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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報告

報告人 / 吳重雨校長

日 期 / 2010年7月2日

教育部以通識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第三年/三年計畫】

國立交通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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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重雨 校長主 持 人

林進燈 教務長協同主持人

國 立 交 通 大 學執行學校

第三年計畫期程：98年8月1日至99年7月31日，共12個月

計畫全程：96年6月1日至99年7月31日，本校於97年6月1日開始執行
執行期間

楊永良 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協同主持人

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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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歷程

• 衝刺

－本校於第二年加入，努力直追計畫目標

• 受益

– 指引性、前瞻性的計畫項目

– 校內、校外全力參與及協助

– 計畫評審委員的建議與鼓勵

• 成果

– 各子項計畫發揮綜合效益（synergy）

• 展望

– 累積經驗，再創通識新典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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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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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項目

補助3門課
實際執行4門課

補助3門課
實際執行4門課

7 優質通識課程數位化

152個檔案
（成長中）

316個檔案6 建置優異通識課程學生學習檔案

9個學程開課
規劃1個學程

9個學程開課
規劃3個學程

5 通識與專業課程整合型學程

上學期開課10門
下學期開課8門

上學期開課5 門
下學期開課10門4 行動導向/問題解決導向通識課程

開課開課
3 開設全校課程地圖上應有而未有之
通識課程

13個科系7個科系2全校課程地圖（全校科系數：20）

27份12份1-2  發展通識課程教材

開課開課

第二年進
場學校

1-1 規劃通識核心課程

第三年第二年第一年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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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成果

開發通識課程教材

建立通識課程新架構

建立教師成長社群機制

推展行動導向/問題解決導向
通識課程

設置通識與專業課程
整合型學程

建立全校學生學習檔案

構建全校課程地圖

提升通識教育之教學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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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通識課程新架構 1/1

– 一必修、三階層、五向度課程架構

– 訂定八大通識教育核心能力指標規劃課程

– 具規範性、進階性、指引性的引導修課

通
識
必
修

基
礎
核
心

進
階
選
修

專
題
計
畫

「當代世界」四選一
服務學習
藝文護照

「基礎核心」五向度
每向度至少選修一門

「進階選修」
五向度

國際體驗
行動導向
問題解決
個別專題

當代世界：國際關係與組織
當代世界：跨國社會與經濟議題
當代世界：認同與文化
當代世界：環境危機與生態永續

文化經典與美學詮釋
歷史分析、世界文明與全球化
公民社會與經濟活動
道德理性與群己關係
自然科學與邏輯思維

通
識
必
修

基
礎
核
心

進
階
選
修

專
題
計
畫

「當代世界」四選一
服務學習
藝文護照

「基礎核心」五向度
每向度至少選修一門
「基礎核心」五向度
每向度至少選修一門

「進階選修」
五向度

國際體驗
行動導向
問題解決
個別專題

當代世界：國際關係與組織
當代世界：跨國社會與經濟議題
當代世界：認同與文化
當代世界：環境危機與生態永續

文化經典與美學詮釋
歷史分析、世界文明與全球化
公民社會與經濟活動
道德理性與群己關係
自然科學與邏輯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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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度一

文化經典與美學詮釋

向度二：
歷史分析、世界文明與全球化

向度三：

公民社會與經濟活動

向度四：

道德理性與群己關係

向度五：

自然科學與邏輯推理

建立通識課程新架構 1/2



9

建立通識課程新架構1/3

以「文化經典美學詮釋」向度為例

認識人類文化遺產，學習文化經典，圓潤社會生活，激發知識創新的
動能

「文學經典」、「藝術概論」、「音樂概論」

• 進階課程—以為「音樂概論」核
音樂+文化：全球音樂文化、臺灣音樂文化、都會音樂文化
音樂+歷史：西洋歌劇史 、西洋古典音樂史
音樂+科技：科技音樂導論、數位音樂製作

通識教育中心 + 音樂研究所

目標目標

進階課程—以為「音樂概論」核心進階課程—以為「音樂概論」核心

音樂學分學程音樂學分學程

基礎課程基礎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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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通識課程教材2/1

• 二年完成通識課程教材39件

– 教材包含

課程目標、章節安排、學習目標、摘要、內容、關鍵詞彙、
學習成效評量、評量題目、參考書目

– 基礎核心課程教材30件

– 行動/問題解決導向課程9件

201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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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通識課程教材2/2
「經濟學概論」/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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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通識課程教材2/3

「經濟學概論」譚經緯老師編撰

5.我不殺伯仁、

伯仁卻因我而死

4.共創雙贏

3.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2.手中無劍、劍在心中

1.家花哪有野花香

單元主題

機會成本

古典比較優勢(利益) 

經濟效率

效率增進

絕對優勢(利益)

效用極大

Edgeworth box

交易動機

外部性成因

外部性之解決

外部效益與成本

生產與消費外部性

囚犯困境

tit-for-tat

優勢策略

Nash均衡

零和賽局

賽局理

基本架構

報償矩陣

看不見的手

互補、替代與無關財

正常、中性與劣等財

供需原理與法則

市場均衡

突破法則

失業定義與問題

無異曲線

邊際替代率遞減法則

偏好與效用

邊際效用遞減法則

目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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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通識課程教材2/4

核心通識課程數位化教材

– 課程主題網站6個
– 單元議題數位教材13個
– 專家專題講座4場

– 主題網站3個
– 名人導讀講座69場，製成電子書

– 出版品《說書》1本

「當代世界」必修課程數位化教材「當代世界」必修課程數位化教材

「經典名著選讀」數位化教材「經典名著選讀」數位化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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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撰通識課程教材3/1

「當代世界」數位化流程

錄影 後製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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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撰通識課程教材2/6

「經典名著選讀」數位化教材

線上說書
網址：http://www.im.tv/myvlog/nctu_read

計畫網站
網址：http://web2.cc.nctu.edu.tw/~nrrp/index-c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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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教師成長社群機制3/1

– 老、中、青通識課程教師共同參與

– 辦理專題演講、座談、工作坊

– 全校教師、TA共同參與

– 舉辦教學工作坊

– 通識教育中心與學務處密切合作

增進向度教師互動增進向度教師互動

推展行動導向/問題解決導向教學法推展行動導向/問題解決導向教學法

參與服務學習課程參與服務學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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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教師成長社群機制3/2

6場教學助理研習會

近世東亞海域交通與海洋文明之興起

跨

領

域
社
群

領
域
內
社
群

2場自然科學與邏輯思維

3場公民社會與經濟活動

19場全球化研究—流離、家園與認同

2場歷史分析、世界文明與全球化

4場文化經典與美學詮釋

2場道德理性與群己關係

4場當代世界

已辦理場次研究社群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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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教師成長社群機制3/3

當代世界向度

時間：98年12月10日
主講：盧倩儀副研究員（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

中心）
講題：從歐盟制度設計及問題解決能力剖析歐盟

公民之被代表性

文化經典與美學詮釋向度

時間：99年3月19日
主講：夏燕生教授 (政大英語系)
講題：英美文學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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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展行動/問題解決導向通識課程4/1

• 以問題為中心，以行動為策略，師生共同發現、
解決問題的學習模式

– 問題導向課程9門
– 行動解決導向課程3門

• 連結服務學習課程，建立學生從做中學，培養志
願服務與貢獻社會的人生觀

– 全校共開設130門，5498人次修習

– 通識課程融入服務學習理念課程4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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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展行動導向/問題解決導向通識課程4/2

圖書館服務學習王美鴻圖書館概論：服務學習(二)

榮民之家、育幼院、 安養院行動導向、服務學習黃漢昌愛的理論與實踐：服務學習(二)

異國文化行動導向、服務學習李弘棋等國際經驗專題研究：服務學習(二)

現代社會行動導向、服務學習葉弘德永續發展導論

日常生活、圖形結構問題導向陳明璋幾何造型

愛情世界議題問題導向林志潔愛情的法律學分

現代社會問題導向梁元棟當代法律課題

日常生活問題導向陳鷹宇習慣領域

藝術作品問題導向王美鴻印象派及其時代

網路社會議題問題導向王美鴻資訊行為

日常生活問題導向王冠生哲學概論

日常生活問題導向王冠生道德推理

日常生活、國際情勢問題導向高佩珊溝通與談判

日常生活、多元文化問題導向呂欣怡多元文化與環境保育

日常生活、國際形勢問題導向劉嘉微當代世界：認同與文化

國際金融問題導向王俊元當代世界：跨國社會與經濟議題

探究場域活動類型授課教師科目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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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展行動/問題解決導向通識課程4/3

課程名稱：永續發展導論
活動場域：日常生活

課程名稱：愛的理論與實踐
活動場域：日常生活、安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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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通識與專業課程整合型學程5/1

• 開拓跨學院之整合型學程

– 已開設35個學分學程，9個跨領域整合型學程

– 規劃培育領袖人才學程

• 連結課程地圖，增加學生選修意願

– 課程地圖納入學程學分統計機制

– 96至98學年，取得證書人數13人，近十人達2/3學分

2010/8/18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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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通識與專業課程整合型學程5/2

通識課程(共28學分, 含通識必選修課程、外語課程)

校
通
識

院
基
礎

系
核
心

專
業
選
修
學
程

管理基礎
學程
(18)

電機學院 資訊學院 管理學院 人文社會學院客家文化學院

程
式
設
計
學
程(

18)

資
訊
安
全
學
程(

18)

資
訊
系
統
學
程(

18)

資
電
學
程(

18)

多
媒
體
學
程(

18)

網
路
學
程(

18)
英語榮譽

學程
(18)

華
語
教
學
學
程(

26)

電
影
研
究
學
程(

18)

人文社
會核心
(33)

傳
播
科
技
學
程(

18)
媒
體
文
化
學
程(

18)
外國語文學系 傳科系 人社系

族
群
與
文
化
學
程(

24)

社
會
學
與
人
類
學
學
程(

24)

資訊工程學系電子系 電信系 光電系

客家文化
與社會學程

(26)

電控系

基
礎
電
子

學
程(

27)

電
信
基
礎

學
程(

27)

電
控
工
程

基
礎
學
程(

27)

電
子

學
程(

24)

電
信
核
心

學
程(

24)

電
控
工
程

核
心
學
程(

24)

電機基礎學程(18)

奈米
晶片
通訊
生醫
(12)

多媒體
系統
量子
天線
無線
(9)

控制
訊號
電力
晶片
嵌入式
機器人
(18)

光電
光波
光學
顯示
(18)

心
理
學
學
程

跨
文
化
經
典
學
程

網
路
與
社
會
學
程

音
樂
學
程

科
技
與
社
會
學
程

數
位
圖
書
資
訊
學
程

全
球
化
與
數
位
文
化
學
程

數
位
典
藏
與
數
位
創
作
學
程

華
語
學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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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甲同學是資訊工程系學生，
對心理學很有興趣。他可以…

工業工程與
管理學系

通識課程

諮商中心

心理學 (2)學分

社會心理學 (2)學分

人際關係與溝通 (2)學分

認知心理學 (2)學分

生涯諮商研究 (3)學分

消費者心理學 (3)學分

行為決策與判斷 (3)學分

工業與組織心理學(3)學分

心理學學分學程

未
來
職
涯
發
展

人力資源管理

行銷策劃

心理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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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全校學生學習檔案6/1

• 參與課程32門，建立491個學生學習檔案(成長中)
• 建立學生學習檔案自動化作業

前端展示: 優異學生學習檔案展示館後台資料庫:  E3教學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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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全校課程地圖7/1

2010/8/18 26

• 課程地圖先導型計畫（Pilot Project）
– 辦理系統理念說明會，課程委員召集人參與

– 辦理系統使用說明會，教師、系助理、資深研究生參與

– 未來由資訊服務中心接手

• 以學生為中心的「智慧型的選課系統」

– 綜合通識、系所課程資訊於一張圖上，方便學生修課參考

– 結合註冊成績系統，學生清楚整個學習路徑，隨時調整

– 個人修業規劃可為導師生諮商、畢業學分、學程學分參考

– 系所可依據規定隨時修改，提供學生每年度最新課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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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全校課程地圖7/2

系統特色--個人修課規劃

登入後：
•亮綠色：必修課程
•亮藍色：選修課程
•灰色：修過的課程
•紅線建立修課關聯

修課模擬功能：
•預設是否能達成某一領域
或學程的修課狀態

學分統計功能：
•個人選課學分統計
•全校學程學分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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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通識教育之教學能量8/1

• 教學推廣與研究進
– 與教學發展中心、創意教學小組合作，定期舉行教學
研習會

– 進行行動學習的學習成效與教學滿意度之研究

• 教學助理之培育
– 每學期舉辦教學助理研習會

– 共培育147名通識課程教學助理，並有38名獲得傑出TA
榮譽

教學助理之培育教學助理之培育

教學推廣與研究並進教學推廣與研究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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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通識教育之教學能量8/2

• 執行計畫的初期平均教學滿意度較低

• 通識必修課程滿意度高於大學部必修課程

• 進階選修課程與基礎核心課程的教學滿意度相當

3.60

3.65

3.70

3.75

3.80

3.85

3.90

3.95

4.00

4.05

4.10

961 962 971 972 981

通識必修

大學部必修

3.60

3.65

3.70

3.75

3.80

3.85

3.90

3.95

4.00

4.05

4.10

4.15

941 942 951 952 961 962 971 972 981

通識之平均

大學部必修之平均

大學部選修之平均

通識教育與全校課程教學滿意度比較 通識必修與全校必修教學滿意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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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綜合效益9/1

• 以通識教育為核心之思考
– 全校大學教育目標之修定

– 通識課程地位之調整

• 通識課程新架構為基礎
– 專業系所教師認同，做為開課之指引

– 學生肯定其功能，作為修課之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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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綜合效益9/2

• 全校課程革新的觸媒
– 建立通識學分、專業學分、選修學分等同份量

– 深化課程內容

– 提供跨學院學分學程

• 全人教育的機制
– 訂定全校核心能力指標，確定課程教學目標

– 發展書院導航計畫，實施全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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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望

• 培育跨領域人才

– 執行通識教育新架構

– 推廣整合型學程

• 策劃全人教育體制

– 推行大一不分系

– 實行教養教育（Liberal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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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大學99學年

各系畢業學分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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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畢業學分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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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應數系
畢業學分分配比例

應數系

畢業學分分配比例

系訂必修學分,

66%

共同科(通識+語

言)學分, 22%

院外彈性選修學
分, 12%

系訂必修學分

共同科(通識+語言)學分

院外彈性選修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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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大學99學年
畢業學分分配比例圖

交通大學99學年

畢業學分分配比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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