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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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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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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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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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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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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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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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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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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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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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經營以學生學習過程為中心的課程 ●協助教師教學專業成長

意識到發展教學專業的重要性

開始反省自身的教學經驗

誠實地面對自己的教學困境

批判傳統傳遞式的教學

找尋有利學生學習的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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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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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會當自己學習的主人



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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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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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推動融滲式教學

2.補強專業學程之通識課程(四)

3.更新醫學人文學程(四)

4.開設專業典範學習課程

通識教育專業化通識教育專業化

1.通識課程核心化(一、二)

2.通識課程優質化

3.通識課程行動化(三)

4.通識課程領域化

5.通識課程E化(六、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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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推動融滲式教學

2.補強專業學程之通識課程

3.更新醫學人文學程

4.開設專業典範學習課程

通識教育專業化通識教育專業化

1.通識課程核心化

2.通識課程優質化

3.通識課程行動化

4.通識課程領域化

5.通識課程E化



專業教育通識化

 現在專業教育的現況
 過早分工化、單科化

 General education
 通識教育是專業教育的基礎

 未來需要：跨領域整合能力
 多學科的基礎知識

 知識整合能力

專業教育

通 識 教 育

跨領域整合能力跨領域整合能力

人文社會 藝術基礎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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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課方式分三階段進行：

-第一階段-
由通識教師至專業

課程中進行協同教學

-第二階段-
由通識教師與各系

教師共同授課

或共同研究

-第三階段-
由各系教師

獨立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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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的能力。

1.推動融滲式教學
執行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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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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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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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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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推動融滲式教學
通識與專業教師跨領域合作

課程名稱(4門)
合作教師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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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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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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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系 課程名稱 課程數

醫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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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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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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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計 22

1.推動融滲式教學
各學系主動開設人文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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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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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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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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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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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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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學程

增加
6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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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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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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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患全人醫療學程

兒童美學、視覺藝術與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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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更新醫學人文學程
架構更新

文史哲

社會科學

音樂與藝術

醫學人文實踐

文史哲

社會與心理

音樂與藝術

醫學人文實踐

核心課程

醫學人文探究

95 96 97 學年度

98學年度累計
47人選修



3.更新醫學人文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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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人文
探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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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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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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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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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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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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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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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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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屆 黃健榮 醫學系第18屆

回歸專業的召喚－－
願意成就自己為良好的醫事人員
而從事各種的學習



4.開設專業典範學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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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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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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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範學習

拇山人文講座
看見女科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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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傑出校友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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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學系典範學習
課程

護理、老護
醫學、藥學
保健、公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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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推動融滲式教學

2.補強專業學程之通識課程

3.更新醫學人文學程

4.開設專業典範學習課程

通識教育專業化通識教育專業化

1.通識課程核心化

2.通識課程優質化

3.通識課程行動化

4.通識課程領域化

5.通識課程E化



1.通識課程核心化
執行過程

共識營
1.規劃書撰寫

2.啟動教案規劃
3.舉辦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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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說明會

子計畫一、通識核心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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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範學習

拇山人文講座
醫學典範追尋與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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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傑出校友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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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系典範學習課程

護理、老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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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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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通識課程核心化
通識與專業整合



1.通識課程核心化
以學生學習為中心

前：平列式的課程結構 後：同心圓的課程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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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研究的導入4

結合寫作的訓練8

以問題為導向的學習7

對話式的學習6

提供多元視野的理解背景5

單一經典
小班化教學
精緻化經營



1.通識課程核心化
建立課程評核機制

教案審查

二次
教學實驗

公開發表

專家審核

核
心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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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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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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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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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問的問題  

其他補充紀錄或建議：  

 
 

反思的五層次Bain et al, 1999

Reporting 純粹敘述事件經過

Responding 敘述心情、判斷

Relating 與經驗聯結、加上個人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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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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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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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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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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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評估表

學習檔案回顧學習伙伴評論表

回 應 者 閱讀時間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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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對他說……..

我想給他的留言是…… (For classm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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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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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思日誌咀嚼紀錄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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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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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檔案自我評估

1.通識課程核心化
執行檔案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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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動導向 2 85 3 93

人文領域 1 40 1 40

社會科學領域 - - 1 38

小計 16 719 16 651

總計 32門課 1,370人次



1.通識課程核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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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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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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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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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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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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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識課程核心化
全校課程地圖

生涯路徑核心能力

課程架構

全校課程地圖



1.通識課程核心化
全校課程地圖-特色一：操作介面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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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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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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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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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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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
5.您覺得預選功能對您選課是否有幫助? 4.02

總體滿意度 4.05

有效問卷：359 份 男：178 女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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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饋意見

1.增加課程評量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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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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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自動排出各學年建議選課表

平台功能改善
系統進階更新

平台功能改善
系統進階更新



2.通識課程優質化
具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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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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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教育諮詢委員會



2.通識課程優質化
實施全面量化教學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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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通識課程優質化
學生學習焦點團體訪談

學年度
場
次

參加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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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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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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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讀孔子 課堂錄影展示與討論 98/05/06



2.通識課程優質化
教學助理隨堂紀錄

學年度 課程數

97 6
98 8



2.通識課程優質化
推動課程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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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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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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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通識課程優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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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林文琪 課堂提問的藝術行動學習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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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邱佳慧 自主學習教師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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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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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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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前
94 3

5
95 2

執行後

96 1

1497 3

98 10

2.通識課程優質化
執行成果



3.通識課程行動化
執行過程

進行教學行動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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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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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通識課程行動化
開設以課程為基礎的服務學習

行動/問題

解決導向課程
分類

以課程為基礎
之服務學習

結合口述歷史的

社區服務課程＊

以通識課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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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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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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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
北醫附近社區

臺東金峰鄉

醫院
花蓮玉里榮民醫院

北醫附設醫院

3.通識課程行動化
建構校外服務學習平台



3.通識課程行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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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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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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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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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通識課程行動化
向專業學系推廣І

提出跨專業醫病溝通行動學習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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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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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通識課程行動化
向專業學系推廣Ⅱ

推動行動學習與臨床教學的結合



4.通識課程領域化

能力導向

知識導向

現代公民素養能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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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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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與藝術學群

語言與文化學群等

4.通識課程領域化
選修課程模組化、學群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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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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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推動融滲式教學

2.補強專業學程之通識課程

3.更新醫學人文學程

4.開設專業典範學習課程

通識教育專業化通識教育專業化

1.通識課程核心化

2.通識課程優質化

3.通識課程行動化

4.通識課程領域化

5.通識課程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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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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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類別 課程名稱 完成度

典範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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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課程
4門

拇山人文講座 建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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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通識課程E化
優質核心課程Ⅳ

類別 課程名稱 完成度

服務
學習
7門

以課程為
基礎的服
務學習

兒童美學 完成

《史記》與歷史人物評析 完成

認識非營利組織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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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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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通識課程E化
優質核心課程Ⅴ

課程
類別

課程名稱 完成度

經典
閱讀
14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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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記》與歷史人物評析 完成

易經與人生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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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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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備姓名
檢索功能



97學年度(9門) 98學年度(11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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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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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檔案教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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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通識課程E化
學生學習檔案E化Ⅲ



學期 場次 日期 學生人數

981 2
98/09/16 約450
98/12/23 約450

982 2
99/02/24 約430
99/03/03 約430

舉辦學生學習檔案之經驗分享與頒獎

5.通識課程E化
學生學習檔案E化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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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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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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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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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化理論與經驗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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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2

林文琪 哲學 13

陳重仁 文學與文化 18

潘力誠 科學哲學 15

簡仕捷 語文學習 11

王實之 社會學 16

邱佳慧 歷史 19

總計 125



二、促進學生學習自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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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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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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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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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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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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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援教師進行教學行動研究



三、協助教師教學專業成長
形成教師學習社群



三、協助教師教學專業成長
樹立追求個人教學卓越的風氣

類別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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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級教師獎 23人次

教育部優質課程補助 15件

獲校內外獎補助率高達93％



我們為什麼要如此自我要求？



作為理性的存有者

基於自己的深思熟慮

為成就教學的理想

願意自己制訂辦法自己遵從

樹立作為通識教師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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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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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人醫療為圭臬全人醫療為圭臬



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感謝教育部顧問室的
補助及指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