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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識教育精進計畫：
開創通識教育發展的新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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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臺灣大學校院在歷經四分之一世紀的發展後，通識教育

在臺灣大學院校已由摸索、認知到普及，從蓬勃發展而

漸趨平緩，換言之也是到了省思的階段。

 通識教育的各個面向，包括：理念與目標、課程規劃與

設計、師資與教學品質、學習資源與環境、組織與行政

運作等，都應在教師發展與學生學習成效的指標上進行

檢視，並兼顧傳統與創新，開創更光明的未來。

 如何開創通識教育發展的新途徑？就通識教育發展歷

程、現況與問題、通識教育本質、教學與學習成效等議

題脈絡，探討通識教育再創新猶的可能途徑，並嘗試提

出因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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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而通識？

如何而通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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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識教育 vs 專業教育



5

通識教育作為大學教育之

基礎與核心



6

通識教育作為

公民素養與關鍵能力的培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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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識教育作為博雅教育
（Liberal Arts Education）



中山大學
通識教育
中心

（2011）



中山大學通識課程架構（2011）

通識中心每年約1000萬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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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識教育作為跨領域教育
（Interdisciplinary Education）



一個新的嘗試…
中山大學「西灣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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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西灣學院」（1/3）

 國立中山大學108/2/1揭牌成立專責跨界教育的「西灣
學院」，致力培育具備多元能力、且能整合資源的斜槓
青年。中山大學校長鄭英耀指出，因應斜槓世代、多職
人生的全球職涯新趨勢，中山大學「西灣學院」不單要
讓學生畢業後能增加收入，更要培養學生「無論到哪裡
都能生存的國際移動能力！」

 中山大學「西灣學院」由原「通識教育中心」與「人文
暨科技跨領域學士學位學程」整合而成，設有「基礎教
育中心」、「博雅教育中心」、「運動與健康教育中
心」、「服務學習教育中心」、「人文暨科技跨領域學
士學位學程」，另設有「公民素養推動研究中心」及
「運動健康產業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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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灣學院」首任院長蔡敦浩強調，成為斜槓青年就像
是經營個人品牌，需要「創業者的思維」，除了根據自
身優勢與喜好發展多種領域專長，也需要創新、整合及
觀察國際脈動等能力；像是企業的CEO，往往皆具備了
跨領域與全方位能力。

 「具備多元能力的人，很難『失業』，更別說被AI所取
代！」蔡敦浩表示，隨著AI、VR與生物醫學等科技蓬勃
發展，科技與人文的跨界學習刻不容緩。然而，現今大
學分科系統使得跨領域學習存在著障礙，西灣學院的成
立，就是希望連接中山大學六大學院，在原有的通識教
育基礎上，更積極地推動跨域學習，打造能使學生「橫
向多元發展」的教育環境。

有關「西灣學院」（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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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敦浩提到，台灣的高等學府，雖然意識到跨領域學習
的重要性，但真正將通識教育提升至院級層次的大學，
並不多見；中山大學為南台灣的先行者，具重要的指標
性意義。

 「西灣學院」已擬定推展跨界教育的具體策略，除了透
過新生生活營、跨院選修等方式，也藉由國際志工、服
務學習等，讓學子連接全球化的實踐場域，以實踐來培
養跨領域涵養；最後更透過人文科技暨跨領域學士學位
學程及共學群等機制，讓師生連接到實際問題發生的場
域，「接地氣」共同解決跨域問題。

有關「西灣學院」（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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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通識教育教學品質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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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識教育精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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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通識教育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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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媒體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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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上學期

「行為科學導論」
 人類學（屏師）

 心理學（高醫）

 社會學（高師大）

 政治學（中山）

 經濟學（雄大）



2222

2005年4月29日「南台灣大學校院（40校）通識
教育策略聯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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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台灣大學校院通識教育策略聯盟」：「南台灣大學校院通識教育策略聯盟」：

通識主管論壇通識主管論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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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上學期

「社會科學導論」
 社會學（屏師）

 心理學（屏商）

 法律學（義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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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上學期

「全球化社會現象」

 政治全球化（中山）

 經濟全球化（高醫/中
山）

 教育全球化（陸官/高
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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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6「通識學刊：理念與實務」創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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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623「全國通識教育主管實務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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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監事暨通識主管聯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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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事長

第一、二屆（2008/7~2014/8）、

第四屆（2017/10~2020/9）

劉金源教授

第三屆（2014/9~2017/10）：
林煥祥講座教授

 國立花蓮教育大學校長(2004.08-2008.01)。
 國立花蓮教育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教授(2004.08-2008.01)。
 國立高雄師大化學系教授、系主任、理學院院長。
 國科會科教處學門召集人、諮議委員。
 科學教育學刊（國科會優良學術期刊, TSSCI 期刊）總編輯。
 國科會台澳跨國合作研究整合型計畫總主持人。
 教育部科學教育學習網總計畫主持人。
 教育部APEC教育部長籌備高峰會議我國代表。
 中華民國化學奧林匹亞委員。

 PISA 2006 國際學生評量計畫 National Project 
Manager.

 教育部中小學課程發展之相關基礎性研究計畫主持人。
 國家奈米科技人才培育推動計畫共同召集人。

 國科會傑出研究獎(2000-2001)。
 國科會傑出研究獎(2002-2004)。
 美國University of Minnesota 傑出校友獎。
 國科會傑出學者研究計畫主持人(2008-2011)。
 國立中山大學西灣講座教授(2008-2011)。
 科教處學門計畫績效成果優良(2010)。
 國立中山大學中山講座教授(2012.08-迄今)。
 國科會傑出研究獎(2011-2013)。
 2013東亞科學教育學會(East-Asian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Education)傑出貢獻獎(Distinguished Contribution Award)

 國立中山大學通識教育中心主任(2012.02~2014.01)
 南台灣大學校院通識教育策略聯盟理事長

(2013~2016)
 Editor-in-Chief,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2013~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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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通識聯盟」→「臺灣通識聯盟」

更名轉型會員大會
（2016.10.21，高雄蓮潭會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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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通識學刊：理念與實務」水準，使其進入

TSSCI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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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識學刊：理念與實務」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教育心理學
碩士、博士

 專長：教育心理學研究、科學
教育相關研究、性別教育研
究、道德品格教育研究

 中山大學 97 學年度全校優良
導師獎。

 國立員林高級中學創校 70 週
年傑出校友獎

 中山大學 100 學年度教學傑出
獎。

 科技部 103 年度傑出研究獎。

總編輯：洪瑞兒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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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通識聯盟現階段發展重點：
提升通識教育教學品質（1/2）

 仍然維持鼓勵區域結盟，推動師資與課程相互支援的

原本構思，但從南部學校出發，擴展到全台，分區運

作。這方面主要是吸收團體會員的加入，以學校為單

位，共創價值。

 現階段通識教育最重要的事是提升通識教育及教學品

質。因此要凝聚過去曾獲教育部傑出通識教師獎老師

的力量，作為提升通識教學品質的種子教師，以利大

家相互學習。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通識課程教學→通識教育研究

→通識教育學術論文發表→通識教育之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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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通識聯盟現階段發展重點:
提升通識教育教學品質（2/2）

 繼續繼續提升「通識學刊」水準，以成為提升「通識學刊」水準，以成為TSSCITSSCI為目標為目標，使，使

之成為通識教師發表論文的園地，這是組織永續發展之成為通識教師發表論文的園地，這是組織永續發展

的根本。的根本。

 本組織是一個本組織是一個群體合作、群體思維，創造新價值的有群體合作、群體思維，創造新價值的有

機體機體。所以除了要有學校支持，也要發揮個人創意，。所以除了要有學校支持，也要發揮個人創意，

甚至獲得社會大眾的認同。甚至獲得社會大眾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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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everyday as if it were the last, because one day it will beLive everyday as if it were the last, because one day it will be......Live everyday as if it were the last, because one day it will be…

窮究通識教育的根本問題

感謝聆聽 敬請指教


