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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102學年度第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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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年 10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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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主持人

09:40-10:00 頒  獎 101學年度第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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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造性教學相長：談公民素養理念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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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奏 

陳靜珮副教授 

吳宜真助理教授 

李雪甄副教授 
文藻外語大學 

「關懷在地跨域培成計畫」 

課群團隊 

林秀娟教授 
現代公民核心能力養成計畫 

主持人 

12:05-13:10 午  餐 

13:10-13:40 
課程經營與 TA帶領經驗分享 

—結合時事的「哲學思考」課程設計 

簡端良助理教授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黃俊儒副教授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子計畫

主持人 

13:40-14:10 
績優團隊經營與 TA 帶領經驗分享 

—規劃、經營與 TA 

郭俊麟助理教授 

黃瓊儀助理教授 

劉毓芬講師 
南臺科技大學 

「媒體素養與網路社會」 

績優夥伴課群團隊 

黃俊儒副教授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子計畫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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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靜珮 文藻外語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簡端良 國立雲林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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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宜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王維君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應用科技研究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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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0.04。 

 使用校園網路需遵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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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管理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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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1 
林崇熙教授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子計畫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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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崇熙 教授 

分享主題 創造性教學相長：談公民素養理念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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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林縣社區希望聯盟協進會理事長

 台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理事長

 文化部古蹟歷史建築審議委員會委員

 文化資產保存學刊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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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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性地教學相長：談公民核心能力課程

林崇熙＠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

壹、台灣當前大學教育的困境

一、大學需要逆向創新

戰後六十餘年來，台灣的大學學術與教育亦步亦趨地大量地移植美國頂尖大學，認為只

要聘任美國名校畢業的博士、開設跟美國相同的科系與課程、使用相同的教科書，使用相同

的儀器、進行相同領域的研究等，就能複製美國大學學術的成功與強大。為何數十年來一直

事與願違？

早年「現代化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只要追隨美國等先進國家的腳步，進行政治、金融、

教育、產業、基礎建設等現代化，就會朝向美國的富強邁進。但是，幾十年下來，卻發現追

隨美國現代化腳步的國家經常也被美國後殖民式宰制。其後，「全球在地化」的思考引導許多

跨國公司，認為後進國家總是追隨先進國家的腳步而慢慢趕上（或者永遠趕不上），後進國家

的人民也都仰慕先進國家的產品，因此，只要將全球品牌的先進產品低階化與低價化，就能

順利進入後進國家的市場。與此相應的想法是，創新總是發生在富裕先進國家，發展中國家

無法趕上或者不需要自己創新，只要追隨、進口先進國家的產品，此即為「後進國」議題。

事實上，先進國家與後進國家的社會、經濟、文化、政治、市場需求等大不相同，能夠

在先進國家賣得好的產品，不一定就能在後進國家獲得認同與採用；尤其有著產品性能、基

礎設施、永續經營、法規政策、及使用者偏好等落。例如印度電力不足或不穩，加上醫療資

源不足與交通不便，因而需要的是簡易的攜帶式心電圖測錄器，而不是美國習用的精密心電

圖。直接套用美國的思維與科技，就會導致脈絡性失能的困境。1 
以此來看，台灣的大學教育也有著「現代化」及「全球在地化」的誤謬，此即前述台灣

想要複製美國學術界而失敗之因。這種移植式作為的意識形態及其問題有三，其一在於認為

大學學術所關注的是知識，而不論文化理念、社會運作、生命成長等議題。因為大學學術只

關注知識，因而忽略了知識要有意義，其前提在於文化理念或社會想像；而若要發揮效用，

其關鍵在於社會運作；而若要讓人有熱情投入，重點在於生命成長的經營。當大學學術只關

注知識，就僅僅以論文發表或計畫案經費多寡來評鑑大學優劣了。

其二在於大學認為知識具有普世性而放諸四海皆準，而忽略了在地議題需要具有脈絡性

的在地知識，也忽略了傳統智慧。就如同美國大農場的超級耕耘機無法用在台灣、日本、印

度等精耕細作的小農地，或如 Wal-Mart 等倉儲式大賣場無法適用於中南美洲諸後進國（因為

交通不便，及人民手頭有限）。因而大學學術以普世性知識（縱然加上在地邊際條件）經常無

法解決在地問題，反而製造了新的問題。

其三在於認為人類文明發展的路徑是一致的，因而後進國家都將走向先進國家的歷程。

然而，人類文明發展有著種種因為歷史、文化、社會等因素與偶發因素而開展的多元路徑。

以歐美國家的發展路徑及經驗所發展出來的學術知識，不見得能夠套用在其他國家情境中。

（例如馬克思《資本論》的階級概念就不見得能在台灣的勞資關係中使用）

1 許多經驗顯示，能在後進國家進行另類創新而獲得廣大新興國家市場認同者，甚至能夠反攻回美國（如簡易

攜帶式心電圖測錄器能用在美國偏遠鄉村或救護車上）。見 Vijay Govindarajan & Chis Trimble《逆向創新》

（Reverse Innovation）（台北：臉譜，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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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在於認為專業知識能夠解決（看起來的）專業問題。歐美國家有著悠久傳統的團隊

合作及整體思考的組織文化，因而較有可能將諸多專業分工的知識統合在一起面對複雜問

題。此文化共構性地呈現在系統性規劃的能力上，以及制度上可高度彈性創發與調整的任務

編組上。然而，台灣習於單打獨鬥，因而能夠進行單一組件的代工，卻難以進行系統性開發；

同時，台灣的制度過於僵化及被教育部高度控管，很難在制度上進行高度彈性的任務編組。

因此，大學若將歐美學術的單一系所的專業知識移植過來，在缺乏團隊合作文化及制度性彈

性編組的情況下，很難面對高度複雜的社會問題或學術命題。 
其五，大學教師所學所教的知識相對於各式各樣的學生而言，就是一種「現代化」及「全

球在地化式」的誤謬。教師無意識地認為學生只要依照他自己的成長過程來學習（這些知識），

就能如同教師般地成為人才。這就如同後進國應該向先進國亦步亦趨地模仿、學習一般。然

而，各種屬性的大學的學生資質、性向、興趣、定位都不同，加上時代趨勢或社會氛圍不同。

如果教師無意識及無差別地將自己所學教給學生，就會出現脈絡性無效的狀況了。 
 
二、脈絡性無效的大學知識 

教育之旨在於讓人們對於生存環境有著更好的掌握度，包括揭露問題、解決問題、促進

產業經濟、順暢社會運作、實踐生命理念、及有著寬廣視野和前瞻思考等。因此，大學教育

若無法讓學生在其生活脈絡中面對生活問題及提昇生命層次，就意味著大學教育的知識傳授

對學生而言是脈絡性無效。 
大學系所以專業為尚，學生入學亦通常以系所專業為導向。假設專業系所的學生畢業後

繼續在專業領域中就業，則專業系所的知識理應能讓學生應用於職場，怎會脈絡性無效呢？

在幾個問題層面會使大學教育所傳授的知識出現脈絡性無效： 
其一，大學所傳授的知識（尤其是理論）來自於某年代某社會的某學者（及其追隨者），

為了解決當時其所處環境脈絡問題而發展出來的抽象性學說。此學說若要在廿一世紀的當代

有意義，必須與當前我們所處的社會情境問題相對話，以作為思考的指引、問題意識的發想、

及作為解決問題之資。然而，當前許多大學的理論教學都是去脈絡化的知識傳授，並不與實

際問題相對話。因而學生將難以將所學的理論用到實際情境中，也就呈現了脈絡性無用。 

 
 其二，台灣許多大學系所的教育缺乏問題意識，也不會教學生如何問出有意義的問題。

教育原本應該要培養學生有能力來解決問題，而解決問題的首要關鍵在於發現問題及定義問

題，方才知道要往哪個方向去解決問題。然而，大學教育過度著重於單向知識傳授，卻忘了

「學問在於學著發問」。當學生不會發問，就不會發現問題，更不會定義問題。長久下來，反

a-4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初座談會】專題演講 

應在台灣產業上就是只會解決外國公司定義的問題而代工，卻無法自主地開發產業新場域，

也不會意識到本土的問題來加以解決。那麼，缺乏問題意識的大學生就會使其大學知識呈現

脈絡性無效。 
 其三，社會上或專業上的問題經常高度跨領域，但是，大學系所傳授的知識卻是高度分

工，而缺乏必要的統整性，因而缺乏系統性整合才能發揮的統整戰力。各個老師的課程之間

並沒有聯繫來相互對話、增強、整合，學生修課也不見得能吸收完全（經常考試後就忘了大

半），更難以將所學各科目相互參照與對話。因此，學生所學的高度分工的各種知識因為無法

自我統整，而在面對高度跨領域的問題時呈現脈絡性無效。 
 其四，台灣各大學科系的專業知識經常高度移植美國、歐洲、日本等先進國家的學術知

識。先進國家的學術知識是針對其社會或產業的問題解決來發展，卻不見得適用於台灣的社

會或產業。缺乏學術主體性的台灣學術界，在所謂的國際化迷思中，很難發展出具有本土問

題意識的學術。台灣都市計畫無意識地將美國都市計畫移植到台灣，致使小客車在地狹人稠

的台灣都市中大幅增長而擁擠不堪。當教師的學術知識都在台灣呈現脈絡性無效時，學生所

學的知識自然在台灣呈現脈絡性無效了。 
 其五，台灣許多大學的課程設計是形式主義，只管學生修完多少必修課、選修課、通識

課程等即可畢業，卻不問這些課程有何效果。以通識課程為例，在所謂的自然科學領域、生

物科學領域、社會科學領域、人文藝術領域等各必選一、兩門課程，究竟能確保學生發展出

什麼能力或素養？（更不用說學生將通識課程當成打混的時間了）當修課化約為學分數的加

總而不問效果時，當通識課程與專業系所課程相互斷裂時，很難讓學生所學能脈絡性有效。 
 其六，台灣許多大學系所的課程內容是主流價值導向的普遍性知識，缺乏多元觀點的在

地知識或適當技術的觀念。因此，遇到缺水問題，就只會蓋水壩，而忽略了千百年來人們面

對缺水的種種傳統智慧。當蓋水壩的主流價值受到地方挑戰時（如美濃反水庫運動），大學知

識就會脈絡性無效。 
 大學四年中學了 128 學分脈絡性無效的知識何用呢？大學教師費心費力地教給學生脈絡

性無效的知識，不也一起浪費青春嗎？ 
 
三、大學教育是庫存式浪費 

大部分廠商的生產是事先大量生產（以為這樣可以降低成本），留置倉庫，等有人訂購再

出貨（以為這樣可以迅速交貨）。然而，大量生產、大量消費的時代已經面臨轉變，以往的作

法可能造成庫存危機。豐田式管理之交貨期限主義是只有接到訂單時，才配合交貨期去生產

必要的產品，以免造成大量庫存的浪費。這般的作法要有很強的規劃力與生產力來配合。2 
以此觀之，則當前大學教育就經常是一種庫存式浪費。大學假設了許多所謂的專業領域，

規劃出一套套的課程架構謂之「專業系所」。學生進入此專業系所後，就按部就班地修課、接

受訓練、參加活動、通過測驗等，從而取得學位來證明其具有專業知識或技能。然而，這般

2 齋藤孝《規劃力》曹姮＆黃桂譯（台北：如何，2006），頁 28。作者並從豐田式管理延伸至寫文章。「寫文

章也是一樣。不熟練的人會拼命查各種資料。就像以為製造大量零件就可做出產品一樣。等到真正要寫時，才

發現都是些無用的「庫存品」。堆得像山的影印資料，結果用到的可能只是極少的一部份。那麼費時費力查出

成堆資料的努力與時間，大半都變成是徒勞。」（頁 28）「假設把論文當作是產品，去蕪存菁的作業就是一種生

產。創造性的工作，其實是從精巧的規劃中產生的。腦中若無清楚的計畫成形，便無法著手創造性的工作。所

謂創造性的工作，就是會產生附加價值的工作。應該將精力灌注在能產生新價值之處，如果在無法產生價值的

事前準備工作上做再多努力也無法反映在結果上，就不能稱為是工作了。」（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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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教育是工廠生產線式的意識形態產物，將大學教育比擬為工廠將主要原料（學生）導入

生產流程（系所），加上其他次級原料（知識）及各種加工工序（課程）後，通過各種品質管

制檢驗（學科測驗），最後產出成品（大學畢業生）。問題出在於大學年復一年地生產了許多

畢業生，卻無法掌握市場究竟在哪裡？或者，一直變動中的（就業）市場對於產品（大學生）

的需求變化為何？大學只能一直自我安慰地說，人才總有一天會被需要。這就像工廠生產許

多庫存品，自我安慰地說，產品總有一天會賣掉。這是大學教育第一個層次的庫存式浪費。 
其次，對學生而言，被要求在四年之內修過 128 學分才能畢業，除掉選修課還有可能是

自己的興趣需求外（姑且不論打混用的選修課），大量的必修課都是系所假設學生必修要懂的

基礎知識。學生其實完全不知道這些所謂的基礎知識將來是否會用上，更不知道自己將來會

朝哪個方向發展，因而就無差別地（被迫）接受這些知識。許多人在畢業一、二十年後回顧

大學教育，都覺得後續能在職場上用到 15％的專業系所知識就很厲害了。也就是說，對學生

而言，大學專業系所的知識傳授是大學教育第二個層次的庫存式浪費。 
其三，對大學教師而言，各種求職、升等、評鑑等都不斷地要求發表期刊論文、專書、

接計畫案等，謂之績效。（某些私立大學還要求招生的績效）其結果是，許多大學教師為了生

存而生產所謂的學術論文，完全不論這些所謂的學術論文究竟在面對什麼問題、能夠解決什

麼問題、開創出什麼思考的新格局或新場域？其結果是，大學教師們生產了無以計數的學術

論文，但對複雜的社會問題或社會爭議毫無解決問題的能力。這些所謂的學術論文就是大學

教育第三個層次的庫存式浪費。 
 從上述大學處於現代化式誤謬中，從而傳授許多脈絡式無效的知識給學生，造成知識上

龐大的庫存式浪費，都使得台灣眾多大學無法得到社會的肯定，而只能陷於快速少子化下的

恐慌。面對這些大學困境，解決之道不在於要求教育部增加頂尖大學計畫經費，也不在於強

力招收外國學生，而在於重新回到大學理念與時代任務來辯證，以尋求突破之道。 
 
貳、大學的理念與時代任務 
一、大學的自我定位思考 

大學有其必要堅持的普遍性核心價值，亦即稱為大學者，必定要能「成為社會良心」、「解

決社會重大問題」、「培育優良人才」，及為此而進行優良的學術研究或技術研發。基於普遍性

核心價值，每所大學都需因應時代趨勢、社會變遷、時空脈絡、及所處學術區位，來研擬自

己的定位，但這不是隨意喊出「邁向頂尖」、「追求卓越」、「科技與人文並重」、「理論與實務

兼顧」等口號。 
 如果看待大學為一個具有思考能力、獨立意志、與行動能力的生命體，我們就得問：此

文化物種的思考模式是哲學家思考模式、藝術家思考模式、工程師思考模式、企業家思考模

式？是兼具或僅獨沽一項？或者校園內各單位的思考模式不盡相同？ 
 如果看待大學為一個應該具有再生產力的組織，我們就得問：大學的文化資本、社會資

本、經濟資本、象徵資本、生態資本等如何？ 
 如果看待大學為一個文化物種，我們就得問：大學所處的文化生態是否健康、豐盛、多

元、動態平衡？或者，處於一個耗散結構中，新能量的注入若何？大學所處的文化生態區位

為何？是否讓大學活得健康快樂、生生不息？ 
 如果大學處於權力核心區，拿計劃案、評鑑、評比、招生等都處於優勢（經常是因為自

己是遊戲規則制定者），是否警覺自己處於一個「內卷化」的情境？回顧自己活力所在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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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隨著歲月增長，能夠一次次地自我挑戰更高層次的突破嗎？隨著社會變遷而招生出現警訊

時（如研究所報考人數低於招生人數），只是怪罪於少子化？或嚴肅地思考台灣整處於產業結

構調整的陣痛期，因而大學應該進行社會創新式調整，來前瞻地解決產業結構調整之為重大

社會議題。 
 如果大學自認處於權力邊緣區，在拿計劃案、評鑑、招生等都處於劣勢，則邊緣性大學

就需思考跳脫優勢大學所設定的遊戲規則，重新思考邊緣性大學的潛在優勢： 
 體認到邊緣性意味著相對於權力的解放性，因而具有相對的調整彈性及試驗性。 
 體認到社會的寬廣，大多數的職業在大學找不到清楚的對應科系，因此，大學系所、學

程、研究場域等不必依照既有科系項目。 
 體認時代趨勢、社會變遷、產業變化等，發展彈性組織／學程，取代既有的系所本位。

但此必得有社會創新式的組織文化為基礎。 
 體認到獨特脈絡競爭力比特定學術場域的第一還重要。 
 需分析大學系所、研究中心、支援體系的相互關係，是否能夠環環相扣、彼此支援、發

揮整體戰力，或僅是單打獨鬥。 
 體認到跨領域、整合式作為的戰力遠高於單打獨鬥。那麼，大學的制度充分支持多元跨

領域、整合式作為嗎 
 體認到大學在於有大師，而不在於有大樓。大師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引領風騷的學派

（如法蘭克福學派）。 
 體認到大學經營需要有哲學家思考的基礎，藝術家思考的直觀與感性，工程師思考的分

析與規劃，及企業家思考的整體經營與資源連結。 
 體認到大學經營需要多元資源的交織。愈是多元資源連結意味著全校師生多元發展的機

會愈大。權力核心的大學習慣拿政府資源及企業大筆捐款，就會讓他們的思考朝向權力

方向走。權力邊緣的大學因為拿不到大筆政府經費或企業捐款，因而逼向多元社會資源

的挖掘與連結，卻能因而開出豐富的社會網絡連結，有助於師生的社會參與式學習／研

究／實習等。 
 最困難突破的是，大學老師大部分是二、三十年前聯考精英優勝者，習於用聯考精英的

思考模式，卻不見得能適用於邊緣大學的處境（包括學生樣態）。 
綜括而言，大學要不斷地自問：社會為何需要大學？為何需要這一所大學？少掉這一所

大學，社會有何損失？每一個科系、每一位教師都要問同樣的問題！ 
 
二、從國敗論看大學應該有社會創新 

當我們問：「大學如何教出優秀人才」時，平行的問題是：「大學如何邁向優秀？」將這

兩個問題放到國家層級，就會問：「為何許多國家富裕而更多國家貧窮？」這是 Daron Acemoglu 
& James A. Robinson《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富裕與貧困的根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一書所要解答的問題。窮國之所以貧窮，不是因為

地理位置或文化，也不是因為領導人無知，而取決於制度所創造的誘因，以及政治如何決定

一個國家會有何種制度。朝向富裕的制度是「廣納型制度」，朝向貧困的制度是「榨取型制度」。

制度的意義在於是否創造提供誘因來令人民願意投資和努力工作。 
製造富裕的制度創造正向回饋，避免精英階層破壞基礎；包括政治多元化與民主、更安

全與更有效率的財產權、創新與創造性破壞、科技與工業化、教育、強大的政府來維繫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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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治安、較為平等的資源分配、健全而競爭的金融市場、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及法治、制度革

新、獨立的媒體、公民社會與民權運動、防止獨占或托辣斯，及公平競爭的廣納性市場。 
製造貧困的制度衍生負向回饋，並持續不絕。寡頭政治制度讓控制政治權力的精英得以

選擇沒什麼限制或對手的經濟制度。榨取型經濟制度反過來圖利同樣一批精英，而他們的經

濟財富和權力將協助鞏固他們的政治支配勢力。 
台灣過往六十年的經濟成長是在政治與經濟榨取型制度下（及威權統治與國營事業）有

著些許的開放性（如局部的地方選舉及中小企業對外貿易），並依附美國政治經濟而發展。但

是，台灣究竟還是在廣義的榨取型制度下，因而近十幾年就進入了成長高原期。此時，若不

徹底檢討榨取型制度來朝向廣納型制度改進，就會在既有困境中打轉。農業的資源、人力、

土地、水源都被政府以產業政策來榨取，同時，政府又以價格控制來進一步榨取農業的希望，

讓農民難以繼續投資及長進。 
台灣的教育制度呼應著國民黨當年威權統治下的榨取型政治制度，因而中學教育在升學

制度之下成為自我榨取型。大學則無意識地延續之。大學教師評鑑或升等的積點制度也是一

種自我榨取型。當大環境改變（如大學過多、學生快速減少、經濟停滯、國際競爭等）而成

為改變了大學的關鍵時期時，大學就不能繼續躲在國科會計畫中生產論文及在教育部經費中

繼續「內卷化」。也就是說，大學既有制度必須改弦易轍，包括大學定位的辯證與認同、聘任

教師的資格與方式、大學與產業或社區的關係、以核心能力培養取代知識傳授、及大學師生

的自我認知等，都需朝向廣納型制度開放與調整： 
就大學定位來看，大學必須不斷地脈絡性辯證大學之旨，需以作為前瞻性的社會良心自

許，來帶領國家社會朝向未來發展及解決當今的重大議題。因此，大學就會將各種社會重大

議題及未來可能議題都納入教學與研究中，也就能使關注議題有著廣納型發展。剛果河的大

支流開塞河西岸的利利人（Lele）為了維持生存而生產；在東岸的布尚人（Bushong）為了在

市場交易而生產。3兩者的經濟發展大相逕庭。（當然，此導因於兩者的政治制度大相逕庭）

當今，許多大學教師為了生產論文而作研究，生產論文是為了自己的升等而已。這就像利利

人為了生存而生產。相對的，如果大學教師以天下興亡為己任，以解決社會重大議題及作為

社會前瞻良心自許，就會將自己的研究與社會議題相會對話，這就像布尚人的市場交易式生

產。 
在充分辨明學術與實務、理論與實作之間的辯證關係後，大學就應以清楚的定位來引入

社區、產業界、行政部門等各方人才。這是社會關係網絡上的廣納型制度改善。（值得注意的

是，引入產業界資源並不意味著將「麥當勞學院」訓練引入大學或將學生送到產業界實習即

可，而是為了學習麥當勞工作手冊如何構思與運作，來發展預測整體狀況發展的能力。4） 
越是願意朝向跨領域議題或社會重大議題之為跨領域議題努力，（包括透過跨領域群組之

讀書會或討論群、田野、評審、閱讀、寫作、研討會、社會實踐等），就會促使教師自己或學

生朝向知識與社會關係網絡的廣納型制度發展。同時，系所設計應以以 A+A、A+B+B、
B+B+B+B 等取代現有的專業科系，就是在知識場域的一種廣納型制度改善。此外，多元的上

課方式（講課、演講、閱讀、寫作、測驗、展演、工作坊、評圖、評審、小組討論、田野、

辯論、社會參與、實作、實驗室、…）也是知識創造的廣納型發展。 

3 Daron Acemoglu & James A. Robinson 所著《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富裕與貧困的根源》吳國卿及鄧伯宸

譯（新北市：衛城，2013），頁 158。 
4 齋藤孝《規劃力》，頁 50-51。 

                                                      

a-8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初座談會】專題演講 

 
三、大學需以廣納性思考來開創自己與師生們的新未來 

在網路上看到某校社會系學生為了畢業後找出路，而在系館屋頂種菜來發展都市農業云

云。社會系學生能夠發展出農業新機制是好事，但我們更要進一步想，所謂的人文社會學科

就沒有產業競爭力嗎？ 
重新回來思考社會學發生與存在的意義。社會學起於學術界對於社會發展問題或議題的

探討，希望能解決問題，以及建構出社會現象、社會趨勢、社會問題的底層發展機制及發展

動能。例如馬克思以階級、剩餘價值、歷史唯物論等來解釋歷史上的社會發展樣態及社會壓

迫現象。涂爾幹以有機連帶及機械連帶的變化來解釋自殺之為社會現象。Bruno Latour 以社

會行動者網絡來解釋科學知識得以成立的社會運作。這些社會學解釋都對於我們了解社會議

題與解決社會問題大有裨益。但是，對於社會系學生的就業有何幫助？ 
要讓產業接納社會系學生，就得先使社會學系廣納各種產業發展相關的社會議題，來證

明社會學對於產業發展大有裨益。一個公司就是一個小社會，這個公司處於這個產業或該鄉

鎮之為較大的社會中，及處於整個國際市場或整個國家之為更大的社會中。因此，一個公司

的發展深受其自身社會發展是否順暢，及所處產業、國際市場、國家社會等大社會的競爭、

規則、制度、環境等影響。那麼，社會學的廣納型研究就在於對產業發展進行社會學探討，

探討其發展機制、制度樣態（榨取型或廣納型）、及整個國家社會的教育／政治／經濟制度是

否有利或有礙於此產業的發展。更重要的是，要探討整個社會的發展趨勢中，此公司或產業

的當前樣態是否鑲嵌得宜及具有未來前瞻性。 
以電腦與手機為例，第一階段的產業重點在於「物」層次的硬體功能與價錢，速度越快

越好，價格越低越好。第二階段的產業重點在於「人」層次的軟體設計，亦即各種硬體所搭

載的軟體或此產業規格所配合的軟體是否能讓使用者順利與自己的習慣／工作樣態／別人／

不同硬體之間溝通。第三階段的產業重點在於「我」層次的質感、品味、與時尚設計感等美

學面向。而汽車都已經走過這三個階段，而進入第四個階段，即以「天」層次的環保、潔能、

節能減碳等價值理念為訴求。社會學家要能看出時代趨勢或社會趨勢，才能提醒產業進行必

要的前瞻式調整與轉變。如果社會學能對台灣產業進行透徹探討，指出當年產業如何勃興，

當今經濟為何困頓於高原期，及未來應該如何以社會創新來突破，那麼，產業界就會覺得他

們需要社會學家來提供更高格局的洞視，則社會系學生畢業的出路就會創造出來了。 
學術界要能被社會與產業界看重，不能搬弄各種時髦理論，而是不斷地與「現場」對話。

日本建築大師安藤忠雄在進行規劃時，一定會做的就是與現場對話，以及與客戶討論。他說：

「在過去毫無任何接觸的地方，感覺不出『要在這裡蓋房子』的實際感覺，也沒有力量去構

想。……實際走訪建地，用身體去感受建地和周遭的空氣，相對地，從藍圖一條條的線上，

也會自然展現現實。……最後，我覺得，能否以實際的態度去從事建築，這點和啟發力、構

想力有很大的關係。」5雖說一樣是都市，京都與東京的形成過程就有所不同。發展脈絡就是

演變的過程，只要到現場，就能切身體會當地特有的演變過程。以此來看，所謂的設計，應

該是「創造性地解決問題」之謂。（以此來看，絕大部分的「文創商品」是不合格的）因此，

建築設計就必須親自到現場去了解環境、建構「所要解決的問題」，然後才能創造性地解決問

題。絕大部分的建築師無法優秀，是因為他們不知道要先建構「所要解決的問題」，自然就談

不上「創造性地解決問題」如何可能。而這些關鍵的前提在於必須親自到現場去了解環境、

5 齋藤孝《規劃力》，頁 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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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氛圍、及與環境對話。以此來看，大學教育的「現場對話」應該為何？ 
當前大學教育的問題在於沒有現場，也就談不上現場對話。大學教育為何需要「現場」？

此需回到大學成立之旨，在於教育學生成為得以掌握生存環境、解決面臨的問題、發展自我

生命、及促進社會幸福的優秀人才。為達此旨，因而大學需要作為社會前瞻良心，並為此而

進行優秀學術研究。所謂優秀的學術研就在於建構有意義的問題、探討問題現象底層的運作

機制、解決現況問題，並能推演挖掘出潛在問題、從而前瞻地防範未然。那麼，大學教育的

「現場」就應該是學生未來要生存、生活與發展的社群與社會。當社群或社會的「現場」運

作不斷地需要以倫理素養、民主素養、科學素養、美學素養、媒體素養來面對種種議題時，

這些公民素養的培養就會是大學的重要課題。 
大學畢業生能被社會與企業看重，大學才會被看重。而要教出優秀的大學生，大學必須

先重新釐清自己的時代定位，並透過廣納性制度的誘因來鼓勵教師，從關心社會的場域中發

展出脈絡性有效的新知識。大學若不了解社群與社會，無法與社群及社會對話，就無法讓學

生將來適切地在社會中生活與發展，也就無法讓學生成為脈絡適切的優秀人才。相對而言，

大學不斷地進入動態性變化的「現場」，就會廣納性地拓展問題領域與創造性對話。進一步地，

若要將學生教導成材（從而解決社會發展停滯問題及實質收入倒退的困境），教師就得先做到

自己能夠成長。而所謂的成長，不在於發表更多的論文，而在於能夠以「進入現場」的態度，

面對爭議性問題提出創造性的解決方案。 
 
參、在創造性地解決問題中成長 
一、在新場域不能用舊制度 

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及中南美洲以榨取型制度使土著淪為奴工般地替殖民者工作。這些制

度把社會建立在剝削原住民和創立壟斷事業（如金融、電信）的基礎上，因而阻礙廣大人口

的經濟誘因和創造力。當美國在十九世紀上半業開始工業革命時，墨西哥正變得更窮困。6

相對的，英格蘭殖民者（維吉尼亞公司）初到北美洲大陸時，也想仿效西班牙人的榨取型制

度（來對待歐洲移民者與土著），卻發現完全失敗。因為歐洲移民者在新世界有太多選擇了，

而無法強迫新移民接受僵化的舊世界的階層社會。相反地，必須提供具有誘因的制度，才能

讓新移民願意投資和努力工作。很快地，歐洲新移民就要求更多經濟自由（擁有自己的土地）

和更大的政治權利（建立議會），消除了英格蘭貴族的政治特權。7政治上的相對民主（當時

女人、黑人、奴隸等不在政治之列）及金融競爭，使得創新、專利、引入工業革命等都有著

良好的環境。8 
美國殖民到建國歷程所發展出來的「廣納型制度」，同時包含政治與經濟兩個面向至今。

因為政治上的廣納性，使得全世界優秀人才都被吸引到美國發展，也使得美國國民大致來說

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受到基本的教育、且都有機會在政治舞台上出頭天。經濟上的廣納性

一方面防止壟斷及特權，二方面以自由競爭來促進國內金融競爭與企業的競爭力，三方面保

障私有財產，四方面以專利法來保障與鼓勵創新，從而使各式各樣人才有機會在新大陸一展

長才。基本上，美國的成功與富裕來自於揮別歐洲大陸上千百年來的政治與經濟上的王室壟

斷及貴族特權，才有可能海納百川地引入各種資源與能量，並促進激發出源源不絕的創新。

6 Daron Acemoglu & James A. Robinson《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富裕與貧困的根源》，頁 55-56。 
7 前引書，頁 46-51。 
8 前引書，頁 5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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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新場域不能用舊制度，那麼，什麼是新場域？在新趨勢來之前，能夠判別嗎？ 
♦ 超越國界的新場域：相對於傳統的國界，網際網路之雲端世界就超越傳統國界。配合上

物流系統的電子商務，顯然就不是實體商店的傳統商業模式。因為缺乏面對面的交易，

因而新的信任機制、新的信用制度、及新的物流體系就是關鍵。此見新的社會運作與新

的知識技能的交織。 
♦ 超越群域的新場域：相對於傳統的社團與組織，網路社交平台建構出超越群域的新社會

場域，各種不認識的人們都可能因為某種議題與理念而糾集。抗議洪仲丘虐死案而包圍

國防部的白衫軍，或抗議大埔拆屋的人潮都是網路號召而來。此非傳統政黨派系動員可

以比擬。此見新的價值理念與新的社會運作的交織。 
♦ 全球運籌的產業模式就是超越了傳統定著於一地的產業生產鏈，而以全球人才、資源、

工廠來成就其產業新生產鏈。此見以新的社會運作來運籌新的知識技能。 
♦ 代工一向被認為二流產業，但是張忠謀看到半導體產業的特性是晶片設計公司無法負擔

技術與資金都超高門檻的晶圓製造，因而以台積電來為全球晶片設計公司代工生產晶

片。這種代工的被取代性相對低。此見以新的知識技能來開創新的社會運作，從而成就

彼此的知識技能，並能確認生命定位的立足點與驕傲。 
♦ 外力來敲門或入侵，就代表新場域的開始。日本的黑船事件、中國的鴉片戰爭等都表徵

著進入全球政治經濟網絡的無可避免。此時，國內的政治經濟都需進行革新與對策。此

見新的知識技能衝擊了原本的價值理念，而必須在社會文化各方面都需變革。 
♦ 任何保護、優惠、減免等只要超過 5 年就需檢討。裕隆汽車被保護幾十年而被詬病為扶

不起的阿斗。可是，科學園區的廠商也被保護、優惠、減免了 30 年了！如果電子產業或

半導體產業等是國家重要產業，怎會體質差到至今無法自立自強？這種「媽寶」型產業

顯然就必須以新政策來刺激長大。此時，減少保護、優惠、減免及相應的開放競爭，都

能讓這些「媽寶」型產業進入市場新領域。  
既有制度讓許多人或某些議題造成困境，就需以突破性新場域來開創新機會。以資本市

場為導向的銀行讓窮人完全借不到錢。印度的窮人銀行就是要以新制度來開創金融新場域。

社會重大議題經常表徵著既有專業知識領域的不足，就需有新思考、新知識、新行動者的參

與，亦即社會重大議題經常就是新場域的起點，此經常需要跨領域來開創之。 
 
二、學生的出路在於跨領域拓展之處 

一位 STS 領域的社會所畢業生去科學園區應徵一家生產高齡者輔具的工作，打敗了諸多

名校機械所及電機所的畢業生。清華大學社會所吳泉源教授認為此 STS 碩士生的競爭力在於

具有「詮釋的能力」，能夠從瞭解高齡者的需求來重新定義問題領域（problem domains）：如

高齡者經常不要輔具以免被認為無能或高齡者等污名化；高齡者掌握財富，因而不太在乎價

格；高齡者記性不好，因而產品需有聲音提醒之等等。相對的，工科碩士生所具有的能力是

「分析的能力」，此為解決問題的能力，能夠分析目標、掌握資源、瞭解限制、從而以專案來

解決之；但是，不具備定義問題的能力，因而難以自行開拓新市場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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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台灣的代工產業僅從事生產製造，因而僅需要解決問題的能力。但是，如果台灣產

業想要自行開拓，而不再繼續為人作嫁，就需具備定義問題的能力。然而，對於新領域的定

義，經常是模糊、不確定，正式因為如此，才有可能成為新市場而有新價值。只是，既然是

尚待定義的問題領域，就不會有既成方式來面對。此時，若台灣產業想要從 A 領域（既有技

術領域）走向 B 領域（高齡者產品），就需透過 A 與 B 之交疊處的 C（科技與社會研究）來

中介。相對的，如果 A 領域（既有技術領域）不想走向 B 領域（高齡者產品），則 C（科技

與社會研究）將無用武之處。 
招募 C（科技與社會研究）領域員工，對於 A 領域（既有技術領域）產業者而言，是個

社會創新，這意味著此公司的組織文化需要調整，不再是工程至上，不再是業務導向，不再

僅是解決問題與準時交貨，而需要面向過去所陌生的「社會」領域，並發展新的定義問題╱

開創市場的能力。正如《一代宗師》中的金句：「練武功，要能見自己、見天地、見眾生」，

一家科技公司要能瞭解自己的能耐（見自己），瞭解整個市場的行情與技術水平的檔次（見天

地），更要能瞭解時代趨勢、社會樣態、文化變遷、國家政策、法令規章等（見眾生）。不斷

地在時代趨勢的生活情境中貼近多元消費者的多元需求樣態，才有可能邁向產業的新場域。

大學若要教出具有對社會潮流與時代趨勢有前瞻洞視的大學生，教師就得先達到這般的見識

與格局。而教學相長是師生最佳的知識成長場域。 
 
三、教師的多重自我跨領域 

當今教育部或國科會皆倡議跨領域教學計劃或整合型計畫。然而，所見多為數個不同領

域的子計畫之湊合，名義上是可相互接合、互補、交流，事實上率皆各自行事，而後有幾次

討論或交換支援教學罷了。我們得先問，為何要倡議跨領域或整合型計畫呢？這是因為當前

諸多社會重大議題或學術重大議題都不是單一學科的知識技能所能解決，或者，當前的社會

╱學術發展瓶頸需要透過跨領域視野才有可能突破之故。那麼，為何幾個不同領域子計畫╱

教師湊在一起無法構成跨領域呢？這是因為彼此沒有交集，因而難以讓彼此陌生的領域得以

相互流動進出。 
 然而，習於單一專業的教師囿於當前的獎懲制度，很少願意進行跨領域學術研究，不單

是分散心力到二至三個專業，更經常有著跨領域論文難以找到適當的學術期刊可投稿的窘

境。（很像伊索寓言中的蝙蝠！）此時，有心跨領域的教師透過教學來逐步進行新領域，是個

最佳的策略。 
 首先，教師與學生之間的界線要能跨領域。雖然教師在某個專業的知識遠高於學生，但

是，知識的效用取決於問題領域的界定；也就是說，如果問題領域脈絡錯置了，則所謂的知

識將無用武之地。當前教育的癥結之一在於教師將自己於一、二十年前的問題脈絡中所學的

知識強行灌輸給學生（尤其是必修課），卻全然不知學生在生活、工作、價值理念等面向的問

題意識為何。（此就如兔子用紅蘿蔔釣魚…）因此，教師雖然能提供他至今所知的專業知識，

卻更需要學生的問題意識來共同架構出適當的教學策略與內容。 
 其次，教學議題要能系統性地跨領域，或跨領域式的系統性。一台汽車需要設計、機械、

電機、電子、塗裝、內裝、橡膠、塑膠、皮件、音響、維修、服務、行銷、…等多個領域的

綜合與互動。然而，學機械的人只會看到汽車的機械部份，卻對其他領域毫無所知。雖然有

專門組裝的的人將各組件組合成一輛汽車，但是，在設計與製造之際，卻經常因為各部門不

知其他部門的狀況，而有著各種不適的落差。因此，雖然不是要學生擁有所有領域的專業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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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但也應該要有跨領域的基本認知、品味、與問題感（sense）。任教機械的老師如果有這

般的系統性認知，就會自我要求去以汽車產業為一個系統，而以系統的觀念來看待機械於汽

車產業中的角色，同時，也就會促使自己對汽車產業進行系統性、整合性、跨領域式的探討

了。此時，若能以倫理素養、民主素養、科學素養、美學素養、媒體素養等作為問題意識，

更能問出跨領域的挑戰式新問題。 

 
 其三，教學議題要能跨越校園界線，而進行學術與在地社會之間的跨領域。學生到大學

受教育，是為了學習做人、做公民、做士農工商，而不僅在於習得一技之長。（否則，只要進

職訓局即可）也就是說，學生在大學所受的教育，要能讓學生進了社會後，有著掌握生存風

險的能力。因此，大學教育所面對的問題，就不在於知識傳授，而在於教導學生面對複雜社

會問題的能力。社會問題如果能夠解決，早就已經解決。相對而言，當今所稱的社會問題基

本上都不是單一學科的知識所能解決，也同時交織著倫理議題、民主議題、科學議題、美學

議題、媒體議題等。因此，要讓學生將來有面對社會問題、生存問題、風險問題等有著基本

能力，就得以解決社會重大議題為基準，來設計鍛鍊諸種公民核心能力的跨領域教學。 
 其四，教學要能有意識地進行跨越地域的跨領域。移地教學的目的包括異質地誌感、抽

離既有情境、解放固有想法、異文化衝擊、新生活體驗、身土不二、增廣見聞、促進團隊合

作等。跨越了地理界線，就有機會跨越心理界線，更能跨越專業學科界線。 
 其五，當今產業趨勢在於跨領域整合或合作。蘋果電腦的風行不在於造型優雅簡潔，或

者賈伯斯魅力，而在於高度跨領域整合，將電腦（iMac）、網路（iPad）、通訊（iPhone）、娛

樂（iPod）、攝影、社交、生活管理等透過強大的軟體（尤其是強大的 App Store）來貫穿，更

是貫穿到使用者的生活各面向，尤其是作為品味的象徵。 
其六，當今創新來自跨領域合作。R&D Magazine 從 1963 年迄今每年甄選 100 個優秀技

術來表揚（R&D 100 Awards，稱為「發明界的奧斯卡」"Oscars of innovation"），從 50 年來之

5000 個獲獎技術的統計分析來看，1960～1970 年代是大公司如 GE、Westinghouse Electric、
RCA、Union Carbide 等擅揚的年代。1980 年代～1990 年代看到政府研究部門（與企業界合

作）興起的年代。2000 年至今則看到創新來自跨領域合作，大學、非營利組織、政府、企業

界等相互交流合作。此外，許多創新來自問題設定者、設計者、製造者、消費者等社會行動

者之間的對話交流、調整、影響。因而僅僅專注在單一領域將難以成就創新。再從 1953 年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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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開心技術來看，要用到從 1846 年發現乙醚、其後之 X-ray、心血管造影術、導管插入術、

人工心肺設備、抗凝固劑、關於氧與二氧化碳在肺之空氣與血液交換的知識等諸多技術與知

識的整合，才得以成就之。 
其七，理論與實作要能相互跨領域。理論是針對某個問題領域的思考模型，如果無法施

用於某個問題領域，則此理論毫無意義。更由於理論發展來自於某個問題領域的時空脈絡，

因而若無法再實踐於當今生活的問題領域中，此理論只是玄想。相對的，實作若缺乏理論的

抽象指引、分析、歸納，則將在一個問題領域框框中打轉，而難以看到問題的結構性全貌。 
 其八，學校行政與教學之間要能跨領域。這是最為困難之點。從協同教學數位老師的授

課鐘點認定、校外專家達人的協同教學、實習的安排、實作設施與資源的提供、經費核銷、…
等，都需行政部門與教學單位的協力促成。相當的程度而言，大學非常需要社會創新式的制

度突破。 
 
肆、結語 

日本建築大師安藤忠雄認為，建築的樂趣在於條件受限：「建築師對於自己的建築概念的

實現，以及地理條件、力學條件、技術條件、法規限制、經濟限制等各種現實條件，會整體

加以考量，並找出最好的答案。在雙方的角力中，賦予概念實際的形狀。」9大學教育既在於

培養學生將來在社會中生存、生活與發展所需的能力與掌握度，就得認知到人們在社會中生

活總會面臨種種的限制條件，不管是環境、法令、制度、收入、工作、社會關係、…等。脫

離了現實的限制條件的主張美其名為「理想」，其實就是難以落實而可謂為不食人間煙火。因

此，大學教育應該要培養學生面對種種限制條件時，如何去實現自己的理想，也就是在理想

與限制條件雙方的角力中成就現實。那麼，大學的課程設計就需一方面培養學生的理想形構；

另一方面以種種挑戰性題目或情境，設定種種限制條件，來鍛鍊學生創造性解決問題的能力，

此包括建構問題的能力及掌握整體運作架構的俯瞰力。 
正是要設計有著種種限制條件的挑戰性問題來鍛鍊學生能力，大學教師就需將這種情境

反身式地投射到自己的教學與研究。一方面教師需能「身土不二」式地在種種時間、經費、

制度、環境的限制條件下實踐自己的學術志業，此不但是反身式實踐，更會逼出意想不到的

創新與突破。二方面當教師意識到單一領域是最大的限制條件時，就可能以跨領域來進行突

破。三方面當教師要設計出具有挑戰性的問題時，經常需與學術基本主張對話，此對自己或

學術都可能形成挑戰。最後，最有趣的，學生的新世代思維與奇想常會有著意想不到的新觀

點，來對老師構成挑戰。對於具有問題意識的教師而言，正是刺激學術思考的好機會。 
許多教師的教學熱情逐漸磨損，是因為年復一年的單向式地傳授脈絡性無效的知識，教

學逐漸成為心理上與時間上的負擔。同時，又看到大學畢業生困在 22K 中，也不斷地看到大

學培養出來的精英人才在高層權力位置上將國家帶入困境與混亂。大學如果無法面對這些問

題，就會在沮喪中只剩下關心大學會不會倒閉。相對的，如果能夠以「作為社會前瞻良心」

為前提來面對專業相關的社會重大議題，而在教學上設計對自己與對學生都具有挑戰性的問

題，那麼，「教學相長」就不再是口號，而是身為教師最大的福份，也將是大學重新獲得社會

尊嚴的開始。 

9 齋藤孝《規劃力》，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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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2 
陳靜珮副教授  

吳宜真助理教授

李雪甄副教授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子計畫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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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關懷在地跨域培成計畫」課群團隊 

分享主題：課群團隊經營與 TA 帶領經驗分享—三重奏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子計畫辦公室 

 

陳靜珮 副教授 
  

現職 文藻外語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研究所博士 
  

經歷 
 文藻外語學院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文藻外語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學術專長 
 區域地理 

 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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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關懷在地跨域培成計畫」課群團隊 

分享主題：課群團隊經營與 TA 帶領經驗分享—三重奏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子計畫辦公室 

 

吳宜真 助理教授 
  

現職 文藻外語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學歷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小提琴演奏博士 
  

經歷 
 中山大學巴洛克獨奏家樂團首席 

 德州奧斯汀歌劇樂團專任團員 
  

學術專長 

 小提琴鋼琴演奏、教學 

 室內樂 

 音樂理論 

 音樂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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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關懷在地跨域培成計畫」課群團隊 

分享主題：課群團隊經營與 TA 帶領經驗分享—三重奏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子計畫辦公室 

 

李雪甄副教授 
  

現職 文藻外語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學歷 國立中正大學應用數學研究所博士 
  

經歷 
 文藻外語大學學術發展組組長 

 文藻外語大學國貿暨企管系講師 
  

學術專長 

 數值分析 

 科學計算 

 數值偏微分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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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OOTTEE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子計畫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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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3 
簡端良助理教授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子計畫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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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子計畫辦公室 

簡端良 助理教授 

分享主題 
課程經營與 TA 帶領經驗分享 

—結合時事的「哲學思考」課程設計 

現職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契約講師 

學歷 東海大學哲學博士 

經歷 

 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兼任助理

研究員

 生命教育學苑主任

 中國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國立空中大學台中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東海大學哲學研究所專任助教

學術專長 
 倫理學

 宗教哲學

a-46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初座談會】專題演講 

a-47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初座談會】專題演講 

 
 
 

 

a-48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初座談會】專題演講 

 
 
 

 

a-49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初座談會】專題演講 

 
 
 

 

a-50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初座談會】專題演講 

 
 
 

 

a-51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初座談會】專題演講 

 
 
 

 

a-52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初座談會】專題演講 

 
 
 

 

a-53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初座談會】專題演講 

 
 
 

 

a-54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初座談會】專題演講 

 
 
 

 

a-55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初座談會】專題演講 

 
 
 

 

a-56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初座談會】專題演講 

 
 
 

 

a-57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初座談會】專題演講 

 
 
 

 

a-58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初座談會】專題演講 

a-59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初座談會】專題演講 

a-60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初座談會】專題演講 

a-61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初座談會】專題演講 

a-62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初座談會】專題演講 

a-63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初座談會】 

NNOOTTEE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子計畫辦公室 
a-64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初座談會】 

專題演講 4 
郭俊麟助理教授

黃瓊儀助理教授

劉毓芬講師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子計畫辦公室 
a-65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初座談會】 

 

南臺科技大學「媒體素養與網路社會」績優夥伴課群團隊 

分享主題：績優夥伴課群合作經驗分享—規劃、經營與 TA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子計畫辦公室 

 

郭俊麟 助理教授 
  

現職 南臺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助理教授 
  

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 
  

經歷 

 南臺科技大學秘書室主任 

 南臺科技大學秘書室企劃組組長 

 南臺科技大學教學發展中心學生學習輔導組組長 

 南臺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助理教授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學術專長 

 憲法 

 行政法 

 勞工法 

 國際關係 

 人權議題 

a-66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初座談會】 

 

南臺科技大學「媒體素養與網路社會」績優夥伴課群團隊 

分享主題：績優夥伴課群合作經驗分享—規劃、經營與 TA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子計畫辦公室 

 

黃瓊儀 助理教授 
  

現職 南臺科技大學資訊傳播系助理教授 
  

學歷 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博士 
  

經歷 

 南臺科技大學秘書室公關組組長 

 世新大學公共暨廣告學系兼任講師 

 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兼任講師 

 長榮大學大傳系兼任講師  

 百昇傳播企劃總監 

 行政院體委會專業期刊委員 
  

學術專長 

 Media Marketing Research 

 Public Relations & Media Strategy 

 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Social Marketing 

 Speech Communication 

 Instructional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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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媒體素養與網路社會」績優夥伴課群團隊 

分享主題：績優夥伴課群合作經驗分享—規劃、經營與 TA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子計畫辦公室 

 

劉毓芬 講師 
  

現職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學歷 美國 Seattle Pacific University 資訊教育博士 
  

經歷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南臺科技大學計算機與資訊網路中心行政與諮詢

組組長 
  

學術專長 

 多媒體網頁設計 

 資訊素養與倫理 

 PBL 教學理念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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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佈達 
計畫主持人黃俊儒副教授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子計畫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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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補助名單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子計畫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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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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學期獲補助計畫清單 

序號 類別 計畫名稱 執行單位（學校/系所） 計畫主持人 

001 A類 自然經典選讀－大崩壞 慈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葉綠舒助理教授 

002 A類 環境倫理學 慈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鍾隆琛助理教授 

003 A類 自然與環境概論 慈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江允智助理教授 

004 A類 永續生活設計進階實作 慈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邱奕儒助理教授 

005 A類 科技、倫理與社會 建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劉啟民教授 

006 A類 生命教育 建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方文慧助理教授 

007 A類 環保與生活 建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游美利副教授 

008 A類 生命科學新視界 
中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醫學檢驗生物

技術系 
何杏棻副教授 

009 A類 化學分子 show 
中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醫學檢驗生物

技術系 
徐惠麗教授 

010 A類 實用生活科學 中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護理系 張瓊云助理教授 

011 A類 動物伴侶與健康人生 
中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醫學檢驗生物

技術系 

吳正男助理教授 

林春福助理教授 

012 A類 生理與心理健康 中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護理系 李意旻助理教授 

013 A類 寓言與繪本 健行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王婉甄助理教授 

014 A類 數位文化與創意文學 健行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 陳徵蔚助理教授 

015 A類 人類活動與地球環境變遷 健行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劉興昌助理教授 

016 A類 人與環境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賴伯琦助理教授 

017 A類 環境閱讀與情意書寫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歐秀慧副教授 

018 A類 生物多樣性與生態永續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林康捷助理教授 

019 A類 能源科技與環境永續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姚品全副教授 

侯雪娟副教授 

020 A類 海洋之歌：水音樂文化 中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陳麗琦助理教授 

021 A類 以水之名：水神話與哲思 中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蘇美文副教授 

022 A類 大地之水：水資源環境 中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王怡諭講師 

023 A類 音樂素養的創意美學 臺北市立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歐遠帆教授 

江淑君教授 

024 A類 海洋科學與環境議題 臺北市立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李孟陽助理教授 

025 A類 海洋台灣：多元文化經驗 臺北市立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李淑珍副教授 

026 A類 勞資倫理學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陳啟益助理教授 

027 A類 消費者的權利與義務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林茲寧講師 

028 A類 研發生產者的六項修練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陳香伶副教授 

029 A類 探索臺灣－政經篇 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洪聖斐講師 

楊鈞池教授 

030 A類 探索臺灣－歷史篇 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楊書濠助理教授 

031 A類 臺灣流行音樂與社會變遷 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陳怡靜講師 

032 A類 探索臺灣－文化篇 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謝忠志助理教授 

033 A類 現代公民的社會學想像 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陳麗如助理教授 

034 A類 經濟學與現代社會 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王光正副教授 

035 A類 政治學與現代公民 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王賀白助理教授 

036 A類 情意生命的哲思 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劉希文教授 

037 A類 哲學家的人生智慧 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張盈馨助理教授 

038 A類 老莊處世哲學 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鄭宜玟講師 

039 A類 困境與人生 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賴淑蘭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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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類別 計畫名稱 執行單位（學校/系所） 計畫主持人 

040 A類 音樂風格與詮釋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宋秀娟教授 

041 A類 德國文學與電影 大葉大學歐洲語文學系 林美琪助理教授 

042 A類 影像觀點：觀看與實踐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林盈銓講師 

043 A類 戲劇、表達溝通與公民實踐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黃迎春助理教授 

044 A類 現代詩選讀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張加佳講師 

045 A類 媒體面面觀 南華大學通識教學中心 蔡鴻濱助理教授 

046 A類 電視批判 南華大學通識教學中心 王慧蘭助理教授 

047 A類 廣告與社會 南華大學通識教學中心 郭曜棻講師 

048 A類 臺中學：古蹟與歷史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魏嚴堅副教授 

049 A類 歷史文創寫作與出版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任天豪講師 

050 A類 環境解說與文化保存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葉凱翔講師 

051 A類 詩與當代生活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 陳巍仁助理教授 

052 A類 漢字文化與藝術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 黃智明講師 

053 A類 文物與文學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 黃智信講師 

054 A類 藝術與社區營造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張純櫻副教授 

055 A類 倫理學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蔡幸芝助理教授 

056 A類 
北臺灣歷史與地方文藝：區域發展

與地方文史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連啟元助理教授 

057 A類 文化人類學：社區與民族誌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楊超智講師 

058 A類 音樂與生活 健行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林玲光副教授 

059 A類 網頁設計 健行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 陳叔君講師 

060 A類 行銷企畫實務 健行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羅景文助理教授 

061 A類 科技生活與永續生存 大葉大學電機系 陳木松副教授 

062 A類 雲端運算與樂活科技 大葉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楊豐兆助理教授 

李弘彬助理教授 

063 A類 社會發展與自我探索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郎亞琴副教授 

064 A類 科技照護與倫理關懷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張淑微助理教授 

065 A類 樂活休閒與觀光旅遊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曾賢熙副教授 

066 A類 展演空間導論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建築系 江維華教授 

067 A類 音樂劇場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應用科技研究所 王維君助理教授 

068 A類 色彩心理學概論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應用科技研究所 歐立成副教授 

069 A類 傳播與社區公民 和春技術學院傳播藝術系 王漢銘助理教授 

070 A類 資訊搜尋策略與運用 和春技術學院傳播藝術系 高瑞坤助理教授 

071 A類 社區故事創意書寫 和春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傅楠梓副教授 

072 A類 創新與創業 中州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蔡閎任副教授 

073 A類 新能源永續未來 中州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李麗英副教授 

074 A類 科技與智慧生活 中州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廖淑慧副教授 

075 A類 網路鄉民的正義 中州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黃昭義助理教授 

076 A類 海洋教育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吳靖國教授 

077 A類 海港城市與文化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 吳蕙芳副教授 

078 A類 文學與海洋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謝玉玲副教授 

079 A類 公民倫理學 國立臺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王冠生助理教授 

080 A類 
國際公法－跨越百年之中華民國

與國際法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 王震宇副教授 

081 A類 人與環境 國立臺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陳湘繁助理教授 

082 A類 犯罪學 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 黃蘭媖助理教授 

083 B類 材料科技與生活 大葉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李弘彬助理教授 

084 B類 科技發展與人類文明 大葉大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林見昌講座教授 

陳建憲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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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類別 計畫名稱 執行單位（學校/系所） 計畫主持人 

085 B類 科技的迷思與省思 大葉大學電機工程系 
陳木松副教授 

許介彥講師 

086 B類 物理學與創意思考 中國文化大學共同科目與通識教育中心 鄒忠毅副教授 

087 B類 當代倫理議題省思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黃品堯助理教授 

088 B類 解析現代生活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黃秋韻副教授 

089 B類 全球化與世界公民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蔡明靜助理教授 

090 B類 世界文明史概論 華梵大學人文教育研究中心 王惟貞助理教授 

091 B類 性暴力之分析與防治 國立中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王燦槐教授 

092 B類 性別與社會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郎亞琴副教授 

093 B類 理財與企業倫理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徐傳瑛副教授 

094 B類 全球化與當代社會 中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莊明哲副教授 

095 B類 中國文化史：歷史與圖像的軌跡 中國文化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連啟元助理教授 

096 B類 
國際關係－外交官眼中的台灣與

全球化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葛傳宇助理教授 

097 B類 海洋文明與台灣歷史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廖賢娟講師 

098 B類 民主與社會 實踐大學博雅學部 蔡裕明助理教授 

099 B類 國文－文學與人生（一）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王璟助理教授 

100 B類 
國文－親情、友情、愛情的建構與

反思 
長庚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社會學科 吳德玲副教授 

101 B類 戲劇概論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李其昌助理教授 

102 B類 台灣的流行音樂與社會 建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林則雄副教授 

103 B類 
臺灣小說選讀－以同理心詮釋故

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通識教育

中心 
林淑慧副教授 

104 B類 歷史與思想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 林煒舒講師 

105 B類 文學欣賞：文學與當代生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通識教育中心 范宜如教授 

106 B類 臺灣電影與社會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博雅通識教育中心 徐叡美助理教授 

107 B類 台灣流行文化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通識教育

中心 
莊佳穎助理教授 

108 B類 台灣音樂的美學詮釋 東方設計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楊青琳助理教授 

109 C類 
績優指導計畫（「工程．倫理與社

會」跨領域課群） 
南臺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資訊工程系 

林聰益教授 

李育強助理教授 

110 C類 
工程．倫理與社會（適當科技與醫

療） 
南臺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許藝菊教授 

111 C類 
工程．倫理與社會（生活與網路科

技） 
南臺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席家年副教授 

112 C類 
績優指導計畫（倫理素養與幸福人

生） 
南臺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 郭俊麟助理教授 

113 C類 生涯發展與規劃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王環莉講師 

114 C類 資訊科技與生活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劉毓芬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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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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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於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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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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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像資料繳交以數位檔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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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像資料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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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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版 102/08/01   計畫期程：102/08/01 至 103/01/31 

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畫 
行事曆 

時間 預定完成事項 執行細目

102/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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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2、3、3-1、3-2、4；
附表 1、2、3-1、3-2、4。

2. 議程草案如 附件 4，敬請預留期初座談會時間。

3. 報名網址：http://tinyurl.com/1021004，各計畫主持

人請於 102/09/06（五）前完成報名。

102/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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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9/17 前 期初座談會開會通知及正式議程送

達計畫主持人。

102/10/04 舉行期初座談會。 敬請準時與會：

會議時間：102/10/04（五） 
會議地點：國立中正大學禮堂國際會議廳

102/10/11 前 1. 課程教學網站架設完成。

2. 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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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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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繳

交檔案。

網址：http://ccc.ccu.twbbs.org/cccpoc/data/3-1web1。 
102/10/18 前 計畫主持人繳交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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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資料，以利作業。請

至「計畫資料上傳區」網站繳交檔案。

網址：http://ccc.ccu.twbbs.org/cccpoc/data/3-1coas。 
3. 學校配合款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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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繳交檔案。

網址：http://ccc.ccu.twbbs.org/cccpoc/data/3-1scob。 

102/11/01 前 計畫主持人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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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繳交檔案。

網址：http://ccc.ccu.twbbs.org/cccpoc/data/3-1ba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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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1/22 成果發表會會議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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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1/22（三）至 0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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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子計畫辦公室

b-13



第 1 版 102/08/01   計畫期程：102/08/01 至 103/01/31 

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畫 
行事曆 

時間 預定完成事項 執行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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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2/02（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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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請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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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122-23，各計畫主

持人請於 102/12/13（五）前完成報名。

102/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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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繳交更新版之 基本資料摘要表。 

1. 變更發表時間請於 102/12/02（一）前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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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無繳交

更新版資料，則以 102/11/01（五）繳交版本為主。 
3. 更新版之基本資料摘要表，請至「計畫資料上傳區」

網站繳交檔案。

網址：http://ccc.ccu.twbbs.org/cccpoc/data/3-1basi。
102/12/13 前 計畫主持人完成「成果發表會」報

名。

1. 請計畫主持人於 102/12/13（五）前完成成果發表

會報名。計畫主持人應參加成果發表會，計畫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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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成果發表會議程確定，不得變更。

102/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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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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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1/03 前 計畫主持人繳交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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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繳

交檔案。

網址：http://ccc.ccu.twbbs.org/cccpoc/data/3-1web2。 
2. 特別提醒：請計畫主持人將教學網站持續開放至

103/0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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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1/13 前 計畫主持人繳交 成果發表簡報檔。 成果發表簡報檔 繳交說明：

1. 繳交方式：

請至「計畫資料上傳區」網站繳交檔案。

網址：http://ccc.ccu.twbbs.org/cccpoc/data/3-1rep1。 
2. 檔案格式：

請繳交 Office 2003 PowerPoint 檔案，若有 2 個以上

檔案，煩請製成壓縮檔再上傳，上傳檔案大小請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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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版 102/08/01   計畫期程：102/08/01 至 103/01/31 

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畫 
行事曆 

時間 預定完成事項 執行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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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1/22～ 
01/23 

舉行成果發表會 敬請準時與會。

會議時間：103/01/22（三）至 01/23（四） 
會議地點：國立中正大學禮堂國際會議廳、研討室

103/02/14 前 1. 計畫主持人繳交完整結案成果報

告 電子檔。

2. 計畫主持人上傳經費收支結算表

電子檔。

1. 依據徵件須知第 7 點辦理。

2. 成果報告 繳交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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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繳交方式： 
請至「計畫資料上傳區」網站繳交檔案（僅繳交

電子檔即可，不需再繳交紙本）。

網址：http://ccc.ccu.twbbs.org/cccpoc/data/3-1rep2。 
(2) 檔案格式： 

請繳交 Office 2003 Word 檔案或 pdf 檔案，上傳檔

案大小以 15M 為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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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經費收支結算表 繳交說明：格式如 附表 4。
(1) 繳交方式： 

請至「計畫資料上傳區」網站繳交檔案。

網址：http://ccc.ccu.twbbs.org/cccpoc/data/3-1rep3。 
(2) 依相關規定填妥表單後，請務必先將檔案上傳，

經計畫辦公室確認後再行核章。

103/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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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結餘款需繳回請附 支票）郵寄至

計畫辦公室，切勿逕寄教育部結案。

103/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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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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學年度第 1學期【期初座談會】 

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102學年度第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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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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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美醫院 
講座教授 

黃俊儒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子計畫主持人 

國立中正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林崇熙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子計畫協同主持人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 
教授 

陳靜珮 文藻外語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吳宜真 文藻外語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李雪甄 文藻外語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簡端良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郭俊麟 南台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 助理教授 

黃瓊儀 南台科技大學資訊傳播系 助理教授 

劉毓芬 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講師 

廖東杉 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研究助理 

王美仁 現代公民核心能力養成總計畫 專任助理 

林玉潔 現代公民核心能力養成總計畫 專任助理 

李筱嬋 公民素養陶塑計畫 專任助理 

林淑雯 國立交通大學智慧生活計畫 專任助理 

曾曉惠 國立交通大學智慧生活計畫 專任助理 

二、 領獎人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陳靜珮 文藻外語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吳宜真 文藻外語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李雪甄 文藻外語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洪錦淳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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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凱翔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講師 

林青蓉 銘傳大學觀光事業學系 副教授 

賴淑蘭 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柯舜智 中國文化大學共同科目與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簡端良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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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郭俊麟 南台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 助理教授 

黃瓊儀 南台科技大學資訊傳播系 助理教授 

劉毓芬 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講師 

三、 計畫主持人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葉綠舒 慈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鍾隆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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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理教授 

劉啟民 建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教授 

方文慧 建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游美利 建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何杏棻 中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徐惠麗 中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教授 

張瓊云 中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吳正男 中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林春福 中臺科技大學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助理教授 

李意旻 中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王婉甄 健行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陳徵蔚 健行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劉興昌 健行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賴伯琦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歐秀慧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林康捷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姚品全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侯雪娟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陳麗琦 中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蘇美文 中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王怡諭 中華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講師 

歐遠帆 臺北市立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教授 

江淑君 臺北市立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教授 

李孟陽 臺北市立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李淑珍 臺北市立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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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香伶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副教授 

洪聖斐 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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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楊鈞池 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教授 

楊書濠 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陳怡靜 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講師 

謝忠志 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陳麗如 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王光正 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王賀白 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劉希文 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教授 

張盈馨 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鄭宜玟 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講師 

賴淑蘭 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宋秀娟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教授 

林美琪 大葉大學歐洲語文學系 助理教授 

林盈銓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講師 

黃迎春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張加佳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講師 

蔡鴻濱 南華大學通識教學中心 助理教授 

王慧蘭 南華大學通識教學中心 助理教授 

郭曜棻 南華大學通識教學中心 講師 

魏嚴堅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任天豪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講師 

葉凱翔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講師 

陳巍仁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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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純櫻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蔡幸芝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連啟元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中國文化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楊超智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講師 

林玲光 健行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陳叔君 健行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 講師 

羅景文 健行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助理教授 

陳木松 大葉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副教授 

楊豐兆 大葉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助理教授 

郎亞琴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張淑微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曾賢熙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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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江維華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建築系 教授 

王維君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應用科技研究所 助理教授 

歐立成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應用科技研究所 副教授 

王漢銘 和春技術學院傳播藝術系 助理教授 

高瑞坤 和春技術學院傳播藝術系 助理教授 

傅楠梓 和春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蔡閎任 中州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李麗英 中州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廖淑慧 中州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黃昭義 中州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吳靖國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教授 

吳蕙芳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 副教授 

謝玉玲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共同教育中心 副教授 

王冠生 國立臺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王震宇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 副教授 

陳湘繁 國立臺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黃蘭媖 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 助理教授 

李弘彬 大葉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助理教授 

林見昌 大葉大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講座教授 

陳建憲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許介彥 大葉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講師 

鄒忠毅 中國文化大學共同科目與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黃品堯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黃秋韻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蔡明靜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王惟貞 華梵大學人文教育研究中心 助理教授 

王燦槐 國立中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教授 

徐傳瑛 大葉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副教授 

莊明哲 中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葛傳宇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廖賢娟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講師 

蔡裕明 實踐大學博雅學部 助理教授 

王 璟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吳德玲 長庚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李其昌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林則雄 建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林淑慧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 副教授 

林煒舒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 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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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宜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教授 

徐叡美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博雅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莊佳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 助理教授 

楊青琳 東方設計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林聰益 南臺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教授 

李育強 南臺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助理教授 

許藝菊 南臺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教授 

席家年 南臺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副教授 

郭俊麟 南臺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 助理教授 

王環莉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講師 

劉毓芬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講師 

四、 計畫辦公室成員 

姓名 單位 職稱 

林瑋珊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子計畫 專任助理 

賴宣儒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子計畫 專任助理 

五、 工作人員 

姓名 單位 

賴雁蓉 國科會計畫專任助理 

王怡雯 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暨研究所 

李苡嬋 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 

李嘉苹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 

李嘉綺 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暨研究所 

邱灝唐 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 

陳柏廷 國立中正大學化學暨生物化學系 

陳景文 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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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暄尹 國立中正大學通訊工程學系 

黃馨慧 國立中正大學電訊傳播學系研究所 

葉孟絢 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 

劉于瑄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 

劉家秉 國立中正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薛仁傑 國立中正大學行銷管理碩士班 

羅彥翔 國立中正大學化學暨生物化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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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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瑋珊 專任助理

賴宣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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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子計畫辦公室公佈欄：http://ccc.ccu.edu.tw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子計畫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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