識的進階
及深化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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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學年度之後通識課程及共同科學分數一覽表

     學年度 

項目 

93 年 94 年 95 年 96 年 97 年 

以後 

通識課程 8 學分 10 學分 14 學分 16 學分 16 學分

民主與法治 4 學分 2 學分 2 學分   

歷史 4 學分 4 學分 2 學分 2 學分 2 學分 

國文 6 學分 6 學分 6 學分 6 學分 6 學分 

外文 6 學分 6 學分 6 學分 6 學分 6 學分 

計算機概論 2 學分 2 學分    

總計 30 學分 30 學分 30 學分 30 學分 3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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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課程開課數

14
18

23 24 25
29

56

48
55

48

58 57

0

10

20

30

40

50

60

70

961 962 971 972 981 982

學期

開

課

數

核心通識

通識選修

961~982核心必修及通識選修課程數量



11

961~982核心必修及通識選修課程數量

通識課程修課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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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981通識課程教學評量平均值

核心通識必修教學評量平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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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必修課程教學評量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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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981通識課程教學評量平均值

通識選修教學評量平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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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通識教育
靜態課程地圖



1515

9898學年度核心必修課程四大領域課程學年度核心必修課程四大領域課程

法律的世界

生活理財

生活經濟學

社會學的想像

當代政治分析

族群與多元文化

科技與社會導論

環境、能源與公共政策

西洋文明變遷
台灣文明變遷
視覺藝術-亞洲藝術
視覺藝術-西洋藝術
文學之美：史傳與人生
文學之美：紅樓夢
倫理學
人生與哲學
邏輯與思考
批判思考-文化批判
批判思考-商業批判
人文經典-精神與物質

社會思潮與現象 人文與思想

自然科學

環境保護
科學與產業
數位人生
創意思考與發明
能源概論
永續發展
工程與文明
光電科技與生活
電子科技與近代文明發展

腦與學習
基因與遺傳
天文學導論
認識地球
物理之美
化學與生活
太空與海洋
神秘的宇宙
全球環境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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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課程改革成果

設立總教學中心

全校課程結構、畢業學分數的調整、教學方
法的改進

核心必修領域由校內各專業院系支援課程開
設

本中心三年改革過程中，增補五名專任及專
案教師，以強化師資；去年進用七位專案助
理，協助中心本項計畫之執行

建立TA制度及舉辦教學觀摩會

教學評量、開課數量及學生修課人次努力向
上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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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課程地圖電子化系統建構

設計理念與特色

» 以「自助旅行」概念為發想

−自主性(是自助旅行而非團進團出)

−參考性(自我決定、規劃走向)

−探索性(以課程為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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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課程地圖電子化系統建構

系統設計理念

» 整體性：

−使用操作單一化、介面單一化設計使用者介面

» 適性化：

−可依各學系需求調整所屬功能

» 資訊整合：

−融合與課程修習相關之介面及校內處室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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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課程地圖系統初步審查意見書

全校課程地圖系統初步審查意見書之申覆：

對於全校課程地圖初步審查意見的回覆，本校於

2010年5月28日已提出102題申覆，同時將分為三個時

序來改進，分別為：

立即改進(包括申覆部分)：可在一週內完成改進
者。(23題)

一個月內改進：在六月底前能完成改進。(12題)

未來改進目標：問題涉及校內多部門之協調整合，
與教學目標之調整，必須經由校內討論審議後確定
執行方向、程序與時序，歷經一學期或一年以進行
調整者。(36題) 

其他:審查委員認同，無修改。(23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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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全校課程地圖工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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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全校課程地圖宣導及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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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地圖系統 http://www.oaa.ncu.edu.tw/C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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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課程地圖未來展望

結合e-Portfolio

建立學生學習單一入口

以能力指標為基礎整合全校的課程

產生個人化的課程地圖

建立學習成效的檢測、診斷與回饋機制

檢討課程之完整性、增減現有課程



24

全校課程地圖電子化系統建構成果展現

六院二十學系在「共同架構」下，展現各自
的特色與發展方向

以課程靜態及動態地圖展現

將課程與職涯做結合，為學生規劃學習方向

朝向教務、課務、學務、輔導與就業整合方
向發展

未來強化職涯輔導、畢業生追蹤與人力銀行
服務的的連結

課程地圖將學業、未來就業做最佳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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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及專業整合型學程

第一年推出規劃

» 「世界文明史學程」與「應用倫理學學程」

第二年規劃

» 「性別教育學程」與「科技與社會學程」

三年共計推行五個學程

» 世界文明史學分學程

» 應用倫理學學分學程

» 性別教育學程

» 科技與社會學程

» 創意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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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明史學分學程

 學程開課數 相關課程修課人數 

971 4 465 

中國文明變遷【97】 

西洋文明變遷【93】 

工程與文明【117】 

建築與文明【112】 

歐洲近世文明史【132】 

972 4 445 
台灣文明變遷【119】 

工程與文明【119】 

歐洲近世文明史【105】 

歐洲殖民史【88】 

981 4 387 
台灣文明變遷【43】 

西洋文明變遷【132】 

美國文化史-電影、文學與音樂【122】

知識、技術與歐洲擴張【71】 

982 3 314 
台灣文明變遷【120】 

工程與文明 A【52】 

工程與文明 B【126】 

拉丁美洲史【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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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倫理學學分學程

 
學程開課數 相關課程修課人數 

982 5 259 

倫理學【99】 

環境倫理學【45】 

台灣環境法【54】 

國際環境法【59】 

商業倫理專題研究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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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教育學程  學程開課數 相關課程修課人數 

961 4 

性別社會學【58 人】 
性別與公共政策【48 人】 
性暴力之防治【24 人】 
清代女性文學【4 人】 

962 6 

性別社會學【65 人】 
性別與公共政策【30 人】 
女性主義與勞動【61 人】 
性別與大眾文化【104 人】 
性暴力之防治【22 人】 
藝術與性別【42 人】 

971 4 

性別與公共政策【42 人】 
族群與多元文化【105 人】 
性暴力之防治【36 人】 
清代女性文學【9 人】 

972 4 

性別社會學【132 人】 
族群與多元文化【116 人】 
性別研究—新移民與性別【11 人】 
性暴力之防治【52 人】 

981 6 

性別社會學【63 人】 
性別與公共政策【77 人】 
族群與多元文化【74 人】 
性／別與文化【49 人】 
性暴力之分析【54 人】 
清代女性文學【7 人】 

982 4 

性別社會學【77 人】 
族群與多元文化【105 人】 
性別與勞動【69 人】 
文學之美—紅樓夢【11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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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與社會學程

 STS 學程開課數 STS 相關課程修課人數 

981 18 1645 

全球環境變遷【130】 

化學與生活【120】 

科學與產業【100】 

社會學的想像【125】 

環境、能源與公共政策【120】 

科學哲學【50】 

科學在人類文化中的定位與挑戰【120】 

知識、技術與歐洲擴張【120】 

智慧財產權與現代社會【50】 

台灣環境法【50】 

國際環境法【50】 

科學傳播【100】 

環境傳播【100】 

資訊素養與倫理【40】 

全球環境變遷導論【100】 

人與環境【50】 

通訊概論【100】 

醫藥、健康與生活【120】 

 

982 19 1617 

認識地球【127】 

全球環境變遷【64】 

化學與生活【63】 

工程與文明【52】 

電子科技與近代文明發展【145】 

科技與社會導論【87】 

能源概論【108】 

社會學的想像【120】 

科學在人類文化中的定位與挑戰【120】 

智慧財產權與現代社會【44】 

台灣環境法【54】 

國際環境法【59】 

科學傳播【111】 

環境傳播【129】 

生命科學概論【68】 

全球環境變遷導論【109】 

人與環境【43】 

通訊概論【65】 

全球環境變遷導論【109】 

人與環境【43】 

通訊概論【65】 

圖書館與數位典藏【49】 

環境倫理學【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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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學程  學程選修人數 學程開課數 相關課程修課人數 

 
961

 

7 

文化創意產業【51 人】 
生命科學概論【41 人】 
科學在人類文化中的定位與挑

戰【125 人】 
創造力之理論與技巧【50 人】 
創造力與多元智慧的理念與實

踐【51 人】 
創意人物【54 人】 
創意發明與淺意識催眠【59人】 

962

 

26 人 

5 

科學在人類文化中的定位與挑

戰【116 人】 
教學媒體與操作【6 人】 
國文：現代文學【54 人】 
創意思考與發明【115 人】 
網路與國際關係【118 人】 
創造力與創意設計【47 人】 
網路創意行銷 II【47 人】 

971 5 

科學在人類文化中的定位與挑

戰【117 人】 
創造力與多元智慧的理念與實

踐【62 人】 
創造力之理論與技巧【64 人】 
創意思考與發明【119 人】 
國文：現代文學【55 人】 

972

 

 

22 人 
7 

科學在人類文化中的定位與挑

戰【86 人】 
創造力之理論與技巧【50 人】 
創造力與多元智慧的理念與實

踐【47 人】 
國文：現代文學【49 人】 
紅樓夢與明清文學【41 人】 
教學媒體與操作【17 人】 
網路創意行銷 II【3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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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學程推動之成效與期許

學程之規劃充實及豐富通識課程

幫助學生藉由修習通識課程獲得更多認證資
格

未來將持續加強宣傳

延長學生申請學程時程

強化性質相近學程的合作與協力推廣

藉由相關研究及教學計畫的申請活化學程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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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2學期學程博覽會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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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及專業整合型學程成果展現

共規劃並推動五個學程之建立與運行

學分學程之推動及開設課程，強化通識課程
的數量及完備性

推動校際學術交流，充實學程學術深度

主動申請相關教學與研究計畫，擴增中心師
資陣容

校內宣導學程，並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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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問題解決導向通識課程
行動導向/問題解決導向通識課程這三年共有14門

類

別

 

96 規劃開課  97 規劃與開課  
 

981 規劃開課 

民主與法治：憲法理論

與實踐(鍾國允老師)  
民主與法治：憲法理論與實踐

(鍾國允老師)  
創造力與多元智慧的理

念與實踐 

(姚承義老師、王燦槐老

師)  

創意思考與發明

(蕭述三老師)  
 社會學的想像(李廣均老師) 

 
行

動

導

向

 創造力之理論與技巧

(張榮森老師、王燦槐老

師)  

生命教育 

(楊仕裕老師)  

全球環境變遷(張時禹老師) 

資訊素養與倫理

(朱碧靜老師)  
社會學的想像(李廣均

老師) 
環境倫理學 

(李凱恩老師) 

問

題

解

決

導

向

 

創意人物(宋鎧老師)  族群與多元文化

(張翰璧老師、姜

貞吟老師)  

環境、能源與公共政策  

(李河清老師) 

 

學生範例(炭足跡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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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問題解決導向通識課程成果

共十四門課程，為本校通識課程教學方法

奠定基石

邀請兩屆全國優秀通識教師蒞校指導

» 分享教學方法及經驗

» 認識行動/問題解決導向課程之內涵與意義

十四門課中優秀的範例課程

» 行動/問題解決導向課程之種子教師

將本精神帶入專業課程

» 以啟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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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異學習歷程檔案
評審小組成員

第一年88件獲選作品

第二年106件獲選作品

第三年(981)58件獲選
作品

評審小組成員 姓名 單位職稱 
黃藿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鍾國允 法政所副教授 
李廣均 法政所副教授 
高永旭 生科系副教授兼課務組組長 

第一年 

楊自平 中文系助理教授 
黃藿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鍾國允 法政所副教授 
李廣均 法政所副教授 
高永旭 生科系副教授兼課務組組長 
楊自平 中文系副教授 
姜貞吟 通識中心專案助理教授 

第二年 

韓保中 通識中心專案助理教授 
黃藿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鍾國允 法政所副教授 
李廣均 法政所副教授 
高永旭 生科系副教授兼課務組組長 
楊自平 中文系副教授 
姜貞吟 通識中心專案助理教授 
石慧瑩 通識教育中心專任助理教授 

第三年 

韓保中 通識中心專案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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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優異學生學習歷程檔站作品網站

http://140.115.103.89/plan/student_fileupload/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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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化優異學習歷程檔案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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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化優異學習歷程檔案成果展現

組成遴選委員會

三年共計三百餘份優異學生歷程檔案

» 專屬網站

» 供校內師生閱讀及學習參考

» 建立個人化之數位學習歷程平台

» 整合學習歷程檔案、作業、專業認證及課程
地圖系統

» 作業及作品之匯出，成為個人化履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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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核心通識課程數位化成果

至今我們已拍攝課程如下：六門
» 第一年：工程與文明(洪如江老師)、基因與遺傳(金

秀蓮等老師)

» 第二年：全球環境變遷(張時禹老師)、社會學的想像
(李廣均老師)

» 第三年：史傳與現代生活(楊自平老師)、人生與哲學
(馮滬祥老師)

中大隨選視訊系統（http://mdtvod.ncu.edu.tw/)
» 全球環境變遷

» 史傳與現代生活

» 工程與文明

預計今年暑假放上所有課程

朝向通識課程社會化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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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 教學助理

TA配置人數與課程屬性及班級人數有關，其中核心必修課多為
大班，教學負擔較為沈重， TA便扮演著重要角色

每一門通識選修課程皆會配置1名TA 

核心課程每30名學生配置1名，至多5名

每一學期舉辦「優質教學助理」選拔

舉辦教學助理觀摩會

學期 課程數 TA 人數 經費 

九十六學年度第一學期 79 115                 (實際花費) 

九十六學年度第二學期 78 123                 (實際花費) 

九十七學年度第一學期 78 142                 (實際花費) 

九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 79 124                 (實際花費) 

九十八學年度第一學期 89 132                 (實際花費) 

九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 89 136                 (實際花費) 

九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 90 145                 (預估) 

統計(三年)  

 



42

TA制度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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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2針對獲教學助理經費補助之課程教師45
人進行問卷調查

→100%的課程教師表達，目前的TA制度對其
教學上的實質

助益感到滿意。

→54.54%的教師表達，他們對整體TA制度與
相關配套措施

感到滿意，45.45%感到相當滿意。

→86.3%的教師表達，他們對TA制度所配置
的人數感到滿意。→100%的教師表達，願意
繼續配置TA來輔助課程教學。

TA制度施行滿意度調查-教師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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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制度施行滿意度調查-學生部分

981隨機挑選八門核心課程，進行「學生對於教學助
理制度之滿意度調查」。共計回收570份有效問卷

→81%同意或非常同意TA制度能有效提升學習成效

→86%同意或非常同意此制度能提升課程品質

→80%同意或非常同意TA能有效提升師生溝通

→93%同意或非常同意TA能分擔事務性工作

→83%同意或非常同意該課程TA能有效帶領討論

→96%同意或非常同意希望繼續設有此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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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導師

個別課程認識之需要

個人學習進程規劃諮詢

學習及生活經驗交流

系上
導師

系上
導師

職涯發展中心
就業輔導

通識導師

心理諮商
中心

職涯發展中心
留學、遊學

學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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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導師輔導單

 
 
 
 

國立中央大學通識導師輔導單 
一、來訪學生基本資料 

姓名：________________       性別：□男  □女 

科系：________________       系級：__________ 

學號：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 

二、訪談內容 

時間：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______時______分至______時______分 

輔導概況簡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諮商老師 

姓名：________________            職稱：________________   

四、輔導轉介單位 

轉介於________________(學系)，轉介給________________(學系)   

     

通識教育老師簽名：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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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精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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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精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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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精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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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精進計畫
1. 教學教法的精進討論 教學法傳承 

2. 舉辦兩次 TA 工作坊 工作坊兩次 

3. 執行教學助理考核制度 TA 考核制度 

4. 施行兩次 TA 制度滿意度調查 TA 滿意度調

查 

5. 每學期舉辦一次優質教學助

理(TA)教學觀摩會 
優質教學助理

(TA)教學觀摩

會一次 

6. 訂定優質教學助理制度獎勵

辦法，每學期獎勵 5 名優質教

學助理 

獎勵 5 名優質

TA 

7. 通識教育理念的闡述與宣導 理念宣導活動

8. 通識與專業課程的跨領域對

話座談 
舉辦跨域對話

座談 

(六)建立通識教育多

元工作坊 

9. 舉辦校際通識教育教學精進

研討會，邀請校內外優質通識

課程教師分享通識課程教學

經驗，輸出中央通識發展經

驗，以達校際交流目標。 

每學期舉辦一

場校內外公開

的通識教育精

進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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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通識教育改革計畫讓本校在硬體、軟體、課
程規劃、教學方法、學習輔導與職涯輔導等
面向有長足的進步

本校將以計畫成果為基礎，進行後續的革新
規劃，並將寶貴經驗傳承給各院系，作為校
內教學改革的動力來源

持續拓展通識教育發展新知，並將本校改革
經驗與成果與他校分享，裨益同區域內其他
院校的通識教育改革



感謝教育部顧問室感謝教育部顧問室
通識教育中綱計畫辦公室通識教育中綱計畫辦公室
給予本校三年來的經費支持給予本校三年來的經費支持

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