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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辦理補助公民素養陶塑計畫徵件事宜  
                                                           中華民國 100 年 2 月 23 日 

臺顧字第 1000019183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1 年 7 月 24 日 

臺顧字第 1010139593 號函修正 

一、目的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加強現代公民核心能力，鼓勵大學校院發展統整

性及融貫性之相關課程及活動，特依據本部補助推動人文及科技教育先導型計畫

要點，公告受理申請公民素養陶塑計畫。 

本計畫為建立核心能力培養之基礎平臺，強調公共性、自主性、多樣性之精

神，著重倫理、民主、科學、美學及媒體素養等核心能力與各學門知識領域之有

效連結，以培育具備創新、跨領域及知識統整等特質之現代公民。 

二、發展目標 

(一) 本計畫應以校為單位提出申請，逐年完成以下各期程目標，以形塑師生參與校

園公共事務氛圍，並進行相關制度性變革。各校應視其資源條件及特色發展，

定義各項目之具體目標、執行方法及學習成效評估。 

發展目標 執行項目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1.大一年 

大學入門、通識

年、全校課程地

圖之應用與改善

或其他相關目標

整體制度規劃 

建 立 支 持 性 制

度，規劃與定義

優質相關課程或

活動 

辦理相關課程 
或活動 擴大實施 

2.通識核心課程 與其他相關目標

整體制度規劃 

建 立 支 持 性 制

度，規劃與定義

優質相關課程，

並試辦 5 門以上 

辦理 15 門以上 
相關課程 

擴大實施 

3.社會參與式之學習 行動導向 /問題解

決導向課程 
試辦 5 門課程並

分析改善 
10 門課程並分析

改善既有課程 
發展未來持續執

行及推動之方法 

4.核心素養融入專業

課程 

建立核心素養融

合專業課程之支

援體系 

試辦 10 門融通課

程 15 門融通課程 發展未來持續執

行及推動之方法 

5.生活學習圈 

營 造 生 活 學 習

圈、書院、提倡

學生自治，並鼓

勵參與校園公共

事務或其他生活

學習措施 

規 劃 生 活 學 習

圈、書院、提倡

學生自治，並鼓

勵參與校園公共

事務或其他生活

學習措施 

試 辦 生 活 學 習

圈、書院、提倡

學生自治，並鼓

勵參與校園公共

事務或其他生活

學習措施 

發展未來持續執

行及推動之方法 

(二) 表列發展目標之定義如附錄，課程數之計算為整合既有及新開相關必（選）修

課程。 

(三) 本計畫採逐年申請、審查及考核，並設有進退場機制。年度目標為各受補助學

校年度成果查核重點，各受補助學校應架設專屬資料庫完整呈現其進行之方案

及成果，並與學校入口網站連結，供各界瞭解。其執行成果將做為次年是否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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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補助之依據。 

三、補助類型：本計畫分 A、B 兩類補助。 

A 類（全面型）：以校長或副校長為主持人，協同主持人應有相關一級主管，規

劃並逐年達成各年度發展目標。 

B 類（制度結合部分課程型）：以校長或副校長為主持人，協同主持人應有相關

一級主管，規劃並逐年達成各年度發展目標（第一、四、五項為必選）。 

四、補助對象：全國各公私立大學校院，但曾獲本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邁

向頂尖大學計畫」、「獎勵大學校院設立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或「以通識教育

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之學校，以申請 A 類計畫為限，各計畫之不同項

目可互相搭配，以求更大綜效。 

五、計畫期程：全程自一百年八月一日起至一百零四年一月三十一日，分下列各款年

度辦理： 

(一) 第一期：為期十八個月，自一百年八月一日至一百零二年一月三十一日。 

(二) 第二期：為期十二個月，自一百零二年二月一日至一百零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三) 第三期：為期十二個月，自一百零三年二月一日至一百零四年一月三十一日。 

六、補助基準 

(一) A 類計畫，每期以每校補助新臺幣（以下同）六百萬元為原則，B 類計畫，每

期以每校補助三百萬元為原則。 

(二) 本計畫採部分補助，受補助學校應提撥自籌經費，至少為本部補助額度之百分

之三十為原則，科目不限。補助期限屆滿，各校應持續編列預算推動。 

(三) 補助經費之編列及支用標準如附件一，不足之數或其他相關費用由學校配合款

支應。 

(四) 曾獲本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獎勵大學校院設立區域

教學資源中心計畫，以及以通識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之學校申請 A
類計畫，屬相同計畫項目或經費項目，不予補助。 

七、申請作業 

(一) 申請日期： 
1.第一期：自公告日起至一百年四月十五日止。 
2.第二期：自一百零一年八月十五日起至十月十五日止。 
3.第三期：自一百零二年八月十五日起至十月十五日止。  

(二) 申請方式：應分別以書面申請及線上申請，始完成申請作業。 

(三) 申請文件：計畫申請書一式十份，撰寫規範詳附件二。第二期、第三期計畫之

申請，應另提前一期計畫之自評報告、成果報告及經費收支結算報告表。 

(四) 申請文件應裝訂成冊，於規定期限內，免備函，寄（傳）送至本部指定地點，

以郵戳為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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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文件應力求完備，其資料不齊全、未裝訂完備、不符規定或逾期送達者，不

予受理，並不得補件或抽換。申請資料請自行備份，恕不退還。 

(六) 申請文件之電子檔（限.pdf格式，內容應與書面文件完全一致）應於線上申請

時一併傳送至計畫推動辦公室電子信箱(cccpo_p@mail.moe.gov.tw)，檔案如未

能順利傳送，應即時與之連繫。 

八、審查作業 

(一) 審查形式：由本部組審查小組，以書面及會議方式進行審查。 

(二) 審查指標： 

1.計畫內容是否符合本計畫強調公共性、自主性、多樣性之精神，並有創新性

及制度化之具體改進措施。 
2.學校公民素養教育目標及校務整體發展目標之切合程度。 
3.學校可提供本計畫之行政、師資及其他資源是否具備發展優勢。 
4.計畫運作機制是否有效可行，並能結合相關教學及行政單位，進行資源整
合，共同合作推動。 

5.經費編列是否合理。 
6.學校配合款之編列及使用是否確實挹注於關鍵必要項目。 
7.過去相關教學計畫是否持續編列經費、開課、舉辦活動、落實制度改革。 
8.年度目標是否確實達成（本指標適用於後續年度計畫之審查）。 

九、經費請撥與結報 
(一)請撥：各受補助學校應於規定期限內檢附學校統一領據，連同簽署完成之著作

利用授權契約一式二份(如附件三)到部請款，如逾本部撥款期限，視同

放棄。 

(二)結報：依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之規定辦理。 

十、計畫期間，本部得邀請計畫主持人參加定期會議到部報告，計畫團隊成員應親自

並全程參與本計畫之期初（中）座談會、期末成果發表會及相關計畫活動。 

十一、成果提報 

(一) 各校應於本計畫辦公室指定時間提交期中報告書、參加成果發表會、交流工作

坊或研討會。 

(二) 各期計畫期程屆滿，各受補助學校應提出成果報告書。未於期限內提出者，視

同計畫未完成，本部得要求受補助學校繳回全部或部分之補助經費。  

(三) 成果報告書一式十份（應提供計畫檢索之中英文關鍵詞三個以上），應依照指

定格式撰寫，裝訂成冊，免備函逕寄本部指定地點，並以郵戳為憑。報告書電

子 檔 （ .pdf 格 式 ） 亦 應 同 時 傳 送 至 計 畫 辦 公 室 電 子 信 箱

(cccpo_p@mail.moe.gov.tw)，檔案如無法順利傳送，應即時與之連繫。 

十二、考核及獎勵 

(一) 逐期進行各計畫期中及期末執行成果審查，或邀請計畫主持人、其團隊成員及

師生代表參與本計畫相關活動及成果發表會。各校應配合計畫目的及發展目

mailto:cccpo_p@mail.moe.gov.tw
mailto:亦應同時傳送至計畫辦公室電子信箱cccpo_p@mail.moe.gov.tw
mailto:亦應同時傳送至計畫辦公室電子信箱cccpo_p@mail.moe.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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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自行舉辦學生能力評估相關活動。審查及評估結果作為次期是否續予補助

之依據。審查及相關活動時間，另行通知。 

(二) 必要時，計畫辦公室得組成訪談工作小組至各校進行參訪交流，提供實質改進

建議。 

(三) 計畫期滿，經評定為表現優異之學校，由本部公開頒給學校獎牌或獎座及計畫

團隊成員獎狀，以資鼓勵。 

十三、計畫執行期間及最終成果產出，如涉及他人智慧財產權者，計畫人員應依著作

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計畫研發成果，本部基於非營利推廣之需，享有使用

權，其使用範疇，於計畫核定同時一併簽署確認。 

十四、其他注意事項 
(一)同一計畫如已向本部其他單位申請並獲補助者，不得重複申請；計畫已獲其他 

機關之補助項目，應擇一，不得重複；未獲本部補助之項目及經費，由學校配

合款支應或申請其他機關（構）補助，學校應於申請時一併提出並說明；未申

請其他單位補助，亦應提具聲明。 

(二)各受補助計畫，一經核定，不得任意變更。其因故撤銷或逾期未執行者，最遲

應於計畫核定後三個月內備文說明，並繳回全部補助款項。 

(三)受補助學校應配合本部推廣及管考作業，提供相關資料，並應辦理成果發表會

供各校觀摩，其計畫內容、辦理績效及成果，應公布於計畫專屬網頁，供本部

查核及各界查詢瞭解。 

(四)依本計畫徵件事宜第五點各款規定期程提出申請之學校，應參照第二點第一款

表定之發展目標進行規劃。 

(五)同期獲得本部「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計畫」補助之教師，不得重複於本

計畫參與相似課程教學規劃與執行。獲本計畫補助之學校應於成果報告說明計

畫執行與同期獲「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計畫」補助，其課程間之互動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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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本計畫強調之精神為公共性、自主性及多樣性（多元價值），希冀以五大素養

（倫理、民主、科學、美學、媒體）為範疇，其精神簡要說明如下： 

一、公共性： 
成就公民社會是臺灣一向努力的目標。公民社會由公民於公共場域互動所構

成。是故，本計畫注重引導學生認知社會問題並親身實踐，強調知識與社會之連

結，培育學生關懷社會，主動參與公共事務。 

二、自主性： 
現代社會快速變遷，公民需具備隨時面對新挑戰之能力，並不斷學習。因

此，本計畫強調教學歷程中，教與學雙方互為主體，反應在地性，發現並解決問

題。 

三、多樣性： 
具有現代意識的公民，須能體認現今臺灣社會的多樣性、多元族群及其動態

的文化內涵。本計畫宜呈現當代社會多元的存在、文化與價值，引導學生理解、

體驗、進而尊重。 

本計畫徵件事宜所指現代公民核心能力包括倫理、民主、科學、媒體及美學等素

養，其核心能力之內涵如下： 

一、 倫理素養 

    現代公民須具備分辨倫理難題與抉擇的能力，除了須認識日常生活與專業

情境中所常遇到的倫理議題外，更要能運用道德推理及理性判斷來面對倫理議

題。 

二、 民主素養 

    現代公民須具備透過民主程序處理爭議的能力。應教育學生尊重事實、講

究理性溝通，培養公民具備參與民主審議、面對合理爭議所需之知識、技巧與

美德。 

三、 科學素養 

    現代公民須能瞭解科學產生之效果及其相應限制，具備正視科學相關社會

影響的態度，進而願意參與科學相關公共議題之討論、反思及抉擇。 

四、 媒體素養 

    現代公民須瞭解媒體科技與媒介組織如何產製訊息、建構形象及意義，並

對媒體訊息具有開放、批判及省思的能力。進而學習透過適當媒介表達對於公

共事務的關心。 

五、 美學素養 

    現代公民須具備營造美感社會的能力。體驗的對象不限於藝文，亦對於生

活世界中公共領域之事物，具統整性價值之體會，提昇體認層次，豐富美感之

領受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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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本計畫徵件事宜所指各項發展目標及學習成效評估，其定義如下： 

一、大一年： 
大ㄧ是大學生核心能力培養之關鍵期，以培育公民素養為主軸，規劃大一學年課

程及活動。透過大學入門、通識年、全校性課程地圖的應用及改善，或其他相關

目標整體制度規劃，使大學新生改變高中時期被動式學習模式，認識自己特點並

架構出自己對於知識、價值、社會責任之詮釋框架，做為未來大學生活乃至於人

生行動之指導原則，並運用跨教學單位的課程地圖來規劃、組織、整合課程、學

程及活動，以形成自我學習路徑、了解知識的脈絡與跨領域的關聯、並養成參與

社會所需的公民核心能力。 

二、通識核心課程： 
將倫理素養、民主素養、科學素養、媒體素養、美學素養等核心能力，設定為學

校核心課程所欲培養的能力。學校須透過校內師資整合或跨校合作的方式，進行

更新課程設計、規劃共同課綱、編撰教材等等課程改進工作。透過核心課程進行

公民素養的培育，一方面彰顯學校的重視，另一方面也有利於學校從全校的角度

進行資源整合與投入。 

三、社會參與式的學習： 
行動導向學習係闡揚「從做中學」，強調(一)體察目前社會存在之問題、(二)與他

人共同學習、(三)提出解決問題之行動方案或計畫。行動導向課程（如服務學習

型課程、專業課程之畢業專題…）應將上述模式應用於課程中，進行社會參與式

教學，使學生在解決社區問題、學校問題時，獲得知識整合、問題解決及行動抉

擇等能力。此種教育模式，強調將學習設定於現實情境中，透過學習者之合作，

從而學習隱含在問題背後之科學知識，形成解決問題之技能與自主學習之能力。

本計畫鼓勵學校結合非營利組織，從事具有社會實踐性之教學活動，討論性別、

權力、科技與社會等各種議題。 

四、核心素養融入專業課程： 
校級單位應提供教師各種支援，包括教學發展小組、工作坊或其他賦權方式，並

提供制度性誘因，以鼓勵專業課程教師投入教學發展，漸進消除專業課程之間藩

籬；以系統方式加以整合，在專業課程中融入核心素養之精神與內容，達成擴展

學術視野、有效連結各知識領域之目標。此外，亦應協調各系開設或承認相關專

業基礎融通課程。 

五、生活學習圈： 
將校園營造為「生活學習圈」為大學境教重點工作之一。可透過住宿學習（如建

立學生自治管理）、完善導師輔導體系、多元體驗教學活動（如服務學習、典範

學習、文化型塑、環境營造、社群營造）、知性休閒活動（如科學咖啡館、國際

學生文化交流等）之環境中，進行知識重組、統整與創新，藉由生活、學習及文

化經驗相互融滲而產生知識之切身意義。 

六、落實學習成效評估： 
考量學校特色，研發有效的現代公民核心能力素養之學習成效評估方法及工具，可利

用並整合原有各種學習評估機制及活動紀錄系統，經過專家之信度、效度檢測後，最

後並能比較各種制式或非制式課程、活動及制度之成效，作為後續改進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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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經費編列及支用標準 
一、人事費 

(一)專任行政助理費： 
1.依據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編列基準表編列。 
2.初聘助理之薪資級別及年資比照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訂定之「國科會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專任助理人員工作酬金參考表」。執行延續型計畫之助理年資

可累計計算，請於經費編列表註明該員姓名、到職日期、薪資級別、計薪方

式。 
3.如申請 2 名以上助理，須註明各自負責工作內容。 

(二)兼任行政助理費：協助處理計畫相關行政庶務，依據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編

列基準表編列，每人每月 3,000 元至 5,000 元。 
(三)計畫規劃推動及工具開發費：協助計畫推動相關系列課程、競賽、活動及制

度之統籌與規劃，以及開發相關資訊軟體、學習成效評量工具之教師及校務

相關人員，每人每月 6,000 元為限。 
(四)專案教學人員費：依本部「補助人文社會科學相關領域專案計畫教學人員作

業原則」辦理，每校以 1 人為限。 
(五)除支給專案計畫教學人員之相關經費外，人事費佔本部補助總經費之比例不

得超過百分之五十。 
 
二、業務費 

(一)執行大一年、生活學習圈、核心素養融入專業課程、社會參與式課程、通識

核心課程之相關業務費用，依據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編列基準表編列原則編

列。 
(二)差旅費：辦理符合計畫發展目標之活動或課程，帶領學生至外地進行教學相

關活動；或計畫參與人員參加計畫推動辦公室舉辦相關會議及研習活動，所

需之國內租車、交通、住宿等費用。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辦理，核

實報支。 
(三)全校應有而未有之符合發展目標之優質課程補助費：每門課程補助以 10 萬

元為限，社會參與式課程以 20 萬元為限，依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編列基準

表編列。 
(四)改善全校課程地圖之軟體設計及維護費：因應全校課程地圖軟體設計、既有

課程地圖更新維護所需之工讀費、工作費、軟體維護費等。 
(五)獎品費：辦理相關活動或競賽，獎勵表現優異之學生，校內應訂定相關實施

辦法，並於經費申請表說明相關規劃及獎項。 
 

三、雜支：以業務費百分之六為限。 
 

四、設備費：因計畫執行所需購置之設備(每項設備單價高於 1 萬元者屬之)，以總額

百分之十為限，並應具體說明其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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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教育部全校型公民素養陶塑計畫【第二期／三期計畫】 
計畫申請書撰寫規範 

 
一、 封面（詳附表一） 

二、 計畫申請摘要表（詳附表二） 

三、 團隊成員資料（詳附表三） 

四、 計畫內容 

(一) 初次申請：（附表四 A） 

    1. 第一部分、學校總體現況說明（限 2 頁以內） 
(1) 學校整體發展目標與特色。 
(2) 學校組織結構（請標明院所系組分層概況）。 

    2. 第二部分、全校公民素養教育現況檢討（限 5 頁以內） 
(1) 培養學生公民核心能力之發展理念、目標及特色（說明該校特色發展目標如何

因應我國當代社會的需求）。 
(2) 公民素養教育如何融入在專業課程、通識課程及其他學習活動中的結構及運作

（含課程規劃機制、審查機制、選課機制、課程結構、修課規定、學生能力評

估機制）之現況檢討。 
(3) 公民素養教育相關師資（現有師資結構、師資之質與量等）現況檢討。 
(4) 教學品質管控機制及具體績效說明。 
(5) 說明本計畫與其他全校型計畫之不同。 

3. 第三部分、發展計畫 
(1) 計畫團隊對推動公民素養教育計畫之理念、企圖與發展構想。 
(2) 制度性改革之規劃，鼓勵教師投入參與之機制。 
(3) 計畫各分項具體目標、理由及運作機制。 

A. 大一年 
B. 生活學習圈 
C. 核心素養融入專業課程 
D. 社會參與式學習 
E. 通識核心課程 

(4) 可能面對之困難及初步解決方案。 
(5) 計畫成效（學生公民核心能力）之自我評估機制。 

（二）延續申請：（附表四 B） 

1. 第一部分、現況摘要說明（限 5 頁以內） 
(1) 培養學生公民核心能力之發展理念、目標及特色。（說明該校特色發展目標如何

因應我國當代社會的需求） 
(2) 迄今進行公民素養相關計畫之學習活動、專業課程及通識課程執行成果摘要與

檢討。 
(3) 全校各類課程類群配置、規劃審查機制、相關修課規定、與公民素養相關之規

章或具體措施等制度性變革的實驗成果與檢討。 
(4) 目前學生社團及參與校園公共事務之現況與檢討。 

2. 第二部分、成果報告、自評報告（截至 101 年 7 月 31 日止） 
(1) 全校課程地圖之改善成果、自評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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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建置完成度。 
乙、 應用課程地圖之情形與反應（學生、教師、行政單位、各級課程規劃委員

會、校外單位…等）。 
丙、 檢討與建議。 

(2) 大一年成果、自評與檢討 
甲、 大一年活動數、參與人數／課程數、修課人數。 
乙、 大一年成效檢討與建議。 

(3) 通識核心課程成果、自評與檢討 
甲、 五大素養相關之通識核心課程涵蓋之分佈情形與比例（五大素養相關通識

核心課程／校內所有通識核心課程）。 
乙、 學生修課比例。 
丙、 課程執行之成效與檢討。 

(4) 社會參與式之學習(行動導向/問題解決導向課程)成果、自評與檢討 
甲、 行動或所解決問題之公共性。 
乙、 學生專長應用之關聯性。 
丙、 課程設計與教法之開發情形。 
丁、 檢討與建議。 

(5) 核心素養融入專業課程成果、自評與檢討 
甲、 開發融入方式之現況。 
乙、 校方協助教師之情形。 
丙、 檢討與建議。 

(6) 生活學習圈成果、自評與檢討 
甲、 學生自治活動之現況。 
乙、 學生參與校園公共事務之情形。 
丙、 檢討與建議。 

(7) 總述發展目標成果搭配之綜效 
3. 第三部份、細部工作規劃（第二期） 

(1) 大一年 
(2) 生活學習圈 
(3) 核心素養融入專業課程 
(4) 通識核心課程 
(5) 社會參與式之學習 
(6) 制度性改革與自我評估 

五、 經費申請表（附表五）（請參照年度目標及補助原則，因應細部計畫需求，具體提出該

年度經費細目） 

六、 課程大綱（附表六） 

七、 專案計畫教學人員申請書（附表七) 
※申請專案計畫教學人員者，需檢附校內相關進用規定或證明 

八、 教育部相關計畫挹注於本校公民素養教育之資源一覽表（附表八） 

九、 為提出本申請書，校內已有之討論與溝通情形及記錄（附表九） 

十、 全部內容（不含封面，含附件）限 99 頁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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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一、計畫申請書 1 式 10 份，請加封面、書背、目次，並完整裝訂成冊。 

二、撰寫格式如下： 

封面：依後附報告書封面格式 

紙張大小：A4 ，雙面列印 

書背：標註 102 年度、計畫名稱、學校名稱、申請日期 

撰寫：請依本格式規範內容及填具項目撰寫，不得任意刪改既有格式與規範。 

請注意編目順序，並請自行標註頁碼。 

三、補充說明 

1. 繳交期限：101 年 10 月 15 日（以郵戳為憑）。 

2. 繳交方式：以郵寄方式寄送計畫申請書紙本 1 式 10 份。 

信封上請註明：第二期公民素養陶塑計畫申請書—（執行單位、計畫主持人姓名） 

3. 收件地址 / 收件人： 

70101 臺南市東區大學路 1 號國立成功大學（成杏校區） 

      醫學院 3 樓 醫學、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 

      教育部顧問室公民素養陶塑計畫推動辦公室 收 

4. 請一併提供相同文件的電子檔，限為.pdf 檔格式，於 10 月 15 日以前傳送至計畫推

動辦公室電子信箱(cccpo_p@mail.moe.gov.tw)，檔案如無法順利傳送，請逕行與計畫

推動辦公室連繫。 

5. 聯絡人：  
教育部顧問室公民素養陶塑計畫推動辦公室 
專任助理：李筱嬋小姐、王芸卿小姐 
Tel：（06）235-3535＃5014 
E-mail: cccpo_p@mail.moe.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