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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教育專責單位行政

層級圖

• 通識教育課程規劃機制

• 通識教育課程審查機制

• 通識教育課程類群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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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質核心通識課程數位
化



教育部以通識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

通識教育（暨共同科教育）專責單位行政層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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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課程規劃機制

 各學門教學小組約有通識教師5~10人。

 每學門定期舉行學門課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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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課程審查機制

通識課程的審核標準：

1. 是否具有通識教育之理念及精神

2. 是否具有內容完整性與創新性

3. 是否具有實踐的可行性

4. 是否考量學生的接受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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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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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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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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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課程的評量與評鑑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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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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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共同必修

國文（大學寫作） 必修4學分

合計
共40學分

英文、英聽 必修6學分

體育 必修8學分

通識核心課程
經典教育

（含核心課程）
必修

至少6學分

分類選修

美學藝術 至少4學分

自然領域 至少4學分

外文領域 至少4學分

自由選修 國防通識 至多4學分

院通識課程

人文領域

如何修習由各學
院律定之

合計
共12學分

社會領域

商管數資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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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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礎課程

大學涵養 必修1學分

合計
共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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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階選修課程

美學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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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領域

商管數資領域

體育 8學分 8學分



教育部以通識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

通識核心課程執行成果

領域名稱 課程設計理念 規劃之課程名稱
學
分

當代文明

以主題導向或核心概念來貫穿中西文
明與思想的重要經典，特別注重西方
現代文明的基本預設及其社會與經濟
的各項制度原則分析，以及與其他文
明接觸後的相關後果。

※啟蒙與現代性
※權力與權利：我們的社會與政治生活
※理性、瘋狂與文明
※身體與當代文明
※大學理念與現代文明

3

科學涵養

從科學的經典文選之閱讀，回歸科學
素養與自然環境之間的原始關係，藉
此深入科學在各個不同的時代與社會
背景的展現，從而彰顯科學的本質與
精神，及培養修課同學對自然環境的
關懷。

※自我養成與人類學習
※環境變遷、生物多樣性與人類未來
※科學、技術與社會
※科學與文明
※數學、統計與現代世界

3

人文精神
與素養

從中西文化培育理想人格的文化實踐
入手，回歸至人文精神多元性的原始
內涵，以文化的表現形式概念為單
元，透過與人文精神及素養相關經典
的閱讀，使修課同學在領會中造就自
我，培育理想人格，以及粹煉詮釋與
欣賞各種文化表現的能力。

※儒家傳統與現代性
※性別與文明
※中國思想與文明
※東西方文明的對話
※藝術文化與現代人文素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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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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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學年度預計開設之核心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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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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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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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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課程共同設計原則與規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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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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課程共同設計原則與規準

當代文明-啟蒙與現代性
上課討論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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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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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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性別與文明 ● ● ○ ○ ● ● ○

東西方文明的對話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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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高度符應者打● 中度符應者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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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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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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中國思想與文明 ● ○ ● ● ● ● ●

大學理念與現代文明 ● ● ○ ○ ● ● ○

自我養成與人類學習 ● ○ ● ○ ● ● ○

儒家傳統與現代性 ● ● ● ○ ● ● ○

（凡高度符應者打● 中度符應者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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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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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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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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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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八年度推動核心課程的強化與配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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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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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他校共同舉辦核心課程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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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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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他校共同舉辦核心課程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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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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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推動通識組織升級至院級單位的法制化工作

– 預計在98年推動，99年正式實施。

九十八年度推動核心課程的強化與配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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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課程設計原則與規準之探討」工作坊

– 預計於99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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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office time、讀書會等)

未來推動核心課程的強化與配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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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課程的宣傳與共識形成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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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製作核心課程說帖，印刷成精美小冊子，發送給全校

師生（預計於9月完成）。

未來推動核心課程的強化與配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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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課程地圖暨七門應有而未有課程執行成果

一、全校課程地圖規劃

96學年度

通識中心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

電子商務學系

藝術設計學系

應用社會學系

幼兒教育學系

生死學系

97學年度

非營利事業管理系

旅遊事業管理系

哲學系

外國語文學系

傳播管理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建築與景觀學系

民族音樂學系

98學年度

管理資訊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企業管理學系

會計資訊學系

管理經濟學系

美學與視覺藝術學系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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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全校課程地圖的屬性分類制度（96學年度）

– 學術（依照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學門專長分類表完成）

– 興趣（參照朱湘吉（2001）在空大出版社出版之《生涯規

劃與發展》書中第87-89頁的「興趣量表」）

– 職業（參照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之台灣社

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中的ISCO88職業分類表重新配製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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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第一年建立的課程屬性分類制度，邀請本校資訊工程

學系同仁設計資料庫搜尋程式系統。

• 已完成程式設計並通過測試。目前正積極推動全校教師將

其開設之通識與專業的課程屬性，依據上述「學術」、

「興趣」及「職業」屬性分類表，上傳完成資料庫之建

立。

– 教師上傳網址：http://210.240.206.123:3444/login.aspx

– 學生課程搜尋系統網址：http://210.240.206.123:3444/SelectClas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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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登入之頁面

首頁 登入後

http://210.240.206.123:3444/logi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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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課程搜尋頁面

http://210.240.206.123:3444/SelectClas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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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課程屬性

理性、瘋狂與文明 周 平 核心課程

電影與多元文化 鄒川雄 多元文化學程課程

權力與權利：我們的社會與政治生活 魏中平、許文柏 核心課程

自我養成與人類學習 謝青龍 核心課程

儒家傳統與現代性 張錫輝、李艷梅 核心課程

性別與文明 李艷梅、張錫輝 核心課程

當代文明－啟蒙與現代性 鄒川雄、蔡佳憓 核心課程

創意思考與實踐 黃俊儒 行動導向課程

科學與文明 謝青龍、鄒川雄 核心課程

東西方文明的對話 許文柏、魏中平 核心課程

環境變遷、生物多樣性與人類未來 林明炤 核心課程

大學理念與現代文明 鄒川雄、張楓明 核心課程

中國思想與文明 鄒川雄 核心課程

視覺資訊 葉裕民 行動導向課程

身體與當代文明 蔡佳憓 核心課程

二、十五門應有而未有之課程規劃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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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教學網頁與部落格

部落格網址：http://nhu97madness.blogspot.com/ 教學論壇網址：http://paul.freebbs.hk/index.php

部落格網址：http://blog.yam.com/right311

理性、瘋狂與文明（周平）［核心課程］ 當代文明－啟蒙與現代性（鄒川雄、蔡佳憓）［核心課程
］

網路交流平台：http://ctp.nhu.edu.tw

創意思考與實踐（黃俊儒）［行動導向］
權力與權利：我們的社會與政治生活（魏中平）［核心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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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養成與人類學習（謝青龍）［核心課程］

部落格網址：http://blog.yam.com/user/egohuman.html

儒家傳統與現代性（張錫輝）［核心課程］

部落格網址：http://blog.yam.com/user/egohuman.html

部落格網址：http://blog.yam.com/nhugender

性別與文明（李艷梅）［核心課程］

課程網址：http://snw.ccu.edu.tw

科學、技術與社會（黃俊儒）［核心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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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完成南華大學最後八個科系的課程地圖。

• 結合導師制度，輔導學生參照全校課程地圖之屬性分類，

建立自己的「學習地圖」。

• 根據全校學生學習地圖分三方面反饋於全校課程地圖：

– 學生面：建立一至四年級學生的學習地圖。

– 課程面：開設應有而未有的課程。

– 師資面：因應新開課程培養或新聘師資。

三、第三年計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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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與問題解決導向之通識課程執行成果

 課程之角色及規劃類型 課程形式 規劃課程舉例

議題整合
為導向

 透過當代跨領域議題的統
整，經由兩種或多種不同學
科背景知識的交互參照，選
取適當的跨領域議題內容進
行教學。

具體行動
為導向

 規劃實際能夠參與在議題發
生現場的教學，讓學生透過
實際情境的感受，並能透過
具體行動對於現況進行體驗
及介入的教學設計（行動非
活動）。

問題解決
為導向

 透過問題情境的設計（可以
真實亦可以虛擬），讓學生
針對清楚的問題情境進行問
題解決，適當地結合理論及
實務之間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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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題整合導向

– 「科學的人生觀」

• 具體行動導向

– 「台灣野生動物」、「科學、新聞與生活」

• 問題解決導向

– 「視覺資訊」、「創意思考與實踐」

已完成規劃及開設之課程（共五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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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為中心之學習（student-centered learning）

• 開放式問題導向（open-ended questions）

• 真實性學習任務（authentic tasks）

• 漸 進 式 問 題 解 決 導 引 （ progressive problem 
solving）

• 各階段表現為基礎之評量（performance-based 
assessments）

各課程共同遵循之設計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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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創意思考與實踐」課程

– 單元：「搶救貧窮大作戰」期末作業設計

•讓學生自行界定問題、解析問題並規劃解決的策

略

•讓不同科系及不同認知風格的學生均能發揮所

長，並結合個人興趣與專業課程的知識內容

學生為中心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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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品舉例

資工系同學作品 美藝系同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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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景系同學作品 生死系同學作品

社會系同學作品

資工系同學作品

應設系同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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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科學人生觀」課程

– 單元：「科學與人生的關係」
• Q：「從科學看人生與從人生看科學有何差別？」

– 單元：「人生之美-科學美學」
• Q：「科學的美感是人賦予的？還是它有客觀的美學
標準？」

– 單元：「科學倫理-科學家的倫理」
• Q：「科學家作研究時，如果內部倫理與外部倫理有
衝突時，該如何取捨？」

開放式問題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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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記錄-討論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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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記錄-課後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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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台灣野生動物」課程

– 單元：「校園動物巡禮」

•透過田野考察，學生在適度引導下自行在環境中
觀察現象與發現問題，教師及助教協助解除迷思

– Ex:「校園裡面哪些是有毒的動物？」說明有哪些可能
的錯誤認知

•校園生態特性的解說

•結合鑑定紀錄表、心得報告、照片紀錄等

真實性學習任務



教育部以通識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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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學生與生物進行面對面的直接接觸，強化所學印象，培養對
生物的熱愛。

課程記錄-實地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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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記錄-小組討論

• 引導學生針對重要生物、生態議題進行分析和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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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記錄-學生海報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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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視覺資訊」課程

– 單元：「千言萬語一張圖」

• 基本概念引介-圖說基本說明、基本名詞解釋

• 組內討論-小組討論單（發現什麼？有何訊息？設計者是
否刻意誤導？有何優缺點？）

• 組間討論-口頭辯論或發言（全班）、教師說明與總結

• 教師回饋-針對小組討論單進行批改與回覆

• 個人反思與總結-透過教學平台上傳個人最後的想法與結
論

漸進式問題解決導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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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記錄-討論單

• 左圖資訊是銅的傳導係

數，圖上有很多的數據其

中有一條是最可信的參考

數據，橫軸代表溫度縱軸

代表傳導強度，圖上的編

號是採人名姓氏筆畫排

列，老師要我們討論有什

麼方法可以讓使用人名編

排的數據更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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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記錄-小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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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成年份排序其優點可以知道其中某個年份，可以看出有多少人做
實驗，並且可知在同一年份的人所做的實驗之差異並做比較，每年
所做的實驗掌握的科技條件不盡相同，可以知道科技的進步也會影
響數據變化。

• 也可以使用月份來表示，如此一來可以細分當時季節的變化，看出
溫度的差異性進而影響銅的傳導性，天氣、氣候的轉變對實驗也會
有很大的影響性。

• 用地點來表示，因為實驗所處的國家、地區的不同，如：高海拔地
區、熱帶地區，當時的環境條件會影響銅的熱傳導變化和實驗結
果。

• 用年齡排序表示，因為科學家可能年紀大導致判斷錯誤，老花眼導
致實驗誤差，而年輕實驗家可能實驗不仔細導致誤判數據使實驗結
果不精準。

課程記錄-討論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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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記錄-課後心得感想

• 老師讓我們分組討論是想訓練我們讓
大腦開始思考、學習組織論點並明確
表達、培養接納他人卓見的心胸、鍥
而不捨地探求真理。

• 今天讓我們去學習看圖的功用是什
麼？分辨出圖的優缺點。

• 帶給我們的資訊是什麼?從這些方面去
看圖我發現看圖所帶給我的資訊越來
越快了，比之前不知從何著手看圖了
解圖的意義現在越來越有成就感了，
且有了這些看圖的方向，讓我今天上
課很快就找到圖所要表達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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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科學、新聞與生活」課程

– 單元：「學生即科學記者」作業設計

•設定議題-小組設定、個人設定

•擬訂計畫-構思採訪或書寫計畫

•計畫反思-在製作過程中逐步反思

•初稿書寫-依據倒三角形結構

•同儕互評-同儕相互回饋

各階段表現為基礎之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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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主題形成 個人主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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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計畫規劃 寫作計畫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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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初稿寫作 新聞稿互評



教育部以通識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

Explore rum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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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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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構行動/問題導向教學資源分享平台

– 課堂學習工作單平台

– 教師教材交換平台

– 學生作品交換平台

• 舉辦行動/問題導向教學觀摩

– 提供教師交換課程經營作法與觀念的機會

– 落實「行動與問題解決導向」精神於師資成長

• 鼓勵教學結合研究的學術發表

– 結合《通識教育與跨域研究》期刊

– 與教師學術生涯結合

執行成果



教育部以通識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

通識與專業課程整合型學程執行成果

9 6 學 年 度

「生命/科技/倫理」學程

「多元文化」學程

9 7 學 年 度

「生物多樣性」學程

「身體的政治與文化」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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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技/倫理」學程

課程規劃 開設課程 說明 學分

通識核心課程
「科學涵養」

1.自我養成與人類學習
2.環境變遷、生物多樣性與人類未來
3.科學、技術與社會
4.科學與文明
5.科學涵養

必修 2

基礎課程
1.生命科學概論（生命科學的奧秘）
2.倫理學

必修 4

特色課程
1.「動物倫理」二至三門課
2.「醫學倫理」二至三門課
3.「環境倫理」二至三門課

三個特色課群中
選一群，必修

6

進階通識課程 「生命/科技/倫理」學門 自由選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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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技/倫理」學程 學習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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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學程「多元文化」學程

課程 開設課程 說明 學分

通識核心課程
「當代文明」

1.當代文明-啟蒙與現代性
2. 權力與權利：我們的社會與政治生活
3.理性、瘋狂與文明
4.大學理念與現代文明
5.身體與當代文明
6.人文精神與素養

必修 2 

基礎課程
1. 多元文化（概論）
2. 後現代思潮

必修 4

特色課程
1. 「性/別文化」二至三門課
2. 「族群文化」二至三門課
3. 「全球與在地文化」二至三門課

三個特色
課群中選
一群，
必修

6 

進階通識課程 「多元文化」學門 自由選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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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學程 學習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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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開設課程 說明 學分

通識核心課程

「科學涵養」

1.自我養成與人類學習
2.環境變遷、生物多樣性與人類未來
3.科學、技術與社會
4.科學與文明
5.科學涵養

必修 2

基礎課程
1. 生態學（概論）
2. 生物多樣性

必修 4

特色課程
1.「物種多樣性」二至三門課
2.「生態多樣性」二至三門課
3.「基因多樣性」二至三門課

三個特色課群中選
一群，必修

6

進階通識課程 「生物多樣性」學門 自由選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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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學程 學習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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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開設課程 說明 學分

通識核心課程
「當代文明」

1.當代文明-啟蒙與現代性
2. 權力與權利：我們的社會與政治生活
3.理性、瘋狂與文明
4.大學理念與現代文明
5.身體與當代文明

必修 2

基礎課程
1.「身體與社會」
2.「現代性與身體」

必修 4

特色課程
1.「醫療、健康與身體」二至三門課
2.「性別、性與身體」二至三門課
3.「美學、藝術與身體」二至三門課

三個特色課
群中選一
群，必修

6

進階通識課程 「身體與文化」學門 自由選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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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的政治與文化」學程 學習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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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成果及未來規劃

• 於每學期舉辦學程教師說明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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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作學程海報於校園內進行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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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置學程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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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雲報專訪「通識整合型學程」內容
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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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作「學程證書」 ：除了可增加學生修習之求學意

願外，亦對學生未來的就業有實質助益。

• 印製「學程手冊」、「學程修習護照」給學生。

– 在學生逐步地修課、認證的同時，可從中判斷課程、

課數甚至時段之需求。

• 舉辦鼓勵教師開設學程之說明會，讓更多的師資投

入教學團隊。

• 建立學程教師之評鑑及獎勵制度，除了管控教學品

質外，亦可培養出優質之師資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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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學習檔案製作三項原則：

– 整體性

– 創新性

– 反思性

優異通識課程學生學習檔案e化上網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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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自己整個學期的課程學習心得，建構自己的學

生學習檔案，做為自我學習的反思記錄，並成為自

主學習者。

學生作為自主學習者

98年度第一學
期報名件數總
共為154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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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學年度第1學期宣傳海報 97學年度第2學期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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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學生學習檔案平台

http://self2.n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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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學年度舉辦入選優良學生學習檔案作品頒獎典禮

日期：2009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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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學年度第一學期優異學生學習檔案頒獎典禮
暨競賽說明會

日期：99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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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學年度優異作品展示一

• 課程：視覺資訊

• 學生：唐于震

• 作品：影片內容分析圖表

關係流程表上－完整推斷的大衛人生片段流程

關係流程表下－大衛計畫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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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學年度優異作品展示二

課程：性別與文明
學生：謝馨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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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學年度優異作品展示一

• 課程：中國經典－紅樓夢
• 學生：王郁文
• 作品：紅樓人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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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報告：一位女性的訪談－李宜娜
筆者：請問妳自小對父母的感覺是怎樣的？
母親：沒什麼感覺，就單純知道爸爸對兒女雖然家教

嚴峻，但其實他對小孩很好很疼愛，孩子想買什
麼他都會不吝惜的買給孩子。至於媽媽則是一直
努力地在做家裡豆腐工廠的工作，說到規矩部分
都是爸爸在教的，不過媽媽總是從一些周遭的生
活實例裡告訴孩子做人的道理。

筆者：在妳小的時候(三○～四○年代)，台灣是個重
男輕女的年代，他們有重男輕女的觀念嗎？

母親：沒有。爸爸他認為每個孩子都是他最疼惜的，
不管男生或女生只要能讀書就讓他儘量讀；如果
不是讀書的料，至少要學會一樣謀生的工夫來養
活自己。不過我的父母很迷信，這和舊時的台灣
宗教信仰有關。由於我出生當時是父母剛開始白
手起家的那一年，家裡很困苦，因此他們認為我
不是能為家裡帶來財富的孩子。另外爸爸對長
男、長女的禮教比弟妹還嚴厲，常常讓我(長女)
心理很不平衡，後來慢慢長大才發現爸爸的用
心，不過這樣的體會是在我步入中年以後，而爸
爸也已經往生一、二十年了。

97學年度優異作品展示二
課程：西蒙波娃《第二性》
學生：郭凌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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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評選出150份優異學習檔案並數位化。

• 由優異得獎作品作者進行經驗交流分享，並提昇

檔案製作的數位化能力。

• 未來期望能與全校學生學習地圖做有效整合，可

以作為選課的依據或參考。

三年內執行重點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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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核心通識課程數位化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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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核心課程」之攝製

 東西方文明的對話

 科學與文明

 中國思想與文明

 權力與權利：我們的社會與政治生活

 身體與當代文明

 「核心課程工作坊」之攝製

 攝製每年舉行之「核心課程工作坊」，可供日後教師學習訓練之

用。

 建立網路學習之機制

 與本校圖書館「隨選視訊系統」接軌，建立線上學習、複習機制，

以供日後正式核心課程網路學習機制之參考。

一、98學年度工作重點 98學年度之核心課程攝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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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學年度五門核心課程之數位化網頁

「權力與權利：我們的社會與政治生活」：
http://genedu.nhu.edu.tw/Core/KB0001/01-Main.htm

「東西方文明的對話」：
http://genedu.nhu.edu.tw/Core/KB0004/08-Media.htm

「中國思想與文明」：
http://genedu.nhu.edu.tw/Core/KB0003/01-Main.htm「身體與當代文明」：

http://genedu.nhu.edu.tw/Core/KB0005/01-Main.htm

「科學與文明」：
http://genedu.nhu.edu.tw/Core/KB0002/01-Main.htm

二、成果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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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帶拍攝

 已完成九十七學年度上學期

「當代文明－啟蒙與現代

性」、「環境變遷、生物多

樣性與人類未來」及「科

學、技術與社會」三門核心

課程，以及九十六學年度

「當代文明」、「人文精神

與素養」及「科學涵養」三

門核心課程的影帶拍攝，均

已轉錄成DVD光碟。

教學影片上網：本校圖書館已
將通識核心課程的教學影片上
網，供同學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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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導向通識課程設計工作坊 南華大學通識教育論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