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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及社會科學知識跨界應用能力培育計畫
徵件說明



向下扎根及跨國培養人文
社會科學基礎及研究人才

促進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專
書之寫作及研究成果之傳
播，並充實優質教學資源

鼓勵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教師及學生運用
其核心知識，發揮人文價值及社會關懷
精神，發展「實作模擬場域」，以進行
跨域共創及社會創新

子計畫2：
人文及社會科
學優秀人才跨
國培育計畫

子計畫3：
人文及社會科
學博士論文改
寫專書暨編纂
主題論文集計
畫

子計畫4：
人文及社會科學知識跨界應用能力培育計畫

Level 1： 基礎「社會關懷認知」與「個案調查與
分析」跨域課程/工作營

Level 2：「跨域技術研習」與「創意思考與問題解
決」跨域課程/工作營

Level 3： 「實作專案」與「駐校社會型企業家/非
營利組織專家參與」跨域課程/工作營

子計畫1：
高級中等學校
人文及社會科
學基礎人才培
育計畫

人文社會科學基礎及跨界應用能力培育計畫(104-1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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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人文及社
會科學實驗班)
課程

高中人文及社
會科學導論課
程

高中生人文及
社會科學專題
作品

選送人社領域
學生赴國際頂
尖大學進修

建構創新教學團隊合作模式

實作模擬場域具創新管理模式

創意產業及社會實踐提案

建構人文及社會科學跨域學習課程模組

駐校社會型企業家

人社領域博士
論文改寫為學
術專書

編纂人社領域
主題性學術論
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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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鼓勵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教師及學生運用其核心知識，發揮人文價值及社會關懷精神，發展實作
模擬場域，以進行跨界共創及社會創新。

2. 以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師生為主體，推動跨域共創課程，建構實作模擬場域，維運成果交流平
臺，形成「虛擬學院(virtual school)」，發展與其他領域之共同學習及專案合作，期以人文及社
會科學知識內涵為核心，探索可跨界連結應用之技術及方法，以產生具社會影響力或互惠經濟價
值之成果。

計畫目的

技術
Technologies

社會 / 商業
Society / Business

人文
Humanities

共創
Co‐Creation

具社會影響力/
互惠經濟價值之
成果



1. 全國公私立大學校院。

2. 以校為單位，校長或副校長為計畫主持人。

3. 由基礎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系所提出申請，搭配至少其他2個不同領域之系所共同

執行，每系所至少應有1位教師擔任共同主持人。

As a virtual school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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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理念

1. Learning to know

3. Learning to work together
2. Learning to do 

5. Learning to change
4. Learning to be 

實作場域 C / Project-Based 

Level3: 「實作專案」及「駐校社會型企業家/非
營利組織專家參與」跨域課程/工作營

Level1: 基礎「社會關懷認知」及「個案
調查與分析」跨域課程/工作營

實作場域 A / Lecture-Based 

實作場域 B / Studio-Based  

Level2: 「跨域技術研習」及「創意思考與
問題解決」跨域課程/工作營

Project

Proposal

Awareness



應規劃開設下列三層級之跨域課程，每一年計畫應至少開設6門跨域課程或工作營，且每層級均應

至少開設1門課程或工作營，搭配實作模擬場域，導引學生進入社會解決真實問題。課程主題可由學校

自行界定能引導學生探索、調查及解決之在地社會問題，或由外部前瞻企業、社會型企業或非營利組

織依產業實際需求出題，課程應配置研究生擔任教學助理（Teaching Assistant，以下簡稱 TA）帶領

小組討論或實作，以有效協助教師課程操作，課程成果應以學生成果集(portfolio)呈現。

層級一：基礎「社會關懷認知」及「個案調查與分析」跨域課程/工作營

層級二：「跨域技術研習」及「創意思考與問題解決」跨域課程/工作營

層級三：「實作專案」及「駐校社會型企業家/非營利組織專家參與」跨域課程/工作營

推動重點 (1/3)

一、跨域共創課程/工作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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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級一：基礎「社會關懷認知」與「個案調查與分析」跨域課程/工作營
目的在於促進「覺察(awareness)」，經由了解社會現況及分析案例，培養人文及社會關懷
素養，同時強化與其他至少2個不同領域學生之間的共同學習及互動交流。
發展重點在於讓不同領域學生能夠廣泛參與，激發學生對於社會問題的關注與覺察，以形成
問題解決的動機與信念。

<關鍵績效指標(KPI)> 「社會問題覺察或個案調查報告之學生成果集數量及品質」。
數量方面：應至少以小組為單位產出學生成果集。
品質方面：應公開完整成果集內容供外界評估，如有與調查報告相關的利害關係人之評價，

或來自前瞻企業、社會型企業、非營利組織成員之具名推薦等，可附於成果集作
為品質佐證資料。

工作營之說明及各層級跨域共創課程主要內涵及關鍵指標

層級1： 問題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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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級二：「跨域技術研習」及「創意思考與問題解決」跨域課程/工作營

目的在於促進跨域創新「提案(proposal)」，除理解跨域合作所需知識應用、技術能力的標準，亦

需學習創意思考，發掘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知識之應用機會。

發展重點在於經由跨域創意思考及腦力激盪，提出多樣化的問題解決提案，並考量跨域合作分工之

合理性及綜效，進行初步概念測試。

<關鍵績效指標(KPI)> 「概念提案之學生成果集數量及品質」。

數量方面：應至少以小組為單位產出學生成果集。

品質方面：「提案的公開展演或實際施行紀錄」、「參與校外創新或創業競賽獲獎」、「獲得正面

公開報導及評價等社會影響力佐證」等均可附於成果集作為品質佐證資料。

工作營之說明及各層級跨域共創課程主要內涵及關鍵指標

層級2：跨域理解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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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級三：「實作專案」及「駐校社會型企業家/非營利組織專家參與」跨域課程/工作營

目的在於推動解決真實問題的「專案(project)」，建立具有共同目標及使命感的跨域合作團

隊，走入真實場域進行社會實踐或創新創業嘗試。

發展重點在於與真實社會相互滲透，輔以駐校社會型企業家或非營利組織專家之指導及協助，

共同完成具社會影響力或互惠經濟價值之專案，並須以「影片」記錄專案發展過程。

<關鍵績效指標(KPI)> 以「專案」形式推動的公開「群眾募資專案次數及成功數」，或與前

瞻企業、社會型企業、非營利組織之間，具社會創新價值的合作案次數及金額，或其他能夠

具體產生社會影響力或互惠經濟價值之成果。

工作營之說明及各層級跨域共創課程主要內涵及關鍵指標

層級3：專案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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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搭配跨域共創課程規劃建置實作模擬場域，購置符合實務或實作需求之軟硬體設備，導入專案

教學人員、專業技術人員、產業師資或非營利組織專家輔助教學，並建立具長期延續性之管理

及運作機制。

2. 場域地點不限校內，惟校內場域應以位於校園人潮交會之公共空間為優先考量並醒目標示，以

吸引並開放其他不同系所師生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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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重點 (2/3)

二、實作模擬場域



Stanford d.school的討論空間（易於因使用
需求調整空間型態並提供學生實作場域）

實作模擬場域類型1：打造具轉換彈性的教室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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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模擬場域類型1：打造具轉換彈性的教室空間



Google辦公工作空間，戶外到室內創造各式設施，增進人與人交流空間，辦公室內提供便利的電源延長線、
白板及各種協助討論的大小工具，打造友善工作環境空間。

TechShop「自造者實作空間」又稱「創客空間」，提供裝備齊全的實作設備，幫助Maker完成作品，從設計、
訓練、強調交流連結（connection）的環境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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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模擬場域類型1：打造具轉換彈性的教室空間



以臺大「社會社工系館」屋頂為場域的
都市合作農園

圖片資料來源：
http://www.newsmarket.com.tw/blog/48
534/

Stanford d.school的公共空間

實作模擬場域類型2：改造校園閒置或老舊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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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相關系所結合理學院，運用現有場域，推動綠色博雅農場，開設文學院歷
史系的口述歷史的製作、歷史紀錄製作、日文系的區域文化領域專題及建築設計實作課等課程，協
助學生將專業知識應用於產業。

實作模擬場域類型3：租用或借用校內外現有營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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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以位於旗津的海軍技工宿舍閒置空間作為基地，推展舢舨文化保存與藝術
展演、學生、居民與組織協作、社會創新與技術產業活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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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模擬場域類型3：租用或借用校內外現有營運空間



1. 由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基礎及跨界應用能力培育計畫辦公室(以下簡稱計畫辦公室)

建置，受補助學校應與計畫辦公室共同維運，並應聘任具文字及影像編輯之專長人

員，於計畫執行過程中，配合計畫辦公室設定之議題及進度，以文字、照片及影片

等形式，定期記錄過程並發表計畫執行相關訊息及成果，俾增進交流討論及成果推

廣，並作為評估計畫執行成效之重要依據。

2. 受補助學校及其成員應參與計畫辦公室舉辦之計畫期初會議、研習交流活動、期中

進度報告及期末成果發表會等，亦應配合本部推廣及管考作業，提供課程、活動及

相關資料。

3. 跨界教師應定期針對課程規劃及實施進行實質討論及合作，並與校內及他校教師進

行課程觀摩及交流活動，以有效推廣課程或改進教學。

推動重點 (3/3)

三、成果交流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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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acebook社團：作為計畫團隊虛擬學院，內部討論，不對外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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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FCC團隊部落格：

提供計畫團隊橫

向教案分享、執

行進度及公開訊

息 ，並呈現層級

二「跨域技術研

習」及「創意思

考與問題解決」

與層級三「專案

實作」及「駐校

社會型企業家/非

營利組織專家參

與」等課程或工

作營之辦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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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FCC場域故事

LBS平台：

呈現與「地點位

置服務(LBS) 」有

關之學生成果集 ，

特別是層級一基

礎「社會關懷認

知」及「個案調

查與分析」跨域

課程或工作營之

訪談、問題發掘、

個案調查等學生

成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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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全程自104年8月1日起至108年1月31日止，分年實施：

1. 第1年計畫：自104年8月1日起至106年1月31日止，為期18個月

前6個月得為跨域共創課程規劃期，自105年2月1日起開課

1. 第2年計畫：自106年2月1日起至107年1月31日止，為期12個月

2. 第3年計畫：自107年2月1日起至108年1月31日止，為期12個月

二、本計畫第3年不受理新計畫申請。審查通過之計畫，採逐年考核，其執行成效及後

續計畫規劃將作為次年是否續予補助之主要依據。

計畫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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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一計畫每年補助經費上限以新臺幣（以下同）700萬元為原則。

2. 採部分補助，申請單位應提撥本部補助經費20%以上之配合款，優先用於獎勵參與

計畫表現優異之教師與學生及建置實作模擬場域，具體措施應敘明於計畫申請書。

3. 本部補助經費得包括經常門及資本門，經常門經費得包括人事費及業務費，人事費

得補助共同主持人、專案教學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專任助理或教學助理費，以不

超過計畫總金額50%為原則。資本門經費主要補助實作模擬場域建置及設備購置，

每年每計畫以100萬元為上限。

4. 計畫應列表提出計畫主持人最近3年執行及申請中之案件清單，如已向其他機關(構)

申請補助經費者，一併提出其經費來源，計畫同時獲不同機關(構)之補助項目，應

擇一不得重複。

5. 同一計畫不得向本部其他計畫重複申請，如有重複申請並獲補助之情事，本部得追

回補助款項。

6. 本部將視各計畫主持人當年度申請本部相關領域計畫情形，衡量其任主持人之計畫

通過情形，最終以當年度補助總數不超過2件為原則。

補助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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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應於104年4月30日前，分別以書面及線上申請，始完成申請作業。

2. 計畫申請文件一式7份，連同資料光碟1份（限pdf與word格式各一），免備函，以郵

戳為憑，寄至70101 臺南市大學路 1 號 國立成功大學光復校區耐震擴建教學大樓 6 樓

「人文社會科學基礎及跨界應用能力培育計畫-總計畫辦公室」。

3. 計畫申請書應包括：

（1）封面

（2）計畫申請表

（3）計畫摘要表

（4）計畫內容

4. 計畫申請書主文以不超過30頁為原則。

申請日期、方式及應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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