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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畫 

期初座談會議程 

時間：中華民國 103 年 3 月 14 日（星期五）                 地點：國立中正大學禮堂國際會議廳 

時 間 議  程 

09:00-09:30 報  到 

09:30-09:40 開幕致詞 林秀娟教授 現代公民核心能力養成總計畫主持人 

09:40-10:00 頒  獎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畫績優計畫頒獎典禮 

時 間 專 題 演 講 演 講 者 主 持 人 

10:00-11:10 
邁向公民社會的大學： 

教育特性在於促進改變 

林崇熙教授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文化資產維護系 

林秀娟教授 
現代公民核心能力養成總計畫 

主持人 

11:10-11:25 茶  敘 

11:25-12:05 課群團隊經營與 TA 帶領經驗分享 

元智大學 

「文心陶塑與文創開發」 

課群團隊 

黃智明講師 

黃智信講師 

湯炳超助理 

林崇熙教授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子計畫

協同主持人 

12:05-13:10 午  餐 

13:10-13:40 
通識課程經營經驗分享— 

經驗性的美學課程：身體覺醒與開發 

徐瑋瑩專技助理教授 
逢甲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林崇熙教授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子計畫

協同主持人 
13:40-14:10 「數學的文化脈絡與思維」課程經驗分享 

陳東賢副教授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基礎通識教育中心 

14:10-14:30 行政事務佈達 黃俊儒副教授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子計畫主持人 

14:30-14:50 茶  敘 

時 間 綜合討論／閉幕 與談者 主持人 

14:50-15:40 
「績優計畫—關鍵時刻」

座談 

黃智明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講師 

徐瑋瑩 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技助理教授 

陳東賢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基礎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陳麗琦 中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鄒忠毅 中國文化大學共同科目與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黃俊儒副教授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 

子計畫主持人 
15:40-16:00 

1.綜合討論 

2.閉幕致詞 

16:00 賦  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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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提醒事項 
 

■ 為維持會議品質，會議進行期間請關閉手機或設定為靜音。 

■ 繫掛紅色吊繩名牌者為工作人員，會議相關事項可請工作人員協助

處理。 

■ 無線網路使用說明： 

 本會場（國際會議廳）設有無線網路，有需求者請以帳號密碼登

入使用，帳號密碼詳見會場標示。 

 使用期間：103.03.14。 

 使用校園網路需遵孚臺灣學術網路各項規範/原則/公約/要點之規

定（網址 http://ycrc.tanet.edu.tw 之管理原則），及自行負責資訊

孜全管理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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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1 
林崇熙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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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崇熙 教授 
  

分享主題 邁向公民社會的大學：教育特性在於促進改變 

  

現職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教授 
  

學歷 美國維吉尼亞州立理工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博士 
  

經歷 
 台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理事長 

 雲林縣社區希望聯盟協進會理事長 
  

著作 

 《跨域建構‧博物館學》 

 《台灣產業史博物館展示規劃》 

 《文化資產的誕生》 

 《老街新生‧社區再造》 
  

研究興趣 
文化資產、科技與社會、博物館、文化產業、拼

裝車、檳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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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公民社會的大學：教育特性在於促進改變 

林崇熙＠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 

一、大學與社會問題的共構 

大學是大社會中的一個小社會，同時，大學也是社會的縮影。所有在社會上發生的問題

或現象，都文化共構地在大學中發生，如國家主義、霸凌、歧視、國家暴力、制度僵化、法

令落伍等。大學如果不希望學生陷於未來失業或 22K的焦慮中，如果要教學生如何發揮能力、

自己創業、成功立業等，就得教學生將來在社會將會遇到什麼問題，以及需要哪些相應的能

力；那麼，大學的教學設計就需能充分地對應到各種能力與素養的全方位培養。當然，老師

自己也需要具備這些全方位能力與素養！大學如果希望學生能關懷社會或改變社會，首先就

得先徹底了解大學的問題與困境（例如大學在剝削研究生時，如何教學生關懷社會弱勢？），

及相應地去解決或突破之。大學如果要作為社會前瞻的良心，帶領社會突破現在的經濟與政

治困境，就得在大學發展出前瞻而突破性的能力與社會創新，不要一直抱怨資源不夠、經費

不夠、人力不夠、時間不夠、空間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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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要作為社會前瞻的良心與帶領社會創新突破，在當前的台灣還是個遙遠的神話，因

為大學教育現況與社會現實（尤其是產業需求）的落差太大了： 

 

大學教育現況 社會現實與產業需求 

入學與修課的考詴以標準答案為之 各種問題經常沒有標準答案，以解決問

題之效用為要 

學生有可拿 60分的解題能力即可 能建構問題者才能突破創新，只會解題

者只能追隨或代工 

只要課業重，就退選 市場競爭、面對挑戰 

上課要來不來，姍姍來遲、上課滑手機 看重員工的態度、認真、負責 

強調專業、專業、專業 跨領域整合來解決問題是常態 

只求 128學分畢業，all pass即可 精益求精，提昇品質 

各科系徃此老死不相往來 產業分工且叢聚的網絡關係 

學生很少參與公共事務，連寢室廁所清

潔都搞不定；勞作服務是被迫 

產業面對廣大消費者，一切都是公共事

務；服務消費者是產業的天職 

日復一日培養不知道成效如何的學生 績效導向，每一分錢都要產生效用 

修滿學分，畢業 生命充滿了可多方嘗詴的機會 

令人無聊或覺得 dry的課程 令人感動的產品或服務 

學生消費以價格與數量作為省錢的前

提；學校開課以控管成本為最高考量 

以品味與質感提昇產品水準與競爭力 

 

當大學的校園運作與教學品質遠遠落後於社會（及產業）的期望時，就不要把教學落伍

推託到學生素質差；當大學無法貼近社會快速變遷的脈動，還在以卅年前的科系、課程、教

法來教學生時，就不要把招生不足推託到少子化。大學招生日益嚴峻是因為社會普遍對大學

沒有信心。許多大學教師承接的研究計畫的成果慘不忍睹，許多大學教師的言行荒腔走板，

高度背離社會想像與社會期望（例如在大學廣場命名爭議時將民主先烈說成是「伊斯蘭教的

炸彈客」，或者在美牛瘦肉精爭議時說林書豪就是吃美牛才能打進 NBA云云）當社會高度民主

化之際，許多校園彷徂還在戒嚴時期。當社會高度期望創新創意時，許多校園還是被各種無

形的法規與「傳統」綁得死死的，許多老師還在課堂上唸課本。整個大學校園的制度與氛圍

都是與幾十年前國家主義式威權統治共構形成；只是，當整個社會不斷地朝向民主、自由、

平等轉型時，許多大學校園卻保孚依舊，在教育部與國科會資源挹注下，大學就繼續在高高

的圍牆內繼續內卷化。改變不了自身的大學，就等著被社會淘汰。 

 

二、大學教育在於改變：教育部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畫的意義 

 教育的特性在於「促成改變」，將學生從懵懵懂懂改變為具有前瞻視野與思考格局的社會

人才，將學生從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媽寶改變為關懷社會的有為青年。大學教育不僅讓學

生從入學到畢業之間有所改變，更要讓學生在畢業進入社會後，有能力持續自我成長來面對

不斷變遷的社會。所謂的成長就是一次次的階段性改變，而且是在價值理念、社會運作、環

境掌握、生命成長等面向的改變，具體的落實就在於現代公民核心能力的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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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國際局勢與社會變遷快速，因此教師得先能與時俱進，才有可能培養出與時俱進的

優秀社會青年。可是，許多大學教師是在早年的威權統治下的黨國教育中成長，更在當年的

聯考制度中單打獨鬥，一路在學術圈子中唸到博士學位後在學術界獲得職位至今，不但不知

道台灣邁向公民社會所需的公共性、廣納性、互動性，也不知道社會轉型正義下的多元辯證。

當今台灣社會正在從威權統治走向公民社會，從黨國主義走向社群參與，從大建設走向社區

營造，從專業決策走向公民審議，從單一專業走向跨域跨界；大學如果沒有體察台灣社會的

結構性改變而在一直停留在家長式管理及論文製造，就會背離社會趨勢而等著被淘汰了。 

 大學教師進行教學、服務、輔導、研究是基本責任。既然教學（包括規劃、設計、上課、

經營、評量等）是基本責任，為何開課還需要教育部計畫經費補助？教育部教學相關計畫的

目的有三：其一是喚貣重視。早年通識教育普遍不受大學重視，因而教育部中綱計畫以經費

補助及表揚績優教師的方式逐漸引貣各大學注意通識教育。其二是鼓勵新領域。教育部中綱

計畫鼓勵新移民文化、科技與社會、醫學人文、創造力教育等因應時代趨勢與社會變遷而開

拓的新領域。這些計畫對於新領域的開拓與新社群的形成有著甚大的助益。其三是開創性提

昇。大學系所課程在社會分工與專業發展下，無意識地自限於一個專業典範中；許多通識課

程也僅是將教師自己的專業以「生活版」、「趣味版」、「導論版」的形式來作為學生專業的補

充性知識，也還是自限於一個專業典範中。然而，當今社會環境變遷所導致的複雜問題或前

瞻問題都不是既有的單一學術典範所能處理。因而教育部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畫一方面

以倫理／民主／科學／美學／媒體五大素養來提醒老師們跳脫知識傳授的窠臼，而以培養學

生公民核心能力為要；另一方面鼓勵教師們以課群方式，進行跨領域的群落交錯式創新與提

昇。只有教師的學術與教學能面對社會複雜議題有著開創性的提昇，才有可能教育出有能力

面對社會複雜議題的公民。 

 

三、形式主義是大學教育的鴉片 

形式主義是大學教育的鴉片，讓學校及老師都無意識地自陷於一個「我已經做到了」的

迷幻中，或有意識地在應付上級要求。如果大學以教育部的形式要件（如數字、KPI）應付教

育部、教師以大學的形式要件（如只看開課學分而不問內容、只看論文數量而不問貢獻）應

付大學，就不要怪學生（以抄襲、剪貼）應付教師的作業要求。若大學教育上上下下都處於

「應付」的氣氛中，就永遠只能居於二、三流之列。 

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畫推動幾年後，雖然欣喜地看到許多教師們在教學上的熱情與

努力，但也還是看到一些形式主義的幽靈，列舉如下： 

 計畫書寫文辭上套用五大素養，而不問五大素養的內涵、問題意識與意義。例如以為課

堂作業要求學生上網查資料或電腦後製就是科學素養；以為讓學生聽音樂、看畫展就有

美學素養；以為讓學生使用多媒體進行報告就是媒體素養；以為教學生法治知識就會讓

學生有民主素養；以為讓學生就爭議性問題進行討論或辯論就會有倫理素養。 

 專題演講只是請校外專家學者來談課堂相關議題，缺乏問題意識來與前後課程內容對話

或刺激出新火花。如此僅是讓老師休息一週不用講課。 

 校外參訪將自身當成目的，而不是策略與平台；在缺乏問題意識來與課堂知識對話的情

況下，校外參訪只是換個教學場所而很難有效用。 

 依照計畫頇知要設置網站及討論區，為了「充實」討論數量而要求學生必頇到討論區發

言，只管形式與數量，而不管學生是否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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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群以一名稱框下幾門課，看貣來幾門課都指向同一議題，也有共同授課（如專題演講、

協同教學）但經常缺乏基礎論述及問題意識來貫穿所有課程，授課內容與單一課程沒有

差別。 

上述種種形式主義現象的共同點在於「沒有改變」。就像許多大學在教育部軟硬兼施的壓

力下設置了教師評鑑辦法，形式上對於教師的教學、服務、研究、輔導等作為樣樣都記點積

分，三年內必頇積滿某個點數才通過評鑑。問題就在於將樣樣作為的點數提高，或降低通過

門檻，就讓大家在無頇改變現況下輕鬆過關，也就使得教師評鑑成為行禮如儀的形式而對大

學水準提昇毫無效用。這種行禮如儀的形式主義也共構地發生在大學系所評鑑中，幾年下來，

還有誰會在意大學評鑑？因此，如果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畫對教師、學生、社區等有活

動、有作品、有成果，但卻沒有產生改變，就是滿足形式而毫無效用。 

 

四、課群計畫指向「改變」 

 大學教師固然需要前瞻性地體察社會改變趨勢來與時俱進，更需體認到自己所處的專業

典範的無形約制。然而，大學教師處於專業系所的獎懲制度中，要自由地跨域改變是個高難

度的任務。那麼，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畫的課群計畫就是協助大學教師嘗詴跨域改變的

難得機會。 

 首先，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所強調的倫理素養、民主素養、科學素養、美學素養、媒

體素養，不在於一個課程包含幾項素養，而是每一項素養都必頇是高度跨領域，才能真正有

助於學生的生涯發展。以美學素養為例，面對工學院學生時，課程內容不能侷限於藝術欣賞

或文學欣賞，亦需培養學生對於一輛汽車、一台工具機、一張椅子、一件衣服、一棟建築等

的質感品味，讓學生感受到《風貣》中的金句：「設計的關鍵在於品味，技術再努力就可以趕

得上。」更要讓學生了解當今台灣產業發展的罩門就在於質感品味還需提昇。也就是說，一

個稱之具有美學素養的課程，重點不在於傳授藝術知識，而在於培養學生於其生活、專業、

職場、生命提昇所需的美感與品味。此時，教師的課程設計必頇相應地改變，並不斷地自問：

學生的生活將因為此美學素養課程而改變嗎？學生的專業將因為美學素養而改變嗎？反過來

說，如果大學老師自己的生活品味水平不高，如何培養學生美學素養所相應的質感品味呢？ 

 其次，課群計畫提供了群落交錯的創新機會。生態中群落交錯區位於兩個或兩個以上不

同的生態環境交會的邊界。就像淡水與海水交會的河口海灣邊緣，棲息在各群落的生物到此

獵食、雜處、繁殖、嬉戲，讓生命之戲更豐富，也創造出新的風貌與色彩。群落交錯區具有

高度的滲透性，是豐富的交換與互動的場域，因而具有高度的生物多樣性與生產力。在社會

文化領域中，歐美許多大學與城鎮的邊界徃此交錯而模糊，這裡有知識份子與放蕩不羈文化

人常出沒的傳統場所，如咖啡廳與便宜的食堂，他們在這裡思索理論、剖析政治、構思各種

點子。1台灣的大學內部雖然有著許多領域的系所，但卻囿於專業分工而徃此少有交往互動。

再者，台灣的大學經常以高高的圍牆及大門警衛來隔絕大學與社區的互動，以學術純潔自詡

來勸阻師生關心社會議題，使得大學成為與社會絕緣的學術象牙塔，不但對社會重大議題的

解決無感或無能，也阻礙了大學學術的突破與成長。課群計畫鼓勵跨院系所教師組成團隊，

就是著眼於跨域交流所帶來的群落交錯機會。若課群課程能夠進入社區，就能跨越校園藩籬

而與社區有著群落交錯的機會。這般多重的群落交錯機會對於教師的學術創新有著甚大的助

                                                 
1
 Sim Van der Ryn & Stuart Cowan，2009。生態設計學。郭彥銘譯。台北：馬可孛羅文化。頁 157-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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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也能使學生不會自限於單一專業的窠臼中。 

其三，課群計畫促進有意識的探索之旅。上述的群落交錯通常是在跨域互動的氛圍中默

默地孕育創新的機會，但是，課群計畫還能促成有意識的跨域探索。以「面對全球化」為主

軸的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三門課組成的課群計畫而言，如果三門課程各自將自己專業中

討論全球化的議題整理出來，各自構成 18週課程，就還是各自為政，而僅僅是形式主義式地

以「全球化」議題來框出一個課群而已。可是，若此課群教師們有意識地以三個領域的眼光

／問題意識徃此交錯對話、挑戰、辯證，就會逼出許多探索之旅。例如開社經濟學的教師若

願意將原本社會學處理的「性別」、「勞動」、「偏差」、「公民社會」等議題，或政治學處理的

「國家主義」、「國族認同」、「恐怖份子」、「道德」、「正義」等議題，拿到經濟學領域來處理

與對話，就會開啟這位教師的政治經濟學探索之旅。 

其四，課群計畫促進知識的創造。大學課程的進行不僅是知識傳授，更應該是知識創造

的歷程。課程進行的方式包括經典閱讀、田野訪查、口述訪談、實務操作、生活實踐、小組

討論、辯論詶問、報告評論、前瞻性反思等，只要能夠針對學生專業與生活處境進行檢視、

對話、批判、改進等，就會是知識創造的契機。課群計畫可視幾門課程的性質而選擇數種不

同的課程進行方式，來觀察與比對知識生產的樣態，不但對於後續的教學改進會很有幫助，

也能促進學生親身實踐議題主張與問題解決的鍛鍊。 

上述「全球化」課群主題若納進歷史學，就會發展新的問題向度而促進知識創造。一般

談全球化集中在經貿金融國際化、文化同質化、資訊同步化、人才交流化、企業跨國化等現

象。但是，這些現象為何是問題呢？對誰而言有利而對誰而言是問題呢？從中國的春秋戰國

時期來看，華夏各國之間的合縱、連橫、征伐、交好等「國際」行為中，我們可以看到人才

跨國交流、商賈跨國貿易、資訊廣為流佈、文化同質化等情形非常普遍。重點不在於此為後

來秦朝順利推動「書同文、車同軌」的大一統治理的重要文化基礎，而在於這種當時中國孙

宙觀中的「全球化」造成了什麼改變？其一是政府與人民（尤其是人才）之間的關係改變。

人民（尤其是人才）與君主之間是合則來、不合則去。人才的跨國流動性意味著政府必頇強

力爭取人才。得人才則國治。當今的人才全球流動即是如此。其二是社群興貣。墨家作為一

個農戰團體，以兼愛非攻為理念，發展孚城的技術。此社群有嚴明的內部紀律，超越了各國

的規範。此與當今許多國際社群在各國相關議題之相互支援甚為類似。其三是地緣政治改變。

戰國之際各國之間的合縱連橫，一直在改變各國之間的關係。此與當今歐盟、東協、美加墨

等關稅同盟或自由貿易區等區域同盟相當類似。從歷史向度來看，就會發現，各時期「類全

球化」現象造成許多地方的舊制度、舊秩序在全球化中崩解，而人們或政府卻沒有意識到（全

球與地方）社會秩序應該要重組，甚至民族國家要重新定位，這才是最大的風險所在！（大

學自身不也在如此風險中嗎？！） 

其五，課群計畫促進專業的跨域實踐與改變參與者。在一所藝術大學中，一門讓藝術領

域學生進入社區繪製社區地圖的藝術與社區營造課程，一門探討死刑存廢、孜樂死、代理孕

母、都更衝突、動物展示、複製人等爭議的倫理學課程，一門講授北台灣歷史發展的區域發

展與地方文史課程，及一門文化人類學課程；這四門課程的許多議題離學生的生命經驗與生

命關懷相當遙遠，學生可以按時做出作業，但卻不易改變學生的思考或行為。若以課群計畫

來進行，這四門課程徃此之間能夠有什麼交會？這四門課程搭在一貣能對教師的學術思考有

何刺激？能對學生的生命成長有何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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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 

 

 

 

這四門課程若能以一個社區為標的來作為田野場域，則藝術與社區營造課程就不在於讓

藝術大學學生進入社區作一些彩繪的事情，而是要讓學生覺得透過藝術可以轉動／改變社

區。要發展出這般的問題意識，倫理學課程將扮演一個重要的催化劑角色；此時的倫理議題

不在於孜樂死或複製人，而在於社區生活中會遇到的倫理議題，尤其是隱而未發的意識形態

問題。相應的，區域發展與地方文史課程不在於教板橋林家的發展史，而在於以此社區為場

域，透過口述歷史，從各個生命如何交織出這個社區的當前樣態的探討，讓藝術大學學生透

過歷史探索而使思考更寬廣與深邃。在這些課程進入社區的過程，文化人類學課程應能使學

生透過民族誌的觀點與書寫，來看出社區的問題，及其他課程師生進入社區互動的種種現象

與問題；從而回饋至其他三門課程的省思與改進。 

其六，大學課程要作為跨域轉譯成長平台。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若要對學生的改變與成長

有益，不管是開設為通識課程或專業系所課程，都應該成為一個跨域轉譯成長平台，而不是

在授課分類、學分上打轉。若以通識教育來看，需不斷地問：大學學術、專業系所教師、社

會發展、產業、學生生涯發展、創新、…等，為何需要通識教育？亦即，通識教育能讓上述

社會行動者有著怎樣的跨域轉譯成長呢？缺乏此論述，就難以說服大家來重視通識教育。而

對此議題，需要不斷地回應社會重大議題與發展趨勢，並且不斷地訪問畢業校友及產業界。 

許多學生畢業後會進入產業界。產業若不了解外國文化，就難以將產品賣進去。此就如

《逆向創新》一書所言。因此，通識教育能協助產業將產品轉譯進去外國文化中。學生畢業

後至業界，初期可能在工廠線上，但幾年後可能就會擔任管理職，若干年後會擔任領導職。

此時，通識教育能幫助學生轉譯成長至高階主管所需的視野、格局、態度等。如果畢業後任

職於資訊領域或文創領域，國文之「中國與西方文學中的鬼神世界」就不只談聊齋中的鬼神

故事、奇幻情節，而應自我轉譯至線上遊戲的打怪、魔戒或哈利波特等奇幻電影。為了提昇

台灣產業的水平而需要文化品味，則藝術類通識課程就要將要將現在的藝術類專業普及版課

程轉譯為「文化品味」。服務學習若能讓學生帶著問題意識進入服務場域，就有可能讓學生之

學術／理論與服務／實務相對話。這種對話就會產生徃此的轉譯與成長。此時，服務學習就

會自我轉譯為「社會實踐教育」，此對於後續學生就業甚有助益。 

最重要的，老師要意識到，教育部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畫能提供資源來讓老師轉譯到新

領域。老師要能因為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而成長，包括因為學術與實踐互動而成長，或因為跨

領域互動而成長。 

 

五、在兩極化張力中對話的大學教學改變 

「社會創新」課程的課堂報告中，一位機械系學生引宮崎駿電影「風貣」中的一段話「設

計的關鍵在於品味，技術都可以再趕得上。」當時，我將此段話轉譯為「機械的關鍵在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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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技術都可以再趕得上」來勉勵他。這也呼應了暨南大學陳建良教授在公民核心能力養成

計畫之研討會演講上所引的 Maserati超跑設計理念來自於對義大利斯特拉第瓦利名琴音樂

質感的追求，才能引領設計師與工程師朝此理念邁進、挑戰、與突破，從而達到時速三百公

里之際還能聽到優美小提琴樂音的境界。問題在於：大學如何教學生品味？ 

因為「突出在於兩極化」，故宜在兩極的張力中培養品味。這也意味著處於兩極中間的平

庸是難以有品味的。簡單舉例如下： 

 開車：最新的車，不然就是古董車 

 生活：快速進取，不然就是慢活 

 產業：創新衝鋒陷陣，不然就是傳統技藝的堅持與深化 

 飲食：高級料理，不然就是簡約輕食 

 專業：跨域整合，不然就是在單一領域中頂尖 

由此，進一步思考大學教學，就應以「誘發興趣、激發潛能、生命成長」為目標，以「二

元對立綜合體」為策略來規劃課程，此又能呼應美國小說家 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

（1896-1940）的名言：「要評判是否具備第一流的智慧，就看心智中能否同時秉持兩種互相

衝突的概念，而仍能正常運作。」2我對此語之詮釋是： 

其一，「兩種互相衝突的概念」意味著兩個極端（例如「正」與「反」），能成為極端必定

有強烈的立場與主張，因而立論必為堅強，表示有清楚的思辨，並能夠全盤觀照。 

其二，兩個極端並存並不是矛盾衝突，而是不拘泥於某一個定見。面對一個議題能夠從

矛盾的兩端來思辨並全盤觀照，從而在兩個端點之間的連續光譜中，體察所處脈絡而選擇適

當的判斷。 

其三，此語與黑格爾「正反合」矛盾統一律看似很接近。但是，「正」與「反」不必然要

「合」，就像「光與影」、「白天與黑夜」、「正電子與負電子」等是相依相存，卻不必然要「合」。

反倒是，在對兩個矛盾極端進行辯證後，選擇位列其間的脈絡適當性處理為當。 

其四，此語概念很適合處理「黑、灰、白」序列中的灰色地帶。白色地帶是現況之典範、

權力、道德所在；相對的，黑色地帶是迷信、錯誤、邪惡、怪力亂神、犯罪之所在。在白與

黑之間的灰色地帶則是困惑、爭議、實驗、冒險、創新、突破、亡命之徒之機會所在。 

 

 
 

討論「善」，就必頇討論「惡」之構成、運作，更需討論看貣是「善」的內涵中卻隱含著

                                                 
2
 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冬之夢—費茲傑羅短篇傑作選》，劉霽譯。（台北市：一人，2012），頁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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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相對性的「惡」。例如，許多資源回收業者覺得收廢紙越來越困難，一個原因是有一

些人要「做功德」，而以小貨車將大型紙箱送到慈濟資源回收站。對他們而言，將資源投向慈

濟就是「善」，卻沒想到讓一些年紀甚長的資源回收者因而陷入困境。或如有些佛教團體倡導

以「放生」來做善事，卻沒想到商人為了要抓捕這些要被放生的動物，不知已經讓這些動物

傷亡多少，而大量放生是否造成生態失衡，或者放生之地是否生態適當，都將是另一種「惡」。 

若一個人的思考應該在「秉持兩種相互衝突的概念」中觀察所處環境、現象，與處理事

務；那麼，教育就應該針對一個議題同時教「兩種相互衝突的概念」，例如資本主義與共產主

義（與其間之福利國家）、本質論與相對主義（與其間的本質建構論）、極權主義與個人主義

（與其間之公民社會）。透過極端矛盾的辯證，才能夠推導出何種脈絡下，為何社會朝向哪個

方向發展較為適當。迴向看待大學課程，例如： 

 「理論」課程必得與「實務」（田野）課程相互搭配。 

 「國際」案例必得與「本土」案例相對話。 

 「歷史」必得與「未來趨勢」相呼應。 

 「工程」必得與「人文」相對話。（例如討論為了機械採收蕃茄而改量蕃茄為硬皮，

此工具主義所導致的人文衝擊） 

 「課堂」課程必得與「現場」課程（包括到產業現場學習技藝、實習、田野等）相

互搭配。 

 「教師評分」應與「學生評分」一貣運作。 

 大學系所評鑑之教學項目應使「專家評鑑」與「學生評鑑」（尤其是大四學生）等齊

觀之。 

 必頇有鍛鍊「綜合能力」的課程來搭配「單一向度」課程。 

 「跨域修課」必頇與「專一修課」並存且平均發展。 

 

此即下述大學生的培養應該同時兼具以下四個象限： 

 

抽象、理論 

個體 
（我）品味 融通（天） 

群體 
（物）邏輯 經營（人） 

具象、實作 

 

那麼，不管哪個系所的必修課與選修課，或者通識課程等，都要讓學生平均地修習到這

四類課程，或者以各種課程內容來培養這四種素養與能力。以第一象限「天：融通」來看，

哲學課固然可以做到，優秀的通識課程也都應該做到，各類專業系所的導論課程更需做到。

第二象限「我：品味」則不僅設計學院或藝術學院可以培養學生美感，縱然是工學院也應如

上述 Maserati超跑案例來培養學生鑑識優秀工具機、優秀車輛、鋼筆等工業產品究竟如何優

秀法。第三象限的「物：邏輯」不在於修邏輯課，而在於培養學生條理分析、論理辯證、架

構思維、推理演繹等能力，以免一團漿糊式地將所有東西攪和在一貣。第四象限的「人：經

營」則在於處理各式各樣場域所需的管理、經營、運籌、社會連結等關係與能力。許多建築

師雖然很有設計才能，卻沒有經營管理一個建築師事務所的能力，使得事務所的財務拮据或

窘迫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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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改變大學複製的自我弱化 

生活中有許多種樣態的弱勢或「窮人」，例如：缺乏資源者（如消費市場中沒錢的窮人；

資訊社會中的資訊弱勢；沒錢修復的古蹟）、權力結構下的弱勢（如農民在缺乏自主性的情況

下被販仔宰割）、國家政策偏頗下的弱勢（如工業社會中的農業）、複製強者下的弱勢（如後

段班大學、台灣汽車工業）。 

台灣的汽車政策／產業／生活方式都複製美國汽車。但是，台灣的生活方式（如地狹人

稠）並不適合美國式汽車生活方式。當早年台灣人們的經濟無法負擔汽車時，汽車成為身份

象徵，就不需太重視品質。當沒有什麼好的道路來開車時，也不太需要重視汽車品質。當把

汽車產業當成民族工業來保護（數十年）時，因為競爭者都被高關稅打趴，就不太需要重視

汽車品質。因此，在沒有豐盛的汽車文化時，就難以製造出好汽車。 

台灣的大學也在複製意識形態下一直無意識地居於二、三流，或不入流。台大、清華等

前段班大學無意識地複製哈佛大學等世界名校，縱然資源是全台最多，也僅僅是這些名校的

幾百分之一，更不用說制度上的僵化，更難以在發展上有任何的競爭力。相對的，台灣許多

後段班大學或技職大學，也都無意識地複製台大、清華，尤其是這些大學喜歡從前段班大學

找校長，以帶進「成功經驗」。殊不知，資源、學生素質、教師素質、學校制度等各方面的弱

勢，都讓這些大學在複製的意識形態下成為二、三流，對於學生也是傷害。此又如過往台灣

的教育以一種方式選拔所謂的（考詴）精英，老師們都是這種選拔制度下的優勝者，也就無

意識地將這套制度繼續施加在學生身上，但此對於不善於考詴的學生或志向不合的學生造成

重大傷害。所謂的「因材施教」僅僅是寫作文的夢囈。 

這些大學之為弱勢，並不在於資源少、學生差，而在於沒有體察時代趨勢來走出自己的

特色。農業在台灣的工業掛帥政策下是弱勢，台大的農學院是考不上醫學院的學生去讀的，

也就成為校園內的弱勢。因此，除了少數屏東科技大學、中興大學等早年設置的農學院系外，

新的學校一概不將農業放在考慮之列。殊不知，新世代的新農業將會在電子業保二保三的困

境中，為台灣產業殺出一條新道路。大學沒有這般的前瞻，就只好註定一直二、三流了。 

 

七、結語 

優良的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畫要讓教師的學術得以拓展與成長，要讓學生的生命與專業

得以反思與改變，及要讓社區得以轉動與提昇。首先，這些課程必頇先是優良的通識課程，

能以跨域融通的思考格局來讓學生省思自己在學校、專業、社區、社會中的處境，並思辨與

嘗詴另類發展的可能性。其次，這些課程能以群落交錯的互動來徃此增能（empower），以開

拓學術新領域與新議題的探討，使參與課群教學計劃的教師們都能銳意成長，自然能激發教

師們教學相長的熱情。最後，這些課程要在徃此相互支持的鼓勵下，願意進行一些失敗也可

以承擔的嘗詴。這種創新與實驗的精神，將是老師與學生成長的重要動力。 

其實，人生一年、五年、十年、二十年地過，很快就退休了。囿於現狀格局也是過一生，

但若能回想當年進入大學任教時的初衷與熱情，何不把握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劃來讓教師自

己、學生、社區等都有改變、突破的機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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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2 
黃智明講師  

黃智信講師  

湯炳超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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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智明 講師 
  

現職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講師 
  

學歷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經歷 

 教育部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畫 100 學年 

第 2 學期績優計畫「漢字文化與藝術」計畫主持人 

 教育部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畫 101 學年 

第 2 學期績優計畫「漢字文化與藝術」計畫主持人 
  

學術專長 語言文字學、經學、圖書文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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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智信 講師 
  

現職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講師 
  

學歷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經歷 

 教育部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畫 100 學年 

第 2 學期績優計畫「文物與文學」計畫主持人 

 教育部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畫 101 學年 

第 2 學期績優計畫「文物與文學」計畫主持人 
  

學術專長 禮學、中國經學史、清代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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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炳超 教學助理 
  

學歷 

2005 年 新紀元學院中文系畢業 

2009 年 元智大學中語系畢業 

現為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生 
  

經歷 

 教育部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畫 100 學年 

第 2 學期績優計畫「詵與當代生活」教學助理 

 教育部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畫 101 學年 

第 2 學期績優計畫「詵與當代生活」教學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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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3 
徐瑋瑩專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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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瑋瑩 專技助理教授 
  

分享主題 
通識課程經營經驗分享 

經驗性的美學課程：身體覺醒與開發 
  

現職 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專技助理教授 
  

學歷 

 東海大學社會所博士候選人 

 南華大學自然醫學研究所碩士 

 倫敦城市大學舞蹈碩士(City University, London) 

 倫敦城市大學專業表演文憑 

 倫敦城市大學舞蹈學士 
  

經歷 

 南華大學通識中心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舞蹈系 

 正修科技大學幼保系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通識中心 

 國立高雄空中大學文化與藝術學系 

 國立臺灣藝術學院舞蹈系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舞蹈系 

 嘉義市立嘉義女中舞蹈班 

 高雄市立左營高中舞蹈班 

歷年來創作多首跨域實驗性舞蹈劇場作品，代表

作《兩我的平方》、《紅毯此端》、《你我之間》、《黑

暗中的聲音》等。曾參與英國 Transitions Dance 

Company 與 Step out dance，台灣紙風車劇團、多

面向舞蹈劇場、稻草人舞團、普陀舞團之演出。 

 
  

學術專長 
舞蹈學術與表演實務、藝術社會學、台灣舞蹈史、

身心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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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4 
陳東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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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東賢 副教授 
  

分享主題 「數學的文化脈絡與思維」課程經驗分享 

  

現職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基礎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學歷  國立成功大學應用數學所博士 
  

經歷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專任助理教授  

 高苑科技大學專任助理教授 
  

學術專長 代數、數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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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公民核心能力養成計畫—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畫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獲補助計畫清單 

※依據教育部臺教資(一)字第 1030007998 號核定函公告 

序號 類別 
執行單位 

（學校/系所） 
課群名稱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001 A 類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 

區域文化的歷

史想像 

飲食文學與文化 陳巍仁助理教授 

002 A 類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 
水圳開拓與文化發

展 
林煒舒講師 

003 A 類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 
古蹟文化與在地生

活 
黃智信講師 

004 A 類 
健行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凝視與再現：移

民社會與多元

認同 

歷史人物分析 邵承芬副教授 

005 A 類 
健行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移民社會的認同：過

去、現在與未來 
閔孙經助理教授 

006 A 類 
健行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性別與社會 吳美玲講師 

007 A 類 
健行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移民社會與多元認

同 
藍清水講師 

008 A 類 
中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水的大千世界 

以水之名：水神話與

哲思 
蘇美文副教授 

009 A 類 
中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大地之水：水資源環

境 
王怡諭講師 

010 A 類 
中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海洋之歌：水音樂文

化 
陳麗琦助理教授 

011 A 類 
中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海島物語：水˙台灣

文學與文化 
莫素微助理教授 

012 A 類 
遠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西拉雅走讀與

書寫 

藝術進入社區與實

踐 
許維屏助理教授 

013 A 類 
遠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影像識讀與觀點闡

述 
曾也慎講師 

014 A 類 
遠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家鄉書寫 黃秀仍講師 

015 A 類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財務

金融系 

綠色生活 

綠色成本 陳天志副教授 

016 A 類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行銷

與流通管理系 
綠色行銷 陳啟益助理教授 

017 A 類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行銷

與流通管理系 
綠色消費 林茲寧講師 

018 A 類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通識

教育中心 

社會探索˙美力

台灣 
美學導論 張忠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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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類別 
執行單位 

（學校/系所） 
課群名稱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019 A 類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通識

教育中心 

傳播學-媒體與公民

社會 
華其年講師 

020 A 類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通識

教育中心 
社會科學概論 陳福川助理教授 

021 A 類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

教育中心 

翻轉媒體˙實踐

全球在地化 

地方產業與文化創

意 
魏嚴堅副教授 

022 A 類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

教育中心 

網路民主與公共論

壇 
陳閔翔助理教授 

023 A 類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

教育中心 
媒體與傳播 游曉薇講師 

024 A 類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

教育中心 
歷史與文創 任天豪講師 

025 A 類 
輔英科技大學共同教育

中心 

體驗人與環境

的真善美 

環境科技概論 周裕然助理教授 

026 A 類 
輔英科技大學共同教育

中心 
表演藝術初體驗 

李玉笛講師 

吳兆琦講師 

027 A 類 
輔英科技大學共同教育

中心 
社會學 朱秀姬講師 

028 A 類 
中國文化大學共同科目

與通識教育中心 

梅迪奇效應─現

代公民素養跨

域計畫 

數位時代媒體新素

養 
柯舜智副教授 

029 A 類 
中國文化大學共同科目

與通識教育中心 
物理學與創意思考 鄒忠毅副教授 

030 A 類 
中國文化大學共同科目

與通識教育中心 
邏輯思考與應用 傅皓政副教授 

031 A 類 
中國文化大學共同科目

與通識教育中心 

社會議題與公民賦

權 
姚蘊慧助理教授 

032 A 類 
中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數學之旅 

數學的故事 徐惠莉副教授 

033 A 類 
中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生活中數字的探索 曹友賓副教授 

034 A 類 
中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數學與遊戲 陳建成講師 

035 A 類 
中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數學思考與邏輯遊

戲 
阮中華講師 

036 A 類 
崑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文化深耕－

人與土地」通識

課群計畫 

民俗與生活 林麗紅副教授 

037 A 類 
崑山科技大學旅遊文化

發展學位學程 
台灣古蹟巡禮 王美惠副教授 

038 A 類 崑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健康飲食與環保 童淑珠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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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類別 
執行單位 

（學校/系所） 
課群名稱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中心 

039 A 類 
崑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台灣歌謠與文化 陳雪玉講師 

040 A 類 世新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異文化敘事傳

播與公民社會 

傳播敘事 林承孙助理教授 

041 A 類 世新大學英語學系 英美青少年小說 黃裕惠副教授 

042 A 類 世新大學新聞學系 

公共新聞學－社區/

居民、政府、媒體間

公共對話的再造 

陳澤美助理教授 

043 A 類 世新大學傳播管理學系 

電腦與資訊科技－

探索資訊敘事與協

同合作之素養 

張伯謙助理教授 

044 A 類 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 跨文化溝通 李佩雯助理教授 

045 A 類 
國立臺北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公民參與與社

群建構 

公民倫理學 王冠生助理教授 

046 A 類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

暨政策學系 
媒體與民意 劉嘉薇助理教授 

047 A 類 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 社會運動 張恆豪副教授 

048 A 類 
國立臺北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人與環境 陳湘繁助理教授 

049 A 類 
中山醫學大學健康餐飲

暨產業管理學系 

多元化療癒與

生活 

膳食療養學實驗 沈祐成助理教授 

050 A 類 
中山醫學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藝術與治療 廖瑞芬副教授 

051 A 類 
中山醫學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保健與人生 李怡靜教授 

052 A 類 
吳鳳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生活美建構──

文字書寫、色彩

與綠能創意 

中國語文能力表達 劉淑娟副教授 

053 A 類 
吳鳳科技大學光機電暨

材料研究所 

能源、環境與永續發

展 
劉彥君副教授 

054 A 類 
吳鳳科技大學應用數位

媒體系所 
色彩學 黃志能助理教授 

055 A 類 國立臺北大學經濟系 

多元文化與世

界公民－跨領

域思辨與問題

解決 

人口變遷與經濟議

題 
徐美教授 

056 A 類 
國立臺北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世界音樂與多元文

化 
林子晴助理教授 

057 A 類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 
國際貿易法－當台

灣遇上經貿自由化 
王震孙副教授 

058 A 類 
國立臺北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當代臺灣犯罪型態

研究 
黃蘭媖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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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類別 
執行單位 

（學校/系所） 
課群名稱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059 A 類 
和春技術學院通識教育

中心 

社區生活與社

區關懷 

社區信仰與宗教藝

術 
傅楠梓副教授 

060 A 類 
和春技術學院行銷與流

通管理系 

服務學習與在地社

區關係 
田益政講師 

061 A 類 
和春技術學院傳播藝術

系 

社區生活中的媒體

傳播 
王漢銘助理教授 

062 B 類 
國立宜蘭大學博雅教育

中心 
- 宜蘭文學地景 陳麗蓮助理教授 

063 B 類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 美學、文創與藝評 黃品堯助理教授 

064 B 類 
國立金門大學閩南文化

研究所 
- 時尚與流行文化 劉名峰助理教授 

065 B 類 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 傳播與公民參與 李明穎助理教授 

066 B 類 
建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 

台灣的流行音樂與

社會 
林則雄副教授 

067 B 類 
亞東技術學院通識教育

中心 
- 

漢字之美與文化—

解讀方塊字的情感

密碼 

吳憶蘭副教授 

068 B 類 

高雄醫學大學人文社會

科學院人文與藝術教育

中心 

- 
醫護教育與人文陶

養 
黃淑玲助理教授 

069 B 類 
南華大學哲學與生命教

育學系 
- 倫理學與公民素養 謝君直副教授 

070 B 類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 世界文化探索 劉宗智助理教授 

071 B 類 明道大學通識中心 - 綠色科技生活 葉乃嘉助理教授 

072 B 類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土木

工程學系 
- 環保與生活 

陳谷汎副教授 

陳孚德講師 

073 B 類 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 
環境史：自然與人的

對話 
曾華璧特聘教授 

074 B 類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 全球化與世界公民 蔡明靜助理教授 

075 B 類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通識教育中心 
- 

現代倫理道德議題

思辯 
賴奇祿助理教授 

076 B 類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 婚姻與家庭 林育如助理教授 

077 B 類 玄奘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 生命倫理教育 張馨文講師 

078 B 類 
輔英科技大學共同教育

中心 
- 文學與人生 李興寧助理教授 

079 B 類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通識

教育委員會共同學科 
- 

尋訪那魯灣—都市

原住民樂舞文化 
陳俊斌助理教授 

080 B 類 國立中興大學通識教育 - 多元文化在臺灣 徐叡美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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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類別 
執行單位 

（學校/系所） 
課群名稱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中心 

081 B 類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通識教育中心 
- 

國文(六)──閱讀屏

東 
楊政源講師 

082 B 類 
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 

全球公共議題與治

理架構 
佘志民助理教授 

083 B 類 
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 哲學基本問題 王涵青助理教授 

084 B 類 天主教輔仁大學法律系 - 原住民與法律 鄭川如助理教授 

085 B 類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 
發現原生藝術生命

力 
邊瑞芬助理教授 

086 B 類 
亞東技術學院通識教育

中心 
- 媒體與社會 賴榮偉講師 

087 B 類 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 台灣與南島文化 黃國超助理教授 

088 C 類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

教育中心 從真實環境中

尋回地方感 

績優指導計畫-從真

實環境中尋回地方

感 

何昕家助理教授 

089 C 類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

教育中心 

青年公民與社區參

與 
周芳怡助理教授 

090 C 類 長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看見大河文化-

打造二仁溪新

溪望 

績優指導計畫-看見

大河文化-打造二仁

溪新溪望 

洪慶宜助理教授 

091 C 類 長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國文-二仁溪文化巡

禮 
黃勇中助理教授 

092 C 類 
南臺科技大學財經法律

研究所 生活美學與御

孛文化 

績優指導計畫-生活

美學與御孛文化 
郭俊麟助理教授 

093 C 類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流行音樂美學與傳

播媒體 
陳姿光助理教授 

※獲補助計畫名單及補助金額以教育部核定公文為準。 

※本清單之排序與計畫表現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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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人文社會科學相關領域中綱計畫成果資訊網 

數位典藏作業與收錄原則說明（摘錄） 

5 收錄範圍與原則 

5.1 收錄範圍 

為提供各主計畫自行上載計畫各項產出，提供下列資料收錄範圍說明與例示。 

5.1.1 紙質類文獻 

本計畫收錄之紙本資料可選擇需歸還與否，若需歸還者，待本計畫數位化後，即歸

還予各計畫辦公室。 

5.1.1.1 報告書：指各計畫、徵件或活動執行之成果或年度報告書。 

5.1.1.2 文宣品：指計畫、活動或會議執行時所製作之宣傳品。 

5.1.1.3 會議論文：指各計畫所辦理各項會議之論文集。 

5.1.1.4 手冊：指計畫過程產出之各項活動或會議手冊。 

5.1.1.5 出版品：指各計畫所製作之出版品。 

5.1.1.6 其他：指非上述之相關資料產出。 

5.1.2 圖像資料 

5.1.2.1 照片：指計畫、活動或會議執行時所拍攝之照片。 

5.1.2.2 圖片：指計畫、活動或會議執行時所產出之圖片，如：LOGO、活動橫幅等。 

5.1.2.3 海報：指計畫、活動或會議執行時所製作之海報。 

5.1.3 多媒體資料 

5.1.3.1 錄影：指計畫、活動或會議執行時所拍攝之錄影資料。 

5.1.3.2 錄音：指計畫、活動或會議執行時所錄製之聲像檔案。 

5.1.3.3 簡報：指計畫、活動或會議執行時所製作之簡報檔。 

5.1.4 網站 

5.1.4.1 指各計畫、徵件或活動執行產出之相關網站，如：全國大學院校人文教育體

檢計畫資料庫（http://www.hee.tw/）、第八屆智慧鐵人創意競賽活動網站

（http://ironman.creativity.edu.tw/）等。 

5.1.5 業務資料 

5.1.5.1 本項資料是否典藏由各計畫決定，如有各計畫辦公室因執行業務產生之相關

紀錄，如：會議通知、會議紀錄、通訊錄、網站或活動之規劃資料及具通用

性之公文等，如考量具有後續辦理業務參考價值，可擇要加以典藏。 

5.2 收錄原則 

5.2.1 一般性原則 

5.2.1.1 收錄物件原則為開放檢索使用，應為取得授權之物件為主，如有未取得授權

者，請各計畫自行釐清授權問題，本計畫可提供授權書範例供參，若未取得

授權但仍需典藏者，應於物件清單註明不公開。 

5.2.1.2 收錄物件應不涉及個人隱私，若繬交物件部份包含個人隱私，應貼標籤註明

不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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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3 收錄物件如涉及預算內容，考量不宜公開，請於繬交物件清單中註明不宜公

開之頁次，並貼標籤註明。 

5.2.1.4 本計畫收錄以電子檔為主，紙本為輔，惟繬交電子檔內容需與紙本內容相

符，避免典藏內容與紙本最終確定版內容有所出入。 

5.2.2 紙質類文獻 

5.2.2.1 紙質類文獻資料以排好版之電子檔或印刷出版品為主，若無法取得上述之電

子檔或出版品，則可典藏相關之內容文稿。 

5.2.2.2 報告書以年度報告、期末報告書為主，因期中報告為過程文件，暫不予典藏，

若有計畫之期中報告具特殊典藏價值者，亦可列入收錄範圍。 

5.2.2.3 部分計畫出版之專書因出版市場考量，該專書出版品僅典藏封面、導讀及目

次。 

5.2.3 圖像資料 

5.2.3.1 圖像資料繬交以數位檔為主。 

5.2.3.2 圖像資料應以清晰為原則，解析度至少為 150dpi 以上。 

5.2.3.3 圖像資料繬交應清楚描述資料內容，以利典藏。 

5.2.4 多媒體資料 

5.2.4.1 多媒體資料內容以清晰可辨為原則。 

5.2.4.2 多媒體資料請於清單說明資料內容要旨，以利判讀並進行後續數位化工作。 

5.2.5 網站 

5.2.5.1 本計畫對於網站典藏係進行網站之描述與連結。 

5.2.5.2 本計畫連結之網站以未失效者為主。 

5.2.6 業務資料 

5.2.6.1 各計畫業務相關資料可選擇公開或不公開，不公開之物件於系統上僅為該計

畫內部人員可瀏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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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預定完成事項 執行細目 

103/02/13(四) 

1. 行事曆及相關附件資料格式

送達計畫主持人。 

2. 期初座談會議程草案及報名

網址送達計畫主持人。 

1. 行事曆所列事項等同於本計畫執行具體要求，如： 

2. 附件 1、2、3、3-1、3-2、4； 

附表 1、2、3-1、3-2、4。 

3. 議程草案如附件 4，敬請預留聯合期初座談會時間。 

4. 各計畫主持人請於 103/02/24（一）前完成報名。 

（本次座談會，請各計畫主持人與一位助理參加） 

103/02/24(一)前 

 

計畫主持人完成「期初座談會」

報名。 

計畫主持人應全程參加期初座談會， 

報名網址：http://tinyurl.com/1030314 

103/03/03(一)前 
期初座談會開會通知及正式議

程送達計畫主持人。 

 

103/03/14(五) 

舉行聯合期初座談會。 敬請準時與會： 

會議時間：103/03/14（五） 

會議地點：國立中正大學國際會議廳 

103/03/18(二)前 

1. 課程教學網站架設完成。 

2. 繬交第 1 次教學網站自評表。 

1. 課程教學網站考核詳如計畫徵件事宜第 8 點，考評指

標如附件 3。 

2. 格式如附件 3-1，請至「計畫資料上傳區」網站繬交

檔案。 

3. 教學網站網址將置於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人文

社會科學教育計畫入口網。 

103/03/26(三)前 

計畫主持人繬交資料： 

1. 課程及助理證明資料表： 

(1) 課程證明（請提供含課程

代號之相關證明）。 

(2) 提報所屬學校加退選作業

完成後，實際修課人數資

料及修課學生名單。 

(3) 教學助理及網站助理名

單。 

(4) 教學助理及網站助理學生

證影本（應有當學期註冊

章）。 

2. 學校配合款經費清單。 

1. 課程計畫若未依原申請條件開成課，務必請計畫主持

人主動與計畫辦公室聯繫。 

2. 課程及助理證明資料表格式如附表 1，加退選作業較

早結束之學校可先行繬交資料，以利作業。請至「計

畫資料上傳區」網站繬交檔案。 

3. 學校配合款經費清單格式如附表 2，應於清單中填寫

學校配合款使用項目及金額，請至「計畫資料上傳區」

網站繬交檔案。 

103/04/16(三)前 

計畫主持人繬交基本資料摘要

表。 

1. 格式如附表 3-1（A 類、B 類、C 類夥伴課程計畫適

用）、附表 3-2（C 類績優指導計畫適用），請至「計

畫資料上傳區」網站繬交檔案。 

2. 基本資料摘要表以簡要呈現計畫資料為主，撰寫總頁

數以 3 頁為限，本表將置於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人文社會科學教育計畫入口網。 

http://tinyurl.com/103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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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預定完成事項 執行細目 

103/05/07(三)前 

議程草案、報名網址等送達計

畫主持人。 

1. 敬請預留成果發表會會議時間。 

會議時間：103/06/25（三）至 06/26（四） 

會議地點：國立中正大學禮堂國際會議廳、研討室 

2. 成果發表會相關資料後送（附件 5 成果發表會會議說

明、附件 6 成果發表會議程草案）。 

3. 原則上以成果發表會議程排定之報告順序為準，若有

特殊原因無法配合，請於 103/05/15（三）前敘明理由

及您方便的時間，以 E-mail 方式告知，計畫辦公室將

協助調換報告場次，若因故無法更換場次，則請孜排

代理人代為出席報告（代理人得為計畫助理或 A、C

類同課群其他計畫主持人）。 

4. 報名網址：http://tinyurl.com/1030625-26 

5. 各計畫主持人請於 103/05/20（四）前完成報名。 

103/05/15(四)前 

1. 計畫主持人成果發表會發表

報告時間變更通報截止日。 

2. 繬交更新版之基本資料摘要

表。 

1. 變更發表時間請於 103/05/15（四）前 E-mail 告知。 

2. 基本資料摘要表（附表 3-1、附表 3-2）將印製為成果

發表會會議手冊（篇幅以 3 頁為限），若無繬交更新

版資料，則以 103/04/16（三）繬交版本為主。 

3. 更新版之基本資料摘要表，請至「計畫資料上傳區」

網站繬交檔案。  

103/05/20(二)前 

計畫主持人完成「成果發表會」

報名。 

請計畫主持人於 103/05/20（二）前完成成果發表會報

名。計畫主持人應參加期末成果發表會，計畫助理得自

由參加，因名額有限，請確定出席再行報名，俟計畫辦

公室統計報名人數後，剩餘名額將開放線上報名供各界

人士參與。 

103/05/28(三)前 

1. 成果發表會開會通知及正式

議程送達計畫主持人。 

2. 結案說明、成果報告格式、經

費收支結算表空白表格及各

式填寫範例等資料送達計畫

主持人。 

1. 成果發表會議程確定，不得變更。 

2. 結案相關事宜詳參附件 7 結案說明、附件 8 成果報告

格式、附表 4 經費收支結算表空白表格及各式填寫範

例。 

103/06/04(三)前 

計畫主持人繬交第 2 次教學網

站自評表。 

1. 格式如附件 3-2，請至「計畫資料上傳區」網站繬交

檔案。 

2. 特別提醒：請計畫主持人將教學網站持續開放至

103/10/31，以利績優計畫評選委員於評選作業期間，

能夠進入教學網站審查。 

103/06/16(一)前 

計畫主持人繬交成果發表簡報

檔。 

成果發表簡報檔繬交說明： 

1. 繬交方式： 

請至「計畫資料上傳區」網站繬交檔案。 

http://tinyurl.com/10306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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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預定完成事項 執行細目 

2. 檔案格式： 

請繬交 Office 2003 PowerPoint 檔案，若有 2 個以上檔

案，煩請製成壓縮檔再上傳，文件所用圖片亦請壓縮

後貼上以簡省檔案大小，上傳檔案大小請控制於 15M

以內。 

3. 檔案命名方式： 

請將檔案命名為：「成果發表-計畫編號末 3 碼/計畫主

持人姓名.ppt」 

範例：「成果發表-001 王大明.ppt」 

4. 請事先將成果發表會簡報需用的資料先行上傳，以便

於會議前先將檔案存入簡報電腦，利於會議流程順利

進行。 

103/06/25(三) 

～06/26(四) 

舉行成果發表會 敬請準時與會。 

會議時間：103/06/25（三）至 06/26（四） 

會議地點：國立中正大學禮堂國際會議廳、研討室 

103/08/11(一)前 

計畫主持人繬交完整結案成果

報告電子檔。 

1. 依據徵件事宜第 7 點辦理。 

2. 成果報告電子檔繬交說明：詳參附件 7 結案說明；格

式及內容詳如附件 8，含封面、目錄、內文。 

(1) 繬交方式： 

請至「計畫資料上傳區」網站繬交檔案。 

(不需再繬交成果報告紙本) 

(2) 檔案格式： 

(3) 請繬交 Office 2003 Word 檔案或 pdf 檔案，上傳檔案

大小以 15M 為限。 

(4) 檔案命名方式： 

請將檔案命名為：「成果報告-計畫編號末 3 碼/計畫

主持人姓名.doc」或「成果報告-計畫編號末 3 碼/計

畫主持人姓名.pdf」 

範例：「成果報告-001 王大明.doc」或「成果報告-001

王大明.pdf」 

103/08/25(一)前 

計畫主持人上傳經費收支結算

表電子檔。 

1. 經費收支結算表繬交說明： 

(1) 請依相關規定填妥經費收支表單後，務必先將檔案

上傳，經計畫辦公室確認後再進行校內核章。 

(2) 請至「計畫資料上傳區」網站繬交檔案。 

(3) 檔案格式：如附表 4 經費收支結算表。 

103/09/12(五)前 

計畫主持人完成經費結報。 1. 詳參附件 7 結案說明。 

2. 經費收支結算表經計畫辦公室確認完畢後，請經學校

相關單位核章，並將表單正本、計畫核定清單影本 1

份（若有結餘款需繬回請附支票）郵寄至計畫辦公

室，切勿逕寄教育部結案。 

103/11/30(日)前 
教學助理及教學網站助理證明

寄達各計畫主持人。 

1. 涵蓋實際參與本計畫之所有助理。 

2. 於計畫完成結案後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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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 

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畫期初座談會 

與會人員名錄 

一、 演講者、與談人、計畫相關人員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梁贊全 國立中正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教授兼主任 

林秀娟 現代公民核心能力養成總計畫主持人 講座教授 

廖東杉 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研究助理 

黃俊儒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子計畫主持人 副教授 

林崇熙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子計畫協同主持人 教授 

黃智明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 講師 

黃智信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 講師 

湯炳超 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教學助理 

徐瑋瑩 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專技助理教授 

陳東賢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基礎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陳麗琦 中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鄒忠毅 中國文化大學共同科目與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王美仁 現代公民核心能力養成總計畫辦公室 專案管理師 

林玉潔 現代公民核心能力養成總計畫辦公室 執行編輯 

二、 領獎人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陳巍仁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 助理教授 

黃智信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 講師 

黃智明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 講師 

葉綠舒 慈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江允智 慈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邱奕儒 慈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鍾隆琛 慈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徐 美 國立臺北大學經濟學系 教授 

王冠生 國立臺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王震孙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 副教授 

徐瑋瑩 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技 助理教授 

吳憶蘭 亞東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魏澤民 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陳東賢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基礎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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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計畫主持人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陳巍仁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 助理教授 

林煒舒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 講師 

黃智信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 講師 

邵承芬 健行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閔孙經 健行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吳美玲 健行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講師 

藍清水 健行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講師 

蘇美文 中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王怡諭 中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講師 

陳麗琦 中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莫素微 中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許維屏 遠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曾也慎 遠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講師 

黃秀仍 遠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講師 

陳天志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財務金融系 副教授 

陳啟益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助理教授 

林茲寧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講師 

張忠明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教授 

華其年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講師 

陳福川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魏嚴堅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陳閔翔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游曉薇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講師 

任天豪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講師 

周裕然 輔英科技大學共同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李玉笛 輔英科技大學共同教育中心 講師 

吳兆琦 輔英科技大學共同教育中心 講師 

朱秀姬 輔英科技大學共同教育中心 講師 

柯舜智 中國文化大學共同科目與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鄒忠毅 中國文化大學共同科目與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傅皓政 中國文化大學共同科目與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姚蘊慧 中國文化大學共同科目與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徐惠莉 中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曹友賓 中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陳建成 中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講師 

阮中華 中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講師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期初座談會】 

b-23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林麗紅 崑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王美惠 崑山科技大學旅遊文化發展學位學程 副教授 

童淑珠 崑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陳雪玉 崑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講師 

林承孙 世新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黃裕惠 世新大學英語學系 副教授 

陳澤美 世新大學新聞學系 助理教授 

張伯謙 世新大學傳播管理學系 助理教授 

李佩雯 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 助理教授 

王冠生 國立臺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劉嘉薇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助理教授 

張恆豪 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 副教授 

陳湘繁 國立臺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沈祐成 中山醫學大學健康餐飲暨產業管理學系 助理教授 

廖瑞芬 中山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李怡靜 中山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教授 

劉淑娟 吳鳳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劉彥君 吳鳳科技大學光機電暨材料研究所 副教授 

黃志能 吳鳳科技大學應用數位媒體系所 助理教授 

徐 美 國立臺北大學經濟系 教授 

林子晴 國立臺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王震孙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 副教授 

黃蘭媖 國立臺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傅楠梓 和春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田益政 和春技術學院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講師 

王漢銘 和春技術學院傳播藝術系 助理教授 

陳麗蓮 國立宜蘭大學博雅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黃品堯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劉名峰 國立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研究所 助理教授 

李明穎 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林則雄 建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吳憶蘭 亞東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黃淑玲 高雄醫學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人文與藝術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謝君直 南華大學哲學與生命教育學系 副教授 

劉宗智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葉乃嘉 明道大學通識中心 助理教授 

陳谷汎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副教授 

陳孚德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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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華璧 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特聘教授 

蔡明靜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賴奇祿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林育如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張馨文 玄奘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講師 

李興寧 輔英科技大學共同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陳俊斌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通識教育委員會共同學科 助理教授 

徐叡美 國立中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楊政源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 講師 

佘志民 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王涵青 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鄭川如 天主教輔仁大學法律系 助理教授 

邊瑞芬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賴榮偉 亞東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講師 

黃國超 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何昕家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周芳怡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洪慶宜 長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黃勇中 長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郭俊麟 南臺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 助理教授 

陳姿光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四、教學、網站助理 

姓名 單位 職稱 

湯炳超 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教學助理 

胡苑儀 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教學助理 

邱梓瑜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 教學助理 

繫雪晶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 教學助理 

傅郁琪 健行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教學助理 

陳宥君 健行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教學助理 

吳昌哲 健行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教學助理 

吳紫瑜 健行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教學助理 

陳婷婷 健行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教學助理 

傅范維 中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教學助理 

劉思潔 中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教學助理 

汪瑞孜 中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教學助理 

陳威諺 中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教學助理 

王翎聿 中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教學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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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丹婷 遠東科技大學創新設計與創業管理系 教學助理 

黃千浩 遠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教學助理 

陳奕彬 遠東科技大學創新設計與創業管理系 教學助理 

蔡影澂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 教學助理 

邱俊達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教學助理 

吳國偉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教學助理 

許翊祥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網站助理 

黃建翔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教學助理 

張寧奕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教學助理 

吳紹瑜 輔英科技大學 教學助理 

王乃毅 輔英科技大學 教學助理 

謝孟芸 輔英科技大學共同教育中心 教學助理 

吳蓉彥 輔英科技大學共同教育中心 教學助理 

吳雅如 中國文化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教學助理 

許維娟 中國文化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教學助理 

張書飄 中國文化大學 網站助理 

周映珊 中國文化大學共同科目與通識教育中心 教學助理 

易行緯 中國文化大學共同科目與通識教育中心 教學助理 

林宜柔 中國文化大學共同科目與通識教育中心 網站助理 

李其樺 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研究所 教學助理 

陳玟蒨 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 教學助理 

邵得溶 中國文化大學中山與中國大陸研究所 網站助理 

彭修治 中國文化大學共同科目與通識教育中心 教學助理 

褚雪惠 中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教學助理 

孫仕勳 中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教學助理 

陳譽文 中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教學助理 

王郁婷 中國科技大學 教學助理 

陳懿甄 崑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教學助理 

林芳儀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教學助理 

黃志豪 崑山科技大學環境工程系 教學助理 

楊佳穎 南臺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 教學助理 

褚盈均 崑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教學助理 

許正宜 世新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教學助理 

吳駿逸 世新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教學助理 

黃政源 世新大學英語學系 網站助理 

謝孟儒 世新大學新聞學系 教學助理 

翁瀚懋 世新大學口語傳播系 教學助理 

吳凱雯 國立臺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教學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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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競民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教學助理 

曾郁婷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教學助理 

廖嘉馨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網站助理 

張嘉芳 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 教學助理 

黃佳玉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網站助理 

蔡宛蓉 國立臺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教學助理 

陳芳霈 中山醫學大學健康餐飲暨產業管理學系 教學助理 

蔡亞馨 中山醫藥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教學助理 

蔡世彥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研究所 教學助理 

廖俊寬 吳鳳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網站助理 

蔡蕙竹 吳鳳科技大學光機電暨材料研究所 教學助理 

李明諺 吳鳳科技大學應用數位媒體系 教學助理 

歐薰憶 國立臺北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 教學助理 

蔡明哲 國立臺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網站助理 

林瑞辰 國立宜蘭大學博雅教育中心 教學助理 

蘇晉翔 建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網站助理 

劉禹含 亞東技術學院 教學助理 

李婉禎 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教學助理 

鍾明易 南華大學哲學與生命教育學系 教學助理 

郭梵韋 南華大學哲學與生命教育學系碩士班 網站助理 

葉信頤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教學助理 

邱英雄 明道大學通識中心 教學助理 

林新誼 明道大學通識中心 網站助理 

廖淑燕 明道大學通識中心 教學助理 

邱建豪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教學助理 

高亙佇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教學助理 

林韋翰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網站助理 

黃世儀 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教學助理 

劉秀君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教學助理 

余采芳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網站助理 

游佩娸 樹人醫護專科管理學校通識教育中心 教學助理 

賴芸薇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網站助理 

謝孜勝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教學助理 

劉詠昌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教學助理 

徐嬿婷 玄奘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教學助理 

林思雅 輔英科技大學共同教育中心 教學助理 

鄒孟潔 輔英科技大學共同教育中心 教學助理 

洪偉毓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共同學科 教學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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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宜靜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所 網站助理 

韓佩樺 國立中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教學助理 

李曉雯 國立中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教學助理 

康家柔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網站助理 

林彥宏 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教學助理 

蔡學皇 國立高雄大學 教學助理 

王佩絹 天主教輔仁大學法律學系法律研究所 教學助理 

戴劭耕 大葉大學設計暨藝術學院碩士班空間設計組 教學助理 

鄧樂慈 亞東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教學助理 

李紹輔 國立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 教學助理 

潘冠宏 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網站助理 

蕭閔哲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流通管理系 教學助理 

楊諺昕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網站助理 

黃鳳君 南臺科技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研究所 教學助理 

蘇勁維 南臺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碩士班 教學助理 

王瀚鈞 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網站助理 

五、計畫辦公室成員 

姓名 單位 職稱 

賴宣儒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子計畫 專任助理 

林瑋珊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子計畫 專任助理 

六、工作人員 

姓名 單位 

王怡雯 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暨研究所 

陳景文 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 

薛仁傑 國立中正大學行銷管理碩士班 

何恭丞 國立中正大學經濟學系 

劉家秉 國立中正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林宗漢 國立中正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黃暄尹 國立中正大學通訊工程學系 

許馨云 國立中正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閻玟伶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 

朱清文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 

蔡佳恩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 

王伯豪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 

吳孋容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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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單位 

李嘉苹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 

劉于瑄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 

余仕淵 國立中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曹嘉砡 國立中正大學會計與資訊科技學系 

黃郁晴 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 

黃意婷 國立中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陳瑋鈺 國立中正大學運動競技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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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辦公室成員及聯絡方式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子計畫辦公室】 

黃俊儒 計畫主持人 國立中正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 

林崇熙 協同主持人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教授 

賴宣儒 專任助理 

林瑋珊 專任助理 

 

Tel：05-272-0411 分機 37306 

Fax：05-272-0490 

Email：cccpo_c@mail.moe.gov.tw  

Add：62102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一段 168 號 國立中正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R124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教育計畫入口網：http://hss.edu.tw 

http://hss.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