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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活動目標 

本次活動希望能以基本能力、核心素養為導向的教育成為高等教育重要

的方向，也希冀進一步透過第一線教師深度的溝通與理念的交流，使參與教

師可以對於現代公民核心能力之公共性、自主性與多樣性的精神有更深刻了

解。透過倫理、民主、科學、媒體及美學等五大核心素養的主題進行討論，

讓參與教師們得以了解其理念與意涵，並且建立共識。 

    此次活動也邀請學者專家以及獲獎績優教師講述大學教育的理念、公民

核心能力的養成、專業與通識的融通還有課程經營策略等議題，並以世界咖

啡館模式，分組討論、交流公民核心能力和五大素養的內涵。期望能使參與

教師們凝聚對於公民核心能力之共識，亦期待此次研習之成果得以改善大學

教學場域與教學品質，並且培育第一線教師對現代公民教育的使命感。 

貳、 活動手冊封面與 Logo 設計理念 

活動手冊封面 設計理念 

封面圖片: 

 

說明: 

    學員手冊封面左上角放上台北大

學校徽-鳶鳥造型 LOGO，其豐富的色彩

所代表的是多元文化的價值觀，並呼

應了這次教師研習營欲培育多元思考

能力的核心價值概念。 

    封底所用的色彩是清澈的天空

藍，有廣大、廣博之意，所代表的是

希冀透過教師研習營的活動，學員能

從過程中學習到跟以往不同的知識經

驗，包括團隊合作、溝通能力、行動

能力的養成，成就更非凡的自己。 

    最後在封面下端放的是台北大學

校門口的風景圖，除了展現學校特色

外、也代表著希望透過台北大學這個

大門，能夠培養出更多具有倫理、民

主、科學、美學、媒體素養的現代公

民，實現此次教師研習營籌辦的最主

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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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活動內容 

一、 議程 

102 年 11 月 15 日（星期五） 

時間 活動內容 演講者/授課教師 

8:30~9:00 報  到 

9:00~9:10 開幕致詞 

主持人:徐美主任 

致詞人:薛富井校長、林秀

娟教授 

9:10~10:10 專題演講（一）：大學教育與公民核心能力養成 

主持人：張四明研發長 

演講者：苑舉正/國立台灣

大學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10:10~10:30 茶 敘 

10:30~12:00 咖啡館圓桌各組準備與第一回合 

區長說明 10~15分鐘，每區

學員自由入座 10 分鐘，介

紹 5 分鐘，第一回合 90 分

鐘 

12:00~13:00 午 餐 

13:00~14:00 專題演講（二）：專業與通識教育融通 

主持人：徐美主任 

演講者：陳建良/行政院經

濟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

員、國立暨南大學經濟系教

授 

14:00~15:00 咖啡館圓桌討論第二回合 

每區學員自由入座 5 分

鐘，介紹 5分鐘，第二回合

60分鐘 

15:00~15:20 茶 敘 

15:20~16:20 咖啡館圓桌討論第三回合-彙整結論 

第三回合三十分鐘，10分

鐘小組結論，20 分鐘區長

彙整各組意見 

16:20~17:00 綜合座談(含各區咖啡館區長報告及學員回饋) 主持人：蔡介裕教授 

與談人(圓桌區長) 

蕭宏恩教授、林文琪教授、

張弘毅教授 
17:00 閉幕 

17:20~18:30 公民美學行動課程:三峽老街文化古蹟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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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作執行前置作業 

(一)、 第一次籌備會議記錄、開會通知單、簽到單 

1. 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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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開會通知單 

 

 

 

 

 

 

 

 

 

 

 

 

 

 

 

3. 簽到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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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二次籌備會議記錄、開會通知單、簽到單 

1. 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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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開會通知單 

 

 

 

 

 

 

 

 

 

 

 

 

 

 

 

 

 

3. 簽到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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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第三次籌備會議記錄、開會通知單、簽到單 

1. 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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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簽到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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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第四次籌備會議記錄、開會通知單、簽到單 

1. 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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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簽到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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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第五次籌備會議記錄、開會通知單、簽到單 

1. 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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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簽到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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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大會組織 

一、 組織系統圖 

 

 

 

 

 

 

 

 

 

 

 

二、 參與人力及任務分配 
組別 工作人員 工作分配 

行政組 王冠生 總召、統籌本次研習營 

陳淑惠 公文、相關單位聯繫、資料寄發 

教務組 許家菱 議程、與會來賓聯絡、與會名單建置、交通車、三峽導覽 

總務組 簡立芷 核銷、招募研習營當天工讀生 

數位組 趙錦豪 網頁建置、海報邀請函、帆布旗製作 

接待組 高志馨 接駁，指引 

賴又瑄 簽到、餐點 

郭耀鴻 發送資料、機動支援 

活動組 馮詠儀 A區預先準備/協助桌長 

林宜甄 B區預先準備/協助桌長 

黃韋苓 C區預先準備/協助桌長 

鄭今晶 司儀/機動協助 

劉虹妤 公 119 資料播放/午茶準備 

陳韻涵 午餐/A 區攝影-下午 2點以後 

事務組 詹其璋 事務用品採購、結案 

劉維哲 A區/119攝影-至下午 2點 

陳瑩儒 ABC區/119拍照 

田哲齊 119電腦設備/B區攝影 

王怡雰 ABC區/119拍照 

董昱汝 119電腦設備/C區攝影 



15 
 

伍、 與會人員 

一、 與會講者 
  姓名 職稱 任職單位 

貴 

賓 

林秀娟 講座教授 奇美醫院經營決策委員會  

薛富井 校長 國立台北大學  

主 

持 

人 

張四明 研發長 國立台北大學研究發展處 

徐美 主任 國立台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蔡介裕 副教授 文藻外語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講 

者 

苑舉正 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研究所 

陳建良 教授 國立暨南大學經濟系 

區 

長 

張弘毅 副教授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林文琪 主任 台北醫學大學通識中心 

蕭宏恩 教授 中山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桌 

長 

王心美 副教授 大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林幼雀 副教授 崑山科技大學通識中心  

莊佳穎 助理教授 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 

梁家祺 副教授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  

何昕家 助理教授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賴伯琦 助理教授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生物資源系 

宋秀娟 教授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陳鳳雀 講師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趙惠玲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 教授 

劉亞蘭 主任 真理大學人文與資訊學系 

吳豐維 助理教授 文化大學哲學系  

陳德興 助理教授 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陳炳宏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  

林武佐 副教授 中臺科技大學文教事業經營研究所  

林承宇 助理教授 世新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二、 與會學員 
  姓名 職稱 任職單位 

學 

員 

王依婷 辦事員 新生醫專幼兒保育科 

王怡云 助理教授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 

王冠生 助理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王美仁 專案管理師 國立成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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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惠雯 副教授 華梵大學哲學系/人文中心 

王震宇 助理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系 

王韻如 助理教授 萬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何珮瑩 助理教授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吳之芾 副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 

吳鳳珠 講師 國立宜蘭大學人文暨科學教育中心 

呂豐真 助理教授 私立中國科技大學通識中心 

宋梅生 講師 中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李銀鳳 助理教授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杜富燕 副教授 文藻外語大學國際企業管理系 

杜麗娟 講師 私立中國科技大學 

周嘉政 助理教授 蘭陽技術學院 

易正明 教授 敏惠醫專 

林子晴 助理教授 國立台北大學 

林至善 副教授 玄奘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林玫玲 老師 元培科技大學通識中心 

林昭溶 副教授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幼兒保育系 

林盈鈞 副教授 國立台北商業技術學院 

林茲寧 講師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林智莉 副教授 私立亞東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林靖諺 博士生助理 國立政治大學 

林靜秀 助理教授 台北市立大學視覺藝術學系 

邱佳慧 助理教授 台北醫學大學人社院通識教育中心 

邱惠芬 副教授 長庚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施貝淳 副教授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施淑婷 副教授 私立中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洪彩霞 副教授 台北大學通識中心 

范佩貞 副教授 陽明大學醫學系 

倪達仁 助理教授 致理技術學院企業管理系 

唐志偉 助理教授 陸軍專科學校共同科 

唐經欽 副教授 聖母專校通識教育中心 

徐永誠 助理教授 實踐大學博雅學部 

徐舜彥 助理教授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徐暄景 助理教授 育達科技大學 

翁上錦 老師 龍華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 

翁文彬 助理教授 龍華科技大學化工與材料工程系 

馬寶蓮 副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中國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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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秀惠 專任講師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張恆豪 副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社會系 

張意霞 副教授 私立蘭陽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梁巧燕 副教授 慈濟技術學院 

莊金海 副教授 萬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郭益悅 講師 明新科技大學 

陳永祥 講師 蘭陽技術學院 

陳志榮 教授 真理大學宗教文化與組織管理系所 

陳金福 助理教授 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工作系 

陳昭宏 副教授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陳香伶 副教授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陳素琴 助理教授 玄奘大學 

陳啟益 助理教授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陳淑惠 助教 國立臺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陳清泉 老師 中國醫藥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陳復 助理教授 國立宜蘭大學博雅教育中心 

陳智昌 講師 中國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 

陳湘繁 助理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陳萬金 教授 大華科技大學電子系 

陳福林 助理教授 前真理大學通識學院 

麥麗蓉 助理教授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 

彭生富 副教授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曾秀珍 助理教授 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 

馮道偉 教授 中原大學土木系 

黃敏峰 助教 中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黃琦雯 講師 中華大學 

黃寬裕 副教授 亞東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黃翰斌 助理教授 國焚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系 

黃蘭媖 助理教授 國立台北大學 

楊政學 副教授 明新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楊淑洪 副教授 明新科技大學老服系 

楊淳皓 副教授 國立宜蘭大學博雅教育中心 

楊超智 講師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楊錦潭 教授 銘傳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楊聰榮 副教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葉斯偉 助理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鄒忠毅 副教授 中國文化大學光電物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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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慶榮 副教授 中原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趙錦豪 老師 國立臺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劉書彬 副教授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 

劉偉功 講師 真理大學通識中心 

劉嘉薇 助理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系 

劉獻文 助理教授 文藻外語大學 

歐月星 副教授 國立陽明大學醫技系 

蔡佩蓉 助理教授 臺北市立大學 

蔡裕明 助理教授 實踐大學 

蔡韻竹 助理教授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 

蔣懷孝 副教授 中原大學體育室 

鄭美華 助理教授 實踐大學 

鄭祖邦 副教授 佛光大學通識中心 

鄭偉奇 講師 元培科技大學 

鄭耀文 副教授 聖約翰科技大學 

錢芷萍 講師 國立宜蘭大學人文暨科學教育中心 

鮑家彥 講師 慈濟技術學院資訊科技與管理系 

薛玲玲 講師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謝如珍 助理教授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通識中心 

簡立芷 助理 國立臺北大學通識中心 

羅玉冰 老師 私立亞東技術學院 

蘇金輝 副教授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蘇聖珠 副教授 華夏技術學院企業管理系 

林美如 講師 中國科技大學 

顧慕晴 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楊素慧 講師 台灣科技大學教學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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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簽到表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陸、 執行內容與成效 

一、 活動成效 

專題演講（一）：大學教育與公民核心能力養成 

執行期間：102年 11 月 15 日 上午 9時 10分 

講者簡介 苑舉正 

服務單位與職稱：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研究所教授兼系主任 

最高學歷：魯汶大學 比利時 哲學博士 

專長領域：科學哲學 

       社會科學哲學 

       政治哲學 

       歐陸哲學 

           哲學概論 

執行內容 大學教育的發展與創造力之培育 

    苑教授以幾種不同的高等教育制度來說明公民意識的重要性。在

最初的大學是一種學術研究機構，但是後來在德國出現將學術機構與

高等教育結合，主張人文自由思維為主的教育內涵。後來德國也變成

強國，教授在講述中提到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之下高等教育的素質就是

國力。 

    苑教授也以美國的高等教育制度為例，美國也是結合教學和研究

並重的大學制度。再依據屬性不同可以分成：訓練菁英、訓練人才以

及講求平等三種類型。並且引用 Nussbaum教授的觀點，第一：對於哲

學教育的提升；第二：對於自由教育(也就是通識教育)的詮釋與捍衛；

第三：對於多元教育的釐清與前瞻。 

    通識教育的意義之一，在於培育人才的創造力，而不只是養成公

民訓練。藝術與科學其實各有異同的地方，而藝術家 Gombrich說道「藝

術的創造與科學的發明，可以用同一種方法論。藝術家與科學家都經

常以實驗的方法，嘗試為他們的問題提供解答。」 

    最後，苑教授為高等教育下的結論為：高等教育的目的是為了讓

所有學生體會發揮創造力的可能與過程。因此，雖然各國的做法不同，

但是高等教育存在的意義相同。 

執行成效     透過苑教授的演講，可以讓教師們了解到高等教育的目標應該是

培育怎麼樣的人才。透過適當的教學方式與教材，可以引導學生思考，

精進學生的能力，進而培養學生成為社會上所需，對社會有所貢獻的

人才。並且，透過思考可以培養學生的創意與創造力，而創新是社會

進步的動力之一。相信經過此場演講，在場教師們一定對高等教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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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入的看法，從而反映在其教學品質上。 

總滿意度：93% 

遭遇困難與

建議 

    演講精彩，但是時間過長一點，不過以縮短茶會時間做為調整。 

專題演講（二）：專業與通識的融通 

執行期間：102年 11月 15日 下午 13時 00分 

講者簡介 陳建良 

服務單位與職稱：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經濟系教授兼經建會副主委 

最高學歷：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經濟學博士 

專長領域：經濟發展 

       勞動經濟學 

       公共經濟學 

           計量經濟學 

執行內容 通識課程中的公民核心能力 

    陳教授以通識教育要陶朔公民核心能力開始，點出在通識課程中

可以達到的目的，例如與社會重大議題有所對話、反思學生所需具備

的公民素養、具備一致的邏輯與結構以及能與其他課程或是不同科系

的同學對話等等。接著再分享自己在課程規劃上的想法，注重教學相

長，並且提到課程的安排不一定要包含所有公民核心能力，而是要透

過課程帶給學生終身的好奇與學習動機。 

    並且透過 TA的輔助以及注重 TA的教學品質，不僅使課堂上學生

都有充分的吸收與討論，還可以使 TA自己獲得成長。TA也來自不同

的科系，不同的想法，也可以和教授交流，教學相長。 

    最後，教授也提到在課程中應強調「通識核心課程深化」與「核

心素養融入專業課程」，當這些概念得以實行時，就是專業與通識結

合，相輔相成。通識與專業應當是，以通識為本，專業學科為用。結

尾教授以「堅持熱情，莫忘初衷」與在場教師們分享，要如何吸引學

生選修與專業無關的通識課程，考驗的是教師的熱情。 

執行成效     透過陳教授的演講，相信在場的教師一定也對專業與通識的融通

有更深刻的體會。通識課程中不是希望學生在課堂上就將公民核心能

力一次學習完成，而是希望學生可以透過課程培養學生主動學習，主

動去了解社會議題，藉此可以讓學生持續接受公民核心能力的資訊。

並且在課堂上透過適當的交流，可以讓不同科系之間的同學交換意

見，用彼此的專業來討論同一個社會議題。 

總滿意度：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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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困難與

建議 

    未先確認好老師要接自己的電腦，造成轉換上花了些許時間，且

轉換後色調改變，可能是 VGA 線或轉換設備的問題。 

咖啡館圓桌討論第三回合-彙整結論 

執行期間：102年 11月 15日 下午 15時 20分 

執行內容 三區各組討論概況，詳如表「三、咖啡館圓桌討論表」 

執行成效     透過不同素養主題的交流討論，讓與會教師們得以互相交換意

見，分享教學上的看法與心得。並且跨領域的交流也可以拓展教師們

對各種素養的了解，相信此次研習營可以為教師們的教學帶來正面的

影響。 

綜合座談 

執行期間：102年 11月 15日 下午 16時 20分 

執行內容 各區長報告綜整，詳如表「四、綜合座談各區長報告表」 

執行成效     透過各區長的統整報告，可以讓別區的教師們聽到更多不同的交

流結果，可以讓教師有更多的收穫，用來加強對各素養的理解，或是

通識與專業融通之觀念等等。觀念不同，教學方式也會有所改變，相

信各教師透過討論與吸收別區的想法，可以改變教學方式，引導學生

學習正確的公民核心能力。並且座談中透過問與答，也可以加深教師

們對各個議題或是素養的印象。 

遭遇困難與

建議 

    各區長可能為了主持圓桌討論的進行，所以沒有參與實際討論，

在綜合座談中有時不能真實反應出教師們討論出的想法。 

二、 經費執行成效 

102年度公民核心能力養成教師研習營(北區) 

業務費執行狀況匯整 

執行項目 說明 金額 

 研習營事前籌備會議/便當 7 人 560 

 教師研習營網站建置 8160 

 海報、邀請函及活動手冊、帆布旗 3060 

 遊覽車來回交通費 11550 

 布旗印製費 4000 

 名牌印製費 322 

 教師研習營當日茶敘與會後餐盒 19650 

 研習營事前籌備會議/便當 11 人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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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習營事前籌備會議/便當 23 人 1840 

 研習營活動當天之午餐/東道亭排骨飯 3200 

 研習營活動當天之午餐/葷素便當 9400 

 指示牌、回饋表等之印刷費 3540 

 學員手冊之印刷費 9500 

 研習營之場地用花一對 2500 

 講座鐘點費/三峽文化導覽 816 

 指導費 68544 

 研習營場地佈置使用之看板架 8000 

 研習營展示討論成果看板 5500 

 研習證書之印製 1518 

 專家學者住宿費 1600 

 講座鐘點費/苑舉正、陳建良老師 3264 

 綜合討論出席費 4896 

 圓桌討論及綜合座談主持費 6120 

 活動當天工讀生之工讀金 15456 

 前置作業工讀生之工讀金 9674 

 海報及邀請卡之印製 9400 

 研習營與會學者專家之交通費 15827 

 研習營資料之彙整、繕打等臨時工資 2224 

 兼任助理工作費薪資支領 35578 

 研習營之宣傳品印製費 8849 

 成果資料、影片等之彙整、繕打等臨時工讀 2224 

 研習營之成果印製費 8850 

   

 總金額 286,437 

 

102年度公民核心能力養成教師研習營(北區) 

雜支費執行狀況匯整 

執行項目 說明 金額 

 10/30 研習營籌備會議/誤餐費 560 

 11/06 研習營籌備會議/誤餐費 560 

 邀請函之郵寄費 210 

 文具用品 5032 

 研習營活動之用品 1814 

 研習營工作檢討會議之誤餐費/22 人 1760 

 研習證書郵寄費、桌巾清洗費 1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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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習營成果資料整理使用之資料夾 1742 

   

 總金額 13,563 

 

經費執行狀況總彙整表 

執行項目 核定經費 經費支出總額 執行百分比 

業務費 286,437 286,437 100.00 

雜 支 13,563 13,563 100.00 

總 計 300,000 3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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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咖啡館圓桌討論表 

 三區圓桌討論內容綜整一覽 

民主 

素養

組 

第一回合 

1. 強化學生表達能力(口說、文字)。 

2. 公共審議式民主有其侷限，在兩難爭議之中尋思第三條路的空間？ 

3. 具備關懷能力，能感知對方立場，在相對情境做出決定(溝通、傾聽、講理)。 

4. 尊重個人權利及殊異性。 

第二回合 

1. 分組分工，彼此以專業、專長互相協助，突破現住與困難。 

2. 透過實作方法，導引學生清楚認知學習目的，從而習得能力。 

3. 協同教學，跨域合作。 

4. 建立學術社群，彼此連結，融通知識，彼此支持教學。 

科學 

素養

組 

第一回合 

1. 能了解科學發展與歷程，並對其本質具反思能力。 

2. 習得並善用科學知識，以解決生活問題。 

3. 透過科學知識，窮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以之人與自然之和諧。 

第二回合 

1. 任何課程主軸都可引入科學相關的社會議題。 

2. 老師本身須具備跨域的眼界。 

3. 找到對的管道，正確的資訊。 

4. 學校的定位，通識課程位階的提升，真心支持。 

5. 通識課程與專業課程的協同。 

媒體 

素養

組 

第一回合 

1. 學習如何搜尋整理並分析資料，進而表達對公共議題的意見。 

2. 多元接觸各類傳媒，了解媒體特性與運作生態。 

3. 了解媒體批判反思的能力。 

4. 學習利用口語、書寫來表達意見，並達成溝通之目的。 

5. 使用媒體督促教育與法律責任。 

第二回合 

1. 多元的知識學習，跨領域知識與融會貫通。 

2. 從生活經驗與分享，擴大生活型態。 

3. 學習蒐集各種素養之養成與資料的能力。 

4. 限於教師本身的教學背景，要跨領域融入公民素養有時會有困難。 

5. 實施因材施教不是想實施就實施，需要情境與適當的教材。 

6. 融通課程之推動需要學校全面的支持，否則不易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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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 

素養

組 

第一回合 

1. 應強調「職場倫理」與「專業倫理」之教育。因為職場上態度決定高度，還

有敬業精神的重要。 

2. 專業倫理中也包含民主、媒體、科學和美學的倫理，可以用實例讓學生來思

考各方面倫理價值觀。 

3. 倫理理論的架構中，批判思考的能力應先於價值的抉擇。並且重視人與自己、

他人還有環境的關係，並加以實踐倫理概念。 

4. 學生也應思考在社會中人、事、物的相互關係，相互尊重才是理解的開始。 

第二回合 

1. 倫理內涵的發展是當代議題的挑戰，應該要理解舊的規範，然後重新建構新

的倫理。 

2. 實踐面的強化，加強學生在同理心、尊重、關懷弱勢的實踐。 

3. 以實際行動還有問題導性的教學策略，讓學生可以從實作學習。 

、 

美學 

素養

組 

第一回合 

1. 能力指標太過侷限，不應只有在藝術層面，建議設成「大專美學素養教學參

考手冊」中的 6個指標。並且每一種素養的能力指標要再列一項「其他」，讓

教師自由發揮。 

2. 能力指標中除了「體驗」，應再加入「應用」與「實踐」，例如實作與創作。 

3. 教學設計中，在各領域的學科加入文學與藝術作品的賞析，美化作業格式。 

4. 可以強化「美學」跨科際、跨界的應用，例如在「文創與城市治理」課程中，

影都市藝文展覽、公共藝術等，含有美學、民主、媒體素養，而文創作品也

可和科技素養結合。 

第二回合 

1. 美學素養須具備和諧、均衡的思考。 

2. 可邀請業界講師互動教學，實踐通識與專業課程在實務上的結合。 

四、 綜合座談各區長報告表 

項目 
A區 

區長：王冠生教授 
B區 

區長：張弘毅教授 
C區 

區長：蕭宏恩教授 

民主素

養 

1.培養學生閱讀的興

趣。 

2. 加強學生基礎的

中文表達能力。 

1. 跨界融通之重要，重

視全人發展。 

2. 審議式的民主有其侷

限，應思考創新突破之方

法。 

1. 透過實作體驗，加深

學生學習的能力與效果。 

2. 重視多元的視野與關

懷的能力，可以客觀包容

各方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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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素

養 

1. 科學的重點為求

真。 

2. 試著以專業解決

社會問題。 

1. 以教學讓學生可以思

考科學的本質。 

2. 透過業師演講讓學生

與實務有所接軌。 

1. 跨界之學習，在各領

域中與科學做連結，培養

學生跨界的視野。 

2. 專業與通識的融通，

可以使學生學習各種素

養。 

媒體素

養 

1. 應 重 視 跨 界 融

通，尊重多元特色。 

2. 培養學生主動學

習多方知識以達到跨

界融通。 

1. 培養學生對媒體反思

的能力。 

2. 使學生關心社會議

題，並有所思考與見解。 

1. 透過媒體吸收資訊，

擴大自身的生活型態。 

2. 加強口語與書寫來達

到確實溝通的目的。 

倫理素

養 

1. 對倫理的切入點

來自於對學生的觀

察。 

2. 培養學生價值澄

清之能力。 

1. 應強調職場倫理與專

業倫理之教育。 

2. 教學應該多元與自

由，以免被統一標準、價

值觀束縛。 

1. 倫理的知識概念強

化，培養學生對其內涵的

了解。 

2. 將倫理實踐在各層

面，例如專業、弱勢關懷

等。 

美學素

養 

1.美學素養應落實

「日常生活美學化」

的教學目標。 

2. 應重視實作或是

體驗的教學。 

1. 美學的思考特質需要

具備和諧與均衡的思考。 

2. 美學素養衡量指標過

於侷限，建議可以增加項

目讓教師自由發揮的空

間。 

1. 重視實作教學，讓學

生可以與實務有所接觸。 

2. 教學設計中，可以在

各科加入美學素養的概

念，例如美化作業格式。 

3. 重視跨界之應用。 

專業與

通識融

通成效

與困難 

要使通識課程有多元

的視野同時也考驗教

師須有跨界、跨領域

的能力。 

通識課程對學生的影

響，學校方面的支持很重

要，資源多寡有時影響教

學的豐富性。 

通識與專業融通，可以使

學生有正確的價值觀，不

管在哪個領域都可有跨

領域的了解，以及尊重不

同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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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問卷統計滿意度 

 共計回收 23份問卷，總滿意度為 88%。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一、服務單位類別： 通識教育單位 17人   專業系所 4人 其他 2人  

二、性  別： 男性 10人 女性 13人  

三、教師職級： 教  授 0人 副教授 6人 助理教授 12人 講師 3人 

博士生兼講師 1人 其他 1人 

四、大專任教 

  年 資： 
未滿 5年 3人 5-10年 7人 11-15年 6人  

 16-20年 3人 21年以上 4人  

【第二部分：研習營的籌備與執行】 

主題 滿意度 

一、研習營的籌備與執行 總滿意度 95% 

【第三部分：研習營整體規劃、各單元內容及實施成效】 

主題 滿意度 

一、研習營整體實施成效 總滿意度 91% 

二、研習營專題演講單元 專題演講(一)：總滿意度 93% 

專題演講(二)：總滿意度 84% 

三、研習營咖啡座圓桌單元 總滿意度 79% 

四、研習營綜合座談單元 總滿意度 84% 

【第四部分：其他意見】 

一、時間太緊湊，咖啡座圓桌分組中，幾乎沒時間好好喝口咖啡。 

二、五組人員均在同一空間，是有助於換組，但也明顯影響各組談話的內容，建議以屏

風或增加各桌距離。 

三、如果可以將咖啡座圓桌分組討論看成一個單獨的研習。並且可以考慮在分組討論

前，說明公民核心能力的各項指標目前的發展及重點，否則在圓桌討論時並無法很

快進入議題，只覺得大家漸入佳境時又要準備換組了。 

四、在圓桌討論時若能在區內設置行李區，讓大家把包包放下再去坐好，就可以避免拿

著行李跑桌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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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1. 分組交流可使夠各校教師相互交流，探討通識與專業的融合，並獲得教學

經驗啟示，可刺激教師思維，相當理想。 

2. 分組交流的腦力激盪可以促進教學設計的創意，並且各教師因跨領域學科

的交流融通，可以使自己的教學更豐富。 

3. 專題演講內容對教學理念與操作有實質的幫助。 

4. 透過專題演講與圓桌討論，普遍上教師都對五大素養與公民核心能力有更

深入的理解，強化對通識教育課程的發展方向。 

5. 藉著此次研習營，加入公民美學行動課程:三峽老街文化古蹟巡禮，讓與會

教師有機會了解三峽當地的文化特色。 

 

二、建議 

1. 流程太緊湊，圓桌討論時間可以再增加以深入討論，一下就換組沒辦法

好好凝聚思想。 

2. 各區成果展現集中於區長，但是區長無參與討論加上無海報紙搭配解釋，

無法呈現討論過程的豐富性。可能請主辦單位直接取得桌長彙整的討論

結果，才可以較真實的反應討論實況。 

3. 討論的問題可以增設讓教師有分享經驗的機會。 

4. 桌長應再對討論主題有更深入的了解，才可以使討論聚焦。 

5. 有教師認為分組場地小，聲音容易干擾彼此。 

6. 增加有關通識課程未來發展的講座或是演講。 

7. 可以五大素養分別獨立為研習營之專題。 

8. 是否有可能將此次研習營中各區長的總結提供給與會教師，例如用

E-mail。 

9. 世界咖啡館中有教師提到，可以增加「文化素養」來加強公民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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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活動圖片 

公民核心能力教師研習營【活動花絮】 

  

報到情況 開幕致詞-主持人徐美主任 

 

 

開幕致詞-陳銘薰副校長 開幕致詞-計畫主持人林秀娟教授 

  

教育部 102年度公民核心能力養成教師研習

營大合照 

教育部 102年度公民核心能力養成教師研習營

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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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核心能力教師研習營【活動花絮】 

  

專題演講(一)-主持人張四明研發長 專題演講(一)-主講人苑舉正教授 

  

專題演講(一)：大學教育與公民核心能力養成 專題演講(一)：大學教育與公民核心能力養成 

 

 
專題演講(一)之問與答 頒贈苑舉正教授感謝狀 



42 
 

公民核心能力教師研習營【活動花絮】 

 

 

茶敘餐點 茶敘時間 

  

專題演講(二)-主講人陳建良教授 專題演講（二）：專業與通識的融通 

 

 

頒贈陳建良教授感謝狀 A區討論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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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核心能力教師研習營【活動花絮】 

  

B區討論實況 C區討論實況 

  

民主素養討論情況 科學素養討論情況 

  

倫理素養討論情況 美學素養討倫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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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核心能力教師研習營【活動花絮】 

  

媒體素養討論情況 綜合座談 

 

 

綜合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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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網站與新聞 

 

 

說明:公民核心能力推廣計畫粉絲專頁 

資料來源:Facebook粉絲專頁 

說明:臺北大學教師研習營網站首頁 

資料來源:臺北大學教師研習營官方網站 

  

說明:臺北大學網頁新聞 

資料來源:臺北大學網頁 

說明:臺北大學校訓報導 

資料來源: 臺北大學校訓第 162期第 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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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壹、 活動文宣品 

  

說明:研習營海報 說明:邀請函外頁 

  

說明：邀請函內頁 說明：研習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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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研習營感謝狀 說明：研習營關東旗旗幟 

  

說明：研習營停車證 說明：研習營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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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貳、 附錄 

一、 回饋問卷滿意度統計表 

教育部「102年度公民核心能力養成教師研習營」 

回饋意見問卷滿意度統計表 

 問卷回收 23份  整體總滿意度 88%    

主辦單位：台北大學 

壹、研習營的籌備與執行： 項目填寫總人數 23 人   

滿意度分項/人數統計 非

常

滿

意 

% 滿

意 

% 普

通 

% 不

滿

意 

% 非

常

不

滿

意 

% 

1 前置作業的安排，如

事前聯繫、報名。 

11 48% 11 48% 1 4% 0 0% 0 0% 

2 活動流程的安排。 12 52% 10 43% 1 4% 0 0% 0 0% 

3 活動日期與時間。 10 43% 11 48% 2 9% 0 0% 0 0% 

4 場地安排。 11 48% 11 48% 0 0% 1 4% 0 0% 

5 餐點及茶敘安排。 9 39% 14 61% 0 0% 0 0% 0 0% 

6 交通規劃。 10 43% 10 43% 3 13

% 

0 0% 0 0% 

7 工作人員服務態度。 16 70% 7 30% 0 0% 0 0% 0 0% 

  79 49% 74 46% 7 4% 1 1% 0 0% 

  49% 46% 4% 1% 0% 

項目總滿意度(%) 95% 4% 1% 

貳、研習營整體規劃、活動內容及實施成效： 項目填寫總人數 23 人 

一、專題演講(一)大學教育與公民核心能力養成： 

滿意度分項/人數

統計 

非

常

滿

意 

% 滿

意 

% 普

通 

% 不

滿

意 

% 非

常

不

滿

意 

% 

1 演講主題明

確。 

12 52% 10 43% 1 4% 0 0% 0 0% 

2 主講人提供資 9 39% 12 52% 2 9%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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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豐富，對行

政/教學有幫

助。 

3 本單元有助您

理解專題內

涵。 

9 39% 12 52% 2 9% 0 0% 0 0% 

4 對演講者之滿

意度。 

11 48% 10 43% 2 9% 0 0% 0 0% 

5 課程內容與安

排規劃之總體

滿意度。 

7 30% 15 65% 1 4% 0 0% 0 0% 

  42% 51% 7% 0% 0% 

項目總滿意度(%) 93% 7% 0% 

 

二、專題演講(二)專業與通識教育之通

融： 

項目填寫總人數 23 人 

滿意度分項/人數統

計 

非

常

滿

意 

% 滿意 % 普

通 

% 不

滿

意 

% 非

常

不

滿

意 

% 

1 演講主題明確。 9 39% 12 52% 2 9% 0 0% 0 0% 

2 主講人提供資料

豐富，對行政/

教學有幫助。 

8 35% 11 48% 4 17% 0 0% 0 0% 

3 本單元有助您理

解專題內涵。 

7 30% 12 52% 4 17% 0 0% 0 0% 

4 對演講者之滿意

度。 

11 48% 8 35% 4 17% 0 0% 0 0% 

5 課程內容與安排

規劃之總體滿意

度。 

8 35% 11 48% 4 17% 0 0% 0 0% 

  37% 47% 16% 0% 0% 

項目總滿意度(%) 84% 16% 0% 

 
三、研習營咖啡座圓桌分組討論： 項目填寫總人數 23 人 

滿意度分項/人數統計 非

常

% 滿

意 

% 普

通 

% 不

滿

% 非

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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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意 

意 不

滿

意 

1 咖啡館圓桌營造宜

人好客的環境。 

8 35% 8 35% 4 17% 2 9% 1 4% 

2 咖啡館分組討論之

運用，使您充分發表

議題見解與團體互

動。 

7 30% 12 52% 4 17% 0 0% 0 0% 

3 透過咖啡館三回合

分組討論之方法，公

民核心能力指標之

內涵得以具體探討

及呈現。 

6 26% 13 57% 4 17% 0 0% 0 0% 

4 透過咖啡館三回合

分組討論方法，「專

業與通識教育通融」

內涵得以具體探討

及呈現。 

7 30% 11 48% 5 22% 0 0% 0 0% 

5 「公民核心能力指

標」及「專業與通識

教育融通」成果有助

您日後課程規劃與

調整。 

7 30% 12 52% 3 13% 1 4% 0 0% 

6 本單元活動內容安

排與規劃之總體滿

意度。 

7 30% 11 48% 5 22% 0 0% 0 0% 

  30% 49% 18% 2% 1% 

項目總滿意度(%) 79% 18% 3% 

四、咖啡館區、桌長執行與成效： 項目填寫總人數 23  人 

滿意度分項/人數統計 非

常

滿

意 

% 滿

意 

% 普

通 

% 不

滿

意 

% 非

常

不

滿

意 

% 

1 桌長能有效發言並創

造良好互動氣氛。 

11 48% 10 43% 2 9% 0 0

% 

0 0% 

2 桌長能分享主要見 12 52% 9 39% 2 9%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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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並建構成員對話。 % 

3 任務設計有助您擴展

視野，凝聚共識。 

11 48% 9 39% 3 13% 0 0

% 

0 0% 

4 對各素養桌長之滿意

度。 

9 39% 12 52% 2 9% 0 0

% 

0 0% 

5 區長能有效說明及主

持操作流程，使您清楚

進行方式。 

7 30% 12 52% 4 17% 0 0

% 

0 0% 

6 任務設計能有效彙集

各桌討論之結論共

識，並完整發表傳遞。 

10 43% 11 48% 2 9% 0 0

% 

0 0% 

7 對咖啡館區長之總體

滿意度。 

8 35% 12 52% 3 13% 0 0

% 

0 0% 

  42% 47% 11% 0% 0% 

項目總滿意度(%) 89% 11% 0% 

五、研習營咖啡館綜合座談單元： 項目總填寫人數 23 人 

滿意度分項/人數統計 非

常

滿

意 

% 滿

意 

% 普

通 

% 不滿

意 

% 非

常

不

滿

意 

% 

1 本單元有效分享咖

啡館三回合討論之

共識。 

7 30% 13 57% 3 13% 0 0% 0 0% 

2 本單元形式有助於

意見交流及問題解

決。 

6 26% 13 57% 4 17% 0 0% 0 0% 

3 本單元解答了您心

中對公民核心能力

養成與大學教育既

有的疑惑。 

6 26% 13 57% 4 17% 0 0% 0 0% 

  28% 57% 16% 0% 0% 

項目總滿意度(%) 84% 16% 0% 

 
六、研習營總體實施成效：  項目填寫總人數 23 人   

滿意度分項/人數統計 非

常

滿

% 滿

意 

% 普

通 

% 不

滿

意 

% 非

常

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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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滿

意 

1 本研習營有效引發您

公民核心能力素養融

入課程之想法。 

10 43% 11 48% 2 9% 0 0% 0 0% 

2 本研習營協助您再造

教師對專業與通識教

育課程融通之概念。 

9 39% 12 52% 2 9% 0 0% 0 0% 

3 本研習營多元意見交

流，能有效引發您未

來推動課程改革，提

升自我專業成長之意

圖。 

9 39% 12 52% 2 9% 0 0% 0 0% 

4 本研習營凝聚您對現

代公民核心能力與大

學教育之理念共識。 

9 39% 12 52% 2 9% 0 0% 0 0% 

  40% 51% 9% 0% 0% 

項目總滿意度(%) 91% 9% 0% 

 

肆、教師基本背景資料： 

服務單位類別 通識教育單位 專業系所 其他   

人數 17 4 2   

性別人數統計 男 女 總   

人數 10 13 23   

職稱別統計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博士生兼講師 

人數 0 6 12 3 1 

總人數 0 6 12 3 1 

學員任教年資 未滿5年 5-10年 11-15年 16-20年 21年以上 

總人數 3 7 6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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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回饋問卷滿意度統計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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